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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提要：见道。

在座的所有法友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有点时间，接着给大家解释一下从见道开始到阿罗汉之间所有道次第的一个

安立。其实我们五道十地也好，或者是声闻五道、独觉五道详细地去解释的话就

需要很多的时间，确实是非常多的。那大概就是我们五道的概念，我们每个人心

里建立起一种正确的一个五道的概念的话，这个也是不错的，我的想法大概就这

样子。

第一个见道的是“见”，为什么加了一个“见”？对，这个“见”的意思说：见

道以下的加行道、资粮道，或者未入道之前不能现证空性、不能现证无我，所以

呢，开始现证无我的道，对，一开始现证无我、现证空性的道，所以呢，它就是

叫做一个见道，这个“见”就是现证的意思。现证什么呢？现证空性、现证无我

这个开头的道，所以呢它就叫做一个见道。

再来，修道呢，修道的意思说：之前见道的当下以及现证空性了，现证无我了，

他后续不断的、他的后续不断的串习、不断的培养的这个过程的道，所以呢叫做

修道。

见道的当下就是主要的所断是什么呢？声闻见道的当下主要的所断就是一个遍

计的烦恼，在见道的当下彻底断除遍计的烦恼的时候，就能够得到灭谛，这个灭

谛就是叫做断除见所断的灭谛，声闻见所断的灭谛。这个见所断是什么呢？这个

见所断就是一个遍计的烦恼，大概这样子了解就可以了。那声闻的修行者达到了

声闻见道的那一刻，他已经得到了声闻那个见道解脱道、声闻见道后得位，那就

是已经得到了断除遍计烦恼的灭谛了。



这样的话，他就是从入道之后开始为了一些的目标，对，长期的目标跟短暂性的

目标，那目标是什么呢？他希望能够彻底远离烦恼，得到了解脱，这是他的目的

嘛。那他达到了见道的当下，他一些的目的就是已经实现了，他烦恼又分为两种

－－遍计跟俱生。这两个当中遍计的部分已经断除了，这样的时候他已经得到了

断除遍计烦恼的灭谛。那个时候，现在还是观察自己的时候，还没有断除俱生烦

恼的能力，需要一些的、就是累积、由于累积福慧二资粮来加强。这样的知道（０

４：０５）的时候，他就是后得位的当下，或者再去缘无我的止观双运的三摩地

当中累积了智慧资粮。后得位的当下，布施、持戒、忍辱、禅定不断地修，就是

一个福德资粮的方面加强，大概就是这个。

那主要的就是见道的，比如说见所断，遍计的烦恼他的正对治、真正的正对治叫

什么？声闻见道、无间道，这个叫做一个直接对治遍计烦恼的一个对治－－无间

道。无间道引生出来的就是同一坐的根本定当中，第一个无间道的当下就是对治，

坐对治。还没有出定之前，根本定当中彻底断除遍计烦恼的同时，得到了一个声

闻见道、解脱道，这个解脱道还是入定－－根本定治。

再来，他彻底断除遍计烦恼的时候，就像是一段时间就没有什么事情，就是干得

感觉吧（０５：３０）？所以呢他就是出定了，出定的当下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后

得位的当下。那后得位的当下的时候，声闻见道、见道后得位就像是我们平常醒

过来的人，这路上就是行走啊或者是吃饭啊、跟人家打交道、聊天等等这种的一

个、类似这样的就是叫做一个后得位的当下。

后得位的当下就是往内去观察的时候，还是我追求的目标－－达到解脱的境界还

有离、就是蛮远的，那主要的中间的那个障碍是什么呢？俱生烦恼。如果我不能

远离俱生烦恼的话，只断除遍计烦恼就还是没办法得到解脱，没办法脱离轮回。

他知道的时候，那就是为了断除俱生烦恼需要什么？当然是需要一个福慧二资粮，

一定要累积到一个、走过的一个福慧二资粮的话，才可以逐渐的断除俱生烦恼嘛。

那么断除俱生烦恼的过程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俱生烦恼有分类为九品，对，九种。



比如说，第一个上品、中品、下品，那这个三品了以后各有分类为三品，这样的

话总共有九品。为什么这样子分呢？不然的话就是我们没办法，就是同一个无修

道、无间道彻底断除三界的俱生烦恼是不可能的，就是像是我们平时讲的“冰冻

三尺非一日之寒”，俱生烦恼无始以来跟我们一直不离不弃的陪伴着，如鱼石水

洗（０７：４０这里是“如影随形”吧？）的跟着我们，到目前为止，三界的俱

生烦恼都是依然存在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不容易断除它的。这样的情况下就是

俱生烦恼分类为九种，大概就是这个。

那当然是有九种的话，无间道也有、修道无间道也有九种，修道解脱道也有应该

是八种。对，最后的就是不算是修道，最后的就是无学道，阿罗汉相续具有的解

脱道。总的来讲的话，每一个无间道引生出来的就是解脱道了，所以呢，逐渐的

这样的不断的去、俱生烦恼不断地去消解、消除，不断的这样的一上去（０８：

３６）的时候，终于就是一个……对，最微细的、最后的就是一个上品、中品、

下品。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所断的部分的话最细微就是很难断的，比较粗的就是

比较容易断的。这个跟强大的对治、跟它所分类的所断就是最微细的。这个是一

定要、就是观念上我们大家都一定要习惯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最有力的、最强大的就是这样的经过很长时间修行的过程，终于

生下了唯一的就是最微细的、三界的最微细的、有顶的最微细的俱生烦恼，那个

时候修行者自己大概知道了，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肯定会知道了，“那我就是入根

本定的话，这个根本定当中我不确定的情况下，我就能得到阿罗汉，远离轮回。”

他自己知道的时候开始就入定。开始入定的这个三界烦恼细品的一个对治、正对

治，这个叫做一个金刚，金刚喻定的无间道。声闻金刚喻定的无间道，这个是一

个它的专有名词。

好，那所以入、那个缘空性的入、入缘空性的根本定当中，这个能力增强的过程，

彻底远离三界最微细的烦恼，与此同时他就得到了阿罗汉果。那个时候就算是得

到解脱果，解脱，得到解脱、得到阿罗汉果这个是同时的。声闻也好，独觉也好，

这两个行者其实得到阿罗汉果、得到解脱是同时的，断除烦恼这三个是同时的，



没有什么先后的差别、时间先后的差别，就是这个。这样的话它就是已经达到了

阿罗汉的果位。

一开始转移到阿罗汉无学道的那一刻，修道、从修道转移到无学道的那一刻，那

这个无学道就是叫做开始产生的无学道的话，它叫做一个阿罗汉相续俱有的解脱

道，这个是无学道体性的一个、就是解脱道。这个解脱道彻底断除一切的烦恼，

相续具有他的人叫做一个阿罗汉。好，与此同时得到了断除三界烦恼的一个灭谛，

这个灭谛叫做一个解脱，真正的解脱，这个叫做一个暂时涅槃，涅槃就是这个。

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那个大涅槃跟暂时涅槃是不一样的，平常

我们讲的究竟涅槃，《心经》当中提到的究竟涅盘，这个究竟涅槃就是远离一切

障碍的涅槃。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声闻、得到声闻阿罗汉的那个时候得到的涅槃的

话，它是一个暂时涅槃，它不叫就是一个究竟涅槃。

原因是什么呢？还是比他那个更深的、更高的灭谛还存在，所以呢，我们不能说

它是一个究竟涅槃。究竟涅槃的话，佛相续具有的断除一切障碍的灭谛叫做一个

究竟涅槃，大概就是这个。所以呢，达到无学道的同时得到了阿罗汉，又是得到

了解脱，解脱是一个灭谛，灭谛就是涅槃，这个涅槃，大概就是这个。

好，那这样的话，比如说达到了声闻的阿罗汉的时候，他就已经得到了断除烦恼

的灭谛了，所以，那这样的话，解脱者是谁？解脱者就是阿罗汉。解脱是什么？

阿罗汉所得到的断除三界烦恼的灭谛叫做一个解脱，又是暂时涅盘。这个不要搞

错，我们希求解脱者，解脱不了解的情况下，希求解脱的心、正确的产生了希求

解脱的心是很困难的，大概就这样吧。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声闻阿罗汉也是分类很多种，但是我们不必讲这个阿罗汉，

大概知道就可以了。阿罗汉的定义是什么？断除烦恼的补特伽罗叫做阿罗汉，断

断除烦恼的补特伽罗的话，这个叫做阿罗汉。原因是什么？断除烦恼的补特伽罗

是阿罗汉的定义。那你看，阿罗汉最起码一定要断除三界的烦恼者，这样的话我



们大概就知道阿罗汉的地位是怎么样。

那声闻、达到了声闻阿罗汉的时候，有些人直接就是已经达到了声闻阿罗汉的时

候，就今生、有生之年就是还是进入到菩萨道，他今生就是入菩萨道所变称为菩

萨。有些呢一直呆在那里，没有入菩萨道，没有追求佛果，一直待在就是这个、

大概就是一个声闻阿罗汉的一个身份。那当然是总有一天他就是圆寂，圆寂的那

一刻，同时他投身了净土，这个是真正的去投身净土的就是声闻、独觉的阿罗汉。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断除三界的烦恼，他没有烦恼，所以呢，业与烦恼导

致投身三界是不可能的，投身三界的因素就没有了。他也不像菩萨，大概就是由

于自己发愿力、由于大慈大悲的关系，他就是还是想要呆在、再投身这个轮回，

这个不可能的，这样的话他就是没有大悲心跟菩提心，又已经远离一切的烦恼，

没有烦恼，那他的发愿力不够，所以呢，他就是只去的地方是一个净土，他缘起

的那一刻，与此同时就是会生在于一个净土，就是同时的。

那声闻阿罗汉也可以分为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当然是有余涅槃、无余涅槃这个

看法中观应成派跟中观自续派有所不同的，这个不同的点，所以呢我们下次介绍

大家，今天大概就是上课的部分到此为止。

讲多也是我怕你们就是听不完这样子，你们也听不完，我就费力那么多，呵呵……

所以喉咙就、嗓子就痒痒的，那就没有用嘛。呵呵……讲少了一点的话，你们就

是有的时候不得不听，听一听，对不对？要看一下“哎，今天讲的没有那么多，

听听也可以”，听一听就还是有心里播下了一些的种子，这是好处啊。

那我们一看到、一划的时候，手机里面讲得太多的时候，还没有听心里就有点辛

苦了，不想听的那种了，所以呢我讲少一点比较好，这是我觉得。好，加油，大

家就是加油、努力！

好，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