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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性论（31）宗萨钦哲仁波切讲授/2003、2004 年/法国      

暂定稿/ 2022 年 12 月修订 

 

第七金刚句：佛行事业 
 

第五日 / 前言 

我想提醒各位，应以出离轮回和希求证悟的发心来聆听这些法教，不仅为

自己，也为了他人。过往的菩萨们牺牲了自己的身体、财物与国土，仅为法语

一字。我等凡夫也曾多次牺牲自己的身体、财富与国土，但都只是为了种种无

益之事，而非为法语一字。举例来说，在这帐篷里1，我们每一个人必定曾经为

了某人而牺牲自己的生活、奉献自己的时间及一切事物。我们每一个人必曾造

成他人心碎的痛苦，而且我确定，在我们进行讨论的此刻，在座某些人就正引

发他人的痛苦。这一切都是徒劳，而看起来，我们还会继续这么做。然而，如

果你能为法语一字而挹注哪怕是一点点的虔敬心，都会有非常多的利益，不仅

利益自己，也利益其他许多人。 

法语，亦即佛的道路，不像其他的修行道路。佛道不难，这是我们称之为

善逝道的原因。尽管佛功德是不可思议、无法想象的，过去几天，我们也已听

闻到深广无尽佛功德的一小部分。即便只是忆念三宝或听闻三宝之名，就足以

显示我们具有非常多的福德。 

 藉由听闻佛的名号、思惟佛并些微禅修佛，在相对层次上，我们可以累积

非常多的福德。至少，我们忆念着某位步履优雅、仁慈又和蔼的人，他提醒我

们温和与慈悲，而非系念并陷入引发百年战争和社会冲突的手足之争或家族争

斗。在比较究竟的层次上，藉由听闻及思惟佛，我们理解我们拥有那样的佛。

我们的本性即是佛，不需要去羡慕一位存在于外、被称为「佛」的人物，意即

出现于二千五百年前的悉达多。我们具足他所有的功德，完整的功德，一分不

少，一分不多。我们具有与他一模一样的大小、重量，所有一切都相同。我们

无需羡慕他。我们不需等待一个假设日后会出现的授记，你的内在就已具足那

些功德特质。 

 
1 仁波切讲课的地点是一处大帐篷盖起临时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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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听闻法语，在相对层次上，它提醒我们「诸行无常」的真谛。因此，

如果你今天没有一台法拉利跑车，也许明天就会有。如果你觉得自己很糟糕，

觉得自己是极度邪恶的人，那么你知道自己还有希望，因为你的邪恶有机会消

失，至少你得假装想要追求非暴力。在究竟的层次上，当你听闻、思惟佛法，

各种边见便完全消散。这有点儿像是有人从悬崖掉落，就在落下之前，他设法

抓住了向外伸出的干草根。你非常恐惧会坠落，但当你真正思惟并修持佛法

时，突然间你机智地往下看，然后了解到并无悬崖。奇怪的是，就在草出现的

那瞬间，你了解到没有悬崖。 

 藉由听闻僧伽并思惟僧伽，在相对层次上，我们感觉自己可以成为修持和

运用此真谛的容器。至少我们被迫行为要好一点，比如某种程度上成为素食

者，或者勉强地出家为僧。在究竟层次上，藉由闻、思、修僧伽，我们了解

到，不单单是我们自己，一切众生皆具此潜能。你同时了解到，正如圣弥勒所

言，每一个众生皆可成为究竟的皈依对象。每一个人的本性肯定就是究竟皈依

处，所以你别无选择地成为无派别者。因此，在此时代，我们可以说，甚至有

机会听闻三宝的名号都是佛行事业。 

 今天我们将开始佛行事业这一章。当我们讨论佛行事业，我们讨论的是被

驯服的众生，因此我们讨论的是观众、弟子。如果要了解所谓的祈请、祈愿，

了解〔佛行事业的〕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诸佛是否听到并了解我们的祈请？

诸佛是否完全圆满所有祈请者的愿望？某个程度而言，这很简单，因为没有真

实存在于外的佛。但在相对的层面，有佛出世，他出生在蓝毘尼等等。我们可

以区别「真正」的佛──法身，与化现的佛──色身。像我们这样的无明众

生，无法和究竟的法身佛沟通。关于这些化现，令人相当讶异的是，报身佛可

以被感知，但不是人人都可以，而化身佛也只有具福德者能理解。 

 当我们讨论三身，尤其是化身，我们讲的是最外层的化现。而最外层的总

是显现出化身相，亦即一位安详、谦卑、简朴的出离者。选择这种形相有许多

理由，其中包含了我们的想要与需要。我们想要我们所谓的老师或上师是安详

的。这里特别指的是最一般的观众。特殊的观众才不在乎！他们有赫鲁嘎这样

的化现，那些化现超乎我们的想象。你们应该思考，为什么佛选择了这种最外

层的化现──安详、谦卑、赤脚、托钵的人。毕竟，乞讨被认为是最低贱的

事，尤其是在现今，而那几乎是佛每天在做的事情。 

 谈到最高权威，有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乌金督嘉仁波切的寺院里，主尊

是莲师，还有一尊很大的赫鲁嘎塑像，以及其他一些赫鲁嘎和空行母的塑像。

主殿佛龛的侧墙上，画有一尊佛的立像，托钵而行。他不是主尊，主尊是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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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的赫鲁嘎、勇父和空行。我们两人看着那些佛像，乌金督嘉仁波切忽然

说：「知道吗，作为最殊胜的赫鲁嘎、最殊胜的上师，这些家伙要怎么想都可

以。」然后他指着佛：「但假如这家伙突然走进这房间，所有这些本尊都要起立

向他敬礼。」而且，如果释迦牟尼佛坐在这里，这些本尊、报身佛等带着他们的

法器及眷属走进来，释迦牟尼佛甚至不需要在意他们，他可以忽视他们。可

见，释迦牟尼佛是当今之王、贤劫之主，他是这个时期最高的权威。我们可以

说化身佛是最外层，报身佛是较高的一层，因此赫鲁嘎属于较高层。不过，说

到最高权威，我们是以观众的角度在讨论阶级，这是为什么〔我们说〕释迦牟

尼佛是所有诸佛菩萨中是最高的。  

 我们正在讨论祈请的概念。举例来说，舍利弗具有向佛祈请的能力，提婆

达多则否。说这些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讨论佛行事业。你们会听到，你的祈请以

及你知道如何祈请就已经是佛行事业了。并不是你先祈请、念祈请文，惟有那

样，佛的事业、加持等等才会出现。寂天菩萨曾说，在此黑暗时期，瞬间想要

祈请或实际做祈请就已经是佛的行动了。在你完成祈请的那一刻，就已经接受

到加持。不需要按「输入」键传送出去，然后等待回复。 

 一旦知道此一道理，你便会了解七支供养文、积聚福德、请转法轮、请求

长久住世等的概念。不需等待结果，祈请本身就已然是结果。举例来说，为何

要顶礼？因为可以碾碎我们的傲慢。当你顶礼时，便已经开始碾压你的傲慢到

某个程度。这很重要。甚至佛本身，在授课之前，他会先向他的法座顶礼。同

样的，请转法轮被认为是可以对治无明和邪见，想要领受佛法的愿求也已经开

始击败邪见。那是对治无明的方法。  

 这些是一般性的背景。当我们讨论这些偈颂时，乍看之下不怎么难，然而

其义无穷无尽，那些都是十地菩萨说的话。你可以思惟一则偈颂、修持、做祈

请，然后十年后再读一次该则偈颂，你会有不同的理解。这有点像练习国画的

竹子画法，初次作画时，觉得还好，但你也可能画它一辈子，仍觉得不够好。 

  

280 

所化界与调方便，所化界之调伏事， 

随所化处应时行，遍主恒时任运转。 

 

这则偈颂讨论佛的自然任运。他知道众生的五大、动机和潜在的意图。我

们这一时代的许多伟大上师具有这种特质。当你看见这些大师们的一些学生，

会很纳闷那些家伙怎么会修持佛法。然而他们亲近这些大师后，十天之内连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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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都改变了。 

 佛知道如何调伏众生。他知道众生〔的状态〕在哪里、要将他们放置在何

处，例如暂时置于上三道或直接令其开悟成佛。举例来说，佛在摩揭陀国时，

有次他的袍子破了个小洞，他的比丘们想要帮忙缝补，但是他说：「不用，不是

今天。」他出外托钵，遇见一位穷到无衣可穿、非常贫穷的妇女。佛走向她乞

讨，每个人都感到讶异。当她看见佛袍上的破洞，于是请求供养补缀，佛依她

所愿。当她缝补时，据信，舍利弗看见兜率天中新建了一座宫殿。她逝世之

后，随即往生至该天。但是她并没有即刻至兜率天，而是成为佛的弟子，成为

了最杰出的尼师之一。 

 佛也知道何时去调伏众生。他从来不是只因为有学识、有文凭，而化现及

开示教法。当时间、地点和元素对了，当情况对了，他才会行动。举例来说，

他未立即展现他的神通力，直到很久以后，当外道在舍卫城制造纷争时，他才

显露神通。基本上，他总是选择恰当的时机。 

 至于调伏他的堂弟难陀，那是较晚的事。难陀爱上一位美丽的烟花女子，

他们非常相爱，老是黏在一块儿，实在分不开。一日，释迦牟尼佛认为是该见

堂弟的时候了，于是他来到难陀的宫殿。难陀是位王子，但他通常忙于调情，

以至无暇见皇家使者或其他人等。他总是说「晚点再来」，或者差遣他的仆人们

去应付。但是当释迦牟尼佛前来，难陀无法拒绝他；这是佛的功德之一。在佛

的多生多世中，凡是请求他帮忙的，他从没说「不」或婉拒他们，因此没有人

可以真正拒绝他。因此，难陀必得出来。他心里想：「天哪，那个人！」难陀的

皇后在他的额头抹上口水，告诉他，口水干了之前一定要回来。 

 当难陀来到门边，佛在那里，托着钵。难陀供养了一些东西后，便急忙要

进屋，但佛说：「等等，我想给你看些东西，我想带你到一些地方。」再一次，

难陀无法拒绝。佛带他前往冈底斯山。途中，他们看见一只母猴，佛指着猴子

问：「你觉得母猴比较漂亮，还是你老婆比较漂亮？」难陀回说：「当然是我老

婆漂亮。」他们继续移动，佛说：「去忉利天吧！」当他们到达时，看见一座宏伟

的宫殿，宫殿中有一张宝座、浴池，及许多美丽的天女，她们忙着洒扫和布置

各种装饰。佛再次问难陀：「谁比较漂亮？你老婆还是这些天女？」难陀回说：

「嗯，和这些天女比起来，我老婆就像那只猴子。」佛要难陀去问天女，她们在

做什么。天女们回答：「世间有个叫难陀的家伙，即将出家。由于这样的功德，

他往生时会来这里，我们正等待要服侍他。」 

 然后佛和难陀回到地球，不久，难陀即出家为僧。但是佛告诉其他弟子，

包括他的另一位堂弟阿难在内，从那以后，所有出家僧众都要避开难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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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一起用餐、一道走路、同寝一室。他必须与人隔离，独自生活。佛说：「你

们的目标和他不同，所以他需要独自生活。」数个月以后，难陀变得很哀怨，因

为他没有朋友，没人搭理他。他去见佛，询问众人避开他的原因。于是佛说：

「让我们再来一趟旅行吧！」 

这次他们到了地狱，看见许多骇人的景象。某个角落有一个大锅炉，沸水

滚滚，阎王侍从增添薪柴并打理着各种刑具。佛再次要难陀去问他们在做什

么。他们说：「有位叫难陀的僧人，因为出家，所以将会至天堂。但福德力会有

耗尽之时，因为他曾积累各种恶行，那些行为会将他抛入这个大锅炉里。这就

是我们用来沸煮他的锅炉。」 

 同样的，佛行事业一直都是任运显现，因为佛知道教导弟子们的所有必要

之事。 

 

281 

具足功德胜宝聚，智慧水海福慧日， 

诸乘无余定成就，广无中边如空遍。 

佛性功德无垢藏，已见众生无别具， 

烦恼所知云罗网，诸佛大悲风令散。 

 

这则偈颂多么美啊，它谈到为何佛行事业永不间断。佛有许多殊胜的功

德，比如各种开悟三昧；以及他穿越如海水般的智慧──十地，而圆满各种功

德。历经十地之后，他已圆满福慧二资粮，其智慧如日。所有这些三昧及菩萨

地的果实，有如虚空般的证悟。 

 这是佛行事业不间断的真正原因。佛知道，这个无垢性（「界」）、他已成就

的这个无垢佛，与众生内具的佛没有丝毫差异，这是何以佛行事业不会被中

断。佛行事业在此如何解释？佛的大悲有如摧毁暂时染污云的风，而那种信心

是可能的，因为他知道他的佛果与众生的佛性没有丝毫差异。这是为什么佛行

事业不会被中断的理由。举例来说，假设你今天忘了祈请，那不表示他的佛行

事业就停止了，或此后五百世你都不是佛教徒。那不表示他〔的佛行事业〕停

止了。 

 以上是摘要。现在要开始详细的解说，但这也有个摘要。这是圣弥勒讲说

的方式。他是神人，不是凡夫。这是他们讨论的方式，非常详细而从容。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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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者依于何方便，调所化业何处时， 

于彼不生分别念，是故能仁恒任运。 

 

哪些众生会被调伏？于何处被调伏？何时被调伏？如何被调伏？佛全都知

晓，因为他没有概念分别；所以这一切都是自然任运。 

 

283 

何者种种所化界，彼彼诸多调方便， 

所化种种之事业，何处何时任运行。 

 

284 

出离以及彼显示，彼果以及摄受彼， 

彼障以及断障缘，于此无有分别故。 

 

285 

所谓出离即十地，二种资粮是彼因， 

彼果乃为大菩提，菩提摄受诸有情， 

 

286 

彼障无边诸烦恼，及随烦恼与习气， 

一切时中断障缘，彼者乃为大悲心。 

 

诸佛行动时，以六种方式示现，而没有任何概念分别。整个大乘道、菩萨

道被称为「萃取道」。我们都有佛性，但它受到染污的缠绕或包覆，所以我们要

从这些暂时的染污中抽离。当我们讨论「道」时，我们谈的是十地。道上有福

德和智慧两种资粮，两种资粮的积聚如同因，在十地过程中生出一切善功德，

而两种资粮积聚的果是证悟。佛行事业做了什么？净除染污。佛对谁示现？众

生。净除染污的助缘是大悲。 

 佛行事业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因，是众生有证悟的潜能。这很重要。如果众

生没有佛性，佛行事业起不了作用。有两种染污遮蔽了佛性，启动清除染污行

动的助缘是大悲，这是觉者紧护且不舍众生的情况。所有这些会以譬喻再说明

一次。 

 



 

7 

©悉达多本愿会 版权所有 

287 

应知此等之六处，如其次第而宣说， 

犹如大海与日轮，虚空宝藏及云风。 

 

佛行事业示现的六种方式，如以下的譬喻。 

 

288 

为诸众生资生故，二种资粮如日轮； 

 

十地如海洋。海洋含藏许多珍宝及不可思议的特性；同样的，十地也有无

尽、无量的财富。 

福德及智慧二资粮如同太阳，因为太阳帮助果实成熟。对于「积聚福德」

的概念，像是供灯等是令人惊叹的譬喻。当太阳帮助果实成熟，这件事自然地

就发生了。太阳不会想：「我要帮助苹果成熟。」太阳出现，提供热能，果实在

它的曝晒下成熟了；那些洞穴中的果实则无法成熟。 

 

289 

无有中边广大故，菩提犹如虚空界； 

正等正觉法性故，众生界如珍宝藏； 

 

证悟如虚空或空界。各种事物显现于虚空之中，而虚空本身没有改变。众

生如珍贵矿藏。这是多么鼓舞人的譬喻啊！你在矿藏中挖掘珍宝与财富，财富

来自矿藏；同样的，佛来自众生，因此众生如珍宝藏。 

 

290 

客尘周遍无体故，彼障烦恼如云聚； 

具能散尽彼障故，大悲犹如猛烈风。 

 

染污如云，它们是短暂且可以移除的，并非如其所显现。大悲如风，它摧

毁、驱散、制造出混乱，并且瓦解制度化的、轮回的、1 加 1 等于 2 的理性世

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譬喻，只有弥勒想得出来。通常我们认为悲心如蜜，是

某种黏答答、像胶水的东西。 

这里结束摘要，然后是真正的详细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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