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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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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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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求解脱道初学凡夫 

境缘:朋友 事情 环境等 

状况:不定聚→遇缘易变 恶缘力大则变坏 

           善缘力大则变好 

结论:一切时处须依止善知识善友 

（二）特说当今时代的状况 

境缘:网络普及→强盛染污缘 

状况:退失功德 增长烦恼恶行 失坏暇满 

结论:更须一切时处依止善知识善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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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比喻产生定解 

（一）正面 

普通木材放入檀香林： 

1.一切时处不离受熏 

2.所有枝叶都受熏 

3.从量变到质变   →转成与檀香木同等妙香品质 

              (熏陶成材) 

（二）反面 

普通木材放入伊兰林： 

1.一切时处不离受熏 

2.所有枝叶都受熏 

3.从量变到质变   →转成与伊兰木同等恶臭品质 

              (熏染堕落) 

三、从意义产生定解 

（一）回顾以往 

处于现代环境→时时受颠倒风气熏染→背离法道 

（二）认识正邪相克的原理 

认同现代邪师邪论→受同化
克制

后世以上法道 

（三）对一切时处都需依止师友的极端必要性发生定解 

一切时处不离师友→常熏佛法见行→自身见行变成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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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离善知识熏习佛法： 

1.一切时处受熏 

2.全身心受熏 

3.从量变到质变 →转成与善知识同分圣贤品质 

            (熏陶成才) 

远离善知识熏染邪法： 

1.一切时处受熏 

2.全身心受熏 

3.从量变到质变 →转成现代颠倒品质 

          (熏染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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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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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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相续清净之大地 

不犯别解脱戒 不犯菩萨戒 不犯三昧耶戒→大地 

二、多闻和悲心之水滋润相续 

智：闻思显经、密续、论典而无误认知 →水 

悲：如母怜子般悲愍众生 

三、善巧显密仪轨、断证功德之果 

教：通达三藏四续仪轨 →果实 

证：实修生起断证功德 

四、由四摄之花摄受弟子蜂群 

作布施爱语利行同事而摄受弟子→开花引来蜂群 

显密联合上师之德相·意义 譬喻 

成就自利 三乘戒清净 依处大地 

多闻 有悲心 以水润泽 

通达仪轨 实修实证 丰富果实 

成就他利 行持四摄 开出妙花 

他利结果 摄受饶益弟子众 滋养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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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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得灌成熟相续 

二、誓戒清净 

三、寂静调柔 

四、通达密续教义 

五、修相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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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续解脱 

七、悲心唯求利他 

八、俗事微少 

九、殷重思惟正法 

十、具大厌离 

十一、通达方便 

十二、具足传承加持力 

庚二、认识应舍上师之体相 分二： 

 一、通说四类 

 二、特说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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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的继承人也是这样的。这种就是婆罗

门式依门第守护的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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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毫无闻思修功德 

外在：生在大德家族，自诩超胜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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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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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磨：声音大 

   不能磨粉 

木磨上师：自我吹嘘大 

     为求名利而作闻思修故不能调伏弟子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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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蛙问：“你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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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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在：毫无超过凡夫之功德 

外在：被愚人捧至高位 

结果：倒取所缘 骄慢高涨 见不到圣贤人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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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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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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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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未依师学教故→少闻 

二、烦恼粗无正念正知故→犯戒 

三、内心下劣模仿高深行持故→疯狂行 

四、嗔重粗语重故→断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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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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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德未超自己 →不懂引导弟子 

无慈悲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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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二、由认识依止邪正二种知识的过患和利益而作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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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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过患 

上师是 生生世世托付处 

故
依止邪师

导致
 空耗一生善根 

    取舍处之指导者       暇满成为空过 

譬喻 错将毒蛇认成树荫 前往去乘凉 被毒蛇咬死 

意义 错将邪知识认成善知识 起信而依止 出现大过患 

 

庚二、认识依止善知识之利益 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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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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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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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加观察→找到上述具德善知识→修真佛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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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具德相的上师是 法身:一切如来智悲起用 

故
 真佛体性

 

         色身:为利众生现同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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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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具德相的上师 权义:外在行为与一切凡夫同等 

故
 真佛体性

 

        实义:内在机制与一切凡夫相反 

一、权义:与凡夫思想同类 语言同类 行为同类等 

二、实义 凡夫:我执法执→虚妄分别
引发

思想语言行为 

     上师佛:如来智悲起用
引发

思想语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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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惟比喻
发生

广大认识
生起

信心 
(面面观) 

二、十二大比喻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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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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度脱处：无边轮回苦海 

所度脱者：我等苦海众生 

能度脱：上师智悲力功德 本愿事业 

（二）上师是商主 

犹如无误指示解脱与一切种智正道的商主； 

所指示：解脱正道 一切种智正道 

能指示：上师具有二种正道之道眼→能无误指示此道 

（三）上师是甘露雨 

犹如息灭业惑炽燃火聚的甘露雨； 

上师是甘露雨 雨:灭我愚蒙烦恼火→令我清凉 

         甘露:除我生死病 恢复法身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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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空中日月轮：破除外界黑暗 照明外界色法 

内上师日月轮：除我无明痴暗 令见实相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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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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安忍车马踩踏 不厌承载万物 极其宽广 

上师:安忍弟子邪行 不厌利生劳苦 见行遍一切 
        (坚忍)        (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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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师是如意树 普遍能生:能生此生后世一切利乐 

       如意能生:随我等意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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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师智慧中有无量法类→传我种种法 

（八）上师是如意摩尼珠 

住于所欲四种事业大海之发生根源，如如意摩尼珠； 

上师能成办息增怀诛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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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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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师之慈:平等 普遍 至深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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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师之悲:所缘广大 拔苦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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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师之喜:不生嫉妒 不起执著 →具稳固欢喜心 

（十二）上师是雨云 

平等舍心无有贪嗔扰乱，犹如雨云。 

上师之舍:无自方他方偏执→不被贪嗔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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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地，利乐出生之源如意树，圆具妙法故如贤妙瓶，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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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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第一人称“我”依譬喻思惟上师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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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德上师:悲心加持等诸佛
故
与之结缘 连接好:即生成佛 

                 连接差:将解脱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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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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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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众生
对于

 颠倒邪道:擅长为性 

故
不依师不能成佛

故
须依善知识 

      
(行邪道几率百分百) 

      解脱正道:完全无知 

      
(走正道几率为零) 

行邪道几率百分百 

一、根源:人我执无明
导致

造有漏业
结果

入轮回 

即
行邪道 

二、根源:业果愚无明
导致

造恶业
结果

入恶趣 

行邪道 时间:极长——轮回无始    

故
几率百分百 

 
(轮回路)

次数:极多——受生无量次 

    程度:极深——极擅长我执体系 

正反相克 

正道 

克制
 邪道 

  无我见 

克制
 我见 

 业果正见 

克制
 业果愚 



普贤上师言教·依止善知识 19 

 

走正道几率为零 

走正道 时间:极短——从未走过    

故
几率为零 

 
(解脱道)

次数:极少——零次 

    程度:极轻——极陌生无我体系 

 

意义:已迷失的众生，绝无不依师而成道的可能性 

譬喻:未取过宝的商人，绝无不依商主而到达宝洲的可能性 

 
三决定： 

一、人决定:自他一切众生         故
必须依止善知识 

二、见行决定:不依师则见行唯一走轮回恶趣路 

三、缘起决定:不依师凭自己走则解脱几率是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