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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道次第二十七】	

              雪歌仁波切講授 法炬法師翻譯 

2004/06/20 

【課程開示】五道依次修行成佛，目前需積聚資糧、依止善知識	

般若經的總義可以說是總攝在心經裡面，心經裡面有個咒語：「噶得噶得  巴

喇噶得  巴喇松噶得  菩提娑哈」，這個咒是特別為這些極利根的所化機所宣說

的，他們透過念誦這個咒能夠了悟到五道的修行──資糧道、加行道、見道、修

道、無學道的修行。心經的咒語如何和五道的修行配合起來呢？第一句的「噶得」

就是指出資糧道，第二句的「噶得」就是加行道，第三句的「巴喇噶得」就是見

道，「巴喇松噶得」就是修道，「菩提娑哈」就是無學道，所以，我們在唸誦皈依

發心文的最後一句「為利眾生願成佛」，這就是表示我們要依著這五道而修學成

佛，所以，這五道是我們修學成佛的方法，但要成佛也不是即刻可以成就佛果的，

而是要依著這五道依次修行才能成就佛果。 

對我們而言，現在努力的積聚資糧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現在所要努力的就是

修資糧道。對我們來說，現在要現證空性是非常困難的，也就是在我們心相續當

中要生起真正的這一條道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我們必須要先積聚資糧，這是我

們現在最重要的階段。在我們依次努力的積聚資糧之後，然後再努力去禪修空性

智慧，等到我們能夠依著我們所修的空性智慧來正對治煩惱時，就進入加行道

了。又等到我們空性慧的力量逐漸增強，再加上不斷去串習、禪修，到了最後，

境和有境變成無二無別而沒有距離感，此時我們所證的空性慧已經達到最究竟，

也就進入見道了。 

  資糧道和加行道的階段，也就是我們要努力去積聚資糧及禪修的階段，這要

經過一大阿僧祇劫的時間，之後才能進入到見道，心相續中才能生起對空性的一

些領悟。等到我們已經證得最究竟的空性智慧之後，也就是見道的階段，然而，

此時心相續當中的煩惱，仍然沒有能力將它完全斷盡，雖然已經現前了知這些煩



此文稿為自他學習而做，僅供參考，容有疏失，懇請指正。       道次世界：http://www.lamrimworld.org/ 

菩提道次第 2003TC-027-20040620 - 2/11 -             阿底峽佛學會修訂 2014/02/09 

惱是顛倒，可是，由於無始以來在輪迴當中一直串習這些煩惱，煩惱的習氣非常

濃厚，一時之間是無法完全斷除的，必須要透過我們進入到修道中更進一步去禪

修。在此階段修持的過程中，你會處於七個不清淨地的階段，這七個不清淨地要

經過一大阿僧祇劫來修持，之後再經過三個清淨地的階段，那也要經過一大阿僧

祇劫來修持，見道之後仍需要兩個阿僧祇劫修持，才能將煩惱徹底清淨。 

  最初的積聚資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沒有做到，想要生起其餘的道是很困難

的。我們可以透過積聚資糧，讓我們的心相續成熟，又透過發起菩提心，讓我們

的心相續成熟，在生起菩提心之前，必須在心相續當中先生起中士道，而在生起

中士道之前，必須先生起下士道，而在下士道生起之前，必須要先依止善知識。

所以，如理的依止善知識就變成非常重要了。你要生起整個道上的證悟，就必須

要依次的從如理依止善知識開始，依次的生起，如此一來，道上的證悟才能在你

的心相續當中生起。由依止善知識開始，逐次的積聚資糧，讓自己成為一個法器，

如此，道上的證悟才能在心相續當中生起。我們現在到了依止善知識的階段，這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 

  上次講到座上和座間的修持，正座時依著加行六法來修持，之後就進入座間

修持的部分。上次講到觀想資糧田的部分，應該是加行第四法。 

觀想資糧田	

  講到資糧田，如果是道次第的資糧田，中間的主尊就是釋迦牟尼佛，如果是

上師相應法（上師薈供）的資糧田，中央就是宗喀巴大師，一看就可以區分出來。

《菩提道次第速疾道論》有提到上師薈供資糧田的觀想法，我們就依次看下去。 

  我們看到資糧田的圖時，中央是世尊，世尊的右手邊是廣大行派的傳承上

師，左邊是深觀派的傳承上師，後面是加行傳承。我們在看資糧田的唐卡時，會

覺得這些傳承上師好像離世尊很遠，事實上並非如此，祂們都同樣坐在一個非常

寬廣巨大的八獅所擎舉的寶座上，中央的寶座比較高一點，就是世尊所坐的，在

祂的前方就是直接跟你有法緣的上師，右手邊就是廣大行傳承上師，左手邊是深

觀派的傳承上師，後面是修行加持傳承上師，等於祂們是坐在同一個寶座上，中

間是比較高起來的。在五組上師的外圍則圍繞著本尊、諸佛菩薩，祂們全部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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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一個寶座上，在你觀想的時候，跟圖片不會很一樣。因為畫的時候沒有辦法

這樣畫出來，所以，你會覺得那些本尊、諸佛菩薩好像沒有圍繞著這五組上師，

事實上，祂們是圍繞著這五組上師而坐的。 

  在資糧田的唐卡裡面，你們會看到四大天王，事實上，四大天王並不屬於資

糧田的行列，四大天王並不是我們皈依的對境，只是屬於世間的神祇，甚至其他

世間神祇都不應該擺在資糧田當中，只有出世間的護法才可以擺在資糧田當中。

西藏有很多會降神，就像台灣道教的乩童一樣，也不屬於出世間的神祇，這些都

不可以放在資糧田當中。 

  我們對皈依境來行皈依，可是，一般修學佛法的人很重視卜卦、修法，都僅

僅是為了此世而已，如此看來，他對皈依境行皈依，也跟道教供養世間的神祇很

雷同了。所以，你如果沒有很小心的話，就會落入跟他們類似的危險性。 

  佛法最重要的就是要對業果的道理生起信心，最重要的就是要滅除所有的煩

惱，最重要的就是要達到究竟的解脫一切痛苦。所以，學習佛法不僅僅是為了此

世的利益而已，否則就不是佛法的本意了。仁波切目前幾乎都是住在台北，他在

台北認識了一些人，他們當中有很多有剛剛所講的那些觀念，他們覺得藏傳佛教

或密宗裡面有很神奇的東西，打通氣脈，身體會健康，疾病會馬上好，他們的目

標就只有這樣而已，並沒有想要斷除煩惱，而只是想要健康，這種就不是正確的

佛教徒的觀念。如果不小心的話，佛教和外道就沒有辦法區分了，以前的西藏就

發生過這些事，將來也難保證此地不會發生。 

  我們觀想資糧田，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積聚資糧，我們可以透過獻上七支供

養等等來積聚資糧。你很清楚明白的去觀想資糧田當中的每一個聖眾之後，又觀

想每一尊聖眾的身、語、意三門各有嗡啊哞三個種子字，請看第二十一頁，在身、

語、意三門的額、喉、心之處各有嗡、啊、哞三個種子字所莊嚴著。接著再思惟

從中央上師能仁金剛持心中放出光芒，迎請智慧尊。此時可以觀想從上師、本尊

等資糧田中的所有聖眾也都各自放光，到各自清淨的剎土去，迎請一模一樣的智

慧尊過來。在智慧尊被迎請過來之後，就溶入我們面前所觀想的所有聖眾裡面

去，成為無二無別。比如，在面前虛空中觀想大威德金剛，你就觀想祂放出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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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威德金剛的報身剎土去，迎請一模一樣的大威德金剛的智慧尊過來，溶入到

我們面前觀想的大威德金剛裡面去，兩者一模一樣，無二無別。你只要做這樣的

觀想，心裡就會覺得這兩者是一模一樣的。 

  比如我們現在有一尊釋迦牟尼佛的佛像，如果再去觀想從釋迦牟尼佛智慧法

身所安住的清淨剎土之處來了一尊一模一樣的釋迦牟尼佛，溶入我們所擁有的釋

迦牟尼佛的佛像裡面，我們自然會對這一尊釋迦牟尼佛生起不一樣的信心。 

  我們面前觀想皈依境之後，又去思惟從皈依境當中的所有聖眾，從各自的剎

土之處迎請智慧尊溶入其中，作這樣的思惟之後，信心當然就會增強，我們會思

惟這皈依境是真真實實的，信心就會非常強烈。 

獻沐浴	

  我們迎請來的智慧尊溶入之後，就要獻沐浴，「化現浴堂祈請澡浴」，就好像

一個人很辛苦從外地來之後，我們會先請他淨身，讓他清涼一下，之後就會獻上

各種飲食。《入行論》第二品也有類似的說法，在我們禮敬之前，先獻沐浴。一

般在加行六法中都有獻浴的詞句，中文應該有翻譯出來，在修的時候，你可以照

著那個詞句念，手上也可以跟著做動作。一般而言會擺一個寶瓶，有一個鏡子，

寶瓶會插上一根孔雀毛等類之物，沾了寶瓶水之後，就在鏡子上面畫個圖案，然

後就去照所有的聖眾，之後再用寶瓶的水淋在鏡子上。剛才講到畫圖案，旁邊還

有哈達，這些都代表著浴堂。畫個「井」字，這就代表著一個壇城，用鏡子照一

下，就是請上師、佛、菩薩進入壇城裡面。哈達代表浴室的屋頂，蓋在鏡子上，

就算是房子已經蓋好了，也算是壇城。然後就把哈達收起來，然後把寶瓶的水倒

進去，一邊念獻浴的詞句，一邊倒水至鏡子上。 

  我們觀想生起澡堂之後，就先沐浴。實際上，諸佛的身、語、意是沒有任何

瑕疵、染垢的，根本不需要我們獻沐浴來淨化他們的染垢，獻沐浴的主要目的是

要淨化我們身、語、意三門的所有染垢。在獻沐浴的時候，你也不要想：上師、

本尊、諸佛、菩薩、空行、護法是很辛苦來到這裡，流了一堆汗，所以需要獻沐

浴。事實並非如此。 

  在獻上沐浴之後，還要獻上新的衣裳，此時就拿起哈達代表新的衣裳，獻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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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資糧田裡面的聖眾。之前你會獻上浴巾，在祂們沐浴完後，要幫祂們擦拭水

珠，接著獻上新的衣裳、塗香，獻塗香的目的就是要淨化我們煩惱染垢，之後再

獻上種種裝飾品，《入行論》第二品講得非常清楚，各位可以參考看看，加行六

法裡面也有。 

  之後要獻上禮敬支，也就是向上師、本尊、佛、菩薩、空行、護法等所有聖

眾頂禮，一一向每一尊頂禮，《速疾道論》裡面主要的詞句是向上師頂禮，之後

就加上〈普賢行願品〉的頂禮支。 

  獻上禮敬，再來是供養，再來是懺悔。供養的時候，照《速疾道論》裡面講

的，還有獻曼達，在懺悔支時，可加上三十五佛懺，要加也可以，不加也沒有關

係。 

獻七支供養與曼達	

  加行六法中的第四法是觀想資糧田，之後就進入第五法，也就是獻上七支供

養等，在獻完七支供養之後，可說你已經積聚了廣大的福德資糧，之後再加上獻

曼達的部分，對上師作強烈的祈請，再配合上獻曼達，這可以使得我們自己所要

成辦的目標能迅速成辦，此時要作猛利的祈請。在我們獻曼達的時候，拿起曼達

盤的底座之後，首先要向外擦拭，可以向外擦拭很多很多次，向內擦拭的時候則

只有三次。在向外擦拭的時候，你反觀自省目前你的哪一種煩惱是最強盛的，就

一邊擦拭一邊思惟淨除這些強烈的煩惱。同時你也思惟現在你所現起的貪或瞋會

導致我們的身、語去造作很多惡行，將來就會感受到惡的異熟果或增上果，要去

思惟過患，之後再向外擦拭。同時你要思惟所有的如母有情都跟我們一樣，心相

續當中都有貪、瞋、痴等等的熾盛煩惱，願他們所有的煩惱都能被淨化，如此向

外擦拭很多次。然後向內擦拭三次，此時思惟：願資糧田裡面所有聖眾身、語、

意的加持，都能進入我和一切有情的心流當中。 

三大要義的祈請	

  我們獻上三十七堆的曼達，然後作祈請，以三大要點來作祈請，第一、祈請

從依止善知識起到最後的證得雙運金剛持果位之間的證悟能夠迅速生起，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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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請從我們不恭敬善知識開始，直至證得雙運金剛持果位之間所有一切過失、錯

誤都能迅速滅除掉，第三、祈請能夠去除我們功德增長或滅除所有一切過患的一

切內、外障礙。 

釘橛祈請上師	

  在我們作了三大要義的祈請，生起強烈的信心之後，再一次去緣念面前的世

尊，尤其是具恩德根本上師，然後念誦「具德珍貴根本之上師，請來安住我頂蓮

月座」，也就是對我們的上師作強烈的祈請。在我們念誦這一句的時候，要觀想

在資糧田當中有著我們的上師，在念誦「具德珍貴根本之上師，請來安住我頂蓮

月座」時，就要思惟面前虛空當中的上師化現出一尊一模一樣的上師坐在我們頭

頂上。 

  我們觀想一尊上師坐在我們頭頂上之後，再一次作猛利的祈請，思惟面前虛

空當中皈依境的所有聖眾從四周慢慢收攝起來，溶入到五組上師裡面。此時就開

始念傳承上師的祈請文，從「無比導師世尊人天師，賢聖補處尊主阿逸多」，一

直念到「 阿底峽」之間，這是屬於廣大行傳承上師的祈請文。之後再繼續念下

去，也是一樣念到「阿底峽」之間，這是屬於深觀派傳承上師祈請文。上次說到

經典派、論典派等三大派，下面的祈請文裡面就包括這三派傳承上師的祈請文，

所有這三派的傳承就傳到宗喀巴大師，總攝為一。「無緣悲心寶藏觀世音」，這是

屬於宗喀巴大師祈請文的部分。 

  此時觀想在你頭上的根本上師是現為世尊的形象，而事實上他是宗喀巴大

師。當我們在念這個祈請文的時候，上師坐在我們頭頂上，好像也在幫助我們向

面前虛空的五組上師作祈請。在念祈請文的時候，你就思惟面前虛空的五組傳承

上師，中央是世尊，世尊前面就是與我們有法緣的所有上師。你在念到與我們有

法緣的上師時，就思惟他們依次溶入到宗喀巴大師裡面去，在世尊右手邊的廣大

行所有傳承上師也一個個溶入到彌勒菩薩裡面去，左手邊的深觀行所有傳承上師

也依次溶入到文殊菩薩裡面去，後面的修行加持傳承也是一樣，一次一個溶入到

金剛持裡面去。此時就好像只剩下五尊的上師，之後再思惟在世尊旁邊的四位上

師溶入到世尊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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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講到在世尊前面與我們有法緣的上師，我們主要是觀想宗喀巴大師的形

象，事實上，並不是非要觀想宗喀巴大師的形象不可，可以看你的根本上師是哪

一位，就觀想以他為主。 

  就像上次所說的，當我們在對這五組上師祈請時，要分別去思惟，我們會生

起不同的道悟。譬如，我們向廣大行的所有傳承上師祈請時，我們思惟得到他們

的加持，在我們心相續當中生起廣大道的體悟。向深觀派的上師祈請時，也是如

是，生起深觀派特別的體悟。 

  我們觀想面前虛空當中的這些皈依境，應該要觀想所有皈依境都有能力幫助

我們，如果我們這樣想的話，心中會比較有繼續修下去的勇氣。可是，我們有時

會有一種錯誤的想法、觀念，以為皈依境是很有能力的，所以，就把一切都投靠

給祂們就好了，自己就可以不用修了，這樣的想法是錯誤的。有時在沒有勇氣的

時候，就祈請一下，但是，如果完全都依賴皈依境，自己卻一點都沒有做，這樣

的觀念也是不好的，此時就要想想佛說過：我不以水洗眾生罪，我不以手除眾生

苦，我示諸法實相，令眾生解脫，佛所說的這些都是要我們自己去做，只有靠自

己才能解脫，如果想到了這一點，就不會把所有責任都丟給佛了。 

  在我們念完了傳承上師的祈請文之後，思惟面前虛空當中的世尊溶入到我們

頭頂上所觀想的世尊裡面。此時一定要很強烈的生起信解，我們頭頂上的世尊雖

然形象是世尊，可是，祂的體性是我們的根本上師，如果你做這樣的思惟，祂的

加持力是非常大的，也顯現出我們有如理的依止善知識。 

  我們觀想頭頂上的世尊體性是我們的根本上師，在觀想之後，再一次向頭頂

上的上師作強烈的祈請，這個祈請藏文直接翻譯是釘橛祈請，意思是至誠專注的

祈請。此時要思惟所有資糧田裡面的聖眾，特別為了要加持我的緣故，一一的收

攝成世尊一尊，再溶入到我們頭頂上。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特別給我們加持

的緣故。 

  在作釘橛祈請之前，我們要先獻上七支供養，也就是先積聚資糧，讓自己成

為一個具有廣大福德資糧的人，之後才向上師祈請。祈請時則配合著短曼達來作

猛利的祈請，以達到我們所要求的所有一切目的。就像經中說過：「一位依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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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人，祂的願望終將成就。」我們在向上師祈請的時候，可以配合起短曼達來

作祈請。 

  在獻完曼達之後，也要繼續思惟：我們頭頂上的上師雖然形象是釋迦牟尼

佛，可是，祂的體性是我們的根本上師，可以說是總攝整個資糧田。在這樣思惟

之後，就念下面的詞句：「四身體性上師天中天，能仁金剛持佛前祈請。」等之

祈請文。這裡主要是向上師的四身來作祈請，前四句是向四身來祈請。佛為了利

益眾生的緣故，會化現出不同的身，我們在此就向上師的四身祈請。下面也向上

師、本尊、佛、法、僧、空行、護法作祈請，我們要思惟：上師化現這些不同的

形象，主要目的都是為了利益我們。此時我們要很猛利的去祈請。 

  在祈請之後，你就可以思惟：「我與一切如母有情投生輪迴以來，久受種種

猛厲苦痛，乃因未能如理以意樂、加行依止善知識之過失故。」這一段你可以作

一些變化，如果你修依止善知識軌理時，就像法本裡所說的思惟。如果是修暇滿

人身難得時，就思惟「乃因為我未能如理思惟暇滿難得的過失所致」。如果你是

修念死無常或皈依、十二緣起等等，都可以在這個階段加以變化，如此去思惟、

祈請。 

  就像上次講《菩提道次第略論》時，宗喀巴大師講到正座時可以依著加行六

法來加以禪修、思惟，也就是對於整個道的次第、數量要毫無錯誤的加以修持，

下座之後就是加以迴向、發願等等，這些作法可以配合起任何階段來作。這裡在

念誦「四身體性天中天」及「我與一切如母有情投生輪迴以來」這兩段時，也可

以配合你當時主修的主題來作思惟、祈請。 

  在念誦「我與一切如母有情投生輪迴以來，久受種種猛厲苦痛，乃因未能如

理以意樂、加行依止善知識之過失所致」時，如果是修念死無常的時候，就換成

「未能如理思惟暇滿人身難得、念死無常、四諦、十二緣起」等等，在這個階段，

就將這個詞句換掉。「故今祈求上師賜與加持，令我與一切如母有情皆能如理以

意樂、加行依止善知識。」或換成「皆能念死無常」、「皆能思惟暇滿人身難得」，

可以將這些主題換進去。「以祈請故，由頂門上師之身中降下五種甘露光明之流，

注入自他一切有情身心之中，淨除無始以來所造一切罪障。特尤淨除障礙如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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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樂、加行依止善知識之罪障、疾病及魑魅等。」看你是哪一個階段在思惟，可

以換成「特尤淨除障礙思惟暇滿人身難得的罪障、疾病及魑魅等」。最後還有「特

尤自他一切有情之心續中皆能生起如理以意樂、加行依止善知識之殊勝證悟」，

也可以換成「特尤自他一切有情之心續中皆能生起念死無常之殊勝證悟」。看你

當時在禪修什麼主題，都可以把詞句換過來思惟。 

問題一：仁波切剛剛提到不是出世間的護法就不能成為我們資糧田當中的皈依

境，那麼，對我們學佛的人來說，護法很重要嗎？這些護法將來也會成佛

嗎？祂是屬於資糧、加行、見道、修道、無學道中的哪一道呢？祂們為什

麼會去當護法呢？ 

回答：這些護法都有許下願望，讓所有行者在還沒有成就佛果之前都能得到長

壽，都能具足一切順緣，讓佛陀的教法能常住於世，祂們有允諾過這些誓

言，所以才能護持教法。特別是釋迦牟尼佛的教法更是如此，釋迦牟尼佛

是第四尊佛，第一尊到第三尊的護法已經沒有了，所以，護法神也有祂生

命的期限，祂們的生命是很長的，而祂們的願望就是保護世尊的教法，一

邊也算是祂們自己的修行。 

問題二：在聲聞法中提到五種邪命，其中一個就是不可以卜卦算命，而在大乘法

的經典中又提到菩薩應該在五明學處當中去學，而五明學處當然也包含卜

卦、算命。大、小乘的經典會有衝突，要怎麼去解釋呢？ 

回答：在五邪命當中沒有提到卜卦、算命。 

問題三：在經論中有提到方口食、維口食、下口食，下口食就是不可以耕田，維

口食或方口食就是不可以占星術及算命，應該是有的。 

回答：五邪命，第一個應該是阿諛奉承，也就是講話講得很好聽，讓對方高興，

希望從對方那裡得到某一些利養恭敬。第二個是旁敲側擊，譬如說：這個

東西很好，你在哪裡買的？講這些的目的就是希望他可以給你。第三個是

施少搏多，你只有給他一點點，卻希望他給你很大的回報。第四個是詐現

威儀，就是自己沒有什麼修行，可是，在別人的面前卻表現出很有修行、

涵養的樣子，目的也是希望得到別人的恭敬利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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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剛剛提到的五邪命，就是對於一個出家人而言，他不可以耕田，因為會

荒廢道業，他不可以算命，他不可以結交權貴，他不可以觀星術、占卜，

所指的是聲聞人不應該做這五種事，因為會影響他們的道業，跟仁波切剛

剛講的好像不太一樣。 

回答：如果你存心要去欺騙別人、迷惑信眾而去卜卦，這是不可以的，可是，如

果你存的是要幫助對方的心態，那就沒有關係了。 

問題五：請問什麼是五種甘露？ 

回答：講到五甘露，《速疾道論》是配合密法說的，可能就會牽涉到一些密法的

觀想，這裡就觀想五色的光芒就好了，包括藍、白、黃、紅、綠，藍、白、

黃、紅是屬於寂靜的，而綠則是屬於事業的。 

問題六：「持國天王等尋香眾」，請問尋香眾是什麼？增長天王等鳩盤荼眾又是什

麼呢？另外，第二十三頁第三行，「如是迎請，三昧耶溶入各尊」，這裡的

三昧耶是指什麼呢？另外，第二十四頁的「應加無上導師…即一切凡應…

等」，要怎麼加在句子上面呢？ 

回答：這裡是講到四大天王，這裡的尋香眾意思就是表示他們都具有很美妙的音

聲，在六道中是屬於非天，他們都有很大的能力，可以做各種變化。雖然

我們說中陰的有情也是屬於尋香，可是，並不是所有的尋香都是中陰的有

情，這裡是指非天的尋香。 

   至於鳩盤荼，仁波切說在經典中沒有看到什麼特別的解釋，可能是指佛陀

在世時聽聞佛陀傳法的一些聽眾。（註 1） 

   三昧耶尊在此指的是我們面前虛空當中所觀想的所有資糧田的聖眾，而從

這些聖眾當中各自的淨土當中迎請過來的則稱為智慧尊，融入三昧耶尊當

中。一般而言，你如果有得到大威德金剛或某一個本尊的灌頂，你自己自

現為本尊的話，比如你自現大威德金剛的形象，那麼，你自己就是誓言尊，

也就是三昧耶尊，你心中就有智慧尊（文殊菩薩），文殊菩薩心中有一個

種子字（哞），這就是禪定尊。三昧耶就是誓言，也就是我們自己和大威

德金剛之間建立起關係所許諾下來的誓言。這裡所說的三昧耶尊就是面前



此文稿為自他學習而做，僅供參考，容有疏失，懇請指正。       道次世界：http://www.lamrimworld.org/ 

菩提道次第 2003TC-027-20040620 - 11/11 -             阿底峽佛學會修訂 2014/02/09 

虛空當中所觀想的聖眾。 

  從第二十二頁到第二十四頁的「具恩上師足下我頂禮」，這一部分是屬於向

上師頂禮，一般在向上師頂禮完之後，就會向佛、法、僧頂禮。一般西藏人在念

供養文的時候，都會獻供養三寶，把「獻供養」的詞句換成「無上導師上師大珍

寶，無上引導妙法大珍寶」，總共有三句，念這三句的意思就是向佛、法、僧三

寶頂禮，可以說所有一切我們所皈依的對境全部都總攝在三寶裡面，你可以念那

三句。到上師是全部都已經念好了，如果要再念細一點的話，就可以念本尊、佛…

等等，慢慢往下念。比較短的就只是念「頂禮佛、法、僧」，然後禮拜。加行六

法的的根本頌當中沒有這個，這是另外加上去的。後面可以加上「可以禮拜的對

象我都要禮拜」。 

 

註 1：鳩槃荼。鬼名。噉人精氣之鬼。譯作甕形鬼、冬瓜鬼。南方增長天王之領

鬼。探玄記二曰：「鳩槃荼，依正法華經，名厭眉鬼。噉人精鬼等，亦名

冬瓜鬼。王名毘樓勒，此云增長王，是南方天王。領二部鬼：一名鳩槃荼，

二名薜荔多，從所領為名。」圓覺經曰：「爾時有大力鬼王，名吉槃荼，

與十萬鬼王，即從座起，頂禮佛足。」擷取自佛學大辭典(丁福保)。 

註 2：五邪命。瑜伽師地論聲聞地：謂如有一為性大欲不知喜足難養難滿。常以

非法追求衣服飲食臥具病緣醫藥及諸資具。不以正法。…方便顯己有勝功

德。矯詐構集非常威儀。為誑他故恒常詐現諸根無掉諸根無動諸根寂靜。…

又多凶悖強口矯傲。修飾其名執恃種姓。…為利養故亦復為他宣說正法。…

雖無匱乏而現被服故弊衣裳。為令淨信長者居士婆羅門等知其衣服有所匱

乏。殷重承事給施眾多上妙衣服。…如其所欲不得稱遂。或彼財物有所闕

乏。求不得時即便強逼。研磨麁語而苦求索。或彼財物無所闕乏。得下劣

時便對施主。現前毀棄所得財物。如是告言。…汝望於彼族姓尊貴財寶豐

饒。何為但施如是少劣非悅意物。彼由如是或依矯詐或邪妄語。或假現相

或苦研逼。或利求利種種狀相。而從他所非法希求所有衣服飲食臥具病緣

醫藥諸資生具。非以正法而有所求。由非法故說名邪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