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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今束缚

大圆满前行

具紧系缚行为极劣相不厌轮回丝毫无信心作不善罪于法离思念
违犯律仪及破三昧耶是即心品断种八无暇。

一、为今束缚被今世的财产受用、子女亲属等紧紧束缚只是为了
他们的利益辛勤劳作而散乱度日荒废光阴而没有时间去修法。

前行广释

断缘心八无暇

作为修行人一旦有了断缘心八无暇的任何一个那就断了修行的因
缘三菩提的苗芽就会凋谢以至于离开解脱种性为此叫做“断
缘”。从某种程度来讲它比暂生缘更可怕暂生缘只是偶尔影响修
行断缘心却能让你从此无法修行从解脱道路上完全退失。所以
我们一定要观察看自己有没有这些违缘有的话应立即依靠对治
来断除同时祈祷上师三宝以后千万不要遇到一旦遇到了也不
要让它留存很长时间。

有些人极其可怜虽然很想修法自己也舍弃家庭而出了家可是因
为业力现前或者烦恼非常深重违缘出现时自己没办法面对最
后又被卷入红尘俗世中。所以学佛过程中要经常祈祷上师三宝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上师三宝的威力和加持不可思议人没办法解
决的问题上师三宝确实有力量。因此无论你在哪个道场行住坐
卧都要不离上师三宝的光明这是真正修行人的行为大家一定要切
记

1、为今束缚被今世的财产受用、子女亲属等紧紧束缚为了他们的利
益精勤劳作而散乱度日荒废光阴没有时间去修法。即使偶尔有修
法的念头也很快被种种外境所转不可能付诸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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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从孩提一直到老年根本没有修行的自由。诚如麦彭仁波切所
言“孩提时随父母转韶华时随朋友转年迈时随子女转愚者恒
时无自由。”我非常喜欢这个颂词。现在人的确是这样孩童时父
母天天都管着自己也耽著一些玩具把假象执著为实有没有修法
的空闲年轻时始终被亲眷好友捆缚着修行的时间一刹那也难以
空出来老年时只有随着子女转对他们言听计从更没机会去修
法。总之自己一辈子都在他人控制下没有修行的真实机缘。所
以前辈的高僧大德舍弃今生将这一切全部抛之脑后原因是什么
呢就是他们深深地认识到今生若一直被这些所转自己的修行绝
对无法成就。

现在大城市里的人尤其对感情、美色特别执著以至于带来的损害
层出不穷更不要说能去如理修行了。唐代诗人温庭筠说过“王孙
莫学多情客自古多情损少年。”然而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有时
看到他们的荒唐之举大悲心不禁油然而生“这些人对无实的虚假
幻象竟然耽著得如是强烈实在可怜”

若对今世的一切贪执不舍这个人肯定没有时间修行甚至还会为了
微薄利益而丧命。正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些人为了一点
蝇头小利不惜与人勾心斗角、大打出手鸟儿为了一个小虫尸体
也会互相啄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在我们眼里这些众生所追求
的实在是利益微薄、不值一提。可是也没办法“旁观者清当局
者迷”他们由于执实不悟只能沉溺在痛苦的漩涡中无力自拔。

前行广释辅导

断缘心八无暇

“断缘”就是断绝了修行的法缘或机缘相当于解脱灯已经被吹灭的
状态。断缘心八无暇也必须了解然后尽量对治。其中的任何一种
如果真实生起来了基本上就没有解脱的希望已经断绝了解脱的机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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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今束缚被今世的财产受用、子女亲属等紧紧束缚只是为了
他们的利益辛勤劳作而散乱度日荒废光阴而没有时间去修法。

这是第一条就是被今生所束缚。一般的人智慧不到愚痴心很重
只知道有今世不知道有前世也不知道有后世。如果没有慧根就
只看到今世不会为了后世的安乐和解脱去奋发。还有些人虽然可能
知道有后世但对今世的执著过于严重他会想后世应该是有的
先把当前的生活搞好一点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有时抱侥幸心理
有时根本故意忽略后世。

大恩上师经常在教诲中讲一生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即便活满了
也就是七、八十岁还有很多夭折和横死的情况。所以今世是很短暂
的而后世很长的。所以不要为了今世的受用而牺牲掉后世或长远
的安乐。在有些教诲当中比如《开启修心门扉》也经常讲到这些问
题就是让我们看破今世不要所有的时间、精力全为了今世而转。

当然活在现世中完全不管吃穿尤其在城市里修行的道友们为了
修法什么都不管家庭也不管工作也不管这也是不现实的。如果
这样做可能自己也没有修行的机会。把家庭搞得很糟作为一个凡
夫人自己的心态也会受到影响那时自己也没有很好的、平静的心
情修行。

大恩上师说今生的生活还是要照顾但照顾的方式和心态是什么能
不能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全部砸在这上面而完全忽略后世的安乐和解
脱这肯定是不行的。今世中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该担的责任还是
要担但心态要慢慢转变知道今世是短暂的来世是很长的今生
的安乐和后世长远的安乐或者今生轮回的安乐和后世解脱的安乐比
较起来今世的确太过短暂了。不能只把眼光盯在今生为了今世的
财产、受用等荒废了自己的修行这是不行的。

这里讲“为今束缚”有些人被今世的财产受用所束缚非常耽著今
世的财产、地位、受用对今世的子女、亲属等过于执著被他们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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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束缚住了。为了得到财产和受用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全部用在这
上面为了子女和亲属也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全部放在上面。

此处“只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中“他们的利益”就是财产、受用、子
女、亲属等为了这些利益“辛勤劳作而散乱度日”。看起来很勤
奋每天非常忙碌觉得很充实但其实为后世的利益或者为子
女、亲属们后世和解脱的利益方面根本不考虑这叫典型的短视。

如果把这问题放在不相信前后世的人面前以他们的眼光看当然应
该这样做。如果你不为财产、受用、子女、亲属去奋斗那该干什
么难道游手好闲从世间标准来看这样的做法应该是对的。但咱
们在这主要讲解脱它的层次要比世间的层次高所以我们就不能够
只想到今生的利益或者子女的受用为了这些辛勤劳作、散乱度日
这样是不行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荒废光阴而没有时间修法”。没有时间指一方面
没有意乐一方面也没有时间。当我们的心耽著在今世的受用、子
女、亲属中是不会想修法的。“时间”也就是机缘没有这样的缘
分、空闲去修行佛法。既然没有空闲修法就叫无暇。所有的心思、时
间、精力全部都被财产、今生的事务团团束缚住了哪里还有修法的
想法呢没有了。这会导致有些人对心灵的修行根本没有兴趣。上师
们或者法师们在讲法没有兴趣提到心灵修行也没有兴趣。觉得
心灵上面的东西和今世的财产、受用等永远比不了所以他没兴趣
有时候不但没兴趣还会对传播、实践修行法门的人冷嘲热讽觉得
没脑子等等会说很多诽谤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他大概知道今生和后世的概念但因为过于耽著今世
的受用等等虽然偶尔觉得应该去听听法但是这种念头一闪而过
很快就被世间的思想覆盖好像乌云中的太阳露一下脸马上就进去
了一样这种想法几乎不起作用。

当然对我们来讲还是可以选择的并不是已经到了那么严重的程
度。我们应该好好观察耽著今世给我们带来的过患或者今世和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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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较、暂时安乐和究竟解脱安乐的比较等。通过一系列的引导让
我们看破今世。主要要知道这些财产受用的不可靠、无常如果耽著
了有可能为了得到这些而铤而走险或者不择手段。为了得到短暂的
财富造下很多的罪业不值得。通过一系列的比喻、教证、理证
让我们看破今生知道今生是短暂的到死的时候都要放弃的。

有的时候都等不到死就生离了——刚刚讲的是死别还有很多生离的
时候突如其来的灾祸不得不分离那时候是被动分离。因为我们
长时间耽著在上面想法是永远不离开根本没有做任何准备。当突
然的生离死别到来面对这些违缘就不知所措除了嚎啕大哭、怨天
尤人之外没有正面的东西去对治这就是被动放弃的过患。

而修行者是主动地放弃。放弃是指内心去了知它的本质放松对它的
执著。当放松对它的执著时就已经准备好了如果哪一天这个事情
发生了我可以接受。他提前训练如何应对这种突发情况。如果内心
中早已经准备接受了或已经通过很多的修行准备好了情况发生的
时候他虽然是个凡夫人还会有想法、情绪、执著但不会那么严
重不会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说主动放弃有很多好处。当我还拥有的时候就想:这些都是无常
的、不可靠的终有一天它一定会离我而去——现在我花这么多时
间、精力去营造最终要放弃的东西没什么必要这时知足少欲的心
态就容易产生。为了后世的利益我要花些时间、精力去做准备的心
态也会有慢慢对今生的执著、束缚就会放松。这样被捆得没那么紧
了就有一点活动余地了。在这基础上可以慢慢在后世的解脱方面
着手他就有机会去修法了。

所以在我们的心还没有被今世的财产、受用捆缚得那么不可救药之
前还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的修行法门让我们对今生的执著看破、放
下。我们再再讲看破、放下就怕初学的道友们误会是不是全部要
舍弃、是不是要出家啊不是这个意思。看破、放下是放松对它的执
著。以前对它特别地执著现在知道这都是无常的不是可以永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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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这是内心在做准备。是内心放下不是行为放下这方面我们
要了解。

益西彭措堪布-前行系列 2

具紧系缚即被俗事缠绕处在被系缚的状态一直为世间事努力勤
作心思都散乱在世间法上没有闲暇修法。包括发财、享受、养儿
女等经营世间事业以及亲戚来往、应酬等这些世间琐事牢牢系缚
自己成了世间法的牛马天天为声色、名利、享受而奔忙导致失
坏圣种性。圣种性最基本的是少欲知足只有少欲知足才能趣入圣
道。否则人生的时间几乎全部消耗在世间事务上忙忙碌碌、心思
散乱如何能够修行呢

现代几乎多数都是无暇之人一年 365天都在营营逐逐之中连安心
30分钟的福分都没有。有的经商、经营世间事业整天被缠绕其中
更有甚者很多出家人本来应当有时间修法但是在网上散乱多
了被网上的声色所迷诱、缠绕也丧失圣者种性因此不能萌生三
菩提的苗芽这些都属于第一种断种性的无暇状态。

益西彭措堪布-前行系列 3

更严重的是“心品断种性八无暇”。修法需要因缘和合才能现起在
因方面自身需要以种性为根本再配合机缘就会在修法上逐步成
长。譬如树种完好再具足水土等就可以不断地生长、成熟开
出繁花硕果。但若伤及根本外界再好的水土等条件即使园丁精心
栽培都无法使之生长。

种性或根本有八个方面损坏任何一者都将成为修法残废而陷入无
药可救、难以挽回的状况相当可怕。譬如断坏了少欲知足的种
性一味去求取世间八法就完全被现世法上的勤作、散乱所卷走
无法运作正法的修行。或者由于禀性恶劣完全没有人品善知识也
无法对其栽培。如学生禀性极差老师无计可施儿女禀性差父母
也没办法。这类人不肯听从他人教导只是一味按照自己的恶劣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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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来。他的恶劣禀性不断强化变得非常刚硬、无法逆转时无异于
修法残废。或者没有出离心对恶趣苦、轮回苦丝毫不畏惧也没办
法踏上解脱道一步。或者对上师和法没有信心也根本没办法修法
因为不肯信受奉行。无论传多少法、教导多少也与彼心相续毫无关
系的缘故他根本不可能入门。或者特别喜欢造恶的人内心混乱得
难以调整同样不能修习无上道。或者对于法没有乐欲之心、希求之
心以及入共同乘后失坏根本戒、入金刚乘后破誓戒的人也没办法
挽回。

诸如此类的情况都属于断坏种性暂时无暇修法甚至百千万劫中都
不能趋入圣教这叫做“心品断种性无暇”。其中“心品”是指内心
方面“断种性”表明是出现在种性上、根本上一旦损坏必定非
常难以回转。

具紧系缚被此生的财物、受用、子女、牲畜、亲属等坚固紧缚而受
束缚的缘故为办此等事以励力的精勤而散乱故修法无有闲暇。

观察缺乏少欲种性心被世间琐事紧缚以勤作而散乱无从修
法。

断坏少欲知足种性的人在修法上同样无有闲暇。少欲知足是圣种
性以此能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修法当中缺少圣种性内心始终只为
努力成办现世法就会导致没有时间修行是非常严重的缺陷。

很多人都被今生琐事缠绕、束缚为了财物、享受、儿女而奔波。在
农业社会是为了牲畜在当代则是为了各种产业、亲属等他的心一
直要忙东忙西好像有千百根绳子缠绕、牵扯几乎使自己成为一头
忙碌现世法的牛马。今天求一笔财明天做另一笔生意后天又要营
办种种饮食、娱乐、影视等。单是看一部片子、忙一顿饭食都要花
上好多时间何况还要为子女的读书、就业、结婚等去打理一大堆
的事情。或者那些有众多亲友的人今天被一家请去帮忙明天被另
一家叫去解难一旦被缠上以后他们家的种种事就都要找上门来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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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帮忙。或者平常有很多应酬的人今天你请我吃一顿明天我请你
吃一餐在很多红白喜事上互相往来被这些人际关系紧紧束缚。

谈到享受当今有很多人都是在网上享受天天离不开上网在网上
耗费最大的精力导致内心散乱不堪没有丝毫修法的闲暇。我们不
妨去检点自身每一天到底有几分钟能修行如果连三分钟的清净时
光都没有难道还不算是可怜的无暇者吗凭借这些还想即身成就
恐怕是世上最大的幻想了。

对治

前行广释

对治我们作为修行人首先要观察自己有没有看破今世。《开启修
心门扉》为主的修心窍诀中都强调第一要看破今世原因就是如
果对今生的一切能看破无论居士还是出家人修行必定会成功反
之假如对现世的名利十分耽著即使你表面上修行特别好也不一
定有很大收获。因此每个修行人务必要了解轮回的过患真正生起
出离心。

前行备忘录

要对治无出离心务必了解三有三界轮回的过患生起出离之心。

益西彭措堪布-前行系列 4

如果厌患三有过患之心稍有薄弱就很难发起希求解脱的心力每一
次修法都不具解脱和成佛之等起的缘故修再多的法也只是落于成办
轮回安乐根本无法达到出世道的层面因而成为无暇状态。

那么如何来对治断绝解脱种性的贪染世间之心呢这就必须了解
欲、色、无色三有或三界充满过患唯一是苦的自性如同三苦炽然
的火宅般应当一心希求从中出离。出离包括小出离、大出离等分
别是指从三界中出离以及帮一切众生从轮涅两边中出离以此心摄



9

持每一种法行都能落在解脱和成佛之道中从而拥有修法的闲暇、
充足的缘起。这一切都来自于励力观修轮回过患而发起出离心。

人格恶劣

大圆满前行

人格恶劣性情恶劣之人连芝麻许的善良人格也不具备所作所为
始终无有长进。正如古大德的教典中所说“弟子学识诚可改秉性
下劣实难移。”这种人即便遇到了真正的善知识也很难转向正道。

前行广释

性情恶劣之人连芝麻许的善良人格也不具备言行举止没有丝毫可
信度所作所为始终不会有长进。这种人从头到脚没一点好的就像
人们所说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

学佛先要做好人在好人的基础上才能变成好修行人。如果人品下
劣、恶行昭著却妄图在佛教中做出一番大事业这是不现实的。一
个人倘若修行好则一定是好人因为佛法融入内心之后与坏人会
有很大差别。反过来说假如坏人的行为一点都不舍弃那他会不会
变成大成就者呢恐怕很困难的。

古大德在教典中也说“弟子学识诚可改秉性下劣实难移。”弟子
没有智慧、比较愚笨倒不要紧在老师的督促下只要他肯学慢
慢也会变成智者。但如果他人格特别下劣那就无药可救了一两天
中你对他教育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过段
时间他又会故态复萌。

以前博朵瓦格西对前来依止的人首先要观察他人格如何人格不
好的就算智慧出类拔萃他也不会接纳如果人格很不错但智慧
有点欠缺他还是会摄受的。我们上师如意宝的很多教言比如《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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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道歌》、《教诲甘露明点》等中也经常提到人格的重要性。我们
平时跟众人接触的过程中确实对法王和古大德的这些教言深信不
疑。正如《格言宝藏论》所言“劣者无论再改造性情不会变贤
善煤炭无论再改造其色无法变雪白。”人格低劣之人即便遇到
佛陀般具有德相、有无限大悲和智慧的善知识也难以获得上师一点
一滴的意传加持反而会与正法背道而驰。所以这种人没有修行的
机会可称之为转生于无暇处。

前行广释辅导

人格恶劣的人也没办法修行佛法。为什么因为佛法是非常清净的善
法的自性它的基础不可能是恶心或者是恶劣的人格。

一个善法要修成必须有贤善的人格做基础。因为修行的是什么呢
是人身修行者的品行恶劣还是贤善和他所修的法成功与否有直接
关系。你要成就的是善果要把善法修成善果基础很重要。如果基
础是恶劣的人格那么再好的善法放在这上面都没有办法相应。前面
讲闻法方式时讲到如果装汁液的容器有毒、很脏在里面倒再好的
牛奶、饮料都会被容器染污。同样的道理我们修行佛法的所依、
基础就是贤善的人格如果人格太恶劣了再好再高的法哪怕是
大圆满在相续中都会被恶劣的人格所染污没办法发挥善法的作
用。

人格贤善很重要这是修行清净善法也就是佛法的基础。因此很
多成就者——佛陀也好、菩萨们也好都非常强调首先要做个好人、
善良的人。法王如意宝、大恩上师经常在传法时告诉我们人格要贤
善。法王如意宝在《胜利道歌》中有四大教言大圆满密法、大乘菩
提心、小乘的出离心和戒律第四个就是贤善人格。它是从上往下
的最基础的就是贤善人格。如果有了贤善人格就可以修行上面的
法如果没有上面的法就没办法修行。

为了让我们人格贤善大恩上师还翻译了很多这方面的格言比如
《二规教言论》里面让我们要做一个好人、贤善的人。还有《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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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藏论》、《君规教言论》、《水木格言》等等都是让我们做一个
好人的教言。当然里面也不纯粹是做人的方式也有很多佛法的内
容。

这些都表达了一种信息就是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要反
观在人格上哪些方面需要改正。对照之后发现不对的地方就要发个
誓愿或通过努力改变它。现在修行佛法的人不是每个人都非常贤
善也不是完全恶劣。如果非常贤善修行会非常好如果极其恶
劣改变的可能性也不大而一般的修行人的自相续是善恶交织的
那就要看他受什么影响。既然对修行佛法能产生一定兴趣就不是完
全恶劣的状态但也不是完全善的。如果受到好的影响有好的善知
识、道友、道场、道风、好的法等等人格会越来越贤善如果遇到
邪知识、不好的环境或者很多恶友等等人格可能会变得很恶劣。
所以这方面认真观察努力对治非常重要。

性情恶劣之人连芝麻许的善良人格也不具备所作所为始终无有长
进。正如古大德的教典中所说“弟子学识诚可改秉性下劣实难
移。”这种人即便遇到了真正的善知识也很难转向正道。

这里的“人格恶劣”就是性情非常恶劣。“性情恶劣之人连芝麻许
的善良人格也不具备”所以他的所作所为在世间法和学习佛法方
面始终没有长进让他学习佛法很困难基本上到了无暇的状态。他
虽然是人但是不具有修学佛法的机缘所以叫做无暇。人格恶劣的
表现有很多心胸很狭隘或者不知恩、不念恩、不报恩无惭无
愧、不稳重或者喜欢调拨离间、观别人过失等等。

有时我们具足一些贤善人格有时不太具足所以要观察自己。如果
平常对知恩、念恩、报恩方面做得差我们就要刻意去想“生存在
世间其实每个人对我都有恩德。我们走的路吃的用的东西如果
没有人去创造我也没办法用。”看上去我花了钱了其实有钱但没
有人做这些事情的话也是没用的。平常就要观察自己对这个问题是
怎么看的。如果是一个知恩的人就会感恩一切都是因为别人的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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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我才有现在的事情可做或这些安乐可得我要知恩、念恩、有
时要报恩。

如果人格恶劣就根本不去观察别人的恩德对自己恩德再大他也无
所谓认为和伤害自己的人没什么差别。上师说谁对你很好也不知
道对你很差也不知道就像一个木头人这不是境界很高是人格
很恶劣谁对你好、谁对你差要很清楚。对你差的人不能去抱怨
但内心当中要知道对你好的人一定要去报答要知恩、报恩这是
人格贤善的基础。

还有知惭有愧也是人格贤善。如果没有惭愧心就会乱说话、乱做事情
等等。不是说舆论的主流如此但是在网络上很多做出来的事情已
经差不多到了无惭无愧的状态。很多人还在喝采觉得这是有性格、
有自信其实很多是没有惭愧心的表现人格比较恶劣。当然不管在
哪个地方这种情况都有但是不要让自己也变成这样的人。无惭无
愧、不知羞耻还有不稳重、飘来飘去都是属于人格恶劣的表现
这些方面我们要了知。《二规教言论》学了之后要反复看去思维人
格贤善应该是怎么样的我有没有做到有没有改变如果没做到要
去改正等等。当然我们还没有到达不可救药的阶段如果到了那个阶
段的确是很困难的。

法本此处讲到的是很严重的、人格非常恶劣的人在《格言宝藏论》
当中也提到了这两种一种本性就像炭一样怎么洗都洗不白习气很
严重已经不可改变谁去教诲他都不行连佛陀给他说教言都可能
没办法改变的。还有一种就像一个玻璃杯本来是白色的但是外面看
起来很脏很黑如果去洗是可以洗掉的。他的本性还不至于那么恶
劣只不过是暂时的因缘或者受一些恶友、恶环境的影响学坏了
或者沾染了不好的习气而已。这时如果有好的人、好的教言、好的环
境去影响他或者和很多好人在一起他是可以逐渐变好的。

在很多学佛团体当中会经常发生这些事情。有些人在学习佛法之前
人格很下劣自己也觉得很差但是和这些有正知正见的道友在一起
之后就慢慢转变了。佛学院里上师也经常讲某某修行人或者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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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法师刚来的时候很恶劣后来因为上师们的恩德加上自己的努力
慢慢变得很贤善了。这种情况上师在讲课时经常提到。这就属于本性
不坏如果有好的因缘影响他他是可以贤善的有不好的因缘影响
他他可能还会继续恶劣下去。

这里面讲的“弟子学识诚可改秉性下劣实难移”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弟子的学识、智慧很差是可以改的可以通过精进生起智慧但
是一个人秉性很下劣的话“实难移”是很难改变的。噶当派的公
案当中讲博朵瓦尊者还是哪位尊者很多人去拜见他想留下来学
习。尊者就问这个人的人格怎么样人格不怎么样但有智慧比较
聪明尊者就说让他到其它地方去学吧没办法收如果人格好但是
很笨那可以留下来。人格好慢慢学是可以改变的智慧是可以增
上的。只要人格贤善就会很稳重稳重就可以一直学不会随便变
化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飘来飘去。只要有稳重的人格只要学
下去智慧是可以提升的。

但是如果人品下劣、不稳重怎么样也是学不好的即便以前有一些
智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越来越钝最后就没有了。因此以前
这些大德们在挑弟子的时候都是首先观察人格。如果人格贤善就愿
意培养反之则不愿意培养。

刚刚讲的情况中还会有一种可能性即这个人暂时来讲在别人面前
显现的是一个世界上坏事做绝的大恶人但是他一旦改变之后学习
的动力也很大这个情况也有。如奔公甲格西以前就是个大强盗伤
害了很多人但他一旦痛改前飞之后变成一个很贤善的修行者。有
些人内心当中心力很大比如说大善人、大恶人的力量都是很大的
因为恶人如果造恶的时候有能力那么一旦改变后造善的能力也很
大有些时候是这些大德们给我们做的示现。

若以我们现在没有神通的人来观察基本上要去看这个人的品性实
在一眼看不出来就留下来观察一下让他做一些事情看他的言行。也
许刚一开始一两天还看不出来但时间长了就会看出他的秉性到底如
何如果不好的话就想个办法让他走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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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有“秉性下劣实难移”这样的说法“这种人即便遇到了真正
的善知识也很难转向正道”意思是一个人格下劣的人即便遇到
佛陀或具有学识的善知识也没办法转变。所以说如果一个人的人格严
重恶劣那么他基本就是属于一种无暇。

益西彭措堪布-前行系列 2

行为极劣相指品行极其下劣、缺乏基本人品。由于秉性恶劣无论
怎样“修学”行为都不会有所长进即使遇到了不起的善知识自
己也无法转入正法。原因是秉性恶劣导致丧失如理修行的圣种性。

譬如很多人长期学法都是为了积累知识自己的人品却是一点长进也
没有完全都是自私自利的心态。所谓学佛法不过想要追求一种名
誉、地位或者能够显示自我。下至以人天道行来观察几十年当中
也根本没有长进。傲慢、贪欲、散乱等反而不断增强极其自私不
肯吃一点亏。任何事都要以满足自我为前提其实这种心态很难接受
教育。然而学修圣教正是要调伏自心摧毁过去的烦恼、恶习如果
不能受教就已经处在修法的无暇状态无论积累多少知识都是白
搭。

益西彭措堪布-前行系列 3

行为恶劣自相续恶劣的缘故无有芝麻许的人品而于一切行为无
长进的话则如同先德的教典中所说“知改学徒功德不知如何改
人禀性”如此虽遇善知识也难转入圣道。

观察禀性恶劣行为无长进即使值遇良师也难以入道修法是
零。

自身禀性太差没有少许做人的品德也会导致不堪栽培行为上难
有长进。

好比一块璞玉通过雕琢可以让它成为精美的玉器如果是块破铜烂
铁就没办法雕琢成器。同样的道理人如果有好的人品——心地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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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有信心、有恭敬、精进、能依教奉行便很容易被善知识培养、
雕琢成器。如果弟子内心忤逆不孝、禀性恶劣、顽固不改无论他有
多么聪明、善知识费尽心血都难以使他长进。因为内心刚硬、不听教
化善知识的教导如同在石头上灌水无论说多少都不起作用。

学法是要处处改正自己的心念和行为。如果人的禀性贤良他就堪能
听受教导并逐渐转变。尽管起点低也能以他的信心而迅速转变、进
步。禀性刚强、充满邪性的人则会完全相反。

古大德曾说我知道如何修改弟子的功德使之增进却不知道如
何修改人的禀性。也就是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禀性好的学
生肯听从教导能顺着良师教导的方法依法教而行就能改善自己的
功德由过去的微少变为很多。例如闻思修三慧、善心以及各种愿
力、行为等在师长的教导下都可以进行发展、开发。他能诚心受
教能谦卑、恭敬纳受教言的缘故容易被雕琢成材。但是邪慧
强大、禀性刚强或者是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做出很多邪恶行为的弟
子他很容易舍弃教言而不肯随教修心。如此一来即使是具德上师
降临也无法了知该如何纠正他。这是过去师长们的经验话。

在当今时代自我主义、自私主义等特别严重的人常常以自己的一
套为主置师长教导于不顾而落在无暇中我们应当时常以此反省自
身。

这类种性上的缺乏也就是指“材料”质地太差、没有好的人品即
使遇到善知识也难以转入圣道。例如善星比丘虽然聪明能宣讲三
藏但是内心邪恶生不起信心和恭敬的缘故仍然堕落恶趣。又
如在世间教育中有些学生虽然智力不高、能力不强但心地贤善
的缘故老师就有可教之方对聪明而邪悖的学生则根本无法教
导或者教导也不起作用。

“断种性”者不接受教化、不得善知识摄持在自缘和他缘的配合上
没办法成功从而无法踏上成佛之道或者说修法上处于无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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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这种自我感太强、刚硬难化的人在家庭、学校、社会方方面面
都不难看到。因此我们要深刻反省自身是不是具有这种极大的学法
障碍。比如很多人在家里不听父母的话就是因为个性太强父母
无论在他耳边说多少都丝毫起不到作用。做人如果连这种孝顺的德
相都没有就不可能被纳入法道。相反如果能把母亲好心的教导记
在心里、不忍违背以此孝心可以预见他入佛门后也不会违背师长
的教授他能依教奉行他很容易具足弟子的德相。这一点大家千万
要注意。

对治

前行广释

对治要想对治人格恶劣有些大德在教言中说有一定的困难。不
过极个别人由于善根、种姓比较不错刚开始时虽然为人很坏但
后来依靠上师的教言和道友的劝导也能变成善良之人这种现象偶
尔会有。

因此我们要好好观察看自己究竟是不是个好人。凡夫人都有这样
的毛病每个人相信自己是好人就算是最坏的人也认为自己很了
不起。其实假如人人都觉得你很坏你可能真的是坏人但若大多数
人觉得你不错那也许只是有些人看不惯你的行为而已。总之大家
不要对自己太相信了不要认为“在这个世间上我跟文殊菩萨没有
差别只不过个别人嫉妒我罢了实际上我是个大好人”也不能这
么想。每个人在所难免都有毛病故于求法过程中在上师和道友面
前一定要改正自己的过失。智者常会观察自己的不足而愚者只看
别人的缺点所以要想真正变成修行人必须要有完善的人格摄受
弟子时如是自己修行时亦如是。

前行广释辅导

如果是像我们中的有些人可能有一些人格不好的方面因为自己的
人格缺陷等等那怎么办可以看一些教言或好的事例参照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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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一些贤善的人的故事。看了之后见贤思齐发愿要像这些贤善人
格的人们所表现的一样做个好人或贤善的人等等这样做也可以。
佛法当中有很多这些高僧大德的传记和教言我们都要去看。看了之
后努力地去改正而且改正的时候不是单单是为了自己集资净障这
个方法在佛法当中就有很多。

刚刚那种人格恶劣的人可能内心当中想改变的心都没有谁讲给他听
都没有用。然而像我们这种人即使有些地方人格不好却有一种想要
改的心。虽然有的时候由于以前的习气比较重改起来有些困难但
是内心当中从来没有放弃过上进的心。我们首先要去学习这方面的教
言学了之后要努力去改变修正自己不好的心态。还有一种方法就
是佛法当中的积资净障为了让自己越来越贤善积累资粮清净自己
的罪业然后祈祷上师三宝加持发愿回向或者请上师道友们给我加
持一下如果经常这样去做慢慢的也可以改变很好。

益西彭措堪布-前行系列 4

最可怕的是心死或者秉性刚强就没有接受教导的可能性。资质上
的事可以日积月累而改变但是秉性难以迁移最可怕的是它没有任
何对治。因为内心不肯接受对治自暴自弃以致于任何人的教导都
不起作用所以说“无有对治”。“劣”表现为刚强难化、邪性强
大无法扭转。

行为或秉性恶劣或者说刚强、傲慢的人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导使
法教也失去作用力甚至放弃改善自己心意和行为的可能性就绝对
没有任何成就的机缘。而且这种情况没有任何对治因为心硬如石
邪性强化根本不肯认错或接受转化也就不会有对治的机会这就
非常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