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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利断证圆满之相分二：一、断圆满相 二、证圆满相  

一、断圆满相分二：一、佛住三有无染 二、佛自性超越三有  

一、佛住三有无染  

     【不染诸欲，不染众色，不染无色。】  

    不染诸欲： 佛住欲界从母胎降生等，相应世间游舞示现，然以欲界法贪欲盖等丝毫

不染，如泥中出生新莲而安住，是为不染诸欲。 

《普贤行愿品》云： 

于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 

犹如莲华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 

     不染众色：如是，佛现前所有禅定而不味著定乐等，是为不染众色； 

     不染无色：得无色定而不味著，且彼中无说法等，亦不安住彼处，故为不染无色。  

二、佛自性超越三有分二：一、超越苦果 二、超越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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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超越苦果分二：一、略说 二、广说  

一、略说  

     【解脱众苦，】  

     解脱众苦：佛已永断三有种子而灭一切痛苦，故为解脱众苦。  

     弥勒菩萨在《宝性论——如来藏品》中云： 

圣者已根除，死病老痛苦， 

以业惑感生，彼无故无彼。 

     圣天论师在《中观四百颂——破边执品》中说： 

识为诸有种，境是识所行， 

见境无我时，诸有种皆灭。 

二、广说  

     【善脱诸蕴，不成诸界，防护诸处。】  

     从痛苦所依蕴界处解脱之相者。 

     善脱诸蕴：所谓善脱诸蕴，即从具有生灭的近取五蕴中极为解脱，故说此相； 



649 
 

     不成诸界：“诸界”，义为持各自种类种子，如来远离生灭戏论，故为“不具诸

界”； 

    《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云：“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厄。……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

界，乃至无意识界。” 

     防护诸处：防护诸处者，以六外处为所缘缘、六内处为増上缘后，于境流趣而生

识，称为生处，如来寂灭戏论之自性，故无生处流而动摇，故称“防护诸处”。未能防护

诸处之众生，眼见色法，由于可爱境乐受而生贪染，由于非爱境苦受而生嗔恚，由于中庸

境舍受而生愚痴等。总之，虽现蕴界处之相，然为超越蕴界处之一切相智身，故何时亦无

平凡五蕴等自性。  

弥勒菩萨在《宝性论——菩提品》中云： 

如由种种形色物，摩尼中现非彼体， 

亦由众生种种缘，如来显现非彼体。 

（就像摩尼宝观待各种形状和颜色的布基，会显现相应的各种形状和颜色的影相，但

这些不是摩尼宝的自性。同样，观待所化的根机、意乐等，佛陀虽然示现相应的形色、身

量等蕴界处的相，但实际上佛没有那种自性。）”  

月称论师在《入中论——菩提心现前地品》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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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犹如已觉位，乃至未觉三皆有， 

如已觉后三非有，痴睡尽后亦如是。 

（没有觉悟时， 蕴界处都有，已经觉悟就不会再显现，无明痴睡消尽的佛陀，不会

有蕴界处的迷乱显现。）” 

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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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超越集因  

     【永断诸结，脱离热恼，解脱爱染，越众瀑流。】  

     永断诸结，解脱爱染：一般烦恼有诸异名，如“结”、“热恼”、“瀑流”、“结

使”、“坚固”等，此处前二者是就作用而言，后二者是就体相而言。一般，一切烦恼可

称为结，此处特指转生轮回之主因“爱”，能系三界犹如紧结之爱，以无我慧剑永断，故

是“解脱爱染”。 

     结有九种，使有十类。九结谓：1.爱结（贪爱）、2.恚结（瞋恚）、3.慢结（憍

慢）、4.痴结（不了解事理的无明）、5.疑结（疑惑三宝）、6.见结（身见、边见、邪见

之三）、7.取结（见取见、戒禁取见等二种之取着）、8.悭结（悭惜自己的身命财宝）、

9.嫉结（嫉妬他人荣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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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使即分为利与钝或见非见之二种： 

     1.贪、瞋、痴、慢、疑等五种，为之五钝使或五非见。 

     2.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等五种，为之五利使或五见。 

     脱离热恼，越众瀑流：“热恼”者，能令痛苦的烦恼——见及无明等，具有如瀑流

般不自在的冲力，彼亦断除之故，“脱离热恼，越众瀑流”。 

     《俱舍论》云：“若势增上，说名暴流，谓诸有情，若堕于彼，唯可随顺，无能违

逆，涌泛漂激，难违拒故。（势力增上，叫做暴流，众生如果堕在里面，唯一只能随它漂

流，不能违逆，以烦恼流翻涌漂激，难以抗拒的缘故。）” 

     《大智度论》中说：“若劫尽时，火烧三千大千世界无复遗余，火力大故。佛一切

智火亦如是，烧诸烦恼无复残习。（劫尽时，劫火焚烧三千大千世界，烧尽无余，以火力

大的缘故。佛的一切智火亦复如是，烧毁烦恼，连残余的习气也都消尽无余。）” 

     如是即从“以爱染如结系缚”及“以烦恼瀑流漂激而热恼”此二层因果中解脱。  

《大智度论》中说：“如一婆罗门，以五百种恶口众中骂佛，佛无异色亦无异心。此

婆罗门心伏，还以五百种语赞佛，佛无喜色亦无悦心。于此毁誉心色无变。”  

这是讲颇罗堕婆罗门以五百种恶口，在大众当中不断辱骂佛陀，但是佛陀的身心没有

任何异样，后来他见到世尊不说不答，内心被佛的威德折伏，又以五百种语言赞叹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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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也没有因此而喜形于色、心里高兴。佛对任何毁谤和赞誉都是心色不变，所以是防护诸

处、不成诸界、不染诸欲。  

“又复旃遮婆罗门女，带杅谤佛，佛无惭色。事情既露，佛无悦色。”  

这是讲婆罗门女谤佛的事情：  

有一次，佛陀为大众说法时，旃遮婆罗门女拿一个木盆绑在腹部，用衣服盖上，走出

舍卫城来到祗园精舍，远远见到世尊正在给无数大众说法，她想：“今天要在大众当中毁

辱瞿昙沙门，让我的师父们得到供养。”她来到佛面前说：“沙门，你为什么不说自己的

事，而说别人的事？你现在自己快乐，不知道我的痛苦，你先和我私通，使我有了身孕，

现在快要临产了。” 这时，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沉闷下来，大家都默不做声，但世尊没有

任何羞惭的表情。当时帝释侍候在佛的身旁，为佛打扇子，他想：“这个外道女，为什么

这样恶心毁谤如来。”他就以神力变成一只小白鼠，钻到婆罗门女的衣服里面，咬断带

子，盆子忽然落地，四众弟子见到盆子掉在地上，都欢喜踊跃，但这时佛也没有高兴。 

   “转法轮时，赞美之声满于十方，心亦不高；孙陀利死，恶声流布，心亦不下。”  

在转法轮时，赞美的声音充满十方，听到这些赞语，佛的心也没有任何高举。在孙陀

利被暗杀而谣言四起时，佛的心也没有任何低沉。孙陀利，是外道当中的一个少女，受外

道的指使，早晚在祗园精舍走动得很勤。几天以后的一个夜晚，外道雇了几名杀手，在孙

陀利正走在祗园精舍路上时，秘密把她暗杀。第二天，外道向政府报告，请求搜寻，结果

在祗园附近发现孙陀利的尸体，外道就到处扬言说孙陀利和祗园的人有不清净的行为，孙

陀利被杀是为了桃色纠纷。当时各种难听的话，传得非常多，但是佛的心没有丝毫波动。



653 
 

后来，杀手得到赏金之后，在酒店里面喝酒，因为赏金分不均匀而发生争吵，于是全部被

捕，而且招供是受外道的指使，这样才使真相大白。所以，当佛陀相应我们这个人世间游

戏示现时，给人感觉好像佛在这个红尘世界中，也会遇上各种事，但实际上佛陀安住于法

身境界中一刹那也没有移动过，绝不可能心随境转，所以是于三有无染。  

“阿罗毘国土风寒又多蒺藜，佛于中坐卧不以为苦。又在天上欢喜园中，夏安居时坐

剑婆石，柔软清洁如天綩綖，亦不以为乐受。”  

根据巴利文长老偈经的注解，阿罗毘国的位置是在舍卫城南方三十由旬的恒河沿岸。

这片国土风大，气候寒冷，地上多长有蒺藜草。世尊当时在这里坐卧也不觉得是苦。又在

忉利天的大园林——欢喜园当中，夏安居时，世尊坐在天界的剑婆石上，极为柔软清洁，

但也不认为是乐受。所以，世尊对一切受的耽著已完全消尽，一切无有高下，一切都是大

平等。  

“大天王跽奉天食不以为美，毘兰若国食马麦不以为恶。”  

大天王两膝跪着对佛供养天人的食物，佛也不认为是美事，在毘兰若国，佛吃了八十

多天的马麦也没有厌恶。 

在《佛说兴起行经》当中记载，当年舍卫国毘兰邑的阿耆多王请佛和五比丘供斋三个

月，当时有魔王蛊惑国王的心志，让他入王宫耽著五欲，只供养了六天，他就忘得一干二

净。当时又碰上整个地区闹饥荒，乞不到食，只有一位马夫减一半的马麦来供养佛和僧

众，一直到第九十天，国王才醒过来，向佛忏悔。佛连吃三个月的马麦，一点也没有觉得

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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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大国王供奉上馔不以为得，入萨罗聚落空钵而出不以为失。”  

很多大国王迎请佛入王宫，供养上妙的美食，佛陀也没有得意之心。进入萨罗聚落，

被拒之门外，只有托空钵出来，但佛也没有失望之心。 

在《大宝积经》上讲：当时佛和比丘僧没有得到饮食，一切魔王和其余诸天都这样

想：“佛和众僧没有得到食物，现在很忧恼吧！”他们夜晚就来实地观察，结果发现佛没

有一念忧恼，心不高也不下，平平等等，前面如是，后面也如是。所以，佛已经没有得失

之心。  

“提婆达多于耆阇崛山推石压佛，佛亦不憎，是时罗睺罗敬心赞佛，佛亦不爱。” 

按《五分律》所说，当年提婆达多为了害佛，找到一个人，和他共同登上耆阇崛山。

当时世尊正在山下的石路上经行，提婆达多就叫那人推石害佛，在他发心推石的时候，他

的四肢却动不了，他心里想：佛的功德真大，就这一念手和脚又恢复过来。提婆达多见他

不行，就亲自把大石头推下山崖，山神接住石头，远远地抛在一边，石头的碎片迸到佛的

脚上，伤了脚的大指，但是佛没有一念憎恨之心。当时罗睺罗尊者以恭敬心赞叹佛，佛也

没有一念喜爱之心。这是冤亲平等的境界。  

“阿阇世纵诸醉象，欲令害佛，佛亦不畏。降伏狂象，王舍城人益加恭敬，持香华缨

络出供养佛，佛亦不喜。”  

阿阇世王放醉象害佛，当时佛也没有起过一刹那的畏惧心。在佛降伏狂象之后，王舍

城的人民都同声赞叹：“瞿昙沙门不用刀杖就降伏恶象，国中的人民不再有恐怖，何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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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这样王舍城的人们更加恭敬佛，都拿着香华、璎珞出来供养佛，但是佛也没有一点

自豪感。这是说明佛陀已没有胜负之心。  

“九十六种外道，一时和合议言，我等亦皆是一切智人，从舍婆提来欲共佛论议。尔

时佛以神足从脐放光，光中皆有化佛，国王波斯匿，亦命之令来，于其坐上尚不能得动，

何况能得与佛论议。佛见一切外道贼来，心亦无退，破是外道，诸天世人倍益恭敬供 

养，心亦不进。”  

九十六种外道一起商量说：“我们也都是一切智人”，于是他们从舍卫国来想与佛辩

论。尔时佛以神足从脐间放大光明，光中都有化佛，波斯匿王也被叫来。在佛的威德震慑

之下，外道在座位上动都动不了，哪里还能与佛辩论。佛陀见一切外道过来，心里没有 

任何退怯。摧破外道以后，诸天世人对佛更加恭敬、供养，佛的心也没有增进。  

以上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呢？《大智度论》中说：“譬如真阎浮檀金，火烧不异，搥打

磨斫，不败不异， 佛亦如是，经诸毁辱诽谤论议，不动不异，以是故知，佛诸烦恼习，

都尽无余。”打个比方，就像真金以火烧也不会有任何变质，以锤打磨斫，也不会毁坏。

佛也是如此，不论何种毁谤、污辱、论议、赞叹、恭敬，佛的心始终不动不摇，没有任何

变异。这就可以证明，佛陀已经无余灭尽烦恼习气，佛的断德达到究竟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