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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心 

--愛的超越與昇華 

 

阿彌陀佛！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菩提心，它是由愛心超越與昇

華出來的一種殊妙心境！       

 

不知大衆是否曾思考過這樣一個問題：我們人生的終極目的是甚

麽？我想大家的答案應是一致的：即是追尋快樂，渴望離苦得樂。 

 

我們無論從事工農商學兵任何行業，不管是黑道還是白道；依佛法

來講，無論是造惡業還是行善業，但每人內心最終的目的卻都是想追尋

快樂。但因善惡種因的不同，良好的後果就不一定能如願以償罷了！我

相信沒有人會追求痛苦，放棄快樂。這個想法既不受社會規範，也不受

教育和意識形態所影響。在我們整個人類內心深處，都具有強烈渴望獲

得快樂的滿足感。這就說明瞭在人類整個人生生涯中快樂是多麽重要！

它應該是每個人生存的終極目的。 

 

作爲三寶弟子，我們已明瞭知曉，宇宙中存在著六道衆生。因此，

由人類的生存目的，我們可推知其他五道衆生與我們人類一樣，有著同

樣的生存目的：那就是追尋快樂，遠離痛苦！這實際上是六道衆生共同

的終極目的。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宇宙無盡的銀河與星球之中，是否還

蘊含著更深刻的意義。 

 

那麽快樂的泉源是由什麽來引發呢？怎樣才能得到快樂呢？因

此，努力去發掘什麼才能為我們帶來最大程度的快樂，便顯然成為至關

重要的生命課題了。相信大家都有切身的體驗與覺受。我們能感受到快

樂的時候，往往都是別人付予我們愛的時候。由此可見：愛是宇宙中每

一道衆生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最基本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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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就 “愛”作一番探討。不論是在中外文學作品中，還是

在世界上哲人的課題裏，都在探討人類的本性究竟是善還是惡？有人

說：人之初，性本善；有人說：人之初，性本惡。佛陀如何回答這個問

題呢？偉大的佛陀曾給予人類的珍貴教言是：“自性非善非惡，其因衆

生的不同意識境界而隨緣顯現善惡。”當我們有貪著，瞋恨與愚癡的時

候，我們就把這種本無善惡的廣大、清淨、平等的本性，幻顯成了惡的

性質。當我們在以慈悲心，菩提心，智慧和因果原則思維行事時，我們

就把這種本無善惡的本性，幻顯成了純善的性質。 

 

有些人認爲人性本惡，因此這類人認為：不管愛心、慈悲心、菩提

心是多麼的不可思議與完美無暇，但要在人世間推展愛心、慈悲心、菩

提心是不能成立的。嫉妒心、瞋恨心在人類才是永久延續的，因為它們

在人的天性中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至於人性將永遠被它們主宰。 

 

當我們通過觀察後可以知道，事實上並非如此！首先，我們知道：

嫉妒、瞋恨等極端強烈的負面情緒，雖然可盤踞我們整個心靈，但它們

是可以被控制的，并可用菩提心徹底擊毀它、戰勝它。其次，我們試想：

假設人類社會是以嫉妒，瞋恨，憤怒的負面情緒與心態為主流，那麽由

此負面情緒而引發的打罵與戰爭，理應讓人道的人愈來愈少，甚至最終

導致整個人類瀕臨自我毀滅。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們人類的人反而是越

來越多。這就說明了愛心、慈悲心、菩提心在人類支撐著，它是一股主

要的力量。只是這股力量在日常生活中經意，或不經意地被延續與發

展。因此，我們並沒有特別注意罷了；亦因此，我們人類並未因特別重

視它，而進展到大力提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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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通過報端的新聞報道，我們也可以得到證實：我們目前看到

的新聞多是是非誹聞及負面的資訊，而愛心在人世間因隨時隨地存在而

不被成爲新聞。如果瞋恨，嫉妒等負面情緒占主流，它便將永遠不會成

爲新聞。正因爲它不占主流，所以才成爲新聞。大概是「物以稀為貴」

所致吧！而人世間處處都有著或多或少的，經意或不經意的愛的延續與

流傳，這才是社會的主流，這亦是人類社會中人越來越多的原因。在佛

陀的教言中也特別指出：一個人身的獲得，必須具備五戒十善的功德。

而五戒十善的內涵，便是棄惡揚善而培養真實的愛心。 

 

既然愛在我們人類社會被延續與流傳，哪爲什麽還存在著嫉妒、憤

怒與仇恨，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疾病與戰爭呢？那是因爲這種愛是有緣(有

條件)的，而不是佛陀所講的菩提心，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愛。若要消

滅人世間的憤怒、瞋恨、疾病與戰爭，那就必須超越和昇華我們的愛。

從有條件的愛昇華到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愛，即菩提心。如何才能使

我們的愛得以超越與昇華呢？首先要探討我們的愛是有條件的，從而了

知其局限性；由此才能了知爲什麽要讓愛心過渡昇華到菩提心。如此發

展，我們原本帶有局限性的愛便可得以超越與昇華。 

 

我們從以上日常生活的觀照，以及新聞報導的例子已明確了知：愛

在人世間的確存在，並且不斷地，經意或不經意地被延續與流傳，但這

種愛是有條件的。小孩在出世以前稱爲胚胎。現代醫學的研究證實，父

母親情緒的波動及變化會直接影響胎兒在母胎中的發育與成長。胎兒之

所以能在母胎中發育成長並誕生於人世，這裏面就存在著愛的延續。普

遍而言，當胎兒在受孕時，父母之間並不只是情欲的結合，還存在著愛

的感召，存在著相互之間的承諾，存在著有條件的利他的責任心，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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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願意共同承擔起撫養孩子的責任，直到他(她)能照顧自己為止。所以，

愛在胚胎孕育之初，就注入了孩子的心靈。 

 

接下來，孩子誕生了，愛也同樣得以延續。尤其是我們每個人的嬰

儿時期，我們几乎完完全全依賴母親的照顧。我們出生的第一件事，便

是吸吮母親的乳汁，并天生自然地覺得與她親近，而母親必須有愛心才

能適當地餵養我們。試想如果母親帶著厭惡、瞋恨、憤怒的情緒撫養孩

子，可能她的乳汁無法順暢地流出餵養孩子，孩子也很難健康快樂地成

長。正因天下母親內在都有一份利子之愛，外在方面，她們便用乳汁或

具營養的食物餵養孩子，便使孩子得以生存與成長。 

 

另外，從初生期到三四歲時，是嬰儿腦部發育的重要時期，此期親

切的愛撫與觸摸，便是幼兒正常生長唯一最重要的因素。由於幼兒不能

沒有父母的照顧而獨自生存，因此，愛心便是他們此期最重要的「營養

品」。實際上，無論是孩童時期的快樂，或是減輕緩和孩子的種種恐懼，

亦或是孩子自信心的建立，它們全都直接地倚靠著愛心。觀待當今社會

中，許多儿童生長在不快樂的家庭裡。如果他們欠缺父母親適當的愛心

關懷，日後他們將很難去愛他們的父母；更可怕的是：他們將發現很難

去愛別人。更可悲的是：當生活在家庭暴力陰影下的孩子，他們長大以

後亦往往具暴力趨向，動則暴力相向別人。 

  

實際上，對愛的渴望乃是人類存在的基本需求。因此，它不僅限於

孩子的渴望，不論任何人是多麼的聰明能幹，如果隨時隨處都是孤苦零

丁、孑影相隨，那麼他或者她都將無法生存下去；不管任何人在一生中

最意氣風發時，感到多麼的具有活力與獨立自主的能力，然而他(她)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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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否定當年幼、生病及年老時，必定需要他人的愛心支持才能賴以生

存下去。 

 

類似的情況，如果一個躺在醫院生病的人，當受到一名充滿溫暖愛

心的醫生照顧時，他或者她會覺得病己好多了。這說明醫生想要盡可能

地治療好病患的這一良好願望，它本身便是最好的「特效藥」，不管其

醫術是否高明。反之，醫生如果缺乏真心關懷，而且顯露出不友善的表

情，以及不耐煩的表現，病人將會感到焦慮不安。既使他(她)可能是最

具有資格的醫生，而且病也己被正確的診斷與處方，但我們仍會發現：

無可避免的，病人的心理對於疾病復元的品質與完滿是具有影響的。 

 

所以說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歸納起來有兩方面的存在：一種是身體

的，又稱作物質生命形態（身命）；一種是精神心理的，又稱作智慧生

命形態（慧命）。也就是說：人是身命與慧命的共合體。這兩種形態何

爲重？何爲主？無疑的，我們都會認爲精神心理的智慧生命形態是重要

的， 主要的。 

 

或許我們都有著如此的經驗：在我們的身體(物質生命)得到了適當

的維持與延續時，我們幾乎都忽略了它的存在。我們反而會更多地去尋

求，去探索精神生活的滿足。即在衣食無憂時，去尋求更多的快樂。反

之，既然我們并不純粹是物質性的生物，那麼，將我們所有對快樂的期

望，單單寄託於外界物質生活水準上便是一項錯誤。不管物質的元素有

多麼美麗與尊貴，但它仍不能使我們覺受到被關愛。取而代之的，應該

多加思考我們的根源與本性，以便發掘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甚麼。也就是

說：除非我們處於病重時，或是處於缺乏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情況下，此

外我們的肉体身命狀態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扮演次要的角色。如果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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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到滿足，我們甚至几乎就忽略了它。然而，我們的智慧生命形態----

心靈卻記載著事事物物，無論是多麼至關重要的，抑或是多麼微不足道

的。因此，我們實在有必要付出最大的努力，來建設內在心靈的快樂、

安詳、平靜與自在。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會發現：當我們得到他人足夠愛的時候，我們

便感到神情氣爽，快樂無比！這就說明了每個人都需要在精神上得到快

樂，而快樂的源泉來源於愛。也就是說：我們通過內心的經驗與覺受，

會發現最大程度的內心快樂、安詳與寧靜，來自於發展愛心。 

 

但我們往往是需要別人對我們付出愛，讓我們快樂；而隨時在不經

意間，便忽略了我們也需要對他人付出愛，讓他們快樂。事實上，我們

愈關心他人的快樂，我們就變得愈能感受到自已心靈內在的安寧喜樂。

這是第一個層次；第二個層次是：當我們在對他人付出愛時，還往往是

有條件的。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父母撫養兒子有著“養兒防老”的觀

念與事實。對女兒則是有著“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的觀念而不

予重視。這些愛都是有條件的。推及更廣一些，兄弟姐妹之間的愛，六

親眷屬之間的愛，社會朋友之間的愛都是有條件的。 

 

爲什麽會産生這種有條件的愛？佛陀曾清楚地告訴我們：這是由於

無始以來的俱生我執的原故。這種俱生我執以至於抑制了對他人的廣博

愛心，這也是事實。執著於“我”，然後便是“我所有”。我所有的兒

女、六親眷屬、社會朋友以及金銀珠寶、古董字畫、豪房轎車等，這一

切的法執就連串産生了。如果這些“我所有”的能令我們滿足，我們就

快樂。如不能令我們滿足，我們就煩惱。因此，這種愛的底蘊乃是以個

人自私主義為出發點的。所以它具有偏狹性、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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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以個人自私主義為前提條件的愛，導致了整個人類社會乃至六

道衆生的煩惱與憂悲，既或能帶來快樂，也是短暫的，而不是永恒的。

因此，就本質而言，這種樂是虛幻的，不真實的。所謂「真」者，永恆

不變也！那麼真正的快樂，應該是此地快樂，彼地也快樂；過去快樂，

現在也快樂，未來亦快樂。也就是說：隨著時間的推移，空間的變幻，

真正的快樂是永恒不變的！它不應像「曇花一現」般的短暫；更不應像

「水上浮漚」般的虛幻。 

 

我們帶著個人自私主義給予他人的愛，具有偏狹性與局限性之因，

所以不能獲得廣大遍一切處永恒的涅槃真樂。這是因果不謬的必然之

理。這恰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般精準，自因自果，自作自受，毫

釐不爽！若要獲得個人的真樂，達到國家的安寧，世界的和平，宇宙的

和諧，都必須超越這種個人自私主義的觀念。佛陀不僅分析了這種個人

自私主義帶來的危害，並進一步指出了超越這種個人自私主義的心法

----菩提心，它是一種宇宙性的利他主義觀念。 

 

培養一種內在的對他人親切真誠的利他觀念，能使我們自然而然遠

離煩惱，從而獲得內心的快樂、安詳與寧靜。它能幫助我們消除心中可

能潛藏的不安全感或恐懼，而且能賦予我們力量處理任何面臨的難題。

可以說，它是生命中最終極的成功來源。它讓我們徹底地明瞭：所有眾

生原本是宇宙同根生的，原本是密不可分一體的。利他即是自利，害人

終將害己！它可以徹底擊毀個人自私主義的思想框架，使我們掙脫偏狹

性、局限性的觀念束縛，從而超越昇華到廣大、清淨、平等的宇宙人生

觀上來。我們只有擁抱它，擁有它，才能永享真正的、永恒的快樂(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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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樂)。因佛陀亦曾慈悲地開示：唯有以菩提心為因，方能證菩提果而永

享涅槃四德----常、樂、我、淨。 

 

何爲菩提心？菩提心就是爲利六道如母有情願成佛的心。我們要究

竟利益他人，首先必須成就昇華自己。佛者，覺也，自覺、覺他、覺行

圓滿。首先必須自己覺悟明瞭宇宙萬有的真實本來面目，而離苦得樂；

然後才能導引他人覺悟而離苦得樂，進而在行、住、坐、臥的日常生活

中，萬行紛繁而不離覺悟行持，如此覺行圓滿方能名「佛」。因此，我

們自己要覺悟宇宙人生的真諦，宇宙萬物的實相，明瞭眾生原本宇宙同

體同根生的真實諦理，才能究竟地無自私條件地利益他人。 

 

然而，這種無條件是指無自私心理的條件，並不是無原則的。它是

以智慧爲前導，以因果爲原則的愛，因此是超越的愛。如此，我們便會

努力地變得更慈悲，能發展出對六道如母有情受苦時真正的同情心與愿

力，來幫助他們撥除痛苦；以及向他們真誠闡示苦 集 滅 道四聖諦理，

幫助他們斬草除根撥除苦因。如此一來，我們自心內在的喜悅、寧靜與

心智能量將會自然而然地增強。 

 

接著，我們繼續探討菩提心。由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人類相互之間

的愛是一味地要求別人對己付出。別人愛我就快樂，別人不愛我就煩

惱。而六道衆生生命的終極目的都是追尋快樂，因此每個衆生都想得到

快樂，也就是說都想從他人處得到真愛，而自己既使能付出，也是含有

個人自私主義局限性條件的愛。如此內心具有瑕疵的愛因不真，何來永

恆的真愛快樂之果可得。就因爲這種無始以來的俱生我執徹底束縛了，

框架了我們原本廣大、清淨、平等的宇宙心體，使我們的心量變得偏狹

而混濁，進而使我們觀待宇宙萬事萬物片面而不清，從此便產生層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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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的疑問與煩惱。最終便因內心喜、怒、愛、樂、憂、悲、恐此起彼伏，

循環不休的情緒業力，導引六道衆生輪迴不休，受苦無盡。 

 

縮小到人類而言，我們應了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不是孤立的，

而是相互聯繫，密不可分的。當我們帶著個人自私主義的觀念，有貪愛、

執著、憤怒、瞋恨時，我們的喜，怒，哀，樂，憂，悲，恐等心裏情緒，

就會如波浪般此起彼伏地產生。這幾種情緒不斷地波動輪轉，便在我們 

內心世界形成了六道輪廻的境界；而內心波動的情緒又會影響我們附加

行動。如在觀待外在環境時，外在環境也會隨著我們內心的變化而變

化，外在的六道環境也因此而産生了。 

 

菩提心，這樣的一種內在心靈的昇華，這種能包容一切的心境，使

我們認識到：原來我們的自私把我們原可包容的事事物物單獨隔離，它

使我們的思維縮小框架，從而因作繭自縛而産生煩惱。現在我們要消除

煩惱，就要超越這些個人自私主義的觀念，讓我們回歸到原本廣大清淨

平等，可包容一切的心境上，即菩提心上。 

 

我們也可暫時將它命名爲：宇宙利他主義，對應個人自私主義。因

此，我們要盡量培育與發展宇宙利他主義的菩提心，因爲我們深深了知

每個人、每件事、每一物都有著必然的聯繫，是密不可分的。利人終將

導致自利，害人必將回歸害已。只要我們釋放出憤怒、瞋恨的情緒，就

無法將快樂帶給別人。別人受了我們負面情緒的影響後，又會回應釋放

出憤怒、瞋恨等惡意的念頭，讓我們喪失快樂。如果我們真正生起這種

以智慧爲前導，以因果爲原則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菩提心時，我們

會感覺到別人慢慢地被這種內在心靈意識力量所轉化，也會慢慢開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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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慈悲利他，慢慢升起慈悲心、菩提心。這樣利他最終亦會導致自利，

而沒有絲毫負面情緒地反彈與回饋。 

 

我們如果真實誠懇地在日常生活中踐行了菩提心，勿庸置疑的是：

我們會真實地察覺到自己內在心靈愈來愈寬廣明亮，寂而常照而安詳自

在；殊勝妙樂如旭日般冉冉東昇，明照著如堅冰般的煩惱自然消融殆

盡，終歸於空。我們亦會真實地感受到被菩提心光沐浴的他人，如沐春

風般的怡悅心情，自然喜上眉梢，露於顏表。如此人與人之間相處，就

會變得和睦溫馨；家與家之間交往，就會變得情真意切；集團與集團之

間通商，就會變得互利互惠；宗教與宗教之間交流，就會變得相互包容；

國與國之間交際，就會變得國泰民安。而終將導致世界和平，宇宙和諧。

因為大家皆遵循了宇宙中一條千古不變，十方不移的「因果定律」，以

宇宙利他主義為因，所以終將必感得宇宙和諧，共享極樂之果。佛經中

所宣講的極樂世界，便是以宇宙利他性的菩提聖因而感招之果，這就是

勿庸置疑的聖言量教證。 

 

事實上， 我們在一開始實踐這種菩提心時，是無法立刻得到上述

明顯的反應與效果的。但既然我們渴望得到只有平靜心靈才能帶來真正

的快樂，而且此種快樂只有以菩提心的觀念才能催化。又因爲我們深刻

了知，佛陀教導的這種宇宙利他主義的觀念，我們只是空想菩提心是多

麼完美無瑕，是絕對不夠的！所以，我們在實踐時並不是在做“秀”。

我們必須採取一切努力來培育發展它，並在日常生活中，運用所有待

人、處事、接物來轉化我們自私心理的想法與行為。 

 

值得強調的是：只要有耐心與時間，我們絕對有能力發展菩提心。

因此，我們不會愚昧，盲目，急燥地幻想「立竿見影」的成效。而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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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內心的，綿延不斷的慈悲對待他人。所以，這是一種明智的做法與抉

擇。因此，不管別人給予如何的反饋信息，我們都會心安理得，處之泰

然。當得到善意的回應與讚嘆時，不會因沾沾自喜而驕傲自滿；未得到

善意的回應時，也不會因懊惱而喪失菩提心，更不會因瞋恨而抛棄這樣

的如母衆生。因爲我們深深了知宇宙同體大悲的原因，有了這樣宇宙同

體的大悲，就會生起無緣大慈的慈心去利益衆生。這樣愛就從原來的個

人自私主義觀念中掙脫并昇華開來。我們內在安祥、寧靜、妙樂、自在

的心態，也會越來越在這種定境中被體悟與覺受。 

 

如果只是聽懂了理論，而沒有實踐行持，只能說明我們的菩提心仍

舊沒有生起；我們在禪坐中思維的菩提心境仍未真正被經驗與覺受。所

以我們應該在聽懂理論的當下就去實踐行持。在日常生活中去運用自

如，去行持圓滿。這樣，我們就會體驗到因菩提心生起而産生的安祥、

喜悅、寧靜與自在心境。 

 

我們如此一再地探討菩提心，會使菩提心這顆種子在我們八識心田

裏不斷發芽生起，並且開花，結果。最終成就菩提果，也就是佛果。因

爲菩提者，覺也；覺者，佛也。最難能可貴的是：我們經由宇宙性利他

主義----菩提心觀念薰習時，內在真實的菩提心境便不斷地得以擴展與

延伸，最終使我們回歸原本廣大清淨平等的妙明真心，徹見盡虛空，遍

法界的真實本來面目。禪宗稱之為「明心見性」。 

 

何謂明心見性？明心者，徹底明瞭欲證無上菩提覺果，必須以菩提

聖心為因也！見性者，徹見菩提心本性是原本清淨、廣大、平等，盡虛

空，遍法界的特性也！并徹底了悟它是人人本具、個個圓成的。它不是

上師善知識所授予我們的，而是經由上師善知識的善巧導引而自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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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密在我們自己這邊，由於無始無明遮蓋而產生迷惑不顯，故有「密

在汝邊」之說。既然有迷惑，就像迷路之人需要嚮導指引一樣，所以「迷

時需要師度」，也就是需要上師善知識的善巧導引方可見性。我們亦因

此種回歸，而徹悟廣大遍一切處的法界體性智，它如麗日當空般無著任

運，無諸障礙地於剎那間便可普照萬物；它可於剎那間圓滿觀照宇宙萬

物，恰似了如指掌；亦因此，它讓我們遠離了因個人自私主義所產生的

偏狹散慧，及其不圓滿的觀照所帶來的煩惱與過失，最終我們亦因此離

苦得樂了。 

 

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菩提心時，應該從最親近的因緣開始生

起。如母子關係，夫妻關係，這是最親近的因緣。六親眷屬是較近因緣，

陌生人則是較遠因緣，而真正菩提心心境要由近至遠地不斷擴展，而終

至消融這遠近之別的相對觀念。 

 

如果是夫妻關係，不論是丈夫還是妻子，都要將對對方的愛昇華到

菩提心。這在現實生活中似乎是很難做到，似乎近於不可能做到。觀待

我們所處的「縱慾觀念」橫行的時代，現實生活中的夫妻關係，大多數

夫妻在相愛時大力鼓吹與提倡如膠似漆，但終能白頭偕老的卻是越來越

少。這說明了如膠似漆的關係並不能帶來真正長久的快樂。離婚率高居

不下，婚姻對象一換再換，亦仍然無法得到真正永恒的快樂。慾火熾然

而不熄，慾海橫流而不停，也恰好證明了內心煩惱，憂傷等負面情緒在

不斷地波動。 

 

其主要原因是：這種愛往往與慾望、執著混淆不清。如在愛情的初

期，當一方可能還未很清楚對方的真正個性時，往往依賴較多的依戀執

著，而非真正的愛情。更有可能因情慾非常熾盛，以至於使得我們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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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的人看起來好像十分不錯，而事實上他或她有可能非常不好，並非如

想像中那麼完美。更加上我們傾向於誇大對方很小的好品質，便有中外

文學中「白雪公主」、「白馬王子」、「情人眼裡出西施」等美名產生。而

當住在一起長期相處時，我們的內在心靈便趨於平靜而變得相對理智，

因此多會深入觀察了解對方的內在心靈，便會發現原來認為的好並非真

實。可悲的是：此時又會因神經質過敏而致過於偏激，看對方甚麼都有

暇疵，甚麼都不順眼。因此，口角爭執、肢體磨擦便取代了原來的如膠

似漆。這便表現出：愛往往是被個人自私主義的需求所驅使，而較少發

自於對其他個體的真切關懷。因此不能在內心產生永恒的快樂。如此看

來，如想得享真正的快樂，在日常生活中去培育與發展菩提心，實在是

非常迫切需要的。而真正的菩提愛心並非僅是情緒反應，而是建立於理

性「基地」上的堅定承諾。 

 

我們要將有條件的愛擴展到菩提心，從己做起，從現在就去做，在

日常生活中運用實踐菩提心；從近因緣開始，由夫妻之間的愛擴展到菩

提心；由父母兒女之間的愛擴展到菩提心；由六親眷屬之間的愛擴展到

菩提心；由朋友之間的愛擴展到菩提心 ；乃至我們所認爲的「陌生人」，

也需要以三世因果，六道輪廻的觀念觀待：這些陌生人曾經也做過我們

的親戚眷屬，因此也要由對他們的態度擴展到菩提心。因為我們徹底意

識到眾生皆平等，包括對快樂的渴望，以及他們追求快樂的權利。所以

我們就會自然而然地，對他們產生出一種生命共同體的同體大悲覺受。

經由訓練薰習我們的內在心靈，來習慣這種宇宙利他主義的思維觀念。 

 

我們亦會因此引發出一種大願力，那就是：願所有如母眾生都能究

竟離苦得樂。這種願望毫無任何揀擇性，而是一視同仁的。只要他們和

我們一樣可以感受快樂與痛苦，那便沒有任何理由與籍口，來對他們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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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別待遇，或是當他們表現得很差時，改變我們的菩提心念。所以佛

陀稱之為「無緣大慈，同体大悲」。我相信任何能如此實踐菩提心的人，

不論身在何處、何時都會覺受內心安詳、喜悅與寧靜，同時也給所處的

集團帶來無窮的生命力，注入新鮮的活力。 

 

如果這種菩提心影響了一個人，這個人又會影響另一個人甚至多個

人。如此成倍地增長是不可思議的，這只是從數字上去比量分析而已。

而如果菩提心從我們心裏真正生起，這種心念力是無法思議的。從經典

中，我們知道：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菩薩都要對生起菩提心的菩薩頂禮。

這就說明了菩提心的殊勝，是無法用我們世間的知識去框架的，也不能

用世間的理論去評價的。而唯有我們真正去行持，才會有體悟與覺受。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實踐行持菩提心應如此由近及遠，乃至擴展到

六道如母衆生。這樣的實踐就變成了一種非常實際有效的修心方法。因

爲這種宇宙利他主義在內心中生起，並時時刻刻不離這種心念。它便徹

底擊破了個人自私主義所帶來的負面情緒的干擾、束縛，內心因而生起

安祥，寧靜與快樂。所以說菩提心對我們而言，是非常行之有效的心地

修持法門。 

 

如此探討後，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菩提心應該是超越人類種

族的，所以它最終能消除種族歧視觀念；它是超越宗教團體的，所以它

最終能消融宗教歧見偏見；它是超越國土界限的，所以它最終能消除國

際歧見紛爭；它是超越世界領域的，所以它最終能消弭世界戰爭；它是

超越宇宙時空的，所以它最終能導致宇宙萬有和諧；它是盡虛空，遍法

界的廣大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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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菩提心，我們也可以理解爲空性境地。而這種空不是冥頑不

化的頑空，而是一種遍滿法界的空悲不二的心境。前一種頑空會使我們

變得癡呆，無情，而不是真正的空性境地。而真正的空性是菩提心的延

伸，空悲不二的境界。如果我們對六道衆生沒有升起慈悲心和菩提心，

那說明我們並沒有真正證入佛陀所講的空性境地，而是落入了外道的頑

空和二乘阿羅漢的偏空。 

 

如果有一天大家在內心真正經歷了慈悲心，菩提心所帶來的喜悅，

安祥與寧靜時，那就得恭喜你們了，菩提心在你們的內心真正升起了。

你們從此便真正進入了真實本來面目的人生旅途，己邁上了佛陀所言的

菩提大道，並終將獲得生命終極目的的究竟快樂。這種快樂，它不是有

局限性的、短暫的，而是超越時空的、永恒不變的悲心，永恒不變的空

性，永恒不變的菩提心。所以，我們實在有必要將有條件的愛，超越昇

華到宇宙同體大悲，衆生無緣大慈的菩提心之大愛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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