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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回顾
  第一节课（诸见永寂）主要内容：

1、“见” 的分类：凡夫之见，声闻、圆觉，菩萨之见，

2、阐述诸见永寂的概念及次第修行方法。

第二节课（金刚手菩萨）主要内容：

1、金刚手菩萨的来历

2、金刚手菩萨的七种布施：

和颜施、言语施，心施，眼施，身施，座施、察施



诸见永寂
诸见永寂出处

“诸见永寂”出自《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七十八）

第十般若理趣分经中云：“尔时世尊为诸菩萨。说一切法自

性清净般若波罗蜜多理趣法门。此门即是菩萨句义。云何名

为菩萨句义。所谓极妙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诸见永寂清净

句义是菩萨句义。微妙适悦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渴爱永息

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



诸见的含义

诸见

通常指的是众生对自我、生命、世界等所持有的

各种见解和认知的总和。

在佛教中，“诸见”被认为是众生在生死轮回中形成的

错觉和妄念，是众生无法真正觉悟的障碍。



永寂的含义
永寂

就是指涅槃。涅槃又分有余涅槃，无余涅槃，不住涅槃。

有余涅槃：证得了佛果，但还有肉身存在。证得了佛果，但

还有肉身存在。          

无余涅槃： 脱离肉身证得佛果。

不住涅槃：即不住生死也不住于涅槃的一种境界。



永寂的含义
不住涅槃

《现观庄严论》云：“智不住生死，悲不住涅槃”

强调佛菩萨在修行过程中对于生死和涅槃的超越态度，

不住于任何一极，而是以智慧和慈悲双运方式，

救度众生，实现了福慧圆满。



诸见永寂的含义

诸见永寂就是万法之本，见到诸见永寂就是

见到自性，如实知自性者就是一切智，

一切智的智慧。



诸见永寂清净句义

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七十八）第十般若理趣

分经中云：

“尔时世尊为诸菩萨。说一切法自性清净般若波罗蜜多理趣

法门。此门即是菩萨句义。云何名为菩萨句义。所谓极妙清

净句义是菩萨句义。诸见永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微妙适

悦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渴爱永息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

所有菩萨所修的法门都是清净法门。



诸见永寂清净句义
上师开示清净的两层境界

一层是离垢清净，一层是自性清净。

第一层清净境界：

离垢清净是指离诸垢染，没有任何染着，是修身的清净，起

修的清净。

《俱舍论》第十六卷：远离一切恶行烦恼垢故，名为清净。

就是离垢清净。



诸见永寂清净句义

第二层清净境界：

自性清净是指超越善恶，没有对治的清净。是证悟真如实相
的清净。这是绝对的清净。

《无量寿经》云：

“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中略）

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  
这里的清净心就是指的自性清净。

“诸见永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这里的清净

也是指的自性清净。



诸见永寂清净句义

“诸见永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的意思是指

 灭除所有妄想执著，进入自性清净的境界，

 是菩萨的境界，是菩萨的真谛。

 就是要我们灭除所有的相，灭除所有的知见，

 灭除所有的妄念，破除我执和法执，证得永寂，即涅槃。



金刚手菩萨
金刚手菩萨是金刚护法的总持，是护

持佛法的大菩萨，是护持众生修行的

大菩萨。不仅代表了诸佛菩萨的力量

和神通，而且他具有广大的神力和慈

悲心，并且辅助阿弥陀佛普度众生，

接引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被视

为修行者的重要护法神和祈求的对象。

他是十方诸佛悲，智，力三根本功德

中的威力显现。



金刚手菩萨
金刚手菩萨手执五股金刚杵象征坚不可

摧的智慧，它是教导修行者要有坚强的

意志和毅力，克服一切幻象和妄念，达

到觉悟的境界，而且还被用来打破修行

者心中的烦恼和迷惑，象征着清除内心

的障碍以实现内心的清净和解脱。

五股金刚杵的五股也代表佛的五智：

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

作智、法界体性智。



智的定义
智分世间智与出世间智

世间智:

指对于现实世界和事物的了解和认知，也称为世俗智慧或相

对智慧。

佛教中常说的五明，其中有四明是指世间智慧。

五明

一、工巧明，二、因明，三、医方明，四、声明，五、内明。



世间智
一、工巧明

涵盖工艺，绘画，雕刻，建筑，天文，历法等领域的学问。

二、因明

即逻辑学，主要研究推理，论证和辩论的方法。

因明强调在阐述教义时，必须遵循逻辑规则，

确保言辞的准确性和说服力。

三、医方明

即医药学和医疗学，现在包括中医，西医，藏医等

各种医学知识和技术。



世间智

四、声明

涉及语音，文字，音韵学等方面的学问，

是研究语言名词和句子等如何构成的学问。

五、内明

内明当中的佛法部分为出世间的智慧，即佛学内典，

包括佛教的经，律，论三藏。



出世间智
出世间的智慧是指解脱的智慧，即般若，梵语Prajna，

俗语形态 paññā。音译为般若。义译为

“妙智慧”、“终极智慧”、“辨识智慧等”

专指:如实认知一切事物和万物本源的智慧。

出世间般若智慧主要是帮助我们明白道理，

证悟真理，修正自心，修正自心也以般若为主，

它是指自己能达到一种觉悟的境界。

出世间智主要包括菩萨智和佛智。



出世间智慧（菩萨智）

菩萨的六般若分为：

实相般若，文字般若，观照般若

境界般若，方便般若



出世间智慧（菩萨智）
1、实相般若

实相般若中的实相究竟是什么？《金刚经》是这样讲的：

“实相无相”。

《华严经》云：“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

如何才能达到实相般若？

《金刚经》经云：“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又云：

“若见诸相非相，则见诸佛”。



出世间智慧（菩萨智）
2、文字般若

上师带我们领诵的经文

《阿含经》

《大方广佛华严经》

《金刚经》

目的：从闻出发，从闻入手，从中了悟实相境界。



出世间智慧（菩萨智）
2、文字般若

文字般若是指经、律、论语言中所蕴含般若智慧，

正如《大般若经》中云：“般若波罗蜜多，微妙甚深，实不

可说，今随众生所知境界，以世俗文字，方便演说”。

如何能诵读明白经文道理？

《高僧传》唐朝僧人释法照的故事。



出世间智慧（菩萨智）
2、文字般若

故事带给我们的含义，一种是世俗谛，一种是圣义谛。

世俗谛的含义

如果连经文的含义都不理解的话，就根本

没进入文字般若，就失去了文字般若的智慧，

更谈不上进入实相般若。

如果理解了经文表面的含义，也不代表就进入实相般若。



出世间智慧（菩萨智）
2、文字般若

圣义谛的含义

真正明了诸佛菩萨的境界就必须要用禅修的方式。

实相般若包含了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和境界般若，文字般若

是用来明理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只停留在这个文字层面，要

用观照般若这个方法，观照文字的内容进入这个实相境界，

这个境界就会出现了。



出世间智慧（菩萨智）
2、文字般若

学习文字般若就是要明理，这是我们所学的目的，

我们要明白经文的真实含义，来建立我们的正见。



出世间智慧（菩萨智）

3、观照般若

观照般若是指观察照见一切实相真理的智慧。

上师所传授的观照法门

(1)禅修法门

(2)睡梦瑜伽



出世间智慧（菩萨智）
4、境界般若

境界般若是指真正悟道的人所具有的智慧。

这种智慧是以不同修为境界所展现的

不同层次的般若智慧。

5、方便般若

方便般若是根据不同众生的根性而给出的不同的法门，用不

同的方法去接引不同根性的众生。



出世间智慧（菩萨智）
问题：

我们到底是一门深入的去修行，还是要广修佛法呢？

如果是要修行解脱成佛，那只要学习自己适合的佛法，一门

深入就可以了。

但是，菩萨所选择的是自利利他的大乘之道。

因此，菩萨要想利益无量的众生，就需要通达无量的法门。



出世间智慧（菩萨智）

6、眷属般若

我们前面学习了般若的含义，知道了般若

就是解脱的智慧。菩萨修行中的六般若波罗蜜里

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

其中前五个是共法，第六个是不共法，就是般若。



出世间智慧（菩萨智）

6、眷属般若

其他的五种行愿是为了得到这个解脱的智慧，

这个解脱的智慧又反过来总设六种行愿，

如果没有解脱智慧的总持，其它的所谓五种行愿

都是在行外道，因为它不是解脱，这就是眷属般若的含义。

（菩萨智）



出世间智慧（菩萨智）

6、眷属般若

眷属般若被称为“诸佛之母”。

在大乘佛教中，眷属般若与妙慧相应，

助发观照般若，是六种般若之一。



佛的五智

佛的五智分为：

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法界体性智。

一、大圆镜智

指我们内心的一面镜子，能明明白白地照出世界上的一切，

但无论映照出的是什么，有多么惹人讨厌、生气，有多大的

诱惑力，镜子都不为所动



佛的五智

二、平等性智：

去除了对“我”的执著，消解了“我”与“外部世界”的

分别与隔阂，于是实现了一种内心的平等与圆融。

三、妙观察智：

指我们的心时时保持警觉，没有一丝一毫的散漫与昏沉，对

眼前的一切，都具有清醒而敏锐的觉知。



佛的五智
四、成所作智：

指虽然我们没有任何心机与算计，心如晴空万里，但是一旦
面对世上的一切时，仍然知道自己应该如何抉择，

怎样才能达到目标。

五、法界体性智：

指我们专注于眼前的事情，不被其他的诸般显现所影响，因
为我们明白，所有一切都随着因缘的流转而不断改变，

没有固定不变的状态，无法执著，也无须执著。



佛的五智
五种智慧归纳为两类：

法界性智、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属于如所有智

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属于尽所有智

什么叫如所有智？

如所有智是一种了知万法的本性都是空性大平等的甚深智慧。

什么叫尽所有智？

尽所有智是一种能够了知显现的万法各自的差别和作用的广
大智慧。



佛的五智

这两种智慧共同构成了佛教对于智慧的整体理解，其中如所

有智更侧重于对事物本质的洞察，而尽所有智则更侧重于对

事物现象界的全面认识。

通过这两种智慧，佛教认为人们可以超越世俗的迷惑，

达到对于事物真实本性的认识，从而实现心灵的解脱

和智慧的开启。



诸见永寂-金刚手-智

回顾总结

用智的方面，去抉择自己的行

修行人一定要谦卑，修行人是惭愧之人；

你不惭愧，何来的修法？

惭愧之人就是修行；

佛再来，那是有证得的，

要懂得分辨。



诸见永寂-金刚手-智
综上所述

结合我们的现实生活，通过学习菩萨的六般若

和六度万行以及佛的五智，要求我们，认真学习

佛理知识，提高理论素养，断除所有妄念，建立

正知正见；

其次，需要通过禅定实修等修行方法培养般若智慧；

最后，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践行佛法教义，逐渐

摆脱世俗的执着和烦恼，修出出离心，生起菩提心，

最终进入“诸见永寂”的清净境界。



回向

愿消三障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