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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I 

 

 

序 
 

在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第三次訪問

台灣之後，我們向您呈獻了達賴喇嘛文集

之七《西藏與西藏佛法》。主要收集了聖尊

達賴喇嘛於 2003 年在日本的演講和 2007

年在印度達蘭薩拉對西藏學生的演講內

容。聖尊在演講中，除了介紹佛法，還詳

細介紹了西藏的歷史文化等。西藏之所以

被重視，不僅是由於人權、民主等普世價

值或理念，對西藏人民而言，更重要的是

藏傳佛教的生存、傳承、延續和發展與西

藏民族有著極為緊密的聯繫，西藏人也將

護持佛法視為己任，西藏有句家喻戶曉的

諺語：『佛法若遭侵害，比丘也會持矛，尼

師也會跨刀』，不論武裝抵抗或和平抗議，

在西藏人看來，西藏自由運動的實質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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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是為了保存和延續西藏佛教的『護教』

行為，而不是外人所理解的『政治』。也許，

幾十年後，西藏佛法在西藏以外的地方生

根，成為人類共同文明的一部分，那時，

西藏民族將不再獨立承擔延續傳承和『護

教』的責任，西藏問題也就不再具有特殊

性，但在此之前，藏傳佛教與西藏民族的

存亡息息相關則是無庸置疑的事實，這也

是聖尊和所有高僧大德一再關心西藏問題

的最根本的原因。相信此書的發行，有助

於研修藏傳佛教的信眾對此有更深的了

解。 

在此，我誠摯地感謝中華民國下密院

顯密學校佛學會捐助印刷本書，感謝雪域

出版社和其他一切為此書的出版提供協助

者。 

謹以此書紀念西藏政教領袖第十四世

達賴喇嘛流亡五十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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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 

董事長  跋熱‧達瓦才仁 
2009ẹ 9ᶔ 9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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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序】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是藏傳佛教的精

神領袖，更是全球崇敬的佛法成就者。尊

者所到之處，很自然地會吸引眾人的目

光，其話語亦經常在傾聽者心裡繚繞不

已，或許也可說是其威德的攝受力。  

 

有幸能繼續翻譯尊者的二場演講開示 

(2003 年講於日本東京及 2007 年於西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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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這真是一個承擔尊者事業很好的機

會，對此我懷著萬分敬慎與感恩的態度，

儘可能地於世人面前真實呈現尊者的慈悲

與智慧，不僅宣揚普世所喜愛的慈悲，也

以平易簡要的方式傳達佛法的見諦。 

 

或許我們能從中尋訪些許尊者廣為世

人尊崇與喜愛的特質與原因，倘若如此，

祈願我們皆能因而隨之走向真正安樂的目

標，而這也正是尊者與佛陀最初的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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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悲青增 
2009-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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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的力量 

 

我真誠地向大家請安，札西德勒（吉祥如

意）！今天應該是星期六吧？普通不是休假日

嗎？你們犧牲了寶貴的假日，專程來聽這次的

演講，我衷心地祈望這次的演說結束後，您們

不會有白白浪費時間的感覺。 

今天我能夠再度拜訪日本，在停留的一個

星期左右的期間能和眾多日本友人見面及會

談，感到非常的高興。今天這麼多人共聚一

堂，我並沒有什麼新鮮的話題，或者是顯現神

通，只是很平常地與大家談話。各位如果是抱

持著懷疑的心態而來，好奇會談些什麼樣的話

題，這是正確的態度，反之如果有人認為達賴

喇嘛一定有什麼驚人的能力，那就錯了，或許

也有人認為我有阿里巴巴的神通力，如果有人

這麼想，當然也是個誤會一場。我和各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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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普通的人，因此請諸位把我當個朋友，聽

一個普通人說話吧！ 

我們同身為人類的一份子，特別因為又都

是東方人，所以想法和習慣都很相近。總之同

樣生為人的關係，思惟模式相差並不遠，所面

對的煩惱與處理模式也大致相同，相信大家也

都有這方面的能力。 

我今年已經 68 歲了，歷經過許多事，也

遭遇到不少的困難，如果人生中的磨難多一

些，經驗也會相對的多一些。有些人在困頓無

助之際會失去克服問題的勇氣，甚至還發生像

自殺等更壞的情況，這是最可憐、也是最不幸

的；然而也有些人在面臨困境時，內心的意志

力反而更加的堅強，進而從中歷練許多寶貴的

經驗，這類例子不勝枚舉。我這個老人也累積

了一些經驗，而我只是從中實踐著佛陀的教

法，這對我的人生帶來了什麼樣的變化呢？又

或者得到了什麼樣的經驗呢？同樣身為人類

的一份子，希望接下來我的經驗分享不管對大

家或是對我自己，都能因我的經驗、想法與觀

點而能有一點助益，或許能對某些人有所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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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總之我和各位都生而為人，我是以這種思

惟對各位談話，也請大家以這種想法，耐心地

聽我這個平凡人的叨述，最後會為各位留一些

問答時間，請大家自由發問。即使不能認同，

或者有疑惑的，都請不要客氣地指出來，因為

對我而言，了解他人的不同觀點及想法也是很

有幫助的。如果沒有疑問，就這樣進行了喔！ 

今天非常感謝各位群聚一堂，不辭辛勞地

趕來聽演講，今天聽眾中有老有少，其中以年

青人居多，所以今天談話的內容會以年輕的聽

眾為主，這是什麼原因呢？過去固然很重要，

但畢竟逝者已矣，已經發生的事無法再改變什

麼，不過也不必因此而悲觀，因為來者尚可

追，未來的果是取決於我們所造的因，畢竟善

因得善果，惡因結惡果。將來的時代有賴於擔

負未來重責大任的各位年輕學子們，我生長在

二十世紀，我自己的大半人生是在二十世紀中

度過的，坐在前排的老父老母們，年齡或與我

相仿或較我年長，大半的人生也都在二十世紀

裡度過。不過身負二十一世紀重任的是年輕世

代的您們，因此我主要是對您們年青人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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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慈悲與慈悲的價值】 

今天演講的主題是「慈悲的力量」。首

先先要釐清什麼是「慈悲」？一般而言，

自我們出娘胎的那一剎那，母親自然就會

對自己的孩子產生母愛，並且全心全力地

付出。不只是人類，鳥類以及野生動物們，

如同山羊或羊群等也都是如此。所有的母

親都會對自己的孩子投注所有的愛。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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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母愛或許也攙雜些許執著心，但是對

眾多母親而言，孩子的存在就如同無法取

代的珍寶般珍貴，對孩子的關愛就好像對

待自己身體的一部分，打從內心深處珍惜

疼愛著。而慈悲這個字眼事實上就是指這

種愛！雖然，也有少數不喜歡小孩的母

親，畢竟那是極少數，普通的母親對孩子

的慈愛並不是像對待弱者所展現的憐惜之

情，而是把孩子看得比自己更珍貴，從心



6 西藏與西藏佛法 

 

底深處發出的珍愛情感，將孩子當寶貝般

百般呵護。這也不像是在看到處境悲慘的

人承受著苦痛時，心中所湧出的悲憫之

心。比如我們看到情況較自己悲慘的人會

說「啊！真是可憐」，心中不只是覺得「對

方很可憐，而且認為不如自己」類似這樣

的悲憫心，一般人認為這就是慈悲，然而

事實上那是個大誤解。 

慈悲是一種真實的愛，是發自於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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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為對方是無可取代的珍寶，而且有著

很想親近的心，這種真實的愛非常的珍

貴，可以為我們帶來廣大的利益。這就是

為什麼所有的宗教都提倡慈悲與愛的重

要，也都在幫眾生培育這種珍貴的愛。慈

悲的反面是瞋恨和嫉妒，各個宗教為了對

治這種負面的心緒，於是教導世人忍辱的

可貴，同時要能自我約束與知足，這些都

是所有宗教共通的教導。所有的教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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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慈悲，慈悲是人類與生俱有的特質

中最為寶貴及重要的，因此每個宗教都會

教授如何修持慈悲。認為世上有造物主的

宗教，他們稱頌的主所擁有的偉大功德，

都是愛(慈悲) 智慧與神力。特別是愛，每

個宗教都非常強調及推崇，這是因為在人

類的世界裡，愛是不可或缺而且極其重要

的緣故，所有的人都想追求愛，也渴望著

被愛，因為再也沒有比愛更能令人感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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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的了，愛的本質，是最為我們所喜愛，

同時是最為卓越的，我們皈依的主、神或

者是菩薩，在祂所具備的各種功德當中，

最為究竟的功德就是愛(慈悲的功德)，佛

教雖然不承認造物主的存在，但是在佛陀

的所有功德中，最為首要且絕對重要的還

是慈悲和智慧兩種功德。由此我們可以得

知，每個宗教都認定對人類而言愛(慈悲)

是最重要、也是最為尊貴的特質。所以都



10 西藏與西藏佛法 

 

會宣揚自己的主或神是慈悲所化現，任何

的宗教都不會認為自己的主或導師瞋心很

重，也不會說他很吝嗇，因為大家都清楚

那些是惡的源頭，宗教所共同稱頌的是愛

(慈悲)與智慧，特別是悲憫，一致被讚頌

為至高無上善的美德，因為所有的宗教都

教導愛(慈悲)，所有有宗義的宗教都有能

力幫助我們人類，畢竟宗教最終極的目的

就是幫助眾生，因此宗教間彼此的相互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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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與合作，我認為是很重要。同時也一直

致力於宗教之間的對話與交流，今天想和

各位談談慈悲的重要性，同時簡要地說明

慈悲之所以珍貴的原因。 

【如何培養愛與慈悲】 

暫且不從宗教的立場，而先從世俗倫

理的觀點來談如何提升愛與慈悲的方法。

「慈悲」如同前面提到的，我們打從哇哇

落地就生長在慈悲的關懷中，如果缺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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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或週邊的人對我們的關懷照顧，我們是

無法存活下來。不只是人類，即使是動物，

只要是由母親養育成長的生命，都必須在

母愛的保護下才得以生存。例如，生命科

學的科學家們發表的報告中曾指出，出生

的嬰兒於最初的數周在母親溫存的懷裡成

長，是人類成長過程中非常關鍵的時刻，

初生的幾週內，腦細胞大量的發育，腦部

發展得非常的快速，這段期間母親的體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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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重要的，很明顯的，他人的慈悲對

身體發育有極大的幫助，這都是有科學研

究數據而證明的事實。稍微長大些後，孩

子的發育階段中，如果家庭散發著慈悲的

氣氛，就能夠培育出身心健全又快樂的兒

童，孩子因為身心健康快樂，學習能力也

會比較好。比如科學家們曾經針對猿猴進

行分組研究調查，一組是由母猴養育的子

猴，另一組則離開母親的襁褓，接著觀察



14 西藏與西藏佛法 

 

這兩組的發展，結果顯示由母猴撫育成長

的子猴很愛嬉戲，表情顯得快樂，個性也

大多開朗而溫厚；而另一組則比較遲緩，

與母親分離的小猴子比較不愛玩耍，個性

顯得易怒而且暴躁。可見與生而來的慈悲

非常的重要。所以請多多思惟和研究慈悲

的重要性。像我們人類是由母胎孕育而

出，喝著母乳成長的胎生動物，另外靠母

親孵育的卵生類也幾乎都需依賴母親的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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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能生存，像這樣的胎生和卵生動物其

間慈悲的關係自然會強烈些。雖然在卵生

動物中也有些母子關係並不如我們所認知

的那樣，像有一種龜類，母龜產完卵就離

開了，小龜的未來全憑自己，母親完全不

會再關照牠了，孩子的成長全然靠著自

己，完全不依賴母親，媽媽無須餵奶或以

食物來餵養，這一類的生物即使未來母子

再度相遇，大概也不會產生慈愛吧？！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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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物種在牠的成長過程裡並不仰賴母親

的照料，天生不依靠母親成長的生物，我

想應該是不會有慈愛等特質的。換言之，

我們之所以有慈悲，或許與媽媽很有關

連，是引發自母親身心的，我們可說是生

長於母親對孩子的慈悲關懷中，順道提一

下，世界上的人口成長甚多，一千年來人

口增加了許多，特別是近百年來更呈倍數

的成長，日本這樣的小型島國人口也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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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多，這也是母親們從內心深處付出愛

心守護孩子的關係，所以人口明顯的增

加。如果許多母親生下孩子卻不給予母

愛，甚至施加虐待，隨時有損害孩子之心，

那麼就不會有人口過盛的隱憂，不會有

的，無須憂慮會發生人口過盛的問題。事

實上，慈愛是與生俱來的，是人類自然的

情感，母親灌注於孩子的愛完全是自然的

表露，於是世界人口就不斷地增加，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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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持續增加的問題形成令人擔憂的事

實。像這類的慈悲是與生而來，並不是有

宗教信仰的媽媽才有慈悲，缺少宗教信仰

的就沒有，不論是否有信仰，所有的母親

對孩子都是關愛有加，回顧一下我們的人

生，孩提時代如果家中缺乏溫暖、氣氛不

好，家庭成員間時常發生齟齬，或者是有

心結，在這種缺少關愛的環境中成長的孩

子，即使長大成人也很容易由於過去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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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而很難對他人表現出慈愛，或是生起

熱心助人的心。年幼時如果缺乏慈愛的呵

護，長大成人後也容易成為缺少同理心，

性格冷漠的人，這樣的人生通常也是乏味

的。相信各位都有經驗吧，我們生病就醫

時，通常並不會在意醫術是否高明，反倒

是醫師的看診態度如果是和善親切的，病

患就能安心，而且能以輕鬆的心情接受治

療，反之如果醫師的態度冷漠，臉上不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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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毫笑容，那麼醫術即使再精湛也無法安

心地接受看診施藥；或者最終我們面對死

亡之際，我們都清楚自己即將逝去，其餘

友伴們仍將繼續活著，眼見即將生死永

別，天人永隔，一個行將死亡，一個仍將

活著，面臨生死的永別，爾時所有溫情都

將隨風逝去，值此死亡時刻，如果身旁圍

繞著關懷與慈愛的親友，行將逝者的內心

也會感到快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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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慈悲不論是從人生的開始到盡頭

都是我們最為重要的依靠，此外，慈悲是

無法價購，祂是非賣品。若說要花錢買慈

悲，一定會遭人嘲笑，認為是個瘋子，同

樣也無法到醫院請醫師為你打一針會生起

慈悲的針劑，或為你進行植入慈悲的手

術，此外也無法憑藉外服藥物，或靠法律

條文滋長大家的慈悲心。但是，慈悲卻是

我們人類所不可或缺的，慈悲非常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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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有很大的利益，我們要如何才能培育

慈悲心呢？ 

首先，要多思惟慈悲心，調整自己的

想法讓心熟悉慈悲，並且重視慈悲的價

值，如果修持慈悲，慈悲心會越來越強大，

因為慈悲的種子原本就存在我們心中，想

要修習慈悲，重視慈悲的話，就先要肯定

慈悲的功德。慈悲的反面是記恨、嫉妒、

損害、貪婪等惡心，我們要研究清楚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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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心所引起的過失及害處，如果心中能夠

真正體認慈悲確實能讓自己得到益處，同

時也是能讓自己幸福的心，如果對此得到

肯定時，自然就會積極地努力培育慈悲，

而且會在修持慈悲心時充滿喜悅，忿怒、

瞋恨及嫉妒等的情緒是既無助益又有禍害

的惡心，有了如此的認知，心中就能慢慢

地產生好的變化，現在讓我們嘗試以不同

角度來思維。首先第一點，近代的物質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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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地開發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幾乎發展到

不虞匱乏的程度，我認為日本也好、美國

和歐洲也好，生活水準很高，物質條件也

很好，但是這樣的社會裡仍然有很多人不

快樂，在日本，有些人因為不堪精神的困

擾最終選擇了自殺，也有人不願意見任何

人，將自己關在房中，選擇孤獨度日，即

使不乏物質的享受，但是心中有苦的人卻

仍然很多。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大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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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世紀左右，20 世紀的中期到後期，

大家努力發展外在的物質，各地隨著知識

的提升，醫療水準有長足的進步，經濟等

方面也都有很好的發展，造就了極好的生

活條件，但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始終只停留

於外在的發展，卻不怎麼思惟如何增長內

在的功德。因此物質是有很大的發展，依

著物質的進步，身體的痛苦是減輕了，雖

然增進了生活的舒適度及感官的享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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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內心的分別而生起的不快樂不但未見

減少，有時反而增加了，會有這類的困難。

近代由於教育的普及，大家也都重視知

識，因此有了好的成果，不過問題是人們

只重視知識的教育，卻忽略了德行上的教

育，疏忽了善心的發展，對此遠不及於對

知識的重視，同樣地，我們學習佛法時也

是如此，只從智慧層面讚揚佛陀的功德，

卻略而不談慈悲，我們感受不到慈悲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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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也輕忽了慈悲的必要。片面著重知識

的結果，導致三寶的內涵中僅偏重於智慧

而放棄了慈悲。外在的知識固然很重要，

但終究是為了人類的享受，只要生而為

人，慈悲的養育是彌足珍貴的，我們若一

直為物質發展所牽而漠視慈悲的價值，社

會上將很難有安樂可言，所以兼容並蓄地

發展外在的物質和內在的慈悲是非常重

要，也是必需的。接下來第二點，我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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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思維科技的發達，科技發展的基礎是

依循分析調查來達到事實的證明，我認為

這是個非常好的方法，對事物的真相能夠

有真正的了解，並且依此盡力地為世界做

出貢獻，我覺得那就是科學的成果。反之

若由有害、破壞性的動機來操作科技，運

用在顛倒、毀滅性的方向時，就會替世界

帶來極大的危險，就好像 2001 年 9 月 11

日紐約和華盛頓的恐怖攻擊事件，一架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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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汽油且載滿乘客的遠程客機，以這樣的

客機充做炸彈，全然不考慮眾多旅客的生

命，實在是很匪夷所思的想法，策畫這種

慘烈行動的人顯然經過深思和精細的計

算，不僅要想得出來更有兇殘的心思，而

執行那麼危險的計畫若非有極大的決心和

衝動，也是做不出這麼驚世駭俗的事。這

麼縝密的計劃少說要經過數月、甚至數年

的思量籌劃，完成此舉更要有極不尋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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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動，然此股動力卻來自極大的害心與仇

恨，才會促成這個令人痛心的事件發生。

所以若非科技的發展就不可能利用飛機，

又即使有科技少了縝密的想法規劃也不可

能，同樣沒有仇恨的動力也不行，這一切

的根本都取決於衝動和仇恨，因此我們可

以很清楚的知道，仇恨的動力是來自於猛

烈的瞋恨心及報復的心緒。如果近代的科

技和人類的理性受到熾盛的煩惱力所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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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就會造成令人驚恐的錯誤結果。 

此外，最近的遺傳基因科技，以基因

複製動物所可能衍生的危機問題也令各界

爭議不休，但是，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起

心動念，如果本著賢善利益的心，運用科

技改進生活當然非常好，確實能夠得到利

益的，但是科學與機器的發展如果被惡心

所操控就會很麻煩，也很危險。例如核子

物理非常不可思議，可以解析到極細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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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這都是靠高度的智慧發展來的。問

題是，用這些技術製造出的核子彈，為人

類帶來了無盡的禍害，在這個世界，人類

第一次受到核子爆彈之害的子民正是日

本，這真的令人感到萬分悲傷！我曾經拜

訪過廣島，一進到原爆紀念館參觀馬上就

毛骨悚然、驚愕不已！當我看到原爆被害

者的紀錄照片時，立即被那種慘狀嚇住，

而且感到悲慟。我也曾到醫院探望原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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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那真的是令人感到非常心痛，由

此我們可以十分明白，科學若運用在破壞

的層面，就是這麼恐怖。近年來，冷戰的

結束減輕了國際間的緊張關係，但是各國

所擁有的核子武器的威力卻足以摧毀地球

好幾回，如果人類是以善良的動機，為了

和平而運用科技，人類就可以得到幸福與

安詳，反之如果動機是有害的，就非常的

危險了。思考以上的理由，慈悲確實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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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第三點，從二十世紀末以來，反戰運

動愈發地高漲，人們也愈來愈提倡世界和

平的想法，通常和平運動都以釋放鴿子為

象徵，為了施放許多鴿子，必須先要抓來

許多的鴿子，了解嗎？我不知道如此一

來，是否和平真的會到來，不過，把鴿子

捉了又放，鴿子也真是忙碌。隨著世界和

平運動的日益高漲，日本的反戰運動也非

常熾熱，人們追求和平的主張堅強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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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這確實是很重要！ 

【非暴力才能解決問題】 

接下來，我們檢討戰爭。戰爭是一種

反覆不斷的暴力事件，只不過那是被國家

法律所承認的合理暴力，戰爭是一場大規

模的屠殺，任何戰爭幾乎都是予以合理化

的一種暴力行為。基本上我認為戰爭是違

反人性的，愛與慈悲才是真正人類的本

質，也是人類幸福的最根本要素，而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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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類陷入了錯亂的狀態所引發的。最近

國際情勢緊張，問題重重，事實上，這也

是我們人類所製造出來，是世界上的每一

個人。因為同是人類的困難，世界整體的

利益是相互地依存，不僅是國與國的關

係，洲際與洲際之間也都是互相依賴，不

論是在經濟或環境，整個世界都是唇齒相

依。往昔，人們認為各國都是各自謀求自

己國家的利益，只要打敗鄰國，贏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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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奪得許多覬覦的東西，而今世界的

情勢是互相依存的，鄰居國就像自己的肢

體般，如同是身體的一部份，攻擊鄰國等

同於殘害自己的身體，互相爭戰的時代已

經結束了，這也是反戰運動能得到高度回

響的原因，但僅僅是阻止戰爭仍然解決不

了問題，戰爭的本身就是因為遇到問題，

為了解決問題才引發戰爭的，所以我們必

須尋求無害的解決方法，要採取可行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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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定要用非暴力的方式解決。 

我們要提倡非暴力，在無害見及無害

行日漸增長的同時，也要能夠採用無害的

方法來解決問題，要尋求這種的方法，同

時必須依靠這樣的方法，這就是所謂的對

話。對話的基礎在於認清事實上彼此間是

互賴的，要清楚認識這一點，要認清我們

同為人類，在此基礎上，同時思考自己及

他人的利益，要有雙贏的想法，即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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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點虧也要能為雙方的利益而對話、讓

步，只有非暴力之道才是解決問題的方

法，所以我們要堅持這個信念。舉凡家庭、

國家、大至國際關係，小至於個人的問題

都要用溝通來解決問題。當內心遇到極大

困難，也要用非暴力的方法盡力地解決，

只有對話協商才能真正解決問題，對話需

要勇氣，必須將對方的利益，以及對方的

難處當作是自己的責任，積極的面對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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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要以慈悲關懷對待對方，這比什麼都

重要！我們要明白對方和自己都是人，都

想追求幸福並遠離痛苦，進行對話協商

中，最重要的是內心要抱持著縱使自己會

吃點虧，最終也一定要讓雙方得到雙贏的

信念。暴力或非暴力不僅是外在的行為，

主要仍取決於內在的動機，傷害的動機所

作的一切都是有害的，而無害慈悲的動機

引生的一切行為都屬無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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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也可以說表明反戰的實際行

動是基於充滿慈悲的善良動機，我常思考

這個問題，也經常對大家說二十世紀是相

互施暴的世紀，既是戰爭也是流血的世

紀，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們必須展開世紀的

對話，這是主張溝通的世紀，我們都了解

戰爭是愚蠢的行為，在溝通的世紀裡不可

仰仗武力，要以和談取代戰爭，所以必須

解除武裝。首先要解除外在的武裝，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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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也要解除內在的武裝，二者同時並進是

非常重要的。解除內在的武裝不是透過祈

禱或冥想，而是要藉由教育來達成；外在

的武裝解除、裁軍則要分段，階段性地進

行裁減軍備首先要禁止核子武器，接著禁

止買賣武器，第三逐步減少攻擊性的武

器。最近歐洲成立了德法聯軍，是由德國

和法國結盟組成的軍隊，我們亞洲即使現

階段不可能，但可以先慢慢地在心中醞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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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構圖，比如如果能聯合南北韓的軍隊，

戰爭的威脅就會大大地減少，然後慢慢的

擴大到日本、中國，再加上韓國，結合成

一個聯合軍團，也是不錯！雖然很難在近

幾十年間實現，但只要我們心中持續地思

考這些問題，未來一定會出現希望。就像

建立歐盟經濟共同體一樣，或許也有類似

歐洲議會的制度，先慢慢地建立「區域聯

軍」是一個相當符合現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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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讓我們來探討貧富的差距。

我們先來看這個世界的一般平民百姓，北

半球很富裕，南半球卻很貧窮，兩者間的

差距極大。即使是在同個地區，貧富間也

有很大的懸殊。最近，在社會主義的中國

也出現極大的貧富差異，以社會道德來

看，這不是好的現象，就事實而言，極大

的貧富差距不僅讓社會動盪不安，也會令

世界不安，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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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環境問題也是，我們通常都得依賴地球

的資源才得以存活下去。保護地球有限的

資源雖然是我們人類的責任，但一般的時

候，我們並不了解它和我們是習習相關，

所以要稍微改變我們的生活習慣，養成節

約與知足的生活態度。此外，世界人口不

斷地攀升也是個警訊，所以適度地控制人

口是非常必要。還有即使是使用自己的財

產或物品時，也不要忘了守護環境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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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總之，為了保護全人類，我們有必要

努力增加內心的愛與慈悲，也要將眾生的

幸福當成是自己的責任一肩扛起。總結今

天，我希望向各位傳達的是慈悲心的理由

及力量，還有慈悲心要擔負的責任，以上

關於慈悲的介紹，在這裡結束，謝謝大家！ 

 

最後，如果各位認為，今天談話的內

容還有一點價值，就請將它放在心中思惟

及探討，如果認為一點幫助都沒有，就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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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場忘了吧！現在還有時間，可以讓各位

問二個問題。 

【問答】 

【問】：請問 法王你也會生氣和發怒嗎？

如果有的話，又是如何控制，讓心

平靜下來？ 

【答】： ȲᶺϷ Ӣ Ȳꜙᴟצ

∫ᾼ ȲӢ ᾼ ȲᶺṳЛҟ

Ӣ ᾼ ȲԉӦһ֯їМẃ

ẃҟҟȲ צ ϵϚ ȴ

Ӣ ѿцЛ ᶶᾼ ȲҬ╥ ϯ

Ϛ ᾼ ч Ȳʌ Ɫḕ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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ȳӂ ᾼїẃ ѡІѩ

ȴֽױϚẃȲᵛṿ Ἠ ∫

ҏ ȲϷ ϱӂ ϯẃȲ

ᵛ― ԛ⇔ҏ ȲϷ ԛ֮װӂ

ȴὑ╥ѾȲ ᾼ Л

֯їМȲ Ȳᶺ Ҡѿ−

ᾼ῀ ᾼ╥Ȳӂ

ᴞАᾼвїȲ Ȳᶺ ԛҟ

ṅשׁ Ɫᶺ ẃֵюᾼ

Ὠц ȲҠѿЛ Ứ

ẃ ḖȲᴖ╥ ᴞṝᾼ ҟ

≈ Ȳד‒ − ὙӪ

ᾼ ϩȲֽ ὨᴞАБ Ҡѿᶙԓ

Ϡ ᾼ ϩȲ ԛҏ

ȲắһД ᾼ ⇔ ЄЄ

ᵅȴ ᶺᴞАӐṝᴖṕȲӂ ѻ

ѿɞϤ ᴩ ɟᾼ ї Ɫ

═ᾼ Ȳ ṷ Ϛ ᾼ

ᴩȲ֯ МצϚҰ ╥ɦϞᴟ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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ῈȲѿц ӢᴰȲ ᵠᴰѷ Ȳ

Ӣ ȴɧ≈ ṷ

Ȳ  צ ᵗȴ ᶺᾔ ȳ

ȲἨҷҟ⁞ Ȳ ᶺ Є

ᾼ ц⁞ ȲЛ ֯Ш ế

Ὲ Ȳ Ұ ╥ᶺїМ Єᾼ

ќ▀Ⱥ 

 

這位小紳士，你有問題要問嗎？ 

【問】：達賴喇嘛先生，你有夢想和願望

嗎？ 

【答】：   ᴖṕȲᶺ ᶦ ḕ Ϣ ἅ

Ȳ ᵑ ᶦ Ϣἅ Ȳᶦ

Ϣ ἅ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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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述佛法的發展】 

今天我要向各位介紹佛法，通常我在

解說佛法時，會分成兩個部份，佛法的意

趣和實踐的方法。 

首先先要解釋佛法的教義，在日本，

你們仍然延續著佛教的傳統，傳統信仰是

以佛教為主，佛教在此非常的普及，你們

是佛教的法友，今天能夠向各位法友講授

佛法，內心感到非常高興，像中國、日本、



慈悲的力量 51 

 

 

泰國等，世世代代沿襲著佛教信仰，也都

很尊崇佛法，而西方國家傳統的信仰主要

是猶太、基督教和回教等，我常常說維持

自己傳統的宗教會比較好，我也常說最好

不要改變自己的宗教。且不談你們本身是

否虔誠，你們的祖先大多信仰佛教，都是

佛弟子，現在就讓我為你們介紹祖先傳續

而來的教法。 

佛史記載至今已有二千五百年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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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五百年前佛陀來到此世間，（成道後）初

轉四諦法輪，梵典記載有著三轉法輪。初

轉法輪時教授「四聖諦」；二轉法輪教導了

《般若》；在三轉法輪時，教授與般若意趣

相同的《如來藏經》，以及別於般若意趣的

《解深密經》。整體而言，佛教經典都是以

巴利文和梵文兩種文字記載，在梵語典籍

中有顯宗和密宗兩個部份。龍樹菩薩出世

以前，有人持著大乘非佛說的論點，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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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樹菩薩等許多偉大的智者提出明確地論

述證實「大乘是佛說」的論點，同樣的也

有人說密法不是佛說的，但是後來也有具

量的修行者，依論理有條理地證明了密宗

是佛說的論點。之後，佛法漸漸廣泛地普

及至整個印度國土，在佛教興盛的歷史潮

流裡，整個佛法的教導、弘揚與護持的歷

史中，後期是以那爛陀寺為主流的權威代

表，而西藏流傳的佛法很明顯的是來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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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爛陀寺。 

第八世紀當佛法正開始在西藏普及

時，那爛陀寺的大學者寂護論師親赴藏

地，為佛法在藏地的弘揚，立下重大的貢

獻，他也是量論和中觀最具權威的學者，

之後，寂護論師的弟子，同時是中觀的大

學者蓮花戒論師也被迎請到西藏。這兩位

優秀的佛法大學者，在西元八世紀被迎請

到西藏。接著大約在一千年前(11 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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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底峽尊者來到西藏，尊者早期曾在那爛

陀寺學習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在大菩提

寺擔任住持，教授佛法。後來在西藏弟子

不斷的祈求下也來到了藏地。以他們二位

為主，許多的印度智者及偉大的成就者都

先後來到西藏，此間也有許多藏人學者到

印度學習語言的翻譯，學成後陸續地譯出

經典「甘珠爾」一百多卷，及論典「丹珠

爾」二百多卷，這其中也有少部份可能譯



56 西藏與西藏佛法 

 

自漢文典籍，其它主要的是譯自巴利文及

梵文的經典。由此，我們可以確認西藏的

佛法傳承自正統佛教權威的那爛陀寺，那

爛陀寺具備大乘、小乘及密乘，三乘圓滿

無缺的佛陀教法。 

【佛法的心要－緣起見與無害行】 

通常我在介紹說明具足大小二乘及密

乘的佛陀的教法時，時常強調佛陀的心要

是「緣起見」與「無害行」。所謂無害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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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害」與「無害」基本上是取決於我們

的動機，無害行並不只是指表面行為的無

害，而是出於對他人心中懷有慈悲，而不

忍加害才是真正的無害行。無害行本身有

兩個層次，首先是由於悲憫而不加害於

人，再來是由於悲心的增長而全心全意地

想成辦利他事業，這就是真正的無害行，

也就是非暴力。 

大、小乘指的又是什麼？二乘中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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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基於悲憫所以不行損害之事，同時為了

成辦自己的解脫，努力修行；而大乘更要

勵力地增長悲心，從而成辦利他之事，為

了實踐利他的事業，因此需要成就利他的

必要條件，也就是「遍智」，所以而說了無

害行。行持無害行有什麼理由嗎？修行之

道即在於實踐。但前提必須是一切所行皆

以慈悲為動機的無害行為根本。中觀宗認

為所有的物質都是依賴因緣而生，即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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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和佛果位，都是因緣所生，既不是無

因生，或常因而生，也不是來自於造物主，

而是來自於法性，能夠成就自果因素的因

緣，就是所謂的因果緣起。 

此外，中觀師對緣起見還有更深一層

的解釋，那是什麼呢？所有有為或無為的

任何法都是有分，而非無分，只要是有分，

都必須依於原素才能形成自己的本質，無

法不依賴組合條件而有的。如有分依於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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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原素而有，即使是原素，也要依於有

分而安立。另外像「長」是因為「短」的

存在才能成立，同理，短也是因為有長，

才突顯其短。也就是說，事物必須依賴於

他者才會成立，沒有任何不靠依賴而成立

的，這就是依於因緣而安立、依賴因緣而

有的一類緣起。此外，月稱菩薩解釋龍樹

菩薩的不共意趣時，談到境的本身並非真

實存在，是依於名言的安立才有的，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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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名言安立而有的緣起，也是中觀宗對緣

起的獨特見解。名言亦無自相的中觀緣起

見，沒有任何境方面的有，一切都是名言

所安立的。是因為名言的安立，依賴著名

言之緣而起，因此緣起有三種層面的解

釋。這就是為什麼必須實踐無害行的理

由。心性是光明的，所以垢染是可以盡除

的，完全清除心的塵垢，進而成辦解脫及

佛果，以上解釋了佛法的「見諦」。總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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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行及緣起見，才真正是佛法的見諦。 

龍樹菩薩在《中論》的結語詞，因由

感念佛恩而說道「ᴶ῏Ӧ їȲ Ϛй

ṓȲ ᶺ Ȳ ᶺ ȴ」這句讚

頌稱揚佛陀的智慧與慈悲的功德。佛陀從

初發心開始，積集三大阿僧祗劫的資糧直

到成就無上菩提。我們可以說，佛陀是大

悲心的化現，又依於大悲的因，而有了大

轉法輪之果。此外，是基於什麼緣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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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轉法輪呢？那是因為有情之苦，無法僅

由佛陀的加持而斷除，如果想滅掉苦，首

先要先去除苦的因，才能獲得離苦的果。

就像前面講述的因果緣起，當追究苦樂的

因素時，我們自身所經歷的苦樂皆起因於

往昔所造作的業。 

業有身所造業、語所造業，及意所造

業等三種，這些業都源自於心的動機，有

不調伏的動機所造的業，也有調伏的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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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作的業。苦等是來自於不調伏的動機，

而這種讓心不調伏、讓心不寧靜的心稱為

煩惱，顛倒的煩惱來自分別的增益，也就

是與事實不符的增益，由於非理作意的分

別增益，進而產生顛倒的想法，並由此造

作了惡業，世尊在以大悲心為因的前提

下，從而有轉法輪的果，佛陀為什麼要轉

法輪呢？是為了宣講正知見！依循不顛倒

的見解，斷除有情心中的顛倒見解，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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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除顛倒見解引生的業，從而讓有情從苦

果中得到解脫，所以，龍樹菩薩才讚頌世

尊，「ᴶ῏Ӧ їȲ Ϛйṓȴ」佛在初

轉法輪時開示苦諦、集諦、滅諦與道諦，

以四諦開示了事實的真相，而事實的真相

是什麼呢？ 

【離苦得樂的方法－四諦法】 

我們很自然的都有離苦得樂的希求，

我們也都有離苦得樂的權利，但是，離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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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單靠發起願斷一切苦、願離一切苦的

祈求來達成，必須先要了解苦的原因，進

而斷除產生苦的因素，這樣才能從苦中脫

離。同樣地，快樂也無法單靠發願而達成，

快樂是要自己去追求、努力才可以獲得。

那麼苦及苦因、樂及樂因的真相是什麼？

苦與樂也是依賴於因緣，是由因果緣起所

產生的，在符合事實的前提下，我們所希

求的離苦得樂，該怎麼來取捨呢？因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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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要知苦、斷集、證滅、修道等四諦的

取捨。 

首先，要認識什麼是苦(苦諦)，所謂

的苦有三類：苦苦、壞苦及行苦。認識「苦

苦」從而想脫離，這種對苦苦是苦的了解，

就算是動物也都會有的；其次，壞苦是指

有漏之樂，認識到有漏之樂是苦，追求較

高層次禪定的外道也有從壞苦中解脫的想

法，例如四禪以上的（外道），他們捨離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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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而希求捨受，不僅了解壞苦是苦，而且

也能暫時遠離壞苦，但佛教主要講的苦是

「行苦」，我執是輪迴的根本，只要還有我

的存在、我是主宰，只要沒有從因我執而

取得的五蘊身中解脫出來，是無法避開行

苦的，而且這個苦會持續地存在，這個苦

就是「行苦」，所以，一定要清楚認識什麼

是行苦，要打心眼裡將煩惱視為仇敵，就

必須了解行苦，了解行苦之前，很難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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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視煩惱如仇敵，正因為如此，世尊開示

了先要認識苦(知苦)、再去消除苦的因(斷

集)，由於苦是苦因所引起的，所以要先了

解苦因，才可以有方法滅除苦的因。 

接下來是達到苦的息滅(證滅)，斷除

某種所斷的斷德，就稱為滅諦。它無法自

然地滅除或自然斷盡，如果沒有對治，相

續仍會繼續，必須透過對治力徹底斷除

後，才是「滅諦」，這種斷除某一所斷的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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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是應須獲得與證得的。 

為什麼我們要解脫呢？因為我們都希

望安樂，快樂不僅僅是（一般的）樂受，

而是要能夠永遠的離苦，才是究竟的安

樂，所以樂是需要成辦、要證得的，所以

要證滅諦！接下來要探討，滅諦是能夠證

得的嗎？ 

佛陀在二轉法輪講般若經時，詳細地

解說「我執」，決斷「我執」確實是有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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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治以前，首先先要釐清煩惱的根源是

不是我執，當肯定了以後，那麼我執有對

治品嗎？我執所執著的是事實呢？還是與

事實相矛盾呢？這些要好好地觀察，在釐

清我執所執著的係與事實相違以前，先要

認識事實的真相。世尊在二轉法輪中，很

清楚的解釋了事實的真相。所謂「諸法皆

自性空」即是究竟實相，經由觀察事實真

相而獲得通達時，就能明了什麼是對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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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顛倒執，不與事實顛倒的慧就是倒執事

實的對治。為什麼會是對治呢？這就好像

「光明」與「黑暗」，光明能對治黑暗，光

明現起的時候，黑暗會瞬間消失，而為什

麼能成為它的對治呢？這是因為兩者互相

的矛盾，黑暗與光明有著一方是正，一方

是反的矛盾，同樣的，以相續而言，熱和

冷是無法同時持續的，當冷的強度增強

時，熱度就會減弱，而熱度增強時，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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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度也會降低，兩者的相續無法同時存

在，所以從相續上來講也是矛盾的。我們

的心也一樣，而內心互相矛盾的情況，指

的又是什麼呢？ 

雖然心並沒有如外色般的矛盾，但卻

有所執上的矛盾，假設，我們的心緣著相

同的所緣，例如緣著花，雖然緣著是同一

朵花，卻也會有這是紅花，或這是樹木的

想法，雖然看的都是前面的一朵花，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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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的看法卻不同，一個心認為那是紅

花，另一個心認為是樹木，雖然都是相同

的所緣，執持的境卻截然的不同，一個心

識說這是花，另一識則說是樹，所執取的

兩個相是相違的。同樣，緣著相同的花也

會有好或不好的不同想法，會有類似的互

為反面的執取識，因為所執的矛盾，就會

產生相互的違害，這就是所謂內心的矛

盾。識執取的如果符合於事實，就是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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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執取的識如果與事實不符，甚至與境

相互矛盾時，這個識就是「顛倒識」。而所

謂的我執，就是與事實顛倒的識，了達真

實的識，是不與事實顛倒的，量識所執的

如同事實一般，因此當生起如同事實一般

了達的真實慧時，當慧一生起來，而且越

來越強大時，宛如黑暗般與事實顛倒的我

執，就會減弱，這二種對立矛盾的心識會

互相削弱彼此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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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第三轉法輪在《如來藏經》中宣

說心的本質是光明的，讓我們來觀察我們

每一天、每一天的生活中，雖然也會有貪

著和憤怒的時候，但多數的時間裡是沒有

貪瞋情緒的，並不是只要有心識，就會有

貪、有瞋，不僅如此，有時候也會有和貪

瞋相違的心，如同對某個境生起了瞋心，

同樣也能對這個境生起慈心，雖然憤怒與

慈愛的心並非同時間生起的，在我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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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中，仍然是持有慈心的，這點意謂著，

如果瞋心是心的本質，那麼對他人慈悲關

愛的心，也就絕對生不起來，關於這一點，

我們可以從自身的經驗觀察到，當我們擁

有的這種能夠了別境的心性，如果受到悲

心等善心的緣助，就能化為善心，當遇到

執著及憤怒等惡緣時，心就會變成具煩

惱、成為不調伏的，心會是如此的。心的

本質是光明的，本性上並無可離的塵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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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是沒有垢染的，雖然一時被塵垢所遮

蔽，因為垢染有強而有力的對治，所以是

能被斷除的，也因此滅諦是可以達成的，

若要更加詳細明了初轉法輪所講的滅諦，

就要給合二轉法輪的性空，和三轉法輪中

如來藏義所說之光明心性二者來作思惟。

從這兩種教法，我們可以肯定解脫是真的

有的，也可以肯定解脫是可以成辦的，那

麼解脫的內涵又是什麼呢？從龍樹菩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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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論》我們可以得到答案，其中談到「盡

業煩惱邊」，只要以對治業與煩惱的方法加

以對治，當完全息滅、究竟斷除煩惱之時，

也就證得了解脫，而解脫的本質又是什麼

呢？就是所謂的「心性真如」，當染垢完全

淨除，現起的心性真如就是「解脫」，這就

是龍樹菩薩所說的「盡業煩惱邊」。 

那麼如何斷煩惱呢？聖提婆在《四百

論》談到了斷除煩惱的道理「ֽṝМṝ 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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ϚйᴰȲ╝Ϛй ȲӦ ȴ」

就像身體內佈滿感覺神經一樣，無明存在

於所有的煩惱中，所以只要斷無明就可以

根除煩惱，「無明癡」是煩惱的根源，將非

實有執著為實有的心就是無明，滅除無明

以前，先要能理解「緣起」，透過對空性的

了解，就會明白執實有的心是顛倒的，接

著不斷反覆思惟緣起的義理，必須由緣起

義而現證真如，由現觀從而現證空性，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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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裡談到，若能持續如此地串習，最終一

定能斷除無明，如頌中所說「 ṓ Ȳ

ᵛЛӢȲ╝Ϛй Ȳ ╝Ꞌ ȴ」

只要理解緣起，無明就不會生起。 

接下來，我們來說明龍樹菩薩在《法

界讚》中談論到心性的光明「 ֽѭ ӁȲ

ѭ ╬Ȳ₧ҟӁ ȲԏὙ׀ ȴ」

《法界讚》中以石棉衣為譬喻，知道石棉

衣嗎？石棉衣是說我們原本就有的俱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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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光明心，雖暫時被我執等染污，以致

無法看到事實的真相，但是我們可以藉由

佛法的智慧清除心中的垢染，原始光明心

本身就具有能真實見到萬物萬法原本樣貌

的智慧，它是不生不滅，而且一直都與我

們同在，所以即使暫時無法見到萬法的真

實相貌，但我們可以藉著佛法教導的對治

方法來淨除心中的污垢，因為心的垢染是

可以清除，這裡非常清楚的講塵垢是可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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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心的。 

而何謂「緣起」呢？聖提婆在『四百

論』中提到「Ṽᴶ῏ᴖצȲצױᴞ֯ȴ」

一切法的法性都要依賴他法才能存在，只

要必須依賴他者才能存在，此依賴者本身

是無法獨立存在的，從本質上來說，這就

是無自性。接著又談「ױꞋ ᴞѻȲ╝

ᶺȴ」既然所有存在的現象都是依賴צ

他者才存在的，所以也就沒有獨立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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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果執著有一個獨立存在、實有的我，

就是顛倒的見解。若是緣起的法，必須是

依賴的關係，如果認為自體可以獨立存

在，也就意謂著不須與他者相依。依賴與

不依賴是對立的兩方，二者不僅是單純的

矛盾，而且是完全的相反，「依賴」與「非

依賴」只能選擇一邊，沒有第三邊的可能

性，如果仔細地觀察，就能夠清楚的了解

一切法都是緣起，對此要能有所了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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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能理解萬般皆緣起，就可以篤定一切萬

法不可能獨立存在。不論是我們心中所現

起的，或是外在所體驗，亦不論是存在於

外界的萬物，或是內心所體驗的萬法，當

心中認為現起的現象是真實有，像這般視

萬物萬法的相為真實不變、可以獨立存在

的心，就是錯亂的心，這樣的執取不只有

錯，而且是完全的顛倒，這就是所謂的我

執。我執是可以消除的，只要我們以前面



86 西藏與西藏佛法 

 

談到的意趣如理地思惟，我們心中所持有

的煩惱，這等苦的因素是可以滅除的，可

以藉由消除苦因來達到解脫，止息所有的

苦，因此佛陀在《大乘緣生稻桿喻經》說：

「 ṓ ӢᵛṓᾎȲ ṓᾎᵛṓֽẃȴ」

這裡講的緣起分二種「現分緣起」及「空

分緣起」。如果理解「現分緣起」這類因果

緣起，也就見到了業果的不思議，亦即是

了解世俗的真理，其最終的結果是可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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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佛的色身；如果理解「空分緣起」這種

細分的緣起，就能見到真如甚深空性，最

終可以現證佛的法身。二種的緣起法中,

「現分緣起」夠見到業果不欺的「世俗

諦」；「空分緣起」則能通達甚深空性的「勝

義諦」。 

龍樹菩薩的《法界讚》談到：「Ἤ

Ὲ῏ȲѿױϮṶ ᾙїȲ ᾙ

їᾎȲᵛ╥ ᴞἤᾎȴ」為了淨治我們צ

的心首先要認識無常、苦，以及沒有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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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法存在，本質上是諦實空，要讓我

們的心習慣以及理解這種粗分的無我。以

上前兩句是屬於世俗的真理(世俗諦)，後

兩句屬於究竟的真理(勝義諦)，只有透過

對甚深空性的理解，才能從根滅除心中的

我執垢，也才是最究竟的方法，所以一定

要修行代表世俗真理的方便，還有代表究

竟真理的智慧這二者，因為要證得佛果菩

提的因，就是方便與智慧。換句話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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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福德與智慧二者做為修行的資糧，同時

也必須依此才能達到佛的果位，對此龍樹

菩薩在《六十正理論》的最後說：「ѿױП

Ȳ֣֫ ӢȲ Ȳ

ṝȴ」滅諦主要是指斷除因煩惱障所引

發的苦，從煩惱的枷鎖中脫逃出來，不再

受到煩惱的支配，但因仍有煩惱的習氣，

所以是一時的解脫，當煩惱的習氣，也就

是所知障完全斷滅時，殘餘的苦絲才能消

除殆盡，得到究竟的解脫，證得佛的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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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身。所以如果祈望得到滅諦解脫的成

就，就一定要確實地實踐道諦中所指出的

全面消除苦因的方法。 

所謂的道諦也有二個層次，一個是現

證無我的智慧，另一個是《法界讚》所說

的「心性光明」，這必須要了解萬法無自性

的道理，如果只修持現證人無我的道諦，

雖然是可以消除煩惱障，但是若要淨除所

知障(習氣)，僅僅修習人無我空性是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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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還必須要積聚廣大的福德資糧，做為

修習空性的助力。要如何才能聚集廣大的

福德呢？首先不可以先考慮自己，必須要

為了盡虛空遍法界的無邊有情來修行，我

們的心要這麼觀想著，如果為了無邊有情

修道時，所緣就會非常廣大；為了成辦無

邊有情的利樂，所做也會非常的廣大。為

了希求成辦無邊有情的利樂，因為心懷眾

生的意樂，能夠產生巨大的威力，聚集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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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福德，因此如果以菩提心來修空性，

這種現證空性的成果，就不僅是解脫而

已，而是能夠現證永斷二障的法身。所以

滅諦中的主要滅諦有解脫及法身兩種成

就，都是各自永遠斷除所該斷盡的障礙

後，達到的境界。煩惱障永遠斷除後，所

得到的境地是「解脫」，所知障永遠斷除

後，所得到的境地是「法身」，而達到這兩

種成就的修行方法就是道諦，就是現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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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空性的道，因此稱滅諦和道諦為法寶，

而心中具有法寶功德的補特伽羅稱為聖

僧，當聖僧斷除所有的障礙、現證所有功

德時，名之為佛寶，在佛教裡，被稱為三

寶，三種最殊勝的寶貝，指的就是這三寶。

熱切地想要認識三寶，想要解脫，且走在

修行道上，力行實踐的人，就稱為佛教徒，

教導這種修行的方法，就稱做佛教，是不

是佛教的修行者，並不是看有沒有穿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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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內心若沒有解脫的歸趣，是無法成為

佛教修行者的。 

從前西藏有一位善知識，名叫博多

瓦，是一位有神通的修行人，有一天他來

到某一寺院朝聖，由於他有神通，能夠看

穿寺中的僧侶的心思，也能清楚他們各有

多少證悟，於是他說：聚集在此的僧眾裡，

坐在最前排上座，戒臘是長老級的人當

中，還有未入佛門，不是佛弟子的，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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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就說因為欠缺清淨的皈依心，雖然他入

寺的年數最長，即使身居僧團的上座，因

為皈依心的不清淨，所以不能說他已入佛

門，是一位修行的佛弟子，不能只因為穿

著僧袍，就認為已入佛門，是佛法的修行

人。以我本身而言，我在 5、6 歲左右就穿

上了僧袍，雖然那時我已換上了僧服，但

我認為當時的我，並不是真的入了佛門，

後來慢慢地學習一些經文，也思惟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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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才逐漸地認識了三寶，後來當我對

法有了真正的認識，而且深具信心，我才

變成了真正的佛弟子，至於要如何真正實

踐佛法？雖然一時間還無法對佛法生起正

確的認知後所產生的堅定信心，但是至少

也要以伺察識來了解解脫及一切遍智，得

到具「量」的定解並不容易，唯仍必須透

過伺察識的推察而對「解脫」及「佛果」

有一定的了解，並生起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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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們要如何依四聖諦的教法，真

正的實踐佛法呢？那就是佛陀常常講的四

顛倒，也就是「執不淨為淨、執無常為常、

執苦為樂、執無我為我。」這四類顛倒執

著錯誤的心會帶給我們災難，因此要由四

種不顛倒的心，來對治四種顛倒的心。 

首先要學習及理解「我們的五蘊是不

淨的」，接下來依序是實踐無常性、學習苦

性，進而學習無我性，這些都一定要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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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進而行。首先談，可對治貪的不淨觀是

去除執著的一種方法，我們身體的五蘊是

由 36 種不淨的物質所組成，本質上就是不

淨的，佛經對此有很詳細的解釋，當我們

思惟修持這些內容時，執著不淨為淨的貪

念力量就會越來越微弱。 

接著來探究無常，無常也有二個層

次，第一個相續上的無常屬於粗分的無

常，例如死亡的無常。死亡的無常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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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分的無常，是相續滅亡的無常；另一個

無常是細分無常，細分無常是指剎那剎那

生滅的無常，若深入理解時，一定要思惟

細分無常。首先，先來談粗分的無常，粗

分無常的反面是執常的心，通常人們都有

一顆執常的心，都認為自己的人生還很

長，由於執持這樣的想法，造成只知為了

今生而奮鬥，盡其所能地經營此生，直到

突然有一天死亡造訪，自己才驚惶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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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然不知所措，所以，為了讓自己的心漸

漸減少執無常為常的習慣，可以修持死亡

的無常，那是一種修相續的無常。 

接著我們來看細分的無常，眾生觀苦

為樂，此處所說的苦，主要是指「行苦」。

「行苦」是要思惟細分的無常，而什麼是

細分無常呢？細分無常和粗分無常又有什

麼不同呢？粗分無常主要是從相續流轉的

層面來談的，首先有生起、接著是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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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才有滅，但是細分無常則是在生起的

同時就已壞滅，也就是細分無常中，「生」

的本質就帶有滅的性質，而在粗分無常裡

所說的「生起」意思是指成就、完成，「滅

亡」所代表的是破滅、終了，我們要特別

注意這二者之間的差異，特別是細分無常

的生，其實也就是滅的本質，生的當下就

會壞滅，（生、滅）兩者是同時的，這種生

的滅亡性，在生起當下即是滅亡，是誰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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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呢？事實上，生起和壞滅的原因都與

其他任何的因素無關，而是「生」本身就

具有壞滅的性質，生起的因，正是造成自

己的滅，一切皆是無常，這就是佛法裡非

常獨特的關於細分無常的解釋。因此，我

們可以了解任何的果都是因緣所主宰，然

而因為無明遮擋了認識五蘊體的真實情

況，才對非真實存在的五蘊和合體產生「有

我」的我執見，再由我執而產生了業與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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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等的一切罪過，這些都歸咎於我們的心

處於無明的這個因，因此要思惟我們的五

蘊體本身就是無常，而在思惟細分無常

時，要思惟皆是無明所主宰，當我們找到

根本的因是無明，五蘊是依無明而有，煩

惱亦因執五蘊而生，就可得知五蘊體是苦

的本質，人身即是苦，為了導正滅除執苦

為樂的心，就必須借由瞑想深沉地認識、

了解苦及苦因，這個修行本身又分自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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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兩個層次，首先是自利的觀身不淨，

將自己的五蘊和合之身觀想為不淨的綜合

體，消除心中對我的執著，再來也是自利

的觀苦無常，將執著常有常在的心，轉變

成對無常深沉的認識，將執苦為樂的顛倒

識，轉變成對苦有正確了解的心，觀修這

些就可以生起出離心，得到解脫的因。 

再來談利他，當我們觀想的對象轉為

眾生時，就會對眾生生起悲憫之心。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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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考慮著自己，為求自利所以知道要解

脫，當生起希求解脫之心的同時，也就生

起了出離心，如果將我們觀想的對象移轉

為盡虛空邊際的一切有情時，我們也就能

了解眾生本身即是苦(因無明而有我執)。

他們的本質也是剎那生滅的無常，和自己

同樣擁有粗分無常和細分無常，也明白他

們和自己一樣，都是被困在輪迴中受苦的

眾生，都被痛苦與煩惱所操縱，自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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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心中就會湧現悲憫眾生的心，生起

想要將眾生從痛苦中救出的決心，昨天有

人問說：慈悲心是否夾雜著執著？所謂的

執著似乎是一種偏愛，尤其是對自己的親

人，我們都會有特別的關愛，但是悲心是

沒有親疏之分，對所有陷於輪迴受苦的眾

生都給與同等的關愛，沒有偏袒。所以慈

悲心是沒有徇私的心，貪愛和執著卻有親

疏敵我之分，貪愛和執著因為有偏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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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時會為了自己貪愛執著的對象，而對

他人生起瞋心，悲心因為沒有徇私，所以

對敵人也能生起悲憫，因此，悲心是對治

瞋心的一帖良藥。昨天問這個問題的人，

今天是否在場？這就是答案，如果今天不

在場，只好讓風幫我轉達，如果在場有知

道或認識他的人，就請幫忙轉答我今天的

回答。所以，只要如佛法教導的道理，仔

細地思維觀身是苦，就可以生起出離心；



108 西藏與西藏佛法 

 

如果觀想眾生是苦，就會生起悲心，有了

悲心之本，就可以修持菩提心。至於「空

性」，是兩者都要修習的內容，證得解脫要

修空，成辦佛果也要修空，如果是為了解

脫，只要有出離心的攝受，就可以辦到，

如果是為了成辦佛果而修空性，就必須有

菩提心的攝受才行，這兩種空性智慧修行

的高低與勝劣，都是因為方便品類的差別

而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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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能夠迎請到尊貴的 法王陛下，

又親自見到 法王陛下對大眾的親和力，

內心感到萬分感動和誠服，在休息室休憩

的短暫時間，領受了 法王陛下簡短的開

示，內容雖然很簡短，但是意涵卻很深遠，

讓大家都銘感在心，真的非常感動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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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他執的實踐－修心八偈】 

  

一、我於虛空如母眾，視之猶勝如意寶，

依彼能成究竟利，恆常心懷珍愛惜。 

二、任與誰等會聚時，思己較諸他人卑，

從心深處視眾生，恆常尊他為最勝。 

三、一切威儀觀自心，微惑尋生即察知，

惑仇唯令自他損，願速呵斥令消除。 

四、秉性邪惡諸有情，思彼猛烈罪苦煎，

對境如獲珍寶藏，難值修悲願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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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彼雖橫生嫉妒心，非理辱罵謗我等，

盡其損惱我取受，願將利樂奉獻他。 

六、我曾於彼利樂施，並予深心寄厚望，

彼確非理妄加害，願仍視為勝導師。 

七、直接間接諸利樂，願集奉獻如母眾，

如母有情眾苦迫，我願暗中盡取受。 

八、願此所修一切善，莫為八法所垢染，

深觀諸法皆如幻，離執離繫得解脫。 

接著講「修心八偈」，講義是否發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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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了？如果都有講義，那麼就開始講解八

頌內容。現在先簡單的介紹作者的傳承，

阿底峽的心子種敦巴有三位被稱為噶當三

兄弟的弟子，其中一位弟子博多瓦，有二

位被稱為二朗霞的弟子──霞惹瓦和朗日

塘巴，朗日塘巴就是「修心八偈」的作者。

我們先來看善知識朗日塘巴「修心八偈」

的第一頌。 

我於虛空如母眾，視之猶勝如意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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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彼能成究竟利，恆常心懷珍愛惜。 

意思是，所有的有情眾生和自己一

樣，都希求離苦得樂，同樣的，如果自己

可以解脫，一切有情也一樣可以，差別在

於自己只是一個人，但有情卻是無邊亦無

量，因此論數目的多寡，是自己重要？還

是無數的眾生重要？應該是有情吧！這就

是有情眾生比自己重要的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是直到現在，我們仍執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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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執，但結果卻並沒有讓我們得到究竟

的安樂，那是因為我們一直都把自己看得

比他人珍貴的結果，現在世界的人口有六

十多億，每個人的心底深處都有我愛執，

不只如此，一切有情都有我執，同時也想

為自己求得快樂，可惜的是事與願相違，

大多數都不快樂。但是如果稍微把他人放

在心中，利他心強一些的，不論是否他有

宗教的信仰，通常他們都是比較快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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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境寬廣、包容力大的人是會比較快樂。 

我曾經在美國接受一群醫療界科學家

們的邀請，參加了他們主辦的心理學方面

的研討會，當時，有一位科學家的研究報

告說：口中老是一連串我、我的人，他的

自我意識應該很高、很看重自己，所以也

沒有餘力考慮到別人，像這樣的人往往是

連一點點痛苦也無法承受，所以得到精神

病的機率會比較高，相反地，越是關懷、



修心八偈 63 

 

 

注重他人的人，心量相對地就會越寬廣，

即使自己遭受極大的痛苦，即便外境的苦

持續存在，但是很快地，心就能擺脫苦的

束縛。心中所思所想越是以自己為重，那

麼相對地，不安、擔憂和煩惱的心境，就

會越強，也很難快樂；如果心中所思所想，

都是為著服務、幫助他人，心就會越加地

寬廣、平穩，甚至會生起威猛的勇氣，即

使是我們所皈依的世尊也並不是一開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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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盡諸過、圓滿諸德，剛開始和我們一樣

都是平凡人，也有常人的煩惱和痛苦，但

是當佛陀捨棄自利，而行利他後，圓滿地

斷除煩惱及所知二障，證得了所有的功

德，最終成就了佛果。 

而我們至今還是只眷愛自己，依然被

我愛執所主宰，以至於每天因自己的不正

見和分別心，讓種種的苦果及苦因，如鎖

鏈般，環環緊扣地生起，真是悲慘！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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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天菩薩的《入行論》說：「ױᴶ Ȳ

ϴ ḖᴞᵓȲᴋҼ ᵓ҃Ȳ ϡױ ᵑȴ」

寂天菩薩一語點出了凡夫和佛的差別，凡

夫是自利，而佛是利他，因此如同第一頌

所說的，要視一切有情比世上任何奇珍異

寶更尊貴，因為眾生是一切吉祥的來源，

所以一定要讓自己生起對一切有情眾生的

關愛心，不論在任何時刻都不可生出想要

捨棄如無盡虛空般廣大的一切有情眾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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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即使是瞬間的念頭也不可生起。 

第二偈頌是說：不論與任何有情相

處，都要生起恭敬心，就像《入行論》所

說的：自己的敵人才是真正的善知識。第

三頌的大意是要恆常依止於正知和正念。

第四頌是說對待處境悲慘的眾生，如貧

病、老苦的人們，要能倍加的關愛。接著

第五、第六的二首偈頌，特是別針對實踐

忍辱而講的。第七頌的內涵是觀察我愛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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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衍生的過失，以及愛他心所衍生的功

德，當慈愛眾生的心越來越增強時，就能

生起勇猛的悲心，一心願意取受他人的

苦，又由於慈心的緣故，一心想將自己的

快樂及善根捨予眾生。最後的第八頌的前

二句，說的是修心不可受到利衰、稱譏、

毀譽、樂苦等世間八法的左右，及染污了

修行的心。接下來的兩句，是講如何修持

空性，要如何的修勝義菩提心，首先，先



68 西藏與西藏佛法 

 

要理解一切法空，當了悟所觀的對象並非

自性有的時候，即使心中現起了境的影

像，也能明白那是非真實的幻化，要依著

等持虛空喻定，及後得幻化喻定的修行，

串習熟悉勝義菩提心。以上，我已經大略

地向各位介紹了佛法的基礎概論，也講解

了朗日塘巴《修心八偈》修行的教導。 

我為各位介紹的佛法是一套非常有系

統的知識，不論各位是否對佛法具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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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如果能夠學習佛法的見解，相信對自

己的思緒會有幫助，當各位在練習修行的

方法時，是要慢慢、慢慢地將自己身口意

上錯誤的見解和行為，逐漸轉變為正確

的，在心情舒暢輕鬆時，不妨閱讀一下佛

典，思惟其中的意涵，當覺得無聊或煩躁

時，就闔上佛典，稍作休息，明白了嗎？

當內心慢慢逐漸習慣正面的思想，內心生

起了善的變化後，肯定人生會變得更加快



70 西藏與西藏佛法 

 

樂，雖然不會對物質生活有直接的助益，

但是對內心快樂指數的提高一定有幫助，

讓心逐漸習慣正面思想的過程，是要花很

多年去實踐，並不是修行幾天就可以產生

變化的，有時或許會因為覺得內心沒有改

善而沮喪，但是只要十年、二十年、三十

年、四十年不斷地堅持，一定會生起良好

的善的變化，因為心的變化是一點一點、

慢慢地轉變，所以不易覺察，但只要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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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你，對照著現在的你，就應該會知

道哪裡轉變了吧！龍樹菩薩在《寶鬘論》

中說：「Ἔ П ЛҠ 」，他一針見血地

指出不論處在任何情況，如果總是怯弱而

又缺乏自信，是走不出苦境的，心中時時

要有信心，相信自己是做得到的，這一點

很重要。我們只要有智慧、決心和勇氣，

是沒有理由怯懦不前的，最後請各位將寂

天菩薩在《入行論》中說的「 ѷἬצ 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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ᵓ҃ӢȲ ѷἬצ ȲꞋ ᴞᵓ ȴ」

這句偈頌放在心裡並且盡己所能地思惟，

這樣能讓內心得到和平與快樂，也能讓家

庭洋溢幸福和美滿，再慢慢擴大，終有一

天世界就能有真正的和平與快樂，我相信

透過內在的和平一定有希望達到全方位的

世界和平，我由衷地請求，希望各位能將

此銘記在心，盡力地思惟及實踐。最後，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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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於 2003 年十

一月一～二日，第八次訪問日本期間，在東京

兩國國技館發表的演講和佛法開示之完整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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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與西藏佛法 

 

禮敬皈依處    瞿曇大聖主 

憐愍說是法    悉斷一切見 

 

我今稽首禮 

千手轉輪千勝王  千眼賢劫千佛陀 

何由何伏彼示彼  禮敬尊者觀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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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就是充分、高度地開發和利用

人類的智慧，從而尋求究竟安樂的方法，

就此而言，佛法也可以說是一門知識。人

類與生即俱有特殊的智慧能力，佛法就是

將這種人類特有的智慧能力，全部圓滿地

轉化為利樂自己及社會的方法。因此，佛

法肯定就不是僅僅指皈依，或信仰那些與

我們的現實生活脫節的淨土或是神靈。佛

陀的教法，是要把人類的智慧導向如理、



西藏與西藏佛法 67 

 

 

有意義和有利益的層面，這種引導無法僅

靠發願，或是由某個組織下令允許這個、

不允許那個的方式所能達成的，而是要透

過智慧的運用和深入的思考，來改變人類

基本的思維方式。佛陀的教法需要經過學

習和反覆深入的思考，以及對此的運用與

實踐。所以佛法的學習是很重要的，僅止

於信仰、或僅流於類似傳統或習俗等都是

不夠的，只有學習才是最重要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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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能有這個機會來談談佛法，是非常好

的。 

所謂「時間」既非是恆常抑或是實有，

乃是剎那、剎那間不停歇地流轉；這種剎

那、剎那間的變化亦包括了「銀河」，也就

是佛經描述的億萬世界或者三千大千世界

等。比如虛空中無量、無邊的星球也都如

是地變化著，這種數億萬年中的種種變

化，既是時間的本質，也是物質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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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球形成以來，大約已有五十億年之

久，太陽也有五十億年了吧，至於生物的

存在，應該是有十億年之久！四十億年

前，這個世界開始有了「火蘊」，經過慢慢

的變化，十億年前才有了生物，最早出現

的是水生動物，漸漸演進才有了陸地上的

動物，接著慢慢有了人類。人類的進化史

大概有一、兩萬年之久，甚至會延續至未

來的一、兩百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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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人類的歷史可說是極為短

暫的，人類存在的這段時間裡，也有了成

千上萬，乃至好幾十萬種的動物出現。在

所有的動物中，以人類的思想最為發達，

腦容量也最大，初期的人腦也是從類似猴

子的人類，經過數十萬年的演化，才逐漸

形成現在的人腦。人腦不但具有思考力，

同時也有很多的慾望；隨著慾望的增盛，

內心便會產生種種欲求與痛苦，因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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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社會衍生出不同於其他動物世界的困

難，甚至結幫成伙，相互殺戮的戰爭，也

是人類社會的產物。雖然有些動物也會聯

合起來打鬥，但幾乎不存在類似人類的大

規模的爭戰。 

人類從懂得運用石頭做為生活器具的

石器時代，逐漸演變到能夠運用鐵器，其

中因為兵器的改進，不僅使人類的戰爭更

加地殘酷，而且戰爭所造成的破壞，更是



72 西藏與西藏佛法 

 

難於計數且無法想像的。 

當今 21 世紀，不僅有許多人反對使用

暴力，而且也認識到戰爭或殺人濺血等，

都難以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困難，因此，整

個世界不僅關心和重視和平非暴力的思

想，而且關鍵是已經開始形成普世的價值

與氛圍；此外，由於人口的快速增長，地

球上的人口數已經突破 60 億了，這就是我

們生存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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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各種不同的觀點，過去為了

各自的家園而捨命奮戰，乃至於視燒殺擄

掠者為英雄的價值觀，以及認為能夠永久

維持殺人縱火所取得的勝利之想法等，現

在幾乎都在轉變中，因為現實已經到了需

要改變的時候。值此時刻，我們西藏人民

卻仍受制在強權暴力下，不但真理得不到

伸張，我們的命運也由強權武力來裁決，

西藏正處於此等困境中。我們這一代人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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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著如此的時代，像我這一代，就是這樣

過來的，跟我同時代的人，可能少說已經

殞落了三分之二，如果還剩三分之一，就

已經是很不錯了，但是人類還是會繼續的

繁衍生存，我們的民族同樣也會繼續綿延

下去。 

你們是西藏民族新生的一代，我們這

一代屬於 20 世紀，你們應該是屬於 21 世

紀的，你們人生的智慧也屬於 21 世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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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當中極少數人或許還能見到 22 世

紀，但大多數的人生會在 21 世紀中渡過，

你們的智慧也會在 21 世紀發揮。然後再由

新世代來更替。 

就西藏人民而言，西藏的民族是世上

眾多民族之一，所居環境很不同於一般地

方，屬於高原地區，比起中國、蒙古的地

理位置要高出許多，而且在生活方式等方

面也是大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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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西藏的歷史有各種不同的記載，

根據苯教等典籍，從涅赤贊普王開始，至

今約有 3,000 多年的歷史，但在此之前還

記載了宏傳苯教的 20 餘代象雄王，因此西

藏的歷史少說也有 4、5 千年之久。過去我

遇到一位研究地理的漢人，是研究地下文

物的考古學家，大約在 1970 年，我們秘密

的會面，當時他自稱是研究西藏各地的出

土文物，他還帶了些照片並告訴我，西藏



西藏與西藏佛法 77 

 

 

的一些文物已有 7、8 千年的歷史；可能因

為是密會，他小聲地對我說，有關西藏社

會和文明的發展，中國政府主張西藏的文

明是由中原傳播而來的，但根據這些出土

文物，西藏的文明顯然是在本土發展起

來，而不是從中國傳播過來的。他是這麼

說的，事實似乎也是這樣，如此則西藏的

文明應該是在西藏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我來講個故事，年長一點的大概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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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40 年代我在拉薩時，Apshinata 與 

Henry Hara 從印度跑到西藏，因為他們懂

建設的事，因此委託他們建造發電廠，當

時 Apshinata 負責水電廠水渠的開挖過程

中，挖到一個洞穴，洞穴上覆蓋著石片，

搬開石片，發現裡面是人的遺骨以及少數

的陪葬物，當時他很慎重地將遺骨寄送到

印度，後來轉寄歐洲，經考證這些遺骨已

經有三千多年之久，這說明拉薩平地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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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人類生存。但是在我們典籍中的記載

卻是佛涅槃後兩百多年，雪域的湖泊逐漸

乾涸，從而才有人類的存在。記載與文物

考證的結果不一致，為了解決這個矛盾，

我想，我平時也是如此解釋的，佛陀曾說

過在他涅槃兩百年後，雪域的湖泊乾涸而

後有人類。這人類是否特指某些族群，另

外雪域這個稱呼是否專指拉薩？那個逐漸

乾涸的湖泊是否是指拉薩的臥塘措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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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這並不是說佛在世時西藏沒有人

類，也許可以理解為在澤唐產生的西藏民

族的一支，而以前拉薩有臥塘措湖，後來

逐漸縮小乾涸，於是有法王松贊干布在其

上建造寺院的史事。 

從民族學的角度而言，西藏人民中是

否也有一些不同血統的融合，當然從體格

而言是有些不同，衛藏人、康巴人和安多

人的骨架多少有些不同。如果追溯千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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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歷史進行研究，我們有原始六氏族

的劃分，也可能要從這些方面來解釋。總

之，拉薩臥塘措湖泊的逐漸乾涸，以及在

其上建造寺院等是很清楚的。我有例子可

以說明拉薩盆地原本是湖泊，1952、53 年

間，漢人已經來到了拉薩，當時一些研究

地質、地理和礦物的專家來到拉薩，到拉

薩附近進行勘探，他們在澎波縣果拉附近

的娘熱或是朵底山中，找到了一個花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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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清晰的樹葉化石，這個化石的發現，說

明早期這座山的山腳有湖水。雖然近代拉

薩附近的山，除了南山有些綠草、北山有

些小樹木以外，其他的山大都是裸露的，

證明顯示出早期這些山上有森林，森林下

面是湖，樹葉落入水中未及腐爛而被泥漿

覆蓋，阻絕與空氣的接觸，就會演化成化

石。樹木可以變成化石，樹葉也可以變成

化石，這種變化要經過千百年的時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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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千萬年前拉薩還是一片汪洋，千百年

來冰雪溶化，當時湖泊的岸邊會是什麼樣

子？後來湖水漸漸縮小，因此，佛陀說雪

域的湖泊逐漸乾涸等記載，是不是可以往

這方面思考？總之，我們西藏民族是一個

居住在高原上的民族，根據考古等的證

明，指出西藏人類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數萬

年之前應該是不會有錯的。 

佛法與西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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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未傳入西藏前，西藏就已經有了

苯教。當時的苯教是否如後來這般的廣博

不得而知，但已經是一個具有相當文明內

涵的宗教，當時的苯教經典，就已經包含

了西藏自己的醫學內容，這就是祖先的宗

教法脈或文化的傳承方式。 

到了公元 7、8 世紀時，佛法漸漸傳入

西藏，這使西藏人民原來就優秀的智慧更

加得到發展，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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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當時藏人翻譯的佛典，再對照印度智

者撰寫的論著，兩者的確是可以相提並論

的。因此，我們西藏人民有著很好的慧根，

若有機會充分發揮其智慧，藏人肯定能讓

智慧發展至極。 

現在談到的西藏文化，與佛法有著密

不可分的聯繫，西藏的藝術與佛法緊密相

關，西藏的醫藥也是在翻譯印度佛教典籍

的過程中，與印度醫學產生了聯繫，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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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受中國醫學和波斯(Persia)的影響，看看

我們的醫學典籍，它受到了許多外來文

化、尤其是來自印度的影響。總之，舉凡

西藏的藝術、醫藥、思想觀念、見諦等都

是這樣，這一切也逐漸得到世人的矚目。 

佛法與科學 

當我們講到佛法的時候，且不論人們

對佛教是否有信仰，世人對佛法的見諦和

相關的文化顯然表現了極為濃厚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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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世界上擁有千餘年歷史的各個宗教，

例如猶太教，是否已存在 4、5 千年之久？

總之有著很悠遠的歷史，接著是基督教，

然後是回教。 

早期的人類社會，將宗教視為知識的

源泉或知識的基石，這點不論是西方的歷

史或任何國家，包括西藏都是一樣。隨著

現代科學的逐漸興盛，宗教就趨於以信仰

為主。所謂「宗教」或所謂「法」，藏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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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文的字義略有不同，所謂 Religion 主要

是指信仰；因此 Religion 突顯的是信心，

而不是研究論證。到了現代科學的時代，

注重的不再是信心而是研究論證。因此到

18、19 世紀科學發達時，對 Religion 的興

趣相對的減少，Religion 僅僅成為類似於

敬神或信仰神的活動，雖然其中仍包含著

許多「勸人向善」的內容，但總的來說已

經不大具有運用知識來探究，或是運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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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智慧的涵義了。談到造物主上帝（God）

的時候，只能說「不可思議」、「不可言說」

來表達對其敬意。以前我遇見一位在英國

國家廣播公司（BBC）宗教部門工作的員

工，在談到宗教時，他說上帝使我們人類

無法窺探了解造物主，那真是非常的神

奇，除了不斷重複地說「非常稀有」「這是

神蹟」外，也沒什麼可說的了。 

而我們的典籍中雖然也出現「不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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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四個字，但不能望文生義般地理解。

現代談到宗教時，會偏向於相信的層面；

而談到科學，便被理解為是經過研究、思

考、以及可以被論證等，如此兩者可謂是

涇渭分明。在這種時候，對科學有興趣的

人，當他面臨貪瞋、患得患失等煩惱時，

可以借助相信神、祈求神的方法來解除；

但在自己的學術領域裡，他卻很難從宗教

中得到啟發。科學家在自己的工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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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概無法從聖經中取得指點，或是從

可蘭經中得到學習。 

佛法遍及各地，不僅在西藏，錫蘭、

泰國有許多佛教弟子；另外中國、日本、

朝鮮或越南等國，也都有許多佛教弟子。

很早以前，這些地區都與西方國家有所接

觸，許多佛教弟子移民到英國的統治區或

移民到法國去，當時即有密切的關係；但

是幾乎沒有西方科學家努力從佛法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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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愛因斯坦是知名的大科學家，對佛法

產生了興趣；並說未來若有宗教足以與科

學相提並論，那就只能是佛法。除了這位

科學家外，沒有任何科學家希求宗教能夠

提供知識的。直到過去二十年當中，部份

的科學家、心理學、腦部學、物理學家、

微塵科學家，特別是量子力學，才能夠對

應著佛教之於微塵的解釋。佛教主張「境」

上沒有任何法及其自性，雖然完全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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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的存在，但是能安立唯名安立的物，

能安立緣起。量子力學科學家也觀察到，

當分析至究竟時，是找不到任何物的；可

是若說沒有任何物，是無法解釋色法為何

存在，由於至今仍沒有「唯名安立的物質」

的想法，所以科學界遇到了瓶頸。以佛教

來講，雖然找不到自性有，而且都是自性

所空；雖說沒有自性，但同時會說有名言

安立的存在，這是佛教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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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紀的科學家尚不知道量子力學

時，無法知道此是可以提供安立物質的方

便，也就是能夠安立名言有的關鍵。同樣

關係著腦部、腦神經的「心」，基本上任誰

都 會 說 是 心 識 ； 英 語 中 有 mind 及

Consciousness 等詞，但是它們的本質及作

用，很難單從腦神經得到解釋。例如眼識

能看到色，同樣的根識要如何了解境？腦

中有了認知後，接著由腦部分辨其好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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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取捨。這種腦功能在粗顯的範圍上，雖

然還可以解釋，但越來越細微時是很難加

以解釋的。因此希求透過佛教內在的見解

來彌補其不足，從而找到新的出路，打開

新問題的結。對於這方面的期待，我想是

個光榮；科學發展至今不曾青睞於任何的

宗教，一個認為從宗教是得不到任何善說

的人，近年來轉而對佛教，特別是西藏佛

教有著期許並開始關注，這大概是個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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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佛法是與眾不同的，大家一定要

了解這點。基本上如「現代科學與佛教的

對話」，雖然有人這麼說，但我認為這是錯

誤的講法。「Buddhism」的字義非常的廣

泛，有成辦解脫、成辦佛果、成辦增上生

等等的意涵，字義非常的廣泛，不能單單

使用這個字。當與科學家討論時，並未論

及前世、來生，亦未討論「有無解脫」或

討論「佛果」；只有討論我們現在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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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如何面對內心的困難或是如何預防病

痛、遇到病痛時如何快速療養，僅是討論

這些面向而已。科學證明了內心的想法與

上述的討論至極相關，證明能夠從內心建

立人類的利樂；為減少現實生活的種種困

難，開始注意想法的重要性；為詳細了解

內心，於是關注起佛教對內心的闡釋。 

佛法分為三門，一門是「Buddhism」

所講的佛法科學；另一門是見諦哲學；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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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門可以說是信仰，總之就是實踐。不論

是否曾有人以此名目解釋經典，唯其內容

一直在我們的經典中，特別是密續的典籍

裡。物質的內容稱為「基法」，趣入的是次

第道法與現證之果法。以大乘整體而言，

有二諦之基法、智慧及方便之道法、二身

之果法之說，因此分為「基」、「道」、「果」。

所謂的「基法」，含有外在之器及內在的

情；內外的器與情持續地變化著、改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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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因緣而生、而變的無常性，終究歸向於

壞滅，此即本性，又當生滅遷變時，於是

而有「時間」的概念，「時間」是相對而有，

若非如此，要指出時間是很困難的。經典

裡剖析物質的「基法」時，有「不變化」

與「變化」二類，將此區分為「常」與「無

常」；「常」與「無常」並不是隨意而講的，

而是在抉擇物質的本性時，對有變化的一

類稱作「無常」；對沒有變化的稱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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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變化者中，又區分為凡眼睛所見乃至手

腳所觸等，皆稱為「色法」；另外非屬色法

的領受，亦即我們心中的苦樂等類，能夠

明了境或了達境、或如通達，總之能夠明

了通達領受的，稱為「識」；還有既不是「色

法」，也非屬於領受而且有變化，非此二者

的法稱為「不相應的有為」，因此有變化的

法，可區分為三組。 

  佛教為什麼講這些？此是為了抉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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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這裡談的並非空性真如之真理！而是

剖析自己的本性或物質的體性等這類的抉

擇；抉擇後因為本質如此，如我們基本上

有著不願苦、希求樂的本性，既然本性上

是欣樂厭苦的，那麼所謂的苦，到底從何

而來？所謂的苦樂都是壞滅的性質，恆為

變化性的，這些變化是由念頭生起的因所

造成，並非自己變化出來的。詳細的內容，

後面再做說明，先講整體性的。總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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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講「實踐佛法」的分類或分組。佛法崇

尚研究物質的真理，由物質的本性、真理，

才有所謂的見諦。因此有了概念、有了「根」

這樣的一組；隨即建立修行的一組，也就

是第二組「道」，接著才是實踐「果」的這

一組。 

現代科學與西藏佛法有著很大的關

係，我們要從色法這一組，色法這組有現

代的科學研究，他們的研究、推論及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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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思議的，比佛典的解釋更細微，而

且要好得多。現代科學比我們想像的深奧

並高妙許多，不能一昧地說沒有比我們更

高深的東西，要講實話。 

有些典籍，如世親的《俱舍論》，雖然

是不可思議的寶典，但是《俱舍論》的第

三品「世間品」中談到了世界觀，有時我

會想，若不這樣講該有多好！聽說印度有

位智者講得跟《俱舍論》一樣，其中的蘊、



104 西藏與西藏佛法 

 

界、生處、業、心及心所這些內容都有；

唯並沒有「世間品」；「世間品」是世親加

的，加進來不但沒有變得更好，反而似乎

變壞了；但是也沒什麼太大的缺失，而佛

陀自己給了我們實事求是的權利：「ѩѺ

῏Ȳ ᶺ Ȳֽ  Ȳ‒ắ

ȴ」 這是佛陀決定的。同樣的，宗大

師有一部自撰的殊勝論述，類似宗義；其

中說到：「若承認與正理相違的宗義，承認

者不堪為量士夫。」因此我們若承認《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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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論》所言，則不僅與正理相違，而且與

事實顛倒，也與親眼所見產生相互的矛

盾，因此若承認它，將不堪為「量識士夫」。

整體上佛教的大乘典籍，特別是尊崇《量

論》的大乘典籍或者梵文系脈，也就是我

常講的那爛陀傳統；應以量路研究，能夠

證明的才能承認，不能證實的就不承認；

若不能證實甚至有矛盾時，《量論》必然會

加以否定。這種決定是基於，若承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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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應能看到、能見到才對；若看不到且無

法證成，必須決定其無。所以如同須彌山

等，若有應該可以看到；說我們受用須彌

山的影子，但若受用其影子，卻又說我們

無法看到影子的來源，這是無法解釋的矛

盾。若說我們可以看到影子、且受用著它，

但影子的來源是不可思議的，這很難去體

會。所以若說沒有影子也不必太過驚訝。

不只如此，當談到極隱密的典籍時，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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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乃至間接都必須沒有矛盾才是。四大

洲及其小洲對我們來說，都是屬於極隱

密；由於這樣的極隱密存在著許多的矛

盾，所以我們也有能否定的理由。在此我

要表達的是，物理學方面及科學辯證的邏

輯非常好，對我們會有幫助的。 

佛法的心類學，可以用來輔助科學。

科學家們似乎可以從心類學得到許多教

授，這樣的情形說明了西藏佛法可以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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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幫助科學，這是值得我們驕傲的。若

能學好佛法中的基法 (亦可稱為佛教科

學)，有著高深內容的一組；經過完善的抉

擇後，以此為基礎再推論地道的內容及道

次第等的見諦，由基法的特性推斷內心的

可以改變性。同樣的，二諦基法亦是如此。  

偉大的西藏民族 

在此我要說明西藏民族偉大的理由。

我們西藏人民的智慧確實很高，這是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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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的，因此我們要能為此感到驕傲。逃離

了自己的國土來到印度，陸續地開辦學

校；而畢業學生傑出的表現，讓我們明白，

若非缺少學習的機會，大致上來說西藏人

民的智慧、智商都是很高的；只要有學習

機會，都能學有所成。現在西藏內部條件

不足，機會如果均等，一樣能夠學習得毫

不遜色。我們有時懈怠而不努力；小時候，

我也是非常的懈怠，認為讀誦經教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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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罰，喜歡玩樂且不重視研讀經教，一般

聰明的人比較容易懈怠，認為過得去的就

過得去，臨時惡補一下，平常就馬馬虎虎

的。總之，因懈怠導致落後是必然的，否

則我們似乎確實是很聰明的。西藏人民的

頭腦也是真的很好，因此我們學習現代學

科，沒有因為智商而落後，都可以達到應

有的水準。特別在過去的千餘年中，先哲

在佛法見諦上，烙下了卓絕的足跡，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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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惟，那是稀有且讓人驚嘆不已的成

就，我們的民族是值得引以為傲的。 

1959 年失去了家園，很多人隨之流

亡；在僅認識天與地的艱困時刻裡，有些

西藏年青人認為，因為沒有福報，才會生

在西藏；當講到自己是西藏人民，都會認

為是很沒有面子且難以啟齒的事。原來手

上拿唸珠的，都要跟著藏起來過的窘迫日

子，對國外人士說自己是藏人也很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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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人民剛到國外時，若說自己是西方

人，因為鼻子會說話、膚色也會說話，因

此無法說是西方人，所以就說是尼泊爾

人、不丹人或錫金人。一段時間過後，情

勢慢慢的改變了，全球對西藏佛法、文化

與西藏民族越來越了解；當了解越多時，

於是開始重視了。近來反而是尼泊爾人會

說自己是西藏人；因為西藏人民出國容

易，到了國外也受到重視、喜愛，因此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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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自己是西藏人。這些轉變並不是因為

我們有錢，也不是西藏人民有什麼不一樣

的身體，這是因為西藏佛法及文化價值之

影響，有了價值自然會受到重視。以漢人

而言，正直的漢人非常喜歡西藏人民，且

非常重視西藏佛法及文化。正如「價值靠

自己，價錢取決人」之說，如果自己有價

值，自然會受到人家的敬重與喜歡，這是

不容小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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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流亡四十多年來，世人對西藏民

族的看法，起了很大的轉變。再舉個小小

的例子；60 年代初期，西藏青年在新德里

大學及瓦拉那西大學學習。其中有幾位選

讀梵文，當時有些印度老師說，這些人現

在還不是人，教育他們正是在造人；後來

我們辦了瓦拉那西大學，有些西藏人民學

會外語，印度老師與我們的格西在沒有語

言的隔閡，有了討論的機會，經過實際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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鋒後，那些原來說過西藏人民不是人的、

是在製造人的老師，漸漸地改口說若非語

言的隔閡，否則西藏民族對於佛法見諦與

學識，是非常令人驚訝稱奇的。因為佛法

的高深，甚至有人前來請教學習。所以說，

我們的民族也有傲人之處。因此我常常跟

西藏人民說：雪域西藏是有歷史的。套用

我們的俗語：我們是有底子、是有根基的，

確實值得驕傲的。憶念我們的先祖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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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起對自己民族的信心來。20 世紀的中

葉，我們的確遇到了困難。在 21 世紀初，

西藏人民雖仍面臨許多挑戰與難題，但我

們對首要之事的態度始終是堅定的；除了

遇上如同大魚吃小魚的懸殊形勢外，整體

上西藏人民是非常聰明的，相信我們的民

族是個值得驕傲的民族。 

語言的優勢 

接著講到我們的語言，比如梵文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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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的高等的語言，正如西語系裡的拉丁

文，也屬高等的語言。在東方則首推梵文，

而藏文卻是完全可以和梵文同步的語言。

從前有位熱衷於佛法的英國大翻譯家，名

叫昆增；為 50 年代的智者，聽說他講過藏

譯與中譯的佛典相比的話，藏譯的比較

好。最近佛法學者看不懂梵文時，會對照

著藏文，藉由藏文來理解。西藏佛典也會

遇到有多重意義的梵文語句，當時有譯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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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印度智者配合著翻譯，因此翻譯得非常

的究竟與無謬。由此不但看出西藏人民的

智慧，也顯現出藏文本身蘊涵著奧妙的睿

智與能力。但是近代的現代科學或者現代

政治、現代經濟等，這些方面沒有用得上

藏文，因為缺少這方面發展的緣故，就顯

得不足而且落後。否則單就文字本身而

言，藏文的等級是高等的；再以學寫字而

言，藏文只要了解元音及輔音，什麼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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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出來；反觀中文需要畫很多條線，每個

名詞各有不同的用字，要學會說至少要兩

千字的詞彙，否則很難學的。以前我也學

過一些，1954、55 年左右學了一些，可能

知道一千字左右，閱讀還勉強可以，但現

在全忘記了，學習中文非常的困難，需要

一筆一畫的寫；最容易寫的字是「人」，人

民的「人」，其它的很難，「一」也很容易，

「一、二、三」。除了這些容易的之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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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都很難；因此以文字本身而言，中文雖

有悠遠的歷史，英語也非常古老，但以文

字本身的品質而言，大概可以說藏文的等

級更高些。因此我們的文字，也是值得驕

傲的。 

強健的體魄 

再看看我們的體魄，當然西藏人民也

有體質差的；特別是 60 年代初來到印度

時，當時小孩營養很不好，連續好幾代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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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我們不但遇到很大的困難，連營養

也不夠；同時染上一些病，沒有馬上醫治，

六十年代發育成長的環境大致是如此的。

剛剛成立育兒學校時，除了常擦鼻涕的那

些人，屬於體質較弱的外，以整體而言，

我們西藏人民的體格非常結實。因此無論

從什麼方面思考，我們西藏人民都能夠很

有自信，再根據過去歷史的例證，確實值

得生起信心。遠觀未來，我們有真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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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偉大的民族，是具有精粹的宗教思想

及文化的民族，因此我們是值得有信心

的。我們的民族既充滿著希望，也定能彰

顯正義。外在的因緣一直變化著，民主、

自由的思想如火焰般燃燒至世界各角落，

若能實行自由、真理與法治，我們主張的

真理將能得到彰顯；設若沒有自由、沒有

言論自由，也沒有思想的自由，非得在槍

口的脅迫下說話時，由於我們的人口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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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也沒有任何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就

毫無真理可言；只能用權力說話、用暴力

解決，但這種時代已經結束了。中國的轉

變很大，比較二、三十年前和最近的情況，

有了非常的大變化。因此我們對未來是有

希望的，我們一定要生起信心，以上是我

們所具有的優點。接下來講我們西藏民族

的缺點，這會比較好，不是嗎？這樣才會

客觀，若只是講優點，就不夠客觀，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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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的態度分辨優缺點。 

善於學習其他民族的優點 

西藏的佛法是從法王時代才開始盛行

的，當時法王們的意趣是正直的，並不會

拘泥於自己的宗教、自己的傳統；反倒是

看到那裡有好的，就盡量的汲取並仿效。

我平常開玩笑講，我們的法王們非常偉

大，以正直的心觀察著，印度、中國、蒙

古、藏北等地區－西藏的東南西北方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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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以法的方面來看，印度的佛法是最好

的，其中又以那爛陀為首。當時的印度那

爛陀教法相當盛行，那爛陀寺傳承的法也

最為深廣；於是從那爛陀迎請了大阿闍黎

寂護，同樣因特殊原因而迎請蓮花生大師

入藏，就是我們通常講的阿闍黎、大師、

法王等，這是非常聰明的做法。在國王松

贊干布時代，曾派遣土彌桑布扎到印度，

到底是否在當時也新造了文字，雖有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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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但由於景仰印度的文化之故，而與

其結下了不共的因緣。 

在飲食方面，認為中國的料理好，因

此食物來自中國的影響似乎很大。不講別

的就以平常我們講的「哦菜」，「哦」是青

色可以吃的菜，是藏語，菜是華語；蘿蔔

應該也是華語，還有「夾」（茶），大概是

中國話，因為聽說「茶」是華語。其實世

界其他地區，包括英語的「Tea」也是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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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俄語好像叫「加拉加一巴梯」。總之

「茶」的起源，似乎來自於中國，因此茶

的名稱遍及各地。不論如何，我們在飲食

的方面似乎取源於中國。後來特別是我們

藏語也有漢食、藏食之說。 

服裝則主要承襲自蒙古，與蒙古的風

格相近；嚴寒地方的服飾，比較適合我們。

蒙古的服飾對我們很有幫助，此外寺院

裡，有稱為「浪」的牛毛幢；「浪」是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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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習俗中，似乎也保存著許多蒙古的

風俗。講西藏三區的「卻卡」一詞，據說

也是蒙古語。蒙藏曾有過很密切的關係，

蒙古大力推動了西藏佛法，直到現在蒙古

仍然沿用藏語唸誦各種儀軌，可見影響程

度之大，讓我們形同孿生兄弟。我們自蒙

古也汲取了非常多的習俗，總之法王們秉

性正直地與其交流，當時西藏統一的力量

是巨大的。比如我出生的西寧邊界外，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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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問都處於諸法王的軍隊和法令的控制

範圍內，其他像納西族地區應該也是這樣。 

西藏政教傳統中的不足 

接下來講我們西藏民族的缺點，這樣

才會客觀；只講好的就失去客觀的立場，

所以要用正直的態度分辨優缺點。 

君王赤熱巴堅時代，在郎達瑪的作亂

下，國家慢慢的分崩瓦解；法王的後裔一

分為二，一為拉加日之系脈，另外的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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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地區的阿里法王；就這樣西藏分崩離

析，整體力量也隨之消散。雖然西藏仍保

存王國的體制，但不過是勢單力薄的各據

一方而已。雖有西藏三區供獻給法王八思

巴之說，但也不過是領域略微擴大一些。

法王八思巴是統治中國的蒙古帝王國師，

據說是為了灌頂而供養了三區；若是供

養，供養者應擁有供養物。在此之前因蒙

古入侵西藏，薩迦班智達曾從中國寄往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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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一封信中說：「蒙古人非常粗暴，要學

機靈點、要小心點，否則我們會吃虧」聽

說有這麼一封信。薩迦班智達寫的《顯能

仁意趣》一書，似乎也是從中國寄往西藏

的，這說明了當時蒙古軍隊不僅佔領中

國、佔領西藏，也佔領了朝鮮，由西伯利

亞延伸佔領了一大片的俄羅斯；因此說是

他供養的也是可以，其間西藏曾有過大大

小小許多王國。接下來甘丹頗章執政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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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六十多年裡，令人遺憾的是期間仍未能

擺脫四分五裂的局面。我們現在的遭遇跟

過去千年的歷史都有關聯，由於整體統一

力量的消失，以致有了目前的景況。 

宗教對西藏統一的貢獻 

因宗教造成的疏失在所難免；特別是

假宗教之名的一些大喇嘛及大官員們造成

的糾紛、爭鬥等，世界各地也時有所聞，

而我們西藏亦不例外，曾經有過這樣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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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但是，換個角度而言，西藏在政治上

雖然四分五裂，但雪域西藏民族的統一，

卻是靠佛法來延續其命脈的。用藏語文紀

錄的佛陀教法《甘珠爾》《丹珠爾》遍佈整

個西藏三區乃至於蒙古，透過藏文及藏

語，這些地方維持了統一。在政治上我們

雖然呈現分裂與相互爭戰，但佛法卻把西

藏民族連接成一體，因此佛教對維護西藏

民族的統一真是居功厥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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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分裂雖然造成西藏的衰微，但西

藏人民卻在佛法上，淋漓盡致地發揮了其

智慧，以《量論》而言，有陳那、法稱等

那爛陀智者所造的詮釋，在西藏也有恰巴

父子時代藏人新創的許多量理的規則；說

量也好，總之在抉擇中觀及量時有「應」

及「故」的規則，這些似乎是恰巴父子時

代所開創，且盛行不墜。僧袍圍在腰間、

站著、手拍手等辯經的作法、軌理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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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有這種習慣嗎？總之我們致力於讓我

們智慧增長的事業，這些是從法方面來

講。如果佛法不曾傳到西藏來，僅以政治

力量來維持西藏的統一，則政治力量一旦

衰敗瓦解，西藏就會面臨分崩瓦解的困

境。回顧過去近兩千年的歷史，在政治上

我們雖然有許多的失誤，但由於我們擁有

佛法，西藏民族才能夠維繫至今。同樣，

西藏在當今時代，之所以仍受世人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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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即在於西藏擁有豐富的佛法知

見，除此而外，我們可以說是一無所有。 

比如說，在西方漢人居住的地方，除

了有少數的禪修中心或道場外，中國人遍

佈世界各地的是他們的餐館。西藏人民雖

然沒有什麼西藏餐廳，但卻有許多佛法中

心。西方人非常聰明，他們知道不需要西

藏傳統口味餐廳，也不去西藏餐廳吃飯，

因為中國人有非常好的餐廳，但他們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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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在佛法方面，和尚講的法及禪修，都不

及西藏佛法來得深奧。因此，今天我們可

以呈現給世人、並引以為傲的只有佛陀的

法教，不論從歷史或從現實的角度，佛法

對我們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文化是最重要的民族表現形式 

突顯西藏人民特性的不是臉的輪廓或

頭髮顏色，而是西藏的語言和文化，其中

文化尤為重要。如前面所述，文化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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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涵，包括歌舞、音樂、服裝等很多內

容，但從根本而言還是依據人的理智思惟

層面，因此以教法為主。就我們而言，表

徵西藏人民的標幟，能夠突顯西藏人民特

性的終歸是佛法。我對蒙古人也是這麼講

的，蒙古人若想標顯自己的特色，佛法是

很重要的；對喜馬拉雅山脈的人我也同樣

講：你們錫金人、拉達克人或門巴族人等

少數民族，要想在印度突顯卓越的民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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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唯一的方式就是佛法，而與此有關的

藏語、或者說菩提雅語也是非常重要的。

以我們西藏人民而言，佛法很重要，再者

要喜歡藏文，要能夠了解藏文的價值；對

佛法有些知見或對佛法有些興趣的人，就

會發現藏文的確很重要，是不可或缺的利

器。最近佛法雖然也譯出英文、德文、法

文、西班牙、義大利等譯文，但若要詳細

的了解宗派間的見解，最終還是要依靠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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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單從英文譯典觀擇，因為才剛發展一、

兩代，尚未臻於至善，而我們藏文舉凡字

義、見解等經過規範已有上千年歷史，因

而是確定的。因此若對佛法產生興趣就會

重視藏文、喜歡藏文，就會對藏文產生信

心。如果對宗教不感興趣，則藏文不是必

需的，談到生活用語或現代知識，藏文就

不具有什麼重要性，不過是一種語言而已。 

流亡中建立宗教及文化的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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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來談談西藏失敗的經驗。缺乏現

代知識是我們最大的敗筆，前任達賴喇嘛

於 20 世紀初葉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先是英

軍入侵，後又有漢軍進逼，兩次避難到印

度等地。英軍來時逃到蒙古，漢軍來犯時，

則遠走印度，有過這樣的歷史。因為見識

到中國及印度的發展，回到拉薩不久後便

派人到英國留學。可惜的是，我們沒能夠

接續下去，這真的是一件萬分遺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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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 1915 年代的事了，若能繼續派人留

學，1915 到 20 幾年、30 幾年、40 幾年乃

至 50 幾年的話，至少能到 194 幾年，即使

沒能培養上千人，也能培育出幾百位具備

豐富現代知識的人了，對此我們實在太落

伍了，這是很大的缺憾。 

在流亡中延續宗教與文化命脈 

頹敗至此，1959 年我們面臨了流亡的

命運，在百般艱困中於同年 4 月抵達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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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穆梭瑞。當年的當務之急，便是安排剛

從西藏倉皇撤離的人，到比較涼爽的居

所，並安頓其生活與工作等。接著 1960

年約於 4、5 月時，開始建立學校；第一所

蓋在穆梭瑞，當時像你們這樣大的孩子並

不多。西藏戰亂輾轉流離的子民中，除了

邊區以外，凡來自拉薩的西藏人民，都堪

稱兵強馬壯；因此徵召其中 50 位青年就讀

於穆梭瑞的第一所新建學校。另外為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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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法炬，當時的僧團，少說要能培養出

1500 位的僧眾。剛開始印度政府只同意提

供 300 位的規模，不過我們堅持一定要有

1500 位；幾經交涉，終於在巴薩建立了為

數高達 1500 位僧眾的僧伽基地，在此延續

學習不輟，並由印度政府給予口糧，就這

樣衣、食、資具全都由印度政府供應。當

時我們並沒有建寺立院的計畫，也沒有把

建立寺院看得很重要，反而是延續佛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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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種，讓 1500 名僧眾可以繼續學習，才是

當時最迫切的要務。 

此外，施行現代教育也是當務之急，

從六十年代創建學校至今，我們已經有了

各種寄宿或全日制的學校，這一切在當時

都是作為至關重要的頭等大事來推行的。

學校建立起來了，那麼僅僅接受現代學科

就可以了嗎？當然不是，我們是西藏人

民、是西藏民族，我們是有文化、並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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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見諦的民族，西藏文化是以佛法為基礎

的深奧文化，因此，要能傳承我們的西藏

語文才行。在這樣的考量下，我們對尼赫

魯總理說，我們的孩子不但要接受現代教

育，還要接受我們傳統的文化智慧，為此

我們要建立自己的學校。尼赫魯總理完全

支持，於是成立了中央教育社會委員會

（Society），當時的秘書長是由印度國家

中央教育部長西里．馬利（Shiri Ma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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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在最後定案的那天，與尼赫魯總理

餐敘時，西里．馬利也在場，我們圍坐著，

當時尼赫魯對一系列事情當場即拍板決

定，在談到授課的語言時，也決定說要使

用英文，同時有人提議試題採用印度文，

就此我請教尼赫魯，他說先採用英文。尼

赫魯總理當時是這樣說的。當時我們還在

盡全力想把西藏議題搬上聯合國議程裡，

印度政府建議我們不要這麼做，尼赫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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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很鄭重地跟我談過，但我們沒有採

納，西藏議題終究還是端上了檯面。 

後來在一次討論有關學校的問題時，

尼赫魯總理談到：「要避免西藏問題消失，

要使西藏問題能夠持續不斷地推展下去，

最佳途徑是讓西藏年輕人接受完整的現代

教育，這是讓西藏為了自由奮鬥能持續薪

火相傳的最好方法，如果只在聯合國提列

一次議程，反而是產生不了太大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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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非常中肯的建言，我們因此建立了學

校，不管怎麼說，我們在流亡過程中培育

出了新的一代，這些人現在大部份應該已

經是為人父母了，不論成就如何，他們是

懂得一些英文、印度語和藏文的一代新人。 

起初，我們的困難是沒有學校，因此

我們建立了學校，有了學校後，我們認識

到需要提高品質，為此又作了許多的努

力。到 60 年代初，我們召開了有關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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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我們認識的老先生波列希在大會上

提出他的看法，認為所有的學科都要用藏

文教授，明天的課程今晚可以從英文翻譯

成藏文，然後採用藏語、藏文來教學。我

們的一些老師則認為先從英文翻譯成藏

文，而推行藏文教學是不可行，但最後的

結果，還是譯成藏文來教學。如此開始按

部就班地從一年級到有好幾年級為止，所

有課程都用藏語文教授，這種品質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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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是課程，同時也提升了藏文的程度，

如果所有課程都可以使用西藏語文，將可

以促進西藏語文的發展。我們當時是這樣

做的，當時我們的政策是，就向鳥兒要有

雙翼才能飛翔一樣，我們西藏的孩子不僅

要具備現代知識，而且也要掌握傳統的、

以佛法思想為基礎的文化和知識，根據這

一政策，我們有了上述的舉動。 

因明教學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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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以佛法為基礎的民族文化時，學

習就變的至關重要，學習並非單指唸功課

或儀軌，而是要學之、習之。學習的最好

方式，就是我前面講的由恰巴父子沿襲相

傳的辯論，通過辯論，對任何問題的認識，

猶如利刃削泥，可以清晰明瞭地進行判

斷。因此我們提倡在學校裡教授辯經，當

時讓學童學習辯經，結果不分男女都能善

巧地辯經。我自己見過穆梭瑞、西姆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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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辯經，記得好像還有達拉霍斯的學

生，但後來這個制度日漸衰敗，或許是佛

法老師的程度不足，佛法老師除了教些儀

軌，講些佛本生故事外，還要詳細的教授

辯經；一方面是老師能力有限，再者並沒

有足夠的教授時間。這並不是件容易的

事，學生學習的科目很多，因此時間不夠，

由於諸如此類的因素，最終還是流於形式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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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那麼多的學生，經過了這許多

年，在這些年裡，我想不論是學習佛法或

學習宗義見諦等方面，我們是有缺失的。

我們流亡後，從 60 年開始有一些僧伽陸續

逃到印度，如尊勝寺或上、下密院等不分

教派的僧伽來到這裡。以前密院是不看經

教的，來到印度後，從 60 年起我就提議，

所有寺院都要讀經教、學習大論典，單僅

學習唸誦或嫻熟儀軌是不夠的，提到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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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建立辯經制度。上、下密院的生次班，

過去都不辯論，現在也規定他們要看、要

學。當時的十六世噶瑪巴仁波切也為此擔

起了責任，共同推動佛學院的學習制度；

同樣貝諾仁波切也開辦了佛學院，建立辯

經制度；不分教派包括苯教，也重視起學

習大經教及辯經。過去數百年的尼院中，

除了學習儀軌，並沒有辯經或學習大論典

的傳統；在我們倡導辯經的重要性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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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也開始學習辯經，而且發展得相當具

格，最近已接近可以當格西的階段。 

在家眾也要學習佛法 

正如前面我談到的，作為佛教徒的社

會大眾同樣也要多思考，要更加極致地發

揮人類所有的智慧並加以實踐。僅僅唸誦

佛號或皈依是不夠的，因為這如前面講到

的，僅屬於宗教中信仰的範疇而已，而佛

法注重的是心態的轉變，如何才能轉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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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呢？當然是通過思惟來轉變。要改變思

惟，首先必須要了解未轉變前的缺失，以

及轉變後的殊勝，從而生起轉變的希求

心；生起希求心時，就要觀察並了解內心

中有什麼是阻止轉化的違緣。若用佛教術

語來講，即是「量」與「顛倒識」，「顛倒

識」是不明了及顛倒的了別，「疑」等亦是

相違品，它的反面是「量」，「量」有「現

量」及「比量」，得到覺受時稱為「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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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是為「比量」，透過理由推測時稱

「比量」。「比量」是有根據的，是相順品。

由「量識」引發的識是「正確識」，而「顛

倒識」引發的是顛倒，「顛倒識」本身就是

顛倒的。因此若問佛法到底是什麼？可以

說是一種「正知」與「非正知」，「有義」

及「非有義」的識，或可說是「量」與「非

量」的辯證抉擇。透過爭論才能轉變心意；

簡言之，「我執」是顛倒，而「無我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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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量」有證據做為後盾。顛倒我執

會生我慢、生瞋、生貪、生起嫉妒等，而

貪、瞋、我慢是煩惱的根源。對於社會或

個人都會造成不開心。若要斷除，就要以

它的正反面來斷除，發願既無法斷除、禮

拜供養也不行，必須要從心中斷除，因此

要以廣大聞思來修行佛法。 

我們是佛教的社會，要成為真正的佛

教社會，必須靠學習，法是學習來的，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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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串念珠就自詡為佛教徒是不夠的。我一

再地呼籲和勸導大家，在家男女信眾也要

學習佛法、討論佛法，並實踐佛法。學習

佛法不見得一定是請師長升座講法，大家

也可以坐下，以共同討論的方式來學習；

以前在拉達克，我就是這麼鼓勵他們的，

數年後也有了相當的成果。60 年代初我到

拉達克，當時拉達克的知識份子，對寺院

和師父存有歧見。當我到拉達克時，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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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避開師父們，單獨的和我見面，於是

安排了彼此的會面；這個例子反應出知識

份子的思考、觀察能力很強，老一輩們的

唸佛方式完全無法滿足觀察力強的人；寺

院中只有唸經與修法， 不探究深奧的哲

理，也是知識份子所難以認同的，以此之

故，其內心也就體會不到佛法絲毫的價值。 

初期在拉達克的確面臨到這類的困

難，漸漸地才開始學習經教、抉擇佛法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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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現在當時的那群知識份子，也承擔起

了教授佛法的責任。總之知識份子承擔佛

法課程的責任後，從此開始重視法。在達

蘭薩拉你們發起了這次的學法，在藏人社

會也應該這樣，我與一些佛法老師談過，

也聽說現在大家非常的重視，而且確實有

幫助，我很是高興，對大家的盡職盡責我

表示隨喜和感謝。在各定居點我們也應該

展開這樣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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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年代開辦學生學習辯經，當時確實

實行了一陣子，中間逐漸鬆懈，我經常想

以後重新恢復這些傳統是很重要的。期間

有人提出若在學校為學生介紹佛法，應該

會有助益的建議。因此今天第一天，我想

結合歷史，做一個整體性的概要介紹。今

天其實沒有太多時間來介紹真正的佛法，

了解背景以後進行思考是很重要的，同

時，學習佛法並不是鼓勵你們到處去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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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也不是要你們出家。 

你們因流亡而處身在自由的世界，不

論你們要想成為對個人、對社會大眾，乃

至於是對全球有貢獻的人，學習都會是極

其重要的一環。接受過教育的人，不僅使

自己的人生和家庭安樂，而且也使社會、

乃至於整個世界都充滿祥和。觀察世界就

可以清楚了解，凡是教育成功的地區都能

得到發展。從境內西藏人民的角度而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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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一方面我們身處逆境，但另一方

面中國的憲法和法律，都很重視民眾的教

育問題，因此在西藏的西藏人民，不分男

女老少，大家都要重視教育和知識，這是

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年輕人，你們未來的

路還很長遠，不論是從西藏人民的社會，

或從整個雪域而言，你們年輕人都是很重

要的。如果在散漫不羈中度過你們的人

生，那將是非常可惜的；飲酒、打牌、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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骰子遊戲賭博、淫亂、吸煙等等，這些都

是無謂地浪費人生，而且這種生活也容易

交到惡友、受不良惡習的影響。我聽說在

西藏，經濟狀況稍微好一點的西藏人民，

將大多數時間虛擲在打麻將、賭博等遊戲

上，這是非常可悲的事；還聽說有的年輕

人竟然吸食毒品，在自由民主的印度，我

們很少有人染此歪風，但在西藏的大城

市，聽說這種風氣正在漫延，加上中國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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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妓女和淫亂的風氣也傳到拉薩等城鎮，

使愛滋病等惡疾有四處散播的危險。去年

一位我所認識的且很關注這類議題的法國

女性，親自到拉薩調查此事；她說愛滋病

漫延開來的機率非常高；一方面是淫亂，

另方面又不懂預防及節育；鄉下一些小女

孩找不到工作，就到城裡出賣肉體；她說

那些女孩在完全缺乏基本常識的情況下賣

淫，非常的危險，甚至可能會危及整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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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存亡，因此非要重視不可。我們生活

在自由的世界，現在還有機會。在非洲，

愛滋病就威脅著一些非洲種族的命脈，這

些你們應該是清楚的。 

在西藏，西藏人民如果由於眼前燈紅

酒綠的世界而意志散漫、無法自拔或陷入

外力掌控之中，將會對我們的民族帶來極

大的危害。因此大家一定要努力、要好好

學習，這是很重要的。談到學習，就像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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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講過的，不僅要掌握針對外在物的知

識，而且還要學習心靈層面的知識，兩者

是同等的重要，尤其是西藏年輕人，在求

學的過程中，任何人都會遇到一些困難，

但任何困難都必然有不同的解決方法。任

何地方都有自己的憲法，憲法對在地人民

的權益都會有一些明文的規定。拿中國來

講，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其制訂的憲法，其

中尤其對少數民族地區有著許多特別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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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我們西藏人民也要注意和學習這些憲

法的內容，要了解我們民族究竟擁有哪些

權利？近來中國也開始講求法治了，法治

在國際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徵，中國政

府也要仿效、或者說在爭取成為一個法治

的國家，這對我們來說就是機會。比如有

些從西藏來的人告訴我，在家鄉有盜採礦

產的、盜伐森林，以及金錢賄賂、官商勾

結等，雖然中國政府禁止這種行為，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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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上由於金權交換而難於杜絕，也聽說

有少數的西藏人民游走在法律邊緣間，鋌

而走險的情況。因此在西藏的朋友們，你

們一定要好好學習，這是我想表達的重點。 

信仰宗教者和視宗教為毒藥者 

講到宗教信仰的時候，有內道佛法和

外道的說法，不論內外，在全世界 60 多億

人口中，有一群人是有宗教信仰的。大體

而言，信奉基督教的有一千萬左右；信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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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的也有一千萬左右；印度教徒則

約有六、七百萬人，佛教徒的數目以前的

說法是有三百萬人左右，近來中國佛教人

口的增加非常快，少說也有數百萬人口；

此外還有猶太教等許多宗教。其中也有許

多家族雖然表示我們信奉的是某某宗教，

但家族成員中的一些個體卻並不熱衷於宗

教的現象。 

總之，這個世界即有重視宗教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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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也有不接受宗教，甚至認為宗教是

錯誤或是禍害的人。我自己就曾遇到過許

多堅持這種說法的人，一些人不喜歡宗

教，認為宗教為這個世界帶來了許多紛

爭，因此沒有宗教反而比較好。因此，也

有一群反對宗教的人士。 

  54 年我去了中國，在北京待了大約

4、5 個月，中間也幾次到其它地方後再回

北京，如此往返，總共在北京待了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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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其間多次拜會毛澤東，我用敬語說

是拜會，因為當時我對他存有敬意，他是

一位充滿著革命意志，是一位對中國人

民、尤其是對勞動人民，甚至不僅僅是中

國的勞動人民，而是為全世界的勞動人民

思考或說話的人，後來雖然變的腐化，但

在初期確實表現出偉大的氣概，因此，使

用敬語也沒有什麼不妥，總之那是我第一

次拜見毛澤東。最後，大約 54 年，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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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拉薩前，跟他最後一次見面時，當時

毛澤東就未來西藏事務等問題給我很多似

乎很中肯的忠告和教誨，他對我也很關

照，和你們聊一件事情，可以當笑話聽，

毛澤東對我非常的慈愛，平常用餐時，毛

澤東會安排我坐在他身邊，華人有個習

慣，就是用自己的筷子替友人挾菜，毛澤

東也非常慈愛的用他的筷子，為我挾菜到

碗中，毛澤東在其他人面前顯示很用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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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待我，似乎是很抬舉我，如果換個角度

想，毛澤東平時咳得很厲害，如果他有肺

病或什麼的，用他的筷子挾菜給我，不免

讓人疑慮會不會傳染疾病。當時我和毛澤

東的關係確實很要好。 

就在最後一次見面、大部分的談話已

經結束時，他來到我身邊，當時我對社會

主義很有好感，即使是現在也一樣，因此

我到世界各地常說我是一半共產黨，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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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在經濟和社

會方面我是社會主義者，而且是馬克思主

義者，我不僅嘴上這樣說，內心也是真的

這麼想，誇張一點講，我可能比現在多數

的中國領導人更相信馬克思主義。中國許

多領導人除了金錢與權力慾望之外，似乎

沒有人真正奉行馬克思主義；而我是真心

的，因此毛澤東說我的思想符合科學，而

且用科學方法思考問題，非常的好，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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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說：「宗教是毒藥」。毛澤東當是就是

這麼對我講的，他為什麼說宗教是毒藥？

他說宗教，尤其是西藏的宗教，不僅妨害

人口的增長，而且阻礙社會的進步。若仔

細想想他這麼講的理由，或許說影響人口

增長還稍微有點道理。 

我們西藏民族在松贊干布時代，應該

有好幾百萬人口，其實我也並不太確定

了，平時既沒有翻閱資料進行研究，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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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不怎麼感興趣。然而聽說一千年前，

在種敦巴尊者的時代曾做過一次人口統

計，據說當時藏人有 1 千萬人。不論當時

統計範圍是僅限於衛藏地區，還是整個三

區，即使是包括整個三區，當時也有 1 千

萬人口，而到我們這一代時，就只有 6、7

百萬，至少減少了 3、4 百萬。在西藏不管

是衛藏、山南、康區或安多地區，都可見

到許多斷垣殘瓦和荒蕪田園的遺跡，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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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了人口減少的事實。當然人口的減

少，也許可能是由於缺乏衛生條件，以及

惡疾傳染等造成，但青年男女大量出家可

能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我時常對各寺院講，僧團最重要的是

僧侶的品質，而不是僧眾的多寡。在西藏

或印度，僧伽數量多，就誇耀說是大僧團

（道場），只看重數目，卻未對品質給予必

要的重視，這類狀況西藏和印度都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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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僧侶的品質是極為重要的，在高素質的

基礎上有眾多僧侶才是值得隨喜的，如果

素質低落，雖然披著僧袍，卻對佛法的講

修等沒有任何教證功德，與在家人無異的

話，著實沒有什麼意義。因此，說影響人

口的增殖，應該不能完全否認，但如果因

此說宗教是毒藥則是太過牽強了。 

 還有，這個世界的人口已經超過 60 

億，如果繼續增加到 70 億、或 80 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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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品質也應相應地增長，當生活品質的提

高和人口的增加，必然會使全球面臨水等

自然資源是否足夠的問題，因此「無害行」

的控制人口增長是很重要的，就此而言，

多一些男女僧眾是最好不過了。天主教有

終生奉獻給主的；回教可以娶兩三個妻

子，似乎沒有要控制人口的想法；其它行

梵行的，目前印度教和天主教都有持梵行

者，類似這些多一點的話，對控制人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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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是有益的。總之，毛澤東講宗教是毒的

理由之一，乍聽似乎有點道理，但並不是

正理。 

所謂宗教阻礙發展的說法，是個需要

好好思惟的問題。在我們的宗教中會談到

此生、來世及究竟的利樂等，這是事實，

也是極為重要的。今生今世是可以目睹感

受的，而來世不僅遙遠而且是未知的，因

此，比較一下，相對於看得到的現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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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來世的關注和責任就會更重些。因

此，一位真正佛教的修行者，應該會把主

要的心思，著眼在來世以後的安樂，以致

導致了對現實的知足，以及輕忽建設發展

的思維模式，並因此而被指影響地區的發

展，但這都值得再深入思考。 

佛法的目標 

佛法有暫時的目標「增上生」與究竟

之解脫快樂「決定勝」；其中暫時增上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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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是什麼？包括對所依人身等的增上

生，不僅是暫時的快樂，也是必要的，是

所取而非所捨，特別是成辦究竟解脫，必

須透過增上生才能成辦。增上生類似於助

伴的功能，具有異熟八功德；壽量圓滿、

形色圓滿、族姓圓滿、自在圓滿、信言圓

滿、大勢名稱圓滿、具丈夫性、大力具足

等特點。因此講實踐佛陀教法時，「放棄今

生」要理解為不貪著今生才是；是講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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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為今生而貪著，並非是要棄捨今生的圓

滿。因此佛法中講了四種圓滿：增上生、

解脫，也就是暫時增上生及究竟決定勝的

圓滿；令其圓滿的方法是，成辦暫時圓滿

的財物，須由財富受用來圓滿暫時的增上

生，進而成辦究竟圓滿需要法；因此「解

脫」、「財富」、「法」及「人身」稱作四種

圓滿。所以暫時目標是增上生，最終目標

是決定勝，使其圓滿的助緣，成辦究竟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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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三學之法，而成辦增上圓滿的助緣是

財富、受用，所以財富也是需要的。不僅

如此，從社會的角度而言，地方需要繁榮、

社會需要發展，這些都是非常好的。從宗

教的角度而言，作為個體要少欲知足，但

持有必需的生活條件是正當的權利。佛陀

曾教示出家僧人的生活要斷除乞食的欲求

與勞苦二邊，兩者都要斷除；乞食欲求邊

是指，不要舖張奢華，過份舖張會損及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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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我常常開玩笑說，有錢人的肚子不見

得比別人大，貧困者和有錢人的肚子一般

大，所以窮人家吃的和富人吃得一樣的

多，如果因為自己有錢、就覺得可以多吃

的話，除了對腸胃帶來負擔和疾病，或是

拉肚子而外，不會有其他的意義。同樣說

我是有錢人，因此要戴首飾、鑽石戒指的

話，你即使有上百個鑽石戒指，手指卻只

有十根，最多不過是在十個指頭掛上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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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戒而已，其他的九十個鑽戒也只能放到

保險櫃裡，無法戴在自己身上。特別我們

西藏人民都吃糌粑，戴太多戒指，糌粑粉

會卡入戒指的間縫，沒有什麼好處的。因

此有錢並沒什麼好特別的，基本上自己的

肚子，只能吃一般人食量的食物，或許可

以吃點山珍海味，還有酒喝，但花大把錢

喝酒，除了傷肝以外，並沒什麼好處。因

此從自己方面，不要乞食欲求邊的舖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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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要像某些外道行苦行的勞苦之邊，認

為單靠苦行就可以淨過斷障。佛陀說過並

不是這樣的，斷除障礙要從內心，苦行雖

然可以稍微遮止惡業，但無法完全清淨惡

業煩惱的，所以苦行不是我們所要提倡

的。佛陀主張應過著不落兩邊的中道生

活，同時也應思考如何讓眾人皆有富足安

樂的生活。當思惟佛法的實踐時，個人要

少欲知足，盡自己的力量，促進社會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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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如此不僅不會阻礙社會的發展，

更不會做出貪贓枉法的事來。一方面個人

少欲知足，另一方面培養著真誠、悲憫、

業果、利他等意樂，就能完全遏止貪贓枉

法的行為。毛澤東之所以會講佛法，特別

是西藏佛法會阻礙社會的發展，這都是不

懂佛法的緣故。好了，有關毛澤東的事就

談到此。 

之前談到，世界上有 60 多億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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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區分，大概可區分為：有宗教信仰、

反對宗教以及平等看待（非上述二者）等

三類。其中第三類的人數可能較多些。平

時我講法時一再地提到，上述這三類人其

實在希求離苦得樂方面都是百分之百的一

致。只是在追求和實現安樂的方法上，有

些人相信通過宗教可以讓自己實現離苦得

樂；有些人不這麼認為，甚至認為宗教會

引發糾紛，不僅無益而且是毒藥。雖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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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宗教者當中，有部分人思維敏銳，也

有些許的智慧，但他們只強調被認為是負

面的那些因素，卻看不到清淨的一面。整

體而言還是未經深思便遽然草率地下結

論。這種現象在西方社會也一樣，在西方

的知識份子反宗教者，其本質還是知識份

子。不論他們的主張有何不同，其希求離

苦得樂的目的完全是一致的。暫且不論對

宗教沒有特殊觀感的那類人，那些相信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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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或是否定宗教的人士，他們希求離苦得

樂的心是相同的，而實際上誰的苦樂會比

較多呢？是那些排斥宗教的人比較快樂

嗎？恐怕不是的。若觀察過去蘇俄的情

況，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強調人人平等，要

消弭貧富懸殊，由政府負責照顧，對教育

和醫療施行免費等，這些都是很好的，如

果在這樣的社會裡成長，就足以實現內心

的和樂安寧，則社會主義瓦解時，那些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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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至少生活了 6、70 年的

那一代新人，他們在這樣的制度和環境下

成長，受其薰陶，就應表現出內心所轉化

的和樂與安寧，如果是這樣，則即使遭逢

國家政治遽變，依然可以保持誠實、善良

等特質才對，可惜的是現實卻並非如此，

當蘇聯解體後，竟然有如此多的貪贓枉

法、以及類似黑手黨的殺人越貨等醜惡行

為。再看看中國，從 4、50 年代開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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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於社會主義的思想教育，但現在的中

國卻到處充斥醜陋齷齪的現象，從官員到

一般黨員都是如此，到底是哪裡出了錯？

是黨的教育和社會主義的教育還不夠嗎？

顯然，包括誠實、正義、善良、利他等文

明的賢善是需要發自內心，而不可能靠外

力的強加；要實現這一切，需要通過觀察、

思考，從而在內心深處建立起堅定的信念

和信心。否則手裡拿著書本，近乎應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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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地在那裡閱讀等是不會有效果的。因

此，否定宗教的結果，除了使社會和道德

沈淪以外，幾乎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快樂與

安寧。看看史達林的歷史，還有毛澤東，

都是充滿爭議的。 

1954、55 年我在中國，見過很多共產

黨員，擔任政府要職的也都是共產黨員，

真的，看上去個個都是大公無私的樣子。

您們當中有些人可能懂漢語，他們互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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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們」，就是中文志同道合的意思，我

也真的覺得他們都是志同道合的人，發表

講話時他們會稱共產黨員為「同志們」，對

不是黨員的人稱「朋友們」，當時真的以為

是一群志同道合之人。但到了 57、58 年

時，發現他們隨時都會掐住對方的脖子、

互相攻訐，那裡還有什麼志同道合？完全

是抓到對方一點小把柄，馬上就致人於死

地，極為卑鄙。這究竟是那裡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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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共產主義追求的理念，就

是為人民謀取利益，是尋求沒有剝削的正

義社會，尤其是為勞苦大眾爭取幸福。為

此進行的革命也犧牲了數以百萬計的生

命，但最終的結果怎麼樣？完全演變成為

權力的鬥爭，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排斥

打擊不同意見的人，由於對異議的過分警

惕，建立大量的特務組織，肆無忌憚地進

行竊聽、監控等活動，從而使整個社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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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特務橫行的社會。不只是中國，蘇聯或

東歐的共產國家都是如此，近來我去德

國，還有人在討論以前東德特務組織的活

動。我講這些是要說明，當初為了實踐社

會主義的宗旨，雖然其理念無可質疑，並

為此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但由於內心缺乏

慈悲精神，由於懷疑和恐懼等使其依賴傲

慢、嫉妒、仇恨和階級鬥爭，因此，在完

全缺乏同情與慈悲，並充滿仇恨、我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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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的意識下所進行的革命運動，最終的

結果只會一無是處。 

同樣，觀察這個世界，憲法和制度即

使設計的再好，也有不盡如人意的。比如

美國建國初期的領導者，他們的思想實在

令人驚歎，民主、自由、個人自由以及權

益等，實在是非常的了不起。但在現實中，

雖然憲法賦予人民同等的權益與機會，但

在社會中卻存在著種族、貧富、學歷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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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歧視等。我常常將這些講給美國人聽。

比如美國的首府華盛頓，是舉世最閃耀的

消費天堂，物質的享受都是最高檔的，但

光鮮的背後卻暗藏著懸殊的貧富差距，這

種差距在華盛頓的邊緣就存在，實在令人

遺憾。在這種差距和困境中自相殘殺的情

況時有所聞，一般人到這些區域都會感到

恐懼，貧富差異實在太懸殊了。同樣，在

印度，富裕如德里、孟買、班加洛爾、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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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各達等地方，處處可見非常闊氣的豪宅

與餐館，但週邊的貧民卻窮到令人不忍。

各國的憲法雖然都主張權益均等，也有許

多保護貧窮弱勢者的政策，但現實中無法

實踐的根本因素，在於個人的內心缺乏慈

悲，只求一己的快樂和利益，對他人缺乏

慈悲，乃至於輕蔑侮辱或進行剝削欺壓。

在這種情況下，困難就很難得到解決。 

法講求不分內外，而法的心要就是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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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倘若沒有慈悲，任何地方及社會都很

難獲得真正的安樂。安樂無法向外求得，

而是要從內心來成辦。富裕的人雖擁有許

多錢財，但也不乏自殺者，其中有我認識

的非常富裕的日本人或外國人，雖然因為

財富而在社會上有著相當的勢力，但許多

人的內心仍然是不快樂的。因此不論是個

人或社會，如果缺少了慈悲，是很難得到

平等與安樂。因此宗教間，在見諦上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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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但講求慈悲的培養，大致上是相

同的。除了一些祭神拜鬼的小宗教，有教

規的宗教，如基督、回教、印度教等等，

講求慈悲忍辱、知足、自守其戒。所以到

底是那些負面看待宗教、或排斥宗教的人

快樂呢？還是實踐宗教的人比較快樂？如

果詳加研究，應該是實踐宗教的人比較快

樂。 

從 18 世紀到 19 世紀初，由於只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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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的發展而對宗教的熱情有所減弱，直

到 20 世紀中葉或末期時，才重燃對宗教的

熱情。2、30 年前我去英國，有一個天主

教的領袖，他現在已經去世了，是一個很

好的人，我們可以說是教友，他對我說，

開始來教堂祈禱的人很少，中間多了起

來，他說由於物質發展並未帶來內心的快

樂，因此關注宗教的人越來越多了。正如

他所言，20 世紀對宗教確實展現了一種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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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熱情，甚至有時候還有一些幾近極端的

憤世嫉俗等問題。總之，比較相信宗教和

排斥宗教的人，相信宗教的人應該是更快

樂些。那麼，宗教究竟是什麼樣的呢？如

前所述，就是慈悲、善良與忍耐的教誨。 

主張「緣起無我見」的佛教 

各宗教在相信皈依處或學處上雖然相

同，但其間的見諦則有迥然不同的差別，

主要區分時會有相信與不相信造物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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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英語中的 Theistic（有神論），相信有

造物主；Non-theistic（無神論），不相信造

物主。佛教的法屬於 Non-theistic（無神

論），不相信造物主的；不相信造物主的

有，古印度的數論派之一脈，數論的法脈

有：數論有神論及數論無神論兩類。其中

數論無神論者，不相信有造物主；接著離

系子 Jen（尼犍子）。英語中數論大概有 

Samkhya Philosophy（山科亞/數論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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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山科亞（samkhya）印度六派正統哲學

體系之一。又譯為數論。它持一種前後一貫的

物質（原質）和靈魂或自我（原人）的二元論)、

Samkhya Tradition（山科亞/數論傳統）：其

中分兩派，相信造物主及不相信。耆那教

不相信造物主，此外佛教也不相信有造物

主；不相信造物主的宗教中，又有相信與

不相信我的。所謂「我」，意即「自在的我」，

也就是相、不相信有「自在的我」，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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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見解上，有「除了依蘊體而安立的我以

外，不認為有一個主宰著五蘊的我」，與「承

許有個主宰蘊體的我」二種不同的主張。

數論師中的無神論是承許「我」，也就是梵

語中稱 Atma（自在我）之意。不相信造物

主的數論無神論，相信 Atma（自在我）外，

Jen（尼犍子）也相信「自在我」。Theistic 

Religion（有神論）雖沒有「自在我」之語，

與英語的 Soul（靈魂）意思很接近，講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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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五蘊而住在管木中或某處的靈魂，當

Final Judgment（最後的審判）到來時，Soul

（靈魂）將被判往天堂或地獄。外道典藉

中明白的指出，恆常不變異的「常」、「獨

一」、「自在的常」，因此稱作「常、一、自

在的我」；基督教和回教也抱持相同的主

張。 

佛教講緣起無我見，主張「無我」的

大概只有佛教。什麼是「我」呢？佛教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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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講「依蘊安立的我」之外，並沒有自在

的我；其中膽子比較大的佛弟子，會更直

接了當的說沒有我；膽子小一點的佛弟子

講我是不可言說的，因為若說「無我」心

中有所不安，乾脆就說「我」不可言說。

持著「我」不可言說的佛弟子，是否符合

佛教的見解？ 當中有著許多爭論，真正的

佛弟子一定要相信「諸行無常、有漏皆苦、

諸法無我、涅槃寂靜」四法印，因此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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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若不相信「無我」，反而講似有似無的不

可言說此類含糊猶疑的，不能說是清淨的

見解。佛教講「無我」的理由是什麼？正

是緣起 Pratiyas -amutpada(梵文)的緣故 ，

「緣起」是不可思議的。宗教存在世上或

許有 3、4 千年之久，其中令人驚喜讚嘆

的，即是佛教的緣起見。佛陀宣講緣起見，

整體而言，緣起是講沒有造物主的存在。 

凡我們親眼目睹的身體或外在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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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房屋、樹木、花草，這些都由因緣變

化而起。再更加繼續思惟時，例如若以嚴

謹的態度來觀察這朵花，花的昨天與今天

已經有所變化；不論是花的形狀、顏色、

色澤、乃至大小，都起了變化；或許只是

略比昨天舊了點，但這就是變化，而這些

是我們能親眼看到的。是誰造成這些變化

的？是「因緣」。這些可以目睹的剎那變

化 ， 是 由 不 可 見 細 微 的 Momentar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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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ing（剎那滅）所構成，若沒有剎那

的壞滅，持續的剎那變化，是不可能看到

比較大的變化。以前我剛來印度時只有 24

歲，既沒有白髮、頭也未禿，額頭更不見

有抬頭紋；現在 72 歲接近 73 歲了，頭髮

變白、頭也禿了。我喜歡開玩笑說，頭皮

從額頭這裡一直往上變紅，頭髮又漸漸從

這裡白過來，它們如同比賽似的；白髮說：

這裡往上不需要紅的，白髮比較好，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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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地變白；紅頭皮說：這裡往上不需要

白髮，頭皮要紅才好，所以也努力地禿。

總之 40 年來的變化，現在看來是很大；過

去的青年轉眼為現在的老頭子，這 20 到

4、50 年間並不是一直安然不變的，也非

一夕間遽然的轉變。 

這是十幾年為一輪，在輪輪中漸增漸

成的，在一個 Decade（10 年）中可見的變

化，10 年的變化來自於每一年變化的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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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1 年的變化來自於 12 個月的變遷，如

果 12 個月來悉無所變，就不可能有 1 年的

改變，而 12 月中每個月的變化，導因於每

周的變化；每周的變化來自每天的變化，1

天取決於 24 小時，1 小時觀待於 1 分鐘；

1 分鐘經由 1 秒鐘的遞變而成。這種剎那、

剎那間的變化 Momentarily Changing（剎

那滅），正是佛教的主張。花因為沒有水而

乾枯是明顯的變化。因為順緣不具、違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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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備 下 ， 導 致 花 的 變 化 Momentarily 

Changing（剎那滅），本身即是剎那、剎那

變化者。又是誰造成此剎那不停的變化？

花不僅是缺乏水的緣故，才會生起剎那、

剎那的變化，也不光是溫度太高的關係；

花的本性上就已具足第二剎那將起的變

化。此正是產生花自己的因素所造成的，

因本身就有壞滅性，剎那、剎那的壞滅性。

近代科學也持相同的看法，比如外在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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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內 在 身 體 ， 任 何 都 是 Momentarily 

Changing（剎那滅）。現代物理講的 Atomic

（原子）是由 Particle（質子）等細微的

Momentarily Changing（剎那滅），always 

moving（衰變）而構成的。此與佛教所講

如出一轍，無常法都要依賴因緣才能生，

故為壞滅性；同時生它的因本身即具有

Momentarily Changing（剎那滅）的性質，

並由同類的因生起，而生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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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有個不可說、不可思議的造物

主，設若祂能產生剎那變化的壞滅性，那

麼又是誰製造了祂？這是他們主張上的矛

盾，若造物主是無常，就應該另有因緣，

如此就不會安立祂是因了。如果造物主是

恆常、自在的，是 Absolute（絕對的）而

不是 Relative（觀待的），那麼沒有變化的

造物主，將無法產生有變化的物。同樣數

論師談恆常的「自性」，此自性能產生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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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之相，而「神我」則受用這些相，並

說它有三或五種功德；講自性本身是常法

時，也有相同的過失，而破斥它說：「恆常

不變」的法，無法產生「無常變異法的」。

因此佛法的綱要，佛在《緣起經》說：「此

有故此生，此生故此生」；「此有故此生」

是講「能生所生」，不可能無中生有，必須

有因的存在才行，破的是「無因而生」的

想法。所有生存的東西都需要有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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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無因而生；因此若無、無者不可能生有。

但是否只要存在就行了？如數論師認為有

自性，相信造物主的宗教認為有恆常的造

物主，但單僅是「有」還是不夠的。講「此

生故此生」之能生因本身，也要依因或觀

待因緣而生。這也破斥破了數論師的想

法，若說自性是恆常則「因」恆常故，因

此無法生果。此外由於承許造物主是恆常

的，所以祂也無法造物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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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因果等類細緣起 

《緣起經》又說：「由無明故行，由行

故識」，此「由行故識」講第三緣－功能緣。

整體上先要有「能生因」，但只有「能生因」

亦不夠，「能生因」本身還必須有變化，要

由無常的因緣而生才行，而只有「無常因」

也不夠，比如這朵花源於其更早之前的相

續，它的前相續也必須要有同類的因；比

如石頭生不出這朵花來，其它花也不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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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朵花，它要有同類的因才行，這就是「功

能緣」。總之是講生果功能的同類因緣，除

生果的第一因外，與果相完全不同的因

緣，是無法成辦能生因的。「功能緣」應該

來自無著菩薩的《集論》，此中談到有「不

動緣」、「無常緣」、「功能緣」等三因。因

此若以正理觀察、研究，了解果相的變異

是由因造成的，因本身也要有變化，其後

還要有與自己同類的因。由此等理由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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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等常因、無因因或不順因都不能生

果，果要由同類因而生，任何果相都唯由

同類因緣而生，並無「自生、不順因、無

因生」之生，唯由與自己同類的因緣而生，

此三者即所謂的「緣起」，也就是佛教講的

「細分無常」。比對科學家對外在物質的研

究，完全可以考證細分無常的合理性；同

樣因緣也並非造物主所創造。在解釋達爾

文進化論的見解時，同樣談到是依由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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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演化的。 

  佛教講的緣起是令人驚喜的，要繼續

不斷觀察思惟「由因緣而生的緣起」。談

「我」或「補特伽羅」是依蘊體而安立的，

沒有不依於蘊體或與蘊體內容相異的我。

由緣起之理而了解沒有不依於五蘊而獨立

自主的我，由緣起之因也了解到不可能有

與蘊體內容相異的我，也沒有變異（不同

類）的、恆常的、獨一的我。緣起即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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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因緣（因果緣起）；如果分析我與蘊體

的關係，要說我是依蘊而安立的。我們心

中先現起了某個蘊，接著才有這是某某、

某某的想法；比方想著嘉瓦仁波切，是心

中先想起我的模樣後，才有嘉瓦仁波切的

想法。再假設有位母親名叫洋覺，在想洋

覺媽媽時，先會勾畫她的模樣，接著才是

洋覺媽媽的名字。假設自己名叫札西，當

自我介紹時，也會先想起自己的鼻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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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等，接著才說出我是札西；若問札西在

哪裡，就要指出他的蘊體所在之處。總之

心中先有蘊的形象，才能安立他的名，要

如其蘊般來安立札西這個人，隨著札西蘊

體的改變，安立上也會有所不同；如札西

剛生出時，札西是嬰兒、是孩子；當札西

的蘊體發育時，札西是青年；蘊體成熟衰

老而生病時，札西就是病人；隨後衰老時

札西成了老人，因此札西若不須觀待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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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是自主、完全如國王般能主宰著蘊體，

則蘊體的成長及老化，將無法成為安立札

西成長及衰老的條件。名言上因為蘊體的

改變而安立了札西生命不同的階段，因此

不容否認「我」是依蘊而有的。除了色蘊

外，也有受、想等識蘊，因此要由身心二

者來安立札西；今天札西不快樂，可以說

他心中有苦不快樂；今天札西很快樂，因

為他昨天聽到了一件好消息，心中非常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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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因此今天他笑得很燦爛，由於他的心

中充滿快樂，因此說是快樂的札西。因此

需要依賴身與心，才能安立札西的存在與

感受；名言需要依於境才存在，若把身心

各放在一邊，說這是札西的身體而非札

西，札西的心是札西的心，而不是札西，

那麼不但無法指認札西，也找不到札西

了。如果說「我」應該在身體內，因為身

體外看不到「我」，如果因為在身體外找不



西藏與西藏佛法 231 

 

 

到我，就說我應該在身體內，那麼會在身

體的哪個部位呢？是頭上嗎？還是在心

上？若如此去思惟是找不到的，可能多數

人認為我在腦中。 

雖然佛教宗派裡，主張「我」是依賴

五蘊而有，但「我」分析到最終，講身體

之取捨時，會說真正能做取捨的是心、是

心識，我或補特伽羅真正的安立處是心

續，因此主張必須透過心續去探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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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佛教典籍認為，無法只依蘊體而安立

「我」或指認「我」的本性，必須在意識

或阿賴耶識上安立「我」，或在事相識上思

考才行。 

龍樹菩薩在《寶鬘論》，或佛陀也曾經

說過，誠如我們唸的《心經》有「 ᴥ

Ằ 」等語，此「 ṓХ ꞋᴞἤῈ」

等自性空之五蘊較容易在心中現起，由於

五蘊具有形、色與受能夠具體地被指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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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因此比較容易顯現在心中；但是安立

於五蘊上的「我」，是我們一廂情願的想

法，若細究時是找不出如身心般有著具體

形象的「我」。《心經》亦談到，安立「我」

的五蘊細細尋究時也是找不到的。我依由

五蘊而有，五蘊細究時亦無自性，因此所

受用的蘊及受用者「我」，都無法自主地存

在。龍樹父子開顯出佛經的究竟意趣，稱

為「名言有」而非「自相有」，這點非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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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我們一定要了解。透過上述的理由

說明「無我」，常講的無我為何？首先依靠

蘊體才能存在，所以講無我意謂沒有不依

於蘊的我，我雖然不是由蘊產生的，但卻

要依靠蘊才能安立。字面上的意思是：五

蘊本身不是我的近取因，但「我」也要依

蘊才能安立、存在。我是依於蘊，同樣優

曇波羅花由其因而生，能生優曇波羅花的

種子，稱為優曇波羅花之因，而其名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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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曇波羅花而安立的。又如有個名為札西

的兒子，要說某某是札西的父母時，一定

先要有個兒子札西，否則就不可能有此父

母；好比西藏人民婚後有了孩子時，才稱

為父母，沒有孩子前不會安立父母之名，

也就是無法稱之為父母，成為父母是要依

於小孩的。父母雖然不是孩子所生，卻要

依於孩子的有而有。小孩不然，既要由父

母所生，成長間也依靠父母的養育。而「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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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之名雖不是孩子所生，但需依著孩子

的有才能安立。因果雖然有前後的次第關

係，但是因之所以能成為因，卻仍要依於

果而有。雖然因不是生自於果，但成為因

還是要依於果；這是第二緣起義，依緣、

觀待緣起而安立。 

緣起的「因果緣起」屬於無常法，而

依緣而安立的緣起，遍於常、無常等一切

法。因此佛教講的緣起見，是特有且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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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道的見解，不但與事實吻合，也與近代

科學的論點不謀而合。若有「依緣而生、

依緣安立」這種觀待而有的見解時，我們

的心胸自然地會寬廣起來。誠如當今的政

治人物、經濟學家或環保人士，只要有了

緣起見，從緣起的角度來看待一切事，自

然能夠擁有 Holistic（全觀），任何物不管

好或壞，都不是憑空而有的，而是來自於

昨天、前天é造作的因所產生的果。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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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需要或希求的事，必須思惟是否具足

能夠成辦的各種相關因素才行，否則只是

一味地為了保全它，再怎麼努力希求，也

都無濟於事的。想讓這裡的溫度舒適，就

要思考能讓溫度舒適的因緣，否則為了溫

度舒適而僅是希求溫度舒適是沒有用的。

同樣，今天舒適的天氣是由前兩天的天氣

造成的，若沒有前兩天的這些因素，今天

想求也是求不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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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分為「因果緣起」及「觀待緣起」

兩種。當內心具有緣起的見解時，再來看

待政治、經濟、環境或利生等等的情況，

自然能讓內心寬廣、輕鬆起來。如果心胸

寬大、目光長遠，將能夠得到真實的利益，

不會因為不開心就暴跳如雷，縱有大苦也

不會想自殺。我平常對外國人講，他們稍

感稱心就雀躍再三；反之略有不順就愁嘆

不已。西藏人民不大會這樣的，遇到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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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說一聲「太好了」外，並不會興奮得

發狂；縱使遇到了苦，也不大會說「什麼

都沒了！我要去死！」之類的話，後者比

起前者強多了。這都是內心恬適舒坦的好

處，比如我們認識的修行者中，即使陷身

於中國的牢獄中多年，飽受極大苦逼的情

況下，也很少有精神錯亂的。科學家對此

做過專題研究，對來自西藏曾被關在中國

獄中達 20 餘年，期間受過極大的苦與遭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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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生命危險的人，卻仍然保持著正常的

精神狀態。這案例在一次科學會議中被揭

露後，其中有些科學家，開始對此做更深

入的研究；他們曾驚訝地說，在獄中受過

極大的苦的人，基本上精神必然會失常；

如英語中所講的 Trauma（精神創傷），但

是這些西藏人民並沒有，這是非常奇妙又

難理解的事情。因此只要我們有了 

Holistic View（全觀），再加上慈悲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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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只經驗證明其能為內心帶來平和寧

靜的力量，同時科學也證實了這一點。比

如我認識一位頗有名氣的老科學家，是他

來此地參加科學會議時認識的，後來我們

變得很熟稔，互相討論慈悲的內容。他敘

述自己小時常被爸爸打罵，因此很不開

心，由於這些因素變得很易怒。當我們會

面時討論起慈悲，他本身也從事這方面的

研究，在我們討論的 7、8 個月後，他說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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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時間他很快樂也不再發脾氣了，這些很

難從科學的角度來解釋，也無法從腦細胞

來分析。這都是他的親身經驗、體驗到科

學無法解釋的領受，因此慈悲確實能夠帶

來快樂。佛教的緣起可說是獨一無二、不

共於外道，解釋緣起的見解時，很難安立

有造物主，也很難安立為自性有，因為有

為法都由因緣而有。 

由「受」介紹四聖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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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初轉法輪時，從因果緣起開始，

講了「苦諦」、「集諦」、「滅諦」與「道諦」

等四諦法輪；其中滅除苦諦的滅諦是我們

希求的目標。我們不需要苦而需要的是快

樂，當然不希望苦的存在；既然不希望受

苦，就要仔細且徹底的認識苦。佛陀以此

因緣宣講苦諦，說苦聖諦。如果講聖諦的

目標僅是為了療癒病苦，是不需要講聖諦

的。在眾多的苦中，以病苦為例；當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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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體疼痛難當而呻吟哀號之時，這種疼

痛的症狀肇因於身體的不調，其來源是因

為體內的病毒引起四大的不調，所以生

病。佛陀講「應知苦，此是苦聖諦」陳述

所要了解的不只是病痛般膚淺的苦，重要

的是要能了解苦的根源。佛陀因此說此是

苦聖諦之苦，是要透過深入思惟才能照

見，才能夠了解苦的本質。所謂的苦有苦

苦、壞苦及行苦等三苦；苦苦是我們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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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的苦受，產生這些苦的根源是壞苦，特

別是行苦。我們與生俱來都不喜歡苦，因

此談到此是苦聖諦。苦並非造物主所造，

也不是無因及不順因所生，以此談到產生

苦的根本因素是「集聖諦」，要言之，以此

講述了不願希求的苦果以及產生苦果的因

素。整體而言，苦的反面是樂；若進一步

的細究我們所謂的「樂」，可以說都是有漏

的樂，原因是由煩惱所生的，其最終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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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苦」，歸結於此也是產生苦受的因素。

所以不光是樂受，凡是來自煩惱的，終將

帶來苦受；若能斷除產生粗細的苦受，即

能處於不變易的安樂中。使用對治力對

治，滅除了苦因、苦果時稱滅諦，努力地

滅除斷盡了苦及苦因之滅即是「滅聖諦」，

此是永恆的樂。滅除了苦及苦因後，達到

盡除苦的層次，因此就是樂。這才是我們

所應希求的樂，也是要成辦的果，亦即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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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諦。成辦滅的方法或道，稱之為道聖諦，

以上簡述了四諦的本質。  

本質上，四諦即是物質的本質。滅諦

怎麼會是物質的本質呢？或許暫時還沒

有，但它是可以有的。廣泛地說「錯亂識」

講「顛倒識」，或許比較容易明白；顛倒識

是與事實相反的識，完全與實際情況相違

的；既然與事實相違，就是不符合事實，

因此如實了解事物的智慧及違背事實的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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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永遠是相互矛盾、互為對治；凡與事

實相違的邪見，永遠會有和他相違的正

智，於本質上就有差別，僅在於生起與否

而已。我們的顛倒識認為有主宰者的我的

想法，此不依於蘊的主宰者的想法，是顛

倒的認知，因為永遠不可能有相違於蘊的

我，因此就有了解無我的智慧，只要相信

有顛倒識，就一定也具有能如實了解的智

慧，這個關鍵就在滅聖諦，我們雖然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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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到滅諦，但是生起苦諦的根本因素是

煩惱集諦。這些煩惱都是顛倒識，而顛倒

識永遠有不顛倒的對治識，這並非意謂它

的生起是不顛倒的，而是講符合事實的認

知，稱為不顛倒識；反之與事實相違就稱

顛倒識。因此我執的識，是執著實有的我

而存在，但事實的真相是永遠沒有實有的

我。「無自在我」、「無我」是自性真理，因

此滅諦及道諦，雖有得、未得之分，然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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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情況上講是有的，要真正得到了解，

先要了解基諦二諦。 

二諦問題 

外道也會討論基諦二諦，但是佛教的

有部、經部、唯識、中觀四宗，其中大乘

會主張二諦是同體；是同一體性的所現情

形及最終情形。我們講的顛倒或錯亂識，

是從「所現」方面講的；以所現為依據而

產生的錯亂心識，反面就是如實了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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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比如法庭要調查某人犯罪與否，表面

的陳述或許頭頭是道，但這些陳述都不足

以採信，還需要舉出許多證據來佐証；雖

然各有充分的陳述，但究竟事實是什麼，

必須要從觀察考證中，來裁定誰是誰非。

同樣的，我們之所以產生貪瞋，是因為在

境上看到非常悅意或不悅意的相，而且看

到後即對它生起執著而產生了貪；或如所

現般視為非常不悅意，想要背離而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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瞋，因此貪瞋是以表相為基礎，從而生起

的錯亂心識。要認識顛倒識是顛倒的，須

從了解事實來著手，單從表相是無法了解

的。正如前面舉的例子，雖然法庭上正反

兩造間各自表現出劍拔弩張的態度，攻防

上也都振振有詞，不過是與非無法從他們

的話語來判定，兩造都說自己的是事實，

互相認定對方是可惡的一方；如果沒有充

分的證據，除了卜卦、抽籤外很難做出判



254 西藏與西藏佛法 

 

決，因此要經過詳細而充足的審理。同樣

的道理，雖然表面是這般的堅實，看到表

面情況而生起一些想法時，要再思惟這類

想法有什麼利益，如果有纖毫的弊端，不

論原來此識是如何的堅實，透過觀察，這

種顛倒心力將能淡化退卻。由此對表相進

行觀察及剖析至究竟的二種層次，區分為

世俗諦及勝義諦。所以需要由二諦來建立

滅諦；而建立時也要了解現證勝義諦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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諦及其支分。因此首先介紹四諦自性的基

法內容，佛法強調心法的重要，因為佛法

要辨析認識苦樂，此中理由皆來自於因緣。 

希求離苦得樂的有情眾生 

我們與旁生等所有的有情所希求的樂

及不欲求的苦，不是色法而是心法。所謂

樂，是感受，愉悅的受；所謂苦，是苦的

感受，像樹木、花草、石頭等（無情分）

並沒有感受，是依於化學的作用而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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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如以手指觸碰某些花、草，幼稚園裡

或許還有一種叫含羞草的草，在印度南方

有這種草；當手指碰觸到葉子便會閉合，

這種草並無心識，雖然屬於極隱密分。總

之，以無心識的色法而言，是物質特性上

的功能；比如我們這樣用手靠向火時，火

會移往一邊，火本身並沒有心識，火焰純

粹是靠著物質的功能，而往另一邊傾斜移

動。不論我們賦予如何擬人化之名，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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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物質而非心識的作用。總之，執此名

是此，機器人或電腦等等，透過屬於人類

智慧程式的安裝設定，於是有了辨認的能

力外，它自己沒有辦法生起此是此，再由

此想法做出種種的取捨。假設要製造如我

們人腦一般的電腦所能作的機器，將會有

超過滿屋子的電腦，我們小小的腦子，宛

如存放著滿屋子的電腦一般，我們腦中充

滿了思想及與思想相關的苦、樂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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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認知是一種領受，這些領受有的依

靠腦細胞或身根而有。典籍中談到許多領

受係依於根識或意識所生，也有一部份是

由意界生起的。總之談到苦、樂就有與它

相關的苦、樂等受，直到現在現代科學時

代，仍只研究外在的物並未著手於心識方

面的研究。我曾講過這就好像數人數一

樣，他們有五人，因此東西需要均分為五

份；但數數的人，數了 1、2、3、4 卻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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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於是再數一次，又 1、2、3、4 ，

奇怪還是只有 4 個人，明明應該有 5 人啊！

不信，再數！1、2、3、4 依然只有 4 人，

數來數去都只有 4 人，他忘了數自己。如

同得到這個數數的人真傳似的，科學家單

單致力於外在色法的研究，然而當探索內

心的主觀與客觀時，別人是無法替代的，

是需要靠自己的經驗來觀察，單靠第三者

的介紹是不夠的，還要自己親身的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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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所面臨的難題 

所以現在科學面臨著這類的難題，講

內心主觀的識時，個人的領受沒有標準的

度量可言；若研究色法、無心物等外在之

物，如同自己所觀察的方式，別人也能這

般的研究，研究的結果如果能夠完全符合

假設，就可以確認無誤。然而內心的領受

只有領受者自己明白，他人無法思量亦無

從估算，這是當前科學界的困難。若以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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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觀點來看，其研究的範疇僅限於局

部；雖然在無心類等色法方面，已有舉世

驚嘆的研究成果，與眾所矚目的精湛水

準，但對於心識或內心方面，科學界才剛

要起步而已。若從心識方面來談認知時，

目前還沒有任何的能力可以成辦。認知的

本質，除了以心觀心的「禪」外，很難用

望遠鏡、放大鏡等儀器來了解認知；因為

心識不是色法，是看不見也觸不到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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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在科學所能探究的仍只有一半。在外

境、內識兩者中，有關外境色法方面，真

的是達到了令人驚豔的極致水準，唯內心

部份仍如一張白紙；但也開始有所重視並

著手進行研究，因為領受確實很重要。生

命裡內在的領受是非常重要的，不論針對

疾病的預防，甚至療病都對健康帶來極大

的影響；不僅如此，社會的安樂也與內識

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人類的任何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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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語言的動作、身體的動作、舉手投足

或語言等一切，幾乎都以內識做為先導，

不論利益或損害的身語動作，都由內識而

來，因此研究內識益發重要。 

 

去年在美國，有位初次見面的德國神

經科學家，昨天也來達蘭薩拉參加會議，

二次的會議裡都展示出各種圖片，發表其

對腦部所做的研究成果。他在昨天的研究

成果會議，提出腦部的構造中根本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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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生各種識的操縱者，並沒有主要的執取

者；腦部除互相牽動地運作外，並沒有集

權的支配者。過去相信有「我」的科學家

們，或相信靈魂者的，以圖說明靈魂就在

腦部，在腦中央畫了個圖，主張有這麼個

靈魂。可是當腦結構的研究越來越細微深

入時，很難再相信有個靈魂。基督教有靈

魂安立的困難，而佛教不相信「我」，因此

佛教沒有此類的困難。佛教除了相信依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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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安立的我之外，不相信有個靈魂，並不

相信「靈我」的心性。這位神經學家懂一

點這些，因此說佛教不會有困境，但基督

教顯然有這類的難題。這是順帶提到昨天

研究會議的內容，也正因如此，如果誇張

的講，科學可說是佛教抉擇苦諦、集諦的

支分。 

苦、集、滅、道 

《集論》於抉擇苦諦、集諦時，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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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情世間」與「外在器世間」二者。

講器世間時會說到器世間的形成，與諸如

此類的壞滅等，此等接近宇宙學，屬於物

理學科的範疇。總之物理學等都含攝於器

世間，若再談深遠一點，心之所依或苦樂

等受，相形之下更為重要。有情不想要苦

並希求快樂；快樂及苦是感受，感受屬於

心識，又有依於色法的心識，因此了解色

法也是必要的，所以佛教典籍分別談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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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情器世間，並由此而抉擇苦、集諸品，

唯此不能僅侷限於外在的器世間，還必需

涵蓋苦樂之感受，因此內在識的部份，也

要慢慢的增添到科學中。 

其後，佛陀說：應知苦、應斷集、應

證滅、應修道，談到了道諦的層次。由基

諦二諦的基礎，建立出離苦得樂的道，其

過程首先要了解苦，雖然無須為認識「苦

苦」而努力，但了解「壞苦」及「行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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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發地重要。因此談「應知苦」，不只要知

道病痛的病，還要知道粗細等病毒，要有

如此的認識才行。接著「應斷集」，為了斷

除苦而抉擇何者為產生苦的集諦，透過認

識而後斷除一切能生苦的因素。如同小心

的預防、滅除病菌的免疫學；「道諦」的作

用類似免疫學。接著加強免疫劑量般的加

強道諦的力道，從而不再產生疾病；當疾

病完全消失時，與「滅聖諦」雷同。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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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相續論》所說：「ֽ ῀ ֪Ȳ

ᴰ Ṽ Ȳ ֪ἒ ֽ╥ Ȳ ῀

ȴ」設若問起實踐這些後的利

益為何？會說：應知苦而無苦可知，應斷

集而無集可斷等，這兩句是介紹四諦的

「行」及「果」。若能了解四諦從而有所取

捨，能夠確認「所求義」是可以成辦的，

最終也是能成辦「所求義」。 

四諦的本質是講我們的苦、樂與成

因，講所有性相與因果作業等的根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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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近代科學是屬於這個部份，我提過近

代科學強調觀察，觀察後還要加以測量並

量化，近代科學主要是在色法方面的研

究，卻較忽略內心的層面，直到 20 世紀末

期才開始投以關注。在科學研討會議中，

我常講心識方面有「眼耳鼻舌身」等五根

識，主要是緣著外緣而生起的識類。這一

類的識與大腦有著很密切的關係，比如腦

部有不同的語言與視覺來源；見色（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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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聽覺的運作，都靠著不同的腦細胞，如

「如同身身根」之說，佛典裡談到身識含

遍一切根識，身根遍及眼根等色根，因此

與身根相關的腦細胞作用上就比較明顯。

典籍中亦談到分別、離分別的兩種識，有

關分別及離分別識對境的問題。談「心

識」，比如您們看著我的臉的同時，也能看

到我，有著緣我的心，這個心能看到我的

手及手的舉動等，不論能否得到確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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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舉動都能看到。若僅專注在法王的

眼神或臉色時，比如很專心的看我的眼睛

在瞧什麼，當時的眼識，雖然也可以看到

我手的動作，雖然也看得到，但無法清楚

掌握手的動作，比方我往台下看時，可以

看到大家，連坐在旁邊的我都能看見，看

來眼識還不差。有些人只能看到很近的範

圍，於是到醫院用儀器檢查兩眼的視力，

這種情況他們只能清楚看到一部份，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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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看到總體，卻不能清楚地識別所有看

到的內容。好比雖然能看到數千個小孩的

臉，但只能確認其中的少數人，所以有能

見所有圖像的認知，及特別專注於某一人

的心識，這類就是意識。 

根識是直接看的看者，整體上是無分

別的識，當然也會有想等心所；但是能夠

確認的識，大概是意的分別。總之您們端

詳了我的身形及神色等後，閉上眼睛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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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眼識，只想著前刻看到的我，這時意識

會現起剛剛眼識所看到的影像，這就是分

別識。緣著嘉瓦仁波切的分別識，也就是

閉起眼睛後，意識看到的嘉瓦仁波切，而

這影像到底有沒有呢？要說「沒有」，那是

已過去的影像。無分別識看到的是當下現

有的嘉瓦仁波切，閉起眼睛後的分別識只

能夠看到意識裡的影像，真正的已經沒有

了。在我離開這裡後，您們閉起眼睛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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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能夠想起我坐在這個椅子上的樣子，

這是看到了共相，無分別識是以「境、時」

都不錯亂的方式了解我的，看到的是現有

而不是昨天的我，看到的是此時此刻當下

的我，而分別識會對時間、環境錯亂，會

想到昨天、前天坐在此處的嘉瓦仁波切。

現在閉起眼睛想一下，會認為昨天在此

處、前天也在，隨之將會引來與此相關的

常有執。總之對境、時、自性等產生錯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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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分別識的錯亂；有著這朵花我去年見

過，或說昨天也在某地見過，對環境及時

間的錯亂。而無分別識認識的是當下的

境，並不會與這些發生錯亂，所以分別識

與無分別識的差異極大。 

「量」與「非量」 

現代科學至今仍然無法完全認識腦細

胞及心識、量與非量之作用；另一個是「量

識」與「顛倒識」，即「量」與「非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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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我們很重視「量」，整體上所謂學習，

是學著了解事實；地理是為瞭解地理的真

正情況，經濟是探討經濟的事實與問題；

若不了解事實很難處理及解決問題。比如

醫生從學習才能了解身體的結構組織，若

不了解就無法處理疾病、無法療病；因此

無論用什麼名稱都好，所希求事要能心想

事成，必須要有如實了解它的「量識」。這

種「量識」的方便，英文中的 Realistic（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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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的）與事實吻合的調整，Realistic（實

際的）、Method（方法），觀察是否為實際

的時候，其若能與真正的事實吻合，那就

是實際的；若不吻合事實，就不是實際的。

因此要完整的了解事實，在完全了解後，

作出與此相吻合的方法，這就是實際的。

在了解境的情況下，去觀察如何與境連

繫，做符合於境的事，這些或許可以稱為

「量」。整體上會談到「士夫量」、「認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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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若以不欺誑為基礎，就能成就希求義。

比方國家的政策，講到美國或伊朗的政

策，許多人會說它是錯誤的政策；所謂的

「錯」是指與事實不吻合，剛開始認為是

一兩個人造成的問題，以為是少數人的作

為，但事實不然；由於沒有察覺到事態的

不尋常，而以為這些戰亂是由少數極端份

子策動的，像這樣不符合於事實的情況，

即是「錯亂識」，並沒有講出事實，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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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連的廣大，僅將導因加諸於少數人士的

錯亂現像，這種認定是他們少數份子造成

的說法與事實顛倒，是「顛倒識」。不是事

實，卻堅決執持錯誤的正是「顛倒識」。再

由「顛倒」制訂的政策，於是成了錯誤的

政策；而錯誤的結果，終歸失敗。因此人

生中所做任何修行或世間事，舉凡一天的

飲食乃至睡眠等行止，都要由量來引導，

因此需要辨識「量」與「非量」。事實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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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非量」存在於我們每天的生活中，與

我們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極大的牽連，關係

非常的密切。 

科學對密續的問題，於科學上區分不

出「量」與「非量」，無法從腦部界定「量」

與「非量」。前一刻雖然是顛倒識，可是後

來因其它因素，發現到錯了時，就會生起

「不是這樣的，應該是如此才對」的量識。

這種緣同一所緣，開始是錯亂而後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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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相續，很難從腦細胞來解釋。平常

我跟許多科學家講對此要加以研究，我所

認識的科學家裡，至今都還沒有從事這類

議題研究的。一定要去分析研究，總之它

是存在的，是我們直接可見的。研究腦細

胞的科學家說，受苦時產生強烈感受的腦

器官，及強而有力的悲心生起時，心中有

極不忍的感受，乃至要怎麼辦才好的想

法；生起時的感受，全都是來自同一個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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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聽到後，我隨即跟他們說，那會是

個很大的會議議題的，若真是如此，我們

的腦子太笨了！為什麼呢？自己受苦時的

苦受，及思惟他人苦而生起的苦，其根本

上是不相同的。雖然如此，但都是運作在

同一個大腦裡，是在腦部的同一個層次，

領受不樂及緊張。雖然全是由同一個大腦

領受，但產生它們的因緣，卻是完全不同

的；不忍自己的苦而產生的緊張，及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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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苦的緊張，其因素完全不同。我怎麼

辦、怎麼辦的想法，本質上就很鑽牛角尖，

此時是怯畏的；我怎麼辦、怎麼辦，這種

自身被苦壓迫的怎麼辦，我很可憐的想

法，或是一種失望、無依無靠的強烈感受；

反之顧念他人而產生的悲心，就毫無怯

畏，不會有任何我怎麼辦的想法。看到別

人痛苦而探尋方法，是具有勇氣的想法，

這種心不會有任何的怯畏。如英語講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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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 Confidence（信心），但這些都無法

從腦部來辨識它，在修習悲心之因素的時

刻，已充滿著勇氣，且有很強的心力與信

心，由這種心引生的內心不安，與思惟自

己的苦而導致喪失信心、失望、不知如何

是好，此兩者有著天壤之別，是截然不同

的兩種感受，然而卻都同在一個腦中運

作。所以我會開玩笑地說，就像流淚，我

們都有流淚的經驗；有時喜極而泣，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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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親朋好友，特別是和久違的父母重逢

時，非常激動地喊著媽媽而流淚；有人送

了貼心好禮而高興或者考試考得出奇地好

而涕泣。反之非常苦、非常擔心之時，如

父母、兄弟死亡，導致悲傷不已而流淚；

另外因為笑話而笑到眼淚直流淚，總之淚

水會因喜、悲而汨流，確實有笑到不行而

流的，或許這也是喜的一種。總之造成流

淚的情況不一而足，有喜也有相反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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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原因完全的不同，但同樣都有流淚的

反應，很難從淚水看出是喜悅抑或痛苦的

心緒。從物理反應無法加以識別，所以我

總是開著玩笑地說，眼睛如果夠聰明，喜

悅的淚水就打從右眼流；悲傷時淚珠就自

左眼滾落，倘能這樣就說明它很聰明，但

是沒有，所以這些大概都相同。 

透過苦樂所產生的腦細胞的變化，都

是由極粗顯之心識所引起的，細微的心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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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引起並顯現這類物理反應的現象。心

識屬於極微細，腦細胞則是粗顯的色法，

因此內心的細微變化，很難呈現在腦細胞

上，或許當今的腦部科學，也只是一部份

而非全部，小腦的詳細內容，現在仍無法

了解，至今仍處於隱密型態的還很多，若

能繼續深入的研究、探索，或許能再了解

得更詳細完整，但是不論腦細胞是多麼地

詭譎，比起內心來還是粗顯得多。因此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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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科 學 雖 然開 啟 對 內心 的 探索 ， 也對 

Emotion（情緒）投注關愛，關注起細微的

感受，但要想巨細靡遺，還是困難重重。

最早的印度佛典，有許多內心層次的探

討；即使外道典籍也有止和修的內容，關

於粗淨相的修持內容講得非常廣；特別佛

教典籍中，有著更多心識層面的內容，所

以基諦的內容中，除了外在的物質以外，

屬於心識層面的部份，是很難透過現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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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去了解。比較 Buddhist Psychology（佛

教心理學）與 Western Psychology（西方

心理學）二者，西方心理學，猶如甫出生

的嬰孩；Ancient Indian Psychology（古印

度心理學）就很高量，包含佛教心理學的

量也很高；這些是有關科學與基諦的關

連，與五欲相關的貪心等，大腦的腦細胞

中，有生貪與生瞋之處。大家請思惟一下，

我們是欲界中人，欲界人的欲貪，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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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聲香味觸等為貪的對境，而這些都牽涉

到身識，因為與身識相關，也就能透過腦

細胞來認識。這些方面要思惟研究，如貪

五欲時與希求解脫時的腦細胞，以及希求

解脫時的欲求，是不是也有欲求解脫的貪

心呢？如果對解脫的認知是顛倒的，或許

是有的；如果真正的認識解脫，前提是要

了解空性，可能就不會有貪的煩惱了。總

之法生處及意生處中，並非屬於五欲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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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生處；如觀粗淨相時會對上界的淨相

生起貪心，這是屬於意識上的分別觀察。

所以五根對五欲的耽著，以及純粹由意識

所帶動的貪，我們可以研究兩者對腦細胞

所引起的差異，這些屬於基法內容或佛教

科學。 

佛教的四聖諦，講的是苦諦、集諦等

部份。所謂的「滅諦」，大概可說是佛教心

理學，也是佛教的見諦，或說是佛教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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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而苦諦中的行苦大概也是佛教之見

諦，同樣集諦、業果，大概也都與宗義有

關。現代科學或許還能解釋粗顯的苦因、

粗顯的業及煩惱，然而真正要認識的是細

苦、很細微的煩惱，且要了解煩惱是顛倒

的，是屬無明以及細微之類，無明的心識

是在對境不明了的情況下．所產生的顛倒

執著，也就是說無明是執著顛倒的心識，

是源自於對某種境的不明暸。無明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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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不知無明及顛倒無明；不知無明還好

一些，顛倒無明如同正見一樣，也有許多

不同的層次，這與佛教「見諦」有關；雖

然是「基諦」內容，但很難以一般的「基

諦」加以解釋，仍須透過佛教的宗義來了

解，有許多要由「見諦」方面的解釋，經

由「見諦」的內容來了解「基諦」。再談「滅

諦」解脫及其方便，要了解滅諦，內心先

要能通達空性。有部雖然也會解釋「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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諦」，卻並沒有真正抉擇出「滅諦」。中觀

師由「諸法皆空」之自性空而做出完善解

釋，因此能夠完善的解釋並理解「滅諦」；

只憑「斷除了苦諦及集諦就是滅諦」一句

話，是無法解釋「滅諦」的，想要直接解

釋「滅諦」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惟有透過

如實地了解空性，才能認識「滅諦」。要如

實了解「滅諦」，先要了解煩惱是可斷的；

要了解煩惱可斷，就要了解煩惱根本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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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是顛倒的，而在這之前又先要如實地

了解事實，由此才能認識和它反方面的顛

倒。所以要了解事實內容，了解事實上「諸

法無我」，不了解自性空之空是不足以解釋

「滅諦」。如實了解苦、集二諦與「滅諦」

有關，與空性也有關連，「滅諦」的合理性

與空性有關，必須依賴於空性正理，因此

「道諦」的根本也建構於空性上，現證空

性之慧稱為「道諦」。「道諦」的軌則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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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基法，但須要依於宗義的內容來認

識，此共分為「佛教的科學」、「佛教見諦」

及「佛法」三類。佛教科學及見諦的本質，

可以說就是四諦，「解脫」意謂著成辦「滅

諦」，所以「解脫」可歸因於無明的可斷除；

思惟無明能不能斷，就要觀察無明是不是

顛倒識。抉擇無明是否與事實顛倒，就要

分析所知是不是自性有，這種「自性有執」

到底是錯亂抑或是不錯亂？抉擇事實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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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若倒執了事實真相，就說明它是顛倒

的；若能如實了知事實真相，它就不是顛

倒識了。佛法中會談到四種顛倒識：執不

淨為淨、執無常為常、執苦為樂、執無我

為我。以上是佛教科學，也是佛教的見諦。 

佛法的「法」 

嚴格的說，「法」也就是「達磨」。「達

磨」的字義指持住或護住，何謂「持」?

從其自相而言，一切所知都是「達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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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法與非法之法，指能從苦或畏懼中

加以持住或保護住。梵語中「達磨」的字

義是持住、護住，譯為藏文後也保持著很

深遠的意涵，藏語的法有改變、改造之義；

「如法改造」很能切中要義，「達磨」義為

持住。如何而持？改變、改造擾亂或不調

伏的心，改變它、改造它就稱為「法」。「達

磨」的實義是從畏懼中的苦難加以保護，

當進一步談如何保護時，如果只是口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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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佛是得不到保護的。苦諦來自於集

諦，既然是「集諦」的因產生了「苦諦」

的果，所以要想斷苦就要斷除苦的因，此

外再沒有任何其它辦法。「達磨」一法，是

如何從苦中予以救護的呢？是由斷除其

因、由被繫縛的因中解脫，當從因得到解

脫時，也就脫離了因所帶來的苦諦之果。

如何方能脫離苦因？「 ᴵѿѬ♃ Ȳ

ѿњ Ӣ Ȳ ᴞ ὑ ῏Ȳӱᾎ

ἤ ҆ 」。佛陀無法用祂的手幫眾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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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病苦，也無法用水來淨除眾生的苦因罪

惡，無法因為悲憫眾生，而把眾生的苦移

到自己身上，再把自己的圓滿功德給予眾

生。既然如此，佛陀是施予什麼方法來滅

除眾生的苦呢？「ӱᾎἤ ҆ 」，苦既

然是來自於對實相的不明，因此佛陀如實

宣說諸法實相，當如實了解實相，則能淨

除苦因苦果，只有「法」能改變、改造無

明等苦因，轉變無明及貪瞋等，讓它們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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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的在內心中消失，透過內心的轉化，才

能趨吉避凶。因此藏文中，法的意思是如

法的改變、改造內心。 

佛陀在解釋四諦本質後，接著說四諦

的所作，也就是取捨之法。講到要知苦、

斷集、證滅、修道，何謂取捨之法？先要

知道苦，最主要要認識的苦是「行苦」；對

此有一位西藏智者上師講得很清楚；《量

論》也談到：「 ֯ ᴩ Ȳᴖ 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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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稱菩薩在《量論》是這麼講的：佛陀說

的應知苦，也就是要思惟苦。所修的苦是

行苦，大班禪樂桑卻金也有清楚的解釋：

「≈ ᴍ 」講輪迴有眾多之過

失。怎麼來思惟他們呢？「 ֵꜛ Ȳ

Ӽצȴ」苦苦、苦受是我們普遍感

受到的苦，即使是畜生也都有這種希求離

苦的心，比如狗，當我們拿著棒子時，牠

會跳開，過去牠有被棍子打得很痛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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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牠記得那個痛！這個人要用棍子打來

了，於是趕緊跑開。另外也會因為想逃避

肚子餓之苦，即使是饑腸轆轆也會拼盡全

力的跑。「 ֵꜛ Ȳ Ӽצ。」講

連畜生們都不希望苦。接著「ҵ МӼצȲ

צ ȴ」樂受，佛地亦有樂受，解

脫時也有樂受，阿羅漢或登地菩薩都有樂

受，這種受是我們所要成辦、所應修的。

除此之外，許多樂是來自煩惱和有漏身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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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樂受，這些都是受制於煩惱。 

屬於煩惱品的樂受都稱「有漏」，由煩

惱主宰的稱作「具有有漏」；凡屬這類的樂

受，其本質上都是苦性，屬於壞苦。世間

上許多我們認為勝妙的樂都屬於有漏的

樂；比如我常跟外國人講，想買輛新車時，

當聽到廣告宣稱車子的顏色、外形很美、

性能又極優越時，這時若有些錢，就會想

買下來，也會為此興奮不已；剛買下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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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非常高興，以為自己美夢成真，甚

至在睡夢裡都夢見自己開著全新的車，這

時如果一隻蚊子飛進車內，心裡會很不舒

服嘟嚷著：「我車上有蚊子！蚊子會在車子

上大便！」，其實蚊子破壞得了什麼？頂多

如滴一滴水罷了；如果和其他車子發生擦

撞，切心的痛就更不用提了，即使飛來一

隻小虫，都會無法忍受，其他也就可想而

知，把車子看成了快樂源泉，最悅意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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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義，從各方面都會百分之百的悅意，如

情人眼裡出西施般地耽著，如果有人路

過，像有藏人路過，唰地！口水吐在上面，

就會非常生氣的想「這個窮光蛋吐痰在我

車上」肯定會生氣的，因為對車子的貪著

心非常大，只要稍微不順心，怒火隨即升

起，貪與瞋就這麼地交纏著，有幾許貪就

會引來幾許的瞋；而一天、一星期、一兩

個月過後，新鮮感逐漸褪去，再隔些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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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當看到其它車子，反而會認為我的車

子怎麼這麼不管用，排檔不順、笨重、又

不好開，而且很耗油，甚至連聲音都這麼

難聽；幾個月前的洋洋得意，轉而變成滿

車的牢騷；有時想想是不是把這輛車甩掉

算了，甚至失望的想把車子推下岸去；同

輛車子，過去讓你生貪不已，如今卻生起

瞋來、不再喜歡的變成想與它遠離，這就

叫「壞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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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位外國人，過去因為沒有名氣

而苦惱；為了成名而作許多努力，後來小

有名氣開始被記者追問，走到那裡都被記

者跟蹤，雖然很想甩掉記者但就是甩不

開。也有許多人會問我這類問題，問我難

道不會煩嗎？其實對我沒有什麼影響，我

們不必在意別人的作為，只要自己意樂清

淨，記者愛從左邊拍、從右邊拍都沒什麼

影響；如果很在意的話，應該會很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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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前為了攀上枝頭要受多少辛酸折磨？

左思右想、面帶笑容好，還是送禮物或者

辦 Party（舞會）是不是會更好；為了成名

而用盡辦法。當略有名氣後，許多人蜂擁

而來採訪時又會煩到極點，這就是「壞

苦」。總總由名聲產生的苦、由衣食帶來的

苦，乃至由親朋引發的苦；總之「 Ꞌ

Ȳ Ӈ Ȳ֥ ᵑ Ȳ ₀

ȴ」這些當中都有壞苦的成份，乍看

下認為是樂，但因為由不淨因素生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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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煩惱而且由煩惱所主宰，會變成煩惱

的助伴，也會帶來苦的果。因此談到一切

有漏的樂都是「壞苦」，雖然不能說是苦

受，但可說它是「苦諦」，因此苦與苦諦有

差別。頌曰：「ҵ МӼצȲ צ ȴ」，

外道也能夠了解有漏的樂是苦；我們一般

人沒有這種想法，但是希求禪樂而修習禪

定的外道，希求的是出離有漏的樂，完全

視五欲欲樂為過失，背離塵勞，志樂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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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禪定。觀上地為妙、觀本地為粗之修

行，修習粗淨相的行者，會背棄有漏的樂，

因為如此才說「ҵ МӼצȲ צ ȴ」 

佛教如何修苦？ 

佛教如何修苦？「ֽ╥צⱢἤȲ כ

Ὼậ Ȳ╥כ Ȳֽ ц Ȳ

ϴ 」。「近取蘊」是有為法，在業和煩

惱的造作下，所帶來不如意及不圓滿的蘊

體，就是「近取蘊」。業及煩惱是近取的因，

此二者造作所產生的蘊體，稱為「近取



西藏與西藏佛法 313 

 

 

蘊」；因此「近取蘊」是受業和煩惱的主宰，

所有由業及煩惱主宰的有為法，都是「行

苦」；此帶來苦，是一切苦的根源，是眾苦

的根源，「ֽ ц Ȳ ϴ」，由

認識行苦的苦性，能夠生起想脫離行苦的

心，也可以生起不貪欲樂等的心。了解行

苦進而脫離行苦，這就是「解脫」。外道典

籍也談「解脫」，但內容上卻不同於佛教的

「解脫」。此與我執煩惱相關，只要是受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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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主宰，就沒有究竟的快樂；所以要觀察

煩惱的缺失，從煩惱中解脫出來，要打敗

煩惱敵、戰勝煩惱，脫離煩惱的掌控，才

稱得上「解脫」。「 ЁⱢ Ȳᴖ

Ӣἒ 」並非修行之最；認識「行苦」而

後想要遠離，才真的是希求解脫的心，這

正是「應知苦」的核心要義。 

生起希求離苦的心時，如何才能卸下

苦的重擔？了解行苦的苦而想脫離，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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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此苦有無生滅的因緣，若有生苦的因

素，需要觀察是否有與它正相違的法，若

有與它矛盾的法，則可斷言它是能夠斷除

的。貪、瞋、我慢等苦因都有相違法，瞋

恨是內心不喜愛、存有恨意，甚至懷著損

害與仇恨，「慈心」是斷瞋恨憂苦之法。「慈

心」指一心希求對方快樂，希求他人好的

想法；內心的仇恨與一心喜愛，在所執上

是完全的矛盾；能修出多少的慈心，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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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多少瞋心。當瞋心很大認為他人壞透

了，心眼壞極了、行為太卑劣了，這種憎

惡心很強烈時，自然不會希望別人好或對

其人生起悲憫，若認同他人也有離苦得樂

的希求，強烈地希望他人離苦，希望他人

快樂時，即使對方做得不好，也會想著

「唉！可憐！沒關係！還好！」，「慈」與

「瞋」是矛盾的。再者因為貪心，所以把

對方看得非常地悅意，完全悅意地耽著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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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彷彿完全要融入到對方似的，這就

是「貪」。反面是看到對方的缺點，如果認

為他很不悅意，就會遠離緊緊黏著對方的

心，透過修不淨觀可減輕貪著力。「我慢」

會視自己的學問好，有技能、在技能上勝

過他人，心裡有這些想法而生起我慢心

時，就會瞧不起技不如己的人，內心有如

肚子撐得飽飽的，外在表情也是圓嘟嘟

的，這種時候如果想到我數學不好，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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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很好但數學常常算錯，總是咬著筆桿對

著數學發呆；如果沒想到這些，盡是想著

我的技能好，就會生起慢心。 

想想自己的過失或不對的地方，剛剛

那個高慢的心會減弱；我慢高山是比喻慢

心如山一般高。數學是科學上很重要的一

環，若想到我的基礎科學很弱、很不擅長，

看到了自己的過失於是怯弱了起來，高慢

心馬上就消失了，或許「怯弱」與「我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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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互矛盾的。這當中「我執」又是什麼

情況呢？比如我們生起貪瞋時，只會對耽

著的境有悅意感，並不會認為舉世都美

好，不會認為 60 億的人都悅意，沒有任何

能讓大家都悅意的，有人認為悅意有人卻

不以為然；反之有人不喜歡的，有人卻會

喜歡得很。再以個人而言，昨日認為悅意

的，今天卻認為不悅意了；有時昨天認為

不悅意，今天卻認為悅意，這都是由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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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因此談悅不悅意要從自己內心來

論，而不是講境本身的悅意與否。同一個

境，昨天我因為不高興而認為不悅意的，

內心擾亂時，對自己的房子處處看不順

眼、不滿意、心懷瞋意；今天因為心情好，

胡思亂想著「我的房子好舒服」，於是有了

貪念，其實房子還是昨天的房子，但是觀

看者的差別，昨天看到不悅意而今天感到

悅意。悅不悅意安立在對誰悅意或對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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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意，並不是談境本身的悅意與否，因此

生起悅意而貪著時，是主觀上我認為悅意

才產生貪，並非有個與我無關的貪；同樣

瞋也是我主觀地認為他不悅意，所以生起

瞋心，並沒有與我無關的瞋。   

煩惱及斷除的方便 

貪瞋等一切煩惱都與我有關，沒有與

我無關的貪、瞋等；我執的力量多大，貪、

瞋等就有多大；我執的力量多小，貪、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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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力量就有多小。我執有很多層次，有

如同主人般主宰蘊體的獨立自主之我執，

有從蘊體中執與蘊體相異的我執，也有執

相同的我執等等各種的我執。總之導師世

尊已決斷說「我執」是一切煩惱的根源，

龍樹父子等也是透過觀察，以正理而作觀

察，並不因為是佛陀宣講的，於是毫不考

證地接受。佛陀曾經講過「Х ╥ Ȳ

Ɫצ 」等，類似講有「我」，似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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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有個提擔子的「我」；有時卻說「צ ᴖ

ᶺ」，也有蘊體上的有而實無我之說。有

時又說「外境皆無，只有內心」，也有時說

一切法皆無自性，如無色、無聲、無味等，

談到沒有任何一物（自性上有），佛陀因為

當機眾的不同，而有各種不同的講法。因

此不能單憑教證來抉擇，應透由理證來抉

擇「無我」，非由教證抉擇。教證上有各種

不同的施設，因此很難完全依於教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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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乘論說中就區分出，能夠直接承許的

「了義」，與不可直接承許的「非了義」，

若承許將會與正理相違。有部及經部普遍

認為佛陀的法，都是可以直接接受的；但

唯識以上就會區別可以和不可以直接信

受，能夠直接接受的係以正理為主，而不

以教證為主；以理證為主，由正理來決斷

可否直接接受。 

因此，龍樹等人在正理論群的名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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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稱「理群」。《六理論群》都是以正理來

剖析，有時聖龍樹也會引用教證，除此之

外多數都用理證，因此有很多故、故、故，

「ᴞ҃ӢȲϡ Ȳ֪ԉᴶԉᴶᾬȲ

ṅצӢ」等等類似這些；整部中論都

是以正理來辨析經論。煩惱的根本是「我

執」，我執如執我為自性有；我們會有「我」

的想法，「我」想是緣有那麼一個我。大約

有 3000 年之久，在印度對「我執」「所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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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經詳細觀察，談到「緣」，緣牽涉到「能

緣」、「緣」、「所緣」等三，能緣、所緣、

緣所緣三者中的「能緣」指緣者，「所緣」

指境，「緣所緣」指動作。同樣以「能立」、

「立」、「所立」而言；單「立」字，藏文

就有不同的用字；「能立」與自己有關，而

「所立」要用現在式。「能緣」、「緣所緣」，

雖然只有一個「緣」字，這個「緣」字總

說是我所緣的境。講到「境」時，我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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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何為我？外道認為「我」不是蘊體，我

執想的是「我」而非蘊體，因此有「我」；

蘊體是屬於我的，而我保管著身心二者，

因此有「保管者」與其所保管的「蘊」、「取

蘊」；認為「取蘊」與「取蘊者」不是同一

體。「取蘊者」必須獨立於「蘊體」之外，

因此承許與蘊體實質相異的「我」。若承許

有與蘊體實質相異的「我」，如同昨天、前

天講的，會存在著許多的矛盾；例如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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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為蘊體的老、少，而安立我老、我少

等等諸如此類的困難存在。 

佛教部派裡，也有認為「我」是在蘊

體中，並沒有與蘊體實質相異的我，有這

類持「我」在蘊體中的見解。「我」在蘊體

中，如同昨天稍微提過，這類見解會堅持

某個蘊體上終究要有個「我」；這一派所堅

持的理由是：其主張凡是名言安立的法，

都必須在境上有才安立的了。因為這種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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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的認知，從而堅持安立我在蘊體中，理

由雖然不妥當但也只能堅持。而應成派祖

師聖龍樹的不共意趣，主張「唯名安立而

有」，諸細微緣起都是依於「唯名安立」而

有，並不是真的在「安立處」上有些什麼，

除依著安立處而安立名言外，蘊體中並沒

有真實的名言。「我」不過是依蘊而假說安

立，並非蘊體中真實有個「我」。龍樹菩薩

在《寶鬘論》中說「Ђъ֮ѬȲ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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ῈȲ ϚйȲ ױ Ђъ」；四大聚

集的蘊體中並沒有真實的「我」，這個「識」

不是「我」，同時也沒有蘊體以外的我。若

問：如此「我」在何處呢？要說我是「唯

名而安立」，在中觀論著裡有清楚的解釋。 

我們如果好好思惟，將會感到安心，

心底會遍滿喜悅，會打從心底生起不一樣

的感受。以我而言，雖然也沒有那麼懂空

性，但心中有種很肯定的，除此之外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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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想法；同時堅信「解脫」與「法寶」

是確定有的，也有教導此法的「佛寶」與

「僧寶」，心中會現起這些並湧起特殊的信

心。推而思之「苦」雖可盡，但對於自行

取苦、甘受愚昧奴役、無依無靠的有情眾

生，一定能夠生起強而有力的悲心。綜上

所述，若要思惟修習空性，首先要經由聽

聞而得「聞慧」，透過教證、理證的思擇而

得決定，即是生起了「思所成慧」。接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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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習所思義從而得到覺受，依著如此次第

進行，讓內心轉變過來；如同剛開始學習

ABCD 時，要很努力的把 ABCD 貼上腦子

裡似的，努力的說著這是 A、這是 B，這

叫「ㄍㄚˋ」、這叫「ㄎㄚˋ」；熟悉一陣子

後就沒有貼上去的樣子了，很努力、幾近

要貼過去的 A 字，感覺好像是境本身上有

的樣子；剛開始很努力才能學得會，串習、

串習、再串習時，就能任運而起的現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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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這是因為串習力的緣故。無論任何事

只要一再串習，一定都能變得容易。《入行

論》講到「ϵ ЛὔכȲױṶứצȴ」，

因此要由串習力而改變。所謂改變內心，

如前所講的方便類、希求、願望等等及智

慧品，思惟是非而確定是非的心。從智慧

品中，了解空性義理後，從而思惟空性。「無

明」是顛倒的執著的理由，正因為他的所

執不是事實，如果了解這點時，就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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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明是可以斷除的。心體是光明的，煩惱

並非心的本性，思惟這些理趣並肯定時，

這種智慧就能引生出煩惱確實是可滅的

心。智慧力得到確認並生起，這是多好、

多麼願求的希求心。由智慧的資助而增長

方便法的功德，同樣透過智慧而肯定苦的

可滅性。而備嚐這些苦的有情該如何是

好？生起希願他們離苦的悲心及希求；要

如此的思惟使內心產生變化，從而進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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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由覺受而有了強大的感受，這是佛教

修行中講聞思修的修行層次。談到要知

苦、斷集，所謂的苦是指「行苦」，由煩惱

主宰的苦稱為「行苦」。藉由思惟「集諦」

才能夠知道煩惱可否滅除？是否有強而有

力的對治？而且認識是否是顛倒的心？煩

惱是否是心的本性？觀察這些從而了解煩

惱是可滅的。當了解煩惱可以滅除時，接

著就是「證滅」，生起成就「滅諦」的希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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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對治煩惱而後才能斷除煩惱，因此希求

並讓未生起的「道諦」生起，已經生起的

不斷增長，這就是「修道」之理。 

止觀及道諦 

З И ḫ ϣᴨ

ᾤ Ϩ ⱱЗ ◕И

ϣ ₭ᶗ ϥ ₭ᶗ ϣ

₭ З ◕И ϣ

ЗᶗИϣᶰ ᴋ ᶈẚ☼ ᴢ ᴋẲἌϣ

₭З Иϣאָ Ṷ Ọ ᶗ ᵩἱ ᾣϨ

ẫἒ₃ề ᶗ↕ᾣϪᵌ ẑ ₃

ẲἌ Ḅᶰ ề ϣỬ Ϥ

⸗ϣ Ọᴚ ẲἌⱱ☼ ϥᾤ

ᴨ ῡỌṭἒ כּ ẲἌ ϣᵌ

ᵌ ϣ Ọᴚ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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ỬᶪᶈᵌẎḙ ᴋẲἌẚ ☼

ϣ ṊЗḸ◄И₃ề ϣḸ◄ ϣ

Ḹ◄ ᶈ Ἄ ϣ ᶈẲἌⱱ ᴢϥỬЗḸ

И ᶈỌ ẲἌϣẕỒ ᴋᶈ

ṊЗḸ◄И◄◄ᵌᾛ ⱱ☼ ϥ⁷ ЗḸ

◄ИϣỌᴑЗḸ◄И ỌЗḸ ИϣẕỒ

ᾬ ☼ Ḹ◄ ϥ ᴑ Ḹ

◄ϣᾤ Ḧ ᵌ ᶈ ϣṇḸ◄

ễ ᶈϣ ϣ

ṊЗᾣИ₃ề ϥ ᴑ „

ἅ ᵌ ϣ ‖ᵌ Ϥ◙ ᵌכּ ϣ

Ửכּ Ằᾣ ϥ Ṷ⁷ⱱḸ

◄ϣἅ „ ᴟ ᾣἅϣ ᾣḏỌᴋ

ṑ Ϩ ᵺ ₭ἅ ἑּכ ề З

ᴢṆИ ЗῚ╖ ИϣЗ ᴢṆИ

ṑ ϣỬЗῚ╖ И   ϥề

ЗῚ╖ И Ṋ ᾤ ╖ϣᴨ ᶗ

З ИϨḏḙЗ ᴢṆИ Ṋᾣ₃ề

ϣᴨ ἅ ᾣ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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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福業」、「福業」、「不動業」 

怙主龍樹菩薩的首座弟子聖提婆，在

中觀《四百論》說「Ԓ Ѧ ȲМ

ᶺȲ∟ ϚйṓȲ ῀Ɫ Ҿ」。行持次

第方面，首先要成辦增上生，齊備成辦增

上生的因素，生生世世確定能得增上生，

再運用人類圓滿的智慧成辦究竟的解脫，

依此次第進行。凡是能障礙增上生的都是

惡行，其範圍不離身語的惡行。凡是由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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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引發的惡行都屬於「身語的惡行」。貪的

惡行會導致兩種結果：「傷害有情」和「不

傷害有情」，但瞋的惡行必然傷害他人，此

皆稱為「非福業」。傷害別人的心，由於損

傷他人，結果終究為自己帶來苦。我們不

希望遭遇到任何的苦，而苦的因素來自於

「非福業」；自己希求快樂，而快樂的因素

稱作「福業」。在此基礎上，不僅依於五欲

美好的樂，更進而追求內在禪定的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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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希求捨受，希求超越欲界的上二界，能

成辦上二界的業稱作「不動業」。所以講到

三業：「非福業」、「福業」、「不動業」。 

惡趣苦 

若造下生往惡趣的因，將會帶來極粗

猛的「苦苦」；如畜生趣、餓鬼趣、地獄等

惡趣，備嚐著極猛利的苦受。《俱舍》中描

述了地獄苦趣「ױϯ ϡ Ȳ 。֝」

雖然不知道是否真的有如《俱舍》所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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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獄？但我們卻可以親眼看到畜生和各種

不同的餓鬼，比如各類的土地神，或聽說

鬼魅附身、還是降神的，其中部份屬於餓

鬼一類。有位認識的尊勝寺師父，過去在

西藏時有一天他去拉薩，遇到了一位看得

到獨腳鬼的船伕。這位師父有點頑皮，名

「矮子」，意思是說「個子很小的一個人」，

因為身軀矮小，所以人們稱他為「矮子」。

我認識他，很遺憾，大約在 1959 年他就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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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小時我和他玩，到了船伕那裡，他

說「我要看鬼、我要看鬼」帶點玩笑的意

味，船夫也說「可以啊！我會帶他去！」

因此晚上來到布達拉宮等著看鬼，希望真

的有鬼過來，一直等著但沒有見著。第一

天沒見到，連著幾夜也都沒等到。有一天

來到拉薩告訴船伕「我沒看到鬼」，他說一

定要看到鬼，船夫就說：「你帶這個帽子」，

於是給了一頂帽子。晚上帶上這頂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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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著鬼出現，等了一陣子，窗口出現一個

表情非常悲憤的臉孔，這時他害怕得立即

將帽子摘下來，這是真實的事情。 

有一位往生者的「中有」即「中陰身」

重回到人的身上。以前的卻奔堪布，我們

一起到印度的，可能有位他認識的人往生

了，往生者是寺院中的出家人，那位出家

人往生後附身到另一位法師的身體裡，好

像有許多苦，附身後哭得很傷心。當時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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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仁波切在羅布林卡；一個夏天羅布林卡

有位師父，被往生者附身，附身者很可憐

的不能到明亮處，要在黑暗中進入體內，

一到有燈光，很明亮的地方，就要出去。

鬼一附身後一直的哭，一直哭述著他的

苦，沒有得吃、沒有得喝，既飢渴又疲累，

為此墀江仁波切放了個焦煙，上面點火灑

些糌粑粉，晚間時分擺在房門口；一開始

鬼附身哭泣時，焦煙繚繞在他鼻子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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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完全不知情，後來墀江仁波切作了迴

向；聽說持誦「六咒六禮」迴向後就有了

感覺。附在人體上的鬼，在火上「加、加、

加」的，似乎有很多吃的、喝的，嘴巴幾

乎就要湊到火上來了。這事是卻奔拉親眼

所見的，講到他的嘴巴幾乎碰到了火，在

一段很大的「加、加、加」聲之後，他說

「現在飽了，現在可以了！」發生過這樣

的事，卻奔拉親眼所見，卻奔拉跟我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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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會跟我說謊，沒有任何理由講謊話

的，他說謊得不到任何 勵，他的地位也

不會因此提高，所以說謊是沒有必要的，

因此是可信的。墀江仁波切後來也提起

過，這些是非人之類，另外也有像涅穹之

類的護法神，確定是有的；如同人類的社

會，他們也有自己的社會，有種姓高貴、

有學問的一的類，也有弱勢、被苦壓迫的

一類，好像有很多類，其中也有所謂的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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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外國人也相信並說有各種的非人，基

督教中雖然沒有六道眾生與三界六趣之

分，但講許多類似「門人」等等的；有人

跟我講過有錄音機錄到關房門的聲音，有

人放過這類的錄音帶給我聽，也有人對我

描述種種的這類情境。眾生界裡，除了我

們看得見的畜生等外，確實有各種不同有

情，其中有一類只能受著極大苦的，稱之

為「地獄」。比這苦略少一點，卻要飽受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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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饑渴的稱為「餓鬼」；有粗顯身體，在此

世間看到的是畜生類，畜生的總苦有遠離

寂滅淨善之苦，不具備我們人類般的思惟

力，無依無靠的，非常的可憐！因此所謂

的六道輪迴指的是這些。 

十惡業  

生往惡趣的因，大多是惡業使然。貪

心所帶來的利他行，這種利他行能引生善

趣的業。十惡中，殺、盜、邪行、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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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間、粗語、綺語等都有損於他。綺語是

一種綺飾的話語，比較關乎自己的言詞，

雖然不會直接傷害到他人，但他人若埋首

於工作或在精進修行，在他身邊講著故事

等各種話題，對他的修行、工作都是有害

的；比如裁縫師正很努力的縫衣服，您到

他身邊閒談，他便無法專心裁衣，既擔誤

時間，工資也會減少，或許講著講著達到

忘我時，不小心戳破手指而流血，所以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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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是對人講好聽的話，但卻對他人造成有

害的影響。「無害的綺語」，自己一人講話，

雖是綺語但無害處。此外其它從殺生到妄

語離間、粗語等，都是有害的一類，都是

讓人不快樂、不安，有損身心之事。這些

情況都要遮除，這一類與內心的想法習習

相關，沒有任何與動機無關的。「業」有作

而增長、作而不增長、增長而未作等多種。

心裡想作而且造下的業，稱為「作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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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因為「內心造作」與「行動增長」雙

雙俱全，內心不想卻造作了業，屬於「作

而不增長」業。雖長時想造，卻沒有直接

造，這是「造而未作」。由於業力的大小而

有「定業」、「不定業」；定業中又分「現法

定受」、「順生定受」及三世以後成熟的「順

後受業」等。「業」主要引發自內心，強而

有力的業都是由心的思作所造成，能引發

的就如貪、瞋、邪見等這類動機，貪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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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邪行等惡業，諸如強姦、盜物等。有些

殺業也是貪念引起的，貪心若增長，我要

有的想法也會增長，於是乾脆直接盜物、

強奪他人財物或直接殺生等；同樣因為瞋

心而說謊言離間等傷害的話語。總之身語

的惡行或者來自貪念，或者來自瞋心，抑

或是無明邪見所引來的，總之貪瞋癡三

者，能引起所有身語惡業。行持斷十惡的

戒，是為了斷除能引生惡趣，有害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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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或稱非福業)。 

斷苦的戒行 

為了不生惡趣，飽受猛烈的痛苦，不

受極大苦苦，所以要行斷除十惡的戒，這

是戒的這一層次。所謂 Discipline（戒律）

的道理，要好好思惟；如中共般下達命令，

強制規定要這樣、不可這樣，這是另一種

情況。戒不能如此行持，要先了解其中的

功過，思惟其功過與差別道理，從而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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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之事，斷除損害之性，才是戒律的真

正旨歸。例如我們個人的身體健康，如果

聽人說您的血脂肪太高，若再不注意飲

食，您會昏倒、會 Heart attack（心臟病發

作），或是腦血管會阻塞、腦血管會破裂

等，因此會注意，不吃太油的飲食。若說

您有糖尿病要多休閒養生，為了治療糖尿

病而散步等等，類似這些就是 Discipline

（戒律）。這種戒律，不是醫生的命令，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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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說若不這樣做會有生命的危險；反之

若能如此則可長壽健康。因此當認識其優

缺點，從而行取捨後的，就是戒律。 

佛教講的戒，既要戒除苦因，同時要

聚集樂因，這才是所要成辦的戒律。因此

戒律，主要由 Self- Discipline（自律）來

進行，這是持戒的方式。寺院雖對比丘、

比丘尼立下戒規，但行者自身要能了解持

戒、不持戒的功與過，或許表面看來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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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的院規，但寺院立此戒規的目的，是

為行者本人不被煩惱主宰，為了不被惡行

主宰而制戒，因此戒是有利益的。共產黨

規定不允許言說共產黨的壞話，不可以怎

樣，這些是很奇怪的。在佛陀的教法中，

大概不會說「不要說我壞話」的。「邪見」

是顛倒的見解，它會引生身語的惡行，所

以才要阻止惡見生起正見。惡見不好，有

很大的過失；比如不信三寶、四諦，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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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自己吃虧，就如不信事實一樣。「邪見」

有二種：「增益邪見」及「減損邪見」；「增

益邪見」是將「無說成有」的增益惡見；「減

損邪見」是將「有說成無」的減損見解。

因此不可存有增益及減損的邪見，要相信

事實。我們要了解「戒律」是為著守護自

己的利益，是自己安樂的因素，這是戒的

意涵，如此由學斷十惡之戒行而得增上生。 

止修、觀修及正知、正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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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戒行持正知正見時，亦能提生正知

正見，由此證得能斷細分別的禪定，從而

達到心一境性。心能善安住於任何的境，

由得到這樣的功德而來觀察，除了所觀察

的境外，不會流散到其他境上，因此能究

竟的觀察實相；若不作觀察而安住時，也

能在一個所緣上安住 1、2、3、4 個鐘頭等

等。我認識的人在入定止修時，如是止修

時，看不到面前發生什麼事，因專心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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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五根的力量微弱到幾近沒有，既看不

到面前的事，也聽不到聲音；即使聽到看

到了也很類似「現而未定」的情況。同樣

觀修中，極專注地觀察時，其他的分別心

也會消退。如我請過法益的尼瑪老師，是

位大智者，證量有如印度的二勝六莊嚴，

特別是精通中觀及量論，曾請教於其座

前，我們兩人很熟稔；老師的眼睛不太好，

老師有一點偏斜的視力，當請教一些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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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老師很專心的觀察時，完全不會發

現到面前發生些什麼事；這就是在觀察境

時，正念專一的把持住境的徵兆。總之觀

修時須依於正念，修止時亦然；修定時要

具正念，修慧時也是這樣的，主要是要成

辦無我空慧。外道也有外道的戒行與禪

定，外道修習粗淨相的禪定；佛教則是以

「無我」為根基，由此建立斷除我執，成

辦解脫之理。故佛教的三學稱三增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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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上戒學」、「增上定學」、「增上慧學」；

戒、定、慧三學外道也都有的，唯因佛法

皆須架構於「無我見」，故有「增上」之名。 

宗教的好與壞取決於「利」或「損」，

而利與不利要看合不合適；有些人適合有

造物主的宗教。若對他談前生來世及業果

就頭痛的話，認為這很麻煩不如向主告解

來得痛快，因此對主神告解，為了聽命於

主，甘願修習慈悲、忍耐等，對持這種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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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的人，講有造物主較為適合、有利益。

若是稍能思考一些的，若說一切都是主的

創造，包括戰爭與我們的煩惱，有時我開

開玩笑地說，造物主創造世間後，現在祂

可能會認為造錯了，創造一個非常麻煩的

世間，然後讓自己忙得不可開交，世間上

有太多的麻煩，若是造物主創造了這些大

麻煩，「主」就沒有慈悲心腸了。因此造物

主可能會說，想不到會有這麼多麻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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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祂會後悔所造的這些麻煩。若稍微觀察

佛教的見解，就神奇稀有多了，絲毫沒有

見解上的錯謬，而由衷生起這種想法來，

如前講到慈悲的教誡；一切宗教，較大的

宗教，一致主張要對人類有益。談到「見

諦」時，佛教比較廣博，佛法非常地深奧，

而且非常廣大；若從見諦而言，佛教太深

廣了，所以實踐三學時，要能多詳加探究。 

由四諦取捨解除內心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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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苦諦及集諦的因果情形，順與逆反

覆思惟且詳加細究，以內容來說，就是所

謂的十二因緣。能趣證滅諦的道諦，詳審

細察時可說是三十七道品；首先思惟「身

念住」，斷除執不淨為淨的顛倒。為了斷除

執無常為常的顛倒，修習無常，此中實亦

含攝暇滿、無常等法的修習。為斷除「執

苦為樂」的顛倒執，思惟總別輪迴之苦；

思惟輪迴總別之苦時，要思惟因果不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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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法。總之這些法類，都是為了斬斷對

今生及後世的希求，從而修希求解脫之

心。四正斷、四神足、八聖道等，係源自

某部經典的內容，講的對象並非一般初機

者。般若佛典會將八聖道、七覺支等，界

定為聖道所修；但巴利語的典籍，對初機

學者所修習的三學，亦匯入八聖道的教

授。如我們的戒學學處中，遠離二邊的生

活、過著遠離邪命的生活是「正命」；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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謊言、不講害人的話，要講利人的話語，

稱作「正語」。「正語」、「正業」、「正定」、

「正念」等，都視為修定的資糧；「正見」、

「正思」等則是觀修的法類；「八聖道」從

初學階段即要開始學習，要如此地行持，

這些主張與巴利典籍都是相同的。 

上述所講的內容與巴利語不謀而和，

中觀派與此則有差別。接著大乘，傳承自

吉祥那爛陀寺的法脈，更加修持愛他勝己



西藏與西藏佛法 367 

 

 

的菩提心，以菩提心攝受，實踐六度學處，

又加入密法品類來修習，這些就是雪域西

藏流傳的圓滿教法，大小乘及密乘完全完

整的法脈。苦、樂中，有主要依於身體的

苦樂，此主要依於身體的苦樂，大概可藉

由科學及科技的進展來改善；另外與意識

有關的苦，從意識產生的許多疑慮，由此

而生的眾多擔憂及恐懼，加上許多的不快

樂；眼識看到悅意的形色，如面前看到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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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悅目的花，耳聞悅耳之聲、鼻聞香味，

舌嚐好味、身觸柔軟之觸感，或好的親友

圍繞等等，這些都解決不了內心的痛苦。

我認識有錢且有知識的大學校長，條件非

常的好，一年收入超過百萬美元，非常富

有，雖然生活毫無匱乏，內心卻非常的不

開心。有回與他相遇，他說他很不開心、

非常不開心，雖然完全不擔心衣食，且他

人也信賴我、工作非常順遂，但我心中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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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非常的不滿足，傾訴了許多心裡的苦。

總之內心的苦，無法因為根識的滿足而得

到平復，內心的苦要尋求內心上的對治才

能夠解除；此外沒有其他的方法能消卻內

心的苦。人類比起畜生的苦，可能要多出

更多；心思細膩的人，心中的苦也比較多，

而什麼都不懂，像我們這邊可憐的乞丐，

他們內心的苦可能比較少，嫉妒與競爭心

都會比較少，大概也不會有我慢，由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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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連三引生的憂慮也少些。反之有點學

問、有些快樂本錢的人，嫉妒心、比較心、

我慢心都很大，由此而衍生許多貪、瞋的

心；所以內心的苦，是依人類的觀察力而

來的。依著觀察思擇力產生許多內心的

苦，排解消除內心的憂苦要從內心尋找方

法。由觀察力生起的內苦，僅僅祈求於神

是辦不到的，分別心而起的許多憂苦，很

明顯是因為把不淨倒執為淨、無常倒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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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苦性反觀為樂所造成的。為此因緣，

佛陀教法宣講，這不是樂是苦、這不是常

是無常、這不是淨的而是不淨，詳細解釋

這些內容，非常有幫助。 

 

總之，佛陀教法的法要如同我常常講

的，可攝歸為見、行二種法，也就是「緣

起見」及「無害行」。所謂無害是與慈悲有

關的，若有慈悲就會有無害性；若沒有就

不可能得無害。思惟為什麼要有無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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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因緣起故。損害他人，自己也會受苦，

利益他人自己才會得到安樂，這不僅僅是

長遠的因果關係；若有幾許利他心，自己

即能從中獲得多少快樂；若只想著自己的

利益，最終只會讓自己鑽向牛角尖及不快

樂。當今科學家研究出悲心越多的人，內

心越快樂。央請一些我所認識的科學家及

老師，在學校讓學生修習 1-20 分鐘的悲心

等；當有慈心的修習，從而加以追蹤研究



西藏與西藏佛法 373 

 

 

時，好些星期之後，學生的個性改變了，

變得溫馴與善良，內心趨向於平靜快樂了

起來。同樣若以儀器照射觀察時，當心裡

生起強力的大悲時，腦細胞會有所改變，

有許多的變化；他們觀察認為這是件好

事，認為對身體各方面都有益處，反之瞋

心等也會在腦部產生不同的變化。不僅現

代有所謂的免疫學，在預防疾病上稱作

Immune-system（免疫功能）。有些科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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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現，當生起很大的瞋心時，瞋心會吞

噬掉免疫功能，又說若能生起瞋心反面的

慈心及悲心，免疫功能就會增長。如果我

們內心得到寂靜與調順，會有益於我們身

體的健康；反之損害心、不寂靜與不調順

的心，會傷害身體。若從這方面來看，內

心的調伏是很重要的；由此也說明快樂是

緣起，主要的快樂來自內心，次要的才在

於身體，而慈悲同時有助於兩者。因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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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否信仰宗教，都需要「慈悲」；若要得

到快樂的人身，擁有健康身體、獲得長壽，

「慈悲心」是非常的重要。不論是否有信

仰宗教，慈悲如同我的命根，要非常的看

重這二個字。大家要對此多加留心，我四

處地強調宣揚這點。 

佛、法、僧三寶 

若以佛教「無我見」這些法來思考時，

再也無法相信造物主，無法相信實有、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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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堅固、不變異，所以有兩種的皈依是

比較困難的，以我們西藏內部來看有「無

二心」的皈依；如講皈依佛、皈依法、皈

依僧時，是皈依於佛寶及僧寶心續中的功

德，彼獲得聖者道，也就是聖道位以上，

僧寶是現證空性以上的聖者，此稱之為僧

寶。所謂的「法寶」，是指「滅諦」和「道

諦」，這才是真正的法寶。沒有證得道諦的

神、鬼，不是真正的皈依處，不能當為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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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境。護法分為世間及出世間兩類；世間

護法中有屬於鬼類的，若完全相信世間

鬼、神，皈依心將會受到很大的損害，可

說打從根本完全棄捨了皈依心。 

 

前世法王給予帕繃喀教授時，講到如

果太相信雄天，會違背皈依學處，意即在

此。也有修護法涅穹的人問過我，有些涅

穹師父對涅穹，簡直是信奉得五體投地。

姑且不論祂的神力如何，一般來講祂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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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神祗，屬凶神類；若視同僧寶而皈依，

即使並列僧寶中而作皈依也都不行，更別

提安置如佛寶。凶神屬世間神，可以請求

他幫忙做事，例如您們學生，可以請他幫

忙考試考得好些，雖不知能不能真的幫得

上忙，卻也無傷大雅。請他幫忙今天要能

考好而修祈求法，修了祈求法明後天若沒

考好，就要他們把修法的錢還回來；既然

沒幫上忙，就可以討回來；考得不好，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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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歸還，因為這合於對價的權益，這樣

的祈求和皈依並不會衝突的。若非如此，

如果內心深處有了信心，那就錯了，根本

上已逾越了佛門。我們的寺院是以世尊聖

像為大殿主尊，大多數人來到祂面前也不

會稱揚讚頌：「您是導師！您是本尊！」。

可是一來到後面護法處時，就會稱其為護

主什麼的或讚美說是天女啦等；若看到青

面撩牙或拿刀、執矛的，就畏懼三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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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祂很能使力、很能幫忙，雖然心裡很捨

不得，但若有點餘錢，還是會從錢包掏點

錢，請人幫忙供神殿。而當看到佛陀，除

了說聲皈依佛外，生不起絲毫憶念之心。

這是錯誤、愚昧的，是完全不了解佛法的。 

【皈依發心及咒語的解釋】 

我來傳個教授，傳些什麼呢？講一下

皈依發心，「 ᴵӔᾎ Ϯ Ȳ Э᾿

ᴟ ᶺfiṼ」這個偈頌講皈依。我們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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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的對象是佛法僧三寶；三寶中的「僧寶」

是現證空性以上的行者；否則無法獲得僧

寶之名，以善妙之解脫為目標，自己成辦

現證解脫的主要方便，諸如此類有不帶造

作而起的出離心，有力的解脫心，有專一

解脫心的行者稱為「僧寶」。「僧寶」不在

於是否穿上僧袍，而是要能了解解脫，現

證解脫；要由了達而生起專一的希求心，

生起這種希求心時，無論在家、出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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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誰，都是「僧寶」。要如偈頌而作皈依

「諸佛正法賢聖三寶尊，從今直至菩提我

皈依」，直到證得菩提果前，都要對三寶生

起皈依心；由此了解此處所講的是大乘「僧

寶」；「僧寶」是行大乘道的「僧寶」，而「法

寶」是說大乘的「法寶」。因此可知「 ᴵ

Ӕᾎ Ϯ Ȳ Э᾿ᴟ ᶺfiṼ」

講的是大乘皈依。 

《大乘莊嚴經論》中談到大乘的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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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也就是我常唸誦的「Ϛй ⁞ Ȳ

ὨЛц╝」，講大乘皈依的特點，所緣遍及

一切所有的有情。「勇猛」是說以佛果為目

標。巴利語 Theravada（小乘）的皈依與此

不同，雖然也是非常好的清淨皈依，但有

一些差別。「得」指通達「菩提」，「菩提」

真正的意義是指與法界同味的智慧；也就

是「根本智」及「後得智」同體的「菩提」，

這是講通達菩提的特色。「不及」是講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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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遠遠超勝於他者，是我們所應作的皈

依。 

因此要發起「 ᴵӔᾎ Ϯ Ȳ

Э᾿ᴟ ᶺfiṼ」這樣的皈依。「ᶺѿ

ἬᴩӁ╟ ȲⱢᵓצ ╝ Є ，「כ

我從無始以來累積的所有善根，不是為求

一己之安樂；而是為了無邊有情皆得安

樂，為了利益一切有情，從而希望自己成

辦有能力利益一切有情的佛陀。前、後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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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裡都帶有「我」字，「 ᴵӔᾎ Ϯ

Ȳ Э᾿ᴟ ᶺfiṼ」、「ᶺѿἬᴩӁ

╟ ȲⱢᵓצ ╝ Є 兩句都「כ

有「我」字。讀誦到「我」字時，要思惟

我在五蘊之外還是在蘊體之中，「我」在那

裡呢？要了解到我是唯名安立，了解我是

依蘊而安立的，希望這樣的「我」發起皈

依心直至成佛，思惟這樣的「我」為了利

益有情眾，誓願成辦佛果；「我」既是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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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的，佛陀也是唯名而安立，僧寶亦是

唯名所安立，現證唯名安立自性空的智慧

稱為「法寶」。若能了解這些，即使只唸一

遍皈依發心，也已經收集起佛法的全部精

華。您們要能了解、認識三寶，透過認識

而生起的發心，是非常必要的。 

接下來傳皈依發心，您們跟著唸「

ᴵӔᾎ Ϯ Ȳ Э᾿ᴟ ᶺfi

ṼȲᶺѿἬᴩӁ╟ ȲⱢᵓצ ╝

Є ╟唸到「ᶺѿἬᴩӁ。「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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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是安立的，除唯名安立外沒有

自性有的我，佛陀自性無、僧寶也無自性，

有此理解再來唸誦皈依發心，就能聚集智

慧資糧。此外不要唸成「我以所行布施福

等善」，請改唸「ᶺѿἬᴩӁ╟ 」，

會更加廣大，同時含攝福、慧二種資糧。

因此不要只唸「福」資糧，改唸「諸」資

糧，思惟兼具二種資糧比較好。再唸二遍

（「 ᴵӔᾎ Ϯ Ȳ Э᾿ᴟ ᶺ

fiṼȲᶺѿἬᴩӁ╟ ȲⱢᵓ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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Є 接下來唸誦三遍的六字真言。（「כ

－「 ềұ₆ 」，接著請隨唸三遍的蓮

花生大師咒－「  ⁄  ṙ

」。接著是度母心咒－「    

  ₉」也唸三遍。接下來唸四

句的「無緣悲咒」－「 ῏ Ứ

ђȲ Ṝϯ אָ Ȳ Є

ѷ Ȳ ₧ ѻ ᶎ֛ 」。接著請唸

文殊咒三遍「 Ἦђћ ֮」。先觀想在

喉間有個「֮」字，接著觀心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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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接著我們一起唸誦「 Ἦђћ ֮

֮֮֮…」一口氣儘量拉長來唸，觀想喉

間的「֮」字，唸著֮֮֮֮…時，應觀

其如湧泉或如化油般，一一流注於心間的

「֮」字，因為油滴的注入心間的「֮」

字，֮֮֮…大放光芒，這是不忘的咒。

今天學過的明後天不會忘記的不忘真言，

所以要修「文殊咒」，喉間的「֮」一滴一

滴，滴到心間的「֮」字，因為滴注的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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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剎那間心間的「֮」字，不但大放光

芒而且越來越大，特別要觀想自己已經得

到不忘總持。接下來唸到最後一聲「֮」

字時，要觀想這裡的「֮」，完全溶入到心

間。要一口氣唸，「 Ἦђӓ ֮ ֮֮

֮֮֮֮֮֮֮֮֮֮֮֮֮֮֮֮֮֮

֮֮֮֮֮֮֮֮֮֮֮֮֮֮֮֮֮֮

֮֮֮֮֮֮֮֮֮֮֮֮」 已唸 50 次

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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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唸 100 次了！您們若能在早上多持文

殊咒會很好，早上一甦醒就唸，多唸「֮

֮֮֮֮֮֮֮֮֮…」。我從小唸「文殊

咒」似乎對智慧增長很有幫助，或許可以

說是我的經驗，似乎對增長智慧一定有幫

助。 

 

【問 與 答】 

  

【問】：透過理路我們可以清楚了解前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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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但業果要如何以理路來了解？ 

【答】： Ὠᾼ Ӑẃ ╥֪Ὠ Ȳ ᴿ

ȷᴖ֪Ὠ ȲҠѿӣѩ

Ḇ ᾼ ṓẃϠ Ȳ ֽ╥ᾼ֪

Ȳ Ӣֽ╥ᾼ Ὠȴᶺ ѾҠ

ѿ ӭ Ȳ֪ὨМ ȳ ȳ

ֵ ᾼ֪Ὠ ȷѩѠᶺ

ᴥᾎȸᴥᾎצ ȳ ц Пиȷ

ᴖвїϷצ ȳ ế ȴ֪Ὠ

МϷ иצ ȳ ȳ Ȳ֪ױ

ԒἬ ɦ ὨɧȲ╥Ϛ ֪Ὠ

ᾼᾎ⁄Ȳ֪Ὠ ᾼ ⁄  Law 

causality( ֪Ὠ …)Ȳ ֪Ὠ

Мᾼ█ Ȳ╥╓Ӧ█ Ȳ

Ӧ ῏ ᾼ֪ Ȳױ Ɫ

ɦ ɧȷɦ ɧ ╥ KarmaȲ ὑᴩ

ⱢȲ ᴿṶ Ἠ ᵂȷ ╓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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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ȳἬᵂṶцᴩ Ϯ῏Мᾼᴩ Ȳ

Мᾼױ ᵂϚứ ד῏ Ȳṳḥ

צ ῏ ᾼ ȴWἬᵂṶἨᵂ

ἬᵂᾼἬ Ȳ̓͂ דױ ᾼ ᵂ

ПⱢɦ ɧȷ ϱӦ֪

ὨדȲ֯ױ ᶮ МȲᵂ῏ᵂ█Ϛ

ԈṶȲᴖצϠ֢ Ὠד Ϛ ᶮȲ

╥ѻ ᾼɦ Ὠɧȴɦ Ὠɧ

ẃ Ȳ᾿ẞ ᾼ Ὠ Ȳ╥

− Ӧ ẃ∂ӴȲ כ

ȴ ᾼ֪ὨȲѩֽᶺ

֯ᶄ֯֝Ϛ ᾼ֝ Ȳ

ṝ ֝Ϛ Ȳᵀ֯֝Ϛ вȲ

вї֢צ ȳʉЛᶶ Л֝ᾼ

ắȷ֯֝Ϛ ֮ѠȲӦҵ ᾼ

і ṝ ᾼ ắȲ ṝצ ᾼ

ắ ȲἨ ṷ צ ᾼ֪

ȷֽ֝ᶄ֯ ЀȲἬѿᵬẞ

ᾼ ╥ ᾼ֪ ȴᴖ 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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Ӑᾼ֪ ȲẔ ẃᴞὑ

ɦ ɧȲ֪Ɫɦ ɧᾼ ᵑȲ Ӣ

ᵑ ᾼ ȴŋֽ Ὠ ╥ᴶ

ᾼ ȹ≢ ẃᾼȹֽᴶ Ӣᾼȹ

ṷ ╥ ᾼȴ Ϡ Ἤ῀

Ϛй ῏ᾼᴵ ҵȲ

֮ᾼ ῏ −

ȴѩֽ ֯ᾼ█ Ȳ╥ ҟ

ᾼᴶ ȳᴶᵖȳ≢ ᾼ ȲӦ

ᴶ ֪ ϯᴶ ᾼɦ ɧȲИצ

֯ Ὠᾼכ ȴ ᾼ

ԌȲ ᴵ Иצ ȴᶺ Ҡѿ

иᾼ ὨȲЄ Ҡѿӣ

ὙἨϷ ӣӔ ȷT − ᾼ

ԌȲ╥− ԛӣ ẃ ᾼȴᴵ

ᾎ Ὠ иⱢȸ ᾼȳ

ᾼȳ ᾼȷ ᾼ Ὠ ὑ

ᾼ Ԍȴ 



西藏與西藏佛法 395 

 

 

 

【問】：許多西藏人民並不認識皈依，若不

了解皈依能說是佛教徒嗎？ 

【答】：  ֻȴ ֵᴫ ϢӖṳЛ

fiṼȲЛ fiṼ╥Л╥ᴵ

ȹ֪Ɫᶺᾼѯӕ╥ᴵ ȲἬѿ

ᶺϷ╥ᴵ Ȳ ╥ Ѡ―ᾼ

ᾎȲᵀ ╥ЛӔ ᾼȴἬѿᶺ

ᾼ ֪ ȲfiṼᾼױ֯ צ

ᴵȳᾎȳ צ ᴺȷᶺ Ϯ

Ғ ȲṳḥצШ ȴ П

ᾼ −ֻȴѿϱᾼfiṼѠהȲᶺ

− ╥fiṼȲצfiṼֿפ ᾼȲ

ϷצfiṼ֫ ᾼȲЛ֝Ứ Л֝צ

ᾼfiṼȴT צ Ϛᾼ‒ї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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ᾼ ≈Ȳצ ╥ԓ῀ᾼ‒їȲϷצ

Ṽ ᾼїȲ ṷЄ ╥fiṼȴױ

ҵȲ Ẑ ѯӕᾼṼ Ϸ ᴿfi

Ṽȴᴵ ᾼfiṼ╥֣ ᴵȳᾎц

ᴺᶦḖfiṼᾼȲᴵȳᾎȳ ╥ᴵ

ᾼfiṼ ȴֽ Ὠ › ᶺ ᾲ

Ἤ ᾼfiṼȲ╥֪Ɫᶺѯӕ fi

Ṽᴵȳᾎȳ ȲἬѿᶺϷ fi

Ṽᾼ Ȳ╥ ԃᾼȷϷ ╥ֽ

ὨЛϠ ᴵᾎ ᴖfiṼȲ╥ ֚

ᾼȴ ֽѣ ᾼ ȸɦᴵȳ

ᾎц ᴺȲḖ ῏fiṼɧȲ Л

╥ fiṼȲᴖѹ╥ᶦḖ ᴖfi

Ṽȴ Ḗ ᾼҵ Ϸ╥֪Ɫ ֝

ᴞАfiṼᾼ И fiṼᾼȲἬѿ

Ϡ ҵ ᴵ ᾼ ȴŋШ

И╥ᴵ ᾼ ềȹ

ᾼ╥ ȳ╥ ȲϷ ╥

ȷ ᾼ Ӑ╥ Ὑȴ Ὑ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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Ẓ ȲẔМᾼɦ Ὑᶺ ɧ╥ ӐȲ

֪Ɫ Ὑᶺ Ȳ֪ ױ

Ӣ ế҃דчᾼ ᾙȲИ

Ὑᶺ Ȳ ȳ һ ᴖ

ᶦḖ Ȳ֪ Ω‒דױ ᶺ

ᾼᴵ ╥ ϚᾼfiṼ ȴ֯ ѷϱױ

Ͼצ Ứ Ȳ Ϡᴵ ҵȲᶙ

ԓḥצẔ҃Ω ᶺᾼ ♆ȴכ

ᾼɦ ᶺ ɧИ╥ Ӕכ

ᾼᾎ ȷΩױᾎ ᶺ῏ȲИ╥ᶦ

כ ῏ ᾼ ȷֽ כ

ᴖ ᶺᾼ ȲИ╥ᶦ כ

῏ ᾼ֝ᴩᵗ ȴH צ

ᾼ ᾎȲИ Ɫכ Ӕᾼᴵ

Ȳὑ fiṼᾼ ∟Ȳ ᴖЛ

ԛfiṼẔһȴѬὨצ ᾼȳЛ

ᾼȳҙӢЛ ᾼȲ֝ Ҡ צ

ẓ ᾼᴵ ȲϷצЛẓ ᾼ

ᴿ╥ᴖᾼᴵ ȴʌ ᵘϩ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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ềȹṳЛ╥ᴿ╥ᴖᾼȲ╥ᵣȹ

Л ᴵ Л ᴵ Ȳḥצ

Ϣ ᵃ ȴII  ẃẞ֙⇔ṳ

ḥצ Ἤ֙צ⇔Ϣ ‒ ȲI ϠΩ

ᴞАᾼЛԚ ҵȲṳḥצ

Є ẃ‒ắ ᾼᾎȲ ѯІ Ϸ

᷀ έ ᴵ ᾼẕ ȳṓ Ứ

ȴ᷀ ד ᾼ

Ȳ ϠṼ Ӕ ҵᶙԓḥצṿӣ

ϧȳ ἨѤ ẃ ‒ᴵ

ᾼȴЭщϷ╥Ȳḥצ ‒

ᴵȲᶺ ᴫ Ϸ╥Ȳ ϷЛ Ϛứ

‒ᴵȴֵד›֯ ἮȲᶺ

ᴫ ЏᵂϢ МȲצ ᴯ╥

֫ ȷЏᵂϢ Ԛ ᾎ

ȲϷ Ṫṷ֫ ẃ ҒȲ

֫ Ғᶺ ᾼᾎ Ȳ Л

Єֻȳ╥Л ᾼȴ҃ ╥ẂҵȲ

Пᶺ МϷ֫צ ȷᴫ Ϣ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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МϷצю Ȳ֢ ֢ᾼ

ᾎȲᶙԓᴞӦФЛД ȴ֝ Ϸצ

Л‒ᾎᾼȲ ╥ Ϣᾼ ᶳȷᵀ

ϠỨ‒ד Ȳᴞ ᴵ Ȳ

ẓ ᾼȲ − ȴ≢

И ẓ ȹ֪Ɫᴵ Ӧ

≈ ẃ ᴩȲὑ╥ ẞϠɦ

ɧȲ ᴵ ЛӇ≈ fi

ṼȲ Л Ϡȴ֪ױ

 ֻȲЛ ᴿ╥ᴖȷ

Ɫẓכ ᾼᴵ Ȳ Ϯ

ᾼ ἤȳвҵᾼ ᵑ╥Ш ȹ

ϱȳϯỨ♆צШ ȹ ṷ

∟ᾼfiṼИ╥Ϡ ᾼ‒їȴI

ᶬІצɦ ‒ᴩɧцɦᵓ

ᾎᴩɧẒ ȷɦ ‒ᴩɧ ╥

ḥצԉᴶ ӦᾼfiṼȴю Ϣ Ɫ

Ἠ ѩ ὔ Ϥᴵ ȹ ᵀ

Ϛ ῀ Ȳ 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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ȲӇ ῀צ Ȳ ᴩӇ ╥

ᾼ ᴩȲ ╥ḥצ῀ ᾼᴵᶬІ

―╥ ԃᾼȴ֪ ᶺױ ᴫ ϢӖ

ᵘϩȳ Ȳ Ӣ і ᾼ‒

їȲ і ᾼ їȲ Ϛ

ᾼᴵᶬІ╥− ᾼȴ 

 

【問】：競爭很重要。要進步、學習競爭很

重要。但競爭也會帶來困難、帶來

麻煩，有時會自殺？ 

【答】： ᾨЛ╥צẒ ȹɦᶺ ɧцɦ

ᶊɧі ᾼ ᾨȴ ᾼ ╥Л

ᾼȲ֪Ɫі ᾼ צ ҷȲ

Ἤѿ╥ ᾼ ᾨȴчП ╥ᶦ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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ᴖ ֻֻ Ȳ ᴞА

ᾼϢӢצ Ϸ ᵓ Є ȲϚứ

֯ ϱЛ Ϣ∟ȲϷצ Л

Ϣ∟ᾼ≈ ȴצɦ ᶊɧцɦᶺ

ɧᴖЛ ữỰϢ∟ᾼȷϷצ

ᾼӣᴞАᾼ Ȳ ᴞᵓ Ȳ

֝ ᵓ ῂ Ȳ Ӣױ֪╥ ᶺᾼ

ҏ҃ϢȲ ᾼ ᾨї╥

Ӕ ᾼȴ֪ױ ᾨ иכẒ Ȳ

ⱢϠ ᾨἬі ᾼᴞ Ȳ צ Ẕ

һᾼ֪ ᴖЛ╥ ᾨ ᾼȴ֯כ ѡ

Ӑ Ἤצ Ȳצ Ӣ֪ⱢЛ їȲ

ҏ Ȳ᷂ᴞА ֯Ἢ Ȳ

ЛṓԉᴶϢȲ ṛ֣ᴞ ȷ Ὼ

ѡӐᾼ ꜙᴟ ἋẞМ

ẃϠȴ ᾓṳЛ╥ ᾨі

ᾼȲі ᾨ￼∟ᾼ ᵛṿ╥

ᾼȲ ᴸѿ ȳᶴ ц

  ᾼӭԏȲv ṿ╥ ἤ ᾼ



402 西藏與西藏佛法 

 

ᾨϷЛ ᴞ Ȳᴞ ᾼϢ ᾼ╥

ӟȴ֪ױᵛṿ Ӣẓ ᾼ

ᾨȲҠѿ іᴖЛ ыЄᾼצ

ȷ ᵑ╥ вїẓצ ᾼ

ᾎ Ȳ╥Л Ӣ ẓ ᾼ ᾨȴ

ᶺ ᾼ їֻѩ ῧϚ Ȳ

ᾬӢ ṳЛ ὔȲҬצῧ

Л Ȳ ԏȲצṷ

֯ ȲѬԌế ⇔Ϸ

ȲИ   ֻȴᶺ ᾼвїᾼכ

 Ȳ֝ ֵᾼ֪ ȲїṳЛ

╥ỆứᾼϚ Ȳ ᾼїṳЛ╥

ϚכЛ ᾼȴ ᴵ Ωױ ᾼ

╥  ֻ ᾼ Ȳ ѩ ֽ  World 

Economic Ɏѷꜜ ɏ ֪ ᾼ

… йȲἨ῏ Global 

EconomicɎԓ ɏϷ╥ȴᶺ

ḕϚ ї Ӧ ֵ֪ Ȳ −ֵ

ᾼиᵑїИӢ ȲṳҬ╥ Ӧ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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ї ֻᾼȴ֪ױȲЛ ɦ ᾨɧ

ϚҰ ᵛѿ ԓȷ ᾨ╥ֻ

╥ ȲἨ һᾼ ҷȳᵓ Ȳ

ẞ ֵẔ҃ᾼїȴ֪ ᴵױ

  ᾎѻ Ȳ͂ ẞ цѠ―

ᾼ   ᾼ

їȲ ᴖ о свїȴᾬ ᾼᾎ

⁄╥ ᾎȲṼ ֵ֪ ᾼ

֥ȷѿҵᴥᴖṕȲϷ╥ Ṽ ֪

ế֥ᾼȴɦԛиᵑɧϷ╥Л Ӧ

ֵ֪ ᴖ ᾼ оȲ ӣϚ ╥ȳ

Л╥Ἠ ӪȲ╥ ѿế֥ᾼȴ 

 

【問】：法王的意趣中似乎談到應有 21 世

紀佛弟子的概念？此中有何深意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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ɚ ɛȸᶺᾼ ≈╥ṝⱢ 21 ѷּנᾼᴵᶬ

ІȲ ѷּנᾼ῀ṓȴ

҉и ӣӐѷּנᾼ῀ Ȳԛ

Ғϱ ᴵᾎᾼ ȳ≈ ắȲ

ᴖ ᾎӢ Ϡ῀∟ᾼ‒їȴ

Ȳᶺױֽ ― ֥ 21ѷּנᴵᶬІ

Ἤ ᾼצ Іȴ ϱ Ɫכ Ӕ

ᾼᴵ Ȳ ᴵᾎ Ϯ ᾼ

Ȳ ᴖӢ ‒ї fiṼїȴ╥

ᵡ╥ᴵ fiṼПצ

ȲŋᴖвҵfiṼᾼ ᵑ Ӧṓ ẃ

иȲ Ϡ − ᾼȴ

ɦ ᴩ ȳצ Ꞌ ȳ ᾎ

ȳʌ ɧҳᾎ Ȳ֙צἬ Ἐȷ

ֽὨ Ϡᴻצױ ᾼ Ȳ

╥ Ϸ╥ Ӕᾼᴵ ȴ ᴵ

ᶬІᾼfiṼȲϷҠѿ Ɫ╥צ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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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ᾼ‒їȲ╥צ Ɫᵗᴴᾼ‒

їȴᴵ ᾼᾎ− FaithɎ‒їɏ

ᾼ ȲἬ Ḗᾼ╥ ѿ і

ᾼ‒їȴ Ϸ ‒їȲ −ױ

╥ѿ Ɫі ᾼ‒їȲ ╥

ϱᾼ‒їȲϴד‒ ᾬѻᾼỨ

Є ȴױֽ ᾬѻᾼỨ ȲϷ

ᶴֹו ╥ ȳֻ

ЄȲ ᵓ ֵϢȷᵀ ẞẔѻ

Ӧ Ȳ Ҭ ╥ѻᾼ

ȴᴵ ѻ Ȳᴖᶺ ᾼ

Ȳẃᴞὑвїᾼ Ԇ ᵡȴ

ɦ ὨɧȲ Ὠᾼ Ȳ

ᴖ їȲ ╥Ӧ

ắᾼ їȷ╠╥ Ἤ ═ᾼ‒

їȲϷ╥ѿ Ɫᵗᴴᾼ їȴᴵ

ᾎᾼ ᴩ МȲצвדцҵד

Ẓ ᾎȴ ᶺḥצ שׁ ṅ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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ᵀɦвדɧ ᾼ╥ їȳ‒ї Ȳ

ṷ ὑѠ―ᾎ Ȳ╥ Ḗȳᶦ

ḖП їἬȲ їȳ‒ї Ϛ

ȲἨ ὑЛϠ ᾼїȷ

ɦҵדɧȲ⁄╥╓ ȳ ᶺ

ᾼϚ Ȳ ҵדẃ Ȳ ὑ

Ѡ ᾼ ȴ иᾼ ȲЄ

ɦἬצ ɧᾼ Ȳ֪ױҠѿ╥

ȴָא ṳᶦḖ Ӣ ȲfiṼ

ц‒ї Ȳ ᾼї ὑ їȳ

ᶦḖїȲṳЛ╥Ϡ ᾼїȲ ṷ

Л╥ Ȳᴖ╥ЛϠ ᾼїȴЛϠ

ᾼї ᾼᵗ ȲHӦ≈

Ὲἤȳ ᴖӢ ᾎᾼ‒їȲἨ

ӦϠ ȳ ᴖӢ ‒їȴ

ȳ Ӣ‒ї Ȳᵛ╥

ᾼ‒їȴ֝ їᾼᴩדȲ

╥ᶦḖ Ϛй ȲӦᶺ Ϛй

ᾼ Ȳɪ ḖἨїϩϷ 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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ᴴȴ ɦ ╥Ҡ ɧᾼȲ

Ϸ╥ ֪ ἬӢȲἬѿ

Ȳצ ᾼ ᾙ₇Ȳ

ֽ╥ᾼ Ȳ ᴖ ӢᶦḖ

҃Ϣ ᾼїȲ צ╥ ᵗᴴᾼ

їȴ ПѠ―ᾎᾼӢ Ȳ

ᾼ ȷѠ―₇ӐṝЄ ╥ЛϠ

ᾼ ῀Ȳѩֽɦ їɧȲҠ

ѿ ╥Ϛ ЛϠ ᾼ ῀ȴ 

 

【問】：請問法王，我們的身體來自於父

母，但「心」是從何而來？最早又

由何而生呢？ 

【答】： Ӑϱᶺ ᾼṝ ╥ẃᴞѯӕȲᴖ

ᶺ ›ϚϾ҅ᾼ ԒȲϷ╥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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ѯӕἬӢᾼȲֽױ

Ȳ ֯ᾼṝ Ἠ ╥ẃᴞ ᾼ

ӢᾬȴẔ ῴ оⱢ ϱӢᾬ

Ȳ╥ҳ ᾼ ᾬȲ ṷ╥ᶺ

ᾼѯӕ›ṝȷἨ צᾼצ

ϚϯϯȲ ṷИ ╥ᶺ ᾼѯӕȲ

╥ᶺ Ӕᾼ ԒȲ Ἇ›

Ȳ ᾼ ӢᾬИ╥ᶺ ᾼ

Ԓȴᴖṅ ҃ ᾼṝ ϭẃᴞᴶ

ềȹ ẞ֮֯ ᶮכП›Ԓ

ѭצ Ȳ ֝ױ ᵛצ Ӣᶺ

ṝ ᾼ֪ ȷ ḥצ ד ֪

Ȳᶺ ᾼṝ ╥ɦ ֪ɧᴖ

ӢȲἨ ╥ ɦЛ ֪ɧӢ ȴ

Ȳױֽ╥ Ӕ ╥Фד ￼ᾼȴ

Ȳ֮ ᶮכ›ȳѷꜜᶮכП

›Ȳ֪ⱢׁצỬ ∟ᾼ Ȳ

ИצἬ ᾼɦׁỬЄ ⱧɧȲᴖ

Big BangɎׁỬЄ Ⱨɏ›╥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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ᾼȲШ ḥצȷ Ȳ

ᶺצ ṝ ᾼ֪ ȴѿᶺ ᴵ

ᾼṓ ẃכȲּד Ɫױѷꜜ

╥Ϛ ׁỬЄ Ⱨ∟ᾼ ᾬȲṳḥ

ᾼׁỬЄװֵצ Ⱨȴ ═ Ϛצ

ׁỬЄ Ⱨᾼ Ȳ צ

−ֵᾼӮלȲ ╥Єצ ᾼȴП

ἬѿᶮׁכỬЄ ⱧȲ╥֪ҽЄἨ

 Є ᾼ Ȳ֥ ᴖ Ӣ

Ⱨȷ иέ╥ ֥ ṷ

ȲֽὨ Ɫ╥ѻᾼ Ȳ צ

ֵᾼ ȷчПȲ Л╥ѻ

ᾼȲϷ ҏ Ἤѿ ẃȴ ֯

ᾼϮϾЄϾѷꜜ ѷ Ȳꜜ ╥

ׁ֪ỬЄ Ⱨᴖ Ӣᾼȴ һᾼ

ẃ Ȳ ḥצП›ᾼׁỬЄ

Ⱨ╥−Л֥ ᾼȷчПᴵ ɦ

Ởɧ − Ѿ Ȳ ɦצỞɧ

⁄ ҏ֥ ᾼ֪ Иᴩȴ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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ᾼ֪ ȹ ╥ ֪ᴖӢềȹ

ἢ Л╥ȴ֪ ױ ᶺ ṝ ᾼ›

ד‹ Ȳ ѷꜜᶮכП›Ȳצ

ᾼ Particle Ɏ ɏȲױᵛ

ᵶ ׁỬЄ Ⱨᾼ ȴ֪ ẞ

Ὲ Ȳ Ὲ ╥ᶮכвҵᴥᾎ

ᾼ Ȳᴖ Ὲ Ϸ╥Ԓ›ᾼ

Ὲ ἬᶮכȲ֪ דᴥᾎᾼױ ╥

Ởᾼȴױҵ צ ᵺ Ȳѩֽ

ῧᾼד ȴֽ ›Ἤ ᾼׁỬЄ

Ⱨ Ӣ֯ 120̡ 150 Ȳ‹ד ᴷ

╥֯ 120̡ 150 ‹ד Ӣ

ᾼȲᴖѩ ḆנП›ȲẔ ᵛ ᵶ

ᶺ ṝ ᾼ֪ ȲЛ ꜙȲױֽ

ᴟῧᾼ֪ ȲϷ╥Ṫ ᾼȴᶺצ

ếּד ȲJ ѿᶙԓ֝דᾼ

█ ד ȲҠѿ כ їᾬ ᾼ

Ȳ֪Ϸ צїᾬɎצכ ɏᾼ֪ȷ

ֽὨЛᴩᴖ ֪ὑϱ→ᾼ Ȳ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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ὔ ֵȲᵡ⁄ צ Ӧȴ֪ױ−

דֵ Ἠ ẃᴞ֝ Ȳ

Ҡ ╥֝Ϛ ȷ֪ ⱢЛ֝ᾼ ֥

ᴖ Ӣ ᾼᾬ Ȳ ᴖצ ᾼғ

ȴᶺ ẕ ṷᾼ έ Ȳ

ᾎἤӔ ȳ ∕Ӕ ᵂӣӔ

ȴױ Єᾼ−צ Ȳ ṷв

 ᾼ ȲדФӻ ᾼ ֥ϯ

Ӣ ᾼғ ȴѩֽо Ȳо ᵂӣ

╥ Ẓᾬ ד ֥ ȲצϠ ᾼ

оȳ ᾼғ ȷӦ ᾼ

֥Ȳ ӢЛ֝ᾼ ғ Ȳ כ

ⱢїἬṼᾼᾬ Ȳ ∟ ᶮכϠ

ẓצїᾼ ȷҫҵ⁄צϚṷЛ

ⱢїἬṼᾼᾬכ Ȳὑ╥כϠ ї

ᴥᾎᾼῺậ Ȳ֪֪ ṷᴥצױ Ɫכ

їἬṼȲᴖҫҵϚṷ Л╥ȴ ṷ

− Ӑ ϱᾼғ ẃ

Ȳ Ϯ֪ Ȳצḥצв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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ắẃ ȴѷ ᶮכӢỄᾼ

Ȳї ╥Ṽ ֯ Ϛ ⱢẔ

ἬṼᾼᴥ ϱᴖ ӢᾼȲ ╥ᴵ

ᾼѻ ȴ ї ᴶᴖẃᾼ

Ȳвї Ṫᾼ″צ оȲӔֽϱ

ᾼᴥᾎȲвїϷ╥ ӢᴞА

ᾼ֪ ᴖ ӢᾼȴἬѿ צ ῴ

їȲṪ Ϛ″ṪᾼїȲ Л

֪Ӣ ȷ ῴїҠѿ Л ᾼ

֪ȲἨЛ֝ᾼᾬ ӢȲṪ ֯

Ϸ֝ Ҡѿ ӢȲЛ ṳḥצȴ

ṷЛ֝ᾼї ȳ ȳ ȳᴘ Ȳ

Є Ϸ֢צ ȲЄ ᾼЛ֝

ᴯӢ Л֝ᾼ ȲT ṷ֝ ╥

Ϡᵑᾼї Ȳ ɦ ɧẃ

ȴᴵ ẕ Ȳ ẞ

ᾼɦ ϱ ɧȳɦ ɧȳɦἬ

ɧ ȴѿ ᴖṕȲ ѻ ᾼ֪

╥ɦ ɧȴ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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שׁ ẕМצ ᾼв ȲЛ

֯ ᾼ ἘϱȲѩֽЛ

ὑ ҏӢᾼЊ™ᾼϠ Ȳŋ צ

П›ᾼϠᵑⱢ›ᴩȲ֪ Ɫ╥ї ᾼ

Ϡᵑȴ ῀ᾼ ᵑ Ȳֵצю

ᾼ Ȳ ẞᴶ ⇔

Ӣ ȷ ᵂ Ѧ Шצ

ᾼвї ắȹ דּ Ԛ֝

ᾼ Ȳ╥− ᾼȴϠᵑ

Ҭצїȳ ϠᵑПϠᵑ ȹֽὨ

ɦ ῀ɧ иכ−ֵ ȲϚ᾿Ἇ

ᾼ ῀Ѡ ≈ Ȳ ẃ

Ȳ Ϟᴟ ϱ ᾼѻ

ὔϠ ȴֵ П ׄӴ֯׀

ῴᾼ Ȳ ὑἭ һ╥ɦЛ ֪ɧ

ἬӢȲἨ῏╥ɦ ֪ɧᴖӢȲ֪ױ

ׄӴɦצỞɧ╥צ ᾼȴ ї╥

ɦ ỞɧᴖẃȲ Ьצṷ Ȳ

ѹЛ ᴞАїМצȳ ȹ᷀



414 西藏與西藏佛法 

 

֥ Л֥ Ẓ῏ Ȳʌ Ӈ

֥‒ד ᾼȴ 

 

【問】：佛弟子最終目標是成就佛果，但是

法王一方面又說無我，既然無我也

就不會有佛，因此要如何成就佛

果？ 

【答】： ╥ ֪ὑЛϠ Ⱥ ד

Ф Ȳ ᾼȴɦ ɧ

Ӕֽ ῏ ѡђ ȸɦ ѿ

Ȳ Ӽ ᴵȴɧѿ ᾼṔ

⇔иέȲ╠ḥצ ȳḥצᶺȳϷ

ḥצᴵȷЛ ḥצ ῏ ȳḥ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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צ ȲṶ ϱШ ḥצȴᵀ

ɦ ѿѷ‟ Ȳᴵ ϚйצȴɧӦ

ṅ Ἠד ᾼᴞἤẃ Ȳ╥ḥצ

ᴵᾼȲ ᵛ╥ɦ ᶺɧᾼ ᾎ

ȷ ПҵȲṳױ ḥצᶺ ҃

ПᶺȲṶ ϱЛ ᶺȲצ

҃ Аȴḥצᶺ Л ȲḆЛ҃צ

Ҡ צ ҃ Аȷֽ ױ ҃ А

ϠῈכ Ȳ╥ П ȴἬѿ צ

ɦᶺɧИᴩȲ ֯ᴵ в

֢צ╥ ᾨ Ȳ ḥצ ᾎϠ

и ᶺ ȲI  ӐϢϷ иᾼ

ȲʌЄ ᴵ  Ӣᾼ

ᾎᴖ ᾎȴ  

 

【問】：學登等一些西藏年青人說，佛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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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西藏民族的發展懇請法王加

以開示。 

【答】： ЭѷϱӖ ᾼ цӖѻ Ȳ

ẃ Ὃ Ȳ ╥ֻṶȴᶺἬ

ᾼ ϢԚ МȲֽ ђ יִ ὒ

Ғ ֵϢȲṳӑ‒Ԋᴵᾎȴᶺ

֯ 51ȳ52ד ҅ ϠȲ

ḥצỨ ‒ԊȲT צ ѿ ᾼӖ

Ȳ֯ᾨậӖ ᵓ Ѡ Ȳ

ЛҠ≈ ᾼ ȴӦὑצ

 ᾼӖ ȲїМצ

Л῀≢ Иֻᾼ ᾎȲצ ч

ᴖ ễὑ ҟᴵᾎḥ ’ ֻᴫ

Ȳ צ ᾼ ᾎӢ ᾼȷԛ῏

Ӧὑᶺ ᾼׅ ȳἮϰɎЄ ᾼ

Ἢɏ Ἠ צ ᾼ ᾎȲḥצ



西藏與西藏佛法 417 

 

 

֥ᴵᾎ Ȳӑ ֽ ֽᾎȴ

Ἦ ᵌׅ ᴵᾎᾼ ᾼ ȲɲϷ

ᴿֽױȲצҠ ╥ ṷ֪ ȴ

Ѫצ ὧ Ứ ╥◖ Ȳ֝

ᵌ≈ᾼ≈ МȲR ѾϷצỨ ╥

OpiumɎ ѱɏᾼ ᾎȲ ṷѻ

ᾼἨ ╥ ╥ᵣȺ ПỨ

ᵓӣ Ứ П Ȳ֤֯ ῂ ϱ

ᴩ ‹П ȴֽ Ὠ╥ Ӕᾼ Ứ

Ȳ ӐЛ И╥ȴᵀӦױֽ

ὑ ֵ ∟ȳЛ ᾼ ᾎȲӦױ

ᴖі їἨҷҟϠ‒їȴI ᾎв

╥ӦṪ  ׅᾼ ᾎ Ἥ

ᴖẃᾼȲ ӍἨ᷅ᵒ╥

ᾼȷ ЭỨ Єᾼ  Ȳѿ

ᴖṕ ChallengeɎ ɏ╥ẃᴞὑ

דּ Ȳ ֵỨ ẞּד

ᾼ ȴ ᴵᾎᾼṓצ ȲЛᵀּד

ꜜ Лҏ Ȳчᴖ צ ᵗ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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צ Ứ ҷᾼᴞӦȲT

Ԓ ȲἨצ

Ϸ ֻᾼȴ ᴫ ẃᾼϢ╥ᵡЄֵ

−צ ᾼӖ ȹẔ

һᾼќ▀╥ їі ᾼȲ֯ Ԛ

ֽ Ѝ ȲїМצ Ḁ

Лϯᾼ ⌐ Ȳ ẞᶺכ Ԓ

ֵᾼ Ȳד ⱢṪϷ ȳ Ϸ

Ȳ ╥ Ȳ ѻ Ҡ ╥Ӧὑ

ṷ ֪ȴ 

 

【問】：我們皈依並堅信三寶，另外也會供

奉世間天龍等神，這些可算在皈依

三寶之行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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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fiṼ М Л ᵂצϡїᾼfi

ṼȷЛϡїᾼfiṼᵛ╥Лṕ ᴖfi

Ṽȴ ПЛҠѿצϡїᴖᵂfiṼȲ

ᶺϷϚԛ֮ ҵ Ϣ Ȳῴ ᾼ

◕֝ פֿ‒ד ếᴵ Ἠ Ҡ

ѿȲ ӢϠד ᾼ‒Ԋ

⇔Ȳ ѿᴵ ɦ ᶺṓɧ ᾎẃ≈

ᴕ Ȳ ԛϷ ᾎ ắצ ᾬѻᾼ

ϠȲ֯׀ ᾎד‒ ⌡ȳצ ȳ

ỆȳЛ ȴ֪ױẒ ᾼfiṼ ѩ

Ȳ֝ ѿᶺ ᴫ в ẃצכ

ϡїᾼfiṼȷֽ fiṼᴵȳfiṼ

ᾎȳfiṼ Ȳ╥fiṼὑᴵ ц

ї Мᾼғ Ȳἒ ῏ Ϸ

╥ ᴯѿϱȲ ╥ Ὲἤ

ѿϱᾼ ῏Ȳױ ПⱢ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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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學習空性，並經過許多思惟認為

確實很能遣除內心的困難。但是一

段時日以來，對世間任何事都感到

索然無味，也能毫無顧忌地對他人

講點話。想通了凡事都無自性而能

夠暢所欲言，但也因此而與他人格

格不入。佛經大力提倡空性的修

持，認為是成佛所必修的道，但這

很不容易。請指導如何解決這個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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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答】：Ҡ ế Ṇ ѯ צ ᴿ ᾓȴ

ϢϷצ ᶺ ȲЀ ϱ ῈἤȲ

Ɫ ɞ ї ɟ ╥ Ὲ

ἤȷᵀ Ὲἤᾼ Ὠ╥ҷҟ Ȳ

ֽצ CoolɎҷҟ ɏȲ

҃Ϣᾼ ѽ ֝ṝắᾼ

Ȳ Ϛכ ᵐ ᾼϢȴצϢ

Ϸ ᶺ ╥Ш ᾼ ȹẞ

Ἁ╥≢ ϠȹᶺЛ῀ ҃ӐϢᾼ

ᴩȲϷЛ Шצ҃ ᾼ

ȴֽὨ ϚϯȲἨ ╥ ԉᴶ

Ṷ Лᵂ ȲШ Л ᾼ ὨȲ

 ϠὝḚȲ⁴ ᾼὝḚ

ϠῺậᾼ֪כ Ȳ ẃ

ȲἨ צ Ҡ ȲϷ ѿⱢ‒

ϠῈἤȲ ᴥȳ ȳ 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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Ằȳ ȳ ᾎȳХ ᴞἤꞋῈȷ

Ӧ ṷ Ұ ẞϚ ἘȲ Ɫ

ɦῈᵛ╥ ɧ╥ Ш ḥצȲ

Мѥ ϠШ ȹ ҏ֯ḥ

ɦῈ ɧȴ ѻ ȸɦ

֪ ӢᾎȲᶺ ᵛ╥ῈȲӼⱢ╥

֤ȲӼ╥М ȴɧѻ ᴞצדᾼ

М Ứ ᴞד ᾼМ ỨⱢ

ṓ῏ Ȳ ᵛ ҃ ẞȸᶺ

Л╥ ṓ῏Ȳᶺ╥ד‒ ῏Ȳᶺ

Л ╥Ω Ȳ̓͂Ḇ╥ ṅ

ṓᾼȷМ ɞҳᴍ ɟ ᾼ

έȴ֪ױ ɦῈἤ ɧȲϠ

Ɫɦ ɧȴ ПἤῈП Ȳ

ṳ ᷄ЛẞׄӴ ȷ ɦῈɧᾼ

֪֯ὑȲ ᾎ╥Ṽ ȳṼצ ᴖ

ׄӴᾼȴ ֮Ϡ ῈἤȲ

Ɫ ȲṳӦ П ӴῈἤכ

ПᾎȲ ᴖױ Ȳ ẞɦ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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ɧȴᶺếҵ Ϣ ȲῈἤṳЛ

╥ ZeroɎ ɏȲ Ш ḥצ

Ȳɦ ɧ╥֯׀ᾼȷ ḥצ Ȳ

Л ҒȲϷצ ЛҠ ῈȲἬצ

ѿɦ ɧ╥צᾼȲ ᾎ╓ һȲ

ᵀצẔғ ȴ֪ױɦἤῈɧ֝

ᾎᾼ֯׀ȴϠ Ὲἤ ȲЛ

Ҡѿ᷂Ὲἤככԓ Ȳ

ᾼϢצҠ ⱢɦῈἤɧ ╥ԓ

Ȳ Ɫ ḥצԉᴶї ȲѿⱢ

Ш ḥצȲֽױ ֤ṕ

ᾎȴ Ҡѿ ≈ їẃ

Ȳ ≈ Ὲἤ∟ȲῈἤПṓ╥

 Ϡ їȹ ╥ Ϡȹ Ὲ

ἤ∟Ȳֽ Ὠ צ ֽ⧵כ

ѓȲ ҃ ắᾼ Ϸ ֽ ѓȲ

Ɫ ṷ ЛϱШ ȲϞᴟӢЛ

ᶦ ҃ ᾼїȲֽ Ὠ╥

ᾼ Ȳ ᾼῈἤ ϠȴῈ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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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ȲֽὨ╥ ẞӔ ϱȲ ї

╥ ϱϠИ ȴʌ Ϛᴯẃ

ᴞὕ ᾼ ȲБ ἏӢϠȷᶺ

╥ᾎхȲФד Ȳ ҃Ϸ

╥ ᶺ ᾼȴʌ

ɦЄ ɧ҃ ẞȸ ≈ Ȳ

ᾎḀѦ֮ МẃȲ Ҡ ᾼצ

Ӣ ᶴᾼ ȴʌ Ἤ

Л Ȳ҃ ȲϚ ẞ ᴩв

Ȳᵛ ☼ Ȳ ╥ ῈἤצӔ

ᾼ Ȳ ȲɦῈӔṓɧ

ᵗ ц‒ї Ȳ ҃

ϩ֮  ȴἨ ᵣȲױֽ Ҡ

ῈἤП Ȳ Ẕֻ֤צד

Ȳᵀ ӔᾼῈἤ Ȳֽ֝ Ἤ

ᾼ ȸɦ ֪ Ӣ

ᾎȲᶺ ᵛ╥ῈȲӼⱢ╥ ֤ȲӼ

╥М ȴɧȳɦӑ ϚᾎȲЛצ

֪ ӢȲ╥╝ϚйᾎȲ Л╥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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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ȴɧ ṷȲ Ϡ ῈἤἨ

צ ᵗȴɞМ ɟᾼ 24₇

Ȳ צ Ȳ Ԓ כ

26 ₇ȲԒϠ ᶺ Ϛ᾿ắẞ Ὑ

ᾼ Ȳԛכ 18₇ ӦῈ

ἤ ὙП Ȳ ᴶⱢῈἤᾼ

ȲɦῈɧ ╥Ш ḥצ ȹ

צ24₇ ᾼ ȴ Ṷ

ὑ═ᴞἤῈᾼṓ῏ Ȳ ҏ

ᾼ Ȳ ὑ ṷᾼ Ȳ

ֽᴶẃ֫ ȹϭᵂϠṪṷ

έ Ὑềȹ ṷ∟Ȳ їМ

᷄ẞ ᾼȴ ╥ ᾎȲ

22 ₇− ᾼ ɦ֤ṕׄӴɧ

ᾼв Ȳ ╥ ᾼ⌡ ᾼֽẃȲ

Ϛ Ȳ ѩ ֻȲẔһᶺ

Л Ϡȴ ẔһצПҵȲᶺϷḥױ

Ҡ ᾼ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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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們西藏的學生們怎麼樣能以佛法

為根本而來服務社會？ 

【答】：ѷ ϱᾼ צ ֵ  ֽ ȳ

Ἠּד Ȳ ֢ה֢ ᾼ

ѷ ȲЛ ╥ⱢϠ Ϣ

ȹ ╥ⱢϠᵓ Ϣ ȲҠ

╥ ֵ ᾓчᴖ כ ҃ϢȴẂ

ֽ  ᾼ Ȳ

ӣᴞ Ȳֽדצ ⇔ᾼϠ

Ȳ ≢ ẃ Ȳњ◕Ἠ

֥ᾎȳἨ Л֥ᾎȲꜙᴟצᾼ

ȳ Ẓ Ȳ ≢

ᾼ▲ ȹꜙᴟ≢ ҟᴩ ᾎ

Ừȹ ϴ ṷ ╥ ὙϢᾼ᷂

Ȳᴔ Ϣ ЛẃȲᴔ Ϣᵂ

ṷȲϚứ ᴍҏȷ֪Ɫ Ὑ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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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ᾼ Ȳ Л Ϣ ȴ

Ϣ Лẞᾼ֮ѠȲᴫכ ‟ Ɫ

ɦ֮ϯᴔ ɧȲ ϯᾼ

ᵂȲᴖ ᴩϚАПṂȲ כ Ϣ

ᾼṶ Ȳ ╥ ѽϠШ ȹ דּ҅

╥ⱢϠϢ ᾼᶶ ᴖ

ȲT ύ ╥≢ ᾼȹ

ϭ ӣẞṪẐϠȹ≢ чᴖ

כ Ⱨȳ Ϣȳ ֮ ᾼЏẓȹ

ṷẔ ṳЛ╥ּד Ӑṝᾼ

ȲּדᶾṳЛҠ Ȳּדᶾȳּד ế

╥ ᾼȴT ṷ ӣ

֯чѠ Ȳ֣ כ ṳ ẃ

ȴױМ╥ѥ ϠШ ȹ Ӑ

ᴖṕȲᴩ ѽṏ ᾼ ȲҬ

ѻ ȲϚй צכ

ᾼȴчП צ ắȲϚй

צⱢכ ᾼȴᶺ ᾼɦО ɧṳ

ḥצ ᶺ Ȳ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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ᴩȲ ᴩᴖὢ ῂ Ȳ שׁ

ɦО ɧȴ ɦО ɧЛ

ᾼ ц ȲἬצᾼ

ᵗ ҅῀ ȷ

ɦО ɧѻ ᾼ╥ Ȳ᷂һ

оכ Ṏ Ȳ ╥ Ԇвїȳ

Л ᵑϢȲ ḵḵᾼ ᴰ Ϛ

ȴЛ דּ╥ ȳּדᶾ ῏Ἠ╥

√ ȲἨⱢ ȷѿ ӢⱢ

ẂȲῺẃ ֯М צ ֵᾼ

ӢȲ Іᾼ Ȳ ẞ Ṽᾼ

Ϣ Ȳ ֯҃ᾼӢỄ ḇ›Ȳậ

ϯ҃ᾼṊȳῐȳ ȳї Ȳ

ᾼ ἠȷҙד› Ӣ צ Ἦ

Њ™Ȳ Ϣ ЛṓϠȲ ẃצ

  Ṋȳῐȳ ȳї ᾼϢȴ

М Ὼדẃ ӢӦὑ Ӣᾼ

ҷἬ ᾼכ Ή Ȳꜙ ᴟ Ӣ

ϷכϠ├ ѻ 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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Ҡṕȷ ױֽ ᾼṶ Ἤצ Ȳẞ

Ἁ╥Ṫ Л ϠȹẔ ֪ṳ

Ѭ ЛṜȲᴖ╥֪Ɫ ѽ ѷ

ȴI   ᾎ╥≢ ᾼềȹ›

ẞɦῈἤ ɧПṓȲ ᶺ

Broad MindedɎ ЄɏȴϚ

ứ צ Ȳ ᵅ ⇔Ϸ ׀ Л

҃Ϣᾼїȷ ֯ Ἤ

ᾼϚйȲ ᵓ҃ἤȲϷכ

ϢӢ צ ȷḥצ

їȲἬ ᾼ῀ ᵓצ╥ צ╥

ȹЛ ᴖ῀Ϡȴ֪ ױ ᴵᾎᵓ

ῂ ȲЛ ╥ ᴵᾎᾼв ᴖ

Бȷᴵᾎї ֯ὑḂ ᶺ ᾼ

ᾎȲ᷂Лֻᾼ ᾎі ᾼֻכ

ᾎȴ ᵑ Ȳᶺ ҵצἬ

Ḗȴֽ› щᶺ֯֙⇔ ᾼȲᶺ

сЄ ȳḽЅ֯ ᾼᴵᾎ

῀ Ȳ ᶺ ῂ ḽ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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Ȳ ɞМ ɟ ᾼᾎ ȴ

ֽὨ ҏԚׁ֝ש ᾼ ȲṪ

ᴫ ϢӖᾼῂ Ȳ ӔכⱢ

ếӂׄ ᾼῂ Ȳứ צⱢכ

ᾼῂ ȲṳЛ Ҭ╥ ᴵᾎ Ⱥ

֯ ҅ Ṏᾼ ϱȲḆҒ ᴵ

 ᾼ ᾎȷ Ӣẞ Ȳ

ᶙ ᾼᴵᾎȲ ԓϩѿ

Ȳχ ⁄− ẞȴ֣ ϱ Ḗɦг

ֿ ṕɧ ȲҬ═ гֿ ṕȲ

ЛᵀכЛϠ ᴩ Ȳ̓͂Ϸ ᾎ

ᴵᾎᾼϩ ȴᶺ Ϯ ᾼ ├ȳ

цẁ Ȳ  ᾼֻȲ

ᵀ ṷ צ╥ ᾼ ᴩȴ Ϸ

ȲT ╥ ᾎ

כ ӔᾼᴵᾎȲ ╥ӦṪ   ῏

Ἤ ᾼȴ ᾼ

Ȳ ẞᾼ ╥ ц≈ ᾼ

ӦȲ ẘᾼ έ≈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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ᾼ ẕМȲ−ю ẞ ├ȳẁ

в Ȳ Ӕᾼᴵᾎ ѩ

ȲᵀЛ ╥ ᾎ ᾼȴᶺ

ἕᾎẕЛ ᴖḇПὑ ȲᴞА

чᴖ֯ҫϚ צ Ȳ Ϛṷ

ὔᾼȲ ╥ᶺ ᾼ ᾎȴ ṷ

ᾎӇ Ḃ Ȳ֪ ᾿ᶺϚױ

Ϛ 21ѷּנᾼᴵ Ȳ ṷצ

Ȳᵛṿ ẞּד Ѡ ᾼ ᾨȲ

ϷϚứ ẞ ᾨᾼᵓ Ȳ

Иֻȴ֪ױ ᴵᾎȲ ҏ

ȳ⁞ цᴞ‒Ȳᵛṿ╥Ӗ

ȲϷЛ╥ ╤ᾼ ȷצ ᾼ

Ӗ Ӗ ‒ї╥−

ᾼȲ ᶺצ ц ᶊᾼӖ Ȳ

╥ЛҠậᾼȲӦ Ӣ ᾼӖ

И╥Ҡậᾼ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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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於 2007 年六

月在達蘭薩拉給西藏學生開示時的演講完整

內容】 

 



 

 

【迴 向】 

勝菩提心極珍貴，諸未生者令生起， 

令已發者不衰退，展轉增上恆滋長。 

願我能以此善業，速捷成就上師佛， 

並將一切諸眾生，安頓立定於彼地。 

勇猛文殊如實了諸法， 

大行普賢菩薩亦如是， 

為能隨從彼等清淨學， 

我將此等善根皆迴向。 

正如一切三時善逝佛， 

所讚種種迴向中最勝， 

為行普賢行我亦如是， 

將此善根各各皆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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