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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道次第菩提道次第菩提道次第菩提道次第二二二二】】】】    

雪歌仁波切講授 潘信慧翻譯 

2003/09/14 

  寂天菩薩在《入菩薩行論》當中說過一個偈頌「旣得此暇身，若我不

修善，自欺莫勝此，亦無過此愚。」可能大家都很熟悉，意思是不可當傻

瓜。當下我們具足學法的條件，以所得的所依身來說，我們遠離了八無暇。

亦即既遠離了地獄，也非投生在畜生道、餓鬼道或長壽天，我們所得到的

是個真正可學法的人身；不但如此，我們所處的環境也不是沒有佛法的地

方，或出生在當地雖有佛法，卻聽聞不到法的邊地；而且也沒有墮入邪見

或是處在充滿邪見的地方，再者，五根也都很俱全，我們已經得到最圓滿

的學佛條件。既然已經得到這麼好的有暇身，可以用來修學佛法，如是人

身比超過百萬億價值的珍寶更為珍貴。所以，擁有這麼殊勝的人身寶，卻

不知道好好用於求法，就實在太愚笨了。 

  人身之所以珍貴，就是因為我們生為人身的當下，可以學法。在我們

這一生、這一年、這個月、這個星期、今天，乃至此刻當下，我們都有學

法的機會，因此，這個人身十分珍貴。我們今天之所以說它珍貴，主要是

說當下具有學法的因緣。 

  即使我們手中擁有如意寶，也只能利益到此生而已。現代人都很喜歡

錢，縱使我們賺到了幾億的錢財，這些錢財也只能讓我們這一生得到利益

而已，等到一口氣斷了之後，還是兩手空空的走向來世。如果當下我們以

十分鐘的時間努力修持，這樣的善業可以使我們生生世世都受益，而且使

我們一生比一生更接近佛果位，是一件具有珍貴價值的大事。 

  相反的，我們大都沒認清人身的價值，沒好好利用它，總以為還有比

能夠求法的人身還更珍貴、更值得追求的。我們可能虛擲一整天，卻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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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覺得可惜。而如果同樣的一天，也許去玩了股票、期貨，在這一天的

買賣當中虧了一百萬，恐怕這一整天都會吃不下、睡不著，難過得要命，

不斷的嘆氣，真的是很顛倒。因此，我們千萬別再愚笨至此了。 

  像這樣的偈頌，在很多經論當中都有，我們最好能夠早上起來就去思

惟一遍，自我勉勵一番。也可以把這一類的文意寫下來，貼在自己房間的

牆上，早上起來時，就先勉勵一下自己。 

  我們要去思惟人身是如此的珍貴，具足那麼完備的求法條件，當下覺

知到人身的價值是如此珍貴，在這樣的基礎上，像我們剛剛在唸〈皈依發

心偈〉時，就好好去思惟，把自己求法的動機調整正確，有正確的動機來

聽聞佛法的話，一定可以有很好的結果，這樣的一席聽法就會帶來很大的

益處。 

  上一堂課提到科判「為明法源清淨故，釋作者之重要」、「為於教授生

敬信故，釋法之重要」、「於具足二種重要之法，應如何聽受講說」及「如

何是以正教授引導弟子之次第」。在「為明法源清淨故，釋作者之重要」這

個部份，已經介紹過作者的出生地、種族的殊勝和作者本身具足教功德的

殊勝，今天要解說的是作者在證功德方面的殊勝。 

  我們就依著文一字一字的唸下來，這樣的帶法，不曉得大家的感覺怎

麼樣。其實真正帶課，是要這樣帶才好的，如果我們把整部道次第讀過，

來日自己再讀這部論或向別人講說時，就能完整。如果大家不照著文依次

的學，而只是由我把大意講給大家聽，就不可能有那樣的效果。當然，只

是講大意，可能大家聽起來會比較輕鬆，可是，絕不會有完整的效果。如

果我們能夠依文完整的來解說，雖然現在比較辛苦一點，但是未來確實有

它的效果。而且，沒有依照論典而只照自己意思講解，在西藏也沒有這樣

的講課方式，以這樣的方式講課是不好的，授課的老師會被批評為「都是

自己在胡說八道，自己愛講什麼就講什麼，沒有依據」。 

  上課前，最好自己能在家裡預習，先了解一下文中的意思能懂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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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課堂上，再看看師長又補充講解了什麼，好好的思惟自己懂了些什麼，

以及對實修有何助益、真正有能力實修的有多少，解、行這兩者是非常重

要的。 

  我為了這件事也思考了一、兩天，雖然照著課文講下去，大家可能會

比較辛苦，不過，經過考慮還是覺得應該要照著課文講才好。 

  阿底峽尊者本身所得功德當中提到兩點，先是知見廣博獲教之功德，

再是如理修行獲證之功德。我們自己在學習的過程當中，應該以阿底峽尊

者為典範，也應該先好好聞思經論，隨後依照所聽聞的法去實修；科判中，

先示阿底峽尊者的教功德，後示其證功德，如此的前後之分，正是告訴我

們應該聞而後思，思後應修的道理，我們要懂得其中的深義。 

  透過實修才真正能獲得實證的功德，而實證亦不出三種範圍，即戒、

定、慧三德，而此三種證德的證得亦有其次第，而非突然證得的。這個次

第就是三學—戒學、定學、慧學。有關戒學的部份，就是別解脫戒、菩薩

戒和密乘戒三種。戒學所講的就是規矩，也就是我們外在身的行為及語的

行為本身必須有一個規矩；事實上，身、口二門的種種造作如果是不善業

的話，它是屬於粗分的煩惱，如果具有這種粗分的煩惱，還想要去學習佛

法，不可能會有一個很好的結果的。所以，一開始我們一定要先調伏身、

語這兩部分的粗分煩惱，這是戒學的部份。如果能做到這一點的話，慢慢

的我們的心才能比較寧靜下來，心寧靜下來就屬於定學的部份，透過這樣

子心一境性的修持，才能修慧，戒、定、慧三學才可能有所獲得。舉個例

子來說，如果我們現在到一個很紛擾的市場裡，在那裡打坐、觀修，根本

不可能修得成什麼的。 

  請看文第五頁倒數第二行，「丙二丙二丙二丙二、、、、證功德者證功德者證功德者證功德者。。。。以三藏靈文能攝盡一切以三藏靈文能攝盡一切以三藏靈文能攝盡一切以三藏靈文能攝盡一切

佛教佛教佛教佛教，，，，故證之功德亦以戒定慧三學攝之故證之功德亦以戒定慧三學攝之故證之功德亦以戒定慧三學攝之故證之功德亦以戒定慧三學攝之。。。。」在所有真正實際的修持上來講，

都是總攝在三學裡面，道理為何呢？因為佛所說的教法都總攝在經、律、

論三藏裡面，當然佛的教法是我們要去實修的，實修的部分就總攝在三學

裡面。所以，三藏和三學之間有很密切的關係。戒學的實修方法就在律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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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故律藏中所宣講的就是如何去實踐戒學，經藏所闡釋的內容就是如

何去實踐定學，論藏就是如何去實踐慧學的部份，三學與三藏之間的關係

就是如此。 

  「故證之功德亦以戒定慧三學攝之」，阿底峽尊者圓滿了戒定慧三學的

實修，意即圓滿實踐了佛陀所說教法。 

  接著看文，「戒學者定慧一切功德之所依戒學者定慧一切功德之所依戒學者定慧一切功德之所依戒學者定慧一切功德之所依，，，，千經萬論之所讚者也千經萬論之所讚者也千經萬論之所讚者也千經萬論之所讚者也，，，，欲求欲求欲求欲求

證得定慧證得定慧證得定慧證得定慧，，，，先須具足淨戒為增上緣先須具足淨戒為增上緣先須具足淨戒為增上緣先須具足淨戒為增上緣。。。。」我們要如何生起三學的證量呢？首

先一定要先生起戒學的證量，之後才有定學、慧學。 

  接著看文第六頁第一行，「於此有三於此有三於此有三於此有三」，戒學部分可以分成三種，「初具初具初具初具

足殊勝別解脫戒者足殊勝別解脫戒者足殊勝別解脫戒者足殊勝別解脫戒者」，這就是講阿底峽尊者先是具足別解脫戒，再慢慢漸進

而上，最後能夠持守密乘戒。 

  「尊者於受得比丘戒後尊者於受得比丘戒後尊者於受得比丘戒後尊者於受得比丘戒後，，，，愛護其戒愛護其戒愛護其戒愛護其戒，，，，如犛牛愛尾如犛牛愛尾如犛牛愛尾如犛牛愛尾。。。。守護輕細猶且捨命守護輕細猶且捨命守護輕細猶且捨命守護輕細猶且捨命

不渝不渝不渝不渝，，，，於諸重禁夫復何說於諸重禁夫復何說於諸重禁夫復何說於諸重禁夫復何說。。。。大持律上座之稱大持律上座之稱大持律上座之稱大持律上座之稱，，，，於焉起矣於焉起矣於焉起矣於焉起矣。。。。」在西藏高寒地

區的犛牛，十分珍惜自己的尾巴，隨時都將尾巴高舉向著天空，就怕尾巴

碰到其他東西，所以就一直舉得高高的，不讓它去碰到別的東西。阿底峽

尊者在守護戒律上，就像犛牛一樣小心翼翼的守護牠的尾巴，因為他對戒

律如此嚴密守持的緣故，最後不論是在那爛陀寺或是濟迦麻囉喜囉寺，都

榮獲大持律上座的美譽。 

  文中「具足菩薩戒者具足菩薩戒者具足菩薩戒者具足菩薩戒者，，，，」意思並非全具三種戒之後才能進入定學的修

持。文中雖云阿底峽尊者全具三乘戒律，並廣為聞思修聲聞、般若和密乘

等三乘教典，但以聲聞乘而言，有其三學之實修步驟；以般若乘而言，亦

有其三學之實修步驟；同樣的，以密乘而言，亦有其三學之實修步驟。因

此，我們並不須疑惑自己是否於戒學上亦需全具三種戒，才能進入定學的

修持。亦即持守別解脫戒，有以其為基礎而生起之定慧，而持守菩薩戒，

亦有以其為基礎所生起之定慧，同樣的，持守密乘戒，亦有以其為基礎所

生起之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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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看文，「次次次次，，，，具足菩薩戒者具足菩薩戒者具足菩薩戒者具足菩薩戒者，，，，尊者於修習慈悲為本菩提心之教授尊者於修習慈悲為本菩提心之教授尊者於修習慈悲為本菩提心之教授尊者於修習慈悲為本菩提心之教授，，，，

雖曾多所參學雖曾多所參學雖曾多所參學雖曾多所參學，，，，別經久時別經久時別經久時別經久時，，，，特依金洲大師修習由彌勒文殊降及無著寂天輾特依金洲大師修習由彌勒文殊降及無著寂天輾特依金洲大師修習由彌勒文殊降及無著寂天輾特依金洲大師修習由彌勒文殊降及無著寂天輾

轉傳來最勝教授轉傳來最勝教授轉傳來最勝教授轉傳來最勝教授，，，，於自他相換之菩提心隨得生起於自他相換之菩提心隨得生起於自他相換之菩提心隨得生起於自他相換之菩提心隨得生起。。。。由願由願由願由願入行而受學處入行而受學處入行而受學處入行而受學處，，，，廣廣廣廣

修諸行修諸行修諸行修諸行，，，，毫無違越毫無違越毫無違越毫無違越。。。。」阿底峽尊者於菩提心的修持上，持守了許多菩提心

的學處，別說是願心八戒和行心十八根本戒，就是其他師長所說的相關戒

律亦皆持守；尤其是以十三個月的時間搭船，尋訪金洲大師，跟隨金洲大

師學習菩提心的教授，於心續中圓滿生起菩提心，並圓滿了諸多菩提心的

學處。 

  菩提心的教授有兩種，一是廣行派，一是大行派（加持派）。這裡提到

的「由彌勒文殊降及無著寂天輾轉傳來最勝教授」，這部份要分開來看，就

是由彌勒菩薩傳到無著菩薩，由文殊菩薩傳到寂天菩薩。由文殊菩薩傳到

寂天菩薩的部份，就是自他相換的生起菩提心的方法。廣行派則是從彌勒

菩薩傳到無著菩薩，這是七重因果教授的生起菩提心的方法。 

  「由願入行」，菩提心有願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兩種，一定要先有願菩提

心，才能有行菩提心的生起。我們一般在念誦「為利有情願成佛」，希望為

利有情而成佛，僅止於發願，這是願菩提心。行菩提心則不僅僅是個願望

而已，而是真正下定決心去實踐為利有情而努力修持以成佛。「由願入行而

受學處」，就是不僅僅發願，而是承諾願守戒行持學處，這就比如我們持守

菩薩十八根本墮和行持各種菩薩學處等；因此，受持菩薩戒就已非願菩提

心，而是行菩提心了。 

  接著看文，「後具足金剛乘戒者後具足金剛乘戒者後具足金剛乘戒者後具足金剛乘戒者，，，，以具觀自身成本尊之生起次第以具觀自身成本尊之生起次第以具觀自身成本尊之生起次第以具觀自身成本尊之生起次第，，，，及金及金及金及金

剛心圓滿次第之三摩地剛心圓滿次第之三摩地剛心圓滿次第之三摩地剛心圓滿次第之三摩地，，，，隨成瑜伽之尊隨成瑜伽之尊隨成瑜伽之尊隨成瑜伽之尊。。。。特別於所制禁戒無所違越特別於所制禁戒無所違越特別於所制禁戒無所違越特別於所制禁戒無所違越，，，，諸三諸三諸三諸三

昧耶如理守護昧耶如理守護昧耶如理守護昧耶如理守護。。。。」阿底峽尊者不僅謹慎持守共大乘的菩薩戒，同時也具足

密乘戒，三種戒都非常圓滿。密乘戒的部份，這裡提到生起次第和圓滿次

第皆屬無上瑜伽，意即阿底峽尊者，依生起圓滿二次第之禪定而進入本尊

瑜伽。可見阿底峽尊者對於密乘戒的十四根本墮也都非常謹慎守護。 

  接著看文，「如上三種禁戒如上三種禁戒如上三種禁戒如上三種禁戒，，，，非僅受時暫起勇進非僅受時暫起勇進非僅受時暫起勇進非僅受時暫起勇進，，，，亦於受後各別隨行亦於受後各別隨行亦於受後各別隨行亦於受後各別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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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不違犯終不違犯終不違犯終不違犯。。。。設有違越設有違越設有違越設有違越，，，，亦疾各依還淨儀軌除罪清淨亦疾各依還淨儀軌除罪清淨亦疾各依還淨儀軌除罪清淨亦疾各依還淨儀軌除罪清淨。。。。」阿底峽尊者對於以

上三種禁戒（別解脫戒、菩薩戒和密乘戒），他不僅勇於受戒，並且勇於實

踐、持守。而我們不同於阿底峽尊者的是受戒時很勇猛，但守戒時就顯得

一點兒也不勇猛了。阿底峽尊者非常謹慎持守禁戒，很少會有違越。縱使

有違越的地方，也都會儘速的作懺悔的儀軌，讓罪染能夠盡速清淨。而比

丘戒和沙彌戒等出家戒律本身是很細微的，如果行者又同時具有菩薩戒的

話，往往會為了利益其他有情的緣故，而難免違越比丘戒或沙彌戒，阿底

峽尊者對於這一類的小小違越，也都能夠盡速且謹慎的將罪染清淨。 

  接著進入定學，請看文，「具足定學有二具足定學有二具足定學有二具足定學有二，，，，一共者一共者一共者一共者，，，，得止中心之堪能得止中心之堪能得止中心之堪能得止中心之堪能。。。。

二不共者二不共者二不共者二不共者，，，，證得最極堅固之生起次第證得最極堅固之生起次第證得最極堅固之生起次第證得最極堅固之生起次第。。。。又修禁制之行六年或云三年又修禁制之行六年或云三年又修禁制之行六年或云三年又修禁制之行六年或云三年。。。。」在

定學功德上，阿底峽尊者雙俱共與不共的定學。只要不屬密乘法，都名之

為共學，聲聞乘和般若乘都是共學，密乘則為不共學。共學的定謂之「心

堪能性」，而密乘修定則有其不同的方式，先是觀自身（能依）為本尊身，

所在的房屋（所依）則觀想為無量宮，身邊的人則觀想為淨土當中的補特

伽羅，觀想自己所在處所即淨土。以聲聞乘和般若乘修定的定義來講，定

就是心堪能性，使心能專注於一境，也就是心一境性，如此一來，我們就

可以去駕馭我們的心，讓心能夠聽我們的話，要心怎麼做，心就怎麼做，

這是共學部份的定。在不共學（密乘）方面，就是以生起次第為定學，就

像剛剛說的那樣，將自己的身觀想為本尊身，而將自己所處的環境觀想為

清淨的國土，而阿底峽尊者於此二種定學都已極為穩固。 

  文中說到阿底峽尊者「又修禁制之行六年或云三年」，「禁制之行」在

藏文中是「明禁之行」。也就是阿底峽尊者修不共三摩地時觀想所處的環境

是無量宮，也就是清淨土，觀想自己是本尊，所以，所見的外在一切境相

都是清淨相。譬如，本來是不能吃住使用的，在他眼中都轉化為可以吃住

使用的，內外一切皆清淨。也就是他心中所現，眼中所見及自身的行為都

不同於他人，都是非常清淨的相狀，這樣的修學就稱之為「明禁行」。阿底

峽尊者這樣修了六年或三年，生起密乘的定學。其實，我們絕對可以猜測

出來，以阿底峽尊者如此精進的修持，別說六年，即使只是三年，也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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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生起密乘定學的。 

  接著看慧學的部份，「具足慧學有二具足慧學有二具足慧學有二具足慧學有二，，，，一共者一共者一共者一共者，，，，謂得止觀雙運之觀行三謂得止觀雙運之觀行三謂得止觀雙運之觀行三謂得止觀雙運之觀行三

昧昧昧昧。。。。二不共者二不共者二不共者二不共者，，，，成就圓滿次第之殊勝三昧成就圓滿次第之殊勝三昧成就圓滿次第之殊勝三昧成就圓滿次第之殊勝三昧。。。。」依奢摩他而修毘缽舍那是共

同慧學的部份，「觀行三昧」即是勝觀、慧學，此即最殊勝的慧，諸如證得

無常之慧，證得補特伽羅無我之慧，證得空性之慧（四諦、無常等十六行

相的空性）等。 

  不共慧學的部份，阿底峽尊者成就圓滿次第的殊勝慧學。我們無始以

來就具有俱生慧，俱生慧是一種極微細的心識，此心識極其明利，這種微

細心識不是我們平時有能力使用的，而是到達圓滿次第時，此俱生慧方能

發揮其效能，以此微細心識了知境之空性，此俱生慧又稱為光明，也就是

俱生光明，這是在密乘圓滿次第時方能成就的慧學，此種智慧自是極微細

最殊勝的智慧。 

  阿底峽尊者具足教、證二德之後，就開始行利他事業，就如同科判中

所云，知見廣博獲教功德、如理修持獲證功德，之後才是於佛教中所作事

業。也就是阿底峽尊者在自己獲得教功德和證功德之後，才開始行利生益

教的事業。所以，我們也要反觀一下自己，當我們想要去教導別人的時候，

自己是不是要先學一學呢？在教導別人之前，一定要自己先改變，才有能

力去教導別人。如果我們自己不會游泳，一下水就溺水的話，想要去救人，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一定要自己有辦法從水中爬到岸上來，才能把別

人救起送上岸來。如果我們自己本身都會溺水了，卻想把別人救上岸，那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不但救不了對方，而且，淹死的不只是一個人，而是

兩個人了。 

  阿底峽尊者在具足教、證二德，也就是具足了戒、定、慧三學之後，

在佛教中所作的利生事業，請看文。「乙三於佛教中所作之事業分二乙三於佛教中所作之事業分二乙三於佛教中所作之事業分二乙三於佛教中所作之事業分二，，，，丙初丙初丙初丙初

於印度所作於印度所作於印度所作於印度所作，，，，丙二於西藏所作丙二於西藏所作丙二於西藏所作丙二於西藏所作。。。。」在西藏所作的部份，之前有稍微介紹過

了。在印度所作的部份，也就是阿底峽尊者曾經三次戰勝外道，請看文。「於於於於

金剛座大菩提寺金剛座大菩提寺金剛座大菩提寺金剛座大菩提寺，，，，曾經三次制諸外道令受佛教曾經三次制諸外道令受佛教曾經三次制諸外道令受佛教曾經三次制諸外道令受佛教。。。。復於內宗上下諸部復於內宗上下諸部復於內宗上下諸部復於內宗上下諸部，，，，有未有未有未有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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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及邪解疑惑等垢者達及邪解疑惑等垢者達及邪解疑惑等垢者達及邪解疑惑等垢者，，，，洗除令淨洗除令淨洗除令淨洗除令淨，，，，增長正法增長正法增長正法增長正法。。。。各派對之各派對之各派對之各派對之，，，，均極愛敬均極愛敬均極愛敬均極愛敬，，，，不分不分不分不分

部類部類部類部類，，，，視同頂髻視同頂髻視同頂髻視同頂髻。。。。」阿底峽尊者的教證二德都非常圓滿，在這樣的基礎上，

別說是教內，即使針對外道的典籍和外道辯論，也是每次都能折服對方，

因而美名遍於四方；在當時，辯論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因為辯贏的那一

方可以將對方的弟子全部帶走，故說阿底峽尊者廣益教法。 

  接著請看阿底峽尊者在西藏所作的利生事業，「丙二於西藏所作者丙二於西藏所作者丙二於西藏所作者丙二於西藏所作者。。。。藏藏藏藏

人迎請入藏宏法人迎請入藏宏法人迎請入藏宏法人迎請入藏宏法，，，，雖經多次雖經多次雖經多次雖經多次，，，，均未邀允均未邀允均未邀允均未邀允。。。。嗣當藏王菩提光秉政時嗣當藏王菩提光秉政時嗣當藏王菩提光秉政時嗣當藏王菩提光秉政時，，，，復迭派復迭派復迭派復迭派

使臣延聘尊者使臣延聘尊者使臣延聘尊者使臣延聘尊者，，，，乃蒙降臨乃蒙降臨乃蒙降臨乃蒙降臨。。。。」阿底峽尊者入藏弘法的因緣，即在西藏所作

的利生事業，在《廣論》中講得比較詳細，這裡比較簡略一點，我就以《廣

論》及《阿底峽尊者傳》中的典故來說明。 

  藏王菩提光和藏王智慧光兩人是侄叔關係，智慧光藏王執政時，派了

二十一位西藏境內頂尖優秀的學子赴印度學梵文，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因

為在此之前雖有蓮華戒論師和靜命論師將正法傳入西藏，可是，經過歷史

的演變，朗達瑪藏王幾乎摧毀了整個教法，他引進印度各類非佛教的教法，

使得西藏境內充斥種種相似法，使真正修持的人無所適從，佛教顯得十分

衰微和混亂。爾後，智慧光藏王看到這種情況，心中極為不忍，想要重新

弘揚教法，於是選派二十一人到印度求法。他想，若要能重振教法，一定

要請到優秀的老師，也要有很好的翻譯，所以就選派了二十一位學子到印

度去學習梵文和經論。希望在這些學子學成之後，再請幾位老師到西藏來

教，然而，不幸的是，最後只有兩人存活，其餘都為法捐軀了。 

  現在到印度或其他國家，較諸早期實在輕鬆、幸福多了。過去從西藏

到印度，可能要跋山涉水好幾個月的時間，現在到印度，只要數小時的飛

機就到了。講到弘揚教法，就要效法菩提光藏王的方式，尋找幾位優秀、

聰明的學子去學，之後，再延聘好的師長，只要有好的師長、好的翻譯，

就得以弘揚教法了。 

  當時派去的二十一人只有兩人存活下來，這兩人就是仁欽桑布及磊格

協繞。雖然只是兩人，卻在教法上有著很大的貢獻，如今許多經論，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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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們兩人翻譯的。從這一段歷程，可見得為了重振教法，種種人力、物

力的耗費，充滿許多艱辛；例如赴印度的行程中，跋山涉水，處處都是危

機，森林裡有各種野獸，說不定在夜晚就被野獸吃了，誰都沒把握能活到

第二天，而在渡河的時候，也潛在各種危機。而所經過的地域，當地首領

會不會殺了他們？或是會不會讓他們順利通過？這些都是問題，另外還有

水土不服的問題，因此，在整個求法的行程上，可謂是步步艱辛的。 

  在經歷第一次這一段艱辛過程之後，第二次智慧光藏王又派遣了八個

人去，主要為首的是嘎尊建，當然另外還有一些挑夫同行。他們也經過了

一段艱辛歷程，最後還是請不到印度的班智達到西藏去；當然他們都異口

同聲的說要整頓西藏的佛教，一定要迎請阿底峽尊者，若是邀請其他班智

達，是無法重振西藏教法的。例如存在於顯、密之間的種種疑惑、紛爭，

也都不可能得到解決；而且西藏境內充斥著許多虛有其名的班智達，有些

只懂得一點教法或是略微有一些證量而已，就裝成是具有教證二德的班智

達一樣。因此，赴印學者們經過多方訪查，包括濟迦麻囉喜囉和那爛陀二

寺的住眾，大家都異口同聲的向藏王智慧光說：「只有阿底峽尊者才能重新

整頓西藏的教法。」因此，他們唯一想迎請的就只是阿底峽尊者而已。 

  可是，當時藏王智慧光幾乎已耗盡所有資財了。因為兩度派遣學子赴

印學習，途中得經過許多小國，而每經過一個國家，就要向當地的國王奉

獻黃金，請求讓他們通過，為了求法，得不惜任何花費。而到了那爛陀寺，

也得供養堪布、寺院，請求能夠住下來學習。所以，這兩次派人赴印求法，

幾乎耗盡智慧光所有的財產，可說是一貧如洗了。但為了迎請阿底峽尊者，

智慧光親自四處募款。 

  在藏王智慧光募款的過程中，到了一個名為卡洛的地方，這個地方的

人，包括國王都非常排斥佛教，當他們得悉智慧光募款是為了要迎請阿底

峽尊者以重振西藏佛法，於是，就將藏王智慧光關起來，並要脅西藏付款

贖回智慧光。智慧光的姪子菩提光就開始設法周旋，經過談判，卡洛國王

強索需等同智慧光身量大小的黃金才肯放人，菩提光只得設法盡速募足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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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當他募到足夠數量的黃金時，卡洛國王又要求再多一個頭部的黃金。

當時，智慧光跟菩提光說：「罷了！不要再去做這種無謂的事情了！我頂多

也只能再活十年而已，不要把錢財用在這種事情上，你將這些黃金用於重

建教法上吧，去迎請阿底峽尊者重振教法，不要為了我而浪費這些黃金！」 

  我們要先了解戒定慧生起的次第，在戒學部份，我們眼前能做的就是

守好別解脫戒中的在家五戒。當然，我們可以依力持守其中的一戒、數戒

或全部；閱讀阿底峽尊者的傳記，心態上應以阿底峽尊者為典範。而在菩

薩戒方面，也許不會犯到菩薩戒中的根本戒，但也要盡量不去傷害其他眾

生，包括家人、鄰居在內，我們在跟人相處時，在語言、態度上都要注意，

不要因此傷害到人。 

  傳記中，西藏王的做法，也許我們的中心也可以如此效仿，未來也應

該挑選資質最好、最聰明的小孩，送去求法，這也是我們可以從傳記中學

到的。這方面的費用，我想中心裡人多，大家同心協力來做，應當是能實

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