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

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正善法

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贤圣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一、课程主题引发的思考

二、见的分类

三、诸见永寂的修学方法

四、转凡入圣的不二法门



一、课程主题引发的思考

➪何为见？

知、知见；是非常重要的佛教核心概念之一；

是对于“名、色、行、十八界”直接性的认知、

理解的修为体现。



一、课程主题引发的思考

➪见的去留？

“是故三界虚伪，唯心所作，离心则无六尘境界。

是故一切法，如镜中像，无体可得。唯心虚妄：

以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故。”《大乘起信论》

“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

不得证得。”《华严经》



一、课程主题引发的思考

➪如何舍弃诸见？

时刻观照空性

秉持中道智慧

精勤修行实证



二、见的分类

➪凡夫的见

➪声闻、缘觉的见

➪菩萨的见



二、见的分类

➪凡夫五恶见：

有身见、边执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



二、见的分类

➪凡夫五恶见：

·有身见：执着于五蕴假和合之身为实有。

·边执见：偏于一边的恶见（断见、常见）。

这些由“自我”产生对世界众生相对而言的关联性见解，

一共有62种，分别是依过去而起的5类18见，

依未来而起的5类44见，在《长阿含经·梵动品》、

《杂阿含经》、《梵网六十二见经》中都有记载。



二、见的分类

➪凡夫五恶见：

·邪见：邪而不正的见解。

·见取见：取劣法为乐，执受五种现在安乐。
“有执世间是常，此实余迷谬，或是无常，乃至如来

死后非有非非有，此实余迷谬，皆是见取。”——《法蕴论》

执受五种现在安乐，《长阿含经-梵动经》、《杂阿含经》

《中阿含经·受法经》、《大毗婆沙论》中都有陈述。



二、见的分类

➪凡夫五恶见：

·戒禁取见：

  非因计因、非道计道、受持邪戒



二、见的分类

➪凡夫五恶见成因及破除方法：

·成因：无明烦恼、三毒侵害、累世习气

·破除方法：

   皈依证悟的导师、听经闻法，培养正知正见；

   持五戒、修十善；修习四念处；修习禅定。



二、见的分类

➪声闻的见

   通过听闻佛或佛弟子声教、以四圣谛而得悟道。

·初果须陀洹（黄兰花沙门）

·二果斯陀含（邠陀利花沙门）

·三果阿那含（柔软沙门）

·四果阿罗汉（柔软中柔软沙门）



二、见的分类

➪声闻的见

·初果须陀洹（黄兰花沙门）

初见真理、以智慧觉悟，断三结、见惑断除。

成就四不坏净：

佛不坏净、法不坏净、僧不坏净、圣戒不坏净成就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八三四》



二、见的分类

➪声闻的见

·二果斯陀含（邠陀利花沙门）

在断见惑基础上，断除了欲界思惑的前六品。

俱生思惑：与形俱生。

依见思惑：随见惑而升起，由邪师、邪教、邪思维诱导所生。

三界系思惑：三界九地八十一品思惑。



二、见的分类

➪声闻的见

·三果阿那含（柔软沙门）
   

断尽五下分结，也就是在二果的基础上，

断除了欲界思惑的后三品，因此不再染着欲界五欲。



二、见的分类

➪声闻的见

·四果阿罗汉（柔软中柔软沙门）
断尽五下分结与五上分结，断尽欲界、色界、无色界的
一切见惑、思惑。

◇慧解脱阿罗汉：已得诸漏无余尽灭，未得八解脱身证具足住。

◇俱解脱阿罗汉：已得诸漏无余尽灭，及于八解脱身证具足住。
    八解脱：《中阿含经》卷二十四·九十七经大因经



二、见的分类

➪声闻的见

·四果阿罗汉（柔软中柔软沙门）

“是谓，比丘！有此四人出现于世。是故，诸比丘！

当求方便，于柔软中作柔软沙门。如是，诸比丘！

当作是学。”

                   ——《增一阿含经卷第二十·声闻品第二十八》



二、见的分类

➪缘觉的见

缘觉又称独觉，无师自证菩提。
乐独善寂、深知诸法因缘。
由累世福德、利根、善观十二分因缘而悟道。

引《大智度论》国王看采女采花生无漏道心的故事



二、见的分类

➪菩萨的见

菩萨具名：菩提萨埵，意为觉有情。

以智上求无上菩提、以悲下化无量众生。



二、见的分类

➪菩萨的见
在“智”与“悲”的导引下，具体体现在发心和行持上的内容是：

直心、深心、菩提心、六度万行、四无量心、四摄法、

方便行、三十七道品、回向心、说除八难、

自守戒行不讥彼阙、十善、

无尽誓愿、空性智慧——菩萨的清净道场



三、诸见永寂

➪何为永寂？

          无生无灭、无为无相

➪当下以凡夫为修行主体，该如何次第修学？



三、诸见永寂

➪当下以凡夫为修行主体，该如何次第修学？

①紧紧跟随觉悟的上师，遵从师教；

②学习声闻乘，修学实证四圣谛之真意，
破除一切见思惑烦恼；

③学习菩萨乘一切清净法门，

菩萨的清净法门也是趣向成佛的法门：



三、诸见永寂

➪当下以凡夫为修行主体，该如何次第修学？

无量摄受一切众生菩提心、无量清净殊胜志乐
无量救护一切众生大慈大悲、无量相续行愿
无量修诸福智心无厌足、无量供养诸佛教化众生
无量智慧方便清净道、无量清净功德藏
无量庄严道智、无量通达法义



三、诸见永寂

➪当下以凡夫为修行主体，该如何次第修学？

④修习空性智慧、证悟无分别智慧、

   证入如来秘密之藏。

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就是实性。



四、金刚上师带安来法语开示

清是自性洁白，非常纯净、本有的清净；

净是离诸垢染，是修身的清净，是起修的清净。

清净哪里来？凡夫很难有，合起来的“清”“净”，

就是：本有加上修身，属于不二的法门。

清净再加上一切的法，那是转凡入圣的法门，

那是凡夫和圣者不二的法门。



四、金刚上师带安来法语开示

极其清净的百万种法门，

集结在一起，

这是一把钥匙，

开启这道佛的大门、

极乐的大门。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普愿尽法界，沉溺诸有情。
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