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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提要：见道、修道、无学道。

阿弥陀佛，在座所有的法友们，大家午安！

昨天就已经通知，过年也是已经过完新的一年嘛，那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上课。当

然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的福报，确实一个今生有了听闻佛法的机会，或者是思维实

修的一个机缘，说我们每一个人往昔所累积的福德所感召的一种结局，这是我们

每个人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运用。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种的机会，我们表面上看起来的话就很简单、很容易的

样子，实际的情况来讲的话，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因素真的是很稀有的，所以

我们人人都就是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一个开心的事情。

当然了，就是有很多的障碍，这个是更不用说，每个人都感受到、每个人都知道。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过生活当中一定要自己的心跟正法相应的话，这是最开心的

事情。这不仅仅是今生，自己的生生世世都有好处、都有利益。我们没有、内心

没有正法、没有佛法，只有就是世间的法，这样的话那多黑暗，大概就可以猜得

出来，大概就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

好，今天我们大概就是所讲的内容的话，大概就是见道跟修道或者无学道这三道。

这个以上就是已经讲好了嘛，资粮道跟加行道大概就是讲好了，但是没有那么详

细了，但是一个大概就是一个道次第的架构，大概就每一个人都有一点点的理解

了，这样的一个好事。

今天第一个讲到的就是见道。对，见道，这个“见”就是看到的意思，这个也是

不仅仅是看到，这个见道就是、“见”就是现证的意思，现证是什么样子的？其

实我们学过《心类学》的人的话，大概知道现证，如果你没有受过《心类学》的



教育的话，现证是有点困难。

了解或者现证，或者是通达、现证，这两个就一定有差别的。比如说，我们凡夫

的当下不能现证空性，不能现证无常，不能现证补特伽罗无我等等。那么这样的

情况下，现证空性、现证无常的人只有圣者，圣者以上才可以现证微细的无常跟

空性，现证无常或者是现证空性等等。除了这个之外，凡夫众生没办法现证空性

的，差别就是这个吧。

所以这个“见”就是现证的意思，现证什么？现证空性的意思。那你看我们就是

说，菩萨的见道以下的资粮道、加行道或者未入道，无始以来未达到了见道以下

的，这些都是一个凡夫众生的一个时刻，就不能现证空性的。那如果加行道世第

一法入定当中转移到见道的那一刻，他就能现证空性，所以呢，他现证空性开端

或者现证空性、开始现证空性的道，所以呢这个道就是见道，对，意思就是这个

意思。

所以呢，它的定义讲出来的时候－－谛现观，谛现观是一个见道的定义，“谛”

就是四圣地的谛，谛现观。这个所谓的“谛”就是一个空性，对，四圣谛的谛嘛。

谛现观的意思是说：现证空性的智就是一个见道的定义，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

那我们修行、任何的修行者达到了菩萨见道的时候，当然是他相续具有的所有的

道都是变称为见道。自己是一个见道菩萨、见道者，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时候他

开始得到了灭谛，他所得到的灭谛就是叫做断除遍计烦恼的灭谛，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大家也都一定要知道。

如果我们站在中观应成派的立场来去讲的话啊，断除遍计的烦恼就能得到了菩萨、

初地菩萨。对，见道。那个时候修行者自己、初地菩萨自己另外一个名称就是胜

义菩萨，胜义菩萨就是胜义谤的胜义，菩萨、胜义菩萨。对，他自己相续具有的

现证空性的智叫做胜义菩提心，就是这，所以呢，胜义的名称是从那里就来的，

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可以说是胜义菩萨具有胜义菩提心。



那世俗菩提心跟胜义菩提心的差别，我们在这当中就可以、差别就可以看得出来。

世俗菩提心，任何众生相续具有的菩提心的话，世俗菩提心的话，不可能通达空

性的，那胜义菩提心是、虽然加了一个菩提心的名称，但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菩提

心。对，大概就这个。所以呢，现证空性的大乘智叫做胜义菩提心的意思就是这

个意思。

好，初地菩萨、初地的当下，他已经断除了遍计的烦恼，所得到的结果－－断除

偏计烦恼的灭谛，他从此之后有了灭谛，又有道谛，就是这个，从那里开始得到

了灭谛跟道谛。前面加行道跟资粮道的当下有没有灭谛跟道谛？没有的。资粮道

跟加行道的当下，能对治一些的负面的情绪跟烦恼等等，但是不能断除的、不能

断除负面那个烦恼、烦恼，任何一个烦恼。当然是见道也、那个加行道也好，资

粮道的当下不能断除任何的烦恼，所以呢，不能得到任何的灭谛，就是这个，道

理就这个。

那一开始得到了见道的当下，现证空性，彻底断除烦恼，哦，不是，彻底断除遍

计的烦恼，所得到的就是一个断除遍计烦恼的灭谛，从那里开始得到了灭谛。得

到灭谛的与此同时，就可以得到了见道的解脱道，解脱道。对，就是这个。对，

断除遍计烦恼的灭谛跟断除遍计烦恼的解脱道是同时得到的。

这个前面就是入定当中，正对治烦恼的、遍计烦恼的一个无间道，无间道引生出

来的就是一个断除遍计烦恼的解脱道。解脱道之后，得到了解脱道之后开始出定

了：“我出定了。”就得到了后得、后得智。得到后得智者称之为后得位，后得位。

那么他出定了之后呢？出定了之后，他已经、既然已经断除了偏计的烦恼，三界

偏计的烦恼。对，就是已彻底断除了，但是还是有、还没有断除三界的俱生烦恼。

对，那个三界的俱生烦恼初地菩萨不能断除的。他就是为了断除偏计的烦恼，那

还是一定要继续加强福慧二资粮。虽然出定的当下他就是布施般若蜜多，超强、

超圣、超寿（１０：５５）。对，就是这个。



虽然我们资粮道跟加行道的当下也有布施菠罗蜜多，但是布施菠罗蜜多超强、超

圣（１１：０７）的时刻就是初地的当下，对。那么这样的情况下，达到了初地

的境界者就是菩萨圣者嘛，大概有就是、自己有就是、大概了解需要什么样子的、

累积到什么样的福慧二资粮足够才能断除俱生烦恼当中，就是分为九种当中？最

初品的就是能断除。能对治、能断除拥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时候，他就是初地的

时候就入定。

入定的当下，一开始入定，入定的当下，入定、这个根本定就是缘空性的止观双

运的三摩地。入定当中，它真正的根本定只能对治九种的俱生烦恼当中最初品的，

能对治最初品的时候，这个根本定智就叫做一个无间道，彻底断除这个九种当中

第一个、最初品的第一个----一品。

最初品的彻底断除的那一刻，那初地转移到二地，得到了二地是同时的。开始初

地转移到二地的同时，他就能够得到了、又得到了断除俱生烦恼初初品的灭谛，

与此同时得到了出二地的解脱道，大概就是这个。

所以呢，从这里二地，初地到二地、三地、四地，到了六地，六地、七地这个之

间逐渐的断除俱生烦恼九品，逐渐地断除。那么七地的当下就彻底断除、对治，

彻底对治俱生烦恼，对。细品，对，那就是根本定当中彻底断除三界的烦恼当中

的最微细的这个烦恼的当时，它就可以转移到八地了。

总而言之，七地菩萨得到了八地，彻底断除了三界的烦恼，得到断除三界烦恼的

灭谛都是同时的。所以呢，八地的、得到了八地的时候完全远离三界的烦恼，这

是中观应成派的主张。对，得到了八地、八地同时断除三界的烦恼，那就有得到

了断除三界烦恼的灭谛，从此之后就根本没有烦恼的。那唯一的所断是什么？所

知障，所知障还没有断，只断的就是烦恼障，所知障还没断呢。先断烦恼，彻底

断除了之后才开始断除所知障。

那断除所知障，所以呢，还有分三个阶段嘛，比如说，八地的时候对治，九地、



十地这两个阶段对治，或者是断了某些、彻底断除所知障，同时成佛的，达到究

竟涅盘的。所以呢，我们平常简单讲的就是“依般若菠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

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你看，这个是十地菩萨他在入

根本定当中，止观双运的三摩地当中，他彻底断除、那个彻底对治所知障，再也

不能复发的、彻底断除的那一刻，十地菩萨转移到佛。

那他就是变成为佛的那一刻，依靠缘空性的止观双运三摩地当中、入定当中彻底

断除所知障的那一刻，就可以得到了究竟涅槃。这个涅槃是断除所有一切障碍的

一个灭谛，所以叫做一个究竟涅槃。

那么所以呢，同样的道理，前面我们讲的，修行者自己达到十地的时候，他相续

具有的所有的道都是十地。修行者成佛的那一刻，当然是自己是佛，自己相续具

有的所有的道都是变成无学道，无学道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叫做无学道呢？无学

道就是再也不需要为了得到这些的道而去累积福慧二资粮，为了得到这些的道而

继续加强福慧二资粮，所以呢，这个道就是叫做一个无学道。

对，成佛的那一刻，佛再也不需要为了得到这些的、为了进步、为了得到未得的

一些的道，没有得到过的、希望能够得到他，为了这个原因而去福慧二资粮，累

积福慧二资粮，这个不需要的。这样一个阶段的道，所以呢他就是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无上的、无上的道，无上的、没有比这个更高的、更殊胜的，没有的，他已

经达到了巅峰嘛，这样的一个道就是叫做一个无学道。

那无学道的例子是什么呢？就像是导师释迦牟尼佛相续具有的大悲心、菩提心、

空正见，这些都是一个无学道。那另外一个，阿弥陀佛他相续具有的大慈大悲，

这些都是一个无学道，无学道就是这样子。

好，那得到了究竟涅槃、成佛都是同时的，这时候同时得到了四身果－－法身、

色身，色身分为两个－－化身跟圆满报身；法身有就是智慧法身或者是一个究竟

涅槃，四身就是这个。大概就是这个，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嘛。那所以呢，这



个是一个道次第的架构，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定的理解，道次第的架构也是对自己

来讲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经典跟论典当中也提到了，大概任何的人，有一定的理

解道次第的一个安立，道次第一个架构的话，还是有功德无量。确实有这种的时

候，实际上也是如此的。

那再来就是，我们谈的就是说：就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些道次第的时候，其实

我们自己未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确实我们听、听起来就是一定有差别的，一定

有距离感，这个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们要理解佛教所讲的道次第大概就是我们

追求、追求的目标，这个目的是什么?这些都是、大概就一定要了解，这样的比

较好的。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皈依三宝，好，皈依佛，皈依僧，

皈依法，这个皈依就是、永远都是一个时时刻刻都一定要去皈依三宝。

那再来就是，尽自己力所能及去实修、实践，这是一个关键，在日常生活当中，

所谓实修、实践是没有所有的局限，永远都是可以实修的。那我们世间人就是习

惯就是“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就是什么节日啊、成道日啊、诞生日啊，”就

是、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匆匆忙忙，所以积极、那个积极意义的吧？平时就是有

一点点又忘记了。那这样的实修就是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嘛！

不要有这样子，修行就是不会影响你的工作，修行也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

反正就是修行变成为自己的生活。这样子的话，才能我们修行生活当中就能获得

佛法的加持、三宝的加持。那这种能修的人，生活当中完全改善了他的思想，完

全改变了他的生活。

我们改变、改善这个生活的意义，不是说你就是穷人变成为富有的人，不是这个

意思，反正就是、这个是智商上、智慧上面，智慧的层面或者智商的层面、睿智

的层面、精神的全面，这个是、完全就是变成为、就是一个智慧的、就能累积到

智慧的财富，就是这个，差别就是这个嘛。

其实我们重点上来讲的话也是这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很多



人就是搞不清楚嘛，自己的幸福、快乐，所以呢，冷静、祥和这种的感觉我们每

个人追求的，我们自己所追求的目的的主要的因素、来源都是我们把局限在一个

外在的条件上面，所以呢，生活的条件上面，所以这个是非常错误的概念，大错

特错。那么这样子的话，有财富的人才能享受快乐，穷人不能得到快乐，是不是

有点恰恰相反的？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生活没有那么富有，刚刚好、恰恰好吃饱穿暖，这种满足者，

大部分这个区域里面的大部分人就比较快乐的、乐观的、比较朴淳朴的。那如果

我们有外在的条件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思想乱了，贪欲增强了，傲慢心增强了，

嫉妒随之而来，等等这样的扰乱自己情绪的导致，那你就是、既然是你生活的条

件蛮不错的，但是天天都吵闹，心里不愉快，这一利用这种的物质来过自己的生

活，又有什么合意呢？

好，总的来讲的话，每个人自己算一算，你现在到了什么样的年龄？那你大概算，

你剩下了、最长也是你剩下的生命多长？这是时时刻刻都一定要思维一下，这样

的话你不用怕了，剩下的生命当中一定要做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与此同时，我

们一定要好好的运用自己剩下的生命，让自己开心、快乐、幸福，这样子就是你

必须要做到，必须要让自己开心的生活、过生活。

连这个都做不到，那你就是解脱轮回、究竟涅槃，讲了初地菩萨、六度般若什么、

什么的，讲的也没什么，都是、都是一个空谈的，没什么。最主要就是我们现在

过生活当中，尽量成办自己幸福、快乐的生活，弄清楚，一定要想好，对，探究，

自己所处这个事情它主要的因素是什么？依据是什么？这些都是一定要搞清楚、

弄明白，这样子才有办法的。

好的，大概就是我们今天的课就是到此为止啊，那我们就今天开始嘛，下次就是、

我们就是每次有就是、当然是就是未死之前都有机会了，所以呢，慢慢的去学习、

思维，最主要的就是一定要开心的过生活。这个是我常常呼吁大家的就是，一点

点的发生事情的时候，不要斤斤计较太多，不要马上动不动就恼羞成怒，这样的



就是会乱你的生活嘛。

我们自己知道，每一个人就是希望能够得到和平、宁静。和平是不是、山河大地

和不、和不和平是不可能谈的，它本来就是有什么样的，它永远都是这样，和不

和平就是我们人、众生的心理嘛，知道吧？心平静、宁静的话，这个称它为就是

和平；心不宁静、不安宁的话，这个是不和平的。其他人和平，也是自己就是很

乱的话，就是自己不和平的，这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好，所以呢，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开心的过生活，这是一个学习的另外一个目的，

那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做到。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