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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基础  

 

第十一讲 四圣谛-道谛（二） 

讲解：曲望格西 

阿弥陀佛！佛法基础佛学群在座所有的法友们，大家午安！ 

那今天有点时间再接着给大家讲一下。上次我们就是四谛当中的

道谛的部分，那道谛也是我们分成几段给大家讲的。前面讲的就是下

士道，还有中士夫的道；那今天是上士夫也好或者菩萨道也会，这部

分尽量给大家讲一下。 

那平时我们所听到的就是五道十地，菩萨或者大乘五道或者是十

地。那当然是我们修行者达到了什么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境界，就有

不同的功德，这是我们大家都一定要知道。譬如说，未入菩萨道之前，

现在我们就是，就像跟我一样的话，都是未入到大乘的道。这样的话，

我们如何去修正法才能够入菩萨道？入菩萨道之后，我们所得到的有

多少的阶层的不同的菩萨道？关于这个部分给大家讲一下。 

那大乘的五到十地的话，当然是大乘的资粮道、加行道、见道，

修道、无学道。大乘的无学道的话，这个叫做佛地。如果你得到了大

乘的无学道的话，就能获得成佛、佛果。大乘五道当中的资粮道、加

行道、见道、修道，那初地开始到十地之间再分为十地，初地到十地，

这些都是属于是未成佛之前的一个道，这个叫做菩萨道－－菩萨加行

道、菩萨见道、菩萨修道。那无学道的话，没有菩萨无学道，无学道

的话就是佛地、佛果。 



2 

 

那前面所讲的菩萨的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我们修了这

些的道，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成佛而修的嘛，这

些都是一个得到佛果的主要的因素、成佛的前提，就是缺一不可的。 

那我们平时常常提到的就是六度万行，六度是什么？布施波罗蜜

多道、般若波罗蜜多等，有六度，这个当然是从界限来讲的话，从大

乘的资粮道（菩萨资粮道）开始到十地之间，或者是佛地都有六度。

虽然是对于这个六度的看法，中观自续派、中观应成派当然是有所不

同，但是我们今天站在中观应成派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六度的界限就

是从菩萨的资粮道到佛地之间都有。那修了六度，主要是为了得到成

佛而修的。 

那么这样的话，达到了什么样的境界才算是一个菩萨圣者？那我

们给大家说一说，不然的话大家就不知道菩萨的界限在哪里？菩萨是

什么？从哪里到哪里就算是一个菩萨？就是类似这样的。 

我们可以分菩萨有两种：菩萨凡夫、菩萨圣者，有分为两种。那

菩萨凡夫达到了什么样的境界才能算是菩萨的圣者？或者是菩萨凡

夫的界限是从哪里到哪里？这是给大家讲一下。 

那菩萨圣者的话，初地到十地之间的菩萨都是叫做菩萨圣者。那

十地到十一地的话，十一地是佛地，就是成佛了。十地菩萨的话，他

即将成佛者。达到了十地境界的话，那就是实修的证量或者修行的一

个程度非常、非常高的。那初地是哪里？菩萨的见道。从菩萨见道开

始到十地之间都是一个菩萨圣者。 

见道以下的，比如说菩萨加行道、资粮道，这种的资粮道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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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者的话，这都是一个菩萨凡夫。虽然是菩萨凡夫，还是非凡夫的

也有，是什么呢？一开始得到声闻独觉的阿罗汉任一，再来入菩萨道

者，这种的菩萨资粮道者、加行道者是阿罗汉。所以呢，他是一个菩

萨凡夫，但不是凡夫，原因是什么？他已经彻底断除烦恼，因为他是

阿罗汉之故。这个也有了。所以总的来讲的话，入菩萨道开始，未得

到菩萨见道以下的都是属于菩萨凡夫。 

菩萨资粮道也是分三种、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说：下品、中品、

上品。菩萨资粮道下品、中品、上品。那上品转移到加行道的时候，

第一开始得到的菩萨加行道叫什么？就是一个暖加行。暖加行、顶加

行、忍加行、世第一法加行，这个是加行道也分类四种，暖、顶、忍、

世第一法四种加行。这个“暖”的话，温暖的暖，暖、顶、忍。暖加

行，顶就是顶尖的顶，顶加行；忍加行的话，安忍的忍，忍加行；世

第一法加行，这个是一个菩萨加行道。 

那主要的就是说，那你看我们成佛，我们所修的成佛的前提是什

么？前提就是总的来讲的话，菩萨的五道，菩萨的资粮道、加行道、

见道、修道这些都是一个成佛的前提。这个里面菩萨加行道、资粮道

是什么样子的？也许有些人不知道。 

我举例来讲的话，菩萨圣者他相续具有的所有正确的智慧、四无

量心、大慈大悲、止观双运这些都是，他是一个见道者的话，这些都

是说算是一个见道；如果他修道者的话，那他相续具有的这些的心都

是叫做修道；如果他是一个菩萨凡夫、资粮道的话，他相续具有的这

些都是叫做资粮道；如果加行道相续具有的道的话，这个叫做加行道。



4 

 

这个是方便的、比较简单的，大概就这个。 

那菩萨他们为了成佛而修行六度等等这种的一个菩萨道的时候，

其实我们相对凡夫来讲的话，难的，所以叫做一个难行。难行是什么？

对菩萨来讲的话，没有什么难，但是对凡夫众生来讲的话，非常的难、

不容易修成，所以它就是叫做一个难行。那当然是透由修这些的道，

它主要的所断是什么？主要的所断除的就是一个所知障，所知障就是

我们众生成佛的主要的障碍。如果你想要成佛，必须要断除所知障才

能够得以成佛。如果没有先断除所知障的话，就不能够得到那个佛果。 

第一方面来讲的话，修了悲智双运或者是一个智慧跟方便双运而

尽量断除所知障，当然是我们所知障也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对治就

不能断除，一定要逐渐地、慢慢地去断除。那么这样的话，也许有些

人会想说：“那我们成佛，成佛了之后那怎么样？”呵呵，那我给大

家讲一下。 

无烦恼的生活、无所知障的生活是怎么样？你想象一下。比如说

我们一天过生活当中，在自己的心里没有强烈地现起任何的烦恼障的

时候，一天怎么样？过的怎么样？你的感觉怎么样？既然是你的烦恼

不是没有的，虽然有的，但是没有强烈现起的过程，所以你感受不到

“我有具备烦恼”，所以呢，一天过生活当中没有现起任何的烦恼的

话，那一天过生活是非常地舒服的、非常地快乐的，就产生无数的悦

意的感受、充满了悦意的感受。那如果达到了佛果的话，那更不用说。

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出端倪。彻底断除一切的烦恼，再来彻底断除一切

的过患，达到成佛的境界的时候，当时我们说，佛自己领受到的自己



5 

 

的感受是怎么样？大概就我们可以看得出端倪。 

所以，我们之前也讲过了，有些人呢情有可原，其实这也不能怪

他，大家都不知道吧，天真的想法：“今天修行，明天就是成佛；今

年修行，明年就得到解脱。”这种的一个开始抱着很大的希望。那如

果过了一年或者两年，那对他的信任就越来越衰败、衰退。那这样的

话，没有那么积极，就产生一个消极的状态、态度。那消极的最后就

懒惰、偷懒，再来懈怠，再来就是气馁，那什么都没有了！这是我们

的人生过生活的方式，大多数的人就是这样子。 

之前在我们群里也是，应该是在这群里吧，所以我跟大家讲过了：

你观察一下，一般人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喜新厌旧太强了，这个是成

不了大事的。如果你拥有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习惯的话，一定要改过向

善，必须要改邪归正、改善，这样对你有极大的帮助。 

为什么呢？喜新厌旧，你也许认为是“我没有”，其实有的，每个

人都有，有些人非常地强烈。这个喜新厌旧的强烈的一个征兆是什

么？你看我们一开始建立了这个群的时候，那一天就是辩论，发了很

多很多的文章。管理员一直讲说“不要发”，止不住，防不胜防，每

一个人都非常热闹。当时我跟大家讲：“你们不用管了，没有问题。

人就是这样子，开始的时候积极的，过了一段时间完全就销声匿迹

了。”这是一个喜新厌旧的状态。你观察一下自己的情绪，就是这个，

这种人容易受到外在的干扰跟煽动。这样的情况下过生活，其实他的

忍耐也没有那么强，他的心态也并没有那么地稳定；这种的情况下过

生活，值遇到很多的困难。坦白来讲的话，人作为一个就如须弥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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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非常地威严、非常地坚固。动不动马上就跳脚什么什么的，不

要有这种的态度，这是对我们自己人生来讲的话，伤害最大的。 

那我们成佛的前提就是菩萨资粮道，修菩萨资粮道、加行道、见

道、修道，这些都是一个成佛的前提。对，那再来，未入道之前我们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入菩萨道，那入菩萨道之门是谁？就是菩提心。

你要有不造作的菩提心才能够入菩萨道了。当然，不造作的菩提心或

者造作的菩提心有什么区别？想要得到成功修不造作的菩提心的话，

一定要修造作的菩提心为先行。这是一定有前后的顺序，为什么呢？ 

不管是做什么事情，我们有的时候讲，知识分子、专业人才这些

也都是一听、一学、一串习，马上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知识吗？不可能

的！首先一定要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精进，慢慢地串习，义无反顾

地前进，努力去复习的话，总有一天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这是一

个现实的、事实的情况。所以呢，前面没有复习、反复地思惟菩提心、

反复地修菩提心的话，那造不造作的菩提心就没办法得到的。 

菩提心是为一切众生希求大菩提之心，简单来讲的话。定义当中

有很多的内容，但是这样的讲也是对你们来讲有点困难。简单来讲的

话，为一切众生自己希求大菩提，就是希求佛果之心，这个叫做一个

菩提心。那所以呢，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断地、时时刻刻地去串

习。那怎么去串习？“我修大悲心、我修菩提心。”嘴巴讲没用了，

在内心、让在内心产生了这种的心——自己一定要为了一切众生，自

己希望恨不得得到佛果、恨不得自己成佛。要有如此这样的心，不断

地去串习。这样的话，那就是串习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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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造作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刻意地去造作。不然的话，你

没办法这种的心自自然然就在你的心中产生、生起，所以呢，这个就

是叫做一个造作的菩提心。那一直不断地串习的话，就变成为不造作

的菩提心。什么时候得到不造作的菩提心，那个时候，同时——与此

同时——你入菩萨道了。你入菩萨道，菩提心是入菩萨道之门。你入

菩萨道的话，那你自己变成为菩萨，你自己相续具有的所有的道都是

一个资粮道。那一旦你就是入菩萨道的话，那就是你变成为人天礼敬

的对境。你自己变成为菩萨，大概就是这样。 

那当然是造作的菩提心也好、不造作的菩提心也得到这样的一个

菩提心，它的前提因素是什么？它的前提、主要的因素就是一个大悲

心！如果我们修不成大悲心的话，何况是一个修菩提心？弥勒菩萨在

《经庄严论》当中提到的：“大悲心是菩提因。”在这当中所提到的菩

提就是一个菩提心，大悲心是菩提心的主要的主因，主要的原因、主

因。 

那先一定要次第性的，我们想要得到真正的世俗菩提心的话，先

一定要好好去修大悲心。如果你不能修成大悲心的话，菩提心就没办

法得到的。如果你心里没有菩提心的话，那你怎么去修菩提心？变成

为嘴唇上的修菩提心，就变成为流于形式。我们所说的这些的道就是

自己心里有才可以修，没有的话不能修。如果其他的东西的话，我们

就可以借用了，但是菩提心跟五道十地就没办法借用的，这是一个概

念逻辑，大家都一定要想清楚。 

之前我说过了要学以致用，不要流于形式的道理在这地方。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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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想要断除烦恼障跟所知障的话，我们尽量内心产生了击中要害的

对治，来可以斩断所知障跟烦恼障，你自己没有的话，那你借用是不

可能的。这样的话，那佛菩萨早就赐予我们了，但是没办法，就是这

个道理。 

那大悲心，是什么样的心叫做一个大悲心呢？缘一切众生或者缘

一切领受痛苦者，恨不得所有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之心叫做一个大悲

心。其实这个也是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有点难。原因是什么？

之前应该是我跟大家讲过了，我们心中拥有的亲疏爱憎的分别、偏颇

的心。所以呢，过度执着于自己的亲方，这种的亲疏爱憎的分别不让

你修大悲心。那所以呢，我们先想要修大悲心的话，它的前提是一定

要修缘一切众生的平等舍。如果你能修缘一切众生的平等舍的话，这

个上面修大悲心是非常适合的。那所以呢，简单来讲的话，从修对一

切众生的平等舍，再来修大悲心；你能修大悲心的话，从这里开始算

是你是一个大乘种姓者，你是一个大乘种姓苏醒的人，从修大悲心那

里开始，你变成为大乘种姓者。那大悲心的前提是缘一切众生的平等

舍，我们一定要观察自己：你现在有没有缘一切众生的平等舍？没有

的话，我怎么去获取、怎么能够成办这种的心？这是我们一定要好好

去观察吧。  

这个是一个修道，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修道。那修道这个道我们

简单的分类的话，大概就这个：下士夫的道、中士夫的道、大乘的道，

大概就这个吧。 

那如果你为了自己想要断除烦恼、希求解脱；这样的话，得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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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的主要障碍是断除烦恼，一定要为了断除烦恼而去修行的。如果你

想要成佛的话，为一切众生你自己想要成佛的话，那所知障是我们主

要的所断；修六度而去断除所知障，才能得到成佛。当然是道谛是非

常、非常多的，如果它的总、大概就是它的架构、宏观的架构来讲的

话，大概就是这个。 

今天我们上课到此为止吧。现在出现了有点鼻塞啊或者是有一点

点嗓子就来了，这也是轮回过患。呵呵。 

大家开心地学习，知道吧？不要在意太多了，天下本无事、庸人

自扰之。一定要小心翼翼地，一天过生活当中我们小心翼翼地保护自

己的心，让自己开心、开朗，这样子才对的。不要歧视自己，不要侮

辱自己，不要欺骗自己，这是最大的危险、最大的伤害，知道吧？那

所以呢，这种都是我平时讲的“祸福无门，唯人自招”，其实我们“飞

蛾扑火，自取灭亡”，类似这种的话就比较像的。一般人明明就不想

领受痛苦，但是你自己猜测、揣摩，所以呢利用肮脏的心来让自己不

舒服，这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不然的话谁带来给你的？这些都是

不必的。每一天过生活，一定要开开心心的过生活。 

我也之前那个跟其他的学生讲过了：“小心翼翼地、想尽一切办法、

想方设法好好过生活，一天你开心地过生活的话，没有理由说今天现

起烦恼。”今天没有现起烦恼导致我们今天很开心的；一旦现起任何

一种烦恼的话，那就让你的情绪就扰乱。所以呢“天下本无事，庸人

自扰之”，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只是我们思路就过不去。所以大家就

是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开心、开朗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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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今天我们到此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