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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 谢 鸣 谢 

尊圣的第 42 任萨迦·赤津法王——大宝金刚仁波切在西班牙巴塞罗

那的萨迦格菲尔岭的祈请下，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赐予此开示。“萨

迦传承”于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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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由谢宝萍、陈氏家族慷慨赞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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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任萨迦法王健康长寿、长久住世、

法轮常转。 



缘起相依
作为普通人，我们所得的果，完全
取决于因缘，但因缘并不等于“宿
命论”，这也是佛教的独特之处。 

  

了解因缘，会让我们更坦然地面对
生活的一切境遇，也更谨慎自己身
语意的行为，并开启正确的人生道
途。了悟因缘的终极利益，乃获得
解脱与证悟。

本篇，法王将甚深的因缘法剥茧抽
丝，若反复闻思后践行佛法，将为
收成短暂与终极利益之果种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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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相依

佛陀教导说，一切现相皆由缘起相依而生。梵语中对应“缘

起相依”的词是“巴提亚萨姆巴达”；有时，英语中也将之称为“依

赖而生”；藏语中，我们称之为“等就”。缘起法教导说，一切

现相都是因缘而生——因缘止息了，现相也就止息了（即：诸法

因缘生，诸法因缘灭）。

佛说，知缘起者知法，知法者知佛。不了解缘起相依，就无

法了解佛法或佛陀。

伟大的阿阇黎龙树菩萨对于佛陀众多品质（即：功德）写过

许多赞词，但据龙树菩萨说，赞颂佛陀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佛陀

教了缘起法。为此，龙树菩萨称他为“宇宙中最超凡的众生”。

龙树菩萨在名为《因缘心论颂》的文本中阐述了“缘起相依”。

佛陀也教导了慈悲与非暴力，虽然这些践行是必要的，但单

凭它们不足以使我们从轮回中解脱或达至证悟之境。因此，佛陀

教了弟子们缘起法。

佛陀亲自教导了缘起。《甘珠尔》是佛陀教法的藏文集，包

含了关于缘起的经文。据说，世间的所有导师中，只有释迦牟尼

佛教过缘起学说，所以我们要铭记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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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相依

两个目标和两种缘起

有两个目标要实现：暂时的目标和终极的（即：究竟的）

目标。为了实现暂时的目标或暂时的幸福，需要了解教导我们“摒

弃恶行”的佛法。为了实现终极目标或成佛，我们需要遵循三重

训练（梵：三学处），这包括戒律（即：戒）、三摩地（即：禅

定或定）和智慧（即：慧）。这三者中，最重要的是慧。

实现这两个目标，取决于是否了知缘起或相互依存。我们唯

有通过了知缘起，方能掌握佛法，而佛法能成就暂时的与终极的

结果。

有两种缘起。一种是属于起因与结果（即：因果）的缘起，

在这种缘起关系中，现相的生起是由于所依赖的因与条件（即：

因与缘）。佛弟子对业的了知，取决于了知缘起的方式。另一种

是依存关系的缘起，强调相互依存。关于这点的例子，我们可以

说因为有“左”，所以有“右”；或者因为有“他”，所以有“我”。

是龙树菩萨对这一点做了详细阐述，他用缘起来解释中观的空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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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相依

见。若想了知中观的见地或哲学，那么我们需要了解缘起。

无常

一切现相都是通过恰当的因与缘的细微和合而生。如果这些

结合在一起，结果就会出现，发生这种现相无关自己的意图。由

于无常，所有这些因、缘、果都会存在。若无“无常”，则无“因

缘之缘起”——仅仅是因为无常，事物可以有变化；如果毫无变

化的可能，那就没有新的事物生起，也不可能有结果。

佛法学习的例子

我们的“佛法知识”与“佛法践行”只取决于我们自己——

自己的动机和行为。如果我们伴以精进来学习，就会获得佛法知

识；如果获得佛法知识，就能够很好地践行佛法。如果别人精进

地学习佛法，这不能成为我们自己获得知识的因。如果别人有正

确的动机，也不能成为我们自己践行的因。但是，如果我们努力，

如果我们精进，那我们自己就能获得知识。伟大的阿阇黎月称

菩萨在其名为《中观论》的文本中说：“一切知识的品质都来

自精进。” 我们必须学习，因为学习是获取知识的因。一如既往，

没有因，就没有果。这是缘起的一个例子。

我们的知识与践行之间也存在因果关系。要正确地践行佛法，

就必须具备有关如何践行的知识。教法中说，没有听闻或学习有

关禅修的教法，而有意向或愿望去禅修，就犹如残废之人欲攀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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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不知道如何禅修，又怎么能正确地禅修呢？我们可以说“知

识是良好践行佛法的条件”。我们已经说过，知识是学习的结果。

此处，知识与好的佛法践行存在因果关系。同样，同一个人可以

是儿子的父亲，也可以是父亲的儿子。一个人可以与其他人有多

重关系，因果亦如是。

缘起与业

我们所经受的一切，皆因自己的业。业基于因果关系，也

就是说业基于缘起。通常，以英语谈论“业”时，意即我们不能

选择目前的境况，因为这是自己的“业”。但“业”在梵语中仅

仅意为“行为”。我们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行为。我们必须努力从

做错的行为转变成做对的行为，一定要努力把坏习惯改成好习

惯。当我们将佛法的知识付诸实践时，我们就是在选择自己的行

为——选择善行。此外，我们必须把所学付诸实践，否则它仅仅

是抽象的知识。

以此方式改变自己的行为，我们最终会获得解脱和证悟。我

所描述的过程展示了缘起的运作原理，是一系列的因果关系：增

加佛法知识会导致做更多的佛法行为，这些会产生佛法行为的结

果，即解脱和证悟。

藏语中，我们称善行和善果为正面的缘起；还有负面的缘起：

如果做了恶行，就会得到恶果。藏语中的负面缘起亦可称为“妄

缘起”，正面缘起亦可称为“解脱缘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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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概括而言，有正面缘起和负面缘起。这两者截然不同，

就像种下大麦种子会结出大麦，种下小麦种子会结出小麦般。你

不能种下一粒大麦种子，期望收获一批小麦。我们的行为亦如是。

如果对他人有慈心，对一切众生有悲心，就会得到其结果，即快

乐。如果做出负面行为，例如对他人生气，这将导致痛苦。你不

能将正面的和负面的缘起混合一起：如果你想通过向某人展现愤

怒来获得快乐，那是绝不可能的，是错误的方法，是错误的种子。

愤怒总会导致痛苦。

在此世间，有时候人们认为展现出愤怒是有用的，因为他们

认为愤怒可以解决问题。但无论看起来如何，无论暂时的情况如

何，愤怒的结果一定是痛苦，无论痛苦是今天、明天、多年后还

是来生。在世俗领域中，善的行为不一定为大多数人所赞叹，反

之亦然。我们不能说，如果大多数人做了某事，那就是一个好行

为——好行为主要是去做有益于他人的行为。从佛法的角度而言，

“善行与恶行”和“被法律允许或禁止的行为”不是一回事。例如，

法律允许杀害数百万只动物供人类食用，虽然这是全世界的政府

都允许的，但这并不是一个善的行为。我们必须学会自己去判断

一个行为是善或恶，同时了知缘起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如果了知

了缘起，就会对业因果法则有更好的了解。

佛陀在经典中说：“行为（即：业）不会成熟于他人或对象

（即：对境）。业会在其造作者的心相续中成熟。”成佛是最终

的结果或目标，它取决于正确的因和缘。因为缘起，成佛是有可

能的。如果把成佛的因和缘结合起来，我们一定会成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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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的其他面向

在西方国家，我们被告知自己是“独立”的，但倘若对此细

想，并没有什么是独立的。我们都依赖彼此、依赖环境，不依赖

他人就无法生存。我们吃的食物依赖于农民、工人、杂货商贩

等的劳动，我们住的房子依赖于建筑商、工人等，我们穿的衣服

依赖于纺织品生产商和整个分销链。一个人无法为自己制造所需

的一切。如果我们认识到这种缘起，那我们就会对农民、建造者、

劳动者——参与到生产消费品的每一位，产生更大的尊重和更多

的人情味。

缘起的另一个例子可以在大自然界中被发现——当我们了解

大自然是一个“各个部分相互连接”的生态系统时，就可以理解

缘起。举例而言，在冬天，结冰的河边下了一场大雪。随着天气

变暖，积雪融化，提供了水分，促进了花草和其他植物的生长，

这些反过来又维持了许多动物的生命。自然界的例子展示了缘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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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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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可以是粗大的或细微的，没有高度的证悟，对后者会难

以明白，但妄缘起能通过相互依存的十二支分来解释。

十二支分是：

•无知（即：无明）

•行

•识

•名色

•六根（即：六入）

•触

•受

•爱

•取

•有

•生

•老死

十二缘起支



缘起相依

9

缘起的十二支和轮回的六道在“存在之轮”中形象地呈现出

来。因它无始无终地循环往复，故名“存在之轮”。由于十二缘

起支，故我们处于轮回中，即存在的循环中，重复着生、死、生、

死的循环。

十二缘起支的每支都依赖于前一支。最后一支——老死，取

决于生，即第十一支。因果链可以一直追溯到第一支，即无知。

因此，如果我们使第一支失效，就没有第二支；如果没有第二支，

也就没有第三支，以此类推。解脱的缘起，意味着破除十二缘起

支的链条。

以“消除无知”破除此链

记住：根本的烦恼是无知，其他烦恼从无知而生。通过自己

的佛法践行，我们消除了烦恼；我们摒弃恶行，知道它们会导致

痛苦；然后，我们在出离心的基础上培养正面的品质，比如无量

慈悲心、愿菩提心、行菩提心。随着在法道上的进步，我们对终

极真相的了解越来越深，这个过程是解脱的缘起。

当我们从自己的智慧直接了悟终极真相时，那一刻我们将证

得初地，这就是“见道位”。那时，烦恼从心相续中彻底根除，

我们也从轮回中得到解脱。

就中观派的见地而言，一切和合的与非和合的事物都是缘起。

换言之，所有这些现相——和合的与非和合之事物，都有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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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阐释可在中观文本中找到。事实上，中观派的见地，是由

佛陀教导的，但其含义是由高度证悟的众生龙树菩萨及其追随者

进一步阐明的。如前所述，中观文本中提到了两种缘起：因果缘

起和相互依存缘起。一切现相都被这两种缘起之一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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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是相信业的基础，也是我们践行佛法的基础。为了正确

地践行佛法、去除痛苦、证得解脱并最终成就佛果，我们必须认

识到一切现相都由缘起而生。现相不是独立的或固有存在的，它

们是无常的；所有和合的现相都是因缘而生。

每当我们因他人的伤害而受苦时，我们应该记住：我们受到

伤害，是因为自己过去曾犯下过失。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努

力防护自己，如果可以，我们应该这样做；但我们亦应该意识到，

即使表面上看，自己的痛苦似乎是由他人造成的，但导致我们痛

苦的真正原因是自己的业，或我们过去的行为。

因此，我们不应责怪他人，反而该责怪自己过去的行为，并

对过去的恶行生起强烈的忏悔心。然后，我们该竭尽全力不再重

蹈覆辙，我们也应避免对他人造成类似的伤害。简言之，我们应

改变自己的心。

若我们没有可以成熟为致受苦果的业，那么，即使其他人试

图伤害我们，我们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举例而言，当释迦牟尼

在菩提树下禅修时，许多魔罗（即：魔）[1] 试图扰乱他。他们试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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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通过投掷锋利的武器来伤害他。然而，当时的释迦牟尼没有过

去的、可成熟为“因他人的有害意图和行为而经受苦”的行为，

这就是他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的原因。然后，以他的慈心、悲心、

智慧之力，所有投向他的利器都化为花。

若我们明了缘起，若我们反复思考缘起，就不会想做任何恶

行，会为了获得快乐做善行，这意味着最重要的是践行佛法。

最后，了解缘起会帮助我们了悟见地。究竟真相，是从所有

极端中解脱出来。有“究竟真相”，是因为有“相对真相”；没

有“相对真相”，就没有“究竟真相”。换言之，“相对真相”

与“究竟真相”就像右与左，如前所述，它们是相互依存的缘起。

从整个轮回中获得解脱，彻底断除所有痛苦，并获得佛果，这就

是禅修缘起的利益。

注释：

[1] “māra”（梵音：魔罗），译为“魔”，是指夺人生命、障碍善

事的恶鬼神。事实上，佛教认为，任何能阻扰佛法践行的障碍，乃至

内心中的不安、愤怒、贪心等烦恼，皆可被称为“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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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承持有者之一。他属于高贵的昆氏家族，这一家族从未间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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