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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六、依止善知识之引导 分三：一、首先建立依止善

知识与善友之思想；二、由此趣入真实的依止之道；三、总

结教诫由三种信心门努力善为依止 

丙一、首先建立依止善知识与善友之思想 

依止善知识之引导 

一切显经、密续、论典当中，都未曾说过不依上师而成

佛的史传，现实中也无有一例是仅凭自我臆造及魄力生起地

道功德的。道理是这样的：自己在内的一切众生，对于颠倒

的邪道，心识擅长为性；而对于解脱和一切种智的正道，却

如无识盲人迷惑于旷野一样，因此，绝无不依商主而能从宝

洲取到摩尼宝的例子。因此，由于善知识与善友是解脱及一

切种智的真实向导，需要恭敬依止。 

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看到，没发现一个例子是依靠自

己来成佛，依靠自己的臆造和魄力来生起大乘地道功德的。 

这要回溯过去印、藏、汉三地为主的整个世间界里，有

没有这样的自修成佛的事情？过去的释迦佛说到的显教经

典、金刚持所说的密教续部、各大菩萨所造的论典，从来没

有说过有自己成佛的事情。普贤王如来是从未迷失，他是一

切佛王；其他迷失了的众生，都需要由先觉者来带领后觉，

才能走上觉悟之途。 

再者，在现实我们眼见耳闻的所有成道情形当中，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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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现有一个人是凭着自己有创新精神或者敢作敢为，而实

现大乘地道功德的。下至凭自己发起真正的菩提心，也是没

见有一个例子；菩提心尚且没发起，何况依菩提心而完成一

切地道功德实现成佛呢？ 

为什么在这个成道大事上，没有不依师就觉悟成就的

呢？它的道理是这样的：因为自己在内的所有众生，对于颠

倒的邪道已经串习成性，成了心识极为擅长、娴熟的习性；

正面对于解脱和一切种智的正道，就像没有眼识的盲人飘泊

在旷野里，处在彻底迷惑的状态，不知道往哪儿走，怎么能

走出。那么以此就能够断定，这就像众商人不依商主绝对没

有办法到达海洲，并且从中取到摩尼宝那样，这个能实现的

几率是零。 

这里要从行负面邪道的几率是百分之百，行正面解脱成

佛之道的几率是零，这样来发生定解。所谓负面邪道，就是

背离解脱和成佛正道的路，大体可以分为两种颠倒之道：一、

以我执无明为根源，由此身语意的造作都是流入轮回的有漏

业；二、以业果愚无明为根本，以此不是依善恶因果的正道

来行事，而是凭着自我意志任意而为，这样将趣入恶趣苦海。

只要对于根源的业果愚无明和我执无明，没有认识它的颠倒

并且发生正见的话，绝对不可能趣往解脱和种智之道。 

行邪道几率百分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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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众生不依师，走这样邪道的几率是百分之百

呢？这要由时间极长、次数极多、程度极深、极熟、极重来

产生定解。 

自从最初一念落入能所的虚妄分别当中，之后辗转地从

因到果牵连不断，就像毒种变毒果，毒果又生毒种又生毒果

那样，一环一环，这样子从细的变易生死落入粗的分段生死，

这样沉沦到轮回里面。如经教所说，看这个轮回受生的状况，

是见不到前边际的。这样已经轮回了无量世了，时间达到了

无量，受生的次数达到了无量，习惯于以我执用事，以自由

意志用事，那是串习得极为娴熟，拈来就是。 

从根本上来说，凡夫凭这样一种串习到极熟的习性，而

且视以为真、视以为对，没有人点破的话，就是以自我为主，

念念的出发点就是执著自己、保护自己、维护自己、创造自

己、实现自己。就像这样，一直以我执为行动中心，很习惯，

以它就发展出各种心理的习惯状态，这种心态、那种心态，

这些全部都串习成性。再发展到身口意上面，就会采取身体

这种姿势、这种表态、这种行为，语言说这样的话，心里按

照这个模式来转、来揣测、来设计，来使用各种计谋、各种

的伎俩，就像这样，对于颠倒的邪道或者各种颠倒的造作，

已经娴熟成性了，是非常地擅长的。 

这里说的“擅长”，不一定说技艺高超，而是说这种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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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就是，随口就出，举心就起。好比老鼠偷盗，不必人教，

它就知道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行动，然后窜梁、钻洞，都是

非常有本事的。或者雪猪子挖洞，猛兽追击、擒拿等等，这

些它都是会知道的，这些是属于技艺高超。不仅如此，它们

这种行动太习惯了，不必要想，任运就起的。就像杀盗淫妄

等各种的恶业，就是任意而为，而且他非常熟悉的就是一种

自我意志或者意气冲动，承认这个方式、熟悉这个方式，只

要一起，这个方式就出来了。就像这样，要明白这些地方已

经串习到无量次的无量次方了，像这样，在数学的几率上会

断定完全是百分之百的。 

正反相克 

其次，要看到正反相克。如同往左走就不是往右走，向

下看就不是往上看那样，邪道与正道的见解和行持是完全相

反的，行邪就障碍正，这一点可以按《法轨》的讲解那样来

发生认识。 

总的来说，如果处在我执的见解和行为体系当中，以这

样一个有我的见解、我是中心，从而出现自他的对立，要维

护自方、排斥他方、发生贪嗔，种种都是按照这样的行为体

系来运行的。一旦陷在这种状态的时候，绝对不会发现这里

无我：既然没有自，也就没有他，没有自他对立；没有必要

维护自己而起贪著、排斥他方而起嗔恚，或者产生各种骄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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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嫉妒、狐疑等等的心态；也没有必要为着实现自我去

做各种的业。这些完全障蔽不见，根本连见都起不来，何况

修行呢？ 

再下一个层次，就有顺从因果律断恶行善的正道体系，

和无视因果顺从自我意志任意而为的行动体系。在顺从自我

意志的时候，认为我是最大的，我说了就算，我就是权力、

就是主宰。那么，这样自我意志占了第一位，想怎么干就要

怎么干，这样就是业果愚的造作体系。当处在这个体系之中

的时候，根本就不记得还有什么因果律，有什么天理，是它

在支配一切现相的运行，是它来决定苦乐果报。当顺从自我

意志的时候，就不是顺从因果律，当任性而为的时候，就不

是战战兢兢顺着天理来取舍自己的心念和行为，所以完全是

相背的。前者要求自我要有自由，后者要求把任性而为克制

住，所以这两个方向完全相反。 

诸如此类，从各个角度都能看到，心念和行为不可能正

反同时存在，就如同明暗不能并存、寒热不能并存那样。再

者，当处在邪道运行状态的时候，一定克制或者障碍正道的

运行。就像黑暗障蔽了光明，阴冷障蔽了温暖，封闭障蔽了

开放，私欲障碍了大公那样。 

走正道几率为零 

通达了正反相克的原理以后，再回过来看正面，解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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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种智道上的情况。由于时间极短、次数极少、程度极轻、

极生，可以知道，这个上面，自己能够走一步的几率也是零。

时间极短，是指如果没有得到明眼善知识的指点，时间是零；

次数极少，是指次数是零；程度极生极轻，意思是根本就没

发生过。假使宿世有一个很远的结缘，那也可以知道，这三

个在量上只有一个极薄的量。 

这就像前面引导中所说的那样，没有人指点的时候，众

生一直陷在这个生死流当中，太习惯了。由前因生后果的时

候，不由自主地就是一种有我的观念，念念都是想：“有个

我，有个他，我们都处在世界上，我们都要维护自己的权力

和尊严，要创造自我，只有自我实现了才有意义的，自我被

贬低了，等于是最大的羞辱……”。就像这样，这是一直串

习的，与生俱来一想就是有我，由这个我作为根源，我执系

统极其地庞大炽盛，而且极度地在繁衍。在没有得到善知识

以善巧来指点这里没有我的时候，世上没有一个人会突然感

觉到这里没有我，因为这个见跟那个见是完全相反的。 

其他诸如法无我，本来没有生灭迁变，本来没有苦，本

来是佛，诸如此类的事情，没有一个人会自己知道的。再者，

说到大悲是周遍的，需要普度真心当中同体的一切众生，也

没有一个人会知道的。一切众生累世都曾做过自己的母亲，

也没有一个人知道的。所有的世间界都是由因果律在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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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毫的错乱也没有，这样的天律也没有一个人知道的。整个

的生死轮回，下至一刹那都是苦，没有一点真乐，也没有一

个人知道的。一切有为法都是只限一个刹那，之后彻底没有

了，都是这样由因缘力在随生即灭当中，所有的有为法都是

像这样得不到一点实义，这也没有一个人知道的。 

像这样举例之后就会发现，如果没有依靠善知识，在解

脱与成佛的道路上，就根本的正见来说，发生的时间、次数

和程度上都是零。 

所以，这方面就像一个没有眼识的盲人落在极大的旷野

当中，他要从中走出来，有这种可能性吗？他往哪儿走呢？

往东走、往西走，然后又怎么去一直进行到了那个地方，就

可以走出来呢？这里面充满了各种的歧途、险道、坑井等等，

只要稍微一判断就知道，这种情况就像一个无眼识的盲人处

在空旷的旷野里，他非常地迷惑，根本就见不到道路。 

由刚才正反两方面就决定，反面走生死路、走恶趣路极

为娴熟，已经成了性了，根本就不必要想，直接就会出来；

而对于解脱和成佛的路，完全是瞎子，能够行走的几率是零，

这样反面是百分之百，正面是零。所以，这个情况就像商人

们不依靠商主，船行驶在茫茫大海里面，竟然能够行到宝洲

上而且取到宝，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原因是：这些商人从来

没有入过大海取过宝，处在一个完全无知的状态，那么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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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凭运气、凭胆量、凭敢作敢为，竟然船能够到达千里之

外的那个宝洲上？根本不可能。 

这样以道理就证明了，绝对没有不依师而成道的情况，

因此也就明白，为什么一切经续论典从没说过这样的史传，

现实中从没见过这样的事例，这是完全断定的。 

总之，在这件事情上有三个决定：一、人决定，包括自

己在内的所有轮回的众生；二、见行决定，如果不依师，见

解和行为全数都是往轮回和恶趣的方向走；三、缘起决定，

自己虽然有求解脱的心，如果不依师凭着自己来走的话，凭

着盲目行动的缘起，成功的几率是零。 

以这个道理，由于佛法代代相传，有先觉者，他们成为

导师的随行者，因此，成了行解脱道和成佛道的真正的向导。

也就是具有这方面见和行的功德，能够带领我们走。对于他

们，盲目者的我们一定要恭敬地依止，就像商人们一定要恭

敬地依止商主那样。一切听从他的安排，自己不为主，导师

为主；自己不为重，导师为重；自己处下位，导师处上位，

就像这样恭敬地依止善知识和善友。 

 

 

思考题 

1.什么是邪道？什么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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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什么众生不依止善知识，行邪道的几率是百分百？

走正道的几率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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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二、由此趣入真实的依止之道 分三：一、由教理、

比喻、窍诀诸门具体开示其道；二、由特别强调要点门总结

开示其道；三、由传记门开示其道 

丁一、由教理、比喻、窍诀诸门具体开示其道 分三：

一、最初学习观察上师之道；二、中间学习依止上师之道；

三、最后学习随学上师心行之道 

戊一、最初学习观察上师之道 分二：一、由辨别善知

识之邪正差别而作无误取舍；二、由认识依止邪正二种知识

的过患和利益而作无误进止 

己一、由辨别善知识之邪正差别而作无误取舍 分二：

一、认识应依上师之德相；二、认识应舍上师之体相 

庚一、认识应依上师之德相 分二：一、认识依止具德

上师之必要性；二、认识所依上师应具之德相 

辛一、认识依止具德上师之必要性 

依师之道，有最初观察上师、中间依止上师和最后随

学上师之心行三大部分。 

最初观察上师之道，总体来说，由于凡夫之心容易由

友伴等暂时境缘而转变，因此，一切时处都需要依止善知识

与善友。譬如一节普通木材，落到了玛拉雅山檀香林内，经

历多年，就会熏染上檀香木的妙香，结果致使此普通木材

也出现芬馥的妙香了。同样的，如果依止具德的圣贤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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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则会熏染上他的功德妙香，之后一切威仪都将变成跟

他一样。颂云：“犹如玛拉雅林中，流落普通一节木，枝

叶受润如檀香，依止贤德成同品。” 

一、简要由缘起理显示 

（一）总说 

这里从人、境缘、状况、结论四个方面，认识需要一切

时处依止善知识和善友。 

人，指求解脱道的初学者，是凡夫身份不是圣者，准确

地说还没有达到不退转地，遇缘容易退堕。这个时候可塑性

很强，遇善缘生善心，遇恶缘生恶心。 

这里的境缘，指朋友以及通常的人、事、所处的环境，

这些就是暂时的境缘。 

状况，就是初学凡夫的习性叫做“不定聚”，他并非大

恶大善的状况。后者坚固成性不可转移，但是一般的人具有

善恶两方面的习性，而且处于可塑的状况，遇到缘就容易变

掉的。如果恶缘感染性大、牵制力强，很快就会变坏；如果

善缘的牵制力强、增上力大，他也会逐渐地变好。 

以这个原因，要有一个慎重的取舍。就今天末法时期的

状况来说，更加要明确，一切时处都要依止善知识和善友，

不能离开。 

（二）特说当今时代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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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进入了末法时期极染污的时代，强盛有力的染

污缘的突出表现，就是已经进入到网络时代。这个时期，人

类的根性非常微薄、染污习性强，作为修道者更加需要长期

不离善知识和善友，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一旦入了染污圈，

十个就有九个败堕。 

今天进入网络区域，有人和环境双重的染污因素。如果

身心陷入其中，缺乏道力的凡夫难以把持，快速地就会退掉

道心、功德，增上诸多贪、嗔、痴、慢等的五毒烦恼，又迅

速增强散乱、掉举、失念、不正知、放逸等随烦恼，出现各

种诽谤、绮语等恶行。从心受牵制的状态来说，根本就不可

能有一分钟心缘后世来修道，就连现世人生正常的责任和义

务都会背离，这样将丧失做人基本的心智和道德操守。所以，

从今天这种极不正常的网络境缘的情况来说，更需极其谨

慎，不入染缸。这是由于才刚刚开始学道，处于婴儿水平，

不能够轻易地落到坑井里去，这个时候不能离开父母和兄

长，那么就今天的情形来看，更加需要一切时处依止善知识

和善友，这是成败的关键。 

总的来说，由于网络这种因缘非常容易转变掉心，而且

随着各种信息的熏染，会熏习成一种网络时代的烦恼习性，

比如躁动、轻浮、自由意志、心意迷乱、昏沉等等，所以一

旦落入网络病症中，连修道身依的条件都不具足，因为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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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暇满的状态。也因此，处在网络时代的人，更需要一

切时处依止善知识和善友，要落在这样一个正常的做人的环

境里，心连着善知识和善友，在道上前进。 

二、从比喻产生定解 

（一）正面 

这里的偈颂，出自晋美朗巴大师所造的《功德藏》，后

文很多教证都出自这部论。那么，所说到的玛拉雅山千万棵

旃檀妙香树，指很好的受妙香熏染的大环境。普通木材，指

品质平庸不具妙香的木头。放置其中经历多年，比如一年三

百六十天，十年三千六百天，这个期间要发现，一切时候、

一切阶段都处在浓郁妙香的环境当中不断地受着熏染。这个

要很细地看到它的周遍持续性，唯一的方向是只熏妙香，这

样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十年后发现，这根普通木材变得跟

珍贵的旃檀香木一模一样了。 

这里要用智慧去观察普通木材如何变成高贵檀香木的

转变历程。包括这些因素：第一、一切时处依止不离，完全

沉浸在妙香熏染的环境当中，在十年当中分分秒秒都不离受

熏；第二、要看到这节木头所有的枝叶都在受熏；第三、看

到了从量变到质变，这样分分秒秒小的转移变化，一个月一

个月积累，一年一年积累，最后达成了十年后的大转变，也

就是已经转成了跟微妙的旃檀香木一样地具有妙香品质了。



14 依止善知识引导 

这表示一个熏陶成材的方法和过程。 

（二）反面 

反面伊兰林受熏的例子。将一节香木放在恶臭的大伊兰

林里，这里一棵一棵伊兰树都发出恶臭，闻到这股臭气会使

人迷狂。像这样，这节香木久久地沉浸其中，多年以后就变

成跟伊兰树一样恶臭了。 

反面的比喻也要从三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一切时处依

止不离，成了都受恶臭熏染；第二、一切枝叶都受恶臭熏染；

第三、从量变到质变，分分秒秒小地往恶劣处转移，逐渐积

累，到了十年后就变成了一种大恶臭的状况。这表示熏染堕

落的缘起和过程。 

三、从意义产生定解 

 （一）回顾以往 

比喻里说到的恶臭林发出的气息，实际指五浊恶世时代

的风气。由于这个时代的词语含糊不清不明朗，随意地颠倒

是非善恶，就会遮住我们本来的慧眼，我们久久沉浸其中，

根本不知其臭。处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处处都在散发一种

五浊恶世的气息，处在一种颠倒风气当中，这样长期受熏，

却又没有智慧看到它的真实面目，导致毫无知觉，甚至以时

尚、时髦为荣。 

举例来说，广告牌上的香车美人，实际是贪欲风气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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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冷面杀手，实际是冷酷暴力的气息；种种诱惑人的表演，

实际是自我表现的气息；靓丽的表面，实际是极端肤浅执假

象为实义的风气；种种竞赛，实际是竞争的气息等等。那么

处在这个环境里，处处受熏，无时不被感染。就像一块白布

放在大染缸里一二十年，绝对熏染成了杂色，所以，一个时

代就造就一种人类。现在二十年就会有一个大变，就有所谓

的古人类、旧人类、新人类、新新人类。 

这要意识到，我们处在现代环境里，经过几十年的熏染，

已经有非常多的问题。比如，长期受影视的感染，各种心理

状况、行为状况，在模仿中已经变成那种个性了。几乎所有

的这些，都是背离解脱正道、背离纯正善道、背离以往古圣

先贤的法规。网络里大量充斥的就是现实主义、贪欲文化、

随心所欲、自由意志，大肆发表各种由我执烦恼出现的言论，

就像这样，更是一个具有染污性、密集性、高强度的大染缸。 

这样就要知道，这样一个五浊恶世，这样一种现世主义、

我执主义、自由主义作为根本的业力圈，时时散发的气息，

包装着一种常乐我净的假相，所谓的美好、先进、时尚、高

级、精细等等，实际这些的内幕，最多最多就只是一种庸俗

的表面主义、享乐主义、现世主义、我执主义，就连共下士

正道的一点点成分也没有。 

（二）认识正邪相克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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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二十一世纪染污的环境里，到处都有邪师邪论，这

个时候要明白，一旦认同就已经同化，而正邪是相克的。比

如，一旦认同这种现世主义，所谓的时尚，那就完全与后世

以上的道相违，连一刹那也不会出现；一旦认同这个世间有

意义，那就是在走轮回的道，完全与解脱道背离；一旦认同

自我为主、自我中心、自我尊贵，那就完全与降伏我执的出

世道相违、以众生为主的大乘道相违。这两个就是一正一反、

一暗一明，是没法并存的。像这样要认识到，如果我们偏离

引导解脱和成佛之道的善知识和善友，那就一定会落入到邪

师邪友的包围圈中，落在网络各种魔咒般的诱惑中，逐渐就

被同化，还要比过去更加退堕，更加受染污。 

（三）对一切时处都需依止具德师友的极端必要性发生

定解 

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道的要害，十年如一日地依止具德善

知识恒时不离，非常小心，根本不进入世俗网络城市等染污

圈中，就像婴儿始终在母胎里稳定地受孕育，种子在肥沃的

土壤里受滋润，直到生了根稳固为止。像这样，依止具足各

种功德的圣贤们安住的话，那就像普通木头放在玛拉雅千棵

万棵的旃檀林那样。“千棵万棵”代表时时受熏，不一定指

所依的师长人数多。这样的话，不断地受熏染的原因，处在

佛法纯正的见解和行为的熏陶中，处在戒定慧德香的熏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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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或者信心、悲心的熏陶中。由于长年百千日不断地潜移

默化，逐渐在转变心，在往好的地方生出来，在逐渐地滋长，

在成熟，在坚固，就像这样，最后就变成了一切的威仪行为

和圣贤一模一样了。通俗一点说，就是一切思想和行为都会

变掉，变成了佛法。 

像这样从刚才的旃檀林上去对应：一、时间上就是一切

时处不离开，处在受佛法德香熏染的状况里；二、全身心受

熏陶，包括在一个观念、一个语言、一个行为上，都在效仿，

都在往那个方向转；三、由量变到质变，先是渐变，再发生

突变，就是一点一点地在变。经过十年三千六百日这样逐渐

地转移以后，那就熏习成性，将变得跟圣贤师友们一样了，

最低也是变成同分品质。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轻易远离，那就唯一地落入到邪师、

邪友、邪环境的熏染当中。末法时代，邪方的力量极强，引

诱力、感染力、欺诳性极大，弱小的凡夫不具有大的道力，

所以很快就受感染，甚至一句话就认同，一个观念、一个做

法就认同。各种各样都是由于邪专家、邪明星的诱惑力太强，

他们时时在散发一种气息，自己不由自主就会去效仿、去纳

受，最后就变成那个样子了，这个上面非常难辨认。举个例

子，比如所谓的时尚观念，大批的人落入追随者的行列，其

实最多只是一点现世表面五欲的夸张。从中可见，初学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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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婴儿水平，一旦离开师友，就跟胎儿离开了母胎，婴儿离

开了母亲和兄长，弱鸟离开了枝头，决定地会堕下去，会被

引诱骗走那样。所以，一切时处不能够入邪师、邪友、邪环

境的魔圈。 

像这样，从正反面缘起上就看到，这个方向唯一是往正

方向走，那个方向唯一是往负方向走，正负是相克的，一旦

往负方向走，正方向就退堕。要像这样，以精密的理智看到

缘起的要害，从中要认识到，一切时处不离佛道师友的极端

必要性。因此说，一切道的根本就在此处，一切教授的首要

就是不离善知识，它的极端重要性就是需要知道，一切时、

一切处都要依止不离。比喻就像胎儿一切时处不能离开母

胎，婴儿一切时处不能离开母亲的养育、照顾和保护。 

认识的误区 

如果对于“一切时处依止不离”没有断定，对于它的极

端重要性没有断定的话，一般人虽然都会说：“佛道的根本

是依止善知识，这是需要长年不离的”，但实际往往成了口

头空谈，心里没有定解。 

不然的话，不可能突然之间就跑到染污圈里，非常随意

地进入网络，熏习各种现代人的思想，认同现代文化，或者

采取现代式的心理和行为，其实这些都是背离来世以上的正

道的。根本处就是对于上面正反面的比喻、缘起道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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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断定，结果就成了一半时间需要依止，一半时间可以入

到其他的范围里去。那这样的话，多年下来，根本上连一个

基本的道心也无法养成。 

再者，极端重要性也没有体会到，以为我自己就可以自

学成才，不是说要受熏陶才能成才。那么，我们本来就是一

根普通木头，却没有长期处在玛拉雅山浓郁的旃檀林的气息

熏染当中。这节普通木头很快就拿出去了，又受伊兰林的恶

臭之熏，像这样根本就不会成功，这里务必要从正反面得到

定解。 

辛二、认识所依上师应具之德相 分二：一、总体显密

联合佛道上师之德相；二、特别密法窍诀上师之德相 

壬一、总体显密联合佛道上师之德相 

由于现在已成五浊恶世，因此，诸续部宝所说德相圆满

具足的上师是十分难得的，但是，所依上师一定要具足如下

功德。即是：与外别解脱戒、内菩萨戒、密密乘戒三律仪的

开遮之处不成违犯故，相续清净；经、续、论诸教典方面，

发生殊胜闻慧不愚昧的德水，无边众生方面，出现如母怜愍

独子般悲心的德水，依此闻与悲的德水滋润相续之地；精

通外显三藏、内密四续部之仪轨，依修持其义，相续中已证

得断证二品诸殊胜功德；依布施、爱语、力行、同事此四

摄之道，摄受诸善缘弟子。偈颂云：“圆具一切殊胜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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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由浊世力所致虽难得，三戒开遮清净之大地，多闻悲

心滋润心相续。精通如海三藏密续仪，无垢断证智慧果丰

富，四摄之花灿然开放故，摄受善缘弟子蜜蜂群。” 

总的来说，根据各乘的具体状况，在所依的善知识上面

有相应的德相，这里是指龙钦宁体成佛法道从前行到正行、

显密联合全分法道的引导善知识。 

首先说到的是显密联合佛道的善知识的德相。现在已经

到了五浊炽盛的时代，由于众生烦恼和业力日益深重，不容

易感得密续所说德相全分具足的善知识，但这些基本的德相

是需要具足的。大体有四方面： 

一、相续清净之大地 

这是指外别解脱戒、内菩萨戒、密三昧耶戒，三戒的开

遮之处没有违犯而相续清净。 

二、多闻和悲心之水滋润相续 

这是从智和悲两方面，在清净戒的大地上，自身上有一

个大的培养。也就是，智慧上，对于显经、密续、论典范畴

的各种法义，有如量的听闻，种种的都不愚昧，能无误地了

解认识。像这样以闻作一个代表，实际也是包括闻思修总体

的问题，这样长年地多闻，智慧的水滋润了相续。再者，具

有大悲种性，以悲心对无量众生有一种如母怜愍独子般的悲

愍，这也润泽了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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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先是清净戒像大地一样，这是一种依处或者基础；

对于这个大地需要润泽，也就是以多闻和悲心的水滋润，实

际就是智和悲两方面的滋润；经过滋润之后，才能从这里结

果和开花。如果没有多闻的慧的滋润和悲的滋润，那就是枯

干的坚硬的地面，没有办法开出智悲的花果。 

三、善巧显密仪轨、断证功德之果 

这个显密联合的大道，外层就是显教经、律、论三藏，

内层是密教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四部密续的所

有仪轨，对此都善巧通达。依靠修持这些法义，在自身上已

经发生了断和证两方面的殊胜功德。通达仪轨和断证功德这

两分，就是丰富的智慧果。 

到这里，由前面的多闻悲心滋润以后，出现了通达显密

的慧眼加上如量的实证功德，这二者就是开出的智慧妙果，

这是自利成就。 

四、由四摄之花摄受弟子蜂群 

这是悲心开出来的妙花。所谓四摄，是一切诸佛菩萨摄

受众生妙道扼要的总摄。也就是以布施令所化欢喜，成为法

器；以爱语演说显密成佛大道的妙法，开启所化的眼目，让

他能明明晰晰地见到这个解脱道和成佛道；利行，就是把弟

子安置在实修的路上；同事，由自己作楷模，带动他修持而

不退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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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这样，自身已经实证了妙道作为根本，所谓自成熟

才能成熟他；其次，有一个悲心滋润相续；到了自身成熟的

时候，他一定会以悲心推动，运用四摄法来摄受弟子。这个

四摄花开得非常灿烂，它的芳香和精华时时摄持着善缘弟子

的蜜蜂群。 

像这样会发现，长期不离善知识，就这个即身成佛龙钦

宁体的大道来说，如果所依大道的上师需要具足这样的德

相，那么我们去依止的时候，就像慈母养育婴儿那样，不断

地受到滋养。也就是，他自己已经具有成就自他二利的德相

和能力，像刚才说的，在清净戒的大地上，如理如量地以多

闻和悲心滋润了心地，从中发生了通达显密、实修其道并且

出现了断证功德的智慧妙果；他的悲心自然地发出来会摄受

有缘者，将有缘者也引入到显密双联的成佛大道上。这样去

依止，由于上师的功德和加被力，就能够成为佛法的人才，

也就是得到成就。 

相反，如果没有在这样的清净大地上受过滋润，更没有

这样地结智慧果、开四摄花，那自身没有能力，其他人即使

去依止，也不具有养育他者身心的能力，就像自身没成熟不

可能成熟别人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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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依缘起理思惟：为什么一切时处都要依止善知识和善

友？ 

2.结合普通木头在檀香林长久受熏变成香木的譬喻，谈

谈熏陶成才的方法和过程是什么。远离邪师、依止具德善知

识有什么必要？ 

3.总的具德善知识需要具足哪些德相？以喻义结合的

方式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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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二、特别密法窍诀上师之德相 

特别方面，开示密咒金刚乘窍诀的甚深要点，上师需要

具足续部宝所说如下德相：能成熟灌顶之江河无有间断之

故，成熟相续；灌顶时所承诺的誓言及其他律仪处无有相违；

烦恼、分别微少故，相续寂静调柔；密咒金刚乘因道果一切

续部义悉皆通达；见本尊面等近修之相已得圆满；现前实相

而亲证故，解脱自相续；相续充满悲心故，唯一希求利他；

已断除今生世间法之耽著故，俗事微少；摄取来世义利故，

殷重思惟正法；由见轮回唯苦故，心具大厌离；且劝导他人

行持此道，由随类调伏门摄受弟子诸方便上已得善巧；依照

上师言教修行故，具足传承加持力，需依止具足如是德相之

师。颂云：“特别开示窍诀师，得灌住誓极寂静，通达因道

果续义，近修之相得圆满，亲证解脱自相续，无量悲唯求利

他，俗事少殷重思法，具大厌离劝他行，于诸方便得善巧，

具足传承加持力，依如是师速成就。” 

特别来说，传授金刚乘密法窍诀的上师，需要具足密续

中所说的德相： 

一、得灌成熟相续 

密续中所说的能成熟灌顶之江河没有间断，一直传至此

上师处，因此相续获得成熟。 

二、誓戒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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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顶时承诺的誓言与律仪无有违犯，具清净戒功德。 

三、寂静调柔 

相续中的烦恼和分别很少，所以相续寂静调柔。比如，

内在贪欲、嗔恚、嫉妒、骄慢、散乱等等烦恼很少，在自他

人我方面、享受方面、各种计较方面，很少有诸如此类的妄

念分别。 

四、通达密续教义 

对于密咒金刚乘因、道、果三类诸种密续教义，都通达

无碍。 

五、修相圆满 

出现了亲见本尊等圆满的近修兆相。 

六、相续解脱 

由于自身亲证实相，致使相续获得解脱。 

以上在密法上有成熟相续、寂静调柔、教证圆满、获得

解脱等的殊胜功德。 

七、悲心唯求利他 

由于悲心充满相续，所以远离私欲私愿，唯一希求利他。 

八、俗事微少 

断除了此生世间名利享受的耽著，所以世间俗事很少。

也就是说，心不希求世间名誉、地位、恭敬、享受等等，因

此，心不会缠绕在世间世俗中，俗缘少、俗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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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殷重思惟正法 

由于看破了世间，放舍了今生各种俗事，内心唯一摄取

来世以上的义利。这样的话，心放下了俗事，一心思惟正法，

也就是心心念念全在道上，不在俗上。 

十、具大厌离 

对于轮回中的一切盛事，上至天王的富乐享受，都见到

唯一是苦性。轮回是个大苦海，有大厌离心，而且劝导激励

别人修解脱道了生脱死。 

十一、通达方便 

由随类教化的途径，在摄受弟子的方便上具有善巧。也

就是，随着弟子各种根性、意乐、因缘状况、修行阶段，能

够因材施教、量根施法，善巧地运用方便作随类教化。 

十二、具足传承加持力 

依照上师教示而实际成办，因此具足传承的加持力。 

如果能遇到具足以上这些德相的密法窍诀上师，如法地

依止，就会快速得到密法成就。 

现在对于龙钦宁体的整体法道，也有单独分出前行部分

来传授，这时，所依止的法师，最低只需要具足传授前行法

门的德相。 

庚二、认识应舍上师之体相 分二：一、通说四类；二、

特说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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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一、通说四类 分四：一、婆罗门式上师之相；二、

木磨上师之相；三、井蛙上师之相；四、疯狂向导上师之相 

壬一、婆罗门式上师之相 

相反，应当舍弃的上师的法相：虽然自相续中无有少许

闻思修的功德，却自认为我是某某上师的公子或者侄子等

等，超胜他人，现在我的继承者也是这样的。这种就是婆罗

门式依门第守护的上师。 

这是一种世袭上师，就像婆罗门家族以门第守护，父传

子、子传孙，都是做那种教师的身份。如果相续中没有少许

闻思修的功德，只是说：“我是某某上师的公子或者侄子或

者其他亲属，非常殊胜，超过别人，我的继承人也是这样的，

他也比别人优胜。”就像这样，仅仅凭一种门第来护住他的

身份，像这种情况不应当依止。 

因为只有一种虚假的身份或形式，对于这样的解脱和成

佛的法道，没有发生听闻了知的功德，没有发生思惟通达的

功德，没有发生实修实证的功德。那像这样，自己连道是怎

么走都不清楚，光是凭着有一个“身份资格证”，怎么可能

引导我们走解脱和成佛的路呢？因此要看内在的实德，不要

重外在的噱头。 

壬二、木磨上师之相 

再者，虽然有少许闻思修功德，但不是以希求来世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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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清净等起而修行，而是顾虑自己退失舒适的上师地位，由

此为了现世利益而做，这些上师就叫做“木磨上师”，意思

是他不能调伏弟子的相续。 

这种上师有一些闻思修的功德，比如多年学习各类显密

教法，有听闻、思惟、辩论，获得了某种佛教的学位、地位，

但是没有出现真正的道心。也就是，所有这一切的做法，都

不是以希求来世的利益来修道的。就像仲敦巴尊者当年的开

示那样，实际上这很不容易，真正舍弃今生才能入道。 

那么，这种上师为什么会作闻思修呢？他是害怕自己失

掉舒适优越的上师地位。由于人的烦恼、邪心，在佛教中也

搞出了一套世间法，也有这佛教里的名声、地位，也有竞争。

倘若不作一些闻思修，自己讲不出佛教里的门门道道，没有

学位，没有雄厚的资本，到时候就当不成上师了，或者攀不

上高位，当也当不稳等等。这样子，为了能够得到或者保住

现世的名利、地位、恭敬，就需要作一些闻思修。佛教里面

非常突出光耀的是这个上师的地位，为了追求这个，作一些

闻思修。就像这样，叫做“木磨一样的上师”，他没法调伏

弟子的相续。 

所谓的“木磨”，就是木头做成的磨。它主要有两个特

点：第一、人去推的时候，木磨会发出很大的声音；然而它

重量轻、摩擦力小，所以根本没法把青稞磨成糌粑粉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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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磨粉的作用，这是第二个特点。 

同样，这种上师很会自我吹嘘，说得特别大。比如会说：

“虽然我很想去闭关实修，但寺院里没有我来住持、为大家

灌顶传法的话，寺院就没办法运转，僧俗大众的利益都成办

不了了！”这就像木磨发出的声音特别大一样。要知道，他

是因为耽著现世，害怕失去舒适的上师地位，才这么说的。

由于是为了现世利益才作了一点闻思修，可见连修道最初一

步的退现世心都没有；既然连最初步的调伏自相续都没做

到，毫无修证功德，那就根本没办法调伏弟子的心相续。这

种上师没有能力带领弟子走成佛的大道，就像木磨没办法把

粮食磨成粉，起不到石磨的作用一样。总之，这类上师自我

吹嘘得特别大，听起来好像真能调伏弟子的心，实际丝毫没

有调伏弟子心相续的能力，所以是“木磨般的上师”。 

壬三、井蛙上师之相 

又有相续中无有少许高出一般凡夫的功德，但是其他愚

人却生起信心，由此没有观察就将他置于高高地位，他得到

恭敬利养忘乎所以后，相续中充满了骄慢，而见不到贤德者

的功德，这叫做“井蛙般的上师”。 

井蛙的情形是这样的： 

从前有只老蛙，长期居住在井中。一天，有只青蛙从大

海前来，到了它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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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蛙问：“你从哪里来？” 

它答：“我从大海来。” 

“大海有多大呢？” 

“大海非常大。” 

“有我这井的四分之一大吗？” 

“不止。” 

“那么有没有一半大呢？” 

“也不止。” 

“有这口井这么大吗？” 

“还不止。” 

井蛙说：“不可能有那么大！需要看过才信。” 

两只蛙就一同去了大海。见到大海时，井中老蛙惊吓而

昏倒，头裂而死。 

这里要分清实德和虚位。不具实德，指这种上师内在没

有一点点高出凡夫的功德；徒有虚位，指被捧到了上师高位，

也就是一些愚人看不到真与假，非常生信心，没有观察就把

他捧到了很高的地位。这样在得到了很多的利养、恭敬，在

各种的光耀、吹捧、冠冕堂皇之下，导致忘乎所以，看不到

自己的状况，反而相续中不断地滋生骄慢，不断地膨胀，导

致最后充满了慢心。这时慢心障蔽，不见其他具德者的功德。 

这种慢心过度膨胀，会发生倒取所缘的作用。怎么倒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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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缘呢？就是颠倒地取自己为最伟大、天下第一，沉浸在虚

幻的崇高感当中。对于具德者就会看得很低：“他肯定没有

我这么大，那个没有什么的！”就像这样一种颠倒心成性，

没有了自知之明，不见圣贤们的功德，也就不会去谦虚请教、

求学而有所上进。这种就可以看到他的真容量和假容量，假

容量就是吹出一个大大的气球，出现一个大大的空架子；真

容量就是里面没有什么功德。 

“井底老蛙”，要明白，它一直只是处在一个井口范围

大的境界里，而它的内心状态却以为“我是世界第一”。当

海边青蛙来的时候，它不知道海量如何，一出口就说：“只

有这个井的四分之一大吧？”这个高姿态非常明显。然后再

降一下：“只有二分之一大吧？”之后说：“最多跟我一样大

吧？”这样就可以看到，它认为“没有比我大的！”等见到

了大海的时候，居然如此的辽阔、广大，它没法接受，一下

子昏厥在地，脑袋都爆炸了。 

像依止这样的虚假的空架子、大气球，里头极小的含量，

也不可能带领我们真正地行解脱道和成佛道，没有必要依

止。 

壬四、疯狂向导上师之相 

再者，由于并未依止善巧的上师而精勤学习经续诸教典

故，听闻寡少；由于相续中烦恼粗重，无有正念正知故，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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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律仪与誓戒；虽然相续的程度比凡夫还低下，却按照大成

就者的作为那样行持故，空中狂行；嗔恚及讥讽重故，断掉

慈悲心之吊索，如是之师称为“疯狂向导恶知识”，即是引

人入邪道之师。 

这类恶知识有四相：一、少闻；二、犯戒；三、疯狂行；

四、断慈悲。 

少闻，指他并没有依止过智者上师，精勤地学习显经密

续广大教海，也就是没有学教的功德，孤陋寡闻。 

犯戒，是指相续粗重，没有念和正知的缘故，致使坏律

仪、违誓言。 

疯狂行，指相续的量比一般人还低，却做大成就者的行

为，所谓在虚空中行。比如模仿大成就者的自在行为，杀盗

淫妄、饮酒吸烟等一切都不在乎等等。 

断慈悲，指内在嗔心重、外在讥讽重，断掉了慈悲众生

的吊索。所谓的“慈悲吊索”，就是心一直系在众生上，哀

愍众生，慈心予乐、悲心拔苦，始终不离开这种心系众生的

情怀。 

所谓“疯狂向导”，就是指只会把人引到颠倒的邪途中，

不会引到真实的正道上来。 

辛二、特说一类 

特别而言，若无有少分较自己增上的功德，远离慈悲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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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心，此种上师不知如何开启弟子的取舍之眼，就是所谓的

“盲目向导”。 

特别而言，如果没有少分高出自己的功德，又远离慈悲

菩提心，这种上师称为“盲目向导”，也就是他不知道怎么

来给弟子开启取舍之眼。 

在依止的缘起上，如果依止功德比自己高的师长，会有

所进步；依止跟自己相等者，难以进步；依止比自己下劣者，

只会退步。像这样，如果所依的师长没有增上功德，又远离

慈悲菩提心的话，那就是没有能力来给弟子开取舍之眼。只

有在弟子不懂得的地方，他能够开示、指点，才能开弟子的

取舍之眼；如果自身尚且是盲目的，他怎么会带领弟子走这

一段路呢？所以就称为“盲目向导型的上师”。 

偈颂云：“犹如婆罗门依门第护，顾虑退失舒适之地位。

安住闻思非为来世果，犹如木磨无益之导师。虽然不违异生

凡夫性，愚者起信置于崇高位，供养利养恭敬成骄慢，犹如

井中老蛙邪知识。听闻寡少违背律仪戒，相续量低行为高空

行，折断慈心悲心之吊索，若依疯狂向导增罪业。特别无有

较己增上德，离菩提心依名声依止，如依盲目商主大失误，

欺诈相伴将漂黑暗处。” 

总的来说，如果只是凭着名声大，是某某上师的公子，

下面有多少弟子，又有如何的形相、如何的地位等等，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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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外在的虚名就去依止的话，这样是一种大错误。因为自己

是个盲人，只依了一个盲人向导，心里寄望着可以跟着他走

解脱和成佛的路，进入到光明之路，但是盲人依盲人，结果

只有唯一地漂流在黑暗的地方。诸如此类，不具德相的、只

具虚假上师相的人，都不必去依止。 

 

 

 

思考题 

1.传密法窍诀的上师需要具足哪些德相？ 

2.我们应舍弃哪五类邪知识？具体说明其体相，并思

惟：为什么不能依止这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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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二、由认识依止邪正二种知识的过患和利益而作无误

进止 分二：一、认识依止邪知识之过患；二、认识依止善

知识之利益 

庚一、认识依止邪知识之过患 

以此原因，莲师也说：“不察上师如饮毒，不察弟子如

跳渊。”这意思是说，由于上师是生生世世的托付处、取舍

之处的指导者，因此，如果不善观察而遇到邪知识的话，将

使信士一生的善资粮全都落空，这次所得的暇满人身成了空

过。此情形如同大树底下盘踞着毒蛇，认为那是树荫而来树

下，由此会被毒蛇咬住，毒发而死。偈颂云：“是故若未极

观察正士，则令信士善资徒空弃，获得闲暇时期如错认，毒

蛇计为树荫而受欺。” 

由于依止盲目者的歧途导师，会出现以盲引盲入黑暗处

的问题，因此莲师说到：“不察上师如饮毒，不察弟子如跳

渊。”为什么说不观察而随意依止上师，就像饮毒一样可怕

呢？因为上师是生生世世心的寄托处，是取舍之处的指示

者，依止后要跟着他走，按照他的指示和吩咐来做。假使没

有善加观察，依止的是邪知识，由他引导邪路的话，那所作

的一切都不得利益，反而遭受损害。像这样，一生当中修积

的各种善根都会空耗，这次得到的暇满人身也由于取不到实

义而成了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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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大树上盘踞一条毒蛇，没有好好观察，以为那是树

荫，去到那里能得清凉，这样就想依止那个树荫。结果依在

它跟前，不但没有实现获得清凉的所愿，反而被蛇咬伤，毒

发身亡而死去，这就成了完全受欺诳了。 

要这样来认识这个譬喻：毒蛇和树荫非常像，都是一片

阴影。没有善加观察，将损害之源的毒蛇当成了清凉之源的

树荫，这比喻没有运用智慧善加观察，不能明辨邪正知识的

差别，致使将外相很像贤者、像高士、像成就者的邪师，当

成了真正的善知识。由于他心中并没有佛法的见行、教证等

功德，而是充满了各种错误的见解、行为等等，依止他就出

现了邪气入身、见行颠倒的过患，这样就取不到真实的利益，

反而出现负面的过患。最后发现事与愿违。初衷是想依师来

行解脱道、成佛道，因为自己是个盲人，结果依了一个盲人，

没有出现任何解脱和成佛大道上的利益，反而发现一生白白

空过，闻思修等的功德没有出现，所以说，这是真的上当了、

受骗了。 

像这样，认识了依止邪知识的过患后，应当谨慎而为，

如果是不正的邪知识，就不应该去依止。 

庚二、认识依止善知识之利益 分三：一、由建立真佛

之想作为根本；二、由比喻门广大认识具德上师之德相与作

用；三、由此认识与具德上师建立法缘之殊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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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一、由建立真佛之想作为根本 分二：一、由法身色

身不二门认识上师真佛体性，而生起真佛之想；二、由权实

分辨门消除凡庸之想，而生起真佛之想 

壬一、由法身色身不二门认识上师真佛体性，而生起真

佛之想 

以此缘故，经由善加观察、无误伺察，从而获得了具足

上述此等功德的上师，随后就要做到不离真佛之想。即是：

圆具如是一切功德的上师，唯是十方一切如来的悲心与智慧

本身，为了所化众生而以补特伽罗人之身相降临。偈颂云：

“圆具一切功德上师尊，乃一切佛悲心智慧界，依人身相降

临所化境，悉地之本更无出其上。” 

经过善加观察、无有错谬地详审细察后，获得了圆具上

述功德的上师善知识后，就要不离真佛之想。这个的途径，

首先要由二大要门产生真佛观念，再由数数熏习使得真佛观

念得到稳固，由此就建立起了依师大道的根本，也成为能获

取最大利益的源泉。 

首先，由法身色身不二门来认识：圆满具足上述见行等

功德的上师，实际上是十方一切如来悲心、智慧的体性，为

了利益所化众生，以补特伽罗人的身相降临世间。正如《功

德藏》偈颂所说：圆具一切功德的上师，是一切诸佛的悲心

智慧界，以人的身相来到所化之地，在一切成就的根本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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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此更甚者。 

这里要分清法身和色身，并认识法身与色身不二。首先

从法身看，这是如来悲心、智慧的起用；从色身说，是为了

利益所化而现成了同类人身。下面对后者详加说明。 

以我们为例，我们是娑婆世界六道中的人，而且是处在

五浊炽盛时期的人。为了利益我们，佛的智慧和悲心与我们

的善缘会合，就会在我们心识前显现一个同类的人的身相，

成为我们所依止之处。同类，就是说他也是个人，有人的眼

耳鼻舌身意六根，寿命不过百年，显现人的同类的模式、状

况、语言、心理。比如，有入胎、住胎、出胎而降生；有呱
g u

呱
g u

坠地，逐渐地学习语言、生活起居；然后发展到童年、

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有一系列的过程。学同样的文字，

说同样的话，受用同样的饮食，有同样的威仪、生活方式，

世出世间的正法都要依师学习，进而深造成就的过程。如果

示现在家身，还有家庭、职业、生活、工作等等。像这样，

以人的形态来到世间，这是显示色身，因为他可以最切近地

给众生做依止处。 

以我们的导师释迦佛来说，他的悲心是要摄取娑婆世界

重五浊恶世的众生，所以以他的愿力，他一世一世都要来，

而且都是示现同类身。为什么要在秽土成佛呢？就是为了最

接近、最方便地来摄受这些苦难众生，可以去说相应的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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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调伏，逐渐地引导。就如同要摄受幼儿，就一定要入幼儿

园，做幼儿的老师那样。 

为什么要示现同类身呢？要知道，就连稍有不合适、不

恰当处，也和所化的心难以接近契合，而难做到利益。示现

高了不合适，示现低了也不恰当，示现异类也不行，就像跟

A 国人说 B 国话那样。或者人在地上走，他在天上行；或

者没有什么学习过程，随意地完全通达，这样也难适合众生

的情况，引导不了他们，因为现出色身的目的是引导众生，

不是自己要学习，不是自己要如何。就像文殊菩萨智慧第一，

但是他要引导狗群，还要示现为狗，连示现为人都不行。因

此，这是现同类身，说同类语，与众生十分地契合、相应，

完全顺应他的心、顺应他的情况来表现一切的。以上就是示

现同类色身的情况。 

其次，我们要认识法身，也就是这个同类身的幕后是什

么，根源之处如何，他其实是真佛的智悲的起用。就像木偶

戏，在台前有一种表现，是要顺合观众的心理使他欢喜，幕

后还有一个操纵者。那么，这个如来的智悲怎么来理解呢？

专就救度我们来说，愿意现这样的同类身，俯下身来救济我

们的苦难，这是佛的悲心在起用；非常明白这个同类身上运

用怎样的方便，来引导这些众生逐步地脱离苦海，这是佛的

智慧在起用。除了真佛的智悲起用，加持所化的心，没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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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任何东西，所以说法身与色身不二。 

经由以上的指导，我们要从这个要门来认识上师的真佛

体性，发生真佛之想。 

壬二、由权实分辨门消除凡庸之想，而生起真佛之想 

如是的圣德上师尊，乃是为欲以方便引导化机，暂时的

行为等似乎显现与一切凡人同品，真实义中心住于佛境界

故，运行机制与一切凡人相反。由于任何作为唯一是顺应化

机相续的具圣心意的作为，因此，较一切人殊胜；于断除疑

虑上具大善巧，能忍弟子的邪行及疲厌，故如独子之母。偈

颂云：“权巧之义品类同一切，真实之义机制异一切，具圣

心故超胜于一切，巧断疑惑能忍邪行疲。” 

这里关键在于分辨权实二门，要了解两分：一、权义上

与一切人同类；二、实义上较一切人超胜。 

圣德上师们为了以方便引导我们这些所化，暂时的行为

相等，似乎跟一切真正的凡人是同样的，这是权义同类。真

实义上，他的心唯一住在佛境界里，所以他内在的用心、安

排，或者设想，或者意境，是跟一切凡人都相反的。原因：

他的所作所为唯一是顺应众生的心，有秘密心意或者深有意

趣的一种作为，所以这是比一切凡人都超胜的，这是实义超

胜的意思。 

“运行机制”指正觉的机制、佛的搞法。包括最初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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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间的善巧示现，缘起上引向何处，各阶段的安排，这

些就是佛智悲的运行机制，或者佛事业的轨道，跟一切人完

全相反。比如，发心上唯一利他，从本愿出发；中间的做法

上，都是安住在智悲佛境界中的巧方便，各阶段的安排唯一

顺应所化的情况，有各种任运的显现；从结果上，就是要将

众生引到解脱和一切种智的轨道上。不是像凡人那样，为了

自己起那样的心，要说那样的法。为了达成自利，要这么修、

这么做，整个一套都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去搞的，是处在我执

无明的状况之中发生的各种运转。二者截然不同。 

“顺应化机相续”就是应机的意思，所谓应以何身调伏

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所化是什么程度、什么意乐、什么因缘，

就恰如其分按照那种状况来示现行为。不管是威仪、态度、

语言、法门的类别或层次，都不是自己要说这种话、修这种

法、现这种仪表态度，而是众生需要，是按照众生的机缘现

这种行为，如同幼师教化幼儿那样。 

“权义上与一切人同类”，这在前一科里做了详细解释，

现在显示“实义上较一切人超胜”的涵义。举例来说，比如

文殊菩萨要度一个外道，那就要顺应外道的心、外道的方式

来做行为的安排。这样出现在外道前，做外道的导师，说外

道的语言，出现外道的观念、作风、姿态，看起来就跟一切

外道一模一样。其实，文殊菩萨的秘密用心，他做这一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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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深有意趣的，都是要顺应所化的心怎么来转化而做的。比

如先要适合他的心，引他欢喜、引他崇拜；之后又要在第二

阶段破掉外道的邪谬，引他入正途；引入正途之后，进一步

又如何接引，像这样都是有密意心境的，这是超过一切外道

的。 

从这个方面来理解，真佛上师们，他们会示现得很低，

甚至有错误、有烦恼等等，那么他是有用心的。比如为什么

先示现水平低呢？因为所化水平低，所以不能太高。或者，

后来他为什么要改变呢？因为到这个时候需要另有方式。或

者，有的时候用寂静调柔门，有的时候用忿怒呵责门，用种

种方式来做。或者有的时候示现愚痴，有的时候示现有贪欲

等等。诸如此类，他是深有用心的，不是真正的凡人。 

再就智和悲两分来说，他会很近地示现跟凡夫同类的

相，更近一点来说，就是跟那个所化弟子相应、能接引他的

一种状况。那么在这个上面，有智和悲两种德相在起用：智

慧上，他针对相应水平的弟子，要断除他的疑惑，非常地善

巧；同时，他的悲能够安忍弟子的一切邪行和度化所化期间

的所有的疲劳，他心里根本不会在乎这些的。那么，他是有

一种如慈母爱独子般的悲愍之心，是以这个智和悲推动，才

示现这样儿童般的众生的行为。 

他的意境、用心跟一切人完全相反。所谓的凡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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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执用事、法执用事；他没有我执、没有法执。所谓的凡夫，

就是自我中心、自我为主；他不是自我为主，而是利他为主。

所谓的凡夫，就是一个无明冲动，虚妄分别起来，有种种的

思想、语言和作为；他是智悲的起用。像这样，从这个大的

角度会知道，内在的意境或者用心跟一切凡人相反，这是能

决定的。凡夫都是以无明的冲动，往生死和恶趣里走的；他

是完全解脱的，就只是本性智悲在起用，这样就是完全相反。 

这样由权实分辨门会明白，在什么上是同类的，在什么

上是超胜的。现同类身，说同类语，似乎跟凡人表现一样，

这是同类的。但不能以此就认为是凡庸，因为他的内在跟一

切凡人是不一样的，他是智悲的佛的行境，只是俯下身来，

在各个阶段为了接引所化，他暂时要出现各种的行为方便，

这叫做“权巧义”，这叫做“权宜之计”，叫“方便门”，这

就是“权”义。“实”义，就是只有佛的智悲在起用，这就

是超胜处。像这样认识，就不会有凡庸想而是起真佛之想。 

 

 

思考题 

1.依止邪知识有怎样的过患？原因是什么？ 

2.值遇善知识后，如何做到不离真佛想？从色身法身不

二门和权实分辨门具体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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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二、由比喻门广大认识具德上师之德相与作用 

一、由诸多比喻发生广大认识的必要性 

这里善巧地运用比喻数数观察，就是所谓的“面面观”，

这是殊胜的生信心的途径，是善巧的转心的途径。十二种比

喻就是面面观，认识得全面了，生信心的机会就多、就大，

而且会结成很好的综合效果。所谓有丰富的认识就有丰富的

滋润，有丰富的滋润就会开启繁茂的信心之花。既然是万德

圆满的上师，当然就有这么多的比喻来赞叹他、描述他，来

引导我们的心认识，而且也应当生起这么广大丰富的认识才

好。不然，我们怎么会认识具德上师是一切菩提道的根本

呢？怎么会在一切生中贯彻依止上师的大道呢？怎么会发

生生生世世不离师的大愿呢？怎么会视其身为佛身，视其语

为佛语，视其心为佛心，而无比恭敬地顶戴依止呢？如果缺

少根本的认识的话，这一切都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那样，

难以出来。所以，要由很多的比喻发起广大的认识，这是极

端重要的。 

二、十二大比喻的涵义 

这里按照比喻的指点，从极为殊胜的德相上体认，上师

是最胜之人、最极贤妙之士。由此认识了极具功德、作用后，

就会生起大的信心，知道依止这样的具德之师有不可思议的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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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师是慈航 

圆具如是一切功德的上师尊者，犹如度众越过轮回大海

的慈航； 

这里从能度、所度两方面来认识上师伟大慈航的德相。 

所度脱处，指无边无尽的轮回苦海。这不是度出今生的

忧苦，也不是只度出恶趣的忧苦，不是表面缓解忧苦；而是

彻底度出轮回苦海，出离三苦之流，从今往后再不会有任何

苦的风浪。像这样，达到彻底地度脱。所度脱之人，是指无

量沉溺在生死苦海里的众生。 

能度脱，指上师心相续中的智悲力功德，他的本愿与事

业就是常作苦海度人舟。下至仅仅一面之缘，也一定会被上

师的慈悲之钩钩住，被上师的愿力救度，而终究达到大乐彼

岸，何况身心如法依止上师，决定能被上师慈航托住，平安

顺利地到达彼岸，所以，这是极其殊胜无与伦比的伟大慈航。 

（二）上师是商主 

犹如无误指示解脱与一切种智正道的商主； 

这里从能指示和所指示两方面体认上师伟大商主的德

相。 

所指示的不是外在的道路，不是世间的道路，不仅仅是

指示此生来生得世间人天安乐的正路，也不只是指示得小乘

寂灭解脱的道路；而是指示成就解脱和一切种智的道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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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极大的所指示处。 

能指示，是上师具有解脱道的道眼和一切种智的道眼，

能无有错谬地引导弟子行持这样的大道，开示方便，顺利行

进，呵责过失，避免歧途等等。就像这样，能够一路带领，

终究进入一切种智的大乘，所以这是无上的商主，带着无量

父母有情平安顺利地行往且完成解脱和成佛的妙道。 

这样就要体会，首先是具有菩提心，要将法界中所有的

母亲，全数都安置在解脱和一切种智的果位上，所以是一个

大商主的发心。接着，就是具有大商主的妙眼。由于上师已

经实证了解脱和一切种智，具足方便波罗蜜多，完全能够无

误地指示怎么来走这条路，带着无数的父母有情踏上这样的

安乐之途。而且，中间能够一路地护送、加持，消除违缘障

碍等等。像这样，要认识伟大商主的德相。 

（三）上师是甘露雨 

犹如息灭业惑炽燃火聚的甘露雨； 

这里要从雨和甘露两方面的作用，认识上师是无上的甘

露雨。 

就像雨能够熄灭炽燃的大火，由上师的智慧和慈悲普降

正法妙雨，开示实相，能息灭我们内心的愚蒙，以及以此发

生的各种业和烦恼的炽猛大火，获得内心的清凉。比如，消

除各种我执发生的贪欲、嗔恚、嫉妒、傲慢等等的猛火，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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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各种身语意恶行的猛火，这样就得到了清凉。 

再者，甘露是不死药、恢复生机药，以上师的加持，能

够消除业惑，解除生死大病，恢复法身慧命，所以是甘露雨。 

（四）上师是日月轮 

犹如遣除浓厚无明痴暗而作正法光明的日月二轮； 

就像日轮和月轮能消除白昼和夜晚的黑暗，给世间界带

来光明那样，上师能消除众生心中浓厚的无明黑暗。当见到

实相后，就不再执著假相，不再向外追逐客尘，回到本来之

地。再者，上师作正法大光明，使我们照见万法的真相。 

这里要由内外对比，来认识上师是无上日月轮。日月有

破暗显明的作用，但它只能消除外界黑暗，照明外界色法；

上师日月轮，能消除我们内心浓厚的无明痴暗。也就是，从

无始以来，我们一直处在长夜的无明黑暗之中，不明业果，

不明空性，不明自心本来是佛等等。由于上师的智慧力和加

持力，使得我们破除这些痴暗，见到诸法的实相，这就像破

除内心痴暗重现大法光明那样，所以对我们来说，上师是无

上日月轮。 

像这样要体会，就像乘上了大愿慈航，依止了伟大商主，

得到了大甘露雨滋润，得到了大日月轮照明那样，依止了具

德的上师，所得到的利益会有多大，也就是会出现怎样的不

可思议利益！这些比喻非常善巧，从中很容易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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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师是大地 

安忍邪行与疲厌，见地行持广大，犹如大地； 

如同大地能够安忍人、马、车乘等的踩踏碾磨，能包容

种种粪秽不净物，承载一切好坏之物，没有疲厌，具有这样

的安忍之德；而且大地极其宽广，成了地上一切生物生长的

所依，一切事业开展的所依。就像这样，上师能够安忍一切、

承载一切，以大悲愿力，为了救度无量无边的苦难有情，能

安忍众生种种邪行和利他的各种艰辛劳苦，无怨无尤；上师

的见地极其广大，安住此见地的行持也就随之而极其广大，

所以上师是大地。 

这里要从大乘佛道利他大行的坚忍和普遍载荷，以及极

其广大的见行，来认识上师无上大地的德相。大地是很好的

比喻，能启发我们的认识。这里从坚忍如大地、广大如大地

来开发认识，坚忍就是能安忍一切邪行和劳苦；广大就是见

地遍一切处、行持遍一切处，所以，上师就是这样心量极其

宽广的大地。 

（六）上师是如意树 

此生利益、来世安乐一切功德之生源，如如意树； 

就像天界的如意树，无论想要什么，都能如意出生。想

要妙食，出现妙食；想要妙衣，出现妙衣；想要乐器，出现

乐器，种种安乐资具都能随欲出生。就像这样，依着上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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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树，今生得利益、来世得安乐的所有功德或者所有美好，

都从上师这个根源如意实现，因此是大如意树。 

再从比较上认识殊胜，了解这个“大”的意思。因为这

是所有此生、来世种种利益安乐的随欲出生总根源，所以无

数倍超过了天界如意树。从普遍能生和如意能生两点来认

识，依止了具德上师，就好像依止了大如意树王一样，这会

有多么不可思议的利益。 

（七）上师是贤瓶 

成为诸乘诸宗难思难量门类凡百所欲的大库藏，犹如贤

瓶； 

就像贤瓶中应有尽有，想要什么都能从中倒出。在上师

智慧库藏里，有无量无数的法乘和宗派的门类，需要什么都

能从中流现。也就是说，三乘、五乘、九乘乃至无量乘的法

类，内教四种宗派或者显教、密教等等，所化有哪种需要、

希求，这个贤瓶里应有尽有，随意可传授。像这样认识这个

不可思议的贤瓶，它是无尽的大法库藏。 

就像最大的百货公司、最大的无尽藏那样，无论哪宗哪

派哪乘的法都具有。从这个库藏的全面性、门类无数、应有

尽有这些方面，认识上师确实是殊胜的大法库藏，是极殊胜

的贤瓶。 

（八）上师是如意摩尼珠 



50 依止善知识引导 

住于所欲四种事业大海之发生根源，如如意摩尼珠； 

“摩尼珠”，指转轮王所具有的能够作照明、清凉等妙

用的宝贝。“四种事业”就是息、增、怀、诛，比如息除病

障是息业，增长财富是增业，怀摄现有是怀业，诛灭魔障是

诛业。住于四种事业大海之发生根源，就是安住在一个发生

息、增、怀、诛四种如海事业的大根源的状况中，所以如如

意珠王。 

这里要从事业海的伟大根源处，认识无上摩尼珠的德

相；从所希求的大事业海上，认识上师的事业妙用广大；从

总根源，认识这是大总持性，具有一种万德万能、极其全面

的功德总根源的体性。比如，能够消除众生的身心病苦，是

大医王；能增长一切财富，是大财神；能消除一切魔障，是

大威猛力；能怀摄器情，是莲花王。这样是一种功德无量、

功用无限的大摩尼珠王，所以出现了如海的四种事业，无论

要成办什么，都能从这如意珠王无碍地流现，什么样的事业

都能做，什么样的作用都能起。要像这样知道，我依止到这

样如意珠王的具德上师，将会出现多么不可思议的利益！ 

（九）上师是父母 

普于无边一切众生，无有亲疏爱憎平等慈愍，犹如父母； 

父母对孩子有一种无私的慈悲心，上师还要更进一层。

我们要从平等、普遍、至深至切这些德相上体会上师慈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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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相，像这样视一切众生为孩子，没有亲疏爱憎的差别，

所以是无量无边众生的父母。 

所谓“平等”就是没有偏心，不会对一个亲和爱，对一

个疏和憎。尽虚空界的有情，都成了发心要作最大的拔苦予

乐的对象，所以是“普遍”。再者，“至深至切”，就像自己

身上有苦当下拔除，自己想要乐当下给予那样。要像这样了

解上师无上父母的德相。 

（十）上师是江河 

普缘尽虚空界众生悲心广大，于诸苦难无依有情悲心尤

为迅速，犹如江河； 

就像大江大河一眼见不到边际，非常广阔；再者，它迅

猛地奔流，从无延缓。像这样要体会，上师的悲心一直在照

看尽法界虚空界的所有众生，没有一个遗漏，所以悲心极其

广大；再者，这些沉沦在轮回里无依无怙的苦难众生非常可

怜，上师悲心不忍，会非常迅速地作救度，当众生祈求时不

会有丝毫延误，像发生切身之痛那样拔济他的苦难。像这样，

从广大而迅速的悲心德相上，认识上师是拔济尽虚空界苦难

众生的大江大河。 

（十一）上师是山王 

欢喜不由嫉妒而变迁，且不为执著之心所动，犹如山王； 

比喻说到的“山王”指须弥山，千万年不会有丝毫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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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不会出现被风吹动而动摇的状况。上师的欢喜是这样稳

固，所谓昼欢喜，夜欢喜，一切时处皆欢喜。从来不会因嫉

妒等转变掉欢喜而落入忧愁不乐，也不会出现执著之风，心

里动摇而失掉欢喜。像这样，欢喜之心境永远不会迁变，所

以欢喜如山王。 

这里要从上师亲证实相、没有违品的我执法执，所以恒

时快乐无忧，住在大解脱的境地来认识到，的确欢喜如山王。

这个“欢喜”要从悟道的角度来体认，真正开悟见了实相就

知道本来没事，没有什么要执著的，人和法都是假相，自己

本来是佛，没有什么要求的，就像这样快乐无忧，是这样的

欢喜如山王。 

（十二）上师是雨云 

平等舍心无有贪嗔扰乱，犹如雨云。 

就像大雨云普遍覆盖大地，平等地降澍滋润大地上的一

切万物，不会有一处执为自方贪著，一处执为他方嗔恚，或

者一处吸收、一处排斥，永远是平等的心境，没有什么自方

他方的偏重。就像这样，上师雨云永远也没有因贪嗔而扰动

的现相。这里要认识上师慈云普覆、慈雨普润的平等的德相。 

三、从自身上体会 

偈颂云：“如大慈航度人出有海，如真商主胜道无错乱，

甘霖寂灭业惑大火聚，等如日月消除无明暗，极大乘载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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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地，利乐出生之源如意树，圆具妙法故如贤妙瓶，普生

之源超胜如意珠，平等慈愍一切为父母，广大速疾悲心等江

河，无迁无变欢喜如山王，不扰不动等持如雨云。” 

这里的各种比喻，加上第一人称“我”来思惟、来忆念，

就成了切身的修法。比如，上师是度我出轮回大苦海的大慈

航，是给我无误指示解脱和一切种智正道的大商主，是寂灭

我内心业和烦恼炽燃猛火的甘露雨霖，是消除我内心长夜无

明黑暗、显现正法光明的日月轮。诸如此类，这样念恩思德，

体会上师的德相、作用，发生信心。 

而且从中了解到，我依止了这样的大慈航、大商主、甘

露雨、日月轮、大如意树、摩尼珠王等等，这将有多么不可

思议的利益！只要细心体察，一定很容易就能发生定解。数

数地从各个方面去思惟，一定会集成一个坚固的信心和恭敬

心，这将成为我们依师之道最重要的根本。 

辛三、由此认识与具德上师建立法缘之殊胜利益 

如是上师，从悲心与加持力方面等同一切诸佛，连接好

则即生成佛，连接差也将转成轮回有边，故偈颂云：“如是

上师等同一切佛，为害亦将相连安乐道，于诸无伪信心依止

士，增上定胜功德如雨临。” 

由以上两门认识，建立了真佛想，以及由十二种比喻，

开展广大德相的认识，这样当然就明白，具德上师从悲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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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持力的方面与一切诸佛相等，连接得好就可以即生成佛，

连接得差也会成为轮回有边。 

也就是，前面说到了，我们行解脱道和成佛道，单凭盲

目的自己，没有一点可能性，如果依止了像这样具足德相的

真佛上师，成为大道的大导师，这样子依止而行会得到怎样

的利益呢？假使有贤善的意乐和加行，来亲近这样的大如意

宝王，连接得好，上品是能一生成佛的；如果自身的德行差、

因缘差，这样连接得差，也将成轮回变得有尽头了，也就是

将来一定会解脱的。 

《功德藏》的偈颂中说：即使做了损害，由于上师的悲

心不舍、金刚的誓愿力，结上了这个缘，也终究会被上师的

悲愿钩住，而引到安乐之道上，如同世尊度歌利王那样，真

佛上师的本愿终究不会空过的。再者，如果有信心，没有虚

伪，真诚地依止，连接上这样的大如意宝王，那么增上生和

决定胜的功德，就会像大雨大量密集降下那样，在自相续中

出现无量万德。像这样，依止具德上师，会使此生极具利益。 

这里如果和依止邪师的无益唯损作对比观，就更加能够

启发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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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以喻义结合的方式思惟具德上师的德相。注意观察：

每种比喻的特点与上师的作用如何对应？ 

2.与具德上师建立法缘有何殊胜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