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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道次第廣論淺釋 中士道 

希求解脫 

 

敬禮勝尊具大悲者足。 

如是隨念當死及思死後墮惡趣之道理，能令其心厭捨現世，於後善趣發生希求。次由

共同皈依及由定解黑白業果，勵力斷惡修善，則能獲得善趣妙位。然非以此便生喜足，

是令發起共㆘士之意樂及發共㆗士之意樂，厭捨生死㆒切事已，依此因緣而發大菩提

心引入㆖士，故於此㆗，須修㆗士之意樂。 

一開始是重述前面共下士的正修意樂，念死開始，依照著前面所說的，我們

會這麼快速的死，死了以後到哪裏去是根據我們無始以來所造的業，以這個業來

衡斷，我們以後會墮落。透過這樣思惟，能夠使得我們厭捨現世，否則我們處處

地方著在現世，雖然得到了這個暇滿的人身，卻為它所騙。了解了以後，看見眼

前所有的一切好東西，都會覺得這是糖衣毒藥，看起來好像很好，但吞下去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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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實際上比死還要麻煩，所以就自然而然地會希求後世。 

了解了這個道理以後要皈依，正皈依是法，而法的主要內涵就是業，了解了

業以後，我們會努力地去懺悔。實際上，眼前我們真正最重要的行持就是懺悔，

其他的道理，還可以暫時停在那裡，慢慢地隨分隨力學下去，如果懺悔做不到的

話，那我們出家是沒有意義的！如果不學︽菩提道次第廣論︾則已，學了以後，

很明白的，這一點對我們是絕端重要的。如果我們真正能夠在這方面努力去做，

一定能夠得到善趣，而且是﹁妙位﹂，就是我們所希望的最圓滿的﹁比丘身﹂。 

我們要求的是無上菩提，它的基礎是跟下士共同的，所以叫﹁共下士﹂。共下

士要我們了解業果，然後努力去懺悔，到了中士則要厭離，捨棄生死當中一切。

以這個為基礎，不但是自己，而且要把一切眾生救渡出來，這是從﹁悲﹂方面來

說，為此要圓滿一切功德智慧，這是從﹁智﹂方面來說；透過了共下、共中，然

後發無上大菩提心，這才是真正這本︽菩提道次第論︾引導我們應該努力的目標。

所以在下士以後，現在繼續告訴我們怎麼去修中士的意樂。 

所謂雖得㆟㆝勝位，然仍未能出於行苦，若即於此執為樂性，實為顛倒。 

我們得生到人道或者天道，比起惡道來雖然是非常殊勝的地方，但是還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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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這個一直都在的苦是行苦。人世間還有壞苦、苦苦。壞苦天也有，不過四襌

以上的天壞苦就不現，真正最主要的還是行苦。苦苦是畜生也共同知道的，壞苦

雖然普通人不了解，但一般世間的宗教等也有知道壞苦的。壞苦就是快樂的事情，

當我們失去它的時候，是很痛苦的。所以世間不管怎麼快樂，到最後的結果都是

痛苦的結局，我們最顛倒的就是一天到晚忙這個東西，完全被它所綁住。這個概

念不要說佛法提到，世間的有錢人往往會被人稱為守財奴，也是同樣的意思；最

可怕的就是這個，所以經論上面告訴我們，這個是枷鎖。那個枷鎖用木頭做的固

然是麻煩，鐵的、金子的也一樣麻煩。現在世間的人想盡辦法，弄了一個金子做

的枷鎖，套在脖子上面，自己覺得很得意，死的時候無法透脫，把自己送到地獄

去。這個在世間還是有人知道，可是最後所謂的行苦，除了佛沒有人能指出來，

但這個才是根本，只要這個行苦還在，痛苦是無法解決的，不管現在有多少快樂，

你不可能讓它停在那裏，永久不變，這是行苦的本質，假定我們不了解，以為這

個是快樂，那是顛倒。 

故於真實全無安樂，其後定當墮諸惡趣邊際惡故，譬如有㆒無間定當墮於懸險，現於

險崖暫為休息。︽入行論︾云：﹁數數來善趣，數受諸安樂，死後墮惡趣，常受極大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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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書︾㆗亦云：﹁諸常轉入生死輪，而於暫憩思為樂，彼定無主漸百返，漂流等

非等諸趣。﹂故於善趣亦當厭患，猶如惡趣。 

就好像從高空跌下來，在還沒跌死之前居然還很高興，如此的荒唐，我們貪

著世間的快樂就像這樣。︽入行論︾中說，我們不斷地到善趣受各式各樣的安樂，

但是死了以後墮入惡趣，又受絕大的痛苦。以往再好的事情，現在回想起來一點

味道都沒有，可是它的果報卻使人痛苦地實在受不了，這樣算起來，追求世間的

快樂實在很划不來。 

同樣的道理，我們恆常在生死輪迴當中轉，暫時沒有受苦時候，就以為這個

是快樂，然而自己做不了主，會不斷漂流在人、非人等諸趣中。﹁漸百返﹂不是返

一百趟，這個在藏文當中是﹁泛百﹂，就是很多的意思。我們現在有這個機會不能

把握住的話，會永遠漂流在五趣六道當中，﹁等、非等﹂就是或者仍舊是人，或者

下墮或生天。所以到了中士以後，我們不是僅僅希求善趣，應該對善趣也要產生

很嚴重地厭惡，因為它最後的結果跟惡趣是一模一樣的。 

︽㆕百論︾云：﹁諸智畏善趣，等同奈洛迦，不畏㆔有者，此㆗遍皆無。﹂︽攝功德寶︾

㆗亦云：﹁諸具貪生死意恆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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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論︾上說，真正有智慧的人，對善趣等好的境界，看起來都像地獄一

樣，所以真正學佛的人應該要怖畏三有，如果仍舊貪著三有放不下，根本談不到

學佛。不過這一點對初學的人並不強調，這是要一步一步來的，剛開始的時候，

像幼稚園的學生一樣，本來就是辦辦家家酒，讓他感覺得高興，然後才慢慢跟上

來，漸次深入他自然會走到現在說的這一步，乃至於更深。生死輪迴當中的種種

勝事，總結起來主要有幾樣東西：男女、飲食，或者名利，對這些我們有很嚴重

的貪著之心，不能轉變的話，那永遠就只有流轉生死。 

︽弟子書︾㆗亦云：﹁如如於諸趣㆗起樂想，如是如是癡闇極重厚；如如於諸趣㆗起

苦想，如是如是癡闇極微薄。如如修習淨相極增長，如是如是貪燄極熾然；如如修習

不淨極增長，如是如是貪燄極殄息。﹂ 

︽弟子書︾中也是這樣說，我們覺得輪迴六趣當中的這些好事情是快樂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癡闇﹂。﹁闇﹂就是對事情的真相看不清楚，世間的聰明伶俐並

不是真正的智慧，就算唸書唸得非常好，得了幾個博士，對事實的真相卻不一定

能看清楚。要了解輪迴諸趣無非是苦的，這個才是真正重要的；如果能夠認清這

一點，就算腦筋不那麼好，這個人的癡相倒反而來得少！下面說的修習就是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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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練習，我們在平常生活當中，總希望自己有錢有勢，把種種五欲之樂都看成是

美不可言的一種淨相。乃至於學了佛以後，並不是在淨化煩惱，反而覺得自己很

有知識，把它看成是好的、淨的，不斷增長貪著之心；反過來，如果我們對這些

東西不斷思惟它的過患，內心中的﹁貪焰﹂才會慢慢地消失。所以修學佛法的三

十七道品當中，首先要﹁觀身不淨﹂、﹁觀受是苦﹂，這是入佛的初門，就是教我們

對身體以及眼前所有的好東西的本質要看清楚。 

此說從無始來，執著㆔有盛事為樂，增益串習諸淨妙相。能治此者，若修苦性及不淨

相彼等便息，若不修習便增癡貪，轉諸有輪，故修諸有過患為要。 

我們從無始以來，內心當中由無明所使，對三有││欲有、色有、無色有，

也就是三界，其中所有的好事情，不斷地串習，認為它是好的，使貪心不斷地增

長，這個也就是為什麼我們雖然了解了道理卻沒辦法透脫，乃至於所認識的也只

是依稀彷彿的文字道理。︽菩提道次第廣論︾這麼好，學了以後不去用，那你還要

學什麼呢？這是我們學習非常重要的一個基本原則。 

現在真正的對治就是要修苦性及不淨相，要了解我們執以為樂的其實是苦

的、不淨的。單單了解還不夠，必須要不斷地去修習，這是非常重要的。經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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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修習以後，無始以來的這種執著習性，慢慢地就會息滅了；否則這個執著就會

不斷地增長、造業，造了業以後就只有在三有中輪轉，這一部分就是中士道當中

所正講的。 

所以下面更進一步從下士進入中士道次修心。其中分四部分，第一正修意樂；

第二彼生起之量，這意樂要到什麼種程度呢？第三除遣於此邪執分別，有很多錯

誤的概念要弄清楚；最後第四是決擇能趣解脫道性，既然知道世間是苦的，就要

想辦法去尋求解脫生死之道。 

 

中士道次修心分四：一、正修意樂，二、彼生起之量，三、除遣於此邪執分別，四、決擇能

趣解脫道性。初中分二：一、明求解脫之心，二、發此之方便。今初 

 

前面的下士只分成三部分，﹁正修意樂，意樂生起之量，除遣此中邪執﹂，中

士卻還要﹁決擇能趣解脫道性﹂，為什麼？因為共下士是人天的基礎，真正的修行

是從出離開始，一定是要進入中士以後才算真正開始修道諦。下士這個基礎本身

是通於我們眼前一切的，所以沒有什麼好決擇的，要跳出生死輪迴乃至成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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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決擇所要修的﹁道﹂。下士只談到業，告訴我們在六趣當中怎麼樣避免惡道而

生入善道，而求善道的目的是﹁為脫行苦﹂，所以要進入中士修道諦，才能夠跳出

生死輪迴。策發中士意樂之後是了解所要達到的量是什麼，接下來是除遣邪執，

避免忙了半天忙錯了。認識了這個以後，既然要求解脫，就必須很嚴正地決擇要

走的道路。 

現在講第一個正修意樂，這裏面分二部分：一、明求解脫之心，二、發此之

方便。要先策發內心當中的願望，有了這個願望以後，要有正確的方法；一方面

是這個道修學下去的次第，另外一方面是告訴我們，做任何事情必須有兩個條件，

一個是內心當中要希求的心，另一個是要有正確的方法。有的人會說：我只要心

好就好了。而︽廣論︾告訴我們，不但要有正確的動機，還要依據正確的方法去

做，否則是不能成佛的！這兩個都非常重要，下面先講第一部分﹁明求解脫的心﹂。 

言解脫者，謂脫諸縛。此復業及煩惱，謂於生死是能繫縛。即由此㆓增㆖力故，若依

界判，欲界等㆔。以趣分別，謂㆝趣等或五或六。依生處門，謂胎等㆕，即於其㆗結

蘊相續，是繫縛之體性。 

首先總的解釋什麼叫解脫，就是我們被綁住了，現在要把它解開，解開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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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透脫出來。真正綁住我們的是業，而造業是由於煩惱，所以是業跟煩惱這兩

樣東西，把我們死死地綁在生死裏面！這兩個力量不斷地輾轉增長，造了各式各

樣的業就會感得三界之內的果報；當果報現起的時候，我們又起煩惱、造業，不

斷地這樣增上。 

整個生死輪迴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看，﹁界﹂就是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界；

﹁趣﹂就是六趣或五趣，分法不同。六趣︵

 

也叫六道︶，就是天、人、修羅、地獄、

餓鬼、畜生；有的時候天跟修羅併為一，就是五趣。另外一種分法是﹁依生處門﹂，

有胎、卵、濕、化四種，這是由於它出生形式的不同。不管怎麼分，總不外乎是

由於惑業，把我們綁在生死輪迴當中，不斷地﹁結蘊相續﹂，就是不斷地結生，得

到這個五蘊之體，輾轉相續，這就是我們被綁在生死輪迴裏的體。 

故從此脫，即名解脫，欲求得此，即是希求解脫之心。又此解脫，非為惑業諸行生已

息滅，以諸生法，於第㆓時定不安住，不待修習能治等緣，則不須勵力，㆒切解脫便

成過失，故若未生對治，當於未來結生相續。由其發起對治力故，結生相續即便止息。 

如果我們能夠從這個地方透脫出來，就叫做解脫。現在我們要發的就是希望

從這裡解脫出來的心，這個叫做求解脫之心。而解脫的真正涵意是什麼呢？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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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煩惱造了業以後，這個業自己本身是不會停駐的，因為一切的有為法都不會

恆常安住，一定會慢慢地變化乃至消失掉。所以惑跟業生起以後，會不斷遷流，

最後消失掉，這樣並不是解脫，我們必須要去修對治，對治沒有生起的話，雖然

惑跟業感果後就到此為止，可是感果當下業、惑又會輾轉的生起，真正經過修習

對治有了力量，這個結生相續便會停止，那就是解脫的時候。當我們內心當中生

起想要求解脫的念頭，進一步就會找怎麼樣才能解脫的方法。 

第㆓、發此之方便者。譬如欲得止息渴苦，由於渴逼，見非愛相。如是欲得，諸取蘊

苦寂滅解脫，亦由觀見，取蘊苦性所有過患。 

先舉個比喻：嘴巴很渴時，會感覺這是一件很糟糕、不可愛的事。同樣的道

理，對於﹁取蘊﹂││就是我們這個身體，平常我們會執為﹁我﹂，或者﹁我的身

體﹂，如果對這個東西感到很苦惱的話，才會願意要解決這個問題，所以要去思惟

這個取蘊本身的種種禍害。我們現在不但看不見禍害，還想種種辦法保護它，隨

順世間的說法，講究營養等等，不斷地增長貪執。佛法雖然跟世間法不一樣，但

也並不是隨便地棄捨它，這個身體還是有它的價值，那就是拿來修行，這一點我

們應該分辨清楚。 



 

㆒㆒ 
㆗士道  希求解脫 

 

故若未修㆔有過患，於彼發起欲捨之心，則於苦滅不起欲得。︽㆕百論︾云：﹁誰於此

無厭，彼豈敬寂靜？如貪著自家，難出此㆔有。﹂ 

所以，我們必須要修習三有︵就是三界︶的過患。因為我們這個取蘊是在三

界當中受生的，實際上世間種種的快樂，我們是用這個身體去受用的，因此我們

會對這個身體非常地執著。這本身已經很糟糕了，何況現在世間的種種道理又更

加強這種概念，所以我們不知不覺中，起心動念都被這個所控制，一定要經過修

習以後，才能把它改變過來。 

任何一個人，如果對這個五取蘊︵也就是我們的身體︶所處的三界，不了解

它真實的行相，不能生起厭離的話，我們就不會想辦法要解決這個問題，真正解

決了這個問題就叫做﹁寂靜﹂。如果對自身非常執著貪愛的話，想要跳出三有都是

空話，因此這裡所講的一切道理，都是朝著這個方向轉。假定我們不能在這個上

面用功，不管我們學多少東西，越學就越糟糕，那是毫無意義的事情。我們現在

了解了這一點之後，就會希求解脫，所以現在來看希求解脫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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