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次第广论
思惟所欲求不得苦

求不得苦分五种苦相，和爱别离相同。

对于所欲求不得时，便因此心生忧戚、语生愁叹、身生扰恼，因为念彼功
德、思恋因缘而令意热恼，由受用等有所缺乏而生忧苦。求不得苦和爱别
离苦本质也相同，都是因贪爱引起。

求不得苦：比如务农，从春天开始播种，经过半年的辛苦劳作，到了秋天
却没有好的收成；又如经商，苦心投资经营，却得不到利润等。这都是因
为努力追求所欲，却不能如愿以偿，所以心灰意冷，忧愁苦恼。

永明延寿大师的《宗镜录》中说：“故求不得苦者，有其二种。一者，所希
望处，求不能得；二者，多役功力，不得果报。”（求不得苦有两种：第一种
是对所希望之处，追求而不能得到；第二种是费尽功夫，却得不到结果，
前功尽弃。所以内心失落痛苦。）

前行广释
所谓求不得苦，是指世人欲望无有限度，因各自职业、地位、爱好、身份
等不同，以致所求目标也各式各样，若对自己所爱乐的事物，如财产、地
位、美色等，求之而不能得，这种痛苦即为求不得苦。如《大毗婆沙论》云
：“求如意事，不果遂时，引生众苦，故名求不得苦。”

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谁，没有一个不渴求幸福快乐的，趋乐避苦是人人
与生俱来的天性，可真正能如愿以偿的却寥寥无几。有的人为了舒适安
乐而建造房屋，没想到房屋突然倒塌，自己被埋在里面；有的人为了充饥
果腹而享用饮食，结果却染上疾疫，危及生命；有的人为了身体健康而服
用药物，结果竟发生反应，提早离开人间；有的人为了获取胜利而奔赴战
场，结果一命呜呼、客死异乡；有的人为了谋求利润而拼命经营，结果被
仇人毁得倾家荡产，沦为乞丐……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虽然都有自己的目标，如农夫希望庄稼丰收，知识分
子希望学业有成，公务员希望在政界中得到高位，但在所有的目标中，大
乘佛教的目标最不可思议。为什么呢？一是它时间漫长，从初发心乃至
成佛之间；二是它范围广大，利益三界的一切众生。相比之下，如今被称
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也只是帮助了一部分人类而已，实无法与大乘的
愿力同日而语。

曾有一位法师说：“愿大，力就大。”的确，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利生事业
不可思议，非常广大。可见，一个人能否有所作为，关键要看愿力大不
大。如果愿力很大，想帮助全世界的苦难众生，那力量和机会自然会具足
，短时间内这种因缘也可以成熟；反之，假如成天想的只是自己好好生活
，那么，所作所为也就只能围绕着这个而已。

其实，求不得苦往往是源于狭隘的思想。倘若一味只为了自己，得不到预
期的财富、地位，必定会因此而苦恼。放眼周围，无数人为了今生的幸
福、受用，尽心尽力地辛勤劳作，他们却并不知道，如果没有前世的福德
因缘，今生再努力也无济于事，到头来不但得不到这些，甚至解决暂时的
温饱也成问题。可见，就算是小小的希求，有时也需要前世的因缘。

这一点，出家人、在家人都一样。即使每个人拥有同等的缘分，但由于各
自福报不同，最后的结果也会千差万别。就算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学
生、同一个父母所生的孩子，未来的命运也都有天壤之别。所以，我们不
得不承认，若想得到梦寐以求的东西，除了勤奋努力之外，前世的因缘也
不可或缺。

一亿里”富人区的公案
佛经中就有这样一则公案 ：从前，印度王舍城有很多富翁，他们中拥有一
亿财产的，都住在“一亿里”这个富人区。当时有位商人为了能成为其中一
员，拼命工作、缩衣节食，将毕生心力投注在累积财富上。经过数十年的
努力，眼看着家产将近一亿了，商人却在此时积劳成疾而病倒。临终前，
他告诉妻子，希望年幼的儿子将来继承他的遗愿，成为拥有一亿家产的
富翁。



商人死了之后，妻子含泪将遗嘱告诉儿子。儿子听完母亲的话，让母亲把
财产交给他处理，并承诺很快就能住进“一亿里”。母亲放心地将财产交给
他，岂料他广行布施，供养三宝、周济穷人，不到半年光景，所有的家产
全部散尽。更不幸的是，儿子此时得了重病，短短数日便死了。商人的妻
子见财产没了，儿子也死了，悲痛欲绝、伤心万分。

儿子由于生前布施而种下善因，不久即投生在“一亿里”的首富家中。这位
家财万贯的富翁，年过八十仍膝下无子，如今喜获麟儿，实在开心不已。
但这刚出生的儿子却生性奇特，不论谁来喂哺都不肯进食，夫妻俩焦虑
万分，到处探寻良策。事情很快就传开了，商人的妻子听到这个消息后，
好奇地前去富翁家中尝试，没想到婴儿一到她手上，就马上开口进食。富
翁见状大喜，于是和夫人协议，以厚礼为聘，请商人的妻子到家中居住，
就近照顾儿子。

有一天，怀里的婴儿忽然开口对她说话：“您不认识我了吗？”她听后大
惊。婴儿又说：“不要怕，我是您的儿子。因为上供下施的福报，所以投生
到一亿里的首富家，这就是布施功德的不可思议啊！”

所以，前世的愿力和因缘，我们每个人不得不承认。现在有些佛教徒，从
他们言行举止中看，只顾眼前及时行乐，对后世却漠不关心，这完全是唯
物论者的做法，跟只管今天、不管明天的行为一样可怕。当然，这也与从
小教育及成长环境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人即使表面上承认后世
存在，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积极为后世积累资粮，这种做法不太合
理。古大德曾一再教诫我们：“勤劳如山王，不及积微福。”一个人再怎么勤
劳，也不如积累微小福德的作用大。所以，单靠勤奋努力不一定能成办大
事，若在做事的同时，花钱念经或作些功德，顺缘的力量才非常大。
然而，世间人把心思和精力，全都用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尤其是他们最
执著的感情，正如一本书中所言，它是耗尽光阴、耗尽青春、耗尽钱财的
魔术，最终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到头来，当你面对死亡时，究竟得到
了什么？一无所有！纵然你是腰缠万贯的大富翁，离开人间时一分钱也
带不走；纵然你是亿万人之上的国家总统，死时一个眷属也无法跟随。因



此，佛陀所讲的生老病死等道理，完全是以理服人，不是以势压人，真正
有智慧的人应该能接受，因为这也是他们有目共睹的事实。
就像《云水谣》的那个女主角，如果用近60年一直观想佛陀，而不是对一
个男人朝思暮想，生起次第肯定早已修成了。

明白这一点后，大家应当这样想：“如今我已经遇到了大乘佛法，依止了善
知识，依靠经论也知道弃恶从善的分界。此时此刻，我千万不能再将精力
放在轮回琐事上了，一定要修持真实的正法！”当然，要像以前噶当派和
宁玛派的大德那样，将精力100%用于修行，我们恐怕也做不到。尤其是
城市里的人，一个礼拜能空出一天或半天学佛，就已经很不错了。他们自
己都特别惊讶：“以前我的时间全用来吃喝玩乐，现在一周还能抽出半天
学习佛法、闻思修行，我的境界这么高啊！”确实，跟过去相比，你是有所
进步。但七天中只用半天学佛，其余六天半都在散乱，而且你的“半天”也
许只是听两堂课，就两个小时而已，这样的话，和真正的修行人比起来，
还是差得相当远。

前行广释辅导
庚七、求不得苦

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希望自己幸福快乐，可是几乎谁也
不能如愿以偿。

这就是求不得。求什么而不得呢？求就是希望的意思，希望自己幸福、快
乐，但几乎没有如愿以偿的。显现上有这种安乐或者有那种幸福，然而一
段时间过后又会变化，又会丢失。而且在此过程中也会有很多的痛苦紧
邻我们，真正完全如愿以偿的有情是没有的。

因为无明、我执以及烦恼无时无刻不在追随我们，通过它们所发动的所
有的行为基本都和痛苦挂钩，即是苦苦、变苦、行苦，总之不离痛苦。虽
然阶段性的显现上可能会有一些安乐幸福，即便不从严格意义上把它定
义成变苦，而是从显现上承认它就是一种幸福和快乐，但这些都无法真



正长期保持。因此在人生中、在轮回中，我们总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的痛苦
，将我们的快乐夺走，几乎没有办法如愿以偿。

下面就举几个例子，其实求不得的痛苦非常之多，我们则可以通过举一
反三的方式，自己去观修、去观察。

1.有的人为了舒适安乐而建造房屋，可没想到房屋倒塌自己丧命；

2.有的人为了充饥果腹而享用饮食，结果却染上疾疫危及生命；

3.有的人为了获取胜利而奔赴战场，结果一命呜呼；

4.有的人为了谋求利润而拚命经营，结果被仇人毁得倾家荡产，沦为乞
丐等等；

除了上述的例子，每天还有千千万万的因求不得而痛苦的事例在我们周
边发生。即便你今生当中感觉不到，但在整个轮回当中求而不得的痛苦
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只要在轮回当中，就没办法离开求而不得，所以我
们观修的时候，一定要非常详细地观想，否则会觉得法本当中讲的和自
己没有关系。我们观修的范围一定要大，不然没办法真实地去观想。我们
要把求而不得的痛苦扩及到整个轮回，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没有从轮回中
解脱之前，远离不了求不得的痛苦。

要摆脱这种痛苦就必须把求不得苦的因素全部灭掉，这是你在轮回模式
中根本无法达成的。必须要走解脱道，才能从根本上灭掉无明、我执、业
和烦恼。然后在解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菩提心。不单我要解脱，轮回是
如此的恐怖，我要愿一切众生解脱，这就是菩提心。真正的菩提心在此基
础上就可以引生出来。

古大德说：“勤劳如山王，不及积微福。“
这两句是对前面内容做的归摄。针对这种情况，古代的大德们有一个非
常精辟的归纳—“勤劳如山王，不及积微福”。“勤劳如山王”，就是我们今



生今世非常勤劳地去聚集财富。有些人做生意早上三四点钟就起来了，
忙到十一二点才睡觉。睡完之后又很早起来，每天都是这样，没有休息
的时候，勉勉强强能够糊口。“勤劳如山王”，非常勤劳还不一定能得到，
得到的和愿望差得太远了。非常勤劳，但是又能得到多少呢？

“山王”就是须弥山王。须弥山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高大的，几十万公里那么
高，这么大的如山王一样的勤劳，但得不到很多。“不及积微福”，今生中
做得像山王一样大的勤奋，还不如在前世造过像火星那么点大的福德。
“微福”有些解释成像火星那么大的福德，火星很小，烧柴的时候一炸开，
火星就飞出来。在前世造了这么一点点的福德，今生就不需要这么大的
勤奋而得到。因为业果是不虚的，所以尽量要修善法。

但是有漏的福德仍然不可靠，当然，有没有有漏的福德善根，差别还是很
大的。有了有漏的善根，在今生乃至轮回中会过得好一点儿，追求财富会
顺畅得多，没有善根就很辛苦。但只是有漏的福德，对于整个轮回来讲还
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大问题，只能解决一段时间的问题，因为有漏的善
法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没有修解脱道，就没有办法持续地修善法，快乐幸
福的生活也没办法持续性地出现。因为所有的果都是观待它的因，有因
才有果。如果我们要让快乐、幸福这个果持续性地发生，就必须要持续
性地修善法。但是我们在轮回中一世又一世地转生，能保证每一世都是
持续性地修善法吗？不行。因为我们内心的烦恼种子还在躁动、成熟，
它还想翻身。

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现在开始修解脱道，发愿、回向，把可以用的
都用上。这能保证我们生下来就遇正法，并对正法有兴趣；在善知识面前
，对善心、善行也有兴趣；持续性地以很大的方便去修，即以菩提心、空性
摄持。这样力量就很大了，就可以保证我们生生世世可以获得暇满人身、
遇到善知识摄受、对善法都有高度的兴趣、都愿意去实践佛法。生生世世
修善法，一方面可以保证每一世都获得善趣、人身、安乐、幸福；另一方
面保证每一世的修行都是一步一步地远离轮回、走向解脱。这方面一定
要去好好观察思维。



试想如果我们把这份为了营生的辛勤努力，比如我们三、四点钟起来开
始生炉子、准备早餐、卖早点等等，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点关门、数
钱、休息。就用这种勤奋来发菩提心、修持曼扎、观修或止观等等。如果
这么勤奋、这么大兴趣的话，可能早就成就佛果了。

所以说不要再把精力放在承办没完没了的轮回琐事上。轮回琐事一是没
完没了，二来就是无数次的从零开始努力，到头来又归零，归零之后又开
始。承办轮回琐事的思想是没完没了的，没办法自动终止，即便没什么意
义也不会终止。虽然想方设法去找一些新鲜的事情做，但都是和轮回相
关联的，所以我们现在要修持正法，就必须要通过认认真真地观修轮回
的过患，比如说求不得苦。要把它修得非常纯熟、和自心相应，修得真实
地觉得这就是苦、是必须要摆脱的状态，这个时候修持正法的想法才会
生出来。这是第七个----求不得苦。

前行系列3
思维求不得苦
分五：1）思维认定所欲不临之苦相；2）认定极大量的非理邪求不如极小量
的如理正求；3）对于非理求取无义唯苦，引生大周遍定解； 4）对比显示，
于正法中稍作勤求，决定作成大义之果；5）发生唯法是求观念。

1）思维认定求不得之苦相 分二：①总体认定；②差别认定。

①总体认定
如是所欲不降临的苦者，此世间的界中，自己不欲喜而乐者一个也无，然
如如是所欲般来者，谁人也无。
求不得苦就是所欲不得降临的苦。对这种苦相，先要认识所欲的状况，再
要认识不临的状况。“所欲”，指世间界中没有一个人不欲求身心的喜乐，
每个人都是想要乐而不想要苦的。乐又摄在身心两分，就是身得乐受、心
得喜悦。“不临”，是指按自己妄想所欲般降临的一个也没有。

这种苦相反映了私欲和现实的差别。私欲就是自欲，指自身的一种妄想
，想得到这种那种的喜乐；而临是由缘起律决定的，即按天理来定的，不



是按私欲而现的，所以，一切非理的私欲总不会实现，这叫做“所欲不
临”。

苦从结局和过程两方面来认识。结局，以非理而求故不能实现；过程，即
此过程中的一切邪欲、邪勤、邪业等全数徒劳无义，反遭苦患。其中最后
的那个相，当然就陷入到极大的不得满足的忧苦当中，而且会出现无数
反面的不欲。总而言之，这种非理的欲求徒劳自苦而已。

“谁人也无”这四个字，反映了世间界中普遍存在这样的求不得苦，以天理
无丝毫错乱故，并非只随分别心所欲就得以现前故。这要看到，在缘起律
上连丝毫的错乱都不可能出现。

②差别认定
“差别”和“平等”是一对，凡是在观照缘起具体的事相上，都要展开对差别
分的认识。在时空所摄的一一分上，都差别认识以后，以此会起坚实的
定解。

这里有两条：一、横向上，就千差万别的事相，都发现求不得苦的事实；
二、从纵向的缘起链上，由邪欲、邪勤、邪业一路推进的时候，会发现全
数都是无义唯苦。由此就会产生一种认定：在无量时空所成的世间界诸有
情身上，求不得苦极为众多无量，这是由于处处以非因的人欲不得其果
的缘故。以下就要具体认识金刚句的指点。

“希乐后建石堡，也倒后杀自己；希饱后吃食物，也成病而反坏命根；希胜
利后去战场中故，忽被杀戮；欲得财利故于经商处到的时候，被敌摧毁而
成乞丐，如是等，”

先要知道金刚句的结构。这里设了横、竖两重缘起的相，横，应当从名利
享受的典型例子，遍推到无量种类；纵，应当由缘起律的决定法则，遍推
到从始至终整个缘起的进程都是无义唯苦。



先要知道金刚句的结构。这里设了横、竖两重缘起的相，横，应当从名利
享受的典型例子，遍推到无量种类；纵，应当由缘起律的决定法则，遍推
到从始至终整个缘起的进程都是无义唯苦。

大祖师的手笔不同凡类。这里举了住、食、名、利四个典型的例子，这是
横；纵就是讲欲、行、果三分。行里面包括精勤和修作。欲就是讲希望得安
乐、得饱足、得胜利、得财利。“后”“故”等，表示由此欲作为缘起的枢要，
由它驱使的话，就发生一种非常大的勇悍的精勤，以及各种身口意的修
作，那就是后面的建、吃、去战场、去商场等等。而果，发现不是如所欲
般出现，而是反而出现一个无义唯苦的相状，苦相非常明显，石头倒下来
杀掉了自己等等。

金刚句的连接也应该清楚。后面的，“以对今生将生的快乐及受用的希望”
连接下去是由别到总，直接揭示缘起错谬的相，因为按照人欲是不符合
天理的，因此在这种缘起的进程上，发生的全数都是苦，除此之外没有一
点实义。

2）认定极大量的非理邪求不如极小量的如理正求
如果在以上缘起律的决定性上发生了定解，那就会产生对两种行动的差
别的认识。

“是故，精勤如山王量般作，不如积集如星火量的福德。”

“是故”，是指非理求取是邪因之故，无义唯苦。也就是，随着他作多少，就
是多少的无义、多少的苦。以这个缘故就会知道，以非理的私欲来求取
今生的名利等，昼夜地精勤，如果有体积的话，堆得像八万由旬的须弥山
王那么高广，有这么多的修作，实际就有这么多的无义唯苦。而这样精勤
，还不如如理地集聚像一点星火那么小的福德更好，因为后者作这么一
点，就有这么一点的真实义，和决定出现福乐。

3）对于非理求取无义唯苦，引生大周遍定解
是故，以无有了时的轮回的事业有何用呢？



“是故”，承接前面邪欲勤作无义唯苦。以这种没完没了的轮回的作业有什
么用呢？只会产生没完没了的无义唯苦。

于如是之业，从轮回无始的时以来，是作几许精勤也果除苦外无有。

到这里就要产生周遍的认识：只要处在缘起的虚诳之道里，所发生的全数
都是求不得苦。这又要由五个“最”来认识：一、最多的邪欲；二、最长的时
间；三、最大的作业；四、最多的精勤；五、最大的无义。

一、最多的邪欲：指无有休止的对世间法的欲求。这是由于私欲是无法满
足的，因而越是得到越求，没得到还求，发展出最大的量。

二、最长的时间：指第一刹那入了轮回，见不到初始的那个时候开始，一
直到没有认识无我和缘起的正理之间。以这种为自我的私欲驱使，缘起
走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当中，无数劫又无数劫，全数的处在虚诳缘起链中
的刹那，就是这里时间的量。

三、最大的作业：就是为着自我，以私欲要求所欲的乐事，为此发起身口
意各种各样的修作。从时间的量上来说，那是昼夜不断、年年不断、生生
不断、劫劫不断，这样集聚起最大的作业的量。

四、最多的精勤：指为了得到轮回之乐所出现的那种勤勇，那种心的兴
奋、勇猛，不惜一切地去追求等等，无数劫当中大大小小心上的精勤加
起来的总量。

五、最大的无义：指所有这一切的精勤修作，都是白费心血、自讨苦吃。这
样一种勤作没得到一微尘许的乐，却造成了无量无数的苦果。
4）对比显示，于正法中稍作勤求，决定作成大义之果

之前，为了此生世间的事，于人一生的上半生或下半生作精勤这么一个
量，于圣法精勤的话，此时已成佛；或不是，也定成办了于恶趣之苦彻底
不需感受。



这里要具体地以三分来认识到，如果转一个方向在正法中求，只要以少
许的时间、少量的精勤，一定会作成极大义利的乐果。下面通过三分来
把握具体的量：一、时量；二、勤量；三、果量。

一、时量：指一个人一生当中的上半生或者下半生。比如三十年到四十
年。

二、勤量：指在这样的半生当中，为求取名利所付出的勤劳的量。

三、果量：以这样短暂的时间、少许的精勤，假使用在圣法上修证，上等
的已经成佛了，中等的已经往生了净土，一般的已经办到了彻底不必感
受恶趣的苦，这样进一步得到量的认识。

5）发生唯法是求观念
此次知道取舍分界的这一阶段中，于无有了时的轮回俗事需要不抱希望
，“于定有了办的真实之圣法”一个上需要修，心作是念而修习。

对于这一段，要根据引导，省察自身的状况和道路。也就是要反问自己：
我当前处在什么样的阶段？我对轮回的俗事应起什么看法？我对真实的
法道应起什么观念？如是辨明道与俗的事业的差别后，会引起坚贞不移
的道心。

一、我当前处在什么阶段？

要认识到，我已经入了法，知道了取舍的分界，处在这样的时位当中。也
就是，自身以法的光明的照耀开启了法眼，看清楚了明明白白两条路的

分界。这两条路，一条是往安乐洲走，一条是往大苦海走。凡是不符合正
理的邪欲的走法，全是往苦海里走的，凡是符合正理的道心的走法，全是

往安乐洲上去的。由前面缘起之道的认定就要知道，目前应当将俗和道
上的事情分得清清楚楚，接着又要在后面两分上作自我的省察。



二、对于轮回俗事，我应抱什么看法？

在这里先要明了俗事的相，再要明了对待俗事的心。俗事的相是没有了
办之时，要看到自己的私欲是越发展越大的，由此进一步可以看到，邪
欲、邪勤、邪业无数缘起链的繁衍。这样一路轮转下去的时候，任何一个
点上发生的都是无义唯苦，而积累起来就是无量无数的无义唯苦，假使
邪欲、邪勤等的程度加深，那会有越来越大的无义唯苦。所以要知道，这
条路无论怎么走、无论怎么勤勇费力、无论经多长时间，决定是丝毫具义
的果都不会出现，而唯一收获苦果，因此，对此彻底地不抱希望。

三、对于真实的法道，我应起什么观念？

这里自己又要问：法事的相是什么呢？我该持什么对待法事的心？法事
的相就是决定有了结之时。因为只是由虚妄分别出现了这些虚妄的幻境
，一旦去寻求实相之道，明了这一切都是幻化空花，那时不但境会空，心
都会空，之后彻底地会了脱。所谓的修道，最后会全部了了。就像木头中
本来有火，借助法的助缘就会出火，火又会把木头烧掉，最终连火也没有
了，全数了了。这样就要知道，这个路只要能够遇到殊胜的因缘，会极快
速地成办，而成办之后成了无事道人，什么苦也没有了，连分别也没有了
，连一点点的造作也没有了，完全到达大乐之地。它具体的量就是，真正
的利根人遇到非常好的因缘，半生可办。

我对待这样真实的圣法，也就是真实的安乐之道、彻底了脱之道、最终有
完成之时的道，在这样明了之后，所抱持的观念就是：我要以全分的心力
来投入。要知道，唯一要做的就是这件事，一心要做的就是这件事，再没
有别的了。这样就知道，这是我唯一的事业。发生这种观念之后不断地
串习，一定会凝结成真纯永固的道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