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圣教存住于世但如果自己没有步入佛门那么自相

续依然不能得受教法和证法就像太阳虽已高挂空中但对盲人来说无利无害或者

到了海边自己不饮水则无法解渴一样。如果进入佛门是为了今生的消灾去病等或

者是因为害怕来世的恶趣痛苦那么虽然已经皈依佛门但法也只能称为救怖之法

人也不可能真正趋入正道。再者如果单单为了今生的丰衣足食等或者仅仅追求

来世的人天乐果那么即便已经皈入佛门法也只能称为善愿之法人也没有真正

趣入正道。只有真正认识到生死轮回皆无实义为求解脱而趣入佛门才能称得

上是真正的入道者或者说佛教徒。

如果当地有佛教的传承但自己没有去听、去修那也不会闻

听到佛法。现在有佛法的存在而且我们不但有习惯也有机会亲自去听法當其

他的圓滿都有了但自己卻不學習佛法那麼其他的圓滿有了也沒有用。

从他圆满的后两者入教门和得善知识悲愍摄受来看在入教门上

归依、无伪的出离心和菩提心三者是入门标志现在我有没有入门如果没入门

那要尽量发展归依和出离心作为前奏之后就能入圣教门、入解脱道门然后还

要修菩提心才能入大乘门。一般来看马马虎虎好像沾一点边能相似地修修

但实际远远不够如果我没有真正入门那后面就不会出现成就的希望。所以要

注重修好入门的条件也就是要修归依、出离心、菩提心多年在这上努力。这上

面一提醒就要开始努力。

:佛法已經住世但是自己沒有皈入佛門也無濟於事。佛已經降世說

了法佛法也沒有隱沒但是如果自己沒有驅入佛法佛法再如何殊勝也沒有辦法

得到救渡就好比在河邊乾渴而死的人一樣。如今通過各種殊勝的因緣雖然趣入

佛門的因緣不同最終能懂得佛教意義我們已經步入了佛門因而自之緣分圓

滿。

那么它是不是应摄入自圆满呢并非如此。这主要是从入教讲的因为佛教存在

自己才能入教故还是属于他圆满的一种。



如果只是为了救怖、善愿还不是真实的入圣教。入圣教标准的法相应该是为了解

脱所以佛教徒的法相一定是为了解脱。我们要通过学习有善根的道友就会反思

做调整以前的目标和定位错了现在要调整到追求解脱道上面这样就会真实地

踏上解脱道这就是第四个他圆满自入圣教。

前面我们说了佛陀出世然后佛陀说法、所说的法还住于世间这三个条件都俱全

了。但是这个条件具足之后自己和圣教之间的缘分还要建立起来、要圆满。为什

么自入圣教很重要呢华智仁波切所说的圣教现在到了三千五百年、接近四千年的

时候。虽然世间是在往下行但是这种圣教还是很圆满的、教法还没有隐没。尽管

圣教传住于世自己还要步入佛门。

“但如果自己没有步入佛门那么自相续依然不能得受教法和证法”现在世间很多

人还是不能接受佛法。我们反复讲这个问题——地球上七十亿人当中能够接触圣

教、进入佛门的非常少大概三、四亿左右其中还要排除很多只是挂着名的即

便是挂了名的只要皈依了也算是进入圣教。阿底峡尊者也说过“内外道以皈

依别”。皈依了也算是佛弟子虽然再进一步观察的时候还要刨掉一大部分。但

只要对三宝有信心、做了皈依这个从最低标准来讲也算是进入佛教了。但是即便

进入佛门有五亿还有六十五亿这么多的人都没有办法接触圣教这说明接触圣教

需要很大的福报、很大的因缘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的。

有些人进来了又出去了你说有没有因缘呢有一点因缘但因缘不够、福报欠缺

所以他没办法在这种能给我们带来最大利益的教法中长时间留存。在这个教法当

中留存的越时间长、学习的时间越长调伏心的力量就越大。有些人有些因缘但

是内心当中的福报还不能支撑他长期的闻思修行。所以有些人皈依了佛门一段时

间,因某种因缘就退失了有些人修行佛法在学会当中学习一两年就退失了。

但是对我们来讲尤其是现在一定要学因为现在我们学这个教法很不容易。比如

说我们的福报先天不足有可能退失、也可能不退失但是学这个教法之后就知道

法这么好、这么重要通过观修之后就会加深这个观念。我们拼命祈祷、种福报、

发愿善根因缘就会得以稳固。在稳固的过程中就会不断地去修学然后从后天逐

渐培养对佛法的善习气或者福报善根这就会让我们逐渐不退失。

如果福报特别大的话也不会退失如果福报太小的话再给他怎么讲也会退失。但

是处于中间层次的这些人如果你不讲他可能会退你给他讲他思维、观修了

就不会退。我们可能就是这样的人我们福报不是那么强盛也不是那么小但是



通过闻思修的助缘可以把我们往上拉再走一步我们就不会退失。如果闻思修这

个助缘经常在经常性地接触道友、闻思观修佛法这个缘分就逐渐地延续越学

福报越大、信心越深厚这个时候退失的因缘就越来越少了。而且我们要不断地祈

请上师三宝念莲花生大师祈祷文等等每次都有发愿。如果我们做了这些在修

行佛法的过程当中就会相对来讲比较顺利。

进入圣教有深浅的层次如果从他圆满的基本条件来讲只要进入佛门暇满这个条

件基本上就圆满了。但是进入圣教了还有差别下面是进一步的分析。

进入佛门后是成为真实的佛弟子还是相似的佛教徒呢关键是要看你的心态。此

处分析的第一种情况就是救怖。进入佛门是为什么呢是为了今生或为了后世这

个今生、后世都是属于轮回当中的范畴。

第一种进入佛门是为了今生的消灾祛病。比如今年不顺、有很多灾难想通过皈依

三宝的力量把灾祸消掉或者身体有病为了遣除疾病皈依佛门、修学佛法还有

的皈依佛门是为了遣除违缘、得到三宝的护佑等等。就是对于灾祸、疾病、违缘等

产生了怖畏进入佛门是为了解除这种怖畏这是缘今生的救怖之法。

第二是缘后世进入佛门是因为害怕来世的恶趣痛苦。有些人不一定对今生的灾

祸、疾病、违缘等这么在意主要是担心“我下世会不会堕恶趣、堕地狱呀”有

时我们皈依佛门是处在不知不觉当中的如果不学习到底我们现在学习佛法是什

么状态完全不知道也根本不了解。觉得自己是一个佛教徒就行了但这是不行

的。法相当于是一面镜子即法镜你是什么状态它就会给你指出来或者法是一

张地图你在哪个位置上以你的标准就归在了救畏中。如果不学习根本不会知

道到底自己是哪个程度的佛弟子懵懵懂懂的。

再者第二种进入佛门是为了得到安乐。如果单单为了今生的丰衣足食等或者仅

仅追求来世的人天乐果那么即便已经皈入佛门法也只能称为善愿之法人也没

有真正趣入正道。

第一就是单单为了今生的丰衣足食等安乐。有些人皈依佛、修学佛法是为了今生

身体健康父母、家人身体健康有些为了家庭和睦、平安快乐、升官发财等等

是为了今生的安乐而趋入佛门、皈依三宝、修行佛法的。是为了得到善妙的愿望而

趋入佛门这就叫做善愿之法。第二是仅仅追求来世的人天乐果。有些人通过修行

佛法、布施、放生希望后世能做个大官、转为天人、长得漂亮等。这样只是追求



后世的快乐并不是真正追求解脱。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追求今生的或者后世暂时的

人天安乐而皈入佛门这些都属于善愿是不究竟的这样是没办法趋入正道的。

下面是对于真正追求解脱的佛弟子来说在排除两种不究竟或者不应该产生的心态

之后应该具有的心态。只有真正认识到生死轮回皆无实义为求解脱而趣入佛门

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入道者或者说佛教徒。

怎样才是真实的入道者呢要真正认识到生死轮回无有实意。暂时今生的痛苦遣除

也好安乐得到也罢或者后世的痛苦遣除也好安乐得到也罢如果你没有一个

意识想要从整个轮回出离那么即便是暂时摆脱了轮回中的痛苦得到一些安乐

这也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为了后世得到快乐去放生、去顶礼心态是为了后世得到快乐这个快乐的果

必须要用善法来圆满支撑。现在我做了善法而且愿望也是为了善法成熟以后的快

乐那么因果不虚如果你这样做了后世一定会成熟这个快乐的果报。但是这种心

态本身是相应轮回的因为它根本没有丝毫伤害轮回流转的因素流转后世的因缘

是圆满的。只不过是后世是恶趣还是善趣、是快乐还是痛苦上面的差别整体来讲

没有差别。救畏的心态也好、善愿的心态也好这两种心态本身和轮回的模式相应

不管你怎么做就是在轮回中跳不出去。

虽然你修的是善法但你的心态这个因缘本身没有一点点和轮回相背是完全和

轮回相应的。你想要解除怖畏这样做可以因为你今生、后世救怖的因缘也有了

你这样去做了肯定能在今生、后世得到救畏。但是你总的心态没有一点离开轮

回的因缘怎么可能离开呢不可能。善愿也是如此。希望今生、后世得到快乐

你种了这个因一定会得到果在今生、后世肯定是可以得到快乐的。但这种心态

也一点没有解脱轮回的因素无因生果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再怎么去努力、去挣扎

就是在轮回中没办法解脱。

为了求解脱而趋入佛门才可以真正称为入道者或者佛弟子。学习佛法不是为了快

乐是为了觉悟的。解脱觉悟是要把苦和乐都超越的而不是离开苦得到乐。只是

离开苦得到乐的话肯定不是真正的佛道。真正的佛道一定要超越苦也要超越乐。

比如善趣的乐、恶趣的苦这两个都要超越才是超越轮回真正的觉悟是超越苦

乐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安立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不注意都是想方设法地避免痛苦

要得到快乐。



这也不是说佛教徒就不必追求快乐了不要避免痛苦绝对不会这样暂时你会

离苦得乐究竟要成佛所以主和次要分清楚。有些道友不学习不注意把次要的

当主要——主要的圆圆满满次要的解脱成佛想得很少。今生当中要怎么样发财、

怎么样家庭快乐想得很多天天回向的内容很多发愿力也是大部分回向家庭

回向自己今生的快乐然后就附带提一下解脱成佛这个就是颠倒力量不会大。

如果强烈地为了解脱、为了众生的利益再附带提一下世间的快乐这是真正可以

做的。

:此处圆满和缺失的比较着重在于“真实入门”这一点。假使

能够看到轮回无实义而希求解脱那么对于老师教授的三乘解脱法他都会乐意修

习、乐意随教而转。他能认识到自己是轮回中的严重病患因而自然具有一种主动

力。老师也认可他的条件圆满而甘愿投入各种师资力量。由此他缘方面都能够圆

满地运转原因就是他具备了最初的信与欲。

假使没有真实入门没有主动踏上道的起点那的确是很大的缺失。看起来好像在

学修种种善法实际多数是满足虚荣心想用一种名声来装饰自己或者想得到地

位、供养的财利等这些人的内心统统尚未入门。说起来好像在学九乘教法实际

内心求的全是消灾免难、除现世灾障或者求现世和来世的人天福报、名利双全等

这些人再如何学修也只不过是实现离怖畏和求名利的结果。原因就在于他的

心没有调顺没有发展出信与欲不肯随教而转或者说不入教门。老师也不难发

现他不愿意随修教导。比如外前行中的少欲知足并不是修大圆满的行者就不

需要但他不肯修反而是心里铁定了要寻求现世享乐、来世享乐。再如何教导放

下、一心修道、不为自己等等他都丝毫不认同、不串习。这是一种很大的缺失

往后听闻再多的法也都跟内心了无关系最多如龙多上师所说来到法堂里能种

下一些善种子而已。

总之只要自方的欲乐没有生起、不肯配合他方的因缘就完全起不到作用。欲乐

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一旦缺失就无法开展出后后的一切修行。譬如老师或是父母

教导孩子只要孩子肯做他就能够完全学到所教课程非常圆满。同样自方具

足欲乐就能够马上随着他方师长的因缘而修习、运作能够开展法道上的各种进

程、实现法道上的各种功德利益。相反如果连欲乐都没有根本不愿意跟随法师



的教导而放弃名利、放弃现世八法、放弃享受、放弃自我他岂能踏上真正的法

道所有出世法道都是在求解脱的前提下才可能出现如果自己不肯入门、不肯踏

入老师说“你应当出离”的时候自己马上拒绝当然门内的一切都跟你绝缘。何

时愿意入门这一切才属于你。

:我们的心是有为法它是受因缘影响的关键就是用什么样的因

缘去影响它它就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用佛法的因缘去影响它它就会变成佛法

的样子如果我们用世间法的因缘去影响它它就会变成世间法的样子它是可以

改变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多思维所学的法义让思维闲暇圆满的因缘来改变我们的

心朝解脱方面去行进。

这里面所说的四转心法或者四厌世心就是让我们通过思维暇满难得之后对于世

间法不再有兴趣。我们对于修行佛法的确有兴趣知道这个因缘很难得时不我

待。现在得到机缘之后就要把握住因为很多事情的机会都是稍纵即逝的。在世间

中会说商机稍纵即逝如果抓不住的话有可能就怎么样。修行佛法也是这样虽然

看起来我们的人身好像有个几十年但是把这几十年放在无始无终的轮回长河中看

甚至比一滴水还要小。所以如果我们一旦放纵把机会放过去之后什么时候才

能重新得到这个机会真的不好讲。在《开显解脱道》当中就讲到暇满人身犹如

优昙花得到之后超胜如意宝获得暇满人身仅此一回。所以我们应该好好抓住机

会利用暇满人身熏习佛法。这就是在转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现在是修学佛法

的最好的机会得到人身之后就不应该去放纵,应该好好地抓住这个机会。通过再

再思维暇满难得就越来越发现人身这么珍贵应该用来修学佛法、不应该放在世

间法方面去这样的话我们的心就逐渐转变了。

思考题

1.为什么说自己趋入佛门非常重要趋入佛门分为几种你是哪一种

2.什么样才是真正的佛教徒扪心自问你自己是不是假如你身边有许多相似的

佛教徒你打算如何正确引导他们

3.真实入门与未真实入门在修法因缘上有什么差别



善知识的摄受自己看法本往往不能了解其中的真正含义只能了解一些字面上的

意思。如果前面四个条件都存在但善知识却没有给我们传法、灌顶不摄受我们

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去修行。

虽然已经皈依了佛门但如果善知识没有摄受我们也得不到什么收益。如《般若

摄颂》云“佛法皆依善知识功德胜主佛所说。”因为佛经浩瀚无垠、圣教多之又

多、所知无穷无尽假设没有依靠上师的窍诀就不会懂得总结诸法的要领而加以

修行。

从前阿底峡尊者来西藏时库鄂种三人曾经向尊者请教道“一个修行人要获得

解脱或遍知果位经论教典与上师的窍诀二者哪一个重要呢”

尊者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上师的窍诀重要。”

三人又问“这是为什么呢”

尊者答道“即使对读诵传讲三藏无所不知对诸法的法相无所不晓但如果实地

修行时不具备上师指点的实修口诀就会造成正法和行人互相脱离的结局。”

三同门继续请教道“如果完整地归纳上师口诀的修法能否概括为净持三种律仪

与三门勤奋行善呢”

尊者回答说“这样概括还不足够。”

三同门问“这又是为什么呢”

尊者答言“即便三戒守护得清清净净但如果对三界轮回没有心生厌离仍然是

轮回之因。即使是三门日日夜夜勤勤恳恳地奉行善法但如果不懂得将善根回向圆

满菩提那么善法也会被颠倒分别念一扫而光。纵然具备智慧超群、戒律清净、讲

经说法、观修境界等一系列功德但如果没有舍弃世间八法一切所为也只能成为

现世的生计而不可能获得来世之道。”



所以说得到上师善知识的摄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认认真真观察自相续

如果八闲暇十圆满这十八种暇满已完整无缺地具足那么自己的这个身体就称为具

备十八暇满的人身。

19 +

即便已具足前四种因缘但若仅是形象上的皈依没有被善知识所摄受那对正法

的真理也将一无所知。有些人出家二十几年了连基本的戒律都不懂有些人皈依

好多年可是皈依、发菩提心、修人身难得也不太会由于没有遇到具有修证、精

通佛法的善知识即使具足前面的因缘也没有用。而今我们已承蒙善知识慈悲摄受

所以为殊胜悲心圆满也叫殊胜善知识摄受。

过去也有现在也有未来还会有这样的人对佛法有兴趣皈依的仪式也参加过

也取了法名但是只是顶顶礼、供养一下、朝拜一下寺院、做一点义工、做一点

事情等等仅此而已。不知道佛法中讲的内容不知道自己所皈依的三宝是怎么回

事不知道自己皈依佛门到底是要干什么佛法所讲的主要的核心思想是什么都不

知道。这样即使皈依之后也没办法得到殊胜的利益和受用所以这个条件其实是不

圆满的。虽然他已经进入佛门但是真正来讲要用佛法调服相续要有完全的、圆

满的机会修学佛法这个条件其实并不圆满这个“暇满人身”还有缺陷。

依止上师是不是一定要二十四小时或者长期跟随上师身边这个不确定。很多上师

都讲了这个问题现在是网络时代通过网络完全可以依止上师。很多时候上师讲

法、在摄受弟子的时候不一定要在每一个弟子身边说说话、吃吃饭、聊聊天。但

有些人很喜欢这样的这可能是根基还没有完全成熟吧。有的人还是觉得依止上师

就应该热热闹闹地和上师一起说话、聊天上师显现上很关心自己等等。当然这也

是依止上师的一种行为但真实来讲主要是应该依止上师所传的法而且要依教奉

行去改正、调整自己的行为改正自己错误的观念。所以说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即便是长时间没有见到上师又怎么样呢其实你的相续在进步、内心在调整这个

就是依止上师、善知识摄受之后的必然现象。否则的话即使经常能够见到上师但

上师让你修这个不修上师让你听法不听对自己解脱有意义的事啥都不做这对

自己解脱不是直接的因这方面我们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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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般若摄颂》中云“佛法皆依善知识功德胜主佛所说。”一切佛法依靠善知识

而得这不是凡夫信口所说而是圆满一切功德、大慈大悲的释迦牟尼佛亲口所

言。《般若八千颂》亦云“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正觉必先于善知识恭敬

承事而依止之。”还有《华严经》中言“佛法无人说虽慧莫能了。”佛法要是没有

善知识讲解世间再聪明、再有智慧的人凭借自力也不能通达。为什么呢因为

佛经浩瀚无垠、圣教多之又多、所知无穷无尽假设没有上师的窍诀就不会懂得

总结诸法的要领而加以修行。

各地的佛教大书店里各种佛教书籍琳琅满目还有《大藏经》也是那么多册这么

多的法本初学者乍看会云里雾里不知道该如何取舍到底是一转法轮好还是

二转法轮好或是三转法轮好南传佛教好北传佛教好还是藏传佛教好但如

果有了上师教言这一切经论和教典的内容都可通过上师的窍诀来领受即先要

有出离心在此基础上有菩提心然后以无二慧来抉择空性。无二慧在显宗中是

中观在密宗中是证悟自知自明的心识本体。归根结底就是以出离心和菩提心

为基础破一切人我相、法我相。大概这么几句话就把所有经教的内容都概括了

如此修持也会非常圆满。

要知道上师的窍诀确实很重要假如没有上师的窍诀就不会懂得将经论要点与

自心融为一体而修行。因此有了佛法也不行自己皈依了也不行还必须有善知

识摄受。

戒律中规定如果弟子没有通达三藏十年中要依止上师。十年以后假如你学得

可以则可离开上师出外弘法利生假如学得不行还要继续依止。但现在人可

不是这样只要上师给你剃了头第二天就无影无踪了只是把这当作一个形式而

已。其实依止善知识务必要长期。我们不仅需要佛法的基础教育更重要的是不

能离开上师。以前的布玛莫扎和嘉纳思扎历史中记载曾五百世转世为班智达

纵然如此他们也分别于 21年、9年中承侍上师。圣者尚且如是显现我们业障

深重的凡夫俗子可能刚从地狱、饿鬼中爬出来好不容易有了依止善知识的机会

就更应值得珍惜了。虽然依止的过程中也许有点辛苦、有点累此时必须要有

耐心。

阿底峡尊者与库鄂仲三弟子的答问说明上师的教言与摄受尤为重要



大家理论上虽然要精通但这些理论若要结合自己的相续必须依靠上师窍诀。否

则佛教经论多得不可胜数在短暂的一生中全部都修恐怕不太现实。倘若没有

上师的实修口诀就会导致法是法、人是人人与法根本无法相融。但如果有了上

师指点法融入了心就像《前行》这部法最初怎么样发心、中间怎么样入定、

最后怎么样回向必定会了了分明。所以说上师的窍诀很关键。

有些人身体天天在佛堂磕头、打坐口中不断地念诵佛号、观音心咒、《金刚经》

心里也不生贪嗔痴尽量地行持善法。或者来学院开法会闭关一个月念百万佛

号非常非常精进。但他坐车回去的路上生起一个大嗔心跟金刚道友打架、吵

架结果辛辛苦苦一个月的善根都会被一扫而空。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回向不懂

以菩提心来摄持纵然精进地闭关、禅修、苦行可是分别念一生起以前的善根

还没来得及保存一下子就全都没了。不但没了还可能造下很多罪业。

但若有了上师的窍诀做任何善法结束时都会回向以菩提心摄持此善根。就像

你好不容易赚了一笔钱出门时要把它锁在保险柜里或者存在银行里。同样你

所积累的一切善根如果以回向来摄持乃至菩提果之间也不会空耗。这一点特别

重要可惜很多人都不知道。

总之得到上师的摄受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上师窍诀则生不起出离心即使

清净三种戒律也没用如果没有上师窍诀不懂善根以菩提心来摄持三门日夜精

进也收效甚微如果没有上师窍诀不知看破一切而以解脱为目的纵然戒律、智

慧无与伦比也只能成为人天福报之因。

然而一般人对此根本不明白他们一生中皓首穷经翻阅了无数佛经论著最终

仍然茫然迷惑。例如鲁迅先生读了佛经之后知道极个别经典很殊胜于是开始

捐钱刻印但遗憾的是他缺少真正的窍诀否则像他这么聪明的人肯定能达

到更高的境界。我还写过一些文学巨匠和明星的佛教情结很多人因为没有上师窍

诀结果只是与佛教结个善缘、种个善根。要知道佛教甚深窍诀的钥匙唯一在

上师手中上师若没有为你打开宝藏之门你在门外只是走马观花而已内在精华

并不能得到。故《真实论》中云“欲成一切智即依善知识仅凭自精进无能

成圣佛。盲人依自身不能攀高峰。”世间上虽然也有自学成才的现象但在佛教

当中上师的窍诀不可或缺不然仅凭自己的精进想获得成就难如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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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皈依佛门之后的修行很顺利有些人皈依佛门之后还是很迷惑很烦恼没

有什么进步。这里的因素有很多但最关键的助缘是什么善知识没有摄受。如果

皈入佛门之后遇到很好的善知识摄受这是修行佛法方面最大的助缘。修行的主因

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的佛性如来藏最大的助缘一定是善知识。如果善知识没有摄受

我们在佛门当中就不能受益。佛陀和阿难尊者有下面的对话阿难尊者说“我

通过观察之后修行佛法过程当中大部分是依靠善知识的帮助。”佛陀说“不是

大部分是全部依靠大善知识。”这就说明了善知识非常重要。

当然这里的“全部”依靠善知识的意思是从“助缘”的侧面来讲善知识是最主要的。

修行佛法的主因还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己想解脱这个助缘就可以帮助我们解

脱。如果我们自己不想解脱或者没有佛性及如来藏那么善知识再怎么努力也没

办法利益我们。这里有个“因缘和合”主要的因还是我们自己最大的助缘就是善

知识。

在修行佛法的过程中能不能值遇善知识是很重要的但是“值遇善知识”也是需要很

多的福德才能得到因为它是最重要的助缘遇到善知识不是靠运气不是偶然

的。为什么我们在学法的时候在无数的祈祷、发愿和回向当中总是有一个“生生

世世不离师”的发愿因为如果没有去回向和发愿的话我们就不可能随随便便遇

到善知识。这不是偶然性的他是通过我们的愿力成熟才遇见。首先我和善知识之

间有因缘然后我通过善根回向生生世世当中都能够值遇善知识并且在值遇善

知识的时候生生世世如理如法地依止这个是很重要的。

有福报、有善根的人就能够遇到一个真实的善知识。如果是福报欠缺的人他总

是遇到些假的甚至把他往邪路上带的也有。福报大的人很小就遇到了善知识遇

到之后生起信心愿意依教奉行。这就是善根深厚的表现。如果善根不深厚可能遇

不到或者遇到之后没有信心或者有时候有信心有时候又产生邪见。如果你虽然

不生邪见但不愿意跟随他学法比如我对上师是有信心但是上师让我做的这些

我不做就是没办法被调伏。虽然你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善知识但是关键问题是

你还要去依教奉行。因为要调伏你的心必须依法来调伏。



上师的窍诀很重要。上师告诉我们先学《大圆满前行》。《前行》是祖师们对佛经

学习的心得是留下来的引导。从所有佛经中归纳出的第一步就是要生起出离心。

对一个佛教徒来讲要成佛的第一步就是出离心。出离心怎么修上师告诉我们有

四种修法——暇满难得、寿命无常可以打破对今生的执著轮回痛苦、业因果可以

打破对后世的执著。这时会生起“我要解脱”的心然后开始修皈依、发心慢慢地

一步一步成熟。

如果没有上师的窍诀即便把《前行》的法本告诉我们学了之后次第也很清楚

但我们自己也看不出到底是怎样做。上师会告诉我们这个意思是对照什么那个

意思是对照什么怎样去观想怎样去作意。在给我们传讲的时候上师会把他的

经验告诉我们直接把修法的方式教给我们。不用自己去摸索上师直接把自己的

智慧总结出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比如在看这本书时应该这样去理解应该这样去

做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这本书的正确的观点知道它所表达的正确的意义。

3

佛法是通过一代一代圆满、无谬、清净的传承才流传下来而善知识领受了佛的心

意以具足德相的条件代表世尊来引导学徒进入法道。换言之离开了善知识就没

办法上道。这是佛陀亲口所说。离开了善知识的教授我们无法把握修持的要点

也无法在菩提道上实质性地踏进一步。对此我们可以通过“量、时、自力”四字诀来

通达。

首先“量”是指佛语经教的量非常多。佛说法是针对整个教法期所有有缘众生的诸

多根性而不是只为一个人着想因此按照众生的情况要建立起完备的小、大、

密三乘一贯体系的教法种类。例如《阿含经》等归属小乘《般若经》、《六度

经》等归属大乘其中的《如来藏经》等直接指示了心性在此之上又有事部、行

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等各类密续如此贯穿计算经教之量的确非常大即

“量多”。

留下小、大、密三乘完整的教法是完成导师佛应世的愿力。其中随应各式各样的

根机宣说相应的法门、制定各种戒律、标明各种地道以及宣说胜义实相、世俗现

相等等无量无边的所知又以各种阿毗达磨等的论述使他们通达。在一尊圆满佛的

应世中以他无上正觉的智悲力量将这一切全部建立为完备的教法体系。他是随

应千秋万世具缘者的机缘而宣演有对当代说有对后代说有对末代说有对人



天说对出世说有对小乘根机说对大乘根机说有对显乘机说密乘机说等

等。佛语广大、经教量多可见一斑。

第二是了解“时”。我等众生是生在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寿命不会超过一百岁而

且前减、后减中间没剩多少学修时间。也就是说就目前大多数人的情形来看

前三十年基本已经浪费没有培植出什么善根反而熏习了一大堆邪悖的观念、意

乐、行为等。最后的时光也是只能现出衰残老病相例如六十岁以后光景无多已

经被老病衰苦的魔鬼攫住导致身心不得自在、学法能力有限。假使患上个一灾两

病很可能就躺在床上了此残生。在中间三十年中又要饮食、睡眠、工作又有各

种人际应酬、俗务应付等等将这些减下来真正能修法的时间基本不会超过两年

所以是非常有限。

再看对于极其深广的教法大海在我们短暂的一生当中有没有穷尽边际之时

能不能把小、大、密的无数教法全部读透、通达、贯穿乃至彻底明了修法之道

呢以我们的智慧连其中一小分的人天乘道要点都不可能把握更何况自身习

性非常错乱、任性、没有纪律性如果无人指点哪里能随便读一读就轻易通达

可以推测我们以此世有限的因缘、极差的能力绝对没有穷尽教法边际之时。或

许是尚未阅读几部便呜呼哀哉、与世长辞。到了来世先前所读也被忘得一干二

净。以上是对第二“时间”上的认定。

第三是“自力”上的认定。我有多少能力是佛菩萨再来吗或者如晋美朗巴尊者般

不须人教、见而通达或者是宿世的无量智慧突然间全部暴发一切经教义在心

中显现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吗并非如此。仅仅一句佛法如果没有别人的解释

自己都不懂再加上相续中的诸多偏执、曲解、暗钝等常常以邪慧、偏取、自以

为是而错会法义如此考察下来我哪有这等能力

应当承认就连最简单的加法老师不教也没办法掌握数学书汗牛充栋凭自己

能通达吗自己能不能透过小、大、密三乘教法以把握要害与径捷的方式转入于

甚深法道从而使自己迅速成就菩提这些梦也梦不到的事都必须依靠过来人

在他们的指导下才能进行。善知识摄集小、大、密三乘一贯体系并结合自心学修

逐步在缘起上集聚起证道的因缘从而实证到自心本性的路途这样的人才能为

我们指授正道。



祖师针对未能生在佛世而得佛亲自指点的当代根机也完全指出该如何摄集要点而

学修。佛在世时对当时的每一类所化都有一种观机之后的无误传授于是出现了

各种教法。历代菩萨为了兴盛圣教也以种种必要撰造了诸多论著。然而到了当

代并不是缘起上仍旧一模一样也不代表所有人都要依循老路。毕竟不能将现

在与过去简单地画上等号。假使没有如此伟大的上师出世并传承清净的法流针

对当代众生的因缘、根机衔接当代人的心态、症结而给予最适合的引导我们必

定不知该如何踏上此殊胜法道。

一了知

1. 虽然已经皈依了佛门若仅是形象上的皈依没有被善知识所摄受那对

正法的真理也将一无所知也得不到什么收益。有些人出家二十几年了连

基本的戒律都不懂有些人皈依好多年可是皈依、发菩提心、修人身难得

也不太会由于没有遇到具有修证、精通佛法的善知识即使具足前面的因

缘也没有用。真正要用佛法调服相续要有完全的、圆满的机会修学佛法

没有善知识摄受的话那这个条件其实并不圆满。

1. 《华严经》中言“佛法无人说虽慧莫能了。佛法要是没有善知识讲

解世间再聪明、再有智慧的人凭借自力也不能通达。因为佛经浩

瀚无垠、圣教多之又多、所知无穷无尽假设没有依靠上师的窍诀

就不会懂得总结诸法的要领而加以修行。

2. 如果善知识没有给我们传法、灌顶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去修行。佛

法皆依善知识功德胜主佛所说。佛法是通过一代一代圆满、无谬、

清净的传承才流传下来而善知识领受了佛的心意以具足德相的条

件代表世尊来引导学徒进入法道。换言之离开了善知识就没办法上

道。这是佛陀亲口所说。对此我们可以通过“量、时、自力”四字诀来

通达。

3. 依止善知识务必要长期。我们不仅需要佛法的基础教育更重要的是

不能离开上师。现在人不是这样只要上师给你剃了头第二天就无

影无踪了只是把这当作一个形式而已。

2. 阿底峡尊者与库鄂仲三弟子三怙主——文殊菩萨、金刚手菩萨、观世音菩

萨的化现的答问说明上师的教言与摄受尤为重要。倘若没有上师的实修口



诀不懂得结合心相续就会导致法是法、人是人人与法根本无法相融

即使他们一生中皓首穷经翻阅了无数佛经论著最终仍然茫然迷惑。

1. 如果没有上师窍诀则生不起出离心即使清净三种戒律也没用

2. 如果没有上师窍诀如果不懂得将善根回向圆满菩提那善根会空耗

善法也会被颠倒分别念一扫而光三门日夜精进也收效甚微

3. 如果没有上师窍诀如果没有舍弃世间八法不知看破一切而以解脱

为目的纵然戒律、智慧无与伦比也只能成为人天福报之因。

二对比

1. 我们已经得到善知识摄受。依止上师是不是一定要二十四小时或者长期跟随

上师身边这个不确定。很多上师都讲了这个问题现在是网络时代通过

网络完全可以依止上师。

1. 应该依止上师所传的法而且要依教奉行去改正、调整自己的行为

改正自己错误的观念。所以说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即便是长时间没

有见到上师又怎么样呢其实你的相续在进步、内心在调整这个就

是依止上师、善知识摄受之后的必然现象。

2. 皈入佛门之后遇到很好的善知识摄受这是修行佛法方面最大的助缘。主因

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的佛性如来藏最大的助缘一定是善知识除了这个没有

再大的助缘了。

1. “值遇善知识”也是需要很多的福德才能得到因为它是最重要的助缘

遇到善知识不是靠运气不是偶然的。是通过回向和发愿“生生世

世不离师”等愿力成熟了才能遇到善知识。

2. 有福报、有善根的人就能够遇到一个真实的善知识。福报大的人很小

就遇到了善知识遇到之后生起信心愿意依教奉行要听教言然

后要调伏自心慢慢成为合格的法器。如果是福报欠缺的人他总是

遇到些假的甚至把他往邪路上带的也有。

3. 如果有了上师教言这一切经论和教典的内容都可通过上师的窍诀来领受

即先要有出离心在此基础上有菩提心然后以无二慧来抉择空性。无

二慧在显宗中是中观在密宗中是证悟自知自明的心识本体。归根结底

就是以出离心和菩提心为基础破一切人我相、法我相。大概这么几句话

就把所有经教的内容都概括了如此修持也会非常圆满。



三珍惜

“值遇善知识”其实不容易这里每个条件我们泛泛看的时候好像都很容易

但真正观察的时候发现每一个都不容易。现在我们要观察上师摄受我了

这个很不容易所以我要很谨慎地认认真真地去把自己的毛病调伏掉要

对上师生信心经常去祈祷、发愿回向集资净障为了让我在依止上师的

过程当中都能够如理如法。依止上师的时候要有种很殷重的心、敬畏的心

这样就可以从上师这得到很多的利益。

很多人雖然具足了這些條件卻在不知不覺當中虛度了一生把自己所有的

生命、所有的閒暇和圓滿都投入到追求金錢、地位上面為了這些外在的名

利而浪費了可貴的人身。如果能早知道它是那麼難得很多人就不會如此

白白地度過一生。若能明白依靠人身能做很多事情——可以解脫可以從輪

回中找到出路就會清楚地意識到把這樣的珍寶人身全部投入在物質生活

上是多麼的不值得。接下來他就會發揮人類獨具的一種特殊能力——修

行找尋解脫的出路。

思考题

1.修学佛法的过程中为什么善知识的摄受相当关键你对此有哪些体会

2.怎样依止善知识才如理如法你以前是怎么做的今后有何打算

3.为什么精通佛法的人修持时未能践行上师教授将成人法脱离什么才是真

正的依师学法

4.尊者为什么说住三律仪和三门精勤行善没有少许利益

5.学习阿底峡尊者与库鄂仲三人之间的问答你有哪些收获其中哪一段最触动

你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