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度眾生還是先成佛? 

 

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裡面記載，地藏菩薩在無量劫前，曾經是一個小國

的國王，他與鄰國國王是好友，當時兩國人民常造作惡業，不修善行，所以這

兩位國王商量，想要用各種方法來度化他們。一位國王發願早成佛道，先成佛

然後來度化這些眾生；另外一位國王發願，先度眾生讓他們得到安樂，置於究

竟的菩提果位，自己最後再成佛。發願先證得佛道的國王，後來就是一切智成

就如來，在無量阿僧祇劫之前就已經成佛；另一位國王，則是地藏王菩薩，迄

今為止在示現上面，還沒有成佛。從這個公案中，有人問：到底是先成佛好？

還是先度眾生好？ 

 

藏傳佛教有很多論著，比方大圓滿前行引導文等等，許多前行的論著，

把發心分成幾種。發心或發菩提心，若從心力的大小來分，有國王般的發心，

又稱為廣大欲樂的發心；有像船夫一般的發心，又稱為殊勝智慧的發心；以及

像牧童或牧羊人般的發心，又稱為無與倫比的發心。 

 

首先是國王般的發心，或廣大欲樂的發心，其心力是最下等的，雖然講

心力下等，但是在末法時代，尤其現在釋迦牟尼佛的時代來說，卻是最適合的

一個發心。釋迦牟尼佛當初也是這樣發的菩提心，他自己像國王一樣先得到權

力能力，先成佛了之後，可更加地容易幫助別人。所以自己先成佛，有能力的

時候再來度化眾生，這是國王般的發心。表面上很多人會覺得，他好像是小乘

的修行人一樣，只是希求自己的解脫，但是最大不同在於最終的目的不一樣。

小乘的發心，只是為了個人從輪迴中脫離而已，大乘國王般的發心，則是暫時

希望自己先脫離輪迴，先成就佛果，其最終目的，仍是為了度化眾生，有能力

之後，能夠帶領眾生得到解脫，到達涅槃的彼岸。所以國王般的發心在大乘來

說，算是一個前期的準備，但是小乘則是當成目標終點。華嚴經中指出:”不為

自己求安樂 但願眾生得離苦”，任何大乘佛子菩薩的發心，都應該圍繞這個核

心，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第二種發心的心力中等，像船夫一般的發心，稱為殊勝智慧的發心。例

如當來下生彌勒尊佛，彌勒菩薩的發心。殊勝智慧是說不只是方便，還有智

慧，自己跟眾生一起得渡，一起到彼岸。就好像船夫駕船，自己開著船，船上

的乘客也全部一起到達涅槃的彼岸。所以是與眾生一起修持，最後也跟所有眾

生一起成佛，就像船夫一般，很有智慧的發心，如彌勒菩薩發的願。 



最上等的是牧羊人般的發心，或稱無與倫比的發心。許多十地菩薩，比

方觀世音菩薩、文殊菩薩、地藏菩薩等等，大菩薩摩訶薩們，基本上都是這樣

廣大無與倫比的發心。在藏地，牧牛趕羊的人，他不能走在牛羊的前面，一定

是在牛羊群的後面，看著牛羊往哪邊跑而應變，把牠們趕到有水草的地方，沒

有危險的地方，等太陽下山的時候，也是先把牠們趕回畜舍關起門之後，自己

才休息。所以無與倫比的發心，是自己成不成佛沒有關係，不管自己而先將一

切有情眾生，都度到圓滿的佛果位，也就是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或者眾生度

盡，方證菩提，以這樣的大願來發心者，都稱為牧羊人般的發心，或無與倫

比，沒有辦法比喻形容的發心。這是心力是最大、最殊勝的發心。 

 

雖然在最後能不能圓滿二資糧方面有一些辯論，但是這三種發心，基本

上都符合發菩提心的條件，也就是發心為利他，求正等菩提這兩個條件。所以

不管你是先成佛還是後成佛，慈悲跟智慧這兩個條件都是具足的，只是在先後

順序、心力的大小上面有一些差別。這部分在很多經典論述中都有提到，更詳

細的內容大家可以去研究。我這邊主要跟大家解釋的，是有一些法師開示，提

到一個矛盾的情形：如果我們自己沒有得度，沒有解脫的話，你怎麼度眾生？

就好像一個瞎子怎麼能帶領另一個盲人？自己沒有開悟，還沒有見道，沒有解

脫，又如何帶領眾生解脫得度呢？ 

 

的確從這個角度來說，很多的經論裡面也有提到，比方阿底峽尊者有

說：證悟了空性並且具足神通之後，才可以攝受眷屬，也就是攝受弟子；自利

斷盡了之後，方可以利樂有情；獲得見道之後，才可以超度亡靈。因為你必須

具備這樣的能力，否則所行很難有效果，很難達到利益眾生的目的。這在很多

經論、教言都有提到，我就不一一說明。像噶當派過去許多祖師大德，他們對

自我的要求很嚴格，一定要在山上苦修修行，沒有達到一定的證量，是不允許

下山攝受眷屬、攝受弟子等等。這是為了保護剛剛有一點修行體會，可是還沒

有穩固的修行人，他只是在山上自以為修得不錯，只是斷除了外緣，內心的煩

惱相對清淨了一些，但是還沒有徹底的清淨，也還沒有穩固的境界，此時若急

急忙忙想要下山去度化紅塵，其內心的煩惱，在碰到一些外在誘惑的時候，就

會死灰復燃，很容易反被紅塵渡走！  

 

許多祖師大德們就建議，不要先度眾生，而要先成佛之後，才有智慧及

能力來度眾生。這一點就我個人理解，是不至於要到成佛的階段，以前祖師大

德也沒有提到要先成佛，他們提到的是要比方說先見道，最少是達到十地五道

中，加行道的暖位，或者最好達到見道以上的境界後，再來度眾生。當然見道

不代表成佛，見道已是菩薩，已經證悟一部分的空性，雖還不是圓滿的佛果，



但這個時候祂已經不會再墮入輪迴，這種情況下度眾生，基本上沒有問題。我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什麼是菩薩，就是祂已經走到涅槃城門口，可是一腳邁入

另一隻腳捨不得進去，因為智慧不入輪迴，因為慈悲而不入涅槃。菩薩因為已

經實際走過這一條路，知道怎麼樣能夠到達解脫的彼岸，所以在菩薩的階段行

度眾生的事業等，是沒有問題的。 

 

另外有關於發心的大小，也不是從始至終不能改變，我們可以從許多個

案中看的，有些祖師大德們一開始的發心，可能是國王般的發心，就是發心要

自己先解脫開悟成就，一輩子在山上修行，當已經有一點成就時，因為一些因

緣，有很多弟子，然後開始利益眾生，其佛行事業開始更加廣大。這個時候他

的發心可能轉變為船夫般的發心，甚至是牧羊人般的發心。也有一開始是像牧

羊人般的發心，發願一切眾生都先成佛自己再成佛，可是一段時間之後，又決

定自己先解脫成佛後再度眾生。所以發心也不是一成不變，可能會隨著因緣而

有所改變。但是基本上，沒有開悟或至少沒有見道以前，去度眾生是有一定的

風險，而且真的是很難。因為你還沒有開啟智慧，還不知道解脫的路，這時的

我們，眼睛還是閉著像瞎子一樣，很難安全地帶領另一個盲人。 

 

這時有人可能會問，像我這樣一個凡夫俗子，在這邊講經說法，算不算

度眾生？剛剛前面講的度眾生，是比較高標準的度眾生。我在此講經說法，其

實不屬於真正的攝受弟子。只要你不是斂財，或者為了自己的名聞利養，若只

是純粹的想用佛法幫助一些眾生，對眾生講一些善惡因果，或三寶的功德、解

脫的利益，甚至是幫忙放生，為旁生念一些佛經、咒語等等迴向給牠們，都算

一種法布施，但不算是前面提到度眾生的範疇。因此，不是說以後我們就不能

做這些善業，不能跟人家講經說法、念經迴向。前面所講的情形，是對真的要

攝受眷屬攝受弟子，成為有這種條件的上師，必需要具備一定的程度。 

 

以後有機會再講聲聞乘、菩薩乘、密乘，每一種層次的善知識、上師，

他需要達到相應的一些標準，才可以允許做度眾生的事情。如果只是我們這樣

的凡夫，跟大家講一些善業功德，只要是好的，不是為自己的私利，是為了幫

助眾生，可以多多益善。 

 

感恩大家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