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心的修法４－２

首先，发菩提心，为了天下所有众生离苦得乐，我们发誓成佛，为了成佛，我们今天来
入理如法的学习共修。

本课我们是分两次学习，讲的是菩提心的７种因果窍决的修法――知母、念恩、报恩、
慈、悲、利他的决心（增上意乐）、菩提心。前前是因，后后是果。这就是窍决。此
外，上师最后总结强调我们一生修行中非常重要的三点：内心常想成佛、身体尽量利益
众生、了知一切苦都像是做梦。

前面三个（知母、念恩、报恩）上堂课我们已经学过了，今天我们学习剩下的四个。

四、慈：

这里的慈和我们以前讲的慈的意思有点区别，这里的慈的意思是通过前面三个修
法，看任何人很顺眼，看着都可爱。随时可以对他们发慈悲心。平时，父母儿女或
者是朋友，对自己有恩的人，自然是希望他们好。但是，我们通过修行后，要做到
对自己不好的人、甚至仇人、或者动物，看着也是可爱，希望他快乐。那种希望仇
人受苦，希望恶人有恶报的心也没有了，发慈悲心的障碍就没有了。

五、悲：

在所有众生都可爱顺眼的情况下，希望所有众生远离痛苦的心愿比较容易升起。如
果前面修的好的话，那么这种心愿就会强烈，稳固，就能够发自内心的，衷心的希
望众生远离痛苦，就像宗喀巴大师讲的一样，看到任何众生（包括仇人），自然就
可以产生慈悲心。

小结：

这以上这五个修法，前后都有因果关系。知母念恩修的好，报恩的心不会难；所有
众生在我们眼里变得很可爱，至少不会很讨厌，如果有机会，一定会去做。因为有
前面的可爱，就会很容易有后面希望他离苦的愿望。这样，大悲心算是成功了。

大乘菩萨，把所有众生当着母亲来对待，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修了慈悲心后，不
管过去他如何不好，都会有一颗希望他远离一切苦的真诚心；且只要有机会，一定
会帮助他。在这个基础上修菩提心，就比较容易了。

六、增上意乐：

慈悲心仅仅是一个愿望。增上意乐，是在希望他离苦得乐的心愿上，更进一步：还
要为了他们离苦得乐承担责任，就是下定决心去利他——这就又上升了一个高度。如
果慈悲修的深入，特别是大悲心修的好，自然会有要做事情的行动。

七、菩提心：真实的菩提心。如何让所有众生离苦得乐呢，这就需要智慧的选择。神
通、金钱、权利等等都是可以利益众生，却只是短暂的利益，不能从根本上让众生离苦
得乐，所以不是智慧的选择。只有成佛，才能完成这个工作，所以我现在就开始为成佛
而奋斗。

小结：

通过７种不同的修法，最后目标是为了成佛，成佛是最彻底的利他。这种想法是比
较容易，即便不修我们偶尔都会有，但是没有一步步修，会不稳固。听课、做功



课、打坐等等，这些过程比较枯燥，但是必须要有枯燥的过程，才有这样的结果。

如果为了满足现世欲望，设计出一个轻轻松松过程，可能得不到好的结果。就像体
育运动员或者舞蹈演员，他们的锻炼方法都很枯燥痛苦，但是会出成绩。学佛也是
一样，若干为了满足现世虚荣心来设计，不会有成果，不会有超越。

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挑战，佛教也是有选择的，比如为了享受人天现世来世的快
乐，就可以做一些善事，打打坐，也行。

我们选择成佛这条路，是最珍贵最真实的路，需要挑战的路，要吃苦，才能有结
果，不想吃苦，是另外的路，结果是不一样的。不想选也是可以的。但是人生难
得，修菩提道，才是最好的选择。我们不抓住机会，会很可惜。

没有假装，造作，发自内心诚心实意的为众生离苦得乐。这就已经有了标准的菩提
心了。

只是希望他们离苦得乐，但我不想付出，不是菩提心。

我想成佛，也愿意付出，但是目标是为了自己，也不是菩提心。

菩提心的标准：

一是诚心实意希望众生离苦得乐；

二是希望能够为了利益众生成佛。

正反分析：

物质上帮助别人，可以解决这个人的衣食住行，但是不能解决所有困难和精
神上的需求；权利也是一样，世俗很多的帮助、做善事都是一样，都是短暂
的不圆满的。最圆满的是为了众生发誓成佛。

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众生当着父母一样看待，但为了他们，我愿意成佛。这样
才能确定自己有了菩提心了。用功的话，也不是很难。

也许有人会说，我现在就可以了。但是偶尔有一点菩提心的念头，是不稳定
的，经不起自私自利的考验。

如果是一步步修行锻炼来的，为了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决心，是不会改变
的，是完全经得起考验的。有把握的时候，我们就是菩萨了，已经进入了大
乘的修行道。这是我们此生最大的收获。超过念咒、布施、打坐、做义工。
菩提心成功了，就是很好的基础，以后做任何事情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大。菩
提心成功了，一切都成功了，菩提心失败了，全部都失败了。所以，要用一
段时间，放下一切，专修菩提心。

总结：三个方面目标：

１、心永恒常常想成佛，想证悟菩提、空性。

２、身体，尽量做利益他人的事，从身边人做起，从工作生活中开始。

３、一切苦乐都像是做梦似的，都会过去，世俗范围，得到再多，也就是一场梦。
这就是大乘佛教的修行。

讨论题：

１、简述菩提心的七个修法中，前面是因，后面是果，如何次第修行？

２、慈、悲的修法在这里是因果关系，和平时我们理解的慈悲有什么不一样？

３、菩提心的标准是什么？



以上内容整理于 幕布文档

４、通过学习，你觉得这七个修法中最难的环节是什么？

５、自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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