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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亲近善友愿： 

所有与我同行者，于一切处同集会， 

身口意业皆同等，一切行愿同修学。 

     愿所有与我同行者在一切处都与我同集会，我和他们身口意业都相同，共同修学一切

普贤行愿。 

     所谓同行者，就是发心、见解、修行、行为、得果相同的志同道合者，就此处而言，

就是所有发了菩提心、修持六度万行的大乘行者。菩提学会的佛友们经常在一起念经、听

闻佛法、思维佛法、修加行、行持善法，这些人的身、口、意业就是相同的。 

     值遇大乘同行者是非常难得的因缘。法王如意宝曾开示说：“我们学院每次举办极乐

法会或者金刚萨埵法会，至少都有几千僧众共同发愿断恶行善，这是非常难得的因缘，大

家应该珍惜这个因缘。”有些人可能想：这没什么吧，反正哪里都有很多人，在我生活的

城市里甚至有好几百万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大城市虽然有很多人，但他们的见解不一

定相同，而且大多数是造恶业的人，所以根本比不上大乘同行者。 

     在行持善法的过程中，道友的助缘是很重要的。《正法念处经》中说： 

若人近善友，增长无量法， 

犹如注大雨，河流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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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臂请问经》中说：“譬如车行须全二轮。若阙一者。无由进趣。修行助伴亦复如

是。若求助伴者。当求种族尊胜。形貌端严诸根不缺。心性调柔好修善法。智慧明利精勤

勇猛。有大悲心恒乐布施。信重三宝承事供养。不归信于诸余外道及天魔等。” 

     佛经中记载，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曾在许多世发愿共同修持善法。文殊菩萨和观音

菩萨也共同发愿过。如今很多道友能在一起修学佛法，肯定和前世的发愿有关。法王在写

给一位印度大德的道歌中说：“你我在很多生世中以善愿力共同行持佛法，从这一点看来

非常值得欢喜；未来乃至菩提果之间，我们还要发愿共同行持普贤行愿之道。” 

     在我的印象里，法王特别重视《普贤行愿品》。法王在五台山面见文殊菩萨时造的道

歌中说：“普贤菩萨诸行大愿王，所有胜义妙果皆现前。”法王在金刚座造的《愿海精

髓》中说：“由从普贤行愿品所说，如海菩萨行愿皆圆满。”法王去过不丹，不丹有许多

莲花生大士的圣地，法王在这些圣地都是念《普贤行愿品》发愿。作为法王的传承弟子，

今后我们朝拜神山或者去寺院礼佛、拜见大德时，最好念一遍《普贤行愿品》，念的时候

要自始至终忆念偈文的意义。当然，凡夫人的心很散乱，刚开始一边念一边思维，可是不

知何时心就跑了，最后口虽然在念偈文，心早就离开了偈文，这就是凡夫人经常犯的毛

病。 

     法王曾说：“《普贤行愿品》圆满具足了往生极乐世界的四种因，如果每次上课前后

念一遍《普贤行愿品》，这就是修积往生净土资粮的最胜方便。” 

     《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经》云：“阿难陀，若有众生屡屡观想如来身相 1；积累众多无边

之善根 2；发菩提心 3；为往生彼净土而发愿、回向 4。” 经中所说的内容就是往生极乐世

界的四种因。 



1314 
 

     现在佛学院的道友每天上课都要念《普贤行愿品》，外面通过光盘学习的人每次上课

也念《普贤行愿品》，这些人肯定有机会往生极乐世界。 

     我自己经常有这种感觉：如果某一天既没讲课也没念《普贤行愿品》，我就会特别着

急；如果某一天讲了课，即使这堂课讲得不好，但想到念了一遍《普贤行愿品》，心里就

觉得很充实。 

     希望大家在有生之年坚持念诵《普贤行愿品》，自己的念诵功课不要换来换去。如果

今天念《普贤行愿品》，过一段时间换一个发愿文，再过一段时间又换一个发愿文，这就

是心不稳重的表现，这是菩提道上最大的障碍。在我们的道友中，有些人的心非常稳重，

和十年前相比，念诵的功课没变，和二十年前相比，念诵的功课还是没变，只不过随着时

间流逝，后来增加了一些念诵。我觉得这样很好。作为真正的修行人，在念诵观修方面应

该有一种长期的精进。 

     言归正传，菩提道中最可怕的违缘就是恶友。乃至获得一地菩萨果位之前，修行人都

可能被恶友所转。有些人心地本来很善良，但经常遇到不三不四的人，没过两天相续中的

善根就被毁坏了。而有些人很少遇到恶友，这也是一种福报。所谓恶友，就是贪、嗔、痴

严重，对善法没有兴趣，对三宝不恭敬的人。因此，我们不仅要发愿值遇善友，还要发愿

生生世世不要遇到造恶业、破坏佛教、没有出离心、没有菩提心的人，即使遇到这种人也

不要染上过患。 

七、依止善知识并令其欢喜愿： 

所有益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行， 

常愿与我同集会，于我常生欢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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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以大乘佛法饶益我、为我开显大乘佛教之精髓——普贤行愿的善知识，愿他们与

我恒时共住，愿他们恒时对我生起欢喜心。 

     所谓“益我”，是在解脱方面有利益，并不是暂时给一些吃的、穿的、钱财、地位。

这些世间的圆满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表面上看对自己有一定利益，实际上不一定真正

有利益。 

     所谓“善知识”，是可以指示解脱道的人，尤其是可以开显普贤行愿的人。大乘佛教

的精髓就是普贤行愿，而普贤行愿归根结底就是发菩提心、行持六度万行、利益一切众

生。如果一个人能开显普贤行愿，这种人就是大乘善知识。 

     我们应该以各种行为让善知识生起欢喜心，这有极大必要。 

    《蓝色手册》中说： 

一切大乘之教规，令师欢喜最重要， 

上师极为喜悦故，一切所为具大义。 

相反教言虽具全，然彼不会得加持， 

故当努力令师喜。 

     怎样才能让善知识生起欢喜心呢？自己首先要对善知识生起欢喜心。如果自己首先对

善知识有欢喜心，反过来善知识就会对自己有欢喜心，如果自己对善知识不欢喜，善知识

也不可能对自己欢喜，在这方面存在互相作用的关系。 

     作为善知识，虽然不会以偏袒心喜欢这个人、不喜欢那个人，但有些弟子依靠前世的

善缘和今生的如法行为，确实令善知识生起了极大的欢喜心。以法王如意宝来讲，他在根

本上师托嘎如意宝座下呆的时间不是很长，可是当他离开上师的时候，上师对他说：“你

和我的亲生儿子没有任何区别。”以前藏地有一位叫嘉贡贤嘎的大德，他的上师是邬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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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诺吾 ，邬金丹增诺吾也说过，嘉贡贤嘎跟自己的儿子没有区别。如果上师是持戒比

丘，本来是没有儿子的，但上师却以“儿子”这个世间最疼爱的称呼来叫弟子，这说明上

师对弟子的慈悲摄受。 

     当然，所谓的善知识，应该是具足法相的真善知识，不能是天天化缘的假善知识。昨

天有一个人对我说：“最近很多藏传佛教的大德去汉地各个城市，他们刚开始说要弘扬佛

法，可是最后行为却落到了化缘上。有些大德遇到一些有钱的老板以后，就不再理睬原来

的弟子了，整天跟这些老板混在一起，甚至做出很不如法的事情。这虽然是个别人的行

为，但对藏传佛教带来了不良影响。”我很赞同他的说法，现在藏地确实有一部分人，他

们到汉地不是弘扬佛法，而是打着各种旗号化缘，有些说要修寺院，有些说要建佛塔，有

些说要塑佛像，最终毁坏了藏传佛教的形象。 

     有些弟子为了让上师欢喜，不仅供养上师很多钱财，而且给上师介绍很多施主，他们

这种做法确实令上师欢喜了，因为上师看重的不是佛法，而是人民币，既然人民币多了，

上师自然会高兴。但这些弟子应该明白：如果上师喜欢的是钱，这不一定是好上师；如果

上师喜欢的是佛法，这才是好上师。 

善知识的法相在《入行论——正知正念品》中说： 

舍命亦不离，善巧大乘义， 

安住净律仪，珍贵善知识。 

弥勒菩萨在《大乘经庄严论——修法品》中宣说了善知识的法相。 

如偈云： 

  菩萨具多闻 1，见谛 2善讲说 3， 

无厌 4慈悯者 5，当知是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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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地峡尊者在《菩提道炬论》中也宣说上师的法相。 

     如偈云： 

善巧律仪轨 1，自安住律仪 2， 

堪传律 3具悲 4，当知是良师。 

     在三种令上师生起欢喜的方式中，财供养是最下劣的，承事供养好一点，法供养是最

殊胜的。长行文中说：“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

养、摄受众生供养、代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

养。”《大般若经》中说：“天王当知！诸欲供养佛世尊者，当修三法：一者，发菩提

心；二者，护持正法；三者，如教修行。”所以，我们应该以法供养令善知识生起欢喜

心。 

     佛友们要认识到：什么是对佛教有利的真上师，什么是对佛教无利的假上师。当然，

刚才那个人的说法也可能出于偏见，因为人的心不清净的时候，什么人都看不惯，什么行

为都会看成过失。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虽然佛教本身没有过失，虽然佛法本身是纯洁无

垢的，可是个别人的行为却给佛教抹了黑。 

     在这里，我也想提醒某些上师：作为上师，对弟子的最大利益就是传授正法，因为弟

子们最缺的就是正法！如果一个上师不给弟子传授正法，而是企图在其他方面帮助弟子，

这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呢？当弟子生病时，除了个别证悟者以外，要代弟子受苦是很困难

的。当弟子遇到其他麻烦时，上师也没办法帮助。但是，如果上师给弟子传授佛教的正

理，弟子就会明白怎样面对生、老、病、死等世间的痛苦和出世间的问题，最终会获得远

远超过世间法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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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我说得比较极端，但现在确实有一些别有用心之辈，他们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善知

识，实际上却是冒充的善知识。这种人不要说上师的法相，连弟子的法相都不具足，为了

得到钱财和享受，他们把佛教当作牟利手段，什么坏事都敢干。这种人对弟子不会有利

益，对佛教也不会有利益，当然他们自己的下场就更可悲了，生生世世都不会有好报。 

作为佛教徒，每个人都有护持佛法的责任，看到不如法的现象应该指出。如果谁都不愿意

说，行持非法的人就会越来越猖狂，就会对佛教带来极大损害。为什么古印度的佛教衰败

了？就是因为当时很多佛教徒不讲正法，他们关心的只是谁神通大，这种风气发展下去，

没神通的人也开始假装有神通，当假神通的把戏被揭穿时，佛教的形象受到了严重打击，

从此印度人逐渐淡忘了佛教，最后印度被其他宗教占领了。现在有些人虽然看到某些不如

法的行为，但他们却认为：这应该由法师来说，我一个区区小人最好不要惹事，否则，如

果不小心被卷进去，到时候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总之，对于某些不如法的现象，许多人

虽然看得很清楚，可是他们要么不愿意说，要么不舍得说，要么不敢说……这样下去，佛

教的未来是不乐观的。 

     言归正传，遇到善知识是非常幸运的。在这方面，我一直觉得自己缘分很好。读小学

的时候，我住在一个老喇嘛家，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修行人。读中学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出

家人，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他表面上以在家身份在学校做饭，但实际上是个非常好的出

家人。直到现在，我还很感恩他的帮助，因为中学时代正是一个人缺乏毅力、需要良师益

友帮助的关键时期。读师范的时候，我又遇到几位与菩提道有缘的老师。出家后就更不用

说了，所有的上师都非常好。而有些人这方面的缘分则不是很好，从小学、中学、大学到

进入社会，遇到的朋友都是坏人，甚至出家后遇到的也是对三宝没有信心的恶友。 



1319 
 

     一般来讲，一个人是好是坏，从他的兴趣就可以看出：有些人一讲到闻思修行就没兴

趣，一讲到造恶业则特别有兴趣，这种人就是坏人；有些人一讲起菩萨道就兴致勃勃，一

讲起贪、嗔、痴和造恶业就没兴趣，这种人就是好人。所以，我们应该以智慧辨别自己接

触的人。 

     学习这个颂词后，我们应该发愿：愿我生生世世遇到善知识，并以如法依止令其生起

欢喜心，甚至自己转生为旁生，也要遇到菩萨的化身。 法王如意宝讲过：“即使麦彭仁

波切示现为乌鸦，我也发愿当他的眷属，和他一起行持菩萨道。”我们也应该像法王这样

发愿。 

《入行论——回向品》云： 

何时欲相见，或欲问法义， 

愿我无障碍，面见文殊尊！ 

八、面见供养诸佛愿： 

愿常面见诸如来，及诸佛子众围绕， 

于彼皆兴广大供，尽未来劫无疲厌。 

     愿我恒常面见十方诸如来在佛子众会的围绕中，愿我对他们都作广大供养，如是尽于

未来一切劫，从来无有疲厌心。 

     此处的供养具足三方面的殊胜。 

     一、供养对境殊胜。在法界中有无数如来，这些如来被菩萨声闻等弟子以及人天等施

主围绕，就像被繁星围绕的满月，这些圣众是供养对境。 

     二、供品殊胜。如同胜光王对释迦牟尼佛作广大供养那样，以遍满佛刹的七宝、资具

作广大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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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供养意乐殊胜。在尽未来无数劫作供养，没有任何疲厌之心。 

    《入行论——回向品》云： 

愿彼常值佛，以及诸佛子， 

并以无边云，献供众生师！ 

     在做任何善法时，关键是不要有满足心。《华严经》中说： 

清净心供养，一切诸导师， 

心常无厌足，究竟成佛道。 

     我非常喜欢这个教证。不管做任何善事，大家千万不要有满足感。比如今天念了一遍

《普贤行愿品》，这个功德虽然很大，但内心不要满足，要想到：即使念十万遍、百万遍

都不足够，我还要不断地精进念诵。 

   《入行论——精进品》云： 

故应除疲厌，驾驭觉心驹， 

从乐趋胜乐，智者谁退怯？ 

     对末法时代的众生来说，虽然释迦牟尼佛已经涅槃了，弥勒佛还没有出世，现在见不

到真正的如来，不过佛法还没有隐没，现在还能见到佛像。希望大家珍惜这种机会，要经

常在佛像前作供养。在文革前后一段时间，藏地如果谁家有一尊佛像或者一幅唐卡，这是

非常欢喜的事。记得我小时候，每逢过年邻居家就会摆出佛像和唐卡作供养，那时我家没

有这些三宝所依，所以我特别羡慕邻居家。每年过年那天，我和很多小孩都到邻居家等着

看佛像和唐卡。但现在不同了，请一尊佛像或者一幅唐卡不是很难的事情。这也是众生的

福报所感，在佛法隐没时或者在没有佛法的边地，肯定见不到三宝所依。可是很多人却不

珍惜这种因缘，在他们看来，佛像或者唐卡跟世间的广告没什么区别。这种想法是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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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这方面，我跟很多人确实不同，每次见到佛像总是觉得：我能见到佛像，说明自己

还是很有福报的，否则，如果自己转为旁生或者其他人类，可能在百千万劫中都见不到佛

像。 

     现在有些佛友的家人特别反对佛教，一发现佛像就要砸，所以他们不方便在家中设佛

堂，为了避免这些家庭发生内战，同时也为了方便这些人在上网过程中顺便供佛，最近智

悲佛网上设了一个虚拟佛堂，听说在这个佛堂作供养的人比较多。万法唯心造，在网上佛

堂和在现实中的佛堂作供养有同等功德，所以我希望很多人在上网时能顺便到网上佛堂供

佛。 

     学习这个偈颂后，我们应该有这种想法：愿我生生世世供养诸佛，始终不要有厌倦之

心。现在很多人发心几天就厌倦了。去年我遇到一个道友，他看上去气色很不好。我问他

怎么了。他说：“因为发心时间太长了，所以现在有点疲倦了。”不知道他发了多长时间

心，可能有无数劫吧。其实这就是凡夫人的毛病。很多凡夫人一做善事就没精神，身体也

不好；做非法之事却特别有精神，身体也好了。我们这里有些人就是这样：听课的时候一

直打瞌睡，一下课就恢复精神了，聊起天来特别有精神。 

九、受持正法愿： 

愿持诸佛微妙法，光显一切菩提行， 

究竟清净普贤道，尽未来劫常修习。 

     愿我受持三世诸佛宣说的微妙正法并为众生开显一切菩提行，愿我令所修之普贤道极

其清净（即远离自私自利心和三轮执著），并且尽未来一切劫恒常修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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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持正法非常重要。胜鬘夫人发过三个大愿：一、以我善根，于一切生得正法智；

二、若我所生得正智已，为诸众生演说无倦；三、我为摄受护持正法，于所生身不惜躯

命。世尊非常赞赏这三个发愿，说这里面包括了菩萨恒河沙数大愿。 

    这是我去年在厦门开示护持正法时讲的，后来整理在《梦中佛事》这本书中。前一段时

间我批评一个道友，他见我生气了，马上说：“我正在看您的《梦中佛事》，您在那里面

讲胜鬘夫人护持正法的发愿，讲得挺好的。”也许他真的在看，也许他是为讨我欢喜而说

的。 

     佛教中有很多受持正法的教证。《大宝积经》中说： 

我常舍千身，支分及头目， 

为求无上道，闻法无厌足。 

《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中也说：“若有受持佛法门，即是能知佛恩者。”现在很多人

说感恩佛陀，如果真要感恩佛陀，就应该受持正法，这就是感恩佛陀的最好方式。所以大

家应该发愿生生世世受持佛法、弘扬佛法。 

     护持三世诸佛的微妙大乘佛法，并次第性地光显一切菩提大道去普度一切有情众生。

这个修学次第在龙树大阿阇黎造的《大智度论》里有其精辟的开演。如偈云： 

得此大乘人， 能与一切乐， 

利益以实法， 令得无上道！ 

得此大乘人， 慈悲一切故， 

头目以布施， 舍之如草木！ 

得此大乘人， 护持清净戒， 

如犛牛爱尾， 不惜身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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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此大乘人， 能得无上忍， 

若有割截身， 视之如断草！ 

得此大乘人， 精进无厌惓， 

力行不休息， 如抒大海者！ 

得此大乘人， 广修无量定， 

神通圣道力， 清净得自在！ 

得此大乘人， 分别诸法相， 

无坏实智慧， 是中已具得！ 

不可思议智， 无量悲心力， 

不入二法中， 等观一切法。 

驴马驼象乘， 虽同不相比； 

菩萨及声闻， 大小亦如是。 

大慈悲为轴， 智慧为两轮， 

精进为驶马， 戒定以为衔， 

忍辱心为铠， 总持为辔勒， 

摩诃衍人乘， 能度于一切！ 

     《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偈颂又说到“尽未来劫常修习”，今天已经讲了好几次“尽未

来劫”了，大家要记住这个道理，行持善法的时间不要太短。拿念《普贤行愿品》来说，

不是年轻时念，年老以后就不念了，不是这辈子念，下辈子就不念了。有个人说：“我发

愿念一个月《普贤行愿品》。”念一个月有什么可说的，这个时间太短了，应该发愿生生

世世念，乃至获得佛果之前一直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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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刚来学院时经常念《普贤行愿品》，现在根本不念了。其实这样很不好。我们

不要天天口中高谈阔论空性，实际行持中连一遍《普贤行愿品》都不念。当然，如果整天

只是搞一些念诵，智慧方面一点不深入，这也是不行的，闻思和修行应当结合起来，同时

进行。有些人说：“我现在专心闻思，五年以后再开始修行。”还有些人说：“我现在学

习五部大论，什么时候可以修行啊？”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我们现在每天都可以发愿，

每天都可以闻思，每天都可以修行。《札嘎山法》中说：“闻思修行三者必须结合起来而

身体力行，就像骏马吃草嚼草咽草同时进行一样。”华智仁波切说，在闻法的过程中就具

足了六度 。所以，修行不需要等到很久以后，现在每天听闻思维佛法，这就是在转变自

相续，这就是在实地修行。 

《阿毗达磨俱舍论》云： 

佛之妙法有二种，教法证法之体性， 

持教法者唯讲经，持证法者唯修行。 

《入行论——回向品》云： 

愿除苦良药，一切安乐源，  

教法伴利敬，长久住世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