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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破缚解自性成立）分二：一、共破；二、别破。 

一、（共破）： 

诸行生灭相，不缚亦不解； 

众生如先说，不缚亦不解。 

     五蕴是刹那生灭的体相，没有束缚也没有解脱；人我众生也是如此，没有束缚也没

有解脱。 

     对方认为，因为束缚和解脱存在，所以轮回和涅槃也存在。 

     破曰：五蕴和众生没有束缚也没有解脱。首先观察五蕴，色受想行识五蕴并非常有，

而是刹那生灭的本性，没有片刻停留，这样的无常法不可能有束缚，也不可能有解脱。为

什么呢？因为，在它生起之前由于本体还未产生所以不会受到束缚；而在它生起的刹那马

上就灭亡了，由于没有一个安住的过程，所以根本没有束缚的机会。要受到束缚，必须有

一个安住的过程，在此期间受到束缚。但五蕴这样刹那生灭的法，根本不会有一刹那的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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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这样的法怎么束缚呢？没有束缚又怎么会有解脱？就像石女儿没有本体自然不会有束

缚和解脱一样。 

     有的修行人经常觉得：“我总是被相续中的贪嗔痴束缚着，非常痛苦……。”学佛

过程中的确会有困难，但学了中观也要会观察：自己的五蕴是刹那刹那生灭的，烦恼哪里

有束缚自己的机会呢？ 

     其次，众生也是不缚不解的。这与前面说的一样，常与无常的众生都不会有束缚和

解脱。另外，以五相推理根本不得众生的本体，这样自然不会有众生的缚解。 

     汉地有一则禅宗公案，弟子到禅师面前求开示：“弟子一直被烦恼束缚着，请师父

指点。”禅师说：“你自己的本体都不存在，如何束缚呢？”弟子豁然开悟。当然，这是

利根者的行境。 

     以前法王如意宝在传讲《文殊大圆满》时也宣讲了帝洛巴的教言： 

“显现不缚执著缚，当断执著那若巴。” 

     全知无垢光尊者的《实相宝藏论》中也有很多无缚无解、束缚自解脱方面的殊胜教

言，比如，就像毒蛇的身体自然解开，根本不必他人把它解开一样，烦恼也会自然解脱。 

     有些修行人因为自己被束缚在轮回中而非常苦恼，荣素班智达说：这些人的内心充

满着小乘的习气，束缚和解脱始终让他们耿耿于怀，因为有了实执他们一直想获得解脱。

但从实相本体的角度而言，受束缚者不存在，解脱束缚者也不存在。因此，通达无缚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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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理很重要。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认为外境有可求的法从而一直追求，这就像野兽追

寻阳焰水一样非常可怜。 

二、（别破）分二：一、破束缚；二、破解脱。 

一、（破束缚）分二：一、观察有无近取而破；二、观察能缚所缚的时间而破。 

一、（观察有无近取而破）： 

若身名为缚，有身则不缚， 

无身亦不缚，于何而有缚？ 

     如果说近取五蕴身是束缚者，则不合理。因为，有近取五蕴时没有束缚，无近取五

蕴时也没有束缚，那对什么束缚呢？ 

     此处的“身”指近取五蕴。对方认为近取五蕴由各种因缘产生，为烦恼和业所缚，

它是束缚的本体。但是，“有身则不缚”，如果有了近取五蕴就不能成立束缚，为什么呢？

因为近取五蕴就是束缚的本性，有了束缚就不必再束缚。就像捆东西，已经捆了还要捆就

没有任何必要。“无身亦不缚”，没有近取五蕴也不能束缚，为什么呢？因为近取五蕴不

存在，怎么束缚它呢？就像没有犯人，怎么以监狱束缚呢？既然有身无身都不能束缚，那

束缚就不成立。 

二、（观察能缚所缚的时间而破）： 

若可缚先缚，则应缚可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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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先实无缚，余如去来答。 

     如果在可缚之前先有能缚，则应当束缚可缚，但先前并无能缚，因此无法束缚可缚。

破斥对方其他观点的推理同于《观去来品》中的辩答。 

     对方认为：就像镣铐首先存在，用它可以捆缚犯人的身体一样，能缚的贪心等烦恼

首先存在，以此可以束缚众生。 

     这种观点不合理。如果能缚在先所缚在后，的确可以说以能缚束缚所缚，但实际情

况是先前并无能缚。为什么呢？因为能缚所缚一定要互相观待，没有所缚就根本无法安立

能缚，因为它的所依不存在。能缚在所缚之前不成立，在所缚之后成不成立呢？也不成立。

因为一方面它已失去了观待，一方面它不可能束缚所缚。二者非同时不成立，那同时是否

成立呢？也不成立。对此《明句论》中说：二者同时则不需要观待了，由此也就不能成立

能缚与所缚；并且，当所缚成立时已经被束缚了，再次依靠能缚来束缚它就没有必要了。

名言中，人们认为能缚首先存在，比如公安局先把手铐准备好再去抓人，牧民先把绳索准

备好再去捆绑牦牛等等，但这只是假立而已。 

     “余如去来答”，其余破斥对方观点的推理方式可以参照《观去来品》抉择。 

     比如从作者的角度，如《观去来品》云： 

去者则不去，不去者不去， 

离去不去者，无第三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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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将“去”字换成“缚”字，就成了： 

缚者则不缚，不缚者不缚， 

离缚不缚者，无第三缚者。 

     从三时的角度，《观去来品》云： 

已去无有去，未去亦无去， 

离已去未去，去时亦无去。 

     此处则是： 

已缚无有缚，未缚无有缚， 

离已缚未缚，缚时亦无缚。 

二、（破解脱）： 

缚者无有解，不缚亦无解， 

缚时有解者，缚解则一时。 

     已被束缚无有解脱，未被束缚也无有解脱，如果说正被束缚时有解脱，那束缚与解

脱则成为同时。 

     对方认为：由于存在获得解脱的圣者，所以解脱存在，有解脱则必定有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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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曰：解脱也不存在。为什么呢？我们以三时来观察：“缚者无有解”，已经被烦

恼束缚不可能有解脱，烦恼生而即灭又如何从烦恼中解脱呢？“不缚亦无解”，还没有被

束缚，又如何解脱呢？先被捆缚之后解开这叫解脱，先未被烦恼所缚自然不会有解脱。

“缚时有解者，缚解则一时。”有人认为缚解同时最合理，比如我的身体正被捆缚时，有

人马上把绳索松开，当下就获得了解脱。这种说法也不合理，因为如果束缚之时也有解脱，

那么相违的两个法就同时并存了。《明句论》亦云：光明与黑暗不可能同一时间并存一处。 

     在如幻如梦的名言中可以说众生先被烦恼捆缚，之后依靠善知识的指点和引导而获

得解脱，中观宗在后得位也这样承认。但这不能说明束缚与解脱真实存在，因为解脱只是

观待迷乱众生而安立的，真实观察时其本体并不成立。 

     很多人认为有魔鬼制造了很多麻烦一直捆缚着自己，所以喜欢念解缚咒，但这只是

我们的分别，因为众生本来就是解脱的。当然，解缚咒的功用的确很大，全知麦彭仁波切

在解缚咒的仪轨中宣说了解缚咒的功德：用咒力加持过的水洗脸或者饮用能够解开所有束

缚和痛苦，如能精进持诵则能遣除修道过程中的一切障碍以及无始以来所造的五无间罪为

主的一切罪业。所以，念一些解缚咒也是合理的，因为还没有现前缚解无二的境界时靠自

力是难以解脱束缚的。但我们也要知道，从实相的角度讲束缚和解脱都是不成立的。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非被外魔束缚，而是被自己的分别念困扰。藏人很少说自己被

魔束缚，被仙附体，汉族人却不同：“我看见了什么，我听见了什么……”“我身边有一

个魔女，她天天告诉我……”这些人也许是想得太多了，也许是风脉明点没有修好。作为

初学者修风脉明点并不重要，真的想修法就修人身难得、寿命无常等前行法，有了前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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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基础再修习密宗的生起次第、圆满次第就很稳妥。否则，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修

风脉明点，结果会越修越糟，甚至整个显现都好像成了魔的境界，自己的分别念已经把自

己牢牢地束缚住了，要想从中解脱非常困难。 

     在修行的过程中，善知识的引导极为重要，千万不要自作主张！如果认为自己被魔

束缚了，就一定要祈祷上师本尊，同时要观修甚深空性法门，《大圆满前行引导文》也讲

了米拉日巴尊者安住空性从而调伏罗刹女的公案。大家应从中了悟一些道理。 

     作为大乘行人，每天都说自己被烦恼束缚着，这不太合理，毕竟大家都是学习大乘

中观的人。如果像《开启修心门扉》里所讲的那样：法是法，人是人，相续跟法之间可以

放一头牦牛……那就太可惜了！ 

三、（断除太过）分二：一、断除发愿不合理之太过；二、宣说轮涅无二之正理。 

一、（断除发愿不合理之太过）： 

若不受诸法，我当得涅槃。 

若人如是者，还为受所缚。 

新译 

若不取诸法，我当得涅槃。 

若人如是者，还为大取缚。 



404 
 

     有人想：“如果不取受任何法，我当获得无余涅槃。”如果谁这样执著的话，那他

还是受到了束缚。 

     对方认为：如果解脱和涅槃不成立，那发愿获得无余涅槃并依止善知识修学佛法就

将成为毫无意义的空谈，佛教五道十地的安立也都被摧毁了。于是这些人发愿：只要不取

受任何法，我必将获得无余涅槃。 

     这种人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涅槃可得，这还是一个大的束缚，也是一种所知障（在藏

文中称为大颠倒、大邪见）。虽然在名言中，为了获得无余涅槃乃至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而

发心是合理的，但从实相的角度讲，这样的发心也是一种所知障，是一种愚痴。 

     寂天菩萨在《入行论——智慧品》中云： 

有情若非有，于谁起悲愍？ 

立誓成佛者，因痴虚设有。 

     那该如何发愿呢？应该这样发愿：为了获得如幻如梦的佛果，我当修积如幻如梦的

资粮。《梵施请问经》中说：名言中为获涅槃而发愿是合理的，但认为胜义中也有一个不

可摧毁、真实的涅槃则为谬误。 

     法王如意宝的一首金刚道歌也宣讲过这个道理：不管是好的执著还是不好的执著，

究竟而言都是障碍。好比黄金的锁链和铁的锁链，虽说质地上有好有坏，但捆缚的作用是

相同的。同样，获得佛果和杀害众生这两个执著虽然一个是善、一个是恶，但究竟而言都

是束缚之因。全知无垢光尊者在《实相宝藏论》中也说：不管是金锁、银锁还是铁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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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你捆缚。所以，我们应当生起这样一种定解：究竟而言，即使是想获得无余涅槃的佛

果也是一种大错误、大束缚。当然，从暂时的角度讲，想获得涅槃果尤其是为利一切众生

想获取佛果，这肯定不是大错误，如果这也是大错误，那一切佛法也都无法安立。 

     智慧浅薄的人由于分不清暂时和究竟，所以很容易堕入邪见，他们一听到“发心求

涅槃也是束缚”，要么会诽谤要么会舍弃闻思修行，只想好好睡大觉。而闻思究竟的人能

够分辨暂时与究竟，也知道哪些情况下存在哪些情况下不存在；但从来没有闻思过中观的

人总是一概而论，有就全部都有，无就全部都无，对于哪些情况下存在、哪些情况下不存

在根本不能取舍。所以，大家在学习中观的过程中应当知道何处讲胜义、何处讲世俗；讲

世俗针对什么众生，讲胜义时何者是方便，何者是究竟。 

     有些人虽然还不能完全领悟胜义法，但从理论上能接受也说明觉醒之路已经开始。

比如医生告诉眼翳患者海螺是白色的，不能见白色是病情所致，明白了这个道理后患者就

会配合治疗力求康复。同样的道理，虽然我们还没有真正觉悟，但依靠理证智慧已经明白

自身处于迷乱之中，只要依循佛教的殊胜妙法不断努力，总有一天会清醒的。所以，依靠

理证抉择这一究竟见解至关重要！ 

二、（宣说轮涅无二之正理）： 

涅槃无有生，轮回亦无灭， 

岂可为轮回？涅槃岂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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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涅槃没有重新产生，轮回也不必灭除，既然如此又怎么成立轮回？又岂能安立涅槃

呢？ 

     在小乘人及初学者面前，轮回是不清净的法，去除轮回以后重新获得的特别舒服快

乐的境界就是解脱。但通过胜义智慧观察：涅槃并不是以前不存在而重新产生的法，轮回

也并不是以前存在后来可以被遣除的法。 

     弥勒菩萨在《现观庄严论——顶现观品》中说： 

此中无所遣，亦无少可立， 

于正性正观，正见而解脱。 

     弥勒菩萨在《宝性论——如来藏品》中说： 

此无何所破，亦无少所立， 

真实观真性，见真性解脱。 

     龙树大士在《因缘心论》中说： 

此中无可见，亦无少安立， 

于真以观真，见真而解脱。 

     《桑布扎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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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无可见，亦无少安立， 

于真以观真，见真而解脱。 

     人们也经常说“烦恼即菩提，轮回即涅槃”。在某些大成就者面前，轮回就是涅槃，

涅槃就是轮回，其原因也在这里。 

     不但本论这样宣说，《定解宝灯论》也对轮涅无二的道理有详细宣说，上师如意宝

在《文殊大圆满》中以无离无合的方式顶礼自己的心——文殊菩萨，其实了义的文殊菩萨

就是我们的心，与自己的心无离无合。 

     《开显解脱道》密宗发心的仪轨中也说： 

我与无边诸有情，本来即是正觉尊， 

了知如是之自性，即发殊胜菩提心。 

     虽然有些显宗经典说轮回是所遣涅槃是能遣，但在最了义的《般若经》及密宗《大

幻化网》等续部中都宣说了涅槃并非新生轮回并非所遣。所以，大家一定要通达轮涅无二

的境界，这样就会对等净无二的道理或是对轮涅无二的道理生起殊胜定解。 

二、（以教证总结）： 

     《般若波罗蜜经》云：“佛告极勇猛菩萨言：‘善男子，色无缚无脱，受想行识无

缚无脱，若色至识无缚无脱，是名般若波罗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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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王所问经》云：“佛言：‘梵王，我不得生死，不得涅槃，何以故？言生死者，

但是如来假施设故，而无一人于中流转；说涅槃亦假施设，而无一人般涅槃者。’” 

     《大品般若经》云：“无缚无脱，为大庄严。” 

《中观根本慧论·观缚解品》传讲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