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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 001】 

  宗喀巴大師 造 

雪歌仁波切 講 

龍盈 記 

2017/09/07 

我們今天開始學習《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 

宗喀巴大師在寫完了《菩提道次第廣論》的「毗缽舍那」部分之後，

特意寫了《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 

在《菩提道次第廣論》裡面，解釋空性主要是為了講修行的次第，所

以對於「辨了義不了義」的道理作了略講，因為針對的是已經學過《辨了

不了義善說藏論》的人來讀《菩提道次第廣論》的「毗缽舍那」，所以未作

詳細講解。 

因為《菩提道次第廣論》的「毗缽舍那」就是為了修，所以肯定是針

對已經先瞭解的人。比如有說《菩提道次第廣論》是《現觀莊嚴論》的教

授，意思就是《菩提道次第廣論》是針對已經讀過《現觀莊嚴論》的人說

明如何修持？就是把《現觀莊嚴論》的精要總結出來，這就是《菩提道次

第廣論》。 

所以《菩提道次第廣論》前面廣行的那一塊，實際上是為了幫助讀過

《現觀莊嚴論》的人，當他不知道怎麼修的時候，就拿出《菩提道次第廣

論》來當作修持的指導綱要。所以《菩提道次第廣論》叫《現觀莊嚴論》

的教授。意思就是《現觀莊嚴論》讀完了之後，怎麼修？還有就是當對於

一些秘訣不知道的時候，那就在《菩提道次第廣論》裡面講出教授來。 

所以，我們真正讀《菩提道次第廣論》（以下簡稱《廣論》）的時候，

要徹底懂的話，像《廣論》的前面那一塊，我們必須要先讀《現觀莊嚴論》

的內容，如果沒有讀前面的廣行的這部分內容的話，很難瞭解。一樣，《廣

論》後面那些如「毗缽舍那」這一塊內容，如果要懂的話，也要讀《現觀

莊嚴論》，而對於「奢摩他」要瞭解的話，也要讀《瑜伽師地論》。 

對於《廣論》後面的「毗缽舍那」真正的要懂的話，也要讀宗大師寫

的，像《中論》的解釋_《中觀根本論釋-正理海》、《入中論善顯密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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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我們現在讀的《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這三個我們要好好讀。如此我

們才能夠真正讀懂《廣論》裡面「毗缽舍那」這部分的內容。 

首先我們把《廣論》拿出來，翻到第 401 頁「毗缽舍那」部分。 

我們看到科判： 

學習毗缽舍那之法分四：一、依止毗缽舍那資糧；二、毗缽舍那所有

差別；三、修習毗缽舍那之法；四、由修習故毗缽舍那成就之量。 

一共四個科判。首先，以「依止毗缽舍那資糧」來說，意思就是我們

的毗缽舍那的資糧要準備，或者修毗缽舍那的前面先要準備的是什麼？先

要準備的是，對於毗缽舍那的所緣——空性，我們要瞭解。對於空性，我

們要好好聞思、廣大的聞思，所以這是一個最不可或缺的主因。所以在毗

缽舍那這裡一直講空性，主要是因為空性是毗缽舍那的資糧，就是我們要

學習空性的意思。 

看文中所述： 

親近無倒了達佛語宗要智者，聽聞無垢清淨經論，由聞思慧引發通達

真實正見，是必不可少毗缽舍那正因資糧。 

所以，我們要修毗缽舍那，首先對它的所緣——空性，我們必須要瞭

解。因為如果不瞭解的話，我們「緣」什麼？對於緣空性的毗缽舍那，我

們怎麼修？根本就沒有一個所緣的對境。所以這就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資糧。 

理由是什麼呢？理由是，繼續看《廣論》中所說的： 

若於實義無決定見，必不能生通達如所有性毗缽舍那故。 

為什麼我們必須要這樣做呢？因為如果我們沒有這種正見的話，則緣

如所有性的毗缽舍那肯定生不起來，就是這個理由。我們應該先要聞思，

然後才能了悟空性。了悟空性了之後，才可以修緣空性的毗缽舍那。這是

大概的次第。 

了悟空性之前，我們必須先有廣大的聞思，那我們要聞思的是什麼東

西呢？ 

比如說，我們要聞思的是唯識的論著，可以嗎？還是我們要聞思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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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續派清辨論師等祖師的這些論著，可以嗎？我們這樣聞思可以嗎？不

行！ 

我們必須要好好聞思中觀應成派——佛護、月稱論師等祖師的論著，

才可以真正的瞭解空性。當我們對龍樹、佛護、月稱論師的論著要聞思的

時候，先有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要解決。 

比如說，以龍樹的思想來說，唯識派、中觀自續派、中觀應成派這三

個宗派都是認可的。所以我們讀龍樹的著作的時候，到底按照誰的解釋才

能真正理解？就是讀龍樹的著作的時候，這三個宗派中哪一個更正確，我

們很難抉擇。 

然後，對於龍樹之後的祖師，如龍樹的心子聖天論師，唯識派不認可，

但是中觀自續派和中觀應成派都認可，但是對於這兩個宗派的解釋，我們

也很難抉擇誰更加正確。 

而龍樹跟聖天論師以下的佛護論師，中觀自續派是不認可的，如清辯

論師就一直不認可。如此，對於佛護論師的論著就必須回答或者解釋的更

清楚？若不能更清楚的解釋，當清辯論師否定佛護論師的論著時，我們就

無法辨別到底誰對？ 

最後，當月稱論師對此解釋得更清楚的時候，那就是最精準的中觀應

成派的見解。所以，當我們抓到月稱論師的解釋，就意味抓到了龍樹思想

關鍵心要。 

所以，我們不可或缺的、必須讀的是龍樹、聖天、佛護、月稱這些祖

師的論著，這就需要我們廣大的聞思。讀這些論著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有

一個過程。比如：唯識也解釋龍樹的論著，但他們為什麼不對？這個要對

比的，我們一定要瞭解。 

對於龍樹和聖天，自續派清辨論師都是認可的。以清辨為代表的中觀

自續派的解讀，跟中觀應成派的月稱和佛護的解讀哪裡不一樣？屬於中觀

自續派的祖師有清辨論師、獅子賢菩薩和蓮花戒大師，他們對龍樹和聖天

解讀，跟中觀應成派的佛護、月稱對龍樹和聖天解讀哪裡不一樣？這個我

們也要對比，對比後才會知道誰正確。這些對比，就是「辨了不了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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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了不了義」的意思是我們要對比：哪一個解釋得比較有道理，哪

一個解釋得沒有道理。這個一定要對比，我們一定先要經過這個過程。這

些對比了之後，內心裡面完全一心一意的尊崇，像尊者一樣一心一意的尊

崇月稱、佛護論師這些祖師；像宗喀巴大師一樣，對佛護跟月稱論師一心

一意的尊崇。這樣尊崇了之後，跟隨他們的論典，再深入學習的話，才有

通達空性的可能性。 

所以，先要經過前面對比的階段，這個對比的階段，就叫「辨了不了

義」，意指這樣對比了之後，最後一定要選一個答案。 

看文中所述： 

又此正見，要依了義而善尋求，不依不了義，故須先知了不了義所有

差別，乃能解悟了義經義。 

其中的「先知了不了義所有差別」，就是對比的意思。 

此中「善尋求」改放在「不依不了義」的後面會比較好。因此我們暫

時將「要依了義而善尋求，不依不了義」這一句譯文調整為：要依了義，

不依不了義而善尋求。 

我們平時所說的「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不

依不了義」，只有「依了義不依不了義」的人才能夠瞭解空性，才能夠尋找

空性。 

所以前面講「又此正見」，意思就是對這個正見——空正見來說，需要

什麼樣的人才能尋求呢？「要依了義，不依不了義而善尋求」的人。所尋

求的東西的是什麼呢？就是「此正見」！所以對空正見來說，尋求的人需

要什麼條件呢？就是要如何才能「善尋求」呢？其中的「要」就是指要什

麼樣子才能善尋求呢？要「依了義，不依不了義」，這樣的一個人，才可以

尋求。所以，尋求者的條件是這個。 

因為尋求者的條件是這個的緣故，所以對於瞭解、尋找空性的人來說，

不是一般的人。法的究竟的實相是什麼？法的上面有很多表相，即很多表

面的東西，到底裡面真正的是什麼？究竟的是什麼？要尋找的究竟的實相

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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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個要尋找法的實相的人來說，他不可以是隨便的一個人，他是

不可能輕易被說服的一個人，他必須是非常「依了義」的一個人，意思是

說他僅承認經過謹慎地判斷了之後，永遠不會變的結論。對於那些變來變

去的，他是不相信的。所以，「依了義」的意思就是永遠就是這樣，無論什

麼時候、多少次觀察，都還是原先那個結論。假如在不斷的觀察過程中不

斷的變化，則他是不相信的。所以，以這樣的人而言，才有資格尋求空性。

這就是對尋求空性的人本身的要求！ 

所以，「依了義，不依不了義而善尋求。」其中的「故」，指尋找空性

的人繼續要這種條件的緣故。首先，我們如何使自己變成這樣的人，要通

過怎樣的練習呢？我們先要學習《辨了不了義》。學習了這些之後，慢慢的

我們可以練我們的智慧。比如我們先學習唯識的時候，感覺唯識派的觀點

聽上去好像對的樣子；然後學習中觀自續派的時候又覺得唯識不對，覺得

中觀自續派對；可後面學習中觀應成派的時候，又覺得自續派不對了…… 

我們就是在這樣的一個不斷循序漸進的過程裡面，其實已經在練習「辨了

義不了義」。 

就是看起來下部宗派好像對的樣子，但其實其並沒有達到究竟，因此

當把它剝出來之後，又感覺不對，越往上面的宗派看越是有如此感覺，好

像在進行邏輯方面的分辨。如此，已經成為內心的一種練習。 

比如說，自續派怎麼破唯識？應成派怎麼破自續派？這樣的階段，已

經在練習以邏輯來分辨哪個是了義，哪個是不了義？這樣邏輯思維已經得

到練習了。在這樣練習的過程中，心裡就越來越明白了。 

我們一般是這樣：對於人家的觀點對不對，我們可以判斷，但要我們

自己講出來，往往講不出來。所以，先要達到可以分辨人家對不對這個層

面。即對於哪個是了義，哪個是不了義，要能夠辨別得出來。如果能夠辨

別出來哪一個是好，哪一個是不好，則說明已經達到能夠分辨的程度。但

請你自己講出來，你仍然講不出來的，那你到底懂不懂？這種情況還不算

真正的懂，或者懂得不夠透徹。總而言之，先要達到能夠分辨的層面，然

後再選擇，最好的、最正確的已經選了，選了之後就一心一意的認真的學

習。所以，這前面有一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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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須先知了不了義所有差別」。首先要分辨出來什麼是對，什麼是不

對，這個先要瞭解。但這個時候，你有沒有瞭解空性呢？還是不瞭解。因

為請你自己說，你說不出來。但是聽起來，好像對與不對，你可以分辨出

來，所以就是達到了這個程度。我們現在學習《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等

於什麼？等於「先知道了義不了義所有差別。」 

然後，就是這裡講的「乃能解悟了義經義」。所以對這個瞭解了之後，

我們最後才明白「了義」是什麼呢？那我們就選擇：佛護跟月稱的論著是

真正的「了義」。為這個了義的經典的意義，我們就可以尋找，接著我們最

後作出選擇，然後就一心一意的學習。 

看下面第 402 頁的科判： 

此又分三：一、明了義不了義經；二、如何解釋龍猛意趣；三、決擇

空性正見之法。 

先看第一個科判：「一、明了義不了義經。」 

我們會問：唯識派、中觀自續派、中觀應成派，哪一個是真正的了義？

哪一個不是了義？這些要瞭解。 

然後第二個科判，那就是了義已經分出來了，已經選擇了龍樹、佛護、

月稱。所以就是「如何解釋龍猛意趣？」這是第二個科判。比如說，學完

了《辨了義不了義》之後，我們後面就會選擇真正的是誰對，然後我們就

選擇。這就是第二個科判。 

現在第一個科判，就等於學習《辨了義不了義》這個意思。所以上面

的科判還沒有列出來之前的那段文字：「故須先知了不了義所有差別，乃能

解悟了義經義。」這一段就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我們要瞭解。 

我們在學習《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之前，如果問《廣論》裡面宗喀

巴大師有沒有說我們要學《辨了義不了義》？那麼在《廣論》的這一段裡

面就說了：「故須先知了不了義所有差別，乃能解悟了義經義。」所以，對

於我們是否要學習《辨了義不了義》，就是在這裡已經說明。  

除了瞭解：真正的了義是中觀應成派說的。另外我們也要瞭解，唯識、

中觀自續派、中觀應成派，都從各自不同的角度說這個是了義，這個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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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 2017GZ-001-20170907    - 7/15 -               道次之友修訂 2017/11/08 

了義。比如唯識認為中觀應成派是不了義的等等，不同的宗派對於了義與

不了義各有各的解釋。解釋的時候，當然各有各的邏輯、理論，各有各的

經典根據。比如中觀應成派、中觀自續派、唯識派，各持各的經典。既然

不同的宗派都有各自經典作為根據，那麼從唯識的立場來說，他們會覺得

其他宗派所依據的經典是不了義，他自己的依據的經典是了義。 

若根據這些經典，分辨了義不了義的話，我們就可以理解：大乘的佛

教徒，雖然認可佛所說的所有的經典，並都會學習這些經典，但是也必須

簡擇其中有一些經是了義，有一些經是不了義。這些不了義經，確實是佛

說的，是佛為了引導眾生的權便之說而已。對於實際上真正的究竟是什麼？

他們把自己認可的所有的佛經進行解讀：這是了義經，這不是了義經——

他們會這樣解讀辨別。 

但小乘佛教徒並非認可佛說的所有的經典，他們只認可佛說的經典當

中的一小塊，站在他們的角度來說，他們認可的佛經都是了義經，沒有分

辨了義不了義的必要。所以宗喀巴大師這裡解釋，「辨了義不了義」的意思，

是以大乘的佛教徒的角度來解釋佛經。所謂大乘的佛教徒就是唯識以上的

宗派。毗婆娑宗跟經部宗不叫大乘佛教徒，他們是小乘的佛教徒。 

所以，只有唯識宗以上的大乘佛教徒才對佛經會如此解讀：這個是了

義經，這個是不了義經。對此，不同的宗派各有各的解讀，所以宗喀巴大

師寫《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就是從唯識宗開始，即唯識宗對於了義和不

了義是如何解讀的，以及中觀自續派和中觀應成派對此是如何解讀的。《辨

了不了義善說藏論》的名字就是由此而來。 

不單單宗喀巴大師，寂天菩薩就已經有這麼做了，寂天菩薩在《入菩

薩行論》第九品中，他沒有直接開示空性，而是先在前面講到：以二諦而

言，不同的修行人對二諦的瞭解有不同的層面，比如從這個宗義角度看到

是勝義諦，但從上面宗義角度看的時候，是世俗諦；又從這個上面宗義的

角度認為是勝義諦的，從更上面宗義角度看的時候，它還是世俗諦。所以，

《入菩薩行論》第九品在一開始就有講到：我們先要瞭解，這些不同的修

行的層面。他們對於眼前的法，各有各的解釋：這個是勝義諦，這個是世

俗諦；或者這個是了義經，這個是不了義經，有不同層面的解釋。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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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上面有不同的看法。更上面又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不同層面的對二諦

的解釋有所不同。 

一樣，在《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中，宗大師寫的是不同的宗義對了

義經和不了義經從不同的層面，有不同的解讀。所以這個也要瞭解，若是

不瞭解而直接學的話，尋求最究竟的空性很難，所以之前必須先要瞭解這

個。 

另外一個，就是剛才宗大師用的理由：對於一個尋找法的究竟的實相

的人來說，他肯定需要「依了義、不依不了義而善尋求」。所以前面有講到

「要」——「此正見要依了義、不依不了義而善尋求」，這就是要求。 

所以，對於一個尋找空性的人來說，他的腦子也要練習，他就非常不

那麼容易被說服，或者說邏輯性非常強，而且不是那麼容易相信的，就是

很會觀察，要這樣才可以瞭解空性。假如沒有怎麼觀察，然後在那裡坐著，

不怎麼執著，他直接會證悟空性嗎？應該不會。 

所以，能夠瞭解空性才是法的究竟的實相的人，必須很善於觀察，表

面上不是那麼容易被說服的。這樣的人，才有資格尋找空性。這是宗大師

用的詞，蠻有力的。 

所以，我們的頭腦要練習，就是像這種以辨了義不了義的學習來練習。

當然，《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蠻長的，解釋也很廣。我想經典本身這麼長，

然後裡面又解釋這麼多，如果我們都讀的話，肯定讀不完，因為需要花費

的時間很長。所以我們只有抓重點，抓重要的內容，抓到宗大師真正的是

講什麼就可以。其他的祖師們，對《辨了不了義》的解釋很詳盡，我覺得

沒有必要讀這麼多。所以，我打算作相對簡單的講解。 

首先這裡有六個偈誦的禮讚。在禮讚之前，對自己的上師進行了禮贊：

「敬禮師長妙音」。這是造論者宗喀巴大師對自己的上師禮讚。宗喀巴大師

修學空性的時候，主要是親見文殊菩薩給他開示。《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

是宗大師 51 歲的時候寫的。現今靠近色拉寺的上面仍然有一個閉關洞，宗

大師就在裡面寫了《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中觀根本論釋-正理海》這兩

部著作。我們以後就可以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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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文殊菩薩就一直給宗喀巴大師開示，主要講三個內容： 

一是你要修對自己接觸過的老師們與文殊菩薩無二無別。不可以想，

文殊菩薩是菩薩、佛，然後仁達瓦等是人。不應該如此想，而應該想：人

跟文殊菩薩無二無別，你要好好修上師瑜珈。 

二是你要集資淨障。宗喀巴大師為了集資淨障，當時已經有閉關。所

以集資浄障就是要供曼達、拜大禮拜等等。 

三是剛剛我們在《廣論》裡面念的，要跟著龍樹的這些論著，好好廣

大的聞思。 

當然這三個裡面，宗大師在《廣論》的前面，特別強調了第三個內容，

他說第三個是不可或缺的資糧。 

有了這三個內容，才可以瞭解空性。若是如此，這裡講「師長妙音」

的意思，就是宗大師把文殊菩薩跟其他的學中論的上師們，無二無別的修。

若對此沒有無二無別的修的話，則在了悟空性的上面還是會有障礙的。所

以，這就是文殊菩薩對宗喀巴大師交待的三件事情，即為了瞭解空性的話，

要做這三件事情。 

所以，這邊的禮讚，就是按照文殊菩薩的交代，宗大師好好的修上師

瑜珈。 

所以，這部分內容就是宗大師自己的上師禮讚。 

平常我們是這樣的次序，就是先禮拜直接的上師，然後是間接的上師。

這裡也一樣，先是直接的上師，然後間接的上師就是從世尊開始。現在對

世尊的禮讚有兩個偈頌： 

樂生乘雲及金胎 無身主同繩腹等  

宣唱憍音於三有 傲慢威嚴諸天眾  

尚由略瞻如來身 猶如日光映螢火  

妙冠敬依足下蓮 我禮能仁天中天。 

接下來第三偈，是對文殊跟彌勒菩薩的禮讚： 

智悲藏底難測度 菩提行浪極湧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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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說寶藏妙音尊 及紹聖海我敬禮 

第四偈，就是對龍樹跟無著菩薩的禮讚： 

善開佛語二車軌 故令如來最勝教  

如日光顯遍三地 敬禮龍猛無著足 

第五、六這兩偈，是對跟隨龍樹跟無著的那些祖師大德，如聖天、佛

護、清辨、月稱，世親、安慧、陳那、法稱等的禮讚： 

受持二種大車軌 啟贍部洲智慧眼  

聖天勇師及佛護 清辯論師月稱足  

世親安慧與陳那 法稱師等贍部嚴  

持佛教幢不隱沒 諸智者王皆敬禮 

所以，禮讚總共有六個偈頌。 

以「辨了義不了義」的主題來說，就是唯識派跟中觀派的空性見解，

中觀派又分中觀自續派跟中觀應成派。如果不細分的話，就是唯識派跟中

觀派。一般唯識派跟中觀派主要的祖師是無著跟龍樹，這是以人來說。若

以天來說，因為大乘的佛教，在佛圓寂了之後，中間斷了，因此當時佛開

示大乘佛法的時候，不是那種公開的與人接觸，主要是以天為主，然後是

龍等。所以，彌勒跟文殊，他們保留大乘的佛法。後來彌勒跟文殊，再把

大乘的佛法傳給人間，其傳承者就是無著、龍樹。 

所以，禮讚了世尊了之後，再禮讚中間的彌勒菩薩跟文殊菩薩。 

如果從辨了義不了義角度來說，彌勒成為了天的大乘的唯識的法的一

個源頭。無著是從彌勒那邊學的。龍樹的大乘的中觀的法，是從文殊菩薩

那邊傳的。 

《辨了不了義》這個論典，它的主題及角度主要是唯識宗跟中觀宗的

見解。所以唯識跟中觀的開宗祖師：從天的角度來說，是彌勒跟文殊；從

人的角度來說，是無著跟龍樹。所以，中間就有這種禮讚。 

第五偈：「受持二種大車軌 啟贍部洲智慧眼 聖天勇師及佛護 清辨論

師月稱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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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就有講到，跟隨龍樹的祖師，比如說聖天、然後就是勇師、佛護、

清辨，月稱。 

第六偈：「世親安慧與陳那 法稱師等贍部嚴 持佛教幢不隱沒 諸智者

王皆敬禮。」跟隨無著的，就是世親，然後安慧、陳那、法稱。 

所以，前面對龍樹和無著禮讚了之後，再對跟隨他們的祖師大德禮讚。

宗喀巴大師寫的禮讚，是根據所詮的主題來禮讚的。 

對世尊禮讚的時候，我們一般講到的就是說驕傲的八天——八個欲界

天。我們平常是這麼說的，他們是非常驕傲的天。就是我們欲界所拜的神。

印度當時很旺的那些神，本身自己也驕傲，因為很旺，大家都拜。像這樣

的有八個驕傲的天。這些天，在面對釋迦牟尼佛的時候，他們也一直對釋

迦牟尼佛五體投地的拜。 

所以，現在宗大師這裡就描述這些偉大的驕傲的天，他們也把釋迦牟

尼佛作為禮拜的對象，我們也要好好的禮拜釋迦牟尼佛。 

第二偈講到：「妙冠敬依足下蓮 我禮能仁天中天」，其中的「天中天」

的意思是從這些天的角度來說，釋迦摩尼佛是天，所以是「天中的天」。這

些天是怎樣尊敬釋迦摩尼佛呢？他們用「妙冠」來禮敬世尊的足蓮。就是

世尊的足的下面就是蓮花。那些神，他們拜世尊的時候，他們覺得自己不

可以直接碰釋迦牟尼佛的足、釋迦牟尼佛的身體，他們連釋迦牟尼佛的腳

下面的蓮花都可以拜。所以他們以「妙冠」來敬世尊，直接敬世尊的腳，

還是不好意思，不夠尊敬。所以拜世尊的足下面的蓮花，應該如此尊敬世

尊。 

意思就是世間的成就者，無論有多大的成就，完全沒有辦法與出世間

相比，因為他們僅僅是世間的成就。但出世間的成就，與世間任何成就相

比，都是完全超越。所以第一偈裡有八個天，字面出來的有五個天，隱藏

的有三個： 

「樂生乘雲及金胎 無身主同繩腹等 宣唱憍音於三有 傲慢威嚴諸天

眾。」 

從字面看，第一個天是「樂生」，這個是大自在天；然後就是「乘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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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們講的三十三天王；第三個就是「金胎」，指梵天；第四個就是「無

身主」，指他化自在天王；第五個就是「同繩腹」，就是遍入天（毗紐天），

印度認為釋迦牟尼佛是遍入天的十個化身中的其中一個。從偈頌的字面上

看，出現的就是這五個天。 

沒有出現的三個天，其中一個是印度的財神，「象鼻神」，「象鼻」就是

大象的鼻子，有這樣的一個神。另外一個就叫「六面」，他算是大自在天的

幼子，就是最小的一個小孩。第三個就是「日跟月」連在一起。 

這樣就變成八個神（八個天）。這八個神，是拜的對象。這裡可以理解

為：只有世尊講的空性的法，才可以脫離輪迴，才可以真正的出世間。世

尊以空性的法，他自己出世間，或者是證得解脫。 

所以，以空性的法來禮讚的時候，也可以這麼理解：世間的這些神，

他們都沒有修空性，所以沒有辦法有世尊的這麼高的成就，所以對於世尊，

與世間的神比較，只有以空性的法才能這麼有成就。因為現在要講的是《辨

了不了義》，也是要講空性。 

然後，對於世尊的大乘的法——空性，解釋的時候，當然有深淺的差

別。因為世尊有時候對唯識根器階段的眾生，雖然有講空性，但講得比較

淺一點。在對中觀根器階段的眾生，世尊才真正地講空性的道理。所以，

比如說第三轉法輪的時候，世尊覺得中轉法輪或第二轉法輪的時候好像太

深了，往後退一步講就變成後轉法輪（第三轉法輪）。 

初轉法輪，就是剛開始的時候，世尊就講最基本的佛教內容。中轉法

輪的時候，世尊就把佛教的最精要的空性的法講出來。最後，在第三轉法

輪的時候，世尊又收回來，即前面講的自性空是什麼，透過《解深密經》

來解釋一下，把它收回來，從另外一個角度講。 

所以，就唯識來說，雖然是講空性，但是好像有點收回去講，從比較

簡單的角度講。初轉法輪的時候，不講空性。所以，世尊三轉法輪的內涵，

就有這些差別。 

世尊講空性的法的時候，彌勒就是《解深密經》的對象，所以就有彌

勒菩薩在那裡，文殊菩薩就沒有在那裡面。但中轉法輪講的對象就有文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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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 

所以，世尊講空性的法或者大乘的法的時候，對象就是當時的天，人

間沒有，以天而言，世尊對彌勒講大乘唯識的法；對文殊講大乘中觀修學

的空性法。所以，此處是對文殊和彌勒他們兩個祖師禮讚。 

一般我們對彌勒禮讚的時候，他是從廣行的法的角度禮讚。因為不可

以說彌勒只有唯識的法的來源，我們也可以說：以大乘的廣行跟深見的法

而言，廣行的法是從彌勒開始傳下去的；深見的法是從文殊開始傳下去的。 

所以，第三偈禮讚彌勒跟文殊的時候，用「智悲」兩個字。 

「智」方面講的就是文殊菩薩，「悲」方面講的就是彌勒菩薩。所以，

「智」方面的深見的法的寶藏是誰？是文殊菩薩。「悲」方面的廣行的法的

寶藏是誰呢？是彌勒菩薩。 

所以「善說寶藏妙音尊 及紹聖海我敬禮」，其中的「及紹聖海」就等

於是彌勒菩薩。這個「紹」是什麼意思？就是連續、繼續的意思，在此有

承接的意思。就是指世尊從兜率天下來的時候，把彌勒當他的代表。所以

我們就說「紹」，意指由彌勒菩薩來承接廣行的教法。所以，此處是對文殊

和彌勒的禮讚。 

然後，就是對二車軌——龍樹跟無著禮讚。 

有的時候將二車軌分為廣行的跟深見的二車軌，有的時候說唯識跟中

觀的二車軌，兩種說法都有。以這裡來說，應該就是從唯識宗跟中觀宗的

角度來理解。 

然後，兩個車軌，怎樣能夠保持、傳下去？那就是我們剛才念的這些

祖師大德們，即第五跟第六個偈誦。所以，這裡就是禮讚。 

接下來的一個半偈頌，即第七偈跟第八偈的前面兩句： 

頗有多聞諸教法 於正理路亦勤習  

內證功德不下劣 然終未達此深處  

由師妙音恩善見 以悲湣心我當說。 

宗喀巴大師承諾，他會解釋論典，為此發下誓言。誓言方面，他有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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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為什麼他要說這個論典，理由是什麼呢？就是前面的第七個偈頌就講到

他為什麼要講這個？因為宗大師要解決這個問題，這裡講「頗有多聞諸教

法 於正理路亦勤習 內證功德不下劣 然終未達此深處」。 

意思就是，一方面，對有的人來說，「教」方面學得非常好，實際上那

些人學得很多，但由於他們的理路不清晰，所以沒有辦法真正的通達空性。

也可以說他們的理路學得不夠細，用的理路就不夠細，所以就沒有辦法通

到空性的道理。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宗大師就幫忙寫下了《辨了不了

義善說藏論》。我們學《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的目的是練習我們先站在唯

識的立場；然後以中觀自續派的立場怎麼破唯識宗見；最後，再以中觀應

成派的立場怎麼破中觀自續派宗見。如此，我們一直在練習這些理路、這

些正理，慢慢地理路越來越細，我們就可以成立空性方面的理路，在這方

面的幫助很大。 

另一方面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證」方面，有的人修行很精進，比

如守戒、打坐等等非常用功，確實這些功德不下劣，就是功德也很多，但

是他們無論怎麼打坐、怎麼精進用功，還是無法瞭解空性。。對於這些人，

也想幫助他們。 

所以，這裡點到兩個問題，一個就是「頗有多聞」的這些人；另外一

個，就是「功德不下劣」的這些人。對於這兩種人，無論是「教」方面很

好的，還是「證」方面很好的，大家都卡在哪裡呢？對空性的了悟上面，

大家都一直卡。對於這些方面，宗大師看到了問題，所以他著述《辨了不

了義善說藏論》的目的在此。 

後面的兩句： 

欲證諸法真實慧 無比說者當敬聽 

就是對於作為要學習《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的人來說，需要什麼樣

的追求目標？學習《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肯定我們的邏輯一定會強，若

邏輯強的話，我們一定會成為「無比說者」。就是無論我們對人家怎麼解釋

的時候，都能很有邏輯地講出來，那就變成「無比說者」。所以對於解釋空

性上能夠成為「無比說者」有希求的人來說，你們要好好聽我說的這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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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欲證」而言，是哪一方面的「欲」？應該是對於空性的智慧、空

正見。，並且希望自己能夠成為「無比說者」。，對空性講得非常好的人。

有的人，可能也瞭解空性，但是講不出來，這種現象可能也有。如果對空

性理解了之後，希望能夠度眾生，講給人家聽，然後讓人家瞭解空性，對

成為「無比說者」希求的話，就要好好學習《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就是

這個意思。 

所以，對什麼「欲」呢？就「諸法真實慧」而「無比說者」，所以若想

成為這樣的人，你們應該要好好的聽《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 

禮讚部分，總共有八個偈頌，我們解釋完了。 

今天講到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