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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02《入行論》04 
（未經師長確認，僅供參考） 

梭巴格西 

 
[前言] 
 
學習《入行論》是非常殊勝的，因《入行論》的內涵包含了關於修心的扼要，
以及空性智慧的思惟，能聽聞到這樣的法是非常稀有的，不僅如此，若進一步
又能懂得如何去修持其中的要義，則更為稀有！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機緣接觸到《入菩薩行論》，這是非常殊勝的！ 
 
《入菩薩行論》是源自於印度佛教的教典，雖然印度佛教的教典相當多，但像
《入菩薩行論》這般能夠將方便與智慧修心內容非常細緻而完整地記載的教授
是非常稀有的！ 
 
在這樣殊勝的教典中，我們若能夠或多或少聽聞到其中的教義，若僅僅只是這
樣，也是非常殊勝的！我們應當隨喜自己能有這樣一個殊勝的善緣。由於過去
累積了殊勝的善根，才能在浩瀚的印度古老典籍之中學習到如此圓滿完整的原
始佛教。 
 
印度的諸大教典最主要源自於二大車軌--中觀及唯識這些大教典。再者，像

《入菩薩行論》在表達佛教的要義內容，所用的文字語言又是非常的平易近
人，讓我們可以很快就了解，縱使一般沒有學習佛法的人，看到這些文字時，
也能夠很快地了解其中的道理。 
 
所謂的修行，指的就是修鍊我們的心，讓我們的心有所轉變，如此才有辦法完
成修行的主要的目的。所以聞思《入菩薩行論》就是希望令原先沒有辦法轉變
的心能夠轉變，讓我們的心能夠變的比較調柔。 
 
講到修心的時，雖然有很多如《修心七義》、《修心八偈》等等這些修心要典，

但所有的修心要義在《入菩薩行論》當中全部都具備。《入行論》所講的修心，
指的就是菩提心，所以在一開始我們就要先去思惟菩提心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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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能多多去思惟修心的勝利，那麼我們對於菩提心的信心就會增強，對
想要修持菩提心的希求的心也會增長。 
 
所以在－開始時思惟菩提心的勝利會成為在正式修菩提心時有著極大的順緣、
助緣。寂天菩薩祂可以說是修心大師，祂將有關於菩提心完整的修持軌理都放
在其中，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思惟菩提心之勝利有多重要！ 
我們上次提到的種種的內容，都是有關於菩提心的勝利，不僅能夠去除極大的
罪業，也能夠累積極為殊勝的善根福德，可以說在累積資糧福德方面，最為殊
勝的就是菩提心。 
 
因此，我們應該要常常反覆的去複習、反覆的去思惟菩提心的勝利，除此之
外，像慈心、悲心的勝利也是同樣能夠成辦資糧淨除罪業的，這樣一來，將會
有很大的幫助。並且策發起我們想要好好學菩提心的動力。 
 
 
24. 彼等為⾃利，尚且未夢及，況為他有情，⽣此饒益⼼? 

 
「彼等為自利」我們今天在作夢時尚且都沒有夢到想要利益自己的心，更何況
是生起想要饒益其它有情的心？相對來說，利他心是更為稀有。 
 

25. 他⼈為⾃利，尚且未能發，珍貴此願⼼，能⽣誠稀有! 

 
這說明了，今天就算我們真的為了自利，未必都能夠找到一個對自己最有利的
方式，而珍貴的願菩提心，如果真正能在我們相續當中生起，則是更為稀有
的！ 
 
26. 珍貴菩提⼼，眾⽣安樂因，除苦妙⽢霖，其福何能量? 

 
菩提心的利益，即是能夠成辦眾生安樂之因，並去除衆生之痛苦，因此，它的
福德怎麼能夠看為限量的呢！ 
所以要思惟菩提心的勝利，了知菩提心是能夠成為眾生安樂的因，成為去除痛
苦的殊妙甘霖，這樣一來，我們對於菩提心的勝利就會更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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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僅思利眾⽣，福勝供諸佛，何況勤精進，利樂諸有情 

 
若僅僅只是想到要利益眾生，為什麼這種功德能夠超勝於供養諸佛？ 更何況我
們不僅只是思惟要利益眾生，還要精進的去成辦眾生的利益，因此這樣的福德
是更為殊勝的！ 
 
因此菩提心，除了是悉求無上菩提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想要利益眾
生，為利有情願成佛。所以那個想要利益眾生的心，我們若能常常去串習，它
所產生的福德是超勝供養諸佛的。 
 
「僅思利眾生」指的就是，內心裡面僅僅只是想著要利益眾生，就像願菩提
心，它還不一定有實質的行為。願菩提心主要是不斷地去發願，想要利益眾
生，純粹的去發願想要利益眾生，這種想利益眾生的心念，我們是不可小看
的！ 
 
所以我們要先從培養利他心，跟利他心有何勝利，這二個部份去多多的思惟，
那就會有一個下手處，但不一定要有實質的行為。去培養利益眾生的心並不會
用掉我們很多的時間，也就是說，今天不管我們有多少時間，只有幾分鐘，我
們就好好的來緣想利益眾生，培養想利衆的心對我們來說是比較容易做到的！ 
 
我們可以去規劃一些時間，讓自己串習菩提心，藉由發願的方式來串習，純粹
在內心裡面來作業，這樣一來就是不斷的在串習跟增長菩提心。所以不要覺得
菩提心是非常地遙遠，就連想都沒有想。就像前面說的，夢中尚未夢，就是連
想都不敢去想，這樣一來，我們要求從何去串習菩提心？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印象，過去我們在各種課程中都說到了一個重點，以往很
多祖師們，他們都獲得了解脫，而我們現在也具備了能夠獲得解脫的條件，也
就是暇滿人身，既然我們已經具備了能夠獲得解脫的條件，為何我們沒有辦法
朝向解脫去修行呢？ 
 
這是我們自己可以掌握的意願，但我們並沒有真心、真誠的想朝解脫去努力。
當我們能夠從下手處開始練習，從內心裡面開始去思惟菩提心的勝利，串習菩
提心，去發願說，我希望能夠利益眾生等等，那這樣一來，我們的福德、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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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輾轉增上。 
 
若養成了每天去串習菩提心，想利益眾生，祈願無上菩提，想想，這樣每天串
習下來，年年、月月、日日不斷累積，那我們這一生所累積的福德資糧則是不
可思議的。《入菩薩行論》裡面所說的內容我們未必能夠全部都拿來修習，但哪
怕只是其中那麼一條，我們若能夠每天去串習思惟那都是非常的好。 
 
28. 眾⽣欲除苦，反⾏痛苦因，愚⼈雖求樂，毀樂如滅仇。 

 
這個偈頌的內容非常殊勝！對於苦樂的追求每一個有情都是有的，每一個有情
都想要去除痛苦得到快樂。所謂的快樂跟痛苦跟善惡都有非常大的關聯，既然
都想要快樂，遠離痛苦，那我們就要去思惟，快樂的因是什麼？痛苦的因是什
麼？ 
 
快樂的因就是要去行善;痛苦的因就是造惡，因此，我們要專注去思惟痛苦的因
跟思惟快樂的因。如果我們想要離苦得樂，我們就得朝因的這個部分去努力，
如果沒有針對苦跟樂的因去思惟，有可能我們是想要離開苦，但我們卻一直在
造作苦的因;想要獲得快樂，但卻完全沒有造作快樂的因。 
 
當我們了解到痛苦的因是源自於不善時，我們才有辦法真心的去遮止不善，所
以這個部分，是需要一些取捨的智慧，因此要藉由思惟苦因是什麼，就應捨;思
惟樂因是什麼，就應取。因此，我們個人的苦樂一定要自己負責，不可能說我
們今天造作了一個罪業，然後變成他人要負責來感受這個苦果，或者說他人今
天造作了一個善業，然後變成我來領受這個樂果，任何的苦樂都是我們自己要
去領受的，因為這個果報的因，都是我們自己造作的！ 
 
既然知道苦樂都要由自己領受，那麼那個因也要我們自己去造，苦因要自己去
遮止，樂因也要自己去造作。雖然說苦樂是我們自己的感受的，但是，我們可
以從感受自己的苦樂，進一步去擴大，去感受所有眾生的共通性，這個共通性
就是，每一個衆生都想要快樂，都不想要痛苦，這是所有有情都相同的。 
 
所以當我們去想每一個有情都想要得到快樂，想要遠離痛苦，從這一點來思惟
時，我們就比較容易對他人產生感受，我們的心才不會一直緣著自己，我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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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去想，其它有情想要快樂的心情並不亞於自己，想要遠離痛苦的心也不差於
自己，這時我們也比較可以關注到其它有情的苦樂。 
 
所以，像這裡提到的修心內容「眾生欲除苦，反行痛苦因，愚人雖求樂，毀樂
如滅仇。」幫助我們在修心之前，先思惟自他平等。當思惟到所有的眾生皆想
離苦得樂都是相同時，再進一步思惟，既然想要離苦得樂都是相同的，那要成
辦一切快樂的因，跟去除一切的苦因是什麼呢？這樣去思惟，就是菩提心的勝
利，因為它能夠成辦眾生的快樂，去除自他一切眾生的痛苦。 
 
所以在思惟菩提心勝利方面，它是用一個很廣的角度在詮釋的，從《入行論》
當中的文字敘述，就可以知道，它是在敘述關於菩提心的勝利，這一偈我們可
以用很多的角度來思惟，若從苦樂的角度去思惟會更有感覺，這是我們從自身
上就能夠領受到的，因為我們最在意的就是苦樂，因此，可以從這個角度去連
結到菩提心的勝利，我們可以說，在修行方面，這是一個非常善巧地思惟。 
 
 
29. 於諸乏樂者，多苦諸眾⽣，⾜以眾安樂，斷彼⼀切苦。 

 
進一步思惟，既然眾生都痛苦，並還將苦因認為是快樂，那就用針對想要利益
眾的心，並從苦樂的角度去思惟。如同前一個偈頌提到的「毀樂如滅仇，反行
痛苦因」。寂天菩薩《入行論》的教授可以說是非常扼要的，－切修心思惟都隱
含在文字當中，《入行論》的這一段文當中，針對苦樂的部分講得非常的詳細，
雖然眾生處在這樣的狀態，「足以眾安樂，斷彼一切苦。」但希望能夠給予一切
衆生安樂希望，並能斷除其一切的痛苦。 
 
如果能夠掌握到像這樣的修心內容、思維的模式，就可以從自己個人的角度慢
慢去推己及人，有關修心的部分，也可以參照如至尊密勒日巴尊者很多相關的
修行語錄。密勒日巴尊者因懂得修心的相關的內容，再加上不斷的串習、精進
修持，才能夠在短短的一生當中，從凡夫最後即生成就金剛持佛果位。 
 
所以，從密勒日巴整個修心的途徑，我們可以知道，如果我們也能夠像這位正
士夫這樣去修心、修行，我們也是能夠一生成就的。修行最重要就是串習，知
道了這個道理，以後就要每天練習，這樣一來才有辦法讓心真的轉換。 



 6 

 
30. 更復盡其癡，寧有等此善! 安得似此友!豈有如此福! 

 
進一步，這個心的力量不斷的增長廣大後，就會更想要去除有情的愚痴，因
此，這樣一個心是非常殊勝的，怎麼能夠得到這種殊勝的善緣！怎麼會有如此
殊勝的福德！這個都是在形容菩提心的力量。 
 
31. 若⼈酬恩施，尚且應稱讚，何況未受託，菩薩⾃樂為。 

 
報答對方的恩德，如此一個懂得知恩圖報的人是會被世人所稱讚的。比起這樣
的情況，後面說到「何況未受託，菩薩自樂為。」何況今天菩薩祂在利益眾生
時，並不是因為你對他有恩德，祂才來利益你，祂是在沒有人受託的情況下，
自己很樂意去利益眾生的。 
 
菩薩有很多的行為，都是自發性去利益眾生的，並不是觀待這個有情對我比較
有利，這個有情對我沒有利益，去做評估考量，才去利益眾生；而是，祂對每
一個眾生都會發自內心的想去利益。 
 
 
32. 偶備微劣⾷，嗟施少眾⽣，令得半⽇飽，⼈敬為善⼠。 

 
這個喩是說，假設有一個人他準備一些食物，或許只是非常微少、下劣的食
物，然後布施給眾生，令眾生獲得半日飽，些許的飽足，一般人就都會稱讚他
是一個善士。 
 
譬如有－個人，僅僅佈施個午餐，然後很多人就會說：這個人是一個善士！這
個人真有善心！的確，以世間來說，這個人的確是一個善良的人，是一個善
士，沒錯！ 
 
32. 何況恒施予，無邊有情眾，善逝無上樂，滿彼⼀切願。 

 
但如果今天有一個人，超越了前面所說的，不斷的佈施眾生最好的東西，而且
是恆常的給予，那這樣的人是如何呢？其他的教典中提到，哪怕只是一碗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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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食給予衆生，但菩薩祂具有廣大菩提心意樂的攝持而來去佈施，縱使所布
施的物品極少，並且對象只有這一位，但因為有具足菩提心的緣故，所以累積
了無上的福德。 
 
這裏最主要是意樂的差別，當然，在佈施物或所施予的對境上，也會有所差
異，但是最主要的還是意樂。所以我們會發現，具足意樂跟修心，其實能夠成
辦的功效是更為殊勝的！ 
 
當我們在思惟菩提心的勝利時，可以用這種比對的方式來告訴自己，所謂的修
持菩提心，就從思惟菩提心的勝利開始。首先聽聞，然後隨去思惟，其實就在
修持菩提心。修心就是不斷的串習，提到菩提心的勝利即是，藉由思惟一般世
間的善，對比世間的善，菩提心可以給予眾生的，是更大的安樂，這樣一來，
他所累積的善，難道不會更加超勝嗎？這也是藉由一個合理的邏去作思惟的方
式。 
 
33. 博施諸佛⼦，若⼈⽣惡⼼，佛⾔彼墮獄，⾧如⼼數劫。 

 
一般來說，造作罪業就是我們內心生起了一個煩惱，一個惡心。因為有了這個
惡心，就會造作罪業。如果對一般有情都會如此，那假設我們今天的對象是菩
薩，我們的罪業就會更多。為什麼對菩薩造罪業，惡業會比較重呢？這都是因
為福田力的緣故。 
 
如果對殊勝境造作罪業，那這個罪業的力量就非常大，相反的，如果我們能夠
對菩薩做供養或利益衪們、佈施等等，那所累積的福德也是非常殊勝的，總
之，若對於菩薩這個殊勝境有損、有益，相對就會有增倍的善、增倍的惡。主
要是因為菩薩衪們相續當中具有菩提心。 
 
特別是如果菩薩又有極高的證悟，那我們對於這個境就要更加的謹慎。知道了
這樣一個特殊的道理之後，對我們的幫助是什麼呢？我們就會特別的謹慎，並
努力的造作善業，對他人生起善心、遮止惡行，所以，我們對一切有情的行為
都要謹慎，因為他有可能是一位菩薩。 
 
《入行論》中所說的內容都是跟菩提心相關的內容，因為菩薩的心是緣著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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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所以如果對一切眾生造作罪業，就會導致強大的影響，這個關聯是什麼
呢？就是菩提心跟菩薩的關聯，具有菩提心的補特伽羅，我們就稱為菩薩。當
我們知道菩提心是最為根本時，我們就要努力的策發起菩提心，菩提心就是緣
一切眾生的心。 
 
菩提心跟一切眾生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以菩薩來說，當祂面對其他有情時，
因為祂的相續中有菩提心，所以祂在面對每一個有情時，皆能普發善心，所以
就算今天面對到的有情裡面可能有存在菩薩，但由於祂不會產生惡心，因此，
祂不會去造下極重的罪業。 
 
34. 若⼈⽣淨信，得果較前勝。佛⼦雖逢難，善增罪不⽣。 

 
雖然對於菩薩這個對境生惡心，會有如是之過患，但若對其生淨信，那所得的
殊勝安樂之果也將會更加的殊勝，所以叫「得果較前勝」。因菩薩具有菩提心，
所以對一切有情，都會生起想要利益的心。那有沒有可能菩薩跟菩薩彼此之
間，也可能會有一些嫌隙？或者彼此會有生嗔的情況？這個也是有的，經典當
中有說到！但是，並不會因此而失壞祂的菩提心，因為菩提心是指對一切眾生
不放棄，想利益他們的這種願行，但不代表祂在這過程中不會生起惡行。 
 
過去噶當派的祖師們，非常重視修心及菩提心的相關內容。修心的關鍵就是不
會隨便的去輕視別人，因為我們面對到的境有可能是菩薩。就像過去有一個老
人，她好像沒有在聽聞，也沒有在思惟，看起來好像對法都不瞭解的樣子。此
時，有位噶當派的祖師，看這位老太婆，她可能不太有聽法的能力，所以她應
該也不會來聽法，對自己也不太會生什麼信心，於是就想著，怎麼樣能讓她累
積善根，於是他就觀察這個老人，發現她雖然沒有聽法，但是她很會照顧莊
稼，所種的莊稼長的果實都非常的多，這位噶當派的祖師就想--既然她會種
田，對農作物也非常細心的照顧，祖師想：如果要利益她，那我可能要製造一
些境界，讓我們彼此能夠產生一些緣分，不然她也無沒來聽法，那要怎麼樣產
生法緣呢？於是這位噶當派的祖師囑託他的弟子：「你去破壞一些她的莊稼，讓
她生氣，這樣，她可能就會想到我，慢慢的我可能就有一些能夠利益她的機緣
或者方法。 
 
於是弟子去了她家，並稍微破壞了一些田，然後被這位老者看到，她就生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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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說：「你怎麼在我種的田裡面這樣搗亂呢？」他就說：「這是我的師長，那
位噶當派祖師格西他叫我這樣做的。」本來以為老者會很生氣，但老者竟然沒
有生氣，而且還微笑的說：「這一位噶當派的格西平常說了很多的法，他怎麼會
忽然有這個行為，有這個想法呢?」 
老者邊講並覺得很有趣而笑，結果，弟子就回去跟他的上師回報，告訴上師，
老者完全沒有生氣，而且還覺得非常有趣，甚至還發笑。 
 
有時，師長會給弟子一些境界，為什麼要給弟子境界呢？祂不是要對弟子起惡
心，有時可能就是藉由這樣的一個境界，想要提升他。另外就是想要對她講
法，或者說想先跟她建立一點緣分，雖然一開始的緣可能不好，但至少有先建
立一些緣，之後便可以慢慢地引導他，所以菩薩在利益眾生時，有時就會有這
些種種的情況。 
「佛子雖逢難，善增罪不生」從這個老者的反應可以看出，她有可能也是一個
菩薩，所以在遇到逆境時，她反而是歡喜的，也因此並沒有造下任何的罪業。 
 
 
35. 何⼈⽣此⼼，我禮彼⼈⾝，加害結樂緣，皈依樂源尊。 

 
今天如果有人生起菩提心，那我就要禮敬他，對他產生皈依的心，縱使損害了
那個人，都能夠產生安樂。從究竟的角度來講，縱使損害了他，跟他也是結了
一個法緣，未來都會因爲他而得到利益，這個就是菩提心的勝利！ 
以上就是第一品，整個都在說菩提心的功德，「加害結樂緣，皈依樂源尊。」這
是非常殊勝的一句話，也就是，縱使有人加害了菩薩，也都跟他結下了一個未
來能夠獲得安樂的緣，這個是非常特別的！這是從長遠跟究竟的角度來說，所
以菩提心是有這樣大的功德，當我們去唸誦已經學過的內容後，慢慢就會開始
有一些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