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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获无尽功德藏愿： 

我于一切诸有中，所修福智恒无尽， 

定慧方便及解脱，获诸无尽功德藏。 

     愿我在一切三有中受生时，所修的福德资粮与智慧资粮恒时无有穷尽，一缘安住的等

持、了达万法真相的智慧、利益众生的方便、八解脱等功德无有穷尽，获得无有穷尽的功

德藏。 

     在受生轮回的过程中，我们不要像世间众生一样毫无实义地感受痛苦，应该精进积累

福慧二种资粮。福德资粮是如来色身的因，智慧资粮是如来法身的因，为了获得具足二身

的佛果，就要积累二种资粮。如果我们只修福德而不修智慧，或者只修智慧而不修福德，

都是不圆满的。 

     佛经中说： 

修慧不修福，罗汉托空钵； 

修福不修慧，象身挂璎珞。 

     《大智度论》里有一则公案记载说： 

     在过去迦叶佛时，有两兄弟一起出家求道。兄长诵经、持戒、坐禅非常勤苦；而弟弟

则专修福德，广行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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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至释迦牟尼佛出世时，这两兄弟，一个生在长者居士家中；一个投生为大白象，白

象力大无穷，每次出战都能打胜。生在长者居士家这一个，出家学道，后来证得阿罗汉

果，具有六神通。然而，因为前世只注重修慧，而不注重修福，所以他每次出去托钵都不

容易得到食物，经常是托着空钵。 

     有一天，他去城里托钵，走了好久都没有办法得到食物。后来他来到白象殿，看到国

王供养白象的食物非常丰美。于是对大象说：“我和你都有过失。一人重视修福，一人偏

于修慧。于是就有今天这样的果报。你因为不修慧，所以得畜牲报，我因为不修福，所以

常常是托着空钵”。这大象听了以后，非常的伤心难过，三天都不吃东西。专门看护大象

的这个人见大象饮食不进，以为是那出家人对大象作了手脚，而使大象生了病。他非常的

害怕，于是专门大老远的去找这个出家修道的人。见到这阿罗汉后，对他说：“那天你对

大白象用了什么样的咒术，使白象生了病，三天都不吃东西？”阿罗汉回答说：“这大象

在先世时曾是我的弟弟。我们一起在迦叶佛时出家学道。我只是持戒、诵经、坐禅，而不

行布施；我的弟弟只是广行布施而不持戒，不做学问不求智慧。因为他不持戒，不诵经，

不坐禅，所以这一世就转生为大象；因他以前有广行布施的因缘，今世他饮食备具各种各

样都是非常的丰盛。而我只是持戒、诵经、坐禅，而又没有修布施的法门，今世虽然得阿

罗汉果，还是免不了常受饥渴的果报。” 

      所以大家应该福慧双修。 

    《六十正理论》云： 

此善愿众生，集修福慧资； 

获得由福智，所出二殊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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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功德，我们不要有满足感，如果要有满足感，就应该对有漏的财物满足。说得形

象一点，我们在善法方面“胃口”要好，如果什么善法都不想做，说明自己“胃病”很严

重。现在有些人是这样的：如果是造恶业，干这个事兴致勃勃，干那个事也非常开心，白

天不吃饭、黑夜不睡觉都可以；如果是造善业，做这个事不愿意，做那个事也没兴趣，甚

至听一两节课或者做几个小时善法就开始腰酸背痛，各种不适症状都出现了。这就是业力

深重的表现。而前辈高僧大德则相反，他们就像《大宝积经》中说的那样，如偈云： 

如水不厌云，如海不厌水， 

智人亦如是，不厌善增长。 

    《格言宝藏论——观察学者品》云： 

大海不厌河水多，国库不厌珠宝多， 

欲者不厌受用多，学者不厌格言多。 

     不管念经、修加行、修正行，只要能调伏自相续或者利益众生，任何事情都特别愿意

做，而且始终不会感觉疲劳。 

     这个偈颂中说：“定慧方便及解脱”，对于大乘行者来说，方便确实特别重要。首

先，自己修行需要善巧方便，否则即便整天闭关，效果也不会好。其次，利益众生更需要

善巧方便，否则很难利益众生。总之，菩萨的修行不能缺少善巧方便，大乘经论经常提到

要具足善巧方便。 

     如果没有详细考虑，有些人可能觉得善巧方便没什么，人人都应该具足。其实并非如

此。有些人对世出世间法很精通，在弘法利生过程中遇到违缘时能立即拿出应对办法，当

身心状况不好时不会苦苦等死，会想尽办法解决问题。而有些人则不具足善巧方便，在做

事情过程中要么得罪这个，要么得罪那个，到哪里都让别人看不惯。前辈高僧大德不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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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他们在实修时会得罪一些世间人，但在利益众生时根本不会得罪人。所以，有些人

还是要具足善巧方便，否则，即使你智慧敏锐，悲心强烈，自信心也不错，可是度化众生

时不一定顺利、成功。 

     大家都会念《普贤行愿品》，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它的意义？今后，大家除了要

念《普贤行愿品》，还要多思维其意义。《普贤行愿品》中有很多高深的境界，虽然现在

我们无法真实行持，但是可以缘它们发愿。比如，对于此处提到的智慧、福德、禅定、方

便、解脱凡夫人虽然都不具足，但只要自己发愿，以三宝的加持力、自己的发心力、法性

谛实力，将来一定会现前这些功德。 

十一（趣入种种法门愿）分七：一、趣入佛刹愿；二、趣入佛语愿；三、趣入佛法愿；

四、一念入于诸劫愿；五、见佛入佛境界愿；六、入净刹愿；七、承事未来诸佛愿。 

     从这个科判开始，主要宣讲修行圣者地的发愿。《入中论——菩提心极喜地品》云： 

佛子此心于众生，为度彼故随悲转， 

由普贤愿善回向，安住极喜此名初。 

     其中菩萨见众生皆无自性，为大悲所缘，心随悲转，依普贤菩萨之大愿而修回向，此

名极喜地无二智，亦名最初心也。按《入中论》的说法，只有获得一地菩萨果位以后，才

能以普贤行愿善加回向。凡夫人只会念《普贤行愿品》，不会用它真实作回向。比如，对

于“一尘中有尘数刹”，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境界，只有获得一地菩萨果位时才会

恍然大悟：噢，以前我天天念诵这句偈文，原来它是这个意思！ 

一、趣入佛刹愿： 

一尘中有尘数刹，一一刹有难思佛， 

一一佛处众会中，我见恒演菩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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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微尘中有一切世界微尘数的佛刹，每一个刹土中有难以思议的佛，每一尊佛在

无量眷属众会中恒常宣说菩提行，愿我现见此境界。 

     对于凡夫人来说，很难想象在一个微尘中有无数刹土，不要说这种境界，连在一个山

沟中有无数刹土都很难想象。但如果我们证悟了空性，就会知道：既然微尘是无实有的，

世界也是无实有的，一个微尘中当然可以容纳无量世界。 

《楞严经》云： 

一为无量，无量为一。 

小中现大，大中现小。 

于一毛端，现宝王剎。 

坐微尘里，转大法轮。 

     正因为万法无有实质，所以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都可以实现。相反，如果万法真实存

在，那么大就是大，小就是小，大不可能现于小中，小中不可能现大，就不可能有“一尘

中有尘数刹”的情况了。 

     《米拉日巴尊者传》记载，米拉日巴尊者的弟子惹琼巴曾经去印度求学，他在印度学

到了很多显密的窍诀。惹琼巴学成回藏后，米拉日巴去迎接他。师徒二人见面时，米拉日

巴对惹琼巴态度很一般。惹琼巴有点不高兴，他想：如果换了另一位上师，我此番从印度

归来，一定会对我作盛大的迎接和款待。但我这位上师自己的衣着和享用一向都是最起码

的，他自己都这样褛衣敝食，哪里还谈得到款待我呢？我从印度学了这么多密乘大法，不

应再以苦行方式来修习菩提道了，应该以享受欲乐的方法去修行！他一边想一边生起傲慢

心。米拉日巴知道了他心中的邪念，这时路边正好有一个牛角，米拉日巴就让惹琼巴捡起

牛角。惹琼巴心想：俗话说“嗔心比老狗还狠，贪心比老丐还大”，用这个话形容他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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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到好处。这个废牛角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究竟有什么用处呢？于是他对尊者说：“算了

吧！这个毫无用处的东西，还是不要它吧！”尊者说：“捡起这样的东西，还不至于增长

贪念，不久也许会用得着它。”说着尊者就捡起牛角。他们继续往前赶路，来到巴姆巴塘

的草原中央，这个地方非常空旷，连一个老鼠藏身的地方都没有。这个时候，本来万里无

云的天空忽然密布乌云，冰雹狂袭而下。惹琼巴无处躲避，只能用两手紧紧抱着头。过了

一会儿冰雹小了，惹琼巴四下张望，却不见了米拉日巴。后来他见到牛角被丢在地上，从

牛角中传出米拉日巴的声音。惹琼巴想拾起牛角，可是无论怎样用力都拿不起来。于是他

俯下身子向牛角里看，只见牛角并没有变大，米拉日巴也没有变小，可是尊者却坐在牛角

里唱歌。惹琼巴心想：看样子牛角里面很大，容下我应该没问题。于是他尝试着钻进去，

可是费了半天劲，连头和手都钻不进去。这个时候，他才明白上师的功德不可思议，相续

中的傲慢才被摧毁。 

《阿育王传》中记载：阿育王出游时遇到一个七岁的小沙弥，阿育王将小沙弥带到无人

处顶礼，然后叮嘱道：“今天我向你顶礼，希望你不要告诉任何人。”这时路上有一个小

瓶子，小沙弥以神通飞进瓶子又飞出来，然后叮嘱道：“大王，今天我以神通进出瓶子，

希望你不要告诉任何人。”阿育王大吃一惊，从此以后他对任何出家人都很恭敬。 

     对于大成就者们示现的这种境界，一般人是很难理解的。其实这些道理在《华严

经》、《大宝积经》等显宗经典中都有宣说，在密宗的《大幻化网》中有更为细致的解

释。 

普尽十方诸刹海，一一毛端三世海， 

佛海及与国土海，我遍修行经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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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方刹海的所有微尘都是如此，每一个毛端包含三世一切佛海和国土海，对于这些不

可思议的境界，愿我于未来一切劫海恒时修行而趣入。 

“三世海”是从过去到未来的无量时间。时间是无有边际的，过去还有过去，未来还有

未来。藏地小孩子讲故事经常说：“从前从前从前……”，“很早很早很早……以前”。

语言有一种奇怪的力量，听到这样说以后，人的心好像真的回到了很久很久以前。 

长行文中也说：“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极微尘中，一一各有不可说

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广大佛刹。一一刹中，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一切诸佛成

等正觉，一切菩萨海会围绕。”  

     对于竖穷三际、横遍十方的一切刹海中的一切佛海，我们都要发愿以修行趣入，这种

修行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应该是尽未来一切劫。有些人在我们学院住了五、六年，

下山后到处向人宣扬：“我在五明佛学院学习了五年”、“我在五明佛学院闭关了三个

月”。其实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按《普贤行愿品》的要求，应该在无数劫中修行。 

     对于“刹海”、“三世海”、“佛海”、“国土海”、“劫海”，凡夫人的分别念是

很难思维的。《大方等无想经》云： 

诸佛婆伽婆，所说微妙法， 

所为诸众生，悉皆难思议。 

     我不敢说你们都是凡夫，在你们当中肯定有大菩萨，但如果是和我境界相同的凡夫，

对于佛说的广大甚深妙法的确很难思维。但无论如何，我们要尽量以信心来接受这些道

理。印度某大德造的《普贤行愿品释》中说：“如果能懂得《金刚经》中‘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的意义，就可以理解普贤大愿，因为万法都如

梦幻泡影，亦如雨露闪电，所以一尘中可以显现如海的佛、佛刹。”我觉得这种说法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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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理。以“如梦”来讲，比如一个人晚上睡觉，本来他躺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可是梦

中却去到一个茂密的森林，本来只是短短的一个夜晚，可是梦中却经过了很多年。请大家

想一想：如果万法不是无自性的，而是有真实自性的，肯定不可能有这些看似矛盾的现

象；正因为万法是空性的，所以才可以显现这些现象。 

     按释迦友论师的说法，本科判显示了一地菩萨的境界。一地菩萨圆满了布施波罗蜜

多，具有一刹那震动百世界、面见百如来、度化百众生等功德。对他们来讲，见到一尘中

有尘数刹、一一刹有难思佛、一刹那含摄无量劫并不困难。可是对凡夫人来讲，要见到这

些境界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应该缘这些境界发愿：愿我获得一地菩萨果位，愿我现前此

处所说的一切功德。  

《入中论——明十地功德品》云： 

  菩萨时能见百佛 1，得佛加持亦能知 2， 

 此时住寿经百劫 3，亦能证入前后际 4， 

   智能起入百三昧 5，能动 6能照 7百世界， 

 神通教化百有情 8，复能往游百佛土 9， 

   能正思择百法门 10，佛子自身现百身 11。 

一一身有百菩萨，庄严围绕为眷属 12。 

     发愿的力量不可思议。有些修行人本来是地地道道的凡夫，但因为他们的发愿力非常

强，结果即生中就现前了菩萨的境界，获得了度化众生的威力。我认识的有些高僧大德就

是如此，他们刚学佛时很平凡，后来却现前了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功德，一个人就度化了无

量众生，这就是愿力成熟所呈现的结果。所以，只要肯发愿，做什么事情都不困难。善愿

如此，恶愿也是如此。我经常想，希特勒肯定以前发过恶愿，当恶愿成熟后，他造下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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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人的恶业。所以，我们应该常发善愿，即使自己的发愿今生没有成熟，未来也不会虚

耗。 

     可喜的是，现在有很多人依靠《普贤行愿品》发愿。每年的新年，藏传佛教各教派的

高僧大德和修行人都在印度金刚座举办祈愿法会，共同念诵《普贤行愿品》。原来我跟法

王去印度时这种祈愿法会刚兴起，现在已经是一年比一年隆重了。在汉地，也有很多人念

《普贤行愿品》，很多寺院都有七天念《华严经》的传统。 

     我相信，将来如果因缘具足，在座很多人肯定有弘扬《普贤行愿品》的威力。现在有

些道友很不起眼，有时候请假下山办事，回学院时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可是，“十年寒

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当这些人的发愿成熟时，很可能成为天下闻名的大法

师。那时不要说有漏的钱财，也许举办十万人的大法会都不成问题，人们挤破头都见不到

他的尊容。 

二、趣入佛语愿： 

一切如来语清净，一言具众音声海， 

随诸众生意乐音，一一流佛辩才海。 

     一切如来的语言极为清净 ，如来的每一句话具足无量音声海，相应所化众生的意乐，

每个音声又流出佛的无尽辩才海，愿我趣入具足如此功德的佛语。 

     佛的语言具足以下几个特点。 

     一、一音具无量音 

     世尊初转法轮时说： 

诸行无常，有漏皆苦， 

诸法无我，寂静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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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佛说的这个道理，人类能以人类的语言理解，天人能以天人的语言理解，其他众

生也能以各自的语言理解。 

     凡夫则不具备这样的功德，我们现在说一句话，只有人类能听得懂，其他众生根本听

不懂。甚至在人类当中，用四川话说话，只有四川人听得懂，其他地方的人不一定听得

懂。 

     二、随顺众生意乐 

     佛说法时，小乘根机的众生听到的是小乘法门，大乘根机的众生听到的是大乘法门，

总之，相应各自根机意乐，每个众生都能够听到相应的佛法。 

     凡夫人在说法时，有时候对方不但不接受，反而会生起反感。我自己就有这种情况—

—本来自己不想得罪人，但经常不小心得罪人，所以有时候我在课堂上不敢说很多话。 

     三、每一音声流出无量辩才 

     此处的辩才是善说佛法的才能，也就是佛的四无碍解。不是一般所谓的某人辩才很

好，可以当律师，可以当法相师。 

     四无碍解： 

     一、法无碍解——了知一切诸法自相。 

     二、义无碍解——了知一切诸法差别。 

     三、词无碍解——善能无杂演说诸法。 

     四、辩无碍解——能知诸法次第相续无间断性。 

     结合藏文译本和汉文其他译本来看，本偈颂最后如果有“趣入”的文字，意义就比较

圆满了。在不空三藏的译文中，本偈颂最后一句就是“常皆得入佛辩才。”不空的译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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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译本比较类似，文末都有《八大菩萨赞》和《速疾满普贤行愿陀罗尼》。复印室给大

家发了不空的译文，讲考班的道友可以参考一下。 

     讲考班有些人以前听课从来不作笔记，一直目视虚空打坐，但今年我们要求比较严，

所以 80﹪的人都作笔记。我不知道其他人听课态度如何，我不太放心在家里或者在网上

听课的人，他们也许一边听课一边做其他事。佛语是很深的，有智慧的人心专注都很难听

懂，更何况一般的人以散乱心听？所以希望大家听课时要认真。不管你是不是讲考班的

人，听课时都要有这种心态：如果让我讲这个颂词，我该怎么讲？听完课以后，至少要搞

懂字面意义。我们每天念《普贤行愿品》，如果一点意义都不懂，万一有人问：“你不是

天天念《普贤行愿品》吗？你可不可以给我解释这个颂词？”那个时候你不能说：“我今

天头痛，你自己看讲义吧。”“我们还是谈点其他话题吧，你最近身体好不好？”这样糊

弄别人是不行的。 

     言归正传，如果我们获得了佛的清净语，就能于一音声流出无尽辩才，这样度化众生

就方便了，不管在哪里讲经说法，都能让众生得到利益。 

     其实，和佛的色身相比，佛的语言更为重要。为什么呢？以释迦牟尼佛来说，他的色

身虽然有很多功德，但显现上只在南瞻部洲住世了 81 年 ，在 81 年里接触世尊的人并不

多。相比之下，如今世尊圆寂已经 2500 多年了，在此期间有无量众生依靠佛语得到度

化。因此，和佛身相比，佛语更为重要。 

     同理，在依止上师过程中，与接近上师的色身相比，接受上师的语言更为重要。法王

如意宝住世 71 年，在 71 年里，不管法王四处巡游还是安住一处，真正见过法王的人并不

多，而接受过法王教言的人则非常多。从历史上看，宗喀巴大师（1357——1419）、麦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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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波切（1846——1912）等高僧大德住世的时间都不长，当他们的色身住世时，人们不一

定都生起信心，可是当这些高僧大德圆寂以后，他们的著作却利益了千秋万代的众生。 

《大宝积经》中说： 

一切难思议，诸佛法如是， 

有能奉信者，是为善住信。 

在一切所知法中，最难以思议的是诸佛所说之法，如果有能信奉佛法之人，此人就善能

安住对佛的信心。我们确实很需要对佛的信心，这种信心要依靠佛语才能延续下去，所以

大家应该努力对佛语生起信心。 

     学习这个偈颂后，我们要发愿：愿我趣入佛的语言海，愿我具足佛的辩才。退一步

讲，如果没有佛的辩才，应该有大菩萨的辩才，如果没有菩萨的辩才，也应该有善知识的

辩才。 

     很多善知识不仅具足无伪的菩提心，也具足超胜的辩才。昨天我听了一张法王讲课的

光盘，在听光盘的过程中，我一直有这种想法：当年自己依止法王时确实没有发现上师的

如海辩才和智慧，有时候还觉得法王和自己是一样的，甚至会产生邪见——法王这个地方

说错了，这个地方又念错了。现在自己才知道，真正的善知识来过这个世界，虽然他的色

身已经离开了，可是他把最珍贵的法宝留在了人间。 

     最近，我以长行散句形式翻译了法王的《无常道歌》，每天在微博上发布一段，算是

和佛友们分享上师的智慧。这首道歌非常殊胜，通过其中一段内容，也能对无常生起深刻

的理解。如云：“秋天，朵朵白云亲密地堆积在一起，像层层叠叠的雪山峻岭，刹那之间

却又消失于虚空，不留下一丝痕迹。这一切的一切，难道不都是在向厌世者们喻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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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今世的一切荣华安乐，都是漂泊不定、不可信赖的’吗？”如果你深深思维这段道

歌，内心肯定会对无常有深刻的感悟。 

     这个科判显示了二地菩萨的境界。二地菩萨圆满了戒律波罗蜜多，他们相续中有清净

的戒律，无有任何破戒的垢染，所以叫做无垢地。 

《入中论——菩提心离垢地品》云： 

彼戒圆满德净故，梦中亦离犯戒垢， 

身语意行咸清净，十善业道皆能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