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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忿怒蓮師多傑卓洛 

 

親愛的朋友， 

 

一如往常，我希望收信的各位平安、健康與快樂。今天的蓮師日是熾焰

本智忿怒蓮師多傑卓洛的紀念日。在這麼樣一個特殊的日子裡，我想和大家

分享一些有關三乘的意義與宗旨的看法。所謂三乘，分別是基乘（上座部）、

大乘和密咒乘（金剛乘）。當今人們總是站在文化、語言學或歷史的角度上



探討這三乘的差異。我自己的理解是，這三乘是用來治癒人心的三個階段，

或者用佛法術語來說，是用來清除遮蔽我們臻至究竟了悟的三個步驟。  

 

第一乘，上座部。它強調惡行（業障）與惡念及煩惱情緒（煩惱障）是

需要被轉化的目標。上座部教導我們一切有害的行為與情緒，例如三毒等等，

都是從我執而來。因此，根除我執是上座部的主要目標，也是整個佛法轉化

之道的基礎。  

 

第二，大乘。在大乘裡，主要的目標在於轉化二元固著（所知障）。當

釋迦牟尼佛開示大乘法教時，他強調空性禪修，或者超越正念的禪修，遠離

主客二元之分。  

 

最後，金剛乘直接針對第四個遮障的轉化，這第四個遮障也是前面三個

遮障的根。第四個遮障指的是我們的心或念頭的第一個起心動念（習氣障）。

金剛乘之道目的在於透過了悟一切生起之萬法之本性本為清淨，來轉化這個

遮障。  

 

如此一來，這三乘就形成能夠治癒我們疾病的一個道路。打個比方，假

設你的肝不好，你可能也會有頭痛的毛病。上座部的目標在於治療頭痛，也

就是治療症狀。大乘則治療中間的因素，在這裡是治療你的肝臟。金剛乘則

會更進一步，將目光放在比較隱微，造成肝臟生病的深層原因，比如說是你

身體的發炎反應。在這個例子裡，金剛乘會將目標放在治療你體內細胞的發

炎現象，因為這才是引發所有症狀與疾病的根本原因。 

 

因此，儘管這三乘間可能存在著文化、語言學以及歷史上的差異，但僅

以這種方式解讀它們會完全錯失其法教的意義，只是將我們自身的主觀想法

套用在法道上。然而，從「乘」的角度來看，很明顯的，它們共同組成了一

條能帶領我們了悟真實本性的轉化之道。因此，我將這三乘視為是相輔相成

的，明白這三乘同等重要。它們都是源於蓮師法教的加持與教導。  

 

另外，我想要說明的第二點是，每一乘都是為了特定目的，針對特定對

象而傳授的。上座部首先非常強調業因果報。因此，佛陀說：「我無法以手



洗去你的惡行，也無法將我的了悟轉移給你，我只能為你指出轉化之道，跟

或不跟，就看你了。」這是佛陀在上座部經典中的立場，因為他主要目的在

於闡述為自身行為負責的重要性。佛陀在這裡教導眾生，他們能夠改變，因

此必需為自己負責。他告訴我們，我們亦可成為自己的怙主，也可成為自己

的敵人。  

 

在大乘裡，則主要強調心、悲心和菩提心。它們是如此的重要，以至於

足以減少甚或消除惡業。這就是為什麼寂天菩薩會寫下「剎那真實菩提心，

清淨數劫惡業障」這樣的偈子。這句話清楚說明了心主導一切，因此悲心與

菩提心能夠勝過業力。因此，從上座部到大乘，法教的重點改變了，因為受

聽眾改變了。因為在一開始，我們還不能發覺心的重要性，因此焦點主要集

中在外在行為上。然而，隨著我們在法道上前進與修持，心的主要角色就會

展露出來。這個時候，我們就能夠受惠於大乘法教能幫助我們轉化自心的功

能上。金剛乘則講述心性、真正的佛以及其加持。在這裡，我們必需要明白，

當我們提到「佛」的時候，指的是完全沒有自我與二元固著，這也意味著完

全沒有業、負面念頭與煩惱情緒。如此我們稱之為「佛」：完全證悟，本具

智慧。  

 

金剛乘說佛是具足威德的，因為它是絕對、不變的真理；除此之外其他

事物都是相對的、迷妄的。這就是為什麼金剛乘會如此強調佛的加持、無限

的悲心與超越二元分別的智慧。無二智與悲心能夠轉化一切，因為它們是實

相的真實本性。所以，我們不是在談論生活在某個時間點，來自某個人的加

持。這樣的理解是完全錯誤的，而且非常誤導。我們所講的加持是來自究竟

實相的加持。  

 

因此，金剛乘強調智慧高於一切，它講述了智慧的加持，即真實本性，

亦即轉化。這就是「金剛乘」名稱的由來：「金剛」表示不滅的真實本性，

是佛陀教導我們需要了悟的部分。這就是究竟的佛，與過去、現在、未來無

量諸佛，以及所有的菩薩、金剛乘本尊空行無二無別。當你領略這點，就會

明白何謂佛的加持。  

 



因此，每一乘的重點轉移說明了我們轉化的歷程：首先，上座部的法教，

讓我們學會了為自己的行為與道路負責。接著，大乘教導我們心的重要性以

及如何透過淨化與累積資糧來改變我們的心。最後，金剛乘點出了心的清淨

本性，無二的智慧。  

 

如果你能夠明白這些法教的背景，就能夠明白其背後完美的邏輯。佛法

沒有互相矛盾，每個法教都是針對不同階段者的個別需求所設計的。然而，

如果我們單純從理性的角度來分析一切，毫不考慮法教推展的實際層面，它

們看起來似乎是互相矛盾的。我自己過去也常看到佛法的矛盾之處，但我現

在已超越了這樣的侷限，這一切都要歸功於上師、佛法與蓮師教示的加持，

以及我對修行和上師的虔敬心。這些都是為了獲得對法教的完全理解所需具

備的助緣，而我在熾焰本智忿怒蓮師多傑卓洛的紀念日這天，祝福你也能獲

得這樣的助緣。  

 

寄予我所有的愛與祈願， 

一切吉祥。 

 

 

帕秋仁波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