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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之㆒第㆓冊） 

 

23. 
 

在唐朝〝會昌〞年間（公元 841 ~ 846），唐武宗滅佛。所以，

是次滅佛，又稱〝會昌〞法難。根據《資治通鑑》卷 248 和《舊唐

書．武宗記》記載。武宗重病，請道士趙歸真治病。趙歸真進言武

宗，武宗遂〝惡僧尼〞。認為佛教僧伽不勞而獲〝耗蠹㆝㆘〞，武

宗〝欲去之〞。遂實施滅佛。 

〝武宗敕令，毀山野招提蘭若……，……銅像、鐘磐以鑄錢。

凡毀寺㆕千六百餘，歸俗僧尼㆓十六萬五百㆟，毀招提蘭若㆕萬

餘，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資料來源同上） 

滅佛期間，日本來華求法的密

僧，亦蒙受〝還俗〞、〝徒遷〞、

〝株連〞，有的外國僧㆟，甚至罹難

其㆗。日僧圓仁回歸日本之後，著書

立說，記載是次法難，更為詳盡翔

實。 

是次法難，歷時長，範圍廣，許

多歷史文獻，都記載了滅佛的具體經

過。 

聖密宗金剛禪佛教五智圓融，八序聖僧有秩退出聖殿，〝捨寺

融俗〞、〝捨僧寶相 〞、〝隱蔽式微〞、〝不墮聲色〞及有關之㆒

系列教相，在 阿達爾嘛法性身佛加持之㆘，遂得安立。 

 

24.  

〝捨寺融俗〞，即是指聖密聖祖，神通自在，卓越預見將有法

難現前，主動退出寺廟，融入民間，而且製定了應變時勢的隱蔽式

微、不墮聲色、民居為道場的系列措施，故稱〝捨寺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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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法難，與西藏朗達瑪滅法，幾乎同時期。朗達瑪在唐會昌

元年（公元 841 年），支持苯教，發動滅佛，毀寺殺僧，給佛教造

成巨大損失。這樣，在㆗國㆞區和西藏㆞區同時發生的法難，絕不

是歷史的巧合，而是佛經所載：佛曾預言，佛圓寂之後，正法〝五

百年〞，像法〝五百年〞，末法〝五萬年〞，完全應驗了佛祖的預

言。 

聖密宗金剛禪佛教以佛教最高形式，出現於世，並遭法難是佛

教進入〝末法〞時期的時代象徵。因此〝捨寺融俗〞有祂特定的時

代歷史的意義。 

事實㆖，從公元前 20 年初始，傳入㆗國的佛教，到大唐開元年

間，發展達最高峰。會昌法難，不僅令聖密宗處於低潮，而使全國

佛教諸宗，均開始衰落。 

值得讚頌的是，在佛教〝像、末兩法〞的轉型時期，法難當

頭，聖密聖祖們，不畏時艱，首當其衝，為歷史譜㆘了婉轉而激昂

的新曲。 

 

25.  

聖密宗金剛禪佛教的聖密僧，原是大唐帝國代宗、肅宗、玄宗

等㆔朝皇帝，邀請入皇宮內，建立密宗內道場。在大唐開元年（公

元 713~）之後的㆒百㆔十年左右的時間段㆗，聖密僧被尊敬為皇

家國師。 

設立於全㆗國九洲的諸聖密殿，皆以皇家內道場之曼荼羅壇為

藍本，聖壇分淺密、密、深密、密密㆕重精神層次設施佈局，顯示

宇宙甚深奧秘，不可思議境界。 

故而，所置諸㆝及諸金剛法界宮莊嚴神聖，極盡尊榮華貴。 

皇家國師，極受虔敬。為肅宗、代宗、玄宗及其皇宮㆗之皇親

國戚，建曼荼羅壇場，召請諸㆝諸佛，灌頂、加持、說法、求雨、

消災、治病、預測國運、調順㆝時㆞理之運行。 

〝皇家國師〞 － 聖密僧以大陀羅尼法召請諸㆝諸佛入皇宮內道

場。由是，諸㆝諸佛，備受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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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唐武宗滅佛，聖密宗金剛禪

佛教的聖密僧，從神州大㆞供奉

尊重、虔誠恭敬的國師㆞位，被

貶斥到〝舉國〞取締、壓制和摧

折。朝廷反佛的政治風波，令社

會動盪不已，聖密僧舉措維艱，

生活無著。以常㆟的眼光視之，

此時的聖密僧，已達苦不堪言，

聊無生趣的境㆞。 

聖密宗金剛禪佛教的聖密僧

們，不辭艱辛，不避危難，以卓

越的生存智慧，大無畏㆞捨去了聖廟聖寺，融入民間，化世導俗，

救渡眾生。運用大陀羅尼的密咒、密印，民居內設道場的掩護，隱

蔽佈道，隨機弘法，昭彰聖教。 

 

27. 
 

聖密宗金剛禪佛教從印度密法傳入㆗國之時起，就不介入政

治。直至現代，聖密宗金剛禪佛教堅持自己純粹宗教之品質，不涉

及政治。 

 

28.  

〝捨寺融俗〞並非是不要〝廟宇〞，而是將廟宇設於民居之

內。是〝以民居為道場〞（道場即曼荼羅壇），在民居㆗弘揚聖

教，宣講法數，佈薩儀規，方便眾生入道學法，契入宇宙實相，此

為首要特點。雖然，今後將會設立聖密宗廟宇；但是，民居為道場

的傳統聖密風格，還會保持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聖密宗金剛禪佛教

的民居道場在㆒、㆓百年內不會消失，甚至還將更多數量、更大規

模的繼續發展。 

〝捨寺融俗〞的另㆒特點，是〝捨僧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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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安立廟宇於普通世俗的民間居屋之

㆗，在新的政治形勢之㆘的全新佈局，

展開密教，蘊道潛真，隱蔽式微，不露

形跡。在兇惡的時勢㆘，聖密宗金剛禪

佛教〝五聖圓滿〞，佈法履險如儀，形

式改變，如常播教。〝民居㆗建聖殿〞

稱為〝道場圓滿〞。 

經過聖密祖師大陀羅尼加持，諸㆝

諸佛臨壇，結界羯磨的道場，晉昇為

〝道場圓滿〞，此〝道場圓滿〞又稱

〝聖壇圓滿〞。 

〝聖壇圓滿〞也即聖密宗金剛禪佛教㆒般以〝家庭〞為單位，

秘密信仰。㆒〝家〞㆗老幼呵護，聖密行者得無死瑜珈，為渡眾生

而輪迴轉世，無量〝活佛〞投生惡濁世間，明王、明妃皆秘密修學

大陀羅尼，㆔業轉㆔密，五毒化五智，此等宇宙規律，不為㆗國傳

統文化儒、道兩教所能接受。聖密宗金剛禪佛教文化與㆗國文化有

㆝然的矛盾。故需蘊道真實，隱蔽流傳，不為外㆟所知。〝聖壇圓

滿〞則以退蔽蔭微的謙遜方式，暫時的消解了某些方面的衝突，顯

示了聖密宗金剛禪佛教的生存智慧。 

 

30.  

僧寶，是佛教的〝佛、法、僧〞㆔寶之㆒。聖密宗金剛禪佛教

捨聖寶相，極具大無畏的精神。因為佛教在㆗國，是由國家設立管

理僧㆟的機構，建寺養僧，以便皇朝得以控制宗教思想，維護封建

統治，以利㆗央集權。以世間法而言，捨僧寶相說明擺脫了朝廷的

管理，永斷了自己賴以生活的經濟來源，表示了紥根民間，為道獻

身的精神。 

〝捨僧寶相〞，就是〝出家（門口）為俗，入室（回家）為

僧〞。 

捨僧寶相，並非自毀戒體。僧寶是〝戒寶〞。捨僧寶相，是為

了保存聖教而捨聖寶相，捨聖相而求真實，乃是以更為神聖、無㆖

的聖密戒律來規範自己，引導自己精神昇華到〝㆟生〞究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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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出家（門口）為俗〞，意思是離開家門之前，就脫㆘僧衣，

成為㆒個守〝聖密戒〞的，不穿聖潔僧衣的外俗內聖的，具有聖

心、聖法，接受聖心戒自律，教行俱足，道德高尚，遠離俗世性格

的所謂〝俗㆟〞。 

〝入室（回家）為僧〞，回到〝家〞裡，〝家〞就是道場，

〝家〞雖然是民居，但他是莊嚴宇宙曼荼羅的縮影，聖密行者在

〝家〞㆗恢復聖密僧㆟的〝皇家國師〞之精神導師威儀。 

〝皇家國師〞，屬於世

法威儀，原不足惜，若與聖

密行者，無死瑜珈，㆔十六

㆗陰，輪迴渡眾的宇宙運作

相比較，更不足稱道。但聖

密行者，必須知道法難歷

史，以對後學有所交待。這

也是保護眾生的〝身、口、

意〞，避免起疑作業，為魔

障所蠱惑的預防性設施。 

 

32.  

聖密行者的捨寺融俗、捨僧寶相，令聖密行㆟艱辛倍嘗，危難

交加，實非外㆟可以想像。然而，在曼荼羅場內的儀規，以粗、

細、精、妙㆕無量脈，發精菩提心，行妙菩提道，提煉〝滾打〞明

點，極富宇宙意義，〝聖壇圓滿〞是〝即身成佛〞的實驗室，在

〝聖壇圓滿〞之內成就菩提，即身成佛，昇起法、報、化㆔身大

用，故稱〝聖佛圓滿〞。 

 

33.  

寺院建立於民居，內設曼荼羅壇場，作簡易明澈的〝八供聖

儀〞，把複雜的儀規約化，成為〝心儀〞，佈置於密室，防止官府

查抄，稱為〝無相寺廟〞。〝無相寺廟〞得聖密祖師加持，諸㆝諸

佛臨壇為〝聖壇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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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僧在公眾場合不穿僧服，現俗㆟相，是〝無相僧伽〞，無相

僧伽即身成佛為〝聖僧圓滿〞。 

 

34.  

聖密宗金剛禪佛教的佈法為禪語龍講，現聖密〝禪〞相。禪本

無相，禪語龍講之聖密禪稱為〝無相禪法〞。 

聖密宗金剛禪佛教的〝無相禪法〞為〝聖教圓滿〞。 

 

35.  

行大曼荼羅密法，身曼荼羅、口曼荼羅、意曼荼羅，㆔密總

持，昇起無量密法不可思議功德，稱之為〝聖密圓滿〞。 

安立此〝聖壇〞、〝聖僧〞、〝聖佛〞、〝聖教〞、〝聖密〞

等〝五聖圓滿〞，為聖密宗金剛禪佛教捨寺融俗、捨僧寶相的行持

特點。 

關於〝五聖圓滿〞，另有詳盡的聖教理念。 

 

36.  

聖密行者，隱蔽式微，融入民間，㆕無量心，救渡眾生，成就

利他事業。五聖圓滿，大陀羅尼，肩荷正法，胸蘊聖道，即身成

佛，無相成就為無㆖法王。 

無㆖法王即 阿達爾嘛法性身佛。 

聖密行者與 阿達爾嘛佛法性相契，成就五聖圓滿，為捨寺融

俗、捨僧寶相、捨己為法、捨無量心、無相成就、昇起大用、現證

涅槃。 

 

37.  

無㆖法王，是至高至㆖的萬法之王，即是肇源法性身佛 －  阿

達爾嘛佛。聖密行者與 阿達爾嘛佛法性相契，是無㆖的精神提

昇，具體操作為〝㆔密總持〞法門。無㆖法王的教法依《聖維摩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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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大日經》、《金剛頂經》的教授，由大陀羅尼門啟蒙，進

入〝胎藏〞、〝金剛〞兩大法界，修習諸胎藏、諸金剛、諸佛藏㆝

法。 

 

38.  

九乘密教，皆重見㆞。如內㆔密藏密為例： 

格魯巴重〝㆗觀見〞為最高見㆞； 

噶舉巴重〝大手印見〞為最高見㆞； 

寧瑪巴重〝大圓滿見〞為最高見㆞； 

而聖密宗（金剛禪佛教）則以〝大總持見〞為最高見㆞。 

 

39.  

聖密宗金剛禪佛教的〝大總持見〞是無相密乘的內容。是〝阿

尼米塔〞、〝阿尼拉泊雪〞、〝阿拉卡絲娜〞㆔極無相密乘共尊的

見㆞。在〝大總持見〞的指導之㆘，聖密宗金剛禪佛教的各種修

法，依〝勝俗諦〞分聖密特修法和聖密普修法。 

所謂聖密普修法，是廣攝大乘之

法，普攝各類根器之眾生之實法。 

聖密普修法亦名為〝大陀羅尼〞。 

聖密特修法為專攝㆖根之法，為

〝密藏㆝〞諸金剛法。（在此暫略） 

無論聖密普修、聖密特修，皆有系

統之理論經教指導，齊全之儀規引領。 

 

40. 
 

〝大總持見〞的基本原則理念是㆓函： 

㆒函是樹立大悲心、昇起菩提心、屹立㆗觀正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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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函是唯識心與十㆔層識。 

兩函有偈為證： 

（㆒）圓滿法報化身 

〝㆓函相即相入， 

秘密隱顯俱成， 

諸法相融自在， 

圓滿法報化身。〞 

 

（㆓）即身成就金剛週遍 

〝諸㆝金剛輪圓俱足， 

華嚴秘藏重重無盡， 

細微精妙安立菩提， 

㆒多狹廣相容無礙。 

因陀羅網聖佛密境， 

不空成就不可思議， 

勝俗兩諦圓融瑜珈， 

即身成佛金剛週遍。〞 

㆓函統領聖密宗金剛禪佛教宇宙觀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41.  

〝㆓函〞名相是〝㆓聖密函〞的簡稱。〝函〞是聖密宗金剛禪

佛教獨有的名相。在歷史之困難時期，〝聖乘圓滿〞、〝聖五圓

滿〞在聖密兄弟之間均是以密語、密印交流信息，為口、耳相承，

不傳之秘。 

〝函〞是指〝藏〞。因為聖密宗金剛禪佛教聖法，是 釋尊和

諸㆝寶藏於〝十㆓虛空藏〞。此十㆓虛空藏的每㆒藏，傳統稱為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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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密宗金剛禪佛教的許多密教名相，為佛教顯教所無。因此，

由顯入密㆞修學聖密法最為穩妥，相信會有㆒個學習的過程。 

 

42.  

在以後的介紹㆗，當詳論此題。因為，歷代聖祖和大聖寶 凈

悟老法王多次開示，在顯乘僧伽修學密乘之時，要解決好此問題，

至關重要。 

 

43. 
 

是的。因為依《金剛頂經》廣攝大乘的教導：聖密宗金剛禪佛

教，圓滿安立全體佛教聖乘，攜奉諸乘諸宗於十㆓乘判教，傳統稱

為〝聖乘圓滿〞。 

所以，必須要修學顯教經典。據大聖寶 凈悟老法王的開示： 

〝高密十年禪；〞 

〝高禪十年顯；〞 

〝高僧百年功。〞 

意思是〝高深的密僧，他

必有十年禪功的準備；〞 

〝高深的禪師，應該有十

年的顯教經典的熏習；〞 

〝高深的僧伽，必有百年的渡眾的功德。〞 

所以，聖密行者還必須修學顯乘經典以築基，明瞭〝緣起性

空〞的真理，有數十年的顯乘經教的熏修功德也不算多。 

 

44.  

每㆒位聖密行者，都應該以謙遜的態度，禮敬顯教的高僧大

德，以祂們為榜樣，努力修學顯乘經論。以顯教經論為基礎，以智

慧自凈其心，運聖法超越生死，故以顯乘經教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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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 

《華嚴經》、 

《大般若經》、 

《大智度論》、 

《瑜珈師㆞

論》、 

《法華經》、 

《解深密經》、 

《密嚴經》、 

《涅槃經》、 

《圓覺經》、 

《現觀莊嚴

論》、 

《勝鬘經》、 

《㆗觀論》、 

《入㆗論》、 

《成唯識論》、 

《阿含經》。 

聖密宗金剛禪佛教的㆖師、長老會依學㆟的根器，觀機逗教，

分別為每㆒位學子抉擇先學何經，後學何典，或先修某㆒經典，輔

助您入道。 

 

45.  

找㆒位明師，觀察您的根器之後，依㆒般前行、正行、加行、

聖行的程序，先依㆖師相應法、本尊相應法……教導您實修。 

依〝大總持見〞的指導，聖密長老和㆖師會授您大陀羅尼普

法，令您對灝如煙海的許多經典，可以在〝定〞㆗學習，以顯、密

兩途，積累資糧，這是㆒件不可思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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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密法必須實修親證，大陀羅尼，㆔密加持，瑜珈相應，當相即

道，即事而真。定㆗悟經，是聖密不可思議境界。在禪定時，在自

性空心性寶海㆗流出清凈、真如、菩提、涅槃及般若，昇起大用。

㆒切如來，本起因㆞，皆依大陀羅尼之圓明清凈覺相，永斷無明。

行者明心見性，透達清凈覺相，故而當您運〝大總持〞，昇起大

用，修持達㆒定的覺受證量時，在〝定〞㆗也可〝學經〞的不可思

議境界。（具體法門暫略） 

 

47.  

外㆔密乘為〝事部密〞、 

     〝行部密〞、 

     〝瑜珈密〞㆔部組成。 

祂的主要理論群是： 

         〝法爾自在，‵阿′字本不生〞、 
         〝㆔句義〞、 
         〝十住心論〞、 
         〝六大緣起〞、 
         〝㆔密加持〞、 
         〝㆕曼荼羅〞、 
         〝六大無畏〞、 
         〝栽金剛種〞、 
         〝引領諸㆝〞等九項基本理論。 
傳統稱為〝九密法數〞。外㆔密的〝九密法數〞亦為內㆔密、

密內密的基礎理論。 

 

48. 
 

傳法、傳密法，因為授受密法，有㆒個〝授權〞的問題。以密

教而言，任何密法的授受，必須灌頂。但有六種情況，〝方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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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說〝不灌頂〞，但〝不灌頂〞僅是方便說。某些情況之㆘，是

〝不灌而灌〞，高層次灌頂是〝無相灌頂〞。無相灌頂，并非〝不

灌頂〞。 

 

49.  

首先是聖密宗金剛禪佛教在

行五圓滿大陀羅尼法時，隱蔽民

間，不墮聲色的著名〝五不灌

頂〞。 

聖密宗金剛禪佛教初傳，政

治形勢不允許，或眾生對密法還

有疑慮之時，說〝不灌頂〞。 

無相灌頂：如開萬㆟大會，

用召請諸㆝諸佛的方法，給數萬

㆟遙控無相灌頂。但到會者眾，

根器㆖、㆗、㆘混雜，恐有不能

理解深意，引致其〝身、口、

意〞作業而說〝不灌頂〞。雖然說〝不灌頂〞，其實諸㆝諸佛臨

壇，已成就灌頂功德。 

渡眾辯論時，破執著〝灌頂〞之〝病相〞，而因機說〝不灌

頂〞。 

㆖師視〝機教〞不合，不宜灌頂之時，說〝不灌頂〞。 

總而言之，修學戒、定、慧。對治貪、嗔、癡。調伏身、語、

意。為了攝受眾生，看有需要開示〝不灌頂〞量器施教時，隨機方

便時。 

 

50.  

聖密行者已達〝聖密佛境〞位時，灌頂儀規，已被諸㆝諸佛的

〝圓光〞聖儀所取代，所以也是〝不灌頂〞授法。這就是第六種

〝不灌頂〞了。 

克實言之，〝灌頂〞是〝圓光〞的初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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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身陀羅尼、口陀羅尼、意陀羅尼㆔密總持為〝大陀羅尼〞。大

陀羅尼教法的精要、理念和實際操作，其㆗極少部份的初級內容：

陀羅尼身印及身陀羅尼動禪教授，已在㆗國大陸七十年代末至八十

年代初，公開教授。在 1977 年向海外學子傳法。早期接受大陀羅

尼傳法者有金剛法獅、金剛法鷹等六十㆒位海外弟子。 

 

52. 
 

〝大陀羅尼〞之〝陀羅尼〞由梵譯漢為〝總持〞。在《維摩詰

經》之㆗， 聖智及維摩詰的行持被讚譽為〝逮諸總持、遊戲神

通〞。 

逮諸總持，廣義而言，即可譯為〝把握宇宙的總機關〞。 

狹義而言，是指㆔密總持 － 〝身總持〞、〝口總持〞、〝意總

持〞。㆔密總持也即〝身陀羅尼〞、〝口陀羅尼〞、〝意陀羅

尼〞，此㆔密總持即〝大陀羅尼〞教法。 

聖智及維摩詰在佛

祖住世之時，輔助佛祖

〝演出渡眾大戲〞，祂

的〝角色〞是古㆝竺之

六大〝持明〞之㆒。因

此，在 聖智及維摩詰

的行持生涯㆗，〝大陀

羅尼〞教法被充分運

用。 

 

 

 

 

（第㆓集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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