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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提要：佛身与涅槃，法身和色身！

阿弥陀佛，佛学基础班在座的所有的法友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一个礼拜我们就是上课的时间，今天我们所上课的部分的话－－佛身与涅槃。

对，当然是佛，第一个就是佛身。我们依据《现观庄严论》的第八品的内容来去

讲的话，佛身也分类为四种，当然是涅槃是包含在这当中，所以呢，我们今天先

谈就是涅槃，涅槃这个。

涅槃的话，它主要的涅槃是什么意思？其实很多人搞不清楚涅槃到底是什么？涅

槃的意思就是说：超越了烦恼，消除烦恼，远离烦恼，这个就是叫做一个涅槃。

当然是远离烦恼、超越烦恼这个境界也有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平常讲的暂时涅槃

跟究竟涅槃，就是这两个。主要的涅槃的意思说－－远离烦恼的意思，这个是大

家都一定要记住。

好，这样的话，远离烦恼就是一个涅槃。那涅槃的意思这样子的话，我们先谈了

一个暂时涅槃，短暂的暂，暂时涅槃。暂时涅槃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声闻、独觉、

阿罗汉所得到的解脱，这个叫做一个暂时涅槃。为什么说暂时涅槃呢？其实这个

是一个涅槃，但不是一个究竟的，还有比这个更高的涅槃是存在的，比这个最殊

胜的涅槃还是存在的，所以呢，它就是叫做一个暂时涅磐。

当然了，达到了这样的暂时涅槃的时候，也是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利益更大的，

或者是一个帮助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在三界之中六道众生，平常我

们讲说三界当中的六道众生，都是无始以来到现在为止，由业与烦恼导致不由自

主地堕入三界轮回当中，而且被三苦所折磨，没完没了的。那在三苦当中没办法

解脱，这个主要的三苦当中不能解脱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当然是六道众生、每

一个众生都有具备了、充满了三界的烦恼，三界的烦恼不让我们解脱轮回，它的



关键所在就是如此。

大概就是同样的，远离烦恼的话，那就更不用说嘛。第一个是我们不由自主投生

三界之中的因素、主要的因素就解决了，没有了。没有这种的因素的话，就没有

理由说－－不由自主地堕入三界轮回当中，所以这个就是全部都结束了。

第二点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众生领受到的多多少少的痛苦、挂碍、

忧愁、不愉快的事情、不吉祥的，这些都是依靠着任何一种烦恼而产生的。那任

何的烦恼属于是三界任一的烦恼嘛，那你远离三界的烦恼的话，没有理由说众生

领受痛苦。我们每一个众生领受痛苦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自己相续具有的前前后

后的一个烦恼导致所造成的一个结局，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在流转轮回的过程当

中，一直不断的被三苦所折磨，它主要的因素也好，主要的领受痛苦的原因也好，

在这个烦恼上面。

那么这样子的话，达到了一个暂时涅槃也是不得了的，所以呢，当然是我们看个

人自己有能力多大？我们也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做不到的，当然是我们自己做不到

的话，就是不要说别人也做不到，这个是不对的，还是很多人可以做得到的，对。

那在第二点就是说：达到了暂时涅槃的时候就能远离烦恼吗？远离烦恼，这个所

谓的烦恼是三界的烦恼－－欲界烦恼、色界烦恼、无色界之烦恼等等，这些三界

的烦恼就是已经灭除了，已经断除了，才能够得到断除三界烦恼的灭谛，这个灭

谛叫做一个暂时涅槃或者是解脱，得到了这种灭谛者叫做阿罗汉。这个都是一个、

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定义也是如此的，断除烦恼的补特伽罗就是阿罗汉

的定义。

好，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我举例来讲，我们每一个众生领受痛苦的因素、

主要的因素是烦恼，这是确实是没有错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经历过的，我们每一

个人就是相续当中一旦产生了一个苦受的时候，当下我们不要纵容它，一定要想

尽办法去观察一下，你才能够知道－－自己不愉快的事情都是依靠着任何的烦恼



而产生的。这是我们必须了解的，对，这个是非常好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偶尔我们就是过得非常的幸福的，

感觉不错的，一旦出现了、就是一个现起嗔恚的因素具足的当下，我们在内心的

嗔恚就现起的，当下我们领受到的、前面拥有的这个幸福感一下子就摧毁了，没

有了，再来引起了更多的一个不愉快的事情。这种的结果是依靠谁而来的？

我们观察的时候，当下你强烈的现起烦恼、嗔恚，导致摧毁了你现有的幸福生活。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人人都领受到的。但是当下你造了很大的恶业，当然这个是

更不用说嘛。当然是、我们就是任何的烦恼强烈现起的时候，我们造了更大的恶

业。所以呢，我们修行是怎么去修的？

当然是我们短暂性来讲的话，用更足的方式－－佛法的哲学、逻辑、见解、看法

来就是一个让烦恼随眠潜伏，想尽一切办法，自己拥有的烦恼让它们随眠潜伏，

不要让它现起的话，大家也不会造恶业的。当然是、它是一个心法，无形的，这

样的情况下，你也领受不到它存在于自己的内心当中。

当然是入、入道了一个、入道之后，我们就是真正的一个方便法－－福德资粮、

通达无我的智慧双管齐下的一个情况下，双运的情况下，不断的去修，直接对治

烦恼－－三界的烦恼，终于彻底断除三界的烦恼。同时、与此同时，就得到暂时

涅槃，大概就是这样，简单来讲的话，大概就是这个。

那我们就是该不该断烦恼的这个道理上来讲的话，必须要断除的，原因是什么？

烦恼对众生不利的。确实我们所有的伤害、祸害，所有的痛苦、苦恼都是依靠着

任何的烦恼而产生的，这是非常明显，非常清楚，所以呢，我们就是想尽办法断

除烦恼，就是这个。

当然是断除烦恼必须要修道，如果不修道的话，你现在就是未入道之前，三界的

烦、三界的众生一样的，偶尔就还是有烦恼随眠潜伏的时候，有点领受到有漏的



感受、有漏的乐受，不久还是变成为苦恼。那大多数的时间，三界之中，我们领

受到的苦恼、那个领受到的感受几乎都是一个苦恼，或者痛苦等等。所以呢，相

对我们来讲的话，烦恼是真正的仇敌、真正的敌人。

好，那这样的远离自己、修行者自己远离三界的烦恼，同时得到声闻、独觉的阿

罗汉，与此同时，得到了、又同时得到了声闻、独觉的解脱果，这个叫做一个解

脱。主要的、所谓的解脱是一个断除三界烦恼的灭谛，叫做一个解脱，这是不要

搞错了。阿罗汉的定义也是－－断除三界烦恼的补特伽罗称之为阿罗汉。

阿罗汉也是小乘的阿罗汉跟大乘的阿罗汉。小乘阿罗汉的话，声闻独觉的阿罗汉；

大乘阿罗汉的话，佛、佛圣者。对，大概就是阿罗汉的定义或者是解脱、暂时涅

槃，大概就是我们这么去理解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了解就不错了，很好。

当然是我们声闻、独觉的行者，他达到了暂时涅槃的时候、暂时涅槃的时候，他

变成为就是阿罗汉，还是得到解脱者。如果这样的就是满足的话，还是不行的，

他还没有达到究竟境界或者究竟的果位，还没有得到究竟的果位。这样的话，必

须要入菩萨道。

入菩萨道的话，主要的入菩萨道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或者前提是什么呢？我们一

定要内心发起大悲心。什么时候得到了真正的修大悲心，或者得到了大悲心的话，

那个时候就远离小乘道，就加入了、进入了就是一个大乘种性的一个、当然是一

个大乘种姓的一个道。什么时候得到大悲心同时得到了大乘种姓，这个叫做一个

大乘种姓属性的人。有了大悲心的话，那就可以发起菩提心，并不难的。对，有

了菩提心的话，那就是不断的串习、修行，变成为不造作的菩提心的时候－－入

菩萨道。

一开始入菩萨道的时候，所以呢，他就是第一个－－菩萨资粮道，再来就是缘空

性的止观双运的三摩地；得到的时候，他转移到菩萨的加行道－－暖、顶、忍、

世第一法经过了四个加行，现证、现证空性的时候，同时转移到初地菩萨的、对，



见道，初地菩萨。

那从初地开始，不断的去断除俱生的烦恼跟遍计的烦恼。遍计烦恼就是见道的当

下全部都断除了，但是为了断除俱生的烦恼，所以修了大悲心、菩提心，还有就

是般若波罗蜜多，这个都是双运跟、那个方便跟智慧双运而去修行，达到了八地

的时候，彻底远离三界的烦恼。这个是中观应成派的主张。

当然是中观自续派他们就是主张的话，大乘种姓者断除烦恼、三界的烦恼跟成佛

是同时的，断除俱生的烦恼跟所知障是一个同时的，这是一开始进入大……对，

曾经不曾进入过、得到过声闻、独觉的阿罗汉这种的大乘种姓者，他入菩萨道之

后，断除三界的烦恼跟所知障，同时断的，大概这个是中观自续派的主张。

中观应成派的话，七地以下的就断除、逐渐的断除俱生烦恼，八地的时候同时彻

底断除三界的烦恼，再开始为了断除所知障而去实修的，简单来讲大概就是这样

子。那什么时候彻底断除所知障呢？对，彻底断除所知障同时成佛，对，这个叫

做一个成佛。成佛就是远离一切的所断，远离一切的过患、远离一切的所断，这

个叫做一个成佛。

成佛的那一刻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究竟涅槃。这个究竟涅磐是什么？断除一切

所断的灭谛叫做究竟涅磐。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涅槃，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一个涅

槃，所以呢，它就是一个究竟涅磐。对，它称之为究竟涅磐的主要的道理就是这

个意思。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更好的涅槃，所以呢，它是

一个究竟涅磐，就是这个。

当然是我们成佛了以后，成佛不是一个神秘的，成佛就是完全修行者自己远离一

切的过患，断除一切的所断，反正就是远离一切的过患跟断除一切的所断都是一

样的，不同的角度来去解释嘛。对，其实我们教导的时候就像是一个面面俱到，

这样子各方面来去解释、推理的话，听的人就是比较明白，比较容易听得比较清

楚，所以呢，我就是不同的角度来去讲，大概就是这个。



所以呢，主要的得到佛果，当然是这个我们所谓的究竟涅槃，它属于是一个法身，

佛四身当中第一个就是－－分类为二身的话，法身及色身。法身的话，还有就是

分为两种：一种是究竟涅磐，一种是佛的智慧，这个叫做一切相智、遍知一切智，

大概就是佛智，就是这个叫做一个智慧法身。那自性法身的话，究竟涅槃它本身

是自性涅槃，自性身，大概就是这样理解就可以了。那再来，色身的话可以分为

两种：一个是化身，就像导师释迦牟尼佛一般的；一个是报身，圆满报身。密严

净土的佛，他是一个圆满报身，大概就是这个。

主要的就是法身与色身这样的我们谈的时候，我们要、必须要了解的是什么呢？

佛的身是很庄严的，他就是我们平时讲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好庄严的身，非常的

庄严。那这种色身的话，它是我们一般所讲的色法，是不是这种的色法就像跟我

们一样的身体呢？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确实不一样的。

佛并没有微尘所构成的聚合体，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佛的色身是为了度化众生、

为了帮助众生，对某某的学生、那个弟子他需要什么样的形象，他就是由于这种

的因素的导致，他的眼前就是示现了这样的一个色身。本来就是、主要的就是法

身为本、法身为主，主要的究竟涅槃、达到了究竟涅磐的时候，就是遍知一切智

跟断除一切所断的灭谛，这两个是主要的为主。

这种的法身的情况下，由于这个法身对于不同的所化机、不同的弟子、不同的众

生示现了、示现了就是不同的色身、化身、圆满报身等等这样子，主要的就是这

个色身不是色法，佛的身体也不是色法，绝对不是微尘所构成的聚合体，就不像

我们一般人的身体，就不是这样子。

就像是我们例子来讲的话，在虚空当中，有的时候毛毛雨，有的时候阳光照起来

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彩虹，类似这样嘛。那所以呢，法身遍知一切的智、本质，

远离一切过患的本质；还有法身由于这个导致，所以呢，所化机的眼前出现了一

个、示现了一个各种不同的那个色身，这样子理解就可以了。他不是一般人所谓



的这个色法，他完全绝对不是这个色法，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对，要知道，

就是这个。

那佛的色身为什么不叫是色法呢？他绝对不是一个微尘所构成的聚合体，他不像

我们一般人的身体，那是他从何而来的？他是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圆满三大阿僧祗

劫，就是不断的累积了福慧二资粮，福慧二资粮圆满的那一刻形成了一个佛的庄

严的身。庄严身这个是、只是依靠福慧二资粮而形成的，所以呢，绝对不是一个

色法，大概就是这样理解就可以了。

好，那今天我们在这当中所提到的、主要的就是暂时涅槃跟究竟涅槃这两个的差

别，所谓的涅槃是什么意思？再来就是究竟涅磐是什么？那法身、色身的差别？

大概就是这些，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些吧，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分得清楚，要了

解，这样子非常好的。

不然的话，很多人就是、当然是我们平常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确实是有

些人直接问他说：皈依佛，你皈依佛的话，佛是谁？在哪里？佛的定义是什么？

佛有什么样的、具足什么样的能力的时候，确实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个是有一点

点欺骗自己的感觉嘛，原因是什么呢？

你对他有信心，你皈依他，你皈依他的时候，你还是模糊他，不了解。这样的话

就是有点怪怪的吧？你问我一下，对，扪心自问、告诉自己，到目前为止，我们

到底是清楚了解佛吗？或者是不了解？这个是问自己就知道了。所以呢，这样的

一个、作为一个佛弟子，真的是有点可惜啦，大概就这样子。

所以呢，今天我们分析是一个、佛果有分为四种，基本一开始分为两种－－法身

跟色身，法身有两个－－自性清净法身，对，自性法身或者智慧法身，自性法身

是究竟涅槃，断除一切过患的灭谛，这个叫做一个究竟涅槃。那智慧法身呢？释

迦摩尼佛相续，就类似佛相续具有的所有的心所、心王，都是一个智慧法身。



由于这两个智慧法身跟究竟涅槃导致，在各种不同的所化机眼前示现了各种各样

的色身，这个叫做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化身跟圆满报身。虽然有很多了，色身又

分了很多，但是我们依据《现观庄严论》的佛果有分类四种的角度来去解释的话，

大概就这样子就可以了，没什么大问题的。化身是一个比丘的身影，就象是释迦

摩尼佛这样子的，叫做一个化身。报身的话，再来密严净土的佛，他是一个圆满

报身，大概就这样的了解就很好。

好，那我们今天大概就是上课的部分就是到此为止，祝大家幸福快乐，希望每一

个人在生活当中，利用佛法的智慧跟逻辑来过我自己的生活。再来，尽量、尽自

己力所能及去博学多闻，闻的内容反复的思维，去再三的考虑，懂了以后不要流

于形式，学以致用，这是我、当然是最大的渴望了，希望也是如此。

好，我们今天上课的部分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