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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宗也称为金刚乘。为什么叫金刚乘呢？

在佛经，尤其是密宗里面，金刚象征无二无别、无可分割的意思。

什么是无二无别呢？密宗的基和密宗的果无二无别，胜义谛和世

俗谛无二无别，光明和空性无二无别。

首先，在显宗里面，基和果是分得很清楚的：显宗的基，是我们

现在看到的如幻如梦的世界，包括众生与山河大地等外在世界以及空

性；显宗的果，就是成佛以后的法、报、化三身。显宗认为，我们普

通的人现在还不是佛，通过修行，经历了三个无数大劫（阿僧衹劫）

以后，才可以成佛。众生是因，佛是果。

密宗认为，众生就是佛，佛就是众生，轮回就是涅槃，涅槃也就

是轮回。轮回和涅槃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在我们还没有开悟、

还有烦恼的时候，会把佛与众生、烦恼与智慧划分为清净与不清净，

所以叫做金刚乘，密宗的特点也就是在此。

显宗分两种：一个是普通、典型的显宗，主要演说佛陀第一和第

二转法轮的内容；在佛陀第三转法轮的经典当中，多数是讲菩萨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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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摄之广大行为的，但其中也有十部最典型的经典，都非常强调光明

如来藏，所以我们称第三转法轮的这十部经典为不共的显宗。不共显

宗的见解跟普通显宗的观点完全不一样，却与密宗非常接近，只是没

有密宗讲得那么明显，所以称这十部经是半显半密的经。

也许有人会提出：虽然密宗强调明空无别，但显宗也认为“色即

是空，空即是色”，二谛无二无别啊！无二无别怎么会仅仅是密宗的

特点呢？

关于这个问题，要从显宗两种胜义谛和世俗谛的划分说起。第一

种胜义谛和世俗谛的划分，是说空性的部分就是胜义谛，除了空性以

外的，都叫做世俗谛；第二种胜义谛和世俗谛的划分，就是将光明如

来藏归入胜义谛，其他的不清净显现归入世俗谛。也就是说，尽管显

宗第三转法轮所讲的如来藏见解与密宗不相上下，但显宗唯一的问题，

是仍然区分了二谛：光明如来藏、心的本性是清净的；烦恼是不清净

的。密法却将二者统一起来，认为二谛是无二无别的。

佛陀第一转法轮的时候，主要讲的就是我们的外加行所修的内

容，轮回痛苦、因果不虚等小乘的四圣谛，并没有强调空性；第二转

法轮的时候，佛陀虽然也会提到无常、痛苦，但却不是十分强调，第

二转法轮的核心，就是空性；到了第三转法轮的时候，空性也不是最

主要的话题了，光明如来藏才是佛陀宣说的重点。

对此，佛经里面讲了一个比喻：

在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人们经常会到遥远的海岛上去取宝。

取来的宝石就像电灯一样，可用来照明。不过，现在好像没有听说过

有这样的宝石了，但在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的确是有这样的宝石。

《毗奈耶经》中有记载：国王的侍者们很喜欢用五颜六色的布将

宝石包起来，放在皇宫内外，甚至池塘里面，一方面可以起到装饰的

http://www.fineprint.cn


1

金刚乘的名词解释

125

作用，另一方面还可以用来照明。经中还规定：在宝石没有收起来，

也即还没有天亮之前，比丘是不能进皇宫的。可见，在当时，这种宝

石是存在的。

本来，在宝石原矿取回来的时候，宝石是不发光的，因为有泥、

沙等污垢。所以取宝人会先将宝石泡在一些化学制剂里面，等泥沙松

软之后，再用很粗的布去擦拭外面的泥沙等杂质；之后又泡在另一种

更精细的制剂里面，然后用比较细的布来擦拭；最后，又用丝绸将宝

石擦得晶莹剔透、一尘不染，那时宝石就会发光了。

这个比喻说明，第一转法轮的时候，因为众生的根机最低，所以

就因材施教，主要宣讲了以无常、痛苦为主的四圣谛，令众生断除最

初的人我执，以及烦恼里面最粗大的贪嗔痴烦恼，这就相当于珠宝加

工的第一个阶段。

在二转法轮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告诉众生，从五蕴到佛的智慧之

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空性，轮回、涅槃的一切法都远离所有戏论，都是

真空。

请注意，佛经里面提到的真空，与现代物理当中的真空—不管

是量子力学的真空，还是工程技术上的真空—都是不一样的。

二转法轮的般若法门不仅令众生断除了我执、贪嗔痴等粗大烦

恼，而且很细微的烦恼、执著—包括对轮回与涅槃的所有执著，也

一并断除了，这就相当于珠宝加工的第二个阶段。

在三转法轮的时候，佛陀又告诉大家，空性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单

空，而是与光明如来藏无二无别的，光明如来藏也是一种现象，但这

种现象不是我们现在的眼、耳、鼻、舌、身所能感受的东西，而是心

的本性。虽然如来藏也是空性的，但此时佛陀已不太强调空性，因为

空性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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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入楞伽经》第三品，也即《集一切佛法品》中有这么一段

对话①，佛的弟子问佛：如此说来，如来藏跟外道的大我不是一样吗？

佛的回答归结起来就是说，外道的大我是不空的，而如来藏是空性的。

当然，绝大多数第三转法轮的经典当中是说如来藏是不空的，但

其中并不存在任何矛盾，只是从不同反体的角度而言的。因为此时的

众生已经有了二转法轮的基础，所以即使佛陀用了不空、长驻、永恒

的字眼来形容如来藏，大家也不会对光明有任何执著。大家都非常清

楚，无论是轮回还是涅槃，都不可能存在什么真正不空的东西。

这就是佛陀次第引导众生的原因。

修行也是这样。在外加行当中，主要修的是第一转法轮的精髓，

① 原文如下：尔时，圣者大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世尊如修多罗说：‘如

来藏，自性清净，具三十二相，在于一切众生身中，为贪嗔痴不实垢染阴界入衣之所缠裹，

如无价宝，垢衣所缠。’如来世尊复说：‘常恒清凉不变。’世尊，若尔，外道亦说我：

‘有神我，常在不变。’如来亦说：‘如来藏常，乃至不变。’世尊，外道亦说：‘有常

作者，不依诸缘自然而有，周遍不灭。’若如是者，如来、外道说无差别。”

佛告圣者大慧菩萨言：“大慧，我说如来藏常，不同外道所有神我。大慧，我说如来藏，

空、实际、涅槃、不生不灭、无相、无愿等文辞章句，说名如来藏。大慧，如来应正遍知，

为诸一切愚痴凡夫，闻说无我生于惊怖，是故我说有如来藏；而如来藏无所分别，寂静无

相，说名如来藏。

“大慧，未来、现在诸菩萨等，不应执著有我之相。大慧，譬如陶师依于泥聚微尘、

轮、绳、人功、手、木方便力故，作种种器。大慧，如来世尊亦复如是，彼法无我，离诸

一切分别之相，智慧巧便说名如来藏，或说无我，或说实际及涅槃等，种种名字章句示现，

如彼陶师作种种器。是故，大慧，我说如来藏，不同外道说有我相。

“大慧，我说如来藏者，为诸外道执著于我，摄取彼故说如来藏；令彼外道离于神

我妄想见心执著之处，入三解脱门，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慧，以是义故，诸佛如

来应正遍知说如来藏。是故，我说有如来藏，不同外道执著神我。是故，大慧，为离一切

外道邪见，诸佛如来作如是说。汝当修学如来无我相法。”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人我及于阴，众缘与微尘，自性自在作，唯心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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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加行当中，主要修的是第二、第三转法轮关于世俗行为方面的一

些修法；加行修完以后，就是修二转法轮的空性；最后修密法的时候，

就以三转法轮的内容为主。

但是，显宗没有一个经论是把二转法轮的空性与三转法轮的光明

结合起来讲的。虽然二转法轮当中偶尔会提到光明，但实际上讲的也

不是光明的意思，而是空性。虽然第二转法轮讲了“色即是空，空即

是色”，但其中的色法多数还是指以众生业力所现的不清净现象，只

有空性才是真实的。

第三转法轮就更是认为，胜义谛是光明如来藏和空性，世俗谛是

不清净的现象，将现象、光明与空性分得更清楚了。

真正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就是密宗金刚乘。密法既不强调空性，

也不强调光明，而是将空性和光明完全统一起来，光明就是空性，空

性就是光明。

在摩诃瑜伽最根本的续部—宁玛巴的《大幻化网续》里面，也

是将光明和空性结合起来讲的。对有烦恼、有业障，没有证悟的人来

说，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不清净的现象；在真正证悟的人眼里，在

佛菩萨的境界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不清净现象都是清净的。

我们不能说八地菩萨或佛看到的清净世界是颠倒的，而我们看到

的不清净世界才是准确的。

如果一定要说我们现在的观念是准确的，修行到了八地的时候，

不准确的东西都出来了，那修行就只是给我们增加了一些障碍、错误

和幻觉。我想任何佛教徒都不会这样承认吧！

当然，八地菩萨与九地、十地菩萨看到的坛城还有一点点差别。

八地菩萨与佛看到的坛城是什么呢？

坛城的梵文发音，就是“曼扎拉”，也即我们平时说的曼荼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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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中间有核心，周边是圆圈的世界。

这个坛城在中阴时候所有众生都能看见，临终时候的经历有点儿

像宇宙大爆炸前后的那种感觉———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

识以及阿赖耶识都会消失、间断。而阿赖耶识是所有不清净现象的载

体，当载体消失以后，就会出现一种光明的境界，这在密宗里面叫基

光明或母光明，也即所有物质最基础、最原始的面目，大圆满里面也

叫做死亡光明。因为通常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只有死亡的时候才会出

现这种光明，所以，死亡的时候，需要母子光明相结合。

什么是子光明呢？生前证悟的境界，叫子光明。

生前证悟的成就者们已经现证了子光明，当他们在临终的时候，

母光明一显现出来，就能立即将子光明和母光明融入一体，并安住于

这种光明境界当中，这叫做中阴身的解脱。

密宗即生成佛的上等根机不是很多，而中等根机者却很容易在中

阴获得成就。

如果在基光明当中没有成佛，之后第一个出来的，就是佛的坛城。

但对没有修行的人来说，坛城出现的时间就像闪电、流星一般，一瞬

间就没有了；在修行好的人面前，坛城停留的时间就比较长。

达摩祖师的《悟性论》当中讲过一句话，也完全是本来清净这个

意思—众生与佛的差别，就是水和冰的差别。水在常温下是液态的，

当气温降到零度以下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固体，但实际上它的本质是

液体，只是变成了不同的形式而已。

同样，我们的五蕴实际上就是五方佛。

密宗双身像的真正含义也就是如此。最了义的密宗经典认为：佛

父象征如来藏的光明部分，佛母象征空性，佛父佛母双运，实际上就

是光明和空性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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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经典当中也讲，在别人用手指指空中的月亮的时候，我们不

能看手指，而要看月亮。同样，我们不能单纯执著于双身像的外在，

而要清楚其中的内涵—明空无别，这是密宗最关键、最核心的见解。

双身像就像一种语言、符号或图解词典，为我们揭示了明空双运的内涵。

释迦牟尼佛讲显宗的时候，也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方法。佛知道，

需要有不同的表达方法，才能度化不同根机的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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