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法基础-32（校对稿）

本课提要：道次第“五道”－－三乘十五道！道的定义－－“性相”：被不造作

的出离心，所摄持的智，是道的定义。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

阿弥陀佛，在群里的所有的法友们，大家上午好！

昨天呢就是冬至嘛，大家应该有吃汤圆嘛，呵呵呵……所以呢，昨天开始就是我

们一年当中夜最长，白天是最短的，大概就这个时间嘛。平常我们口头上讲说“夜

长梦多”，这个梦、大部分的梦都是希望能够好梦，呵呵呵呵……大概就是这样。

好，那不要讲太多唠叨了。

好，今天我们接着讲就是道。对，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就是听说过了道次第啊什么、

什么的，那真正的我们今天开始讲了道的时候，这时我想起一件事情来，比如说

我们今天、上个礼拜就是上完了十二缘起嘛，那十二缘起的时候我们来到这个轮

回之中，由于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不由自主地堕入三界之中？当然是我们无明、行、

识、爱、取、有六种的因素导致我们不由自主地堕入三界之中，被三苦所折磨，

没完没了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依据来讲的话，释迦牟尼佛知苦、断集，

知苦就是我们三界之中所有的众生领受到的深信二者（０２：０３）的痛苦，这

是先了解一下它的真正的一个苦的本质，再来就是遵循它的源头、它的来源，确

定了解它的来源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断除它的根源，就是这个集

谛的部分。所以十二缘起包含了集谛跟道谛、集谛跟灭谛、集谛跟苦谛，这个已

经讲好了。

这种的情形是我们在三界之中六道众生的流转轮回的一个情形的话，大概就是由

于集谛的因素导致不由自主的投生三界之中，就是这个吧？那再来就是依据来讲

的话，导师释迦世尊讲说，如果你想要断除集谛的话，哪，修道，修道。今天我

们、世尊告诉我们的修道、所谓的修道，这个道是什么？道的定义是什么？道是



怎么去修行的？大概就是道分类有多少？

我们从今天开始给大家解释。这个也是一个因果上来讲的话，顺序上来讲的话，

修行的次第上来讲非常的好的。今天我们开始讲道。一般的道来讲的话，其实道

次第它的道的内容非常的广泛的，但是我们今天从道的一个架构的角度来去解释，

这样子比较好的。

对，那第一个道的定义是什么呢？道的定义就是我这里写，就说“被不造作的出

离心所摄持的智”是道的定义，或者是道的性相，定义跟性相是一样的。那“被

不造作的出离心所摄持的智”，这个“智”简单的前面加了一个“本质”，本来的

本，本质的话更好。好，是道的定义。先这个就是我想尽办法、尽自己力所能及

去告诉大家，就是想尽办法、易懂的方式来去告诉大家，但是有些地方呢没办法

的，太深了。

好，再来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就是说，“不造作的出离心所摄持”的意思是什么？

现在我就是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人心里有智慧，不知道有没有三

摩地或者禅定？当然每个人都有正确的智慧，一定有了。好，那这种的我们现在

拥有的智慧算不算是一个道？那看我们心里有没有不造作的出离心？如果我们

就是有了不造作的出离心的话，那现在你拥有的正确的智慧就是叫做道，没有问

题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个智慧就是被不造作的出离心所摄持的智，所以呢

它就是一个道。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那它不是一个被不造作的出离心所摄持的

智，所以呢不算是一个道，就是这个嘛。

那“不造作的出离心所摄持”的意思是什么呢？假如说在我们修行，一位修行者

自己内心有就是大悲心、慈心、悲心，或者是一个正确的智慧等等，但是你心里

没有，与此同时没有就是一个大悲心的话，与此同时没有不造作的出离心的话，

你拥有的戒、定、慧都是不属于是道；一旦有了不造作的出离心的话，那你心里

拥有的戒、定、慧都是变称为道了。



所以呢，“所摄持”，“摄持”的意思是什么？一个修行人的相续当中，正确的智

慧，慈心、悲心、三摩地、戒、定、慧等等，这些的智慧跟自己想续拥有的不造

作的出离心彼此之间饶益，互相帮助，这样子才叫做摄持。比如说一个人的相续

当中，出离心越来越增长的时候，另外其他的戒、定、慧也是跟着随之增长的；

那一个人的相续当中戒、定、慧修行越来越增加的时候，与此同时不造作的出离

心也是增长，这样的就是互相饶益、帮助的情况下同时成长，这样子才叫做一个

摄持，不造作的出离心所摄持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我们自己修行者个人相续当中没有出离心的话，那不管是你有什么样的智慧，

被什么样的禅定，却还是不属于是道，就是这个。道德的定义就是被不造作的出

离心所摄持的智、本质，称它为就是一个道，道的定义。因此之故，不造作的出

离心是一个入道门，对，修行者入道之门是一个出离心，不造作的出离心，有无

出离心来判断说入道者跟非入道者、未入道者，大概就这个嘛。

好，那我们开始的时候，讲开始道次第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学那个误

会了，一定要学到正确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道德定义嘛。那道分类为就是我前面写的

就是十五道，十五道就是三乘十五道。比如说，三乘是什么呢？三乘就是声闻乘、

独觉乘、大乘，有三乘嘛。那三乘有就是各有五道，总共有十五道。这个就是我

们第一个大纲或者是一个架构，要了解的就是三乘十五道的意思就是这个。

那再来，道的、共同的道的定义的话，被不造作的出离心所摄持的本质叫做一个

道。好，那再来，就是道分类为十五道，大概就是这样子，可以的。那第一个，

就是分类的话，我们就是怎么分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这样分的：对，资粮道、加

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等五种，大概就是这个。好，大家要记得，资粮道、

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这个叫五道。

三乘各有五道，名词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的话，声闻资粮道、声闻加



行道、声闻见道、声闻修道、声闻无学道。缘觉也好，独觉也好，独觉资粮道、

独觉加行道、独觉见道、独觉修道、无学道，那大乘、大乘的资粮道、大乘的加

行道、大乘见道、大乘的修道、大乘无学道，共有就是十五道，大概就是这样子。

五道的名字是一样的，我们分的时候前面一定要加，你就是讲了声闻的五道的话，

声闻资粮道、声闻加行道等等这样子去讲，独觉的话，独觉资粮道、独觉加行道

等等，类似这样的。如果你就是大乘五道的话，当然是大乘可以分五道十地啊，

这是后面就慢慢、慢慢讲，那大乘资粮道、加行道、见道等等这样子分就可以了，

大概就是这样。

好，这个是我们道的定义跟道分类，大纲的话，就是一个宏观的角度来去讲的话，

大概就是这样子，这个里面包含了所有的道次第、大小乘主要的道次第都是涵盖

在这个范围之内，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好，这样子了解的话比较容易懂的。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讲的就是，世尊讲到的知苦、断集、修道。好，那我们就

是要修道的地方嘛，修行道。如果我们修行道次第的话，自己心里没有道次第的

话，道次第不能借用的。别人有道次第，你没办法把别人，就是跟人家借过来，

就是道次第修，这个是没有这种的逻辑了。

大家知道的就是，要知道的就是，我们自己内心一定要建立了任何一种道次第，

不断的去修。修就是串习的意思，修就是一个串习、改善的意思，本来就是一个

不断的串习、不断的串习、不断的改善、不断的改善的话这个叫做一个修的意思。

那行的话，所修的这个，所修是什么？两个方面可以解释的：第一个是我们不应

该要的东西一定要放弃，对我们自己修行者好，对自己终身有利的一定要培养，

一定要就是让它强壮，它的能力越来越大，让它的能力越来越大，大概就是这样

嘛。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现在我们拥有的仁慈－－慈心跟悲心，但是绝大多数的人的

慈心跟悲心是非常薄弱的，没有那么强壮的。那我们不断的修行，透由一些的正



确的方式来去不断地串习，所以呢我们自己相续拥有的慈心跟悲心，它的能力越

来越强壮、越来越大，它的范畴、所缘的范围越来越广的时候，那修行者修行得

越来越好，大概就这个嘛。

好，那么这样子的话，那出离心是什么样的才叫做出离心呢？我们要了解的就是

这个。被不造作的出离心所摄持的话，出离心是什么样子才叫做出离心呢？其实

很多人觉得把出离心、把它当作一个非常简单的，但是出离心不是那么简单的。

不简单的原因是什么呢？出离心本身具足了很大的力量、能力，它消除一些世间

污染、世间污垢的一个能力存在的。那我们修行者呢完全沉溺于世间的污染当中，

这种的人的话，我们修出离心的时候一直排斥、不适应，没办法融合在一起，没

办法接受，你的现在的行为跟出离心的想法是完全背道而驰。这种的情况下我们

选择污染了。

对，绝大多数人不选择是出离心嘛，但是大部分人也不知道出离、修出离心之后

对自己有什么利可图？对自己有什么长处？对自己有什么帮助？所以呢愚痴、愚

昧，我们就根本不是看不到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从小到现在为止，个人先

入为主，或者是意识形态就是一个从小就我们养成这样的我行我素的一个习惯存

在嘛，那完全是、永远都是被它所污染，我们就没办法领受到修出离心之后所得

到的内心的安乐，我们就是领收不到的。

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是现在还是没办法在内心建立起正确的一个出离心来。这

样的话，我们就不能修出离心嘛。我刚才前面讲的，修出离心，首先自己要有出

离心，如果你内心没有出离心的话，你就不能修了。不像外在的东西，如果是外

在的东西的话，我们可以借用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自己所修的这些的正法就没办

法借用。

好，那这样的话，出离心的功德太大了，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是、你现在的这

样的污浊的心态不能接受出离心，所以呢，自己心里就是有点矛盾嘛，那刚才讲



的道理就是这个。拥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存在，所以呢，我们念诵的时候，“无上

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讲正确的道理非常的适合的。我们每一个人跟

自己的情绪，跟佛法正法相应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不容易的原因是什么？刚才如前所说的，我们大家好好的去考虑一下：如果修

行者变成为重视外在的东西，流于形式的话，那就没有学以致用了。那这样的话

永远都是从小到现在，现在到未死之间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得到佛法的加持，

没有什么改善，这样的一个白白浪费自己的人生的话，那多可惜的。这是大家一

定要好好的考虑的一件事情。

那么第二点呢，先一定要我们就是了解出离心的功德，如果你不了解出离心的功

德的话，那就我们做事、做事情一样的，比如说，一个人我们想要做生意的话，

生意一定要你这个商品也好、产品也好，会不会赚钱一定要思前想后，我们非常

讲究嘛，大概自己确定说有这个产品是好的，肯定会挣钱的，那个能赚钱的话你

开始去动，去做生意嘛，你还是愚痴、愚昧，不知道能不能赚钱的话，还是事情

上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嘛。这个也是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做任何事情也好，它

带来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好处？我们一般人都很讲究，思前想后，这是肯定的。

那尤其是修行上来讲的话，所修的这种的道次第，我修了之后我得到了什么好

处？就是一定要思前想后嘛。但是我们大部分人不知道出离心的功德是什么？修

出离心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是没办法修真正的一个出离心。

好，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出离心是什么样的才叫做出离心

呢？

平时我们讲的出离轮回之心，出离轮回之心就是对轮回有厌离感。好，完全是、

完全是对于轮回的处所也好，身体也好，受用也好，一点不贪着，一点没有兴趣，

对他有厌离感的话，开始就是、开始就产生了一种出离心的，出离轮回之心就是

这样子心才叫做一个出离轮回之心嘛。



那你看对于轮回的处所，处所是什么？处所就是我们大概讲的话，三千大千世界，

外在的器世间，这个叫做一个处所。再来，外在的器世间就是范畴、范围就是我

们缩小的话，就叫做我们自己安住的处所，知道吗？比如说举例来讲，自己的家

乡，自己的房间，最起码就是、甚至自己的房子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外在的器世

间，那我们对于这种的一个器世间－－处所就是这个。

好，受用的是什么？我们自己穿的、吃的、所用的，所有的生活当中所用的这些

的生活的条件，这些东西叫做一个受用。那在佛法当中所提到的就是五蕴（２１：

４０），这个说法很好，五蕴（２１：４５）的话，这个涵盖的所有的生活的用

品，或者是生活的那个条件。那我们五蕴（２１：５２）是什么呢？是色、受、

想，哦，色、声、香、味、触，这个叫做一个五蕴（２２：０２）。我们所用的、

所有的生活条件都是可以归纳为这五种蕴当中，没什么大问题的。

好，那身体的话，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拥有的身体嘛，自己的肢体。那你看出离心

是什么样的出离心呢？对于三界的－－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的，对于三界

的处所、身体、受用一点不贪着，一点没有兴趣，对它产生的厌离感的话，就能

得到了一个出离心，这种心就是叫做出离心啊。

那你看这个简不简单？其实不简单的，不简单的原因是我刚才前面讲的，我们不

知道修、透由修出离心带来给我的什么样的感觉，过去不曾领受过出离心的感受，

今生也没有得到过出离心的感受。这样的话，我们大概不知道我修出离心对自己

有什么利可图，完全不知道。我们把自己的心放在了一个从小先入为主的意识形

态上去思维的时候，那你情绪就污染的，这样的话，你就是一直排斥出离心，没

办法修出离心的，道理在这个，这两个是一个完全敌对的。

好，原因是什么？我们讲道理。对，比如说我们现在缺乏了出离心，所以呢，你

看，对于五蕴（２３：５５）产生了无数的烦恼，不仅仅是产生，非常的猛，非

常的强烈。那一直对于五蕴（２４：０４）产生了强烈的现起，产生了烦恼的时

候，你这种的烦恼相续具有的这种的烦恼的人是谁？当然是自己嘛。那我们自己



舒不舒服？绝对不舒服的。你过生活当中内心值遇到这么多的逆缘，这么多的障

碍，这些都是从何到来的？由于什么样的条件情况下才能产生的？这一般人是观

察不到的。

我们大家都想是共同，就是终极的目标是一致的。每个人想的是什么？想的很天

真嘛，幸福、快乐、安宁、心安理得、和平、宁静、祥和，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

有的，我们追求的就是这些。希望就是内心充满喜悦的感受，这些都是我们的追

求。但是我们达不到自己的追求的目标的原因也是如此的，我们不知道好的东西

是哪一个，坏的东西是哪一个，我们就是完全不知道。所以呢，这个叫做愚痴、

愚昧。对于这些的好、坏的因素愚痴、愚昧，取舍的因素愚痴、愚昧，所以呢，

凡夫就是这个意思。

那第一个简单例子告诉大家，比如说，我们人世生活当中求不得苦、爱别离、怨

憎恚、生老病死等等的痛苦，那我简单来讲，求不得苦是从哪儿来的？如果你领

受痛苦者，自己相续拥有的贪婪之心没有那么强烈的话，你也没有那么、你也没

有那么痛苦的，知道吧？我们这种心、内心拥有的、自己拥有的贪婪之心的，它

的所缘、贪心的所缘是什么？就是五蕴与任一，就是一个五蕴与任一嘛（２６：

２０），色、声、香、味、触，是不是这样的？你想想看：吃的、穿的、住的，

类似这样的食衣住行方面的、这些的五蕴与（２６：３８）是一个我们贪婪之心

的所缘。当然有了我妙玉（２６：４０）不一定产生了痛苦，但是有了五蕴（２

６：４６），那我们对它的看法者、对它产生了一个强烈的现起贪婪之心的话，

那开始就有了痛苦，这个是很明显的。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我们非常、非常执着一个东西，我想要有，还是买不起，这

个时候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你心里就是付出很多，心理还是有就是非常、非常

的、反正就是遇到很多的困难、瓶颈吧？好，那真正的你买得起东西，这个东西

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手上的时候，又开始另外一个担心又来了，会不会被人家

偷？被人家抢？会不会就是摔破？会不会失去了？等等这些的对它的执着太强

的关心，我们各种的思想、担心就引生出来的。这些都是从何哪儿来？从何到来



的？依于贪婪之心而产生者，这是我们一般人没有观察过了，所以根本不知道。

好，就是贪心，贪婪之心强烈的现起的当下带来给你灾难或者是一个长处，那你

想想就知道了。

好，那我举个简单例子来讲，相反，内心没有强烈的现起任何的贪，那个对无妙

玉（２８：３５）的执着贪心的一个人的话，他的生活的步调也是缓慢下来的，

那个人讲话也是非常的温柔、得体，行为也是非常的修养，知道吧？内心也是非

常的轻柔、非常的善良活到老，知道吧？这种的人比较有客观的，就是这个。这

是我们大家都需要的嘛。那你看，这样的情况下，那种的人心里就是比较平稳的，

比较宁静的、祥和的。那你看，无烦恼，无贪心，有贪心之间有生活上来讲有什

么区别？你这样的思维，逻辑上来去思维的话，就能看得到这个结果。

好，那我们嘴巴上讲说无贪心、无烦恼，就烦恼就变成没有了，不是这样子，一

定要修道来去对治它，慢慢就是消失，这样子才正确的方式。所以呢，世尊赐予

我们断除任何集谛的、断除任何烦恼的一个方法，赐予我们的道次第。那当然是

我们要修道次第的时候，道次第是由于什么样子的真理来判断它是一个道或者非

道？

这个是我前面讲的，有无、有没有被出离心所摄持的这种的定义来判断是不是一

个道，或者是一个非道？你想想看，对不对？比如说我刚才讲的，不造作的出离

心是什么样子的？一开始我们内心产生了一个造作的出离心，不断的串习，不断

的培养，将来串习力越来越强便成为就是不造作的出离心，就是这个。前面没有

造作的出离心为先行的情况下，忽然就得到了不造作的出离心，不可能的。

我们一定要一步一步的来，知道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平常我们所谈到的就

是这个，这个也是修行上来讲是一样的。我们大部分人就是把自己的幸福、得到

解脱都是托付给、托付给一个人的身上，就像是一样的，你自己人生的幸福都是

交代一个人，托付在、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这个是不幸的事情嘛。



今生的幸福、快乐是我们一半靠别人、其他的法，一半是大部分人是以我自己以

身作则才可以的。一样的，我们承办解脱也好，想要成佛也好，一半依靠上师的

教导，三宝的加持，主要的就是一半是自己依靠自己的努力、认真、串习、修行，

这种的一个方法双管齐下的情况下，就能解脱轮回，得到究竟涅槃，就是这个嘛。

所以呢，我们一看到的时候，对于三界的处所，哦，身体受用，一点不贪着，一

点没有兴趣的时候，才能产生的一种出离心，出离轮回就是这个。那这样的一听

到说，很多人就心里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嘛，知道吧？“哎哟，这样的话，那就

是没办法嘛”，呵呵，所以呢，他因、因的当下，承办因的当下很难做，所以它

所带来给你的结果是最殊胜的，知道吧？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好好（思维）（３２：

５３），这个很难做到了，做到的话，它带来给你的结果、结局就是完全其他的

结局不一样的，最殊胜的。它的因素容易承办的、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的话，它

带来给你的也是成本很低，没有什么价值的，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大家一定要

好好的去思维一下。

好，大概就是今天讲到这里吧，所以呢，太多也是大家没有时间听完。好，那不

急了，我们就是开始慢慢、慢慢跟大家分享，这样的话，大家就是比较容易吸收；

这样的话，最主要的就是人生的那个过生活当中一定要往好处想，一定要该自己

需要的东西一定要一个承办到底，不要半途而废，不要……千万不要就是重蹈覆

辙，过去做错的事情一定要改过向善，千万不要重蹈覆辙，就是这个吧？好，那

所以呢，生活当中不要在意太多，一定要往好处想，让自己开心、开朗，作为一

个乐观的人，开心果是最主要的。

好，今天的上课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