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佛觸手可及

圖像：岡波巴索南仁增，杜古確嘉仁波切畫作。

親愛的朋友，

一如往常，希望收信的各位平安、健康與快樂。今天的蓮師日，我想重提遍
知岡波巴大師的著作《解脫莊嚴寶》（藏：Dakpo Targyen）中知名的開章偈：

成佛的因是佛性，
成佛的所依是珍貴人身，
成佛的助緣是善知識，
成佛的方便為善知識的教訣，
成佛的果是法身佛果位，
及無遮、任運的覺醒事業。

這段偈頌第一句是關鍵重點，也是《究竟一乘寶性論》（梵文：Uttaratantra 
Shastra；藏文：Gyü Lama） 整部論著的主題，這部甚深論著的內容，可以用下面這
段偈頌總結，完整說明了佛性是覺醒的因：



佛的法身周遍一切，
真如之中沒有差別，
眾生各有其根機故，
一切眾生常有證悟體性也。

以上有三個要點需要理解。第一要點是一切現象、萬法——包含一切眾生的
身、語、意現象——都是空性。因此，空性是萬法的體性；但空性也是諸佛的體性，
亦即諸佛的「圓滿相」或法身，之所以圓滿，是因為法身擁有一切賢善功德特質，
且從未減損。此圓滿相、法身或空性，普照、周遍於一切現象中，因此是一切眾生
的體性。

第二個要點是，既然空性平等遍佈在一切眾生中，也遍佈在諸佛之中，因此
法身中沒有任何差別。空性或法身中，沒有差別、差異，沒有善與惡。因此說：
「真如之中沒有差別」。

這表示一切眾生都有佛性——其自性與法身佛自性完全相同。意思是說，我
們從未與佛性分離，但也無法從外獲得。善行不能使我們朝真實自性更進一步，惡
行也不能使我們遠離佛性。佛性既無法增長，也無法消減，佛性不增不減，這是需
要牢記的重點。

第三個要點，也是最後一點，一切眾生根據遭遇的外緣，有自己的根機。那
些遭逢惡緣、不知道區分善惡、分不清楚悲心與瞋心、不知慚愧懺悔、缺乏正念，

——以及煩惱、情緒強烈者 很難找到覺醒之道。然而，也有一些人願意成為聽聞者，
找到了善知識教導他們解脫輪迴三有的方法。也有些人希望成為菩薩，透過拜見修
行導師，在心相續中熏習菩提心。另外還有些人希望修持密咒乘，領受能夠在此生
即身證悟的法教。這些根機全都根據各別眾生的性情、習氣及所遭遇的外緣，加總
起來導致各別的結果。這些不同類別的眾生，各自有其名稱，並且依照各自根器、
能力對應到不同類別。

因此，雖然一切眾生都有成佛的因，內在都有佛性，但也很重要的是必需要
有順緣，才能讓此殊勝佛種結出果實。因此，我們應該透過培養悲心、累積資糧、
修持佈施等，結合回向、發願來為自己的法道創造順緣。凡事的前行，都要以菩提
心為出發點，或者至少要以悲心為發心。中間的正行，應該要努力積聚福德與智慧
資糧，並清淨遮障。最後，一定要記得回向與發願。用這樣的方式，我們就能為自
己的改變轉化創造一切順緣。



簡言之，在此蓮師日，我想提醒大家，覺醒的因，存在於每個眾生之內。因
此，成佛完全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之內。我們永遠都不能忘記這點，並應該對自己邁
向完全證悟的能力充滿信心。

寄予我所有的愛與祈福，
一切吉祥，

帕秋仁波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