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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道次第菩提道次第菩提道次第菩提道次第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六六六六】】】】    

                       雪歌仁波切講授 法炬法師翻譯 

2008/09/07 

請看第 260 頁第二段，「觀待能攝一切大乘數決定者觀待能攝一切大乘數決定者觀待能攝一切大乘數決定者觀待能攝一切大乘數決定者。。。。謂已得財位無貪著謂已得財位無貪著謂已得財位無貪著謂已得財位無貪著，，，，

及於未得不希求故及於未得不希求故及於未得不希求故及於未得不希求故，，，，於諸財位能不顧戀於諸財位能不顧戀於諸財位能不顧戀於諸財位能不顧戀。。。。」 

這是講到「少欲知足」，於已獲得的財富無貪著，於未得之財富不生希求之

貪，才能於財富無顧戀。這是布施度的修行。 

請看文，「有此則能守護學處有此則能守護學處有此則能守護學處有此則能守護學處，，，，受戒敬戒受戒敬戒受戒敬戒受戒敬戒。。。。」 

若有布施度，則不顧戀財富，將能善守學處。無法善護學處，主要是於妙

欲貪著故；若於色聲香味處等妙欲無貪﹑無顧戀，將能善守學處，並受戒﹑

敬戒，亦觀財富無意義，相反的，觀見戒具有意義，因而歡欣﹑恭敬持守

戒。這是持戒度的修行。 

請看文，「依情非情生眾苦依情非情生眾苦依情非情生眾苦依情非情生眾苦，，，，能堪忍故不起厭患能堪忍故不起厭患能堪忍故不起厭患能堪忍故不起厭患。。。。」 

這是忍辱度的修行。苦的來源有兩類，一類是有情，一類是非有情。不管

是哪一類，遇到苦時，都應不厭修忍辱。 

請看文，「修善作勇悍無厭修善作勇悍無厭修善作勇悍無厭修善作勇悍無厭」 

這是精進度的修行。修善行時要防止心厭煩﹑沮喪，有二方法，即忍辱和

精進。 

請看文，「修奢摩他無分別瑜伽修奢摩他無分別瑜伽修奢摩他無分別瑜伽修奢摩他無分別瑜伽，，，，及毗缽舍那無分別瑜伽及毗缽舍那無分別瑜伽及毗缽舍那無分別瑜伽及毗缽舍那無分別瑜伽，，，，」 

「修奢摩他無分別瑜伽」這是靜慮度的修行。「毗缽舍那無分別瑜伽」這是

般若度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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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文，「以此六事攝盡一切能趣大乘以此六事攝盡一切能趣大乘以此六事攝盡一切能趣大乘以此六事攝盡一切能趣大乘（（（（所趣所趣所趣所趣），），），），此由六度次第引發無須更此由六度次第引發無須更此由六度次第引發無須更此由六度次第引發無須更

多多多多。。。。」 

以此六事能攝一切修行。大乘行者的責任很大。大乘的「乘」是擔子﹑責

任的意思，大乘是大擔子﹑大責任。「攝盡一切大責任」，六事中含攝大乘

行者應修的所有責任，此由六度次第成辦，無須更多。六度含攝前面的六

事，六事含攝一切大乘。 

六事是剛才說的，第一「於諸財位不顧戀」，第二「受戒敬戒」，第三「於

苦能堪忍」，第四「於行善勇悍無厭」，第五「修奢磨他無分別瑜伽」，第六

「修毗缽舍那無分別瑜伽」。 

「以此一切能趣大乘」這句應譯為「以此能趣一切大乘」，其中「以此能趣」

是能趣之大乘，「一切大乘」是所趣之大乘﹑所趣之佛果。「六事」是能攝

者，是六度所攝。「以此能趣」類似「道波羅蜜多」，「道波羅蜜多」是能趣

之波羅蜜多。「果波羅蜜多」是所趣之波羅蜜多。 

「此由六度次第引發無須更多」的「此」應譯為「彼等」指能攝者（六事），

六事是「1 於諸財位不顧戀﹑2 受戒敬戒﹑3 於苦能堪忍﹑4 於行善勇

悍無厭﹑5 修奢磨他無分別瑜伽﹑6 修毗缽舍那無分別瑜伽」。「彼等亦由

六度依次成辦」，六事亦由布施度成辦 1「於諸財位不顧戀」。由持戒度成

辦 2「受戒敬戒」。由忍辱度成辦 3「於苦能堪忍」。由精進度成辦 4「於

行善勇悍無厭」。由靜慮度成辦 5「修奢摩他無分別瑜伽」。由慧度成辦 6

「修毗缽舍那無分別瑜伽」。六度能成辦一切，故無須更多。既然無須更多，

那麼，六度能成辦一切大乘（六事），由六事攝一切大乘。這正是此科判「觀

待能攝一切大乘數決定者」的意思。 

六事是攝者，六事對一切能趣大乘是能攝，六度攝六事，六事攝一切大乘。

應該說：由六度成辦六事，由六事攝一切大乘。看來，由六度成辦六事，

六事攝一切大乘。六度可成辦六事﹑可成辦一切大乘，故六度之外，不須

更多。接著引述《莊嚴經論》為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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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文，「如云如云如云如云：『：『：『：『不樂著受用不樂著受用不樂著受用不樂著受用，，，，極敬極敬極敬極敬，，，，二無厭二無厭二無厭二無厭，，，，無分別瑜伽無分別瑜伽無分別瑜伽無分別瑜伽，，，，諸大乘唯此諸大乘唯此諸大乘唯此諸大乘唯此。』。』。』。』」 

「不樂著受用」是於諸財位不顧戀，指布施度。「極敬」是受戒敬戒，指持

戒度。「二無厭」是無厭於苦和無厭於善行，指忍辱度和精進度。「無分別

瑜伽」是修奢摩他無分別瑜伽和修毗缽舍那無分別瑜伽，指靜慮度和慧度。

「諸大乘唯此」是諸大乘唯攝於此，此六事含攝一切大乘。由六度成辦六

事。六事僅由六度成辦而已，故說「諸大乘唯此」。 

《莊嚴經論》的意思是：一切大乘的修行都攝於此六事，不是攝於六度，

六事由誰成辦呢？由六度成辦。《莊嚴經論》說的「不樂著受用﹑極敬﹑二

無厭﹑無分別瑜伽」是六事，由六度成辦的六事，六事盡攝一切大乘的修

行。 

「不樂著受用﹑極敬﹑二無厭﹑無分別瑜伽」此六事是大乘應修持的，因

此宗大師趁此機會順便破除對方的主張。 

請看文，「由是因緣由是因緣由是因緣由是因緣，，，，欲入大乘棄捨六度欲入大乘棄捨六度欲入大乘棄捨六度欲入大乘棄捨六度，，，，實為相違實為相違實為相違實為相違。。。。」 

既然說此六事是大乘應修持的，因此若欲修持大乘，必須修六度，須由六

度成辦六事，因此，支那和尚主張：「修持大乘，或修能證佛果的方法，只

修空性即可，不須全修六度」，這是自相矛盾。因此宗大師趁機破除他的主

張，說「欲入大乘棄捨六度，實為相違」。 

請看文，「依一切種道或方便數決定者依一切種道或方便數決定者依一切種道或方便數決定者依一切種道或方便數決定者。。。。」 

這是第五點。「道或方便」二者同義，可擇其一：道之一切相或方便之一切

相。雖有很多方便，主要是能修六度之方便。有哪些方便呢？第一「無貪

欲道或方便」是布施，第二「防止散亂方便」是持戒，第三「不捨有情方

便」是忍辱，第四「增善方便」是精進，第五﹑第六「淨障方便」是淨化

煩惱障和所知障之方便，即靜慮度和慧度。我們修行欲證圓滿佛果之方便

有很多，如前說的無貪欲方便﹑防止散亂方便…等六種方便，都含攝在六

度中。不論任何方便，沒有不在六度中者。因此，稱為「依一切種道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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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數量決定」。在六度之外無餘方便。 

請看文，「謂於已得境界受用謂於已得境界受用謂於已得境界受用謂於已得境界受用，，，，無貪欲道或方便者無貪欲道或方便者無貪欲道或方便者無貪欲道或方便者，，，，謂行惠施謂行惠施謂行惠施謂行惠施，，，，由修能捨離由修能捨離由修能捨離由修能捨離

彼貪故彼貪故彼貪故彼貪故。。。。」 

第一，為去除貪著故，將已得的受用布施出去，會使貪欲越來越小，因為

串習能捨貪欲故。 

請看文，「諸未得境為得彼故功用散亂諸未得境為得彼故功用散亂諸未得境為得彼故功用散亂諸未得境為得彼故功用散亂。。。。防護方便謂持淨戒防護方便謂持淨戒防護方便謂持淨戒防護方便謂持淨戒，，，，由能安住比丘由能安住比丘由能安住比丘由能安住比丘

律儀律儀律儀律儀，，，，一切事業邊際散亂悉不生故一切事業邊際散亂悉不生故一切事業邊際散亂悉不生故一切事業邊際散亂悉不生故。。。。」 

第二，會產生散亂，主要由貪產生的，貪是一顆欲得未得之欲求心。為得

到故，想盡辦法，心自然就散亂掉了。那麼，要怎麼防止呢？守持淨戒，

少欲少事，嚴守身語意三門，不接觸貪欲境，就可防止產生渙散﹑散亂。

故「安住比丘律儀，一切事業邊際散亂悉不生故」。 

請看文，「不捨有情方便謂能堪忍不捨有情方便謂能堪忍不捨有情方便謂能堪忍不捨有情方便謂能堪忍，，，，不厭怨害一切苦故不厭怨害一切苦故不厭怨害一切苦故不厭怨害一切苦故。。。。」 

第三，會捨棄有情是因為無法忍受有情的傷害，心中一直記著他曾經講過

什麼話﹑他曾經怎麼加害過我，因而產生難以容忍的心，然後想著：「從以

此後我不再理他了，甚至生生世世都不要再見面了。」心捨棄有情，要防

止心捨有情，須要修忍辱。故不捨有情的方便是忍辱。遇到任何苦﹑任何

傷害，心不生厭離。 

請看文，「增善方便謂發精進增善方便謂發精進增善方便謂發精進增善方便謂發精進，，，，由發精進善增長故由發精進善增長故由發精進善增長故由發精進善增長故。。。。」 

第四，要使善增長不容易，因為不習慣故，但是，惡卻自然增長，很容易

增長。要增長善業必須經過一番努力，否則善不會增長。有些修行人會說

我沒有因緣聽法，或說聽了法後沒有感覺，或修了某法後沒有感覺，這都

是過去的惡習。若於善品說沒有因緣就放棄的話，是錯誤的，反而應該更

努力，否則任何時中於善品都會沒有因緣，故應發精進。 

請看文，「淨障方便謂後二度淨障方便謂後二度淨障方便謂後二度淨障方便謂後二度，，，，靜慮伏惑靜慮伏惑靜慮伏惑靜慮伏惑，，，，般若能淨知障故般若能淨知障故般若能淨知障故般若能淨知障故，，，，故六度決定故六度決定故六度決定故六度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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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第六，淨障方便是後二度：靜慮度和慧度。由靜慮度淨煩惱障，由

般若（慧）度淨所知障。「靜慮伏惑」不是指滅除煩惱根本「執實」，而是

滅除由執實產生的貪瞋癡三毒等煩惱。滅除煩惱根本「執實」是由般若（慧）

滅除的。 

在此沒有特別從中觀應成派的角度講，若以中觀應成派的角度解釋，執著

心（實有執）也是屬於煩惱。若從自續派以下解釋，實有執﹑法我執是屬

於所知障，而不是屬於煩惱障，從法我執之上產生出來的貪瞋等煩惱是屬

於煩惱障，它們的根源（法我執）則不屬於煩惱障。以應成派的角度來看，

法我執也是屬於煩惱障，這裡的根據是《莊嚴經論》，所以不會從應成派的

角度解釋。 

請看文，「如云如云如云如云：『：『：『：『不貪諸境道不貪諸境道不貪諸境道不貪諸境道，，，，餘防為得散餘防為得散餘防為得散餘防為得散，，，，不捨有情增不捨有情增不捨有情增不捨有情增，，，，餘二能淨障餘二能淨障餘二能淨障餘二能淨障。』。』。』。』」 

因此六度數量決定，原因是引《莊嚴經論》的這個偈頌。宗大師立的標題

為「依一切種道或方便」的「道和方便」是相同的意思。「不貪諸境道」的

「道」主要指不貪著對境之「方便」。前面提到「於已得境界受用，無貪欲

道或方便」，雖然詞句中有「道」字，但當宗大師解釋時，認為「方便」更

易理解。若照《莊嚴經論》說的「道」一詞，配合第一「無貪欲道」還可

理解，但配合下面「防護道」﹑「不捨有情道」就有點彆扭，不易了解。若

改為第一「無貪欲道或方便」，第二「防護方便」，第三「不捨有情方便」

就比較好了。實際上，「道」是方便的意思，因此，宗喀巴大師在標題使用

「道或方便」，用「方便」一詞會比較好了解。 

「不貪諸境道」是不貪著對境之方便，即布施度；「餘防為得散」的「餘」

是持戒度，是防止為得未得之受用而渙散；「不捨有情」是忍辱度；「增」

是增善，是精進度；「餘二能淨障」的「餘二」是靜慮度和慧度。 

到此是宗喀巴大師對《莊嚴經論》的偈頌解釋後，又講到：依於《莊嚴經

論》的詞句，我們應於六度得決定解，六度對我們有何益處應當了解。《莊

嚴經論》說任何方便皆攝於六度中，之後，宗大師說應當了解六度對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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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益處，對此應得定解。 

請看文，「又不隨已生欲塵散亂自在轉者又不隨已生欲塵散亂自在轉者又不隨已生欲塵散亂自在轉者又不隨已生欲塵散亂自在轉者，，，，謂無貪施謂無貪施謂無貪施謂無貪施。。。。」 

布施度對我們有何益處呢？有助於不隨妙欲轉。當擁有某件很難得的東西

時，心就貪著，在此上隨著它轉，例如某人有幾百萬﹑幾千萬…很多錢時，

心就隨著錢轉，要防止心落到這種地步，須要靠無貪的布施。 

請看文，「若先未生預遮滅者若先未生預遮滅者若先未生預遮滅者若先未生預遮滅者，，，，則須尸羅則須尸羅則須尸羅則須尸羅，，，，防護無義非義散亂防護無義非義散亂防護無義非義散亂防護無義非義散亂。。。。」 

持戒度對我們有何益處呢？持戒度可防止渙散。先前未得的受用，為了得

到會做一些無意義的事，因此心渙散，要防止心渙散到這些事上，必須由

持戒度防止。 

請看文，「惡行有情數多易遇惡行有情數多易遇惡行有情數多易遇惡行有情數多易遇，，，，由此因緣退捨利他由此因緣退捨利他由此因緣退捨利他由此因緣退捨利他，，，，能對治者能對治者能對治者能對治者，，，，謂當修習有謂當修習有謂當修習有謂當修習有

力堪忍力堪忍力堪忍力堪忍。。。。」 

忍辱度對我們有何益處呢？可防止心捨有情。一般遇到的都是不怎麼好的

有情，遇到的都是凡夫，凡夫都是惡行惡狀，因此會有心捨有情的危險性，

要防止心捨有情，須要修忍辱。 

請看文，「淨善眾多長時修作淨善眾多長時修作淨善眾多長時修作淨善眾多長時修作，，，，令增長者令增長者令增長者令增長者，，，，要由思惟此勝利等要由思惟此勝利等要由思惟此勝利等要由思惟此勝利等，，，，發起恆常猛發起恆常猛發起恆常猛發起恆常猛

利勇進利勇進利勇進利勇進。。。。」 

精進對我們有何益處呢？沒有精進是不可的，因為要修的善法非常多，不

可計數，又必須長時間修才能使善增長，因此就一定要有精進。 

請看文，「暫伏煩惱暫伏煩惱暫伏煩惱暫伏煩惱，，，，須修靜慮須修靜慮須修靜慮須修靜慮。。。。」 

靜慮對我們有何益處呢？要鎮伏煩惱，必須修靜慮，我們的心一向隨著煩

惱轉，為使心不隨煩惱轉，必須修靜慮。暫伏，有壓住﹑鎮伏﹑不隨著轉

的意思。若不把煩惱鎮壓下來，煩惱會越來越高漲；要把它壓伏住，就必

須修靜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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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文，「滅煩惱種及所知障滅煩惱種及所知障滅煩惱種及所知障滅煩惱種及所知障，，，，謂須般若謂須般若謂須般若謂須般若。。。。」 

般若對我們有何益處呢？不只把煩惱鎮壓下來而已，應當滅除煩惱的因或

種子，煩惱主要依於不了知對境實情的所知障而生起。要滅除煩惱的種子

「所知障」，必須修般若（慧度）。煩惱種的「種」是能生煩惱的「能力」。 

請看文，「此於六度此於六度此於六度此於六度，，，，能與最大決定知解能與最大決定知解能與最大決定知解能與最大決定知解。。。。」 

「此於六度」的「此」是《莊嚴經論》的偈頌：「不貪諸境道，餘防為得散，

不捨有情增，餘二能淨障」。解釋此偈時，有兩種解說方式：第一任何方便

都攝於六度中，第二修六度有如是功德利益。在此階段是談到第二點，故

應於六度得決定解。 

「決定知解」有深入了解的意思。以布施度為例，深入了解布施度，是對

已經擁有的受用物質心不貪著，這樣已有擷取到布施度的要義，否則會以

為布施只是把現在擁有的東西布施出去即可，這樣並沒有真正擷取到布施

的要義。若有擷取到它的意義，就不會有誤解，而且心會改變。決定知解﹑

深入了解的方式即此。 

於布施度的認識要有深度，一般於布施度的認識不是那麼深入，一般認為

我把東西給你就是布施，實際上，這邊講布施的意義是「我要去除我自己

於擁有的東西的貪心」，了解之後，原來布施的意義在這裡，所以，在布施

時應該有的心態，做布施才能調伏心。 

下面的持戒度也是一樣的道理，布施度會減少或除掉「在所擁有的東西之

上」的貪心，持戒度是於沒有的東西上面的貪著有防護，心會散亂主要是

因為貪心的關係，貪心會帶著我們的心到處亂跑，為了要達到某目標就要

追求這樣東西，貪著的東西越來越多，心就散亂了，持戒度會對此防護。

在受戒之後，一方面不允許做的事情很多，另一方面，一天到晚都要注意

身語意三門，守護根門。這樣做之後，我們的心就不會一直想「我要這﹑

我要那」，因為本身跟境沒有接觸，以就不會想，所以，持戒度裡面也會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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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心的散亂。 

總結兩個來說，布施度是使我們的心不會被本來擁有的東西拉走，另外，

持戒度是使我們的心不會一直跟著沒有的東西走。兩者都沒有問題之後，

我要做的事情是跟人接觸，要利益更多的人，我自己也要努力的行善。在

我跟人接觸時，若沒有忍辱度，就沒有辦法一直跟人接觸及利益他人，因

為要利益的對境都是凡夫，所以就一定會煩，此時若心裡安忍的程度不夠，

就會容易捨棄他們，比較糟糕的是心想生生世世都不要跟他們接觸，這是

沒有修忍辱度帶來的。所以在利益眾生時一定要心胸擴大，度量必須大。 

在行善時，自己也是在累積福德，不管是做七支供養或其他的功課上的修

行，剛剛說過：「我聽一聽東西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我沒有因緣，我要跟

著因緣走，不要聽了，不要學了。」當然沒有因緣，在善根上面有因緣就

已經是菩薩了，不可能是有因緣的，這是因為沒有因緣才要讀，要具足資

糧或因緣，所以就要認真學習。常常說沒有因緣，這種想法在修行上是很

大的障礙。這邊說增長善根要精進，意思是沒有因緣所以要精進，有因緣

就不用精進了，所以是要努力的意思，聞思修一定要靠精進。 

接著更進一步就要修奢摩他﹑毗缽舍那，前面有精進的聞思修，也有做利

益眾生的事，還要再繼續往上走，不只是行為上面表現很好而已，連自己

的內心也不可有雜染的心，此時就要修奢摩他（禪定度）。禪定度只是使暫

時離開煩惱而已，還沒有辦法對治煩惱的根（執著心），要用毗缽舍那（慧

度）來對治執著心。在對治執著心時，同時也會去除煩惱的種子，因為煩

惱的種子依靠的是法我執，只要把法我執除掉，煩惱的種子同時也就可除

掉，所以就需要毗缽舍那（智慧度）來對治所知障跟煩惱的種子。 

這就把六度的整個修行方法講出來了，自己就會知道六度是非常殊勝的，

六度的作用很清楚，就會覺得它是很殊勝且對我們幫助很大的，這裡說的

「定解」就是這個意思。 

請看文，「觀待三學數決定者觀待三學數決定者觀待三學數決定者觀待三學數決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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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點「觀待三學數決定」。六度修行都攝於三學中，如何呢？ 

請看文，「戒學自性即是戒度戒學自性即是戒度戒學自性即是戒度戒學自性即是戒度，，，，此要有施不顧資財此要有施不顧資財此要有施不顧資財此要有施不顧資財，，，，乃能正受乃能正受乃能正受乃能正受，，，，是戒資糧是戒資糧是戒資糧是戒資糧。。。。

既正受已既正受已既正受已既正受已，，，，由他罵不報罵等忍耐守護由他罵不報罵等忍耐守護由他罵不報罵等忍耐守護由他罵不報罵等忍耐守護，，，，忍是眷屬忍是眷屬忍是眷屬忍是眷屬。。。。」 

戒學的自性是持戒度，戒學的資糧是布施度，戒學的眷屬是忍辱度，故此

三度攝於戒學中。為什麼說戒學的資糧是布施度呢？若有布施，將不會顧

戀資財；顧戀資財的話，將不會出家；不顧戀資財，就不會做生意等。若

要出家，必須不顧戀資財，才能正受戒，因此說布施是戒學的資糧。 

「既正受已」是正受菩薩戒後，為守護菩薩戒，必須修忍辱，故「由他罵

不報罵等忍耐守護」，受戒後須由忍辱守護戒，因此「忍是眷屬」，忍辱度

是戒學的眷屬。 

請看文，「靜慮心學靜慮心學靜慮心學靜慮心學，，，，般若慧學般若慧學般若慧學般若慧學，，，，精進遍通三學攝精進遍通三學攝精進遍通三學攝精進遍通三學攝，，，，故六度決定故六度決定故六度決定故六度決定。。。。」 

靜慮是心學﹑定學。般若是慧學。精進則遍通於戒定慧三學，因此六度都

攝於三學裡。對六度得決定解，三學能成辦六度的一切所作。觀待三學數

量決定，三學能成辦六度的一切意義，觀待三學之體性，六度已夠了。若

以為「六度不具足三學的一切所作，還須要更多度」。不須要。因為三學能

成辦六度的一切所作。 

三學是修學的一對境，所有修學的法都含攝到三學裡面，這邊講的是三學

的一切作用會不會含攝到六度裡面，若沒有含攝到六度裡面，六度還不夠，

可能還要再多幾度的法，若六度可整個含攝三學的作用，就不需要再增多

了，只要六度就夠了。 

接著，引述其根據《莊嚴經論》。 

請看文，「如云如云如云如云：『：『：『：『依三學增上依三學增上依三學增上依三學增上，，，，佛正說六度佛正說六度佛正說六度佛正說六度，，，，初學攝前三初學攝前三初學攝前三初學攝前三，，，，後二攝後二後二攝後二後二攝後二後二攝後二，，，，

一通三分攝一通三分攝一通三分攝一通三分攝。』。』。』。』」 

詳細的三學作用，佛說為六度。為何？「初學」是戒學，戒學含攝施﹑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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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等前三度。「後二」是奢摩他和毗缽舍那，含在定學和慧學中。「一」是

精進，精進含在整個三學中。 

以上講說完畢數量決定。接著，宗大師作總結，講到六數量決定的精華。 

請看文，「如是當以何等勝身如是當以何等勝身如是當以何等勝身如是當以何等勝身，，，，圓滿何等自他二利圓滿何等自他二利圓滿何等自他二利圓滿何等自他二利，，，，安住何乘安住何乘安住何乘安住何乘，，，，由具幾種方由具幾種方由具幾種方由具幾種方

便之相便之相便之相便之相，，，，修行何學修行何學修行何學修行何學，，，，」 

「當以何等勝身」是第一點觀待增上生數量決定；「圓滿何等自他二利」是

第二點觀待引發二利數量決定和第三點觀待引發圓滿一切利他數量決定；

「安住何乘」是第四點觀待能攝大乘數一切決定；「由具幾種方便之相」是

第五點依一切種道或方便數量決定；「修行何學」是第六點觀待三學數量決

定。 

「能滿能攝如是身能滿能攝如是身能滿能攝如是身能滿能攝如是身﹑﹑﹑﹑利利利利﹑﹑﹑﹑大乘大乘大乘大乘﹑﹑﹑﹑方便及諸學者方便及諸學者方便及諸學者方便及諸學者，，，，當知即是六波羅蜜當知即是六波羅蜜當知即是六波羅蜜當知即是六波羅蜜。。。。」 

「身」是第一「何等勝身」；「利」是第二和第三「圓滿何等自他二利」；「大

乘」是第四「安住何乘」；「方便」是第五「由具幾種方便之相」；「諸學者」

是第六「修行何學」。六波羅蜜能圓滿含攝身﹑利﹑大乘﹑方便及諸學者。 

「總攝菩薩一切修要大嗢柁南總攝菩薩一切修要大嗢柁南總攝菩薩一切修要大嗢柁南總攝菩薩一切修要大嗢柁南，，，，乃至未得廣大定解應當思惟乃至未得廣大定解應當思惟乃至未得廣大定解應當思惟乃至未得廣大定解應當思惟。。。。」 

六度是菩薩修行的大總綱，怎麼知道六度是菩薩修行的大嗢柁南（大總綱）

呢？由剛才說的六點知道。於此未得廣大定解前，應當深入數數思惟。 

如是，一位補特伽羅，當以何等身？增上生。圓滿何等？自他二利。安住

何乘？大乘。具幾種方便？六種方便。修行何學？三學。 

先說藏文的句子構造，例如說「只有他來幫助我」和「幫助我的只有他」，

兩種講法是一樣的意思。藏文的構造也是如此，從剛才念的「如是當以何

等勝身」到「當知即是六波羅蜜」，以六波羅蜜多作為有法（主題），「六波

羅蜜多可成辦圓滿身」﹑「六波羅蜜多可成辦自他二利」﹑「六波羅蜜多可使

安住大乘」﹑「六波羅蜜多含攝一切方便」﹑「六波羅蜜多含攝一切應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