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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宣讲的必要 

佛经浩渺无垠、博大精深，佛经的表达方式与陈述内容，也有

看似矛盾或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如果没有前辈的指引，没有适当的

方法，仅凭自己的智慧去抉择，就无法全面通达、深入理解，甚至

很多时候会遇到问题。 

闻思的时候，有几种方法是开启佛经宝藏之门的金钥匙，了义

和不了义、四依法等都属于其中之一。 

二、了义和不了义的定义 

“了”字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是很清楚、很明白的意思；第二，

是全面了解、毫无保留的意思。“义”，就是佛经的内容。 

有些佛经或论典虽然讲了自然本智，但只讲了一部分，没有讲

得很彻底。比如第二转法轮所讲的中观见或《般若经》，虽然描述

了一切法的本质，从空性的角度而言，讲得非常透彻、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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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保留。但从光明、佛性、如来藏的角度来讲，却没有讲完，

而有所保留。即使很多密续中所讲的佛性、如来藏、自然本智，也

讲得不是很清楚，所以这些经论或密续的内容，都是不了义的。 

第三转法轮的经典中就把所有的内容都讲完了，无论空性还是光

明，都给予了完整、透彻的阐述，没有任何保留。密宗的时轮金刚、

大圆满就讲得更加透彻。这些佛经或续部的内容，无论是显宗或密宗，

都叫做了义。 

小乘佛教不会出现了义和不了义的说法，因为小乘佛教只承认

第一转法轮的四圣谛，他们认为这就是佛陀唯一的终极思想。除了

四圣谛，不会有更高的法。 

而大乘佛教却有了义与不了义的说法，因为众生的根机不一，

佛传法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就出现了了义和不了义的说法。 

三、如何判断了义和不了义 

以三个标准，可以判断出了义和不了义： 

第一，用意：佛讲的同一句话，除了字面的意思和内容以外，

还有其他的用意。 

第二，目的（必要）：佛所说的有些话从字面上看虽然不符合

事实，但他这样说是有目的、有必要的。当然，广义上讲，所有的

佛经都有目的，但不了义的法，却有着特殊的目的。 

第三，以理妨害：是有理论或逻辑的妨害。以上两个不是最关

键的，最关键的叫做以理妨害。比如说，佛所讲的一个观点，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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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其他非常具说服力的逻辑可以予以推翻，因为这个逻辑或理论

对佛的这个观点有妨害或损坏，可以证明这个观点是不究竟、不符

合事实的，故称为以理妨害。 

具备以上三个条件的，叫做不了义法。 

佛传法的时候，为了度化某些根机的众生，会在字面上讲出另

外一个意思。举一个例子：有些佛经里面说过，物质是真实存在、

是实有的。虽然从字面上看，佛肯定了物质不空，不是虚幻，而是

真实不虚的，但这不是佛的真正用意。只是佛考虑到，虽然世界不

是真实不虚的，但从凡夫的角度来看，或者从五种感官的角度来看，

这个世界是很真实的。所以佛也没有完全撒谎，他这样讲的目的，

就是为了度化某些暂时不能接受空性见解的小乘根机的众生。因为

他们只能接受人无我，而无法接受法无我，所以佛就采取了次第逐

步引导这些众生的方式。 

如果我们仅从佛的字面上去理解，认为这个世界是实有的，那就

会以理妨害。推翻此论点的逻辑，就是中观所讲的逻辑或推理方法。 

如果没有了义和不了义的区分方法，佛经相互之间若发生冲突、

矛盾，我们就无法判定世界到底是真还是假。所以，这一判断标准，

就像一把开启佛经宝库的金钥匙，让我们能一眼区分出浩如烟海之

千经万论的究竟密意。 

四、了义佛经的定义 

第一，除了字面内容以外，没有其他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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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除了度化众生、让我们明白真理以外，没有其他目的。 

第三，不存在其他逻辑可以否定的可能性，所讲的观点是很清

楚、很透彻、很正确的。 

在理解了义的时候，还需要了解另一个概念，即因明里面的“圣

言量”。“圣言”是指佛经，也即佛或圣者说的教言。“量”是指

能够衡量、抉择一切法之真假的真实标准。除了不了义的佛经以外，

其他所有的佛经都是了义经，也是圣言量。 

圣言量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阐述现前的事物不违背现量。现前，也即现实生活中能够

看得见、摸得着，五种感官能感受到的东西。佛在描述现前的时候，

不能违背现量。所谓现量，即五种感官。如果佛陀在描述某个我们的

感官能够感知的东西时，却与我们或绝大多数众生的感官结论有所矛

盾，就可以说这个佛经是有漏洞的。 

第二，阐述隐蔽的事物不违背比量。隐蔽，即平时看不见、摸

不着，但通过推理可以被证实的东西。佛在宣讲隐蔽事物的时候不

能违背比量。如果违背了比量，就是有漏洞的，不能成为圣言量。

所谓比量，也即推理。因明的推理方法，与西方哲学讲的由大前提、

小前提以及结论等构成的逻辑，有很大的相同之处。在一般情况下，

如果这些推理方法没有错，其结论也不会有错。但若深究，则因为

我们的感官有漏洞，感官提供的信息自然也有错误；我们的意识根

据这些错误的信息来分析判断，就必定会出现错误的结论。 

第三，阐述最极隐蔽的事物不自相矛盾。最极隐蔽，即最终极、

最隐蔽的东西，比如善恶因果等。由于这些东西非常隐蔽，一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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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不仅我们的感官无法证明，逻辑也无法证明。在这种情况下，

就只有观察佛陀所说的话里面，有没有自相矛盾的部分，有没有自

我否定或自己颠覆自己语言的内容。如果没有，就可以确定佛陀说

的是对的。 

所有的了义佛经，都必须符合上述三个条件；凡是不符合这三

个条件的，都不是圣言量。 

凡是不符合逻辑、不符合现量、不符合感知、不符合理智的内容，

都一概不承认是了义的。如果在佛经当中出现这样的话，那也是不

了义的法。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是佛弟子，就顽固地去辩护这些不了

义法的内容。 

比如说，显宗的许多佛经中讲，这个世界是平面的；而有些佛

经，尤其是一些密法经典中又讲，这个世界是另外一个形状的。现

在大家都知道，我们所在的世界根本不是平面的。为什么佛在短短

的四十多年当中，传法的内容都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为什么佛当

时要这样讲呢？一千多年前的佛教经论中，就已经有了解释：佛这

样说，是为了度化某种众生的权巧之计。佛说，这类的经典，就是

不了义经。 

凡是佛学里面与解脱有关系的重要问题，都说得非常透彻明了，

再不会有其他发展的余地。但是，在宏观世界观方面却会有一些发展

空间，因为佛陀没有说得很绝对和明晰。为了度化某种根器的人，佛

陀有时候也会说一些与众不同的世界观。总而言之，准确、了义的佛

经，其世界观一定要符合现实；只要不符合现实，就是不了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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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了义和不了义的种类 

了义和不了义的种类，我认为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讲： 

（1）从世间感官的层面，或从世俗谛的层面来讲，有了义和不

了义的区分。比如说，佛经关于宏观和微观世界的了义观点，讲得

非常透彻，跟现代科学的发现有着惊人的一致，这就是世俗谛当中

的了义。因果报应、前世后世等理念，也是世俗谛当中的了义。虽

然科学没有办法印证其真实性，但大量的事例，以及其他的逻辑推

导也足以证实，因果轮回是颠扑不破的。当然，想直接证明因果报

应之间的关系是很难的。佛也说过，没有智慧的普通人，最好不要

直接去观察因果，因为自己不可能得到任何结论，这样反而有可能

对因果产生怀疑。一旦产生怀疑，自己又无法解决，就会导致修行

等各方面的问题。 

尽管如此，也有可以证实因果存在的方法。因明的很多结论也是

这样得出的：既不是现量，也不是普通的比量，而是先证明释迦牟尼

佛是真实语者，他不会撒谎，然后可以得出结论，凡是佛陀所说，都

是真的，都可以相信。 

大概的证明过程如下：因为撒谎一般都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

目的，被贪心、嗔心、无明等烦恼所驱使，而去撒谎骗人的。佛陀

已经断除了贪嗔痴等烦恼，没有撒谎的理由。另外，在佛陀的语言

中也从未发现过任何谎言，所以佛陀是真实语者。 

汉传佛教中关于因明的论典非常稀少，即使有几部，也是很简

单的。而在成百上千、零零散散的因明论典中，《释量论》的内容

最完整，是所有因明的根本。法尊法师已经将此论著翻译成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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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第二品，叫做《成量品》。虽然我们都相信释迦牟尼佛，但

佛的可信度为什么这么高呢？这一品将给我们娓娓道来。  

佛经里面讲，世界是平面的，中间有一个很陡很高的须弥山。但

现代人都知道，佛描述的须弥山是不存在的，至少我们现在看不见。

虽然每个众生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世界与空间，从某些众生的视角来

看，可能有着这样的宇宙。然而，从大多数现代人类的角度来讲，须

弥山是不存在的。可是，佛之所以这样讲，是有其他用意的。因为释

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佛教以外的很多外道，包括当时占据主流地位

的婆罗门教等大多数宗教描述的世界有可能是这样。佛为了渐渐引导

这些人，所以暂时没有宣讲与当时世人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否则不但

没人理解，还会遭致各种非议。 

比如，在两千多年前，也出现过比较准确的世界观——日心论。

但由于当时人们的天文知识远没有现代人这么丰富，绝大多数人的

宇宙观是地心论。他们根据自己眼睛观察的表象推断出，我们所在

的地球才是宇宙的中心，其他所有的日月星辰，都在围绕着地球运

行。如果谁敢宣传与之矛盾的见解，就会遭到各种攻击，并最终彻

底宣告失败。 

同样，如果释迦牟尼佛一开始，就创立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观，

就得不到世人的支持。见解上的冲突，只会将很多人排除在佛门之外，

这样就断了他们的善根。本来宏观世界的宇宙构成如何，并不是重

要的问题，所以不需要太较真。但微观世界与真正的修行有着密切

的关系，与无我、空性紧密相关，所以一定要尽量接近于真实。所以，

即使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佛经所讲的微观世界，也与现代科学发

现完全一样。在佛陀宣讲的时轮金刚中，是将人的身体与外面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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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结合起来进行宣讲的。时轮金刚所讲的天文结构，与现代天文学

的观测结果几乎完全一致。 

由上可知，佛经所讲的微观世界，可以说是非常了义的世俗谛；

佛经所讲的须弥山、四大部洲等宏观宇宙世界，是不了义的世俗谛。

从世俗谛的角度去看，讲述轮回因果的佛经，都是了义的。 

（2）从第二转法轮的层面来讲，也有了义和不了义之分。 凡

是讲空性的经典，都是了义佛经；凡是讲世俗谛的经典，无论是因果、

轮回，还是其他观点，包括出离心、菩提心，都属于不了义经典。 

（3）第三转法轮的层面，也可以区分一种了义和不了义。 第

一转法轮当中讲的无常、无我、痛苦、有情世界、器世界等的所有

观点，甚至包括宣讲单空的经典，也是不了义的。因为首先要有物

质存在的实有观念，才会有物质不存在的空性观念，不空与空性是

相对的，凡是相对的东西，都是最终不成立的。 

宣讲如来藏、佛性、光明的经典，才是真正的了义经典。 

有多少个了义经呢？虽然有如来藏五经、如来藏十经、如来藏

二十经的说法，但最普遍的说法，是如来藏十经。其中大家比较熟

悉的，是《入楞伽经》《解深密经》《大涅槃经》《大乘密严经》，

在这些经典中所讲到的世界本性，是非常透彻的——世界的本质包

括空性与光明。 

其他诸如宣讲布施、持戒、禅定、菩提心、慈悲心等内容的经典，

都属于世俗谛，都是不了义。 

第二转法轮的《般若经》，其最终意义和第三转法轮的经典没有

什么差别，但从字面内容的角度来讲，由于其中没有讲到光明，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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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完整的。按照无垢光尊者，与很多高僧大德、学者、成就者的话

来讲，《般若经》是半了义的，因为其中所讲的空性非常透彻，就像

《入中论》《中论》所讲的一样，讲的都是大空性。其空性的层面，

是了义的。但缺少了如来藏、光明的内涵，虽然第二转法轮的经典中，

偶尔也有光明的字眼，但这不是第三转法轮当中所讲的光明。词同义

不同，所以第二转法轮是半了义的。

（4）从密法的层面，来区分了义和不了义。凡是讲不清净现象

的经典、论典，包括菩萨的五道、十地、六度等，都属于不了义，因

为世界的本质是清净的。凡是讲清净现象的佛经，都是了义的。《维

摩诘所说经》的第一品，就是讲世界本来是清净的，和修不修行没有

关系，虽然属于显宗的经典，但它的内容已经超越普通的显宗经典了。

麦彭仁波切、荣森班智达都讲过，第三转法轮的如来藏观点，就是处

于显宗和密宗中间的观点。 

在修简单的生起次第，比如五加行当中的金刚萨埵修法的时候，

最后要观想金刚萨埵从自己的头顶融入，之后自己变成了金刚萨埵。

我们不能认为，这纯粹属于一种观想、冥想、幻想，是不符合事实的。

其实，这是符合事实的修法，如果不符合事实，这样修就没用。如果

没有清净观，就根本没有办法接受此类修法。 

从密宗世俗谛的角度来讲，这叫做倒世俗谛。普通人造了杀、盗、

淫、妄等罪业，就要向金刚萨埵忏悔，金刚萨埵本身是佛，是清净的。

但从密宗的胜义谛或正世俗谛的角度来讲，金刚萨埵和普通人本质上

没有差别，罪业、果报等现象实际上只是自己的一种幻觉而已。 

无论修什么样的本尊，一定要有这样的见解，否则不会成就。

这四个层面，一个比一个深，一个比一个更接近万物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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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佛都是半路出家，在这之前受过各种各样的教育，每个

人心里都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如果缺乏闻思，一旦佛经中出现一些

不符合现实的内容，更会加深自己的怀疑、疑问和困惑，甚至会严

重影响我们的修行。了义和不了义的区分，就是解开这些疑问之锁

的金钥匙。 

六、对三转法轮是否了义的定性 

依照佛经、藏传佛教传承上师，以及印度的无著菩萨、龙树菩

萨等论师的观点，第一转法轮是公认的不了义。 

但从第一转法轮本身的内容来讲，世界的确是无常、痛苦、无

我和空性。只是这些都是虚幻的，可以用其他逻辑推翻的。 

《解深密经》当中讲过，第三转法轮是了义的，第二转法轮和

第一转法轮是不了义的。其他所有辨别了义不了义的经论讲的都是

一致的：第三转法轮最究竟、最了义，第二转法轮是半了义，第一

转法轮是不了义。 

密法比第三转法轮讲得还透彻、还究竟，完全是了义的。 

在我们修行的时候，首先要按照第一转法轮的要求，修人身难

得、死亡无常、因果不虚、轮回痛苦。还要对众生修慈悲心，要发

菩提心，发愿度化众生。但这些都不究竟，最终还是要修空性。 

虽然加行修的是不了义法，但通过修持这些不了义法，最终可

以到达了义法的境界。如果不从起点做起，就永远不会有突破，这

样将一直停留在不了义法的阶段，永远都接触不到了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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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开始不去修了义的法呢？因为佛陀考虑到众生的承受

力，所以才采取了次第引导的方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把加行修完，

紧接着修心的本性，然后可以修大圆满、大手印等密法，这样修练的

结果，就能看到了义法的无限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