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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聖如來多杰羌佛第三世雲高益西諾布為仁波且等弟子的

開示：

什麼叫修行？

　　今天你這個仁波且為大眾請法「什麼叫修行？」這是

非常基礎的第一課，但也是許多修行人乃至長年修行者沒

有學懂而迷離顛倒的大事。人身難得，暇滿人身寶更難

得，故而今天我當為大家講「什麼叫修行」之法。

　　學佛的實質，要落實在修行上，因此我們首先必須明

白什麼叫修行。修行，即是修善惡二所緣業之增益與離

避。也就是增益善緣，種善因，結善果；離避惡所緣，

離惡因，避惡果。但修行二字頗為廣義，首先認識到底修

什麼行？因此要有所依對緣。無所依緣，則易成外道之修

行。比如，魔教修行，就修成魔行。佛教修行，就修成佛

行。所以必須要有所依緣，有所楷模應照而依止。又如，

只知去惡揚善，克己利人，這是其他宗教都會做的事，這

也就是不明宗旨無所依的修行，不屬於正宗佛教行持。因

此我們的修行，所依緣之對象則是佛陀。依照佛陀的完美

覺位作為我們所修之相應楷模，以我們的身口意三業學佛

陀的一切，使一切不淨惑業緣起惡行遠離不得沾邊，只令

其時時離避遠惡，不使其有所近沾三業增加惡因。而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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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善業都要行持，哪怕就是一善念，只能增益，不可損

減。日日增加善緣、善因、善業，簡言之即是時時離惡

積善。為什麼說惡所緣業只能用遠離，不可說是滅除呢？

因為佛諦中，因果不昧。因果是滅除不了的，說滅除是斷

見，故所以只能善業築壁，猶如築一道擋土墻，起到隔開

的作用。由是學佛，修佛之行，最終成佛方可徹底解脫輪

迴的因果縛業，此時因果照樣存在，但對佛無沾。正如佛

陀見到地獄刀山火海，地獄刀山火海依然存在，應報眾生

痛苦不堪，當佛陀為代眾生受苦而自身頓然躍入時，此刀

山火海當下化為蓮池甘露，成為殊勝的境象，一切惡所緣

境在佛陀身上轉為善業的顯現，不但無苦，反顯大樂。

　　修行就是出離輪迴，解脫諸苦而成聖，直至成佛。要

出離輪迴，因此就要建立出離心、堅信心、不動願心、精

進心、大乘菩提心。而所有一切心的依止境，皆建立在正

見上，如沒有正見，一切心均會顛倒、混亂。換言之，

沒有正見是修而無有受用的。比如要先修菩提心，是無法

修起來的，會成為空幻菩提，虛妄之心。因為菩提心首

先建立在出離心上，也就是一個人要有真正解脫成就出離

輪迴諸苦的心，他要深知輪迴苦不堪言，不但自苦，而且

六道眾生如父如母均在無常苦痛中，知苦、欲脫於苦，他

才會真修行，才會發出自利利他之菩薩行，菩提心方可誕

生。但是如果首先從出離心開始修，又是錯誤的，是不合

次第之修，會修成空言出離，妄惑自迷心，這樣也是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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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起，建立不了出離心實相的。所以要有真正的出離心，

必須要第一步首先了明無常境，第二步要有堅信心，堅信

輪迴無常的苦，有了堅信心才會恐懼無常苦，才會修成無

常心，有了無常心，出離心就會日益增進，自然出離心就

會生起實相。如果眾生不了解萬法皆無常、輪迴無常的痛

苦，就建立不起一顆堅定的心去出離輪迴的念頭，沒有出

離輪迴的想法，根本就不會去修行，不想學佛，不學佛的

人，本來不想出離，怎麼還會有出離心呢？所以不能先修

出離心。因此，第一步，沒有無常心，就無法步入佛門。

就是皈依了佛門，也無法深入正確修行。

　　要知道什麼是修行，就要明白學佛修行的八基正見。

　　第一基是無常心，第二基是堅信心，第三基是出離

心，第四基是實願心，第五基是精進心，第六基是戒律，

第七基是禪定，第八基是菩提心。認此八法為基而修行正

見即是正知佛法的指南。這八基正見是修行人不可缺少不

可錯亂的次第。凡是無常心所攝化受用的，就是修行的

因；凡是堅信心所攝化受用的，就是不變的因；凡是出離

心所攝化受用的，就是解脫的因；凡是實願心所攝化受用

的，就是行動的因；凡是精進心所攝化受用的，就是進取

的因；凡是戒律所攝化受用的，就是正法的因；凡是禪

定所攝化受用的，就是智慧的因；凡是菩提心所攝化受用

的，就是菩薩的因。八基是修行解脫成就的根本，如果根



�

三
世
多
杰
羌
佛
傳
的
修
行
法

不正，就會本則亂。所以修行的根本是不可亂的，因此修

行的八基必須依於正見作為宗標，也就是以正知正見來引

導八基的次第和正確發展修行，這就叫做修行。在修行中

要時時落實菩提心的修持，因為菩提心是成道之根本。

　　佛陀說法，菩提心的真實之義是必然成道之因。凡行

菩提道者，終結菩提之果。菩提心是廣義全攝一切大乘法

之大悲渡生覺成菩薩地因。但由於眾生福報使然，佛法經

代代相傳，遺漏法義。尤為至今末法時期，三界業海波

濤洶湧，眾生如盲龜更難以項穿蕩動海流之木軛如牛鼻之

孔，故而要得完美佛法難中之難。因此菩提縮水，所以

由廣義逐漸縮成了狹義之菩提心法。菩提心分兩種，勝義

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世俗菩提心又粗分願菩提心和行菩

提心。於願、行二菩提心之修持，又分情器四大和自身

六大以及呼吸、耳根、眼根等內外壇城和儀軌誦文諸多修

法。無論世俗還是勝義菩提心，而歸於七支菩提份才是最

上妙完美的菩提心。本來菩提心是三界六道眾生個個有權

修施的，但今大都眾生法緣不俱，故已執持化整為零縮水

之菩提心修法。因此往往誤會成覺悟之心方可修之，或曰

以菩提心為實相成就之境。當然，這也是存在的一部分，

但卻遺漏了非覺悟之心的眾生而修菩提心之法。更重要的

是，菩提心並非覺悟和非覺悟的心，而是學佛的三界六道

眾生及法界諸聖生發的大悲願力，是以大悲心所實施的利

益眾生成佛菩薩的實際行為，是覺悟和非覺悟，聖凡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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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勝義愛心。對覺悟者而言，即是以自覺之證德證境正行

正法弘法教化眾生，覺悟有情成佛道。對未覺悟者而言，

即是以大悲之心發願眾生與我等皆共成就得解脫，幫助他

人走入如來正法之道，願其成菩薩成佛。菩提心之法，

對他而言是利他成就之德，由於利他之故而自獲德量，故

對自己而言即成增益菩薩之因。菩提心之業相，是大悲體

現之三業之實際行持。凡真修行者，無論凡聖，均有權發

菩提心，也應該發菩提心。因為它不是聖人獨有的覺悟之

心，而是大悲之行為，願自他覺悟的因種。菩提心之所攝

並不只含十善、四無量、六波羅密、四攝，而菩提心所緣

三藏密典及一切口耳心傳諸法，建立合法利眾渡生的大悲

行舉。故知菩提心是廣義所緣諦相，對佛陀而言是三身四

智，當體無上正覺菩提心；對菩薩而言是大悲弘法利生渡

有情；對證悟者而言，是離絕諸相戲論，當體本來面目，

即空妙有之諸法實相；對凡夫而言，是慈悲助益他人願其

學佛解脫。

　　發菩提心，首先必須要有無常觀，對自我與眾生輪迴

之無常流轉痛苦，生起覺觀無常境心，即發出離願，由是

則建立出離心，我出離，眾生六道父母也出離，輪迴苦海

難熬痛不欲生，為是願觀而生強烈恐懼所逼，時時欲求當

下解脫，但明了其菩薩之行，方可快捷了生脫死，於是

自我願作因地菩薩，欲求快速自覺覺他，則自然生大悲之

心，由此菩提籽發。菩提心所發是建立在大悲心上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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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義云：「大悲之水澆灌菩提籽發，則樹茂果豐耶。」是

此，菩提心自然建立。菩提心是成大乘菩薩之因，由菩提

心之果，可得清純正見，依此正見，當深入空性真如，空

性之修，於此則化世俗菩提心為三輪體空，即轉萬有為勝

義菩提心也，有了菩提心，即修菩提行，成菩薩地。

　　修菩提心必須付諸於實踐，而不只是背誦行文儀軌、

以空洞的發心和觀想叫做修菩提心。修菩提心，重在實施

於深思我的身體無常，剎那變異，邁向衰老死亡。以十年

觀察，四十年觀察，七十年觀察，於中對比相貌、皮膚老

度變異，快捷進入生老病死，長恆輾轉受苦於輪迴，又觀

由一少小兒時天真之歡，乳氣活鮮，然何今無童相，臉老

皮老，力氣衰竭，時時多病，少小已無，無常將斃我命，

親人老友，悉皆分段而死，猶如一夢，快將做完，心生大

懼，則決心堅定，依戒而行，依法而修，入菩提心修雙運

七支菩提心法：大悲我母菩提心和菩薩應照菩提心。於大

悲我母菩提心修法中發大悲之心，修知母、念恩、報恩、

慈愛、慈悲、捨貪、斷執。

知母：了徹三界六道眾生無始以來於輪迴轉折中皆我父	 	

											母。

念恩：應深深憶持一切無始過去、現在於輪迴之父母，皆

　　　曾生育養育體愛於我，為我而勞累病苦，恩重如　

　　　山，念其恩德，故思其父母之苦皆我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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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恩：知父母為我而奉獻一切，現在他們於六道輪迴中轉

　　　折流離，受苦無盡，我此發心，施之於行，自覺覺

　　　他，渡脫父母，以為報恩。

慈愛：每時每刻，從於三業之行所生發，慈愛一切眾生、

　　　父母，長壽無病富貴吉祥，終生喜樂。

慈悲：於三時中，願請諸佛菩薩加持一切父母脫離諸苦，

　　　得遇佛法修持，脫離輪迴解脫諸苦。

捨貪：所做一切利益眾生父母之事，無掛於心，養成三業

　　　無著善行，故成天然自行，本質為善，並非刻意所

　　　為行善，做了即忘了。

斷執：於行持中，所修諸善，利益父母，一切法義應無所

　　　住，斷掉我執，空明覺相輕安，於修法中不執於

　　　法，不除妄念，不求於真，不來不去，樂明無念，

　　　平如靜水，當體即空。

　　實施菩提心的助緣，必須建立在正見觀照下，對眾生

所行事業於善因中施與的而非他造不淨業的緣起所需增長

施與的，故知凡善因緣起有利眾生者，必須實施七支菩薩

應照菩提心法，對善緣起當施與他助益善業，助益善因，

對惡緣起當施與他損減惡業，遠離惡因。菩薩應照菩提心

法七支為：一支，自他平等菩提心；二支，自他交換菩提

心；三支，自他輕重菩提心；四支，功德回向菩提心；五

支，無畏護法菩提心；六支，強導正修菩提心；七支，捨

我助他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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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他平等菩提心：兩相利益對逢時，斷除瞋恨之貪瞋、漫	

　　　　　　　　謗之心，不可利己為重，應自他平等對	

　　　　　　　　待。

自他交換菩提心：一切眾生的痛苦，願我一人來承擔，我	

　　　　　　　　的一切快樂吉祥都給予他，讓他離苦得	

　　　　　　　　樂。

自他輕重菩提心：我與眾生均苦時，應先願他人解脫苦，	

　　　　　　　　我與眾生均樂時，應先願他人多我樂。

功德回向菩提心：我於一切所修行，一切功德成就等，全	

　　　　　　　　部回向諸有情，願眾離苦得解脫。

無畏護法菩提心：一切妖孽惡魔施以破壞佛法，導致破戒	

　　　　　　　　殘害眾生讓其痛苦時，我將持以正見，	

　　　　　　　　不懼魔之惡力而挺身保護佛法，維護眾	

　　　　　　　　生慧命。

強導正修菩提心：他由於無始業力纏身，愚癡不明，造諸	

　　　　　　　　惡業，而到了善勸不得悔改時，由此，	

　　　　　　　　我將施以強有力的善化法門引導他，入	

　　　　　　　　其正法善行之路。

捨我助他菩提心：他之成就將勝於我，渡生緣起勝於我，	

　　　　　　　　但於利益眾生中，能捨我助他更能利益	

　　　　　　　　大眾，此時，毫不考慮，當捨我助他，	

　　　　　　　　助成眾善大業。

　　修行中的菩提心，是成就之本源，非常重要。此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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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仁波且和一位法師的事例。仁波且修了三十多年行，受

過上千個密法灌頂，以寧瑪大圓滿法為主修，佛法經律論

也講得很好，但是就是沒有實際功夫。另一位大法師出家

二十餘年，戒律嚴謹，經律論通達，兼修西密密乘重要

大法，是一著名寺廟的住持，也是講經說法之名師，但也

沒有實際證量展顯。我告知他們：無論你等修什麼密乘大

法，都是浮土築高樓，建立不了大廈的，就算一時修起，

當下即會垮塌。我讓他們放下一切修行所知障礙，專修

「什麼叫修行」，修了大概八個月，我再讓他們合修大圓

滿等法義，結果奇蹟發生了，仁波且在測試中，以金剛拳

五雷正法掌的功夫，顯示了巨大威力，實際證量出現了，

但法師卻沒有展現出力量。法師又繼續加修我開示的這一

堂修行的法，在我細心的教化下，他終於明了真修實修的

重要性必須實際於三業上下功夫，一點折扣也不能打，他

又多加了三個月的修持，結果在證量展顯測試中，他的威

力徹底體現了。因此，凡是能依此修行，如法實施而行

持，即可獲得真正的佛法，自然開敷大智，離說空論五明

之不實，體顯真正五明之實境，證妙有之道量，修成菩提

道果，達菩薩之地。

　　這修行的規則和菩提心的實施是佛教各宗各派都應該

要遵循的，如果不依於此一次第法則步入，則易成顛倒迷

行，此為修行之要領。至於學法，則是另外一事，但是學

法的一切受用，皆建立在修行上，有了嚴格合法的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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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入證德，圓成證境。如果沒有修行的正確法則，學

法則成邪見之法，乃至妖魔之惡法。依於修行之法，方為

善法，佛法之修行。在修行中還涉獵十善、四無量、六

度、四攝等。今天所講的修行法要，有的佛弟子會認為，

這些我都知道明白的，因此就不會細推體解我講的修行

了。而他心中的願望是一心學到大法即身成佛。凡有此觀

點的人，已經是一知半解，落入顛倒迷行之中，是學不到

真正佛法的，哪怕他已修大法紅教大圓滿、白教心中心、

花教大圓勝慧或黃教時輪金剛、顯教中的禪宗參禪、淨土

念佛、唯識法相、小乘止觀等，都是得不到受用，不能

轉識成智，所以照常在凡夫境界中打轉，是體顯不了顯密

智海中的表相、實際五明展顯的，而只能體現普通人的表

現，甚至於笨笨的，除了把書本上的理論背下來虛談空論

之外，落實到實際上，自己什麼能力也沒有，什麼也不會

做，就是能做那麼幾項，對比之下，也超不過世間上的專

家們，這能說是佛法的體現嗎？大家想一想，佛法的智慧

就這麼差嗎？凡夫之識，未開聖智，又怎能談得上執持有

正法自覺覺他呢？但是，依照修行入法，就能得到真正的

佛法，就能真正顯密俱通，體顯五明。故所以我們應知修

行是一切學法之基，解脫之因，證聖之源。

　　今淺講什麼叫修行，即修行中的菩提心正修，不涉別

法。要講的太多，但由於在此書輕談不合律法，易造不恭

之業，故望善信，深入三藏密典或專聞我開示之法音，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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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十日之內一心認真聞法，即可達到分段喜樂，或大悟勝

喜，緣起成熟不但終生受用乃至獲大成就解脫直至菩提。

　　你們現在學了修行一法，你願修行嗎？只要是修行，

個個皆能成就解脫，因此我們必須要弄清楚，雖然看了

「什麼叫修行？」，而且八基雙七支依於正見都看了，

但是那叫做看行文，不是修行；如果你把修行的理論看懂

了，那叫見行理，也不叫修行；如果你已經開始按照修行

一法履行，這也不是修行，這叫做入行程；如果你已按照

修行一法以大悲之心儘量照著做，這叫頑修，不名正修；

如果你以大悲之心不需儘量，自然完美如法按照八基雙七

支行條執行，這才叫修行。為何儘量而修不叫修行稱之為

頑修？因為無始業力、無明諸障障其行人，所以貪瞋癡放

不下，我執拋不開，由此產生煩惱障、所知障，其障業

吞噬行人之一切正念，所以行人難以執行行條，正因為難

以執行行規，所以才會用儘量的心態去修，故以儘量而為

之，猶如毛石頑皮，表裡夾砂，非為琢成的閃光之寶，

或於八基雙七支中部分能修，部分不能修，這也不堪真修

行，因此名之為頑修，或入於缺修。

　　如果了徹行條後，不需加以強制，而自然如法八基雙

七支並行，則為無我執、破障弊之真修行，此是菩提道

也。故於每日中行人應自當觀省大悲我母菩提心及菩薩應

照菩提心，於雙七支中省察觀照我是否如法而修，若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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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法，說明已經落入頑修之中，若未全面行持，則屬於缺

修，是此之修則難以成就解脫，或許小有成就，也是不可

能有大福慧、神通、五明之證量的。

　　如果每日觀省七支行條未加強制，大悲從善，自然而

發如法於雙七支，此即真修圓滿行持，如此者輕而易舉可

得解脫成聖，福慧、五明相應而具，必成登地菩薩無疑。

因此當知，看行、見行、入行、缺行者易，七支完美修

行無執者難，其實放下我執，當即就入正修行持，何難之

有！人人可以做到！

　　日中觀省時，除了以意念空觀之外，而重要的是必須

依於平日之道友，或相處之人士、或冤對、或逆緣、或

不順心、相互間不言語談話之人，做為所緣，必須對之修

持，今日我是否依於雙七支，與之主動和他交好？而於主

動親近他時，對方惡言相刺我時，我是否忍辱，繼續想得

親近於他以表善意交好？對於惡言惡行侮辱不予計執，若

能每日中不退菩提心，雙七支行持，體現三業，依法修行

落實在實處，而又歸於當體空性，如是行舉，學到無上佛

法易於反掌之間，菩提道心，菩薩地境自是你之聖位，這

就叫修行。

	 利益眾生的修行法講完了，但是有損眾生的事隨時在

發生，那就是借用我的名義損害眾生利益的事，現在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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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提醒一個特別重要、大家要引以重視的問題。

	 目前，世界上有些法王、尊者、仁波且、法師、甚至

居士都說他們是我的親信，代表我處理某件事情、或轉達

我的話、或把他們自己講的說成是我講的。其實，在顯

密二宗、各大教派中都有我的弟子，無論該大德是什麼身

份，沒有任何人能夠代表我，哪怕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都

不能代表！唯獨只有這個人持有我發給他的專用文書，上

面註明他代表我處理某一件事，這個專用文書上有我的簽

字和指紋印鑒，同時配有相對應的錄像，那麼這個人可

以代表我處理該文書上規定的事情。再者，無論這些法

王、尊者、仁波且、法師的地位有多高，他們的見解、

開示、講法，都不能代表我的觀點，都不能作為正知正見

的標準，我只知道我本人的開示和文論是正法無偏的，因

為我的開示和文論是真正利益眾生、解脫眾生的。而且，

任何人不能以任何方式增刪、修改我的文字或法音，如有

對其作偽者，無論此人身份多高，此一定屬於邪見或入魔

之人。因此，大家如果沒有親自見到蓋有我的指紋印的文

證、並配有我親自所講與文證相應的、完整的錄音或錄像

的憑據，除此兩點之外，無論是什麼佛教徒，包括長期在

我身邊的聖德弟子，他們的一切，其想法、做事、語言、

文章均是他們自己的行為，絕對不能代表我！！！

《內容取材自【多杰羌佛第三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