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萨道的三聚净戒和心性之戒 

佛教戒、定、慧三学又称为三无漏学，这是佛教修行的

核心。从戒的本质上来看，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身口意的清净。

身口意清净才能够去修行，由戒产生定，再产生慧，这是一

个过程。 

菩萨戒的总纲是三聚净戒，菩萨戒是可以在寺庙里找师

父传授，实在没条件的可以自受。最好是能够正规的去找清

净的出家师父受菩萨戒。三聚净戒的第一个是摄律仪戒，也

就是诸恶莫作。不要恼害众生，而要饶益众生。山川草木皆

有佛性，如果我们破坏大自然，严格来讲也是一种犯戒行为。

摄律仪戒可深可浅，根本的一个原则就是善待一切众生，不

恼害众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二个叫摄善法戒，就是摄

持所有的善法。善法就是饶益有情的一切行为思想念头。坏

事不要做，好事都要去做。菩萨道德六度万行都是好事。从

我们的心地发出一念善心也是好事的一个因。所以说摄善法

戒是众善奉行。第三个是饶益有情戒，就是服务和奉献于众

生，不恼害众生，以善心对待一切众生。菩萨戒有不同程度

的开遮持犯。三聚净戒是学菩萨道的人们应该遵守的根本原

则。值得注意的是，佛教的慈悲包含了天地万物和世界上所

有的众生，不仅仅包含了善人也包含了恶人，不仅仅包含人

类也包含神仙鬼怪动物等所有的“有情”。为什么地藏菩萨

发下宏愿，要度化地狱里边的众生呢？按说十恶不赦的人才

生到地狱，但是地藏菩萨照样去度化他们。所以饶益有情指



平等地饶益一切有情，平等地对待一切众生，没有分别心。

《妙法莲华经》里有个常不轻菩萨，他恭敬礼拜所有的众生。

然后说“我不敢轻汝，汝等当作佛”，有的人去打他，赶他

走，他一边退一边说“你要作佛，你要作佛”。这是因为他

看到了众生的平等佛性。他具有清净的慧眼，看到并且礼敬

所有人内在的本性佛。常不轻菩萨已经破除了众生的外在差

别相，超越了众生成佛与未成佛的时间差别相。他的心是清

净无碍的。摄律仪、摄善法、饶益有情，实际上是把我们自

己清零，然后去奉献给所有的众生，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生命

的力量和价值与众生和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了。这是菩萨戒的

总纲——三聚净戒。 

菩萨的意思是“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有的菩萨

留惑润生，甘处生死轮回的大海之中，与众生同甘共苦。所

以菩萨“智不住三有，悲不入涅槃”。三有就是三界，欲界、

色界和无色界。三界犹如牢笼，其中的众生不断地升沉流转，

一切物刹那刹那变化不居。菩萨智不住三有，指他不会在这

里跟你流转，不会停留在任何一个地方，不会像众生一样无

知而执着，沉湎其中。有人说在禅定中感觉到世界是心识的

变迁，实际上很可能他是进入了识无边处的境界。这不是佛

教高级的解脱境界，是一种禅定的感知境界。同时菩萨“悲

不入涅槃”，这里的悲是指悲愿和悲心。菩萨不忍心看到众

生受苦受难，所以发愿在三界六道里边来度化众生。三界六

道对众生来讲是轮回生死的一个场所，但对菩萨来讲是成就



他的眷属，成就他的功德，度化众生的修行道场。菩萨度化

众生，依于三聚净戒的基本原则。菩萨更高的是依于智慧，

无住处涅槃。三界如空花，在菩萨的智境里边，他知道这一

切的流转犹如梦幻空花。 

汉传佛教菩萨道的典型代表有五大菩萨。我们一般都知

道四大道场四大菩萨：普陀山的观音菩萨，五台山的文殊菩

萨，峨眉山的普贤菩萨，还有九华山的地藏菩萨。在浙江奉

化雪窦山，这是弥勒菩萨曾经应化的地方，太虚大师建议把

这里作为弥勒菩萨的道场。所以总共便是五大道场。五大道

场是五大菩萨应化的地方。这些菩萨代表了佛法精神的五个

方面，或者说我们心性的五种妙用。佛对众生的慈悲，体现

在什么地方？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人格化的体现，心理

化的体现，还有感应的体现。在《大方广佛华严经》里，主

要有“华严三圣”：释迦牟尼佛，文殊、普贤两位菩萨。释

迦牟尼佛与卢舍那佛、毗卢遮那佛，是三身一体佛。文殊菩

萨代表因地的智慧，也代表我们的不动无明。普贤菩萨代表

无尽的大愿，也代表妙德。有道前和道后的普贤，道前因地

的普贤，道后加持和度化众生的普贤。“华严三圣”的表法

关系是一体二用，释迦牟尼佛代表法界的根本之体，文殊、

普贤两大菩萨分别代表佛的智慧和行愿。 

三聚净戒是菩萨道的总纲，是我们心灵和行为的总纲。

我们发菩提心就是因地的菩萨，就进入了菩萨道的行列。我

们中国的五大菩萨是果地的菩萨，实际上他们有无尽的应化



作用。五大菩萨代表的大慈大悲、大智大勇、大愿大行，是

菩萨精神的表现，也是三聚净戒在果地的菩萨精神中的展现。 

我们修学佛法会有一些感应。许多人都这样，有好多人

执着于他梦见观世音菩萨，或者他说自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

身，这是太自恋了。观世音菩萨是遍法界的，在三界六道无

量世界普应群机。如果对于我们心性当中的清净感应起执着，

把观音菩萨看作像你的保镖一样，像你的保护神一样，那就

是一种迷信和无知。比如像有的人，他因避免了车祸而觉得

护法很厉害。其实护法护的是法。只要有人弘扬正法，守护

正法，修行正法，体现正法，那么护法就会随处去显化和保

护这样的人。护法神保护的是人们心中的正法，而不是某个

人。在这里“以人为本”地理解佛法，实际上是错误的，是

非常自恋的行为。进言之，以人类为本也是不对的。佛是十

法界的导师，并不是专门教化人类的，人是无量众生的一部

分。虽然在人道里保留和流传法非常重要，但是佛和菩萨是

度化的对象是无量的众生。我们读《华严经》就知道，有无

量众生无量世界。大慈大悲，大智大勇，那个“大”代表什

么？就代表无量，也代表平等，代表广大，代表普遍。所以

我们说大心菩萨摩诃萨。摩诃是大，它的意思是遍一切法。

般若的体性是遍一切法，远法近法，善念恶念，天堂地狱，

遍在其中。所谓魔界如不异佛界如，二如为一如。从真性真

如的角度来讲，法界是一样的。只有以这种平等的智慧，清

净的智慧心，才能够平等地度化众生。而不是有条件的爱。



有的宗教说信我者上天堂，不信我者肯定下地狱，这是有条

件的。说明还在阴阳流转之中。有些人把双修、身心灵等男

女阴阳这些东西吹得很神圣很神秘，如果你有阴阳说明你还

在欲界，还没有超脱这些东西。包括道教讲，自身有阴阳，

自身有阴阳交媾，不要外边的阴阳。有阴阳还没有到无极，

无极才到无色界。佛教是非常广大的。佛教的宇宙观和众生

观也和我们的心相关。四禅八定有世间和出世间，如果修禅

定是为了健康长寿，那就太可惜了。而且不可能永远长寿。 

持守三聚净戒的最高境界是三者的统一。三聚净戒的统

一是在心性，是不二的平等心，也就是我们的本来自性清净

心。人人都具有一颗明净之心，妙明真心众生本具。《法华

经》讲诸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为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

见。《六祖坛经》讲，佛本身他不需要开示悟入？佛自己的

佛之知见已经圆满了。所以是为你开示悟入，为你开为你示，

教你悟教你入，最后教你成佛。《法华经》里的“贫子喻”

就是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众生本具佛之知见。佛之知见在

《楞严经》就是妙明真心，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的这个心

性。心性之见是最高、最清净的知见，称为“佛之知见”。

佛法云万法归一。一是什么？就是心，就是我们的清净心。

因此说“性戒”（清净本心）是最高的，意思是一切的言行

都发自最清净光明无碍的真心。戒的内涵从五戒、八戒、十

戒，三聚净戒，再到菩萨道，到性戒，心性之戒。持守性戒，

意味着遵从和发扬我们的本心，发挥人人本具的功德和善法。             



《华严经》的第十七卷“梵行品”，讲到圆满的戒。“梵行

品”是正念天子发问，法慧菩萨解答。正念天子代表什么？

正念就是有和无的平等之念，正念天子就是达到平等见的菩

萨化身。正念天子问法慧菩萨。正念天子一时见第一义天，

就是顿悟第一义，了达有念和无念无二。法慧菩萨的名字代

表什么？以善巧智慧认识诸法，遍入诸法之法性。 

心性戒的悟入，要有大乘圆教的观法。《大方广佛华严

经》的第十七卷，《梵行品》第十八小节，法慧菩萨说：菩

萨梵行就是清净行，就是戒行。是根本的心性戒，持守心性

的清净光明；是理观，观法性之理。法慧说菩萨修行时应以

十法为所缘。你修行梵行的时候首先要明白，如何是梵行。

梵行就是最清净的、最纯洁的菩萨道的行持。这里的行的解

释，偏重于心性和法性之理。修梵行应该以法而为尊，就是

你应该观察和反思十种法，这是指：身、口、意，以及身业、

口业、意业，以及佛、法、僧、戒，总共加起来是十个观察

思维的对象。前六项是属于六凡，六道凡夫的烦恼，后四个

为圣人法。凡圣法一体以真如清净观察，则见凡圣不二、凡

圣平等。举一个例子，观身。如果身是梵行的话，那么身为

“非上、非法、浑浊”，这样的身怎么会是梵行呢？我们的

身是什么，无非是一团血肉，我们每天打扮的很漂亮，一旦

拆开了翻过来看，那就很麻烦了。有的经里把人身叫作行厕，

行走的厕所。不净观就是这样观身体，把身体看得犹如行厕，

臭秽不堪。但这是事相上的实相，不是大乘佛教的平等实相。



如果戒是关于身体的行为规范，身的本质臭秽不堪，是杂染，

为死尸，为虫聚。虫聚是说我们身上有八万四千虫，实际上

就是各种微生物。它不断流转生死，身的相就是这个样子。

身是梵行吗？那如果身业是梵行的话，行住坐卧，左右顾视，

屈伸俯仰，这些是吗？说这些是梵行，是清净心，是吗？你

的身体本身就这个样你还能清净吗？另外，观佛法僧三宝，

如果说僧是梵行，预流向是僧？预流果是僧？我们说四双八

辈，预流就是准备阶段，你说一来向是僧呢，还是一来果是

僧？三明是僧还是六通是僧？等等。还有我们的身口意三业，

都不是梵行。真正的观法应该观它如幻如梦。染法就是染法，

是不净的。净法虽然是净，也是梦幻空花。所以清净梵行，

真梵行，观察“三世法皆空寂，意无取着，心无障碍，所行

无二，方便自在，受无相法，观无相行”，这是菩萨心地之

戒，心地清净戒。真正以智慧心持守这个戒，你就会平等对

待一切，当然也不会去做什么恶了。 

大乘菩萨道里的戒，不能简单理解为不要做坏事。有人

认为佛教跟所有其他的宗教都一样，就是“做好人”。好人

有好报，恶人有恶报，这个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佛教有

不共法，就是般若。佛教有区别于其它宗教的最核心的、最

深奥的、最究竟的东西。学佛的人学到一定程度就应该朝这

个方向深入地修学。但是一定不能忽略，前面讲过的事相上

的戒是基础，比如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如果你知道了空性的道理，却有执着“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叫做是顽空，冥顽不化，最为愚痴。 

性戒以及其观行，实际上包含了定和慧。首先你要认识

到这个道理，然后这个智慧的应用就是智慧的观法。 

《六祖坛经》里边讲了我们要心地用功，开发自心的戒

定慧三学。自性的戒定慧怎么去用？自性是我们每个人都有

的妙明真心。《六祖坛经》里慧能大师悟道后感叹：“何期自

性能生万法，何期自性本不动摇，何期自性本无生灭，何期

自性本自清净”。我们的自性具足万法，修行的目的就是通

过转识成智、转妄成真，达到开发的自性光明。首先要从持

戒开始，进修定慧，除去妄想执着，然后回到我们的心源、

本心、佛性。六祖说自性迷就是众生，自性觉就是佛。自性

迷和觉的关键在什么？在智慧。而智慧若不以戒为基础，无

异于没有力量的空中楼阁，也称作狂慧。现实中不乏能说会

道，把佛法说得很妙的人，但是他如果没有戒行，如果没有

真正的慈悲谦下的心，那么他的修为就没有和知识结合，他

就不会有真正的感召力。六祖说慈悲就是观音，你一念心产

生慈悲你心中的观音菩萨就显现。 

当你到庙里去拜的时候，你为什么拜呢？似乎是有某种

难以名状的力量推动着你。我碰到一些人，平时不太信佛法，

但当他看了佛像庄严的时候他就想哭。这就是他的善根发相，

他心中本来的美好的东西被激发了。寺庙的庄严氛围、诸佛

菩萨形像的清净光明，激发了深藏在他心性中的善根。这就

证明了我们本心具有佛性，所谓自性弥陀、自心净土。我们



的内心本来有无量多的善法，会给自己和别人带来幸福和幸

运。所以说念佛的人，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会把你接到西方

净土。如果你念念都像观音菩萨这样对待众生，用正见来对

待自己的邪见，转化自己的烦恼，那么你自然就成就了。你

心中的观音也会把你接到你心中的净土去。这个心跟外边的

西方世界实有的净土是不二的。如果你只是一味坚持在自心，

实际上是自恋，禅宗讲“鬼家活计”，太执着于身心了。你

错误地认同了你的妄心、妄身，而不是真心自性。六祖说喜

舍名为势至，喜心和不执著的舍心，就是大势至菩萨的心行。

能净即是释迦，释迦牟尼佛就是能清净自心，自净其意之人。

当然这个是我们从因地讲，果地佛是具有万德的。平直即弥

陀，内心的平等清净正直就是自心的阿弥陀佛。禅宗看来，

心性和外部的世界是对应的。人我即须弥，喜马拉雅山为什

么那么高，就是由于我们都要争一个高下。我们每个人心中

都觉得自己很高大上。这是因为大家都执着人相、我相、众

生相、寿者相。你比我高，你比我有钱，那我要更加努力，

实在不行希望我儿子超过你儿子，等等，这些都是出于高下

的攀比心，这就是人我。这些心，在外部世界的对应就是高

山幽谷。邪心是海水。海水有很多比喻，这里比喻我们的第

八阿赖耶识，心中种种的烦恼、波浪。所谓境风识浪，各种

境界的变化使我们的心识不断产生执着变化，就像大海中的

狂风不断引起各种飓风、台风，各种暴风雨，一刻不停，一

刻不安宁。睡觉的时候也在胡七八想。这些妄想导致我们的



人生在不断的变化，生死轮回。所以说邪心是海水，烦恼是

波浪，毒害是恶龙，虚妄是鬼神。有人问宣化上人有鬼没鬼，

宣化上人说你怕鬼就有鬼，你不怕鬼就没鬼。所以虚妄是鬼

神。有的人整天神神叨叨的自己瞎想，心理投射，心理反弹，

他自然就会见神见鬼，见魔见怪。虚妄是鬼神，尘劳是鱼鳖，

贪嗔是地狱，愚痴是畜生。愚痴是我们心中的因，那么那个

畜生就是个榜样，如果你很愚痴你最后就变成它了。换句话

说，你看到那个你就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所以佛教讲万法唯

心，要从心性的角度来解决问题。虽然这个世界林林总总非

常复杂，但是我们有一把钥匙有一个门，就是从心性。这个

心性，你从哪里开始呀？当下一念！千经万论指向我们当下

一念心性。 

心性戒关乎心的净和染，我们的心要净，要不染。如何

净化？在《华严经》里面有。谈到真正智慧圆满的大修行，

《华严经》里面有三品，一个是《净行品》，一个是《梵行

品》，还有一个就是《普贤行愿品》。大家应该知道，历史上

很多祖师大德，包括近现代的大德如谛闲法师、梦参老和尚

等都诵普贤行愿品，本焕老和尚也是一直在诵和抄，他还曾

刺血写《普贤行愿品》。修行《普贤行愿品》最终导归极乐。

这三品讲了如何行菩萨道。什么是菩萨道？怎么从心地来发

动？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如何去修因造果？在日常中怎

么去用心？答案都在这三品里。有人说怎么去用心，你观呼

吸呀，关注这儿，关注那儿，这些东西是有为法。要从心性



上去解决问题。《净行品》讲，当你看到苦恼的人的时候，

当愿众生获根本智，获得根本智就消除了烦恼，然后灭除众

苦。当你看到病人的时候，希望所有众生都入真实慧，永无

病恼。见疾病人，当愿众生置身空寂，离乖诤法。见端正人，

当愿众生与佛菩萨常生敬信。见丑陋人，当愿众生于不善智

不生乐着。华严修行要求你心心念念系缘于无量的众生，众

生也包含所有的动物还有植物。若你看到有人诽谤佛法，或

者说做什么坏事，希望大家都改过来，都不要这样。任何情

形下，看到一切的东西都把它汇归于心性的善法。一念善是

念念善，也是无量善。善心的熏习方法、秘密作用就在《净

行品》。比如，若见城郭，当愿众生得坚固身，心无所屈。

就是希望众生的身心犹如城池一样坚固稳定。在《华严经》

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过程中，有一个心王菩萨，告诉善财守

护心的法门，“当守护心城”。我们从这里可以了解菩萨道该

怎么去修。《华严经》的《净行品》、《梵行品》和《普贤行

愿品》很重要。特别一开始应该从《净行品》修行，真正的

心地的修行就是如此。把我们的愿和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心

性合在一起去修。要通过净化动机来开发我们心性中真正的

善。《华严经》的《净行品》、《梵行品》和《普贤行愿品》

代表了修行的三个层次，是理事圆融，层层递进的。我们应

该首先从《净行品》去了解菩萨道的真正的行持。大家不要

说“观音菩萨保佑我，叫我儿子考上大学，叫我身体好”等

等这些，这不是修行。修行人要从因上来解决自己烦恼的问



题。当然你求也很好，求了以后你要学观音菩萨，求了以后

你要感恩，要回向给众生。当我们去寺庙里去做功德，去供

僧，去打水陆，或者去放生，我们也要有这样一种心行。所

以修行是日常生活，心性，念念。当你怀着这种念醒来，怀

着这种念睡觉，那么你肯定会越来越好：身体会好，长相会

好，气质会好。以前令你烦恼的人，令你烦恼的事要么你看

到后不烦了，要么你看不到它了，它不来了。你的因缘在潜

移默化。念佛的人根身器界潜转换，周围的环境都在慢慢的

转换，潜移默化地改善。 

戒定慧三学，可以总结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

其意。以上三项，“是诸佛教”，是诸佛之教义的核心。“诸

佛”是指古今未来所有佛，十方世界无量诸佛。自净其意，

最净的“意”就是明悟心性、明心见性。请大家记住菩萨道

的总纲领，然后经过深入学习，广泛实践，修行明理，始终

坚持在心地上用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