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願道斷惑

修持之道要依師、除障、起用

修持之道並不容易，經典中提到「依

師、除障、起用」等，這些條件都要具

備。需要依止善知識，而且是具德的善知

識，自己要是合格的弟子，還有口訣要圓

滿等，就自身來講，就要具備暇滿的條件

等，內容非常之多。

由於我們的迷惑太重，總是顛倒取

捨，心中雖然想要快樂，得到的卻是痛

苦。這都是因為沒有斷除迷惑的原因。當

我們修持善法時，更是在平時的迷惑之

上，再加上修善的阻礙，也就是惡法的習

氣，因此，我們更需要找到除惑的方法。

首先我們要依靠具德的善知識，學得

正確的修持口訣。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得

到教法之後，自己也要好好思維。現在很

多人是怎麼修行的呢？他們也想要依靠上

師，但儀式很傳統，而且簡直是複雜到不

行。現在是在龍蛇混雜的情況下，要能判

定何謂正確的上師更加困難。

因此我時常有一個想法：是否一定要

按照傳統方式依靠一位上師呢？因為如果

一直找不到的話，那不是耽誤了修持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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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嗎？太多人想要試著按照經典形容的去尋找一位具德上師，但是

卻很難找到，這樣耽誤下去，本來想要修持的意願也會消失的。

因此，我一直在想是否還有另一種途徑，能夠讓初學者進入佛

法？我想到的方法是通識教育。佛法應該變成通識的教育，這樣能

夠讓初學者省下很多傳統上嚴苛的師徒條件，例如「視上師如佛，

一切上師所做皆恩」的觀念等，而只要是跟隨一位對佛法有基礎知

識的老師，初學者都能學到佛法的基礎知識。慢慢地當他對佛法有

瞭解，下一步才有可能找到傳統具格的上師。如果一開始要求就很

高，反而會有反效果，甚至依止到邪魔歪道去。然而這只是我的淺

見，不一定正確。

不肯放下自我，卻說奉獻身口意給上師，是沒有意義的！

接下來，當你依止了具德的上師之後，就能談到「斷惑」了。

但僅僅是依靠上師並沒有用，重點是實際的行持。口頭上我們依照

傳統可能說得很好聽：「上師呀！我將身口意都獻給您！」並且獻

上一條潔白的哈達。但是當上師告訴你應該修行時，你又說頭痛腳

痛不能修，藉口很多。上師又再告訴你，頭痛的本質並不存在。你

卻說：不行不行，我還腰痛呢。這就好像你要請醫生開刀，就要授

權給醫生，要不然醫生也束手無策。就像這個例子，奉獻出自己的

身口意給上師，就是授權給上師，讓他有權力整治、帶領你的身口

意。

總而言之，不肯放下自我，卻說奉獻身口意，是沒有用的。世

間法上可能可以說一套做一套，但是修持佛法不行。如此授權給上

師，全然接受上師的指導與口訣之後，才有可能消除煩惱與迷惑。

總而言之，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修行路上總會遇到很多考

岡波巴四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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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甚至有人修了二、三十年，境界還是一樣，也沒有什麼覺受證

悟，甚至煩惱比以前更多、更強烈。無論如何，重點是，不管遇到

任何考驗挫折，堅持修行是非常的重要。因為內心的力量，或者稱

為內在的修證力量是很大的，它能夠細微地、慢慢地改變我們的

心。雖然不會馬上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大改變或感覺，但是如果你堅

持下去，總有一天你將能夠調伏自心。

修行成就的關鍵：堅定誓言、堅定不移的修持、廣大願心的迴向

堅持修行的要點是，具備正確圓滿的前行、正行與結行。

■前行：正確堅定的發心

首先要具備的前行是正確堅定的發心。例如密勒日巴尊者入山

閉關的堅定誓言，因此能夠一生當中成就果位。以我個人的經驗來

說，隨口說說的誓言沒什麼用。如果真要發願，你應該在自己相信

的上師跟前，或者前往聖地，例如印度菩提迦耶、瓦拉那西等地，

下定決心，自己的全部身口意都要向善，雖然還是會遇到惡行挫

折，不過你要想：我已經將自己的身口意都交給善行了，就交由善

行來處理吧。要有這樣堅定的誓言，才可能有成果。

我並不是炫耀自己有怎麼堅定的誓言，不過就像我發誓吃素。

過去我在藏地的時候很喜歡吃肉，但到了印度之後，經過各種瞭

解，慢慢意識到吃素的利益，我開始生起想要吃素的念頭，這個念

頭不止一次，而是不斷不斷的生起，但是今天說不吃，明天還是吃

了，明天說不吃，後天還是照吃。我警覺到不能這樣下去，我想應

該到菩提迦耶正覺大塔前發願。的確在聖地發的誓言很不一樣，之

後只要想吃肉，就會感到背後有一股強大力量在提醒自己。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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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發強烈的誓言，無論任何情況絕不違背。不僅如此，剛發完

誓言的一段時間裡，例如三個月當中，你應該每天再次提醒自己曾

發的誓言，要不然你可能根本不記得發了什麼誓。三個月之後，你

自然就會持守誓言了。

總而言之，如果沒有一種下定決心的誓言的話，修行是不會有

成就的。因此堅定的誓言與勇氣是很重要的。

■正行：堅定的修行意志，不受任何困難挫折

再來正行的部分，就像之前提到的，無論遇到任何困難挫折，

你可能還是會犯錯，但是根本的修行意志一定要堅定不移。

■結行：為眾、為教修行的大願

最後是結行的迴向。我們要有一種為教、為眾的廣大心願，

這樣修行才會有效益。尤其現在二十一世紀，是一個非常動盪的時

代，在整個地球環境可能都要毀滅的緊要關頭，如果還說「現在自

己能力不足，不過未來只要有機會，我一定會利益眾生」那種乾等

的話，那是不行的。無論有沒有機緣，我都秉持熱忱與善心，只要

有我能做到的，任何為教、為眾的事情，我就要挺身而出，要不然

怎麼能說自己是大乘的修行者呢？

以我個人來說，有的人覺得我不好好讀書，總是做很多的事

情，我的看法是，一個頂著噶瑪巴頭銜的人，卻自己躲在房間裡

「哇拉哇拉」唸著經書，或者「是耶非耶」的辯經，會有多大的用

處？太平盛世裡，你可能可以安心的在山中閉關，獨自禪修，不過

岡波巴四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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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是亂世，當然應該奮不顧身地投入，我覺得這樣才不會愧對噶

瑪巴的名號。

以上就是前行、正行與結行的部分。就將這個當作「願道斷

惑」的解釋吧！

四、願惑顯智

接下來是願惑顯智。我們目前大概只能發願吧，因為還不到那

個境界。

遠離「認為一切是真實」的錯誤執著

過去祖師大德將顯相稱為迷惑，有其深刻的意義。任何顯相甫

一出現，我們習慣性地強烈執著它就是真實，是實有的。是因為一

開始我們就受到因為自己的貪執的影響，而無法看到事情真實的面

貌。所以稱一切顯像為迷惑，我覺得非常貼切。只要我們還有「認

為一切是真實」的執著，任何心中變現出來的相貌，都會被認為是

真實的。

如果我們說整個世界都不是真實存在，要如何解釋呢？確實歷

歷在目卻又說不存在，這是怎麼回事？是自己的眼睛有毛病，還是

耳朵鼻子出了問題？都不是，而是我們的心有毛病。我們作了錯誤

的判斷。例如一個生氣的人，所看到任何人都好像是在招惹自己，

都變成會讓自己生氣的東西。這一切幻象都導因於自己根深蒂固、

累世積聚的習氣所致，尤其是在今生培養出來的習氣，有些是跟從

小父母的教育有關。例如一個哭鬧著想要某個東西的孩子，父母受

不了哭鬧，只好把東西給孩子。這樣的結果養成孩子藉由哭鬧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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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東西的習慣。

例如我小時候，看到動物被宰殺的情景，就會很不忍心，甚

至流淚。記得當時大人對我說，不殺不行呀，不然要餓肚子的。我

覺得這個解釋對我很有幫助，如果當時大人因為我的勸阻而不宰殺

的話，我將得不到這樣的感受。但是經過事情發生，大人也對我解

釋了，雖然我沒有領悟到太深的道理，但至少讓我知道一件事：眾

生生死無常呀。這也是存在我心中一段深刻的記憶。然而現在很多

父母不跟孩子講道理，要東西就給，我覺得這就是在助長孩子的我

慢。慢慢隨著孩子的成長，就好像牛角愈來愈堅實一樣，我執也愈

來愈強。為了食物、為了名利，我們就鬥爭、嫉妒和瞋恨。

姑且不論外在的顯相是否真的是迷惑的幻象，能夠確定的是，

自己內心層出不窮的念頭、景象大都是錯誤與顛倒的。為了消除迷

惑，我們要具備正信，也就是對甚深空性的道理要有信心，這種信

心來自對空性的體證。佛陀開示我們空性的義理，不是用來和其他

教派辯論的，而是要幫助我們從迷惑的困境中出離。尤其是大手印

的禪法，祖師大德們將空性的義理化為實際的修持法門，我希望各

位能夠好好地去修持與體會。

其他沒有要多說的了，時間也差不多了，今天就講到這裡。

（全文完）

二○○八年一月十三日於印度瓦拉那西開示
本文轉載自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官方中文網

http://www.kagyuoff ic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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