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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提到的一些传说和神话，在后来见到的“化身”理论中已经不存在了。这里所要指出的

是，从“化身”到“化身”的延继续承问题，这种延续继承是允许有四十九日的“中有”时间

的。象这种情况的延续继承被称之为“转世世系”或者是“转世链”，当然也有人称之为“转世

再生”。这便是所谓的“转世活佛”。我以为，正是这种延续继承，才使“化身”开始成为可

能。 

四、“活佛转世”的理论 

  有关“化身”的存在，佛教的一般理论依据“佛身”的观点进行过阐述。这里要论及的是：

那种认为菩萨和活佛属于完全相同的东西，菩萨仅仅是“化身”的表现形式的观点是有问题的。

（正确的观点是，“化身”并没有论及所谓再生的“转世活佛”。） 

  持这种观点的是五世达赖喇嘛的宰相（摄政王），即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定六世达赖喇嘛的大

摄政桑吉嘉措（1653—1705）。他在自己写的《六世达赖喇嘛传》的开头部分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先用不着引用各种经论来讨论佛和菩萨的特点或者说性质，只要在最终部即可找到所

谓“十地的菩萨就是佛”的结论。为此，从《现观庄严论》、《华严经》、《慧印经》和《普贤

菩萨修习法》中所引证的文字也揭示出了这个特征”。 

  桑结嘉措引《华严经》论证指出，十地的菩萨同佛是完全一样的。其经文如下： 

  “居住于法云的菩萨，尽管只有一世的时间，但是，从他在兜率天居住以后开始，就开始迁

居，然后投入母胎，出生，出家，觉悟，发愿，转法轮，最后涅槃。在此期间，他思念过各种有

情之事，他所做的教化之事，恰如如来佛之事，一切都被加持。因此，他同样可以在无限无数世

间存在”。 

  下面一段文字是桑结嘉措从月称的《入中论》中摘引出来的：“十地的菩萨，其功德是难以

用语言来表述的，如果非要论说的话，菩萨的功德就象世上的尘粒一样多”。“人身的毛孔是无

数的，菩萨的数量恰如每一毛孔中又有无数的菩萨，（无数的）佛就是与这些菩萨一起出现



 

的”。（上述文字是在寻求一种保证，即能使“化身”出现的十地之菩萨的能力。） 

  西藏据说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的教化地。桑结嘉措指出《妙法莲花经》中有这样的句子：

“那些坚持认为在某个时候，观世音大菩萨是具有佛身及有情的善男子究竟有多少呢”？ 

  摄政王桑吉嘉措在《六世达赖喇嘛》中，还引用了一段《庄严宝王经》：“众多的有情者在

轮回当中回旋之际，他们普遍都希望指出一条现成、顺利、有成就的菩提道（成佛之道，译者

注），这就是有情者（众生）要具备符合戒律的色身。也即如来所说的对所教化的众生来说要具

备如来之色身”。 

  桑结嘉措解释说，“这里所说的‘如来’，是可以与‘十地的菩萨’的位置进行交换的。可

有一点，十地的菩萨在了义当中是属于一切智者的位置，他本身是不能离开大乐界的，但是他可

以凭借‘化身’为众生的利益服务”。 

  谈到这里，桑结嘉措又引用《解深密经》第十章来进一步阐述。经文说：“在一切佛教国土

的三个大千世界里，无论是把文殊当作主来信仰崇拜，还是当作礼拜之对象来信仰和崇拜，谁都

要入胎、出生、具欲、出家为僧、苦行修炼，最后忽然停止苦行进而达到觉悟的阶段。文殊能够

通晓化身（转世活佛）之教诲的功德（利益）”。 

  桑结嘉措进而引用《央掘魔罗经》第三卷中的一段经文：“（菩萨）应该以何种形体出现，

来为众生的利益服务呢？应变为家人、学生、村民、商人、侍从、国王、大臣、青年、村长及一

切大众（来为众生的利益服务）”。 

  桑结嘉措分析说，“菩萨是不受出生时的身份的约束的。‘化身’犹如水中的月影，与此比

较，有一句名言，即《入楞伽经》中所说的‘统一国土，建立国家，瞬时就能办到，但它恰似水

中的月影。国家可以统一，也可分裂成多个，还会遭受火灾，遭受暴雨’。这段引文不一定就很

确切。但是可作为补充”。 

  在《六世达赖喇嘛传》中，桑结嘉措在依据《华严经》当中的“佛理甚深品”的同时，又引

用了《导引如来在即》一书的内容，指出，如来的德行犹如月之运动。他通过介绍“四法”，认

为“十地的菩萨”是凭借“化身”来为其自身利益服务的。桑结嘉措在对“四法”的内函进行说

明后，最后又引用了《木饰经》：“一切的业部依凭心而产生，而世间的一切又是依凭业来进行

划分的。众生在其心中得以表现，而后被人知晓，正是这个原因，才出现了受到众生所限的化

身”。 

  以上，就是桑结嘉措依据唯识说来加以阐述说明的有关“化身”的一般理论。 

  但是，正如我们在文章的开头所说，桑结嘉措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要把十地的菩萨同如来等同

起来，然后针对所谓佛身说之“化身”来进行论述的，他并不直接地说“化身就是“活佛转

世”。关于这一点，桑结嘉措引用了许多经典中所谓做菩萨要受轮回的限制，是不能达到涅槃境

地的论据来进行说明，他依靠这种论述和说明，首先使“菩萨转世”的观点得到了确认。 

  原来，有关“化身”的说明，实际上是要在现实社会中给历史上的佛陀一个位置，“菩萨”

是佛的前生，经过发展，无数的菩萨便成为与其相对应的佛。十地的菩萨与“佛陀”一样，在取

得了“佛”的地位后，才显现其“化身”，从而到达涅槃的境地。那些缺少上述这些阶段，而没

能上升到涅槃之境地者，就称之为菩萨，这就是桑结嘉措本来的说明。必须将十地的菩萨的地位

作为绝对的东西来进行把握，并强调没有到达涅槃境地的菩萨的一般特性，是西藏“转世活佛”



 

存在的根据。 

  达赖喇嘛作为西藏本地的菩萨，其特征是被指定为观世音菩萨。珠结嘉措为了说明这个问

题，引用了许多的经典，但是，他引用的最重要的经典是《圣自在根本续王莲花网》中的一句，

即佛在思考无量寿佛出世的问题时，十万诸佛曾预言说，在俄鬼域将有千手千眼十一面观音出

现。桑结嘉措就是以此为中心来论述其论点的。 

  在这里，并不是要揭示出将西藏同饿鬼域等同视之的依据，这样的理由是完全不存在的，但

是，这种说法在西藏很早就被人公认而接受了。桑结嘉措为了进一步说明观世音菩萨的教化地是

西藏，特地例举了二个经典来加以论述。（这些都成了后来的西藏人的手里的东西，并不需要用

经典来加以论述）其书名一部是属于“伏藏本”，即掘藏师列绸巴的《集密藏》，另一本是《噶

当书》。后一本书作为必不可少的论据，揭示出了达赖喇嘛是观音之化身的转世者的道理。在

《五世达赖喇嘛传记·续篇》中包含了具体的转世相续理论和相当详细的说明。 

［责任编辑 侯跃生］ 

［作者简介］周炜，男，汉族，现在《中国藏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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