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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菩萨行论》

内容概要

《入菩萨行论》即《入行论》，共有十章，其核心是阐述六波罗蜜多，即何谓彻底的布施、彻底的精
进努力，彻底的守戒自律，彻底的禅定，彻底的忍辱和彻底的大智。六波罗蜜多概括了大乘佛教的基
本内容。因此，千余年来，佛教僧人以及信众把《入行论》作为佛法必读课本。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
院把《入行论》列为必修教材，是该院系列教材第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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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菩萨行论》

作者简介

寂天，梵文 ?āntideva
的意译，(约650～750)，为南印度梭罗修多罗国德铠王之子，原名寂铠。他成长以后，不愿继承王位
，在登位前夕，逃出宫廷，行至一片森林地带，遇见一
个妇女，把他带到森林深处，见到一位瑜伽行者，传授他许多甚深教法，依法修习，获得禅定和智慧
。后到中印度那烂陀寺从胜天出家，取名寂天，著有《学处要集
论》(汉译名《大乘集菩萨学论》)和《诸经要集》，后来又为大众说了一部《入菩萨行论》。由在座
的学者们，听后记诵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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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菩萨行论》

书籍目录

第一章：树立菩提心的功德
第二章：忏罪
第三章：树立彻底的菩提心
第四章：不放逸即谨慎自律
第五章：严守戒律
第六章：忍辱
第七章：精进努力
第八章：禅定
第九章：智慧
第十章：善根转为菩提因
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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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菩萨行论》

精彩短评

1、虽然讲解很细致，只是白话翻译实在让人焦虑，很希望读到工整的偈颂版本
2、说菩提心那一章颇得我心。关于佛教理论的实践，可读，但要注意去其糟粕，很多东西其实是没
有必要的。这里所谓糟粕，自然是针对我等非信徒来说的。
3、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6月22日捐赠   无名氏7月18日捐赠
4、很早就有的一本书了，翻译非常好！我很爱念
5、湖南教育出版社这个版本的 只有解释，没有原文。。。
6、《入菩萨行论》有很多种译本，这本的最大特点是易懂，译文流畅优美，感人至深，比较适合现
代人读，不过据师曰，只是少了科判，可能于实修不大方便。
7、云冈启示，静读此书。如寂天所讲，该书只是用于自我修养而写，做手边指导手册。那本《印度
因明学纲要》，可辅助理解其中的“般若”篇章。
8、寂天菩萨的教导很慈悲，读来心里很清静、简单。
9、寂天菩萨发心之作！
10、看完后顿时觉得一个行菩萨道的人好帅哦～～～
11、早上其米提到其中几句 不想书就放在床头 于是囫囵吞枣地看完了
12、受益匪浅，需反复阅读理解其中深意！顶礼赞叹！
13、初学佛法，想先修习小乘，很难理解这本书里的菩提心以及度众生。想来等我对佛法有了更多了
解，再看可能会好一些
14、佛学入门，出离心，菩提心
15、梵文书名《如何实现菩萨的行为标准》，藏传佛学院必修课
16、看到不代表明白，明白不代表理解，理解不代表能做到~ 只有做了到，它才有了价值。
17、愿无岁月可回头，且以豁然度余生。
18、菩萨宝贝修炼手册
19、慈悲心根本著作
20、愿以此功德，回报虚空法界一切有情众生，原所用众生因此功德结识皈依佛、法、僧三宝，发菩
提心证悟成佛，普利众生
21、了解藏传佛教基本教义
22、菩萨速成手册
23、大乘佛法入门的好书 
24、藏传佛教经典作，难点在智慧一品。
25、寂天菩萨
除最后智慧品之外全部看完了。很好的入门材料
26、白话翻译
27、这么译不好。
28、信念如珍珠，理论如破布
29、。。。
30、2012-139
31、佛教入门书。
32、一六年的春天 各种因缘巧合 决定开始学习入行论 然后千百万劫所有的善根终于让我遇到大上师 
哭的不能自己 我知道我遇到了我生生世世的皈依处 喇嘛钦 寂天菩萨在我内心彻底破产前救了我的命
。
33、从内容上看是本好书，但缺点在于翻译的水准一般。很多语句有可能没有参考古文，经文，写得
过于直白而失去原著的美感。有很多语句也是藏民族的语句再翻出的汉语，没有照顾汉族的语句特征
，读起来略感别扭。
34、基本读不进去，很难平静下来...我读这类书，大概更多的还是出于对空性的索取吧~无常，贪嗔痴
，轮回，实际上我并非真正理解和接受。修身的话，似乎还是读儒家的东西比较好
35、顶礼寂天菩萨！但中文译文实在很差！
36、顶礼世间正遍知。菩萨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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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菩萨行论》

37、蛮小的一本....可以随身携带呢
38、不好读
39、经典中的经典，应该反复诵读。
40、无与伦比！
41、现在回顾起来是很好玩，还是有非常多的扭曲的
42、叩头顶礼菩萨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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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菩萨行论》

精彩书评

1、菩萨成就手册根据我家宝宝的“最高指示”，要“读多点书”，所以近来读了很多书。看了达瓦
次仁翻译的《入菩萨行论》（寂天  著）。《入菩萨行论》即《入行论》，是藏传佛法修行者的必读
入门书，其作者寂天被认为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此书可以说是一本《菩萨成就手册》，如果从天台宗
的角度来看，它谈的是菩萨的“事六度行”。我觉得现代佛法经论的翻译，主要问题就是不够通俗。
翻译的东西是要给人家看的，要对得起读者。能不能对得起作者？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既对得起读者
，又对得起作者，就要求太高了，简直比三层楼还高，据说要做到“信雅达”。此书的可喜之处，是
翻译得很通俗。《智慧》那一章，翻译应该是很难的，难于言传，让我读起来一头雾水、一个头九个
大（几成九头鸟矣）。这一章主要论的是空性，告诉我们，身心世界都是幻化的，都是空花而已。读
了《忍辱》那一章，我很有收获，基本上想通了。学佛修行，本来就是“少有人走的路”，所以“怨
敌是如意宝”，还是要难忍能忍。爱亲人的是人，爱敌人的是神。争取神性多一些吧。最后一章《善
根转为菩提因》值得反复吟哦。菩提心是真正的灵丹妙药。人身难得，流光易过。大事未明，如丧考
妣。石火电光之中，一定要抓住当下，及时行乐，及时行善。遥看十方无数菩萨，修行人当发心曰：
大丈夫当如是也！
2、无论大乘佛教还是密乘佛教，无不以菩提心为基础。藏传佛教一贯重视对菩提心的修学。这部《
入菩萨行论》简称《入行论》在印度就有上百个注释本，一直以来也被藏地的大德奉为必修，甚至不
少大德终身都将其呆在身边，可见其重要。
3、藏传佛教，历史上汉地一直蔑称其为喇嘛教，视其为邪教。进十几年来，汉地人的精神空虚，礼
佛之风复兴，而汉传佛教文化又早已式微，于是藏传佛教携一股神秘感趁虚而入。普通人缺乏对佛教
的了解，于是高下不分，是非不明，许多的人反倒对在历史上一直臭名昭著的藏传佛教顶礼膜拜。而
受民族稳定政策的影响，国内官方，即使是佛教界的官方也不能公开批评和揭露藏传佛教的邪教面目
，致使这一邪教在内地影响愈来愈大。越来越多的人误入歧途，受骗上当。实在可悲。历史上，藏传
佛教一直影响不了文明程度高的地区，因此仅限于藏地和蒙古一带流传。即利用了那里的愚昧也加强
了那里的愚昧。高文明的汉地一直排斥藏传佛教，视其为邪毒之教，是假借佛教文化而嫁接出的一株
毒草。信此教实为愚昧的体现。尽管藏传佛教里也借用了诸多佛教里的元素，使得它看上去有了佛教
的一层外衣，但藏传佛教与正信的佛教有本质的上区别。这本质的区别就是它各种明示暗示下的对上
师的绝对服从，无论是借口对上师怀感恩之心会获得更有效的加持，还是教导你要对上师顶礼，甚至
是对上师的一切顶礼，其实质是要到达让信徒从形式到内心的绝对服从，而供养是在这一基础上的变
相的奴役。这是一种精神控制下的奴役，上层对下层的奴役，并且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庞
大体系。上师、活佛等成为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施行这种精神控制下的奴役。而它的教
义中其他的佛教元素只不过是用来骗取信徒信任，以及辅助实现精神控制的工具。可以说，它是对佛
教的教义进行了一种邪恶的改造，加入了实现精神控制的内容，从而变成了一种邪毒的工具。因此，
在解放前，西藏实际上是由宗教势力统治的地方，是政教合一之地，藏传佛教是一种统治工具。这一
伎俩，在历史上是被高文明地区看的清清楚楚的，所以汉地一直视它为邪教。实际上，精神控制下的
奴役是一切邪教的目的，也是特征。可叹今日由于民族政策的原因，致使佛教界没有了公开的对藏传
佛教的揭露，宗教界一律沉默，任由这一邪教在民间任意欺骗众生。可叹可悲。愿所有被迷惑的和正
在被迷惑的人，睁开你们的慧眼，认清楚藏传佛教的真面目，不要受欺骗，远离它，让它灭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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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菩萨行论》

章节试读

1、《入菩萨行论》的笔记-第五品 壬二

              记得有很好的朋友，对禅宗很感兴趣。能接受佛教大部分观点，但就是不愿皈依佛门，说是对
所谓“一切仪式相关的东西”都比较反感。他所说的仪式，无非是法事的仪轨和对佛弟子强调的一切
戒律或日常行为。本章节的学习对所有持此观点的亲近佛法的人们可以解答，分四：一、观察三门状
态；二，观后当控制；三，控制后作修心之行；四，成圆满学处之支分。

   其中又对身体所作之观察做了细致的划分，比如：苏息吾眼故，偶宜顾四方，若见有人至，正视道
善来。这样连眼神的传递都规定的如此清楚，更不要提其他方面了。我那朋友，若是见了这条，估计
惊恐的跑开了。呵呵。可见，想修成佛菩萨，何等的艰难事啊。
 
   若朋友对其他人说起这些，估计也会有人跟他说，“外在修行不重要，关键是自己的心，心的不执
着，才是最重要的。”这话会让他对佛法很多观点产生歧义。借用前日慧空法师的话，佛法空性跟空
无是两码事。我也想说，不执着与否定也是两码事。爱说本段开头那些话的人，往往不执着善法，只
耽著凡夫之习气，觉得对治习气特别累，口头上说不执着，平日的所作所为往往不如法。

   因此，我们在没有到达一定境界之前，应仿效历代大德的清净行为。用清净的行为调伏自心，还能
令见者生信。何乐而不为呢？

2、《入菩萨行论》的笔记-壬二 子二

        尽力遍观察，此若狂象心，
紧系念法柱，已拴未失否？

   一直觉得某位大堪布授论的时候比较“啰嗦”，（咳咳，杰个，罪过，成慢过慢了。。）总说哎呀
，怎么举个这么简单的例子呀，这谁不知道呀之类的话。可在生活中遇到同样的事情，顿时傻眼。狂
象若是自己，可能还好说，若是他人。就不那么容易鸟~凡事都像做得圆满，那可是要得智慧滴。倘
若TA狂象，你也心性不定，变狂象。结果遍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要想驯服别人，先驯服自己的心吧。

   p.s.嗡班匝儿萨埵多吽，原谅我的慢过慢。

3、《入菩萨行论》的笔记-全书

        行善的愿望是如此之脆弱而短暂，而作恶造孽的念头又如此之强大而长久，并且又很难去掉。这
种作恶的念头除了立志成佛的菩提心之外，是别的行善行为所不能去掉的。

正像一个人虽然作了极大的罪孽，但是只要他有勇气就能去掉恐惧心理一样，只要他发菩提心就能在
顷刻间从罪孽的报应中解脱出来。因此，一切害怕造孽的安分的人们怎么可能不去树立菩提心呢?

我合掌向十方的佛和大慈大悲的菩提祈祷并忏悔：从无起点的轮回以来到今生以及其他转生中由于无
知不明而造的孽和唆使他人造孽以及因痴愚而赞同他人造孽的罪恶都决心忏悔干净；特别是由于烦恼
所致，我以行为、言论以及心思伤害了三宝、父母以及上师的种种罪行、无穷的罪孽等都向导凡育俗
的佛和菩萨坦白忏悔。没准我在洗清罪孽之前就死掉，因此，佛和菩萨赶快怙佑我，使我从这些罪孽
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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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菩萨行论》

死亡来临时，除了生前行善积德这一拯救者外，没有别的任何拯救者。时至今日我们没有任何摆脱因
作孽而受地狱惩罚的办法。

产生菩提心是极为不容易的。关于这一点有这样的比喻：如同瞎子从垃圾中拣到珍宝一样具有极大的
偶然性。

这烦恼不在仇敌等人身上，也不在你的五官上，也不在外界和五官的空档中，也不在别的众生身上，
那么它呆在什么地方来危害所有的众生呢？这烦恼如同幻觉。因此，从内心里消除害怕烦恼的恐惧感
，为搞懂烦恼在本质上是空的这一道理而精进努力，从而不让烦恼来使我遭受地狱等恶趣苦难。应该
好好地思考上述这些问题，应该努力实践佛和菩萨所教导的那些戒律。这正如不听医嘱服药，怎可能
治得好疾病呢？

身患疾病的人是无力做好任何一件事情。同样，被迷茫搅乱了心的人也做不成任何一件善事。

不清醒、不理智的人，即便是他听了佛法、思考了佛法的道理并按佛法进行了修行，但是如同漏底的
容器存不住水一样，在他身上不会留下任何印象。

即使是懂得善恶扬弃、坚信佛法并努力实践菩提道的人，有时由于不清醒的原因也会堕入罪孽的麻烦
中去。

用眼看众生时心里要想到正是由于他们的恩德我才能成佛，从而慈祥地注视众生。

只是在口头上讲要实践菩提心是没有用处的。关键是要真正实行。这好比光读医书而不去实际治病一
样，对于病人是毫无用处的。

如果你要是有了正确的观点，那么可以变不利为有利。假如没有痛苦的话，那么就不会产生从轮回中
解脱出去的厌离之心。

有些人在战场上看见自己流血就更加勇猛起来，而有些人则看见别人流血却吓得晕过去。这是由于勇
夫和胆小者的不同心态造成的。由此可见，要克服一切灾难，不应该让痛苦来压倒自己。

痛苦也有积极的作用，正因为遇到了痛苦，这才悲伤，从而免去了骄傲的情绪。由于自己遇到了苦难
，从而怜悯轮回中的众生，从而顾忌犯罪，乐于事善。既然你能忍受胆病等重病带来的痛苦，不生气
，那么为什么遇到生灵来伤害你就忍受不住，发起火呢?再者别的生灵来伤害你也是受烦恼这个因素所
驱使，因此不能责怪他们。这好比一个人生病，完全由不得他，都是在根本不情愿的情况下得病的。
你的仇人也是在根本不情愿的情况下，由于心情不快等因素促成他大发怒，陷入烦恼境地的。

所有的罪行、所有的罪孽都是受某种因素驱使造成的，完全由不得那个犯罪的生灵。而这些聚集起来
的因素也是没有意识的，并不会有意识地想到要成为造孽的因素。

当你遇到他人加害你或伤害你时，你就应该想到这肯定是前世我用同样的办法伤害了别人，因此，今
生我就遭到了今天这种伤害。那个人用来伤害我的武器和我的身体这两者是招致我受苦的因素，是他
人用武器和我用身子二者结合才造成痛苦，因此彼此的责任都一样，你该生谁的气呢?单单生人家的气
是不应该的。

你的心或意识是非有形的，因而谁也不能够用武器或别的什么东西来使其伤害。但是，正是由于你从
内心格外爱怜你的身体，因而能够被打击等行为所伤害，进而使你受苦。假如你不格外爱怜你的身体
的话，就不能伤害你。既然欺负、谩骂、诽谤等不能伤害你的身体的话，那么你这个心为什么要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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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也许有人认为，自己是个菩萨，如果一味地听任他人来诽谤的话就会使诽谤者的福分减弱，从而堕入
恶趣，因此，我应该对那些诽谤者生气，这种认识也是不对的。既然你听到别人说你的坏话时动怒的
话，那么你为什么听到他人说别的菩萨等的坏话时不生气呢?

如果因仇人受苦而使你感到解恨舒心的话，那么没有什么比这更有害于今生和来世的意念。

名誉和赞扬声不会成为来世的福运，也不会给你的此生带来长寿，不会使你的能力增强，也不会使你
不得疾病，甚至不能使你的身体舒服。

赞扬之声会使你迷恋世俗的名利，从而影响你专心学佛；会使你得意扬扬，忘记轮回是苦难的深渊，
失去厌离之心；会使你忌妒有德性之人，从而葬送你的此生和来世之福运。

正是仇人是帮助你从轮回和恶趣中解脱出来的因素，你怎能生仇人的气呢?

如果我从事善事方面显得很懦弱的话，那么小小的罪孽也会像造了很大的孽一样伤害我。由此可见，
丧失做善事的勇气，放弃弃恶扬善的努力的话，那么使你今生和来世都不可能从平庸中摆脱出来。与
此相反，如果以极大的自信心来努力事善的话，那么再大的罪孽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因此，要以坚定
的决心来除去所有的罪孽。如果我被罪孽所压垮的话，那么我决心放弃三界中一切该放弃的东西，去
争取佛的地位的愿望也就会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

所有的众生被烦恼的骄傲所征服，这些众生就是被烦恼缠缚的人，而不是怀有菩提之心的自信者。具
有菩提自信心的人是不会被烦恼傲慢所驾御的，而世俗的人肯定会被烦恼的傲慢所驾御。

众生的愿望是多种多样的，连佛都不能使他们个个都满意，何况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因此，应该放
弃一切俗念。穷困了，世人会贬斥你，富有了又会遭受到世人的非议。如此难以相处的世人，怎么可
能使他们满意呢?

无论从此生的角度讲，还是从来世的角度讲，欲念只会给你带来痛苦。欲望使你在此生遭到杀身等灾
祸；在来生，欲望使你堕入地狱等恶趣中。

贪心不除不管你吃多少苦来实践菩提行为也是不可能成菩提的。

如果认为把什么都给予人，自己吃什么，穿什么的话，那么，这是一种魔鬼的观念。如果认为我把什
么都享用了，那拿什么给人呢?这才是利他的佛法。

我的利已的意识，从无始的轮回起只谋求私利，然而，尽管经历了无数劫的漫长时间，可是却只得到
痛苦。既然如此，你应该一门心思地为他人服务。释迦佛的教导是千真万确的，不会有假的。你将会
获得一心为他人服务的功德成就——成菩提萨埵。（《入菩萨行论》）

4、《入菩萨行论》的笔记-丑三 寅二

        27种非法心态，相信没有人没犯过。这是一个由凡夫到菩萨的过程。很喜欢没句话后面的那句“
如树应安住”，比如正知正念像大树一般如如不动。
堪布在讲粗言的时候，讲到了毗奈耶经的一个公案，关于达格罗比丘的。这个公案虽然是说粗言的业
，但从侧面同样反映一个道理，如佛陀所说，说粗言的女孩来世的果报，并不是佛陀诅咒的。而是她
自己造成的。所以，正如这世间很多事一样。因果不是你想象的因果，因果复杂也非你想象的那么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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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即使真的是业力现前，也应该用正知正念管理自己，如树安住。
这是今天的簌簌对自己说的话。

5、《入菩萨行论》的笔记-第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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