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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念三宝经 

 

顶礼一切种妙智，佛、薄伽梵者，谓：如来、

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

御丈夫、天人师、佛、薄伽梵。 

诸如来者，是福等流，善根无尽，安忍庄严，

福藏根本，妙好间饰，众相花敷，行境相顺，见无

违逆，信解欢喜，慧无能胜，力无能屈；诸有情师，

诸菩萨父，众圣者王，往涅槃城者之商主。妙智无

量；辩才难思，语言清净，音声和美；观身无厌，

身无与等；不染诸欲，不染众色，不染无色；解脱

众苦，善脱诸蕴，不成诸界，防护诸处；永断诸结，

脱离热恼，解脱爱染，越众瀑流；妙智圆满，住去、

来、今诸佛世尊所有妙智；不住涅槃，住真实际；

安住遍现一切有情之地。是为如来正智殊胜功德。 

正法者，谓：善说梵行。初善、中善、后善，

义妙、文巧，纯一、圆满、清净、鲜白。佛薄伽梵，

善说法律，正得，无病，时无间断；极善安立，见

者不空，智者个别内证；法律善显，决定出离，趣

大菩提，无有违逆，成就和顺；具足依止，断流

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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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僧者，谓：正行、应理行、和敬行、质直行。

所应敬礼，所应合掌；清净功德，净诸信施，所应

惠施，普应惠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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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念三宝经讲记 

《华严经》中说： 

深心信解常清净，恭敬尊重一切佛， 

于法及僧亦如是，至诚供养而发心。 

深信于佛及佛法，亦信佛子所行道， 

及信无上大菩提，菩萨以是初发心。 

信为道元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法， 

断除疑网出爱流，开示涅槃无上道。 

信无垢浊心清净，灭除骄慢恭敬本， 

亦为法藏第一财，为清净手受众行。1 

是说，要以非常虔诚的信仰之心、清净之心，

来恭敬、尊重、至诚供养一切佛、一切法、一切僧。

深信佛宝、法宝，以及佛子僧宝所行的一切道，深

信得到无上大菩提果位者，以如此清净信解而希求

                                                 

1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四，《贤首品第十二》，T10, no. 279, 

p. 72, b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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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上菩提果位、利益一切父母众生，此等菩萨称为

初发菩提心的菩萨。 

这种非常虔诚和恭敬的信心，如道之初始、功

德之母一般，能使最初没有信仰者生起非常坚定的

信仰，没有菩提心者生起菩提心；而有了菩提心之

后，由虔诚信仰的滋润，能够让自己菩提道路的修

行、证悟，增长广大，直到最终证得佛陀果位。因

此，信仰即是一切道之源泉、功德之母，是能够长

养一切诸善法的根本因，也是断除一切对三宝的疑

惑、对因果业报的疑惑之王，亦为出离贪著世间名

闻利养等一切爱流的根本，也是趣往无上菩提果位

的唯一通道。 

人一旦有了非常清净的信仰，能令相续中远离

贪欲、瞋恨、愚痴、傲慢、疑心、邪见等一切浊染，

而得以清净；人一旦有了非常虔诚的信仰，就能够

调伏内心当中的傲慢之心，就能够非常恭敬地对待

佛宝、法宝、僧宝及一切众生；人一旦有了非常虔

诚的信仰，即拥有了七圣财“信戒施净闻，惭愧及

正慧”当中的第一个圣财。财富当中最尊贵的财富，

就是虔诚的信仰，是犹如手一般收集一切善法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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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虔诚的信仰是修行一切善法的根本。 

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讲到“如是我闻”

的时候，解释说： 

如是义者，即是信。若人心中有信清净，是

人能入佛法。若无信，是人不能入佛法。 

若是不信法，法再微妙、再殊胜，都不管用，

因为不会得到任何加持力。你得到多大的加持力，

全看你对佛法有几分的虔诚信仰。所以，说“如是”，

是佛曾“如是”而说，非我自己所改造之意。 

如今，我对大家也只能说“如是我闻”。释迦牟

尼佛曾经说佛宝的功德、法宝功德和僧宝功德，所

以，我所讲的法，既非我所作，也非藏地或者印度

的某位大德所说，而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名字叫

《随念三宝经》，就是随念佛宝的经、随念法宝的经

和随念僧宝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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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依《瑜伽师地论》总说归依 

 

首先，为什么要随念三宝？从哪方面随念三宝？

这就要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归依，即归依佛宝、

归依法宝、归依僧宝。因此，讲归依的道理，是讲

解《随念三宝经》的基础。若不讲归依，单讲《随

念三宝经》，你们就不知道如何去修行此经所说之理。 

依据什么来讲归依？依据印度无著菩萨所著的

《瑜伽师地论》1。汉地认为此为弥勒菩萨所著。唐

朝大德玄奘大和尚将其译成汉文，西藏的益西德（ཡེ་

ཤེས་སེ，智军）大师将其译成藏文。《瑜伽师地论》

有五个部分2，归依之理主要在《摄决择分》中。 

为什么要依据《瑜伽师地论》来讲？我们讲任

何一种法，如果只讲夏坝活佛怎么想的，意义非常

小；我必须要讲佛经上是怎么说的，印度的大德是

                                                 

1 以下引用原文前标注【瑜伽】。 

2 《本地分》、《摄决择分》、《摄释分》、《摄异门分》、《摄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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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的，当年的高僧大德是怎么翻译的。唯有如

此，法才是正法，是没有篡改过的，是最真实的。 

一、归依的目的 

ཐོས་པ་ལས་བྱུང་བའི་སའི་རྣམ་པར་གཏན་ལ་དབབ་པ་ནི་གནས་ལྔ་པོ་

ལུས་ཀི་ལས་ཡོངས་སུ་དག་པ་དང་། ངག་གི་ལས་ཡོངས་སུ་དག་པ་དང་། ཡིད་

ཀི་ལས་ཡོངས་སུ་དག་པ་དང་། སེམས་ཅན་རྣམས་ལ་སིང་རེ་ཆེ་བ་དང་། བླ་ན་

མེད་པ་དང་ལྡན་པ་ཉིད་ཀིས་སྐྱབས་ཀི་འོས་ཉེ་བར་བརྟགས་ནས་སྐྱབས་སུ་འགོ་

བར་བྱ་སེ།1 

  【瑜伽】瑜伽师地论卷第六十四 

  摄决择分中闻所成慧地 

  由五处观察所归，乃可归依。一、由身业清净

故，二、由语业清净故，三、由意业清净故，四、

由于诸有情起大悲故，五、由成就无上法故。 

我们归依总要有目的。修归依时，要由五种心

态来归依： 

一、为了彻底净除我们身体所造的一切身业业障

                                                 

1 藏文版始自 D no. 4038, 18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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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归依。什么是身业业障？杀生、偷盗、邪淫，及

其类属的一切业障。 

二、为了彻底净除我们口头所造的一切语业业

障而归依。什么是语业业障？妄言、恶口、两舌、

绮语，及其类属的一切业障。 

三、为了彻底净除我们心中所造的一切意业业

障而归依。什么是意业业障？贪、瞋、邪见，及其

类属的一切业障。 

为身口意三业清净，要归依三宝。 

四、为利益一切有情众生，而生起大慈大悲心，

所以要归依。 

五、为了利益众生而求无上菩提而归依。 

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当中说的“由

依何事为归依因、由依彼故所归之境、由何道理而

正归依、既归依已所学次第”，其来源即是无著菩萨

的《瑜伽师地论》。以上就是第一，“由依何事为归

依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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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归依的对象 

དེ་ལ་སྐྱབས་སུ་འགོ་བར་བྱ་བ་ནི་དུ། རྒྱུ་གང་གིས་ནི་དེ་དག་ཉིད་ལ་སྐྱབས་

སུ་འགོ། ཇི་ཙམ་གིས་ན་སྐྱབས་སུ་སོང་བ་ཡིན། སྐྱབས་སུ་སོང་བས་ཇི་ལྟར་ནི་

བསྒྲུབ་པར་བྱ། སྐྱབས་སུ་སོང་བའི་ཕན་ཡོན་ནི་གང་ཡིན་ཞེ་ན། 

  【瑜伽】问：归依有几种？何缘但有尔所归依？

齐何缘故，说能归依？云何修行归依之行？何等归

依所得功德？ 

这里问了五个问题： 

第一，“归依有几种”，说的是所归依的对象是谁。 

第二，“何缘但有尔所归依”，说的是为什么佛

法僧堪为归依之境。 

这两条合起来，就是《广论》中的“由依彼故

所归之境”。 

第三，“齐何缘故，说能归依”，说的是归依的

方法，也就是《广论》中的“由何道理而正归依”。 

第四，“云何修行归依之行”，说的是归依以后

如何修行。 

第五，“何等归依所得功德”，说的是通过归依，

可以获得哪些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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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条在《广论》中，合并为“既归依已所学

次第”。 

སྨྲས་པ། སྐྱབས་སུ་འགོ་བར་བྱ་བ་ནི་གསུམ་སེ། སངས་རྒྱས་ལ་སོགས་པའོ། ། 

  【瑜伽】答：归依有三种。谓佛、法、僧。 

归依的对象是佛、法、僧三宝。这是“归依有

几种”的回答。  

རྒྱུ་བཞིས་ན་དེ་དག་ཉིད་ལ་སྐྱབས་སུ་འགོ་བར་བྱ་བ་ཡིན་ཏེ། དེ་བཞིན་

གཤེགས་པ་ནི་ཤིན་ཏུ་དུལ་བའི་བདག་ཉིད་དང་། རྣམ་པ་ཐམས་ཅད་དུ་གདུལ་བྱ་

འདུལ་བའི་ཐབས་ལ་མཁས་པ་དང་། ཐུགས་རེ་ཆེ་བ་དང་། ཟང་ཟིང་གི་མཆོད་པ་

ཐམས་ཅད་ཀིས་མཉེས་པར་བྱ་བ་མ་ཡིན་གི་བསྒྲུབ་པའི་མཆོད་པས་མཉེས་པར་བྱ་

བས་སོ། ། 

  【瑜伽】四缘故有尔所归依：一、由如来性极

调善故；二、于一切种所调能调善方便故；三、具

大悲故；四、以一切财而兴供养未将为喜，要以正

行而兴供养，乃生欢喜。 

三宝之所以可归依，主要是因为佛宝的功德。

其中有四项原因： 

一、由如来性极调善故。如来是非常清净调柔的。

宗喀巴大师说，假如我们归依的对象自己没有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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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回苦、达到极调善的话，就没有能力救我们。好

比自己也掉在沼泽里的人，怎么能把另一个人从泥

沼当中解救出来呢？唯有自己没有掉进沼泽里，才

有可能把身陷沼泽的人救出来。佛不是掉在轮回沼

泽当中的凡夫，而是已经达到极善的调伏，脱离了

轮回，所以有本事解救我们。 

二、于一切种所调能调善方便故。即使自己脱离

了轮回苦，得到了极调善，但若不善巧、不懂得如

何救人的话，还是救不了我们。为此，宗大师打了

个比喻：假如一个断臂的人，就算他自己的儿子掉

在沼泽里，他只能在泥泽的周围跑来跑去，干着急，

却救不了。同样，如果如来不善巧方便度化众生的

话，是救不了我们的。然而，佛陀具有最完美的调

伏众生的善巧方便，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度化他，以

什么方法度化他，怎么去度化他等等。 

三、具大悲故。如果如来只救自己熟悉的人，

而不解救所有众生的话，那么佛未必能救我们，因

为我们跟如来素不相识。但是，佛对一切众生同等

大悲，没有亲疏之差别，在佛眼里，不管是穷人，

还是富人，是有知识的人，还是没有知识的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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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力的人，还是没有权力的人，都同等对待。所

以，只要我们拥有虔诚的信仰，佛必会解救我们。 

四、以一切财而兴供养未将为喜，要以正行而兴

供养乃生欢喜。假如如来像贪官一样，谁供养财物

多，就先救谁，你不供养他，他就不救你，那就不

堪为一切众生的归依。然而，释迦牟尼佛并不因为

供养财物多而欢喜，而是因为你修行，你行善积德，

而生欢喜。 

所以只要你有虔诚的信仰，认真地修行，即使

再穷，佛同样度化。佛对贫穷和富贵的人同等大悲，

佛是能够救我们的。 

所以佛堪为归依之境，是归依者的导师。 

དེ་ལྟ་བུས་བསན་པའི་ཆོས་གང་ཡིན་པ་དང་། དེའི་ཉན་ཐོས་ཀི་དགེ་འདུན་

གང་ཡིན་པ་དེ་ཡང་དེ་ལྟ་བུ་ཁོ་ནས་སྐྱབས་སུ་འོས་པ་ཡིན་པར་རིག་པར་བྱའོ། ། 

  【瑜伽】由如是故，彼所立法、彼弟子众，皆

可归依。 

佛从哪里来？佛之所以成佛，完全是因为修了法

宝。所以法宝也堪为归依之境，是归依者的正归依处。 

受佛宝的教导而修行，已经达到圣位证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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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僧宝。所以僧宝也堪为归依之境，是归依者的

修行助伴。 

这就是为什么归依、往何处归依的道理。 

三、归依的方法 

རྒྱུ་བཞིས་ན་སྐྱབས་སུ་སོང་བ་ཡིན་ཏེ། ཡོན་ཏན་ཤེས་པ་དང་། ཁྱད་པར་

ཤེས་པ་དང་། ཁས་བླངས་པ་དང་། གཞན་མི་སྨྲ་བས་སོ། ། 

  【瑜伽】齐四缘故，说能归依：一、知功德故，

二、知差别故，三、自誓愿故，四、更不说有余大

师故。 

这话说得非常精彩，这就是如何归依之理。 

一、知功德故。何谓知功德？首先是了知佛的

功德，它分为身功德、语功德、意功德、事业功德。 

佛身功德，比如，我们站在庄严的释迦牟尼佛

的佛像面前，双手合掌，瞻仰庄严的佛像，念想佛

身的三十二相和八十种随好的功德。心想：佛具有

如此威仪和庄严的功德相！这些具体的身相，在许

多佛经中都有讲述，其中讲述比较清楚的是玄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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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翻译的《大般若经》第二会的末端1。 

                                                 

1《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469，《众德相品第七十六》：“复次，

善现！三十二大士相者，谓如来足下有平满相，妙善安住犹如奁底，

地虽高下，随足所蹈皆悉坦然无不等触，是为第一。如来足下千辐

轮文，辋毂众相无不圆满，是为第二。如来手足悉皆柔软，如覩罗

绵胜过一切，是为第三。如来手足一一指间，犹如鴈王咸有鞔网，

金色交络文同绮画，是为第四。如来手足所有诸指，圆满纤长甚可

爱乐，是为第五。如来足跟广长圆满，与趺相称胜余有情，是为第

六。如来足趺修高充满，柔软妙好与跟相称，是为第七。如来双腨

渐次纤圆，如瑿泥耶仙鹿王腨，是为第八。如来双臂修直𦟛圆，如

象王鼻平立摩膝，是为第九。如来阴相势峯藏密，其犹龙马亦如象

王，是为第十。如来毛孔各一毛生，柔润绀青右旋宛转，是第十一。

如来发毛端皆上靡，右旋宛转柔润绀青，严金色身甚可爱乐，是第

十二。如来身皮细薄润滑，尘垢水等皆所不住，是第十三。如来身

皮皆真金色，光洁晃曜如妙金台，众宝庄严众所乐见，是第十四。

如来两足、二手掌中、颈及双肩七处充满，是第十五。如来肩项圆

满殊妙，是第十六。如来髆腋悉皆充实，是第十七。如来容仪洪满

端直，是第十八。如来身相修广端严，是第十九。如来体相纵广量

等，周匝圆满如诺瞿陀，是第二十。如来颔臆并身上半，威容广大

如师子王，是二十一。如来常光面各一寻，是二十二。如来齿相四

十齐平，净密根深白逾珂雪，是二十三。如来四牙鲜白锋利，是二

十四。如来常得味中上味，是二十五。如来舌相薄净广长，能覆面

轮至耳发际，是二十六。如来梵音词韵弘雅，随众多少无不等闻，

其声洪震犹如天鼓，发言婉约如频迦音，是二十七。如来眼睫犹若

牛王，绀青齐整不相杂乱，是二十八。如来眼睛绀青鲜白，红环间

饰皎洁分明，是二十九。如来面轮其犹满月，眉相皎净如天帝弓，

是第三十。如来眉间有白毫相，右旋柔软如覩罗绵，鲜白光净逾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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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等，是三十一。如来顶上乌瑟腻沙，高显周圆犹如天盖，是三十

二。是名三十二大士相。”(T07, no. 220, p. 376, b17-c27) 

卷 470：“复次，善现！八十随好者，谓如来指爪狭长薄润，光

洁鲜净如华赤铜，是为第一。如来手足指圆纤长，𦟛直柔软节骨不

现，是为第二。如来手足各等无差，于诸指间悉皆充密，是为第三。

如来手足圆满如意，软净光泽色如莲华，是为第四。如来筋脉盘结

坚固深隐不现，是为第五。如来两踝俱隐不现，是为第六。如来行

步直进庠审如龙象王，是为第七。如来行步威容齐肃如师子王，是

为第八。如来行步安平庠序，不过不减犹如牛王，是为第九。如来

行步进止仪雅其犹鹅王，是为第十。如来回顾必皆右旋，如龙象王

举身随转，是第十一。如来支节渐次𦟛圆，妙善安布，是第十二。

如来骨节交结无隙犹若龙盘，是第十三。如来膝轮妙善安布坚固圆

满，是第十四。如来隐处其文妙好，威势具足圆满清净，是第十五。

如来身支润滑柔软，光悦鲜净尘垢不着，是第十六。如来身容敦肃

无畏常不怯弱，是第十七。如来身支坚固稠密善相属着，是第十八。

如来身支安定敦重，曾不掉动圆满无坏，是第十九。如来身相犹若

仙王，周匝端严光净离翳，是第二十。如来身有周匝圆光，于行等

时恒自照曜，是二十一。如来腹形方正无欠，柔软不现众相庄严，

是二十二。如来脐深右旋圆妙清净光泽，是二十三。如来䐡厚不洼

不凸周匝妙好，是二十四。如来皮肤远离疥癣，亦无黡点、疣赘等

过，是二十五。如来手掌充满柔软，足下安平，是二十六。如来手

文深长明直润泽不断，是二十七。如来唇色光润丹晖，如频婆果上

下相称，是二十八。如来面门不长不短、不大不小如量端严，是二

十九。如来舌相软薄广长如赤铜色，是第三十。如来发声威震深远，

如象王吼明朗清彻，是三十一。如来音韵美妙具足如深谷响，是三

十二。如来鼻高修而且直，其孔不现，是三十三。如来诸齿方整鲜

白，是三十四。如来诸牙圆白光洁渐次锋利，是三十五。如来眼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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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白分明，是三十六。如来眼相修广，犹如青莲华叶甚可爱乐，是

三十七。如来眼睫上下齐整稠密不白，是三十八。如来双眉长而不

白致而细软，是三十九。如来双眉绮靡顺次绀瑠璃色，是第四十。

如来双眉高显光润形如初月，是四十一。如来耳厚广大修长轮埵成

就，是四十二。如来两耳绮丽齐平离众过失，是四十三。如来容仪

能令见者无损无染皆生爱敬，是四十四。如来额广圆满平正形相殊

妙，是四十五。如来身分上下圆满，如师子王威严无对，是四十六。

如来头发修长绀青、稠密不白，是四十七。如来头发香洁细软、润

泽旋转，是四十八。如来头发齐整无乱亦不交杂，是四十九。如来

头发坚固不断永无褫落，是第五十。如来头发光滑殊妙尘垢不着，

是五十一。如来身分坚固充实逾那罗延，是五十二。如来身体长大

端直，是五十三。如来诸窍清净圆好，是五十四。如来身支势力殊

胜无与等者，是五十五。如来身相众所乐观尝无厌足，是五十六。

如来面轮修广得所，皎洁光净如秋满月，是五十七。如来颜貌舒泰

光显，含笑先言唯向不背，是五十八。如来面貌光泽熈怡，远离频

蹙青赤等过，是五十九。如来身支清净无垢常无臭秽，是第六十。

如来身所有诸毛孔中常出如意微妙之香，是六十一。如来面门常出

最上殊胜之香，是六十二。如来头相周圆妙好，如末达那亦犹天盖，

是六十三。如来身毛绀青光净，如孔雀项红晖绮饰色类赤铜，是六

十四。如来法音随众大小不增不减应理无差，是六十五。如来顶相

无能见者，是六十六。如来手足指约分明，庄严妙好如赤铜色，是

六十七。如来行时其足去地如四指量而现印文，是六十八。如来自

持不待他卫，身无倾动亦不逶迤，是六十九。如来威德远震一切，

恶心见喜，恐怖见安，是第七十。如来音声不高不下，随众生意和

悦与言，是七十一。如来能随诸有情类言音意乐而为说法，是七十

二。如来一音演说正法，随有情类各令得解，是七十三。如来说法

咸依次第，必有因缘言无不善，是七十四。如来等观诸有情类，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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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当中说佛有八种语功德，也有说八八六十

四种妙音功德。汉译《大宝积经•菩萨藏会·如来不

思议性品》说了三十五种妙音1，而单行本《佛说如

来不思议秘密大乘经》中有完整的六十四种妙音2。 

———————————— 

善毁恶而无爱憎，是七十五。如来所为先观后作，轨范具足令识善

净，是七十六。如来相好，一切有情无能观尽，是七十七。如来顶

骨坚实圆满，是七十八。如来颜容常少不老好巡旧处，是七十九。

如来手足及胸臆前俱有吉祥喜旋德相，文同绮画色类朱丹，是第八

十。如是名为八十随好。”(T07, no. 220, p. 377, a7-p. 378, a4)  

1《大宝积经》卷 37，《如来不思议性品第四》：“舍利子！诸佛

如来先福所感，果报音声其相无量。所谓慈润声、可意声、意乐声、

清净声、离垢声、美妙声、喜闻声、辩了声、不鞕声、不涩声、令

身适悦声、心生踊跃声、心欢悦豫声、发起喜乐声、易解声、易识

声、正直声、可爱声、可喜声、庆悦声、意悦声、师子王吼声、大

雷震声、大海震声、紧捺洛歌声、羯罗频伽声、梵天声、天鼓声、

吉祥声、柔软声、显畅声、大雷深远声、一切含识诸根喜声、称可

一切众会声、成就一切微妙相声。”(T11, no. 310, p. 210, a11-21)  

2《佛说如来不思议秘密大乘经》卷 7，《如来语密不思议品第八》：

“寂慧当知，如来语言具有六十四种殊妙之相。何等名为六十四种？

一者流泽，二者柔软，三者悦意，四者可乐，五者清净，六者离垢，

七者明亮，八者甘美，九者乐闻，十者无劣，十一者圆具，十二者

调顺，十三者无涩，十四者无恶，十五者善柔，十六者悦耳，十七

者适身，十八者心生勇锐，十九者心喜，二十者悦乐，二十一者无

热恼，二十二者如教令，二十三者善了知，二十四者分明，二十五

者善爱，二十六者令生欢喜，二十七者使他如教令，二十八者令他

善了知，二十九者如理，三十者利益，三十一者离重复过失，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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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意功德有很多种，如一切相智、道智、一

切智，或者八现观、七十要义、一百七十三行相，

或者归类为二十一种无漏智等等。如果想完整地学

习，就要看“般若”，要看《现观庄严论》。归纳起

来有三：一是慈悲，二是智慧，三是德能。在宗喀

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归依部分对此有专门

讲述。 

———————————— 

二者如狮子音声，三十三者如龙音声，三十四者如云雷吼声，三十

五者如龙王声，三十六者如紧那罗妙歌声，三十七者如迦陵频伽声，

三十八者如梵王声，三十九者如共命鸟声，四十者如帝释美妙声，

四十一者如振鼓声，四十二者不高，四十三者不下，四十四者随入

一切音声，四十五者无缺减，四十六者无破坏，四十七者无染污，

四十八者无希取，四十九者具足，五十者庄严，五十一者显示，五

十二者圆满一切音声，五十三者诸根适悦，五十四者无讥毁，五十

五者无轻转，五十六者无动摇，五十七者随入一切众会，五十八者

诸相具足。（……）五十九者，如来所出语言，普令十方一切世界一

切众生心意欢喜，佛亦不作是念：‘我能宣说诸法。’（……）六十者，

一切众生其数无量，一切众生行亦无量，如来所说众生心行略有八

万四千种类，但为根性下劣众生，令其解入如来所说。（……）六十

一者，如来语秘密智，随入一切众生心意，然其语言不从如来口门

中出，但从虚空而出。（……）六十二者，如来所出语言，随诸众生

种种信解、随诸众生心意成熟，普使随应而得了知，然佛如来常住

无分别舍。（……）六十三者，诸佛如来所有音声无其分量。（……）”

(T11, no. 312, p. 719, c6- p. 722, a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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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事业成就功德、事业任运无造作的功德。 

然后念想法的功德。因为一切如来的功德都是

由法而出，所以如来有多少功德，法就有相应的功德。 

僧的功德有“明”和“解脱”的八种功德。 

《究竟一乘宝性论》中也提到佛的八种功德、

法的八种功德、僧的八种功德1。 

嘴里可以念：“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

念的同时，心里想着佛的身、语、意、事业功德，

以及法功德、僧功德。 

也可以念： 

归依佛二足尊， 

归依法离欲尊， 

归依僧众中尊。”  

如果再广一点，可以念： 

                                                 

1 佛八功德：无为、无功用、非以他缘证、智、悲、力、自利

圆满、利他圆满。法八功德：无思、无二、无分别、清净、显明、

对治品、离贪、离贪之因。僧八功德：如所有明、尽所有明、内证、

贪障之解脱、滞障之解脱、劣障之解脱、作为二总数之明与解脱。

（详见江波译《宝性论大疏》及《辨宝性大乘上续论释》，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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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依佛二足尊，祈请加持，令我脱离总轮回

苦、别三恶趣苦； 

  归依法离欲尊，祈请加持，令我脱离总轮回

苦、别三恶趣苦； 

  归依僧众中尊，祈请加持，令我脱离总轮回

苦、别三恶趣苦。 

这是广略的区别。要嘴里念，心里想，要有非

常虔诚的心，很重要。 

二、知差别故。了知三宝的差别。这在下面第

六部分会讲到。 

三、自誓愿故。自誓愿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跪

在佛前，双手合掌，念：归依佛，二足尊；归依法，

离欲尊；归依僧，众中尊。有的汉文大藏经里译成 

归依佛陀，二足中尊； 

归依达磨，离欲中尊； 

归依僧伽，诸众中尊。 

佛陀、达摩、僧伽是梵文的音译。这叫誓言。 

四、更不说有余大师故。这在下面会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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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归依的学处 

归依之后应该做什么呢？按照《瑜伽师地论》

当中说，需要做八件事。 

སྐྱབས་སུ་སོང་བའི་ཡང་དག་པའི་བསྒྲུབ་པ་ནི་རྣམ་པ་བཞིར་རིག་པར་བྱ་

སེ། སྐྱེས་བུ་དམ་པ་ལེགས་པར་བསེན་པ་དང་། དམ་པའི་ཆོས་མཉན་པ་དང་། ཚུལ་

བཞིན་ཡིད་ལ་བྱ་བ་དང་། ཆོས་ཀི་རེས་སུ་མཐུན་པའི་ཆོས་སྒྲུབ་པའོ། ། 

  【瑜伽】当知归依有四正行：一、亲近善士，

二、听闻正法，三、如理作意，四、法随法行。若

有成就此四正行，乃名归依。 

当知归依有四正行。正行就是正式修行的内容。 

一、亲近善士。学佛一定要拜师父。拜师父的

目的是听师父讲法。只有听师父讲法之后，才知道

佛法的内容是什么；然后，才知道如何修行。否则，

不知道佛法的内容，就不知道如何修行。且不说学

习佛法这么深奥的学问，哪怕是做木匠也要拜师父。

如果没人教，怎么能够学会做木工活呢？学佛法一

定要拜一个具德的善知识，作为自己引导的师父，

祈请讲经说法。 

二、听闻正法。拜师父不是为了拉帮结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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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为了有个后台，使自己不受欺负，更不是让师

父直接把你给解脱了。这些都不可能。拜师父的唯

一目的，就是从师父那里听闻正法。师父不讲，就

祈请。如果不祈请，师父是不可以讲的。佛经当中

说：“不请者，莫要讲法。”《华严经》中讲到七支供，

其中的第五支是“请转法轮”，也就是祈求师父讲法。

其实祈请师父讲经说法，能造无量无边的功德。 

三、如理作意。心里不断地念想法的内容。无

论行住坐卧都在念想，何谓佛的功德，何谓法的功

德，何谓僧的功德，如何归依，如何修法，心里对

佛经当中所讲内容不断思考。 

四、法随法行。了知了法的内容之后，就依教

奉行，佛法说不可以做的，就坚决不做。一定要随

佛法而行，不要逆佛法而行，这叫法随法行。 

ཡང་དག་པར་བསྒྲུབ་པ་ནི་རྣམ་པར་བཞིར་རིག་པར་བྱ་སེ། དབང་པོ་མི་

རོད་པར་བྱ་བ་དང་། བསླབ་པའི་གཞི་ཡང་དག་པར་བླང་བར་བྱ་བ་དང་། སེམས་

ཅན་ལ་སིང་ར་ེབར་བྱ་བ་དང་། དུས་དུས་སུ་དཀོན་མཆོག་མཆོད་པ་ལ་བརོན་པར་བྱའོ། ། 

  【瑜伽】当知复有四种正行：一、诸根不掉，

二、受学学处，三、悲愍有情，四、应时时间于三

宝所勤修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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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四种正行： 

一、诸根不掉。何谓诸根不掉？心要放下来，

不要掉举，不要散乱，不要乱想，总而言之，诸根

不要太野蛮，要学会非常柔和、清净、调伏。 

比如，见到师父马上顶礼。法师的修行如何不

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要有非常虔诚的信仰。四个

僧人以上的僧团就代表着圣僧伽。不管某个僧人的

修行如何，作为僧团，你必须要对他们非常地恭敬，

把他当成僧宝。 

再比如，同修们互相之间处不好关系，互相谩

骂，这样不好；要互相尊重，互相恭敬。包括在家

庭中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都要用非常调柔

之心和恭敬之心来对待。只要这样，你修法的功德

就会越来越增长。因此，诸根不要恣意妄为，不要

野蛮，要调柔一点、清净一点、恭敬一点。 

有很多人非常忌讳顶礼膜拜，对于佛教徒向佛

顶礼不理解，认为跟封建时代给皇上磕头一样。这

是错误的，这不是封建帝制的产物，而是我们中华

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不是野蛮

之地。我们懂得顶礼父母，因为他们的恩德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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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达对他们的恭敬，别无它法，我们只能顶礼。

我们顶礼佛和菩萨，因为他们的功德最大，为了对

他们的功德表示恭敬，唯有顶礼膜拜才能表达。这

是我们中国人的表达方式，就像外国人握手，或者

拥抱一样，这就是一种非常亲切、非常恭敬的举动。

作为中国人，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这些优良传统当成

见不得人的事，那它们将由谁来继承呢？我们国家

必将崛起，只有依靠我们中华文明来崛起，才是名

正言顺，名副其实。所以千万不要弯不了腰，直直

的站在那里，这种行为从个人来说，至少是无知之

徒、不文明之举；从地区来说，不是礼仪之邦。所

以要学会调柔。 

二、受学学处。受归依戒、菩萨戒等等学处。

受了学处之后，如理守护一切学处。没有受过归依

戒，没有受过菩萨戒，你所做的善业功德会很小。

但是，一旦受了归依戒和菩萨戒以后，你所做的善，

功德千倍万倍地增长，因为你相续中有戒体，所以

功德的力量特别大。 

三、悲悯有情。对一切众生起大慈大悲心，一

定要有悲悯心，同情心，愿一切众生远离一切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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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痛苦因。其中包括自己的父母、孩子、丈夫或妻

子、亲朋好友，认识或不认识的所有人。甚至面对

最憎恨的敌人，你也要对他消除瞋恨心，发起大慈

大悲之心，要发愿，愿这个敌人远离一切苦，具足

一切功德。 

四、应时时间于三宝所，勤修供养。在初一、初

八、十五、二十五，比较吉祥的日子，到寺院里为

僧团打斋、供养。其实所谓的打斋、供养，并不是

说你做不到的事也要你做，而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去

供养，用不着互相攀比。比如哪怕是每位僧人供养

一块钱，如果有二、三十个出家人，也不过二、三

十块钱，交通费都可能比这些钱多，我们是承担得

起的。这样一来，你就造福报了，福德是无量的。

如果有能力每个僧人供养十块钱，不过几百元钱。

这样不断地供养，在心里培养出很多的善资粮，造

积福报，非常殊胜。所以，初一、十五要到庙里来，

在佛面前供养鲜花、供养僧人，培养自己虔诚的信

仰心。 

对法宝，哪里印佛经，条件好一点可以多出些

钱，条件差的没有必要跟别人比，根据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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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就行了。这叫造福报。 

这八个是我们归依后要经常做的。1. 亲近善士，

2. 听闻正法，3. 如理作意，4. 法随法行，5. 诸根

不掉，6. 受学学处，7. 悲悯有情，8. 应时时间于

三宝所勤修供养。 

五、归依的功德 

སྐྱབས་སུ་སོང་བའི་ཕན་ཡོན་ནི་བཞི་སེ། བསོད་ནམས་རྒྱ་ཆེན་པོ་འཐོབ་

པ་དང་། དགའ་བ་དང་མཆོག་ཏུ་དགའ་བ་རྒྱ་ཆེན་པོ་འཐོབ་པ་དང་། ཏིང་ངེ་འཛིན་

འཐོབ་པ་དང་། རྣམ་པར་དག་པ་འཐོབ་པའོ། ། 

  【瑜伽】受归依者获四功德：一、获广大福，

二、获大欢喜，三、获三摩地，四、获大清净。 

受归依者获四功德： 

一、获广大福。供养得越多，福报增长越大。

同样是人，有的人经济条件非常好，而有的人就特

别穷。为什么？因为前世没有做供养，没有布施，

没有多做饶益众生之事，所以今世如此贫穷。如今

我们得到了人身，多做上供下施的话，那么我们的

后半生和来世一定不会贫穷，会成为福报非常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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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修福报的话，就供养三宝，施舍有情。 

二、获大欢喜。每当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

的时候，心中要对佛法产生更加坚定的信心和欢喜

心，心想，“我为今生来世，种下了如此善的种子，

造集了如此殊胜的福报”，心里越想越欢喜，这就是

获大欢喜。 

三、获三摩地。对三宝做供养者，修禅定能很

快地得到三摩地禅定的殊胜证悟。什么叫三摩地？

三摩地分为两种，一是世间三摩地，二是出世间三

摩地。世间三摩地是以“下地粗相、上地静相”为

所缘和行相，修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以及空

无边处定、识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

处定等等。出世间三摩地是以“四谛十六行相”等

为所缘和行相，修第一静虑、第二静虑、第三静虑、

第四静虑，或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等等。通

过供养、修禅定，就能够获得这些证悟，将来能够

获得天眼通、天耳通、神境通、他心通、宿住随念

通，漏尽通等广大神通。 

四、得大清净。所谓大清净，是清净一切所知

障与烦恼障等，包括贪、瞋、痴、慢、疑、见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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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恼。见又可分为坏聚见、边执见、邪见、见取见、

戒禁取见五种。归依能够断除这一切烦恼，也能够

断除一切由此引发轮回的业力。 

གཞན་ཡང་ཕན་ཡོན་བཞི་སེ། སྲུང་བ་ཆེན་པོ་དང་ལྡན་པ་དང་། ལོག་པར་

མོས་པའི་སིབ་པ་ཐམས་ཅད་བསྲབས་པ་དང་། ཡོངས་སུ་ཟད་པ་དང་། ཡོངས་སུ་

གཏུགས་པ་འཐོབ་པ་དང་། དམ་པ་ཡང་དག་པར་སོང་བ་སྐྱེས་བུ་དམ་པ་རྣམས་ཀི་

ནང་དུ་བགང་བར་འགྱུར་བ་དང་། སོན་པ་དང་ཚངས་པ་མཚུངས་པར་སོད་པ་

རྣམས་དང་། བསན་པ་ལ་མངོན་པར་དད་པའི་ལྷ་རྣམས་ཀི་ཡིད་དུ་འོང་ཞིང་དགའ་

བར་འགྱུར་ཏེ། ཆེ་གེ་མོ་ཞིག་བདག་ཅག་སྐྱབས་སུ་འགོ་བ་གང་དང་ལྡན་པས་དེ་

ནས་ཤི་འཕོས་ནས་འདིར་སྐྱེས་པའི་སྐྱབས་སུ་འགོ་བ་དེ་དག་དང་ལྡན་ཞིང་ལན་

མང་དུ་གནས་པས་ན་དེ་ནི་བདག་ཅག་གི་གོགས་སུ་འགྱུར་བར་འོང་ངོ་སམ་ནས་

ཡིད་དགའ་ཞིང་ཆེད་དུ་བརོད་པ་ཆེད་དུ་རོད་པར་བྱེད་པའོ། ། 

  【瑜伽】复获四德。一、大护圆满；二、于一

切种邪信解障，皆得轻微，或永灭尽；三、得入聪

叡正行正至善士众中，所谓大师同梵行者；四、为于

圣教净信诸天欢喜爱念。谓彼天众心生欢喜，唱如

是言；“我等成就三归依故，从彼处没来生此间；是

诸人等，今既成就多住归依，亦当来我众同分中。” 

归依还有四种功德： 

一、大护圆满。驱魔延寿最殊胜的办法就是归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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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归依佛二足尊，归依法离欲尊，归依僧众中尊”，

这是驱一切三界魔鬼最利害的咒语。归依三宝，非

常殊胜。 

二、于一切种邪信解障皆得轻微，或永灭尽。由

于信解、归依恶师、恶法、恶友而造下的种种恶业，

由于归依三宝，都会减弱，乃至彻底地断除。如果

对三宝的归依心非常微弱，邪行恶念的减少也微弱；

由中等虔诚的心来归依三宝，邪行恶念也将变得中

等；如果以非常猛利、虔诚的心归依，则能彻底地

断除一切邪恶的念头。 

三、得入聪叡正行正至1善士众中，所谓大师同

梵行者。有非常虔诚的归依心的人，必然会规范自

己的言谈举止和起心动念，正因为如此，就会入善

知识之列。本来善知识也是人，为什么称他为善知

识？因为他行善积德，学习和修行很多正法。你如

果归依三宝，如理正行佛法，也会成为善知识当中

的一分子。 

                                                 
1 《瑜伽师地论》卷八：“已趣各别烦恼寂静，故名正至。于诸

有情远离邪行，行无倒行，故名正行。”(T30, no. 1579, p. 316, c28-p. 

317,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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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于圣教净信，诸天欢喜爱念。虔诚地归依

三宝，佛欢喜，同修梵行者也会对你产生恭敬之心，

甚至信仰佛法的那些神灵，包括非常有威力的龙王

难陀、跋难陀等天龙八部，都会对你非常欢喜，并

且守护你。因为，他们曾经也是通过归依的修行，

行善积德，而受生于天界；如今你断一切恶，修善

积德，归依三宝，将来也一定会投生到天界，成为

他们的伴侣。所以他就会守护你、帮助你。 

六、三宝的差别 

སངས་རྒྱས་དང་ཆོས་དང་དགེ་འདུན་དཀོན་མཆོག་རྣམས་ཀི་ཁྱད་པར་ནི་

རྣམ་པ་དྲུག་གིས་རིག་པར་བྱ་སེ། མཚན་ཉིད་དང་། ཕིན་ལས་དང་། མོས་པ་དང་། 

སྒྲུབ་པ་དང་། རེས་སུ་དྲན་པ་དང་། བསོད་ནམས་འཕེལ་བས་སོ། ། 

  【瑜伽】复次由六种相，佛法僧宝差别应知。

一、由相故，二、由业故，三、信解故，四、修行

故，五、随念故，六、生福故。 

前面谈到归依的方法时，《瑜伽师地论》中说要

通过了知佛宝、法宝、僧宝的差别，来归依三宝。

这里详细解释三宝的六种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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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故差别 

དེ་ལ་མཚན་ཉིད་ལས་གྱུར་པའི་ཁྱད་པར་ནི་སངས་རྒྱས་དཀོན་མཆོག་ནི་

རང་མངོན་པར་རོགས་པར་བྱང་ཆུབ་པའི་མཚན་ཉིད་དོ། །ཆོས་དཀོན་མཆོག་ནི་

མངོན་པར་རོགས་པར་བྱང་ཆུབ་པའི་འབྲས་བུའི་མཚན་ཉིད་དོ། །དགེ་འདུན་

དཀོན་མཆོག་ནི་གཞན་གི་མན་ངག་གིས་ཡང་དག་པར་བསྒྲུབ་པའི་མཚན་ཉིད་དོ། ། 

  【瑜伽】云何相1故三宝差别？谓自然觉悟相，

是佛宝。觉悟果相，是法宝。随他所教正修行想，

是僧宝。 

三宝的相是什么？ 

已经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者，是佛宝的相。 

能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果位的灭圣谛和道圣谛，

是法宝的相。 

依照佛的教授修行，已经得到初地菩萨以上圣

者果位者，是僧宝的相。 

也就是说，我们所归依处的佛，已经得到了圆

满的果；法是他相续中所拥有的证悟，或者他修行

的境界；僧是依照佛说法修行，虽然没有功德圆满，

                                                 

1 相（lakṣaṇa, མཚན་ཉིད）：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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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已经得到了非常高的功德，得到了圣果位的人。

这是相的区别。 

（二）业故差别 

དེ་ལ་ཕིན་ལས་ལས་གྱུར་པའི་ཁྱད་པར་ནི་སངས་རྒྱས་དཀོན་མཆོག་ནི་

ལུང་ལེགས་པར་འབོགས་པའི་ཕིན་ལས་ཅན་ནོ། །ཆོས་དཀོན་མཆོག་ནི་ཉོན་

མོངས་པ་དང་སྡུག་བསྔལ་སོང་བ་ལ་དམིགས་པའི་ཕིན་ལས་ཅན་ཡིན་ནོ། །དགེ་

འདུན་དཀོན་མཆོག་ནི་སོ་བ་མངོན་པར་འཕེལ་བར་བྱེད་པའི་ཕིན་ལས་ཅན་ཡིན་ནོ། ། 

  【瑜伽】云何业1故三宝差别？谓转正教业，是

佛宝；舍烦恼苦所缘境业，是法宝；勇猛增长业，

是僧宝。 

三宝事业的区别就是佛宝能做什么，法宝能做

什么，僧宝能做什么。 

佛能做的是转正法轮，宣讲正法。佛经中说： 

诸佛非以水洗罪，亦非以手除众苦， 

非将所证迁于他，示法性谛令解脱。2 

                                                 

1 业（karman, ཕིན་ལས）：此处指“事业”。 

2 引自《集法句经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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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佛不能用水来洗掉你的罪业，也不能用

手去掉你的痛苦，不能把他自己所证的证悟迁移到

你的相续中；而是通过讲法，让你听法后依法修行，

你才能证得解脱。  

法宝的事业是：舍弃一切烦恼和痛苦，作为所

缘境，也就是说，用法宝能除去一切众苦及众苦因。 

僧宝的事业是增长勇猛欢喜1。你看到观自在菩

萨，会说：“哇！多好呀！观自在菩萨已经得到十地

了”。看到文殊菩萨，会说：“哇！我应该向文殊菩

萨学习，文殊菩萨已经得到了十地了，十地菩萨，

快要成佛了！”就是以此为榜样。既然观音、文殊、

弥勒、普贤等等，都能够从一个凡夫，修证成为修

行境界这么高的大菩萨，我为什么不能呢？我也是

人，我也是众生。心中要生起这样的心，要生起勇

猛精进的欢喜。 

这是事业的差别。 

                                                 

1 藏文 སོ་བ 兼有“勇猛”、“欢喜”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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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解故差别 

དེ་ལ་མོས་པ་ལས་གྱུར་པའི་ཁྱད་པར་ནི་སངས་རྒྱས་དཀོན་མཆོག་ལ་ནི་

བསེན་བཀུར་ལ་གུས་པས་ཞེན་པར་བྱའོ། །ཆོས་དཀོན་མཆོག་ལ་ནི་མངོན་དུ་བྱ་

བ་ལ་གུས་པས་ཞེན་པར་བྱའོ། །དགེ་འདུན་དཀོན་མཆོག་ལ་ནི་ཆོས་མཐུན་པའི་

དངོས་པོས་ལྷན་ཅིག་འགོགས་པ་ལ་གུས་པས་ཞེན་པར་བྱའོ། ། 

  【瑜伽】云何信解故三宝差别？谓于佛宝，应

树亲近承事信解；于法宝所，应树希求证得信解；

于僧宝所，应树和合同一法性共住信解。 

我们应如何去信仰佛、法、僧三宝？换句话说，

我们应以何种心态来信仰佛、信仰法、信仰僧？ 

“谓于佛宝应树亲近承事信解。”对于佛宝，心

里要生起非常虔诚的恭敬心，心想，我要侍奉佛宝，

恭敬佛宝，供养佛宝，由此造集福德。对佛宝要以

这样的心态去信仰。 

“于法宝所应树希求证得信解。”对于法宝，心

想：这些教法经律论三藏的内容我要听闻；然后，

思惟其内容；思惟之后，一定要修行戒学、定学、

慧学，并且相续中要生起圆满的戒学、定学、慧学。

换句话说，要精进修行戒学范畴的布施波罗蜜、净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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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蜜、安忍波罗蜜，定学范畴的静虑波罗蜜，慧

学范畴的般若波罗蜜，以及于此三学都须修行的精

进波罗蜜。以“令其在相续中生起”这种对法宝的

信念，来恭敬它。 

“于僧宝所，应树和合同一法性共住信解。”心

想对这些僧伽大众，于和合门中，与他们共同学习，

共同修行，共同伴随，并且向他们学习。以这种心

态来信仰。 

（四）修行故差别 

དེ་ལ་སྒྲུབ་པ་ལས་གྱུར་པའི་ཁྱད་པར་ནི་སངས་རྒྱས་དཀོན་མཆོག་ལ་ནི་

མཆོད་པ་དང་རིམ་གོ་ཉེ་བར་སྒྲུབ་པས་བསྒྲུབ་པར་བྱའོ། །ཆོས་དཀོན་མཆོག་ལ་

ནི་རྣལ་འབྱོར་གི་སོར་བ་གོམས་པར་བྱ་བས་བསྒྲུབ་པར་བྱའོ། །དགེ་འདུན་དཀོན་

མཆོག་ལ་ནི་ཆོས་དང་ཟང་ཟིང་གི་ལོངས་སོད་ཐུན་མོང་གིས་བསྒྲུབ་པར་བྱའོ། ། 

  【瑜伽】云何修行故三宝差别？谓于佛宝，应

修供养承事正行；于法宝所，应修瑜伽方便正行；

于僧宝所，应修共受财法正行。 

如何修行三归依之理之三宝差别： 

“谓于佛宝，应修供养承事正行。”每天早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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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打扫住处即佛堂，然后在佛前陈设种种供品，供

养一切如来，侍奉一切如来，就是以承事供养的心

来修行，这是修行归依佛宝之理。心中思惟：愿我

早日得到佛的果位，然后供养佛、侍奉佛。简单地

说，在佛面前多做供养、打扫卫生、陈设供品等等。 

“于法宝所，应修瑜伽方便正行。”打扫住处、

陈设供品、供养三宝之后，开始在禅座上面，每天

从归依开始，进行非常殊胜地打坐和修行，这叫正

瑜伽修行。 

“于僧宝所，应修共受财法正行。”对僧宝，自

己拥有的财物，以打斋、供养等方式共同分享财物，

以此修行。 

下面是我们要讲的主体内容：第五差别，随念

的差别。 

（五）随念故差别 

དེ་ལ་རེས་སུ་དྲན་པ་ལས་གྱུར་པའི་ཁྱད་པར་ནི་སངས་རྒྱས་དཀོན་མཆོག་

ཀང་རྣམ་པ་གཞན་དག་གིས་རེས་སུ་དྲན་པར་བྱ་ལ། ཆོས་དཀོན་མཆོག་ཀང་རྣམ་

པ་གཞན་དག་གིས་རེས་སུ་དྲན་པར་བྱ། དགེ་འདུན་དཀོན་མཆོག་ཀང་རྣམ་པ་

གཞན་དག་གིས་རེས་སུ་དྲན་པར་བྱ་བ་སེ། འདི་ལྟ་སེ། འདི་ལྟར་བཅོམ་ལྡན་འད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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དེ་ནི་ཞེས་བྱ་བ་ལ་སོགས་པས་རྒྱས་པར་བྱའོ། ། 

  【瑜伽】云何随念故三宝差别？应以余相，随

念佛宝；应以余相，随念法宝；应以余相，随念僧

宝。谓“是世尊”乃至广说。 

这里的“余”是指用佛经当中所说的诸多内容。

比如说，以《随念三宝经》当中所说佛的不同名相，

来一一念想佛具有何等功德，这就是以余相念佛宝；

以《随念法宝经》当中所说的种种名相，来随念法

的功德，这就是以余相念法宝；以《随念僧宝经》

当中所说的种种僧的功德，来随念僧宝的功德，这

就是以余相念僧宝。 

“谓是世尊乃至广说”是何意呢？《随念三宝经》

说：“佛、薄伽梵者，谓：如来、应、正等觉、明行

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

佛、薄伽梵。”所以弥勒菩萨或者无著菩萨说，以《随

念三宝经》的方式来修随念三宝。 

我为什么说“弥勒或无著”？到底谁写的《瑜

伽师地论》？严格的意义上说，应该是无著所写。

有什么依据？公元五世纪，昙无谶大师来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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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第一个将《瑜伽师地论》里边的《菩萨地》翻

译成汉文的译师1。随后，求那跋摩、真谛都曾翻译

过《瑜伽师地论》的选段。后来，玄奘大和尚从印

度回来之后，将包括《菩萨地》在内的《瑜伽师地论》

完完整整地再次翻译成汉文。 

真谛菩萨 546 年来到汉地，他曾经写过无著菩

萨和世亲菩萨的传记，其中提到无著菩萨时说，当

年无著菩萨请弥勒佛从兜率天来到南赡部洲他的道

场里讲法，历时三个月。晚上弥勒佛讲《瑜伽师地

论·本地分》，白天无著菩萨对《本地分》做解释2。

很显然，弥勒菩萨讲的《瑜伽师地论》就是“本地分”

的十七地的部分；而摄决择分、摄释分、摄异门、

                                                 

1 昙无谶译本有二：(1)《菩萨地持经》十卷，相当于唐译《瑜

伽师地论》第三十五至五十卷前半《本地分·菩萨地》。 (2)《菩萨

戒本》一卷，相当于唐译《瑜伽师地论》第四十至四十一卷《本地

分·菩萨地·戒品》。 

2 真谛《婆薮盘豆法师传》卷：“弥勒即如其愿，于夜时下阎浮

提，放大光明，广集有缘众，于说法堂诵出《十七地经》。随所诵出

随解其义，经四月夜解《十七地经》方竟。虽同于一堂听法，唯无

著法师得近弥勒菩萨，余人但得遥闻。夜共听弥勒说法，昼时无著

法师更为余人解释弥勒所说。因此众人皆信大乘弥勒菩萨教。”(T50, 

no. 2049, p. 188, c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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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事分等其它的四部，实际上是无著菩萨对弥勒菩

萨的《本地分》十七地的广释。所以，弥勒和无著

的作品加起来就变成了《瑜伽师地论》。对于这一点

我深信不疑，因为他离无著菩萨只有一百年左右的

时间，所以他知道无著菩萨的事一定会比后人多。

为此，我说弥勒或无著菩萨，实际上就是无著菩萨

的意思。《本地分》可能是弥勒所说、无著所写。但

是藏地认为《瑜伽师地论》整体是无著菩萨所写。

我认为二者并不矛盾，内容虽是弥勒所说，但文字

是由无著菩萨所写。 

（六）生福故差别1 

དེ་ལ་བསོད་ནམས་འཕེལ་བ་ལས་གྱུར་པའི་ཁྱད་པར་ནི་སངས་རྒྱས་དཀོན་

མཆོག་ལ་ནི་སེམས་ཅན་གཅིག་གི་དབང་དུ་བྱས་པའི་བསོད་ནམས་མཆོག་འཕེལ་

བར་འགྱུར་རོ། །ཆོས་དཀོན་མཆོག་ལ་ནི་ཆོས་ཀི་དབང་དུ་བྱས་པའི་བསོད་

ནམས་མཆོག་འཕེལ་བར་འགྱུར་རོ། དགེ་འདུན་དཀོན་མཆོག་ལ་ནི་སེམས་ཅན་

མང་པོའ་ིདབང་དུ་བྱས་པའི་བསོད་ནམས་མཆོག་འཕེལ་བར་འགྱུར་རོ། ། 

                                                 

1 此部分及“附释”在讲座中位于讲解完《随念三宝经》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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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伽】云何生福故三宝差别？谓于佛宝依一

有情生最胜福，于法宝所即依此法生最胜福，于僧

宝所依多有情生最胜福。 

于佛宝生福，于一佛那里作供养，一切有情能

够增长最胜的福报；于法宝生福，是不依于补特伽

罗、人或者其他有情，而是依于法而增长最胜的福

报；于僧宝生福，是依于多有情生最胜福。所谓的

“多有情”是什么意思？四个僧人以上称之为僧团。

如果只有三个僧人，就不称之为僧团，供养所造集

的福报也就没有那么大。若供养具有四个僧人以上的

僧团，其功德无量无边，所以说依于多有情而增福报。 

附释：沙门婆罗门胜劣差别 

བྲམ་ཟེའི་ཆོས་ལས་དགེ་སོང་གི་ཆོས་རྣམ་པ་ལྔས་ཁྱད་པར་དུ་འཕགས་ཏེ། 

ཆོས་རྣམ་པ་ལྔ་གང་ཞེ་ན། འདི་ལྟ་སེ། ཐོས་པའི་ཆོས་དང་། ཚུལ་ཁིམས་ཀི་ཆོས་

དང་། ཡོངས་སུ་གཟུང་བའི་ཆོས་དང་། ལོངས་སོད་ཀི་ཆོས་དང་། རྟོགས་པའི་

ཆོས་ཀིས་སོ། ། 

  【瑜伽】复次由五法故，沙门婆罗门胜劣差别。

何等五法？一者闻法，二者戒法，三摄受法，四受

用法，五证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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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通过“更不说有余大师故”而归依。与

其他任何的教派相比，佛法有五大殊胜：一是闻殊

胜，二是戒殊胜，三是摄受殊胜，四是受用殊胜，

五是证得殊胜。 

དེ་ལ་བྲམ་ཟེ་རྣམས་ཀིས་ཐོས་པའི་ཆོས་ནི་དོན་ངན་པ་དང་། གཞན་དག་ལ་

བསན་པར་མི་འོས་པ་དང་། ཚིག་དང་ཡི་གེ་གསང་པ་ཡིན་པའི་ཕིར་ངན་པ་ཡིན་

ནོ། །དགེ་སོང་གིས་ཐོས་པའི་ཆོས་ནི་དེ་ལས་བཟོག་པ་ཡིན་པས་བཟང་བར་རིག་

པར་བྱའོ། ། 

  【瑜伽】谓婆罗门所有闻法，义虚劣故，不示

他故，文句隐故，是其下劣。沙门闻法与此相违，

故是胜妙。 

 一者闻法差别。首先，婆罗门教的内容，义

非善妙，学习它后，内心的贪欲、瞋恨、愚痴、傲

慢、疑心等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更加增长，由此

引来的痛苦会更多。比如说，世间有很多邪教，越

学就变得越固执，越变得像神经病一样，喜欢装神

弄鬼，就是义非善妙所致。秘不示人，只对婆罗门

种姓才能够述说，并非对所有的众生都平等的。另

外，也不是文巧的，义虚劣故，文句隐故。总而言

之，“义妙”、“文巧”都不具有，所以是不殊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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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是义妙、文巧，纯一、圆满。因为佛法完整地讲

述胜义谛和世俗谛，所以越学习佛法、越修行佛法的

人，就越善良、越慈悲、越善解人意、越有智慧、越

宽厚，所以说义妙。因此，听闻法的受益是不相同的。 

དེ་ལ་བྲམ་ཟེ་རྣམས་ཀི་ཚུལ་ཁིམས་ཀི་ཆོས་ནི་གང་ལ་ཇི་ལྟར་འཚེ་བ་གང་

རེས་སུ་གནང་བ་ཡིན་པའི་ཕིར་ངན་པ་ཡིན་ནོ། །དགེ་སོང་གི་ཚུལ་ཁིམས་ཀི་

ཆོས་ནི་དེ་ལས་བཟོག་པ་ཡིན་པས་བཟང་བར་རིག་པར་བྱའོ། ། 

  【瑜伽】又婆罗门所有戒法，随何随分，随其

差别，开许害等，故是下劣。沙门戒法与此相违，

故是胜妙。 

二者戒法差别。婆罗门以损害其他有情为法。

比如，婆罗门教中说，杀生、供血功德广大。这是

非常不好的。我曾经看到过关于尼泊尔外道的一个

节日，为了拿血祭神，他们要杀很多鸡、羊等等。

杀其他的生命为作供养，其法非常下劣。而我们佛

教执持为一切众生永住安乐、远离痛苦的戒律，守

护好我们的戒律，只会让自己和他人快乐。所以我

们的戒律是非常殊胜的。 

དེ་ལ་བྲམ་ཟེ་རྣམས་ཀིས་ཡོངས་སུ་བཟུང་བའི་ཆོས་ནི་བར་དུ་གཅོད་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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ཞིང་གི་དངོས་པོ་དང་ཁང་ཁྱིམ་གི་དངོས་པོ་དང་། ཚོང་ཁང་གི་དངོས་པོ་ལ་

སོགས་པ་ཡོངས་སུ་ཟིན་པའི་ཕིར་དང་། བུ་དང་ཆུང་མ་དང་བྲན་མོ་ལ་སོགས་པ་

ཡོངས་སུ་འཛིན་པའི་ཕིར་ངན་པ་ཡིན་ནོ། །དགེ་སོང་རྣམས་ཀིས་ཡོངས་སུ་

བཟུང་པའི་ཆོས་ནི་སྡུག་བསྔལ་ལས་ངེས་པར་འབྱུང་བའི་ཆོས་མ་གཏོགས་བ་

གཞན་མེད་པས་བཟང་བར་རིག་པར་བྱའོ། ། 

  【瑜伽】又婆罗门所摄受法，摄受障道田事、

宅事、财货事等，又复摄受妻子奴婢僮仆等类，故

是下劣。沙门所有摄受之法，除离苦法更无所有，

故是胜妙。 

三摄受法差别。婆罗门等又要做生意，又要造

房子，又要生活，又要打仗等等，并且不出家，所

以是下劣的。而佛法当中，沙门出家，舍弃一切世

间的名闻利养，一心修行，故为殊胜。 

དེ་ལ་བྲམ་ཟེ་རྣམས་ཀི་ལོངས་སོད་ཀི་ཆོས་ནི་བར་དུ་གཅོད་པ་སོས་དང་། 

མེ་ཏོག་ཕེང་དང་། བྱུག་པ་དང་། རྒྱལ་མཚན་ལ་སོགས་པ་ཡོངས་སུ་ལོངས་སོད་

པའི་ཕིར་དང་། བྲོ་གར་མཁན་དང་། ཟོས་གར་མཁན་དང་། བཞད་གད་མཁན་དང་། 

འཇོ་སེག་མཁན་ལ་སོགས་པ་ལ་ལྟ་བས་ཡོངས་སུ་ལོངས་སོད་པའི་ཕིར་དང་། 

འཁིག་པའི་ཆོས་ཀི་ལོངས་སོད་པའི་ཕིར་ངན་པ་ཡིན་ནོ། །དགེ་སོང་གི་ལོངས་

སོད་ཀི་ཆོས་ནི་ཁ་ན་མ་ཐོབ་མེད་པ་ཐོས་པ་དང་། བསམས་པ་དང་བསོམས་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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ལས་བྱུང་བའི་ཤེས་པས་ལོངས་སོད་པའི་ཕིར་བཟང་བར་རིག་པར་བྱའོ། ། 

  【瑜伽】又婆罗门所受用法，受用障道涂饰香

鬘庄严具等，又现受用歌舞作倡戏笑等事，又现受

用淫欲等法，故是下劣。沙门所有受用之法，受用

无罪正闻思修所成智能，故是胜妙。 

四受用法差别。婆罗门当中，许多时间用于求

歌舞、花鬘等种种戏论，所以是下劣的。佛法当中

遮止一切戏论，断除一切贪欲，因此是殊胜的。 

དེ་ལ་བྲམ་ཟེ་རྣམས་ཀིས་རྟོགས་པའི་ཆོས་ནི་ཚངས་པའི་འཇིག་རྟེན་མཐའ་

ཡིན་པ་དང་། ཡང་ཕིར་བཟོག་པ་དང་། ཀུན་ནས་ཉོན་མོངས་པ་ཅན་ཡིན་པ་དང་། 

སྡུག་བསྔལ་བ་དང་བཅས་པའི་ཕིར་ངན་པ་ཡིན་ནོ། །དགེ་སོང་གིས་རྟོགས་པའི་

ཆོས་ནི་མྱ་ངན་ལས་འདས་པ་མཐའ་ཡིན་པ་དང་། ཡང་ཕིར་མི་ལྡོག་པ་དང་། 

གཅིག་ཏུ་དྲི་མ་མེད་པ་དང་། གཅིག་ཏུ་བདེ་བ་ཡིན་པས་བཟང་བར་རིག་པར་བྱའོ། ། 

  【瑜伽】又婆罗门所有证法，但以梵世为究竟

故，复退还故，杂染污故有苦恼故，是其下劣。沙

门证法，以般涅槃为究竟故，无退转故，一向离垢

故，一向安乐故，当知胜妙。 

五证得法差别。修外道的法，最多不过是得到

色界的梵天而已，不能达到更高的；而修佛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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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彻底脱离轮回苦，得到永久的安乐，从此以后不

再境界退转，无有垢浊，究竟安乐，因此非常殊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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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说《随念三宝经》 

 

下面如何随念三宝之理，我将依据几部论典来

讲，请大家务必珍惜。这次讲《随念三宝经》所依

据的解释有七种： 

一、无著菩萨所著的《随念三宝经释》1。 

二、世亲菩萨所著的《随念佛宝经广释》。世亲

菩萨对法宝和僧宝没有做解释。 

三、西藏的一位大德欧曲•法贤大师(དངུལ་ཆུ་དྷརྨ་

བྷ་དྲ，1772-1851)所著的《随念三宝经释·信钩》2。 

四、《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 

五、《瑜伽师地论》的《摄异门分》。 

六、《大智度论》。 

七、无著菩萨著的《大乘阿毗达磨集论》，是玄

奘大和尚译成汉文的。 

                                                 

1 以下引用原文前标注【经】。 

2 以下引用原文前标注【信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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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共用七部论来解释《随念三宝经》，我相

信，这是对《随念三宝经》最完整的解释。而且我

要确保这里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我个人凭想象

力说出来的，一定是依据佛经所说的。而且，所引

用的佛经里，有汉译本，也有藏译本。《随念三宝经》

也是梵藏汉三本合一的，所以应该是非常殊胜。 

༄༅༅། །ན་མོ་གུ་ར་བེ། སངས་རྒྱས་ཆོས་དང་དགེ་འདུན་ཏེ། །དཀོན་

མཆོག་གསུམ་ལ་གུས་བཏུད་ནས། །དེ་རྣམས་རེས་སུ་དྲན་པ་ཡི། །མདོ་དོན་མདོར་

བསྡུས་བཤད་པར་བྱ། ། 

  འད་ིལ་གསུམ། སངས་རྒྱས་དང༌། ཆོས་དང༌། དགེ་འདུན་རེས་སུ་དྲན་ཚུལ་ལོ། ། 

  【信钩】南无古汝呗！ 

  恭敬礼三宝，佛陀法僧伽， 

  随念此三者，经义略当说。 

  此分三：甲一、随念佛理，甲二、随念法理，

甲三、随念僧理。 

“南无古汝呗”是敬礼师长。然后敬礼三宝。

对随念佛宝、法宝、僧宝的《随念三宝经》，我将简

略地解释它的含义。 

对此分三：甲一、随念佛宝之理，甲二、随念

法宝之理，甲三、随念僧宝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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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一、随念佛理 

དང་པོ་ལ་གསུམ། །མདོར་བསན་པ། རྒྱས་པར་བཤད་པ། དོན་བསྡུ་བའོ། ། 

  分三：乙一、略标，乙二、广释，乙三、摄义。 

欧曲•法贤大师总体上把《随念佛宝经》分为略

标、广释、摄义三个部分。 

乙一、略标 

इत्यपि बुद्धो भगवाांस्तथागतोऽर्हन् सम्यक्सांबुद्धो 

पवद्याचरणसम्िन्नः सुगतो लोकपवदनुत्तरः िुरुषदम्यसारपथः 

शास्ता देवमनुष्याणाां बुद्धो भगवापनपत। 

འདི་ལྟར་སངས་རྒྱས་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དེ་ནི་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དག་

བཅོམ་པ་ཡང་དག་པར་རོགས་པའི་སངས་རྒྱས་རིག་པ་དང་ཞབས་སུ་ལྡན་པ། 

བདེ་བར་གཤེགས་པ། འཇིག་རྟེན་མཁྱེན་པ། སྐྱེས་བུ་འདུལ་བའི་ཁ་ལོ་སྒྱུར་བ་བླ་

ན་མེད་པ། ལྷ་དང་མི་རྣམས་ཀི་སོན་པ་སངས་རྒྱས་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སོ། ། 

  【经】佛、薄伽梵者，谓：如来、应、正等觉、

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

师、佛薄伽梵。 

这是总义或者略义。无著菩萨的《随念三宝经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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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随念佛宝经释》只有略义，没有广义部分。

世亲菩萨的《随念佛宝经广释》略义和广义都有。 

无著菩萨在《随念佛宝释》中对此的解释是：

一、是为了对如来生起信仰，首先从功德广大的角

度，说了共同的随念佛部分。二、为了饶益众生，

从方便的角度，从与一切菩萨不共法的角度，讲了

佛的功德。也就是先从与声闻、独觉和菩萨共同的

角度说了佛的功德，然后从相较菩萨利益众生的角

度再次讲佛的功德。 

关于这个问题，世亲菩萨在《随念佛宝经广释》

中说：随念佛的功德分为两个部分，一、“佛为无上

导师”。为了对如来生起广大的信仰，说了如来的广

大功德，这是与声闻、独觉共同的。二、从显示究

竟利益一切有情的方便角度，从与菩萨不共的角度，

说饶益众生的部分。 

从如来广大功德的角度生起信仰，世亲菩萨以

九个部分讲说佛是无上的、无颠倒的圆满导师：第

一，摧伏魔军故；第二，宣说正法故；第三，修行

故；第四，因故；第五，善逝故；第六，有缘众生

故；第七，观察有缘无缘故；第八，调伏有缘故；

第九，导师住于此等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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དང་པོ་ལ་གཉིས། ཁྱད་ཆོས་དང༌། ཁྱད་གཞིའོ། ། 

  【信钩】分二：丙一、差别法，丙二、差别事。 

法贤大师对此分两方面解释：一是差别法，二

是差别事。 

丙一、差别法 

དང་པོ་ལ། བགེགས་བཅོམ་པ་དང་བཤད་པ་དང༌། །སངས་དང་ཡེ་ཤེས་

ཕུན་ཚོགས་དང༌། །རྒྱུ་དང་ཇི་ལྟར་གཤེགས་པ་དང༌། །འཇིག་རྟེན་ལ་གཟིགས་

སྐལ་ལྡན་འདུལ། །སོན་པ་ཉིད་དེ་ཡོན་ཏན་དགུ། །ཞེས་པ་ལྟར། དགུ་ལས། 

  【信钩】颂曰：灭魔与讲说，断智圆满因，如

逝观世间，调伏众有缘，大师九功德。如是分九： 

差别事就是“佛薄伽梵”。 

差别法总共有九个，通过偈颂说： 

一、灭魔功德，即“薄伽梵”； 

二、讲说功德，即“如来”； 

三、断功德，即“应”； 

四、智功德，即“正等觉”； 

五、圆满因功德，即“明行圆满”； 

六、如逝功德，即“善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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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观世间功德，即“世间解”； 

八、调有缘功德，即“无上士调御丈夫”； 

九、功德的略义，即“天人师”。 

这里完整引用了《瑜伽师地论》中“菩萨地品

第七”的内容，只是翻译的模式稍有不同： 

तेषाां च िुनस्तथागतानाां दशपभराकारैगुहणपनदेशो भवपत 

गुणानुस्मरणता च। कतमैदहशपभः। इत्यपि स भगवाांस्तथागतो ऽर्ं 

सम्यक्सांबुद्धो पवद्याचरणसांिन्नः सुगतो लोकपवदनुत्तरः 

िुरुष-दम्य-सारपथः शास्ता देवानाां च मनुष्यानाां च बुद्धो 

भगवापनपत। 

རྣམ་པ་བཅུས་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དེ་དག་གི་ཡོན་ཏན་བརོད་པ་དང༌། 

ཡོན་ཏན་རེས་སུ་དྲན་པ་ཡིན་ཏེ། བཅུ་པོ་དག་གང་དག་ཞེ་ན། འདི་ལྟར་བཅོམ་ལྡན་

འདས་དེ་ནི་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དག་བཅོམ་པ་ཡང་དག་པར་རོགས་པའི་སངས་

རྒྱས་རིག་པ་དང་ཞབས་སུ་ལྡན་པ། བདེ་བར་གཤེགས་པ་འཇིག་རྟེན་མཁྱེན་པ། 

སྐྱེས་བུ་འདུལ་བའི་ཁ་ལོ་སྒྱུར་བ། བླ་ན་མེད་པ། ལྷ་དང་མི་རྣམས་ཀི་སོན་པ། 

སངས་རྒྱས་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ཞེས་བྱ་སེ།1 

  【瑜伽】又诸如来略有十种功德名号，随念功德。

                                                 

1 藏文始于 D no. 4037, 4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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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为十？谓薄伽梵，号为如来、应、正等觉、明

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

佛薄伽梵。 

丁一、灭魔 

དང་པོ་བགེགས་བཅོམ་པ་ནི། འདི་ལྟར་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དེ་ནི། ཞེས་པ་

སེ། འོག་ནས་འཆད་འགྱུར་གི་ཡོན་ཏན་འདི་ལྟར་བདུད་བཞི་བཅོམ་ཞིང་སྐལ་བ་

དྲུག་དང་ལྡན་ལ་འཇིག་རྟེན་ལས་འདས་པ་དེ་ནིའོ། ། 

  【信钩】“薄伽梵者”，于后当说如是功德，灭

除四魔，具足六缘，超出世间 。 

我们经常念“薄伽梵”，其实“薄伽梵”的标准

读法是 bhagavant，有三重意思：一是灭，二是具足，

三是超出世间。但是超世间不是它的本义，它真正

的意思只有两个：一是灭，二是具足。 

灭什么呢？灭四魔，即蕴魔、烦恼魔、天子魔、

死魔。色、受、想、行、识五种有漏蕴为蕴魔。贪、

瞋、慢、无明、疑、见六种烦恼为首的一切烦恼为

烦恼魔。散乱心为天子魔。死无常是死魔。这是人

不可避免的四魔。所以我们驱魔的时候，不要光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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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驱外在的妖魔鬼怪，其实外在的妖魔鬼怪说到底，

还都曾是自己的父母呢。不但是自己的父母，而且

做过我们无数次的父母。过去做我们的父母时，犹

如今生的母亲般疼爱我们，为我们做出了一切的牺

牲。它们不仅仅是可怜众生，而且更是我们的有恩

之人。最大的魔鬼是什么？是蕴魔、烦恼魔、天子

魔和死魔，谁能断除如此四魔，谁就成佛了。佛消

灭了四魔，所以叫灭魔。bhagavant 的第一个意思，

就是灭掉之义。 

བདུད་དཔུང་དང་བཅས་པ་ཐམས་ཅད་ཀི་གཡུལ་ཆེན་པོ་བཅོམ་པས་ན།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ཞེས་བྱའོ། ། 

  【瑜伽】能破诸魔大力军众，具多功德，名“薄

伽梵”。1 

一是灭诸魔军，二是具有很多的功德，所以叫

bhagavant。“出世间”是我们藏人加进去的，藏人

把 bhagavant 翻译过来的时候，翻译成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

འདས 意思是超越轮回。因为印度人对所有的大神都

                                                 

1 梵：Mārabalamahāsaṃgrāmāvabhaṃgād bhagavān | 此处梵、藏

均无“具多功德”，即未将词缀 vant 解为“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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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为 bhagavant，分不出来是不是佛。为了区分于

那些普通的 bhagavant，所以翻译成出世间的

bhagavant，也就是佛，因此就是加了 འདས。这在《深

密耳传》里专门做了解释，说印度人把所有的神，

包括大自在天，都叫做薄伽梵，这样一来就很容易

错乱。为了表明此薄伽梵不是世间天神薄伽梵，而

是佛薄伽梵，所以犹如在佛经当中说，“佛为出世间

者”，于是加了一个“超越世间”，故为“超越”。因

此藏文直译为汉文就是“摧、具、越”1。 

不过，汉文只简单地把它义译为“世尊”，世间

最尊贵者、最胜者之意。法尊法师翻译的是“佛薄

伽梵”。我看应该是“大师薄伽梵”。因为这里解释

了“大师”，我们平常说“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叫本师？藏文叫 སོན་པ，就是无颠倒地宣说正

法者，大师、导师。 

无著菩萨对“大师”的解释是：所谓“大师”，

说的是证悟的相。由何因缘而说：“如是，薄伽梵，

了知一切世间。”比如说：有缘者、无缘者，何时能

                                                 

1 或有译作“出有坏”。 



54 随念三宝经讲记 

 

够调伏，以何等方式能够调伏等等，如实了知，而

宣说正法。所以，第一、佛不会错失度化众生的良

机；第二、佛不会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宣说正法，

不到时候佛是不会度化的。就是说，佛观察世间，

何等众生、有何等因缘、何时有因缘、以何等方便

适合调伏、适合何人调伏等等，都了如指掌，所以

无颠倒宣说正法。 

我讲的你们有些听得懂，有些没听懂。佛说出

来的法，大家一定听得懂，听不懂的内容佛一定不

说，因为佛知道怎么样才能让你听懂。因为佛知道

你的根器如何、你的界如何、你的慧根如何、身根

如何。 

因为断除一切所缚的绳索，故称薄伽梵。由摧

伏故、由具足故，为薄伽梵，此为训释。总之，断

除一切系缚，所以称为圆满导师；并且由摧伏天子

魔为代表的烦恼魔、蕴魔、死魔等四魔，所以也称

之为圆满导师；获得了圆满导师的果位，所以称之

为薄伽梵。 

世亲菩萨对薄伽梵的解释是：所谓薄伽梵者，

训释：一是摧伏，摧伏四魔；二是具足，具足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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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最主要还是以摧伏魔军而说。 

魔军是障碍自己成为圆满导师的以天子魔为主

的四魔。天子魔分成两种，粗天子魔和细天子魔。 

一、粗天子魔。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南赡部洲。

按照佛教的说法，中央有一个须弥山王，东有胜身

洲，南有赡部洲，西有牛货洲，北有俱卢洲。每个

洲的左右各有一个小洲，分别为：东边的左右两侧

为小身洲及胜身洲，南边的左右两侧为小拂洲及妙

拂洲，西边的左右两侧是小行洲及胜道行洲，北边

的左右两侧是声不美与声不美月洲，总共有八个小

洲。须弥山王最下靠着海的是第一层，往上去是第

二层，再上去是第三层，它们四周有四大天王站立着。 

四大天王分别为：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

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子天王。我们天王殿

的四大天王，就是须弥四洲的四大天王。他们的下

面有很多天界，属于是四大王众天，是六个欲界天

当中最低层的天。他们的寿命也是最短的，比上界

天的寿命要短一些。须弥山王的顶上有三十三天，

三十三天的中央有帝释天王主政。再上面的虚空中

有夜摩天。夜摩天之上的虚空中有兜率天，在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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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就是弥勒佛所在的弥勒喜足

天宫。再往上虚空中是化乐天。再往上就是欲界最

高的天——他化自在天。所谓的天子魔，就是他化

自在天的天王——欢喜自在天王。这就是粗的外在

的天子魔。 

二、细天子魔。内在的微细的天子魔就是引发

蕴魔、死魔、烦恼魔等等的散乱心，或者是将我们

系缚于四魔当中的散乱心，是三摩地的不顺品，也

就是障碍相续中生起三摩地的散乱心，这是微细的

天子魔。 

佛调伏了这些微细和粗重的魔，所以说摧伏魔

军。魔当中最大的魔王是欢喜自在天王。我们闭关

修行，早上太阳刚升起、正中午和太阳要落山的时

候，一定不要处于座上，而应在座下的状态。每天

四座修行，应该是早上在太阳出来之前第一座，太

阳出来之后第二座，中午之后第三座，太阳已经落

山之后第四座。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据说欢喜自在

王每天射三次箭，一是日出时，二是日中时，三是

日落时，在这三个时间打坐很容易起散乱心，因此

要避开这三个时间。摧伏了这样的魔军，就称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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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颠倒的圆满导师。释迦牟尼佛不仅摧伏了天子魔，

也摧伏了蕴魔、烦恼魔、死魔等等。 

烦恼魔也可分成两类：粗的烦恼魔和细的烦恼魔。 

粗重的烦恼魔为贪、瞋、慢、无明、疑、见等

六根本烦恼，以及二十个随烦恼。如果想详细了解，

可以看玄奘大和尚翻译的《大乘阿毗达磨集论》。 

细的烦恼魔为阿罗汉相续中的烦恼习气等等。 

现在“薄伽梵”已经解释完了，下面要讲什么

是“如来”。 

丁二、讲说圆满 

གཉིས་པ་བཤད་པ་ཕུན་ཚོགས་ནི། 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སེ། རང་གིས་

ཤེས་བྱའི་དེ་ཁོ་ན་ཉིད་ཇི་ལྟ་བ་བཞིན་དུ་གཤེགས་པ་སེ་རྟོགས་ནས་གཞན་ལ་སོན་

པའོ། ། 

  【信钩】“如来”，如自证至所知真实，为他宣说。 

“如来”就是自己如实了证以后，为他如实宣

说者。 

ཕིན་ཅི་མ་ལོག་པར་གསུང་བས་ན། 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ཞེས་བྱ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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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伽】言无虚妄，故名“如来”。1 

所说的话没有颠倒处、没有错乱处，是如实，

故名如来。 

无著菩萨解释说：薄伽梵如来应正等觉这样的

内容，讲的就是圆满大师，而圆满大师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大师的相，二是大师相续中的证悟。所谓

大师的相2，是宣讲无颠倒、无错乱法的人。由如实

无颠倒而宣说，所以说薄伽梵如来。 

世亲菩萨说，所谓的圆满大师，是由两个角度

来说的，一是宣说因的相，二是修行的相。首先，

从宣说的角度来说，为什么叫薄伽梵如来？因为他

是无颠倒而宣说正法者，佛所说是如实而没有颠倒、

没有错乱，所以称之为无颠倒；如实而说，因此是

如来。 

丁三、断圆满 

གསུམ་པ་སངས་པ་ཕུན་ཚོགས་ནི། དག་བཅོམ་པ་སེ། སིབ་གཉིས་ཀི་དག་

                                                 

1 梵：avitathavacanāt tathāgataḥ | 

2 相：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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བག་ཆགས་དང་བཅས་པ་བཅོམ་ཞིང་སངས་པའོ། ། 

  【信钩】“应”，断灭二障敌及习气。 

关于这个问题，无著菩萨解释说：导师相续中

证悟有两个部分：第一，断功德圆满；第二，证功

德圆满。其中，断除一切所知障和烦恼障，称之为

断圆满。 

所谓的断圆满是说摧敌，汉文叫“应”或“应

供”。为什么汉文叫应供，藏文叫摧敌？其实这两个

词在梵文里是一个词，即 arhant，就是汉文经常说

的“阿罗汉”。这个词有两层意思：一、应该供养的

对象，叫应供；二、摧伏敌军，叫摧敌1。因为摧伏

一切四魔，成为应该供养的对象，故名“应供”。摧

伏一切所知障与烦恼障的敌人，故名“摧敌”。心中

的一切烦恼障和所知障全部断除了，因此称之为大

阿罗汉。这是从断圆满的角度说的。 

ཐོབ་པར་བྱ་བའི་དོན་ཐམས་ཅད་བརེས་པར་བྱ་བ་དང༌། བསོད་ནམས་ཀི་

                                                 

1 另亦有“无生”义。《成唯识论》卷三：“此中所说阿罗汉(arhant)

者，通摄三乘无学果位。皆已永害烦恼贼故(<ari-√han)，应受世间

妙供养故(<√arh)，永不复受分段生故(a-√ruh)。”(T31, no. 1585, p. 13, 

a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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ཞིང་བླ་ན་མེད་པ་ཡིན་པའི་ཕིར་མཆོད་པར་འོས་པ་ཡང་ཡིན་པས་ན་དག་བཅོམ་

པ་ཞེས་བྱའོ། ། 

  【瑜伽】已得一切所应得义，应作世间无上福

田，应为一切恭敬供养，是故名“应”。1 

《瑜伽师地论》中说：应该获得的一切果位已

经获得了，成为造集福德资粮最殊胜的良田，所以

称之为应供。汉文译本与梵文《瑜伽师地论》完全

符合。 

弥勒菩萨说：已得一切所应得义，应做世间无

上福田，应为一切恭敬供养，是故为应。不懂梵文

的人，是没法解释的。因为摧敌和应供看似两个完

全不同之词，一是消灭敌人，一是应该供养。但是，

如果知道阿罗汉有两层含义，就好理解了。 

无著菩萨在释当中说：摧伏烦恼敌故，称之为

摧敌。是从摧敌的角度来解释的。 

世亲菩萨从修行断圆满和智慧圆满的角度来解

释这样的内容，其中断圆满者是摧敌，就是阿罗汉。

                                                 

1 梵：sarvaprāpyārthaprāptatvād anuttarapuṇyakṣetratvāt pūjārhattvāc 

cārh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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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薄伽梵阿罗汉，是因为众烦恼是损害一切善法之

敌，而佛摧伏了这样的烦恼魔，所以称为摧敌。 

丁四、智圆满 

བཞི་པ་ཡེ་ཤེས་ཕུན་ཚོགས་ནི། ཡང་དག་པར་རོགས་པའི་སངས་རྒྱས་ཏེ། 

ཡང་དག་པ་ཕིན་ཅི་མ་ལོག་པར་ཤེས་བྱའི་དཀིལ་འཁོར་ཡོངས་སུ་རོགས་པ་ལ་མི་

ཤེས་པའི་གཉིད་སངས་ནས་བློ་གོས་ཀི་སྣང་བ་རྒྱས་པའོ། ། 

  【信钩】“正等觉”，醒觉未能正真无倒了知圆

满所知轮之睡梦，智明圆满。 

我们平常说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中的“三

藐三菩提”，就是“正等觉”，说的是智慧圆满。 

以正确的无颠倒的所应知的一切法，从无明的睡

梦中觉醒过来，智慧增长广大，所以叫正等觉。“正”

是正确无颠倒；“等”是圆满；“觉”有两个意思：一

是从无明的睡梦中觉醒过来，二是智慧增长广大。 

ཆོས་རྣམས་ཇི་ལྟ་བ་བཞིན་དུ་དོན་དམ་པར་ཐུགས་སུ་ཆུད་པས་ན་ཡང་

དག་པར་རོགས་པའི་སངས་རྒྱས་ཞེས་བྱ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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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伽】如其胜义觉诸法故，名正等觉。1 

知最究竟义的诸法体性空，所以名为“正等觉”。

这是比较简单的解释法。 

不过，无著菩萨对空性的理解，和我们中国的

禅宗，包括藏传佛教对空性的理解有些不同。无著

菩萨是唯识宗，和玄奘大和尚对空性的说法一样，

人无我和法无我都有，能取所取无二空，就是法无

我，不是一切诸法体性空。比如，我们非常熟知的

一个偈颂：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敦煌本的偈颂为：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慧能大和尚的这个偈颂，实际上讲的是龙树菩

萨的中观空的道理，而不是无著菩萨的唯识宗空性

的道理。 

                                                 
1 梵：yathāvat paramārthena sarvadharmāvabodhāt samyaksaṃbuddhaḥ | 



第二部分 正说《随念三宝经》 63 

 

无著菩萨对正等觉的解释是：断除一切烦恼故，

具足圆满智慧，所以称之为正等觉。证得了最正确

而无颠倒的一切法，佛全部圆满而了知，所以叫正

等觉。因为了知无颠倒法而宣说，因为断除一切烦

恼，与外道的那些所谓的导师相比，释迦牟尼佛断

除一切烦恼，所以他是最殊胜、圆满的导师，不是

一般的、普通的导师，是最究竟圆满的导师。 

从佛教来说，声闻阿罗汉、独觉阿罗汉，虽然

断除了一切烦恼，但是并没有宣说一切无颠倒法，

也并没有在一切法中证得菩提果位。而佛宣讲了一

切相法，并且自己从一切法当中获得了殊胜圆满的

菩提果位。什么是菩提？菩提是梵文 bodhi，是通

达的意思，一切无所不通，无所不达。所以佛是最

殊胜的。 

一切罪业无余远离，一切法中证得无上正等菩

提，所以称为薄伽梵，是最圆满的导师。这是无著

菩萨的解释。 

虽然有很多导师，但是圆满的导师只有佛。其

他的导师都不是圆满的导师。唯有佛，对一切法义

无倒通达，从迷茫的梦幻中觉醒过来，智慧增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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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所以说正等觉。 

因宣说无颠倒的法，没有丝毫的错乱，没有丝

毫引向痛苦的法，故佛是无上的导师；因断除一切

烦恼及其习气，故佛是断圆满者；因于一切法中证

得无上菩提，故佛乃圆满导师。因为有这样的三种

圆满：一是宣说无颠倒法，二是断除一切烦恼，三

是于一切法中证得圆满菩提，所以，佛是圆满的导师。 

龙树菩萨在《宝鬘论》中说过一个偈颂，非常

有名： 

众过已断尽，众德所庄严， 

做众生救怙，顶礼一切智。1 

意思是说，一切的过错，一切的烦恼，一切的

所知障，全部已经断除了，所以说“众过已断尽”，

这与三圆满里的“一切烦恼皆断除”是一个道理。

对释迦牟尼佛而言，一切功德无所不具，全部圆满，

所以说“众德所庄严”，以种种的功德为庄严。“做众

生救怙”，为一切众生做救怙。以何等方式来做救怙？

                                                 

1 真谛译《宝行王正论》：“解脱一切障，圆德所庄严，礼一切

智尊，众生真善友。”( T32, no. 1656, p. 493, b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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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讲无颠倒的法来做救怙。这样的一切智的佛，是

我顶礼的对象，故“顶礼一切智。” 

我们念偈颂的时候，向佛顶礼，心中思惟：佛

是断除一切烦恼障和所知障者，佛是具得一切圆满

功德者，佛是一切众生的唯一的救怙者，为此，我

要顶礼。如此思惟，然后顶礼，非常殊胜。 

丁五、具三圆满因 

ལྔ་པ་ཕུན་ཚོགས་གསུམ་ལྡན་གི་རྒྱུ་ནི། རིག་པ་དང་ཞབས་སུ་ལྡན་པ་སེ། 

ཤེས་རབ་ཀི་བསླབ་པའི་རིག་པ་དང༌། ཏིང་ངེ་འཛིན་དང་ཚུལ་ཁིམས་ཀི་བསླབ་

པའི་ཞབས་གཉིས་སུ་ལྡན་པའོ། ། 

  【信钩】“明行圆满”，慧学之“明”，与定学、

戒学之“行”，具此二者。 

要具备前面所说的三圆满，其因是什么？“明

行圆满，慧学之‘明’，与定学、戒学之‘行’，俱

此二者。” 

具体来说，所谓的“明”是什么？与无明、不

明白相反就是明，即戒定慧三学里面的慧学。向前走

的行动叫“行”，有双足才能向前走，这两只脚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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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学的脚，二是定学的脚。由慧眼来看着路，由戒

的脚和定的脚来向前走。有脚有眼睛，我们就可以

到达任何目的地，要是既没有眼睛又没有脚的话，

就走不了。 

རིག་པ་གསུམ་དང༌། མདོ་ལས་ཇི་སྐད་གསུངས་པའི་ཞབས་ལྷག་མཐོང་

དང༌། ཞི་གནས་དང༌། དེ་གཉིས་ཀའི་ཕོགས་དང་ཤིན་ཏུ་ལྡན་པས་ན་རིག་པ་དང་

ཞབས་སུ་ལྡན་པ་ཞེས་བྱའོ། ། 

  【瑜伽】明谓三明；行，如经说止观二品极善

圆满。是故说名明行圆满。1 

明是“三明”，即宿命明、天眼明、漏尽明。行

是止观双运，止是一只脚，观是一只脚，就是奢摩

他和毗钵舍那。佛这三种明，不是声闻、独觉、菩

萨所能及的，所以叫做“极善圆满”。佛止观两种行

都圆满成就了，加起来，就叫做“明行圆满”。 

但无著菩萨《随念三宝经释》对此的解释有所

不同，他认为八圣道中的“正见”就是明。因为戒

定慧三学中的慧学就是正见。正确的见，就是般若

                                                 
1 梵：tisṛbhir vidyābhiḥ yathāsūtroktena ca caraṇena 

vipaśyanāśamathapakṣyobhayasusaṃpannatvād vidyācaraṇasaṃpanna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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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蜜多的见，也就是智慧到彼岸的见。八圣道中

的正见是眼，剩下来的七个是足。如《大乘阿毗达

磨集论》说： 

八圣道支所缘者，谓即此后时四圣谛如实性。

自体者，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

正精进、正念、正定，正见是分别支；正思惟是

诲示他支；正语、正业、正命是令他信支，见戒

命清净性故；正精进是净烦恼障支；正念是净随

烦恼障支；正定是能净最胜功德障支。1 

八圣道支修行的所缘境是四圣谛：苦圣谛、集

圣谛、灭圣谛和道圣谛。它本身的体性是一、正见，

二、正思惟，三、正语，四、正业，五、正命，六、

正精进，七、正念，八、正定。其中正见是明，剩

下来的七个是行，这跟前面的以戒定慧三学作比喻

没有区别。因为戒学和定学中包含了八圣道里的七

个内容，见含摄在慧学里，因此，除了广和略的区

别之外，是一样的。 

                                                 

1 T31, no. 1605, p. 685, a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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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见是分别支。”正见是断除一切疑惑而别别

了知真实义的支分。 

“正思惟是诲示他支。”正思惟是令他人了知的

支分。 

“正语、正业、正命是令他信支。”要度化众生，

让他人信仰是很重要的。比如，现在有的中国人还

没有学会讲“信”，我想再过几年，慢慢地就学会了。

因为我们国家贫穷的时间太长了，很多人从来没有

当过富人；这几年刚刚富裕起来，根本不知道什么

叫信誉，更不知道信誉的重要性。其实取信于人是

非常重要的。目前，之所以出现了很多诸如假食品、

豆腐渣工程，以及不正当的商业竞争等，其根本原

因，是没有明白什么叫“信”，没有明白信任、信誉

有多么重要。如果一个人欺骗他人，表面上看，获

得了暴利，但是实际上他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因为

他为了今天的暴利，把明天给出卖了。这是非常不

明智的做法，没有比此更可悲者。为什么不能这么

做？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因为他明天死不了。既

然死不了，就还得活着；既然活着，就要生存，那

时不会有人相信你，就不好混啦！所以，信誉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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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有很多人，包括某些学佛的人，也没有学

会讲信誉，甚至个别的出家人也是如此。出家人是

信众顶礼、膜拜、供养的对象，善信辛辛苦苦挣的

钱，拿来供养你，你要对得起老百姓，要对得起国

家，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佛教，对得起信众。你必

须得要过自己的良心关，如果不好好学，不好好修，

不好好去改正自己，就没有办法取信于人，如此，

上不能取信于佛，下不能取信于信众，中不能取信

于护法神，终有一天会遭天谴的，遭护法的惩罚和

百姓的唾弃。因此，做一个好的出家人，做一个普

度众生的出家人，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出家人，做一

个戒律清净、身心调柔、闻思修佛法的出家人，是

非常重要的。这是取信之道。只有这样，才上对得

起佛，下对得起信众，中对得起那些长着三只眼睛

的护法神，你才会今生、来世都得安乐。否则，你

今天占了点小便宜，但是明天，别人会想办法来应

对你的小聪明，你的路会越走越窄。 

要让人信仰，有三点非常重要：一、说正语，

就是说无颠倒的善法的语言。二、修正业，做善法

业，不造可耻的业。三、正命，远离五种邪命为正命。



70 随念三宝经讲记 

 

不是通过诈现威仪、谄媚奉承、旁敲侧击、巧取讹

索、赠微博厚等方式，而是采取正道的方式，通过

正常的渠道来，获取自已生存的条件。只有这样才

能够取信于人，“见、戒、命清净性故。”才能使“见”，

或者“戒”，或者“命”等圆满。 

“正精进是净烦恼障支。”正精进是净烦恼障的

最主要的支分。你有精进心，修佛法会非常欢喜，

非常用心，劲头十足。勤奋精进地修行，任何一个

烦恼都能够克服得掉。假如不精进勤奋，懒惰、懈

怠，那么你就没有办法非常顺易去调伏烦恼。藏文

“懈怠”这个词，还有“小腿肌肉组织破碎无法前

行”之意，是非常有趣而形象的比喻。 

“正定是能净最胜功德障支。”正定能够为获得

最殊胜的毗钵舍那消除障碍，让自己能够获得空性

见等等殊胜的功德，获得阿罗汉果位等等。要是没

有得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等三摩地的话，无

论是声闻、独觉阿罗汉果，还是佛的果位，都没有

办法得到。所以三摩地是修一切出世间的所依，是

基础。 

另外，无著菩萨从三学的角度说，看不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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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没有脚的话，就没法行走，所以，三学称之为“明

行圆满”1。胜观就是毗钵舍那，也就是增上慧学，

就是明，因为它对治无明执著，破人相、我相、众

生相、寿者相，了知诸法体性空性，所以它是明，

犹如眼睛。增上心学和增上戒学是脚。佛经里，定

学经常称之为心学，因为调伏心的方便就是三摩地，

所以叫做心学。戒学里含摄了布施波罗蜜、净戒波

罗蜜、安忍波罗蜜，其中净戒波罗蜜为主，布施波

罗蜜和安忍波罗蜜是它的助伴，这三者综合起来叫

做戒学。包括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之类的静虑，

世间的禅和出世间的禅，都称之为定学，或者心学，

是修出世间法的所依的基础。般若波罗蜜就是慧学，

了达诸法体性空，破人我执和法我执，了知无我相、

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智慧。精进波罗蜜既要配

合戒学，又要配合定学，也要配合慧学，为此，精

进波罗蜜要分成三个。 

这些是为什么能够得到佛陀果位的因，因为有

眼睛和两只脚：眼睛是般若波罗蜜之眼；一只脚是

                                                 
1 梵文“明行圆满（vidyācaraṇasaṃpannaḥ）”的“行（caraṇa，

能行）”可解为“足”的藻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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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定波罗蜜，一只脚是包括布施波罗蜜、安忍波罗

蜜、净戒波罗蜜；精进波罗蜜在三个里面都有。 

称之为“明”，是因为要像眼睛看清道路再引导

一样。所以，先要看到路，然后才能行走动，看不

到路，就没有办法行走。为什么把戒和定称之为足？

因为般若波罗蜜的眼睛看到了诸法的体性，然后通

过戒学的修行、定学的修行，方能够得到菩萨的初

地到十地，渐次圆满，最终到达佛的果位，所以称

之为“足”。 

将戒学放在第一位，是因为戒波罗蜜含摄四个

方面：一是戒圆满，二是仪轨圆满，三是所行圆满，

四是所行境圆满。以此门中让人首先接触到安乐，

所以称之为足。 

 为何先说“明”，后说“足”？公元前六世纪，

释迦牟尼佛出生在迦毗罗卫国的蓝毗尼园，也就是

现在尼泊尔的南部。后来，释迦牟尼佛在现在的菩

提迦耶的菩提树下，证得了佛陀果位。我们说“昼

夜六时”，是把一天 24 小时，以每四小时为一时，

平均分成六时。当初证佛陀果位的时候，佛陀得到

了三种神通：一是观察往昔的神通，二是观察死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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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受生的神通，三是观察无漏的神通。其中，在最

初觉悟之夜的第一时，释迦牟尼佛获得了观察过去

宿命的殊胜智慧；然后在中夜第二时，又获得了观

察死殁和受生的神通；到了后夜第三时，断除一切

所知障与烦恼障，现证了无上正等觉，得到了无漏

的一切相智。因此，是由智慧所引，使戒学圆满和

定学圆满，所以先说“明”，后说“足”。 

其中所谓的戒圆满者，是具有清净的戒律，依

别解脱律仪圆满仪轨而守持一切别解脱戒，于一切

所应修的行径当中圆满行持；一切堕戒和罪障等等，

哪怕是微细的罪障，也一一地去小心守护，修一切

学处。 

如此圆满守护一切具有四种圆满的戒律，所以

能够获得殊胜圆满的三摩地。因为获得了四种殊胜

圆满的戒律，一切行为以了知而行，所以，能够达

到行为圆满；对眼识所缘的色等一切不执为真实有，

了知一切法空性，由此，于圆满戒律当中，以了知

而住，守护一切根门，所以能够成就一切三摩地。

由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等四种三摩地，能够令

心安住于大乐，能够令心调柔而自在，能使一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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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地悉皆圆满。由于得到了圆满的三摩地，因此能

够得到神境通、天耳通、他心通，还有前面所说的

观察前世与后世宿命通、死殁与受生的天眼通、漏

尽通等六神通，所以称明行圆满，意思是佛乃最圆

满的导师。 

关于这个问题，世亲菩萨的解释跟前边的说法

一样，认为在八圣道中，见是“明”，其它的是“行”。

因为不辨明方向，即便有了双腿也走不到正确的方

向上来，所以需要有正见，见为眼睛。虽然有了正

见，但不如是行，也得不到菩萨的地道圆满，所以，

需要脚来向前走，故其余的修持为脚。 

如果从三学的角度说，慧学乃是明，戒学与定

学是行。明圆满，行才能够圆满。如果不明白真实

义，执著于人我和法我，你固然一生做善业，最多

来世获得人天安乐，不会脱离苦海，得到解脱果位，

尤其是不能让你证得佛陀果位。所以，智慧犹如眼

睛一般，了知一切法的缘起性空；戒学和定学的修

持，犹如用脚行走一样，来逐步圆满菩萨的地道。 

还有一种解释，以戒定慧三学为足，或者“行”；

在此之前的圆满戒、圆满行、圆满遮，以及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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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出的心等四种为“明”。 

什么叫三明呢？一是明前世与后世，即宿命通。

二是通受生与死殁，即天眼通。三是了知诸法体性

空的漏尽通。释迦牟佛往昔在菩提树下，初夜和中

夜的时候，用宿命通和受生与死殁通的神通力来观

察前世和后世；后夜的时候，用无漏慧来观察诸法

的体性，而断除一切应断的所知障与烦恼障，证得

了应证的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的智慧，证得了佛陀

果位。 

既然佛如此而行，戒学圆满，我们也要向佛学

习。要具备六个方面，戒学才能圆满。 

一、具有戒体。必须要受过戒，比如说你受过

居士戒、菩萨戒、密戒，或者受过沙弥戒、比丘尼

戒等等。如果相续中没有戒体的话，就没有什么好

守护的。 

二、为别解脱律仪所守护，必须具备别解脱律

仪当中某一戒体。无著菩萨和弥勒菩萨都说过，尤

其是在弥勒菩萨的《瑜伽师地论·本地分》里的第

十五地《菩萨地》中的《戒品》，专门谈到了三戒，

其中别解脱律仪是三戒的所依。如果是男众必须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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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戒，女众受比丘尼戒；如果实在受不了比丘尼

戒，女众也可以受正学女戒；如果男众没有受过比

丘戒的，起码要受沙弥戒，女众受沙弥尼戒；没有

办法出家的最低限度也要受居士戒，叫优婆塞、优

婆夷的戒。这样的戒作为受菩萨戒的所依。也就是

说所依有两种，一是出家众，二是在家众。具有比

丘、比丘尼、正学女、沙弥、沙弥尼戒的人，称之

为出家众；受优婆塞和优婆夷戒者，就是在家众。 

三、以此为所依，用圆满的仪轨来受菩萨戒。

《瑜伽师地论》中的《菩萨戒品》里面，弥勒菩萨

专门讲了如何受菩萨戒的仪轨，按照这样的仪轨来

受大乘的菩萨戒。 

四、行为必须非常圆满，为利众生而行一切善

等等。 

五、即使是非常微小的罪业，或者堕罪，或者

自性罪，或者性戒和遮戒等，都非常恐惧，如理守护。 

六、一切学处，如是受取而修行。菩萨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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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处，比如说断除四黑法，修四种白法1，以及为成

熟自相续故，修布施波罗蜜、净戒波罗蜜、安忍波

罗蜜、精进波罗蜜、静虑波罗蜜、般若波罗蜜等，

进行六波罗蜜的修行。为利他，或者饶益他人故，

修布施、爱语、利行、同事等等。 

只要这样做，我们的戒律将非常圆满。哪怕是

一个很小的戒体，都要认真地守护，这是非常重要的。 

圆满戒律之后，则要修行圆满的静虑三摩地。

修静虑的三摩地者： 

一、行为圆满。我们做任何一件事，都要观察

自己：我有没有造罪？我有没有犯戒？要经常观察

自已，我是不是在犯戒，我今天有没有犯戒，昨天

有没有犯戒，前天有没有犯戒，当下有没有？虽然

没有犯戒，有没有准备犯戒？一旦发现准备犯戒的

                                                 

1 断四黑法：1. 欺诳亲教及阿阇梨尊重福田；2. 于他无悔，令

生追悔；3. 说正趣大乘诸有情之恶名等；4. 于他人所现行谄诳，

非增上心。行四白法：1. 于诸有情，以命因缘，下至戏笑，断除故

知而说妄语；2. 于一切有情不行谄诳，住增上心，心正直住；3. 于

一切菩萨起大师想，于四方所宣扬菩萨真实功德；4. 于自所成熟之

有情，不乐小乘，令其受取正等菩提。参见《菩提道次第广论》及

《菩萨戒品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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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立刻制止，让自己只行善法，不起恶法，这

叫行为圆满。 

二、遮止圆满。守护根门就是遮止圆满。我记

得汉地有一本书叫《了凡四训》，说有个了凡先生，

他为官时，拿红的印和黑的印来区分每天相续中起

的善念和恶念，最终全都变成红印，没有黑印了，

这是遮止圆满。大概在宋朝的时候，西藏有一位大

德叫奔·恭甲。其人最初是个小偷，后因恶名远扬，

深觉不安，自觉与魔鬼无异，幡然悔改，开始修行。

不过他做任何事情，都非常认真、努力，所以开始

行善之后，他每天身旁放着一篮子白石头和黑石头，

当心里起贪瞋痴时，马上就拿黑石头放在右边；当

心中生起一些恭敬心、信仰心、精进心等等善法的

时候，就拿个白石头放在左边。到了晚上，数哪个

多，哪个少。刚开始黑石头特别多，白石头很少，

这时他用自己的右手抓住左手，用最难听的话狠狠

地骂自已：“你这个奔·恭甲，是小偷、混蛋！你过

去当强盗，现在还是不好好地修行。”这样又骂又哭，

第二天接着修。偶而看到白石头多的时候，他就用

自己的左手抓住右手，叫着自己的法名说：“戒胜比

丘，你真行啊！有进步！修行认真啊！”再再鼓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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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如此一天天地修下去，到最后每天积攒的全是

白石头，没有黑石头。后来他讲经说法的时候说：

“我拿着正知正念的短矛，站在眼、耳、鼻、舌、

身等根门之前，如果烦恼它来，我就跟它拼；若它

不来，我就歇着。”他说：“没有比守护根门更重要

的修善法。” 

我们的烦恼是如何生起的呢？一是眼根门，眼

睛看到了喜欢的东西就起贪心，看到了不喜欢的东

西就起瞋恨心，看到了既非喜欢也非不喜欢的东西

就起愚痴之心。二是耳根门，耳朵听到爱听的声音

起贪心，听到了不爱听的声音起瞋恨心，对中庸的

声音起愚痴心。三是鼻根门，鼻子闻到了香味起贪

心，闻到了臭味起瞋心，闻到了中庸味就起愚痴心。

四是舌根门，舌头上碰到了爱吃的起贪心，尝到不

爱吃的起瞋心，对中间的起愚痴心。五是身根门，

身体触感到了喜欢的起贪心，不喜欢的起瞋心，中

间的就起愚痴心。六是意根门，意根想起了喜欢的

起贪心，想起了不喜欢的起瞋恨心，想起了中间的

起愚痴心。始终处在贪、瞋、痴的状态。 

如果我们能守护根门，当看到或者听到了我们

喜欢的，不起贪心，念贪心的过患而制止它；当看



80 随念三宝经讲记 

 

到或者听到、想到我们不喜欢的，生起瞋恨时，心

想瞋恨的果报，瞋恨的罪障，从而断除瞋恨，修大

悲心；中庸时不生痴心，了知一切法体性空，现象

如梦幻泡影。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已经修了一切善，

断了一切恶。 

有人问：“怎么修行？”很简单，你拿一个正知

的短矛，等在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的门口，

若它起贪的话，你就阻止它。怎么阻止？多想贪欲

的过患，不贪的功德。若起瞋的话，多想瞋恨的过

患，慈悲的功德。若起痴的话，了知其体性空，不

要生起执著，这样，我们就能够对治一切烦恼了。

这就是遮止之理，遮止根门。 

一旦守护圆满戒律，而依止正知，守护根门，

来修行三摩地，那么此生当中一定能够得到四种三

摩地：初静虑、第二静虑、第三静虑、第四静虑。

如若得到四禅者，能够获得四禅自在。因为得到清净

圆满的三摩地，所以能够得到六神通。何为六神通？ 

一、神境通。把自已的身体变成为树木之类的，

就像孙悟空一样，天上能飞，地下能钻，不用坐飞

机了，你想到哪里去，直接就用神通。听说佛的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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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弟子，就是用自己的袈裟做翅膀，飞来飞去。 

二、天耳通。通过三摩地能够听见千里之外大

大小小的所有声音。 

三、他心通。就是知道他人心的神通。 

四、宿命通。了知自已过去无数世是怎么回事。 

五、天眼通（死殁与受生通）。了知每一个众生

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受生，生在哪里。认定藏传

佛教活佛的转世灵童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这种死

殁与受生通的神通来观察认定的。如果没有人有这

种神通，那就只能通过问护法的方式来解决。 

六、漏尽通。就是了知诸法体性空的智慧。 

五眼和六通都是依靠三摩地才能够获得，所以

说定学是非常重要的。其中的漏尽通，实际上也是

慧学。因此叫明行圆满。 

丁六、如逝（善逝） 

དྲུག་པ་ཇི་ལྟར་གཤེགས་པ་ནི། །བདེ་བར་གཤེགས་པ་སེ། ལམ་བདེ་བ་ནས་

འབྲས་བུ་བདེ་བ་སངས་རྟོགས་ཁྱད་པར་གསུམ་ལྡན་གི་གནས་སུ་གཤེགས་

པའོ། །དེ་ལ་སངས་པའི་ཁྱད་པར་གསུམ་ནི། ལེགས་པར་སངས། མི་ལྡོག་པ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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སངས། མ་ལུས་པར་སངས་པའོ། །རྟོགས་པའི་ཁྱད་པར་གསུམ་ནི། དེ་ཉིད་མཁྱེན། 

མཁྱེན་པ་བརྟན། མ་ལུས་པར་མཁྱེན་པའོ། ། 

  【信钩】“善逝”，由安乐道，逝往安乐果——

具三殊胜断证处。此中“断德三殊胜”，谓善断除、

不退转断、无余断除。“证德三殊胜”，谓证知本性、

证知坚固、无余证知。 

“逝”是行走。“善逝”就是去往乐善处。其中

包含两个内容：一、由安乐道往安乐果具三殊胜的

断处，二、由安乐道往安乐果具三殊胜的证处。由

此叫做善逝。 

从断德的三种角度说：一、善断除，二、不退

转断，三、无余断除。从证德三殊胜来说：一、证

知本性，知诸法的体性空性；二、证知坚固，所证

知的坚固不变；三、无余证知，就是无所不知的意思。 

िरमोत्कषह-गमनादिुनःप्रत्यागमनाच्च सुगतः। 

མཆོག་ཏུ་ཁྱད་ཞུགས་པར་གཤེགས་པ་དང༌། ཡང་ཕིར་མི་ལྡོག་པར་

གཤེགས་པ་ན། བདེ་བར་གཤེགས་པ་ཞེས་བྱའོ། ། 

  【瑜伽】上升最极，永不退还，故名善逝。 



第二部分 正说《随念三宝经》 83 

 

无著菩萨对此的解释是： 

一、善断除。“逝”就是去的意思，去往究竟的

安乐果处。佛已经到达了最究竟安乐的果位，所以

叫“善逝”。 

二、不退转断。这就好比有人得了疾病，通过

药物的治疗，什么时候把病根断除了，彻底治愈，

恢复健康了，才叫做健康之身，不退转于疾病当中。

同样的道理，因为病根已除，再也不会堕入轮回当

中，叫“不退转断”。 

三、无余断除。因为将所知障和烦恼障全部断

除了，所以没有剩下任何一个还未断除的东西，得

到了无余涅槃。这一点声闻独觉及外道不能相比。

外道通过修四禅、四无色定，获得四禅果位者比比

皆是；但是，一旦穷尽了善法，他还会堕入到轮回

当中来，他是退转的，而佛是不退转的。再者，声闻

独觉阿罗汉，虽然再也不会退转到轮回当中来，可

是，他不是无余逝。因为他虽然断除了烦恼障，但

没有断除所知障，断功德不圆满，还有剩下来未断

尽之处，就是刚才所说的烦恼习气之类，即所知障。 

说到这儿，要澄清一件事，有人说：“不能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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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多的佛经，会生起所知障。”说这种话的人，连所

知障是什么都不知道，以为知道的多了，就有所知

障，知道的少就没有所知障。愚蠢之极！在《佛说

观无量寿经》当中提到了“当修三福”，第三福“发

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1中，就

提到了广阅大乘经论，这是佛说的。《般若波罗蜜多

经》，包括第一会、第二会、第三会、第四会般若，

以及《金刚经》等佛经当中都说要广阅大乘经。《华

严经》当中，也再再强调广阅大乘经典。什么叫“广

阅大乘经”？就是多多地读佛经。有人说读不懂，

原因有三： 

第一、其所读经内容太深。我们中国人非常重

视“般若”，所以读《般若经》的人非常多，不常读

《大般若经》或者《第二会般若》，但会经常读《金

刚经》《心经》。可是，因为内容太深了，不依靠解

释的话，的确读不懂。而这些解释的内容又是五花

八门，甚至有的人把《金刚经》当成文言文来解释，

依字面把它译为白话文，这等于没说。因为无论

《金刚经》，还是《心经》，从语言的角度看，它就

                                                 
1 T12, no. 365, p. 341, c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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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古代的白话文，并不难听懂。之所以难是因为它

的内容太深奥了，如果没有一定的佛学知识，恐怕

连它的名相都不明白。比如，我们经常说：“色不异

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色不异空”

的“色”是什么？“空不异色”的“空”又是什么？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什么意思？“受想行识，

亦复如是”是什么意思？首先对色、受、想、行、

识都没有搞明白，你怎么去谈“色不异空，空不异

色”？如果想知道色是什么、受是什么、想是什么、

行是什么，就应该学《阿毗达磨集论》或者《俱舍

论》。《阿毗达磨集论》，玄奘大和尚把它译成汉文，

里边就包含这些内容。比如，十二处、十八界，都

有解释。虽然《心经》里没有提到，但里边含摄了

四圣谛、十二因缘、四禅、四无色、四无量、三十七

菩提分法、三解脱门、九次第等持、以及佛的四无

畏、十八不共法等一系列内容。连这些基本内容都

不知道，你就无法读得懂《心经》，因为《心经》是

非常深奥的理论。如果想了解这些内容，怎么办？

你去找能读得懂的佛经，比如《华严经》。虽然它体

系很庞大，但是你一段一段地念，里面的大多数内

容都可以读懂。《大宝积经》也能读得懂，可以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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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这些佛经开始，然后看诸如《阿毗达磨集论》

之类的书，这样很快就会有了非常好的佛学知识基

础，然后讲什么法，你一听就明白了。这跟上学读

书的道理相似，如果一个人还没读小学、初中、高

中、大学，直接读博士后，肯定是学不懂的。 

第二、文化水平有待提高。要提升一点中文水

平，如此，你就能看得懂、听得懂。 

第三、从来没到善知识那里去听法。有人到庙里

只是烧烧香，拜拜佛，从来不去庙里听法，或者从

来没有看过佛经，所以就看不懂。今后，祈请师父

多讲法，这样对你有好处，对师父也有好处。 

我非常感激你们，因为有了你们这些人向我求

法，我就可以天天讲法。给你们讲法对我来说有三个

好处：闻的好处、思的好处、修的好处。 

一、闻的好处。要能够说服你们，我自己首先

要明白这些道理，否则就没有办法给你们讲。比如，

为了今天讲法，昨天晚上我没睡好，早上四点钟就

起来，把《华严经》里几段藏文翻译不大好的地方，

又据汉文重译成藏文。我要做好准备，不能自欺欺人。 

二、思的好处。因为要给你们讲，首先要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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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如果连自己都说服不了，焉能说服得了你们？

所以要先说服自己，让自己的心改变，那我思所成

的智慧就有了。 

三、修的好处。因为我不断地重复讲法，我的

心本来不在状态，可是慢慢地就变成了很虔诚，有

很多善法的习气和觉受。这都有赖于你们的请法，

给我自己带来了很多善法。所以，我非常感激。在讲

法问题上，师父和弟子应该互相感恩，这才是最好的。 

前一段时间，一位大和尚问我：“藏传佛教有四

归依：归依上师、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佛经里面

没有四归依，是怎么回事？”我给他解释了其中道理。 

首先、要视师如佛。藏传佛教有四句归依的最

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学佛就必须要拜师父，

如果你把师父念想为佛的话，就会依教奉行，师父

怎么说，你一定会怎么修。如果你把师父当成凡夫，

跟自己彼此彼此的话，对师父就生不起信仰之心，

就不会按照师父所说的去修行。《华严经》中说：“善

知识者则是如来，善知识者一切法云。”1即对佛陀

                                                 
1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68〈39 入法界品〉： (T10, no. 279, p. 

366, c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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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对阿阇梨亦如是看待；对佛陀如何侍奉

供养，于阿阇梨亦如是供养；与在佛陀那里听受教

法一样，也要正听其教授。所以，要归依上师，归

依佛。 

其次、佛经里的确没有归依四宝，藏传佛教也

没有归依四宝。藏传佛教讲归依的经论当中，说的

都是归依三宝。那么上师在哪里？是把上师放在佛

的范畴内。佛分为历史上的佛和当下的佛，当下的

佛就是上师，历史上的佛就是曾经来过的佛。为什

么视上师为现在佛？上师当下代表佛为你讲经说法，

起码在弟子的眼里，必须把上师看成是佛。但是，

上师千万不能把自己看成是佛，要知道自己不是佛。

但是弟子必须把上师念想为佛，只有这样，对弟子

也好，师父也好，都会在修行佛法当中受益。 

另外，从证的门中来说，无余了知，因此称之

为善逝，尤如宝瓶盈满甘露一样。 

在于阗国三藏实叉难陀翻译的八十卷《华严经》

中说： 

信能惠施心无吝，信能欢喜入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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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能增长智功德，信能必到如来地。 

信令诸根净明利，信力坚固无能坏， 

信能永灭烦恼本，信能专向佛功德。 

信于境界无所著，远离诸难得无难， 

信能超出众魔路，示现无上解脱道。1 

信仰是七圣财中第一个殊胜的财富。有了坚固

的信仰而布施，就能够消除一切吝啬，进而使布施

波罗蜜圆满；如果有了坚固的信仰，将让自己非常

欢喜地趣入佛道，修行佛法；如果有了坚固的信仰，

就能够增长无量无边的智慧功德；如果有了坚固的

信仰，就能够必然地到达如来地，最终证得佛陀果

位；由于信仰的力量，让自已的慧根清净明亮起来、

锋利起来，成为利根者；如果有了坚固的信仰，一

切的歪理邪说，一切的颠倒的道路，都不能动摇自

己对佛法的信心；如果有了非常坚固的信仰，由此

力量，能够永远灭除一切烦恼之本；如果有了坚固

的信仰，就能够欲求种种佛的功德，因为你看到了

                                                 

1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14，《贤首品第十二》，T10, no. 279, p. 

72, b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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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有这样的功德，自己就想成为犹如佛这般具有广

大的功德者；一旦有了非常坚固的信仰，对如来所

说的正法，能够有所证悟，由此，对一切情器的境

界没有执著，远离贪著；有了坚固的信仰，使自己

远离一切喧杂之处，而且能够断除修行佛法的一切

障碍和无暇等；如果有了坚固的信仰，就能够遮止

一切颠倒的诸魔路，也就是邪道；如果有了坚固的

信仰，必然能够显示无上解脱道。 

我们讲《随念三宝经》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佛、

法、僧建立起坚固而有理性的信仰。要想产生如此

之信仰，首先必须了知，佛有何等功德、法有何等

功德、僧有何等功德。 

所谓导师者，能于众生说无颠倒法故，说为善

师；于自己了知一切法中证得菩提故，所以称为导

师；因为断除一切烦恼故，称之为导师，不是普通

的导师，而是圆满的导师。 

薄伽梵者，摧、具故，为薄伽梵。摧伏四魔，

尤其是天子魔；具六德，具种种功德故，为薄伽梵。 

如来者，为众生宣说如是之法故，是为如来。 

应供者，已经得到圆满功德，断一切过患，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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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众生的救怙，所以是应该供养的最殊胜的资粮

田，造福德资粮田，故为应供；或者摧伏一切烦恼

故，为阿罗汉，就是摧敌。 

正等觉者，正确、圆满、佛。无颠倒为正；得

圆满功德故为等；佛者有两层意思：从无明的睡梦

中觉醒过来，智慧获得增长广大，故而称为佛，或

者觉。汉语叫作觉，梵文叫 buddha，梵文音译成汉

文叫作佛陀。 

明行圆满有多种解释，略要地说，由具有戒学

和定学二足故，为行圆满；又由具有慧学的眼目故，

为明圆满。 

善逝，从断的门中有三功德，从证的门中有三

功德。无著菩萨对此的解释是：善逝者，逝于安乐

处故为善逝。由于无有退转故，犹如断病根而逝；

由于相续无余圆满了证故，逝于安乐处，为善逝。

由于一切所知皆了知，犹如宝瓶盈满甘露。由于了

知法界体性故，于外道声闻之中最为殊胜。比如外

道者，未曾善达而未得到无退转道；声闻、独觉等，

虽然得道，不退转于凡夫，但是未曾了知圆满，未

无余了知。唯佛于一切所知处，得到无碍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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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余了知，因此，薄伽梵是善逝。由圆满了知故，

由证悟故，称之为善逝。如是，从明行圆满开始，

说圆满导师已，知道这样的圆满导师就是薄伽梵者。

所以，前面的部分，说的是所做的事业，薄伽梵是

具有这样的事业者。 

世亲菩萨对“善逝”的解释与无著菩萨相似：

总体上来说，逝是去往的意思，去了应该去的地方，

称为善逝。或者，善就是极善，逝是去往，因为去

往安乐处故，为善逝。 

不退转而去故，犹如除病根，故而称之为善逝。 

无余圆满功德处去往故，为善逝。 

不退转而逝和无余而逝，这两句话是有针对性的。

外道神通再广大，最多不过得到初禅、二禅、三禅、

四禅，或者四无色的根本定，没有得到出世间的禅，

也未曾断欲界、色界、无色界一切烦恼，最多是压

伏式地断除欲界的烦恼，或者色界的下下品烦恼，

或者整个色界烦恼，既没有断圆满，也没有证圆满，

所以他没有去往不退转处。不退转的意思是，不再

于轮回当中由业力再次轮转。如果由业力再次继续

于轮回当中轮转的话，称之为退转。即不被业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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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故，为不退转。然而外道完全被业和烦恼所掌

控，没有逃出行苦、或坏苦、苦苦，故他是退转的。

与外道相比，逝往不退转处，所以佛更加殊胜。 

声闻、独觉阿罗汉，包括十六尊者、三十二独

觉，他们虽然断除了一切烦恼，得到了阿罗汉果，

得到了不退转，并且不再由业力引发流落到轮回当

中。可是他们没有到达圆满了知的智慧无碍的地方，

也就是说，无论是断的功德，还是证的功德，并没

有圆满。所以，他不是了证无余法处。跟声闻、独

觉阿罗汉相比，因为佛了证一切功德，断一切所知

障与烦恼障，所以更加殊胜。 

丁七、观见世间 

བདུན་པ་འཇིག་རྟེན་ལ་གཟིགས་པ་ནི། འཇིག་རྟེན་མཁྱེན་པ་སེ། ཉིན་

མཚན་དུས་དྲུག་ཏུ་གདུལ་བྱའི་འཇིག་རྟེན་ལ་གཟིགས་ནས་སྐལ་པ་དང་ལྡན་མིན་

མཁྱེན་པར་མཛད་པའོ། ། 

  【信钩】“世间解”，昼夜六时，观见化机诸世

间众，知见解了是否具缘。 

“解”是解释、了解、知道的意思，即了知

一切世间。佛知法即可，为什么还要知道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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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佛观察世间一切众生，谁适合调伏，以何等

方法能够调伏，其根器如何、持戒如何，他的信解，

或者他的所求如何等，皆需圆满了知，叫知世间。  

举例来说，现在公认的说法是释迦牟尼佛是

在公元前 530 年左右成佛的。按照藏地的说法，

成佛之日为四月十五。四十九天以后，在六月三

日，他来到婆罗痆斯，就是鹿野苑，第一次宣讲

正法，第一次有了五比丘弟子，也就是侍奉他的

憍陈如等。之后有了二十五个弟子，接着有了六

十多位弟子，不到一年，又有了迦叶等一千多位

弟子。至此，佛陀成佛不到一年，就有了一千多

个出家人了。之后佛陀从瓦拉纳西城，来到了摩

羯陀国的王舍城，在那里的阿阇世王之父频婆娑

罗王，归依了佛，他的百姓也都归依了佛，佛陀

很快就有了非常多的弟子。  

当时，舍利弗和目犍连二人听说有佛叫乔达

摩，专门前来观察，如果殊胜的话，就拜他为师；

否则，他们就离开。这两个人学问非常好，每个

人皆有六百多个弟子跟随，一起来到了王舍城。

当时佛陀昼夜六时，普遍观察，由神通力了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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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知舍利弗和目犍连慧根极胜，便观察由谁出

面调伏这两位，知道由马胜以清净调柔的形象来

调伏比较合适。所以，当他们来到王舍城，发现

了很奇怪的现象。在其它城里托钵化缘时，当地

总是有很多人围绕着他们，求问道理，对他们非

常敬仰。可是进入王舍城以后，他们自己和众弟

子周围都没有人围绕，于是便找当地人寻问原因。

当地人告诉他们，释迦牟尼佛就在这里，老百姓

都追随释迦牟尼佛去了，不会有人追随他们了。  

有一天，佛陀安排马胜去调伏舍利弗和目犍

连。马胜穿着袈裟，非常庄严，故意来到二人跟

前。因为马胜的行为非常调柔，谁看到马胜，都

会生起非常强烈的恭敬心，他无论走到哪里，众

人都围绕着他供养。舍利弗和目犍连一看，以为

是佛，便问当地人，当地人告诉他们，这不是佛，

只是佛的弟子之一而已。二人心想，这位比丘如

此行为端正，威仪具足，身性调柔。弟子尚且如

是，那佛应该是什么样呢？他们不由自主地对佛

产生了非常强烈、深厚的信仰，便去问马胜：“你

所修何法？如何修？”马胜给他们做了回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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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是大智者，他们曾经也问过许多外道，但是

回答都无法令他们满意。听了马胜的话，他们立

刻生起了非常强烈的信心，于是归依在马胜那里。

然后，二人对弟子们说：“你们不愿意跟我们一起

出家的，就回家去；愿意跟我们出家的，就在这

出家吧。”弟子们没人回家，都跟着舍利弗和目犍

连一起出家了。马胜就带着他们到了释迦牟尼佛

那里。这就叫随机调伏众生。  

因为佛知道，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时候，用

什么样的方式，由什么人去调伏和度化最合适，

这叫世间智，也叫世间解。  

 所以，“‘世间解’，昼夜六时，观见化机诸世

间众，知见解了是否具缘。”就是观察应该度化的这

些世间众生，什么时候适合度化，以什么方式度化。

据《八千颂般若》记载，在佛成佛之后的第二年，

在王舍城讲“般若”的时候，已经有一千二百比丘。

到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依《二万颂》即《第二

会般若》所记，已经有五千比丘众了。这是因为佛

是知世间或者世间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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सत्त्वधातुलोकधातोः सवाहकारसांक्लेशव्यवदानज्ञानाल् 

लोकपवत्। 

སེམས་ཅན་གི་ཁམས་དང༌། འཇིག་རྟེན་གི་ཁམས་ཀི་ཀུན་ནས་ཉོན་མོངས་

པ་དང༌། རྣམ་པར་བྱང་བའི་རྣམ་པ་ཐམས་ཅད་མཁྱེན་པས་ན། འཇིག་རྟེན་མཁྱེན་

པ་ཞེས་བྱའོ། ། 

  【瑜伽】善知世界及有情界一切品类染净相故，

名世间解。 

对一切器世界，及一切有情世界的所有烦恼的

杂染和清净相，都能够了知，叫世间解。正如前面

所讲，有情的相续当中，谁人贪心最重，谁人瞋心

最重，谁人愚痴最重，谁人傲慢最重，谁人相续当

中有信仰的功德，谁人有布施的功德，谁人有广闻

的功德等等，尽皆了知。 

无著菩萨在释中说：无误了知一切世间的有缘

和无缘的众生，叫“世间解”。何时该度化，不误时

机而做调伏，做度化者，叫“调御丈夫”。为什么叫

世间知？是因为何人此时此刻有缘学佛法，何人什

么时候才会具备缘分修学佛法，他都能够了知，所

以叫知世间，或者世间解。佛昼夜六时，用佛智慧

的眼观察世间众生：何人衰减了；何人被烦恼所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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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遭受苦恼；何人坠落轮回以及恶趣；何人从轮

回当中脱离；何人由我来从三恶趣当中解救出来，

安置于人天安乐；或从轮回当中解救出来，安置于

解脱；何人相续中未生善根者，由我宣讲正法，使

其相续中生起广大的善根；何人已经生起善根，令

成熟起来，令其增长广大；何人由成熟善根，令其

脱离轮回苦，让他得到永久安乐，佛非常清楚地了知，

这叫世间解。 

世亲菩萨说，佛度化众生的事业有两种： 

一是知。知道谁具缘分，谁不具缘分。谁在何

时会具足缘分，谁在何时不具足缘分。谁由哪个人

来度化比较合适，谁说什么样的法，才适合度化他。

也知道谁人暂时还没有缘分，谁人讲什么法是不能

度化的。这叫知世间，是第一个事业。 

二是度。度化众生。佛不是随便遇到何人，便

去度化，而是看谁的因缘成熟了，才去度化。我们

经常说，佛乃大慈大悲，度化一切众生。从广义上

来说，佛是度化一切众生的。但具体来说，佛只度

化适宜度化的众生，而不会在未到机缘的时候度化。

佛不失时机地度化众生，叫随机调伏。“随机”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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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机缘、时机。佛非常清楚以何等法、以何等方

式来度化，因此是如理度化，而不是盲目地度化。 

所谓世间解，是了知世间何人具因缘，何人不

具因缘等，知世间故，称之为世间解。 

世亲菩萨解释的方法同无著菩萨一样。他说：

释迦牟尼佛，用佛的智慧眼，昼夜六时观察一切众

生，谁人善根衰减；谁人增长善根；谁人遭受苦难；

谁人从恶趣中得以脱离，去往善趣；谁人堕落三恶趣；

谁人应由我令其从三恶趣中脱离，得到三善趣；谁

人应由我令其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谁人没有生起

善根，由我令其生起，并且令其成熟；已成熟善根

者，令其得以解脱。这样的世间一切事，如实了知，

不误时机故，为世间解。 

丁八、调伏有缘 

བརྒྱད་པ་སྐལ་ལྡན་འདུལ་བ་ནི། སྐྱེས་བུ་འདུལ་བའི་ཁ་ལོ་སྒྱུར་བ་བླ་ན་

མེད་པ་སེ། སྐལ་ལྡན་གི་སྐྱེས་བུ་རྣམས་འདུལ་བའི་ཚེ། ཐེག་པ་གསུམ་གི་ལམ་

བསན་ནས་ཁ་ལོ་ཐར་པའི་ཕོགས་སུ་སྒྱུར་བ་ལ་ཐབས་མཁས་བླ་ན་མེད་པ་དང་ལྡན་

པ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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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钩】“无上士调御丈夫”，调伏有缘士夫之

际，示三乘道，御解脱向，具足无上善巧方便。 

无上士调御丈夫，是佛度化众生的第二个事业。

有人说：“佛度化一切众生”，又有说：“佛只度化有

缘众生”，言外之义，无缘众生就不度化了。这两种

说法放在很大的时间框架里是不矛盾的。佛度化一

切众生，但也只度化有缘众生。因为众生有缘，马

上就能度化；没有缘分的众生，只有等什么时候缘

分到了，佛才度化。总之，佛度化一切众生，但不

拘于一时。这就有如“凡是求受比丘戒的人，都授

比丘戒”，与“只有到二十岁的人，才能授比丘戒。”

这两个条件互不矛盾一样。佛在《律藏》中讲，不

到二十岁不能授具足戒。有的小沙弥才十几岁，法

师不会马上为他授比丘戒，要等到二十岁的时候，

才会授比丘戒。所以说，佛度化有缘众生，和佛度

化一切众生，这两种说法，如果在较短的时间段是

矛盾的，但放在很长的一个时间框架内是不矛盾的。 

此中“有缘士夫之际”，是说度化的对象是有缘

士夫。那以何等方式度化呢？不确定。因为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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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略说有三种，即以三乘佛法来度化。这在第

二会、第三会和第四会般若里都讲过。如佛在《第

二会般若》，讲道智时说： 

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既如实知声闻等道及因

果已，随其所应安立有情于三乘道，令勤修学各

得究竟。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起如是诸道相智。

若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诸道相智，于诸有情种种

界、性、意乐、随眠皆能悟入，既悟入已，随其

所宜为说正法，皆令获得所求胜果，终不唐捐。

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善达有情诸根胜劣，如

实解了一切有情往来死生心所差别故，所说法终

不唐捐。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行如是诸道般若

波罗蜜多。所以者何？一切声闻独觉菩萨所应学

道菩提分法，无不摄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切

声闻、独觉、菩萨于此中学皆得究竟。1 

是说菩萨应知声闻道，应解声闻道；应知独觉

道，应解独觉道；应知佛道，应解佛道。知一切道，

                                                 

1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465，遍学品第七十二，T07, no. 220, 

p. 350, 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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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一切道；凡是声闻道、独觉道、菩萨道，一切道

皆应了知，皆应生起。由如此法而度化有情，由此

道而做事业。因为做菩萨的人将来是要成佛的，所

以光知道菩萨道是不够的，也应该知道声闻道、独

觉道，无论是菩萨也好，佛也好，他们都要度化上、

中、下三类根器的众生。而根器非常愚钝的人适合

声闻法；根器中等的人适合独觉法；根器最上的人

适合菩萨道。佛度化所有众生，也就是三类根器的

众生都度化，因此，对三种的一切道，皆应了知。

菩萨亦如是。所以，以三乘的教法来度化一切众生

故，佛讲了无数的声闻法、独觉法，也讲了菩萨法。

比如，佛在三十六岁成佛那年的六月初三，第一次

讲了声闻、独觉法。尤其是声闻法，讲的就是苦圣

谛、集圣谛和灭圣谛、道圣谛。从此以后，直到佛

涅槃之间，讲了许多声闻法和独觉法。佛成佛的第

二年到第三年的时候，在鹫峰山顶开始讲大乘法，

从《八千颂般若》开始讲起，到后来，在毗舍离、

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等等许多地方，讲了许多大

乘法。佛一生当中，把声闻、独觉、菩萨证得三种

果位的法都讲了，因此说是以三种法来度化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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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御丈夫”的“调”就是调伏有缘士夫；“御”

为驾驭车马之意，佛把你带往解脱的方向，就叫御

向解脱。佛是具足无上的善巧方便者，所以叫无上士。 

िरमपचत्तदमोिायज्ञतया एकस्यैव लोके िुरुषभूतस्य च 

प्रादभुाहवातनुत्तरः िुरुषदम्यसारपथः । 

སེམས་ཅན་འདུལ་བའི་ཐབས་དམ་པ་མཁྱེན་པ་དང༌། འཇིག་རྟེན་དུ་སྐྱེས་

བུར་གྱུར་པ་གཅིག་པུ་བྱུང་བས་ན། སྐྱེས་བུ་འདུལ་བའི་ཁ་ལོ་སྒྱུར་བ་བླ་ན་མེད་པ་

ཞེས་བྱའོ། ། 

  【瑜伽】一切世间唯一丈夫，善知最胜调心方

便，是故说名无上丈夫调御士。 

藏文说：了知调伏众生的最胜方便、是世间唯

一的丈夫，所以叫做无上士调御丈夫。“无上丈夫调

御士”是“无上士调御丈夫”的不同译法，就是一

切世间唯一丈夫。  

无著菩萨对此有详细解释：因为先观察有缘的

众生，然后调伏故，为调御丈夫。御为引导之意。

引向何处，一半要看自己前世所造的业力如何，今

生修学等自身的条件如何，另一半要看何人引导你。

若是坏人引导，本来是非常好的人，也有可能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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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人。倘若是非常好的善知识来引导的话，本来是

坏人，也完全有可能放下屠刀，从此行善积德，趣

往解脱的方向。所以说引导，或者“调御”的这个

“御”，非常重要。佛把众生御向解脱，御向善法，

御向脱离一切轮回苦的永久安乐的解脱道，故称之

为调御。由御向解脱故，由调伏贪瞋痴等等烦恼故，

为调御。 

所谓的无上士，是说具有最方便的度化众生能

力。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确不乏有说服力者。如战

国时期的张仪、苏秦，一会儿去说服这个国王打那

个国家，一会儿去说服那个国王打这个国家，仅凭

借三寸不烂之舌，把几个国家玩于股掌之中。这就

叫有说服人的能力。据说当年诸葛亮跑到东吴，去

说服东吴联合抗曹。其实他们并没有多少兵力，而

且这是有风险的，但是他能言善辩，结果说服东吴

出兵抗曹。度化众生有这般口才的话，那就太好了。

说起来，佛比诸葛亮、张仪、苏秦等等胜过百千万

倍。那些人只不过是说服了当年的人，现在的人他

是说服不了的；而佛已经圆寂 2480 多年了，现在全

世界那么多的人还在听从佛的教言指引，这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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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秦、张仪之辈，只是逞口舌之能而已，他能

迷惑当时的国君，但不能说服现在的我们。而释迦

牟尼佛，由大慈大悲为动机，以度化一切众生作为

他的事业，所说的法正确无误，无颠倒，义妙文巧，

初善、中善、后善，即使是二十一世纪的人，自以

为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也会被折伏的。这就

是真正的无上师，是圆满的导师。 

藏人称师父为“上师”，就是无上导师的意思。

为什么叫无上导师？因为上师说的是佛语，而不是

他自己的见解，所以他是无上师。他只不过是替佛

带口信给我们，他既是无上师，也是无上士。藏传

佛教为什么对上师如此重视？因为如今在我们面前

代表佛宣讲正法者，只有上师。何谓上师？阿阇梨

就是上师，宣讲佛法者，就是上师。如此称呼，师

父的压力也大了。就师父而言，木匠的师父也是师

父，铁匠的师父也是师父，反正教你知识技巧的都

可以叫师父。上师跟他们不一样，因为他代表释迦

牟尼佛，是世间最无上、最具有善巧方便的师父，

他不能信口开河，更不能把自已的想法掺杂在佛经

当中来讲，只能是佛讲过的才可讲，佛没有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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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决不讲，那才是上师。想当上师，要学会一个道

理，佛讲的要一字不落地讲；佛没讲的从不乱讲。

尤其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想象力加在佛经当中，混

淆视听，当作佛法来讲，那不是上师，而是诈伪之

师。他诈了什么？他诈用佛法，来说自己的话。 

你们可能很奇怪，夏坝活佛刚到沈阳北塔护国

法轮寺的时候，挺可爱的。为什么呢？那时，讲故

事讲得好听，一字不落地都能听得懂。不过最近不

知道怎么回事，说的话越来越文绉绉的，越来越枯

燥，越来越听不懂了。今天我告诉你们，当初我实

在没办法，只能用跟普通老百姓“唠嗑”的方式给

你们说法，因为你们能听懂。现在你们已经学了很

长时间的佛法了，已经懂了许多，起码你们当中很

多人能听得懂，那我就不按“唠嗑”的方式讲法了，

是严格根据佛经当中所说的，一句一句，一段一段

地介绍。尽管有点枯燥，有点生疏，听起来好像没

有以前讲法有趣，也没有以前讲法精彩，可是它耐

久，因为没有水份。以前我给你们讲的法里有很多

水份，不加点水份你们咽不下去。现在你们消化能

力增强了，所以我给你们一点干的东西吃，你们也



第二部分 正说《随念三宝经》 107 

 

能把它咽下去。因为不加那么多的水份。因此，你

们现在觉得听我的法比较枯燥。 

佛是无上士，贪欲最重的难陀，被调伏了；瞋

恨心最重的、杀了九百九十九个人的指鬘，以及愚

痴心非常重的槃陀迦，也被调伏了。佛是最无上的

士夫，能够调伏一切众生。佛所指引的路远离二边，

一是遮止享乐主义，二是遮止苦行主义。佛走的是

中道。 

现在的世间是五花八门，寺院也好，学佛人也

好，走的路也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作为修学佛法之

人，一定要严格地遵守一个规则，就是不要走两个

极端，一定要走中庸之道。一个极端是对福报和享

乐非常强烈地贪著，穷奢极欲，这条路是不可行的，

出家人绝对不能走这条道路。把寺院搞成旅游景点，

收门票，进行商业化经营，这绝对不是弘扬佛法之

道。一定要远离这样的道路，才能够弘扬正法。另

一个极端是难以想象的苦行，社会不能认同的一些

苦行之路也不能走，因为这样一来，很少有人能承

受得了如此大苦的修行，会导致很多人对佛法望而

却步。因此，要走中庸之道，这是佛说的。龙树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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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多次批评过奢靡主义者和苦修主义者。在汉地，

甚至有燃指苦行者，按照龙树菩萨的思想，是反对

这种做法的。他曾经在《宝鬘论》中说过： 

苦行折磨身，如是非法行， 

不能断损他，亦非行利益。1 

即折磨自己的身体，无益于修心。汉文《大藏

经》里有《宝行王正论》即是早期翻译的版本。 

那佛经中不是有佛身上扎千钉、点千灯之类的

事吗？有这样的事情，但不推崇。佛陀曾经为求佛

法，不惜一切代价而修，这是从佛的决心角度而言，

但绝对不是让我们也去效仿。所有佛经里都没说要

这样做，《华严经》《瑜伽师地论》《大宝积经》和《般

若经》里都没说。不但没有说，反而遮止了凡夫众

生做这种苦行。比方：施舍的时候，连我们的命也

要施舍。但是，能施舍生命、肢体、眼睛等应是登

地以上圣者。未登地者，也就是一地菩萨以下的，

                                                 

1 《宝行王正论》卷 1，《安乐解脱品第一》：“若但行苦行，决

不生善法，以离智悲故，若唯有苦行，不能除损他，与救济利益。”

(T32, no. 1656, p. 493, b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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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允许的，是遮止的。因为未证欢喜地之前做这

些事，很容易使自己的修行退转，所以不但不推崇，

反而还要遮止。学佛的道路很简单，不奢靡，也不

苦行，走中庸之道，或者中观之道。 

既然佛是度化有缘者，薄伽梵是调御丈夫，那

无缘的众生怎么办？暂时没有缘分脱离轮回苦的这

些众生，先让他们从三恶趣苦当中解脱出来，安置

于人天安乐当中。以何为依据？《楞伽经》里说了

五乘：人乘、天乘、声闻乘、独觉乘、菩萨乘。其

中人乘和天乘，是通过断十恶、修十善等方式，从

三恶趣苦当中解脱出来。先安置于人天安乐处的众

生，为人乘和天乘。龙树菩萨在《中观宝鬘论颂》

也曾经讲过： 

先增上生法，后生决定善； 

由得增上生，次生决定善。 

增上生即乐，定善谓解脱， 

成办此二因，略说即信慧。1 

                                                 
1 《宝行王正论》卷 1，《安乐解脱品第一》：“我当说由法，流

注法器人，先说乐因法，后辩解脱法。众生前安乐，次后得解脱。

善道具名乐，解脱谓惑尽，略说此二因，唯信智二根。”(T32, no. 1656, 

p. 493, b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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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两种，增上生与决定善。增上生是人天安

乐，决定善是脱离轮回苦。暂时不具有声闻种姓、

独觉种姓、菩萨种姓者，先从三恶趣当中解救出来，

让其获得人天安乐，这就是佛利于无缘众生的方法。

这里的缘是指脱离轮回的缘。有缘众生有四种：声

闻种姓、独觉种姓、菩萨种姓和不定种姓者。所谓

声闻种姓者，听到声闻法时极欢喜，对独觉法、菩

萨法则没感觉，是适合声闻根器的众生。所谓独觉

种姓者，听到十二因缘法等独觉法时身毛竖立，满

面流泪，但是对声闻法和菩萨法没感觉，就是独觉

种姓的众生。听到菩萨法时汗毛直立，满面流泪，

但是，听到声闻法、独觉法时没感觉，是菩萨种姓。

听到声闻、独觉和菩萨任何法，他都满面流泪，汗

毛直立者，是不定种姓。不定种姓者，不要把他安

置于声闻独觉，一定要度化于大乘当中来。声闻种

姓者先安置为声闻，独觉种姓者先安置为独觉，菩

萨种姓者直接安置于菩萨道，这就是度化众生的办法。 

世亲菩萨称共同种姓为不决定种姓。为什么叫

不决定呢？哪个都有缘，叫不确定，随其所遇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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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姓，就会被度化到什么方向中去。其余的与无

著菩萨所说相同。 

丁九、事业所依大师尊 

དགུ་པ་འཕིན་ལས་ཀི་རྟེན་སོན་པ་ཉིད་ནི། ལྷ་དང་མི་རྣམས་ཀི་སོན་པ་སེ། 

སེམས་ཅན་ཐམས་ཅད་ཀི་སོན་པ་ཡིན་ཡང་ལྷ་དང་མི་སོས་པ་ནི། གདུལ་བྱའི་གཙོ་

བོ་སེ་རྟེན་དེ་གཉིས་ཁོ་ན་ལ་བདེན་པ་གསར་མཐོང་དང་འབྲས་བུ་བཞི་གསར་དུ་

འཐོབ་པ་ཡོད་པས་སོ། ། 

  【信钩】“天人师”，虽与一切有情为师，然主

要化机是为“天、人”，盖惟于依彼二所依，能新见

诸谛、初证四果故。 

为什么叫天人师？因为虽与一切有情为师，但

唯有人和天的所依之上的化机，才能够获得初见诸

谛这样的见空性的境界，及初证四沙门果，因此把

人、天放在突出的位置，说佛陀是一切众生的导师，

尤其是人和天的导师。 

见诸谛的“谛”，是苦圣谛、集圣谛、灭圣谛和

道圣谛的四圣谛十六行相。由瑜伽现量来现证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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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对声闻和独觉来说，只有得到见道的一刹那，

才会见到真实的诸谛。也就是说，声闻、独觉和菩

萨修行的次第当中有五个道，即：资粮道、加行道、

见道、修道、无学道。 

资粮道，是一个修行者从未入道开始入道了，

是第一道。如声闻、独觉种姓者，他们什么时候发

起了真正的出离心，对六道轮回的一切名闻利养、

荣华富贵等不起丝毫的贪念，一心想脱离轮回苦，

得到永久安乐的阿罗汉的果位的时候，就入资粮道了。 

入了资粮道之后，什么时候得到了止观双运，

即毗钵舍那和奢摩他双运的修行境界，就得到了加

行道。什么时候以十六行相为所缘，如果是声闻的

话，以人无我为所缘，或者空性为所缘——按中观

应成的观点，诸法体空是必须要了知的；按中观自

续的观点，了知人无我即可——由瑜伽现量来现证

这样的空性慧的时候，就得到了圣位，变成了圣僧

伽。见道便得到了，从此也就成了真正的圣僧伽了。 

然后，在修道当中，断三界九品烦恼。三界：

欲界、色界、无色界。九品烦恼：上上品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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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品烦恼、上下品烦恼，中上品烦恼、中中品烦

恼、中下品烦恼，下上品烦恼、下中品烦恼、下下

品烦恼。这九品烦恼，包括色界的九品、无色界的

九品和欲界烦恼九品，三界一切烦恼都断除的时候，

就得到了阿罗汉果。 

无学道就是不需要再修行，得到了你应该得到

的结果，这是第五道。 

这里初见诸谛，就是最初能够现证诸法体空，

或者真实的空性。从声闻的角度来说，可以把它理

解为四谛十六行相的现证。作为菩萨，可以把它说

成是诸法体性空的现证空性，由现量来证空性，和

得到一地菩萨的果位是同时的。菩萨是什么时候进

入资粮道的？发了任运菩提心的时候，就趋入了资

粮道；得到止观双运的修所得的空性慧的时候，得

到了加行道；由现量门中能够现证诸法体性空的空

性的时候，得到了见道，也就是证得了一地菩萨；

然后再开始串习修行断三界烦恼和所知障，到最后

证了十地最后有为止，是菩萨的修道；十地最后有

的第二刹那，证得了佛的果位，也就是大乘的无学道。 

沙门四果是：预流果、一来果、不还果、阿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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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果。四果以及四向，共分为八个：第一，预流向；

第二，预流果；第三，一来向；第四，一来果；第

五，不还向；第六，不还果；第七，阿罗汉向；第

八，阿罗汉果。加行道时，分为四类：暖、顶、忍、

世第一法。加行道世第一法将会得到预流向。接着，

得到见道，现证空性的同时，安住于预流果。接下

来，从修道开始，获得一来向。再下来，断欲界六

烦恼时得一来果。然后开始修不还向，等到断第八

烦恼以上为不还果。再接着修正在断除第九烦恼的

时候，就是阿罗汉向，等到三界的九种一切烦恼全

部断除，就得到了阿罗汉果。这些内容，在许多经

论里讲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学过《现观庄严论》或

是《俱舍论》的人都很明白。 

经过佛的教导，能够证得诸法体性空的现证空

性的诸谛，或者现证四圣谛十六行相，同时也能够

得到四种沙门果的，只有人和天，所以称佛为天人师。 

चक्षुभूहत्वा ज्ञानाथहधमहभूतत्वाद्व्यक्तस्याथहस्य 

पनणेत्र्तत्वात्सवाहथह प्रपतसरणत्वादव्युत्िन्नस्याथहस्य 

व्युत्िादकत्वादतु्िन्नस्य सांशयस्योच्छेदकत्वाद्गांभीराणाां स्थाना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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पववरणात्ियहवदािकत्वात्तन्मूलत्वात्सवहधमाहणाां 

तने्नतृकत्वात्प्रपतसरणत्वात्। सवहदःुखस्य पनःसरणां शापस्त 

व्यिददशपत सम्यग्देवमनुष्याणाां। तस्माच्छास्ता 

देवमनुष्याणापमत्युच्यते। 

མིག་ལྟར་གྱུར་པའི་ཕིར་དང༌། ཡེ་ཤེས་དང་དོན་དང་ཆོས་སུ་གྱུར་པའི་

ཕིར། དོན་གསལ་བ་གཏན་ལ་འབེབས་པའི་ཕིར་དང༌། དོན་ཐམས་ཅད་སོན་པ་

དང༌། མི་རྟོག་པའི་དོན་རྟོགས་པར་མཛད་པའི་ཕིར་ དང་ཐེ་ཚོམ་སྐྱེས་པ་གཅོད་

པར་མཛད་པ་དང༌། ཟབ་མོའ་ིགནས་རྣམ་པར་འགེལ་པ་དང༌། ཡོངས་སུ་བྱང་བར་

མཛད་པ་དང༌། དེ་ཆོས་ཐམས་ཅད་ཀི་ར་བ་ཡིན་པ་དང༌། དེ་འདྲེན་པ་ཡིན་པ་དང༌། 

དེ་སོན་པ་ཡིན་པས་ན་ལྷ་དང་མི་རྣམས་ལ་སྡུག་བསྔལ་ཐམས་ཅད་ལས་བྱུང་བ་

ཡང་དག་པར་སོན་ཅིང༌། རྣམ་པར་བརོད་པས་ན་དེའི་ཕིར་ལྷ་དང་མི་རྣམས་ཀི་

སོན་པ་ཞེས་བྱའོ། ། 

  【瑜伽】为实眼故，为实智故，为实义故，为

实法故，与显了义，为开导故，与一切义，为所依

故，与不了义，为能了故，与所生疑，为能断故，

与甚深处，为能显故，令明净故，与一切法为根本

故，为开导故，为所依故，能正教诫教授天人，令

其出离一切众苦，是故说佛名天人师。 

根据《瑜伽师地论》，称天人师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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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实眼故。”佛犹如能够了达最真实义的

眼睛一样。人如果没有眼睛就看不见路，也无法找

到去处；同样，如果没有佛的教导，我们也无法找

得到解脱之路，脱离苦海，因此，佛犹如眼睛。 

二、“为实智故。”佛是能够令我们了知真实义、

赐于真实义的智慧者，佛所说的乃是最真实的智。 

三、“为实义故。”佛所说的法是诸法最究竟的

义，最真实的义，是空性的道理。 

四、“为实法故。”是一切法的真相。 

五、“与显了义为开导故。”佛为众生宣讲正法，

讲最了义的法。 

讲经说法有了义和不了义之别。按照唯识宗的

标准，按照字面意思可以理解的叫了义经。按照字

面意思不可以直接理解的，还要绕个弯子才可以理

解的叫不了义经。比如，佛为了摄受慧根非常钝的

声闻弟子，比如小乘的犊子部等，刚从外道进入到

佛教，如果直接跟他说“没有我”的话，他接受不

了，所以佛先说：没事，你不用担心，是有“我”

的，而不讲“我是空”的。慢慢让他成熟起来后，

再逐步讲无我。这种讲有我的经，称之为不了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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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有所指。为了让他先安心地修行佛法，等到

他的智慧增长到一定程度，能够接受的时候，再慢

慢跟他讲空性。所以，所说的并非最真实义，叫不

了义。了义是指诸法体性空。比如《般若经》中说：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

想行识，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等等，

这些道理就是了义，或者真实义。 

还有一种说法，凡是讲种种因果，种种世俗的

名言之上的世俗谛所说的法，为不了义法；凡讲诸

法空性，讲真实义、胜义谛的，叫了义法。简单地

说，世俗谛和胜义谛中，讲世俗谛的叫不了义法；

讲胜义谛的叫了义法。这是中观宗龙树菩萨的思想。

龙树和无著对此就有这么大的差距。龙树菩萨依据

的是《无尽慧经》，无著所依据的佛经是《解深密经》。

按照中观的看法，《解深密经》也是不了义经。 

此处是说如来为所化众生讲了义的法来开导，

最终使其解脱。 

六、“与一切义为所依故。”佛所说为一切道理

的依处，真理的依处。 

七、“与不了义为能了故。”这里的了义、不了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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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就佛经本身而言，是说依靠佛所说的法，能让

你从不知道到明白其义，所以是了义故。 

八、“与所生疑为能断故。”佛能以最圆满的回

答来断除我们心中生起的一切疑惑，所以佛是人天师。 

九、“与甚深处为能显故。”最深奥难懂的内容，

通过佛一开导，就能让你非常明确地了知。 

十、“令明净故。”是说令智慧明了、业障清净

或者一切愚痴、烦恼等等黑暗，使其清净。 

十一、“与一切法为根本故。”佛所说的义是一

切法的根本义。 

十二、“为开导故。”佛是引导者或者开导者。 

十三、“为所依故。”佛是所依处，也就是依靠处。 

十四、“能正教诫教授天人，令其出离一切众苦。”

就是通过正确的教法，来教诫天众，教诫人众，令

其出离一切诸苦。 

“是故说佛名天人师。”正因为如此，说佛是天

人师。 

无著菩萨说：因为佛能够对一切众生指点迷津，

宣说正确的道理，所以叫导师。尤其是对人、天的

众生，专门讲苦圣谛、集圣谛、灭圣谛和道圣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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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来让他们获得预流向、预流果；一来向、一

来果；不还向、不还果；阿罗汉向，最终得到阿罗

汉果在内的小乘四果，让他们得到以小乘四果为喻

的大乘四向四果，所以称之为天人师，即：人的师

父和天的师父。 

世亲菩萨说，所说的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

做这样的事业者是谁呢？是天人师释迦牟尼佛。释

迦牟尼佛是一切众生的导师，因为他引导一切众生，

现前安置其于人天的安乐，最终让他们脱离轮回苦，

得到永久安乐。既然是一切众生的导师，为什么又

只说为人天导师？是因为在人、天的所依之上能够

现见四圣谛的真实义，并且也能够让他们得到预流

果、一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佛是宣讲如实义

者。所以名为导师。因为主要是对人和天讲，所以

称为天人师。 

【法蕴足论】天人师者，如世尊告阿难陀言：

“我非但与苾刍、苾刍尼、邬波索迦、邬波斯迦四

众为师。然我亦与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等，诸天人众，

为师，为胜师，为随师，为范，为胜范，为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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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将，为导，是故如来，名天人师。”1 

《阿毗达磨法蕴足论》是目犍连所著2。 

薄伽梵、如来、应供、正等觉、明行圆满、善

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人天师。这九个是

佛的功德。这就是差别法。 

丙二、差别事 

གཉིས་པ་ཁྱད་གཞི་ནི། སངས་རྒྱས་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སོ་སེ། ཚིག་དོན་

གང་དུ་བཤད་ཟིན་ལ་བསྐྱར་ཏེ་སོས་པ་ནི། གོང་གི་ཁྱད་ཆོས་དེ་རྣམས་གང་ལ་

མངའ་བའི་ཁྱད་གཞི་སོན་པའོ། །སོ་ཞེས་རོགས་ཚིག་སོས་པ་ནི་ཐེག་པ་ཆེ་ཆུང་

ཐུན་མོང་གི་ཡོན་ཏན་དྲན་ཚུལ་བཤད་ཟིན་པའོ།། །། 
  【信钩】“佛薄伽梵”，已说词义，复再宣说，

是为显示具上文所说诸差别法之差别事。“竟(so)”

为终结词3，即随念大小乘共通功德理说讫。 

                                                 

1 《阿毘达磨法蕴足论》卷 2，《证净品第三》，T26, no. 1537, p. 

461, b23. 

2 称友(Yaśomitra)《俱舍论明义疏》及布顿《佛教史》认为是舍

利子所著，而玄奘所传认为是目犍连所著。 

3 根据藏文文法，句末有终结词。梵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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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所说“佛薄伽梵”，是说这九个功德的拥有

者是佛薄伽梵；这里再说“佛薄伽梵”，为差别事之

意。藏文在此处有一个竟词，用以表示声闻、独觉，

大乘、小乘共同认许的佛的功德，就是以上这些。

佛的这些功德，多以断烦恼的角度宣说，而非从断

所知障的角度，更非从大乘的利他角度，主要是从

佛本身所具有功德门中来说。接下来就是大乘不共

的佛的功德。 

अथोिसांपर्तस्य धमहराशेरनथोिसांपर्तस्य 

धमहराशेनैवाथोिसांपर्तस्य नानथोिसांपर्तस्य च धमहराशेः 

सकलसवाहकारापभसांबोधाद्बुद्ध इत्युच्यते । 

मारबलमर्ासांग्रामावभांगाद्भगवान्। 

དོན་དང་ལྡན་པའི་ཆོས་ཀི་ཚོགས་དང༌། དོན་དང་མི་ལྡན་པའི་ཆོས་ཀི་

ཚོགས་དང༌། དོན་དང་ལྡན་པ་ཡང་མ་ཡིན། དོན་དང་མི་ལྡན་པ་ཡང་མ་ཡིན་པའི་

ཆོས་ཀི་ཚོགས་མཐའ་དག་རྣམ་པ་ཐམས་ཅད་དུ་མངོན་པར་རོགས༌པར་ཐུགས་སུ་

ཆུད་པས་ན་སངས་རྒྱས་ཞེས་བྱའོ། །བདུད་དཔུང་དང་བཅས་པ་ཐམས་ཅད་ཀི་

གཡུལ་ཆེན་པོ་བཅོམ་པས་ན།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ཞེས་བྱའོ། ། 

  【瑜伽】于能引摄义利法聚，于能引摄非义利

法聚，于能引摄非义利非非义利法聚，遍一切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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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等觉，故名为佛。能破诸魔大力军众，具多功德，

名薄伽梵。 

为什么称为佛？从证悟的角度来说，佛圆满通

达了一切法。其实不管是从迷茫中觉醒，还是增长

广大的功德，两者皆从证悟的角度来取“佛”这样

名字的，也是汉地叫做“觉”的原因。 

凡是一切法或者一切事，可为三类：一是于能

引摄义利法聚，二是于能引摄非义利法聚，三是于

能引摄非义利非非义利法聚。一切三类法聚皆通达，

所以证得了佛的果位，名字为佛。 

薄伽梵有两个含义：一、摧伏。能破诸魔大力

军众，就是天子魔、烦恼魔、蕴魔、死魔等诸魔大

力军众，叫“摧”。二、具德。具足种种功德。 

前面说过薄伽梵，是从佛的功德的角度来解释

的。佛有九个功德：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

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薄伽

梵。这里所说的薄伽梵是从具有功德者的角度而言。

是说拥有功德者就是称之为佛薄伽梵者，或者那个

大德，那个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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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梵文的角度来说，“薄伽梵”是一个词根与词

缀的组合。梵文很复杂，一个字会因其前后音的不

同而发生变化。所以无著菩萨说“佛”“薄伽梵”“如

来”等等词，都应该从梵文语法的角度来解释。我

现在以 buddha（佛）为例，让大家了解一下梵文的

文字是怎么成立的。 

我们所说的“佛”，梵文一般叫做 buddha，汉

文中的“佛陀”就是 buddha 的音译。但这里的 buddha

叫 buddho，因为它后面有 bhagavān 一词1。buddha

的词根是√budh，它的意思是“知道、了解”，然后

加一个词缀-kta2，k 是为发音方便而施设的，所以 k

可以去掉，只剩下了 ta，这样变成了“budh+ta”。

由于梵文语法的缘故，“budh”转化成了“bud”，这

时就变成了“bud+ta”。又由于梵文语法的缘故，ta

变成了 dha，这时就成了“bud+dha”。即 buddha。

但这个 buddha 要变成词的话，要加上表示第一格的

格尾 si 3，所以就变成了 buddhas。它和下面的

                                                 

1 buddha 的单数第一格为 buddhas，-as 遇到浊音须变为 o. 

2 -kta 词缀用以构成分词，类似英语-ed. 

3 此据妙音语法。若据波你尼语法，应是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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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agavān(薄伽梵 )”发生连声就成了 buddho。

Buddho bhagavān 就是佛薄伽梵。总之，buddha 就

是了达、了知之意，故汉文翻译成“觉”。能够了知

本质的性相，所以称之为佛陀。 

佛陀有两种含义，一是从睡梦中觉醒过来，故

称为佛；二是犹如莲花增长盛开一般增长功德，故

称为佛。 

第一，佛断除一切罪障，故为断圆满。 

第二，作为一切众生的救怙，故为大悲圆满。 

第三，了达一切所知品，智慧增长广大，故为

智慧圆满。这就是龙树菩萨所说“众过已断尽，众

德皆圆满，做众生救怙”的含义。断除圆满、大悲

圆满、智慧圆满，就是《现观庄严论》里所说的“三

大所为”：断大、证大、心大。为一切众生作救怙者，

是心大；断一切所知障和烦恼障是断大；证得了一

切相智，是证大。具有这样的三德，称为佛。 

至此，无著菩萨所作的《随念三宝经释》里面

随念佛宝的部分已经完毕了。是由印度的班智达不败

吉祥金刚和西藏的大译师比丘释迦光翻译成藏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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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二、广释 

གཉིས་པ་རྒྱས་པར་བཤད་པ་ལ། གཏན་དུ་བཞུགས་དང་སྐུའི་རང་

བཞིན། །གང་ལ་བརྟེན་དང་བྱ་བ་ཐབས། །གནས་དང་མ་ཆགས་ཇི་ལྟས་

མཛད། །དོན་བསྡུ་རྣམས་སུ་ངེས་པར་བྱ། །ཞེས་པ་ལྟར་དགུ་ལས། 

  【信钩】颂曰：“恒住身自性，依何事方便，处

无染所作，摄义当决定。”如是分九： 

因为无著菩萨只写了声闻、独觉和大乘共许的

佛功德部分的解释，没有写大乘不共的赞扬佛的内

容，故以下我们依世亲菩萨的解释来讲解。 

如果广说佛的功德，总共有九个部分： 

一、“恒住”。佛因何故而常恒安住。 

二、“身自性”。佛利益众生的身的自性如何。 

三、“依何”。佛依靠什么来度化众生。 

四、“事”。佛的事业是什么。 

五、“方便”。佛的善巧方便是什么。 

六、“处”。佛在何处度化众生。 

七、“无染”。佛为何等不耽著而做饶益。佛挂

念于谁？断除了什么？证得了什么？即心大、断大、

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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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所作”。佛安住于某一处，对一切众生常

恒之中做饶益的次第是什么。 

九、“摄义”。即总义或者略义。 

这是从大乘的角度说佛的不共功德。 

丙一、恒住之因 

पनष्यन्दः स तथागतः िुण्यानामपवप्रणाशः कुशलमूलानाम्। 

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དེ་ནི་བསོད་ནམས་དག་གི་རྒྱུ་མཐུན་པ། དགེ་བའི་ར་

བ་རྣམས་ཆུད་མི་ཟ་བ། 

  【经】诸如来者，是福等流，善根无尽。 

དང་པོ་གཏན་དུ་བཞུགས་པའི་རྒྱུ་ནི། 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དེ་ནི་བསོད་

ནམས་དག་གི་རྒྱུ་མཐུན་པ། དགེ་བའི་ར་བ་རྣམས་ཆུད་མི་ཟ་བ་སེ། དེ་བཞིན་

གཤེགས་པ་དེ་ལ་ནི། མཐུན་མོང་གི་ཡོན་ཏན་དེ་རྣམས་སུ་མ་ཟད་ཐེག་ཆེན་མཐུན་

མོང་མིན་པའི་ཡོན་ཏན་གཞན་ཡང་ཡོད་དེ། སྔོན་སློབ་ལམ་དུ་སིན་སོགས་བསོད་

ནམས་གང་བསགས་ཐམས་ཅད་ལོངས་སོད་སོགས་ཀི་རྒྱུར་མ་བསྔོས་པར་སིན་

སོགས་བསོད་ནམས་རྒྱུན་མི་འཆད་པའི་རྒྱུར་བསྔོས་པས་ན་རྒྱུ་དང་མཐུན་པའི་

འབྲས་བུ་རྟག་ཏུ་འབྱུང་ལ། དེས་ན་དགེ་བའི་ར་བ་རྣམས་འབྲས་བུ་བྱུང་བ་དང་

ལྷག་མེད་ཀི་དབྱིངས་སུ་ཆུད་མི་ཟ་བར་གཏན་དུ་རྒྱུན་མི་འཆད་པའོ། ། 

  【信钩】“诸如来者，是福等流，善根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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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来者，不唯具有共通功德，更具大乘不共功德，

盖于往昔有学道中，所积施等一切福德，全不回向

受用等因，悉皆回向为令施等福德相续不断之因，

恒常出生其等流果，故诸善根所生之果，于无余界

中，毕竟不坏相续不断。 

佛依靠什么样的力量来常恒安住于世间、普度众

生、利益众生的呢？这是由于佛在没有成佛之前，造

集了两个福德，即：一、“是福等流”；二、“善根无尽”。 

之所以说如来是福等流，是因为除了小乘和大

乘都承认的九个功德之外，在没有成佛之前，做菩

萨的时候，所造集的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

虑等一切福德资粮，包括顶礼、供养、忏悔、随喜

功德、求转法轮、请住世间等一切功德，没有为了

现世的长寿、发财而回向，也没有为了来世的人天

享受而回向，而是回向于为利众生，而求证无上菩

提果位、福德续流永不间断的菩提道当中。之所以

得到了佛的果位，是因为回向的结果达到了。 

因为造了什么样的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这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佛的功德是永远享

不尽的。众生未尽，佛的事业不尽。因为佛成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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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度化众生，只要一个

众生还在轮回当中，佛就不会坐视不救。总而言之，

佛在做菩萨的时候，造了三个无量劫的福德资粮和

智慧资粮，全部回向为了利益众生，没有回向今生

的福报，因此，佛的福报是永远也享不尽的。 

善根无尽是说佛的善根从来不会浪费。因为皆

回向给众生离苦得乐当中，因此就没有浪费，故说

善根无尽。 

我们想成佛，就要清楚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

随念佛的目的，不单单是心中认为佛是了不起的，

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很重要——我们也想成佛。我们

怎么成佛？为什么要成佛？这就是问题。 

一、为什么成佛？就像佛当年发菩提心一样，

不是为了个人享受，而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二、怎么成佛？并非给谁冠一个佛的名字，谁

就成佛了，而是有一套完整的让你成佛的办法。这

套办法做起来，按照般若乘显宗来说，要积累三个

无量劫的福德和三个无量劫的智慧，最终能够成佛。

按照密法，对于密集金刚、胜乐金刚来说，不需要

那么长时间，如果下定决心修行佛法的话，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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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当中，完全可能成佛。我今天所讲的不是密法，

而是以显宗般若乘的角度，在《瑜伽师地论》第十

五地“菩萨地”中，所说的成佛之法。下面我简要

介绍一下。1 

गृपर्िक्षो वा प्रव्रपितिके्ष वा वतहमानस्य बोपधसत्त्वस्य 

समासतश्चत्वारो धमाह वेददतव्याः। येषु गृर्ी प्रव्रपितो वा 

बोपधसत्त्वः पशक्षमाणः पक्षप्रमेवानुत्तराां 

सम्यक्सांबोपधमपभसांबुध्यते। कतमे चत्वारः। सुकृतकमाहन्तता 

कौशलां िरानुग्रर्ः2 िररणमना च।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ཁྱིམ་པའི་ཕོགས་སམ། རབ་ཏུ་བྱུང་བའི་ཕོགས་ལ་

གནས་པའི་ཆོས་ནི་མདོར་བསྡུ་ན། རྣམ་པ་བཞིར་རིག་པར་བྱ་སེ། དེ་དག་ལ་བྱང་

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ཁྱིམ:པ་དང༌ 3 ། རབ་ཏུ་བྱུང་བས་བསླབས་ན་མྱུར་བ་ཁོ་ནར་བླ་

ན་མེད་པ་ཡང་དག་པར་རོགས་པའི་བྱང་ཆུབ་མངོན་པར་རོགས་པར་འཚང་རྒྱ་

བར་འགྱུར་རོ། །བཞི་གང་ཞེ་ན། ལས་ཀི་4མཐའ་ལེགས་པར་བྱས་པ་དང༌། མཁས་

པ་དང༌། གཞན་ལ་ཕན་འདོགས་པ་དང༌། ཡོངས་སུ་བསྔོ་བའོ། ། 

                                                 
1 以下梵本引自 Bodhisattvabhūmi, vol two, ed. Unrai Wogihara, 

Tokyo, Sankibo Buddhist Book Store, 1971, pp.307-310. 藏译本引自

D231wi, no. 4037. 

2 °hataḥ MS. 

3《པེ》《སྣར་》པའམ། 
4《པེ》《སྣར་》ཀི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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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伽】谓诸菩萨或在家分，或出家分，差别

转时，略有四法，当知令此在家出家二分菩萨，正

勤修学，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何等为四？一者、善

修事业，二者、方便善巧，三者、饶益于他，四者、

无倒回向。 

无论是在家菩萨，还是出家菩萨，有四种法门，

只要你勤修，就能以最快的速度证得无上佛的果位。

一、善修事业；二、方便善巧；三、饶益于他，即

饶益众生；四、无倒回向，就是要做到非常殊胜圆

满的回向。 

तत्र कतमा बोपधसत्त्वस्य सुकृतकमांतता। या िारपमतासु 

पनयतकाररता पनिुणकाररता पनत्यकाररता अनवद्यकाररता च। 

དེ་ལ་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ལས་ཀི་མཐའ་ལེགས་པར་བྱས་པ་གང་ཞེ་ན། 

གང་ཕ་རོལ་ཏུ་ཕིན་པ་རྣམས་ལ་ངེས་པར་བྱེད་པ་དང༌། བྱང་བར་བྱེད་པ་དང༌། 

tརྟག་ཏུ་བྱེད་པ་དང༌། ཁ་ན་མ་ཐོ་བ་མེད་པར་བྱེད་པ་སེ། 

  【瑜伽】云何菩萨善修事业？谓诸菩萨于六波

罗蜜多，决定修作、委悉修作、恒常修作、无罪修作。 

何谓善修事业？说诸菩萨于六波罗蜜多，共有

四个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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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决定修作。就是对六波罗蜜的修行方法

非常熟知，明确知道如何做、如何修的道理。这是

从不知道到知道，生起了闻所成的智慧。 

第二、委悉修作。不但要明白，还要屡屡串习

它、熟悉它，产生思所成的慧。 

第三、恒常修作。就是于常恒当中，再再打坐

修行，直到心中生起恒常的觉受为止，这样可以生

起修所成的慧。 

第四、无罪修作。不但要心中生起觉受，而且

生起的时候，不出现丝毫与六波罗蜜的内容相违逆

之事，一切罪业全部遮止，使其无有。 

简言之，首先要明了六波罗蜜，进而心中产生

定解，然后生起觉受，断除一切六波罗蜜的不顺品。 

不顺品就是与之相反的内容。布施波罗蜜的不

顺品是吝啬，净戒波罗蜜的不顺品是毁戒，或者堕

戒，安忍波罗蜜的不顺品是瞋恚，精进波罗蜜的不

顺品是懈怠，禅定波罗蜜的不顺品是散乱、掉举，

般若波罗蜜的不顺品是无知、邪知和疑心。断除这

些不顺品，使其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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कथां बोपधसत्त्वो पनयतकारी भवपत यदतु दाने। {116b} इर् 

बोपधसत्त्वः सांपवद्यमाने दयेधमे याचनके सम्यक्प्रत्युिपस्थते 

अिकाररण्युिकाररपण वा गुणवपत दोषवपत वा अवश्यां ददापत। 

नास्य1 दानपचत्तां कस्यपचपिकां िपयतुां समथो भवपत मनुष्यो 

ऽमनुष्यो वा श्रमणो वा ब्राह्मणो वा कपश्चिा लोके सर् धमेण।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ངེས་པར་བྱེད་པ་ 2 ཇི་ལྟ་བུ་ཡིན་ཞེ་ན། འདི་ལྟ་སེ། 

སིན་པ་ལ་བྱེད་པ་ནི་འདི་ལ་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ན་པར་བྱ་བའི་ཆོས་ཀང་

བདོག་ལ། སློང་བ་པོ་ཡང་ལེགས་པར་འོངས་ནས 3 ། གནོད་པར་བྱས་ཀང་རུང༌། 

ཕན་པར་4བྱས་ཀང་རུང༌། ཡོན་ཏན་ཅན་ཡང་རུང༌། སྐྱོན་ཅན་ཡང་རུང་བ་ལ་ངེས་

པར་སིན་པར་བྱེད་དེ། དེའི་སིན་པའི་སེམས་ནི་5མིའམ། མི་མ་ཡིན་པའམ། དགེ་

སོང་ངམ།  བྲམ་ཟེའམ། སུ་ཡང་རུང་སེ། འཇིག་རྟེན་ན་སུ་ཡང་རུང་བས་ཆོས་

དང་6མཐུན་པས་བསྐྱོད་པར་མི་ནུས་སོ། ། 

  【瑜伽】云何菩萨于施波罗蜜多决定修作？谓

诸菩萨现有种种可施财法，诸乞求者正现在前，有

恩无恩、有德有失，无有差别，要当施与。若人非人，

                                                 

1 dānasya MS. deḥi…mi. 

2《སྣར་》པོ། 

3《པེ》《སྣར་》ན། 

4《པེ》《སྣར་》པ། 

5《པེ》《སྣར་》-ནི། 

6《པེ》《སྣར་》-ད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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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诸沙门，若婆罗门及余世间，无有如法能令施心

有所倾动。 

以布施波罗蜜来说，什么是决定修作？首先，

“谓诸菩萨现有种种可施财法”，要做财布施和法布

施，首先诸菩萨要有可布施的财物和法。如果你自

己不懂得佛法，就没办法做法布施；没有钱，也没

有办法做财布施。 

“诸乞求者正现在前，有恩无恩、有德有失，

无有差别。”对现前乞求佛法或者财物者，不管于己

有恩无恩，对其都无亲疏贪瞋之心，能够同体大悲。

无论对于有功德，还是无功德之人，心中没有分别

心，都把他当成施舍的对象，“要当施与”，来做施舍。 

施舍的对象有哪些？“若人非人、若诸沙门、

若婆罗门及余世间，”受施的众生，可能是人、非人

的妖魔鬼怪或者畜生等、沙门、婆罗门、其他世间

的人 。 

“无有如法能令施心有所倾动”。菩萨如此布施

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令菩萨的布施心有所变化。有

人障碍也好，阻挡也罢，皆无影响，该修布施就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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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施舍就做施舍。不会因为今天有人鼓励，就努力

施舍；明天有人阻碍马上就停止，这不叫菩萨的法。

菩萨的法，不受毁誉称饥所扰，当行即行。 

कथां बोपधसत्त्वो पनिुणकारी भवपत यदतु दाने। इर् 

बोपधसत्त्वः सांपवद्यमाने दयेधमे सम्यक्प्रत्युिपस्थते याचनके सवं 

ददापत। नाप्यस्य ककां पचद्यदिररत्याज्यां भवपत सत्त्वेभ्य 

आध्यापत्मकमपि वस्तु। प्रागेव बाह्यां।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བྱང་བར་བྱེད་པ་ཇི་ལྟ་བུ་ཡིན་ཞེ་ན། འདི་ལྟ་སེ། 

སིན་པ་ལ་བྱེད་པ་ནི་འདི་ལ་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ན་པར་བྱ་བའི་ཆོས་ཀང་

བདོག་ལ། སློང་བ་པོ་ཡང་ལེགས་པར་འོངས་ན། ཐམས་ཅད་སིན་པར་བྱེད་དེ། 

དེའི་ནང་གི་དངོས་པོ་ཡང་སེམས་ཅན་རྣམས་ལ་མི་གཏང་བར་བྱ་བ་ཅི་ཡང་མེད་

ན། ཕི་རོལ་ལྟ་ཅི་སོས། 

  【瑜伽】云何菩萨于施波罗蜜多委悉修作？谓

诸菩萨，现有种种可施财法，诸乞求者正现在前，

一切施与。无有少物于诸有情而不能舍。于内身命

尚能惠施，何况外物？  

诸菩萨现在有种种可布施的财和法，这些乞求

的众生现在正在菩萨面前，菩萨对他们每个人都布

施。对众生的布施，菩萨不会有丝毫的不愿意。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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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生命都能够布施给众生，何况身外之物！ 

कथां च बोपधसत्त्वो पनत्यकारी भवपत यदतु दाने। इर् 

बोपधसत्त्व अिररपखद्यमानो दानेन सततसपमतमेव सवहकालां 

यथोत्िन्नां दानां ददापत।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རྟག་ཏུ་བྱེད་ 1 པ་ཇི་ལྟ་བུ་ཡིན་ཞེ་ན། འདི་ལྟ་སེ། 

སིན་པ་ལ་2བྱེད་པ་ནི་འདི་ལ་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ན་པས་ཡོངས་སུ་སྐྱོབ་མེད་

པར་རྟག་ཏུ་རྒྱུན་མི་འཆད་པ་ 3 ཁོ་ནར་དུས་ཐམས་ཅད་དུ་སིན་པར་བྱ་བའི་ཅི་བདོག་

པ་སིན་པར་བྱེད་པའོ། ། 

  【瑜伽】云何菩萨于施波罗蜜多恒常修作？谓

诸菩萨，于修惠施无有厌倦；恒常无间于一切时，

随有所得，即随惠施，无所悋惜。 

菩萨于修惠施的时候，没有厌倦，恒常无间，

在一切时当中，“随有所得，即随惠施，无所吝惜”，

没有任何吝惜之心，有多少就施舍多少，何时需要

就何时施舍。如此，称之为恒常的布施修行。 

                                                 

1《སྣར་》དབྱེང་། 

2《པེ》《སྣར་》-ལ། 

3《སྣར་》པ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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कथां च बोपधसत्त्व अनवद्यकारी भवपत यदतु दाने। इर् 

बोपधसत्त्वो यत्तत्सांदकष्टां दानां वर्णहतां दानिटले1। तत्सांपक्लष्टां 

विहपयत्वा असांपक्लष्टां दानां ददापत। एवां पर् बोपधसत्त्वः 

सुकृतकारी भवपत यदतु दाने।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ཁ་ན་མ་ཐོ་བ་མེད་པར་བྱེད་པ་ཇི་ལྟ་བུ་ཡིན་ཞེ་ན། 

འདི་ལྟ་སེ། སིན་པ་ལ་བྱེད་པ་ནི་འདི་ལ་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ཀུན་ནས་ཉོན་  

མོངས་པ་ཅན་གི་སིན་པ་སིན་པའི་ལེའུ་ལས་བསན་པ་གང་ཡིན་པའི་ཀུན་ནས་

ཉོན་མོངས་པ་ཅན་དེ་སངས་ན། ཀུན་ནས་ཉོན་མོངས་པ་ཅན་མ་ཡིན་པའི་སིན་པ་

སིན་པར་བྱེད་དེ། དེ་ལྟར་ན་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ནི་འདི་ལྟ་སེ། སིན་པ་ལེགས་

པར་སིན་པར་བྱེད་པ་ཡིན་ནོ། ། 

  【瑜伽】云何菩萨于施波罗蜜多无罪修作？谓

诸菩萨，远离如前施品所说诸杂染施，修行所余无

杂染施。如是菩萨于施波罗蜜多，能善修作。 

如果布施出去的财物，受施者用去造做恶业的

话，就不要布施给他。“修行所余无杂染施”，并且

断除一切相续中的染污等等。 

यथा दाने एवां शीलक्षाांपतवीयहध्यानप्रज्ञािारपमतासु 

                                                 

1 p.11517 et 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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यथायोगां वेददतव्या एत एव चत्वारो आकारा पनयतकाररता 

पनिुणकाररता पनत्यकाररता अनवद्यकाररता च। 

སིན་པ་ལ་ཇི་ལྟ་བ་བཞིན་དུ་ཚུལ་ཁིམས་དང༌། བཟོད་པ་དང༌། བརོན་

འགྲུས་དང༌། བསམ་གཏན་དང༌།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རྣམས་ལ་ཡང་

ངེས་པར་བྱེད་པ་དང༌། བྱང་བར་བྱེད་པ་དང༌། རྟག་པར་བྱེད་པ་དང༌། ཁ་ན་མ་ཐོ་

བ་མེད་པ་རྣམ་པ་བཞི་པོ་འདི་དག་ཅི་རིགས་པར་རིག་པར་བྱའོ། ། 

  【瑜伽】如于施波罗蜜多能善修作，如是于戒

忍精进静虑慧波罗蜜多，如其所应当知亦尔。是名

菩萨由四行相，于其六种波罗蜜多，决定修作，委

悉修作，恒常修作，无罪修作。 

犹如布施一样，净戒、安忍﹑精进﹑静虑和般

若每个都要这么修。皆要具备四种：一是决定修作，

二是委悉修作，三是常恒修作，四是无罪修作。无

罪修作由于不同的内容，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如

果配合布施的话，即如前所说。 

तत्र कतमद्बोपधसत्त्वस्य कौशलां। तत्समासतो दशपवधां 

वेददतव्यां। प्रपतर्तानाां सत्त्वानाां प्रपतघातािनयायोिायकौशलां। 

मध्यस्थानामवतारणाय। अवतीणाहनाां िररिाचनाय। िररिक्वानाां 

पवमोचनायोिायकौशलां। लौदककेषु सवहशासे्त्रषु कौश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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बोपधसत्त्वशीलसांवरसमादाने स्खपलत्प्रत्यवेक्षणाकौशलां। 

सम्यक्प्रपणधानकौशलां। श्रावकयानकौशलां। 

प्रत्येकबुद्धयानकौशलां। मर्ायानकौशलां। एषाां सवेषामेव 

कौशलानाां िूवहवद्यथायोगां तत्रास्यामेव बोपधसत्त्वभूमौ प्रपवभागो 

वेददतव्यः। 

དེ་ལ་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མཁས་པ་གང་ཞེ་ན། དེ་ནི་མདོར་བསྡུས་ 1ན་

རྣམ་པ་བཅུར་རིག་པར་བྱ་སེ། སེམས་ཅན་ཞེ་ 2 འགས་པ་རྣམས་ཀི་སང་བ་བསལ་

བའི་ཐབས་ལ་མཁས་པ་དང༌། ཐ་མལ་པ་རྣམས་འཇུག་པར་བྱ་བ་དང༌། ཞུགས་པ་

རྣམས་ཡོངས་སུ་སིན་པར་བྱ་བ་དང༌། ཡོངས་སུ་སིན་པ་རྣམས་རྣམ་པར་གོལ་བར་

བྱ་བའི་ཐབས་ལ་མཁས་པ་དང༌། འཇིག་རྟེན་པའི་བསན་བཅོས་ཐམས་ཅད་ལ་

མཁས་པ་དང༌།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པ་ཡང་དག་པར་བླངས་པ་ལ། འཁྲུལ་

པ་བྱུང་བ་ལ་རྟོག་པ་ལ་མཁས་པ་དང༌། ཡང་དག་པའི་སོན་ལམ་ལ་མཁས་པ་དང༌། 

ཉན་ཐོས་ཀི་ཐེག་པ་ལ་མཁས་པ་དང༌། རང་སངས་རྒྱས་ཀི་ཐེག་པ་ལ་མཁས་པ་

དང༌། ཐེག་པ་ཆེན་པོ་ལ་མཁས་པ་སེ། མཁས་པ་འདི་དག་ཐམས་ཅད་ཀང་སྔ་མ་

བཞིན་དུ།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འདི་ཉིད་ཀི་རྣམ་པར་དབྱེ་བ་དེ་དང༌། དེ་དག་

ལས་ཅི་རིགས་པར་རིག་པར་བྱའོ། ། 

  【瑜伽】云何菩萨方便善巧？当知如是方便善

巧，略有十种。何等为十？一者憎背圣教有情，除

                                                 
1《པེ》《སྣར་》བསྡུ། 
2《སྣར་》ཞེ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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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恚恼方便善巧；二者处中有情，令其趣入方便善

巧；三者已趣入者，令其成熟方便善巧；四者已成

熟者，令得解脱方便善巧；五者于诸世间一切异论

方便善巧；六者于诸菩萨净戒律仪受持毁犯，能正

观察方便善巧；七者于诸正愿方便善巧；八者于声

闻乘方便善巧；九者于独觉乘方便善巧；十者于其

大乘方便善巧。如是一切方便善巧，如前即此菩萨

地中，随彼彼处已广分别，如应当知。 

菩萨要利益众生，有十种利己又利他的善巧方

便一定要做。不但是菩萨要做，我们也要做，因为

我们要向菩萨学习。 

一、憎背圣教有情，除其恚恼方便善巧。对那些

瞋恨佛教、看不起佛教、讨厌佛教、排斥佛教的人，

我们用善巧方便的方式，转而使他们喜欢佛教，对佛

教的知识非常感兴趣，对佛教非常尊重、非常崇拜。

怎么样才能做到呢？《瑜伽师地论卷第四十五▪本地

分中菩萨地▪第十五初持瑜伽处菩提分品第十七之二》： 

云何菩萨方便善巧？当知略说有十二种：依

内修证一切佛法，有其六种。依外成熟一切有情，

亦有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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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二方便里面曾经说过： 

菩萨方便善巧，于佛圣教憎背有情除其恚恼。 

对佛教憎恨者，让他不憎恨的办法，就是我们

的行为要非常圆满。 

什么叫行为圆满？第一、利他。对他人多多帮

助。第二、行为端正。吃饭或者说话时，温文尔雅，

行、住、坐、卧要非常端正。你的举止动作都非常

得体，人家会说：“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好？哦，他是

信佛的，所以他就那么好啊。”由此对佛教就开始感

兴趣了。“佛教真好啊，你看原来这个人是个坏蛋，

现在变成这么好的人了。”他马上就对佛法开始感兴

趣了。我知道你们当中有的家人，对佛教是很反对

的，要让你的家人支持你信佛，甚至让他们也信佛

的话，你自己在家里一定要表现得非常优秀。跟以

前的自己相比，第一不再发脾气。第二更多地照顾

家里的每一个成员。第三更加尊敬老人、孝敬父母。

不但孝敬自己的父母，也孝敬丈夫或者妻子的父母；

不但善待自己的亲戚朋友，对丈夫或者妻子的亲戚

朋友也很好；在家里不发脾气，心态非常平和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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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看到你的变化这么大，会说：“哎哟，佛教好啊，

它会给我们的家人带来幸福美满的生活。”慢慢地便

开始相信了。这是让人不讨厌佛教、不瞋恨佛教、

不会起那种瞧不起佛教心理的最主要的因。如果想

让别人对佛教仰慕的话，怎么办？首先自己要有非

常高尚的品德、渊博的学识、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高尚的行为，以及慈悲善良的心态。 

二、处中有情，令其趣入方便善巧。没有趋入佛

教的，想办法让他趋入佛教。有四种方便：一是施

舍，二是爱语，三是利行，四是共事。 

什么叫施舍？施舍不在于钱多，一点点也可以，

只要能表达心意就行。人不管多富裕，也不管有多

贫穷，只要你送他一点东西，他都会非常高兴。哪

怕是送他一个小佛像，一个护身符，对他说：“阿弥

陀佛，这个送给你，祝愿你吉祥如意！”并且不求回

报。别人就会想：“这个人帮助人家不求回报”，东

西再小，他也会特别高兴。 

什么叫爱语？悦可其心，俗话说“投其所好”。

先要清楚这个人的根器怎么样，爱好是什么，学问

如何，随着他喜欢的方向，多讲一些佛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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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的心感动起来，不要逆着他的想法。这样一来，

他会觉得佛教真了不起，很厉害。人总是认为自己

是最厉害的，如果你说出来的东西不但符合他的心意，

而且说得比他还好、还清楚，他就会认同佛教，这

叫投其所好。顺着他的喜欢，绕个弯，慢慢让他进

入到佛法当中来，这就是没有趋入者令其趋入。 

三、已趣入者，令其成熟方便善巧。已经进入佛

门的人，让他学会修行。现在有很多居士，学佛很

多年，有的甚至有十年、二十年了，最多就念念“南

无阿弥陀佛”，或者“嗡嘛呢叭咪吽”，或者念念“归

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再多一点就是念念《般若

心经》《金刚经》《无量寿经》。有人除了最初他归依

的师父之外，再没拜过其他师父，没有听过法。这

次有许多人来这里是为了灌顶。我跟大家说，灌顶

是附带品，不是主要的。我主要是为讲法而来的，

你们没时间听法，却有时间灌顶，这是颠倒了，把

重要的当成次要的，把次要的当成重要的了，这是

错位。灌顶没那么重要，它是让没有进入的人得以

进入。与之相比，讲法能让愚痴的人成熟，开始修

行，所以是最最主要的。 



第二部分 正说《随念三宝经》 143 

 

四、已成熟者，令得解脱方便善巧。有人学了很

多佛学知识，明白了佛法道理，这样就劝其修行，

令其脱离轮回苦，得到解脱。 

五、于诸世间，一切异论方便善巧。想做一个优

秀的法师，一位优秀的大德、居士，一定要有文化，

不仅仅要学习佛教知识，也要学习哲学、自然科学

在内的许多现代知识，包括不可或缺的语法、古汉

语、英文、梵文等等，必须要有非常广博的学问。

因为人的个性不同，一旦有人提出问题，你答不上

来，他嘴上不说什么，心中会想说：“你看这个人还

不如我呢。”马上就瞧不起你。如果你的知识渊博，

你所说的，他会当成非常重要的话来听受。所以，

要具备非常丰富的学识。 

六、于诸菩萨净戒律仪，受持毁犯，能正观察方

便善巧。菩萨守护清净的戒律，不令毁犯；如若毁

犯，马上观察到，立刻忏悔。对戒律的受持、毁犯

等都非常通达。 

七、于诸正愿方便善巧。就是发殊胜的愿，即

要为了利益一切众生，速疾速疾证得无上正等觉佛

陀果位。我为了利益众生，愿以最快的速度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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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样的目的，我要行善积德，心里发这样的愿。 

八、于声闻乘方便善巧。非常通达声闻乘的法。 

九、于独觉乘方便善巧。非常通达独觉乘的法。 

十、于其大乘方便善巧。非常通达大乘的法。 

因为要饶益声闻众、独觉众、菩萨众，就必须

懂得一切声闻、独觉、菩萨众的教法。不要小看小

乘佛法，必须学好小乘，才能学得好大乘的法。 

एतापन िुनबोपधसत्त्वस्य दश कौशलापन िांचकृत्यापन 

कुवंपत। िूवहकैश्चतुर्भहः कौशलैबोपधसत्त्वः सत्त्वान्स्वाथे 

सांपनयोियपत।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མཁས་པ་བཅོ་པོ་འདི་དག་ནི་ 1བྱ་བ་ལྔ་བྱེད་པ་ཡིན་

ཏེ། མཁས་པ་གོང་མ་བཞིས་ནི་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ས་སེམས་ཅན་རྣམས་རང་གི་

དོན་ལ་འཛུད་དོ། ། 

  【瑜伽】如是十种菩萨所有方便善巧，能作五

事。谓由前四种方便善巧，令诸菩萨能正安立所化

有情于自义利。 

这十种方便善巧，能够做五件事：即由前四种

方便善巧，能令憎恨佛教之人消除瞋恚，未趣入者

                                                 

1《སྣར་》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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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趣入，已趣入者令成熟，已成熟者令解脱。菩萨

用这四种方便善巧度化他众生的时候，能够让他众

生趣入佛法，利益自己。 

लौदककेषु सवहशास्त्रेषु कौशलेन बोपधसत्त्वः 

सवहिरप्रवादानपभभवपत। 

འཇིག་རྟེན་པའི་བསན་བཅོས་ 1 ཐམས་ཅད་ལ་མཁས་པས་ནི་བྱང་ཆུབ་

སེམས་དཔས་ཕས་ཀི་རོལ་བ་ཐམས་ཅད་ཟིལ་གིས༌གནོན་པར་བྱེད་དོ། ། 

  【瑜伽】由于世间一切异论方便善巧，令诸菩

萨善能摧伏一切异论。 

另外，第五种方便善巧，通达一切世间异门，

能够摧伏一切异论，将他们都安置于菩萨道当中来。 

बोपधसत्त्वशीलसांवरसमादाने स्खपलतप्रत्यवेक्षणाकौशलेन 

बोपधसत्त्वः आित्त्तां न वािद्यते। आिन्नो वा यथाधमं प्रपतकरोपत। 

सुिररशुद्धां शीलसांवरसमादानां िररकषहपत।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ཚུལ་ཁིམས་ཀི་སོམ་པ་ཡང་དག་པར་བླངས་པ་ལ་

འཁྲུལ་པ་བྱུང་བ་ལ་རྟོག་པ་ལ་མཁས་པས་ནི་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ས་ཉེས་པ་མི་

                                                 

1《པེ》《སྣར་》ཆོ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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འབྱུང་བའམ། ཉེས་པ་བྱུང་ན་ཡང་ཆོས་བཞིན་དུ་ཕིར་1འཆོས་པར་བྱེད་ཅིང༌། ཚུལ་

ཁིམས་ཀི་སོམ་པ་ཡང་དག་པར་བླངས་པ་ཤིན་ཏུ་ཡོངས་སུ་དག་པ་སྲུང་ 2 བར་བྱེད་

དོ། ། 

  【瑜伽】由于菩萨净戒律仪受持毁犯，能正观

察方便善巧，令诸菩萨不犯所犯。犯已速疾如法悔

除。于善清净菩萨所受净戒律仪，能善修莹。 

由第六种方便善巧，菩萨就能够首先受戒，然

后守护。若有所犯，立刻忏悔等等。非常通达清净

戒律。 

सम्यक्प्रपणधानकौशलेन बोपधसत्त्वः आयत्याां 

सवाहपभप्रीताथह3{117a}िररिूररमपधगच्छपत। 

ཡང་དག་པའི་སོན་ལམ་ལ་མཁས་པ་ནི།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ཕི་མ་ལ་

འདོད་པའི་དོན་ཐམས་ཅད་4འགྲུབ་པར་འགྱུར་བར་བྱེད་དོ། ། 

  【瑜伽】由于正愿方便善巧，令诸菩萨能证当

来一切所爱事义圆满。 

                                                 

1 《པེ་》《སྣར་》-ཕིར། 

2 《པེ་》《སྣར་》- བསྲུང་། 

3 °pert° MS. 

4 《སྣར་》-ཅ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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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种方便善巧，因为发殊胜的愿，来世能够得

到非常圆满的结果，就是“当来一切所爱事义圆满。”  

यानत्रयकौशलेन बोपधसत्त्वः यथागोत्रेपन्ियापधमुक्तीनाां 

तदिुमागमां धमं देशयपत। अनुकूलाां युत्क्तां  व्यिददशपत। 

एवमेवापभदहशपभः कौशलैबोपधसत्त्वः िांच कृत्यापन करोपत। 

यैरस्य िांचपभः कृत्यैः सवं कृत्यां िररिूनं भवपत दषृ्टधमह आयत्याां 

चाथहमारभ्य। 

ཐེག་པ་གསུམ་ལ་མཁས་པས་ནི་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ས་ 1 རིགས་དང༌། 

དབང་པོ་དང་། མོས་པ་ཇི་ལྟ་བ་རྣམས་ལ་དེ་དང་མཐུན་པར་ཆོས་སོན་ཅིང༌། 

འཚམ་པ་དང༌། རིགས་པར་སོན་ཏེ། དེ་ལྟར་ན་མཁས་པ་བཅུ་པོ་འདི་དག་གིས་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ས་བྱ་བ་ལྔ་བྱེད་དེ། དེའི་བྱ་བ་ལྔ་པོ་དེ་དག་གིས་ཚེ་འདི་དང་

ཚེ་ཕི་མའི་དོན་ལས་བརམས་ཏེ། བྱ་བ་ཐམས་ཅད་ཡོངས་སུ་རོགས་པར་འགྱུར་རོ། ། 

  【瑜伽】由于三乘方便善巧，令诸菩萨于诸有

情，随其种姓、根及胜解，说相称法，说顺正理。

是名十种方便善巧，令诸菩萨能作五事。由此五事，

能令菩萨现法当来一切事义，皆得究竟。 

由于通达了声闻乘、独觉乘、菩萨乘方便善巧，

                                                 

1 《པེ》《སྣར་》དཔ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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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对不同根器的人观察其根器，随机调伏众生。 

具有这样十种功德的菩萨，能够成办今生和来

世的五种事业。第一，将众生能够安置于佛法当中；

第二，由于了知内外道一切学说，能够摧伏一切外

道的异说；第三，知道守护戒律不毁犯，并知道毁

犯后如何忏悔之理，能够保持清净的戒律圆满；第

四，通达善巧发正愿，能够来世得到非常殊胜圆满

的果；第五，通达三乘，摄持一切三乘根器的众生，

所以自他一切功德皆能圆满。因此，菩萨自利利他

的话，需要做五件事；做五件事具备十种功德。这

就是在菩萨的时候所应该做的部分。 

总之，如来的果报不是无因而生的，而是与成

佛之前所造的福德的续流等同的结果。 

佛在做菩萨时，到底造了什么样的福德，我

们已引用“菩萨地”讲过了。这个内容虽然和《随

念三宝经》本身关系不大，可是“是福等流”，既

然佛的果是以菩萨所造的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所

成，那么我们想得到这样的果位的话，也要做如

是的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那如何做？有四个内容：

一、善修事业，二、方便善巧，三、饶益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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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倒回向。前两个已经讲完了，现在讲饶益

于他。 

तत्र कतमो बोपधसत्त्वस्य िरानुग्रर्ः। इर् बोपधसत्त्वः 

चत्वारर सांग्रर्वस्तूपन पनपश्रत्य दानां पप्रयवाददताां अथहचयां 

समानाथहताां च तदेकत्यानाां सत्त्वानाां पर्तमप्युिसांर्रपत। 

सुखमप्युिसांर्रपत1। पर्तसुखमप्युिसांर्रपत। अयां बोपधसत्त्वानाां 

िरानुग्रर्स्य समासपनदेशः। पवस्तरपनदेशः िुनः। िूवहविेददतव्यः। 

तद्यथा स्विराथिटले2। 

དེ་ལ་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གཞན་ལ་ཕན་འདོགས་པ་གང་ཞེ་ན། འདི་ལ་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ནི་བསྡུ་བའི་དངོས་པོ་བཞི་པོ་སིན་པ་དང༌། སན་པར་སྨྲ་བ་

དང༌། དོན་སོད་པ་དང༌། དོན་མཐུན་པ་རྣམས་ལ་བརྟེན་ནས་དེ་དག་ལས་སེམས་

ཅན་ཁ་ཅིག་ལ་ནི་ཕན་པ་ཉེ་བར་སྒྲུབ:པ་བདེ་བར་ 3ཡང་ཉེ་བར་སྒྲུབ 4། ཕན་པ་དང་

བདེ་བ་ཡང་ཉེ་བར་སྒྲུབ་སེ། འདི་ནི་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རྣམས་ཀི་གཞན་ལ་

ཕན་འདོགས་པ་མདོར་བསན་པའོ། །རྒྱས་པར་བསན་པ་ནི་སྔ་མ་བཞིན་དུ་འདི་ལྟ་

སེ། བདག་དང་གཞན་གི:དོན་གི་5ལེའུ་ལས་རིག་པར་བྱོ། ། 

                                                 

1 Om. MS. 

2 et seq. 

3《པེ》《སྣར་》དེ་བ། 

4《སྣར་》+སེ། 

5《པེ་》《སྣར་》-དོན་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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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伽】云何菩萨饶益于他？谓诸菩萨依四摄

事，即布施、爱语、利行、同事。能与一分有情利

益，能与一分有情安乐，能与一分所化有情利益安乐。

是名略说菩萨所有饶益于他。广说如前自他利品，

应知其相。 

 菩萨依靠四摄来做饶益：一、布施，二、爱

语，三、利行，四、共事。 

“与一切有情利益”，所谓“利益”，是使一

切有情远离一切痛苦及痛苦因的六道轮回苦，安

置于声闻、独觉阿罗汉和佛的果位。  

“与一切有情安乐”，所谓“安乐”，是虽然

想饶益有情，但暂时不具备直接安置于无上菩提

果位者，给他们宣讲因果业报之理，让他们归依

佛门，修行种种善法，断种种恶法，使其来生投

生到人天的安乐当中。  

所以利益者是究竟利益，安乐者是现前安乐。

所谓利乐有情，利就是把一切众生安置于究竟利

益的涅槃果位，叫利益。安乐是什么？虽然有些

众生暂时还不具有声闻、独觉、菩萨的种姓，但

是，可以先把他们从六道轮回中、特别是从三恶趣的

苦海里解救出来，安置于具有八异熟果的人天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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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当中。总之，能够利益者做利益；只能做安乐者

做安乐；既要利益又要安乐者，现前安乐、究竟利

益，皆要做。  

“能与一分所化有情利益安乐”。不管众生当

前的种姓如何，能做利益者做利益，能做安乐者

做安乐。对人或者天当中的众生，如果他们具有

声闻种姓、独觉种姓、菩萨种姓中某一个种姓的

善根，就要让他们学布施等出世间的法，令其脱

离轮回的苦海，这叫利益。所谓安乐者，现在正

在三恶趣当中遭受地狱、饿鬼、畜生等苦，还没

有得到安乐，更没有安乐因的众生，又不具备声

闻、菩萨、独觉等种姓者，就先做安乐，让这些

众生获得安乐的因，让他们来世不再堕入地狱、

饿鬼、畜生，受生于人天安乐当中。有的众生，

虽然没有来世再受生于人天安乐的善根，更没有

涅槃果位的善根，但是，这个人是有三乘种姓的

人，那就首先宣讲因果业报，让他们知道善恶因

果的取舍，来世投生于人天安乐；然后再宣讲正

法，让他们彻底脱离轮回苦，得到永久安乐。  

比方，我们经常念阿弥陀佛的佛号，念《无

量寿经》，修净土法门，其目的是什么？就是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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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能与一分所化有情利益安乐”。意思是先

让他们受生到西方极乐佛国，这就是安乐。然后

让他们在西方极乐佛国阿弥陀佛跟前，修行佛法，

终究成佛，那叫利益。  

तत्र कतमा बोपधसत्त्वस्य िररणमना। इर् बोपधसत्त्वो 

यत्त्कां पचदेपभपस्त्रपभमुहखैरुिपचतोिपचतां कुशलमूलां 

सुकृतकमांततया कौशलेन िरानुग्रर्ेण च 

तत्सवहमतीतानागतप्रत्युत्िन्नमनुत्तरायाां सम्यक्सांबोधौ घनरसेन 

प्रसादेन िररणामयपत1। न तस्य कुशलमूलस्यान्यां फलपविाकां  

प्रपतकाांक्षपत नान्यत्रानुत्तरामेव सम्यक्सांबोत्धां। 

དེ་ལ་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ཡོངས་སུ་བསྔོ་བ་གང་ཞེ་ན། འདི་ལ་བྱང་

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ནི་ལས་ཀི་མཐའ་ལེགས་པར་བྱས་པ་དང༌། མཁས་པ་དང༌། 

གཞན་ལ་ཕན་འདོགས་པའི་སོ་གསུམ་པོ་འདི་དག་གིས་འདས་པ་དང༌། མ་འོངས་

པ་དང༌། ད་ལྟར་བྱུང་བའི་དགེ་བའི་ར་བ་གང་ཅི་ཡང་བསགས་སོ་ཅོག་དེ་དག་

ཐམས་ཅད་སིང་ཐག་པ་ནས་དད་པས་བླ་ན་མེད་པ་ཡང་དག་པར་རོགས་པའི་བྱང་

ཆུབ་ཏུ་ཡོངས་སུ་སྔོ་ 2 བར་བྱེད་ཅིང་དགེ་བའི་ར་བ་དེའི་འབྲས་བུ་རྣམ་པར་སིན་པ་

གཞན་མི་འདོད་དེ། བླ་ན་མེད་པ་ཡང་དག་པར་རོགས་པའི་བྱང་ཆུབ་ཁོ་ན་འདོད་དོ། ། 

                                                 

1 °ṇam MS. 

2《པེ་》《སྣར་》བ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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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伽】云何菩萨无倒回向？谓诸菩萨三门积

集所有善根。即善修事业、方便善巧、饶益于他。

去来今世一切摄取，以淳一味妙净信心，回求无上

正等菩提。终不用此所集善根，希求世间余果异熟，

唯除无上正等菩提。 

菩萨身所造的善根、口所造的善根、意所造

的善根，即善修事业、善巧方便、饶益有情这三

种善根，“去来今世一切摄取，以淳一味妙净信心，

回求无上正等菩提。”用非常殊胜的淳一味妙净信

心回向正等菩提。“终不用此所集善根，希求世间

余果异熟，唯除无上正等菩提。”这叫回向。  

我们每次修善积德，结束之前一定要好好做

个回向。如何回向？千万不要回向说：“诸佛菩萨，

我今天做了这样的善根，愿我的儿子学业有成，

愿我无病无灾。”不要把善根只回向在这样的小事

当中去。要把这些善根回向“为了饶益一切有情，

愿我早日证得无上菩提，为此远离一切违缘，具

足一切顺缘”。  

如果回向殊胜，就像如意宝树，年年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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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果硕丰满，永远享不尽。如果你只是为了长

寿、无病、无灾回向，其善果得到一次就再也没

有了。所以我们不能把善根变为一次性的享受，

而要让它变成永恒的享受。那怎么办？那就要回

向菩提藏：“为利众生愿成佛，为此诸善做回向”，

以这样的心态去做回向。  

总之，善修事业、善巧方便、饶益有情、无

倒回向是佛没有成佛之前所修的一切善功德。如

果我们想证得佛果位，也要修这样的四种功德。  

ये च केपचद्भगवता गृपर्णाां वा प्रव्रपितानाां वा 

बोपधसत्त्वानाां पशक्षाधमाह व्यिददष्टाः। सवेषामेष्वेव चतुषुह सांग्रर्ो 

वेददतव्यः। सुकृतकमाहन्ततायाां1 कौशले2 िरानुग्रर् ेिररणमनायाां च। 

{161b}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ཀིས་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ཁྱིམ་པ་རྣམས་དང༌། 

རབ་ཏུ་བྱུང་བ་རྣམས་ཀི་བསླབ་པའི་ཆོས་བསན་པ་གང་ཅི་ཡང་རུང་བ་དེ་དག་

ཐམས་ཅད་ནི་ལས་ཀི་མཐའ་ལེགས་པར་བྱས་པ་དང༌། མཁས་པ་དང༌། གཞན་ལ་

ཕན་འདོགས་པ་ལ་ཞུགས་པ་དང༌ 3 ། གཞན་ལ་ཕན་འདོགས་པ་དང༌། ཡོངས་སུ་

                                                 

1 °ntatābhyāṁ MS. 

2 °lena MS. 

3 《པེ་》《སྣར་》-གཞན་ལ་ཕན་འདོགས་པ་ལ་ཞུགས་པ་ད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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བསྔོ་བ་བཞི་པོ་འདི་དག་ཏུ་བསྡུ་བར་རིག་པར་བྱའོ། ། 

  【瑜伽】世尊所有为在家分或出家分诸菩萨说

所应学法，当知一切此四所摄。谓善修事业、方便

善巧、饶益于他、无倒回向。 

世尊为在家修行、出家修行等一切菩萨说的

所应学的所有的法，就是此四个法：善修事业；

善巧方便；饶益有情；无倒回向。  

तस्मादेवां सुकृतकमांतस्य बोपधसत्त्वस्य कुशलस्य 

िरानुग्रर्प्रवृत्तस्य िररणामकस्य एवां दशु्प्रािा। दरुपधगमा च 

बोपधरा सन्नसमासन्ना वेददतव्या। 

དེ་ལྟ་བས་ན་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དེ་ལྟར་ལས་ཀི་མཐའ་ལེགས་པར་

བྱས་པ་དང༌། མཁས་པ་དང༌། གཞན་ལ་ཕན་འདོགས་པ་ལ་ཞུགས་པ་དང༌། ཡོངས་

སུ་སྔོ་ 1 བར་བྱེད་པ་ལ་ནི་འདི་ལྟར་འཐོབ་པར་དཀའ་ཞིང་རྟོགས་པར་དཀའ་བའི་

བྱང་ཆུབ་ཀང་ཉེ་བར་གྱུར་ཅིང༌། ཡང་དག་པར་ཉེ་བར་གྱུར་པར་རིག་པར་བྱའོ། ། 

  【瑜伽】是故如是善修事业、方便善巧、饶益

于他、无倒回向，诸菩萨众，亲近邻逼难得难证无

上菩提。 

                                                 

1 《པེ་》《སྣར་》བ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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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菩萨以善修事业、方便善巧、饶益于他、

无倒回向四种法门长养善根，那么就与难得难证

的无上菩提相接近了，也就是接近成佛了。  

अतीतानागतप्रत्युत्िने्नष्वध्वसु ये केपचद्बोपधसत्त्वा 

गृपर्प्रव्रपितिके्षषु पशक्षमाणाः अनुत्तराां 

सम्यक्सांबोपधमपभसांबुद्धवन्तो ऽपभसांभोत्स्यांते ऽपभसांबुध्यांते च। 

सवे त एपभरेव चतुर्भहधहमैः। नात उत्तरर नातो भूयः।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གང་སུ་ཡང་རུང་བ་དེ་དག་ཐམས་ཅད་ཀིས་ཁྱིམ་པ་

དང༌། རབ་ཏུ་བྱུང་བའི་ཕོགས་རྣམས་ལ་བསླབ་ནས། ཆོས་བཞི་པོ་དེ་དག་ཁོ་ནས་

འདས་པ་དང༌། མ༌འོངས་པ་དང༌། ད་ལྟར་བྱུང་བའི་དུས་དག་ཏུ་བླ་ན་མེད་པ་ཡང་

དག་པར་རོགས་པའི་བྱང་ཆུབ་མངོན་པར་རོགས་པར་སངས་རྒྱས། མངོན་པར་

རོགས་པར་འཚང་རྒྱ་བར་འགྱུར། མངོན་པར་རོགས་པར་འཚང་རྒྱ་སེ། འདི་ལས་

གོང་ན་ཡང་མེད་དོ། །འདི་ལས་ལྷག་པ་ཡང་མེད་དོ། ། 

  【瑜伽】当知过去、未来、现在所有菩萨，或

在家分或出家分，精勤修学，于其无上正等菩提曾

当现证，一切皆由如是四法。除此无有若过若增。 

总之，所有过去的一切菩萨是修善修事业、

善巧方便、饶益有情、做无倒回向成佛的；未来

的一切如来也是要修善修事业、善巧方便、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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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无倒回向来成佛的；现在我们一切修行者，

也只能依靠此四法才能成佛。  

善修事业者，以四种方便来修行六波罗蜜。

善巧方便者，有成熟自相续和成熟他相续的十种

善巧方便。饶益有情者，一是利益，二是安乐。

一切有情未得安乐者令其安乐；未得利益者令其

利益；未得安乐与利益的因者，使其获得利益安

乐的一切因。  

下面继续讲为什么说“是福等流，善根无尽”？

凡夫众生包括我们也会行善积德，也会做布施，

比如：我们经常放生、供养三宝、施舍穷困之人，

也会受一些戒律。但是我们不由自主地更希望无

病、无灾，获得健康长寿，或者为了得到现世中

的名闻利养、荣华富贵等等，这是凡夫的表现。

佛也做布施、净戒、修安忍，但佛在做菩萨的时

候，不求任何世间的福报，从未将功德回向于为

了现世当中的名闻利养和荣华富贵等福报当中，

而是将所有的功德回向于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成佛

之中。与凡夫众生所修布施相比，佛的布施是得

到恒常饶益一切有情、令得永久安乐的福德的根

本因，由这样的因才得到了佛的果位。所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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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佛在做菩萨时所做的回向的福德等同的果，

这就是“是福等流”。  

“善根无尽”是什么意思？声闻、独觉在修

行时也做布施、净戒、安忍，但他们的善根不是

无尽，是有尽的。因为声闻、独觉一旦得到了声

闻、独觉阿罗汉果位，尤其是一旦进入了无余涅

槃，就再也不受生于六道轮回当中，也就是说，

终止了饶益有情的事业。因为他们在禅修当中，

一动不动，几亿年享受禅乐，为此，不是能够饶

益有情而善根无尽，而是当得到无余涅槃之时，

善根和痛苦流都尽了，也就是说不再继续做饶益

有情的事业了。唯有佛，虽然证得了无上正等觉

佛陀果位，但他的善根永远不尽。为什么？为了

饶益众生，他在菩萨时所做的善根的果报——色

身，永恒安住于世间。比如报身如来，永远安住

于色究竟天，从不涅槃。化身佛，不断地转世到

我们这个轮回当中来饶益有情，从不间断。这叫

“善根无尽”。  

所以，真正与凡夫众生相比，佛“是福等流”；

真正与声闻、独觉阿罗汉相比，佛“善根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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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二、身自性  

अलङ्कृतः क्षान्त्या। आलयः िुण्यपनधानानाम्। पचपत्रतो 

ऽनुव्यञ्जनैः कुसुपमतो लक्षणैः। प्रपतरूिो गोचरेण। अप्रपतकूलो 

दशहनेन। 

བཟོད་པ་རབ་ཏུ་བརྒྱན་པ། བསོད་ནམས་ཀི་གཏེར་རྣམས་ཀི་གཞི། དཔེ་

བྱད་བཟང་པོ་རྣམས་ཀི་སས་པ། མཚན་རྣམས་ཀི་མེ་ཏོག་རྒྱས་པ། སོད་ཡུལ་རན་

པ་མཐུན་པ། མཐོང་ན་མི་མཐུན་པ་མེད་པ། 

  【经】安忍庄严，福藏根本，妙好间饰，众相

花敷，行境相顺，见无违逆。 

གཉིས་པ་སྐུའི་རང་བཞིན་ལ། ར་བར་དབྱེ་ངོ་བོ་དང༌། །གནས་སྐབས་བྱེད་

ལས་ཕུན་སུམ་ཚོགས། །ཞེས་པ་ལྟར་ལྔ་ལས། 

  【信钩】颂曰：“本、分、及体性，位、作用圆

满。”如是分五： 

“诸如来者，是福等流，善根无尽”，是从因

的门中说，有何等因，得何等果。佛不是无缘无

故、随随便便地就得到了利益众生永恒做饶益的

佛身，而是与其做菩萨时所修的善根、回向、发

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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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佛果的功德，果中之一就是佛的色身，

具六法：一、安忍庄严；二、福藏根本；三、妙

好间饰；四、众相花敷；五、行境相顺；六、见

无违逆。 

佛薄伽梵所具有的为利众生而显现的佛的金

刚色身，也就是佛的色身。色身就是佛的身体，

总共有五种圆满：一是根本的因圆满；二是分别

的因圆满；三是体性圆满；四是分际圆满；五是

事业圆满。 

【信钩】[分五：丁一、身根本因；丁二、身支

分因；丁三、身体性；丁四、身分位；丁五、身作用。] 

丁一、身根本因 

དང་པོ་སྐུའི་ར་བའི་རྒྱུ་ནི། བཟོད་པས་བརྒྱན་པ་སེ། བཟོད་པའི་འབྲས་བུར་

གྱུར་པའི་སྐུ་མཛེས་པས་བརྒྱན་པར་གྱུར་པའོ། ། 

  【信钩】“安忍庄严”，安忍果成妙端严身，故

得庄严。 

身根本因的圆满是由于佛修安忍的结果，称

之为微妙端严之身。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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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希望自己很美丽、很端严、很可爱，没有一

个人希望自己长得很难看，让人一看心里就不舒

服，被别人讨厌。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变得很可爱、很

端严、很美丽？我教你们一个美容的办法，修安忍。 

龙树菩萨在《宝鬘论》中说：“瞋恶形色丑。”

经常发脾气的人，越发脾气，长得越难看。有的

人，尽管他的皮肤很好，长得很标致，但是一看

上去就凶巴巴的，非常不可爱，甚至令人讨厌，

恨不得离他远一点，因为这个人瞋恨心强，发起

脾气来暴跳如雷，就像凶猛的野兽一般，太可怕

了。瞋恨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呢？怒目圆睁，面目

狰狞，一看就是愤怒相。  

从来和颜悦色心态调柔的人，就很和善。如

果是老年人，心里就有一种视之如父如母的亲切

感。有的年轻人，或者儿童，或者婴儿，一看上

去就会感觉非常可爱，而有的人只看一眼就不想

再看了。这与前世所造的瞋恨业有关。  

因为佛圆满了安忍波罗蜜多，所以佛的身体

非常端严。佛断除忿恨、断除嫉恨、断除仇恨，依止

安忍，包括耐怨害忍、安受苦忍、谛察法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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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忍就是再苦再难，都在所不计，心里没有怨

恨。耐怨害忍就是不管别人对你如何不好，如何

虐待你、欺负你，羞辱你，你都会对他非常慈悲，

往好处想，以阳光和乐观的心态来面对，而且一

旦有机会以德报怨，绝不以怨报怨。谛察法忍是

为修法，再苦再难在所不计，不惜一切代价。  

能忍的根本是改变心态。不要把对你的凌辱、

欺负、羞辱和虐待看成是坏事，要把它看成是好

事。多找一找他这么做给自己能带来哪些好处？

如此一来，就会明白，他羞辱你的结果，反而使

你收获更大，利益更多，如此你不但不恨他，反

倒会感激他，因为他给你带来了好处。世上万事

万物皆如此，你若把它看成是坏事，它的确会变

成为坏事。你若把它看成为好事，然后从中获取

利益的话，就变成为对你有好处的因缘，所以要

修安忍。佛的端严妙色身，就是断除了一切安忍

的不顺品而获得的。《般若波罗蜜多经》当中说： 

“如是菩萨摩诃萨众修行安忍波罗蜜多，于诸

有情欲作饶益，定当获得真金色身，相好庄严，见

者欢喜。” 



第二部分 正说《随念三宝经》 163 

 

丁二、身支分因 

གཉིས་པ་སྐུའི་རབ་དབྱེའི་རྒྱུ་ནི། བསོད་ནམས་ཀི་གཏེར་རྣམས་ཀི་གཞི་

སེ། སྐུའི་བ་སྤུ་རེ་རེ་ཡང་བསོད་ནམས་ཀི་ཚོགས་གཏེར་ལྟར་ཟད་མི་ཤེས་པའི་

གཞི་སེ་རྒྱུ་ལས་བྱུང་བའོ། ། 

  【信钩】“福藏根本”，一一毛孔，亦皆以犹如

无尽宝藏尔所福德资粮为因而感。 

福藏根本。佛的每一毛孔，都依犹如无尽宝藏

般的福德资粮而成，因此说为福藏根本。 

为什么说佛是以福藏为根本？《无尽意菩萨经》

当中说：“福藏无尽”。其中说： 

云何菩萨助道无尽？菩萨所修助道功德无

量无边，菩萨于中不应限量。何以故？一切众生

所有功德，若去来、现在，及声闻缘觉所有功德，

于佛世尊始是成就一毛孔功德。如是一一毛孔所

有功德，乃至一切毛孔功德，聚集成就始成如来

一随形好。如是一一随形好等，乃至一切随形好

功德，聚集成就如是成就如来一相。如是一一相

至三十相，聚集如是三十相百倍功德，始成如来

眉间毫相。乃至修集倍是毫相百千功德，始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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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无见顶相。是名菩萨助道功德无尽。1 

佛之身，实际上就是福藏为根本的一切福报藏。

一切众生所有福报的十倍，才能成就如来的一毛孔；

如来全部毛孔成就的福报加起来的八倍，才能够成

就八十种随好当中的一个随好；八十种所有随好的

一切福报的一千倍，才能够成就三十二相里边，除

了眉间白毫、佛顶、法螺三个之外的二十九个丈夫

相之一；这样的二十九个丈夫相所有福报的一万倍，

才能成就如来眉间的毫毛；如来眉间毛所有福报的

十万倍加起来才能够成就如来的佛顶；如来佛顶造

集的所有福报的十万亿倍的福报，才能成就如来佛

九种法螺。佛的身，实际上就是福藏为根本的一切

福报藏。 

丁三、身体性 

གསུམ་པ་སྐུའི་ངོ་བོ་ནི། དཔེ་བྱད་བཟང་པོ་རྣམས་ཀི་སས་པ། མཚན་

རྣམས་ཀི་མེ་ཏོག་རྒྱས་པ་སེ། དཔེ་བྱད་བཟང་པོ་བརྒྱད་ཅུའི་གངས་དང་ལྡན་པ་

                                                 

1 《大方等大集经·无尽意菩萨品第十二之二》卷 28, T13, no. 397, 

p. 192, c19-p. 193,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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རྣམས་ཀིས་སས་པ་སེ་བརྒྱན་ནོ། །གང་ན་མཚན་བཟང་པོ་སུམ་ཅུ་ར་གཉིས་ཀི་

གངས་དང་ལྡན་པ་མེ་ཏོག་རབ་ཏུ་རྒྱས་པ་ལྟར་ཡིད་དུ་འོང་བ་རྣམས་ཀི་ཆ་ཤས་སོ། ། 

  【信钩】“妙好间饰，众相花敷”，八十种好，

间饰庄严。三十二相，如花开敷，具悦意支。 

“妙好间饰”，妙好是八十种随好。在“第二

会般若”的末段，有如来所具有的八十种随好，

比如，如来的指甲是红色的等等，并一一阐述了

如何成就八十种妙好的功德。  

“众相花敷”，是说佛身的三十二相犹如莲花

开敷一样，美丽庄严。比如，佛的三十二相的第

一个相：“如来足下有平满相。妙善安住犹如奁底。

地虽高下随足所蹈皆悉坦然无不等触。是为第一。”

如来的脚心是平的，而我们的脚心是凹的，所以

如来的脚能全面地接触地面，很平坦。这在《第

二会般若》的末段有详述。  

我们要塑造佛像，首先必须懂得佛的三十二

相是什么，八十种随好是什么。在塑佛像时，尽

可能使佛像具足三十二相和八十种好的特点。这

样一来，塑出来的佛像庄严无比，也非常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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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之身具有这样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因此说

“妙好间饰，众相花敷”。  

世亲菩萨说，“妙好间饰，众相花敷”显示了

佛所具有的色身体性圆满。如来身庄严的体性，

具有八十种随好，和犹如盛开莲花一般的三十二

大丈夫相。其中，三十二丈夫相为主体庄严，八

十种随好是它的辅佐，是对三十二相的补充。因

此，塑造如来的像，一定要具有一百一十二个特

点。如此佛像是非常殊胜的。  

丁四、身分位 

བཞི་པ་སྐུའི་གནས་སྐབས་ནི། སོད་ཡུལ་རན་པར་མཐུན་པ་སེ། སོད་ལམ་

རྣམ་པ་བཞི་པོ་དལ་མར་སོགས་ཡུལ་སེམས་ཅན་རྣམས་ཀི་བློ་དང་རན་པར་མཛད་

པས་ཡིད་དང་མཐུན་པའོ། ། 

  【信钩】“行境相顺”，凡四威仪，缓行等境，

皆顺有情心宜而行，故意相顺。 

佛的行为，非常有威仪，“行境相顺”。相顺

就是非常适合我们的心，佛做任何事情，都会觉

得很可爱、非常合理、非常合宜，对佛的行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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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会感觉有丝毫不妥。佛在行、住、坐、卧中

表现出来的一切威仪，都非常殊胜，非常合宜，

非常圆满。 

行、住、坐、卧四种威仪详见《瑜珈师地论·菩

萨地》。 

丁五、身作用 

ལྔ་པ་སྐུའི་བྱེད་ལས་ནི། མཐོང་ན་མི་མཐུན་པ་མེད་པ་སེ། རྒྱལ་བའི་སྐུ་

མཐོང་བ་ན་དེ་ལ་སྡུག་བསྔལ་དང་ཉོན་མོངས་སོགས་མི་མཐུན་ཕོགས་གང་ཡང་

བསྐྱེད་པ་མེད་ཅིང་མཐུན་ཕོགས་བདེ་བ་དང་དད་གུས་སོགས་བསྐྱེད་པའོ། ། 

  【信钩】“见无违逆”，见佛身时，全不生苦、

惑等异品，而起顺品安乐、敬信。 

“见无违逆”就是佛身的作用。任何人见到

了佛的身，心中都不会生起贪心、瞋恨心、愚痴

心等一切烦恼，更不起受折磨和难受等不悦之心，

而能生起非常恭敬和快乐之心。当我们站在佛像前，

静静地以恭敬心去瞻仰佛像时，你会觉得非常殊

胜、非常开心、非常安乐，发自肺腑地生起此等

心，不起厌憎心。这就是佛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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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毕竟，还是现前，无论是何人见到如

来佛身，都不起烦恼心，不起痛苦心，见者有益，

谁见到都会生起恭敬心，这就是见无违逆。  

丙三、依何利他 

अपभरपतः श्रद्धापधमुक्तानाम्1। अनपभभूतः प्रज्ञया। 

अनवमदहनीयो बलैः। 

དད་པས་མོས་པ་རྣམས་ལ་མངོན་པར་དགའ་བ། ཤེས་རབ་ཟིལ་གིས་མི་

ནོན་པ། སོབས་རྣམས་ལ་བརི་བ་མེད་པ། 

  【经】信解欢喜，慧无能胜，力无能屈。 

“信解欢喜”，对佛法信解者令生欢喜。“慧无

能胜”，佛的智慧是任何一个世间的慧都不可比拟，

无法超胜的。“力无能屈”，佛的力量是无有任何一

种力量所能屈服的。 

གསུམ་པ་གང་ལ་བརྟེན་ནས་གཞན་དོན་མཛད་པ་ལ་གཉིས། དད་ལྡན་རེས་

སུ་འཛིན་པ་དང༌། འགན་འདོད་ཚར་གཅོད་པའོ། ། 

  【信钩】分二：丁一、摄受具信，丁二、制伏

诸敌。 

                                                 
1 原作 śraddhā(śuddhā)dhimuktānā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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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喀巴大师在《往生极乐愿文》里说： 

愿获得如是广博明了速疾深慧，为欲摄受贤

善，降伏邪说，喜悦智所有支分，谓缘一切佛教，

获得讲说、辩论、著作善巧究竟。1 

就是说，利益众生要做两件事：一是制伏邪说，

二是摄受有缘，或者摄受具信者。 

对已经信仰的人，要通过宣讲殊胜的妙法来摄

受他，让他获得利益；对充满了邪见、歪理邪说的

人，必须要由强有力的神通力和道理来制伏他，让

他心服口服，然后趣入正法。所以“辩才无碍”很

重要，神通广大和势力广大也非常重要，这都是为

了制伏歪理邪说者、违逆佛法者。 

如来做饶益事时，具备这样三个特点：“信解欢

喜，慧无能胜，力无能屈”。 

丁一、摄受具信 

དང་པོ་ནི། དད་པས་མོས་པ་རྣམས་ལ་མངོན་པར་དགའ་བ་སེ། དད་པས་

ཀུན་ནས་བསླངས་ཏེ་ཆོས་ཐོབ་པར་མོས་ནས་འོངས་པའི་སེམས་ཅན་རྣམས་ལ་སྐུ་

                                                 
1 法尊法师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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མཐོང་བ་ཙམ་གིས་མངོན་པར་དགའ་བ་རྒྱ་ཆེན་པོ་སྐྱེའོ། ། 

  【信钩】“信解欢喜”，诸有情众信故等起，而

后胜解证得诸法往诣[佛所]，即见佛身，起大欢喜。 

“信解欢喜”意思是有信仰的人，令其欢喜。

因为这些人是为了得到佛法而来的，对这样的人，

满足他们的希求，使他们欢喜。 

一般来说，信解有二：其一，有益疑心。何谓

有益疑心？比如：对于佛是否具功德？有两种可能，

具有或者不具有。认为可能是具有。佛好不好呢？

也有两种可能，好或者不好，认为可能是好的。他

的心虽然有疑心，不清楚好还是不好，但还是偏向

于好的，这种疑心叫有益疑心。反过来，如果偏向

于可能不好，这种疑心叫无益疑心。 

有益疑心与他前世所造的福报有关。现在我们

汉地有很多信仰佛教的人，实际上刚开始还是有益

疑心而驱使，他不知道什么叫佛法，也不知道佛好

不好，“好还是不好？大概可能好吧？”他以这种心

态接触佛法，看一些佛书，然后感觉到了“这个好”，

就生起了欢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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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有一部分人，知道佛的道理非常好，一

开始就非常虔诚，没有疑心。 

令这样两种人欢喜，因为让他看到了他喜欢看

到的事实，让他知道了他希望知道的道理，这叫信

解欢喜，这是摄受具信者的道理。 

丁二、制伏诸敌 

གཉིས་པ་འགན་འདོད་ཚར་གཅོད་པ་ལ་གཉིས། ཤེས་རབ་འགན་འདོད་

ཚར་གཅོད་པ་དང༌། སོབས་འགན་འདོད་ཚར་གཅོད་པའོ། ། 

  【信钩】分二：戊一、制伏慧敌，戊二、制伏

力敌。 

制伏邪说邪见分为两种：一者制伏慧敌。就是

制伏那些自以为自己是最聪明的、最有学问、最有

智慧的人。二者制伏力敌。就是制伏以为自己势力

广大、神通广大、无与伦比的人。人的傲慢，大致

上来自于两个方面，一者因为自己势力很大，所以

认为自己很厉害；二者因为自己智慧过人，所以认

为自己很厉害。比方说，古代有文臣武将，武将以

为我战无不胜，我是最了不起的；文臣认为，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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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善辩，学问广博，所以我是最了不起。佛对这两

种人都能制伏，第一，慧无能胜；第二，力无能屈。 

戊一、制伏慧敌 

དང་པོ་ནི། ཤེས་རབ་ཟིལ་གིས་མི་ནོན་པ་སེ། ཤེས་བྱ་ཐམས་ཅད་མཁྱེན་

པ་སངས་རྒྱས་ཁོ་ན་ཡིན་པས་དེའི་ཤེས་རབ་གང་ཟག་འགན་པར་འདོད་པ་སུས་

ཀང་ཟིལ་གིས་གནོན་མི་ནུས་པའོ། ། 

  【信钩】“慧无能胜”，惟佛遍了一切所知，凡

欲与其较慧敌手，皆无能胜。 

为什么如来慧无能胜？因为对一切所知无所不

知者，唯有佛。除了佛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众生是

对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达。所以，佛慧无能胜，

因此能够调伏自以为最聪明的这些人，。 

《菩提道次第广论》里引用了《谛者品》的经

文，但没人知道《谛者品》出自哪部经。有位网友

问我：什么是《谛者品》？这部经在哪里？这把我

给难住了。有一天早上我四点起来翻阅佛经，最后

找到了，它的名字不叫《谛者品》，是元魏菩提流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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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的《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1。共 10 卷，还有一

个异译本是刘宋求那跋陀罗译的《佛说菩萨行方便

境界神通变化经》，只有 3 卷，缺《王论品》，对于

如来功德的论述不完整2。 

藏文大藏经《甘珠尔》里有《谛者品》，其内容

是大萨遮尼乾子为圣王备演如来所有功德等等。如

来有“辩才难思”的功德，无与伦比。 

戊二、制伏力敌 

གཉིས་པ་སོབས་འགན་འདོད་ཚར་གཅོད་པ་ནི། སོབས་རྣམས་ལ་བརི་བ་

མེད་པ་སེ། སངས་རྒྱས་ལ་ལུས་སོབས་འགན་པར་འདོད་པ་རྣམས་ཀིས་རྒྱལ་བའི་

སྐུའི་ཚིགས་རེ་རེ་ལ་སྲེད་མེད་ཀི་བུའི་སོབས་མངའ་བ་རྣམས་ལ་བརི་བར་མི་ནུས་

པའོ། །དེ་ཡང་གླང་ཆེན་ཕལ་པ་དང༌། སོས་ཀི་གླང་པོ་དང༌། ཚན་པོ་ཆེ་ཆེན་པོ་

དང༌། རབ་གནོན་དང༌། ཡན་ལག་མཆོག་དང༌། སོབས་མཆོག་དང་སྲེད་མེད་ཀི་

བུ་རྣམས་བཅུ་འགྱུར་རོ། ། 

  【信钩】“力无能屈”，佛身支节一一皆具那罗

延力，凡欲与佛较力敌手，皆无能屈。此复凡象力、

                                                 

1 萨遮(satya)即“谛者”。 

2 据《阅藏知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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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象力、摩诃诺健那、钵罗塞建提、伐浪伽、遮怒

罗、那罗延1等十十倍增。 

“力无能屈”是指佛能制伏一切自恃力量无比

的傲慢者。那罗延是传说中非常具力者，佛身肢节

一一皆具那罗延力，诸欲与佛较力者，皆无能屈。

凡象力至那罗延，后面的比前面力大十倍，逐步递

增。佛与这一切相比更加殊胜，佛的每个肢节都超

过最后的那罗延，因此，佛力无能屈。 

世亲菩萨说，有的人以为自己力气很大，希望

与佛较量，结果都被佛所制伏，所以佛是力无能屈。 

丙四、事业 

शास्ता सवहसत्त्वानाम्। पिता बोपधसत्त्वानाम्। 

रािायहिुद्गलानाम्। साथहवार्ः पनवाहणनगरसम्प्रपस्थतानाम्। 

སེམས་ཅན་ཐམས་ཅད་ཀི་སོན་པ།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རྣམས་ཀི་ཡབ། 

འཕགས་པའི་གང་ཟག་རྣམས་ཀི་རྒྱལ་པོ། མྱང་ངན་ལས་འདས་པའི་གོང་ཁྱེར་དུ་

                                                 
1 凡象力 prākṛtahastibalam、香象力 gandhahastibalam、摩诃

诺健那 mahānagnabalam、钵罗塞建提 praskandibalam、伐浪伽

varāṅgabalam、遮怒罗 cāṇūrabalam、那罗延1nārāyaṇab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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འགོ་བ་རྣམས་ཀི་དེད་དཔོན། 

  【经】诸有情师，诸菩萨父，众圣者王，往涅

槃城者之商主。 

བཞི་པ་བྱ་བ་གང་ཡིན་པ་ལ་གཉིས། །སིར་མཛད་པ་དང༌། བྱེ་བྲག་ཏུ་མཛད་

པའོ། ། 

  【信钩】分二：丁一、总事业，丁二、别事业。 

佛的事业以比喻说为四种：诸有情师；诸菩萨

父；众圣者王；往涅槃城者之商主。 

科判有两部分，一是总体来说佛的事业，二是

分别说佛的事业。 

丁一、总事业 

དང་པོ་ནི། སེམས་ཅན་ཐམས་ཅད་ཀི་སོན་པ་སེ། སེམས་ཅན་ལ་བདེ་སྐྱིད་

འབྱུང་བ་ལས་འབྲས་ཀི་བླང་དོར་ལ་བལྟོས་ཤིང་བླང་དོར་སངས་རྒྱས་ཀིས་སོན་

དགོས་པས་སེམས་ཅན་ཐམས་ཅད་ཀི་སོན་པའོ། ། 

  【信钩】“诸有情师”，有情得安乐，观待业果

取舍，取舍又须由佛开演，故谓“诸有情师”。 

为什么叫诸有情的导师？一切众生如果想得到

安乐，全依赖于善恶业果的取舍。应取何等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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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何等乐；应舍何等业，能远离何等苦，这需要

由佛来开导，由佛来开演，由佛来宣说，我们才能

知道。善有善果，恶有恶报是极其难知难解的道理，

我们凡夫岂能容易了知？ 

如今已经到了 21 世纪，人类认为自己很聪明，

但依然不知道善恶因果的很多微细处，所以，有人

毫不犹豫地说：“善恶因果那只是权宜之说而已，善

不可能有善果，否则，我一辈子没做过坏事，为什

么会得不到好报呢？恶人没有恶报，否则的话，那

么多的坏人，怎么会比我有钱，有势力呢？”这么

想对吗？错！首先你把自己当成善人，把别人当成

恶人，在你的思惟当中已经不分善恶，而是只分你

我。说白了，你说的不是善和恶有什么结果，而是

说我穷了，别人富了，于是我不平衡。这叫发牢骚，

不是因果之理。认为自己好，自己了不起，自己是

善人，自己没做过坏事，自己感觉吃亏了，这是自

私的表现；认为别人坏，别人做了坏事却得到了好

报，这种心理是对他人的嫉妒。反过来说，这么想

的人，也不见得好，因为他容不下别人好，嫉妒心

很强。说明这个人很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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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你和我来区分好和坏是非常愚蠢的。其实你

在这样想的同时，你认为坏的那个人也这么想：“我

是好人，你是坏人。”谁不认为自己是好人？难道自

己认为自己是好人就是好人了吗？那不一定，有很

多考量的。有人说：我是好人，他是坏人，因为我

看到他的很多缺点毛病，所以他是坏人。但是，为

什么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因为你舍不得，也从

来不看自己的缺点。如果注意观察自己的话，缺点

可能比他人还要多。但是因为你不愿意看，因此就

认为没有。难道别人就没有优点？只有自己有优点？

因为你不愿意看到别人的优点，容不得！嫉妒！不

去看，怎么能看到呢？对于自己，哪怕有少少的优

点，也把它放大了，因此认为自己是好人，别人是

坏人，这纯属是以自私的动机做出的最错谬、最荒

唐的结论。在这种荒唐的结论之上建立的对善恶因

果的否定，那就更荒唐。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有的人乍看很善良，结

果自己却很吃亏；有的人貌似很坏，结果自己得到

的却很多，也很不错，这是由于人有时对弱势群体

有很大的同情心，因此对他身上的缺点不愿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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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强者有嫉妒心，即使发现优点也不愿意承认的

心理在起作用。还有弱势群体因为他弱，没有本事

去发挥他的能力，所以虽然他有很多毛病，却被隐

藏起来了。而强势群体人的特点，就是不管我是好

是坏，能全部发挥出来，所以他的优点与缺点能够

被看得很清楚。如今的我们以为自己很聪明，可实

际上，并不能由事物的现象看清楚因果真正的本质。

唯佛开导后，方能够知道真实的因果。 

佛是如何利益一切有情的呢？假如有情堕入了

地狱、饿鬼、畜生，由佛加持力，能够将其从三恶

趣苦当中解救出来，使其生起信心，安置于人天安

乐。受生于三善趣的众生，包含有缘和无缘之人。

对那些无缘之人，一是认为自己智慧殊胜，二是自

恃势力广大。对这样的人，佛分别以智慧和势力来

折伏他，让他对佛心服口服，调顺其心，先安置于

人天安乐，最终逐步安置于究竟的利益。对有缘的

众生，未生起善根者，令其生起；已生善根者，令

其成熟；已成熟善根者，令其得以解脱。所以佛是

诸有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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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二、别事业 

གཉིས་པ་བྱེ་བྲག་ཏུ་མཛད་པ་ལ་གཉིས། ལམ་ཞུགས་ཀི་དོན་མཛད་པ་དང༌། 

ལམ་མ་ཞུགས་ཀི་དོན་མཛད་པའོ། ། 

  【信钩】分二：戊一、饶益已入道者，戊二、

饶益未入道者。 

别说有两部分：一是对未入道者如何做，二是

对已入道者如何做。未入者令入，就是趣入这个支

分；已入者令其修行，这是修行支分。 

戊一、饶益入道者 

དང་པོ་ལ་གཉིས། ཐེག་ཆེན་པའི་དོན་མཛད་པ་དང༌། ཐེག་དམན་པའི་དོན་

མཛད་པའོ། ། 

  【信钩】分二：己一、饶益大乘行者，己二、

饶益小乘行者。 

已入道者令其修行分二：饶益大乘的信众和饶

益小乘的信众。 

前面讲过菩萨的十个善巧方便，前四个分别是：

第一，对憎恨佛法或者瞧不起佛法的人，通过善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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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断除其对佛法的瞋恨。第二，不入道者令其趣

入道。此二者为未入道者令其趣入。第三，已经入

道之人让他成熟。第四，已成熟的人让他解脱。这

里是为已趣入道者成熟相续，令其解脱。 

己一、饶益大乘行者 

དང་པོ་ནི།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རྣམས་ཀི་ཡབ་སེ། བྱང་ཆུབ་སེམས་

དཔའ་རྣམས་ལ་སངས་རྒྱས་ཀི་རིགས་ཡོད་པས་རྒྱལ་བའི་སྲས་དང༌། སངས་རྒྱས་

རྣམས་བྱང་སེམས་ཀི་ཡོན་ཏན་གང་ལས་འབྱུང་བའི་གཞི་ཡིན་པས་ཡབ་བོ། ། 

  【信钩】“诸菩萨父”，诸菩萨众，具佛种姓，

故为佛子；诸佛是为菩萨功德出生所依，故称为“父”。 

于大乘做饶益者，谓一切菩萨之父，就是成为

菩萨之父。诸菩萨众是具有佛的种姓，所以是佛子，

未入大乘者，佛令其趣入，生起菩提心，成为如来

之子，故称为菩萨之父。 

具有大乘种姓的众生，让他们立刻发菩提心，

成为如来之子。这就好比是金轮王或者银轮王所立

的太子，是将来王位的继承人一样，佛对这些有大

乘种姓的人宣讲正法，让他们修行，让他们相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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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起菩提心，成为佛位的继承人。因为他们生起菩

提心的那一刹那间，就变成了菩萨；变成了菩萨，

必将继承佛位。 

己二、饶益小乘者 

གཉིས་པ་ཐེག་དམན་པའི་དོན་མཛད་པ་ནི། འཕགས་པའི་གང་ཟག་རྣམས་

ཀི་རྒྱལ་པོ་སེ། ཉན་རང་འཕགས་པ་རྣམས་འབངས་ཕལ་བ་དང་འདྲ་ཞིང་སངས་

རྒྱས་ཀིས་དེ་དག་ལ་བཀས་དབང་བསྒྱུར་བས་ན་རྒྱལ་པོའ།ོ ། 

  【信钩】“众圣者王”，声闻、独觉二乘圣者如

同臣民，佛为统领，故称为“王”。 

众圣者包括声闻圣者和独觉圣者众。这里将其

比喻为大臣。国王有许多大臣，虽然国王教导大臣

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怎样做才能得到最好的结

果，但是这些大臣是无权继承王位的。同样，佛教

导声闻圣者、独觉圣者，让他们得到断一切烦恼的

阿罗汉果位，但是他们只能证小乘果位，无权继承

佛的宝位。 

在声闻和独觉的众圣者面前，佛好比是国王，

他们好比是大臣；在菩萨面前，佛好比是父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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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是太子，因为他会继承佛位。因此说“诸菩萨

父，众圣者王”，佛是声闻、独觉圣者众之王，是菩

萨众之父。 

戊二、饶益未入道者 

གཉིས་པ་ལམ་མ་ཞུགས་ཀི་དོན་མཛད་པ་ནི། མྱ་ངན་ལས་འདས་པའི་གོང་

ཁྱེར་དུ་འགོ་བ་རྣམས་ཀི་དེད་དཔོན་ཏེ། རིགས་མ་ངེས་པའི་གང་ཟག་རྣམས་ལ་བློ་

དང་འཚམ་པའི་ལམ་བསན་ནས་མྱང་འདས་གསུམ་པོ་གང་རུང་དུ་འཁིད་པས་རིན་

པོ་ཆེའི་གླིང་དུ་འཁིད་པའི་དེད་དཔོན་དང་འདྲ་བའོ། ། 

  【信钩】“往涅槃城者之商主”，不定种姓补特

伽罗，由说其心相宜之道，引入三乘随一涅槃，犹

如“商主”引至宝洲。 

什么是商主？古代印度人出海做生意，开船到

海岛上寻宝，比如，珊瑚、珍珠、宝石。当中会有

一个船长，商主就是船长的意思，是商人的带头人。

因为船要到达目的地，船长就需要有丰富的经验，

知道哪里有宝物，怎样躲避海上的风浪，并且了知

航线，确定方向，这是用商人当中的带头人作比喻，

说佛是去往涅槃城的船长，即引路者或带头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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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入道者而言，佛好比是商主。因为一切众

生，无论是声闻种姓、独觉种姓、菩萨种姓者，都

逐步使其最终趣往涅槃城，故说为涅槃城的商主。 

丙五、方便 

अप्रमेयो ज्ञानेन। अपचन्त्यः प्रपतभानेन। पवशुद्धः स्वरेण। 

आस्वदनीयो घोषेण। असेचनको रूिेण। अप्रपतसमः कायेन। 

ཡེ་ཤེས་དཔག་ཏུ་མེད་པ། སོབས་པ་བསམ་གིས་མི་ཁྱབ་པ། གསུང་རྣམ་

པར་དག་པ། དབྱངས་སན་པ། སྐུ་བྱད་བལྟ་བས་ཆོག་མི་ཤེས་པ། མཚུངས་པ་མེད་པ། 

  【经】妙智无量；辩才难思，语言清净，音声

和美；观身无厌，身无与等。 

ལྔ་པ་ཐབས་གང་ཡིན་པ་ལ་གསུམ། ཐུགས་ཀི་ཐབས། གསུང་གི་ཐབས། 

སྐུའི་ཐབས་སོ། ། 

  【信钩】分三：丁一、意方便，丁二、语方便，

丁三、身方便。 

佛既然有如此的威力度化众生，那以什么样的

善巧方便来利益众生？以意方便、语方便和身方便

饶益一切众生。其中，“妙智无量”是智的功德，也

就是意的功德；“辩才难思、语言清净、音声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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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语的功德；“观身无厌，身无与等”是身的功德。 

世亲菩萨说，前面的第一句话说的是意功德，

之后的三句话说的是语功德，后面两句是身功德，

以这样的功德来饶益众生。 

丁一、意方便 

དང་པོ་ནི། ཡེ་ཤེས་དཔག་ཏུ་མེད་པ་སེ། སེམས་ཅན་མཐའ་ཡས་པའི་

རིགས་དང༌། མོས་པ་དང༌། དབང་པོ་དང༌། །བག་ལ་ཉལ་ཇི་ལྟ་བ་བཞིན་དུ་མཁྱེན་

པའི་ཡེ་ཤེས་དཔག་ཏུ་མེད་པ་མངའ་བའོ། ། 

  【信钩】“妙智无量”，无边有情种姓、信解、

根器、随眠，如实证知，妙智无量。 

首先说意功德。如实了知无量无边一切众生的

种姓、信解、根器、随眠，所以说妙智无量。所谓

一切众生的种姓，是说，声闻种姓者适合用声闻法

来度化，独觉种姓者适合独觉法来度化，菩萨种姓

者适合用菩萨法来度化。了知种姓，是说佛了知他

感兴趣的是什么。了知信解，是说，佛知道他对什

么样的法产生信解。他的根器是锋利的，还是愚钝

的，佛也分得很清楚。他相续中的烦恼、随眠哪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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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重，哪些比较轻，佛都能够知道。所以说妙智无量。 

为什么叫无量？因为众生是无量无边的，对所

有众生的根器都了知故说无量。如是对无量众生的

种姓、信解、根器、随眠都了知的智慧，唯佛具有，

故为妙智无量。 

丁二、语方便 

གཉིས་པ་གསུང་གི་ཐབས་ལ་གསུམ། སོབས་པ་ཆེ་བ། སྐྱོན་དང་བྲལ་བ། 

ཡོན་ཏན་དང་ལྡན་པའོ། ། 

  【信钩】分三：戊一、具大辩才，戊二、离诸

过患，戊三、具诸功德。 

然后，是语的功德或者语的方便，有三部分：

一是具大辩才；二是无有过失；三是具有功德。 

戊一、具大辩才 

དང་པོ་ནི། སོབས་པ་བསམ་གི་མི་ཁྱབ་པ་སེ། གདུལ་བྱ་ལ་ཆོས་སོན་པའི་

སོབས་པ་ཟད་པ་མེད་ཅིང་ངོ་མཚར་བས་བསམ་གིས་མི་ཁྱབ་པའོ། ། 

  【信钩】“辩才难思”，于所化机弘宣正法，辩

才无尽希有难思。 



186 随念三宝经讲记 

 

学过“般若”的人，应该知道，佛有四无碍智1，

也叫四无碍辨。 

“辩才难思”中的“辩才”是从两种角度而言，

一是从文字的角度，依靠文字于无量劫当中宣说如

来正法，也宣说不尽，故而辩才难思。二是从意的

角度，在无量劫当中，一切众生问无量无边的内容，

佛用一句话，就能够回答所有众生所求的一切内容，

所以说辩才难思。 

戊二、离诸过患 

གཉིས་པ་སྐྱོན་དང་བྲལ་བ་ནི། གསུང་རྣམ་པར་དག་པ་སེ། གསུང་ལ་བརྫུན་

སྨྲ་བ་དང༌། སྐད་འཛེར་བ་དང༌། ཡིད་གདུང་བ་དང༌། ཧ་ཅང་མྱུར་བུལ་སོགས་སྐྱོན་

མཐའ་དག་གིས་རྣམ་པར་དག་པའོ། ། 

  【信钩】“语言清净”， 语之妄语、刺耳音声、

忧苦不悦、太过疾缓等诸过失皆已清净。 

                                                 

1 又名四无碍解，或四无碍辩，即法无碍智、义无碍智、词无

碍智、乐说无碍。法无碍智是通达诸法的名字，分别无滞；义无碍

智是了知一切法之理，通达无碍；词无碍智是通晓各种言语，能随

意演说；乐说无碍是辩说法义，圆融无滞，为众生乐说自在。《佛学

常见辞汇》陈义孝编 



第二部分 正说《随念三宝经》 187 

 

何谓语之诸过失？一、说谎；二、声音刺耳；

三、所说的话让人听着心里不舒服；四、说话太快

或者太慢。这些都是语言的过失。 

佛宣讲佛法是没有这些语言过失的。第一、佛

说法从来都是随不同类的根器，适合什么，就讲什

么样的法。佛所说的每一句话没有谎言，只有适合

你的法，令你受益之语。 

第二、佛讲法的音声非常好听，简直比唱歌还

要好听百、千、万倍，没有刺耳的过失。因此说音

声和美。 

第三、有的人一说话，让人听着就难受，或者

让人生气、很不舒服，佛的语言，听起来总是令人

很悦意，很欢喜，很高兴，很舒服。 

第四、佛的声音既不过快也不过慢，非常合适。

这就是语言清净。 

戊三、具诸功德 

གསུམ་པ་ཡོན་ཏན་དང་ལྡན་པ་ནི། དབྱངས་སན་པ་སེ་གསུང་དབྱངས་ཡན་

ལག་ལྔའམ་དྲུག་ཅུ་ར་བཞི་དང་ལྡན་པས་ཤིན་ཏུ་སན་པ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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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钩】“音声和美”，具足五支梵音或六十四

支音声，故甚和美。 

具足五支妙音或者六十四支声音，所以说音声

和美。《大宝积经》里有“密迹金刚力士会”，单独

翻译的叫《佛說如來不可思議秘密大乘經》，那里有

六十四种妙音。五支妙音是指质直音、和雅音、清

澈音、声满音和周遍远闻音。《长阿含经》中说：“其

音正直、其音和雅、其音清澈、其音声满、其音周

遍远闻”。1 

丁三、身方便 

གསུམ་པ་སྐུའི་ཐབས་ལ་གཉིས། རྟེན་གི་ཁྱད་པར་དང༌། ངོ་བོའ་ིཁྱད་པར་རོ། ། 

  【信钩】分二：戊一、所依殊胜，戊二、体性

殊胜。 

身的方便包括两个部分，即所依的殊胜和体性

的殊胜。“观身无厌”是指身的所依，“身无与等” 是

指身的体性。 

                                                 

1 《長阿含經》卷 5： (T01, no. 1, p. 35,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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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一、所依殊胜 

དང་པོ་ནི། སྐུ་བྱད་ལྟ་བས་ཆོག་མི་ཤེས་པ་སེ། སྐུའི་ཆ་བྱད་ལ་ཇི་ཙམ་

བལྟས་ཀང་ཚིམ་པ་དང་ཆོག་ཤེས་པ་མེད་པའོ། ། 

  【信钩】“观身无厌”，纵久观身相，终觉适悦

无有厌足。 

首先，所依身的殊胜或者差别是“观身无厌”。

佛的庄严相，你怎么看都不会感到饱足，不仅百看

不厌，而且越看越想看，这就叫观身无厌。 

人们注目敬仰佛的时候，佛的手、佛的脚、佛

的头……佛的庄严之相，怎么看都像第一次看到时

的感觉，非常欢喜，无有厌足。 

戊二、体性殊胜 

གཉིས་པ་ངོ་བོའ་ིཁྱད་པར་ནི། སྐུ་མཚུངས་པ་མེད་པ་སེ། ལྷ་དང་བཅས་

པའི་འཇིག་རྟེན་འདིར་རྒྱལ་བའི་སྐུ་ལས་ལྷག་པ་ལྟ་ཅི་སོས་ཆ་ཤས་མཚུངས་པ་

ཙམ་ཡང་མེད་པའོ། ། 

  【信钩】“身无与等”，天等世间，尚无少许支

分与等，更何待言超胜佛身。 

任何有情的身体都无法与佛的身体相比。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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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世间，天人的身体没有佛身庄严，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种有情的身体，也都没有佛的身体如此的庄

严。哪怕与佛的身体中的小小支分相同者都没有，

何况是超过佛的庄严身体者！ 

于一切世间众生当中，于一切生处，以种种相

似的身来宣讲佛法，如此身体的庄严程度，无与伦比。 

丙六、随住诸处 

अपलप्तः कामैः अनुिपलप्तो रूिैः असांसृष्ट आरूप्यैः।  

འདོད་པ་དག་གིས་མ་གོས་པ། གཟུགས་དག་གིས་ཉེ་བར་མ་གོས་པ། 

གཟུགས་མེད་པ་དག་དང་མ་འདྲེས་པ། སྡུག་བསྔལ་ལས་རྣམ་པར་གོལ་བ། 

  【经】不染诸欲，不染众色，不染无色。解脱

众苦。 

佛安住于何处呢？共有四句。但是绝大多数佛

经里都只有三句，“不染诸欲，不染众色，不染无色”；

第四句话“解脱众苦”，在很多经典里没有发现。但

是《随念三宝经》的藏文本里有，可能当时藏文所

据的梵文本里有，现有的梵文本里都没有。欧曲•

法贤大师也只说了前三句，没有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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དྲུག་པ་གནས་གང་དུ་བཞུགས་པ་ནི། འདོད་པ་དག་གིས་མ་གོས་པ། 

གཟུགས་དག་གིས་ཉེ་བར་མ་གོས་པ། གཟུགས་མེད་པ་དག་དང་མ་འདྲེས་པ་སེ། 

འདོད་ཁམས་ན་གཞན་དོན་མཛད་པའི་ཚེ་འདོད་པའི་སས་བསྡུས་ཀི་ཉོན་མོངས་

དང༌། ལོག་སྒྲུབ་ཀི་གནོད་པ་དག་གིས་མ་གོས་པ་དང༌། གཟུགས་ཁམས་ན་མཛད་

པའི་ཚེ། སོམས་འཇུག་དང་སྐྱེ་བའི་བསམ་གཏན་གི་བདེ་བའི་རོ་མྱང་བའི་སྲེད་པ་

དག་གིས་ཉེ་བར་ཏེ་ལྷག་པར་མ་གོས་པ་དང༌། གཟུགས་མེད་ཁམས་ན་ལུས་ངག་

གི་བྱ་བ་མེད་པས། དེར་བཞུགས་ནས་ཆོས་སོན་པ་མི་སྲིད་པས་ནི་གཟུགས་མེད་

ཀི་ལུས་ངག་གི་བྱ་བ་དག་དང་མ་འདྲེས་པའོ། །འདིར་སྡུག་བསྔལ་ལས་རྣམ་པར་

གོལ་བ། ཞེས་བ་གཞུང་ཁུངས་མ་རྣམས་སུ་མི་འབྱུང་ངོ་། ། 

  【信钩】“不染诸欲，不染众色，不染无色。”

于欲界行利他事时，不染欲地所摄烦恼、邪行妨难；

于色界行利他事时，不复更染诸定及彼所生禅乐味

著；无色界中，无有身语事业，住于此处不容说法，

不染无色身语之事。此处，“解脱众苦”，可凭信论

中未现此句。 

佛虽然住于欲界，但是在欲界中饶益众生的时

候，未曾着染欲界地所摄的烦恼及其邪行等，所以

说“不染诸欲”。 

佛在色界中饶益众生的时候，未曾沾染色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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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等持所生的禅乐的贪欲等一切浊染，为此说“不

染众色”。 

汉文翻译的“不染无色”，在藏文中为“不杂无

色”，是说未混杂在无色里边，因为佛不会住在无色

界而饶益众生。无色界没有身语的行为，所以佛不

会在无色界当中宣讲正法。因此，不是“不染”，是

“不杂”。 

这三句话是讲佛于何处、以何方便，而未染着，

饶益众生之理。 

佛在色究竟天当中，以报身佛的形象饶益色界

众生。在欲界当中显现种种化身，行佛的十二行，

即从兜率天降、入胎、诞生、学书习定、婚配赛艺、

离俗出家、林中苦行、誓得大菩提、降魔成佛、转

法轮、度化其母从天降临、示涅槃十二行，由此在

欲界饶益众生。 

因为色界和欲界有身和语的行为，而无色界没

有身和语，没有办法用身、语来饶益众生，因此佛

住于色界和欲界，而不住无色界。因此，藏文不说

“不染无色”，而说“不杂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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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曲•法贤大师说，在可信的论当中没有“解脱

众苦”，我们在《随念三宝经》中可以去掉“解脱众苦”。 

丙七、无染利他 

पवप्रमुक्तः स्कन्धेभ्यः। पवसम्प्रयुक्तो धातुपभः। सांवृत 

आयतनैः। 

ཕུང་པོ་དག་ལས་རབ་ཏུ་རྣམ་པར་གོལ་བ། ཁམས་རྣམས་དང་མི་ལྡན་པ། 

སྐྱེ་མཆེད་རྣམས་བསམས་པ། 

  【经】善脱诸蕴，不成诸界，防护诸处。 

བདུན་པ་མ་ཆགས་པར་གཞན་དོན་མཛད་པ་ནི། ཕུང་པོ་དག་ལས་རབ་ཏུ་

རྣམ་པར་གོལ་བ། ཁམས་རྣམས་དང་མི་ལྡན་པ། སྐྱེ་མཆེད་རྣམས་བསམས་པ་སེ། 

ཟག་བཅས་ཀི་ཕུང་པོ་ལྔ་པོ་དག་ནི་ཡང་སྐྱེ་བས་ཚོགས་པའི་གནས་ཡིན་ཀང་རྒྱལ་

བས་སྐྱེ་འཆི་སངས་པས་དེའི་སྐྱོན་ལས་རབ་ཏུ་རྣམ་པར་གོལ་བ་དང༌། ཉོན་མོངས་

འདྲེན་པར་བྱེད་པའི་ཟག་བཅས་ཀི་ཁམས་བཅོ་བརྒྱད་པོ་རྣམས་དང་མི་ལྡན་པ་

དང༌། ཉོན་མོངས་སྐྱེ་ཞིང་མཆེད་པའི་སོར་གྱུར་པས་ཟག་བཅས་ཀི་སྐྱེ་མཆེད་བཅུ་

གཉིས་པོ་རྣམས་བསམས་ཤིང་སངས་པའོ། །  

  【信钩】“善脱诸蕴，不成诸界，防护诸处。”

有漏五蕴，为再生聚处，佛断生死，故善脱彼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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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能引烦恼之有漏十八界”；防护、断除“作为

烦恼生处门之有漏十二处”。 

这部分共有三句话：“善脱诸蕴，不成诸界，防

护诸处。”蕴是五蕴：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

蕴。界：眼、耳、鼻、舌、身、意内六界，色、声、

香、味、触、法外六界，眼识、耳识、鼻识、舌识、

身识、意识等识六界，加起来就是十八界。处：眼

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等内六处，外

在的境，色处、声处、香处、味处、触处、法处等

外六处，加起来是十二处。 

“善脱诸蕴”。色、受、想、行、识等五蕴，“为

再生聚处”，是能够引发一切痛苦的所缘。但是，佛

能断除一切有漏的五蕴，而把有漏的色蕴转为无漏

的清净色蕴——毗卢遮那佛，有漏的想蕴转为无漏

的清净想蕴——阿弥陀佛，有漏的行蕴转为清净的

行蕴——不空成就佛，有漏的受蕴转为清净的受蕴

——宝生如来，有漏的识蕴转为清净无漏的识蕴—

—不动如来。把有漏的五蕴转为无漏的五佛，如来

远离一切过患，因此说“善脱诸蕴”，非常善妙地脱

离了有漏的五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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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诸界”。能够引发一切烦恼的是什么？外

六界经过内六界，由六种识界起贪、瞋等种种烦恼，

所以，十八界是能引烦恼的有漏十八界。佛已经彻

底地摆脱了这样有漏的十八界，不具有这样的有漏

十八界，称之为“不成诸界”。 

“防护诸处”内六处和外六处是能够作为烦恼

生处的有漏十二处，能够防护这十二处，不令生起

一切烦恼，为“防护诸处”。 

丙八、所获功德 

प्रपच्छन्नो ग्रन्थैः पवमुक्तः िररदाघ्ैः िररमुक्तस्तृष्णया 

ओघादतु्तीणहः िररिूणो ज्ञानेन। 

प्रपतपितोऽतीतानागतप्रत्युत्िन्नानाां बुद्धानाां भगवताां ज्ञाने। 

अप्रपतपितो पनवाहणे पस्थतो भूतकोट्याम्।  

མདུད་པ་རྣམས་ཤིན་ཏུ་བཅད་པ། ཡོངས་སུ་གདུང་བ་དག་ལས་རྣམ་པར་

གོལ་བ། སྲེད་པ་ལས་གོལ་བ། ཆུ་བོ་ལས་བརལ་བ། ཡེ་ཤེས་ཡོངས་སུ་རོགས་

པ། འདས་པ་དང་མ་བྱོན་པ་དང་ད་ལྟར་བྱུང་བའི་སངས་རྒྱས་བཅོམ་ལྡན་འདས་

རྣམས་ཀི་ཡེ་ཤེས་ལ་གནས་པ་མྱ་ངན་ལས་འདས་པ་ལ་མི་གནས་པ། ཡང་དག་པ་

ཉིད་ཀི་མཐའ་ལ་གནས་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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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永断诸结，脱离热恼，解脱爱染，越众

暴流。妙智圆满，住去、来、今诸佛世尊所有妙智，

不住涅槃，住真实际。 

བརྒྱད་པ་ཡོན་ཏན་ཇི་ལྟ་བུས་འགོད་ན་མཛད་པ་ལ་གཉིས། སངས་པའི་

ཡོན་ཏན་དང༌། རྟོགས་པའི་ཡོན་ཏན་ནོ། ། 

  【信钩】分二：丁一、断德，丁二、证德。 

丁一、断德 

དང་པོ་ནི། མདུད་པ་རྣམས་ཤིན་ཏུ་བཅད་པ། ཡོངས་སུ་གདུང་བདག་ལས་

རྣམ་པར་གོལ་བ། སྲེད་པ་ལས་གོལ་བ། ཆུ་བོ་ལས་བརལ་བ་སེ། བརྣབ་སེམས་

དང༌། གནོད་སེམས་དང༌། ཚུལ་ཁིམས་བརྟུལ་ཞུགས་མཆོག་འཛིན་དང༌། ལྟ་ངན་

མཆོག་འཛིན་ཏེ་མཉམ་གཞག་རྒྱུན་ཆགས་ལ་བར་དུ་གཅོད་པའི་མདུད་པ་རྣམས་

ཤིན་ཏུ་རྒྱུན་བཅད་པ་དང༌། 

  【信钩】“永断诸结，脱离热恼，解脱爱染，越

众暴流”，永断贪心、瞋心、戒禁取见、邪见、见取

见障碍等持接续无断之结； 

佛所获得的功德，就是断、证二功德。断功德

圆满者，一是永断诸结；二是脱离热恼；三是解脱

爱染；四是越众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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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永断诸结。这里的“结”，不能解释为“九

结”，应是打了结解不开的“结缚”之意。欧曲•法

贤大师依据无著菩萨所著的《阿毗达磨集论》，说结

有四个：贪、瞋、戒禁取、恶见。 

（一）贪。不是烦恼贪、瞋、痴中的贪，是贪

欲他人所爱之物的贪，是十恶中意三业里的第一个，

心中起夺他人之爱的这种贪。 

（二）瞋。不是一般意义上瞋恚的瞋，而是十

恶中的第二个，起损害他人之心的瞋。 

（三）戒禁取见。首先是对恶戒产生兴趣，视

为最殊胜；并将不如法的苦行修行视为非常殊胜的

颠倒认知。 

（四）恶见。这里是把一切人我和法我的执著

——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著相称为恶见。

当然也可以把不信因果、不信胜义谛和世俗谛的邪

见，不信四圣谛的邪见，以及见取见等，都包含在

内。总之，恶见有五个：坏聚见、见取见、戒禁取、

邪见、边执见。此中虽没说边执见，但也是包含在

这里。 

འདོད་ཆགས་དང་ཞེ་སང་དང་གཏི་མུག་སེ་ལུས་སེམས་ཡོངས་སུ་གདུ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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བར་བྱེད་པ་དག་ལས་རྣམ་པར་གོལ་བ་དང༌། འདོད་སྲེད་དང་འཇིག་སྲེད་དང༌། 

སྲིད་སྲེད་དེ་འབྲལ་བར་དཀའ་བའི་སྲེད་པ་རྣམས་ལས་གོལ་བ་དང༌། འདོད་པ་

དང༌། སྲིད་པ་དང༌། ལྟ་བ་དང༌། མ་རིག་པ་སེ་སྡུག་བསྔལ་གི་རྒྱན་ཕོགས་འཁྱེར་

བའི་ཆུ་བོ་རྣམས་ལས་བརལ་བའོ། ། 

  【信钩】脱离贪、瞋、痴等身心热恼，解脱贪

爱、坏爱、有爱、难离有爱，超越漂往欲、有、见、

无明四苦流向之诸瀑流。 

二、脱离热恼。有三种热恼：贪、瞋、痴。因

为能够折磨身心，使其不安，遭受痛苦，所以叫热

恼1。 

三、解脱爱染。爱染有四种：贪爱、坏爱、有

爱、难离有爱。贪欲的爱叫贪爱。坏爱是贪著三苦

里面坏苦的爱。坏苦就是虽然现在快乐，但一旦积

累起来就变为痛苦的苦。我们人世间认为快乐的事

情，都属于坏苦，因为它是变化无常的，它积聚之

后就会变成苦。有爱是对轮回的贪著。难离有爱是

                                                 
1《大乘阿毘达磨集论》卷 4：“热有三种，谓贪热、瞋热、痴热。

由依止贪瞋痴故，不如正理执著诸相、执著随好，由执著相及随好

故，烧恼身心，故名为热。恼有三种，谓贪恼、瞋恼、痴恼。由依

止贪瞋痴故，随彼彼处爱乐耽著，彼若变坏便增愁叹，种种忧苦热

恼所触，故名为恼。”(T31, no. 1605, p. 678, a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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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轮回难以割舍的贪著。佛解脱了这四种爱染。 

四、越众暴流1。暴流即四大瀑流：欲瀑流、有

瀑流、见瀑流、无明瀑流。欲瀑流是贪欲，贪欲色、

声、香、味、触等；有瀑流是执著于世间三有轮回；

见瀑流是恶见；无明瀑流是不知诸法体性的无明。

越众暴流，是说佛超越了这四种暴流。 

丁二、证德 

གཉིས་པ་རྟོགས་པའི་ཡོན་ཏན་ནི། ཡེ་ཤེས་ཡོངས་སུ་རོགས་པ། འདས་པ་

དང་མ་བྱོན་པ་དང་ད་ལྟར་བྱུང་བའི་སངས་རྒྱས་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རྣམས་ཀི་ཡེ་

ཤེས་ལ་གནས་པ། མྱ་ངན་ལས་འདས་པ་ལ་མི་གནས་པ། ཡང་དག་པ་ཉིད་ཀི་

མཐའ་ལ་གནས་པ་སེ། རྣམ་པ་ཐམས་ཅད་མཁྱེན་པའི་ཡེ་ཤེས་ཀིས་ཤེས་བྱ་

ཡོངས་སུ་རོགས་པ་ལ་ཁྱབ་པ་དང༌། དུས་གསུམ་གི་སངས་རྒྱས་རྣམས་ཀི་སྐུ་ཚེ་

དང་འཕིན་ལས་དང་ཞིང་ཁམས་སོགས་ལ་ཁྱད་པར་ཡོད་ཀང་ཡེ་ཤེས་ཆོས་ཀི་སྐུ་

ལ་མཆོག་དམན་མེད་པར་མཉམ་པ་ཉིད་བརས་པས་སངས་རྒྱས་ཐམས་ཅད་ཀི་ཡེ་

ཤེས་ལ་གནས་པ་དང༌། སིང་རེ་ཆེན་པོས་དམན་པའི་མྱ་ངན་ལས་འདས་པའི་

                                                 
1 《大乘阿毘达磨集论》卷 4：“暴流有四，谓欲暴流、有暴流、

见暴流、无明暴流。随流漂鼓是暴流义，随顺杂染故。初是习欲求

者，第二是习有求者，后二是习邪梵行求者，能依所依相应道理故。”

(T31, no. 1605, p. 677, b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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མཐའ་ལ་མི་གནས་པ་དང༌། མཁྱེན་རབ་ཆེན་པོས་སྲིད་མཐའ་སངས་ནས་ཡང་དག་

པའི་མཐའ་ཆོས་སྐུ་སོང་པ་ཉིད་ལ་སླར་མི་ལྡང་བའི་ཚུལ་གིས་གནས་པའོ། ། 

  【信钩】“妙智圆满，住去、来、今诸佛世尊所

有妙智，不住涅槃，住真实际，”一切种智，遍覆所

知；三世诸佛身寿、事业、刹土界等虽有差别，智

慧法身无有胜劣，证平等性，故住诸佛所有妙智；

悲故不住小乘涅槃边；复由大智断有边已，住真实

际，不复出于法身空性。 

证功德共有四个： 

一、妙智圆满。“一切种智，遍覆所知；”佛无

所不知、无所不通、无所不达，故说妙智圆满。 

二、住去、来、今诸佛世尊所有妙智。“三世诸

佛身寿、事业、刹土界等虽有差别，智慧法身无有

胜劣，证平等性，故住诸佛所有妙智；”过去、现在、

未来的一切如来，因为当初发愿不同，所以何时出

世、身高多少、寿命多长、事业有多广大、刹土在

何处等，都是有区别的。 

佛的事业是三转法轮。佛的净土，就是我们这

个娑婆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是西方极乐佛国，寿

命是永远安住在此中。因为发愿的不同，这些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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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的。但诸佛的智慧法身没有任何差别，一切如

来的智慧法身是平等的。所以说佛住于一切过去、

未来、现在最殊胜的妙智当中，无有丝毫的差别。 

三、不住涅槃。悲故不住于声闻、独觉的小乘

的涅槃当中。如果在声闻、独觉小乘的涅槃当中安

住，就没办法饶益有情，涅槃中安住就会几个劫都

不动，不能宣讲正法。所以许多地方都说，菩萨发

愿的时候，不发声闻、独觉心，是修大乘菩萨道最

主要的一个内容。千万不能为了让自己得到安乐，

发“我要证得声闻阿罗汉、独觉阿罗汉”这样的心。

因为这样自然就放弃菩提心了。 

四、住真实际。佛不住小乘声闻、独觉涅槃当

中，而住于无上正等觉菩提果位的真实际当中。也

就是说，“复由大智断有边已，不复出于法身空性。”

佛不但是正住实际，而且正住实际的同时，利乐一

切有情。这就是佛的证功德的差别。 

丙九、功德摄义 

पस्थतः सवहसत्त्वालोकनीयायाां भूमौ। 



202 随念三宝经讲记 

 

སེམས་ཅན་ཐམས་ཅད་ལ་གཟིགས་པའི་ས་ལ་བཞུགས་པ་སེ། 

  【经】安住遍现一切有情之地。 

དགུ་པ་ཡོན་ཏན་གི་དོན་བསྡུ་བ་ནི། སེམས་ཅན་ཐམས་ཅད་ལ་གཟིགས་

པའི་ས་ལ་བཞུགས་པ་སེ། ཞེས་པ་སེ། སེམས་ཅན་ཐམས་ཅད་ལ་གཟིགས་པའི་ས་

ནི་སྐུ་གསུམ་མོ། །དེའི་གོ་འཕང་མངོན་དུ་མཛད་ནས་ལོངས་སྤྲུལ་གཉིས་ཀི་དག་

མ་དག་གི་སེམས་ཅན་ལ་གཟིགས་ནས་དོན་མཛད་ལ། ཆོས་སྐུ་ནི་སྐུ་གཞན་གཉིས་

ཀི་གཞི་ཡིན་པས་ན་གཟིགས་པའི་གཙོ་བོའ་ིརྒྱུའོ། ། 

  【信钩】“安住遍现一切有情之地”，遍观一切

有情之地即为三身。现证三身果位已，由报化二身

净或不净种种有情，而作饶益，遍观法身是余二身

所依，故为遍观之主因。 

佛的功德总的来说就是“安住变现一切有情之地”，

这是从大乘角度说如来的功德。“遍观一切有情之地

即为三身”，佛的三身即法身、报身、化身。现证三

身果位已，“由报化二身遍观净或不净种种有情，而

作饶益”。总而言之，佛用报身和化身来饶益有情。

“法身是余二身所依”意思是法身是报身、化身之

所依。因智慧法身，而获得了色身的报身和化身。

“故为遍观之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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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三、摄义 

सवह इमे तथागतानाां पवशेषतः सम्यग् गुणाः। 

འདི་དག་ནི་སངས་རྒྱས་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རྣམས་ཀི་སྐུ་ཆེ་བའི་ཡོན་ཏན་

ཡང་དག་པ་རྣམས་སོ། ། 

  【经】是为如来正智殊胜功德。 

གསུམ་པ་དོན་བསྡུ་བ་ནི། འདི་དག་ནི་སངས་རྒྱས་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ཀི་སྐུ་

ཆེ་བའི་ཡོན་ཏན་ཡང་དག་པ་རྣམས་སོ་སེ། ཐེག་པ་མཐུན་མོང་དང་མཐུན་མོང་མ་

ཡིན་པའི་ཡོན་ཏན་གོང་དུ་སོ་སོར་བཤད་པ་འདི་དག་ནི། སངས་རྒྱས་བཅོམ་ལྡན་

འདས་ཁོ་ནའི་སྐུ་ཆེ་བའི་ཡོན་ཏན་ཡང་དག་པ་སེ་ཕིན་ཅི་མ་ལོག་པ་རྣམས་ཡིན་ནོ་

ཞེས་པའོ།། །། 

  【信钩】“是为如来正智殊胜功德”，前文所说

大乘共与不共种种功德，惟是佛薄伽梵正智无倒殊

胜功德。 

这是对上面内容的总结。前面讲了声闻、独觉、

菩萨都承认的共同的九种功德，和唯从大乘角度说

的大乘不共九种功德，加起来是十八种功德，这些

功德是如来最殊胜的正智功德。总而言之，“前文所

说大乘共与不共种种功德，唯是佛薄伽梵正智无倒

殊胜功德。” 

随念佛宝功德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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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二、随念法理 

གཉིས་པ་ཆོས་རེས་སུ་དྲན་ཚུལ་ལ་གཉིས། ལུང་གི་ཆོས་རེས་སུ་དྲན་ཚུལ་

དང༌། རྟོགས་པའི་ཆོས་རེས་སུ་དྲན་ཚུལ་ལོ། ། 

  【信钩】分二：乙一、随念教法之理，乙二、

随念证法之理。 

乙一、随念教法之理 

सद्धमहस्तु आदौ कल्याणः मध्ये कल्याणः ियहवसाने 

कल्याणः स्वथहः सुव्यञ्जनः। केवलः िररिूणहः िररशुद्धः ियहवदातः। 

स्वाख्यातः भगवतो धमहः।  

དམ་པའི་ཆོས་ནི་ཐོག་མར་དགེ་བ། བར་དུ་དགེ་བ། ཐ་མར་དགེ་བ། དོན་

བཟང་པོ། ཚིག་འབྲུ་བཟང་པོ། མ་འདྲེས་པ། ཡོངས་སུ་རོགས་པ། ཡོངས་སུ་དག་

པ། ཡོངས་སུ་བྱང་བ།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ཀིས་ཆོས་ལེགས་པར་གསུང་བ། 

  【经】正法者，谓：善说梵行，初善、中善、

后善，义妙、文巧，纯一、圆满、清净、鲜白，佛

薄伽梵，善说法律。 

现在讲随念法宝的功德，汉语为《随念法宝释》。 

《随念法宝经》中说，法宝者有二：教法和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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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声闻、独觉、菩萨的角度，分成为三类：一、声

闻的道圣谛和灭圣谛，二、独觉的道圣谛和灭圣谛，

三、菩萨的道圣谛和灭圣谛。或者从四谛的门中说

灭、道二圣谛：脱离苦圣谛，断除集圣谛，为证灭

圣谛相续中所生起的道圣谛。这是证法的部分。 

欧曲·法贤大师对此的解释有两部分，首先说

随念教法之理。 

具有功德者就是正法。分为两类：一是教法，

二是证法。什么是教法？比如，我们现有的汉文《大

藏经》、藏文《大藏经》、巴利文《大藏经》、梵文《大

藏经》等等，都属于教法。把佛当年所说的妙法以

文字的形式记录为经，所以叫教法。 

教法可以分为三种：经藏、律藏、论藏。“经”

主要讲的是修行之理，修心之理，是以修禅定和修

三摩地的内容为主。“藏”是储存很多很多的意思，

叫“经藏”。“论藏”讲的是人无我、法无我的，破

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的，增长了达空性智

慧的法，叫做“阿毗达磨藏”或者“论藏”，汉文叫

“对法藏”，是让你从不知道转变为了知诸法的最究

竟义。比如，《十万颂般若》《二万五千颂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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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大和尚译的《第一会般若》《第二会般若》《第

三会般若》《第四会般若》乃至《第十六会般若》，

都是属于大乘的阿毗达磨，也就是大乘的论藏。 

在汉地，“论藏”和“论典”被搞混了，“论典”

是菩萨著的，“论藏”是佛所说的。比如，《般若》

虽然是佛所说的，但它是论藏。“律藏”是讲戒律的。

比如，《毗奈耶》，叫律藏，讲的是戒律。比如

《瑜伽师地论》中《菩萨戒品》一类的，就是律藏。 

经、律、论三藏，为教法。 

教法有哪些功德？“善说梵行。初善、中善、

后善。义妙、文巧。纯一、圆满、清净、鲜白。佛、

薄伽梵，善说法律。”  

དང་པོ་ནི། དམ་པའི་ཆོས་ནི་ཞེས་སོགས་ཏེ། བསླབ་པ་གསུམ་སོན་པ་དང༌། 

ཐོས་བསམ་སོམ་གསུམ་གི་ཤེས་རབ་བརོད་པས་སམ། ཡང་དག་པ་སངས་རྒྱས་

ཀིས་གསུངས་པའི་ལུང་གི་ཆོས་ནི། གླེང་གཞི་ཐོག་མར་དགེ་བ། མདོ་དངོས་བར་

དུ་དགེ་བ། མཐུན་འགྱུར་ཡི་རང་ཐ་མར་དགེ་བ། 

  【信钩】“正法者”等，开演三学、诠说闻思修

三慧、或正觉所说教法：缘起是为“初善”，正说经

文是为“中善”，同品随喜是为“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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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善、中善、后善”，是说正法者开演三学，

诠说闻思修三慧，或正觉所说之教法：缘起是为“初

善”，就是所有佛经当中前面的序品或缘起品叫“初

善”；正说经文为“中善”；后面有同品及随喜，诸

如一切天等奉行、供养、赞叹之类的，属于“后善”。 

何谓“初善、中善、后善”？《瑜伽师地论》

的《摄释分》当中说：为什么说前面的缘起或序分

为初善？因为佛在佛经缘起分中说：我曾经听到了

这样的，当初，佛住在某某地方，有多少比丘在佛

那里听法，有多少菩萨在佛那里听法，有多少居士、

国王等等也在听法，此时，某某人来了，在佛的周

围绕了三圈，跪在佛前，问了什么问题，佛就开始

回答了，当时出现了哪些吉祥征兆之类，这就叫缘

起品，也叫序品。主要是说：谁听到的，怎么听到

的，在何时何地，还有哪些人，谁问的，当时佛说

法的时候有多少听众，他们是从哪里来的等等。这

样，让人知道了之后心里很欢喜。心想：这个法如

此重要！有这么多的菩萨和声闻阿罗汉在听！还有

这么多的比丘、比丘尼、国王、信众也在听！那么

重要的大菩萨在问，所以佛才回答的。《金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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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经》《华严经》等经，前面都有“如是我

闻”，一时佛薄伽梵在某某处，诸比丘……，比如《八

千颂》说“千二百比丘聚”；《第二会般若》说五千

比丘，还有许多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以及国王，

众多信众，某某菩萨等，把菩萨的名字一一点到，阿

罗汉有何证德，菩萨有何证德，也说得很清楚，所以

很欢喜：“他们听的那些法我也听到了！”这叫初善。 

佛所说法的正式内容，远离一切常见，也远离

一切断见，住于中观中，不偏不倚说中道，用我们

现在的话说，不左也不右，很顺易地让人听得懂，

听得明白，然后讲如是修行。这是中善。 

后善是说，讲完法以后，交给阿难或者弥勒菩

萨，嘱托阿难或弥勒：“你将来必须把它执持好，千

万不要丢了”之类的话。然后是：佛说完法之后，

一片赞扬，如天、龙、乾闼婆等，很多很多的神仙，

在座的比丘众、菩萨众、国王等，奉行赞叹，说：

“佛说的好，佛说的妙啊！随喜功德！”这就很圆满。

所说无垢染，所说究竟，所说极远离贪欲而到达毕竟。 

《瑜伽师地论》： 

复次初善者，谓听闻时生起欢喜；中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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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修行时，无有艰苦，远离二边，以中道行故；

后善者，谓极究竟，离诸垢故，及一切究竟离欲

为后边故。 

《大智度论》： 

赞叹檀义故，名为初善；分别赞叹持戒，名

为中善；是二法果报，若生诸佛国，若作大天，

名为后善。 

这不是从教法的角度，而是从一切善法整体的

角度而言的，故在此不予解释。 

【信钩】宣说所诠二谛，故为“义妙”；显了易

解、善诠乐闻，故曰“文巧”；说四法印，不杂外道宗

规，故为“纯一”； 断除三界烦恼根本，对治“圆满”。 

一、义妙。内容非常深妙，因为讲的是世俗谛

和胜义谛。所谓世俗谛，是指菩萨地、菩萨道、菩

萨行持的六波罗蜜等一切菩萨广大行。所谓胜义谛

者，是诸法体性皆空。比如《般若经》中：内空、

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等十八空或者二十空性

之类的诸法体性空的道理，讲的是空性。因诠说二

谛，故为义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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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巧。其内容听了之后易懂，易记，容易

说，而且文字非常美妙善巧。（一）显了，容易了知；

（二）易解；（三）善诠，容易诠说；（四）乐闻，

愿意听。这四个就是文巧的意思。我们要想写好一

篇文章，内容一定要显了、容易理解、容易读、使

人愿意听，这是好文章的标准。 

三、纯一。《阿含经》里有三法印，我们平常说

四法印，即“诸行无常，有漏皆苦，诸法无我，涅

槃寂静。”因为讲的四法印与外道的宗规不共，没有

混杂一点外道的内容，所以很纯，很正，为“纯一”。 

四、圆满。讲的内容是断除三界烦恼根本的对

治，成为从根本上断除欲界的九种烦恼、色界的九

种烦恼、无色界的九种烦恼等一切烦恼的对治，故

说内容圆满。按照我们色拉昧的说法烦恼有 153 种1。 

《瑜伽师地论》： 

义妙者，谓能引发利益安乐故。文巧者，谓

善缉缀名身等故，及语具圆满故。纯一者，谓不

与一切外道共故。圆满者，谓无限量故，最尊胜故。 

                                                 

1 详见弘教尊者《般若总义》第一品资粮正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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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妙”是说能引发利益安乐。听完内容，如

实修的话，究竟能够利益你脱离轮回苦，得到涅槃

乐，现前能够将你安置于人天的安乐当中。利、乐，

就为义妙。 

“文巧者，谓善缉缀名身等故”，就是文字写得

非常好，词句的使用精确无漏。“及语具圆满故。”

所说的内容非常地完整，表达得很清晰。 

“纯一”者，里边没有和外道共同的内容，都

是佛不共法。 

“圆满”者，是指佛所说的法非常圆满，无限

量故，最殊胜，所以称之为圆满。 

བདེན་གཉིས་བརོད་བྱར་སོན་པས་དོན་བཟང་པོ། གོ་བདེ་ཞིང་གཟུང་སླ་ལ་

བརོད་བདེ་ཞིང་སན་པས་ཚིག་འབྲུ་བཟང་པོ། ཕག་རྒྱ་བཞི་སོན་པས་མུ་སེགས་ཀི་

ལུགས་དང་མ་འདྲེས་པ། ཁམས་གསུམ་གའི་ཉོན་མོངས་པ་ར་བ་ནས་སོང་བའི་

གཉེན་པོ་ཡོངས་སུ་རོགས་པ། རང་བཞིན་རྣམ་དག་གི་ཆོས་དབྱིངས་བརོད་བྱར་

སོན་པས་ཡོངས་སུ་དག་པ། དུག་གསུམ་གི་དྲི་མ་གློ་བུར་བ་སོང་ཐབས་སོན་པས་

ཡོངས་སུ་བྱང་བ། མུ་སེགས་བྱེད་ཀི་བསན་པ་ནི་ཕིན་ཅི་ལོག་ཏུ་སོན་པས་ཉེས་

པར་བཤད་པ་ཡིན་ལ།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ཀིས་ཆོས་ཡང་དག་པར་བསན་པ་ནི་

ལེགས་པར་གསུངས་པའོ། ། 

  【信钩】宣说所诠自性清净法界，故为“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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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演净治三毒客尘方便，故为“鲜白”。外道教法，

颠倒宣讲故为恶说 ；“佛薄伽梵”宣讲正法，是为

“善说。” 

“清净”指的是宣说内容是自性清净法界；“鲜

白”是宣说净治一切三毒客尘烦恼的方法。因为宣

说了得道的办法，所以通过修行，将来能够得到自

性清净的法身和客尘清净的法身等等。 

所谓“‘佛薄伽梵’宣讲正法，是为 ‘善说’”，

说者是佛薄伽梵，他所说的是善说。外道的教法都

是颠倒的，故不是善说，而是恶说；佛薄伽梵宣讲

无颠倒正法，故为“善说”。 

《瑜伽师地论》中说：“善说梵行”，是所说的

八圣道故；“清净”者，为自性解脱故；“鲜白”者，

为了相续解脱。 

随念《三宝经》说：“义妙、文巧、纯一、圆满、

清净、鲜白、佛薄伽梵、善说法律。”这些教法的功

德中，最初的二句说的是文义圆满，其后二句说的

是果报圆满，随后的三句说的是现行圆满，最后的

一句说的是显示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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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妙、文巧、纯一、圆满、清净、鲜白，以上

是随念教法的功德。 

乙二、随念证法之理 

सान्दपृष्टकः पनज्वहरः आकापलकः औिनापयकः। ऐपर्िपश्यकः 

प्रत्यात्मवेदनीयो पवज्ञैः। स्वाख्यातो भगवतो धमहपवनयः 

सुप्रवेददतः नैयाहपणकः। सांबोपधगामी अपभन्नः सांस्तूिः 

सप्रपतशरणः पछन्नप्लोपतकः। 

ཡང་དག་པར་མཐོང་བ། ནད་མེད་པ། དུས་ཆད་པ་མེད་པ། ཉེ་བར་སོན་པ། 

འདི་མཐོང་བ་ལ་དོན་ཡོད་པ། མཁས་པ་རྣམས་ཀིས་སོ་སོར་རང་གིས་རིག་པར་

བྱ་བ།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ཀིས་ལེགས་པར་གསུང་བའི་ཆོས་འདུལ་བ་ལེགས་པར་

སོན་པ། ངེས་པར་འབྱུང་བ། རོགས་པའི་བྱང་ཆུབ་ཏུ་འགོ་བར་བྱེད་པ། མི་མཐུན་

པ་མེད་ཅིང་འདུས་པ་དང་ལྡན་པ། བརྟེན་པ་ཡོད་པ། རྒྱུ་བ་བཅད་པའོ། ། 

  【经】正得，无病，时无间断。极善安立，见

者不空，智者个别内证。法律善显，决定出离。趣

大菩提。无有违逆，成就和顺；具足依止，断流转道。 

“证法”是什么？通过行持教法当中的内容，

心中生起了觉受，生起了证悟，叫证法。比如，你

们都很虔诚地信仰佛、法、僧，受过归依戒，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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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归依戒就是证法，不是教法。比丘相续中的

比丘戒，比丘尼相续中的比丘尼戒，都属于证法而

不是教法。包括我们相续中的慈悲心、菩提心、归

依心等等，生起任何一种觉受都属于证法。 

证法分为两类：一、灭圣谛的范畴，二、道圣谛

范畴。远离一切大大小小的自所对治的烦恼的分位，

为“灭”。而这样的灭人我和法我的执著，包括分别

执著的灭，或者俱生执著的灭等等，属于灭圣谛法

宝。道圣谛法宝包括戒学、定学和慧学的智慧，心

中所生起的一切，包括菩萨的十地、菩萨的见道、

修道，菩萨相续当中的一切证悟叫证法。 

《随念法宝经》中的“正得，无病，时无间断。

极善安立，见者不空，智者个别内证。法律善显，

决定出离。趣大菩提。无有违逆，成就和顺；具足

依止，断流转道”，这些都是证法。 

གཉིས་པ་རྟོགས་པའི་ཆོས་རེས་སུ་དྲན་ཚུལ་ནི། ཡང་དག་པར་མཐོང་བ་

ཞེས་སོགས་ཏེ། མཉམ་གཞག་ཡེ་ཤེས་ཀིས་དེ་ཁོ་ན་ཉིད་ཡང་དག་པར་མཐར་བ། 

ཉོན་མོངས་བག་ཆགས་དང་བཅས་པའི་ནད་མེད་པ། ཉོན་མོངས་རེ་ཞིག་ཙམ་

སངས་པ་མིན་པར་དུས་ཐམས་ཅད་དུ་སངས་པས་ན་དུས་རྒྱུན་ཆད་པ་མེད་པ། 

འཕགས་པའི་ལམ་གིས་རང་རྒྱུད་ལྡན་མྱང་འདས་ལ་སོར་བས་ཉེ་བར་གཏོད་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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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钩】“正得”等，由定慧故究竟清净真如；

“无”烦恼习气“病”；非暂断惑，一切时中悉皆断

除，故恒“无间断”；由圣道令相续中有此者获得涅

槃，故“极善安立”。 

“正得”，正确得到了什么？佛在根本定智中，

得到了诸法体性空的究竟义，对法界体性如实了知，

故为正得。 

“无病”是没有贪、瞋、痴等烦恼及其烦恼习

气等一切疾病。因为佛已经断除了一切烦恼和烦恼

的习气等疾病故，为无病。 

“时无间断”是说这样的烦恼和习气不是断除

一段时间，或者阶段性地断除，而是彻底地断除了，

从此以后再也不会起烦恼，永无被烦恼、习气间断

的时间，故为“时无间断”。  

“极善安立”是说相续当中生起了圣道的人可

以获得涅槃。 

关于这个问题，《瑜伽师地论·摄异门分》当中说： 

现见者，于现法中可证得故。无热者，离烦

恼故。无时者，出三世故。难引者，老病死等不

能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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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见者，即证得，于现法中可证得故。是说于

现法中证得了法的最究竟利义。“无热者”，“热”指

的是病，无热是没有疾病的意思。“离烦恼故”，叫

无热恼。过去断除了烦恼，现在、未来等一切时中，

再也不起烦恼，叫“时无间断”。“难引者，老病死

等不能引故”为极善安立，安住于最极善当中。 

བདེན་པ་མངོན་སུམ་དུ་མཐོང་བ་ལ་བརྟེན་ནས་ས་ལམ་གི་ཡོན་ཏན་འཐོབ་

པས་འདི་མཐོང་བ་ལ་དོན་ཡོད་པ། ཨཱརྻ་སེ་འཕགས་པ་རྣམས་ཀི་མཉམ་གཞག་

རྣམ་པར་མི་རྟོག་པའི་ཡེ་ཤེས་ཀིས་དེ་བཞིན་ཉིད་ཇི་ལྟར་རྟོགས་པ་དེ་འཕགས་པ་

རྣམས་ནང་ཕན་ཚུན་སོ་སོ་རང་གིས་རིག་པར་བྱ་བ་ཁོ་ན་ཡིན་གི། སོ་སྐྱེས་ས་

རྟོག་ལ་བརྟེན་ནས་རྟོགས་མི་ནུས་པས་མཁས་པ་རྣམས་ཀིས་སོ་སོ་རང་གིས་རིག་

པར་བྱ་བ། 

  【信钩】现见诸谛，依此获证地道功德，故曰

“见者不空”；圣者根本定中，以无分别智如是证知

真实，唯是圣者之间各别自证，异生依于名言分别

不能通达，故为“智者各别内证”； 

“见者不空”是说依于现见诸谛，获证菩萨的

地、道功德。比如，第一欢喜地、第二离垢地，乃

至十地法云地为止，所有菩萨地皆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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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十地在《华严经》里的《十地经》中讲得

非常清楚。对它的解释汉文有很多，比如龙树菩萨的

《十住毗婆沙论》，十住就是十地的意思，解释十地

的内容就在此，非常清楚。《现观庄严论》第一品的

末段也有相关《十地经》的内容。《般若》里也有，

虽然讲得也非常清楚，但不是很全面，讲的只是十

地修治的部分，包括从第一地修治的十个乃至第九

地的十二个为止的所有修治的内容，然后是十地远

离九地而得到如来地之理，这些就是菩萨十地的内容。 

一旦见到诸法体性空的真实义，就成为了第一

地菩萨，即圣者，故说“见者不空”。 

我们经常说圣人，普通百姓心目当中的圣人，

和佛教当中的圣人不一样，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圣人

是很模糊的，认为了不起的人、非常高尚的人叫圣

人，没有明确的标志。佛教当中的圣人是得到了见

道以上的人，才称之为圣人。什么是见道？仅仅证

得空性还不够，须由现量证得空性之后，才叫做圣

人。圣人有三种：声闻圣者、独觉圣者、菩萨圣者。

因为菩萨地道功德圆满，所以叫“见者不空”。 

“智者个别内证”，这里所说的智者是已成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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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者。得到了圣地，就是在圣者地的根本定当中，

了知诸法体性空的一种无分别的智慧，了证这样的

真实义，只有圣者内部之间能够体会到、能够了知，

内部个别内证而已，凡夫人等是没有办法测度的。 

《瑜伽师地论》的《摄事分》当中说：“难见者，

天等趣中不可见故。”天等是没办法得到见道的，唯

有在人之上，才能够得到见道。“智者个别内证”即

“内所证者，唯信他等不能证故。诸有智者，谓学

无学为舍为洲为救为归为趣者。”就有学圣者和无学

圣者自内所证。 

རྒྱལ་བའི་གསུང་རྣམས་སེམས་རྒྱུད་འདུལ་བའི་ཐབས་སུ་འཁྱེར་དགོས་

པས་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ཀིས་གསུངས་པའི་ཆོས་འདུལ་བ་ལ་ལེགས་པར་སོན་པ། 

  【信钩】佛所说经，皆可转为调心方便，故谓

“法律善显”； 

如来所说法无有能与之相媲美者，以无倒之语

显示自己内证觉知之教，是调伏我等众生心相续的

无上方便，故曰“法律善显”。 

འཁོར་བ་མཐའ་དག་ལས་ངེས་པར་འབྱུང་བ། 

  【信钩】“决定出离”一切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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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切生死轮回当中决定出离的法。《瑜伽师地

论》说：“言出离者，谓世间道断除众苦得出离故。”

依靠世间道来断除诸苦，得以出离故，称之为出离。 

འབྱུངས་ཡང་ལྷག་མེད་མྱང་འདས་ཙམ་ལ་མ་བཞག་པར་མཐར་རིགས་ཅན་

གསུམ་ག་ཡང་རོགས་པའི་བྱང་ཆུབ་ཏུ་འགོ་བར་བྱེད་པ། 

  【信钩】虽已出离，毕竟不住无余涅槃，悉令

三乘种姓“趣大菩提”； 

依靠这样断烦恼的方式来出离，最终不住声闻、

独觉的无余涅槃，而住三乘的一切智、道智和种相

智皆圆满的趣往大菩提果位的出离。这种出离与声

闻、独觉的出离区别是很大的，所以称为“趣大菩提”。 

《瑜伽师地论》中说：超出了世间道，依出世

间道来得到了涅槃，叫“决定出离”。而“趣大菩提”

连出世间道当中的声闻、独觉的道都不住，而住于

大乘的无上正等觉的大菩提当中，是出离声闻、独

觉的小乘的出世间道，为此，叫趣往大菩提。 

འཕགས་པའི་གང་ཟག་གཅིག་གི་རྒྱུད་ཀི་ཡེ་ཤེས་ཐ་དད་པ་རྣམས་ཕན་ཚུན་

གེགས་མི་བྱེད་ཅིང་གོགས་བྱེད་པས་མི་མཐུན་པ་མེད་ཅིང་འདུས་པ་དང་ལྡན་པ། 

  【信钩】一圣补特伽罗相续不同诸慧，互无违

逆，而为助伴，故“无有违逆，成就和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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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有违逆，成就和顺”，是说一位圣者相续当

中的不同智慧互相之间不矛盾，而且互相变成为助伴。 

《瑜伽师地论》的《摄异门分》中说： 

无差别者，师与弟子所说文义相滋润故不相

违故。有窣堵波者，一切外道天魔及余世间不能

倾动故。 

佛所说的和佛的弟子所说的互相不矛盾，互为

补充，所以不相违逆。“窣堵波”，是佛塔的意思。

法义有如所依的佛塔，任何外道和天魔等即不能够

动摇，不能障碍。 

སེམས་ཀི་ཆོས་ཉིད་བདེ་གཤེགས་སིང་པོ་ལ་དམིགས་པས་བརྟེན་པ་ཡོད་པ། 

  【信钩】缘心法性之如来藏，故“具足依止”； 

缘心法性的如来藏，所以说具足依止。 

《瑜伽师地论》的《摄异门分》中说： 

言有依者，具足四依，无失坏故。大师如来

应正等觉者，谓所说教善清净故。 

什么叫“四依”？欧曲·法贤大师说依于如来

藏，但《瑜伽师地论》里没有说依如来藏，而说“四

依四不依”：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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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依人、依智不依识。四依和四不依的内容在《无

尽意菩萨经》中有，它的异译本为《阿差末菩萨经》，

《大宝积经》里的《菩萨藏会第十二之十八般若波

罗蜜多品第十一之三》也有。 

མཉམ་གཞག་ཏུ་རྣམ་རྟོག་གི་རྒྱུ་བ་འགགས་པའམ། འཕགས་པའི་མཉམ་

གཞག་ཡེ་ཤེས་ལས་ཆོས་ཀི་ངོ་བོ་རྟོགས་ཚུལ་མཆོག་ཏུ་འགོར་མེད་པས་རྒྱུ་བ་

བཅད་པའོ།། །། 

  【信钩】定中阻断分别之流，证悟法性方便，

无逾圣者根本智，故“断流转道。” 

断就是断除，流就是分别流。在安住于等持当

中入定的时候，阻断一切分别流，由圣者根本定所

证的空性慧，再也没有比它更殊胜的智慧了，故说

断一切流转道。 

无著菩萨关于法的解释也很多。无颠倒的法正

确而说故，为“善说”；见到真实义故为“善说”。

如是等等，不一一而述了。 

随念法宝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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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三、随念僧理 

सुप्रपतिन्नो भगवत आयहसांघः न्यायप्रपतिन्नः ऋिुप्रपतिन्नः 

सामीचीप्रपतिन्नः अञ्जलीकरणीयः सामीचीकरणीयः 

िुण्यश्रीक्षेत्रः मर्ादपक्षणािररशोधकः प्रार्वनीयः आर्वनीयः। 

ཐེག་པ་ཆེན་པོའ་ིདགེ་འདུན་ནི་ལེགས་པར་བཞུགས་པ། རིགས་པར་

བཞུགས་པ། དྲངས་པོར་བཞུགས་པ། མཐུན་པར་བཞུགས་པ། ཐལ་མོ་སར་བའི་

འོས་སུ་གྱུར་བ། ཕག་བྱ་བའི་འོས་སུ་གྱུར་བ། བསོད་ནམས་ཀི་དཔལ་གི་ཞིང༌། 

ཡོན་ཡོངས་སུ་སོང་བ་ཆེན་པོ། སིན་པའི་གནས་སུ་གྱུར་བ། ཀུན་ཏུའང་སིན་པའི་

གནས་སུ་གྱུར་བ་ཆེན་པོའ །ོ ། 

  【经】圣僧者，谓：正行、应理行、和敬行、

质直行。所应敬礼，所应合掌。清净功德，净诸信

施，所应惠施，普应惠施。 

圣僧伽是指获得了圣道以上的僧人。这里赞扬

的是得到十地菩萨的圣僧伽，如观自在菩萨、文殊

菩萨、普贤菩萨、大势至菩萨、除盖障菩萨、虚空

藏菩萨、地藏王菩萨、弥勒菩萨等僧伽，就是具有

这里赞扬的所有功德的圣僧伽。 

གསུམ་པ་དགེ་འདུན་རེས་སུ་དྲན་ཚུལ་ནི། ཐེག་པ་ཆེན་པོའ་ིདགེ་འདུན་ནི། 

ཞེས་སོགས་ཏེ། ཁྱད་པར་གི་གཞི་ས་བཅུ་ལ་གནས་པའི་ཐེག་པ་ཆེན་པོའ་ིད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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འདུན་རྣམས་ནི། ཚུལ་ཁིམས་ཀི་བསླབ་པ་ལ་གནས་པས་ལེགས་པར་ཞུགས་པ། 

ཏིང་ངེ་འཛིན་གི་བསླབ་པ་ལ་གནས་པས་རིགས་པ་ཞུགས་པ། ཤེས་རབ་ཀི་བསླབ་

པ་ལ་གནས་པས་དྲང་པོར་ཞུགས་པ། ལོངས་སོད་དང་ཚུལ་ཁིམས་དང༌། ལྟ་བ་

དང༌། ཆོ་ག་མཐུན་པར་ཞུགས་པ། 

  【信钩】“圣僧者”等，即为住于十地殊胜所依

大乘僧伽：住于戒学，故为“正行”；住于定学故“应

理行”；住于慧学，故“质直行”，受用、净戒、正

见、仪轨，皆“和敬行”； 

一、正行是妙善而行之意。住于十地的殊胜所

依的大乘僧伽，大菩萨摩诃萨，住于戒学故为“正

行”。戒学是布施波罗蜜、净戒波罗蜜、安忍波罗蜜

三者，配合精进波罗蜜，为“住于戒学”，所以叫正行。 

二、应理行是理当如此而走之意。住于定学叫

“应理行”。定学就是由精进波罗蜜所配合，安住于

禅定波罗蜜当中，比如在初禅、二禅、三禅、四禅

等一切等持的三摩地当中安住，或者静虑的三摩地

当中安住，叫应理行。 

如果再广一些，鸠摩罗什翻译的《摩诃般若经》

当中说，有一百零八种三摩地。龙树菩萨的释《大

智度论》中也说到了一百零八种三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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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翻译的《第二会般若》里有一百一十三种

三摩地。藏文的《多品般若》《八品般若》和圣解脱

军的释，有一百二十种三摩地。这与之前所说的《大

宝积经》中的《菩萨藏会▪不可思议性品》列了三十

五种妙音，而有的经文里列了六十四种妙音的情况

是一样的，只是广和略的差异，没有实质的区别，

都是对的。 

三、质直行，是没有曲折，直直地走之意。住

于慧学故“质直行”。慧学就是住于无我相、人相、

众生相和寿者相，依靠瑜伽现量而住于这样的空性

智慧当中，叫质直行。 

这是戒、定、慧三学，其他的五波罗蜜都要配

合精进波罗蜜才能够成就。 

四、和敬行。是和合恭敬而行之意。一是共受

用；二是共同受清净戒律；三是共同执持同样的正

见；四是共同行同样的仪轨。比如，作为出家人，

不管是比丘的寺院，还是比丘尼的寺院，每月三十

和十五必须要做长净法会，有完整的长净的律藏仪轨，

大家共同行持，这叫共同仪轨。所以，于僧团受用

共同、戒律共同、正见共同、仪轨共同，然后和合

恭敬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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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师地论》： 

复次言正行者，谓是总句。应理行者，住果

有学。质直行者，住于向道。和敬行者，是其无

学，由彼唯于大师正法及学处等，深恭敬故。随

法行者，于因转时，法随法行；由闻他音，内正

如理而思惟故。又应理行者，是其正道及果灭行。

质直行者，如其圣教而正修行。无谄无诳，如实

显现。和敬行者，与六坚法而共相应。随法行者，

法随法行。 

“复次言正行者，谓是总句。”是整体地说正确

而行。“应理行者，住果有学。”住预流果、一来果、

不还果。有学是还没有成阿罗汉果的。“质直行者，

住于向道。”如预流向、一来向、不还向等的向道。

“和敬行者，是其无学；由彼唯于大师正法及学处

等深恭敬故。”“随法行者，于因转时法随法行。由

闻他音，内正如理而思惟故。”是以恭敬而行，所以

于因转时法随法行。 

另外还有一种解释，“又应理行者，是其正道及

果灭行。”对所听到的法，内心如理正思惟叫应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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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直行者，如其圣教而正修行。无谄无诳，如实

显现。”“和敬行者，与六坚法而共相应。”僧团的六

和大概是这里所出，三乘圣者和合共处所修之“六

和敬法”，即慈身业、慈语业、慈意业、利共受用、

戒共受持、见共修学。僧团六和而行，即和敬行。

藏文里只有四和：相同的仪轨、相同的见解、相同

的戒律、相同的受用。“随法行者，法随法行。”

是与法的内容相同的修行。 

ཆོས་ཉིད་ཟབ་མོ་མངོན་སུམ་དུ་མཐོང་བས་ལུས་ཀིས་ཐལ་མོ་སར་བའི་

འོས་སུ་གྱུར་པ། བདག་པས་གཞན་གཅེས་དང་ལྡན་པས་ངག་དང་ཡིད་ཀིས་ཕག་

བྱ་བའི་འོས་སུ་གྱུར་པ། བསོད་ནམས་ཀང་ཡིན་ལ་དཔལ་ཡང་ཡིན་པའི་ཚོགས་

ཆེན་པོ་གསོག་པའི་ཞིང་དམ་པར་གྱུར་བ། རང་ཉིད་ལ་བུ་ལོན་དུ་མི་འགྱུར་ཞིང་

དབུལ་བ་པོ་ལ་བསོད་ནམས་ཆེན་པོ་འཐོབ་པས་ཡོན་ཡོངས་སུ་སོང་བ་ཆེན་པོ། 

མཐོང་སང་སངས་པས་སམ། སིར་བྱང་འཕགས་རྣམས་སིན་པའི་གནས་སུ་གྱུར་

བ། སོམ་སང་སངས་བས་སམ། བྱེ་བྲག་ཏུ་བྱང་འཕགས་རབ་བྱུང་རྣམས་གནས་

སྐབས་ཀུན་ཏུ་ཡང་སིན་པའི་གནས་སུ་གྱུར་པ་ཆེན་པོའ །ོ ། 

  【信钩】现见甚深法性，故于其身“所应合掌”；

珍爱他人甚于自己，故为语意“所应礼敬”；积集广

大“福”“德”资粮无上福田；自无负欠，而令施者

获大福德，故谓“净诸信施”；已断见所断者、或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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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圣者菩萨， 为“所应惠施”；已断修所断者、或

于别出家圣者菩萨分位，是“普应惠施。” 

为什么这样的圣僧伽是应合掌的对象？因为他

现证了空性理，所以是应该合掌的对象。“珍爱他人

甚于自己，故为语意‘所应礼敬’”。珍爱他人远远

胜过爱自己，具有大慈大悲的菩提心，所以语言应

该赞叹，心里应该生起恭敬之心，是“所应礼敬”。

“所应礼敬”说的是“语”和“意”的内容，“所应

合掌“指的是“身”。 

“积集广大‘福’‘德’资粮无上福田”。《瑜伽

师地论》的《摄异门分》当中说“无上福田世应奉

施者”。是造积一切福德和吉祥等等无量无边的福德

资粮的良田，故为无上福田。供养僧宝——圣僧伽，

能够造积无量无边的福报，所以称之为无上福田。 

如果你供养普通人，将来会变为他的债务，即

便今生不还，来世也要还。不过供养出家众，尤其

是圣菩萨，纳受施舍者的供养，不仅自己不会负债，

且对这些供养者来说，成为他们造积福德的最殊胜

的良田，这就是“净诸信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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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见所断、或总圣菩萨，为‘所应惠施’”。

因为断见所断的分别执著，成为圣僧伽，为“所应

惠施”的对象；或一切得到圣位的菩萨，包括见道

中或修道中的菩萨，从第一地乃至十地的一切菩萨，

皆是应该供养的对象，所以说“所应惠施”。 

“断修所断，或于别出家圣菩萨众分位，是‘普

应惠施’。”断从欲界的上上品烦恼乃至下下品烦恼，

三界九种烦恼当中的某一烦恼；或于别出家圣菩萨，

一切时中普应惠施。 

“所应惠施”是应该供养的对象；“普应惠施”

是任何时候都应该供养的对象。另外，因为得到了

见道，一切菩萨皆应该是惠施的对象；特别是出家

的菩萨，是任何时候都应该是供养的对象。菩萨当

中，在家菩萨和出家菩萨是有区别的，出家菩萨更

殊胜，功德更广大。这在佛经当中早已宣说。《大

宝积经》卷第八十二中的《郁伽长者会第十九》，

《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是它的异译本，对出家菩

萨和在家菩萨的区别，以及出家菩萨的功德，说得

非常清楚。若有人想印经的话，印一个非常精美的

法本，是非常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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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师地论》： 

应合掌者，即为二事而延请时。应和敬者，

应设礼拜问讯等故，应可与彼戒见同故。无上福

田世应奉施者，于彼惠施果无量故。 

“应合掌者，即为二事而延请时。”供养、施舍

的时候，应该恭敬合十。“应和敬者，应设礼拜问讯

等故，应可与彼戒见同故。”对这样的僧伽应该顶礼，

应该问讯，应该戒和见等等共同而行。“无上福田世

应奉施者，于彼惠施果无量故。”为什么要供养圣菩

萨？因为供养的福报功德无量无边，所以是所应惠

施和普应惠施。 

无著菩萨解释说：所谓的“所应合掌”，是说因

为圣菩萨摩诃萨福德非常广大，所以应该供养、应

该顶礼、应该膜拜。“和敬”是说对这样的菩萨应该

作恭敬。要造福报的话，没有比供养圣僧伽和僧团

更大的福报，所以叫无上福田。  

现在，有的人每天对僧伽大众做施舍。但是，

有人一边施舍，一边观察过患，这不大合适，一定

要非常恭敬地供养。对四个僧人以上的僧团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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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增长无量无边的福报。要学会在农历初一、十

五这样吉祥的日子，在佛前供养水果、妙花、妙香

等等，念佛经，或在佛书前作供养，对出家人做打

斋和钱物供养，或者祈请念经等等，这样的福报非

常广大。出家众为什么功德大？他们相续中有比丘

戒或者比丘尼戒，凭着他的比丘或比丘尼戒，供养

他们与供养如来佛功德一样大。 

“所应惠施”是说世间的任何人，于文殊菩萨、

观音菩萨等一切圣菩萨面前作供养者，其果报会无

量无边。 

颂曰： 

帝释天若与僧伽，施舍及与做供养， 

如此供养行善故，聚集最胜众资粮， 

当得广大殊胜果，世间一切皆应知。 

无著菩萨所著《随念僧宝经释》至此结束。 

《随念三宝经释》是印度班智达比丘安智达斯

利班扎和西藏大译师比丘释迦光译成藏文的。 

归依末端的内容，是六差别当中的第五个差别

——随念之差别。即按照《随念三宝经》中所说的

内容，来忆念三宝的功德。 



第二部分 正说《随念三宝经》 231 

 

སྨྲས་པ། གང་གི་ཡིད་ཀི་མེ་ལོང་དུ། །སྐྱབས་གསུམ་ཡོན་ཏན་གཟུགས་

ཤར་བའི། །བསོད་ནམས་ནམ་མཁའི་ཕ་རོལ་མཐའ། །རྒྱལ་བའི་སྣང་བྱེད་ཡུལ་

ལས་བརལ། །གསུངས་ཕིར་ཐོགས་མེད་སྐུ་མཆེད་དང༌། །ཏཱ་རནཱ་ཐ་ཡོངས་འཛིན་

རེ། །དཀོན་མཆོག་འཇིགས་མེད་དབང་པོ་ཡི། །གཞུང་བཞིན་དྷརྨ་བྷ་དྲས་

སར། །དགེ་ཚོགས་ཆུ་འཛིན་དཀར་པོའ་ིབཅུད། །བླ་མེད་རོ་ལྡན་ཨཀྵ་ཏ། །རིས་མེད་

སྐྱེ་འགོ་མཐའ་དག་གི །ཕན་བདེའི་གསོས་སུ་སོད་གྱུར་ཅིག །མངྒ་ལཾ་བྷ་ཝནྟུ།། །། 

  【信钩】颂曰： 

  孰人心镜中现起，归依三宝功德影， 

  福德尽于虚空际，渡胜者能明越境， 

  法贤依无著昆仲，多罗那他经师尊， 

  宝无畏自在诸论，为宣讲故如是撰。 

  白善资粮云精华，无上妙味无损害， 

  于诸有情无偏私，利乐长养愿受享！ 

  愿吉祥！ 

这样，祈祷文讲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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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示与回向 

我们用了三天的时间，结合《瑜伽师地论》等

许多经论，讲完了《随念三宝经》。为什么讲《随念

三宝经》？首先，我们当中有人向我请了《随念三

宝经》的法。我听到之后非常高兴。现在，不管是

学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真正完整地懂得归依

和三宝功德的人非常少。为此，大家好好地学习三

宝的功德是非常有必要的。明白了三宝的功德，对

三宝才能够生起非常广大的信心。 

信仰三宝有什么好处？当你信仰佛，对佛所说

的教法你就不会当成耳边风。当你信仰佛所说的教

法，对佛教法里所说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

调其心”这样的教诫就不会当耳边风，会如理修持。

如何修持？要断除身的三业：杀生、偷盗、邪淫；

断除口的四业：妄言、恶口、绮语、两舌；断除意

的三业：贪、瞋、邪见。如是修行之人，对观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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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勒、文殊等大菩萨摩诃萨为上首的一切僧伽大众

生起恭敬心、供养心和信心，尤其在大僧伽面前听

受正法，如理学习，如理修行，这才是非常关键的。 

现在，我们已经听受了完整的《随念三宝经》，

所以，为了缘起之故，在释迦牟尼佛像前，以及在

我的面前，大家共同受一个圆满的归依戒。 

（授戒过程略。） 

我们已经受完了比较完整的归依戒。我给你们

的法本里有很多解释，因这次时间所限，没有完全

展开讲解，请大家回去认真地看一下。当念《随念

三宝经》的时候，心里要能想起这些扼要和内容。

请大家每天有空时，就念《随念三宝经》。 

《随念三宝经》是非常有加持力的一部经，能

够现前消除一切疾病、灾难、痛苦、障碍、违缘，

来世不堕地狱、饿鬼、畜生，能够受生于具有八暇

十满的人身，最终脱离轮回苦，得到永久安乐的无

上菩提的大菩提佛果位。有许多现前和究竟的无量

无边的利益，因此功德非常大。 

另外，我们既然学佛，就不要稀里糊涂地学；

因为我们佛教是一个非常理性、讲道理的宗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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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当中一再地说 “所以何者？”或者“何以故？”，

这就是在讲道理：因为这样，所以那样。如果我们

不去观察其原因，仅仅这么去做的话，自己心里的

信仰会慢慢退失，变为没有信仰者，这是非常可悲

的。所以要多看经书。 

这次只有三天的时间，没法讲太多。但是我希

望以这次讲经为契机，从此以后，请大家关注听法，

重视听法，学习妙法。如果实在找不到法师讲法，

就看碟子。看一些有学问、有修证的大德开示的碟

子，这才会让你真正地明白佛学知识。否则，有些

人装神弄鬼地讲，把你带向相反方向，你的邪见就

越来越深。无论如何，请大家一定要重视学习，重

视修行。 

有人经常问：“学那么多干什么？修行就行了！”，

这是不负责任的话。请问，你不学怎么修？有人会

说：念佛号、念心经。如果嘴念就可以的话，佛为

什么要讲八万四千个法门呢？光口念是解决不了问

题的。口念是为了心里能记住。要口里念，心里发

生变化了，这样才能起作用；如果心里没有发生变

化，就算磨破了嘴皮也不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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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念佛？“念”，不是动嘴皮才叫念，念是

忆念，口诵、忆念。有人念了半天，光口中诵佛，

没有意上念佛，那就不是念佛，而是诵佛。必须心

念佛的功德，心念成佛之因——菩萨道，心念我也

想成佛，所以应该修什么样的法，怎么样才能证得

佛这般殊胜的功德。 

什么是忆念法？就是忆念法为什么有这么多的

功德，法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如果忆念这些，明白

这些，心中断除了疑惑，生起任运觉受，你才真正

地变成修行人。否则你一辈子诵佛，也只是诵佛，

不是念佛，没有把诵变成为念。 

人要断除疑惑，是需要知道很多知识的，尤其

是佛法知识，一定要有很多。这些知识就在佛经当

中。你把佛经放在那不看，自己经常看的却是某某

人用白话文写的注经，这不仅没有用，反过来会把

你引入歧途。前几天我跟大家说过，我以前给你们

讲法，你们很容易就听懂了，现在你们听法却越来

越感觉吃力，那是因为我完全按照佛说的去讲佛法。

为什么？假如我把个人的想象力加进去，那就不再

称之为佛法了。汉地有一种毛病，在解释佛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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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自己有某种个人的想法，为了验证“我说的没

错”，就引用大量佛经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这实际上

把佛经当成工具，证明的是自己那一套。这纯粹是

利用佛经，不是真的讲经说法。什么才是讲法呢？

讲佛经。如果佛经的内容比较难懂，就多打比喻来

解释佛经，不要说自己的想法，说佛经的内容，那

才叫讲经说法，那才是正法。 

大家要重视佛经。我知道，居士当中有一种规

矩和做法，常常告诫别人：不能这么做，应该那么

做。问他为什么？他说别人说的，他也不知道为什

么。他把“别人说的”看得比佛说的更重要。甚至

说：有些人说这部经不应该是这样，就把它改了。

何其谬也！我们务必尊重佛经中的每一段经文。解

释经文要依靠大德高僧的注解来理解。 

比如，现在很多人在讲《无量寿经》，没有佛学

知识的人讲《无量寿经》，学古汉文的也讲《无量寿

经》。我就纳闷，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打听才

发现，原来他讲的是语言文字，并没有解释佛经义。

这不是讲经。学《无量寿经》要看唐朝和隋朝大德

写的解释。比如，慧远大和尚的《无量寿经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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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非常好，特别完善。看这样的《无量寿经》

的解释，那是可以依靠、可以信赖的。这样你才能真

正了解《无量寿经》，才能知道哪些内容是主要的。 

我们看佛经的解释，最好在《大藏经》里找印

度的大德，如：无著菩萨、世亲菩萨、安慧菩萨、

龙树菩萨、提婆菩萨、月称菩萨、莲花戒、寂护大

师，这些被人们尊为祖师级的印度大德解释。第一，

他们通达三藏，非常熟悉佛法；第二，他们修行证

悟非常高，是证得后才写的，不是随便写的。然后

看中国唐朝、隋朝大德的作品。如果是藏传佛教的

经典，要看像宗喀巴大师、嘉曹杰大师、克珠杰大

师这样修行证悟非常高、学问非常大的大德的作品。 

我在《随念三宝经》里引用了八、九个大德的

解释，每一种解释都是没有任何错误的。还有《阿

毗达磨法蕴足论》。《阿毗达磨法蕴足论》的作者是

目犍连，是释迦牟尼佛跟前神通第一的弟子，所以

这里的解释肯定没错，因为是从佛那里亲自听来的。

还有《瑜伽师地论》，是弥勒菩萨写的。弥勒菩萨是

八大菩萨之一，弥勒菩萨写的还能有错吗？无著是

见到了弥勒菩萨的亲弟子，世亲菩萨是无著菩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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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这些都是一等一的大德，证悟非常高的修行

者，他们说的话是不会有错的。我们要学会一个道

理，做什么事情都不马虎，不稀里糊涂，要有根有

据，我就是要找个根。为什么？因为那样能说得清

楚。这样地信仰佛法叫理性的信仰，而不是盲目的，

不是愚钝的，不是装神弄鬼的。 

学佛的目的和修行佛法的目的是远离痛苦，具

足快乐，包括今生的快乐，来世的快乐，生生世世

的快乐，彻底脱离轮回的快乐。而一切痛苦的因是

业和烦恼，一切快乐的因是七圣财。如果想拿钱去

买快乐是买不来的，那需要什么财富才能买得来快

乐呢？有七个财富能够买来快乐。信仰、施舍、守

护戒律、广闻、知惭、知愧、有智慧，这是能够招

来快乐的七个最大的财富。 

第一，信仰。对于佛宝、法宝、僧宝，坚定不

移地信仰。对因果业报丝毫不起怀疑，坚定地信任。

对自己的师父和阿阇梨所说的法坚定不移地信任，

如理地修持，不折不扣而修行。 

第二，施舍。施舍有两方面：上供养佛宝、法

宝、僧宝；下施苦难者、穷人、病人，需要帮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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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帮什么，尤其是孝敬父母、尊敬长者。我们中国

人有个非常好的美德，既符合我们中华民族的伦理

道德，又符合佛法的内容，七个字：忠、孝、仁、

义、理、智、信。要学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

于天下苍生。要学会孝敬老人，孝敬父母，孝敬师

长，孝敬大阿阇梨、亲教师，凡是有恩之人皆孝敬。

对自己的同修、自己的朋友，对自己的亲戚至诚相

待，讲义气，互相帮助，互相护持，这叫做义。对

自己的子女、下属，以及需要自己照顾的一切苦难

的众生要仁慈，对他们要有慈悲心和饶益心，尽力

而为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要学会讲礼，互相

谦让、互相尊重、互相恭敬、讲规矩，不要肆意妄

为。要有非常远大的志向，要有利国利民、利益天

下苍生、利益一切有情的大慈大悲的志向。 

最大的志向是三大：断一切过、具一切德、为

一切众生做救怙者。要发这样的大愿：我要断除一

切所知障与烦恼障，“众过已断尽”；我要用一切功

德来庄严于自己，慈悲、智慧、德能悉皆圆满，“众

德所庄严”；我要做一个解救一切父母众生的救怙者，

“做众生救怙”。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我要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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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一定要成佛，所以我现在要不惜一切代价地

去行善积德，断一切恶，修一切善，特别是调伏我

自己内心当中的贪、瞋、痴、慢、疑、见等烦恼。

要有这样的心态，非常重要。然后，要有非常好的

施舍之心。 

第三，戒财。人一定要学会守护戒律。身清净、

语清净、意清净。身体不要让它做不该做的事，包

括害人害己的事，其中包括杀生，包括抢、偷，用

卑鄙的手段来夺取他人所爱等等。如果已经组成了

家庭的人，要学会互相忠诚、互相信赖、互相善待、

互相爱戴。短暂的人生，互相和谐和睦而过，远远

好过于天天吵吵闹闹，天天鸡飞狗跳地过。要学会

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等等的戒。 

口要守护的四个：千万不要说假话、谎话、骗

人的话，尤其是不要装神弄鬼欺骗他人。有人说自

己是观音派来的，文殊派来的，或者什么神仙派来

的，这种骗局太低级了，很庸俗。不要做这些事，

要做正当的人，要做有正确决择能力的人。不妄言，

不恶口。什么叫不恶口？互相不骂，互相不侮辱，

不说难听的话，说些好听的话。你叫别人小狗，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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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会叫你小猪。你说他是狗的时候，你倒没觉得

怎么，挺过瘾的；人家说你是愚痴的猪的时候，你

就很难受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自己不

愿意的，别人怎么能愿意？你如果说别人是菩萨，

他恨不得说你是佛，那就没法打架了，多好。人与

人之间不要恶言相向，要用善言善语：“谢谢”，“阿

弥陀佛”。你这么一说，他本来是不高兴的，结果一

看，这个人很好，他马上就面部呈现笑容，对你改

变了态度，这是良性循环。如果你很瞧不起他，说

一些很难听的话，他就会合计着：这个人真坏，我

一定要收拾他，想个法子给你来个更狠的，你就难

受了。到时候下不了台，很尴尬。不要恶口，一定

要说赞美的语言。 

龙树菩萨说，话有三种：一、如蜜，二、如花，

三、如粪。我们别说如粪的话。什么是如粪的话？

就是拍马屁，假心假意地跟别人说不真实的赞扬，

这叫虚言。怎么赞美？有的人认为不说虚言没法赞

美。那是因为没有发现对方有什么优点，除非你说

假话，否则不知道怎么赞扬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从来没有观察过他有什么优点、他有什么功德，



开示与回向 243 

 

所以对他的功德和优点一无所知，对他的缺点倒是

知道得蛮多，甚至他祖祖辈辈的缺点都知道。因为

你只是观察别人缺点，不去观察别人的优点，怎么

能知道别人的优点呢？所以你要学会观察别人的优

点，不去观察别人的缺点。然后把你观察到的优点、

功德，不加任何假话，如实地说出来，当你说到他

的第十个优点的时候，他已经高兴得不得了：“这个

人这么好，说的全是实事求是的真话。”每个人都有

几百个优点，你点其中的十个，他就高兴坏了。这

叫美语如花。花是好看，而且花里面还可以取出蜂

蜜。如花的美语多说一点，他很高兴。然后该不该

说点实语？该！有些过失一定要改的，就稍微加一

点实语，说：“虽然如此，但是你要做到这样的话，

那就更好了。”他会想：“原来我有这么好，我再加

一点好有什么难的？我一定要做到。”他很高兴地接

纳了。这叫实语如蜂蜜，像花里面的蜂蜜一样甜。 

虚话是什么？是不加思索地说假话。你知道人

世间最尴尬的是什么？自己明明知道别人说的是假

话，他在不断地说，尽管是好心好意地说，也是不

好的。比如，我曾经去某个地方，因为他们已经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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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互相之间赞扬，超乎寻常地赞扬，说：夏坝活佛

如何厉害。我知道，我没有这些功德，他在那说我

脸都红了。他本来是为了让我高兴而说的，结果我

不但没有高兴，反而脸红了。因为他说的那些功德

我没有，我又不能跟他说我没有，说了太驳面子，

但是听着又不好。这叫虚言。实事求是地赞美是非

常好的，不实事求是的赞美是不好的。 

什么叫不两舌？我们居士、出家人，最容易犯

的就是挑拨离间，相互之间传话。不管是真的假的，

反正能够造成相互之间矛盾的话是不能传的。你故

意跟他说某某赞扬你了，他高兴坏了，然后他会赞

扬某某。你赞扬他的话，到某某那去说，某某也高

兴，大家都欢喜，多好。如果互相说人家骂你什么

的，不管真的假的都不好，不要说，不说挑拨离间

的话。 

不说绮语。什么叫绮语？容易产生贪、瞋、痴

的是非。不讲是非，一旦卷入是非当中，心难以清

净，难以安住于善法当中，所以不说是非，不说绮语。 

不起夺他人所爱的贪心，不起损害他人的瞋恨

心，心底里不起不相信因果、不相信前世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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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信四圣谛、不相信二谛、不相信三宝的心，心

底里连疑心都不起，何况颠倒的心？这样我们身口

意皆修持得非常圆满。 

第四、广闻或清净闻。不闻容易生起贪瞋痴的

事，要多闻佛法，多看佛书，多学佛教知识。这样

心里能生起很多善，很多慈悲和智慧，自己很开心，

自己身边的人很快乐，跟人接触的时候，人们会喜

欢你，会说“你这个人真善良，佛学知识又好，修

行又好，太殊胜了，阿弥陀佛。”如果没有博学多才，

怎么能够让人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为了能取信于人

你，你可以多学习佛学知识之外的很多世间的文化，

在此世，最崇尚的那些文化也要懂一些，这样别人

会认为你懂得很多，是个有学问的人，你讲的话也

一定是在理的，所以他才会听你的正法。如此，你

能够有意无意间把很多人从不信佛引入到信仰佛法

当中来。这样，实际上你造了无量无边的福德资粮

和智慧资粮。不要以为只有坐在大殿之上，或者坐

在屋里念佛是功德，劝他人行善也是功德。自己修

行固然有功德，令他人趣入佛法当中有更广大的功

德，是菩萨行。所以在利益众生的善巧方便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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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说到让憎恨佛教的那些人，通过你端正的

行为和言谈，让他们对佛法消除瞋恨心、不敬心、

歧视心。用你殊胜的佛学知识，让那些没有信仰佛

法的人，走向信仰佛法当中来。用你的佛学知识，

让那些信仰佛，但不知道如何修行的人，知道如何

修行，知道许多佛学知识。用你的修证，让那些知

道如何修行但又不修的人，让他修行，并在相续中

生起证悟，这不就是利己又利他的事业吗？非常殊

胜。这叫广闻。 

第五，知惭。知惭愧，以己而惭，以他而愧。

以己而惭是什么意思？我们的心中一定要有杆良心

的秤，无论是嘴里说话，身体行动，还是心里想什

么，先拿那个秤来量一量，看看我是不是超过了。

如果觉得这就是善的，没有恶的成份，你就修、就

说、就做、就想。如果你认为不对，不如法，立刻

制止。知己而惭，做任何一件事，一定要凭着自己

的良心，一定不要违背自己的良心，要建立一个知

己而惭的心理，不要做任何违背良心的事。 

第六，知愧。做任何一件事要知道，这是不是

错的，是不是让人感到可耻的事情。如果你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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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所说的话、所想的问题，是让人耻笑的事，要

坚决不做，立刻制止。 

第七，智慧。要有深、广、明、晰四种智慧，

来观察自己的身、口、意是否舍一切恶、修一切善，

调伏自己的心，时时刻刻观察好。 

有了七圣财，比十万的金银珠宝，千百万的金

银珠宝珍贵万倍、十万倍。因为它对今生有用，来

世有用，生生世世有用，究竟安乐也有用，所以请

大家一定要想尽办法，具足这样的七圣财，来修行

佛法。 

归根结底，学佛法的目的是让自己安乐，让一

切有情安乐。所以，要发坚定不疑的归依心，唯有

如此才能配得上佛教；要发坚定不疑的大慈大悲的

菩提心，唯如此才能配得上大乘佛教。我们讲了三

天，佛法的盛宴我已经给大家供养完了，愿大家欢

喜。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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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施 功 德 

 

《金光明最胜王经》云： 

由其法施，有五用利故。云何为五？即： 

（一）法施兼利自他，财施不尔。 

（二）法施能令众生，出于三界，财施之福，不

出欲界。 

（三）法施能净法身，财施但唯增长于色。 

（四）法施无穷，财施有尽。 

（五）法施能断无明，财施唯伏贪爱。 

 

 

本书由 昌振师、杜清山全家、陈少侠全家、

韩冬梅全家 发心恭印 

  



 

 

 

 

 

普为出资及读诵受持 

辗转流通者回向偈曰 

 

愿以此功德 消除宿现业 

增长诸福慧 圆成胜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与饥馑等 

悉皆尽灭除 人各习礼让 

读诵受持人 辗转流通者 

现眷咸安乐 先亡获超升 

风雨常调顺 人民悉康宁 

法界诸含识 同证无上道 

普愿见闻者 此生皆解脱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