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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论之修行次第•璀璨日 科判 
华智仁波切 著  索达吉堪布 译 清凉月 供稿 

释道净 拟科（仅供参考）整理 20220207 2稿 20240320 3稿 qq 973451196 校对 清凉月 
表 0：（1表）总表 

科判 

此

论

分

四 

甲一入者所依的补特伽罗（表 1） 

甲二能入之意乐分三 

乙一加行分三（表 1） 

丙一所依 

丙二七支供分七 

丁一供养 

丁二皈依 

丁三忏罪 

丁四随喜 

丁五请转法轮 

丁六祈请不涅槃 

丁七回向 

丙三修行回向祈愿 

乙二正行（表 2） 

乙三后行（表 2） 

甲三如何趋入之行为

分六 

乙一布施度（表 2） 

乙二持戒度分二（表 2） 
丙一护戒方便 

丙二守戒方式 

乙三安忍度分三 

（表 3） 

丙一以三种理由来承受痛苦 

丙二由三种理由修行堪忍加害的安忍 

丙三以三种理由决定性地思考深法而修安忍 

乙四精进度分二

（表 3） 

丙一断除三种懒惰 

丙二六力分六 

丁一加行胜解力 

丁二正行稳固力

分三 

戊一业慢 

戊二力慢 

戊三烦恼慢 

丁三欢喜力 

丁四舍弃力 

丁五承受力 

丁六驾驭力 

乙五静虑度分二 

丙一断除静虑的违品分二（表 4） 
丁一舍离俗世 

丁二舍离妄念 

丙二正行修禅分二 

丁一修自他平等菩提心 

（表 4至 5） 

丁二修自他交换菩提心 

（表 5） 

乙六智慧度分二

（表 6） 

丙一认清智慧的本体 

丙二悟入对

境无我分二 

丁一修人无我 

丁二修法无我分四 

戊一身念住 

戊二受念住 

戊三心念住 

戊四法念住 

甲四所入之果（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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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表） 
科判 正文 

 
善逝法身佛子伴，及诸应敬我悉礼， 
趋入佛子律仪法，今当依教略宣说。 

此
论
分
四 

 
此论分四：一、入者所依之补特伽罗； 
二、能入之意乐；三、如何趋入之行为；四、所入之果。 

甲一入者所依的补特
伽罗 

入者所依的补特伽罗，是指拥有暇满、具有信心、怀有悲心的人。 

甲
二
能
入
之
意
乐
分
三 

 

意乐发心分为愿菩提心与行菩提心两种。 
愿菩提心：“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说明愿菩提心就是为了

利益他众而渴求获得佛果的意乐。 
行菩提心：即立誓要学修菩萨的学处。 
想在自相续中受持如此菩萨戒的人，如果在上师面前得受，就要

按照中观、唯识其中之一的仪轨来受。 
这里讲关于自己受戒的方法，包括加行、正行与后行。 

乙
一
加
行
分
三 

丙一所依 想对菩提心的利益功德产生兴趣，要依据《入行论•第一品》。 

丙
二
七
支
供
分
七 

 
积累资粮作七支供，首先观想在诸位真实安住的如来菩萨福田面

前，我与其余一切有情一起随念佛菩萨的功德来作七支供。 

丁一供养 

真实陈设花、薰香、涂香、灯、净水和各种饮料、神馐等应有尽
有的供品，心里观想取来珍宝山、悦意林、寂静赏心的地方等十方
世界所有的一切无主供品，念诵“为持珍宝心……”来作（真实供
品和无主供品）这两种供养； 

念诵“愿以吾身心，恒献佛佛子，恳请哀纳受，我愿为尊仆”，
献上三门甘愿为仆的供养； 

念诵“馥郁一净室……”作意幻供养； 
念诵“别此亦奉献……”作发愿力供养； 
念诵“犹如妙吉祥……”作无上供养； 
念诵“我以海潮音……”作赞音供养； 
念诵“化身微尘数，匍伏我顶礼，三世一切佛……”作顶礼供养，

随着以上的词句忆念意义而作这八种供养。 
这些也是在清净刹土的三宝面前，用不染有罪恶、不被吝啬所缚

的清净物品，怀着不求回报、果报的清净意乐心来作供养。 

丁二皈依 

心里想：殊胜的皈依对境——大乘的不共三宝前，以为利一切有
情的殊胜意乐，在没有获得圆满菩提之间的时间里皈依。 

随着这种观想念诵三遍“乃至菩提果，皈依诸佛陀，亦依正法宝，
菩萨诸圣众”。 

丁三忏罪 

念诵“我于十方佛，及具菩提心……”，向忏悔的对境——佛菩
萨祈祷垂念，生起四想。 

所谓的四想，即以往所造的罪业就像毒入腹内一样、所依三宝就
像治愈毒病的名医一样、对治正法就像灵丹妙药一样、今后不再就
犯的戒心就像恢复身体元气的甘露醍醐一样。 

“无始轮回起……”是讲厌患对治力； 
“若惧寻常疾……”是讲现行对治力； 
“此既非善行，立誓后不为”这两句是讲返回对治力。 
要以这四种对治力发自内心进行忏罪。 

丁四随喜 
诚心诚意欣悦随喜世间出世间的一切善根及善果，颂文中说“欣

乐而随喜，一切众有情……” 
丁五请转法轮 请转法轮； 

丁六祈请不涅槃 祈请不涅槃； 

丁七回向 随着“我于十方佛，合掌诚祈请……”的文句忆念意义。 

丙三修行回向
祈愿 

此后修炼自心，念诵“如是诸观行，所积一切善……”，把自己
的身体、受用及三时积累的善根为成办众生利益而毫不吝惜地作回
向，真心真意祈愿暂时究竟成为一切有情至高无上的生存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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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表） 

此
论
分
四 

甲二
能入
之意
乐分
三 

乙二正行 

第二、正行：以祈祷佛菩萨垂念作为前提，依靠念诵三遍“如昔诸善
逝，先发菩提心，复此循序住，菩萨诸学处。 

如是为利生，我发菩提心，复于诸学处，次第勤修学”，同时得受愿
行菩萨戒。 

乙三后行 

第三、后行：“今生吾获福，善得此人身……”是令自己生起欢喜心； 
“今于怙主前，筵众为上宾，宴飨成佛乐，普愿皆欢喜”，是让他众

生起欢喜心。 
继此之后，也要以“殊胜菩提心……”来发愿。 
这以上讲述了自相续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意乐菩提心。 

甲
三
如
何
趋
入
之
行
为
分
六 

 

如何趋入之行为，包括在行持六度当中。 
六度的本体依次是具有四种特法的施舍心、断除心、不恼心、欢喜心、

不散心、辨别法。 
所谓的四种特法，如云：“摧毁施违品，无念具智慧，圆满诸所愿，

成熟众有情。” 
六度的违品依次是悭吝、破戒、嗔恨、懈怠、散乱及邪慧。 
满足有情愿望的道理：依靠布施给予他们财产受用等； 
依靠持戒使他们内心纯净； 
依靠安忍承受损害；精进作为必不可少的助伴； 
依靠静虑使他们对神变神通有渴求心； 
依靠智慧能宣讲取舍的道理。 
依靠这些满足心愿以后，直接或间接令他们获得声闻、缘觉、圆满佛

果三菩提任意一种果位，这就是能成熟有情。 
这些波罗蜜多均包含在修心行为中的道理： 

乙一布施度 
第一、布施度，想到对自己的身体、受用、三时善根割舍不下的过患、

慷慨施舍的功德、有必要施舍的原因等等以后发自内心发放布施，这就
是修心。 

乙
二
持
戒
度
分
二 

 第二、持戒度，包括护戒方便与守戒方式。 

丙一护戒
方便 

其一、护戒方便，有对取舍之处谨小慎微的不放逸、不忘失取舍的正
念、观察三门状态的正知三种。 

丙二守戒
方式 

其二、守戒方式，首先依靠正念牢牢不忘取舍，接着再凭藉正知来观
察自己身语意的状态。 

此后，一旦萌生了不去奉行应行善法和想要着手去做应断不善业的心
态，必须要认清它，当时依靠不放逸来忆念善法的功德利益进而认真去
奉行，想到不善恶行的过患后坚决屏弃。 

而这些的因也在于对业果诚信不疑。 
所以，作为无误如来教的追随者一定要生起虔诚的坚信，从此以后要

深刻地认识到：造了恶业必然要下堕恶趣，如果已经投生到恶趣当中，
那么只有受苦受难，不用说是利他，就连自利也无法办到。 

对于轮回痛苦的正念一定要在相续中真正生起来。 
菩萨学处的数目虽然有许许多多，但最主要的就是防护愿心的违品—

—舍弃有情、发心得声闻缘觉果位以及断除四黑法。 
所谓的四黑法是指（《三戒论》中）所说的“欺骗应供令生悔，诽谤

圣者谄诳行。即四黑法当断除，相反四白法皆行。” 
对于同品的果——圆满菩提与它的因——菩提行要诚心信受，对于别

人所作的任何善行要由衷随喜，并将他们的善根为利他而回向圆满菩
提。 

总之，对于大乘的这三种修道，绝对要脚踏实地修行。 

行菩提心戒的违品，一般来说就是断除害他为主的一切恶行。 
尤其是对过患最大的夺取僧财、诽谤菩萨、造舍法业等等，要不惜生

命代价加以防护。 
对于同品包括微乎其微的善根在内也不能满不在乎、藐藐视之，而要

以三殊胜摄持来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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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表） 

此
论
分
四 

甲
三
如
何
趋
入
之
行
为
分
六 

乙
三
安
忍
度
分
三 

 

第三、安忍度： 
安忍的对境——包括对自己轻蔑、口出粗语、暗地恶语中伤以及造

成痛苦四种；对自己的上师与亲戚朋友等也做这四种事； 
相反，对自己的敌人和反方带来快乐、恭敬供养、褒扬赞叹、说动

听话。总共有十二种不愿意之事。 
对于与此相反的十二种渴求之事制造障碍者。 
总之，安忍的对境有二十四类。 
这二十四种每一种也包括三个，即对于以种种理由造成的痛苦心不

厌烦、承受痛苦；对于作害者不嗔不怒、堪忍加害；心接受空性深义。 
这样一来，能安忍者的内部要修行安忍的数目就有七十二种。 

丙一以三种
理由来承受
痛苦 

依靠痛苦能尽除自己的罪业，认识到痛苦就是罪恶的扫帚以后甘心
情愿接受痛苦； 

依靠痛苦能对轮回生起厌离心、对有情生起悲悯心、生起弃恶从善
之心等等，认识到痛苦是行善的鞭策而甘心情愿接受； 

依靠痛苦能压制我慢、铲除嫉妒、消灭贪欲、引生成就，因此了知
痛苦是内心的妙力庄严而甘心情愿接受。 

丙二由三种
理由修行堪
忍加害的安
忍 

心里想： 
一切有情愚昧无知被烦恼控制，甚至连自身也进行损害，更何况说

对别人呢？想到这一点而把作害者看成悲悯的物件，忍耐承受。 
自己的宿业与暂时的举止不谨慎才招致别人加害于我，一切都归咎

于自己，并修安忍。 
想到依靠敌人能圆满我的安忍资粮并且成为菩提行的助伴，所以他

们才是饶益我的亲人，从而做到安忍。 
丙三以三种
理由决定性
地思考深法
而修安忍 

当思维胜义空性离戏时，想到所害能害无有自性而修安忍； 
当思维世俗缘起如幻时，想到一切由缘激发，作害者身不由己、痛

苦随之而起，从而修安忍。 
当思维双运自之心性时，想到嗔恨无基离根而清净来修安忍。 

乙
四
精
进
度
分
二 

 第四、精进度，包括断除三种懒惰违品和发起同品六力。 

丙一断除三种懒惰 
其一、断除三种懒惰： 
即以无常鞭策来断除无加行之懒惰；想到法喜而断除同恶

懒惰；以提高自己的心力来断除懈怠懒惰。 

丙
二
六
力
分
六 

 其二、六力： 

丁一加行胜解力 
思维善业的功德与罪恶的过患以后对正法产生兴趣，这是

加行胜解力； 

丁
二
正
行
稳
固
力
分
三 

 
由具足心力的坚定誓言所从事的善根才会善始善终，这是

正行稳固力。 

戊一业慢 

此力也分为三种，以世间升起太阳为例，不随其他违缘所
转，不被外缘所害； 

以太阳独自为因作比喻，自己孑然一身而不靠他人打败魔
军，进而修行圆满菩提； 

就像太阳普照一样，依靠菩萨的智慧、悲心、宏愿而加持
自己成为众生的生存因，心甘情愿利益天边无际的一切有情。 

这三种是业慢。 

戊二力慢 
将自己看得最为殊胜，能够做到不染大大小小的堕罪，这

是力慢。 
戊三烦恼慢 将一切烦恼视为低劣，轻视违品，这是。 

丁三欢喜力 
对于自己所为的善行善根，无比欢喜认为最殊胜而不图报

应、欣然接受，这是欢喜力。 

丁四舍弃力 
如果自己失去力量，过于悲伤，就会暂时停止所为的事，

遣除这种障碍，就是舍弃力。 

丁五承受力 
积极投入以正念正知摧毁烦恼的事中来，摧毁所断，这是

承受力。 

丁六驾驭力 
任运驾驭自己的三门，忆念不放逸的忠言，从而自由自在

学修一切学处，这是驾驭力。共有以上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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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表） 

此
论
分
四 

甲
三
如
何
趋
入
之
行
为
分
六 

乙
五
静
虑
度
分
二 

 第五、静虑度，包括断除静虑的违品、正行修禅两个方面。 

丙
一
断
除
静
虑
的
违
品
分
二 

 断除静虑的违品也分为舍离俗世与舍离妄念两个方面。 

丁一舍离俗世 

舍离俗世：如果对自己的父母双亲、亲戚朋友、眷属仆人等
内有情贪恋，进而随着他们转，那么自心就不可能一心一意入
定。 

因此一定要远离与他们牵连的一切繁杂事，独自一人居于寂
静的地方。 

在寂静的地方，如果贪执名闻利养、恭敬赞叹、暂时所需的
资具等等，进而谋求这些，那么就会对修道造成障碍，所以要
杜绝患得患失，做到随遇而安。 

丁二舍离妄念 

舍离妄念：虽然身体住在寂静处，并且也不寻求过多的生活
用品等，但是如果心一直被欲望左右，那么相续中无法生起真
正的禅定境界，而且也不能做到专心入定。 

为此，也必须断除这些欲望。 
特别是，如果要得到上层殊胜禅定，断除欲界贪心这一点相

当关键。 
因此，必须通过思维因难成、本体不净、果危害众多等等来

遣除对女人的贪爱之心。（作为女修行者，对于男人也要同样
从因、本体、果三个方面来思维，从而断除对其贪恋。） 

此外，成办今生世间八法的所有纷飞杂念要看作仇敌一样，
不管是生起多少恶心恶念，长久思维这些的过患，就要自我谴
责，发自内心予以断除。 

丙
二
正
行
修
禅
分
二 

 
正行修禅：禅修的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在这里就是修菩提

心，修菩提心包括修自他平等与修自他交换两个方面。 

丁一修自他平
等菩提心 

修自他平等菩提心： 
我与一切有情希望快乐、不愿受苦这一点一模一样，一门心

思自我保护不顾别人实在不合情理，因此必须要修自他平等。 
按照“首当勤观修，自他本平等，避苦求乐同，护他如护己”，

首先修自他平等的菩提心。 
修行的方式必须这样来观修：天边无际的一切有情没有一个

不曾做过我的父母亲人，依靠龙树菩萨所说“地土抟成枣核丸，
其量不及为母数”等教证及理证来断定一切众生都是自己的亲
属。 

从此之后，当我拥有快乐时，但愿一切众生都能拥有我这样
的快乐和快乐之因，诚心诚意来修。 

再者，当我萌生痛苦时，但愿一切有情远离所有这样的痛苦
与苦因，发自肺腑来修。 

当时观想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障碍：要遣除我的痛苦而不希望
遣除别人的痛苦，遣除他人的痛苦我做不到。 

当萌生这种声闻小乘的心态时，要按照《入行论》中所说“后
苦不害今，何故汝防护”（来遮破）。 

意思是说：自己为了明天以后健康无病、吃饭穿衣等等的辛
勤为什么要付出呢，因为我刹那灭亡以后就变成了他体的缘
故。 

如果由无明习气所牵认为明天以后的人也是我，那是错误
的，诚如《入行论》中说：“若谓当受苦，此诚邪思维，亡者
他体故，生者亦复然。” 

比如，愚人们认为，这条河流去年冲走了我的衣服，明天我
要渡过这条河。 

实际上，去年冲走衣服的水也是其他的水，明天要渡过的河
也是其他的河。 

同样的道理，过去的心不是我，未来的心也不是我而是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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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表） 

此
论
分
四 

甲
三
如
何
趋
入
之
行
为
分
六 

乙
五
静
虑
度
分
二 

丙
二
正
行
修
禅
分
二 

丁一修自他平等
菩提心 

如果有人说：“未来的心尽管不是现在的我，然而却是我
的心相续，要以这颗心来成办自利。” 

那么就要以“其他众生尽管不是我，却是我的众生”这样
的心态来行持他利。 

假设有人认为：按照俗话所说“个人头上的雪要自己抖
掉”，自己只有竭尽全力搞自己的利益，相互之间一者来成办
另一者的利益实在无能为力。 

这一点要以《入行论》中所说的“足苦非手苦，何故手护
足”（来遮破）。 

意思是说，脚上扎入刺为何也要用手来取出，同样，眼里
入尘土用手除去、子孙的事由父母办、进餐要用手等等这些
也都必须由自己来做自己的事，这种论调未免太过分。 

总而言之，如果彼此之间，一者不能做另一者的事，自己
必须成办自己的利益，那实在很难以实现。 

因此，已经认识到这一道理，就该在实际行动中利益众生。 

丁二修自他交换
菩提心 

修自他交换菩提心： 
也就是要按照《入行论》中所说“若不以自乐，真实换他

苦，非仅不成佛，生死亦无乐”，把自己的快乐施舍给众生，
将众生的痛苦自己来承受。 

自他交换菩提心的所缘也就是“易位卑等高，移自换为他，
以无疑虑心，修妒竞胜慢”的意义。 

意思是说，把仇人放在不如自己的位臵上，把自己放在高
于敌人或他人的位臵上，就让那低三下四的仇人来对高高在
上的自己心怀嫉妒，如此观修完毕时心想： 

即便观想自己高、别人低，对方对自己嫉妒尚且也会产生
这样的痛苦，那么对别人嫉妒岂有此理？ 

如此一来，嫉妒心自会消灭。 
同样，观待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来修竞争心，把自己放在

与我平起平坐的仇人位臵上，把那个仇人放在自己的位臵上，
观想那个仇人从方方面面对自己竞争。 

如此修行完毕时心想： 
把自己观成仇人以后，观修别人加害、起竞争心尚且也会

产生这样的痛苦，那么陷害别人、与别人竞争岂有此理？ 
如此观想以后竞争心自会消除。 
再者，修我慢也是把我放在较自己低的位臵上，将比我低

的那个人放在自己的位臵，让那个高高在上的对方以种姓功
德等方面在低下的自己面前摆出一副傲慢相。 

当观修完毕时，心想：观想别人在我面前傲慢尚且也会产
生这样的痛苦，那么自己在别人面前趾高气扬岂有此理？ 

由此自然会去除傲慢心。 
关于以上的详细内容，要依照《入行论》中所说来实地修

行。 

如果这样来修实在做不到，而想简略观修，那么就观修《宝
鬘论》中所说“愿罪成熟我，我乐予众生。纵有一含识，未
得解脱间，我虽得佛果，誓愿住三有。如是所说福，设若具
形色，尽恒河沙数，世界不能容。彼是世尊说，理由此亦明，
有情界无量，利彼亦复然”。 

和《入行论》中所说“众生诸苦痛，愿悉报吾身！愿因菩
萨德，众生享安乐”，并且口里也念诵。 

以上自他交换的修法，我是依据文殊萨迦班智达的言教撰
写的，尽管所有注释中与此修法稍有不同，但根据自己的心
态随意而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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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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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智慧度，包括认清智慧的本体与悟入对境无我两

个方面。 

丙一认清智慧的本体 
认清智慧的本体： 
入定时认知万法为空性，后得时了知万法如幻如梦无实

有，这就是智慧的本体。 

丙
二
悟
入
对
境
无
我
分
二 

 悟入对境无我分为修人无我与修法无我。 

丁一修人无我 

修人无我： 
观察一切愚痴造业者和受报者神我、补特伽罗或士夫或

有情等设施处与身语意是一体还是他体？ 
是无情的一法还是心识的一法？ 
是常有的一法还是无常的一法？ 
诸如此类，通过众多理证加以观察分析，就会断定：众

生由于迷惑心的牵引，原本无我而执为我，原本无他而执为
他，除此之外真实本面成立的我或有情一丝一毫也不存在。 

丁
二
修
法
无
我
分
四 

 修法无我：就是修四种念住。 

戊一身念住 

身念住： 
这般现有轮涅所涵盖的万法，也只是呈现在自己的心中，

以心假立的，除此之外丝毫也不存在，当然心本身也依赖于
身体，成为身体的主宰，因此要对身体进行观察，审察一下
所谓的身体与这些分支组合到底是一体还是他体？ 

或者身体一开始从何而来，中间现住何处，最终去往何
处等等？ 

在身体无有自性的意义中入定，如果再度对身体产生耽
着，就通过观修自他的身体为不净、如幻等来断除对身体的
迷恋。 

戊二受念住 

受念住： 
这些苦受乐受是爱、取等一切烦恼的根本，因此观察它

与心是一体还是他体等等，修行受无自性的意义，并且观修
其余所有受都是痛苦而无实质等。 

戊三心念住 

心念住： 
六识聚所包括的心识种类相续显现前后、好坏等多种多

样，观察这些是一体还是他体？观察显现欢喜不欢喜、诚信
不信、法非法、苦乐贪嗔等等这些心态是一体还是他体等。
如果是一体，那么再观察一颗心中为什么会显现出喜忧贪嗔
等多种心态呢？如果认为这些时候是由外缘导致的，那么再
考虑小小的外缘也不曾转变及没有遇到任何对境的心本体
到底是怎样的？本体是存在的一法还是不存在的一法？是
常有的一法还是无常的一法？诸如此类三番五次加以观察，
最后将心抉择为无基离根。 

戊四法念住 

法念住： 

上面身受心以外的想、行、无为法所包含的一切法，也
是由因缘缘起而生的，因而抉择为无有真实自性、远离一切
戏论之边的空性，进而以世俗如梦如幻的境界学修断除七贪
的如海行为。认识到胜义中万法自性丝毫也不成立，对何法
也不耽着而实修。 

甲四所入之果 
（依靠这些满足心愿以后，直接或间接令他们获得声闻、

缘觉、圆满佛果三菩提任意一种果位，这就是能成熟有情。） 

 

愿除苦良药，一切安乐源， 
教法伴利敬，长久住世间！ 

此修法乃阿哦沙波（即华智仁波切）言。 
善哉！吉祥！ 

2006 年 9 月 23 日译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