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释读说明 辕 员摇摇摇摇

释读说明

一

《胜鬘经》和《胜鬘宝窟》对佛法内容的介绍，就像

一部高度清晰的影视作品，不仅有恢宏的视野，而且每一

个细节都恰到好处，在美感之外，也让人对佛法的真实性

有直观的感受。一经一论，都有一种力量，引导人返璞归

真，清净爽朗。

佛和佛弟子讲经说法，都有具体的缘起，有特定的过

程。内容非常具体，不仅涉及深奥道理的探讨，也有具体

人物的言行举止、心理活动、各种表情的生动刻画———有

时是虔诚肃穆，有时是喜上眉梢，有时是涕泪悲泣。因此，

我们阅读佛经，第一印象往往觉得是在看一个文学剧本。

只不过，与一般的剧本不同，佛经往往更着力刻画的是精

神启发、心灵感悟的历程。

胜鬘夫人是佛陀时代的人，多部佛经中提到她。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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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佛陀堂弟摩诃男的养女末利夫人。末利嫁给古印度

拘萨罗国波斯匿王，生下此女，举国欢庆。她长大后成为

阿踰阇国王后。波斯匿王夫妇初信佛法不久，便写信向胜

鬘称扬佛陀的功德。胜鬘聪慧利根，一览来信，即便开悟，

并感佛降临空中，加持胜鬘，演说大乘无上妙法，使阿踰

阇国中七岁以上男女都欢喜信受。

胜鬘夫人在这部经中所演佛法，可分为 员缘 个部分。她

依据自己的领悟，首先赞颂佛的法身、解脱、般若功德，

以及其他无尽功德（如来真实义功德章第一章），皈依于

佛，发起菩提心；接下来，在佛的面前受戒，立下十大誓

言（十受章），发三大弘愿（三愿章）。然后，胜鬘夫人讲

述了摄受正法后出现的一切德行（摄受正法章），将大乘、

小乘佛法导归一乘（一乘章），声闻、缘觉乘皆入大乘，

得如来法身。后面的第六至十三章（无边圣谛章、如来章、

法身章、空义隐覆真实章、一谛章、一依章、颠倒章、自

性清净章），述说的都是大乘佛教究竟了义的道理。以上可

算是胜鬘夫人的正式说法，说完之后，需要劝人相信，如

法修持，真正进入大乘道，成为荷担如来家业的人（真子

章）。对于无信仰者、外道，则以王权加以教化、规约

（胜鬘狮子吼章）。综上，归纳此经所说各项法义，是断一

切疑，入一乘道。

此经梵本已佚，但在其他梵文论书中还存在片断，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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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宇井伯寿已收集成书。目前所知的汉译本，除了本

书所选的求那跋陀罗译本外，还有《历代三宝记》中北

凉昙无谶译的《胜鬘经》一卷（早佚），唐菩提流志等译

的《胜鬘夫人会》（《大宝积经》卷 员员怨）。藏译本有胜友

等译本二卷，编入藏文《大宝积经》里。日译本有宝幢

会所编《藏汉和三译合璧：胜鬘经摇 宝月童子所问经》。

英译本见韦曼等所著《胜鬘皇后狮子吼———佛典如来藏

学说》。对中国佛教影响最深的，无疑是求那跋陀罗

译本。

求那跋陀罗（猿怨源—源远愿 年）是对禅宗及整个中国佛教

影响深远的佛学大师。求那跋陀罗，意译“功德贤”，中

天竺人，精通五明，广研天文、书算、医方、咒术等学。

出家后博通三藏，得雅号“摩诃衍”（大乘）。于刘宋元嘉

十二年（源猿缘 年）经狮子国（斯里兰卡）来到广州，宋文

帝遣使远迎，请他从事译经工作。南朝名士颜延之、彭城

王刘义康和南谯王刘义宣等，都事以师礼。他所翻译的

《杂阿含经》、《大法鼓经》、《胜鬘经》、《楞伽经》、《相续

解脱经》和《无量寿经》等，至今仍然是佛教界非常流行

的经典。

《出三藏记集》卷九所录法慈《胜鬘经序》评价求那

跋陀罗的翻译：“字句虽质而理妙玄博”，既忠实于原本，

又义理宏博，准确、全面地传播了印度禅法。因此，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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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得到了达摩、慧可等人的认可，中国禅宗在很长一个

时期内都以求那跋陀罗为第一代祖师。

此经的著名注疏有慧远《胜鬘经义记》（缺下卷）、吉

藏《胜鬘宝窟》六卷、窥基《胜鬘经述记》二卷。敦煌发

现的古写本中有亡名的“义记”、“挟注”及昭法师疏 员

卷。日本有圣德太子疏、唐明空私钞的《胜鬘经疏义私

钞》六卷，普寂《显宗钞》三卷等。在这些注疏中，吉藏

大师的《胜鬘宝窟》是当之无愧的翘楚。

嘉祥吉藏大师（缘源怨—远圆猿 年），俗姓安，是汉传佛教

三论宗的祖师、中印佛学的集大成者，备受历代王室敬

重。吉藏一生中屡遭战乱，刻意搜集各地散乱的佛教经论

文疏，善加保藏，战事结束后加以整理。因此，他的著述

涉猎广泛，注引赅博。从隋唐以来，《胜鬘宝窟》等吉藏

的著作就陆续流入朝鲜和日本，被广泛研究和翻译、

刻印。

吉藏主要继承印度大乘空宗的基本思想，将龙树、

提婆等印度大师的思想中国化，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中

国佛教三论宗。然而《胜鬘经》是讲“如来藏”的，

吉藏以二谛、中道加以解释，其“中道佛性论”，在

《胜鬘宝窟》中得到了详细的阐发。因此，可以说《胜

鬘宝窟》的思想内容是具有独特性的，对于关心汉传佛

教教义和修持方法的人，诚为宝贵。此外，藏传佛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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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派也以中观思想为主，也涉及对“如来藏”的认

识。要对二者加以比较、会通，读《胜鬘宝窟》是一条

捷径。

二

当代读者要想全面、准确地理解大乘佛教的全部内容，

读《胜鬘经》和《胜鬘宝窟》是一条捷径。《胜鬘经》短

小精悍，只有一卷，一万字，可谓言近旨远。《胜鬘宝

窟》有十多万字，篇幅适中，内容上则高屋建瓴、体系严

整、论证精密、文字优美，富有哲理性、知识性和趣

味性。

圆园 世纪的佛学泰斗印顺法师以“平等义”、“究竟义”、

“摄受义”来解说《胜鬘经》。受其启发，我们以平等义、

究竟义、融摄义、微妙义来说明《胜鬘经》和《胜鬘宝

窟》的“高清”的特色。

先说平等义。在世界历史上的众多宗教中，佛教对平

等的提倡可以追溯到释迦牟尼创教之时。佛陀所处的时代，

印度实行严格的种姓制度。这既是社会不平等的现实，也

是宗教不平等的反映。佛陀以他的慈悲，平等摄纳不同社

会阶层的人作为弟子，宣扬众生平等的教义，不仅利益人

天，而且惠及六道生灵。因此，佛教获得了全印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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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

大乘佛法有一名句：“一切众生皆得成佛。”这是极

深刻、极伟大的。六道中轮转的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这

一教义，体现了佛法真正的大平等，究竟的真平等。印顺

法师在其《胜鬘经讲记》中，从人类修行者的角度，归纳

了三种平等，这是我们最容易理解的。

（员）出家与在家：“像本经的胜鬘夫人，就是在家居

士，她能说非常深奥、圆满、究竟的法门。若说大小乘有

什么不同，可以说：小乘以出家者为重，大乘以现居士身

为多。维摩居士，中国的学佛者，都是知道的，他是怎样

的方便度众生呀！考现存的大乘经，十之八九，是以在家

菩萨为主的，说法者不少是在家菩萨，而且也大多为在家

者说。向来学佛者，总觉得出家胜过在家，然从真正的大

乘说，胜过出家众的在家众，多得很。”

印顺法师还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文殊与迦叶同

行，文殊请迦叶在前，说你已具戒、证果了；迦叶转请

文殊先行，说你早已发菩提心领导众生了！结果是文殊

先行。发菩提心的大乘学者，虽是在家众，也是被尊敬

的。佛在印度示现出家相———丈六老比丘，是适应印度

的时代文明而权巧示现的，不是佛的真实相。如佛的真

实身———毗卢遮那佛，不是出家而是在家相的。不以出

家众为重，而说出家与在家平等，为大乘平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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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圆）男子与女人：世俗上，男女平等是一种现代思

想。然而，胜鬘夫人说法，开显了男女平等的真义。佛法

一开始就主张男女平等，大小乘是一样的。如《宝积经》

中的胜鬘会、妙慧童女会、恒河上优婆夷会，《大集经》

中的《宝女品》，《华严经》中善财童子所参访的休舍优婆

夷、慈行童女、师子呻比丘尼等善知识，《法华经》的

龙女，《维摩诘经》的天女等，是从来与男众平等的。摩

诃波阇波提比丘尼被称为“大丈夫”，可见大丈夫是不拘

形迹的。

（猿）老年与少年：无论是中国传统还是佛教传统，都

以老为尊。小乘佛法中就有了“沙弥虽小不可轻”之意，

但到大乘佛法中，才充分开显出来。胜鬘夫人为波斯匿王

及末利夫人的爱女，年纪很轻，宏通大乘法教，引导七岁

以上的童男童女都信修佛法。从青年弘扬大法、一切青年

修学佛法来看，显示了大乘佛法的青年老年平等，决不轻

视少年。

再说究竟义。大乘佛法所说的平等，不是普遍降低标

准，就像一些文学作品中所说的“人都有动物性”，而是

要求普遍地升华、普遍地究竟圆满。经中对“一乘”的阐

述、对人人皆具“如来藏”的阐述，为这种究竟的平等提

供了理论的基础、实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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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乘”是究竟的，所以能够摄受一切人，摄受一切

法。摄受正法，在修学佛法的立场说，极为重要。众生平

等，究竟说都有佛性，也就具有了成佛之因，可以追求圆

满。但是，仅此还不够，必须要“摄受佛法”，去实践，

去体验，才能身心合一，达成所愿，完成究竟的如来功

德。胜鬘夫人一闻佛的无量功德，就欲见佛；见佛即归依

生信。紧接着，就是发大愿，修正行，一切都从实践

中来。

三

如果说“平等义”和“究竟义”体现了《胜鬘经》和

《胜鬘宝窟》的“高”，那么，立足“一乘”，言简意赅地

全面论述大乘、小乘的思想，将纷繁复杂的义理脉络、各

个细节，尤其是其间相互融摄的错综关系交代得清清楚楚，

令人叹为观止，则体现了经论之“清”。

接着来说融摄义。吉藏大师在解说《胜鬘经》时，处

处明“通别”、辨“同异”，将十五章经内涵上的相互融摄

关系和盘托出，并由此而与众多经论所表述的整个佛法贯

通起来，有助于读者迅速了解大乘佛法，并触类旁通。所

谓“通”，是指经中某一个部分所阐述的内容不仅可以融

摄全部《胜鬘经》的内涵，而且是整个大乘佛法的纲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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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别”，指的是这一部分具有独立性、特殊性。“同

异”也是这样的。对于某个教义，经中的其他部分，或者

其他的经论注疏中有或同或异的理解，并由此生发出或同

或异的修行方法，需要加以辨别。

明通别。例如，对于《胜鬘经》的主题，作者先引了

著名的慧远大师的说法：此经有十五章，前十四章讲自利

行，最后一章讲利他行。吉藏大师驳难：这样一来，“自

利”和“利他”就各自独立了。《胜鬘经》最后一章是

《胜鬘师子吼章》，这一章的标题也是全经的标题，佛说

“今以此胜鬘师子吼经嘱汝”，付嘱的不是一章经，而是一

部经。由此可知，“胜鬘师子吼”这一章的内容可以用来

概括全经。同理，经题中的“一乘”、“大方便”等义理也

可以分别用来概括一部经；十五章的每一章的标题都可以

分别用来概括这一部经。因此，《胜鬘经》若舒之，有十

五章，若卷之，则归乎“一乘”。《维摩经》，一名《不思

议解脱经》，不但其中的《不思议品》讲解“不思议解

脱”，一部经无处不讲“不思议解脱”。这就揭示出，经题

中的各个部分、经文中的各个章节的内涵，各自都可以概

括为全经的主题。它们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辉映、

互相融摄、互相圆成、互相证明。其内涵的丰富性也就一

目了然了。这让我们想起华严宗对《华严经》的解释，揭

示的也是各部分的相融相摄，犹如“因陀罗帝网”。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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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读《华严》，不知佛教之富贵。其实，《胜鬘经》又

何尝不是如此？

辨同异。作者主张，《胜鬘经》以“一乘”为宗。然

而，天台宗解释《法华经》，也说以“一乘”为宗。这不

禁让人发问：同是一乘，讲一部经就够了，为什么要分开

说呢？吉藏大师解释：佛法是深奥的，佛讲“般若”一

法，就分了五个时期。“一乘”无二，何妨两部经来

说？又，真理虽然是唯一，然而转势说法，故有多门。

如对不同的病人变化饮食口味。又，广略、有无互现。

《胜鬘经》略说一乘，《法华》广明之。《胜鬘经》中有

分段生死、变易生死等教义，《法华》中没有选说；同

样，《法华》中有许多内容，此经也没有涉及。就针对的

听众来说，《法华》为先修小乘、后学大乘的人说，《胜

鬘经》为不别修小乘的直往菩萨说。通过这样的辨别，

读者对于涉及全体佛法的种种道理，就如同掌中纹路一

样，一目了然了。

其次再来说微妙义。经中在叙述缘由时提到了一个

人———末利夫人。一般的注疏者可以一带而过。然而吉藏

大师却在此不吝笔墨，详细引述了一个故事。这不仅仅是

增强注疏的可读性，而是别有深意。

末利，也叫“摩利”，是花名。江南有中寺安法师，

多闻博识，说此花色白而形小，中国没有，只在翻译中



释读说明 辕 员员摇摇摇

保留了“末利”这个名字。末利夫人，本名黄头，因为

波斯匿王从末利园得到，所以叫末利。经中说，她本是

舍卫城内耶若达家守园之婢。一天获得了食物，去守园

子，路值如来入城乞食。黄头见佛相好具足，发信敬心：

“我奉献饮食，或见哀受。”于是求佛接受供养，佛默许

了。施食时，末利发愿：“愿脱去婢使的低贱身份，成为

帝王夫人。”那天恰好波斯匿王出城游猎，天气暑热，远

远看见黄头所守之园，树木郁郁葱葱，就骑马奔来。马快，

在随从的前面就先到了。黄头见了，赶忙迎接，扶下马来，

引至凉处，敷衣请坐，随其所需，巧称王心。王问：“你是

谁家之女？”黄头实答。众人到后，波斯匿王遣使人唤出耶

若达，命令他开价。耶若达本想无偿奉献，波斯匿王解释：

为了尊重夫人，不可如此。耶若达于是索要千两金，王立即

给付。命令人以香汤洗浴，穿上华丽的衣服，与王同辇，载

回王宫。波斯匿王极其宠爱这位夫人，她在五百夫人中得为

第一。

通过这个故事，阐述了“供养佛”的功德，可令人心

想事成，无比殊胜。不仅为下文波斯匿王信佛、阐扬佛的

功德作了铺垫，也使全经第一章胜鬘夫人赞叹佛的真实第

一义功德有了一个照应。作者巧用细节，着意铺排，使经

文中的深奥义理高度清晰，无处不显，无处不明，无不真

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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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胜鬘夫人讲法的核心是“一乘”，涉及了一乘和三乘

的关系。

古代所说的“乘”，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车”，比喻

佛的教法能把人从充满痛苦的此岸世界载运到涅槃彼

岸。佛法中，有的地方说五乘：人乘、天乘、声闻乘、缘

觉乘、菩萨乘。《胜鬘经》中还说到“四乘”：人天乘、

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有的地方说三乘：声闻乘、缘

觉乘、菩萨乘（或大乘）。现在说一乘，是区别于三乘

（五乘）。顾名思义，不同的“乘”，对应着不同的教法，

以及修行相应的教法所获得的成就，即果位。我们简单

列举如下：

（员）人天乘：十善

即不行十种恶：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

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

（圆）声闻乘：四谛

四圣谛

苦摇 谛（迷的果，即苦果）

集摇 谛（迷的因，即苦因 ）
世间的因果

灭摇 谛（悟的果，即乐果）

道摇 谛（悟的因，即乐因 ）











 出世间的因果



释读说明 辕 员猿摇摇摇

（猿）缘觉乘：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示意图

（源）菩萨乘：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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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胜鬘经》从 员缘 个方面阐述了一乘佛法的

独特内涵。为了行文简便，我们对这 员缘 个方面不再一一展

开，主要介绍其中的两个内容，说明一乘的独特性。

首先说分段生死和变易生死。《胜鬘经》中说：

言阿罗汉、辟支佛观察解脱四智究竟得苏息处者，

亦是如来方便，有余、不了义说。何以故？有二种死，

何等为二？谓分段死、不思议变易死。分段死者，谓虚

伪众生。不思议变易死者，谓阿罗汉、辟支佛、大力菩

萨意生身，乃至究竟无上菩提。二种死中，以分段死

故，说阿罗汉、辟支佛智“我生已尽”；得有余果证故，

说“梵行已立”；凡夫人天所不能办、七种学人先所未

作、虚伪烦恼断故，说“所作已办”。阿罗汉、辟支佛

所断烦恼更不能受后有故，说“不受后有”，非尽一切

烦恼，亦非尽一切受生故，说“不受后有”。

分段生死，是指轮回六道的众生有形体的生死，寿命的长

短。果报有分分段段的差异，所以叫分段生死。变易生死，

是断了见思惑的阿罗汉等圣者之生死。《胜鬘宝窟》解释

说有三种变易生死：第一，“无复色形区别、寿期短长，但

以心神念念相传，前变后易也”。这是凡圣都要经受的痛

苦。第二， “三乘所得法身，神化自在能变易，故名变

易”。这是圣有凡无的。第三，“证得真实法身，隐显自

在，名为变易。变易非死，但此变易，犹为无常死法所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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