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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座思维的三个阶段： 

1. 了解，观察无暇的四个方面：环境，身体(身心)，痛苦，寿
命。 

2. 比较我和无暇的四个方面：环境，身体(身心)，痛苦，寿
命。 

3. 得出结论：我的人身非常非常宝贵，我得到了修行的机会，
这绝不是偶然的，可谓是来之不易，千百万劫难逢难遇。我
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的人身，要感受到自己的幸运。如果我
不珍惜的话，有一天我也有可能失去这一切，那时候想修行
也没有办法了。我一定要抓紧时间认真修行，要把自己的生
命做到有意义。 

以上这个思维框架可以用在人身难得的二十四个修法上。 
 

有的时候打坐很疲劳，思考多了心很疲劳不想修不想思维，这时
可以静下来，心里放空，把所有的念头都清空。我们心里没有任
何的杂念，静下来的时候就是一片空白，和平时发呆的时候是一
样的，可以用两三分钟休息一下。休息完了自然会产生念头，那
不要让它产生其他的念头，要继续去思考前面讲的这些。 
 

通过修人身难得了解生命的价值： 

1. 这一生中我们应该做什么，追求什么，往什么方向努力？ 

o 我们为了工作都很忙，为什么要工作呢？为了赚钱。为
什么要赚钱呢？为了生存。生存是为了什么呢？如果生
存就是为了生存，那和动物是差不多的，生存是没有目
标的。这种生活是空虚无聊的，甚至很痛苦。 

o 我们生存的目标应该是选择用修行来提升生命，净化心
灵，了脱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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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只知道工作赚钱而不懂修行是一个极端，不上班不工作
大家都去修行也不现实。 

2. 我们从释迦牟尼佛的思想教育中吸收一些智慧，作为我们生
活的标准；也要把佛陀的智慧作为人生的目标，这样我们生
生世世都有目标和方向，这样的人生很幸福且有意义。 

任何一个思考/思维都需要在很平静的状态中进行，平时走路开车
也可以思维，但在这种比较浮躁的状态下想不出很深的道理，效
果不是很好。所以一定需要打坐思维，把自己封闭起来专门打
坐，在这种封闭式的训练时我们的心比较能静下来，效果才比较
好。当在座上思维的比较好，训练的比较成功时，可以在工作生
活中随时思考。 
 

修人身难得的重要性： 

如《华严经》中讲，我们了解的世界特别渺小。从一个光年之外
看我们的整个宇宙，也不过就是晚上见到的无数星星之中的一
个。太阳系和地球就更渺小了，我们人就更渺小了。我们没有诞
生之前世界是怎么样我们也不了解，书本上讲的历史也不过是几
万年，我们知道的特别少，非常有局限性。我们在此局限性的基
础上做是非判断从而建立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就会更有错误更有
漏洞。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渺小和局限性，不了解生命的真相，也
不懂得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通过人身难得这样的学习和训练，我们可以了解生命是非常难得
和珍贵的。通过闻思修行佛法可以纠正错误的观念，从而断除生
老病死。但前提条件是我们要明白人身难得，否则我们一定会在
吃喝玩乐中荒废，特别可惜。所以佛第一步就让我们了解自己的
生命，了解之后我们自己就知道该做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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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难得虽然是很基础的修法，但它是我们修行的动力。在学佛
的道路上我们也会懒惰懈怠，但只要想到人身有多难得，立即就
提醒自己，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浪费，这一生的时间，每分每
秒都很难得，我不应该荒废和浪费时间。 
 

修行能否成功，就要看这些基础的训练，如果人身难得这样基础
的训练做得好，那么在修行的路上会成功的。如果这些基础训练
没有做好，那么慢慢的会对修行失去兴趣，修行会失败。 
 

修行与生活 

• 修行刚开始是比较枯燥的，会有点难。修行和生活有一点矛
盾，修行不是生活，生活不是修行。 

• 稍微有一点收获的时候，这时候打坐修行不是枯燥的功课，
不是压力，能感觉到修行非常有意思、特别幸福快乐。 

• 修行修的比较好的时候，生活也可以作为修行的一部分，修
行也可以作为生活的一部分。通过正规的闭关打坐训练，可
以做到生活和修行的圆融。 

• 一开始打坐可能有些枯燥，就不想修行，但我们赚钱工作也
是很辛苦的，为了生存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压力和痛苦。那
为了解脱我们也要接受修行的枯燥。只要有这样的勇气，我
们的修行一定会成功的。 

 

旁生 

慧灯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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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生也是一样，根本没有修行和解脱的概念，所以不会有修行的
机会。 

大圆满前行： 

旁生：如果转为旁生，那么遭受被人役使及相互残害的痛苦，也
没有修法时机。 

前行广释： 

如果转为旁生，不论是海里的鱼虾，还是陆地上的牛马，都会遭
受被人役使或相互残害的痛苦，也没有修法时机。佛经中云：
“更互恒怀怖害心，常欲展转相食啖，于旁生中受斯苦，此处岂
能闻正法？” 

前行备忘录： 

旁生的处所，大多数是在各洲中间漆黑的处所，连自己的手伸缩
也不见的处所中。身者，各类鱼和鲸鱼，绕须弥山王三圈等形
相，小的微尘和针尖等形相。苦者，总的呆而愚痴，于取舍处愚
蒙。特别地，有大的吞小的，小的直穿大的体内，把它充当住
处、衣服，有无量吞啖之苦。 
 

环境： 

大多数旁生住在洲岛之间的海域。阳光照不到，漆黑一片，伸手
不见五指，这是愚痴的表征。（前行备忘录讲记 - 益西彭措堪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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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分》说：“与诸人天共同依止，无别处所。”《俱舍
释》云：“旁生谓诸水陆空行，其处根本是谓大海，余者皆从大
海散出。”】 

《本地分》说：旁生和人天共处，此外没有其余的处所。《俱舍
论自释》说：旁生就是指水陆空行，其根本处所就是大海，其余
旁生都是从大海中流散出来的。人类的肉眼看不见天人、修罗、
地狱、饿鬼，而旁生则和人同居一处，空中有飞禽，地上有走
兽，江河湖海中有水族，旁生和人生存在同一个器世界当中。
《新婆沙论》中说：旁生本来的依处是在大海之中，后来流转，
遍在诸趣当中。（菩提道次第广论讲记三 - 益西彭措堪布） 
 

身体： 

这里的旁生太多了，大大小小、千奇万状，大的能绕须弥山三
圈，小的像针眼、微尘等那么小。下至微末的水生物，上到极庞
大的水族，数量非常多。（前行备忘录讲记 - 益西彭措堪布） 
 

痛苦： 

苦中分总苦和别苦，总的要看到特别呆。好一点的在陆地上、山
里面，或者跟人共住，这是灵性大一些的，其他在海里的都非常
呆钝，连一点点都不会了解。它们处在严重的智障中，比人间的
痴呆儿弱智百千倍。这种状况，哪里能分别法义呢？因此完全成
为愚蒙状态。对于应取什么善、舍什么恶，根本不会了解，更何
况去辨别有没有我，万法是不是空性等等，那更是天方夜谭了。
以它们的灵性来看，距离太远了，不晓得要多少百千万年后才能
得人身，恢复人的智能，由此才能趣入法。从这里要看到，它们
有特别深的异熟报障。再者，海洋里是战场，大吃小，小吃大，
小的直接穿过大的体内，把它的身体当住处、衣服，处处存在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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啖的苦，所以心识不得安宁，时时处在恐慌中。（前行备忘录讲
记 - 益西彭措堪布） 
 

【思惟旁生苦者，谓旁生中诸羸劣者，为诸强力之所杀害。又为
人天资生之具，自无自在，为他驱驰，遭其伤杀挞打损恼。】 

《本地分》中宣说了旁生的两类痛苦，即互相残害苦和无自在
苦。这一段思惟旁生的痛苦，就是从这两方面思惟。其中，第一
句是宣说互相残害苦，第二句是讲无自在苦。思惟旁生的痛苦，
即旁生中那些弱小的旁生被诸强力的旁生所杀害，感受种种相残
之苦。而且，旁生作为人天资生的工具，自己毫无自在，被人天
役使、驱驰，遭受损伤、宰杀、鞭打等损恼。 
 

互相残害苦，主要指野生动物所受的苦；无自在苦，主要是家畜
所受之苦。在野生动物的王国中，弱肉强食，弱小的旁生常被猛
兽猎食，所以它们恒时处在惶恐不安之中，生命没有一点保障。
即便稍停休息，喝水吃草，都要十分警觉，时刻提防猛兽的袭
击。稍有松懈，就会被猛兽吞食，血肉淋漓，最终只剩一副骨
架。 
 

所有的家畜都是人天资生的工具，比如，人类饲养家畜，或为食
或为药，或取其皮毛作衣服，这些猪马牛羊，毫无自在，一生受
人驱使，要感受挤奶、驮运、阉割、穿鼻、耕地等役使之苦，在
此期间还有鞭打足踢等伤害，几乎所有家畜最后都被宰杀，成为
人们盘中的美餐。它们像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劳改犯，一直到死都
是被人役使，没有半点自由。我们能够安居乐业，身心自由，食
睡诸行都很自在，确实比旁生幸运得多。 
 

《亲友书》也说：在旁生趣当中，要遭受杀害、系缚、鞭打等各
种痛苦，这些远离寂灭之因——清净善法的旁生，心识愚蒙，互
相吞食，性情非常暴恶不调顺。有些旁生因为身支可以供人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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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猎杀、屠戳，譬如，有的因为珍珠、毛骨、皮肉等被人杀
死，有的因为可以被人劳作、驱驰、运载而受苦，这些旁生没有
自在的缘故，被主人驱使，分别被主人用脚、手、皮鞭、铁钩、
木棒等打挞。 
 

旁生以恶业的障碍，受生为旁生的根身，心识极其愚蒙，不能知
言解义，所以不堪为道器。譬如，对旁生宣讲佛法，除了极个别
宿世具善根的之外，确实都似对牛弹琴，它们心识暗钝，无法听
懂，更不能思惟分析，所以无法领纳法义而趣入修行。譬如，人
类中因为满业不善，有的人生来弱智，即便一句简单的话也表达
不清，没有记忆、计算、推理、抉择等基本的思惟能力，他的智
力固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老师纵然使尽浑身招术，也无法让
他超越这个水平。和弱智者相比，旁生根器更劣。譬如，我们在
十分钟内所说的佛法，旁生一辈子也不会明了，更不可能照此行
持。再如，让它念“阿弥陀佛”，也是有口难念。所以极其愚
痴，不堪为修道的法器。 
 

旁生的痛苦还有以下几类，有些生在黑暗和水中，也老死在黑暗
和水中（譬如，有些生活在不见阳光的岛屿上，从出生到老死，
都处在黑暗之中，连自己肢体也见不到，极其痛苦），有些感受
负重疲劳之苦，有些感受耕耘之苦，有些感受剪毛之苦，有些感
受强迫驱使之苦，又有感受以各种杀害方法苦恼而宰杀之苦，又
有遭受饥饿、干渴、寒冷、炎热等逼恼之苦，又有被猎人多方恼
害之苦。（菩提道次第广论讲记三 - 益西彭措堪布） 
 

寿命： 

三恶趣当中，旁生算是比较好的，可一旦转生为旁生，感受痛苦
的时间也相当漫长。从前给孤独长者为佛建造精舍，佛看着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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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蚂蚁，对给孤独长者说：“此蚁自毗婆尸佛出世已来，已经历
七佛，至今还堕落为蚁身。”还有，舍利子曾入三昧，观察一只
鸽子的过去和未来，发现它八万大劫来常作鸽身，八万大劫后也
未免鸽身，一直看不到前际后际。佛告舍利子：“此鸽除诸声
闻、辟支佛所知齐限，复于恒河沙等大劫中常作鸽身，罪讫得
出。轮转五道中，后得为人，经五百世中，乃得利根。”旁生得
人身都如此之难，何况饿鬼和地狱众生了？因此，一旦堕入三恶
趣中，不仅仅是一世两世，乃至无数劫都闻不到佛法，闻不到佛
法就解脱不了，解脱不了的话，将沉溺于轮回苦海遥遥无期。
（前行广释-索达吉堪布） 
 

旁生的寿量，《俱舍论》说：“旁生寿量长达一劫。”就是指旁
生中寿量最长的可以达到一劫，譬如持地龙王、伊钵罗龙等。寿
量短者则无固定，寿命极短的如蜉蝣之虫，朝生暮死，寿命不过
一天。中间的长短难以尽述。（菩提道次第广论讲记三 - 益西彭
措堪布） 
 

对比： 

现在我多么幸运，没有生为水族，脱离了旁生无暇。得了人身，
心识堪能，听法后能很快了解，超过旁生百千万亿倍，所以要好
好珍惜。否则一旦堕为旁生，何时能再修法呢？这样对比就知
道，人身特别难得可贵，一定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前行备忘
录讲记 - 益西彭措堪布） 
 

我们想想现在人道的痛苦，真正思维一下，和旁生的痛苦没法
比。我们在世间当中有点违缘、有点不顺，感觉修法的痛苦时，
想一想三恶趣的这些有情，就有动力修持了。如果真的到了那个
阶段，你想要磕头也没办法，没有时间、也生不起这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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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修行也没办法修；想要闻思更加没有机会。（前行广释第 15
课辅导资料） 
 
 
 
 

边地： 

 

慧灯之光： 

无论在哪里，凡是没有佛教、没有正知正见的地方，都叫做边
地。我们这一生虽然没有投生到地狱、饿鬼或旁生道，但如果投
生于边地，则仍然没有修行的机会。因为边地中没有三宝，也没
有佛法的存在，当然也就没有修行的概念。 

大圆满前行： 

所谓的蔑戾车，即是据说有罗卡查等的三十二个边鄙地，以及说
损恼为法的蔑戾车法轨，视杀生为善的这些。诸边鄙地蔑戾车也
是自性为：虽有人一样的色身，然而识不堪用，故转不到正法方
面。娶母为妻等，因随行自己父祖恶规的缘故，与随法而行相
违，对于杀生狩猎等不善的技艺特别擅长，而唯行罪恶，故多数
死后无间堕入恶趣。故为无暇之处。 

菩提道次第广论： 

边地与中土皆分地域与佛法两种。“地域中土”指印度金刚座，
其为贤劫千佛成佛之处，此外名“地域边地”。此处是从佛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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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与边地而言，有四众游行之处，即是“佛法中土”；无四众游
行之处，即是“佛法边地”。生于边地则无缘闻法，故无法了知
取舍之处。 

前行备忘录： 

生在边鄙地没有一点正法，从小熏习邪法，一生几十年不断地增
长邪习气，崇奉杀生、偷盗、邪淫等等。在这种情形下，一点都
转不到正法上，所以完全是无暇。自己要思维：在没有佛法的地
方，不断地熏习邪法，最后心串习坚固，一点点趣向正法的可能
性也没有，而且，以这种缘起，死后多数堕入恶趣。我现在多么
有幸，没生在边鄙地，生在正法兴盛的中土，处处受正法的熏
陶，这是多么难得可贵！所以要特别珍惜眼下的因缘。 
 

前行广释： 

假设转生在佛教不兴盛的边鄙地方，那里无有教法、证法，也没
有佛教的四众弟子，因而不会有修法的机会。 

现在有些城市中，连三宝的名号也不知道，佛与神都分不清楚，
尤其是汉地个别偏僻地方，对佛教一无所知，许多思维方式非常
可怕，根本没有取舍因果的概念。如果转生到那里，肯定无缘修
行正法。 
 

包括在座的有些道友，自己家乡没有佛教，可以称之为边鄙地
方，你家里若出一个出家人，觉得给整个种姓带来耻辱。本来按
理讲，你的家族世世代代造恶业，好不容易有个出家人，应像得
到如意宝一样欢喜，正如古大德所说：“一子出家，九族升
天。”所有的亲人都蒙受利益。可是他们有一些颠倒观念，认
为：“我女儿出家了，回来时千万别剃着光头啊！如果能回家过



 

11 
 

年，可不可以留些头发？短一点也可以。不然，我在别人面前实
在抬不起头来。”这就是所谓的边地。佛经中也说：“生在边方
鄙恶处，耳不曾闻说法声，无识恒居蔑戾车，此处岂能闻正
法？” 
 

古印度有很多不信佛教的边地，根据地方不同，可分为罗卡查族
等 32 种。世间上有许多部落、民族根本不信仰佛教，不但不信
仰，反而还有各种陋习。例如，边陲异教的教徒们，声称损害为
正法，视杀生为善业，对神明杀生祭祀，把损害众生视为解脱。 

佛陀在经中说：“损害他众非沙门。”而其他宗教的教义跟佛教
不相同。譬如，《圣经》中说，因为百姓放肆，上帝在发怒的时
候，杀死了一千人、三千人乃至十万人等等。还有些宗教的经典
中说：“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不信道者），就在哪里杀戮他
们。” 
 

外道推崇杀生祭祀，这些边地的野蛮人，虽然外表有脚有头，看
起来是人相，但内心顽固不化，根本不能转向正法方面。尤其是
汉地很多大城市，虽然兴旺发达、极其繁华，但造恶业十分严
重，这些地方均可称为“边地”。你们不要认为边地就是经济落
后、偏僻边远的农村，像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肯定不是。其实，
边地分为佛法边地和地界边地，印度以外的地方是地界边地，而
四众弟子不具足，或者即使具足但对其身心无有利益的地方，就
叫佛法边地。因此，有些大城市的人，身上穿得特别光鲜、口中
吃得特别高档，可若对佛教一无所知，也可以称为“边鄙人”。 
 

在边鄙地方，有许多行为与正法背道而驰，甚至还有娶母为妻等
恶习陋规。像印度东部的一些地方，到目前为止，此类现象仍屡
见不鲜。在 2006 年，有一个叫罗宾的人，听从山神指示，与母亲
完婚。据悉，他母亲攀登拉克什米山时跌落下来，因此，认为山
神一定是在惩罚她。她一直祈祷，三个月以后，山神入梦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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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若能与自己的儿子结婚，婚姻会消除她的灾难。于是她询问
十多岁的儿子，儿子同意了这门婚事。之后，二人在四百多人的
村子里举行了婚礼。对此，当地一名人类学家说：“这种情况并
不稀奇，对于当地人而言，经常会发生和树、狗或其他动植物结
婚的现象。”  
 

边鄙地方的人，形象上跟人一样，但行为违背正法、违背伦理，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所以，他们信仰佛教、如理修行真的相当
难得。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行善是一种迷信，学佛是一种逃避，
无恶不作才合情合理。他们对杀生、狩猎等不善业的伎俩极为擅
长，所作所为全部是在造恶业。有时候看来，不要说一生造业堕
入恶趣，仅仅是吃一顿饭，也能让有些人在恶趣中多生累劫爬不
出来。尤其是许多有钱人，造的恶业更为可怕，每顿饭要求很
高，有点肉食还不够，还要吃活鲤鱼、龙虾、穿山甲、猴脑等
等。其实，地狱并不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一到了饭店，它已
经在人间上演了。那些美女和帅哥就是阎罗狱卒，他们一个个牙
齿上滴着鲜血，只有动物的鲜血才能让他们满足，为了一时的口
腹之欲，无数众生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过去，虽然没有高楼大厦，但人们过得快快乐乐，有一种慈悲
心，有一种满足感。而现在无有头脑的人，对造恶业随波逐流，
一切的一切只有毁于一旦。其实，人们津津乐道的现代化、工业
化、科技化，背后隐藏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文道德退
失……这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应该反反复
复地思考。假如你始终跟不信因果的断见派同流合污，到了最后
恐怕会后悔莫及。 
 

总而言之，边地对不善业极为擅长，所作所为全部是在造恶业，
因此，他们中的多数人死后立即堕入恶趣。由此可见，边地纯属
无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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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广释辅导： 

所谓边陲异教，即边地。有的边地的确是很偏远的地方，现在中
国也有很多偏僻的地方，基本上看不到三宝或者根本不知道佛
法。一方面地方很偏僻，一方面的确也没有佛法。世界上还有些
离我们现在很远的地方，也有很多的异教。有些异教可能不是偏
僻的，大城市中可能也会有这些情况出现。 
 

这些异教徒们声称“损害是正法”，意思是觉得“杀生”是正
法，比如杀害众生祭祀天尊，他们觉得这就是正法。如果行持祭
祀就可以升天或得到本尊的欢喜摄受，最后得到梵天等的果位，
因此他们认为损害众生是正法、杀生是善业。还有一些极端的外
道，声称如果能够把异教徒杀死的功德很大，甚至还有一些教徒
认为能够把佛教的高僧大德杀死功德非常大。他们觉得像这样去
“损害其他人、旁生等众生”就是正法，认为杀生是个善业，现
在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宗派。 
 

所有这些边鄙地的野蛮人，虽然外表看起来是人相，但内心顽固
不化，根本不能转向正法方面。这里讲的外道有些纯粹是以分别
念思维的，有些是以有漏的神通。以前我们学其它的教义比如中
观，也会分析很多外道的观点，他们会做很多奇特的苦行，通过
修禅定也得到一些神通，但这些神通其实是有限的，看不到更远
的前因后果。比如通过神通看到牛升天了，是什么原因呢？牛以
前吃草，因为外道看不圆满，就会认为吃草可以升天，从而去做
一些吃草的行为。 
 

这些边地的野蛮人外表看起来都是人相，但是内心顽固不化、没
有慈悲心，或内心当中所谓的“爱和慈悲”都有偏袒。有时候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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袒于亲友，对不是亲友的人经常打击损害；有些则偏袒自己的民
族、教派；有些人的爱只限于人类；有些人的爱只限于亲属；有
些爱只限于自己的部落等等。如果有这样偏袒的话，越爱自己的
一方，对其他所谓的怨敌就会越加伤害。因为对自方的爱越重，
如果谁伤害他，对对方的恨也越重。像这样内心顽固不化，这样
的爱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普通人可能只是为了衣食住行，有时候需要杀生、做一些损害他
人的事。但是如果把他教派化了、成了宗教，就会系统地去宣传
这些东西。通过很多理论，深入这种观点。这个时候外道还是非
常可怕的。虽然有一些普通人可能会有一些烦恼，但有一些外
道，尤其是有一些理论的外道，他们学了这套理论之后，不太容
易改变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还有一些地方，清明节（今天是
清明节）通过杀生的方式来祭祖先，也是不好的恶习陋规。 
 

在丹麦、挪威的一些地方也是一样的，有一个仪式叫成人礼，当
长大的时候，必须要去杀鲸鱼。我们看过一些视频、图片，整个
海滩、海湾都是红的血，杀很多众生，非常残忍。他们觉得这是
一个很好的规矩，举行成人礼的时候都要去杀死鲸鱼，觉得长大
了、变成男子汉了。别人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凶残的事情，但是他
们不认为这很凶残，反而觉得很好，表示一个人长大成人了。这
些都算是恶习陋规，把自己的安乐建立在其它众生生命的基础
上。很多的所做所为都是和如法的行为背道而驰的。对于杀生、
狩猎等不善业的伎俩却极为擅长，所作所为全部是在造恶业。对
于如法的行为不做，真正应该取舍的业因果不做。 
 

有些人很精通怎么杀生，很精通钓鱼，甚至还有专门出书教钓鱼
的，电视台专门有钓鱼的频道，里面播钓鱼的技巧、推销钓鱼的
东西、举办钓鱼的比赛等等。像这样的话：狩猎、钓鱼、杀生，
没有感觉这些都是恶业。还有很多杀生的人，杀生的手法特别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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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比如杀黄鳝，首先夹住，然后敲晕钉在钉子上，用刀一下子
就把整个肚子划开，把骨头剃出来，然后割成几段放到热水里就
可以做菜了，手法特别熟练。如果让他供曼茶，可能怎么也搞不
好；让他去磕头，可能很笨拙。但是做这些杀生的事情却非常熟
练，而且很有兴趣，坐在里面几个小时不动都可以。如果让他去
坐一个小时听法，可能坐不住的。内心当中缺乏善根习气，的确
是很可怕的。有很多不善业的伎俩却极为擅长。 
 

其实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内心当中不断地在累积恶业，后世恶
趣痛苦的习气也是每分每秒都在内心当中不断地积累。想想死的
时候，的确非常可怕，而且根本没有忏悔，是非常欢喜地在做这
些恶业。因此，他们中的多数人死后立即堕于恶趣。绝大多数人
死后都会立刻堕于恶趣，即便没有立刻堕恶趣，但是以后也会堕
恶趣。一但堕了恶趣之后，想要再起来那就非常困难了。很多地
方讲暇满人身时说，其它有情死了之后马上转人身，也许有这个
可能，但是非常困难；人死了之后继续转投人身的几率也是非常
低的。 
 

环境： 

没有佛教（佛法、佛的四众弟子、闻思修）、没有正知正见的地

方。“据说有罗卡查族等共三十二种边地。边陲异教的教徒们声
称损害为正法，视杀生为善业。” 

尤其是汉地很多大城市，虽然兴旺发达、极其繁华，但造恶业十

分严重，这些地方均可称为“边地”。你们不要认为边地就是经

济落后、偏僻边远的农村，像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肯定不是。其

实，边地分为佛法边地和地界边地，印度以外的地方是地界边

地，而四众弟子不具足，或者即使具足但对其身心无有利益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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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就叫佛法边地。因此，有些大城市的人，身上穿得特别光

鲜、口中吃得特别高档，可若对佛教一无所知，也可以称为“边

鄙人”。 

身心： 

所有这些边鄙地的野蛮人，外表看起来是人相。 

痛苦： 

因为边地中没有三宝，也没有佛法的存在，当然也就没有修行的

概念。“内心顽固不化，根本不能转向正法方面。又有随行娶母

为妻等自己祖辈所传下的恶习陋规，与如法行为背道而驰，反而

对于杀生、狩猎等不善业的伎俩却极为擅长，所作所为全部是在
造恶业。因此，他们中的多数人死后立即堕于恶趣。 

寿命： 

寿命为人寿，但边地的多数人死后立即堕入恶趣，想要从恶趣中

脱离而再得人身就遥遥无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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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 旁生具体有哪些痛苦？ 

2. 为什么一旦堕入旁生道，根本不会有修法的机会？ 

3. 什么才是真正的边地？你所居住的地方属于边地吗？请说明
理由。 

4. 生在边地的人们身心状况是如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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