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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菩提
指佛之五種菩提。菩薩發心之後，須經五階始得無上
菩提，故稱五菩提。即：
(一)發心菩提，在無量生死之中，為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而發心者。
(二)伏心菩提，折伏煩惱而行諸波羅蜜者。
(三)明心菩提，觀察三世諸法而行般若波羅蜜者。
(四)出到菩提，於般若波羅蜜中得方便力，亦不著於
般若波羅蜜，滅一切煩惱，得無生法忍，出離三界，
而到一切智者。
(五)無上菩提，乃坐於道場，斷盡諸煩惱，而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大智度論卷五十三〕 p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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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手札即是五
菩提的實踐版，
上人不講名相，
直接告訴我們應
該如何做的道理



了解，修行就是為轉迷為悟，糊塗、迷茫、煩惱
、無明，這就是凡夫啊！那就是凡夫，糊糊塗塗
，心受很多無明蓋覆了，所以我們的真如本性不
得現前。所以，修行就是希望這念清淨本性能夠
夠浮現出來，要能浮現清淨無染的覺性，唯有去
除無明，去除無明就要好好發心。一念心，修行
覺悟是一念心，糊塗、無明、沈淪也是一念心。



我們要好好發心，發「四無量心」、發「四弘誓
願」。好好發心，向著我們發心的方向身體力行
，目標一定是到達智慧。智慧能從我們的方向，
很準確往前前進，這就是智慧。智慧必定要制伏
煩惱，煩惱若不制伏，我們的智慧就無法現前。
這是一個相對的道理，煩惱覆蓋了我們，清淨本
性不得現前。若想要清淨真如本性現前，必定要
去除無明煩惱，這是一定的。



雜寶藏經卷三（三六）吉利鳥緣
佛在王舍城。爾時提婆達多，作是念言：「佛有
五百青衣鬼神恒常侍衛，佛有十力百千那羅延，
所不能及，我今不能得害。當還奉事，觀其要脈
而傷害之，乃可得殺。」便於比丘、比丘尼、優
婆塞、優婆夷大眾之中，向佛懺悔，而作是念：
「受我懺悔，得作方便，不受我悔，足使如來惡
名流布。」便白佛言：「世尊！受我懺悔，我欲
於彼閑靜之處自修其志。」佛言：「法無諂誑，
諸諂誑者，無有法也。」



外道六師皆言：「提婆達多，好向佛懺悔，佛不
受懺悔。」 諸比丘言：「提婆達多，諂曲向佛
。」 佛言：「非但今日，過去久遠，波羅奈國
，有王名梵摩達，作制斷殺。時有獵師，著仙人
衣服，殺諸鹿鳥，人無知者。有吉利鳥，語諸人
言：『此大惡人，雖著仙人衣，實是獵師，常行
殺害，而人不知。』眾人皆信吉利鳥，實如其言
。爾時吉利鳥者，我身是也。爾時獵師者，提婆
達多是。爾時王者，舍利弗是也。」











所以「其國眾生，三業清淨」。因為修行過去的
因，所得到的果，在那麼莊嚴的國土，在那麼莊
嚴的社會時代，有這麼多人都是同樣，人人三業
清淨─口業清淨、身業清淨、意業清淨，三業清
淨。這就是表示「心地明了，已斷無明故」。這
個國土的人，人人都是同樣，與佛同樣，心地都
很清淨了，無明都去除了。過去的修行者集中在
這個國土出現，所以人人的心就感得琉璃為地，
這種清淨心。





大家還記得「三十七助道品」，其中有七菩提分
、八正道分，這我們必定要修的行。這「三十七
助道品」，是我們修行的基礎，我們必定要用心
在「三十七助道品」之中。「三四」、「二五」
、「七」、「八」，記得嗎？三個「四」（四正
勤，四如意足，四念處），二個「五」（五根，
五力），一個「七」（七菩提分），一個「八」
（八正道），「三四」、「二五」、「七」、「
八」，合起來是「三十七助道品」。這個法的名
詞數字，我們要常常記得，這是我們平時日常生
活中修行的規矩，我們必定要好好用心。







「七菩提分」、「八正道」就如七菩提樹與八正
道樹一樣，這樣行列道側。七菩提分，應該還記
得。「擇法覺支」，就是「擇法菩提分」。或者
是「精進菩提分」，除了選擇法，我們還要精進
。精進修行，我們還要歡喜，每天都很輕安。我
們若是每天都在法中，每天都精進，每天都很歡
喜，就很輕安。再者，「念菩提分」，我們念念
都是在覺道中。念念不受周圍境界影響，叫做「
定菩提分」。



付出無所求，這叫做「捨菩提分」，捨棄一切名
利，捨棄一切付出貪求的煩惱。一切，若能這樣
捨離一切虛妄，雖然我們付出，我們也把它當作
付出就付出了，無所求。因為人間一切歸空，心
清淨，才是真正的妙有。所以我們不要付出了，
就要求名，沒有，反正付出就對了，付出同時就
是要捨棄貪著的欲心，這樣力行正法，付出無所
求，在正法中輕安自在。





「八正道」，就是要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
、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能這樣修「八正
道」，就可證得阿羅漢果。這八項能在我們的日
常生活中，見解正確，思惟正確，所說的話沒有
誑語、沒有妄語、沒有惡語，能這樣，我們正語
，正行，話說之後才不後悔。正業，所做的事情
都是正確的。正命，我們要生活，自己的生活就
是正命，我們得該得的來生活，不應該去得到不
該得的事情，靠這個不該得的在生活。



我們要安分守己，好好地靠自己勤作來維生。正
精進，就要好好地精進，難得人身，「此身不向
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呢？所以我們要好好
精進，把握在分秒間，分秒三世，很快就過去了
。何況我們一輩子也是很快就過去，所以我們要
正精進，我們的念頭時時都要正。正行就是一念
善心，惡行也是一念惡念，所以我們要時時念頭
要正、要定，這種正思惟就是在定中。能這樣修
「八正道」，就可證得阿羅漢果。這樣我們就沒
有煩惱無明，不斷複製在我們心中。













這就是「金繩界道」，就是要有大慈悲。所以無
緣大慈能攝諸眾生，我們能攝受很多眾生，呵護
眾生，這就是無緣大慈，這就是起慈悲心。每一
尊佛都要有這樣的慈悲心，這種境界，這是佛起
慈悲心，發大誓願，願拔眾生的苦。有慈悲、有
願力，這樣去度眾生，讓眾生人人離苦得樂，見
者歡喜。所以「金繩界道，見者歡喜」。這就是
要有「四弘誓願」、「四無量心」，要慈悲喜捨
。



「四弘誓願」，就是面對苦、集、滅、道，我們
要用心，要如何能離苦？要如何不再集來煩惱無
明的因緣？要如何殷勤精進，好好地在菩提道上
，直向佛道，到佛的境界？這就是我們要用心，
要正思惟，要好好觀察人間，人的心態。我們要
好好地在這麼惡濁的地方，要有無生忍。在惡濁
中，無生忍的心開闊，這樣才有辦法行「四弘誓
願」、「四無量心」，與佛同等，這種總願會合
，好好地修行。這就要時時多用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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