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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佛  性性 

開示：吉噶康楚仁波切 

日期：2005 年 4 月 14,15 日 

 

吉噶康楚仁波切於二○○五年來台時，應邀講授「佛性」。佛性是一切眾生本自俱足的珍

寶，它覺知一切，但對一切沒有任何執取。在四月十四、十五日兩天的開示當中，仁波切

先從禪修來談佛性，再依著彌勒佛所著《寶性論》討論佛性的哲理。 

今晚，我要談的主題是「佛性」。釋尊在菩提樹下成等正覺之後，三轉法輪。初轉法

輪時，佛教導四聖諦；二轉法輪時，佛宣說般若法門；三轉法輪時，佛闡揚了「如來藏」，

或稱「佛性」。 

佛性的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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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若與如來藏有如一個銅板的兩面──這裡的銅板指的是一個人的真實本性──一

邊強調本性「空」的面向，另一邊則強調本性「光明」的面向。佛先開示空性，因為如果

沒有這些空性的教授，眾生會以為佛性本身是實有的。如果認為佛性本身是實有或是一個

自我存在的實體，則為邪見。因此，佛先說明空性法門。 

不論我們相信自我是一個存在的實體，而後執於這個自我，或相信佛性是一實體，然

後對它起執著，無論哪一種情況，執持一項事物為實有，會使我們受困於貪、嗔、癡、嫉

妒、驕慢等的煩惱纏中，這實際上產生了創造輪迴的業。為了掃除這些誤解，所以首先教

授空性法門。 

佛陀教法同時也告訴我們，眾生的自性和一切現象的本性為空，並且離於各種概念。

如果本性不是離於各種概念、離於能執，則能執永遠需要有客體對象（所執）。於是主體

的心追隨著客體對境，這是二元對立，因此不能成為究竟真理，它永遠只能是相對的。這

二元的心有著各種的分別和分別的對境，這不是問題，但它就只能是相對的。它由因緣而

生，由相對的自然性質而滅失。相對的心不是問題，惟非究竟真理。 

究竟的心、究竟的真理、佛性，這些都必須是可靠的，是我們實際上可以信以為不變

的，是並非由因緣而存在或滅失的。這裡的「本質」是指我們自身存在的本質或心的自性。

當我們說「心的自性」，這是比較相對世間的說法：火的本性是熱、水的本性是溼、地的

本性相對上而言是堅硬。究竟上，自心的真實本性是空，「空」意謂無色、聲、香、味、

觸等，沒有東西可以讓你確切地指認出：這是我的本性。因為色等皆空，所以真實本性不

是一個我們可以確切指認的東西。 

另一方面，如果它像這間屋子一樣一無所有的空，那麼不會有什麼東西可以從中生

出。因而，在教導了性空之後，佛於三轉法輪時，開示了覺醒體性。它不是像屋子一無所

有的空，它具有清醒的特質、明瞭的特質，這其中還有識。在清醒與明瞭的識當中，有兩

個面向。 

在相對心的面向上，我們知道自己是有意識的，並且具有一種清醒或明覺的特質。不

過這些都是二元相對，都有客體對象。譬如說，以眼識見物，就有色的存在；以耳去聽，

就有聲的存在；去聞，則有氣味（香）；去品嚐，則有味；去感受，則有觸；去想，無論

想到什麼，都有個對象；因此有識、對象和實相。這個面向的心是很有用的，因為相對的

心在某種程度上讓我們去執行任務，讓我們能覺知各種事物。 



 柔 和 聲  第 25 期 2007 年 11 月 

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chinese 3 Copyright © 悉達多本願佛學會版權所有 

就以思維和記憶這兩件事來說吧！明瞭的特性、清醒的特性、有意識的特性，這都不

是各種因緣所能創造出來的。就像不管人類多麼努力地以電腦複製人類心靈的功能，也無

法製造出意識。能夠真實享受快樂，真實體驗痛苦的，是我們所稱的有情眾生，是他們真

實的受困於輪迴或者真實的從輪迴中獲得解脫。 

一個人如何受困於輪迴？又如何體驗痛苦呢？在相對的心當中，我們有自我的觀念，

而自我需要被珍惜、被保護。因為自我需要被珍惜保護，於是有了嗔恨和愛執。由於嗔恨，

我們試著推開整個世界；因為愛執，我們又試著將整個世界拉進來。我們愚蠢的行為充斥

著矛盾與無知，然後還有嫉妒和驕慢。因著這些煩惱纏，我們造作了許多業。業起因於我

們的行為，輪迴就以這樣的方式被創造出來。而實際體驗痛苦的是這相對的心，它是意識，

它是清醒的，它是實際的知者，它是帶有自我觀念的真實相續。 

然而相對的心也有正面的屬性。如同我說過的，它是不可或缺，因為我們能看、能聽；

然而主要卻又是它把我們困在輪迴中，讓我們備嚐痛苦。那麼我們要問：「若是這樣，那

有解脫的機會嗎？有任何可以從輪迴的束縛中或從自己所造的苦痛中出離的機會嗎？」

有。解脫的可能性、或說從輪迴中出離的可能性，來自本性自己。從輪迴中出離的可能性

怎麼會來自本性自己？因為無論眾生的染污如何嚴重，陷於輪迴如何深，或受到多少的苦

楚，本性自己從未受到影響，也從未受到任何染污。  

舉例來說，無論空間如何以不同樣式成型，空間的本性未曾受到影響，它總是維持原

本的樣子；我們本性的這個面向就稱為「佛性」。佛性也是清醒的嗎？是的，它是清醒的。

它是意識嗎？是的，它是意識，但它不是二元對立的清醒，也不是二元對立的意識。它其

實是非二元意識、非二元清醒。它沒有執取，但有明覺。它有遍知，它是本自有之，它有

全然的覺醒，不住色、聲、香、味、觸等。它是清醒的，覺知一切事物，但沒有執取。這

種全然的覺醒或意識，從本初以來就存在，它沒有因與緣，它不生也不滅，它其實一直都

在那兒。 

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耶喜。「耶」表示本初以來，「喜」表示覺知或覺識。耶喜〈俱

生本自有之的識〉即自心本性，它與長時忙亂的心，二者有何關連？它們的關係就如海洋

與波浪──無論波浪有多少不同的樣貌，本質上它都是海洋的水。或換個方式來說，它們

的關係如同水和冰──冰和水形式不同，但本質上冰由水製成。一種比較具有功用性，另

一種則比較類似本性。  

因此，如果能真實了解「森」（一般的、普通的心）及「耶喜」如同大海與波浪或水

與冰的關係，就更能了解我們自心的相對面向與究竟面向。森依於耶喜，但耶喜並不依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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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就像浪花依於大海而大海不依於浪花一樣。所以，為了真實觸及人人具足的佛性或耶

喜〈俱生智〉，我們必須在森〈心〉上好好下功夫。如果我們以為心是劣等的而捨棄它，

俱生智是殊勝的而接納它，這就好像有個要被捨棄的心跟有個要被接納的俱生智。各位知

道，如果我們以這種二元的方式來思惟的話，那麼我們與真理就漸行漸遠。 

但是從另一方面來說，當我們有心的經驗時，是否表示也體驗到俱生智？不。心是心，

心是染污的，染污把我們困在輪迴當中，染污製造痛苦。所以，當我們說要在心上好好下

功夫，以便真正接觸到俱生智，我們並不是要陷入好壞的思維形式中，然後捨棄或執取；

我們只須單純地接受心的目前狀態。當然，我們和感官知覺一起生活，無論我們感覺到什

麼都不會束縛我們，因為感官知覺沒有束縛我們的能力，束縛我們的是我們自己的分別心。 

無明實際上內嵌在我們的分別心當中，所以我們必須讓我們的念頭和情緒保持它們的

樣子，不迎不拒任何心中認定為究竟真理的事情。如果我們能單純地讓我們心的狀態和情

緒就是它們的樣子，就單純地是它們的樣子，那麼在禪修當中，念頭和情緒還是會生起，

但它們不會持續超過一秒的瞬間。由於它們的本質，在生起之後，它們總都會消融。因此

當它們消融時，我們不要造作；更進一步地，在那一刻，僅僅保持平靜和明覺。在念頭和

情緒剛剛消融之後，在念頭和情緒消融的那個空隙，有「俱生智」。 

當俱生智的體驗在心上初露曙光時，很像是摘下眼罩，或是突然拿掉遮住眼睛的帽

子，有一種比較清醒的感覺，有一種無對境的明覺。之後如果安住在那本性上，你慢慢會

了解到，住於本性的經驗即是禪修本身。本質上，我們安住於自心的真實本性，當我們住

於那樣的本性時，我們所有的念頭都會起來。和以前不同的是，此刻當念頭或情緒生起，

你立即在念頭裡，在情緒中。 

念頭和情緒起起落落，並不是它們取代你的覺知而你成為念頭，反倒像是在水上寫

字，隨寫隨消。念頭一生起即消失，情緒一生起即消失，並不真的有什麼東西束縛著你。

當你體驗到這種情況時，它並不像是旅行當中你所獲得的新鮮體驗，它其實一直都是那個

樣子。所不同的是，在認知了悟自心存在的狀態之前，我們是有些微染污的，我們是無明

的，我們失去對自心真實存在的明覺，而想像一切事物看起來應該是確實的、實有的、真

實的，是可以執取然後製成某個東西。 

但在實相上，沒有任何事物改變。實相可以被發現，不過就實相本身而言，沒有任何

事物曾有異動，只有無明被去除。這些經驗像是一場夢，當我們作夢時，當我們了解我們

正在作夢時，它其實不會壓制我們。夢持續著，但我們知道那是夢，所以它不是我們加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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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想法。通常我們以為我們在夢中所為是真實的，夢中所發生的任何事物都是真的；

事實並非如此。無論是否了知正在作夢，夢的特質永遠不會改變。 

因此，本性一直是自我解脫的。是誰藉由認知自我解脫而獲得解脫呢？是無明的心。

基本上，輪迴和無明攜手並行。有無明時就有輪迴；沒有無明，輪迴也就不存在。輪迴本

身獲得解脫而至涅槃。輪迴的定義是苦，然而苦從那裡來？苦來自於信非真為真，然後拼

命爭扎。 

涅槃是苦的止息，意即認知真理為真。在究竟真理當中，一切事物是空、是光明，一

切事物的生起如幻似夢。藉由認知所生和能生的不可分割及其自我解脫，就沒有什麼叫作

束縛，也沒有什麼可以被束縛。然後爭扎結束了，苦也結束了，因而沒有爭扎也沒有痛苦。 

另一方面，當無明及無明的果遞減時，屬於本性的正面特質卻不會減少，事實上還有

所增加。這些正面的特質是什麼呢？是慈愛、關懷、善良、悲心、隨喜、利他心、布施、

持戒、忍辱、精進、禪定、聰明、智慧等等，所有這些特質都會增長。當本性的證知越來

越深入及穩定時，所有這些正面的特質也會益形增長，雖然它們不真實，但它們也會增長。

利他心也會增長。 

當覺醒時或清醒的心穩定時，會減損的負面特質是什麼？是無明。由於相信器世間（現

象世界）是真實的，我們因而依戀著某些事物，因而拒絕或嗔恨某些事物。所有的迷惑和

愚癡──迷惑的本質──也都會減少。認為自我是真實的、實有的，於是珍愛或保護它，

這種認知也會減少。因此驕慢遞減，自我的不安全感以及羨慕與嫉妒也遞減。由煩惱生出

的身口意和行為、認為自我是真實的、或認為所有的現象都是真實的，這些情況也都會減

少。於是，我們停止製造惡業，先前所造惡業的習氣也會止息。 

總而言之，輪迴在我們眼前停止。來自於我們自心的缺失，是身為無明眾生的我們所

擁有的；另一方面，由於覺醒，我們其實也享受自心具有的利益。當無明的心擁有自心的

缺失，覺醒的人則享有自心的利益。 

這是佛陀對佛性的開示，而道則取決於你自己。眾生心永遠都在尋求快樂，尋求解除

痛苦。然後他們知道事物的可能性，知道覺醒時會有什麼樣的利益，無明時會有什麼缺失，

以及處於覺醒的狀態是如何。當一個人了知這些之後，生命會獲得很大的提升。人們通常

認為不可能放手的，放掉了；然後追求靈性的道路，並在靈性的道路上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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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性的哲理 

佛性，也就是開悟的本性，一切眾生本自俱足。眾生雖然具有開悟本性，但卻未能認

知到。基於無明和由無明生起的各種迷惑，眾生流轉於輪迴中。眾生的這種情境，好比一

出生即貴為王子或公主，卻因某些政治因素而流亡海外，經歷許多貧困和痛苦；這跟眾生

在輪迴中所受的苦極為相似。因此，眾生所具有這景況即是「本性」，它具有潛力來開展

我們自己成為一個覺悟者。而現在，由於無明──其真正的本性是開悟的──和迷惑，所

以眾生在輪迴中受苦，只能將開悟的本性當作種性本質來享有。 

梵文 tathagatagharba 譯為「如來藏」，tathagata 的意思是「如此超越〈譯：即「如

來」〉」，gharba 的意思是「本性如此超越的東西〈譯：即「胎藏」〉」，它是一切有

情目前的體性，體性意味著有個「殼」或「障蔽」──意即一個東西包含在另外一個東西

裡面。一切有情皆有如來藏，皆有此種性本質，儘管它本身是完美無瑕，但由於眾生尚未

認知它、善用它，遂於輪迴中無止盡地受苦與流轉。然而不管眾生在輪迴中流轉或受苦多

久，如來藏的直覺智能始終有所展現。一切眾生皆有的這個如來藏是如何展現它的的直覺

智能呢？是藉由觀察一切眾生而來。 

如果不是有情眾生，那就另當別論了。眾生意味著「具有能體驗欲求的心識」，所以

只要是眾生，就會希求快樂，就會渴望從痛苦中解脫。只要有眾生，也就一直會有這些表

現。身為眾生的我們，就是被這些希求渴望所束縛；另一方面，也就是這些東西，使我們

人類跟其他一切眾生平等。 

彌勒佛在《寶性論》中提到，只要是眾生，就一直會表現出「希求快樂、渴望從痛苦

中解脫」的佛性的直覺智能。除非解除痛苦是可能的，否則我們怎會一直表現出希求快樂？

既然希求快樂、渴望解除痛苦是一切眾生的自然表現，那麼它們必然是開悟的心或佛性的

一部分，而且遍存於一切眾生之中。 

雖然欲望、渴求一直都是佛性的展現，然而眾生為了培育快樂與自由所採取的行為，

卻是欠缺聰明與智慧，因此到頭來還是要受苦。眾生為了達成這些願望所採取的行為錯在

哪兒呢？錯在不能認知佛性存在於每一個人的本性中。由於不知道佛性存在於所有眾生

中、存在於個人的真實本性中，於是迷惑生起。非實有的，我們執為實有；無我的，我們

執為有我。非實有卻誤認為實有的這種邪見，就如同器世間非實有卻被認為實有，我們從

這些迷惑中創造了實有。無我，卻執於有我，因而在自身的存在中創造出我是實有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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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們常常去珍惜它、保護它。依於此，貪愛、嗔恨、愚痴、傲慢及嫉妒等等煩惱現起。

這些都創造了業，眾生因而受苦。 

不管這些苦痛多麼劇烈難受，它畢竟只是一場夢，夢的真實本性就只是虛幻。實相上，

我們不會將夢投射為真實的事物，它也不是究竟上存在的任何事物。實相上，夢不會依照

我們所夢到的樣子存在，它非究竟真實。輪迴的一切都是一場夢魘，夢魘本質上就是夢，

實相上是不存在的。相同的，輪迴是我們的心在迷惑狀態下的投射。實相上，所有輪迴的

投射，都非真實存在。儘管我們說它不存在，但在我們覺醒之前，夢都還是會壓制我們。 

因此，輪迴也像這樣壓制著我們。只有當我們覺醒時，我們才會了知，輪迴只是像一

場夢，非究竟存在。這個覺醒的過程，正是佛來到世間並給予教授的整個目的。佛實際上

指出了什麼是我們與生俱來的權力，什麼是我們繼承的財產；他引領我們拿回我們與生俱

來的權力，拿回我們應該繼承的財產。 

舉例來說，有一個人非常窮困，但是在他家裡，在他的土地下，埋藏有一堆金幣。這

個人毫無所悉，金幣也不會對他說：「喂！我在這裡。」另外有個人具有先見，他知道這

個窮人遭受了許多痛苦和窮困，可是窮人家的土地下有這麼一堆金子，如果窮人能擁有這

些財富，就能從貧窮和痛苦中解脫出來。由於這個人的善心、發心與悲心，他對窮人指出，

如果能挖出埋藏在自家地下的黃金，就可以克服貧窮與苦痛。同樣的，佛陀向我們指出佛

性，讓我們發覺本自的佛性，我們依此便能夠從輪迴的痛苦中解脫出來。 

彌勒佛用了許多類似的譬喻說明佛性如何存在於所有眾生之中。由於眾生缺乏對佛性

的了解與認知，所以他講述眾生是如何受苦，諸佛菩薩與大善知識是如何出生，並且以不

同的譬喻為眾生解說佛性。 

有一個譬喻說明了貪愛與佛性的關聯：佛性是體性，貪愛為障蔽。這個譬喻使用蓮花，

有一朵美麗的蓮花，內有一尊金塑佛像，因為蓮花尚未開放，金塑佛像也就未能展現。蓮

花象徵貪愛，為什麼蓮花象徵貪愛？初看蓮花，它是那麼美麗，只要看它一眼就令你心曠

神怡；但是一日終了，再看此蓮花，它已枯萎，花瓣凋零，你產生了與之前相反的感受。

貪愛的作用即是如此。  

嗔恨是障蔽而佛性是體性的另一個譬喻是蜂窩跟窩內的蜂蜜。任何東西一靠近蜜蜂，

蜜蜂就會因為受到打擾而反螫。蜂蜜很珍貴，一旦去採蜜，蜂就會來螫。嗔恨與此類似，

當一個人威脅到別人時，嗔恨便會出現，它像蜜蜂一樣傷害別人。不過也就如同蜜蜂，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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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別人之後自己也死亡。同樣的，嗔恨不但傷害了別人也傷害自己。所以蜂蜜好比佛性，

蜜蜂則如嗔恨。 

還有，無明或愚癡為障蔽，佛性是資產，這就如同稻殼跟稻殼中的米。雖然米是可以

吃的，甚至可以當成營養品，可是當它在稻殼裡，我們不能吃它。所以稻殼像是無明或愚

癡，而米則如佛性。 

彌勒佛在本論中，給了許多關於佛性如何住於我們充滿貪嗔癡的心中的例子。總而言

之，我們有此眾生心，眾生心陷於苦痛之中，這是因為我們對佛性的無知，並且把器世間

的無實誤認為有實，把無我錯誤投射為有我，然後從這邪見生出所有煩惱，再從這煩惱纏

中創造了一切的業；於是這虛幻使自我長存不朽。 

從某種觀點來看，佛性有三個階段。當眾生停留在輪迴當中，停留在痛苦中，而且不

思任何的覺醒，這是第一個階段，也就是眾生所處的第一個地方。只有在此情況裡，才有

希求快樂、渴望自由的佛性展現出來。 

然後過了一些時候，眾生有意無意間累積了一些福德──福德意謂使我們的心比較明

智地轉向自然本有的正面行為──然後開始追尋解脫之道。當我們開始尋求解脫道，我們

也就開始認知覺悟的本性，開始淨化障蔽，但不是淨化全部障蔽，而只是淨化一部分。所

以這當中有佛性，有佛性的認知，有障蔽的淨化，雖然只是淨化部分；這是第二個階段。 

第三個階段是當我們認知到佛性，不但認知並且強化我們所認知的，一切障蔽也完全

被清淨，清淨到不退轉的程度；這就是佛性的最後一個階段──開悟。 

淨化的發生有四個條件。首先是虔信心，第二是精進，第三禪修，第四是智慧。虔信

心是相信自己的本性是開悟的，於是希望能具體顯現真實本性；而後受到啟發去具體顯現

真實本性，於是從迷惑及痛苦中解脫出來。再來是精進，有了虔信心之後，我們要不屈不

撓地在成佛的道上精進。因著努力不懈，我們向前邁進，並且使我們虔信的目標成為可能。 

然後現在，我們必須實際上去禪修。沒有禪修，沒有轉我們的心向內而步向平靜，沒

有透過禪修的過程認知什麼是佛性的障礙，什麼是佛性本身，或者沒有透過沉靜而到達非

常安寧的境界或體驗到接受加持的禪修，我們是無法圓滿解脫道所必需的條件。 

最後談到智慧。我們可以有虔信心，我們可以很精進，我們可以進入甚深禪定，但如

果沒有了悟到真理，我們只能有短暫的舒緩，而無法擁有究竟的解脫。因此在了悟真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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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真理」指的是空性、光明、法界性，我們才擁有智慧。具備此四項條件，我們才

能真正走在菩薩道上，才能真正清除所有的障難，我們也才能通過五道而究竟成佛。 

開悟成佛的功德〈特質〉什麼是？它真正的功德是無垢，是離於各種的障蔽。這是一

項功德，然後所有其餘的功德是從解脫、覺醒及不可摧毀之實相本身〈即法界體性〉而來

的。這些是開悟的真正功德。 

開悟的人所給予的教授，我們稱為「法」。法的本性實質上是平和的，是沒有任何煩

惱纏。實相本身以及通往實相的道，亦皆稱為「法」。當佛陀教授法，群體開展了，我們

稱這個群體為「僧」。僧是覺醒的，當然根據每個人不同的程度，他們的離障程度也不同，

但所有的僧眾都有一個發心，就是達到全然的覺醒並且開悟。 

佛、法、僧，這些實際上都是佛性本身的副產品。當佛性完全離於各種障蔽時，開悟

也就是佛性，因此當沒有任何障蔽時，即為真實佛性；我們所了解的開悟即是如此。開悟

的功德也都是自然任運的，如同有太陽時就有陽光。因此就像這樣，開悟的所有功德都來

自佛性本身。 

舉例來說，慈愛眾生是開悟之心的功德。悲憫眾生並且對他們指出真理，幫助他們解

脫成佛。悲憫眾生的開悟之心即是向眾生指出解脫之道，並帶領他們邁向解脫。還有開悟

之心的力量，有能力去做前述這些事情，有能力知道什麼是真理，有能力知道眾生是如何

陷於障難中，這些障難如何被淨除，以及知道被淨除之後如何開悟。能夠真正有效地指出

解脫及帶領眾生到達開悟境地的，都是佛的功德。 

佛陀的事業是利益眾生。佛利益眾生最深最有效的方法是給予教授，實際對眾生指出

一條路，讓他們得以為自己的覺醒心擔負起責任。在彌勒佛的《寶性論》一書中，共有七

個金剛句：佛、法、僧、佛性、開悟、開悟的功德及事業。所有這些不過是佛性本身、以

及我們所擁有的究竟真理或開悟本性的副產品，這些都是對佛性本身及我們所擁有的開悟

本性的不同描述。 

總之，我們對自己的真實本性是開悟的要有信心，然後試著找出認知開悟本性的方

法，再穩定這開悟本性，並運用此開悟本性克服、清除所有的障難。當我們接受佛性的教

授時，我們要發心，希望培育如上的開悟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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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那更重要的是要實際去禪修，要盡可能自然地安住於我們的心。雖然心的表面會受

到干擾，雖然心會出現許多煩惱，我們都要相信我們的真實本性。俗諺說：「只要你不去

攪拌池水，池水自然清澄。」心會變得安祥、清新、澄明。 

無論如何，在禪修初期，如同我們所說的，會有許多念頭、煩惱生起。但如果我們能

處於自然，不要太操弄，而且相信自己開悟的本性會浮現。只要具備這樣的信心，安住於

此，最終，所有的表相都會獲得安定，空性和清明的心都將會出現。當它出現時，就像我

們曾描述的，具足信心並且不喪失自重，只要安住在那兒，再也沒有比這更重要的了。 

然而另一方面，如果執於「噢，這是佛性」、「我是一個開悟的人」、「我已證得佛

性，所以我很棒」或其他類似的想法，這毫無幫助，這些都是概念的心。當你想要更有自

尊時，事實上會更迷惑並且毫無助益。只要能自然安住，沒有任何概念，並且相信自己的

真實本性是佛性，當我們表相上的煩惱纏與障蔽瓦解後，將會出現我們嚮往之道的美好部

分。以此，我們來作個短暫的禪修… 

祈願這兩天的佛性教授，無論我們獲得什麼福德，皆迴向世界和平、正法上師長久住

世以利有情，也迴向在解脫道起始點的我們，能如我們所願的在此生或下一世，如果不在

下一世也在近幾世，能圓滿我們的道，究竟成佛，利益一切眾生。 

 
〈Daniel Altschuler 英文繕寫，李香蘭翻譯。〉 

 

 

 

 回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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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來自自西西藏藏宗宗薩薩寺寺的的  
        彭彭措措堪堪布布與與洛洛熱熱老老師師 

 

宗薩欽哲仁波切於今年〈二○○七年〉四月份開始，為西藏宗薩寺的彭措郎加堪布以

及洛熱老師安排了一系列的環球弘法行程，包括美國、歐洲、東南亞，以及印度等地區，

臺灣很榮幸地也是其中一站。他們於六、七月在本中心展開一系列的教授及活動，《柔和

聲》將自本期開始陸續刊載他們講授的內容。 

 

宗薩欽哲仁波切非常推崇彭措郎加堪布以及洛熱老師，他如此地介紹這兩位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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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認證為蔣揚欽哲確吉羅卓的轉世，不管做得到或做不到，總覺得有責任要支持

及維護不分教派運動（利美運動）。世界上，不論佛教或其他宗教都是宗派林立，不分教

派運動日漸衰微。蔣揚欽哲旺波和蔣貢羅卓塔耶（第一世蔣貢康楚仁波切）一定有許多特

別的理由，才會投注那麼多時間與精力在不分教派運動上。許多年長、具有影響力、應該

支持不分教派運動的喇嘛們，不知出於什麼理由，都在暗中支持或放縱分派運動。目前，

頂果欽哲仁波切和德松仁波切等不分教派運動支持者已經不在了，不分教派運動成為少

數，並經常被譏笑為不切實際或太理想化。 

此時，西藏宗薩寺的彭措郎加堪布和洛熱老師，是少數能與我熱忱地談論不分教派運

動的人。我們的看法一致，也同樣擔心不分教派運動的前途。彭措郎加堪布還年輕，我對

他懷有蠻大的期望，我鼓勵大家與他交談、結緣，把他當成朋友，不一定要看成老師。只

要情況合適，我保證大家和他交往，不會是一種浪費。 

對於洛熱老師，我常說，我雖然被認證為蔣揚欽哲確吉羅卓的轉世，但看到他──一
位在文革期間成長，擁有許多孩子的父親──對西康的佛法，對蔣揚欽哲旺波等人倡導的

不分教派運動，對西藏宗薩寺及學院，乃至對一般事物如醫藥、唐卡、金剛舞的面具等等

所貢獻的一切，我認為他才是真正的蔣揚欽哲確吉羅卓的轉世。我很尊敬他，我想我不需

要說太多，他本身將是最好的證明。」 

 

 

 回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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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由印印入入藏藏時時，，中中觀觀見見地地之之演演變變〈〈上上〉〉  
 
開示：彭措郎加堪布 

日期：2007 年 7 月 1 日 

 

今天要講的是關於中觀的歷史。從一方面來看，講歷史好像比較容易，但又沒有一本

特定的書可以講，因此從另一方面來看，也是蠻難講的。 

講到中觀，印度的說一切有部、經部、唯識宗、中觀宗都說自己是中觀。原因何在？

所謂中觀就是離常邊、斷邊，四個宗派都有理由說自己是離常邊與離斷邊，因此都說自己

是中觀。不過中觀宗以外的宗派不會說中觀宗是中觀，而給它一個名字：「說無體性宗」。 

說一切有部之中觀 

說一切有部主張：粗分〈註 1〉與相續是假，非實有；因此其主張離於常邊。為何說

粗分非實有呢？以屋子、森林為例，屋子是由柱子、樑、牆壁……等很多東西組合而成。

事實上，柱子是柱子，樑是樑，牆壁是牆壁，如是組合而成的粗分的屋子，在我們心中無

法顯現出真實的實物，因此粗分物質是假，非實有。如是把屋子分成很多部分之後，就有

很多支分。同樣的，柱子本身也可分為柱頭、柱尾、柱子中央、柱子裡面、柱子表面……

等許多部分；因此粗分的東西並不是真實存在的。像這樣一直細分到最後，就有無法再細

分的「無方分微塵」，只有它是實有的。除此之外，一切具有支分者，都是無實有，都是

假的。 

再如森林是很多樹長在一起，如果把樹一棵一棵分開就根本沒有森林，因此實有、具

有支分的森林是不存在的。如果具有支分的森林是實有，那麼森林與森林裡的樹應該不是

相同就是相異。森林與樹若是同一，森林裡有一千多棵樹，那麼森林也應該有一千多座；

如果森林與樹是相異，那麼把樹一棵一棵分開，森林應該仍舊存在。因此森林與樹不是同

一，也不是相異。如是對粗分一步步分析，發現若有支分，就不是實有，分析到最後就是

無方分微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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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我在西藏時說有一個台灣，你們也說我們台灣如何如何，其實台灣也是由台北、

台中、高雄等很多城市組成，並沒有一個實有的台灣。又比如在香港時我說要到台灣來，

但其實我是到台北或台中，並沒有到台灣。所以真的去找，找不到一個實有的台灣。說是

到台北，但其實我是來到新店，或者到中和、永和……，我到的每個地方都有名字，同樣

也找不到台北。說是在新店，其實是在這間房子裡，這間房子不是新店。因此把粗分一部

分一部分分析、剔除之後，最後剩下一個最小的單位就是無方分微塵。 

我們都覺得自己有一個身體，我認為我有，你們也認為你們有。為了要有好的、健康

的身體，所以要講究衛生。可是身體到底在哪裡？你根本找不到一個真實存在的身體。這

個是頭，不是身體；那邊是腳、膝蓋，不是身體。所以身體是由很多支分組成，但我們心

中覺得自己有一個身體。像這樣，心中以為的這個身體其實是無實有的。頭也是由很多支

分組成，比如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前額、後腦，因此實有的頭是不存在的。像這樣

把粗的部分分析到最後就只剩無方分微塵。所謂粗分非實有，就是這個意思。 

相續也是無實有的。我們都以為相續流是存在的，其實不然。不用講過去世，單講這

一世，就以我來說，母親生下我至今已有四十二個年頭，每年就像是用線串起來，如果不

加觀察，會覺得它好像是存在的。那麼四十二歲的我是不是像從以前一直相續下來一般，

有這麼長的實體？不是的。我出生時的身體，是不是我現在的身體？不是的。原因何在？

如果出生時的身體就是現在的身體，那麼身體是同一個，我出生時身體小小的，那麼現在

的身體也應該是小小的，我出生時是個嬰兒，非常稚嫩，那麼現在也應該非常稚嫩；可是

我現在身體很大，而且出現了老態。因此從出生到現在，之前的身體滅時，之後的身體生

起，前者是因，後者是果，後後的果出現時，前前的因就滅掉，所以實有的相續流是不存

在的。比如以現在來想，現在之前的身已經滅了，未來的身還未生起，我自覺有的這個身

只是現在，並不是一個很長的相續。 

從出生到現在，我們的身體是很多生滅剎那所成，所以身體形態已有很多變化。如果

身與相續是同一的話，身體由很多生滅剎那所成，相續卻只有一個，這是說不通的。另一

方面，如果身與相續流不同的話，若把身體的諸多剎那一一剔除之後，應該仍有一個實有

的相續流，但是並沒有！因此說身與相續流相異也是不合理。 

以念珠為例，相續就如同一串念珠，一串念珠是由 108 顆或 111 顆珠子串成，這些珠

子就像身體的不同剎那。如果身與相續是同一，就像珠子與整串念珠是一樣的，那麼珠子

若有 111 顆，念珠也應有 111 串。若說身與相續不同，那麼把珠子一顆顆取下之後，念珠

應該還是存在，可是把珠子都取下之後，念珠就不存在了。從這個例子就可以看出身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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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的關係，亦即相續是無實有的。像這樣，只要可以再分割，就不是真實存在的，一直到

無法再分割的剎那，才是實有的，即「無時分剎那」。 

說一切有部主張粗分與相續是無實有。粗分的物質只要還可區分方向與部分就不是真

實存在的，一直到最細、無法再分割的無方分微塵才是實有。心也是一樣，只要還可以分

割就不是實有，一直到心的最微細剎那才是實有。說一切有部認為所知的五種分類──色

法、心法、心所法、心不相應行、無為法──是實有。此外，過去、現在、未來這三世也

是實有。因為是實有，所以離斷邊；前面說粗分與相續是無實有，所以離常邊。因此說一

切有部認為自己是中觀。如果再跟四聖諦結合，又可以講很多，不過今天先不講。 

經部宗之中觀 

經部宗認為，說一切有部所說「粗分與相續非實有」是對的，至於「虛空、擇滅、非

擇滅等無為法是常，是實有」、「心不相應行是實有」則不正確。說一切有部主張過去、

現在、未來三世實有，他們是怎麼說的呢？以我的身體來講，不同於我的身體的過去、未

來、現在，是實有的；但經部宗不同意。經部宗認為，任一有為法滅了，就是過去；有為

法生而未滅，就是現在；有為法未生，就是未來。並沒有異於一法的過去、現在、未來。

由於經部宗說虛空、擇滅、非擇滅、不相應行是無實有，因此離常邊；色法的無方分微塵、

心與心所的無時分剎那是實有，因此離斷邊。所以經部宗說自己是中觀。 

唯識宗之中觀 

接下來講到的唯識與中觀屬於大乘。在印度有稱唯識為「瑜伽行派」；也有稱中觀為

「粗外中觀」，稱唯識為「細內中觀」。 

唯識講三性：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圓成實性。不僅唯識講這三性，佛陀在經典裡

也提到這三性，唯識就是依經典所言再加以解釋。唯識當中又有真相唯識、假相唯識等許

多不同區分，現在暫且不談。一般而言，遍計所執性是指執「能」與「所」（即「心」與

「外境」）不同，是指虛構出與心相異之實有外境，例如以為書是存在於心以外的一樣東

西。但就唯識來講，書其實與心無異。認為書是實有，而且存在於心之外，這種分別就是

遍計所執。依他起性是指「阿賴耶識是顯現能所的基礎」，這是實有。認為顯現出能與所

相異，就是遍計所執，這是虛構、是無實有。依於阿賴耶識是顯現的基礎，能所皆無，就

是圓成實性。任何一法上都有這三性：能與所顯現為二，稱為遍計所執性；二顯之基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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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賴耶識，稱為依他起性；由於依他起「阿賴耶識是顯現的基礎」，能所皆非實有，稱為

圓成實性〈註 2〉。 

經部宗與唯識不同處在於：經部宗主張色法的無方分微塵是實有，而就唯識來看，無

方分微塵不存在，因為一切色法都是由心顯現出來。由於唯識主張外在之顯現非實有，粗

分與相續非實有，因此離常邊；依他起性與圓成實性是實有，因此離斷邊。所以唯識說自

己是中觀。 

中觀宗之中觀 

中觀宗被稱為「說無體性宗」，認為凡是承認實有法，就無法離於常邊，必須以理破

除一切法之實有性，因此中觀宗主張一切法是無實有。無方分微塵與無時分剎那也是空，

因此離於常邊。雖然一切法是空，在勝義諦中無實有，但就世俗諦來看，是依因緣而生的

因果緣起，真實無欺，因此離於斷邊。離常斷二邊，所以是中觀。這是從二諦來看，就勝

義諦本身來說也是如此。因為有與無是觀待而成，左與右、長與短亦然。觀待緣起才能說

二諦，觀待此法而安立彼法。若一切法無實有，則不能說以實有為觀待處；若不能以實有

為觀待處，則不能成立無實有為觀待法。依於實有而說無實有，依於無實有而說實有。若

不說觀待實有，則不能以實有為觀待處；不以實有為觀待處，就不能以無實有為觀待法。

（觀待有才能說無，如果有不存在，則無也不存在。）例如，長與短是觀待而成，以長為

觀待處而成立短這個觀待法。若沒有長，則短也不存在。無實有，因此離常邊；無無實有，

因此離斷邊。這是從勝義諦來說中觀離常斷二邊，而被稱為「說無體性宗」的道理。 

我們可以想想自己的見地是屬於哪一種中觀？ 

問：為什麼稱唯識宗為細內中觀，稱中觀宗為粗外中觀？ 

答：如果我們是唯識宗，我們會不會說自己比中觀宗更細，更內？ 

問：這種區分是怎麼出現的？ 

答：這種區分是阿底峽尊者的上師桑提巴（Santipa）提出的，這位上師住世四百年，其

間對佛教的興盛貢獻很大。他說自己是中觀自續派。阿底峽尊者在西藏時，桑提巴圓

寂了，阿底峽尊者聽聞之後說：「我的上師走了，我又在西藏，那麼印度再也沒有可

以善加分辨外道與佛教的班智達了。」可見這位上師非常淵博。 

問：同樣是佛陀所留下的教法，為什麼會分成有部、經部、唯識、中觀？為什麼說中觀應

成派的見地是其中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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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中觀應成派的見地最好」這句話是應成派自己講的。如果我是說一切有部，我會說

它是最好的。佛陀根據眾生的不同根器開示了很多不同的經典，後學對於不同經典的

意旨加以注解時，出現了不同的理解，因此形成不同宗派。說一切有部依據的是佛陀

所說的某些經典，經部宗依據的是另一些，唯識宗所依據的經典非常多，中觀宗依據

的則是般若經。同樣是依據佛說，因此都應予以尊敬。因為都是依據佛經，只是由於

眾生根器想法不同，所以產生不同部派。如果你認為說一切有部的說法跟你的想法最

契合，那就依說一切有部的見地去修；如果你跟唯識或經部或中觀的見地最契合，都

沒有關係，因為它跟你的想法最接近，是最適合你的。「中觀應成派的見地最好」是

應成派自己的分別念。 

應成派也好，金剛乘教法也好，不論我們的見地多高，都必須從說一切有部的見

地開始分析。比如學習《入中論》時，我們可能以為自己就屬於應成派，但事實上不

可能一下就到達應成派的見地，必須從基礎開始。不管有沒有在見地上做剖析，你一

定得從說一切有部開始。如果認為身體是一個實體，就表示你連說一切有部的見地都

還未達到。如果能看到身體無實，能分析到無方分微塵，才表示你具有說一切有部的

見地。雖然學習應成派的《入中論》，但你若認為身體是由無方分微塵組成，則仍屬

說一切有部的見地。如果能夠證得顯空雙運，顯空非一非異，離於言思，此時才達到

應成派的見地。應成派的見地是無任何的承許（主張）。龍樹菩薩說自己沒有任何主

張，因此外人根本無法提出任何批駁。到這時才具有應成派的見地，才能了解「色即

是空，空即是色」的含義。此時才稱作應成派。在此之前，不管你怎麼說，都還不是

應成派。 

問：一定要從說一切有部開始慢慢了解，之後才能了解應成派嗎？ 

答：可以從最基本的見地開始學，也可以先學最高的見地，可是在分析時，還是一樣得從

下部宗的見地開始分析起。如果從上部宗的見地開始學，卻忽視了下部宗的見地，西

藏有一句諺語說，頭放在高處，但脖子很細，無法把身子拉到跟頭一樣高的地方，身

子就會斷掉，頭跟手就會分離。自詡持有應成派的見地，無任何承許，卻又認為世俗

諦上也沒有因果，沒有過去世，這樣就非常糟糕。會有這種危險。如果沒有這種情況，

那麼不論從什麼地方開始學都一樣。 

〈確尊法師口譯，徐以瑜整理〉 

 

註解： 

1. 粗分：根據彭措堪布，可見者都是粗分，但粗分未必是我們可見的。例如氣味是

我們看不到的，但氣味也是粗分。粗分是講色法，相續是講心。色法可分為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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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色、聲、香、味、觸、眼、耳、鼻、舌、身、無表色。 

2. 圓成實性：彭措堪布解釋，阿賴耶識空掉能與所，就是圓成實性。若以觀察勝義

的理智來觀察心，在心上並沒有能所二顯，能所都是虛構的。心上不論有無能所

二顯，都是依他起性。心上空掉能所二顯，就是圓成實性。 

 

 

 

 回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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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德格格之之寶寶────印印經經院院  
開示：洛熱彭措老師 

日期：2007 年 6 月 30 日 

 

「德格印經院」於清朝雍正七年由德格第十二任土司登巴澤仁創建，距今約有兩百八十年

的歷史，是全藏三大印經院之首。由於德格歷代土司兼容並蓄各種文化，並且不分教派地

扶持宗教，所以它所收藏的經版涵括佛教各派經文，並且刻印有關曆史、地理、醫藥、曆

算、語文、詩詞等多方面的內容。德格印經院不僅是德格之寶，近來更被列為世界文化遺

產。洛熱老師來自德格，此次應邀講述德格印經院的歷史，以及當時建造德格印經院的大

法王登巴澤仁的生平事蹟與事業。 

德格歷史 

德格位在西藏的東邊、中國四川的西邊，也就是一般所稱的西藏康區。古代時候，當

地藏民在這個區域以遊牧、搭帳篷、四處遷徙的方式維生。一直到祥雄王赤威瑟吉嘉洳堅

的時代，此地都屬於祥雄王所管轄，後來祥雄王的勢力在相當於中國的東漢時期衰盡（約

二千年前）。根據粗略估計，此時期大部分的衛藏區（前、後藏）是由當時的藏王所統治，

只有阿里區域為祥雄王所管轄，朵康區則是祥雄王的父族部落們所各別管轄。 

西元 630 年，藏王松贊干布雄才大略，一統西藏全區成為西藏的盛世王朝，勢力更達

到中國、姜域（雲南、麗江一帶）、里域（新疆南部）等地，甚至印度的許多區域也被他

所統治，這些在漢藏的歷史裡皆有記載。後來在朗達瑪王時，西藏邊境的百姓群起造反，

朗達瑪王被殺之後，藏王的勢力衰退。而後大約是在岭給薩王（西元十一世紀）統治時期，

此處主要地區的位置就稱為「岭」。 

岭給薩王的氏族，是藏族中六分支氏族之一的董族，他是董氏族第四十三代。董氏族

第五十二代謙波達仲為了想娶德格氏族博踏札西興給的女兒，因此他就承諾，如果博踏札

西興給把女兒嫁給他，他就送給博踏札西興給一塊很大的土地作為禮物。後來博踏札西興

給就得到了這一大塊土地，成為第一任德格王，在藏曆第七個火虎年（西元 1446 年）於

此地建起德格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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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七任德格王拉謙強巴彭措時，德格氏族的勢力已遍及岭的大部分區域，因此產生

了「德格」這個新的名稱，於是主校初慶仁謙將這個以前稱為「岭」的地區，改名為「德

格」。 

德格氏族的根源可追溯到松贊干布的近臣噶東贊（唐朝時到漢地迎請文成公主入藏的

大臣），他是第一代。德格王朝從最初第一任的博踏札西興給到第二十三任的蔣揚巴嫫，

在二十三任王朝裡有三位女德格王。在西藏歷史中的德格王朝，在中國的歷史裡則是稱為

「土司」。 

德格氏族第四十一代也就是第七任德格王拉謙強巴彭措，當時只是個大臣而不是王。

因為岭王跟百姓、大臣們不和，依據當時的局勢，拉謙強巴彭措就結合了管家袞噶嘉稱、

給透管家袞噶敦助等以四分支軍隊的佈陣，勝取了那些較弱的首領，並以凶猛銳利的武器

消滅了頑強傲慢的敵人，因此他就成為了岭王。在他的統治之下，屬地中百姓庶民有十八

個縣，大約有三萬六千戶。 

後來後藏土司和蒙古王顧實丹津確嘉（固始汗王）之間有紛爭敵對的情況，這時蒙古

王跟格魯巴結合在一起，然後又有巴哩王也結合當地苯教的勢力，而且這兩方勢力也有紛

爭。最後蒙古王顧實丹津確嘉（固始汗王）得到了德格王的支持合作而消滅了巴哩王，當

時是藏曆第十一個鐵龍年（西元 1640 年）。固始汗王的軍隊管轄了之前巴哩王在金沙江

東西兩岸的領土，為了酬謝德格王，蒙古王就把這邊的地送給了德格王。 

到了德格氏族第四十三代，也就是第十一任德格王赤謙拉瑪索南彭措，他被稱為「赤

謙」，這表示政治與宗教的領袖。此時的藏王拉桑和後藏地司之間又有爭戰，藏王拉桑的

兒子被說是第六世達賴喇嘛倉央嘉措的轉世，但他並不是真正的第六世達賴喇嘛的轉世，

這是藏王拉桑他們假造的，還為其子舉行坐床。事實上真正的第七世達賴喇嘛是出生在里

塘，藏王拉桑知道後就想殺掉真正的第七世達賴喇嘛，所以他派出軍隊欲前往殺害。這件

事情被當時的德格王知道以後，就派德格的軍隊前去保護第七世達賴喇嘛，然後把他迎請

到德格來。之後第七世達賴喇嘛就在宗薩寺住了三個月，在佳惹寺也住了一些時候。因為

這個緣故，所以德格王跟西藏政府就產生了很深的關係。因為關係如此深厚，所以有幾世

達賴喇嘛的姐姐或妹妹都嫁給德格王。 

德格法王登巴澤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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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了德格氏族第四十四代，也就是第十二任德格王，人們讚譽他而稱他為大法王登巴

澤仁。他在藏曆第十一個土馬年出生（西元 1678 年），他本身是住地的大菩薩，《文殊

根本續》中即授記：「在金沙江旁會出現一個以『小孩』為名的國王。」登巴澤仁小時候

父母親都稱他「噗仁波切」，「噗」就是小孩的意思，「仁波切」是寶的意思，一直到他

長大以後也都還稱呼他「噗仁波切」，這印證了《文殊根本續》中所載的內容。也因為這

樣的授記，所以大家對德格王登巴澤仁都非常尊敬。 

登巴澤仁從小就自然俱足慈悲心和出離心，雖然出生於貴族也沒有我慢與驕傲，而且

心地柔和。他於赤謙喇嘛桑傑滇巴叔姪跟前精進學習語文讀寫以及五明等學問，特別是醫

方明上的學問。他另外也依止了許多上師，在薩迦巴傳承的有哦巴堪千桑傑彭措、札西巴

滇、堪千桑波嘉稱、袞噶確佩、札西旺秋，在噶舉巴傳承有錫度確吉炯涅、竹旺桑傑嘉措

等，他向這些上師們聽聞領受了所有的灌頂、教授以及顯密典籍的講解。特別是哦巴第三

十代法嗣堪布札西倫祝，以及從雅巄確碟被迎請到康區來說法的蔣貢昂望累貝炯涅，他在

他們的跟前領受了《道果教學釋》的灌頂及教授。在寧瑪巴方面，他從迭千尼瑪札巴和巴

哩日津袞桑偉瑟、佐千第二代久美鐵秋滇津等跟前聽聞領受很多教法。他依止了各個不同

教派的上師，從各個教派的上師跟前獲得了每一派的教法，他可以說是不分教派的一位上

師。 

登巴澤仁雖然是一位在家人，但他從這些上師跟前領受很多教法，不僅是聽聞，不僅

是接受，他還實際去修持，跟一般上師的修持是沒有兩樣的。他每天所要修的法非常多，

可以說是厚厚一大本。這些教法包括甚深上師瑜伽、喜金剛、那洛卡雀、大威德、伏魔金

剛手、馬頭明王秘密儀軌、觀世音生圓次第、白度母等各項儀軌修念、經文唸誦、供讚等。

他每天不間斷地修持，還繞廟、繞塔，此外他每天做十五個擦擦（註）。他一生中完成了

六字大明咒、十字大威德金剛咒、七字護法咒、普巴金剛咒、獅面空行母咒各一億遍的本

尊咒修持。他一輩子就像是個喇嘛，說他是本尊的智慧化身也不為過。 

他於三十七歲繼任為德格王之後，非常精進用功。他依過去先人所說的世間法的制度

法則以及佛陀的殊勝甚深密意等兩種軌則的法律，來治理國家。他有時還喬裝成乞丐離開

王宮，四處乞討，以便詳細體察百姓的苦樂狀況。有一次，他到金沙江的甘透碼頭要坐船

的時候，船夫看到他就說：「哇！你這個頭很像法王登巴澤仁的頭。」在德格王彎身要坐

下時，船夫就用船槳敲了他的頭，後來這個甘透的船夫因此而受到處罰。有一次當德格王

到達瑾蔻的向陽山谷時，一位老太太正敲打著青稞，並將青稞提起去糠。老太太把這些穀

物分成三個等級，德格王就問她為何要如此做。她回答：「第一等級是要給德格王作為繳

稅之用，第二等級是要拿來播種，第三等級是留著自己吃的。」德格王回到王宮之後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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勵這位愛國的老太太，賜與她很多禮物，以表徵皇室對百姓的慈愛與守護。所有百姓都對

噗仁波切很恭敬。 

這時候在衛藏有內戰。在清朝雍正皇帝以精銳的軍隊獲得政權之前，大部分的康區是

由蒙古厄魯特部落所統治。雍正獲得政權之後，派了一位稱作是珠大老爺的人去巡查。這

個人下鄉巡視之後向雍正報告，德格這個地區非常好，這個地方沒有小偷、沒有強盜、沒

有騙子。雍正聽到這個報告之後，就在雍正七年，也就是藏曆第十二個土雞年（西元 1729
年），冊封登巴澤仁為泰安撫司。雍正十年時又封登巴澤仁為所有四十九個土司中最首要

的宣撫司，並且蓋金印授權他為宣撫司，並賜與一百匹布、千兩銀子，而且還下令登巴澤

仁可以管轄東邊從達界鐸（康定）到西邊衛藏的丹梭喇嘉喔這整個地方。雖然雍正皇帝下

了這道旨令，可是登巴澤仁只去管轄一些沒有人管理的區域，還有一些以前由蒙古所統

治，但是因為一些措施失當而讓百姓很不滿的地方。而那些原本就沒有問題的地方，他並

沒有派兵去征服他們。 

登巴澤仁非常護持佛教。他蓋了許多寺廟，比如說德格寺，在德格寺的漢式屋脊兩端

以及中間像瓶子的建物上都鍍了金，還在寺廟最上方蓋了金製的勝利幢。不僅如此，他在

衛藏（後藏）的哦巴寺蓋了一個可以讓很多出家眾來此聽經時住宿的客房。他並且蓋了護

法殿及很多的經堂，還蓋了印經院。除了這些之外，他在朵康這個地區蓋了大概十七間的

寺廟，譬如架哩寺的大殿，還有絨透寺、耶納寺、惹滇寺、敦朵寺、繃宗寺、噶蓮滇寺、

南嘉林寺、滇堅湯寺、八蚌寺等十七座寺廟。他還塑了很多銅鍍金的佛、菩薩、三根本護

法等各種樣態的佛像，其中特別勝出的有三百五十尊。他並且用紅白旃檀木雕刻了兩組千

佛像，用旃檀木雕成一層樓高的佛陀八種塔。另外特別殊勝的是用金泥寫成的《甘珠爾》

和用銀泥寫成的《丹珠爾》。此外，他每年在寺廟啟建時輪金剛的法會，雖然他自己是屬

於薩迦派，但是他會從巴哩寺或埵乍等紅教寺廟邀請喇嘛到德格寺來修法。 

德格印經院 

登巴澤仁最特別的一個事蹟是蓋了「德格印經院」。從藏曆第十二個土雞年（西元

1729 年）開始，共刻了《甘珠爾》一百零三函、薩迦全集十五函，其他還有宗教史、註

疏、上師傳記等六十函，以及《丹珠爾》的前二十函的木刻版。他預定要讓人家來請這印

刻好的《甘珠爾》和《丹珠爾》，然後再把這個收入用來蓋一百零八間寺廟。法王的作為

在護持佛陀教法的士夫中，無人能與之匹敵。土馬年他六十一歲（西元 1738 年）時，在

親見薩迦五祖之稀有境中圓寂，融入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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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德格印經院的發展情形如何呢？登巴澤仁的兒子第十三任德格王拉謙袞噶沁列

嘉措（德格氏族第四十五代）繼續完成了父親尚未完成的《丹珠爾》木刻版共兩百一十三

函，其他還刻了《藏王遺教》、《蓮花遺教（伏藏蓮師本生傳）》、《五部傳記》，以及

藥學的《白琉璃論》、《藍琉璃論》、《除疑論》、《訣竅續補遺》等，還有詩的註解等

三十部書。 

到了德格氏族第四十六代，即第十四任德格王迭噶桑波時，德格印經院刻了《龍欽巴

七寶藏論》、《協謙巴全集》。有關醫藥的有《玉妥十八支分》、八蚌的《診藥二元要訣》、

《千萬舍利》、《達莫（五世達賴的太醫）百冊》等約五十函的木刻版。第四十六代氏族

第十七任德格王是女王噶傑策旺拉嫫，她就位之後刻了《寧瑪舊續》二十六冊、《吉美林

巴全集》九冊、龍欽巴的《喇嘛仰替》和《康卓仰替》、《哦千袞噶桑波全集》與《貢秋

倫祝全集》等木刻版。 

如此經由歷任德格王和部落長的努力運作之後，到現代彙編了《甘珠爾》一百零三函、

《丹珠爾》二百一十三函、《寧瑪十萬續》二十六函、《續部總集》三十二函、《成就法

總集》十四函、《大寶伏藏》七十多函、《長壽儀軌總集》、《大悲儀軌總集》。大師全

集部分有《薩迦全集》、《哦千全集》、《龍欽巴全集》、《吉美林巴全集》、《米滂全

集》、《宗喀巴全集》、《果然巴全集》、《桑傑彭措全集》、《岡波巴全集》、《瑪尼

全集》、《雅敦全集》，噶當《透美全集》、《阿底峽全集》、《阿美滾噶洛椎（阿底峽

弟子）全集》、《種敦巴全集》、《咻千譯師全集》等，範圍涵括四大教派。也有苯教的

全集譬如《龍王十萬頌》等，以及零散的如西藏五大明學處的典籍，無一不俱足，共有二

十七萬塊木刻板。另外還有佛像、本尊、八吉祥圖案等的木刻板有一萬多塊。 

傳說在法王登巴澤仁的時候，在剛開始刻經板的時候，工匠所領的錢，是看他們所刻

的經板能裝盛多少金粉，那就是他們的酬勞。往後就是依照一般的價格來付工資，而且每

一部經文都記載了每一個人的工資以及出資功德主的名字。 西藏歷史的記載中，共有

三大印經院，分別是拉薩的修巴印經院、納湯印經院，以及位於康區的德格印經院，其中

最大的就是德格印經院。而今也只剩下德格印經院，修巴印經院和納湯印經院已經不存在

了。所以現在西藏的佛教傳承裡，德格印經院是最大、最完備的木刻版印經院，也是全世

界最大的木刻版印經院。 

這麼大量的木刻版，在經歷文革等戰亂之後，是如何保存下來的？德格縣的縣長雅凌

多傑在文革時被關在監獄裡面。那時他心裡想，德格印經院非常重要，絕對不能遭到破壞，

所以就偷偷寫了一封信給他太太。有一天當雅凌多傑跟他太太在監獄裡會面的時候，他跟

他太太說：「妳幫我把我這個鞋子拿回去洗一下。」他太太覺得很奇怪，為什麼要洗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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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她猜想裡面一定有什麼東西，所以就把鞋底掀開，果然看到一封信。信上說：「妳無

論如何都要把這封信送給周恩來！」他太太不負使命，最後將這封信送到周恩來手裡。這

封信是請周恩來一定要保護德格印經院，所以周恩來後來下令不可破壞德格印經院。 

現在德格印經院是由德格縣的文化管理局管理，是由國家來管理。它是國家文化遺

產，現在也正在申請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一個木刻版刻好之後，通常可以印幾萬張。不過

因為已經屬於文化遺產，主要的板子現在都不能再印了。 

〈確尊法師口譯，李驊梅整理〉 

 

註：「擦擦」是指泥製的各種小泥佛、小佛塔等物，是一種用金屬模具擠壓成型的脫模泥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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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宗薩薩欽欽哲哲仁仁波波切切  
22000077//22000088 年年臺臺灣灣弘弘法法行行程程  

 
 

一、「三根本」灌頂 
時間：2007 年 12 月 29 日（週六）  下午 3：00 至 5：00 

地點：中華民國農訓協會天母國際會議中心（天母農訓中心） 

臺北市士林區中山北路七段 113 號 

不需事先報名，歡迎參加！ 

二、「三根本」閉關教授 
時間：2007 年 12 月 30、31 日（週日、週一）   

上午 9：30 開始，結束時間屆時由仁波切決定 

地點：中華民國農訓協會天母國際會議中心（天母農訓中心） 

臺北市士林區中山北路七段 113 號  

資格：仁波切要求參加此教授的朋友，必須遵守以下誓句（1）之要求；若您因為家庭及

工作上的困難，無法閉關三個月，也可選擇（2）作為替代。請正視誓句的重要性，

務必確定自己能遵守，再報名參加。 

（1）必須於未來三年內，完成三根本三個月閉關，時間與地點可自行決定。(可以

分數次累計完成三個月閉關) 

（2）或者，每月初十、二十五日要修三根本會供，您可參加中心共修或自己在家

修；並且完成壹億遍蓮師咒持誦。 

報名方法：郵政劃撥：即日起至 2007 年 12 月 18 日止，報名費為新台幣 1000 元整，劃撥

單請註明報名「三根本閉關教授」。依報名次序，優先錄取；若名額已滿，則

不再錄取並且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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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名：中華民國悉達多本願佛學會   帳號：19130051 

請保留收據於報到時換取上課証。 

若報名人數額滿，本會將公告於網站：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chinese/ 

三、 「究竟一乘寶性論Ⅲ」佛學講座 
時間：2008 年 1 月 4 日（週五）  晚上 7：30 至 9：30 

1 月 5、6 日（週六、日）早上 9：30 至下午 1：30 

地點：台北火車站五樓演藝廳（請由火車站東二門入場） 

報名方法： 

（1）郵政劃撥：即日起至 2007 年 12 月 21 日止，報名費為新台幣 500 元整，劃撥單請註

明報名「究竟一乘寶性論」。 

戶名：中華民國悉達多本願佛學會   帳號：19130051 

請保留收據於報到時換取上課証。 

（2）現場報名：依郵政劃撥次序，優先錄取；若名額已滿，則不再錄取並且退費。截止

日期後，若有剩餘名額，可於現場依先後次序報名，至額滿為止。 

若報名人數額滿，本會將公告於網站：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chinese/ 

--------------------------------------------------------------------------------------- 

註：「究竟一乘寶性論」佛學講座為第三年的連續性教授，若您需要請購仁波切 2006、2007

年教授的 CD，可以至以下流通處： 

曲翔錄音公司 : 台北市金門街 9-18 號 1 樓 

佛化人生 : 台北市羅斯福路三段 325 號 6 樓之 4 

波達拉藝品 : 台北市大安路一段 51 巷 4 號 2 樓 

全德佛教文物 : 台北市光復南路 49 號 

 

歡迎大家隨喜贊助仁波切此次來臺灣的弘法活動，如蒙捐款，請註明「贊助弘法活動」並

匯至以下郵政劃撥帳號： 

戶名：中華民國悉達多本願佛學會  

帳號：19130051 

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chinese/
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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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讀誦誦佛佛陀陀話話語語  
撰文：Maggie Westhaver 

 

宗薩欽哲仁波切於二○○六年十一月十九日至二○○七年二月十四日，在印度炯達拉

〈靠近比爾〉的確吉羅卓辯經學院，給予完整的《甘珠爾》的嚨〈口傳〉。仁波切以「光」

的速度唸誦，中間只停了三天。我們這些參加者每天都會有一些疑問：《甘珠爾》到底是

什麼？仁波切今天讀誦了些什麼？仁波切怎麼能夠每天都唸得這麼快？仁波切為什麼邀

請我來？ 

《甘珠爾》是釋迦牟尼佛開示的結集，它分為經、律、論三個部分，包含所有印度密

續的根本經典，例如《喜金剛》和《勝樂金剛》，還有如金剛手菩薩和大威德金剛等本尊

的咒語。 

接受「嚨」是藏傳佛教三部曲的重要部分，它介於「旺〈灌頂〉」和「企〈教授〉」

之間。在這之前，我們當中許多人認為，「嚨」是西藏特有的儀式，但現在就我個人而言，

我相信接受「嚨」有強大的轉化作用，我無法確實敘述，那只能體會。它當然不只是坐在

那裡，聆聽某個人用別國語言讀誦一些東西；雖然在技術上，接受嚨時，我們是得聽到它。 

在傳誦《般若八千頌》時，仁波切給了一個簡要的開示。他說：「願這短短的摘錄能

讓你們體會到，聽聞佛陀的話語是多麼有意義，以及它對我們的修持和了解佛法有多重

要。」 

「佛陀跟舍利弗談到聽聞這些教法的重要性──如果你對於自己為什麼坐在這裡感

到疑惑，這也是你應當知道的。佛陀說：『舍利弗，如果你能夠邀請過去、現在、未來一

切諸佛一起享用午餐和晚餐──不只是一天兩天，而是月復一月、生生世世──這樣做必

定會產生極大的功德，你說是不是呢？』舍利弗回答：『是的。』然後佛陀繼續說：『但

是這個功德與讀誦這些經文的功德相比，或甚至跟只是偶然聽到這些經文而沒有去思惟它

相比，後兩者的功德將超越前者的功德，而且這功德將持續不間斷。』」 

〈本文譯自英文版 Gentle Voice 第 27 期，陳志銘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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