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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淨律學佛院 

 

各位看這個講義當中這個淺藍色的這個字啊是翻譯的。如性法師，他翻譯

的人他寫的一個附注，這個都不是這個《略論》的原文，等於說是個補充說明，

各位要知道一下。 

這裡將要講說文殊怙主法王——宗喀巴大師所造的《菩提道次第》廣、中、

略三論中的《菩提道次第中論》——或是普遍所稱的《菩提道次第略論》。 

我們接著要宣講的就是“文殊怙主”。所謂“怙主”就是說，“怙”是依

怙、保護，能夠保護我們的這個主宰呀，就稱為“怙主”。那麼文殊菩薩，那

麼文殊怙主也就是法王宗喀巴大師。我們剛才講的，因為宗喀巴大師是文殊菩

薩的示現嘛，所以文殊菩薩以及宗喀巴大師所造的《菩提道次第》的廣、中、

略三論當中的《菩提道次第中論》，或者普遍我們所稱的《菩提道次第略論》，

我剛剛講過了，這三種有三種的版本的不同。那麼， 

此中科判分三： 

第一個， 

A1、講解前的要件。 

就是說講這個《略論》之前必須要先具備的前方便，這個都是在造論之前

的時候都是必需要具足的，皈敬儀等等的前方便。 

第二個呢， 

A2、正式講解。 

這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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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呢， 

A3、講解完結。 

講解完結的這個回向啊等等的。 

那麼，初中分為三。第一段這個是， 

B1、禮贊文。 

第二段， 

B2、立誓造論。 

第三段， 

B3、結合書名，介紹所說的法。 

先看到這個“禮贊文”，就是我們這個，一般我們所熟悉的這個皈敬儀或

者皈敬頌。那為什麼要前面有安立這個禮贊文呢？這是印度論師們造論的傳

統，必須都安立個禮贊文。 

他主要的原因呢，有兩個原因，至少兩個原因： 

第一個呢，就是求加被。因為論主他們都是覺得說：嗯，這個畢竟自己不

是佛，那麼他們造論的目的是要詮釋佛的這個要義，但是呢怕會有錯謬，所以

就祈求三寶的加持，還有傳承歷代祖師們的加持，乃至於本尊的加持，使得造

論當中能夠：第一個，沒有魔障；第二個，在造論的內容啊，它能夠確實符合

佛義。 

所以這是第一個，求加持的意思。 

第二個呢，在這個禮贊文當中，它通常也代表宣示自己的傳承。從釋迦牟

尼佛開始，到他的上師的傳承。像我看那個藏傳佛法啊，我參加過他們的那個

講經法會。他們那個格魯派啊，有黃教的他們講經法會一開始的時候，他們前

面會唱那個密集嘛，然後那個從釋迦牟尼佛那個讚頌啊贊贊贊贊……讚頌到、

 2 



  上
良

下
因法师 

讚頌到他的上師，一代一代的無間斷的。 

他們會很強調這個傳承，因為他們認為這個傳承很重要：你思想不能自己

發明，必須要從釋迦牟尼佛到你的上師這種沒有間斷的清淨的傳承，這個很重

要！ 

他不像我們學術派。學術派認為“我個人要創見”——他不是這個態度。

也不像我們漢地的佛法的末流，到最後反正這個自由心證，反正最後會歸道理

都一樣就好了，每個人一個人一套——不會的。 

那麼他很重視他的傳承，而且他又不斷的祈求他的傳承的加持。這是第二

個原因，就是在說明他的這個傳承的法脈來自於哪裡。其實這個很重要很重要。 

我們講個現實問題呀。各位可以看到現在藏傳佛法弘揚的程度啊，就是說

對於一個知識份子來說，弘揚的這種程度啊會比我們漢地的好很多，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漢地大家現在都喜歡“我自己發揮一套、我編輯一套前人所未有

的”，而藏傳他們會強調“我的傳承”。你看我剛才講：他上課前，就開始讚

頌他的傳承，從釋迦牟尼佛、文殊菩薩、彌勒菩薩……這樣一直讚歎到他的上

師。其實確實在這個當中會有這種傳承的這種不可思議的加持力。 

就像我曾經到這個南印度，跟一位法師到那個南印度去參學一個月，學他

們那個止觀的法門——《廣論》的止觀的法門。那麼有個老格西啊，他就跟我

按照那個《廣論》的那個<奢摩他章>啊逐字逐句的這樣講解下去。他講解的時

候，其實各位想，要把奢摩他講完大概就消個文而已，消個文就過去、消個文

就過去，而且還是透過翻譯。因為他本身不會講中文，我們還必須透過個中文

翻譯。但是呢，我感覺真的是我們用虔誠恭敬的心，再加上一個、聽一個真正

有傳承的人所說的法，感覺那個真的是有他的加持力的存在。跟你平常聽那個

錄音，或者看文字的書，那感覺是完全不同的。他那個就是，他就說，他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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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只是消釋這個文字而已，但是你可以感覺那種法的力量是存在的。 

所以，我是覺得像這種的各個宗派好的部分，我們必須要把它給延續下來。

為了我們個人的修行，也為了我們漢地佛法能夠傳承下去。後面我們還會講《聞

法儀軌》啊、《親近善知識儀軌》啊、皈依……這些的，這些在我們漢地很多的

地方事實上都已經失傳了。其實我們古代的古德們也很重視這個，只是到現在

幾乎我看就是很多失傳了，尤其在佛學院當中更……一般呐，除了我們佛學院

會強調之外，一般很多佛學院都不講這些了，都要談論學術。所以為什麼法傳

不下去？就這個道理。 

“禮贊文”知道。我們看這個“禮贊文”的內容： 

娑婆剎土自在薄伽梵 勝者補處彌勒法王尊 

一切善逝嚴父妙音尊 勝者授記龍樹及無著 

先看到這裡。再來，首先是讚歎釋迦牟尼佛，也就是在“娑婆刹土”這個

地方“自在”，於一切法得到自在，稱為法王的“薄伽梵”。那這個地方“薄

伽梵”它不翻譯，為什麼呢？因為玄奘大師以前有說過啊，五不翻。五種不翻

當中有個“多義不翻”，因為這個“薄伽梵”它有六個意義。你翻譯成什麼“法

王”啊，或翻譯成“自在”啊什麼的……都不合適，不能夠完整的表達它的意

思。就像我們佛、佛陀，我們不會把它翻譯成覺者，我們只會說“佛說什麼”，

我們不會說“覺者說什麼”。因為這個佛，布達（buddha）這個梵音也是有很

多意義在裡頭。所以就是保持它的梵音“薄伽梵”。 

而“薄伽梵”什麼意思呢？根據這個無性菩薩的解釋就是說：能破四種大

魔怨故。能夠破除這種四魔啊，四種大魔怨——煩惱魔、生死魔、五陰魔……

這個四魔，這個天魔，這四種魔的這個怨敵，所以稱之為“薄伽梵”。所以這

個是就它的“破魔義”來說的。這是第一個，根本源頭——釋迦牟尼佛宣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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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經》。 

再來呢，“勝者補處彌勒法王尊”，這個講到廣行派的傳承。這個“勝者

補處”——“補處”就是一生補處，好像等覺菩薩未來要補佛位，所以稱為“勝

者補處”。然後呢，這個就是彌勒菩薩他于一切法得自在，所以稱之為“法王

尊”。 

這個“彌勒”翻譯成漢文的意思就是慈氏（慈悲的慈，慈氏），等於這個

是他的姓，“彌勒”是他的姓。他名字呢叫“阿逸多”，阿逸多翻譯成漢文就

是“無能勝”。當然，各位查佛學字典就知道，有的經論會說，剛好反過來，

剛好說彌勒是名字，“阿逸多”是姓。不過這個無所謂了，這個就是知道他的

意思就好了。 

那麼他是個南天竺，最早佛陀時代，他是南天竺的一個婆羅門家族的一個

人，一個真實存在在佛陀時代的一個人。後來呢，他比佛陀啊還提早入滅。那

麼入滅之後呢，就生長在這個兜率內院。那麼生長在兜率內院，然後在兜率天

的天人壽命四千歲的時候，也就是我們娑婆世界五十六億七千萬年之後，會來

到這個娑婆世界；然後龍華三會啊，宣說佛法。那這個是彌勒菩薩。 

再來呢，“一切善逝嚴父妙音尊”。“善逝”之“嚴父”，這個“善逝”

就是佛陀，因為“善逝”也是有不同的解釋啊。所謂“善逝”就是他能夠善巧

的——“逝”就是去掉，善巧的去掉種種的煩惱，稱之為“善逝”。那麼“善

逝”呢，也可解釋說他因為入於不生不滅的境界，所以呢雖然有去——有入滅

的相，但他法身是不滅的，那麼這個稱之為“善逝”。那麼，所謂“善逝”也

就是佛陀了。 

“善逝”，這個佛陀的“嚴父妙音尊”。為什麼“妙音”？“妙音”就是

文殊菩薩。為什麼文殊菩薩稱為一切佛陀的“嚴父”呢？因為在這個《放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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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這個釋迦牟尼佛他說啊：“今我得佛，皆屬文殊師利之恩。”就說釋迦

牟尼佛他說啊，“為什麼我能夠成佛？”“是我過去曾經接受過文殊菩薩的教

導，所以我才能夠迅速成佛。同時呢，不只是我釋迦牟尼佛因為文殊菩薩的幫

助，乃至十方諸佛、很多的佛都是因為文殊菩薩的教授，所以才能夠迅速成

佛”。所以呢，這個文殊菩薩是諸佛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的，諸佛之母，

是這個道理。所以他在這個菩薩當中啊，他是屬於智慧第一的菩薩，所以這個

“善逝嚴父妙音尊”。那這個是深見派的最原始的傳承。 

就是各位可以參考我們剛才講的那個附表一了。廣行派就是彌勒菩薩，深

見派就是文殊菩薩。 

然後再來呢，“勝者授記龍樹及無著”。接著底下就是這兩派底下的各個

的傳承——在印度之後的傳承。這兩位大致上都是佛滅度後一千年上下的兩位

尊者：一位是龍樹菩薩，這個是深見派的傳承；再來，無著菩薩，就是廣行派

的這個傳承；那麼這兩位尊者都是佛陀在經典裡面曾經授記過的。 

像無著菩薩他是佛陀在《入楞伽經》，《楞伽經》有兩個版本、兩個翻譯

啊，這個是實叉難陀尊者所翻譯的《入楞伽經》裡面。它有這麼一段經文，它

說啊：“大名德比丘，厥號為龍樹。能破有無宗，世間中顯我，無上大乘法。

得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佛陀就授記，“未來啊，這個龍樹菩薩的出世能

夠破一切有無宗——能夠破除內外道的種種的邪見；然後呢乃至證得這個初歡

喜地；然後往生安樂國——往生極樂世界”。這個是龍樹菩薩。 

然後呢，在這個《妙吉祥根本續》。後面我們看到這個經典結尾“什麼

續”——這個延續的續啊，它都屬於密部的經典、密續的經典。在藏傳的這個

《妙吉祥根本續》裡面它有說啊：“於我涅槃後，時已九百年。比丘名無著，

善巧經論義。”佛陀也是有懸示這個無著菩薩的這個出世。那麼根據藏傳的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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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這個無著菩薩是證得三地的聖者。那這個是他的兩大傳承的祖師。 

接著看第二段的“立誓造論”： 

于彼諸尊恭敬頂禮已 為易趣入深見及廣行 

二種道次是故於此處 複以簡略之理而宣說 

“于彼諸尊”，當然包括深見，包括從釋迦牟尼佛開始，乃至文殊啊、彌

勒這個這兩大傳承，一路到龍樹、到無著，乃至到自己的傳承的上師們，這些

都是“諸尊”。 

從釋迦牟尼佛到我的上師們，我都恭敬的頂禮之後呢， “為易趣入深見及

廣行”。就是說希望他們加持我，讓我呢能夠、真正能夠深入文殊的深見派和

彌勒的廣行派的這個見解、這兩種道次第，就是“為易趣入深見及廣行二種道

次”，這是相連的。 

那麼“是故於此處，複以簡略之理而宣說”。深入兩種道次第之後呢，就

是要將這兩種道次的精華，然後來造論，來不斷的來宣說。那麼也是《略論》

造論的前面的禮贊，還有立誓造論。 

再看第三段，“結合書名，介紹所說的法。” 

那這個還是屬於這個第一段“講解前的要件”的第三個。 

此中總攝一切佛經要義，是龍樹及無著二大車之道軌，乃勝士夫趣向一切

種智地之法範， 

先看到這裡。“此中”，這個就是指的《略論》當中總攝一切佛經的要義，

佛經裡面都告訴我們的內涵都是解脫道，怎麼樣趣向解脫道的方法，那麼這個

當中總攝一切解脫道的要義。 

那具體的來說呢，可以從兩方面來說：從“見”跟“行”來說。見就是知

見；行呢就是這個依見起的這個行持稱之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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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介紹這個“見”的部分。佛法的知見我們剛剛一再說的有兩大車：龍

樹、無著——龍樹是深見、無著是廣行，這兩大車。“車”就是說可以運載的

意思嘛。那之所以稱之為“兩大車”，就是說你看那個佛滅度後有很多的尊者

啊，他們也造了很多的論，但是為什麼特別提出龍樹跟無著，這稱為“兩大車”

呢？可以稱為兩大車的這個條件，也可以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說，這個造論的論主必須是佛陀授記的、在經典授記的，

那就是這個龍樹啊、還有無著，這個是佛陀所授記的； 

第二個條件，這個論主，立論的人呐，他必須是法身大士。“勝”是聖人

呐，凡夫的話還不能夠、他所造的那個論那還不能稱之為“大車”； 

那麼第三個呢，就是說既然他們是聖人、聖者，所以他們在造論的時候並

不是依止前面的這個論師所造的論而加以延伸，而是完全根據直接傳承釋迦牟

尼佛的法，那麼直接獨立造論。 

所以我剛才講為什麼我們不能搞學術啊：我們一定要重視傳承，因為能夠

有這樣條件的人是什麼呢？佛陀所授記；還有他是聖者，他才有辦法說，我不

需要依止古德的著作，我直接、我直通釋迦牟尼佛的經典，然後把釋迦牟尼佛

的甚深義給開顯出來。那這個只有像這個龍樹跟無著這樣的大菩薩才有辦法。

而我們，我們要能夠把這個傳承能夠接得下來就已經很不簡單了，更不用說我

們自己再創個傳承。所以這個是就“見”來說——知見的見，也可以說是解，

就見解來說，佛法有這兩大車。其他的小菩薩不說啊，只有這兩位可以說稱為

兩大車——這個道軌、總攝。 

然後這兩大車的“道軌”是什麼呢？勝士夫趣向一切種智地的法範。這個

“勝士夫”怎麼定義呢？根據《雜阿含經》的定義就是說：“淨信為勝士夫之

事”。“淨信”就是“淨”——清淨的淨；“信”就是信心的信。淨信為勝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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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他所做的事業。也就是說，一個人可以稱之為“勝士夫”，就是說他必須要

具足這種清淨的這種信心，就是勝士夫。一個修行人，他對佛法有清淨的信心，

稱為勝士夫。那麼趣向佛的一切種智地的這個法範、這個軌則。這個是就

“見”，總攝深見、廣行二種見來說。 

看下一段： 

無缺遍攝三種士夫一切修持次第，由菩提道次第引導具善緣者趣入佛地之

理，即所說法。 

這個就著修行的行、這個“行”來說。在《廣論》當中的“行”是沒有缺

減的能夠普遍的含攝三種士夫——三種士夫就是下士、中士、上士——三種士

夫的一切的修持的次第，也就是說《廣論》含攝這三種士夫的修行的內涵。 

也就是說呢，由菩提道的這個次第——就是這個三士道的這個次第啊，“引

導具善緣者”，所謂“具善緣者”就是前面講的這種“勝士夫”啊，那麼“趣

入佛地”的這個理，怎麼樣從下士、中士引導到趣入這個上士，乃至到成佛、

佛地的這個理。那麼這個就是他“行”當中所含攝的內容——三士道。所以呢，

這個地方就介紹，結合這個書名——《道次第》這個書名，來扼要的介紹這裡

面將要說什麼樣的法。 

那麼以上這個是第一段的講解前的條件。接著正式進入第二段的， 

A2、正式講解。 

這當中分為兩段。第一段， 

B1、講解的方式依照智者們的主張。 

就是說這個宗大師啊他在正式要講解這個《略論》的時候，他也是要根據

印度的這個智者們——班智達們，他們的這個做法。不只是思想上的傳承去照

著這麼做，乃至在解釋的這種善巧也都傳承印度班智達們他們的善巧。我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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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主張： 

此中，如同吉祥比噶瑪拉希拉寺之智者承許“造法者之殊勝”、“法之殊

勝”、“如何聞、說彼法之理”三者于初為要； 

“此中”，就是說這個智者們的主張就包括什麼呢？它的來源是來自於印

度的“吉祥比噶瑪拉希拉寺”。這個比噶瑪拉希拉寺也就是“吉祥寺”，翻譯

成漢文就是吉祥寺，所以這個就是“吉祥比噶瑪拉希拉寺”的這個“智者”，

“智者”就是班智達們。 

在古印度啊，有兩個很重要的寺院：一個是那爛陀寺，就是玄奘大師他所

親近的那個那爛陀寺；一個就是這個吉祥寺。那麼這兩個寺的他們這個智者

們——班智達們，他們在解釋這個經論的時候，這個儀式啊、善巧會有點不太

一樣。那我們這個地方所依止的是吉祥寺的智者們他們的儀軌。 

那麼他們的這個“智者承許”，所謂承許就是說他們所認同的方式，叫做

“承許”。他們所承許的方式有三個： 

第一個，來宣說“造法者之殊勝”。這個就是能說的人的殊勝，造論者的

這個能說人的殊勝； 

第二個是所說的“法的殊勝”。那這個一跟二——能說、所說這個是屬於

所聽聞的法的部分，所聽聞的甘露法門的部分。那麼我們必須對他要有信心——

對能說的人有信心，對所說的法有信心，這個很重要。我們剛才一再強調傳承

嘛。 

那所聞的法有信心，接著呢第二個就是“如何聞、說彼法之理”，就是能

聞、能說的人也必須是個法器。尤其是這個能聞、能聽聞的人必須是個法器。

你說你對這個法很有信心，那你就是要將自己的弟子相——一個學生的相準備

好，這個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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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三者于初為要”，這個是吉祥寺他們的這種善巧方便。那我們現在

在講的時候，我們講解經論的時候也常常會引這樣子的善巧：先介紹這個論主

的殊勝；然後呢為什麼我們要學這個論——這個法的這個殊勝。我們也會這樣

子的提醒，先做個提示啊。 

再看到第二段， 

B2、正式如此講解。 

如是菩提道次第之引導，分四： 

甲一、為顯其法源清淨故，開示造論者之殊勝。 

這個粗的黑體字就是《略論》的原文。那 “正式如此講解”這個小的這個

字啊是淺藍色的，這個就是翻譯的人他幫助我們理解、幫我們，然後標個科目

一下。所以我們要知道，就只有黑色的這個字的部分，這個是正文——這個就

是《略論》的這個正文。 

第一，“甲一”這段呢為顯這個法源，他今天這個造論、那這個法的法源

那是否清淨。那是否清淨就包括：第一個，造論者的這個殊勝。也就是說這個

造論的人，他是真正的傳承這個法的人。如果說他本身不是傳承這個法，他講

的這個內容可能就有問題。 

甲二、為令他于教授起恭敬故，開示法之殊勝。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嘛，這個吉祥寺的三種善巧的第一個跟第二個，第二個

就是介紹法的殊勝。“為令他”，“他”的話指的是學法的人，為令學法的人

於這個論的教授生起恭敬心。所以第二個呢，開示這個教法的殊勝。那麼這個

時候我們知道說法者的殊勝，還有教法的殊勝之後，我們有信心；再就是要準

備好自己的弟子相，成為一個法器，才能夠聽法。所以第三個， 

甲三、如何聞、說具有二種殊勝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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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本身是殊勝的，人也是殊勝的，這稱為“二種殊勝”。具足二種殊勝的

這個法，那麼你要怎麼樣去聽聞、還有要怎麼樣去說。“聞”就是弟子應當怎

麼聽聞；那麼假設你今天要宣說這個法，你要怎麼樣去說，才能夠真正的跟這

二種殊勝相應。 

甲四、如何以正教授引導弟子之次第。 

這個就是整個後面道次第的核心了：下士、中士、上士道，乃至後面止觀

的它的內容了。 

先看介紹第一個：“甲一、為顯其法源清淨故，開示造論者之殊勝。”不

過這個地方的造論者，因為這個《略論》是宗喀巴大師所著的，所以他不可能

寫自己的殊勝啊，不可能啊。他這個地方所說的造論者指的是阿底峽尊者。各

位看那個附表一的法源嘛，對不對？《廣論》的前面，往上傳承的這個法源是

來自于阿底峽尊者，所以這個地方是在讚歎這個創造《道次第》雛形的阿底峽

尊者的殊勝。分為兩段。第一段， 

D1、根本、主要的造論者。 

總此教授，即是至尊彌勒所造《現觀莊嚴論》之教授；特其基論乃《菩提

道炬論》。 

那這個“總此教授”，總的來說呢，這個道次第的教授最源頭是來自於廣

行派的彌勒菩薩所造的《現觀莊嚴論》的教授。一樣解釋《大般若經》，但是

彌勒菩薩他從俗諦的這個地方開的比較廣，所以這個是道次第的最早的源頭。 

但是呢，“特其基論”，就特別的來說，這個“其”的話指的是《廣論》；

就特別來說，《廣論》它所依止的“基論”——就是主要的根據，是什麼呢？

是《菩提道炬論》。那麼這個《菩提道炬論》是誰呢？ 

是故《道炬論》之造者，亦即此教授之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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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呢，這個《道炬論》的這個造者，也就是“此教授”——《道次第》

這個教授的造論者，也就是《道炬論》是一切這個道次第的主要依據，那麼是

誰呢？ 

又此即是大阿闍黎吉祥燃燈智，別諱共稱具德阿底峽。 

那麼這位造論者就是大阿闍黎——“阿闍黎”就是教授師啊——大阿闍

黎，他的法名叫做“吉祥燃燈智”。那麼“別諱”，這個“諱”就是對古德的

一種尊稱，稱之為“諱”；“共”，大家共同稱他為具德的阿底峽尊者。 

那看第二段， 

D2、彼之殊勝分三 

開始在介紹阿底峽尊者了。 

乙一、生於圓滿種姓之理。 

乙二、其身獲得功德之理。 

乙三、得已於教所作事業之理。 

先看到， 

乙一、生於圓滿種姓之理。 

如納措譯師之《八十贊》雲：“東薩霍勝境，其中有大城，謂次第聚落。

此中有王宮，宮殿極廣闊，名為有金幢，資財權勢盛，等東國漢君。 

在印度的“薩霍”這個地方，這個就是班佳拉這個地方。那麼這個地方呢，

東印度這個班佳拉這個地方有一個大城，這個大城它的名字叫“次第聚落”。

那在這個次第聚落這個大城當中有個皇宮，這個王宮是非常的莊嚴，而且非常

廣闊。那這個王宮裡面因為有很多的金幢——黃金做的這個幢幔，所以稱為“有

金幢”的這個王宮。那各位想：這個這麼寬廣，那麼又有這麼多金幢，當然這

個國家的這種實力是非常的雄厚，所以這個資財、還有權勢是非常的強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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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等于“東國”，就是漢地的中國的漢君，就是說東印度這位國王他像漢地的

那個國王一樣啊，這麼樣子的強大。 

下麵： 

其王善吉祥，後名吉祥光。父母有三子，名曰蓮華藏、月藏、吉祥藏。 

這個國王，介紹國王的名字叫善吉祥，王后名字叫吉祥光。那他們兩個人

生出三個孩子，分別為：老大——也就是太子啊，就是蓮華藏；老二月藏；還

有老三的吉祥藏。 

太子蓮華藏，有五妃九子，長子福吉祥，今為大智者，共稱達那喜；幼子

吉祥藏，比丘精進月；次子為月藏，即今至尊師。” 

就是說這兩個國王的這個太子蓮華藏啊，他有五個妃子，五個妃子生出九

個孩子。那麼這個九個孩子當中這個長子稱為“福吉祥”，福吉祥呢後來出家

成為大的班智達，那麼大家共同稱許他為“達那喜”，尊稱他為達那喜尊者。

然後這個太子的幼子啊，吉祥藏，那麼也就是後來的比丘精進月大德。那他們

的這個次子，這個俗家名叫月藏，那麼就是“今至尊師”——就是阿底峽尊者。

那講到他等於就是這個太子啊、這個國家的這個太子啊所生的，也就是王種啊，

可以這麼說。 

乙二、其身獲得功德之理。 

分為兩段： 

丙一、知見廣博獲教功德之理。 

丙二、如理修行獲證功德之理。 

看到“丙一、知見廣博獲教功德之理。” 

所謂“教”是能詮的教了哈，那麼依著能詮的教修行就是“證”。所以這

個佛法的修行的功德可以分為“教”跟“證”的這兩種功德，所以我們在讚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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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尊者的時候也是從這兩種功德來讚歎他。先看到第一個，教的功德分三。

第一段， 

G1、學習共同明處的情形。 

這個是說他學習這種世間法也是非常深入，就像釋迦牟尼佛啊都是一樣，

這些再來的大菩薩他們在學習這個世間法，也都是非常深入的。 

於二十一歲前，學習內、外四共明處——聲明、因明、工巧明及醫方明，

極盡善巧； 

在二十一歲之前，他學習這個內道的這個法，就是佛法；那麼外道的四共

明處，就是說不管內外道都必須要學這四種共同的學問，稱為共同的明處。 

包括“聲明”，聲明就是相當於我們現在的文字學。學這個訓詁啊、文字

的，聲明；文字學啊、因明學這些的。你要造論的話你本身文筆要好。 

再來，第二個，“因明”，這種邏輯學。因為印度內外道都喜歡辯論，常

常辯論，那辯論必須要有辯論的這種軌則，那這個就是因明學——邏輯學呀。 

再來，“工巧明”。就是世間的這種工巧、技術。 

還有，“醫方明”。這個醫方明就是這個醫學，醫學呀，還有裡面的知識，

還有甚至於一些咒術，那這些就屬於醫方明。 

都“極盡善巧”。那這個是講到共外道的五明當中的四種明。 

再來講這個內明的部分、佛法內明的部分： 

特于十五歲時，聽聞一遍《正理滴論》，後與一位以擅推理而聞名之外道

論辯，令彼折伏，美譽遍揚，此為大卓龍巴所說。 

那麼特別呢在十五歲的時候，阿底峽尊者他只有聽完一遍《正理滴論》。

這個《正理滴論》就是在解釋這個因明學的法稱論師所造的這個《證量論》，

是屬於因明的一個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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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剛剛講：因明學啊，共外道的。在藏傳來說，他這個因明學還

不只是共外道的邏輯學因明。在藏傳，像這種《正理滴論》這些的，他除了邏

輯的思考、教授之外，他還是透過這個方法來引導入於佛法的，不只是世間的

那種邏輯學而已。聽完一遍內典當中的《正理滴論》之後，後來與一位以擅長

推理而聞名的外道來論辯，馬上就把這個外道給折服了。他這個智慧啊非常的

殊勝，因此“美譽遍揚”。那麼以上所說呢是這個大卓龍巴這位尊者所說的。 

第二個呢，說明他 

G2、學習密法的情形。 

各位你看這個尊者啊，他剛開始的時候是學這個世間這種四種明處為主

了，他對佛法的顯教並沒有學，但他直接就學密法。為什麼呢？主要就是因為

他過去生般若的善根熏習非常的深厚。就我剛剛講的：像六祖慧能大師他可以

不需要學道次第，因為他過去生熏習過了，所以他直接就契入這種深見派的這

麼甚深的法門，這第一個；第二個呢，第一個原因就是他過去生般若的熏習深

厚。 

第二個原因就是說，剛好他所接觸的第一位這個上師啊、重要的上師啊、

他的根本上師啊，這個羅睺羅古達，他本身就是修密的。所以他一開始就直接

從密法來契入，那這個時候他還沒有出家。我們看這個文： 

後於黑山道場，依止瑜伽自在羅睺羅古達上師，此師能親見吉祥喜金剛，

並得金剛空行母授記；尊者於其座前接受一切灌頂，獲密諱為智密金剛。 

    後來尊者在黑山道場這個地方，依止這個瑜伽士，這個瑜伽士是誰呢？就

是自在羅睺羅古達上師。在藏傳佛法很多的這個瑜伽士啊，就我們定義來說他

就是個在家人，因為他沒有受比丘戒，所以稱為瑜伽士。像那個密勒日巴大師

他也是一位瑜伽士，他也不是個比丘啊，雖然他的證量相當高，但是他的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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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個瑜伽士。那麼這個瑜伽士就是自在的羅睺羅古達上師，他的密法的根

本上師。那麼因為這個上師修行已經有了這個證量啊——證得蘇悉地了、三密

相應了……這個乃至證得種種的證量的功德，所以呢能夠親見吉祥喜金剛，並

且得到金剛空行母的這個授記。這個授記是授記成佛的授記啊。後來呢，尊者

就在這個他座前——他上師座前接受密續的一切的灌頂。當然修這個法，那自

然他這個宗派他這個相應的法名，他這個密諱就是說他在密教當中的法名就是

智密金剛。 

至二十九歲前，于諸獲得成就上師座前學金剛乘，精通一切教典、教授； 

他二十九歲之前，就在一切獲得成就的上師的座前學金剛乘。因為每個上

師他傳承各個不同啊，那麼比如說他對這個法門精通啊，而且得到傳承，而且

得到證量；那麼另外一個上師可能在某個法門得到證量。那麼阿底峽尊者遍學

一切的密續，就是當他能夠接觸到的一切密續，他遍學。因此他能夠精通一切

的密續的教典——這個教典指的是密法的教典，還有教授。所謂“教典”就是

說佛陀菩薩所宣說的，這是教典；那麼“教授”呢可能就是一種修行的儀軌，

就是這個傳承的祖師啊所編輯的這種修行的儀軌，稱之為“教授”。那這個是

很了不起啊，二十九歲就精通了！ 

一日心生：“密法唯我善巧。”生此念已，諸空行母於其夢中陳示眾多昔

所未見密乘經函，摧其慢心。 

見他心中突然起一個妄想啊，“在密法當中啊，唯我大善巧，我都精通

了”。生這個念頭之後呢，一些空行母——空行母就是說這個菩薩顯現女性呐，

這個菩薩稱為“空行母”，在他的“夢中陳示眾”，過去他所未曾見到的很多

很多密續的經典。看了之後，他就知道，“哦，原來他所知道的只是大海中的

一小滴，他所未知的像大海一樣的廣博”。這個時候就摧伏他驕慢的心。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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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我們剛才聽這個宗大師的這個大智慧啊，這個時候我們要是仔細去想啊，

我們就會覺得，“啊呀，我們就算學佛學經典學的再多，或者甚至我們精通什

麼經典，我們實在跟大菩薩比起來，也是一點點都算不上”。就能夠折服我們

的慢心。 

第三段， 

G3、出家並學習內明法藏的情形。 

其後諸多上師、本尊於其面前或於夢中勸雲：“若能出家，便能廣利聖教

及諸眾生。” 

就是說這個尊者剛開始前面修密法的時候都是跟瑜伽士啊，也是現這個瑜

伽士的這個相。後來呢，很多的上師，“上師”就是在眼前教導他的上師；還

有他修法的本尊——“本尊”就包括釋迦牟尼佛，還有其他他所修的其他法門

的這個菩薩的本尊——現前，在他面前現前；或在夢中勸他。勸他什麼呢？“若

是你能夠出家的話，就能夠廣泛的利益這個聖教、一切的眾生。”像他在夢境

當中夢見釋迦牟尼佛在他前面，然後釋迦牟尼佛的後面有很多很多的諸佛，就

次第的這樣排下去，然後他夢到他自己站到最後面。那這個時候呢釋迦牟尼佛

在夢境當中就問他說：“你為什麼還不出家？”這個就是本尊勸他要出家。因

為他能夠精通顯密二法，又能夠出家的話，才能夠真正的廣泛的利益這個聖教，

還有一切的這個眾生。因為出家啊、他這個出家的戒法、出家的這個形相能夠

建立僧團等等的，有他的這個住持佛法的特殊的功能。 

依此因緣，請大眾部持律上座，得加行道趣入實性一分三摩地者——名曰

戒鎧為親教師而正出家，其諱名為吉祥燃燈智。 

因為上師也好、本尊也好，都勸他出家，所以尊者他就出家。不過我們剛

剛前面講：尊者他是國王的孫子啊，也是王種啊，而且還是太子啊、太子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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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孩子，以後甚至都有可能承繼王位都有可能，所以他出家原本來說是不可能

的事情。 

那麼後來呢，他這個，但是，他的這個上師、修密法的上師羅睺羅古達就

告訴他裝瘋、裝瘋賣傻。因此之故呢，他的父王啊，還有他的那個國王才允許

他能夠出家——以為他這個人已經廢了，沒有用了嘛，才允許他出家。 

我們先講到這個地方。 

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回向！ 

 

 

 

聽打：果滿 

校對：普強、普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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