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德—性德

在第一轮 “渴爱永息-虚空藏-德”为主题
“德”的阐述中，我们知道渴爱永息，就能永
远脱离轮回之苦，是菩萨句义的清净甚深微妙
法门之一。
虚空藏菩萨右手持宝剑，表义斩断众生的渴爱
贪嗔痴执着，象征着智慧和决断力，左手持莲
花，莲花生宝珠，寓意着清净地赐予众生福德，
这正是虚空藏菩萨功德利益的示现。而虚空藏
菩萨这种利益众生的功德也就是修德。



一、德—性德

性德：本来性具之德，三德中（大涅槃的三德）之法身即是；

修德：修成之德，三德中之般若，解脱之德。

性德就是自性之德，本来清净，自性清净，是法身之德，也就是

佛才具有的德，所以性德即是佛性。

《地藏经》用“光明云”来表示，《华严经》用“大方广”来表

示。自性周遍法界，一体圆满，无有我他，本具无量的智慧功德，

故以光明云，大方广显示。





一、德—性德

修德则是通过修行逐渐积累和提升的功德。

是般若之德，解脱之德，也就是菩萨所修证的德，

所以修德是菩萨的功德。

四大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智文殊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

大行普贤菩萨)分别代表慈悲、智慧、行愿和行证。



一、德—性德

凡夫迷失了自性，所以性德不显，需要通过修德来显现性德。

修德有功，性德就现前。

第一轮中所阐述的“德”，即菩萨通过福慧双修，悲智双运广大无

边的力量，集一切世出世间的美好来满足众生的愿望，使众生获得

无穷的利益，拔除众生危厄险难，也正是虚空藏菩萨在修证过程中

圆证的德。

当修德圆满，离垢无染时，性德也会自然现前，这个性德就是本轮

所要阐述的“德”。



一、德—性德

如来藏：

由“如来“和”藏“组成，意为含藏如来的一切功德。

指在一切众生的烦恼身中，所隐藏的本来清净（即自性清

净）的如来法身。如来藏不仅指佛所具有的清净实性，也

指众生身心中所潜藏的佛性。







一、德—性德

大光明藏：

大光明藏指的是佛的内在本质和自性，它是光明的，代表

了佛的智慧和德行。大光明藏不仅是佛的性德，也是一切

诸佛如来、一切佛法、一切万物的根源。

性德表示佛的内在的智慧和功德，而大光明藏则是这种

内在智慧的象征。





二、得大光明、大空藏、德三者的微妙真谛

佛的“性德”含摄了基道果的体相用，是二转法轮般若智慧的

贯通，亦是本次第二部分内容:得大光明~大空藏~德的微妙真谛。



二、得大光明、大空藏、德三者的微妙真谛

大空藏亦是如来藏，在不同的经典中，名相概念皆不同，最终阐述

的就是一乘佛法。

如来藏亦名：甚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道，波若波罗蜜，法身，

如来应供,正遍知, 明行足,善逝, 法身藏,光明，佛性，一真法界，

大光明藏，三摩地等等名称，实则是名异义一。







“佛宣说佛法的智慧分三大阶段称为三转法轮。

第一转法轮：针对小乘所讲不了义的苦集灭道。

第二转法轮：般若空性法义，从侧面切入了义。

第三转法轮：空不空如来藏法义，从正面讲中道

实相义”。



上师继续开示：“所以这个空性，如果从有差别的角度来讲，

空性是从万法无自性的角度来讲如来藏的，而如来藏本身是

从即空即有，空不空如来藏，中道谛来讲的。

从空性的角度来讲，如来藏称之为“大空性”，这个大空性

又跟如来藏同一所指，它有别于偏空的小空性。”





二、得大光明、大空藏、德三者的微妙真谛

“空”为自性，它离于常见，“明”为展现，离于断见。

虽然因此以为有空明两个方面，而它就是基本的自性，一切

分别觉知的想法在它们自己空间中即得解脱，不可思议，难

以言说，只能透过智慧来理解。



二、得大光明、大空藏、德三者的微妙真谛

佛性的自性为“空”，其展现为“明”，佛性是一种了悟的状态，

而不是本来就具有实体的本体，它离于“存在”与“不存在”的概

念，它不是一个永恒的本体，认清这一点，我们将不会堕入“常见”

的错误见解。



二、得大光明、大空藏、德三者的微妙真谛



二、得大光明、大空藏、德三者的微妙真谛



无论是大空藏还是大光明和德，都是要通过止观

双运的禅定来达到究竟的妙地。如果是用心之造

作来痛苦的盯住你的心，这不是“止”，建构

“智识”的藩蓠，这也不是“观”。

“止”的修行是用来使心稳定而明澈，藉由修

“止”来引导我们趋进那不可思议的自性，即是

“观”。

我们藉由“止观双运”来证悟佛性的“体相用”:

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之微妙“禅那”，亦是“得

大光明~大空藏~德”的显空双运……



二、得大光明、大空藏、德三者的微妙真谛



二、得大光明、大空藏、德三者的微妙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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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得大光明、大空藏、德三者的微妙真谛

在以后的岁月中，以慈悲和智慧传授成佛之道，根据不同

的根器传授了不同的法门。

小乘共同或原始部派的佛法，摩诃衍那的大乘和伐折罗衍那

的金刚乘。  



二、得大光明、大空藏、德三者的微妙真谛

佛陀初转法轮宣说四圣谛（苦集灭道），阐释了生死轮回以及断生死证

涅槃的整个过程。

依八正道降伏自心: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对于大乘弟子，佛陀在灵鹫山等诸地宣说了般若和如来藏法门。

对于金刚乘弟子:佛陀现真佛报身相传了《密集金刚》、《时轮金刚》等

密法灌顶开示。



二、得大光明、大空藏、德三者的微妙真谛

第一二三转法轮和佛的法报化三身相应，亦是诸佛“德”的含藏。

法报化三身都是佛“德”的妙力显现，无可言说……

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



三、福慧双修是趋向大光明的

    两种胜行

福德资粮是修行的基础。

能够帮助修行者克服修行过程中的各种障

碍。从布施、忍辱、持戒到般若智慧，都是

累积福德资粮的修持。要证得无上正等正觉，

必需要具备无量的福德资粮方可达成。



三、福慧双修是趋向大光明的

    两种胜行

菩萨常行的六度中：前五度布施、持戒、

忍辱、精进、禅定等利益他人的善业都为福

德，而第六度般若才为智慧。



三、福慧双修是趋向大光明的两种胜行

《入菩萨行论》中说：

如斯善友何可得，如斯福德何能及。

此二句偈言所讲的即是发菩提心之功德利益。



三、福慧双修是趋向大光明的两种胜行

同时还要修智慧资粮，具有了知空性正见无我的智慧才能称为智慧

资粮。

本师释迦牟尼佛示现于娑婆世界为众生说法，是为了让我们断除我执

脱离轮回苦海，到达彼岸，能使众生脱离轮回苦海唯一的方法即是般

若智慧。般若为众生成佛之本，方便为众生成佛之门，不具有般若智

慧的修持犹如盲人行路，是无法牵引得到解脱的。









文殊师利勇猛智

普贤慧行亦复然

我今回向诸善根

随彼一切常修学

三世诸佛所称叹

如是最胜诸大愿

我今回向诸善根

为得普贤殊胜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