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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萨迦派最具特色的教法 “道果法”依据于基、道、果三者无别的义理而展开，形
成“轮回涅槃无二”的不共之见: 生死的本性即涅槃，无生死之外的涅槃。从心性论的角度则
表述为“明空无二”，即内心唯明、唯觉、唯动的功能与无有实体的本性是一体之两面。这种思
想以大乘唯识学和中观学为基础，教理并无创见，只在修行实践的方法上有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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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迦派在藏传佛教史上最具特色的教法是“道果法”，其创始者印度的比瓦巴依据无上瑜伽
部、《喜金刚》根本和注释的三续，著述 《根本金刚偈》和修持的引导文 《宝训道连果之教
诫》，后辗转传入西藏，成为萨迦派的特殊法门。道果法最重要的教义被称为是 “道连同果的窍
诀”，指的是基 ( 抉择正见) 、道 ( 修习行持) 、果 ( 现证菩提) 三者无别，即基是道，道是果;
基位时即是佛，因为为客尘所障，不能如实知见，经过道位的净化而离垢，认识本性，即为果位
佛。这种“基、道、果无别”的教义，在生死和涅槃问题上的表述即为“轮回涅槃无二”，在心
性问题上的表述即为“明空无二”或“明空双运”。

一、“轮回涅槃无二”的内容

萨迦派认为，众生在无始无终的轮回中，本自具足佛性，是没有善恶分别等妄念的明空双
运。众生因为无始以来即为俱生无明所覆盖，从而生起能取、所取的二执，而一旦如实认知自
心，那么以无明为依的轮回现象，当体就是涅槃。“轮回及与圆寂等，而无二种之形相; 若了轮
回自性者，即此便名入圆寂”①，即是说轮回与圆寂 ( 涅槃) 并非是二，轮回之自性即是圆寂
( 涅槃) 。与基、道、果联系起来，那便是 “普基因续相续不断，轮涅齐备: 轮回的一切法以性
相方式齐备，涅槃的一切道以功德方式齐备，果之一切时以能力的方式齐备”②。基、道、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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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中，轮回和涅槃的存在方式有所不同，并无根本区别。
萨迦派“轮回涅槃无二”思想在心性理论上主要依据唯识学，认为轮回和涅槃共同依据于

“含藏识”即阿赖耶识。从道果法的传承可知，其创始人比瓦巴是无上瑜伽行者，后来光大萨迦
派的萨迦班智达“从来藏的迦湿弥罗班智达释迦室利学习，吸取了弥勒、无著之见，把了解因
位时的智慧勇识当做前提”。① 在萨迦派看来，“一心之智，觉知不分，无处建立，恒常不绝 ( 通
为轮回、涅槃之体而无障碍，乃不动业，犹如常流，无有断绝，犹似大海，作净浊依) ，照而常
寂，寂而常照，谓之于含藏矣”。② 此一心即是阿赖耶识，还未分能、所，恒常盲动，同时具有
寂和照的特性，此寂即为空，而照即为明。之所以称此心为含藏识，是因为它 “包含轮回、涅
槃之法，善为动静二法之因。故厥若不遇方便之缘，成轮回本; 倘或遇逢善巧之缘，成涅槃因。
谓含藏识由恋外境，生起贪嗔，成惑烦恼; 依惑烦恼而积聚业，成业烦恼; 依业烦恼，取受生
果，成苦烦恼。如是轮转，未得道者，倘或得倚三界集理，或三引仪等，即得成就无上菩提”。③

在这里，萨迦派认为含藏识包含轮回、涅槃的因，如果不遇方便之缘，则为轮回，如果得遇善巧
之缘，则可至涅槃。

萨迦派的这种思想，与唯识学对比起来，显得不够精致。我们知道，在唯识学的理论体系
中，对于众生生死轮回的现实性和成佛涅槃的可能性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探讨，其轮回的现实性在
于众生阿赖耶识中的杂染种子与现行的种种熏习作用，其涅槃的可能性在于众生阿赖耶识中的无
漏种子。其中，对于无漏种子的讨论更是丰富而深入。例如唯识学所宗的经典之一 《楞伽经》
以“无漏智习气”为金刚种子。 《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二认为出世间法 “从真如所缘缘种子
生”，即以“真如”为所依因而非以阿赖耶识中的种子为能生因，并依据在证得真如上的有障和
无障将众生区分为三种种姓; 同论的卷二十一、卷三十五更将无漏种子区分为 “本性住种姓”
和“习所成种姓”。《摄大乘论》中，则以无漏种子为 “从最清净法界等流正闻熏习种子所生”，
是为有为无漏种子，寄附在阿赖耶识之中而非其中的有漏法，喻如水乳一体中的非水之乳。在唯
识学之外，三论宗吉藏、摄论师、地论师以及天台宗、华严宗诸师都对众生成佛涅槃的可能性进
行了深入而细致的探讨。相比之下，萨迦派的思想中，它既然说是以含藏识包含轮回、涅槃的
因，可见此含藏识即是有为法，但是此有为法所包含的轮回涅槃的因究竟是理之因还是事之因，
此因的产生、存在、发展和成就的过程和原理，以及此因是有为抑或无为的属性等重要问题，却
没有进一步的阐述。

然而，萨迦派却对自宗的见地之高明充满了自信，认为 “然无住中道及大手印，是的中者，
此有同、有异、有近、有远。同者，轮回、圆寂不二之理，乃因果、二乘共同见解也。异者，因
乘舍位以为其道，起对治道，而断于惑，遍于轮圆法界空理，久时调习而欲克证也; 果乘转位以
为其道，起俱生智，于能所轮回了大乐法界，即以三毒烦恼为道，准《普贤本续》云: ‘若舍轮
回求圆寂，如舍本质而寻其影。’今见果乘见之与行，互不相违也。远者，因乘修心以为其道，
盖由不了心性本净，历三祇劫欲证菩提业; 近者，果乘炼身以为其道，如治目翳，由了心性本清
净故，现身成佛也”。④ 在密宗看来，显教各宗皆为因乘，而密宗独占果乘的地位。萨迦派认为
显教因乘为“断位道”，要断除烦恼而证涅槃，因此走的是 “远路”，须经三大阿僧祇劫方能成
功; 而自宗则是果乘为“转位道”，直接以烦恼、涅槃为不二，见、行不相违，了知心性本来清
净，走的是“近路”，所以能现身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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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迦派的这种看法，并不符合显教各宗的实际情况。走“断位道”欲断除烦恼而证涅槃的，
只是天台宗所判的藏教即小乘佛教，以涅槃为断尽烦恼之后的清净心，即 “涅槃者，贪欲永尽，
瞋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诸烦恼永尽，是名涅槃”。① 唯识学则认为涅槃有四种，即自性清净
涅槃、有余涅槃、无余涅槃、无住涅槃，菩萨悟道之后，须 “留惑润生得种智”，② 并非要断尽
烦恼而证涅槃，而是安住于“智不住生死，悲不住涅槃”③ 的无住涅槃，即以菩提心为基础在生
死轮回中度化众生而永无止息。《摄大乘论》卷三说: “于生死涅槃，若智起等等，生死即涅槃，
二无此彼故。”只要获得根本无分别智，打破二种我执，生死即涅槃，本无彼此。世亲 《摄大乘
论释》卷五说: “依他起自性非定生死，由圆成实分成涅槃故; 亦非定涅槃，由遍计所执分成生
死故，是故不可定说一性，由此自性若得一分，余分不异。”众生的生死轮回 ( 依他起性) ，从
其体性圆成实性的角度看即是涅槃，从其现行遍计所执性的角度看是生死，因此不能说之为一、
为异，只可说是“生死涅槃无二”，④ 而说“生死即涅槃”的相即，也是从生死之现行的体性即
是涅槃的角度来说的。唯识学之外，“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密乘，都说烦恼不须断……应以
智慧照破，以智慧转化，转烦恼为菩提”，“实际上，转烦恼为菩提，乃大乘圆教之常谈”。⑤ 而
对于成佛快慢的问题，显教如来藏系各宗都主张“现身成佛”，例如禅宗主张 “明心见性，见性
成佛”，天台宗的六即佛理论则强调“六而常即，即而常六”，华严宗主张 “初发心即成正觉”，
净土宗主张“念佛往生，花开见佛，当生成佛”等，而且其理论的圆满深细和修行方法的简洁
高明，较之于萨迦派并无不及之处。

二、“生死涅槃无二”的心性论原理

萨迦派以含藏识作为轮回、涅槃无二的依据，也并非以含藏识为真实，其理论归宿也与唯识
学的理论归宿一样，从“方便唯识”的“唯心无境” “万法唯识”而走向 “正观唯识”的 “识
亦无识”“心亦无心”的终点。萨迦班智达说: “佛说诸有情之中，存在有佛精华藏; 了知此说
是密意，彼之用意是空性，目的为断五过说，真实直接作破除; 如有如此之佛果，则与外道我相
同，成为谛之真实故，与诸了义之经部，一切种相遍违故。”⑥ 众生轮回之中有涅槃 ( 佛精华
藏) ，根本上是指的心之空性，在此空性上轮回、涅槃无二无别。 “有念及无念，有相及无相，
轮回与涅槃，约真无分别”，⑦ 显然，到了这里，萨迦派的理论走到了唯识学的终点，同时也与
中观学的“一切法空”的思想会合了。实际上，唯识学和中观学虽然各有侧重的不同，前者侧
重在如幻有，后者侧重在毕竟空，如幻有终归为毕竟空，毕竟空必然表现为如幻有，二者根本不
二，彼此一致。萨迦派“轮回涅槃无二”的思想中，便有着和中观思想的融汇，这一点，我们
从其宗派的传承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萨迦派在梳理自宗的传承史的时候，以比瓦巴为创始者，
比瓦巴之后的第二人，即是中观学派的龙树; ⑧ 清代的格鲁派土观说: “文殊怙主萨班和绒敦等
诸大德，皆以中观自续见为主; 仁达瓦尊者又是持中观应成派见; 释迦胜初尚中观，中持唯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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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持觉朗派见; 其余还有很多人以大圆满见为殊胜者。”① 由此可见，萨迦派虽然以 “轮回涅槃
无二”思想作为自宗不同于其他各宗的不共见，但是很明显，其不共之见中还是有着各宗的很
多共同之见的。

从含藏识的现实性出发，萨迦派进一步探讨其体性与现象的关系，这样就从心到性，阐明了
“轮回涅槃无二”的原理。

萨迦派将认为轮回涅槃皆从此一心 ( 阿赖耶识) 中显现，“阿赖耶识是从明位安立的，法界
是从空位安立的，自性双运，毫无区别。确切地说，生死轮回是世俗所摄的诸法，涅槃是其法
性”。② 即阿赖耶识的现行，具有自察其唯明、唯觉、唯动的功能，体现为根、身、器界等一切
五光十色的现实，这是明分; 却又自性本空，不是实体的存在，这是空分。轮回的一切，都是明
分的体现; 轮回的当下就是法界，都是空分的体现。如前文所述，明空不二或明空双运，是轮回
涅槃无二思想在心性论上的表达，是从现象和体性的两个角度来进行描述的， “明”是指的现
象、功能，空是指的体性，二者之间是辨证的、立体的关系，略当于哲学意义上的现象与本质的
关系。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明空不二”或 “明空双运”，表达的并非 “明”“空”二者二
合为一或并列为二的关系。在佛教看来， “不二”包含 “非二”和 “非一”的两个方面。讲
“非二”，是从真如理体来说，性和相无有彼此、能所的二元对立，“言不二者，无异之谓也，即
是经中一实义也。一实之理，妙寂离相，如如平等，亡于彼此，故云不二”，③ 从真如理体的角
度说，性依相立，相依性有，相互对待而得，皆非真实，实则离相离言，无有二元。由此可见，
“不二”并非彼此的二物。讲“非一”，是从现象层面来说，性是对诸法实体层面的考察，无实
体故空，“空”即为性; 相是对诸法从现象层面的考察，有功能、作用故有，“有”即为相; 性
和相，是对诸法不同角度的界定，不能视为具体的一物。由此可见，“不二”并非二物相互渗透
为一物。

萨迦派论证轮回涅槃无别或者明空不二，遵循了中观学的思想。“轮回涅槃一切法，本离去
来生住灭，无中无际自性空”，④ 对一切法之空的论证，是从其 “不去不来”、“不生不灭”等角
度进行，不出龙树八不中道观的范围。龙树说: “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 世间与涅槃，亦无
少分别。涅槃之实际，及与世间际; 如是二际者，无毫厘差别。”⑤ 说世间 ( 轮回) 与涅槃的无
别，是从实际 ( 空性) 的角度来说的; 空性之中，无有一法可以安立，一异、来去、生灭、断
常皆不可得，故明、空自然无别。“诸法自性本无染净，一切二相平等无异，似空花水月，正有
之处即是净空显性。万法亦然，触处皆是平实妙理。由存情念，妄生取舍，皆无为理，无使沉
溺。苟能正眼开通，法法无碍，一一无非实际妙理”。⑥ 众生于无别中横生执著，于无二中妄别
为二，从而轮回生死无有边际; 若能打破人、法二执，则触处皆是平等真如，当体即是涅槃。于
诸法上彻见真如，这是大乘佛教的一致理趣。《金刚经》说: “如来者，即诸法如义。”⑦ 佛教所
说的佛，并非众生之外的一个人格神; 所说的涅槃，并非生死轮回之外的 “彼岸世界”; 而都是
指的诸法的真如本性，真如本无生灭、来去、一异、断常的二元，即是如来，即是涅槃。萨迦派
对轮回、涅槃无二的论述，最终也无非落实在真如本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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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迦派更进一步将心性称为“直指本元俱生智”，认为众生之心并非妄念，而是明空双运的
智慧勇识，即显教和密教经论中所说的“自性清净心”、“净菩提心”、“如来藏”等。“众生迷
时，此智现为根本无明，悟时其识则为本元智。因迷所堕轮回，与由悟所证涅槃，皆以此一心为
本，其性无二，故曰‘轮回涅槃无别’”。① 迷时和悟时的不同，而有生死与涅槃的不同。萨迦派
以此见地为密中密，即在与诸宗不共的“轮回涅槃无别”之见中，又是与显教不共的独有之见。
对比而言，《坛经·般若品》中说: “凡夫即佛，烦恼即是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
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即菩提。”② 同样以一念的迷悟作为凡夫与佛、烦恼与菩提的分界，并
非在迷外有涅槃，在悟外有轮回。《坛经·般若品》中又说“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
缘心迷不能自悟……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
用智慧，常观照故，不假文字”，③虽然没有直以一念妄念为智慧，而以对一念的迷悟的不同而
有愚智之差别，并未以一念妄念之外别有愚有智。对比萨迦派以一念为智慧勇识，却也认为对此
一念有迷有悟，从而有根本无明和本元智慧的差别，可知 《坛经》是将迷时之一念称为凡夫妄
念，悟时一念称为佛菩提; 而萨迦派却将迷时之一念称为根本无明，悟时一念称为本元智而已。
萨迦派直接认凡夫一念为智慧勇识，却仍不得不承认其迷时为根本无明; 《坛经》虽以凡夫一念
为妄念，但认为悟时即为佛菩提。禅宗之外，天台宗的“一念无明法性心”，华严宗的一念 “四
法界”，其根本原理也无有二致。太虚大师说密宗“教理极于大乘性相，西藏亦但以陀罗尼仪轨
为行法，而不别谈教理”，“盖显密二教相为表里，显教是依佛之声教以彰学理者，密教是依佛
之果德以轨观行者”。④ 按照佛教教、理、行、证的四个阶段来判定的话，汉传显教多属教、理，
而密教则属行、证，彼此本来相辅相成，而不可截然割裂。教、理、行、证，侧重上各有其异，
而根本理则层面，则彼此平等。

三、“轮回涅槃无二”的修行实践

萨迦派的“轮回涅槃无二”的思想不仅被看成其不共的见地，而且也是其修行实践的核心，
理论和实践完全融汇一处。具体的修行实践，有着丰富的层次。

首先，是从思慧的层次，对“轮回涅槃无二”的见地进行抉择，主要是采取义理观察的方
法。第一、依据经典、教理、窍诀等，思维一切事物都是自心所现起的种种现象。“修者，用俱
生三法的方式概括; 用领受生死涅槃双运的方式解释; 用三续的方法进行再释; 按照 《本释》
认真修炼生死涅槃无别。”⑤ 这就明确规定了概括和解释的依据及方法。第二、以心观心，认识
自心的“明分”，即体验到内心一种唯明、唯觉、唯动的不灭明觉之性，这就是自心的 “明分”，
又称为“心之相”。第三、思维观察 “明分”的体性，即从其生、住、灭处来观察，知其无生、
无住、无灭，并结合乐、明、无念三种觉受，归之于身心的融贯。或者从其一异、来出、断常或
是否主宰自在等角度来观察。如 “所有周遍轮涅乐苦法，一切诸法根本为自心; 如观心性颜色
形状无，因无有故一异体性空，由空寂故远离生灭住，虽离明现不灭诸戏寂，寂静心性广大离边
际”。⑥ 最后所见的远离戏论而赤裸显现的空性，即是心的 “空分”，又称为 “心之性”。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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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兵: 《佛教心理学》，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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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观察，明了自心全无实体，全体是空，而同时其唯明、唯觉、唯动的力用无时不在显现; 而
就在唯明、唯觉、唯动的力用显现之时，自心全无实体，全体是空。自心的空分与明分，时时既
不相即，亦不相离，即自心从来就是明空双运。“如 《喜金刚续》所说: ‘愚痴故具轮回色，无
痴轮回清净故; 将出轮回离忧苦，菩提心乃为涅槃，世俗胜义二种具。’于凡夫心意所见有法轮
回之基础，作观察分析之心，无有愚痴之面，看见法性涅槃。彼看见之意: 除了法性涅槃之外，
其他所谓有法轮回不成立，并且因彼不成立，故除有法轮回之外，其他的所谓法性涅槃也根本不
成立，是二谛无别或双运之意”，① 自心明空双运的特性，归结为轮回涅槃无二的事实: 轮回涅
槃皆不成立 ( 空) 。而就在二者皆空这一点上，二者不二或双运得以成立。

萨迦派的这种思维观察的修行，很有其操作性、具体性，然而究其主要的观察方法，仍不出
龙树《中论》的“八不中道”的范围，在大乘佛典中例如 《般若经》、《大般涅槃经》、《大集
经》等经典中，这种方法也可谓老生常谈。另外，对于其思维观察的结果即明空不二或明空双
运的判定，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萨迦派非常重视修行人心理思维和觉受的结合，“轮回、涅槃
诸法悉从行人一觉受中之所现故”，② 其优点可以给修行人一种体验，感觉到很实在，缺点是很
容易让人产生不必要的执着，甚至进行错误的判认。以刹那生灭、随时会改变的有为觉受，来判
定不生不灭的无为空性，应是一种矛盾的逻辑。

而且，萨迦派所认为的明空双运，最终是以自心的观察而认知的，这显然是有问题的。自心
的观察认知，不出能认知和所认知的二元对立，即使是在非常宁静、空灵的禅定境界中，也不过
是一种明了意识的境界。“存在一种什么也能觉知的 ‘明’和 ‘觉’，但对它的本来面目凝目而
视时，自性无有任何执著，远离一切相，故于这样的空性获得决定…… ‘空’的知道者，即了
知自心无妄念的智慧就是‘明’，正‘明’的时候即是 ‘空’。在 ‘空’的状态，‘明’自然生
起的明空双运，应如是决定”。③ 这里描述的“明空双运”的境界，无非是意识层面的自我警醒
状态，时刻都可能被临时生起的妄念所扰乱。“当这种体验生起时，不要被妄念、迷乱所左右，
妄念刚一生起，就觉知或以直接斩断的方式修持”，④可知这种心理状态仅仅是一种有为生灭法，
与大乘佛教各宗所说的无为法“空性”“真如”，并不是一回事。究实而言，萨迦派所说的这种
“空”，只是一种心理宁静状态，与小乘说一切有部《顺正理论》中转述大众部等的心性义一致:
“本性心者，谓无记心，非戚非欣任运转位，一切位中皆容有故。此心必净，无染污故。”⑤ 无记
心，即非善非恶、不欣不戚的内心状态，平常人大部分时间都处在这种状态中。这与儒家 《中
庸》所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中”大体一致，保持这种状态而达到一种欲界定，可
以作为一种修养道德、完善人格的方法，至于以此而为大乘佛教证得空性的方法或证据，则相差
不可以道里计。

萨迦派对于明空双运的内心状态的最终描述，是一种不起念的心理虚空状态。“自心前念已
灭，后念未生之间，现在、当下那一段没有妄念的部分，就是无能取所取污垢，本来清净的自性
光明心，清晰明白……是自性真实空，远离能取所取污垢的自性光明双运”; 而对这种状态的守
护方式则为“自然放松安住，于前后念之间，具明明了了空的自性或空明明，被称为本性或
‘界’，和于彼感受体验者是智慧。如此‘空’和‘明’或‘界’和智慧无别……应于彼种状态
中，以多次、短时的方式安住入定”。⑥ 这种状态就是常说的 “三际托空”的境界，相当于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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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道论》卷十所描述的“有分心”，即没有任何心路过程的心理空白，是一个心路过程的起点和
终点。《唯识枢要》解释说: “且如初受生时，未能分别，心但任运缘于境转，名有分心。”① 在
修禅定的过程中，往往会较多地出现，此外， “在刚醒、入睡前，及打喷嚏后、受惊、突然腹
泻、极度疲劳等念头突断时，有分心也会呈现”，② 它确实能给人一种 “空”的觉受。宗喀巴在
《温萨耳传大印》说: “由如是修习，引生等至体，一切无障碍，澄静而光明，色像皆非有，寂
静若虚空，能现一切境，湛然而明朗。如是心法性，虽已现前见，然不可取示，随见不执著，任
运而安住。近代雪山中，多数修行者，说此是将佛，手授之教授。法幢则说是，初业所修习，住
心胜方便，见心世俗体。”在宗喀巴看来，这种心空状态是初入佛门的修习者 ( 初业) 所修习
的，是一种定境 ( 等至体) ，可以作为令心安住的方法 ( 方便) ，仅仅是世俗谛的心体，并非胜
义谛的心体。在此基础之上，仍然要依据龙树的 “八不中道观”来观六大非真实，打破二元对
立，破除执著，才能证入空性。

在大乘佛教看来，证入空性是一种全体显现，不是处在能认识、所认识二元对立的认识
( 识) 状态中，而是处在打破了能认识、所认识的二元对立的不二状态 ( 智) 中，近人梁漱溟把
它称为“智的直觉”。证入空性，才能如实知 “空”，也才能如实知 “明”，这时获得的智慧被
称为“般若”，或叫根本无分别智，其关键之处在于打破二元对立，无有自他、有无、生灭、性
相等一切二元对立。若依唯识学的分析，那就是在意识现量上真如全体皆是，同时透彻前五识，
故现量直见“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可谓全体 ( 性) 是、全事 ( 相) 是，
法界圆融，理事不二，性相一如，根本没有能知和所知之分别可言，但又了了自知自见，却非能
所对立之知之见。从没有二元对立的分别的角度来说，般若可谓无知———无能知，亦无所知; 从
前六识现量境上，一刹那转第七识思量自我为思量无我，从而透彻阿赖耶识之全体以及真性
( 真如) ，无能知所知而又无所不知。僧肇《般若无知论》中对此说得明白: “默耀韬光，虚心玄
鉴，闭智塞聪，而独觉冥冥者矣。然则智有穷幽之鉴，而无知焉; 神有应会之用，而无虑焉。神
无虑，故能独王于世表; 智无知，故能玄照于事外。智虽事外，未始无事; 神虽世表，终日域
中。”③ 又说: “是以言知不为知，欲以通其鉴; 不知非不知，欲以辨其相。辨相不为无，通鉴不
为有。非有，故知而无知; 非无，故无知而知。是以知即无知，无知即知。”④ 这里即说般若之
真知，有无所不知的功能，而又无形无相，不可以知和不知来分判。而从其体用不二的角度来
看，非有非无，非无知非知，而又即有即无，即无知即知，有无不二，无知与知不二。以此来判
断萨迦派的明空双运的境界，显然还只是一种明了意识的认识状态，并未到真正如实知 “明”、
如实知“空”的智慧。

其次，萨迦派对于体现 “轮回涅槃无二”思想的不共心性义 “直指本元俱生智”的修习，
则主要采用的是唯识学的观修方法。其观修的核心是 “以三精要资助其坚固引生利益。三要者:
成境为心，成心为幻，成幻为无自性”。⑤ 第一、“成境为心”，“诸法皆是自心之所呈现，彼义
即由能所二显现所摄之一切法，并非是由作者所造作，而是唯呈现者自心之呈现”，⑥ 这主要在
打破那种认为宇宙万法是由作者 ( 大梵、神、上帝等) 创造出来的迷执，而主张宇宙万法皆是
自心之所呈现。这一点，相当于唯识学中“方便唯识”阶段论证 “唯识无境”的思想，在 《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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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二十论》、《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等唯识学经典中，可谓老生常谈。《成唯识论》即说:
“或复内识转似外境，我法分别熏习力故，诸识生时变似我法，此我、法相虽在内识而由分别似
外境现……外境随情而施设故，非有如识; 内识必依因缘生故，非无如境。”① 即是主张外境是
无，是内心的变现，而内心是有的。第二、“成心为幻”，“此义即如果一切呈现皆是心之变现，
则能否说此一心性由自性实有? 此则非是。由外境色法等由自性非实有之原因，故与彼对待之有
境内心亦自性非实有……一切诸法之根基唯心性自明且自了如幻化”，② 即是从相待的角度，由
外物的非实有进一步论证内心的非实有。其观察内心如幻的方法，在 《摄大乘论》中更具体，
以幻事、鹿渴、梦、光影、谷响、水月、变化等六种譬喻，来论证阿赖耶识 ( 依他起) 的非实
有。第三、“成幻为无自性”，“因已抉择心中呈现之一切法皆为现空如幻，所以，与无自性之相
对待之有自性即非实有。是故，此之无自性即是指不堕入有无、是非等之偏向，要智慧与方便双
运”，③ 即是打破一切的二元对立，体证无能无所的绝对待之二空所显真如，证得自心之空性。
这在唯识学是“正观唯识”阶段的义理。《成唯识论》说: “菩萨于定位，观影唯是心，义相既
灭除，审观唯自想。如是住内心，知所取非有; 次能取亦无，后触无所得。”又说: “若时于所
缘，智都无所得; 尔时住唯识，离二取相故。”④ 即是在破除所取的 “义相” ( 外境的实有) 之
后，进一步破除能取的内心，从而达到无能取也无所取的 “无所得”之根本无分别智，这才是
真正的安住于“唯识”，即识亦无识、无识可唯。窥基大师说: “若执实有诸识可唯，即是所执，
亦应除遣。”⑤

再次，相对于显教而言，萨迦派的特别之处在于强调在座上，结合身体的脉、气或咒语等形
式，对“轮回涅槃无二”进行修习。第一、萨迦派将身体的脉予以分类，有的脉是轮回脉，有
的则是涅槃脉。“轮回之四脉: 精血二脉于脐下分为左右、前后四支，它们因业力而能生长身体
和能取所取之心，故为轮回之脉。三十二脉和诸细脉，抉择为涅槃脉，即: 令风心清净于中脉的
脉结有三十二条，分别对应初地欢喜地、十二地大智慧地，中间十地又有加行起始、正行受用、
结行圆满融入，各抉择三个脉结，因此，于每一上下地以三类十种，解开中间的脉结而决定”。⑥

不仅轮回和涅槃各在身体上有所对应的脉，而且证得涅槃的过程中，大乘菩萨道的修行过程中，
每一菩萨地都有相对应的脉。第二、萨迦派还将咒语的种子字和脉中之气予以分类。“约字婆伽
判具动静者，六道字种是于轮回，五种性字及般若母字是涅槃焉”，“界甘露四藏知风者，在轮
回脉及脉字内是属轮回，住涅槃及字内者乃属涅槃”，⑦ 咒语的种子字有轮回字和涅槃字之区分，
而脉中之气，则主要根据其所在的脉进行轮回、涅槃的区分。第三、咒语的念诵往往和内心的观
想结合一处。“抉择一切轮涅法之根本、原始之自心远离有无、是非一切戏论边，如是而念诵:
“嗡 休那达扎加拉班泽而唆巴哇哎玛过杭，观想万有轮涅汇聚的一切法，成为自性无缘空性光明
如同虚空”。⑧ 而咒语的意思，也就是内心观想的内容，二者是一致的。此外，萨迦派将往往又
将观想具象化，即观想一位本尊，而观想的形象中就贯穿了“轮回涅槃无二”的见地。“ ( 修习
入定瑜伽的生起能依本尊，是) 观想蓝黑燃烧金刚相，( 此燃烧金刚相的每一个特征都有表法的
象征意义，其中) 右脚收屈代表大智慧不堕轮回之间，左脚伸展代表大悲不住涅槃之边”，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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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形象而表法。
萨迦派的这些实践方法，让汉地佛教感到颇难理解。汉地佛教的核心在于心性的体证，而萨

迦派乃至藏传佛教其他各宗，最终要将心性问题身体化，在身体的气、脉、明点等的修持上去落
实。结合萨迦派初祖比瓦巴的无上瑜伽师的身份，可知这种修行方法有着浓厚的古印度瑜伽派哲
学的色彩，与早期瑜伽“强调瑜伽的实践是调整呼吸、端正身体的姿势和精神的集中”① 颇有联
系，而不再是纯正的佛教。将 “轮回涅槃无二”的见地落实在身体、声音等来修持，固然能让
一些执著心强的人感到踏实，但同时也可能进一步增强他们的执著。相较禅宗直指心性、言下见
性的方法，萨迦派的做法让人感到颇为费解。

最后，萨迦派还对修习“轮回涅槃无二”的过程中的种种误区予以指出，可以说是从反面
来对其思想进行了补充说明。萨迦派认为，修行“轮回涅槃无二”有十二种失道 ( 错谬) ，其中
“一、见解失道，有三: ( 一) 、欣求明满，则失其道; ( 二) 、疑怖轮回，则失其道; ( 三) 、于
一切法平等之理若起二解，则失其道……四、果之失道，有三: ( 一) 、不了轮回即是圆寂，则
失其道; ( 二) 、不了五毒烦恼即是五智，则失其道; ( 三) 、若不了解自心即佛，则失其道
也”。② 既然轮回涅槃无二，那么对轮回与涅槃、五毒与五智等皆应无取无舍、无欣无怖。“修习
行人上则不求佛果，下则不怖轮回，应念真空一味平等，于彼无念亦不应住”，③ 这是立足于诸
法皆空的立场，应对佛果和轮回都无所执著。“凡有染著皆是迷惑，应无染著，离诸忻求、一切
勤求”，④ 一切执著都是错谬，皆应远离。可以说，萨迦派对于错谬的揭示和正确态度的阐述，
都不离中观学的范围，以破除执著为核心。《坛经》说: “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
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无忆无著，不起诳妄，用自真如性，以
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更是直接以著境和离境作为迷和悟、凡夫和
佛的分水岭，完全视此无为法之真如心为迷悟平等、凡圣平等的根本，显然此中的无二更为彻
底。所以《坛经》说得透彻: “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相较斤斤于修行过程中错谬的揭示
和指导的萨迦派，显然禅宗的“轮回涅槃无二”的思想更透彻一些。

( 责任编辑: 黄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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