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胜道宝鬘论 7 
堪钦慈诚罗珠仁波切讲授



共修流程

课前念诵

每次共修共同观看 1 集上师讲解的《胜道宝鬘论》。

分享讨论。每位参加共修的师兄可以分享当次学习内容中最有感触的部

分，也可以提出问题供⼤家讨论。 
不⽅便上⻨的师兄可以打字分享。

课后回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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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遗憾
1、 难得的这个清净⼈身，造不善罪业，委实可惜。 
2、 难具的这个清净暇满⼈身，⽆有修⾏平庸死去，委实可惜。 
3、 浊世短暂的这⼀⼈⽣，在⽆义的琐事中⾛到尽头，委实可惜。 
4、 ⾃⼼本是⽆戏论的法身⾃性，沦陷在迷乱轮回淤泥中，委实可惜。 
5、 在未证得菩提前，离开引导正道的殊胜上师，委实可惜。 
6、 戒律誓⾔是解脱的航船，因烦恼放逸毁坏，委实可惜。 
7、 依靠上师⽽⾃得的证悟，扔在世法的稠林中，委实可惜。 
8、 诸位成就者的甚深窍诀，贩卖给⽆缘分的俗⼈，委实可惜。 
9、 以嗔⼼舍弃作为⼤恩⽗⺟的⼀切有情，委实可惜。 
10、 ⻛华正茂的少年，三⻔平庸虚度，委实可惜。

3



2. ⼗⼤必须
1、 必须有⾃知之明，有⾃⼰的原则，不随别⼈⾔语⽽转。 
2、 必须以诚信与精进依照殊胜上师⾔教奉⾏。 
3、 必须以了知别⼈的功过⽽⽆误选择上师。 
4、 必须以慎重的智慧与信⼼获取殊胜上师的密意。 
5、 必须具⾜正念正知不放逸使三⻔不染过患。 
6、 必须以坚韧的毅⼒和决⼼做到誓愿稳固不变。 
7、 必须以⽆贪⽆著的⾏为做到不被别⼈牵着⿐⼦⾛。 
8、 必须以加⾏正⾏后⾏摄持恒常勤积⼆资粮。 
9、 必须以慈悲⼼直接间接专⼼利益众⽣。 
10、 必须以智慧与领悟对⼀切法不执著实有、不执著相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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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依⽌
1、 应当依⽌具有证悟与悲⼼的殊胜上师。 
2、 应当依⽌幽静悦意有加持的寂静处。 
3、 应当依⽌⻅⾏⼀致、忠实可靠的友伴。 
4、 应当忆念维⽣资具的过失，依⽌适度的⽣活。 
5、 应当⽆偏依⽌诸位成就者传下的窍诀。 
6、 应当依⽌有益⾃他之物、妙药、咒语与甚深缘起法。 
7、 应当依⽌有益身体的⻝物与⽅法。 
8、 应当依⽌有利觉受证悟的法⾏与威仪。 
9、 应当依⽌具⾜虔诚信⼼、恭敬⼼的有缘弟⼦。 
10、 ⾏住坐卧四种威仪中应当常常依⽌正念与正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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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远离
1、 应当舍离所⾏杂有世间⼋法的上师。 
2、 应当舍离有害⼼与觉受的环境与恶友。 
3、 应当舍离过于散乱及多恼害的住所与寺院。 
4、 应当舍离以偷盗、强抢、狡诈⼿段谋求的⽣计。 
5、 应当舍离有害⼼与觉受的事与所作。 
6、 应当舍离有害身体的⻝物与举⽌。 
7、 应当舍离以欲望吝啬束缚的贪执。 
8、 应当舍离令他⼈不起信⼼之因——放逸⾏为。 
9、 应当舍离⽆有意义的住⾏之事与所作。 
10、 应当舍离隐藏⾃⼰过失、宣扬别⼈过失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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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不拒绝
1、 不要舍弃利他根本的悲⼼ 
2、 不要舍弃本是⼼之⾃光的现相。 
3、 不要舍弃本是⼼性游舞的分别念。 
4、 不要舍弃本是智慧之启示的烦恼。 
5、 不要舍弃能增上觉受证悟的欲妙。 
6、 不要舍弃本是善知识的病痛。 
7、 不要舍弃本是法性鞭策的怨魔。 
8、 不要舍弃本是成就的应运⽽⽣之事。 
9、 不要舍弃作为智慧道梯的⽅便道。 
10、 不要舍弃能身体⼒⾏的⼀切法⾏。 
11、 不要舍弃尽微薄之⼒也利他的意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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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应当舍离有害身体的⻝物与举⽌
虽然佛教认为，⼈的身体是不净物的聚集，是⽆常、⽆我、空性的，但实际

上身体对修⾏与解脱⾮常重要。⼤家都知道，四外加⾏的第⼀堂课，就是修

⼈身难得。虽然我们有很多的痛苦，但在六道轮回中，我们的这个暇满⼈

身，却是⾮常难得的。

《中观四百论》当中也讲过：“虽⻅身如怨，然应保护身。具戒久存活，能作
⼤福德！”虽然发现身体像仇⼈⼀样，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痛苦，但我们还是要
保护它。具有戒体的修⾏⼈若能健康⻓寿，就可以积累⼤量资粮，可以完成

很多伟⼤的⼯作。

有⼈喜欢说：“我的时间是以美⾦来计算的。”但实际上我们的时间⽐美⾦还
宝贵，因为我们的时间，是以⽣命来计算的。我们不能错过暇满⼈身，⼀定

要好好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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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能即身成就，最低限度也要了解⾃⼰，树⽴起远⼤的⼈⽣⽬标。当我

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应该完成两件事情：第⼀要有⾮常标准的世俗菩提

⼼。第⼆是⼀定要证悟，要明⼼⻅性。

虽然对初学者来说，菩提⼼有⼀定的距离，但如果具⾜勇⽓，依靠慈、悲、

喜、舍四⽆量⼼的训练，就⼀定可以做到。

证悟有很多层次，最⾼的证悟，是释迦牟尼佛的果位。菩萨⼀地，也是⾮常

殊胜的证悟境界。对我们来说，达到这两种境界都有⼀定的难度，但我们⾄

少可以有⼀个初步的证悟。初步的证悟，是对空性有⼀定的体会，不是理论

上的了解，也不是逻辑推理的结论，⽽是切身的体验。达到这⼀点，并不算

太难。如果把外加⾏和内加⾏修得⽐较好，就很容易得到这样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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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成这⼀系列伟⼤的⼯作，就需要⼀个健康的身体。虽然我们讲了《如何

⾯对病痛》等许多⾯对痛苦的⽅式，这些⽅法虽然也⾏之有效，但如果没有

任何训练，把疾病和痛苦转为道⽤也有⼀定的难度，所以最好不要⽣病。要

注意饮⻝卫⽣，要重视身体的健康，要锻炼身体。

如果修⾏修得好，则身体稍稍有⼀点病痛也没有问题，甚⾄可以把它转化为

⼀种⼒量和动⼒。

现在的⻝品问题相当严重，⽣产⻝品的⼈不敢吃⾃⼰的产品。与⾁⻝相⽐，

蔬菜相对⽐较健康，但还是要注意饮⻝卫⽣。同时，抽烟、熬夜、极限运动

等对⽣命和健康有害的⾏为，也最好不要做。暇满⼈身来之不易，要懂得珍

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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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应当舍离以欲望吝啬所束缚的贪执
现代⼈往往蓄积了太多的⾐服等⽣活⽤品，⾃⼰⽤不上，也舍不得捐出来，

浪费⼤量资源，这都是错误的⽣活⽅式。

除了基本的⽇常⽤品以外，不要囤积太多的东⻄，要断除欲望与吝啬。如果

过度吝啬，就会堕饿⻤道。饿⻤众⽣缺吃少穿、饥渴难耐。即使有些特殊的

饿⻤众⽣拥有庞⼤的财富，也舍不得吃，舍不得⽤，更舍不得送给其他⼈，

只能当⼀辈⼦守财奴。

这不是现在有些⼈的真实写照吗？拥有⼏辈⼦都⽤不完的钱，平时却处处克

扣、时时计较，连⾃⼰都舍不得⽤，活脱脱的葛朗台、严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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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朗台是巴尔扎克⼩说《欧也妮·葛朗台》中的重要⼈物.他是法国索漠城⼀个最有
钱、最有威望的商⼈，但他为⼈却极其吝啬，在他眼⾥，⼥⼉妻⼦还不如他的⼀枚⾦

币。是守财奴的代表。他是个⼩⽓的⼈。贪婪和吝啬是他的主要性格特征。在⽼葛朗

台眼中，⾦钱⾼于⼀切，没有钱，就什么都完了。他对⾦钱的渴望和占有欲⼏乎达到

了病态的程度：他半夜⾥把⾃⼰⼀个⼈关在密室之中，“爱抚、把玩、欣赏他的⾦
币，放进桶⾥，紧紧地箍好。”“临死之前还让⼥⼉把⾦币铺在桌上，⻓时间地盯着，
这样他才能感到暖和。”

“

“

严监⽣是清代讽刺⼩说《儒林外史》中的⼀个⼈物.严监⽣是临终之际，伸着两根指头
就是不肯断⽓，⼤侄⼦、⼆侄⼦以及奶妈等⼈都上前猜度解劝，但都没有说中，最后

还是赵⽒⾛上前道：“爷，别⼈说的都不相⼲，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你是为那灯盏⾥
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茎就是了。”直到赵⽒挑掉⼀根
灯草，他⽅才点点头，咽了⽓。这细节说明了严监⽣对⾃⼰的吝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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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舍不得有两种情况，⼀种舍不得，是节约、不浪费，这是⾮常好的舍

不得。释迦牟尼佛也极⼒倡导要节约粮⻝，尤其在⼩乘佛教的戒律⾥⾯讲得

⾮常细致，不能浪费粮⻝、⽔等资源。⼩乘佛教的出家⼈，⼀般允许有三套

⾐服，穿⼀套，洗⼀套，留⼀套备⽤。对在家⼈的要求则要宽松得多。但⽆

论如何，⾐服和其他⽇⽤品都不能累积太多，积攒到⼀定程度，就要捐出

去。也许我们暂时⽤不上的东⻄，却对其他⼈来说⾮常有⽤，要尽量做到物

尽其⽤。

有些⼈总是担⼼⾃⼰⽼的时候会很穷，会没有⼈照顾⾃⼰，所以要多存点

钱。但发⽣这种情况的⼏率是很低的，我们的许多焦虑，都是杞⼈忧天。

⼼理学家曾有⼀个调查：将⾃⼰焦虑、担⼼未来⼀段时间内可能会发⽣的问

题写在纸条上，然后装在箱⼦⾥锁着。等过了这段时间后再打开，会发现曾

经焦虑、担⼼的事情 70%都没有发⽣，只是⾃⼰徒增烦恼⽽已。所以，我们
⼤可不必为之忧愁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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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应当舍离令他⼈不起信⼼之因——放
逸⾏为
作为佛教徒，起码应该是真诚的，不骗⼈，不撒谎，相信因果、尊重因果，

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如果佛教徒毫⽆顾忌地杀、盗、淫、妄，随意点杀、吃海鲜等活物，其他⼈

看到这种情况，就会对佛教徒失去信⼼。

⼋万四千法⻔的核⼼，就是不伤害任何⽣命。不伤害有两个含义：

第⼀，不许做对任何⽣命有害的事情。

第⼆，不仅不伤害众⽣，⽽且还要尽量地利益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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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条的要求主要是：不杀⽣、不偷盗、不抢劫、不诈骗、不破坏别⼈

家庭等等。佛教戒律中最根本的五戒，都⾮常有道理。从释迦牟尼佛出世期

间到现在，乃⾄⼏千、⼏万年以后，这五条戒律都永远不会过时。

但有些⼈却没有这种概念，他们往往认为：在地球的所有⽣命中，⼈类享有

⾄⾼⽆上的权⼒，其他的⽣命⼀⽂不值。⼈类有任意践踏、折磨、奴役、杀

害其他⽣命的⾃由，不违背任何法律。但他们却忽略了⼀个⾃然的、⾮⼈为

的法律，那就是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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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的法律都是⼈制定的，⾃然建⽴在⼈的利益之上，以⼈为主。但佛教讲

的因果，却是所有⽣命必须共同遵循的，公正、客观的⾃然法则。释迦牟尼

佛不是因果的创造者与制定者，只是因果的发现者。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后学

者，我们都应该相信因果、尊重因果。

不杀⽣，是五戒当中的第⼀条。为什么第⼀条是不杀⽣呢？因为对所有⽣命

来说，最重要的都是⾃⼰的⽣命。佛教历来强调⽣命的平等，从整个⽣命的

⽴场来看，不仅是杀⼈，杀动物也是不对的。同时，抢劫、偷盗、欺骗、邪

淫，都是不符合世间伦理道德法则的⾏为。

在杀盗淫妄的基础上，居⼠五戒还加了⼀条不喝酒。因为⼀个神智正常的⼈

在喝酒以后，很可能精神失控，做出杀盗淫妄的罪业，所以要加上不喝酒这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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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佛教徒不可能在学佛的第⼆天，就把所有的杀盗淫妄都放弃，但应根据

⾃⼰的情况，尽量不杀盗淫妄。

现在社会上有些⼈对佛教徒要求⼜太⾼，认为佛教徒除了烧⾹、拜佛、念经

以外，什么都不应该拥有。⼀看到佛教徒戴⾦银珠宝、穿名牌、开名⻋，就

会指指点点说：佛教徒怎么可以这样呢？

其实，释迦牟尼佛并没有要求佛教徒⼀定要清⼼寡欲，只要内⼼没有伤害其

他⽣命的念头，只要吃喝穿戴不是通过不正当的⼿段获得的，佛教徒都可以

享⽤。佛陀对我们的要求是，⽣活不要⾛太奢侈或者太贫穷两个极端就可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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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应当舍离⽆有意义的住⾏之事与所作
对⾃⼰和他⼈、现世与来世都没有太⼤意义的活动，要尽量减少，尽量远

离。

当然，因为⼯作压⼒太⼤，通过旅游去放松⼀下，也是有必要的，但如果过

度了，整天都在四处云游，那就是浪费时间、浪费⾦钱，内⼼也会变得散乱

放逸。

很多⼈喜欢逛街，不需要买什么东⻄，也要到商场去看⼀看，东游⻄逛、讨

价还价，是他们的最⼤乐趣，这都是毫⽆意义的⾏为。⾄于那些不正当的娱

乐场所、赌场等等，佛教徒就更不能去。

不要把钱和时间花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暇满⼈身⾮常珍贵，为这些事情费

钱费时，⾮常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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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应当舍离隐藏⾃⼰过失、宣扬别⼈
过失之举
绝⼤多数⼈都有这种问题，虽然⾃⼰在⼈格、思想、说话⽅式、待⼈接物上

存在着很多缺陷，却深藏不露，害怕被⼈知道。但⼀听到别⼈有什么过错，

就根本不思考、不观察，迫不及待地四处揭发、⼋⽅张扬，恨不得告知全世

界。

如果受了菩萨戒，这就是犯菩萨戒。身为发⼼菩萨，任何事情，都要为别⼈

着想。宣传别⼈的缺点，甚⾄是不确定的缺点，是⼈格低劣的做法。如果受

了密乘戒，⼜恶意宣讲道友的缺陷，就可能会犯密乘戒。密乘戒对道友之间

的和合⾮常重视，恶意攻击道友，⼀定会犯失密乘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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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要求，要尽量披露⾃⼰的缺点，要尽量地谦虚。当然，也不能⼀概⽽

论，身处现代社会，太过谦虚显得不合常理。该谦虚的时候要谦虚，不该谦

虚的时候，也要⽑遂⾃荐、当仁不让。是否宣讲⾃⼰的缺陷，还是要把握好

时机与场合，但对别⼈，却永远不能说⻓道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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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不拒绝
冈波巴⼤师，是⼀位⾮常了不起的成就者。他是噶举派的上师，也是⽶拉⽇

巴尊者的⼤弟⼦。他撰写的《胜道宝鬘论》，是犹如宝鬘⼀般绚烂夺⽬的宣

说殊胜之道的论典。其中有⼀部分是阿底峡尊者的诀窍，也即噶当派的诀

窍。另外⼀部分，是⼤⼿印的诀窍。其中既有深奥的⼤⼿印境界，也有浅显

的基础法⻔。

从佛教徒的现状来看，基础法⻔学修得很扎实的⼈，实在是少之⼜少。⽬前

绝⼤多数佛教徒最需要的，就是基础的知识和基础的修法。

⼗项不拒绝当中的前⼏项，是较⾼级别的境界，不是⼈⼈都可以对照⽽⾏

的，此处讲清楚，以免误导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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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不要舍弃利他根本的悲⼼
因为慈悲⼼是饶益众⽣最基本的条件，所以，我们⼀定要努⼒修慈悲⼼，不

能轻⾔放弃。⼀旦没有慈悲⼼，就丧失了饶益众⽣的动⼒，以致⽆法进⼊⼤

乘佛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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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不要舍弃本是⼼之⾃光的现相
在讲不舍弃或不拒绝现象之前，⼤家⾸先要了解世俗谛和胜义谛。《慧灯之

光》中的《⼆谛》⼀⽂，就专讲世俗谛和胜义谛的区别，⼤家可以参阅。

什么是世俗谛呢？

我们的感官所感知到的物质世界或精神世界，佛教称之为世俗谛。⽆论是动

物、⼈类或其他⽣命，其感官所获得的信息与结论，⽐如眼睛所看到的光，

⽿朵听到的声波等等，都叫作世俗，也叫做现象。在第⼀转法轮和第⼆转法

轮中所讲的“现象”，就是这个世俗谛。

“谛”的意思，是指真实。眼⽿⿐⾆身所感觉到的世界，都不会超越五种感官
的感受及其组合。组合这些感受的作者，是我们的第六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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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佛教认为万法由⼼造，但佛教并不是唯⼼主义。从世俗谛的⻆度来讲，

物质和精神都存在。

什么是胜义谛呢？

不是凡夫感官的结论，⽽是佛的智慧⾏境。

现在通过⾼科技，我们已经知道，有些动物与⼈类所看到的世界不同。⾃以

为是⾼等动物的⼈类，也只能看到光谱上很⼩⼀部分的光，绝⼤多数的光，

我们的眼睛⽆法感知，但它们却⼀直存在着。

所以，世界是什么样，取决于我们的感官，⽽并不是由它的本质来决定。我

们的感官是这样，所以看到的世界也是这样。当感官发⽣巨⼤变化的时候，

世界也⼀定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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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不同的世界观

⼩乘佛教告诉我们：世界是痛苦的、变化⽆常的、靠不住的。看得到、摸得

着的宏观世界并不存在的，⽽微观的基本物质单位却是存在的，这⽐较接近

于经典物理学的观点。

⼤乘显宗告诉我们：在我们的感官看来，世界⾮常真实，但实际上它却是不

真实的虚幻世界。这个虚幻的世界同时也是痛苦且变化⽆常的，但它的本

质，却是虚幻的。如《⾦刚经》最后所说：“⼀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
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这就像做梦，对做梦的⼈来说，梦境中的景象⾮常真实，与现实⽣活完全没

有区别，但实际上却是虚幻的。如果⼀直在梦⾥，就⽆法否定它的真实性。

只有梦醒之后，才知道虚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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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佛教第⼆转法轮特别重视空性，⽽不太强调现象。因为它所讲的现象本

身是虚幻的、靠不住的，所以不必重视。藏传佛教将第三转法轮的主要内容

称为他空中观，实际上就是汉传佛教禅宗讲的明⼼⻅性或者佛性。佛性有两

种：光明的部分，叫作“现象”。空性的部分，就是本质。禅宗讲的佛性，实
际上就是胜义谛。因为佛陀三次转法轮的层次或⾼度不⼀样，所以，对“现
象”的理解也不⼀样，第三转法轮和密法的现象中，包含了如来藏与坛城。

此处讲的舍弃现象，是站在密宗或第三转法轮的⽴场上讲的。密法认为，我

们根本没有看到世界的真实相貌，我们的眼⽿⿐⾆身也永远⽆法感知世界的

真正⾯⽬。

就像⽤⼀个落后淘汰的天⽂望远镜，⽆法识别宇宙最深层次的现象⼀样，我

们的⾁眼，⽆法感知⾼速运动的物体；我们的⽿朵，⽆法听到过⾼或过低的

声波；我们的眼睛，⽆法看到不可⻅光……我们的感官，实在是太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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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法告诉我们：世界的真实⾯⽬，唯有⼋地以上的菩萨与佛才能看到。以我

们的感官来看，⼭就是⼭，⽔就是⽔。但佛或⼋地以上菩萨所感知到的真实

世界，就像⻄⽅极乐世界⼀样清净胜妙，被称为佛的坛城。所以，我们不必

排斥和舍弃现象，虽然它看似痛苦不堪、变化多端，实际上它已经超越了痛

苦、变化、⽆常的领域。

⼤家可以看看《维摩诘经》的第⼀品《佛国品》，虽然这是显宗的佛经，但

对世界的清净本质表述得⼀清⼆楚。我在《慧灯之光》某些⽂章⾥⾯也曾引

⽤了《维摩诘经》中的有关章节，⼤家也可以略做参考。

现象是⼼的投影，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内⼼投射出来的现象。现象和空性，是

同⼀物质的两⾯，我们不能欢迎⼀者⽽排斥另⼀者，不能⾛到空的极端。现

象之所以看似不清净，不是现象的问题，⽽是我们⾃⼰的感官有问题。如果

我们的感官可以提升到佛的级别，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与众⽣，还会像我们

现在看到的这么不清净吗？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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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乘佛教永远不会这么认为。⼩乘佛教认为，这个世界永远都是痛

苦、⽆常的。⼀般的⼤乘显宗也不喜欢这个世界的现象，也认为这个世界是

⽆常痛苦的。

但密法认为，要解决外境不清净的问题，不是到外⾯去解决，⽽在于内在的

修⾏。⼼清净了，投射出来的现象⾃然会清净，这是密宗⻅解之精髓。

很多密宗修法会让我们把⾃⼰观想为某⼀尊佛或菩萨。以我们现在的观点会

认为，怎么能把⾃⼰观想为佛呢？我应该观想佛在⾃⼰前⾯，⾃⼰向佛磕

头、供养才对啊！

但实际上我们就是佛，把⾃⼰观想为释迦牟尼佛、⾦刚萨埵或某⼀尊佛菩萨

根本不过分，完全符合事实。所以，学密法的⼈，必须要有较⾼的⻅解与承

受⼒，否则很难接受如此⾼的境界。有些⼈之所以诽谤密法，原因也在于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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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唯有⼼的本性光明

从藏传佛教的⻆度来讲，⼤乘显宗也分为两个层次。⼀个是普通显宗，只讲

空性，不强调佛性、如来藏、光明。《⼼经》、《⾦刚经》等佛经就属于这

⼀类的经典。⽽另外⼀个更⾼级别的显宗，则以第三转法轮的经典为主。

《⼤涅槃经》、《楞伽经》就属于这类佛经，这些佛经中虽然也讲空性，但

强调的是佛性。

禅宗就⾮常重视修佛性。当然，禅宗也讲空性，六祖惠能⼤师讲的“本来⽆⼀
物”，就是在讲空性，但佛性、明⼼⻅性讲得更多。禅宗虽然属于显宗，但与
普通显宗不⼀样。藏传佛教宁玛派⼤德⻨彭仁波切认为：三转法轮经典属于

半显半密的，其⻅解介于显宗和密宗之间，只是清净观不像密法讲得这么清

楚，也没有提供更多的关于光明的修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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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是菩提树，⼼如明镜台”，⼼怎么会像明镜台？就是因为⼼的现象是光
明，所以叫作明镜台。我们不能只要空性不要现象、光明，这种观点属于单

空。单空是最初步的⻅解，是最低层次的空性。在⼋地菩萨的时候，就能现

⻅清净的现象。在成佛的时候，有形有⾊的世界也不成⽴，存在的唯有⼼的

本性光明。

今⽣中两件最重要的⼯作

⽬前我们最重要的⼯作，是尽量地⾏善断恶，好好修加⾏，培养出离⼼和菩

提⼼。出离⼼和菩提⼼修完以后，对我们来说，单空还是⽐较重要。有⼀种

⽅法叫“以毒攻毒”，以单空也可以推翻我们的很多执著，暂时还是有⼀定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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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我们⼀定要证悟⼼的本性。证悟以后，就能突破愚昧的层⾯、更深层次

地了解⾃⼰，减少我执、烦恼、⾃私⾃利与过度的欲望等⼀切伤害我们的观

念。⽽慈悲⼼、菩提⼼、出离⼼却不但不会受到影响，反⽽会增⻓。以后所

有的命运、业⼒等等，都完全可以⾃我掌控。

仅仅靠理论，不可能证悟。还是要脚踏实地去修⾏，要靠⾃⼰去体悟。即使

今⽣没有成佛，没有证得菩萨⼀地也没关系，只要今⽣能够证悟，也是很⼤

的收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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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讨论

每位参加共修的师兄可以分享当次学习内容中最有感触的部分，也可以提出

问题供⼤家讨论。

不⽅便上⻨的师兄可以打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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