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情分享書」系列叢書，將計畫系列翻譯、整理

當代具德上師言教，包含解經釋論、詮說佛陀言

教、指引實修等內容，以莊嚴法寶形式，以法供養

之敬慕心，免費結緣流通，供養十方如母有情。

為此我深感隨喜，也祝福這些法寶，能成為行者修

道上的莊嚴。願見者生歡喜，開卷者獲利益，護持

者深種解脫福田。

               

    
噶瑪巴  鄔金欽列多傑 

於����年�月�日

法
王
序

｜法王序｜

「有情分享書」莊嚴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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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願般若法水分享有情

化育基金會從1994年成立至今，已經歷了29個年頭，
在這有點年份的歲月中，因為大家對法的意樂希求，

也因為我們對正法的傳弘，有著一點捨我其誰的執著，

這讓我們至今，都不曾起過放棄的念頭。

將珍貴的教導、深奧的法義，披上有形且適當的衣著，

這對於佛法文字工作者而言，是毫無怨尤的生活。

雖然文字只是一時的方便無須執著，

然而相對的文字，卻能帶來究竟的般若。

相信很多人都有過，因為一本書，而受到啟發的經過，

這也是自古以來，傳承之所以能夠延續的必要行動。

如何能讓許多重要的教導內容，跳出世俗模式的有限範疇，

能夠流傳廣泛並且可以長久，這是我們一直以來的盼頭。

在經過多年的思考、準備與下定決心之後，

我們開始了這個「分享書」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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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
起

為了智慧的訊息遍諸方所，

真實的話語流傳廣播，文字的般若唾手能獲。

我們希望所有的生命，能因接觸到佛法而有所不同，

能因法水的洗禮而身心受用，

更因為心智的不斷進階，而臻至究竟的解脫。

「有情分享書」計畫發起人 

釋妙融  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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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手印根本頌〉    	�

     ／作者：帝洛巴尊者    紀錄：那洛巴尊者
              譯者：馬爾巴大譯師(梵譯藏) 、妙融法師(藏譯中)

▎
第一章　恆河岸邊的道歌  　　 　 �	

《恆河大手印》法源�    �


「大手印」之意涵     ��

�書名解釋      ��

第二章　帝洛巴解脫行傳    ��
����

聽聞傳記，生起淨信�    ��

婆羅門之子�     ��

於墳場修學     ��

修持「明覺禁行」     �


視煩惱為敵的禁戒     ��

以煩惱對治煩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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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遠傳承─「四教傳承」    �

二、近傳承─「語旨傳承」    ��

帝洛巴：我的上師，就是金剛持    ��

智慧空行預言師徒相遇     ��

智慧空行授勝樂金剛灌頂、口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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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斬斷熟解之心結     


二、觀照誓戒自心鏡     


三、轉動氣脈之網輪     


四、持護大樂之命寶     �

五、照看明覺本智燈     �

六、照見自解大手印     �

七、曝曬聖物證解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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痲瘋婦的教誡      ��

大力士的教誡      ��

黝黑者的教誡      ��

初獲帝洛巴直接教導     ��

身心與勝樂金剛合而為一     �	



獲得幻身瑜伽口訣      �


獲得夢瑜伽口訣      ��

證得完整離戲大手印密意傳承    ��

傳記故事的核心意義     �

傳承的加持一直都在     ��

第四章� 具器的心，在苦行裡成熟   ��

譯者的禮敬頂禮��頌	��     ����

教示大手印超越心想不可言思詮說��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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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行修持��頌��     �


不行破立，原處安住���頌��     ��

第五章� 顯相即是俱生法身之光    ��

認識俱生心性，妄念立地解脫�頌��   ��

任何顯相，皆是法身展現�頌���    ��

教示心的自性光明離垢�頌���    ��

確立不可言詮的心性�頌����     ��

第六章� 佛不在他處，心上能得獲   	�	

教示萬法不離大手印�頌���     	�


如何修持道法瑜伽�頌	��     	��

以勤力方式教導�頌		���     	��

禪修之精要：不刻意練習禪修�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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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相刻意之修持，無法了悟精要�頌	����   	��

第七章� 不住任何邊與戲論之相�    		

遠離作意而了悟實相�頌	���    		�

世俗萬法是勝義法性之顯化�頌	���   		�



見到法性真如之明燈�頌	����    		�

慈悲教導不悟此義之有情�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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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示精髓之義�頌	����     	



靜觀審視一生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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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為死也無悔的真正修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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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示大手印超越念想之境�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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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示努力修持之法�頌
	��     	��

以比喻教示取捨任運之法�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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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示如何超越心�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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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教導的口訣�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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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示見修行�頌
��      	�

如理教示覺受現起�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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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障與提升之法�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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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匯聚善業，圓滿迴向    	�	

轉愚癡為法界體性智之口訣    	�


強烈渴盼的祈請上師     	�

觀空與安住      	��

讓愚癡縮小，讓我執失勢     	��

教示提升之道：業印大手印�頌
����   	��

特別迴向與祈願      	��

以祈願而封印�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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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印根本頌
རྒྱ་གར་སྐད་དུ། མ་ཧཱ་མུ་དྲ་ཨུ་པ་ད་ེཤི ། བོད་སྐད་དུ། ཕྱག་རྒྱ་ཆེེན་པོའ་ིམན་ངག །

梵語：瑪哈木扎 烏巴喋夏

藏語：洽迦千唄滿啊

中文：大手印口訣

དཔལ་རྡོ་ོརྗེ་ེམཁའ་འགྲ་ོལ་ཕྱག་འཚོལ་ལོ། །

頂禮具德金剛空行

1

དཀའ་བ་སྤྱིད་ཅོིང་བླ་མ་ལ་གུས་ལ། །སྡུག་བསྔོལ་བཟོད་ལྡན་བླ་ོལྡན་ནཱ་ར་ོཔ། །
སྐལ་ལྡན་ཁྱོད་ཀྱི་ིབླ་ོལ་འད་ིལྟར་བྱོས། ། 

苦行敬上師，忍苦具慧者，

有福那洛巴，汝心如是行。

2

ཕྱག་རྒྱ་ཆེེན་པ་ོབསྟན་དུ་མེད་ཀྱིིས་ཀྱིང་། །དཔེར་ན་ནམ་མཁའ་གང་གིས་གང་ལ་བསྟན། །
ད་ེབཞེིན་རང་བཞེིན་ཕྱག་རྒྱ་ཆེ་ེལ་བསྟན་ཡུལ་མེ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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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印無可示，如空何所依，

自心大手印，無有可依處。

3

མ་བཅོོས་གཉུག་མའི་ངང་དུ་གླིོད་ལ་ཞེོག །བཅོིངས་པ་ཀོད་ན་གྲོལ་བར་ཐོེ་ཚོོམ་མེད། །
無整本然中，鬆緩而安住，

若能鬆繫縛，無疑必解脫。

4

དཔེར་ན་ནམ་མཁའ་ིདཀྱིིལ་བལྟས་མཐོོང་བ་འགག་པར་འགྱུར། ། 
ད་ེབཞེིན་སེམས་ཀྱིིས་སེམས་ལ་བལྟ་བྱས་ན། །
རྣམ་རྟོོག་ཚོོགས་འགག་བླ་མེད་བྱང་ཆུབ་འཐོོབ། །

猶如觀天中，望之無所見，

如是心觀心，諸妄念寂滅，

得無上菩提。

5

དཔེར་ན་ས་རླངས་སྤྲིིན་ན་ིནམ་མཁའ་ིདབྱིངས་སུ་དེངས། །
གར་ཡང་སོང་བ་མེད་ཅོིང་གར་ཡང་གནས་པ་མེད། །
ད་ེབཞེིན་སེམས་ལས་བྱུང་བའ་ིརྟོོག་ཚོོགས་ཀྱིང་། །
རང་སེམས་མཐོོང་བས་རྟོོག་པའ་ིརྦ་རླབས་དྭང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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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蒸氣及雲，消散於天際，

不往於何處，不住於何處。

如是由心生，種種分別念，

由見自心已，妄念波濤淨。

6

དཔེར་ན་ནམ་མཁའ་ིརང་བཞེིན་ཁ་དོག་དབྱིབས་ལས་འདས། །
དཀར་ནག་དག་གིས་མ་ིགོས་འགྱུར་བ་མེད། །
ད་ེབཞེིན་རང་སེམས་སྙིིང་པ་ོཁ་དོག་དབྱིབས་ལས་འདས། །
དག་ེསྡེིག་དཀར་ནག་ཆེོས་ཀྱིིས་གོས་མ་ིའགྱུར། །

如虛空自性，無形亦無色，

不為黑白色，沾染及轉變，

如是心性藏，離色及形狀，

善惡黑白法，不能作污染。

7

དཔེར་ན་གསལ་དྭངས་ཉི་ིམའ་ིསྙིིང་པ་ོདེ། །
བསྐལ་པ་སྟོང་ག་ིམུན་པས་སྒྲིིབ་མ་ིནུས། །
ད་ེབཞེིན་རང་སེམས་སྙིིང་པ་ོའོད་གསལ་དེ། །
བསྐལ་པའ་ིའཁོར་བས་སྒྲིིབ་པར་མ་ིནུས་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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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澈日精華，千劫暗不障，

自心光明藏，千劫之輪迴，

不能作遮障。

8

དཔེར་ན་ནམ་མཁའ་སྟོང་པ་ཐོ་སྙིད་རབ་བཏིགས་ཀྱིང་། །
ནམ་མཁའ་ལ་ན་ིའད་ིའདྲར་བརྗེོད་དུ་མེད། །
ད་ེབཞེིན་རང་སེམས་འོད་གསལ་བརྗེོད་གྱུར་ཀྱིང་། །
བརྗེོད་པས་འད་ིའདྲར་གྲུབ་ཅོིང་ཐོ་སྙིད་གདགས་གཞེ་ིམེད། །

猶如於虛空，安立虛空名，

實則於虛空，即此難表述，

如是於自心，若欲予言詮，

然無詮所得，名言施設處。

9

ད་ེལྟར་སེམས་ཀྱི་ིརང་བཞེིན་གདོད་ནས་ནམ་མཁའ་འདྲ། །
ཆེོས་རྣམས་མ་ལུས་ད་ེརུ་མ་འདུས་མེད། །

如是心自性，本來如虛空，

一切諸萬法，無不攝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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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ལུས་ཀྱི་ིབྱ་བ་ཡོངས་ཐོོངས་རྣལ་མ་དལ་བར་སྡེོད། །
ངག་ག་ིསྨྲ་བརྗེོད་མེད་པ་གྲག་སྟོང་བྲག་ཆེ་འདྲ། །
ཡིད་ལ་ཅོ་ིཡང་མ་ིབསམ་ལ་བཟླའ་ིཆེོས་ལ་ལྟོས། ། 

盡捨身行作，鬆坦住本原；

一無語言詮，聲空如迴響；

心意不思量，超越而直觀。

11

ལུས་ལ་སྙིིང་པ་ོམེད་པ་སྨྱུགས་མའ་ིསྡེོང་བུ་འདྲ། །
སེམས་ན་ིནམ་མཁའ་ིདཀྱིིལ་ལྟར་བསམ་པའ་ིཡུལ་ལས་འདས། །
ད་ེཡ་ིངང་ལ་བཏིང་བཞེག་མེད་པར་གླིོད་ལ་ཞེོག །

身無有實義，猶似竹枝幹；

心如虛空中，超越思議境；

彼中無取捨，鬆緩而安住。

12

སེམས་ལ་གཏིད་ས་ོམེད་ན་ཕྱག་རྒྱ་ཆེེན་པ་ོཡིན། །
ད་ེལ་གོམས་ཤིིང་འདྲིས་ན་བླ་མེད་བྱང་ཆུབ་འཐོོ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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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若無所緣，即是大手印，

於此若嫻熟，得無上菩提。

13

སྔོགས་སུ་སྨྲ་དང་ཕ་རོལ་ཕྱིན་པ་དང་། ། འདུལ་བ་མད་ོསྡེེའ་ིསྡེ་ེསྣོོད་ལ་སོགས་པ། །
རང་རང་གཞུང་དང་གྲུབ་པའ་ིམཐོའ་ཡིས་ནི། །
འོད་གསལ་ཕྱག་རྒྱ་ཆེེན་པ་ོམཐོོང་མ་ིའགྱུར། ། 
ཞེ་ེའདོད་བྱུང་བས་འོད་གསལ་མ་མཐོོང་བསྒྲིིབས། །
རྟོོག་པའ་ིསྲུང་སྡེོམ་དམ་ཚོིག་དོན་ལས་ཉིམས། །

密咒及六度，種種經律論，

自宗之教典，以及諸宗義，

悉皆不得見，光明大手印。

因起貪欲故，障蔽見光明，

分別之持戒，壞失三昧耶。

14

ཡིད་ལ་མ་ིབྱེད་ཞེ་ེའདོད་ཀུན་དང་བྲལ། །རང་བྱུང་རང་ཞེ་ིཆུ་ཡ་ིཔ་ཏྲ་འདྲ། །
མ་ིགནས་མ་ིདམིགས་དོན་ལས་མ་ིའདའ་ན། །
དམ་ཚོིག་མ་ིའདའ་མུན་པའ་ིསྒྲིོན་མ་ེཡིན། །

意不行造作，遠離諸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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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生自平息，猶如水波紋，

若能不違越，無住無緣義，

即不違誓戒，暗昧之明燈。

15

ཞེ་ེའདོད་ཀུན་བྲལ་མཐོའ་ལ་མ་ིགནས་ན། །
སྡེ་ེསྣོོད་ཆེོས་རྣམས་མ་ལུས་མཐོོང་བར་འགྱུར། ། 

若離諸貪著，以及不住邊，

無餘悉能見，三藏一切法。

16

དོན་འདིར་གཞེོལ་ན་འཁོར་བའ་ིབཙོོན་ལས་ཐོར། །
དོན་འདིར་མཉིམ་བཞེག་སྡེིག་སྒྲིིབ་ཐོམས་ཅོད་སྲོེག །
བསྟན་པའ་ིསྒྲིོན་མ་ེཞེེས་སུ་བཤིད་པ་ཡིན། །

若勤於此理，能出輪迴獄，

安住於此義，能滅諸罪障，

是故予名稱，教法之明燈。

17

དོན་འདིར་མ་ིམོས་སྐྱོ་ེབ་ོབླུན་པ་ོརྣམས། །འཁོར་བའ་ིཆུ་བོས་རྟོག་ཏུ་ཁྱེར་བར་ཟ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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ངན་སོང་སྡུག་བསྔོལ་མ་ིཟད་བླུན་པ་ོསྙིིང་ར་ེརྗེེ། །
སྡུག་བསྔོལ་མ་ིཟད་ཐོར་འདོད་བླ་མ་མཁས་ལ་བསྟེན། །
བྱིན་རླབས་སྙིིང་ལ་ཞུགས་ན་རང་སེམས་གྲོལ་བར་འགྱུར། །

愚蒙凡夫眾，不解此義理，

恆為輪迴河，席捲而漂溺，

難忍惡趣苦，凡愚甚可悲，

欲出難忍苦，應依賢德師，

加持若入心，自心得解脫。

18

ཀྱི་ེཧོོ། འཁོར་བའ་ིཆེོས་ན་ིདོན་མེད་སྡུག་བསྔོལ་རྒྱུ། །
བྱས་པའ་ིཆེོས་ལ་སྙིིང་པ་ོམེད་པས་དོན་ལྡན་སྙིིང་པ་ོལྟོས། །

嗚呼輪迴法，無義乃苦因，

所作無實義，應觀精髓義。

19

གཟུང་འཛིན་ཀུན་འདས་ལྟ་བའ་ིརྒྱལ་པ་ོཡིན། །
ཡེངས་པ་མེད་ན་སྒོོམ་པའ་ིརྒྱལ་པ་ོཡིན། །
བྱ་རྩོོལ་མེད་ན་སྤྱིོད་པའ་ིརྒྱལ་པ་ོཡིན། །
ར་ེདོགས་མེད་ན་འབྲས་བུ་མངོན་དུ་འགྱུ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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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離能所執，即是見之王；

若能無散亂，即是修之王；

若能無勤作，即是行之王；

若能無希懼，果位能得證。

20

དམིགས་པའ་ིཡུལ་འདས་སེམས་ཀྱི་ིརང་བཞེིན་གསལ། །
བསྒྲིོད་པའ་ིལམ་མེད་སངས་རྒྱས་ལམ་སྣོ་ཟིན། །
གོམས་པའ་ིཡུལ་མེད་གོམས་ན་བླ་མེད་ཐོོབ། །

超離所緣境，心性本清明，

無有所行道，即是入佛道，

修無嫻熟境，證無上菩提。

21

ཀྱི་ེམ། འཇིིག་རྟོེན་ཆེོས་ལ་ལེགས་རྟོོགས་དང་། །རྟོག་མ་ིཐུབ་སྟ་ེསྒྱུ་མ་རྨ་ིལམ་འདྲ། །
རྨ་ིལམ་སྒྱུ་མ་དོན་ལ་ཡོད་མ་ཡིན། ། དེས་ན་སྐྱོ་ོབ་སྐྱོེད་ལ་འཇིིག་རྟོེན་བྱ་བ་ཐོོངས། །
འཁོར་ཡུལ་ཆེགས་སྡེང་འབྲེལ་པ་ཀུན་གཅོོད་ལ། །
གཅོིག་པུར་ནགས་ཀྱི་ིའདབས་སམ་ར་ིཁྲོོད་སྒོོམས། །
སྒོོམ་དུ་མེད་པའ་ིངང་ལ་གནས་པར་གྱིིས། །

嗟呼！

應於世間法，善能起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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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夢如幻化，不堪觀察矣，

夢幻無實義，故而生厭離，

拋卻世間事，斷貪嗔緣境，

獨修住山林，安住無修境。

22

ཐོོབ་མེད་ཐོོབ་ན་ཕྱག་རྒྱ་ཆེེན་པ་ོཐོོབ། །
དཔེར་ན་ལྗོོན་ཤིིང་སྡེོང་པ་ོཡལ་ག་ལ་ོའདབ་རྒྱས། །
རྩོ་བ་གཅོིག་བཅོད་ཡལ་ག་ཁྲོ་ིའབུམ་སྐམ། །
ད་ེབཞེིན་སེམས་ཀྱི་ིརྩོ་བ་བཅོད་ན་འཁོར་བའ་ིལ་ོའདབ་བསྐམ། །
དཔེར་ན་བསྐལ་པ་སྟོང་དུ་བསགས་པའ་ིམུན་པ་ཡང་། །
སྒྲིོན་མ་ེགཅོིག་གིས་མུན་པའ་ིཚོོགས་རྣམས་སེལ། །
ད་ེབཞེིན་རང་སེམས་འོད་གསལ་སྐད་ཅོིག་གིས། །
བསྐལ་པར་བསགས་པའ་ིམ་རིག་སྡེིག་སྒྲིིབ་སེལ། །

若得無所得，即得大手印，

譬如大樹幹，枝繁且葉茂，

僅斷一樹根，萬葉盡枯落。

如是斷心根，輪迴枝葉枯，

如千劫積闇，一燈滅眾暗，

如是自心光，於一剎那傾，

多劫所積聚，無明罪障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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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ཀྱི་ེཧོོ། བླ་ོཡ་ིཆེོས་ཀྱིིས་བླ་ོའདས་དོན་མ་ིམཐོོང་། །  
བྱས་པའ་ིཆེོས་ཀྱིིས་བྱར་མེད་དོན་མ་ིརྟོོགས། །
བླ་ོའདས་བྱར་མེད་དོན་ད་ེཐོོབ་འདོད་ན། །  
རང་སེམས་རྩོ་བ་ཆེོད་ལ་རིག་པ་གཅོེར་བུར་ཞེོག །

噫嘻！

若以心識法，不見離心義，

若以造作法，不悟無作義，

若人欲得證，離心無作義，

應斷自心根，赤裸住覺性。

24

རྟོོག་པ་དྲ་ིམའ་ིཆུ་ད་ེདྭངས་སུ་ཆུག ། སྣོང་བ་དགག་སྒྲུབ་མ་ིབྱ་རང་སར་ཞེོག །
སྤོོང་ལེན་མེད་ན་སྣོང་སྲོིད་ཕྱག་རྒྱར་གྲོལ། །
ཀུན་གཞེ་ིསྐྱོ་ེབ་མེད་པས་བག་ཆེགས་སྒྲིིབ་གཡོག་སངས། ། 
སྙི་ེམས་བྱེད་རྩོིས་གདབ་མ་ིབྱ་སྐྱོ་ེམེད་སྙིིང་པོར་ཞེོག ། 
སྣོང་བ་རང་སྣོང་བླ་ོཡ་ིཆེོས་རྣམས་ཟད་དུ་ཆུག  །

分別念濁水，令彼還澄淨，

顯相不破立，安住於自地，

無取捨萬象，解脫大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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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賴耶無生，捨習氣罪障，

莫傲莫揀擇，安於無生義，

顯相任顯現，凡心諸法盡。

25

མུ་མཐོའ་ཡོངས་གྲོལ་ལྟ་བའ་ིརྒྱལ་པ་ོམཆེོག །
མུ་མེད་གཏིིང་ཡངས་སྒོོམ་པའ་ིརྒྱལ་པ་ོམཆེོག ། 
མཐོའ་ཆེོད་ཕྱོགས་བྲལ་སྤྱིོད་པའ་ིརྒྱལ་པ་ོམཆེོག །
ར་ེམེད་རང་གནས་འབྲས་བུའ་ིམཆེོག་ཡིན་ནོ། །

解脫盡邊際，最勝見之王；

無邊且深廣，最勝修之王；

離諸決斷邊，最勝行之王；

無求自解脫，最勝果之王。

26

ལས་ན་ིདང་པ་ོཅོོང་རོང་ཆུ་དང་འདྲ། །བར་དུ་ཆུ་བ་ོགངྒཱ་དལ་གྱིིས་འབབ། །
ཐོ་མ་ཆུ་རྣམས་མ་བུ་འཕྲིད་པ་བཞེིན། །

如深谷瀑流，初修者覺受；

如恆河緩流，中等者覺受；

如母子相會，最終水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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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བླ་ོདམན་སྐྱོེས་བུ་ངང་ལ་མ་ིགནས་ན། ། རླུང་ག་ིགནད་བཟུང་རིག་པ་བཅུད་ལ་བོར། །
ལྟ་སྟངས་སེམས་འཛིན་ཡན་ལག་དུ་མ་ཡིས། །
རིག་པ་ངང་ལ་མ་ིགནས་བར་དུ་གཅུན། །

若有劣慧者，不得住其中，

應當持氣要，強行住覺性，

視線與持心，眾多分支法，

應善用直至，未住覺性前。

28

ལས་ཀྱི་ིཕྱག་རྒྱ་བསྟེན་ན་བད་ེསྟོང་ཡ་ེཤིེས་འཆེར། །
ཐོབས་དང་ཤིེས་རབ་བྱིན་བརླབས་སྙིོམས་པར་འཇུག །
དལ་བར་དབབ་ཅོིང་བསྐྱོིལ་བཟློག་བགྲམ་པ་དང་། །
གནས་སུ་བསྐྱོལ་ལ་ལུས་ལ་ཁྱབ་པར་བྱ། །
ད་ེལ་ཆེགས་ཞེེན་མེད་ན་བད་ེསྟོང་ཡ་ེཤིེས་འཆེར། ། 
ཚོ་ེརིང་སྐྲ་དཀར་མེད་ཅོིང་ཟླ་ལྟར་རྒྱས་པར་འགྱུར། །
བཀྲག་མདངས་གསལ་ལ་སྟོབས་ཀྱིང་སེང་ག་ེའདྲ། །
ཐུན་མོང་དངོས་གྲུབ་མྱུར་ཐོོབ་མཆེོག་ལ་གཞེོལ་བར་འགྱུར། །

若能依業印，樂空本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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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與智慧，加持入等持，

緩緩而下降，旋遮及引導，

使能至安住，遍佈於全身，

若能無貪執，樂空本智現，

長壽無白髮，如新月增長，

容光煥發矣，如獅大威力，

速得共成就，得入勝成就。

29

ཕྱག་རྒྱ་ཆེེན་པ་ོགནད་ཀྱི་ིམན་ངག་འདི། ། 
འགྲ་ོབ་སྐལ་ལྡན་སྙིིང་ལ་གནས་པར་ཤིོག །

願此大手印，切要之口訣，

長住於有緣，眾生之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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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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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大家所要聽聞的法教，是由大自在瑜伽士帝洛巴尊者，

在恆河東岸邊對那洛巴尊者教導《恆河大手印》的時候，所

記錄下來的教言。

由於許多年前，有不少弟子一再請求我講說《恆河大手印》，

加上如今在聖地金剛座，依於我們大家共同的福報，於是有

了這次能講說與聽聞此法的機緣。

這部《恆河大手印》的註釋《聖者口上的訣竅》有三個部

分：

第一部分：所應學習的支分內容。

第二部分：所應學習的主要內容。

第三部分：圓滿總結。

在第一部分中又有兩個部分：一個是書名的意涵，第二是翻

譯的頂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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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這部大手印口訣�的教法是源自何處呢？這是由著名的

佛教大學那瀾陀寺北門住持─大班智達那洛賈納森諦（那

洛巴），在經歷了十二大苦行，以及無數小苦行之後，因以

廣大的苦行令上師歡喜，最終自在瑜伽士帝洛智賢（帝洛

巴）於恆河邊給予教導，由此而產生出這部眾所周知的《恆

河大手印》甚深教導。

▏
這本書名為《恆河大手印》，我認為首先要了解「大手印」

的詞意與意義，這是非常重要的。在座有些人我不太認識，

為了這些同學，所以我將針對大手印的詞與意，做簡略的介

紹。有些著作中解釋：「手」是指空的智慧，「印」是指不

超出那〔空〕的智慧。雖然有許多各種各樣的解釋，但是若

將各種說法總結其精要而言，「手印」就有如象徵以及封印

一般，有著「不出於此」的意思。

對於一切輪迴涅槃的萬法，法性真如[有如國王的]印璽，無
不遍及，因此是為「手印」。此外，輪迴中的處所、身形、

受用  ，以及本尊的淨土與佛身的安立等等，輪迴萬象乃至
涅槃諸法，無不被這法性真如勝義俱生本智所印蓋，因此

	� 編註：帝洛巴尊者所說，原名《大手印口訣》，後世因這是尊者在恆河畔為那洛
巴所說大手印口訣，而通稱《恆河大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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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手印」。所謂「大」是指：沒有一法不被這個〔法

性真如〕所遍及。在續典、經論、口訣與教授的講義中，對

於「大手印」的解釋，會因應當下的情況而有各種不同的說

法，然而在意涵上所要表達的意義，皆不離以上所說的大

意。

▏
梵文書名：《瑪哈木扎 烏巴喋夏》  

藏文書名：《大手印口訣》      

   

「大手印」的意義上述已經介紹，不再複述。所謂的「口

訣」，是針對極其利根器者，令其在一剎那間即能前往俱生

法身之城的特別方法，稱為「口訣」。

這本書也被稱為「多哈」（道歌）。雖然其中文句的排列對

仗，以及字數長短並不工整，不算是真正的詩文道歌，但是

從講說方式來看，因為是將深奧的教導以歌曲的方式唱誦出

口訣，所以也可以說是近似於「多哈」（道歌）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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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將所要講說的內容做了說明，也簡略地介紹了書名的

意義。接著簡略的講述大成就者帝洛巴和那洛巴的傳記。

講說傳記，能幫助我們消除對於這部了義大秘訣著作無法相

信的過患。此外，認識教法及教法的講說者，能幫助我們生

起信心，所以我要稍微講說這二位大師的行傳事蹟。

透過聽聞到這個法教的來源和說法者的特殊功德，能使因為

煩惱妄念而疲憊不堪的心，頓時癡闇盡除，心意明晰，內心

生起淨信。藉由聽聞傳記，也能對於聖者們所經歷過的地與

道上的斷證功德，以及其眷屬、壽命等任何行誼，生起想要

學習效法的意願，也會想依止在如同帝洛巴一樣的上師跟

前，得受有如《恆河大手印》口訣一樣甚深的教導而生起發

心。

透過學習偉大的傳記行誼，認識他們是聖者，說出的是聖言

量，他們的一切行止，無不是為了利益佛教與眾生；因為這

份相信，而能解脫於懷疑與猶豫。當淨信、欲信、勝解信在

心中生起，能成為隨學聖者們傳記事蹟的動力。由於以上種

種特殊目的，所以要簡略地講說帝洛巴、那洛巴的傳記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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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和虔敬是相依而生的，一般而言可說是一體的。但是仔

細觀察則會發現，即使心中充滿了信心，卻不一定有相等的

虔敬心，所以信心和虔敬仍是有所不同的。對於任何對象，

若是有信心，則自然地也會對其生起虔敬心。雖然行為上能

表現出虔敬，這是很好的，但是心中若沒有信心，即使行為

展現出虔敬的態度─頭面觸地的頂禮數百次，沒有信心就

是沒有信心。

▏
帝洛巴是一千一百多年前，出生在孟加拉吉大港的婆羅門家

庭。父親名為巴拉嘎夏（光明），母親名為卡西（明燈）。

當二人組成家庭之時，好一陣子沒有孩子，二人為此很是苦

惱。為了求子，他們向三寶獻上供養，以及對窮困者做了廣

大的布施之後，最終生出了一名嬰孩，也就是帝洛巴。他們

請來婆羅門祭司以及命相專家，透過嬰孩的身語狀態，以及

生辰時的徵兆來觀察曆算，都顯示這名孩子並非一般人，並

且提醒父母要將孩子好好地愛護栽培。

一日，這孩子的背後出現了一個令人感到害怕的女人影子，

卡西認為這可能是妖魔的示現， 感到非常恐懼害怕，然而因
為愛子心切，所以一心只想著要如何才能保護照顧孩子。此

時影子對母親〔卡西〕說道：「你再怎麼保護孩子，也無法



40

護他不死。」女人影子又說：「讓他放牧水牛，並且同時學

習閱讀文字，這樣做之後，空行會帶來不死的授記。」〔在

經歷這事件後，卡西深有所感〕於是照著女人影子所說，一

邊教導孩子學習認字，一邊讓孩子去放牧。

一日，孩童的帝洛巴在山裡放牛的時候，一位婦女模樣的空

行母來到他面前問道：「你的父母是誰？你在做什麼？」帝

洛巴回答說出自己父母的名字，並說自己在放牛。婦女聽了

之後表現出生氣的樣子，並說：「錯了，你的父親是勝樂金

剛，你的母親是金剛亥母，你不是在照顧水牛，你是在菩提

森林中照顧著體驗法性真如之義的水牛，照顧著你和六道一

切眾生心髓體驗的水牛。」這是帝洛巴一生中第一次聽到教

導。

▏
在了解空行母預言中的意涵後，帝洛巴認為有必要依止善知

識學習。為了能跟隨善知識學習，帝洛巴知道出家是勢在必

為的，於是前往就近的寺院出家，僧名為班雜巴扎，意為妙

智。他過著少欲知足的簡陋生活，在善知識跟前聽聞許多教

導。一日，他見到佛堂的佛像底座下方放射出光芒，妙智比

丘因為好奇而挖掘佛像底座的地面，發現了一部「成就度母

續」，這使他非常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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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曾出現的空行母再次出現，並說道：「你要去內外皆為

墳場，有許多成就者所在之處，在那兒依止上師學習，你就

能懂得這部續典中的意義。」於是妙智比丘依照指示前往拜

見了大成就者扎雅巴，同時也在身形有兩個人高度的大成就

者瑪當吉跟前學習許多教導。

又一日，妙智比丘在念誦《大般若經》的時候，智慧空行現

身向他指出了《般若八千頌》的意涵，並將勝樂金剛密續的

口訣予以完整教導，使得妙智比丘的心中對法義產生了殊勝

了悟。此外，智慧空行更將口訣以詩偈的形式給予教導：

字義不能了悟義中義，具足最勝根器瑜伽士，

盡捨別解脫戒外相縛，內別解脫實義金剛持，

廣大離戲勝方便應依。

〔這意思是說〕文字的解說再如何詳盡，也無法因為僅只是

懂了文字的意思，而真正明白意義上的精華奧義。「屬於上

根器的帝洛妙智（帝洛巴），你進入這鈍根福劣的道路，以

外在別解脫戒來束縛身語是不適合的。要能解脫捆縛，就要

依靠能真正解除心意概念的內在別解脫戒，也就是甚深密咒

的方便雙運之道。若能以此修持，勝義俱生的本智將由內而

開解，且決定能令實義金剛總持現前，因此必須依靠廣大離

戲的瑜伽。我會扶持你的修行，並且成為你的道伴。」說完

之後，空行便消失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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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這樣的預言後，帝洛巴知道是修持「明覺禁行」的時候

了。他向師徒以及師兄弟們請求開許，但是因為妙智比丘

（帝洛巴）博學聰穎，並且在修持的覺證及作為僧侶的秉性

上都極為優秀，具有許多令人欽慕的賢善功德，於是大眾聯

合起來勸告、請求他不要那麼做，並且日夜相繼的看管他，

讓他毫無離開的機會。

一日，妙智比丘（帝洛巴）在課誦《般若八千頌》時，竟將

經典從窗戶往外扔進河裡，整個人像瘋子一樣，在寺裡漫無

目標的到處遊蕩，大家都說妙智比丘（帝洛巴）瘋了，並稱

他為瘋子帝洛。由此，帝洛巴將智慧空行的預言深意放在心

上，進入了明覺禁行的修持。

當空行給予偈誦教導的時候，帝洛巴是達到「中品離戲」階

段的瑜伽士。大手印的道次第有：專一、離戲、一味、無修

四個階段。每一階段又分為小品、中品、上品三個層次，因

此四個瑜伽階段總共有十二個次第。在空行所給予的教導中

明確說道：「應依廣大離戲勝方便」，這隱含地表示了當時

帝洛巴的境界，是在中品離戲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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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鈍根且需要各種約束的凡夫而言，外在身語的斷七

1
別解

脫戒，是一切功德的基礎，也是一切美好幸福的泉源。然而

一旦成為上根器者，當可以實行明覺禁行的時機到來時，之

前所持守的戒行，便有如渡河之後的舟筏，是需要放下的。

一般而言，所謂的「禁戒」
2
（藏文drozhu) 是指調伏凡俗尋常

的行為，保持正確到位的行為。無論大乘或小乘，在別解脫

戒（出家戒）的學處教導和一切所要求的行為，皆可以稱為

「禁戒」，這部分並沒有什麼差別，但是在調伏的方法以及

施行不同層次的作為上，則是有快慢與深淺的差別。

依據聲聞乘的傳統來說，別解脫戒的律法學處有兩百五十三

條之多，但可簡略歸納為四根本戒，加上不飲酒戒，總共五

條。所謂「四根本戒」─對治貪著外在物質財物，要斷除

不予取；對治貪著內在有情眾生，要斷除邪淫行；對治嗔

恨，要斷除殺生；對治愚癡，要斷除妄說上人法的妄語。依

於各種對治的方法，便能夠暫時壓制粗重的煩惱，但是，將

應捨的煩惱執取為敵人的執念並沒有消除，因此無法具備不

再生起煩惱的力量。

	� 斷除身之三不善，語之四不善。

� 止舊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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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當進入能解除心意概念的無上密咒修持時，並不會將

應斷除的煩惱當作仇敵，而是依於特殊的方法，直接將煩惱

轉為本智。就像是中了酒毒之病要以酒來治療一樣，煩惱的

對治就要用煩惱來解除─以煩惱作為法道而斬斷淨穢二執

的貪執。一位具有起死回生能力的密咒瑜伽士，能依於悲智

雙運的貪嗔行業，將平庸凡俗的貪嗔煩惱消滅。

可能有人會想：為了能扭轉凡俗的貪嗔，而以其他的煩惱去

降伏，這是不可能終結煩惱的。事實並非如此。這就好像具

有毒性的藥能治好疾病一樣，含有方法的貪嗔，絕對能消除

我們心中無法平靜的煩惱。又彷彿蓮花出淤泥而不染一般，

為了扭轉平常貪嗔的凡俗，若能面對且承擔各種煩惱的業

緣，並透過不共的方便法加以封印，而將煩惱本身轉化為法

道，自己則絲毫不會受到貪嗔的垢穢所污染。

至於五毒煩惱轉化為五方佛、五身、五智本質的所淨以及淨

果的章節，這在之前講〈普賢祈願文〉時曾詳盡講說，希望

諸位還清楚的記得。

雖然自心之中的煩惱五毒不離於五智本質，但是因為沒有如

理明瞭「法性如是」的意義，而錯亂於法相的世俗五毒煩惱

之表相，於是我們需要走上將煩惱調伏轉化為本智體性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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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所以需要修持「禁行」。

顯密的終極果位都是為了證得佛果，這點是一致的。然而，

在法道上竅門多，在方法上不愚蒙；對於所調伏各種類型根

機的眾生，有種種相應的方法；不需經歷艱苦而能邁向地與

道；適合利根大乘種姓的對象等等─在這些層面上，顯密

是有極大的差別。

帝洛巴前往修持明覺禁行之後，如何依止上師並獲得教導，

又如何圓滿覺證而前往無修法身之城的傳記，在此簡略地介

紹。

▏
依於藏傳佛教四大教派的分類基準，近來在口頭言談上都會

說我們是噶舉派。這麼說的基本原因在於，此傳承是佛陀世

尊的佛語傳統，是無染無垢的傳承。此外，噶舉也是來自大

成就者帝洛巴遠傳和近傳這兩大系統的傳承，所以稱為「語

旨傳承」（噶舉）。

一、遠傳承─「四教傳承」

從遠傳承的這一體系來看，有傳承自印度四個方向的法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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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東方有來自大成就者蘇卡悉地、湯洛巴、星洛巴、噶納

日巴等的東方法脈，南方有來自大成就者龍樹、陳那、月

稱、瑪當吉等的南方法脈，西方有來自大成就者仲必巴、畢

那薩、印扎菩提等的西方法脈，北方有來自大成就者魯希

巴、真吉巴、達日嘎巴、蘇卡達日等的北方法脈。因為是由

四方的上師眾等所傳承下來的口訣傳承，因此噶舉的意義也

可理解為「四教傳承」（噶舉）。

噶舉不共的口訣傳承之起源是：由薩惹哈尊者處傳承了大手

印，從那波巴處傳承了拙火，從龍樹傳承了光明瑜伽，於印

扎菩提處傳承了業印瑜伽。以此來看，同樣可以將噶舉理解

為「四教傳承」。

達波噶舉傳承之中，有如天鋼寶劍的法寶─那洛六法，是

大成就者帝洛巴的口訣。那麼，帝洛巴是從何處習得這些教

導呢？他是向大成就者扎雅巴學習了拙火，向龍樹學習了幻

身瑜伽與光明瑜伽，向拉瓦巴學習了夢瑜伽，向蘇卡悉地和

瑪丁嘎習得了中陰與破瓦奪舍法。他完整圓滿的獲得各方口

訣教導之後，整理出了那洛六法，也因此可以說噶舉是「四

教傳承」。

許多人由於在口訣傳承的模式上不明白其脈絡，因此在提到

「四教傳承」的時候，誤認為是指其體制與噶舉完全不同的

其他四個不同主張的傳承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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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傳承─「語旨傳承」

從近傳承的這一體系來看，則是大成就者帝洛巴前往無修法

身之城，直接於金剛總持佛，完整圓滿地聽聞了佛語教導，

而此教導毫無間斷的傳承至今，使得此傳承被稱為（噶舉）

「語旨傳承」。

▏
偈云：

帝洛我無凡人師，我師即是金剛持。

由於帝洛巴依循方便與智慧雙運法道的修持次第，直接證入

了勝義法性的上師第六法身─金剛總持果位，因此他不再

需要親教的善知識，所以帝洛巴說：「我帝洛巴沒有人類的

上師」。然而帝洛巴在學習的前階段，他依止了許多四大法

脈的人類上師，以及智慧空行母等非人的上師，所以我們也

要知道帝洛巴並不是說：「我沒有上師」。

此外，帝洛巴早期曾跟隨的非人智慧空行母預言，要帝洛巴

前往西方的鄔金空行院，並且給予帝洛巴三件特殊聖物，以

消除前往淨土路途上會遭遇到的障礙。因此，為了越過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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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外圍沸騰的毒海，給予了寶橋；為了能攀越任何凡夫都無

法越過的環繞鐵山，給予了水晶寶梯；為了能將空行院裡外

內密的門都開啟，給予了一只生鏽褪色的鑰匙。

帝洛巴帶著這三件寶物，來到了空行院壇城外層的門口。當

時，有著能令天地震動的威力和神力的世間空行母們，示現

各種炫妙神變，然而帝洛巴仍然身不動搖、語不言說、心不

畏懼，毫無害怕恐懼之心。最終，世間空行母們為帝洛巴前

導引路，來到了壇城的內門處。

▏
為了開顯具德師徒能夠真正相遇的緣分，於是天空中發出各

種法性自生的聲音，智慧空行母們在帝洛巴耳邊說道：

此是一切佛，佛父勝樂輪。

說完，又在帝洛巴耳邊唱道：

此是一切佛，佛母世尊母。

於是，這法性自生的音聲，表示了師徒相遇的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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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法性自生的音聲，是沒有中斷、恆時皆有的，然

而由於我們能所二現的習氣太厚重的緣故，以至於無法認出

法性的自生音聲。而法性自生音聲象徵著什麼呢？象徵著能

展示萬法法性真實意義的上師，以及顯相表徵的上師。

萬法來自於空性的力用與變現，一切聲音都是法性的本然音

聲，一切光亮都是法性的本然光芒，各種顯相一切皆是法性

光澤力用的無礙展現。譬如桌子的四只桌腳，表示著慈悲喜

捨四無量心，如果桌子沒有桌腳，就不能成為一張真正的桌

子；因此，若沒有慈心等四無量心這些解脫的要素，就不能

成就解脫之果及遍知一切的佛果。

由於桌腳的高度齊等，所以物品可以容易的放置，有些物質

的表面就無法如此容易的放置物品。所以，一個人的自心缺

少寂靜調柔和正直誠實，便不具有證得解脫和成就菩提的基

礎。同樣的，我在說法的時候，佛殿中這些飛翔的鳥再怎麼

啁啾鳴叫，也不會成為法上的障礙，這就是法性本然音聲的

關鍵所在。

此外，有一點要了解的是，智慧空行母為了讓帝洛巴消除路

途上的障礙，而給予水晶寶梯等等物質，這看似以有相的方

式給予物質，然而在實質意義上，這些物質即是顯相表徵的

上師，所以並非只是普通的物質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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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帝洛巴將十萬智慧空行的心髓─「那空行的溫熱氣

息仍未消散」的無數甚深教導口訣，滿滿裝載於心中。當他

向智慧空行母們祈請賜予灌頂與成就時，空行母們說道：

盲者雖視不見色，聾者雖聽不聞聲，啞者雖語不知意。

帝洛巴回答道：

無有可見盲人眼，無有可聞聾人耳，

遠離言說啞人口，智慧空行密義深。

情器世間的萬法，源自於法性真如的力用與變現，完全遠離

了執取且分離的狀態，沒有能見所見、能聞所聞、能言所詮

等等的執相戲論，猶如盲人之眼、聾人之耳、啞人之口一

般，無可言說思議。「非人智慧空行母，妳們這最秘密深奧

的口訣，絕對是純粹的金剛誓語。」帝洛巴如此的表達。

智慧空行母心意歡喜的說道：

善哉具福善男子，當可進入此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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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說完之後，智慧空行母便以壇城主尊─勝樂金剛本尊

的顯化而賜予灌頂。此外，「勝樂金剛的五十一章根本續」

也從空行母的口中，口耳相傳地傳給了帝洛巴。勝樂金剛耳

傳的口訣等，帝洛巴分別於五部智慧空行母尊前領受，圓滿

無餘地聽聞了不共深妙的口訣。

最後，智慧空行母們齊聲說道：

你若想要身成就，就要精勤於生起次第，

你若想要語成就，就要持誦心咒，

你若想要意成就，就要修持大手印，

應使三身本然圓滿成就的善緣具足。

▏
之後，智慧空行母們有如雲朵散去般的消失在光芒中，雖然

她們的身相已經消失，但是仍以神通持續發出音聲講說九部

教法，此即著名的「無相空行九部教法」。

所謂九部教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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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斬斷熟解之心結� � �斬斷那解脫成熟之心的

網羅和結縛）

這個明而覺的心，本質上即是成熟且解脫的體性，然而由於

不認識自己的自性本質，於是成為能所二現的樣貌。唯有斬

斷這頑固緊繃的繫結，才能從這捆縛的網羅中解脫。

二、觀照誓戒自心鏡�（觀照不變的自心明鏡）

所謂「誓戒」是指：不會改變的承諾，或是指：對於所做出

的承諾，不會逾越的誓言。自己的俱生心性是不變的，也不

是任何因緣能改變的，因此要以三輪體空的方式，去觀照這

自心的明鏡。

三、轉動氣脈之網輪

不清淨與過失所形成的粗糙氣脈，以及智慧的微細氣脈，都

圓滿的存於以此身體為基礎的壇城中，若能透過方便道的口

訣去鍛鍊，瑩澈不滅的大樂將會展現，使得禪定與幻輪的修

煉能夠擊中要點。所以，應該要鍛鍊、淨化氣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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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護大樂之命寶

為了轉化最勝不變大樂藏或種子，對於存在於身體脈穴的各

種清濁樣貌的明點，以及遍於一切脈中─為五大的體性─

有著動能作用的持命氣等等風息，透過方便道的口訣，而保

持不破、不衰弱。

此外，對於那些先前在氣脈上沒有修煉過的人，當脈輪上的

氣與明點在轉變的時候，縱然依於口訣去收攝，也是把持不

住的；不僅無法達到不變的大樂，甚至會成為導致一切錯亂

的根源。但是那些已經達到極高的地與道證境，像是帝洛巴

這樣的大成就者，便能以不變大樂種子之氣來攝持，使其成

為樂空俱生本智現起的因素。

五、照看明覺本智燈

要去觀照這不需任何因緣條件、自生任運的明覺、原始本然

的心識，就像是本自明亮的瓶中燈火，不需為了使其明亮而

去成立什麼或阻止什麼。亦即：自生的明覺不認識自己的本

質，於是成了無明，並且由此產生輪迴的錯亂，以及一切錯

中更錯的發生。因此，不要進入那錯亂之中，要直接見到自

生心性─明而覺的本來面目。此處是著重於明光本智這一

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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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照見自解大手印

有情眾生們將自覺錯認為是「我」，於是被各種因上的煩

惱，以及果上的罪與苦所捆縛而辛苦勞倦著。然而，自己的

本質從來就沒有煩惱，並且本來就解脫於煩惱的因與果，可

以說其本身一旦成立就已經解脫，並不需要依靠其他因緣條

件來達到解脫，要如是保持在大手印的見地上。此處是著重

於空性法界的這一面向。

七、曝曬聖物證解陽

對於不淨且低劣的外內情器，其各種錯亂所顯現的一切，要

認識那是法界遍善淨妙的勝義空性之智慧的無礙神變。在心

中要生起了悟這道理的智慧。

無論是甘露或是聖物，總而言之，它們的反面意義與上述所

說的〔錯亂顯現〕是同一個意思。所謂的「甘露」是指：有

能力將不淨的魔物�轉化為清淨的這一面向來說。因為能夠將

不清淨且世俗錯亂的萬法，淨化為勝義無錯亂的物質，於是

稱之為「聖物」。

�� 凡夫六識所觀的一切色聲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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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行持如劍劃於水

縱然將劍刺入水中，水不會受傷或是留下痕跡。同樣的，無

論任何作為都不要帶著貪執的蒙蔽，要保持自然任顯的行

為。

像我們這種一切皆受捆縛的凡夫眾生，是任何時候都跟隨著

貪欲煩惱、跟隨著嗔恨煩惱的，因此受制於我慢、嫉妒、慳

吝等等妄念煩惱。所有的事業行為都帶有極大的貪欲和執

著，除了煩惱和不善的分別妄念所形成的作為之外，即便是

透過善心發起的法行作為等等，也都是帶著希望能夠越來越

好，或者帶著是否更糟糕的各種擔憂疑慮。這都是我們各自

實際經驗到的情況。

對於初學者而言，雖然利他的事業與作為受到貪執束縛，但

是仍是需要去利他。另外有一種情況是：毫無躊躇的做著煩

惱的行為，但是外相上卻表現得有如阿羅漢一般寂靜調柔。

這種假裝造作的人也是有的。

總之，直到淨穢二執的欺騙尚未斬斷的一天，直到還沒有能

力起死回生的一天，即使見地說得再高、悟境說得多深，一

旦做出了世間公認的有害行為，這只能說是放蕩冒失的行

為，永遠不可能成為密咒修持所說的任顯之行。所以必須要

根據自心的程度，去做出相符相應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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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觀照平等之外鏡

一切萬法是無二本智的本然光澤，從來就是普遍平等，沒有

善惡、染淨的戲論。要如此認知；外境顯相的色、聲等等萬

法，有如鏡中影像，外境本身並不實有，皆僅是心的投射顯

現。

有朝一日，二執的相消失，能夠做到任顯行為的時候，那

時，因為了悟萬法平等一味，於是無論飛天或遁地，都沒有

差別了。譬如當帝洛巴前往無相空行母之處請教「九部教

法」時，運用了越過毒海的寶橋、越過鐵圍山的水晶梯，以

及開啟壇城之門的生鏽褪色的鑰匙等等，他依靠不共物質的

種種善巧，來到了空行院，將無相空行的甚深教導全然容納

於心中。

▏
在歷經地與道的證悟之後，帝洛巴能像鳥一樣的在天空飛

翔。之後，他從西方鄔金國前往東方的幫嘎拉�國度的班查納

城時，晚上為凡夫所看到的是妓女，但是帝洛巴看到的是智

慧空行母工作，白天則搗著芝麻（芝麻叫做「帝」），也由

�� 今孟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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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獲得了「帝洛」這個名字。至於帝洛後面加上「巴」，這

是加上了表示男性的性別主詞。

在修持了無相空行的教法且有所體驗之後，他證得了金剛總

持果位，城裡的人見到了帝洛巴不同的樣貌，有些人見到的

是一團光芒，有些見到的是火團，有些見到的是佛塔⋯等

等，人類形象的展現是越來越少。

一日，整個班查納城的民眾皆見到帝洛巴的身體變得無比巨

大，並在城市的另一邊，以神通端坐在有如七棵椰子樹高度

的虛空中開示道：

傻瓜亦知芝麻中，能萃取出芝麻油，

若不了知緣起支，如不能煉芝麻油，

即此俱生本然智，雖住有情之心中，然不依師不得悟。

如搗芝麻去糟糠，能得芝麻之精華，

依止上師義如是，如芝麻油為表示，

諸境無別同體性，妙哉遙遠難測義，此刻明了甚妙哉。

雖然所有人都知道芝麻中有油，但是若不去搗芝麻，芝麻不

會自己出油。同樣的，障蓋無法遮蔽的勝義俱生本然智慧，

以一切眾生之精華的方式存在著，但是在方法上，若沒有依

靠上師的口訣，本來存在的精華就無法呈現出來。如同搗芝

麻一樣，剝除了芝麻外層的糙糠，才能從芝麻中提煉出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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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要依靠具德上師方便的教導，讓自心本然俱生的智

慧展現。

從勝義俱生智慧的角度來說，若能了悟萬法平等、沒有善惡和

大小之別，以及萬有清淨廣大的要點，就能到達那遙遠的無修

法身城，並且透過光明、豐盛、圓滿這三門，當下即能了悟那

難以揣測的深廣法理，所以會說這是殊勝且非常奇妙的事。在

已經到達法身城之人的心中，皆會生起特別的無漏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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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洛巴是印度東方穆斯林地區悉利那嘎城的居民。尊者投生

為父親寂靜鎧甲王，母親一仙勝慧�這二人的孩子，並被取名

為「普賢」。年幼的尊者即非常聰敏，對於佛法有著極大的

信仰與熱愛。

一日，普賢去酒館喝酒，遇到一位佛教的沙彌也在喝酒，沙

彌見到普賢便因害怕而逃出酒館，倉皇之際，普賢發現沙彌

遺留了一本經書，打開經本一看，是一本屬於經部的論典。

普賢在閱讀了這部經論之後，更加深了的信心，也因此更加

確信，並認識輪迴中的一切物質妙欲，皆是如幻、如眼翳般

的沒有意義。當地有一位名叫虛空藏的善知識，普賢便前往

跟隨學習。他逐步地追隨了大約十九位善知識，博學通達於

所有的學問。

一日，普賢問母親：「我認識到欲樂沒有意義，也博學於所

有學問，母親您是否開心？」母親回答：「你是王族，應當

要延續皇家的血脈，不應該跟欲樂過不去，你必須要娶妻，

這是父母的願望。」由於母親如此鄭重地請求他延續皇族後

代，這使得普賢不得不接受母親的要求，然而他心中暗忖：

要提出一項不可能的納妻條件。由於不會有這樣的女性存

	� 父親名：香提瓦曼��)#-1*3#/,#-。母親名：西里馬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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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是在根本找不到符合條件的女性情況下，便可能有機

會出家修行。

普賢便對母親說：「我會遵從您的意願納妃，但是這名妃子

不僅要美麗可愛，還要有極大的慈心悲心。她既要是非佛教

徒，卻也要能不執著於那些乾淨的種種行為�。我要的妻子

必須要具備這些條件。」國王和皇后得到兒子開出的條件之

後，便派令大臣們裝扮成平民百姓前往四方各地，去尋找符

合王子開出條件的女性。

一位貴族種姓的近臣來到一處泉水邊，遇到一位少女正以悅

耳的聲音唱著歌來提水，大臣觀察著少女，見她清洗了脖子

上圍著的鵑巾，再將水裡的動物和灰塵篩淨之後才裝水而

去。又有一日，在少女提水回家的路上，大臣佯裝成乞丐躺

在路上，向路過的少女討水喝，少女以自己脖子上洗乾淨的

圍巾濾水之後，布施給佯裝成乞丐的大臣。喝了許多水後，

大臣說：我去取水償還給妳吧。少女說：不用的，我再去提

水就好。於是少女再走回泉水提滿水後返家。

經過逐一觀察之後發現，普賢王子描述的所有條件在這位少

女身上無一不具。大臣向當地人徵詢關於少女的一切之後，

確認了這位少女是在這個城市之中一位外道教主勝星的女


� 當時除了佛教之外，印度教等宗教都有很多嚴格的潔淨的觀念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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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名為無垢。之後大臣向勝星提親，普賢王子便迎娶了無

垢。

然而，普賢王子對於世間的富貴和享樂一直以來都感到厭

煩，並且持續有著出家的願望，於是與妃子無垢私下商量實

現心願的可行性。無垢對佛法也具有極大的信心熱忱，並且

也是一位視他人比自己重要的人，因此便順從了普賢王子的

心願，同意分手。無垢說：「你憑空編造並且散播各種我的

過錯吧，這樣我們兩人就可以分開了。那個時候你就能有出

家的機會了。」於是他們二人做了各種鬧騰的事，然而父母

仍然不同意他們分手。

▏
一日，普賢帶著妃子無垢等人逃出了王宮，國王與無垢的父

親教主勝星等一群人追趕而至，無垢留在半路擋住了他們，

而普賢王子則於不遠的一處阿蘭若，名為寂院（阿難達尼格

丹）的寺院，跟隨寺裡的堪布智光剃髮出家，法名為智成

（迦納僧諦）。

智成從此循序漸進地跟隨了許多善知識學習，廣泛的聽聞教

導，並且圓滿比丘具足戒。由於他的智慧與知識達到了一種

廣博無邊的狀態，於是寺院中所有師生們都請求他擔任堪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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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教師），並於附近一處名為普拉哈里（花朵山）的地方

修持禪定。

當時著名的大寺那瀾陀中，住持北門的大班智達班雜嘎惹正

好圓寂了，那瀾陀所有的班智達與成就者共同商議，決定禮

請那洛巴作為大班智達班雜嘎惹的接班人，而且如冠戴頂般

極其尊重的封其名為「聖那瀾陀北門住持大班智達」，並且

予以表揚。

聖阿羅漢與菩薩的七聖寶�等許多地與道的斷證功德，充盈在

那洛巴的心續中。所謂的七聖寶是：信心聖寶，戒律聖寶，

布施聖寶，聽聞聖寶，對他人知愧聖寶，對自己知慚聖寶，

智慧聖寶。那洛巴自身具備了進入聖者行列的七寶，成為大

寺聖那瀾陀中出類拔萃的智哲，並以「無懼名揚」這個名字

而名聞遐邇。

▏
之後他的禪定增長，並以智慧的圓滿力用照見到：不進入無

上密咒的法道，而僅是依止共通的戒律與經典論藏的法道，

是無法了悟勝義俱生智慧的。於是他請辭了那瀾陀北門住持

�� 	如河流般虔敬寶�。
如花朵般戒律寶。�如珍寶般布施寶。�如大海般聞法寶。
如水晶般誓言（三昧耶）寶。�如父母不誤般慚寶。�如陽光般智慧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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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智達的職位，準備如鳥放歸山林的去修道。

此時，寺院的學者與成就者及上萬名比丘僧眾們，都將法衣

袈裟扔擲到地上，非常激烈的要求北門住持班智達能繼續留

下。國王親自來勸說，比丘們紛紛來請求，班智達們也一再

敦請，即便如此，那洛巴皆一律予以拒絕了，他不為所動的

前往不遠處的森林中，開始修持喜金剛。

一日，一位智慧空行母出現並說道：「你若以勝樂金剛為本

尊，就能遇見具德上師，且能獲得許多甚深的口訣教導。」

聽聞空行的預言之後，那洛巴極度欣喜，立刻以勝樂金剛為

本尊，並且持誦勝樂金剛的心咒三十萬遍。此時天空出現彩

虹及聲音說道：「你去東方吧！能見到名叫帝洛巴的上師，

那是相應你種姓的花朵所擲中的上師。」於是，那洛巴帶著

缽和錫杖等比丘的生活用具，便啟程去尋找帝洛巴。

▏
那洛巴翻越了許多河流和深谷，經過許多境域地區之後，他

的身體感到困頓疲累。當他來到一條狹窄的步道時，遇到一

位全身散發著惡臭的痲瘋病婦女躺在路上，這使得那洛巴無

法走過，便對婦人說道：「你可以稍微挪到旁邊一點嗎？我

要過去。」痲瘋婦女說：「你要過去你自己靠邊走，如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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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還是過不去，就從我身上跨過去。」

那洛巴以手摀著鼻子，便準備從痲瘋婦女身上跨過，就在此

時，痲瘋婦女說：「有著染淨二執妄念的瑜伽士，就算去找

上師，也是找不到的。」聽到這句話，那洛巴意識到這位痲

瘋婦女是上師的化現，覺得非常後悔慚愧，請求原諒之外也

請求賜予甚深道的口訣。這時痲瘋婦人消失不見，只剩下聲

音的說道：

自他平等若不悟，何能尋得攝受師。

這個意思是：若無法了悟自他平等，無法捨棄貪嗔二執的強

烈妄念，即使去找尋能攝受你心的上師，也是不可能遇到

的。那洛巴心想：「自己這樣的狀態，即便見到了上師，也

是認不出來的，真是福份不夠。」於是更加悲切奮力的向上

師祈請，繼續向東方走去。

▏
就在找尋上師的路途中，一日，那洛巴聽到了痛苦的哀號

聲，他循著聲音的方向走去，見到一位大力士正以錘子敲打

他人的頭，那洛巴眼見此景非常害怕。大力士問那洛巴：

「你來這裡做什麼？」那洛巴回答：「我是來這裡找上師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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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巴的。」大力士說：「既然如此，你來幫我用錘子打這個

人的頭，我就告訴你帝洛巴在哪。」那洛巴心想：我的種姓

是王族，身分是比丘，用錘子打活人的頭是不可為的。於是

那洛巴拒絕了大力士的要求，不願意拿起錘子打人。此時大

力士說：

我執之首若不擊，無我之義何能知。

說完之後，被打的人以及打人的人都如彩虹一般消失無蹤。

那洛巴才知道這是上師的顯現，他感到無比難過的再次祈請

之後，繼續走上尋師之路。

那洛巴向東方前進，來到一個小邦國，國王將那洛巴頂戴供

奉並依止為師，並命令那洛巴成為自己的女婿，將自己美麗

且人見人愛的女兒許配給那洛巴。那洛巴心想：這應是上師

的神變示現。於是便與公主成婚且生了兩個孩子。此後，那

洛巴想到自己是國師，不免心中有些我慢驕傲，對於江山國

政起了貪執，也對自己的妻兒等家眷越來越執著。直到有一

天，兩個孩子被殺死，妻子被搶走，他必須逃離王城，最終

獨自一人流落在無人空盪的地域。此時他才明白，自己沒有

悟到這一切是上師帝洛巴象徵方便法的口訣，以至於將這些

境相當真且生起了極大的貪執。再次，那洛巴無比難過的祈

請之後，再度向著東方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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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來到一座有著許多智哲阿羅漢向眾多比丘講法的大寺，

那洛巴想著：也許有哪位比丘會知道上師帝洛巴在哪裡。便

向比丘們打聽，比丘們答道：「沒聽說什麼上師帝洛巴或是

成就者帝洛巴，只知道有個乞丐帝洛巴，就在那裡。」然後

手指向一個角落，正有一位膚色黝黑者坐在角落烤著火。那

洛巴走到那人面前，頂禮三拜，祈請著對方能大悲攝受讓自

己跟隨。

黝黑者從自己身上抓起一把蝨子後說道：「為了殺掉並消滅

三千大千世界的眾生，先殺掉這些蝨子吧。」那洛巴如同之

前一樣地在心中尋思：我是王族，也是知道取捨之道的班智

達，在這麼多比丘的面前殺死那麼多的蝨子是不行的。正當

這麼想著的時候，黝黑者說：「不能摧毀那執著於善惡取捨

的執著，你是永遠也找不到上師的。」說完黝黑者便消失

了。如同之前一樣，那洛巴無比哀傷的繼續向東方走去。

▏
那洛巴來到一座充滿獨眼殭屍的城鎮，殭屍們見到那洛巴時

都紛紛說：「這個有兩隻眼睛的人好奇怪呀！」於是你推我

擠地跑到那洛巴的面前，那洛巴正感到害怕時，天空中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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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然的聲音說道：「執著外在所取境的一隻眼，執著內在

心識的一隻眼，由於這兩隻執取能所的眼睛，眾生遊蕩在輪

迴。世俗上所顯現的種種萬法，實際上都是一味的。了悟這

個真理，只要有一隻俱生本智的眼睛便足矣。因此，放下那

毫無生息有如殭屍一般的一切行為，以眾多成一味之眼來斬

斷自他二執的妄念。」

空中之聲言畢，雖然那洛巴此時心中生起了特殊的了悟，但

是卻想著：「仍然沒見到上師帝洛巴，看來我今生是沒有拜

見上師的緣份了，不如死掉吧，希望來世能見到上師。」這

麼祈願之後，便拿起刀子割向自己的頸項。此時，天空出現

了音聲、光芒以及雷聲，在這些顯現當中，那洛巴清晰地見

到了上師帝洛巴，身體端直、身色黝黑、穿戴著瑜伽士衣

飾，出現在那洛巴面前並為那洛巴說法。這是那洛巴在上師

帝洛巴尊前，最初得到直接教導的時刻。

諸位可不要為了得到教導而砍自己的脖子喔。現在許多人都

是緊張兮兮、行為瘋瘋癲癲的，做什麼都沒有分寸份際。由

於帝洛巴有著起死回生的口訣，有人自刎也能加持令頸項連

接起來。至於我，別說是將斷掉的脖子接起來了，連把斷掉

的手指接起來的能力都沒有，怎麼接合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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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智達那洛巴經歷了十二大苦行以及十二小苦行，而得到

了十二種不同的口訣教導。接下來，會將一些苦行的內容及

其象徵的意義簡略講說。

從此之後，猶如小駱駝跟著母駱駝一般，那洛巴緊緊跟隨上

師帝洛巴。一日，帝洛巴點燃了一堆柴火，接著拿起自己背

後角落的一塊乾淨的布將火撲滅，那洛巴便問這是為什麼？

帝洛巴回答：「那洛，這是象徵著以具德上師的甚深教導，

熄滅了弟子貪等煩惱的火焰。」說完之後帝洛巴便不再說什

麼了。又有一日，帝洛巴手上拿著玻璃珠，那洛巴問這是什

麼？帝洛巴說：「那洛，這是象徵著要得到具德上師的口訣

教導，弟子需要有一顆如水晶一般清淨離染的心。」

類似於此，帝洛巴教示了十三項殊勝的象徵教導，那洛巴也

全然地在心上生起對這些象徵意義的了悟。之後帝洛巴自己

化為勝樂金剛本尊的身形，加持使那洛巴的身體與勝樂壇

城、那洛巴的心與本尊勝樂金剛合而為一。這是勝義法性的

灌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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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那洛巴的十二大苦行，我要配合時間來講說一、兩個苦

行的故事。

當那洛巴緊隨上師片刻也不離的時候，有一天他們來到一座

村落正在舉行美食宴客的盛大婚禮慶典。上師帝洛巴將一個

頭蓋骨的碗交給那洛巴，讓他去乞討一些食物。那洛巴得到

食物之後呈給帝洛巴，他將食物一半獻給帝洛巴，一半留給

自己食用；之後帝洛巴要那洛巴再次去乞食，那些之前供養

食物給那洛巴的人見到他又出現，便說：「剛剛已經供養過

了。」便不再給那洛巴食物。

那洛巴卻是硬將食物裝滿頭蓋骨的容器之後便試圖逃跑，那

些供食的群眾便向那洛巴仍石頭，並且將那洛巴打得半死不

活，然而那洛巴仍是緊護著食物甚過於珍惜自己。最終他匍

匐爬行著，將剩下的食物獻給帝洛巴，帝洛巴見狀後問道：

「你沒遇到什麼困難吧！」那洛巴回答：「我被像是搗米一

般的毆打，頭破了，應該快要死了吧！」帝洛巴聽了之後便

將手在那洛巴頭上摸一摸，並說道：

如幻之身此器械，毀之甚易那洛巴。

說完後，那洛巴的疼痛傷口便痊癒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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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眾所週知的甚深道—那洛六法之中「幻身瑜伽」的所

有口訣教導，那洛巴就是在此時得到了。

▏
又有一日，一位由官員與軍隊圍繞著的國王，正行進在迎娶

王后的路上，帝洛巴對那洛巴說：「我要那位王后，你去把

她帶來。」於是那洛巴穿著婆羅門的裝束，帶著花鬘來到隊

伍前說：「為了善妙的緣起之相，我要將這花環給王后戴

上。」就在為王后戴上花鬘時，那洛巴急忙扛起了王后，有

如野獸般的奔向森林，而大臣與軍人們如同獵人般的在那洛

巴後面追殺。

因為搶奪王后，那洛巴最終遭到箭與茅、石頭和棍棒死命

的襲擊。帝洛巴隨之來到那洛巴身旁問道：「得到王后了

嗎？」那洛巴回答：「沒搶到，但被毆打的痛苦讓我變得有

如屍體一般。」帝洛巴再次以手在那洛巴頭上摸一摸說道：

如夢之身此野獸，殺之亦可那洛巴。

說完後，那洛巴又完好如初。就在此刻，他得到了六法之中

「夢瑜伽」的完整口訣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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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洛巴以種種大苦行令上師歡喜。直到某日，他們來到一處

沒有水草的乾旱沙漠時，帝洛巴說：「你若要從我這裡得到

究竟了義的口訣教導，就需要獻供曼達。你在這塊土地上灑

些水，還要以鮮花來陳設供品，我就可以給你口訣教導。」

那洛巴非常高興地在這片廣大的荒漠上四處找水和花，但是

遍尋不著。就在束手無策的時候，帝洛巴問道：「你的指頭

和耳朵不是花嗎？」那洛巴一聽到這麼說，便讓自己身體流

出血液灑在大地的塵土上，再將耳朵和指頭割下排成花朵的

形狀來供養。如此，帝洛巴便有如將瓶水灌入空瓶般，使那

洛巴獲得了離戲大手印的究竟口訣。之後帝洛巴以舌頭上的

口水舔灑，於是那洛巴又完好如初，之前割下的耳朵和指頭

等身體部位又長了回來。

以當時的環境狀況，那洛巴除了自己的身體之外，無法找到

任何其他造作的供養來獻供，因此顧不得是自身的血、肉、

骨而以之作為供養，由此獲得了完整的離戲大手印密意傳承

之了悟。這是那洛巴十二大苦行的最後苦行。十二大苦行的

部分講說於此應該是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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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問及這些故事的核心意義，要知道，若要依止離戲大手

印的法道而到達無修法身城，僅只是聽聞而知道具德上師的

教導，這是沒有用的，必須要藉由理解、經驗、體證這三個

層次，讓了悟和解脫同時發生。所以帝洛巴讓那洛巴經歷了

十二小苦行、十三個象徵教示、十二大苦行等無量的苦行。

那洛巴在經歷了種種無量苦行之後，所成就證得的離戲大手

印的法教，今日我們卻是十分容易且安適地就這麼得到了。

我在根本上師尊前很容易地獲得了這個法的教導。小時候因

為玩耍而經常傷到手指或跌撞受傷，但卻沒有為了習得此法

而割掉一根手指。同樣的，這次諸位也是沒有日曬雨淋地在

佛殿中、在厚墊上，舒舒服服坐著就得到了這個法。我勤勤

懇懇的講說這個法教，六位譯師們也盡心盡力地為各位翻

譯，我的根本上師尊勝金剛持以大悲之心，將這個法恩賜予

我，然而，我仍然還在這兒沒成佛，我看你們好像也沒成佛

的樣子。

我沒有神通，你們自己有沒有成佛自己應該知道，自心對自

心是隱藏不了的。總之，我沒成佛。什麼原因導致我未能成

佛呢？我沒有像那洛巴那樣的去經歷十二大苦行，沒有經歷

十二小苦行，沒有見到十三個表徵教導，我是很舒適、很容

易地就得到了這個法，因此成不了佛。你們若還不是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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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也是因為沒有為法而承擔起苦行與忍辱的修持，所以沒

能成佛。

雖然我沒成佛，但是帝洛巴教導那洛巴的成佛口訣我是獲得

了，諸位也正在獲得中。你們無法行持十二大苦行、十二小

苦行，見不到十三個表徵教導，這是誰要負責呢？這個過失

和責任我也是有份的。為什麼呢？因為我不像帝洛巴那樣，

既沒成佛也沒成就，更沒有勇氣要求你們像那洛巴那樣去行

持十二大苦行。

若是我讓諸位去修苦行，以至於你們去做那種過度的苦行，

遑論如何將耳朵和指頭接合起來，我可是連一根斷髮也接不

起來的。就像昨日在給予皈依戒時，我告訴剪髮的喇嘛們：

「在剪髮時可要謹慎，他們對頭髮是非常在乎執著的，不小

心的話可是會遭殃的。」

▏
此次在講說這部《了義秘密恆河大手印》的正文時，會將教

導與禪修接連著進行，我想這樣的助益會比較大。由於帝洛

巴、那洛巴二位尊者，以及根本與傳承上師們的加持力道一

直都在、從未消失，我懷著各位能得獲這份加持的希望與祝

福，來開始進行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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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現場在座的包括講說及聽聞的所有人，因為做不到為

法而承擔忍辱苦行，所以難以真正做到如同帝洛巴對那洛巴

那樣的教導方式。也許你們能像那樣去苦行，但是我卻沒有

勇氣要求你們那麼去做。在過去，弟子是要迎合上師的，現

在已經來到了上師要迎合弟子的時代了。既然已經來到了這

樣的時節，所以我也不是一點也不能調整、不能應和這個時

代。

要講說這部《了義恆河大手印》，首先要知道這部典籍的主

人，是大成就者帝洛巴以及大班智達那洛巴，由此我們能生

起信心，這是很重要的，因此首先簡略的講說他們二位的傳

記。講說正文的時候，僅根據正文內容來教導，就不再引述

其他各種的引證和比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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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禮具德金剛空行

這部口訣，從梵文翻譯至藏文時，最有權威的譯者馬爾巴大

譯師，他向自己的上師那洛巴，以及上師的上師帝洛巴等傳

承的具德上師們，以身、語、意三門禮敬而進行了翻譯頂

禮。

然而，在〔這部《恆河大手印》〕中所說的一切口訣都是金

剛語；是共同的八萬四千法門以及不共的密咒事部、行部等

四部密續、六部密續等精華中之精華，更是諸佛之母智慧波

羅蜜的核心本質，所以在這裡提到〔金剛空行〕。

接著是帝洛巴即將教示給那洛巴大手印口訣時，提出對於弘

揚心髓教導所需做出的承諾：

1

苦行敬上師，忍苦具慧者，

有福那洛巴，汝心如是行。

一位具德的上師，向具德的弟子教導具德純正的口訣時，這

位教導的上師本身，應該是與金剛總持無二無別的。一般的

上師並沒有在心上生起對於金剛總持實義傳承的了悟，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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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直接依止金剛總持。然而，帝洛巴卻能做到以瓶水注

入另一瓶中的方式，從金剛總持直接承接了所有深奧的教導

口訣，之後再傳授給有如那洛巴一般的具器弟子們，由此可

知帝洛巴與金剛總持確實是沒有分別的。

〔釋文〕

為了獲得能於一生中成就金剛總持雙運果位的教導，經歷了

十二大苦行與十二小苦行，以及象徵性的十三種苦行等無數

的苦行；對於有著多生宿緣的帝洛巴等等上師，具備著如同

親見佛陀一般的虔誠；無懼於難行的苦行；為了教法忍辱負

重；具有慧眼能夠明辨取捨善惡；具備了證悟大手印的有緣

人那洛巴，你對於這甚深的法，尤其是在一個坐墊上即能成

佛的大手印口訣，確實具備了受教的資格。像你這樣的有緣

人，要好好的聽聞教導、放在心上，並且要在心上生起大手

印的證悟。首先帝洛巴敦促著那洛巴聞法學習。

▏
2

大印無可示，如空何所依，

自心大手印，無有可依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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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那〕不是因緣所生的有為法，以及不為二執的遮障所

沾染的萬法實相大手印，必須要以自生任運而成的方式，讓

體驗由內而發生。認為有一位教導者給予教示、有一位觀心

者依於教導去觀照等等，這仍是有著三輪不空的妄念。

〔事實上是〕，上師無可教示，弟子無可領受，超越了言語

和思維等一切作意之境。就好比將手指直向前方的虛空指去

時，什麼都看不到，卻可以說看到了虛空（空間）。同樣的

道理，對於三輪妄念的戲論諸法，不見絲毫有無與是非，可

以說這就是見到了大手印。

▏
那麼，對於那樣的境界，其修持方式是如何呢？

3

無整本然中，鬆緩而安住，

若能鬆繫縛，無疑必解脫。

身體不為散漫所動，嘴巴不為言語所動，心意不為妄念所

動，要在這三不動中，在本然俱生的鮮明心識上，鬆緩的放

著。若能這樣安住，就能令我們因為能所二執的顯相，以及

受到業與煩惱的牽引，以至於被三毒妄念捆縛的心，定能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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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立地解脫與平息。

一條蛇自行盤起來的結，一旦放鬆了，就會自然地解開了

結。同樣地，輪迴的眾生被業與煩惱完全捆綁著，然而，能

夠造成捆縛的除了自己，沒有他人。因此，若讓身語意鬆坦

放鬆的安住著，絕對能從那捆綁中解脫束縛。

我認為，若能依據上文所說的指引為基準，稍微安住在超越

意想與言思、無可言詮離戲大手印的真實意涵之上，將會因

為具備加持的效力，而達到些微的受益。

在此首先要做的，是讓身語意放鬆地安坐著，身體的姿勢仍

然要保持正直。我們的心中對輪迴諸法所生起的貪染等等一

切的執著，要讓〔執著〕有如海浪回歸於大海一般地讓心毫

無所執，藉由任其原處放鬆而令執著平靜。

同樣地，「我是佛教徒」以及「我是修持大手印的瑜伽士」

等等想法念頭，這些依於淨法所生起的一切執著，也要任其

原處放鬆而令其平靜。要在無造作、平常識、本然俱生的本

智中鬆坦安住。

【禪修】

我要念三遍這兩段具有加持效力的修持指引文句。當我念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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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你們要將意義、聽聞與修持結合起來而安住：

無整本然中，鬆緩而安住，

若能鬆繫縛，無疑必解脫。

在心無造作地安住在本然中之後，接下來講說的甚深教導，

大家要能聽聞卻不執著，有如聽著山谷中的迴響一般，將聞

法與修持相結合地來聽講。

▏
上述提及：在本然中鬆緩安住。然而，要用什麼樣的方法安

住呢？

4

猶如觀天中，望之無所見，

如是心觀心，諸妄念寂滅，

得無上菩提。

這段是說：猶如在看著天空的中央時，是無法說出任何這個

或那個的表述，其實是什麼都看不到的。同樣的道理，以心

去觀照心時，不需要刻意地去止斷一切分別妄念，〔所有的

妄念將會〕自然地〔在心中〕消解，並能因此獲得無上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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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大菩提果位。

此外，所謂的「妄念寂滅」，並不是「斷除分別念、沒有妄

念」的意思，而是透過認出妄念，於是分別妄念轉化為本

智，這才是所謂證得自解脫大手印果位的意義。

【禪修】

現在大家一起思維這段指引文句的意涵而安住。可以在心中

覆誦著：

猶如觀天中，望之無所見，

如是心觀心，諸妄念寂滅，

得無上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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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蒸氣及雲，消散於天際，

不往於何處，不住於何處。

如是由心生，種種分別念，

由見自心已，妄念波濤淨。

火的熱度與水的濕潤，以及各種聚合所成的雲，雖然在虛空

中生成，如果對它們不做任何阻止或成立的造作，只是任其

自然，會發現無法指出它們是去了這裡亦或去了那裡，它們

就這麼自行消失了，好像天空突然間變得晴朗了一般。

我們的心有著善、不善、無記等等各種粗細的妄念。若是跟

隨這些妄念，細的妄念會轉為粗的妄念，而粗的妄念則成為

罪惡與痛苦的近因。但若〔對於粗的妄念〕不加以取捨破

立，僅只是將妄念這麼原處放著，那些讓我們的心無法平

靜，有如海浪般的一切分別妄念，就會消失在「心」這個

〔妄念〕所生之處中，在〔心〕無造作、無生、鮮明的平常

識中自然地消散，由此而能見到遠離覆障之心的實相大手印

之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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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

思維這段指引文句的意涵而安住：

如蒸氣及雲，消散於天際，

不往於何處，不住於何處。

如是由心生，種種分別念，

由見自心已，妄念波濤淨。

▏
在大手印的用語上提及「顯相即是俱生法身之光」。這是依

於心與顯相無二無別的道理，因而說「顯相即是俱生法身之

光」。不可否認，境有顯現，然而外境各種顯相並非如我們

所見那樣，其實境本身並不真實存在，一切都是心的變現與

化現。

6

如虛空自性，無形亦無色，

不為黑白色，沾染及轉變，

如是心性藏，離色及形狀，

善惡黑白法，不能作污染。

譬如，為了能夠有所分辨，所以成立了「虛空」這個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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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純粹只是妄念分別而添加上的名稱。對於那個稱為「虛

空」的「境」本身而言，並沒有物質上的有形存在。所謂的

「虛空」，是任何時候皆超越了生、住、滅，以及超越了形

狀與顏色的。

我們自心的本性，也是如同虛空一般超越了生、住、滅以及

形狀與顏色，不曾受到白的善業、黑的惡業、好壞、高低、

染淨等等的戲論所遮蔽沾染。

然而，對於一個沒有去觀察的情況而言，會因為被境所轉，

所以看見虛空似乎是四方形、三角形，或是長方形、半圓形

等等各種不同的形狀。也會依於不同的時間，而看見虛空似

乎有敞亮、遮暗以及種種的顏色。

〔雖然會這麼看到〕，但是那些形色樣貌，卻無法真正黏著

沾染虛空的本性。因此同樣的道理，內外情器世間的萬法，

雖有各種善惡粗細的顯現，卻是有所顯現但是並非實有。雖

然顯現著，然而一切輪迴的萬法，皆不離於心的力用與化

現。

【禪修】

思維這段指引文句的意涵而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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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虛空自性，無形亦無色，

不為黑白色，沾染及轉變，

如是心性藏，離色及形狀，

善惡黑白法，不能作污染。

在此處提及：

心性即是俱生之法身，顯相即是俱生法身光。

這兩句話是大手印教導中的特別用語，是非常甚深的。為什

麼說很甚深呢？我們修學佛法真正的目的，就是要見到心性

俱生的本來面目，要見到自心的本性。為了這個目的，我們

進行十萬遍的禮供，並且努力行持積聚資糧、淨除罪障等善

業。然而，我們因為不明白顯相是心的力用與化現，於是貪

愛符合心意的外在境相，嗔恚不合己意的境相，以及更多時

候是處在不貪不嗔的愚癡中。由於貪嗔癡的引發，導致在輪

迴苦海中漂泊而無有出期。

曾經過去多生多世，為了能夠了悟顯相是法身的光芒，以及

心性就是法身，我們應該是做了許多努力的。這一生自從遇

到了正法，我們知道「必須要證悟心的本質」，除了有這樣

的認識之外，我們也在了悟的方法上付出了努力。然而，仍

然可能會有一些新修的佛弟子們，並不知道這樣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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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遭受著輪迴各種多災多難的痛苦，於是嘗試著各式各

樣消災免難的方法，即便如此，仍然離不開、出不了苦難。

也有些人會認為，如果皈依三寶，藉由三寶的加持，就能使

自己出離困苦。

要知道，雖然「輪迴的本質就是苦」是真理，但這仍是從沒

有觀察的世俗顯相角度來說的。從實相勝義的角度而言，絕

對真實的輪迴，以及絕對真實的痛苦，是從來就不成立的。

因此輪迴與一切痛苦，都是虛假的、虛妄的，僅只是世俗的

層面以及暫時的發生。

若是如此，那麼什麼時候能解脫輪迴的所有痛苦呢？一旦能

了悟一切外境的各種顯相，皆是法身的化現與力用，輪迴痛

苦以及因果等都將會徹底顛覆，並由此而從一切六道境地的

痛苦之中解脫。

為什麼認識了各種顯相是法身的光芒，自然就能了解心性即

是法身呢？因為法身本自力用展現於外在境相的任何顯現，

其基礎就是俱生心性。由於不認識俱生心性，這樣的無明造

就了自他貪嗔的有為業，也因此引發出各種因緣的顯相。

因此，一旦認識到一切皆是法身的化現時，心性俱生之法

身、勝義菩提心、如來藏、本淨、離戲、任運、無為法的特

性本自具足，且這一切特質從來就沒有被障蓋所遮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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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道理並且如法修持，有朝一日，證悟會由心中生起。那

時，最上等的情況是直接到達「無修法身城」，普通的狀態

則是能在心中生起大手印專一層次的了悟，從此輪迴本淨，

妄念自解。

若能確認「心性即是俱生之法身，顯相即是俱生法身光。」

這兩句的意義，可以說就是確定悟到了所有大手印、大圓

滿、大中觀的意義。不只如此，甚至可以說是悟到了律典、

經典、論典三藏的意義，以及聲聞乘、菩薩乘、金剛乘等九

乘的道理。

由於大自在瑜伽士帝洛巴、那洛智慧成就（那洛巴）、馬爾

巴大師等的恩德，我們才能與如此甚深的教法結緣，這實在

是無比的福報。「心性即是俱生之法身，顯相即是俱生法身

光。」這兩句話，你們平時要經常放在心上，這是至為重要

的。

▏
7

如澈日精華，千劫暗不障，

自心光明藏，千劫之輪迴，

不能作遮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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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澄澈是太陽的本質，一旦放出光芒，持續了千劫的黑暗

也能於一瞬間明亮起來，由於黑暗毫無可以躲藏的機會，於

是一點也無法遮蔽光明。同理，由於不認識我們自己的俱生

心性，所以在三界輪迴中四處漂泊，然而自心的本質，是煩

惱與妄念的污垢絲毫無法沾染障蔽的。

【禪修】

這麼思維著文句的意義，讓身語意放鬆並且稍微的安住。鬆

坦的看著安住之心的本質，去觀察這樣正在安住的心，是明

亮亮的，或是黑烏烏的呢？心的本質就是法身如如本智的自

性，因此除了明亮亮之外，是找不到其他的狀態。

就在這樣的認識中稍微安住，保任著光明的本質，並且隨文

憶念著具有加持效力的文句意義：

如澈日精華，千劫暗不障，

自心光明藏，千劫之輪迴，

不能作遮障。

▏
心的自性光明，不是色法也不是心識，是超越了有為法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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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法等一切邊。雖然我們知道，此心並非像土石山河那樣純

粹的物質狀態，然而，仍然有人會認為，這個心必定就是

「識」，除了「識」之外沒有其他可以定義的。

所謂「心性」並非物質或心識，也不屬於任何有為法或無為

法的狀態，這是因為外在所取境的物質，以及內在能執的心

識，在本質上並沒有能所境識相對的狀態，也沒有境與識相

異的狀態。色法等等外在境相的種種顯現，都只是心的化

現，並沒有真實的外境存在。

《入菩薩行論》說：

誰製燒鐵地？妖女從何出？

佛說彼一切，皆由惡心造。

這句話的意思是：在地獄的炙鐵大地上，那些火堆以及利刃

的樹林等等一切，不是任何他人所製造的，完全是由於自己

惡心的罪業所生成，這個道理是世尊能仁們所宣說的。善與

惡的一切現象，並非來自他處，而是來自於我們自心中的善

心與惡心。

8

猶如於虛空，安立虛空名，

實則於虛空，即此難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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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於自心，若欲予言詮，

然無詮所得，名言施設處。

當我們說「虛空」的時候，雖然在世間這是眾所週知的說

法，然而若要真正說明的話，這樣的狀態可說就是「空」。

除了虛空本身之外，任何詞都無法真正地表示出虛空。同

理，我們雖然會說「心性光明」，但光明的特性究竟是如

何，這是除了光明的心性本身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譬喻能

真正表達出光明心性的狀態。

虛空的譬喻，只有虛空本身能表達自己；心性光明的譬喻，

只有心性本身能表達自己。因此這個偈頌是在說明：俱生的

心性不是物質或心識，不是有為法與無為法等任何方式能說

明表達的，那是不可表述、離一切邊的大空。

六道三界的有情眾生所投生之處，是具有成、住、壞、空這

四種狀態的外在器世間。若就〔世界〕形成的狀態來看，

一千個四大洲所形成的世界，就是一個小千世界，一千個小

千世界就成為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界就成為名叫娑婆世

界的三千大千世界。

在經過地、水、火、風、空這五大的壞滅，三千大千世界毀

滅之後，只剩下空蕩蕩的無垠虛空。這虛空從哪裡來呢？之

後當三千大千娑婆世界再次形成時，之前那無垠虛空又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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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

再者，當一座新房子建成的時候，地上原來的空間去了哪

裡？若房子被火燒盡時，原來不存在的空間又是從哪裡出現

的？這個秘密又不可思議的心性，你完全無法說它就是這個

或不是這個，而是完全超越了言語道斷。這和前面天空的譬

喻，是部分相同的。

從無始以來至今，我們因沒有體悟到心的實相而沉陷在輪迴

苦海中─這其實並沒有發生過。這是因為自身感知對於境

產生了錯亂，並且由於蒙昧無明，將心性自覺本智當作是

「我」，於是無時無刻地在三有的頂端與無間地獄之間，在

這痛苦無盡的六道境地中高低浮沉，有如水車轉輪一般的輪

轉且迷亂。除此之外沒有別的錯亂模式。

之所以感受痛苦，是因為將體驗痛苦的人與將要嘗受的痛

苦，錯誤地視為是兩個分開的存在。然而，事實上並沒有真

實的痛苦存在。雖然如此，直至今日，我們仍被二執所掌

控，成為了我見的僕人，致使我們無法覺醒成佛、獲得成

就。

釋迦牟尼佛尚未成佛之前的許多生世中，當他投生至地獄

時，發願承擔地獄道一切眾生的痛苦。就在生起這份發心發

願的當下一剎那，神識便遷離了，並且增長了地與道的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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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之所以能如此，是因為二執的迷亂削弱了。

同樣的，我們今日在這最特殊的聖地，賢劫千佛皆會在這裡

悟道成佛的聖地金剛座，講說、聽聞且修持大自在瑜伽士帝

洛巴，對大班智達那洛巴所教導的教言大珍寶─這部《恆

河大手印》，能有這樣的機會，必定是來自於我們過去生所累

積的福德之力，這是肯定的。

從實相勝義上的角度來看，所謂的「金剛座」並不真實存

在。在聖地金剛座修行以及在家中修行，這兩種情況並非兩

回事。我們的身體和金剛座，我們的心和佛，沒有絲毫的不

同。然而，只要自他二執的錯亂仍未止息的一天，就會感知

到對境、時間以及眾生，有著極大的差別，對這一切永遠不

會〔感知為〕是一體的。

我們依於上師善知識的恩德，對於顯相與心無二、輪涅平等

的道理，有一些認識也能夠講說，然而，真正能在關鍵上去

刻苦修持者，是少之又少。就以我自己來說，我對於能有機

會在這金剛座聞說佛法，以及禪修實修教導，內心由衷地確

信這是極具福報的事，並且覺得在此處說法實修，與在八蚌

智慧林說法實修，差別是很大的。諸位若不能減少二執，也

會與我有相同的情況與感受。

總之，在法道上修練薄弱的初學者們，會因為境、時、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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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而對於地與道上的了悟，產生或大或小的影響力。

由於這樣的原因，我們要認識到，此刻我們能在這重要的聖

地，有機會講說、聽聞、修持這部甚深教導的口訣，是很有

福報的。帶著這份認識，生起信心、虔敬，且以清淨的發心

來聞思這個法教，就能使輪迴的因緣稍微減輕，並能因此更

接近佛果。

什麼時候成就佛果，取決於自己執著的程度。執著越大，就

越不可能成佛，若是執著越小，絕對是更靠近佛果的。

【禪修】

接著，我慢慢地念誦具有加持效力的、遠離言詮的心性引導

文句。諸位思維著文句意涵而安住：

猶如於虛空，安立虛空名，

實則於虛空，即此難表述，

如是於自心，若欲予言詮，

然無詮所得，名言施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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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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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如是心自性，本來如虛空，

一切諸萬法，無不攝其中。

以上所說的這些非常甚深的譬喻、文句、詞彙及法語，都是

在確立心性光明大手印。從了義（究竟）的角度來看，大手

印普遍一切，萬法無一不含攝在大手印的廣境中。雖然可以

用不同的符號、詞語來表示，然而，卻沒有任何譬喻及文句

能確實地表達。

教導說：任何譬喻皆可形容，任何詞語皆可假立，但卻沒有

任何譬喻和詞句，能真正符合勝義。這就是大手印的特色。

因此說，外內情器一切萬法都需要依靠虛空，無一不被包含

在虛空之中。同樣的，萬有輪涅的法，無一不在、無一不入

心性光明大手印廣境中。心性光明大手印有如虛空遍滿一

切。

【禪修】

現在思維詞句意涵而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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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心自性，本來如虛空，

一切諸萬法，無不攝其中。

▏
假若心性光明大手印是沒有偏私、沒有偏頗地廣遍於輪迴涅

槃之中，要從何處開始去修持這心性光明大手印呢？

10

盡捨身行作，鬆坦住本原；

一無語言詮，聲空如迴響；

心意不思量，超越而直觀。

現在我們實實在在所擁有的就是身口意三門，透過三門，我

們造作了一切善、不善、無記的業，所以光明大手印心性俱

生本智，是需要藉由讓自己的身語意擊中要點才能證得。

因此，要放下身體上的一切行為，沒有散亂與往來的躁動，

安放在身體本然狀態上閒適地坐著；對於任何言語上的詮說

不去貪執，知道在發聲的同時即是空─聲音即是聲空，有

如迴響；不跟隨意念上自他二執的三時妄念，要讓無作心

識鬆坦地在自身的本質中，去翻過超越「就是這個、不是這

個」的猶疑之坡，由此而認識出明覺的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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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

盡捨身行作，鬆坦住本原；

一無語言詮，聲空如迴響；

心意不思量，超越而直觀。

▏
11

身無有實義，猶似竹枝幹；

心如虛空中，超越思議境；

彼中無取捨，鬆緩而安住。

在輪迴中的近取五蘊之身，這個幻化身的幻輪，有如竹子的

枝幹一般，不觀察的時候看起來有模有樣，但是仔細觀察，

會發現從頭頂的髮尖到腳趾的趾尖，連一粒芝麻大小真實有

義的部位都沒有。

這個明而覺的心，有如天空的中央沒有偏頗與偏私，這樣的

境界是超越一切言語、思議與詮釋。因此要讓身體沒有造作

動盪地放鬆坦然；減少言語並且將聲音視同聲空迴響；令心

意不跟隨執相與妄念，且讓覺性在原處放鬆。此時身語意沒

有取與捨，在無作、原處、本然之中盡可能的安住，並且持

續保持著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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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我們做著世間各種事業的時候，總會有許多的取捨。譬

如當你說：「我需要這個」的時候就是在取，當說著：「我

不需要這個」的時候就是在棄捨，當覺得：「也許需要吧，

也許不需要吧」在這樣的懷疑猶豫時，就是正在辨別善惡優

劣。

修行的瑜伽士無論做什麼事，並不會去辨別好壞善惡，而是

需要保持著隨緣自然的行為。如果能讓身語意保持著隨緣自

然的行為，那麼一切行住坐臥都會感到安適。

所謂不舒服是來自於什麼呢？就是來自於好壞善惡的辨別，

以及喜善厭劣的心態。所謂佛果，若是以為能從別處獲得而

去追尋，這是無論如何尋找也無法找到的。所謂「佛不在他

處，心上能得獲」，又說「向外尋佛不可得，自心鬆坦安住

得見佛」。

【禪修】

當我念誦這具有加持效力的文句時，諸位思維著文句的意

義，並且在憶念文句的意涵中安住禪修：

身無有實義，猶似竹枝幹；

心如虛空中，超越思議境；

彼中無取捨，鬆緩而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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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所謂「禪修」就是讓心安住的意思。為什麼要

「安住」呢？其實是藉由安住而讓結果能展現，為了這樣的

目標所以禪修。若問這個意思的精要是什麼，於是教導說：

12

心若無所緣，即是大手印，

於此若嫻熟，得無上菩提。

心是遠離了主體與客體（自＝心，他＝境）、如是與非是的

執著，以及所有的對境焦點。心的法性真如即是大手印。對

於這一點，必須透過聞思修來予以確立，且若能達到熟練精

通，很快的就能到達「無上圓滿大菩提無修法身城」這究竟

的果位。

現在我們之所以會說：「有在禪修」，是為了要成為一名

「沒有在修」、「不需要修」的大修行人，所以現在才會

「在修行」。

然而，什麼時候才能不用修呢？對於禪修的熟練精通，達到

沒有安住與不安住的差別，禪修相續不斷、座上與座下沒有

差別的時候，便不需要額外刻意地去練習禪修了。此時禪修

將有如河流一般川流不絕。這麼持續保持著，就會生起萬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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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平等，輪涅一味的究竟了悟，並因此到達「無修法身

城」。

當提及「到達無修法身城」時，也許會理解為：前往一個有

形有相的城市。然而，真正的意義是指：證悟了本自心性、

俱生法身的果位，在本心中覺醒成佛的意思。

因此，極度熟練了安住與修行的終極結果與成就，即是斷除

一切垢染、通曉一切證悟的功德智慧，且獲得不依靠任何因

緣條件的自性清淨大無修─無上清淨圓滿菩提果位。

偈頌的第二句「於此若嫻熟」的意思：對於尚在修道之人而

言，修持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以信解作意的方式去修持，

第二種是以真如作意的方式去修持，第三種是以安住真如的

方式去修持。第三種方式很容易懂，所以此處對於第一種和

第二種方式略作說明。

首先，要在增上緣善知識的跟前，聽聞學習法性的道理。

「聞」的意思是：對於要了解的內容（法性），在心中把握

住概念性的認識。「修」的意思是：對於法性秉持著信解作

意的方式去修持。

如此秉持著信解作意的方式修持，便能逐漸明白：當到達究

竟明瞭時，即能以現證勝義真如的智慧，直面法性為境。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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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真如作意的修持。

在信解作意的階段，樂、明、無念的覺受與顯相是相異的生

起。到了安住真如的階段，種種樂、明、無念都成為了一

味，所有的覺受和顯相等等的有相戲論皆會全然地寂滅。

以信解作意的方式修持大手印的善緣初學者們，除了需要藉

由名稱符號、語言文字、譬喻舉例、邏輯因理等各種方式來

修持大手印，尚有前行與正行修持的分類、計數，以及達到

果位的方式等等，這些在心上有各種所緣的修持，都可說是

信解作意的修持。

已經修持鍛鍊〔第一種修持〕之後，進入真如作意修持之

人，則沒有任何執相的希求恐懼與所緣，若能稍微接近這樣

的狀態而修持，即是到達了大手印道的起點了。

【禪修】

為了修持上述兩句偈頌的意涵，首先要讓身口意放鬆、心不

追憶過去、不尋思未來，保持在當下的心識上，不跟隨三時

的妄念，鮮明地在平常識中安住：

心若無所緣，即是大手印，

於此若嫻熟，得無上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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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提到，心無所緣即是大手印。因此在此處要教導的是，

若是執相或是心有所緣，則會成為親證大手印的阻礙與遮

障。

頌文說道：

13

密咒及六度，種種經律論，

自宗之教典，以及諸宗義，

悉皆不得見，光明大手印，

因起貪欲故，障蔽見光明，

分別之持戒，壞失三昧耶。

如果無法放下貪執及有所緣取的執相心態，而去禪修、持

咒，以及修學布施、持戒等六度，或是學習律儀、經典、

《俱舍論》三藏，乃至修持事部瑜伽到無上瑜伽等四部密

續，並且透過這些學習，去分別各個部派、法脈中經典的優

劣；將外道分為論議五派，將佛道分為有部、經部、中觀、

唯識四部宗派；將中觀又分自空派、他空派，自空派又分應

成派、自續派；如此將內外宗派的見、修分門別類，並且去

講說、辯論、著作。以上這些作為，不僅無法證得了義大手

印，反而會對於了悟的發生，造成比劫數還要長久的阻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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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

這種障礙的方式，猶如一位密咒瑜伽士外在的身語行儀，保

持著洗漱與清潔，這是下部密續事部瑜伽的修行所必須做到

的。這麼做是為了讓自己具備適合進階修持行部瑜伽的資格

條件。此時，若仍帶著染淨二執而貪著於洗漱和清潔等的儀

軌上，這樣的行者將永遠不可能成為修持事部密續的具根器

者。

由於貪執的纏縛，密咒行者們反而會阻斷事部、阻斷行部、

阻斷瑜伽部、阻斷無上瑜伽部父續，以及無上瑜伽部母續

〔的修持〕。只有一再地斬斷貪執，才能夠漸次地一步步由

下往上進步，並且讓地與道的了悟增長而臻究竟。

同樣的，布施等六度的修行次第，是大乘經典所記述並且功

德利益極為廣大的。然而，若無法保持三輪體空的見地而去

做修持，僅是同情貧苦、仇視富裕、喜好循規蹈矩，見到持

戒就歡喜，見到破戒就憤怒，如此不由自主地生起各種愛憎

的心理，這樣是永遠無法真正做到布施波羅蜜多等行儀的。

針對戒律，密勒日巴曾說：

我不懂得什麼柔和的調伏法，

只知道調伏頑強的自心就是調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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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者這句話，強調了要「調伏」這個「頑強的自心」，透過

這樣的表述，確立了別解脫戒的重要，以及這是使身語行儀

寂靜調柔的方法。

然而，若完全貪執於聲聞乘的律儀，並且執著這就是最殊勝

的，那麼就像是密咒大成就瑜伽士帝洛巴行持禁戒苦行的時

候，不剃頭髮、不刮鬍鬚、不穿三法衣，也不使用鉢盂等僧

人資具，而是攜帶著人頭骨所製成的碗、以捕魚為生等等，

這看起來似乎是完全違反了別解脫戒的戒規。

事實上，這就是了義的戒律，也是持戒波羅蜜多的行儀。為

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斬斷了二執的欺瞞，於是相應於〔沒有

二執〕的身語行儀，便是全然寂靜的行為。

被一切所繫縛纏繞的凡夫，為了調伏頑強的自心，需要行持

清淨律儀的行止，但是終究而言，是為了有朝一日不再需要

行持那些律儀，所以才需要學習各種律儀規矩。

總而言之，對於大小乘與四部宗派中任何的戒律誓戒，無論

學處修持如何進行，只要對於所成立的宗旨立論與學處律事

等仍有微細的貪執，就會對於勝義俱生本智、光明大手印的

直接了悟造成障礙。若能毫無貪執地修持本尊密咒禪定、六

度四攝，以及如理聞思修經論與密續，如此於光明大手印之

義是不悟也難。



112

經、律、論、事部瑜伽的密續等等輪涅一切萬法，皆不超出

法性真如普遍大手印之圍牆與網羅。不知與不信、散逸與煩

惱眾多等這些惡行發生的來源，以及由此而生的罪墮習氣，

也不出於普遍大手印的範圍。此乃因為：煩惱、智慧與妄

念，皆為法身的力用而發生，因此究竟上而言，是正淨且完

全寂滅一切顛倒戲論的。

雖然如此，但是也並非意指念咒、持咒，或是布施波羅蜜多

等等的修持是錯誤的。此處的意思是：如果對這些〔修持法

門〕生起執著，則會成為見到大手印實義的障礙。這點大家

必須知道。

如果帶著強大的妄念執著，即使再怎麼守護、珍視外在的別

解脫戒、內在的菩提心戒，以及密咒的三昧耶戒，仍然算是

毀犯了勝義的三昧耶誓戒，因為是帶著執著的煩惱在持守戒

律。

以我為喻，我是一名受持具足戒的出家比丘，當我見到密咒

瑜伽士行者們不剃頭髮、不剪指甲、不清洗身體，也不注重

清潔等等這些外在所呈現的狀態時，便會將這樣的表象視之

為過患，覺得他們既髒又噁心，反之，認為自己既乾淨又有

學識；若有這樣的心態，可以說我就是毀犯了勝義的三昧耶

誓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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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也有一些很注重洗漱與清潔的密咒瑜伽士，不僅每日盥

洗全身，且不時地修剪指甲、刮除鬍鬚，在尚未理髮之前，

還會將頭髮梳理並盤綁在頭頂。只要在法義上沒有很大的違

反，雖然行為上看似不怎麼適當，也是可以的。這種情況，

可能也是有其特殊的原因道理吧。

雖然在別解脫戒中提到：要如理地持守戒律，連微細的波羅

夷（根本戒）、僧殘（第二類重罪）、突吉羅（輕罪的總

稱）都不要違犯。然而，在總體上帶著三輪的執念，在細節

上帶著貪圖地位、名聲等世間八法的煩惱動機，那麼，即便

行持戒律，也無法成為真正的持戒波羅蜜。這不只毀犯了實

相義的三昧耶誓戒，也無法見到光明大手印的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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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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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實踐並成為一位真正的修行人，這是有些困難的。因為

對於見到光明大手印的真義來說，既不能帶著任何一點貪著

而持守外在的身語戒律，也不能任性放蕩而不守任何規矩。

那麼，到底該如何修道呢？

14

意不行造作，遠離諸貪著，

自生自平息，猶如水波紋，

若能不違越，無住無緣義，

即不違誓戒，暗昧之明燈。

有如前面所說，帶有執相和貪著的持咒與布施等修持，雖然

也是正道，卻會成為見到光明大手印真義的阻礙，這可說是

暫時性的迷失。

譬如，從巴特那搭車來到菩提迦耶金剛座，大概需要三小時

的車程，然而你們有些人卻說路程花了十五個小時，而且沒

有走錯路，最終也是抵達了金剛座這個原先你想要到達的地

方。同理，教導說，對於原本可於第一百次轉生之後能成佛

的人，若走入了歧途，成佛的時機會因此延遲至一千次轉生

之後才能成佛。若是沒有誤入歧途，如理如法地修持密咒金

剛乘，即能如同密勒日巴尊者那樣在一生中成佛，有些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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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生或七生，最遲的至少也會在十六生之時能成就佛果。

對於以分別心持戒、持咒等這些歧路迷途的防止對治法，主

頌之中有明確地開示：不作意、離貪執、自生、自平息等。

我將順次的來講說這些詞句的意義。

對於能夠安住於光明大手印真義上的瑜伽士而言，對一切行

為不會有優劣、善惡等作意的見解，不會依循著貪嗔的妄

念，也不會生起造作好、壞、取、捨的貪著，猶如水紋源自

於水，最終將會融入於水中一般。

對於一切善惡妄念，不去加以修整破立，只是原封不動的放

著，如此，善惡妄念就會在法界廣境之中原處窮盡，在法界

廣境之中解脫。只要不逾越「不住於任何邊與戲論之相，不

緣於一切」的道理，這就是能照亮自他一切眾生遍計無明厚

重蒙昧之闇的明燈。

【禪修】

現在我們稍微安住在上述所說的內容意義上。安住的方法

是：不執任何邊與方，不隨善惡的念想，讓心自然地安放。

沒有希求好的貪，也沒有懼怕修不好的疑慮，對於心中發生

的任何三時妄念，不修整也不破立，只是原樣的安放著，有

如虛空一般寬廣，有如開一扇門一般簡單。安住在如此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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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常識中：

意不行造作，遠離諸貪著，

自生自平息，猶如水波紋，

若能不違越，無住無緣義，

即不違誓戒，暗昧之明燈。

▏
15

若離諸貪著，以及不住邊，

無餘悉能見，三藏一切法。

這意思是：毫無貪執任何有無、是非、善惡、染淨等邊見與

戲論之相，即能見到且了知三藏等一切萬法的真義。

如果能證到法性如是之義，那麼對於一切法相的盡所有現

象，都將會自然而然的明白。若是要逐一學習與知道盡所有

的一切法相，即使學習了上千年，也僅只是知道盡所有一切

法相的名稱類別。若是覺悟法性如是的根本關鍵，那麼，盡

所有法相的一切萬象就都能自然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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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若勤於此理，能出輪迴獄，

安住於此義，能滅諸罪障，

是故予名稱，教法之明燈。

這是說，若能安住在遠離一切貪執、不住於任何邊的法性真

如之義，就能迅速地從三界輪迴的大牢獄中解脫，並且能淨

化消除無始輪迴直至今日所累積的罪障習氣。

罪與障的不同在於：「罪」是指透過直接的惡行所產生的結

果，「障」是指由業而引發的我執等等煩惱。安住於不作

意光明大手印之義的本智之火，能將輪迴的根─我執等煩

惱、罪業、習氣全部燒除殆盡。

所謂「教法明燈」，我們要理解為：無顛倒地了悟法性真如

的實相。雖然我們具有能夠見到勝義法性之眼，卻暫時地被

突然的染污所遮蔽。若有人能因為安住在離邊大手印真義，

而生出能直接見到俱生法性面貌的智慧，這樣的人即是見到

法性真如的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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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

我慢慢地念誦這五句偈頌，諸位思維著其中的意涵並請跟著

念誦：

若離諸貪著，以及不住邊，

無餘悉能見，三藏一切法。

若勤於此理，能出輪迴獄，

安住於此義，能滅諸罪障，

是故予名稱，教法之明燈。

▏
17

愚蒙凡夫眾，不解此義理，

恆為輪迴河，席捲而漂溺，

難忍惡趣苦，凡愚甚可悲，

欲出難忍苦，應依賢德師，

加持若入心，自心得解脫。

如偈頌所說，對於甚深之義沒有修持意願，因此不能了知甚

深之義的愚癡之人，像這樣的凡夫，最初本就不懂這甚深的

道理，即使知道了也不相信，就是信了也無法實踐應用，且

任何時候的行為都帶著貪嗔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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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沒有空閒行持善法，卻總是能有造惡的機會與時間，

這樣不知深義、充滿貪欲和顛倒行為的凡夫，被貪嗔癡的洪

流所沖溺，最終沉陷於難忍的輪迴廣大苦海中受盡痛苦。如

此無量的眾生，是非常可憐的，是應該悲憫的對象。

眾生雖然想要的是快樂，但是在行為上無論直接、間接或持

續地，都是在作著打擊敵人、保護親愛、自讚毀他等不善的

痛苦之因，於是只能在有如火焰坑、毒蛇穴的三界輪迴中奔

走。由於難忍的惡道痛苦尚未成熟發生於現在的身體上，因

此認為「惡道痛苦也不怎麼樣」，於是藐視後果而去進行偷

盜、搶奪、毀滅，以及打、捶、殺、砍等各種罪惡行為，這

樣的眾生將會身處恐懼的境地。

想要於難忍輪迴以及惡道痛苦中解脫，若能依止那生起了慈

心、悲心、菩提心，純正地精通了義大手印的文句與意義，

具備口訣的傳承，有著傳承根本上師的加持入住於心，沒有

違犯三昧耶誓戒，賢德與博學二者兼備的上師，那麼，所有

的傳承加持與一切成就，都將能融入於自身精髓光明法性，

由心而生的所有妄念動盪皆能平息，並由此能現前了悟自解

脫大手印。

一旦見到精髓光明法性之義，就能知一全解。在尚未見到之

前，即使能夠飛天遁地，也會因為沒有見到精髓之義，而知

曉一切確實仍然是痛苦。對於了義而言，自心的精髓是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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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的，然而在世俗層面上，由於我們未能認識到自己本來

面目，於是將其執取為「我」，並且受到煩惱障、所知障、

禪定障等無明所遮蔽，於是教導說，要解脫的就是這些障蔽

遮障。

【禪修】

我在念誦這些具有加持力道的文句時，諸位要思維文句的意

思，跟隨念誦且憶念文義而安住：

愚蒙凡夫眾，不解此義理，

恆為輪迴河，席捲而漂溺，

難忍惡趣苦，凡愚甚可悲，

欲出難忍苦，應依賢德師，

加持若入心，自心得解脫。

▏
18

嗚呼輪迴法，無義乃苦因，

所作無實義，應觀精髓義。

「嗚」是呼喚詞，「呼」是驚嘆詞。有情眾生因為造做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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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事，所以飽受苦楚因而悲嚎呼求。

一般而言，所謂「法」並非僅指佛法，而是指所有意念的對

境，亦即一切事物。因此，帶著有漏煩惱的三有福樂等一切

三界輪迴之法，純粹只是無意義的苦因。例如：近來一些大

城市的主要幹道，同一時間能有成千上萬輛汽車行駛，所有

車子裡的人，有著各自不同的計畫和目地，所有的計畫目

的，都是為了生意或是為了打敗敵人、保護親愛，這些無一

不是與輪迴法有關。

諸位有些人來自美國，一些人來自非洲，一些人來自歐洲，

還有一些人來自亞洲各國，大城市的交叉路段以及巷道等，

都有過度擁擠、容納不下的情況，但是終究而言，皆是為了

輪迴的各種事務，成為了貪嗔癡等煩惱的奴隸。

密勒日巴尊者可說是公認的苦行修持榜樣，然而看到現代人

們為了各自的輪迴事業，所做的競爭奮鬥以及忍苦耐飢的本

事，仔細想來，將兩者相比的話，密勒日巴的苦行也就微不

足道了。

雖然有人克服艱苦、面對困難、日夜奮鬥，然而艱苦與災禍

仍然不間斷，始終不能超越痛苦的本質，除了僅能獲得一些

零碎的表象快樂之外，得不到任何具有真實意義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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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所謂勝義的罪惡、勝義的輪迴果是不成立的。無論做

了多少世間輪迴的作為，那種終極有意義的結果是不可能獲

得的。由於罪惡與不善業，縱然投生在無間地獄，但是即便

如此也無法改變〔眾生的〕俱生心性，最終得到佛果是毫無

疑問的。

〔想想〕在世俗輪迴法上，我們至今受了多少苦？但看那些

住在偏遠地區的人，臉龐與衣著看似很淒慘，由於沒有清潔

衛生，身體似乎也飄散出不好的味道，然而他們的心卻很健

康，沒有不正常。

至於那些住在發展很好的地區以及大城市的居民，整潔衛

生、衣著得體、氣味馨香，有些人甚至香得讓人頭疼，然而

〔這些人〕心中卻充滿了摧殘創傷且精神不正常。先向各位

道個歉，下面的評論也許是我錯了，但是從我的經驗和想法

來看，住在大城市的人，每三個人之中便有一個人的精神是

不太正常的。

那麼，什麼原因導致住在經濟蓬勃、文化發展的城市，三人

之中就有一人精神上有問題呢？我認為問題來自於好勝好強

的觀念。認為要能夠出人頭地站在最前面，就需要競爭與戰

鬥，即使為此而面對許多艱困，大多數卻未必能如願以償；

許多這樣的情況因而造成心中各種摧殘與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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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環境、時間上的暫時性變化，或是在各自的工作環境

中，因為跟不上工作進度流程的變化，而遇到諸多困難。例

如，一名工人離開工作環境六個月再重新復職時，會發現工

作的流程已不同以往，於是產生許多牴觸和問題。不僅如

此，眼睛看色，耳朵聽聲，鼻子聞香，舌頭嘗味，身體觸受

等，皆過度迷失於外在的欲樂誘惑，以至於心靈慌亂輕浮，

無法沉著淡定。

然而，為什麼城市中會有這麼多誘惑呢？因為大城市多屬於

商業場所，能夠吸引人們注意的東西越多，就能帶來越多的

利潤與收益。經濟學家做了許多研究，去開發、宣傳足以吸

引人心的產品。譬如以食品來說，即便是同樣的材料，但是

透過不同的製作方式、不同的名稱，再加上不同的擺設及飲

食環境的裝潢，如此就能達到魅惑人心的效果。

就像帝洛巴搗芝麻的環境，也是五欲熾盛的城市一般，現今

的所有城市，幾乎都已成為了慾望橫流之所在，然而人們仍

然每分每秒地散亂迷失於追求更加的繁華輝煌、更多的棄舊

換新。以商人的角度來看，你的散亂迷失就會是他們的利潤

營收。令人迷亂的喧囂欲望，使得人們心靈極度混亂，以致

於三人之中，就可能有一人是神經兮兮的。

在我們窮鄉僻壤的瘋子，往往需要三、四個人又抓又綁的，

否則無法制伏，但是城市的瘋子，一切行住坐臥都與一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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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兩樣，外表所見並沒有精神不正常的樣子，然而一旦相

處一陣子且有所交集之後，那些瘋言瘋行就會表現出來了，

只是遇到一點違逆和困難，就要尋死自殺。之所以發生這種

種的情況，都是因為極度混亂的心所導致。

居住在鄉下和偏遠地區的人們，也會有著與自身處境相呼應

的散亂與迷惑。他們最大的散亂就是綺語─「王家做了什

麼」、「李家怎麼怎麼」、「他做了什麼」、「她做了什

麼」，管著所有村人、家庭、親朋、好友，以及這個國家和

這個民族，乃至全世界的閒事，因此造作著貪嗔癡的業。

由於對整個社會的見識過於狹隘，往往為了口頭上爭個高

低、看法上比個高下，而發生你死我活的械鬥紛爭。至於城

市人的爭鬥卻多是間接發生的，由於看多聽多了各種好壞的

情況，於是外表上看起來，對於他人身語上呈現出來的好壞

狀態，不會太在乎也可以寬大包容，但是內心卻因煩惱而非

常的錯亂。

總而言之，不論大小城市、不論高低上下，所有的人並沒有

不同，一切眾生都因為心靈的迷亂而遊蕩在輪迴中，因此不

得不修持能夠平靜心靈的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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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要如何禪修呢？首先要能身不動、語不言、心不隨妄

念、輕鬆的坐著。在身語意安然放鬆的狀態下，觀察自己從

出生到現在的所作所為。

人生最早期是學習，之後是工作，以及追著嗔恨煩惱的後面

跑，追著愚癡煩惱的後面跑，追著嫉妒煩惱的後面跑，追著

所有煩惱的後面成為煩惱的僕人。你們有些人現在也有相當

的年齡，有些人腳不好、腰不好，然而即便身體已無法當煩

惱的僕人，但是心仍舊是煩惱的僕人。

至於年輕人，雖然身強力壯，卻在認知上十分混亂。由於各

種的上癮，於是為了成為煩惱的僕人而制定各種計劃、立下

目標。然而從出生至今，我們達成了什麼有意義的事？自己

熟識的家庭、親人，都在為貪嗔癡煩惱所奴役，這樣又能有

什麼成果？在自己記憶中那些已逝的人們，成就了什麼？現

在的人們，正在成就什麼？未來那些年輕的人們，又能成就

什麼？此刻若是死了，自己造作的異熟業果，將如影子一般

跟隨著身體。有沒有再次獲得人身的把握呢？既然沒有把握

卻又浪費暇滿人身、糟蹋人生，這就是不懂得獲得人身的意

義。

從無始輪迴至今，沒有什麼是心裡沒想過，身語沒做過、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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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過的。從出生至今，自己已經造作了許多的善惡業，想想

那些熟識的人做了些什麼？又因此而得到了什麼結果？如此

深思，自己來世將投生為何，大概就可以預測了。

我們這一生肯定有許多執著於輪迴的想法，應該稍微將這樣

的想法減少，若不將修持正法的計畫以及動機稍微增加，一

旦身心分離、死亡來臨之時，可能立刻就墮至無盡痛苦的地

獄境界，或者投生至餓鬼、畜生的境地，屆時無有出期地遊

蕩於輪迴中，這將是毫無疑問的了。

現在你們已經獲得了精髓正法了義大手印，如果你們無法理

解，那麼這是我說不好的過失，但是所說的這個法，是根本

傳承上師加持的力道沒有消失的無垢了義大密口訣。

總之，我盡量地讓各位能稍稍了解，藉由譯師們的恩德，大

家應該是有所領會的。要知道，修持有理解、覺受、證悟這

三個不同的層面，不要僅是這麼聽聽就放著，而是把握要領

去實修且運用。

過去已經使暇滿人身在懈怠與散亂中虛度蹉跎，現在從內心

深處要如此確認並且下定決心：「從今天起，直到確信還

未生起之前，為了要讓人生具有意義，不修持正法是不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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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已經好幾天都在講說〈普賢行願〉以及《恆河大手

印》，這對我說是可以了，但是這對你們來說卻是效果不大

的。假使你們心中能如是生起對輪迴的厭惡及出離心，我說

法的目的才可以說是真正達成了。

【禪修】

一起念誦具有加持力道的這兩句偈頌，思維其義而觀察修：

嗚呼輪迴法，無義乃苦因，

所作無實義，應觀精髓義。

這是在說：「無始以來直至今日，這一切造作的輪迴諸法，

都僅僅只是無意義的痛苦成因，是連一點芝麻大小的意義都

沒有的。從今日起，不要再散亂於無義雜鬧的作為上，要以

修持正法來面見俱生法身的本來面目。」

▏
對於自己身語意三門的作為與行止，要從各方面好好的觀

察，若是產生了絲毫的純淨善德，要想著：「那是上師三寶

與父母的恩德」，因而歡喜地隨喜。如果三門的行止並不良

善，就要想著：「我得到了這暇滿人身，然而卻無力回報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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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上師和父母的愛。我要從今日起打起精神，一定不要再浪

費人生了。」要如此果斷地立下誓願、下定決心。

想像自己飛到前方虛空的高處往下看，所有眾生只是這大地

上的塵土；在這瀰漫的塵埃中，屬於人類的眾生有七十多億

人口，而你只是其中之一。我們從出生迄今，從哪裡來往哪

裡去，想著什麼、說著什麼，做了什麼好事，又做了什麼壞

事，老實誠實地去看看吧，自己造了什麼善惡業自己是能知

道的。如此認識之後，就會自然知道：什麼是該取的，什麼

是該捨的，以及現在的自己是站在了什麼樣的分界點上。

在這樣的觀想過程中，我已經整個看過一遍─我自己從小

迄今來到金剛座說法為止這一生的行止了。不知道你們看得

如何，我個人學法修行的順緣是都具備了，可以說是很幸運

的。至於我這一生能不能有意義，就是在我自己的手上了。

能夠讓生命有意義，那是自己的本事；浪費蹉跎了人生，也

是自己沒本事，這是責怪不了別人的，對於這點我是很明白

了。我從出生至一歲半的時期是怎麼一個情況，自己一點也

不記得，只能聽別人說。從三歲至今日，需要記得的事情都

能記得很清楚，即便認為自己很健忘，但是種種需要記得的

事情也是沒有忘記的，都能很清楚的見到。

諸位從小至今發生的種種，在這一座觀修上，有沒有清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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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到，自己是知道的。如果沒有看到，之後找時間回憶一

下，書寫下來回顧反思是非常重要的。

過去的所作所為如果不能記得，對於自己曾經做過的好事，

沒有辦法修持隨喜以及歡喜心；對於曾經所做過的壞事，也

不會懂得懺悔。要想起過去的事情，不是為了炫耀和宣傳，

而是因為自己對自己的恩德最大，所以將過去自己造作的業

行，好好地加以思索，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過去造作的業，自己要能心生感恩，並且發起誓願與決

心，修持與改進自己的見與行，成為一位死也無悔的真正修

行人。以上所說請大家要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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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盡離能所執，即是見之王；

若能無散亂，即是修之王；

若能無勤作，即是行之王；

若能無希懼，果位能得證。

外在的所取境以及內在的能執心，這兩個面向都不具有能夠

獨自成立的物質事物，能認識到顯相和心沒有差別，這即是

所有見地中最殊勝的大手印見地。在進行止與觀、生起次第

及圓滿次第等修持時，雖然禪定之門有上百種，但是一切修

持的精華要點即是不散亂。

所謂「不散亂」的意思是指：如如不動於法性真如之義。如

此的修持，即是無修大手印之修，也是一切禪修之王。

在行為上─身體的搖動、語言的詮說、心意的妄念等等，

三門雖然有著無量的行止，但是行為若能如法如理，也能轉

化成為解脫與遍知一切的因。若是行為不如理，將成為輪迴

與無邊惡道之因。

若能沒有任何勤作與刻意，就是大手印的行為，也是一切行

為之王。若能保持超越執取的見地、無有散亂的禪修、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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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作的行為，並且斬斷了希望能好的期待，以及擔憂不好的

疑懼，最終定能證得大手印勝義俱生之本智。

▏
20

超離所緣境，心性本清明，

無有所行道，即是入佛道，

修無嫻熟境，證無上菩提。

心的自性光明大手印，不住於任何色法的一邊，是超越任何

所緣焦點和妄念的對境。然而，新修的瑜伽行者們會說：

「現證勝義俱生的本智」，這雖然看似需要將俱生法身當作

所緣境、當作目標，但是有朝一日，當自己在地與道上的了

悟提升時，這個所緣目標也會平息寂滅，這時才能證悟到本

然俱生本智，了悟自性光明心性法身。

心性法身並非透過道上的修練，去得到一個過去未曾有的全

新狀態，而是了悟到所行的道及能行於道的人，在修道上由

於三輪的執念完全消除，而登上了圓滿正覺的道路。若能熟

練嫻熟於「遠離作意與執相勤作的能修所修」，即能進入無

修法身之城，證得無上圓滿正覺大菩提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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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修」就是「熟練」，無論是修什麼，都是為了將所要

修習的內容熟練並穩固。主頌中所提：「修無嫻熟境，證無

上菩提。」在一些經典中，也有引述為：「無有修行境，嫻

熟證菩提」這樣的寫法。我的這個版本，是一位在心上生起

大手印了悟的大瑜伽士親筆書寫下來的文本，因此我認為應

該是不會有錯的。

盡離能所執，即是見之王：

若能無散亂，即是修之王：

若能無勤作，即是行之王：

若能無希懼，果位能得證。

以及，

超離所緣境，心性本清明，

無有所行道，即是入佛道，

這兩段，是在教導大手印的見修行果，以及如何在見修行果

上，致力於超越執念的口訣。

初修者在最初修行時，雖然需要有所緣境和努力作意，然而

一旦經歷了大手印的四瑜伽中，每一瑜伽裡的三品，總共

十二層次，到達了大離戲的了悟之後，修與不修就沒有差別

了，此時禪修已是普遍相續的了。從此你們的身語意能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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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鬆坦放鬆，對什麼都不會執著，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散亂

了。

【禪修】

現在安住在這一句的意義上：

盡離能所執，即是見之王；

若能無散亂，即是修之王；

若能無勤作，即是行之王；

若能無希懼，果位能得證。

超離所緣境，心性本清明，

無有所行道，即是入佛道，

修無嫻熟境，證無上菩提。

▏
21

嗟呼！

應於世間法，善能起分別，

如夢如幻化，不堪觀察矣，

夢幻無實義，故而生厭離，

拋卻世間事，斷貪嗔緣境，

獨修住山林，安住無修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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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呼」是哀嘆詞。因為見到如母的一切眾生，長時間在輪

迴中劇烈地被痛苦逼迫著，於是心生難忍的慈悲之心，而發

出了哀嘆悲號之聲。

世間輪迴的一切萬法，不加以觀察分析的時候，看起來似乎

是穩定成立、實在不虛的，然而當〔我們〕好好地觀察分析

時，是沒有一點實實在在的成分存在，就如同幻象與夢境一

般。

幻象和夢境的各種顯現，在施幻與做夢時，看似無誤無謬

的，但是當幻象終止，大夢初醒時，將找不到絲毫的真實。

同樣的道理，直至無明迷惑的錯亂沒有消逝之前，種種自他

冤親、苦樂善惡都會顯現。一旦能所二現顯相的錯亂平息

了，那些看似真實的輪迴，便分毫都不存在了。

我們在入睡時夢境的顯相，以及在此世此生的顯相，這兩個

顯相除了時間長短的差別之外，再沒有其他的不同。夢境的

顯相，會發生幾個小時的顯現，此生的顯相，會發生許多

年；除此之外，這兩個顯相狀態，沒有一點真假上的差別。

夢醒時，雖然終止了夢境的顯相，但是卻沒有停止夢境所遺

留的習氣。同樣的，死亡的時候，此生的顯相雖然消失了，

但是此生所積聚的業行、業習，仍會留下印跡。家庭、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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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受用，這一切想要得到的世間輪迴法，都符合於無實如

幻的比喻。

因此大師鼓勵〔我們〕必須要對於至今做了許多無意義的業

行心生厭離，以及對於輪迴的任何行為造作，要放下且不再

貪執。對於輪迴中的冤家、親人，以及一般人，不要生起貪

嗔癡等心念，要直接、間接且持續地完全斬斷世間的作為，

自己一人到無人寂靜的山林中，安住在無修大手印的意義

上。

〔這麼說的原因是〕，在尚未到達勝義俱生本智，以及無修

法身城之前，由於沒有能夠真正如法利益眾生的能力，因此

能對眾生所做的利益是極微小的。因此要藉由對於輪迴的福

樂而心生厭離與出離心，以此來減少對輪迴的執著，所以大

師說要去到無人寂靜的森林裡，安住於無作意的大手印中。

無論是聲聞、緣覺、菩薩，或是在金剛乘階段的任何時候，

出離輪迴之心猶如是整個法道的中心點一般地重要。在無人

寂靜的山林裡，由於沒有人來人往，也沒有各種喧鬧之聲，

因此修行的障礙會比較少。總而言之，要在內心中深切地認

識：一切輪迴世間的作為，是沒有一絲一毫的意義，而後發

奮努力地修持正法。

接著，如上所述，要讓身語意鬆坦、放鬆地專心一意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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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輪迴世間法有沒有意義？好好地觀察並安住。

我們是四處漂泊的人，可以見到各種各樣人類流浪漂泊的狀

況。當我們到達一座高山頂上，在那兒仔細地觀察，肯定可

以發現一些城池屋舍的遺址，這就是無常如幻的比喻，說明

了輪迴法毫無意義的一個現象。

同樣的，仔細觀察那些現在誰都不願意去，有著恐怖猛獸的

濃密森林中，肯定也會找到人類曾經居住過的痕跡、耕作的

痕跡、建造房屋的痕跡，這也是無常如幻的比喻，亦是說明

了輪迴法毫無意義的現象之一。

去到一處空無人煙的地方，抓起一把土仔細的觀看，化為粉

塵的人骨、獸骨四處遍布，幾乎沒有一粒塵土未摻雜著骨頭

與血肉，而這一切眾生貪執輪迴的欲樂，卻終究在輪迴與惡

道的無邊痛苦中死去。

由於以上所說的種種原因，要在內心對於輪迴法毫無意義這

一點，生起深刻地確認。如果一腳踩在輪迴的中央，另一隻

腳踏在涅槃的梯子上，腳踏兩條船的作為，是佛法與世間兩

邊皆不會有成就的。

西藏有句諺語說：「兩頭針，縫不了東西。」一根針若有兩

個針頭，根本是無法縫紉的。同樣的，心中一邊想著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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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的事業，一邊也想著要成就佛法的修持，如此三心二

意，最終佛法和世間都不會有好結果。

眾生無始以來由於熟悉罪業與痛苦，因此在佛法與世間這兩

種想望上，自然會偏向對於世間的追求。由於沒有修善棄

惡，我們至今仍不能確信輪迴是沒有意義的，因為無法心生

確信，也因此無法反轉這個趨向於輪迴的心。

在家人因為有各自的夫妻子女、資產受用及工作事業等等，

受到各種輪迴的貪執繩索捆綁著，因此沒有力量去反轉那朝

向輪迴的心，出家人亦是如此，猶如衣服上沾黏著口香糖一

樣，對於輪迴仍然有著貪執，也許有些人已經走向了世間的

輪迴，這些人真是非常的可悲可憫。

我並不是要諸位在座聽法者，男性都要出家當和尚，女性都

要出家當尼師，然而，如果真能如此也是很有意義的事。要

能在心上確立輪迴法沒有意義是非常重要的。請將上述所講

的道理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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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

嗟呼！

應於世間法，善能起分別，

如夢如幻化，不堪觀察矣，

夢幻無實義，故而生厭離，

拋卻世間事，斷貪嗔緣境，

獨修住山林，安住無修境。

近來有些人對於出離輪迴的意義有所誤解。當我們說「出離

輪迴」的時候，不是要將輪迴當仇人看待，而是去認識輪迴

確實沒有意義的這個事實。由於了悟輪迴的本質即是痛苦而

心生厭離，由此生起想要解脫輪迴的心願，這就是出離心。

眾生因為沒有出離輪迴，於是正在且即將飽受無邊的痛苦，

即便如此，卻也沒有去做出絲毫有用、有意義之事。人有生

老病死的苦，首先是出生之苦，中間是衰老之苦，接著是疾

病之苦，最終是死亡之苦。此外，對於那些已經得到食衣住

臥、土地房舍之人，會因為疑懼被他人搶奪或憂心失去，而

有守著這些財物的痛苦；對於沒有這些資財之人，便有著不

顧白日辛勞、夜晚無休，不顧冷熱飢渴地想要求取的痛苦。

既然輪迴的欲樂以及輪迴法沒有纖毫的意義，然而我們會

問：誰做到了所謂有意義呢？答案是：從毘婆尸佛直至釋迦

牟尼佛的七佛，以及跟隨釋迦牟尼佛的數十萬證得阿羅漢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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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弟子、證得菩薩果位的上萬弟子，以及進入密咒金剛乘

法道而獲得成就的上千瑜伽士，這些聖者都是讓生命具有意

義之人。因此，對於輪迴沒有意義而確認其毫無意義，可說

即是對輪迴生起了出離心。知道這一點很重要。

▏
以上所說的種種道理，若能如理修持，就能夠淨除無始輪迴

以來所累積的罪墮習氣，且能證得無修大手印的果位，因此

說：「若得無所得，即得大手印」。安住在無修中，即是證

得了沒有任何能得、所得與獲得，不依任何因緣，自性無所

得本自安住的心識，亦可說是勝義俱生之本智。然而，若問

那強大且長久所熟習的業、煩惱、罪障、習氣等等，要如何

淨除呢？以下就是以譬喻來說明。

22

若得無所得，即得大手印，

譬如大樹幹，枝繁且葉茂，

僅斷一樹根，萬葉盡枯落。

如是斷心根，輪迴枝葉枯，

如千劫積闇，一燈滅眾暗，

如是自心光，於一剎那傾，

多劫所積聚，無明罪障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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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將一株有著成千上萬繁茂花葉枝幹的大樹從根斬斷，所

有的枝葉花果都會因此乾枯。無始以來直至今日，讓我們受苦

無盡的輪迴大樹之因，就是想著「我」的我執心。若將此根源

斬斷，由我執所生的貪嗔癡，以及由貪嗔癡所生的罪墮習氣等

枝葉果實就會隨之乾枯，從而證得無修大手印果位。

這個想著「我」的我執輪迴根源，一旦轉化為了悟無我的智

慧本質時，輪迴的業、煩惱因果等都將會完盡止滅。又像是

一盞明亮的燈火，能在一剎那間消除千劫的濃重黑暗一般，

當見到了自性光明的心性、俱生的本來面目時，瞬間當下即

能消除千劫所積累的罪障習氣，而達到淨化清淨。

當看著心的本質時，文字的戲論（詮說）並不重要，但是一般

對於「劫數」而言，有所謂的大劫、中劫等分類，其中有成、

住、壞、空以及圓滿時和鬥爭時等許多名相類別。佛說，當劫

數是圓滿的時候，人們長壽無病且富裕；當鬥爭及五濁惡世的

時候，人們短命多病、戰爭飢荒等衰落的情況頻繁。

所謂自心光明的意思，並非是形容我們的心像燭火及手電筒

那樣發光發亮，其實是指明覺之心無礙展現，且不因無明蒙

昧而昏昏暗暗，因此說是自心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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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

讓身體安放在本然、語安放在本然、心安放在本然中，專心

思維以上所說的道理而安住：

若得無所得，即得大手印，

譬如大樹幹，枝繁且葉茂，

僅斷一樹根，萬葉盡枯落。

如是斷心根，輪迴枝葉枯，

如千劫積闇，一燈滅眾暗，

如是自心光，於一剎那傾，

多劫所積聚，無明罪障滅。





   
第
九
章 

心
不
修
整
本
自
清
明

無
生
心
性
是
完
全
任
運
而
成
、
天
然
具
足
，

並
非
要
去
證
得
原
來
沒
有
的
全
新
功
德
。



148

▏
23

噫嘻！

若以心識法，不見離心義，

若以造作法，不悟無作義，

若人欲得證，離心無作義，

應斷自心根，赤裸住覺性。

「噫」是在呼喚著三界的一切眾生，表達著：你們至今仍

然不認識自己本性中的勝義俱生本智，實在是太奇妙了。

「嘻」是表示嘲諷的語氣。

顯現為能所二執的種種事物，是心識法；沒有能所二執的本

智，是超越心識的法。二執顯相的心，不能見到唯有無二本

智才能悟到的境，也就是實相真如之義。有為錯謬的主體，

不可能悟到無謬光明無為的意義。

一般在共通乘別的修道過程上，需要先依靠心識之法，進而

悟到離心識的真義；透過修持有為的善法與捨離罪惡，而見

到法界無為的勝義。然而，在此頂尖的乘法中的無修大手印

法脈，由於是以果為道，所以認為透過心識法和有為法，不

可能見到離心、無為的意義。這兩句的意義若能領會，下面

所說的道理便沒有不包含在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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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座的譯師們，以清楚易懂的方式將這兩句話向聽法的學

員們好好地解說：「若以心識法，不見離心義，若以造作

法，不悟無作義」，這兩句的意義，是在教導修持的方法。

對於「心超越了二顯的境，是有為錯謬法所不能了悟的」這

個道理若想要有所領悟，就要斬斷因為無明蒙昧，而錯亂

地將自覺當作是「我」而生起「我」的想法─也就是「我

執」，並且對於勤作刻意等緣於三輪的修持，以及種種想要

更好的希望、懼怕不好的疑懼等等，所有善惡的妄念外衣通

通都要卸下，讓自生的明覺，赤裸鮮明地安住。

我們出生的最初時刻，身心都是沒有衣著，赤裸裸地出生

的；由於希懼的驅使，於是暫時穿上了蒙蔽我們本性的二相

之衣，使得赤裸心性與我們分離。此偈頌的意思是要鬆坦地

安住在平常識上。

▏
24

分別念濁水，令彼還澄淨，

顯相不破立，安住於自地，

無取捨萬象，解脫大手印，

阿賴耶無生，捨習氣罪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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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傲莫揀擇，安於無生義，

顯相任顯現，凡心諸法盡。

令心不平靜的三時妄念垢染之水是能夠清淨的。例如，混濁

的水中看似有著髒污與塵土，若是不去攪動並且穩定的放

著，濁水自然會變得澄清。由於三時妄念總是在攪動著我們

的心，因此心無法平靜；若能不造作且自然、本然地安放

著，心自然能變得澄澈。

因此，不追憶過去的念頭，安住在本然；對於內外的種種顯

相，沒有修整與破立地鬆坦安住在鮮明的當下心。「這是該

捨的，所以要去減除；這是該取的，所以要去做到」─不

要做這樣的分別取捨。從平等性中去觀照，一切萬有萬法皆

解脫於大手印之中。

輪迴涅槃、解脫迷亂這一切的基礎即是俱生本智，這不依任

何因緣而生的如來藏，本自天然地存在於一切眾生的心續

上，然而我們自心因為我執等等業、煩惱、習氣，因此見不

到實相。

然而，這些垢染是以臨時性的且可以脫離的狀態存在著，只

是暫時的發生，如來藏的本質是從未受到一絲染污的。好比

當雲和霧發生的時候，會阻礙我們見到天空，但是天空本身

並沒有被雲霧所附著沾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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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本然俱生光明心的自性，因為暫時被業、煩惱、罪障

所遮蔽障礙以至於見不到，但是光明心性本身是絲毫沒有被

染污的。所謂「捨習氣罪障」是指，為了證得離覆障的心性

而要捨除障礙，但是這意思並非是要透過對治法的力量，而

去消除心性上所存在的垢染。

「傲慢」也是我慢的意思。這一段是說，透過修道上的瑜伽

修煉，當生起暖、覺受等微不足道的道上徵兆時，不要傲慢

自滿地認為自己是開悟者、成就者、大瑜伽士。不要覺得自

己比他人更優越、更有權限，或是高估自己，這時要安住在

因緣所生有為法的無生之義上。

無生心性是本來離繫、成熟的功德，是完全任運而成天然具

足，只要暫時的染污漸次脫離便能現前證得，並非要去證得

原來沒有的全新功德，因此偈頌說：不應有我慢，也不應有

所揀擇。

因為沒有了悟阿賴耶無生之理的無明，導致於生起自他二分

等等的執著，於是自心感知且顯現這一切萬有輪迴法。然

而，種種顯現畢竟僅是顯現，因為本質上沒有獨立自主的實

質，所以凡俗心的諸法也是法性。讓心的顯現（念頭）安放

在原處自地，凡俗心就會消失泯滅，好比波浪的形成源自於

水，最終也回歸於水一般，各種顯相來自於心，也會在心性

之中，立地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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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能修持顯相自解脫的口訣教導，絕對會有極大的利

益。一般而言，一切的修持沒有不甚深的，但是在所有修持

中，顯相寂滅於心的口訣教導，對於我們這種資質的新修者

而言，是最適當、適合，而且最能得到實實在在的大利益。

由於有些教法太高深，有些則是重複又重複地索然無趣，因

此與各自的資質不適合、喜好不相應，以致在實際修練上感

到疲乏困難，也有這樣的情況。但是這個禪修次第在修持上

是最容易的，而且一旦實踐了，就能有實實在在的效益。在

這個道理上，我們一起禪修一下。

諸位的身語意鬆緩、鬆坦地不追憶過去、不迎取未來，安住

在當下鮮明心識中。透過這樣的安住，客塵垢染便會自然止

滅。例如：天上有時烏雲密佈、雷電交加，感覺像是天搖地

動一般，當這些氣候現象逐漸地自然消失之後，又展現出清

澈晴朗的天空。

同樣的，我們現在的心雖然因為貪嗔慢嫉等煩惱，有如狂風

般劇烈，如閃電般迅猛，然而若能對這個心沒有修整破立，

只是原處安住在鮮明的平常識中，二執而生的業、煩惱、罪

障，都將原處寂滅自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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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

現在我們一起禪修幾分鐘。要從根本上去捨棄無始輪迴以來

所積聚的一切煩惱罪障，即使無法成佛，也要讓煩惱罪障的

力量削弱。在禪修的時候，是絕對不會受到業煩惱所控制影

響的。當煩惱止寂、妄念止滅時，由於不再隨順妄念，於是

業煩惱便會寂滅、消失、清淨。若能如此，就是對於教導中

所說的道理，做到了如理修持：

分別念濁水，令彼還澄淨，

顯相不破立，安住於自地，

無取捨萬象，解脫大手印，

阿賴耶無生，捨習氣罪障，

莫傲莫揀擇，安於無生義，

顯相任顯現，凡心諸法盡。

教導說：水不混濁自然澄清，心不修整本自清明（水不動時

自澄清，心不動時自清明）。自心若能自然放鬆安放，煩惱

妄念也會自然平息，自己消失，自然澄明，不需特意捨棄煩

惱妄念。直觀煩惱的本質，妄念便會自然平息。

若問：當妄念自己平息滅卻之後，還會剩下什麼呢？此時，

法性無生勝義、俱生本智將會赤裸裸地呈現。法性本質上是

沒有妄念煩惱的，因此〔我們〕就應該要令妄念煩惱泯滅不

存。這個道理是平時要放在心上的教導之一，不僅是能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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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道理，也是必須要去修持的重要教導。

自他一切眾生無始輪迴以來至今，由於隨順著煩惱而飽受著

六道無量悲慘的折磨而痛苦疲憊，但藉由修持顯相自解脫的

口訣教導，煩惱無明等痛苦及其因果，都將能自解脫。就讓

一切在其原處自解脫吧。

▏
25

解脫盡邊際，最勝見之王；

無邊且深廣，最勝修之王；

離諸決斷邊，最勝行之王；

無求自解脫，最勝果之王。

完全解脫於有無、是非等一切極端的邊，即是見地之王。如

果仍以所見的客體與能見的主體這兩者成立的方式去觀待，

便失去了大手印的真義。因為任何從有無、是非的角度來觀

待，都會成為邪見。

不定位於任何一個立場或角度，才是大手印的見。這是說，

了悟所見的客體境並非實有，則是解脫了「有」邊；了悟能

見的主體者並非空無，則是解脫於「無」邊。有如此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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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悟，即是解脫於一切邊的見地之王。

各種教示空性的經論，最初為了破除心的俱生實執，於是成

立了真實空的空。在成立了真實空（空性）或者有空（萬有

皆空）之後，如果不能成立無空（空性亦空），這同樣是落

入了斷見。所謂解脫超越一切邊是指：不僅解脫於有邊，也

要解脫於無邊，這才是圓滿解脫一切邊。這是無修大手印的

見地，也是一切見地中最殊勝的見，因此稱為見地之王。

沒有常斷、生滅、來去等等的邊限，卻是既深又廣，這即是

修持之王。確定了不住於任何一邊，也對於不落入任何一邊

不再疑慮，這即是行持之王。沒有「想要得到這樣的結果」

的希冀，也沒有擔憂得不到的疑懼，毫無希懼地在自然俱生

的本智中解脫，這即是究竟殊勝之果。

此外，修持、行持與果位必需與基本的見地相應和，了義大

手印因為是基礎與果位無別，所以在基的見地上是如何的確

立，在修道上便要那麼的修持，最後才能由此而證得果位。

修持、行持、果位這三階段必須與見地相符合，道與果是必

須和基相符合的。

所謂「見」就是基的意思，「修」和「行」指的是道，究竟

就是「果」。總結而言，這個偈頌是在教導大手印基道果這

三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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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之所以說基就是見的原因為何呢？教導說：「一個修

持大手印的人，要證得勝義俱生本智」，此處所說的：要證

得的所緣對象─勝義俱生本智，其實就是自心的基礎自性

如來藏。

所謂「修」是指：在禪定中專一安住。「行」是指：在出定

之後的後得位階段中，身語的修持。「果」是指：依於道上

的修行而達到的究竟證悟。

偈中對於大手印的見修行果，或稱為基道果的修持上提到，

首先在身體上若無法放鬆，心便不能放鬆。所以，身體要在

七支坐法的範圍中，鬆緩、放鬆地安放，之後，心不去修整

或破立，於勝義俱生本智中不動而安住。雖然這麼地安住，

然而現在我們尚無能力了悟勝義俱生本智，但是在如此練習

之後，若生起些微的暖兆和覺受，也算是可以了。

我無法確定諸位是否確實達到勝義俱生的了悟，關於這點，

我想分享一些自己的體驗：

以我自己來說，我在許多有如佛陀一般的具德善知識跟前，

習得了許多口訣教導，並且我都已然修持，並生起了非常甚

深的覺受，也相當地生起了與覺受相關的覺證。但是，如果

說我現在已經悟道了、已經來到無修法身城了、已經證悟登

地了，說這樣的話，就是犯了妄說上人法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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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我現在仍然在修持大手印的見修行以及基道果，

也對他人講說，並且正在著作。試圖藉由這些行為，盡量使

自己的心沒有遺憾。重點是，我並沒有在心上生起什麼特別

的覺證，也沒有證得無修法身果位。

諸位若是如理地修持，今生有可能在心上生起殊勝的覺證且

到達無修法身城。大手印傳承的加持非常之大，有句話說：

「再傳弟子比弟子更優秀。」意謂在上師尚未成佛之前，弟

子的弟子已經成佛了。我也祈願著，在這個說法會場上，若

有在心上生起殊勝覺證的幸運之人，皆能迅速地到達無修法

身城。

【禪修】

如上所說的道理，我們一起來修持大手印的見修行果，讓心

安住並思維這些具有加持力道的偈頌：

解脫盡邊際，最勝見之王；

無邊且深廣，最勝修之王；

離諸決斷邊，最勝行之王；

無求自解脫，最勝果之王。



158

▏
26

如深谷瀑流，初修者覺受；

如恆河緩流，中等者覺受；

如母子相會，最終水匯流。

此偈在說明一名修持大手印法道的瑜伽行者，產生覺受的次

第。種種無始以來所積聚的業、煩惱、習氣等等世俗迷亂的

表相與我們形影不離，但是透過大手印的修持，能得到些微

的身心自主權的過程。

一開始要能去認識解脫於一切邊的法性真如是很困難的，感

覺上妄念變得更掉舉了。就像在一座狹窄的山谷凹陷之處，

一條有如恆河般的大河若是奔流而下，肯定是波濤翻騰、震

天巨響、水勢鮮明。同樣的，心與由心所生的種種妄念持續

不斷，感覺好像念頭越來越多、煩惱越來越大，這其實是新

修者禪修做到位的徵兆，即是所謂：最初深谷瀑流覺受，或

峻嶺飛瀑覺受。

此時，瑜伽行者對於這些感受不應予以取捨揀擇，應絲毫無

懼於被如恆河瀑流般的煩惱大水所沖擊，或懼怕被妄念的巨

浪所逼襲。不要落入也不要隨順可怖妄念的強烈且巨響的瀑

流中，只要直接觀照（看著）正在爆發的妄念；這麼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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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由於妄念是心的化現，因此妄念將在心性中自然地平

息。

輪迴的一切眾生被妄念的大河所沖擊，由此沉入痛苦的大海

中。對於那強烈奔騰的妄念大河，需要保持適當的距離觀照

著，縱然感受到水的浪濤和聲響，卻不沉溺其中。若能如

此，教導說這就是一名瑜伽行者不再受制於念頭的徵兆了。

如此進行禪修時，令自心無法平靜的妄念將會失去力量。然

而，那些妄念並非是心外之物，它也是心性的變化顯現。密

勒日巴說：

妄念心之神變，確認其為神變。

這是說，要確認妄念就是心的變現。當行者在次第修持時，

若是感覺有如恆河流淌於平坦大地，覺得妄念的動盪似乎斷

絕了，當這樣的覺受發生時，即是大手印中等瑜伽行者的覺

受了。

此時，禪定的所緣會越來越穩定，心也越來越平靜，妄念的

勁道會減小，但是妄念並沒有停止。好比在瓦拉納西平坦的

大地上，恆河的水流因為過於平緩，當從遠處觀看河水時，

河水像是靜止不動一般，然而事實上河水仍然流動且沒有一

刻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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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河水每分每秒都在流淌著，你知道如果掉進河裡就會被沖

走、被淹沒，所以小心地看著河水；以這樣的方式修持，就

是中等的止禪。而被觀看的恆河若是過於遙遠，便無法確認

究竟是水或是沙地；像是在暗夜中的恆河是看不清楚的。因

此所謂觀看，並不是沒有覺性、不省人事、昏頭昏腦的狀態

去看，而是要如同在白日時刻去看著緩緩流淌的恆河那般地

去觀看。如此安住之時，妄念並不會消失，卻也沒有能力讓

我們的心變得不平靜。

那麼，止禪要修到什麼時候呢？要修到妄念與法性二者相

融、各自不分的時候。

好比河流、小溪以及深谷的瀑布等等，所有的水皆源自於大

海，最終也要匯歸於大海一般，心中的一切妄念是來自於

心，平息也是在心中息滅，一旦妄念的動盪爆發能夠平息，

止禪的任務便是圓滿了，接著就是安住在無分別念的勝觀之

中。

無始以來至今，由於我們的心不能安住於止寂，使得身口意

三門受制於煩惱五毒。因為嗔恨而對他者惡語、打罵、傷

害，因為貪欲而搶奪他人的財與勢，因為愚癡而妄說上人法

等等，造作了不可思議的罪墮，由於這些業行而發生了現在

種種無邊的輪迴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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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止禪的修持，讓心的一切妄念由最初有如深谷的瀑布，

中間有如平緩的恆河，最後有如母子相遇般地眾流匯歸大

海，在如如不動中而一切平息，在無可分別的平等性中而超

越，這就是圓滿了止禪的修持。以上是對於一位修持止禪

者，講說覺受生起的方式過程。

【禪修】

現在，我們要以結個法緣的方式，一起短暫地禪修。不論做

何種禪修，最重要的都是身體要坐直。教導說：身體直了脈

就直，脈直了氣就直，氣直了心就直。

當身體坐正坐直之後，語和意也要放鬆地擺直，不追憶過

去，不迎取未來，安住在當下鮮潔的心識上。然而，各種妄

念會自然地發生，妄念縱然生起卻不散亂於妄念上，保持

著：僅只是知道著。一開始會感到有如瀑布的覺受，中間是

有如恆河緩流的覺受，最終是眾流融匯於大海一般的覺受。

請結合著這些覺受而安住：

如深谷瀑流，初修者覺受；

如恆河緩流，中等者覺受；

如母子相會，最終水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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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講完了大手印止禪覺受的生起方式之後，接下來主要教導

的是如何消除修道上的魔障、障礙，以及如何提升功力的方

式，並且額外說明如何有次第的去依止不共的事業手印等等

內容。

這個口訣教導是非常嚴密且甚深的，不觀察弟子的心性是不

可以隨意講說的，但是完全不講說，也會使得這部教導的內

容失漏不全，所以我就象徵性地來講述。

以修持大手印之道的次第而言，結合著方位、時間、五大以

及種種妄念，以及結合佛身、本智、佛土、越量宮的淨觀而

作修持的方便道有很多。這些修持次第在《恆河大手印》的

主頌文中雖然沒有涵蓋提到，但是我們要知道這是間接表述

的口訣教導，所以我們現在只是用一部分的內容來指導實

修。

若要將所有十方、四時、五大、五毒煩惱，皆用來練習禪修

的話，時間實在是不足夠，所以我就用這一切的根源─愚

癡，來做說明。

在要被淨化（所淨）的五毒煩惱中，蒙昧於取捨的愚癡，是

五方的中央、五大之中的空大、五部中的佛部、五佛身中的



163

第
九
章

   心
不
修
整
本
自
清
明

大日如來、五智中的法界體性智，若將這些與禪修次第結合

來講說，不僅沒有違反禪修的主題，我認為是有很大的好

處。

上述我曾清楚地說明，在這部《恆河大手印》禪修次第的主

文中，有著未直接表述但需要我們去領悟的內涵，但是今日

時間已晚，這些禪修次第明日上午我們再一起修持。

接下來有許多《恆河大手印》中非常甚深的要點，無法很詳

細的解說；我這個說法者雖然對於這些修道次第也無法完全

地去修持，但是因為有傳承，因為加持的傳承沒有中斷，我

想若能大略地講解說明，還是比較好的。

以下是對於尚未進入修道者所說：

27

若有劣慧者，不得住其中，

應當持氣要，強行住覺性，

視線與持心，眾多分支法，

應善用直至，未住覺性前。

勝義俱生本智是平等周遍於一切眾生的心續上，並無優劣的

差別，但是會因為積福淨障的多寡，而造成在取捨上的智慧

有著優劣的不同。有些人對於善業的作為愚鈍且不明智，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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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不善業的造作非常的伶俐精明。

譬如現今有人能製造出在剎那間使整個世間灰飛煙滅、使世

界消失的武器，這樣的人非常聰明也有很高的智力，但卻是

鬼迷心竅地知道了如何製造出恐怖的武器。這種人沒有正慧

之眼，不懂得慈悲菩提心，也不知曉前世來生與業力因果，

即使告訴他們這些道理也聽不進去。

如此受到貪嗔癡的控制，無法安住在自性俱生本智中且受到

猛烈動盪妄念所驅使的人，教導說要去修習持氣。

由於心與氣混合在一起，所以會產生善、不善、無記的妄

念，若是氣斷了，這具身體也無法活命，這是因為心與氣是

相互關聯的。

那麼，若說心與氣這兩者是同一個嗎？不是。「氣」是微塵

所成的物質體，「心」是明覺意識的本體，所以這兩者並非

相同為一。同樣的，身與心的關係也不離這樣的性質。身體

是依於過去生生世世的業，以及父精母血的近因，加上其他

包括食物等等俱緣的力量，而積聚形成的微細色法。心則是

有如虛空一般，普遍一切，沒有中間與邊際，如虛空一般的

空。

在香巴噶舉的法教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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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如虛空無見空，以具覺心把持明，掌握明已鬆緩住。

如這偈頌所說，從無量且沒有中間與邊際，以及無可阻礙的

這些面向來看，心和虛空沒有差別。原因是，能夠用來譬喻

心的例子，除了虛空之外找不到其他比喻。

如果不去觀察僅只是從文字上來說，若是講心有沒有明晰這

一面向的話，心和虛空是相異不同的，但是從實相義來說，

有一個帶有覺性之心的主體（自），以及有所謂無可見（無

見）如虛空的客體境（他），這樣的分別在本質上是絲毫無

法成立的，這兩者是平等性。

一名瑜伽士對於不可得（無見）如虛空的空，以及有覺性的

心性光明，能以勝義俱生本智去把握住的話，那麼即是萬法

皆被大手印所攝印（萬法皆與大手印融為一體）。心與空大

是相通的，此外心與其他四大的哪個元素有密切關聯呢？心

與風大的連結甚為密切。

心識最初進入身體時，父母的元素性質是水，透過業風的攪

動而產生暖相（溫度），使得身體的各部位完整成形。在那

洛六法與尼古六法的教導提及：「拙火暖樂自燃」，這即是

透過風氣的作用而促使暖相增盛，所以教導說修持拙火是非

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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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不淨幻身之幻輪」（氣功）的基礎，上述已將最初修

練的素材，以及意識入住的方式皆作了說明。因此教導說，

藉由風氣的口訣，而能掌握把持覺性並令心安住。

讓風氣能夠切中要點的口訣及種類是非常多的，例如覺知呼

氣、吸氣，以及覺察吸、住、呼三種狀態，像這些能讓風氣

到位的簡易修持有很多。教導中說，在次第修持之後，可以

持中氣與瓶氣。接著是透過脈、氣、幻輪（氣功）三者結合

的修持，讓心氣及氣、脈、明點能切入要點，由此掌握把持

自生的覺性且調伏自心。

此外，這個躁動放蕩的頑劣心續，需要藉由掌握住眼睛視線

及攝心之口訣來調伏，直到能安住於自生明覺、法性真如為

止。

所謂「掌握」（掌控）是調伏鍛鍊的意思。譬如，當祖古們

行為不佳時，若有嚴格的老師能即時訓誡調教的話，就不得

不端正行為了，但是也有一些是無論如何調教也沒有什麼用

的案例。

我小時候，若是管得越嚴就越糟，若是越慈愛就越好。我的

老師現在九十三歲了，我對他很了解，因此每個人的品格性

情都不一樣。有些人是管得越嚴變得越好，也有些管得太緊

反而變壞了，有各種不同的情況。總之教導說，讓風氣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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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是為了調伏心性。

此外，在眼睛的視線訣竅上，有大象式的觀法、獅子式的觀

法、大鵬鳥式的觀法等等許多的方法。我們平日在禪修時閉

上眼睛或者昏睡不已時，可以睜開眼睛並且將視線向上看；

如果心是散動的，就將視線往低處看。種種方法雖然眾多，

若是我現在就詳細說明，時機是有點過早了。

所謂「觀法」，並非僅只是關於眼睛的視線而已，也要間接

地去理解其隱含的正見。總之教導說，直到能安住於明覺法

性之前，視線的訣竅及住心九法等方法，都是要去修習鍛煉

的。

這些是簡略說明修持大手印之道時，除障與提升的方法。至

於詳細與廣博的教授，都記載於大成就者帝洛巴、大班智達

那洛巴，以及大成就者梅紀巴的教言中。在印度聖地的大成

就者們的所有大手印訣竅，皆彙整於大手印的印度全集中，

相關主題皆可在這些著作中了解。

印度其他班智達與大成就者，以及藏地的十八大講修傳承祖

師等學修廣大的聖者們，不論是即興流露的零星大手印口

訣，或是從頭至尾順序完整的道次第教導，是多得數不勝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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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以馬爾巴噶舉而言，若將所有四大八小傳承持有者所教示

的口訣與書面教材統整起來，數量應該會有上百部貝葉經的

經函了。這些所有的內容，沒有一本是與大手印口訣、訣竅

無關的，可說都是教導大手印的典籍，都是直至安住於明覺

之前，需要全然掌握的教導。

那麼，這些大手印的典籍是何時產生的呢？部分的印度典

籍，譬如帝洛巴教導那洛巴的這部《恆河大手印》，是屬於

前期（早期）的教導內容，還有一些是同時期產生的典籍，

於此之後其他印度、西藏的所有大手印教典，都是在《恆河

大手印》這部著作之後所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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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

如同昨天的稍作解說，今日要針對五毒自解脫的修持次第之

中，能將一切煩惱的根源─愚癡，轉化為法界體性智的口

訣稍作解說。我將以結下法緣的方式來引導禪修，諸位要好

好聽著。

一切煩惱的根源是來自於：明明是「無我」，卻錯亂於「有

我」的愚癡。自覺的本智雖然是任何時候皆明亮著，但是

我們卻不認識其面目，且每分每秒都將其錯亂地當作是

「我」，因此蒙昧迷惑於業果及取捨，一再地生起錯上加錯

的愚癡。

然而，愚癡的發生是否沒有任何成因和條件，是自然地產生

的呢？不是。愚癡的產生是因為不認識勝義俱生本智的本來

面目，一旦認識了俱生本智的面目，就能安住在愚癡的反

面，也就是明空不二的法性本智上。

事實上，五智是一體的，本質上一味且沒有差別，因此，愚

癡這項煩惱淨化了，其他煩惱卻沒有淨化，這是不可能的。

就像六度中，若已究竟達到了智慧波羅蜜，不可能布施等波

羅蜜卻沒有達到究竟，其道理是相同的。

因此，清淨了愚癡的法界體性智，就是清淨了一切煩惱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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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法界本智的相貌，是以中央大日如來的身相來表現。展

現出五智能量與化現的五方佛，雖然各個有其不同，實際上

是不相異的，皆不離諸佛共主金剛總持的本質。

密續六部金剛總持，既是五方佛，也是一切諸佛的共主，因

此也有說金剛總持是第六方佛。從部族的角度：有佛部、金

剛部、寶部、蓮花部、羯磨部，但是每一部無不包含在佛部

之中。每一部的聖尊有：大日如來、金剛薩埵、寶生佛、無

量光佛、不空成就佛。然而，要在大日如來之外另外去尋找

金剛薩埵，事實上是找不到的。

從方位來說有東、南、西、北、中，這是依於錯亂之心所做

的分類。當處在東方的時候，站在東方的角度，東方本身即

是中央。因此，若要有任何一方的成立，不位於中央是行不

通的。同樣的，五大有地、水、火、風、空，而空是一切有

形的基礎，所以沒有一項大種元素未涵蓋於空大之中。

一般而言，一切萬法互為因緣而生，並不會沒有了一方卻還

有另外一方存在。因此，此處談到煩惱中的愚癡、五部的佛

部、方位的中央、大種的空大，其中一項淨化了，其他也就

隨之淨化了，這是容易了解，也是容易修持的。除了在觀想

上各有不同之外，其實在修持的原理上皆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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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將愚癡完全清淨的法界體性智，以及空大清淨的中

央大日如來，結合著如來部（或稱為佛部）一起禪修。此

外，該教的以及該修的這兩個部分一起進行的話，對於不丟

失教導的含義很有幫助。將所學習的道理結合禪修來修持，

這樣的方式請放在心上。

【禪修】

諸位首先將身口意鬆緩地自然安住，之後以純淨的信心和虔

敬心，念誦三遍〈皈依發心文〉。念誦之後隨文思維其義涵

而皈依三寶，發起殊勝菩提心。此偈頌的前兩句是皈依，後

兩句是發心。

諸佛正法聖僧眾，直至菩提我皈依，

以我布施等功德，為利眾生願成佛。

至此完成了皈依與發心的修持。之後在發起殊勝菩提心的觀

修上，要以切實的方式進行觀想。請修念一遍〈四無量心〉

文。這〈四無量心〉文的第一句是慈無量心，第二句是悲無

量心，第三句是喜無量心，第四句是捨無量心。

願一切有情具樂及樂因，

願一切有情離苦及苦因，

願一切有情不離無苦之妙樂，

願一切有情遠離親疏愛憎，常住大平等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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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從如來金剛總持直至上師金剛總持為止，要向根本及

傳承的一切上師祈請。教導說，佛陀金剛總持是賢劫第四導

師能仁遍義成就（釋迦牟尼佛）等現在諸佛、燃燈佛等過去

諸佛，以及彌勒怙主等未來諸佛，總集一體的本來面貌，是

四身五智的本體。

對於未能真正見到及聽到如來金剛總持話語的無緣者，那位

能指引出赤裸心性的上師善知識，對我們自身而言是比佛陀

更親近、更大恩的，這就是所謂的上師金剛總持。比佛陀更

珍貴、比佛陀恩德更大，這兩種說法有著極大差異，所以不

要理解錯了。

所有根本和傳承上師，其身體是金剛總持的化身，言語是圓

滿報身，心意是法身。從了義來看，雖然如來金剛總持的化

身形象是畢竟寂滅，超越了形狀與顏色，但是以名言世俗上

「未察一似喜」的角度來說，則會在眾生的清淨意識層面

上，顯現出各種面容、手印、法器等等的身相。

如同能仁遍義成就佛一般，金剛總持佛也有著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身色有如天空色澤的青藍，一面二臂執持鈴杵交

叉在胸前，雙足金剛跏趺坐，頭戴象徵權力的五方佛寶冠，

配戴種種珍寶莊嚴，這是圓滿受用報身轉輪聖王的裝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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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徵上：種種相好莊嚴的身相是化身；特色上：戴有五方

佛冠及種種珍寶嚴飾是報身；有著天空藍的身體色澤，則象

徵著法界真如不動之身。

整合其要義來說，對於與三寶三根本，以及與三身圓滿的如

來金剛總持無二無別的上師金剛總持，要能以「您都知道」

的如此信心虔敬，抱著強烈的渴盼而祈請。在進行十萬四加

行的時候，教典說：藉由強烈渴盼的虔誠恭敬，祈請加持能

夠拋捨我執之心，生起無所需求之心，滅除非法的妄念，了

悟自心無生，當下平息迷亂，了悟萬有即是法身。要如同對

傳承上師的祈請那樣地去修持祈請。

我執不除、無需求的心不生，遑論證得第六法身金剛總持的

果位了，即便僅僅是名詞的意義也無法如理地了解，因此要

向如來金剛總持直至上師金剛總持及佛子聖眾們，祈請加持

自心能夠成熟解脫，並結合修念，念誦遙呼上師的這段偈文

三遍：

至誠祈請上師仁波切，加持心能斷捨我執念，

加持心續生起無欲求，加持了悟自心乃無生，

加持惑亂原處得平息，加持了悟萬法即法身。

無始以來，一切輪迴涅槃的基礎，來自於不認識法界真實

性，於是產生了執為有我的無明，也因此有了煩惱習氣，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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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積聚了善、不善、無記的業，這些業果形成了現在的住

處、身體、受用等處境。

不論你願意也好不願意也罷，依於將要經驗的不共業，人人

各自有不同的身體、形色與樣貌。現在這具不淨的身體，如

果不透過身體坐姿要點的方法去鍛鍊，便無法生起正行禪定

以及甚深的修持。總體而言，有本尊、咒語、禪定的修持內

容，此處特別要修持的是，藉由咒語以及禪定的力量，將不

清淨的身體淨化為清淨的方法。

▏
嗡 薩巴瓦修達 薩瓦達瑪 薩巴瓦修達 吭

念此咒語，觀想輪迴涅槃一切萬法轉化為空性，將萬法淨化

為空，在空性中，本質是自己的心，表相是豆子大小的藍色

明點光球，當遇到因緣條件時，明點快速敏捷且很有力道地

沖飛至頭頂，要如此進行觀想。

接著，專注地集中精神，大聲的喊「呸」，同時觀想藍色光

點有如強力射出的箭一般，衝向高廣的虛空，融入至中央大

日如來的心間，此時自己的身口意與大日如來的身語意合一

無別成一味，然後安住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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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呸」（仁波切喊一聲），安住在此境界的同時，大日如來

是法界實相真諦、如所有遍知的法界本智，是能遍所有種性

的佛部，是一切方位清淨中央的淨土，是一切大種清淨的空

大，是超越一切因緣的無為自性。

接著，放輕、放鬆聲量，小聲的發出「嘎」這個音。此時藍

色光點好像向下墜落一般，慢慢從大日如來心間出來回到自

身。觀想自己的所在、身體、受用等等平時的一切顯相，又

回到了原先的樣子。「嘎」（仁波切發聲）

如此安住，能讓自己的身口意受到大日如來身語意的加持，

以及受到清淨的種姓、方位、大種的加持，輪迴的根本─

愚癡，亦能受到清淨的法界體性智所加持。

▏
我們在尚未修持這個口訣之前，雖然有著凡俗不淨的所依基

礎，但是透過修持這個道次第，如今自心轉化為調適的清淨

所依。要在認識了這一點之上心生歡喜。我相信諸位大概對

於「愚癡解脫入法界體性智」的觀修次第，已能如理清楚地

記住了。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我們現在修持的所在地是賢

劫千佛成道的聖地，地點十分神聖，而說法的廣場與環境，

我們在此至今已經數周，在這數個星期中深深地種下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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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聽聞、修持許多甚深教導口訣的習氣，因此諸位在禪定

的觀修上應該修持的滿好。

大日如來的身語意和我們自身的身口意能夠相融合，這是非

常善妙的。那麼，如此與大日如來建立起連結之後，要達到

的成效與成果是什麼呢？從今日起要讓愚癡的煩惱越來越

小，由此而讓貪欲、嗔恨、我慢、嫉妒等其他的煩惱，也自

然地越來越減弱。

那麼，如何能使愚癡煩惱變小呢？要制伏那沒有「我」卻還

想著「我」的我執，要讓我執失去力量。讓我執失去力量的

做法是：要大力地增長對一切眾生如母、感恩的慈心、悲

心、菩提珍寶之心，以及大力地增長對諸佛菩薩的信心、虔

敬心。若能這麼做到，我們的修持可以說是有成果了。

一定要將無始以來由我執所生起的一切煩惱，轉化為慈心、

悲心、信心與虔敬心。現在一起心口如一地由內心深處，以

純淨的慈心、悲心、菩提心和信心、虔敬心，將〈四身祈請

文〉的偈頌，憶念其義且帶著悲切的音韻來唱誦三遍。

如之前所說，請一定要牢記：在心上生起無造作的慈悲心、

菩提心、信心、虔敬心，並且令其不退失而更加增長，對於

對治愚癡我執，沒有比這更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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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虛空如母之一切眾生皈依上師佛寶， 

等虛空如母之一切眾生皈依上師遍滿法身， 

等虛空如母之一切眾生皈依上師大樂圓滿報身， 

等虛空如母之一切眾生皈依上師大悲應化身。 

▏
接著要講說的業印大手印，是甚深的教導，不可以詳盡廣泛

的講說，只能僅是為了讓典籍的內文不至於殘缺而結緣性的

講說。今日早上這一座香稍微超出了時間，我的感冒稍微好

了一些沒有惡化，這可能是因為諸位修行的力量，以及大日

如來的加持吧！

修持大手印的助力是「業印大手印」或「使者瑜伽」。

28

若能依業印，樂空本智現，

方便與智慧，加持入等持，

緩緩而下降，旋遮及引導，

使能至安住，遍佈於全身，

若能無貪執，樂空本智現，

長壽無白髮，如新月增長，

容光煥發矣，如獅大威力，

速得共成就，得入勝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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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稍微說明所謂「業印大手印」或者「使者瑜伽」的意

義，我想這樣會比較有幫助。

教典中提到：「修大印之助力即是道伴瑜伽」，為什麼會說

助力是道伴瑜伽呢？教導止與觀等等大手印的修持次第有各

種各樣，而這一切修持之根基與結果是不相異的。

比如說，在道上修持的時候，並不將所要斷捨的煩惱視為敵

人。由於煩惱即是本智，因此我們能將煩惱轉化為本智而平

息煩惱，僅此而已，並非是要把煩惱當作對立面，而使用對

治的方式去和煩惱打仗，這樣是斷捨不了煩惱的。

風大與火大匯聚到位之後，拙火的暖相點燃、太陽烘曬等覺

受的發生，都是依於「大種一味」的方便法而產生的。由於

一切內外的各種顯相，都是源於過去的業以及瞬間的緣所產

生，因此不需要將顯相視為敵人，應該轉而將顯相視為夢

境。

一位大手印的瑜伽行者在達到了極高的地與道證悟，成為了

如同薩惹哈大師、帝洛巴大師、班智達那洛巴、馬爾巴大譯

師等大成就者時，就能藉由使者瑜伽的修持來進行覺性禁行

的修煉。

「使者」的意思是信使、送信者。那麼，業印大手印是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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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傳遞訊息呢？由於業印這個修持的次第，能將基與果這兩

個部分結合，因此「使者」這個名稱，是從「作用」這個角

度來安立的名字。從能夠助益瑜伽行者的覺證增長這一面向

來說，則稱為「助伴大印瑜伽」。透過大印瑜伽的修煉，能

證得樂與空、樂與明、樂與無念的本智。

「業印大手印」也可以稱為「誓言手印」，原因是法性真如

不離於萬法因緣的顯現，展示出了這兩者雙運互助的象徵，

所以名為「誓言手印」。

從字面上來解釋「使者瑜伽」、「業印」、「誓言手印」雖

然很容易，但是要修持到位卻是非常困難的。

就像昨日我們修持「愚癡解脫於法界體性智」的口訣那樣，

此處也可以用作意觀想的方式進行修持。但是，要藉由真實

的貪欲、真實的嗔恨來轉化煩惱為道用，這是不容易的。例

如，八大傳承以及往昔藏地的智哲成就者，大多數皆是依於

無上瑜伽的修持而達到極高的證悟，但是他們在身、語的戒

律上，卻是追隨著聲聞別解脫戒，示現具足戒律的比丘、比

丘尼身相，就像是持金剛比丘那樣。

同樣的，那些白衣蓄髮的這一體系的行者，以咒師為代表，

他們持守七眾別解脫律儀中的優婆塞居士戒，他們透過進行

持咒修誦，而具有能力將煩惱轉化為道用，將煩惱轉化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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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但是這樣的人是寥寥可數的。

如理持守講修十八大傳承以及雪域佛教的往昔大德們，他們

並沒有將無上金剛乘秘密甚深的竅訣教導流傳於市面上，而

是以符合弟子心續的程度給予教導。依於這樣的因緣，使得

藏傳佛教能夠保存至今。假設他們將密法普遍流行於市面

上，因而導致人們有了紊亂不羈的行為的話，藏傳佛教早就

敗壞了。

可以從歷史、文獻和耆老的言談中清楚得知，過去在雪域藏

地證得生死自在、掌控五大、如鳥翔空、如魚游水、成就虹

光身、不捨凡身直入虛空而逝去等等，如此展現各種成就樣

貌的大德們多如繁星，他們的行為並沒有狂放輕浮，都是依

於持守著別解脫律儀並修持密咒生圓次第，而達到這種種成

績與成果。

由於了解所謂「助伴使者瑜伽」、「業印」、「誓言手印」

的意義很重要，所以在此簡略且粗略的做了文字上的解說。

其他各種各樣的解釋說法，我不知如何說，也不能說。為什

麼呢？許多祖師大德們都說我是佛教的持守者，因此若我在

此內容上講說各種解釋的話，遑論我能持守佛教了，取而代

之的是我可能成為毀滅佛教的人。

但是不予以些微的解釋說明，這部著作的內容就無法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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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詞句上做了簡略的解說，我想這樣應該是可以了。

近來要能見到成就的徵相是非常不容易的，而無法見到成就

之相的原因：一者是成就的人越來越少了，二者是因為我們

的業不清淨，所以見不到。

這兩種原因之中，我清楚地發現，在業力不清淨的這一面

向，我們確實是精進薄弱、淨觀微小、菩提心不夠深刻。無

論你、我或是他，我們大家為了完成世間輪迴之事，可以左

繞右繞地環繞世界，極盡地吃苦耐勞，然而，如理地去修持

正法便沒那麼精進和堅毅。

修行者雖然在進行修誦持咒的修持，但是能夠一剎那也不散

亂地修誦的人，卻是非常稀少。此外，進行聞思學習的人有

很多，但是卻將聞思的目的，僅是當作一般文化知識性的學

習，出離輪迴、證得佛果、為了佛教和眾生而如理聞思的

人，是非常的微少。

為了擠身融入人群，以及為了達到至高地位而聞思學習雖然

是好，但是這並不符合也不會成為真正佛教的修行之道。無

等岡波巴大師說：

加持心能入法，加持法能入道，

加持道能斷惑，加持惑能顯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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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在說，斷捨的禪定輪，讀學的聞思輪，行為的事業輪，

不論是在進行哪一個部分，都必須要帶著反轉心念的厭離和

出離思想。

以我自己為例，已經是盡己所能地在做著修持，也在聞思上

做了不少學習，至今六十歲了，只要有空暇時就會讀書。此

外，也盡量地去建設道場、塑像立塔、供養三寶，然而我仍

然沒有成佛、沒有成就。這個原因是什麼呢？我想這個答案

是，我在聞思修上或是在建設、塑立、供養等等方面，以及

在三學的修持上並未達到標準，沒有切實要點的原因。

此外，有一個說法是：那些新得到成就的人，由於是五濁惡

世的緣故，所以無法示現成就的徵兆。這種情況其實是不可

能的。因為教典說：在五濁惡世時，密法將比過去還要速

效、加持更大。若真是如此，那麼得到成就之時，成就的徵

相應該是更顯著的。

總之，五濁惡世的人們，在聞思修證上的精進是越來越薄弱

了。這是我的親眼所見。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五濁惡世，現在的情況是，許多

在過去連一點正法的音聲也無法聽聞之處，以及上萬的不同

種族、民族的人們，現在都能聽到佛的名字、進入佛門、遇

見正法，人們在人力、財力、時間三方面，不顧開銷與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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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去聞思學習佛法，以及需要準備六、七位翻譯同步傳譯。

然而五濁惡世的問題在於：雖然每天有越來越多的人進入佛

門，看來是進步的表現和功德，但是對於法的堅毅與精進卻

越來越薄弱，這就是過患。因此，我們若能以堅毅和精進，

如理修持了義大手印口訣，即便在五濁惡世，也絕對能像大

譯師馬爾巴，以及尊者密勒日巴一樣證得大成就的果位。請

諸位放在心上。

▏
這次我們能在此處（菩提迦耶德噶寺），與這甚深的口訣教

導結緣，非常之好。現在請諸位將請我講說這個法教的請法

善業，以及我的親教師、善知識們為我傳授教導的善業，以

及我講法教授的善業，以及各位受法的善業，全部匯聚一起

而進行清淨的祈願與迴向。

此外，現在這一世的詠給明就仁波切是在我身邊長大的，從

我這裡得到許多灌頂、口傳與教導，並且沒有分別地依止許

多上師善知識，尤其是在我也十分敬仰的大圓滿瑜伽士座

前，得到許多大圓滿的教導。他在聖地金剛座修建寺院等

等，能做到這些，可說於各方面都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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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為他的上師，卻並沒有叫他放下寺院僧團和眷屬徒眾，

以居無定所的方式漫遊山林。然而，依於他自己的心願，仁

波切曾幾次向我提到想要以數年時間，到尼泊爾、印度的各

個聖地閉關。因此我的想法是：大概三年三個月之後他會回

來。

然而，不知道他自己的想法是什麼。總之，雖然我對他沒有

別的擔心，但是由於他一個人將行走至無人寂靜的山林裡、

岩洞間、雪山中、河流旁，以及深林處，所以請諸位為他祈

請，祈願他在路途上和安憩處，沒有障礙與違緣。

外國人滿喜歡登雪山的，諸位在座的人之中，可能有人攀登

過雪山。在穿越雪山及冰川隘口險關之時，稍微不慎滑倒會

怎麼樣？護法守者眾應該會去救護為伴的。所謂護法守者，

是指發願要保衛守護那些如法修行者的神祇，所以如果不去

救護是不行的。

對我們來說，為了他能平息修行上的內外違緣障礙，而為他

祈願祝福是很重要的。為什麼呢？因為我的請求，所以仁波

切承擔起在聖地金剛座建設寺院，我們今天才有機會在此大

殿中說聞佛法。由於這樣的因緣，所以我會說，我們為了他

所做的消除障礙的祈願，祈禱他能夠得到。

我們是秘密金剛乘藏傳佛教的追隨者，整個西藏佛教的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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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是遍知一切的聖者觀世音至尊  如意寶尊者，他現在的年
齡不算非常高，但也不年輕，年齡大概已經接近七十歲的末

端。因此請諸位祈願，尊者能康健如昔、萬壽無疆，佛行事

業如新月般不斷增長。

此外，我的根本上師佛陀  噶瑪巴讓炯日佩多傑，他傳予我外
的別解脫戒，內的菩提心戒，以及秘密持明咒的教導誓戒等

等，將了悟深義的傳承，以從一個瓶中傾注水至另一個瓶中

的方式賜予我。他的尊勝化身第十七世如來噶瑪巴  鄔金卓都
欽列旺給多傑，在佛教中有如第二佛一般的來臨，諸位都是

很清楚的。也請祈願他能壽命堅固、事業沒有障礙，所有心

願都能順利無礙的成辦。

從究竟上而言，法王肯定能戰勝魔障，因此不會遇到任何違

緣障礙，他是觀音菩薩上師形象的化現，他的護法也是由觀

音菩薩所化現的智慧黑袍護法（大黑天）。大黑天的眷屬有

十方怙主、七十二傲、七母、四姊妹、七熾盛、時現四天

女、將軍四女王、二十八自在天女等等，充滿天地間的所有

智慧、事業以及世間的護守御者們。雖然有他們在守護、保

護著，一定能克服魔障，但是我們仍應該要帶著清淨意樂來

祈願他沒有障礙。他的前世所傳授給我，所有密咒金剛乘的

灌頂、口傳、訣竅，以及了悟深義的傳承法脈，這一切我都

有如瓶水灌注瓶水一般的再供養回給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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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帶提到還要祈願的有：西藏究竟義的上師們，薩迦法王為

主的薩迦，以及格魯、噶舉、寧瑪、苯波等沒有教派分別的

所有持教聖者大德們，所有在世者都長命百歲，事業廣大。

以苯波來說，除了我小時候在佛教的書籍裡，讀到有關於苯

波教的內容之外，並沒有拜讀過苯波教的經典。那時認為苯

波教是邪教，之後才知道，過去歷代大司徒們，尤其是大司

徒貝瑪寧潔旺波在認證了蔣貢康楚羅卓泰耶之後，便與苯波

教有了密切的關係。

之後我也拜讀了一些苯波教的典籍，發現裡面提及的灌頂、

口傳、教導並非特別沒聽過的。除了在讀誦時，佛教經典用

的「法」這個詞，苯波教是以「苯」這個詞來取代之外，看

不到什麼不一樣之處。

真是很羞愧，苯波教若是能興盛發展，對於眾生肯定會有很

大的利益，我在內心深處找到了這樣一份信心。我僅認識幾

位苯波教的大師，不太了解其教團中有哪些人或他們在哪

裡，因此只能祈願：所有在世的苯教聖者大士們都長壽住

世、事業廣大。請諸位也一起祈願。

此外，以我的經驗來說，這個時代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度在興

盛、弘揚著秘密金剛乘，那就是不丹（龍之國）。尊貴的不

丹國王，是蓮花生大士的預言中確實提到的人物，所以在不

丹，密咒教法將會長住興盛，成為世界的眼目。請祈願不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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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國度能夠昌隆興旺，修行者們能夠圓滿覺證的力用，法

王父子的所有心願都能無礙如法的實現。

再者，即便我可能成了愛管閒事的人，但仍要請諸位祈願，

願這個世界的每一個人都具足快樂，遠離痛苦。在二十五年

前，西元1980到1989這九年的時間，我前往世界各地到過東
西方的各個國度，專程為了和平的事務而奮鬥著。那時八蚌

智慧林在森林中只是一座小屋舍，之後逐漸地我才投入心思

在內外各方面，去完善這座八蚌智慧林祖庭的建設。

就像現在我們所在的這座大殿，待在這裡講聞佛法時，完全

感受不到任何困難與災害，然而事實上，各種自然而然發生

的恐懼、戰爭、疾病以及饑荒等等的衝突混亂是非常多的，

而且是相當危險的。因此，生活在這世界的有情眾生，若不

能思考如何互相不傷害，以及如何和平共生，持續對於現在

居住的環境，就像瘋子一般的進行破壞，不久的將來，我們

都將失去居處與家園，這是很危險的。

也要祈願：外在器世間以及內在一切有情眾生，都能受用富

饒的法財。總之，請清淨的迴向並祈願，願能引領等虛空一

切如母有情，解脫暫時的惡趣之苦，到達究竟圓滿的佛果。

此次在說聞佛法的時候，德噶寺的主要執事及全體僧院，不

辭辛勞的提供極大協助，還有八蚌智慧林祖庭與德噶寺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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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一個家族，但是從地理位置上來說，有著千里以上的距

離，因此從智慧林來到此地的執事們，也是辛苦了。

各位所做的種種善業，以及最初請這個法教的善業，譯師們

將法教翻譯成各自語言的善業，安裝配置影音設備器材者辛

勞的善業，廚師烹飪食物的善業，清潔打掃者的善業等等，

一切有緣者服務奉獻的一切善業，都要為了等虛空如母有

情，獲得圓滿正覺果位而迴向祈願。

▏
在《恆河大手印》正文的最後，有兩句話是：

29

願此大手印，切要之口訣，

長住於有緣，眾生之心中。

有如無修大手印的命脈一般的此秘密甚深口訣，願能住留在

一切有著清淨善緣的有情心中，即便現在的相續（心）尚未

能完全成熟、尚未轉化的有緣者，皆能迅速地成為法器，並

且對於了義大手印的口訣，能以說、聞、修三事來度過人

生。這是整部典籍的尾聲。圓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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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印成就的自在瑜伽士，尊勝帝洛巴親口講述，喀什米爾

的班智達賢哲那洛巴，經歷了十二苦行之後，於恆河邊畔帝

洛巴向其講說了大手印二十九金剛偈，圓滿。

帝洛巴親口講說傳予那洛巴，再傳藏地的世間之眼、譯師之

王馬爾巴卻吉洛卓，馬爾巴翻譯定稿於北方普拉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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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書

這部原題名〈大手印口訣〉、後世通稱《恆河大手印》的教

法，是由大自在瑜伽士帝洛巴尊者，在恆河邊給予那瀾陀寺

北門住持─大班智達那洛巴尊者的甚深教導，由那洛巴尊

者紀錄，馬爾巴尊者梵譯藏，而傳至藏地。

《恆河大手印》所說的一切口訣皆是金剛語，是共同的八萬

四千法門以及不共的密咒事部、行部等四部密續、六部密續

等精華中之精華，更是諸佛之母智慧波羅蜜的核心本質。

本書為慈怙  廣定大司徒仁波切，針對帝洛巴尊者《恆河大
手印》根本頌，所作的釋論。仁波切首先介紹大手印法源、

詞意，且為消除聽聞者對此部了義大秘訣著作無法相信的過

患，並對教法、教法講說者生起淨信，效法聖者地與道上的

斷證功德，精要闡述帝洛巴與那洛巴二位大師的行傳事蹟。

之後，仁波切將大手印二十九偈的金剛頌，深入淺出地逐一

詳解。且於每段頌文解說之後，親自吟誦頌文，引導眾人思

維偈頌內在意涵，遠離言詮，安住觀修。

仁波切祈願：這猶如「無修大手印命脈」的秘密甚深口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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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能住留在一切有著清淨善緣的有情心中，即使有緣者現在

心續尚未完全成熟、轉化，也都能迅速成為法器，並依此了

義大手印口訣，以說、聞、修三事度過人生。

｜譯者簡介｜

妙融法師

台灣台北人，曾就讀佛光山佛學院就讀，依止佛光山星雲大

師出家，同年受比丘尼具足戒，佛學院畢業後前往西藏、尼

泊爾等地研修藏文與藏傳佛教，擔任過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

瑪巴、堪布  竹清嘉措仁波切、詠給明就仁波切等多位知名
上師之翻譯。譯作有《大願王》、《了義炬》、《岡波巴大

師聖道寶鬘集》、《報告法王：我做四加行》、《愛的六字

真言》、《請練習好嗎》等。目前擔任化育文教基金會執行

長、眾生文化出版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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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後記｜

有幸看見，迷霧遠方閃爍的光
文：妙融法師

每一本佛法書籍的翻譯，

對我而言都是與講說者與原著者的超時空連結，

也是與微妙法義的超言語交流。

這樣的交流與連結，

並不來自語言文字的理解與轉換，

真正的觸動、啟發與領會，

其實都在文字之外。

很榮幸地有了一次機會，

透過這份教學的藏語原文整理，

能向金剛持大司徒仁波切學習，

並與帝洛巴、那洛巴二位祖師相遇。

祖師們對於解脫的志真意切，

大司徒仁波切對於佛子們的耐煩懇切，

以及他們都在談的那個離言絕相的密意深切，

使得這本書是那麼諄諄心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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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有緣的讀者們，

藉由文字，能看到千古至今，

一代代行者以生命來守護，

以實修來傳遞的訊息。

每一件事情都不可能單一的發生，

這本書亦然。

感謝大司徒仁波切的信任，

將這本書交給了我們。

感謝噶瑪諾布喇嘛協助查找資料，

感謝智慧林堪布慈仁覺明的講解釋疑，

由於有兩位僧侶的協助，

使得這本書能夠盡可能正確地，

以不同語言來呈現。

也要感謝編輯、美編等等，

前前後後為了這本書，

付出了許多時間、精神與心血。

還有，特別想感謝，

帝洛巴大師海納百川的廣大修學，

以及那洛巴大師放下尊榮地刻苦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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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披荊斬棘義無反顧的曾經，

才使得今天的我們，

仍然能夠在重重概念的迷霧中，

看到遠方閃爍著點點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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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分享書❶簡介

─《現觀莊嚴論》的三種智慧

� �原典作者：彌勒菩薩

� �釋論作者：國師嘉察仁波切� 釋論譯者：慧竺法師

「般若波羅蜜」是佛陀教法中最殊勝的教法，本書即是國師嘉

察仁波切針對《現觀莊嚴論》所作的略釋，主要闡述三種般

若波羅蜜與法身。

《現觀莊嚴論》成書於四世紀，是彌勒菩薩為闡明般若經廣

大修道次第所作的綱要書，融合瑜伽行派與中觀派的見解，

為瑜伽行中觀派的濫觴。此論以「八事」（八種現觀）、「七十

義」總攝論述大乘行者如何透過四種加行，修習三智，而證

得法身之果。

在本書中，嘉察仁波切首先說明般若波羅蜜—了知空性的智

慧，即是出生佛、菩薩、聲聞等一切聖者之母，然後依序闡

述「一切相智」、「道相智」與「基智」等三種智慧的行相。

「一切相智」是佛心續中的智慧，只存在於佛地，也是三種

智慧之首。《現觀莊嚴論》以「發心」等十種因，來說明如何

獲得一切相智。仁波切特別強調在修持大乘法時，需要同時



有
情
分
享
書
❶ 

簡
介

修習智慧與悲心，

才能了知世俗與勝

義的一切行相。

「道相智」是大乘

菩薩聖者心續中的

智慧，了知一切道

即空性，它分為聲

聞道相智、獨覺道

相智與菩薩道相智

三種。菩薩即是透

過道相智而獲得大乘的成就，饒益一切眾生。

「基智」是小乘聖者心續中的智慧，聲聞與獨覺由基智而獲得

果位。仁波切強調菩薩擁有基智，而能「智不住諸有，悲不

滯涅槃」。

嘉察仁波切以自身體悟的智慧心髓，透過淺顯易懂的方式，

並舉出許多相應且生動活潑的故事，來解說般若波羅蜜。本

書可說是引領我們一窺般若波羅蜜奧理的最佳入門書。

（免費結緣．歡迎護持）



有情分享書❷簡介

� �原典作者：岡波巴尊者

� �釋論作者：主奔堪仁波切噶瑪拉布

這是噶舉金鬘傳承之首：祖師帝洛巴的解脫傳記； 
這是岡波巴大師所著的法本； 
這是著名三年關房嚴師堪布噶瑪拉布仁波切的講解。

主奔堪仁波切噶瑪拉布是當代著名的閉關嚴師，在2020年新
冠疫情橫掃全球的時候，慈悲應眾請法，於6月在閉關中心首
次通過網際網絡授課，講述具大加持力的祖師法寶──《帝

洛巴解脫行傳》。

堪布噶瑪拉布仁波切教導，何謂解脫行傳？解脫行傳就是關

於學習佛法的方式、修行的方式、修行後得果的方式。而所

謂的「傳承」，即是從一個人傳給另一個人，這樣一個個傳

下去，這就是傳承；佛法口訣等也像這樣傳下來，就是「傳

承」。傳承好比一位大手印的指導者，具有大手印的修行、

覺受和證悟，他將自己所有的證悟，完完全全地教給弟子，

當弟子學習之後，倘若修行所獲得的一切理解和證悟，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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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弟子的心續中

生起，那就可以說

是有傳遞到弟子，

弟子也真的有所獲

得。像這樣一個個

傳遞下去，就可以

說是「實修傳承」

了。

本書結集了此次授

課的內容，結合大

成就者帝洛巴尊者的生平，深入淺出地介紹了顯密二乘教法

的特點、密咒金剛乘修持者的根器、噶舉派的傳承特色，並

融合實際生活為我們指出了修行的要點。

如何成辦一切眾生利益，並能相應實修傳承的祖師心？主奔

堪仁波切噶瑪拉布的教導，讓我們的心穿越時空，契入傳承

上師的證悟之心，讓修行融入我們每一天的生活！

（免費結緣．歡迎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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