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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性论（8）宗萨钦哲仁波切讲授/2003、2004 年/法国      

暂定稿/ 2022 年 6 月修订 

 

第四金刚句：佛性 
 

佛性的十个面向 

 

29 

本体因果业相应，行及分位遍行义， 

常恒不变德无别，是说胜义界密意。 

 

 佛性有十个不同的面向，这些都将会仔细解释，我们先以摘要开始。你们

现在已经知道，弥勒会一而再地解释每一个主题。首先引介，然后解释，所以

请保持耐心。就十个面向而论，佛性是： 

 

一、 本质、体性：本初清净。 

二、 因：发心的时候。 

三、 果：离垢的时候。 

四、 行或业：当你看到或感受到苦，并随之反应。例如，你试图去除痛

苦并求得快乐，这是出于「种性」或「界」。我们昨天也谈到，由

于「界」，你知道如何伤害别人并且避免自己身受其害。 

五、 持有者：具有因与果之一切功德的容器或持有者。（相应） 

六、 入径：不同根器的行者，进入并且获致结果的入口或方法。（行） 

七、 不同状态或情境：佛性在不净、清净等不同的状态。（分位） 

八、 遍在：佛性是周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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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不变易：佛性不受任何其他过患所染污，也不因任何善功德而更庄

严。 

十、 不二或不可分：无法将明、空分开等等。 

 

 这是空性的真实意义。这段偈颂非常美。当佛开示般若，他使用「空性」

这类词汇，而空性的真义或隐义其实就是佛性。现在我们来详细讨论佛性的这

十个面向。 

 

一、本质或体性 

30 

如净宝珠虚空水，自性恒时无杂染， 

信法以及增上慧，三昧大悲而出生。 

 

 宝石是自性清净、本初清净。这与我们昨天提到有关窗户的例子不同，我

想这个譬喻比较好。这个譬喻当然比较好，我举的例子不过是窗户玻璃而已。

一如宝石，天空和水也是自性清净。说水是自性清净，这似乎悄悄带入些许印

度风。不过大圆满行者也引用这类譬喻，并且用得十分恰当。例如他们说，心

受到染污好比水变成冰。然而，这同样的水变成了冰，所以冰和水不可分；这

是很巧妙的双运。这些譬喻引用得非常恰当。同样的，佛性也是本初清净。 

 

二、因 

刚才谈的是佛性的第一个面向：体性。这段偈颂的后半部则讨论佛性的第

二个面向──因。有四种因。第一种是热忱的因，例如对大乘教法的热忱；第

二种是了解「无我」智慧或洞见的因；第三种是蕴含大乐三摩地的因；第四种

是对众生怀抱悲心的因。这四种因都是根源于「界」，但这四种因也体现或实

现了「界」。既然我们似乎都知道在讨论什么，所以从现在起，我会更常使用

「界」这个字。同样的，这会再更详细地解释。 

 

31 

自在势力及不变，滋润本体自性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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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宝空水功德，是为相似对应法。 

 

这段偈颂很美。昨天我们看到，三宝是我们尊敬和祈请的对象，但他们实

际上正是佛性。诚如萨迦派所言，因为玻璃是清净之前及垢染之前的状态，所

以净除尘垢的动机好比是祈请。净除尘垢时，玻璃逐渐变干净，那是因为玻璃

的实相是不垢不净。因此在相对上，你可以说玻璃变干净了。假使在实相上玻

璃不是净就是垢，那么净除的过程便不可能发生。 

因此同样的道理，佛性有能力去圆满众生的愿望，这是为什么它如同满愿

宝。 

在你开始这个道以前、在这个道上以及在这个道之后，佛性的功德从来不

曾改变过，因此它如同虚空一般。 

下一句很有意思。佛性具有无碍的觉知，记得吗？我们稍早曾经提过。这

觉知正是悲心，悲心含有浸润的功德特质，因此佛性如水一般。 

 

32 

于法嗔恨及我见，怖畏轮回之痛苦， 

舍离利乐众生事，是为四种障碍性。 

 

33 

大欲有情及外道，声闻以及辟支佛， 

增上信等四种法，应知是为能净因。 

 

 有四种遮障包覆着「界」或说佛性。 

 

（一）对法的敌意（嗔恨），例如对大乘之道的敌意。这里使用「敌意」

一词很有意思。一般人都有这种敌意，比方说，我们不想听到「人

终将一死」或「我们分分秒秒都在老化之中」这些话。这就是敌

意，它是一种抗拒。 

（二）对自我的依恋或执着。 

（三）对轮回的恐惧，进而对证得涅盘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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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种遮障弥勒认为很重要，许多其他的大乘释论都未提及。第四

种遮障是舍弃利益众生的行为。 

 

这些遮障显现在不同众生的身上。那些欲望炽盛者，意指我们这类众生，

具有第一种遮障；持有边见者（外道）具有第二种障碍，虽然这指的是非佛教

徒，但在此我们的用语必须政治正确；声闻乘行者具有第三种障碍；缘觉乘行

者（辟支佛）具有第四种。 

为了遣除这四种遮障，菩萨运用四种不同的法。 

 

34 

信解胜乘为种子，般若为母生佛法， 

禅乐胎处悲乳母，具足彼等诞佛子。 

 

（一）对最上乘或大乘的热忱有如种子，可以对治第一种遮障──对佛法

的敌意。 

（二）了知无我的这种智慧，生出一切佛的功德。因此，「无我」的见地

或智慧好比母亲一般，它可以对治第二种遮障。 

（三）蕴含无限大乐的殊胜三摩地有如子宫。子宫也代表轮回，因为它对

治第三种遮障：畏惧轮回。这里的譬喻是，子宫是非常喜乐的地

方，这是为什么菩萨们不畏惧轮回。 

（四）悲心好比是乳母，让菩萨总是不舍利益众生的行为。  

 

具足以上四种对治法就生出佛子。 

如果你过去曾经听闻许多大乘或声闻乘的教法，下一段偈颂若是没有吓到

你，也会令你感到非常困惑。 

 

三、果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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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我大乐及恒常，功德波罗蜜多果，  

厌离轮回求涅盘，欲愿彼等之作业。 

 

在渐修的声闻乘道上，甚至在《入菩萨行论》当中，我们听到「诸法不

净」这样的语句。它提醒我们，身体里边充满了屎、脓、血等诸如此类的东

西，所有我们认为干净、纯净的东西其实并不干净。记得那种修心法门吗？我

们也听闻过，没有自我，没有究竟独立的快乐，当然也没有恒常的事物。但这

里我们会听到，应用刚刚讲的四种因，结果我们会获得某个清净、我、大乐且

恒常的东西（净、我、乐、常）。 

 但「超越」一词在此很重要，像是「超越的波罗蜜多」1 中的「超越」。

这里的「净我乐常」是指超越的净、超越的乐、超越的常以及超越的妙我。例

如，「超越的净」不全然是一般概念的净，而是超越那种净的净。这有点儿像

是，例如《心经》说到「色即是空」，大部分有关中观的书即以此面向作为基

础，也就是以「色即是空」为基础。相对的，《宝性论》强调「空即是色」，

这随后会再稍作解释。而在此之前，我们先谈谈「果」和「行或业」。 

「界」，或说「佛性」、「元素」，其中一个作用是厌离苦受。因为有佛

性，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渴望并希求宁静、快乐与觉悟。 

 

36 

彼等果者若总摄，以于法身四颠倒， 

不净无我苦无常，相反对治而获得。 

 

 我们讲的四种因会产生一种结果，那就是「法身」。法身没有那四种邪

见，因此那四种因产生法身果：没有「垢染」、没有「无我」、没有「痛苦」

以及没有「无常」。于是我们证得法身，它是净、我、乐、常。这些可以说是

譬喻性的阐释。 

 

37 

法身自性清净故，及断习气故为净； 

 

 这里又有更详细的解释。为何法身是清净的？因为法身是本初清净，它甚

至未曾有一刻被任何尘垢所染。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垢染之前及净除之前的那种

 
1 波罗蜜多义译为「去到彼岸」，古译为「度」，即超越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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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净。偈颂第二句说，如果你应用法道，那就像是再次体验到尘垢净除的状

态，如同清洗之后，你再度体验到干净的玻璃。但这只是依据道来说，玻璃本

身并不知道自己曾经历过尘垢。这是我们所称的「清净波罗蜜多」或「超越的

清净」。 

 

37（续） 

我与无我诸戏论，寂灭之故为圣我； 

 

法身为何是「我」？请注意我用「法身」这个词。其实我说的是「界」，

但我使用「法身」是因为现在谈的是「果」这个面向。我们讨论相同的东西，

但因为现在谈到清净之前及垢染之前的状态，所以必须使用「法身」。法身超

越持边见者假名安立的「我」，也超越声闻乘及所有较低阶的道（实际上是所

有的道）所安立的「无我」；这是「超越的我」。我感觉像是在教授〔印度哲

学系统里的〕前弥曼差学派（Purvamimasa）和吠檀多学派（Vedanta）。 

 

38 

彼意生身及其因，舍离故为大安乐； 

 

 法身无蕴，甚至连最细微的蕴都没有，也没有蕴的起因──无明。当无明

不存在、无明的果（蕴）不存在，苦也就不存在。这是「超越的乐」。 

 

38（续） 

三有轮回及涅盘，证悟平等故为常。 

 

在法身状态里，没有曾经身为轮回众生而后证得佛果这种事。我们再次谈

到，垢染之前与清净之前是同一回事，所以并没有像是从轮回里的众生变成涅

盘里的众生这样的变易。这种不变易是「超越的常」。 

 

39 

智慧断除我爱执，悲悯众生不住寂， 

智悲菩提方便力，圣者不住有寂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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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要讨论道以及菩萨如何超越各类边见。道上的菩萨以智慧剑斩除

对自我的渴望与执着，因此不住于轮回；然而出于悲心，菩萨系念众生，因此

菩萨也不落于涅盘此端。由于智慧与方便，也就是了知无我的智慧与悲心之方

便，圣者或菩萨不住于轮回与涅盘。 

 

（翻译：宝性论读译小组。版权：Siddhartha’s Int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