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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魔的概念



【佛学大辞典】：魔：梵语ma^ra，巴利语同。全称为魔罗。

意译为杀者、夺命、能夺、能夺命者、障碍。又称恶魔。

指夺取吾人生命，而妨碍善事之恶鬼神。

【百度词条】：梵文的音译，“魔罗”的略称。佛教把一

切扰乱身心，破坏行善者和一切妨碍修行的心理活动均称

作“魔”。

什么是魔？

魔:



什么是魔？

《大智度论》卷第五：“问曰：何以名魔？答曰：夺慧命，坏道法功德

善本，是故名为魔。”

《大乘法苑义林章》：“梵云魔罗，此云扰乱障碍破坏。扰乱身心障碍

善法破坏胜事，故名魔罗，此略云魔。”

《大般涅槃经·卷七》： “一切烦恼是魔，一切生死是魔，一切外道

妄见是魔。”

《大智度论》卷第五：“复次，除诸法实相，余残一切法，尽名为魔。”



二、魔的分类



四魔

《大智度论》卷第五：“魔有四种：一者、烦恼魔；

二者、阴魔；三者、死魔；四者、他化自在天子

魔。”

《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九：“四魔者，谓烦恼魔、

蕴魔、死魔、天魔。烦恼魔者，谓一切烦恼；蕴魔

者，谓五取蕴；死魔者，谓无常死；天魔者，谓欲

界主。”

一



十魔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五十八

“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魔。何等为十？所谓：蕴魔，

生诸取故；烦恼魔，恒杂染故；业魔，能障碍故；心魔，

起高慢故；死魔，舍生处故；天魔，自憍纵故；善根魔，

恒执取故；三昧魔，久耽味故；善知识魔，起著心故；

菩提法智魔，不愿舍离故。是为十。菩萨摩诃萨应作方

便，速求远离。”

二



密宗经典《时轮金刚续》
中的魔

《时轮金刚根本续》（梵：**Kālacakra Mūlatantra**）中

隐晦提到：“外境诸障为外魔，心之妄动为内魔，究竟实相

之障为密魔，三魔皆由无明生。”   （此为藏传释论中常见

的意译，非直接原文。）

宗喀巴大师《时轮金刚大疏》中阐释：“外魔如狂风，内魔

如暗火，密魔如潜流。 行者当以内证光明，破三魔于法界体

性中。”

“外魔（外在干扰）、内魔（身心五毒）、密魔（细微习气

障）。”

三



其他分类
1、内魔、外魔：内魔由自身产生障碍，外魔则系自他身而

来之障碍。

《定善义传通记》卷三：“谓四魔之中，以天魔为外魔，其

他三魔为内魔。”

　

2、五魔：《骂意经》。“天、罪、行、恼、死等五魔。乃

于上记四魔，复加罪魔。”

　　

3、八魔：南本《大涅盘经》“...欲破八魔——八魔者，所

谓四魔、无常、无乐、无我、无净...”

四魔，加上：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合称为八魔。

前四为凡夫之魔，后四为二乘之魔。

四



三、如何摧魔



一、烦恼魔
烦恼魔（梵语klesa—mara）：指贪嗔痴习气能恼害身心。

《大智度论》云：“烦恼魔者，所谓贪欲、嗔恚、愚痴等诸烦恼。”

 1、六种根本烦恼 ：
 1）贪 ：贪爱五欲，包括对财、色、名、食、睡等的过度追求。

 2）嗔 ：嗔恚无忍，对不如意的事情产生愤怒和仇恨。

 3）痴 ：愚痴无明，无法正确理解事物的本质。

 4）慢 ：骄慢自大。

 5）疑 ：狐疑猜忌，对佛教真理和因果报应产生怀疑。

 6）不正见 ：由思惟不正，产生错误的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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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见 ：由思惟不正，产生错误的知见。

见、思二惑，是有情生死流转的苦因，故称为根本烦恼。

a b c



 2、二十种随烦恼 ：

  a） 小随烦恼 ：包括忿、恨、覆、恼、嫉、悭、诳、谄、害、

憍十种。这些烦恼是各自独立生起的，故名小随烦恼。

 b)   中随烦恼 ：包括无惭、无愧两种。这些烦恼遍及一切不

善心，故名中随烦恼。

 c)    大随烦恼 ：包括掉举、昏沉、不信、懈怠、放逸、失

念、散乱、不正知八种。

这些烦恼遍及一切染污心，并与小随烦恼和

中随烦恼同时生起，故名大随烦恼。

a

b

c



对

治

方

法

《增一阿含经》中云：“修习慈悲喜舍，能断除烦恼。”

·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是破除烦恼魔的重要方法，通过

培养慈悲心可以减少嗔恨，通过修舍心可以减少贪着。

·持戒修定，以智慧观照烦恼本质为空。

·贪心可通过修不净观，嗔心修慈心观，痴心修十二因缘的缘起观，

傲慢修自他交换等。

·观察诸法空相，能够破灭烦恼魔。



二、五阴魔
五阴魔（梵语skandha—mara）：指色受想行识等五蕴能生一切之

苦。

 1、五阴：

 1）色阴 ：指一切色法，包括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五

根，以及色、声、香、味、触这五尘，都属于色法。色阴魔：

执著身体或物质世界；

2）受阴 ：与虚明妄想相应。受阴魔：沉溺感官苦乐；  

3）想阴 ：与融通妄想相应。想阴魔：妄念纷飞；

4）行阴 ：与幽隐妄想相应。行阴魔：潜意识的业力驱动；

5）识阴 ：与虚无妄想相应。识阴魔：误认意识为“我”。  



 2、五十阴魔：

·修习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

无常、观法无我）。

·通过证悟粗大五蕴为无缘空性，一切都是

因缘和合而成，通过证悟人无我，可以降伏

蕴魔。五蕴构成了一切世间诸法，如果能够

观察了知诸法如幻，则知五蕴如幻不实，发

现自性清净，不再被五蕴所障碍，得以破灭

五蕴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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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死魔
死魔（梵语mrtyu—mara）：指死亡能断人之生存命根。

《瑜伽师地论》卷地二十九：“死魔者。谓彼彼有情从彼

彼有情众夭丧殒殁。”

 佛教认为“死魔”的本质，是内心对无常的恐惧。

·修无常观，发愿往生净土或速证菩提。

·五蕴本性是空性，证悟法无我，让一切心识远

离戏论寂灭，超越分段生死，了知一切不生不灭，

就能降伏死魔。

 ·法性就是心性，是不生不灭的，色身只是一

个工具。修行人一旦见性，就不再惧怕身体的死

亡，得以破灭死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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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魔

天魔（梵语deva—putra—mara）：

指能坏人善事的天魔外道，如欲

界自在天的魔王即是。

《大智度论》卷六八：“天子魔者

欲界主，深著世间乐，用有所得，

故生邪见，憎嫉一切贤圣涅槃道法，

是名天子魔。”
对

治

方

法

烦恼魔、五蕴魔、死魔这三种是属于内

魔，是内心升起的种种烦恼；天魔是外

魔，外界的干扰和破坏的力量。

·除去心中的傲慢

如果心中没有傲慢和

偏执，心地如如清净，

则觉性现前，任何魔

怪也无法干扰。



对治方法

·闻思经典、依止善知识

 ·秉持八正道

 ·持诵经咒与佛号

·忏悔业障

 ·戒定慧法

 ·结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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