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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密佛教史》

内容概要

《藏密佛教史》是以西藏人的观点叙述藏地密乘历史，展现藏传佛教的发展经历和传承体系。书中择
要叙述了佛教如意宝出世、兴盛的状况，历代传承密宗金刚乘的高僧大德等，并叙述了续——玛哈约
嘎、教——阿努约嘎、窍诀——阿底约嘎密乘三系各自之情节。此书对于藏传佛教之教徒，当有极大
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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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密佛教史》

作者简介

索达吉堪布，生于l962年，依止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为根本上师，驻锡于喇荣五明佛学院。
多年来，堪布不仅将大量藏文经论译成了汉语，而且还将汉文典籍译成藏文，使更多的人不会因语言
障碍，而错失珍贵的人类文化精髓。
1990至2013年，堪布受邀在清华、北大、人大、复旦、港大以及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
学等众多国内外高校演讲，并与众多知识分子进行交流，深入浅出地展示佛教奥秘，引导大家正确面
对学业、情感、工作、人生等问题。一直以来，还和诸多海内外科学家一道对宏观、微观的生命科学
，以及环保、和平、道德等方面理念深入探索，希望提升一切生命的福祉。
堪布常说：“我不知道自己能活多长时间，但只要有一口气，哪怕只有一个人听法，我也会尽心尽力
用佛法饶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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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密佛教史》

精彩短评

1、感恩堪布博古通今，融合汉藏文化的翻译手法！
2、可與藏傳佛教象征符號與器物圖解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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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密佛教史》

章节试读

1、《藏密佛教史》的笔记-第1页

        住唯一心之禅师，不执一心随意置，心散是空住亦空，显现皆是智游舞

以世间形象来行持事业，以出世间的形象赐予殊胜悉地，必须要把这两种形式区分开来。

具有强烈贪欲者入道才需要真实的明妃，对离贪者，意幻明妃就足够了。

分别念安住于无生中，分别心无缘放置而住是指什么？

纵心耽著唯离心，以心作法不解脱，胜义非为心行境，心尽法尽乘之顶。

假设认识了如虚空般一味一体的本性，就是现前虚空的本性，所以在这种境界中安住不要散乱。所谓
的不散乱，就是指无有指定、无有执著，无有修行、无有所见，无有对治、无有护持，远离言说，就
是一如既往。

只要认识了在虚空性中一味一体的本性，从此之后只是双目专注虚空就可以

现在要对轮回涅槃的一切法不离开虚空的自性这一点深深生起定解，只要生起深深定解，就称为清净
虚空，三世不离开现前此本性。

修行微妙法，道具见修行，见解假立名，有见非见解，观无所见义，法性无言而道用

十地相续末际的菩萨必须依靠灌顶而成佛这一点是不可否认。
未受加持之菩萨大菩萨堕入外道、声闻、魔之意乐中，不得现前成就无上真实圆满菩提佛果

显宗道只是笼统宣说了如来藏，极其详细的道理在密宗才宣说。

现量见之要，自成之边灭，于何皆无执，品真法性味，无三界所依，如空融虚空，胜瑜伽亦尔。

被缘于以心心所反体而安住的单空之执著心及执著相所遮障，而且成了具有生之我的大见 

自性大圆边，诸法住本位，境心法性融，证本解直定。密意趣心识，有相净本地，空体边解脱，动念
尽无念，心尽超意识。

大圆满自然觉性胜观的本体决定是妙观察智慧，因此作为修它的所依，入定于远离寻伺的法性中，在
无分别的境界中大边解脱无倒安住的实相

大圆满，就决定见行等性的智慧一味一体的本性而言，基位时，依智慧证悟世俗虚妄，从而不希求有
为善根，不增益妙慧，心识的反体中有取有舍，而不损减方便。道位时，超离一切作意分别念，因此
无有尘许所修。果位时，一切心与心所相续灭尽时，还会显现什么世俗？

诸缘若未断，纵幻亦不灭，诸缘若断绝，俗中亦不生。
处等已现见，醒后彼不见

习气尽毁时，不见心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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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密佛教史》

因为这种境界自然安住于最殊胜照见者之心相续的缘故

在心识所摄的迷乱相没有灭尽之前，有取有舍，黑白业之因及果之异熟也是真实不虚。在迷乱灭尽以
后现见真谛的智慧反体中不再显现这些，因为不存在有境二取的心识，所以不会显现对境世俗

本自心净坛城中，因生果尊之坛城

不执何法即是布施，不住为戒律，不护为安忍，不勤为精进，不思为禅定，不缘为智慧。

思维性中无所思，智慧波罗蜜多边，集于明觉法身中；禅定波罗蜜多边，集于直定灯性中；精进波罗
蜜多边，集于无念自然义；安忍波罗蜜多边，集于显现直断中；戒律波罗蜜多边，集于无伴唯一中；
布施波罗蜜多边，集于舍弃轮回执；大愿波罗蜜多边，集于显现无希忧；方便波罗蜜多边，----自性
周遍之本智。

不舍弃成为智慧分支的方便行为是此大宗派善巧方便的缘故。

无有所行善法无断恶，远离善恶觉性之法身，不行善业若行不成佛，无断恶业若断不成佛。

本性本尊坛城自现自，不供本尊供养成束缚，供手印等于身是障碍，不变手印若变毁宝生，不舍轮回
若舍不成佛，别无佛陀觉性外皆无，别无轮回自心集一切，不造有行善根造成缚，断造佛塔佛堂有为
善，所作之法不了置则了，舍事瑜伽不舍舍成佛，当知真实佛道即如是。

受持诸蕴，诸界皆作，行于诸处，不离凡夫地，分别不善，断除善业，莫作意佛，莫思维法，莫供养
僧，不受真实学处，不求寂灭三有，不越瀑流 。
实证悟见解以后行为上不管怎么做，不仅不会受束缚反而获得解脱果位

见解远离承认，修持远离作意，行为远离取舍，果位远离希忧

是故心自性为光明
离作宗派不存在因缘有为界的了义究竟智慧时，讲述不需要观待黑白因果勤作的所作法。

现在身体不调的疾病已经恶化，但我根本没有苦受，白天晚上都唯一处在顿超的虹光、明点、佛身及
刹土的境界中。
由于圆满次第金刚身切合要点，而使风的运行基本上清净于中脉界，空乐四喜、四空所引出的喻光明
、义光明本来俱生智慧大乐已心领神会。尤其是依靠大圆满本来清净直断、任运自成顿超瑜伽不停留
于伺察意而使法性现量如量，一切显现行为任运驾驭为身智的游舞
虽然没有见到所谓心本来面目一个有形有色的东西，但现在即使死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
一无所作而安住本位。我就是如此安住
从未生起刹那的怀疑。依此缘起，自己的智慧完全得以成熟

四依不违真实通过四种道理的方式通达了如来教的所有深广法理，等同虚空自然本智的显现获得自在
从而解开八大辩才的宝藏。

解脱世间八法的束缚，而对上下的任何人都从根本上杜绝护情面、表里不一的行为，成为放下今生的
舍事之王。

结缘者至大乐地，蕴身无余得菩提。
秋旺心性离希忧，秋旺心中无苦楚，乐则喜众当欢喜；秋旺无有断痛苦，苦则喜众当欢喜；秋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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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密佛教史》

无生死，忧虑死众当欢喜；秋旺心性法界灭，忧不死众当欢喜；秋旺心性无迁变，恒常希众当欢喜；
秋旺心者无自性，恒常忧众当欢喜。
这位大上师降伏以后，杀了它具有五毒之蕴业力的身体，将其神识回归到法性界中，使它们不再流转
轮回。
对于怨敌也只是令他有成佛的威力，因为这些有情转成了旁生，所以可以超度。而对于人，这样超度
极其不易，并且杀生的罪过无量无边，一者死去还不够，它的所有眷属都会痛苦，对怨敌也不能用咒
力诛灭，在此基础上，还要生起悲心。
请认清所谓之我，境之执著定烟消，于我见义莫散乱，彼者丝毫无所修。

若得决定义确信，十万法藏由心流
菩萨意乐清净即由自心所欲中出现一切随示教言。

经幻心等所有法心要隐没入于本来清净原始界已有很久

大圆满自现无偏的密意

利他大悲不加勤作油然而生，进而对追求解脱的许多高低有缘者，不间断地广转讲修法轮，依此大范
围地弘扬佛法、利乐有情。

对于能灭尽不清净相的生起次第光明，获得触见相，无论着手于任何事业都无碍成功。证悟圆满次第
本来清净基圆满无有迁变的实相真如，而斩断轮涅实执的束缚。达到现有任运自成光明境界，呈现众
多本尊净现相，并得到授记。消除自私自利的执著，遍虚空

风脉明点运行融入中脉，梦境的修炼、增上、幻化、转变运用自如，依此前往净土现见佛菩萨的尊颜
，并得到了授记。

彻底击毁了万法的假相，获得现前自证本来怙主本面的证悟，在光明境界中自在畅游报身刹土的妙力
已达到纯熟。
一切法的实相大圆满自证法身
最终一切万法呈现在心里，一切显现无实恍然
修行微妙法，道具见修行，见解假立名，有见非见解，观无所见义，法性无言而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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