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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益有情九观察》，也即菩萨利益众生之时的九种观察方法。

一、观察的必要

为什么要观察呢？菩萨利益众生的时候，虽然发心是为了度化一

切众生、饶益一切有情，但事情的结果能不能真正利益众生，还需要

一定的善巧方便。如果没有善巧方便，则虽然发心很好，出发点也很

纯正，但结果却未见得很理想，所以，在饶益众生的时候需要观察。

我们都是修大乘佛法的人，大乘佛法的中心思想，就是利益众生。

做任何一件事情，首先考虑的是利他，然而，在此过程当中，许多人

会被遇到的各种问题所困扰，不知道该做不该做，如何才是正确的取

舍。经常也会有人问类似的问题。我想，学习了这九种观察方法以后，

大体上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饶益有情九观察》出自华智仁波切之手，是作者的一个笔记。华

智仁波切，是宁玛派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成就者。他的名字，有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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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里翻译为“巴楚仁波切”，还有些翻译为“巴珠仁波切”等等，虽

然有各种各样的称呼，实际上是一个人。此文言简意赅，通俗易懂，

非常适合我们学习。

华智仁波切在这个笔记中讲到：任何一个修学大乘佛法的人，自

从发了菩提心以后，唯一的工作，就是直接或间接地饶益有情。无论

是听闻、思维、念经、磕头等等，中心就是饶益有情，出发点就是利

益众生。然而，就像刚才提到的，虽然出发点或者动机相当不错，但

凡夫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都会发生很多问题。如果这些问

题解决不好，就不一定能真正地饶益众生，非但如此，同时还极有可

能会对众生造成不同层次的伤害，所以，大乘修行人需要有智慧，需

要理性的取舍。假如没有智慧而盲目行事，即使想利益众生，也会遭

遇诸多问题而难以辨别，因此，学习九种观察尤为重要。

阿底峡尊者曾经说过，利益众生的人，最好能有神通。

虽然大乘佛法不会专门追求神通，不过也强调神通，因为利益众

生需要有神通。如果有神通，就能对一件事的结果和过程了如指掌。

通过神通观察，认为某件事情对众生有利益，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做，

否则就可以放弃。要有这样的抉择能力，必须具足神通。

阿底峡尊者又接着说，如果没有神通，就应该精通比较灵验的圆

光术。

什么叫圆光术呢？圆光术属于占卜打卦的一类，西藏到现在还有，

非常灵验，比普通的打卦还要灵。通过它可以看到未来的一些事情，

不是算出来的，也不是通过打卦而得来的，而是利用一面镜子，由修

法成功的圆光师或瑜伽师修持念咒以后，就可以从镜子里看到未来将

要发生的一些预兆。

圆光术并不是有些人解释的所谓“封建迷信”，“用来欺骗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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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痹民众的一种手段”。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真实存在的东西用我们

的常识无法解释清楚。当然，除了佛陀的智慧以外，任何一个神通，

或者类似于圆光术之类的占卜打卦，都会有漏洞，不会百分之百地准

确。不过，由修成了的人去观察，绝大多数能达到很高的准确率，结

果多半不会有错。

如果既没有神通，又不懂圆光术，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想去饶益

众生，该怎么办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运用我们自己的智慧，去分析

某件事情的过程和结果，然后作出取舍，认为该做就做，不该做就不

做。这是比较适合我们的一个理想方法。

我们都正在发菩提心，尽管不一定每个人都有相当标准的菩提心，

但大家都很向往菩提心，欢喜大乘佛法，愿意发心去做饶益众生的事，

因此就更应该懂得这些观察方法。

二、观察的方法

（一）第一个观察，是观察自他利害

（1）总的原则。如果对自他双方都有直接和间接的利益，原则上

任何事情都可以做。

为什么说原则上呢？因为我们往下还要观察一些其他内容，所以

只是强调原则上可以做。

大小乘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小乘戒律制定得清清楚楚，只要超越

了这个范围，不谈什么对众生有利或是无利，不允许的就是不允许，

因此在每一个言行举止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而大乘佛法的重点，

就是利益众生，只要没有任何自私心，纯粹为了利益众生，无论是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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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也好，做任何一件事情也罢，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的宽松，都留有余

地。不过，这个宽松度需要有菩提心做基础，有了稳固的菩提心基础，

做起事情来，从表面上看无论是善还是恶，实际上都是大乘佛法。尽

管如此，这个余地我们一定要清楚，不是说大乘佛法不需要戒律，而

是强调它需要有菩提心的基础。这是第一句话。

（2） 任何事情，只要对自己或他人有伤害，即便看起来是善法，

原则上都放弃。这里讲得比较笼统，详细的细节，下面还要分析。

（3）任何事情，如果对自己有利，却对众生有害，原则上要放弃。

无论是做这件事的过程，或者是最后的结果，只要对众生造成伤害，

原则上不能做。

大乘佛法一再强调自轻他重。自轻他重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

个理论，它是一种高尚、切实的行为。只要是修学大乘佛法的人，都

应该了解并修持这个修法。

（4）任何事情，在做的过程当中，假如对自己有伤害，但是对众

生却有利益，我们选择做还是放弃呢？也许很多人会说“要做”，但实

际上面对这个难题，我们还是需要慎重考虑。

虽然从高层次的大乘境界来说，如果对众生有利，则哪怕对自己

有伤害也应该做，然而，倘若从细节上详细分析，则佛也没有这样要

求所有的大乘行人。

佛的意思，是要让我们根据自己学佛的层次来判别决定，观察自

己属于哪一个阶段，然后再作不同的选择。

大乘修行人的修行境界，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刚刚起步学习大乘佛法，正准备发菩提心的时候。

像我们这里的很多人一样，还没有进入到大乘的资粮道、加行道，目

前还不属于真正的大乘修行人，但也许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一个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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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修行人。第二个阶段，是处于大乘资粮道和加行道的阶段。第三

个阶段，是从一地到十地的菩萨。十一地，就是佛。佛是不需要这样

观察的。除了佛以外，其他的大乘修行人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停留在第一个阶段的人，虽然听闻了很多大乘佛法，内心也很羡

慕大乘修行人，喜欢大乘修法，但毕竟自己还没有发起标准的菩提心，

还没有真正走上大乘道，连资粮道都没有开始，更谈不上五道十地了。

即使不久的将来，会很快在心相续中生起世俗菩提心，可是，现在还

不是菩萨，只是一个预备的菩萨，是还不具备标准菩提心的凡夫。

佛告诉我们，处在这一阶段的人，就好比是一棵刚刚生长出来的

药树苗芽，需要好好保护。如果能善加保护，使它茁壮成长，将来它

长大以后，就可以制药，解决许多人的病苦。

打个比方说，假如一个病人患了一种特殊的病，需要吃一种特别

的药才能治好他的病，然而，在任何一个药房里，都没有现成的这种

药，只有栽培药苗并使其长大以后，病人才有机会服用这个药。那么，

在这个药苗还没有长成之际，保护这个苗芽是不是为了保护这个病人

呢？回答是肯定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出于纯粹自私的目的———为了

偷懒，或者因为害怕麻烦，而把自己说成是药苗，这是不合理的。只

有有了菩提心，才可以说“保护自己是为了保护众生”，这才符合实际

情况。

换言之，这一阶段的人首先不要急着去饶益众生，保护自己最关

键。因为这个阶段的人，还没有太多的能力去利益众生，利益众生的

结果也不是很理想，不但起不到很大的作用，反而会在饶益众生的过

程当中，因众生的不理解等等，而使自己受到伤害。而且这个伤害很

可能会成为根本上的伤害———使自己生起厌烦心，认为大乘佛法发菩

提心利益众生很难，进而退失大乘发心，转修小乘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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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退失，就不一定有再次修学大乘的机会了，至少在这一生当

中不一定有修学大乘的机会了，这的确非常可惜，所以，停留在这个

阶段的人，还是尽量不要伤害自己。这里所说的“不伤害自己”，并不

是说不要自己受苦，不要自己辛苦，而是要保护自己学佛的积极性，

保护自己的菩提心、慈悲心，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在。这一点非常

重要，你们一定要记住。

譬如说，本身财布施是很简单、容易的，不过，假如在财布施的

过程中遇到了骗子，我们能做到他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吗？肯定做不

到。如果做不到，是不是就违背了大乘佛法的原则呢？如果是，那我

们这些刚刚起步的人，是不是就根本没有办法修学大乘佛法了？于是，

我们就会被这些问题所困扰。

再举个例子。如果有人向我们索要车子、房子等贵重物品，我们

即便给他了，在物质生活方面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真

的要忍痛割爱把房子、车子给别人，心里还是没有办法接受。

因此，有些人会觉得学修大乘佛法与现实生活之间，不但有一定

的距离，而且处处充满了矛盾，此时，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就显得异常

重要了。

其实，大乘佛法留有这样的选择余地，需要这样的过程，并不是

说今天发了菩提心，就一定要马上将身体等所有自己最珍惜、最喜爱

的东西布施出去，而是根据自己的心力，能够承受多少，就布施多少。

这样选择回避，并不违背大乘佛法。

当有一天我们心里生起了真正标准的菩提心，证悟了空性，得

到了菩萨一地的果位，那时，连自己的肉体都可以欣然布施，其他身

外之物就更不在话下了。那以后，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利益更多的众

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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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就是菩萨五道十地里面的资粮道和加行道。停留在

这个阶段的人，虽然也是凡夫，但已经有了标准的菩提心，对空性等

大乘观点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具备了丰富的修行经验与体会，虽然还

没有达到一地以上的菩萨境界，但相对第一阶段的人来说，利益众生

的条件也比较成熟。

如果这一阶段的人在发心过程中受到损害，就需要观察自己与众

生的利害轻重。

比如说，如果做一件事情对众生有利，对自己有害，但自己的菩

提心却不会因此而退失，修学大乘佛法的积极性也不会受影响，只是

在生活上或其他方面受到一些伤害，然而对众生不单是生活上的帮助，

而且对他以后走上解脱道、获得佛的果位有相当大的利益，那么就一

定要去做。

下面讲第二、第三个观察时，还要针对这一情况作详细讲解。

第三个阶段，就是菩萨、圣者的层次。大乘佛法的圣者，是已经

超越了凡夫境界，证悟了一地以上的菩萨。

菩萨无论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完全不考虑自己。因为菩萨已经真

实地证悟了空性，所以不会有太大的痛苦，即便有也不会退转，学习

大乘佛法的积极性永远也不会受到损坏，只要对众生有利，任何事情

都可以做。

以上所述，是第一个观察的内容。第一个观察告诉我们，停留在

第一个阶段的人，可以回避许多事情，尽管对众生有利，还是可以不

做。即使不做，也不会违背大乘戒律。佛也允许在这个阶段保护自己，

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比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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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个观察，是观察利害轻重，也即观察对自己与众生损益

的轻重大小

（1）如果一件事情直接或间接对众生有极大的利益，但对自己也

有一些伤害，不过伤害不是很严重，不可能从此就不发菩提心、不学

大乘佛法或者干脆不学佛了，无非是在身体、心理上，或者生活方面

上受到一些伤害，既然利益大于损害，那么无论任何事情，理应选择

去做。

我前面提到过一些原则性的选择，但此处是详细的剖析。

（2）如果做一件事情，对众生有利，对自己有害，但是对众生的

利益微不足道，而自己受到的伤害却非常严重，则可以考虑放弃。

严重不严重的界线在哪里呢？虽然也可以考虑如果钱全部布施出

去了，生活上会遇到一些困难等因素，但最关键的，是要看菩提心会

不会受到伤害，学佛的积极性会不会受到影响，有没有因果取舍上的

疑虑。如果这些有问题的话，就可以选择不做。

此时的保护自己，实际上就是保护众生。不像现在有些人所说的，

“保护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这句话虽然听起来很好，非常符合

佛教的宗旨，但如果再深入分析一下，他们所谓的“保护动物”，其实

就是先让动物多多繁殖，以后自己可以吃更多动物肉，用更多动物皮，

或者让更多的动物来帮自己解决一些问题。这个说法的立足点，完全

出于自私自利，丝毫没有利他心。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片名叫做《为什么不能吃它们》。想必你们都

看过了吧。在看了里面的有些内容以后，我感觉很失望。他们请了很

多专家、学者来分析，怎么样保护动物、怎么样保护环境等等，说到

最后有些人还是认为，吃动物是正大光明、天经地义的，只是吃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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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人道一点儿。

还有一个纪录片，纪录了电视台邀请很多专家、学者，分析人应

不应该吃野生动物的过程。我听出来的结论就是，除了野生动物之外，

其他的动物吃不吃根本不需要讨论，吃是理所当然的。

此处所讲的，是真正的利他心，没有丝毫的自私动机，否则就不

叫大乘佛法。符合大乘佛法的所有言行举止，都应从纯粹的利他心出

发，无论通过哪种表达方式，只要有自私心的成分，就不能称为大乘

佛法。

（3）如果一件事情对众生的伤害和对自己的伤害一样大，该怎么

取舍呢？那就要看自己的境界了。

假如是停留在最底层境界的人，可以考虑不做。即使不做，也不

会犯菩萨戒，不但不会犯菩萨戒，而且也是一种很理性的选择，这很

重要。

如果是停留在第二个阶段的人，则可以考虑做这件事情。尽管对

众生的利益没有超过对自己的伤害，但自己的菩提心却不会因此而退

转，修学大乘的积极性也不会受到影响，所以有理由考虑以利益有情

为重。

如果是第三阶段的登地菩萨，就根本不需要观察了，菩萨随时随

地、面对任何事情，首先都是考虑众生，无须考虑自己，因为菩萨已

经证悟了无我空性，对他来说，名利、钱财等等都是可有可无的过眼

烟云，即使在名利、地位、身体等任何方面受到损害，菩萨也根本不

会像凡夫那样受到很严重的伤害，根本不会妨碍他利益众生的事业。

（三）第三种观察，是观察生命的等次

也许有人会问：佛教不是主张众生平等吗？尤其是，佛陀还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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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众生都不允许伤害，所有有情都要度化，那为什么要观察生命的

等次呢？

当然，如果两个生命需要救助，而我们也有能力和条件营救两个

生命，这种情况就不需要观察两个众生的生命等次了。但是，在一些

特殊情况下，譬如说，在两个众生当中，我们只能救一个，又该如何

选择呢？

再举个例子。假如有人在海上航行时，不幸掉落海中，而救生艇

只能载两个人，却有七八个人急需救援，如果此时救援的人是学大乘

佛法的佛教徒，他是没有选择地随便救两个人，还是有选择地观察呢？

佛告诉我们，此时还是需要有所取舍。如何取舍呢？就是观察生命的

等次。

生命的等次怎样来区分呢？

（1） 在六道轮回中，人当然是高等的生命，除了人以外，旁生、

饿鬼、地狱众生都是低等的生命，从某种角度来说，天人、非天也是

低等的生命。因为人有智慧可以修行，可以选择解脱道，如果能走上

解脱道，自然可以自利利他，而其他道的生命都不如人类，只能得过

且过、随波逐流地完成自己的世间生活，无法自由地选择出世间的解

脱道，更谈不上度化众生了，因此，佛陀便以此来区分生命的高等和

低等。

从小乘佛教来说，无论是居士戒，还是出家人的戒，都有杀、盗、

淫、妄、酒的禁忌。其中的杀生，指的就是杀人，只有杀人才会犯根

本戒。

为什么杀人犯根本戒、杀动物不犯根本戒呢？在小乘戒律里面，

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这说明，小乘佛法也认为生命有层次。

盗戒亦是这样。只有偷人的东西才会犯根本戒，偷动物的东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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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根本戒，原因也在于此。

当然，从生命本身来说，无论是人也好、动物也好，都最珍爱自

己的生命，但是，对整个人类或者整个众生来说，某个生命的存在，

对其他生命产生的影响和贡献却是不尽相同的。佛陀曾明确地说过，

在整个宇宙生命界当中，如果人的因缘条件成熟了，不但可以解决自

己的生老病死，还可以自利利他，可以引导其他生命解脱。因此，人

生的机会非常非常难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与动物的生命价值是不

一样的。

有人会问，佛教强调的众生平等，意义又是什么呢？众生平等是

从众生自己的角度而言的———无论他的生命或是他的存在，对所有众

生或者人类有没有贡献，他都会非常珍爱自己的生命，害怕失去自己

的生命。就此而言，我们要尊重每一个生命，哪怕是蚂蚁、蚯蚓、飞

蛾，都应平等相待，不能伤害任何一个众生，这就是佛教所特有的

“众生平等观”。在这一点上，其他宗教并不这样认为。

佛陀出于全方位的考虑，确定了什么时候众生是平等的，什么时

候众生是有等次之分的，分得相当清楚，不同的情况下，应该有所取舍。

这种区分方式，与生物进化论里面讲的“因为一些动物还没有来

得及进化，人已经进化了，所以人类才是高等动物”的观点是完全不

同的。很显然，其中高等、低等的界定，并不是根据进化的程度，而

是看能不能自利利他。

（2）如果需要营救的生命同样是人，也需要观察：对整个生命或

人类社会有贡献的，是高等的生命；只能养活自己而没有任何奉献的，

就是低等生命。

应该先救哪个人呢？当然要去救对众生有利益、有奉献的人了。

在学佛的人与不学佛的人之间，只能选择救一个人的话，救谁呢？

饶益有情九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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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地说，要救学佛的人。当然，这不是因为学佛的人是我们的

同伴才去救，佛早已证达了自他平等，不会有这种片面、偏私的看法。

但是，得到人身是很难得的机会，而信仰佛教、走向解脱道更是千载

难逢的机会，如果此时我们不救他，却救了不学佛的人，岂不是太可

惜了？！对另外一个人来说，他珍爱自己的生命只是出于本能，从未有

过修行的境界，只是普通的人身而已，即便失去以后，还会有机会得

到，虽然机会不多，但还是会有的。比较而言，修行的机会却稍纵即

逝，因此还是要救学佛的人。

如果同样是两个学佛的人，又该如何选择呢？那就要看对方是修

学大乘还是修学小乘的了。虽然学小乘的人跟普通人有很大的差别，

机会也非常难得，但与学大乘佛法的人比较而言，还是有高低差异的。

学大乘佛法的人如果能继续活下去，能有继续修行的机会，他的

修行会给许多人带来幸福、带来解脱，而学小乘的人即使修行成功，

最高的境界也就是自己的解脱，对众生的解脱没有太大的利益，所以

首先要选择学大乘的人。

（3）笔记当中还说，无论做任何一件事，如果对畜生等一些低等

生命有帮助、有利益，却对人类有伤害，这件事情做不做呢？佛说，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原则上不做，但假使从细节上考虑的话，就需要

有一些前提条件和要求。

反过来说，如果一件事对高等众生有利益，却对低等生命有伤害，

这件事情做不做呢？原则上可以选择做，但是要观察。譬如说，以我

们的能力、条件，只能救一个众生，是不是肯定要救人而不救动物呢？

这个不一定，需要通过观察来决定。如果被救者是个坏人，得救后对

其他生命有着极大的伤害，而动物尽管对人类或其他生命没有什么贡

献，却也不会破坏其他众生的生存、生活，可以说无利无害，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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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宁可选择救动物。虽然救人一命是很光彩的事

情，但如果后果对人类和其他生命不利，就要放弃。所以，特殊情况

一定要经过慎重观察而决定。

事实上，从佛教的角度来看，确定营救对象的衡量标准，就是看

其对整个生命或人类有益还是有害。

（四）第四个观察，是观察生命的数量

无论做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对一群人有利益，对另一群人有伤害，

况且双方的条件是相同的———同样是人类，同样是学佛的，同样是学

大乘或是学小乘的，或者都是不学佛的，而且在境界、贡献、层次上

面也没有任何差别，这时，该如何取舍呢？应该观察生命的数量。

（1）如果这件事对大部分人有利益，对小部分人有伤害，佛的意

思，是要选择去做。

（2）如果这件事对多数人有伤害，对少数人有利益的话，原则上

不做，但要考虑前面讲的轻重情况。

比如说，假如通过这件事，可以让少数人得到很大的利益———解

除了他们的巨大痛苦或是让他们走上解脱道等等，但是对多数人有伤

害，不过伤害并不严重，只是让他们受到微不足道的一点儿影响，这

种情况就一定要做。

在生命的档次选择上也是这样，要区分轻重缓急。譬如，如果今

天有人想吃鱼，而市场上却只有一条鱼，我们是不是为了避免伤害那

个高档生命，为了让他吃到鱼，而选择不买鱼放生呢？当然不是这样。

在这些问题上，千万不能错误理解，虽然鱼和人的生命档次有所

不同，但利害轻重却有着很大差别。如果今天让这个人吃下这条鱼，

虽然暂时满足了他的口腹之欲，可是当下就会给这条可怜的众生带来

饶益有情九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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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的痛苦，这是直接的伤害；同时也间接地伤害了这个人———因为

该恶业，此人来世必定会惨堕地狱，感受无量果报。

换言之，我们的放生活动也有两方面的意义：表面上看，是直接

利益了这些动物；另一方面，也是间接地、逐渐地利益了更多的人。

比如说，我们买的一筐泥鳅有五十斤，这五十斤里面有多少条生

命啊！如果我们不买，它们就会被卖到餐馆里面，这样就会有许多人

造作恶业：首先是捕捞人，然后是中间做买卖的鱼贩子，接下来是餐

馆老板，还有所有的餐馆员工———包括厨师在内的所有在这个餐馆拿

工资的人，最后是吃泥鳅的人，他们都同样具备了杀害这么多生命的

罪过。可以想象，一条鱼或一条泥鳅的生命，前前后后涉及那么多的

人，如果我们从中间拦腰救下来的话，在田里捕捞的人虽然也有罪过，

但没有卖给餐厅那么严重，而后面所有人的罪过就全部取消了。否则，

上述一连串的人都会造业。假如造业又不懂得忏悔，肯定是要堕地狱

的。所以，我们的放生能让众生得到直接和间接的双重利益。

总而言之，九种不同的观察应该完整地结合起来考虑，只有这样，

才能无误地取舍，否则肯定会犯很多错误。

（3）如果某件事利益与伤害的众生数量一样多，原则上还是要做，

但在做的过程中，要想尽一切办法降低伤害的程度。利益众生的时候，

需要有善巧方便，这就需要各位运用智慧了。

（五）第五个观察，是观察今生与来世的利益

（1）如果一件事情对今生来世都有利益，就应该去做。

（2）如果一件事情不但对众生的今生没有利益，恐怕来世也从中

得不到什么利益，则无论外表再怎么伟大，也理应放弃。

实际上，佛也一直反对形式化的东西，对众生没有实质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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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注重形式，则无论表面上仪式多隆重，显得多高尚，佛也并不

赞赏。

（3）如果一件事对今生有利益，对下一世却有伤害，该如何选择

呢？应该选择放弃。因为，一旦做出违背因果的事情，今生也许会得

到暂时的利益，然而，因果丝毫不爽，在来生因缘成熟之时，我们却

要感受成千上万倍的果报，所以，要以下一世的利益为主。

比如说，我有一个仇人，要是不杀掉他，我肯定会被他杀死，而

杀了他，我也许会多活几年，但下一世的果报就不可思议了，投生到

地狱、饿鬼道的痛苦绝对是无法回避的，只能无奈地忍受，到时有没

有解决的办法和能力就很难说了，在面临这种抉择的时候，我必须选

择来世。

再比如，如果我今生穷困潦倒、一贫如洗，倘若偷到一两万块钱，

就能彻底解决目前的窘迫现状，即便如此，我还是不能选择偷盗。因

为，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挣到这笔钱，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我毕竟

生活在人的世界中，总会有办法生存下去，但二者来生的果报就全

然不同了。因此，比较今生与来世的利益，应该忽略今生而以下一世

为重。

（4）任何一件事，如果对今生有伤害，却对来世有帮助，就绝对

可以做。这个问题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刚才也讲过，如果因为饥不可

耐而杀生吃肉，果报成熟之时，不仅是下一世，在将来的五百世当中，

都要偿还血债———长久地感受地狱的难忍痛苦。所以，我们宁可选择

今生受苦，即使今生会感到痛苦，然而，与下一世的痛苦相比较的话，

也就微不足道了。

应该强调一点，笔记中主要讲的，是利益他众时候的选择，也即

以观察对众生的利益与伤害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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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中继续说到，作为大乘行者，自从发了菩提心，受了菩萨戒

以后，饶益众生就是今后唯一的工作，除了饶益众生以外，他没有其

他该做的事情。佛给他布置的唯一功课，就是饶益众生。

饶益众生的方法各式各样，大概可以归纳为六度———六波罗蜜多。

《入菩萨行论》中讲得非常透彻，在六度里面，包含了很多利益众生的

方法。佛经云：六度当中的每一度，都分为三种，布施也不例外，有

法布施、财布施和无畏布施三种。其中的法布施、无畏布施，又可以

分为很多种，这些都是饶益众生的方法。

做任何一件事情，想真正具足六波罗蜜多，需要具备两个或三个

条件：第一个，是发菩提心。虽然基督教等一些外道也有布施、忍辱

的修法，但是不具备发心；小乘佛法虽然不太强调布施，却十分强调

忍辱，但他们的忍辱却不具备菩提心，因此也不算大乘的波罗蜜多。

第二个，是要证悟空性。做任何事，都应在证悟空性的前提下进行。

比如，在布施的当下，最好能精通三轮体空、三轮清净，通达与布施

有关的所有显相都是如幻如梦的，如果能证悟这一点，才能纳入六度

的范畴。第三个，是要有回向，并且要是大乘的回向，也即回向成佛

之因。回向的意思，就是把善根赠送给众生。在藏文里面，回向和赠

送是一个词，实际上也是同一个意思。

有了这三个条件的话，修禅定可以变成禅定波罗蜜多，修忍辱可

以变成忍辱波罗蜜多，其他以此类推。如果缺少了一个条件，就不能

成为波罗蜜多。事实上，回向可以归纳在发心当中，有了发心也就是

有了回向，因此，三个条件也可以算为两个。

弥勒菩萨的《经庄严论》，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论典，它囊括了所有

大乘佛法的含义。在这部论典当中，又增加了一个条件。也就是说，

需要四个条件，才能成为波罗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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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个条件呢？举例来说，如果有人需要经济上的帮助，一些普

通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但是，在资助以后，其他的事情普通

人就不会管了。大乘佛法就完全不同，它更注重目的性。大乘佛法认

为，资助钱财解决众生生活上的问题，只是临时性的目标，而非最终

的目标。我们最终唯一的目的，是通过布施让对方学习佛法，走解脱

道，并最终证悟空性。必须要有这个结果，才算是布施波罗蜜多。因

此，弥勒菩萨在《经庄严论》中强调了四个条件。在具备这四个条件

的前提下，布施、持戒等等才会成为波罗蜜多，否则充其量只能算是

一个普通的善行而已。

四个条件当中，通过努力，世俗菩提心是可以发起的；回向也没

有多大问题；虽然通过布施等行为，不一定能最终让对方信佛、修法，

但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努力的方向；唯有证悟空性的境界，恐怕比较困

难。不过，我们可以争取达到最低的限度。比如说，在布施钱财以后，

可以静下来思维一下三轮体空：运用中观的逻辑，从施者、受者、所

施物三个方面去观察、推理，最终理解到这三者都是空性，都是造作

心的显现，如同梦境一般没有任何实质。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四个条

件我们基本上就具备了。从今以后，无论放生也好，念经也好，都应

该尽量努力地具足这四个条件。

本来我们有着很多饶益众生的机会，但往往却因没有重视而错过

了；即使没有错过，也会因为缺少了一些条件，而不能成为波罗蜜多

或成佛之因。

波罗蜜多跟成佛之因其实是一回事，都是指到达彼岸。此岸是指

整个轮回，乃至菩萨十地以下，都叫此岸，佛的果位才能称为彼岸。

不过我觉得，从理论上认识这四个条件，大家都可以做到，事实

上，大家所缺少的，是实际的修持。我以前讲的菩提心修法，就有广

饶益有情九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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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略的等一个完备的系列；《入菩萨行论》更是最完整的一套大乘

见解与修法。从闻思的角度而言，学习了《入菩萨行论》已经相当充

足了，如果学了《入菩萨行论》还没有菩提心，就再没有什么更好的

可以学的了。

你们可以自己观察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菩提心，可能很

多人还没有生起，更遑论证悟空性的境界了，它本身就不是容易的事

情，比菩提心还要难得多。从文字上理解空性相对要容易些，中观论

典中的论证、推理方法都非常丰富，讲得很透彻，但真正证悟空性却

很难，如同做任何事情都要具备这四个条件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一样。

因此，讲解、闻思都不是最重要的，修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修要从

闻思而起，不闻不思修什么？但是，如果不修的话，闻思又有多大的

意义呢？所以，今后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要好好修行。

（六）第六个观察，是观察戒律和十不善

犯戒和十不善的罪过，就是与持戒和十善相反的行为。比如：在

受了不杀生戒以后，心相续中就有了不杀生的戒体，倘若再去杀生，

就既是犯戒又是行持了十不善之一；反之，假如坚持不杀生，则既是

行善，又是持戒，此时的行善与持戒是一体的。而对未受过不杀生戒

的人来说，如果不杀生，也仅仅是不造罪，而不能说是持戒。

在饶益众生之时，如果自己的戒律与十不善发生冲突———如果选

择饶益众生就不能守戒，或者是，如果选择饶益众生就必须做十不善

之一，届时，应该如何取舍呢？

小乘佛法强调，无论何时、何地、做任何事，都不能杀、盗、淫、

妄，甚至念头一起，本质上就是罪业了，所以，小乘佛教永远都不开

许做杀、盗、淫、妄这十种不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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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教却与此不同。在某些真正能利益有情的特殊情况下，大

乘佛教可以开许做十不善当中的七不善 ①。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开许呢？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是绝对没有丝毫的自私心。掺杂了自私目的的杀盗淫妄，

就属于十不善，也是永远不被开许的。第二，非但没有自私心，而且

对对方有着极其强烈的慈悲心。第三，造作者的境界一定要超过普通

的初学者。

一定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开许做一些表面的不善业。否则，假

使是在贪心、嗔心，或者愚痴无明的支配下造作杀、盗、淫、妄，就

与世人的行为没有任何差别，实质上就是罪业，这样做对众生不会有

任何利益，大乘佛法亦不会开许。

总之，只要具有强烈的慈悲心，没有丝毫的自私心，至于有没有

其他条件，已经不重要了。

释迦牟尼佛在还没有成佛之前的因地时，曾多次有过这样的抉择，

佛经里有很多这种公案，其中有个公案是这样讲的：

一次，有五百个商人去远洋取宝。满载而归的路上，其中一个人

企图私下将其他人都杀掉，然后自己独吞珍宝。

他们的船长在得知此事之后想到：这些虽然表面上看来都是在家

商人，实际上却是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如果杀害了他们，不仅被杀的

每一个人都会面临很大的痛苦，更严重的，是杀人者必将堕入地狱，

如果杀掉那个人，虽然我自己将独自承担惨堕地狱的后果，却可以在

救护几百个菩萨的同时，也保证了此人不堕地狱。

饶益有情九观察

① 七不善：包括三个身造的罪业———杀、盗、淫，和四个语造的罪业———妄语、

绮语、两舌、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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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三斟酌之后，船长杀掉了那个人。

事实的结果是，他不但没有堕落，反而圆满了多劫的福德资粮。

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公案，大家应该都知道。

当然，佛经当中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记载，通过这些公案，我们可

以了解到：大乘教义认为，为了让众生免堕地狱而情愿牺牲自己去杀人

的情况，就不是罪业。无论是杀人还是偷盗等等，都要看当事人的动机。

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很富裕，却既舍不得布施又舍不得供养，实

际上他的钱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利益，而与此同时，又有很多人正饥

寒交迫，面临着饿死的困境。此时，作为一个菩萨，他可不可以去偷

这个富翁的钱，然后布施给贫困的人呢？

大乘佛法不但允许，而且认为菩萨就应该这样做。虽然为了贫穷

的人去偷盗，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个人是抢劫犯、小偷之类的坏人，他

的名声会受到损害，甚至还会为此而堕入恶趣，但考虑到众生的利益

而去偷盗，就不仅不会造罪，而且还是应该鼓励的事情。

在十不善当中，除了七不善以外，三种“意”造的罪，有没有开

许的时候呢？

大乘佛经中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不允许，只允许身、语造作的

罪业；另一种说法认为，不但是身、语造作的，就算是意造的罪业，

只要是建立在没有自私心的慈心和悲心的基础之上，就不仅开许而且

是应该做的。其实，这只是两种不同的说法而已，实际上是一样的，

并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主张不开许意业的意思是说，假如是真正标准的意造罪业，那就

很严重，对众生不会有利益；而主张开许意造罪业的说法是指，虽然

表面上允许意造的罪业，而实际上却不是真正标准的意造罪业。很显

然，真正标准的意造罪业，是永远也不会开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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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关键之处必须引起注意，那就是，虽然某件事当下会对某种

众生有利，但如果事情的结果会出现下述问题，就不能做。第一，引

起很多社会争论。第二，僧众内部出现很多矛盾。佛陀非常强调僧众

的团结，所以，虽然某些人能得到一定的利益，但如果有这方面的负

面作用，还是不能做。第三，引发很多众生的不理解，并为此而退失

信心，甚至对佛法或是修行人产生很大邪见。第四，如果是初学者，

也不能做。因为初学者虽然动机不错，却没有修行境界，遇到一点点

痛苦或不顺，在自利与利他之间，还是会选择自利，因此不适合做这

类事情。初学者应该像前面讲的一样，把自己当作一棵药苗来保护，

在这个基础上好好修行，这样在不久的将来，才可以利益更多的众生。

不然的话，就很有可能退失道心。无论是显宗、密宗，都鼓励初学者

老老实实地持戒、修行等等，如果现在就自不量力地去做杀盗淫妄等

十不善，就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密宗也不推崇甚至反对初学者

去修一些深奥的修法，或者行持一些禁忌的行为。为了利益众生而不

顾及自己的前程，不考虑现世的名声、地位，后世的因缘果报等等，

虽然是很伟大的行为，但在这个伟大的行为背后，有可能会出现不伟

大的结果，因此，佛陀认为，初学者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应像小乘佛

教所要求的一样，以不杀、不盗、不妄等等为原则。

（七）第七个观察，是观察布施的利害

这个观察是专门针对布施的，可以从财布施、身体布施、法布施、

无畏布施四个方面来讲。

1．财布施

可以分为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当遇到真正需要帮助的穷人向

自己索取钱财时，自己拿出五块、十块钱，也不会对自己构成什么伤

饶益有情九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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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对自己的闻、思、修也没有影响，此时，应该毫不犹豫地布施。

布施之后，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工作，就是如果有能力、有办法，条件

也比较成熟，就要想方设法让对方学佛行善，相信因果。第二个选择，

如果布施行为一方面会对自己的身体、生命或者闻、思、修等形成违

缘，另一方面对这个穷人的利益也不是很大，那给不给呢？原则上可

以不给。当然，假如有可能的话，也可以布施一点点，然后让他到别

处去向某某人要。比如说，一个山上的修行者，本来就没有多少粮食，

又遇到有人索要，假设把仅有的一点粮食布施出去，自己就只能下山

去化缘，那样会对闻思修造成违缘；或者布施以后，再也化不到缘等

等，当然，这种情况很少见，如果有，也可以选择不布施。这是从自

己的角度来讲的。从他人的角度来说，虽然给他布施了一点儿东西，

但对他来说，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对他也没有太大的利益，这样就

可以选择放弃。第三个选择，虽然布施的行为对众生有利，但却对布

施者自己有着同样的伤害，该如何取舍呢？面对这种情况，应当将物

品一分为二，一半自己留下来，一半做布施。

财布施是佛陀针对在家人而言的，佛陀要求出家人主要以法布施

为主，财布施可以不做。

2．身体布施

在《百业经》、 《贤愚经》 等大乘经典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释迦牟尼佛当年未成道时，也遇到了很多索要身体的人。如果发生此

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取舍呢？

位于资粮道与加行道的凡夫菩萨，直接或真实地把身体布施出去

的时机还不成熟，此时布施身体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反而会对自己的

修行造成违缘，所以，佛陀不会要求凡夫真实地布施身体，但凡夫可

以在内心做身体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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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行里有一种古萨里修法，就是通过观想、回向，而把自己的

身体上供下施。另外，也可以通过发愿来布施身体：尽管我今天还没

有真正达到布施身体的境界，还不具备这样的勇气，但是，我愿意不

久的将来能有能力将自己的身体布施给众生。譬如，如果有一天世上

出现了严重的流行性瘟疫，只有一种特殊动物的肉才能治愈此病，否

则全世界多数人都会死掉，愿我在当时能够成为这个动物，以我的身

体、血肉遣除众生的痛苦，治愈众生的疾病。每天都要这样发愿，这

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假如慈悲心非常强烈，也有凡夫为了众生布施身体且不后

悔的先例。我在讲《修心七要》 的时候，也提到过一位上师的事迹，

他虽然是一个凡夫，却无私地布施了肉体，最后在梦中见到了观音菩

萨，自己的痛苦也无余遣除。不过，这只是特殊情况，在通常情况下，

佛不会赞成没有证悟一地的凡夫去布施身体，我们目前只需通过发愿

来做身体布施。

我们都是没有证悟一地的凡夫，自然不用担忧身体布施的困难，

因为还没有轮到我们，仅仅在内心轻轻松松地发个愿就可以了。

3．法布施

虽然佛在经典中说过，法布施胜过任何其他的布施，因为法布施

能够解决众生生老病死的大问题，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观察法布

施的利害关系，要视情况而定。具体有四个选择，每一个选择都要观

待自他两个条件。

（1）必须时机成熟。什么叫时机成熟呢？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个

条件，行持法布施应对自己的禅定、修行没有损坏；第二个条件，如

果遇到根机比较成熟的求法者，我们称其为法器，就一定要尽力做法

布施，而且越多越好。当然，根机成熟有高低不同的层次，至少要非

饶益有情九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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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愿意听这个法，并且对法充满信心，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2）对自己的禅定、修行只有一点儿损失，但却有根机比较成熟

的求法者，就应该做法布施。

（3）讲经说法对自己的禅定有一定的损失，也没有根机比较成熟

的求法者，就不做法布施。譬如一个人正在闭关修行，出来讲法会对

他的禅定有一定的损害和影响，佛也不赞成此时做法布施。修行者在

闭关专修禅定的时候，不要说世间的事情，就算出世间方面的讲经、

说法、磕头等任何其他事情，都会变成禅定的违缘，所以都不能做，

而必须专心专意修持。可以设想，如果法布施变成了修行的违缘，第

一个条件就不具备了；假使听法的人中虽然有人在听，却没有一个真

正对佛法有兴趣或者是希求解脱的人，就算讲了法对他们也没有多大

利益，第二个条件也不具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绝不能做法

布施。

（4）虽然讲经说法对自己的禅定没有影响，但是第二个条件却不

具备，也就是听者虽然在听，却不但对佛法没有兴致，没有信心，反

而会在听法以后制造各种各样的违缘，甚至故意无中生有地找寻这个

法或者那个论典的缺点，以达到观过诽谤的动机，虽然佛法没有任何

可以挑剔的缺陷与漏洞，但此时我们也应选择不做法布施。更重要的

是，虽然自己不懂佛法，却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懂装懂地讲法，这

非但不是法布施，对自他没有利益，反而有非常严重的过失；假如自

己有能力讲法，却因为对法有吝啬心，不希望别人了解修法的窍诀而

不愿意讲，也有很大的过失；或尽管没有如此罪恶的动机，却因为懒

惰而随随便便不讲，错过了许多讲法机会，也有很大过失。

如果在自他两方面条件都具备，且杜绝了上述过失的情况下做法

布施，其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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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畏布施

无畏布施范围比较广，不仅仅是放生。大乘修行人如果有能力做

无畏布施，应该毫不犹豫、尽己所能。

首先，如果无畏布施对自己和其他众生没有造成伤害，即使自己

能力很小，仍然要尽力去做可怜众生的怙主。

其次，如果做无畏布施，自己会受到伤害，虽然原则上可以选择

不做，但也要观察利害轻重：虽然自己有能力做无畏布施，但对众生

没有太大的利益，而对自己却有很大伤害，也可以不做；如果对众生

有很大利益，即使自己受到一些伤害，也一定要做；如果自己的伤害

和众生的利益轻重同等，大乘修行人还是要义不容辞地去做。

（八）第八个观察，是观察众生的根机

众生的根机千差万别、不可思议，但归纳起来，有八种不同的根

机：第一种，对下一世的解脱或者人天福报没有任何兴趣。如今社会

上有许多这种人，他们只管眼前的现实生活，除此之外从不希求解脱，

也不希求下世的人天福报，小乘佛教称这种人为断根人，大乘佛教不

认为其为彻底断根的人，而只是临时断根的人———临时阻断了解脱的

种子，临时断绝了慧根与福根。第二种，虽然不希求解脱，但是希求

人天福报。第三种，希求声闻的自我解脱果位。第四种，希求缘觉的

自我解脱果位。第五种，希求菩萨道。第六种，希求大乘密宗法门。

第七种，希求无上大圆满窍诀或类似于无上大圆满的教言。第八种，

无定根机。就是根机不确定，遇到大乘的善知识就可能成为大乘修行

人、遇到小乘善知识也可能趋向小乘的人。

其中除了断根人和不定根机的人以外，对其他的人，都应因材施

教，对大乘根机人传授大乘佛法，对小乘根机人传讲小乘佛法，千万

饶益有情九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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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混乱、不能强迫。

比如说，我们不能勉强那些对大乘佛法没有兴趣，一心一意修小

乘佛法的人去学大乘佛法，如果很勉强、很无奈地被迫学习，最终还

是有可能会退转。因此，佛认为，众生属于哪一种根机，就修哪一种

法，不合适的法不能强加于人。

从原则上来讲，只允许向上引导，不允许往下引导。换句话说，

在自愿不勉强的情况下，如果其他条件都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向小乘

根机的众生介绍大乘佛法的特点，诸如菩提心的功德等等，令其趣入

大乘，但绝对不允许劝导修大乘佛法的人转趣小乘；对于不定根机的

人，一定要讲大乘佛法，因为对方可能会因此转变，进而修学大乘佛

法。一般而言，对断根人讲经说法暂时没有用处，大乘显宗所采用的

办法，就是为他们发愿、回向———愿我将来有机会度化他们、利益他

们，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

（九）第九个观察，是观察自己闻思修的增长或减少

这是九观察中最重要的一条，可分为三个选择。

第一，不管是直接或间接饶益众生之事，虽然当下对众生有一定

利益，但如果会给自己的闻思修带来很大违缘，则任何事情都可以暂

时不做。

我前面讲过的几个观察，基本上都强调过初学者要保护自己，原

因就是，作为一名大乘修行人，其所有的闻思修都是为了度化众生，

如果闻思修三方面不受到任何违缘，自己能如理如法地修行，则不久

的将来，就可以利益更多的众生。如今自己不仅不具备饶益众生的能

力，在此过程中，自己还会受到一些伤害，虽然饶益众生的发心纯正，

但一遇到挫折，闻思修就会受到影响，那样损失就相当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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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临上述抉择的时候，虽然暂时选择逃避会给众生带来一些损

失，但磨刀不误砍柴工，通过自己的精进修行，自己有可能在比较短

的时间当中成就，就会具有相当大的饶益众生的能力，到那时，以成

熟的因缘，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虽然时间上晚了一点儿，但也

是值得的。如果现在就急于去利益众生，不仅当下不会成功，即便将

来也难以成办饶益众生的大利，因此，观察轻重十分关键。

第二，如果某件事对众生有一定利益，同时对自己的闻思修也没

有太大的影响，则任何事情都要尽心尽力去做。

当然，普通凡夫利益众生，肯定不会像佛陀传法一般，当下会让

成百上千的人受益———有人发心了，有人登地了，有人证悟阿罗汉果

位了，等等，但如果仍有很多众生受到不同层次的利益，就一定要

去做。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观察二者的轻重：如果对自己的闻

思修有一些影响，但是却能让众生得到较大的利益，还是应该选择去

做；如果自己的闻思修受到比较严重的伤害，而众生的利益并不大，

则可以选择暂时放弃，暂时回避，但并不是彻底放弃，而应发愿———

当自己各方面条件成熟之时，一定要饶益众生！

第三，如果某件事对自己的闻思修行所造成的伤害，与对众生的

利益是同等的，就应该牺牲自己的闻思修，去做饶益众生之事。

三、结语

虽然在九种观察里面，没有讲到十分具体的事例，不过，你们以

后就可以依此判别，哪些事情可做，哪些事情不可做，什么事情不做

有罪过，什么事情做了有罪过，自己按照上述要求去掂量，就一清二

饶益有情九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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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了。即使遇到这里没有明显提到的问题，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自己去

分析、观察，一般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

发了菩提心以后，大乘佛子的唯一工作，就是饶益众生。作为初

发心者，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不会有神通，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因为

没有神通，就不做饶益众生的事情，或因为不知道事情的结果好不好，

就干脆放弃不做。除非是不想饶益众生的人，其他大乘行人都非常需

要懂得这些方法，通过学习九种观察方法，以后在面临具体问题的时

候，就知道该如何处理了。这篇文章的文字很简单，大家应该再三复

习，以便用于实际。当然，如果没有条件直接饶益众生，只是在内心

发愿、回向，也属于饶益众生，这些谁都可以做到。

人身难得，遇到佛法非常难得，遇到大乘佛法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菩提心的修法年复一年，前前后后已经讲了四五种了，但实际上有没

有菩提心，大家自己心里最清楚。

我曾经讲过，没有菩提心，就不要急着去修其他的法，应该扎扎

实实地把菩提心和出离心基础打好，之后再考虑修其他的法。菩萨戒

也不例外。当你们有了不造作的世俗菩提心之后，才可以考虑受持菩

萨戒，在这之前，即使受了，也得不到菩萨戒戒体。当世俗菩提心修

好以后，才可以考虑胜义菩提心的一些修法。

我个人认为，天天讲课未必是件好事。如果大家不修行，天天讲

法反而会有副作用。也许有人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在七八年或五六年

前，大家刚刚踏入佛门，连佛教常识都不懂的时候，内心对佛法忠心

耿耿，对三宝也是非常虔诚，对因果也是深信不疑，然而到了今天，

虽然不能说不信佛法，但信心、发心等各方面却没有进步，这种情况

在家人中有，出家人中也有。

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听得太多却没有实际修法。该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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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呢？唯一拯救的方法，就是实际修持。按理说，在听了一节课以后，

修一两个月，或者半年、一年，接着再讲下一节课，只能这样。否则

不会有什么进步。

虽然现在学佛的人一年比一年多，然而系统而完整地学习的人却

很少。目前很多学藏传佛教的人，不是搞火供就是搞会供，再不然就

是灌顶，除此之外基本上没有真正地闻思修行。当然，能够真正做到

标准的火供、会供，是相当好的，但是，相当如理如法的火供、会供

是很少见的。可以想象，连普通佛教常识都不懂的人去做火供、会供，

能做到标准如法吗？标准的火供、会供，最起码都需要比较不错的生

起次第，如果连生起次第都不懂，做火供、会供的意义不会太大，仅

仅有一些积资净罪的功德罢了。总之，如果没有经过系统学习，许多

人只能盲修瞎练。

内地的讲经说法十分欠缺，不要说在家人，连出家人都很少闻法；

佛教徒也不像基督徒那样经常聚会，交流的机会也很少。鉴于这种情

况，我目前暂时不会间断讲法，不过还是要视情况而定。无论如何，

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应该集中在菩提心上面，其他的如生起次第、圆

满次第、大圆满对我们来说还太早了，假如有机会闻思是可以的，修

持也可以，不过很难有什么修行结果。如果出离心和菩提心都具备之

后，什么修法都容易成功。这个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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