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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菩薩行論入菩薩行論入菩薩行論入菩薩行論二十二十二十二十》》》》        

                                 雪歌仁波切講授 法炬法師翻譯 94/10/16 

仁波切教大眾於迎請時，唱頌密集瑪。 

《入菩薩行論》是一部有關入菩薩修行的大論。其中忍辱度的著墨最

多。因為我們有眾多煩惱，在眾多煩惱中就會有瞋恚，正面對抗瞋恚的就

是忍辱，所以此論特別強調忍辱度這一品。 

忍辱品主要分為要去修三種忍：�安受苦忍�諦察法忍3耐怨害忍。目

前講到第三種耐怨害忍，此忍分兩種(1)遮止瞋恚之因(2)遇不欲之事當思

己過，用此思惟方式來修忍辱。 

藏文將《入行論》分為大和小。第十品迴向品是小入行論，第一品到

第九品是大入行論。入菩薩行較完整的，應是《大入行論》。此論為何會忍

辱佔的比例最多？眾多煩惱中，需要對治的也很多，要對治的煩惱中主要

的是瞋恨心，瞋恨心是最障礙修菩薩行，所以要修忍辱的用意在此。 

早上我們講到需思惟輪迴當中的苦逼迫的情形，讓我們生起厭離的出

離心；此處入行論告訴我們要依於苦來修安忍，也就是對苦我們要歡喜的

來接受，不可生起不要接受苦的心，這兩者看似相違。廣論及略論的中士

道都提及，我們應該要知苦；入行論告訴我們，遇苦心不可慌亂。這兩點

一個是知苦，一個是心不可以慌亂，這兩者並不相違。 

在他人如何傷害我這一點，不斷作意思惟的話，那只會徒增內心的瞋

恚，心會越來越往壞的方面去想。在耐怨害忍之時就要反過來，也是一樣

作意思惟，可是思惟的角度轉過來，以心轉念。耐怨害忍，「耐怨害」就是

你可以修忍辱、忍得下來；如果「不耐怨害」的話就是瞋恚，瞋恚就越會

發起來。同樣是思惟作意，一個是消減瞋恚；一個是增長瞋恚。此處講「耐

怨害」，上次曾講「有情有時偶不慎」，由思惟、找出瞋恚的因，然後將它

消滅、遮止掉。今天講的是思惟自己的過失而將瞋恚遮止掉。 

（午三、遇不欲之事當思己過 分二， 未一、正義 分五，申一、他人

損我當思己過  ）： 

        由我昔於諸有情由我昔於諸有情由我昔於諸有情由我昔於諸有情，，，，曾作如斯損害事曾作如斯損害事曾作如斯損害事曾作如斯損害事，，，，    

        故應有情受害者故應有情受害者故應有情受害者故應有情受害者，，，，於我如是於我如是於我如是於我如是作作作作損惱損惱損惱損惱。。。。    

別人的傷害都是源自於自己過去業的的關係。因為有前面的「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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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所以現在遭受他人的傷害。由現在遭受他人傷害這一點可以推知：以

前曾造作傷害別人的因。別人來造作傷害的事，是自己造的因，因不是別

人所造的；是自己曾經造過這個因，所以現在別人才來造作傷害。 

剛才的偈頌是說：自己前生的業，引生現在受他人的傷害。下面一個

偈頌，講到此世被他人用兵杖、器械所傷害。引生痛苦的因除了他人用器

械來傷害之外，我們自己的身軀也是引生痛苦的因。如果沒有這個身軀就

不會有這些苦了。就像早上說的：我們現在所擁有的有漏五蘊身軀是會引

生生、老、病、死的，那這些因是誰造的？是我們自己造的，不是他人所

造的。所以若要生起瞋恚的話應該瞋此兩者。不是只瞋他人，也要瞋自己

才對，只瞋他人是錯誤的。 

  （申二、苦因是身執過患  ）偈頌說：    

        由他兵杖及我身由他兵杖及我身由他兵杖及我身由他兵杖及我身，，，，二者共為生苦因二者共為生苦因二者共為生苦因二者共為生苦因，，，，    

        若由他杖我身出若由他杖我身出若由他杖我身出若由他杖我身出，，，，二者之中何所瞋二者之中何所瞋二者之中何所瞋二者之中何所瞋？？？？    

        人身苦聚如瘡疤人身苦聚如瘡疤人身苦聚如瘡疤人身苦聚如瘡疤，，，，偶一觸之痛難忍偶一觸之痛難忍偶一觸之痛難忍偶一觸之痛難忍，，，，    

        貪愛愚盲自取之貪愛愚盲自取之貪愛愚盲自取之貪愛愚盲自取之，，，，於彼損惱當咎誰於彼損惱當咎誰於彼損惱當咎誰於彼損惱當咎誰？？？？    

我們因為對這身軀有強烈愛執心及強烈的「我」這個念頭，認為我是

非常重要的，所以只要別人稍加傷害馬上會生起強烈的瞋恚心，這就在於

有強烈的「愛執」及「我執」之故，因此他人對我稍造作傷害，馬上會生

起如火般的瞋恚心。 

  （申三、前身貪著苦因之過患 ）： 

        愚夫於苦非所欲愚夫於苦非所欲愚夫於苦非所欲愚夫於苦非所欲，，，，而於苦因常貪而於苦因常貪而於苦因常貪而於苦因常貪慕慕慕慕，，，，    

        咎由自取受其害咎由自取受其害咎由自取受其害咎由自取受其害，，，，何能瞋恚責他人何能瞋恚責他人何能瞋恚責他人何能瞋恚責他人？？？？    

過去我們歡喜去造作會引生痛苦因的這些工作，那現受這些苦果的時

候，又何以不喜呢？往昔喜歡這些苦因的話，現在這些苦果也應當要歡喜

啊！ 

        譬如地獄諸邏卒譬如地獄諸邏卒譬如地獄諸邏卒譬如地獄諸邏卒，，，，亦如刀山劍葉林亦如刀山劍葉林亦如刀山劍葉林亦如刀山劍葉林，，，，    

        皆由自業之所生皆由自業之所生皆由自業之所生皆由自業之所生，，，，當於何人生瞋恨當於何人生瞋恨當於何人生瞋恨當於何人生瞋恨？？？？    

現在我們若造作惡業的話，將來就會投生到地獄裡面去。投生到地獄

裡面去就沒什麼可瞋的，因為是你造了惡業。同理，你以前造做苦因，現

在感苦果，有什麼可瞋恚的？有什麼不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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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四、以自業故為他苦因不應瞋彼）： 

                由我先業所由我先業所由我先業所由我先業所招感招感招感招感，，，，遇諸有情為我害遇諸有情為我害遇諸有情為我害遇諸有情為我害，，，，    

                彼若因此墮地獄彼若因此墮地獄彼若因此墮地獄彼若因此墮地獄，，，，豈非由我令顛墜豈非由我令顛墜豈非由我令顛墜豈非由我令顛墜？？？？    

這些來傷害我們的人，他是在造惡業啊！他如此造作惡業，實際上是

為我們淨化惡業，所以他是很可憐的。他為了要淨化我的罪障，所以他來

造惡業；也就是他為了要淨化我的罪障，而造了苦因，這樣的人我們不應

該反而去瞋恚他、去傷害他。 

 （申五、以自業故為他苦因不應瞋彼 廣論 293+7）： 

            由依彼等修忍辱由依彼等修忍辱由依彼等修忍辱由依彼等修忍辱，，，，令我令我令我令我眾眾眾眾罪得袪除罪得袪除罪得袪除罪得袪除，，，，    

            由我彼等墮地獄由我彼等墮地獄由我彼等墮地獄由我彼等墮地獄，，，，長劫沉淪受諸苦長劫沉淪受諸苦長劫沉淪受諸苦長劫沉淪受諸苦，，，，    

            是我於彼作損害是我於彼作損害是我於彼作損害是我於彼作損害，，，，彼等彼等彼等彼等咸咸咸咸皆饒益我皆饒益我皆饒益我皆饒益我，，，，    

            云何作是顛倒行云何作是顛倒行云何作是顛倒行云何作是顛倒行，，，，於彼悖忤生瞋恚於彼悖忤生瞋恚於彼悖忤生瞋恚於彼悖忤生瞋恚？？？？    

那些來造作傷害的傷害者，當他來造作傷害時我們如果能忍辱下來的

話，就可淨化自己先前的惡業，也就是先前的惡業可以消失殆盡。對方來

造作傷害時，卻造作長劫墮落地獄的這些業。對於他來幫我們淨化過去所

造惡業的這一點，何以要對他生瞋恚？反而要感謝他，對他說謝謝才對啊！ 

現在講到斷諍的部分，未二、斷諍 分三 申一、遮他不應能於我做饒益： 

        若我意樂有功德若我意樂有功德若我意樂有功德若我意樂有功德，，，，何能墮於地獄中何能墮於地獄中何能墮於地獄中何能墮於地獄中？？？？    

上文說到，當別人傷害我時，還須對他道謝，這不是很奇怪嗎？有人

提出兩點辯論：�如果他來造作傷害等於是淨化我們的罪的話，我們應該跟

他說謝謝！我們跟他道謝等於他不是在做壞事，他等於是在做善事、造善

業啊！他做善事應不墮地獄啊，那他云何會墮地獄？�如果我現在這樣做，

會助長他將來引生新的苦因的話，那麼我自己是否是一個造做罪惡者？我

若是一個造作罪惡者，我是否會墮入地獄？ 

先討論第二題，回答是：「若我於己善防護 於彼有何福可生」如果我

的所作所為是助長他將來引生苦的因，那是否我就是造惡者？是否將來會

墮地獄？此處的回答：我的所作所為沒有瞋、反而有利他的心，如此就不

會助長他去造作惡業，自己將來就不會墮入地獄裡面。 

第一個問題：他人來造作傷害，我們跟他道謝，變成他是造善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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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念的（申二、釋難我不應能於他作損惱）： 

        若我於己善防護若我於己善防護若我於己善防護若我於己善防護，，，，於彼有何福可生於彼有何福可生於彼有何福可生於彼有何福可生？？？？    

若自己是以善良的心來思惟，善的果報是自己得，不是他人所得。因

為果報的好壞觀待於造作者的意樂，果報與善根功德是由自己所得，他不

可能會得到此功德，他若想得此功德，他的心要善良。 

（申三、破於饒益顛倒行） 

        若以損害為酬答若以損害為酬答若以損害為酬答若以損害為酬答，，，，即於彼不即於彼不即於彼不即於彼不能防護能防護能防護能防護，，，，    

        我之善行即失壞我之善行即失壞我之善行即失壞我之善行即失壞，，，，且亦壞我忍辱行且亦壞我忍辱行且亦壞我忍辱行且亦壞我忍辱行。。。。    

有人問：當我被別人傷害時，可思惟他是在利益我、淨化我；那當我

傷害別人時，是否我們也是在利益他人呢？有人會這樣想：他來傷害我時，

我要想說他是在利益我，那我們應該馬上就要回報、去利益他才對啊？此

處回答：這樣想是錯誤的。因為你若馬上這樣做的話，等於你未守好自己

的內心，也就是未將慈悲心防護好，這麼一來將會失壞你的菩薩行、所修

的苦行也會失壞。 

這部入行論所舉的理由非常好，並非告訴我們傻傻的這樣忍就可以，

此論透過我們的思惟用各種理由去修持，絕不是儍儍的修而已。 

前面所談的三種忍�安受苦忍�諦察法忍3耐怨害忍，皆指個人遭他人

傷害如何修忍辱，也是指他人傷害我們的身軀如何修忍辱的修行方法。下

面講述另一種傷害，如他人來輕蔑、藐視、責罵等名譽上的損害該如何修

忍辱行？ 

（辰二、於作輕蔑者應忍 分四：己一、輕罵等於己無損  ） 

        心非色質無形體心非色質無形體心非色質無形體心非色質無形體，，，，誰有何處能損壞誰有何處能損壞誰有何處能損壞誰有何處能損壞，，，，    

        若於色身起貪著若於色身起貪著若於色身起貪著若於色身起貪著，，，，此身始為眾苦侵此身始為眾苦侵此身始為眾苦侵此身始為眾苦侵        

        或說輕蔑粗惡言或說輕蔑粗惡言或說輕蔑粗惡言或說輕蔑粗惡言，，，，或作譏誹不悅耳或作譏誹不悅耳或作譏誹不悅耳或作譏誹不悅耳，，，，    

        於汝身肢無損害於汝身肢無損害於汝身肢無損害於汝身肢無損害，，，，汝心何用瞋於彼汝心何用瞋於彼汝心何用瞋於彼汝心何用瞋於彼？？？？    

我們的「心」是心識，不是色法，是無形体的，沒有任何人能使我們

的心變大、變小、變好、變壞。當他人來作輕蔑、批評的傷害時，我們的

心也不會變大、也不會變小。「心」本身是無形体的、無質礙的，「心」不

是有形体的東西，有形體的東西才會受到質礙。別人口出輕蔑的言辭，這

些言辭也無法傷心，因為心是無質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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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心」像身体一樣是色法、有質礙的話，那麼可能會碰到什麼東

西。但「心」不是啊！所以他人輕蔑的言辭無法傷害到我們的心，甚至別

人輕蔑的言辭也傷不到「身」，因為言語也是無形体的，也無法傷害到身啊！

所以這樣思惟，我們為何要起瞋呢？沒必要啊！ 

這裡主要是講：我們被害到的對象是「身」和「心」。心是抓不到、看

不到的，既不能剖開也不能切割，更不會變大或變小，是無法抓到的實体，

因為它不是色法，所以完全沒辦法害到它，能受到傷害的是「身體」。 

現在能作者是「語」，也就是「粗惡語」、聲音的部分；能害到(所作者)

的就是我們的身體。「身体」與「語」相較之下，我們的身体比較強，所以

對方講什麼都不怕！「語」既傷不了心，也沒辦法傷到身體。 

（巳二、為瞋所纏之補特伽羅，我不應瞋彼。）： 

            他人對我心不喜他人對我心不喜他人對我心不喜他人對我心不喜，，，，或於今生或他世或於今生或他世或於今生或他世或於今生或他世，，，，    

            若彼不能吞食我若彼不能吞食我若彼不能吞食我若彼不能吞食我，，，，我心何用不樂為我心何用不樂為我心何用不樂為我心何用不樂為？？？？    

對方對我起瞋心時，他的內心是不快樂的。他心不快樂也不會傷害我

的今世或來世，那我的心又何以不樂呢？不理他、不管他想什麼，這裡有

這個意思，他人對我起瞋恚，他心不快樂，我們何必跟著他不快樂？ 

當人家批評我們時，是無法傷害到我的心和身體，所以就不必管，就

不用生氣的意思。 

「無法傷到我的身心」，可以思惟他的言語和批評的聲音，可是，我們

仍會想：真正的是他的心，他的內心一直想傷害我、恨我，我不喜歡的。

我們還會看他的心，看他的心之時，他的心也是沒辦法害到我的身體、今

生和來世他都沒辦法傷害我。所以我可以接受你的不高興，因為你傷不了

我，所以我歡迎、歡喜的接受！就是此意(哄堂大笑)。如果我們在這樣心

態下大笑的話，他一定會笑！(有人會更生氣喔？我們都沒有生氣啊！氣就

氣不了啊！生氣就沒有意思！)  

上次仁波切去達隆沙拉，雪歌寺的六、七位喇嘛去聽法王的四家註，

其中一位喇嘛說：「每次到達隆沙拉時，內心的瞋恨心和貪心都會降下來，

菩提心和出離心會一直升上來。」旁邊另一位喇嘛，不動聲色的靜靜的聽。

直到晚上就寢時刻，等燈關了就用力打他還問他說：「你生氣嗎？」前一位

喇嘛就一直說不會起瞋恨心…等等，另一位喇嘛就去試試看，就打他看他

會不會生氣？被打的喇嘛表面雖沒有生氣，但心裏就很難說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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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三、於障己利得者不應瞋 分五，午一、所得速壞故不應瞋於比為

障者 ）： 

                若由障我之所求若由障我之所求若由障我之所求若由障我之所求，，，，故我於彼心不悅故我於彼心不悅故我於彼心不悅故我於彼心不悅，，，，    

                所求必捨終歸盡所求必捨終歸盡所求必捨終歸盡所求必捨終歸盡，，，，瞋心諸罪恆堅住瞋心諸罪恆堅住瞋心諸罪恆堅住瞋心諸罪恆堅住。。。。    

此問題是，他人若對我說出輕蔑言詞，勢必影響別人，導致別人將來

輕視我，間接的障礙到別人對我的利養恭敬，這種情形我們是否也要起瞋？ 

回答：「所求必捨終歸盡 瞋心諸罪恆堅住」。你所求的利養恭敬終將速

即失壞的，但瞋心所造的罪惡就恆住下來了，那就更糟糕啊！此處就說：「瞋

心諸罪恆堅住」。一切所求、利養恭敬終將會不見，所以我們不應該對別人

的輕蔑等而生起瞋恚。為了心不生起瞋恚之故，我們的心寧可捨棄追求這

些利養。 

（午二、遮邪命得利） 

        我寧今日捨壽命我寧今日捨壽命我寧今日捨壽命我寧今日捨壽命，，，，不願長生邪命活不願長生邪命活不願長生邪命活不願長生邪命活，，，，    

        如我縱能長壽住如我縱能長壽住如我縱能長壽住如我縱能長壽住，，，，死時痛股亦猶是死時痛股亦猶是死時痛股亦猶是死時痛股亦猶是。。。。    

如果為了追求、獲得利養而這樣做的話，自己本身所得的利養將會成

為邪命的。享用因邪命而得來的利養對自己沒有任何利益，也會傷害自己

的修行。如果是一位行者的話，無法成為真正的行者。享用這些邪命而得

來的利養雖可得長壽，但這種長壽是無義的，到死亡時將會引來猛厲痛苦。

臨終時刻，也會生起貪著利養的痛苦的心；另外，也會生起自己沒有好好

修行的痛苦的心。  

這些利養、享受只有這一世而已，這一世是很短暫的。這一世享用這

些利養，到死亡之時僅僅留下一個名字而已，譬如說：自己曾經享用過什

麼、什麼…這些名字而已啊！那享用這些利養，只有使得自己的福報迅速

消失殆盡、自己的煩惱增長而已啊！所以享受這些利養，對自己的損害是

很大的。 

用比喻來說（午三、喻明不應貪利  ） 

夢中受樂經百年夢中受樂經百年夢中受樂經百年夢中受樂經百年，，，，夢覺之時何所有夢覺之時何所有夢覺之時何所有夢覺之時何所有，，，，    

餘人夢受須餘人夢受須餘人夢受須餘人夢受須臾臾臾臾樂樂樂樂，，，，夢覺之時亦猶是夢覺之時亦猶是夢覺之時亦猶是夢覺之時亦猶是        

。。。。於斯二人久暫樂於斯二人久暫樂於斯二人久暫樂於斯二人久暫樂，，，，覺時同一難再得覺時同一難再得覺時同一難再得覺時同一難再得，，，，    

人壽長短雖不同人壽長短雖不同人壽長短雖不同人壽長短雖不同，，，，死時均等亦如是死時均等亦如是死時均等亦如是死時均等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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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四、不應貪之理  廣論 297+3） 

            縱能獲得諸所求縱能獲得諸所求縱能獲得諸所求縱能獲得諸所求，，，，復於長時受安樂復於長時受安樂復於長時受安樂復於長時受安樂，，，，    

            終如被劫寸縷無終如被劫寸縷無終如被劫寸縷無終如被劫寸縷無，，，，命終獨往唯空手命終獨往唯空手命終獨往唯空手命終獨往唯空手。。。。    

這一世很努力追求利養，死亡時卻一樣也帶不走。唯一能帶走的只有

自己所修的善行、忍辱、慈心、悲心和菩提心，這些修行才能夠帶走。這

一世你若自視很高、貶低別人、追求利養，臨死沒有任何一點幫助。最後

一句是最好的寫照：「命終獨往唯空手」    

 （午五、破應求利  ） 

    若謂求利為支身若謂求利為支身若謂求利為支身若謂求利為支身，，，，消除罪業作福德消除罪業作福德消除罪業作福德消除罪業作福德，，，，    

    若為求利生瞋恚若為求利生瞋恚若為求利生瞋恚若為求利生瞋恚，，，，寧不折福生罪愆寧不折福生罪愆寧不折福生罪愆寧不折福生罪愆，，，，        

    我為此事而活命我為此事而活命我為此事而活命我為此事而活命，，，，即令其事成失壞即令其事成失壞即令其事成失壞即令其事成失壞，，，，    

    唯作惡事邪命生唯作惡事邪命生唯作惡事邪命生唯作惡事邪命生，，，，如此生存亦何益如此生存亦何益如此生存亦何益如此生存亦何益？？？？    

此處有人提出一個問題：我的利養可以用來活命，而且可以用這些利

養來做懺悔、供養本尊、上師…累積這些福報，若是這樣的話，那是否可

去求得這些利養？回答是可以的，若為法是可以的，但若為得到利養而失

去修行，這樣做就不可以。 

剛才問題的回答就是：「寧不折福生罪愆。我為此事而活命」，如果是

為了要活命、為了法、為了積聚福報是可以去得到這些利養；但為了利起

瞋恚是會折福而生罪衍的，所以應該是為了法的緣故求利養活命的。 

「唯作惡事邪命生， 如此生存亦何益？」如果只為了得這些利養而做

邪命惡事，那麼所求的利養又有何意義呢？那是無任何意義的。我們常會

做出的錯誤行為。我們會說：為了佛法必須做這樣必須做那樣，結果反將

主要的佛法退居其次。 

因為要宣揚佛法，須有一個中心、中心裡的資產、設備…。一直惦記

著要這個東西，為了這個東西、為了錢，就亂了內心，就去想很多不一樣

的方法。為了這個東西，就連學佛法的心也亂了，法就會有問題不是嗎？

我們是為學習佛法要用這些，不是為了這些東西，反而將佛法去掉了就是

不對的。我們常常會想錯，我們主要的目標是什麼？其他的皆是助伴嘛！

為了助伴影響主要目標，這是本末倒置的錯誤做法，是不對的。但，我們

常會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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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巳四、他人於我不敬不應瞋 分二 午一、若因道吾惡名能壞信心故瞋，則於道

他惡名者亦應瞋 ）        

        若謂為壞有若謂為壞有若謂為壞有若謂為壞有情信情信情信情信，，，，對彼惡對彼惡對彼惡對彼惡言言言言生瞋惱生瞋惱生瞋惱生瞋惱，，，，    

        若於他人播惡名若於他人播惡名若於他人播惡名若於他人播惡名，，，，爾時汝何不生瞋爾時汝何不生瞋爾時汝何不生瞋爾時汝何不生瞋？？？？    

為了利養即使別人對我有輕蔑，我也不應生瞋這已經講過了。如果他

人對我做輕蔑，障礙他人對我生信心，因而生瞋的話，這樣也是不應該的

道理何在？如果有人說其他師長或僧眾的壞話時，相同的，也會障礙另一

人對師長或僧眾的信心，此時你又何以不生瞋？ 

在那麼多人當中，他就批評我、不屑我。為何對他生氣？若我心裡的

原因是會傷到那些人對我心裡面的信心。本來他們心裡面的信心是一種善

根，因為傷到善根所以我生氣。若是如此，當別人批評你時，我也要生氣，

為什麼呢？因為別人對他信心的善根傷到了。但實際上別人批評你時，我

並不生氣。所以對我批評時，也不應該生氣。 

（午二、若能忍於他不信，則以煩惱為緣而於不信己者亦應忍） 

        若對他人心不信若對他人心不信若對他人心不信若對他人心不信，，，，於不信者能安忍於不信者能安忍於不信者能安忍於不信者能安忍，，，，    

        依煩惱生出惡言依煩惱生出惡言依煩惱生出惡言依煩惱生出惡言，，，，汝心何故不能忍汝心何故不能忍汝心何故不能忍汝心何故不能忍？？？？    

前面所說：如果他人來傷害我們身體、傷害我們的心、名譽、他人口

出惡言…，我們要如何修忍辱的方法。接下來講到：如果他人傷害到我們

的親友、師長或善知識，我們該如何遮止瞋恚的忍辱法。 

此處說明他人來對自己的親友做傷害之時，我們如何修忍辱行。這裡

面就沒有包括安受苦忍，因為安受苦忍是自己遭受苦而能甘心接受的忍

辱。此處是講別人傷害到自己的親友，所以無安受苦忍這一條，只有諦察

法忍及耐怨害忍。 

（卯二、遮瞋於己親友作惡者 分二：辰一、以諦察法忍遮止 分二：      

    巳一、於損壞佛像等者不應瞋之理） 

        若於塔像及正法若於塔像及正法若於塔像及正法若於塔像及正法，，，，或作誹謗或毀損或作誹謗或毀損或作誹謗或毀損或作誹謗或毀損，，，，    

        我仍不應生瞋惱我仍不應生瞋惱我仍不應生瞋惱我仍不應生瞋惱，，，，佛等無人能損故佛等無人能損故佛等無人能損故佛等無人能損故。。。。    

從師長身上可追溯到佛，傷害師長等同傷害佛一樣。對於佛像、佛典

或佛塔等與法相關的聖物，或以火燒或以輕蔑行為去毀壞這些聖物的那些

人，我們也不應起瞋心，因為他們的所做所為是傷不了佛、佛法及佛塔的。 



此文稿為自他學習而做，僅供參考，容有疏失，懇請指正。       道次世界：http://www.lamrimworld.org/ 

入行論 2004TC-020-20051016-ct-P173L07                             阿底峽佛學會修訂 2012/02/27 - 9 - 

佛也是我們的傳承上師。從我們的上師的上師的上師…如此一直往上

追溯，不難發現根本上師是佛。比如說上次阿富汗那邊將佛像爆炸、毀壞

掉了，那時我們一定會生氣嘛！所以就要如此思惟。因為佛是不會被傷害

的，再怎麼做也只是他們自己造惡業而已，我們不用生氣。 

（巳二、於損害親友等者亦應如是忍） 

若於師友及親知若於師友及親知若於師友及親知若於師友及親知，，，，作侵損者亦如是作侵損者亦如是作侵損者亦如是作侵損者亦如是，，，，    

依前述理而觀察依前述理而觀察依前述理而觀察依前述理而觀察，，，，見從緣生息瞋恚見從緣生息瞋恚見從緣生息瞋恚見從緣生息瞋恚。。。。    

所謂的「師」可包含�為自己說法的老師�協助我們的師長。「友」指

法友，「親知」指自己的親人、親友。上述的這些人之所以被傷害即表示過

去也曾造過這樣子的業的關係，所以他現在就會感受這樣的果報，因此沒

必要對這些造作傷害的人起瞋恚。佛亦如是，佛早已成佛，任何人都傷不

到他了。去造作傷害佛塔、佛像、佛殿的話，事實上是造作者自己的惡業。

如果我們修依止善知識，以修密續的角度，我們一直觀想善知識是佛的話，

如此思惟，則任何侵損對上師就根本傷害不到。 

（辰二、以耐他怨害忍遮止 分四：己一、不應唯瞋有心者） 

        於有情作損害者於有情作損害者於有情作損害者於有情作損害者，，，，有心無心有二類有心無心有二類有心無心有二類有心無心有二類，，，，    

        何唯簡擇瞋有心何唯簡擇瞋有心何唯簡擇瞋有心何唯簡擇瞋有心，，，，故於損惱當安忍故於損惱當安忍故於損惱當安忍故於損惱當安忍。。。。    

造作傷害者可分兩類�有心的�無心的，如刀、劍等是屬於無心的。那

我們如何簡擇去瞋恚「有心的」而不瞋恚「無心的」呢？要瞋的話應該是

兩者都要瞋啊！何以只選有心的有情來瞋呢？這樣去思惟之後，就應該要

遮止瞋恚修安忍。 

下面亦說明不應起瞋道理（己二、不應瞋之理  ）： 

        一人愚昧作損惱一人愚昧作損惱一人愚昧作損惱一人愚昧作損惱，，，，一人愚昧生瞋恚一人愚昧生瞋恚一人愚昧生瞋恚一人愚昧生瞋恚，，，，    

        如無過失何待言如無過失何待言如無過失何待言如無過失何待言，，，，若有過失當咎誰若有過失當咎誰若有過失當咎誰若有過失當咎誰？？？？    

有些人由於對業果不瞭解，愚蒙於業果關係而造作傷害；也有些人對

起瞋恚的過患不瞭解因而起瞋，這兩者如果都無過失可言的話，那麼我們

該歸咎於誰呢？這裡最主要是要我們去思惟沒有起瞋恚的理由。例如：我

們造作了殺生惡業，因為對業果道理愚蒙、不了解的關係，所以去造做惡

業；別人對我們造作傷害，是因為對方沒有思惟起瞋恚的過患而造作傷害。

這樣思惟的話，我們是愚蒙於業果而造作惡業；他則是愚蒙於瞋恚的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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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作傷害，這兩者都錯了。這二者都錯了、很難以去區分，若要起瞋照

理說兩者都應起瞋才對啊！也就是說兩者都須去對治皆不應起瞋。 

（巳三、思惟己過） 

        所有能作損害業所有能作損害業所有能作損害業所有能作損害業，，，，昔時何故而昔時何故而昔時何故而昔時何故而造造造造成成成成，，，，    

        一一一一切切切切唯依業唯依業唯依業唯依業力轉力轉力轉力轉，，，，我於此事何必瞋我於此事何必瞋我於此事何必瞋我於此事何必瞋？？？？    

不論自己或他人，全都是隨業而轉而造作的，既然一切都隨業力轉的

話，那又何以對這些損害的事起瞋恚呢？ 

        如是知如是知如是知如是知已任已任已任已任何時何時何時何時，，，，悉悉悉悉皆皆皆皆相相相相對起對起對起對起慈慈慈慈心心心心，，，，    

        我當如是自我當如是自我當如是自我當如是自奮勉奮勉奮勉奮勉，，，，於諸福業於諸福業於諸福業於諸福業勤造勤造勤造勤造修修修修。。。。    

不論自己或他人皆應相互幫忙協助，為了淨化惡業之故，彼此間也要

相互用慈心相待，努力積集福業。平日與我們有接觸的人，彼此間是最有

關係的。我們的業和他們是有特別關係的，這表示彼此間有許多共業，除

了有我的業、也有許多他人的業。我們生生世世若要增上，也應該清除周

圍那些眾生的惡業。不好的業不讓它增長，就要一直把它清掉。所以彼此

間用慈悲心對待，去除彼此間的惡業，努力累積一些善的資糧。這段是講

這意思。仁波切說入行論是蠻好瞭解的，只是不好修而已。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的問題寂天菩薩都幫我們問完了啊！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有朋友在職場上只要認為不能發揮所長，或工作不能如願，就

另謀他職，就這樣不斷換工作，不斷換職業，這樣是否會有不好的結果？

若依仁波切所講授的，要努力去除人與人間之惡緣，上面情形是否有相違？

我們要如何思惟？ 

回回回回答答答答：：：：寂天菩薩講的要看自己的心，自己內心與對方相關的部分狀

態如何？所謂「共業」，並不是這邊沒有、那邊沒有、只有中間一部份是連

接的，不是此意。「業」是在心上面的，我心上面的一個業，此業跟我有關

係而已。「能不能」或「要不要」消除此業，是屬於我個人的事。若要去除

這業，那麼我們對別人上面起的，比如說：瞋恨心，那就自己一直調心，

把瞋心消除。想要害他的不善念頭、造作出來的習氣把它消除掉，這就是

共業，共業就是這個意思！ 

在一個團體或剛才所說的公司中，都會有造作善及惡的業。共業中如

何消除自己所造作的那一部份，還是要靠自己的心。在公司中我如果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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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他人之心，這就是不好的共業。反之我一直存有幫助他人的心，不存害

人之心，這就是好的共業。因為我本就沒有想到害人的念頭。 

在公司裏因為我沒辦法活下去，仍然不可有害人心，只要安安靜靜的

離開就好了。因為是我自己無法再繼續的留在公司的，所以平靜的離開、

另找出路。如果以充滿瞋恨心離開，這是最不好的心態，也是造了不好的

共業。 

問問問問題題題題：：：：以前曾和別人吵過架，應該懺悔嗎？應以何種心態與對方見面

互動？ 

回回回回答答答答：：：：先把那時候的煩惱認出來，它從哪裡生起？比如說：我自己想

法上面的執著心，我對他人上面不尊敬、不理他，這種心態都是不對的。

能思惟的話：空性！思惟執著心的對境不存在。也可以思惟對他上面的悲

心生起，這些可消除原有的惡業， 不一定要見面但要用這種心去觀待。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仁波切說過，「隨喜」是積福德資糧最快的方法。不明白隨喜為

何有這麼大的功德，旁邊的人那麼辛苦做事，我只是一聲「隨喜」，難道所

得的功德就跟他一樣？ 

回回回回答答答答：：：：「隨喜」不是嘴巴說說而已。真正的「隨喜」是真的心裡很想做，

我也想能夠做到像他這樣子。這是一種動力很強的心，這種隨喜一定會有

這樣的功德！ 

為什麼呢？功德不是以外在事情的多寡來看待。善根及功德的多少，

非取決於外在事相的多寡，應看內在善良的心動力多強烈？如果用心隨喜

則心力很強，心力很強就可以得到如同自己去作的功德。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這麼聽來好像是隨喜比自己親自去做還好？ 

回回回回答答答答：：：：若我自己不要作而隨喜，那是不對的。真正的隨喜是我很想

做、願意做的心。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那他為什麼不就去做？ 

回回回回答答答答：：：：他有做或沒做是另外一回事，心裡有沒有這種隨喜？若有，這

種功德就得到了。若心想我不要做！我隨喜！那是不對的，這不是真正的

「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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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從造惡業的角度看。我並沒有親自造惡，只在心裏想，這樣是

否也會有跟他一樣的惡業？ 

回回回回答答答答：：：：一樣的。「隨喜」的意思有我要跟隨、像你一樣的心。隨喜功德

也有大小不同，並不是全部一樣。隨喜程度很高的隨喜與實際有做，何者

功德大？當然實際上有作功德大。隨喜時功德像他一樣，功德像他一樣的

意思是，比如說：我念一部般若經，有念般若經的功德；他這個隨喜，也

是有念般若經的功德，但念般若經的功德大小就有差別。「一樣」是指都是

念般若經的功德，但功德大小有差別，不是所得功德相同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