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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唯求自利二乘人，犹见勤如救头燃；

为利众生启福源，发精进是佛子行。

阿弥陀佛！在座的所有法友们，大家上午好！那么今天有点时间，还是我们照课

本给大家解释一下。今天是我们第二十八课，在这当中提到的第一句跟第二句的

内容，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这里讲到的就是说，只是成办自己的个人利益者—

—声闻独觉，他们也是非常的认真去修行、学习的。

对，就像是在头上着火的时候，唯一的想法也是要熄灭、灭火，非常认真去灭火

一般的。对，就是这个。那么这样子的话，那更不用说，我们接下来下面两句话

的句子的内容，他说：所有有情的利益，而且所有一切功德利益的基础，就是一

个精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去发起精进、认真(修学)；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它的主要内容是说，大家一定要认真，一定要发起精进而去修持、学习，就

是这个。就声闻独觉的行者（而言），虽然他们为了利益个人的利益而去实修、

实践，他们也是就如同自己头上着火的时候，非常认真地去灭火一般地。那么这

样的情况下，所有一切功德的基础来源是一个精进，所以呢我们为了利益一切有

情，为了一切有情的利益而去认真学习或者实修，就是这个意思。

那当然是我们在这当中提到的，第一个主要的就是说，一定要发起精进。那发起

精进也好，精进修也好，大概这两个就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比如说我们修行者自

己个人内心就是发起精进的话，当下你就能修精进了。那当然精进跟认真是有什

么区别呢？那我们在这个课题当中一定要分开讲。好，「认真」的话，如果是我



们平常一般人讲的认真的话，它不一定是精进的；而精进一定是认真的。所以大

概就是这样子解释。

为什么这么说呢？精进的话，他必须要对于任何的善行、善法，欢喜地、认真地

去修行的这个认真，就是叫做精进。一定要有它是固定性的一个对境上面，认真

的去欢喜地去认真的话，当下的这个认真就是叫做一个精进。那「认真」的话，

他的目的不局限于这个上面——行善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做善事上面。认真的话，

就是我们做坏事，也会认真地去做坏事；那做好事也是认真地去做好事，两个都

可以用。但是精进就不可以用的。

精进（和认真）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呢？非常精进地去钓鱼，非常精进地伤害别

人，不可（以）这样用的。所以我刚才前面讲的，精进就是对于善法欢喜地去认

真，这个认真就叫做一个精进。认真的话，就是不需要这样子。反正就是我刚才

前面讲的，认真跟精进的范畴大小有差别——凡是精进的话一定是认真，（但）

认真不一定是精进；就是这个。

比如说，有的人做坏事也非常地认真，他相续具有的这个认真，就是叫做一个纯

粹的认真，不可以说是一个精进。好，那我们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过去的祖师大

德也好，导师释迦牟尼佛也好，或者所有的上师诸佛菩萨，他们一直叮咛，语重

心长地告诉我们，必须要精进，认真去学习，或者必须要发起精进。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修精进得来的结果，（是）没有精进，所以造成的

一个困扰，这是我们一般人感受不到的吧？完全没办法辨别是非对错。我们没有

这种良莠的智慧，没有这种彻底观察抉择的智慧；没有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精进它带来给我们什么样子的结果呢？其实平常我们讲的精进

的相反是什么？就是一个偷懒、懒惰。偷懒就是懒惰导致所造成的一个结果。那

懒惰也好，或者偷懒也好，这种偷懒的意识形态的话，你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完成。

对，就是这个。所以天下没有什么免费的午餐，不劳而获的结果，就是根本不存



在嘛，类似一样的。那这样的情况下，我刚才前面讲的，那我们以结果来去判断

的话，才能够知道。

比如说两个人，那举两个人的例子来讲的话，这样比较好的。（假如有）两个人，

一个人就是比较喜欢累积福慧二资粮，比较喜欢利他人，比较喜欢修善，这是一

个人，他非常认真地、积极地去做这些事情；另一个人呢，根本不想去修善法或

者是不想累积福慧二资粮。那这样子的两个人呢，就其结果来去探讨的话，其实

那个愿意或者是想要利益他人者的话，他得来的内心的好的感受是，往往超越这

个懒惰的人。这是我们表面上看不出来，以逻辑的角度来推理的话，确实如此的。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们就是以我们个人的经历来去参考一下、探讨一下。比

如说，我们真的发自内心，就是发起精进来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不觉得累，不

觉得疲惫，不觉得就是有困难，（而且）精神也好，或者是承办这个事情的过程

当中，带来给你（一种）欢喜的心。这是一个精进的力量，这是精进带给你的一

个感受。那如果没有精进的话，就是一个强迫性的认真的话，那这个做事情的过

程、修行的过程，也是非常辛苦的。

那我举例来讲，这个事在哪里都有这种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家庭，有一个人去修

行，他认真地去修行，他是比较喜欢累积福慧二资粮的一个人。那另一半就是不

喜欢做这样的事情，他由于另外一半的原因，就是不得不去，有点强迫性的，那

他去修行、学习等等的时候，(由于)他自己根本没有修善的这个精进，没有这种

精进的时候，那对他来讲，就变成为强迫性的认真。这个过程当中，他所得来的

内心的感受，就是非常地懊恼，非常地不喜欢，容易发脾气。

那所以这个修行的过程也好，或者累积福慧二资粮的过程当中来讲的话，他领受

到很多的负面的情绪。那你看，这个是由于有精进导致所带来的感受，跟没有精

进导致所造成的结果；这两个的差别就是这个。那其实「认真」也是一样的——

有纯粹的「认真」的话，真正有认真的话，在我们处理那个世间的一些事情的时

候，还是某些程度上来讲，我们得益于正面的感受。那如果没有的话，变成为强



迫性的认真的话，那就非常辛苦的，不做也不行。

那做的话呢，处处都有问题，就是自己觉得很累，所以内心不愉快，等等都出现

了。所以这个差别，就是有精进跟没有精进的差别。当然我们实修、实践，我之

前也讲过了，我们一定要从正确的角度来去好好地探讨、分析，不要马上下(结

论)，轻易地去接受。这是释迦摩尼佛的规则。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是我们自己

所做的事情，一定要思前想后嘛，一定要观察、测试，或者是探讨、研究：我做

了这些的事情，会带来给我什么样好的结果？不做的话，我损失的是什么？

问一下后去做之前，拥有这样的意识形态来去观察，这种的人就是一个理性者。

对，这种的人就算是不错的，很好的。那人家说这个好，（如果）没有透过自己

去观察，马上你就收下，啊，人家说好，我也觉得好；人家说不好，我也觉得不

好，这个叫做一个随随便便地取舍。

这种的人，过生活当中也是遭遇到很多的困难，这个更不用说。以心理学的角度

来推理，就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绝对会的。他就是心态没有什么坚定的，

自己没有一个正确的见解跟看法，这个叫做没有理想、没有抱负者，就是这个吧。

那所以我们就是作为一个人，确实人生是一个短暂的事情，我们大家就都感受到

了。过一天也这么快，一年也是一下子就过了，与此同时，你的生命越来越短了，

那今生过得也不怎么样。那就是（在）你生命临终时、回顾的时候，后悔，产生

了恐惧、害怕，那就是你下一辈子趣向于什么？当然是下一辈子趣向于堕落恶趣

嘛。肯定会的。

所以呢，这个事我们一定要思前想后。现在就是我们有时间、有机会，（身体还）

健康，那个时候一定要好好地去思维、探讨、分析，这样子才好制定下来自己未

来的路、未来的方向；这样子的人是比较好的。

那再来就是一个精进波罗蜜多的话，（首先）它是一个精进，再来被菩提心所摄



持的精进的话，这个叫做一个精进波罗蜜多。它是精进，不一定是精进波罗蜜多，

原因是什么呢？虽然声闻、独觉的行者，声闻独觉的阿罗汉，他们也有精进；那

我们未入道者，我们凡夫也有精进。这个精进，就是如果你相续（中）没有一个

菩提心的话，只是一个纯粹的精进，不可以说它是一个精进波罗蜜多。是精进波

罗蜜多的主要的原因就是，（首先）是精进，（再来是）被菩提心所摄持的一个精

进，这个叫做一个精进波罗蜜多，大概就是这个。

不管是你学习也好，实修也好，不管是你做了什么，做任何的善行的时候，必须

要由发起精进来做的话，那就是完全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当下也是累积了无数的

福慧二资粮。那修行的过程，也是带来给你无数的欢喜心——没有什么疲惫，没

什么太累的感觉，精神非常好；都是好的。这是精进所带来的感觉、福分。那如

果没有精进的话，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就由于其他的原因，或者强迫性的认真去

学习、修行的话，那一段时间后，绝对不能修下去的。

那么这样的话，什么好的结果都没有了。原因是什么呢？印度的大成就者月称菩

萨，在《入行论》当中提到的，(藏文……)类似这样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

说：所有一切的道次第的功德，都是依靠精进而来的。所以呢，精进是一切功德

的基础、后盾，精进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意思嘛。

好，那确实依道理的角度来去推理，也是如此，完全和逻辑相契合的。你看，我

们就是在家里的时候，一个偷懒的人，连饭都不想做的一个人的话，你就是今天

也没有做，明天也没有做，知道吧。就是你连这个饭菜都不想做的话，不想做（的

原因），主要就是你没有这个认真，没有什么想要做的「认真」或者精进嘛。这

样的原因，就是你该要的东西得不到的，不应该要的东西都是绰绰有余，就会出

现很多问题了。所以这个是精进的功德，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去思维一下。

那第二个呢，之前也是跟大家呼吁，对，就是跟大家讲过了。那我们就是，哎哟，

人生短暂的事情，这样子的话，那我如何过生活呢？我怎么去成办自己幸福快乐

的生活呢？大概这个是人人都会想嘛。好，这事我跟你们讲，从中观的见解的角



度来看，一切法都只是名言安立的!只是名言安立的情况下，如果你知道它的道

理的话，你成办自己幸福快乐，这个没什么困难的，但是你成办解脱跟成佛是比

较难的，知道吧。

那所以呢，我们修行者，一定要有修行的基础，现在就必须要（做）一个快乐的

人、乐观的人、宽恕的人；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面，就可以

断烦恼，就可以断所知障，就能成办解脱跟那个佛果等等。连在自己生活当中，

自己都没办法让自己（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幸福的人，（有）幸福感的人的话，

那你怎么可能解脱轮回呢？没办法的，连入道都没办法的。这个跟我刚才前面讲

的，和那个佛教的哲学道理或者逻辑是相契合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我们道理上来讲，你就是今生过得不愉快、不开心、不宁静、不祥和，原因是

什么？你领受到的、当下领受到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情绪，它也是结果，它依于什

么样的因素导致所产生(这样的情绪)？一般人是感受不到的、察觉不到的。这些

都是依靠任着何的烦恼而产生者，如果你日常生活当中，现起强烈的烦恼的时候，

就(会导致)你的情绪变成不好的。如果你能使自己（拥有）幸福、有快乐感，或

者让自己(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宽恕的人、开朗的人，这样的话，他才能感受到

幸福。

那所以呢，我们如何去成办自己的幸福快乐呢？我举例来讲。知足的人，虽然说

不上是富有，内外的条件也没有那么丰富，但是我们在轻松的状态下，喝了一杯

咖啡，往好处想：哎哟，很幸福啊！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很幸福！发自内心认

出自己是一个幸福人的话，当下你就领受到幸福感。那你如果永远都是内外的条

件非常丰富不错的——不管怎么样，你永远都是（觉得）不够的。就是一直是好

高骛远的一个心态去过生活，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知道吧。就是担心过去

所累积的这些，都是担心失去了，又担心将来不能得到了什么的。

那所以呢，现有的生活条件也不能满足自己，那还是担心将来的灾难，就是拉回

来，让自己现在就痛苦！这个若不是愚笨的话，那又是什么？你想想看。所以呢，



我刚才前面讲的，一切都是名言安立！所以呢，我们从自己方面去安立为幸福、

快乐的话，你当下就领受到快乐、幸福！所以这个也是跟中观的名言安立的道理

相契合的。就是这个啊！我们都是以我个人的感觉而已啊！

原因是什么？现在年轻人拥用的，都是自我的感觉良好就好了。其实我们世间的

认知上，所有一切的好坏，都是个人的感觉的差别而已。你说、你认为他是好的

话，对你而言是好的；你认为他不好的话，对你而言是不好的。那你想想看，这

个道理在哪里？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做一个乐观、快乐、有幸福感的人！这样的

话，对你修行上来讲，还是会有很大的、极大的帮助！这是我呼吁大家的，就是

这个。

好，那从此之后，你们喝个咖啡，往好处想啊！能不能得到快乐，看一下，如果

当下你感受不到快乐的话，那就是告我就好了。呵呵呵呵，知道吧。（也许有人

会说）：啊，那个格西，讲这些，我们也做了，没有得到什么好感！类似这样子，

对不对？

好的，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