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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覆障能被捨棄、被斷除，因此就

需要有能斷的對治法。當對治法愈強，所

斷的覆障就愈弱。當覆障完全淨除時，遍

知的智慧即能明白照見一切萬法。

遍知智慧覺知的對境，不同情況下可

分為有漏法、無漏法，有為法、無為法或

輪迴與涅槃等。第一句談到的「法」，即

指「盡所有」與「如所有」的法。「盡所

有」 指一切現象，「如所有」指一切現

象的一如本質。此句所闡述的能夠照見一

切「盡所有」與「如所有」、法與法性的

遍知智慧，即是我們要證知的。

於聖者的智慧觀境當中，或者於聖

義諦來說，輪涅萬法，皆為一味，無有差

別。如同中觀根本論頌云：「不生亦不

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

不出，能說是因緣，善滅諸戲論。」雖

然在還未對不生、不滅的萬法作觀察之

前，萬法如世間凡夫所認知的一般運作，

但是在極細微的觀察中或者定中，萬法無

有真實存在。

然而，佛菩薩因觀知沒有證悟此點的

眾生，於輪迴當中，不間斷地造作惡業，

感至無量惡果，因此唯一勤行利益眾生。

唯一的意思是，除了利益眾生之外，別無

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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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佛菩薩斷證一味，但身形的化現無量。為利冥頑、瞋

恨、貪欲的眾生，而有不同身形的化現。例如觀音菩薩，即是慈

悲的化現。第一句梵文意為禮敬世間自在，偈文中則為禮敬觀

自在。

附帶提到一則故事。第一世噶瑪巴杜松虔巴，由於過去於迦

葉佛時，取笑一名長得像猴子的比丘，由此惡業，五百世投生為

猴子，之後轉生為杜松虔巴時，長得也像猴子，並不好看。據說

他年輕還未出家前，有一個女朋友，但也因為他長得太醜而拋棄

了他。他非常難過，生起了出離心，成為他入佛門的因緣。之後

他發願，未來投生要長得好看一點，要不然很難度化眾生。

有的冥頑眾生，無論你怎麼規勸他都不聽，也無法用心傳

遞加持而感化他，這時只能用相好功德而作調伏，使之解脫。因

此，外相的莊嚴也是很重要的。

圓滿覺佛利樂源　從修正法而出生

修法須依明行要　故當宣說佛子行

這是著作立誓。為什麼圓滿覺佛是利樂的泉源呢？因為利

樂是善行的果實。善行的積聚能導致善的果實，如此因果道理由

佛陀所闡述，如果我們依止而行，我們將能得到圓滿的善果。要

不然，有的人會誤解此句，以為上師、佛菩薩具有主宰苦樂的權

力，因此盡力供養討好他們，自己不作修持，胡作非為，遇到痛

苦又臨時抱佛腳，這樣的祈請是錯誤的。

苦樂並非取決於佛菩薩，主要在於自己的心態與行為是善是

惡而決定。因此，不要放逸，隨時保有覺照力是很重要的。

圓滿覺佛是由實際修持而生出的，並非天然生成的，不是像

佛子行三十七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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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自然成熟一般，以為佛的頂髻本來是小小的，慢慢成熟，愈

長愈大，並非如此。佛果的證得，需要努力與付出，正確的因緣

具足才能成就；無因無緣，或者逆緣惡緣是無法成就的。正確的

因即是慈悲、菩提心，加上六度的行持而得成就。佛陀依此道而

得證悟，追隨者如菩薩們，也需依此而行，因此宣說佛子之行。

此生幸得暇滿船　為自他渡生死海

故於晝夜恒不懈　聞思修是佛子行

我們首先需知修持佛法的方法，因此要聞法。之後要對佛法

確信不移，因此要思維法義。不僅是知識上的理解與相信，同時

要實際於自心上體驗法義，因此需要實修。

我們此生幸運得到暇滿具德的人身，對於細微的取捨道理能

把握得到，所以有閒暇與機會去行持。其他生命如畜生等，雖然

各自具備了一些特點，但是卻沒有機會行持細微的取捨。因此，

我們應該晝夜不懈地努力，不僅上課時歡喜專注地聽聞，任何時

候，自己的心念與行動都要與法相結合。偈文提到晝夜都要精

進，如何在白天與晚上都能夠精進修持佛法呢？這是我們要去思

維的。懈怠之前，首先我們應該瞭解需要不懈怠而修持的法是什

麼？什麼叫佛法的修持？什麼是正確的修持佛法呢？噶當派曾提

到一個故事，說明一個人從開始不瞭解何謂修行，到明白正確修

行意義的過程。

有一天，有一個人很專注、盡力地轉繞著佛塔。一位噶當派

大師上前問道：「先生，您在做什麼啊？」那人回答：「上師，

我在修行呢。」

大師點點頭，說道：「嗯！很好，這個修行也不錯。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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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能修行佛法會更好。」

那人心想：「繞塔可能不是修行佛法吧，一定有其他方

法。」他開始四處找尋，看到了一些經書，心想：「讀經、課誦

應該是修行。」找到一個地方坐好，就開始認真讀經。

幾天後，當他大聲讀誦著經書時，大師出現了，問道：「您

在做什麼呢？」他有點得意的回答：「喔，我在修行呢。在修行

佛法呢。」大師點點頭，接著又說：「嗯，讀經很好。但是如果

你修行佛法會更好。」

那人聽完有點納悶兒，心想：「繞塔也不是，讀經也不

是，那該做什麼呢？」正當苦悶時，突然想到：「對了，禪修！

一定是這個了。」趕緊找到一個角落，坐直身體，瞇起眼睛，

開始禪修。沒過多久，大師又出現了，同樣的問題：「您在做什

麼？」他自覺了不起的說：「禪修著呢！」大師緩緩地說：「禪

修很好，不錯，但是，修行佛法的話會更好的。」這下那個人

完全糊塗了。不是繞塔、課誦、甚至不是禪修，那人只好問道：

「上師啊！到底什麼是修行佛法啊？」大師回答：「修行即是斷

捨貪執。」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也跟這個故事的主角一樣，開始修持四

加行的時候，全身酸痛，滿身大汗，還是堅持不懈地修，終於修

完幾十萬遍之後，有人問道：「喔！您修完了四加行，有什麼體

會嗎？」這時我們可能回答：「喔，可辛苦囉！流了好幾公斤的

汗那。」這是一種答案。更好的回答是：「喔，可美妙了！心可

平靜了，真快樂呀！So beautiful！」還可能更高境界的回答

是：「喔！你不會相信的，當時我閉著眼睛呢，眼前出現好多天

女天神，漫天飛舞……」總之說一大堆誰也沒看過的事情。

大部分人的答案差不多就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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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到底這些是修行的徵兆，或者只是像喝醉了，或者

是累過頭，生著悶氣，又不得不做下去而產生的幻覺呢？因此，

修行是在每天生活當中，當煩惱生起時，自己能夠察覺，並且找

到對治法平息煩惱，例如你可能說：「昨天早上九點左右，一個

人讓我好生氣，但是我察覺到了，也知道生氣不好，就想辦法靜

下來。」真正體會佛法，使佛法成為對治法而降伏煩惱，這即是

修行。

很多人以為修持是另外去修一個什麼東西，而與自心分開，

例如慈悲的修持，認為另外要生出一個慈悲，而沒有自心與慈悲

合一，自心成為慈悲的體會。我們以為，我「生出」了一個慈悲

了，好像把旁邊的一個什麼東西拿到手了，因此，沒有思維菩提

心時，菩提心也就不見了。

因此，無論做任何修持，例如慈悲心等，重點是要去體會這

一切即是自心本質的一部分，與自心合為一體。要不然，任何修

持都將無法降伏煩惱。

各位可能覺得我的姿勢與表情愈來愈多。本來我是比較內

斂的，很多人說我不笑，太嚴肅了。因此，今天多一點笑容與動

作，可能各位會有一些不同感受吧。

平時，座中（特定修法時）與座間（日常生活時）分清楚

是很重要的。座中要緊密、專一地修持，例如修止或修觀等。每

日靜坐下座後日常生活時，雖然沒有專一於某個法門的修持，但

因為座中修持的專注與集中，能夠影響到生活當中。例如，早上

修一座法（早課），專注修持，最後發願：「我要將座中的修持

力，帶到一天的生活中。」下座（座間）之後，因為修法時善的

牽引力量，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任何事情與作為，都將融於自心法

界。座間與座中的修持，相互裨益增長。雖然不像說起來這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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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不過，白天生活中就要如此去修持。

晚上要如何修持呢？有一句話說：「以善心入睡，睡眠即

成善；以惡心入睡，睡眠即成惡。」很多人睡前會習慣回想一天

發生的事情，例如：今天做了什麼，明天的計畫等。這段時間很

重要，我們可以反省一天做的善事與惡事，並且發願明天減少惡

行，增長善行。如果能夠在睡前好好反省發願，睡眠也會變成帶

有善心而有意義。

好，不說太多，二十一世紀的習慣，如果停在一個事情上太

久不好。因此，趕快煞車換個檔，繼續向前進吧！

貪愛親眷如水蕩　瞋憎怨敵似火燃

癡昧取捨猶黑暗　離家鄉是佛子行

所謂家鄉，是指自己熟悉、習慣的對象，例如對於熟悉的

親眷生起貪愛，不喜歡的怨敵生起瞋憎等。因此根本在於熟悉，

例如我們不會無緣無故地討厭一個人，一定需要去探究、去明白

討厭他和熟悉的原因。這裡的熟悉，是指一種狹隘的、短視的執

著，由於這種執著，而產生貪瞋等煩惱。由於在我們熟悉的環境

裡，有著更多讓我們執著的對象，因此說我們要「離家鄉」。

要捨棄家鄉，這一點我倒是做到了。但是，如果真的做到如

理如法的離家鄉，照理說，我應該沒有貪心與瞋心了，但是，來

到印度似乎比在藏地的煩惱更多。因此，所謂家鄉，是指內心執

著與煩惱的家鄉。如果無法捨棄內心的執著，僅是離開外在的家

鄉也沒有用。

狹隘短視的偏執，會讓我們變得傲慢無理，而輕忽地斷定善

惡。因此，我們要盡力擦去貪瞋的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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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我們愈熟悉的朋友，愈可能不去看他不為人知的一

面。照顧、關心朋友是應該的，但是不應帶有認為朋友就一定

對，敵人就一定壞的偏執，因為，就算是朋友也會有祕密、也會

犯錯誤。另一方面來說，我們偏執所認定壞透的敵人，也可能有

他的苦處，一定有我們不知道的什麼原因。要不然，他也不會成

為我們的敵人。

因此，就算無法做到平等對待親人與仇人，但至少，我們應

該斷除偏執。

所以這裡「家鄉」指的並不是外在的家鄉，因為就算你問作

者無著賢大師：「您的家鄉在哪兒？」他還是會回答西藏的。外

在的家鄉，可以指那些山石、草木、房子等，是無記的，因此不

會對我們造成傷害。會造成傷害的，是我們的偏執，這是我們要

捨棄的。

遠惡境故惑漸減　離散亂故善自增

心澄於法起定見　依靜處是佛子行

對於一位修持止的禪修行者而言，最重要的即是依止靜處。

如云：「在如法的靜地修持止的禪修，若能精進用功，半年內能

得成就。」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能在半年內得成就，但是很多人確

實做得到。

我個人來說，目前也去不了什麼靜處，最靜的大概就是我的

房間了。因此，所謂靜處，到底是指外在的靜處，還是內心的平

靜，這是要去思維的。

許多人身處僻靜的地方，但內心卻充滿著貪瞋煩惱，事實

上，如此內心的混亂，比外在的誘惑更危險。因為外在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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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亂也只是亂在眼前，但是內在的混亂，卻是在心中。無止盡的

雜念紛飛，造成的痛苦更大。

因此，各位能夠依止靜處者，請盡力去依止。若是不能依止

者，雖然身體無法前往，至少內心要找到靜處。

常伴親友還離別　勤聚財物終棄捐

識客且遺身捨去　捨此世是佛子行

如何分辨什麼是修行？什麼不是修行呢？就看有沒有捨棄世

間八法、捨棄此生。薩迦派離四貪執的教言提到：「貪執此生非行

者。」因為一個貪執今生俗務的人，很難有機會找到真正的快樂。

所謂世間八法，不只是文字上的稱、譏、毀、譽等，我們要

瞭解的是世間八法的癥結，即是盲目的執著，這是我們要斷除的

原因。

很多人很喜歡修持，也好像很認真在修持佛法，但大部分都

是一種逃避痛苦的安慰而已，就好像背痛塗點兒油，按摩一下一

樣。然而真正應該捨棄的東西，例如世間的名聞利養，卻又放不

下，雖然沒有明說，但下意識的、很自然的把俗務當成生活中不

能沒有的一部分；因此，再怎麼努力修持，頂多得到的是短暫的

快樂而已，不會有更深的體會。如同得了癌症，食物的養分首先

讓癌細胞吸收去了，好細胞得不到；而應該對治癌細胞的藥，首

先卻把好細胞給殺了，完全本末倒置。我們放不下執著的修行，

就像如此：該利益的沒利益到，不該捨棄的卻捨棄了。

我們的心，像是一個投影機，放射出來的世間花花綠綠的俗

相，充滿著整片銀幕【電影放映機、投影機所用的是銀幕？】。然

而，佛法的影像，卻空白一片。我們一定要捨棄對俗務執著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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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來生，那麼可以捨棄此生，但是如果沒有來生，要捨

棄此生就會很困難。因此，這就涉及有沒有來世的問題。許多人對

輪迴存疑，同樣也有愈來愈多對輪迴存在的證明，但無論如何，任

何一個人，無論是佛教徒或非佛教徒，在自己最親的朋友往生時，

因為太難過，他們不會相信那位朋友就完全消失了。因此，雖然朋

友過世了，仍舊不斷為朋友祝福祈禱，到墓前獻花說話。這代表什

麼呢？代表我們每一個人內心，其實都期望著有來世，期待著生命

的延續。這並不是佛教特殊的觀點，而是人之常情。

死亡並不是終結，如果相信有來世，生亡二者的痛苦將會減

少，並且充滿希望。我們應該想：生命的結束，不是油盡燈滅，

而是高舉生生不息的光明火炬，照亮前程，也照亮我們的下一

代。如此面對死亡，將不再害怕。很多事情發生是跟我們的觀念

和環境有關。事實上，有生才有死，因此，如果認為死亡是一件

可怕的事情，那麼我們應該對出生也感到憤恨才是。但是，我們

並沒有這麼做，我們反而大肆地慶祝出生。因此，雖然死亡的確

是人生中的一大轉變，但如果我們換個思想角度，把死亡當成是

一個嶄新的開始，有新的願望，新的機會，那麼死亡也是值得慶

祝的。 （全文完）

註：此處法王所指，有生則有死，在因緣法則之下有其因果關係，為一自然現象，

死亡並非終結，亦無需貪生怕死，盲目地對死亡產生恐懼與擔憂。然而對於人

為刻意所造成的死亡，如自殺等事，則不僅已違犯不殺生與不傷害之佛陀教

誡，若只為逃避煩惱痛苦而認為一死了之，更屬不智，此舉非但不能解決自身

之煩惱痛苦，反而更造下惡業，終需承受輪迴苦果！讀者當知！

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於印度帝洛普尼眾佛學院開示
本文摘錄自《善報》二○○七年秋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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