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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发菩提心 

      . 上一節課我们讲了菩提心的功德.今天准备讲菩提心的修法. 



首先我们听课前,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听课？为什么要发菩提心？ 

为什么要修五加行？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能够让天下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然后就是为了能够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首先我

们自己要成佛. 

因为如果不成佛的话,那我们现在就是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必须要成佛,成了佛以后才能够让

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我们要下定决心要成佛.那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听课. 

然后就一步一步地修.就是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决心.首先大家这样子发菩提心. 

3.菩提心功德的重要性 

虽然是上一節課讲了菩提心的功德,但是讲得非常的简单. 

没有展开地讲所以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大家自己去阅读《华严经 》.还有相关的很多很

多的大乘佛教的这些经典都有讲菩提心的功德,慈悲心的功德.必須要去看. 

我们为什么要修这些法.修了以后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修这些有什么样的功德 

这些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这些不了解的话,那我们修行就是没有动力.去了解这些功德 非常的

重要. 

佛在大乘佛教的佛经就讲了四个不可思议的功德. 

不可思议的功德当中有两个是跟菩提心有关系： 

   1.就是菩提心,发菩提心是不可思议的功德. 

   2.就是對所有的众生發慈悲四無量心. 

發菩提心是非常的重要.在大乘佛教里如果不发菩提心,那就沒办法修大乘佛教.所以要高度

地重視,特別重要. 

4.菩提心的修法 

菩提心的修法当中,有比較简单的,还有一些比較复杂一點的. 



菩提心的修法在理論上大家都比較明白,但是如果我们沒有去实实在在地去修,那么就是仅

仅是在理論上明白了,那也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们这一次一定要認認真真在半年的時間當中修菩提心. 

在半年当中,就先不考慮去做其他的功課,就是把全部的精力放在菩提心的修法上面. 

如果半年過去以后,还没有标准的菩提心,那也应该是一个比較好的開始,一個很好的鋪垫.在

這基础上努力的話,应该會有幫助. 

5.略說七重因果的菩提心修法 

一般的藏傳佛教里面的菩提心的修法,大部份的修法就是通過阿底峽尊者傳下来的. 

这种菩提心的修法就是知母、念恩、报恩. 

(一)知母 

首先是知道所有的众生曾经是我們的父母. 

每一个人,每一条生命都曾經做过我们的父母.這是建立在前世后世,輪回理念的基础

上. 

如果沒有搞明白輪回、前世后世,還是半信半疑,那就沒有办法去修知母念恩报恩. 

(二)念恩 

知母修好以后,然后去回忆母亲对我们的这种恩德,对我们的付出.去思考思維,這叫作

念恩. 

     (三) 报恩 

既然母親對我们有這么大的恩德,光是知道還不夠,我们应该报恩. 

在知母念恩报恩這三個基础上,然后再修其他的菩提心修法.前后有七個環節七個阶段. 

這叫做七個七因果. 

前后都是因果,前面都是因,后面都是果. 

然后通过七个因果的修法來修菩提心.是最广最全面的一種修法. 

6. 四無量心修法 

上師說先不講知母念恩报恩的這些修法. 

先通過另外一种方法來修,也是可以修慈悲心.慈悲心修出來了以后,菩提心就容易了. 

我们要通過方方面面來修菩提心,这样成功的概率就是比較高. 



所以我們要学会好几种修法,学会了以后每个修法都要去用.在不同的修法当中可以选对自

己特別适合的一种修法去修.不一定所有的修法都要去修. 

先修慈悲比較适合以下這些人：1.對輪迴的問題还没有搞明的人. 

                                                       2.对一个因為过去的业力或者是這一生的客觀原因，就是       

                                                           因为父母、母親的关系不是很好的人. 

因为這样子的人也比較多,修慈悲心比較适合他們.因為他們不需要先去修过去,前世來世都

先不需要思考思維,直接修大悲心就可以了. 

但是比較全面完整的修法就是七因果這修法最好. 

首先修菩提心的話,菩提心的基础就是四无量心. 

如果沒有四无量心,那菩提心是沒办法修的. 

所以修菩提心之前,是必須要修四无量心. 

6.1 慈无量心 

      四無量心,四都要一个一个地修.這是最完整的.简单一點的話那就是修慈和悲,或者只是    

修悲心. 

四无量心当中的慈无量心就是愿天下所有的生命,所有的众生拥有幸福快樂. 

這种心愿就叫作慈,這心愿必須要发自内心的希望一切众生,不分任何的界线、信仰、种族

等等. 

願不仅仅是全世界,是愿全天下的所有的众生都能拥有幸福快乐. 

无量心就是主要的两原因： 

1. 因為我们修慈悲心的時候,這個慈悲的对象不是几个人或者是几百个人,是所有的众

生,也不仅仅是人类,就是所有的众生. 

那么众生是沒有数量.眾生的数量就是無穷无尽,就是无边的.所以就是无量. 

因為修慈悲的对象是无量的众生,所以就是叫作无量心. 

2. 它的功德也是无量的 

我们修慈悲心的对象越多,那么功德是越大.這功德是沒有办法衡量是无量. 

所以以这两个原因,就叫四无量心. 

6.2 悲无量心 

      就是发自内心,誠心意的希望天下所有的众生都能夠远离所有的痛苦.  

希望所有的众生都沒有任何的痛苦,离苦得樂. 



希望離苦,就是悲,悲无量.希望得乐,就是慈. 

慈和悲就是離苦得樂.這兩個是最关键的. 

我们有時心里偶尔也會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但這种想法不是很坚定,随时都有动

搖,不稳定.因為很多時候都是以自己的利益為主. 

所以我们凡是沒有通過訓練,沒有通過修行的,這些慈悲心都不坚定,變化无常. 

所以我们必須通過訓練、修行,那修出來的慈和悲都是不太容易變化,至少不會有本

质上的變化. 

6.3  喜无量心 

       在這輪回当中雖然佛講輪回是痛苦的,但這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痛苦.沒有绝对的痛苦,

沒有绝对的幸福快樂. 

輪回當中也有幸福快乐，只不過這些幸福快乐很短暫. 

它表面上是幸福快乐,但是背后就是很多很多不幸福快樂的東西. 

当我们发现某個人有幸福快乐的時候,然后我们内心中感到非常高興,這就叫作喜,就是喜无

量心. 

平時我们看到別人日子過得好,或者是各方面都非常好的時候,跟我們的个人生活是不会有

任何关系的. 

但是因为看到別人日子過得比我们好,或者是他自己本身非常好的時候,很多人就是开始不

高兴、嫉妒.這是佛教認為最最严重的五毒.五毒中一个最严重的烦恼. 

這五個煩恼平時我们日常生活當中都非常頻繁地出现.所以我们沒有修行的人看到別人過

得好的時候心里特別高兴這種事很难的.大多數人都是不高興,就希望別人不要過得比我好.

实际上這是非常不好的一种想法. 

就是因為我们有這么多不好的念头想法,所以我做出来的很多事情都是造业的.然后就是让

自己未來受痛苦受委屈的主要原因.這是沒办法的,人本來就是這样子. 

所以這喜无量心有了以后這嫉妒就不会发生. 

6.4  舍无量心 

       舍无量心,就是平等心. 

慈、悲、喜這三個都是同样的希望大家,所有众生都能夠离苦得樂. 

然后看到所有众生,任何一個过得好的時候,心生歡喜,能够达到一个平等,這就叫做舍無量

心. 



所以我们首先要修四無量心,然后在四无量心的基礎上再进一步地去修菩提心. 

上師之前也講過,我們世俗人講的愛，愛心和佛教講的四无量心,还有大乘佛教講的菩提心

是三个不同层次.看起來都是愛心都是慈悲心但是它的层次是不一样的. 

所以四无量心,它还没有达到菩提心的水平.但是四無量心就是菩提心的基础.有了四无量心

以后,很容易能夠修出菩提心.這非常重要. 

如果只是希望一部分人,只是一部分人不是所有众生離苦.比如說自己的家人朋友,這几十个

人或者是十几个人或者再多一點的話,几百几千人远离痛苦,這是世俗的愛心. 

慈悲的慈也是一样,希望對方能夠拥有幸福快樂,发自内心這樣子希望但并不是所有的生命,

也不是全人类而一小部分的人,就是世俗的愛心.如果是對所有的生命不仅仅是人类,那么這

就變成四无量心.四无量心的区别就是这样子. 

首先我們要明白什么是悲无量心,然后我们去怎样让我们自己的心里产生这样子的悲量心,

需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慈悲心愛心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样让我们拥

有這样的慈悲心.要能夠变成慈悲心的人,這方法其他地方都是沒有的.這個方法佛教有. 

小乘佛教,阿罗汉都会修四無量心.但修完以后這修法就結束了但沒有菩提心有四无量心. 

但是大乘佛教在這四无量心基础上进一步地去修菩提心.這方法是特別重要. 

7.悲无量心概述 

    7.1 第一個  了解对方的痛苦 

进一步修菩提心的方法，首先是我们希望所有众生離苦这种心愿. 

希望這心愿,它來自我们彻底了解众生的痛苦. 

如果不了解人生的痛苦是沒有办法有這樣子的悲心. 

比如說我們不是餓鬼道、地獄道的人沒有办法了解他們的痛苦. 

在人間如果我不是一个人病人,是健康的人也不知道病人的痛苦. 

如果不是貧窮的人,也是有办法知道貧穷人的感受. 

痛苦是什么样子没办法知道,那也不可能有誠心实意发自内心地希望他們离开這些痛苦. 

因為不了解他們有很多的痛苦那也不能有那麼強烈的這強大的希望他们远离痛苦. 



我们内心當中一點都不虚假、不造作、真实无伪,而且非常強大的心愿希望他們能离开痛

苦.这种心愿來自于彻底地了解对方的痛苦,而且深深的感覺到這痛苦是非常严重的.這样子

以后,我们才有這个希望他远离痛苦. 

然后平時我们所有佛教徒都会听过佛說輪回是痛苦的,地獄餓鬼什么痛苦.但是如果们没有

深入地去思考的話,虽然都懂一點,但是比較模糊的.到底有什么样的痛苦,具体都不懂. 

所以我们的這种感觉这种心愿也不是很強大,只是很模糊地就希望所有众生離得乐. 

大乘佛教的仪軌都有愿一切生離苦得乐,但平時念念這些字感触不深.主要的原因就是不了

解的痛苦. 

我们都不了解那怎么办呢？ 

佛就詳細描述了輪迴人間的痛苦,比如說人间的生老病死的痛苦等等.佛一點都沒有夸張的

講给我们听.只是我们自己暫時沒有輪到我们的時候不覺得那么痛苦.那我们就不關心也不

太了解.不发生在我们身上都不当一回事,大多數人都是這樣. 

因為我们現在通訊发达以后,這類的東西听得太多,尤其像電視电影這些暴力鏡頭看多了以

后,现实生活当中真实发生時也就沒有太大的感覺就是麻木了.沒輪到我们自己头上就感触

不深. 

佛把真实的情況我们明白,所以我首先要去了解众生的痛苦,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等到

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那这个时候一切都來不及了。 

所以还沒有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時我們必須要懂得去思考.唯一的方法就是通過佛描述的這

六道輪迴当中的痛苦去思考人类、動物的痛苦. 

佛講了动物三個方面的痛苦： 

1. 相互残杀,大吃小. 

2. 愚昧 

3. 人把动物拿來工具，還有當食物. 

佛經講的动物的三大痛苦都沒有夸張,只是我们平時關心這些而已. 

如果我们自己去了解一下,那确实是這样的. 

首先去了解這些痛苦非常重要.因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很脆弱.所以看到听到以后也許有點

感觉不太好,不太开心.然后我们也非常的重視自己的这种感覺,我们會拒绝回避. 

我们凡夫非常著重這些感覺,特別地看重肉体上的比如病痛,精神上的痛苦.這些痛苦它會折

騰我们. 



折騰我们的背后它给我们带来的收获完全不低于我們非常喜欢盼望期待的幸福和快樂. 

但是我們根本就不看這背后有什么東西,我们就看当下的這種感觉.稍微有点点不开心的東

西就立即拒绝回避.其是有時候比如說身體生一點病或者是发生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不一定

是壞事. 

我们全人类所有的凡夫,普通人的這思維的模式基本上是一個非常死板非常的教条性. 

但是佛就是让我们学会以另外一個角度去思考的話,那痛苦也不一定是那么糟糕.让痛苦也

可以變成一個非常有用的東西. 

了解痛苦只有两种:  

1. 自己親身去體會,感触很深. 

2. 就是要去听去看去了解. 

才能認識到這世界的真相,就是輪回的真相.发现了這些問題以后,才有這樣子的想法,原來每

一個众生都是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就希望每一个众生都远离這些痛苦. 

如果我们不了解不覺得每一个眾生很痛苦,這种概念很模糊很淡,那希望一切众生離苦的想

法也很模糊很淡的. 

佛就是一直都在講這個輪回是痛苦,很多不了解的人認為是悲觀消极,其根本就不是.佛本人

不是悲觀消极的人.佛告我们如果我了解了這輪回痛苦,那我們有收获我们会进步.如果我们

一直都認為輪回是很幸福快乐这样子的話自欺欺人. 

了解的方法有几种： 

1. 我们去看佛经講的六道輪回的痛苦. 

2. 比如說我们有些時候偶尔也会看到过鬼神,尤其是鬼,但不是所有人能夠看得到. 

佛描述们的痛苦完全符合我們看到的真实情況.以此類推,地獄其他道也有种种痛苦. 

我们生活當中的烦恼和当中的痛苦,远远超过佛经講的這些痛苦.通过佛經的描述根据思

路,自己去了解就发现到原來有很多的痛苦. 

3. 我們看《國家地理杂志》,去看紀录片《地球公民》.看了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很多這

动物的痛苦,非常残酷的事情. 

那我们一定做一些調整.我們平常就是缺乏了這种指点所以很多東西就忽略了,都不知

道. 

學过佛的人看這些纪录片感触非常深,因為跟佛经有关系.因為我们学了佛就是有這种思

路跟沒有學佛的人思路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了解這些痛苦這些情況就是无明的一部份.如果我们了解這細節,那么任何一个人

都会考慮他的生活應該怎么去過怎么去回避拒绝這些残酷的事情. 

有了无明,慈悲心都修不起來.了解明白后是一种智慧.這智慧会给我们带来慈悲心. 

任何一個再暴力的人,他如果有机会靜下心來去思考的話,他都知道這是不對的.他的心

当中都会产生這個希望這些众生離苦的這种心愿.自然就會刻意地去修.所以我们要去了

解众生的痛苦.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設身处地去思考一下很容易就希望大家都不要有這樣子的痛苦.上師提了大闸

蟹、魚被杀的痛苦,求生欲望. 

佛就是要求我们正視輪回的真相.佛沒有要求我们把不存在的東西說成存在的,把痛苦說

大. 

我们必須要去了解.了解的方法： 

1. 就是輪到自己的身体上的时候.(但希望不要這样因为这时候一切都已來不及了.) 

2. 通过佛經去思考. 

3. 通過這些通訊,比如說電視還有其他的去听去看. 

第一了解后再思考.就是設身处地思考如果我是這樣子我會有什么感受,会发生什么样的

情況,會有什么恐惧,什么痛苦. 

7.2 第二個：自他相換(从离苦得乐的角度講众生是平等的) 

第二個：进一步地去思考 

雖然不是我,但是我们所有众生都是一样,就是有情众生大家都是 

1. 希望自己不要有任何痛苦,不想面对任何的痛苦. 

2. 我们所有人,所有的生命都希望自己拥有幸福,自己过得快乐. 

那這个角度來講全世界,全天下所有的有情众生都是一样. 

以這個角度佛教就講众生平等. 

所為的平等,是所有众生就是求生怕死,希望追求幸福,拒绝所有的痛苦.从這個角度去講的話

那就是何一個人,任何一条生命都是一样. 

這種自他相換的思維,稍微深入一点,對其他的生命自然而然就希望他们也能離苦得樂,這种

心愿自然而然就會有,所以这就是慈悲心. 



我们用的這些理論全部都是我們日常生活当中真实发生的這些情况.用的這些都是现实生

活当中無論是人或是物身上发生的這些事情.這些真实的情況來分析思考一定能夠有体会. 

修行必須要有長远的計劃,它本身就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這并不是一两個月,一两年的事情.

可以就不看眼前的這些收获或成敗，這些都不重要.只要能夠坚持一定有收获.這就是我们

修菩提心的基础,慈悲心的理論. 

8 悲无量心具体修法 

 8.1 第一步：观想受苦的众生在     前面 

1.具體修法,毗盧七法排出污氣等等. 

2.静下来然后就觀想一个人或一个动物在我们自己面前.（比如說觀想自己認為是最最痛

苦,最殘忍,最残酷的这样子的事发生在人或动物身上.列如小狗被人用残忍的方式來折騰.） 

上師說：人的心地是善良的,但是有些時候因為各種各样的原因變成根本沒有感覺不懂得

考慮對方的感受.如果要吃要杀也應該人道一點. 

3. 靜下先把画面显現出來.在脑海当中把這画显現出來后就非常清楚地去想. 

8.2 第二步：觀想自己是受苦的众生 

   1.开始思考思維，如果 我是 或者是我爸爸媽媽兒女 是這个被折騰的动物或人.那麼是什

么样的感受. 

思考的時候就会感覺，感觸是非常深. 

不能把自己當做旁观者去看,要設身外地地去思考. 

反復地去思考到有感触,很深刻的印象. 

3. 會深深的體會到很痛苦或者很恐惧为止. 

8.3 任何众生求生的欲望都是一樣的 

第二个思維 

1. 虽然這小狗也不是我也不是我爸媽兒女. 

2. 換任何一个有情众生的身上. 

 这种求生的欲望感受、恐惧、 痛苦跟我人类是一樣的. 

任何一個生命都是一樣的. 

(不是好像西方哲学家笛卡說這些物是沒有感覺的.就是這样的思想誕生后,科學家把

很多活生生的動物动手术做实驗非常残忍) 



說动物是沒有意識没有知覺都是不对的. 

3. 所有的生命所有的众生都是求生怕死.這样子的心愿都是有,都是一樣的. 

4. 从這个角度去看的話,大家都是平等的. 

第三個思維 

既然大家都是求生怕死,希望拥有所有的幸福快樂,然后拒绝一切的痛苦.大家都是一样.从這

角度來講,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 

既然都是這样子的話,所有生命都是平等都是一樣的.那我就不能只考慮我自己一個人的感

受.那我得希望所有众生離苦,所有众生得乐. 

8.4 結論：希望所有眾生不要有痛苦 

就是希望大家都不要有這样的痛苦,都能远离一切痛苦. 

既然所有的眾生都是這么求生怕死,希望拥有所有的幸福快乐,拒絕一切的痛苦,那大家也是

一樣的. 

所有的众生也是跟自己一样,那自然而然就一定會希望所有众生能夠远离痛苦拥有幸福快

樂.自然然就會這样生起. 

這個生起后,那么我们就有慈悲心. 

慈和悲有了以后,然后我们把這范圍扩大.所有的眾生都是一样,一个都不例外.最后我们希望

所有众生都能離苦都能夠得乐. 

現在這不是菩提心只是慈悲心. 

然后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就是現在有一点点希望一切眾生離苦得乐這种苗头,就是要培養,进

一步不要誏他消失. 

我们這個非常黑暗的內心世界里,面,好不容易有点点光的時候,一定要把這个光留下來,不要

像闪电一样立即就會消失,留下來进一步去思考. 

8.5 实际行動==我要成佛==菩提心 

進一步思考以后,我希望一切众生離苦得乐只是一种希望而已. 

但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這时我们一定会感到我就是一直都那么希望,虽很好但是沒

有实际的意义. 

我不能一直停留在希望、发愿和愿望這个层面.我得去做,去做让众生離苦得乐的這件事情.

我应该有一些实际行动. 



這时我们也一定會思考,那我們應該去做麼？我可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 

然后会发現我什么都不能做.我能做的很有限. 

那怎么办呢？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我能成佛,那這些事情都是一定能夠实现. 

為了一切众生我要成佛.这个时候我们的這慈悲心就是上升到菩提心这个层面.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慈悲心.然后再把它變成菩提心. 

我们整個的思維过程當中引用的這些所有的資料全部都是現实生活当中存在的,真实的情

況.所以很好理解. 

就是先从愛心到慈悲心再到菩提心. 

这是一个健康,心理健康正常人的一種思維的发展,一个自然規律的過程. 

任何一件事都是這樣,我们会从不了解不關心到了解關心.然后关心到有实际行动.所以菩提

心也是這样. 

我们最終就决定我要成佛,理由就是讓一切众生離苦得乐.所以我要成佛. 

這就是大乘佛教的動力、基础,就是大乘佛教的精华灵魂. 

這一步步的思維方式理論上非常简单,修起來有些时候却是修了好長时间.一點感覺都沒有,

很難.但都没关系,因為這都临时的阶段性的.只要能夠坚持就一定會有菩提心.非常重要. 

首先大家是要花一定的时间当中先修慈悲心.如果想要有菩提心再往下修. 

大乘佛教菩提心的修法当中首先沒有講菩提心,就講无量心.就是說如果連四无量心這慈悲

都沒有,連心愿希望眾生能離苦得樂這种想法都沒有,更何況是有什么实际行动呢.根本不可

能. 

所以要先修慈悲心達到标准以后,后面的這些就自然会出現.這常常重要. 

我們平時讲慈悲和智慧.后面的時候就需要智慧. 

那我想幫助所有众生,讓所有眾生成佛,那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呢？我怎么样实現我的这

个心愿呢？ 

這時就是要选择.那选择就必須要有智慧.智慧的选择,我成佛才能夠让一切众生離苦得乐. 

只要我们的内心当中有一次非常标准的我成佛這種想法已成菩萨了.已經有了菩提心.這菩

提心一旦生起了一次它就會存在,虽然明显但是存在. 



我們花半年的时间来修,半年的时间当中也許有菩提心,也許根本就沒有修出來.但沒关系,沒

修出来我们可以繼續修,修一定要有标准的菩提心為止. 

我們大乘佛教學佛的三目标： 

1. 是要有出離心. 

2. 我们一年要念多少遍咒或磕多少头数量的目标. 

3. 要把菩提心修出来. 

 念咒、磕头全都是数量目标.我們需要质的目标,就是我要把菩提心修出來. 

实际的修法去修,最終让自己有一個交代,确实有菩提心,很清楚很明显.那我的修行才

有效果有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