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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9《入行論》03 筆記       （未經師長確認，僅供參考） 

梭巴格西 

 
上次所說的內容主要提到關於菩提心的勝利，最主要是指，當我們發起菩提
心，不管是現法以及後世，我們都能夠成辦利樂。 
不管是在說法時或任何聞法的場所，當我們提到聽法的意樂，首先都會先思惟
暇滿，也就是我們現在所得到的這個非常殊勝的所依身、暇滿人身，都是過去
生多生的努力才有可能得到的！ 
 
平時我們可能有很多的工作，有很多的事情要操心、操勞，大多時間都在忙於

現世的部分，處理很多現世的問題，很多應對進退，因此我們鮮少會去思惟關
於後世的部分，很少去思惟到要怎麼樣才能夠成辦後世的安樂！要怎麼樣才能
夠令後世也可以獲得今天我們得到的這個暇滿的所依身？關於這部分的問題我
們很少去作思惟。 
 
雖然我們一天的時間可能不多，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所得到的這個人身太珍貴
了，所以我們應該要能夠妥善的去利用它來成辦更殊勝的功德，哪怕我們現在
每一天的時間不多，我們也應該設法在每一天裡面，花幾分鐘的時間，好好的
在佛法相關的內容上去做思維！ 
 
雖然佛法的學習上並不是相當容易的，但是如果我們年年、月月、日日養成在
佛法方面不斷的串習思惟的習慣，佛法在我們心中一定能夠留下一些影響！因
此必須要藉由串習，讓佛法慢慢在心中留下影子，就好像我們在刻石頭時，要
非常奮力，才有辦法在石面上留下痕跡，如果只是在水面上劃過，船過水無
痕，是沒有辦法產生極大的影響的！ 
 
因此，我們要養成每天修一些加行法的習慣，在眾多加行法的修持當中，我特
別建議就是可以唸六字大明咒的。六字大明咒是觀音心咒，觀音代表著慈心、
悲心，如果我們不斷的祈禱觀音，然後唸誦六字大明咒，對於有情的慈心、悲
心將會增長，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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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為信⼩乘者，妙臂問經中，如來⾃宣說，其益極應理。 

 
這一品是菩提心功德、菩提心勝利品，《入菩薩行論》當中有關於修持菩提心的
勝利是有依據的，菩提心的功德能夠令我們的心變得更善良，更能處之泰然，
不會有過多的恐懼、擔憂。有時候，我們對於修持菩提心也會有所抗拒，因為
一方面覺得菩提心好像是菩薩的境界，自己的能力有限，好像沒有辦法發起如
同菩提心當中提到的利益眾生的心、悉求無上菩提的心，覺得這些好像很難以
做到，當有這種心態時就要數數思惟菩提心的勝利。 
 
菩提心的勝利在於，就算我們現在覺得自己沒有能力，但如果能夠朝著菩提心
的方向去串習，我們也能累積殊勝的福德，去除極大的罪障，所以菩提心並不
像我們想像中的那麼的遙遠。 
 
相對來說，現在自己似乎沒辦法修持，走聲聞的路線好像比較能夠解決自己問
題，或許會朝向這方面去想，但是實際上菩提心並不是如同我們想像般的遙
遠，它是隨著自己的能力策發起來的一種動力，我們剛剛說到，我們現在先做
到造作菩提心，以這樣的方式就能夠先累積殊勝的福德。 
 
哪怕只是短短剎那，或者說幾秒鐘的生起造作菩提心，都能夠去除過去曾造作
而將墮於惡趣的罪業，菩提心具有這樣的功德，這個在論典當中都有說到，並
且和自己去做種種的供養比較起來，生起菩提心的功德福德是更加的超勝的！ 
 
21 . 若僅思療愈，有情諸頭疾，具此饒益⼼，獲福無窮盡。 

 
 
這裏提到了菩提心的勝利，也就是說我們可約略的思惟或者在相續當中稍微的
思惟，而不是像我們想像中這樣就去發起真實菩提心，只是串習一下有關於菩
提心的內涵，那就會有如何如何的勝利。 
 
這裏提到頭疾，我們現在很多苦是怎麼造成的？都是因為心裡面有很多罪業，
不善的念頭。當我們身體有一些疾病，像頭痛或者是哪邊不舒服，我們就會設
法去治療，例如看醫生、吃藥或者使用很多治療的方式，我們都是非常積極
的，但如果我們心中有疾病，譬如心裡有罪業，有不善的念頭，這個時候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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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努力的去遮止！ 
 
因為身體的病痛，是根源於心的罪業，有關於心的疾病、心的罪業透由去修持
菩提心，也會有很大的幫助！菩提心也不是馬上思惟就會產生效用，一定要循
序漸進，就好像我們服藥，有時候也不是立即見效的，必須要多服幾次，按三
餐服用等等，效果才會越來越明顯。 
 
有關思惟菩提心勝利就是要從各種角度去做思惟。所以關於菩提心的勝利，我
們可以多閱讀一些相關的經典、論典，數數的去閱讀，慢慢的，我們的內心就
會被相關於菩提心勝利的內容所影響、滋潤。 
而我們也會對菩提心比較有好樂的心，比較希求，並希望在內心裡面能夠生起
菩提心。 
 
過去有一個典故，有位噶當派的格西，有人跟他說：「我怎麼修都修不出覺受」
這個噶當派的格西就說：「你修不出覺受是因為你沒有花時間」，那人就說：「我
已經花很多時間了！」噶當派格西回覆說：「喔！不要打妄語，你早上沒有思
惟，中午沒有思惟，下午也沒有思惟，晚上又睡眠，一天下來到底花了多少時
間在正法上去做思惟呢？」其實是非常非常少的。 
 
噶當派的格西主要在講說，要承許自己真的已經花很多時間在修持，是仔細觀
察後才能夠這麼講。所以菩提心的修持是這樣的，縱使我們現在還不能馬上能
夠產生覺受，但只要我們花時間數數的串習，也能因此累積殊勝的福德。所以
縱使沒有成辦真實的菩提心，只是串習都能夠累積福德，有這樣的好處。 
這些福德就會成為生起菩提心的因，這樣一來就可以說相輔相成。 
 
我們學習《入菩薩行論》的課程，講菩提心的勝利，我們就已經是不斷的在串
習菩提心的相關內涵，所以大家在課程學習過程中也累積了殊勝的福德！就如
同這個偈頌提到「若令思療愈，有情諸頭疾，具此饒益心，獲福無窮盡，」在
過去有關思惟菩提心、修持菩提心之勝利，獲福無窮盡等等故事，在佛教的典
籍當中也都有記載。 
 
過去印度是非常重視種姓制度的，什麼是種姓制度呢？也就是如果父親的種姓
是什麼，也就決定了兒子也是相同的種姓，父親的工作是什麼工作，兒子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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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父親的工作，所以如果父親是打獵的，或者屠戶、商人亦或貴族..，那子承
父業也是一定的。 
 
過去有一位父親，他是領頭的商主，他入海去行商求財，後來死在海中，他的
小孩照理說應該也要承父業，因為印度有這樣的一個習俗，但做媽媽的不想讓
兒子也經歷這種危險，因為她的丈夫已經死在海中，她知道這個工作風險很高
的，因此不想讓小孩仿效她老公前面的工作，所以當兒子長大以後，孩子問媽
媽，我爸爸是做什麼工作的？媽媽都不告訴兒子父親真實的工作。小孩子不斷
地跟母親說，大家都知道自己的父親做什麼，並且繼承父業，唯獨我什麼都不
知道？所以希望母親能夠悲憫，告訴我，到底自己的父親是做什麼的？母親就
說，我可以說，但是你絕對不能夠跟你父親做相同的工作，因為太危險了。如
此一來，她就將所有的始末，他的父親之前做的工作一五一十地告訴小孩。 
不管母親再怎麼樣千交代萬交代，這個小孩就是聽不進母親所說的話，他就想
要效仿他父親的工作。但母親怎麼可能放任自己的小孩去大海中從商，這是非
常危險的，所以不管如何她都不讓小孩子去，但孩子仍一心決意的要去，這個
時候，他的母親把門關上，而且強拉著小孩不要出門，但小孩子心意已決，這
個時候他就把母親推開，跑到門口一心想要離開，在跟自己的母親拉扯的過程
當中，甚至用腳踢到他母親的頭。 
一般來講，父母是非常殊勝的恩田，所以對父母這個境，做了這樣的事情，他
是造很重的罪業。 
 
後來小孩跟著商隊到大海中尋寶，在海中他們經歷了很多事，其中，他也進到
一個空間，這個空間就是地獄，以地獄來說，有很多種類，有一種地獄叫等活
地獄，有很多時候就在人間，這是等活地獄的一個特色。 
此時因為他是坐船的，於是就進到等活地獄的空間裡面時，他的頭上戴著燒到
通紅的熱鐵輪，沒辦法脫掉，死又死不了，承受著極為猛烈、巨大的苦難，當
下他的念想就是，這應該是我過去在離開母親時用腳踹母親的頭，所感得的苦
異熟！ 
當下他就想，也有很多的眾生曾造過這樣的業，甚至很多眾生也正在受這個
苦，於是他內心就產生了強烈的大悲心，希望一切有情可以脫離這個苦，而當
他有這樣的念想時，那個熱鐵環就掉了，由於他對有情生起了悲心，因當下所
生的悲心力量，讓他脫離了痛苦，不用再受這個苦，並且馬上遠離了等活地
獄。 



 5 

 
我們在講到悲心的功德時往往就會舉像剛剛這個例子。悲心是指希望有情遠離
痛苦，而這個想法就帶有利他心了。所以像《入菩薩行論》這裡所說的內涵，
當對有情生起悲心，或許並不是對一切有情生起強大的悲心，可能只是對單一
有情生起悲心，雖然如此，卻能產生極大之功德。 
 
如同「若令思療愈，有情諸頭疾」僅僅只是希望有情不要有頭疾的苦，只是這
樣一個單一的悲心，卻能夠產生極大的功德。所以，不一定是對一切有情，而
只是希望某一個有情、某些有情，希望他不要再受苦，光是有這個饒益心，都
能獲福無窮盡！更何況是今天我們希望對一切有情都能生起利他心！ 
 
所以，對一切有情努力的去串習這種不忍他有情受苦的這顆心是很重要！因為
它能夠讓我們在短時間內累積殊勝的福德！ 
我們要去思考，為什麼想要利益有情的心，不忍有情受苦的悲心，它能夠產生
這麼大的福德？主要就是因為每一個眾生都想要離苦得樂。在我們一天生活當
中，從起床開始一直到晚上睡覺之前，這中間我們不管是想要透過睡眠來獲得
快樂、飲食來獲得快樂、乃至人與人的互動、希望別人順從自己…，這些都是
想要獲得安樂不想要痛苦的一個現象。 
 
所以當我們看到有情的時候，若能夠想到每一個有情相同的點，都是想要離苦
得樂的，那或多或少都會讓我們對有情有一些同理心。雖然每一個有情都想要
遠離痛苦，獲得安樂，但實際上在這個過程當中要獲得一個堅固的快樂幸福卻
是非常難的，得到之後又非常容易失去。 
 
關於這部分的內涵，如果我們常常去思考思惟，就比較容易對他人產生包容之
心，也比較容易對他人生起悲心，希望大家能夠遠離痛苦等等，這種良善的意
樂也比較容易發起。 
思惟有情想要離苦得樂的心，主要是為了拉近我們跟有情的距離，藉由不斷去
思惟我們都是相同的，都是想要離苦得樂，會讓我們覺得有情跟我是相同的，
進而想要生起大悲心也比較容易成辦。 
現在我們花幾分鐘的時間來做這個練習，去想所有的有情都想要離苦得樂，他
們與我是相同的，希望有情可以正如他們所想的能遠離痛苦、獲得安樂。 
我們不能夠去分別有一些有情想要獲得快樂，有一些有情好像沒有想要獲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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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這個是錯誤的，因為每一個有情無一例外的，都是想要獲得快樂，不想要
痛苦。我們花幾分鐘的時間來思維剛剛所說的有關悲心的內容。 
 
…………….（思惟）………………. 
 
 
我們剛剛所做的這個練習，雖然不能說是真實的悲心，但也是朝向慈悲心所做
的修持串習。所以不管是修菩提心、修悲心等等，最主要就要先想，有情跟我
是平等的，與我一樣如何地想要離苦得樂，想要離苦得樂的這顆心沒有任何的
差別。所以當我們能夠去思惟到有情的苦，並且對有情修悲心的時候，除了當
下我們可以累積殊勝的福德，另外一方面，當我們面對境，有時有情可能會給
我們一些考驗，我們也比較容易藉由悲心的修持讓自己內心不會生起瞋心。 
 
真實的大悲心是一個不造作、不虛偽，自然任運不忍衆生苦的悲憫心，內心是
有所觸動的，所以我們現在就必須朝這個部分去串習。當悲心生起後才能發起
菩提心，悲心即是希望有情遠離痛苦，當進一步去思考要怎麼樣遠離痛苦時，
才會引發到菩提心的內涵。 
 
策發的因就是去想有情在受苦，在想要去除有情的苦以後，接著就想，為什麼
我必須要去除有情的苦？因為一切有情都曾經做過自己的母親，但是我有沒有
能力呢？目前沒有能力，如此才會策發起「悉求無上菩提」。 
 
由悲心慢慢強烈生起大悲心，然後策發起菩提心。悲心、慈心乃至菩提心，它
都是一個在修心上的次第，因此不管是慈心、悲心或菩提心，同樣都具備殊勝
的功德，其實都是相同的道理。既然修持悲心對菩提心是如此重要，那我們就
應該在生活當中不斷地去做練習！ 
 
如果要我們馬上像菩薩那般對有情生起強烈的悲心，如同菩薩那樣不可思議的
去做廣大的饒益、種種的施捨，我們是沒有辦法做到的，但是，我們現在可以
有能力去做一些思維。 
 
所以我們有時就要去閱讀一些菩薩的傳記，如此就會增強我們對菩薩功德的信
仰心，不管是《入菩薩行論》或龍樹菩薩所造的《釋菩提心論》中都提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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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只是在約略一分鐘或一剎那的時間生起菩提心，都會產生不可思議的功德，
所以縱使今天我們是為了自己個人，也應該要數數的去思維菩提心。 
 
 
22. 況欲除有情，無量不安樂，乃⾄欲成就，有情無量德 

 
這句是對比，我們對單一有情若生起利益之心尚且難得，更何況菩薩是想要去
除一切有情無量的痛苦、無量的不安樂。因此更為珍貴、更為殊勝。關於這個
部分，可以先看到下面這個偈頌。 
 
25. 他⼈為⾃利，尚且未能發，珍貴此願⼼，能⽣誠稀有! 

 
一般人為了自利尚且沒有辦法發起這種心。「珍貴此願心，能生誠稀有!」如果
今天我們能夠生起這個珍貴的願菩提心，那是非常稀有的！我們要思惟，像菩
薩那樣稀有的菩提心是很難得生起的，現在我們雖然沒有辦法馬上生起，但我
們可以不斷去思惟菩提心的勝利，一開始先從慈心悲心開始修起，未來也有機
會能夠得到那樣殊勝的菩提心。 
 
這是需要經年累月的串習，每天花一些時間不斷去思惟利益有情的勝利，觀修
大悲心，那肯定可以不斷增進我們修心的功德，修心的練習就是要這樣做，若
我們每天都去串習思惟，那原先自私自我的心態就慢慢會改變。《入菩薩行論》
的這些內涵，是很重要的。 
 
如果在沒有依據或沒有閱讀教典一片空白的情況下想要去思惟，則是很困難
的，但如果有依據的教典，像我們剛剛唸的《入菩薩行論》，然後再依文去思
惟，這樣一來會比較容易思考。 
 
一旦養成這個意樂，不僅具有調心的功能，在行其他的善行如做供養、唸誦經
文，或者修法之前都可以以這種意樂來攝持，這樣一來，因有大悲心意樂攝
持，所行之善就都能夠成為大乘法，這是非常的殊勝的！ 
 
關於這部分的修持，你們在練習方面、思惟方面有沒有什麼困難疑問呢？後面
還有一些時間，上課或修慈心、悲心時如果有任何疑問，也可以透過打字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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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來問問題。 
 
『修心對我們來講是最便利的，我們或許不一定有很多的時間，但有多少時
間，就可以馬上拿來思惟，然後也不一定要去做一些實質的行為，有時就算只
是待在自己房間、家裡，只要有一個地方，坐下來緣念悲心相關的道理，就能
夠在很少的時間中，無需做很多事情的情況下，快速累積資糧！』 
 
 
[問答] 
 
1. 問：藉由修七因果教授、修自他相換來修菩提心，首先都需要有平等捨，如
果對空性沒有一定程度的理解，那是不是就只要思惟有情跟我都想要離苦得
樂，這一點是相等的呢？ 
 
答：當然，如果能夠修持空性是非常好的，空性結合菩提心的修持，是利根的
修持，但是對於修心的次第方面並沒有說一定要思惟空性，也可以純粹只在菩
提心相關的內涵當中去思維，也就是去想，有情跟我都想要離苦得樂，去思惟
自他平等，關於平等捨，最主要就是自他平等的相關的思惟，以這個部分為
主。 
進一步來說，若思惟所有有情都當過我的母親，這個就是屬於七因果當中提到
的知母、念恩等等的修持。 
 
2. 問：若曾經被他人傷害過，會想要保持距離，因為看到就會害怕，很難生悲
心，請問怎麼辦？ 
 
答：我們剛提到，就是要去看到對方的苦，然後才有辦法生起悲心，但是 ，當
我們受傷以後，通常都是緣著自己--我受傷了，所以會很難去想到別人的苦，
會想到自己的苦居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先從比較容易的做起，不要一下
就找比較難的對境（傷害你的人），先對比較容易的對境去思惟，然後慢慢把自
己的心抽離自己，不要一直緣著自己，先去想到其他有更多受苦的人，然後慢
慢去思惟悲心，等悲心不斷增強以後，再對很難的境去修，才有可能能夠對他
生悲心。 
所以任何事情都是要從小事漸漸串習，像入行論提到「先聞名生畏，後無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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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這個就說明串習的重要，一開始時，可能聽到名字就會害怕，然後慢慢、
慢慢的練習，最後就能夠克服。 
就好像有些人不會喝酒，但是慢慢越喝越多，最後他的酒量也越來越好，當然
這是反面的一個例子，也就是說很多東西都是串習導致的。最後有可能可以達
到，反而轉過來感謝那個傷害我們的對方，如果人生沒有困境，我們的修行跟
我們的體悟是沒有辦法更上一層樓的，往往就會侷限在某一個舒適圈裡面，就
是因為有一些困境，有一些人曾經傷害過自己，我們的心力才有可能會策發出
來，如果大家都只順從自己，自己心力就會越來越弱，到最後就只會希望所有
的世界都是圍繞在自己，以自己為中心，但不可能的！ 
 
所以如果真的跨出去時，雖然會發現有很多有情會傷害我們，但我們要讓自己
的心力越來越勇悍，甚至可以反過來對對方修悲心，到最後就會生起感恩對方
的心。 
 
學法就好像需要一個潤澤或者資源，有水在潤澤我們時，我們的心才有辦法不
斷地被法水所潤澤，才有可能生出苗芽，為什麼我們我們會希望有水可以滋
潤？一定是因為天氣炎熱，所以我們會渴求有水，所以那個境就像炎熱的天
氣，然後你會希望有法水去潤澤。 
 
以前有一個女師父，她分享她後來是怎麼調心的，我覺得很好，可以跟大家分
享，她想到如果今天人生有逆境，就代表我們修行有及格，才會有這些人生的
逆境;如果人生沒有逆境都是順境，那我們的修行就沒有辦法及格了，所以當她
的人生有逆境時，她就會很感謝，那代表我修行有及格，有一定的條件，所以
佛菩薩才會讓我有這樣的一個境界。 
 
困境因人而異，有大有小，要看我們是否能接受，若我們今天不能接受，哪怕
只是很小的困境，對於我們來說，都會變成是滔天的巨浪; 
 
今天我們能夠接受，慢慢的，我們心力就會越來越強，而我們能夠接受這個困
境跟苦境的能力就會不斷增強，所以若沒有困境沒有逆境，我們的心力是永遠
沒有辦法增長。 
 
我們在教典中學習到很多有關於悲心的修持，這個是書本上的，我們真的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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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生活當中，用在對境，當然就是必須要真槍實彈，倘若沒有境界，那悲心
怎麼可能在我們相續中生起？悲心之所緣一定是有情，有情就是我們的境界，
所以我們就是在有情的境界當中去試煉我們的悲心，把教典所說的那些悲心，
轉成是我們心之上的功德。 
 
所以我們每天都要花一些時間來做悲心的練習，這是很重要的！當你面對境
時，你才有抵抗的能力。如果沒有每天思惟悲心，那在面對境時，忽然地就想
要結合佛法的內涵，你會發現，你當下是沒有辦法掌握任何法的。 
 
所以我們大家好好努力，在我們學習這些過程當中要去記下這些重點，然後每
天在自己的生活當中去練習，養成這樣的修行習慣，慢慢的，自己的修心能力
就會增強，所以我們要隨自己的能力來做佛法的修行，這個是很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