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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师经王极略仪轨·甘露妙滴 

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 编撰 

益西彭措堪布 译 

三宝所依之前，随力陈设各类供品。 

诸佛正法贤圣僧，直至菩提我归依。 

为欲完成自他利，今发无上菩提心。 

愿众离诸苦，愿众得诸乐， 

愿众乐不退，愿众平等舍。 

愿依三宝三尊真实力，诸佛菩萨海会加持力， 

福慧圆满威权大势力，清净法界难思难议力， 

此方刹土如同极乐国，依报正报庄严万德现， 

世出世间五尘众圆满，一切所欲皆悉自然成。 

愿此悦意摩尼宝宫中，诸佛菩萨安处狮莲座， 

咒力明力胜解力幻变，遍满供品云海悉享用。 

浊世怙主具悲七如来，释尊正法菩萨护法众， 

为救我等请作胜依怙，于此降临集会作加持。 

八功德水如海作供养，无死甘露妙流献沐浴， 

轻薄柔软天衣我事奉，祈请诸尊悉住大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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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等大师释迦王，童真文殊法王子， 

恩德无比静命尊，诸传承师我敬礼。 

救度苦众大悲尊，七佛释尊圣佛法， 

文殊师利圣救脱，秘密主等我敬礼。 

大梵帝释四天王，药叉神众我悉礼。 

诸佛菩萨所住方，二乘有学及无学， 

身像经塔等应礼，一切所有我皆礼。 

分别敬礼八佛、正法、菩萨、护法，由偈颂长行随宜，随己力能而诵。 

例如： 

顶礼供养归依，世尊、应供、正等正觉，善名称吉祥王如来。 

顶礼供养归依，世尊、应供、正等正觉，宝月智严光音自在王如来。 

顶礼供养归依，世尊、应供、正等正觉，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 

顶礼供养归依，世尊、应供、正等正觉，无忧最胜吉祥如来。 

顶礼供养归依，世尊、应供、正等正觉，法海雷音如来。 

顶礼供养归依，世尊、应供、正等正觉，法海胜慧游戏神通如来。 

顶礼供养归依，世尊、应供、正等正觉，药师琉璃光王如来。 

顶礼供养归依，世尊、应供、正等正觉，释迦牟尼如来。 

破无明暗最胜灯，除苦恼病稀有药， 

一切殊胜妙法宝，礼敬供养我归依。 

顶礼供养归依，文殊师利、救脱、金刚手等一切菩萨摩诃萨众。 

顶礼供养归依，梵王、帝释、四大天王，十二药叉等众，诸天近事

护法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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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海会圣众前，普遍供养微妙物， 

涂香烧香功德水，鲜花灯明丰饶食， 

铙钹鼓磬妙音乐，伞盖庄严幡幢悬， 

清净妙衣甘甜果，随力圆满供实物。 

又供十方无主摄，人天上妙诸资具， 

咒力明力胜解力，所现殊妙供品云。 

此等一切供养具，咸依普贤行愿法， 

普贤供云遍充满，无边虚空作献供。 

无始以来至今生，恒随烦恼业力转， 

应作不作作非作，造集一切诸罪堕， 

今于诸佛圣众前，悉皆惭愧追悔忏。 

圣者凡夫三世积，世出世善皆随喜。 

十方所有世间灯，成就无上菩提者， 

我今一切皆劝请，转于无上妙法轮。 

诸佛若欲示涅槃，我悉至诚而劝请， 

为利一切众生界，愿久住世莫涅槃。 

此修所表一切善，悉皆摄集而回向， 

尽虚空界一切众，无余皆证大菩提。 

现今依奉经仪轨，礼敬供养诸佛会， 

此行具足妙势力，故我祈请圣垂慈， 

诸佛本愿胜果实，具量菩萨允诺事， 

护法善神坚誓言，垂赐我等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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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愿圣教常兴盛，持教诸师恒住世， 

君王有道民向善，众生安乐胜解法， 

贫穷鬼病斗诤息，心慈正法吉祥增， 

断除障碍资粮圆，群生速证大菩提。 

惟愿常随诸圣学，一切诸佛菩萨众， 

发心事业广大愿，大智大悲大神力， 

无上本智幻变事，愿我悉能成如是。 

由诵咒缘，劝动八佛及其眷属誓愿起用，从身分一切处出现无

量甘露光明，融入我及施主而作加持。如是观想。 

嗡纳摩巴嘎哇得 贝卡匝耶格热贝哲雅扎巴 匝雅 达塔嘎达

雅 阿哈得桑雅桑波达雅 达雅塔 嗡贝卡匝耶贝卡匝耶 玛哈贝

卡匝耶 贝卡匝耶然匝 萨么嘎得娑哈 

随力诵咒。若愿意，长咒也随宜多诵。之后念诵： 

供物不周及有失，随有何过乞容恕。 

世尊眷属回刹土，再请大悲还降临。 

此福愿得一切智，摧灭一切过失敌， 

从老病死苦波涌，大有海中度有情。 

八佛圣法持法众，尽其所有妙瑞相， 

有寂广大诸善聚，圆满吉祥普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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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会集大经仪轨要中扼要，唯一依诸位上师言教次第编集，由阿旺洛珠

聪美合集。此善愿一切众生咸得药师佛果位。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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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师经王极略仪轨·甘露妙滴提纲 

大文分三：一、前分；二、轨文；三、后跋 

甲一、前分 分二：一、仪轨名义；二、预备事宜 

乙一、仪轨名义 

药师经王极略仪轨·甘露妙滴 

一、药师经王极略仪轨 

“药师经王仪轨”：《药师经》中本具微妙仪轨。 

“极略”：法王如意宝摄集药师经王仪轨要点，做成极度摄略型仪轨。 

二、甘露妙滴 

“甘露”：治病的精要。 

“妙”：简要直捷妙、直显根源妙、一气呵成妙、顿成全体妙、快捷方便

妙。 

“滴”：极度摄略。 

三、略轨与极略轨的关系 

1.两者关系：广略关系。 

2.修学要求：欲修《极略轨》，需学习《略轨》的讲解。 

乙二、预备事宜 

三宝所依之前，随力陈设各类供品。 

“三宝所依”：安置八佛圣像、《药师经》等法本、文殊等菩萨像。 

“各类供品”：灯、彩幡、五供等。 

甲二、轨文 分三：一、前行；二、正行；三、结行 

乙一、前行 分二：一、归依发心；二、四无量心 

丙一、归依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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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归依极度摄略修 

诸佛正法贤圣僧，直至菩提我归依。 

    归依之境     归依之时 归依之心 

自心胜解 诸佛为无上导师 立誓 直至菩提 我归依 

    正法为无上正道 

    圣僧为无上助伴 

二、发心极度摄略修 

为欲完成自他利，今发无上菩提心。 

目的      发心 

为欲完成自他利→今发无上菩提心 

（完成二利）   （取证佛果） 

（一）目的  

1.完成自利的无上志愿 

2.完成他利的无上志愿 

（1）胜义分：一切皆是佛，愿度一切成佛 

（2）世俗分：一切皆是母，愿普安置于佛位 

       知母→念恩→欲报恩→发心 

（二）发心 

“今发”：次次发、再再发 

“无上菩提心”：取证无上菩提的心。 

丙二、四无量心 

愿众离诸苦，愿众得诸乐， 

愿众乐不退，愿众平等舍。 

（一）悲无量心 

“愿众离诸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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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慈无量心 

“愿众得诸乐” 

（三）喜无量心 

“愿众乐不退” 

（四）舍无量心 

“愿众平等舍” 

愿一切众生都住在远离二边的平等舍心中。 

乙二、正行 分四：一、四种加持；二、奉请圣众；三、献七支供祈赐成

就；四、持诵密咒 

丙一、四种加持 分二：一、刹土器情全体加持；二、宫殿座位供品加持 

丁一、刹土器情全体加持 

愿依三宝三尊真实力，诸佛菩萨海会加持力， 

福慧圆满威权大势力，清净法界难思难议力， 

此方刹土如同极乐国，依报正报庄严万德现， 

世出世间心境大圆满，一切所欲普皆自然成。 

一、加持 

“愿” 

由庄严国土无上志愿，加持此土普成清净。 

作四种加持的必要： 

（一）总必要 

具净佛国土无上志愿→真实趣入大乘道轨 

（二）特别必要 

观迎请处为净土→相应所请圣众清净境界 

净土愿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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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当下化染为净，返回本有净土。 

二、能成就净土的四力 

“依三宝……难思难议力” 

（一）怎样由四种负面的力量，使我们沉沦于秽土 

1.邪师邪法邪友虚妄力 

2.魔王魔民加持力 

3.错乱见行资粮力 

4.生死恶趣染污力 

（二）怎样由正面四种力量，使我们开发净土 

1.三宝三尊真实力 他力 

2.诸佛菩萨加持力 

3.福慧圆满大势力 自力 

4.清净法界难思力 

3.福慧圆满威权大势力 

福．德资粮圆满．． 具有     现前 自方:法性土、自受用土 

智慧．资粮圆满．．  
威权大势力．．．．．  他方:他受用土、变化土 

4.清净法界难思难议力 

二取消尽返回清净法界．．．．(以其力．用)
现前

 理事无碍净土境界 

      难思难议．．．．       事事无碍净土境界 

（1）理事无碍法界法尔的力用 

（2）事事无碍法界法尔的力用 

三、所成就净土的万德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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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离当处 

“此方刹土如同极乐国” 

此方刹土当下离开秽土乱相，现前本来净土。 

（二）横揽器情 

“依报正报庄严万德现” 

呈现出依报万德庄严：色声香味触五尘庄严。 

呈现出正报万德庄严：主尊佛、眷属菩萨众。 

（三）纵贯世出世间 

“世出世间心境大圆满” 

“世间”：变化土的情形。 

“出世间”：他受用土的情形。 

（四）自然如愿成就 

“一切所欲普皆自然成” 

一切愿望以全体实现的方式自然成就。 

愿境： 

  能成之力        所成之相 

三宝三尊真实力        如同极乐国 

诸佛菩萨加持力 愿此方现为
 净土 横揽器情 

福慧圆满大势力        纵贯世出世间 

清净法界难思力        自然如愿成就 

丁二、宫殿座位供品加持 

愿此悦意摩尼宝宫中，诸佛菩萨安处狮莲座， 

咒力明力胜解力幻变，遍满供品云海悉享用。 

三处清净相： 

一、宫殿——悦意摩尼宝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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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意 摩尼宝 宫” 

“摩尼宝”，指宫殿的体性。 

“宫”，即住处的正体。 

“悦意”，指受用相。 

愿此处所，成为悦意的摩尼宝无量宫。 

二、座位——诸佛菩萨所住的狮子莲花宝座 

“诸佛菩萨安处狮莲座” 

愿此处座位，成为诸佛菩萨安住的狮子莲花法座。 

三、供品——普贤供品云海 

“咒力明力胜解力幻变，遍满供品云海” 

愿这处供品，成为咒力等所现的普贤供品云海 

四种加持极度摄略修 

丙二、奉请圣众 分二：一、奉请降临此处；二、奉请沐浴更衣安座应供 

丁一、奉请降临此处 

浊世怙主具悲七如来，释尊正法菩萨护法众， 

为救我等请作胜依怙，于此降临集会作加持。 

一、奉请谁 

即药师法门三宝全体。 

（一）法门主尊 

“浊世怙主具悲七如来” 

（二）法门助伴 

“释尊 正法 菩萨 护法 众” 

二、为何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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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救我等请作胜依怙” 

为了救我们出苦，请七佛圣众作我们的殊胜依怙。 

三、奉请作何事 

“于此降临集会作加持” 

请当即降临于此，作综合性的大加持。 

极度摄略修 

丁二、奉请沐浴更衣安座应供 

八功德水如海作供养，无死甘露妙流献沐浴， 

轻薄柔软天衣我事奉，祈请诸尊悉住大福田。 

一、奉请沐浴 

“八功德水如海作供养，无死甘露妙流献沐浴” 

（一）水德相：具八功德。 

（二）水量：海量。 

（三）水作用：沐浴后无死、得无漏大乐。 

二、奉请更衣 

“轻薄柔软天衣我事奉” 

三、奉请安座应供 

“祈请诸尊悉住大福田” 

丙三、献七支供祈赐成就 分二：一、献七支供；二、祈赐成就 

丁一、献七支供 分二：一、别修礼敬一支；二、通修其余六支 

戊一、别修礼敬一支 分二：一、总修；二、别修 

己一、总修 分三：一、礼敬本法传承诸师；二、礼敬本法三宝护法体系；

三、礼敬一切应礼之境 

庚一、礼敬本法传承诸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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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等大师释迦王，童真文殊法王子， 

恩德无比静命尊，诸传承师我敬礼。 

庚二、礼敬本法三宝护法体系 

救度苦众大悲尊，七佛释尊圣佛法， 

文殊师利圣救脱，秘密主等我敬礼。 

大梵帝释四天王，药叉神众我悉礼。 

庚三、礼敬一切应礼之境 

诸佛菩萨所住方，二乘有学及无学， 

身像经塔等应礼，一切所有我皆礼。 

己二、别修 

分别敬礼八佛、正法、菩萨、护法，由偈颂长行随宜，随己力能而诵。 

称名礼敬的关键性 

戊二、通修其余六支 

第二、供养支 

现今海会圣众前，普遍供养微妙物， 

涂香烧香功德水，鲜花灯明丰饶食， 

铙钹鼓磬妙音乐，伞盖庄严幡幢悬， 

清净妙衣甘甜果，随力圆满供实物。 

又供十方无主摄，人天上妙诸资具， 

咒力明力胜解力，所现殊妙供品云。 

此等一切供养具，咸依普贤行愿法， 

普贤供云遍充满，无边虚空作献供。 

（一）供养之心 

遍供一切的普贤大愿王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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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养之物 

1.三种供品：实物供、无主供、变化供。 

2.一种方式：普贤供养愿王方式。 

第三、忏悔支 

无始以来至今生，恒随烦恼业力转， 

应作不作作非作，造集一切诸罪堕， 

今于诸佛圣众前，悉皆惭愧追悔忏。 

（一）忏悔之事 

无始至今天，由烦恼力发生应作不作、作不应作的大颠倒相所积集

的所有罪堕。 

（二）忏悔之心 

知错→追悔→忏除 

第四、随喜支 

圣者凡夫三世积，世出世善皆随喜。 

（一）随喜之善 

尽法界量圣者、凡夫三时所积的一切世间出世间的善。 

（二）随喜之心 

缘念善根海而由衷地生起欢喜心。 

第五、请转法轮支 

十方所有世间灯，成就无上菩提者， 

我今一切皆劝请，转于无上妙法轮。 

（一）劝请之境 

十方世界里安住的所有成就无上菩提的诸佛世尊。 

（二）劝请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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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众生消除无明黑暗、得到真实安乐，殷勤劝请诸佛转无上法轮。 

第六、请佛住世支 

诸佛若欲示涅槃，我悉至诚而劝请， 

为利一切众生界，愿久住世莫涅槃。 

（一）劝请之境 

全法界量所有想示现涅槃的诸佛如来。 

（二）劝请之心 

请这些如来在佛刹极微尘数的时间里长久住世，不入涅槃。 

第七、回向支 

此修所表一切善，悉皆摄集而回向， 

尽虚空界一切众，无余皆证大菩提。 

（一）回向之善 

这次修习礼敬等六支所代表的三世修积的所有善根。 

（二）回向之心 

以猛利欲乐将这一切回向，使它成为自他一切众生成就大菩提的因

素。 

丁二、祈赐成就 分二：一、全体祈求；二、全体祈愿 

戊一、全体祈求 

现今依奉经仪轨，礼敬供养诸佛会， 

此行具足妙势力，故我祈请圣垂慈， 

诸佛本愿胜果实，具量菩萨允诺事， 

护法善神坚誓言，垂赐我等得成就。 

七支、祈求极度摄略修 

两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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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识大理路 

如是请必如是应。 

二、掌握大操作 

四字要点：一时普修 一时普缘 

          一时普修 

          一时普愿 

          一时普请 

戊二、全体祈愿 分二：一、三大根本祈愿；二、常随佛学祈愿 

己一、三大根本祈愿 

惟愿圣教常兴盛，持教诸师恒住世， 

君王有道民向善，众生安乐胜解法， 

贫穷鬼病斗诤息，心慈正法吉祥增， 

断除障碍资粮圆，群生速证大菩提。 

己二、常随佛学祈愿 

惟愿常随诸圣学，一切诸佛菩萨众， 

发心事业广大愿，大智大悲大神力， 

无上本智幻变事，愿我悉能成如是。 

广大祈愿极度摄略修 

悲心面向：三大根本祈愿 

信心面向：常随佛学祈愿 

丙四、持诵密咒 

一、文句祈求（显修） 

由诵咒缘，劝动八佛及其眷属，誓愿起用。从身分一切处，出现无量甘露

光明，融入我及施主，而作加持。如是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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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密咒召感（密修） 

嗡纳摩巴嘎哇得 贝卡匝耶格热贝哲雅扎巴 匝雅 达塔嘎达雅 阿哈

得桑雅桑波达雅 达雅塔 嗡贝卡匝耶贝卡匝耶 玛哈贝卡匝耶 贝卡匝耶

然匝 萨么嘎得娑哈 

随力诵咒。若愿意，长咒也随宜多诵。之后念诵： 

乙三、结行 分四：一、请求宽恕；二、请圣回土；三、回向善根；四、

祈愿吉祥 

丙一、请求宽恕 

供物不周及有失，随有何过乞容恕。 

丙二、请圣回土 

世尊眷属回刹土，再请大悲还降临。 

丙三、回向善根 

此福愿得一切智，摧灭一切过失敌， 

从老病死苦波涌，大有海中度有情。 

一、回向完成自利 

“此福愿得一切智，摧灭一切过失敌” 

回向：此次修法福德获得一切智摧灭一切过 

         通达法性  不明法性 

         通达缘起  不明缘起 

二、回向完成他利 

“从老病死苦波涌，大有海中度有情。” 

（一）普度对象 

生死苦海里的一切有情．．。 

（二）普度程度 



 

 

 
18 

从老病死苦波．．．．．．汹涌．不断的大有海中．．．．彻底地度．脱。 

丙四、祈愿吉祥 

八佛妙法持法众，尽其所有贤妙利， 

增广有寂善妙海，圆满吉祥普降集。 

（一）赐吉祥者 

“八佛 妙法 持法众” 

（二）生吉祥源 

“尽其所有贤妙利” 

（三）现吉祥相 

“增广有寂善妙海” 

（四）愿吉祥心 

“圆满吉祥普降集” 

甲三、后跋 

此番会集大经仪轨要中扼要，唯一依诸位上师言教次第编集，由阿旺洛珠

聪美合集。此善愿一切众生咸得药师佛果位。善哉！ 

（一）内容 

会集了药师法门仪轨精华中的要髓。 

（二）方式 

唯一依照诸上师的言教按次第编集。 

（三）回向 

愿一切众生同得药师佛的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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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师经王极略仪轨·甘露妙滴讲记 

圣者法王如意宝 编撰 

益西彭措堪布 译讲 

大文  分三：一、前分；二、轨文；三、后跋 

甲一、前分 分二：一、仪轨名义；二、预备事宜 

乙一、仪轨名义 

药师经王极略仪轨·甘露妙滴 

“药师经王极略仪轨” 

《药师经》中本来具足微妙的仪轨，由世尊宣说等，揭示了如何修习七佛

本愿神力法门的轨则，有缘起上主体和支分的内容。比如，如何礼拜、供养、

称名、持咒等等，经中已经宣说了这些做法，这是“药师经王仪轨”之义。 

那么，如何将经中本具的仪轨做一个编集，使得行者能够在一次当中，完

整地修到这个法门的精要的内涵？这是一个需要编集开显的问题，因此有必要

再编集仪轨。为此，历代大德有广、略、极略三种类型的编集，这都是相应当

时时代修者的需要。古时的人事务不多，心境悠闲宽松，能够修长的仪轨，在

一段较长的时间里沉浸在法门的修习当中，发生浓厚的修习的功德；但是到了

近代以后，事务逐渐繁忙，很多人没有时间修习广的仪轨；到了今天，甚至连

修习略仪轨的时间也难出现。由于这个原因，法王如意宝应时代的机宜，对于

《药师经》本具的精华内涵，再做极简要的摄集，使得行者能在极短的时间里

掌握药师经法的要妙，摄集到其中的精华要点，完成修持。“极略”就是极度

摄要的意思，在《药师经》修法的精华中，再提取其中的要点，做成一个极为

简要、直捷型的仪轨。 

“甘露妙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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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指治病的精要。对于娑婆世界浊世众生，以贫穷、忧苦、疾病

三大类为代表的各种病症，药师七佛的愿智神力具有高度疗效，称为“甘露”。 

“妙”，有简要直捷妙，直显根源妙，一气呵成妙，顿成全体妙，快捷方

便妙。 

“滴”，指极度摄略。广与略本是自在的，略可开为广，广到无量；广可

摄为略，略到一滴。如尝一滴海水，知百川之味，修持甘露一滴，圆具了药师

经法全体甘露内涵。犹如一尘中可见无数刹，一名号、一密咒中俱含无量德，

一偈颂中含无量义，行者善自体会，可以从略中见广，从总持句中摄住无量妙

义。 

略轨与极略轨的关系 

二者是广略关系，《极略轨》是对于《略轨》再作精华归纳。为了让末世

众生短时间可以修一次，所以做了简化、归纳的处理。也就是前后部分归摄心

要，以极简要的方式完成；中间部分八佛合起来修，去除了三宝十多项内容一

一别修的做法，也就是在迎请后一一礼敬，之后总地在八佛前修供养等其余六

支，再总地作祈求，总地作发愿，是这种方式。实际上也就是对于《略轨》的

简化处理，将《略轨》的内涵摄集为《极略轨》。 

如果有时间，修习《略轨》是非常好的，因为这里含括了法门的全体，具

体的一一地修心，一一地礼敬、供养、称名，一一地祈求，一一地相合佛愿而

作祈愿，它具有一个完备的内涵。如果没有时间，就着手修习《极略轨》，但

也要知道，需要学习《略轨》的讲解。那样就能充分把握住药师法门的内涵，

再看《极略轨》就能知道它的要妙，在做怎样的简要、直捷的摄集，才对于总

持句的内涵发生坚固的定解，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要点。得了定解以后，自己有

信心、有心力，不断地修持，就会发生大的效果。如果没有学习过《略轨》，

一般的人难以掌握其中的要害，也就是智慧不够，光念到简要的句子，就像小

孩念诵一样，搞不懂其中的内容；但是经过了《略轨》的学习，就能发现其中

的意思，从而心中能受持、修习。 

乙二、预备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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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宝所依之前，随力陈设各类供品。 

简略的做法，就是按照《略轨》所说，洒扫住所后，在佛台上安布花和妙

香，之后在这样的台子上安置本师和药师七佛等的圣像，文殊等的菩萨像，以

及《药师经》等的法本。之后随己力能陈设灯、彩幡、五供等的各类供品。 

甲二、轨文 分三：一、前行；二、正行；三、结行 

乙一、前行 分二：一、归依发心；二、四无量心 

丙一、归依发心 

一、归依极度摄略修 

诸佛正法贤圣僧，直至菩提我归依。 

行者修习这两句，直接地就进入了佛教之门。 

念第一句时缘着归依境，无上的导师——诸佛如来，无上的妙法——教证

二法，无上的助伴——诸圣贤僧，基于这是第一导师、第一妙法、第一助伴的

胜解，发起永远的归依。念第二句时，“直至”两字发出归依的大誓愿心，表

达的是永远的归依，不只是目前一时一生的归依，也不是仅仅到某个阶段的归

依，而是直至成就无上菩提为止，我都唯一归依佛法僧三宝。 

一旦发起归依的誓愿即成为佛教的弟子，那么永远要依止诸佛为师，依止

正法为道路，依止圣僧为助伴，这样就入了佛教的门。从此一直都是在这样的

缘起的范畴里面修习佛道，而不在另外的范畴里面作修道。也就是不依止外道

诸天、诸魔等为师，也不依止外道的法门为正道，也不依止外道的徒众为伴侣。

这样完全属于佛教里面的人，走的是佛教里面的路，要发起这种誓愿，就入了

佛教的门。 

二、发心极度摄略修 

为欲完成自他利，今发无上菩提心。 

第一句直接显示一切修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完成自他二利；为

此发取证无上佛果的心，这样就发起了无上菩提之心。 

无上无量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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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直接以“欲”字表达世俗菩提心的欲乐，“欲”即是欲求、志愿，用

“完成”二字表达所有的无上无量的目标。“自他”摄尽了法界一切众生。 

这个无上欲乐或志愿的含义，首先要善加认识，然后在心中结成了只有一

句话，成为所有修法的动力，即“为欲完成自他利”。“完”字是程度字，有

极度或圆满的意思。在自利方面，不是只求现生来世人天福报的利益，这不是

完成自利；也不是只得到小乘暂时的利益，虽然比前者超胜，止息了轮回分段

生死的苦，得到了入灭尽定解脱的安乐，但这并没有完全显发本来的自性，成

满无量功德，所以还不是圆满的自利。为了寂灭最细一分的二取习气，永断最

细一分的生灭迁流，而完全回归到大乐之地，返回到一念未动之前，像这样完

全恢复一个自性佛的面目，真正达到了永恒大乐的地位，才是完成了自利。为

欲完成无上的自利，我来修法，这是在自利上发生无上道心。 

就他利而言，可以有胜义分和世俗分两个方面的发心。胜义分要知道一切

众生本来是佛，只不过暂时一念入了迷梦，在这里幻生幻死，受各种虚妄的幻

苦；以同体大悲心发心，让所有的自性佛出离迷梦，返回到本来法界，这才是

究竟的他利。如果对于众生本来是佛还没有发生正见，那就要在世俗门里依靠

前行那样来修心。先是想到我在轮回里已经漂流过无数的生世，与众生生生世

世都有过各种的因缘，轮回里的一切众生没有一个未曾做过我的母亲，做我母

亲的时候是以极大的慈愍养育我，比如，每次吃饭时不肯先吃，总要把新的给

我吃，衣服也是选上等的来覆盖我的躯体，像掌上明珠一样长期慈悲地养护我。

这样就是思惟众生都是母亲，忆念有无比深恩。而当前母亲们的处境，他们都

是瞎子一样地，不见面前的道路，双脚颠颠蹶蹶地走在生死和恶趣的险崖上。

他们好像都被遗弃在一个空旷的旷野当中，不知道往哪儿走，想离苦却不知道

断苦因，想求乐却不知道修乐因，所想和所行完全背道而驰，就像这样非常地

可怜。想到母亲们有这么大的恩德，在他们处在极度的苦境的时候，应当由我

来作利益。那么在作利益方面，不是只给现前衣食等的人天福乐，也不是只把

他们安置在小乘阿罗汉果的地位，这些都没有完全尽到心，现在就是要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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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的所有母亲们，一个不缺地全数安置在无上的佛的果位。像这样子，就是

发起了“为欲完成法界一切众生的利益”。 

由这一段的考虑后，结成一个无上的志愿。发心的极度摄略修，就是已经

有这个内涵以后，一句话就带起这个内涵来。因为事先已经心里决定好了，往

后我作任何的修法，都是唯一为了实现这一个伟大的目标，是一个最大的心、

无上的心。因为是为欲完成法界自他所有众生的无上的利益，我全分地圆满达

到利益，那么像这样是个无上的志愿。所以这一句“为欲完成自他利”，在任

何修法前都应当一念就起，以此来趣入大乘佛道之门。 

“今发无上菩提心”，这个是一个无上的志愿，冲天的志愿。“今发”这

两个字，要知道我现在就发，我现在又发等等，发而再发。因为这个无上的志

愿直到成佛而后已，直到法界群生同圆种智而后已，所有法界中迷失了的自性

佛，全数返回到法性本位，还归到一念未动之前，就是这么一个所有的发心中

最大的发心，一个无上的志愿；那么这个志愿当然配在所有修法的前面，成为

最大的加行发心的殊胜；所以，一念到“今发”的时候，要知道这个是次次发、

再再发的意思，又是“今发”，到下一次修的时候又是“今发”，也就是我每

一次都要发。 

发的不是为自己的心，而是为一切众生；不是只求人天福报，也不是只求

小乘阿罗汉的果位，而是要求所有众生全数圆满一切种智，都成就无上菩提的

这样的心，所以发的是无上菩提心，这个内涵要有。有这样的大志气，一发动

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入了大乘佛道当中。 

以总含别 

修法者有这样一个大的内涵，当然这个极度的摄略修里面已经包含了一切

分的内容，总中含有别。也就是修药师法门，当然它的归依就是要归依药师法

门三宝体系为主的一切三宝海。这里永远归依佛的时候，就已经包含了七佛如

来、释迦本师为代表的所有的佛；永远归依正法里面，已经包含了药师大法的

所有部分；归依贤圣僧，已经包含了本法体系里的文殊、救脱、金刚手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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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以及护法。发心当中，当然为欲完成自他利，要取无上的佛果，这样子

要修习无上菩提之道，因此就要完成药师法门前行、正行、结行的所有部分。 

丙二、四无量心 

修习四无量心，专门对法界一切众生发出最圆满的善心，推至极致，由此

就能与药师七佛如来的广大慈悲、济世的悲怀相应。 

愿众离诸苦，愿众得诸乐， 

愿众乐不退，愿众平等舍。 

念这一颂时，行者心中要发生四无量心极广大济世之心的内涵。 

“愿众离诸苦”，这一句是发悲无量心。心缘着法界中的所有的众生，愿

他们远离粗细所有的苦，也就是大至地狱之苦，小到最细的生灭迁流的苦，无

一剩下，全数远离。 

“愿众得诸乐”，念这一句发起慈无量心：愿法界一切众生得到现前和究

竟的所有安乐。也就是，下至人天丰衣足食的快乐，上至证到无上佛地位的安

乐，全数都实现。 

“愿众乐不退”，念这一句时发起喜无量心：愿法界一切众生得到了安乐

时，永不退减。这是喜心到了极致，他人乐如自己乐，这样内心非常煕怡、喜

悦，就是喜心。“不退”二字表达了与嫉妒心相反的内涵，嫉妒是不愿意他人

得圆满，巴不得他退减一点好，不要那么太圆满，或者不想让他常常得到等等；

而喜心是人好如己好的欢喜，就是愿一切众生所得的所有的安乐，没有一点退

减而永远不离。 

“愿众平等舍”，念这一句时发起舍无量心：愿法界一切众生都住在远离

二边的平等舍心当中，实现无上的、无迁变的大乐。“平等舍”就是证得诸法

平等性，这里是就境界而翻译的，证得诸法平等性是义译的表达。也就是愿一

切众生都住在平等性中，脱开二边的分别，也就是没有任何偏执的完全放开的

状态，这个时候就不落在相对的分别戏论里面，而出现真正的平等的大乐，永

远都是这样，没有什么二边分别的，这个上面要知道，脱开了一切最细苦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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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执。“平等”就是法性，就是真如，一切都是真如，一切都是纯真的，一切

都没有什么分别的，所谓“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到此地位就是大乐，也就

是回归了真如本身，所有都是如如。 

明了以上的内涵，随文发愿，这样就是四无量心的极度摄略修，二十个字

里面圆满了无上的利他的善心。 

 

 

思考题 

1.解释题目：药师经王极略仪轨·甘露妙滴 

2.修习本轨前需做何种预备事宜？ 

3.从境、时、心三分解释归依的修法。 

4.如何修习发心？ 

5.如何修四无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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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二、正行 分四：一、四种加持；二、奉请圣众；三、献七支供祈赐成

就；四、持诵密咒 

药师法门的正行仪轨，首先作四种加持，使得刹土、宫殿、座位、供品都

成为清净妙土的状况，而不再是庸常的秽土人间的现相。这样作了加持后，奉

请七佛如来为主的三宝圣众莅临坛场，这样就有了所依止的圣境。然后，在圣

境前献礼敬等七支供养，作为能祈求的因缘；当具足这样的能感势力后，祈求

七佛等赐予自他一切众生果实。最后进入密咒修持，以陀罗尼的力量与诸佛感

通以祈求成就。 

实修前先要知道，正行中每一步怎么来用心，怎么来观想，怎么来献礼献

供，怎么作祈求，怎么发愿，怎么称名，怎么持咒。这些了解以后，依照文句

的指示依文入观，如理如量地发生修法的心，这样子就能获得本法的成就。 

丙一、四种加持 分二：一、刹土器情全体加持；二、宫殿座位供品加持 

丁一、刹土器情全体加持 

愿依三宝三尊真实力，诸佛菩萨海会加持力， 

福慧圆满威权大势力，清净法界难思难议力， 

此方刹土如同极乐国，依报正报庄严万德现， 

世出世间心境大圆满，一切所欲普皆自然成。 

两颂金刚句分三段揭示其义：一、加持；二、能成就净土的四力；三、所

成就净土的庄严。 

一、加持 

“愿” 

这是由庄严国土的无上志愿，加持此刹土普成清净。 

“愿”字开头，表示志愿或欲乐。欲是缘起的枢要，欲为万法之本，意思

就是，一切善果都是由善欲发生正勤而来，一切事业都是由欲乐而来，且缘起

上有愿必满，如何起愿就如何实现，因此，愿或者欲乐为根本。 

正行一开始作四种加持的必要，从总、别两分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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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必要 

由于药师法门是大乘法门，具有《庄严经论》所说超胜小乘的七种大的原

因，因此，修者为了真实趣入大乘道轨，出现大乘的殊胜，根源在转变欲乐，

也就是等起应出现无上志愿。意思就是，具有此无上志愿，缘起上才出现大乘

的道，如果不现前这个无上志愿，口中空念也并非大乘。 

无上的佛道要经由圆、净、熟三者达到究竟而完成，“圆”是圆满十度，

“净”是净佛国土，“熟”是成熟众生。此处大乘药师法门完全具足这三方面

的无上志愿，由于要发起净佛国土无上志愿的缘故，首先要有净土愿。 

（二）特别必要 

此法门要迎请七佛、本师，乃至诸佛菩萨、护法海会，相应这些圣众的境

界——常在一切时处都居住于净土，无有染污现相，因此，这个法门的观行需

要将迎请之处观成净土。 

具体要这样生起认识：秽土是凡夫虚妄分别显现的迷梦般的污染境界，是

一种无而妄现的状况，就像以迷乱习气，梦中现各种的丘陵坑坎、荆棘砂砾、

烟云蔽空、关山阻隔、江河泛滥、烈日炎炎、噪声污染、网络迷乱等等，这些

境界的相实际是一个迷乱的习气所现。迎请的七佛如来、本师如来等已经彻证

了法性，一切的无而现的有法连丝毫许也不存在。八佛如来等恒时处在净土，

就像地藏菩萨，虽然以悲愿下地狱普度众生，其实他常处在寂光净土，并没有

地狱，然而，觉悟者可以以加持力入于迷幻者的心，救他出苦，大觉者本身是

没有梦的。奉请八佛等降临坛场，不能说此处还是秽土，法理上不契合，因此

要由净土愿作加持。也就是，我们有一个真实的欲乐，愿令此刹土返回到清净

妙土本身，这正是诸佛菩萨的居处，在法理上是相应的。这样一来就要知道，

这里的所有一切都是清净法、清净相，奉请的八佛等无数诸佛菩萨降临坛场，

实际就是安住在净土，然后在八佛等三宝前礼敬、供养等等，全数是净土方式。

那么这样子，就真正地在清净的层面上能与八佛的心相应，与圣众的心相应，

与本法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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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土愿的缘起 

智慧的抉择告诉我们，现在正沉沦在无而妄现的迷梦般的客尘他乡，这不

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是净土，也就是寂光妙土、实报无障碍妙土。同时在缘

起上观察，我们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沦落在秽土里，过着以往的生活；要么

发无上志，去除这个迷梦，开发本性的妙土，到底怎样呢？取决于我们的志愿。 

如果对于娑婆秽土的苦相不能认识，对于它的虚诳不能认识，我们会被常

乐我净的四种颠倒心所骗。比如会认为，这个地球的人间是非常好的，大都市

很繁华，我迷恋这里的生活，来生我还要继续。其实，这里的各种现相都是苦

相，包括山、河、风、雨、砂砾、寒暑等等，不是我们本有家乡的风光。如果

我们对于这种虚假的秽土不但不知其虚假，反而认为真实，不仅不知其苦，反

而自觉为乐，那就发生一个愿意在这儿常住的心，就像一个人沦落在客尘他乡，

他愿意待在那里，那就永远回不了家。 

有人说：大乘佛法不是需要就在这个苦世界里度众生吗？ 

回答：这并非同流合污，这是悲愍众生，要拔济他出这个苦世界。 

又有人说：我们不是需要庄严当下的国土吗？ 

回答：这并非使你停留在这错乱的染污世界，而是以自己的无上志愿净化

此国土、带动此国土，使它成为万德庄严。 

总之无论如何，错乱是不可取的，一切由狂乱的分别制造出来的假相是不

能执著不放的，因此我们需要往本有的家乡走。 

欲乐是缘起的根本，在净土上面我们常常要记得，这不是家乡，这是个梦，

要早日出离，我们的愿是要当下成就净土，当下返回万德庄严的本有故土，因

此要以这个大愿时时摄持记得不离这种欲乐。具体如何发生这个愿而作具力量

的祈愿？那需要认识净土的因缘。净土并不会无因无缘自然发生，长劫的迷梦

需要有一种加持力，一种如法相应的力量，才能化染为净，返回本土。净土愿

的具体内涵，应当有能成就之因和所成就之果两部分，当他认识了以后，就是

愿由这样的力开发出这样的净土，那就是具相的净土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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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依照金刚句的指示，如理如量地认识其中的内涵，在发生了定解以后，

就按照我们所认识的那样，至心地发生祈愿，那就是这里的“加持刹土”。 

二、能成就净土的四力 

“依三宝三尊真实力，诸佛菩萨海会加持力，福慧圆满威权大势力，清净

法界难思难议力” 

正反对比可以显示四力的内涵。以下先认识怎样由四种负面的力，使我们

沉沦于秽土；再了解由怎样的四种正面的力，将使我们开发万德庄严的妙土。 

（一）怎样四种负面的力量，使我们沉沦于秽土 

先要认识到显现刹土的根源是心，所谓心秽土秽，心净土净，一切刹土都

是唯心所现，并非心外别有。就像由一个染污的心可以现出一个非常大的染污

的梦的境界，由狠毒之心会现出一个极为广大的地狱世界，由悭吝的心会出现

非常繁多的饿鬼世界，由愚痴的心会出现具体的畜生的世界。 

所谓负面的四种力就是：首先，依止外教染污系统的力量，也就是如果依

止邪师、邪法、邪友，有负面的摄持、导向的作用。“邪”即是虚妄，比如说，

没有乐说成有乐，没有我说成有我，有因果诽谤为无因果，有善恶说成无善恶，

颠倒是非黑白，像这样是虚妄的涵义，从这里会出现邪的导师、邪的法教、邪

的助伴。如果对此不正的教派发生了信奉，这个力量会使得信奉者日益落入到

染污当中，也就是心越来越不清净，行为越来越不清净，这从根本上会陷在错

乱心当中。再者，由魔王、魔民的加持，自身错乱见解及行为的积累，出现的

都是生死和恶趣的资粮，到了果位上，那就由熏习浓厚的识，变出生死乃至恶

道的世界。 

这样就明白，由负面的四种力将使我们沉沦于秽土，而且就差别上观察，

心染污程度越大，出现的世界污秽程度就越大。比如说，从天降到阿修罗再降

到人，这个受用就越来越小。比如说人，已经飞不起来了，只能开一个甲壳虫

一样的小车，在一个小跑道里面行进，住在蜂巢一样的房子里。再往下堕落，

如果落到了饿鬼世界，里面连一滴水都难以找到，而且各方面的境界都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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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倒的状况。再陷入到地狱世界，那里出现了极度的逼恼、煎熬、无处可脱，

连喘一口气的机会也没有。 

这样认识以后，我们就要起一个大的觉悟：愿走光明之路、清净之路，也

就是愿依四种力返回净土的家乡。 

（二）怎样由正面四种力量，使我们开发净土 

四种力即是：一、三宝三尊真实力；二、诸佛菩萨加持力；三、福慧圆满

大势力；四、清净法界难思力。其中前二者为他力，后二者为自力。 

1.三宝三尊真实力 

以“真实”显示三宝力量的特性。相应真理即是真实的范畴，真理是空性

缘起，完全相合、没有任何无明的障碍，是佛宝；部分相合到完全相合之间的

所有的圣众体系，为僧宝；此范畴的证法与教法是法宝。三宝即是三尊，彻证

实相的佛是福慧两足尊，能至涅槃的法是离欲尊，圣法界的全体是众中尊。 

整个三宝体系呈现出一个真实的力量。要知道，所有的魔界全都是由那个

虚妄分别出来的，从一念无明小的分别到大的分别，最终执著我，然后颠倒因

果，出现各种的邪的说教和行为方式，这样就出现整个的魔界，这是往染污的

方向牵引的，使信奉者都会陷入到秽土当中，严重的会直下地狱。而三宝代表

真理，由于真理的相应和开发，所有三宝的力量都将帮助信奉者返回本来的真

实。信奉三宝、归依三宝，自然以诸佛为师，以正法为道，以圣僧为伴，这个

力量是一直往真实上去走的，因为所有苦的根源是无明，可以说是两大无明—

—缘起的无明、空性的无明，有时我们也说成是业果愚、真实义愚。信奉三宝，

由于这样的无上大师的指示，这样的清净圣教的指导、修行，全体圣僧的引导、

摄持，我们将日益地清净，心净则土净，因此以这个真实的力量将现前净土。 

2.诸佛菩萨加持力 

在三宝中特别提出诸佛菩萨，这是由于完全觉悟和部分觉悟的圣众的全

体，他们证到了法界平等性，视众生如同独子一样，这个慈悲的力量一定会加

持具信心者返回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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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会”就是无量集会。诸佛菩萨是合力作事业的，比如一佛作事业时，

其他一切佛都会入到他那里作为助伴。而且，随着行者心越来越清净，就像镜

子越来越清净加持的影像会越来越明晰，也就是这个加持会日益地明显而强

大。由于诸佛菩萨海会的集体加持，这个力量入在行者的心上的时候，能迅速

地帮他开发出净土，也就是加持下去以后，妙土就会出来。 

3.福慧圆满威权大势力 

就主要而言，可以将成就净土的四力分成自力和他力。三宝真实力、诸佛

菩萨加持力属于他力，福慧圆满大势力和清净法界难思力属于自力，而且前者

指因力，后者指果力。 

因，就是指福德和智慧二种资粮圆满，当圆满时，依缘起律有一个大的威

权势力，除了这样现前净土外不会有其他结果。也就是缘起律是天律，到了那

个点上，谁也没有自在力去阻止不那样实现的，这个叫“威权”，也就是表现

了因果律的威严。从自方来说，一定会实现法性土与受用土交融无别的境界；

从他方来说，会出现大悲誓愿所定那样的供其他众生受用的受用土与变化土，

摄持一切有缘众生住于佛土，速成佛道。 

智慧资粮是根本，福德资粮是眷属。从二资双运的道来说，智慧资粮就是

明见本体，知道一切法都是从这个性出来的，与性无二，而且透彻安住，不出

本位，从体起用。福德资粮指愿行菩提心，相应净土而言，有净佛国土的志愿，

包括发愿、回向，以此修积无量的善行，庄严妙土。这样住在真实慧中一直不

忘失，然后起用修积无量的万善，那么以此庄严妙土的话，它到达圆满之际，

由威权的势力必然现前自分的法性土与受用土、他分的摄持众生的妙土。 

《无量寿经》中记载，阿弥陀佛向十方来访的修行者开示说：“通达诸法

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其中前二句指智慧资粮，第三

句指福德资粮，第四句“必成”二字说明当二资圆满时，具有大的威权势力，

是决定要如此成就的。其中前二句说到明了法性，与《备忘录》所说一样。一

切法的法性就是这个理体，以它的力用现前各种的事用。既然是它所现、它的

一个大用，与它就无别了，因此一般凡夫实执认为的那样，诸法当现的时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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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就在那里有一个自体，全是错觉。实际上，所有现的诸法都是当体空的，也

就是没有它的自体，这叫“一切空无我”。这样就明了了本体，知道一切都是

从此体所现，这就是法性。通达了法性以后，就不著任何的相了，但是这并非

断灭，而专求净佛土。这就是明了一切都是本性所现，都是本性的大用，因而

并不是像所现的那样有那种相状可得的，这种彻底地安住本体而不著外相、不

攀缘，行一切的道的时候，都不落在三轮的执著当中。然后又不是断灭，而是

修积一切万善，不废任何一个法，所谓“建立水月道场，大作梦中佛事”。这

样子，离相是智慧资粮，行善是福德资粮，住真实慧发起无量的万善来成满妙

土就是福慧双修。从要建立佛土，摄持一切有缘众生入不退转地速成佛道而言，

那是因地发生了伟大的誓愿作为前导，依此愿而修积大行——无量无边的福慧

二资的妙行，修积万德来融成净土。这个到了因缘圆满之际，也是必然要现前

供众生受用的佛土。 

威权大势力之涵义 

此处应参照《前行备忘录》，所说原理一致。所有的事相都是受缘起律支

配，“缘起”就是牵引之义、依连之义，依着如是的因，必然相连而牵引到这

样的果上，没有丝毫的错乱，这就是缘起的一种威严。 

就成就净土的缘起而言，刚才说的福慧双修就是它的正因。比如住真实慧，

也就是不离本位，然后发起万善，一直都是这样子从体起用，那么以这个作为

根本，决定要开发常寂光土与实报无障碍土。也就是，自性中本来有的法性土

和受用土，以这种因缘不得不开发。 

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一直就安住在本性中，不著任何的相，就像珠子发

光又照珠体一样，以这样的修行，最终决定彻底地安住，刹那都不会动，那么

自性本来的寂光净土要圆满地现前的。也就是，这样的修行，最终连一个刹那

的妄动都没了，它就是“常”；任何的妄相都没有，就是“寂”；一直都是这

个妙明圆照本体而起妙用，是一个“光”，这个法性的常寂光的妙土，由此会

现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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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的安住本体而起妙用，这都是称性而修，也就是以文殊智摄持而

起普贤行。由于这样子的大用现前的话，它的结果决定要现前实报无障碍的受

用妙土，如同《普贤行愿品》偈颂的后面所说。比如说，随着这样的道的增进

越来越纯熟，妙用越来越现前。比如到了高位的时候，在手掌里可以随意地现

出无数的资具，以供众生享用，无论需要什么，在一个手掌里都可以现出来。

再者，大用开发的时候都是称性而起的，那么这里面说一个法音、放一个光、

出一个香，就能够熏到百千万亿世界，乃至无量无边的世界。最终色心自在，

身土互现，一个毛端现出无数的宝王刹土，一个刹那普见三世无量劫海，色身

中可以出无数的妙刹土，刹土中可以现无数的色身，一定会称性开发出无障无

碍的具足万德庄严的受用妙土。 

还要知道，这个法性土与受用土都是法尔本然，只不过就是一念妄动落入

无明以后，二取发展得越来越厉害，以这个迷乱的力量障蔽住了，从而只现幻

梦般的有障碍的境界。就像本来在一个所向无碍的大草原上入了梦，里面重重

叠叠的一重重的障碍，等他醒来了之后，这些障碍本来没有，一切都是自在无

碍的。那么如何才能醒来？如何才能够逐渐地回归到本来的这样的性相不二、

体用无别的法性当中？这个就是要通过前面说的一个二资双运的妙道、见行相

合的妙道。那么像这样，最终最细的二取的习气无余地消尽，那么这样连最细

的一个二都没有了，那自然现前的是二土双融的地位。 

从摄持他方居住成佛的妙土而言，同样是上面的法性缘起、与法性缘起相

应的二资双运的道，同时有特别的悲心，建立佛土的誓愿，然后有大愿、回向、

三摩地等种种加持，和众生之间有非常庞大的业缘关系。那么，当缘起一旦成

熟的时候，那就自然把所有的有缘众生摄持过来，整个围成一圈，成了主伴圆

融的世界。这个所谓的“威权”，就是既然有这样的法性缘起，这样的发愿、

回向、三摩地等加持，这个在缘起上就成了连一丝一毫都不会错过的。一旦因

缘成熟的时候，无数缘起的牵引力，决定就会成就这样的主伴圆融的妙土。而

且，按照大愿的设定那样，一切都自然会呈现的，无法遏制。由于这样的主与

伴两分无数因缘的和合，已经到了成熟之际，那就自然全数地牵引过来、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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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也就会出现那一方的那样的妙土，住在土中的佛的色身、名号，摄持的

眷属，那样一个果上的缘起场大作佛事，以及安住的寿量等等。 

像这样，无论从自分净土或者他分净土，由于缘起律的无有错误，实现时

的无有自在，这样子称为“福慧圆满威权大势力”。 

4.清净法界难思难议力 

“法界”即万法的本源，它就是法性、真如、本体、理体等的异名。“清

净法界”指自力上的果分，到了最细的二取习气无余消尽，如《圆觉经》所说

那样，最细的能所都没有了，那时就回到了清净法界，回到了妄动之前。此时

自然呈现出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境界，这是它法尔的力量所现。就土方面安

立名称，称为“净土”，并非在法界外、在性体外、在本性外另有什么刹土。 

这里分两段来说明：一、理事无碍法界法尔的力用；二、事事无碍法界法

尔的力用。 

（1）理事无碍法界法尔的力用 

自分上一切妙用都是这个本体所现。就他分来说，净土的一色一光、一香

一花，全数是法身妙智的流现。一切事相由于都是法身妙智所现的缘故，任何

一个都圆明具德，都是圆圆果海，都发生摄持众生决定成佛的大用。当初因上

是住真实慧，始终住于如如本体而起妙用，这个已经修到纯熟，一念妄动没有，

无碍发挥的时候，那全数都是从这个真实自性来起用，从法身智慧来流现，这

样子成就。他分的净土上也可以说，佛庄严、菩萨庄严、国土庄严所摄的无量

庄严海就是一个清净法句，所谓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像这样，就是由理事无碍

的法界的力用，自然就现前了这样的庄严。 

（2）事事无碍法界法尔的力用 

就事而言事理不二，每一个事相实际就是这个理体，任何一个都是这个性

体，性体中本来含一切，因此一个中就含一切。以法界法尔的力用，将出现华

严十玄门所表示的无数不可思议的事事无碍的境界。比如广狭自在、一多相融、

延促同时、同时具足相应、重重无尽、圆明具德等等。分证之时，消除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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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障，会部分地呈现；彻证的时候，无余消尽了客尘——二取的障碍，也就

圆满地呈现了事事无碍十玄门的境界。 

这个力量加被在众生上，也依照清净和不清净的程度，会出现各种净土的

境界。也就是相应地上菩萨，将摄持他们组成一个大和合的缘起场，成为他受

用报土，而且随着入地的程度，也越见越微妙。其他不清净类众生，可以摄持

于变化土，同样地加持下去会显现相应的妙土。这样就是从自身的法性土与受

用土无别的地位，应着清净与不清净众生的因缘，垂下他受用土和变化土。整

个果位上，由这个清净法界的力量作为一个根源，自然地会这样现前的。 

难思难议 

分别心都有所缘，当它起的时候，一定会缘在某一个点上，思惟和语言就

是由此发生的一整套的表现。比如缘着某种事相，心里会分别这是这个，那是

那个，语言里也相应地说出种种的名称。然而到了清净法界的地位，一切假相

都没有了，所有的事相即是此理体。既是此理体，称性融通的话，一一事相都

是法界，一个当中就含了一切，没法去说它是什么，什么边也没有，说不出是

什么。它圆融，本身就是法界，根本不是一个语言分别的境界。语言分别一起

的时候就缘一个相，它怎么会是全体呢？因此，这个清净法界本身超情离见，

绝非语言分别的行境，所以说“难思难议”。 

三、所成就净土的万德庄严 

“此方刹土如同极乐国，依报正报庄严万德现， 

世出世间心境大圆满，一切所欲普皆自然成。” 

我们的志愿不是想保持这个颠倒、虚诳、充满不净、痛苦的秽土，而是想

使这个刹土顿时现前净土妙严，因此，以这样的无上志就发生了欲乐：愿此方

的刹土全体如同极乐世界。 

这个“如同”的涵义就是后三句所说，可以由横向、纵向、方式三个方面

来认识，由此祈愿会有具体的内涵。第二句是横向，横着包揽了所有的依报、

正报或器界、情界的内涵。纵向就是第三句，从所摄受众生心的清净程度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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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会出现世出世间无数品位的圆满。方式是第四句，整个的实现是一种自然

的方式，不需要任何人工的造作，以四种力的极大的势力自然会那么运转，这

个叫“自然成”。横纵综合就是净土全体。这样就明白，要成就净土的内涵，

实现上全数都是自然的，是一个无为的方式。 

那么这样认识以后，结合前面的四种力，知道因；了解了后面的横向纵向

的全体、实现方式，又明白了果相，由此就会发生欲乐，想这样子成就净土愿。

长期地这么熏习下去，就一定会有一个转变欲乐的相，也就是自己的那种心愿，

会出现一个净土上的善愿。 

下面就按照四点来揭示内涵：一、不离当处；二、横揽器情；三、纵贯世

出世间；四、自然如愿成就。 

（一）不离当处 

秽土是假相，它是出于虚妄分别的力量，出现的各种惑、业、苦的乱相，

正现的时候也是没有的，就像空花，所以不是在别的地方去实现净土，就是让

此方刹土当下现前极乐国般的净土。就像《维摩诘经》所说，一般以为，为什

么世尊成佛的刹土如此地秽恶不净，各种荆棘沙砾等？那么，当时世尊示现足

指按地，当下就呈现净土，证明清净本然的妙土是我们的家园。也就是在没有

入梦以前，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不是指别的，就是让此方刹土当下要离

开这个秽土的乱相，出现净土。 

（二）横揽器情 

一个世界可以分成器、情世间两个部分。鱼在水中游，动物在山中住，人

在城乡生活，山水、城乡是器，是所依，是果报的环境分，称为依报；鱼、动

物、人类是情，是能依，是果报的正体分。 

现在关心的是净化国土的内涵。世界的清净与否，取决于这两部分的品质。

以我们现在这个五浊恶世的人间世的情形来说，充满了各种的空气、噪音、信

息等的染污，这就是依报的不清净的状况。比如，现在的水资源很差，而且水

发生各种的泛滥、淹没船只等。地理的状况很差，比如有各种的关山阻隔、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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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戈壁、荆棘、盐碱地等等，各种的污秽的相。或者就城市而言，充满了污染，

无论是色法、声音、香尘、触感、味尘等等，品质很差，不能够养心养身，而

且发生各种的疾病，心里的躁动、忧郁、压抑等等，它是一种充满秽恶的品质。

有情就人类而言，处在巨大的五浊炽盛的状况里。就个体而言，有见浊、烦恼

浊、命浊、众生浊，见解混乱，各种各样的思想、认识都是颠倒的；烦恼，像

贪、嗔、痴、慢、嫉非常炽盛；命，活不过一百年；众生，就是指这个身心和

合非常粗恶、非常不净，这个身心假合的状态很差。人类的生存状况是非常艰

难的，谋生艰辛，生存压力重；受用上，安乐度很小，无论是吃的食品、听到

的各种声音、学习的文化、环境的开展度、身心的适悦度，都日益下降。这样

就知道，秽土的情况是依报、正报充满秽恶，不具什么德相。 

为此在祈愿上，愿此方刹土顿时呈现依报和正报的万德庄严。这个是包括

主体的有情和依附环境两大方面的一切的庄严和功德。具体如净土经教以及

《略轨》解释的那样，要知道正报上面有主尊的佛和眷属的菩萨，出现智慧无

量、慈悲无量、寿命无量、神通无量、受用无量，乃至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思

议的万德庄严。依报可摄在色声香味触五尘或地水火风空五大当中，具体呈现

为大地庄严、虚空庄严、莲池庄严、行树庄严、宫殿庄严、莲花庄严、罗网庄

严等等。比如，大地宽广平整，广大如虚空，或者具足各种光明、妙触，水有

澄清、甘美、长养诸根等八种功德，其他各个方面都像上面所说，由于是如来

无漏妙心所现，都是圆明具德的，每一种都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愿就是以极乐

世界为标准，愿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国土的全体任何一个方面，都现前像极乐世

界那样，具足无量不可思议的功德。 

（三）纵贯世出世间 

与三身的原理相同，就像从法性身应着染净两类众生的机缘，会在地上菩

萨前现出他受用的报身，在其他众生现前变化身那样，这样会有高下的无数品

类。同样，从法性土与自受用土圆融的果分，应着有缘的清净、不清净眷属的

机缘，会垂下他受用的报土及变化土。即是以愿智神力加持于有缘众生的心上，

使得他显现的器界的相分、根身的相分乃至受用等等都要发生变化，出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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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土的状况。随着心的清净程度，自然出现高高低低的无数品类，心越清净加

持越大，所现的净土越微妙，但是不管怎样，在各个层面上都是由于这种如来

的愿智神力加持的缘故，与前不同，会出现心境圆满的状况。 

心与境是概括的方法，心是能受用的心，境是所受用的境，以心境两分含

摄了受用圆满的内涵。从声音的方面来讲，比如像极乐世界，耳朵听声音这是

一项圆满，也就是听到各种的风声、水声，都出现无数微妙不可思议的音声，

这个音声比天上最好的音乐还要微妙无量无数倍。在受用上，一听就得无量喜

乐，念念之间都增长菩提善根，开发本来的智慧、慈悲、定力等等。比如说，

风吹到树叶上面、铃铎上面，会发出无法形容的无数种的妙音，声音的明使得

本性的明现出来，声音的悲就开发出内心的悲等等。或者，水互相冲击的时候

会发出各种的妙音，而且出现无数的法音，愿听什么法就现什么法，一听就相

应。像这样就是所谓的心境圆满的一分。 

其他以此类推。比如，眼见到宝地下八棱宝柱的光明、妙色，会证入空性；

或者口品尝八功德水的时候，会开明神志；身触到微风的时候，会寂灭分别，

如比丘入灭尽定。或者六根接触到菩提树的影像、声音、光、香尘、忆念菩提

树等等，这样的话自然诸根清澈，无诸恼患，得不退转，乃至证得音响忍、柔

顺忍、无生法忍。像这样，就是心境一接触的时候，实际接触的就是法身妙智

的加持，出现的是圆满的受用。以此类推，就三身刹土无量品类而言，心与境

和合受用的圆满状况，纵然诸佛使用无碍的辩才演说一个大劫，也说不到其中

的一分。 

这里世出世间是一种分类法，表达的是上乘与下乘，也可说是包含了受用

土与变化土的状况，也可说前面还是有语言可以描述，后面甚深的境界根本没

法言说。就像这样，所有的世出世间的心境大圆满都要顿时呈现。就净土根源

的如来果地而言，这个也叫“一成一切成”，顿时之间以法界不可思议的力量，

全体的净土全数地以这个无障无碍的方式、真俗圆融的方式而现前。 

（四）自然如愿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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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所欲”包括所有的愿望。“普皆自然成”，“普皆”是全体，“自

然”是方式，也就是全数都是自然性的。当这个缘起的大体系一旦完成的时候，

再也不必要费一点力气，动一点心思，一切都是自运转的。也就是以上面的四

种力极其不可思议的势力，就自然地那么运行了。好比船在开始行动的时候是

需要加功力的，一旦到了大海中央，由于大海大的环境势力、风的势力，就再

也不需要费一分劲，它就自然地运行了。就像极乐世界那样，一旦形成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想像的不可思议的缘起势力、法性的势力、法界的势力，自然地

就那么运行。 

按照低层可言说的情形来说，这样一个国土成了什么状况呢？心里想吃什

么，就自然现前百味饮食；想穿妙衣，就自然有法服现在身上；想供养什么，

自然就呈现出各种的衣、食、香、花、伞、盖、幢、幡、音乐等的供养具；想

听什么法，就自然闻到相应的法音；在莲池里沐浴的时候，水的温度、高度、

动力的程度，随着心自然那么呈现的，而且无数人都按照他的愿那么现前；再

者，一个法音里含一切法音，能应所有的人的意愿而显现的。诸如此类要明白，

这是一个全体实现的方式，它是一个自然成就的方式，就连一个刹那手捏一张

纸的力气都不要用，全数都是以自身的势力自然那么运行的、自然那么实现的。

这就到了一个无为的妙土、成满一切所愿妙土的层面，也就是所谓的“一成一

切成”。 

以上从能成就的四种力量、所成就的净土庄严两个方面，揭示了我们的愿

境。懂得了这个愿的内容以后，就真正地从心里这样地来祈愿，而且要知道这

不是口中空念，而真正达成的无上行愿。那么按照这样一次一次地修，我们心

中会出现庄严国土的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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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四种加持： 

（1）正行一开始作四种加持的必要是什么？此处净土愿的涵义如何？ 

（2）能成就净土的四种力指什么？分别解释其涵义，并说明怎样由此力开发

净土。 

（3）所成就的净土庄严如何？从横向、纵向、方式三分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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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二、宫殿座位供品加持 

愿此悦意摩尼宝宫中，诸佛菩萨安处狮莲座， 

咒力明力胜解力幻变，遍满供品云海悉享用。 

从净土总体的加持，再到本法中心道场无量宫中的加持，是由总到别。修

法都是转变欲乐，就是愿我们所处的境界全数都是清净的境相，而不落在凡俗

的观念里。前一颂总体上我们已经发生大的欲乐，愿这个世界的器情全数都由

四种力变成一个净土的庄严妙相，这样我们观念里已经处在净土当中了，对于

目前修法中心的坛场，需要再作清净的祈愿。 

“愿此”，就是指现在的这个处所，让它成一个悦意的无漏摩尼妙宝自然

显现的无量宫。在这个超情离见、不可思议的宫殿中，呈现出无数诸佛菩萨所

安处的狮子莲花宝座。接着要想到，就在这宫殿无限的空间当中，出现由咒力、

明力、胜解力变化出来的供品云海。它是以各种供品云，如衣服云、饮食云、

伞盖云、香云、花云、鬘云、音乐云、光明云等海量的方式，充满整个虚空界，

这些供品将提供给宝座上的圣众享用。注意在念愿词的时候，已经落在中心的

坛场上，而且以大的欲乐心，要让目前的这个房屋、座位和供品，全数都出现

清净刹土的庄严妙相，而不停留在人间凡俗事物的观念上。 

以下解释三处清净相的内涵，使得我们有希愿之处。按照这样来念修，有

一个非常大的欲乐，要当下就转成这种清净的状况，这样就做好了加持。 

一、宫殿——悦意摩尼宝宫 

“摩尼宝”指宫殿体性，“宫”即住处的正体，“悦意”指受用相。 

这个宫殿的体性，并非像不清净业所感的秽土的房屋那样，不是土木、沙

石、混凝土等的体性所成，而是如来无漏妙心所现，故说是摩尼妙宝的体性。

“摩尼”或“宝”字是表示法，它是尊贵的、具无数品质的、自然的、常恒的。

也就是，净土宫殿的状况不是由人力等因缘造作而来，而是由四种力——不可

思议缘起的势力，自然就这样子出现。而且，由于我们的本性中具有这样的珍

宝性，借助佛力等开发的时候，就会具足无量的微妙庄严，这称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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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体即“宫”这个字，要按照净土经教和《略轨》的指示，应当明确这是

一种无量妙宫，也就是一多相即、广狭自在、具足无量妙德的法界。如同极乐

世界的宫殿，每一处都像明镜当中能够容纳十方刹海的景象那样，在这个当中

实际能够含无数的空间的事物。以这种观念，等会儿就可以希愿，这里面出现

法界无数诸佛菩萨安处的一个又一个的狮子莲花宝座。 

“悦意”，指这个自然宫殿任何一种庄严妙相都是符顺心意的。这意思就

是，所有的境界都是如来的智慧应着圣众的机缘，恰如其分地显现。也就是，

这个宫殿将显现什么颜色、大小、形状、庄严德相等等，都是顺应圣众的心自

然现出的，无数个人的心可以现无数种相应的相。当现相之时，比如出现它是

一种无尽庄严、无匹明妙的状况，一见了就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因此说“悦

意”。 

二、座位——诸佛菩萨所住的狮子莲花宝座 

这个大欲乐心就是，愿座位统统都成一种像《观经》描述那样的，具足无

量庄严、极为宽广的诸佛菩萨安住的法座，而不是停留在人间庸常的这样的座

位上。不是木头做的、塑料做的，而是由诸佛菩萨自身的愿力，到了成佛时自

然显现出的那种形量、光明、颜色、品质的法座。这个地方关键是一个清净方

面的希愿，属于在座位上的愿。有这个愿的内涵，然后让这个座位都变成无量

宫中无数的具足庄严的诸佛菩萨的法座吧！那么这样子就作了加持。 

三、供品——普贤供品云海 

大的欲乐之心，是愿这个供品全数出现一种普贤供品云海的状况，这个是

净土的层次，是菩萨大众供献诸佛的方式。不要想成人间庸常的方式，来源上

不是农业种植、工业制造、手工业制造这样的方式出现的衣服、饮食、卧具、

香花等，也不是平常很少的量，一件衣服、几个水果；而是根源由陀罗尼的力

量、明的力量、胜解的力量幻变而出，数量就是普贤供养愿王所说那样的，每

一种都是无量无数充满虚空，所谓的衣服云、伞盖云、音乐云、灯烛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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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大的希愿心，就是愿让供品都变成咒力等所现的普贤供品云海吧！如果有

这样的欲乐，就是对供品作了加持。 

四种加持极度摄略修 

懂得金刚句的意思后，摄在三颂当中，作好了全数的加持。“愿”就是大

的欲乐，总体上就是愿这个刹土的所有的依报正报的现相，当下就由四种力变

成跟极乐世界的万德庄严、心境圆满一样的状况，全数都出现吧！这样子就是

对刹土作了总体的加持。再到修法中心的道场，就是愿这个场所成为无量宫的

坛场吧！愿座位成为诸佛如来的狮莲宝座吧！愿供品成为咒力等所变的普贤供

品云海吧！像这样就作完了四种加持。 

这样处在清净的观念里，再进行下一步的修法——迎请、献供等，都是一

个清净层面的事，这就符合诸佛菩萨的行境。我们自身由于这四种加持，也都

想这些全是清净的，这个就是诸佛菩萨住的净土，这里就是要请诸佛菩萨来的

坛场，是无量宫，这个就是诸佛菩萨愿力所现的狮莲宝座，我们献的就是普贤

云供的层次，全数都是清净的。 

丙二、奉请圣众 分二：一、奉请降临此处；二、奉请沐浴更衣安座应供 

丁一、奉请降临此处 

浊世怙主具悲七如来，释尊正法菩萨护法众， 

为救我等请作胜依怙，于此降临集会作加持。 

加持刹土和坛场后，再奉请药师法门整个三宝体系全体圣众莅临坛场。金

刚句中，前两句呈现奉请之境，后两句显示奉请之心。行者修法时，心里要明

确三点：一、奉请谁；二、为何奉请；三、奉请作何事。明确这三点才能发出

具相的奉请之心，从而完成奉请。 

一、奉请谁 

即奉请药师法门三宝全体。第一句显示法门主尊，第二句显示法门助伴。

也就是，成为浊世无量众生怙主的具有极度悲愍的七佛如来，突出法门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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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为伴，包括宣说本法的教主释迦佛，七佛愿智神力法门主体的教法与证法，

文殊、救脱、秘密主等本法的辅助菩萨，梵王、帝释、四大天王、十二大将等

本法的护法，“众”字表示要拓展到法界中的一切诸佛菩萨。像这样，修持缘

念极其广大的药师法门三宝体系。 

二、为何奉请 

由于我们娑婆世界后末之世的众生，处在深重的苦难当中无法自拔，那么

在这种苦流当中祈求一种救援，发现药师七佛具有不可思议的愿智神力——极

度炽盛地救度浊世众生的力量，是我们有缘又应机的依怙主。明确此点后，就

像可怜孩子祈求父母，重病患者祈求医王那样，说：为了救我们出苦，请七佛

为主的圣众作我们如父如母的依怙！ 

三、奉请作何事 

就是当即降临于此坛场，组成药师法门集体大坛城，出现极具力量的综合

性的大加持。 

极度摄略修 

这里的简要来自见解的直捷。虽然七佛释尊等各自安住自身的刹土中，这

是就色身示现来说，其实诸佛是法界身，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从这个层面来

说，我们发起奉请的心，请八佛海会。圣众悉知悉见，法身就遍在这里的，没

有距离，又和我们有缘，所以随感随应，随应随灵，有这种信心——当下我的

心和佛心和圣众的心是感通的、有缘的，以这个信心一请就会降临，而且普请

就普降临。 

然后是要具足悲心，这里是指悲仰之心，不仅是为自己悲，而且为浊世的

一切众生悲。这个悲仰、悲切，也是想到东方七佛对于浊世苦难有深重的救度

的愿力，悲心的光明极为炽盛，这实在是极为稀有、极为殊胜的，又跟我们特

别有缘，最是当机，所以奉请的心是非常地迫切的。 

这个请的心要极度地拓展。一方面在奉请的境上拓到最大的量，也就是念

的时候，要展开药师法门极其广大的三宝圣境。当念到“浊世怙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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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要想到他们的功德、恩德，在因缘上最为殊胜、当机，救度我们现世苦难

的力量极为炽盛，这个时候念到“浊世怙主具悲”这六个字，就相应东方七佛。

然后，法门所有助伴的体系，一时之间全体要请的。以这种信心和悲心就呼出

第三句“为救我等请作胜依怙”，就像孩子求母一样的。然后，由见解的殊胜

就念出第四句，就想到都是在法界中，都是在我心中，我心与佛心无距离，当

感当应，因此，第四句就非常直接地说“于此降临集会作加持”，顿时请顿时

临。同时，希求的不是请一尊佛，不是一尊佛作一个加持，而是这个法门的特

点就是，八佛为主三宝集体组成一个大坛城，作集体的加持。希求的就是那样

一个无数力量合集在一起的强大的加持，来帮助我们浊世的众生，迅速地超出

贫穷、忧苦、疾病三大苦难，连带的各种各样难解决的身心的疾苦、国土的病

苦、业障的病苦等等。 

丁二、奉请沐浴更衣安座应供 

八功德水如海作供养，无死甘露妙流献沐浴， 

轻薄柔软天衣我事奉，祈请诸尊悉住大福田。 

既然这么尊贵的东方七佛圣众海会已经降临了，那么要特别殷重地尽心地

事奉。前面的一步，就好比我们现在，当尊贵客人来临的时候，要奉献净水、

请求沐浴、供奉妙衣，好像风尘仆仆而来，先要洗尘压风那样，做到了身心适

悦，然后再行供养。这个礼节上殷勤、周到、做得好的话，心和心就能感通，

距离就非常地近，缘起是特别殊妙的。 

供奉的时候，肉眼见不到圣众，但是心里一定要住在一个至诚的信念当中，

要知道我这么用心想，跟我实际用手去事奉一个看得到的人是一样的，是同等

地真实，一定要有这种信心。然后要保持清净观，就像前面用愿力加持那样，

现在是在清净刹土，迎请东方七佛圣众海会是来到了这个净土当中，在进无量

宫上法座以前，需要沐浴更衣，我来作承事，而所有的这些供奉之物，都是净

土的法、净土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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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句说到净土的水与河流，品质是《阿弥陀经》所讲的那样，具有澄净、

清冷、甘美、轻软、润泽、安和、除饥渴、长养诸根这样的八种妙德，水量是

海量。这与前面的加持要相合，住处观成无量宫，水当然是海量的八功德水，

要像这样去想，不能只想成是现在的一点差劲的水。再者，给东方七佛圣众海

会献沐浴的时候，这个水是无死甘露妙流，饮用、洗浴以后永远不死，因为这

是一个无量寿的国土，是一个无死的法界。就像这样，等于在沐浴以后什么苦

都没有，只有无漏的大乐。沐浴后承事而献上的衣服，不是我们这种衣服，而

是轻薄柔软、不可思议的天衣。最后一句是“祈请诸尊悉住大福田”，这个心

是一种普遍的奉请之心。也就是东方七佛为主的圣众海会，我全数奉请安住于

大福田中：请您们入无量宫，登上宝座，作我等众生的无上福田，来接受我们

以下的礼敬等七支的供养！ 

修的时候要有信心，出现非常大的欲乐或希求。这个信心就是缘起上相信，

东方七佛圣众海会是出生我等此生和来世一切安乐的最胜福田。也就是，在这

里能种下一切安乐的种子，这是所有世间中的第一布施之处。如同经中所说，

就像虚空界没有时间、空间的边际那样，我在东方七佛圣众海会这里作一点点

利益，都将会发生没有边际的安乐大果。那么对这个是非常相信，由此就出现

了非常大的希求，特别渴望能在这样的大福田里种植巨大的福德。那么就是这

么一种信心与希求发出祈请，而且是普请，是真心地请，这样子念一句“祈请

诸尊悉住大福田”就有内涵了。“诸尊”，表示东方七佛一切圣众海会。“大”，

表达自己相信这是无上福田，能够发生现生来世所有的安乐种子。那么这样子

是多么难得，是这样的第一布施之处来了，那我当然是需要请作福田。那么以

这种心来请八佛海会入到无量宫，端坐于宝座上，自己作为弟子，在下面来敬

献礼敬等七支。 

这里同样要特别相信心上的操作，这是真实的供养。不能只想：这只是观

想一下，不是真的。应当要想：就像电磁波已在空间，虽然看不见，但是有操

作，那么同样地，我的肉眼凡胎见不到七佛，这是我的业障，但实际上一请即

到，确实在面前，也就知道我的心。我这么恳请的话，诸佛就欢喜，这一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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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心和佛心就感通了，就在这么一念之际，非常顿速地就已经完成了这一项修

行，而且得到了大福德，使得缘起非常顺利，后面的敬献礼敬、供养等都开始

顺应起来，一切都是真实的。 

整个的过程中一直要记得这件事，不要忘记“这里就是净土，这里已经有

东方七佛等降临道场，正在面前”，一定要有这种信念，这样就会发生非常大

的力量。如果没有这种信念，只是口里念念，那感通、感应就不大，或者由于

自己的一种轻慢，反而发生大的过失。 

 

 

思考题 

1.思惟宫殿、座位、供品三处清净相的内涵。如何加持宫殿、座位、供品？ 

2.从奉请何者、为何奉请、请作何事三分，思惟奉请圣众降临的涵义。念这一

颂时如何发起奉请之心？ 

3.如何奉请圣众沐浴、更衣？念“祈请诸尊悉住大福田”时如何作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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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三、献七支供祈赐成就 分二：一、献七支供；二、祈赐成就 

丁一、献七支供 分二：一、别修礼敬一支；二、通修其余六支 

加持后我们信解，目前的道场是不可思议的无量宫，里面已经奉请了八佛

为主的无量海众，安住在各自的法座上，成为我们修行药师法门的所依。缘起

上，由于修者的信心和欲乐、八佛海会的本愿，已经在此无量宫中合成了药师

法门的坛场，然后要进入关键的修法。 

修法就是向圣众献上礼敬、供养为主的七支，从而积聚能感的势能，这样

祈求圣众智悲力加持，得到本法各方面的成果。其中的礼敬与供养是主要的修

法，礼敬含有称名，供养有实物供、无主供、变化供，旁带其余各支，都要推

到普贤行愿的境界，发极度的善心，这样子将达成积资、净障、增善的三大要

点。那么，这样的修行就是感应的根本，需要非常殷重地修习。 

戊一、别修礼敬一支 分二：一、总修；二、别修 

己一、总修 分三：一、礼敬本法传承诸师；二、礼敬本法三宝护法体系；

三、礼敬一切应礼之境 

这里请八佛为主的三宝圣众海安住法座后，开始献上礼敬的供养。礼敬是

自利的关键，由礼敬将开启成就的大门，原因是谦下才能接受加持。很细致地

修礼敬的相应法，将使我们与传承接通，与本法的三宝体系接通，与整个法界

里应礼的圣境接通，由此就开始打开了这样一个上求三宝加被、下济群生苦难

的药师法门的门径。 

庚一、礼敬本法传承诸师 

无等大师释迦王，童真文殊法王子， 

恩德无比静命尊，诸传承师我敬礼。 

忆念本法的根源，从本师释迦牟尼佛观照末法时代众生的情形，为我们考

虑好了要宣说这样的药师大法，这个传承首先是传到了文殊菩萨，再代代相传

到了静命论师，以后传入藏地，最终传到了我们这里。这样以念恩之心，对于

传承之流当中的所有的传承诸师致以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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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二、礼敬本法三宝护法体系 

救度苦众大悲尊，七佛释尊圣佛法， 

文殊师利圣救脱，秘密主等我敬礼。 

大梵帝释四天王，药叉神众我悉礼。 

接着礼敬药师法门的三宝体系，由“救度苦众大悲尊”一句引出礼敬之心。

这种念恩，也就是想到：我与浊世的众生都处在深重的苦难当中，有共同的悲

切地仰求，而真正地能够救度身心苦恼众生的大悲者就是七佛如来，成为法门

之主；之后有宣说本法的教主释迦如来，具有甘露体性的圣佛法，以及为了开

阐本法而充当请法者的文殊菩萨，发心设立仪轨、护国安民的救脱菩萨，特别

拥戴本法的秘密主，担当护法责任的大梵天王、帝释天王、四大天王，及十二

药叉大将为主的护法神众。由于这些就是救度我们的根源，也是我们请到这个

道场来的依怙，这样子心里非常明白，这是自己的依处，是救度自己的恩德之

源，因而至心地礼敬。 

这里要知道，一切都在因缘，因缘的切近处就是容易得利益处、有效处，

这个力量非常现实。虽然法界中有无数的救度力量，但是如果因缘疏远也难以

实现，就像自己家旁边有一个大医王，因缘很近又有缘，一请就来，一来就治

疗，那我们是一心要顶礼的、要祈求的；外国虽然有个大医王，但是由于距离

遥远，因缘上难以达成，因此在现前难以实现。七佛如来就是在五浊恶世苦难

逐渐深重之时，大悲的日光显得格外炽盛；而释迦如来也是观察因缘，为我们

考虑而宣说这样的法门，在无量佛当中讲了东方七佛的法门；文殊菩萨也是因

为此种情况，去请问诸佛的愿力、刹土、法门，给我们请法的；救脱菩萨、秘

密主也都是这个心，知道这个大事因缘，出来辅助本法；梵王、帝释等也都纷

纷立誓承当护法的责任，所以非常明白，这是我们浊世苦众的依怙处、救援处、

庇护处。知道以后，当念着“救度苦众大悲尊”这一句的时候，就要出现一种

悲切的依赖、祈求，这样子一心地敬礼、归投。那么就像这样，六句话一句一

句展开的时候，心中一个一个地礼敬，这样子就接通了药师法门的救度的体系。 

庚三、礼敬一切应礼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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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佛菩萨所住方，二乘有学及无学， 

身像经塔等应礼，一切所有我皆礼。 

最后礼敬一切三宝及三宝的代表。 

大乘方面，要想到法界当中无论哪个刹土，反正有诸佛菩萨安住的那个地

方，就像普贤菩萨一身现出无数的身，在每一位的佛菩萨前都作敬礼，这样子

心是一个非常圆的、非常广的，缘着法界的东西南北各方的诸佛菩萨所住处，

一时间分无数身，一一身礼一一佛一一菩萨。再者，缘念十方刹海里的所有的

二乘声闻独觉有学无学的这些圣者，一一忆念功德后，也是像普贤菩萨一样，

向着东南西北等各方分出无数身，于一一二乘圣者前作敬礼。 

再者，对于三宝的代表——佛身代表的圣像，佛语代表的经卷，佛意代表

的圣塔，“等”字包括所有三宝的表示，那么就像这样，心缘念法界里所有的

住持三宝的相，像普贤菩萨一样，向着东南西北各方分出无数的身，一一身都

在这些佛像、经卷、佛塔等面前，致以礼敬。 

己二、别修 

分别敬礼八佛、正法、菩萨、护法，由偈颂长行随宜，随己力能而诵。 

此法门的心要，就是按照谛实语，恭敬心随念七佛的愿智神力，至心称念

名号，献礼敬、供养，来积成感通的势力，其他圣众也是这样。七支是关键，

前二支——称名礼敬、供养是关键中的关键，一旦相应就开启了感通之门。而

且作为领头，这个头一开好，后面的各支及祈求加持、作祈愿都会连着相应起

来。称名是重要法行，含在礼敬支当中，也就是无论长行或偈颂的礼敬，都是

忆念功德称名号而作敬礼。 

分别礼敬，就是对于已经降临的药师法门的三宝体系，从主到伴一一地称

名、礼赞。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这要知道缘起的道理，就是先要拜过、赞过，

然后再作供养，才能求得加持。比如，世间你要拜老师，才能学到技艺；要拜

医王，才能救你的命；要拜国王，作为死刑犯才能得到庇护，所以要一个一个

地拜。就好比要求善名称吉祥王如来给予八大本愿的巨大果实，这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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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当然首先要向佛下拜。像这样一个个过来，到了药师琉璃光如来，想求

得十二大本愿的大果要诚心下拜，或者想祈求救脱菩萨作加持、十二药叉作保

护，都要礼拜。只有诚心礼拜，这样求才会相应，如果心里很骄慢，不归依也

根本不礼拜，那只是口里念念，心是难以相应的，或者说心里随便玩一玩，绝

对没有感应。 

修时用偈颂还是长行看自己的情况，哪种都可以。长行就是一系列的顶礼、

供养、归依三相应的文句，偈颂可以选择一系列的随念刹土成佛圣德而礼敬的

偈子，或者随念名号表诠圣德礼赞的偈子。那么可以选一种，或者想选两种也

可以，总而言之，就看自己的意乐、时间等做灵活的编排。总之，这里不固定，

自己可以编一下，比如，电脑里排好版，然后做成一个法本，或者用一系列的

长行，或者一系列的偈颂，偈颂或者用一颂或者用两颂，从《略轨》里做选择，

或者其他方式也可以。 

称名礼敬的关键性 

顶礼、供养、归依三相应法，先是献礼拜，恭敬作供养，然后落在归依上，

这非常重要。也就是有归依才属于内部的人，才能切实地相应，如果像世间学

者那样，我只是研究、试试，我不归依，那就没有真实的关系。就像我只是随

堂听一听议论，我不是想当弟子的，那当然就没有师徒关系。与东方七佛之间

要有一个归依，先要礼拜、要供养，然后再求归依，再成为弟子，这样我已经

是他的弟子，他当然要负责摄受，负责作各种的救护、帮助。 

也就是自己要知道在轮回里实在太苦，而且自己也没得办法，只有七佛愿

智神力的大法门能够救我，因此至心地归投，这样子有一个归依就相应了。然

后念通号、别号，名号代表佛本身，称了名号实际也就念到了他。好比现在释

迦牟尼佛在面前，我虔诚地作了礼拜，然后作了赞叹，献了供养，这样我念他

的名号求加持的话，那他当然就当下加持，所以这里称名其实是一个召唤。但

是，称名不是口里空称，是一定有一个礼敬、归依的意思。在佛的十个通号里

选了三个，都表达佛的无上功德，再念别号也是诸佛万德的洪名，这个名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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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表现实际的无上的功德，这样心里有一个很大的信心、恭敬，然后称念名号，

这样就真正地和佛心相应起来。 

用偈颂来修，前面都是缘念功德，最后称名号而作礼敬。无论如何都首先

要有一个认识，之后一念这个功德就发起了信心、恭敬，一称名号就接通，一

说礼敬就是真实地去拜的，心里的那个缘念功德的恭敬之心就是礼敬。这样就

有个具相的礼敬的修法，那样才能积聚一个能感的势力。如果一开始就没有什

么认识，口里空念，那在开门的一步就已经空掉了，整个就打不开门，后面都

效果差，或者几乎没有多大的效果，成了口里念拉拉调，所以尽可能在之前取

得一个很好的闻思。比如，对于《略轨》要好好地去听闻、思惟其中的义理，

这样用过了心就不同，即使现在念的时候我不是太想得起意思，但已经是不同

了，心里有一个势能，一念的时候会有个力量出来的；如果没有闻思，没有认

识，心里是没有力量出来的，所以，前面的闻思达成定解或者有非常深的认识

是关键。 

戊二、通修其余六支 

通修其余六支，指在共同所依止的圣众前供献这六支。也就是，面前有八

佛、正法、菩萨、护法，乃至法界诸佛菩萨海会，以法门之主——七佛为代表，

包括整个三宝体系，就是在这样的海会圣众前，普遍地献大供养，作大忏悔，

乃至作大回向。行者应当记得圣众已经安住在面前，就在这个无量宫里，有无

量无数，自己处在至心恭敬的状态当中，敬献其余六支。 

现今海会圣众前，普遍供养微妙物， 

涂香烧香功德水，鲜花灯明丰饶食， 

铙钹鼓磬妙音乐，伞盖庄严幡幢悬， 

清净妙衣甘甜果，随力圆满供实物。 

又供十方无主摄，人天上妙诸资具， 

咒力明力胜解力，所现殊妙供品云。 

此等一切供养具，咸依普贤行愿法， 

普贤供云遍充满，无边虚空作献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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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供养支。修习普贤行愿的七支妙法，无论在心、在境、在物等的任何

方面都要推到极致，也就是扩大到法界心量为止。普贤供养要把握供养之心与

供养之物两个方面。 

供养之心，就是一个广大的、遍供一切的大愿王的势力。供养之物，就是

三种供品、一种方式。三种供品，就是实物供、无主供和变化供；一种方式，

就是普贤供养愿王方式。以这样的行愿力，将使此供养推到极致，而产生无量

无边的福德，令七佛为主的圣众生欢喜心，赐予加持。 

三种供品中，实物供，就是在坛场中摆设的香、花、灯、水等各种能够养

圣众的身、养圣众的心的种种微妙供品。八佛等圣众已经成就金刚体性，本来

用不着这些，然而，行者应当以此方式来表达供养的善心，令诸佛欢喜、菩萨

欢喜、护法欢喜。无主供，指十方世界里人天两种善趣，不是主人所摄的种种

微妙的物品，比如日、月、山、河、花、果等等。变化供，指咒力、明力、胜

解力所生起的供云。无论哪种供品，都要由普贤广大愿王的方式，将其显现为

各种遍满虚空界的供养云，每一种都是海量、无边无际的，这样来呈献供养，

就达到了最大的供养的心、供养的量，这样可以使心量拓到极致，使供养的善

发到极其圆满。 

无始以来至今生，恒随烦恼业力转， 

应作不作作非作，造集一切诸罪堕， 

今于诸佛圣众前，悉皆惭愧追悔忏。 

第三忏悔支，把握忏悔之事和忏悔之心，而出现一个具相的普贤行愿的修

法。 

忏悔之事，应当推到最大的量，也就是从不见初始以来直到今天为止，由

我执和私欲为根本的烦恼的力量，发生应作不作、作不应作的大颠倒相所积集

的所有的自性罪和堕落罪。忏悔之心，就是对这一切都知道错了，然后有一个

追悔，而真实地忏除。关键点在知错而追悔，由此才能打开忏悔之门，然后将

来励力地戒除，这样断掉继续发生，这样就能出现真正的忏悔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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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知错，要明白根源上由于我执和私欲，违背了真理、违背了天理。

真理本来没有我，一切都是平等的，但是却立了自我，与他对立，由此合我心

的就贪，不合我意的就嗔，这样子就出现无数烦恼。私欲就是违背天理，本来

有缘起的法则，但是私心妄为，为着一己私利，他就要这样做要那样做，这样

也可以那样也可以，怎么样子都是颠倒而为的。那么这样子，是由于违背了真

理的原因，都成了罪业。 

私欲跟天理背道而驰。私欲就是自由意志，长期以来熏成浓厚的错乱的系

统，妄以为真。它表现在应作的就不作，不应作的就作，这是非常邪的禀性。

本来应作的应当作，因为缘起的法则、天理告诉你，就是这个是能得安乐的、

这个是合理的；不应当作的也就是会受惩罚的，在缘起的法则上决定是出苦的，

但是却颠倒地去作。这样子就可以看到，一种违背天理的非常顽劣的个性，非

常邪恶的禀性。 

现在知道，总的就是我执和私欲，发生了无数的烦恼来造作，所有的这些

全部都错了，绝对的就是像疯子一样，刚愎自用地疯狂地吃毒。那么这样子，

从“应作不作作非作”这样一种颠倒邪性上认识到，全部都是疯子，全部都是

自己拼命地吃毒，这个时候就是全盘地知错。然后心里后悔，对往昔所作发生

一个追悔。那么有了这个就有忏悔的动机了，这样至心地忏除。而且想到这些

罪业的过患后，有一个悔前戒后的心，至心地忏除。它的作用，以往已作的会

断掉增长，未来的各种的罪业会断掉相续。所谓的“断相续”，就是由于这样

的心，使得它不再继续，不再发生。 

圣者凡夫三世积，世出世善皆随喜。 

第四随喜支，由随喜之善和随喜之心推到极处，而发生普贤随喜的大善的

层面。 

随喜之善，指尽法界量的圣者、凡夫三时所积的一切世间与出世间的善。

“圣者凡夫”就是五类人，圣者中的佛、菩萨、声闻、独觉四类人，凡夫中的

六道众生。上至诸佛成道利他的无上善根，下至地狱众生生起的一个善念，随

喜之心就是心里忆念：这样的尽法界量的圣凡三世的所有的善根，一个一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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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大的利益，是这么不可思议的利益！就是当前的时候，心里缘念这么大

个善根海、这么大个利益，就像穷人得到无量的宝藏那样地欢喜起来，每次要

修的就是这个欢喜，这叫做“普贤随喜”。 

十方所有世间灯，成就无上菩提者， 

我今一切皆劝请，转于无上妙法轮。 

第五请转法轮支，注意把握劝请之境和劝请之心，两方面都要达到极致，

从而产生普贤行愿请转法轮的极大善心。 

劝请之境，是全法界量十方世界里安住的所有成就无上菩提的诸佛世尊，

也就是成为世间明灯、驱除无明黑暗的无上觉者。劝请之心，就是为着众生能

消除长劫以来的无明黑暗，得到真实的安乐，自己发心如普贤菩萨那样，分身

无数的身体，在所有现证菩提的诸佛前，殷勤劝请转于无上法轮。 

诸佛若欲示涅槃，我悉至诚而劝请， 

为利一切众生界，愿久住世莫涅槃。 

第六请佛住世支，把握劝请之境与劝请之心，发生普贤行愿请佛住世的极

广大善心。 

劝请之境，推到全法界量的所有想示现涅槃的诸佛如来。劝请之心推到极

致，想到一切世间明灯如果熄灭的话，众生处在长夜黑暗中，这是非常大的患

难；由此发起极广大的善心，为着一切众生的利益安乐，自己像普贤菩萨一样，

变出无数的身，在任何一位欲示现涅槃的佛前，殷勤至心劝请：在佛刹极微尘

数的时间里长久住世，而不入涅槃！ 

此修所表一切善，悉皆摄集而回向， 

尽虚空界一切众，无余皆证大菩提。 

第七回向支，把握回向之善和回向之心，推到最大的量，成为普贤无上的

回向。 

回向之善，指这次修习礼敬等六支所代表的三世修积的所有善根。好比以

一朵花供佛，这个花是个代表，自己的心不是仅供一朵花，而是要普供全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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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美好事物，那么这样量就达到了极致，是普贤的量。这个“一切善”，包

括过去、现在、未来自他方面一切出世的无漏善根和世间的有漏善根，所有都

摄集在一起而普作回向。 

回向之心，就是以猛利的欲乐，将这一切回向而使它成为自己与一切众生

成就大菩提的因素。关键是要明白一个最大的意义，就是自他一切众生都要回

归法界，都要同圆种智、同成菩提，所以就抓住这个最关键的“菩提”的要点，

将三时的所有的善根全数摄集起来，唯一回向于这样一个大义。然后就是后两

句所说，愿尽虚空界的所有众生，没有一个剩余，全数远离生死粗细的苦，而

现证无上菩提。总而言之，连任何一点善都是这样子来回向的，都是愿法界群

生同圆种智。 

那么，怎么才能修得好呢？就是仪轨这些文句的涵义，要像上面这样先有

一个认识，心中有数；然后修的时候，心不散在别的地方，是用一个缓缓的、

宽闲的心，依照文句指示那样随文入观，随文起这样的普贤大善心，这样就能

摄持无量大福德聚。这里心思闲缓的意思，就是不紧不躁、宽宽闲闲的，心里

有一个空间，就是自然而然地按照文句一句一句地，心就按那么去想，按那么

去发，按那么去观、去供、去忏悔、去随喜、去请转、去请住世、去回向。这

样子每一次都有一个观的境、起的心，都让它按照文句如量地起来，这样就能

积起无量无边的大福德聚。 

 

 

思考题 

1.（1）总修礼敬时，需礼敬哪些圣境？ 

（2）别修礼敬时要如何念诵？相应的要点是什么？ 

2.思惟“通修其余六支”中每一支的修法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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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二、祈赐成就 分二：一、全体祈求；二、全体祈愿 

戊一、全体祈求 

现今依奉经仪轨，礼敬供养诸佛会， 

此行具足妙势力，故我祈请圣垂慈， 

诸佛本愿胜果实，具量菩萨允诺事， 

护法善神坚誓言，垂赐我等得成就。 

这里是作直接的全体的祈求。意思很明白，我们已经遵照本经的仪轨，对

八佛海会作了敬礼和供养为代表的七支，这个修行使得我们的心积聚了顺缘资

粮，遣除了逆缘障碍，已经具有能召感加持的微妙势力，所以，行者我祈请圣

众垂下慈悲，利益一切浊世苦难的众生。 

祈求的极度摄略修持的前提是，已经了解了本经及《略轨》所说的八佛的

本愿、三大菩萨的允诺、护法善神们的誓言，这里一次性作全体祈求。前面熟

悉是重要的，熟悉了以后就可以一次顿请。比如，药师琉璃光如来有十二大本

愿，在《略轨》中一条一条地作祈愿，就是那些内容。自己的心里觉得药师愿

海的果实非常殊胜，就有信心、有悲心、有大希求心，这样子为自他一切的苦

难众生来祈求。当念到“诸佛本愿胜果实”的时候，已经心里有这个内容，诸

佛也知，当然就赐予。像这样，对于八佛所有愿海有一个具体的全盘地了解，

对每一个都有信心，相信佛的愿智神力；都有悲心，愿拔济一切苦难众生的困

境；有大希求心，愿意得这无上神力的加持，迅速解决问题。就像这样，在具

足这些素质以后，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愿诸佛的智悲力加持我们，能给予本

愿的殊胜果实！也就是加持我们，每一条都在众生身上实现。 

三大菩萨都是具量者，所允诺的事情没有一点虚假、不切实际或者不能实

现。文殊菩萨允诺如何加持药师法门行者，凡是他所说的那些，一定都是如实

的，救脱菩萨、秘密主菩萨如何允诺，都是如此。总的三大菩萨为主具量菩萨

所允诺的事情，我都有信心、有悲心、有大希求心，因此祈求全数在我等众生

身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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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梵天王、帝释天王、四大天王、十二药叉大将为主的护法善神的誓愿，

都是坚固不会有移动的，我有信心、有悲心、有大希求心，祈求他们发誓要护

持的方面，全数在我们身上成办。 

七支、祈求极度摄略修 

此处为法门的中心，如何能进入极度摄略的心要修当中呢？有两个条件：

一、认识大理路；二、掌握大操作。 

一、认识大理路 

事先要对于八佛、三菩萨等，一个一个都取得认识。比如，七佛的本愿每

一条心里都清楚，对于这个愿智神力都深信不疑，发现佛的力量极大，它是有

极其圆顿、快速的效果。像这样，对于整个的药师法门三宝体系的任何一种愿

力、承诺，以及不可思议的力量，都是有信心的、有悲心的、有大希求心的，

先建立这样一个基础。 

然后，缘起的理路上一路地要明确。就好像我们要布一个大的电网的时候，

前面全部都布好，然后一次性按一个总开关，可以一时全亮一样；缘起上的道

路，就是心这么请就会这么应，然后心普请就会普应，那么这样在奉请的时候，

也是一次性全体奉请。这是基于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就在这里，只要一下诚心

祈求，这样接通的话，当下就会降临。 

二、掌握大操作 

四个字的要点，就是“一时普修”。我们的心量是非常大的，什么都在这

个心量当中，可以一时普缘、一时普修、一时普愿、一时普请，这是合理的。 

以这四字的要领，贯穿在四个方面：一、所依止的境界一时普缘，也就是

对于圣众海会作供养等时一时普缘，在全体的圣众前普献供养等；二、一时普

修，就是在全体圣众前，一时摄集所有的供养种类，或者忏悔种类、随喜种类

等，可以一时性完成；三、一时普愿，就是对于药师法门的所有利益部分，可

以一时普遍地愿求；四、一时普请，就是可以向圣众海会，在一时中请求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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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予，像这样就是一个大操作的相。掌握这一点以后，就以这种广大的心量、

广大的意境、广大的愿求、广大的普请这样子来操作，就掌握了大操作的方法。 

戊二、全体祈愿 分二：一、三大根本祈愿；二、常随佛学祈愿 

己一、三大根本祈愿 

惟愿圣教常兴盛，持教诸师恒住世， 

君王有道民向善，众生安乐胜解法， 

贫穷鬼病斗诤息，心慈正法吉祥增， 

断除障碍资粮圆，群生速证大菩提。 

三大根本祈愿即是，圣教恒常兴盛祈愿，持教者长久住世祈愿，众生安乐

祈愿，这是普贤愿王的心髓。 

一切普贤行愿最终落实在令众生得安乐上。如何使众生得安乐呢？其根源

在圣教恒常兴盛。就像一旦日轮生在中天，一定会以它的热力资养万物那样，

圣教兴盛起来，无自在地将出现众生安乐的结局，因此根本在圣教兴盛。圣教

由持教诸师来弘扬，所谓法赖人弘，所以，它的根源又在持教诸师恒常住世上

面。心里定解这是三大根本，是有则全有、无则全无的关要之处，这种决定的

认识，让我们发起“惟愿”这个大的祈愿之心。念诵文句时，心中想到：愿圣

教长久兴盛在世间，持教诸师长久住在世间，这个的目的就是后六句——使得

整个众生界出现从现前到究竟的所有安乐。 

众生安乐结合在药师法门来说，先是在最切近处离苦得乐。药师法门先着

眼于现实人生的救度，此道理非常明白，如果当前的一些迫切的问题难以解决，

众生陷在很大的苦的压迫之中，那身心就没有条件发展修道，因此先是祈愿，

我们这个国土出现正法的气象。所谓的国土，无非以君王和人民二者所摄，也

就是领导者与民众，就像转轮王推动世间行道那样，领导者具有十善业以上的

法的内涵，这叫君王有道；作为随转者的人民，一心向善；这样就使得国土整

个地趣入正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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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要得到受用和法的利益，先是身心上增长喜乐，再是根源的法上要出

现对法的胜解，也就是信奉法这个根源。从现前到究竟一路推进，逐渐地离苦

得乐，再到积资断障的圆满，而速疾现证无上菩提，最终就归结在法界群生同

圆种智上面。现实上面，先要息灭四大苦难——贫穷苦难、恶鬼苦难、疾病苦

难、斗诤苦难；正面，心要转为慈心，愿一切众生在正法和吉祥上得到增长，

正法是一切利乐的根源，吉祥就是缘起的路数要步入到吉祥的轨道当中。仅仅

实现现实人天道的利益是不够的，药师法门的究竟之处是普引一切众生趣入无

上菩提之道，迅速完成成佛的大义。所以，一切的祈愿最终落实在，愿一切众

生有了这些人天安乐的基础、法的基础，然后要入出世间的大道。为了成佛，

需要在缘起上远离违缘、积聚顺缘，因此愿能断除所知障、烦恼障，圆满福慧

二种资粮，速疾证到无上菩提。 

以上三大根本祈愿，摄尽了药师法门悲心救度世间的祈愿。 

己二、常随佛学祈愿 

惟愿常随诸圣学，一切诸佛菩萨众， 

发心事业广大愿，大智大悲大神力， 

无上本智幻变事，愿我悉能成如是。 

总体的祈愿有两个面向：一、悲心面向众生，是向下救度的方向；二、信

心面向菩提，是向上开发的方向。此处常随佛学的普贤愿王，以先总后别来作

发起。第一句是总愿一切时中常随诸佛菩萨修学，第二句至第六句是具体随学

诸佛菩萨的内容。 

“学”是修学，学到跟诸佛菩萨一样，所谓他是佛我也是佛，他是菩萨我

也是菩萨，他做到如何我也做到那样，这样是学。法理上要知道，自身本具如

来藏，自性中有恒河沙数的性德，各种的德相都是具备的，开发哪种就成哪种

圣者。这样就知道，比如学文殊是我有自性文殊，我开发文殊法性就能成文殊，

因此不愿意埋没这一分，而愿学文殊，愿成文殊。再者，我的本性里有观音法

性，不愿意埋没这个法性，我愿学观音，成就观音果位。自性中有药师法性，

不愿意埋没，自心有一个大志气，自己发愿要学药师，开发本来的药师法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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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药师佛。学弥陀也是如此，愿学弥陀，开发弥陀法性而成弥陀。总之，无量

无数的诸佛菩萨，他的因行果德全是我本性中有的，他如何开发而成就了，我

就学他如何开发而成就。像这样，普贤的常随佛学的愿王，是要开发这个法界

心里面的所有的诸佛菩萨的法性，让它普成一切佛、一切菩萨，是这样的愿圆

满开发法性而完成无上菩提的大志愿。 

具体学习的地方，就是法界中的一切诸佛菩萨，任何一尊从因发心到果作

事业之间的所有的功德我都随学。因上有发心、行为，如何立大愿、行大行，

出现大智、大悲、大力，以及到了无上果位的时候，以这样一个法身妙智，顺

着众生的因缘出现无量不可思议幻变的事业之相。所谓“无上本智幻变事”，

如同《普门品》所说那样，比如，开发了观音法性后，对于法界群生，应以何

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示现的是同类身，说同类法，作一个契机地救度。

这个幻变当然没有什么固定的，全数都是随着众生的机缘来现的，各种各样都

可以现，无量无数的身，无量无数的咒，无量无数的手印，无量无数的妙法，

就像这样救度群生。 

“愿我悉能成如是”，这个是极广大的普贤之心，心里缘到了法界中的所

有的佛、所有的菩萨。比如，东南西北的各方刹土，都有修各种法门而现前的

各种的佛，无论哪一种，整个地从因的发心到果的无上本智幻变，统统愿我成

如是，这个就是常随佛学、随诸圣学的内涵。这个无上的志愿是让本性中所有

的功德全体地开发，而成无上的果位。 

广大祈愿极度摄略修 

掌握信心与悲心两个面向。悲心祈愿的摄略修，就是把握三大根本，作一

个全体地祈愿，它含括了所有的药师法门的悲心的祈愿。信心的方向，就是相

信自性是佛，而且要知道是具有无量恒河沙数的自性功德法，这里有文殊、有

观音、有地藏、有药师、有弥陀、有金刚手等等，因此，要让这个自性的性德

全数地从因到果开发出来，普成一切佛。这个就是信心向上的面向，要学到诸

佛菩萨一样，这就包括了所有的完成无上菩提的志愿。 

丙四、持诵密咒 



 

 

 
62 

由诵咒缘，劝动八佛及其眷属，誓愿起用。从身分一切处，出现无量甘露

光明，融入我及施主，而作加持。如是观想。 

嗡纳摩巴嘎哇得 贝卡匝耶格热贝哲雅扎巴 匝雅 达塔嘎达雅 阿哈

得桑雅桑波达雅 达雅塔 嗡贝卡匝耶贝卡匝耶 玛哈贝卡匝耶 贝卡匝耶

然匝 萨么嘎得娑哈 

随力诵咒。若愿意，长咒也随宜多诵。之后念诵： 

这是佛力加持法门，关键要在缘起的轨道上有一个能感的正因，由此能劝

动圣众的本愿，而领得加持。行者自身要知道召感的方式，总共有两种：一、

文句祈求；二、密咒召感，前者是显修，后者是密修。 

前面部分随文出心，发起一种如孩子苦切求母那样的祈求，自然就能劝动

八佛和眷属的愿心，不违承诺自然来作加持。密咒召感如同发信号、发密码。

咒就是诸佛的秘密符号，念了咒如同发了信号，诸佛一旦接收，自然誓愿起用

而作回应、作加持。就像一个自动化的机制，密码一旦输对了，决定按照既定

的程序来实现承诺；八佛乃至眷属的本愿就是他的承诺，念他的密咒就是输密

码、发信号，由于这个上面已经跟整个的大的体系连通的原因，具备召感的因

素，那么接通了以后，自然就按照承诺来起用的，这叫“誓愿起用”。对此有

胜解，非常确信肯定是这样的，不会有别的情况，而且这是秘密的渠道，一旦

输对了密码，直捷地就跟大的诸佛的体系连通起来，就像按了开关一样，加持

的热流一定会从这个渠道进来的，直接进到我的心上。 

那么这里用观想方式来加强这个信念。也就是自身要观想：由口念密咒的

因缘，已经连通了体系，使得总台按承诺发出加持。因此观想，当即八佛和眷

属的誓愿在起用了，表现在整个的药师大坛城主尊和眷属任何一位色身的一切

部分，出现无量甘露光明的相，然后直接地输入到我和施主的相续当中，那么

一旦输进去的时候，就是在作加持，应当安住在这个信心当中。 

乙三、结行 分四：一、请求宽恕；二、请圣回土；三、回向善根；四、

祈愿吉祥 

丙一、请求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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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物不周及有失，随有何过乞容恕。 

最后要对这次修法中的过失作一个忏悔，也就是在八佛等海众前请求宽

恕。以供养为例，供物上有不周到或者有败坏等的过失，以及以此为代表的所

有发心、行为、做法等的过失，无论有什么过失，都向八佛海众忏悔，请求宽

恕。 

丙二、请圣回土 

世尊眷属回刹土，再请大悲还降临。 

八佛海会已经作完了事业，最终我们要奉送世尊及眷属返回各自刹土；而

且还要请求，在众生有苦难而作祈请的时候，以大悲再次降临。 

丙三、回向善根 

此福愿得一切智，摧灭一切过失敌， 

从老病死苦波涌，大有海中度有情。 

此次修法善根，以猛利欲乐回向在完成二利上，这与最初“为欲完成自他

利”的菩提志愿是同一内涵。文句的前半颂回向完成自利，后半颂回向完成他

利。 

一、回向完成自利 

以这次修法的福德，愿获得一切智后，灭除一切过失敌人。“一切智”即

是一切见，就是通达一切的意思，以要点来说，就是通达法性、缘起。“一切

过失敌”就是所有惑业苦的种类，归纳来说就是无明的体系，有两大范畴：一、

不明法性；二、不明缘起，浅层来说就是对无我的愚蒙和对业果的愚蒙。 

一切智与一切过之间有能灭所灭的关系。就像大日轮出现在虚空中，就能

够无余灭尽空间中的一切黑暗，当出现了通达一切的一切种智，或者照见了法

性、缘起的智慧后，就能一举息灭所有由无明发生的黑暗般的过失。也就是光

明必定破暗，通达一切的遍智一定破除由一切上所起的虚妄分别，以及由此辗



 

 

 
64 

转发生的所有的过失的敌人。这样就是完成自利，将永离一切苦，永得真常乐。

那么以这种确认，起大愿心作回向：此福愿得一切智，摧灭一切过失敌。 

二、回向完成他利 

完成自利，摧灭了一切过失敌，将无余开发智悲力的大用，这是他利的根

源，因此，之后要作完成利他的回向。完成利他，就是要普度一切众生出大有

海，把握普度的对象和普度的程度，发起具相的心。犹如一位船师要将所有沉

溺在大海中的众生，从惊涛骇浪里渡到安乐的彼岸，这里自身要充当大船师，

普度所有沉溺在生死苦海里的有情。普度的程度，就是从老病死苦波汹涌不断

的大有海中彻底地度脱，也就是完全度出生死苦海。 

“从老病死苦波涌，大有海中”这一句半，有一个智慧明见苦难的状况和

悲心不忍的情怀。这一句半是一个广大的描写，也就是，一直处在老、病、死

苦的波浪翻涌不已的无边无际的广大有海当中，也就是从一个苦海无边的状况

当中。“有海”就是生死之海，“有”字是显示一直没完没了地有，或者说就

是这些轮回的因因果果牵连不断，或者可以理解成十二有支不断地循环，就成

了一个大有海。其中的内容作代表性地表达，可以说生死，可以说老病死，可

以说生老病死。原文是“生老病死”，为了顺汉文，就选取了“老病死”。即

是从有生以来，必定会有的老、病、死三种忧患的苦波不断地汹涌，这是有为

法必然的苦相，凡是有生就免不了蕴成熟以后的老、身心和合体不和谐的病，

以及最终相续断灭的死。这三大苦波的涌动，是指在极度的不安、忧虑、恐怖

当中，这三者代表了无量无边不可计数的生死之苦。悲心不忍法界群生陷在这

样的浩大无际的苦海中，所以发出一个猛利的欲乐作回向：从老病死苦波涌，

大有海中度有情。 

丙四、祈愿吉祥 

八佛妙法持法众，尽其所有贤妙利， 

增广有寂善妙海，圆满吉祥普降集。 

愿吉祥极度摄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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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作总摄性或者全体性的吉祥的祈愿。第一句指赐吉祥者，第二句显

生吉祥源，第三句说现吉祥相，第四句发愿吉祥心。 

一、赐吉祥者 

“八佛妙法持法众” 

赐吉祥者指药师法门的三宝全体。佛宝，指对于浊世苦难众生，有极度炽

盛大悲光明的七佛，以及本土教主释迦佛。妙法，指八佛所说的药师法门。持

法众，就是住持此法的三大菩萨为代表的菩萨僧，三类天王、十二药叉大将为

代表的护法众。以上三宝大体系，就是赐予吉祥的作者。 

二、生吉祥源 

“尽其所有贤妙利” 

八佛海会相续中的智悲力的功德，随缘作出的尽其所有的贤妙利益，是普

生世间与出世间吉祥的根源。 

三、现吉祥相 

“增广有寂善妙海” 

“有寂”指世间与出世间。就是以这个三宝海会的贤妙德相的所有的内涵，

当它发生利他作用的时候，将增广世间出世间像海那样多的无数妙善的种类，

这就是呈现大吉祥的状况。 

四、愿吉祥心 

“圆满吉祥普降集” 

这个心推到了最极圆满的程度，一次性作总括性地祈愿，也就是由上面三

句文句所指示的圆满吉祥的内涵，或者说药师法门的吉祥之事，普遍降集于世

间。 

甲三、后跋 

此番会集大经仪轨要中扼要，唯一依诸位上师言教次第编集，由阿旺洛珠

聪美合集。此善愿一切众生咸得药师佛果位。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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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王最后说明本仪轨编集的内容、方式和回向。内容，是会集了药师法门

仪轨精华里的要髓。方式，唯一依照诸上师的言教，按次第编集。最后回向，

普愿一切众生同得药师佛的果位。善哉！ 

 

 

思考题 

1.（1）如何作全体祈求？ 

（2）进入七支、祈求的极度摄略修需具备哪两个条件？ 

（3）祈愿的极度摄略修有哪两个面向？具体如何作祈愿？ 

2.持诵密咒： 

（1）为什么诵咒能召感佛力加持？ 

（2）念前部分文句时应如何观想？ 

3.如何请求宽恕？如何请圣回土？ 

4.从完成自利和完成他利两分，解释回向偈的涵义。 

5.逐句解释愿吉祥颂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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