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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量功德 
 

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品，讨论听闻这些内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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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种性与佛菩提，佛陀法及佛事业， 

清净有情亦难思，此等唯是诸佛境。 

 

在本论开头，我们听到以九种譬喻解释佛种性或说佛性，接着是证悟，然

后是证悟功德（佛陀法），例如十力、三十二相，再来是佛行事业，佛行事业以

另外九种譬喻来解说。 

即使是圣者，此指十地菩萨，即使是他们亦无法想象或完全领会这些；这

些只能是证悟者的对境，只有证悟者能了解。那么问题是，我们能做什么？若

甚至十地菩萨也无法思量或完全了知，那么我们能做什么？ 

 

378 

具慧信解佛境界，成佛功德聚之器， 

于此不思德聚喜，映蔽一切有情福。 

 

所以，我等凡夫能做什么？首先是摘要。 

弥勒怙主谈到一个热切希求佛性者，总体来说是希求七金刚句的人，而特

别是渴仰佛性者；一个对佛性怀抱热望、喜悦、兴趣与热诚，会因之而激动颤

栗的人。由于此人愿景宏大，他会因某个甚至十地菩萨也无法思量的事物而感

到激动颤栗。其他人也许从事布施、持戒等种种了不起的善行，但其目标可思

可量，并非恢宏的愿景。弥勒说，这些作为与善行所带来的一切福德，可以仅

因某个人对佛性感到激动颤栗而黯然失色。这是很重要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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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颂 378 令人惊叹，非常有力量。当你清洗衬衫，那个超越垢染且超越清

净的状态是无法思量的，因此，对那个状态怀抱着热望是一种恢宏的愿景。若

另有一人在清洗衬衫，而那无法思量的现象并非其意向，那么他的目标就很有

限。因此前述第二人清洗衬衫的情况与第一人有很大的不同，因为第二人洗衬

衫有如建造沙堡。不知怎地，他下意识地知道那样是行不通的，而每件事都是

如此，甚至供香或供灯亦然。怀抱着对佛性的热望来做那些事，与仅仅是为了

积累一些福德以便能长寿等而做同样的事，二者可说有天壤之别。现在进一步

解释。 

 

379 

若人为求菩提果，珠宝严饰黄金刹， 

佛刹尘数日日中，供养一切诸法王，  

余人于此仅闻句，闻已生起胜解信， 

依此所生之福德，较前布施德更多。 

 

 想象某人供养诸佛无尽的庄严，饰以珍贵珠宝的纯金花鬘，其数量如同宇

宙微尘。而且不只供养一位或二位佛，而是量等宇宙尘沙的诸佛；不只一天或

两天，而是每一天。那必然有极大的福德。 

 想象另有一人，某个寻求证悟者，他没有黄金严饰或任何类似之物，但他

对以下四点感到极大的喜悦、快乐与渴仰： 

 （一）我们全都具足佛性。 

 （二）垢染，亦即情绪烦恼与染污，是可以移除的。 

 （三）移除垢染之后，诸如三十二相等一切证悟功德都完完整整地在那

儿，毫无缺损或失能。 

 （四）佛行事业恒时示现，就如九个譬喻所述那般，譬如琉璃地面反射出

帝释天的映影。 

 弥勒怙主在此说的是，当你即使只是听闻这些文字时便生起热望与喜悦，

比起天天供养千佛无量黄金庄严的人，你的福德更为广大。当然，我们并不是

说你应该停止布施，我们只是说，如果你无论做什么都怀着对这四点的渴仰，

那将会让一切变得不同。这真的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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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具慧为求取，无上菩提经多劫， 

身口意业无勤作，能护无垢诸律仪， 

余人于此仅闻句，闻已生起胜解信， 

依此所生之福德，较前持戒德更多。 

 

 同样的，想想某个修持戒律的人，他精勤地戒除身语意的不善业，这么做

福德极大。但再一次，相较于某个对这四点心怀热望的人，所有那些勤作都不

算什么。一如中观，这些偈颂清楚地陈述，对大乘佛教徒而言，事实上对整体

佛教徒来说，智慧比行为更重要，它超胜诸如布施、持戒、道德或伦理等所有

事物。「一切众生皆具佛性，染污可以移除，而且移除染污时，一切佛功德与佛

行事业都会展现」，思惟这些更重要。想着这四点，比完全陷于对宗教律法的狂

热却没有这四点更重要许多。 

 

381 

若人修持能熄灭，三有烦恼火静虑， 

修持天梵至究竟，菩提不动之方便， 

余人于此仅闻句，闻已生起胜解信， 

依此所生之福德，较前静虑德更多。 

 

 同样的，想象某人为了熄灭烦恼杂染之火或贪欲嗔恨之火，而修持三摩

地，或修持四禅，或甚至修持毗婆奢那以便成佛，却未对此四个要点生起热

望。再一次，某个深受此四点激励的人，其福德更深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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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故以施得受用，持戒升天定伏惑， 

慧断烦恼所知障，此胜闻彼为慧因。 

 

 普通布施的结果是带来财富，普通持戒与道德行为的结果是更好的投生，

普通禅定能止息情绪烦恼，然而，只有智慧能根除染污与所知障。这是为何听

闻阐释此四要点的经论如此重要的原因。 

 再次地，这以比较详细的方式来解说，先从另一个摘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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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住与彼转依，彼功德及成就义， 

如来智慧之境界，四处如上已宣说。 

 

384 

于彼具慧信解有，力及具足诸功德， 

成就速疾能获得，善逝果位之缘分。 

 

 你们应该也把这两则偈颂写在某处，以便能一再地看到它们。佛性，或说

界这个元素，与我们同在；染污是可以移除的；移除它们之后，佛的功德就在

那儿；而且不仅是功德，佛行事业也在那儿。如果某人既聪慧又具福缘，他会

对这四点怀有虔敬。当这位菩萨看着别人，他会知道佛性亦存他们之内，他们

的垢染可以移除，一旦移除，佛的功德就在那儿，完整无缺，且佛行事业就会

展现。秉持这种态度，这样的菩萨将迅速获得证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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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不可思议境，信有如我亦可得， 

得果具足诸功德，于此由信胜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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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勤正念及静虑，智慧等诸功德器， 

菩提心于此等中，定当恒时善安住。 

 

 这两则偈颂谈到大乘修行人主要的挑战之一是没有坚定的菩提心，也谈到

没有坚定菩提心的原因。 

 就像这样，若你从此地开车去巴黎，你知道巴黎在那儿，是可以到达的。

因此你知道，车轮每转一圈，你就更接近巴黎。沿途或许会有一些障碍，但你

知道如果继续旅程，巴黎不会欺骗你，它就在那里。但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的菩

萨来说，当我们试着利益众生时，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众生，包括某些非常难缠

的，然后我们失去勇气。诚如巴楚仁波切所言，谈及「一切众生」、谈论「对一

切众生具有悲心与菩提心」很容易，因为那有点抽象。但比起对一切众生心怀

慈悲，对一个有情生起悲心就困难得多，因为你可能宁愿将这个有情放在一

边，而先寻找比较容易应付的众生！ 

 甚至在我们考虑其他众生之前，仅只是我们自己具有勇气就不容易。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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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老练的大乘行者，当他们修持时，他们信任法道、佛、佛的加持等等，然

而他们忘了佛这个元素与他们同在。因此，我们所有的修持方法、所有的修

持，基本上总是非常地有神论。那有点像是对佛祈请，以便佛会令你证悟。基

本上，你一直忘掉这四个要点。 

 因此，对这四点进行闻、思、修并心怀渴仰真的很重要，即使是要有坚定

的菩提心，也得从这开始。事实是，我们具有佛这个元素，亦即佛性，即使像

我们这样的人也能获得我们所讨论的这一切佛功德。甚且，我们早已具足那一

切。我们拥有佛的一切功德与示现，丝毫不差。了解到这点，你会发心进入大

乘之道；在大乘法道上，你将不会感到疲厌或沮丧。而且毋需费力，你几乎自

动自发地会寻求能提醒你这四点的方法并观修它们。了解这四个要点，是能确

保菩萨不会放弃〔利益众生〕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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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者恒住菩提心，故彼佛子不退转， 

圆满福德波罗蜜，以及诸善得清净。 

 

388 

福德五种波罗蜜，于此无有三轮执， 

是故彼等皆圆满，断除违品是清净。 

 

 我们接着偈颂 386 继续讲。有了这四点，对其进行闻思修并心怀渴仰，不

仅能确保菩萨在道上不会感到气馁，也成为生起一切福德与智慧资粮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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