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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 谢鸣 谢

尊圣的萨迦·赤千法王（第 41 任萨迦法王），于 2007 年 9 月 16 日

在新加坡萨迦寺赐予此开示。“萨迦传承”于 2022 年准备、编辑和出

版此文字稿的英文版。“萨迦传承”是非盈利组织，致力于保存和广泛

传播荣耀萨迦派的珍贵法教，同时“萨迦传承”翻译小组亦把此文翻译

成中文。

本篇是由李志光先生、谢宝葵女士慷慨赞助。我们亦要衷心感谢

所有的发心人员，为整理本篇开示所付出的贡献和努力。

以此功德，愿尊圣的第 41 任萨迦法王健康长寿、长久住世、法轮

常转。



要真正步入金刚乘，第一步需要获授灌顶。 
 

灌顶的种类很多，它们之间有何区别？ 
获受灌顶需有先后顺序吗？ 

任何导师都可以赐予灌顶吗？ 
行者自身具备怎样的条件，才能真正得到灌顶？

本篇， 
法王针对灌顶各方面事项做了详尽的阐述。 

 
为了利益一切有情众生，愿我们能趁此生的难得

机缘，悉皆真正踏入金刚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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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佛法开示的主题是：为什么在获授短灌顶之前，有必要

先获授为期两天的大灌顶。要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绝非易事。

首先，我想就佛陀的教法做个概述。伟大的世尊佛陀拥有无

量的智慧、悲心和力量，他已通过各种善巧方便，给予了大量的

教授。身事业、语事业、意事业——佛陀行持了许多伟大的事业

来利益有情，但其中最重要的是佛陀予以教法的语事业，这被称

为“转法轮”。“转法轮”意即予以佛陀的法教，来救度有情众

生。佛陀将他所证得的大觉悟化为言语，教导弟子们，让他们学

习（即：闻）、审思（即：思）、禅修（即：修）。通过这些事业，

通过追随佛陀的教导，我们可以在解脱和圆满证悟的法道上迈进，

并终抵目的地。

佛陀已给予了浩如烟海的教法，通常我们称之为八万四千法

门，但这并不是佛陀给予教法的总量，这数字只是某些弟子宣称

所听闻到的佛法数量。佛陀所给予的整个教法真的是无量的，因

为佛陀给予教法的目的是要利益众生，而众生无量，宛如虚空般

无量，所以佛陀的教法也是无量的。

我们可以将这些无量的教法以不同方式分类，比如按年表或

按主题。然而，最常见的划分方法是根据两种弟子：追随较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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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弟子、旨在更大目标的弟子。因此，这便是现今我们有的两

个主要传承——小乘和大乘。

小乘的目标是要获得自我解脱或涅槃；而大乘的目标是，不

仅仅为自己，更是为了一切有情众生而要获得圆满证悟。第一种

分类将教法分为小乘和大乘。然后，在大乘传承中，有金刚乘和

常规大乘（另译：共同大乘）。后者有不同的名称，比如经乘、

波罗蜜多乘，或者因乘——这些都是同一回事；然后，金刚乘亦

被称为特殊乘、密乘、真言乘——这些指的也都是同一回事。经

乘被称作因乘，因为“因”和“果”是迥然不同的，而且因果之

间相距迢迢；金刚乘被称作果乘，因为金刚乘行者，从一开始就

将结果付诸实践（即：由果位起践行），如此一来，更容易获得

成果。

据说有佛于此宇宙中出世的时劫是“明劫”，而佛不现世的

时劫则是“暗劫”。于现在劫期间，将会有一千尊佛出世，故此

又被称为“贤劫”。千佛之中，我们现在的世尊释迦牟尼佛是第

四佛。此劫的所有佛中，唯有释迦牟尼佛会对普通的追随者授予

金刚乘的教法。

据说多劫以前，千佛在尚未获得证悟的许久以前，他们全都

生为一名宇宙之皇（即：转轮王）的王子。当时，他们全都聚在

一起，共同祈祷并发愿要成佛。他们的精神导师，一位婆罗门，

收集了他们的名字并写下来，然后同珍宝掺和在一个瓶子里。王

子们就何时何地获得证悟而进行祈祷。婆罗门从瓶中逐一抽出同

珍宝掺和的名字，所抽取名字的顺序决定了谁最先证悟，谁第二

位，以此类推。没有一个王子愿意在暗劫获得证悟，因为暗劫期间，

所有众生都有极强烈的烦恼，很难调伏；相反，他们皆希望在金

劫或明劫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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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现在佛释迦牟尼具有特殊的悲心、宏大之愿，他发愿

要在暗劫获得证悟。他发下了极为勇敢、强大和慈悲之愿，也祈祷 ：

暗劫众生的烦恼不会成为障碍，反而能转为一种帮助——法道上

能用的助缘。由于他做了这个非常勇敢的决定，所以只有释迦牟

尼佛被授权赐予普通追随者金刚乘教法。正如一个要去最穷国家

利益众生的孩子，理应享有最胜份额的财富，所以释迦牟尼佛被

授权赐予普通追随者金刚乘教法。

在诸如《文殊真实名经》之类的某些教法中讲到，过去的

所有诸佛都曾授予金刚乘的教法，所有未来佛以及现在佛也会一

再地授予金刚乘教法；然而，大部分密续教法提到，没有任何其

他佛给予金刚乘教法——这点看似有矛盾。这个问题被带到了多

衮·究吉·八思巴（怙主·法·圣者）处，八思巴是萨迦五祖之一。

他回答道：“并无矛盾。一切诸佛都对他们较为优秀（即：上等

根基）的弟子给予金刚乘教法，唯有释迦牟尼佛给了普通人金刚

乘教法。”因此，《文殊真实名经》所指的是较为优秀的弟子。

对于这些众生，一切诸佛都会给予金刚乘教法。

如此一来，我们能明白，听闻金刚乘法教、接受金刚乘践行

的机会是极为难得的。但要趋入金刚乘法道，接受灌顶
[1]

是绝

对必要的。若有人未通过真正的、符合资格的灌顶来获授具格咕

噜授予的传承，便尝试践行金刚乘法教，作观想和念诵，那么他

们非但不能证得成果，反而会面临极为严重的后果——即便他们

知道该教法的含义，也知道怎么践行。

现在，继续今晚的佛法讲座课题——为何在获授短灌顶前，

必须获授一个为期两天的大灌顶。重要的是要理解：有三种金刚

乘灌顶。第一种被称为“旺钦”，意即“大灌顶”；第二种是“千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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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加持”；第三种是“结囊”，意即“允许（另译：随许）”，

通常是短灌顶。“旺钦”是最为重要的，通常是为期两天的仪式。

通过“旺钦”，弟子被称为“已经成熟了”。诚如果实要熟透了，

才可以被食用；要趋入金刚乘之道，我们需要准备好——成熟。

为了“成熟”身、语和意，你需要获授大灌顶，而非只是短灌顶。

有些“旺钦”只需一天，但是大多数“旺钦”需要两天。第一天

主要是准备，涉及到投掷牙棒，来观我们将能获得什么悉地或成

就；系上保护线，随即观察梦境中明显与成就有关的事情。它是

一种测试，若你有正确的迹象，那么次日你就会得到灌顶。

灌顶有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被称为“进入曼达拉（即：

坛城）”，指向曼达拉抛掷鲜花。通过抛鲜花，你可以观到自己

是否与金刚乘法道有业缘，而且是否已准备好去践行；你亦可观

到自己与何种本尊有业缘等等。这之后，就是真正的灌顶。获授

诸如喜金刚因灌顶这样的大灌顶，是极为重要的，因为通过这类

灌顶，你被引入金刚乘的法道，它令你成熟，你也被授权进行观想、

念诵和禅修；否则，你并未获得授权去做任何这些践行。犹如在

荒野上开辟一片新天地，灌顶需要做大量的准备。首先你要耕田，

然后挖出所有杂草和石头等等，使之成为作物能生长的合适土地。

领受大灌顶亦如是。

接着我们有“千喇”，即“加持”之意，比如“金刚瑜伽母

加持灌顶”。没有得过大灌顶，就不能领受“千喇”。这是因为

“千喇”是针对已在成熟中的人，即已趋入金刚乘法道的人。“千

喇”意为加持，会加强本初智慧，帮助它提升并快速成长。为此，

绝对有必要在接受“千喇”之前，先已经接受了大灌顶。“千喇”

是去增上你已具有的。若你没有得过大灌顶，那么“千喇”就不

能将本初智慧介绍给你，或帮助其成熟。若田地已被栽种，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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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花太多的功夫去改善。同理，已领受大灌顶者，应随后就领受“千

喇”，这会让已播下的种子长得更快，而这是肯定必要的。

接下来还有“结囊”，就像是“许可”、“准许”，通常是

短的灌顶。在金刚乘中，有四阶密续。因为金刚乘教法浩如烟海、

不胜枚举，故不同的大成就者根据不同的续部作出了不同的分类，

诸如六续部、四续部、三续部等等。但是通常的标准，尤其在我

们的传承中，是四阶密续。

第一是事续部（简称：事部），它是非常基本的。“事”意

即活动或身体的动作，事部包含针对低劣者（即：低等根基）的

基础践行，这类行者无法着重于内在禅修。他们专注于身体和语

言的活动，诸如“纽涅”——一种禁食仪式。第二续部是行续部（简

称：行部），是针对中等者。行部着重于身体的活动以及内在的

禅修两方面。第三，瑜伽续部（简称：瑜伽部），是针对那些可

以着重内在禅修的上等者。最后，“阿努塔 ra瑜伽”部（简称：

无上瑜伽部），是针对极优者。“阿努塔 ra”的意思是“无上”，

这阶密续承认一切条件（另译：诸缘）——善的和恶的，都能被

纳入法道中，通过这个重点，我们能践行最高形式的禅修。

这四阶续部有不同的仪轨或践行、本尊和灌顶。比如，事部

是属于基本层次的践行，严格来说并没有“自生起”的践行。事

部是接近经乘的教法，而经乘中也没有自生起的践行。经乘中说，

每一位有情众生皆具有宛如种子般的佛性，但是佛陀追随者还不

是佛。要成佛，需要积累大量福德和智慧等等——佛和有情众生

差距悬殊。事部在这方面和经乘相似。事部没有自生起佛或本尊

的践行。本尊依然在我们前面，而我们还是以普通人的形相进行

供养、诵礼赞文和咒语，使本尊欢喜。当本尊欢喜之时，则会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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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悉地。以此方式获得悉地，就如同从你的老板、君主、国王或

王后处领受悉地。你取悦你的君主、国王或王后，从而达成所愿。

在行部中，你也是迎请本尊于自己前面。本尊有两面向——

誓言尊和智慧尊。“誓言尊”即本尊的身体形相，“智慧尊”是

本尊的智慧形式。换言之，他们是身体和精神的面向。在行部中，

你身体上是本尊的形相，但是不具有智慧面向。本尊的智慧面向

在你面前，而你的身体是本尊的形相，几乎就像戴了本尊的面具。

在行续部中，你的身份提高了，不是君主与百姓的关系，反而是

处于同一级别。领受悉地的方式就如同从友伴处领受一般，因为

你和友伴是在平等的基础上。

瑜伽部甚至更高阶。你以本尊的身体形相来践行自生起，然

后祈请本尊的智慧面向。接着，你引进并融入本尊的智慧面向，

但两者不是完全融合的，你必须绑住它们，就好像把两根木头钉

在一起。仪轨中有不同的手印，将本尊的身体形相和智慧形式绑

在一起。在仪轨结行时，你将这二者分开，本尊的智慧面向返回

佛刹，而你保持着本尊的身相。

在无上瑜伽部中，你同样保持着本尊的身相，还会迎请本尊

的智慧面向。但之后，二者完全相融一起，就像水和水混合一样。

本尊的身相和智慧面向完全融合一起，成为无二无别。

由于四阶续部的仪轨、践行是不同的，所以四阶密续的灌顶

亦不同。概括而言，必须先获授恰当的大灌顶，或 “旺钦”，

然后才能接受“结囊”。比如，领受事部的“结囊”前，必须要

获授事部的大灌顶，例如三菩萨大灌顶 [2]（另译：三怙主大灌顶）。

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也是如此，但是也有例外，肯定有一

些简单的“结囊”或“日特”（意为给予咒语。“日”是咒语的

意思，“特”是给予的意思），大多是事部的本尊。这种咒语不

需先领受“旺钦”。此类的“结囊”不多，然而还是存在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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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要领受其他的“结囊”，至少根据我们萨迦派而言，必须要先

获授大灌顶，即“旺钦”。但是，不同的导师有不同的解释。还有，

不同的传承对此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所以没有简单或容易的答

案。“千喇”即加持，肯定需要先获授“旺钦”；但是，对于一

些事部简单的“日特”，即“结囊”，就肯定不需要先领受“旺钦”。

不同的传承有不同的解释。比如，格鲁巴，即藏传佛教的四

大教派之一，也说“要得到结囊，就必须领受大灌顶”，可是他

们依然对每个人都给予“结囊”。但是在给予“结囊”期间，老

师会予以解释说，已得灌顶的人应该把自己观想成本尊形相，因

为大灌顶允许作此观想；而那些还未得过大灌顶者，就不允许把

自己观想成本尊；未得到过大灌顶者，则应将本尊观想在自己头

顶作为加持。这是对每个人都赐予“结囊”的一种方式。其他传承，

比如宁玛派和噶举派就更开放。根据它们，一些稍更详尽的“结

囊”，可代替大灌顶。如此，“结囊”也可以被赐予每一人。

在萨迦派中，一些简单的“日特”或者“结囊”确实不需要

先领受“旺钦”。然而，“千喇”和更高的“结囊”，特别是那

些有四个灌顶的无上瑜伽部“结囊”，绝对需要事先领受过“旺钦”。

“结囊”无法替代“旺钦”，“旺钦“成熟你的心相续，这就是

我力图在此解释的重点。举例而言，我们在这里践行的观音仪轨，

其中，结合大悲心和大手印的践行，是极为“高深”的践行。要

做这样的践行，我们绝对应该要获授大灌顶。

很多教法中说：“践行佛法与否是一项个人选择，无人能强

迫你践行佛法。如果你践行佛法，你会受益；如果你不践行佛法，

是你自己面对其结果，不是其他人。”因此，践行佛法时，最好

是以恰当的方法遵循。无论你想遵循小乘、大乘还是金刚乘的传

承，都应依据该教法的规则和传承而行。若你遵循小乘传承，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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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随学小乘的方式践行；若你选择了遵循大乘传承，那么正确

的践行方法，就是从一开始就生起大乘的动机，并且结合方便和

智慧而行。若你在遵循金刚乘，同样，一定要以恰当的方式而行，

即先获授大灌顶。这是极为重要的。大灌顶使我们的心相续成熟，

使我们身方面准备好做观想，语方面准备好念诵咒语，意方面则

准备好观修本初智慧。再者，获授最高阶的大灌顶，即无上瑜伽，

诸如喜金刚、胜乐金刚的大灌顶，意味着你未领受低阶密续的大

灌顶，也可以获授低阶密续的随许灌顶。

那么，概括而言，所有金刚乘践行者都应该领受“旺钦”，

即大灌顶，而那些想领受更高的“结囊”者必须先领受“旺钦”。

同时，有些低阶密续本尊、某些“日特”并不需要先获授大灌顶，

因为不涉及以本尊的形相作观想，它们在这方面类似于常规大乘

的践行。在大乘传承中，我们向佛祈祷，忆念佛的品质，我们寻

求佛的引导和加持。我们有成佛的种子，但是我们不是佛，所以

我们不观想自己是佛。因为一些低阶的密续是这样的，某些“日特”

你可以做（即：不需要先领受大灌顶）。但是，对于大部分的“结

囊”，尤其是较高阶的密续，即那些有四灌顶的，我们一定需要

先领受过大灌顶。

最后，抉择谁确实已得到了大灌顶、谁真的能够授予大灌顶

也是困难的。从咕噜的方面，要给予灌顶需要大量的工作，具备

海量的品质和资格。一般的咕噜或许已经领受灌顶，也做仪式，

但至于是否具格给予灌顶，却仍存疑。从弟子的方面，仅仅身处

在给予灌顶的地方，也不一定意味着你已得到了灌顶。要得到灌

顶，你必须有正确的动机，彻底理解其意——什么是要被清净的、

什么是清净者、如何清净。你也许已参加了很多次大灌顶，但是

没有清晰的理解和正确的动机，那是否真正得到灌顶仍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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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刚乘的传承中，虔敬心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举例而言：

当我非常年幼时，获授过一些特定的灌顶。作为很年幼的孩子，

我当时并没有明白所有的教法；而现在，再次领受所有那些灌顶

对我而言是困难的。即使我不懂其中的一些灌顶，我认为自己已

经得到了那些我仍能记得在哪里获授、何时获授的灌顶。但有些

灌顶我彻底不记得，因为当时还年幼，我不认为我已经完全得到

那些灌顶，而只是作为加持来领受。对于这些灌顶，我已尽力第

二次再领受它们。对于领受第二次的灌顶，尽管我是伴以一些理

解而领受，我不能说自己彻底理解，但我认为第二次的时候我已

得到了那些灌顶。

所以，完全地给予灌顶并不容易，完全地得到灌顶亦非易事。

但是，作为佛陀的追随者，特别是金刚乘法道上的践行者，我们

必须尝试从始至终将每一件事都恰当做好。当然，没有人能一开

始就以完美的方式去做，但是随着我们的进步和改进，我们将减

少自己的过失，并增加自己的优良品质。我们设法以此方式在法

道上前进。

注释：

[1] “Empowerments” 和 “initiations” 皆译为灌顶。概括而言，“empowerments”

是指大灌顶，“initiations” 则指随许或加持灌顶。

[2] 三怙主是文殊菩萨、观音菩萨以及金刚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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