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切法甚深微妙般若清净法门

諸見永寂－金剛手菩薩－智



祈请金刚上师带安来
顶礼金刚上师带安来
皈依金刚上师带安来



一切法甚深微妙般若清净法门
诸见永寂——金刚手——智

 第二组合
 第一组：明见、明舍、空合
 第二组：明安、星香、悟法
 第三组：明藏、悟喜、明晓
 第四组：空性、明证





 菩萨摩诃萨：无上菩提的大乘修行者，我
们称为摩诃萨，或者是菩提萨埵摩诃萨埵。

 菩提萨埵有二义

 （1）在萨埵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
以增上意乐，随顺菩提，趣向菩提、亲近
菩提，爱乐菩提，尊重菩提，渴仰菩提，
求证欲证，不懈不息，于菩提中心无暂舍
是故名为菩提萨埵。



 （2）复次萨埵是勇猛的意思，未证得阿耨
多罗三藐三菩提时恒于菩提精进勇猛，求
欲速证，是故名为菩提萨垛。

 菩萨的品质:
 觉－智慧、理性、勇健。

 有情－情感，大悲心、慈悲心，高尚的共
情同理心。



一切法甚深微妙般若清净法门

  佛说一切法，一切法都是甚深微妙，佛陀
宣说八万四千法门，法法皆能令众生通达
究竟涅盘。



通達究竟的解脫之道

 佛說所有方便法門的背後，有一個不變的
原則，即是“安住大乘心，善開方便門” 。

 大乘心即是菩提心，也是本具的清淨心。
因此，一切的方便皆在令眾生明白人生的
真理，契悟本心，通達究竟的解脫之道。



什麼是究竟解脫之道？



 究竟解脫之道即是菩薩道，菩薩道意味著
要究竟解脫成佛。



菩薩道，解脫道

 一切佛法，简言之，大乘称作菩萨道，小
乘称作解脱道。

 解脱道：以断烦恼断一切贪嗔痴，求自我
解脱为目标的菩提道体系。

 其修学的主要内容是四谛、十二因缘、三
十七道品等，证阿罗汉果是最高目标。



 菩萨道：除了自我解脱外，还有一种上求
佛道、下化众生的目标，这样的一个菩提
道体系，称作「菩萨道」。

 菩萨道是以成佛为核心，所以它的范围除
了自我解脱之外，还有一部分修行内容，
一般简略地说是六度萬行、四摄，证菩萨
位，最后成佛。



成佛的因，菩萨觉悟的因是什么？



 成佛的因，菩萨觉悟的因是什么？

 即是菩提心，求无上菩提的心，就「上求
佛道无二慧，下化众生大悲心」。

 所以菩提心是菩萨道的根基或初心。





菩薩道教理經典



教理經典
 大小乘教理和佛法经典二个内容

 大乘－菩萨道－证佛果：大般若经，华严经、法华
经、涅盘经、楞伽经，楞严经、维摩诘经，解深密
经。

 大乘起信论、中观论、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摄
大乘论、成唯识论，大乘起信论等；摩诃止观。

 小乘－解脱道－证阿罗汉果：四部阿含经，及阿毗
达磨论典等。



 法义之「理」方面，简单来说，小乘，以
无我为根本，讲人无法有，因此修持上以
定学中心，由定生慧，解脱一切贪嗔痴，
一切烦恼永尽，最后证得涅盘。

 大乘，是以缘起性空为本，既要讲人无我，
还要讲法无我，因此修持上以般若为中心，
禅观着重止观双运，最后证得佛的一切智
智，成就佛果。



法義之「理」



般若经

 为大乘空宗主要依靠的一系列经典，其中
部分经典位于大乘佛教最早出现的经书之
列。

 般若在梵语是“智慧”的意思，与世俗的
智慧不同，它专指佛陀开始的，指引人超
越世俗，来到彼岸的智慧。



 般若经核心思想，是空性与慈悲。

 空性在于体验到“一切皆空，不可得”。

 慈悲在于强调超度有情众生的利他精神和
种种方便。

 这二者是般若经乃至大乘佛教体系的两根
支柱，缺少对空性的体悟，或者缺少普渡
众生的心愿与实行，都是不能成佛的。



般若经原始阶段

 般若经原始阶段，最早的般若经《八千颂
般若》首先诞生，佛陀通常与祂的弟子，
如须菩提、富樓那、舍利弗对论佛法，在
其他大乘经中，与佛对话的，更多的是佛
与菩萨的对话。



般若经发展阶段

 般若经发展阶段，在这个
阶段般若经的篇幅不断扩
充，从八千颂扩展到一万
八千颂，二万五千颂乃至
十万颂。

 在二到三世纪的龙树时代，
就已经有了大品般若经和
小品般若经的流行，大品
般若指的是两万五千颂的
版本，小品般若指的是八
千颂的版本，二者篇幅详
略不同，但内容相近。



般若经浓缩阶段

 般若经浓缩阶段，有
两种浓缩方式，一种
是把长篇的般若经用
散文的方式压缩，形
成了《金刚经》、
《心经》这样的作品；
另外一种方式是用诗
颂总结经文的奥义，
《现观庄严论》就是
这样被创作出来的；



密教阶段

 密教阶段，这期间密教
思想在印度得到了大大
的发展，因此具有新特
点的般若经也随之应运
而生。

 这样的经典以《理趣般
若经》为代表。这些经
典以中观瑜伽行派的思
想作为其理论基础，而
实践上则采用各种咒术
和仪轨。



 大般若經全稱《大般若
波羅蜜多經》，簡稱
《般若經》。

 為宣説諸法皆空之義的
大乘般若類經典的彙編。
唐玄奘譯。600卷，包
括般若系16種經典（即
十六會）。

 第十會為佛對金剛手菩
薩等説一切法甚深微妙
般若理趣清淨法門等，
帶有密教的色彩。



 金剛頂瑜伽理趣般若經一卷

 宋元入藏諸大小乘經 金剛頂瑜伽理趣般若經一卷 唐南天竺三藏金剛智依梵本
於中天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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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藏超越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

 众德庄严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

 意极适悦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



 意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
 色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
 声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
 香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
 味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
 触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

 何以故乃至一切法自性清净故。一切法自性清净即般若
波罗蜜多最胜清净。佛说如是菩萨句义般若理趣清净法
已。告金刚手菩萨等言。金刚手菩萨若有得闻此一切法
自性清净般若波罗蜜多理趣法门。

 一经于耳。所有烦恼障业极重诸罪皆自消灭。乃至菩提
不生恶道。若能日日受持读诵正念思惟。即于此生定得
一切法平等性金刚三摩地。经十六大菩萨生。定得如来
执金刚性。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即说密语。



 《般若理趣经》，相当
于梵文《般若理趣百五
十颂》全一卷。

 唐不空三藏译。全称
《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
摩耶经·般若波罗蜜多理
趣品》。

 在《大正藏》收入《般
若部》。相当于《大般
若经》般若十六会中之
第十会“般若理趣分”。

 理趣是道理旨趣的意思。
本经是大日如来为金刚
手菩萨所说，内容共分
十七章，说明了实相般
若和密教无上秘密。



第十会“般若理趣分”
理趣会金剛界曼荼羅



 金剛界曼荼羅是金剛界大日如來最初為金
剛手、觀音、虛空藏、文殊等大菩薩，在
色究竟宮廣大摩尼寶殿中，所示現的內證
境界。

 為了調伏剛強難化的大自在天眾等惡性眾
生，而下降到須彌山頂的金剛摩尼寶峰。
現圖金剛界曼荼羅，據稱就是描繪當時諸
尊集會的情形。



 金剛界曼荼羅又稱”
智曼荼羅”、”果曼荼
羅”，”智”是能斷一
切的金剛智，”果”是
修證之果，金剛界成
佛是靠修智來成就佛
果。



左：金刚界曼荼罗内观精神境界的智 
右：胎藏界曼荼罗外在现象的理



 金刚界曼荼罗，即九会曼
陀罗，依次为中间的成身
会、其下方的三昧耶会、
顺时针旋转的微细会、供
养会、四印会、一印会、
理趣会、降三世羯磨会、
降三世三昧耶会。

 金剛界以金剛為喻，取其
二義，一為自體堅固，一
為業用銳利。如來內證之
智德,，其體堅固，不為一
切煩惱魔障所破；其用銳
利，能摧破惑障以證實相
之理。

 即大日如来智法身常恒说
法不断之经典真理。



  理趣會

 理趣會在西北方，以
金剛薩陲為中尊。

 此會是說大日如來顯
現金剛薩陲法相，教
化眾生如何昇華愛欲，
成就佛陀果位。

 此會內外四供養菩薩
位置與其他諸慧相反，
表示內外無礙融會之
意。



一切法甚深微妙般若清净法门

 尽性相隐微，是宗旨微妙。

 佛陀的本来清净佛性，很隐藏。如来藏真如的
本性，天地宇宙所含有的真理，我们无法用墨
去形容，或是用议论的来论佛所修行的过程。

 佛所为利益众生付出，成佛不可思议的法，光
是用写笔、口论，是没办法去体会如来藏识，
真如本性，文字相笔墨难书还是很隐密。

 所以这是佛法的宗旨，很微妙。



 这么微妙的宗旨，怎么样用笔墨去形容呢？
要怎么样去探测，去思议呢？

 诸佛智慧，甚深微妙无量，必需得学佛，
先以佛说的经典正法闻法悟入还要学佛身
体力行去体会，去了解，去悟、去修，去
深入禅定要累生累世，不断不断内修性，
外行德。

 若是没有自己去身体力行，没办法去体会。



般若清净法门

 一切诸佛所说诸佛智慧，秘密之法藏，是
很深很奥妙，密，就是很微密，这个法藏
藏在很深的里面，甚深秘藏，唯为佛与佛
之境界，非凡夫所可了知之法。

 这么深奥的法，唯有佛和佛的境界，才有
办法了解，这不是我们凡夫能够了知，就
是菩萨，到等觉菩萨，才有办法了解。



 般若清净法门是菩薩深入禪定了達諸法，
此明定慧具足法门。心在禪定，禪定當中，
心不亂，心清淨才有辦法明澈體會了達諸
法實相。

 諸經論中有關清淨之種類，均有詳載我們
可以多聞思趣入修行。



諸經論中有關清淨之種類
均有詳載我們可以多聞思趣入修行。



清淨法們

(1)世間清淨，由有漏道之修行能暫時壓抑現
行之煩惱，稱為世間清淨。

(2)出世間清淨，由無漏道之修行能完全滅盡
煩惱，稱為出世間清淨。



 大智度論卷七十三列舉三種清淨，即：

 (1)心清淨，修學般若不起染心、瞋心等。
(2)身清淨，心既清淨常得化生，故身清淨。
(3)相清淨，得具足相好莊嚴身。



 究竟一乘宝性论卷四说二种清净，谓本来
自性清净分为二，即：

 (1)自性清净，万法皆空，本来即清净。

 (2)离垢清净，离烦恼而成为清净。



 大品般若经卷十二叹净品尔时舍利弗白佛
言：「世尊！是净甚深。」 佛言：「毕竟
净故。」 舍利弗言：「何法净故，是净甚
深？」 



 佛言：「色净故，是净甚深。受想行识净
故。四念处净故，乃至八圣道分净故。佛
十力净故，乃至十八不共法净故。菩萨净、
佛净故，一切智、一切种智净故。是净甚
深。」



 在中道的正見中，有著一定的程序，:主要
是先得法住智，後得涅槃智，不偏空、有、
常、斷。

 修學佛法，必先知見得正確，才能行得正
確，才能不超過原則，進入清淨的佛法大
道。

 什麼是菩薩道的正見？



諸見永寂
具足菩薩的正見



具足菩薩的正見

 《宗鏡錄》卷46：「佛藏經云。佛言。一切諸見。
皆從虛妄緣起。舍利弗。若作是念。此是正見。是
人即是邪見。舍利弗。於聖法中。拔斷一切諸見根
本。悉斷一切諸語言道。如虛空中。手無觸礙。諸
沙門法。皆應如是。

 又云。佛言。舍利弗。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唯是一義。所謂離也。何等為離。離諸欲諸見。欲
者即是無明。見者即是憶念。何以故。一切諸法。
憶念為本。所有念想。即為是見。見即是邪。是以
若能離見。即成諸佛。十方稽首。萬類歸依。



 一切诸见，皆从虚妄缘起。

 此是正见也是一个「见」，只要是「见」，
就必定虚妄，把虚妄的法当成真实永恒就
是「邪见」。

 「诸见根本」我见我执。

 怎么修呢？「唯是一义，所谓离也」就只
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离」。离开各种欲
求和各种见解。



 凡夫为邪知邪见所缚，修行人如果说有正
知正见那还是『缚』，几时到你知见亦无
那就成功了。

 真正的知见像《金刚经》里面，要离「我
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那才叫正
知正见。有一个正知正见这个念头存在心
里就错了，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



 因為我們凡夫在斷除我見之前，無法完全
離開認為某一法就是「我」的見解；

 斷除我執以前，我們還會有覺得某一法就
是「我」的見解；只有成佛通達一切法的
真相，才能真正離開一切的見解。



 菩萨的认知，不是一般的认知，不是世俗
人的认知，而是一个真理性的正确认知。
如何获得正确的认知呢？

 论典中说，要做二件事：

 第一亲近善知识。

 第二闻思修。



 菩萨的修行整体分为教、理、行、果四个
次第。

 教，是佛说的经典，经律论是能诠的言教。

 理，是大乘法的义理，中观、唯识、圆觉，
所诠释的如实道理。

 行，大乘的六度万行，包括戒律行、禅观
行、菩萨行；

 果，包括菩萨的果位和佛果等内容。





金剛手 菩薩 － 智



金刚之实智－金刚手菩萨
 金刚手菩萨因手执金刚杖或

金刚杵，所以又尊称为执金
刚或持金刚。 

 【大日经】曰：「金刚千手
秘密主，即大日内眷属之萨
埵，为密教第二祖。是总即
别名也。是既得金刚之实智
而称为金刚萨埵，尚依本名
而称为普贤菩萨。求之于金
胎两界，则为金刚界十六菩
萨之金刚萨埵，与胎藏界中
台八叶院中之普贤，及第一
重金刚手院之中尊金刚萨埵，
是同体异名，皆为内眷属。」



 在密教经续里，有很
多金刚手菩萨的故事，
他跟随佛陀太久，看
了太多，每一件佛陀
修行的故事中，他都
看在眼里，所以，佛
陀在密教经典说起自
己的故事，常请金刚
手菩萨代为宣说，自
己再增补一些他的见
解。



 金刚手的大力，是智
慧与慈悲的显现...

 也就是说，具足本来
佛慧， 修持无上慈悲，
自然具足大力金刚手！

 二臂金刚手的两只手，
分别代表智慧与慈悲，
这两种德性之用，就
是大力金刚手。



金剛手菩薩是修了甚麼法，才能得
到如此殊勝智慧力量呢?

 一、菩萨宁舍身命，终不弃
舍无上正法。

 二、于一切众生，作谦下想
不增慢心。

 三、于彼劣弱众生，起愍念
心不生损害。

 四、见饥渴众生施妙饮食。
 五、见怖畏众生施其无畏。
 六、见疾病众生施药救疗。
 七、见贫乏众生惠令满足。
 八、见佛塔庙形像涂饰圆净。
 九、出欢喜言安慰众生。
 十、见彼负重疲困苦恼众生

为除重担



菩薩道的果智：佛果



 《法华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
因缘故，出现于世⋯⋯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
佛知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欲示众
生佛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悟佛知
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入佛知见道，
故出现于世。」佛的知见是什么呢？



 声闻、缘觉，只是一个「化城」，暂时居
所，一乘的圆教要义，一佛乘才是佛法的
真实义，才是佛陀的出世本怀。



 果即是佛果。

 小乘中讲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小乘中
无余依涅盘。

 大乘则讲佛果的无住涅盘涅盘、三德（智
德、断德、恩德）、三智等



佛果三德
 第一，智德，就是证得一切智和一切智，
道种智。智德是报身。

 第二，断德，就是断一切烦恼，一切贪嗔
痴永尽。断德是法身。

 第三，恩德，就是来度化一切有情众生。
恩德是应化身。



 佛果
位涅
槃所
具足
的三
種德
相:

 法身，
般若，
解脫。



 佛果三智依《大智度論》為

 一切智、道種智和一切種智。

 一切智是一切声闻、辟支佛智。

 道种智是菩萨摩诃萨智。

 一切种智是诸佛智。





結語

 种种佛学课程的学习由浅到深，由从高至
妙，有正法准则才不会误入歧途，修学佛
法，必先知得正确，才能行得正确，进入
清净的佛法大道。



結語

 先以闻法住智，知缘起的生灭，知有为世
俗，了解世间众生一切种种有为活动的大
总汇了知因果不造作恶业善法增上，从而
悟真知道一切缘起是幻化的，我不再为幻
化所转，真正进入一切世间种种的自私、
自利，完全不现起，完全与清净平等相应。



結語

 从到缘起到到寂灭，这是一条长远的路，
也是行菩萨道行者一条必然的路，佛菩萨
境界太高、太殊胜了，唯证乃知，我们未
证的人只能依佛所说的去领会然后就是精
进不懈怠以金刚手菩萨宁舍身命，终不弃
舍无上正法去实践。



回向

自見本性最勝供

 
賜於殊勝法成就

 
所修功德皆迴向

 
願眾普證金剛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