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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內觀觀禪禪修修  ────  毗毗婆婆舍舍那那  
■ 開示：宗薩欽哲仁波切  

 

我們馬上要開始禪修。那些已經學過禪修的人知道要怎麼做；對於初學者，把脊背坐

直，把臀部墊高，讓它比腿還高，都是不錯的方法。 

你可以呼吸；如果需要，可以眨眼睛或吞口水。除此之外，在我說結束之前，不管發

生什麼事，都不要動。即使覺得哪裡癢，也不要去抓，只要看著那個感覺。如果沒有特別

的事情發生，不論當下生起什麼念頭，就只是看著它。不需要想過去的事，也不需要計劃

未來。如果沒有念頭，那也很好。如果你的腳踝酸痛，或覺得想咳嗽，不要動，不要清喉

嚨。如果你忘記關手機，而它響了，不要去關，只要看著這個內疚不安的感覺。基本上，

什麼都不要做。你所必須要做的只是保持覺知。好，我們就開始了。 

你們或許知道，一些國際主要報紙報導過，禪修有益健康。現在科學家們也了解到，

禪修有益於紓解壓力、放鬆身心等等。如果你是佛教徒，真正的佛教徒，那麼，我們不是

為了健康，也不是為了放鬆身心。誰在乎你是不是神經緊繃，因為當人們說到放鬆，那意

思是短暫放鬆一下，然後又再回到狂亂不覊，不是嗎？所以在短暫的冬眠之後，他們可以

做更多傷害自己和別人的事，這就是他們尋求放鬆的原因。如果你真的是釋迦牟尼佛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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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者，保持放鬆或免於緊繃不是你的目標，或至少你對放鬆和緊繃的定義應該有所不同。

什麼是神經緊繃？依照佛陀的看法，任何分別都是緊繃。凝視日出或日落可能是緊繃，依

據佛陀的教導，這比較像是緊繃，而不是放鬆。什麼是放鬆？離於分別的心才是放鬆。以

這樣的概念，我們才是在尋求究竟的放鬆。我們真的想要去除一切緊繃的根源，亦即「分

別」。 

禪修是一種方法。你可能會納悶：「它如何幫助我們發現佛性？」它的作用非常大。

事實上，像我們剛剛進行的禪修可能是最安全、經濟、方便、容易使用的方法。目前，每

當念頭生起，我們就跟它交織、交配。我們可能有許多不同的交配方式，正面的方式像是

欣賞日落、做愛、做慈善、或擁抱。或者可能是極為凶惡的強暴方式，比如當瞋心生起，

你心裡想：「噢，這樣不好」，於是因為你的瞋心，沮喪、內疚、氣憤都隨之而來；這就

是我所說的強暴，你在強暴你的念頭。不管哪一種情況發生，你都忘記戴保險套，而且你

像隻兔子，每回你都可以達到九次高潮，這些高潮的每一滴都生出許多兔寶寶。這就是為

什麼一直會有兔子在你腦海裡跑來跑去，所以你看不到佛性。我們剛剛的禪修方法——不

管發生什麼，只是看著，即便這個「看著」就已經有點像是交配，但在目前這個階段沒有

關係，這是你唯一能夠進步的方法。如何進步呢？你開始學習如何忽視念頭。 

什麼是「忽視」？這麼說吧，如果你在宴會上忽視一個人，這是什麼意思？這意思是

說，你知道他在那裡，但是你沒有直接看著他，是不是？這是我們所說的「忽視」。如果

你根本沒看見他，就不能算是忽視他，對吧？那只是單純的沒看見他而已。禪修的時候，

你看著念頭，知道它們在那裡，但你忽視它們。你沒有款待正面的念頭，也沒有勸阻負面

的念頭，就只是看著，所以你沒有跟它們交配。沒有交配，就沒有繁殖，沒有一群兔子，

如此一來你就不那麼忙碌了，因為你不必去追逐或餵食這些兔寶寶，你會非常自由。這就

是禪修的理由。 

禪修顯然是個好東西，但要持之以恆卻不容易。缺乏紀律、缺乏熱誠、缺乏環境，都

使這件事很困難，主要是缺乏紀律。持續性則是關鍵，如果禪修數小時，接著幾個月都沒

修，你就退回到起點了。如果每天禪修五到十分鐘，持續大約一年，你就會對禪修產生一

些喜悅和熱忱。那種喜悅是很難產生的，因為禪修很無聊，它沒有一點娛樂性。什麼都不

做是很困難的，禪修是什麼都不做的藝術，尤其是對追求迅速效果的現代人來說，它真的

很難。事實上，禪修的效果很快就出現，但它的效果非常微細。我們喜歡具體、生動、明

顯的效果，喜歡普拿疼這種止痛劑，這就是現代文化。所以，尤其在剛開始，要建立這種

喜悅是不容易的，因為禪修的效果那麼微細，縱使它已經出現，但卻無法看得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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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看著一般的、粗顯的念頭，這還算容易。假設你正在禪修，忽然聽到小孩尖叫，

這尖叫聲觸怒了你，你就只是看著這個惱怒。這樣很好，就是應該這樣！但接著，有許許

多多其他的念頭生起，它們過來，它們離去，這樣來來去去好幾回，而你都沒有察覺到它

們，這些是非常非常微細的念頭。後來當你察覺到它們的時候，二十分鐘的禪修大概已經

過了十五分。白日夢，由極微細的念頭所造成的全然渙散，這些都不像是覺知到由小孩尖

叫聲所引起的惱怒那麼容易。接著發生什麼事？你感到後悔。後悔的時候，你又在交配了。

後悔是另一種交配，「噢，我不該有這些念頭，我應該專心禪修才對。」這個時候，你應

該也只看著「後悔」。事實上，這個交配的傷害性小多了，因為沒有那麼親密。有一種更

糟糕的情況就是，當你感覺這次真的沒分心：「哇！我完全覺知一切，沒有分心。」這時

候你其實是在交配，非常親密地交配，很難鬆開，你很想停留在這種狀態之中。 

不管怎樣，如同我剛才說的，禪修的持續性很重要，時間短、清楚、但次數頻繁。依

照龍欽巴的開示︰「時短而次數多」。時間長卻僅修一次，不會有太大效果。每天持續，

不要限定只在早上或晚上才修，每當你能坐著時就應該修。一陣子之後，你甚至可以站著

或在跳舞的時候禪修。但對於初學者，打穩基礎比較好，所以我認為先坐著修很重要。 

禪修時，如果覺察出妄念，正知就在那兒。但有時候，對強烈的煩惱可能會有困難。

如果妳發現妳的男朋友欺騙妳，妳卻試著運用毗婆舍那，那是相當困難的，因為我們的驕

慢，所以有清償宿怨或尋求報復的習慣。或者，如果家庭出了問題，雙方都知道分手是唯

一辦法，但倆人都在等待看誰先說「我們分手吧」。剛開始時，專注很困難，因為心總是

追逐問題。不過，假設你是比較成熟的禪坐者，當忌妒、佔有、驕慢、不安在禪坐中生起

時，你只是看著它們，這樣很好。可是當鬧鐘一響，你立刻回到「好，現在我們要做什麼？」

（仁波切一手握拳打在另一手的手掌上）的狀態去了！ 

只是看著，不投入、不交配，慢慢地你會變得更熟練，座上禪修和座下禪修之間的壁

障會漸漸垮掉。目前，座上禪修和座下禪修之間隔著一面很大的牆。不過沒關係，我想你

們需要它，否則初學者沒辦法開始。一段時間之後，這面牆會開始垮下來。 

座下的時間，當你被忌妒惹惱時，你會懊悔、內疚、失望、挫折：「為什麼我沒有保

持專注？」一方面，你知道不該捲入或與這個問題交配；另一方面，你仍將繼續捲入眼前

的問題。當這種情形發生時，就應該受獎勵了，因為你那時已經修得不錯了。假設你一天

可以數到十次挫折、失望或內疚，那就很好了，至少有點禪修者的樣子。當你因為分心而

感到挫折，這是什麼意思？想想看！當你知道分心時，這自然意味著你知道什麼沒被分散

注意，你就接近智慧了。所以，祝你一直感到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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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婆舍那」的意思是非凡的了悟或深透的洞悉，因此稱為「內觀禪修」，它基本上

是禪修智慧。智慧與佛性是一件東西的不同名稱。現在你明白了，佛性或智慧，毗婆舍那

的那種智慧，不是任何超乎自然、超乎常人、非常神聖，或是某種需要培養的東西。我們

到底在說什麼？我們說的是，「智慧已經在那兒。」它就像一股清泉，但為什麼我們體驗

不到？因為我們一直攪和在交配當中。那麼要如何才能體驗智慧呢？要藉由什麼都不做，

藉由不攪和，藉由隨它去。當你不再交配，不再隨著一個念頭而起心動念，無判斷的智慧

就出現了。這個智慧是什麼？就是無分別，不是嗎？那麼無分別是什麼意思？以非常粗略

的形式來說，無分別基本上就是不判斷。你所要做的就只是看著，不要涉入，不要動念。

看著念頭，但忽視它們，不作判斷。這可能只有非常短暫的片刻，但在這個只是看著、什

麼都不做的片刻裡，你已經體驗到無分別，已經體驗到智慧。這就是我們所要培養的，也

是你們必須去做的。多麼奇妙的修道啊！不會失去任何東西，卻得到所有東西。得到什麼？

我們全都是有控制癖的人，對吧？我們都希望下命令，都希望成為操控者。要如何操控呢？

用這個方法〈譯：毗婆舍那〉。如果你起心動念，就沒有獲得控制權，對吧？慢慢地你會

成為操控者，這對於像我們這種有控制癖的人來說是再完美不過了。你們都將會坐在駕駛

座上，先忘掉開悟這檔事，就只去做個厲害的操控者。這個方法有效！ 

 

〈宗薩欽哲仁波切於 2006 年 5 月 24 日在澳洲新南威爾斯的拜倫灣佛教會(Byron Bay 
Buddhists)給予這個開示。此開示已由澳洲悉達多本願會製成 DVD，詳細資料請參考悉達

多國際網站 siddharthasintent.org，並點選 Teachings。這個摘錄由 Lynne Macready 謄寫

編輯而成，刊載於英文 Gentle Voice 第 29 期，陳志銘中文翻譯，馬君美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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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位位利利美美運運動動大大師師的的傳傳記記略略說說  
 
■ 講述：洛熱老師 

■ 日期：2007 年 7 月 6,7 日 

蔣揚欽哲旺波 

外傳 

蔣揚欽哲旺波（以下稱「尊者」）出生於東藏德格縣靠近宗薩寺的頂構家族，頂構是

德格王一位大臣的家族。尊者出生於西元一八二○年（藏曆第十四個鐵龍年），父親名為

仁謙汪嘉，母親名為索南措。這個家族的孩子若要出家就必須在宗薩寺出家，因此尊者九

歲時進入宗薩寺。 

可以確定過去生中是尊者慈悲化現者，在印度有蔣巴謝念（文殊友）、大班智達貝瑪

拉密渣（無垢友）、多傑直布巴（印度八十四位成就者之ㄧ）等；在西藏則有法王赤松德

真、種敦巴、無比岡波巴、至尊札巴蔣稱（薩迦三祖）、大成就者湯東嘉波、遍智龍欽巴、

持明吉美林巴等。許多化現隨尊者的憶念而顯示，這在尊者的本生故事中有所記載。 

尊者在很小的時候就經常親見到本尊及上師。他從小就非常聰明，懂得很多道理。小

時候他就記起自己過去世曾經是貝瑪拉密札、赤松德真王、吉美林巴。他十二歲時由薩迦

塔澤堪布蔣巴袞噶滇津認證為塔澤堪布蔣巴南卡企美的轉世，從此之後就被稱為塔澤祖古

或是塔澤夏仲。 

尊者雖然出生於大家族，是一位地位很高的轉世祖古，可是他不會表現出他是一個大

家族之子，也不會表現出他是一個大仁波切的樣子，他總是以一般的出家眾自居。 

尊者曾經兩次到衛藏地區，甚至到達不丹的賁塘。旅途當中他不騎馬，也沒帶很多侍

者，只帶了一位。如果以直線的距離來計算，去的路程有兩千公里；但若是依走路的路線，

因為繞道鄰近很多地方，所以單程大概有三千公里，回程又有三千公里，所以來回一趟就

是六千公里。他總共去了兩次，所以就是一萬二千公里，全程都是徒步而行。他徒步走了

一萬二千公里，主要在做些什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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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尊者的早期，傳記裡寫到，其一生中依止了一百五十多位上師，聽聞各派教法而

具備不分教派的顯密學理。他對一切宗義都極為善解，不僅聽聞了八大道統的法教，也做

了很多本尊的修持。但到了尊者的後期，傳記裡說他依止了二百位上師。在蔣貢康楚仁波

切所寫的尊者傳記裡面，也提及尊者一生當中依止了二百多位上師。總而言之，他在一生

中依止了寧瑪、噶舉、薩迦、格魯各教派共二百多位的上師。他最主要是先依止這四大教

派的上師，尤其是一些傳承即將要斷的一些法教的上師，再接受這些法教的灌頂和口傳。

尊者在白天領受完教法，就在當晚點油燈把白天所受的法教用手寫下來，那時候是沒有電

的。因為每天寫，所以行囊就越來越重，他背著這個行囊到處去依止上師求法。 

尊者學習哪些學科呢？像是醫明、工巧明、因明、內明等等，他都加以學習。有關內

明，也就是佛法，他顯教、密教都學習，他這一生中花了十三年在學習。尊者不只是向上

師學習，還實際修持自己聽聞到的這些教法，他實際修持的時間長達十六年之久。尊者接

受這些教法以及實際修持是他四十歲以前所做的事，四十出頭之後就足不出戶在所住的地

方自己修持、著述，以及為他人灌頂、口傳或給予教授。 

尊者依止各派的上師，接受各派的灌頂及口傳，他所接受的灌頂、口傳之教法，合起

來大概有七百冊左右。不管是舊譯派還是新譯派教法，他修持的時候都是依其教法中所說

的修持。他傳授各派教法時，也是依循各個教派的教法而灌頂、口傳或教授。蔣貢康楚所

寫的有關尊者的傳記，其內容非常詳細，若要全部講，我們沒這個時間，所以無法講述全

部經過。 

尊者經過長時間的學習和修持，大家都能看到他眾多的成就徵兆。尊者所尋獲的一個

伏藏教法是跟修持上師有關的四個法，其中一個是《湖生寧體》。他密修《湖生寧體》時，

鈴杵在空中不會掉下來，這就是一個徵兆。尊者所呈現出的成就徵兆非常多，在此不一一

講述。 

他親見到很多本尊，也得到許多本尊的授記，不過對於這些事情他都保密不跟別人

說，只告訴蔣貢康楚和迭千秋久林巴少數幾位。這些事情在尊者的傳記裡可以看到，現在

先暫時不提，後面講到尊者擁有七種不同的傳承法教時，我會提幾則讓各位知道。以上所

講的是很簡要的尊者的外傳。 

尊者有哪些弟子呢？第十四世、十五世大寶法王和第十世、十一世泰錫杜仁波切，這

些大上師都是他在噶舉巴的弟子。至於寧瑪巴，其主要的七大寺廟──多傑札、敏珠林、

巴哩、雪謙、卓千、噶陀、白玉──這些主要寺廟的大上師們也都是他的弟子。他在薩迦

巴的弟子包括當時的赤千札西仁千等主要寺廟的住持和大師們，如哦巴、擦巴等的大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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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都是他的弟子。在格魯巴，東袞赤巴、札雅蔣袞、甘丹赤巴都是他的弟子，還有里塘

蔣袞、里塘堪千蔣巴彭措、大諾門汗等。以上所說這些都是他的弟子。他另外還有特別的

親教弟子，如蔣貢康楚、羅迭旺波、大掘藏師秋久林巴、局米滂、安宗竹巴、多竹滇尼、

噶敦昂旺雷巴、札雅董甘赤巴、噶陀錫杜仁波切等。這些在蔣貢康楚所寫的蔣揚欽哲旺波

外傳中皆有記載。 

內傳：七不共傳承教法 

講到尊者內傳的部份，就是有關他自己所擁有的七種不共傳承的教法。 

第一種是先前提過的，他曾兩次到前藏、衛藏及康區去尋訪上師，求取八大教派道統

的教法傳承，這些教法是從釋迦牟尼佛以來一代一代傳到尊者的身上；這是第一種傳承。

過去在佛陀時代，並沒有所謂的八大教派道統的說法，後來這些教法從印度翻譯到西藏

時，由於翻譯時間的先後以及教授口訣的不同，就分成了八派。八派就是寧瑪巴、噶當巴、

囊覺巴、噶舉巴、香巴噶舉、希解巴、敦扣巴、念竹巴，這八派的教法都傳到了尊者身上。

這是第一種傳承，稱為教傳遠傳承。不僅是教傳遠傳承法教傳到尊者的身上，而且這些教

傳的近傳承法教也傳到尊者身上。 

這些傳承是如何傳至尊者身上呢？讓我舉一些例子。尊者十六歲時，在藏曆初十的一

大早，他看到一個淨相：他來到蓮師的淨土──蓮花光。他在蓮花光淨土看到一塊大岩石，

岩石裡面白雲密布，密布的白雲中央是蓮師，蓮師的周圍有很多空行母圍繞。蓮師為尊者

灌頂授記：「將來會有七種傳承的法教傳到你身上。」此時，蓮師眼睛看著上方，對尊者

說了以下四句話：「不執著所取的境，不雜染的能取的分別念〈也就是沒有能所的分別〉，

明空赤裸地住於本源，保持在住於本源的不造作狀態中；過去、現在、未來三世諸佛都是

依此而成佛。」蓮師說完這些話之後，連同其周圍的眷屬整個融入尊者身上，這時蓮師的

心和尊者的心合而為一，沒有任何差別。尊者在當時有這種覺受證量現起，他證得本淨的

實相，而且所證得的境界非常穩固。這就是尊者得到蓮師授記，說他未來將會得到七種不

同傳承法教的預言。還有很多的授記今天暫且不談，以上這個就作為代表。 

另一個事蹟是當尊者十五歲時，他在淨相中見到自己到達印度的金剛座，也就是釋迦

牟尼佛成道的地方。他在金剛座看到九層宮殿，就從最底層往上爬到第八層。到第八層時

他看到了文殊友，文殊友呈現的是班智達的樣子，其（文殊友）周圍有許多經書堆疊在一

起。這時尊者非常恭敬地向文殊友祈請，因為非常恭敬地祈請，所以文殊友左手拿起一冊

《般若八千頌》，當他把這本《般若八千頌》放在尊者頭頂上時，尊者得到了因乘般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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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蜜乘的所有一切教法和口傳。文殊友的右手也拿起一本經書《大圓滿金剛薩埵心之境》，

當文殊友將這本經書放在尊者頭頂時，尊者獲得了密咒金剛乘總的，特別是大圓滿的心

部、界部、口訣部所有一切的文字跟涵意的灌頂。之後文殊友也為尊者作了一些授記，可

是到底做了哪些授記，傳記裡並沒有記載。當授記完畢，文殊友化光融入到尊者身上，此

時尊者入到無分別的禪定。尊者從無分別禪定中出來後就往下走，當他走出大門時，看到

燃燒的火，他不由自主地走進火中。他的身體在火中被燃燒著，粗的身蘊在火中燃燒後現

出光蘊身，他心中現出一念，刹時他了知自己是貝瑪拉密渣。 

西藏宗薩寺的一些年紀較大的喇嘛間談說著，尊者行走的時候並沒有影子；不過尊者

的傳記裡並沒有如此記載。我們在太陽底下會有影子，可是尊者沒有影子。他的一位侍者

娘喇洛哩桑波曾說，如果他要從屋子裡到屋子外頭，不需要經過門就可以到外面去了。這

是他的侍者說的，究竟如何就不知道了。像這類的事蹟有很多，我們只能簡單地舉幾則來

講。 

接下來要講的是尊者所領受到的法教。他在宿巴亞謝（宿氏父子）上師跟前領受《大

幻化網》這個法教；在索耶謝汪秋上師跟前接受了《獨巴鐸（集經）》，這是密續的典籍；

在蓮師佛父、佛母跟前接受、聆聽了《空行寧體》的所有法教；在龍欽巴跟前領受了《龍

欽寧體》的一切法教；在種敦巴的跟前接受了噶當巴的一切法教；在卓密譯師等薩迦派的

上師跟前接受了《喜金剛》、《道果》的法教；在薩迦初祖薩千貢噶寧波的跟前接受《普

巴》和《道果》的法教；在馬爾巴譯師及墨卻固多傑跟前，接受到馬爾巴譯師所翻譯傳下

來的《喜金剛》和噶舉巴的所有法教；在湯東嘉波跟前領受了所有香巴噶舉的法教；在克

珠千波南嘉的跟前也領受了香巴噶舉的法教；在竹千當巴桑傑跟前接受到希解巴的所有法

教；在瑪姬瑙準的跟前領受施身法的法教；在法王日滇跟前獲得《時輪金剛》的法教；在

讓炯多傑和竹千烏堅巴跟前獲得念竹巴的法教。剛剛所講的在什麼時候、什麼樣的情況下

接受哪一派的教法，在尊者的傳記裡都有詳細記載，這裡僅是很簡略地提到。 

以上就是八大道統近傳承法教傳到了尊者的情形，也就是七種傳承中的第一種傳承

「教傳法教」是如何傳至尊者的情形。 

還有其他六種傳承的法教，這六種傳承的法教都是尊者所尋獲的伏藏教法。第二種傳

承的教法是從地底下所尋獲出來的伏藏教法，稱為「地伏藏」。所謂的「地伏藏」就是蓮

師和依喜措嘉佛母當時所埋在地下、岩石中、或湖泊裡的伏藏教法。當蓮師和依喜措嘉佛

母還在西藏的時候，就曾對一些弟子們說：「我的某一個法，你們在未來的某一個時候將

其尋獲出來。」他們為這些弟子們灌頂、口傳這些未來弟子們所要尋獲的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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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者小時候曾在他家鄉的一個岩石中尋獲了《札松碟謝堆巴》的伏藏教法。當尊者去

桑耶的時候，一個空行母給了他一根神的手指，他將指頭打開時，發現裡面有很多教法，

其中有一個是《觀音心性》修習的教法。尊者所尋獲出的「地伏藏」非常多，我們沒有辦

法在這邊一一地講完。「地伏藏」除了教法之外還有佛像，尊者在噶莫達倉（蓮師勝地，

鄰近西藏宗薩寺）也尋獲了一尊忿怒蓮師的像，這尊像非常好，我們到現在還可看得到。 

有一年的藏曆十月十一日，尊者和秋久林巴來到興給雍措湖。因為正值冬季，整個湖

面都結冰，他們在這個冰上打了一個洞，然後從洞中尋獲出教法、佛像以及黃金。他們是

在眾人觀看之下從湖中取出這些教法、佛像和黃金，當時所尋獲的黃金由尊者、秋久林巴、

蔣貢康楚羅卓他耶、以及德格王平分。那時恰巧在宗薩寺有一個佛殿要畫佛像，尊者所分

得的黃金就全部用在這大殿的佛像上，這些黃金剛剛好夠用。從前並沒有照相機，但在宗

薩寺有一些圖片，記載著尊者在興給雍措湖和噶莫達倉是如何尋獲這些伏藏法教、佛像。

裡面記載得很詳細，上午的情況如何，到了下午情況又是如何。尊者所尋獲的「地伏藏」

教法及佛像等的情形，要講的話一天也講不完，所以在此僅舉前面這兩個例子。 

第三種傳承的法教稱作「伏伏藏」（或稱再伏藏）。「伏伏藏」是什麼意思？就是過

去蓮師把這個教法埋藏起來，待日後有掘藏師把當年蓮師所埋藏的教法尋獲出來，利益當

時的許多眾生；之後這個掘藏師又把這個教法埋藏起來，等到適當時機由尊者再次把它取

獲出來。現在各位所修的《札松基助〈三根本〉》就是「伏伏藏」的教法，這個三根本教

法九百年前由掘藏師桑傑喇嘛所尋獲出來，在利益了當時的眾生之後，又再次把它埋藏起

來。其他有些情況是空行母直接把經典交給尊者；有些是空行母在尊者面前展示空行文

字，就好像是看電影，尊者看了之後，馬上把他所看到的空行文字、把看到的教法寫下來。

「伏伏藏」的法也是非常多，我們在此不一一講述。 

接下來第四種是「意伏藏」的法教。「意伏藏」的法教是怎麼來的？就是當年蓮師和

佛母依喜措嘉把一些法教埋藏在赤松德真王的心中，到尊者這一世時就在尊者心中湧現出

來，這就是所謂的「意伏藏」法教。我來講一個「意伏藏」的故事。尊者二十九歲時，來

到桑耶寺的蓮師湖生金剛像。他在蓮師跟前祈請，然後親見到蓮師湖生金剛，蓮師就傳給

他《湖生寧體》的教法。尊者也尋獲出許多「意伏藏」的教法。 

第五種傳承是「隨念傳承」法教。怎麼說呢？尊者在過去世接受了什麼教法、修持了

什麼教法，現在想起來就把它寫下來；這是屬於「隨念傳承」的法教。當尊者到衛藏的璋

維這個地方時，他想起自己過去世曾是傑尊千波的弟子，一個名叫巴吉洛椎瑪的女子。他

憶起當時的種種情形，因此就尋獲出《傑尊寧體》的教法。傑尊千波一百二十五歲時在璋

維成就虹光身，傑尊千波就是傑尊興給汪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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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來是第六種傳承：「淨相傳承」。所謂的「淨相」，就是當尊者眼前所有不清淨

的相全都消融掉，然後顯現出本尊、或上師、或淨土的清淨之相。我舉一個「淨相」的例

子。尊者十五歲時，在長壽法閉關期間的初十早上，他一大早在淨相中見到企美明達拿娃

和謙佑旃雜利。尊者看到謙佑旃雜利的時候，長壽佛為他灌頂、教授，然後他把所得到的

教法寫下來，於是就有了長壽佛母及長壽佛修持的教法。有關「淨相」法教傳承的例子，

還有一個就是尊者在淨相中得到的《龍欽寧體》的拉助聽列嘉千的上師相應法。 

第七種是「耳傳承」法教。尊者見到許多本尊、上師，當他們傳授法教給尊者時說到，

這個法只能夠口耳相傳，不能同時對很多弟子傳授，上師只能夠對一個弟子傳授；這樣的

法教稱為「耳傳承」的法教。「耳傳承」的法教包括八大法行的教法，還有《涅諦普巴》、

《興皆圖諦》等的教法，這些都屬於「耳傳承」法教。 

教法的集結 

第一種「教傳教法」是如何集結在一起？是由尊者與蔣貢康楚仁波切兩人將教傳教法

集結在一起，成為現在的《當昂擷（藏語音譯）》，或稱作《教誡藏》。《教誡藏》總共

有十本，裡面集結了八派道統的教法，這也是是蔣貢康楚五部大藏裡的其中一部。為什麼

《教誡藏》是尊者七種傳承教法中第一種「教傳傳承」的教法呢？因為尊者曾經兩次到衛

藏康這些地區尋師，接受法教。他接受完這些法教和口傳之後就寫下計畫，也就是把這些

法教要如何編撰寫下來。他寫完這個計畫之後，就把所接受到的教法、灌頂、傳承都一一

傳給蔣貢康楚，所以後來就由他們兩位一起合作完成這部《教誡藏》。 

還有另一個屬於第一種教傳的傳承法教是《續部總集》，這是由尊者和洛迭旺波兩位

集結出來的。《續部總集》共有三十二本，裡面所含各教法的灌頂及口傳，尊者在接受之

後都傳給洛迭旺波，並寫下《續部總集》該如何編撰的計畫，然後交給洛迭旺波去完成。

《續部總集》的目錄當中說明其集結者包括尊者、洛迭旺波以及塔澤南卡企美三位；其中

最主要的是洛迭旺波，他是尊者的弟子。《續部總集》的內容就是八派的法教，共有三百

個左右的壇城，其包含每一個壇城的製作方法、灌頂的方式、以及如何修持儀軌。這是《續

部總集》的內容。 

此外，《修法總集(成就法總集)》有十四本之多，這套《修法總集》最主要是由尊者

完成，當然蔣貢康楚和洛迭旺波兩人也有幫忙。《修法總集》主要內容包含八百多尊本尊

的修持方法以及隨許灌頂。另外還有《道果教學釋》，大概有二十多冊，由尊者和洛迭旺

波合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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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當時可以說是一個團隊，主要掛名的是蔣揚欽哲旺波、蔣貢康楚、洛迭旺波，

除了他們三人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的工作人員。這個團隊裡面最主要的是尊者和蔣貢康楚

兩人，他們是不分教派的主要兩位上師。何以如此說呢？因為他們兩位是將各派的教法全

部集結成冊的先驅，被稱為不分教派的上師其原因在此。上面所講的是第一種教傳教法集

結的情形。  

其他六種傳承都是伏藏教法。一九八七年我到尼泊爾時，請頂果欽哲仁波切把伏藏教

法的目錄寫下來，然後我們就可以依此收集，到目前為止總共收集到十五本。我們已經印

了兩次。當然還有尚未收集到的，現在這個工作由堪仁波切（堪布貢噶旺秋）(註) 負責，

將來會有二十本之多，我們會把它完成。欽哲仁波切（第三世）有一次回到西藏，把這十

五本伏藏教法的灌頂在一個月內傳完。這就是尊者的七種不共傳承法教的情形。 

其他事績 

除此之外，尊者還有一些較小的事蹟。在其一生當中，他塑了大約兩千尊的銅製佛像，

在這些銅製佛像上塗金。他一生中刻了四十本經函的木刻版，請人手抄或印製的典籍也有

二千冊之多，現在都存放在宗薩圖書館。他一生中總共蓋了一百座塔，包括德格寺的一座

大塔，並且建了十三間寺廟。 

以上這些就尊者而言是比較小的事蹟，可是對我們來說卻並不是小事而是大事。做這

些事情的經費並不是尊者募集來的，而是別人供養他的。他沒有把人家供養的錢隨意花

掉，反而全部用來從事這些事。他也用這些錢作為寺廟中修持大法會的經費，還把一部分

的錢供養給其他寺廟。 

尊者在世七十三年，於一八九二年圓寂。他的傳記裡面記載，他圓寂時融入五臺山的

班千貝瑪拉密札心間，而且將來在西藏會有五位轉世出現，利益各派的教法。這五位轉世

包括宗薩寺的蔣揚欽哲確吉羅卓、八蚌欽哲、卓千欽哲，還有薩迦貢瑪以及頂果欽哲仁波

切，他們對西藏的教法都有極大的貢獻。 

問與答 

問：根據敦珠仁波切的《西藏佛教史》，關於「隨念傳承」《傑尊寧體》的部分，尊者憶

念起自己是傑尊興給汪秋，這跟洛熱老師所講的好像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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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應該是主眷為同一個，也就是說，傑尊千波和康卓瑪巴吉洛椎瑪他們的體性是同一個。

剛剛所說的杰尊千波的女弟子康卓瑪巴吉洛椎瑪，曾經是蔣揚欽哲旺波某一世的轉

世，另有一位掘藏師的太太多傑措也是蔣揚欽哲旺波過去的一世；他的傳記裡面記載

他過去曾經有兩世為女身。除了這兩個之外，他也有可能在其他世化現為女身。 

問：請問總共有幾種版本的蔣揚欽哲旺波傳記？ 

答：關於尊者的傳記有很多版本，由蔣貢康楚所寫的《蔣揚欽哲旺波傳記》可以說是最詳

盡的。《大寶伏藏》有一百位掘藏師的傳記，裡面也有一個很簡短的蔣揚欽哲旺波的

傳記。另外多珠滇貝寧瑪也寫過一個短篇的蔣揚欽哲旺波傳記，還有雪謙嘉察也寫

過；再來就是堪布貢噶旺秋寫了一篇有關蔣揚欽哲旺波過去世的情形，這也是極為簡

短的。蔣揚欽哲旺波自己也寫了一個短短的自傳，其他有關蔣揚欽哲旺波的傳記就都

是以此為依據。跟蔣揚欽哲旺波傳記有關的其他上師的傳記包括蔣貢康楚、秋久林

巴、昂旺雷巴、洛迭旺波這些上師的傳記。另外，《續部總集》、《修法總集》、《大

寶伏藏》、《教誡藏》，它們的目錄中也都提到蔣揚欽哲旺波，其中有關傳承上師的

名字，都提到跟蔣揚欽哲旺波有關的部份。我自己也寫蔣揚欽哲旺波和確吉羅卓的傳

記，曾經在西藏民族出版社以及印度出版過。 

問：剛剛提到有一位欽哲仁波切的轉世在薩迦，請問是哪一位？ 

答：就是彭措，他是在美國的薩迦法王達欽仁波切的父親。 

問：蔣揚欽哲旺波跟隨的上師有二百多位，其根本上師是哪幾位？ 

答：他的根本上師在薩迦巴是蔣巴貢噶滇津（哦巴的塔澤堪布），還有薩迦的札西汪秋也

是。在寧瑪巴是敏珠林赤沁貝瑪南嘉，多珠吉美沁雷偉瑟，還有一位寧瑪的上師吉美

佳威紐固。他在白教裡面最主要的上師就是蔣貢康楚。在格魯巴有里塘堪千蔣巴彭

措，這是他在黃教裡面的根本上師。這些都是他的上師也是他的弟子。還有在敏珠林

的沁雷秋準也是他的上師，這是一位女上師。 

以上這些是他二百多位上師中主要的上師。在這些裡頭最主要的有四位，一位是蔣貢康楚

羅卓他耶，一位是吉美佳威紐固，一位是多珠吉美沁雷偉瑟，另外一位是哦巴塔澤蔣巴貢

噶滇津。除了蔣貢康楚之外，其他三位是我自己認定的，蔣揚欽哲旺波的傳記中並沒有如

此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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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貢康楚羅卓他耶 

蔣貢康楚羅卓他耶是佛陀在經典中授記的一位上師，是釋迦牟尼佛時代的阿難尊者，

也是西藏大譯師貝若嘉那的化身，其本生故事非常的多。 

蔣貢康楚羅卓他耶（以下稱尊者）於西元一八一三年出生在德格縣冉架，他從小就跟

一般孩子不同。他在雪謙大班智達久美突竇南嘉跟前聽聞教法，範圍從一般共通的五明學

科到不共的大圓滿教法。他不僅聽聞，聽聞之後還加以思惟，把不知道的或有疑惑的部分

一一加以遣除，了解得非常通透。 

尊者在泰錫度貝瑪寧杰旺波跟前接受別解脫戒、菩薩戒、密乘戒等三種戒律，他顯示

出證得諸法實相，他的內心生起俱生智慧。此外，尊者在許多佛子、菩薩、上師跟前多次

接受了願行菩提心的戒律，是一位重要的、優秀的菩薩。他也在以蔣揚欽哲旺波為主的許

多位具德上師跟前，接受四密續或是六密續的教法〈新譯教派講的是四續：事部、行部、

瑜伽部、無上瑜伽部；舊譯教派講六續：事部、行部、瑜伽部、瑪哈瑜伽、阿努瑜伽、阿

底瑜伽〉。他在這些具德上師跟前聽聞四續或六續的灌頂、教授及口傳，不僅只是聽聞，

聽聞之後所要持守的誓言他也完全持守，絕不逾越。而且在聽聞之後，他依次修持生起次

第、圓滿次第，並實際修持大圓滿，成為一位具三戒的金剛持上師。因此，尊者成為許多

金剛持上師頂禮的對象，也成為許多金剛持上師的上師。 

尊者也修學一般的五大明和五小明的學科，並且學得很究竟。在不共的內明，也就是

佛學方面，他學習了包括中觀以及般若、律儀、俱舍、慈氏五部等法相乘為主的所有經典

及論典。還有極不共的教傳、伏藏的教法，不論是新譯教派或舊譯教派，所有一切密續教

法連同註疏，他都學習，而且學到不用依賴他人就能完全了解的程度。尊者的智慧如同虛

空一般廣大，他成為遍知的大班智達，名符其實的大班智達。 

為了找尋顯教、密教一切大大小小的教法，尊者歷盡了千辛萬苦，雖然如此，他並不

在意所遭遇到的艱辛困苦。他總共依止了四十多位非常殊勝的上師，在依止這些上師時，

他都是盡最大的力量來服侍上師，讓上師歡喜。他幾乎得到西藏所有灌頂法教和教授的法

教，並且是這些法教的持有者。他在尋訪上師、求取法教之後，自己更是加以實際的修持。 

之後尊者總共編撰了五部大藏。一部是有如遍智道及解脫台階的共通之法──《所知

藏》，這部《所知藏》連同本頌和註解共有三本。《所知藏》裡面有五大明、五小明的來

源和歷史，每一明的內容都在《所知藏》裡講述得非常清楚。另外是有如產生珍寶的大海

一般的《廣大教言藏》和《大寶伏藏》，這是五部大藏中的兩部。《廣大教言藏》有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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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面包含四本噶舉的《密咒藏》，主要收集了噶舉派平常所要修持的壇城；這是尊者所編

的第二部藏。第三部是甚深的《大寶伏藏》，收集了百位掘藏師主要的伏藏法教，有修持

的儀軌和灌頂的儀軌，大概收集了八百多種法。最初尊者收集到的有六十本，後來由大寶

法王喀恰多傑再增添上去，目前總共大概有七十本。第四部藏是好比船一般的修持──《教

誡藏》，這就是曾提到的蔣揚欽哲旺波所集結八派道統的法教。第五部則是有如能夠去除

自他貧困的珍寶──《不共秘密藏》，此為尊者自己所尋獲的甚深伏藏法教，大概有一本

多一點，大部分都收集在《大寶伏藏》裡面。目前尊者自身所擁有的甚深伏藏法教並沒有

另外印成一部《不共秘密藏》，不過目錄已經做出來，《大寶伏藏》裡沒有收集到的大概

只有一、兩個法而已。 

另有一種說法是尊者所編撰的五部藏並沒有包括《不共秘密藏》，而是剛才所說的《廣

大教言藏》中所包含的噶舉《密咒藏》另外成立一藏，再加上《所知藏》、《教誡藏》和

《大寶伏藏》，合起來就是五部。這五部藏合起來大概有一百本之多，這是尊者的不共事

業之一。如同之前提到的，這是蔣揚欽哲旺波和蔣貢康楚兩人一起合作的事業。 

尊者編撰五部大藏並不是為了謀求一個大喇嘛的地位，或者謀求個好名聲，也不是為

了跟別人競爭，也不是為了要受人尊敬或要別人供養他。他不是為了這些因素而做這些

事，他主要是為了整個教法，爲了整個眾生的利樂。他是不分教派的佛教大上師，重要性

如同佛教的眼睛和生命。 

現在談談尊者平日修持的情形。尊者在八蚌寺的關房裡閉了三年三個月的關，期間他

依照噶當及恰嘉（大手印）這兩派修持的方法混合著修持。他還修了上樂金剛、喜金剛、

密集金剛、金剛亥母、紅觀音、時輪金剛等密續的法教，他如法地修持念誦。另外在圓滿

次第上，他修持了甚深的那洛六法、寧古六法，他的修持已經達到極為穩固的程度。在舊

譯教派方面，他修持八大法行、意集、普巴、清淨義等。總而言之，不論是教傳或伏藏的

教法，不論是新譯教派或舊譯教派的本尊，他都加以念誦修持。除此之外，賈村寧波掘藏

師所尋獲的三寶總集的教法，尊者也是從前行到正行修持了三年。他還依寧體教法的修

持，現證「且確」本淨的密意，也到達任運四相的智慧遍盡之地。他是現象、外境與心完

全合為一味，他的心跟境合為一味的徵兆很清楚地顯現在外，他擁有神通預知能力。 

尊者經常親見到三根本的上師、本尊、空行，並且還得到祂們的授記，如果去看尊者

的日記，上面都有所記載，這真是非常稀有的。護法們也護持尊者、幫助尊者，讓他的事

業可以沒有障礙地成辦，特別是在集結甚深的五部藏。在甚深的法教上，尊者大部分都親

見到上師或本尊的講授，也得到上師或本尊的允許。尊者一生當中都在教授經論，不然就

是著述或實際在修持，一生當中從來沒有浪費一個小時。我們若是閱讀尊者的傳記，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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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他好像一輩子都在修持；若是閱讀尊者的論著，則感覺這個人一輩子都一直在著論；

然後看看尊者的灌頂口傳，就好像這個人一輩子都在給灌頂、口傳。 

尊者的弟子非常多，寧瑪、薩迦、噶舉、格魯各派都有。主要弟子有第十四世、第十

五世的大寶法王，第十世、第十一世的泰錫杜，以及巴滇竹巴蔣袞仁波切。當時的聶隆巴

喔前後兩世的上師也都是尊者的弟子，還有達隆噶舉轉世的上師們也是他的學生。此外，

薩迦巴、哦巴很多的上師也是蔣貢康楚的弟子。至於寧瑪巴，雪謙、卓千、噶陀各支系很

多的上師也是尊者的弟子。特別是在衛、藏、康區，包括蔣揚欽哲旺波和薩迦、格魯、噶

舉的大上師，以及格西、國王、大臣們，大部份都接受過尊者的灌頂及口傳。尊者不疲不

倦地、整年整月地、不分晝夜地為他人灌頂、口傳跟教授。 

尊者在一個名為遠滇圖吉內秋旃雜仁千札的聖地蓋了個關房，他讓一些修行者在此閉

關。他並且在此地蓋了佛殿，在佛殿裡塑了佛像。現在這個關房還在，屬於八蚌寺，主要

修的是貝瑪寧體和寧古六法。尊者也在另一個聖地，宗謝耶謝堆巴，新蓋一間寺廟，這個

寺廟主要修的是寧古六法及香巴噶舉的法教。 

尊者在各處要求僧眾舉辦大法會，經費由他提供，所修持的大法會約略有一百五十個

之多。在旃雜仁千札、宗謝耶謝堆巴這些地方，他塑了很多佛像，也印了很多經書，並且

蓋塔。尊者一生當中做了極多有關佛教的利生事業──編撰五部藏、灌頂、口傳、教授、

蓋關房、塑佛像，以及印經書等，無法一一在此說完。尊者於西元一八九九年圓寂，高壽

是八十七歲。 

因為尊者一生當中所做的這些利生事業、佛教事業非常廣大，所以他跟蔣揚欽哲旺波

並稱為兩位大上師，在西藏是相當有名的。他們兩位在西藏創立了不分教派的傳承。尊者

的學生札西確培說，在西藏，從堪布、班智達一直到不識字的牧羊者，都知道他們兩位。 

蔣揚欽哲確吉羅卓 

蔣揚欽哲確吉羅卓於一八九三年出生在桑焉。當時噶陀錫杜請求蔣貢康楚認證蔣揚欽

哲旺波的轉世，蔣貢康楚就認證確吉羅卓為蔣揚欽哲旺波的事業化身。蔣貢康楚跟噶陀錫

杜說：「把這位蔣揚欽哲旺波的事業轉世送到噶陀寺去，但是不要為他舉行坐床，也不要

給他任何的職務、責任，你只要在這個寺廟裡照顧他就好。」另外在宗薩寺的請求下，蔣

貢康楚和大寶法王卡恰多傑也認證了蔣揚欽哲旺波身的轉世，並且安排住在宗薩寺，不過

這位轉世在十五歲時就圓寂了。宗薩寺內部就討論到：「噶陀寺的蔣揚欽哲旺波轉世非常

好，我們去請求噶陀錫杜仁波切將事業轉世給宗薩寺吧！」然後宗薩寺的僧眾就去請求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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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錫杜仁波切，獲得噶陀錫杜的允許之後，他們把噶陀寺蔣揚欽哲旺波的事業轉世帶到了

宗薩寺。後來確吉羅卓到了宗薩寺，就在宗薩寺舉行坐床典禮。 

確吉羅卓（以下稱尊者）就和他的前世一樣是不分教派的，他總共依止了八十多位上

師，聽聞、思惟了大概有二十年的時間。他學習一切經部、續部、五大明、五小明的學問，

並且對這些學問都非常通達。尊者從小就非常聰明，六歲時候學藏文字母，兩年之後就可

以在噶陀錫杜面前背出十本經書的內容。像尊者如此聰明之人，學習了二十年，你可以想

見到他了解的東西有多少。不論是新譯或舊譯教派的本尊，他總共修持了一百八十尊的本

尊法教。我原以為這個資料有錯誤，心裡想「這會不會太多了？」於是我就去閱讀比較詳

細的傳記，並且查證數字、用念珠計算，結果是完全無誤。原來尊者總共是修四十三個新

譯教派的本尊，修舊譯教派教法九十四個本尊，合起來有一百三十七個本尊的法，這個數

字跟一百八十還有一些差距。我再次去查看傳記時，發現有些本尊他修了兩次，有些本尊

修了三次，合起來正好是一百八十沒有錯。 

尊者閉關修持的時間大概長達十六年，其內在極深的煖的徵兆，也就是覺受證量，到

達了非常高的層次。因為這個緣故，尊者得到八大道統法教的本尊的慈悲攝受，也就是他

在淨相當中得到這些本尊的法教。尊者在淨相中看到的本尊，都記載在紙上。過去在西藏，

修行者都是用一張很大的紙，在上面記下他們於淨相中見到的本尊，通常會把紙捲起來。

尊者在紙張上記載他於淨相中見到了什麼樣的本尊，後來由貝雅祖古仁波切以及堪布貢噶

旺秋兩位上師將其集結成為一本書。 

我現在來講一、二則尊者秘密傳記當中的故事。某個初十清晨的時候，當尊者在修喜

金剛法教時，出現一個這樣覺受的淨相。尊者在前面的虛空中，看見至尊札巴蔣稱，穿著

白色的衣服，顯現出年紀很大的樣貌。札巴蔣稱的右手拿著金剛杵，放在心間，左手拿什

麼並不確定，但尊者非常清楚地看到札巴蔣稱的相貌。尊者好像看到真實的札巴蔣稱，於

是他伸出雙手，要去抓這個札巴蔣稱。可是當尊者伸手去抓札巴蔣稱的時候，什麼也沒抓

到，卻看到這個札巴蔣稱漸漸地到達他自己的頭頂上。這時札巴蔣稱對尊者說了四句話：

「諸佛遍主最甚深，智慧身乃自然成，文殊智慧勇識之，加持以及四灌頂。」講完這四句

話之後，札巴蔣稱就把他的手放在尊者的頭頂上，為尊者灌頂。然後，札巴蔣稱轉變成為

金剛手菩薩憤怒像，一面二臂，口中唸誦：「哈哈吽吽呸呸！」然後整個身體消失。就在

這個時候，尊者在沒有任何執著當中禪定了一段時間。 

另外一個淨相是尊者看到湯東嘉波。在藏曆初三的早上，尊者修完法之後坐在陽台

上，那時出現了以下的景象。在面前的虛空中，尊者看見湯東嘉波，湯東嘉波身體的顏色

是赤褐色，雙手結等持印，等持印上放著長壽寶瓶。湯東嘉波的前方也就是東方，是寂靜

的湯東嘉波，右手拿著金剛杵放在心間，左手拿著鈴放在胯下。湯東嘉波的南方有增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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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東嘉波，現出非常優美的姿態，右手拿著摩尼寶放在心間，左手拿著頭蓋骨，裡面充滿

甘露。在西方是懷愛的湯東嘉波，身體的顏色是紅色，右手拿著鐵鉤，左手拿著有柄的鏡

子。北方是綠色的湯東嘉波，現出憤怒像，右手高舉著劍，左手拿著普巴。這所有的湯東

嘉波都是結半跏趺座。 

在尊者眾多的淨相當中，我選擇這兩則比較短的來說，翻譯也比較容易。有關尊者產

生這樣覺受的淨相，紀錄下來的有一本之多。我在仔細閱讀之後，發現這本秘密傳記裡面

只記載尊者十年的的狀況，而他活了六十多歲，所以有些密傳是佚失了，找不到了！ 

接下來講有關尊者的不共事蹟。有一次當尊者給予《修法總集》裡面的毘沙天王的隨

許灌頂，從天降下了黃金雨。降下來的是真正的黃金，弟子們把這些金子收集起來，大概

有一杯之多。他們將金子供養給尊者，尊者加持之後再還給弟子，弟子們就拿回去放在佛

堂上供養。尊者說這不是下黃金雨，應該是一個有錢人灑了一把黃金下來。因為尊者這麼

說，於是有人跑去看是否真是如此，還是金子真的是從天上掉下來。通常西藏寺廟的中間

會有一個天窗，結果這些人發現，天窗上面也有黃金，寺廟上方布做的華蓋上面也有黃金，

若是真的有人灑黃金，是不可能灑到那些天窗、華蓋上面去的。 

還有一個非常稀奇的事蹟。有一次，尊者離開寺廟往西到印度時，位於德格蔣達的董

透寺想要邀請他去該寺廟開光。尊者說：「我沒時間去你們的寺廟開光。」尊者的佛母對

尊者說：「沒關係，你給個確切的時間，到了那個時間，不論你人在什麼地方，你就在那

裡幫董透寺開光。」於是尊者就跟董透寺的人說：「藏曆七月十五日那天，不管我到達什

麼地方，我就在那裡幫董透寺開光加持。藏曆七月十五日的時候，你們就備辦供品作祈請，

我會幫你們開光的。」到了藏曆七月十五日，尊者到達昌都，他就在昌都為董透寺開光加

持。從德格到昌都的距離約有四天的路程，當尊者開光加持時，董透寺當地烏雲密佈，好

像要下雨的樣子，結果大家發現那不是雲，而是紅、白、黃等的五色米從天空落下來，在

寺廟頂上、地上、寺院內外，都可以找到五色米。文革時候，董透寺裡外都沒有遭受到破

壞，人們說這是因為尊者開光加持的力量，使寺廟得以保存下來。如此的事蹟很多，無法

一一詳述。那個時候在康區的轉世祖古，大部分都是由尊者來認證的。 

接下來我們談一談尊者傳授了哪些法教。尊者曾經教授《入行論》、般若的經典，講

授《寶性論》、《續部總論疏》、《現觀疏》、《喜金剛續》，還有講授金剛歌、《桑波

札續》、《上樂金剛續》、《時輪金剛續》。他不只是講授一次，還講授了好幾次。他傳

授《教誡藏》二次、《修法總集(成就法總集)》四次、《道果教學釋》三次、《道果匯眾

釋》二次，哦派的《七壇城》灌頂他傳了四次，舊譯教傳法教他傳授了三次，《大寶伏藏》

一次。在他所傳授的這些法教當中，最長的費時八個月，最短的一個多月。尊者也傳授了

許多教法的口傳，在此我們也沒辦法一一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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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尊者的主要弟子有哪些人，其中包括薩迦的薩迦赤千、達千仁波切，哦巴的堪千、

夏仲，那念達的士摩仁波切、究給赤千仁波切等，這些是屬於薩迦巴的上師。在寧瑪巴有

敏林的敏林堪千和堪仲，卓千的伊星竹巴及雪謙冉蔣竹巴〈這二位也就是第六世的卓千仁

波切和雪謙仁波切〉，頂果欽哲仁波切以及噶陀錫杜仁波切等，這些上師都屬於寧瑪巴。

在噶舉巴則包括錫度貝瑪汪秋以及蔣貢康楚仁波切的轉世。在格魯巴則有現在的達賴喇

嘛、克汪給謝蔣若、袞林達札傑魯、米釀吉列蔣袞、傑后給達秋助等，他們都是格魯巴的

上師。還有第十六世大寶法王也曾在尊者跟前接受過一些法教。 

尊者的著作有十五本，其木刻版大多已經完成，現在存放在宗薩寺，大約還有兩、三

本著述的木刻版還沒刻好。 

尊者還成辦了許多其他的佛行事業，例如辦佛學院、蓋關房。尊者創辦了康傑佛學院，

他在佛學院裡面蓋了佛堂、塑了佛像。康傑佛學院在一九五八年未被破壞之前，曾經聘請

九位堪布來授課。在這麼長的時間中，佛學院總共出現八十位學識非常淵博的學者、智者。

在宗薩佛學院學習並得到堪布學位的人，到其他地方所蓋的佛學院也有二十四所之多。現

在在印度的堪布貢噶旺秋以及阿貝仁波切，也都來自康傑佛學院，彭措朗加堪布的上師貝

瑪當確也是康傑佛學院出來的。還有從宗薩康傑佛學院出來的堪布仁謙、堪布多傑等多位

堪布，他們現在多已圓寂，這些堪布有的曾經在貝諾仁波切的佛學院教授過，有些曾教導

過泰錫杜仁波切、夏瑪仁波切等這些上師。在薩迦巴講授的傳承，百分之百都有在康傑佛

學院講授；而寧瑪、噶舉的講授傳承，也有百分之五十或六十有在康傑佛學院講授。因此

可以說，尊者所創辦的康傑佛學院，它的利益是非常大的。 

尊者曾在噶莫達倉蓋關房，有修行者在那裡閉關，噶莫達倉的閉關是五年一期。過去

德格王對於宗薩康傑佛學院出來的堪布以及噶莫達倉閉關出來的修行者，都是非常尊崇，

並且給予他們極高的禮遇。舉例來說，他們出去的時候可以戴上金色的帽子，騎馬的時候，

馬的頸子上可以繫上紅色的裝飾，諸如此類的種種禮遇。德格王甚至指示，縱使是康傑佛

學院的副講師到其他的寺廟，也要給他們準備較高的座位。從前，德格王底下約略有四十

幾位大臣，德格王下令，這四十幾位大臣都必須要做過康傑佛學院及噶莫達倉關房的總

管，必須負責其生活費用。也就是說，五年內有兩位大臣和十三戶有錢人家來護持康傑佛

學院及噶莫達倉關房，五年一換。從前，德格的札芒岡也有關房，但在尊者的時期只剩下

遺址。尊者重新蓋起關房，也在關房裡面塑佛像，讓這過去的閉關之處再度恢復，閉關是

四年一期。噶陀錫杜在的時候，這裡也有佛學院，但後來衰沒了，尊者也重新恢復了這個

佛學院。剛才所提到的康傑佛學院、噶莫達倉關房以及札芒岡關房和噶陀佛學院，這些地

方的堪布老師以及學生都有薪水、單金，這些費用是由尊者所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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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傑佛學院的三怙主佛殿裡面，尊者立了一尊五層樓高〈約三十二公尺高〉的彌勒

佛像。在宗薩寺烏介佛殿底下的這一層，總共立了六尊佛像，這六尊佛像是文殊菩薩加上

薩迦五祖，每一尊都是一層樓高。在宗薩寺，尊者興建給薩王殿，並且翻新擴建欽哲旺波

的住處，裡面也立了很多佛像，還印出許多經典。尊者並且在烏介佛殿旁蓋了一棟四層樓

高的建築物，來接待大的上師。尊者還蓋了噶陀的圖千佛殿，佛殿裡面立了釋迦牟尼佛的

像，有三層樓高。他還在噶陀寺裡新蓋桑透巴哩殿。尊者負責照顧宗薩寺和噶陀寺，他照

顧噶陀寺十四年。 

《蔣揚欽哲旺波全集》最重要的有十三冊經書，總共則有二十五冊，尊者令其刻成木

刻版，當時印了二千五百本經書，存放在宗薩寺。尊者當時還用黃金書寫成《甘珠爾》，

用黃金寫的經書大概有兩百冊。尊者在宗薩寺的佛行事業是極其廣大，直到一九五三年他

到印度朝聖。他慢慢地從西藏到達印度，而後於一九五九年在錫金圓寂。 

有一年當尊者抵達拉薩，達賴喇嘛非常禮遇他，派了兩位出家眾、兩位在家地位極高

的上師及大臣來照顧他，而且還派了很多的侍者供其差遣。達賴喇嘛安排尊者住在第八世

達賴喇嘛所住的桑祝殿，並給予「呼圖克圖」的稱號。「呼圖克圖」是一個地位的名稱，

當時尊者說：「我是一個隱世的修行者，不需要這樣一個地位。」但無論如何，達賴喇嘛

已經封給尊者這樣一個地位了！ 

尊者於一九五九年在錫金圓寂，在世六十七年。現在的第三世欽哲仁波切，也就是我

們的上師──蔣揚欽哲圖滇確吉嘉措，是蔣揚欽哲旺波法座的執持者，如同前兩世，他也

是不分教派。此外，還有幾位仁波切也是確吉羅卓的轉世，包括欽哲吉美、欽哲依喜，噶

陀寺也有一位確吉羅卓的轉世祖古。 

問與答 

問：第一世、第二世欽哲仁波切及蔣貢康楚仁波切這些大師們，四大教派的法他們都有修

持。但他們怎麼修呢？因為四大教派的皈依境都不一樣，聽說皈依境是不能一直更換

的。 

答：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們佛教的皈依處其實就是三寶，不管外相上現出什麼樣的相

貌，但實際上就是三寶。我們的皈依處不可以更換，我們是佛教徒，就不能捨棄佛法

僧三寶。但並不是觀想了金剛持之後就不能觀想其他本尊，若你觀想金剛持之後再更

改為觀想金剛薩埵，這並沒有過失，沒有矛盾。修持某派的本尊就按照該派來觀想修

持。如果你修的是噶舉派的法，皈依境主要是金剛持，你觀想金剛持的時候，蓮師、

宗喀巴這些全部總集在金剛持裡，整個皈依境就都含括在內，不需要另外觀想。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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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修格魯的法，就是觀想宗喀巴，儀軌裡面說，觀想宗喀巴的心間有金剛持，這也是

都涵蓋了。所以並不是你觀想了金剛持的皈依境，就捨棄了寧瑪巴、薩迦巴、格魯巴，

並不是那個意思。 

問：阿底峽尊者不是說只要專修一法嗎？為什麼這些大師們要修這麼多的尊？答：這只是

本尊的不同而已，並不是不同的道，法並沒有不同。你自己想要修什麼法，就依照自

己的意願！如果你只接受一個法的灌頂，只修一個法，那可以；或者你領受過很多灌

頂，但只修一個法，然後你所受過的灌頂總集在一個你所學的法，這也可以；或者你

像確吉羅卓一樣修了一百八十幾個本尊，也是可以。 

問：確吉羅卓是薩迦派的，那麼他的寺廟裡面護法的傳規又是如何？ 

答：就堪布彭措朗加的看法，各派的護法並沒有不同，只是修法的儀軌有所不同，但宗薩

寺只有薩迦的護法儀軌。 

問：請洛熱老師再說明一次蔣貢康楚五部藏的各種比喻，這些比喻的出處是哪裡？ 

答：五部藏的比喻是像這樣，它們是有關聯的。比如說，《所知藏》是我們所要到達的陸

地，要到達陸地就必須經過海，要過海就得有船，有了船就可以在海上尋找珍寶，找

到珍寶之後，你就可以去除自他的貧窮。陸地就是《所知藏》，有如產生珠寶的大海

就是《廣大教言藏》和《大寶伏藏》。這裡所說的陸地並不是彼岸的陸地，而是我們

目前這一岸的陸地，《所知藏》就好比我們所在的陸地。如果你要修持有如產生珠寶

的大海的《廣大教言藏》及《大寶伏藏》，那麼要如何修持？答案就在《教誡藏》裡，

這就好像一艘大船可以帶你到大海尋寶。如果你到大海尋到珍寶，你就可以去除自他

的貧窮，那麼所尋獲的寶就是《不共秘密藏》，《不共秘密藏》就如同珍寶一樣。這

個比喻是擷取自蔣貢康楚全集裡面的目錄，由他的弟子札西確培所寫。 

〈確尊法師口譯，李驊梅整理。〉 

註：堪布貢噶旺秋仁波切已於今年〈2008 年〉5 月 25 日圓寂。 

 

 回目錄  



 柔 和 聲  第 27 期 2008 年 11 月 

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chinese 21 Copyright © 悉達多本願佛學會版權所有 

 

從從「「喇喇嘛嘛性性醜醜聞聞」」談談起起  
 
■ 撰文：宗薩欽哲仁波切 

■ 日期：2008 年 3 月 21 日 

 

台灣最近發生一件關於某位藏傳佛教住持的事，這封信是要寫給那些對此事表達關切

和疑問的朋友及個別人士。首先必須說明，我自己本身的道德不夠健全，所以是最沒有資

格評論他人不當言行的人，這我已多次在公開場合表達過。這篇聲明稿不是為了表示謙

遜，而是承認錯誤。但為了維護佛法，特別是大乘佛法，更特別是為了藏傳佛教，我想作

一些評論。以下的觀察也為了想要保護一些人從藏傳佛教所獲得的純淨、甚至是天真的啟

發，尤其是一些台灣人。請不要把這篇聲明稿當作一個手則或誤解為一個指導方針，我希

望它能釐清某些因此一事件而引發的疑惑。至少，希望我的意見能幫助大家不只從一兩個

觀點，而是從多個角度來看事情。 

首先我必須說，堪布貝瑪千貝仁波切所涉及的事件是非常不幸的，也應該受到譴責。

眾所週知，佛教相當民主，負面行為的結果由個人以業果的形式來承擔。沒有佛教法庭來

討論這些事，也沒有所謂聽取證詞，讓有罪者受罰、無罪者獲償，或將被告送入監獄；這

點可是相當幸運的。因為假使真有佛教法庭，它很容易墮落，我們就會面對一些最貪贓枉

法、最不道德的佛教徒。當有錢的、關係良好的人躍上檯面，最純潔虔誠的修行者可能會

被犧牲，就如同發生在每一個民主系統裡的情況，這反而會在佛教徒當中產生不和諧。 

這個事件鮮明地暴露在媒體上，讓某一群人，尤其是藏傳佛教的追隨者，感到萬分尷

尬，但它其實是一種正面的發展。在許多民主國家，新聞業就像是看門狗，它緩和一個自

治社會當中可能會發生的狂亂，協助這個系統保持清醒、不墮落。因此，這位住持失檢的

行為公然地被揭露，最終會帶來很大的益處。希望多數人能學習到這個教訓，當我們談到

「教訓」，那有很多要學習的。 

最基本的教訓就是二千五百年前佛陀給予我們的教誨，他明白告訴我們，「依法不依

人」。我們都習慣被某人吸引或依賴某一個人。這個教誨不容易做到，因為「人」終究是

個實體，看得見而且時常很具吸引力，然而教誨或佛法卻不可見，有時還枯燥難解，所以

我們容易被老師這個可覺知到的實體所吸引是有其原因的。當然，西藏的錦緞、佛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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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的繁複性，以及尊貴的頭銜和虔誠教徒提升其上師的地位，這些也就都說得通。我們往

往喜歡、尊崇、甚至愛上一個言之有理並且教導我們真理的人，這是人類很難改掉的習慣。 

我從自身的經驗了解到，當人們評論佛教或佛教徒的時候，常都存在含混不清之處。

一個也許行為不端的新近出家僧或甚至在家修行人，常被人如此指責：「他怎麼會做出那

種事？他不是佛教徒嗎？」這類的言論使我困惑，它顯示問這問題的人似乎不知道人心如

何運作，不懂人的習慣如何發揮作用。不只佛教徒，身為人都有許多事情是我們該做或不

該做的。然而多數時候，我們並沒有做該做的，反倒做了不應該做的。這類的道德價值─

─「應該」或「不應該」做的事──會升高希望和恐懼，並且產生期盼。舉例來說，我們

假設並希望法官是公平正直的，但情況常常不是如此，於是我們的失望與高度期待成正

比。相對地，如果一個犯人做了不公不義的事，我們不會感到不對勁。此外，我們對娼妓

的期望和評價往往也很低，但他們卻常常是極為慷慨又充滿愛心。重點是，不要認為某人

應該如何而被這種期盼所誤導。俗話說，「外表矇騙人」，這是真的。一個人的言行不符

合我們的期待並不意謂這個系統不健全。 

再舉另一個例子。我們任何一個人，包括筆者自己和各位讀者，我們都對自己的個性

有某種程度的了解。想像我們今天披上袈裟，成為出家人，我們並不會立即作一百八十度

的轉變，也不表示明天我們就會成為完美的人。如果那麼簡單，世界和平就不會是問題，

只要穿上袈裟，一切就都和諧平靜；但事情並不那麼容易。袈裟、剃髮等等這類的事，並

非任意胡為或只為了外表，它的目的不在於提供制服來辨認誰是佛教徒，它的意義並不那

麼世俗。當佛陀建議穿著袈裟以及這類的修行，目的是要人們保持專注與自覺。比方說，

如果警察穿上制服，就提醒他行為要檢點，不得放任一些可能有的欲求，譬如直接對著酒

瓶口喝酒。袈裟的主要功能是提醒穿它的人要修持專注、簡樸、與出離心。 

我完全了解，涉及此事件的人並非剛出家的新手， 相反的，他還正巧是個受人尊敬

的住持。當然，這就更讓人難以接受，因為身分、地位、名聲愈高，我們的期望也就愈大。 

也許這可以讓大家了解到，這類事件並非頭一遭，類似的過錯發生在社會中許多不同

的領域，包括政治圈，不同宗教歷史年鑑上也有記載。這個問題一直都存在，只是時代改

變了，尤其是在西藏、中國這些亞洲的社會。我們開始比較意識到這種事，因為現代人比

較大膽，傳統的偽善可能還存在，但更加隱微。過去在儒家社會裡，我們往往掩飾長輩或

領袖的惡行，我們要仔細思考這種事，因為當偽善被掩飾起來，那就更危險了。或許這也

能幫助我們了解，在社會的每一個領域，那些看來端莊，或者就佛教而言，那些穿著袈裟，

表現出像是沒有任何惡行的人，往往是最偽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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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佛教徒的目的是要修習慈悲與智慧，大家要了解，那些道德及形象完美的人常常

是最自我、最偏執派別、最高傲的人，因為他們似乎有正當的理由去如此做。相對的，那

些到處行為失檢且不莊重的人，常常卻是真正的出離者，也是最虔誠地投入靈修之道的人。 

另一個重要議題是，我們往往避而不談某些事，尤其是在亞洲地區。我們過度關注性

醜聞，金錢議題雖然更具潛在危險性，但似乎並不太受到重視。社會全然接受供養捐獻的

習俗，然而這個習慣卻在宗教人士和宗教團體中產生物質主義的心態。內鬥、忌妒，還有

推銷自我的人，儘管不是那麼明目張膽，卻仍造成傷害。假如有人被逮著跟別人的老婆在

一起，對錯是黑白分明；但假如有人被發現把應該用在佛法上的十萬美金拿去買名貴轎車

跟勞力士錶，並且辯稱這是為了利益眾生──這是模糊的灰色地帶。 

台灣人尤其要好好思量這個問題。我本身擁有寺廟和佛學院，因此可以了解，二十多

年來，因為贊助者的慷慨捐獻，寺廟外觀改善甚多，但確實地說，靈性修持與研習的品質

卻大幅降低。僧侶到台灣或其他國家，據稱是代表寺廟來募款，卻未將善款交給寺廟，這

已不再是罕見的事。縱使捐款真的交給廟方，也因為沒有透明的機制，永遠不知道究竟多

少款項送達寺廟。但同時，我們注意到這位僧侶的房子突然改善了，門前也出現一輛新車。

這種情況燃起其他沒有同樣機會僧眾的慾望和忌妒，而出現了傳統寺廟規條無法管束的情

況。這個僧侶從台灣回來之後，似乎很慷慨地供養了寺廟，於是被尊為贊助者，沒多久，

他不再參加法會，也不再遵守寺廟的規條。他被當成施主，所以不必參與寺院裡像是掃地

這樣不甚有趣的工作。其他僧眾是人，而且也不笨，他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這個僧侶其

實不太道德，雖然他的行為經不起檢驗，卻被描繪成一個大施主，並從中獲利，這種情況

使得真正要執行寺廟規定變得比較困難。這些是寺廟的領導人和施主雙方必須了解的情

況。 

社會也應當承受一些責難，因為我經常看到──尤其是在西藏社會，我想華人社會也

類似，那些公開表露自己個性的修行者、靈性人士或精神領袖，沒有受到尊重，例如那些

在公共場合喝酒或賭博的人。我家附近有個修行人叫勾弟喇嘛，因為他賭博，大部分人鄙

視他，但在我心目當中，他是偉大的修行者之一。西藏人一般都比較喜歡在寺廟裡讀書的

和尚，或穿著漂亮的紅色、黃色、金色法袍的出家人。由於這類社會習慣，人們常選擇隱

藏他們可能有的疑慮不安。 

總之，如果你要評斷，首先，我認為很難正確地評論這些事。但如果你堅持要評斷，

就應該盡可能徹底地考量所有狀況。許多時候，那些似乎非常純潔、看起來像是阿羅漢的

人，其實可能最不光明正大。我也想指出，這些事件絕非經常發生在佛教的某些派別裡。

我知道，有些教派聲稱他們持戒比較純淨，但情況絕非如此。不見得年輕僧侶就比較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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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因為我不幸地就曾見到年紀最長的，甚至高達九十之齡的人，表現不道德的行為。那

更讓人灰心，因為他們的言行理應作為年輕一輩的榜樣。 

儘管說了這些，重要的是這位住持一定做過許多好事，也曾帶給許多人快樂，所有那

些不能因為此一事件而盡毀；那樣是不公平的。如果你習慣只因一件壞事而抹煞一個人所

有的善行，世界和平就永遠不可能實現。相反的，一個人終其一生所作的惡行，應該因為

他的一件善行而被遺忘、被寬恕。 

〈本文節錄版於 2008 年 5 月 6 日刊登於蘋果日報「論壇」版。何念華翻譯，馬君美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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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宗薩薩欽欽哲哲仁仁波波切切對對於於會會供供的的指指示示  
 

 

親愛的朋友 

依據宗薩欽哲仁波切的指示，為了對地球環境的保護多盡一份心力，台北悉達多本願

佛學會今後所舉行的會供（農曆初十及二十五日），將不使用含有塑膠包裝的食物作為供

品，煩請您配合我們的要求。請您自備購物袋購買水果，或者以紙盒、鐵盒等等包裝的食

品來參加會供。 

感恩您的配合！ 

悉達多本願佛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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