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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陰惟一密意海願文 

 

三世諸佛總集之，本性上師如意寶， 

於無護我悲憫視，厚重無明壓伏我， 

從於無始輪迴來，業惑罪業勝伏故， 

輕蔑上師嗔道友，誓言戒侓學處皆， 

墮入大惡之懸崖，無覺知中諸錯皆， 

今以猛厲追悔懺，昔違越師之教言， 

如未清淨此罪業，步入下世之羈旅， 

難忍獄火定焚灼，彼時焉能棄自身？ 

無有始終迷識基，無記清淨法性中， 

無明集即大魔障，跟隨自性生處之， 

中陰具法睱滿身，願具得後令師喜， 

聞思修法之智慧，依後出離菩提心， 

修行六度殊勝道。時逼無奈逝去時， 

是爲死位之中陰，願時兇惡死緣及， 

酷烈氣息分解痛，以界與明爲和合， 

顯現光明空管後，解脫原始本基中。 

修行串習如力弱，願阻八門開梵穴， 

以意御風之竅訣，依於遷注奪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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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至空行持明地，如是菩提薩埵之， 

往生之法未現前，地於地融身不起， 

水於水融口鼻涎，火於火融口鼻燥， 

風融氣喘肢體細，眼睛上翻似煙起， 

陽焰螢火燈火焰，以逸五風之力用， 

所遍大種五界及，能遍智慧明點瑞， 

背離五境意識中，融入之時於俗務， 

願可不生貪戀心，憶念上師之竅訣。 

粗大脈風明點三，脫離聚合緣起中， 

微細三者明增得，融情白分滴流後， 

勇氣中生貪慾之，消除分別之同時， 

意識融入明現故，如秋夜空月光升， 

願了白道之自性，如是紅分趨上行， 

塵生嗔恨即消融，明融入增之故即， 

如窗牖中日光升，願了紅道之自性， 

心間精血結合中，消除暗生之無明， 

增融入得之故即，如秋虛空入暗中， 

現黑道後即昏沉，臨昏沉以憶念燈， 

近得光明和合後，本然界中願成佛。 

如若念力孱弱故，墮入昏沉未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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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耶法性中蘇後，淨光無分別念之， 

願顯死位之光明，如此法身中和合， 

如未納本然內界，極其微細風心分， 

倒轉回逆近得中，於增明現法性之， 

中陰基界本淨境，以徹確見明顯現， 

基顯真實光明者，諸有顯現五色光， 

如展彩綢光彩時，串習托噶近因故， 

願了自現無自性，一切極盡法性中。 

如若光明雙運中，融後百尊族姓顯， 

以強聲光之驚恐，因身現前若極駭， 

願了扮獅本體後，獲得無懼之把握， 

禪定時之五日中，見五方佛尊面時， 

身語自觀結合故，智明入光明中及， 

身亦融入自我故，光明融入智明時， 

願入母懷般解脫。如此雙運智慧中， 

融故光顯具明點，智慧四合顯現者， 

金剛薩埵間隙道，現時入明之自處， 

智慧融入任運故，願身及智悲憫光， 

邊脫無二近無近，任運大智慧之門， 

現出八種輪涅之，順逆轉爲明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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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於無動本基之，於基顯獲勝解信。 

彼亦嫻熟生次故，風心身形之本自， 

圓滿相好本尊之，天身以五現證悟， 

中陰法身和合故，願生幻化之身形。 

若人信解行皆也，願五隨念六神通， 

不忘總持安慰後，憶念上師時攝受。 

願憶本尊時面見，見解以及禪定與， 

生處竅訣堪憶念。願如是宿命通及， 

了知死生處神通，明了他心神通及， 

了知隱蔽分之現，六道處族能見知， 

清淨六根神通及，以昔所聞爲主之， 

無量法門盡悉皆，無忘總持現相續， 

獲時定脫之要點，空性離戲本淨之， 

明智直見自身中，認知決定把握願。 

總之法性中陰之，審慎觀察無邊之， 

但若觀察觀者自，何者皆不成立之， 

空滅想亦自脫之，如是本然解脫處， 

獲得童子瓶身後，任運力中以化身， 

利衆根除輪迴願。如若輪迴中陰中， 

漂泊四名和合者，具足諸根意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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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死情意明澈，於解脫處及生處， 

阻擋如風飄羽之，任業力風之惶苦， 

驚恐折磨每七日，期間死之痛苦之， 

受之覺受尋生處，願時自心幻化剎， 

現喜剎及具德剎，蓮積剎及業成剎， 

中央火山熾燃剎，五種證解脫安慰， 

意觀清淨剎土故，願無疑而得往生， 

如若以句義灌頂，未成熟不見真諦， 

顯現六道各境或，地獄木炭餓鬼煙， 

倒立視爲旁生血，非天雪暴頭亦橫， 

人天白及直站立，於欲天境生貪及， 

色界光與無色界，於何未有空無界， 

生起貪戀與尤其，視見父母交合時， 

修貪嗔無實亦或，覺受三灌之義及， 

四生之所淨基及，以能淨修生次第， 

修心密宗之所依，生爲化身之和合， 

願獲如是投生力。能熟灌頂能脫教， 

所護誓言所得果，如是四種和合及， 

三門天尊咒法性，頗瓦要點若未善， 

以四大風之功用，極大恐怖之四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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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毒中生三懸崖，習氣中生獄卒色， 

水火猛獸極駭聚，願於三寶皈依及， 

善業追補獲安慰，具足暇滿依身之， 

揀擇良善投生門，以清淨願延續後， 

具有上種七財之，所依中依上師後， 

如法修行之自由，依教奉行修習故， 

願心與意相融合。 

此亦仁增吉美林巴撰，善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