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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勤修菩提灭除罪障愿： 

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 

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行皆成就。 

     1.“勤修清净波罗蜜”，愿我精勤修持清净的六波罗蜜多。如果六波罗蜜多不清净，所

获的功德是不大的。什么是清净的六波罗蜜多？《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和《入中论》

里面都说，以三轮体空摄持的六波罗蜜多才是清净的六波罗蜜多。所以，大家在行持六度

时要具足空性的见解。 

《入中论——菩提心极喜地品》云： 

施者受者施物空，施名出世波罗蜜， 

由于三轮生执著，名世间波罗蜜多。 

     2.“恒不忘失菩提心”，愿我恒常不忘菩提心。《华严经》中说：“善男子，如人护身

先护命根，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护持佛法亦当先护菩提之心。”《华严经》中又说：

“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根，是为魔业。”什么是魔业？按照大乘的意趣，就是自私自利心所

做的一切事。如果做善法时夹杂有自私自利心，没有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发心，所做的善

法都会成为魔业。 

    《入行论——回向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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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不舍觉心，委身菩提行， 

诸佛恒摄受，断尽诸魔业！ 

     3.“灭除障垢无有余”，愿我无余灭除一切障碍和垢染。在修行佛道的过程中，我们千

万不要染上贪、嗔、痴等烦恼，要灭尽相续中的八万四千障垢。 

    《入行论——回向品》云： 

愿诸有情众，因吾诸福德， 

悉断一切恶，常乐福善行！ 

     4.“一切妙行皆成就”，愿我成就一切菩萨妙行。凡夫人有各种行为，很多人觉得自己

的行为是正确的，但是站在大乘佛法的角度，一个行为是不是妙行，归根结底要看能不能

拔除众生的痛苦、赐予众生安乐。换句话说，只有利益众生的行为才是妙行。对于大乘修

行人来说，不管人们对你的评价如何，也不管你的身份如何，只要你的行为能利益众生，

你就在行持妙行，你就在实践大乘佛教的核心意义。 

     上述四个发愿的根本是不忘菩提心，所以大家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如果自己还没有生

起菩提心，就让它早日生起；如果已经生起菩提心，就让它日益增上。不管遇到什么事，

我们都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菩提心。如偈云： 

菩提心妙宝，未生者当生， 

已生勿退失，辗转复增上。 

     当别人打骂自己的时候，如果是没受过菩萨戒的人，当然可以“人不犯我，我不犯

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作为受了菩萨戒的人，就不应该以牙还牙了，如果那时生

起烦恼，眼睛睁得大大的，准备反击对方，那就太惭愧了。小乘行者都要奉行沙门四法即

他骂不还骂 1、他怒不还怒 2、他打不还打 3、寻过不还报 4。作为大乘行者就更应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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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由于无始以来串习自私自利心，末法时代的有些众生虽然形象上受了菩萨戒，但大

乘佛法并没有融入内心，所以经常有不如法的心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不管怎么样，

学习这个偈颂后，希望大家不要忘失菩提心，一切要为众生着想，不要天天想着自己的事

情。如果自己稍微不顺利，马上就愁眉苦脸，马上就开口骂人，行为也不调柔了，那就太

惭愧了。 

三、无垢行之愿： 

于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 

犹如莲华不著水，亦如日月不住空。 

     愿我从一切烦恼、有漏业以及魔境等世间道中解脱，犹如莲花虽在水中却不沾水，又

像日月不滞于虚空自在运行。 

     为什么要从烦恼、有漏业及魔境中解脱呢？如果一个人被贪、嗔、痴等烦恼束缚，那

么这个人是不会自在的，肯定是极其痛苦的。此外，如果一个人被有漏业或者魔境束缚，

这个人也不会有真正的快乐。 

    《入行论——智慧品》云： 

此时魔亦勤，诱堕于恶趣， 

彼复邪道多，难却正法疑。 

     所以我们应当发愿从这些世间道中解脱，如果现在经常这样发愿，将来发愿成熟时就

会通达人无我和法无我，那时自己就能远离一切世间的束缚。 

    《入行论——受持菩提心品》云： 

愿彼毁我者，及余害我者， 

乃至辱我者，皆具菩提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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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从世间道中解脱的菩萨，这个偈颂用了两个比喻进行描述。 

     一、莲花喻。菩萨虽然住在轮回中，但他们不会受到任何染污，就像莲花虽在水中但

不沾水一样。 

     弥勒菩萨云： 

观法如知幻，观生如入苑， 

若成若不成，惑苦皆无怖。 

     菩萨观一切万法如同幻化，观在轮回中投生如同入于花园，不管自己的事业成功还是

不成功，都不会产生烦恼和痛苦。还有些经论中说，为了度化众生，菩萨会示现各种身

份，有时候变成屠夫，有时候变成妓女，有时候变成乞丐，虽然外相显得很不清净，但实

际上他们的内心一尘不染。很多禅宗和大圆满的祖师就是这样的，从表面上看，他们和世

间人一样，也要吃饭、穿衣、走路，有时候还会生病，但他们的内心早已超离了世间的束

缚。 

《宝性论——如来藏品》云： 

彼离诸世间，世间中不动， 

利世于世间，不染世垢行。 

如莲生水中，不为水所染， 

此虽生世间，不染世间法。 

     二、日月喻。菩萨的弘法利生事业无有任何阻碍，就像太阳和月亮不停滞于空中。此

外，菩萨利益众生时没有分别执著，就像太阳没有刻意想给予世间温暖和光明，可是它的

光芒却普照大地，自然而然成熟一切万物。 

《宝性论——事业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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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身与报身，菩提空中升， 

遍知日智慧，放光于众生。 

《华严经》云： 

不离于世间，亦不著世间， 

行世无障碍，如风游虚空。 

     和菩萨相比，凡夫人有很多痛苦：生病的痛苦，压力大的痛苦，发心不成功的痛苦，

与人交往不顺利的痛苦，甚至吃饭不如别人也痛苦……实际上，万法唯心所造，一切苦乐

悉皆如梦如幻，烦恼和痛苦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别人对你的辱骂或者赞叹都是无利无害

的。当然，如果是没有修证的人，虽然嘴上会说这些道理，但是身体不好、心情不好时照

样痛苦不堪。如果是有修行境界的人，一切成败、美丑、好坏对他们而言都如同浮云或者

游戏，不会有任何得失的苦乐，即使有苦乐也是示现，做什么事都没有烦恼，弘法利生也

非常顺利。 

     每次见到法王如意宝，我都有这种感慨：跟我们比起来，大菩萨多么快乐啊！拿讲经

说法来说，我们这些人要辛辛苦苦备课，而法王根本不需要备课——我在法王家从没见过

他备课，倒是经常见到他拿着念珠躺在床上休息。可是老人家一讲起课来，教言的甘露就

源源不断流出来。以前法王在印度南方的朗卓佛学院讲《定解宝灯论》，朗卓寺有一千多

僧人，他们特别喜欢辩论，也很喜欢挑毛病。当时法王显现上眼睛看不见文字，我有点着

急：《定解宝灯论》很难解释，里面的科判也很复杂，要给那么多僧人讲课，如果提前不

做准备，到时候怎么讲呢？学过《定解宝灯论》的人都知道，这部论典特别难，如果事先

没有准备，讲起来是很困难的。于是我问法王：“您要不要提前备课？我给您读一遍讲义

吧？”法王说：“马老了就无法驯服了，现在要备课也已经晚了。”于是没做任何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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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法王一开讲，我顿时放下心了，他老人家讲得特别精彩，每次都讲一两个小时，听课

的人都心服口服。这时我才明白：法王跟凡夫人确实不同，他老人家的智慧完全是自然流

露的。 

     所以，真正的大菩萨非常自在，可以说是犹如日月不住空。而凡夫人则不同，做一点

点事情都很困难。尤其是心力脆弱的人，早上起床很困难，做饭很困难，背诵经论很困

难，看书也很困难，这也做不来，那也做不来，每天处于失败和苦恼中，成功和开心的时

候非常少。当然，这些凡夫人还是要振作起来，只要经常按照普贤行愿来发愿，总有一天

会成为自在的大菩萨。 

     这个偈颂和法王的弘法利生事业有一种特殊的因缘。1987 年，法王带领一万多藏人朝

拜五台山，当时法王每天在塔院寺讲课，每次讲课前僧众们都要念《普贤行愿品》。有一

天在去讲课的路上，法王想观察一下未来的缘起。当法王左脚踏上法座的梯子时，僧众刚

好念到“于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当法王登上法座时，僧众念到“犹如莲华

不著水，亦如日月不住空”。法王认为这个缘起非常好，他老人家亲口说，这意味着他的

弘法利生事业就像日月不滞空那样任运无碍。（其实每个人在闻思修行或者弘法利生方面

都有缘起，虽然没有法王那样殊胜的缘起，但各自也有一定的缘起，大家可以观察这些因

缘。） 

四、利益有情愿： 

悉除一切恶道苦，等与一切群生乐， 

如是经于刹尘劫，十方利益恒无尽。 

     愿我拔除一切恶趣众生的痛苦，平等给予一切众生安乐，如是经于佛刹微尘数劫在十

方世界以三乘佛法利益一切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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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量心仪轨》中说： 

“愿诸众生永具安乐及安乐因，愿诸众生永离痛苦及痛苦因，愿诸众生永具无苦之乐我

心愉悦，愿诸众生永离贪嗔之心住平等舍。” 

地藏王菩萨说： 

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众生度尽，方证菩提。 

我们也要像这样发愿：愿我将一切众生安置于无上圆满正等觉的果位，遣除他们的一切

痛苦，给予他们究竟的安乐。 

藏译版《普贤行愿品》颂词的最后一偈云： 

依此普贤诸愿王，普利无边诸有情， 

成就庄严普贤道，唯愿三途悉归尽！ 

     要让众生离苦得乐，自己首先要具足大悲心。《大宝积经》中说： 

为利一众生，住无边劫海， 

令其得调伏，大悲心如是。 

     如果有了大悲心，在轮回中住无量劫都是可以的，如果没有大悲心，要长期利益众生

是很困难的。在发心人员当中，有些人因为有大悲心，所以能常年如一日地做事情，十

年、二十年如如不动。而有些人刚开始热情很高：“我要去发心喽”、“我要去利益众生

喽”……可是过一段时间就退了，这就是没有大悲心的缘故。 

     如果有强烈的大悲心，在利益众生过程中会特别坚强，遇到任何痛苦都不会在乎。前

一段时间，有些发心人员因为特殊情况而不能回学院，有些人对我说：“现在不能回学

院，我该怎么办啊？”我说：“如果你的大悲心很强，就不会在乎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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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经中记载，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为了让一个众生种下善根，在多少劫中努力都不

生厌倦心。相比之下，现在有些人明知自己做的事情对很多众生有利益，本来应该珍惜这

种百千万劫难得的机会，可是他们却把这种机会当做压力和束缚，总是觉得：没想到我要

接触这么多众生，现在我好痛苦啊，我当初的选择可能错了。这就是没有大悲心的表现。

如果这些人有强烈的大悲心，根本不会厌倦利益众生。 

     作为菩萨，如果为了自己的利益，即便身处解脱凉室也如同身处火坑，如果为了众生

的利益，即便在无间地狱也觉得非常欢喜。在《经庄严论》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教证。大

家应该多看这些教证。《大乘经庄严论——发心品》云： 

悟法皆如幻，生如入乐园， 

或兴或衰时，悉无惑苦惧。 

自德利生喜，故意生幻变， 

严宴胜处戏，非悲尊不具。 

悲尊勤他利，无间亦执乐， 

世间他依处，生苦焉能惧？ 

恒依大慈师，他苦逼恼心， 

他事近在前，他劝诚惭愧！ 

首荷有情担，众尊缓行丑， 

自他种种缚，精进当百倍。 

《入行论——智慧品》云： 

为度愚苦众，菩萨离贪惧， 

悲智住轮回，此即悟空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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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曾经发愿要在百千万劫中利益十方一切众生，当他们

获得佛果后，确实有无量众生依靠他们灭尽了烦恼、获得了解脱。虽然现在我们是初学的

凡夫，没有广利众生的能力，但只要经常像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一样发愿，将来也一定

能利益无量众生。我们学院的有些大法师就是如此，以前他们是很普通的人，但是依靠强

大的发愿力，后来利益了无量的众生。大家的发愿千万不要搞错，现在很多人发愿是为了

个人和家庭，甚至有些出家人发愿也很自私：听说极乐世界很安逸，我一定要往生极乐世

界！极乐世界确实很安逸，但那里的菩萨并不是天天吃喝玩乐，他们都有利他心，他们是

很忙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利他心，天天像猪八戒一样吃吃喝喝，那不知道能否往生极乐世

界。即便往生到极乐世界，如果什么事情都不做，恐怕也会不适应吧。 

    《普贤行愿品》中的每个偈颂都是甚深广大的发愿，在座各位天天念《普贤行愿品》，

有些人从来没有思维其意义，有些人不知道如何思维。现在汉地念《普贤行愿品》的人很

多，但是懂得其意义的人也不多。通过这次学习，大家应该懂得《普贤行愿品》的意义，

并且因缘成熟时要给别人宣讲《普贤行愿品》，让别人也懂得其中的意义。 

五、随顺众生并披上精进铠甲愿： 

我常随顺诸众生，尽于未来一切劫， 

恒修普贤广大行，圆满无上大菩提。 

     愿我在未来一切劫恒常随顺诸众生，愿我恒常修学广大的普贤行，最终圆满无上大菩

提。 

     为了度化众生，释迦牟尼佛在南瞻部洲示现了入胎、降生、成长等和凡人相同的行

为。为了度化六道的众生，佛还示现过其他形象，如在飞禽中示现飞禽，在野兽中示现野

兽，在外道中示现外道。和佛一样，很多高僧大德也示现过随顺众生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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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性论——菩提品》云： 

大悲知世间，照见诸世间， 

法身不动中，以异化身性， 

  示现真投生，从兜率天降 1， 

      入胎 2及诞生 3，精通工巧明 4。 

       游戏享妃眷 5，出家 6与苦行 7， 

       至菩提迦耶 8，降魔 9圆正觉 10， 

       转大妙法轮 11，趣入涅槃相 12， 

于诸不净刹，示现有际间。 

     所谓随顺众生，是为了让众生得到暂时和究竟的利益，并不是跟随有贪心的人生贪

心，跟随有嗔心的人生嗔心，如果对众生没有利益，那就不是真正的随顺众生。现在有些

人看见别人造恶业，自己也跟着造恶业，这叫做同流合污，根本不叫随顺众生。 

     严格来讲，只有一地以上的菩萨才能随顺众生。为什么呢？因为圣者菩萨具有神通，

他们知道众生的心念，知道怎样做才对众生有利益。 

     作为大乘行者，我们应该发愿尽未来一切劫随顺众生。不仅随顺众生，我们做任何善

事都要有长远心，不要做一年两年、一月两月就满足了。有些人对我说：“做事情太累

了，我的心力跟不上。”心力有什么跟不上的？每个人都有心，乃至心识没有断之前，不

应该忘记自己的工作是什么。有些法师对我说：“我已经讲了三年法，现在可以休息

了。”这就是菩提心不成熟的表现。我们应该在有生之年不断地讲经说法，不仅这一辈

子，乃至生生世世都要讲经说法。有些辅导员经常说：“唉，好累呀，现在该退休了。”

其实退休是世间人的说法，有些公务员是为了工资做事情，到一定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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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发了菩提心的人不应该这样说，文殊菩萨和观音菩萨从来没有退休的说法。有些法

师和辅导员要扪心自问，如果你的身体实在无法撑下去，讲课的时候就要倒下去，众弟子

把你扶上法座，讲两句又说不出话了，那就没办法了，暂时退休也是可以的。否则，只要

有一口气，只要有一点力气就要坚持下去。 

     在这方面，我对有些人意见还是很大的。现在很多人的闻思、修行、发心都很短暂，

长期坚持的人很少。不知道是利他的菩提心不够还是空性的境界不够，很多人在两三年里

表现还可以，可是不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一打听才知道他们在四处游荡，也没做什么

有意义的事情。这样中断自己的缘分是很可惜的。 

     其实，《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偈颂已经圆满宣说了成佛之道：如果自己恒常随顺一切

众生“我常随顺诸众生”，不是短暂的一两天、一两个月、一两年，而是在未来的一切时

日“尽于未来一切劫”，恒常精进修行六波罗蜜多，凡是调伏自相续或者弘法利生的善法

都精进行持“恒修普贤广大行”，这样最终一定会获得无上大菩提果位“圆满无上大菩

提”。我们都是希求成佛的人，所以要经常按照这个偈颂发愿。 

     再次向诸位强调一遍：随顺众生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喜欢独自修行，但没有随顺众

生的善巧方便，不愿意接触任何众生，结果出现了自闭症或者忧郁症。其实这样是没必要

的。不管出家人还是居士，都应该和众生广结善缘，哪怕能让一个人种下善根，自己都应

该努力。这个时候没必要逃避。如果你能像噶当派古德那样终生在深山中修行，我们当然

非常随喜，但如果你做不到那样，还是要适当见见人。 

     现在个别发心人员不愿意和人交往，一看到众生就心烦。这种心态其实是有问题的。

如果是真正的菩萨，应该是越接触众生越欢喜。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依靠众生才能圆满六

度万行。如果一看见众生就不高兴、伤心、愤怒，那六度万行从何圆满？恐怕有困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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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个人稍微有一些修行境界，那他肯定不会越看众生越心烦，更不会把门关得严严的，

一直躲在屋里不出来。闭门发心当然很好，但适当接触众生也很重要。 

《入行论——安忍品》云： 

敌我共成忍，故此安忍果， 

首当奉献彼，因敌是忍缘。 

     法王如意宝在随顺众生方面非常善巧，遇到官员，他可以讲出官员需要的语言，遇到

医生，他可以讲出医生需要的语言。这就是大菩萨度化众生的方便。众生的根机和意乐不

尽相同，如果我们想度化众生，就要学会随顺众生。 

     学过《入行论》的人知道，众生是成佛的因，所以我们要发愿和众生广结善缘，不能

发愿独来独去、不接触众生。在这方面，本焕老和尚是我们的榜样。本老经常说：“未成

佛道，先结人缘。”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本老天天都在方丈室接待信众，直到圆寂前不

久，他老人家还在接见信众。有些人可能觉得：本老是不是没有事情做，所以天天坐在那

里？其实并非如此，通过和本老这样的大菩萨结上善缘，很多众生都有了解脱的机会。  

     所以，在心力堪能的情况下，我希望有些人还是要和众生尽量多结缘。如果你的心力

实在跟不上，那当然可以关上门，我对此也没有意见。但我替个别人担心：如果越来越不

想接触众生，这样下去到底好不好？如果不愿意跟众生交往，说明你的心态有问题，要度

化众生就很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