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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性论（17）宗萨钦哲仁波切讲授/2003、2004 年/法国      

暂定稿/ 2022 年 9 月修订 

第四金刚句：佛性 / 九个譬喻（续） 

 

143 

如是贪等九种垢，如同萎败莲花等。  

 

再次作个摘要：这九种不同的染污，对应九种不同的譬喻。 

 

143（续）
 

由三自性归摄故，种性如同佛身等。 

 

我们还在继续讨论这九个譬喻。我们已经解释如何以莲花、蜜蜂等九种不

同性质的东西象征遮障，现在要开始讨论佛性。由于佛性功德有三个面向，这

佛性因此以佛身、蜂蜜等九个譬喻作为象征。 

 

144 

此之自性即法身，真如以及种性者， 

其中由三及一种，五种比喻当了知。 

 

这里要解释佛性的三个面向或三个自性。佛性的第一个自性是自生的智

慧，即法界；第二个自性是不变易的真如；第三个自性是证悟成佛的种性（藏

rig）或者「界」（藏 kham）。佛性的这三种自性以九个譬喻来解释。前三个譬

喻解释法身，第四个譬喻解释真如，最后五个譬喻解释「界」。 

 

145 

当知法身有二种，法界最极清净体， 

以及依彼之等流，宣说深及种种法。  

 

这则偈颂很重要。我们一直提到法身（dharmakaya）和色身（rupakaya），

这里将会有非常完整详细的解释。从现在开始，当你说到法身或化身

（nirmanakaya）时，应该要记起这九个譬喻；否则，我有种感觉，当大家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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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身，最糟糕的是联想到某个在虚空中的蓝色佛。或者稍微好一点的是，联想

到某种无相、无色或无形的空无状态。极少数人会以普通妇人胎中的转轮圣王

或普通泥模里的黄金塑像来作联想。 

这本释论对于三身或二身有广泛的探讨。kaya 可译为「身」，这是很好的

用字。这么说是因为，当你接受大乘关于法身的教法时，几乎可以确定会听到

有关空性的教导。我们讨论空性与空无，却往往忘了「满性」，亦即关于

「身」的部分！即使在最高的教法里，心的空性面向也会以某种方式引介为

「法身」。但它不是没有功能或没有生命，它具有「身」和「满」的面向，或

者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也可以说它具有「大量」的面向。 

有两种法身。第一种是「本初清净的法身」，它只能藉由自证智（自觉知

的智慧）去感知。「感知」这个词不是很好，或许应该说，法身只能是自证智

的对境。第二种法身是 gyütün（等流），意为「相似因」。我想这里使用「近

似」十分恰当，因为「近似的法身」就是道上所教导的，如同我们现在做的。

基本上，我们试着讨论无法被讨论的本初清净之法身。我们有无穷尽的方法可

以讨论它。 

 

146 

当知由超世间故，世间此喻不可见， 

不可见故佛自身，所说与彼界相同。  

 

这则偈颂非常美。第一种法身超越世间，超越概念与想象。当我们说某个

东西「超越想象」或「超越思维」，我想很多人并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法身

的确非常大，但那不只是佛教徒保持沉默的借口而已。它不像是说，我们不能

想象乔治布什的屁股长出一条尾巴，因为那多少还是可以想象！有一些例子我

记得不是很清楚，比如当某些年轻人从窗户向外望，看见某些给予他们极大喜

悦的东西，那种喜悦无法想象，我们无法形容它。即使在我们一般的经验里，

也有那种无法想象的情况。 

也许这个例子很差劲，不能说明我们在此所讨论的超越世间。因此圣弥勒

说，由于法身超越世间，无法找到可以象征它的譬喻，所以我们以佛作为象

征。在莲花与佛的譬喻里，法身本身就作为第一种法身1的譬喻，因为没有譬喻

可用。 

 

 
1 指「本初清净的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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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所说微细甚深法，犹如蜂蜜一味性， 

所说种种广大法，犹如种种壳中实。  

 

第二种法身为「近似法身」，在第二个譬喻中以蜂蜜作为象征。近似法身

可以被理解、被证得，但是不容易。它非常微细、深奥且广大，毕竟，这种法

身的体性与第一种法身相同。 

然后，像是十二分教2等所有各种不同的教示，由各种不同皮壳所包覆的不

同榖物作为象征，如同第三个譬喻所说明的。 

 

148 

由于自性无变异，以及胜善及清净， 

是故宣说此真如，与彼真金性相同。 

 

不论诸佛是否到来，佛的自性不曾改变，即或有暂时的染污也是一样。金

币在此作为一个譬喻，象征这个「界」或说佛性，因为即使金币掉落在肮脏的

污泥或任何地方，它仍是金币，它仍然清净、本善。如果它被发现，可以制作

成戒指、装饰等饰物，用来庄严此世界。 

 

149 

犹如地藏及果树，当知佛性有二种， 

无始自性住种性，真实纳受胜种性。 

 

现在要谈种性、家族或说元素，这进一步分为两个类别来解释。第一类

（九喻中的第五喻）是贫穷人家地底下的宝藏。没有任何人把宝藏埋在地下，

宝藏自然就在那里，毫无费力。第二类（九喻中的第六喻）是具有长成像芒果

树那种大树之潜能的果实，但它需要耕作、施肥等。 

同样的，种性、家族或元素也有两种，很类似我们刚才说的两种法身。一

是本初清净的种性，二是可以被净化、有可能成为清净的种性。那种成为清净

的可能性是出于第一种本初清净的种性。很重要的是要了解，第二种种性是法

道。 

 

 
2 又称「十二部经」，是佛经的分类方式。 



 

4 

©悉达多本愿会 版权所有 

150 

承许依此二种性，获得如来三种身， 

依于初者得初身，依于次者得后二。  

 

依据这两种种性，我们解释了三身的起源。谈到三身时，因为我们没有三

张嘴，所以必须依序说它们，否则我们会同步说它们。但因为这看似存在的顺

序，我们最后以为它们是三件不同的事。如果你有这种妄心，这些经论也许会

让你以为法、报、化三身源于不同的因。 

事实上，当本初清净的种性被证得时，那就是法身；当成就第二种可被发

展或证得的种性时，通常指的是三身的后二身，即报身和化身。这马上就会解

释，请各位耐心等一会儿！ 

 

151 

当知庄严自性身，犹如珍宝之佛像， 

自性本来非所作，摄集功德宝藏故。 

 

152 

具大法王国政故，报身犹如转轮王， 

唯是影像自性故，化身犹如黄金像。 

 

体性身或说自性身（梵 svabhavikakaya）是法身的精髓。它是本初清净，

具有一切证悟功德的庄严，这是为什么它如同珍贵的佛像。它自始就存在，并

非新近制造的。并且一如法身无尽的功德，这尊佛像是一切宝藏之源。 

佛以丰富深广的教法、智慧与法门作为严饰。拥有清净感知能力的众生，

可以享用此无穷尽的财富。这以转轮圣王作为象征。 

本初清净之法身的证悟力量，具不同染污的不同众生对其有不同程度的感

知。因此，这彷如显现于不同根器之不同众生面前的倒影。对于一般众生，佛

的化现以黄金雕像作为象征。 

 

153 

自生诸佛之胜义，唯是依信所证悟， 

犹如日轮光晃耀，无眼目者亦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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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生佛，即究竟佛或佛性，只能以虔诚心来了悟和证得，其他任何方式都

不能。这将会再作解释。在我们有限的心中，谈到虔诚心时，我们会立即骤下

论定：虔诚心是盲目的，是有某个必须相信的事物。但那是非常狭隘的想法。

很有趣的是，当弥勒菩萨说，佛性无法以虔诚心以外的任何其他方法来了悟，

他的意思是，我们通常不认为我们所具有的一般批判性的心是盲目的。然而，

不论我们多么具有批判力，或智识有多么敏锐，我们总是落于边见，我们仍然

被文字、文句以及我们的想象力所局限。基本上，那些都是执迷，都是合和的

现象。所以，这是为什么这种狭隘的心──尽管依我们一般的观点是非常敏锐

的心──永远无法了解佛性。 

因此当弥勒菩萨谈到，除了虔诚心，这种佛无法以其他任何方法了解，他

的意思是，这种佛性无法被受限于边见的心所了解，只有超越边见的心能了悟

它。这里借用我父亲的开示来说明。他说，我们所谓批判、敏锐的心，其实具

有非常敏锐的执着；只要有执着、有对某件事物的执着，那个事物就成为一个

东西或一个实体。由于你的执着，它成为一个实体，因此它是和合的，并且会

改变。 

虔诚心实际上是超越边见的心，但你们知道，当喇嘛们说，「现在别想太

多，只要具备虔诚心去做就对了，」我们很容易会以为，他们是在强迫我们

做。但事实是，你思考得越多，越容易落入边见！所以当喇嘛说「别思考，放

轻松，禅定，让你的心从执取、执迷中解脱」时，如果你以为这是鼓励盲目的

虔诚心，那就很悲哀了。 

然而，那些真的拥有我们称为盲目虔诚心的人，总会在最后获得较多的利

益！他们不会想太多，那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利益！如同这段偈颂所说的，纵使

阳光闪耀，如果没有眼睛，你也看不见。同样的，只要没有虔诚心，你就看不

见佛性。 

 

（翻译：宝性论读译小组。版权：悉达多本愿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