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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菩薩行論二十一》 

                       雪歌仁波切講授，法炬法師翻譯 2005/10/23 

  現在主要講的是「遮止起瞋」，照科判而言，有三點：1.自己被別

人傷害遮止起瞋。2.親人或曾經幫助過自己的善友被傷害遮止起瞋。

3.怨敵被別人善待時遮止起瞋。在此「自己被別人傷害」時遮止瞋恚

所修的忍辱有安受苦忍。但「親人或曾經幫助過自己的人被傷害、怨

敵被別人善待」所修的忍辱沒有安受苦忍。 

  卯二卯二卯二卯二、、、、遮遮遮遮瞋瞋瞋瞋於己親友作惡者於己親友作惡者於己親友作惡者於己親友作惡者，，，，分二分二分二分二：：：：辰一辰一辰一辰一﹑﹑﹑﹑以諦察法忍遮止以諦察法忍遮止以諦察法忍遮止以諦察法忍遮止、、、、辰辰辰辰

二二二二﹑﹑﹑﹑以耐他願害忍以耐他願害忍以耐他願害忍以耐他願害忍遮止遮止遮止遮止。其中，辰一﹑以諦察法忍遮止，先前已講過，

現在講到辰二辰二辰二辰二﹑﹑﹑﹑以以以以耐怨害忍耐怨害忍耐怨害忍耐怨害忍遮止遮止遮止遮止，所區分的「巳四巳四巳四巳四﹑﹑﹑﹑思惟忍辱思惟忍辱思惟忍辱思惟忍辱之之之之功德功德功德功德」。 

  「耐怨害忍」就是遮止被傷害時起瞋恚。為遮止一直想（集良巴）
的瞋恚，應當修持全不想（集米良巴）的忍辱。「一直想」的瞋恚是指由

各種角度思惟被傷害的情形而起的瞋恚。能遮止者就是「全不想」的

忍辱。起瞋恚時是由各種角度思惟而起瞋，同樣的遮止時也要透過各

種角度思惟將它遮止，就是「全不想」的忍辱，因而有時可透過思惟

忍辱的功德遮止掉瞋恚。 

  用比喻來講，修忍辱的話，善根不會失壞；若不修忍辱，起瞋時善

根必失壞。當別人對自己的親友或師長，以瞋心輕蔑或傷害時，如果

對他起瞋，就像他把他的瞋恚給了我一樣。這裡舉了比喻：「譬如房舍

著火燃，旋見延燒及鄰宅」，就像將這間起火的茅屋的火，拿到到另一

間茅屋使之起火；當別人起瞋時，他心中的善根已被燒掉，我如果跟

著起瞋的話，就像把他心中的火拿來燒掉自己心中的善根一樣！不可

如此。 

  就如第六品在開始時說：「百千劫中所積集，布施妙供供如來，所

有一切諸善法，一念瞋心能摧毀。」，歷經千劫以來，佈施所聚集的福

德資糧，一瞋能將它全部燒光，但若修忍辱就不會燒掉善根，這就是

修忍辱的功德。這裡兩個偈頌說（午一、應為令己善根不壞故勵力）： 

   譬如房舍著火燃譬如房舍著火燃譬如房舍著火燃譬如房舍著火燃，，，，旋見延燒及鄰宅旋見延燒及鄰宅旋見延燒及鄰宅旋見延燒及鄰宅，，，，    

            蔓草柴薪易燃物蔓草柴薪易燃物蔓草柴薪易燃物蔓草柴薪易燃物，，，，應悉曳應悉曳應悉曳應悉曳出速拋棄出速拋棄出速拋棄出速拋棄。。。。    

                如是於誰心貪著如是於誰心貪著如是於誰心貪著如是於誰心貪著，，，，即為即為即為即為瞋瞋瞋瞋火所延燒火所延燒火所延燒火所延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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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為為為瞋瞋瞋瞋焚燒福焚燒福焚燒福焚燒福德德德德林林林林，，，，須臾即棄勿暫留須臾即棄勿暫留須臾即棄勿暫留須臾即棄勿暫留。。。。 

  配合比喻而思惟是有幫助的：如果我起瞋恚的話，會將千劫累積

的福德資糧全部燒光光，這樣想時，就不會起瞋恚。思惟忍辱功德時

要這樣想。 

  第二偈說什麼呢？如果不反瞋回去，會不會吃虧？我的親友、父母

或師長被輕蔑、傷害時，若不反瞋回去是不是會吃虧？回答是：應該

要接受、要吃虧。如果不想吃虧而起瞋的話，會吃更大的虧，傷害會

更大；所以現在的小傷害應該欣然接受。這裡又舉了比喻說（午二、

應為遮地獄等苦因而受輕苦 分二，未一、喻）： 

    當死囚徒若可逃當死囚徒若可逃當死囚徒若可逃當死囚徒若可逃，，，，僅斷肢體豈不善僅斷肢體豈不善僅斷肢體豈不善僅斷肢體豈不善，，，，    

                若由人中受輕苦若由人中受輕苦若由人中受輕苦若由人中受輕苦，，，，免地獄苦何不為免地獄苦何不為免地獄苦何不為免地獄苦何不為？？？？ 

  在此世未死前，雖然多少會遭遇到自己的親友等被輕蔑、傷害的

痛苦，但若不忍受下來，起瞋的話，將會遭受比此更大的苦，將會墮

入地獄；現在如果忍受下來，將不須墮入地獄受苦。例如，「當死囚徒

若可逃，僅斷肢體豈不善」，就像被判死刑的囚犯，有人告訴他：「只

要斬斷一隻手就可免一死」他一定會說：「好！好！砍吧！」 

  這裡說的「遮除」，到底要遮除掉什麼呢？是自己心續中的瞋恚，

否則會墮入地獄。心中若已起瞋了，嘴巴又不反駁回去的話，那早就

吃虧了。是不該起瞋的，但若心中已起瞋，嘴巴又不反駁回去，那豈

不完了嗎！意思是應該遮止瞋恚。「若由人中受輕苦，免地獄苦何不

為」，遇到別人輕蔑、傷害自己的親友等的痛苦時，應該要欣然接受、

忍耐下來，不要起瞋恚，遮止瞋恚等於是遮止地獄。否則起了瞋心，

又不反駁回去的話，那豈不是吃虧又吃虧了嗎？不要受苦的話，就要

遮止瞋恚。意思就是這裡的偈頌（未二、法）： 

    今於如是輕微苦今於如是輕微苦今於如是輕微苦今於如是輕微苦，，，，我尚我尚我尚我尚瞋瞋瞋瞋厭難安忍厭難安忍厭難安忍厭難安忍，，，，    

                瞋瞋瞋瞋恚為入地恚為入地恚為入地恚為入地獄因獄因獄因獄因，，，，於彼云何不遮止於彼云何不遮止於彼云何不遮止於彼云何不遮止。。。。 

  有人傷害的親友、師長的小苦，如果能忍受下來的話，將成為自

己心相續的忍辱修行，也成為圓滿菩提的因，也成為饒益自他有情的

修行。既然能成為修行的話，現在對於對方的傷害不起瞋、欣然忍受，

更是應該的。所以對於傷害我的親友等的小苦，欣然忍受下來會比較

好。因為忍受下來的話，將可成辦自他二利。若不接受的話，自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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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的生世中，曾經為了個人欲求的緣故，起愛、起煩惱、起瞋等，

業已墮入地獄多達幾千萬次，已經欣然接受地獄苦了；現在為了圓滿

菩提的緣故，稍微欣然的忍受下來，不行嗎？現在的苦只是小苦而已，

為了煩惱都能忍受地獄苦了，現在為了圓滿菩提，小小的苦又有什麼

不能忍的！ 

 （午三、應於能成大義知難行歡喜 分二，未一、應悔往昔虛度多生

於自他利一無所成）： 

     為求諸欲百千劫為求諸欲百千劫為求諸欲百千劫為求諸欲百千劫，，，，曾經地獄焚燒苦曾經地獄焚燒苦曾經地獄焚燒苦曾經地獄焚燒苦，，，，    

                而於自利及他利而於自利及他利而於自利及他利而於自利及他利，，，，徒受諸苦無所成徒受諸苦無所成徒受諸苦無所成徒受諸苦無所成。。。。    

                些微損惱不足些微損惱不足些微損惱不足些微損惱不足言言言言，，，，能令大義皆成辦能令大義皆成辦能令大義皆成辦能令大義皆成辦，，，，    

                為除有情損惱故為除有情損惱故為除有情損惱故為除有情損惱故，，，，唯應欣然忍諸苦唯應欣然忍諸苦唯應欣然忍諸苦唯應欣然忍諸苦。。。。 

  前偈的四句是說：曾經為了無義之事，甘願接受眾多地獄苦了，

曾為投生地獄造做過眾多惡業了，卻未曾成辦過任何者的義利，沒有

成辦過自己的義利、也沒有成辦過別人的義利、也未成辦圓滿菩提，

在沒有成辦過任何義利之下，造了惡業、入了地獄、甘願接受眾多的

地獄苦了，卻未曾成辦過任何者的義利。這是第一偈講的意思。 

  後偈的四句是說：如果現在只要感受些微的小苦，就能成辦圓滿

菩提的話，就應該欣然接受、高興的接受。 

  但是當別人輕蔑、傷害的親友、師長時，甚至直接傷害他們的身

軀、做各種傷害行為時，我們都會起瞋；更何況自己越喜歡的親友、

師長受傷害時，我們生起的瞋恚會越大。自己越喜歡的人被傷害時，

會越對造傷害者越起瞋恚。在這時候就應該做這樣的思惟。 

  到此已講完忍辱的功德。透過忍辱的功德，就要對付瞋恚心。 

  《入行論》裡所說的修忍辱法，說實在的，實修時是很難做到的，

因為起瞋恚時，會熱血沸騰，心整個錯亂掉，無法思考，要在那種時

候冷靜下來，思惟《入行論》裡所說的忍辱功德來遮止瞋恚是很困難

的。因此，要在事前，先做練習，思惟假設碰到這種情況時，要如何

如何應對。因為起瞋恚後，就沒輒了。趁著還沒起瞋前，要先作這樣

的練習。如果能這樣練習的話，即使起瞋，時間也會縮短。慢慢的，

將能在起瞋後的第二、第三剎那間，馬上作如此的思惟，使瞋恚即刻

平息下來。當能力增強後，遇到起瞋的情況時就能馬上準備好對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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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對方那個罵的人，以修行的角度來說，他是修忍辱的老師；

從不修行的角度來說，他是起瞋恨心的老師。他就不斷的瞋恨、我就

更瞋恨。剛剛講就像他把一把火帶過來，要怎樣燒？他就會教我們！

一個是壞的老師，一個是好的老師。 

  我們從無始以來一直隨著煩惱轉，一下子要用這種方法來修持是

很困難的。看到別人起瞋恚時，好像他在教我如何起瞋恚；看到他起

我愛執時，好像他在教我如何起我愛執；看到對方起我愛執時，似乎

我也馬上準備好要起我愛執一般；好像彼此互相教學學習煩惱；對方

起瞋時就像在教我要如何起瞋恚；看到他起我愛執時，好像他在教我

如何起我愛執。一般而言，無始以來我們早就有煩惱了，又在左右的

人的煩惱中轉，彼此的煩惱相輔相成的成長著。所以思惟忍辱功德時，

自己方面的煩惱自己遮止，利用別人的煩惱轉成自己的修行助伴，之

前是別人的煩惱會導致自己生起煩惱，現在按照《入行論》而言，是

自我做改變，利用別人的煩惱轉成自己不起煩惱和修行的助力，所以

《入行論》真是善巧，全是教導我們修行的方法。 

  相反的，我們若以慈心對待對方，對方也會以慈心來對待。我們

若以瞋恚對待對方，對方也會以瞋恚對待，搞不好會以更大的瞋恚來

對待；煩惱方面既然如此，修行就要與法相應，自己以慈心對待別人，

左右的人也會以慈心來相待。因此，要先在自己心中生起慈悲心、生

起去除瞋恚的心，之後，將別人的傷害轉為自己的修行助力，這就像

把自己心中的慈心教導別人般。可以的話就應該這樣作。 

  卯三卯三卯三卯三﹑﹑﹑﹑遮遮遮遮瞋瞋瞋瞋於己怨敵作利益者於己怨敵作利益者於己怨敵作利益者於己怨敵作利益者。。。。若有人對自己的敵人好，例如讚

揚他、利養他等時，應遮止對他起瞋。其中分為幾個科判，分三分三分三分三：：：：辰辰辰辰

一一一一﹑﹑﹑﹑遮於怨敵讚揚者不忍遮於怨敵讚揚者不忍遮於怨敵讚揚者不忍遮於怨敵讚揚者不忍，，，，辰二辰二辰二辰二﹑﹑﹑﹑遮於彼安樂不忍遮於彼安樂不忍遮於彼安樂不忍遮於彼安樂不忍，，，，辰三辰三辰三辰三﹑﹑﹑﹑遮於彼利遮於彼利遮於彼利遮於彼利

養不忍養不忍養不忍養不忍。。。。    

        辰一﹑遮於怨敵讚揚者不忍。例如，有人以言辭讚揚、稱讚怨敵，

或對他好時，我們會因為無法忍受他比自己崇高而起瞋，要遮止此瞋

恚。辰二﹑遮於彼安樂不忍。遮止無法忍受怨敵的身樂、心樂或身心

樂的瞋恚。辰三﹑遮於彼利養不忍。遮止無法忍受別人對怨敵做利敬

供養的瞋恚。 

  辰一﹑遮於怨敵讚揚者不忍 分二，巳一、是自安樂因應當歡喜： 

          讚揚怨敵具功德讚揚怨敵具功德讚揚怨敵具功德讚揚怨敵具功德，，，，彼若歡喜得安樂彼若歡喜得安樂彼若歡喜得安樂彼若歡喜得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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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何不隨讚揚我心何不隨讚揚我心何不隨讚揚我心何不隨讚揚，，，，亦能令我心歡喜亦能令我心歡喜亦能令我心歡喜亦能令我心歡喜。。。。    

                如是我心隨喜樂如是我心隨喜樂如是我心隨喜樂如是我心隨喜樂，，，，能生安樂亦無罪能生安樂亦無罪能生安樂亦無罪能生安樂亦無罪，，，，    

                諸有德者所讚許諸有德者所讚許諸有德者所讚許諸有德者所讚許，，，，亦是攝他殊勝法亦是攝他殊勝法亦是攝他殊勝法亦是攝他殊勝法。。。。 

  最初四句就像是問到：你何以不高興？別人讚美我不喜歡的怨敵

時，你為何不高興？別人作稱讚，是因為他高興才作讚美的。這裡的

「別人」有兩者，一者是怨敵，一者是稱讚者。當稱讚者作稱讚時，

他是高高興興的稱讚；我對他而言是「別人」，怨敵也是「別人」，我

對怨敵而言也一樣是「別人」；既然都一樣是「別人」，為何對這方的

「別人」高興，對另一方的「別人」不高興呢？這是第一偈的問題。 

  比如說我跟法炬師：妳是我的敵人，他就一直讚歎妳，他讚歎妳

時我就不想聽，聽到之時就瞋恨心生起。那你讚歎法炬師時，法炬師

就你的角度是不是也是「他」，那我就你的角度也是「別人」；那我也

是另外一個人，法炬師也是另外一個人，那為什麼另外一個人會高興，

我是不高興呢？  

  對境是一個好處，一個功德。妳有好學問或修行，有什麼好處…，

這是一樣的一些好處，他看到時就歡喜，我看到時不歡喜。但是他也

不是你，我也不是你，那他怎麼會高興？我為什麼不會高興？「他」

是一樣的，不是你啊！。此處所談的他，不是我、你、他的他；這個

「他」是「我跟別人」的他。不是我、你、他「第三個人」的「他」，

是我跟別人「另一個人」的「他」。寂天菩薩寫的滿有意思，這為什麼？

這個也不是對境的人，那他怎麼會高興？我怎麼可能會不高興？ 

  後四句（第二偈）是回答。對方高興的話，你也應該高興。你應

該高興的理由是什麼呢？「如是我心隨喜樂，能生安樂亦無罪，諸有

德者所讚許，亦是攝他殊勝法。」，你若高興的話，未來你將獲得無上

安樂的因、是無上的善業。現在若對別人的功德起歡喜心，那將是自

己未來獲得相似功德的因，例如對於對方的財富、功德修歡喜心的話，

等於自己也積聚了相似的福德，這是未來自己得到無上安樂的因、是

無上的善業，這樣的善業是諸佛菩薩所讚嘆的。除此，若是一位學習

無上菩提行者，攝受別人的無上方便也是此。所以講別人的功德，是

與人親近、使他高興的方法，也是收服人心的無上方便，如云：「亦是

攝他殊勝法」。 

  當有人稱讚我不喜歡的人時，當然要這樣；就一般來說，有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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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時，就應當要高興。說實在的，起歡喜心利益很大，聰明的人就

該如此做；但是我們自以為聰明，遇到這種情形時馬上會說：「不是，

不是這樣的…」，作其他的解釋，好像作其他解釋才是聰明，不作其他

解釋是笨的，實際上並非如此，雖不作其他解釋，但心裡修歡喜心，

那才是聰明。 

  通常只要一聽到有人在讚歎別人時，內心是沒有歡喜心的，而且

自以為聰明的去做另一種不同的解釋，心中不歡喜去解釋不樂的原

因，因為他自作聰明。例如，有人在讚歎某位仁波切或某中心，他們

是多麼的依照佛法的角度做善行，或做了與佛法相應的善根，聽到或

看到這情形，馬上用另一種見解反駁：我比他懂得更多、比他厲害、

比他更聰明。再三解釋，不斷解釋：「你的想法不太對的，我的看法才

是正確的。」不斷解釋說明自己的見解，這就是沒有歡喜心，好像不

說這些話，就覺得自己很笨，所以要一直解釋才會顯示自己的聰明。

真正來說這才是很笨的人。 

  如云：「亦是攝他殊勝法」，真是如此，如果希望自己被別人喜歡、

或想攝受別人的話，就應該對別人的功德等，真心的、高興的給予讚

歎，別人一定會被攝受，所以「亦是攝他殊勝法」是真的。也可說是

接受的想法，也可以說跟比較親近、比較相應。我講的話他們會聽，

我的想法他們會接受。 

  「攝受」不一定要是老師的身份，只要是我說的話，大家想聽或

能夠接受都是「攝受」。所以心裡真的是乾乾淨淨的隨喜、歡喜他的一

些好處。若只是嘴巴講一講，當然他是人，他會知道這是騙人的，還

更生氣。發自內心真心的歡喜，他自然會知道，他慢慢的就會親近，

我講的話他就會接受，我的想法他都會接受。那我本身就對他不喜歡，

如同我教他：你不要歡喜我。我不歡喜他，當然他就不喜歡我。那不

歡喜我，那完全不會攝受，就不會跟親近。 

  當見到別人讚歎怨敵時，心中會生起一股不願意的感覺。心中生

起不願的感覺時，就已造業了，造業後我們心相續的功德將會失壞。

不論是「能見或不見」的功德都將會失壞，「此世、來世」的功德將會

失壞。為什麼？我們不喜歡的對境，例如敵人的功德、名譽、財富及

一切圓滿順緣，對這些我們心中不高興的話，就是製造了自己未來不

要功德、名譽、財富及一切圓滿順緣的因，因為對於別人擁有的這些

功德、名譽、財富等，我們心中不高興，而且希望他沒有、希望他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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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緣故，果報是未來自己將沒有功德、名譽、財富等這些。這就是

（巳二、是他安樂之因不應不樂分二，午一、不欲他安樂亦壞自安樂）： 

    若謂他獲如是樂若謂他獲如是樂若謂他獲如是樂若謂他獲如是樂，，，，汝不欲彼安樂者汝不欲彼安樂者汝不欲彼安樂者汝不欲彼安樂者，，，，    

                傭工雇值不酬故傭工雇值不酬故傭工雇值不酬故傭工雇值不酬故，，，，見與不見利俱失見與不見利俱失見與不見利俱失見與不見利俱失。。。。 

  「傭工雇值不酬故」指能見之功德。所以「見」的果報，好像有一

點點是以理論的角度講的。譬如，別人喜歡敵人的優點或好處之時，我不

喜歡別人這種喜歡的心。敵人因為別人讚歎他而很高興，我沒辦法接受他

那麼高興。這種個性慢慢會越來越嚴重，嚴重到要他自己是最快樂的，別

人快樂時，心裡會想：「他怎麼可以比我快樂！他不該比我快樂，我才是最

快樂的」。特別是地位和身份比我低的那些僕人，他們比我快樂的話，心裡

會想：「他在我的下面，怎麼可以比我快樂」，這樣將不會給傭人酬勞了，

因為給傭人酬勞，是為了使他高興的緣故，傭人高興的話就會幫忙作事；

但若怕傭人高興，將會不願意給酬勞。這是可見到的個性變壞的情形，見

不到的是來世的福報退失。這種個性就會變成不尊重別人、不照顧別人的

個性。如果變成這種個性的話，照顧別人像是多給幾百塊或幾千塊讓他們

高興、買衣服給他們…，一般比較善良的人都懂會這樣照顧別人。而這種

個性的人慢慢的會變得幾乎不做這種照顧別人的善行， 漸漸地他會不

理會別人高不高興，慢慢地跟他接近的人愈來愈少。跟他接近的人也

愈來愈少，這就是「見」﹙此世﹚的果報。 

  這裡說的「現世果報」和平常所談的「現世果報」有所不同。平

常殺眾生，年老身体多病是「現世報」；這裡講的「現世果報」是內心

的想法影響到你的個性，然後也影響到周圍。「現世的果報」好像是我

心裡無法接受，比如說：我討厭的那個人，他心裡的高興我無法接受。

從這裡慢慢…慢慢…的心就會受影響，最後面現世就會看出來他周圍

的人都不會想照顧他。這是「現世果報」。 

    問問問問題題題題：：：：當朋友在讚歎我的敵人，我同時對朋友、敵人都不高興，

這樣的現世果報都是一樣嗎？ 

  仁波切仁波切仁波切仁波切答答答答：：：：對來世果報來說當然就不一樣；就剛剛的理論來說是

一樣的現世果報。而現世果報不一定照這樣子，像是殺生，這世就生

病啊…，也會有這種果報的。 

  別人讚歎敵人，即表示敵人有某些功德，別人才讚歎他。在這情

形下，心中會生起一個想法希望敵人沒有這個功德、沒有被讚歎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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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另一方會對讚歎的人想說：他為什麼會喜歡敵人？自己也會對這

個讚歎的人生起不歡喜的心。 

  當別人讚歎敵人時，我們心中會起三種反應：  

 1. 希望敵人沒有這樣的功德。 

  2. 敵人聽到讚美時，敵人會高興，我們心中會覺得高興、不高興。 

 3. 別人聽到敵人的功德時，別人會高興，但我們心中無法接受。 

  別人讚歎敵人時，我們除了有上述三種反應外，最重要的一點是，

別人讚歎敵人時敵人高興，別人喜歡敵人，這是我們起瞋的主要關鍵，

在這點上，我們會起強烈的瞋恚。一般這三點都會使我們起瞋，但對

於別人喜歡敵人、相信敵人的功德、親近敵人，更會使我們起瞋。不

可起瞋，應該接受，原因是：別人讚歎我時，我喜歡他心中喜歡我的

快樂；別人讚歎敵人時，我不喜歡他心中喜歡他的快樂，這兩者是相

矛盾的。如言（午二、故應欲他安樂）： 

    別人別人別人別人讚我功德時讚我功德時讚我功德時讚我功德時，，，，若許為他安樂事若許為他安樂事若許為他安樂事若許為他安樂事，，，，    

何故讚他功德時何故讚他功德時何故讚他功德時何故讚他功德時，，，，不許我心得安樂不許我心得安樂不許我心得安樂不許我心得安樂。。。。    

             

  他讚嘆我時，我喜歡他心裡喜歡我的心，但他讚歎你（敵人）時，

我不喜歡他心裡喜歡你的心，不能接受。兩個都是他心裡的歡喜心，

一個歡喜心我可以接受，一個歡喜心我不可以接受，他不是我是另外

一個人，所以他心中的喜歡若是我真正接受的話，他什麼時後喜歡我

都要接受。如果有時接受、有時不接受，就矛盾了、是不對的。他的

歡喜心，我任何時刻都該接受，不管針對我或針對別人，甚或針對敵

人都要接受的意思。以上所說道理，是對別人讚歎時，應該持有的心

態。 

  同樣的，讚歎都發自別人，現在被讚歎的人不是我，是你，你接

受了，你也高興了，我也要高興。因為，此我也不是你，我就好像敵

人之外的另一個人，敵人之外的那個人可以接受，這個人為什麼不能

接受？豈不奇怪？有問題了。照理說都應該接受的。看自己，「我」就

放在那裡，來看「你」為何不接受？真的是這樣子啊！另外一個第四

個人來的話，他就會覺得我有問題啊！所以另外一個人來觀察的話，

那就：喔！你是不對的。這裡好像自己觀察自己的樣子，自己、敵人、

別人，觀察這三個。反觀自己與別人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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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20051023-ct-P182L01                                                          阿底峽佛學會修訂 2012/02/27 - 9 - 

  寂天菩薩是最好的、心不散亂的，那心不散亂就變成自己好像放

在另外一個嘛！以旁觀者的角度去看，太厲害了！ 

  辰二﹑遮於彼安樂不忍 

  我們既已發起菩提心，希望一切有情都獲得安樂，這範圍很大，

是量等虛空的如母眾生，乃至輪迴未空前希望他們安住安樂中，這個

範圍是非常廣的；可是就現實面而言，面對敵人時，見到他有一點點

安樂時，我們心裡就不舒服，這就是矛盾。所以如偈云： 

    欲求一切有情樂欲求一切有情樂欲求一切有情樂欲求一切有情樂，菩提妙心既生起菩提妙心既生起菩提妙心既生起菩提妙心既生起， 

    有情若自得安樂有情若自得安樂有情若自得安樂有情若自得安樂，何故由斯生何故由斯生何故由斯生何故由斯生瞋瞋瞋瞋恚恚恚恚。。。。 

  「欲求一切有情樂」指大悲心，依於大悲心，生起菩提心已，「菩

提妙心既生起」既發菩提心，當各有情獲得安樂時，我們應該馬上為

他高興，不該生氣。如前所說的，別人讚嘆、喜歡我的敵人時，敵人

會高興，作讚嘆的別人心裡也高興，雙方都高興，那麼我為何不高興、

起瞋呢？「何故由斯生瞋恚」捫心自問：有情自得安樂，我何故生瞋？ 

  發菩提心的量要非常大，要遍及整個虛空界的一切有情，才稱為

發菩提心，而不是只為了面前某些人而已。有時菩提心所稱的盡虛空

的有情和我們實際面對的有情兩者間似乎有些落差，我們應該將兩者

稍微結合一下。這是平常會出現的問題，為什麼呢？菩提心是為了要

利益量等虛空無邊的眾生而發出的力量，只為了少數人的力量是不足

以成為菩提心的。菩提心的範圍是盡虛空界的無邊眾生，非常的廣；

但是菩提心太廣了，和我們實際面對的眾生之間，有時是會有落差的。

那麼菩提心要不要廣？要，一定要廣，不廣的話，將不足以成為成佛

的因。成佛的因要具備利益無邊無量眾生的心，隨之而做的善行，其

善根才是成佛的因，這樣的心才是菩提心。 

  心是要這麼廣，但我們還是坐在這裡啊！一定會遇到一些眾生嘛！

所以有時在遇到的這些眾生上和修菩提心之間要常連接，連接時要想

這個也是所利益的眾生之一，要這樣連接。不能誤會說只為利益這個

怨敵才生起菩提心，這就錯了；菩提心的量應該是很廣大的。 

  辰三﹑遮於彼得利養不忍  分三 

利養指吃、喝、穿等外在物質之類。當我們不喜歡的怨敵得到圓滿物

質利養時，我們應該高興，為什麼呢？如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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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巳一、作己之所欲成就想 分三，午一、有情自得利養應當歡喜） 

                        發願欲令諸有情發願欲令諸有情發願欲令諸有情發願欲令諸有情，，，，成佛堪受三界供成佛堪受三界供成佛堪受三界供成佛堪受三界供，，，，    

                                        僅見微劣利養時僅見微劣利養時僅見微劣利養時僅見微劣利養時，，，，何故於彼興熱惱何故於彼興熱惱何故於彼興熱惱何故於彼興熱惱。。。。    

  見到敵人得到微劣利養時，心不高興，是錯誤的。為什麼？因為

我們若要成為三界供養處、成佛的話，必須依賴有情才可成就佛果，

有情能給我們佛果，現在有情自己得到些許的利養，我們為何不高興？

有情能給我佛果，而我卻對有情得到些許的財物、供養不高興的話，

那是錯誤的。 

（午二、喻）    

        自應贍者自贍養自應贍者自贍養自應贍者自贍養自應贍者自贍養，，，，自行施予大勤自行施予大勤自行施予大勤自行施予大勤劬劬劬劬，，，，    

若從親有能自活若從親有能自活若從親有能自活若從親有能自活，，，，何反何反何反何反瞋瞋瞋瞋怒不欣喜怒不欣喜怒不欣喜怒不欣喜。。。。    

        因為有有情在，所以我們才能行布施、持戒，修持忍辱、慈心、

悲心、菩提心、成就佛果，因此才說「有情能給我們」，如果沒有有情，

我們將一無所有。所以在有情上修行才能成佛，沒有有情將無法成佛，

這就是說「佛果是有情給的」的原因。如果有情可給我們無上佛果的

話，現在有情自己努力得到些許利養時，我們卻不高興，這是錯誤的。 

  這是比喻，照道理說，我們應該養育有情才對，因為有情能給我

們圓滿菩提和一切功德，所以養育有情是我們的責任，這是就菩薩的

修行而言的；現在我們不須要撫養他們，他們可以自己養活自己，而

我們卻不高興起瞋，豈不是很奇怪嗎？應該高興才對，若不高興，那

就是我們的錯，「自應贍者自贍養，自行施予大勤劬，若從親有能自活，

何反瞋怒不欣喜」」」」。 

  如果你不想讓有情得到些許的利養，那可以肯定你根本不想安置

有情於佛果，那麼怎麼會有菩提心呢？你的菩提心去那裡了？ 

（午三、於彼不欲即壞菩提心）    

                                此猶不許眾生得此猶不許眾生得此猶不許眾生得此猶不許眾生得，，，，是誰許彼得菩提是誰許彼得菩提是誰許彼得菩提是誰許彼得菩提，，，，    

                                若若若若瞋別人瞋別人瞋別人瞋別人圓滿事圓滿事圓滿事圓滿事，，，，云何能有菩提心云何能有菩提心云何能有菩提心云何能有菩提心。。。。    

        若瞋恚有情得到利養圓滿事，那怎麼會有菩提心呢？這表示沒有

菩提心了。所以，我們受了菩薩戒，這種念頭一生起菩提心就不見了，

寂天菩薩說：「你的菩提心去那裡了？」如果心中有菩提心的話，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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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這樣子。當怨敵得到利養、圓滿事時，這件事實在是我們該做的，

現在不須要做了，他們自己做得好好的，我們應該歡喜，要想：「我的

工作已做了，我不必做，他已做了。」不該不高興才對。 

 （己二、作非所不欲想 分三，午一、不應嫉他得利） 

          若從他家有所獲若從他家有所獲若從他家有所獲若從他家有所獲，，，，其物或在施主家其物或在施主家其物或在施主家其物或在施主家，，，，    

                一切悉非汝所有一切悉非汝所有一切悉非汝所有一切悉非汝所有，，，，施與不施汝何涉施與不施汝何涉施與不施汝何涉施與不施汝何涉。。。。    

        別人得到利養時，我們不該起嫉妒，「汝何涉」指為何嫉妒呢？原

因是怨敵從施主(功德主)處得到利養的東西本不屬於我的，不論怨敵

有沒有得到，我都沒有的話，怨敵得到，我為何不高興？那又與我何

關。「其物或在施主家，一切悉非汝所有，」我又何以不喜生嫉妒呢？ 

  寂天菩薩是住在那瀾陀佛寺的僧人，所以談到功德主、施主的事。

你們並不是僧眾，因此不要以這個角度看。其實，這些施主的「物品」，

本來就是地球上的東西，不管怨敵有沒有得到這些東西，我本來就沒

有這些東西，這樣的話，這些東西到了怨敵那邊，我有何不喜？ 

 （午二、不應捨己功德） 

           或由福德或信心或由福德或信心或由福德或信心或由福德或信心，，，，何故棄捨自功德何故棄捨自功德何故棄捨自功德何故棄捨自功德，，，，    

                    獲得功德不執持獲得功德不執持獲得功德不執持獲得功德不執持，，，，請問何不自請問何不自請問何不自請問何不自瞋瞋瞋瞋恨恨恨恨。。。。    

        瞋恚別人得到利養，是因為嫉妒的關係，為何會嫉妒？因為自己

也想得到，在得不到之下，才會起瞋。在此必須遮止瞋恚，要想「自

己洗得到的東西是屬於地球上的東西，不論他有沒有得到，我一樣是

沒有」，為何起瞋？自己必須得到的是布施、持戒、忍辱…等功德，不

是物質、東西。如果想在將來得到物質東西的話，現在就應該好好修

持布施、持戒、忍辱…等修行，因為這些利養源自於福德因，「或由福

德或信心，何故棄捨自功德」如果瞋恚別人得到利養，自己想得的話

就要好好修持能得的因，將來必定會得到利養。 

  可是你卻將它丟棄，「何故棄捨自功德，獲得功德不執持，請問何

不自瞋恨」，不得利養的主要因是瞋恚，瞋恚會將利養消滅掉，所以你

的執著是錯了。好好修持的話，將來必定會得到。 

  這樣看來，若要起瞋恚，應是要瞋自己而不是瞋別人才對！這裡

談的「自我瞋恚」並非真正的瞋恚心。好像將煩惱視為敵人，將它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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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敵人不是煩惱。「自我瞋恚」此瞋恚非真正瞋恚。思惟自己隨著煩惱、

瞋恚轉，是很不好的，因此自我瞋恚，這樣的瞋恚，並非真正的瞋恚。

在此雖看似瞋恚心，其實並非真的瞋恚心，要對真正的瞋恚心起瞋恨。

這意義和前面第四品(p.97)卯一 「我於此事應貪著，懷恨不捨而遣

除，雖如是具煩惱相，能斷煩惱非所斷」是一樣意思。要對治的是煩

惱，但此雖看似煩惱，實際上並不是煩惱，它是能斷煩惱的，所以叫

「非所斷」。為斷除煩惱必須恆不退捨，與之作戰。這樣想著要和煩惱

作戰的意樂並不是煩惱，雖看似煩惱，實際是能斷煩惱。我們應該對

煩惱起瞋恨。 

  問問問問題題題題：：：：若以殺豬為業謀生，雖可從中得到生活上的幫助，但我仍

認為這不是好的行業，應如何看待？ 

  回回回回答答答答：：：：殺業不好，靠此生活不對，你的想法沒錯。不是所有的高

興都要接受，若有的高興接受的話，也是惡業啊！現在是對付瞋恨心

這種的的高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