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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已经讲了基和道的两大科判，今天继续讲第三个科判： 

三、清净果的法身位（分三）：一、转依法身之自性；二、不可思议；三、宣说功德及事

业。 

一、转依法身之自性： 

佛法之所依，行果皆所持， 

所依皆得转，故名为法身。 

     第一句说“佛法之所依”就是指断证究竟诸佛之法的所依，叫做佛法之所依。第二

句说到“行果皆所持”就是在三大阿僧祗劫当中，行持了福慧二种资粮的行为，而且以金

刚喻定摧毁微细恶取处的障垢——烦恼习气，而摄持了离系果和异熟果。这一句就是讲

“行都受持”“果都受持”，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受持内容在三大阿僧祗劫当中行持了

福慧二种资粮的行为叫一切行摄持。“果摄持”的意思，通过金刚喻定的殊胜智慧就摧毁

最微细的无明习气等的障碍。那么就摄持了离系果与异熟果，所以我们就明白这一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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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行为都受持，一切的果都圆满摄持”。然后说“所依皆得转，故名为法身”就是一切

一切的障垢转依无垢究竟，所以对它名为法身。 

     异熟果：五果之一。不善及有漏善随一异熟因所生之果，如有漏取蕴。  

     离系果：五果之一。依妙智力断尽各自应断，即以修习圣道永断烦恼所证得者。 

     佛在《金光明经》里说：“阿赖耶识转依即是法身，第六意识转依即是报身，前五

识转依即是化身。”这样来说转依的功德，也就是说八识转为三身的功德。 

     弥勒菩萨在《大乘经庄严论——菩提品》中说： 

镜智不动摇，三智依于彼， 

平等妙观察，成所作唯此。 

     阿赖耶识转依的大圆镜智，是于清净法界中恒常不动摇，乃至轮回存在之间无有出

入而安住。三智安住于或依于大圆镜智，有出入故为动摇。三智是指什么呢？染污意转依

的平等性智、意识转依的妙观察智、五根识转依的成所作智。如此八识聚转依的智慧唯有

这四种。可以说八识转为佛陀的种种智慧，也这样讲了转依的功德。 

     弥勒菩萨在《宝性论——如来藏品》中云： 

如宝藏果树，可知二种姓， 

无始自性住，真受殊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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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此二种姓，获得佛三身， 

第一得初身，第二得后二。 

     也是依靠两种种性获得佛陀的三种身，是这样讲转依获得三身四智等的功德，这就

是讲了转依法身之自性。 

     大班智达释迦圣离垢善慧论师在《法界赞释——定解法界论》中引述龙树大士的

《菩提心释》云： 

瑜伽行者谓，一切皆唯心， 

转依清净心，个别自证境。 

过去心已灭，未来心未生， 

现在心不住，何谓转依心？ 

     明显遮止了转依的说辞，本论中却又说了转依，其意为何呢？ 

     答：在《菩提心释》中遮止了实有的阿赖耶识为一切所断之所依处。因唯识宗等解

说转依为先前为彼处而后成为非彼处的现象为转依，这种说辞龙猛菩萨在《菩提心释》中

已作了遮止。本论中的转依指的是将先前尚未得以现前的功德而后得以现前的现象说为转

依。 

     龙猛菩萨在《菩提心释》中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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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言诸佛谓，心性为无常， 

彼等以何理，不许心空性？ 

无始自本心，实则无自性， 

若法实有性，不许彼无性。 

若言如是语，心则舍自性， 

越自本性者，不谓法自性。 

犹如蔗性甘，火为灼热性， 

如是诸法性，皆许为空性。 

许空为法性，未曾言断灭， 

彼等亦未曾，言说恒常性。 

     龙猛菩萨在《中论——观有无品》中云； 

性若是作者，云何有此义？ 

性名为无作，不待异法成。 

二、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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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思议熏，及离流转习， 

汝不思思者，云何而得知？ 

超过诸语境，一切根非境， 

意识所取者，如所有我礼。 

     是这样通过两颂抉择不可思议的内容。 

     前两句讲“离不思议熏，及离流转习”：这两句，实际就是讲远离轮回的一切根本

的熏习。然后“汝不思思者，云何而得知”这个颂词当中，“汝”是指法身，这一句就讲

法身不可思议，它的意思就是远离熏习的你，这个不可思议的法身，怎么能以分别心而了

知呢？决定不会了知，当如是知。 

     世尊在《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云：  

诸以色观我，以音声寻我， 

彼生履邪断，不能当见我。 

应观佛法性，即导师法身， 

法性非所识，故彼不能了。 

     颂词当中讲到“熏”和“习”，下面我们就解释“熏习”的内容： 



791 
 

     首先需要明白，现行法和习气的含义。 

     “现行法”就是指身口意所现的法，叫做现行法，比如身体显现的行为，口中显现

的语言，心中显现的念头，这些都叫做现行法。 

     “习气”就是现行法的气分留在真如或者留在阿赖耶识上，这叫做种子或者叫习气。

这个“熏习”呢就是现行法于真如或阿赖耶识上留它的种子或习气的作用，这叫做熏习。 

     在《大乘起信论》里面说：“熏习义者，如世间衣服实无余香，若人以香而熏习故，

则有香气。”意思是所谓熏习的含义，以比喻来宣说，就像世间的衣服，实际没有香的存

在，如果我们在衣服旁边点一个香，以香熏习的缘故，衣服就有一种香气，这样作的比喻。 

     颂词当中说到“熏”和“习”，“熏”字作为动词来理解，“习”字作名词理解。

“熏”是能熏的作用，“习”是所熏的习气。以现行的法在阿赖耶识当中留下习气，这个

习气就是引生轮回的根本。一旦它成熟，那就会显现轮回的万法，所以说是“流转习”。

远离了不可思议的熏习以及流转根本的习气，也就是能熏和所熏都远离，这样客尘法完全

远离，显露的就是这个法身，它就是不可思议的，怎么能够以思议而得知呢？决定没有办

法可思议的，所以远离一切客尘的障垢，法身全体显露的这就是真正的佛果，也是真正究

竟的法身。它是不可思议的，怎么可能以思议而得知呢？ 

     下面继续讲不可思议的理由：“超过诸语境，一切根非境”，意思是虽然法身在众

生位叫做不净，在圣者菩萨位叫做不净净，在佛位叫做极清净，但是它没有生灭而是大无

为法的缘故，所以超过了语言的境界，也不是一切五根的境界，以世间的闻思修三慧无法

了达，所以说是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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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勒菩萨在《宝性论——菩提品》中说： 

遍知智慧境，佛非三慧境， 

故当了悟智，有情不可思。 

细故非闻境，胜义非思境， 

法性甚深故，非世修等境。 

     跟本论讲的都是一致。 

     弥勒菩萨在《宝性论——如来藏品》中说： 

分别入凡圣，圆佛之真如， 

见真于众生，说此如来藏。 

异生乃颠倒，见真谛者反， 

如来则如实，无倒无戏论。 

不净不净净，极净依次第， 

是名为众生，菩萨与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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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最后两句就说“意识所取者，如所有我礼”，那这个法身是不是根本无法通达

呢？对于精勤寻求的初学者来讲，它仅仅是意识的所取者，也就是仅仅为第六意识依靠了

义的经以信心或者信解的一种所证。 

     弥勒菩萨在《宝性论——如来藏品》里说： 

自然之胜义，是以信所证， 

日轮璀璨光，无目不得见。 

     最后一句话“如所有我礼”，意思是对于这样超越虚妄境界的如所有的法身，龙树

菩萨我顶礼，我作赞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