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皈依 2（1/2）
一起发菩提心
为了利益天下所有的众生，我们发誓成佛，为了成佛我们今天来一起如理
如法地共修皈依。 

一、五加行皈依的三个组成部分
1、念诵 
皈依偈十(一)万遍（五加行的所有念诵加行都需要念十一万遍）（次重要）
2、观想 
皈依境观想越清楚越好，是密宗生起次第的修法（次重要）
3、信心
信心非常重要，它是核心部分
皈依就是皈投、投靠、投奔



前提的条件就是坚定不移地信任。半信半疑的，或者是根本就不相信，是
没有办法作任何的皈依。 
建立信心不要迷信，要智信
智信是要靠闻思，最终的结论是佛法僧三宝就有这样子的能力，于是坚定
不移地信任、投靠、投奔、皈依

二、三种皈依
1、下等的皈依：人天佛教的皈依（学佛修行的目标是世俗的）
就是借助三宝的能力能带来今世和来生的健康、快乐、长寿）
坚定不移地相信了以后，然后他就会投靠三宝。
人天佛教的人他的目标就是这些世俗的，希望这自己这一生和生生世世都
幸福快乐
不需要解脱，不需要成佛，不需要去利益众生

2、中等的皈依：小乘佛教的皈依



需要有出离心 
目标不是为了这一现世和来世的任何的利益而是想从六道轮回当中、从生
老病死中能够解脱。 
我们的所有的方法、所有的观点，在这个解脱、了脱生死这个问题上，都
用不上，都是无效的。
三宝的力量可以让他从轮回苦海当中解脱
佛法就有能力让我从轮回当中解脱，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僧众在这个解
脱的道路上能够帮助到我，有了坚定不移的信心，他就开始想投奔、投靠
三宝。

3、上等的皈依：大乘佛教的皈依
需要有菩提心
不为自己的健康长寿和自己的解脱，这两者都不是
是让所有众生离苦得乐，他是诚心实意地希望所有众生离苦得乐。



大乘佛教有慈悲心的人，发愿我要让所有众生离苦得乐，但是我现在没有
这样子的能力，佛法僧有这个力量，佛法僧可以让我成佛

4、三种皈依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A、不同点：
发心、目标和动机都不一样

B、 共同点：
这三个皈依都是坚定不移地佛法僧有这样子的能力
在这个基础上诚心实意地去投奔、投靠

三、皈依的核心要点
我们修这个五加行的皈依的时候
修到位、修到标准了没有，标不标准，不是以念了多少个皈依的偈颂来衡
量，也不是我们能够把这个皈依境观想得多清楚来衡量



是以这个投奔的心有多强，然后对这个三宝的信任的强度来衡量。 

我们首先要知道
我们这一次要修的五加行当中的皈依
虽然是有三个不同的部分
由三个不同的部分构成的
但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
就是投奔、投靠的这个决心。
核心就是这个决心，重要的就是这个，
另外的都是次要的。

四、皈依的主要内容
皈依的时候，首先是观想，观想皈依境，
然后皈依境观想好了以后
这个皈依境里面讲的全部我们观想好了以后，



然后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个皈依境前面
我们发自内心地坚定不移地去下决心投奔和投靠

1、皈依佛
首先，皈依佛，佛是唯一的导师
皈依佛的时候，我们下定决心
从现在起生生世世， 释迦牟尼佛，还有这个显宗和密宗里面讲的各种各样
的佛，这些佛是我的唯一的导师，在皈依境的前面，我们就是非常的严肃，
非常的庄严地下决心，从今以后生生世世，佛就是我的导师，除了佛以外
的任何一个世俗的有名声的、有财富的、有权力的人，还有就是除了人类
以外的这些鬼神，有神通的、有神变的、有强大的势力的，这些鬼神或者
人都不是我的导师，佛是能够教导我们出世间法的唯一导师。世间的鬼神
没有办法指出出世间的道路，所以我们不会把它们当做导师，佛就是我们
唯一的导师，坚定不移地下决心，这就叫做皈依，这个决心就是皈依。” 



皈依最后有没有修成，不是皈依境观想的清晰度，不是念诵的数量来衡量，
而是以这个投奔、投靠的强度来衡量。
皈依境当中包含了佛法僧，还有密法里面的上师、本尊和空行。
皈依境当中的护法，都是一地以上的菩萨，都是属于僧宝。
修了几个月后，修成了没有，我们自己来衡量自己修行的成果，其他人是
没有办法知道的，有没有坚定的信心，自己最清楚。

1. 我们现阶段修的皈依与初入佛门时的皈依有何不同？为什么？
2. 为何十一万皈依偈和清晰的观想皈依境都是次要的？
3. 五加行的三种皈依分别是哪三种？简单介绍这三种有何不同？
4. 浅谈您自已现在的皈依的真实动机是什么？
5. 为何说信心才是皈依的核心？
6. 为什么说佛才是我们生生世世皈依的唯一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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