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圆满之得人身与生中土

十圆满

分五种自圆满与五种他圆满。

一总说五种自圆满

正如龙树菩萨所说“为人根足生中土业际无倒信佛法。”

“为人”就是第一个条件即要转生为人“根足”是要诸根俱全“生

中土”就是转生在有佛法的地方“业际无倒”就是现在所做的不是颠

倒的事业“信佛法”就是现在信仰佛法这就是龙树菩萨的颂词中的

五种自圆满。在自身方面首先我得了人身不是其他有情有智慧、

慈悲等的高级心智功能再者生在中土正法兴盛之地。

二分说



得人身

得人身人身我们都具备了。

为什么人身是修行的最佳所依

所依”指的是身份。假设没有获得人身就不能值遇佛法如今得到了

暇满人身具足修法的顺缘故而所依圆满。

为什么人身最佳尤以南瞻部洲即地球人身最佳?

一从自身角度

重点在于唯以人身方能获得修习大乘的广大心力。人之可贵贵在具有

发展智悲的能力此为余道众生所不具。

南瞻部洲为业力之地人类造业不论善恶皆快速成熟故南洲人身

是最佳的的所依身。

下面再从以下三个角度说明为何人身最佳

① 从能成就解脱的角度宣说

② 从能成就佛果的角度宣说

③ 从能即生成就金刚持双运身的角度宣说

一从能成就解脱的角度宣说

从能成就解脱的角度而言以有暇身能成办小乘解脱之因——戒定慧三

学故获得暇满人身具大义。

1.从得戒角度而言人身具义。以出离心摄持的戒律其余非人所依及北

洲人身不能获得唯三洲人身可获。

2.从暇满人身能成就静虑的角度说明人身具义。因以此人身为所依可



新生四禅八定三恶趣、无想天等所依身则以异熟障无法产生新的修成。

3.从暇满人身能最新获证无常等的角度说明人身具义。因以人身能新

获见道然以色、无色界之上界身不能新获见道。

由此可知依暇满人身能获小乘解脱果故具大义。如佛世六群比丘中

之邬陀夷即依人身而获证罗汉果。

二从能成就佛果的角度宣说

从能成就佛果的角度而言获得暇满人身具有大义。因为成佛道度众生

所依的广大心力唯以人身方能获得故以人身极易圆满行持成佛之因——

所依菩提心与能依六度万行以余身则不能如此极易圆满地行持。如悉达多

太子即依人身发起菩提心、成就无上菩提。

三从能即生成就金刚持双运身的角度宣说

从能即生成就金刚持双运身的角度而言获得暇满人身具大义。因唯胎

生具足六界空、风、火、水、地、智慧界可即生现前双运身而余身

则不能。此根据为若欲即生成就佛果须依气脉明点等修习圆满次第的大

乐智慧等其余所依身则不具如是条件。如布玛莫扎与米拉日巴等即依人

身即生成就金刚持双运身。

总之暇满人身是成办三乘菩提的殊胜所依。就究竟佛果而言其因即

愿行菩提心而唯人身能引发此广大心力。其余天龙八部等虽有神通福报

诸根亦极具能力然除少数者外皆无法发起猛利菩提心就小乘解脱而言

其因须具戒定慧三学而唯人身能得出离心所摄之戒人中北洲人身无法得

戒仅其余三洲人身能得三洲中又以南洲人身最胜。此外亦须依此人身

获得以第九住心入大地所获之修所成慧乃至现证四谛而见道。天人之中除

极少数欲天外其余皆无见道可能。由上成立成就圣道之所依唯以人身

最为殊胜。



二从其他生命角度

第一个条件就是“人身”如果没有获得“人身”就不能值遇佛法这

里的“值遇佛法”是全方位的、全面地值遇佛法。

牛不能值遇佛法狗也不能值遇佛法这种值遇的意义只是结个缘因

为利益太少了。真正的值遇佛法是全方位的学习只有人身可以。因为眼根、

耳根、语言、思辨能力都具足且苦乐相当如果苦太大也不行、乐太大也不

行、太愚痴也不行因此只有人身比较好。

比如阿修罗道嫉妒心很强经常和天人战争

天人太富裕

旁生太愚痴

恶鬼饥渴痛苦太强烈

地狱经常寒热痛苦。

这些道修佛法的条件都不完备只有人的条件最完备。人类的苦和乐是

夹杂的纯苦和纯乐都不行。虽说在人间不如意事情十之八九但其实还是

有安乐的。人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心态和身体苦和乐都不是过于明显。苦不

是苦到那种无法忍受的状态乐也是乐一段时间后来一个打击让你沮丧一

下人的苦乐是夹杂的。而且人的思维能够接受佛法身心状态没有漂浮那

么厉害。有些恶鬼道众生的心太不稳定跑来跑去根本没办法停下来。这

些方方面面条件要都具足就只有人身是最好的。如果没有获得人身或暇满人

身就没办法值遇佛法。从修习佛法的五种条件来讲获得“人身”是所依

圆满这个条件如今获得了我们应该欢喜。



补充普贤上师具体引导

彼也于真实的圣法实际修行的话定须成为人。也就是人的身所依不得

的话三恶趣中算好的是旁生而现在人间有的旁生具妙色价值大等

无论算是多么好的也现在你对他说“‘嗡嘛呢巴美吽’这样念一遍你

就会成佛”也以它句也不解、义也不知、说也不能乃至现在冻死也低头

而住外于其他少许的方便也想不来。如果是人的话再怎么弱小自己也

知道比如会去岩洞或者树边搜集薪柴后生起篝火而烤脸和手这一点也于旁

生没有的话对于法修行的思维心何须说呢

心要提示

1、运用极点化思维在修法的所依上以其他道最好的情况与人道最差

的情况对比观察从而认识人的身依极其圆满。

2、依据此理路从多方面类推思维。

这一段极妙的极点化抉择很容易引生“人身是圆满的所依”的定解。

●和旁生对比主要围绕人类与旁生的思维能力展开

在恶趣里面条件最“优越”的要数旁生散居人间的旁生中条件最“优

越”价值最昂贵妙色庄严的狗如果给它传一种最简单的法——念一遍

“嗡嘛呢巴美吽”我们可以观察到它既不解句也不懂义不仅听不懂

而且连话语也说不出来根本不知道“嗡嘛呢巴美吽”怎么念它们连这些

最简单的也做不到。比如面前的一条狗听不懂言语它只会“汪汪汪”地

叫岂不是很麻烦它岂能学法

再者从最简单的自我保护来观察。譬如在滴水成冰的寒冬腊月牦



牛即使快被冻死也只能束手无策地低头而住。由于心识暗钝、根身上具有

障碍它没有办法想到或运用一些方便方法。而人类遇到这种情况的第一个

念头就是我现在该怎么办他脑子灵活能迅速地反应过来何处有木柴

或者去何处可以取暖等等。思维宽阔度也非常大可以跨越天南海北。另外

人的手脚能做很多事。四脚旁生不仅心识呆钝而且根身上的障碍也使它远

不如人类灵敏。如此一来它们怎么可能修法呢

反面的极点化抉择是再愚笨的人冷的时候也会思维那边有岩洞

树下有木柴我去捡来木柴以后点火燃烧可以烤手、烤脸由此便能避寒、

维持生存。然而心识暗昧的旁生除了可怜地被冻死以外又能做些什么呢

即使是一些粗大、简单的运作比如让旁生记住并重复“嗡玛尼叭美

吽”六个字或者为了避寒跑到一个地方捡一些木柴然后烧火等这些

当然不算是高精细的思维但旁生都做不到那么闻法、思法、修法等高精

度、高强度的作业对于它们而言就更不可能有什么希望。它们也算不出

“三加四等于七”这些最简单的事何况是以加法为基础的四则运算、乘法

运算、高等数学以及依此建立、开展的各种科学呢不可能了知。

再看人类运用智能对外界发挥的巨大作为从现代都市的高楼、跑车、

地铁到探索太空的飞船人类在整体因缘的会聚下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创造

与文明。他的智能比旁生不知高深多少倍。处在人类系统中从小接受语言、

计算、思维等方方面面的教育再加上人类的分工合作建立了特别庞大的

体系等这些都在给人们提供向上的机会。因此得到人身是极宝贵、极难

得的资粮。

此处的极点化抉择就是把两类都推展到极点后再做比较。一方面即

使是最高级的旁生也做不出最简单的智力活动另一方面最愚笨的人都

做得出以此突显出人类智能之高、根器之高是非常殊胜的所依身即“身



依圆满”。

●和天等对比主要围绕是否可以产生出离心受持别解脱戒等展开

天等的身所依算是好的但不成别解脱戒的真实之器故是自相续中得

圆满圣教的缘分不具足。

再者举出善趣中的天等的身依算是很不错但从学法来说也并不圆

满不能成为别解脱戒的真实法器。

此处“器”不是指外在的容器而应理解根器、器具可以说是一种运

作的所依或者工具。“等”字包括修罗。

欲天由于往昔的福业力生在五欲境界繁荣昌盛的天界他们身相庄严、

有神通、福报大、寿命长但是天人的根身并不理想。为什么呢趣入小、

大、密三乘圣道的前提是引发出离心、受别解脱律仪从此才能踏入法道

乃至在共同乘的基础上建立起上上的显密大乘。如果没有别解脱戒为基础

往往就会落空而无法趣入上上乘。别解脱戒必须要有出离心因为天人太享

受了他不想解脱轮回生不起这样的念头。

天人的根身无法受持别解脱戒他的心思难以引生出离也很难住于律

仪的缘故不具足得圆满圣教的缘分。一方面在他的身心相续中具足乐受

的缘故不能发起出离意乐。没有希求趣入解脱的意向、动力又怎么可能

趣入解脱道的修持呢另一方面他根身的因缘条件也不符合别解脱戒自

身不能安住清净的律行、息灭一切轮回的贪染因缘又怎么能从轮回中脱出

何况在此基础上趣入大乘、趣入金刚乘呢很困难。

“圆满圣教”指小、大、密三乘一贯体系此圆满具足支分的一大法

藏必须在行人根身上具足纳受的缘分。或者说行人须要一步步都堪能——

可入、可受、可行持才有可能从人发展成佛当然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过



程。通过对比才能了知人的根依最为殊胜修行法道的所依堪称圆满

为什么说人间好呢人间既有苦也有乐苦也不是苦到像地狱那样乐

也不是乐到像天人那样圆满在这种适中的情况下可以生出离心逐渐受戒。

别解脱戒的所依是人身天人的身体不能成为别解脱戒合格的法器所以他

们自相续不具备获得圆满佛法的机缘。不能真实地获得别解脱戒怎么修行

佛法呢非常少。虽然在佛陀时代有很多天人从天上下来在佛陀面前听

法获得初果。还有一些人在人间得到福报死后转生到天界以天人的身份

到佛前听法获得解脱像《贤愚经》等经典中讲过很多但仅限于佛世。这

些也很少这么多天人只有一部分前世善根要成熟的可以获得解脱其他

的天人非常困难。

因此在很多所依中人的所依非常好虽然我们的受用比不上天人

但是修法的身份远远超过天人。

●和地狱饿鬼非人等对比可围绕一其痛苦二心太不稳定跑

来跑去根本没办法停下来等展开

饿鬼、非人偶尔有听法意乐也想寻找善知识但到了听法行列中第

一堂课来第二堂课就很散乱了他们的意幻身比人运动得快一旦被外境

诱惑便会随之跑了难以长期呆在一处听法传承圆满的寥若晨星。其实

在任何善知识前常有饿鬼种性的非人来听法只不过我们肉眼看不见。这

种现象佛陀时代有现在也有即便是一般的辅导员或法师传法也绝对

有非人在听这一点毫无疑问。但非人的传承跟人的完全不同人的所依最

适合闻法故而贤劫千佛均以人身成就这方面有不共缘起。



三如何思维

分三阶段了知对比珍惜。

我们的十个条件中第一个是获得人身我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因为我

这一生当中是一个人所以我又听经闻法闻思修行的机会也就是说因

为我获得了人身所以我有机会学习佛法有机会修行有机会打坐有机

会成佛。那么这个闻思修成佛学习的主要一个条件是人身这个条件我

已经有了但是这样子的条件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众生都没

有这样的条件有无数的生命都没有这样子的条件而我就有这样的条件。

具体思维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了知

我有这样子的条件但是无数个生命没有这样的条件有这种条件的众

生在这个地球上只有七十亿才有这个条件。注人身最佳尤以南瞻部洲

人身最佳。没有这个条件的根本数不清楚根本就是无数无数的生命根

本不是七十亿无数的生命是没有这样子的条件的。没有这样的条件那么

这些众生他们没有办法学佛没有办法听法没有办法打坐没有机会持戒

受戒没有机会修禅定没有机会学智慧这些所有的机会都没有。那么如

果我是其中的一个众生的话那我也跟他们一样不会有这样子的机会。要

了解为什么人身是修行的最佳所依

但是这一生当中我有这样子的机会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了解思考的

方向以及思维模式之后在这个基础上大家自己可以展开去思考。

比如这一生当中我没有这个人身的话我会是什么样子?我会有这样

子的机会吗有听经的机会有打坐的机会有学佛的机会有念佛的机会



等等这些都会有吗?

第二阶段对比

我这一生当中有这样子的机会有了这个条件那么深深地体会到这

个条件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来之不易的。

第三阶段珍惜

我有一个这么难得的这个条件这么多的众生都没有的条件我现在已

经有了。那么有了我就不应该浪费这个条件不应该错过这个机会我一

定要做到人身有意义我一定要努力修行一定要自利利他因为这么多众

生都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

那我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我也就是一个短暂的几十年当中有这样子的机

会以后我也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也许以后我会跟除了地球上的七十亿生

命以外的其他众生一样。再过几十年以后有可能我也不会有这样子的机会

这个机会我也就这么短暂的时间当中有也不要以为我永远都有这样的机会。

我死了以后再回来的时候也许会有这个不一定。如果我们这一生当中做

的比较好那这样子也有可能生生世世都会有这样子的机会但是如果在

这一生当中我们没有修行没有学佛那这样子的话虽然这一生当中是有

了这是过去的福报但是下一次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特别特别地难

说。很有可能这一次失去了这个机会以后然后就再也不会有了这个是很

有可能的

所以我就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当中有这样机会的时候我要赶紧去修行

要立即去修行



四修法达到的效果

那么这个在我们整个学佛的过程中它就成为一个强大的动力。有些时

候大家都是一样都是人有些时候业懈怠散乱大家也都喜欢玩不太

想修行这样子的时间一定会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想到这个人身很难

得的时候然后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因为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我

再忙再累再怎么样也得要去修行。到时候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强大的动力。

所以这些基础的修行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它的作用在我们整个学佛

修行的过程中它的作用是很大的。所以必须要修千万不能忽略这些基础

的修法。如果我们这些基础的修法不修以后就不会有什么结果。

五总结

我们第一个圆满获得人身如上分三个阶段去思考。每一个思维的最

后就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我一定要去修行我一定不能错过

这个机会我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做到人身有意义不能荒废人身。



生中土

生中土有佛法的地方叫做中土現在我們遇到佛法經常可以聽聞佛法

所以「生中土」也具備了。

一何为中土

法本里面所讲的最圆满的环境是指修行佛法的最好的环境所以说这个

环境圆满一定和修法的机缘有关。那么什么样的环境是修学佛法最好的环

境中土是最圆满的环境。中土分为两种地界中土与佛法中土。

地界中土

通常而言在佛法当中安立的地界中土是以印度金刚座为中心扩散的

城市或者土地被称为地界的中土。

佛法中土

只有教法、证法兴盛不衰才是佛法中土而无有此二者的地方只能

是边地。

有的上师的观点是有闻思修的地方叫作佛法中土。如果只是有几本经

书、几尊佛像叫不叫中土呢不能纯粹叫中土也不能纯粹叫边地。因为

毕竟这个地方有一个所依。

其实中土就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环境。什么叫比较圆满的环境修学佛法

这个条件必不可少如果没有生在中土就没办法学佛。修习佛法要圆满才

行生于中土对学习佛法的机缘来讲是最好的一种环境因此叫环境圆满。

从环境上观察处于正法中土与正法边地在修法上有极大的因缘差别从而

认识境圆满的内涵。



二如何思维

分三阶段了知对比珍惜

第一阶段了知

从环境上观察处于正法中土与正法边地在修法上有极大的因缘差别

从而认识境圆满的内涵。环境圆满极其重要有圆满的环境提供学习机会

就容易产生无边的利益。

我们如今所处的佛教文化环境非常圆满佛的小、大、密三乘教法都完

整地存在。尤其是西藏佛教有着极其圆满的传承和次第使我们有各方面闻

思修的机会有得到引导的机会今生就千万不要错过。证法也尚未失坏的

缘故行者受持三乘戒律、修持世出世间各层禅定以及发起种种智慧上

至彻证大圆满本性等等这些都还非常圆满地存在于周围。我们置身于如此

环境应当了知极其圆满。

第二阶段对比

边地中没有三宝也没有佛法的存在当然也就没有修行的概念。

生在边鄙地从小熏习邪法一生几十年当中不断地增长邪习气崇奉

杀生、偷盗、邪淫等等在这种情形下就不可能遇到正法也不可能使内心

转入正法。在没有佛法的地方不断地熏习邪法最后内心串习坚固失去

所有趣向正法的可能性内心当中不断地在累积恶业后世恶趣痛苦的习气

也是每分每秒都在内心当中不断地积累而且根本没有忏悔。因此他们中

的多数人死后立即堕于恶趣即便没有立刻堕恶趣但是以后也会堕恶趣。

所以如果生在没有正法等三宝的边鄙地没有佛教佛法、佛的四众弟

子、闻思修、没有正知正见由于环境相当不理想即使得到所依人身

也会照样空过。如今我不仅得到人身而且生在正法昌盛之地是学法的



环境圆满。这一生当中我有这样子的机会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了解思考

的方向以及思维模式之后在这个基础上大家自己可以展开去思考。

比如这一生当中如果没有遇到佛法我会是什么样子?我会有这样子

的机会吗有听经的机会有打坐的机会有学佛的机会有念佛的机会等

等这些都会有吗?

第三阶段珍惜

我们的心是有为法有为法的东西是可以被因缘改变的就看我们串

习什么因缘。如果平时心经常串习世间的因缘我们所看到、听到、思维、

接触的都是轮回的因缘那么我们的心就变成轮回的状态。如果我们在这个

状态当中多思维法义、听闻、修行佛法然后经常尽量多地把时间和注意力

放在佛法上面去串习那么通过这种因缘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所以说我们

的心是有为法它是可以被因缘改变的关键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因缘改变、

影响它。

应生欢喜心只要日日在闻思修的气氛中度过就是人生的一种快乐。



思考题

1. 何为五种自圆满

2. 为什么人身是修行的最佳所依尤以南瞻部洲即地球人身最佳?

3. 在修行方面人身与旁生最主要的区别在哪里

4. 在修行方面人身与天人最主要的区别在哪里

5. 什么是中土

6. 生边地有什么缺陷为什么生中土是境圆满

7. 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有闻思修吗如何为自己创造更好的闻思修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