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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圆成实之义： 

初中亦为善，常恒不欺诳， 

彼无五种我，云何我分别？ 

新译 

初中末为善，常恒不欺诳， 

是则无我者，岂计我我所？ 

     颂词中的“初”是指最初的凡夫位，“中”是指中间的学道位，“末”是指最后的

成佛位。“初中末”表示不仅是最后佛的果位，连最初的凡夫位、中间的学道位，如来藏

的自性也是善。 

     这里所说的“善”是指胜义的善法，不是指世俗的有漏善法。为什么这里所说的

“善”是指胜义善呢？因为大涅槃的体性毕竟安稳，所以称之为善。 

     弥勒菩萨在《宝性论——如来藏品》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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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无变异，善妙清净故， 

是说此真如，如同纯金像。 

     也讲到无变易以及胜义的善法。这里就需要了知这样的观点，所以颂词上说：“初

中末为善”。 

     颂词中的“常恒”就是说如来藏的自性无有变易，所谓“无欺诳”是说如来藏为究

竟的皈依处。 

     这样的内容在《弥陀疏钞》上也讲到：“恒者久也，常者恒之极也。大地虽坚，难

逃坏劫，是恒而未恒。今此湛寂，推之无始，引之无终，亘古亘今，曾无变易，盖常然之

恒，无恒不恒，非对暂说久之恒，云常恒也。”《弥陀疏钞》的内容就说到“恒常”的

“恒”是久的意思，再加一个“常”字表示恒到极点。外境的大地虽然坚固，但是逃不过

坏劫，三灾到来的时候，大地也会变成灰烬，所以是“恒而未恒”。而这个自性清净的法

界如来藏没有前际，也没有后际，亘古亘今没有丝毫的变易，所以是常然的恒，不是观待

“不恒”的“恒”，也不是观待“暂时”而说“长久”的恒，所以叫做“常恒”。 

     《弥陀疏钞》上又讲到：“真者不妄，以三界虚伪，唯此真实，所谓非幻不灭……

不可破坏，故云真也。”三界的有为法都像空中的花一样虚伪不真实，“积聚皆消散，崇

高必堕落，会合终别离，有命咸归死。”唯一只有这个法界如来藏才是真实的，他不是虚

妄的，不可摧坏，不可破坏的，所以是最究竟、最了义的皈依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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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疏钞》上面又讲：“心体本自觉照……即佛宝；心体本自性离……即法宝；

心体本自不二……即僧宝。故曰自归依佛、自归依法、自归依僧，但令归自，不说归他。

念念还归自心，是名真念三宝。”（心体本自觉照，这就是佛宝；心体本自远离言说相、

远离名字相、远离心缘相，这就是法宝；心体本自不二，这就是僧宝，所以说“自归依佛、

自归依法、自归依僧”，只是让人回归自性，了义的佛法僧三宝，唯一是法界如来藏，它

才是不欺诳的皈依处。念念回归自心，才是了义的皈依。）所以这里讲“常恒不欺诳”完

全说到法界如来藏圆成实它的本性确实是常恒的，又是究竟的皈依处，称之为真正不欺诳

的了义法，才是了义的皈依处。 

     六祖慧能大师在《六祖坛经》中云： 

何期自性，本自清净， 

何期自性，本不生灭。 

     颂词后面两句“彼无五种我，云何我分别”，藏文的颂词当中不是“五种我”而是

“二种我”。按照藏文的颂词来解释，“彼”是指自性胜善、常恒、不欺诳的如来藏。这

个如来藏就像水中显现的影像一样，没有人我和法我，为什么要分别“我”和“我所”等

呢？就是分别不合理。 

八、摄义： 

譬如热时水，故名为热水， 

是则其冷时，则名为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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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蔽烦恼网，是则名为心， 

若离其烦恼，则名为等觉。 

     这两颂当中，其中第一颂是比喻，第二颂是意义。 

     第一颂比喻讲:比如，夏天中午的水叫做热水，冬天的水叫做冷水，虽然有热水和冷

水的两种名称，但是热水和冷水都是同一种水的体性。同样的道理，虽然在不净位的时候

叫做众生，叫做众生的分别心。 

     慧能大师在《六祖坛经》中云： 

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 

     慧能大师在《六祖坛经》中又云： 

自性若悟，众生是佛， 

自性若迷，佛是众生。 

     寂天菩萨在《入行论——智慧品》中云： 

世俗与胜义，许之为二谛。 

胜义非心境，说心是世俗。 

     月称菩萨在《入中论——菩提心现前地品》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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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焚所知如干薪，诸佛法身最寂灭， 

尔时不生亦不灭，由心灭故唯身证。 

     在极清净位的时候叫做佛，佛的智慧。但是，如来藏都是一种，没有两种不同的存

在。所以，如来藏的本性都是唯一、不二的，没有佛和众生的差别。所以从实际究竟实相

的本性来讲，众生和佛是无二的，而且在自己心的本性上成了无二无别、一味一体。所以

摄义我们就明白，显现上有差别，只是迷乱心识前这样安立的，实际究竟的实相当中，众

生和佛没有差别，都是一个法界如来藏所摄的，都在一个如来藏的本性上成了无二一体的

观点。 

     现在我们讲如来藏在道位安住之相的第二方面： 

二、修行之相（分二）：一、实修之相；二、助缘三宝显现之理； 

一、实修之相（分七）：一、依靠前五识修行之相；二、依靠意识与法修行之相；三、证

悟自面明空之理；四、宣说不证悟之轮回心与证悟之涅槃心；五、宣说色身之义；六、宣

说菩提之义；七、宣说经典之义。 

一、依靠前五识修行之相（有五偈颂词，第一偈说）： 

眼识缘于色，影像极清净， 

不生亦不灭，法界无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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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句说到“眼识缘于色”，就是三摩地串习坚固的瑜伽者，依靠眼根、色法和作

意之后，以眼识现量见色法。“缘”是现量见的意思。 

     第二句说到“影像极清净”，就是影像本来远离生灭等相，极为清净。所以眼识见

色法的无间，见而不见，生起了现空、明空、觉空的境界。 

     第三句和第四句说到“不生亦不灭，法界无形相。”就是如是了知无生无灭的实相。

“法界无形相”就是现量见无生无灭的实相。而且依靠这种胜观，在出定位显现一切色法，

就像乾达婆城一样，了知显而无实有。 

     针对三摩地串习坚固的瑜伽士来讲，眼识缘色法的当下他不会去执著色法的形相颜

色，或者不会堕落于眼识的心的状态上面，以眼识见色法的无间见而不见的方式，相续当

中生起了证悟实相的境界，他的境界是极为清净的。无论是眼识还是色法，本来都是无生

无灭的一种实相。无论生起也好，坏灭也罢，只是迷乱的显现上有生灭的法，实相上都是

无生无灭的。如是了知无生无灭的实相，现量见到这个无生无灭的实相，而且依靠这种殊

胜的胜观智慧，在出定位的时候完全可以了知显现的一切色法都是现而无自性的，显而无

实有的本体。 

     六祖慧能在回答师兄神秀的诗文：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此时惠能大师显现了自己的内证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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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下面的耳识乃至身识，都是类似的宣说。 

耳识缘于声，清净识三种， 

以自分别闻，法界无形相。 

     依靠耳根、声音和作意之后，以耳识缘于声音。名言当中需要因缘集聚才能产生耳

识，因缘就是需要依靠耳根、声音和作意，依靠耳根、声音和作意之后，以耳识缘于声音。

在耳识闻声音的无间，声音自体本来就是远离生住灭三种相的法界。耳识也是远离生住灭

的清净相。证悟法界之后，在出定位产生通达声音就像谷响一样显而无实有，没有任何实

有形相的存在。所以我们就知道，在出定位三摩地串习坚固的瑜伽士，把耳识和声音同时

证悟为无生、无住、无灭的甚深法界，在入定位如是证悟没有二取的存在，所以远离了生

住灭的形相，成为极清净的一种境界。而且证悟法界之后，在出定位的时候，也会分别、

通达所谓的声音完全是无实有的。虽然声音可以听闻，但听闻的同时没有任何形象的存在，

就像谷响的声音一样显而无实有。 

鼻依香而嗅，无色亦无形， 

鼻识是真如，法界应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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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依靠鼻根、香境和作意三种缘，以鼻识依靠香境而嗅，这个香的本体如何呢？

无生无灭的本性跟上面所说那样，决定是这样的。香的本体就是“无色亦无形”。第一句

是从名言的角度讲的，因为依靠鼻根、香境和作意三种因缘集聚才会产生鼻识，以鼻识依

于香境而嗅的，香的本体是无色无形相的，香的本体是远离生住灭的一种殊胜法界，嗅香

的鼻识就是真如法界，在证悟法界之后，出定位当中能了知所谓的香也是如同幻化一样现

而无自性的。“法界应分别”这个分别指在出定位当中能分别、能了知、能通达如同幻化

一般，所谓的相也是无实有的一种法。 

舌界自性空，味界性远离， 

无依亦无识，法界自性故。 

     依靠舌根、味境、作意三种缘生起舌识，以舌识受用味境，以舌识受用味境的无间，

舌识本无自性，味的本体也是远离生住灭的法界。这样没有所依的味境，也就没有能依的

舌识存在，当体唯一就是法界自性的本体。所以，在证悟这样殊胜实相之后，出定位当中

能了知所谓的味也是显而无自性的一种法。 

清净身自性，所触和合相， 

远离于所缘，我说为法界。 

     依靠身根、所触、作意的身识，在受用所触的无间，所触是和合的一种假相，实际

上触的本体就是远离生住灭的法界，这样远离所缘，我（龙树菩萨）说唯一是法界。在证

悟实相之后，出定位能了知所谓的触也是显而无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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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于意识和法修行之相： 

诸法意为最，离能所分别， 

法界无自性，法界而分别。 

     在一切诸法当中，以意识为首要，因为取舍善恶业主要依靠意识，或者抉择诸法也

是依靠意识，或者作任何善法都以意识为前提，或者修行的时候也是主要依靠意识而修行，

所以在一切诸法当中，以意识为首要。依靠根识的无间缘、意根的增上缘、法等的所缘缘

这三种缘和合时就会产生意识，这是名言当中产生意识的三种缘。 

     对于诸法界，远离是此是彼的分别和增益，无间对于无自性的法界应当了知而修行。

名言当中诸法意为最，这个意识缘什么呢？缘色声香味触法当中的法。真正对三摩地串习

坚固的瑜伽士，产生意识或者依靠根境识三缘集聚产生意识的无间，当下通达一切诸法是

无自性的法界，应当了知而修行。颂词第三句说到“法界无自性”，这个法界不能误解为

胜义的法界，此处的法界是指十八界当中意识所缘的法，因为他是十八界之一，也是色声

香味触法当中的法。也就是十八界当中意识所缘的法叫法界，在名言当中或者凡夫众生面

前意识就缘这个法界，那么意识缘这个法界的当下，就了知无自性，而且了知而如是修行

的。 

     由于法本无自性，远离了所取和能取的分别，本体就是胜义法界，应当如是了知，

如是分别，所以颂词上就说“法界而分别”，这个分别是了知的意思。在证悟实相法界之

后，出定位和前面所说一样，完全安住一切诸法显而无自性的境界，安住如幻如梦的殊胜

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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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勒菩萨在《辩法与法性论》里面也说： 

由境无得故，亦不得唯识， 

由此得无故，入二取无别， 

二别无所得，即无分别智。 

又说： 

由现一切法，见如虚空故， 

及一切诸行，见如幻等故。 

     所以这里也讲到意识和法当下无自性，安住这样、了知这样、修行这样的无生无灭

的实相本性，不但入定位安住的时候极为清净，包括出定位也不会执著实有的法，不会以

意识执著实有的状态来缘法，而是如幻如梦的境界当中，意识缘这个法了知无自性，如幻

如梦的这种显现。 

     龙树大士在《中论——观三相品》中云： 

如幻亦如梦， 如乾闼婆城。 

所说生住灭， 其相亦如是。 

三、证悟自面明空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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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见闻而嗅，是味及所触， 

瑜伽法是知，如是圆成相。 

     前二句是讲诸识领受的所缘境，就是能够见色、能够闻声、能够嗅香以及能够尝味

和觉触，翻译家用了省略的方法，就是说“能见闻而嗅，是味及所触”。其实前两句就是

讲种种的心识领受种种的所缘境即色、声、香、味、触、法，而且都是能够见色、能够闻

声等的意义作了省略。后两句就讲：在诸识领受所缘境的无间，大瑜伽士就了悟远离生灭

的法界，如是殊胜证悟圆成之相，这就是达到瑜伽士真正获得殊胜的境界功德。这里“圆

成”是获得的意思。瑜伽士了悟远离生生灭灭的法界，如是殊胜证悟圆满获得的殊胜境界，

获得种种殊胜的功德。 

眼耳及与鼻，舌身及末那， 

六处皆清净，如是彼之相。 

     眼耳鼻舌身意六种内的生门处，名自的体性也是显而无自性的清净法界。就像梦一

样，现量了知无实有，现量了知无实有的时候，称之为了知诸法实相的本体。这以上讲的

就是瑜伽士证悟极为增胜的现前之相和瑜伽士的殊胜修行之理。一般的初学者和一般的下

根者，无论是眼识见色法、耳识闻声音等，当下不会安住无生无灭的实相本性，或者在出

定位时安住在显而无自性的境界中见、闻、嗅、觉、触、知等，一般下根者修不了、通达

不了，假使有相似的通达，但是没有办法真实修行。但是对殊胜的三摩地串习坚固的瑜伽

士来讲，六根的所缘境、能缘六根的本体，完全证悟为无生无灭的本性，在名言当中好像

有眼识见色法、耳识闻声音等，但是他在见和闻的无间证悟无生无灭的实相，所以在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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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时无论是见还是听闻种种的万法，都没有任何实有执著，完全安住在非常自在的境界当

中。 

     龙树大士在《中论——观颠倒品》中说： 

色声香味触， 及法为六种， 

如是之六种， 是三毒根本。 

色声香味触， 及法体六种， 

皆空如焰梦， 如乾闼婆城。 

犹如幻化人， 亦如镜中像。 

如是六种中， 何有净不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