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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性论（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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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第七日 / 前言 

 每一个人都想要享乐，每一个人都希望快乐，追寻快乐没有什么不对。佛

教并不否定这点，不会反对它，然而享乐或快乐是非常相对的。某人的快乐不

一定是其他人的快乐，乔治‧布什（George Bush）的快乐显然就不是萨达姆‧海

珊（Saddam Hussein）的快乐。身为佛教徒，当我们祈求「一切有情众生皆快

乐」时，想要同时满足萨达姆‧海珊与乔治‧布什二人的快乐可不容易！ 

 甚至在我们一生当中，快乐的意义也是变化不定。曾经，快乐是沙堡或玩

具，然后快乐是计算机游戏；然后快乐可能是跑车，也可能是大房子，或一个

好的工作；临到终了，快乐是收集桌布。这是因为我们对快乐的诠释一直在改

变。依照对快乐的不同诠释、对快乐的不同见地，我们会以不同的方式评价事

物，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它们。 

 在佛教中，我们也寻求快乐，然而根据佛的说法，快乐是当我们不受我执

与法执1的束缚。这是我们所谓的无尽财富、永恒大乐、享乐或随你怎么称呼

它。 

 

329 

轮回生死无始际，众生流转于五道， 

犹如粪秽无香气，五道之中无安乐。 

轮回痛苦恒如触，烈火利刃盐生苦， 

大悲云降圣法雨，善能平息此诸苦。 

 

依据佛法，不论我们居于五道中的哪一道，总都有过患。正如在秽物或其

他任何脏物中嗅闻不到香气，在五道当中我们也找不到快乐，至少找不到任何

 
1 对现象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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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的抚慰或无尽的快乐。因为假使我们能够找到这种东西，那么过去让你高

兴的事物应该可以永远让你高兴，但情况似乎不是如此。 

 此五道中有无尽的苦痛和焦虑。苦有苦苦，如天灾、战争与饥荒，基本上

是苦上加苦，那是我们拥有的。即使没有那些苦，我们肯定也受制于变化，因

为我们身处五道中。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的，思惟这个真理很重要，非常重

要。若以佛初转法轮时所开示的「诸行无常」来说，我想，仅仅这句话即涵盖

了直至证悟的整个法道。 

 然而当我们讨论无常、讨论没有任何事物是确定的时，最终会落入智识层

面的讨论。我们对于恒常与确定有种持续的渴望和幻想，因而有像是润肤霜、

维他命、药物等诸如此类的物品。这基本上是因为，我们暗地里就是相信「确

定」是存在的。这是为什么我发觉存在主义者相当矛盾，如果他们着实不想相

信任何事物，就不应当相信「确定」。即使是佛法的修持，当我们在祈求和禅

修，特别是在寻求加持时，其实都是出于我们对「确定」的渴望。 

 但你不能请求佛：「能否请您改变您初转法轮的说法？」即使他真的改了，

那也改变不了实相。我们应该知道，「万事万物皆变化不定」是不会改变的事

实，因此思惟不确定性十分重要。我们不知道，也许在座一半的人明年或过些

年会坐在轮椅上，也许某些人腹中会有其他生命，或许某些人会因为将成为别

人腹中新生命的贡献者而焦虑，又或许他们将会经历快乐的感受。事情可能会

有戏剧性的变化，那也不错。戏剧性的改变很好，缺乏戏剧性的改变就不太妙

了，其最狡猾之处是让你怀抱希望。它让你相信，事情即使已在变化当中，但

它们仍是确定的。缺乏戏剧性改变就像是最完美的伪装，让你相信事物恒常不

变。然而每件事都会改变，你的悲心，你的虔诚，你的敬意，一切一切都会改

变。这是变异之苦（坏苦）。 

 所以有苦苦、坏苦，此外还有另一种苦（行苦）。我们经验到的每件事物都

不是如其显现的样子，这是很大的苦。基本上，一切现象都是和合的，它们都

像是一种聚合。如果你聚集的某些事物不是暂时性的，那会是个加持，但你聚

集的每件事物事实上都是暂时性的。如果你聚集了所有这些暂时性的东西，然

后试图把它们组装成坚实之物，这如同聚集五百个泡泡，然后试着用泡泡来盖

房子一样。许多泡泡已破灭，有些正在爆破的边缘，有些即使还没破，迟早也

会破。然而，我们竟然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勤奋，要用泡泡来盖房子。我们盖了

许多泡泡屋，那正是苦。 

 也许你们现在看着我，并且认为，如同我自认为的，我是一个非常狂热的

反狂热主义者，非常狂热地反对极端。但我们不知道，也许我具有十年内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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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极端主义者的一切属性和全部特质。我可能派我所有的学生去做各种事

情，并且以不可置信的逻辑去合理化那些事，而不会被击败。然后我可能会有

更多学生！只需一点小小的因缘即能改变所有一切，比如飞过的蜜蜂所落下的

一滴花粉，那可能就会改变我的见地、我的行为，改变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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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天中死堕苦，人中亦有寻求苦， 

是故具有智慧者，人天殊胜亦不求。 

智慧以及随佛语，生起信解此是苦， 

此等业惑是苦因，此灭由智所见故。 

 

那些具智慧的菩萨们完全不想成为因陀罗（帝释天）。他们知道，即使是因

陀罗也会遭受诸如死亡或迁转的痛苦。人间对他们没有吸引力，因为他们知

道，人间有许多积聚资财又丧失所有财富等等的苦痛。菩萨们知道，此等痛苦

的起因是染污与业；并且，他们受到启发，要终止这些因、缘、业。因此他们

会致力于道上的修持，方式是了解「知苦」。「知苦」确实很重要。我们不说

「舍弃痛苦」，我们说「舍弃苦因」；但要做到舍弃苦因，首先要知苦。你们不

要以为：「我们知道苦啊，那很明显！」不！沙堡、桌布等这些我们认为是愉悦

的事物，其实是苦。 

 

331 

如病应知因须断，乐住当得药当依， 

苦因苦灭如是道，应知应断应触修。 

 

由于菩萨们想要免于疾病，亦即免于苦，因此知苦是非常重要的主题。而

疾病的对治或用药，是菩萨们正在努力做的。 

 

喻四：梵天 

332 

犹如梵天于住处，梵宫不动之同时， 

遍于欲天一切处，无勤自然而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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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如是能仁法身中，毫不动摇之同时， 

于世有缘无勤作，自然示现变化等。 

 

第四个譬喻是梵天，我们先说摘要。 

我们讨论过帝释天，现在来谈梵天。这一位是更高的天王，是印度教三大

主要人物之一。他创造了全世界，因为他是最善巧的魔术师之一。他可以为所

欲为，因为他在过去世中，做了许多具不可思议之善德的事情，尤其是梵行的

修持，并且避开了所有的不善行。梵天是创造者，毗湿奴是守护者，湿婆是毁

灭者。梵天有四面，我想这是因为他想要看见妙音天女。妙音天女是个活泼的

年轻女孩，四处游荡，而梵天头转得不够快，因此只好化现四张脸。但重要的

是，即使他的化身示现于各个界域中，他也不曾离开他的座位。同样的，佛以

各种不同的外相及化身示现，而不离法身。 

 

334 

如梵恒住无量宫，不动遍入欲界天， 

诸天见彼妙色相，由此遣除五欲乐。 

如是佛于法身中，不动示现诸世间， 

有缘众生见欢喜，由此恒能净诸障。 

 

梵天从未离开他的座位，却处处示现，他的化身之一出现在欲界的天道。

当天人看到梵天的形相，并了解到他们自身财富的不足与不完备。他们认为梵

天的财富比较好，因此舍弃了对自身天人财富的执着，转而强烈地希望成为如

梵天一般。他们终其一生致力于此，结果是他们将会转生于梵天界。 

同样的，佛，或说法身，示现在不同的道中而不曾离开过法身。其缘由会

在下一个偈颂中解释。 

 

335 

如依梵天昔誓愿，及与诸天善业力， 

梵天无勤而显现，佛陀化身亦复然。 

 

为何天人能看见梵天的化现？是何原因呢？有二个原因。一是梵天本身的

福德，比如透过过去世的发愿，成为强有力的梵天。第二个原因是天人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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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他们自身善行的力量，让他们毫不费力地见到梵天的身相。同样的，佛的

化现或色身（化身和报身）能被看见，其因有二。首先是，佛身为菩萨时的

发愿以及事业；第二是众生的善业与福缘，比如他们自身发愿的力量。 

 

336 

降入胎诞往父国，嬉乐苦行降魔军， 

证大菩提转法轮，涅盘无缘者不见。 

 

自兜率天降生，以大象的身形进入摩耶夫人胎中；诞生于蓝毗尼园；返回

父王宫殿；恩爱众妃；出离一切，行苦行；弃苦行，入开悟体性道；降伏众

魔；成正等觉；教导可调众生趋于涅盘；最后入般涅盘。不具福缘者不能感知

到上述这些。基本上弥勒的意思是，你必须具有福德才能看到所有这些。 

 

喻五：太阳 

337 

如日普照诸莲花，有花闭合有花绽， 

日于功过无分别，佛陀日轮亦复然。 

 

338 

犹如日轮无分别，光明一时普照射， 

能令水花得增长，亦令他物得成熟。 

 

339 

如是如来大日轮，放射圣法无量光， 

于诸所化众生莲，无有分别而照入。 

 

同样的，佛好比太阳，传播佛法如同放射光芒。那些具有福缘者，那些将

受佛调教者，会如莲花般地绽放，并且如收成般地获得利益。其他众生则像是

夜茉莉受到挑衅与激怒。法身和色身有如太阳与光芒，它们无时无刻地照耀一

切处。这个譬喻的目的显示出，佛没有「这些是我的弟子，那些不是」等等的

动机、意图或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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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依靠法身及色身，菩提精藏虚空中， 

显现遍知大日轮，智慧光芒照群生。 

 

法身和色身有如太阳与其光芒，毫无偏见地恒时放光照耀。太阳的光芒无

尽亦无量。 

 

341 

由于所化清净故，于彼一切水器中， 

如来日轮之影像，无量一时皆显现。 

 

但世界上某些地方，像是某些破损或装了浊水的容器里，阳光可能不会显

现。 

 

342 

恒时周遍于一切，法界虚空之中央， 

升起佛陀大日轮，应所化山次第照。 

 

虽然太阳离地球非常遥远，然而当太阳升起时，阳光便会照射到地表。同

样的，虽然佛，或称「法身」，看似与此世界相距甚远，但佛的慈悲光芒，即佛

的色身，仍将来到此世界。 

 

343 

如具千光日初升，照亮一切世间已， 

高中低山次第照，佛日次第照众生。 

 

日出的阳光照射到地表时，首先触及最高的山峰，接着是次高的山顶，最

后到达平地。如同太阳，佛的光辉首先触及菩萨，然后是缘觉，再来是声闻。

然后它也触及到「不定根器」，甚至触到貌似不具根器者──那些也许被佛的教

授惹恼的「异教徒」或无信仰者。这可能解答了昨天各位提出的很多问题。帕

楚仁波切说，「倘若你与佛结了善缘……」金刚乘说的是与「上师」结善缘，

「那么你将即生成佛。」也许我不该说这个，因为这是金刚乘的内容。总之，帕

楚仁波切又说：「即使你与佛仅有恶缘，仍保证你能终结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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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一切国土虚空中，日轮不能普照射， 

无力破除无明暗，亦不能示所知境。 

大悲体性遍放射，种种彩色光明网， 

能为众生照明了，真实微妙所知境。 

 

如同之前讲过的，弥勒要说的是，佛远远胜过这个譬喻。他说，此处以太

阳为喻仅仅是为沟通之用，它不是特别好的譬喻，因为太阳和光芒并非遍一切

处。太阳不具那种威力，有时它会下山；即使当它全力照耀，也只能照亮事物

的表面，无法照亮无明的黑暗。佛远胜太阳，他同时照耀十方；他的光芒从不

休息，并且能照亮内在的无明黑暗。当佛光照耀到地球，首先驱散粗重的苦及

苦因，带领众生从恶道趋至善道。然后，它最终会救拔众生从善道中解脱，驱

散粗重和微细的二种苦因。 

 

345 

佛陀进入聚落时，无目盲人重得目， 

远离无义诸恶法，见佛获利而觉受。 

无明瞎却溺有海，邪见暗覆诸有情， 

依于佛日光明照，慧光当见不见处。 

 

佛会照亮或开启众生的眼睛，使他们见到未曾见过的事物。当佛走入城

中，盲者将见到光明，然后他们会停止从事不必要之事，而勤于善行。这则偈

颂有一个重点，当大乘谈到「盲目」，意指让你盲目的是你具有某种见地。我一

直没有真正对弥勒强有力而又富诗意的遣词用字适当地阐释，「见地让人盲目」

即为一例。 

 基本上，具有见地即是盲目。在大乘佛教中，你必须灭尽所有的见地，这

是佛说法的缘由。首先要努力去除不善之见，努力熟稔善见。然后试着藉由去

除我见以去除我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切见地皆须舍除。尊者每次说法之

前都会念诵此祈请文：「顶礼灭除一切见者乔达摩。」因此，具有见地确实是

盲目的。当如同太阳的佛进入轮回之城，他的光芒灭除一切见地，灭除众生的

盲目，于是他们开始以超越见地之眼来见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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