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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说  

     【决定出离，趣大菩提，无有违逆，成就和顺。具足依止，断流转道。】  

     决定出离：所谓“决定出离”者，或问：一切圣法同入唯一究竟胜义之相，其义如

何？从轮回粗大乃至无明习气地之间的一切所断，无余出离的种种方便，悉皆具足，能作

断德圆满之因，就此称为决定出离； 

     趣大菩提：“趣大菩提”者，断尽二障的同时，获得所证究竟的无上圆满菩提，故

称趣大菩提，此即宣说一切所断断除、一切所证证得的大菩提降而趣入，故为究竟一乘。 

     无有违逆：“无有违逆”者，因此，一切圣法的所诠义无有丝毫取此舍彼的相违，

一切均无违逆，无不是圆满道的支缘，故由所化意乐的差别，佛说无量法无有违逆。 

     成就和顺：“成就和顺”者，不仅无有违逆，且以下下一切功德分，于上上中含摄

而无分别故，此等一切于一关要中具足，称为“成就和顺”。若圣法为种种别义，或是相

违，或一者中不含另一者，虽不能作真实依处，但并非如此的缘故，法之大小以自己能受

持多少，于彼亦可成为真实依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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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圭峰宗密大师说：“诸宗始祖，即是释迦。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

相违。” 

     未通达如是关要而视声闻法为下劣之人，心中容纳不了如来深广妙法之理后，自趣

舍法之衰损。  

     具足依止：“具足依止”者，一般依止此种彼种的一切有漏有为法，最终无不灭

尽，是故虽获转轮王、帝释、梵天之王政，却无依止，纵然获得者自己于彼未舍弃希求，

然从所得角度，必将成为无有依止或不可取。圣法并非如此，依止者自己若未舍弃圣法，

圣法不能作为依止或信赖之处，何时何处也不可能。  

     所谓依止，应需了知，正法作为所依后，其上的依止者何时亦不乏依止，亦即以导

师亲见一切所知相而宣说作为根据后，具足依止。有些仅解释为正法依于佛，或依于如来

藏，尚未开出数句之含义。  

     断流转道：“断流转道”者，对此或作是念：如是圣法，虽可称为无欺信任之处，

此世界中于一切妙事妙果受用，唯一是妙，然而妙者穷尽，现在再无作为，并无一概的信

任之处，故正法也是如此。并非如此！若依圣法，则具有安立善妙究竟之处——所作已

办、负担已弃的无学道果位，此时不再从一种作业转至另一种作业，或者从一者至另一者

相续不断而流转的情形真实已断，故称“断流转道”。 

《释明论》云： 

“无上即断流转道，趣于究竟为流，至此真实尽故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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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家注释中，此句解释为断除心与心所之流转，或断除轮回中流转等，然仅为一面

之言，尚未解释圆满，此后二句意义深奥，故唯此处开显。  

     如是了知所知法的范围内，能信任不变的有事，唯有圣法，并对“三世所有诸佛菩

萨、声闻缘觉及诸众生的安乐善道，一切唯从圣法光明出生”生起信解之后，应当发起住

持圣法之愿，以经云此愿涵摄佛子无量诸愿之故。  

     在《华严经·十地品》当中讲，菩萨安住欢喜地，发起大愿：“愿受一切佛法轮，

愿摄一切佛菩提，愿护一切诸佛教，愿持一切诸佛法，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尽未来

际，一切劫数，无有休息。”这是初地菩萨住持圣法的大愿。 

     在《普贤行愿品》当中说： 

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趣中成宿命， 

常得出家修净戒，无垢无破无穿漏， 

天龙夜叉鸠槃荼，乃至人与非人等， 

所有一切众生语，悉以诸音而说法。 

     其中，“我为菩提修行时”，就是愿摄一切佛菩提，愿一切修行都摄归于无上菩提

的果地圣法之中。“一切趣中成宿命”，就是愿持一切诸佛法，发愿自己在一切趣当中受

生时，都能够不忘宿命，不忘失自己的本愿，在相续当中住持圣法，不失坏圣法。“常得

出家修净戒，无垢无破无穿漏”，就是愿护一切诸佛教，发愿恒常能够出家受持清净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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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护持一切诸佛的教法，因为“毗尼住世，我法住世。”“天龙夜叉鸠槃荼，乃至人与非

人等，所有一切众生语，悉以诸音而说法”，是愿受一切佛法轮，发大愿对所有一切人与

非人等的众生类，宣说圣法，让众生普遍受持诸佛的圣法，而获得利乐。应当如是发起住

持圣法的大愿。  

     如是随念法宝功德之后，心想：今日能遇法宝光明，何等庆幸！理应随分随力受持

圣法。 

     怙主弥勒菩萨在《辨中边论》中云： 

谓书写 1 供养 2，施他 3 听 4 披读 5， 

 受持 6 正开演 7，讽诵 8 及思 9 修 10。 

     如是应勤修十法行，以成就人身大义。 

     我们的本师释迦文佛在因地无佛出世时，想要求得经法。当时天帝化成罗刹，对他

说：“你如果能剥皮为纸，析骨为笔，打骨出髓作墨，我才可以对你开示佛经。”菩萨听

了生大欢喜心，为了法就真的剥皮析骨，罗刹惊叹，隐身不现，这时十方佛现身，为菩 

萨宣说圣法。  

    《大涅槃经》里说：有一位仙人在罗刹前求法，罗刹说：“你能舍身，我就可以对你

说。”仙人就登上高处，投身直下，罗刹接住他的身体，对他宣说圣法：“诸行无常，是

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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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便佛报恩经》里说：往昔有位转轮圣王，从婆罗门面前求法，把自己的身体挖

成一千个疮，在里面注满膏油，点成千灯，供养法师，希求半偈圣法。于是法师为他说

偈：“夫生则死，此灭为乐。” 

又比如，常啼菩萨没有听到般若时，恒常啼哭。后来听到虚空当中有声音告诉他：

“你往东方去，会遇到善知识开示你。”常啼菩萨就舍身肉求取供养品，直到法胜菩萨的

住处，遇到菩萨入定，常啼菩萨就站立着一直等待法胜菩萨出定。菩萨将出定时，又刺血 

洒地来供养。后来得悟法音，顿然明白般若心要。 

     寂天菩萨在《入行论——正知正念品》中说： 

修行正法身，莫为小故伤， 

行此众生愿，迅速得圆满。 

悲愿未清净，不应施此身， 

今生或他生，利大乃可舍。 

     圣天论师在《中观四百颂——明破常执方便品》中也说： 

虽见身如怨，然应保护身， 

具戒久存活，能作大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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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的诸佛菩萨是这样为了求得一四句偈而甘愿舍身，来成就人身的大义。今天我们

已经值遇圣法光明，很方便就能闻思修行，自己身在宝山当中，为什么不努力受持圣法妙

宝呢？能够值遇大乘的显密妙法，是多生累劫修积善根的结果，比昙花一现还要难得。 

《法华经》中说： 

譬如优昙花，一切皆爱乐， 

天人所希有，时时乃一出。 

（比如优昙花，为一切人所喜爱，在天上人间极为稀有，经过很漫长的时间才会出现

一次。） 

闻法欢喜赞，乃至发一言， 

则为已供养，一切三世佛， 

是人甚希有，过于优昙花。 

（听到《法华经》能够欢喜，下至赞叹一句，这种稀有已经超过优昙花。）”  

《金刚经》中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

为实，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在

末法时代，能对大乘般若法，欢喜信受，确实是已经在无量佛所种过善根，所以是极为稀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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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量寿经》中说： 

人身难得佛难值，信慧闻法难中难。 

所以，以信心和智慧来闻法更是难中之难。 

今天，诸位生在末法时代，难遇难闻的圣法已经值遇，已经听闻，确实应当好好把握

这种千载难逢的因缘，应当精进以十法行来实现人身的大意义，不要虚度光阴。 

     如是圣法，下至于一偈义听闻受持开演思惟，亦能成就无量利益，广于经中应当了

知。  

     在《法华经·法师品》品中，佛说：“药王，在在处处，若说、若读、若诵、若

书，若经卷所住处，皆应起七宝塔，极令高广严饰。不须复安舍利。（佛告诉药王菩萨，

在在处处，或者演说，或者读诵，或者书写，或者经典所安住的地方，都应当建起七宝之

塔，极令高广，作种种庄严。） 所以者何？此中已有如来全身。此塔应以一切华香、璎

珞、缯盖、幢幡、伎乐歌颂，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经就是如来

法身的全体，所以在在处处应当起七宝塔，因为法身无依、以塔为依的缘故，所以对此塔

就应当种种供养。）若有人得见此塔，礼拜供养，当知是等，皆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因为是亲近法身的缘故，所以是亲近大菩提。）”经中又说：“若复有人，受持、读

诵、解说、书写妙法华经，乃至一偈，于此经卷敬视如佛，种种供养……乃至合掌恭敬。

药王当知，是诸人等，已曾供养十万亿佛，于诸佛所成就大愿，愍众生故生此人间。（如

果有人能受持、能读诵、能解说、能书写这部《妙法莲华经》，下至于一四句偈，对于经

典像对佛一样恭敬，以种种香花、璎珞、衣服、音乐等供养，乃至合掌恭敬。药王当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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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诸人等，已经供养过十万亿佛，在诸佛前成就大愿，以悲愍众生的缘故，再来人间。） 

药王，若有人问，何等众生于未来世，当得作佛，应示是诸人等，于未来世必得作佛。

（药王菩萨，假如有人问：什么样的众生在未来世将能作佛？我应当指示：这些人于未来

世，必当作佛。）”  

《金刚经》中说：“须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山王，如是等七宝聚，

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他人说，于前

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如果三千大千世界当中所有

的须弥山王，以这样多的七宝聚拿来布施，如果有人以这部《般若金刚经》乃至四句偈等

受持读诵，为他人演说，前者的福德与后者相比，不及百分之一，不及百千万亿分之一，

乃至以算数、以譬喻都无法衡量这两者的差距。）” 经中又说：“须菩提！以要言之，

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若有人能受

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

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则为荷担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