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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弥陀佛，尊敬所有的法友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就是时间比较少，好，没问题，我就先讲，你们有空的时候慢慢听就好

了。上次我们在基础佛法群当中已经讲到的部分就是，比如说，七因果口决当中，

知母、念恩、报恩、慈心、悲心，或者增上意乐大悲心，再来就是菩提心，这个

叫做阿底峡尊者传下来的一种修菩提心、修菩提心的一个方式。

那再来，就是我们发自内心去修思想这些的内容的时候，它带来给你一种什么样

的结果？其实我们这样的一定要好好去谈一谈，为什么呢？你修行的成果不正确

的时候，那你修行的方式也是偏了，会偏。这样的话，得到的结果就是没有那么

好，所以呢，大家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去理解，这样比较好的。

之前我们一开始谈到的阿底峡尊者为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所有有情、

一切有情都是曾经当过你的父母亲、你的父母亲。如果他当你父母亲的当下，尤

其是母亲的当下，他牺牲了自己一切，还是去照顾你。所以，当世对你的恩德是

你没办法言语来形容的，就是不生病，（０２：０７）不是，那个没办法……对，

就是一个……对，他对我们的每一个众生、对我们的恩德是不胜枚举的，确实非

常多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正常人的话，应该是报答才对了，对。

所以呢，再来就是我们念恩，众生对我的恩德铭记在心里。那这样的一个不断地

去思维的时候，其实它带来给你无数的好处的，对。比如说我之前也讲过了，实

际上来讲，所有一切众生有没有曾经当过你的母亲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内心、

发自内心安立、发自内心去如此这样的去思维的时候，他带来给你一种非常大的、

极大的好处嘛。那所以对自己有好处，应该大概这样去思维、这样去思维才对嘛，

对。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思想当中有三等人：第一



个是你觉得我最爱的人；第二，普通的人；第三，讨厌的人。我们这个是、三个

人是谁捏造出来的？其实我们一般人不会去、详细的去研究，你就不知道从小就

是这个、受这个环境的影响，我们不好的就是容易学的来的、学来的，这样的情

况下，我们就是自自然就心里形成了这样的习气的时候，那看到某些人的时候特

别喜欢，看到某些人的时候特别讨厌，那看到了某种人的时候还、心里没有什么

任何的、任何的感触等等这样子。

这样的话，我们修行人是怎么去改变自己的思想？这种的、你的思想对或者错，

这是我们一定要观察吧？其实这种的自己拥有这样的感受肯定有你的看法、你的

见解，上面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导致所产生的一种感受嘛。那个时候我们去观

察，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最喜欢的、最爱的话，就不用贪心没有他（０４：５２）。

先我们谈的就是陌生的人，他平常就是遇到任何困难有、我们也无所谓的感觉那

种的人，还有有一些人就是一看到就是看不顺眼、不舒服等等。

好，对，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去观察吧。比如说：“我为什么某些人一看到的时候

引起了我的烦恼？我觉得就是有点感、感到就是有点不安、焦虑、不舒服，他带

来给你无数的恐惧；有些人看到的时候心里不舒服，我讨厌他、看不起他、嘲笑

他等等，这些对境都有了。我为什么会常常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呢？这个是我个人

的问题，或者是你所看到的讨厌的这个、那个人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中间我们

就是一定要小心的、详细的去观察一下。

为什么这么说呢？修行就是我们一定要先日常生活当中，之前也是我跟大家讲过

了，对自己的家人也好，对自己的身旁的人也好，或者邻居也得从他们开始修行，

这个是一个最正确的嘛。我们平常自己身旁的人所看到的、熟悉的人不修，那就

是你出来摸不着头绪的、那种的陌生的人对他修是做的有点可笑的，你不知道的

吧？这个叫做流于形式了，你修行的方式绝对是错的。

我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比如说我们平常比较喜欢讲无我、空性啊、

大圆满、大手印啊，知道吗？无上瑜伽续的圆满次第啊、生起次第啊、本尊法，



所以讲了一大堆嘛，连这个基本的、在基础上的这些的都是认不出的话，认不出

来的话，做不到的话，那怎么可能这些都是能、就是能修呢？不可能的，没办法

的。所以呢你就是、你就是变成为今生有点流于形式者，这是对自己来讲真的是

不好的。对，就是这个。

所以呢，我们就是以道理来判断谁说的错，谁讲的、想的对，就是这样子才可以

嘛。如果我们、对我们来讲理不清、道不明的时候，肯定会自己有问题嘛。但是

一般人、自己认错的人就是真的很少的，这也是我们一般人的、凡夫的一个问题

嘛。

好，我们道理上来讲，你讨厌的那个人，你什么时候讨厌呢？其实他从生下来就

是你讨厌的对境吗？他丑陋也好，或者你想象当中的、你所看到的那样，他这个

丑陋、丑陋的一面是他从他方面、从他方面、一生下来从它方面成立了这样的一

个对境吗？这个问题充满了过患者，他从他方面成立了一个这样的人吗？其实不

是，这是我们自己个人的思想的问题，从自己内心去安利的问题，这是你懂不懂

道理？不懂的话一定要思维一下。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把它设定为真实的他，就是从他方面成立了一个讨厌、

丑陋等等这样的一个设定的话，那就是、这是个人的问题嘛，没有理由说你就讨

厌他，没有资格嘲笑他。但是我们就是明知故犯，明明就不对的，但是我们就是

明知故犯嘛，这个业障多重？我们好好的去思维一下。

那嘴巴讲的就是“为利众生愿成佛，我要修大悲心，我要修菩提心。”那我们没

办法远离亲疏、爱憎、分别的话，那你怎么能够修大悲心、菩提心呢？不可能的，

没办法的，就是这个实话的话大概就这样子。说实话就是这样子，但是有一点酸，

有一点就是不想听的，知道吗？所以我们平常讲，逆言或者是逆耳，所以讽刺或

者他一番话就、就是刺激到自己心脏的话，这番话是对你而言是一个身教，就是

这个，知道的话大概就这个。



好，那这样的话，比如说道理、以道理上来讲的话，其实如果你想象的、如所看

到的那样、这样子，它是一个丑陋或者是一个不好的、讨厌的对境的话，那谁看

也是一样的啊。其实不是你不喜欢他，还是喜欢他的人多得多的，那么这个时候

问题在谁的？

当然是我们自己的啊，你自己看错了，你自己安立的方式不对了。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反省自己、检讨自己。佛教主要的就是、开始教导当中提到的就是反省

自己、检讨自己，都不会出现了说让人家反省、让人家检讨，几乎都没有了，都

是我们自己反省、自己检讨。

其实，这个过去的祖师大德他们看得一清二楚嘛，他们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的思想上、我们的见解、看法都有问题的，所以呢，我们就是每一个人利用

佛法的正确的看法、智慧、见解、哲学、逻辑来改善，改邪归正。没有的话重新

来过，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没办法的。其实我们就变成为就是－－修行就是嘴唇

上的修行嘛，发自内心没有去修行，原因是什么？你心里面没有具备如此这样的

一个正确的见解和智慧嘛。

好，那就是我之前也讲过了，这个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修行者，在

人群当中也好，其实我们显现出这样的一个来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克服？如何去

告诉自己？他的道理懂，你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尤其是你去人群当中的时候，你

出现了有些人是看的顺眼，有些人看不顺眼，有些人呢就是吸引了你的执着，有

些人吸引了你的仇恨等等，都有。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反思一下：“这都是我自己安立的角度、思想的角度不同，所

以呢呈现出来的一个对境，其实，把这些的友情、友情都是曾经当过我的母亲，

这些所有的都是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我尽量去帮他们的忙，我一定要去报答他

们。如果我没有这种的能力，我也不会去诋毁他们，我绝对不会伤害任何众生。”

拥有这样的心态不断的串习的时候，久而久之之后，你已经习惯了，以后就是你

的眼前不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三等的人，都是一样的、平等的。



你看到谁、跟谁一起、跟谁交流、打交道都是一样的感受的时候，那你看，你自

己得到了多少的好处？你所住何处、所向何方都是一个好的、善的。不然的话，

你得罪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去的范围就是越来越狭窄的，这个就是一个形

容词来表达。你去哪里心里不自在，一个人群当中的话，你就是心里就还是有、

就是你长存就是一种恐惧的心所，他们就是背后说什么？说了些什么？批评或者

什么？我们就是一直心里就不自在嘛。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招来的，平时我们讲的“自掘坟墓、自寻死路”，其实这些都

是一个比喻。其实我们实际上来讲，我们凡夫的做法几乎都是、大多数都是趋向

于如此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没有错的，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思想去改变就可以改

变的。同样的，对自己的家人、对自己的身旁的人、对自己邻居的人、认识的人，

这些都是把它转换成同样的自己的亲人、亲朋好友一般的、这样的去看待他嘛，

这样的话自己就会方便多了，自己就是非常舒服的。这是你不应该需要的吗？这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嘛。

怎么去成办？大概就是佛菩萨赐予我们的方式来去成办，他们教我怎么去思维？

一定要依照他们所说的去思维，才能够达到就自己所求事情的一个目的，这是大

家都一定要好好去思维一下。

同样的道理，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佛菩萨告诉我们说一定要修大慈大悲？你对众

生有大慈大悲的话，那你的、你的心里就没有敌人了，你的心里就没有讨厌的人

了。对，那个时候我们不要去想说“别人对我怎么样？这个事不归于我管的，我

们就想管也管不了了。”其他的众生对你的看法、对你的想法是你就、谁也无法

控制的，你能控制的就是自己的情绪嘛、自己的思想。当然说我们是一个想要实

修、实践的人，那实修、实践应该大概就这样子去实修、实践的。对，我刚才前

面讲的就是这个嘛。

我们之前讲的就是一个修大悲心的时候，大悲心就是一个愿一切众（１６：２６）



看一切众生恨不得离苦得乐之心就是叫做一个大悲心嘛。那真正的你心里得到了

一个大悲心的时候，其实天下没有敌人的，没有，确实没有的，对你而言是没有

敌人的，没有讨厌的人，都是悦意的对境。那个时候你发自内心产生了一种恨不

得离苦得乐之心，就很容易的嘛。那这样的时候，它就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增加

的、增长的时候，你就“由我来承担，为一切众生我就是、由我来承担一切众生

的利益也好，帮助也好，”这个心就来了。

这样的心来的时候，我们就肯定会去观察嘛：“我现在虽然想的，但是我能不能

圆满利他之心、利他众生、那个利益他人、一切众生？”那个时候你观察的时候，

就观察到：现在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自己轮回当中的一个受苦受难者，

我自己没有、现在没有这种的能力，唯一的具备的有能力者是谁？就是佛。这种

看到的时候，你就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就是一切众生的利益、目的去争取佛果

这个心就来了，那这个叫做一个为一切众生希求大菩提之心，希求佛果之心，这

个叫做大悲心嘛、菩提心嘛。

希求大菩提之心叫做一个菩提心，第一开始修大悲菩提心的时候，其实我们造作

的菩提心，造作不造作的差别是什么？造作就是我们发自内心，对，透由自己努

力奋斗去发出来的一种菩提心的话，这个是有一个造作的菩提心。你修这种的造

作菩提心的话，他必须要依赖努力奋斗，或者是我们就是一定要某些程度上来讲

有点付出很多的能力因素嘛，所以这个叫做一个造作的菩提心。如果你没有改变、

没有改进、没有那个刻意的去改善、没有刻意的去发起精进的话啊，其实这个菩

提心也是没办法自然就现起了，这个当下的菩提心叫做一个造作的菩提心。

你每天都不知道、每天都就是不断的串习、不断的学习嘛，不断的学习、不断的

串习的话，他越串习越好，这是都一样的。对，外在的、我们跑步的挑战也好，

内在的思想上的不断反复、重复的去思维一下，这两个都是一个串习的。同样的

道理，那越串习就是越好的。对，这样的时候，总有一天造作的菩提心变成为不

造作菩提心的同时，同时进入菩萨道了。



入菩萨道的时候，那就是你变成为菩萨了，自己变成为菩萨了，自己相续具有的

所有的大悲心、菩提心、空正见、无我见、或者智慧这些都是变成为菩萨资粮道。

对，一开始入菩萨道的时候，开始入菩萨资粮道，你从此之后你变成为菩萨了，

而且你是一个变成为人天礼敬的对象，就是这个。你就是变成菩萨的时候，那一

开始菩萨资粮道者。

那菩萨资粮道者有分三段－－菩萨资粮道下品、菩萨资粮道中品、菩萨资粮道上

品，分、就可以分三段嘛，三段的菩萨，三品的菩萨。这个为什么这样的分呢？

其实我跟你们讲，我们未入道之前，当然是我们要入菩萨道需要多少的福慧二资

粮的、资粮足够的一个因素？你需要多少，就累积多少的时候就能入菩萨资粮道

嘛。那一样的，菩萨资粮道下品的时候，他还是就是有加强，福慧二资粮的加强

再来转移到菩萨中品，资粮道中品。

那中品跟上品之间也有、一定有福慧二资粮的大小的差别，多少的差别。所以是

这样的原因，就是在入菩萨道之后，下品的阶段能转入中品，所以呢，尽量去、

偶尔就有的时候入定、修禅。有的时候后得的、那个出定之后还是有布施、持戒、

忍辱等等这样的不断的修，所以呢，加强了福德资粮。

当然是到了菩萨的时候，你大概知道“我具备了什么样的福慧二资粮才能我就是

改变成菩萨资粮道中品”的时候，那就是、反正就是这个阶段就是他修行的一个

过程，所以呢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阶段，除了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它当然

是一个三等、三种菩萨资粮道者的话，他肯定有向后来讲的话，相较起来一定有

智慧呀、福慧二资粮各方面一定有大小的差别。

菩萨资粮道三品者、三品的话，他们就是已经入菩萨道了，他们就是为了得到什

么？暂时为了得到什么？就是他们想：“应该是我努力付出，想尽一切办法就是

我们转移到大乘资粮、大乘的那个菩萨加行道”。那加行道得到的话，那就是累

积福慧二资粮也是更增加的，几倍增加的，还有就是速度也比较快的，那这样的

话，他就容易得到了菩萨、登地菩萨的见、那个登地菩萨的一个果位。



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为了得到菩萨的加行道，短暂的就是、当然是渐渐的话，他

就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佛果而去学习的、修行的，但是暂时的想法他也知道一

定要踏踏实实，“千里之起，始于足下。”他也知道，所以一步一步地上去，不可

能跳过去的。这样的情况下，他现在比较就是需要的、迫切的、迫切的就是、迫

切的就是什么呢？现在一定要累积福慧二资粮。这样的、不断地去修福、智慧资

粮的时候，一定要修空正见、那个通达空性的智慧。方便的时候，福德资粮的时

候去修大悲心、菩提心、慈心、还有等等，布施、持戒、忍辱等等这样的就是修

的时候，他增加了他的福德资粮。智慧也、这样的就是智慧有差不多累积到的福

德资粮足够的。还有就是智慧方面的话，虽然资粮道的当下已经有了缘空性的止

观双运的三摩地，缘空性的三摩地有了，但是没有、还没有得到缘空性的止观双

运的三摩地，那就一直努力，资粮道的当下偶尔就入定当中修，所以为了为了得

到缘空性的止观双运的三摩地而去修的。

那再来，就是资粮道上上品的时候，他就感受到了：“我就是入根本定的话，入

了根本定的话，这个定当中我肯定会得到了缘空性的止观双运的三摩地。”自己

有预感的时候，那开始就入定了。开始入定的那一刻他是一个入定者，是一个菩

萨资粮道上品、上品者，上上品嘛，上品。那上品他入定当中没有出定的情况下，

他同一坐的这个根本定当中，他转移到加行道了，他就是可以得到了加行道的。

那菩萨加行道的里头（２６：００）得到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他缘空性的止观

双运的三摩地已经得到了，得到了缘空性的止观双运的三摩地的时候，与此同时

它转移到菩萨的加行道。一开始得到菩萨加行道的时候，这个加行道叫做菩萨加

行道暖加行道，暖加行道，“暖”是什么？温暖的暖。

那加行道有就是四个部（２６：３２）：加行道－－暖加行，温暖的暖；忍加行，

安忍的忍，忍加行；顶加行，顶就是顶级的顶，头顶的顶，顶加行；第四个世第

一法加行。那就菩萨的加行道有分四种，暖、顶、忍、世第一法四加行。这个四

加行是为什么谁的（２７：０６）加行呢？他是一个初地或者登地菩萨果位的一



个前行、加行，所以呢称它为就是加行。

它的定义是义现观，主要的义现观的意思、“义”是什么？“义”就是、“义”、

这个“义”就是、主要的就是一个空性，“义现观”的意思什么呢？那个时候，

加行道的当下才能得到缘空性的止观双运的三摩地的开头的道，所以呢称它为

“义现观”。

那加行道分类四种：暖、顶、忍、世第一法四种，再来，加行道转移到的话，上

道的话就是得到了见道了，得到菩萨见道的时候才可以算是登地菩萨。那从这里

开始算是还是有十地菩萨，初地到十地。

好，这是我们将来还是有陆陆续续给大家介绍，今天我们谈的就是说：入菩萨资

粮道再来转移到加行道，加行道有四个阶段，今天我们就上课的部分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