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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 谢鸣 谢

尊圣的第 43 任萨迦·赤津法王——智慧金刚仁波切应美国纽约大悲

遍空寺的祈请，于 2019 年 4 月 6 至 7 日的两天普巴金刚大灌顶前赐予

此开示。“萨迦传承”于 2024 年准备、编辑和出版此文字稿的英文版，

同时“萨迦传承”翻译小组亦把此文翻译成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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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由谢宝琼、Maria Julia Silva、谢宝萍慷慨赞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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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任萨迦法王健康长寿、长久住世、

法轮常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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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践行的质量是我们在法道上的最重要因素。虽然我们可

视接受此等灌顶为加持，但若把所学付诸实践，对我们而言会更

好。即使不涉及如密乘等更“高”阶的践行，但若我们致力于诸

如慈悲心、关照身边的人等基本的佛法践行，也会在法道上对我

们帮助极大。我们可以从家人、邻居、同事和日常生活中所遇到

的其他人，开始这样的练习。日常生活的寻常境遇都是机会，倘

若我们善用这些机会，进步就会更容易，我们会积累更多的福德。

我们的念头犹如瀑布一般在心中流动。瀑布是由数以百万的

小水滴组成的，但湍流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看不到单个的

水滴，只看到一个大瀑布。我们的念头就像一滴又一滴连续而来

的水，这就是为何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慈悲心和善心，那

就是在浪费很多机会；但如果我们能学会控制自己的心，那每一

个念头都会成为积累福德的机会。

当然，这需要练习，就像我们生活中佛法践行以外的许多事

情一样。无论专业人士、厨师、运动员还是武术家，所有这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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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一个共同点就是需要练习。没有人能够在一夜之间成为武术家，

这需要经年的练习和投入。以学开车为例，我刚学开车时，是学

手动档车的，这意味着既要操作离合器、换挡杆，又得兼顾刹车

和油门；在做着所有这些操作时，还必须注视路况且保持稳定。

起初，我以为自己永远学不会，毕竟有很多事情需要顾虑，但是，

通过日复一日、经年累月的练习后，我已经开得得心应手了。

学着有悲心并不需要大量身体活动的配合，但也需要练习。

首先，在禅修中有生起慈悲心的心性练习。我们在祈祷文中说，

我们为一切有情众生而生起慈悲心，我们逐步学着做到这一点。

然后，在行为上，我们必须学会对面前的和身边的有情众生践行

慈悲心。

就像工作、运动或武术一样，做到这一点需要很多的投入。

有时我会听到人们问起为何佛法导师会谈论这么多痛苦、苦难。

嗯，我们的咕噜常常谈论苦，是为了鼓励我们成为更好的人、更

好的佛法践行者。举例而言你决定做一件善事：你买了鱼或鸟放

生。然后，你可能会因为释放了一只本来要被杀死的动物而为自

己和自己的践行感觉良好；但想想，一天中有多少时刻——一天

有二十四小时，还有大量的分分秒秒——你做了一次善行，至于

你心忙着想许多不同事物且没有积累福德的那些分分秒秒呢？我

们可能会浪费百分之九十或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去想着不同的事

情，而不是致力于慈悲与善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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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承诺要做更多佛法践行，第一天，你做得真好；第

二天，也相当不错；然而几天后，你发现自己很忙，没有做那

么多的佛法践行。也许你认为没有时间禅修，或者没有时间做恰

当（即：如法）的观想。几天或几周后，佛法践行就变得机械化，

成为你遵循的惯例。我不认为这样的践行是有意义的佛法践行，

那只是像在遵循传统版的一种惯例。

我想，这就是咕噜总是教导有关苦的原因。重要的是，要明

白我们总是在谈论苦，因为这是我们能了解所面临问题的唯一方

式。除非我们真正了解问题的严重性，否则我们永远不会致力于

寻找解决方案。当你病得很重时，你会去看医生或去医院。你知

道自己有严重的问题，因此你会做到医生嘱咐的所有事项。你少

油、少盐、少这少那地摄入，并且每天按时服药，但当你开始感

觉好些时，就开始忘记吃药了——吃药似乎不再重要了。当咕噜

与我们谈论苦时，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因为“苦”可以帮助我

们再次将心安放在重要的事情上，以此能够精进践行佛法。

佛陀予以了很多教法，但在我看来，他最重要的教导是关于

真相。有关于苦和灭苦的四圣谛，但也有两个真相（即：二谛）：

相对真相（即：世俗谛）和究竟真相（即：胜义谛）——这些是

针对不同佛法践行方法的不同教导。最终的真相就是我们所说的

空性。我认为了知空性最重要的点，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执

着。如果我们开始了知万法并不实存，因为它们是在世俗谛层面

显现，那么断除执着就会更容易。当不再有执着或厌恶时，我们

就不会再有所有其他的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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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何我们谈论证得见地，谈论证得见地就是谈论空性

和二谛的另一种方式。以我个人的了解，每当我们看到苦难时，

我们不可能始终亲自前去帮助。当然，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要去做——这非常重要；但很可能，我们只能帮助一两个或

少数人，而不是那么多，这就是为何我们要生起愿心去成佛并获

得佛的功德和力量。同理，对于我们自己的痛苦、苦难，如果我

们能够改变看法，了解苦本身的本质和原因，那么我们就不会再

把我们的苦视为苦了。简单而言，如果你认为你的经历是苦，那

么它就成了苦；如果你认为它不是苦，那它就不是苦。当没有强

烈的执着时，就不再有苦，因为所有的负面情绪——愤怒、欲望

和无明——都会消失，心就会寂静，于其纯净之中安住。我相信

证悟就是这种境界。当然，作为一个凡夫，我们不可能真的这样

做到或保持这个境界。每次一些小事出现时，我们所有的情绪就

会起现，纯净性就会被我们遗忘或淡化。我认为了解空性非常重

要，但我们必须慢慢地、一步一脚印地来。

在灌顶中，我们重演佛陀对其追随者所做的事情，以使我们

能够得到与佛陀予以教导时同样的加持。通过重演，这是可能的。

比如予以甘露，起初是由佛陀给弟子的，通过灌顶的再现，我们

可以获得跟那些弟子相同的体验。加持所用的水不是重点，重点

是有加持的真实体验。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面向，是你的心和你如何践行

佛法。如果你没有纯净的或善良的心，无论你是闭关，还是每天



普巴金刚两天大灌顶前的建言

5

六小时的仪轨，都没有用。我们必须返回去专注于践行佛法的主

要部分、灌顶的主要部分、所有法教的主要部分。不理解主要部

分或精髓，那我想，我们会失去很多加持，或说白费力。

在开始灌顶之前，我想做一个简短的禅修。正如我所说，我

们的心每时每刻都有很多想法，我们应该走出这种状态。为了一

切有情众生，通过长养纯净心和善心，通过转基本的慈悲心为大

悲心来为灌顶做好准备，就像饭前洗手一样。

每当你练习、践行佛法或接受灌顶时，非常重要的是生起大

悲心，并想着你接受灌顶是为了一切有情众生——不仅仅是为了

你自己，也不仅仅是为了你的家人和挚爱，而是为了一切有情众

生。这种前行是任何教学或灌顶或你做的任何佛法练习、践行中

最重要的部分。开始部分，或说正确的前行，是最重要的部分，

因为这在你的心中确立了动机或愿心，而心始终是最重要的部分。

接下来是灌顶主要部分（即：正行）的教导或法。接着在

最后，我们将在灌顶、口传、传授期间所获得的一切功德回向给

一切有情。在佛教中，我们对所有的教法、练习和践行都做这样

的功德回向。简言之，这种前行、正行和结行的架构一模一样地

贯穿在所有佛法教义和践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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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归“萨迦传承”拥有版权归“萨迦传承”拥有

第 43 任萨迦 • 赤津法王——智慧金刚仁波切，是萨迦 • 赤千法王（第
41 任萨迦法王）的次子。他生于高贵的昆氏家族——这一家族从未
间断的世系传承，一代又一代地涌现出了众多杰出佛法大师。

仁波切从幼年时代，便学习萨迦传承的主要法会和祈请仪式。仁波
切从第 41 任萨迦法王那里，获授了大部分萨迦传承主要的大小灌顶、
口传、加持以及窍诀指示。此外，仁波切还在当代一些著名的藏传
上师座前获授了诸多共与不共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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