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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庄严国土愿： 

所有十方一切刹，广大清净妙庄严， 

众会围绕诸如来，悉在菩提树王下。 

     愿十方一切刹土都像极乐世界一样广大、清净、庄严，每一个刹土中都有如来安住在

菩提树王下，所有的如来都被菩萨众会所围绕。 

     在理解《普贤行愿品》时，应该在每个偈文前加上“愿我”，比如：愿我一切意乐皆

圆满，愿我随一切如来学，愿我速得成就大菩提……虽然为了文句工整，译者没有将这两

个字译出，但我们在理解偈文时要加上这两个字。 

     净土和秽土差别非常大，现在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很不如意：大地凹凸不平，环境极

其粗糙，到处是荆棘瓦砾而且肮脏不堪，有些地方闹干旱，有些地方发洪水，人们心中充

满各种烦恼，人与人之间充满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在我执推动下不断地进行争执、斗

争、打杀，到处都是忧愁和哭泣。诚如诗云： 

千百年来碗里羹，怨深似海恨难平， 

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 

     而极乐世界则非常清净庄严：大地像手掌一样平坦，到处都是七宝，没有战争、饥荒

等痛苦，甚至连痛苦的声音都听不到。所以我们应该发愿：愿十方一切刹土都像极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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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清净、微妙、庄严。所谓清净刹土，并不是除了环境清净以外，什么器情庄严都没

有，就像藏地某些空旷的大草原一样。在清净刹土中，每一位如来都被无量菩萨、声闻眷

属围绕着。当年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世界以后，经常被文殊、观音等大乘眷属、

迦叶、阿难等小乘眷属、波斯匿王等施主所围绕，就像满月被群星围绕一样。所以我们应

该发愿：愿十方世界中安住无数如来，每位如来都被四众眷属围绕着，这些如来都像释迦

牟尼佛或者阿弥陀佛一样安住在菩提树王下宣说各种法门，令眷属们获得无漏的安乐。 

《入行论——回向品》云： 

愿于诸方所，遍长如意林， 

充满佛佛子，所宣妙法音！ 

普愿十方地，无砾无荆棘， 

平坦如舒掌，光滑似琉璃！ 

愿诸菩萨众，安住闻法眷， 

各以妙功德，庄严此大地！ 

     释迦牟尼佛在南瞻部洲转法轮时，我们没有机会值遇他，不然早就获得成就了。如果

现在我们发愿值遇如来，将来弥勒佛出世时就会遇到弥勒佛并获得解脱。所以，大家也要

经常发愿遇到如来。 

三、利乐有情愿： 

十方所有诸众生，愿离忧患常安乐， 

获得甚深正法利，灭除烦恼尽无余。 

     愿我能令十方所有众生远离内心的忧愁和身体的疾患，恒常享受善趣的安乐，获得甚

深正法的利益，无余灭尽一切烦恼。 



1290 
 

     单单身体无病、拥有财富、享受善趣安乐并不是究竟的快乐，究竟的快乐是获得正法

的利益，灭尽相续中的烦恼，从轮回苦海中获得解脱。 

    《入行论——回向品》云： 

愿诸有情众，万寿永无疆， 

安乐度时日，不闻死殁名！ 

《华严经》中说： 

若欲灭众生，无量生死苦， 

应建坚誓愿，速发菩提心。 

     我特别喜欢这个教证。为众生做一些慈善事业，给贫穷的人修一间房子或者买一件衣

服，让病人的身体从疾病中解脱出来，这能从根本上解决众生的生死之苦吗？不能。如果

想灭除众生的无量生死之苦，就要发下利益众生的坚定誓愿，要发起无上菩提心。只有这

样，才能让众生与佛法结上善缘，让众生生起无我智慧，灭尽相续中的一切烦恼，获得永

恒的快乐，所以大家应该发起能究竟利益众生的菩提心。 

《入行论——受持菩提心品》云： 

灭死胜甘露，即此菩提心， 

除贫无尽藏，即此菩提心， 

疗疾最胜药，亦此菩提心。 

彼为泊世途，众生休憩树， 

复是出苦桥，度众离恶趣。 

彼是除恼热，东升心明月。 

复是璀璨日，能驱无知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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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拌正法乳，所出妙醍醐。 

于诸漂泊客，欲享福乐者， 

此心能足彼，令住最胜乐。 

今于怙主前，筵众为上宾， 

宴飨成佛乐，普愿皆欢喜。 

     当然，人的根机不尽相同，只有大根器者才发得起菩提心。《大丈夫论》中说：“人

有上中下。愚人者见他得乐心生苦恼。中人者己自苦时知苦。上人者见他乐时心生快乐，

见他苦时如自己苦。”确实如此，下等人见到他人快乐自己反而会痛苦，中等人只知道自

己的痛苦是痛苦，而上等人将别人的快乐和痛苦当作自己的快乐和痛苦。懂得这些道理以

后，我们应该努力成为上等人。 

《入行论——回向品》云： 

愿众无苦痛，无病未造罪， 

无惧不遭轻，毕竟无不乐！ 

     法王讲《普贤行愿品》时说过，在这个偈颂中包含了普贤十大愿王的意义，因为普贤

十大愿王的核心就是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而“获得甚深正法利”就是弘扬佛法，“愿离

忧患常安乐”就是利益众生。利益众生有暂时的方法和究竟的方法，暂时的利益众生方法

是做世间的好事，比如学习雷锋。（现在很多人提倡“学习雷锋”，但网上有人说，作为

公务员，不喝五粮液和茅台酒就是学习雷锋的最好方法。）作为佛教徒，也应该做一些世

间的善事，比如对弱势人群提供帮助，甚至在路上帮助可怜者，在家里孝顺父母。究竟的

利益众生方法就是弘扬佛法，因为如果没有以佛法帮助众生，众生就会永远在苦海中不得



1292 
 

解脱。所以我们要发愿：愿一切众生暂时远离身心的痛苦，究竟获得佛法的利益，灭尽所

有的烦恼和障碍。 

     如果从究竟而言，暂时让众生有吃、有住、有钱意义并不大，因为物质的快乐只是暂

时的，精神上的快乐才是长远的。不丹被誉为全球最幸福的国家，虽然和西方国家相比，

不丹的经济水平很低，可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有佛法的滋润，上至国王下至普通人，所有人

都行持大乘佛法，所以人们非常幸福。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张介绍不丹的光盘，看完以后

我非常随喜那里的人民。以前我跟法王去过不丹，在我的印象中，那里没有高楼大厦，也

没有优越的物质条件，但是那里的人心很清净，每个人都有希求解脱的意乐，都在不断地

行持善法。如果以后有机会，我很想再去不丹看看。 

二（不忘菩提心之愿）分三：一、回忆宿世常得出家持净戒愿；二、以各种语言宣说佛法

愿；三、勤修菩提灭除罪障愿。 

一、回忆宿世常得出家持净戒愿： 

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趣中成宿命， 

常得出家修净戒，无垢无破无穿漏。 

     愿我在为了获证大菩提而修行时，不论转生何趣都具足宿命通，愿我恒常出家并修持

净戒，戒律无有垢染、破损、穿漏。 

     为什么要发愿恒常具足宿命通呢？ 

     因为有了宿命通，就能回忆前世，如果能回忆前世，修菩提道就不困难了。在座很多

人显现上是凡夫，因为没有宿命通，不知道宿世中受过什么苦，所以很难生起出离心。如

果大家知道了宿世所受之苦，肯定会生起猛厉的出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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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世时有一个比丘，每当回忆起前世在地狱的经历，他就万分恐惧，以致于浑身流出

脓血。其他比丘受不了他身上的气味，就向世尊反映。于是世尊开许他身穿身巾 ，以免

影响他人。如果我们像这位比丘一样知道宿世，一定会认识到：轮回真是太可怕了，从现

在开始我一定要希求解脱，否则继续在漫无边际的轮回中流转就太恐怖了！ 

     寂天菩萨在《入行论——回向品》中说： 

我未登地前，愿蒙文殊恩， 

常忆己宿命，出家恒为僧。 

     如果我们获得了一地菩萨果位，那时就不用担心了，肯定能够回忆前世，但在此之

前，一定要发愿生生世世具足宿命通。为什么要发愿恒常出家呢？ 

     一方面三世诸佛都是以出家相示现成道的，一方面出家的功德非常大。 

《大宝积经》中说： 

设满恒沙界，珍宝供养佛， 

不如一日中，出家修寂静。 

《三摩地王经》中也说：“如果有人在数劫中供养诸佛一切上妙资具，另有一人以厌离

心向寂静处迈七步，后者的福德胜过前者无量倍。” 

     藏地有一种说法，出家最好出到底，如果中间还俗了，还不如不出家。其实这是世俗

的看法。按佛教的观点，即便短期出家也有极大功德。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人们有短期

出家的传统，这样确实积累了很多功德。 

     不过，出家功德虽然很大，但出家并不是很容易的，很多人都会遇到障碍。甚至我等

大师释迦牟尼佛也是如此。当年悉达多太子出家时遭到了所有亲人的反对，最后他是逃离

王宫的。也许以这个缘起，后来很多出家人都是逃离家庭的。尤其在汉地，得到家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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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家的情况是很少的，几乎没有父母欢欢喜喜地把子女送到寺院出家。在我看过的影视

节目里，基本上没有很成功的人士出家，很多人都是因为遇到挫折、万念俱灰而出家的。

当然，人们对出家有这样的误解，一方面有历史原因，一方面也有社会文化的影响。总

之，既然出家不容易，我们就要发愿生生世世获得出家身份。 

     清—顺治皇帝赞僧偈云： 

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 

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肩难。 

     为什么要发愿守持清净戒律呢？ 

     因为出家功德虽然很大，但如果戒律不清净，也会有很大过失，所以要发愿守持清净

戒律。 

     所谓清净戒律，要具足三个条件：一、无垢染，没有小乘的自私自利作意和世间的烦

恼；二、无破损，没有犯戒的堕罪；三、无穿漏，没有三轮的执著。这三个条件也有其他

解释：一、无垢染，没有轻罪的过患；二、无破损，没有重罪的过患；三、无穿漏，一切

学处都圆满守持，比如对居士来说，五戒都圆满守持，不是只守持其中一条。 

《亲友书》云： 

众德依戒住，如地长一切， 

勿冗瘦杂怖，佛说应常习。 

“勿冗瘦杂怖”指持戒时须避免的四种情形。“勿冗”，即不要犯根本戒；“勿瘦”即

不要减弱对治力，因为守戒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对治，如果对治力薄弱，烦恼粗猛现前时则

不可能继续守戒；“勿杂”指不要染有世间八法的心念而持戒，比如今生当中出家守戒，

只为了让别人认为自己很庄严，或者为了治病而出家守戒等，守戒与世间法相杂不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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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舍弃；“勿怖”，即在持戒时不要有怖畏心，哪怕遇到生命危险，也要以大无畏的精

神继续守戒。 

     总而言之，大家应该清楚两点： 

     一、出家的功德非常大。在《大宝积经》中，对在家过患和出家功德有许多对比，如

云： 

在家多垢，出家无垢。 

在家多患，出家无患。 

在家无足，出家知足。 

     因此，如果具足了因缘，我们最好选择出家。 

     二、出家后如果不守持净戒，染上了破戒的垢染，过失是相当大的，因此出家人应该

守持清净的戒律。 

     有些人刚开始出家的心很切，可是出家后在持戒过程中遇到很多障碍，尤其现在是末

法时代，世间有许多不清净的法，比如电脑网络上充斥着不健康的内容，有些僧人遇到这

些染缘后心变了，最后变成了不伦不类的人。这种情况在末法时代非常多。所以，出家后

一定要守持戒律，一方面要经常发愿守持清净戒律，同时要经常祈祷诸佛菩萨赐予加持。

尤其是遇到不良对境时，自己刚开始就不要落入不清净的心态中，如果刚开始没有把持好

自心，一系列过患就会随之出现，这样越来越堕落，最后的下场一定很可怕。 

     这个偈颂非常殊胜，以前法王经常教诫我们，去一些圣地或者见到佛像时，如果有时

间就念《普贤行愿品》发愿，如果没时间就念这个偈颂发愿。对很多在家人来说，因为要

承担种种责任，即生中可能没有出家的缘分，尤其现在很多人是独生子女，出家后会给家

庭和社会带来很多麻烦，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一方面以在家身份修持善法，一方面要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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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偈颂为来世发愿。有些人经常对我讲：“我这辈子是没办法出家了，但下一辈子你看到

起，我一定会出家！”我不知道“看到起”是什么意思，但他们这样发愿确实很好。对出

家人来讲，既然有了难得的出家缘分，就应该生起欢喜心和珍惜心。我在厦门大学讲学

时，有一个学生问我：“您出家这么多年了，有没有对自己的选择产生过后悔？”我非常

肯定地说：“虽然我的修行很惭愧，但是扪心自问，出家以后确实没后悔过，自己总觉得

出家是非常光荣的。” 

     当然，出家的路弯弯曲曲，这条路确实不太好走。现在有些人想的很简单，认为只要

把头发剃掉，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其实并非如此。有些人剃掉头发后确实没有烦恼了，

可是有些人却不是这样，以前在家时还很不错，剃掉头发以后烦恼反而更重了。所以，虽

然出家是一种清净的行为，但因为每个人的业缘不尽相同，所以出家后的情况也有所不

同。对于这个问题，大家要有全面的认识。 

     现在有些人担心出家人太多了，经常有人问：“出家虽好，但若人人都出家，那谁来

养活你们？”我在微博上对此做过答复：“这种想法实在多虑了。这个社会上，各行各业

不乏其数，每个人的缘分各不相同，谁也不必担忧：如果人人都去经商，没人务农，谁来

种庄稼养活大家？出家也是如此，并非所有人都有这种因缘，故大可不必有此忧虑。”实

际上，与其担心出家人太多，还不如担心出家人太少。现在电视、网络等诱惑人的事物越

来越多，真正能安住在寂静处守持净戒、修持正法的人越来越少了，照这样下去，我担心

再过几百年世界上一个出家人都没有了。 

二、以各种语言宣说佛法愿： 

天龙夜叉鸠槃荼，乃至人与非人等， 

所有一切众生语，悉以诸音而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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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天、龙、夜叉 、鸠槃荼 、人、非人 等所有的众生，我都以他们的语言宣说能获得

解脱的殊胜妙法。 

     要饶益众生就要宣说佛法，要以佛法饶益众生就要通达各种语言，如果我们只懂一个

民族的语言或者只懂一种众生的语言，要广泛弘扬佛法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应该发愿

以各种众生的语言宣说佛法。 

《中观四百颂——净治弟子品》云： 

如对蔑戾车，余言不能摄， 

世间未通达，不能摄世间。 

《大宝积经》中说： 

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各随类解。 

当年世尊宣说一句佛法，各种有情都能以自己的语言了解：天人能以天人的语言来了

解，饿鬼能以饿鬼的语言了解，不同的人类也能以各自的语言了解。而凡夫人说法的时

候，要让不同的众生以各自的语言了解是很困难的。《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偈颂加持力非

常大。藏传佛教的很多高僧大德在宣说佛法之前，首先念诵顶礼偈，然后就念一遍这个偈

颂，以此缘起，很多肉眼看不见的众生都会来到说法现场，并且能以各自的语言了解所说

之法。 

     在弘扬佛法的时候，我们不能仅限于一种语言。现在有些法师会英语、法语、日语、

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我非常羡慕他们，也很想像他们一样掌握多种语言。从这个角度来

讲，我很感谢自己的老师，虽然我的汉语很差，你们经常笑我，我也经常笑自己，但依靠

老师的恩德，至少我能用汉语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以前我曾经想学日语和英语，但一直

没有成功。甚至前两天我都在想：能不能学一学英语？但我算算自己的年龄，现在我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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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下午”的太阳了，所以这辈子可能没时间学英语了。作为年轻人，你们应该多掌握几

种语言，以便将来弘扬佛法。昨天有一个精通五种语言的居士说他将来想弘扬佛法。以前

我还遇到过一些教授，他们也精通多种语言。我非常羡慕他们，如果掌握了多种语言，不

敢说天人、阿修罗的语言，至少通达几种人类的语言，弘扬佛法确实方便多了。当然，要

弘扬佛法，除了具备语言的能力，还需要坚强的毅力和广大的愿力。 

     我们应该发愿，除了以人类的语言宣说佛法，也要以其他众生的语言宣说佛法。法王

如意宝曾说：“如果是真正的大菩萨，他们在人类面前会用人的语言说法，在旁生面前会

用旁生的语言说法，甚至会变成旁生的形象给人说法。以前有一位名叫智钦丹贝尼玛的大

德，他在一首道歌里说，很多乌鸦发出的声音都是能受持智慧分或者方便分的殊胜密咒。

喇荣有很多乌鸦，我经常听到它们在大经堂顶上念‘嗡阿吽’ ，这些乌鸦其实是菩萨，

它们在给我们宣说妙法。” 

    《入行论——回向品》云： 

愿诸有情众，相续恒听闻， 

鸟树虚空光，所出妙法音！ 

但愿一切有情能连续不断地听闻到鸟类、树木、虚空、光芒中传出： 

诸行无常，有漏皆苦， 

诸法无我，涅槃寂静。 

等四法印妙法甘露。 

《佛所行赞》中说： 

佛说一切施，法施为最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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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包括财布施、无畏布施、法布施，在这些布施中以法布施最为殊胜。讲考班从昨天

开始讲考，其实这就是一种法布施，每位讲者都应该以欢喜心作法布施，每位听者接受法

布施时也要生起欢喜心。昨天在讲《解义慧剑》时，有一个道友讲了很多了义和不了义的

道理；在讲《入中论》时，有一个道友讲了一地菩萨用身体作布施时不会产生痛苦的道

理。这些道理我以前学过，但后来已经忘记了，听他们讲了以后我又回忆起这些道理，在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都在思维这些道理。 

    《入中论——菩提心发光地品》云： 

设有非处起嗔恚，将此身肉并骨节， 

分分割截经久时，于彼割者忍更增。 

已见无我诸菩萨，能所何时何相割？ 

彼见诸法如影像，由此亦能善安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