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佛触手可及

图像：冈波巴索南仁增，杜古确嘉仁波切画作。

亲爱的朋友，

一如往常，希望收信的各位平安、健康与快乐。今天的莲师日，我想重提遍知冈波
巴大师的著作《解脱庄严宝》（藏：Dakpo Targyen）中知名的开章偈：

成佛的因是佛性，
成佛的所依是珍贵人身，
成佛的助缘是善知识，
成佛的方便为善知识的教诀，
成佛的果是法身佛果位，
及无遮、任运的觉醒事业。

这 段 偈 颂 第 一 句 是 关 键 重 点 ， 也 是 《 究 竟 一 乘 宝 性 论 》 （ 梵 文 ： Uttaratantra 
Shastra；藏文：Gyü Lama） 整部论著的主题，这部甚深论著的内容，可以用下面这
段偈颂总结，完整说明了佛性是觉醒的因：

佛的法身周遍一切，



真如之中没有差别，
众生各有其根机故，
一切众生常有证悟体性也。

以上有三个要点需要理解。第一要点是一切现象、万法——包含一切众生的身、语、
意现象——都是空性。因此，空性是万法的体性；但空性也是诸佛的体性，亦即诸
佛的「圆满相」或法身，之所以圆满，是因为法身拥有一切贤善功德特质，且从未
减损。此圆满相、法身或空性，普照、周遍于一切现象中，因此是一切众生的体性。

第二个要点是，既然空性平等遍布在一切众生中，也遍布在诸佛之中，因此法身中
没有任何差别。空性或法身中，没有差别、差异，没有善与恶。因此说：「真如之
中没有差别」。

这表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其自性与法身佛自性完全相同。意思是说，我们从未
与佛性分离，但也无法从外获得。善行不能使我们朝真实自性更进一步，恶行也不
能使我们远离佛性。佛性既无法增长，也无法消减，佛性不增不减，这是需要牢记
的重点。

第三个要点，也是最后一点，一切众生根据遭遇的外缘，有自己的根机。那些遭逢
恶缘、不知道区分善恶、分不清楚悲心与瞋心、不知惭愧忏悔、缺乏正念，以及烦
恼、情绪强烈者——很难找到觉醒之道。然而，也有一些人愿意成为听闻者，找到
了善知识教导他们解脱轮回三有的方法。也有些人希望成为菩萨，透过拜见修行导
师，在心相续中熏习菩提心。另外还有些人希望修持密咒乘，领受能够在此生即身
证悟的法教。这些根机全都根据各别众生的性情、习气及所遭遇的外缘，加总起来
导致各别的结果。这些不同类别的众生，各自有其名称，并且依照各自根器、能力
对应到不同类别。

因此，虽然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因，内在都有佛性，但也很重要的是必需要有顺缘，
才能让此殊胜佛种结出果实。因此，我们应该透过培养悲心、累积资粮、修持布施
等，结合回向、发愿来为自己的法道创造顺缘。凡事的前行，都要以菩提心为出发
点，或者至少要以悲心为发心。中间的正行，应该要努力积聚福德与智慧资粮，并
清净遮障。最后，一定要记得回向与发愿。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就能为自己的改变
转化创造一切顺缘。



简言之，在此莲师日，我想提醒大家，觉醒的因，存在于每个众生之内。因此，成
佛完全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这点，并应该对自己迈向完全
证悟的能力充满信心。

寄予我所有的爱与祈福，
一切吉祥，

帕秋仁波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