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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来世果报）分三：一、世间异熟果报；二、出世间果报；三、总结功德。 

一、世间异熟果报： 

族姓种类及容色，相好智慧咸圆满， 

诸魔外道不能摧，堪为三界所应供。 

     修持普贤行愿的人会感得族姓、容貌、肤色、相好、智慧极其圆满，一切魔众和外道

不能摧毁，堪为三界众生的应供处。 

     修持《普贤行愿品》的果报非常殊胜，生生世世会具足超胜其他众生的超群功德。听

到这些功德后，每个人肯定都愿意念《普贤行愿品》。下面次第介绍这些功德。 

     一．家族种姓高贵 

     古代人特别讲究种姓，比如在古印度分为四种种姓： 

     一．婆罗门：最高等的瓦尔那（种姓），也是整个阶序的核心。婆罗门本为祭司，根

据《摩奴法典》规定，可从事教授吠陀经、司祭与接受奉献这三样工作，但在 8 世纪以后

祭司逐渐不受重视，洁净便取代前者，成为婆罗门最主要的特征。此外，婆罗门享有许多

特权，如不可处罚、不用交税、不可杀害、可领回部份充公遗失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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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刹帝利：次等的瓦尔那，《梵书》称其具有与婆罗门共享“管辖一切生命”的权

利。刹帝利是战士和统治者，掌握实际的政治与军事权力，但被排除在完整的司祭过程之

外，因此不具有宗教上的权力。此外，其负有保护婆罗门之责。 

     三．吠舍：第三等的瓦尔那。吠舍是农人或牧人，任务是生产食物，并提供各种祭

品。《瞿昙》规定吠舍可从事农耕、畜牧与放贷的工作。并且吠舍是唯一拥有经商能力的

阶级。 

     四．首陀罗：最低等的瓦尔那。首陀罗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仆，负责提供各种服务。 

     婆罗门和刹帝利是最高贵的种姓。现代社会虽然不像古代那样讲究种姓，人和人基本

上是平等的，但不同家族和种姓的人还是有很大差别，甚至同一家庭的人也有很大差别，

比如一对双胞胎，一个人长大以后会成为有权力、有地位、有财富的受人恭敬者，而另一

个人则不一定能成为这样的人。如果我们经常念《普贤行愿品》，来世就会转生为高贵

者。 

《中观四百颂——明破我执方便品》云： 

诸生活方便，世间说名种， 

故一切有情，无种姓差别。 

过去时久远，女性意动摇， 

是故剎帝力，非由种姓生。 

     二．容貌端严 

     在世间很难找到容貌没有缺点的人。如果经常念《普贤行愿品》，生生世世会五官端

正，看起来非常庄严，找不到任何缺点。 

     三．肤色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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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容貌比较好，但是肤色不好，有些人肤色比较润泽，但是容貌不太好，总是存

在一些缺点。为了好看，现在很多城市里的人使劲在脸上敷白、红、灰色的颜料，有些人

不知道涂了什么东西，脸上好像有很多小星星一样发亮。其实，如果经常念《普贤行愿

品》，根本不需要在脸上敷东西，来世会具足佛陀般的金色皮肤或者白里透红的皮肤。 

     四．相好圆满 

     佛陀具足三十二相和八十随形好，转轮王和大福德者也有与佛类似的妙相。如果经常

念《普贤行愿品》，也可以获得这些妙相。 

    《教王宝鬘论——番说因果品》云： 

一切转轮王，虽有此等相， 

净严及明显，不及佛一分。 

     五．具足智慧 

     念《普贤行愿品》者能获得远离一切愚痴黑暗的广大智慧，不管抉择世间法还是出世

间法都不会有出入。 

    《大智度论》引用佛经云： “十一智：法智、比智、他心智、世智、苦智、集智、灭

智、道智、尽智、无生智、如实智。” 

     只要经常念《普贤行愿品》，生生世世会具足各种善妙的异熟果报。其实，人们很需

要圆满的异熟果报。 

     修行人也须要每天发善愿，无垢光尊者在《窍诀宝藏论》中有一种名叫《恒常念诵愿

文》的发愿窍诀，这个教言非常好。如偈云： 

愿我乃至生生世世中，获得具足七德之善趣； 

愿我出生立即遇正法，具有如理修持之自由； 



1418 
 

愿我能令上师生欢喜，日日夜夜之中行正法； 

愿我悟法后修精华义，彼生越过三有之大海； 

愿我能为众生传妙法，成办利他无有厌倦心； 

愿我能以无偏大事业，令诸有情一同成正觉。 

     佛经中说人天七德即‘种姓高贵、形色端严、长寿、无病、缘分优异、财势富足和智

慧广大。’ 

     有些法师经常讲：“大家要好好行持善法，这样生生世世会相貌漂亮、皮肤细腻。”

不过很多众生过于耽著这些，如果讲极乐世界的功德，很多人不一定爱听，如果我们说：

“你现在好好念佛，将来会长得很漂亮”，他们都会拼命念佛。 

《入行论——安忍品》云： 

生生修忍得，貌美无病障， 

誉雅命久长，乐等转轮王。 

     六．不为诸魔外道所害 

     修行人要懂得什么是魔。《大智度论》中说，凡是能夺慧命、坏善法的就是魔。这是

从一般角度讲的。按《华严经》的观点，凡是与发菩提心、利益众生、行持六度万行相违

的都是魔业，这部经中提到了十种魔业，比如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根是魔业，不发心求大菩

提是魔业，修行六度时产生懈怠是魔业，等等。这是从大乘严格角度讲的。 

《华严经——离世间品》中谈到了十种魔业、十种魔所摄持、十种魔、十种舍离魔业。 

《华严经——离世间品》云： 

“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魔业。” 

     何等为十？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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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根，是为魔业。 

二．恶心布施，瞋心持戒，舍恶性人，远懈怠者，轻慢乱意，讥嫌恶慧，是为魔业。 

（注：布施却心怀着恶意或轻视；虽持戒却不戒心，心怀瞋恨；行菩萨道却舍弃恶性众

生，不施救度；远离懈怠的佛弟子，没有劝进；轻视怠慢心意不坚定的佛弟子；讥笑嫌恶

愚笨的人。） 

     三．于甚深法心生悭吝，有堪化者而不为说，若得财利恭敬供养，虽非法器而强为

说，是为魔业。（注：甚深法指甚深般若波罗蜜即是第一空义或称实相义。） 

     四．不乐听闻诸波罗蜜，假使闻说而不修行，虽亦修行多生懈怠，以懈怠故，志意狭

劣，不求无上大菩提法，是为魔业。 

    五．远善知识，近恶知识，乐求二乘，不乐受生，志尚涅槃离欲寂静，是为魔业。

（注：喜欢求取声闻涅槃和缘觉涅槃两种小乘果，不喜欢投生到人道和恶道或十方世界去

解救众生志向在于小乘涅槃喜好离欲的寂静。） 

     六．于菩萨所起瞋恚心，恶眼视之，求其罪衅，说其过恶，断彼所有财利供养，是为

魔业。 

     七．诽谤正法不乐听闻，假使得闻便生毁呰，见人说法不生尊重，言自说是，余说悉

非，是为魔业。 

     八．乐学世论巧术文词，开阐二乘，隐覆深法，或以妙义授非其人，远离菩提住于邪

道，是为魔业。 

     九．已得解脱、已安隐者常乐亲近而供养之，未得解脱、未安隐者不肯亲近亦不教

化，是为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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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增长我慢，无有恭敬，于诸众生多行恼害，不求正法真实智慧，其心弊恶难可开

悟，是为魔业。 

     是为十。菩萨摩诃萨应速远离，勤求佛业。 

    “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魔所摄持。” 

     何等为十？所谓： 

     一．懈怠心，魔所摄持。 

     二．志乐狭劣，魔所摄持。（注：指志在小乘或人天乘。） 

     三．于少行生足，魔所摄持。（注：指修行以少为足，例如沉溺于天道幅报和小乘果

位。） 

     四．受一非余，魔所摄持。（注：指只接受一种法门排斥其他法门即说其他法门的不

是。） 

     五．不发大愿，魔所摄持。（注：指不求无上菩提即成佛和普渡一切众生。） 

     六．乐处寂灭，断除烦恼，魔所摄持。（注：指志在小乘的有余涅槃。） 

     七．永断生死，魔所摄持。（注：指志在小乘的无余涅槃。） 

     八．舍菩萨行，魔所摄持。 

     九．不化众生，魔所摄持。 

     十．疑谤正法，魔所摄持。 

     是为十。 

     “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魔。” 

     何等为十？所谓： 

     一．蕴魔，生诸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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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烦恼魔，恒杂染故。 

     三．业魔，能障碍故。 

     四．心魔，起高慢故。 

     五．死魔，舍生处故。 

     六．天魔，自憍纵故。 

     七．善根魔，恒执取故。 

     八．三昧魔，久耽味故。 

     九．善知识魔，起着心故。 

     十．菩提法智魔，不愿舍离故。 

     是为十。菩萨摩诃萨应作方便，速求远离。 

 “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舍离魔业。” 

     何等为十？所谓： 

     一．近善知识恭敬供养，舍离魔业。 

     二．不自尊举，不自赞叹，舍离魔业。 

     三．于佛深法信解不谤，舍离魔业。 

     四．未曾忘失一切智心，舍离魔业。 

     五．勤修妙行恒不放逸，舍离魔业。 

     六．常求一切菩萨藏法，舍离魔业。 

     七．恒演说法，心无疲倦，舍离魔业。 

     八．归依十方一切诸佛，起救护想，舍离魔业。 

     九．信受忆念一切诸佛，神力加持，舍离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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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与一切菩萨同种善根，平等无二，舍离魔业。 

     是为十。若诸菩萨安住此法，则能出离一切魔道。 

     以上诸魔者，都能障蔽正道，妨害慧命，故名为魔。如果一个人经常念《普贤行愿

品》，世间的成千上万魔众以及六十二种（或者三百六十种）外道都无法对其作损害。我

经常想，法王如意宝和他的传承弟子终生修持《普贤行愿品》，依靠这种不共的缘起，邪

魔外道很难侵入他老人家的道场和传承法脉，可以说是无机可乘。在汉传佛教中也有很多

精进修持《普贤行愿品》的高僧大德，他们依靠《普贤行愿品》的威力也战胜了弘法利生

过程中的一切魔障。大家应该对《普贤行愿品》的功德深信不疑，有生之年好好念《普贤

行愿品》。 

     法王曾经说：“本来密宗当中有很多遣除违缘的猛修法，比如在八大法行中有金刚

橛、马头明王等猛修仪轨，但是如果修行者没有大圆满或者生圆次第的境界，虽然这些法

很殊胜，但使用起来不一定成功。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如以慈悲心念诵《普贤行愿品》。

这样的话，修道过程中的一切违缘和障碍全部会销声匿迹。” 

     作为修行人，遇到魔障是很正常的。我们也经常听到有人说：“唉，我现在又遇到魔

障了，又出现违缘了。”魔障是各种各样的：有些魔障是看不见的，比如有些非人入于你

的心，使你内心逐渐产生恶念，行为也不知不觉往恶法方面转；有些魔障是能看见的，比

如亲朋好友以粗暴或者温和的言行让你离开学佛的正道。依靠《普贤行愿品》的威力，一

切有形无形的魔障都能得以遣除。 

     一般来说，念《普贤行愿品》的人不会遇到魔障，即使遇到魔障也能很快远离。在如

今这个魔众极其猖狂的五浊恶世，如理修持正法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为了保护自己的修

行，大家最好披上《普贤行愿品》的擐甲。我看过在伊拉克作战的美国士兵，为了防止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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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弹击穿，他们都穿着厚厚的防弹衣，甚至在炎热的夏天也穿得厚厚的。作为修行人，我

们不用担心被世间的子弹击穿，但魔众的子弹比世间的子弹更厉害，一旦被击中心脏就不

可救药了，所以大家要注意保护自己的慧命。 

     七．堪为三界所应供 

     经常念《普贤行愿品》的人可以接受三界众生的供养，甚至天王也会顶戴此人足下的

微尘。这里的‘三界’有些论议师注释成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可是无色界的众生既

然无有身体就无法实行供养与布施等。所以应该把‘三界’理解为地下、地面上、虚空三

处或是欲界的人、天、与色界天众生也许比较好一些。 

     有些人担心接受不了别人的供养、顶礼、赞叹，其实只要好好念《普贤行愿品》，完

全可以消受这些有漏的供养。藏传佛教有这种传统，如果有人对自己作了比较大的供养，

自己就会专门为对方念《普贤行愿品》作回向。在我们学院，供斋时僧众都要念《随念三

宝经》和《普贤行愿品》作回向。 

二、出世间果报： 

速诣菩提大树王，坐已降伏诸魔众， 

成等正觉转法轮，普利一切诸含识。 

     修持普贤行愿有什么出世间果报呢？就是很快获得佛果。大家应该清楚，修持普贤行

愿目的不是升官发财、脱离病苦厄运，应该是成就佛果。修持普贤行愿与成就佛果是能生

因和所生果的关系，只要我们修持普贤行愿，很快会获得大菩提果位，这是毫无疑问的。 

下面以坐菩提道场、降伏诸魔众、成等正觉、转法轮这四相来宣说此理。 

     1.坐菩提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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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悉达多太子经历六年苦行后，去往具有十六功德的菩提迦耶，在菩提树下金刚跏

趺坐，立下誓愿： 

我今若不证，无上大菩提， 

宁可碎此身，终不起此座！ 

     同样，念《普贤行愿品》的人很快也会到菩提树王下安住。 

     2.降伏诸魔众 

     悉达多太子在菩提树下安住后，魔王波旬率领魔众前来扰乱，可是他们非但不能摧毁

菩萨的道业，反而被菩萨以大慈悲心降伏 。同样，如果我们念《普贤行愿品》，也会很

快降伏一切魔众 。 

     根敦群培大师在《中观心要——龙树意趣庄严论》中说： 

魔雨刃加身，复献慈花鬘， 

调达抛礌石，无语住禁戒。 

不忍恚目瞻，加害诸怨敌， 

具慧孰能敬，佛为除怖友？ 

     3.成等正觉 4. 转法轮 

     悉达多太子降魔后大彻大悟，之后将自己证悟的境界为有缘众生宣讲。同样，现在我

们念《普贤行愿品》，也会像世尊一样示现成佛、转妙法轮。 

     总之，修持《普贤行愿品》目的就是成佛，成佛目的就是利益众生，要利益众生就必

须传授佛法，要传授佛法就必须转法轮。如果没有转法轮，光是以‘如来密意传’来传授

佛法，很多众生不一定能接受。‘如来密意传’就是本师如来于无勤任运大悲自觉智慧自

相光明性中，以无言之方式宣讲诸法，使诸眷属现前无倒实相密意。乔美仁波切说，贤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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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佛之间都属于‘如来密意传’，比如释迦牟尼佛就是以‘如来密意传’的方式向弥勒佛

传授佛法。 

     因此，大家要发愿以宣说佛法来利益众生。 

     当然，在此过程中自己发心必须清净。世间的老师给学生传授知识，目的就是为了养

家糊口，虽然不排除个别老师是无私地奉献，但大多数人并不是为了利益学生。而作为发

菩提心的人，宣说佛法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应该是为了利益众生。因此，大家在宣说佛

法过程中首先要观察自己的发心——我是不是为了得到名闻利养？如果是这种发心，那不

叫宣说佛法，而叫贩卖佛法。如果一个人想谋取名声、地位、财富，那最好不要宣说佛

法。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犹如甘露一般，将这么珍贵的佛法作为谋利手段是非常不合理的，

还不如去打工、扫厕所，后一种生活方式更为清净。 

     现在很多人对佛教存在很大误解，认为出家后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做了。其实，出家以

后更是任重道远，因为出家人既然没有家庭、单位的约束，就应该全身心投入到弘法利生

事业中，这才算是发菩提心的大乘出家人。（如果是小乘出家人，当然可以希求自我寂灭

的果位。）换句话说，对于发菩提心的人来讲，利益众生就是自己的终极目标。要利益众

生就必须宣讲佛法，否则众生对佛教的基本道理一无所知，那根本不会有解脱的机会。可

惜的是，现在有些出家人对讲经说法不重视，一直忙于建佛殿、塑佛像，其实这些人应该

明白：虽然建立三宝所依有一定功德，但最重要的还是让人们心中树立佛法的理念。 

     上一个偈颂和这个偈颂是递进关系。 

     首先，为了利益众生，就需要让众生接受自己，不要变成令众生讨厌、不愿见的人。

有些人因为前世的因不好，不管到哪里都不受欢迎，不仅在家时不受欢迎，出家后依然如

此：到这个班不受欢迎，到那个班也不受欢迎；在一个道场不受欢迎，在另一个道场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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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欢迎。而有些人则相反，不管走到哪里，都受到大家的尊重和欢迎。所以，为了让众生

接受自己，我们应该发愿获得种姓、容貌、智慧等暂时的世间圆满。 

     其次，我们还要发愿获得出世间功德——成佛转法轮。人身很难得，何时离开世间也

很难说，现在我们与这么多佛教徒念《普贤行愿品》，这有无量的功德，大家在念诵过程

中要这样想：我今天念《普贤行愿品》，不是为了暂时的世间果报，而是为了早日成佛转

法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