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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金刚句：功德（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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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无云空月色，秋季湛海水中见， 

如是正觉坛城中，佛子能见遍主身。 

 

 如同秋月映照在水面，即使水里也许有树木花草生长于其中，也不会

妨碍月亮的倒影。同样的，不论佛居于何处，不论他和谁在一起，你都不

会错过他；即使他身处一万个十地菩萨之中，或在一万个九地菩萨之中，

在人群当中，在群山、河流、岩石之中，你都不会错过他。不论你在哪

里，就是会发现他。这是佛的一项殊胜功德。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人在人群

里，那很难被看到；但佛跟我们不同，他不会被遗漏。因此，这三十二相

以月亮在水中的倒影作为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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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六十四功德，各自所具成就因，  

如其次第当依照，宝女问经而了知。 

 

 弥勒菩萨说，十力及四无畏等等的顺序、特性、解释、理由、原因，在

《宝女所问经》中都有说明。 

 弥勒菩萨现在以一段摘要作为总结，说明这些譬喻和佛的功德如何互补相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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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无毁坏无羸劣，无与伦比无动故，  

次第金刚狮子王，虚空水月喻显示。 

 

 十力以金刚为象征，因为没有任何障碍可以摧毁金刚。四无畏以狮子为象

征，因为狮子不会丧失勇气。十八不共功德以虚空为象征，因为没有其他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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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虚空。三十二相如水中月，因为三十二相无法由概念来操纵。这还会更仔

细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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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六中三后一力，依此十力之次第，  

遣除所知三昧障，以及习气诸障故，  

 

270 

如甲如墙如稠林，刺穿摧毁截断故。  

重精坚固不坏故，大仙势力如金刚， 

 

 再一次重复说明，圣者的十力好比金刚。前六力刺穿所知障的盔甲。

接下来的三力如同金刚，因为它们能拆除三昧障之墙。第十力如金刚，因

为它切断如同树木的染污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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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沉重由精华，何以精华由坚固，  

何以坚固由不坏，不坏是故如金刚。 

 

 十力是硬实的，因为它们有抵抗性；它们有抵抗性，因为它们坚固；它们

坚固，因为它们不屈从于改变，所以它们不容易受到伤害。这是为什么十力如

同金刚。 

 接下来是四无畏又一次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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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畏惧故善住故，坚故势力圆满故，  

释迦狮子如狮子，处大众中无畏惧。 

 

 伟大的释迦牟尼在众人之中有如一只狮子。这狮子在眷属围绕于周围

时，无有畏惧。狮子无所畏惧，无所依赖。他很稳定、熟练、机敏。 

 现在作详细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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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遍知故于何者，无所畏惧而安住，  

清净有情与自身，亦见不等故善住， 

 

274 

心于一切诸法中，一缘安住故坚固，  

极细无明习气地，彻底越故具势力。 

  

 圣者能够回答三世中的任何问题，因此没有对手可以击败他，所以圣

者不畏惧任何对手。圣者不依赖任何人，即使与功德非常接近佛功德的十

地菩萨相比，圣者仍是独特的。这是圣者无需依赖他人的原因。圣者是稳

定的，因为他从不受二元现象的支配。而且圣者智慧灵敏，因为他已超越

无明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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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夫声闻及独觉，具慧菩萨与如来，  

愈上智慧愈细微，故以五大喻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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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世间受用处，故如地水火风大，  

超越世出世间相，故不共法如空大。 

 

 所有这些之前都已解释过，这里再次重复。接着说明为何佛的十八不

共功德是不共的。 

 五大以细微程度的递增，依序为：地、水、火、风、空。例如，水比

地更细微，虚空或空大是最细微的。同样的，我们也有五类众生：凡夫、

声闻、缘觉、菩萨和佛。五大种的前四大具有一个些微共同的特质，例如

地和水，但空大的特质是完全不共的。同样的，菩萨的功德与凡夫、声

闻、缘觉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佛的功德是完全不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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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三十二功德，依止法身无别异，  

如如意宝光色形，彼等三者无别故。 

 

 法身的三十二种功德可以比喻为如意宝。它们如同宝石，可分为三种面

向。我们可以谈宝石的光泽或光芒，以及它的颜色和形状。同样的，我们可以

从法身的三个面向来讨论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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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时喜足功德者，所谓妙相三十二，  

依二色身即化身，圣法圆满受用身。  

 

279 

依于垢净远近众，世间如来坛城中，  

见此有情有二种，如现水空月轮色。  

 

 三十二相满足你们的心。这里我们讲的是听众，我们讲的是化现以及心意

获得满足的众生。所以这其实是化身和报身的功德。对于那些具足福德的凡

夫，同时也对声闻、缘觉而言，他们看到诸佛具有三十二相等的一切功德。但

他们的感知像是水中的月亮倒影，他们看到的只是报身的显映，意即化身。 

 然而菩萨能够直接看到三十二相，如同看见空中真正的月亮。由于只有菩

萨可以看见报身，所以有两种方式可以感知这些「身」1。 

 第三章讨论证悟功德，到此结束。 

 

《大乘无上续论》辨三宝种性中「功德品」第三终。 

 

翻译：宝性论读译小组。版权：悉达多本愿会。 

 

如欲转载，请注明原文出处与网址；若转载时添加图文与内容，请自负相关著

作权责。 

 
1 指菩萨见到报身、凡夫见到化身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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