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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菩薩行論九》 

                             雪歌仁波切講授 法炬法師翻譯 

                                              2005/01/23  

我們可以透過願心和行心，由這兩個心來受持珍貴的菩提心戒，我們

現在講到第四品〈不放逸品〉，你可以由意樂的願心來依止不放逸行，也可

以由趣入菩薩行的實修方式來依止不放逸行。上次已經將由意樂依止不放

逸行講過了，接著就從趣入實修的學處來依止不放逸行。 

我們如果許諾了要來行持行心的話，也就是來守持行心戒，那就表示

你已經許諾了要來受菩薩戒、許諾了要來遵守菩薩戒了。如果只有在發願

的階段，就還不是真正的受菩薩戒，行心的部分才稱為真正的受菩薩戒。

並不是只有受戒而已，你還要去學習菩薩的學處，也就是在受持行心之後，

你就要來學習菩薩的學處，那受菩薩的學處，你必須要去遵守，不不要去

染犯十八根本墮，剛才仁波切唸的，就是我們一般的六座瑜伽裡面的一段

菩薩戒文，講到十八根本墮的戒文。 

你如果違犯了別解脫戒的話，可能受傷害的只有你一個人而已，可是

你如果犯了菩薩戒十八根本墮當中的任何一條，就等於是你破了你自己對

眾生的許諾。你所犯下的墮罪是非常沈重的，只有掉到三惡趣而已，而且

是越來越糟糕。 

我們這樣思惟之後，就應該要如我們所許諾的誓言，遵循著來做，遵

守自己的誓言來行菩薩行。如果不這樣子的話，那你可能就違犯了自己所

許諾的，為一切眾生求證佛果的願望。也有人以為沒有關係，我是偶而犯

了墮罪，只要再去重受就好了，圓滿菩提（還好）我可以慢慢去證，這樣

子的想法是錯誤的。為什麼說這樣子的想法是錯誤的？因為我們以前也曾

經受過菩薩戒，也又曾經犯過墮罪，就是因為以前我們有這樣子的許諾，

然後也違犯自己的誓言，現在又這個樣子許諾，然後又違犯自己的誓言，

那這樣子的想法是錯誤的。我們不要像有一些西藏人的口頭禪說：「還好

啦！還可以啦！」認為這樣犯了再受、犯了再受，慢慢來證佛果是還好、

還可以的狀態。 

仁波切：我講的是，心不要去串習「還好」，不要當「還好」的朋友。 

有些人受戒之後，當自己跟戒條的遮制有相違犯、去染犯的時候，他

們往往都會自己認為：「我還有做一些善行，我還有做一些功課，至少我跟

別人不太一樣。」自認為自己還好。像這樣子的情形，我們不可以自己以

為還好，這實在是不好的，因為我們從無始以來，無數的生生世世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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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有很多這種類似的狀況發生過了，所以不要自己認為還好。 

仁波切：不要自己認為是可以。 

如果這種情形，是真的還好、還可以的話，那我們應該早就成佛了。

從古至今，我們一直處在這種狀態當中，就表示這種狀況並不是我們認為

的「還可以」的狀態。 

可能現在我們還會認為「還好、狀況還可以」，因為未來還有很多佛，

會來到這個世間，為了一切眾生而來到這個世間，可能那個時候我還會遇

到佛、遇到法，或許我那時候就可以成佛了。可是這樣子，應該也是一種

錯誤的想法。為什麼呢？因為從無始以來，有眾多的佛已經出世了、來到

這個世間了，如果不是處於這種狀態的話，我們可能早就已經成佛了。現

在處於這種狀態，自己希望成佛，卻又沒有辦法成佛，原因就出在於自己

的過失、自己的這些罪障所蒙蔽。出在自己過失的話，那連佛也難以救度，

所以就像這邊所說的（癸二…丑一、慎止惡）： 

「「「「是故如其所發願是故如其所發願是故如其所發願是故如其所發願，，，，我應敬慎期必成我應敬慎期必成我應敬慎期必成我應敬慎期必成，，，，若不從今奮精勤若不從今奮精勤若不從今奮精勤若不從今奮精勤，，，，愈趨愈下轉沉弱愈趨愈下轉沉弱愈趨愈下轉沉弱愈趨愈下轉沉弱。。。。」」」」    

（丑二、為菩薩之所漠視） 

「「「「往昔為利諸有情往昔為利諸有情往昔為利諸有情往昔為利諸有情，，，，無數如來出於世無數如來出於世無數如來出於世無數如來出於世，，，，我由眾罪所障復我由眾罪所障復我由眾罪所障復我由眾罪所障復，，，，未得親承如來教未得親承如來教未得親承如來教未得親承如來教。」。」。」。」 

「「「「我今壞戒仍如此我今壞戒仍如此我今壞戒仍如此我今壞戒仍如此，，，，數數如初難值遇數數如初難值遇數數如初難值遇數數如初難值遇，，，，惡趣逼惱並繫縛惡趣逼惱並繫縛惡趣逼惱並繫縛惡趣逼惱並繫縛，，，，備遭割截屠戳苦備遭割截屠戳苦備遭割截屠戳苦備遭割截屠戳苦。」。」。」。」    

    如果我們不如理的來遵守所受的這些遮制、這些戒，仍然放逸的話，可

能我們將來會是偶而上升到善趣，偶而又下沈到惡趣，就會在善趣和惡趣

之間浮浮沈沈，會這個樣子。又看看這一世自己的所作所為，沒有如理來

遵守這些遮制，來世就必定會入三惡趣當中。又有可能我們過去受戒的習

氣又會甦醒過來，又會讓我們投生到善趣裡面。如果這種狀態繼續下去，

可能就會再跟以前一樣，在善趣和惡趣之間浮浮沈沈。 

我們有時候會認為自己所修的法還可以，我現在這樣做也還好，事實

上，我們現在所修的法，可以說多數都是我們前世造的業，現在感得的果

報，等於是在感受等流果，事實上，我們新造的根本就沒有。 

仁波切：新造的話，就自己這輩子會努力的，好像比較難做的，那個

時候就自己能力增加，就做出來的話，這個算是新的一個因。那以前念佛，

這輩子的等流果就感得也是比較喜歡念佛，這種是以前的一個因所感出來

的而已，它不是真正的一個新的能力，好像要堅固的，要提高的，我們修

行的提升要增加，要提高的，不是這個能力，它是以前的就順順利利，以

前做的等流果就感出來而已。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如果上輩子是念佛，這輩子也念佛，是以前的因，現在的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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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這輩子念佛，但是有再去學像說空性、出離心等等，然後繼續唸佛的

話，這樣還是以前的等流果嗎？ 

仁波切仁波切仁波切仁波切回答回答回答回答：這輩子學出離心、菩提心、空正見，那些也不一定是我們

這輩子新學的，它也可以說前輩子就學過了，它的等流果，這輩子感出來

的時候，就會順順利利的，比較不需要那麼用功，好像自自然然的就會走

這個方向，這種感覺是以前做的因感出來的果。這個時候，我們不可以特

別好像自己慢心、我慢，自己不可以好像很高興：「哦！我做得很好！我有

進步！」這個不是代表進步，進步是自己比較難通過的時候，能夠通過去，

就算是有進步了。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我們現在學《因明》覺得很困難，是不是…？ 

回答回答回答回答：對，那時候要通過。哈！哈！哈！ 

仁波切：我們的心裡常常想：「我修行很好」，或者是「我修行還可以」，

自己隨喜，好像很高興，這個時候可不可以高興，是看那個是自自然然的，

或者是真正努力的通過一個難關，那個時候就算是有進步，新的一個做出

來。 

現在如果是等流的果報而一切看起來很順，我們不需要覺得很高興，

要值得高興的是什麼？就是要讓你能突破艱難關卡的時候，你能突破的

話，那才要值得高興。就比如說我們要修忍辱行，有時候會遇到真的很難

修的時候，可是我們就提起自己的心力衝過去，無論如何忍下來的話，這

才值得我們高興的。 

仁波切說：他好像想要講什麼，一時又想不起來，這代表老了。哈！哈！

哈！ 

我們這種自以為還好的心態，事實上是主要障礙我們進步的一種心

態，我們以前是這個樣子，現在又是這個樣子，來世一定會墮入到惡趣裡

面。一旦墮入到惡趣的話，那就很難以再出頭了，更難以獲得像現在所獲

得的暇滿人身，所以這邊說（丑三…寅一、若退失菩提心則難得四緣具足

之暇滿）： 

「「「「既值如來出世間既值如來出世間既值如來出世間既值如來出世間，，，，更得人身具信心更得人身具信心更得人身具信心更得人身具信心，，，，堪修善法如今者堪修善法如今者堪修善法如今者堪修善法如今者，，，，實為稀有難多得實為稀有難多得實為稀有難多得實為稀有難多得。」。」。」。」 

一旦我們掉落到三惡趣、一旦我們下沈之後，真的是很難以再上升回

來的，現在所獲得的暇滿人身是非常難得的，而且容易壞滅的，如同空中

的閃電一樣，一閃而逝，很難再獲得。所以我們現在即使擁有幾分鐘的時

間，也要利用這珍貴的幾分鐘來擷取心要，所以這邊才說（寅二、縱得暇

滿亦速失壞故應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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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如此日身無病雖如此日身無病雖如此日身無病雖如此日身無病，，，，飲食支身暫未死飲食支身暫未死飲食支身暫未死飲食支身暫未死，，，，年命剎那難保信年命剎那難保信年命剎那難保信年命剎那難保信，，，，色身須臾如泡影色身須臾如泡影色身須臾如泡影色身須臾如泡影。」。」。」。」 

暇滿人身是如此的稀有、義大、難得，我們就要這樣作意思惟，而且

要配合起菩薩行來實修。有些人會認為：「你不是在這邊講，主要是在修菩

提心的部分，怎麼又講到暇滿義大、難得的這個主題呢？」事實上，一位

修菩提心者，他在實修菩薩行的過程，也要配合暇滿人身難得、義大的思

惟一起共修的。 

我們現在所獲得的暇滿人身，應該要好好的珍惜，而且，要好好利用

這個珍貴的人身來取心要。如果沒有，就讓這樣子虛度過的話，那可能你

的來世墮到三惡趣裡面，如果一旦墮入三惡趣的話，那可能就是玩了，你

就沒有機會再上升了，你要行菩薩行也甚為艱難了，所以這邊才說（丑四…

寅一、生惡趣時無暇修善  廣論 P.67+3  97-1）： 

「「「「以我如今所行為以我如今所行為以我如今所行為以我如今所行為，，，，再得人身尚難必再得人身尚難必再得人身尚難必再得人身尚難必，，，，若時不能得人身若時不能得人身若時不能得人身若時不能得人身，，，，無緣修善唯作惡無緣修善唯作惡無緣修善唯作惡無緣修善唯作惡。」。」。」。」    

為什麼墮到惡趣就無法再去行善呢？因為在惡趣裡面的有情，他們的

心相續就是愚蠢，因為愚蠢的關係，所以他們只會一直持續的去造惡而已，

要再上升回來就很困難了，所以這邊才說（寅二、若生善趣時不勤勵力在

惡趣中昧於取捨  廣論 P.67-6  97-1）： 

「「「「若時有若時有若時有若時有緣能行善緣能行善緣能行善緣能行善，，，，而我不作諸善業而我不作諸善業而我不作諸善業而我不作諸善業，，，，惡趣眾苦所昏蒙惡趣眾苦所昏蒙惡趣眾苦所昏蒙惡趣眾苦所昏蒙，，，，爾時我何能為力爾時我何能為力爾時我何能為力爾時我何能為力？？？？」」」」    

如果投生在惡趣當中，會因為愚蒙於善惡的取捨，所以根本就不曉得

什麼叫做「行善可以得善果，造惡可以得惡果」，完全不了解，所以在這種

愚蒙的狀態之下，就唯造惡業而已。就比如這個畜生，畜生的左右所圍繞

的就是畜生而已。比如說魚，跟它再一起為伴的就只有魚類而已，因此，

在惡趣當中就是一直造惡，一直不斷的在惡的循環當中，甚至連善趣的名

字也聽不到。請看第七十一頁（寅三、惡趣極難解脫  廣論 P.63-5）： 

「「「「若時眾善不修行若時眾善不修行若時眾善不修行若時眾善不修行，，，，唯積眾罪多無量唯積眾罪多無量唯積眾罪多無量唯積眾罪多無量，，，，縱經百千俱胝劫縱經百千俱胝劫縱經百千俱胝劫縱經百千俱胝劫，，，，善趣之名亦善趣之名亦善趣之名亦善趣之名亦不聞不聞不聞不聞。」。」。」。」 

佛陀曾經在經中親口講過人身是多麼的難得，他用了一個比喻，就像

一隻盲龜，百年才浮出水面一次，當牠浮出來時，要正好碰到牛軛當中的

孔洞，這個機率是多麼稀少啊！請看文（丑五、暇滿難得之故  廣論

P.63-5）： 

「「「「以此之故世尊言以此之故世尊言以此之故世尊言以此之故世尊言，，，，幸得人身極稀有幸得人身極稀有幸得人身極稀有幸得人身極稀有，，，，如大海中盲龜項如大海中盲龜項如大海中盲龜項如大海中盲龜項，，，，幾希能值浮木孔幾希能值浮木孔幾希能值浮木孔幾希能值浮木孔。」。」。」。」 

以前西藏有一位上師講到人身難得時，在座有一位弟子曾經去過中國

大陸，他就說：「這個上師他沒有去過中國大陸，才會說人身是多麼難得，

你去中國大陸看看，人多得像螞蟻一樣，到處都是。」他覺得人身並不是

那麼難得，這樣子的想法是錯誤的。你看我們的地球，三分之二是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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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是陸地，水中的眾生遠遠的勝於陸地上的眾生，它的數量多得不可

計數。即使在陸地上這些的眾生，比如說有人、有畜生道的這些眾生，你

看畜生的眾生又遠多於人的數量。就比如說在森林裡的小小一個地方、小

小一塊地上，你光是要去數那些蟲、那一類，就數不完，就非常的多了。

更何況我們這個人身，人身上也住了很多很多的細菌、很多的蟲。所以算

一算，人真的是非常的稀少了。我們這樣子算一算，事實上在這世界上搞

不好人的數量佔不到百分之ㄧ，這樣子想了之後，我們就會覺得生為人真

的是非常的稀少、非常的難得。所以我們現在所獲得的這一個能夠修持佛

法、凝聚順緣的人身是非常的難能可貴，更何況是具足八閒暇、十圓滿的

人身更是稀有難能可貴。 

到此為止，就是在勸請我們不可以去犯戒，不可以去犯十八個菩薩的

根本墮。我們應該如何是好呢？也就是你不可以去染犯菩薩的這些根本

墮，你要如理的來守持菩薩戒，如理的來學習菩薩行。如果我們來學習菩

薩行，那會怎麼樣呢？會淨化我們這些重大的罪惡。就像十一頁〈讚菩提

心功德品〉講到：「如是常以微弱之善根，極難對抗罪障大勢力，是時若無

圓滿菩提心，餘善威力何能遮彼罪？」（第一品第六頌）也就是你只有透過

去受持菩提心，去學菩薩的行持，你可以透過這個力量來遮止掉這些重大

的罪惡（這些罪惡的大勢力才能將它遮止掉）。所以說，從生生世世直到現

在為止，我們所積造的這些罪障都足以讓我們墮入惡趣，那所積造的這些

罪障有多少呢？多如一座大的須彌山一樣，有那麼多的罪障。要如何將這

些力量這麼大、這麼多的罪障將它淨化呢？只有依止菩提心，菩提心才有

大能力在剎那之間將所有的罪障淨化掉。我們現在是處於善業極薄弱，而

且非常少的狀況，罪障又非常的強勢，非常多的狀態，我們要怎麼跟這些

罪障來對抗呢？只有依著菩提心而已，只有靠菩提心而已，只有發起菩提

心，受菩薩戒，如理的來行菩薩行才有可能。請看文（子二…丑一、由先

積有無邊之罪應勵力斷除  廣論 P.63-4）： 

「「「「於一剎那作罪惡於一剎那作罪惡於一剎那作罪惡於一剎那作罪惡，，，，當墮無間經長劫當墮無間經長劫當墮無間經長劫當墮無間經長劫，，，，無始輪迴積眾罪無始輪迴積眾罪無始輪迴積眾罪無始輪迴積眾罪，，，，不生善趣何待言不生善趣何待言不生善趣何待言不生善趣何待言？？？？」 

我們如果違犯了菩薩戒、違犯了菩薩行的話，可能會導致我們墮入到

三惡趣裡面。那墮入到三惡趣，我們也不見得就會墮入這種無邊的三惡趣

裡面，意思也就是說不是墮入三惡趣裡面，就永無休止的就不會再上升回

來，並不見得會是這個樣子。因為我們知道這業和果，你的惡業會感惡果，

那惡果感完之後，你還會再回來。就是這個業結束了，再另外一個業的果

你還要去感，所以並不是說你墮入無邊的惡趣就一直在那裡面，不見得是

這個樣子。可是，你也不要太自以為：「我還會再回來善趣。」也不要以為

我還會再回來這個樣子。因為從無始至今我們一直在造惡，我們在輪迴中

所造的這些惡，事實上可以讓我們在惡趣裡面打滾的非常久。一旦你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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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趣當裡面，因為惡趣眾生愚蒙的關係，所以你會持續的再造惡，就會再

墮入惡趣裡面去。所以，也不要認為還會再回來，事實上有可能你就一直

處在那裡面，所以說（丑二、僅唯一次受惡趣苦，苦盡而惡趣不盡之理  廣

論 P.63-2）： 

「「「「非唯僅受此罪已非唯僅受此罪已非唯僅受此罪已非唯僅受此罪已，，，，便從惡趣得解脫便從惡趣得解脫便從惡趣得解脫便從惡趣得解脫，，，，即於正受此罪時即於正受此罪時即於正受此罪時即於正受此罪時，，，，又復廣造諸餘罪又復廣造諸餘罪又復廣造諸餘罪又復廣造諸餘罪。」。」。」。」 

就像剛才第十一頁說的「如是常以微弱之善根，極難對抗罪障大勢

力」，這邊的「常」字應該連結起後面這一句來講的，也就是我們所造的這

些善根都非常微弱的、非常薄弱的，可是，我們所造的這些大罪障呢，是

經常的在造，從無始以來我們經常的在造這些重大的罪業，那造了這些重

大的罪業，感受的惡果讓我們墮入三惡趣，那在三惡道當中又再造新的惡

業的因，又會再去感受惡業的果，所以有可能就導致我們不斷的在惡趣裡

面流轉不息。 

這邊講來講去呢，意思就是間接指出我們應該要好好的善用菩提心，

因為只有菩提心能夠跟這些大罪障來作對抗而已。這邊說（丑三…寅一、

得暇滿不勤修善是為自欺  廣論 P.61-3）： 

「「「「獲得如是有暇身獲得如是有暇身獲得如是有暇身獲得如是有暇身，，，，我今若不修善法我今若不修善法我今若不修善法我今若不修善法，，，，誑惑自欺無逾此誑惑自欺無逾此誑惑自欺無逾此誑惑自欺無逾此，，，，愚蒙過此亦無有愚蒙過此亦無有愚蒙過此亦無有愚蒙過此亦無有。」。」。」。」    

    我們現在得到這個能夠學習菩薩行、發菩提心的機會，應該要感到很高

興才對，我們要善用這些機緣，也要善用菩提心，來對抗我們這些重大的

罪業，來關閉墮入惡趣的門（利用這個菩提心來關閉）。所以，菩提心事實

上是對我們有很大好處的，我們可以利用菩提心很輕易的去積聚廣大無邊

的福德，也可以利用菩提心在剎那間淨化掉眾多的罪障。就像十四頁說的

「菩提妙心猶如劫盡火，剎那能焚諸罪盡無餘」，就是菩提心是非常好用

的，可以在剎那之間焚燒掉所有這些重大的罪惡，就像劫盡的火一般。我

們現在既然獲得了這個暇滿人身，而且又有發菩提心的機緣，就應該要好

好善用，不可以虛度過。 

既然菩提心有這麼大的能量，我們又受了菩薩戒的話，就應該要起精

進，不要虛度過。如果你就放任、懈怠或者拖延而不努力去修的話，可能

當死亡臨頭的時候，你就會生起很大的懊悔，懊悔自己沒有好好的來修菩

薩行，懊悔自己沒有好好的來做菩薩的懺墮的懺悔，在那個時候你懊悔的

心就會非常的強烈，在心中會非常的憂惱、憂悔，所以這邊才說（寅二、

現生當受苦  廣論 P.61-2）： 

「「「「若我即達如是理若我即達如是理若我即達如是理若我即達如是理，，，，由愚癡故行怯弱由愚癡故行怯弱由愚癡故行怯弱由愚癡故行怯弱，，，，逮其臨欲命終時逮其臨欲命終時逮其臨欲命終時逮其臨欲命終時，，，，必當心生大憂悔必當心生大憂悔必當心生大憂悔必當心生大憂悔。」。」。」。」    

「若我即達如是理，」已經了解這個道理了，「由愚癡故行怯弱，」怯

弱、或者說懈怠、或者說拖延的話，「「「「逮其臨欲命終時，」當臨命終時，「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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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心生大憂悔。」 

當我們生起想要修法的心，又實際去修時，要生起大精進，不可以拖

延說：「我明後天，或者之後再來修。」如果是這樣拖延的話，那可能到臨

命終時就會心生大憂悔–大憂惱還有悔恨之心。就像鞏湯蔣悲秧（鞏湯：

是地名，蔣悲秧：就是文殊。是一位上師的名號）說：「我們心中只有想著：

『我明天要開始起修、明天要開始起修』，可是，可能呢，在明天還沒有到

之前，今天這個死亡就會先來了。」那個意思。經典裡面也有講到：「明天

和後世何者先來不一定。」明天和後世哪一個會先到呢，不一定。那我們

的錯誤錯在哪裡？我們會努力於此世而不努力於來世，這是我們很大的一

個錯誤。我們會做很多的計畫，說我下個月要做什麼，或明年要做什麼，

我們會有這些年度計畫，或每一月的這些計畫，有時會想：「我把這些計畫

先完成之後，再來清淨的修法」，這種想法是一個心鬼，稱它為「鬼」，也

就是它障礙我們修法就像鬼一樣來，這樣子拖延的想法就像心鬼一樣，這

種想法是不可以的，我們應該要從現在開始先作準備，也就是現在開始起

修，不可以生起懈怠、拖延的心。 

仁波切：沒有辦法做得到的話，最起碼這樣的想法就提醒一下，也是

滿有幫助的。 

菩提心的利益以及趣入菩薩行來修持，對我們而言，都具有很大的意

義，我們應該要了解這一點，不要去拖延，說明、後天再來修，這種無常

的思惟你可以配合到下士道的修持、配合到下士道的修持甚至配合到上士

道的修持當中來作思惟。在這邊的這個階段，我們可以配合起，來學習菩

提心、學習菩薩行的這種大乘的修持，等於這個無常可以激發我們發起精

進來學習菩提心、學習菩薩行。 

來禪思無常對我們而言，你可以運用到各種時機，各個時候加以配合

起來修。我們說念死無常，就是生起念死無常的心，主要就是讓我們對死

亡生起恐懼的這種心、害怕的這種心。那這種害怕死亡的心，也不是說你

害怕死亡的時候呢，失去你的財富，或者失去你的親友，或者說你所有的

這身軀相遠離了，這種害怕也不是。而是害怕什麼呢？就是害怕未修法之

前而死，你還沒有真正去修學佛法，就這樣子死了，要對這個死亡生起害

怕。所以，在下士道的時候，我們思惟三惡趣的痛苦，思惟無常可以讓我

們激發起欲求增上生的心。 

仁波切：念死無常可以配合下士道，也可以配合中士道，也可以配合

修菩提心、受菩薩戒那種。我沒有好好修道，我會對這上面的一種恐懼，

這種的念死無常。比如說下士道的修行，我還沒有修好就會死，這種的恐

懼。中士道的修行，還沒有修好自己就死掉的話，好像很害怕，心裡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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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不得的這種。那菩提心跟菩薩行，還沒有修好之前就死的話，就好像心

難過、捨不得。這種就是我們的念死無常。 所以我們修的法力越高，念死

無常量越強。比如說，菩提心是那麼的珍貴，我們現在遇到這樣子珍貴的

一個法，那我們遇到的法越珍貴，我們在還沒有修之前就死的話，就會越

捨不得，念死無常的心就會越強。所以，修無常的力量，上士夫他們修的

時候，比中士夫、下士夫他們修的更強。上士夫、中士夫、下士夫，他們

念死無常的能力就差很多。所以，這裡就是上士夫他們念死無常的方法。 

請看文（寅三、後世當為惡趣之苦所逼 廣論 P.61-2）：（燔炙：ㄈㄢˊㄓ丶） 
「「「「地獄烈火難堪忍地獄烈火難堪忍地獄烈火難堪忍地獄烈火難堪忍，，，，若於我身久燔若於我身久燔若於我身久燔若於我身久燔炙炙炙炙，，，，熾然難忍憂悔火熾然難忍憂悔火熾然難忍憂悔火熾然難忍憂悔火，，，，定當熱惱逼我心定當熱惱逼我心定當熱惱逼我心定當熱惱逼我心。」。」。」。」    

    我們應該要生起怎麼樣念死無常的心？就是不要讓死亡時生起憂悔

苦，死後又要遭遇到惡趣的苦，我們要生起這種不要懊悔、不要憂悔的這

種心。所以在我們還沒有死亡之前，應該要生起這些的想法、這些的念頭，

不要在死亡前生起憂悔心，死後又要遭受惡趣苦的憂悔心。 

仁波切：不是！不是！我們現在還沒有到快要死的時間，現在還沒有

死，但是我們現在要想：「快要死的時候，一定會有這樣子的情況，死了之

後，一定會有這種情況。」想了之後，自己在修行上面就應該要增加、要

增強。 

我們並不是只有在思惟裡面想著：「那我死亡時會遇到怎麼樣、怎麼樣？

我死了之後會怎樣、怎麼樣？」並不是只有這樣想而已，而是要激發自己，

現在馬上要即刻起修的這種實修的心，要馬上激發起來，然後順便說（寅

四…卯一、虛度暇滿復牽墮地獄等同無心  廣論 P.61-1 P.61+1）： 

「「「「極難幸遇有利地極難幸遇有利地極難幸遇有利地極難幸遇有利地，，，，何幸我今忽遭逢何幸我今忽遭逢何幸我今忽遭逢何幸我今忽遭逢，，，，我身若尚具慧心我身若尚具慧心我身若尚具慧心我身若尚具慧心，，，，後復牽纏入地獄後復牽纏入地獄後復牽纏入地獄後復牽纏入地獄，，，，    

        豈非咒術迷我心豈非咒術迷我心豈非咒術迷我心豈非咒術迷我心，，，，今我於此無知覺今我於此無知覺今我於此無知覺今我於此無知覺？？？？」」」」    

    就是說你雖然知道，如果自己不認真的、努力即刻起修，那將來會遇到

什麼苦，可是，卻又任由這個事實去造成，那豈不是就像自己的心被這些

咒術所迷亂了嗎？豈不是變成那個樣子嗎？如果真的是變這個樣子，那豈

不是我們自己是一個沒有頭腦的人、沒有心的人嗎？是不是這樣子？就是

明明知道會變這樣，然後又任由事實去造成，那豈不是像一個沒有心的人

一樣？ 

（卯二、當思愚昧之因  廣論 P.62+1）： 

「「「「不知何不知何不知何不知何物令愚蒙物令愚蒙物令愚蒙物令愚蒙，，，，究竟我心有何物究竟我心有何物究竟我心有何物究竟我心有何物？？？？」」」」    

    我會變成這個樣子，到底是什麼來造成的呢？是誰讓我們來造成的呢？

你可以自己往內去尋找看看，到底是何物，或者說何者讓我們變成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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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蒙。所以，我們應該要除了在皈依和業果的道理上來自我提升、自我鼓

勵，應該努力修之外，在菩薩的行持上也是應該要這樣子。就如第七十二

頁所說：「獲得如是有暇身，我今若不修善法，誑惑自欺無逾此，愚蒙過此

亦無有。」自己提起這個心力，自我鼓勵，應該要在這個有暇身上，除了

在業果和皈依上的這些建立，我們要去了解、去修持之外，菩提心、菩薩

行我們也應該要努力。 

仁波切：「獲得如是有暇身，」現在這邊呢，「獲得如是有暇身，」就特

別跟修菩薩行配合，我們修菩薩行的話，就像這樣子也可以想。那我們沒

有修菩薩行，我們修皈依跟因果業報，就這個上面的話，這些主題就換成

修皈依跟修因果業報上面。我們遇到那麼珍貴的皈依跟因果業報的法，如

果在還沒有修之前就死的話，就什麼什麼，這些我們都要跟皈依及因果業

報上面的修行配合起來。 

到底是誰造成我們會這樣子？或者說誰會令我們這樣子，好像是如痴

如狂的狀況呢？就是瞋等這些煩惱，所以這邊說（子三…卯一、令我不能

自主  廣論 P.172+8）： 

「「「「瞋恚貪欲諸怨敵瞋恚貪欲諸怨敵瞋恚貪欲諸怨敵瞋恚貪欲諸怨敵，，，，並無並無並無並無手足能動轉手足能動轉手足能動轉手足能動轉，，，，亦非善巧具雄力亦非善巧具雄力亦非善巧具雄力亦非善巧具雄力，，，，云何役我如僕使云何役我如僕使云何役我如僕使云何役我如僕使？？？？」」」」    

    瞋等這些煩惱，它是這樣子的來唆使我們、使用我們，就像在使用僕人

一般。瞋恚等這些煩惱，它也不是有手有腳，它也不是拿著武器來逼迫我

們，那也不是用各種方法來利誘我們，它根本就沒有作這種威脅利誘這些

的動作。可是，我們偏偏卻像僕人一樣任它使用、任它驅使這樣子。等於

說他講什麼，我們是百分之百的聽命於它、服從於它。它叫我們往上就往

上，往下我們就往下，往東就往東，往西就往西，可以說我們就是煩惱的

弟子。 

煩惱他到底是怎樣的呢？它是（卯二、造無量苦  廣論 P.172-5）： 

「「「「泰然安住我心中泰然安住我心中泰然安住我心中泰然安住我心中，，，，恣意於我作侵損恣意於我作侵損恣意於我作侵損恣意於我作侵損，，，，於於於於彼含彼含彼含彼含忍不忍不忍不忍不憤憤憤憤發發發發，，，，所忍非所忍非所忍非所忍非處處處處堪堪堪堪訶遣訶遣訶遣訶遣。」。」。」。」    

    也就是這個煩惱，它是安然的住在我們的心中，那我們自己又對於這個

煩惱，可以說是百分之百的支持它，對這個煩惱好像是非常的偏愛，任由

它愛怎麼做就怎麼做，怎麼驅使我們就怎麼驅使。雖然我們是百分之百的

支持這個煩惱，可是，它卻任意的、恣意的對我來做種種損害的行為，並

不是只有在此世而已，而且來世也會傷害我們，讓我們墮入到惡趣裡面。

我們可以說是、等於是不去對抗這個煩惱，反而去忍辱這個煩惱，這樣子

的做法是錯誤的，因為你所忍辱之處是非處，這是我們不應該忍辱的地方，

而我們卻去忍辱，這是所忍非處的意思，是堪訶責。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剛剛仁波切說，惡道的眾生是一直造惡，我們說如果要當人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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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守戒，照這樣講的話，惡道眾生在輪迴當中如何再成為人呢？ 

回答回答回答回答：他們在惡趣的時候，以前人身時所做的習氣還在、那些業的習氣

還在，業的習氣上面，牠們就有一些因緣聽佛法、聽一些經典的聲音，或

是繞一些佛塔、繞塔，或者是用愛心保護一些眾生（相互保護），就這樣子

小小的善業也有，那些善業去幫助以前的習氣就會成熟，成熟就會感報投

胎為人身。守戒，是以前的守戒，以前比如說不殺的戒、沒有殺眾生的戒，

這種的一些好的善業，也是滿多的，他的這些習氣就會慢慢的會成熟，成

熟後就會投胎人身 

守戒並不一定要透過一個儀軌，自自然然的我們去幫助、保護一個生

命，就算是修戒了。看保護多少，殺多少，這個量也要看。另外，戒的上

面，我們不可以殺、不盜、不淫…，那些都會有影響的，這裡多少，那裏

多少，它都會影響。但是我們起碼也是都有做很多，這邊也有做，那邊也

有做，量，我們看一看（在量的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我們上一世如果是畜生道，下一世要成為人，在最後一生那個畜

生道的時候，牠善業習氣要非常強，才有辦法在下一生投生為人嗎？ 

回答回答回答回答：：：：這個不一定，不是一定要強，但是要有牠的善業，會幫助到成熟

以前業的習氣。那以前業的習氣，幾乎都是在人身上面才會做到的。但是，

完全一定要人身上面才能做到守戒，這個不是啊！動物也可以做的，有些

動物很有愛心去保護其它生命的話，牠們也是守戒。 

對！那個戒不一定是佛教說的儀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