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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了《普贤行愿品》以后，大家在念诵时要会观想其意义。我想，除了个别观想能

力特别差的人，大部分人通过学习都应该会观想。这次讲《普贤行愿品》，我主要在字面

上作简单介绍，遇到重要问题也顺便作一些发挥。从表面上看，我们每天都念《普贤行愿

品》，词句和内容应该很好解释，但真要逐字逐句地解释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大家

对于每天学的颂词至少要会从字面上解释，尤其法师和辅导员以后要给别人传讲《普贤行

愿品》，这些人更要认真学习。 

     现在我讲课在网上有直播，学院内外的人都能得到传承，不过我发现与学院里的人相

比，外面听《普贤行愿品》的人比较多，而听《释量论》的人则比较少，也许《释量论》

比较难，所以有些人一次听不懂就不想听了。当然这也很好，听《普贤行愿品》确实很重

要，我们不管放生、上课还是开法会都要念《普贤行愿品》，如果连《普贤行愿品》的意

思都搞不懂，在念的时候就无法随文作观。所以通过这次学习，每个人都要懂得《普贤行

愿品》的意义。下面开始上课。 

     当见到有信心的上师时，我们首先会作顶礼，然后再作供养。对诸佛菩萨也是如此，

首先应该顶礼，然后再作供养，因此，在七支供中，首先是顶礼支，接下来是供养支。 

二（供养支）分二：一、有上供养；二、无上供养。 

一、有上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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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有上供养，即供养人间天界能得到的供品。这些供品的种类非常多，此处代表性

地宣说一部分。 

以诸最胜妙华鬘，伎乐涂香及伞盖， 

如是最胜庄严具，我以供养诸如来。 

     以最殊胜庄严的妙花、花鬘、伎乐 、涂香以及伞盖，如是种种最胜庄严的资具，我以

恭敬心供养一切如来。 

     供佛的物品必须是最殊胜、最美妙、最上等无有任何罪障的玷污，不能用枯萎的花、

腐烂的食物等不清净的东西作供养。对于什么供品最好，各人的标准不尽相同，但一般而

言，如果你自己觉得什么东西最好，就可以用其作供养。比如你认为草原上盛开的五颜六

色的野花最好，那你就用这种花来作供养。此外，在供养的时候，不仅供品要种类多、质

量好，而且供品的陈设也要极其美观。 

     如果自己有条件，要将最殊胜、最庄严的资具供养诸佛；如果没有条件，也可以观想

将人间天界的一切供品，比如轮王七宝、八吉祥、五供等供养诸佛 。 

     轮王七宝：佛典中记载，在转轮圣王出现时，自然会有七宝出现，以辅助该王教化百

姓，行菩萨道。转轮圣王是指具足德行及福报的理想圣王。而轮王七宝则是指：轮宝 1、

象宝 2、马宝 3、珠宝 4、玉女宝 5、主藏宝 6、典兵宝 7等。《大宝积经》卷十四中说：

“转轮圣王生种姓家，七宝则现。何谓为七？一日紫金轮，有千辐。二曰白象，有六牙。

三曰绀色神马，乌头朱髦。四曰明月化珠，有八角。五曰玉女后，口优钵者，身旃檀香。

六曰主藏圣臣。七曰主兵大将军，御四域兵。” 

     八吉祥： 

     一、宝盖：代表佛顶，象征佛陀教诲的权威；喻意佛法张弛自如，庇护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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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双鱼：代表佛陀双目（慧眼），表示佛眼慈视众生，故又为智慧、丰足富裕的象

征。 

     三、莲花：代表佛陀之舌。莲花有香、净、柔软、可爱等四德。佛教以之比喻法界真

如之大常，大乐、大我、大净四德。 

     四、宝瓶：代表佛陀颈部。宝瓶充满甘露，表示佛陀金口不断说法利益众生，令众生

出离苦海之甘露妙法。 

     五、右旋法螺：代表佛陀三条颈纹，表示佛语。释尊说法，如海螺之音，声闻四方，

广传普天之下利益众生，故法会之际常吹响海螺。 

     六、吉祥结：代表佛陀心。又称为无尽结，表示佛陀心法无尽。 

     七、尊胜幢：代表佛果，即无上正等正觉；尊胜幢，是古印度的军旗，王与将军以军

旗之幢，统领军旅对抗敌军。如是佛果尊胜一切诸魔障。 

     八、法轮：代表佛陀的手掌与佛陀的双足。象征佛陀手足具千幅轮相，放射正义智慧

之光，广度众生，常转法轮。 

     五供养： 

     五种供物，即涂香、华鬘、烧香、饮食、灯明。或花、香、神馐、灯、水。 

     在作供养过程中，除了要力所能及地供养各种供品，更重要的是心要清净。如果没有

吝啬、嫉妒、竞争等染污的心态，即便对如来供养一朵花、一支香等微少供品，也会有无

量的功德。供佛的目的是什么？从根本上讲，是为了积资净障而获得佛的智慧。 

    《月灯三昧经》云： 

所有诸花鬘，一切香衣服， 

悉持供养佛，为求佛智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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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供养花鬘、妙香、衣服等资具时，我们要发愿：以此功德，愿自他一切有情

早日出离轮回，获得无上圆满正等觉果位，现前佛的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 

     但也有为受持菩提的因即获得菩提心而作供养的如《入行论——忏悔罪业品》云： 

为持珍宝心，我今供如来， 

无垢妙法宝，佛子功德海。 

                    鲜花与珍果，种种诸良药，供养无主物 

世间珍宝物，悦意澄净水。 

巍巍珍宝山，静谧宜人林， 

花严妙宝树，珍果垂枝树。 

世间妙芳香，如意妙宝树， 

自生诸庄稼，及余诸珍饰， 

莲花诸湖泊，悦吟美天鹅。 

浩瀚虚空界，一切无主物， 

意缘敬奉献，牟尼诸佛子， 

祈请胜福田，悲愍纳吾供。 

                    福薄我贫穷，无余堪供财，供养的原因 

祈求慈怙主，利我受此供。 

                愿以吾身心，恒献佛佛子，供养身体 

 恳请哀纳受，我愿为尊仆。 

 尊既慈摄护，利生无怯顾，  

远罪净身心，誓断诸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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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末法时代，虽然我们见不到相好庄严的真佛，但还有机会见到佛像，按《毗奈耶

经》的说法，供养佛与供养佛像没有区别，所以大家要多在佛像前作供养。 

     有些佛教徒对于修持心性、安住见解等胜义善根比较重视，对于供佛、持戒等世俗善

根却不重视，其实这是一种偏颇的行为。不管在印度、藏地还是汉地，都出现过很多不可

思议的高僧大德，从这些高僧大德的传记来看，当证悟境界越高时，他们对于世俗善根也

越重视。从宁玛巴来看，很多上师对于上供下施、积资净障都非常重视。希望道友们向这

些高僧大德学习。 

     作为一个佛教徒，应该有经常供养三宝的习惯。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带着释迦牟

尼佛像、《般若摄颂》和佛塔等三宝所依，以便随时随地作供养。现在科技比较发达，三

宝所依可以做得很小，携带起来非常方便，所以大家要经常带着三宝所依。 

     前一阵子我乘飞机时被一个偶然的因缘触动，我想以后在智悲佛网上设一个网络佛

堂。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寺院里有佛殿，出家人作供养很方便，可是在家人作供养就没那

么方便了，尤其是有些居士的家人不信佛，在家中根本没有供佛的机会。因此，如果在网

上设一个佛堂，有些人上班时可以打开电脑作（顶礼支、供养支、忏悔支、随喜支、请转

法轮支、请佛住世支、回向支）等七支供。虽然这是虚拟佛堂，但只要自己有清净的发

心，在佛堂前供一点灯、花，念几遍供养咒，也能积累很多资粮。 

诚如《入行论——智慧品》云： 

供幻佛生德，如供实有佛。 

供养实有的佛陀能获得实有的福德一样，供养如幻的佛陀也同样能获得如幻的福德来圆

满资粮。这是我在飞机上想到的，但因为比较忙后来忘记了，刚才依靠三宝的加持，它又

从我的智慧中无勤流露出来。希望网络组的发心人员考虑一下，看怎样设一个网上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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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胜衣服最胜香，末香烧香与灯烛， 

一一皆如妙高聚，我悉供养诸如来。 

     以最胜妙的衣服、末香、烧香、灯烛，这些一一都像须弥山那样高广，我以恭敬心将

其悉皆供养诸如来。 

     这个偈颂提到了三种供品。 

     1.胜妙衣服： 

     世间人特别喜欢好衣服，而修行人一般不太重视衣服，但不管自己喜不喜欢，我们都

应该供养诸佛最胜妙的衣服。不仅要供养真实的衣服，甚至在商场看到好衣服时也要作意

幻供养。现在有些名牌衣服特别贵，一件衣服动辄几千、几万块钱，有些人买不起这些衣

服，每次去商场就作意幻供养，这样也很好。 

     2.妙香： 

     此处的妙香包括人间和天界的各种名香，末香是粉末状的香，比如檀香末、沉香末

等，烧香是燃烧后散出香气的香。印度人有在身上抹香料的习俗，现在汉族人也是这样，

很多人出门前在身上喷香水，遇到他们闻起来香喷喷的。也许这些人觉得供养自己有功

德，所以天天在身上喷香水。其实，供养佛才有功德，所以大家要经常用香水供佛，每天

早上要在佛堂里喷一点香水或者对着佛像、唐卡喷一点香水。 

     现在汉地很多寺院香火很旺，个别寺院趁机卖高价香，一炷香居然卖到几千元甚至上

万元，而且卖的香也分门别类：超度亡人的香多少钱，消灾祈福的香多少钱……其实这些

做法没有佛经的依据。我认为，作为寺院在这方面应该随缘，不要抱着挣钱的目的，如果

把佛教的行为完全变成市场化，商业化，那就不太好了。 

     3.灯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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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供养的灯应该是各种各样并且极其广大。长行文中说：“然种种灯，酥灯、油灯、

诸香油灯，一一灯炷如须弥山，一一灯油如大海水。以如是等诸供养具，常为供养。” 

     总而言之，在作供养的时候，不仅供品在颜色、形状、品质等方面要最殊胜，而且供

品的陈设也要庄严，要让人一看就生欢喜心。在此过程中，如果自己有经济条件，供品当

然是多多益善，如果没有经济条件，也可以作意幻供养。 

     《入行论——忏悔罪业品》中提到十二种意幻供养，如偈云： 

      浴 1拭 2妙衣 3饰 4，香 5薰 6花 7神馐 8， 

灯 9地 10室 11宝伞 12，意幻十二供。 

     《入行论——忏悔罪业品》云： 

馥郁一净室，晶地亮莹莹，  

宝柱生悦意，珠盖频闪烁。 

备诸珍宝瓶，盛满妙香水，  

        洋溢美歌乐，请佛佛子浴。沐浴 

        香薰极洁净，浴巾拭其身。擦拭 

        拭已复献上，香极妙色衣。妙衣 

亦以细柔服，最胜庄严物， 

        庄严普贤尊，文殊观自在。饰品 

       香遍三千界，妙香涂敷彼，妙香 

犹如纯炼金，发光诸佛身。 

于诸胜供处，供以香莲花，  

        曼陀青莲花，及诸妙花鬘。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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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献最胜香，香溢结香云。香云 

        复献诸神馐，种种妙饮食。神馐 

        亦献金莲花，齐列珍宝灯。宝灯 

       香敷地面上，散布悦意花。地面 

        广厦扬赞歌，悬珠耀光泽，宫殿 

严空无量饰，亦献大悲主。 

        金柄撑宝伞，周边缀美饰，宝伞  

形妙极庄严，亦展献诸佛。 

                别此亦献供，悦耳美歌乐，发愿供养  

愿息有情苦，乐云常住留。 

 唯愿珍宝花，如雨续降淋，  

一切妙法宝，灵塔佛身前。 

     供佛非常重要。汉传佛教的寺院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不管哪个大寺院，供花、供

香、供果的人都很多，而且受藏传佛教的影响，供灯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灯器也是藏式

的。但现在供水的人还不多，以后汉地佛教徒还应该多供水。因为有关经论中讲得很清

楚，在佛前陈设花、香、神馐、灯、水这五种供品非常重要。法王如意宝一生最重视的就

是《普贤行愿品》，他要求念诵《普贤行愿品》时必须结合五供。老道友们都有印象：每

天法王讲课前，僧众们一边念《普贤行愿品》一边放悦耳的音乐，同时还要供养灯、香、

花、水、神馐。现在上师圆寂快九年了，我们学院念《普贤行愿品》时还在不断地作五

供。希望汉地佛友们今后念《普贤行愿品》时也结合五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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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人学佛违缘比较多，有些人甚至没办法在家里供佛。这些人以后可以到我们的

网上佛堂作供养，这样既可以积累功德，也不需要请人做佛堂。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可

怜，他们白天黑夜完全沉溺在网上，在虚拟的世界里跟别人打打杀杀，做很多非法的事

情。有时候想起来，古时候科技虽然没有现在这样发达，古人吃穿也不像现在这样好，但

那个时候人心比较清净，也没有很多令人堕落的因。而现在则不同了，随着科技的发展，

网络、手机等令人堕落的因缘层出不穷。因此，如果要使用现代科技的方便，大家应该将

其用于善法方面。 

     供佛功德非常大。《释迦谱》中说： 

于诸福田中，佛福田为最， 

若欲求大果，当供佛福田。 

     在《妙法莲华经》中，也讲了许多供佛的功德。获得人身非常不容易，如今我们已经

获得了人身，而且现在供佛非常方便，请一尊佛像没什么困难，所以大家应该多供佛。文

革期间，在藏地人们连一串念珠都不敢露出来，如果谁家被查出来有佛像，马上就会受到

严惩，而现在时代不同了，对宗教没有那么严的控制，作为佛教徒，应该利用各种方便积

累资粮。 

     有些佛教徒在这方面做得很不错，虽然他们很难全身心地投入修行，但对于供灯等善

法很有信心。自从我传讲《入菩萨行论》以来，全国各地供灯的人越来越多，有些居士团

体一年要供好几万盏灯。有这么多众生供养福田，这也是三宝的加持吧，这种现象非常可

喜。我们确实不应该轻视世俗的善根，即使自己修行境界再高，也不能中断供养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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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经常想：以前法王如意宝在世时，每天不间断地带领弟子念诵《普贤行愿品》，作

为上师的传承弟子，我们应该继续这种高尚的行为。我也很欣慰地看到，很多在我们学院

呆过的出家人和居士回到各自的地方后，都力所能及地发动大众念诵《普贤行愿品》。 

     在这个时代，人们很容易接受像《普贤行愿品》这样的法门，而中观、因明、般若等

法门则很难被人们接受。以我自己的经验看，我的专业本来是中观、因明、般若、密法，

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这方面，但现在看起来，我的专业经常用不上。就像很多大学生一

样，他们的专业本来是计算机，毕业后却进入其他行业。（在这方面我也很惭愧，虽然念

了很多年《普贤行愿品》，可是现在才第一次给大家讲。很多道友也有这种倾向：有些人

讲起《俱舍论》精通无碍，讲到中观应成派和中观自续派的观点滔滔不绝，可是一讲到实

修法就没话说了。）听说学院有些道友出去时给居士讲中观、因明，虽然他们讲得很精

彩，可是百分之八九十的听众都在打瞌睡或者“坐飞机”。所以，众生需要的是适合大多

数人根机的法门。既然如此，在弘扬佛法过程中，我们就要善于观察众生的根机。《华严

经》中说，菩萨应当善巧了知众生的根机意乐界性。否则，如果听法者都是世俗谛的根

机，只有法师是胜义谛的根机，法师即使把胜义谛讲得再透彻，听众也无法接受。 

二、无上供养： 

     所谓无上供养，即超越有上供养的供养，其实这就是法供养。 

我以广大胜解心，深信一切三世佛， 

悉以普贤行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 

     我以广大的胜解心 深信法界中的每一个微尘中都有无量诸佛，依靠普贤行愿的威神

力，我以各种供品普遍供养一切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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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作无上供养时，首先要安住三轮体空的境界，接着观想自己面前安住着十方三世一

切如来，然后观想自己的身体幻化出无数普贤菩萨，从每一位普贤菩萨心间幻化出无数供

养天女，每一个供养天女手持无量供品，前往各位如来面前作供养。这种观想就是普贤云

供。普贤菩萨摩诃萨从心间放光，幻化诸种不可思议、甚不可思议的清净供品，常供一切

三世诸佛；自己因胜解信敬普贤菩萨摩诃萨通达诸法实相的神威力量，也随学意观，从自

心间放光意幻遍布法界的诸种善妙清净供品，来供养尽法界的一切十方三世诸佛。 

     为什么此处的供养叫无上供养？原因有二： 

     1.对一般人来说，具足广大胜解心，安住三轮体空，观想普贤云供，这些都是不容易

的，所以叫做无上供养。 

     2.具足广大胜解心，安住三轮体空，观想普贤云供，这其实是在行持佛法，换句话说，

这种供养属于法供养，所以叫做无上供养。 

     《入行论——忏悔罪业品》云： 

犹如妙吉祥，昔日供诸佛，  

吾亦如是供，如来诸佛子。 

     《宝箧经》中云： 

多种鲜花花华盖，以及五彩缤纷花， 

铺遍形态各异花，供大尊主彼等佛。 

     在一切供养中，以法供养最为殊胜，智慧军论师在《普贤行愿品释》中说：“世间有

三种无上，何为三种无上？一者发菩提心，二者受持正法，三者依法修持。”长行文中也

说：“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

养、代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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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含经》中记载，世尊圆寂前来到拘尸那城的娑罗双树下，世尊让阿难敷设床座，然

后头朝北以狮子卧式吉祥而卧。当时有鬼神以妙花散于佛身。世尊告诉阿难：“这是鬼神

对我的供养，但这不是真正的供养如来。”阿难问：“什么才是供养如来？”世尊回答

说：“如果有人能受持佛法、行持佛法，这才是供养如来。” 

世尊接着说了一个偈子： 

紫金华如轮，散佛未为供， 

阴界入无我，乃名第一供。 

以大如车轮般的紫金色妙花散于佛身，这不算对如来的最上供养，只有证悟了五蕴、十

八界、十二处无我，这才叫第一供养。 

     有人曾经问我：某上师对我恩德非常大，怎样才能报答他的恩德？我说：要报答上师

的恩德，不一定非要供养几朵花、一条哈达或者一点人民币，最好是行持佛法、弘扬佛

法。现在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为了报答上师的恩德而供养很多钱，可是这些钱背后掺杂

了其他目的，结果导致了很多痛苦。比如，某人给上师供养了一笔钱财，当上师后来对他

态度不好时，他就会想：我供养了那么多钱，怎么上师对我不好啊？相比之下，因为不附

带其他条件，所以法供养不会导致痛苦。比如今天我以背诵一部经典或是论典供养上师，

这就不会有任何后患。对上师来说，这种供养也是最欢喜的。为什么说财供养不是最好的

供养，法供养才是最好的供养，原因就在于此。因此，如果有人想报答上师的恩德，就要

好好闻、思、修持佛法并且弘扬佛法。 

     如果有些人暂时无法做到这个偈颂的要求——具足广大胜解心、安住三轮体空、观想

普贤云供，那就应该尽心尽力受持佛法，这种供养是诸佛最欢喜的，能很快圆满无量资

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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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中论——菩提心极喜地品》云： 

施者受者施物空，施名出世波罗蜜， 

由于三轮生执着，名世间波罗蜜多。 

     “施者受者施物空，施名出世波罗蜜，”此名波罗蜜多之布施，若于施者、受者、施

物皆无可得，般若波罗蜜多经中说名出世波罗蜜多。以不可得即出世间故，有所得者世俗

谛摄即世间性故，未得菩萨地者不能了此义。 

“由于三轮生执着，名世间波罗蜜多。”即前布施若于三轮有所得者说名世间波罗蜜

多。 

     世出世间就在于是否具足广大胜解心、安住三轮体空的无垢寂静境界。若用这种实证

般若空性的法对三世诸佛、菩萨及众生作法供养就是最殊胜的供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