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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品前

顶礼圣者观自在菩萨！

慈爱无余众生搅拌发心二资海中现，

不住涅槃自性三身妙云层层极密布，

普降离无我等四边戏论妙法甘露雨，

熄众惑火开利乐花净饭王子前顶礼。

仅以圣尊名号光，

传入何者耳畔中，

亦能遣除心暗者，

观音怙主前顶礼。

开示寂灭我与无我戏论胜义之法理，

己造积业为我所等世俗遣诸愚见暗，

善说抛弃自乐成办利他净行此法理，

究竟自他二利法王文殊菩萨前顶礼。

尽舍国政善开显，

稀奇佛子行之理，

弘扬佛陀教法者，

寂天菩萨前顶礼。

从彼教言莲苑中，

畅饮善说蜂蜜已，

为利持佛子行众，

我当于此释本论。

完整无缺，正确无误开明大乘道的这部入菩萨行论分二：一、论名;二、论义。
甲一、（论名）分二：一、真实论名;二、译礼。
乙一、真实论名：

梵语：菩提萨埵渣呀阿巴达绕





2 第八品静虑品

2.1 第一百二十八课

2.1.1 寅三、以比喻说明过患

寅三、以比喻说明过患：

贪欲众生苦，害多福利少，

如彼拖车牲，唯得数口草。

对于具有贪欲者来说，上述的过患可谓是多如牛毛，而福利却微乎其微，

就像拉车的牲畜只能得到几口草料。

2.1.2 寅四、空耗暇满

寅四、空耗暇满：

彼利极微薄，虽畜不难得，

为彼勤苦众，竟毁暇满身。

轻而易举可以办到的微薄之利，牲口来办也不成问题。《致弟子书》中

云：“善逝依道引众生上路，具大心力之人能获得，天龙非天大鹏持明者，

人耶非耶大腹不得彼。” 正如这其中所说，具有能修持菩提的圆满功德并且

来之不易的暇满人身，往往被那些由往昔业力所牵而不知取舍的人们白白

地浪费掉。

2.1.3 寅五、痛苦无义

寅五、痛苦无义：

诸欲终坏灭，贪彼易堕狱，

为此瞬息乐，须久历艰困。

彼困千万分，便足成佛道，

欲者较菩萨，苦多无菩提。

欲望自之本体必将坏灭，并具有能使人堕落地狱等过患，为了毫无大利、

只是瞬间安乐的它居然要恒时饱经痛苦折磨的莫大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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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为了欲望的这份艰辛千百万分之一用在修持正法上，也足可以成

就佛果，然而具贪欲者所受的痛苦要比行持菩萨行者大得多，却并没有依

此而成就菩提果的。

2.1.4 寅六、痛苦无法比拟

寅六、痛苦无法比拟：

思维地狱苦，始知诸欲患，

非毒兵器火，险地所能拟。

如果思维贪欲的果报地狱等痛苦，那么兵刃、毒害、烈火、险地以及怨

敌这一切都无法比拟。

2.2 第一百二十九课

2.2.1 癸一、略说连接文

壬二（于静处生起欢喜）分二：一、略说连接文;二、广说。
癸一、略说连接文：

故当厌诸欲，欣乐阿兰若。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对妙欲生气厌烦之心而对寂静处生起欢喜之情。

2.2.2 子一、圆满之特点

癸二（广说）分二：一、圆满之特点;二、安乐之特点。子一、圆满之特点：

离诤无烦恼，寂静山林中，

皎洁明月光，清凉似檀香。

倾泻平石上，如宫意生欢。

林风无声息，徐徐默吹送。

有福瑜伽士，踱步思利他。

既没有外界的争论，也没有内心的烦恼，又无有盗匪等威胁的寂静林间，

有缘的菩萨就像国王在檀香涂敷的王宫中散步，或者伴着皎洁的月光、檀

香发出的清凉，在宽阔平坦、舒心悦意的石洞宫殿里，享受别人禅动有宝

柄之扇子的悠闲一般。林中悄无声息，柔和的林风徐徐吹送，具有福德的

瑜伽行者一边缓缓踱步，一边心中思维利益他众之事。

2.2.3 子二、安乐之特点

子二、安乐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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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舍岩洞屋，随时任意住，

尽舍护持苦，无忌恣意行。

离贪自在行，谁亦不相干，

王侯亦难享，知足闲居欢。

在空无一人的房室、树下、岩洞中可以随心所欲而安住，远离执着守护妙

欲的痛苦，无忧无虑、悠然自得而修行。

随自己的心愿自由自在行持，对一切资具无有贪执，与任何众生都无有

牵连，享受知足少欲的快乐，这样的快乐恐怕连帝释天王也难以得到。如

《致弟子书》中云：“皎洁圆满月轮作庄严，山腰飘带雨云层层现，山顶森林

之中无贪著，如风飘动终生大缘分，森林野兽成群而栖息，美丽悦意之地遍

快乐，如此欢喜林园天界中，自然石板妙处岂具有？” 前面讲述了对身寂

静生起欢喜心，这里讲述了对心寂静生起欢喜心，因此不会有重复的过失。

2.3 第一百三十课

2.3.1 己一、总说连接文

戊三（谨持对治）分三：一、总说连接文;二、修世俗菩提心;三、修胜义菩提心。
己一、总说连接文：

远离诸尘缘，思彼具功德，

尽息诸分别，观修菩提心。

以上述等方式思维静处功德后，接下来就要息灭一切欲望等分别妄念，

观修菩提心。

2.3.2 辛一、教诫修自他平等

己二（修世俗菩提心）分三：一、自他平等;二、自他交换;三、共同之事宜。
庚一（自他平等）分三：一、教诫修自他平等;二、广说修法;三、摄义。
辛一、教诫修自他平等：

首当勤观修，自他本平等。

世俗菩提心分为二，首先要集中精力修自他平等。如果不具备自他平等

的菩提心，就无法生气利他的清净心。

2.3.3 癸二、略说

辛二（广说修法）分二：一、真实宣说修法;二、功德。
壬一（真实宣说修法）分三：一、略说;二、广说;三、摄义。
癸一、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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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苦求乐同，护他如护己。

众生与我同等理当护持，因为希求快乐、不愿受苦这一点众生与我一模

一样。

2.3.4 子一、能生起平等心

癸二（广说）分二：一、能生起平等心;二、理当生起。
子一、能生起平等心：

手足肢虽众，护如身相同，

众生苦乐殊，求乐与我同。

手足等分类虽然众多，但将它们执为一身而尽力爱护这一点完全相同。

同样，尽管一切有情千差万别，然而他们由于耽著自己一身而想离苦得乐

这一点与我完全相同。：

虽我所受苦，不伤他人身，

此苦亦当除，执我难忍故，

如是他诸苦，虽不临我身，

彼苦仍应除，执我难忍故。

如果有人问：自他的痛苦互相无害，因此如何能升起这样的心呢？《大

疏》中对此回答道：“虽说自己所生的痛苦不会伤及他众的身体，但实际上

这样的痛苦也是自己的痛苦，因为自己有我执而无法忍受彼苦之故。同样

的道理，尽管他人的痛苦不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然而，如果将他执为我，

那么他的痛苦也就是我的痛苦，因为他以我执而难以堪忍彼苦之故。” 实际

上是说，应当升起了知将他执为我则他的痛苦与自己的痛苦也就无有差别

这一智慧。

2.4 第一百三十一课

2.4.1 寅一、对境苦乐相同

子二（理当生起）分二：一、安立因;二、成立周遍。
丑一（安立因）分二：一、对境苦乐相同;二、有情意愿相同。
寅一、对境苦乐相同：

吾应除他苦，他苦如自苦，

吾当利乐他，有情如吾身。

其他众生的痛苦，我理当遣除，是痛苦之故，如同我的痛苦一般;其他众
生，我理当饶益，是众生故，如同我的身体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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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寅二、有境意愿相同

寅二、有境意愿相同：

自与他双方，求乐既相同，

自他何差殊？ 何故求独乐？

自与他双方，恶苦既相同，

自他何差殊？ 何故唯自护？

任何时候自己与他众都同样希求快乐，自己与他众又有什么差别呢？ 为

何不顾他众而只热衷于独自一人安乐呢？ 同理，任何时候，自己与他众都

同样不愿痛苦，自己与他众又有什么差别呢？ 为何不顾他众而只爱护自己

呢？ 这里是从希求相同的角度而言的，因此在取舍上没有差别。《大疏》中

将此二偈颂安立前推理的能遍1而讲解的。 1能遍：因明术语，概括众多部分概念的总

体，如瓶，是概括金瓶、瓷瓶等一切瓶类的

能遍，亦即金瓶、瓷瓶的总概念

2.4.3 辰一、时间相异之苦不护之过

丑二（成立周遍）分二、一、真实宣说成立周遍;二、断罪之答辩。
寅一（真实宣说成立周遍）分二：一、一异无实故互不护持之过;二、故当断除我执。
卯一（一异无实故互不护持之过）分二：一、时间相异之苦不护之过;二、对境相异之苦不护之过。
辰一、时间相异之苦不护之过：

谓彼不伤吾，故不护他苦，

后苦不害今，何故汝防护？

若谓当受苦，此诚邪思维，

亡者他体故，生者亦复然。

如果说：我的痛苦对自己有害，因此我当保护，他众遭受的痛苦对我无

害，所以不保护他。

那么，未来的恶趣痛苦也没有损害到今生，你为何要保护呢？ 因为它明

明对今生无害之故。

如果对方认为：那一痛苦虽然对今生无害，但我后来要感受，因此要

防护。

这种将今生后世之蕴执为一体的分别念存属是颠倒的，因为死亡以后今

生虽然也就成了他体，今生相对后世是他体，因此乃至前后刹那之间都可

同样以此类推。

2.5 第一百二十三课

2.5.1 辰二、对境相异之苦不护之过

辰二、对境相异之苦不护之过：

若谓自身苦，应由自防护，

足苦非手苦，何故手护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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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任何时候，自身的痛苦应当由自己来保护，而不是由他者来

保护。

既然如此，脚的痛苦，为何要用手来保护呢？ 因为它不是手的缘故。

2.5.2 卯二、故当断除我执

卯二、故当断除我执：

若谓此非理，执我故如此，

执自他非理，唯当极力断。

如果说：虽然这种做法不合理，但由于我执串习而有今生护后世、以手

护足的心态才这么做的。

有些注释中对此回答说：实际上，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众，不应理的地方

都要尽心尽力予以断除。

2.5.3 寅二、断罪之答辩：

寅二、断罪之答辩：

相续与蕴聚，假名如军鬘，

本无受苦者，谁复感彼苦？

既无受苦者，诸苦无分别。

TODO

2.5.4 子一、真实宣说摄义

癸三（摄义）分二：一、真实宣说摄义;二、遣除争论。
子一、真实宣说摄义：

苦故即当除，何需强区分？

不应有此诤，何需除他苦？

欲除悉应除，否则如自他。

TODO

2.6 第一百三十三课

2.6.1 子二、遣除争论

子二、遣除争论：

悲心引众苦，何苦强催生？ 若愍众生苦，自苦云何增？

TO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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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苦若能除，众多他人苦，

为利自他故，慈者乐彼苦。

妙花月虽知，国王有害意，

然为尽众苦，不惜殉自命。

TODO

2.6.2 壬二、功德

壬二、功德：

如是修自心，则乐灭他苦，

恶狱亦乐往，如鹅趣莲池。

TODO

2.7 第一百三十四课

有情若解脱，心喜如大海，

此喜宁不足？ 云何唯自度？

TODO

故虽谋他利，然无骄矜气，

一心利乐他，不望得善报。

2.7.1 辛三、摄义

辛三、摄义：

微如言不逊，吾亦慎防护，

如是于众生，当习悲护心。

如亲精卵聚，本非吾自身，

串习故执取，精卵聚为我。

如是于他身，何不执为我？

2.8 第一百三十五课

2.8.1 辛一、略说

庚二（自他相换）分二：一、略说;二、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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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一、略说：

自身换他身，是故亦无难，

自身过患多，他身功德广，

知已当修习，爱他弃我执。

2.8.2 丑一、理当带受

辛二（广说）分二：一、宣说法相;二、宣说事宜
壬一（宣说法相）分五：一、代受他苦;二、舍弃自己;三、自他为主之功过;四、自他不相换之过患;五、摄义。
癸一（代他受苦）分三：一、代受他苦应理;二、退失不应理;三、摄义。
子一（代受他苦应理）分三：一、理当代受;二、能够代受;三、彼之功德;四、教诫代受。
丑一、理当代受：

众人皆认许，手足是身肢，

如是何不许，有情众生分？

2.8.3 丑二、能够代受

丑二、能够代受：

于此无我躯，串习成我所，

如是与他身，何不生我觉？

2.8.4 丑三、彼之功德

丑三、彼之功德：

故虽谋他利，然无骄矜气，

如人自喂食，未曾盼回报。

2.8.5 丑四、教诫代受

丑四、教诫代受：

微如言不逊，吾亦慎防护，

如是于众生，当习悲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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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第一百三十六课

怙主观世音，为除众怖畏，

涌现大悲心，加持自圣号。

2.9.1 子二、退失不应理

子二、退失不应理：

闻名昔丧胆，因久习近故，

失彼竟寡欢，知难应莫退。

2.9.2 子三、摄义

子三、摄义：

若人语速疾，救护自与他，

当修自他换，胜妙秘密诀。

2.10 第一百三十七课

2.10.1 子一、现世生怖畏故当舍弃

癸二（舍弃自己）分二：一、现世生怖畏故当舍弃;二、后世生痛苦故当舍弃
子一、现世生怖畏故当舍弃：

贪著自身故，小怖亦生畏。

于此生惧身，谁不似敌嗔？

2.10.2 子二、后世生痛苦故当舍弃

子二、后世生痛苦故当舍弃：

千般需疗除，饥渴身疾者，

捕杀鱼鸟兽，伺机劫道途。

或为求利敬，乃至杀父母，

盗取三宝物，以是焚无间。

有谁聪智者，欲护供此身？

谁不视如仇，谁不轻蔑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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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第一百三十八课

2.11.1 子一、相之差别

癸三（自他为主之功过）分二：一、相之差别;二、果之差别。
子一、相之差别：

若施何能享？ 自利恶鬼道，

自享何所施？ 利他人天法。

2.11.2 丑一、分别宣说

子二（果之差别）分三：一、分别宣说;二、摄义;三、以实例说明。
丑一、分别宣说：

为自而害他，将受地狱苦，

损己以利他，一切圆满成。

欲求自高者，卑愚堕恶趣，

回此举荐他，受敬上善道。

为己役他者，终遭仆役苦，

劳自以利他，当封王侯爵。

2.12 第一百三十九课

2.12.1 丑二、摄义

丑二、摄义：

所有世间乐，悉从利他生，

一切世间苦，咸由自利成。

2.12.2 丑三、以实例说明

丑三、以实例说明：

何需更繁叙？ 凡愚求自利，

牟尼唯利他，且观此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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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 丑一、未见之过患

癸四（自他不相换之过患）分二：一、真实宣说;二、教诫断除彼因。
子一（真实宣说）分三：一、未见之过患;二、可见之过患;三、摄义。
丑一、未见之过患：

若不以自乐，真实换他苦，

非仅不成佛，生死亦无乐。

2.12.4 丑二、可见之过患

丑二、可见之过患：

后世且莫论，今生不为仆，

雇主不予酬，难成现世利。

2.13 第一百四十课

2.13.1 丑三、摄义

丑三、摄义：

利他能得乐，否则乐尽失，

害他令受苦，愚者定遭殃。

2.13.2 子二、教诫断除彼因

子二、教诫断除彼因：

世间诸灾害，怖畏及众苦，

悉由我执生，此魔我何用？

我执未尽舍，苦必不能除，

如火未抛弃，不免受灼伤。

2.13.3 子一、意乐

癸五（摄义）分二：一、意乐;二、行为。
子一、意乐：

如为止自害，及灭他痛苦，

舍自尽施他，爱他如爱己。



20 净宇 (alex lai)

2.14 第一百四十一课

意汝定当知，吾已全属他，

除利有情想，切莫更思余。

2.14.1 子二、行为

子二、行为：

不应以他眼，成办自利益，

亦莫以眼等，邪恶待众生。

故当尊有情，己身所有物，

见已咸取出，广利诸众生。

2.14.2 子一、略说

壬二（宣说事宜）分二：一、意乐;二、行为。
癸一（意乐）分三：一、略说;二、广说;三、摄义。
子一、略说：

易位卑等高，移自换为他，

以无疑虑心，修妒竞胜慢。

2.14.3 卯一、于世间法嫉妒

子二（广说）分二：一、真实修法;二、彼之原因。
丑一（真实修法）分三：一、修嫉妒;二、修竞争心;三、修我慢。
寅一（修嫉妒）分二：一、于世间法嫉妒;二、于功德法嫉妒。
卯一、于世间法嫉妒：

蒙敬彼非我，吾财不如彼，

受赞他非我，彼乐吾受苦。

工作吾勤苦，度日彼安逸。

2.15 第一百四十二课

2.15.1 卯二、于功德法嫉妒

卯二、于功德法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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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盛赞彼，吾之身名裂，

无才何所为？ 才学众悉有，

彼较某人劣，吾亦胜某人。

戒见衰退等，因惑而非我，

故应悲济我，困则自取受。

然吾未蒙济，竟然反遭轻，

彼虽具功德，于我有何益？

不愍愚众生，危陷恶趣门，

向外夸己德，欲胜诸智者。

2.16 第一百四十三课

2.16.1 寅二、修竞争心

寅二、修竞争心：

为令自优胜，利能等我者，

纵诤亦冀得，财利与恭敬。

极力称吾德，令名扬世间，

克抑彼功德，不令世间闻。

复当隐吾过，受供而非他，

令我获大利，受敬而非他。

吾喜观望彼，沦落久遭难，

令受众嘲讽，竞相共责难。

2.16.2 寅三、修我慢

寅三、修我慢：

据云此狂徒，欲与吾相争，

财貌与慧识，种姓宁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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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第一百四十四课

故令闻众口，齐颂吾胜德，

毛竖心欢喜，浑然乐陶陶。

彼富吾夺取，若为吾从仆，

唯与资生酬，其余悉霸取。

令彼乏安乐，恒常遇祸害。

2.17.1 丑二、彼之原因

丑二、彼之原因：

彼为堕生死，百般折损我。

2.17.2 丑一、不修自他交换之过患

子三（摄义）分三：一、不修自他交换之过患;二、修自他交换之功德;三、是故教诫修自他交换
丑一、不修自他交换之过患：

汝虽欲自利，然经无数劫，

遍历大劬劳，执我唯增苦。

2.18 第一百四十五节课

2.18.1 丑二、修自他相换之功德

丑二、修自他相换之功德：

是故当尽心，勤行众生利，

牟尼无欺言，奉行必获益。

若汝自往昔，素行利生事，

除获正觉乐，必不逢今苦。

2.18.2 丑三、是故教诫修自他相换

丑三、是故教诫修自他相换：

故汝于父母，一滴精血聚，

既可执为我，与他亦当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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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3 丑一、当利他

癸二（行为）分二：一、行为修法;二、以行为主宰心。
子一（行为修法）分三：一、当利他;二、断除珍爱自己;三、摄义。丑一、当利他：

应为他密探，见己有何物，

悉数尽盗取，以彼利众生。

2.19 第一百四十六课

2.19.1 寅一、以意乐自我嫉妒

丑二（断除珍爱自己）分三：一、以意乐自我嫉妒;二、以行为代他苦;三、以心行置低位。
寅一、以意乐自我嫉妒：

我乐他不乐，我高他卑下，

利己不顾人，何不反自妒？

2.19.2 寅二、以行为代他苦

寅二、以行为代他苦：

吾当离安乐，甘代他人苦。

2.19.3 寅三、以心行置低位

寅三、以心行置低位：

时观念其处，细察己过失。

他虽犯大过，欣然吾顶替，

自过纵微小，众前诚忏悔。

显扬他令誉，以此匿己名，

役自如下仆，勤谋众人利。

2.20 第一百四十七课

此身过本多，德寡奚足夸？

故当隐己德，莫令他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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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 丑三、摄义

丑三、摄义：

往昔为自利，所行尽害他，

今为他谋利，愿害悉归我。

莫令汝此身，猛现顽强相，

令如初嫁媳，羞畏极谨慎。

2.20.2 寅一、略说

子二（以行为主宰心）分三：一、以对治主宰;二、视为所断违品;三、精通对治方便。
丑一（以对治主宰）分二：一、略说;二、广说。
寅一、略说：

坚持利他行，切莫伤众生，

妄动应制止，逾矩当治罚。

2.21 第一百四十八课

2.21.1 寅二、广说

寅二、广说：

纵已如是诲，汝犹不行善，

众过终归汝，唯当受治罚。

昔时受汝制，今日吾已觉，

无论至何处，悉摧汝骄慢。

今当弃此念，尚享自权益。

汝已售他人，莫哀应尽力。

2.21.2 丑二、视为所断违品

丑二、视为所断违品：

若吾稍放逸，未施汝于众，

则汝定将我，贩与诸狱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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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第一百四十九课

如是汝屡屡，弃我令久苦，

今忆宿仇怨，摧汝自利心。

2.22.1 寅一、略说

丑三（精通对治方便）分二：一、略说;二、广说。
寅一、略说：

若汝欲自喜，不应自爱执，

若汝欲自护，则当常护他。

2.22.2 巳一、真实宣说

寅二（广说）分二：一、断除贪身;二、善用此身之方法。
卯一（断除贪身）分二：一、贪执之过患;二、贪执不合理。
辰一（贪执之过患）分二：一、真实宣说;二、旁述知足之功德。
巳一、真实宣说：

汝愈献殷勤，护此不净身，

彼愈趋退堕，衰朽极脆弱。

身弱欲爱增，大地一切物，

尚且不餍足，谁复惬彼欲？

逐欲未得足，生恼复失意。

2.23 第一百五十课

2.23.1 巳二、旁述知足之功德

巳二、旁述知足之功德：

若人无所求，彼福无穷尽，

乐长身贪故，莫令有机趁，

不执悦意物，厥为真妙财。

2.23.2 巳一、由于低劣故贪不合理

辰二（贪执不合理）分二：一、由于低劣故贪不合理;二、由于不知利害故贪不合理。
巳一、由于低劣故贪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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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怖不净身，不动待他牵，

火化终成灰，何故执为我？

无论生与死，朽身何所为？

岂异粪等物？ 怎不除我慢？

奉承此身故，无义集诸苦，

于此似树身，何劳贪与嗔？

2.24 第一百五十一课

2.24.1 巳二、由于不知利害故贪不合理

巳二、由于不知利害故贪不合理：

细心极爱护，或弃鹫兽食，

身既无贪嗔，何苦爱此身？

何毁引身嗔？ 何赞令身喜？

身既无所知，殷勤何所为？

若人喜我身，则彼为吾友，

众皆爱己身，何不爱众生？

2.24.2 卯二、善用此身之方法

卯二、善用此身之方法：

故应离贪执，为众舍己身，

此身虽多患，善用如工具。

2.25 第一百五十二课

2.25.1 辛一、遣除教诫之障

庚三（共同之事宜）分二：一、遣除教诫之障;二、精勤对治。
辛一、遣除教诫之障：

愚行足堪厌，今当随圣贤，

忆教不放逸，奋退昏与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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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2 辛二、精勤对治

辛二、精勤对治：

如佛大悲子，安忍所当行，

若不恒勤修，何日得出苦？

2.25.3 己三、修胜义菩提心

己三、修胜义菩提心：

为除诸障故，回心避邪途，

并于正所緣，恒常修三昧。





3 第九品智慧品

3.1 第一百五十三课

3.1.1 戊一、连接文教诫生起智慧

丁五（智慧）分三：一、连接文教诫生起智慧;二、生智慧之方法;三、以智慧所得之事。
戊一、连接文教诫生起智慧：

此等一切支，佛为智慧说，

故欲息苦者，当启空性慧。

3.1.2 壬一、分类

戊二（生智慧之方法）分三：一、认识智慧之自性;二、深入对境无我;三、破除所断实执。
己一（认识智慧之自性）分二：一、抉择对境二谛;二、修行有境正道。
辛一（安立二谛之自性）分三：一、分类;二、本体;三、能量彼之慧差别。
壬一、分类：

世俗与胜义，许之为二谛。

3.1.3 壬二、本体

壬二、本体：

胜义非心境，说心是世俗。

3.1.4 癸一、补特伽罗之分类

壬三（能量彼之慧差别）分三：一、补特伽罗之分类;二、妨害之次第;三、能害之理。
癸一、补特伽罗之分类：

世间见二种，瑜伽及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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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癸二、妨害之次第

癸二、妨害之次第：

瑜伽时间破，平凡世间者，

复因慧差别，层层更超胜。

3.1.6 癸三、能害之理

癸三、能害之理：

以二同许喻。

3.1.7 癸一、遣除不行道之诤辩

辛二（遣除争论）分二：一、遣除世俗之争论;二、遣除胜义之争论。
壬一（遣除世俗之争论）分五：一、遣除不行道之诤辩;二、遣除于境无诤之辩;三、遣除以量有害之诤;
四、遣除与教相违之诤;五、遣除太过。

癸一、遣除不行道之诤辩：

为果不观察。

3.2 第一百五十四课

3.2.1 癸二、遣除于境不诤之辩

癸二、遣除于境不诤之辩：

世人见实法，分别为真实，

而非如幻化，故诤瑜伽师。

3.2.2 癸三、遣除以量有害之诤

癸三、遣除以量有害之诤：

色等限量境，共称非智量，

彼等诚虚妄，如垢谓净等。

3.2.3 癸四、遣除与教相违之诤

癸四、遣除与教相违之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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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导世间人，佛说无常法，

真实非刹那。岂不违世俗？

瑜伽量无过，待世谓见真，

否则观不净，将违世间见。

3.3 第一百五十五课

3.3.1 子一、破除不得福德之诤

癸五（遣除太过）分四：一、破除不得福德之诤;二、破除不能结生之诤;
三、破除无有善恶之诤;四、破除奉行无义之诤。
子一、破除不得福德之诤：

供幻佛生徳，如供实有佛。

3.3.2 子二、破除不能结生之诤

子二、破除不能结生之诤：

有情若如幻，死已云何生？

众缘聚合已，虽幻亦当生，

云何因久住，有情成实有？

3.3.3 子三、破除无有善恶之诤

子三、破除无有善恶之诤：

幻人行杀施，无心无罪福，

于有幻心着，则生幻罪福。

咒等无功能，不生如幻心，

种种因缘生，种种如幻物，

一缘生一切，毕竟此非有。

3.4 第一百五十六课

3.4.1 子四、破除奉行无义之诤

子四、破除奉行无义之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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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义若涅槃，世俗悉轮回，

则佛亦轮回，菩提行何用？

诸缘若未绝，纵幻亦不灭，

诸缘若断绝，俗中亦不生。

3.4.2 子一、辩诤

壬二（遣除胜义之争论）分二：一、破除若无迷识则无执着之过失;二、破除若迷基不成则无轮回之过失。
癸一（破除若无迷识则无执着之过失）分二：一、辩诤;二、答辩。
子一、辩诤：

乱识若亦无，以何缘幻境？

3.4.3 丑一、同等辩论

子二（答辩）分三：一、同等辩论;二、遮破辩答;三、结合时义。
丑一、同等辩论：

若许无幻境，心识何所缘？

3.4.4 卯一（立宗）

丑二（遮破辩答）分二：一、遮破承许显现为心;二、遮破境心非二之有实。
寅一（遮破承许显现为心）分二：一、立宗;二、破彼。
卯一（立宗）：

所缘异实境，境相即心体。

3.4.5 巳一真实破除

卯二（破彼）分三：一、破除妨害胜义自证;二、无有根据;三、破除妨害遮破。
辰一（破除妨害胜义自证）分二：一、真是破除;二、遣除迷乱。
巳一真实破除：

幻境若即心，何者见何者？

世间主亦言，心不自见心，

犹如刀剑锋，不能自割自。

3.5 第一百五十七节课



入菩萨行论善说海+笔记 33

3.5.1 未一、破灯火之比喻

巳二（遣除迷乱）分二：一、比喻不成立;二、意义不相同。
午一（比喻不成立）分二：一、破灯火之比喻;二、破蓝色之比喻。
未一、破灯火之比喻：

若谓如灯火，如实明自身。

灯火非所明，其无暗蔽故。

3.5.2 未二、破蓝色之比喻

未二、破蓝色之比喻：

如晶青依他，物青不依他，

如是亦得见，识依不依他。

非与非青性，而自成青性。

3.5.3 午二、意义不相同

午二、意义不相同：

若谓识了知，故说灯能明。

自心本自明，由何识知耶？

3.5.4 巳一、无有现量根据

辰二（无有根据）分二：一、无有现量根据;二、无有比量根据。
巳一、无有现量根据：

若识皆不见，则明或不明，

如石女女媚，说彼亦无义。

3.6 第一百五十八节课

3.6.1 巳二、无有比量根据

巳二、无有比量根据：

若无自证分，心识怎忆念？

心境相连故，能知如鼠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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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辰三、破除妨害遮破

辰三、破除妨害遮破：

心通远见他，近故心自明。

然涂炼就药，见瓶不见药。

见闻与觉知，于此不遮除。

此处所遮者，苦因执谛实。

3.6.3 寅二、遮破镜心非二之有实

寅二、遮破镜心非二之有实：

幻境非心外，亦非全无异。若实怎非异？ 非异则非实。

3.7 第一百五十九节课

3.7.1 丑三、结合时义

丑三、结合时义：

幻境非实有，能见心亦然。

3.7.2 子一、辩论

癸二（破除若迷基不成则无轮回之过失）分二：一、辩论;二、破彼。
子一、辩论：

轮回依实法，否则如虚空。

3.7.3 子二、破彼

子二、破彼：

无实若依实，云何有作用？

汝心无助伴，应成独一体。

若心离所取，众皆成如来。

施设唯识义，究竟有何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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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壬一、真实宣说

庚二（修持有境正道）分二：一、了知世俗如幻而修道;二、了知胜义空性而修道。
辛一、（了知世俗如幻而修道）分三：一、真实宣说;二、所修道之自性;三、修道之果。
壬一、真实宣说：

虽知法如幻，岂能除烦恼？

如彼幻变师，亦贪所变女。

3.8 第一百六十节课

幻师于所知，未断烦恼习，

空性习气弱，故见犹生贪。

若久修空性，比断实有习，

由修无所有，后亦断空执。

3.8.1 癸一、一切对境均不成立

壬二（所修道之自性）分二;一、一切对境均不成立了;二、心不缘一切。
癸一、一切对境均不成立：

观法无谛实，不得谛实法。

无实离所依，彼岂依心前？

3.8.2 癸二、心不缘一切

癸二、心不缘一切：

若实无实法，悉不住心前，

彼时无余相，无缘最寂灭。

3.9 第一百六十一节课

3.9.1 癸一、虽无发心然能成利

壬三（修道之果）分三：一、虽无发心然能成利;二、作者虽灭然有左右;三、虽无心然能生福。
癸一、虽无发心然能成利：

摩尼如意数，无心能满愿，

因福与宿愿，诸佛亦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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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癸二、作者虽灭然有作用

癸二、作者虽灭然有作用：

如人修鹏塔，塔成彼人逝。

虽逝经久远，灭毒用犹存。

随缘菩提行，圆成正觉塔，

菩萨虽入灭，能成众利益。

3.9.3 癸三、虽无心然能生福

癸三、虽无心然能生福：

供养无心物，云何能得果？

供奉今昔佛，经说福等故。

供以真俗心，经说皆获福，

如供实有佛，能得果报然。

3.10 第一百六十二节课

3.10.1 壬一、辩诤

辛二（了知胜义空性而修道）分二：一、辩诤;二、答辩。
壬一、辩诤：

见谛则解脱，何需见空性？

3.10.2 癸一、以教略说

壬二（答辩）分三：一、以教略说;二、以辩答广说;三、摄共同之义。
癸一、以教略说：

般若经中说：无慧无菩提。

3.10.3 子一、不成立之诤辩

癸二（以辩答广说）分三：一、不成立之诤辩;二、大乘教典成立佛说;三、修持胜义正道。
子一、不成立之诤辩：

3.10.4 丑一、反诘

子二（大乘教典成立佛说）分二：一、反诘;二、破彼回答。
丑一、反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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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若不成，汝教云何成？

3.10.5 卯一、破是教之理由

丑儿（破彼回答）分二：一、破教之理由;二、破佛说之理由。
寅一（破教之理由）分二：一、破是教之理由;二、破非教之理由。
卯一、破是教之理由：

二皆许此故。汝初亦不许。

何缘信彼典，大乘亦复然，

二许若成真，吠陀亦成真。

3.10.6 卯二、破非教之理由

卯二、破非教之理由：

小诤大乘故。外道于阿含，

自他于他教，有诤悉应舍。

3.11 第一百六十三课

3.11.1 寅二、破佛说之理由

寅二、破佛说之理由：

若语入经藏，即许为佛语，

三藏大乘教，云何汝不许？

若因一不摄，一切皆有过，

则当以一同，一切成佛语。

诸圣大迦叶，佛语未尽测，

谁因如不解，费持大乘教？

3.11.2 寅一，未断烦恼不得涅磐

子三（修持胜义正道）分三：一、未修胜义之过失;二、修胜义之功德;三、摄义。
丑一（未修胜义之过失）分三：一、未断烦恼不得涅磐;二、断烦恼亦不得涅磐;三、心灭亦再现。
寅一，未断烦恼不得涅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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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为教本，彼亦难安利，

心有所缘者，亦难住涅磐。

3.12 第一百六十四课

3.12.1 寅二、断烦恼不得涅磐

寅二、断烦恼不得涅磐：

断惑若即脱，彼无间应尔，

彼等虽无惑，犹见业功能。

谓无近取爱，故定无后有，

此非染污爱，如痴云何无？

因受缘生爱，彼等仍有受。

3.12.2 寅三、心灭亦再现

寅三、心灭亦再现：

心识有所缘，彼仍住其中。

若无空性心，灭已复当生，

犹如无想定，故当修空性。

3.13 第一百六十五课

3.13.1 寅一、成办二利

丑二（修胜义之功德）分二：一、成办二利;二、断除二障。
寅一、成办二利：

为度愚苦众，菩萨离贪惧，

悲智住轮回，此即悟空果。

3.13.2 寅二、断除二障

寅二、断除二障：

空性能对治，烦恼所知障，

欲速成佛者，何不修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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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3 丑三、摄义

丑三、摄义：

不应妄破除，如上空性理，

切莫心生疑，如理修空性。

3.13.4 癸三、摄共同之义

癸三、摄共同之义：

执实能生苦，于彼应生惧，

悟空能息苦，云何畏空性？

3.14 第一百六十六课

3.14.1 辛一、承上启下而略说

己二（深入对境无我）分二：一、深入人无我;二、深入法无我。
庚一（深入人无我）分二：一、承上启下而略说

辛一、承上启下而略说：

实我若稍存，于物则有惧，

既无少分我，谁复生畏惧？

3.14.2 壬一、分析蕴而总破

辛二（广说）分三：一、分析蕴而总破;二、别破所许之我;三、遣除无我之争论。
壬一、分析蕴而总破：

齿发甲非我，我非骨及血，

非涎非鼻涕，非脓非黄水，

非脂亦非汗，非肺亦非肝，

我非余内脏，亦非屎与尿，

肉与皮非我，脉气热非我，

百窍亦复然，六识皆非我。

3.15 第一百六十七节课

3.15.1 子一、宣说遮破

壬二（别破所许之我）分二：一、破数论外道所假立之我;二、破胜论外道所假立之我。
癸一（破数论外道所假立之我）分二：一、宣说遮破;二、破遣过之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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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宣说遮破：

声识若是常，一切时应闻，

若无所知声，何理谓识声？

无识若能知，则树亦应知，

是故定应解：无境则无知。

3.15.2 丑一、作答

子二（破遣过之答复）分二：一、作答;二、破彼。
丑一、作答：

若谓彼知色。

3.15.3 寅一、以前一太过存在之推理而破

丑儿（破彼）分三：一、以前一太过存在之推理而破;二、以行相相违之推理而破;三、以相互不缘之推理而破。
寅一、以前一太过存在之推理而破：

彼时何不闻？ 若谓声不近，

则知识亦无。

3.15.4 卯一、安立推理

寅二（以行相相违之推理而破）分二：一、安立推理;二、比喻不成立。
卯一、安立推理：

闻声自性者，云何成眼识？

3.15.5 卯二、比喻不成立

卯二、比喻不成立：

一人成父子，假名非真实。

忧喜暗三德，非子亦非父。

3.16 第一百六十八课

3.16.1 卯一、安立推理

寅三（以相互不缘之推理而破）分二：一、安立推理;二、遣除不成立。
卯一、安立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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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无闻声性，不见彼性故。

3.16.2 辰一、真实遣除

卯二（遣除不成立）分二：一、真实遣除;二、遣除不定之理。
辰一、真实遣除：

如见伎异状。是识即非常。

3.16.3 巳一、辩诤

辰二、（遣除不定之理）分二：一、辩诤;二、破彼等之理。
巳一、辩诤：

谓异样一体。

3.16.4 午一、形象相违故自性一体不应理

巳二（破彼等之理）分二：一、形象相违故自性一体不应理;二、别相虚妄故总相真实不应理。
午一、形象相违故自性一体不应理：

彼一未曾有，异样若非真，

自性复为何？ 若谓即是识，

众生将成一。

心无心亦一、同为实有故。

3.16.5 午二、别相虚妄故总相真实不应理

午二、别相虚妄故总相真实不应理：

差殊成妄时，何为共同依？

3.16.6 子一、安立推理

癸二（破胜论外道所假立之我）分三：一、安立推理;二、破除用遍迷乱;三、摄义。
子一、安立推理：

无心亦非我，无心则如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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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7 子二、破除用遍迷乱

子二、破除用遍迷乱：

谓合有心故，知成无知灭。

若我无变异，心于彼何用？

3.16.8 子三、摄义

子三、摄义：

无知复无用，虚空亦成我。

3.17 第一百六十九课

3.17.1 子一、辩诤

壬三（遣除无我之争论）分二：一、遣除业果不合理;二、遣除悲心不合理。
癸二（遣除业果不合理）分二：一、辩诤;二、作答。
子一、辩诤：

若我非实有，业果系非理，

已作我既灭，谁复受业报？

3.17.2 丑一、相同辩论

子二（作答）分三：一、相同辩论;二、遮破辩答;三、遣除违教
丑一、相同辩论：

作者受者异，报时作者亡。

汝我若共许，诤此有何义？

3.17.3 丑二、遮破辩答

丑二、遮破辩答：

因时见有果，此见不可能。

3.17.4 丑三、遣除违教

丑三、遣除违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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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一相续故，佛说作者受。

过去未来心，俱无故非我。

今心若是我，彼灭则我亡。

3.18 第一百七十课

犹如芭蕉树，剥析无所有，

如是以慧观，觅我见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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