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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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台湾台北市

萨迦文殊佛学会的祈请，于 2024 年 2 月 10 日在线赐予弥勒随许灌顶前

所给予的开示。“萨迦传承”于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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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是由 Sue Strong、Isabella Felhler、曾自评、麦瑞斌、谢宝萍、

谢宝琼慷慨赞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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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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中，我们谈及“暗劫”和“明劫”。“暗劫”指无佛

出世传法的时代，而“明劫”则指有一或多位佛陀现世的时代。

我们当下所处的劫称为贤劫，属于明劫。据说在此劫中将有一千

位佛陀出世传法，释迦牟尼佛是第四位，而第五位尚未出世，其

名号为弥勒佛。

应众人祈请，在开始授予灌顶前，我将以简短方式先传授菩

萨戒。

融通四圣谛与二谛

在开始前，我想说明的是，今天所授的仅是我个人对佛法的

理解——并不是说这绝对的正确，或是唯一的方法——我只是想

把自己所理解的内容告诉大家。依据我对法教有限的认知，在开

始旅程或趋入法道之前，重要的是要省思“为何要趋入法道”。

我认为佛法践行者们常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在尚未真正知道

“为何法道重要”或“法道将引向何处”之前，便贸然开始踏入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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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道。遵循法道的动因是为了离苦。我们应该明白，当谈及离苦时，

所指的是“心”。万法唯心，物质上没有什么是真实存在的。

佛陀成觉后首次说法，在瓦拉纳西附近的鹿野苑教授了四个

真相，即四圣谛。这些真相可用“二谛”这样更概要的形式表达：

相对真相（即：世俗谛）和究竟真相（即：胜义谛）。世俗谛是

我们日常所感知的真实的、好坏等等。常言道“眼见为实”，然

而在佛法看来，凡夫的认知所见的，并非胜义谛。佛法之道在于

通过净化心灵，来获得对胜义谛的证悟。若对践行法道的真义不

明就里就盲修瞎练，我们是不会取得多大进展的。

佛教有小乘和大乘，也可以说巴利文传承和梵文传承。两者

同样重要且有益，但稍有不同。大乘又进一步分为波罗蜜多乘和

金刚乘。在金刚乘中，我们先接受灌顶和教授，然后践行仪轨。

或许你已经了解这些内容，但如尚未真正理解法道真义，成果可

能不会显现。你可能正在进行金刚手菩萨闭关，念诵了一百万遍

咒语，或者进行普巴金刚闭关，累计念诵了一百六十万遍咒语，

又或者是喜金刚或其他金刚乘闭关。你可能会花两、三、六个月，

甚至一年践行，这取决于你的速度。当完成后，你可能会思考：

“我已经按照法本完成了一切。念诵了所有的真言，践行了所有

仪式，为何没有看到一丝成果呢？”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我们

必须明白，念诵真言、祈祷文、仪轨和仪式并不意味着仅仅是外

在的践行。我们所做的一切仪轨和其他践行主要是内在的，即心

的践行。身体上的践行和念诵等的语言践行，都旨在帮助我们心

之践行、让之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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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行外在的践行，是为了引生内在的体验，我不知道这

个例子是否恰当，但可想象有人感到恐惧时反复对自己说“我不

害怕，我不害怕”，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变得勇敢。这是一种自我

提醒的方式，而我们练习的仪轨也是如此。念诵咒言、练习仪轨

或诵读经文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观想、感受并体验一些东西。

另一个例子：当我们看电影时，我们看到这些其实都是多年前实

际表演并录制好的场景。然而，虽然这些场景是多年前录制的，

但观看时我们会产生真实的情感——或笑或哭。即使电影中的场

景并未真实发生，这种情感体验依然存在。因为电影播放的是录

制的内容，而我们专注于某种再现。我们的仪式和仪轨也类似，

它们让我们再现导师和传承咕噜的体验，仪轨法本解释了这种体

验。通过练习仪轨，我们尝试去体验他们所体验到的，并获得同

样的加持。

回到我最初的要点——我们趋入此道，是因为想离苦，我认

为检查一下用词是有帮助的。我们说想“离苦”，还说想“获得

证悟”。但“获得证悟”这个说法，容易让人想到我们正在得到

某些东西，或是正前往此地之外的某个地方。然而，根据实际的

法教，我们并不会伴随证悟而获得或学到新的东西——我们只是

在认识本已具足的东西。我们的内在本来纯净，我们的心性本已

是佛，成就佛果就像让种子结果。佛性种子已然存在，具备适宜

的条件它就会成长。一切有情众生都有这种子——不仅是佛弟子，

不仅是人类，而是从地狱道到天道，每一界的每一位有情众生。

法教还说，尽管每一位众生都可以获得证悟的境界，但人类却有

最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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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获得证悟的境界，意味着了悟此生以及我们所见的一切，

皆为幻相。当面对种种经历时，许多人已决定了什么是好、什么

是坏或什么是一般，并据此为生活中的一切设定了规则。然而，

若想理解佛法的最高层次，就必须放下这些评判和规则。否则，

我们将无法明白、了解和体验世俗谛与胜义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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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轮回的法则中解脱

也许我们对这一点已有一些理解，但要完全体验它，就必须

超越人类社会和轮回的庸常规则。如果你想打篮球，就不能遵循

足球的规则，否则会乱套。我们通常会将轮回里凡夫眼中所见的

一切视为真实：这座建筑物或房子的存在，你、我、他、她……，

但我们试图看见或体验的，是超越凡庸见解和体验的真相，因此

这极为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如果你真的想要追寻并抓住

实相，必须非常勇敢。你的洞察力需更加广阔深远，视角应超越

受轮回法则所局限的凡俗认知。除非你愿意变得勇敢无畏，否则

难以获得对真相的真正了解。

我们已经按照轮回的法则“看”了这么长时间了，以至于认

为这就是唯一的法则。想超越轮回，首先要做的是寻求真相，其

次是了解真相。第三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是接受真相并真正

领会它。这通常是三个步骤中耗时最长的，虽然所需时间因人而

异。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能力，但毫无疑问，最后一步——接受

实相——是最困难的。根据我对佛法的理解，一旦做到这一点，

就达到证悟的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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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真”就是你和我

我给大家讲个简单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在我还小的时候，

大概七八岁，我的老师根·桑波（藏：老师·贤，已故）对我说：

“今天我要测试你对词语的理解能力。”他让我说出“让真”的

意思。“让”意为自我，“真”意即他人。我要告诉你们，完全

领会这次测试的意义花了我很多年，事实上是几十年。我们经常

把宗教文本视为神秘莫测之物，认为它们只谈论那些超越理解的

深奥道理。然而，当时我和两三个学生都在努力理解“让真”的

意思。你们需要明白，传统藏语的书面语和现代口语几乎是两种

不同的语言。这就像今天的现代英语和莎士比亚英语之间的区别。

没有人说莎士比亚英语，这是一种与众不同且辞藻华丽的语言。

于是，我们试图理解“让真”这个词，并进行了讨论。我们

不断重复“让”和“真”，最终感到厌倦，便问：“它的意思是

你和我吗？”老师回答：“是的，它的意思就是你和我。”这原

本是如此简单的事情，但我们却以为，在古藏语中它一定蕴含某

种神秘且复杂的深层意义。然而，佛法事实上是简单且直截了当

的，就像这个例子所示。我认为，在所有的主要宗教和世界哲学中，

佛教是最容易理解的。佛陀只是告诉我们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它们

如何如其所是。佛陀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其他东西，唯除庸凡存

在的真实本性——非多、非少、不增、不减，这就是我们谈论世

俗谛和胜义谛——二谛时所意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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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给自己制造了障碍

如果仔细观察佛陀的生平，会发现他并没有施展许多奇迹。

确实，他展现过一些奇迹，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有时需要通过

目睹超凡之事来获得鼓励，从而成为追随者。然而，佛陀的教导

是简单质朴的，他给出了例子。概括而言，我不会说他是一个健

谈的人——他是个质朴的人，言语不多。他的言辞常常以一言能

解释千卷，甚至一个微笑便能传递深义。许多文本告诉我们，佛

陀的目光或微笑方式，往往比他人多年阐释所能带来的理解更为

深远，且影响成千上万的人。我们才是使事情复杂化的一方，因

为总希求看到一些神异的东西，认为真相就必须如此。然而，我

们只是在为理解佛陀的教导设置障碍，就像我们给自己制造了苦

一样。

我们给自己引来了许多压力和苦。假设有人给你起外号，叫

你狗或鸡，除非且直到你对此作出反应，否则不过如此。问题，

只会在对方愤怒地讲话而你做出了反应，变得情绪化或有压力，

或想着“哦，大家不喜欢我”时开始。生活中的大多数问题都是

我们想象出来的。我们虚构出某种情境或故事，然后因此感到压

力。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接受真相。如果你不是鸡，那么别人叫

你鸡也不会改变这个事实。如果有人叫你鸡就能让你真的变成鸡，

那才是可怕的事，但现实中从来没有人因此变成鸡。

我常常试着解释，当我们对这些事情作出反应时，其实是赋

予它们超出其应有的重要性，我们在让事情变得更糟。更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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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会接受某事是“侮辱”？别人叫你某个名字或别的名

字，或说了一些话或别的话，然而唯有当我们接受“哦，他在侮

辱我”这个前提时，“侮辱”才会成立——如果你不理会它，那

它就不是侮辱。重要的是你如何看待和感受，而不是对方的想法，

对方想什么是我们无法操控的。

另一个我喜欢举的例子是我们的家庭。每次和家人一起去商

场时，孩子们想去一个地方，爸爸想去一处，而妈妈则又想去不

同的地方。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所欲和喜好而想去某处。若各自

分头行动，那当然没什么问题。但若你认为全家人必须待在一起，

那么无论是父亲、母亲还是孩子，就必然有人需要调整或妥协。

即使在家人之间，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看待事物的角度都可能各不

相同，更不用说与其他人相处时的差异了。

我对你们的建议是，在践行佛法时保持简单。越轻松越好，

因为这样你们才能坚持得更久。若将这些法本与世俗的现实或所

谓的轮回法则混杂在一起，就会让事情变得复杂，对于普通人而

言可能会显得极为难以理解。因此，我一向强调：保持简单。

接受另一个真相

秘要在于“接受”。我们每个人皆有所追求。在这个房间里

的几人如此，在这大千世界中的每一个人亦然。通常，我们想要

的是幸福、长寿、美满的家庭等等，但我们很少停下来反思：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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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真正的幸福。即便我们知道自己渴望幸福，但我们的追问往往

止步于此。若你深入探究幸福的真正含义，就会发现幸福其实很

难定义。事实上，我们甚至经常无法准确界定什么是痛苦。我们

想要幸福、不想要痛苦，但我们却连这些概念的本质都没有真

正搞清楚，这也是为什么佛陀说，我们所有的轮回体验都不过

是幻相。

这正是让我充满信心的原因——我们确实能够成就证悟。我

们庸凡存在的基础是脆弱的，因为我们被情绪所掌控，我们是情

绪的奴隶。庸凡的存在就像一座纸牌搭建的房子，或是地基薄弱

的房屋。只需几个简单的问题，基础就会被吹散：“什么是痛苦？

什么是幸福？”或许我们对佛法的了解足以来回答：“哦，痛苦

源于我们的欲望（即：贪）、我们的愤怒（即：嗔）……。”但

接着你还得继续追问：“什么是愤怒？”在终极实相中，你既找

不到愤怒，也找不到欲望，更找不到无知（即：无明或痴）。然

后你必然会问：“何以这些在终极实相中找不到的东西，却在我

们的生活中有如此大的影响？”正是因为痛苦的基础如此脆弱，

这让我坚信，我们确实皆能成就证悟——不仅是我们自己，更是

一切有情众生。

我认为，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现场的还是通过线上接受灌

顶的，都曾获授过佛法的教导。我们都知道自己处于轮回之中，

并且我们在轮回中，是因为欲望、愤怒、无知（即：贪、嗔、痴）。

但是，倘若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为何我们还没有证悟呢？我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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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什么？这就是问题的棘手之处——这是因为我们早已习惯

于这种凡夫之见，习惯于遵循轮回的法则。我们这样做已经很久

了——许多年，甚至许多世如此——因为这种习惯根深蒂固。如

今，要我们去接受另一种真相，确实非常困难。轮回之所以对我

们显得如此真实，因为我们长久以来一直接受“它就是如此”，

而现在，我们必须去接受另一种真相。这正是我们讨论世俗谛和

胜义谛时的意义所在。

能够进步得多快，取决于我们有多勇敢，以及心有多开放。

如果你在一场对话开始时就已确信自己的观点，且只是为了证明

自己的立场而参与，那么无论辩论多久，都无法改变你的想法。

这就是所谓的“心门紧闭”。当你关上了门，任何新的事物都无

法进入。如果你想求学，就必须敞开心扉，准备好接受真相。

舍弃世俗伪乐 [1]

我们之所以处于轮回中，是因为自己的情绪——这一点我们

都很清楚。我们说想要摆脱痛苦，并认为是自己的欲望、愤怒和

无知让我们困在轮回中。苦是容易舍弃的，因为没有人想要苦。

如果可能的话，你甚至会在眨眼间——在一微秒内舍弃所有的苦。

棘手的地方或说难处在于，我们也需要舍弃快乐。痛苦给我们带

来麻烦和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所经历的快乐——诸如周

末、假期、冰淇淋等小事，所有这些小事带来的愉悦，也同样将

我们困在轮回中。舍弃胃痛、头痛或你不喜欢的工作是轻而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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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它们容易舍弃，所以这些并不是真正让我们苦的东西。

或许你家里有一些你不执着、不需要、不想要或感觉不重要的东

西，舍弃它们是很容易的。你不想要这双鞋了，所以你把它们送

人，也不会感到后悔。但如果换成你喜欢的东西，情况就不同了。

也许你有一部手机、一台电脑、一台电视或一辆车，当有人请求

你把这些东西给他们时，你会觉得心疼，你会找借口，这些正是

将我们困在轮回中的东西。这些我们一般称之为快乐的东西，事

实上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痛苦。我对那些在轮回中正经历明显痛苦

的所有人感到慈悲，但我对那些过着幸福生活的人，怀有同等甚

至更大的悲心。因为这些幸福和小小的愉悦，恰恰是将他们、也

将我们都困在轮回中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我们拥有“受苦的奢侈”。对于那

些想要践行并了解佛法的人而言，苦是我们拥有的最重要之物，

因为苦促使我们转向佛法。在我们生活中所经历的所有苦中，最

大的苦是死亡。请明白，我并不是在说因为痛苦和死亡如此有价

值，我们就应该想着自杀或伤害自己——绝对不是！如果你失去

了生命，就无法继续践行佛法。伤害自己或自杀被视为严重的恶

行或过失，因为你的人身和生命是你了解实相、践行佛法的宝贵

机会，而伤害自己意味着阻碍自己获得这些机会。因此，你应该

尽最大努力让自己活着、安全、健康，以便能够持续学习与践行

佛法。

然而，如前所述，驱使我们走向佛法的是自己的苦。这是因

为如果没有任何苦，我们就不会竭力找到解脱轮回的方法。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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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没有经历任何苦，又有谁会想要逃离轮回呢？他们为什么要

有这种想法呢？我们希望周末快点到来，因为工作日很辛苦。我

们之所以认为某些事物是好的，是因为我们看到其他东西是坏的，

反之亦然。有人富有，是因为也有穷人。如果没有穷人，那么富

人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每个人都会是一样的。

因此，健康和生命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存在死亡。这也是

为什么死亡如此重要。死亡和痛苦是推动我们走向佛法的主要动

力。这并不是说它们是好的，而是因为它们为我们提供了转向佛

法的契机。

信心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难以理解为什么咕噜如此重要。

尤其是在金刚乘中，没有什么比“对咕噜有信心”更为重要的了。

在佛法中，有巴利文传承和梵文传承，而在梵文或大乘传承中，

没有比金刚乘最为高阶的了，金刚乘是超越了其他一切的高阶法

教。在金刚乘中，对咕噜的信心至关重要。然而，如果我们能够

阅读并理解经文仪轨，为什么还需要咕噜呢？

试想一下你的挚爱，可能是你的妻子、孩子、父母、朋友，

或其他任何人。如果他们的房子着火了，你会毫不犹豫地冲进去，

全力救他们。你准备好了冒着被烧伤或受伤的风险，愿牺牲自己

的安全去救人。现在，假设屋里的是你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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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谋面，但你能听到他们尖叫，知道他们在里面处于恐惧和危险

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你会不会在冲进去之前想：“啊，我可能

会受伤。如果我发生什么事怎么办？”对于你所爱的人，你会准

备好去做出超出常人所能承受的事情，或者至少是超出你平常能

做到的事情。即使你的身体被灼烧，承受巨大的疼痛，甚至可能

会失去生命，如果有你的挚爱在屋里，你会毅然决然地冲进去。

回到“为何咕噜如此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大乘佛教，尤其

是金刚乘，是极其高阶的教法，需要与之对应高度的心智处理——

你也需要如此这般地深爱：你对咕噜的爱戴，到了你愿意为他做

任何事情的程度。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是普通的老师向你讲

解事情，你会想：“他在说什么？逻辑是什么？”你会希望对方

能向你证明他们所说是正确的。然而，对咕噜，你需要具备信心

和虔敬心，或说爱戴。

信心和爱戴当然是两回事，但我会继续从爱戴的角度来探讨

这个问题。如果你全然倾心地爱戴一个人，那么追随他将变得轻

而易举，你也会很容易接受他告诉你的任何事。然而，如果你并

不完全信任这个人，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当你被

告知去观想某事物时，你可能会想你应该先理解其中的逻辑，或

者你如何能获益。然而，如果怀有真正的爱戴，你会毫无疑问地

去做所被告知的任何事。唯有在那时，你才会真正理解佛法，或

者说是了解咕噜给的教导。不同的人在同一场合中可以接受相同

的教导，但他们对教法的理解程度往往因信心的程度而异。这没

有什么神秘可言，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有多么相信或信任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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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果你能达到这种信心，那么在理解佛法或理解咕噜的教导

上，就不会有困难。

这里有多少人换过尿布？如果你试着给某人换尿布，而此人

你不认识，你会想：“哎呀，这也太难了吧！”但如果是你自己

的孩子或父母，你会有同样的感觉吗？有一次，我在瑞士开车，

到停车场里一位老年人穿着尿布，不知怎么尿布破了。一位女士

坐在车里，正试着清理排泄物。我当时想：“这真美好！”我不

知道那位正在清理排泄物的人是老人的女儿、护工，还是其他护

理者。如果她是女儿，那她对母亲一定怀有深深的爱；如果她是

护工，那她一定怀有真正的悲心。我看到如此美好的一幕，有那

么一会我一动不动，我只是注视他们。后来我停止观看，是因为

担心他们会觉得有个怪人在盯着他们。但在那一刻，我深感这是

一件美好的事情，因爱或慈悲心而生的纯粹。没有“如果我这样

做，我会得到什么”的任何算计，这只是一个简单且纯粹的行为。

当时我想，如果我们对每一位有情众生都怀有如此的爱与慈悲心，

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不管怎样，如果你曾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就会知道这件事有多脏；但如果你爱这个人，你根本不会在意。

现在，如果我们再深入探讨，就会发现信心。一旦你拥有真

诚不伪的全然信心，就不会有痛苦或困苦。无论经历什么，你都

能够接受并消化。当你有信心时，就能够承受许多艰难。这种信

心是如此美丽且强大，尤其是在金刚乘中。信心是最重要的成分，

甚至超越你的理解和其他一切。

信心至关重要，因为没有菩提心或菩萨心，我们无法践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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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乘的法教，而菩提心意味着对世间每一位有情众生皆怀有爱与

慈悲心。试想，仅仅是照顾自己的家庭，或许不过八至十人，你

便可能花费一生时间为他们忧劳。现在，想象一下，将这种关怀

延展至全人类——约七十亿众生，甚至更进一步，涵盖无量无数

的一切有情众生。这是多么艰难而浩瀚的任务。至于菩提心，我

们需要将这份深切的关怀延展至一切有情众生，而不仅限于人类。

众生的数量无量无边，难以想象。要有这种心态，就必须有信心。

这不是普通的信心，而是一种非凡的信心。你的信心越强大、越

清净，你达到证悟境界就会越快。没有比这更好的说法，也无法

以华丽的词藻润饰这一点。

要从我们当前的处境中解脱，首先需要勇气。有时候我们开

玩笑说，成为佛弟子需要刚强与无畏，怯弱的人无法走上这条道

路。一旦踏入法道，只要你未将一切有情众生纳入考量，就无法

直达证悟之境。佛教的顶礼、经典、仪式、瑜伽修持或本尊的践行，

没有任何一项是仅为自己、亲人或家庭而设的。法道上的一切都

是为了一切有情众生，而要消化这样广博深远的法教，唯有具足

信心。否则，人们既无法践行，也无法理解。这是我所相信的：

正是信心，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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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戒

现在，我先传授简单的菩萨戒，只有四句偈，结合了皈依和

菩萨戒：

桑皆 却当 措吉 秋南拉（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

江秋 巴杜 达尼 加苏企（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

达给 今索 吉巴 迪达给（我以所修施等诸资粮）

卓拉 遍企 桑皆 主巴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

在首两句中，我们是在皈依三宝。我这个人比较迟钝，因此

花了很长时间才真正明白皈依的意义。有人告诉我，如果没有皈

依，无论做其他任何事，都无法在法道上取得进展。于是我想：

“哦，既然如此，那我就必须祈祷各种祈祷文，还得学习许多相

关教义。”

皈依意味着皈依佛、法、僧。佛陀是教导了此道的导师，法

是他所传授的教导，而僧是所有遵循这些法教的人。当你皈依时，

这三者意味着对你来说是最终的依靠。无论发生什么，就这样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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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移——没有如果或但是。无论你遇到什么境遇或情况，皈依

意味着对佛、法、僧的完全信任。不再有左顾右盼，只有一条法

道和一个依靠。

这是基础，是我们开始的地方。后面的两句是菩萨戒，这意

味着生起“菩提吉哒”（即：菩提心）。“菩提”意为证悟，“吉

哒”意为心。菩提心的意思是：为了一切有情众生，我想证得证

悟的境界。”正如前文所述，我们所践行的一切始终是为了一切

有情众生，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皈依佛、法、僧，并为了一切

有情众生而遵循此道。

法是通往证悟之道，但法门有许多种：有金刚乘、大乘和小

乘。在金刚乘中，有许多本尊，例如普巴金刚、喜金刚和大黑天。

而今天要传授的灌顶是弥勒佛。此践行的目标与接受此灌顶的目

的，并不是为了能见到弥勒佛。获授这一灌顶的目的是通过弥勒

佛的加持，我们能够获得足够的力量与了悟，从而看到实相——

世俗谛与胜义谛。这是每一位佛弟子的目标或目的地。我们举行

度母的仪式（即：供养度母法会；俗称法事）并非为了见到度母。

有时人们说，他们想做度母的仪式获得长寿、生意兴隆或升职等，

我想要这个或那个的动机。然而，这些动机过于狭隘，因为它们

将我们束缚于轮回中。你需要明白，如果你希望升职或发财，而

当你得到了这些，又会想得到更多。有了这样的动机，我们只会

继续被困在轮回中，而我们的目标是超越轮回。通过度母、喜金刚、

观音菩萨以及其他本尊的力量与加持，我们将能够看到、了悟并



18

弥勒灌顶前的建言

接受实相——就是如此！这就是一切！这就是为什么皈依佛、法、

僧是如此重要，以及菩提心如此关键的原因。

现在，跟我念这四句偈，这就是菩萨戒。

【念诵】

在我们开始灌顶之前，我们会做一次简短的禅修。这是因为

没有真正的禅修，就没有证悟。禅修并不是许多人认为的那样。

人们会说“我今天禅修了，现在感到非常放松”，但这并不是禅

修的重点，若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没有在践行佛教禅修。放松的

状态可能是禅修的一个效果，但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与此不同的东

西。禅修意味着做寂止和胜观的践行。首先，寂止意味着保持专注。

这是开始，也是必要的基础。我们训练安住，以便能够一缘专注

于看到真相——世俗谛与胜义谛。我们通过将心保持在一个对象

上（即：安住一缘），任何普通对象（即：对境），比如一朵花、

一尊佛像或是你爱的人，来进行这种训练。这里的目标仅仅是保

持心的专注。

庸凡之心持续活动，永不停息。就像这串一百零八颗珠子为

一圈的念珠，它没有尽头。另一种思考的方式是将心中的念头看

作溪流或瀑布，或许看起来是一体，但却在不断流动，由许多水

滴组成。关于今天的经历、昨天的经历、我们的梦境和期望，所

有这些想法都在心中流淌。它们统统交织一起，时刻充斥着我们

的心。这就是我们说心就像一条瀑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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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做一个短的禅修，以便能够加强注意力，平息

这些纷繁的想法，知道它们会成为阻碍我们灌顶的障碍。

【授予灌顶】

关于三昧耶

人们有时会对这个概念感到些许困惑。三昧耶，若能以一个

简单的措辞来说，就是你与导师达成的“契约”。当你祈请灌

顶时，三昧耶是你带到台面上的东西，或者说是你愿意为接受灌

顶而给予导师的回报。导师可能会说你必须进行十年或二十年的

闭关，而对同时接受同样灌顶的其他人却没有这样说——三昧耶

是非常个人化的。当然，也有共同的三昧耶，但本质上，三昧耶

是对导师的个人化承诺，你将会做他要求的任何事——闭关、修

持仪轨、念诵咒语，或者戒掉某些东西，比如戒酒。

三昧耶意味着承诺，因此破三昧耶就意味着你破坏了承诺。

比如我为了接受灌顶做出戒酒的三昧耶，但有一天我说“哦，我

可以喝一点”——这就是破了三昧耶。对于一名金刚乘行者而言，

没有比这更大的堕落或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危险了。三昧耶是

你必须守持的最神圣、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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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顶结语：关于回向功德

获授了三昧耶之后，会通过回向文进行感恩曼达拉供养。就

像前行部分，即皈依和发菩提心，都是相同的——无论后续的主

要践行（即：正行）是什么，结行部分也总是相同的。正行可以

是一个法会、闭关、修持仪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践行。在这里，

正行当然是灌顶。所以，在结束的回向中，我们将践行所积累的

一切功德回向给一切有情众生。记住，我在开始时说过，没有一

种佛教践行是仅仅为了自己而做。

你应该明白功德是如何运作的。你分享得越多，功德就越大。

如果你在分享功德时心里想着“我只想把这些功德回向给我的孩

子或家人”，那么你的功德就会很小；另一方面，如果你将功德

回向给一切有情众生，那么功德本身就会变得更大。

明白这个原理非常重要，因为证悟所需要的两件事是福德与

智慧。比起智慧，福德较容易获得，因为你可以通过诸如放生和

助人等善行来获得福德。你可以做这些事情，然后通过回向来增

加功德。至于智慧，我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你无法在不践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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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情况下获得智慧。功德有两种：一般功德（即：福报功德）

和智慧功德，智慧功德只能通过对成就智慧的空性加以践行来

获得。

无论你践行任何其他法门，最终你必须践行空性，因为这是

对治自私想法（即：我执）的唯一真正方法。我执是最后的障碍，

所有的负面情绪和苦都源于它。最终，你必须净除我执，而通过

禅修空性来实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空性是所有佛法践行中最

甚深、最为高阶的法门。我之所以这样说，并非因为自己已体验

过证悟，而是因为从佛陀开始的一切伟大导师——这些已完整走

过法道的觉悟者——皆如此教导我们。佛陀并未依赖他人代为践

行，也没有靠他人赐予证悟。他亲历了身体上的痛苦与精神上的

艰难，最终放下一切而获得证悟的境界。随后，他教导佛法，旨

在向我们揭示真相。现在，我们所需做的，就是接受这个真相。

在你与证悟之间，唯有一个障碍，那就是你自己。

同样，无人可以让你证悟，即便是佛陀。即使佛陀今天前来，

并站在你面前，他也不能使你证悟，但他可以引导你，这一点非

常重要。我们可能会认为，就像超级英雄电影中的情节一样：“如

果度母、观世音菩萨、大黑天或者佛陀从天而降，出现在我们面前，

他们会做些事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但这不是佛教，也不是

佛陀的教导。佛陀教导我们：只有你才能拯救自己，没有其他人

能代替你，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是你自己制造的。没有人能把你送

进地狱，也没有人能把你带上天堂。记住这一点！你自己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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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去地狱，去天堂，或成就证悟。谁说地狱在下面，天堂在上面？

这是我们学过的轮回的法则——坏人下地狱，好人上天堂——我

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在无数的大劫和成千上万次的转生中，

我们基本上已被洗脑了。

轮回并不是一个被铁墙围住、我们试图逃离的地方。轮回是

存在之轮——生、老、病、死，并不断以不同的形式重生。你可

能会投生为天人、阿修罗、地狱众生、人类等。这就是为什么我

们称它为“轮”。这一点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才理解，因为我非常

无知。没有人将你困在这个圈里，它也不像监狱一样由铁墙或栅

栏构成。轮回的轮子只是你自己的一串念头而已。正如我所说，

这些念头就像这串念珠一样，一个不断循环的圆圈，或者说是许

多念头串在一起。保持这些念头运转的是我们在藏语中称为“办

结”的东西，简单而言，就是你所习惯的方式（即：惯性、习气）。

当你意识到轮回、痛苦和苦难仅仅是你自己的心念时，那一

刻就是你证悟的时刻。证悟并不意味着前往不同的星球，或是飞

往某个你能到达的天国。也许我们有时需要这样思考，以激励自

己去做好事：“如果我做善行，就会投生在天界，在那里生存会

非常快乐。”如果我说“做善行，你仍然会原地踏步”，你可能

就没有动力再做善行；但如果我说“在你来世，你会富有、英俊、

美丽等等”，那么你可能会受到鼓舞。因此，为了鼓励你，我不

得不告诉你：“这太美好了。你将拥有六块腹肌、完美的身材。”

作为凡夫，我们确实需要鼓励。然而，越早明白阻碍你的正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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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你就会越快达到证悟的境界。如前所述，你和证悟之间，

只有你，没有其他人。

要总结关于三昧耶的要义，对导师有信心是最重要的。信心

将解决你在法道践行上遇到的大多数问题。

【念诵回向文】

在结行部分之后继续日常生活时，重要的是保持无我的境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一切融入于空性，包括以本尊形色的你——

如果这是你的本尊践行。

编注：

[1] 舍离世俗伪乐：耽溺微欢实乃轮回至苦——唯破此奢靡方得真离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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