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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向世尊［１］释迦狮子［２］敬礼 ！

发心积福甘露食［３］
，所生威焰难忍光 ，

三身［４］究竟大宝体 ，无量愿离二取［５］衣 。

引往二障［６］云消道 ，升落运行惟利他 ，

无垢教语放光明 ，金光万道照十方 。

施敌沙门［７］搅意木［８］
，邪引［９］能瘦［１０］千眼［１１］等 ，

三域［１２］世尊前许誓 ，傲慢曜众失威光［１３］
。

能仁数论与足目 ，持教吠陀天衣师 。

增广驼驴蚁派等 ，尽皆断其坏失因 。
［１４］

凡现欲观溢馨香 ，引来蜂群采蜜忙 ，

声闻缘觉菩萨众 ，如蜂蜜醉声阵阵 。

天界花香飘十方 ，引来蜂儿咸聚集 ，

愿采二利［１５］究竟蜜 ，佛法宏兴如日辉 。

断弃一切诸迷惑 ，灭除常断二邪见 ，

并舍毁赞等八法［１６］
，更断讥毁善品神 。

为离贪欲利众生 ，祝愿佛法久住世 ，

诸法虽越言说境 ，仍言教法顶际供 。

殊胜佛陀作授记 ：为弘佛法无垢业 ，

执持诸圣正理法 ，如理宣说三乘教［１７］
，

务使佛语极显明 ，显扬圣者之意趣 ，

慈悲诠释无谬义 ，故对诸圣亦敬礼 。

来自遍知雪山地 ，所集法流极充盈 ，

释论千叶庄严海 ，善译诸师前顶礼 。

三学［１８］金网善盖覆 ，四摄［１９］支分生坚定 ，

讲辩著述胜敌方 ，藏族诸师前敬礼 。

善从大宝经教立 ，智慧正见以养护 ，

言词锦衣作庄严 ，断我疑惑迷惘心 。



　 　·００２ 布顿佛教史 　

　 　如似宝剑上师众 ，功德荷重二十师 。

尤其具恩六论师［２０］
，常以虔心作皈依 。

如母慈师善培育 ，人中狮子［２１］教莲花 ，

如蜂喜花来依止 ，无边法中增智慧 。

是故我亦欲涉渡 ，深广无边佛经海 ，

虽难通达其奥秘 ，却何不觅奇珍宝 ？

得如穷人手中宝 ，我之无垢此善言 ，

覆以争强嫉恨心 ，谁尊正直相信处 ？

正法甘露虽无取 ，何不消自意之痛 ，

若能取其部分义 ，即可灭除瘟疫苦 。

是故欲除智贫乏 ，追求经义诸人士 ，

为增广大法喜宴 ，故启大宝法藏［２２］门 。

由此所出大小乘 ，种种意趣各种宝 ，

彼等无碍施予汝 ，愿以喜悦心受取 。

注释 ：

［１］ 　 换世尊 ：原文为“出有坏” ，是对佛的敬称 。指佛已出生死涅般木二边 ，有自在 、形色 、祥

瑞 、声名 、智慧 、精进皆圆满的六功德 ，坏灭蕴 、烦恼 、死 、天子四魔 。

［２］ 　释迦狮子 ：佛祖释迦牟尼的别号 。

［３］ 　甘露食 ：指断离二障 、不堕生死轮回 ，于无漏空性中 ，享受大乐 ，犹如受用甘露妙

食 ，故亦称“无漏乐” 。

［４］ 　三身 ：即佛的法身 、报身和变化身 。

［５］ 　二取 ：能所二取 。指对精神和物质 、意识和外境的执着 。

［６］ 　二障 ：烦恼障和所知障 。烦恼障指障碍解脱的贪嗔痴等寻思 ，所知障指习气等 。

［７］ 　施敌沙门 ：创世神梵天之藻词 。

［８］ 　搅意木 ：极喜自在魔之藻词 。

［９］ 　邪引 ：指遍入天神 。

［１０］ 　能瘦 ：一种能带来旱灾的鬼神 。

［１１］ 　千眼 ：指帝释天神 。

［１２］ 　三域 ：天上 、地上和地下 。

［１３］ 　此节是说在佛的威光照射下 ，三域诸神尽失光彩 ，纷纷向佛立誓要保护佛教 。

［１４］ 　此节所说能仁 、数论 、足目 、吠陀 、天衣师 、增广 、驼 、驴 、蚁派等都是古印度外道师

之名 ，是说当佛法兴起之后 ，他们的各种学说都被肃清 ，断除了他们的坏失之因 。

［１５］ 　二利 ：即自利和利他 。



　前 言 ００３·　

［１６］ 　 ゥ八法 ：世间八法 。指对自己稍有损益即生利 、衰 、毁 、赞 、称 、讥 、苦 、乐等八种思想

的心态 。

［１７］ 　三乘教 ：指大乘佛教的声闻 、缘觉 、菩萨等三乘 。

［１８］ 　三学 ：指戒 、定 、慧三学 。

［１９］ 　四摄 ：即四摄事 。指菩萨摄持众生的四种方法 ：布施摄 ，随愿布施法 、财 ；爱语摄 ，

善言慰藉 ；利行摄 ，随顺众生意乐行利益事 ；同事摄 ，随顺众生意乐同作利益事 。

［２０］ 　六论师 ：指古印度的龙树 、圣天 、无著 、世亲 、陈那和法称六位佛学家 ，誉为“世界

六庄严” 。

［２１］ 　人中狮子 ：佛的称号之一 。

［２２］ 　大宝法藏 ：指作者所著本书枟正法生源佛语宝藏枠 ，亦译为枟佛教史大宝藏论枠 。



　第一章 　闻说正法之功德 ００５·　

第一章 　 闻说正法之功德

我等上师释迦王具足四支神足之军 ，战胜欲界天众 ，以四摄事摄诸所化

于成熟解脱境 ，转一切尽有法轮 。此大法王殊胜法政之诸绍继者所善护之

善规 ，乃为人天一切众生利益安乐之根本 ，故理应爱持 。彼除讲修二门 ，别

无他法 。而修亦以讲闻先行 ，故应明讲闻之法 。

第一节 　闻法之功德

枟菩萨藏枠中云 ：“由闻知诸法 ，由闻除罪过 ，由闻舍无义 ，由闻证涅般木” 。

其义在枟疏理论枠
［１］中解释说 ：此四句次第是说由知内外宗派而知取舍处 ，

由得戒学而遣除罪行 ，由得定学而舍无义之欲 ，由得慧学并且依止而令漏尽

证得涅般木 。此四句又表示获得正见 ，从业 、烦恼和一切生中超越烦恼 。又

说此四句指对律法得信解而出家 ，护守根门离欲爱而舍损害 ，悟真谛而得涅
般
木 。

枟疏理论枠中还说 ：“世尊讲闻法有五功德 ，即未闻者得闻 ，已闻者通达 ，

断离疑惑 ，使见正确 ，智慧洞悉神奥句义 。”其意是能广闻 、明确无垢 、使得定

解 、正确领悟 、通达真谛等 ，共为五种 。其中前两种表示闻慧清净 ，中间两种

表示思慧清净 ，最后一种表示修慧清净 。

又 ，闻法有五种功德 ，即能使不知者知 ，舍执罪孽 ，定解疑惑 ，使定解有

精要 ，能修圣者慧眼 。正如水有五德 ，能滋润稻谷等 ，能洗涤身体 、衣服 、器

皿等之垢污 ，能消热季身体之热苦 ，能息渴饮之苦 ，能使草木 、果实 、园林茂

盛 ，如对佛语生起信仰 ，则能浸润痛苦心续 ，消除犯戒垢染 ，息灭贪欲之苦 ，

解除大种生死干渴 ，而增生随顺菩提分功德之根基 、果实和园林 。这五种功

德还应知始于信 、业和三学 。是故 ，这五种功德的获得 ，当恭敬聆听佛的教

诲 。

又如火的四种功用 ，能焚 、能熟 、能暖 、能明 ，佛语之火亦对于心续成熟

者能焚其烦恼 ，对于心续未成熟者能成熟其善根 ，对于喜爱尘世者为生厌离

离而痛苦 ，对于已生厌离而尚在疑惑和入邪途者而能明示道与非道 。是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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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恭敬闻法 。

此五事皆依安乐门径 ，为了除垢 、解热 、息渴 、觉受嬉戏之乐和能由此岸

到达彼岸 。佛语安乐门径亦复如是 ，即为了能除坏戒之垢 ，解除欲苦 ，免再

复复受生 ，能觉受静虑 、神通 、无量 、解脱等殊胜功德的各种嬉戏乐 ，由坏聚

的此岸到达涅般木的彼岸 。是故 ，凡欲依安乐门径之德者 ，当恭敬闻听佛语 。

以上皆枟疏理论枠中所说 。

第二节 　法之功德

一 、能无上供养导师佛尊

如经所说 ：“我法为益众 ，当如理作供 ；仅以花香灯 ，非为清净供 。”

二 、说法较财施更殊胜有益

枟弥勒狮子吼经枠中说 ：“恒河沙数佛刹土 ，供满七宝于佛前 ，以欢喜心作

供养 ，对一有情施一偈 ，较彼财施更广大 ，由悲所成一偈施 ，其德非为数能

计 ，施二三偈岂可思 。”又说 ：“恒河沙数黄金宝 ，倘全用来作布施 ，不如浊世

说一偈 ，彼之功德无等量 。”

三 、能得陀罗尼与明智

枟狮子请问经枠中说 ：“法施忆受生 。”枟海龙王请问经枠中说 ：“由法施而现

证漏尽通［２］
” 。又 ，（中观）枟宝鬘论枠中说 ：“因说法之故 ，忆经清净义 ；法施

无垢力 ，能回忆往生 。”

四 、能增福而得菩提

枟劝发增上意乐经枠中说 ：“弥勒 ！若以不求名利恭敬而作法施 ，则其法

施有二十种无财功德 。此二十种是 ：具足正念 、具足意志 、具足才智 、具足胜

解 、具足智慧 、通达出世间智 、少有贪欲 、少有嗔恨 、少有愚痴 、诸魔无机可

乘 、诸佛世尊常念斯人 ，诸非人护守斯人 ，诸天神入其身而增光彩 ，诸怨敌无

可趁机 ，彼与诸亲朋不离 ，可持句义 ，能得无畏 ，意多安乐 ，受智者称赞 ，能随

念彼所施法 。是为慈悲二十种功德 。”枟集学论枠中亦说 ：“法施无财物 ，却是

增福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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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闻 、说之功德

一 、能以三乘滋长种界［３］

枟疏理论枠中说 ：“由信若闻法 ，当得善趣福 ，并证得涅般木 ，发育智慧种 。”在解

释所谓“滋长种界”时说 ，“出自闻之智慧能滋长作意之种界” 。彼为闻之功德 ，而

不应作为讲说之功德 。 枟集论枠说 ：“当观忆持 、念诵 、讲说 ，皆由闻而生 。”

二 、成智者为众所敬仰

枟广戒经枠
［４］中说 ：“广闻有五功德 ，即精通蕴［５］

，精通界［６］
，精通处［７］

，

精通缘起［８］
，依彼教授而不依赖其他开示 。”巴卧［９］所著枟佛本生经枠中说 ：

“闻为消除痴暗灯 ，盗贼难夺之珍宝 ，摧毁愚敌之武器 ，示方便诀之胜友 。”又

说 ：“亦是名祥与宝藏 ，若遇上流是贵礼 ，众人之中智者喜 ，破敌异论如日

光 。”又说 ：“能调心思生勇气 ，声名显赫速传扬 ，口齿伶俐特殊因 ，修习闻德

通晓义 。若具闻慧则永住 ，无有违悖三轮［１０］道 ，随顺闻法能修要 ，少障出离

生死寨 。”

三 、能住持教法而证得菩提

谓由闻 、法能住持教法 。如枟俱舍论枠所说 ：“能住持教法 ，唯是作说修 。”

住持教法的功德不可思议 ，枟开示如来秘密经枠中说 ：“住持正法福 ，诸佛郑重

云 ：虽经俱胝劫 ，亦难尽说之 。”枟慧海（罗追嘉措）请问经枠云 ：“住持如来法 ，

诸佛咸引摄 ，天龙人非人 ，以福慧摄持 ；住持如来法 ，具念与智才 ，智广皆睿

慧 ，善巧离烦恼 ；⋯ ⋯住持如来法 ，释梵［１１］亦护世 ，能成转轮王［１２］
，安心证

菩提 。”如是等等 ，说有许多功德 。

第四节 　分说闻 、说大乘法之功德

一 、开基时威慑小乘善根而培育种姓

枟般若波罗蜜多经枠中说 ：“佛告阿难 ：设若三千大千世界中 ，一切有情皆

证得阿罗汉 ，诸阿罗汉行布施所生福资 ，持戒所生福资 ，修行所生福资 ，是为

何种 ？阿难 ，汝意想彼之福蕴多否 ？阿难回言 ：世尊 ，彼之福多也 ！如来多

也 ！佛言 ：阿难 ，较此甚者 ，菩萨摩诃萨对一有情 ，甚至一日间 ，说般若波罗

蜜多法 ，彼所生之福蕴 ，实为最多 ！ ⋯ ⋯阿难 ，此菩萨摩诃萨之法施 ，威慑一

切声闻乘 ，一切缘觉乘所有诸人之一切善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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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修道时尽离障染而福德更增上

枟究竟一乘宝性论枠中说 ：“谁为求菩提 ，以金宝庄严 ，量等尘数刹 ，日常

供法王 ，若闻彼句法［１３］
，既闻且胜解 ，较彼供施善 ，得福为最多 ；智者求菩

提 ，经历多数劫 ，身语意三门 ，无劳守净戒 ，若彼闻句法 ，既闻且胜解 ，较彼戒生

善 ，得福为最多 ；谁修定摈除 ，三有烦恼火 ，超梵居边处 ，专求圆满觉 ，若彼闻句

法 ，既闻且胜解 ，较定所生善 ，得福为最多 ；何故由布施 ，能成诸受用 ，以戒修善

趣 ，能断诸烦恼 ，故为离烦恼 ，以及所知障 ，智慧最为胜 ，其因乃是闻 。”

三 、证果时定获遍智［１４］

枟经庄严论枠中说 ：“谁知句或义 ，记持二偈行 ，彼具智有情 ，能得十功德 ：

即界种滋长 ，死时获极喜 ，如愿能受生 ，能忆世代事 。值遇一切佛 ，向彼闻胜

乘 ，胜解具才思 ，能速证菩提 。”

其他经论中 ，还有很多说法 ，恐繁未录 ，如枟疏理论枠说 ：“闻听经要义 ，闻

而作记持 ，闻者起敬信 ，初当说必要［１５］
。”

注释 ：

［１］ 　 汉枟疏理论枠 ：亦译为枟论议正理释论枠 、枟注疏道理枠等 ，是古印度佛学家世亲论师阐释
弥勒学说的八种论著之一 。

［２］ 　漏尽通 ：六种神通之一 。通过见 、修 ，了知所断烦恼已断和未断次第 ，从而证得永
尽和无生之智慧 。

［３］ 　种界 ：指由大种元素组成的身体 。

［４］ 　 枟广戒经枠 ：四分律之一 。内讲比丘戒二万四千九百颂 ，共八十三卷 。由西藏译师
鲁伊坚赞由梵文译为藏文 。

［５］ 　蕴 ：指蕴积事物一切差别于一处的色 、受 、想 、行 、识等五蕴 ，也称有漏五蕴 。

［６］ 　界 ：指色 、声 、香 、味 、触 、法等六所缘界或外界 ，眼 、耳 、鼻 、舌 、身 、意等六所依界或
内界 ，眼识 、耳识 、鼻识 、舌识 、身识 、意识等六能依界或识界 ，共十八界 。

［７］ 　处 ：诸识生长处 。指眼识等六识的生长门眼等六根 ，谓内六处 ；色等六所缘界为诸
识新生和发展处 ，谓外六处 ，共为十二处 。

［８］ 　缘起 ：“因缘生起”的略称 ，指诸法由缘（关系或条件）而起 ，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
的生起变化都有相对的互存关系和条件 ，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 。

［９］ 　巴卧 ：意译马鸣 ，古西印度佛学家 ，为龙树师弟弟子 ，其所著枟佛本生经枠 ，全名枟佛
本生行传一百八赞枠 。

［１０］ 　三轮 ：指能作的人 、所作的事 、事件的对境三个方面 。

［１１］ 　释梵 ：帝释和梵天 。帝释 ，传有千眼 ，为神中之王 。梵天 ，传为创世之神 。

［１２］ 　转轮王 ：人间君王 。

［１３］ 　句法 ：一句或数句佛法 。

［１４］ 　遍智 ：唯佛具有的一切种智 ，指于一刹那即能现见诸法如所有性和尽所有性的究
竟智慧 。

［１５］ 　必要 ：指闻听佛法的必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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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认识所闻和所说之法

第一节 　 法之基本概念

一 、法之声所入境之差别

所谓“法” ，有十义 。 枟疏理论枠中说 ：“法为所知以及道 ，涅般木以及意之

境 ，福德长寿及经典 ，未来决定和法规 。”其中 ，所谓“有为法或无为法”者 ，入

于所知之义 ；所谓“正见为法”之法 ，指道 ；所谓“皈依于法” ，指涅般木 ；所谓

“法之生处” ，指意之境 ；所谓“与王妃眷属和诸童子一起作法行” ，是指福德 ；

所谓“童子者为爱持所见之法” ，是指长寿 ；所谓“法者 ，是契经及 ⋯ ⋯ ” ，则指

经典 ；所谓“此身为衰老之法” ，是指未来 ；所谓“比丘四法” ，即是决定 ；了知

乡俗族规之“法” ，是指法规 。是故 ，法之声义入于十义 。以上皆以主要者而

言 ，并非尽数包括 ，如说“以法求法为非法 ，非为法也”之类 ，则指法 、所修法

和所破法等 。

二 、法之词义

梵语“达磨” ，意为“法” 。其境界 ，梵语谓“舍达惹乃” ，意为“能持” ，是指

“法” 。其中 ，所知者 ，能持性相 ，故名为“法” ，即持色之性相为色 ，在遍智性

相现证为一切法前 ，持各自之性相 ，其共相为诸行无常 、有漏皆苦 、诸法无

我 、涅般木寂静 ；意之境者 ，持自之性相或持意 ，故为法 ；长寿者 ，持身或持同

种 ，故为法 ；经典者 ，枟疏理论枠中说 ：“法为契经等 ，即开示义理 ，定持不颠

倒” ；持未来 ，持决定应作之事 ，持境与同族之行 ，故为境法等 ；道 、涅般木 ，福

德三者 ，持而防堕 ，故名为法 ，内又分持而防堕恶趣和持而防堕轮回两种 。

第一持而防堕恶趣者 ，如枟因缘品枠
［１］所说 ：“此世及来世 ，法行得安

卧” ，是说深信业果 ，或依世间正见行十善 ，或修世间禅定无色界三摩地 ，以

彼等持而防堕恶趣 ，故谓之“法” 。有的外道［２］也有此说法 。

第二持而防堕轮回者 ，为内道佛教之皈依处 ，即离贪欲之胜法 ，为涅般木

和能证彼法之道谛等 。大乘道 、涅般木和经典者 ，是持而防堕于小乘 ，即通达

无自性之智与大慈 、大悲等双运 ，以持而防堕于有寂［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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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来说 ，正法的词义是 ，“正”指圆满佛 ，由彼开示之法谓之“正法” 。

或“正”为最胜 ，亦为“法” ，故为“正法” ，其根本相同 。又 ，正士夫所行 ，名为

“正法” ，如比丘四法［４］
。

三 、法之性相

在此 ，所要抉择的是 ，福德 、道 、涅般木作为所诠之要点 ；经典作为能诠 ，

是正法 ，其性相是 ，若缘于彼 ，则成诸有情完尽障染之方便 。如经中所说 ：

“能除诸苦障 ，彼即是正法 。”对彼若作区分 ，则有证法和教法两种 ，如枟俱舍

论枠所说 ：“佛之正法二 ，即是教与证” 。其中 ，证法之性相是离一切贪欲 ，枟究

竟一乘宝性论枠中说 ：“舍离贪欲者 ，灭道二谛［５］摄 。”这是说凡离贪欲为灭

谛 ，凡能离贪欲为道谛 。此二者中 ，灭谛的性相是 ，缘于真如［６］而灭有漏诸

法为灭 ，如枟集论枠所说 ：“由缘于真如性 ，而灭有漏之法为灭 ，是为灭谛之性

相 。”彼亦是有学无学之拾离 ，无余涅般木［７］和大乘宗规佛之法身 。道谛的性

相是 ，能现证灭除轮回无漏智之方便 ，即枟俱舍论枠所说 ：“无漏是道谛” ，或如

枟究竟一乘宝性论枠所说 ，是为“清净对治分” 。彼亦为见道 、修道和无学道三

种无漏道 ，或大乘之道谛 ，在枟究竟一乘宝性论枠中 ，许为见 、修二道 。资粮道

和加行道 ，是道谛之所属 。

教法之性相 ，是证法之能诠 。彼分为戏论所出之习气和法界同类因所

出之意言 。其第一种者 ，如马 、象等之各种言说 ，即合于世间 ，故亦谓之世间

意言 ；第二种者 ，为十二分教［８］
，彼亦为能证法性之同类因或证法界同类因

所出 ，故名之 。此即枟辨中道论枠所说“同因乃为义之胜” ，枟明义释枠中所说

“成为法界同类因” 。班智达苏纳耶室利云 ：“一切法皆为证悟空性之根本 ，

如小 、中 、大三鸟飞往虚空 ，三菩提乃由证悟人无我 、法无我和人法二无我而

获得 。”彼与涅般木同法 ，故谓之出世间之意言 ，即如四大江河流入于海 ，一切

法终归于涅般木 。

第二节 　法之分类

一 、果法

亦为证法或教法 ，即为涅般木 。其性相是寂灭一切有因之苦 。彼分七种

寂灭 ，即寂灭生 、老 、死 、会遇 、分离 、求不得 、蕴等诸苦 ；又分四无常 ，即积蓄

终归尽 、身体终归灭 、会合终归离 、生命终归亡 ，指以此消除四种常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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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修法

即为道 ，是能获得果法的圆满功德 。彼具四种圆满 ：以此能往涅般木城 ，

而非去生死城 ，故具非实有圆满 ；与涅般木关连 ，无中断亦无变化 ，故具相续

不断圆满 ；不为贪欲等盗贼所劫夺 ，故具无损害圆满 ；具足喜法之食物 ，故具

亲近宣说圆满 。

三 、讲说法

即能显扬道法圆满之法 。彼具足四事 ：如说“此乃为道” ，是听闻事 ；如

说 ：“此乃为道而非为其他” ，是能决定事 ；如说“念住等 ，这是道之因” ，是能

显扬其聚合事 ；如说“烦恼 、业和寿障 ，这是道之阻障” ，是示说盖障事 。以上

皆为枟缘起释论枠中所说 。讲说法若再区分 ，则有经和论两种 ，如经中所说 ：

“诸法摄为经和论 ，此即善说及意释 ，由此释迦此教法 ，于此世界能常住 。”

第三节 　讲说法中的经与论

一 、经

第一 ，经之性相 。有人（如钦巴上师）云 ：“话题随喜顺合所说法 ，即句义

圆满 。”是说所诠与具义之法相关 ，其功用是断离三界烦恼 ，其果是获寂静功

德 ，这从佛之能诠增上缘之最由佛所作事业中生出 。 枟究竟一乘宝性论枠中说 ：

“诸凡关连具义法 ，能离三界烦恼语 ，凡示寂静之功德 ，彼为仙语非其他 。”

第二 ，经之词义 。梵语谓“苏跋肯达” 。其中 ，“苏”可通五义 ，在此作

“善”解 ；“跋肯达”为“说”之义 ，即善说为经 。何为善说 ？此乃以十相而善作

宣说 ，枟疏理论枠中说 ：“何为善说 ？此乃以十相而善作宣说 ，即以正引 、以威

慑 、以行入 、最具足 、最分辨 、以所依 、令晓知 、以假立 、以时令 、以全持功德等

十相善说 。”其义依次是 ，由现觉佛所说故 ，为威慑一切众生而说故 ，非为暂

时而是恒常复复宣说故 ，非吝惜师诀中断而连续正说故 ，随有情之意乐正说

故 ，具足五支音而正说故 ，以一音使无边世界皆能知晓而说故 ，使了知一切

曼陀罗而正说故 ，言说离舍二边道故 ，为圆满成熟诸所化而说故 ，具足六十

种语音而说故 。

那么 ，何谓六十种语音支 ？彼即宣说有情界善根故 ，名柔和音 ；于所见

法性触及安乐故名为妙音 ；义妙故 ，名悦意音 ；文字妙故 ，名得意音 ；得出世

间无上功业故 ，名清净音 ；离一切烦恼随眠习气故 ，名无垢音 ；句与文字盛称

故 ，名明显音 ；具足能摧一切外道邪慧之见的力量功德故 ，名悦耳音 ；由修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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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离故 ，名堪听音 ；一切敌对不能蹂躏故 ，名不害音 ；令一切能欢喜故 ，名悦

雅音 ；为贪欲等之对治故 ，为调伏音 ；为制定学处之乐方便故 ，名不恶劣音 ；

清净开示由过此而得出离之方便故 ，名不粗暴音 ；开示三乘律戒故 ，名极调

伏音 ；对治散乱故 ，名悦耳音 ；能生起三摩地故 ，名适身音 ；以胜观生极喜故 ，

名满意音 ；能断疑惑故 ，名心喜音 ；能除颠倒和不定故 ，名生喜乐音 ；对修无

悔故 ，名无痛苦音 ；是由闻所生圆满之依故 ，名遍知音 ；是由思所生圆满之依

故 ，名唯识音 ；不吝惜师诀说法故 ，名阐明音 ；能喜诸自利后得故 ，名能喜音 ；

自利未得而喜故 ，名现喜音 ；清净开示不可思议之法故 ，名周知音 ；正说不可

思议诸法故 ，名普明音 ；与量不违故 ，为如理音 ；如理教化诸所化故 ，名相连

音 ；不说无义语故 ，名无言过音 ；使一切外道众恐惧故 ，名狮子吼力音 ；语广

大故 ，名大象声音 ；甚深故 ，名雷之声音 ；堪执持故 ，名龙王之声音 ；声极悦耳

故 ，名寻香之歌音 ；尖利能坏故 ，名迦陵频伽音 ；传播遥远故 ，名如梵王音 ；为

一切成就之加行吉祥故 ，如共命鸟音 。 （其中 ，所谓讲说声 ，是知晓其语言之

意 ；所谓讲说音 ，是理解阐明教义性相的声音之意 ；所谓讲说传扬 ，是能传播

其语声之意） ；非为所逾越故 ，为帝释之美妙音 ；是战胜一切魔和外敌的先行

故 ，为鼓音 ；赞颂不具烦恼故 ，为不骄满音 ；低贬不畏缩故 ，为不低音 ；对一切

声明论典以一切性相随入故 ，为随入一切音 ；忘失不具语故 ，为无讹误音 ；时

时住于利益所化事故 ，为无不全音 ；不依于名利恭敬故 ，为不畏缩音 ；离畏

故 ，为不劣音 ；无怃故 ，为极喜音 ；善巧一切明处故 ，为遍满音 ；圆满一切有情

利益故 ，为无恨音 ；相续不断故 ，为连续音 ；近住各种相故 ，为威严音 ；一语多

声故 ，为圆满一切音 ；由一语明了多义故 ，为适悦诸根音 ；如誓而作故 ，为无

诋毁音 ；获得时极善应用故 ，为不变音 ；不慌而说故 ，为无慌乱音 ；亲疏眷属

相同听闻故 ，为普传眷属音 ；一切世义演于喻法中故 ，为具一切相之最胜音 。

枟般若二万颂枠中说 ，以上皆为圣者无著所说 。其他译本中 ，将“无恨音”

译作“通达音” ；将“诠说”译作“浅说” 。在枟瑜伽师地论枠 、枟般若十万颂疏枠 、

枟经庄严论释枠 、枟疏理论枠等中 ，对上述六十支音的说法相同 。 枟秘密不可思

议经枠中说有六十四支音 ，即在“普传眷属音”之后 ，加有“息灭贪欲音” 、“调

伏嗔恨音” 、“能除愚痴音”和“灭魔音” 。弥勒在其枟经庄严论枠中说 ：“六十支

音不可思” ，圣者无著 、解脱军 、世亲等认为应以经为准 ，经中说是六十支音 ，

故有的说法是否有所搀杂 ，尚待考证 。

第三 ，经之区别 。具体分为六种 ：

其一 ，由时间区分 ，则有第一时教四谛法轮 ，第二时教无相法轮 ，第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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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胜义定相法轮 ，即枟解深密经枠中所说之三种 。

其二 ，由所诠区分者 ，如经中说 ：“诸佛所说法 ，正依于二谛” ，以世俗理

教示无住为不了义 ，以胜义理教示合理为了义 ，共有二种 。 枟圣无尽慧所示

经枠中说 ：“教示世俗为不了义 ，教示胜义为了义” 。喀惹巴认为 ，诸凡一切经

观待于佛是不了义 ，观待于所化是了义 ，这是一种徘徊于相的说法 。

其三 ，由能诠区分者 ，即十二分教 。 枟般若八千颂释·最胜心要枠中说 ：

“契经 、应颂及记别（预言 、授记） ，讽诵 、自说与因缘 ，以及譬喻与本身 ，并本

生事与方广 ，乃彼希法和议论 ，此即十二分教经 。”其中 ：

契经者 ，凡所许义 ，皆以讲说方式宣说 。何以不分说 ？ 枟集论枠云 ：“观十

功德 ，如来以讲说方式而说法 ，此易安立 、易解说 、易受持 ，由敬信法而能速

疾圆满资粮 ，能速悟法性 ，了解佛而得信仰 ，了解法与僧伽而得信仰 ，触及乐

住所见法之胜 ，漫谈抉择能悦正士心 ，使智者入于智者数列 。”

应颂者 ，于契经首尾作偈颂赞或通达不了义契经 ，谓之应颂 。

记别者 ，对声闻逝世的时间及未来的授记 ，如枟妙法莲华经枠 ，或了义契

经为记别密意而作划分 ，谓之记别经 。

讽诵者 ，即作颂偈讲说 。如第二本颂“此比丘是师 ，寂止且漏尽” ；第三

本颂“此无我有情 ，生命亦非有 ，此法由因生” ；第四本颂“诸法从因生” ；第

五 、第六本颂“此诸幻变相 ，犹如经梦境 ，无明睡醒后 ，轮回无所缘 ，是故有时

候 ，无念即是佛” 。

自说者 ，枟疏理论枠中说 ：“非为补特伽罗（数取趣 ，指人）而说 ，而唯为教

法住世而专说 。”彼指随意愿而说 ，比如能仁净治情器世间时 ，诸佛世尊说 ：

“善哉 ，调伏 ！善哉 ，寂静 ！”

因缘者 ，特为部分补特伽罗和往事学处等而说 ，如对于财物制定不与取

（戒盗）之学处等 。

譬喻者 ，以比喻讲说 ，旨在能显法义 。

本事者 ，结合往事讲说 ，如讲述枟盖摩乔答摩［４］的故事枠 。

本生者 ，即讲示菩萨行 ，如枟一切解脱传枠 。

方广者 ，指具足菩萨藏 ，为一切有情之利乐处 ，宣说广大甚深诸法 。因

灭一切障染 ，故名“消灭” ；因与其他不同 ，亦谓之“离同” ；因具七大 ，故谓之

“大乘” 。

希法者 ，即宣说声闻 、菩萨和诸佛的希有之法 。

议论者 ，无颠倒讲示法之性相 ，宣说经等之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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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四 ，由对治区分者 ，即为三藏 。此分 ：

１ ．十二分教摄于三藏中 ，契经 、应颂 、记别 、讽诵 、自说等五分教 ，为声闻

经之藏 ；因缘是说本事等学处律藏的主要内容 ，譬喻 、本事 、本生三分教为律

藏之系属 ，故此四分教属律藏 ；方广与希法是菩萨经之藏 ，诸佛菩萨的殊胜

力不可思议 ，具足广大 ，故摄于菩萨经藏 ，议论则是大乘和声闻二者的对法

藏 。这种摄法是枟集论枠之规 ，别的经论中还有其他说法 。

２ ．藏之词义者 ，“藏”在梵文中作“毗扎嘎” ，班智达意译为“聚体”或“括

摄” ，即摄多义于所诠中 ，或摄一切所知义于所诠中 ，故谓之“藏” 。又 ，“毗扎

嘎”是中印度“大斗”之名 ，如大斗中能收集许多小升 ，因内摄集许多所诠所

学 ，故名“藏” 。

３ ．安立为三藏之因由者 ，以九因安立为三藏 ，即观待所断三因 ，观待学

处三因和观待所知三因而安立 。其中 ：

观待所断三因安立者 ，于烦恼疑惑的对治中安立经藏 ，即为断诸所化对

真谛和三宝等的疑惑而说契经等 ；于具二边烦恼的对治中安立律藏 ，即对治

因耽著贪欲福衰之边而作积蓄行为 ，虽少积蓄亦当阻止 ，令戒律清净 ，无贪

增上 ，虽百层宫室 、百味美食 ，或价值百千之珍衣等 ，亦可以给与 ，而断离疲

乏之边 ；于执自见为最胜的随烦恼对治中安立对法藏（论藏） ，即于其中广示

法之性相故 。

观待学处三因安立者 ，为诠三学而说经藏 ，由此广诠三学 ，使诸所化能

纯熟三学 ；为了修学戒律和心之学处而说律藏 ，即依别解脱律仪之学处 ，清

净律戒 ，由此以无悔等次第令心等住入定 ；为修慧学而说论藏 ，于其中广示

拣择通达诸法性相之方便 。

观待所知三因安立者 ，为诠法和义而说经藏 ，即由此而纯熟句义 ；为现

法和义之本基而说律藏 ，即由此修律藏学处 ，细分善择 ，使戒律清净 ，而生三

摩地（定） ，以此调伏烦恼 ，从而令法和义显现 ；依止论藏 ，以互相漫谈抉择 ，

于由此所出法 ，圆满受用 ，使成触乐处 ，从中纯熟诸法之自与共相法性 。

对于如是三藏 ，由闻而积习 ，由思而达义 ，由修而寂止 ，以寂止心息灭烦

恼 ，复由胜观［１０］通达法性 ，故从种子中解脱 。此等密意 ，正如枟经庄严论枠中

所说 ：“诸藏虽说三或二 ，摄略之故许九因 ，积习达义与寂静 ，善达法性能解

脱 。”

４ ．各藏之词义者 ，枟经庄严论枠中说 ：“经与对法调伏律 ，总其义当分为

四，具智诸人了知此 ，即得一切种智相 。”此中所谓“义” ，当指字义或词义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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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为“性相”则误 。具智菩萨因了知一切三藏而证得一切种智 ，声闻因了解

一偈颂之义而得果 ，即如舍利子［１１］或小路尊者［１２］
。

“经”在梵文中作“素怛缆”（亦译素扎） ，意译为“首说” 。这如同说“于王

宫”是说处所 。如说“地之体性为坚硬”是说体性 ，说法句和说义即为“经” ，

如是聚合则成“藏” ，即所谓“说处与体性 ，及法义为经” 。

“论”在梵文中作“阿毗” ，全称“阿毗摩伽” ，意译为“显现” ，即显现真实

性 ，故名为“论” ，“显现”是其体性 。又 ，梵文“阿毗伽喀那”意为“再三” ，即由

蕴 、界 、处 、实有 、假有等多门再三宣说而显现 ，故名为“论” ；梵文“阿毗布”意

为威慑 ，指由此了知诸法所有自与共相 ，以言论抉择 ，以作威慑 ，或威慑诸邪

说 ；梵语“阿毗萨摩耶”意为通达 ，即通达尽所有实有 、假有等所知 ，故名为

“论” 。以上即如颂所说 ：“显现故及再三故 ，威慑通达故论法 。”

“律”在梵语中作“毗奈耶” ，亦作“毗毗底达” ，意为堕 ，即讲示堕罪 ，且作

决定 ，故谓之“律” ；或云“毗尼侠杂耶” ，意为决定 ，以此言说律等两种四项共

八事 ，即如颂所说 ：“堕及生起与还出 ，出离以及数取趣 ，制定以及善区分 ，决

定等故是为律 。”

其五 ，由所化区分者 ，枟经庄严论枠中说 ：“亦可分为二藏” 。这是说胜解

于下等为声闻藏（小乘） ，胜解于广大为大乘藏 。大小乘的区别是 ，是否具足

“七大” ，即如枟摄乘论枠所说 ：“所知处及入性相 ，彼之因果极分别 ，三学以及

断彼果 ，成胜智乘最殊胜 。”是故 ，声闻宗规所许之“最广藏” ，经籍品章数多

广博 ；大乘宗规所许之“最广藏” ，由释名宏广乘义 ，故为最广 。具足十万颂

的般若经等 ，乃是“大法” ；为利益一切有情 ，发心成就圆满菩提 ，故为“大发

心” ；胜解甚深广大诸法 ，故为“大胜解” ；获得自他平等意乐 ，故为“广大意

乐” ；于每一刹那聚积无量福慧资粮 ，故为“大资粮” ；精进于三无数劫 ，故为

“大时” ；成就与一切有情不等之佛身 ，故为“大清净成就” 。具此“七大” ，故

为大乘 。 枟经庄严论枠中所说“七大”与此略有不同 。

又 ，钝根者胜解于因 ，以因为道 ，名为“因相乘” ；利根者胜解于因果任运

成就 ，以果为道 ，为“果密乘” 。 枟教王经枠中说 ：“（原注 ：杂尼那室利在枟圣授

记秘密经枠中说“消除金刚乘二边”）文殊请问道 ，导师之三乘 ，世尊若正说 ，

因果任运成 ，他佛处难觅 ，何未说定乘 ？”又说 ：“对于胜解因 ，善转因法轮 ，金

刚乘捷径 ，未来时将生 。”关于密乘性相之特点 ，阿阇黎支毗迦摩罗在其枟三

相明灯论枠中说 ：“一义亦不迷 ，无难方便多 ，对于利根者 ，密乘则殊胜 。”这是

贬低外方便［１３］
，以内三摩地修六度［１４］

，故对方便“不迷惑” ；由修极微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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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心所 、微细语之字和粗分能所二依坛城 ，开示心 、语 、身三摩地和清净义 ，

故为“方便多” ；随化机所欲 ，满足其希求 ，方法简易 ，开示四手印等 ，故为“无

难” ；仅由利根者修习 ，他人若修 ，则堕恶趣 ，以其业亦能清净 ，即以此四点而

“殊胜” 。对此 ，阿阇黎提婆又称之为“持明藏” ，作为第四藏 。阿阇黎扇底波

认为 ，摄深奥义而开示则为“经” ；阿阇黎阿跋耶迦罗拘多则认为 ，开示三

学［１５］
，故为三藏 。

其六 ，由增上缘区分 ，又分三种 ：

１畅口说佛经 。如圣者结集出的经典 。

２畅加被［１６］佛经 。 枟般若八千颂释枠中分为身 、语 、意加被三类 。第一类

身加被佛经 ，如枟十地经枠 ；第二类语加被佛经 ，如枟未生怨王悔罪经枠 ；第三类

意加被佛经 ，如枟普贤行愿经枠 。有的学者（如濯洛译师）又将意加被佛经分

成三类 ，即由意三摩地加被佛经 、由意之慈悲加被佛经 、由意之真实力加被

佛经 。其中 ，第一类如枟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枠 ，第二类如经佛加持由药叉等所

说之密咒 ，第三类如由佛加持从虚空 、光明 、音乐中发出的法音 。

３畅开许［１７］佛经 。指有缘起 、接续连系 、助益随喜的经文 。 枟法集经枠中

说 ：“所谓‘诸比丘 ，如是我闻’ ，以此来结集法 ，并示连系和次第 ，即为开许

故 。”

二 、论

第一 ，论之体性 。著作者以无散乱意解说经义 ，随顺得解脱之道 ，即枟究

竟一乘宝性论枠中所说 ：“唯依佛教法 ，意无散乱释 ，顺得解脱道 ，如经应顶

敬 。”

第二 ，论之词义 。梵语“夏萨达罗”中的“夏萨那” ，意为“改造” ，即由烦

恼因三毒改造为具足三学 ；梵语“达伊”或“达惹那” ，意为“拯救” ，即拯救于

恶趣果和轮回苦 。经中也有这种释义 ，枟疏理论枠说 ：“佛语作为论典之性相 ，

释名‘改造’和‘拯救’ ，故名‘论’ 。改造一切烦恼敌 ，救于恶趣轮回苦 ，具此

二德故为论 ，除此别无他理论 。是故 ，唯佛语为胜义论典 ，具足改造和拯救

之德 ，故当勤持此义 。”

第三 ，论之区别 。具体分为五种 ：

其一 ，由胜劣之门而分者 ，在枟瑜伽师地论枠中说有九种 ，即无义论 、邪义

论 、具义论三种 ；狡诈论 、无慈论 、离苦论三种 ；励闻论 、励辩论 、励修论三种 。

这几种中 ，每组的后一种为胜论 ，前两种为劣论 。有人（如洛巴上师）把励

闻 、励辩二论连同后三种共五种 ，认为是胜论 ，这是不合理的 ，因为在枟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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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论枠中说此二论亦为外道论典 ，故只有每三种中的后一种解说佛语 ，是

胜论 。

其二 ，由作用之门而分 ，有集方广经论 、甚深分辨论典和汇编论典三种 。

第一种如枟律经枠 ，第二种如枟现观庄严论枠 ，第三种如枟经广严论枠 、枟集学论枠 。

其三 ，由所诠义之门而分 ，有 ：

１畅示尽所有所知论典 。又分一般论典和特殊论典两种 。其中 ：

一般论典 ，如枟世法论枠 、枟十八种观察论枠等 ，再如枟百智论枠 、枟养生篇枠 、

枟颂偈宝库枠等 。这类论典亦为现高因 ，可作解脱之所依 ，如枟百智论枠所说 ：

“若善行人法 ，去天界不远 ，若登天人梯 ，解脱在身旁 。”同类论典 ，尚有相人 、

相马 、相象等论典 。

特殊论典 ，主要指明处论典 。 枟经庄严论枠中说 ：“若未勤习五明处 ，圣者

亦难得遍智 ，故为破他及摄受 ，自己全知等勤习 。”所说“破他”指因明和声明

二明处 ，“摄受”指医方明和工巧明二明处 ，“自己全知”则指内明 。

因明论典 ，摄为现量 、自事 、比量 、破他 、自喻 、定论等六类 ，如枟量经枠
［１８］

及其七部释论 ，或称“因明七论” 、“随学七论” ，与本论一起 ，也称“成量八

论” 。这七部释论分本体三论和分支四论 。本体三论 ，是针对利 、中 、钝三种

根器的有情开示正知易懂方便的枟释量论枠 、枟定量论枠和枟理滴论枠 。对其中

的枟定量论枠 ，迦湿弥罗论师杂尼那室利虽不同意是枟量经枠的释论 ，但仍说

“其理甚显明” ；而阿阇黎法胜则认为是枟量经枠的释论 。支分四论 ，一是未从

现量品引申 ，而从自事 、比量引申论述的两论 ，即总抉择宗法周遍的枟因滴

论枠和抉择难证周遍或因法关系的枟关系论枠 ；二是由他事引申 、开示反驳论

辩 、决胜负之理的枟诤理论枠 ，开示从语言知晓他意 ，于名言亦不违唯识 ，所谓

“看见自身心 ，先行事持他 ，倘若心能知 ，则与唯识同”的枟悟他论枠 。以上总

计七论 。这些推理论著 ，被藏人说成“对法藏” ，这不合理 。因为推理著作为

因明论著 ，而对法乃是内明论典 。 枟疏理论枠中说 ：“彼故辨别故 ，前习昔作

故 ，不依于教故 ，精勤作意故 ，前引遍持故 ，遍作所作故 ，许为五推理” 。这是

说（因明著作）不依经教而解脱 。 枟经庄严论枠中说 ：“推理所依并不定 ，不遍

世俗具厌离 ，愚者则许为能依 。”对法是本母 ，因明与之矛盾 ，故非为对法 。

枟集量论枠中也说 ：“为免贪著外道无心要之许 ，以诠正量和所量之法撰写因

明著作 ，而并非以此入于如来正教 ，因为佛法非为推理之境 。相反 ，只有闻

听佛之法性 ，才不隔甚久 ，无劳而通达 。若以推理之路引往法性 ，则远离佛

教 ，使佛法衰退 。若尔 ，这也是如来法之体性 。若往于他 ，则应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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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论典 ，摄为自性 、缘 、变化三类 。 “自性”指词根与实词 。 “缘”指由

词根构成实词的缘由以及基本词构成他词的辅助缘 。 “缘”分共缘 、无数缘 、

事物缘三种 。又 ，由词根构成词句且分辨时 ，为“定埃” ；由词构成句而分辨

事 ，为“苏扎” ；介之于自性和缘之间 ，为“阿迦摩” ；以及变为其他词根的“变

形” 。 “变形”属自性类 。 “变化”是通过拼合等 ，正字 、改变等 ，使语句精炼 。

以彼等摄集声之所诠 ，或以连 、词 、讲 、释四种开示论义根本 。 变形词根

“邬” 、“那”等为分支 ，解说此类词的论著如枟声明集分论枠 ，或摄为字汇 、名

汇 、词汇三类而讲说 ，如枟语门论枠等 。这些论著皆非作为获得清净四明之因

学处的三藏中的任何一种 。与之相关的 ，尚有讲述字母轻重音拼合法的 ，如

枟声律学·宝生论枠 ，讲述实词分类 、三相差别 、一词多义词用法等的 ，如枟藻词

论·永生藏枠 。修辞学［１９］论著 。有开示诗词性相 、诗学不同宗派 、三十五种

修辞法 、难体诗以及隐语修饰法的著作枟诗镜论枠 ，或与之匹配的戏剧歌舞著

作等 。修辞学等是声明的支分 ，也是明论（宗教文化书籍）的分支 ，即枟藻词

论·永生藏枠中所说 ：“歌咏（即诗词 、修辞学） 、赞颂及祠祀 ，此三即是三明

论 。”

医方明论典 ，是讲示疾病 、病因 、病的对治法药方及用药治疗法等四方

面的论述 ，或所谓“身体孩童魔上身 ，器械创伤老壮阳 ，诸凡医术所疗处 ，一

一阐明分八支”的枟医学八支论枠 。所说“八支” ，是指孕妇病 、儿童病 、魔病 、

“身病”即体腔病 、“上病”即头痛病 、器械创伤病 、齿伤病和外治病 。

工巧明论典 ，指有关变金术 、身像度量等方面的著述 。

内明论典 ，是讲说蕴 、界 、处及其差别和具体内容的所有著作 ，如枟大乘

阿毗达摩杂集论枠 、枟法相集论枠等 。

２畅示如所有所知论典 。指讲示四谛十六行相 ，或讲示无能所二取之义

和讲示无自性义之类的著作 ，如枟谛义决定论枠 、枟三十颂枠 、枟中观庄严论枠等 。

３畅示解脱及遍知论典 。如枟菩萨地枠 、枟声闻地枠 、枟入行论枠等 。有人说 ：

这类论典逐一宣说为章品 ，而无余全面论述则为大论 ，如枟集论枠 、枟俱舍论枠

等 。

４畅由所说佛语之门而分论典 。又分两种 ：

一是总佛语论典 。指阐明总佛语词句声明论著 ，或指阐明其要义的推

理论著 。而笔者则以为应指其他著作 。

二是分别释义论典 。此又分三种情形 ：

其一 ，第一时教释义论典 。分显扬见和显扬行两类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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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扬见的著作为“对法七论” ，即经中所说 ：“舍利子造枟法蕴论枠 ，目犍连

造枟施设论枠 ，满慈子造枟界身论枠 ，天寂所造枟识身论枠 ，迦多衍尼之枟发智论枠 ，

世友所造枟品类论枠 ，所谓枟集异门论枠者 ，传由拘瑟耻罗造 。”迦湿弥罗分别说

部认为 ，此七部著作为佛语 ，是佛于不同的地点 、时间 ，针对不同有情零星所

说法 ，由声闻罗汉所结集 ，类如枟因缘品枠 ，若不是佛语 ，则三藏会不完整 。而

经部却认为 ，三藏的本基是经 、律二藏 ，以此二者统领 ，才无过患 ，因此主张

“对法七论”为论典 。总摄此七论义为枟大毗娑婆论枠 ，再摄其义 ，即为枟俱舍

论枠等 。

显扬行的著作 ，指先讲枟十七事枠中的出家事 ，然后讲二分辨事和十六

事 ，以此为基础 ，所讲示的枟律上分枠等律经 ；结合枟律杂事枠 ，以理配合而讲说

的枟律经根本律枠 ；以枟律分别枠为基础 ，配合其他道理而讲说的枟毗奈耶颂·花

鬘续枠或枟三百颂枠 。

其二 ，第二时教释义论典 。亦分显扬见和显扬行两类著作 。

显扬见的著作 ，指称之为“四大开派轨辙师”的著作 。如以经实说教义 ，

开示要义的“中观理聚六论” ，即开示诸法自性空 、待缘而起 、远离戏边之见

的枟七十空性论枠 ，破除生等实有的枟根本智论枠（即枟中论枠） 。此二论为根本

论或主论 。另四论是 ，以理成立的枟六十正理论枠 ，破除对方论辩过患的枟回

诤论枠 ，讲说推理辩论方法的枟细研磨论枠 ，讲示胜义虽无自性 ，而于世俗许有

世间名言的枟成就名言论枠（通称枟宝鬘论枠） 。以上合计 ，共为六论 。另如主

要开示暗示义或现证义的枟现观庄严论枠 ，讲示一切种智 、道智 、一切智（总称

行境三智） 、一切正等现观 、顶现观 、次第现观 、刹那现观（总称四加行现观）

以及入果法身等八品 。示其三十二要义的 ，即枟八千颂摄义枠 。该颂说 ：“依

及所摄受 ，业及修行等 ，辨别因及堕 ，利益等正说 。”其中 ，所谓“依” ，指佛世

尊 ，“所摄受”指眷属 ，“业”指以十法行如何行于佛母 ，“修行”是指对治无相 、

有相 、增益 、损减 、一性相异 、自性 、差别 、如名取义 、如义取名等十种散动的

十种修行 ，“辨别”是指细分从内空到无法自性空之间的十六空 ，“因”分魔业

因和不退转因两种 ，“堕”指若舍般若则其异熟果堕入恶趣之报应 ，“利益”是

指行般若波罗蜜多所得利益 ，谓其利益功德较之用遍布三千大千世界的珍

宝作布施的功德还要更大 ，如是逐一列举 ，摄一切功德 ，因需要而反复言说 。

开示三门十一品类的是枟般若十万颂疏枠 。彼初以因缘分期 ，向利根所

化宣说 ，如云“舍利子 ，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一切相中 ，希求现证圆满正觉 ，

应精进于般若波罗蜜多” ，摄由何人 、为何故 、向何人 、为何学法等四义而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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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是为说摄义门 ；由此至第一品 ，为说中义门 ；再由此至最后圆满 ，为说广

义门 。此即“三门十一品类”中的“三门” 。所谓“十一品类” ，是指初向舍利

子赐教为初品 ，次由须菩提宣说为一品 ，后向帝释赐教两品 ，向须菩提赐教

四品 ，向弥勒赐教两品 ，向阿难赐教付法为一品 ，即共为十一品类 。关于枟般

若十万颂疏枠 ，有人虽说为丹伽扎色所作 ，但应是世亲的释论 。此书与枟八千

颂摄义枠 ，二书皆阐述唯识义理 。

显扬行的著作 ，如枟集学论枠（全称枟集菩萨学论枠） 、枟集经论枠（详称枟大乘

宝要义论枠） 。另 ，开示见行双运的有枟入行论枠 、枟修行三次第论枠等 。

其三 ，第三时教释义论典 。亦分显扬见和显扬行两类 。

第一类显扬见的著作 ，如圣者弥勒所著枟经庄严论枠 、枟辨中边论枠 、枟辨法

法性论枠 、枟究竟一乘宝性论枠 。有人讲此四论的前两论属对法藏（论藏） ，后

两论为经藏 ，还说枟现观庄严论枠为律藏 ，然未见其论据 。 枟经庄严论枠摄大乘

一切法为五义而作开示 ，犹如锤炼精金 ，莲花盛开 。对于此经 ，如饥汉得美

食 ，如闻佳音书信 ，如开启宝箧 ，说此法即生殊胜欢喜 。 枟辨中边论枠中的

“边”指有 、无 ，或常 、断两种边见 ，“中”指断离二种边见的中观道 ，因辨别这

些 ，故称枟辨中边论枠 。又谓“性相 、障 、真如 ，对治及观修 ，彼处及得果 ，即是

无上乘” ，说此经由七义而作宣说 。 枟辨法法性论枠的“法” ，是指烦恼轮回之

法 ，“法性”指涅般木之法 ，即开示此二法之差别 ，故名枟辨法法性论枠 。 枟究竟

一乘宝性论枠者 ，为大乘之性续或连续诸法之上 ，即诸法之至上 ，故名之 ；或

梵语谓“邬达惹” ，意为“后” ，即诠释大乘后续之密意 ，故名之 ；彼亦讲示三宝

及其界 、菩提果 、佛之六十四德及事业等七事 ，即所谓“佛 、法 、僧 、界及菩提 ，

功德和佛末事业 ，诸论之身若摄略 ，则是七种金刚处 。”上述四论 ，再加枟现观

庄严论枠 ，总称为“慈氏五论” 。循从此五论 ，有圣者无著所著广论枟五部地

论枠（即枟瑜伽师地论枠）
［２０］

、摄论枟阿毗达磨集论枠和枟摄大乘论枠（合称枟二摄

论枠） ，以及世亲所著枟八品论枠
［２１］等 。

枟五部地论枠如同根本的枟本地分枠 ，摄十七地而作开示 ，总括为“具足五

识地 ，意地及余三 ，寻思伺察等 ，有定与非定 ，有心及无心 ，具闻与思修 ，如是

具三乘 ，有蕴及无蕴” 。此十七地又作依 、察 、果三者而作宣说 ，其复为三 ：具

五识地与意地二者为“依”之自性 ；有分别有寻思地 、无分别有寻思地 、无分

别无寻思地等三者 ，为“依”之行法 ；有定地与非定地 、有心地与无心地等四

者 ，为“依”之时分 。作为“修” ，则有闻 、思 、修三地 。 “果”则有作为暂时果的

声闻地 、菩萨地和缘觉地三地 ，作为究竟果的有余蕴地和无余蕴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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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枟摄抉择分枠如枟本地分枠之释论 ，对枟本地分枠的句义二者抉择为四个方

面作讲示 ，除缘觉地外均予摄略 ，以枟本地分枠和枟摄抉择分枠二论开示诸佛语

之义 。

枟摄事分枠阐明将往昔经论摄为三藏的情形 。其总论中讲说摄三藏 ，分

别详论时只摄经和律 ，而未言及论藏 ，故最初结集本 ，当为枟五部地论枠 。在

摄声闻地抉择中 ，出现“摄本母论藏者 ，为十七地和四摄” 。

枟摄异门分枠总说能诠名言词汇之异门（各种词语） ，别说烦恼染污及证

得解脱之异门 ，这总 、别二分 ，即为该论 。

枟摄释分枠讲说彼等说法 。如是 ，由佛语之义 、正论和讲说方法组成枟五

部地论枠 。

“二摄论”中 ，作为共同乘的是枟阿毗达磨集论枠 ，包括集法相 、谛决定 、法

决定 、得决定 、议论决定等五内容 ；作为大乘的摄要 ，是枟摄大乘论枠 ，以所知

处等十义摄略大乘精华而作宣说 。

世亲的“八品论” ，是讲诸法唯识的枟三十颂品枠 、成立其理的枟二十颂

品枠 ，开示其五蕴本基的枟五蕴品枠 、述说其理的枟疏理论枠 、开示三门之业的

枟作业品枠 ，此五品为“自续五著作” 。开示六度等广大行 、十二因缘［２２］和三

自性的枟经广严论枠 ，以及枟缘起经枠（即枟辨法法性论枠）和枟辨中边论枠为释论 ，

合称“释他三著作” 。以上合为八部 。有人认为 ，世亲论师著有枟十地释枠等

许多论著 ，故不一定是八论 ，加上与弥勒学说相关的著述 ，不止二十种 。但

肯定的说法是有“五部地论” 、“二摄论”以及“慈氏五论”方面的“八品论”等 。

第二类显扬行的著作 。如枟律仪二十颂枠等 。

５畅摄述论典 。若摄论典种类 ，则有不依佛语论典和依佛语论典两类 。

不依佛语论典又分释佛语论典和著佛语之义为自续论典两种 。

其中 ，第一种又有广释句义两个方面的广释本 ，如枟别解脱戒广释五十

卷枠 ；有解释语句的释句本 ，如枟明句释品枠 ；有解释难义的释难本 ，如两种枟分

解难义释论枠 ；有摄要义而开示的摄义释本 ，如无垢友所著的枟摄义释论枠 ；有

结合语义而开示的语义释本 。即共五类 。第二种著佛语之义为自续论典 ，

又有圆满开示一佛语之义的论典 ，如枟现观庄严论枠或枟经根本论枠 ；有开示零

星佛语的论典 ，如枟沙弥偈文枠 ；有开示多种佛语之义的论典 ，如枟集学论枠 、

枟劝戒亲友书枠等 。即共三类 。

总之 ，释论有注释 、解说 、注疏 、合释 、摄义 、释难 、广释 、演讲 、细分等多

种名目 。如是区分论典 ，是为了增长才智才区分论著的 ，前面所说性相 、词



　 　·０２２ 布顿佛教史 　

义 ，是指论典的特点 ，二者并不相悖 。

注释 ：

［１］ 　 构枟因缘品枠 ：别名枟法集要颂经枠 、枟专言颂集枠 、印度佛学家法护所集零星佛语 ，共四

卷三十二品 。

［２］ 　外道 ：指佛教以外的其他宗教派别 。在本书中主要指古印度的顺世 、数论等学派 。

［３］ 　有寂 ：“有”指生死轮回 ，“寂”指寂灭涅般木 。

［４］ 　比丘四法 ：此处指对沙门行为的四种规范 ，即人毁不还毁 、人怒不还怒 、寻过不还

报 、虽打不还打 。

［５］ 　灭道二谛 ：指四谛中的灭谛和道谛 。灭谛 ，亦名尽谛 ，为息灭 、灭尽之意 ，指灭尽三

界烦恼业因 ，了脱生死 ，达到涅般木寂灭境界 。道谛 ，道为“通达” 、“道路”之意 ，道谛

讲达到寂灭解脱的方法和手段 。

［６］ 　真如 ：佛教术语 。不变的最高真理或本体 ，指本性 、空性 、真实性 。

［７］ 　涅般木 ：佛教教义 。意译为灭 、灭度 、寂灭 、不生 、解脱 、圆寂等 ，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

同译法 。佛教用以作为修习所要达到的最高理想境界 。基本含义是息除烦恼业

因 ，灭掉生死苦果 ，解脱于三轮轮回 。常分两种 ：有余涅般
木 ，指断尽烦恼障所显之

真如 ；无余涅般木 ，指灭依身苦果无所剩余 ，出生死苦之真如 。

［８］ 　十二分教 ：依文体和含义将佛所说全部经教归纳为十二部分 ，即契经 、应颂 、记别 、

讽诵 、自说 、因缘 、譬喻 、本事 、本生 、方广 、希法 、论议 。其中论议 ，也作议论 ；记别

也作授记 。

［９］ 　盖摩乔答摩 ：简称乔答摩 。佛祖释迦牟尼的种姓 。

［１０］ 　胜观 ：亦译妙观 。以慧眼观察事物 ，了悟其本性真实差别 ，指一切禅定 。

［１１］ 　舍利子 ：释迦牟尼的亲传弟子之一 。

［１２］ 　小路尊者 ：梵音作周达般陀伽 。十六尊者之一 ，常居古印度灵鹫山 。

［１３］ 　方便 ：方法 。有时也指仪轨 。

［１４］ 　六度 ：佛教教义 。多汉译为六波罗蜜多 。波罗蜜多 ，即到彼岸之意 ，谓菩萨乘此

六度船筏 ，既能自度 ，又能度一切众生 ，从生死大海之此岸 ，度到涅般
木究竟之彼岸 。

因此 ，六度为基本的修持方法 ，包括 ：布施 ，有法 、财 、无畏三种布施 ，以此对治贪爱

悭吝 ，利乐众生 ；持戒 ，包括在家 、出家 、大小乘一切戒法 ，由此断身口意一切恶业 ；

忍辱 ，修持能忍受一切有情辱责打击和外界寒热饥渴之行 ，以断嗔恚烦恼 ；精进 ，

精励身心 ，精修一切大行 ，以对治懈怠 ；禅定 ，止观双运 ，定止散乱 ，心住一境 ，思维

真理 ，以调伏诸根会趣寂静妙境 ；智慧 ，断除烦恼 ，通达诸法体性本空之智慧 ，以对

治愚痴无明 。

［１５］ 　三学 ：佛教教义 。学佛者必须修持的三种基本学业 ，即戒 、定 、慧 。戒 ，指戒律 ，是

防止身口意过失的戒规 ；定 ，指禅定 ，即摈除杂念 ，专一观悟佛理 ；慧 ，指智慧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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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Ζ摈除一切欲望烦恼 ，专心致志于四谛 、十二因缘等佛教真理 ，以获得智慧解脱 。

三学囊括全部佛教教义和全部修行法门 ，其中以戒 、定为手段 ，慧为目的 ，最终获

得解脱 ，达到涅般木境界 。

［１６］ 　加被 ：即加持 ，指诸佛菩萨以神力加于众生 ，使之受持 ，感应 。

［１７］ 　开许 ：同意 、允许之意 。即给予加持后有权诵读和修持 ，谓之开许 。藏传佛教将

如来所说教言根据增上缘分为三大类 ，即佛亲说语（口说佛经） 、佛加被语（加被

佛经）和佛开许语（开许佛经） 。开许佛经开头有缘起 ，中间有接续联系语 ，结尾

有助益随喜句 。

［１８］ 　 枟量经枠 ：指古印度佛学家陈那的因明学名著枟集量论枠 。陈那为瑜伽行派论师 ，佛

教新因明创始人 ，被后人尊为“中世纪正理学之父” 。 枟集量论枠通论推理八事 ，概

括真知为六品以进行抉择 ，是一部量学经典著作 ，故在藏文中也译为枟量经枠 。对

此 ，古印度因明学家法称著枟释量论枠等七部著作进行注释 ，通称“七部量论”或

“因明七论” 、“七部量理论”等 。

［１９］ 　修辞学 ：在藏文中指诗词学或诗词 。

［２０］ 　 枟瑜伽师地论枠 ：藏籍称无著所著佛学著作（汉籍认为弥勒所著 ，唐玄奘汉译本一

百卷） ，因分本地分 、摄抉择分 、摄事分 、摄异门分 、摄释分五大部分 ，故亦称枟五部

地论枠 。

［２１］ 　 “八品论” ：世亲阐释弥勒学说的八种论著 ：枟经庄严论释枠 、枟辨法法性论释枠 、枟辨

中边论释枠 、枟疏理论枠 、枟作业品枠 、枟五蕴品枠 、枟二十颂品枠和枟三十颂品枠 。

［２２］ 　十二因缘 ：解释佛教关于人生痛苦原因的业感缘起学说 ，认为众生由烦恼恶业招

来苦果 ，因果相续 ，故在六道中生死轮回 。具体指无明 、行 、识 、名色 、六入 、触 、

受 、爱 、取 、有 、生 、老死 。亦称“十二缘起支” 、“十二缘生支”或“十二有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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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如何闻 、说及修持法

第一节 　 所说法之差别

总的说来 ，为精通所知当学各种论典 。律经中尚云 ，“即使是外道论典

亦应受学” ，“菩萨尤当学一切论典 。”然而 ，学典主要趋向于道 ，通过讲闻佛

典来认识佛教 。提舍尊者说 ：“三学极开示 ，三印当正具 ，初中后皆善 ，善巧

通佛语 。”此语开示了所修三学和正见三法印 ，即“诸法无我 ，诸行无常 ，有漏

皆苦” ，并云体性当于始初 、中间 、最后永远为善 。 枟别解脱经枠中也说 ：“诸恶

莫作 ，众善奉行 ，自净其意 ，此即佛教 。”经中云 ：“所谓正法 ，即初是善 ，中是

善 ，后是善 ，其义妙善 ，字句妙善 ，圆满无杂 ，圆满清净 ，圆满纯洁 。”所说初 、

中 、后皆善 ，无著等人认为是说闻 、思 、修 ；而有人认为 ，“初”指经首的缘起 ，

“中”指经的正文 ，“后”指经尾的助益随喜 ；阿阇黎善天（格维拉）则认为“初”

指论典开首的礼赞 ，“中”指论典的正文 ，“后”指结尾的回向 。按照枟疏理论枠

的说法 ，“初 、中 、后三者 ，是说戒 、定 、慧蕴全无损衰 ，故为善 ；所谓‘义妙善’ ，

是说不颠倒之所诠圆满 ；所谓‘字句妙善’ ，是说使人易懂 ，能诠圆满 ；所谓

‘无杂’ ，是说与其他不混杂雷同 ；所谓‘圆满’ ，是一切烦恼的对治法 ；所谓

‘圆满清净’ ，是说能从自地烦恼染污中解脱 ，是自性解脱 ；所谓‘圆满纯洁’ ，

是说他地的烦恼随眠断尽 ，以续获得解脱 。要具足上述诸德 ，应通达正法 。”

总之 ，佛教正法 ，当入圣谛经藏 ，调伏烦恼 ，不违缘起法性 ，是为共乘之

规 。如以大乘共同之规而言 ，诚如前引枟宝性论枠所说 。又说枟经庄严论枠中

所说 ：“信喜智因故 ，此法即是善 ，具二利易持 ，示四德梵行 ，与他不具共 ，断

三界烦恼 ，自性净无垢 ，即梵行四德 。”以大乘不共之规来说 ，如云“空悲二无

别 ，凡能深修心 ，彼即佛陀法 ，亦是僧伽教” ，是说具空性大悲心要 ，即是佛的

教法 。如是教法 ，由语和义集摄为特殊的经和论两部分 ，正如枟经庄严论枠所

说 ：“嗅香与尝味 ，二者如妙药 ，法亦如彼二 ，当知字与义 。”义圆满是指具足

四梵行功德等 。字圆满在枟经庄严论枠中说 ：“示及如是说 ，乘及顺且乐 ，普称

及随宜 ，及顺出离故 ，彼典则谓之 ，菩萨字圆满 。”枟摄释论枠中也说 ：“经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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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有二 ，即字句与文义 。”其中 ，字句是处所 ，文义则寓于其内 ，二者结合 ，即

是所知 。又说 ：“虽小品胜法 ，其本体亦二 ，即文字与语义 。”是故 ，所说法 ，是

由佛所说 ，由结集者所结集 ，由诸智者大德所诠释 ，再由诸译师 、班智达大德

所翻译 ，而成师师相承 、具足经教传承的显密经藏 、论藏和律藏 ，对其中任何

一种均当予以讲说 。

第二节 　阿阇黎说法之差别

一 、说法阿阇黎之性相

各论典中说阿阇黎有多种不同性相 ，如枟三百颂枠中说 ：“具足律仪知戒

规 ，悲悯患者眷属敬 ，精勤助益法与财 ，应时教授赞为师 。”阿阇黎龙树说 ：

“善知识性相 ，摄略知如是 ：知足具悲戒 ，有慧除烦恼 ，汝若依彼等 ，汝则知恭

敬 。”寂天说 ：“常依善知识 ，则通大乘义 。”皓月居士（旃陀罗阁弥）说 ：“持戒

且多智 ，具足大能力 ，对于如是师 ，应当拜依止 。”枟经庄严论枠中所谓“调柔寂

静及息灭 ，德胜精进经教富 ，通达真如且善说 ，悲悯自在断厌烦 ，如是十德善

知识 ，理应恭敬善依止” ，是说具足律戒故调柔 ，具足定力故寂静 ，具足智慧

故能息灭烦恼 ，功德较他人更殊胜故名德胜 ，无怠于利他故精进 ，广学多闻

故经教富 ，通晓所知真如实性 ，且能善巧言说 ，不视财物故悲悯 ，开示佛法无

厌无倦 ，即善知识当具足如上十德 ；所谓“大乘菩萨广听闻 ，见谛善说具慈

悲 ，无厌正直士夫者 ，当知彼即是大德” ，是说广闻经教功德 ，证德方面则见

真谛 ，善巧言说 ，不吝惜财物意乐慈悲 ，思想行为无怠无厌 ，即当具此五德 ；

所谓“广大离怀疑 ，堪持示二真 ，此为菩萨之 ，圆满之导师” ，是说广闻博学 ，

故识多见广 ，智慧广大 ，能断所化之疑惑 ，三门［１］唯善 ，堪持为师 ，能开示烦

恼及解脱涅般木二者之真如实性 ，即当具此四德 。

以上这些多为圣者之德 ，虽具足甚难 ，但却是不可或缺之分支 。其要点

有三 ，即具智者智慧 、具慈悲意乐 、具忍辱行为 。

第一具智者智慧 ，应善巧所说 、善巧能说 ，善巧行为 。其中 ：

善巧所说 ，是指善巧通达所知或诸藏 ，凡讲说 ，文义皆具教理秘诀 ，应成

为如是智者 。这样 ，才能断除所化之疑惑 。

善巧能说 ，是说能诠之语言正确 ；无论从何言说 ，皆能联系 ，讲说适当 ；

如何说都不离三种合理语言 ，能使用令他人喜悦的雅语言词 ，即应具足这三

种特征 。枟经庄严论枠中说 ：“语句极合理 ，教示辨解疑 ，具足能多次 ，初说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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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悟 。诸佛之教法 ，三轮以清静 ，此者当了知 ，远离八种过 。怠惰及不知 ，不

定不分时 ，此诸疑不断 ，不示远离彼 。厌倦与吝啬 ，许是言说过 ，如无此等

过 ，则成无上说 。”这是指远离言说八过 、三轮清净之讲说 。在枟疏理论枠中 ，

讲说对治十一种言说过失有二十种法语 ，此即 ：

对治威仪不整者和向非器［２］讲说之过失 ，应知意欲听闻 ，可堪讲说者 ，

在当言说之时言说 ，使之对自己的讲闻不觉得不全 、无要核 、且不入于道 。

对治诠说不圆满之过失 ，应无轻慢而郑重言说 。

对治诠说中断之过失 ，应有三法 ，即一是次第而说 ，应先从布施度等及

正供言语开始而作宣说 ；二是从论说经藏开始 ，结合辩论而宣说 ；三是随顺

言说 ，从授记（记别）开始 ，解答问题先应讲示有如是授记 。

对治不懂诠说意思之过失 ，亦有三法 ，即一是使诸有信仰者喜悦 ；二是

对诸有宿怨者心生爱欲 ；三是应使诸疑惑者喜悦 。

对治诠说不成供奉之过失 ，有二法 ，即一是罪恶者不该生喜悦 ，故不能

使其生起喜欢 ；二是若诋毁则心感刺痛 ，故不诋毁 。

对治诠说不合理义之过失 ，应当合理 ，不违量论因明 。

对治向不该说奥义的对象下根者诠说深奥义之过失 ，应有关联 ，即联系

先后而讲说 。

对治散乱诠说之过失 ，应语不紊乱混杂 ，即断旁鹜他语 。

对治诠说无义之过失 ，应具足法 ，合顺善 。

对治不适当诠说之过失 ，应适合如所有眷属 ，即与所化有情相适合 。

对治以烦恼意乐［３］诠说之过失 ，有五增上法 。烦恼意乐有三 ，即一是

相信自己贤能之意乐 ；二是贪求信敬之意乐 ；三是嫉妒意乐 。对治第一种相

信自己贤能之意乐有三法 ，即慈心 、利乐心和悲心 。此亦为愿听法者安乐 、

无烦恼 、无痛苦 ，或对向善 、不向善 、庸俗诸人 ，依照慈悲等次第 ，愿其得涅
般
木 、通其道 、领会所说义 。对治第二种贪求信敬之意乐 ，应不依利养 、恭敬 、

赞颂 ，即断离此等贪求 。对治第三种嫉妒意乐 ，应不自诩 ，不贬他人 ，即舍嫉

妒 ，尤舍自信欲念 。

以上二十法 ，每五种为一组 ，次第开示如何诠说 、诠说何义 、像何诠说 ，

以何诠说 ；又示言语之加行 、言语之对象 、言语之功德和言说者之功德 。远

离上述诸过失 ，即为善巧能说 。

善巧行为 ：以三门善业堪受众人恭敬 ，谓之“善巧自己行为” ；而“善巧所

化行为”是 ，了知所化之根器 ，种界和随眠习气 ，而开示顺彼之法 ，使之成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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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枟地藏十轮论枠中所说 ：“愚根低劣且怠惰 ，对于二乘［４］不勤奋 ，不具大乘

之法轮 ，彼非广大乘法器” ；再如说 ：“如是非器声闻乘 ，闻说大乘成愚迷 ，并

因断见堕恶趣 ，故应视器而说法 。”又说 ：“已成广大法之器 ，则不应示下劣

法 ，”“劣器不合深广法” ，皆云应当善巧了知器之行为或性相 。

第二具慈悲意乐 ，是说要有安置一切有情于大菩提的悲心 ，若无此心 ，

也须要有令彼善知自己所说法义而受益之意乐 ，而并非是观财物多少才说

法的悲心 ，以此使自己的讲说入于道 。 枟经庄严论枠中说 ：“诸尊者将生命 、受

用及无实义的利养诸物 ，常以极欢喜心施舍于一切苦难众生 。而施法于众

生 ，使之受益 ，虽极广施 ，却无穷尽 ，且能相续增长 ，施法一次更不待言 。”是

说若非如是 ，则有售法之罪业 。 枟妙吉祥神变经枠中说 ：“虽说法 ，然对闻法诸

人 ，不发大悲 ，乃为魔业 。”又说 ：“自虽多闻 ，但唯恐他人得知 ，而将正法作为

上师吝惜秘诀不肯传人 ，也是魔业 。”枟解深密经疏枠中也说 ：“凡为贪者说正

法 ，彼诸贪求得取受 ，如诸醉汉得宝法 ，虽得亦成穷丐因 。”

第三具忍辱行为 ，指对说法时的疲劳和烦难无厌倦的忍耐 ，对弟子提问

的忍耐 ，以及忍耐他人的争辩且能对答 ，以此三种忍耐能摄持所化有情 。藏

那巴还说要忍耐徒众眷属的故意歪曲 ，但这要有定知利他的神通 。反之 ，对

不恭敬者不说法 ，对具顶髻外道等五种人不说法 ，则与摄持大众的教义相

悖 ，成狭隘气度的口实 。若以贪嗔歪曲邪说 ，何益于现高［５］和定胜［６］
？若

上述诸德齐全而说法 ，则徒众眷属入耳悦意而趋于道 ，如枟经庄严论枠所说 ：

“具足善慧无厌悲 ，悦耳宣称善仪轨 ，是为菩萨善说法 ，士夫之中彼如日 。”

二 、依何为讲说之方便

枟杂集论枠中讲“论说之门有十四种 、六种之分 ，如经所说 ：‘何谓讲说之

抉择 ，即由何者讲经藏’ ，此云者何 ？即指所知事物 、所知义 、所知因 、普知 、

所知果 ，由彼等成善知 。所谓十四种论说门 ，是指摄论说门 、摄事物门 、支及

近支门 、渐次向上现成门 、断离门 、译文门 、坏失与不坏失门 、安立数取趣门 、

安立分别门 、法理门 、全知等门 、力与非力门 、诵说门 、现成门 。”有些论著中

讲 ，应以必要义 、摄义 、句义三义讲说 ，有的还说应以总义和分支义二义讲

说 。钦巴上师认为 ，应包括示义 、解说和定解三方面 ：其一示义 ，是对论著的

语义作字面开示 ，即从从何而来的联系 、何故使用的必要 、开示什么之所诠

三个方面定解 ，以使弟子善知法义 ；其二解说 ，是根据正文结构层次 ，认识差

别特点 ，再用释疑的方法解说特别之法 ，以开示考察显隐诸义 ，使弟子通晓

语句 ；其三定解 ，是说用上述之法虽通达论义 ，但仍有可能不能回击论敌 ，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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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已说论义与辩论无关 ，对此 ，应举出未通达之论题 ，作排除其思虑的答

辩 ，以其他教理破除疑惑 ，以使弟子对论义获得定解 。

枟疏理论枠中说 ：“诸说经义者 ，以必要摄义 ，句义相配合 ，作争辩论答 ，争

答二合一 ，即为答辩故 。”这是说 ，最初因听闻学经的必要性而勤于聆听 、执

持 ，故当讲说必要 ；而其必要性由摄义通达 ，而摄义又由经典或论典本身的

字声和意义组成 ，综合所诠之义而作开示 ；因摄义由句义通达 ，故应以讲说

句义为基础 ，对差别法 ，由释疑门通过问答 、辩析而讲说 ，或引申一义多名和

一名多义 ，引用字音变化讲说 、译文讲说 ，以及提出否定即变句讲说 。该论

又说 ：“应以四相明见句义 ，即异门 、性相 、释文和辩别 。其中 ，异门 ，是其他

名称 ；性相 ，是由何义而得此名 ；释名 ，是说其名的由来 。”有人主张释名不是

解说字义 。对此 ，不能同意 ，因在枟阿巴扎尸喀枠等声明论中说字义有八位

格 。所谓“结合” ，是指前后文义的联系 ，以及前后次序的连接 。由此了知句

义的次第不相矛盾 。与道理不悖 、前后不矛盾 ，从辩论中可知 ，故应从字立

论 ，从义驳论 ，由答辩定解其义 ，当如是讲说 。

三 、如何说法

此分三种情况 ：

其一 ，依所化而说 。针对利 、中 、钝三种根器所化 ，应作略 、中 、详三种讲

说 。如经有广 、中 、略三种 ，因种姓的分别 ，而说大小乘法 ，因求学的差别 ，而

开示相宜的所知知识 。如枟三摩地王经枠中所说 ：“为作法施故 ，汝若作启请 ，

我未学深广 ，先当说句词 。汝若知且通 ，大师之座前 ，我如何能说 。汝当如

是言 ，暂且不当说 ，应观彼法器 ，若知是法器 ，不请亦当说 。众多眷属中 ，若

见恶习者 ，勿说资具薄 ，应赞布施德 。若见贪欲小 ，知是戒净处 ，汝应发慈

心 ，当说资具少 。若见罪贪小 ，具戒者增多 ，获得对治时 ，当说赞戒法 。”

其二 ，依需要而说 。应按追求需要的具体情况 ，抉择性相 ，随机讲说修

持法 。

其三 ，依所入而说 。又分加行 、正行 、结行三种情况 。其中 ：

第一加行 。当布置陈设 ，祈祷三宝 ，消除魔障并以慈心普爱眷众 ，应做

此三事 。 枟妙法莲花经枠中说 ：“智者时思维 ，入室即闭门 ，如理观诸法 ，起而

无畏意 。知者常安住 ，住已亦说法 ，清洁悦意处 ，敷设广大座 。妙色善染彼 ，

洁净法衣披 ，设备掩腋衣 ，僧裙善著已 。铺设诸种布 ，濯足座上登 。妙座登

垫上 ，容颜光润泽 。端坐于法座 ，对来诸有情 ，开示多种语 。比丘比丘尼 ，近

事诸男女 ，诸王与王子 ，智者常无嫉 ，具义说雅言 。离诸怠惰相 ，不生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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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智者喜诸众 ，慈力蔽眷属 。彼德众中尊 ，诸眷敬且喜 ，昼夜修胜法 ，彼德

常无贪 ，受食及饮口敢 ，卧具并法衣 ，不执如病药 ，不乞于诸眷 。自及诸有情 ，

常愿成佛果 ，说世出世法 ，普是安乐具 。”枟慧海请问经枠中说 ：“达亚塔 ，夏美

夏玛哇底夏弥达夏智 ，嗡古热 ，曼古热 ，玛惹孜代迦惹代玉格域热代佐巴底 ，

哦洛亚尼 ，毗夏塔尼玛勒 ，玛拉巴那耶 ，库库惹喀格扎赛 、扎萨乃 ，哦牟克 ，巴

然牟克 ，阿牟克夏弥达尼 ，萨日哇扎哈温达那尼 ，枳赫达萨日哇惹扎瓦底那 ，

毗牟嘎达玛惹扎夏 ，萨塔毗达普陀牟扎 ，阿努达嘎哈底达 ，萨日哇玛惹苏杂

日达巴日须得亚 ，毗嘎杂擦那杜萨日哇玛惹噶玛尼 。慧海 ！此诸真言［７］
，

是除魔语 ，是除烦恼语 。说法者善诵此真言后 ，坐于法座上 ，以现证菩提之

慈心普及于一切眷属 ，自应生起如医者想 ，于法作良药想 ，于闻法者作病者

想 ，于如来作正士想 ，于教法作长住想 。若先诵此真言而说法 ，则其境百由

旬［８］内 ，魔及魔类诸神不敢前来 ，即使来亦不能作灾 。说法者当洁净 ，行为

纯洁 ，并当善为沐浴 ，善著衣装 。”

第二正行 。当具足六度 ，即施给自己通达之语义 ，持戒约束三门过失 ，

忍耐冷热等损害 ，喜悦讲说 ，心专注于一 ，考察讲说语义之违逆关系 ，此即布

施 、特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六度 。又如阿阇黎狮子贤（僧格桑波）所说 ，

作法施时应舍声闻等的作意动机 ，忍一切人所说不雅语等 ，当生乐欲 ，心不

杂染他乘 ，一心专注 ，回向无上正等圆满菩提等 ，以披无缘铠甲而作行 。

第三结行 。祈祷宽恕过失 ，善根回向菩提 ，以空性而结印 。

第三节 　 弟子闻法之差别

一 、以何者为闻法的有情 。

闻法者分上 、中 、下三等 。

第一 ，上等闻法者 ，又分闻法者应断离的过失和应有之相二目 。

其一 ，应断离的过失有十三过 、六过 、三过之分 。

十三过者 ，枟疏理论枠中说 ，对于十三过应以十六相对治而闻法 ，并云十

三过是 ：安立于内时 ，对说法者自主调使 ，威仪［９］不规 ；因种姓高贵等而我

慢不恭 ；不求进取 ；因他人的偏向而痛心疾首 ；因不供养而对说法者极不重

视 ；对说法者生厌倦反感心 ；不思佛法和说法者的功德 ，故不作承事 ；作意于

说法者说法时词句不连贯或其戒规 、种姓 、相貌 、吐词等方面不完善的过失 ，

而心怀蔑视 ；诽谤贬低 ；贪图利养得失和恭敬 ；心思散乱昏睡而不认真听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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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倒理解密意及法性 ，故善不作意 ；思想行为低劣 ，以致极不作意 。以上共

为十三种过失 。

六过者 ，如枟疏理论枠所说 ：“我慢及不信 ，不追求进取 ，外散内收摄 ，厌倦

等闻过 。”或谓羯磨［１０］之过 、不信服之过 、不供养之过 、思想之过 、不顺之过 、

记持之过等共六过 。其中 ，所谓“羯磨之过” ，指身体之作为 、威仪不规 ，不以

身语二业督促 ，不欲以意业听闻 ；所谓“思想之过” ，是指对他人寻找过失毛

病 ，并如是这般地攻击 ，使之身败名裂 ；所谓“不顺之过”有五 ：即认为法非出

离之道而不敬 ，认为文句不连贯而蔑视 ，因人 、戒和表达过失而不恭 ，因种姓

缺陷而轻蔑 ，因无能力领会和修持而自卑 ；所谓“记持之过”亦有五 ：即颠倒

记持 、不记持义 、不记持字句（不记背文句） ，记持未理解语（死记硬背） ，不全

面记持 。

三过者 ，此如虽降雨而不能盛水 ，有三种盛器之过 ：即盛器倒覆或破裂

而水不能注入 ，盛器不净而成污水 ，器有漏洞 ，水虽注而不存 。如是 ，虽降法

雨 ，然不能盛者亦有三过 ：心思散乱或昏睡 ，不能听法而不能入注法雨 ；因不

能如理作意 ，法雨虽降入而被污染 ；由于遗忘而不能记持法义 。其对治法 ，

如佛世尊所说 ：“善为谛听 ，于意记持” 。另外 ，还比喻三过分别为 ：病患者不

知药理 ，或颠倒理解 ，或虽知而浪费良药 ；病患者不吃食物 ，或食不宜吃食

物 ，或虽食宜吃之物而呕吐等依次三种 。以上种种喻说法者应善察闻法者

的根器 ，当闻法者心意散乱放逸时 ，则说 ：“人寿纵百岁 ，夜眠耗其半 ，昼夜若

复睡 ，其半成碎段”等忧虑的话 ；对昏睡者为使其清醒 ，可说一些奇异的话

语 ，以及驴和马驹 、狮子和狐狸 、老人与妇人 ，老妪与盗女 、生身啼哭的故事

等等之类的喜悦话语 。

其二 ，上等闻法者应有之相 ，如枟四百颂枠所说 ：“正直具慧求上进 ，谓之

所谓闻法器” ，闻法者应有通达法义的智慧 ，求上进的愿望和无我慢的恭敬

心 。

关于通达法义的智慧 。闻为烦恼的对治法 、解脱之因 ，需以此来通达经

义 。世亲说 ：“如以三因即涂油 、搓揉 、焙制诸法揉制皮革 ，人心亦用闻 、思 、

修等以为调治 。是故 ，为调心堪用 ，当精勤于闻等 。以此三者之力使行于道

者如过荒野而到安乐城 ，此乃因得路粮之力 、乘骑之力和指路者之力故 。如

是 ，从轮回生死荒野道而往安乐道诸人 ，须靠布施 、持戒 、智慧之力 ，这三者

都依赖于闻 。

关于求上进的愿望 。如经所说 ：“此等十种为遍求菩萨之法 ，十种是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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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无欺诈谄诳意乐索遍寻教法等 。”

关于无我慢的恭敬心 。如枟大疏枠中所说 ：“所谓当以增上意乐而闻法

者 ，指摘下头巾等 ，坐于低位 ，排除散乱心 ，以欲求解脱之心聆听正法 。”

第二 ，中等闻法者 ，虽不全具上述诸性相 ，然若能知义而听闻 ，则有大利

益功德 。 枟疏理论枠中说 ：“诸积因者少许闻法 ，即具大福德 ，如圣者舍利子受

具足戒时 ，一婆罗门知此事隐藏一旁 ，听到犯出家戒当受十二种苦后 ，遂从

恶戒［１１］中还净 。”另如僧护尊者（根敦尚）说法时 ，诸仙人偷听后而证果 。

第三 ，下等闻法者 ，虽不知义 ，然对正法生信而能听闻 ，亦有大福德 。如

经所说 ：“虽不悟解语言 ，然能恭敬佛语而聆听 ，即仅以信仰听闻 ，亦具大福

德 ，更何况增长智慧而通达经义 ，一如牛童难陀杖击青蛙的故事 ，喜法而成

水怪 ，仅闻佛之字声 ，即行敬礼 ，缄口而坐 。是故 ，少许闻法 ，亦能积福因 ，增

广善根 ，故当精勤听闻佛语 。”

二 、依何为听闻的方便

枟菩萨藏枠中说 ：“转变有情者 ，二因及二缘 ，即声随顺他 ，于内如理观 。”

这是说外缘依止善知识 ，并积储生活资具 ，而内之顺缘则俯耳聆听 ，心思所

闻之义 ，报阅经论 ，请教智者以进习 ，以此听闻究竟 ，继而勤于思修 。 枟疏理

论枠中说 ，“如同火烧水注石灰石 ，烦恼随眠之石当以智慧火焚烧 ，用禅定之

水浸泡 ，方可化之 。而此智慧非闻正法而不可得 ，故当心生恭敬而闻法 。若

虽背得词句却不知其义 ，则不得其解 ，即如伏藏遗嘱妙文挂于孩童颈上 。故

多闻须知其义 ，应勤于对经藏意思的听闻 。亦如巡夜者不察巡情 ，虽说未

眠 ，仍被盗贼窃夺 ，仅致力于字句多闻而不分别思察 ，亦被烦恼之敌所摧毁 。

分别思察若不知义 ，亦无所得 ，故当勤于持取其义 。如是 ，盗贼乐师畏人察

觉 ，为使人入眠作歌而行窃 ，亦是一例 。再如盲人持灯只利他人 ，只作不现

知经义之听闻亦如是 。因此 ，为知其义应勤于闻其义 。”

三 、应如何闻法

此分加行 、正行 、结行三目 。

第一 ，加行 。又分三 ：

其一 ，修法之意乐 。如经所说 ：“闻后应以修为主 。”

其二 ，恭敬之威仪 。指三门恭敬 。 枟佛本生传枠中说 ：“坐于最低位 ，生起

调柔相 ，悦意目而视 ，语如饮甘露 。生起笃诚敬 ，极信意无垢 ，闻语如服药 ，

敬奉而闻法 。”

其三 ，修喜缘聚 。 枟秘密不可思议经枠中说 ：“诸佛出世极难能 ，历难始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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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身 ，呜呼信仰闻佛法 ，百劫之中亦难得 。”枟广大游戏经枠中说 ：“人与佛出

为难得 ，获得敬信亦甚难 ，离八无暇更为难 ，是故闻法最为要 。今已获得佛

出世 ，并有暇身及信仰 ，以及能闻正法等 ，以此应离诸放逸 ，若于百千万劫

中 ，亦不能得闻正法 ，汝于今日已得故 ，应离一切诸放逸 。”枟疏理论枠中说 ：

“佛语及耳闻 ，欲及慧无障 ，此五难得故 ，当闻能仁［１２］语 。”还说 ：“此有身死

后 ，能否遇正法 ，耳朵能否闻 ，何人讲正法 ，谁亦不知故 ，汝今应精勤 ，聆听导

师语 。”又说 ：“生死定有寿 ，寿皆无义耗 ，善言［１３］如昙花 ，世间一时现 。”

第二 ，正行 。应具六度 ，即三门为佛法而施舍（即布施） ；戒缚罪行 ，破舍

一切器之过失（即持戒） ；忍受损害（即忍辱） ；乐于听闻（即精进） ；一心专注

于文字和语义（即禅定） ；上等得增上通达 ，中等随字声记持而探索其义 ，下

等则无量度（总为智慧） 。

第三 ，结行 。最后祈请宽恕过失 ，回向［１４］善根 ，作酬恩礼拜等 。

第四节 　师徒修学法义教授

如是闻思则入于道 ，所谓“具足如理闻和思 ，继再结合实修持 ，”是说尚

需以净戒为所依 。 枟三摩地王经枠中说（原注 ：与枟月灯论枠同） ：“倘若通晓法 ，

多闻不持戒 ，犯戒堕恶趣 ，多闻不能救” 。如理多闻 ，还需结合思修 ，枟住法大

德比丘经枠中说 ：“不依修持 ，仅有闻思行为 ，亦非为住于法 。而不依闻思 ，仅

有修持 ，亦非为住于法 ，只有二者兼依 ，住于二者 ，才是住于法 。”

枟经庄严论枠也说 ：“瑜伽行者之修非无义 ，如是如来所示亦非义 。若仅

以闻见义修无义 ，未闻进修教法则无义 。”是故 ，最初众苦之根基和因是犯

戒 ，其对治法是守戒 。复次 ，当勤于对烦恼的净治 ，其次第如寂天所说 ：“当

忍苦求闻 ，次往山林住 ，勤于三摩地 ，观修不净等 。”这是说先要忍辱 ，若无忍

则厌倦 ，不能进行听闻 。无听闻 ，则不知断离烦恼的静虑方便 ，故当寻求听

闻 。虽因闻而知法 ，但举止飘忽 ，亦不能生起三摩地 。比如枟月灯论枠中所

说 ：“虽以顺法语宣说 ，然因嗔恨心不信 ，认为所说是愚法 ，虽知其义不诚

心 。”所以应断除贪爱 、恭敬 、愚痴等世俗的诱惑 ，如颂所说 ：“愿与林中诸鸟

兽 ，及无喧嚣山林木 ，彼诸悠悠安乐众 ，一时相伴而共住 ，”当依止寂静山林

而修持 。

复次 ，若不勤于对散乱放逸的断舍 ，也不能等住入定 。故需致力于等

住 ，其果是净治烦恼 ，所以应修不净观等 。多闻却离修 ，其过失甚大 。 枟凶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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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请问经枠中说 ：“若具足多闻 ，且获暇满［１５］
，但若不净治贪爱所得之心等 ，

则成对人天世间的唯一诱惑 。”枟宝积经枠中也说 ：“迦叶 ！有是比喻 ：若有人

取得大海之水 ，而海水令其焦渴将死 。 迦叶 ！如是有的修善［１６］和婆罗

门［１７］虽已学多法且纯熟 ，但若未除贪欲之贪著 ，未除嗔恨之贪著 ，未除愚痴

之贪著 ，彼等则虽取得正法海水 ，却被烦恼干渴而死 ，将往堕恶趣 。”因此 ，如

笔者口虽言说 ，却无实践 ，则无实义 。故应思其义而付诸实践甚要 。

枟劝发增上意乐经枠中说 ：“若以闻饱不成敬 ，贪爱诸多施舍语 ，变为诠说

且无知 ，此等皆为喜说过［１８］
；与内心思相距远 ，身心亦非极净治 ，傲满以及

变多结 ，此等皆为喜说过 ；愚者衰失正法思 ，心性桀傲极粗暴 ，寂止胜观相去

远 ，此等亦皆喜说过 ；经常对师无恭敬 ，对诸染语生喜悦 ，住于无义智慧弱 ，

此等亦皆喜说过 ；彼者诸神不起敬 ，斯时对彼不生欲 ，分别正智复退失 ，此等

亦皆喜说过 ；诸凡显现有多身 ，被诸智者所呵责 ，彼之生命变无义 ，此等亦皆

喜说过 ；自己失修今何为 ，临命终时作孩哀 ，未得其底极痛苦 ，此等亦皆喜说

过 ；如似草动任飘摇 ，如是必定生怀疑 ，总是彼心不坚定 ，此等亦皆喜说过 ；

住于喜舞人群中 ，如说其他勇士能 ，自己切实成衰退 ，此等亦皆喜说过 ；彼具

狡诈断希望 ，复复争执起攻击 ，相距正法太遥远 ，此等亦皆喜说过 ；能弱受敬

即欢喜 ，如似狡猾之弥猴 ，虽具人识心狡黠 ，此等亦皆喜说过 ；自己心慧低劣

故 ，愚氓跟随他人转 ，彼即往赴烦恼方 ，此等亦皆喜说过 ；眼目昏花耳亦聋 ，

鼻孔塞堵舌亦颤 ，身体衰病意混乱 ，此等亦皆喜说过 ；其心极爱于耳识 ，专求

字声智慧弱 ，颠倒思且趋恶道 ，此等亦皆喜说过 。”该经述说了上述种种只喜

好言说的过失后 ，继说 ：“只因长期喜言说 ，故而自己不得喜 ，喜一语而得无

边 ，遂思一语亦为胜 ，甘蔗皮虽全无实 ，所喜美味在其中 ，食皮未得蔗糖味 ，

非为甘蔗味不甜 ，言说好比甘蔗皮 ，如似味者思其义 ，是故当离喜言说 ，经常

思义不放逸 。”中间颂曰 ：

上理今由寡闻修 ，未积资粮布顿书 ，

愿以善根作回向 ，往生兜率弥勒院 。

注释 ：

［１］ 　 w三门 ：身 、口 、意 ，指行动 、言语和思想 。

［２］ 　非器 ：器 ，即根器 ，佛教将一切有情分为利 、中 、钝三种根器 ，或大乘与小乘根器 。

授法时 ，按根器之不同 ，分别授相宜的法 。非器 ，即非法器 ，指不适宜授法 ，不堪教

育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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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换意乐 ：佛教术语 ，相当于现在的思想 。

［４］ 　二乘 ：此处指大乘的显密二宗 。

［５］ 　现高 ：亦译“增上生” 、“胜生” ，指人天善趣的圆满福报 。

［６］ 　定胜 ：指获得永久安乐的解脱位和一切智位 。

［７］ 　真言 ：亦译“咒语” 。佛教密乘修习法中 ，用以守护修行者心意专注 、远离庸俗境

界 ，策励本尊及其眷众加持的一种有严密结构的若干梵语字音 ，其种类颇多 。

［８］ 　由旬 ：古印度长度单位名 ，亦作逾缮那 。古印度以五尺为弓 ，五百弓为一俱卢舍 ，

八俱卢舍为一逾缮那 ，约合二十六华里许 。

［９］ 　威仪 ：举止 、行动 。

［１０］ 　羯磨 ：事情 、工作 、作业 。

［１１］ 　恶戒 ：指其他宗教的不善戒规或应禁忌的律仪 。

［１２］ 　能仁 ：梵音作“牟尼” ，意为能守护身 、语 、意业 ，远离不善和烦恼 ，证得寂静境界 。

是释迦牟尼佛号的省称 。

［１３］ 　善言 ：指佛的教诲 ，即佛语 。

［１４］ 　回向 ：一段修法结束时的一种仪轨 ，即祈愿自己所作善业换得成佛之果 。如转变

轮回因力的善根成为大菩提因 ，增长有尽之诸善根成为无尽 ，增长自他三世所积

一切福泽皆成无上菩提之因 。

［１５］ 　暇满 ：指世间福德中的八种有暇和十种圆满 。八有暇是 ：远离地狱 、饿鬼 、旁生 、

边鄙人 、长寿天 、执邪见 、佛不出世 、喑哑等 。十圆满是 ：生为人 、生于中土 、诸根

（各器官）全具 、未犯无间（离诸业障） 、敬信佛教 、值佛出世 、佛法住世 、随入佛法 、

有顺缘善师 。

［１６］ 　修善 ：亦作“沙门”或“桑门” ，是男女比丘 、沙弥的总名 。修持破灭烦恼 、消除轮回

之苦的善法 ，故名 。

［１７］ 　婆罗门 ：古印度的贵族僧侣 ，非佛教徒 。

［１８］ 　过 ：指过失罪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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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所修之法出现情况

总的来说 ，菩萨的资粮或宏愿圆满 ，佛土清净 ，所化有情的善根成熟 ，则

有佛出世 ，并由彼宣说正法 。

第一节 　 总说于何劫有佛出世

一般说来 ，劫［１］分光明劫和黑暗劫两种 。其中 ，光明劫才有佛出世 ，而

黑暗劫则无佛出现于世 。 枟贤劫千佛名经枠中说 ：光明劫的贤劫中有千佛或

一千零五佛出现于世 。后经黑暗劫的六十大劫之后 ，于光明劫的大美称劫 ，

有一万佛出现于世 。再经八万黑暗劫后 ，到名为如星劫的光明劫 ，又有八万

佛出现于世 。此后 ，又经三百黑暗劫 ，到名为功德庄严劫的光明劫 ，有佛八

万四千出世 。

第二节 　分说贤劫中佛出世情况

一 、枟大悲妙法莲花经枠中所说一千零五佛出世情况

往昔 ，在此世界名叫“持大劫”的第四洲 ，有位名叫“轮辋”的转轮王 ，有

眼不瞬等一千名王子 ，统辖八万四千小邦 。此王的首席大臣是一位叫海尘

的婆罗门［２］
，有子八十人和婆罗门弟子一千人 。海尘之子婆罗门海藏现觉

成佛 ，取名宝藏 。后 ，转轮王轮辋供养承侍此佛三月 ，继由其一千王子各承

侍供养三月 ，共历时二百五十年零三个月 。此后 ，由其父婆罗门海尘承侍供

养并闻法七年 。一次 ，他梦见轮辋王口敢食许多动物 ，而老虎等猛兽杀害此

王 ，并梦见有的大臣乘坐安乐车走向歧途等 ，遂请问于佛 。佛授记［３］道 ：

“国王贪于国政作不善业 ，将轮回于恶趣 。”并预言“彼等大臣将得声闻 、缘觉

果 ，其他许多人将证得大菩提 。”于是 ，婆罗门海尘向国王说 ：“大王 ！投生为

人很难 ，而有佛出世更难 ，能闻正法尤其难得 ，故请大王发无上菩提心 。”国

王说道 ：“我不愿证无上菩提而成佛” ，并且说明原因 ，不愿发心 。后经婆罗

门海尘再三劝请 ，国王才答应 ：“若出现佛的美妙佛刹 ，我始发心 。”于是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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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佛入于庄严明镜三摩地 ，示现出不可思议的庄严佛刹 ，让国王选择其中最

美妙的 。国王遂生信仰 ，为了取受自己的佛土 ，入住宫中 ，断绝来客 ，一心专

修 。其一千位王子亦为取受各自的佛土 ，也住于室中专思其事 。期间 ，婆罗

门海尘将许多有情众生置于广大善业 。如是经过了七年后 ，国王及其属众 ，

经天神劝请 ，起立来到佛前 ，各持自己佛土而发心 。于是 ，佛授记道 ：“国王

于极乐世界成佛 ，号‘无量寿佛’ ；长子眼不瞬待无量寿涅般木 ，初夜受法 ，次

日黎明现证成佛 ，佛号‘光明普胜祥积王’ ；彼涅般木后 ，次子为大势至 ，即极

坚功德宝积王 ；第三子即妙吉祥文殊 ，于离尘清净积佛土成佛 ，为普见佛 ；第

四子为普贤 ；第五子为正莲 ；第六子为统治自在王 ；第七子为光明离尘高香

自在王 ；第八子为智金刚威严自在 。在此之间尚有一万有情成佛 。此后 ，第

九子为阿门众（不动佛） ，第十子为金花 ，第十一子为月王 ⋯ ⋯ 。”如是 ，对一千

位王子全都作了授记 。

其次 ，对八万四千小邦国王 、九亿二千万众生 、海尘的八十位公子及其

一个婆罗门弟子 、三千万婆罗门等均作了授记 ，直到到胜观佛（毗婆尸佛） 、

顶髻佛 、一切胜佛（毗舍浮佛） 。

其次 ，为“吠陀［４］千仙”中的第一仙授记 。

其次 ，授记“吠陀千仙”中的第二仙人星护为贤劫第一佛拘留孙佛 ，第三

仙人当布惹为（贤劫第二佛）拘那舍牟尼佛 ，第四仙人普护为（贤劫第三佛）

迦叶佛 ，第五仙人无垢光为（贤劫第五佛）弥勒佛 。如是一一授记 ，直到第九

百九十九位仙人 。这时 ，婆罗门海尘嘱“吠陀千仙”中的最末一位仙人为取

受佛土而发心 ，回言“容我略想片刻” 。其间 ，海尘的五位侍从选受佛土发

心［５］
，被授记为贤劫佛 。 此后 ，最末一位贤人向宝藏如来要求在贤劫有牟

尼日 ，佛遂降旨 ：“将有第一千零四佛牟尼日（原注 ：与贤劫第四佛释迦牟尼

一起）出现于世 。”仙人祈请道 ：“愿第一千零四佛牟尼日住世 ，尽其寿量 ，度

化有情” 。发愿后 ，佛道 ：“善哉 ！如愿成就 ！”遂授记他为开光佛 。

此后 ，婆罗门海尘心想 ：诸国王等许多有情已作发心 ，且取受佛土 ，如今

我当发心 。乃以悲心观察不净刹土娑婆世界［６］有情残暴而行十不善［７］
，造

五无间罪［８］
，极难调伏 ，遂发五百大宏愿 ，以谛力陈说 。宝藏佛当即道 ：“善

哉 ！如愿成就” ，并作不可思议之赞颂说 ：“诸菩萨所精进者有四 ，即发愿于

不净佛土等 ，汝为白莲般菩萨 ，其他则是如花的菩萨”等 ，授记他为贤劫第四

佛释迦牟尼 。这时 ，十方诸佛纷纷献礼 ，一切天人众生都作供养 。

后来 ，宝藏佛涅般木（原注 ：于三十六千万年间） ，建灵塔供奉 。婆罗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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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亦出家 ，修梵行二万年 。由此可知 ，于此贤劫有一千零五佛出现于世 。

二 、枟秘密不可思议经枠等中所说千佛出世情况

往昔 ，经长远时间到美妙光明劫 ，于名为庄严世界 ，有佛出世 ，名“功德

无边众宝庄严王” 。当时 ，有统治四洲的转轮王名“护国王”在位 ，住居清净

宫 ，有妃七十万 ，王子一千 。此王承侍供养佛和比丘僧伽众长达一千万年 ，

向每位比丘献侍仆三人 。那时 ，王子们作颂说 ：“得佛出世实万难 ，获得人生

亦甚难 ，凡诸净信闻法友 ，百劫之中亦难得 。”于是 ，国王与王妃 、王子等进入

蛇心旃檀楼房 ，面向虚空于佛前安坐 。佛世尊示法道 ：“大王 ，所谓信 ，当不

退失 ，尤利众生 ⋯ ⋯ ” 。彼等闻法后 ，回到各自宫中 。至满月望日 ，王妃殊胜

母怀中变化出法心童子 ，王妃无喻母怀中变化出法智童子 ，二妃与童子一起

于佛前闻法 。

当时 ，国王心想一切王子皆已入菩提 ，当察哪位王子首先成佛 ，遂将所

有王子之名写出 ，置于七个宝瓶中 ，供养七天 。然后在王妃眷属和一千王

子 、二童子面前 ，由家人从瓶中取出名单 ，最初取出的是法智童子的名字 ，刹

时大地震动 ，出现乐声 ，是为拘留孙佛［９］
；其次 ，是胜军童子 ，此即拘那含牟

尼佛［１０］
；复次 ，为根寂 ，此即迦叶佛 ；复次 ，为一切义成 ，此即释迦牟尼佛 ；复

次 ，为具腰带童子 ，此即弥勒佛 ；次为胜智 ，即狮子佛 ；次为电天 ，即顶髻佛 ；

次为妙贤 ，即妙花佛 ；次为光吉祥 ，即美花佛 ；次为现莲 ，即提舍佛（星王佛） ；

次为无垢光 ，即善目佛 ；次为无尘 ，即妙臂佛 ；次为智王 ，即光明佛 ；次为善立

王 ，即喜星佛 ；次为方富 ，即现圣来佛 ；次为清净庄严王 ，即功德佛 ；次为吉祥

隐 ，即财德佛 ；次为分身 ，即智生源佛 ；次为猛力 ，即宝生佛 ；次为宝称 ，即普

照佛 。

如是一一取出名单 ，一千位王子中只留下一位未取出 ，直至取出庄严冠

王子 ，此即后来的功德无边名称佛 。最后取出智无边王子的名单 ，亲属及兄

弟们责问道 ：“我等成熟一切有情 ，已作佛的事业 ，而你有何事可作呢 ？”智无

边王子道 ：“佛法无边似虚空 ，我思有情无穷尽 ，愿以戒规净我愿 ，一切所愿

成现实 。汝之寿量总若干 ，所有众王总几何 ，总集一切成我寿 ，比丘众亦普

获得 。”这是说千名王子中最末王子的信念 ，即享九百九十九位成佛王子的

寿量 ，获得所有声闻僧伽 。这就是他的心愿 。

复次 ，一千位王子问法心童子和法智童子二人所发何愿 ，法心道 ：“我愿

成为你们一切人手中的金刚杵 ，于内行持 ，一切如来秘密不现于外 ，通达内

外一切诸法 。”此即金刚手菩萨 ，为千佛法语的结集者 ，被授记于未来净治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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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觉成佛 ，名“金刚摧破佛” ，普净一切世界 。而法智则说道 ：“我发愿劝请你

等诸人转法轮 。”此即梵天顶髻佛 。

至于护国王 ，是（后来的）燃灯佛 。是故 ，应为千佛 。所谓一千零二佛以

及信愿为金刚手的说法 ，是愚者之言 ，不可附和 。

那么 ，何谓贤劫 ？ 枟大悲莲花经枠（为佛之遗嘱）中说 ，当此世界遭受洪灾

时 ，海中涌出千朵金莲 ，诸天神观察此景 ，知是千佛出世之兆 ，齐声赞曰 ：“喔

唷 ！此贤善时劫 ，”故得名“贤劫” 。 枟广智经枠中也说 ，贤劫之名源于出现千

莲 。所谓千佛出世 ，时在住劫［１１］人寿从八万岁减至百岁之间 。八万岁之前

无佛出现 ，是由于少有忧苦 ，不求法义 ；而百岁之后亦不出佛 ，是由于人寿 、

有情 、烦恼 、见 、劫皆浊 ，为五浊横流故 ；人寿增长时亦不出佛 ，是由于不善自

离 、物质丰盈 、不生忧苦故 。故枟俱舍论枠中说 ：“人寿递减至 ，百岁间出佛 。”

这只是考虑到贤劫的安立 ，并非说一切时间 ，枟大悲妙法莲花经枠中说 ，此世

界到人寿十岁时 ，人小如拇指 ，其时有佛名星喜佛 ，身量仅一肘零七指 ，并说

人寿八万岁之前 ，有许多佛出世 ；当人寿四万岁时 ，拘留孙佛出现于世 ；人寿

三万岁时 ，拘那含牟尼佛出世 ；人寿二万岁时 ，迦叶佛出世 ；人寿百岁时 ，释

迦牟尼出世 ；人寿至八万岁时 ，将有弥勒佛出现于世 。

枟贤劫经枠中讲述了每一位佛的诞生地 、种姓 、光环 、父 、母 、子嗣 、承侍

者 、智慧者 、具神变者 、所会集之眷属 、寿量 、正法住世之量 、灵骨等 ，历数每

一佛的各二胜弟子［１２］及其十三事［１３］
，有人说还讲述了氏族 ，共十四事 。关

于所会集的眷属徒众 ，有的佛一一列出 ，对有的佛只讲众多 。而对灵骨 ，有

两种讲说 ，一种是增长变多 ，一种是只一整体 。以导师（释迦牟尼）为例 ，该

经说 ：“妙喜王 ！我之诞生地为迦毗罗卫 ，种姓为王族（刹帝利） ，族姓乔答

摩 ，光环广一寻 ，父为净饭王 ，母为摩耶 ，子为罗目侯罗 ，承侍者为阿难 ，最智

慧者为舍利子 ，最具神变者为阿泥律陀（怀生） ，第一次所会集眷属徒众一千

二百五十人 ，寿量百岁 ，正法住世五百年（原注 ：五千年）间现见正法 ，灵骨能

增长变多 。”

按上面说法 ，有人则云 ，这与“信受佛时人寿无量”的说法相矛盾 ，因为

人寿八万岁前无佛出世 。是说不虚 ，但这是佛的愿力 ，故不可思议 。另 ，有

人说 ，若定是千佛 ，则与枟般若八千颂枠中所谓“于此贤劫中 ，有一万比丘现证

成佛”的说法相悖 。此亦不虚 ，圣解脱军曾说 ，所谓贤劫千佛 ，乃就主要而

言 ，并非否定其他 ，他在枟般若二万颂光明释枠中说 ：“千佛的决定数 ，是称此

娑婆世界贤劫之千佛 ，以此善巧方便 ，当知并不排除其他 。”又 ，此世界坏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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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又形成此世界 ，所说成佛 ，是指此世界之成佛 ，此正如此劫坏灭后 ，又形

成此劫 ，于此世间界 ，有此大劫 。

又 ，所谓“千佛”或“一千零五佛”的说法 ，是指此劫 ，示现成佛十二事业

而言 ，而“众多佛”的说法 ，则指诸贤劫长时间内证得菩提者 ，或指变化者 ，如

婆罗门童子由上师成佛的说法 。由此看来 ，同一教法中不能有两位导师 ，即

不能以佛的形式说法 。

若说此劫往昔只出四佛 ，则与枟时轮经枠中“贤劫中从毗婆尸佛［１４］等到

最后的释迦牟尼 ，共为七如来” ，以及“世间中过去七佛”之类的说法相矛盾 。

其实并无过错 ，因为想到此世界所出佛亦是过去的佛 ，就不矛盾了 。此外 ，

不同的经典中 ，千佛的名称也互不相同 ，如称“顶髻”为“极明” 、称“胜解”为

“普明”或“显扬”等 ，均是名号的异称 ，有些是翻译上的差别 ，故不必怀疑 。

第三节 　释迦牟尼佛出现于娑婆世界的情况

所谓“此世界名娑婆”者 ，“娑婆”意为“忍” ，指不为烦恼三毒所劫夺 ，且

乐意忍受 ，对彼堪能坚忍 ，故名“娑婆” 。 枟大悲妙法莲花经枠中说 ：“此世界因

何名为娑婆 ？乃因彼诸有情能忍于贪欲 ，能忍于嗔恨 ，能忍于愚痴 ，以及能

忍于诸烦恼之缠缚 ，故名此世界为‘娑婆’（堪忍） 。娑婆世界出现于大贤劫

中 。因何名‘贤’ ？是由于在彼大贤劫 ，诸有情行贪 、嗔 、痴诸行 ，其中有具足

大悲圆满正觉的一千佛世尊出现于世故 。”或云彼世界诸菩萨 ，有如是功德 ，

故以其名（堪忍）命名 。或云佛有忍德 ，故以名之 。 枟开示文殊佛刹功德庄严

经枠中说 ：“菩萨乘诸人对往昔佛作增上行 ，生诸善根 ，承侍百千众多佛尊 ，具

足能忍 、调柔 、善良诸德 ，彼等虽被一切有情责骂 、恐吓 、用器械伤害 ，但皆能

忍受 ，不为贪 、嗔 、痴所劫夺 。善男子 ！以彼等士夫之名 ，而命名此世界为堪

忍 。”该经还讲说了命名诸佛名号的情形 。

在如是世界 ，能仁（释迦牟尼）出世的情形 ，阿阇黎龙树所著枟八塔赞枠中

说 ：“最初生发菩提心 ，三无数劫积资粮 ，次摧灾障四大魔 ，释迦狮子前敬

礼 。”按此 ，初为发心 ，其次积聚资粮 ，最后成佛 。此三种情形 ，有两种说法 ，

即小乘声闻规与大乘之规 。

一 、小乘声闻之规

最初发心情况 ：往昔很久以前 ，有位名叫显称的国王 ，属下一侍从 ，精通

驯象术 。一次 ，国王命他驯象 。他驯服该象后向国王回禀 ，国王吩咐将象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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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国王乘象外出 ，此象嗅到雌象的气味 ，生起欲念 ，直向狭谷林中狂奔 ，无

法阻止 。国王惊恐地问驯象师有何办法 ？驯象师告王抓住树枝 。国王抓住

树枝坠下昏倒 。驯象师扶起国王 ，国王苏醒后怒斥他未将大象驯服 ，却谎说

已驯 ，下令将他投入牢中 。驯象师禀奏国王道 ：“我虽已调伏象身 ，但未能调

伏其心 。”国王问他何以证明已调驯象身 ，驯象师告王 ：“七天后 ，象将返归 ，

届时可知 。”七天后 ，该象果然归来 ，驯象师将铁球烧得炽热红透 ，置于象前 ，

喝令吞下 ，大象依命难受地强吞 。驯象师示此状于王 ，禀告说 ：“此即我所说

未能调伏其心者 。”国王信服 ，当即发心 ，并发宏愿道 ：

愿由此布施 ，得生释迦种 ，

正觉而成佛 ，功德种平等 。

包括大梵天 ，所有苦缠众 ，

愿广证寂静 ，无畏得解脱 。

如是发愿 ，此即为发心 。

其次积聚资粮情况 ：自此 ，直到护国佛之间 ，他承侍供养七万五千佛尊 ，

于无数劫积聚资粮 ，是为圆满第一无数劫资粮 。这在律经中说 ：“从佛释迦

尼 ，直至护国佛 ，我供诸佛尊 ，数满七万五 。”此后 ，又从善业佛起 ，直至幢王

佛之间 ，又承侍供养七万六千佛尊 ，是为圆满第二无数劫资粮 ，如律经所说 ：

“复以善业佛 ，直至幢王佛 ，我供诸佛尊 ，数满七万六 。”

复又从燃灯佛起 ，至迦叶佛之间 ，承侍供养七万七千佛尊 ，是为圆满第

三无数劫资粮 ，如律经所说 ，“又从燃灯佛 ，直到迦叶佛 ，我供诸佛尊 ，数满七

万七 。”（原注 ：以上为律经枟十七事枠中所说）枟俱舍论枠（原注 ：如枟长阿含经枠）

中说 ：“大宝髻如来以前 ，圆满第一无数劫资粮 ；再于燃灯佛以前 ，圆满第二

无数劫资粮 ；复于胜观佛以前 ，圆满第三无数劫资粮 ，”此即所谓“胜观燃灯

大宝髻 ，上溯三无数劫后 ，初为释迦牟尼佛 。”此后 ，于一百大劫中 ，修相好之

因 ，名住定菩萨 。再于所余百劫中 ，对提舍佛七日间以一偈赞颂 ，从不停绕

转 ，以此精进圆满九大劫福慧资粮 。再经九十一大劫后 ，于具近城迦叶佛出

世时 ，生为婆罗门无上童子 ，至此圆满了相好之因 。

最后成佛情况 ：后来诞生为白幢圣者等十二宏化事业的详细情况 ，在

枟阿含经枠 、枟出离经枠等中均有述说 。其特点是“宣说独觉证菩提 ，最后静虑

成遍知” ，即从凡夫于三无数劫积解脱顺缘 ，终于初夜降魔 ，中夜依四静虑正

行 ，续生加行道以上证德 ，至黎明东方发白时 ，刹那间圆满六度 ，即所谓“大

悲一切众 ，由施圆施度 ，虽断体肢节 ，不乱忍与戒 ，精进赞佛尊 ，无间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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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圆满六波罗蜜多 ，而正觉成佛 ，成法色二身之主体 ，遍知一切 ，转正法

轮 ，直至最后度化外道师极贤 ，示现无余涅般木 。

二 、大乘之规

１畅初发菩提心

第一 ，关于发心的体性 。 枟经广严论枠中说 ：“大喜与大始 ，大义及大生 ，

菩提萨土垂心 ，即生二利心” ，是讲作为助伴 ，具足披甲之精进 ；作为果 ，成自

他二利 ，生大菩提 ；作为目的 ，生发大菩提及利益有情之心 ，此即为发心之性

相 。 枟现观庄严论枠中说 ：“发心利他故 ，希求正菩提 ，彼彼如经论 ，诠自摄广

门 。”其释论中也说 ：“为利他故而缘正等觉菩提之欲求 ，即为发心之性相 。”

第二 ，关于发心之因 。见如来或菩萨之神变 ，或由他而闻（原注 ：生信

业） ，闻大乘经藏（原注 ：由此发心而信等） ，见菩萨之法行将衰落（原注 ：由此

惜爱佛法） ，见浊世有情为烦恼（原注 ：由此更悲悯而发心） ，是为发心之四

缘 ；种姓圆满 、被善知识所摄受 、大悲 、不畏轮回之苦 ，是为发心之四因 ；自

力 、他力 、因力 、加行力 ，为发心之四力 。即依止以上各十二种或资粮而发

心 。 枟菩萨地枠中亦说由四因 、四缘和四力而生菩提心 。 枟经庄严论枠中说世

俗发心之因是“助力因力根本力 ，闻力串习善业中 ，生发不坚与坚定 ，由他而

坚菩提心” ，说胜义发心之因是“念修圆满正觉佛 ，积集福慧二资粮 ，于法不

生分别智 ，是故许彼为胜义” 。若摄略上义 ，则如经中所说 ：“最初由彼种姓

力 ，极醒大悲之种子 ，加行意乐圆满中 ，完全引摄菩提心 。”

第三 ，关于发心的利益 。最初俱生奇异果 ，次得如意宝心之果 ，降诸愿

如意雨 ，最后得成佛究竟果等 ，有不可思议之利益 。 枟勇持尊者请问经枠中

说 ：“菩提心福德 ，彼若有形色 ，则遍虚空界 ，尤较彼为胜 。”

第四 ，关于发心的差别 ，由体性门分 ，有愿 、行两种发心 ；若由粗细门而

分 ，则有由名称而得和由法性而得两种 ；若由境之门而分 ，又有世俗（即凡

夫）和胜义（即圣者）两种 ；若由地界而分 ，则如颂所说“发心于诸地 ，胜解及

意乐 ，异熟而利他 ，如是离盖障” ，又有四种 ；以助伴和比喻而分 ，则有二十二

种 ，即如所谓“地 、金 、月 、火等” ，“发心许如此” 。

枟摄抉择枠中说有十种 ：“发心有十种 ，即由正受名称而发 、由法性而得 、

未决定 、决定 、不全清净 、全清净 、小力 、具力 、果未全成 、果全成等而发心 。”

其中 ，“由正受名称而发”者 ，指未入于清净无过失菩萨的一切有情之发心 ；

“由法性而得”者 ，指入于清净无过失菩萨之诸有情及回问菩提诸声闻之发

心 ；“未决定”指非为其种姓诸人以及虽是其种姓却从发心退还的诸人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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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决定”是指从彼发心退还诸人的发心 ；“不全清净” ，是指那些附合他人 ，

或畏国王 、畏盗贼 、畏鲸鳄 、畏江河 ，或为了生计 、为了利养 、为了恭敬承侍 ，

或为巧言奉承 、作赞欲得［１５］
，未定观察或全未观察 ，矫诳［１６］而发心 ，以及凡

类似之发心 ，皆是不清净的 ；“全清净” ，则是与不清净相反的发心 ；“小力” ，

是指有的菩萨虽发心而被贪 、嗔 、痴诸毒缠缚压迫 ，正修衰颓 ，而作颠倒诸

行 ；“具力”则是与“小力”相反的发心 ；至于“果未全成” ，是指由胜解行地至

第十地之间的发心 ；“果全成”则如枟如来地枠中世尊所说“我由苦行解脱 ，证

得自己之正愿及胜菩提 。”

第五 ，应如何发心 。 枟大悲妙法莲花经枠说 ，婆罗门海尘最初发心 。 枟贤

劫经枠中说 ：“我于往昔下劣时 ，曾于释迦如来前 ，以诸细软作供养 ，最先生发

菩提心 。”按照枟报恩经枠的说法 ，此导师往昔由业力生为地狱炽燃红铁地上

的拉车力士 ，当时见助手力不能胜 ，屡遭护卒阿汪刺击 ，生起极大悲悯 ，由此

发菩提心 。后求阿汪对助手略生悲心 ，阿汪极为忿怒 ，用矛尖刺击他三次而

毙命 ，他遂从拉火车地狱解脱 ，净治了八劫罪业 。按照枟三蕴经枠说法 ，此导

师生为商主之子现喜时 ，最初在大美如来尊前发心 。又说生为陶公之子囊

谢时 ，曾在大释迦牟尼如来尊前 ，供陶罐一个 、海贝五颗 、鞋一双 、伞一把 ，发

愿道 ：“如似如来尔之身 ，眷属寿元量刹土 ，以及贤妙名号等 ，但愿我亦唯如

是 。”如是作了祈愿发心 。

２畅次积无数劫资粮

第一 ，认识所积资粮

其一 ，关于资粮的体性 。 枟经庄严论枠中说 ：“一切菩萨之资粮 ，福德智慧

二无同 ，由福能作增上生［１７］
，以慧除尽烦恼障 。”这是说成为增上生和定

胜［１８］之因的有漏及无漏善根即为资粮的体性 。

其二 ，关于与六度的结合 ，即所谓“布施持戒为福资 ，智慧即是慧资粮 ，

余三［１９］福慧二皆是 ，上五［２０］亦是慧资粮 。”

其三 ，对“资粮”字义的解释 。所谓“恒常得修持 ，复复修净善 ，”在梵语

中 ，“桑坝惹”意为资粮 ，“桑达那”意为“恒常” ，“巴瓦那”意为修 ，“惹底乃”意

为复复 、再三 ，即恒常不断地复复观修 ，其所得即为资粮 。

其四 ，关于“业” 。如云 ：“凡坚定资粮 ，能成一切义 。”

其五 ，关于修习方法 。如云 ：“入行及无相 ，以及任运成 ，授权究竟故 ，诸

坚成资粮 。”是说胜解行 、从初地至第六地 、第七地 、第八九地 、第十地等的资

粮排序是 ：入行地资粮 、第七地无相资粮 、第八地任运成资粮 、第十地授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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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以及最后究竟佛地资粮 ，当为这些资粮而修 。

其六 ，关于果 。 枟宝鬘论枠中说 ：“诸佛之色身 ，生自福资粮 ，法身若摄略 ，

生自慧资粮 。”枟六十正理论枠中说 ：“愿从福慧中 ，获得二正果 。”彼亦从因的

主要门开示 ，一般来说 ，色法二身亦是二资粮之果 。

其七 ，关于所缘境 。福德资粮的所缘境是世俗 ，或尽所有 ；智慧资粮的

所缘境是胜义 ，或如所有 。

其八 ，关于分类 。可有如下十二种分法 ：

（１）按大乘之规 ，分为方便与智慧二类 ，即断相执为智慧 ，摄集善根为方

便 。 枟伽耶果日山经枠中说 ：“方便知摄集 ，智慧知伺察 。”这是说由智慧缘空

性而通达 ，以大悲方便作利益有情事业 ，故为悲空之精华 。

（２）以摄法而论 ，六度摄一切善法 ，能圆满佛的一切法 ，即所谓“应知一

切白净法［２１］
，在于散乱等引二 ，波罗蜜多二与二 ，由二全被所摄集” ，“不现

喜受用 ，不厌二极敬 ，不分别瑜伽 ，大乘尽于此” ，是说一切大乘均为六度所

摄 。那么 ，声闻 、缘觉是否无六度 ？答曰 ：无 。 枟摄大乘释枠中说 ：“如似犀角

之缘觉 ，彼等六度名亦无 ，唯一只有薄伽梵［２２］
，才住六种波罗蜜 。”若尔 ，声

闻经藏中何以开示六度菩萨诸行 ？答曰 ：那是略作开示 ，岂是全面讲示 。这

在枟宝鬘论枠中说 ：“声闻乘之中 ，未言菩萨愿 ，及其行回向 ，岂能成菩萨 ？”枟经

庄严论枠中也说 ：“不全与相违 ，方便未示故 ，此等声闻乘 ，不名大乘法 。”

（３）由地之门而分 ，则如枟宝鬘论枠所说 ：“如彼声闻乘 ，声闻地有八 ，如是

大乘中 ，则十菩萨地” 。或如枟三皈七十颂枠所说 ：“一如罗汉慧 ，先行于七地 ，

圆觉佛智慧 ，则先行十地 。”这是说在声闻乘中 ，有见净地 、种姓地 、第八地 、

见地 、薄地 、离欲地 、已办地 、缘觉地 ，共为八地 。如是 ，大乘中有极喜地等十

地 。各地都各以十波罗蜜多为主 ，其他一般而行 ，这是以“地”的主要部分而

言 。至于一般 ，则所谓“由住于信地” ，资粮道有信地 。又如所谓“登地为胜

解” ，是说加行道以下也有胜解行地 。此外 ，枟菩萨地枠中也有说七地的 ，此即

种姓地 、胜解行地 、增上意乐清净地 、决定地 、行地 、行决定地 、趣究竟地 。

（４）若分为四摄事 ，则如枟现观庄严论枠所说 ：“等施示取行 ，由自诸随行 ，

爱语及利行 ，及许同事摄 。”是指与施度等同的布施 、对他人开示的爱语 、其

他取行六度的利行 、自亦行于六度的同事 ，此即为四摄事 。

（５）若分为四行 ，则如枟现观庄严论枠所说 ：“有情信大乘 ，或信受小乘 ，及

求大小乘 ，为应化机故 ，如经四种行 ，随机作宣说 。”是说对于信受大乘的诸

有情 ，开示以十波罗蜜多为体性的波罗蜜多行 ；为了信受小乘的诸有情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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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三十七菩提分本体的顺菩提分行 ；为了随顺信受大小二乘有情的能力欲

求 ，而开示六通自性的神通行 ；为了成熟三乘所化 ，开示成熟化机有情的无

量方便 ，即普遍成熟有情行 。此四行即如枟顶上大宝经枠中所说 。 枟菩萨地枠

中也说 ：“当知由此四种行 ，统摄一切菩萨行 。”

（６）若分为八十不尽 ，则如扇底波所著枟般若二万颂释·具足清净论枠中

所说 ：“发心意乐及加行 ，增上心及六度等 ，无量神通四摄事 ，无碍法依二资

粮 ，顺菩提分寂止等 ，陀罗尼等说法印 ，具同一道善方便 。”这包括发心 、意

乐 、加行 、增上心 、六度 、四无量［２３］
、五神通［２４］

、四摄事［２５］
、四无碍解［２６］

，以

及依法不依人 、依义不语 、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 、依智不依识的法四依 ，二

资粮［２７］
、三十七菩提分［２８］

、二止观［２９］
、陀罗尼（即明咒） 、二辩才 ，以及有为

无常 、有漏皆苦 、诸法无我 、涅般木寂静的四法印 ，再加具同一道和善巧方便 ，

共为八十不尽慧 。此系枟八十不尽慧开示经枠所说 ，枟能仁佛意庄严论枠中亦

说这些摄集一切大乘道 。

（７）若分为二十二发心 ，则如枟现观庄严论枠所说 ：“地及金月火 ，藏与宝

生海 ，金刚山月友 ，如意宝日歌 ，王库与大路 ，乘骑及喷泉 ，乐音河云等 ，二十

二种相 。”是用这些比喻来表示义 。按圣解脱军及阿阇黎狮子贤的说法 ，其

友伴是 ：希求 、意乐 、增上心 、十度 、六通 、二资粮 、三十七菩提分 、悲心 、胜观 、

陀罗尼 、辩才 、法喜宴 、具同一道 、具法身等 ，认为二十二种发心应具足这些

友伴 。 枟经庄严论释枠 、枟般若二万颂释·具足清净论枠 、枟能仁佛意庄严论枠等

中 ，一一列出八十不尽慧中的六度 ，其他各项亦逐一列出 ，按次第编排 。阿

阇黎狮子贤和无畏上师等多人认为 ，如是二十二种发心摄集了大乘道果法 ，

而有人则认为是学道所摄 。

（８）若分为四加行 ，则是一切行相的圆满加行 、顶位加行 、究竟加行 、刹

那加行 ，即所谓“因乃四加行自性” 。或是铠甲修 、入行修 、资粮修和出离修

等四修行 。

（９）依共通乘的说法 ，若分为四道 ，则是资粮道 、加行道 、见道和修道 ，共

为四道 。究竟道属于果 ，故未包括在内 。资粮 、加行二道胜解真如 ，仅是行 ，

尚未现证 ，故为胜解行地 。见道和出世间修道现见真如空性 ，故为现证道 。

资粮 、加行二道为有漏世俗智 ，故非为真实道谛 。那么 ，枟摄论枠中何谓道谛 ？

则曰 ：“凡资粮道 ，凡加行道 ，凡清净道 ，一切摄集为一者 ，谓之道谛 。”那么 ，

枟集论枠中何谓“五道为道谛” ？是说无误 ，因这是道谛之所属 ，或是随顺道

谛 。即枟集论释枠中所说 ：“所谓五道 ，乃是五抉择位 ，此抉择亦属道谛” ，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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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谛所属 。 枟摄论枠中何以说 ，凡世间法 ，厌离再生轮回 ，生起不趋向于彼之

世间道 ，彼等可以为集谛所摄 ？这是因为彼等以自性不趋于再生轮回 ，然而

与再生身 、语 、意之善行相随顺 ，故彼等由集谛所摄 。若说资粮和加行二道

的自反体为无漏 ，即是道谛性相 。 （原注 ：喀惹巴认为）不同意此说 ，因枟摄

论枠中说 ：“以闻 、思所生慧勤于念住 ，彼亦是世俗智 ，为有漏善法 ；依止彼（闻

思所生慧） ，观修随顺抉择分之加行 ，勤于由此所出之念住 ，彼亦是世俗智 ，

为有漏善法 ；依止彼 ，而勤于随顺见道加行抉择分之念住 ，彼亦是世俗智 ，为

有漏善法 ；依止彼 ，能生见道无间断道所摄世间胜法 ，彼亦是世俗智 ，为有漏

善法 。”说这些都是有漏法 。

（１０）若分为三学 ，则是增上戒学 、增上心（定）学和增上慧学 。 枟现观庄

严论枠中也说 ：“依三学而言 ，佛正说六度 ，初戒前三度 ，后二即二学（定 、慧） ，

余一（精进）通三学 。”

（１１）分为三类福 ，即布施所生福 、持戒所生福和修所生福 。其中第一类

福是施波罗蜜多 ，第二类福是戒波罗蜜多 ，第三类福是忍辱 、精进 、禅定 、智

慧之波罗蜜多 。

（１２）分为七道或三十七菩提分则是共许的分法 ，此分类方法在导师的

一切经典中都有说明 。

第二 ，积集资粮的时间

对此 ，经论中有许多不同的说法 。一般有三无数劫 、七劫 、十劫 、三十三

劫等之说 ，也有说十三劫的 。其中“三无数劫”的说法在多数经典中出现 。

“无数”之意 ，在枟俱舍论释枠 、枟能仁佛意庄严论枠等许多经论中说是“超越数

计” ，而不是“无量数”的意思 ，认为六十个数目中达到“阿僧企耶”的 ，即是

“无数” 。其数目是 ：一 、十 、百 、千 、万 、亿 、兆 、京 、梯 、垓 、壤 、沟 、涧 、正 、载 、矜

羯罗 、大矜羯罗 、频婆罗 、大频婆罗 、阿门众婆 、大阿门众婆 、毗婆诃 、大毗婆诃 、口
日
皿

蹭伽 、大口日皿蹭伽 、婆喝那 、大婆喝那 、地致婆 、大地致婆 、醯都 、大醯都 、羯腊

婆 、大羯腊婆 、印达罗 、大印达罗 、三磨钵耽 、大三磨钵耽 、揭底 、大揭底 、拈筏

罗阇 、大拈筏罗阇 、姥达罗 、大姥达罗 、跋兰 、大跋兰 、珊若 、大珊若 、毗步多 、

大毗步多 、跋罗攙 、大跋罗攙 、阿僧企耶 。至此 ，尚有另外八数 。

枟菩萨地枠中 ，有两种“无数大劫”的算法 。一种说每一大劫中 ，亦有无数

年 、月 、刹那等 ，故名无数大劫 ；一种说大劫是超越数计的无数 ，故名无数大

劫 。这两种算法中 ，如果说成佛需要许多无数劫 ，则应是第一种无数劫 ；如

果说成佛需要三无数戒 ，则应是第二种无数劫 。这样 ，则与诸经关于大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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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恒河沙数的说法相合 。

枟般若八千颂释枠中说三无数劫 ，这是密意 。 枟了义经枠中则认为是三十

三无数大劫 。经中说 ：“由第一阿僧企劫（无数劫）圆满从资粮地至初地之间

的资粮 ，由第二阿僧企劫圆满无垢地至第七地之间的资粮 ，由第三阿僧企劫

圆满不动地至佛地之间的资粮 。”如是 ，则由三阿僧企劫成佛 ，这不是文义相

矛盾吗 ？实际并不相悖 ，因为它等同三段 ，仍说由三阿僧企劫（无数劫）成

佛 ，非为胜义 。

若尔 ，是否与枟了义经枠说法相悖 ？亦不相违 。世亲论师说 ：“普遍圆满

资粮地 ，要超一无数劫（阿僧企劫） ；其次圆满胜解行地 ，则超二无数劫 ；此

后 ，从极喜地起 ，至菩萨地的法云地之间 ，每一地各须经三无数劫 ，始圆满菩

萨地 ，而至佛地的普光地 。如是这样 ，须经三十三无数劫才能成佛 。”

枟广大游戏经枠中说 ：“于七无数劫清净修成一切善根” ，认为须经七无数

劫始成佛 。而有的声闻部学者又认为要经十无数劫 ，如净天部的一些个别

念诵文中就有这种说法 。由此看来 ，有多种宗规就有多种说法传称于世 。

弥勒菩萨说 ：“许地为初地 ，此由无量劫 ，”又说 ：“三无数圆满 ，即究竟修道 。”

因此 ，他主张于三无数劫成佛 。另外 ，也应知不是从发心起立即起算无数劫

时的 。 枟宝云经枠说 ：“善男子 ！如来经数个无数劫正修 。善男子 ！如来不可

量 ，不可思 ，不可察 ！”除盖障菩萨问佛 ：“世尊 ！诸如来是否经三无数劫而成

正觉 ？”佛开示道 ：“善男子 ！何以故 ，菩萨修如来之境不可思议 ？彼未能正

修三无数劫 ，应从菩萨何时入住法平等性中时计劫 ，而非从初发心时计劫 。”

因此 ，枟摄大乘论枠中说 ：“贤善具愿力 ，心坚殊胜行 ，菩萨三无数 ，遍行时

计劫” 。 枟摄大乘论释枠中解释说 ：“所谓‘贤善’ ，即善根 ，具足彼力 ，即具贤善

力 ，乃彼有贤善故 。 ‘愿’在这里是祈愿之意 ，因有彼 ，故谓‘具愿力’ 。其中 ，

具善根力是说不被不顺品所压服 。所谓‘具愿力’ ，指常遇善知识之意 。所

谓‘心坚’ ，是指虽被恶友颠倒其胜解 ，但仍不舍弃菩提心 。所谓‘殊胜行’ ，

是指所见之法及来世能增长之善法全不退失 。 也就是说 ，何时其善根 、愿

力 、心坚等全不退转 ，且具胜行 ，不以少许功德为满足 ，则从此时始计三无数

劫 。”

又有人（原注 ：姜若瓦）说 ，无数劫应从加行道始计 ，认为枟菩萨地枠所说 ：

“第一无数大劫是从住胜解行圆满 ，到住极喜地始成” ，在其释论中解释说 ：

“因精进不断 ，住于善根 ，故示从胜解行地起算无数劫 。”对此 ，分析如下 ：

要说从胜解行地计起 ，则从加行道起计的说法不能成立 。枟菩萨地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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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胜解行地最初发心 ，枟集论释枠也说 ：“胜解行地菩萨住于种姓 ，从最初发大

宏愿起 ，到未进入极喜地之间 ，其每一阶段都未获得出世间之果 。”如果不是

这样 ，则与以往的经教和阿跋耶嘎惹拘巴论师所讲第一无数劫以资粮道起

计 ，直到初地圆满的说法相矛盾 。是故 ，在资粮道何时具有贤善力 ，应以此

时始计无数劫 。

枟摄论枠说 ：“何以由一生现证无上正等圆满菩提 ？对于阿罗汉来说 ，有

时尚无一生 ，更何说生流相续不断 ？”对此答曰 ：是延长寿行而现证 。中观师

法友认为 ，由于菩萨的根器 、精进等 ，不一定须经三无数劫 。

第三 ，如何积集资粮

枟菩萨藏枠中说 ，最初在尊胜幢王宫中 ，生为寿胜王的太子精进行童子 。

当时 ，有大蕴如来出现于世 。精进行童子在如来前恭敬承侍 ，培植善根 ，积

集一无数劫资粮 ，而登初地（即菩萨欢喜地） 。此后 ，在赡部河金城中 ，生为

美光王的大臣商主智贤时 ，有宝支如来出现于世 ，他于如来座前侍奉 ，聆听

教诲 ，又积集一无数劫资粮 ，由此而证七地 。此后 ，生为婆罗门之子童云时 ，

向婆罗门师大宝求学吠陀［３０］
，为寻求供养财资 、遍历中部诸城 ，最后抵克敌

国王的称作具莲宫的商场 。当时 ，婆罗门燃灯主的儿子燃灯如来出现于世 。

童云见虚空中诸天神散花 ，奏乐作歌 ，遂问“你等在作什么 ？”答说 ：“难道你

不知此地住有燃灯如来 ？”童云惊腭异常 ，心想“得遇如来出世实在太难 ，我

应以后补酬师恩 ，现当用五百迦利沙钵那［３１］供于佛前 。”于是到婆罗门女具

取贤处 ，向她许诺世世作夫妻 ，并购五朵邬波罗花献给佛尊 ，同时铺上斑羚

皮 ，祈请燃灯如来“尽知我的增上意乐 ，请如来置足于此兽皮垫 。”见如来驾

临 ，十分喜悦 ，遂将自己金色髻辫敷于垫上 ，坚定地发誓道 ：“遍知遍见燃灯

如来若不置足于辫上 ，若不授记 ，我当身枯 ！”佛如愿置足 ，并言道 ：“诸比丘 ，

汝等勿以足践此童子之发辫 ，何以故 ？因此子乃是人天等世间之供养处 ，于

未来之时 ，将成佛为释迦牟尼 。”童云听此授记后 ，生大欢喜 ，七棵婆罗树高

入云天 。他现起百千三摩地 ，而证得第八地（即不动地） 。此即经中所说 ：

“燃灯佛前供五莲 ，铺展发辫以作垫 ，获得无生法忍已 ，授记将我释迦王 。”

枟阿含经枠中也说 ：“燃灯如来于何时 ，对我亲作授记已 ，尔时我获八地果 ，十

自在等我亦得 。”自此 ，又积集一无数劫资粮 ，由此圆满了十地 。

钦巴上师说 ：三无数劫之后 ，显见胜星如来出世 。那时 ，虽已圆满资粮 ，

但尚未圆满一切行相 。人寿二万岁时 ，迦叶佛在具受城出世 。尔时 ，被生为

婆罗门子无上 。直到此时 ，才积集了一切资粮 。在这一长时期内 ，曾承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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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如来闻法 。 枟月灯论枠中说 ：“百万那由他数佛 ，数逾恒河沙粒数 ，咸皆住此

灵鹫山 ，彼诸佛前我承事 。”

３畅最后摧伏四魔而成佛

第一 ，佛之自性

关于佛的自性 ，有说一切佛地能依身 、所依智 、事业三种情形者 ，也有说

身 、语 、意 、功德 、事业五种者 ，也有说断 、证 、事业三种者 ，也有说二圆满或三

圆满者等 。总之 ，有多种说法 。 枟佛地经枠中说 ：“可以极概括的五法摄略佛

地” 。何谓五法 ？此即清净法界体性智 、大圆镜智 、平等性智 、妙观察智和成

所作智 。也有说三身或四身的 。兹对此述说如下 ：

其一 ，三身体性 。 枟现观庄严论枠中说 ：“自性法身及报身 ，化身等名以相

异 ，应说此为诸佛之 ，清净法界体性智 。区分一切佛陀身 ，自性法身及报身 ，

此外即为佛化身 ，前二种身为能依 。”这是说 ，自性身和体性身都是法身的异

名 ，清净法界体性智和大圆镜智 ，实即法身 。作为因 ，自他平等所修之果即

入于不住涅般木的平等性智与无碍通达一切所知境的妙观察智 ，此二智即是

报身 。变化为种种利益有情的成所作智 ，即是化身 。 枟现观庄严论枠中说 ：

“佛陀化现实无量 ，变化之身随所愿 ，以作圆满二利者 ，一切现相住此二（即

自他二利圆满）” 。

其二 ，解释名义 。梵语“达摩嘎耶” ，意为法身 。 “嘎耶”的语基是“支扎

耶” ，意为积集 ，是说积集无漏之法 ，故名“身” 。 枟二谛论枠中讲 ：“彼为诸法之

体故 ，无量功德遍依故 ，随于智明体性故 ，乃为诸佛之法身 。”这是说 ，因为成

为普遍 、能依 、本体性 ，所以名为法身 。梵语“三菩噶嘎耶” ，意为圆满受用

身 ，谓能圆满受用大乘法 ，故名圆满受用身 。此即所谓“圆满受用种种法” ，

或“受用一切彼此法” ，或“圆满受用法义故 。”梵语“尼日玛那嘎耶” ，意为化

身 。是说因决定变化 ，或常不稳固 ，或决定变为其他 ，故名为化身 。即所谓

“化现无量变化身 ，而作一切有情事 。”

其三 ，数目决定 。所谓“若以法报化 ，摄诸佛陀身 ，应知彼三身 ，示依此

二利 。”是说报身自利 ，化身利他 ，此二身的能依则为法身 。

其四 ，是何之境 。圆满法身 ，唯佛有此境界 ，随顺证得第八地或初地 ，亦

能现行 ，胜解行者亦仅能证得类似之境 。至于报身 ，有两种说法 ，一种认为

唯证得十地以上之菩萨 ，才有此境界 ；一种认为一切登地菩萨 ，皆有此境 。

第一种说法在枟宝鬘论枠中讲 ：“无边智慧境之主 ，即是殊胜大自在 。”中观师

法友也说 ：“报身是证得十地性相者的境界 。”第二种说法在枟三皈依七十颂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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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讲 ：“从彼无量福资粮 ，所诞生者为佛子 ，已住十地诸菩萨 ，以其所成能见

身 ，法之圆满此受用 ，是诸佛子所行境 。”或言“住十地诸菩萨一起有此境 。”

化身 ，又称最胜化身 ，证得暖位［３２］以上菩萨随欲而见 ，证得资粮道菩萨大多

能见 。 枟现观庄严论枠中说 ：“能见如是难见者则常见 。”也有人说“（暖位）以

下者也可能见 。”种种转世化身 ，随处应化而示现 ，即所谓“何处何者何应机 ，

何时应化成有益 ，彼即于彼能现见 。”对于凡非应化机或不该现见的诸所化 ，

则不示现 。即如枟现观庄严论枠所说 ：“犹如漏水器 ，不能现月影 ，此喻恶众

生 ，不能见佛身 。”

其五 ，辨别区分 。关于法身 ，枟金光明经枠中说 ：“住于真实性和清净智 ，

此即谓之法身 。”故为有法 、法性 ，或体性 、智慧 ，或有为 、无为二法 。关于报

身 ，中观师法友说是“证得受用大圆满十地以上菩萨的境界及证得初地菩萨

以上的境界 ，对殊胜化身立名为报身 。这两种中 ，第一种具五决定 ，即处所

决定 ，为色究竟天［３３］
，枟译例枠中条［３４］讲此天在净居天之侧 ，枟楞伽经枠说 ：

“种种珍宝所美饰 ，色究竟处实悦意 ，住居净居天之上 ，于此正觉成佛陀 ，化

身示于此证觉 。”枟密续枠亦说 ：“离舍净居处” 。阿阇黎莲花戒说 ：“所谓色究

竟天 ，是诸佛居处 ，其中有一方隅住有净居天种姓诸天众 ，在此唯居圣者 ，其

上有所谓大自天居处 ，此为住十地菩萨最后转生处 ，是如是化身之所缘境 。”

这是说色究竟天在普通色究竟天之上 。法友认为 ，这个本基与实体以花为

庄严的刹土 ，乃是报身的刹土 。一百俱胝（即一百个千万 ，等于 １０亿）四洲

为一三千世界 ，一百俱胝三千世界为一近极边际世界 ，一百俱胝近极边际世

界为一中根本极边际世界 ，一百俱胝中根本极边际世界为一花的根本实体

庄严世界（即本藏庄严世界） ，此即毗卢遮那［３５］刹土 。此刹土亦不过是遍照

雪海佛手掌上的一粒微尘 ，而毗卢遮那即报身 。其次 ，体相决定 ，为相好庄

严 。次为眷属决定 ，即眷属为十地菩萨 。次为受用决定 ，指圆满受用大乘

法 。次为时间决定 ，指时续不断 。关于化身 。所谓“常示事业及受生 ，大菩

提及涅般木相 ，佛陀如此变化身 ，是为解脱大方便 ，”佛常第一示现事业化身

或变为寻香乐师［３６］
，第二受生示现鸟等相 ，第三生为殊胜化身如释迦牟尼 ，

第四示现涅般木相 。而法友论师分为异熟和非异熟两种 。如是 ，一些菩萨成

佛 ，非一非多 ，亦非一相异 。 枟现观庄严论枠中说 ：“无漏法界诸佛尊 ，如似虚

空无身躯 ，以其前身后续故 ，非一亦非多数身 。”又说 ：“因无相异义理故 ，终

结起始两俱无 ，佛陀非一无垢地 ，亦非相异亦非多 。”

第二 ，分说佛的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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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牟尼事业 ，不可思议 ，就其主要而言 ，诸智者计为十二事业 。白

玛昂茨说 ：“当思佛身或十二身业等 ，以息除心中昏沉 。”法友也说 ：“佛以从

兜率降凡等十二事业 ，成熟所化众生 。”对此 ，枟宝鬘论枠说 ：“为成悲愿一切

义 ，降世诞生及游戏 ，成婚以及作苦行 ，为证菩提降魔军 ，广转佛教正法轮 ，

复从天降来人间 ，如是最后示涅般木 ，是为导师诸事业 。”是说将从天降临事

业计为一事业 ，这是指佛在印度名叫“有声”（博俱罗）的大城 ，为度化其母而

往三十三天 ，后返回道经吠琉璃梯 ，谓之“从天降临” 。 枟善巧方便经枠等经中

说佛善巧于正法衰落 ，将此计为一事业 ，是指法义不显 ，开示衰没 ，止息有情

舍法罪业发生 ，即枟金光明经枠所说 ：“佛不示涅般木 ，法亦不衰没 。”有人（原

注 ：桑拉上师）将从兜率降凡计为一事业 ，而他人（原注 ：姜若瓦上师）则认为

于理不合 。 枟经庄严论释枠中说 ：“由于现住兜率天等之门” 。 枟现观庄严论

释枠也说 ：“可遍示住兜率天等 。”枟宝性论枠中说 ：“受生与现受生 。”这些都说 ，

佛住兜率为其事业之始 。

然而 ，枟解深密经大疏枠说 ，于一切世间界 ，化身先从兜率天下凡 ，最后示

现大涅般木 ，期间是佛的十二事业等 ，则是一致的看法 。那么 ，这些事业是佛

的事业呢 ？还是菩萨的事业 ？ 枟师徒会晤经枠中说 ：“此能仁王佛 ，于往昔无

量劫前 ，已正觉成为帝释顶佛 ，然而复示现成佛及菩萨相者 ，是为利他而化

身 。”此即所谓“佛于八十俱胝前 ，虽已正觉成佛尊 ，仍为消除满足想 ，意亦入

于胜菩提 。三千六十一佛刹 ，诸佛刹中成正觉 ，如是善巧方便佛 ，能仁尔前

众敬礼 。尔仍最初作发心 ，彼与彼中遍开示 ，尔仍数数作化导 ，示现诸多正

觉相 。”枟妙法莲花经枠中也说 ：“不可思议俱胝劫 ，从彼无量劫时起 ，我即得此

胜菩提 ，常时广说诸正法 。”这亦说早已正觉成佛 。此中密意若领会为平等

性 ，则有三种宗规的承许法 。其中声闻宗规的承许法 ，即如上面所说 。至于

大乘所许之规 ，则认为诸佛于色究竟天成佛 ，于欲界中示现十二种事业 ，即

枟楞伽经枠所说 ：“欲界以及无色界 ，彼处不成正等觉 ，唯于色界究竟天 ，尔离

贪欲成正觉 。”亦如枟密严刹土经枠所说 ：“诸佛于色究竟天 ，倘若未能成正觉 ，

则于欲界亦不作 ，正觉佛陀诸事业 。”枟宝性论枠中也说 ：“佛由大悲知世间 ，遍

观一切诸世间 ，从彼法身不动中 ，示现种种变化相 。示现转生现受生 ，从兜

率天下凡界 ，入于凡胎及诞生 ，善巧工艺诸明处 。爱乐妃眷及游戏 ，厌世出

离行苦行 ，后临菩提藏树下 ，降伏魔军成正觉 。继转菩提正法轮 ，末示涅般木

诸事业 ，于诸不净刹土中 ，轮回不尽常住世 。”这亦说化身情形 。 枟疏理论枠

说 ：“佛从示现生为婆罗门之子无上时起 ，到示现圆满大涅般木之间 ，仅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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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所示现 。”关于其必要性 ，其释论说 ：“世尊在迦叶佛时 ，生为婆罗门之子无

上 ，安住梵行 ，示现化身 。后于兜率天 ，生为白幢 。此后又示现为净饭王的

太子悉达多（意为一切义成） ，成婚 、出离家室 、通过修远飞等觅菩提道 、渐次

成佛 ，绕转法轮 ，直至涅般木 ，全是化身所现 。”阿旺扎巴上师也说佛“密严刹

土中 ，解证胜谛义 ，为利兜率众 ，曾为圣白幢 。后为此土众 ，转成释迦尊 ，战

胜生死主 ，示现诸神变 。”诸如此类 ，有多种说法 。总之 ，佛祖圆满资粮 ，证得

第十地最后所依身 ，于色究竟天成佛 ，再于欲界示现十二事业 ，这一切是共

许的佛之事业 。

释迦喜宁等上师根据枟集密经枠的说法 ，认为释迦佛祖苦行时 ，置异熟身

于尼连禅河［３７］畔 ，而其智慧身往色究竟天 ，正觉为圆满受用身后 ，智慧复入

苦行的异熟身 ，继作到菩提树下成佛等事业 。按他们的观点 ，佛祖在苦行以

后阶段为菩萨 ，此前为佛 。大译师宝贤活佛也说枟破斥邪咒论枠中亦有如是

观点（原注 ：若按总咒则无善因） 。中观师法友说 ：“于色究竟天成佛 ，于此世

间示现事业 ，如是能仁于欲界示现十二事业正觉 ，有两种情形 。

共同乘之规的说法 ，枟集论枠中说 ：“如来何以不可思议 ？因彼从住兜率

天起 ，直至示般涅般木 ，期间是示现一切菩萨行和佛行于欲界的补特伽罗 。”

对此 ，在其释论中解释说 ：“所谓一切菩萨行 ，产指从住兜率王起至降伏魔军

之间的行 ；所谓佛行 ，是指从现证菩提起至大涅般木之间的行 。”如是作了文

从义顺的讲说 。

４畅佛的十二事业

兹按枟宝性论枠偈颂 ，记述佛的十二事业如下 ：

从兜率下凡事业

婆罗门之子无上往生兜率天 ，取名圣善白幢（原注 ：此详于取名论典 ，

枟疏理论枠中有详说） ，为天众说法 。当时 ，由于他的福德力及诸佛的加持 ，于

天乐声中发出偈语 ：“广大福资证悟力 ，无边智慧放光明 ，具无比力大幻术 ，

请忆燃灯所授记 。因尔圣者福德祥 ，兜率天宫虽美妙 ，但因具足大悲意 ，愿

于悲幢降甘霖 。”并发出劝请语 ：“请勿弃置时已至” ，“具足悲意作催请 。”这

时 ，净居天诸天子想 ：菩萨入胎十二年前化现为婆罗门 ，若由下面所说之相

入胎 ，则具足相好 ，将成转轮王或成佛 ，遂谓诸缘觉十二年中菩萨将入胎 ，故

请舍此刹土 。当时在王舍城转尾山的一位名叫朗波的缘觉听到此话 ，即在

石上留下足印示寂 ，又婆罗奈斯城中的五百缘觉入火荼毗示寂 ，由于落下舍

利 ，后被称为“下落仙人”（原注 ：大仙人卒 ，现称佛 ，年小者为外道仙人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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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由迦叶等说法 ，故称说法仙人 ，其地因梵天王加持 ，称无畏兽林） 。后

来 ，菩萨随想劝请之义 ，观察时在人寿百岁 ，地域为赡部洲 ，生地为中土 ，种

姓为王族等四种情形 ，或如枟阿含经枠所说 ，从种姓 、时 、境域 、族姓 、妇女等五

个方面观察世间 ，欲降人间时 ，对诸天神道 ：“诸善友 ，这些显示正法的一百

零八法门 ，是佛子往生时所开示 。诸善友 ，信仰即是现显正法之门 ，将使心

不分散 ；净信即是现显正法之门 ，能令浊心转成清净心故 ；⋯ ⋯灌顶处也即

是现显正法之门 ，从入胎起至示现大涅般木之间而变 。”接着作偈道 ：“何时从

此兜率天 ，导师狮子往生时 ，向诸天神所说言 ，愿诸友舍放逸行 。”语毕 ，将宝

冠戴在弥勒头上 ，复道 ：“诸善友 ，我将往赡部洲成佛 ，弥勒将为尔等开示

法 。”诸天听后不悦道 ：“圣者汝若不住此 ，兜率天则失美严 。”劝阻说 ：“菩萨 ，

彼赡部洲 ，现有富兰那迦叶波 、未伽黎拘火佘黎 、删阇夜毗罗胝 、阿耆多翅舍

钦婆罗 、迦罗鸠罗驮加旃延 、尼犍陀菩提子等六推理外道师 ，有婆罗门胜因 、

婆罗门耳击 、婆罗门具善 、婆罗门梵天寿 、婆罗门莲藏 、婆罗门红色等随传外

道六师 ，有喜乐子余行 、精艺子远飞 、梵志极贤 、婆罗门子普胜 、无烦恼仙人 ，

上广具髻迦叶等证会派外道六师 ，总计有十八外道宗师 ，彼等凶狠残暴 ，故

现非为下界之时 。”他回答道 ：“螺声 、乐音不同他声相混 ，如阳光不同他光一

样 ，我之法不与诸师之法相混杂 ，我能慑伏诸外道 ，比如一狮可令百兽惧伏 ，

一金刚杵可摧众多坚岩 ，一帝释可威慑一切阿修罗 ，一太阳可消除一切黑

暗 。”接着问大家“我当以何形相下界 ？”于是有的说应以梵天形相下界 ，有的

说应以帝释形相为宜 ，天子正威则说 ：“根据吠陀典籍 ，应以大象形相为宜 。”

这样 ，菩萨正式起行 。

入胎事业

那时 ，净饭王宫出现十八种瑞相 。寒冬过后 ，季春三月时至氐宿时（四

月十五日） ，月轮圆满 、鬼宿现时 ，适值佛母长净［３８］
，菩萨化作大象形相 ，从

母右胁入降胎中 。这时摩耶夫人梦见瑞相 ，后将瑞相作偈问诸婆罗门道 ：

“金络善覆囟门红 ，具足白牙数有六 ，色如螺雪与白银 ，似一胜象入我腹 ，彼

象一入我身心 ，顿感圆满美妙乐 ，昔日未曾听与闻 ，犹如安住三摩地 。”婆罗

门听后预言将生一殊胜太子 ，如居宫当为转轮王 ，若出家则成佛 。自此住于

母胎 ，不失妙宝庄严佛子行 ，以为加持 ，十月内圆满受用无漏乐 ，成熟三十六

那由他［３９］一切人天众生相 。

诞生事业

此后 ，现出百花盛开等三十二种瑞相 。一天在蓝毗尼园［４０］中 ，佛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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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无忧树 ，太子即从母右胁在佛母无损害痛疼中和衣生下 。 （原注 ：汉地第

四王朝周王时期的木阳虎年四月初八日 ，佛世尊降生于印度 ，汉地人见其光

芒和神变 ，乃知佛陀出世 。佛居家二十九年 ，后为调伏其母 ，往三十三天 ，仙

道王［４１］催请目犍连于天界立世尊旃檀像 ，请回佛祖 。当世尊从天界重返人

间时 ，此身像俯首致礼 ，并授记佛入灭千年后将去汉地 。）那时 ，天神散花 ，梵

天 、帝释以迦什迦天衣捧接 ，龙王噶吾和聂噶为之沐浴 。王子说 ：“忄乔尸迦

（即帝释）请将我放下 。我于东方当是一切善法的先行者 ；于南方当成为一

切人天的福田 ；于西方我当是世间最殊胜者 ，这为我的最后生 ，永离生老病

死苦 ，于北方当是一切有情中的无上 ；于下方当粉碎诸魔和魔军 ，普降熄灭

地狱火之大法雨 ，满足一切地狱众生所求安乐之心 ；于上方将使一切众生向

上仰视 。”一边说着 ，一边向各方各行七步 ，步步生起莲花 。这时 ，吉祥天神

现起于各方 ，处处充满瑞相 。同时 ，四大国降生四太子 ，并生出五百上等种

姓人 、“扎丹玛”等八百美女 、“东巴”等五百仆人 、“俄丹”等牝牡马驹各万匹 、

黄牛万头 ，地域中部生长出菩提树 ，出现园林五百处和五百宝藏处 。于是命

名王子为“一切义成”（悉达多） 。

复次 ，往供奉种姓神祗处 ，释迦族人纷纷说他最能而仁 ，故取名“释迦牟

尼” 。因释迦神和诸天神向他敬礼 ，故又称之为“天中天” 。七天后 ，佛母去

世 ，往生三十三天 。此非菩萨之过错 ，乃因佛母若见亲子出家 ，心将碎裂 ，故

而寿尽 。其他经中讲 ，住在普持山的无烦恼仙人之侄火施子知太子降世后 ，

问其师道 ：“亲教师 ，此间好似如日聚 ，顿现光明是何因 ？莫是山中诸岩穴 ，

一光照射皆显明 ？”师回答 ：“太阳之光常利锐 ，一子所发此光明 ，触其分支光

凉爽 ，定是能仁所发光 。”于是 ，无烦恼仙人往迦毗罗卫城 ，向国王作偈祈请 ：

“大王 ！今日我等亲临此 ，敬求一见尔之子 ，世间之主导师尊 ，愿求一见彼能

仁 。”并说梦中亦见太子尊容 ，遂道 ：“如似具足良种马 ，夜间只眠四分时［４２］
，

谋求必要之梦境 ，不会长时存眼前 。”仙人见太子后 ，心想诸相师可以预言将

成转轮王 ，感而言道 ：“大王 ，诸位相师皆意乱 ，诤劫不出转轮王 ，此位胜福法

宝藏 ，解脱罪业将成佛 。”后由众生主母（即姨母摩诃波阇波提）抚养太子 ，并

由怀抱太子八保姆 、哺乳八保姆 、戏耍八保姆 、拭污八保姆 ，共三十二位保姆

帮助扶养 。

那时住在一雪山中精通五种神通的黑色仙人察觉太子的神异奇迹后 ，

与其侄子火施一块运用神通来到迦毗罗卫城 ，察看太子的相貌后 ，知道将来

的成就 ，心生奇异和悲哀 ，顶礼太子之足并绕转 ，流着眼泪预言说 ：“我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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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太子相 ，三十二相以庄严 ，将来必是两种样 ，在家可为转轮王 ，离俗出家则

成佛 ，辩才自给此导师 ，于此世间现正觉 ，密根殊胜马阴阳［４３］
，众生不见其

顶髻 ，故不居俗有家室 。”

国王问他何以哭泣 ？他回答说 ：“大王 ，我遇法藏此士夫 ，叹未成义却寿

终 ，未得解脱见己过 ，是故悲痛而哭泣 。”语毕 ，返回自己住处 。

学书习定事业

以后 ，太子年渐长大 ，与释迦族万名儿童一起入教书先生普友（跋陀罗

尼）的学堂 ，他问老师梵天文字等六十四种中该学哪种 ？老师颇觉惊奇道 ：

“此位有情真稀有 ，虽已学通诸论典 ，却为随顺世间故 ，又来此地学书堂 。他

所言说文字名 ，我因寡闻未知晓 ，而彼对此虽门音熟 ，仍却来此学术堂” 。

后来 ，太子到一林中 ，在阎浮树荫下 ，止息修定 ，从初禅修到第四静虑 ，

有五位具神变幻术的处道仙人飞经此地上空 ，不能飞空 ，只得落地 ，绕太子

身恭敬礼拜 。当时 ，其他树木的阴影消失 ，但太子入定处的阎浮树影不失 ，

父王见之 ，心生奇异道 ：“能仁何时诞生已 ，此时即入具光定 ，导师如是二次

修 ，怙主尔足前顶礼 。”说毕 ，亦向太子敬礼 。

婚配赛艺事业

后来 ，释迦族的长者们向国王奏请说 ，相师们预言太子若成婚将成转轮

王 ，故应为太子选妃婚配 。于是 ，国王命为太子选择相配的姑娘 。遂有五百

释迦族姓的人皆说自己的女儿符合条件 。国王让他们问太子的意见 ，太子

回说七天后答复 ，心中则想 ：“我知贪欲过无边 ，争斗结怨是苦根 ，犹如可畏

毒树叶 ，亦如烈火与剑锋 。欲乐功德非我愿 ，我非女众所美严 ，愿以禅定乐

息心 ，我当默然住林薮 。”太子进而观察 ，以善巧方便和悲心自忖 ：“泥淖塘中

莲盛开 ，众人群中国王尊 ，何时菩萨得胜眷 ，彼时度生千万亿 。往昔善巧诸

菩萨 ，亦曾纳妃生子嗣 ，但无贪爱住禅乐 ，我当随学此诸德 。”如是想后 ，将应

具女德写成文字 ，谓“有如是德相女子 ，我愿纳受 。”国王遂命御前大臣 ：“汝

往察有如是德相女子 ，即召入宫 。”并颁旨 ：“婆罗门及王种女 ，诸侯庶民种姓

中 ，谁有如是功德女 ，即刻应召入宫中 。此非因为吾之子 ，种姓高贵与希有 ，

而是此等诸德相 ，乃其心中所喜爱 。”于是 ，这位婆罗门到处去查访 ，见到释

迦族持杖者的姑娘地护女（俱夷） ，将写有德相的文书交给她看 ，她笑道 ：“婆

罗门 ，此等德相我全具 ，彼具胜相是我夫 ，太子愿纳勿迟延 ，否则会嫁俗家

子” 。御前大臣将此情况禀报国王 ，国王说 ：“此女多诈 ，不可尽信 ，七日后召

所有女子来宫 ，由太子自选 ，给中意者赐赏 。”七日后 ，太子亲临集会处 ，向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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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的姑娘赐赠物品 ，众女子慑于宫威 ，很快离去 。待到地护女时 ，赐品已尽 。

地护女微笑道 ：“我有何错 ，何以如此待我 ？”太子答道 ：“非对你轻蔑 ，而是你

来迟了 。”说罢 ，将自己价值千金的戒指摘给了她 。地护女走后 ，护卫人奏报

国王 ：“太子垂恋地护女 ，还亲自与她说了一些话 。”于是 ，国王遣使到释迦·

持杖者那里 ，让他把女儿嫁给太子 。持杖者说 ：“按我祖宗规 ，女儿须嫁给通

晓技艺之人 ，太子生长在快乐宫中 ，若不通技艺 ，我怎能嫁女 ？”使者回禀 ，国

王心想此女与我见面两次 ，居然这般无礼（原注 ：释迦族人敬礼时 ，长辈向晚

辈需敬礼 ，若说“啊” ，则不敬礼） 。正在这样想时 ，太子得知 ，即对父王说 ：

“这有何难 ，请下令比赛技艺吧 ！”国王心生欢喜 ，即宣告比赛技艺 。第七天

后 ，五百名释迦族青年聚集一堂 ，地护女竖起得胜旗 ，约定比赛剑术 、射箭 、

角力等项目 ，获胜者取此旗 。首先来比赛者是拉金（天赐） ，他面对牵来的一

头大象 ，以嫉妒我慢心一掌击毙大象 。继此 ，孜嘎吾将大象用力抛掷到城门

之外 ，继由太子菩萨用足趾挑起象尸抛掷到七道围墙和护城河之外约一由

旬的地方 ，象尸落处成一洼地 ，该地后称“象洼地” 。其次 ，由阿阇黎普友（跋

陀罗尼）作证 ，比赛文字 ，太子菩萨亦取胜 。再次 ，由释迦司柱（有成）作证 ，

比赛算术 ，太子菩萨仍然获胜 ，并且司柱只学通阿门众革卑数位［４４］
，而太子则通

达到阿伽罗婆罗［４５］的教位 。再次 ，比赛跳跃 、游泳 、跑步等项目 ，太子菩萨

都比他人优秀 。此后 ，难陀与阿难陀二人自恃力量超人 ，来太子面前角力 ，

但太子与他们刚一交手 ，二人即倒仆在地 。次由拉金角力 ，太子用右手举起

拉金在空中旋转 ，然后放在地上 ，不伤其体 。复次 ，所有到这里的释迦族青

年一起合力袭击太子 ，他们刚一接触太子 ，就全部倒地 。再次 ，比赛射箭 ，阿

难射程达二俱卢舍［４６］
，拉金射程达四俱卢舍 ，阿难陀射程达六俱卢舍 。持

杖者于二由旬以外竖一面铁鼓为靶 ，别人只能射到各自所及的射程 ，都不能

射中铁鼓 。而太子菩萨于十俱卢舍外竖一铁鼓 ，鼓前竖列七棵多罗树 ，树外

又立一铁猪 ，然后从祖祠中取出祖父狮颊王的宝弓 ，半扣弓弦一射 ，射穿一

铁鼓 、七棵多罗树和铁猪 ，并射入土中 ，箭入土处成一井眼般的洞穴 ，故称之

为“箭井” 。后又比赛掐算和御象术 、配香料方等 ，一切技艺都是太子菩萨获

胜 。于是 ，持杖者将女儿献给太子 。太子菩萨随顺世俗 ，授权地护女为八万

四千宫女之首 ，与彼等共享嬉戏娱乐 。

离俗出家事业

后来 ，有的天龙暗地忧虑 ：“哎呀 ！此圣者若常居妃眷之中 ，则将失去可

成大器诸有情之机 。”担心太子不能出离欲境 ，遂向太子恭敬顶礼 ，劝请离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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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 、成佛说法 。诸佛世尊亦从铙钹声中发出劝请偈语 ：“眼观盛苦诸众生 ，

愿成怙主皈依处 ，饶益众生作依怙 ，尔曾昔日发此愿 。请忆当年发愿语 ，行

善勇行利众生 ，今即汝之时与量 ，善士速作出家行 。”众嫔妃的器乐声中也说

起往昔的本生 ：“三有老病苦炽烈 ，死火极燃无依怙 ，轮回众生常迷茫 ，犹如

困蜂旋瓶中 。三有无常如秋云 ，有情生死如观舞 ，众生寿命如闪电 ，亦如瀑

布瞬间逝 。”又发出随忆宿世善行的偈语 ：“请忆宿世诸善行 ，对彼痴暗所缚

众 ，施与正慧善光明 ，无垢法眼驱烦恼 。”太子菩萨听到这些偈语后 ，断除妄

自傲慢之心 ，发起菩提心 。复有三百二十万天神子也作偈劝请 ：“极示命终

相 ，人狮亦示寿 ，再示纳妃仆 ，由尔随顺世 ；后得世间法 ，成熟众人天 ，现当思

出离 ，其时刻已至” ；“当思妙祥音 ，燃灯所授记 ，清净勿错谬 ，请发佛声音 。”

当时 ，国王梦见太子菩萨出家 ，问宦官“太子是否在宫中 ？”回说“在宫内” 。

国王想到这可能是太子出家的征兆 ，为使太子留恋尘世欲乐 ，增修春和 、夏

凉 、冬暖三座华美宫殿 ，各宫角落楼梯口 ，分别由五百人守护 ，一旦太子下

楼 ，本人无任何察觉 ，即传出“太子出家了”的声音 ，传到半由旬远 。因相师

们预言太子将从吉祥门出离俗家 ，遂增大门板 ，发声可达半由旬 ，也各以五

百人开关门扇 。后来 ，太子意欲游园 ，命备办出行车驾 ，驾车者向国王禀报 ，

国王因少见太子有欢悦的行动 ，遂喜悦允诺 。于是 ，太子菩萨从东门出行 ，

见到由天神变现的一位受老苦煎熬者的形象 ，问侍者道 ：“御者此人形色衰 ，

血肉干枯皮包骨 ，头白齿落身枯槁 ，倚杖蹒跚者是谁 ？”回答道 ：“殿下 ！此人

被老苦所迫 ，诸根衰残精力弱 ，亲眷欺侮苦无依 ，不能作事弃如木 。”太子菩

萨又道 ：“此是宗法还是啥 ？是否众生皆如是 ？按我所说速去问 ，我将如理

思人生 。”回说 ：“此非宗法非国法 ，人皆至壮被老摧 ，尔之父母及亲眷 ，俱将

衰老无一免 。”太子菩萨道 ：“御者 ！诸凡童子智浅薄 ，年轻气盛未见老 ，我欲

返归速回车 ，我亦终老作何乐 。”于是 ，驱车回宫 。

嗣后 ，太子出南门 ，见一病人而问道 ：“御者 ！此人肤粗形色恶 ，诸根衰

弱呼吸难 ，肢枯腹鼓容憔悴 ，二便遗地是何人 ？”回说 ：“殿下 ！此人已被病缠

身 ，病入膏肓将近死 ，健康不存神形衰 ，全失依怙境亲友 。”太子道 ：“无病亦

如梦中玩 ，病之煎熬实难忍 ，智者今见此病状 ，有何心情游玩乐 ？”

后又出西门见一死者而问道 ：“御者 ！此人横卧于辇中 ，乱发头上覆黄

土 ，众人呼号捶胸泣 ，围绕车辇是何人 ？”驾车者回答道 ：“殿下 ！此是赡洲已

死人 ，父母妻子再难见 ，舍离资财与亲属 ，转往他世不见亲 。”太子菩萨道 ：

“何能不老永青春 ，转诸病害为无病 ，何能善巧长存活 ，成为贪爱善巧士 。纵



　第四章 　所修之法出现情况 ０５７·　

使无老无病死 ，然持五蕴仍大苦 ，老病死随何须说 ，故且返回思解脱 。”

后又去北门 ，见一比丘而问道 ：“御者 ！此士心性极寂静 ，目视行人一轭

量 ，身着缁衣持戒行 ，托钵无慢是何人 ？”驾车者答道 ：“殿下 ！此人即称比丘

者 ，断除欲乐行调柔 ，自寻寂静遂出家 ，远离贪嗔行乞食 。”太子菩萨道 ：“此

谓善业我所欲 ，是诸智者所常赞 ，此行利已又利他 ，安养将成无死果 。”

太子菩萨返回宫内 ，国王见闻这些事后 ，为护守太子 ，增修围墙 、护宫

河 ，加固宫门 ，在城中十字路口派驻守护军士 ，并命宫妃以歌舞嬉戏娱乐太

子 。当时 ，出现太子菩萨出家的征兆 ：众鸟不鸣 、莲花萎谢 、树不开花 、琵琶

断弦 、击鼓无声等 ，国王对此深感不安 ，王妃地护女也梦见大地震动等征 。

而太子菩萨则梦见他手足搅动大海 ，大地变作卧褥 ，须弥山成为枕头 ，光明

普照驱散黑暗 ，地上涌出一伞覆盖三界 ；并出现黑白四兽和四色飞鸟 ，一时

变为一色 ；身登吐污山而不染秽 ，被水冲洗 ，治愈诸病 ；梦坐在须弥山狮子

座 ，受一切天神敬礼等 。

此后 ，太子菩萨心思出家应得到父王许可 ，遂到父王座前禀求 ：“自己出

家时间已到 ，愿父王不必阻挠而应喜悦应允 。”国王道 ：“你无论有何欲求都

可满足 ，但必须在家 。”太子道 ：“请父王赐我以不老 、不病 、不死和不衰 。”父

王说 ：“这种希求我无能力给你 ，请求其他吧 。”太子作偈道 ：“老病死畏及不

衰 ，若不赐此四胜施 ，则求王赐一胜施 ，即是赐断生死流 。”国王只好应允 ：

“我愿圆满你所求 。”于是 ，太子菩萨回到自己的住处 。

国王将此事告知释迦族姓人 ，大家商议要严加防守 ，在四门各派五百名

释迦族青年 ，每五百人配备五百车辆 ，每五百车辆又配五百少年军士 。将释

迦族长者都安排到十字路口或三叉路口上巡逻 ，国王也亲自巡查 。那时 ，一

切药叉和五百遍入天神子［４７］为太子菩萨当晚出家勤作供事 ，四大天王［４８］

也在计划抬托太子的乘骑 ，三十三天界诸神亦忙于供养事 。而太子菩萨则

将实践自己先前的四大宏愿 。

太子以法行等观见宫妃等属众的不净相 ，生起尸林想而作偈道 ：“噫嘻 ！

一切众生皆苦难 ，妖魔群中有何乐 ，贪欲非德执为德 ，痴暗障盖智慧劣 ，如同

飞鸟入网中 ，何有出离之日头 。”说毕 ，用三十二相观察 ，修不净观［４９］
。次登

宫顶 ，礼拜诸佛 ，后仔细观察 ，只见帝释［５０］
、四大天王 、日月神等都向自己敬

礼 ，并见鬼宿［５１］现起 ，遂对驾车者说 ：“此兆象征成诸义 ，今宵成义定无疑 ，

御者速疾牵宝马 ，备好鞍具供我骑 。”驾车者问 ：“意欲何往 ？”太子道 ：“要出

家” 。驾车者多次劝太子回心转意 ，而太子数说贪欲过患 ，意志坚定 。这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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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慧天子 、悲严天子等众天神以神力使迦毗罗卫城的人们昏睡不醒 ，处处寂

静无声 。太子命御者牵来乘骑 ，这时帝释 、四天王来到迦毗罗卫 。驾车者再

次恳求还没有到出家的时候 。太子道 ：“为了利益诸众生 ，愿证菩提无老死 ，

解救众生我宿愿 ，成熟时刻今已至 。”这时 ，诸天神亦作劝请道 ：“圣者速发精

进力 ，解救一切苦难众 ，而今出离时已至 。”接着 ，帝释开启吉祥门 ，驾车者备

好犍陟宝马 ，侍奉太子上马 ，四大天王托起马足向空腾飞而出 ，梵天 、帝释在

前开路 。顿时一片光明驱除黑暗 ，在各种供养和乐声中 ，太子菩萨离开王城

守卫勇士 ，来到一清净塔前 ，将宝马和身上的一切饰物赐给御者 ，令其返回 。

（后在此建塔 ，命名为“御者（车匿）还宫塔”） 。太子菩萨在清净塔前削发 ，诸

天神建塔供发 ，后命名为“落发塔” 。当时 ，太子心思迦尸迦俗装不宜作为出

家装束 ，应有一套出家人的衣服时 ，净居天神随即化为猎人 ，献上出家人的

赤黄色袈裟 。太子将自己的迦尸迦俗装送给猎人 ，猎人捧于头上 ，请至净居

天界供奉 。御者车匿见此情景 ，亦在该地建塔 ，取名“受法衣塔” 。当时 ，“悉

达多［５２］已出家”的声音响彻色究竟天界 。御者车匿带宝马和太子饰物回

宫 ，向国王 、妃眷回复释忧 。

苦行事业

太子菩萨削发 、着僧衣出家后 ，经婆罗门具种等人的住地 ，来到毗舍离

城［５３］
。当时 ，这里有位名叫“通艺子远飞”的人 ，有门徒三百人 ，是位修炼达

到“无所有处”
［５４］境界的上师 。太子来到此师座前 ，被允诺为弟子而修学 ，

当真实生起无所有之心后向远飞上师道 ：“汝仅通此法乎 ？”远飞答言“仅此

一法 。”太子菩萨道 ：“此法我已通达 。”远飞道 ：“你知我所知 ，我亦知你所知 ，

我二人可一起教导徒众 。”菩萨认为仅以此法不能出离 ，应求更殊胜之法 ，遂

渐次抵达摩揭陀国［５５］
，住居灰白山 ，后由温泉门入住王舍城 。当时 ，诸市民

和影胜王［５６］对他极为敬信 ，欲献部分国政 ，但他未纳受 。后来 ，他看见（外

道师）喜乐子余行给其七百门徒讲授有顶心修定法 ，自念 ：“我当始修此禁戒

苦行 ，生起殊胜之想 ，并破有漏禅定 。”他被接受为弟子后 ，很快通过了有顶

心修定法 ，但仍如前 ，认为此法也不能解脱涅般木 ，亦否定而去 。

那时 ，忄乔陈如等五人跟随菩萨 ，渐次于迦耶顶山现证前所未知的三喻

法 ，后至尼连禅河畔 ，菩萨自念 ：“我定信五浊恶世 ，执卑下禁行为净 ，今为出

离故 ，当修禁行与苦行 。”遂安住于遍空三摩地 ，长达六年 ，每日只食一粒芝

麻 ，或一颗柏树实粒 ，或一粒米 。如是苦行六年 ，呼吸几乎停止 。当时 ，有的

天神对住居天界的摩耶夫人说 ：“太子已死” 。摩耶天女来到太子静坐处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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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菩萨体如枯木 ，真如死去一般 ，遂悲叹地说 ：“汝降生时所说最后一次受生

的誓言未能圆满 ，黑色仙人的授记虚妄不实 ！”菩萨道 ：“日月星群可堕地 ，我

虽凡夫亦不死 ，故望母尊勿忧苦 ，不久即见我成佛 。”摩耶听后喜而返回 。那

时 ，村庄的牧牛童等人向他耳中塞棉花 ，从鼻孔中取出等 ，诸魔亦美言劝说

“请爱惜生命” ，虽寻机干扰 ，但未得逞 。

誓得大菩提事业

后来 ，菩萨为破斥苦行可得解脱之见 ，欲食粗食而往菩提伽耶 ，而忄乔陈

如等五人说菩萨“要食粗食” ，遂失去信仰 ，去了婆罗奈斯 。菩萨食用善供母

的女仆仲玛用洁巾包盖的食品后 ，入天神拍手池 ，于帝释所置石板上沐浴 。

浴后疲乏 ，想出池登岸 ，恶魔化出高岸阻止 ，木神天女压低树枝 ，菩萨攀枝出

池 ，走到梵王树下 ，穿上百衲衣［５７］
，后换着净居天神所献黄色法衣 ，入于所

行境庄 。此后 ，得到天神禀报 ，善供母七次提炼千头母牛的乳汁 ，取其精华 ，

合以米和鲜谷 ，熬成乳糜 ，见其内现吉祥结等瑞相 ，心生欢喜 ，有相师亦预言

将得甘露 。后 ，善供母请菩萨赴宴 ，献上用金器满盛加蜜的乳糜 。菩萨带着

乳糜到尼连禅河畔 ，放下食品 、法衣 ，复作沐浴 。此时 ，天神礼供 ，取走沐浴

后之水 ，而善供母带走所剃头发和胡须 。菩萨安坐于此河龙女所献狮座 ，受

用乳糜 。盛糜金器坠入水中 ，为海龙王获得 ，帝释复取此器到三十三天 ，每

年举办糜器节 。

菩萨沐浴受食后 ，恢复体力 ，为降伏魔军 ，以大士勇力来到菩提树下 。

当时 ，和风细雨清洁道路 ，一切山峰 、树梢及初生婴儿皆头朝向菩萨 ，三界之

主梵天向所属神众发令 ：“菩萨今晚将去菩提树下 ，尔等速作供事 。”于是化

现出不可思议供物 。菩萨放射光明 ，息除一切烦恼 、痛苦 ，净治器世间 ，黑色

龙王作赞颂 。随后 ，路右侧一卖草人正在割吉祥草 ，菩萨向他道 ：“请快给我

吉祥草 ，草今于我成大事 ，降伏具众诸魔军 ，将证寂静圣菩提 。”卖草人即献

上青绿色可意吉祥草 。菩萨取草绕菩提树三匝 ，将草尖朝内 ，草根向外铺设

座垫 ，面东而坐 ，身体端直 ，安住正念 ，发誓说 ：“今我坐此身可枯 ，皮肉骨血

毁亦可 ，多劫难得菩提果 ，不获誓不起此坐 。”这时 ，一切天神为了守护菩萨 ，

分别安住在十方 ，菩萨放射出称之为催动菩萨的光明 ，遍照无量刹土 ，摄集

来众多菩萨献供 。

降魔成佛事业

菩萨复念成佛不可不通知诸魔 ，遂从眉间发出名为摧毁一切魔坛之光

明 ，遍照一切魔宫 ，使之摇动 ，顿成黑暗 ，并发出偈语 ：“多劫行善为有情 ，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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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王子舍王位 。为求利众甘露汁 ，菩提树下今坐静 。”那时 ，魔王梦中出现自

己住处一片黑暗等三十二种梦相 ，传知其属众 。魔子商主虽作干扰而无效 ，

于是药叉鸠般木荼［５８］
、摩目侯商罗伽［５９］以及罗刹［６０］

、食肉鬼众等 ，一齐来现极

恶相 。但“释迦太子证诸法 ，依缘而生无实性 ，心如虚空泰然坐 ，见魔奸诈不

迷惑 。”继之 ，魔王命令一切静相魔从右 ，一切可怖魔从左向菩萨进攻 ，但所

掷各种武器全变成花朵 。

后来 ，魔王问菩萨 ：“你仅以这点福德 ，怎能获得解脱 ？”菩萨道 ：“你因一

次无遮供施 ，得到他化自在天［６１］的福报 ，而我已作多次无遮供施 。”魔王道 ：

“往昔我作无罪施 ，虽未记册有你证 ，而你作施无人证 ，徒说无益你已负 。”菩

萨道 ：“此大地乃是我的证人 。”遂用右手拍地道 ：“汝是众生居住处 ，动静平

等无亲疏 ，请证我言无虚诳 ，汝须为我作证明 。”语毕 ，大地作六次震动 ，地坚

母［６２］即从金刚地基缝隙现出半身 ，合掌对菩萨道 ：“如世尊所说 ，真实不虚 ，

我亲见此 ，然而世尊你应是人天世间的作证者 。”语毕消失 。魔众听了地坚

母的话后 ，如林中狐闻狮吼声 、石击乌鸦顿惊起 ，皆惊惧心裂而溃散 。于是 ，

魔王心甚不安 ，选派妖艳魔女去迷惑菩萨 ，施出三十二种媚术 ，但菩萨不为

之所动 ，魔王更感不乐 。

这时 ，具祥等八位树神女齐声赞道 ：“菩萨之功德 ，犹如中夜月 ，正圆复美

妙 ⋯ ⋯ ”共唱十六赞偈 ；净居天神则贬责魔王 ：“犹如衰老牛 ，陷入泥沼

中 ⋯ ⋯ ” ，共说了十六贬词 。

此后 ，诸魔又进攻十六次 ，皆未奏效 ，虽掷各种兵器 ，施展各种神变 ，却

丝毫无损害菩萨的机会 。魔军不战自乱 ，四处溃散 ，七日不能复聚 ，许多魔

亦发心趋向菩提 。

于是 ，菩萨生起四定［６３］
、三明 ，到后半夜东方发白时 ，通达十二缘起及

四谛 ，以具足一刹那智现证正觉成佛 。这时 ，腾起七多罗树高 ，发出“道流已

断”的颂词 ，诸天神普散没及膝盖的天花以作供养 ，一时世间放明 ，大地震

动 ，十方诸佛敬祝法喜 ，伸臂敬礼道 ：“今汝如我等 ，得菩提正觉 ，如油和油

汁 ，二者乃相同 。”诸天女亦齐作赞颂 。佛世尊也作偈道 ：“福熟得胜乐 ，消除

一切苦 ，具足福德人 ，愿望亦成就 ；降伏众魔军 ，速疾证菩提 ，从此大解脱 ，获

得清凉果 。”诸天神也广作赞颂 。

佛于第一个七日内不解跏趺 ，目视菩提树 ；第二个七日内 ，远行三千大

千世界 ；第三个七日内 ，说“我于此出离苦边际” ，目不转晴凝视菩提伽耶 ；于

第四个七日 ，作东西间的短程巡行 ，魔王求他涅般木 ，他应允所化事业完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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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涅般木 ，魔王悲而遣其女喜女等到佛前 ，佛使彼等变作老妪 ；第五个七日

内 ，发生大灾害 ，他安住持施龙宫 ；第六个七日内 ，他往尼拘卢陀树前 ，教化

自然派祖师末伽梨等 ：“闻法及见法 ，喜静即安乐 ，爱护诸生命 ，不害则世

安 。”第七个七日内 ，安坐救度树下 ，商主迦贯 、妙贤供献蜂蜜 、麦粥及已剥皮

净蔗 ，心思不宜用手受食 ，当如以往诸佛该用器皿 。这时 ，四天王献上金钵 ，

未被接受 ，继由毗沙门多闻天王恭敬献上狩猎天神所赐四个石钵 ，钵内各盛

香花 。佛伸手道 ：“如来座前供献钵 ，汝将成就胜乘器 ，如我诸佛前供钵 ，正

念智慧永不失 。”说毕加持四钵成一钵而受取 。然后 ，迦贯和妙贤用千牛之

乳精炼成奶皮 ，盛于宝盘中供佛 ，佛受用后 ，宝盘被梵天拿去供养 。这时 ，佛

作偈道 ：“成就天界此吉祥 ，诸方吉祥由此兴 ，愿尔诸愿皆成就 ，一切速皆顺

利成 。”说吉祥偈后 ，授记供蜜者将成佛 ，名为“蜜生如来 。”

转法轮事业

此后 ，佛自思 ：“甚深离戏论 ，无为且光明 ，甘露微妙法 ，我今已获得 。我

虽欲示说 ，他人莫能解 ，故往林间中 ，缄口暂默住 。”转而又想 ：“我于诸世间 ，

悲愿无边量 ，他人若启请 ，我则难默坐 。然而诸众生 ，皆信梵天王 ，若由彼启

请 ，我即转法轮 ，”随即放射光明 。三千世界之主具髻梵天领会佛意后 ，告知

六百八十万梵天众 ，一齐合掌启请 ：“成就大智殊胜坛 ，放光遍照十方界 ，慧

光启开人间莲 ，世尊今何悠闲居 ？”虽如是劝请 ，然佛默然不语 。

世尊仍安闲而居 ，梵天众告知帝释 ，帝释前来启请道 ：“汝心犹如圆满

月 ，从曜蚀中得解脱 ，请起战胜诸怨敌 ，黑暗世间显慧光 。”如是启请 ，佛仍默

然不语 。于是 ，梵天再作启请 ：“到处寻觅恭请佛 ，能仁尔请示正法 。”佛世尊

道 ：“众生皆被欲所缚 ，相续不断且增长 ，我知此为大艰难 ，是故宣法无所

益 。”

世尊仍平淡安居 。这时 ，出现火不能燃等不祥征兆 ，具髻梵天王复作再

三启请 ：“于此摩揭陀 ，往昔法不净 ，来此宣法者 ，皆具染垢心 。故我来请佛 ，

祈开甘露门 ，宣说无垢法 ，以慰闻法众 。”世尊察看不定众生 ，接受启请道 ：

“具髻梵天王 ！摩揭陀有情 ，已具闻法耳 ，且具信仰心 ，认识人生义 ，常闻于

佛法 ，我对此等众 ，愿启甘露门 。”

此后 ，菩提伽耶的爱法树神等请示道 ：“世尊 ！汝先于何处转法轮 ？”佛

言 ：“应在婆罗奈斯 ，因彼处众生少欲而垢障轻 。”树神复请宜在他处 ，佛降旨

道 ：“诸贤首 ，勿说此言 ，我因念最先易受教化者而说法 ，我已知余行［６４］去世

七日 ，远飞师亦死去三日 ，应先向忄乔陈如等五人说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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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如是思考后 ，遂从摩揭陀赴光明城 。在彼地遇一遍行者［６５］
，交谈甚

久 。遍行者（原注 ：近行）问 ：“汝根明肤洁 ，从何教而修梵行 ？”佛道 ：“我无阿

阇黎 ，无人可比我 ，我为世唯一 ，圆满正觉佛 ，已证清凉果 ，无漏得解脱 。”遍

行者道 ：“汝是否承认是罗汉 ？”佛道 ：“我是世间阿罗汉 ，我乃无上之导师 ，天

与非天寻香等 ，无有与我伦比者 。”遍行者又道 ：“那么 ，是否承认是佛 ？”佛

道 ：“诸凡漏尽得道者 ，如我当知应是佛 ，我已战胜诸恶法 ，故应承认我是

佛 。”遍行者又问 ：“欲往何处 ？”佛言 ：“我往婆罗奈斯地 ，去到光明大城中 ，于

彼盲人般世间 ，将放无比大光明 。”遍行者闻后说 ：“如愿成就” ，遂往南方而

去 。而世尊北经迦耶山 、优楼频螺 、檀香坡 、调御城 ，抵恒河畔 。恒河梢公撑

来一条索要船资的船 ，佛言“我无船资” ，遂腾空而过 。影胜王听说此事后 ，

下令今后凡出家僧人渡河 ，不得索要船资 。

此后 ，佛到婆罗奈斯 ，乞食至降仙处 。忄乔陈如等五人见佛来 ，互相私议

立约 ：“沙门乔答摩懈怠于修 ，废弃禁食苦行 ，今来此地 ，谁都不可迎接 ，不必

起立 ，不给他法衣和钵 ，有一空座 ，随他去坐 。”对此 ，遍知忄乔陈如不以为然 。

待世尊至 ，五人不由自主背弃私约 ，起座恭迎 ，有的铺座 ，有的端来洗脚水 ，

纷纷说 ：“汝来甚好 ，请入此座 。”世尊就座后 ，与五人喜悦交谈 ，教导良多 。

五人［原注 ：遍知忄乔陈如（译言火器） 、额革卑 （译言调马） 、十力迦叶（译言起

气） 、摩男拘利（译言大名） 、拔提（译言具贤）］问佛 ：“具寿乔答摩 ，你根明肤

洁 ，是否已证得殊胜智 ？”佛道 ：“汝等不可对如来称具寿 ，否则会长时间不

安 。我已得甘露 ，我已成正觉 ，已是一切智 。汝等不是已定如是私约了吗 ？”

彼等受度成为比丘后 ，顶礼佛足 ，忏悔罪过 ，生起敬信 。

世尊沐浴后 ，心念当于何处转法轮 ，遂绕转此处出现的七宝千佛座的前

三座 ，安坐于第四座上 ，放射光明 ，遍照三千大千世界 ，大地随之震动 ，净治

了诸有情 。此时 ，诸天神献上千辐金轮 ，请佛绕转法轮 。初夜时分 ，佛默坐

不语 ，中夜自陈清净语 ，后半夜向五比丘开示道 ：“诸比丘 ！彼二边者 ，非入

出家所作 ，而是欲乐福衰之边和疲劳困苦之边 。如来说法 ，乃以舍二边而显

中道 ，此即所谓八圣道分［６６］
。诸比丘 ！此即四谛 ，即苦 、集 、灭 、道 ⋯ ⋯ ” ，

“苦应知 ，集应断 ⋯ ⋯ ”如是 ，重复宣说四谛三次 ，以十二行相绕转法轮 ，忄乔陈

如即证罗汉果 ，而成就三宝（即佛 、法 、僧三宝始全） 。此即所谓“如是十二

行 ，极转正法轮 ，忄乔陈如遍知 ，现成就三宝 。”

关于转法轮 ，亦分处所 、时间 、眷属 、法 、必要等五个方面 ，皆从五个方面

讲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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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转四谛法轮

第一 ，处所 。即科摩究地方 。

第二 ，时间 。有人说是六年零六月 ；钦巴上师说是七年 ；而恰译师则说

七年差两月 。

第三 ，眷属 。为忄乔陈如 、调马 、起气 、大名 、具贤等五人 ，以及众多天神 。

第四 ，法 。 为三转四谛十二行相法轮 。 枟俱舍论枠中说 ：“法轮为见

道［６７］
，速行辐等故 。”所谓见道 ，因轮 、速行 、舍弃 、进入故 ，由未胜而胜 、真实

安立尊胜故 ，能作升降故 ，合顺于法 ，故名法轮 。央卓尊者说 ：“八圣道分中

的正见 、正思维 、正精进 、正念等如轮之辐 ，正语 、正业 、正命三者如轮之轴

心 ，正定如辐轮 ，彼等与法相顺 ，故称之为轮 。见道即法轮 ，令忄乔陈如生彼法

轮 ，故谓转法轮 。所谓重复三转 ，即指“此是苦也 ⋯ ⋯ ”等［６８］
，“苦当知 ⋯ ⋯ ”

等［６９］
，“苦者我已知 ⋯ ⋯ ”等［７０］

。每转生起眼 、智 、明 、觉［７１］
，每转开示生起

加行 、顿断 、解脱 、胜道 ，即分别为十二行相 。

所谓十二转六十四行相的说法 ，因与三组和十二组的品数相合 ，故无过

失 。因此 ，说一切有部［７２］的学者说 ，三转所开示的是见 、修 、无学三道 。若

尔 ，则不是三转法轮 、十二行相的说法了 。这里所说 ，仅是见道的三转十二

行相 ，法的品类即法轮 ，三转是指三转四圣谛 。这里的十二行相 ，指是苦 、是

集 、是灭 、是道 ，当知 、当断 、当证 、当修 ，已知 、已断 、已证 、已修 。所谓“转” ，

是指让他人心中理解或了知的意思 。

第五 ，必要 。第一转使忄乔陈如和许多天神生起见道 ；第二转使忄乔陈如证

得罗汉果 ，其余四人生起见道 ；第三转使另四人证得阿罗汉 。这是当时教化

的必要 ，至于以后的特殊必要性 ，是为了破除应化有情的人我执 ，使他们获

得声闻四果［７３］
。

中转无相法轮

第一 ，处所 。是灵鹫山［７４］
。

第二 ，时间 。楚译师［７５］认为是三十年 ，钦巴译师说是二十七年 ，恰译师

说是三十一年 ，也有人说是十二年 。

第三 ，眷属 。为二千五百或五千比丘 、比丘尼 、优婆塞 、优婆夷 、以及菩

萨之属众无数 。

第四 ，法 。为无相法轮 ，即般若教法及属于中转法轮的一切法 。关于般

若教法 ，法友论师认为有示说要义和现观义两种 。第一种示说要义 ，是指讲

示胜义空性或三解脱门 ，如枟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枠等 ；第二种示说现观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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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品枟般若十万颂枠 、中广品枟般若二万五千颂枠 、中中品枟般若一万八千颂枠 、

中略品枟般若一万颂枠 ，略义广品枟般若八千颂枠 、略义略品枟佛说佛母宝德藏

般若波罗蜜多经枠 。这些在讲示八现观方面并无差别 ，只是在文字有广略之

分 ，正如释论中所说 ：“其中之差别 ，唯有广略等” 。

以上诸经 ，前五种同时宣说 ，启请者相同 。清净佛土加行［７６］中 ，与恒河

女神授记相同 ，具有周遍意义 ，因同一佛不可能对一个人多次授记正觉 。这

样 ，有人会说“多次授记龙树 ，岂非矛盾 ？”这应知授记有不同类型 ，有的授记

弘法 ，有的授记正觉 ，各有不同 ，恒河女神授记 ，属授记正觉类 。又有人说 ，

佛经的缘起分中讲 ，当时眷众“一千二百五十人俱” ，这与五千众的说法在数

量上不是相矛盾吗 ？对此 ，须知这是计算僧伽数和计算一般人数的差别 。

致于枟般若十三颂枠中无常啼菩萨法胜的四段结尾语 ，是因为当时龙树尚未

从龙宫请来般若经 。然而 ，这正如所谓“本说一语教 ，亦可知若干” ，“法语本

一说 ，可成若干语 ，所谓我专说 ，众皆得解故” ，佛总是针对钝 、中 、利三根闻

法者而开示广 、中 、略三种语教 ，结集者亦作如是结集 。楚布译师 、恰译师等

认为 ，如果结集者不能如是结集 ，亦无过失 ，因为这也是佛的加持和神变所

致 。有关释论中说 ，结集者为了后来的四众弟子喜欢 ，结集时用摩揭陀语进

行了口述 。

第五 ，必要 。是为了破除诸所化的一切成见 ，而安置于唯一能得解脱的

空性道 ，即枟大游戏经枠所说 ：“无阿赖耶［７７］无戏论 ，无有生灭无取舍 ，空性一

理正法轮 ，系由佛陀善绕转 。”

枟般若经枠中说 ，中转法轮时 ，天空中发出鼓乐不绝之声 ，诸天神齐赞 ：

“盛哉 ！又见赡部洲再转第二法轮 。”

后转胜义抉择法轮

第一 ，处所 。在摩那耶山［７８］和毗舍离城［７９］等处 。

第二 ，眷属 。有人说是能胜解各乘的有情 ，但应是清净入于一切教乘的

菩萨众 。

第三 ，时间 。钦巴译师说是十年 ，措译师说是十二年 ，恰译师则说是七

年或九年 ，也有人认为是二十六年或二十八年 。总之 ，笔者尚未见到有根据

的肯定性时间 。

第四 ，法 。为胜义法轮 。先前初转法轮 ，遮除诸法无自性之见 ，但落于

有 ，遂中转法轮 ，却又落于无 。于是末转法轮 ，由此开示遍计无 、依他起世俗

有、二圆成胜义有 ，故遮除执二边 ，成无诤了义 。因此 ，唯识派认为 ，前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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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为有诤不了义法轮 ，故枟解深密经枠中说 ：“启请世尊转清净胜义法轮 。”世

尊初于波罗奈斯的降仙处鹿野苍 ，向清净入于声闻乘诸人开示四圣谛 ，由此

希有法轮 ，往昔无论转入天道或转为人者 ，皆随顺正法 。世尊转此世间未曾

转过之法轮 ，然而彼法轮有上 、有时分 ，为不了义 、有诤论处 。于是 ，世尊讲

示诸法从无自性生 ，不生 ，不灭 ，本来寂静 ，自性涅般木 ，向诸清净入于大乘诸

人 ，以讲示空性之理转极希有之第二法轮 。然而世尊所转此法轮 ，亦有上 、

有时分 ，为不了义 ，有诤论处 。于是 ，世尊又讲示诸法从无自性生 ，不生 ，不

灭 ，本来寂静 ，以自性涅般木 ，向清净入于大乘诸人 ，转具足差别 ，更为希妙之

第三法轮 。世尊所转此法轮 ，为无上 、无时分 ，为了义 、无诤论处 。

第五 ，必要 。即为破除二边疑惑而置于中道 。

中观派认为 ，佛初转和末转二法轮别有密意 ，只有中转法轮才是了义 ，

先前之经教皆别有密意 。有人援引枟楞伽经枠中“世俗一切有 ，胜义义则无 ，

故对一事物 ，有无何相违”的说法 ，来破解初转和中转法轮的矛盾 。然而 ，这

是中观派所许经典的说法 ，非唯识派所许 。唯识派并不承认于胜义谛无一

谛实（自性）的观点 ，故唯识派不能断舍声闻与中观见的矛盾 。

有人认为 ，初转为四谛法轮 ，中转为二谛法轮 ，末转为未安立谛义法轮 ，

于末转法轮中 ，以量成立四谛或二谛 。也人有认为 ，末转法轮讲示种种乘 ，

故为种种乘法轮 ，即枟广大游戏经枠所说 ：“如阳焰梦幻 ，水月与回声 ，喻种种

法轮 ，我佛怙主转 。”班智达彦潘桑布（利他贤）说 ：“为无种姓者 ，转增上法

轮 。”萨杂那上师说 ：“为缘觉种姓 ，转独觉法轮 。”恰译师则说 ：“别无与三法

轮所说相悖之经藏 。”如是 ，如来已断语的等起［８０］习气 ，不以语宣法 ，虽自成

佛直到示现涅般木未说一字 ，却因有情之意乐而示种种法 ，正如枟秘密不可思

议经枠所说 ：“幻轮造钹铃 ，风吹发响音 ，虽无敲击者 ，却能出音声 ，往昔善习

故 ，由有情劝请 ，遂宣佛语教 ，彼此无分别 。”由是 ，佛观有情被无明眼翳所障

蔽 ，被我见绳索所束缚 ，被我慢山岳所压伏 ，被贪欲之火所焚烧 ，被嗔恨兵器

所刺伤 ，而入轮回阿兰若 ，不渡生老病死河 ，煎受各种苦 ，为解救彼等离苦得

乐 ，遂从他吉祥喉头 ，如螺牙齿间 ，伸展幻化之舌 ，发梵净语音 ，而转所有一

切法轮 。

从天降凡事业

即前文所述 ，佛往三十三天度化其母后 ，复降临人间利益众生 。

示现涅般木事业

世尊为启发阿难劝请佛不示涅般木 ，告阿难道 ：“阿难 ！诸凡修者 ，欲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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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神足［８１］而多修习行 ，则长住劫波 ；如来依四神足已多修习 ，对于如来来

说 ，亦应长住劫波 。”如是一而再启发 ，但阿难为魔所蔽 ，默然不语 。此后 ，魔

王求佛示现涅般木 ，佛应允三月后涅般木 。于是 ，世尊加持生活之行 ，而断寿命

之行 。当此之时 ，大地震动 ，流星陨落 ，诸方焦热 ，空中诸天神击鼓 。阿难问

佛是何因缘 ？佛告阿难地动的八种因缘 。阿难方知佛将舍寿 ，遂请佛留住 ，

未得应诺 。此后 ，佛向离遮毗城诸僧伽讲授教诫后 ，从毗舍离城启程 ，目视

右方 ，往智孜城北部的沉香林 ，向诸比丘开示三学 ，然后又渐次到受用城北

的沉香林 。在此 ，大地震动 ，佛开示很快入灭之因 ，教示当入于经藏 ，现于律

经 ，若与法性不违 ，则持为正法 ，否则不予持取 。继后 ，到拘尸城 ，接受铁匠

之子纯陀的最后供养 ，为之说法 。再住杂坚城（意为有草城） ，卧眠于波旬与

具宝河之间 ，阿难从迦拘达河取来浊水 ，为佛漱口濯足 ，佛身体转安而起立 。

此后 ，教化力士地区豪门所辖旃陀罗（下等种姓出身者）人信仰佛教 ，接受旃

陀罗人所献如金的黄布两匹 ，剪去两端浮绪 ，披于身上 ，身色顿显明亮光耀 。

问佛其何因缘 ？佛言 ：“此系今晚将涅般木之因 ，”遂于具宝河沐浴 ，为消除纯

陀的失望 ，以方便乞食 ，言说 ：“成佛与涅般木时的两种供食 ，其福德相同 。”阿

难问佛如何教化希求解脱的有情 ？佛言 ：“应威慑以净梵惩罚 ，再令其悔过 ，

然后从迦旃延［８２］那里接受经教 。”尔后 ，佛往杂坚城（即拘尸那城）途中 ，突

然病卧 。阿难唤菩提支起来 ，于杂坚城力士地区附近两棵娑罗树间 ，悬床北

向而置 。佛右肋贴床 ，两足重叠 ，作明空想 ，具正念知 ，念想涅般木而卧 。这

时 ，阿难握床哭泣 ，发出悲声 ，以希有四法消除忧苦后 ，向佛何以在此示寂 ？

佛言 ：“往昔 ，大善见王等六位转轮王皆在此去世 ，现在连同佛 ，共有七人圆

寂 。”这时 ，佛作为比丘楷模 ，威严无比 ，诸天神不堪其威而逃遁 。阿难复问

佛应如何供奉遗体舍利 ？佛言 ：“应如转轮圣王 ，用棉布单裹身 ，用五百匹布

覆盖 ，殓入铁棺 ，注满菜籽油 ，上盖两块铁板 ，再堆积香木火化 ，最后用乳汁

滴灭火 ，将骨灰装入金瓶 ，于十字路口造塔供奉 ，并应作节庆纪念 。”此后 ，普

告杂坚（拘尸那）城诸力士 ：“如来将于今晚灭度 。”众力士顿时聚集于佛前 ，

佛为他们说法 ，由阿难授近事戒 。众人受戒后返回 。佛为了度化亲身该度

的有情 ，最后对极贤和极喜进行了度化 。对极喜 ，手持吠琉璃千弦琵琶 ，化

为寻香（乾门达婆） ，来到极喜门前 ，比赛歌喉 、音乐 。 极喜弹奏琵琶 ，除一弦

外 ，其他各弦均断 ，但音韵如前 ，并无差别 。佛弹奏时所遗一弦亦断 ，唯于空

中如前传响美妙音乐 。极喜顿失我慢 ，心生稀奇 。佛现出真容 ，极喜心生敬

信 ，顶礼佛足 ，为闻法求佛暂住 。佛开示正法 ，使之证见真谛 。那时 ，杂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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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梵志极贤年已一百二十岁 ，人称是位阿罗汉 ，他见徐流池畔青莲花朵萎

谢 ，听到世尊将灭度的消息 ，欲消除自己的疑惑 ，往阿难处三次求见佛 ，未得

许可 。佛知晓后说 ：“这是我与外道的最后交谈 ，让他进来 。”佛向极贤讲了

许多令他欢喜的话后说 ：“极贤 ！我二十九岁出家以来 ，五十一年间 ，凡善事

皆已完成 。然而 ，极贤 ！任何调伏法 ，无八圣道分 ，则无修善四果［８３］
，若有

八圣道分 ，则有修善四果 。除此之外 ，于外道无修善 。”以如是教诲 ，使极贤

证见真谛 。极贤在佛前受具足戒 ，从而证得阿罗汉果 ，因不忍见佛入灭 ，遂

加持自身五处［８４］而圆寂 。

此后 ，佛教示 ：“外道中 ，除释迦外道和长发外道徒外 ，不得出家 ；四众弟

子当诵读能得利乐之十二部经教 ，恪守别解脱律仪 ；长辈当以资具摄集晚

辈 ，晚辈不得直呼长辈之名 ，向具信教众当讲示世尊降生 、正觉 、说法 、示涅
般
木等四事业 ；诸比丘 ！对于三宝及四谛 ，如有所疑 ，即可请问 。”接着 ，世尊

掀开上衣道 ：“诸比丘 ！如来仪容 ，难得亲睹 ，汝等请观如来身容 。诸比丘 ！

汝等暂勿言说 ，一切有为法 ，皆是坏灭之法 ，是为如来最后之说法 。”然后 ，世

尊入于四禅定 、四无色定 、灭尽定 、顺行定 、还灭定 ，复入四禅定 ，由极边而涅
般
木 。

戒护论师在其枟毗奈耶杂事释枠中说 ：“按迦湿弥罗人的说法 ，世尊在极

边之后 ，由无记心而涅般木 。然而 ，无记心与极边相近 ，故说由极边而涅般木 。”

并说佛灭后 ，“大地震动 ，流星陨落 ，诸方焦热 ，天乐齐鸣 。”

当时 ，大迦叶住王舍城 ，知世尊入灭 ，心思有为法性即如是 。他担心未

生怨王［８５］听到佛涅般木的消息将会昏厥 ，自念当设法安慰 ，于是让婆罗门雅

协（译言作夏）速去林苑 ，将佛入胎 、成佛 、转法轮 、于舍卫城示现神变 ，以天

降凡到未生怨王城 ，以及于拘尸那城示寂等事业 ，绘成图画 ，（分放于六个长

盘中） ，在第七个长盘中注满新鲜酥油 ，在第八个长盘中装满白檀香 ，然后将

画呈给未生怨王御览 ，王看图后必晕倒 ，这时将王安放于第七 、八长盘中 ，王

可苏醒 ，雅协按照大迦叶的吩咐作画 ，次第呈示于王 ，最后说 ：“这是世尊在

卧榻上圆寂图” 。国王惊问道 ：“世尊圆寂了吗 ？”然后一言不发 ，昏倒在地 。

雅协按大迦叶的办法使之苏醒 。

当时 ，有一比丘道 ：“于此园林中 ，娑罗双树间 ，世尊示涅般木 ，散花以供

养 。”帝释也作偈道 ：“呜呼有为皆无常 ，亦是生灭之有法 ，由生而转为坏灭 ，

涅般木始得寂静乐 。”梵天作偈道 ：“此世众生资粮田 ，欲乐世中唯一尊 ，具佛

诸力与慧眼 ，如是世尊示涅般木 。”阿泥律陀［８６］作偈道 ：“意坚作救怙 ，获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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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寂 ，解脱复还灭 ，世尊般涅般木 。”当时 ，有的比丘在地上打滚 ，有的痛哭 ，有

的悲痛欲绝 ，有的依法性思考而坐 。

第二天 ，阿难告知拘尸那城的诸力士 。力士们在七日内作一切准备 。

第七天 ，力士的妻女们张挂华盖 ，青年力士们抬着辇轿 ，诸天神齐供名香 、宝

鬘 、薰香 ，从拘尸那城西门到城中央荼毗 ，再出东门 ，经具宝山 ，到宝冠塔安

葬 ，诸天神散掷齐膝香花 。当时 ，有位遍行外道师拿着许多花来到波旬城 ，

与前来礼拜的大迦叶相遇 ，得知佛入灭的消息 ，耳边有如是声音 ：“请半路出

家 ！”“喂 ！诸比丘 ，这应作 ，这不应作 ！”“现去做能做的事 ，不做不能做的

事 。”因天神阻障 ，这些话语只有大迦叶听到 。大迦叶为使诸僧伽在佛身未

焚化前亲睹圣容 ，催促大家赶快行走 。

那时 ，力士们按火葬转轮王的习俗 ，欲立即火化佛身 ，但举火不燃 ，阿泥

律陀察知这是因为大迦叶尚未到来 ，遂向大家说明缘由 。大迦叶到来后 ，开

棺取掉布 、棉等缠裹物 ，向未坏佛身礼拜 。这时 ，在场的大声闻弟子有遍知

忄乔陈如 、准提 、十力饮光和大迦叶四人 ，其中大迦叶具足智慧 ，福德最大 ，由

他用棉花和五百匹布另裹佛身 ，装入铁棺 ，注入菜籽油 ，用两层铁盖加盖 ，堆

起所有香木后 ，火自然点燃 。这时 ，阿难道 ：“世尊具有大宝身 ，神变往赴梵

天界 ，法衣及布五百匹 ，用以缠裹我佛身 。由佛威严身躯及 ，身上缠物皆焚

燃 ，其中内外二层衣 ，即佛法衣全未燃 。”接着 ，力士们用牛奶熄灭火 ，乳汁中

出现金黄 、淡黄 、五彩 、青色四种邬波罗花 。后将舍利装入金瓶 ，安放在城中

央供奉 。

后来 ，波旬城的力士们得知佛已圆寂七天 ，立即点齐四种甲兵来到拘尸

那城 ，对该城诸力士说 ：“世尊长期慈爱我等 ，今于你城附近示寂 ，请分舍利

一部分给我们 ，以便在波旬城修塔供奉 ，并聚会纪念 。如若不然 ，将用兵强

取 。”拘尸那城力士道 ：“当如是照办 。”

然而 ，遮罗颇国的跋离迦刹帝利众 、罗摩伽国的拘利种民众 、毗留提国

的婆罗门众 、迦毗罗国的释迦族众 、毗舍离国的离车族民众等亦纷纷前来索

要佛舍利 。摩揭陀国未生怨王听到诸国往取佛舍利的消息后 ，亦骑大象起

程 。他想起佛的恩德 ，一时悲恸倒地 ，于是遣雅协代他去问候诸力士“平安

健康 、身心愉快 、生活力健 ，起居安乐 ！”并说“世尊长期关爱于我 ，为我皈依

上师 ，今在你城附近示寂 ，请分给我舍利一份 ，于王舍城修塔供奉 ，并定期聚

会纪念 。”雅协按旨意传达后 ，力士们回答说 ：“我等亦同样供奉 。”使者道 ：

“若尔 ，我们只得出兵夺取 。”力士们答道 ：“我们将照样奉陪 ！”于是 ，力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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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小和年轻人们学习骑射 ，为与别国四种兵甲争战 ，众力士亦点齐四种兵

甲 。

那时 ，有位香姓婆罗门心想 ：争战一旦爆发 ，定有伤亡 ，遂向拘尸那城诸

力士道 ：“世尊一贯教导要忍 ，如今为舍利互相残杀 ，岂合道理 。我主张将舍

利分作八份分发给大家 ，而我取回宝瓶供养 。”于是 ，拘尸那城力士先同意照

此办理 ，然后从波旬城的力士到使者雅协都同意这个办法 ，遂将舍利分成八

份 ，从拘尸那城力士到使者雅协各得一份 ，分别迎舍利回国 ，修塔供奉 ，定期

聚会纪念 。罗摩伽国（意为发声国）分得的那份舍利 ，后被龙神夺去供奉 。

装佛舍利的宝瓶 ，由香姓婆罗门请往平斛城建塔供奉 。火化佛身后的灰烬

分给尼枸陀人 ，由婆罗门子迎往尼枸陀地方修塔供奉 ，并举办大型供养纪念

会 。这样 ，当时共成十塔 ，连同四座佛牙塔 ，共十四塔 ，此即经中所说 ：

世尊舍利计八升 ，七升供于赡部洲 ，

佛之另一升舍利 ，罗婆迦城［８７］龙王供 。

世尊所遗四佛牙 ，三十三天供其一 ，

持语城供第二牙 ，迦陵王供第三牙 ，

世尊虎牙第四枚 ，罗婆迦城龙王供 。

阿育王住巴特那［８８］
，广建梵塔共七座 ，

以其法力及宏愿 ，共同庄严持宝地 。

如是世尊之舍利 ，天神龙王及国王 ，

人与龙族药叉主 ，共生敬仰而供奉 。

悲智具力释迦尊 ，于摩揭陀证菩提 ，

迦尸迦国转法轮 ，拘尸那城示涅般木 。

关于涅般木之义 ，依声闻之见 ，如“薪尽火灭” ，一切色心之法 ，终归流断

而入灭 ；而有些大乘宗见者认为 ，“圆满报身虽示涅般木 ，而眷属谁也不知其

入灭 ，犹如帝释 ，旧死新生 ，其眷属神众并不知其死” 。对是说不能苟同 ，因

报身相续不断而长存 。

长寿之因有二 ，即不杀生和施食予他人 ，因此二因为积集究竟二资粮

故 ，即所谓“若依四神足而广修 ，则随欲可住于劫波或一劫有余”故 。 枟无边

门修法陀罗尼释义枠中说 ：“化身示涅般木 ，非说其反面 ，具足常住因 ，不应有

涅般木 。”是故 ，这里是示现化身涅般木 ，而非为报身之涅般木 ，即枟妙法莲花经枠所

说 ：“对于有病而不服药的良医之子 ，配制药方命服药 ，并说我将死 ，装作死

亡 。此子知父为医师已死他人并不知药 ，但为了活命而服药 。后疾病痊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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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知其父未死 ，但不成虚妄过失 。”枟金光明经枠也说 ：“诸佛不涅般木 ，法亦不

衰灭 ，成熟有情故 ，示现般涅般木 。”此外 ，枟经庄严论枠说 ：“如火他处燃 ，他处

复转灭 ，佛对诸有情 ，应知现不现 。”该经还说 ：“化身以相续而常 ，这如屡屡

施食 ，谓之常施食 ，反复示现变化 ，故为常 ，即于此处虽示涅般木 ，而于他处却不

示灭而住 ，此处因无现于佛身之所化而入灭 。但在他处因有帝释等应化有情

而不般涅般木 。”枟勇行禅定指示经枠（又名枟首楞严三摩地经枠）中说 ：“现在东方妙

相庄严佛刹中 ，有名为幻化王者 ，为毗卢遮那如来光明所庄严 ，寿七百阿僧企

劫（即七无数劫） ，彼即此世尊 ，曾于百俱胝四洲 ，或降生 ，或成佛 ，或转法轮 ，或

示般涅般木 。”是故 ，断除所有一切障染 ，并非未般涅般木 ，事业未圆满 ，亦非入灭 。

此即枟摄大乘论枠所说 ：“一切障中解脱故 ，亦诸事业未满故 。”

那么 ，佛于多少岁时示寂呢 ？有人说 ：“佛度化梵志极贤 、极喜时 ，各住

一年 ，或应纯陀之祈请 ，延寿两岁 ，即于八十二岁示寂 。”但是说并无根据 ，且

与枟八大灵塔赞枠“因纯陀之请 ，佛住三月”的说法相矛盾 。又 ，有的持律师

说 ：“佛经枟杂事枠中载佛八十四岁圆寂” ，但遍查此经 ，未见有其记载 ，枟杂事枠

却说 ：“阿陀 ，如来寿届八十 ，身已老迈 。”据此 ，佛应是八十岁圆寂 。 枟金光明

经枠说“如来寿至八十” ，枟大悲妙法莲花经枠说“如来寿八十” ，如此等等 ，许多

经论都认为是八十岁圆寂 。对此 ，枟毗婆沙论枠说 ：“法轮处及毗舍离 ，白土城

与天神处 ，杀童城及忄乔赏弥 ，卓合静地与塔山 ，竹林城及有声城 ，迦毗罗卫等

诸地 ，世尊每处住一年 。二十三年住舍卫 ，药林之地住四年 ，两年住居于焰

窟 ，王舍城中住五年 ，苦行长达六年整 ，二十九年居王宫 ，如是佛尊寿八十 ，

能仁圣者般涅般木 。”

关于佛入灭的时间 ，枟大涅般木经枠讲 ，佛示寂于季春氐宿月（四月）十五

日半夜 。而阿阇黎戒护所著枟毗奈耶杂事释枠认为 ，佛示寂于季秋昂宿月（十

月）上弦初八日中夜 ，班智达释迦室利亦云 ：“昂宿月上弦 ，初八日前夜 ，月落

山峰时 ，能仁般涅般木 。”部分声闻的观点是 ，佛于黄昏时降伏天子魔 ，黎明时

入金刚三魔地降伏烦恼魔 。魔启请佛入涅般木 ，佛言在未度化四众前不入涅

般 ，由此摧伏了死主魔 。有人说 ，佛苦行时即摧伏了五阴蕴魔 。而有人又

说 ，佛入涅般木而降伏了死主和“蕴”二魔 。然而 ，“佛于竹林城修夏［８９］
，其时

显出重病态 ，于是魔请佛舍寿 ，佛遂加持延寿行” ，显而易见 ，佛是渐次降伏

了死主和“蕴”两种魔 ，即如益西宁布论师所说 ：“凡此种种以言语 ，或示加持

等方式 ，用以摧伏二种魔 ，全为悲悯应化众 ，佛世尊为了悲悯所有应化众生 ，

摧伏死主和蕴相之魔 ，故而作加持 ；为示现对死的自在而舍寿 ，为示现对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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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在而加持 ，当作如是认识 。”如果按照大乘宗“佛证菩提果 ，同时摧四魔”

的说法 ，应知佛同时一齐摧伏了诸魔 。

关于佛的十二种事业 ，枟阿含经枠 、枟出离经枠 、枟方广游戏经枠（亦名枟方广

大庄严经枠）等中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这里系据枟方广游戏经枠而说 ，其中涅
般
木的情况依据了枟毗奈耶杂事枠 ，至于详细密意 ，当知于枟善巧方便经枠等 。

第四节 　佛入灭后结集法藏情况

一 、小乘声闻之规

依小乘声闻的说法 ，结集法藏共有三次 。

１畅第一次结集

自从佛的灵塔等建成 ，舍利弗八万属众 、目犍连七万属众 ，佛的比丘徒

众八千万相继去世 ，佛对人天等众所示的经教在漫长岁月如烟消散 ，且有权

威的比丘也多过世 。因此 ，大迦叶为消除三藏不能传扬的诋毁 ，吩咐满慈

子［９０］召集诸比丘 。满慈子入于极边际禅定观察后 ，遂敲击犍椎［９１］
，除了忄乔

梵波提［９２］
，将所有比丘召集在一起 。满慈子为了传召忄乔梵波提 ，以神变术

到其住地尸利婆林园无量宫 ，作礼道 ：“大迦叶等比丘僧众向你请安问候 ，祝

你具寿无恙 ，兹因僧伽事请你速疾前往 。”忄乔梵波提虽已断除贪欲 ，但仍慈悲

为怀 ，遂问道 ：“具寿满慈子 ！世尊为利有情是否已往他方世界 ？僧伽众是

否争讼纷争而不能揭发过失 ？如来转正法轮是否被外道遮破 ？彼等聚集是

否对声闻僧伽有所损害 ？烦恼所缚沙门 、婆罗门 、声论师 、方士等对太阳般

的如来是否作了诋毁 ？被无明黑暗障覆的有才智者是否离间僧伽的召集 ？

对如来的正法律戒是否用似法的词句 、文字 、观点进行了玷污 ？诸梵行者诵

读作意是否变心和聚言恶毒语 ？以疑惑二意之心是否说非法为正法 、正法

为非法 、非戒律为戒律 、戒律为非戒律 ？诸比丘是否被吝啬污垢所障对突来

梵行者不作“普喜六法”
［９３］而予轻蔑 ？是否由于恶劣的出家众致使具信婆

罗门和家主对正法失去信心而转依了外道 ？是否作邪念生计而事农耕 、经

商 ，依仗王势而生活 ？是否受取杜多功德［９４］后依止边际敷具而失去了杜多

功德 ？是否将不是沙门错认为沙门而扰乱了同等梵行 ？尽管如此 ，尊者满

慈子 ！若可以说佛等比丘僧伽 ，则可说迦叶等 ，安住于大悲的佛世尊于无余

涅般木法性是否已入圆满涅般木 ？是否因失去舵公而世间出现了混乱 ？具足

十力之佛是否被无常之力所压制 ？能使我等觉醒的众生怙主导师是否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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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 ？佛日是否西落 ？能仁自在之月是否被罗目侯所食而不现光明 ？三十三

天［９５］中以菩提香花庄严 、善结修善四果的如意宝树是否被无常疯象所摧

毁 ？智慧明灯是否被无常之风吹灭而示现涅般木 ？”如是发问后 ，满慈子道 ：

为使具慧教长住 ，聚集声闻僧伽众 ，

彼等咸皆会集已 ，期待君尔速驾至 。

航船舵手我佛尊 ，虽如慧山已示崩 ，

教法殊胜具慧力 ，多数僧伽尚寂静 。

鄙人虽然才学浅 ，受命作使前来此 ，

为使教法永住世 ，切望君座定往行 。

忄乔梵波提听后 ，告诉满慈子他可前往 ，但尚不到时候 ，并说 ：

众生怙主住世时 ，我有奔走效劳心 ，

而今示寂趋彼岸 ，具慧弟子愿伴行 。

今有乞钵三法衣 ，祈君献于诸僧伽 ，

我将寂灭不转世 ，我意殊胜望谅恕 。

说毕 ，显现各种神变而示寂 。其身躯被自燃火焚化 ，由此流出四河 ，并

发出如下四段偈句 ：

现在诸时变恶坏 ，有情各依自己业 ，

众生明灯日落灭 ，一切当知应往处 。

有为刹那将坏灭 ，生等皆具苦烦恼 ，

异生执我起慢心 ，应知彼等皆无作 。

智者常虑不放逸 ，精勤作意修福德 ，

万物终归是坏灭 ，有命吉祥会动变 。

胜慧礼敬能仁尊 ，我意一切无余作 ，

如是忄乔梵波提我 ，虔敬随佛而去矣 。

于是 ，满慈子仍以神变术返回众僧聚会地 ，敬礼后献上乞化钵等 ，并道 ：

彼闻怙主身入灭 ，由福业力亦示寂 ，

此系彼之钵法衣 ，祈诸僧伽请谅恕 。

大迦叶听后谓诸比丘道 ：

彼以圣者方式去 ，他人勿作示寂行 ，

应当致力所需事 ，聚集权威作商讨 。

如是成就福业基 ，尸利婆园牛主师 ，

未能思及如是义 ，尔等献智利众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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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后制定戒规 ，并说 ：“在此若宣说正法 ，众多比丘聚扰 ，将致散乱 ，故

应往摩揭陀 。”

众人齐声赞同 ，除有学比丘外 ，其他人暂退 ，并推选阿难为供水的执事 。

阿难与比丘僧伽众游方去集会地 ，大迦叶直往王舍城 。阿阇世王见到他 ，即

想起世尊 ，从象背堕落 ，被大迦叶用神力扶住 ，嘱他今后不可如此 ，并于此圣

地共商教法事宜 。阿阇世王赞许结集 ，表示愿提供一切资具 。

此后 ，众人齐集 ，国王阿阇世在诺瞿陀林石窟齐备卧具用品 ，大家遂许

于此处安居修夏 。大迦叶全面观察阿难的心思后对阿泥律陀说 ：“在此眷众

曾为如来所称赞 ，但内有具贪 、嗔 、痴 、爱 、取和有学比丘 。”阿泥律陀以神通

观察后说 ：“请予明察 ！比丘僧伽本舍无义 ，本质洁净 、至高无上 ，是世间所

供施之福田 ，阿难尊者原本如此 。”大迦叶为使众人知道佛律 ，用呵责的语气

对阿难说 ：“我在召集胜众 ，你不能与胜众一起讨论正法 ，你走开吧 ！”阿难如

被击中要害 ，激动地说 ：“大迦叶 ！我未退失戒律见行 ，未丝毫有损于僧伽 ，

祈请忍谅 。”大迦叶道 ：“你侍奉世尊 ，说无四违犯 ，有何奇怪 ？若未损害僧

伽 ，你站起来捧着筹木［９６］
，我数点你的罪过 。”阿难站起来后 ，三千世界霎时

震动 ，众天神惊叹道 ：“啊呀 ！大迦叶所说真实而有利 ，于此能仁胜身之地 ，

当严责阿难 。”接着 ，大迦叶数落阿难如下罪行 ：

你祈请世尊让妇女出家 ，而世尊说 ：“阿难 ！不要说让妇女出家 ，受具足

戒而成为正比丘尼 。何以故 ？是因为对于教法律戒来说 ，若让妇女出家 ，则

教法戒律不能久住 ，这如同长势良好的稻田被冰雹打光 ，妇女出家会使教法

戒律不能长久” ，佛不是说过此话吗 ？这还不是无耻的事 ，佛的姨母摩诃波

阇波提（众生主母）是佛的乳母 ，佛做的一切是为了报恩和具足四众弟子 ，而

你的所谓报恩的做法 ，是对法身的损害 ，是降冰雹于圆满佛田 ，缩短了正法

住世千年的时间 。往昔有情烦恼不重时具足四众是合理的 ，而现在世尊不

许诺 ，你却强求 ，是第一个罪过 ，你放下筹木吧 ！又 ，你不作世尊不入涅般木

的祈祷 ，为魔所障遍 ，这又是一罪 ，故放下筹木吧 ！又 ，你对世尊答非所问

［原注 ：在世尊及僧众面前 ，舍利子言道 ：“比丘证得灭尽定后 ，身离饮食 ，生起为意之自

性有情 ，彼时又入于灭尽定 。”对此 ，优陀夷尊者说 ：“是为无住 、无间 、无机缘 。”世尊问其

原因 ，（优陀夷）答道 ：“由贪舍欲 ，生为意之自性无色有情 ，不可能入于灭尽定 。”世尊以

阿难为多闻者 ，望他作出分析 ，催问再三 ，仍未能分析 ，于是世尊谓阿难道 ：“阿难 ！如黄

牛一般的愚人损恼妙高山般的罗汉 ，能容忍否 ？”阿难答非所问地说 ：“比如 ，此具善比

丘 ，由他诠说 ，能加行于他 ⋯ ⋯ ” ，对佛的命令当作耳旁风 。世尊正确的分析是 ：意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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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即色界有情 ，可入灭尽定 。此段引文出自枟俱舍论释枠 ，有些经教中无载 ，有些不可理

解 。］这又是一罪 ，故放下筹木吧 ！又 ，你抖佛衣时 ，足践佛衣 ，抛向空中时幸

被天神接住 ，故放下筹木吧 ！又 ，你给佛取来浊水 ，这水是迦拘达罗河中五

百辆车过河时搅浑了的浊水 ，这又是一罪 ，幸亏在空中捧持时天神注入了八

功德水 ，故放下筹木 ！又 ，依照律细分和律杂事 ，有所谓“僧伽在外放松时 ，

可接受触乐”的说法 ，对此你未说明枟律杂事枠中是怎样说的 。其中 ，对于五

堕罪以下 、分别忏悔（向彼悔）以下 、犯堕以下 、舍堕以下 、不定以下等事 ，在

枟律杂事枠中虽已述及 ，但有人依此 ，除四他胜罪［９７］外 ，其余不作守护 ，有人

除不定以上诸事外 ，其余不作守护 。因此 ，外道师乘机毁谤 ，当时世尊离世 ，

因悲而未能顾及 ，这亦是你的罪过 ，故放下筹木吧 ！又 ，你向在家人和妇女

展示世尊的马阴藏相 ，虽是想示是否离妇人相 ，但亦是罪过 ，故放下筹木吧 ！

又 ，你示佛身给妇女 ，被泪水玷污佛身 ，虽是想让有情见如是佛身而能发心 ，

然而亦是罪过 ，这虽具些许爱心 ，却不能参加断离贪欲胜众之聚会 ，你走开

吧 ！

阿难环视四方 ，以悲苦之心缓慢说道 ：“呜呼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时刻 ，

我离开了如来 ，将依止谁作怙主 ？”这时 ，天神道 ：“啊唷 ！愿善神得胜 ！佛法

昌兴 ！佛一般的声闻尊者呵责了佛一般的声闻弟子 。”阿难接着说 ：“大迦

叶 ！请你宽恕我吧 ，我也是依法而做 ，今后决不再犯 。世尊曾将我托付给

你 ，曾说‘阿难 ，尔勿忧伤 ！我已将尔托于大迦叶’ 。因此 ，你莫因这些小罪

而不宽恕 ，应如命奉行” 。大迦叶道 ：“阿难 ，你莫流泪 ，你的善法将会增盛 ，

而不会衰退 ，我只是为了你精于佛法才做处罚的 。”随后 ，阿泥律陀对大迦叶

道 ：“如果没有阿难参加 ，如何结集佛经呢 ？”大迦叶说 ：“阿难虽有功德 ，但还

不能和大家在一起 ，彼尚有贪欲等 ，需再修学 ，不可一块儿结集诵经 。”于是

对阿难说 ：“你走开吧 ！待你精勤成就阿罗汉后方能与大家一块清净念诵 。”

这样 ，阿难含着泪水 ，离开世尊 ，悲哀而去 。他到枳孜城 ，枳孜王子为之

提供服务 ，在他说法时 ，枳孜王子观察亲教师的心思后道 ：“乔答摩未放逸

行 ，依止密林示涅般木 ，心中注念勤禅定 ，不需多久即证觉 。”如是 ，如枟能断子

教授枠中所说 ：“阿难在初夜时分忏悔罪过 ，净治了心中的障染 ，半夜时分在

经堂外面濯足 ，入内侧右胁欲卧 ，头刚落枕即证得阿罗汉果 ，然后前往诺瞿

陀林石窟 。

后来 ，大迦叶为了未来时比丘不致忘却 ，上午讨论偈颂体经文 ，下午讨

论散文体经文 ，首先结集了经藏 。结集时 ，大迦叶两次启请阿难 ，委他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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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结集者 ，于狮子座由五百罗汉铺陈祖衣 ，让阿难入座 ，根据记忆念说出一

切经藏 。诸天神了知后恭敬聆听 ，大迦叶启请说 ：“世尊利世间 ，所说诸正

法 ，具胜相经藏 ，请君述诵之 。”

于是 ，阿难念起世尊的功德 ，目视菩提伽耶城 ，合掌念诵道 ：“如是我闻 ，

一时佛在婆罗奈斯仙言鹿野苑中 ⋯ ⋯ ” ，刚一诵起 ，人天大众顿生悲戚道 ：

“噫嘻此世间 ，无常无差别 ，谁说大宝藏 ，功德海亦竭 ，由谁说我闻 ，正法能解

脱 ，合说如是闻 ，彼亦今播诵 。”然后 ，阿难接着诵道 ：“世尊对五比丘道 ：‘诸

比丘 ！此未闻之法 ，即是苦圣谛 ⋯ ⋯ ’” ，如是等等 ，诵说了经藏 。此后 ，阿难

对迦叶说 ：“我亲闻此法类 ，曾流枯我的血泪海 ，越过白骨山 ，堵绝恶趣门 ，而

开启了善趣解脱门 。今说此法 ，若使我及八万天众证得天眼 ，则今于此说

‘如是我闻 ⋯ ⋯ ’ ，噫嘻 ！一切无常无差别 。”说毕下座 。其他人也都下座 ，纷

纷说 ：“于现见说我等之法中 ，无常之力使世尊又来到闻法之道 。”

此后 ，诸罗汉用神通观察 ，问阿难 ：“你所诵经教就是这些吗 ？”回答说 ：

“这就是我等之经教 。”又问 ：“你等之经教是这样的吗 ？”回答说 ：“唯是这

些 。”于是迦叶心想 ，我初次结集经藏 ，皆无异议 ，此应为正法 ，遂问阿难 ：“第

二经藏应如何说 ？”彼从“如是我闻” ，至“何为苦圣谛 ？所谓生苦 ⋯ ⋯ ” ，如前

述说 。复问 ：“第三经藏应如何说 ？”彼从“如是我闻”起 ，至“ ⋯ ⋯ 诸比丘 ，色

非为我”等 ，由阿难念诵 ，由五百罗汉（其中少一名）结集为经典 ，即将凡具足

蕴者 ，结集于蕴中 ；凡具处者 ，结集于处中 ；凡具缘起与圣谛者 ，结集于缘起

分（即序品）中 ；诸多声闻所说者 ，结集于声闻所说中 ；佛所说者 ，结集于佛所

说中 ；具菩提分者 ，结集于道之支分中 ；诸多论说 ，则结集于正论说部 ；诸多

颂偈 ，则结集于具正名中 ；长篇经教结集到枟长阿含经枠中 ，中篇结集到枟中阿

含经枠中 ，凡一言等则结集到枟增一阿含经枠中 。此后 ，迦叶问阿难 ：“此枟阿含

经枠是部完善的经典吗 ？”答言 ：“这是部完善经典 ，再没有比这更全的了 。”

阿难说毕 ，下座坐于地上 。

此后 ，推举优婆离尊者 ，祈请两次 ，委他负责结集律藏 。优婆离登上狮

子座 ，诸罗汉先问他“佛于何处制定第一戒律” ，回说“在婆罗奈斯” ；又问“为

何而制定 ？”回答“为五比丘而制 ，应着圆形僧裙 。”诸罗汉用神通观察后认为

此即是正法 ，遂问“佛于何处制定第二戒律 ？”回说“在婆罗奈斯 ，为五比丘说

应着圆形法衣 。”如是等等 ，如前作了回答 。又问“佛于何处制定了第三戒

律 ？”回言 ：“在嘎兰达嘎城 ，对善施制定不净行罪 ，即他胜 、僧残 、未定 、舍堕 、

堕罪 、向彼悔 、多学 、息诤 、附制 、取舍 、出家 、长净 、解制 、细事 、因缘 、信受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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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时所制定 。”如是结集律藏后 ，优婆离尊者下座 。

此后 ，迦叶为利未来有情而结集论藏故 ，又祈请两次 ，进行了结集 。所

谓论藏 ，谓之“本母” ，唯论说我 ，是阐明正理之本 ，故名 。此即四念住等 ，如

前所述说 。

五百罗汉结集三藏后 ，诸天神齐道 ：“五百罗汉结集了三藏 ，天神当兴 ，

非天当衰 ！”遂得名“五百（罗汉）正结集 。”大迦叶作偈道 ：“圣哉 ！具足十力

语无量 ，为利有情作结集 ，消除世间邪慧暗 ，除翳智慧燃明灯 。”这样 ，迦叶尽

全力完成结集佛语事业后 ，心思自己作了利益佛教众生的事 ，完成了他人不

能完成的事业 ，现在自己该般涅般木了 ，遂道 ：“能仁三法藏 ，我今正结集 ，所

有佛语教 ，一一长久住 。惩罚无耻辈 ，摄受知耻人 ，我已作善益 ，入灭时已

至 。”并吩咐阿难道 ：“阿难你应知 ，世尊付教法于我而示寂 ，我今将入灭 ，请

你护持教法 ，以后再付法于麻衣尊者 。”

此后 ，迦叶供养八大灵塔和龙界佛牙 ，赴三十三天界 ，凝视佛牙 ，并置于

顶际供养 ，教诲诸天神应精勤善法 ，切勿放逸 。然后到王舍城中 ，派使通告

阿阇世王 ，时值王正入睡 ，遂嘱待王醒后转告 ，自己登南方鸡足山 ，于三山头

间铺草座 ，身着世尊之粪扫法衣［９８］
，加持发愿在弥勒掌教大兴佛法前 ，令身

不坏 ，并示现各种神变后涅般木 。

随后 ，诸天神礼拜供养 ，封住三座山头 ，再三悲叹后消失 。当时 ，阿阇世

王梦见王族舅父断嗣 ，梦醒后听到迦叶圆寂的消息 ，悲痛昏厥过去 ，苏醒后

即登鸡足山 ，药叉开启被封山头 ，国王在迦叶遗骸前礼拜供养 ，打算荼毗 。

阿难阻止道 ：“迦叶已作加持 ，在弥勒成佛兴法前其身不坏 ，有弥勒之九亿九

千万声闻徒众护持迦叶之身躯 。弥勒曾开示 ：‘他是释迦牟尼的声闻弟子 ，

是净修功德之圣者 ，结集了三藏 ？因此才知道人们身体小而佛身大 。此后 ，

弥勒将指着迦叶说 ：‘他穿的是释迦牟尼的法衣 。’众人得此开示 ，净修功德 ，

能证得罗汉果 。因此 ，此遗骨不能荼毗 ，应修塔供奉 。”于是 ，修塔供奉 ，仍将

三座山头封闭 。

后来 ，阿难答应阿阇世王他示寂时亦将明示 ，他住居竹林园时 ，麻衣尊

者平安渡海而来 ，说他来作五年期会 ，问“世尊现居何处 ？”回答 ：“已示涅
般
木 。”他听后悲伤地昏倒在地 ，苏醒后复问 ：“舍利弗等现住何处 ？”回答 ：“也

都已圆寂 ，”于是 ，麻衣尊者与阿难等僧众作了五年期会 ，最后出家 ，学通三

藏 。一次 ，有一比丘作偈道 ：

任谁活百岁 ，定如水中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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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如凫见水 ，独善自生活 。

阿难听后作偈回答道 ：

此语佛未说 ，只说活百岁 ，

定是生与灭 ，曾示二有情 。

此土说常者 ，不信心生嗔 。

信则成颠倒 ，颠倒持经藏 ，

如牛陷泥淖 ，彼将成坏灭 。

无死想无智 ，不知闻无果 ，

邪知犹如毒 ，能知正闻者 ，

离果即具慧 。

这位比丘将此偈说给其亲教师 ，亲教师道 ：“阿难已老迈 ，记忆亦已衰

退” ，遂作偈道 ：

衰老致昏沉 ，记忆亦衰退 。

不能随正念 ，彼智被老抑 。

阿难听到后心想 ，如果和他辩说 ，必起争执 ，故不能往彼师前 ，而应入涅
般
木 ，遂作偈道 ：

旧主早入灭 ，新徒不顺我 ，

我独习禅定 ，住如从卵生 。

我友及诸亲 ，尽皆已去世 。

此处无师友 ，如何念禅住 ？

继对麻衣尊者道 ：“世尊曾付教法于迦叶 ，迦叶复付于我 ，现在我将圆

寂 ，今付教法于你 ，你当护持 ！”并授记他“于磨吐罗国的姆容达山 ，由商主之

子罗达和帕达作施主 ，修建寺庙 。在那里有香商贝巴之子名近隐者将会出

家 ，我入灭百年后 ，他将成无相佛而成就佛的事业 ，是为佛世尊之授记 。”麻

衣尊者即承诺照办 。

此后 ，阿难派人通知阿阇世王 ，自已前往恒河中部地方 。阿阇世王在睡

梦中梦见伞柄断裂 ，醒来后得知阿难去世 ，当即悲痛昏倒 ，苏醒后即率人去

恒河 。当时 ，天神问毗舍离人道 ：“众生明灯圣阿难 ，慈悲关爱众有情 ，彼将

涅般木驱黑暗 ，示寂前往毗舍离 。”于是 ，毗舍离人等也都去了恒河 。那时 ，有

位有五百徒众的仙人在阿难面前请求出家 ，阿难于恒河中间化现出一座寺

院 ，为他授具足戒 ，使之成为阿罗汉 ，由于这种特殊的时间处所 ，人们称他为

“日中”或“水中”尊者 。他请求阿难 ，自己要先于阿难入灭 ，阿难向他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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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佛曾言‘迦湿弥罗国随顺禅定 ，住处和敷具殊胜 ，我入灭百年后 ，当付教

于日中比丘’ ，你应如是去做 。”他遂许诺如是照办 。尔后 ，阿难示现各种神

变圆寂 ，其遗骨一半被毗舍离人请去 ，一半为阿阇世王所得 ，所谓“愿认智慧

利金刚 ，粉碎自之身躯山 ，一半赐予世间王 ，半数则给能仁众” 。后来 ，人们

于毗舍离与嘉那布地方修建了其灵骨塔 。

后来 ，日中比丘依照阿难的授记 ，为实现亲教师的遗言 ，前往迦湿弥罗

地方 ，结跏趺座入定 。当时 ，龙魔作乱 ，大地震动 ，猛降暴雨 ，但他的法衣不

为之动 ，复降箭雨 ，却化为花朵 。

诸龙甚觉奇异 ，请求颁令指示 ，他遂道 ：“佛世尊曾有预言 ，此地应为我所

有 。”于是龙王将一跏跌所覆九谷之地献给尊者 。复问尊者拥有多少徒众 ，答

曰五百罗汉 。龙王说 ：“此数如若缺一 ，则将收回此地 。”尊者道 ：“虽然如是 ，施

主因要收回地盘 ，大家只有在此入居 。”尊者为了在这里安置人群 ，并使之兴

旺 ，遂往盛香山采集藏红花 ，值遇诸龙作乱 ，降伏之 。龙王问尊者所持教法能

住世多少年 ？尊者答曰千年 。诸龙即许诺在尊者教法住世期间 ，永奉此花 。

尊者言说 ：“但愿这样 。”这样 ，尊者在迦湿弥罗安立教法后涅般木 。

阿难付法于麻衣尊者后 ，麻衣再传近隐 ，近隐再传底底迦罗 ，底底迦罗

传黑尊者 ，黑尊者再付教法给善见后入灭 。

２畅第二次结集

佛入灭后一百一十年 ，毗舍离诸比丘制定“十事非法” ，此即高声呼 、随

喜行 、观旧事 、盐事 、道路行法 、两指抄食 、酪浆搅法 、座具事 、金银事等 ，是为

第二次结集 ，均属行为方面的戒律 。

当时 ，尚缺为毗舍离所有罗汉所共许 、办事心细 、具足八清净解脱的人 。

在具财城中 ，有位罗汉名叫极成 ，有徒众五百人 。彼等游方 ，来到毗舍离 ，适逢

分发财物 ，得到一大份财物 。彼等闻知十事非法后 ，往普求比丘处 ，问道 ：“大

众可否高声共许 ？为什么 ？”答言 ：“毗舍离诸比丘作不顺非法事 ，大众高声共

许 。具寿尊者 ，此为非法 。”又问 ：“于何处制戒 ？”答言“在跋阇” 。又问 ：“依何

而制 ？”答曰 ：“依六比丘而制 。”又问 ：“将成何堕罪 ？”答言 ：“将犯恶作罪［９９］
。

长老 ！此第一事违犯经藏 ，违犯律藏 ，远离佛的教法 ，不入于经藏 ，不见于律

藏 ，与法性相违 ，与其示可而行 ，不如弃置不管 ，或缄口不语 。”长老又问 ：“作犯

僧残 ，可得人随喜吗 ？”彼又如前作答 ：“如前作法事己 ，求近侍诸比丘随喜而听

可 ，这亦为非法 ，故对跋阇六比丘因此而制定堕罪戒 。”这样一一作答其他各

事 ：所谓随喜行事 ，比丘自掘地以为净法行 ，故对舍卫城六比丘由此而制定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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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戒 ；关于盐事 ，为了生存 ，非时调盐而食 ，王舍城中对舍利弗因之而制戒 ；关

于道路行法 ，去一由旬半地 ，聚会食物用餐 ，于王舍城中对天授因此而制戒 ；关

于两指抄食事 ，用餐之后 ，食物未作余食 ，而用两指拾食 ，在舍卫城中对芒波

（信度）比丘因此而制戒 ；关于病人事 ，以萤火虫为莲花 ，泡酒饮用 ，认为对病人

可以是净法 ，在王舍城中对善来比丘因此而制戒 ；关于酪浆搅法事 ，用乳和酪

各一升混合搅拌 ，非时食用以为净法 ，在王舍城对芒波因此而制戒 ；关于座具

事 ，对旧座具作如来一卡手（约五 、六寸）高 、新座具不补缀而受用 ，在王舍城对

芒波因此而制戒 ；关于金银事 ，以香涂钵 ，置于沙门头上 、座垫之上 ，或于道路 、

十字路口 ，宣说此钵最为善妙 ，若投施物于此内 ，将成大善果 ，使他人投金银于

钵内而受用 ，故对六比丘等制定弃堕戒 。

然后 ，普求比丘向极成道 ：“你去寻觅（犯戒的）地方吧 ，我当如法援助 。”

于是 ，极成往拜具财城的约登 、桑喧夏地方的具财 、玛布坚城修灭尽定称心

悦的弯月 、苏纳城的不败 、玛亥丹城的正生 、俱生城的奎宿居等师 ，如前述

说 。诸师劝他休息 ，他们愿去寻觅（犯戒的）地方 。

此后 ，毗舍离的诸比丘询问极成的门徒 ：“尔等之亲教师去了何方 ？”回

言“去寻找作摈逐你们的地方去了 。”诸比丘道 ：“这做法不妥 ，世尊临终遗言

可以各种方式生活 ，何故损害我等 。”有一门徒道 ：“尔等作非法事 ，犹如使教

法生疮 ，故当摈逐 。”诸比丘恐惧 ，将祖衣 、法衣等送给级成的门徒 ，让他们从

中说情 。极成找到摈逐地后返回住处 ，门徒们劝阻亲教师改变主意说 ：“世

尊临终遗言可以各种方式生活 ，何必做损害他们的事 ？”极成知门徒受贿 ，才

说这种话 ，遂作偈道 ：

由谁延误事 ，急务故缓作 ，

远离如理行 ，此人则趋苦 。

彼与我无缘 ，断离交友相 ，

彼事不增长 ，犹如下弦月 。

由谁意速作 ，具慧不迟延 ，

远离非理事 ，此土则得乐 。

彼与我有缘 ，不被友舍弃 ，

彼事则增长 ，犹如上弦月 。

然后 ，极成入徒众所在的回廊祈愿 ，以慧智观察 ，敲击犍椎 ，召集僧伽 ，

差一位外七百罗汉全到 ，皆为阿难弟子 。弯月因入于灭尽定 ，未听知集会消

息 。这时 ，极成心想如果摈除其名而会诵 ，会有大的纷争 ，遂宣布不除其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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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让他合掌坐于老辈身边 。弯月以灭尽定起立后 ，一天神告诉他 ：“与你

和亲教师一样的七百罗汉只差一人外全部到齐 ，即将结集法藏 ，汝当速往 ！”

弯月以神通来到回廊门前敲门 ，里面人问他 ：“你是谁 ？”他答道 ：“我是玛布

坚沙门 ，素来多闻严持律 ，我是其一独来此 ，名曰调根在门前 。”里面的人道 ：

“名叫调根的人很多 ，你究竟是谁 ？”他释疑解惑 ，说出是弯月后 ，才开门让他

进去 。

人齐后 ，极成向诸具寿长老如前述说可否高声共许 ⋯ ⋯等 ，念出一部分

未除名的比丘名字 ，告诉大家应摈逐这些人 。这样 ，他详说十事非法 ，众人

亦作正说 ，然后摈逐了犯戒的人 ，并敲击犍椎 ，召集毗舍离诸比丘 ，在长辈中

提出清除毗舍离比丘的名字 ，再次详说十事非法 ，与会者皆说 ：“我等应将这

些人清除出去 ，”故称之为“七百正说” 。

这样 ，为了净除非法十事 ，于佛灭后一百一十年 ，在毗舍离城之拘玛布

梨等 ，由法王无忧王（即阿育王）作施主 ，七百罗汉进行了第二次结集 。

３畅第三次结集

对此 ，经教中无载 ，故有多种不同说法 。有的认为 ，佛灭度后一百三十

七年 ，有难陀王和大莲花王出世 ，在白崛城洞窟大迦叶尊者和诸上师尚在世

时 ，有位名叫贤善的罪恶者 ，装扮作比丘之相 ，示现各种神通 ，分裂僧伽 ，搞

乱佛教 。时值龙军和悦意二尊者持教 ，僧伽内部被分成各派 。此后六十三

年 ，由犊子尊者结集了佛教 。又有人认为 ，佛灭度后一百六十年 ，于花开城

无忧王出世时 ，诸阿罗汉用梵语 、俗语 、讹误语 、罗刹语四种语言分别诵读佛

典 ，徒众因此分为十八家 ，不同宗派的产生使佛教内部混乱 。后由阿罗汉和

诸异生智者在杂兰陀罗寺聚会 ，结集了法藏 。此时 ，佛已入灭三百年了 。然

而 ，枟大悲妙法莲花经枠中说 ：“我灭度一百年后 ，在佳那城邬摩罗种姓中无忧

王出世 ，一日内造我舍利塔八万四千座 。”有光论师说 ：“以后 ，国王达磨阿莎

迦尸婆与诸阿罗汉 ，为调伏用俗语 、讹误语和鬼语［１００］念诵经句的偏颇 ，又

渐次用于其他经典 ，如方广语经典等 ，教法遂分为十八家 。”笔者以为 ，前面

的说法与上面所引二说略有矛盾 。

有人认为 ，为了消除十八部非为佛语方面疑虑的需要 ，于佛灭后三百

年 ，在迦湿弥罗国的根巴那寺 ，由杂兰陀罗国王迦腻色迦为施主 ，波哩迦等

五百罗汉及口缚苏弥札等五百菩萨众 ，并凡俗班智达二百五十人 ，或说一万

六千人集会口诵经典进行结集 ，审定十八部所说为佛语 。关于分部情况 ，跋

嘉论师认为从根本上说是大众部和上座部两派 。也有人说 ，再细分加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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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有部 ，共为三派 。而说一切有部认为 ，第二次结集时 ，只有说一切有部

一派 ，后来由于用别的语言念诵又形成十七派 ，所分出之派 ，非为佛的教法 ，

即非为律仪所摄集 ，不见于律藏 ；其义互相抵触 ，不入于经藏 ；示句义为其

他 ，不和顺于法性 ，故非为佛语 。实际上 ，所分出的十七派教典均为佛语 ，因

开示戒律 ，故见于律藏 ，因开示增上心 ，故入于经藏 ，因与涅般木相顺而示增

上慧 ，故不有悖于法性 。同时 ，彼等加盖诸法无我等三法印 ，主要唯许佛的

语义 ，由诸阿罗汉进行了区分 ，各派均出于佛的加持等故 ，以及枟讫栗枳王说

梦经枠中曾云 ：“大王 ，你在梦中所见十八人共扯一匹布 ，乃为能仁教法将分

为十八派之征兆 ，然而那匹象征解脱的布则不会分裂 。”因以上原因 ，故为佛

语 。

调伏天和罗智堪布许为根本四部 。调伏天曾云 ：

东与西及雪山部 ，说为超出世间部 ，

以及说常部等众 ，此五僧伽大众部 。

说有部及饮光部 ，化地部和法藏部 ，

多闻红衣弟子及 ，再加贤胄分别说 ，

此七说一切有部 。住制多山住大雄 ，

住大伽蓝上座部 。鸡胤山及守护部 ，

犊子部之诸僧众 ，谓之正量之三部 。

只因境义师有别 ，故成小乘十八部 。

若按罗智堪布的说法 ，则大众部内有六部 ，说一切有部内有四部 ，正量

部内五部 ，上座部内三部 。其中 ，因蕴 、界 、处或一切三时皆说为实有 ，故谓

之说一切有部 。彼出自上流世法 ，系用梵语念诵及为他派教法之根本 ，故为

根本说一切有部 。该部亲教师是出身于王族 、修学受人尊敬的罗目侯罗贤 ，

操梵语 ，其祖衣二十五条小幅 ，第九幅以上饰优波罗花 、莲花 、珍宝 、树叶 。

大众部 ，也叫僧伽部和多数部 ，亲教师为出身于婆罗门种姓 、修德最高的大

迦叶 ，操俗语 ，祖衣二十三条幅 ，第七条以上有海螺纹 。正量部 ，因开示阿阇

黎之学规 ，故受众人恭敬 ，其亲教师为出身于戍陀罗种姓 、持律最胜的优婆

离 ，操讹误语即阿跋商夏语 ，祖衣二十一条幅 ，第五条以上以索孜迦花为特

征 。上座部 ，因其圣者种姓系上座 ，故名 ，亲教师为出身于吠奢种姓 、教化边

地有情的圣者迦旃延那 ，操鬼语即毕舍遮语 ，祖衣条幅及花饰同正量部 。有

人认为大众部用鬼语 ，正量部用平常俗语 ，上座部用音变讹误语 。

十八部在见地方面有较大差别 ，但总属佛世尊的教法 ，即所谓“见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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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 ，故尔派不同 ，并非师不同” ，“释迦狮子教 ，分作十八部 ，定为众生师 ，往

昔之事业 。”

如是 ，第三次结集后 ，为使诸未得陀罗尼凡夫诵经不致增减走样 ，使佛

教不衰微故 ，遂记录成文字经函 。而往昔只是背诵 ，并无文字 。对此 ，有人

不表示赞同 ，认为枟文殊根本续枠中曾云 ：“阿阇世王之子邬巴 ，用文字记录了

佛的一切语教 。”另外 ，枟无垢光明论枠中亦云 ：“佛世尊涅般木后 ，诸结集者将

三乘教法书之于经函 。”是故 ，疑早就有了书写的经文 。

二 、大乘之规

依大乘的说法 ，在王舍城南毗摩罗娑跋瓦山 ，百万菩萨集会 ，由文殊结

集对法藏 ，弥勒结集律藏 ，金刚手结集了经藏 。 枟推理炽燃论枠（原注 ：即清辨

所著枟中观心要八十颂释枠）中说 ：“大乘经为佛所说 ，根本结集者是普贤 、文

殊 、秘密主（即金刚手） 、弥勒等大菩萨 ，非为我等之根本结集者声闻众 ，因大

乘之语教 ，非彼等（声闻）之行境 。”枟般若十万颂疏枠亦说 ：“金刚手为千佛语

教之结集者 ，秘密不可思议 。”枟金刚手灌顶续枠中也说金刚手为结集者 ，是故

金刚手对弥勒等人作了“如是我闻 ⋯ ⋯ ”之结集 。

第五节 　所结集教法情况

一 、关于教法住世时间

有的持律师说 ：“枟毗奈耶杂事枠中曾云‘佛的教法能住世七千年 ，但由于

度化摩诃波阇婆提（佛的姨母）出家 ，减短两千年 ，故只能住世五千年 。”是说

与枟杂事枠中反复所讲的住世千年的说法相矛盾 。”枟贤劫经枠中云 ：“法住五百

年 ，影住五百年 ，共住世千年” 。 枟俱舍论疏释·金鬘传枠中说 ：“大王 ！您于梦

中 ，见召集大众 ，说粗恶语 ，并惩罚加害 ，是何因缘 ？”王曰 ：“此为释迦牟尼佛

教法住世千年 ，后因邪恶论说与惩治等因缘 ，使教法衰没之预兆 。”枟俱舍论

自释枠中也说佛法住世千年 。另外 ，还有人认为枟金鬘传枠中虽如是说 ，而枟阿

含经枠则说长久住世 ，此所谓“长久” ，即指千年 。

枟报恩经枠中说 ：“如果如来许可女人入佛教 ，则正法提前五百年衰没 ，是

故如来意趣并不思及妇女入于佛教 。”这是说 ，由于女人出家 ，致使佛法住世

时间减少五百年 。 枟无尽慧菩萨所示经释枠解释 ：“末后五百年”的“末后”说 ：

比如人寿能活百岁 ，五十岁前为增盛期 ，身体 、智慧 、能力等均旺盛生发 。过

了这五十年 ，其后五十年 ，为减衰期 ，身体 、智慧 、能力等皆衰弱减退 。如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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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牟尼佛教法证果和极盛期为一千年 ，住于此赡部洲中 。复将此千年分

为两半 ，前五百年为增盛期 ，后五百年为减衰期 。 枟月藏经枠也说 ：“我灭度

后 ，正法之影（像法）住世两千年 。”枟大悲妙法白莲经枠也说 ：“我灭度后 ，正法

住世一千年 ，正法之影（像法）住世五百年 。”这是说教法将住世一千五百年 。

枟金刚经释枠中说 ：“所谓最后五百年 ，是五个百数的聚数为五百 ，即指世尊的

教法住世五个五百的年数 ，是故所谓“最后”是具体指五个的最后 。 枟佛意庄

严论枠中说 ：“有人谓世尊释迦牟尼的正法将住世五个五百年 ，”这是说住世

二千五百年 。 枟十万般若经疏枠谓住世五千年 ，是将每个千年各分为半 ，故将

十个五百作为十品 ，其中第一 、第二 、第三个五百年 ，次第出许多阿罗汉 、阿

纳含［１０１］
、须陀垣［１０２］

，故谓之阿罗汉品 、阿纳含品 、须陀垣品 ，是为“解三

品” ；复次 ，第四 、第五 、第六三个五百年 ，次第出许多具胜观 、禅定 、戒律之

人 ，故谓之胜观品 、禅定品 、戒律品 ，是为“修三品” ；复次 ，第七 、第八 、第九三

个五百年 ，次第出许多对法 、经藏和毗奈耶导师 ，故谓之对法品 、经藏品 、毗

奈耶品 ，是为“教三品” ；第十个五百年 ，唯持出家相而不具纯正见行 ，故谓

“唯持相品” ，此即最后五百年 。轨范师坚白扎巴（妙吉祥称）云 ：“十个五百

年 ，是指通达对法三期 、修三期 、教三期和唯持相期 ，其中第一三期也称‘果

期’” 。又 ，枟圣者嘎维喜宁（喜友）传枠中说 ：“赡部洲人寿命从人寿十岁上增

到六百岁 ，在这一长时期内 ，世尊释迦牟尼的教法将住于世 。”

上面所说住世一千年 、一千五百年 、两千年 、两千五百年等说法 ，显然是

不了义之说 ，而其意趣之本基针对修行等的衰弱而言 ，枟佛意庄严论枠云 ：“正

法之衰没 ，是指修行完全衰弱 。”枟金刚经释枠中也说 ：“正法衰没 ，是指信解 、

阅读 、念诵 、受取经教 、说法 、闻法 、思维等衰弱 。”其目的是使应化有情生起

悲忧故 。

实际上 ，枟能损无垢光母授记经枠中所说“我灭度后二千五百年时 ，于赤

面人地方（藏土） ，正法将兴” ，与无著菩萨昆仲等人的授记相矛盾 ，枟俱舍论

释枠中云 ：“教法长期住世 ，是说千年后也住世 。”故应以此理解为正理 。所谓

住世五千年 ，是了义之说 。对此 ，以往昔年代而言 ，阿底峡尊者认为 ，师尊于

木阳鼠年住胎 ，木阴牛年降生 ，土阴猪年成佛 ，木阴猴年秋末上弦初八日圆

寂 ；萨迦法王认为 ，火阴兔年（胜生年）住胎 ，土阳龙年（尊生年）降生 ，水阳虎

年（能喜年）成佛 ，火阴猪年（遍调年）春三月十五日或秋九月初八日圆寂 。

对以上年代 ，印藏历算家和诸藏王精确计算后认为 ，佛灭一百三十七年后能

喜王出世 ，此后八百年月护王出世 ，此后二百三十一年多忘王出世 ，此后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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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二十四年 ，延至八百一十四年间 ，尼泊尔光铠王出世 ，此后二百四十二年 ，

藏王赤祖德赞（即热巴坚）出世 。在此之前 ，共经二千九百五十五年 。钦·南

喀札上师持阿底峡尊者的观点 ，认为到火阴蛇年 ，共经三千三百九十三年 ，

至水阳狗年之前 ，已过三千四百五十八年 。

持佛世尊诞生于龙年观点者认为 ，至尊扎巴坚赞（称幢）圆寂后的火阳

鼠年法会时 ，萨迦班智达计为已过三千三百四十九年 ；此后火阴牛年举办曲

弥大法会时 ，却嘉上师计为已过三千四百一十年 ；至水阳狗年（大鼓年） ，即

帝师上师衮噶罗追坚赞贝桑布（即八思巴）赴藏受具足戒之前 ，已过三千四

百五十五年 ，正好在三千四百五十六年时受戒 。因此 ，果期和修期的六个五

百年和教期的四百五十五年已经过去 。剩余的年数 ，尚有教期的四十五年

和经藏 、毗奈耶 、唯持相三期的三个五百年 ，共余一千五百四十五年 。

喀且班钦·释迦室利据木阳鼠年在濯浦的计算和火阴兔年在索那塘钦

的计算 ，作颂曰 ：“秋末上弦月 ，初八中夜分 ，时值月落山 ，能仁示涅般木 。此

后一千年 ，七百又五十 ，二月和半月 ，如是逾五日 。年数三千及 ，二百四十

九 ，九月又十日 ，未来教法住 。”若按火阴免年仲春初五日的计算和铁阳马年

在萨迦的计算 ，则至水阳狗年之前 ，已过去一千八百六十五年 。对此 ，萨迦

法王谓“此算法为古印度森陀婆诸声闻报时 ，每夜有一计时者说‘佛入灭已

过多少多少年’ ，系按此而计算 。这种算法源自轨范师脱尊珠杰和能乐主二

人依摩揭陀旃檀树汁凝结成天然大菩提像时算起 ，而报时者所说为佛已灭

度之年 ，故时间错乱 。后来 ，印度 、尼泊尔 、喀且（迦湿弥罗）不少班智达循从

此算法 ，但不可确信 ，因为这与枟无垢光母授记经枠中所授记的赤面人地方

（指藏土）以及龙树等人授记的年数 、诸王的纪年等不相一致 。”

枟巴协枠中将“赤面人地方”认为是汉地 。有人按时轮历认为 ，水阳狗年

之前已过一千六百一十三年 ，尚余一百八十七年 ，这显然未解时轮历之密

意 。又有人按莲花戒的算法 ，认为已过去二千零四十年 ，尚余四百六十年 ，

是说未见其根据理由 。 是故 ，按时轮历 ，当知自开示根本续至水阳狗年之

前 ，已过两千一百九十八年 。至于教法能住世到人寿六百岁的说法 ，疑指佛

的骨身舍利塔能住存到那个时候 。

二 、授记教法住世时所出持教者

有颂云 ：“迦叶 、阿难及麻衣 ，近隐 、帝底 、黑尊者 ，善见七代付教师 ，是为

枟杂事枠中所说 。”对枟楞伽经枠的偈句“如来涅般木后 ，由谁持正法”等 ，在其释

文中说 ：“从佛世尊至帝底迦上师之间诸师 ，与枟阿含经枠说法相同 。此后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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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迦传毗坝迦罗 ，再依次传大德菩达烂底 、菩达弥达 、肋支比丘 、苏那哈达 、

马鸣 、麻尸婆 、龙树 、圣提婆 、罗目侯罗 、森伽南底 、罗汉比丘 、噶拉夏 、古玛惹

达 、夏雅达 、苏班都 、玛诺达 、哈迦梨迦那雅那夏 、狮子比丘 ，相继传付法位 。”

枟大悲妙法白莲经枠中 ，佛回答“世尊涅般木后 ，谁来持教法”的提问时说 ：

“阿难 ，勿忧 ！迦叶比丘与汝二人将住持我之正法四十余年 。于旧坏城大面

香山 ，在名为遍喜园的芦草苑中 ，将有名为“宇丹巴”的比丘出世 ，其地复有

具喜比丘出世 ；于邬赫拉山 ，将有四万四千比丘 ；于加那吉布城名为遍喜园

路 ，将有马隐比丘 ；在该城家禽遍喜园 ，将有无上比丘 ；在支城五年盛会上 ，

将有一万三千阿罗汉 ；在金斗城 ，将有善巧比丘和正胜尊者 ；于安居城 ，将有

大精进比丘 ；于北方持香城 ，将有饮光比丘 。彼诸比丘 ，皆具大神通 、大能

力 、大自在 ，声名显赫 、无畏多闻 ，持经律论藏 ，纯正持教 、极堪赞誉 ，能弘广

我数 。又 ，于北方的安石城 ，将有家主名“热巴坚”者出世 ，彼将供养我身及

声闻众 ，经千劫至贤劫中 ，将于盛妙庄严世界成佛名普光 。又 ，于北方具盛

宫 ，将有众多婆罗门和在家众虔信佛法 ，来世生于兜率天 ，而出家众多不奉

行教法 ，以致堕入邪途 。该地将有一具神变力的优婆塞名法增者出世 。又 ，

于北方 ，有一名能生的大乘比丘将出世 ，彼修复佛塔 ，以黄金装饰等 ，将生于

极乐世界 。又 ，于边地林区安静王宫 ，将有名火施的国王 ，供养舍利和声闻

众 ，并于该地会集阿罗汉三千余人 ，于北方普生树村广供佛牙舍利 ，出现不

少持戒比丘 ，皆以三乘入涅般木 。彼等皆将大弘我教 ，故勿需悲哀 。”

枟楞伽经枠中有颂说 ：“南方白达地方上 ，具德比丘有盛名 ，彼名称中呼作

龙 ，能破有无二边执 ，我教于此世间中 ，无上大乘彼深说 ，修证获得极喜地 ，

极乐世界彼往生 。”枟文殊根本续枠中说 ：“如来入灭后 ，时至四百年 ，名龙比丘

出 ，于教信且益 ，得证极喜地 。享寿六百岁 ，孔雀大明王 ，彼修得成就 ，各种

论藏义 ，无实理皆通 。至彼舍身时 ，得生极乐土 ，最终彼大德 ，清净证佛位 。”

这些都是对龙树所作的授记 。又云 ：“比丘名无著 ，善巧经论义 ，善辨经藏

之 ，了义不了义 。成世智导师 ，启论具真性 ，彼所成持明 ，名娑罗女使 。由彼

明咒力 ，生起妙觉慧 ，为使教长住 。彼作经摄义 。寿享百五十 ，命终往天界 。

圣众围绕中 ，长久享大乐 ，最后彼大德 ，得证菩提果 。”这是对无著所作的授

记 。颂中所说“我入涅般木后 ，时至九百年” ，不见于经续 。这是汉地轨范师

圆明在作枟解深密经释枠时所写 。

授记中又云 ：“未来时间中 ，比丘名罗汉 ，彼为密教师 ，多闻密续义 ，善诵

药叉咒 ，修成妙瓶法 ，”这是对罗汉比丘所作的授记 。“多闻比丘者 ，彼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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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 ，亦名玛科师 ，作我之颂偈 ，所有妙功德 ，如实将示说 ，众心极清净 ，笃信

诸佛教 ，善修难修密 ，一如妙吉祥 ，具德亦具戒 ，多闻且说法 ，⋯ ⋯证得菩提

果 。”这是对大德玛底帝陀罗所作授记 。 “世尊经教于此土 ，末法世间衰退

时 ，比丘身相之国王 ，将出于世不须疑 ，比如名为玛科者 ，尚有妙花王传世 ，

名有玛字童子王 ，始终对法生欢喜 ，有名龙者亦著称 ，名曰宝生（原注 ：即宝

生寂 ，也称扇底波）将出世 ，名有噶字童子称 ，名有婆字作法心 ，名有阿字彼

大德 ，爱持世尊之佛教 ，具慧功德普恭敬 。显示名首有罗字 ，即是国王又佛

徒 ，能弘世尊彼教义 。名有阿字之比丘 ，彼出家于婆罗门 ，安住于彼安居城 ，

如是寿享八十春 。名首有阿字之比丘 ，将出世于南方地 ，彼具智慧寿六十 ，

居于迦希光明城 。名有达字（原注 ：指达磨格底）出家僧 ，声名远播南方地 ，

能破外道诸攻击 ，持戒精进亦修密 。另有出家诸正士 ，安居僧伽罗之城 ，非

为圣者名圣者（原注 ：指圣天） ，住于僧伽罗之洲 ，破除外道诸论说 ，厌离于其

诸密法 ，彼等亦皆将出现 ，实堪可畏末法时 。名首有陀和罗字（原注 ：丹恰扎

赛那） ，善说教法出家僧 ，名首有“罗”和“婆”字（原注 ：罗目侯罗室利） ，出家说

法彼比丘 ，能够弘显世尊教 ，定会出世不须疑 。名为黑色彼国王 ，名有玛字

僧出世 ，住于遍喜塔园林 ，能从一切池井中 ，如实观察佛身影 ，将造一切渡船

筏 ，及诸桥梁定无疑 ，兵器毁身赴天趣 。复有萨字和嘎字 ，皆在名之首上呼 ，

如是拉字和伽字 ，亦在名字首上呼 ，名首亦有一波字 ，如善示善是其名 ，能所

二施俱能作 ，破斥其他一切宗 。昔为商人和医师 ，二者皆能行布施 ，名有婆

字（原注 ：指婆斯班都世亲）出家僧 ，另有波字和惹字 ，以及婆字在名首 ，亦将

能造世尊像 。名首玛字具慧士 ，具信僧人（原注 ：莎陀迦罗）将出世 ，示说多

种出家语 ，斯世无量信众出 ，一切僧侣有盛名 ，皆能显扬佛陀教 。尔时佛教

于大地 ，全不显示衰退相 ，一切悦意诸佛像 ，将能建造不须疑 。一切授记大

菩提 ，将获吾之胜菩提 ，如是将成世供处 ，并能出离三有边 。勤修明咒与密

续 ，应知执持善名称 ，婆罗门法本性者 ，兹在下面作诠说 ：勤修明咒与密续 ，

近住国王之政道 ，彼时一切难忍时 ，将于世间普出现 。名有哇字婆罗门 ，富

而智慧通彼岸 ，所有此土一切方 ，因由争斗遍风行 ，直抵三海之边际 ，喜与外

道作争论 ，何故第一主要语 ，对诸众生求利益 ，童子众皆作言说 ，亦诵六字大

明咒 ，对于无量诸仪轨 ，开示彼对彼有益 ，尊胜以及善尊胜 ，具盛名称胜他

善 ，具足种姓具足法 ，诤劫之时善遍入 ，甘露贤妙甘露及 ，如是成就与善离 ，

惹迦哈萨戍陀罗 ，如是生迦尸其他 ，由此童子所念诵 ，一切士夫亦将出 ，彼诸

大众皆贤善 ，具足智慧且多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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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授记说 ：“此后最为出名者 ，名首为毗婆罗门 ，出生地为妙花城 ，彼将

胜修明王法” ；“此后又有出名者 ，名首阿字婆罗门 ，是为法义善自在 ，善说真

谛调首领” ；“此后又有出名者 ，心作婆罗门法义 ，名末呢字首夏字 ，彼将降生

玛拉地” ；“此后又有出名者 ，南方地区婆罗门 ，其名首字示哇字 ，精进勤学世

尊法 ，居于梵塔遍喜园 ，塑造可意世尊像 ，其地直抵二海边 ，成为一切之庄

严 ；此后又有出名者 ，具财婆罗门首领 ，其名首字为那字 ，清净依于南方地 ，

是位诵咒大自在 ，决定趣向菩提果 。”此两则授记 ，很多方面似合世亲和陈那

的情况 ，但又不像 ，因它只区分出家人而言 ，并无事业和性相 。

又授记说 ：“中部地带教法者 ，有名满贤婆罗门 ，守持律戒秉性贤 ，住于

名城磨吐罗 ；名首跋字财宝目 ，诸王赞颂并礼供 ，此等婆罗门教众 ，供奉世尊

之圣教” 。 “从东大海沿岸起 ，直至边远旷野边 ，将出具慧洛赫达 ，如是北方

雪域地 。”此授记兴许指出生于雍卓地方的大译师 ，但此段授记的是国王 ，故

还需考察 。这是因为此授记之后 ，又曰 ：“西部迦尸喜相城 ，又有名曰顶尖

城 ，此诸城中诸国王 ，能够显扬世尊教 ，彼等谓之五狮王 。”

此外 ，佛世尊灭度后一百年时 ，于具花城中 ，有无忧王（即阿育王）出世 ，

享寿一百五十岁 ，他在长达八十七年的时间内供奉佛塔 。此后 ，又有离忧王

（阿育离王）供奉佛塔七十六年 。此后 ，勇军王持政七十年 。此后 ，难陀王执

政五十六年 ，其友为婆罗门巴呢奈 。此后 ，月隐王出世 ，其子藏明点执掌国

政七十年 ，他的大臣遮那迦曾巡游地狱 。难陀比丘之后 ，曾有位名叫旃檀护

的人出世 ，享寿三百岁 。此后 ，有名叫纯陀的国王出世 ，将焚毁从东方到迦

湿弥罗之间的诸佛堂梵塔 ，杀害诸僧侣 。此后 ，有名佛方的国王出世 。此

后 ，有名为普喜的国王出世 ，享寿三百岁 。其子深方将出生于五取城 。在雪

山以北的拉丹地方 ，将有名为人中天的国王出世 ，享寿八十岁 。于汉地 ，将

有名为宝藏的国王出世 ，能享寿一百五十岁 ，其国土中 ，“菩萨具大勇 ，文殊

大光明 ，显现于彼土 ，住于童子身 。”

于北方 ，将有名为都如恰的国王出世 ，享寿三百岁 。此后 ，有名都如恰

众敬王者出世 ，享寿二百岁 。

在西方印度国西部的拉达克地方 ，有名本性的国王出世 ，将执政三百

年 。此后 ，有名叫摇动的国王出世 ，能享寿五十五年又五月 。

对上述诸人 ，还授记说大都能证得菩提 。另外还对其他许多国王作了

授记 ，恐繁未录 。

枟怙主现出续枠中还说 ：“有一渔夫被鱼噬食而死 ，转生成瑜伽师达日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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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恒河投去绳索 ，刹那间变成婆达哈城 ，其咒力能缚空行和空行母” 。还

说“在欧日毗萨地方 ，有大精进士出现 ，他具加行如摩呢经 ，他的名字第一组

字母的‘嘎’字庄严以第一元音 ，第七组字母的第四字（即‘萨’）下加‘那’字

（即‘纳’） ，此瑜伽自在将获得八大成就 。”这是对黑行尊者嘎哈纳波的授记 。

还说“此师的六位瑜伽弟子 ，将证得舍弃真身的大手印 。”“还将有诸班智达

之首的法称和六位贤士出世 ，他们都将饶益佛教 、住于梵行 ，而证得成就 。

此后 ，又有名玛赫拉 、僧伽罗 、跋恰忄乔喀 、萨哈扎嘎那的人出世 ，将修行十三

年而证正果 。其南方阿杂罗瑜伽城 ，有名龙树的瑜伽师出世 ，他将一种叫夏

那旬巴果巴拉的香树送给波罗王 ，因此太子去世后 ，遂有侄儿哇哈那之侄等

国王出世 。”

枟时轮后续枠中说 ：“比丘名龙树 ，一切功德源 ，饶益诸众生 ；导师名慧坚 ，

能断修长寿 ，有徒一万众 ；十善道成就 ，圣天菩萨及 ，月衣马鸣师 ，以及陈那

尊 ，利他意乐心 ，谓之莲月苗 ；无比通达王 ，名曰跋萨拉 ，著名黑色王 ，因陀罗

菩提 。”“有名智慧者 ，手持杵和铃 ，饮酒用颅器 ，喀章嘎禅杖 ，酒具长腰鼓 ，骨

饰等庄严 ，师名那波巴 。”说以上所授记诸人 ，都能护持佛法 。

有人认为 ，对于瑜伽装束者没有授记 ，但上述授记指的正是瑜伽师 。总

之 ，他们都能持教讲修 ，尤有金刚手护持千佛教法 ，此能仁教法 ，有文殊 、金

刚手 、梵天 、帝释等护守 ，即枟文殊根本续枠中所说 ：“能仁灭度后 ，为护正法

故 ，彼时常护者 ，将是妙吉祥 。”尤其有十六尊者护持教法 ，即住三十三天的

大路尊者（即摩诃泮陀迦尊者） 、住于雪山的阿秘特尊者 、住于西牛货洲的胜

金尊者 、住于北俱卢洲的圣跋古拉尊者 、住于东胜身洲的婆罗陀尊者 、住赤

铜洲的迦里迦尊者 、住僧伽罗的伐阇罗佛尊者 、住支央古洲的罗目侯罗尊者 、

住耶牟那河洲的跋陀罗尊者 、住毗呼拉山的能隐尊者 、住广面山的那迦希

（龙军）尊者 、住七叶山的住林薮尊者 、住灵鹫山的周利泮陀迦（小路）尊者 、

住迦湿弥罗的迦罗迦伐磋（金犊）尊者 、住底斯的因陀罗（生支）尊者 、住黑晶

仙林的阿底多（不败）尊者 。十六尊者 ，每位各有许多罗汉簇拥 ，皆不入涅
般
木 ，讲修并护持佛教 。

三 、所授记者对佛教所作事业

１畅龙树

佛灭度四百年后 ，南方毗达跋城有一富有的婆罗门 ，苦无子嗣 。一次 ，

梦见天神向他授记 ：“若请来百名婆罗门作法事 ，供应斋食 ，可得子嗣 。”于

是 ，他按授记行事 ，虔心祈祷 ，十月后果生一子 ，遂请来相师看相 。相师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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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说 ：“公子的相虽好 ，但只能活七天 。”他请教解救之法 ，相师道 ：“若能请来

百名婆罗门作法事 ，供应法宴斋食 ，能活七月 ；若能请来百名比丘作法事 ，供

应法宴斋食 ，能活七年 。除此别无他法 。”于是 ，他只好按相师所说办理 。快

到七岁时 ，父母不忍睹儿子死去 ，命奴仆侍儿出外游历 。他们辗转各地 ，曾

朝拜喀萨巴尼观音像 。一天 ，来到吉祥那烂陀寺 ，正值寺内讲学诗学 。该寺

的婆罗门萨罗哈大师听说有人来寺 ，命将孩子带到寺中 。奴仆向大师如实

叙说了出行的缘由 ，萨罗哈大师道 ：“孩子如能出家 ，即有解救的方法 。”于

是 ，这个孩子当即出家 ，大师为他作无量寿摧伏死主法曼荼罗灌顶 ，命他持

诵陀罗尼明咒 。他从此持诵不辍 ，尤在满七岁的那天晚上 ，通宵达旦地念

诵 ，终于脱离死主 ，回家和父母相见 ，二老十分欢喜 。

此后 ，他在萨罗哈大师座前学佛 ，得到枟集密经枠等所有密续教授 ，后以

那烂陀寺堪布罗目侯罗为亲教师 ，受具足比丘戒 ，被称之为“具祥比丘” 。当

时 ，他任那烂陀寺僧伽的执事僧 ，适逢大灾荒 ，他用点金术获得黄金 ，用来作

僧众的膳费 ，保证了僧伽的坐夏安居 。解制后 ，僧众看见饿殍尸骨 ，方知发

生了荒年 ，便问他是如何维持僧众膳食的 ，他才述说了实情 。这样 ，他因未

得僧众许可 ，使大家过上了违教的邪命生活［１０３］
，遂受罚被逐出寺院 ，命他

修寺造塔 、忏悔过失 。

后来 ，他获得世出世间诸悉地 。那时 ，有位叫行乐的比丘（即商羯罗） ，

著枟明智庄严论枠一百二十万颂驳斥大乘 ，众皆束手无策 。他为调伏此比丘 ，

在那烂陀寺说法 。当时 ，见有二童子前来听法 ，听毕土遁而去 。他询问二人

是何人 ，回言是龙 。于是 ，他吩咐二童子取来龙界的药叉泥 。二童子向龙王

请求赐泥 ，龙王要求须请阿阇黎亲自来 。他知道此次前往将成大义 ，遂应邀

往龙宫说法 。在龙界 ，龙王请求他长期安住 ，大师谢道 ：“我来此是为了寻求

修造千万佛塔的龙泥 ，并请回枟大般若经枠 ，无暇安住 ，今后有可能再来 。”这

样 ，他获得大量龙泥 ，请回了枟十万般若经枠和其他少量经文 。相传 ，枟十万般

若经枠末尾的一点经文龙王未给 。后来 ，他用龙泥造立千万座小佛塔 ，在诸

龙的协助下多数完成 ，一部分因未再去龙界而未能成就 。由此因缘 ，他得名

“龙树” 。后来 ，他在梨喀惹辛派地方 ，用点金术广行布施 。当时 ，他曾对两

位婆罗门夫妇老人布施给许多黄金 ，两人对他十分敬信 。老人还作了他的

侍者 ，随时听受教法 ，死后转生为阿阇黎龙菩提 。

此后 ，龙树往东方巴扎毗萨地方建造了许多佛堂 ，又在罗达洛地方建佛

堂 ，他欲将一铃形的岩石变为黄金 ，被天神阻止 。后来 ，他往北俱卢洲途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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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萨罗摩那城给一位叫孜达嘎的小孩看手相 ，预言将成为国王 。到北俱卢

洲后 ，他将衣服挂在树上 ，自己在水中洗澡 ，见衣服被人拿取 ，急呼“那是我

的衣服” ，相传当地人由此称他为“有我主” 。他在那里完成事业后返回 ，途

中见到原先的那个小孩已当了国王 ，给他供养了许多珍宝 ，他回赠法宝念

珠 ，以为答谢 。此阿阇黎 ，为佛教事业曾作僧侣的执事 ，修建许多塔庙 ，为金

刚座修筑石网路围墙 ，建吉祥米聚塔 。在内明论典方面 ，著主要开示正见 、

离二边的枟中论枠 ，开示正理的枟理聚论枠 ，主要开示行的枟集经论枠（亦名枟大乘

宝要义论枠 ，由理智开示的枟大乘修心论枠 ，警示声闻种姓的枟梦境如意珠枠 ，主

示在家人行为的枟劝诫亲友书枠 ，主示出家人行为的枟菩提聚论枠 。密乘方面 ，

著见行摄要的枟密续集论枠 ，抉择正见的枟菩提心释论枠 ，开示生起次第的枟集

密修习法枠 、枟集密摄要枠 、枟集密生起次第合修集论枠 、枟曼荼罗仪轨二十种枠 ，

开示圆满次第的枟五次第论枠等 。医方明方面 ，著枟治疗法百种枠等 。修身处

世方面的著作 ，有教诫民众的枟士夫养生滴论枠 ，教诫臣宰的枟百智论枠 ，教示

国王大乘见行结合的枟中观宝鬘论枠 。此外 ，尚有枟缘起算法枠 、枟薰香和合

法枠 、枟变金术枠等许多精品著作 。释论方面 ，有枟集密经释枠 、枟圣稻秆经摄颂枠

等 。关于枟四手印论枠 ，枟秘诀穗论枠中说非龙树所著 。阿阇黎喜饶迥尼洛追

在其枟入行论释枠中说 ，龙树尚著有一部枟集学论枠 。如是 ，他在世六百岁 ，为

佛教作了许多事业 。

那时 ，国王塔卓旬 ，亦名乐行贤 ，有一子名具能童子 ，其母给他一件未缝

而成的天衣 ，他说待我执掌国政时才需此衣 。母亲告诉他 ：“你不可执掌国

政 ，因你父与阿阇黎龙树同修长寿辟谷法而获得成就 ，将与龙树同寿 。”于

是 ，王子往吉祥山阿阇黎龙树的住处 ，请求施给头颅以满足他的愿望 。龙树

让王子割下他的头 ，王子用剑砍头而不能断 ，龙树说 ：“我往昔曾以吉祥草杀

害昆虫 ，方有此异熟业果报应 ，可用吉祥草割我头 。”王子遂用吉祥草割下阿

阇黎的头 。这时从脖根发出偈语 ：“我往极乐世界去 ，将来复合于此身 。”王

子拿走头颅 ，被药叉母夺去 ，抛到一由旬外 。相传头和身躯两不腐坏 ，每年

靠近 ，最后复合 ，继续弘法利众 。

梵文“那伽祖那”中的“那伽” ，意为龙 ，含义是生于法界 ，不住常断二边 ，

拥有经教宝藏 ，具足毁邪显正之见 ，故谓之“龙” ；“祖那”意为成政 ，含义是能

护持正法的国政 、调伏罪恶敌众 ，故谓之“成政” 。摄二义为“龙成” ，即龙树 。

枟明显句论枠中云 ：“是谁离边执 ，破除常断边 ，并证圆满觉 ，得生智慧海 ；正法

宝藏中 ，甚深真实性 ，如其所通达 ，悲心作开示 ；谁以正见火 ，焚敌教如薪 ，世



　第四章 　所修之法出现情况 ０９１·　

心诸黑暗 ，一切尽除灭 ；谁以无二智 ，一切法语箭 ，将诸人天众 ，应化器世间 ，

以及三界处 ，善作胜方便 ，世有诸敌军 ，咸被摧无余 。如是龙树尊 ，彼前虔敬

礼 。”又有颂曰 ：“为求头而来 ，由悲施头去 ，佛子圣龙树 ，往生极乐土 。”

有人认为 ，枟大云经枠中所说“我于离遮毗入灭四百年后 ，有名‘龙’的比

丘出世 ，彼能弘我教法 ，后于净光世界 ，成佛为智生光如来 。”枟大云经枠中还

说 ：“于南方秃头仙人地方 ，将有国王名养衰者出世 ，彼寿八十岁时 ，将正法

损坏 ，所存无几 。在具福城美丽富饶的大沙河北岸扎果坚地方 ，有位人人喜

欢的离遮毗童子出世 ，彼为显扬如来正法而具我名 ，于龙种明灯如来前立下

誓愿 ：‘为能仁法 ，愿舍生命’ ，彼将弘广佛教 。”这些授记中均未明说龙树的

名字 。还有人认为 ，龙树法名为释迦友 ，需待考证 。 枟大鼓经枠中对龙树所谓

的广作授记 ，亦需考证 。

２畅提婆

龙树的弟子阿阇黎提婆 ，于僧伽罗洲从莲花茎管中化生 ，被其国国王收

为义子 。及长 ，往龙树座前求学 ，学通一切明处文化和内外宗派知识 。那

时 ，外道师麻科（未沸）修大自在天法 ，取得成就 ，凡胎所生凡人 ，无一能和他

较量 。彼损害佛教 ，使大部分人改宗外道 ，并来到那烂陀寺 。那烂陀寺众人

往吉祥山请龙树前来应对 ，阿阇黎提婆许诺由他调伏此外道师 。提婆在去

寺途中 ，树木天女向他求施眼睛 ，他将一只眼施舍给了女神 。此后 ，他战胜

了外道师麻科 。外道师说 ：“这独眼人像啥呀 ！”提婆道 ：“自在天虽有三眼却

不见真实性 ，帝释天虽有千眼亦不见真实性 ，我提婆却一眼悉见三有真谛 。”

这样 ，以正法论败外道师 ，使之皈依佛教 ，后成一位大班智达 。相传此师证

得第八地果 ，但枟文殊根本续枠中云“非圣而具圣者名” ，故当考证 。

阿阇黎提婆广示无自性理义 ，摄枟中观四百颂枠而著枟中观论枠 、枟中观断

诤论枠 、枟成就破妄如理因论枠 ，为开示显密宗轮安立 ，著枟智藏集论枠 。在密乘

方面 ，为抉择密宗见行 ，融合显密经教 ，著枟摄行灯论枠（或译枟行合集灯枠） 、

枟理智成就净治心障论枠 。关于成熟灌顶仪轨 ，著有枟四座曼荼罗仪轨集要枠 。

讲示生起次第的有枟四座修习法枠 、枟智慧空行母修习法枠 、枟供献食子仪轨枠 ，

讲示圆满次第的有枟独木论释难枠等 。有人还说著有枟明灯论释说枠 ，但应考

证与时间是否相合 。

３畅龙菩提

阿阇黎龙树还有位弟子是龙菩提 。他精通内外一切宗派教义 ，曾亲见

本尊 ，获得长寿成就 ，相传至今住吉祥山 。此师有枟集密曼荼罗仪轨枠 、枟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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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论释枠等许多论著 。

４畅旃陀罗阁弥

阿阇黎旃陀罗阁弥［１０４］
，生于东方潘迦罗 ，青年时即成学者 ，并成为婆

然陀罗王之公主达热的附马 。一次 ，女仆呼达热名 ，他想到公主与本尊［１０５］

的名讳相同 ，知不可同居 ，遂祈祷本尊宽恕 ，打算出走 ，被仆人拿住 ，询问出

走原因 ，他如实说出 。国王得知后说 ：“既然不和我女儿同居 ，就投入恒河

吧 ！”刽子手们将他投河时 ，他礼赞度母 ，度母于河中央化出一岛 ，并亲自现

身 ，对他加持 。至今称之为“旃陀罗岛”（意为月洲） 。当时 ，他被一渔夫救

起 。后来 ，婆然陀罗王信仰他 ，以他为供养处 。他最后来到那烂陀寺 ，寺僧

问他懂何学问 ，他回说懂得枟跋尼声明论枠 、枟名梵赞枠和枟一百五十颂枠三书 。

众人由此得知他是位大智者 ，热情欢迎 ，尊敬承侍 。当时 ，他写了许多医方

明等方面的著作 ，至尊世间自在［１０６］对他启示应多写大乘教法的论著 ，于是

著枟月灯论释枠 、枟入三身论枠等颇多 。那时 ，有一门徒 ，系王种比丘 ，作恶多

端 。他为了调伏 ，特写枟致弟子书枠 ，并著具有三十二品七百颂 、与枟跋尼声明

论枠相同的枟声明论枠 ，成为其分支论典 ，明释词根 、音变 、字义 、邬那等声义以

及“苏巴” 、“定”等义 ，予以调伏 。当他作枟文殊赞枠时 ，文殊亲临 ，歪斜着头听

闻 ，故称其赞文为枟歪头文殊赞枠 。

那时 ，旃陀罗阁弥看到阿阇黎法称所著声明著作枟普贤颂枠 ，自愧自己所

写著作不如 ，欲毁之 。投入井中时 ，世间自在观音显形对他说 ：“汝以增上意

乐著作 ，必有大益 ，从井中取出吧 ！”他遂捞出文本 ，此井后称“旃陀罗井”（意

为月井） ，相传饮用此井之水 ，能使人心智锐利 。当时 ，他曾与月称辩论 ，当

日应作的回答 ，他请教世间自在菩萨后次日才作答 ，月称感到奇怪 ，遂尾随

观察 ，见世间自在在教他如何回答 ，便祈请圣者勿作偏袒 ，菩萨手指未及缩

回 ，故至今称之为“竖指大悲观音” 。如是 ，旃陀罗阁弥具大功德 ，曾护持佛

教 。

５畅月称

月称大师生于南方萨曼那地方 ，勤学显密经义 ，依龙树师徒著述而成大

智者 。他五百生中皆得文殊加被 ，可从画上的乳牛挤出乳汁 ，不需手触即能

摇动石柱 ，著有枟理聚论释枠 、枟四百颂释枠 、枟入中论本释枠 ，尤其枟中观根本明

句释枠和枟集密注释明灯枠最负盛名 ，如日月同辉 ，被誉之为“二明论” 。

６畅佛护

另有佛护 ，与月称并称为中观应成派大师 ，也称“世间共许行派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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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当时 ，阿阇黎跋恰等被称为“经部行派中观师” ，智藏 、祥密 、寂护 、莲

性 、狮子贤等被称为“瑜伽行派中观师” 。这些大师都讲说龙树师徒的佛学

观点 ，枟明句释枠中说 ：“龙树罗目侯罗［１０７］
，世之智慧尊 ，贤人及诸天 ，咸从其学

说 。彼宗风盛行 ，历时颇久远 ，弟子对其说 ，深入作研析 。从而具智慧 ，破斥

诸外道 ，护持圣佛教 ，长期宣说法 。”

７畅未沸

提婆的弟子未沸（麻科） ，也有许多论著 ，广作弘教事业 ，生平事迹颇丰 。

在此恐繁不录 。

８畅无著昆仲

无著昆仲出世的情况如下 ：

枟对法藏枠中盛传所谓“三次报复”事件 ：第一次 ，一外道老妇说她听见佛

教有“犍椎声出毁灭语”的说法 ，应考察“这是否要损害我们 。”经外道师们考

察 ，知道经书中有 ：“天龙八部所敬供 ，三宝胜众击此椎 ，粉碎外道邪头颅 ⋯ ⋯ ”

语 ，于是引大军毁灭佛教 。第二次 ，此事之后佛教略有兴盛时 ，中印度王向波

斯王赠送了一件“无缝衣”礼品 ，此衣胸部有一块似足印的图案 ，波斯王认为这

是对他诅咒的符篆 ，因此引领大军来毁灭佛教 。第三次 ，此后佛教再次略有

兴盛时 ，一天 ，两个外道乞丐来到一座佛寺门前 ，被寺内泼出的沐浴水溅湿了

身体 ，他俩忿而修炼日火法 ，修成后以日火焚毁了许多佛寺和经典 。

那时 ，有位叫明戒的婆罗门女子 ，心中想枟对法藏枠有三次报复毁教的说

法 ，但未言如何兴教 ，我生为妇女 ，虽不能以身兴教 ，但应生子来作兴教事

业 。于是 ，她与一刹帝利种姓者同居 ，生了无著 ；与一婆罗门同居 ，生了世

亲 。孩子出生时 ，她用牛黄在婴儿舌上书写梵文“阿”字等 ，作了许多锐利智

慧的仪轨 。孩子长大后 ，问母亲“父亲作何事业 ？”她回说 ：“我非为你们父亲

的事业而生你们 ，而是希望你们勤奋修心 ，振兴佛教 。”于是 ，弟弟世亲往迦

湿弥罗 ，于阿阇黎集贤座前修学 。哥哥无著决心修弥勒法而兴佛教 ，前往鸡

足山窟修学 。无著修持三年 ，不见任何证相 ，心生厌倦而出山 ，路遇一老妪

用棉花叶子磨铁棒成针 ，遂问 ：“这样如何能磨成针 ？”彼答言 ：“具毅力士夫 ，

有志事竟成 ，虽难若坚持 ，高山亦可摧 。”于是 ，复回山专修六年 ，前后共修九

年 。再次出山 ，又见滴水穿石和鸟翎锯岩情景 ，复回山再修三年 ，共计十二

年 ，仍无证相 ，灰心而出山 。途中见一母狗 ，下身被蛆虫咬食而腐坏 ，上身仍

在被咬食 ，遂心生大悲 ，但想到若除去蛆虫 ，则虫将死 ，若不除去虫 ，则狗将

死 ，于是打算割下自身的肉来喂虫 ，便到阿赞达城 ，用锡杖作抵押 ，借来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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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刀 ，割下自己身上的肉 ，怕用手捉虫而致死 ，便闭目用舌舐取蛆虫 ，忽然母

狗不见 ，只见在光围中现出至尊弥勒身像 。他激动地作偈道 ：“噫嘻严父救

怙尊 ，虽经千辛不获见 ，何故雨露云海中 ，万般煎熬始降霖 ？”埋怨至尊弥勒 ：

“我百般苦修不得证相 ，是否对我悲心稍薄 ？”至尊弥勒道 ：“犹如坏种子 ，降

雨不萌芽 ，若无贤善缘 ，佛临有何益 ？我始终存在 ，只是你因自己的障蔽不

能见 ，现你生起大悲心 ，净除业障 ，遂得见我 。如若不信 ，你将我掮在肩头上

看 ，能否看得见 ？”他照做后什么都看不见 ，遂相信是说 。菩萨问他所求 ，他

回说愿弘扬大乘佛法 ，菩萨让他握住他的法衣 ，将他带到了兜率天 。此天

界 ，一卓格［１０８］为人间五十年或五十三年 ，枟瑜伽师地论枠古释本谓无著住兜

率六月听经 。阿阇黎狮子贤等人认为 ，无著在兜率天听受般若诸经和枟瑜伽

行地论枠等许多大乘经教 ，请求著述开示彼等经义的著作 ，遂著“慈氏五论” 。

枟要义月光枠中认为 ，以住兜率短暂时间 ，难以通达深奥难证经义 ，弥勒以悲

心使之通达 ，才著枟现观庄严论枠来阐明其奥义 。所谓经无著启请后造论之

说 ，乃是狮子贤等人的误说 。至于先造论之说 ，是指其他著作 。

阿阇黎扇底波认为枟对法集论枠亦为弥勒所著 。但共认的看法是 ，无著

听受“慈氏五论”后 ，返回人间 ，著抉择枟瑜伽行地论枠或三藏经义的广论“五

部地论” ，其摄义为“二摄论”
［１０９］

，其中枟对法集论枠是共通乘显教的摄要 。

有人又认为 ，阿阇黎阿跋雅耶所说大乘经论枟对法集论枠又属共通乘 ，实为不

合 。这并无过失 ，虽是大乘经论 ，并不违开示三乘义 ，比如枟地论枠 。

无著将“慈氏五论”录成文字 ，并著开示枟现观庄严论枠和般若经义的枟抉

择分枠 ，还著枟宝性论释枠 、枟解深密经释枠等 ，证得第三地（即发光地）果位 ，为

佛教作了许多事业 。 枟明句略释枠中说 ：“阿阇黎虽证得第三地即发光地 ，然

为了调伏世亲而开示唯识 。”枟唯识庄严论枠中说 ：“弥勒无著所言说 ，亦为龙

树所开许 ，具足量理与经教 ，二谛之说在此诠 。”

此颂的注解说 ：“弥勒是证得第十地的菩萨 ，无著是第三地菩萨 ，而龙树

是住于初地的菩萨 。”有人引用枟地赞释枠的偈颂说 ：“菩萨名无著 ，为利诸世

间 ，法流禅定力 ，引生甘露教 。合掌而启请 ，敬礼于座前 ，听受圣弥勒 ，倾瓶

注甘露 。”枟入菩萨行论摄义枠的结束语中说 ：“圣者无著已达自他宗派瀚海之

彼岸 ，深得法流三摩地之差别 ，顶礼圣者弥勒无垢足莲而取佛法之要 。”因有

是说 ，故云“无著已住法流三摩地 ，彼在资粮道 ，虽非圣者 ，但以因果之名 ，可

谓之圣者 。”是说不能成立 ，阿阇黎狮子贤说 ：“法流三摩地虽获得于资粮道 ，

但未言其后相 ，不可认为是凡夫 。”枟庄严经论广释枠说 ：“法流三摩地 ，乃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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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行 ，是为究竟法 。”枟僧无自性释说枠则云 ：“法流三摩地 ，世间法之胜” 。此

胜法与见道生起于一座 ，故显然是圣者 。

无著有享寿五百岁之说 ，实际享年一百五十岁 ，弘广大乘教 。

世亲昔于许多独觉中发愿弘扬对法 ，曾在枟医经枠中所记别能随顺生起

胜观的迦湿弥罗阿阇黎集贤座前 ，受学往昔阿罗汉具静 、驼背尊者等所著

枟七部对法藏论枠和枟经义摄要枠等 ，著摄其经义的枟毗婆沙论十万颂枠 。 枟具光

论枠云枟毗婆沙论枠系近隐尊者所著 ，其释论枟佛子释枠中谓之枟毗婆沙讲说海

论枠 ，这是形象化的修饰语 ，并非真名 ，同样也不能说成枟毗婆沙讲说藏论枠 。

世亲无碍学通枟毗婆沙论枠和枟七部对法藏论枠 ，欲往印度 ，被当地守护人

阻止 ，夺走所供毗娑门天王缘 ，三次阻挡他出境 。后查无什么财宝 ，仅有一

颗不舍求法之心 ，遂予放行 。他抵达那烂陀寺 ，听说其兄无著写了许多著

述 ，心生反感作偈道 ：“噫嘻无著住林薮 ，十二年间修禅定 ，禅定不成著宗书 ，

冗长杂乱满象载 。”并诋毁大乘人士和教法 。兄长无著听说后 ，知道这将导

致非义邪修 ，为了回遮挽救 ，派两名弟子携枟十地经枠和枟无尽慧经枠到世亲

处 ，并嘱于黄昏和黎明时 ，取经给世亲看 。二弟子按师所嘱照办 ，黄昏时 ，世

亲阅经后说 ：“此大乘法 ，因善而果似无边际 。”至黎明 ，则谓大乘法因果皆善

妙 ，追悔自己贬大乘罪业 ，欲断舌以悔罪 。当他寻找利刃时 ，二弟子劝阻道 ：

“请勿毁舌 ，尊兄会有净罪之法 ，请往彼处 。”于是 ，世亲去兄长处 。

世亲在无著那里 ，听受许多经教 。二人交谈时 ，世亲口才伶俐 ，而无著

稍嫌迟钝 。世亲问兄何故回答迟缓 ，无著道 ：“你是五百世的班智达 ，天赋智

慧广大 ，而我无此慧 ，须请问本尊方能回答 。”世亲请求兄长见其本尊 ，无著

启请本尊后 ，慈尊对世亲道 ：“你乃凡夫 ，且曾诋毁大乘 ，故此生无缘见我 ，为

净治罪障 ，你当多著大乘经论释典 ，并诵枟顶髻尊胜陀罗尼枠 ，来世可见我 。”

此后 ，他对兄长更加敬信 ，作颂道 ：“我兄似龙尊 ，我如待雨燕 ，龙王虽降雨 ，

燕喉未下咽 。”他依慈尊弥勒教诲 ，著枟俱舍论颂枠 ，连同供礼一齐送到集贤大

师座前 。集贤众弟子见之 ，谓其“著述之年数 、腔调等 ，是对我宗之讽刺” 。

而集贤则认为他善于著述 ，修词佳妙 ，极为欢喜 ，为之著释 。释论写成后寄

给世亲 ，世亲对其中一些观点据理提出不同看法 ，再寄给集贤 。集贤称“我

将用他自己的手擦掉这样的论著” ，遂著枟答蕴集枠回寄 ，自己准备去印度 。

世亲闻说后道 ：“阿阇黎集贤是通达毗婆沙宗义的大德 ，难以使他改变 ，也无

认负的必要 ，如自然出现的佛塔 ，任其自然吧 ！”为了回避 ，遂去了尼泊尔 。

集贤后有阿阇黎僧伽跋陀罗集贤（或谓僧贤）等大批出家弟子 ，出现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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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虹光映满虚空的盛况 ，自己示寂于那烂陀寺 。

阿阇黎世亲在尼泊尔见到一个名叫黄努的出家人 ，身着出家人装束而

不守戒律 ，手中拿着酒瓶 ，遂感慨地说教法已衰落 ，心生悲哀 ，念诵枟尊胜回

遮经枠而示寂 ，相传其灵骨塔至今犹在 。

总之 ，世亲种姓殊胜 ，从婆罗门出家成为比丘 ，五百世为班智达 ，通达九

十九或八十部般若经义 ，能记诵于心 ，以麻油浸体 ，十二日内不停念诵 ，具足

慧世之宝 ，悲心弘法 ，而成众生之亲友 ，即如颂言 ：“世间智者之尊胜 ，有如第

二佛世尊 ，众生清净之亲友 ，能为此故名世亲 。”枟地赞释枠中也说 ：“无著所成

如意树 ，萌发语枝文字花 ，花雨润饰成智德 ，其弟世亲座前礼 。”

受到如此赞颂的阿阇黎世亲 ，依据初转法轮 ，剖析以理智利剑 ，著枟对

法藏本释枠 ；开示次转法轮义为唯识 ，著枟佛母般若经释枠 ；讲说末转法轮为了

义法 ，著枟八部品类论枠 。

另对枟十地经枠 、枟无尽慧开示经枠 、枟迦雅果山经枠 、枟六门陀罗尼枠 、枟四法

经枠等许多经作释 ，还写有枟辨法法性论释枠等许多著作 。 枟般若八千颂释枠中

称 ：“成就明智具德尊 ，盛称圣者无著名 ，由彼抉择造深论 ，并由所造论著力 ，

分别实与不实义 ，善巧通达智慧高 ，世亲则造诸释论 ，广说经义得正解 。”

９畅安慧

阿阇黎世亲的亲传弟子 ，著名的有四位 。其中 ，善巧对法的是阿阇黎安

慧 。世亲住居跋伽毗达罗时 ，坐于注满麻油的铜锅 ，口诵八十部般若经 ，有

一鸽子常来听他诵经 。此鸽死后 ，投生为边地扎玛地方的一个戍陀罗种姓

的儿子 ，刚一出生就问“我的阿阇黎现住何处 ？”问他“你的阿阇黎是谁 ？”回

说“是世亲” 。其父到中印度向商人们打听 ，听说世亲还在世 ，待儿子稍长 ，

即送到世亲座前 。世亲从字母教起 ，悉授一切明处 ，使之成为智者 。安慧幼

年于那烂陀寺 ，向度母手上献上豆新［１１０］
，念请度母食用 ，但豆新滚落 ，复献

复滚落 ，心想度母不吃 ，自己也不能吃 。这样 ，将所有豆新供完 ，尽皆滚落 ，

孩子遂哭起来 。这时 ，度母现身 ，安慰他“莫哭 ，我将加持你 ，请回家吧 ！”自

此 ，他变得智慧无碍 ，此度母像后称之为“豆新度母” 。相传安慧能背诵枟宝

积经枠四十九品以前的全部经文 ，并著其释论 。当时 ，他的智巧美名胜传各

方 ，阿阇黎功德光的施主室利哈夏王曾问法称论师“当今谁最智巧 ？”法称作

偈道 ：“我王所敬师 ，德光是智人 ，作论诸师中 ，首当推安慧 。”阿阇黎安慧著

有枟俱舍论释·霹雳雷枠 、枟对法集论释枠 、枟八部品类论释枠等多部论著 。

藏地有的学者说 ，外道乞丐修日光成就法焚毁佛经后 ，阿阇黎安慧能将



　第四章 　所修之法出现情况 ０９７·　

枟宝积经枠背诵出来 ，但他有自他二心分立的现象 ，仔细衡量 ，自心重于他心 ，

由此引生我慢业力 ，受生为猪身 ，细听猪的嚎哼声 ，似在说“我是昔日智安

慧 ，因我慢业受猪身 ，此生一死赴兜率 。”然而我想 ，这种说法一则时间不合 ，

二则佛所授记住持教法的士夫 ，不会因业力而往生恶趣 。相传安慧的弟子

是满增 ，满增的弟子是孜那牟扎和尸烂陀罗菩提等 ，这当作考证 。

１０畅陈那

世亲弟子中 ，善巧精通因明学的 ，是大德陈那（译言方象） 。陈那出身于

婆罗门种姓 ，初师从可住子部［１１１］一位亲教师出家 ，精通声明名言术语 。一

次 ，向亲教师请授禅定窍诀 ，师谓观想蕴聚之外不可诠说之“我” 。他如法而

修 ，而“我”不可得 ，遂想这是因内外诸障所蔽 ，于是于四方点燃灯火 ，露出裸

体 ，睁眼观察十方 ，仍不能觅得“我” 。他的做法被法友转告亲教师 ，师问他

何故如此 ，回言在寻找“我” 。亲教师认为他厌离自宗 ，让他离开 。他虽以理

申辩 ，但未能允许 ，遂离开出走 ，后到世亲座前 ，勤学三乘 ，成为智者 ，尤其精

通唯识学派宗义和因明学 。后来 ，陈那认为众生痛苦的原因为不明清净义

的无明 ，为予破除 ，生起对治智慧 ，著枟俱舍论释枠 、枟无边功德赞释枠 、枟察所缘

缘论枠等 ，零散著述多达百种 。

因这些论著零散 ，欲归纳一起 ，写出一部集量论典枟集量论枠 ，遂在方象

山窟岩石上用石灰写下偈颂 ：“我欲集量利众生 ，如来尊前虔敬礼 ，为成量论

遍汇集 ，零散自著集于一 。”写出如是礼供誓词时 ，大地顿时震动 ，大放光明 ，

发大声响 ，并出现外道师腿僵直等奇兆 。当时 ，他的住处附近 ，有一名叫黑

色能胜的外道师 ，以微细神通观察 ，知是陈那的能力所致 ，心生嫉妒 ，趁陈那

托钵乞食之机 ，两次擦去岩石上的偈颂 。陈那第三次写好偈颂 ，颂末附言 ：

“是谁擦我偈颂语 ，若是嬉戏开玩笑 ，因有大用请勿擦 。若是嫉妒而擦拭 ，颂

在心中不能擦 ，若因有错欲辩论 ，请即现身我奉陪 。”复又如前出现奇兆 ，该

外道师来擦时欲辩论 ，坐等陈那 。

陈那乞食归来 ，与外道师相遇 ，双方作下败者作胜者弟子的保证 。辩到

第三轮 ，外道师败 ，陈那要外道师皈依佛教为徒 ，外道师羞恼 ，口吐火焰烧毁

陈那的一切资具 ，并将烧及陈那 。陈那心生悔意 ，心想自己欲利一切有情 ，

而现不能调化一外道师 ，故当现行自利寂乐 ，遂将石灰抛向空中 ，石灰尚未

落地欲放弃发心时 ，文殊现身道 ：“弟子 ！不可不可 ！与下乘相遇 ，其业当生

恶慧 ，当知汝之此论著 ，外道众不能损害 。在汝证得菩萨地前 ，我将为善知

识 。汝之论著 ，将成为诸论唯一之慧目 。”有人说 ，他被当即摄受 。法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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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量决定论广释枠中说 ：阿阇黎陈那于一寂静山窟勤修时 ，有时厌离轮回 ，欲

放弃利乐有情之心 ，而求独自解脱 ，文殊刹那来到面前 ，对他道 ：“弟子 ！随

顺恶生 ，心亦他转 ，汝有利乐一切有情心 ，何故舍之 ！”陈那回言 ：“世尊 ！轮

回多有难忍之苦 ，不能忍受 ，心亦喜非正士行为而动摇 ，汝见而不作加持 ，我

将奈何 ？”文殊道 ：“弟子 ！直至尔证菩萨地 ，我都作尔善知识 。”说毕消失不

见 。迦湿弥罗的杂尼那室利论师所著枟疏释枠中则说“直至尔证佛地前 ，我都

作尔善知识 。”阿阇黎陈那著有枟集量论枠及其释论 ，降伏一切外道 ，使佛教宏

扬兴盛 。

１１ ．自在军和法称

陈那的弟子阿阇黎自在军 ，精通诸明处 ，亦著枟集量论详解枠 。其弟子法

称 ，出身于南印度称之为“胜顶宝”地方的一个外道婆罗门家庭 。幼年善通

声明 ，于舅父外道师未取童座前受取外道婆罗门出家资具 ，遭舅父责骂而被

驱逐 ，于是决意使一切外道归于失败 ，遂皈依佛教出家 ，学习经论 ，尤于阿阇

黎自在军尊前 ，发誓听讲三遍枟集量论枠 。听受第一遍时 ，即与自在军的领受

一样 ；听第二遍时 ，体会与陈那一样 ，并感觉出自在军所许之错误 ，要求听讲

第三遍 ，自在军道 ：“陈那无如我一样的弟子 ，我无如你一样的弟子 。本来除

讲一遍外 ，无讲两遍的规矩 ，现已破例讲了两遍 。我唯讲此论无益 ，尚有班

智达的其他事情要做 ，请备布 、油 ，晚上再讲” 。他如师所说照办 ，对果随因

之差别更加通达 ，向师述说悟理 ，阿阇黎喜道 ：“汝可纠正我宗之误 ，著一部

枟集量论释枠” ，遂作随许 。

后来 ，阿阇黎法称为了通数论外道的诸秘语 ，化装为奴 ，给舅母作仆 ，尽

量使之喜悦 ，要求询问宗派之要点 ，要她与丈夫同睡时问询牢记 ，并在舅母

腿上系一绳索 ，嘱她“凡遇难点即拽绳 ，我可善加体会和书写 。”从而他对外

道宗派要点悉得通达 。当时 ，他宣布若有智者 ，可来辩论 ，但多数纷纷逃遁 。

有前来辩论者 ，均以法理论败 ，将他们置于佛道 ，遂特作偈曰 ：“设我法称之 ，

讲说日没落 ，诸法则昏死 ，非法还应起 。”其他人也赞颂他 ：“外道种姓通声

量 ，击灭论敌逝于空 ，名为达玛格底［１１２］之 ，彼上师前虔敬礼 。”

后来 ，法称次第游历各城地域 ，最后抵达繁花王的宫门前 ，王问“现在谁

是智者 ？”他作偈道 ：“具智慧者为陈那 ，以及旃陀罗阁弥 ，善巧诗作及修辞 ，

鲜花盛开具富乐 ，尊胜诸方除我谁 ？”国王道 ：“是法称吗 ？”回言 ：“正是 。”国

王即请他入宫 ，作其施主 。他遂著“七部量论”
［１１３］

，最后又著枟释量论枠的第

一品自释本枟释量论自注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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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这些论著曾寄往各地的讲学寺院 ，多数人不得其解 ，一些能看懂的

人也因嫉妒而故意说有错 ，甚至将论著系在狗尾上 。阿阇黎法称云 ：“我著

将如狗一样遍行诸城之大街小巷 ，从而将得弘传 。”他在枟释量论枠前言中写

道 ：“多数人喜欢庸俗的论著 ，由于乏智不解善言密意 ，并由嫉妒垢污变为嗔

恨而抛弃 。因此我并无利他之意乐 ，但心则长期串习善言 ，为引为己任而对

此心生喜悦 。”

此后 ，法称委托班智达帝释慧为枟释量论枠作疏释 。帝释慧第一次将释

本送给法称审阅 ，阿阇黎用水洗掉 ；第二次呈阅 ，又用火烧掉 ；最后一次送

呈 ，附言“因无福份缘 ，时不我待故 ，为串习总摄 ，作此难义释 。”阿阇黎法称

阅后道 ：“虽尚未完全解释出引伸密义 ，但已解释出字句显示之义 。”他认为

人们还不能准确无误地领会其论理 ，遂在枟释量论枠的篇末附言 ：“恐如海纳

百川 ，融入自身而湮没 。”

１２畅释迦慧等

帝释慧的弟子释迦慧 ，著枟释量论释枠 。释迦慧的弟子为光慧 。有人认

为法称的亲传弟子是杂摩梨 ，曾得枟释量庄严论枠的经教传授 。杂摩梨的弟

子为调伏天 ，调伏天的弟子是法胜 。而枟疏论枠中则云法胜是法源施（曲江

金）和善护（格尚）的弟子 。相传杂摩梨曾著枟释量庄严论广释枠 ，调伏天和能

乐喜（德协噶瓦）对七部量论著有释论 。

１３畅圣解脱军

阿阇黎世亲的弟子圣解脱军精通般若学 ，曾为数大寺院住持 。他是古如

古列的酋长 、阿阇黎佛民（桑杰邦）之侄 ，是位证得极喜地的大德 ，曾聆听佛现

身说法 ，为示般若义 ，对枟现观庄严论枠作释 ，著枟般若二万五千颂枠和枟般若二万

光明论枠 。而有人认为枟般若二万光明论枠这一释论是解脱军的弟子所作 。

１４畅狮子贤

关于阿阇黎狮子贤的史事是 ，往昔在东方竭地洛迦林 ，一大树上有一树

神 ，该地一牧人逾时未归 ，其妻是位容颜美丽的女人 ，去寻觅丈夫 ，与树神媾

和 ，生下一子 ，人材出众 ，取名果波罗 。其父给他珍宝 ，他以此法宝统治了周

围一切地域 ，并兴建了那烂陀寺 。他的一位不太受宠的妃子为了取得权势 ，

向一位婆罗门求赐学问法术 。婆罗门从雪山采得药物 ，包封盖印后交给女

仆带回 。此药因药台滑倒坠地 ，被水冲走 ，渐次流入大海 ，被龙王取得吞食 ，

遂成统领诸海的龙王 。后来 ，这位龙王与失药的王妃私会 ，生子吉祥法护 。

在良辰吉日献供时 ，王子现出蛇头 。国王见状大怒 ，欲治罪时 ，出示板指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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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环上出现龙界文字 ，于是心生恭敬 ，将王子抚养 。后来 ，王子欲建一座更

殊胜于其他的殿堂 ，请问相师 。相师告诉他 ，用沙门修善和婆罗门的衣布作

灯蕊 ，从王宫和商人家取来酥油 ，从苦行圣地取来灯盏 ，燃灯置于本尊前 ，虔

心祈祷 ，护法神的变化身将会抛出灯盏 ，应在此地点修建殿堂 。他按相师所

说作后 ，果然一只乌鸦飞来 ，口衔灯盏抛向海中 ，他因此心灰意冷 。晚上 ，出

现五蛇头龙王 ，对他说 ：“我乃汝父 ，当海枯时可修建 ，汝当大供四十九天 。”

他依照所说献供 ，第二十一天时 ，果然海水干涸 ，遂建欧丹达布梨寺 。

这位国王有四子 ，分别是国王 、班智达 、得道者和暴君 。他怕幼子缺乏

财宝 ，将宝珠给了幼子 。此王子生子瓦波罗 ，是位有愿力敬信枟般若经枠者 ，

他偷取父亲的宝珠献给一位宣讲枟般若经枠的比丘 。这事被父亲发觉 ，说“宝

珠应为国王所有 ，比丘应寡欲知足 ，而你不是这种人” 。说罢 ，手扼比丘的喉

咙 ，夺回宝珠 。这位比丘临气绝时 ，发愿转生为自己弟子王子的儿子 。后生

地护王 ，极信枟般若经枠 ，派人到处访求能讲枟般若经枠的人 。当时 ，阿阇黎狮

子贤 ，出身于王族 ，出家为僧 ，精通内外一切宗义 ，尤其长期串习修学般若经

义 。他向自己的亲教师遍照贤（南囊桑波）求学弥勒修习法 ，如法修持 ，梦中

见一位着红色僧装 、威仪庄严的比丘 ，对他授记应去东方喀萨巴梨地方 。梦

醒后 ，遂往彼地 ，斋戒三日 ，观察梦相 ，在黎明的梦中 ，见欧丹达布梨寺的毗

哈梨神殿上空浓厚云层中 ，现出本尊的上半身 ，献有种种供物 ，问“作此何

为 ？”回言“为至尊弥勒讲说枟般若八千颂枠而作供养 。”他长时观看 ，见至尊弥

勒面容金色 ，顶际以佛塔庄严 ，右手结说法印 ，遂顶礼供养 ，并问“慈尊论著

今有多种释论 ，当随顺何种 ？”慈尊道 ：“汝应善通一切论典 ，对于所许当总摄

综合为一种论著 。”这样 ，得到写作的随许 。醒后作大供养 ，为寻求撰写论著

的施主 ，从东方来到西方 。恰逢地护王迎请讲说枟般若经枠的人 ，听说狮子贤

博学 ，派使迎请到国王处 。狮子贤随顺圣解脱军的释论 ，著枟二万颂摄义枠八

章 、枟八千颂广释枠 、枟般若显义释枠 、枟般若摄颂释论易解枠 、枟般若修法枠等 。他

在所著枟八千颂广释枠中说 ：“以吉祥法护为施主 。写地称作支迦都迦的三热

寺 。”而阿阇黎智源慧（喜饶迥尼罗追）则说 ：“阿阇黎狮子贤为利益有情 ，宣

说般若经义 ，见多种释论所说彼此牛氐牾 ，心生厌烦 。此时 ，大悲慈尊为消除

他的烦恼 ，遂讲说枟现观庄严论枠等薄伽梵母般若 。”

１５畅法友

阿阇黎法友 ，十七年间得到善知识的喜爱教授 ，虽说梦中曾得弥勒摄

持 ，实则他自己从四部善巧释论中获得要义 ，尤依二圣［１１４］的释论作讲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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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其枟广释枠中说 ：“此释系据圣无著等的论说而写 ，应为正量” 。又有颂

说 ，“依圣解脱军 ，得见教义门 。”

１６畅佛智

法友的弟子为阿阇黎佛智（桑杰益西夏） 。此师曾得文殊灌顶 ，在僧会

中 ，被阿阇黎隐密（桑哇）取掉双眼 ，堪能忍受 ，从而获得日夜能视之眼 ，经弟

子古那牟扎劝请 ，著枟摄论释枠 ，并得枟密集经枠经教传承 ，著十四法 ，即枟文殊

教言枠 、枟成就法普贤集枠 、枟普贤母枠 、枟自我成就生起法枠 、枟种种轮法枠 、枟宝焰

法枠 、枟根本大智枠 、枟偈颂藏枠 、枟解脱明点枠 、枟菩提心明点枠 、枟吉祥论枠 、枟入第四

法枠 、枟食子和烧施法枠 、枟供养仪轨枠 、枟曼陀罗仪轨枠 、枟净水灌顶修习法枠等 。

１７畅功德光

阿阇黎世亲的弟子功德光 ，对律经比世亲更为精通 ，枟毗奈耶广释枠中称

他是“持一切有部律戒之大德 ，是位婆罗门阿阇黎 ，通达自他二宗彼岸 ，如来

律法甘露使之成为大智王 ，勤奋修学如来正法心要 。”他具足苦学功德 ，著有

枟律经枠 、枟羯摩一百零一论枠 、枟菩萨地戒品释枠 、枟律经自释枠等 。有人认为枟羯

摩一百零一论枠为调伏天所著 。也有人说 ，功德光是近隐尊者的弟子 ，或为

善见的弟子 。然而 ，他们非同时代人 ，故这些说法有误 。有人认为 ，上部律

戒传承 ，由善见传不还 ，不还传累牟拜 ，累牟拜传功德光 。但是说当需考证 。

相传功德光享寿四百岁 。

关于功德光的弟子是释迦光的说法不确 ，枟具光论枠
［１１５］中说 ：“我师索

南扎（福称） ，常住摩揭陀 ，成为一庄严 ，获得美誉名 。从彼听受法 ，著书说律

仪 ，依据三明师 ，解说作开示 。”又说 ：“诸师愿常住 ，我师寂光尊 ，忆念我始

作 ，显明教义释 。”这些都说释迦光是索南扎巴（福称）和寂光的弟子 。 枟三百

颂枠中说功德光的弟子是释迦友 ，但枟三百颂枠及其释本枟具光论枠为释迦光所

著 。有人认为 ，法友对律经作广释 ，他是功德光的弟子 ，还说释迦光的弟子

是具狮面（僧格当坚） ，具狮面的弟子为孜那牟扎 。这些说法尚待考证 。

１８畅寂天

关于佛子寂天（希瓦拉）的历史 ，有七种奇异的传说 。有颂云 ：“本尊喜

住那烂陀 ，示迹圆满破诤辩 ，事迹奇异度乞丐 ，降伏国王外道师 。”当初 ，在南

方域科桑波（意为贤善国）地方 ，有国王名善铠 ，生子静铠 。王子静铠青年时

期学诸明处 ，尤在上师古苏鲁座前求学锐利文殊成就法 ，认真修持 ，得见本

尊 。其父去世后 ，在他登基王位的头天晚上 ，梦见自己翌日将登基的宝座

上 ，坐着至尊文殊菩萨 ，对他道 ：“孩子 ！这是我的座位 ，我系汝之善知识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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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同坐一座是不合理的 。”梦醒后 ，知自己不宜掌管国政 ，便逃到那烂陀

寺 ，从五百班智达之首座胜天（加维拉）出家 ，取名寂天 。此师德行内隐殊

胜 ，勤闻教法 ，精修禅定 ，著述精深 ，但在外表上除食 、眠 、行三事 ，其余无所

事事 ，故人称“三想僧” 。大家只见其外表 ，认为出家人应以三轮净业为重 ，

而他全不具备 ，不该享用信众所施财物 ，应予逐出 ，遂想让他诵经 ，自行离

寺 。于是 ，命他诵经 ，他回说不会 。此事禀报亲教师后 ，他才答应诵经 。有

些人不知这是为何 ，心生怀疑 ，为作考验 ，在广庭众人之中敷设高座 。他不

知不觉到座前 ，用手一按 ，即上座上 ，问道 ：“念常诵经呢 ？还是念不常诵的

经 ？”众人回言“念未传诵的经” 。他心想枟集学论枠太长 ，枟集经论枠又太略 ，若

诵文简义广的 ，最好是枟入菩萨行论枠 。于是从该经智慧品的“何时能通达 ，

实与非实义”起诵 ，身体同时向虚空逐渐升高 ，直到隐而不见 。但诵经声不

断 ，直至诵完全部经文 。这样 ，诸证得不忘陀罗尼者深感奇异 ，想他何以能

诵七百颂 、一千颂 ，乃至千余颂 ，而且“经典枟集学论枠 ，应再三细读” ，“或暂作

摄略 ，应观枟集经论枠”之类前所未闻 。后听说他住南方吉祥功德塔处 ，派两

名比丘去迎请 ，他见比丘后授记说 ：“在我住房的椽隙中 ，有班智达所书小楷

枟集学论枠和枟集经论枠 ，此即枟入菩萨行论枠一千颂 。”遂将这些论著的讲修经

文传承授给了二比丘 。

后来 ，他来到东方 ，在一次大辩论中 ，运用神变和解了一切争端 ，使彼等

咸获安乐 。在距离摩揭陀国西部不远的一个地方 ，有五百持外道邪见者 ，一

时因遭灾断粮 ，受饥饿煎熬 ，遂宣布谁能募化来食物 ，即推为众人之首 。阿

阇黎寂天得知后 ，将米饭满盛于钵中 ，作法加持 ，使外道徒众取食不尽 ，得以

饱腹 。于是诸外道徒放弃外道邪见 ，改宗佛教 。

又 ，有一千多名乞丐 ，一度饥渴交迫待毙之际 ，阿阇黎寂天收养他们 ，并

为之讲经说法 ，置彼等于安乐 。

此后 ，东方阿梨毗夏那国王受摩遮罗国侵扰 ，生活穷困 。有人欲暗害寂

天 ，进谗言加害 ，要国王杀害他 。寂天为保护财施不断 ，当了国王的护卫 。

同伴见他手结文殊印 ，举着木剑 ，向国王进言 ：“这是个狡诈的人 ，请看手中

的武器 ！”国王听言大怒 ，要阿阇黎呈上宝剑 。寂天回说“这样会对大王有

害” 。国王坚持即使有害也是天命所定 ，一定要呈上 。寂天只好说“请王闭

一只眼 ，只用一只眼睛看 。”国王答应后 ，阿阇黎抽出木剑 ，放射出耀眼剑光 ，

射得国王不堪忍受 ，结果射瞎了一只眼 。国王急请饶恕 ，最后皈依佛法 。

此后 ，寂天来到吉祥山的南部 ，修称为“邬祖麻”的一种密行 ，身着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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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裸体浴身 ，以残余烧食为生 。当时 ，喀底毗哈罗国王的女仆迦遮罗哈倒

浴身水 ，将水溅到阿阇黎身上 ，只见水顿时沸腾起来 。那时 ，外道师香迦罗

提婆向国王奏说 ，他于后天 ，在天空画出大自在天曼陀罗 ，佛教徒若不能毁

坏 ，将烧掉佛像经籍 ，使之投入外道门 。于是 ，国王召集僧众 ，宣布此事 ，但

谁也不能答应毁掉曼陀罗 ，国王一筹莫展之际 ，女仆讲述了她先前所见情

形 ，国王急命寻找寂天 。大家到处找寻 ，最后在一棵树下找到 ，遂告知原委 ，

寂天说他能毁 ，让准备一瓶水 、两匹布和火种 ，大家照吩咐准备停当 。第二

天晚上 ，外道师画线而去 ，大家感到疑虑 。第三天上午 ，外道师绘画曼陀罗 ，

刚绘到曼陀罗东门时 ，寂天入于三摩地 ，顿时刮起狂风 ，卷走曼陀罗 ，草木房

屋亦皆将吹走 。外道师四散奔逃 ，如惊飞的小鸟 ，大地一片昏暗 。俄尔 ，寂

天眉间放射光明 ，为国王 、妃子照亮去路 ，只见个个衣装不全 、满身尘埃 ，遂

用备好的水洗涤 ，用新布裹身 ，燃火取暖 ，舒适如常 。随后 ，又毁去外道庙

堂 ，使他们咸归于佛门 。传说至今称该地为“外道涂败地” 。

阿阇黎寂天自认为是凡夫 ，但阿阇黎益西迥尼（智源）称他是圣者 ，那波

巴（黑色尊者）亦称他是“亲近顶礼文殊莲足的阿阇黎” 。寂天著作主要有三

部 ，即开示广说的枟集学论枠 ，开示摄略的枟集经论枠 ，义广而词略的枟入行论枠 。

关于枟入行论枠的释本 ，据说在印度有百余种 ，而译成藏文的只有八种 。

１９畅波腻尼等声明师

枟楞伽经枠中授记说 ：“著述声明者 ，则有波腻尼 。”枟文殊本续枠中说 ，由获

证菩提的记别者婆罗门波腻尼等人著述声明的历史中讲 ：最先于三十三天

天界 ，天神萨跋杂尼（遍智）造出一部枟声明大论枠 ，供天神们使用后泯灭 ，未

传到南赡部洲 。后又帝释天王造声明著作 ，称之为枟因陀罗文法枠
［１１６］

，由木

曜仙人学通后向诸天神之子传讲 ，木曜仙人被称为“天喇嘛”或“声明师” 。

木曜自认为最善巧通达声明学 ，心生骄慢 。帝释从大海中取来一瓶水 ，用吉

祥草尖沾出瓶中的一滴水 ，对木曜仙人道 ：“总而言之 ，声明学如大海 ，我所

知不过如这瓶水 ，而你所知仅是这草尖上的一滴水 。”木曜听后心灰意冷 ，不

想再学声明 。帝释对他道 ：“尽管如此 ，你当仅所知讲学 。”他不敢违命 ，除四

吉日不讲外 ，其余时间继续讲传 。至今 ，婆罗门认为“初八定损师 ，十四毁弟

子 ，三十坏明智 ，初一毁一切” ，有护守四吉日的旧规 。这部声明学著作由此

传布到南赡部洲 ，一度盛行 。

后来 ，这部著作又泯灭失传 。这时 ，婆罗门波腻尼出世 ，他很想学声明

学 ，请相师看他的手纹 。相师说依他的手相学不会声明 ，他遂用利刃在自己



　 　·１０４ 布顿佛教史 　

掌上刻画出应有的手纹 ，到处寻访声明师 ，但一时未能找到 ，便修摩诃提婆

成就法 ，得以亲见摩诃提婆 。摩诃提婆问他的要求 ，他回说欲通晓声明 ，摩

诃提婆遂对他加持 ，相传当地诵读“啊” 、“哦” 、“邬”时 ，顿然通达了一切声明

学 。佛教认为 ，修观音法可得加持而通声明 。是说与授记相合 ，枟文殊本续枠

中有颂曰 ：“婆罗门子波腻尼 ，定获声闻菩提果 ，此为我所作授记 。彼复顶礼

观自在 ，修其本尊大明咒 。”

阿阇黎波腻尼曾著两千颂的声明著作 ，名为枟波腻文法枠 。对此 ，一龙王

著十万颂的释论枟摩诃跋喀枠 ，曾极流行 。后来 ，行乐王有位略懂声明学的妃

子 ，与国王同浴时 ，国王向她洒水 ，妃子用古梵语说 ：“麻摩达噶司遮 ！”意为“不

要对我洒水” 。国王未听清 ，误听为“取芝麻食品来” ，即命仆人向王妃献上芝

麻做的面饼 。妃子感到羞愧 ，心想和这牛一样的人作伴 ，不如死了还好 ，欲寻

短见时 ，国王问起原因 ，她说出了真情 。后来 ，国王的舅父萨跋哇玛向国王说 ，

他修昂宿童子法 ，获得语自在成就 ，王若如此 ，亦将通晓声明 ，并嘱王妃不可轻

生 。于是 ，国王照舅父所说而行 ，得到王妃的欢心 。萨跋哇玛继续修持 ，亲见

昂宿童子真容 ，问他何求 ？回说欲学声明 ，昂宿童子遂向他讲授声明 ，从“悉帝

哇那萨玛罗耶”讲到第十五品时 ，他心生骄慢 ，向昂宿童子说“现在可以了” 。

昂宿童子听后 ，忿而乘骑返回 ，其坐骑孔雀转尾时 ，说 ：“迦拉波 ！请原谅 ！”所

谓“迦拉波” ，是“部分聚集”之意 ，因如同于孔雀翎 ，故称 。

后来 ，萨跋哇玛向国王讲授声明 ，国王学会后 ，妃子亦喜悦 。对于未齐

全的声明学 ，萨跋哇玛和婆罗门胜爱加以增补 ，形成四百颂二十四品 。对

此 ，班智达难行狮子作了注释 ，继由班智达扎觉（满称）著枟声明释利益后学

论枠 。后又有枟因陀罗文法枠 ，由旃陀罗阁弥（皎月居士）的舅父法民著六千颂

的释论 。对此释论 ，由阿阇黎仁钦罗追（宝慧）作了一万二千颂的疏释 ，复由

班智达瓦冈哇（月满）作了三万六千颂的详解 。后来 ，班智达拉杂室利摄迦

拉波声明和旃陀罗声明之要义 ，著枟拉杂室利文法枠 。后世 ，班智达弥底［１１７］

著有益藏土的枟口剑论枠 。

如是声明论著以及诗词 、歌舞 、医学等方面的详细情况 ，参阅其他著作

可知 。

２０ ．记述不完整之原因

有关所授记大德以讲 、修之门住持教法情形 ，当今仅存部分而不完整 ，

如枟正理论枠所说“清净摄事衰残故 ，所以应知非全豹” 。 枟苦蕴经枠 、枟能现所

问经枠 、枟上师经枠 、枟阿难经枠 、枟迦叶经枠等许多典籍 ，在世亲菩萨住世时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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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没 。此外 ，枟宝积经枠原有十万品 ，现仅存四十九品 ；枟大集经枠原有十五品 ，

现仅存枟宝顶经枠等八十九品 ；枟大方广佛华严经枠亦原十万品 ，现仅存四十多

品 ；枟楞伽经枠原本三万六千颂 ，现仅存三千六百颂 ；枟大乘密严经枠原本一万

二千颂 ，现仅存一千三百颂 ；枟大云经枠原本十万颂 ，现仅存少量数品 ；枟三摩

地王经枠仅存十五卷 ，而且其中一卷残缺 ，从一到一百颂中仅一到十品完整 ；

枟涅般木经枠及枟正法念处经枠末篇未译竣 ；枟首楞严经枠原本十万品 ，现仅存一

品 ，枟如来大顶髻经枠 、枟大证悟经枠 、枟月藏所问经枠等亦原有多品 ，现皆仅存一

品 ，尚未译出 ，原先所译法本已泯灭 。此外 ，从许多梵本广释中所引经教也

都消失不见 。还有枟大瑜伽行地经枠等经典存于天界 ，一百俱胝颂的广本枟般

若经枠存于寻香国王的尊胜宫 ，一百亿颂的中本枟般若经枠存于帝释天宫 ，十

万颂的略本枟般若经枠完整地存于龙界 。

密宗经典说有四千种枟智慧金刚集续枠 、八千种枟行续枠 、四千颂枟分别

续枠 、六千种枟二俱续枠 、一万二千种枟大瑜伽续枠 、一万四千颂枟无上大瑜伽

续枠 。各续又有许多根本续和讲说续等 。此外 ，在能动世间有枟喜金刚续枠五

十万颂 、枟密集续枠二万五千颂 、枟胜乐广续枠十万品（原注 ：存于天界） 、枟胜乐

后续枠十万颂 ，枟时轮续枠一万二千颂（原注 ：存在香披拉） 、枟瑜伽随明续枠三万

六千颂 、枟幻化网续枠一万六千颂（原注 ：存于喀什米尔的哇苏跋罗龙王处） 、

枟大密续枠一万八千颂 、枟红色阎曼德迦密续枠三十万颂 、枟度母现生密续枠七百

品 、枟马头金刚续枠七百品 、枟不空绢索续枠七十万颂等 ，相传分别存于天界 、香

拔拉国和乌仗那国 。

另外 ，在印度 、喀什米尔 、尼泊尔 、黎域［１１８］
、汉地 、波斯 、赡巴迦 、猕猴

国 、金目国 、柔玛（原注 ：在香拔拉国） 、然玛 、铜洲（原注 ：在印度） ，僧伽罗洲

（原注 ：在印度） 、支央古洲 、雅目那洲 、金洲（原注 ：在印度） 、月洲 、麦加 、斑鹿

国 、吉姜 、象雄 、勃律 、吐谷浑国 、苏毗 、萨霍尔 、西夏 、绛域［１１９］
、裕固（原注 ：

在汉地方向） 、托噶尔 、鸟仗那 、飞行地 、盲人地 、佐罗 、迦陵迦等广大地区 ，以

及藏族地区 ，佛教时兴时衰 ，都存有完整或不完整的佛教三乘典籍 。还传说

许多佛经存于龙界 ，皎月居士的枟致弟子书枠中说 ：“教法如胜宝 ，妙好无残

损 ，彼为清净相 ，如龙头宝冠 ，咸获人敬仰 ，能为诸众生 ，消除诸翳障 。”

第六节 　 教法最后之衰毁

枟月藏所问经枠中说 ：“月藏问世尊薄伽梵 ：‘最后正法将如何毁没 ？由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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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缘而衰没 ？由谁使之无存 ？’佛说 ：‘我涅般木后五百年时 ，将有众多奉行我

教法的清净解脱有情出世 。继后五百年 ，将出现许多修禅定者 ，国王和百姓

大都信奉佛教 ，而很少退信失修者 。此后五百年 ，将有众多宣说正法 、引导

众生得解脱的阿阇黎出世 ，但声闻阿罗汉却很少 ，国王和普通百姓仅能闻

法 ，不能精勤修行 ，信念退减 ，诸护守正法的护法神心生不悦 ，不如往昔对诸

不信佛者产生威力 ，赡部洲诸国王将彼此交兵 ，发生战乱 。嗣后五百年中的

前三百年间 ，行持正法的天龙神众等不住此土 ，有情不信教法 ，行持教法者

不按佛典而行 ，缺失精进 ，成就稀少 ，四显色［１２０］将互混不清 ，香 、味等亦减

淡 ，瘟疫流行 ，灾荒大起 ，人畜遭损 。后二百年间 ，诸比丘将不依法而行 ，于

世争名夺利 ，悲心减退 ，戒律废弛 ，诽谤如法正行 ，贪图享受 ，劫夺财资 ，依世

俗王道执掌国政 ，充当国王信使 ，寻求差事 ，离间臣民 ，绞尽脑汁从商图利 ，

即使行正法者 ，也言行不一 ，口头空谈 ，装模作样 。那时 ，一切欢喜正法的天

龙神众皆舍离如是行非法比丘之处所而不住 ，毁法魔障将临此间 ，为非作

歹 ，君臣等信仰减退 、善恶不分 、挑剔正法 ，盗劫三宝及僧伽财物 ，不顾忌作

恶犯罪 ，毁坏佛像佛塔 ，供养资具减少 。斯时 ，只有少数地方依如法正行比

丘和在家信众之福力 ，及时降下雨雪 ，禾稼丰收 ，人疾畜瘟不多 ，疆土安宁 。

但善信不住之地 ，则多出现各种痛苦不安 。到那时 ，在印度及印度以外地

域 ，将出现名叫耶婆那 、波罗波 、尸古那的三位国王 。彼等不奉行正法 ，领兵

作战 ，西方和北方疆域 ，多处被战火毁没 ，该地塔庙 ，皆遭毁坏 ，所供资具及

三宝财物 ，皆被掠夺 。三王彼此残杀 ，国政不宁 。将有一度 ，三王媾和 ，政统

为一 ，集中兵力 ，强占印度恒河北岸的干陀罗和摩诃提夏等地区 。那时 ，恒

河南岸的果乌罕跋地方 ，有王名摩罕陀罗赛那 ，生有一子 ，名叫跋拉萨哈 ，眉

间有黑痣如铁 ，手腕以下色如涂血 。与此同时 ，五百大臣亦各生子 ，手腕以

下色亦如涂血 ；国王的马厩中 ，生下一能言小驹 ，是夜天降血雨 。国王以上

述现象问征兆于具五神通的仙人相师 ，相师预言 ：“大王 ！汝子于赡部洲大

地杀戮流血 ，后作赡部洲王 。”王子长至十二岁时 ，先前的耶婆那等三国王率

兵三十万众进攻摩罕陀罗赛那王国王 。大兵压境 ，国王忧苦 ，王子跋拉萨哈

问父王忧苦之原由 ，父王说明三王领兵来战 ，以此不乐 。王子听后劝父王勿

忧 ，说他能退敌 ，国王听后连称甚好 。于是 ，王子统率诸臣之子 ，集兵二十万

众迎敌 。作战时 ，王子眉间黑色铁痣生长 ，全身成铁人 ，愤怒无比 ，顿时破

敌 ，凯旋而归 。国王道 ：“孩子 ！你能战胜三王的如此大军 ，甚好 。今后由你

执掌国政 ，而我出家为僧” ，遂将王位传给儿子 。后来 ，新任国王领兵与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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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战达十二年之久 ，许多敌军被俘投降 ，三王亦被擒遭诛 ，他成为统辖赡部

洲的大国王 。后来 ，这位国王问诸大臣 ：“我今做赡部洲王 ，心中虽喜 ，但曾

杀戮许多有情 ，罪孽深重 ，委实不安 ，应以何法 ，净除此罪 ？”诸大臣道 ：巴扎

利布达国有一精通三藏教法的阿阇黎 ，是婆罗门阿耆尼达多之子 ，名曰洛玛

坚（有徒） ，住于寺中 ，若能请来 ，可净罪过 。”国王大喜 ，派人请来洛玛坚比

丘 ，恭敬顶礼 ，求教净罪之法 。此师谓他 ：“十二年中 ，一心供养三宝 ，虔诚皈

依 ，即可净罪 。”于是 。国王召请赡部洲所有比丘 ，聚集于忄乔尝弥罗国 ，竟使

他地一时不施法行财资 。诸比丘于前来途中 ，有的被野兽 、野人所害 ，有的

被水冲走等 。这样 ，约有十万人来到聚集地 ，国王大舍供施 。此后 ，诸比丘

互相交谈询问 ：“汝师为何名 ？门徒走何处 ？有何同戒伴友 ？”等 。当说起被

野兽和野人所害 ，被水冲走和染病而死等情况时 ，各个悲哀挥泪 ，呜咽捶胸 。

国王见状 ，安慰大家勿作悲伤 ，众人不听劝慰 。国王不悦 ，私自去就寝 ，临睡

时发愿 ：“世间僧侣难为依怙 ，我愿亲见罗汉真容 。”入睡后 ，世间神在梦中向

他授记 ：“此去犍陀摩罗山 ，有苏惹那夏之子 ，名曰蒂波（柔和） ，是位己证罗

汉果位者 ，迎此师来 ，可净罪障 ，亦释疑惑 。”国王梦醒 ，当即遣使迎来圣僧 ，

顶礼供养 。后在十四日夜晚 ，僧众集会 ，启请诸新来比丘的亲教师洛玛坚宣

讲戒律 。洛玛坚道 ：“兹人如盲 ，复无鼻耳 ，纵有明镜 ，亦复何用 。如是 ，我虽

说戒 ，汝不依戒而行 ，不如法守护 ，说戒何益 ？”这时 ，罗汉蒂波如狮子吼般说

道 ：“吾自受世尊法戒以来 ，直至今日 ，如吉祥草般细戒亦未曾触犯 ，故莫如

是说 ，当为大众说戒 。”亲教师洛玛坚知他是罗汉 ，遂极惭愧 ，哑口默坐 。接

着 ，洛玛坚的弟子比丘臂严从座起立 ，对阿罗汉道 ：“汝既无律仪亦不知戒 ，

吾师通达三藏 ，为何轻侮 ！”遂怒而打杀罗汉 。此时 ，有位喜爱正法名叫酷面

罗刹者 ，手持金刚杵 ，怒斥臂严“因何杀害罗汉 ？”并以杵击杀臂严 。接着 ，罗

汉的弟子格热杀死洛玛坚 。于是 ，诸比丘互相残杀 ，最后无一幸存 。

斯时 ，虚空界天龙等护法神众大都心生不悦 、悲痛哭泣 ，泪成血火之雨 ，

降下大地 。虚空亦成黄 、黑 、红等显色 ，电闪雷鸣 ，发大声响 ，都玛格德

星［１２１］放出黑烟 ，使日月等光不显 。这时 ，三十三天诸天神及大幻化母等降

临 ，大生悲戚 ，收回诸僧伽之所有衣具 ，携返三十三天 。后来 ，国王问如是喧

哗之声从何而来 ？属下回说是僧众内乱 ，相互残杀 。国王不悦而起 ，黎明时

分 ，外出赴寺察看 ，只见僧众有的头被断 ，有的截肢 ，有的被剜目 ，各种惨相 ，

目不忍睹 。国王无限悲哀 ，寻找到罗汉和三藏师洛玛坚的尸体 ，挟于左右腋

下 ，悲痛地说道 ：“罗汉为我母 ，三藏是法库 ，二师皆已去 ，我命有何惜 ！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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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国政 ，我即付与彼 。”说毕 ，紧闭双目不视 。诸大臣为消除国王的忧苦 ，找

来五百人扮作出家人 ，发须刀不能剃 ，便用火燎 ，然后蒙上黄色和黑色牛皮 ，

领到国王面前 ，说是找来了五百名出家人 。国王喜悦 ，睁目一看 ，只见个个

蒙着牛皮 ，发须被火燎光 ，即命拿来供养三宝资具 ，并供养众人 。然后 ，国王

向他们问法 ，但竟连一句佛法都回答不上 。国王复生忧苦而泣 ，只好收殓诸

比丘尸身 ，荼毗后供奉 。到那时 ，赡部洲所有正法将全部泯灭 。随之 ，黄金

变劣银 ，或变为砾石 ；白银变为劣铜 ，或变为顽石 ；黄铜变劣铜 ，珍珠变作骨

角 ，六味仅剩苦和酸两味 。

枟僧增授记文枠等中还说 ：到那时 ，神像等被请往龙界 ，一切文字自然剥

蚀 ，各种衣料变得粗劣 ，诸味仅剩苦涩二味 ，一切珍宝将尽没 ，彼国王亦因佛

法泯灭而悲伤致死 。这些亦说佛法仅住世两千年 。法友所著枟现观庄严论

释枠中说 ：“这些显然是系指以往发生之事 。总之 ，教法泯灭之因 ，乃为佛的

愿力完尽 ，教法应化的众生已完 。其缘则是沙门见行废驰 ，檀越对佛法的信

仰减弱 ，诸魔及魔类神众 、饿鬼等从中扰乱 ，由此三缘 ，使教法终归泯灭 。”其

实在上面因缘中第一因的两个方面即说明了世尊教法毁坏之因 。 枟世间施

设论枠中说 ：“教法泯灭是在人寿减至四十岁时” 。恰译师则说 ：“人寿减至三

十岁时法灭” ，然未见是说之根据 。 枟妙法莲花经枠中说 ：“如来释迦牟尼之正

法泯灭后 ，诸灵塔下沉 ，直至黄金地基 ，待娑婆世界珍宝匮乏时 ，彼等灵塔变

为称之为‘顶慧’的吠琉璃宝 ，以消除贫困 。此后 ，彼等灵塔上升 ，至色究竟

天之间 ，降下各种花雨 ，从彼等花雨中将发出三宝声等各种法音 ，欲色两界

诸天神闻此法音 ，顿时忆念起往昔善根 ，降临赡部洲 ，安置诸人于十善行中 。

又 ，诸花于虚空变成各种珍宝 ，亦降于娑婆世界 ，平息娑婆世界诸有情之争

斗等 ，人间无病年丰 ，诸凡有情见 、触或享用彼等珍宝 ，皆不退转于三乘 ，彼

等灵塔复又入住于黄金地基 。如是 ，刀兵 、饥馑 、瘟疫等三中劫出现时 ，诸灵

塔复变为帝青宝 ，上升至色究竟天 ，如前降花雨 ，传法音 ，降宝雨 ，消除一切

逆缘 ，尔后复降至黄金地基 。”枟善友传枠中说 ：“当赡部洲诸人至七百岁时 ，十

六尊者［１２２］将于此土 ，汇集所有一切释迦牟尼教法 ，造七宝塔 ，一切来会诸

人 ，共同绕塔 ，跏跌而坐 ，齐诵‘南无薄伽梵如来罗汉正等正觉释迦牟尼佛’ ，

恭敬顶礼 。尔后 ，彼等尊者亦无余涅般木 ，七宝塔亦下沉至黄金地基 ，随之世

尊释迦牟尼之正法亦将泯灭 。此后 ，将有七俱胝数的独觉出现于世 。后在

众生人寿增至万岁时 ，弥勒如来将出现于世 。”枟菩萨藏枠中说 ：“从人寿十岁

至弥勒出世 ，为上增劫 ，期间将有八万独觉出现于世 。”有人说 ：“释迦牟尼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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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入灭后 ，经五十七俱胝年时 ，弥勒佛方出于世 。”

佛陀教法大宝炬 ，已成福善功德藏 ，

只因时缘减遇合 ，犹如鲜花渐萎谢 。

如今教法不常住 ，寿命不固如风烛 ，

烦恼死神具魔力 ，故应勤修佛教法 。

思此释迦比丘众 ，此世不应舍正定 ，

如鹦布顿著此要 ，此善愿速谒弥勒 。

注释 ：

［１］ 　 v劫 ：佛教指一很长的时间单位 。松巴枟如意宝树史枠中 ，用年 、小劫 、中劫 、胜劫 、大

劫五种单位计算其时限 。认为每劫有成 、住 、坏 、灭四劫 ；又说有佛法的叫光明劫

或贤劫 ，无佛法的叫黑暗劫 。

［２］ 　婆罗门 ：古印度将人分为四个等级 ，依次是 ：婆罗门（贵族僧侣） 、刹帝利（王族） 、吠

奢（平民）和戊陀罗（奴隶） 。等级极为森严 ，禁止不同等级间交住 、通婚等 。

［３］ 　授记 ：即预言 。也译为“记别” 、“悬记” 。

［４］ 　吠陀 ：意译明论 ，指印度古典宗教文化书籍 。此处指吠陀派 ，是古印度的一教派

名 。

［５］ 　发心 ：即发菩提心 。是指誓愿利益一切有情 、一心向佛 、决心成道 。

［６］ 　娑婆世界 ：“娑婆” ，意为“堪忍” ，指众生能忍受诸苦 。娑婆世界 ，即指现世世界 ，认

为此世界充满苦难 ，众生在苦难中煎熬 。

［７］ 　十不善 ：指身业的杀 、盗 、淫三不善 ，口业的诳语 、恶口 、两舌 、绮语四不善 ，意业的

贪 、嗔 、痴三不善 。

［８］ 　五无间罪 ：指弑父 、杀母 、杀阿罗汉 、破坏僧侣和合以及恶心出佛身血五种罪恶 。

［９］ 　拘留孙佛 ：过去七佛之第四佛 ，贤劫千佛中的第一佛 ，相传人寿六万岁时出世 。

［１０］ 　拘那含牟尼佛 ：过去七佛之第五佛 ，相传人寿四万岁时出世 。

［１１］ 　住劫 ：四中劫之一 。松巴枟如意宝树史枠称 ：二十成劫 、二十住劫 、二十坏劫 、二十

空劫 ，如是八十中劫 ，成一大劫 。

［１２］ 　二胜弟子 ：指弟子中最有智慧和最具神变能力者 。

［１３］ 　十三事 ：此处指二胜弟子的诞生地 、种姓等十三事 。

［１４］ 　毗婆尸佛 ：过去七佛之第一佛 。

［１５］ 　作赞欲得 ：想得到别人的财物而赞赏其人的东西 。为五邪命之一 。

［１６］ 　矫诳 ：装模作样 。

［１７］ 　增上生 ：人天善圆满福报的助因 。

［１８］ 　定胜 ：永久安乐 ，泛指解脱位和一切智位 。

［１９］ 　余三 ：此处指六度中除布施 、持戒 、智慧三度之外的忍辱 、精进 、禅定三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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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殚上五 ：指作为福德资粮的布施 、持戒度 ，作为智慧资粮的智慧度 ，再加忍辱 、精进 、

禅定三度 ，将六度总分为五分 ，总称智慧度前的五度为“上五” ，认为皆可归纳到

智慧资粮中 。

［２１］ 　白净法 ：指善法 。有四种 ，即不为保命或为戏谑 ，故说妄语 ；存心正直 ，于诸有情 ，

无谄无诳 ；于诸有情 ，作导师想 ，如实赞叹 ；摄引弟子 ，向往菩提 ，不趋小乘 。

［２２］ 　薄伽梵 ：佛的别号 。意为出有坏 ，“出”谓超出生死涅般木二边 ，“有”谓有六功德 ，

“坏”谓坏灭四魔 。下文中多译为世尊 。

［２３］ 　四无量 ：指慈 、悲 、喜 、舍四无量 。

［２４］ 　五神通 ：指天眼通 、天耳通 、神足通 、他心通和宿命通 。

［２５］ 　四摄事 ：指布施 、爱语 、利行和同事 。

［２６］ 　四无碍解 ：正确通达诸法性相的四种智 ，即法 、义 、词和辩才四无碍解 。

［２７］ 　二资粮 ：福德和智慧资粮 。资粮指成佛的善业 。

［２８］ 　三十七菩提分 ：指四念住 、四正断 、四神足 、五根 、五力 、七觉支 、八圣道支 。

［２９］ 　二止观 ：寂止与胜观 。

［３０］ 　吠陀 ：古印度宗教文化典籍 ，主要有祠祀 、禳灾 、赞颂 、歌咏四大部分内容 。

［３１］ 　迦利沙钵那 ：钱量名 ，一颗可当四百钱 。

［３２］ 　暖位 ：加行道四位之第一位 。

［３３］ 　色究竟天 ：第四静虑的第八处 ，称密严刹土 ，为金刚持和报身佛的住地 。

［３４］ 　 枟译例枠中条 ：译例三条中的第二条 。 枟译例枠 ，是吐蕃赞普赤热巴巾时期制定的关

于译校佛说部和论疏部两类佛教典籍的三条规章 。中条即第二条 ，内容属不翻

译密乘母续经典的有关规定 。

［３５］ 　毗卢遮那 ：即大日如来 ，也称遍照佛 、明照佛 ，与不动如来 、宝生如来 、无量光如来

和不空成就如来 ，并称为佛教五佛 。

［３６］ 　寻香乐师 ：天界司伎乐之神 。

［３７］ 　尼连禅河 ：古印度河名 。释迦牟尼于此河沐浴 ，后坐菩提树下成道 。

［３８］ 　长净 ：八关斋戒之一 。

［３９］ 　那由他 ：大数名 。一那由他等于千亿 。

［４０］ 　蓝毗尼园 ：古印度净饭王国中的一名胜花园 ，为释迦牟尼降生处 。

［４１］ 　仙道王 ：古印度南部一国王 ，住胜云城 ，与释迦牟尼同时代 ，后传位于子 ，自己随

释迦牟尼出家 ，成为比丘 。

［４２］ 　四分时 ：一夜的四分之一时间 。

［４３］ 　马阴相 ：如马阴 ，阳物不外露之相 。

［４４］ 　阿门众革卑数位 ：亦译阿门众婆 ，一大数名 。

［４５］ 　阿伽罗婆罗 ：一大数名 ，等于两个阿门众婆数 。

［４６］ 　俱卢舍 ：古印度长度名 。一俱卢舍约 ５００弓长度 ，相当于 ２５０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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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ゥ遍入天神子 ，遍入天 ，梵名毗瑟纽 ，古印度婆罗门教徒所崇奉的造物主 。

［４８］ 　四大天王 ：东方持国天王 、南方增广天王 、西方广目天王 、北方多闻天王 。

［４９］ 　不净观 ：五停心观之一 。为对治贪欲心 ，观想自身及他身不净的观修法 。

［５０］ 　帝释 ：三十三天之主 。相当于汉族神话中的玉皇大帝 。

［５１］ 　鬼宿 ：二十八宿之一 。

［５２］ 　悉达多 ：意为义成 ，释迦牟尼出家前的俗名 。

［５３］ 　毗舍离城 ：古中印度一城名 ，第二次结集佛教经典处 。

［５４］ 　无所有处 ：无色界四处之第三处 。修禅者达到此处境界 ，所缘皆无所有 ，故名 。

［５５］ 　摩揭陀国 ：古中印度国名 ，国都王舍城 。

［５６］ 　影胜王 ：释迦牟尼在世时摩揭陀国国王 。

［５７］ 　百衲衣 ：亦作粪扫衣 。指一种从垃圾堆中拣取破布片缝合而成的衣服 。

［５８］ 　鸠般木荼 ：一种口敢人精气之鬼 。

［５９］ 　摩目侯罗伽 ：一种蟒神 ，亦称大腹行 。八部鬼众之一 。

［６０］ 　罗刹 ：恶鬼之总称 。

［６１］ 　他化自在天 ：欲界六天之第六天王 ，为欲界之主 。此天王夺他所化妙欲资具而自

己享用 ，故名 。

［６２］ 　地坚母 ：掌管大地之女神 。

［６３］ 　四定 ：即四禅定 。每一禅定各有不同境界 。

［６４］ 　余行 ：亦名喜乐子 ，古印度一外道师名 。

［６５］ 　遍行者 ：古印度一外道教徒 ，亦称活命外道徒 。

［６６］ 　八圣道分 ：亦作八正道 。指正见 、正思维 、正语 、正业 、正命 、正精进 、正念和正定 。

［６７］ 　见道 ：三道之一 。初生无漏智 ，照见真谛理义之位 。小乘俱舍宗讲其有八忍和八

智之十六心 。

［６８］ 　 “此是苦也 ⋯ ⋯ ”等 ：指示转的“此是苦也 ，此是集也 ，此是灭也 ，此是道也” ，即示

四谛之四相 。

［６９］ 　 “苦当知 ⋯ ⋯ ”等 ：指劝转的“苦当知 ，集当断 ，灭当证 ，道当修” ，即劝谛之修行 。

［７０］ 　 “苦者我已知 ⋯ ⋯ ”等 ：指证转的“苦者我已知 ，集者我已断 ，灭者我已证 ，道者我

已修” ，是佛自举己为证的说法 。

［７１］ 　眼 、智 、明 、觉 ：见道十六心中的八忍八智 ：四法智忍为眼 ，观见之义 ；四法智为智 ，

决断之义 ；四类智忍为明 ，照了之义 ；四类智为觉 ，警察之义 。 枟毗婆沙论枠七十六

曰 ：“眼者谓法忍智 ，智者谓诸法智 ，明者谓类忍智 ，觉者谓诸类智 。复次 ，眼是观

见义 ，智是决断义 ，明是照了义 ，觉是警察义 。”

［７２］ 　说一切有部 ：小乘有部 ，信奉枟大毗婆沙论枠 ，承认无为和有为三世 ，过去 、现在和

未来三时诸法 ，其体皆实有 ，故名说一切有部 ，为古印度佛教四宗派之一 。

［７３］ 　声闻四果 ：指预流 、一来 、不还 、阿罗汉等四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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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殚灵鹫山 ：在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中 ，释迦牟尼曾于此山说法 。

［７５］ 　楚译师 ：指楚布译师绛巴伯（１１７３ － １２２５） ，西藏噶玛噶举派楚布寺高僧 ，其弟子

森巴钦波为本书作者之师 。

［７６］ 　清净佛土加行 ：般若七十义之一 ，属三十六加行法中的一种 。主要讲佛开示般若

经时 ，授记各听法者于何处成佛 ，所应教化的有情是哪些等 。

［７７］ 　阿赖耶 ：意为“藏” ，指能含藏一切事物的种子 。为心识中的第八识 。

［７８］ 　摩那耶山 ：在南印度 ，为波澜河和伯陀罗河河源 。

［７９］ 　毗舍离城 ：义译广严城 ，在中印度恒河边 ，今作毗萨尔 。

［８０］ 　等起 ：欲有某种行为的心思 、动机和念头 。

［８１］ 　四神足 ：三十七道品中资粮道所证的四种功德 ，即欲定断行具神足 、心定断行具

神足 、勤定断行具神足 、观定断行具神足 。

［８２］ 　迦旃延 ：佛陀释迦牟尼的声闻弟子之一 ，传为教化边土众生第一 ，是小乘根本四

部中上座部的创始人 。

［８３］ 　修善四果 ：同声闻四果 。修善亦称沙门 ，指勤修破灭烦恼 、消除轮回之苦善法者 。

［８４］ 　五处 ：指身体的顶际 、喉间 、心间 、脐间和秘密处五个部位 。

［８５］ 　未生怨王 ：即阿阇世王 ，佛在世时为古印度摩揭陀国国王 ，住王舍城 ，佛灭度后曾

作施主 ，集中五百罗汉结集佛法 。

［８６］ 　阿泥律陀 ：译言“不灭” ，释迦牟尼座前十大声闻弟子之一 ，称为“天眼第一” 。

［８７］ 　罗婆迦城 ：意为发声城 。

［８８］ 　巴特那 ：原文译音“加佳那布” ，意为华氏城 。系印度古城 ，在今比哈尔邦东部的

恒河南岸 ，有 ２５００年历史 。公元前 ３世纪时为阿育王首府 。阿育王即位第十七

年 ，在此举行第三次佛典结集 。

［８９］ 　修夏 ：也称坐夏 。按佛教律制 ，比丘须于夏季安居三月 ，足不出户 。

［９０］ 　满慈子 ：又作富楼那 。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 ，为说法第一弟子 。

［９１］ 　犍椎 ：亦译打木 、檀板 。用旃檀木等制成 ，两端刻有蛤蟆头形 。是用来集合僧伽

的响器 。

［９２］ 　 忄乔梵波提 ：译言“牛主” ，初在释迦牟尼座前出家 ，后为舍利弗弟子 。

［９３］ 　普喜六法 ：指财 、食 、资 、具 、利 、济等 。

［９４］ 　杜多功德 ：通过后天学习而得到本领的修行功德 。

［９５］ 　三十三天 ：帝释所居天界 。

［９６］ 　筹木 ：举办法会时 ，计算僧侣人数的木筹码 ，用怪柳木制成 。

［９７］ 　四他胜罪 ：比丘四种根本罪 ，即不净行 、不与取 、杀人和妄说上人法 。

［９８］ 　粪扫法衣 ：即百衲衣 。用垃圾堆中拣来的布片缝制成的袈裟 。

［９９］ 　恶作罪 ：五堕罪之一 。五堕罪是 ：他胜 、僧残 、堕罪 、向彼悔 、恶作等五罪 。

［１００］ 　鬼语 ：介之于梵语和俗语之间的一种语言 ，也作毕舍遮语等 ，是古印度四大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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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之一 。四大语族是 ：梵语 ，也称天语 、善构语 ；俗语 ，也称土语 、巴利语 ；鬼语 ，也

称毕舍遮语 、罗刹语 、中间语 ；讹误语 ，也称阿跋商夏语 、音变语 。

［１０１］ 　阿纳含 ：意为“不还” ，小乘声闻四果中的第三果 ，指已断欲界九修所断 ，不须返

还欲界中者 。

［１０２］ 　须陀垣 ：意为“预流” ，小乘四果之初果 。

［１０３］ 　邪命生活 ：指比丘不依法规乞食自活 ，违背有关规定而生活 。

［１０４］ 　旃陀罗阁弥 ：译言八戒居士皎月 ，亦称皎月居士 ，公元 ７世纪印度一声明学家 。

［１０５］ 　本尊 ：旃陀罗阁弥的本尊为度母 ，度母咒的首句是“达热” 。

［１０６］ 　世间自在 ：即世自在 、观自在 、观音菩萨 。度母为其变化身相之一 。

［１０７］ 　龙树罗目侯罗 ：对龙树的誉称 。

［１０８］ 　卓格 ：语意不详 。郭和卿译本作“时分” ，谓一时分为一昼夜的八分之一 。

［１０９］ 　二摄论 ：即枟对法集论枠和枟摄大乘论枠 。

［１１０］ 　豆新 ：一年新收获第一次食用的豆类食物 。按佛教习俗 ，先应敬献神佛 。

［１１１］ 　可住子部 ：亦译犊子部 。为小乘声闻十八部之一 ，与鸡胤部 、守护部 ，并称正量

部 。

［１１２］ 　达玛格底 ：法称的梵文名 。

［１１３］ 　七部量论 ：即法称对陈那枟集量论枠的七部注释本 ：枟释量论枠 、枟定量论枠 、枟理滴

论枠 、枟因滴论枠 、枟关系论枠 、枟悟他论枠和枟诤理论枠 。前三部释因明之本体 ，后四部

释因明的组成部分 ，总称为“三本四支” 。

［１１４］ 　二圣 ：据下文 ，指无著和解脱军 。

［１１５］ 　 枟具光论枠 ：郭和卿先生译本中作枟沙弥颂释具足光明论枠 ，为说一切有部论典 。

［１１６］ 　 枟因陀罗文法枠 ：古印度十大梵文声明学著作之一 。作者帝释天王 ，亦译释提桓

因 。

［１１７］ 　弥底 ：藏语名耶西扎巴 ，译言智称 ，传为阿底峡尊者上师之一 ，１１世纪中叶来西

藏 ，因同来译师死亡 ，自己不懂藏语 ，一度流亡民间为人放牧牛羊 ，后在康区传

教 ，用藏文写成枟口剑论枠 ，亦译枟语门武器枠 ，主要讲述梵藏语言的词汇 、语法规

律 。

［１１８］ 　黎域 ：今新疆南部昆仑山以北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间地区总名 。包括和田 、且

末 、民丰 、若羌等地 。历史上 ，主要指和田和于田地区 ，这一带佛教曾十分流行 。

［１１９］ 　绛域 ：指云南省丽江一带纳西族聚居地区 。

［１２０］ 　四显色 ：指青 、黄 、赤 、白四种颜色 。

［１２１］ 　都玛格德星 ：九曜之一 ，即慧星 ，亦作计都星 。

［１２２］ 　十六尊者 ：指受释迦牟尼之命 ，住持佛教的因竭陀尊者等十六位罗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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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藏地佛教

第一节 　前 　弘 　期

关于藏地人类最初出现情况 ，枟胜天赞释枠（原注 ：阿阇黎喜饶果洽（智

铠）所著）中讲 ，杰桑五子（原注 ：释迦族人）
［１］与十二敌军交战时 ，汝巴底王

带领其军士一千人 ，乔装为妇女 ，逃入大雪山丛中 ，后逐渐繁衍为藏人 。藏

地传说（原注 ：藏地初无人 ，到处是非人 ，卦师治世间 ，后由牟杰赞普女妖占

如扎 、罗刹叶夏蒂哇 、龙王冈波等统治 。此后 ，弥猴与罗刹岩女繁殖出人种 ，

出现玛桑九兄弟 、二十五小邦 、十二小邦 、四十分散小邦等） ，藏人由弥猴和

罗刹岩女繁衍而出 。这些详细情况 ，请阅其他史书 。

关于藏王世系 ，有人说其王嗣来自忄乔萨罗国波斯匿王［２］之子五节 ，有人

又说坚影王［３］的幼子小力之子为五节 。也有人说 ，当藏人受诸魔和十二夜

叉小邦迫害之时 ，白萨罗国能现王生下一子 ，睫毛盖住眼皮 ，手指间有蹼相

连 ，国王惊恐 ，将此儿置入铜盒 ，抛入恒河 ，被一农夫拾得收养 。长大后 ，他

听到自己过去的历史 ，心生悲哀 ，逃往雪山岩间 ，渐次越过拉日神山 ，来到赞

塘果玉［４］地方 ，被当地本教徒看见 ，说他沿着天索和天梯而来 ，是位天神 。

后问他是谁 ？回说是赞普 ；再问他从哪里来 ？他手指天空 ，彼此不通语言 。

于是 ，众人将他置于木座 ，四人用肩扛抬 ，让他做“我等之君长” ，尊为聂赤赞

普 ，是为藏地最初之王 。 （原注 ：初建雍布拉冈宫 ，由措牟辛之布加改变本

教 ，调伏松巴本徒阿央加瓦） 。聂赤之子牟赤赞普 ，牟赤之子丁赤 ，丁赤之子

索赤 ，索赤之子耶赤 ，耶赤之子达赤 ，达赤之子同赤赞普 ，以上共七任赞普 ，

总称为“七尺王”” 。在最末同赤王时期 ，笃本［５］兴盛 。

司赤赞普生三子（原注 ：长子夏赤 ，次子止贡赞普 ，幼子恰赤 。称布德贡

加 。止贡与其臣战 ，不胜 ，被臣下所杀 。三王子逃往工布 ，成为工布和娘布

之王 ，被大臣洛岸擒 。三子之母梦中与一白人交合 ，生下一血球 ，球中出一

子 ，名因生 ，后被拥立为王 ，称布德贡加 ，制服大臣洛岸 。此王之时 ，出现种

植农物 、冶炼金银 、架设桥梁等） ，第三子恰赤 ，称布德贡加 ，其子俄肖勒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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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瓦达孜宫寨 ，是为藏地最早之宫寨 。俄肖勒之子代肖勒 ，代肖勒之子古日

勒 ，古日勒之子仲杰勤 ，仲杰勤之子妥肖勒 。以上共六王（原注 ：相传墓地在

天 ，身体如虹而逝） ，称之为地上“六勒王” 。

妥肖勒之子为嘉萨南森代 ，其子代诺 。从天王［６］起（原注 ：嘉萨南森

代 、代诺及以后的奥楚雍赞 、赛诺兰代 、赛诺波代 、代果南 、代加勒 、代森赞

巴 ，共称“八代王” 。此后有加代热隆赞 、赤赞或称赤扎邦赞） ，至赤脱杰脱赞

之间 ，共传二十六代 。

拉脱脱日年赞在位后 ，寿至六十岁时 ，一天从所住雍布拉岗宫宫顶天空

降下一宝箧 ，开箧一看 ，内盛枟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枠
［７］

、枟百拜忏悔经枠和一

座佛塔 ，遂起名“玄秘神物”而供奉 ，由此寿至一百二十岁 。是为佛教正法传

入藏土之始 ，此前国政由本教治理 。此王在梦中曾得授记 ：“再过五代 ，将有

知晓此箧经典之人 。”此王之子赤年桑赞 。赤年桑赞之子卓年德日（原注 ：患

麻风病） 。卓年德日之子达日年色 ，双目失明 ，执政后供奉“玄秘神物” ，双目

得以复明 ，见虎山上盘羊行走 ，故取名达日年色［８］
。此王之子即南日松赞

（原注 ：此王在位时 ，从汉地传来历法和医药） 。

南日松赞与其妃蔡邦氏直萨托噶于火阴牛年生一具足相好的王子 ，头

顶上自然住有阿弥陀佛（原注 ：降生于强巴不变宫） ，取名赤代松赞 ，常用彩

缎包束头上的无量光佛像（即阿弥陀佛像） 。十三岁时（原注 ：父王驾崩） ，执

掌国政 ，征服周边一切小邦 ，向他贡献礼物函件 。

那时 ，藏土没有文字 ，他派吞弥阿努之子和随行十六人去印度学习文

字 。他们向班智达天明狮子学习声明 ，根据藏语创制三十个辅音字母和四

个元音字母 ，并参照迦湿弥罗字体 ，于拉萨玛如宫堡始创藏字 ，造八部语法

书 。藏王自己闭户四年 ，专事学习 。嗣后 ，译出枟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枠 、枟百

拜忏悔经枠和枟宝云经枠等 。那时 ，还听到民众指责藏王的话语 ，遂制定十善

法规 ，置民众于正法中 。由此 ，属下向他上尊号曰“松赞干布”
［９］

。此后 ，松

赞干布派人从印度请来自然生成的蛇心旃檀十一面观音像 ；与泥婆罗光铠

王之公主赤尊成婚 ，公主带来不动金刚佛像（原注 ：八岁等身像） 、弥勒像 、旃

檀度母像 ；与汉王（原注 ：唐太宗）狮子王之汉公主（文成公主）成婚 ，公主请

来幻现的觉卧像（原注 ：十二岁等身像）
［１０］

。后来 ，赤尊公主欲建佛殿 ，但未

能修成 ，知藏地地形如罗刹女仰卧 ，须要镇伏 ，于是在魔女右肩上建噶察寺 ，

左肩上建昌珠寺 ，右足上建藏章寺 ，左足上建仲巴江寺 ，此即四翼四寺 ；在右

肘上建贡波布曲寺 ，左肘上建洛扎空厅寺 ，右膝上建噶扎寺 ，左膝上建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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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则寺 ，此即镇边四寺 ；在右掌心上建绛蔡地方的隆南（镇风）寺 ，左掌心上

建康区的隆塘度母寺 ，右脚掌心建芒域地方的强真（慈云）寺 ，左脚掌心建门

域的本塘寺 ，并建坝卓杰曲等许多寺庙殿堂 。还在最初的卧塘湖修建石堡 ，

用木钉橛作支架 ，涂以龙泥 ，役使山羊驮土填湖 ，在其上建成拉萨羊土幻现

寺（即大昭寺） ，于北墙房间安装屋板 ，供奉自然生成的十一面大悲观音像 。

后来 ，藏王到汉地五台山 ，建成一百零八座佛堂 ，汉公主建小昭寺 。

当时 ，印度阿阇黎古萨惹 、婆罗门罕噶罗泥婆罗 、阿阇黎尸罗曼珠 、汉地

阿阇黎大天寿和尚 ，以及译师吞弥桑布札及其助手达磨果夏 、拉隆多杰贝

等 ，译出许多经典 ，并予审定 。

此位藏王（原注 ：在藏地划分四如和东岱 ，南征洛和门地 ，西平香雄 ，北

讨霍尔 ，东伐杂弥辛弥等 ，将许多地方均归于治下 。八十二岁于土阴鸡年去

世）传为大悲观音之化身和黎域二大德的转世 ，有其历史传说 。此王执掌国

政六十九年 ，八十二岁时驾崩 。与此同时 ，汉公主谓将释迦牟尼佛像从小昭

寺请到大昭寺北墙房间隐藏 ，用泥涂抹殿门 ，上绘文殊像 。说毕 ，与赤尊 、藏

王一起 ，三人同时融入大悲观音像中而逝 。诸大臣遂按遗嘱调换了觉卧佛

和不动金刚佛二像的位置 。

藏王松赞干布之子为芒松芒赞（原注 ：为蒙萨赤尊所生 ，执政五年 ，十八

岁去世） 。其子为贡松贡赞（原注 ：执政十五年 ，二十四岁去世） 。贡松贡赞

之子为都松芒波杰（原注 ：水阴鸡年生 ，执政二十九年后去世 ，藏土出许多供

品 、乐器和七大技艺人） ，亦称洛南楚王 。此王之子为赤德祖丹 ，曾建拉萨喀

扎殿 、钦浦南萨殿 、达普喀拉殿 、多麦地区的林曲赤则殿 、扎玛地方的迦曲夏

果殿 、旁塘的噶麦殿 、瓜曲的宛穹殿 、扎玛的真桑殿等 ，由占嘎牟拉果夏和

聂·杂那鸠摩罗译出枟百业经枠和枟金光明经枠两部经文 ，并译出星算 、历药等

类书籍 ，规范教法规制 ，（原注 ：此王六十三岁时去世） 。赤德祖丹之子姜擦

拉本 ，迎娶汉公主金城为妃 ，但姜擦拉本死（原注 ：传说姜擦拉本被大臣所

杀） ，金城与其父成婚 ，并寻找回释迦牟尼佛像供奉 。

这位藏王于土阳马年生下一王子 ，具足相好 。藏王为教法事前往旁塘 ，

小王子被藏妃那南氏夺去 ，成为那南氏之子 ，称之为赤松德赞 。赤松德赞幼

时 ，曾派遣桑希等四人去汉地求法取经 。当时 ，有位具神通的和尚说藏地派

来的使者中有位菩萨的化身 ，详说其相貌特征 ，并捏制出其面具像 。使者抵

汉地 ，皇帝优礼接待 ，赠送给许多经典 ，还派一位和尚同他们一起返藏 。当

他们返回后 ，藏王（赤德祖丹）已去世 ，因王子年幼 ，由大臣们专权 ，破坏了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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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制 ，信奉佛法者被驱逐 ，欲将释迦牟尼像送回汉土 ，但用三百人未能运

走 ，只好埋藏在沙土下 ，将拉萨（大昭寺）作为屠宰场 。那时 ，那南家族掌权

的杰塘拉巴背裂而死 ，觉珠吉俄嘉贡焦渴而死 ，人称这是将佛像埋在沙土下

的报应 。于是 ，又将释迦牟尼佛像用两头骡子驮运到芒隅的吉仲地方 。当

时 ，还毁掉了喀扎和真桑两座佛堂 。

那时 ，巴兰扎地方拔萨囊先祖的后裔中 ，有兄妹两人同时死去 ，汉和尚

为之做法事 。一年后 ，转生为子（此即拔萨囊） 。及长 ，被王子派往芒隅任隆

布 ，适逢桑希返归 ，遂将法本藏于石岩下 ，赤松德赞年满十三岁后执掌国政 ，

听说先祖奉佛的事迹后 ，取出埋藏的法本 ，生起敬信 ，命甲麦果和班智达阿

南达 ，会同桑希 ，由他们三人将法本翻译成藏文 。但译经刚开始 ，即遭到母

舅大臣仲巴杰等人的阻止 。此后 ，诸信佛大臣派桑希到芒隅 。萨囊离开芒

隅 ，前往印度朝拜大菩提树道场和那烂陀寺 。他途经泥婆罗时 ，拜会亲教师

菩提萨土垂［１１］ ，发心请菩提萨土垂到芒隅兴建寺庙 ，后得名益希旺波（意为智

王） 。他曾迎请阿阇黎（莲花生）赴藏 ，阿阇黎为之授记并许诺 ，后到泥婆罗 。

他学习所埋藏的法本 ，于隆粗宫拜会藏王 ，商谈有关兴佛事宜 ，细呈菩提萨

土垂大师的情况 。藏王让他暂作隐藏 ，说“自己与尚·聂桑喀作商议 。”后 ，与

尚·聂桑喀 、桂·赤桑等信佛大臣商谈振兴佛法事宜 ，聂桑喀道 ：“母舅大臣权

重不喜佛 ，恐难成事 。”桂则说 ：“设法则能 ，吾将以计镇伏之 。”最后君臣做出

决断 ，桂·赤桑设计 ，将母舅大臣仲巴杰诱至墓穴 ，用磐石堵塞墓口 ，活活埋

掉致死 。尔后 ，派益希旺波前往迎请阿阇黎菩提萨土垂 ，派朗仲那惹 、聂达赞

东色 、章加热勒色三人去迎接 。迎接人员在芒隅会见阿阇黎后 ，朗仲那惹和

阿阇黎暂住芒隅 ，其他人回王宫向藏王禀报 ，诸尚隆（母舅家族大臣）进言 ：

“是否南方泥婆罗的恶咒师在作怪 ，尚待观察 。”于是 ，藏王又派桑希 、僧贡拉

隆色和钦麦连三人去考察 ，因语言不通 ，让迦湿弥罗的阿南达作翻译 ，询问

阿阇黎是位怎样的人物 ，最后确认为是位贤善大德 ，不该扰乱心意 ，遂请往

王宫 ，由阿南达作翻译 ，于隆粗宫讲授十善 、十八界 、十二缘起等法四月 。因

此触怒藏地鬼神 ，出现洪漂旁塘宫 、雷击红山［１２］
、人畜患瘟疫等现象 ，民众

不悦 ，胡说这是信佛的结果 ，被迫将阿阇黎遣回泥婆罗 。

此后过了一段时间 ，复派拔·萨囊去汉地求法 ，又派桑希等三十人再去

迎请阿阇黎 。当时 ，一位汉和尚说 ：“经过六月零六天 ，有位圣者马鸣［１３］的

化身将来这里” ，并画出了来人的像 。藏人到汉地后 ，汉皇帝重赏他们 ，赐给

和尚修习教谕 ，对属众亦赐礼品 。桑希等返回后 ，藏王谓桑希“阿阇黎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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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 ，汝当往请” 。于是 ，桑希往泥婆罗 ，请阿阇黎到扎玛的真桑殿 。阿阇黎

告诉藏王“如不制伏藏地凶恶鬼神 ，则难兴佛法 ，且藏王多短寿 ，为调伏鬼

神 ，有位具有神通威力的阿阇黎 ，名叫白玛桑巴瓦［１４］
，请将他请来 。”藏王在

梦中也得到启示 ，即派拔·芒杰萨囊 、僧贡拉隆二人带着那南·多杰杜迥 、杰·

杂那僧底 、钦·释迦扎跋 、章底·杂雅热其达 、须布·贝吉僧格等五人去请 。阿

阇黎得知 ，前往芒隅贡塘与来人相见 ，后渐次制伏诸凶恶鬼神 ，来到黑波日

山 ，与藏王会晤 ，又到墨竹普 ，制伏了藏地一切神鬼 。此后 ，阿阇黎被请到桑

耶 ，主持土地仪轨 ，并勘察地理地形 ，以欧丹达布黎寺（古印度佛教名刹）为

蓝本 ，设计出具有须弥山 、十二洲 、日月双星 、周围由铁围山围绕的寺院样

式 ，于火阴兔年奠基动工兴建（原注 ：藏王于铁阳马年五十六岁去世 ，故亦有

桑耶寺于铁阳虎年奠基动土之说） 。初建阿雅巴洛林殿 ，诸神形象均仿照藏

人而造 ；元妃蔡邦氏·麻加美朵仲玛兴建了康松桑康林殿 ；王妃颇央氏·加毛

宗兴建了乌察赛康林殿 ；王妃卓氏·绛曲曼兴建了格吉血玛林殿 。土阴兔

年 ，寺院竣工 ，阿阇黎菩提土垂和白玛桑巴瓦主持了开光仪式 ，十三年举办了

庆典 。羊年 ，请来十二位说一切有部比丘 ，为考验藏地能否建立僧伽制度 ，

以七人应试出家 ，此即“三老” ：伯·曼殊室利 、巴热达·热底达 、占嘎·牟底迦 ，

“三少” ：昆·那根扎 、巴果·毗卢遮那 、藏·提宛扎 ；“一壮” ：朗·迦达那 ，出家法

名为益西旺布 。有人说 ，当时主持出家仪式的亲教师是达那尸罗 。实际上 ，

由菩提萨土垂为亲教师 ，首先剃度加赤色出家（原注 ：另有三百名大臣子弟出

家） ，后成具足五通的大德 ，次度拔·萨囊 、巴赤协·桑希达 、巴果·毗卢遮那 、

安兰·加哇却央 、昆·鲁旺布尚 、麻阿杂拉·仁钦却 、藏·勒珠出家 ，他们的法名

是益西旺布·伯央等 ，称之为“应试七人” 。这些人的法名末均有菩提萨土垂

的法名罕达热其达 ，以此观之 ，很明显是其弟子 。至于阿阇黎的传承 ，桑耶

寺壁画中绘有 ：舍利佛 ———罗目侯罗 ———龙树 ———清辨 ———祥隐 ———智藏

———亲教师菩提萨土垂 。

此后 ，莲花生白玛桑巴瓦大师将安肖沙漠变为草地 ，疏导大江入于河谷

等 ，还将银瓶抛向空中 ，取来乳色天水 ，以供藏王沐浴 。但因受大臣离间 ，复

被遣回 。另外 ，印度阿阇黎毗摩罗牟扎 、佛密 、罕底迦跋 、毗须达僧哈等 ，会

同藏地译师“应试七人” 、却吉囊哇 、班底南喀 、卓仁钦代 、南巴牟多 、释迦奥

等作翻译 ，译出了许多佛典法本 。又请来持密大师达摩格底于伏魔密殿传

授瑜伽金刚界曼陀罗灌顶 ，由迦湿弥罗班智达孜那牟扎 、达那尸罗等在净戒

殿传授律戒 ，由汉和尚等在不动静虑殿带头净修禅定 ，在修词梵殿讲授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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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在白哈库殿积放财宝 ，在大日如来殿讲经说法等 ，全面弘兴佛教 。龙年 ，

住丹噶宫翻译声明学的导师伯则（祥积） 、僧人鲁伊旺波（龙自在）等 ，在藏区

译出许多正法 ，并用朱砂书写经名 ，审定卷函和偈颂数目 ，编出目录 。

此后 ，阿阇黎菩提萨土垂授记说 ：“藏地不会出现外道 ，但佛教将分成两

派 ，发生争论 ，届时 ，可请我弟子迦玛拉希拉［１５］来辩论 ，会息灭邪论 ，显扬正

法 。”后来 ，阿阇黎被马踢伤而圆寂 。

继委任伯央为轨范师讲经说法 ，益西旺布前往洛扎净修 ，汉地和尚摩诃

衍那门徒的势力兴盛起来 。他们认为以身语之法行为善不能正觉成佛 ，应

于无所作中而正觉 ，贪著断见 ，不作善行 ，藏人大多喜好是说而学和尚之宗 。

只有伯央 、跋惹达那等少数人宗阿阇黎菩提萨土垂之规 ，因此因见行不同而

发生争论 。对此 ，藏王吩咐“当依阿阇黎菩提萨土垂的见行而行” ，但这激怒

了那些愚昧的法师 ，他们手持利刃 ，扬言要杀掉渐门派人 。藏王心中不安 ，

派人去召唤益西旺布 ，但连召两次未果 ，遂命第三次召唤者如再违命将杀

头 。使者到达益西旺布所住的岩穴 ，这是一个需用十二寻［１６］长的吊索才能

抵达的洞窟 。使者请益西旺布应召 ，若再违命有杀身之祸 。益西旺布陈情

说 ：“求藏王别再召我 ，请不要忘了阿阇黎菩提萨土垂的遗嘱 。”这才提醒了藏

王 ，遂派使者去迎请阿阇黎迦玛拉希拉 。和尚（摩诃衍那）知道此事后 ，请来

广本般若经等深奥显宗经典进行讲习 ，宣说不需法行而以睡眠可成佛的说

教 ，著枟静虑眠轮论枠及阐述此论的枟断诤静虑答复书枠 、枟再答书枠二书 ，并著

以这种理论为根据的枟见之表相论枠 、用经教成立论点的枟八十经根据论枠等 。

他们见到枟解深密经枠与自己的见行相悖 ，甚至用脚将经文搓拢成一团 。

当时 ，益西旺布上书藏王 ，阐明亲教师（寂护）的密意见解 ，藏王大悦 ，称

赞他是“我的阿阇黎” 。迦玛拉希拉来藏后 ，双方举行辩论 ，藏王坐在上面 ，

和尚居右列 ，阿阇黎居左列 ，诸渐门派学人附居其后 。藏王将花鬘付于阿阇

黎和和尚 ，颁令说 ：“双方开始辩论 ，负者须向胜者献上花鬘 ，并且不能留驻

藏土” 。

辩论开始 ，首先和尚（摩诃衍那）道 ：“行善作恶 ，只能往赴善恶二趣 ，不

能脱离轮回 ，且会成为成佛之障碍 ，此如黑白二云 ，都能障蔽虚空 。而凡不

作意 ，对任何不作思维 ，则可完全解脱于轮回 。对任何不作意 、不分别 、不伺

察 ，即是无缘想 ，故能顿入 ，同于第十地 。”

迦玛拉希拉（莲花戒）道 ：“如尔所言 ，所谓全不所思 ，即断舍妙观察

智［１７］
。清净智之根本为妙观察智 ，故舍此智 ，则舍出世间智［１８］

。若无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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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智 ，则凡是瑜伽行者均住无分别 ，如果一切法都无念想 、全不作意 ，则不能

念想和作意一切修行体验觉受 。如果心想我不念想法 ，则将是极念想作意 。

如果仅作无念想 ，那么昏厥或无知觉之时则应是证得无分别［１９］
。无清净妙

观察智 ，则无入于无分别之方便 ，虽遮上了近似念想 ，但无清净妙观察智 ，何

以能证诸法无自性［２０］
？这是因为唯有通达空性智慧 ，方能断舍障染 。 是

故 ，只有以清净智慧才能远离颠倒相 ，这个正念是不可不念想的 。无念和无

作意 ，何能随念宿住而成一切智［２１］
？如何能断舍烦恼 ？因此 ，以净慧抉择

诸义的瑜伽行者 ，应通达一切三时内外皆无自性 ，息除分别 ，断舍一切恶见 。

只有开示此理 ，善巧智慧方便 ，而断除一切障染 ，才能获证一切佛法 。”

接着 ，藏王要求所有徒众皆参予辩论 。伯央道 ：“按汉和尚观点 ，若存在

顿入和渐修 ，则六度安立为不顺方 ，布施依摄受而设施 ，舍一切摄受 ，为最胜

布施 。如是类推至智慧度 ，佛世尊灭度后很长一段时间 ，不存在不同之见 ，

后出现中观三派 ，彼此见地不同 ，出现顿门顿入派 ，以致不求不证而成如是 ，

虽所入门不同 ，但成佛则一 ，证果亦同一 。”益西旺布道 ：“应察顿入和渐入两

说 ，若渐入 ，则不存因 ，与我等看法不同 ；若顿入 ，则尔有何可作 ，如果一开始

就成佛 ，则有阿过失 。是故 ，登山需步步攀登 ，不会一蹴而就 ，若证得初地亦

难 ，则何奢谈证得一切智 。以我渐门之规 ，以三慧修一切佛语 ，无误通晓其

义 ，再修学十法行 ，由此得忍位 ，无过患住于初地 ，渐次修习十地 ，待二资粮

圆满 ，方能正觉 。如尔之说 ，资粮未圆满 ，心未净治 ，连世间之所作亦未知 ，

则何以知一切所知 ？若全无所作而眠 ，不吃饭食 ，饥饿而死 ，则岂能成佛 ？

若不观察地形而迈步 ，则失足滑倒 ，如是何能通达正法 ？”

如是这般广说后 ，顿门派无言以对 ，只好将花鬘献给阿阇黎 ，承认失败 。

这时 ，觉麻麻等人心生悲哀 ，用石块捶击自身而死 。于是 ，藏王下令 ：“从今

以后 ，见持龙树之规 ，行作十法行 ，修学般若波罗蜜多 ，不许宗顿门之规 ！”将

和尚遣回汉地 ，把各种法本收集起来埋为伏藏 。顿门和渐门系为汉语 ，是顿

入派和渐入派之意 。后来 ，汉和尚的四个汉人屠夫行刺阿阇黎迦玛拉希拉 ，

使之肾脏受伤而亡 ，益西旺布绝食而示寂 ，赞普亦于六十九岁去世 ，相传他

为文殊之化身 。

赤松德赞之子牟尼赞普于水阳虎年执掌国政 ，他在桑耶寺建立四大供

养制度 ，三次均藏地属民之贫富 ，在位一年零七月 ，十七岁时被其母后下毒

杀害 。嗣后 ，其年仅四岁的弟弟赤德赞即位 ，被称之为“萨那勒” ，曾建噶穹

加代寺 ，振兴佛法教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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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德赞生有五子 ，即赤德松赞热巴巾 、藏玛 、赤达玛乌东赞 、拉杰伦珠和

赤钦波 。其中热巴巾传为金刚手之化身 ，十八岁执掌国政 ，曾建九层金顶楼

房的乌江岛宫 。他见先辈时期 ，由阿阇黎菩提萨土垂 、益西旺布 、香·加年业

桑 、伦赤协·桑希 、译师杂那提婆果洽 、杰其周 、婆罗门阿南达等所译教法术

语 ，很多不为藏人通晓 ，且有不少用汉地 、黎域 、萨霍尔等地各种语言译出 ，

给学法遭成困难 ，于是命边远日下地方的亲教师孜那牟扎 、苏然扎菩提 、室

连扎菩提 、达那尸罗 、菩提牟扎 ，藏地亲教师然达热其达 、达磨达尸罗 ，善巧

译师杂那赛那 、咱雅热其达 、曼珠室利瓦玛 、惹德南扎尸等人 ，将大小乘中的

所有印度术语译成藏语 ，并厘定一切名词 ，收编成目录 。同时下令 ，今后无

论何时 ，均不得违越此已定的教典名词 ，所有人必须学此术语翻译 。将以前

所译均用新的术语厘定 ，用法律形式作出译例三条 ：除说一切有部律仪外 ，

不译其他律宗 ；不译密宗经典 ；对升斗大小 、两钱等重量单位均按印度标准

改正 。此王对每一出家人 ，配给俗家庶民七户 ，敷头巾于坐垫 ，以示顶礼 ，一

度进兵汉地得胜 ，树甥舅和盟碑于拉萨（原注 ：建乌江岛吉祥无比增善寺 ，在

此之前 ，由王臣建佛堂一百零八座） 。由于献国政于出家人 ，引起不信佛大

臣的忿怒 ，他们密谋破坏善法戒律 ，将出家的王子臧玛流放到卓木［２１］
，离间

说王妃昂茨玛与钵阐布贝吉云丹私通 ，杀害钵阐布 ，王妃自尽 。赞普自己在

三十六岁的铁阴鸡年 ，被拔加多热和觉若勒扎二人扭脖颈致死 。

此后 ，赞普朗达磨乌东赞执政 ，任用独角鬼拔加多热为内阁大臣 ，侍臣

那南 、加察 、赤松等大作违背善法的事 ，毁坏译师和班智达的译经场所 ，使未

竟的译经半途而废 ，乌江岛寺也未能开光 。赞普年长 ，魔更入心 ，迫害出家

僧人 ，对不愿除去僧装者 ，发给了箭 、钹鼓 ，强迫狩猎 ，凡不遵命者杀无赦 。

释迦牟尼佛像未能搬动 ，埋于沙土下 ，封闭寺门 ，抹成泥壁 ，上绘僧人饮酒图

案 。桑耶和小昭寺大门也被泥封 ，经典卷帙大多埋藏在拉萨的石岩下 。

过了较长一段时间 ，叶尔巴拉日宁波山有位正在禅修的拉隆贝吉多杰 ，

知道灭法事后 ，对赞普生起特殊悲愍 ，用炭灰涂黑所骑白马 ，身着外黑里白

的大氅 ，挟着铁弓铁箭 ，来到拉萨 。他见赞普正在甥舅和盟碑前念诵碑文 ，

便顺着大昭寺和具喜塔来到赞普前 ，靠着膝盖暗拉铁弓 ，借上前礼拜 ，第一

拜暗中拉开铁弓 ，第二拜搭箭上弦 ，第三拜放箭射中藏王胸部 ，并言道 ：“我

是雅协那波魔 ，要杀罪恶王 ，当做如是杀 ！”说毕逃走 。这时 ，拉萨一片喧嚷 ：

“赞普被杀 ，速去捉拿 ！”只见一黑人在湖边洗马 ，翻穿大氅成白色 ，口言“我

是南图嘎波王神 ！”一路逃走 ，未能捉到 。有人说他是妖仙森波那 ，有人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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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魔王智赛仲普 ，有人说追到坦莫名碑处 ，因天色已黑未能捕获 。

拉隆贝吉多杰携带枟对法集论枠 、枟毗奈耶具光经枠和枟百一羯摩枠三部经

文往康区 。那时 ，有的班智达被放逐 ，有的被逐出境 ，多数译师逃走 ，娘定埃

增桑布 、麻仁钦却等被派来的刽子手杀害 ，佛教遭到毁灭 。

朗达磨死后 ，其元妃假装怀孕 ，在外觅得一婴儿 ，出示大众说是她昨日

所生 。诸大臣说 ：“昨天出生的小孩怎会长出牙齿来 ！”但因母命难违而立 ，

故称之为“云丹”（妃立王）（原注 ：从藏王聂赤赞普到脱脱日年夏之间 ，历时

六百六十年 。再到松赞干布降生 ，又历时一百五十年 。此后至绛之导师著

枟王统世系如意宝树史枠 ，共历九百二十三年 。再到火阳狗年写成枟红史枠之

前 ，共历时一千七百九十四年 。再到铁阳龙年 ，由一切智慧海计算 ，共经过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 。云丹之子为赤德贡波 ，赤德贡波生子贡年 。贡年生二

子 ，即柔巴贡波和尼沃巴贡 。柔巴贡波之子为赤德波 ，赤德波之子为沃波 ，

沃波生有三子 ，即阿杂拉 、贡波赞和贡波则 ；尼沃巴贡之子为贡觉 ，贡觉之子

为察那益西坚赞 。以上是元妃嗣系 。

（朗达玛之）次妃于木阴牛年生下一子 ，恐元妃杀害或夺走 。白天靠着

阳光 、夜间点灯守护 ，故称之为“沃松”（意为光护） ，登位后 ，六十三岁去世 。

其子贝考赞（原注 ：水阴牛年生） ，十三岁登基 ，三十一岁去世 。贝考赞生有

二子 ，即扎西则巴贝和赤吉代尼玛贡 。扎西则巴贝曾执掌国政 ，生有三子 ，

长子巴德 、次子沃德 、幼子吉德 。赤吉代尼玛贡被放逐到阿里 。他于布让建

尼桑（持日）城堡 ，执掌政权 。赤吉代尼玛贡生有三子 ，长子贝吉德桑巴贡占

据芒隅 ，次子扎西德贡占据布让 ，幼子德祖贡占据香雄 。德祖贡有二子 ，即

柯热和松额 。

那时 ，前后藏地区均无传授律戒和讲闻佛法之人 ，寺庙管家身着围裙 ，

名为尊者罗汉 ，但守戒仅在夏三月守护四根本戒［２２］
，一旦解制则不遵守 。

密宗行者亦不通晓密续经义 ，而行淫乐等邪行 。

第二节 　后 　弘 　期

达磨灭教时 ，贾地方杰村人藏·饶赛 、博东人肴·格迥 、堆垅人马尔·释迦

牟尼三人在吉祥曲卧日山禅修 ，一日见僧人狩猎 ，交谈之后 ，方知藏王灭教 ，

遂驮着一驮枟毗奈耶枠律典 ，逃往阿里上部 ，后经葛逻禄［２３］
，到达霍尔地区 ，

因语言不一 ，欲弘法而不能 ，又辗转到朵麦南部的毗若盐池以下的黄河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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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杰扎岩［２４］地方 ，在阿琼南宗丹斗协之分寺［２５］静修 ，被黄河岸边的牧人看

见 ，说于晚间聚会的众人 。有位具有宿业善缘和胜解行的地上菩萨 ，名叫牟

苏萨拔 ，前去察看 ，心生敬信 ，请求出家 。藏饶赛等将枟毗奈耶枠律典法本交

给他 ，说先观此经 ，若生信仰 ，才可出家 。牟苏萨拔读经后油然生信 ，落下泪

来 ，遂由藏饶赛为亲教师［２６］
，肴格迥作轨范师［２７］

，传授了沙弥戒［２８］
，以二

师之名赐法名格哇饶赛 ，后由于心智广大 ，被称之为“贡巴饶赛” 。嗣后 ，他

又请求授给比丘戒［２９］
，因不足五比丘数而未授 ，见以前的拉隆贝吉多杰等

三比丘在隆塘 ，前去寻找 ，会见拉隆贝吉多杰 ，请求传戒 ，贝吉多杰道 ：“我因

杀害藏王而不能凑数 ，但可代为寻找 。”遂找到汉和尚葛旺和基班二人派来

传戒 ，待到沙弥戒满一周年 ，仍由先前二师分别任亲教师和轨范师 ，马尔释

迦牟尼作屏教师［３０］
，二汉和尚比丘凑足五数 ，传授了近圆比丘戒 。

贡巴饶赛受比丘戒五年后 ，前藏的勒巴兰巴·鲁梅崔臣喜饶 、章·益西云

丹 、热西·崔臣迥尼 、巴·崔臣罗哲 、松巴·益西洛等五人 ，后藏的谷摩热喀瓦·

洛敦多杰旺秋 、雪果俄地方的仓宗·喜饶僧格 、阿里巴·沃加昆仲二人 、博东

瓦·邬巴代噶等五人 ，共计十人来到安多 ，请求藏饶赛授戒 。藏饶赛说自己

年迈 ，不能收徒传法 ，可向喇勤波［３１］求戒 。他们于是向喇勤·贡巴饶赛请求

授戒 。贡巴饶赛道 ：“自己受比丘戒仅五年 ，不能胜任亲教师 。”藏饶赛则说 ：

“特殊情况下可以例外 。”于是 ，由喇勤波任亲教师 ，藏饶赛和肴格迥分别任

羯磨师［３２］和屏教师 ，马尔释迦牟尼和汉和尚凑足比丘数 ，向他们授了具足

戒 。随后 ，喇勤吩咐道 ：“洛敦（多杰旺秋）能力大 ，当护持教法 ；鲁梅（崔臣喜

饶）戒行严谨 ，当作亲教师 ；仓比丘（喜饶僧格）心智锐利 ，当做授法导师 ；章

（益西云丹）知人善任 ，当管理寺庙住地 。”

（卫藏十弟子受戒后）大部分人返回 ，鲁梅·崔臣喜饶仍留住地 ，依止仲·

益西坚赞听受枟毗奈耶经枠讲授 。当时 ，热西·崔臣迥尼之弟和巴·崔臣罗哲

之弟来迎其兄 ，于隆塘地方相会 ，二弟弟对其兄长生起敬信 ，由洛敦·多杰旺

秋作亲教师 ，两位兄长为轨范师 ，受出家戒 。至今巴 、热二支同为一系 ，即是

这个因缘 。受戒后 ，洛敦道 ：“汝二人暂住此地 ，我与这些商人结伴往卫藏 ，

看在那里能否弘法 ，若能弘法 ，我则住彼地 ，尔等再来 ，如若不能 ，我亦返回

此地 。”说毕 ，与丹麻地方的商队结伴启程 。商人们后欲在松昌地方经商 ，打

算返回 ，洛敦劝道 ：“尔等别在那里经商 ，应往后藏 ，在后藏谷摩热喀地方有

位叫洛乃祖那的人 ，尔之子应于此师尊前出家 ，然后让他到前藏弘法 。”商人

听从此说 ，送走儿子 ，经商获得利润 。以此因缘 ，至今谷摩地方形成大集市 ，



　 　·１２４ 布顿佛教史 　

皆是洛敦之恩德 。

第二年 ，鲁梅·崔臣喜饶向亲教师（喇勤）请求要返回卫藏 ，请明示供施

地［３３］
。亲教师赐给他一顶本教徒的帽子 ，帽沿内盛剩余食物 ，并撒上一撮

黄土 ，嘱他“戴上此帽 ，随念于我 。”鲁梅别师返藏 ，诸师友均抵前藏 。拉萨地

方昔为贤哲大德法座传承地 ，而今成惩罚施刑的场所 ，故未能前往而去了桑

耶 。后来鲁梅以噶曲为弘法基地 ，巴·崔臣罗哲昆仲分别以乌察和乌则为弘

法基地 ，热西·崔臣迥尼昆仲以格吉为弘法基地 ，章·益西云丹以桑康为弘法

基地 。此后 ，前藏五师商议该修自己的住地寺庙 。于是 ，鲁梅建拉莫切杜

寺 ，由此寺出四个传法系统 ；珠玛·崔臣迥尼［３４］建索那塘钦寺 ，由此寺发展

出塘钦学派 ；由尚·那南多杰旺秋建热察寺和加寺 ，由此寺发展出尚宗学派 ；

由俄·绛曲迥尼建叶巴瓦让寺 ，并建下部的拉切巴寺 、舍地方的当哇寺 、曲水

的那窝寺 、布代洛贡寺 、肴塘寺 、拉索寺 、扎玛塘寺 、喀热索久寺等 。后来 ，在

后藏地方建裕地的衮噶拉瓦寺和察弥寺 。在吉雪地区 ，由俄师和松巴·益西

罗哲建玉卓康玛寺 ，从这里发展出俄措学派 。兰·益西喜饶住持加萨岗寺和

勒达拉康 、察穹二寺 ，由这几座寺发展出的称“兰果”学派 。松巴·益西罗哲

于卓萨塘滩建麦如寺 ，后被毁无存 ，未发展出学派 。热西上师建热西昌沃佛

堂 。巴·崔臣罗哲建蚌库寺 ，后还住持兰巴吉布寺 。巴师之弟子玛拉散巴喜

饶修建堆垅的察托寺 ，继而住持塔玛佛堂和曼扎寺 ，这些均称“巴宗”学派 。

巴师之弟建杰热察那地方的达仲佛堂 ，后又住持肖地方的恰康寺 。热西上

师住持噶蔡寺和夏寺 ，由此发展出的称之为“热宗”学派 。热西上师之弟住

持格吉寺 ，其弟子塔希加帕亦曾住持此寺 ，塔希加帕之弟子尚尊·喜饶帕建

兰巴达者寺 ，由此传出者 ，统称“热西之弟传承学派” 。章·益西云丹建恩兰

吉莫寺 ，后又住持噶穹寺 、聂塘扎那寺 ，于聂塘扎那寺路台上建章惹摩切寺 ，

由此发展出的统称“下章宗”学派 ；而由恩兰吉莫寺发展出的“章宗”学派则

称“上章宗” ；由鲁贡寺发展出的 ，称之为“中章宗” 。

后藏的洛教·多杰旺秋建坚贡寺 ，其弟子有二十四人 。其中 ，加·释迦循

奴在列多玛地方建拉塘寺 ，从此寺发展出章参地方的布多佛堂等 ，统称之为

“加宗” 。觉·喜饶多杰建敦莫日寺 ，上部堆地方寺院多由此发展而出 。达洛

·循奴宗哲建达洛佛堂 ，由此发展出的称之为“达宗” 。由阿麦·须鸠玛住持

昌寺和扎玛寺 ，由此发展出的称之为“须宗” 。达尔·释迦云丹住持素波寺 ，

由此发展出的称之为“达尔宗” 。里·罗哲循奴建觉摩寺 ，由此发展出的称之

为“里宗” 。对下部玛地区的五寺 ，则称作“坚贡玛传派” 。勒·绛曲坚赞建曲



　第五章 　藏地佛教 １２５·　

弥寺 ，由此发展出的称之为“勒宗” 。切萨地方的噶·喜饶喇嘛建聂寺 ，多·益

西迥尼建邦嘎拉隆寺 ，此二寺无大的发展 ，故除“勒宗”外 ，无其他传承的派

系 。朗尊强巴建宛普寺 ，后住持藏占寺 ，此后又发展出本塘 、切合 、枳贡 、桂

敦濯玛等寺 ，统称之为“上下朗宗” 。果瓦·益西雍仲住持哲拉康寺 ，其弟子

杰尊·喜饶迥尼建夏鲁阿莫寺 ，曾复往印度接受律仪传承 ，后由果瓦·益西雍

仲住持夏鲁寺 。果瓦·益西雍仲有“四柱六梁”弟子 ，由此发展出的称之为

“夏鲁加果传派” 。

吉·益西旺布建香地区的喀隆寺 ，继后又建杰热朗拉寺 ，并在二寺间道

路台地建牟香地方的若杆寺 ，由杰热朗拉寺发展传承下来的 ，统称为“朗拉

宗” ；由纽地方邬隆寺发展出的 ，称之为“邬宗” 。朗拉宗和邬宗合称为“下吉

宗” 。

朗拉上师住持赤地方的喀恰寺 。后来 ，阿麦上师的弟子尚敦·茨帕住持

加居寺 。阿麦上师的弟子贡波·塔巴仁钦有四位弟子 ，其中 ，司敦·潘扎住持

者地方的杰参寺和甲喀的达隆寺 ，由此发展出的 ，称之为“司宗” ；杰尊嘎布

住持昂尤寺 ，雍敦·杂噶热巴住持奥尔寺 ，后来这两寺归入阿莫寺学派 ，自己

未发展出宗系 ；夏则上师修建夏则拉康寺 ，由此发展出的称为“贡宗” 。以上

司宗和贡宗 ，总称为“中吉宗” 。阿麦上师从喀恰寺发展出萨地方的拉代惹

寺 ，该寺曾出上部堆地方的温 、巴 、香三师 。

赤敦·宗拔住持雄那拉寺 ，由此发展出的称之为“赤宗” ；萨巴宗穹住持

占穹寺 ，由此发展出的称之为“占穹宗” ；加敦·阿雅提婆住持果如如那寺 ，由

此发展出的称之为“加宗” ；亲教师循奴释迦住持萨普寺 ，由此发展出的称之

为“萨宗” 。以上诸宗总称为“上部四察宗” ，此即“上吉宗” 。

阿麦上师之弟子邦曾管理赤地方的喀切寺 ，尚尊·索南札巴住持加居

寺 ，对此二支亦称“中吉宗” 。上吉宗学派的弟子循奴迥尼住持坚喀图寺 ，由

此发展出的称之为“图宗” 。

吉尊·贝吉益西住持多布衮噶热瓦寺 ，系由上吉宗发展而出 。仓宗曾出

“九察宗” ，即上仓宗发展出“噶果”和“坚果”二系 ；中仓宗发展出“尼萨”和

“尼宁”二系 ；下仓宗发展出“五察宗” 。阿麦仓尊住持孜地方的央温寺时 ，寺

僧献孜拉康寺给他 ，他又将该寺交给近侍巴尊·罗哲云丹管理 ，巴尊任亲教

师 ，由此发展出的称之为“巴宗” 。巴尊之弟子肴曲昂住持杰尼宁寺 ，由此发

展出的称之为“上巴宗” 。肴托拜住持姜拉寺 ，达巴觉尊住杰拜寺 ，此二寺发

展出的 ，称之为“中巴宗” 。而孜地方央温寺发展出的 ，则称之为“下巴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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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 ，僧众献年措寺给阿麦上师 ，阿麦上师又交给弟子热·罗哲桑布和

康巴二人 。热·罗哲桑布住持欧弥寺 ，康巴住持杰喀寺 。对这两支分别称

“热宗”和“康宗” ，而总称为“年措传派” 。又 ，达察献加曲喀布切寺给阿麦上

师 ，阿麦将该寺交给弟子加·杰布茨桑 ，加·杰布茨桑又交给工布·益西迥尼 ，

工布·益西迥尼管理弥地方的尼莫切寺和加曲（喀布切）寺 ，并建吉扎塘寺 。

对这些寺院的学法传承 ，统称“加曲传派” 。后来 ，马尔秀地方的女施主纽莫

献门卓寺给阿麦上师 ，阿麦将该寺交给弟子马尔巴·多杰益西 ，马尔巴又转

交弟子乃保·扎巴坚赞 。乃保·扎巴坚赞住持绒喀浦寺 ，后来阿麦久参建达

察居塘寺 ，献寺于阿麦大师 。马尔巴上师建占玛岗波寺 ，连同兰卓地方的达

仓寺 ，共为四寺 ，称之为门卓母寺之“四子寺” 。这些寺院统称为“门卓传

派” 。

又 ，阿麦上师将他住持的色地方的贡濯寺交给弟子尚巴·才朝巴 。尚巴

·才朝巴建色地方的扎雄寺 ，后住持赞莫顶寺 ，继住持央温寺 ，并将此后住持

的热索察拉和达察喀波切二寺交给弟子坝格吞 。坝格吞还住持绒地方的瓦

多寺 ，后将该寺交给弟子哲尊岸布 。这些寺院系统 ，称之为“多宗” 。其所属

各察宗聚会议事时 ，各寺只派来三位地位不高的僧人到会 ，问“你们的头领

去了何处 ？”回言“死去了” ，于是说“若尔 ，你们则成了孤儿 。”以此缘由 ，这些

小寺又称“孤儿宗” 。

以上这一切 ，均称“下五仓宗” 。仓宗的“九察宗”均出自阿莫俄林寺 。

另外 ，阿夏果卧切之子阿夏·益西雍仲欲去康区受戒 ，他行至拉萨 ，去大

照寺顶层佛堂 ，上楼时 ，见一木梯下角正面绘有吉祥怙主画像 ，当他下楼时 ，

画像现出真身 ，手捧颅器 ，内盛人心和人血的混合物 ，怙主以人的肋骨作筷

子 ，正在进食 。他即虔诚祈祷 ，怙主道 ：“我愿作汝之护法 ，一月之内轮转一

次 。”因此 ，阿夏所传之宗法力广大 ，盖源于此 。阿夏·益西雍仲来到康区的

扎寺 ，于喇勤·贡巴饶赛的弟子哲卧却拉上师座前请求赐戒 ，上师道 ：“我施

水食子 ，即可如愿 。”上师无暇传戒便圆寂 ，仅以“我施水食子 ，即可如愿”语

而得戒法传承 ，故人们称他为“水食子沙弥” 。此师任堪布后住持那南哲达

寺 ，后又住持奥由达地方的热夏寺和上面二寺之间达合地方的尼摩切寺 。

此师之弟子秀·聂南巴住持兰地方的哇索塘寺 ，后又次第住持科热地方的岗

寺和娘若卜多寺 、科热哇考寺 、兰地方的哲雄寺等 。秀·聂南巴的弟子索·楚

臣喇嘛住持哇索塘寺 ，其弟子邦都增住持达合地方的班坚寺 。邦都增的弟

子努·仁钦扎住持库隆拉扎寺 ；另一弟子热夏那住持奥由萨岗寺 。这些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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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统称之为“阿宗” 。

又有哲·循奴崔臣亦往康区受戒 ，抵康区后 ，于赤喀卡那寺大喇嘛之弟

子雅思本敦尊前求戒 ，虽得应允 ，但未及传戒 ，上师便圆寂了 。哲·循奴崔臣

遂称自己已得近圆律仪 ，因亲教师生前曾说“该传” ，故人称他为“该传近圆

戒比丘” 。后来 ，他住持达那普的恰仓寺 ，继又住持香地方的杰普寺 。从恰

仓寺发展出加地方的八处寺院 ，这些统称为“哲宗” 。

如上 ，卫藏十弟子返回后 ，前藏的松巴·益西洛和后藏的阿里巴·沃加二

昆仲没有发展出派系 ，出名弟子有六人 。但以上“阿宗”和“哲宗”不属于这

六人的传系 。

有人说 ：“亲教师菩提萨土垂（寂护）的弟子为巴·然达 。由巴·然达传戒

给拉隆·然觉央 ，拉隆·然觉央传喇勤·贡巴饶赛 ，喇勤·贡巴饶赛传雅贡·益

西雍仲 ，雅贡·益西雍仲传仲·益西坚赞 ，仲·益西坚赞再传鲁梅等人 。”

在一些遗训书中也说 ：“由亲教师菩提萨土垂 ，轨范师达那尸罗和孜那牟

扎传戒于巴·然达 。巴·然达传肴·格迥 ，肴·格迥传喇勤·贡巴饶赛 ，喇勤·贡

巴饶赛传卓·曼殊室利 ，卓·曼殊室利传仲·益西坚赞 ，仲·益西坚赞再传鲁

梅·喜饶 。”因此 ，柔惹上师亦说 ：“对所谓卫藏十弟子于喇勤门徒仲师尊前受

戒之说 ，应做考察 。”又 ，有人认为肴·格迥等人属孜那牟扎的传系 ，有人又说

是寂护的传系 。这些说法均有待考证 。

如上 ，卫藏地区灭法后 ，约七十年之久无佛法 ，后由卫藏十弟子才复兴

了佛教 。十弟子到前藏 ，见一老妪说 ：“我六岁时见过出家人” ，向她现在年

龄 ，回说“七十有六” 。但也有人说卫藏无佛法时间长达一百零八年 。”

柔惹上师云 ：“从十弟子到译师仁钦桑布［３５］未出世之前 ，卫藏无讲听制

度 ，故为像法期 ；此后 ，由藏王作施主 ，组织译师 、班智达翻译佛经 ，为佛教中

兴期 ；尔后 ，藏王未做施主 ，而由鄂译师［３６］等人翻译佛典 ，为佛教后兴期 。”

对这种说法不能同意 ，因为承认有清净比丘律仪 ，与佛教像法期之说相矛

盾 ，也不能成立无讲听制度的观点 。班智达孜那牟扎向译师鲁伊坚赞（龙

幢） 、肴·格迥等人授戒 ，肴·格迥再授戒给喇勤 ，喇勤再授仲·益西坚赞 ，仲师

又授鲁梅 ，鲁梅授素·多杰坚赞 。素师有四徒 ，即兰·崔臣绛曲 、噶曲瓦·崔臣

迥尼 、乃保·扎巴坚赞和增巴·喜饶鄂色 。其中 ，乃保·扎巴坚赞的弟子为索·

崔臣喇嘛 ；噶曲瓦·崔臣迥尼的弟子为年参·仁钦喇嘛 ；增巴·喜饶鄂色的弟

子为果钦巴·益西喇嘛 。此三师又传戒于加都增·旺秋楚臣 。加都增又有弟

子麻措·绛曲多杰 、恰都增 、吉波·崔臣帕巴 、夏弥等 。这些上师之间 ，均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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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律经及其秘诀进行传承 。同时 ，孜那牟扎向噶 、觉 、香三师［３７］传讲阿毗达

磨对法论藏 ，此后次第传承的有 ：南那·达瓦多杰 、贝吉多杰 、巴·加哇益西 、

觉朱·却格益西 、赛宗循奴 、噶弥·云丹雍仲 、库敦·喜饶宗哲 、热赤桑拔 、加·

加布楚勒 、章底·达玛宁布及其弟子班 、若二师等 。这些上师之间 ，对法之讲

闻从未中断 。至于中兴和后兴期之说 ，亦不能同意 。这是因为一度无佛法 ，

故无中断处 。所谓前弘和后弘期之划分 ，是针对达玛灭法 ，卫藏地区数十年

间根本无佛教 ，因此才有前后弘之划分 。智者藏那巴亦云 ：“所谓教法后弘

情况 ，是针对达磨灭法而言的 。”

如上 ，佛教余烬从下部（安多）复燃后 ，再从（上部）阿里地区宏广传播 。

赞普柯热［３８］将国政付于其弟松额后 ，自己出家为僧 ，取法名益西沃（智光） 。

他对显宗法相乘虽然通晓 ，但对某些修密行者以淫乐为解脱的邪行是否是

佛法 ，却心生疑窦 。于是 ，他派遣仁钦桑布（宝贤）等二十一位青年去印度学

习佛法 。后来 ，只有仁钦桑布和勒贝喜饶二人学成归来 ，其余的人大都死去

而未得佛法 。仁钦桑布博通显密 ，请来班智达夏达嘎惹瓦玛 、白玛嘎热古巴

达 、菩陀室利罕底 、菩陀波罗 、噶玛罗古巴达等师 ，共同翻译法相乘和密乘四

续部［３９］经典 ，特别是译出了瑜伽和密集方面的许多密典 ，从而确立了清净

的密乘 ，并且请来班智达达玛波罗和扎杂波罗 ，向象雄巴·加贝喜饶传授律

仪 。后象雄巴到泥婆罗 ，向持律师哲达嘎求教枟毗奈耶律经枠的实践法 ，其弟

子班觉 、辛摩切哇·绛曲僧格等历代传承律仪 ，被称之为上部律规 ，弘传一

时 。

天喇嘛［４０］在象雄地方修建了托顶寺 ，做了许多译师和班智达的檀越 ，

其弟松额之子拉德亦请来班智达苏跋其达 。拉德生有三子 ，即沃德 、颇章希

瓦沃和出家的绛曲沃（菩提光） 。绛曲沃曾让那措·楚臣加瓦等五人带着黄

金 ，以贾译师宗哲僧格为首领 ，去迎请最贤善的班智达来藏 。当时 ，东印度

善祥王之子在毗扎摩罗尸罗寺善修 ，梵名底温嘎热室利杂那（原注 ：此即阿

底峡尊者 ，尊者生于木阳马年 ，六十一岁（亦云六十六岁）来藏 ，七十三岁去

世 。其弟子仲敦巴为龙年生人 ，尊者去世后九年圆寂） 。他得到度母授记 ，

应请来藏 。途中 ，贾译师宗哲僧格去世 ，遂由那措·楚臣加瓦作译师 ，来到阿

里 。初到大译师仁钦桑布的寝舍时 ，大译师未作顶礼 ，待班智达（阿底峡尊

者）向大译师寝舍的诸密宗本尊一一礼赞后 ，大译师喜而起敬 ，与之畅谈切

磋佛法 ，并顶礼求法 ，共同翻译经卷 。特别是对各部瑜伽译本 ，依据遍喜藏

之释本 ，进行校正 。从而密教的灌顶 、经教及其讲修窍诀等 ，得到弘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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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 ，尊者次第来到前藏 ，向库 、俄 、仲三子［４１］传授了许多教诫佛法 ，尤

其向仲敦巴（原注 ：仲教巴的心传三弟子是 ：普穹瓦·循奴坚赞 、博多瓦·仁钦

萨 、京俄哇·崔臣拔 。普穹瓦未接受弟子依止 。博多瓦集会弟子约二千八百

人 ，任热振寺法台三年 。有八大弟子 ，即后藏的热顶玛瓦和囊者勒巴二人 ；

聂地方的聂哇曲拔和温巴拉杰二人 ，东地方的巴门布穹哇和若玛赛哇二人 ，

乌多地方的香夏瓦·云丹嘉措和朗日塘巴·多杰僧格二人 。香夏瓦和朗日塘

巴并称为“日月二弟子” 。朗日塘巴的弟子为夏吾岗巴 、朗塘香和格西年 ；香

夏瓦的弟子为切喀·益西多杰）传授了噶当派教法 ，使之宏扬光大（原注 ：倡

建了热振寺） 。

大译师仁钦桑布在阿里地区降伏了嘎嘉龙王 ，破除邪密不正之行 。相

传他后来修近传速成密法 ，逝往空行刹土 。其弟子小译师扎觉喜饶译出胜

乐 、金刚亥母 、因明学等法类典籍 ，亦往逝于空行 。又有泥婆罗小译师嘎曲

桑译出称之为枟译事六法枠的书籍 ，后去世于五台山 。在阿底峡尊者座前 ，上

述诸译师 ，以及释迦沃 、肴杰·多杰旺秋 、格维罗哲等 ，翻译并审订了许多教

典 。天喇嘛希瓦沃（寂光）也翻译了枟胜乐经枠和寂护的枟量论枠等著作 。

在天喇嘛益西沃（智光）时期 ，泥婆罗的白玛如则迎请班智达弥底和察

拉仁瓦两位尊者来藏 ，译师白玛如则不幸患胃绞痛病而亡 ，两位班智达因不

懂藏语 ，流浪于卫藏 。弥底曾在达那地方给人牧羊 ，后由甲色扎哇·索南坚

赞请到曼隆地方 ，教授佛法 。此后 ，他到康区 ，在丹隆塘地方 ，建立枟俱舍论枠

讲坛 ，自己通晓藏语 ，亲自翻译出枟四座枠 、枟文殊明智法门枠和枟胜观佛密义枠

等多部显密教典 。后来 ，他到林曲的赛康寺 ，写成枟口剑论枠
［４２］

。与弥底同

来的班智达察拉仁瓦 ，则用“夺舍法”迁魂识入于绒巴·却吉桑布的躯体 ，绒

巴·却吉桑布自此成为精通许多经教的大师 。另外 ，领主沃德［４３］亦曾迎请

苏那雅室利来藏 ，其子则德请来迦湿弥罗的杂那室利 ，以琼波·却吉宗哲为

译师 ，共同译出密续枟金刚顶经枠 、枟修续论枠 、枟量决定论枠及其他所著释论等 。

此外 ，旃陀罗罗目侯罗也应请来藏 ，与译师定埃增桑布一起译出枟集量

论枠等论著 。则德派遣鄂·洛丹［４４］到迦湿弥逻 ，向彦潘桑布和噶丹杰布学习

因明学枟量论枠 ，向婆罗门萨杂那和阁弥其麦等师学习弥勒法门 ，以昂德为施

主 ，译出枟量庄严论枠等 。赤·扎西旺秋 、南喀赞亦为其翻译事业之施主 。鄂·

洛丹在迦湿弥罗住居十七年 ，回藏又住十七年 ，做班智达本察松巴 、阿都拉达

夏 、苏麻底格底 、阿摩拉旃陀罗 、循奴本巴等人之翻译 ，译出许多经论典籍 ，在

桑浦奈托寺等寺院讲经传法 ，弘传胜法般若学和枟入行论枠等 ，恩德至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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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察·尼玛扎亦在迦湿弥罗学经二十三年 ，请来班智达迦那迦瓦玛 ，翻

译 、讲授中观学经籍 ，出有“巴察四徒”等弟子 。卓弥·释迦益西［４５］曾请来班

智达嘎雅达惹 ，以五百两黄金作供养 ，译出枟喜金刚帐三布扎枠 、四部枟热里密

法枠和枟阿热里密法枠等母续修法秘诀 。桂·寇巴拉孜亦三赴印度 ，依止七十

二位得道班智达求法学经 ，特别是依止希瓦桑布（静贤）和罗目侯罗贤等师 ，

译出枟密集圣系法类枠 、枟金刚空行法枠 、枟四座枠 、枟摩诃摩雅密法枠 、枟喜金刚三

续枠等经籍 。

吉觉·达维沃色曾翻译枟时轮经枠 、枟颅骨佛经枠 、枟金刚甘露法枠 、枟胜乐经枠

等 。洛扎地方的马尔巴·曲吉罗哲［４６］亦三赴印度 ，依止上师那若巴 、麦智

巴 、希瓦桑布 、潘廷巴等 ，求学密集 、胜乐 、喜金刚 、摩诃玛雅 、四座等许多密

续之秘诀 ，其修法传承弟子颇多 ，法裔兴旺 。 （原注 ：此师弟子有米拉日巴 、

热钦 、茨昂俄 、麦丛波 、俄·却吉多杰等 。其中 ，米拉日巴有八大门徒和达波·

索南仁钦等弟子） 。另有桑噶·帕巴喜饶 ，依止迦湿弥罗的贡巴哇 、底杂提

婆 、波罗赫跋扎等班智达 ，翻译了枟瑜伽法类枠 、枟顶髻经枠 、枟金刚手善趣法

门枠 、枟多闻天王枠 、枟入行论大疏枠 、枟胜乐法类枠等 。

年·达玛扎曾住居印度十二年 ，依止班智达玛底学法 ，请来班智达布尼

雅室利 ，译出枟入行论广释枠 、枟度母经枠 、枟护法供轨枠等 。切噶巴·科洛扎 、邦

雪·萨哇扎 、宗噶木雅杂弥（原注 ：曾任金刚座之堪布） 、桑杰扎等人 ，依止班

智达阿跋雅迦拉拘巴达 ，翻译出枟时轮三鬘法类枠 、枟能仁密意庄严论枠 、枟秘诀

穗论枠等 。哲卧译师喜饶伯亦依止这位班智达 ，译出枟教要月光枠等 。瓦日·

仁钦扎请来班智达不空金刚 ，翻译出枟不空绢索法门枠 、枟五护法法门枠 、枟尊胜

摧魔金刚法类枠 、枟胜乐法类枠 、枟修习法百种枠等 。洛加·喜饶则亦译出枟文殊

真实名经枠 、枟度母法门枠 、枟入中论枠等 ，其弟子玛麻觉·罗哲扎巴译出枟胜乐

经枠和日隐上师传规的枟度母法门枠等 。

另有卓·喜饶扎去迦湿弥罗 ，请来班智达达瓦贡布（月怙） ，翻译出枟时轮

支分广论枠 、枟金刚心要释枠 、枟金刚手上部释枠等 。哇热·妥巴嘎（闻喜） 、麻宛·

曲拔 、茨译师等人 ，在印度依止洽那多杰 ，译出枟大手印成就法枠 、枟密要法

类枠 、枟道情三歌枠 、枟道情歌集枠 ，以及麦智巴所传枟胜乐法门枠等 。嘉·衮噶多

杰依止泥婆罗的杭杜嘎布学经 ，请来班智达东尼当埃增 ，求授许多法门秘诀

（原注 ：亥母六论等秘典） 。惹·多杰扎（原注 ：相传法力颇大）依止泥婆罗的

图杰钦布（原注 ：亦云麦杂林巴·巴若切杜） ，翻译出枟黑敌阎曼德迦三法枠 、

枟饮血金刚现生法类枠等密典 。其侄惹·却热请来班智达萨曼达室利 ，翻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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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时轮经枠 、枟亥母现生法类枠 、枟怙主现生法类枠等密典 。尚·喜饶喇嘛亦请来

班智达阿肴迦巴杂 ，全面翻译出枟黑敌阎曼德迦法类枠 。居·曼兰扎也依止班

智达彦拉潘巴 ，译出枟胜乐现生法枠 。夏玛·僧格加瓦依止班智达诺桑尚哇等

人 ，译出枟集量论本颂释枠 。羊卓地方的马尔巴多巴·却吉旺秋也系统翻译了

枟胜乐续枠之释文和修习法 。嘉·却吉桑布住居印度十年 ，向多杰丹巴·巴奈

迦朗嘎上师［原注 ：亦称牟盘·维贝喜宁（隐友）或若贝多杰（游戏金刚）］求教

胜乐和红色阎摩敌诸法类 ，并将这些法本译成藏文 。他于迦湿弥罗的释迦

室利尊前受沙弥戒 。

濯浦译师强巴伯亦首先迎请来称之为“牟扎佐格”的室利杂嘎达牟扎阿

南达 ，翻译出枟独髻胜乐法门枠 、枟心性休息法类枠 、枟教法舟楫枠等 ；尔后 ，请来

迦湿弥罗的班智达普陀室利杂那 ，译出枟现观庄严论慧灯释枠 、枟入佛之道枠 、

枟大悲观音修习百法枠等 ；继又迎请来迦湿弥罗的释迦室利跋扎（通称喀切班

钦） ，由嘉·却吉桑布译出枟那若六法大疏枠（原注 ：于赛定寺译出 ，昔称娘曲

寺 ，后由喀切班钦大师命名赛定寺） ，并由大师授此大疏的讲授秘诀 。与班

智达释迦室利跋扎同来的侍徒有班穹毗布底·旃陀罗（原注 ：白色班智达） 、

达那尸罗（原注 ：曾向萨迦班智达学习量论） 、泥婆罗的森嘎室利 、苏噶达尸

罗等共计九人 。其中班穹毗布底（原注 ：此师共来藏三次 ，于森波日山建立

胜乐道场 ，向郭扎巴等人讲授六支加行法）和达那室罗长时间居住藏地 ，自

己亦从事译经活动 。强巴伯自己译出枟毗奈耶经花鬘传承枠 ，并得其讲说教

语 ，并翻译了枟金刚鬘枠 、枟胜乐经枠等 。在迦湿弥罗大班智达（释迦室利跋扎）

座前 ，萨迦班智达受近圆比丘戒 ，与泥婆罗的森嘎室利一起学习声明学 ，向

释迦室利跋扎和达那尸罗学习枟释量论枠 ，并将此论译成藏文 ，成为大智者

（原注 ：萨班著枟萨迦格言枠和枟三律仪论说枠 ，后受贵由王之弟阔端王之请 ，六

十三岁赴汉地 ，得供天师地位 ，享寿七十岁 ，于铁猪年圆寂） ，破除了诸不正

邪法 。又有绛曲伯和多杰伯二人师从大班智达（释迦室利跋扎）受近圆比丘

戒 ，严格守持一座禁行 ，由此传承 ，出现过许多持大班智达师承教法者 。大

班智达自己在森波日山圆满作金刚鬘灌顶 ，使此灌顶大法得到宏传 。

恰·扎迥亦往印度 ，译出枟入佛道论枠等 。其侄恰·曲结贝去印度后 ，依止

热温陀罗 、然达热其达等许多得道者 ，翻译出枟九顶髻续枠并做了大量译校工

作 。雄·多杰坚赞曾往泥婆罗 ，请来班智达罗堪室利 ，翻译出枟诗镜论枠 、枟如

意宝树枠 、枟龙喜歌舞记枠 、枟百赞集枠等 。其弟罗哲丹巴亦译出枟红色阎摩敌

续枠 ，并致力于译校事业 。雅隆巴·扎巴坚赞亦翻译出枟不动金刚续枠 、枟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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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论枠 、枟事部摄论枠等 。

笔者之上师尼玛坚赞贝桑布曾于泥婆罗学修十四年 ，请来班智达阿南

达 ，翻译出枟山岳遍喜经枠等约十三部经文 。此外 ，还做了大量基础翻译和译

校工作 。另外 ，邦·罗哲丹巴还翻译了嘉·旺洛所著的枟集量论释枠和枟时轮经

合解心要光明论枠等 。

上述诸师均宏广传播了佛教正法 ，有关他们的详细情况 ，当从他们各自

的传记中去了知 。

第三节 　来藏弘法的班智达

如是 ，来藏弘传佛教正法的班智达如下 ：

１ ．堪布罕底热其达 ，藏语称“希瓦措”（寂护）

２ ．白玛迥尼（莲花生）

３ ．持密师达摩格日底（殥淊烞畟埳）
４ ．毗摩罗牟扎 ，藏语称“智美喜宁”（无垢友）

５ ．桑杰桑瓦（佛密）

６ ．桑耶寺开光者罕底嘎跋 ，藏语称“希瓦宁布”（寂藏）

７ ．毗休达森哈 ，藏语称南达僧格（清净狮子）

８ ．嘎玛拉尸罗 ，藏语称“白玛昂茨”（莲花戒）

９ ．印度阿阇黎古萨罗（竘烞砱烞砡）
１０ ．婆罗门尸嘎罗（祫烞畟烞砡）
１１ ．波婆罗的尸罗曼珠（慥烞砳烞眑湹）
１２ ．婆罗门阿南达（蒨烞眐郹）
１３ ．嘎勒耶牟扎 ，藏语称“格维喜宁”（善友）

１４ ．孜那牟扎 ，藏语称“杰维喜宁”（胜友）

１５ ．苏然扎菩提 ，藏语称“拉旺布绛曲”（天王菩提）

１６ ．尸连扎菩提 ，藏语称“崔臣旺布绛曲”（戒王菩提）

１７ ．达那尸罗（臷烞眐烞慥烞砳）
１８ ．菩提牟扎（梇烞楰烞涳烞埻）
１９ ．牟尼哇玛 ，藏语称“图贝果洽”（佛铠）

２０ ．萨巴杂提婆 ，藏语称“衮钦拉”（遍知天）

２１ ．毗达耶噶拉扎跋 ，藏语称“柔杰沃色”（能明光）



　第五章 　藏地佛教 １３３·　

　 　 ２２ ．夏达嘎拉哇玛 ，藏语称“达杰果洽”（能信铠）

２３ ．白玛古巴达 ，藏语称“白玛贝巴”（莲隐）

２４ ．牟格达牟扎 ，藏语称“卓维喜宁”（解脱友）

２５ ．普陀室利罕底（朘烞棦烞摽烞荵郻）
２６ ．普陀波罗 ，藏语称“桑杰迥”（佛护）

２７ ．达摩波罗（棓淊烞莣烞砳）
２８ ．钵扎杂尼波罗（悆烞綔烞莣砳）
２９ ．苏跋其达 ，藏语称“勒巴松瓦”（善说）

３０ ．钵扎杂尼哇玛（悆烞綔烞砵淊）
３１ ．底班嘎热室利杂尼那 ，藏名“玛麦杂益西”（燃灯智） ，尊称“觉卧杰” ，

即阿底峡尊者 。

３２ ．阿底峡尊者之侄达那室利（揌烞眐烞摽）
３３ ．弥底杂尼那格底 ，藏语称“占贝益西扎巴”（念智称） ，即弥底尊者 。

３４ ．察拉仁瓦（旍烞砳烞眴痀烞眣） ，与弥底同来藏者 。

３５ ．苏那耶室利 ，藏语称“勒巴柔贝伯”（善智祥）

３６ ．迦湿弥罗的杂尼那室利（綔烞眐烞摽）
３７ ．旃陀罗罗目侯罗（眕鈂烞貆烞紽烞砳）
３８ ．惹底波罗 ，藏语称“丹迥”（坚护） ，亦称“本察松巴”（三般若师） 。

３９ ．阿都勒耶达夏 ，藏语称“牟年科波”（涳烞眑皊眑烞茪砳烞悐）
４０ ．苏玛底格底 ，藏语称“罗桑扎巴”（善慧称）

４１ ．阿玛惹旃陀罗（祏烞眑烞砡烞眕鈂）
４２ ．托勒本巴（埰疻烞祪烞朘眑烞眓译言“明点瓶”）

４３ ．循奴本巴（疻琋眐烞孮烞朘眑烞眓译言“童瓶”）

４４ ．迦那嘎哇玛（畟烞眐烞畟烞砵淊）
４５ ．丹巴嘉嘎（译言“印度大德” ，原注 ：此师建定日朗科寺 ，圆寂于藏地）。

４６ ．咱雅阿南达（砢烞砫烞蒨烞眐郹）
４７ ．嘎雅达惹（原注 ：亦称“珍吉秀坚” ，译言“云有力”）

４８ ．顿悦多杰（不空金刚）

４９ ．达瓦贡布（月怙）（原注 ：迦湿弥罗人）

５０ ．东尼定埃增多杰（空性定金刚）

５１ ．益西多杰（智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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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 ．喜饶桑瓦（智密）

５３ ．摩诃杂那（眑烞烎烞砢烞眐）
５４ ．哇罗旃陀罗（砵烞砳烞眕鈂）
５５ ．曼扎噶勒曲（眑酠烞畟烞砳傕）
５６ ．苏嘎达室利（瑢烞疻烞盉烞摽）
５７ ．噶玛巴杂（畟鉲烞眣筥）
５８ ．杂麻日（砢烞眑烞眴）
５９ ．毗卢遮那巴杂（廌烞眥烞眕烞眐烞眣筥）
６０ ．曼殊果喀（眑湹烞幁烞墯）
６１ ．布日耶格底（嗐砡烞砫烞窇埳）
６２ ．钵扎杂尼室利杂尼那（悆烞綔烞摽烞綔烞眐）
６３ ．岗嘎达惹（媃烞寋烞棌烞砡）
６４ ．诺伯（系藏语 ，意财隐）

６５ ．萨曼达室利（秞烞眑郹烞摽）
６６ ．尼噶楞伽提婆（孲耾烞砳敥烞婬烞砵）
６７ ．杂嘎达牟扎阿南达（砢烞疻烞盉烞涳烞埻烞蒨烞眐郹）
６８ ．普陀室利杂尼那（朘棦烞摽烞綔烞眐）
６９ ．释迦室利跋陀罗（荵笅烞摽烞搣烞婤）
７０ ．毗布底旃陀罗（晢烞搨烞唭烞眕鈂）
７１ ．达那尸罗（臷烞眐烞慥烞窋）
７２ ．森嘎室利（榬烞愖烞摽）
７３ ．隆觉多杰（系藏语 ，意受用金刚）

７４ ．然达室利（砡硢烞摽）
７５ ．泥婆罗的摩诃巴那（眑烎烞眓烞眐）
７６ ．泥婆罗的巴杂格底（眣筥烞窇埳）
７７ ．泥婆罗的迦耶室利（訞烞砫烞摽）
７８ ．泥婆罗的扎巴伯（系藏语 ，意称祥）

７９ ．古摩罗（竘烞莍烞砡）
８０ ．坦嘉钦贝伯（系藏语 ，意一切智祥）

８１ ．萨都格底（槏烞梴烞窇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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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２ ．毗那耶室利（晢烞舲烞砫烞摽）
８３ ．尸罗室利（慥烞窋烞摽）
８４ ．森嘎摩室利（榬烞愖烞眑烞摽）
８５ ．毗摩罗室利（晢烞眑烞砳烞摽）
８６ ．达班阿杂惹耶（眛砡烞眓眐烞蒨烞眕趎）
８７ ．咱雅提婆（砢烞砫烞婬烞砵）
８８ ．勒肯玛嘎惹（砳烞喓烞畟烞砡）
８９ ．然达室利（砡硢烞摽）
９０ ．阿南达室利（蒨烞眐郹烞摽）
９１ ．罗目侯罗室利（貆烞紽烞砳烞摽）
９２ ．喇嘛桑林巴（系藏语 ，意为赤铜洲上师）

９３ ．格底班智达（窇埳烞眓烞噊烞盉）等

第四节 　藏地译师名

早期的译师有 ：

１ ．吞弥桑布扎（婠眐烞涳烞榬烞搯烞蜳）
２ ．达玛果喀（蛓鉲烞笓墯）
３ ．多杰伯（金刚祥）

４ ．占嘎·牟拉果喀（悆眐烞畟烞湴烞砳烞笓烞墯）
５ ．聂·杂尼那古摩罗（疻皊疻砱烞綔烞眐烞竘烞莍烞砡）
６ ．巴·益西旺布（智王）

７ ．安兰·加哇却央（佛胜音）

８ ．拔·赤协桑希达（砮眣砮烞荅烞眣琌砡烞砱痀烞祫烞盉）
９ ．章·加勒色（掯痀烞衵砡烞祪疻砱烞疻珴疻砱，善观）

１０ ．僧贡·拉隆色（笰痀烞虓痀烞羕烞祩痀烞疻珴疻砱）
１１ ．巴·芒杰萨囊（梤烞眑痀烞偗烞疻砱砳烞崣痀）
１２ ．那南·多杰杜迥（伏魔金刚）

１３ ．杰·杂尼那僧底（偊烞綔烞眐烞笵烞詀）
１４ ．钦·释迦扎跋（眑倕眑砱烞荵笅烞悆烞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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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章底·咱雅热其达（淟痀烞唭烞砢烞砫烞砡傛烞盉）
１６ ．须布·贝吉僧格（吉祥狮子）

１７ ．坝·曼殊室利（眛眣砮烞眑湹烞摽）
１８ ．藏·德连扎热其达（烼痀秞烞婬烞祪鈂烞砡傛烞盉）
１９ ．占嘎·牟底嘎（梫眐烞畟烞湴烞唭烞畟）
２０ ．巴果·毗卢遮那热其达（眓烞虓砡烞廌烞眥烞眕烞眐烞砡傛盉）
２１ ．昆·那根扎热其达（砮茪眐烞舲烞荈鈂烞砡傛烞盉）
２２ ．麻·仁钦却（宝胜）

２３ ．后藏萨拉之子仁钦勒珠（宝善成）

２４ ．达摩阿洛嘎（蛓鉲烞蒨烞祣烞畟）
２５ ．占巴南喀（念虚空）

２６ ．扎迥仁钦德（罗汉宝军）

２７ ．南巴牟多巴（无分别）

２８ ．释迦沃（释迦光）

２９ ．杰·切周（犬龙师）

３０ ．娘·康巴果恰（康巴铠师）

３１ ．杂尼那提婆果喀（綔烞眐烞婬砵烞笓烞墯 ）

３２ ．尚·加年聂桑（砯痀烞衵砳烞唴眐烞皊烞眣砨痀）
３３ ．桂·曲珠（法成）

３４ ．东杂阿杂日耶（埩痀烞眕烞蒨烞眕趎）
３５ ．达玛达尸罗（蛓鉲烞盉烞慥烞窋）
３６ ．鲁伊坚赞（龙幢）

３７ ．伯则热其达（眛眓窋烞眣焀疻砱烞砡傛烞盉）
３８ ．然达热其达（砡硢烞砡傛烞盉）
３９ ．益西德（智军）

４０ ．咱雅热其达（砢烞砫烞砡傛烞盉）
４１ ．曼殊室利哇玛（眑湹烞摽烞砵鉲）
４２ ．热德南扎尸罗（砡祳烞鈂烞慥烞窋）
４３ ．桑觉（贤护）

４４ ．拉伊达瓦（天月）

４５ ．贝吉伦布（吉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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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 ．班觉（富乐）

４７ ．益西宁布（智藏）

４８ ．加哇喜饶（佛智）

４９ ．释迦喜宁（释迦友）

５０ ．格哇伯（善祥）

５１ ．勒吉德（善军）

５２ ．努·南喀宁布（虚空藏）

５３ ．益格巴·贡林麻（盓烞荈烞眓烞眛虓眐烞蚙痀烞鉲）
５４ ．循奴尚瓦（童护）

５５ ．南喀迥（虚空护）

５６ ．仁钦桑布（宝贤）（原注 ：称之为黎明星）

５７ ．扎觉喜饶（名称满智）（原注 ：未舍肉体而往逝为空行）

５８ ．卓·僧嘎释迦沃（白狮释迦光）

５９ ．鄂·勒贝喜饶（善智）（原注 ：建桑浦乃托寺）

６０ ．天喇嘛希瓦沃（智光）（原注 ：阿里王）

６１ ．加·宗哲僧格（精进狮子）（原注 ：迎请阿底峡尊者者）

６２ ．那措·崔臣加瓦（戒胜）（原注 ：为迎请阿底峡尊者者）

６３ ．库·欧珠（成就师）

６４ ．却吉喜饶（法智）

６５ ．马塘·达巴喜饶（信智）

６６ ．麻·格维罗哲（善慧）

６７ ．噶若·崔臣迥尼（戒生）

６８ ．释迦罗哲（释迦慧）

６９ ．仲·杰维迥尼（佛生）（原注 ：系居士）

７０ ．琼波·却吉宗哲（法精进）

７１ ．达译师（埧疻烞祣烞煚烞眣）
７２ ．嘎·却吉桑布（法贤）（原注 ：圆寂于五台山）

７３ ．协乌·巴杂提婆（离痐烞眣筥烞婬烞砵）
７４ ．热希喜年（极静友）

７５ ．鄂·洛丹喜饶（才智）

７６ ．桑嘎·帕巴喜饶（圣智）

７７ ．年·达玛扎（盛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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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８ ．苏·噶哇多杰（喜金刚）

７９ ．吉姜·乌嘎（白头师）

８０ ．却吉云丹（法德）

８１ ．却吉仁钦（法宝）

８２ ．洛扎马尔巴·却吉罗哲（法慧）

８３ ．卓弥·释迦益西（释迦智）

８４ ．桂寇巴·拉孜（天生）

８５ ．吉觉·达维沃色（月光）

８６ ．洛加·喜饶则（智积）

８７ ．麻觉·罗哲扎（慧称）

８８ ．赛杂哇·索南坚赞（福幢）（原注 ：建曼隆寺）

８９ ．绒哇·却桑（即却吉桑布 ，法贤）

９０ ．肴杰·多杰旺秋（金刚自在）

９１ ．芒奥·绛曲喜饶（菩提智）

９２ ．杂弥·桑杰扎（佛称）（原注 ：曾往印度）

９３ ．库嘎巴·科洛扎（轮称）

９４ ．邦肖·萨哇扎（显称）

９５ ．定日·却扎（即却吉扎巴 ，法称）

９６ ．居·曼兰扎（愿称）

９７ ．巴察·尼玛扎（日称）

９８ ．哇日·仁钦扎（宝称）

９９ ．卓·喜饶扎（智称）

１００ ．惹·多杰扎（金刚称）

１０１ ．者卧·喜饶伯（智祥）

１０２ ．扎西坚赞（吉祥幢）

１０３ ．瓦热·图巴噶（闻喜）

１０４ ．麻宛·却拔（法燃）

１０５ ．茨·尤格坚赞（宝幢）

１０６ ．茨·旺额（根定）

１０７ ．加·衮噶多杰（庆喜金刚）

１０８ ．加·噶瓦扎（喜称）

１０９ ．马多·却吉旺秋（法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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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０ ．却吉宁布（法藏）

１１１ ．岗·却吉益西（法智）

１１２ ．秋参·旺秋嘉措（自在海）

１１３ ．崔臣云丹（戒德）

１１４ ．切乌嘎巴·云丹贝（德祥）

１１５ ．索南桑布（福贤）

１１６ ．松巴·贝却多杰（胜祥金刚）

１１７ ．尼玛多杰（日金刚）

１１８ ．库·格年奈佐（鹦鹉居士）

１１９ ．洛加·循奴拔（童燃）

１２０ ．拉·益西坚赞（智幢）

１２１ ．绛曲迥尼（菩提源）

１２２ ．兰·却吉罗哲（法慧）

１２３ ．觉珠·定埃增桑布（定贤）

１２４ ．喜饶益西（智慧）

１２５ ．柔巴循奴（明童）

１２６ ．循楚（即循奴楚臣 ，童戒）

１２７ ．库·多德拔（经燃）

１２８ ．喜饶宗哲（智精进）

１２９ ．雍仲沃（恒光）

１３０ ．索南加哇（福胜）

１３１ ．觉珠·喜饶喇嘛（智上师）

１３２ ．觉珠·聂岸麦贝伯（无忧祥）

１３３ ．拉钦·云丹拔（德燃）

１３４ ．索南梅巴（福信）

１３５ ．格楚琼扎（沙弥鹏称）

１３６ ．崔臣则（戒积）

１３７ ．拉尊巴（大德王僧）

１３８ ．拉赞普·牟尼惹杂（埥烞眣眕眐烞悐烞湴烞孲烞貆烞砢）
１３９ ．鄂·普陀波罗（郤疻烞朘烞棦烞莣烞窋）
１４０ ．加洛杂哇（加译师）

１４１ ．巴·多杰加布（金刚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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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２ ．拉仁波切（天宝师）

１４３ ．拉·却吉仁钦（法宝）

１４４ ．居·崔臣沃色（戒光）

１４５ ．格隆恰伊东坚（鸟面比丘）

１４６ ．惹吉译师（砡烞梜眛烞祣烞煚烞眣）
１４７ ．普布沃（橛光）

１４８ ．巴察·崔加（即崔臣加瓦 ，戒胜）

１４９ ．喜饶勒（智善）

１５０ ．那措·达玛扎（盛称）

１５１ ．马尔巴·罗哲桑布（慧贤）

１５２ ．赛译师（笰烞祣烞煚烞眣）
１５３ ．达瓦扎巴（月称）

１５４ ．聂弥·益西曲（智法）

１５５ ．却吉达瓦（法月）

１５６ ．格隆喜饶加（智护比丘）

１５７ ．那措·喜饶坚赞（智幢）

１５８ ．阿夏·加嘎则（印度积）

１５９ ．年·索南达（福盛）

１６０ ．瓦日·曲扎（即曲吉扎巴 ，法称）

１６１ ．旺波译师（翏痀烞悐烞祣烞煚烞眣）
１６２ ．循奴喜饶（童智）

１６３ ．噶·喜饶迥尼（智源）

１６４ ．坚伯循奴（文殊童子）

１６５ ．喜饶沃色（智光）

１６６ ．杰·噶瓦伯（喜吉祥）

１６７ ．益西迥尼（智源）

１６８ ．释迦宗哲（释迦精进）

１６９ ．惹·却热（法胜）

１７０ ．洛尊穹·多杰坚赞（金刚幢）

１７１ ．夏玛·格年僧加（即僧格加瓦 ，狮王居士）

１７２ ．杰·扎西（吉祥师）

１７３ ．恰合·扎迥（罗汉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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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４ ．加·却桑（即却吉桑布 ，法贤）

１７５ ．努·强贝伯（慈吉祥） ，（原注 ：传如太阳）

１７６ ．萨迦班智达（原注 ：传如月亮 ，与图年巴并称“日月 －双”）

１７７ ．恰合·曲结伯（吉祥法王）

１７８ ．加·喜饶沃（智光）

１７９ ．尚·珠巴伯（成就祥）

１８０ ．洛卧·喜饶仁钦（智宝）

１８１ ．洛扎巴·达僧（即达吉僧格 ，盛狮子）

１８２ ．牟年桑布（无等贤）

１８３ ．雄·多杰坚赞（金刚幢）

１８４ ．雄·罗哲丹巴（慧坚）

１８５ ．康巴·罗哲加布（慧王）

１８６ ．丹麻·崔僧（即崔臣僧格 ，戒狮子）

１８７ ．热·循宗（即循奴宗哲 ，童精进）

１８８ ．须杰·扎巴坚赞（称幢）

１８９ ．尼玛坚赞贝桑布（日幢大师）

１９０ ．邦·洛哲丹巴（慧坚）

１９１ ．扎察巴·仁加（即仁钦加瓦 ，宝佛）

１９２ ．勒贝罗哲（善慧）等 。

这些译师所译教典法本 ，将在下面述及 。凡在此未列入的具恩德的班

智达和译师 ，有待搜集资料再作补遗 。

注释 ：

［１］ 　 w杰桑五子 ：杰桑王的五个儿子 。杰桑王 ，亦译般荼王 ，古印度释迦族一国王 。

［２］ 　波斯匿王 ：古印度忄乔萨罗国国王 ，亦译胜军王 、胜光王 ，都城舍卫城 ，故亦称舍卫
国 。相传波斯匿王与释迦牟尼同年同月同日生 ，即位后常从佛听法 ，被其臣下摈
除 ，后病死于求救未生怨王途中 。

［３］ 　坚影王 ：亦译影胜王 ，古印度摩揭陀国国王 ，与释迦牟尼同时代 ，曾皈依释迦牟尼
受优婆塞戒 。

［４］ 　赞塘果玉 ：即今西藏山南乃东县之泽当 。

［５］ 　笃本 ：最原始的本教 。初传于前藏 ，相传一儿童被厉鬼所迷 ，引往异地得神通传授
而创此教 ，故亦称“附体本教” 。

［６］ 　天王 ：原文为“天” 。其意费解 。郭和卿先生译本作嘉萨南森代王之子代诺（郭氏
译作德洛朗） ，似误 。此处之“天”指从天界而来之王 ，故译为“天王” ，应指第一代
藏王聂赤赞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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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汉枟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枠 ：全书四卷半又二品 ，印度佛学家姿那迷扎等人同西藏译

师智军由梵译藏并校订 。宋代天息灾由梵译汉 。

［８］ 　达日年色 ：达日 ，虎山 ；年 ，盘羊 ；色 ，见 。

［９］ 　松赞干布 ：意为正直严明 、智慧深远之王 。

［１０］ 　觉卧像 ：释迦牟尼的报身身像 。

［１１］ 　菩提萨土垂 ：指赤松德赞时期来藏弘法的静命堪布 ，亦译寂护 ，藏语作希瓦措 。生

于孟加拉 ，为萨霍尔王之子 ，后出家于那烂陀寺 ，师承智藏 ，为清辨的五传弟子 ，是

中观自续派著名论师 ，著有枟中观庄严论枠 、枟摄真实论枠等 。约 ７４３年应赤松德赞

之请入藏传教 ，曾协助赞普倡建桑耶寺 ，首次在西藏建立僧伽制度 ，主持翻译佛教

典籍事宜 ，对藏传佛教有过重要影响 。

［１２］ 　红山 ：布达拉宫所在之山 。

［１３］ 　马呜 ：约公元 １世纪西印度佛学大师 ，为龙树师弟弟子 ，精通内学及诸异教诗韵

之学 ，著有枟佛本生行传一百八赞枠 、枟医学八支大论枠 、枟入八支论枠 、枟八支集要自

注枠等 。

［１４］ 　白玛桑巴瓦 ：即莲花生大师 ，西印度乌仗那国人 ，于今孟加拉地方从巴尔巴哈蒂

论师出家 ，师从佛密 、室利僧哈等 ，精通显密 ，尤通密法 ，８世纪中叶入藏 ，协助藏王

赤松德赞建桑耶寺 ，为宁玛派无上瑜伽密阿底瑜伽部的主要传出者 ，被后世宁玛

派信徒尊为该派祖师 。

［１５］ 　迦玛拉希拉 ：即莲花戒 ，古印度佛学家 ，那烂陀寺学僧 ，寂护弟子 。 ７６２年寂护去

世后 ，应赤松德赞之请入吐蕃 ，参与汉印僧人顿渐之争 。卒于 ７８０年 。其佛学思

想追随寂护的中观瑜伽行见 ，对藏传佛教显宗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 。

［１６］ 　寻 ：亦作度 ，长度单位 ，两臂左右平伸后 ，两手中指之间的长度 。

［１７］ 　妙观察智 ：如来五智之一 ，即第六意识净除贪著等垢污而住 ，为西方阿弥陀佛之

智德 。

［１８］ 　出世间智 ：佛家所说脱离轮回苦难而到达彼岸涅般木即出世圣道所有的智慧 。

［１９］ 　无分别 ：即无寻思 、虚妄之分别 。指离一切相而证得诸法真实空性之智 。

［２０］ 　诸法无自性 ：指一切法皆依缘而生 ，无自能成立的实有本性 。

［２１］ 　卓木 ：即亚东 ，地处西藏南部 ，东接不丹 ，西邻锡金 。

［２２］ 　四根本戒 ：指戒杀生 、盗窃 、邪淫 、妄语 。

［２３］ 　葛逻禄 ：蓝眼突厥 ，为突厥一支 ，地处中亚西亚 。

［２４］ 　多杰扎岩 ：地在今青海尖扎县加让乡 ，地处黄河谷地 。

［２５］ 　阿琼南宗丹斗协之分寺 ：阿琼南宗 ，为安多四宗之一 ，风景秀丽 ，历史上以藏僧禅

修闻名 ，地在今青海尖扎县坎布拉林区 。丹斗 ，地在今青海化隆县金源乡 ，南临黄

河 ，１０世纪初形成丹斗寺 ，附近有其分寺 ，名央斗寺 。阿琼南宗与丹斗相距不很

远 ，但不在一处 。

［２６］ 　亲教师 ：藏语作“堪布” ，是传授出家戒或沙弥 、比丘戒的主要上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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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い轨范师 ：藏语作“洛本” ，梵音作“阿阇黎” ，出家授戒上师之一 ，是对信徒从法财上

给予利益的善知识 。

［２８］ 　沙弥戒 ：出家男子所受的三十六戒 。

［２９］ 　比丘戒 ：亦称近圆戒 、具足戒 ，共 ２５３条戒规 。

［３０］ 　屏教师 ：授戒五师之一 。启迪盘诘受戒者有无碍难 ，通过对白羯磨 ，向僧伽告白

的比丘戒师 。

［３１］ 　喇勤波 ：意为大喇嘛 ，是对贡巴饶赛的尊称 ，佛教史中通称“喇勤” 。

［３２］ 　羯磨师 ：主持并讲授羯磨仪轨的上师 。

［３３］ 　供施地 ：或作应供处 、供施处 ，泛指举行布施 、供奉 、祭祀等宗教活动的对象 ，如僧

众 、佛寺 、佛像等 。这里主要指弘法的活动地区 。

［３４］ 　珠玛·崔臣迥尼 ：此师前文未出现 ，疑是热西·崔臣迥尼之误写 。

［３５］ 　仁钦桑布 ：译言宝贤（９５８ － １０５５） ，西藏阿里古格人 ，为藏传佛教后弘初期大翻译

家 ，曾翻译 、校订显教经 １７部 、论 ３３部 ，密教怛特罗 １０８部 。历史上 ，密典翻译

以他为界线 ，此前所译为归密 ，自他起所译为新密 。

［３６］ 　鄂译师 ：指鄂·勒巴喜饶 ，宋代著名翻译家 ，曾译枟中观心论注枠等 ，１０７３年建桑普

寺 。其侄鄂·洛丹喜饶（１０９５ － １１０９） ，为其弟子 ，亦为著名译师 ，译出枟量庄严论枠

等书 。二人合称“鄂译师师徒” ，以翻译和讲授因明学著称 。

［３７］ 　噶 、觉 、香三师 ：指吐蕃赤松德赞时期的三大译师 ，即噶瓦·伯则（祥积） 、焦若·鲁

伊坚赞（龙幢）和香·益西德（智军） 。

［３８］ 　柯热 ：吐蕃达磨赞普之子奥松之后裔 。奥松之子贝考赞被起义奴隶杀害后 ，其子

赤德尼玛贡徙居阿里 ，形成阿里王系 。赤德尼玛贡之子德祖衮占据象雄 ，其子即

柯热和松额 。但柯热和松额究竟谁出家为僧 ，史有异说 。

［３９］ 　密乘四续部 ：指事部 、行部 、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 。无上瑜伽部又分摩诃瑜伽 、阿

努瑜伽和阿底瑜伽三部 ，为藏密的精华所在 ，故又有“密乘六续”之说 。

［４０］ 　天喇嘛 ：对王族出家人的尊称 。这里指抛弃王位出家为僧的益西沃（智光） 。

［４１］ 　库 、俄 、仲三子 ：又称三同门弟子 ，为阿底峡尊者在西藏最主要的三位弟子 ，即库

敦·宗哲雍仲 、俄敦·勒巴喜饶 、仲敦巴·杰维迥尼 。其中 ，仲敦巴倡建热振寺 ，创

立噶当派 。

［４２］ 　 枟口剑论枠 ：或译枟语门论枠 ，１１世纪印度学者弥底所著古典藏族语言学名著 ，书中

涉及藏文语法 、构词方面的规律以及一些梵文知识 。弥底全名作弥底杂那格底 。

［４３］ 　沃德 ：即柯热（见注［３８］）之长孙 ，六传至赞楚德 ，至亚泽为王 ，称亚泽王系 。沃德

之二弟为希瓦沃（寂光） ，三弟为天喇嘛绛曲沃（菩提光） 。

［４４］ 　鄂·洛丹 ：即鄂译师洛丹喜饶 ，见注［３６］ 。

［４５］ 　卓弥·释迦益西 ：疑为卓弥·释迦循奴之异写 。卓弥·释迦循奴（ ？ － １０６４） ，通称

卓弥译师 ，受阿里国王扎西则派遣 ，曾往印度 、尼泊尔等地学经 ，回藏后讲修密乘

母续 ，译著新密典籍颇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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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梃马尔巴·曲吉罗哲 ：西藏噶举派创始人 。 １０１２年生于藏南洛扎的普曲琪 ，初奉卓

弥译师学习梵文 ，继往尼泊尔 、印度多次 ，从那若巴等师学习喜金刚 、密集 、大手

印等密法 。返藏后收徒传法 ，其再传弟子塔波拉杰创塔波噶举派 。他与弟子米

拉日巴 、再传弟子塔波拉杰 ，合称“马米塔三师” ，在藏传佛教史上颇具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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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藏地所译显宗经论目录

第一节 　经典目录

一 、初转四谛法轮类经典

佛典总分经典和论典 ，经典包括在佛所转三法轮中 。其中 ，初转四谛法

轮中的四部律典有 ：

１ ．枟律本事枠（祩痀烞疻珼）也译枟十七事枠 ，３２７０颂 ，１０９卷 ，伯则（祥积）译 。

２ ．枟律分别枠 （祩痀烞崨眑烞砮桮眛） ，也译枟广戒经枠 ，内分枟比丘律分别枠 ，共

２４９００颂 、８３卷 ，鲁伊坚赞（龙幢）译 ；枟比丘尼律分别枠 ，共 ２８卷 ，由贝吉伦布

（祥山）和伯则（祥积）译出 。

３ ．枟律杂事枠（祩痀烞旍眐烞猑疻砱） ，也译枟杂事品枠 。该经共八门 ，有人认为只译

了第六门以上 。有些书中说 ，此经由许多译师分译 ，故缺译第 ３９卷和第 ４３

卷 。大译师伯觉（祥盛）亦云 ，此二卷最初是否译出 ，应作考察 ，需与音译本

核对 。 枟钦朴目录枠云 ，枟律杂事枠共 ５２ 卷 ；枟丹噶目录枠云 ，枟律杂事枠共本颂

２４６００偈 ，４２卷 。这些说法多有疑点 ，不可附和 。完整的枟杂事品枠八门 ，由

轨范师楚臣迥（戒护）根据译师伯觉的五十九卷本译本著其释论枟杂事句

解枠 ，这应是最可信的 。

４ ．枟律上分枠（祩痀烞疻珿痀烞梩烞眑） ，亦译枟请问品枠 。该经全部请问品共 ５３卷 ，

未全本为 １２卷 。

上述四经 ，枟律本事枠从出家事等到卧处事 ，共开示十七事 ；枟比丘律分

别枠开示了二百五十三条比丘戒 ，枟比丘尼律分别枠开示了三百六十条比丘尼

戒 ；枟律上分枠则细说枟律本事枠和枟律分别枠 ，如同释本 ；而枟律杂事枠是对各律

经不足部分之补充 。

枟比丘僧别解脱根本戒枠７００ 颂 、２ 卷 ，枟比丘尼别解脱戒枠８００ 颂 、２卷 。

此二经由鲁伊坚赞（龙幢）译出 。有人云 ，此二经由法商主所造 ，非为佛所

说 。有人云 ，此二经虽由佛说 ，但有四导师 ，即佛世尊 、优婆离尊者 、法商主

和无垢友 。一种教法有四位导师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说法 。笔者之上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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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四部律典和枟出家戒经枠应属于论典 ，也是一种说法 。

以上是律经类 。

另 ，后世有许多随佛所说经典 ，现汇集小乘经典如下 ：

枟圣正法念住经枠卷帙缺 ，巴察·崔臣坚赞（戒幢）译 。译师认为此为大乘

经 ，但各大目录中称之为小乘经 。

枟梵网经枠２卷 ；枟梵网大经枠１卷 、４０颂 ；枟大集经枠１卷 ；枟梵志请问经枠和

枟随顺非梵志请问经枠１ 卷 、５０ 颂 ；枟频婆娑罗王请问经枠半卷 ；枟空性经枠９０

颂 ；枟大空性经枠半卷 ；枟胜幢经枠４０颂 。以上七经 ，由益西德（智军）等译出 。

枟胜妙幢经枠４０颂 ，枟第五十三经枠（眑婓烞偟眐烞悐烞釢烞疻笴眑烞眓）２２０颂 。此二经由

益西德（智军）译出 。

枟圣投石经枠２卷 ，枟圣正丈夫经枠２００ 颂 。此二经由桑迥（贤护）和伯则

（祥积）译出 。

枟难陀出家经枠５０颂 ，由章·底温陀罗译出 。

枟天请问经枠３７颂 ，枟天请问经小品枠１１７颂 。此二经由益西德（智军）译

出 。

枟月亮请问经枠１３颂 ；枟居积经枠 ，亦译枟建立家屋经枠 ，６０颂 。此二经由然

达热其达译出 。

枟圣住处经枠２０颂 ，由伯则（祥积）等译出 。

枟圣有喜经枠（眛疻砮烞眣烞疿眐烞蚢烞眑婓）２００ 颂 ，枟青年譬喻经枠２０ 颂 ，枟多界经枠

２００颂 ，枟圣锡杖经枠和枟持锡杖遍行仪轨枠二经共 １卷 ，枟犍槌经枠１０颂 。由崔

臣云丹（戒德）和仁钦桑布（宝贤）译出 。

枟犍槌时经枠卷帙缺 ，由格维罗哲（善慧）译出 。

枟圣善知识奉事经枠卷帙缺 ，枟亲爱比丘经枠卷帙缺 ，枟正具戒律经枠卷帙

缺 ，枟五堕罪善不善果观察经枠 。此四经由释迦罗哲（释迦慧）译出 。

枟最胜施设经枠 ，枟佛说解脱道中修习功德经枠 ，由伯则（祥积）译出 。在各

大目录中 ，将该经列入经藏 ，但也有人认为是论藏典籍 。

枟寿终经枠２０５颂 ，由格瓦贝（善祥）和伯则（祥积）合译 。

枟死后如何迁识请问请枠 ，枟无常经枠１５颂 ，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枟佛说十想经枠８颂 ，枟佛说十一想经枠１１颂（此经系佛世尊之遗嘱） ，枟佛

说善夜经枠５１颂半 ，枟阇苑门经枠 ，枟佛说报父母恩经枠３００颂 ，枟四谛经枠 ，枟法轮

经枠 ，枟佛说法乘义决定经枠７０颂 ，枟圣广义法门经枠１００颂 、尾不全 ，枟甚希有法

门经枠７０颂 。以上十经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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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枟正示如来留影像利益功德法门经枠６０ 颂 ，由益西宁布（智藏）和伯则

（祥积）合译 。

枟绕佛塔偈颂枠７０颂 ，枟波斯匿王偈枠１００颂 ，枟龙王鼓音偈枠１００颂 ，枟独偈

颂枠 ，枟四偈颂枠 ，枟出家经枠 ，由仁钦桑布（宝贤）译出 。

枟法集要颂经枠 ，亦译枟因缘品枠 ，共 ４卷 ，由仁钦却（宝胜）和伯则（祥积）

合译 。此经在往昔目录中列入论藏 ，但现多说为经藏 。

枟大善巧方便报佛恩经枠７ 卷 ，枟佛为首迦长者说业报差别经枠（砳砱烞崨眑烞
砮桮眛烞偅痀烞郖）１卷 ，由益西德（智军）等译出 。

枟分别善恶报应经枠２７０ 颂 ，枟圣义成王子经枠１ 卷 ，枟佛说福力太子因缘

经枠２８０颂 ，由拉达瓦（天月）译出 。

枟佛说月光菩萨经枠和枟佛说吉祥军因缘经枠二经 ，由喜饶勒（智善）和仁

钦桑布（宝贤）合译 。

枟金色王经枠（衵砳烞悐烞疻笰砡烞眑婓疻烞荋烞偠眐烞蚢烞欸砡烞眣烞眣埧眐烞眓）１７颂 ，枟圣佛阿波陀

那有智者经枠（砱痀砱烞衵砱烞笎烞埲疻砱烞眓烞眣偑眛烞眓烞离砱烞砡眣烞婍眐烞蚢烞眑婓）１５ 颂 ，由伯则（祥

积）译出 。

枟佛说嗟革蔑曩法天子受三皈获免恶道经枠（眒疻烞淩痑烞埲疻砱烞眣偑眛） ，直译枟亥

母传经枠 ，１００颂 ，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枟摩伽陀贤女阿波陀那枠（眑烞疻烞袘烞眣砨痀烞淩痑烞埲疻砱烞眣偑眛） ，直译枟摩揭陀贤女

传经枠 ，由崔臣云丹（戒德）和仁钦桑布（宝贤）合译 。

枟富楼那等一百因缘经枠（疻痀烞悐烞砳烞笢疻砱烞眓痑烞埲疻眓烞眓烞眣偑眛烞眓烞眣衵烞眓） ，又名枟撰

集百缘经枠 ，２２卷 ，由拉达瓦（天月）译出 。

枟百业经枠（砳砱烞眣衵烞眓）３７卷 ，枟贤愚因缘经枠１３卷 ，枟佛说善恶因果经枠 ，由

桂·却珠（法成）据印度梵本和汉文本译出 。

枟佛说善恶业果经枠 ，枟月藏所问经中佛说入灭后教法住灭授记经枠２卷 ，

枟牛角山授记经枠１卷 ，枟虎耳因缘经枠２卷 ，由释迦沃（释迦光）译出 。

枟十二眼经枠（此经与前面的枟虎耳因缘经枠 ，鲁梅·旺秋扎巴说非为经

典） ，枟长爪梵志请问经枠３７颂 ，枟弥勒授记经枠伯则（祥积）译本 １００颂 ，系为

旧译 ，至今未得其译本 。

枟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枠（眣笢眛烞眐眑砱烞笎烞眑婓）１００颂 ，枟福伞经枠１００ 颂 ，枟补

特伽罗经枠１００ 颂 ，枟名想丈夫经枠 （茖眑烞眣眛疻烞砮婥烞离砱烞笎烞眑婓）５０ 颂 ，枟赞叹经枠

（偟眛烞婥烞眣偑眛烞眓痑烞眑婓） ，枟胜身女经枠 ，枟正法念处品枠１００颂（此经在枟丹噶目录枠



　 　·１４８ 布顿佛教史 　

中列入论典 ，想应以彼为是） ，枟正法念处小品枠 ，枟佛说有情生死根本经枠１

卷 ，枟世间彼岸修行经枠２卷 ，枟受持十善誓愿仪轨枠１００颂 ，枟贤施经枠２卷 ，枟慈

星经枠 ，枟入正信经枠 ，枟佛说修习功德经枠 ，枟发愿经枠 ，枟地经枠 ，枟教戒贪欲经枠 ，

枟护国菩萨请问经枠小品 ７３ 颂 ，枟业大分别经枠２ 卷 ，枟众集经枠（眑痀烞悐砱烞眣婖砱烞
眓痑烞眑婓）（亦译枟等集众集经枠）２２２ 颂 。 （以上诸经均未录译师名 ，不少亦未

详卷帙） 。

上述经典中 ，枟佛说报父母恩经枠 、枟贤愚因缘经枠 、枟佛说有情生死根本

经枠等 ，在大目录中列为大乘经典 ，但尚需考证 。

二 、中转无相法轮类经典

枟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初会枠 ，或译枟般若波罗蜜多十万颂枠 ，３００卷 ，由娘·

康巴果恰（康巴铠甲师） 、毗卢遮那（大日） 、杰·切周（犬龙师） 、尚·益西德（智

军）等被称之为“译经熟练六师”者译出 。

枟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二会枠 ，或译枟般若波罗蜜多二万五千颂枠８３ 卷 、

１００颂 ；枟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三会枠 ，或译枟般若波罗蜜多一万八千颂枠６０

卷 ，由益西德（智军）等译出 。

枟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一万颂枠３３卷 ，枟般若波罗蜜多经八千颂枠 ，或译枟佛

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枠 ，２４卷 ，由鄂大译师（鄂·勒巴喜饶 ，即

善智）等译出 。

枟般若波罗蜜多摄要颂枠 ，或译枟佛说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多经枠 ，共 １

卷 ，由伯则（祥积）译出 。

以上六种枟般若波罗蜜多经枠 ，总称为“佛母六经” 。

枟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十六会枠 ，或译枟善勇猛所问般若波罗蜜多经枠 ，

２１６０颂 ，共 ７卷又 ６０颂 ，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枟佛说开觉自性般若波罗蜜多经枠 ，或译枟般若波罗蜜多经五百颂枠 ，共

５００颂 ；枟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九会枠 ，或译枟金刚经枠 ，（对此二经用新语作了

校正） ；枟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十会枠 ，或译枟般若波罗蜜多经一百五十颂枠 ，

１５０颂 ；枟佛说五十颂圣般若波罗蜜多经枠 ，５０颂 ；枟帝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枠

（笓痐烞祫烞畟）３１颂 ；枟般若波罗蜜多二十五门大乘经枠 ，２５颂（用新语校正） ；枟佛

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枠 ，或译枟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枠（离砱烞砡眣烞唲痀烞悐） ，２５颂

（有人谓此经 ２８颂 ，但梵本为 ２５颂） 。以上由仁钦德（宝军）和班底·南喀

（虚空师）等译出 。

枟佛说佛母小字般若波罗蜜多经枠３０颂 ，枟一字般若波罗蜜多经枠 ，枟大般



　第六章 　藏地所译显宗经论目录 １４９·　

若波罗蜜多经第七会枠 ，或译枟般若波罗蜜多经七百颂枠（未载译者） 。

以上十一经 ，称之为“般若波罗蜜多十一佛子经” ，或同前面的“佛母六

经”一起 ，总称为“母子十七经” 。

枟圣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一百八名真实圆义陀罗尼经枠３０ 颂 ；枟圣日藏

般若波罗蜜多大乘经枠 ；枟圣月藏般若波罗蜜多大乘经枠 ，或译枟大方等大积月

藏经枠（离砡烞掑眐烞痎烞眣痑烞唲痀烞悐） ，枟圣般若波罗多普贤大乘经枠 ；枟圣般若波罗蜜多

金刚手大乘经枠 、枟般若波罗蜜多金刚幢大乘经枠 。以上六经 ，亦属般若波罗

蜜多经 。因此 ，有人将这六经划入“般若十七母子经” 。但这种划分 ，无论其

义和数目均误 。还有人认为还有新译的枟般若摄要广品枠 ，尚待考证 。有人

说尚有旧译的枟般若波罗蜜多经四千颂枠 ，但至今未得其译本 。

三 、末转抉择胜义法轮类经典

１ ．华严部经典

枟大方广佛华严经枠开示了大方广佛及一切圣道菩萨不可思议之事业 、

刹士 、眷属 、世间界之庄严 ，以及圆满周遍而无中边之方广深奥教义 。从枟大

方广佛一切世自在庄严品枠起 ，至第四十五品枟华严品枠 ，共计三万九千零三

十颂 、一百三十卷又三十颂 。其中 ，由大译师毗卢遮那热其达校正枟大方广

如来品枠１４卷 、枟金刚幢回向品枠１３ 卷 、枟十地品枠８ 卷 、枟普贤行愿品枠１６卷 、

枟教示如来出生品枠５卷 、枟出世间品枠１１ 卷 、枟华严品枠３０ 卷 。尚缺枟极广藏

品枠 、枟妙音庄严品枠 、枟莲华庄严品枠 、枟极广经枠等 。

２ ．宝积部经典

枟大宝积经三律仪会第一枠３卷 ，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枟大宝积经无边庄严会枠（赸烞眑眝砮烞砫砱烞眓烞崨眑烞眓砡烞欸痀烞眣）４卷 ，由伯则（祥积）

译出 。

枟大宝积经密迹金刚力士会第三枠 ，直译枟佛说如来不可思议经枠 ，３５００

颂 ，１１卷又 ２００颂 ，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枟大宝积经净居天子会第四枠 ，直译枟圣说梦大乘经枠（涽烞砳眑烞眣埧眐烞眓）１０００
颂 ，枟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第五枠３ 卷 ；枟大宝积经不动如来会第六枠１５４０

卷 、５卷又 ４０颂 ；枟大宝积经被甲庄严会第七枠６卷 ；枟大宝积经法界性无分别

第八枠２卷 ５０颂 ；枟大宝积经大乘十法会第九枠５００颂 ；枟大宝积经文殊室利普

门会第十枠２６０颂 。以上诸经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枟大宝积经出现光明会第十一枠５卷 ，枟大宝积经菩萨会第十二枠２０卷（用

新语校正） ，由曲尼楚臣（法性戒）译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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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枟大宝积经佛说入胎藏会第十四枠２卷 ，枟大宝积经佛为阿难说处胎会第

十三枠１卷 ，枟大宝积经文殊室利授记会第十五枠３卷 １４０颂 ，由益西德（智军）

译出 。

枟大宝积经菩萨见实会第十六枠１５卷 ，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枟大宝积经富楼那会第十七枠６ 卷 ，枟大宝积经护国菩萨会第十八枠３ 卷

１００颂 ，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枟大宝积经郁伽长者会第十九枠２卷 １５０颂 ，枟大宝积经无尽伏藏会第二

十枠２卷 ，枟大宝积经授幻师跋陀记会第二十一枠１卷 １３０颂 ，枟大宝积经大神

变会第二十二枠３卷 ，枟大宝积经摩诃迦叶会第二十三枠 ，或译枟圣慈氏大狮子

吼大乘经枠４卷 ，枟大宝积经优波离会第二十四枠２卷 ，枟大宝积经发胜志乐会

第二十五枠２卷 ，枟大宝积经善臂菩萨会第二十六枠２卷 １０８ 颂 ，枟大宝积经善

顺菩萨会第二十七枠１卷 ，枟大宝积经勤授长者会第二十八枠１卷 ，枟大宝积经

优陀延王会第二十九枠２００颂 ，枟大宝积经妙慧童女会第三十枠２００颂 ，枟大宝

积经恒河上优婆夷会第三十一枠８０颂 ，枟大宝积经无畏德菩萨会第三十二枠１

卷 ，枟大宝积经无垢施菩萨应辩地第三十三枠１卷 １５０颂 ，枟大宝积经功德宝

花敷菩萨会第三十四枠１４０颂 ，枟大宝积经善德天子会第三十五枠２卷 。以上

诸经 ，均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枟大宝积经善住意天子会第三十六枠４卷 ，由鲁伊坚赞（龙幢）译出 。

枟大宝积经阿阇世王子会第三十七枠 ，或译枟圣狮子所问大乘经枠（笰痀烞荈砱烞
珿砱烞眓）６０颂 ，枟大宝积经大乘方便会第三十八枠４卷又 １３颂 ，枟大宝积经贤护

长者会第三十九枠２卷 。以上诸经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枟大宝积经净信童女会第四十枠１５０ 颂 ，枟大宝积经弥勒所问会第四十

一枠１卷又 １０颂 ，枟大宝积经弥勒菩萨问八法会第四十二枠１卷 ，枟大宝积经普

明菩萨会第四十三枠 ，或译枟圣迦叶请问品枠（皉眛烞笭痀砱烞笎砱烞珿砱烞眓痑烞祪痐）３ 卷 ，

枟大宝积经宝梁聚会第四十四枠２ 卷 ７０颂 ，枟大宝积经无尽慧菩萨会第四十

五枠２００颂 ，枟大宝积经文殊说般若会第四十六枠 ，或译枟般若波罗蜜多经七百

颂枠两卷又 １００颂 。以上诸经 ，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枟大宝积经宝髻菩萨会第四十七枠３卷 ，由曲尼楚臣（法性戒）译出 。

枟大宝积经胜鬘夫人会第四十八枠２卷 ，枟大宝积经广博仙人会第四十

九枠 。此二经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以上大宝积经四十九会全部译出 。



　第六章 　藏地所译显宗经论目录 １５１·　

　 　 ３ ．大乘经部各经典

枟贤劫经枠２６卷 ，由伯央（祥音）和伯则（祥积）合译 。

枟方广大庄严经枠１８卷（系用新语校正） ，或译枟圣广大游戏大乘经枠（衵烞
偟砡烞眥砳烞眣） ；枟大庄严法门经枠 ，或译枟圣文殊室利游戏大乘经枠 ，２卷又 １０颂 ；

枟佛说魔逆经枠（用新语校正） ，或译枟大乘经文殊室利神变品枠 ，１ 卷 ９４ 颂 ；

枟菩萨行境方便境界中示现神变大乘经枠 ，或译枟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枠（枟大

藏经枠中为枟佛说庄严王陀罗尼咒经枠） ，５卷 。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枟圣世尊智方广经宝无边究竟大乘经枠２５卷 ，由益西宁布（智藏）和伯则

（祥积）合译 。

枟佛说大乘入诸佛境界智光明庄严经枠３卷又 ５０颂 ，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枟佛说华手经枠 ，或译枟圣摄持善根大乘经枠 ，共 １８卷 ，由勒吉德（善军）和

益西德（智军）合译 。

枟僧伽吒经枠（系用新语校正）４卷 ，枟不思议光菩萨所说经枠２７０颂 ，由益

西德（智军）译出 。

枟佛说较量一切佛刹功德经枠 ，枟师子庄严王菩萨请问经枠 ，或译枟圣八曼

荼罗法门大乘经枠 ，６０颂 ，由益西德（智军）译 。

枟解深密经枠４卷又 ２０颂 ，用新语校正 ；枟楞伽阿跋札宝经枠 ，桂·曲珠（法

成）由梵译藏 ，共 ８卷 。

枟佛说象头精舍经枠（疻烞砫烞虓烞眴）１８８颂 ；枟妙法莲花经枠 ，或译枟正法白莲花

经枠 ，１３卷 ；枟悲华经枠 ，或译枟圣悲白莲花大乘经枠 ，１５卷 ；枟大悲经枠 ，或译枟大

悲白莲花经枠 ，６卷 。此四部经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枟大涅般木二万五千品中天人等众请问品枠 ，或译枟大涅般木经枠 ，共 １３ 卷 ，

由拉达瓦（天月）译出 。

枟佛临涅般木记法住经枠 ，或译枟涅般木经小品枠（淢烞痀眐烞砳砱烞砮眛砱烞眓痑烞眑婓烞偅痀烞
眣） ，由仁钦桑布（宝贤）译出 。

枟佛临涅般木智大乘经枠（砮眛砮烞疻烞眱烞离砱） ，共 １０颂 ，由汉文本译藏 ，列入枟丹

噶目录枠 。

枟佛藏经枠 ，共 ５卷 ，由汉文本译出 。此经在三大目录中列入经藏 ，但有

人对此有怀疑 。

枟大乘密严经枠 ，只译完四卷 。

枟一切如来加持观众生宣说佛土庄严大乘经枠 ，或译枟佛说庄严王陀罗尼

咒经枠 ，共 ２卷 ，由鲁伊坚赞（龙幢）和益西德（智军）合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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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枟佛说一切法功德庄严王经枠６ 卷 ；枟佛说阿弥陀经枠 ，或译枟圣极乐刹土

庄严经枠 ，１３０颂 。此二经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枟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枠（砨烞眑烞啋疻烞眣笓眛烞眓） ，或译枟圣箧藏庄严大乘经枠 ，４

卷 １６５颂 ；枟大方广宝箧经枠（眛笓眐烞眑偩疻烞砨烞眑烞啋疻） ，４ 卷 。由仁钦措（宝护）译

出 。

枟圣宝源大乘经枠７卷 ，枟圣宝边大乘经枠２１０颂 。此二经由益西德（智军）

等译出 。

枟金光明最胜王经枠广本 ８卷 ，由南巴弥多（不分别师）译出 。

枟金光明最胜王经枠略本 ５ 卷 ，枟金光明最尊胜大乘经枠１０ 卷 。由桂·曲

珠（法成）从汉文本译出 。

枟圣金经大乘经枠 ，枟圣如金沙大乘经枠８０ 颂 。由益西德（智军）等人译

出 。

枟月灯三昧经枠 ，或全译为枟圣一切法体性平等戏论三摩地王经枠 ，１５ 卷

以前齐全 ，由曲尼楚臣（法性戒）译出 。

枟寂照神变三摩地经枠３ 卷又 １０ 颂 ，枟如幻三摩地大乘经枠１ 卷 １５０ 颂 ，

枟佛说如来智印经枠２卷 ６０颂 。此三经又益西德（智军）译出 。

枟佛说首楞严三昧经枠 ，或译为枟圣勇行三摩地经枠 ，５卷 ；枟般舟三昧经枠 ，

或全译为枟圣现在诸佛现前住立三摩地经枠７卷 。此二经由仁钦措（宝护）译

出 。

枟集一切福德三昧经枠４ 卷 ，由益西德（智军）等人译出 。 枟金刚三摩地

经枠６卷 ，由汉文本译出 。

枟四童子三摩地经枠３卷 ，由益西德（智军）等译 。 枟圣最胜三摩地经枠１卷

（未载译者） 。

枟宝星陀罗尼经枠８卷又 ３０颂 。 枟金刚场陀罗尼经枠１卷 ２７０颂 。此二经

由益西德（智军）等人译出 。

枟圣无边门陀罗尼经枠２６０颂 ，枟六门陀罗尼经枠１８颂 ，枟佛说入无边分别

法门经枠１２１颂 ，由伯则（祥积）译出 。

枟二偈陀罗尼枠 ，枟大乘起信善修经枠２卷又 １９ 颂 ，由益西德（智军）等译

出 。

以上诸陀罗尼经 ，世亲论师将枟六门陀罗尼经枠解释为经藏 ，迦摩罗尸罗

（莲花戒）大师将枟佛说入无边分别法门经枠解释为经藏 。而枟宝星陀罗尼经枠

和枟金刚场陀罗尼经枠等在各大目录中均列入经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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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枟大哀经枠 ，或译枟如来大悲宣说陀罗尼自在王请问经枠 ，７卷 ；枟大集大虚

空藏菩萨所问经枠 ，８卷 ；枟神变王所问经枠 ，３卷 ；枟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枠 ，７０

颂 ；枟圣辩慧所问大乘经枠 ，或译枟辩意长者子经枠 ，１卷又 １０颂 ；枟大乘教授大

宝童女所问经枠 ，４卷又 ４０颂 ；枟海意菩萨所问净印法门经枠 ，１０卷 ；枟佛说海

龙王经枠 ，７卷 ；枟海龙王启向佛为说十善经枠 ，２００ 颂 ；枟海龙王所问经小品枠 ，

１０颂 。以上诸经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枟观自在菩萨所问七法经枠 ，由格维罗哲（善慧）译出 。

枟无热龙王所问经枠４卷 ，由益西德（智军）和抄录者贡林麻等译出 。

枟圣大树紧那罗王所问大乘经枠５卷 ，由贝吉伦布（祥山）和伯则（祥积）

合译 。

枟圣梵天所问经枠２００颂 ，枟圣梵施王所问经枠１ 卷 ，此二经由益西德（智

军）译出 。

枟胜思维梵天所问经枠７ 卷 ，曲尼楚臣（法性戒） 、哇须译师拉旺布松瓦

（天王护）和循奴松瓦（童护）等人合译 。

枟佛说须真天子经枠（埥痑烞朘烞砡眣烞烼砳烞笰眑砱烞笎砱烞珿砱烞眓）３ 卷 ，枟圣吉祥宝所问

经枠１１５颂 。此二经由益西德（智军）等译出 。

枟佛说宝网经枠１卷又 ６０颂 ，由益西宁布（智藏）和伯则（祥积）译出 。

枟大乘宝月童子问法经枠２０７颂 ，由格维贝（善祥）和拉伊达瓦（天月）合

译 。

枟菩萨生地经枠（眣婬烞桮眛烞笎砱烞珿砱烞眓）８０颂 ，由益西德（智军）等译出 。

枟圣护国所问大乘经枠７３颂 ，枟无垢光菩萨所问经枠（埥烞淩烞婗烞眑烞涬眛烞眓痑烞皉眛烞
笎砱烞珿砱烞眓）６卷 ，枟有德女所问经枠（梫眑烞畤烞淩烞眛眓砳烞婍眐烞眑砱烞珿砱烞眓）９０颂 ，枟佛说老

女人经枠１１５颂 ，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枟大乘百福相经枠（砮疺眑烞眛眓砳烞蚢砱烞珿砱烞眓） ，或译枟妙吉祥菩萨所问经枠 ，９０

颂 ；枟尼乾子问无我义经枠 ，由仁钦桑布（宝贤）译出 。

枟持世经枠（砮偫疻烞埣眐烞砮猈眐烞蚢砱烞眲痀砱烞笴烞婗砱烞眓） ，或译枟圣持世发问经枠 。 枟大

方等大集经第十二无尽意菩萨品枠（桼烞蚅砱烞涳烞砨眛烞眓砱烞眣埧眐烞眓）７卷 ，枟维摩诘所

问经枠（婗烞眑烞涬眛烞眓砡烞蚇疻砱烞眓砱烞眣埧眐烞眓）６卷 ，此二经由曲尼楚臣（法性戒）译出 。

枟大乘四法经枠（砮疺眑烞眛眓砳烞蚢砱烞眣埧眐烞眓） ，或译枟圣文殊所说大乘经枠１４颂

半 ；枟佛说布施功德经枠３０颂 ；枟宝授菩萨菩提行经枠２２０颂 ；枟圣布施波罗蜜多

大乘经枠２卷 ；枟佛说五波罗蜜多大乘经枠６卷 ，或译枟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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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 ～第十五分枠 ；枟佛说菩提分大乘经枠９２ 颂 。以上诸经由益西德（智军）

译出 。

枟清净毗尼方广经枠（竘眐烞琁眣烞眛痀烞婓眐烞眛眑烞眓痑烞眣婬眐烞眓烞眣埧眐烞眓）２卷 ，或译枟佛

说世俗胜义二谛经枠 ，由曲尼楚臣（法性戒）等译 。

枟佛说诸法本无经枠３卷 ，仁钦措（宝护）译 。

枟大方广入如来智慧不思议经枠３卷又 ２０颂 ，益西德（智军）译 。

枟圣说出生佛力变现神变大乘经枠１卷 ５０ 颂 ；枟大方广佛华严经佛不思

议法品第三十三枠 ，或译枟圣佛不思议法说示经枠 ；枟圣燃灯佛授记经枠２１０颂 ，

由格瓦伯（善祥）和鲁伊坚赞（龙幢）合译 。

枟圣梵吉祥授记大乘法枠４０颂 ，格瓦伯（善祥）和拉达瓦（天月）合译 。

枟乐璎珞庄严方便品经枠２卷 ，或译枟转变女身授记大乘法枠（朘眛烞涬眛烞砮蚖砡烞
眣烞祩痀烞眣埧眐烞眓） ；枟佛说月上女经枠２卷 。此二经由益西德（智军）译 。

枟圣吉祥大天女授记经枠１００颂 ，枟差摩婆帝授记经枠（眣婬烞婍眐烞眑烞祩痀烞眣埧眐烞
眓）７０颂 ，枟圣胜意大乘经枠１１颂 。

枟圣观音大乘经枠１卷 ６０颂 ，枟佛说文殊师利巡行经枠１４０颂 ，此二经由益

西德（智军）译出 。

枟甘露经枠７０颂 ，枟圣弥勒发趣大乘经枠２ 卷 ，枟佛说内藏百宝经枠（砮偫疻烞
埣眐烞眛痀烞偗砱烞笴烞眑堄眐烞眓砡烞砮偣疻烞眓）１１９颂 。此二经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枟信力印法门经枠（眛痀烞眓痑烞埩眣砱烞眣荄眛烞眓烞砳烞痐疺疻烞眓痑烞掁疻烞衵）５ 卷 ７０ 颂 ，枟入

定不定印经枠１卷 ，枟佛说施灯功德经枠１卷 ，此诸经亦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枟圣法印大乘经枠８０ 颂 ，枟圣那伽罗婆兰毗迦大乘经枠（蚅痀烞茠砡烞蚢烞砮猘烞眣痑烞
眑婓）１００颂 ，由鲁伊旺布（龙尊王）和拉达瓦（天月）合译 。

枟食养清净大乘经枠３８颂 ，枟佛说象腋经枠１ 卷 ６０颂 ，枟圣大音经枠６４ 颂 ，

由格瓦伯（善祥）和拉达瓦（天月）合译 。

枟大方广狮子吼经枠１卷 ，巴杰·益西宁布（智藏）译 。

枟佛说大乘稻秆经枠２２６颂 ，益西德（智军）译 。

枟圣缘起大乘经枠１３颂 ，枟缘起经枠３０颂 ，由南喀（虚空师）译 。此经有人

虽称之为小乘经典 ，但世亲论师在其释论中认为 ，此经开示了八识以及非能

明 、非色等义理 ，故应是共通大乘经典 。

枟央掘魔罗经枠（笢砡烞淩痑烞晙痀烞眣烞砳烞眒眐烞眓） ，或译枟圣利指鬘大乘经枠 ，共 ７卷 ，

由曲尼楚臣（法性戒）和汉族译师董阿杂拉合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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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枟阿阇世王忏悔罪障经枠５卷 ，仁钦措（宝护）译 。

枟佛说德护长者经枠（眛眓砳烞梤砱烞笎烞眑婓）１卷 ６０颂 ，枟佛说净业障经枠１卷 ４０

颂 ，枟圣断除业障大乘经枠（砳砱烞笎烞适眣烞眓烞袀眐烞疻偲眛烞眓）２３０ 颂 ，此诸经由益西德

（智军）译出 。

枟佛藏经枠（砱痀砱烞衵砱烞笎烞婂烞庱眛烞猇砳烞荅眑砱烞砮疶砳烞眣烞眧砡烞疻偲眛烞眓） ，或译为枟断除犯

破佛藏戒罪经枠 ，７卷 ，伯吉伦布（祥山）译 。

枟佛说胜军王所问经枠１６０颂 ，枟大法鼓经枠５ 卷 ，由伯吉伦布（祥山）和伯

则（祥积）译 。

枟大乘三十三天品经枠３ 卷 ；枟坚固增上意乐品大乘经枠４ 卷 ；枟正法摄集

经枠 ，又名枟诸法要集经枠（偩砱烞眣蚅烞眣）７卷 ；枟大乘方广总持经枠（崨眑烞眓砡烞砮眝疻烞眓烞
眝眑砱烞疿眛烞眣婖砱烞眓）１卷 ６０颂 。此诸经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枟诸佛要集经枠（砱痀砱烞衵砱烞眣蚅烞眣）３卷 ，枟如来集赞大乘经枠３卷 ７５颂 ，由伯

央（祥音）和伯则（祥积）译出 。

枟集一切法要经枠（偩砱烞竘眐烞眣蚅眣） ，枟大集大乘经中如来吉祥三摩耶经枠３

卷 ，由伯则（祥积）译出 。

枟佛说除盖障菩萨所问经枠 ，或译枟圣宝云大乘经枠（眛笓眐烞眑偩疻烞捵眐）８卷 ，

由仁钦措（宝护）和曲尼楚臣（法性戒）合译 。

枟大方等无想经枠 ，直译枟圣大云大乘经枠（捵眐烞偟眐烞悐）１０卷 ，枟圣大云经中

十方菩萨集会海嬉戏妙筵品经枠３卷 ２２０颂 ，枟大云经风轮品枠１卷 ，枟大云经

风轮品中大云品枠２卷半 ７０颂 ，枟大方等大云经请雨品第六十四连同仪轨枠 ，

此诸经由益西德（智军）译 。

枟大云经小品枠１２０颂 ，此经是否是 １２１颂待查 ；枟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

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枠 ，鲁梅·旺秋扎认为此经是否是佛经 ，可疑 ；枟大佛

顶九品中抄出魔品枠 ，由汉文译出 ，共 ２卷 ，此经在三种旧目录中列入佛部 。

（以上诸经缺录译者）

枟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枠１３卷 ，由南巴密多巴（无分别师）译出 。

枟佛说广博严净不退转轮经枠６卷 ，由益西德（智军）等人译出 。

枟圣三摩地轮大乘经枠 ，枟佛说回向轮经枠２卷 ，由南巴密多巴（无分别师）

从汉文译出 。

枟正法王大乘经枠１卷 １００颂 ，此经与枟圣三摩地轮大乘经枠在三种旧目

录中列入佛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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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枟正法理趣经枠１卷 ，枟圣法蕴经枠１５０颂 ，枟第一法胜经枠（婓眐烞眛眑烞眓痑烞偩砱烞笎烞
崨眑烞眓砡烞衵砳烞眣）２８０ 颂 ，枟法义分别大乘经枠９２ 颂 ，此四经由益西德（智军）译

出 。

枟菩萨别解脱四法成就大乘经枠２ 卷 １００ 颂 ，由释迦罗哲（释迦慧）和格

维罗哲（善慧）合译 。

枟佛说四法大乘经枠１３颂 ，益西德（智军）译 。

枟四法经枠１０颂 ，枟不舍四法经枠 ，枟大乘四法经枠２６０颂 ，枟三法经枠由拉伊

达瓦（天月）和伯则（祥积）合译 。

枟大乘法海经枠８０颂 ，枟法幢大乘经枠 ，枟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

第十卷枠（偩砱烞笎烞衵烞淩）（由汉文译出） ，枟大乘大方等日藏经枠１３卷 ，由桑迥（贤

护）和伯则（祥积）合译 。

枟大方广如来藏经枠１卷 １０颂 ，益西德（智军）译 。

枟无字宝箧经枠１００颂 ，枟虚空孕菩萨经枠１卷 １７５颂 ，枟圣理趣调伏虚空色

忍辱大乘经枠１１卷（由汉文本译出） ，枟佛说大方广善巧方便经枠 、枟五千四百

五十三佛名神咒除障灭罪经枠８卷 ，枟圣大解脱方广忏悔灭罪成佛庄严大乘

经枠２卷 １１２颂（由汉文本译出） ，枟大证圆通经中称名功德 、序品枠 。 （以上诸

经未录译者）

枟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枠（涬烞啋疻烞荋烞猘疻砱）３卷 ，曲尼楚臣（法性戒）译 。

枟百拜忏悔经枠 ，枟圣不可思议王经枠７５颂 ，枟佛说灭十方冥经枠１５０颂 ，由

藏·提温罗悉达和鲁伊坚赞（龙幢）合译 。

枟圣虚空藏菩萨陀罗尼经枠（砱痀砱烞衵砱烞眣婥眐烞眓）１０５颂 ，枟八吉祥经枠（砱痀砱烞
衵砱烞眣衵眛烞眓）９１颂 ，枟佛说十二佛名神咒较量功德除障灭罪经枠（砱痀砱烞衵砱烞眣偋烞
疻厜砱烞眓）７７颂 ，枟佛说大乘大方佛冠经枠（砱痀砱烞衵砱烞笎烞眛朘烞衵眐）２００颂 ，由仁钦措

（宝护）和提温罗悉达合译 。

枟佛说佛地经枠（砱痀砱烞衵砱烞笎烞砱）２００颂 ，由益西德（智军）根据四种疏释本

新译 。

枟圣者不舍正觉大乘经枠１２０颂 ，枟八佛名号经枠（眛笎砳烞砮茪砡烞眣衵眛烞眓痑烞眑婓烞
婂）７０颂 ，此二经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枟佛说八部佛名经枠（眣粊烞祫砱烞眣衵眛烞眓）５１颂 ，枟随念佛法僧三宝经枠（眛笓眐烞
眑偩疻烞疻笴眑烞偗砱烞笴烞婤眐烞眓） ，枟三学经枠 、枟圣三身大乘经枠 、枟圣三蕴大乘经枠５３０

颂 ，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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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枟忏悔菩提堕罪经枠 ，此经出自枟优婆离尊者启问经枠 。 枟七佛往昔宏愿经

广品枠８００颂 ，枟药师琉璃光如来昔愿功德经枠２卷 ，此二经由益西德（智军）译

出 。

枟三皈依经枠３０颂 ，由伯则（祥积）译出 。

枟佛说大乘流转诸有经枠７０颂 ，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枟大涅般木经枠５６卷 ，此经由汉文本译出 。 枟谟底王巴那侠得梁品枠以上

全 。 枟山中阿难尊者经枠 、枟调伏难陀龙王及近难陀龙王经枠 、枟大迦叶经枠 、枟日

经枠 、枟大吉祥经枠 、枟大集会经枠 、枟慈氏经枠 、枟慈氏修行经枠 、枟五学功德经枠 、枟转

法轮经枠 、枟本生经序品枠 、枟杨柳宫经枠 ，以上诸经由班智达阿南达室利与上师

尼玛坚赞贝桑布（日幢）新译 ，与以往所译是否有重复 ，或究竟属大小乘中的

何乘经典等 ，尚待考查 。

４ ．回问 、发愿 、颂赞类经典

枟密意大宝鬘经中所出广大回向愿王枠１３０颂 ，由班觉（祥富）和伯则（祥

积）合译 。

枟广大回向愿王陀罗尼枠１卷 ２００颂 ，结尾略缺 ，枟圆满想念大回向颂枠５０

颂 ，枟善护一切众生回向颂枠４０颂 ，枟普贤行愿王经枠９７颂 ，枟弥勒愿文枠３０颂 ，

枟胜行愿文枠２３颂 ，由益西德（智军）等译出 。

枟金光明经忏悔品中所出愿文枠 、枟金臂王明灯愿文枠 、枟大千摧破佛母经

中所出愿文枠 、枟大孔雀佛母明咒王经中所出愿文和真言枠 、枟入毗舍离城福乐

吉祥颂枠 、枟天神启问福乐吉祥颂枠 、枟成就福乐吉祥颂枠（共九颂） 、枟大游戏经

中所出佛为商主嘎衮和贤善所说吉祥颂枠 、枟佛为性贤长者所说三宝吉祥

颂枠 ，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枟大法华经所出帝释赞佛吉祥颂枠 、枟孪生天王赞佛吉祥颂枠 、枟兜率天王

赞佛吉祥颂枠 、枟天王所问吉祥颂枠 、枟七世佛吉祥颂枠 、枟三宝及佛十二事业吉

祥颂枠 ，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有人将枟普贤行愿王经枠等说为小乘 ，是说不当 ，因此类愿文出自大乘经

典和陀罗尼 ，故应属大乘 ，不可与其所出大乘经典分列 。又 ，枟圣富楼那（疻痀烞
悐）所问大乘经枠 、枟圣洛托（蚘疻烞婠眣烞）所问大乘经枠 、枟宝蕴经枠 、枟十地经枠等均

属宝积部 ，不能列入杂经部 。凡旧译经典未列入现在的枟甘珠尔枠部 。

５ ．未能译出的 ３５种经典

枟如来藏经枠４卷 、枟三宝藏经枠４ 卷 、枟虚空藏三摩地经枠６卷 、枟吉祥音所

问经枠１卷 ２００颂 、枟诸佛所行境广大清净经枠１卷 、枟一切法功德庄严王经枠



　 　·１５８ 布顿佛教史 　

４００颂 、枟辩才庄严经枠 、枟智藏经枠 、枟如来三摩地经枠 、枟虚空藏启问经枠１卷半 、

枟菩萨所行境广大清净经枠１卷 、枟大吉祥经枠３ 卷 、枟如来吉祥圆满经枠３ 卷 、

枟金刚藏启问经枠 、枟月胜藏启问经枠 、枟波斯匿王所问经枠 、枟极喜所问经枠 、枟牝

虎之女所问经枠 、枟佛说十般若波罗蜜多经枠 、枟佛说画像经枠 、枟无量经枠 、枟供献

曼陀罗功德经枠 、枟菩萨授记经枠 、枟梵天授记经枠 、枟大宝经枠５卷 、枟如来经教品

律戒不疑经枠１卷 、枟广智经略本枠１ 卷 、枟佛说净善功德经枠８０颂 、枟药师经略

本枠２００颂 、枟般若波罗蜜多经摄颂枠 、枟生智经枠 、枟生力经枠 、枟摄智经枠 、枟善巧

如来回向颂枠１６０颂 、枟佛说诸法性体不动中显现一切差别经枠９０颂 。以上三

十六经未能觅得 。

对于枟双成经枠（琈痀烞荋烞眑婓）和枟无我所问经枠（眣眛疻烞涬眛烞眓烞婗砱烞眓）等经 ，鲁梅

上师认为不是经部的经典 。但对此说不能同意 ，因有人曾说 ：“枟无我所问

经枠为仁钦桑布（宝贤）所后译 ，枟双成经枠在大藏经目录中列为经典”故 。在

枟旁塘目录枠中说 ，枟薪烬养护经枠（涬烞砮疻砳烞砮猘烞眣痑烞眑婓） 、枟马首金刚天地庄严
经枠（堈烞眑蚗眐烞疻眐眑烞砱烞眣笓眛烞眓痑烞眑婓）译自黎域 。此外 ，尚有 ３８１ 部经未能觅得 ，

有 ５７ 或 ５９ 部译经如枟帝释天请问经枠（笓痐烞祫烞畟） 、枟智贤母经小品枠（桼烞蚅砱烞
眣砨痀烞淩烞偅痀烞眣） 、枟宝树庄严经枠（勓眐烞祫痀烞荋烞眑婓）等 ，萨迦班智达和鲁梅等师认为

似是经典 。这些均需进一步考证 。

第二节 　论典目录

第一部分 　诠释个别佛经密意论典
一 、诠释初转法轮类经典之论典

枟律本事广释枠 ，由轨范师格勒喜宁（妙友）著 ，译本 １１卷 。

枟律分别释枠 ，轨范师杜维拉（调伏天）著 ，１５卷 ，由鲁伊坚赞（龙幢）译 。

枟律上分阿笈摩无上分别问经释枠 ，持经部师格维喜宁（善友）著 ，译本不全 。

枟律杂事八门以上全释枠 ，或译枟阿笈摩杂事注枠 ，轨范师崔臣姜（戒护）

著 ，１０卷 ，格维罗哲（善慧）译 。

枟别解脱戒释枠 ，轨范师恰巴喜宁（胜友）所著枟律摄略论枠１５ 卷 ，由毗卢

遮那 、加维喜饶（佛智）和释迦喜饶（释迦友）合译 。

枟别解脱经本释枠（笢烞笢砡烞眝砡烞眣痑烞疻珿痀烞砮蚚砳） ，２７卷 ，相传圣勇尊者（马鸣）

著 ，由鲁伊坚赞（龙幢）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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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枟别解脱经广释律集论枠 ，轨范师智麦喜宁（无垢友）著 ，传为 ５０卷 ，鲁伊

坚赞（龙幢）译 。

枟律蕴释论枠 、枟别解脱经释备忘录枠 、枟别解脱经释枠７ 卷 、传由达那尸罗

大师所著枟别解脱经文句备忘录枠２卷 ，由鲁伊坚赞（龙幢）译 。

枟别解脱经释生悦论枠（此论未录入枟丹珠尔枠论藏中） 、枟别解脱经广释枠

１２０卷（此论至今未寻得） 、枟比丘尼别解脱经释枠２卷 、另一部枟比丘尼别解脱

经释枠 、轨范师云丹沃（功德光）所著枟律经根本颂枠９卷和枟百一羯摩论枠３６００

颂 １２卷 ，由鲁伊坚赞（龙幢）译 。

枟律经释论枠（眑婓痑烞砮蚚砳烞眓烞厜眛烞笎烞崨眑烞眣砪眛） ，崔臣迥尼（戒生）译 。

枟律经广释枠７０卷 ，却吉喜宁（法友）著 ，鲁伊坚赞（龙幢）译 。

枟律经略释枠 ，传由轨范师云丹沃（功德光）著 ，但值得怀疑 。

枟律经释枠 ，轨范师喜饶杰（能智）著 。

阿罗汉萨嘎拉（砱烞疻烞羕）所著枟毗奈耶花鬘贯珠枠６卷 ，由强贝伯（慈吉祥）译 。

轨范持经师格维喜宁（善友）所著枟毗奈耶问品枠１００颂及其释论 ５卷 ６４

颂 ，此二论由伯则（祥积）译 。

阿罗汉却吉仓本（法商王）所著枟律赞枠及其释论轨范师杜维拉（调伏天）

所著枟律赞释枠 ，此二论由鲁伊坚赞（龙幢）译出 。

轨范师释迦沃（释迦光）所著枟沙弥三百颂枠３００ 颂及其自释枟沙弥颂具

光释枠８卷 ，此二论由旺布松瓦（天王护）译 。

轨范师调伏天所著枟利益弟子沙弥颂枠 、枟沙弥五十颂枠 ，由益西德（智军）

译出 。

嘎玛拉尸罗（莲花戒）所著枟沙弥五十颂释八义论枠 、枟沙弥应作事枠 、宗巴

尤希（世友）所著枟异部宗轮论枠 、轨范师调伏天所著枟异部略说枠６５颂 ，轨范

师跋杰所著枟异部分别解说枠７０余颂 ，由那措译 。

轨范师莲花生大师所著枟沙弥最初年岁问枠 ，由加哇喜饶（佛智）译 ；枟比

丘最初年岁问枠 ，由那措译师译 。

持经藏师格维喜宁（善友）所著枟沙弥学处经枠 ，由循奴却（童胜）译 。

班智达苏那耶室利所著枟邬波索迦八戒本释枠（眛荈烞眣唹眐烞蚢烞婜眑烞眓烞眣衵眛烞眓烞
烼烞砮蚚砳） ，由达玛扎（盛称）译 。

枟序分及补特伽罗摄颂枠 ，迦湿弥罗的毗摩罗室利跋扎著 ，循奴却（童胜）

译 。

枟法集要颂释枠 ，轨范师喜饶果恰（智铠）著 ，释迦罗哲（释迦慧）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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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范师世亲所著枟颂义略要论本释枠 ，由益西宁布（智藏）和伯则（祥积）

合译 。

轨范师龙树所著枟法要释枠 ，或译枟法界心要释枠 ，由伯则（祥积）译 。

枟世间施设论枠７卷 、枟因施设论枠７卷 、枟业施设论枠５卷 ，此诸经由益西德

（智军）译 。

以上诸论著 ，分别说一切有部认为是佛经 ，在诸大目录中亦列入佛经

类 ，但经部学者认为应是论典 ，故在此列入论典 。

转范师世亲所著枟对法俱舍颂枠２ 卷及其自释本 ３０ 卷 ，由伯则（祥积）

译 。其释论枟对法俱舍颂释明义解枠６０卷 ，轨范师王子扎贝喜宁（称友）著 ，

伯则（祥积）译 。

轨范师岗哇伯（满增）所著枟对法俱舍论释义随相论枠６０ 卷 ，巴察译师

译 。

泥婆罗的希尼拉（寂止天）所著枟对法俱舍论要义合经疏枠 ，由喜饶沃色

（智光）译 。

轨范师堆桑（聚贤）所著枟对法俱舍颂论释义合经论枠１５卷 ，轨范师陈那

所著枟对法俱舍论释要明灯枠 ，由坚贝循奴（文殊童子）译 。

以上为五十部小乘论典 。尚有轨范师罕底索玛所著枟对法俱舍论释枠１４

卷 、枟对法俱舍论方便摄要枠１０卷 、枟入对法论枠２卷 ５０颂 ，枟入对法论广释枠５

卷 ，轨范师菩提萨土垂所著枟比丘戒律五十颂枠 ，轨范师世亲所著枟诸经论义理

分别庄严轮论枠若干卷等需寻找 。

二 、诠释中转法轮类经典之论典

１ ．般若经之释论

枟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十万颂广释枠７８卷 ，一部分未译出 。 枟旁塘目录枠

中记述此经释由赞普赤松德赞主持完成翻译 ，但在其前的两部目录中则说

是印人完成 ，称之为“嘉迦玛” ，即由丹恰遮赛完成 。另外 ，枟般若十万颂释枠 、

枟般若二万五千颂释枠 、枟般若一万八千颂释枠（共译出 ２７卷）等经释论典 ，不

少人认为是丹恰遮赛所作 ，但实际上是世亲论师所著 ，这是因为枟牟尼密意

庄严论枠中所引文句 ，与枟般若二万五千颂释枠相同 ，在释论首页亦写有“主张

摧破此论释”之句故 。

迦湿弥罗的达玛室利所著枟般若十万颂疏释枠 ，枟随顺三种般若佛母显示

八义疏枠 ，由弥底班智达著并自译 。

枟般若二万颂八品摄义释枠 ，轨范师狮子贤著 ，崔臣加瓦（戒胜）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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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解脱军所著枟般若二万颂具慧释枠 ，由喜饶译出 ；解脱军所著枟般若二

万颂释论枠 ，由卓桑嘎释迦光译出 。

轨范师扇底波所著枟般若二万颂释枠 ，桂译师译 。

轨范师狮子贤所著枟般若八千颂现观庄严光明释枠８０００ 颂 ，由鄂译师

译 。

轨范师扇底波所著枟般若八千颂释最胜心要论枠 ，由释迦罗哲（释迦慧）译 。

轨范师晋美迥尼贝巴（无畏生隐）所著枟般若八千颂释要月光论枠 ，由喜

饶伯（智祥）译 。

轨范师陈那所著枟般若八千颂摄义枠及其广释轨范师官却邦（宝民）所著

枟般若八千颂摄义广释枠 ，此二论典由鄂译师译 。

具祥王杂嘎达拉尼巴所著枟般若八千颂释随顺要旨论枠 ，由噶若·崔臣迥

尼贝瓦（戒生隐）译 。

轨范师无垢友所著枟般若七百颂释枠７卷 ，轨范师莲花戒所著枟般若七百

颂释枠６卷 ，由南喀姜（虚空护）译 。

此类论典尚需找寻的有 ：轨范师益西喜宁（智友）所著枟般若七百颂释枠

１００颂 ，另有枟般若七百颂释要枠２卷 、枟一百五十密理释枠１卷等 。

轨范师狮子贤所著枟集薄伽梵功德宝颂释易知录枠 ，由释迦沃（释迦光）

译 。

轨范师桑杰益西（佛智）所著枟般若摄颂难义释枠６卷 ，由伯则（祥积）译 。

迦湿弥罗的达玛室利（法吉祥）所著枟般若摄颂启藏钥枠 ，传由巴热译师

译 。

轨范师无垢友所著枟般若摄颂要义略释枠 ，由作者无垢友和罗汉仁钦德

（宝军）合译 ，此论著未列入丹珠尔中 。

２ ．能断金刚般若经类之释论

枟能断金刚般若释枠 ，莲花戒著 ，５卷 ，益西德（智军）译 。

此类经论 ，尚有功德光论师所著枟能断金刚般若释枠２ 卷 ，枟能断金刚般

若解说枠２卷 ５０颂 、枟能断金刚般若解说颂枠３７颂等 ，未曾寻得 。

轨范师益西喜宁（智友）所著枟般若心经释枠 、枟般若心经释义明灯枠 、枟般

若心经广释枠 ，轨范师莲花戒所著枟般若心经释枠 ，由帕巴喜饶（圣智）译 。

轨范师莲花生之枟般若心经释枠 ，轨范师龙树所著枟般若心经修习法枠 ，由

兰穹和达译师合译 ，此论似属密宗 。

枟般若心经十义显明释枠 ，轨范师无垢友所著枟般若心经广释枠 ，由班第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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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虚空师）和益西宁布（智藏）合译 。

此外 ，尚枟金刚经释枠（娾烞偗烞疻偲眛烞眓痑烞砮蚚砳烞眣） ，由汉文本译出 ，共 ５卷 ，未

觅得译本 。

３ ．现观庄严类释论

枟般若波罗蜜多教言现观庄严论枠２卷 ，鄂译师等译 。

枟现观庄严论释枠 ，轨范师狮子贤著 ，其释论枟显明词义论枠５ 卷 ，由伯则

（祥积）和洛丹喜饶（慧智）合译 。 枟钦浦目录枠和枟旁塘目录枠中说有枟现观庄

严论广释枠６卷 ，是说是否有误或另有异本 ，尚待考证 。

枟现观庄严论释善明词义论枠 ，中观师法友著 ，却吉喜饶（法智）译 。

枟现观庄严释略义枠 ，直译为枟西方门扉论枠（孮眣烞笎烞赸烞蚕疻砱烞眓） ，喜饶迥尼罗

哲（智生慧）著 ，鄂译师译 。

赛林巴·却吉扎巴（金洲师法称）所著枟般若经论现观庄严释显明难解

疏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迦湿弥罗的循奴伯（童祥）所著枟般若经论现观庄严释略义枠 ，扎西坚赞

（吉祥幢）译 。

枟现观庄严论释枠 ，然达格底著 ，拉钦·云丹拔（德燃）译 。有人云此论释

是枟现观庄严释略义枠之释本 ，是说有误 。

班智达普陀室利杂那所著枟般若经论现观庄严释慧灯鬘枠 ，强贝伯（慈吉

祥）译 。有人云枟般若宝灯论枠和枟二万五千般若释略论枠为藏人所著 。

阿底峡尊者所著枟般若波罗蜜多略义明灯枠 ，由那措译师译 。

伯岗巴罗所著枟般若略义九颂论枠及其广释二论典 ，由仁钦桑布（宝贤）

译 。

４ ．中观类释论

枟中观根本智论颂枠 ，或译枟中观根本般若论枠 ，１ 卷 １４０ 颂 ，轨范师龙树

著 ，鲁伊坚赞（龙幢）译 。彼轨范师（龙树）所著枟六十正理论颂枠６２颂 ，由尼

玛扎（日称）译 ；枟七十空性论枠７４颂 ，由循奴却（童胜）等译 ；枟回诤论枠７０颂 ，

由伯则（祥积）和库·多德拔（经燃）合译 ；枟细研磨论枠 ，或译枟广破入微论枠 ，由

扎觉喜饶（名称满智）译 ；枟中观根本无畏释枠７ 卷和枟回诤论自释枠１ 卷 １００

颂 、枟七十空性释枠２８０颂 、枟细研磨论释枠等 ，由多德拔（经燃）译 。

枟中观根本释枠 ，轨范师桑杰姜（佛护）著 ，共 １０ 卷 ，由鲁伊坚赞（龙幢）

译 。

枟中观根本明句释枠 ，轨范师月称著 ，巴察译师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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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范师清辨所著枟中观根本般若灯释枠２０卷 ，由鲁伊坚赞（龙幢）译 。

枟般若灯论广释枠 ，宗巴·观音禁著 ，８０卷 ，由鲁伊坚赞（龙幢）译 。

枟七十空性论释枠 ，班智达彦潘桑布（利他贤）著 ，循奴却（童胜）译 。

枟六十正理论释枠 ，月称著 ，智军译 。

圣天所著枟中观四百论枠及其释论轨范师月称所著枟中观四百论释枠 ，此

二论典由巴察译师译 。

圣天所著枟智慧心要集枠及其释论轨范师菩提贤所著枟智慧心要集释枠 ，

此二论典由却吉喜饶（法智）译 。

圣天所著枟中观掌珍论枠（眛朘烞眑烞砳疻烞眓痑烞眧眛）１５颂及其释论 ２０颂 ，此二论

典由班觉宁布（富藏）和伯则（祥积）译 。

圣天所著枟成就破妄如理因论枠 ，祥积译 。

枟大乘二十颂论枠 ，释迦光译 。

枟中观百字论本释枠 ，由循奴喜饶（童智）和扎觉喜饶（名称满智）合译 。

枟中观缘起心要颂本释枠５４ 颂 ，枟转有轮颂枠（笝眛烞眓烞砮掅烞眣）及其释论班智
达强巴贡布（慈怙）所著枟转有轮颂释枠 ，由达瓦循奴（月童）自译 。

枟无生宝藏论枠 ，巴察译师译 。

枟分别觉与未觉品类论枠 ，扎觉喜饶（名称满智）译 。

轨范师月称所著枟中观五蕴品类论枠 ，那措译师译 。

枟入中论根本颂枠 ，那措和巴察译 。其释论枟入中论根本颂释枠由巴察译师译

出 ，其释论班智达咱雅阿南达所著枟入中论根本颂释注解枠 ，由衮噶扎（庆喜称）

译 。而班智达咱雅阿南达所著枟思择锤颂枠（埲疻烞荈烞婠烞眣） ，由多德拔（经燃）译 。

轨范师清辨所著枟中观心要略义枠８０ 颂 ，其释论枟中观心要略义释思择

烟枠 、枟中观摄义枠等 ，那措译师译 。

枟中观宝灯论枠 ，由贾·宗哲僧格（精进狮子）和那措译师合译 。

轨范师那波巴（黑尊者）所著枟中观缘起论枠 、枟灭妄本释枠 ，由那措译师译出 。

轨范师遮达日所著枟入二谛论枠及其释论轨范师达摩嘎惹玛底所著枟入

二谛论难义释枠 ，此二论典由贾·宗哲僧格（精进狮子）译 。

轨范师益西宁布（智藏）所著枟二谛论枠２７ 颂 ，其自释 １ 卷 ，以及其释论

轨范师希瓦措（寂护）所著枟二谛论释解说枠３卷 ，轨范师寂护所著枟中观庄严

颂枠１００颂及其释论 ２卷 ，此五部论典由益西德（智军）译 。

枟中观庄严颂释枠之释论莲花戒所著枟中观庄颂释详解枠５卷 ，由益西德

（智军）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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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范师莲花戒所著枟中观光明论枠９卷 ，枟成一切法无自性论枠１卷半 ，由

伯则（祥积）译 。

枟显真实性品类论枠２卷 ，轨范师伯贝（祥隐）所著枟入真实性颂枠３０颂 ，其

释论 ２００颂 ，枟入中观智论枠 ，由桂译师译 。

轨范师鲁伊喜宁（龙友）所著枟入三身论枠１５６ 颂 ，其释论轨范师益西达

瓦（智月）所著枟入三身论释枠１５０颂 ，此二论典由智军译 。

轨范师桑杰沃（能明光）所著枟中观宗要品类论枠半卷 ，由祥积译 。

轨范师中观狮子所著枟异见分别论枠 ，由却吉喜饶（法智）译 。

轨范师阿佳嘎拉拘巴达所著枟能仁密意庄严论枠 ，由萨哇扎（显称）和邦·

洛丹（智坚）合译 。

５ ．入菩萨行类释论

枟入菩萨行论枠 ，希瓦拉（寂天）著 ，鄂译师译 。三大目录中说此论典有六

百颂 ２卷 ，但通称有一千颂 。

枟入菩萨行九品颂枠 ，有人说此论典系罗哲牟萨巴（无尽慧）所著 ，并多言

此与枟九品颂枠不同 。但笔者认为 ，此论典除枟忏罪品枠是否单列和新旧译本

有差别外 ，实际上是同一部著作 。

枟入菩萨行论广释枠 ，轨范师喜饶迥尼罗哲（智生慧）著 ，达玛扎（盛称）

译 。

轨范师格维拉（善天）所著枟入菩萨行释枠 ，由格维罗哲（善慧）译 。

轨范师那波巴（黑尊者）所著枟入菩萨行难义释枠 ，由却吉喜饶（法智）译 。

轨范师毗卢遮那热其达所著枟入菩萨行详解枠 、枟入菩萨行智慧品释难枠

（三种中之一种） ，由鄂译师译 。

毗布底旃陀罗所著枟入菩萨行旨意明解枠 ，由他自己译为藏文 。

轨范师赛林巴（金洲师）所著枟入菩萨行摄义枠 ，由那措译师译 。

上述论著 ，属于般若类的论著 ３９种 ，属于中观两派（应成派和自续派）

的论著 ６２种 ，属于入菩萨行类的论著 １０种 ，共计 １１１种 。尚有枟空性回诤

论枠１卷 、枟空行十二门根本释枠２卷尚未找到 。

三 、诠释未转法轮类经典之论典

１ ．各种经部典籍密意之释论

枟十地经序分解说枠１卷 ，释迦洛（释迦慧）著 。

枟十地经释枠 ，轨范师世亲著 ，１４ 卷 ６０ 颂 ，由益西德（智军）和伯则（祥

积）合译 。其释论由轨范师尼玛珠（日成）所著枟十地经释注解枠１２卷 ，由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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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祥积）译 。

枟佛地经释枠 ，轨范师昂楚桑布（性贤）著 ，２ 卷 ４０ 颂 。轨范师坚伯扎巴

（祥称）所著枟三摩地王经释名称鬘枠 ，那措译师译 。其中之枟佛随念经释枠 ，世

亲论师著 ；枟三宝随念经释枠 ，无著论师著 ，释迦光译 。

枟伽耶果日山经释枠 ，世亲论师著 ，１３０颂 ，益西德（智军）译 。

枟伽耶果日山经韵文间杂注枠 ，轨范师释迦洛（释迦慧）著 ，２ 卷 １００ 颂 ；

枟入无分别陀罗尼释枠 ，轨范师莲花戒著 ，２ 卷 ；世亲论师所著枟一伽陀解枠 、

枟六门陀罗尼注枠３１颂 、枟四法经注枠２４颂 ；其释论轨范师益西金（智施）所著

枟四法经注解说枠１卷 ，由益西德（智军）译 。

枟二伽陀注枠 ，轨范师泽阁（妙贤）著 ，２００ 颂 。 枟普贤行愿王经四注枠 ，陈

那著 ，１卷半 ；坚桑布（庄严贤）著 ，１卷半 ；释迦友著 ，２ 卷 ２００颂 ，共 ２部 ，皆

由伯则（祥积）译 ；而轨范师龙树所著 ，则由洛丹喜饶（具慧智）译 。

枟菩提忏悔经释枠 ，轨范师则达日著 ；枟忏悔经释枠 ，燃灯智著 ，由那措译师

译 。

枟忏悔经注释枠 ，轨范师龙树著 ，其另一译本传由鲁吾（龙主）著 。

枟无尽意所说经释枠 ，世亲论师著 ，２０ 卷 ；枟宝积经迦叶品广释枠 ，轨范师

洛丹（安慧）著 ，６卷 ；轨范师龙树所著枟稻秆经摄颂根本释枠４卷 。此诸经由

伯则（祥积）译 。

枟稻秆经广释枠 ，轨范师莲花戒著 ，１ 卷半 。 枟初分缘起分别经解枠 ，世亲

论师著 ，４卷 ；其释论轨范师云丹罗哲（功德慧）著 ，１１卷 。此二论典由南喀

（虚空师）译 。

枟涅般木智经释枠 ，分别有轨范师扎杂萨牟扎和轨范师寂天所著两种 ，均

由帕巴喜饶（圣智）译 。

无著论师所著枟解深密经略释枠２２０颂 ，由益西德（智军）译 。

枟解深密经广释枠约有 ４０卷 ，有人称此论著为龙树所著 ，其实不然 。持

龙树说的理由是 ，认为“应阅拥有自在权力的主宰绛曲祖楚所著之枟正量教

言枠” 。但此论著用的是藏人写论的口吻 ，并引用了枟集论枠 、枟量决定论枠等中

的教言 。故由此可知 ，这是一位藏人学者之著述 ，可能由鲁伊坚赞（龙幢）写

成 。

枟解深密经广释枠 ，由汉族亲教师圆泽（梠眐烞猑疻）著 ，７４ 卷 ，桂译师却珠

（法成）由汉文本译出 。

枟妙法莲花经释枠 ，僧伽林之轨范师萨伊杂勒（地亲）著 ，由汉文本译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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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２０卷 。

枟楞伽经释枠 ，轨范师益西伯桑布（智祥贤）著 。汉地亲教师益西多杰（智

金刚）所著枟如来藏庄严论枠 ，由汉文本译出 。

以上为经部释论 ３８部 。

此类释论尚有以下论典有待找寻 ：

枟解深密经大疏枠６０ 卷 ，枟解深密经弥勒品略解枠 ；轨范师益西宁布（智

藏）著 ，２卷 ７０颂 ；枟解深密经略释枠１卷 ；枟三摩地王经甚深法性释枠２卷 ；枟十

地经摄义枠５０ 颂 ；枟妙法莲花经摄义枠１００ 颂 ；枟宝云经释枠 ；枟佛随念经释枠１

部 ；枟妙法莲花经释枠 ，世亲著 ；枟佛地经句义略论枠８０颂 ；枟胜义法门释枠７卷 ；

枟普贤行愿王经释枠 ，功德光著 ，５００ 颂 ；由汉文本所译枟解深密经大疏枠９卷 ；

由汉文本所译枟楞伽经广释枠４０ 卷 ；由汉文本所译枟楞伽经释枠７６０颂 ；枟楞伽

经疏释枠 ，班智达惹他里罗译 ，３卷 ；枟法广母解说枠４卷 ；枟解深密经广释枠 ，汉

族轨范师佐萨（圆明）著 ，７５卷 ，此论典应考证与圆译所著枟解深密经广释枠

是否是同一部著作 。

２ ．瑜伽行唯识宗论典

薄伽梵弥勒所著枟大乘庄严经论本颂枠３卷 ，其释论轨范师世亲所著枟庄

严经论释枠１卷 ２７０颂 ，世亲释本之释论居士宗巴俄卧尼麦巴（无自性师）所

著枟庄严经论释合解枠１２卷 ，此三论典由伯则（祥积）译 。

枟庄严经论初二颂解说枠 ，轨范师彦拉潘巴（利他）著 ，循奴却（童胜）译 。

迦湿弥罗的杂那室利所著枟庄严经摄义枠 ，由却吉宗哲（法精进）译 。

枟庄严经论大疏枠 ，传由轨范师安慧著 ，共 ６０卷 ，杰扎西（吉祥师）译 。

枟究竟一乘宝性论枠及其释论无著论师所著枟究竟一乘宝性论释枠 ，此二

论典由洛丹喜饶（具慧智）译 。

枟边中边论颂枠７０颂 ，其释论世亲论师所著枟边中边论释枠２卷 ４０颂 ，世

亲释本之释论安慧论师所著枟边中边论释注解枠１１卷 ２００颂 ，此三论典由益

西杰（智王）等译 。

枟辨法法性论枠 ，由那措译师和素·噶瓦多杰（喜金刚）合译 。

枟辨法法性颂枠 ，由夏玛·僧加（狮王）译 。

世亲论师所著枟辨法法性论释枠 ，由鄂译师译 。

圣无著所著“五部地论” ，共 １３０卷 。其中 ：枟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中十五

地诸论枠２６卷 ，枟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之一声闻地枠１８卷 ，枟本地分中之菩萨地枠

２０卷１５０颂 ，枟瑜伽师地中之地品次第枠 ，枟瑜伽师地中之摄异门分枠３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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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颂 ，枟瑜伽师地中之摄事分枠１９卷 １９颂 ，枟瑜伽师地中之摄抉择分枠１卷

２５０颂 ，以上诸论典由益西德（智军）等译 。

枟地品赞释枠译出 ７卷 ；枟菩萨地释枠 ，功德光著 ，未译完 。

轨范师海云所著枟菩萨地释枠２０卷 ，先前于吐蕃噶 、觉二译师时期旧译 ，

后又由那措译师重译 。

枟菩萨地戒品释枠５卷 ，轨范师加维舍（王子）著本及功德光论师之著本

等 ，由益西德（智军）等译 。

“二摄颂”之一枟摄大乘论枠３卷 ２７０颂 ，其释论宗巴·俄卧尼麦巴（无自

性）居士所著枟摄大乘论合解枠１０卷 ３０颂 ，此二论典由益西德（智军）译 。

枟摄大乘论初殊胜处密意分别注解枠１４ 卷 ，枟旁塘目录枠中称世亲论师

著 ；枟摄大乘论释枠由轨范师诺吉杂勒（宝亲）著 ，那措译师译 。宝亲和世亲乃

是翻译上的差别 ，笔者认为应都是世亲所著 。

“二摄颂”中属于共通乘的枟阿毗达磨集论枠５卷 ，（有人说为 ６卷 ，实则 ５

卷） ，其释论轨范师加维舍（王子）所著枟阿毗达磨集论释枠１１卷 ，枟入对法集

论释心要集枠６卷 ５０颂 ，此诸经由益西德（智军）译 。

枟对法集论释枠 ，无著论师著 ，扎巴坚赞（名称幢）和尼玛坚赞（日幢）合

译 。

轨范师世亲所著枟五蕴论枠１３２颂 ，其释论安慧论师所著枟五蕴论品类分

别解枠４卷 ，功德光论师所著枟五蕴论解说枠２卷 １００颂 ，轨范师萨伊杂勒（地

亲）所著枟五蕴论解枠５卷 ，世亲论师所著枟唯识二十颂枠及其自释 １３０颂 ，其

释论调伏天论师所著枟唯识二十颂释详解枠２卷半 ，世亲论师所著枟唯识三十

颂枠 ，其释论安慧论师所著枟唯识三十颂释枠２卷 １００颂 ，其释论调伏天论师

所著枟唯识三十颂释详解枠５卷 ７０颂 。以上十部论典由益西德（智军）译出 。

世亲论师所著枟释轨经部百章论枠（崨眑烞眓砡烞眣砪眛烞眓痑烞眴疻砱烞眓烞眑婓烞婂痑烞婥眑烞朘烞
眣衵烞眣烞眛痀烞眣疿砱烞眓）１ 卷 ，由拉旺布尚哇（天王护）和贤贝果恰（妙祥铠）合译 。

其释论枟释轨经部百章论疏枠１０卷 ，其释论云丹罗哲（功德慧）论师所著枟轨

论疏解颂枠４１００颂 ，此二论典则由拉旺布尚哇（天生护）译 。关于枟轨论疏解

颂枠 ，在以往三种目录中称有 １５卷 ４５００颂 ，也有人说枟释轨经部百章论疏枠

为 ６卷 ，这些应作考证 。

轨范师世亲所著枟成业品类论枠（或译枟大乘业论枠）１卷 ，其释论轨范师

罗桑昂楚（善慧性）所著枟大乘业论释枠４卷 ，此二论典由旺布尚哇（天王护）

和伯则（祥积）合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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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亲论师所著枟决定显示三自性论枠 ，桂译师译 。

世亲论师所著枟大乘百法明门论枠 ，却吉仁钦（法宝）译 。

轨范师仁钦迥尼希瓦（宝生寂）所著枟唯识庄严本颂及释文枠二论典由释

迦光译 。

此处尚有枟五十颂宝性论本释枠（釢烞眣偋痑烞袀眛烞梩烞眑烞烼烞砮蚚砳） ，或译枟五十颂最

上要义论根本释枠 ，应属中观类论典 。本类论典尚缺枟律摄论枠２卷 、枟辟支佛

地解枠若干卷和枟五蕴论枠５卷 ５１颂 ，此三部著作需找寻 。

３ ．发菩提心 、修学菩萨行次第类论典

轨范师龙树所著枟大乘宝要义论枠（眑婓烞竘眐烞砳砱烞眣唻烞眓烞眴眐祣烞偟痑烞疻啀砡） ，或译

枟集经论枠 ，共 ５卷 ，益西德（智军）译 。其释论轨范师扇底波所著枟经教之量

宝光庄严论枠（祩痀烞荋烞眧眛烞眑烞眴眐烞笓烞偟烞崣痀烞眣痑烞衵眐）那措译师译 。

枟集经论广义枠７卷 ，巴察译师和多德拔（经燃）合译 。

阿底峡尊者所著枟集经论摄义枠 ，贾·宗哲僧格（精进狮子）译 ；枟集经论摄

义要诀枠那措译师译 。

寂天论师所著枟集学论偈品颂枠 、枟集学论枠 （眣笚眣烞眓烞竘眐烞砳砱烞眣唻砱烞眓）１４
卷 ，由洛丹喜饶（具慧智）和喜饶迥尼（智源）译 。

枟如来心要百字仪轨枠 ，寂天论师所著枟忏罪仪轨枠 ，阿底峡尊者所著枟忏

悔仪轨枠 ，轨范师赛林巴（金洲师）所著枟集学现观论枠 ，由那措译师译 。

轨范师毗卢遮那热其达所著枟学处花穗论枠 ，由僧格坚赞（狮幢）等译 。

龙树论师所著枟发菩提心仪轨枠４７颂 ，益西德（智军）译 。

轨范师菩提贤所著枟发菩提心及受戒仪轨枠 ，达玛扎（盛称）译 。

轨范师则达日所著枟发菩提心及立誓仪轨（笰眑砱烞眣荄眛烞眛痀烞盓烞眛眑烞梩痀烞眣痑烞偩烞
疻） ，鄂译师译 。

阿底峡尊者所著枟发菩提心及受持律仪仪轨枠 ，由格维罗哲（善慧）和那

措合译 。

轨范师则达日所著枟初业地净治论枠 ，却吉喜饶（法智）译 。

阿底峡尊者所著枟菩萨行要略教授指示录枠 ，轨范师晋美迥尼贝巴（无畏

生隐）所著枟发菩提心及受持律仪仪轨枠 ，由恰扎迥（罗汉师）译 ；彼师所著枟菩

提正道枠２２５颂 ，由恰扎迥（罗汉师）和尼玛坚赞（日幢）合译 。

轨范师旃陀罗阁弥（皎月）所著枟菩萨律仪二十颂枠 ，其释论轨范师寂护

所著枟菩萨律仪二十颂释枠２卷 ，轨范师菩提贤所著枟菩萨律仪二十颂释难枠 ，

由绛曲喜饶（菩提智）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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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称论师所著枟三皈依七十颂枠 ，由仁钦桑布（宝贤）译 。

轨范师毗摩罗牟扎（净友）所著枟皈依六支论枠 ，由杂那译师译 。

阿底峡尊者所著枟皈依七颂枠 ，由格维罗哲（善慧）译 。

迦湿弥罗的释迦室利跋扎所著枟入正法行七支论枠 ，由达那尸罗自译 。

转范师圣勇（马鸣）所著枟六波罗蜜摄颂枠２卷 ，由毗卢遮那热其达译 。

毗布底旃陀罗所著枟三律仪光鬘枠 ，由作者自译 。

轨范师罗目侯罗贤所著枟所行境清净经略义枠 ，或译枟境界清净经略义枠 ，

由强贝伯（慈吉祥）译 。

室利杂嘎达牟扎阿南达所著枟法行四支论枠（偩砱烞捯眛烞砫眐烞砳疻烞眣珼烞眓）强贝
伯（慈吉祥）译 。

阿底峡尊者所著枟菩提道灯论枠 ，由格维罗哲（善慧）译 。其论之释难即

枟菩提道灯论难义释枠由那措译师译 。

枟菩萨行摄义灯论枠 、枟中观要诀录枠（眛朘烞眑痑烞眑眐烞痀疻） 、枟心要决定略义枠和

枟教示入初业菩萨道论枠 ，此四论典由那措译师译 。

枟大乘道成就法略录枠 、枟大乘道成就法极略要义枠和枟自行次第摄略枠等 ，

由格维罗哲（善慧）译 。

枟十不善业道开示录枠和枟业分别论枠 ，此二论典由那措译师译 。

枟三摩地资粮品枠 ，释迦罗哲（释迦慧）译 。

枟佛法心要摄略枠 ，崔臣迥尼（戒生）译 。

枟菩萨如意珠鬘枠 、枟出世间七支仪轨枠 、枟讯诵日课及念经前行仪轨枠 、枟波

罗蜜多泥像制作仪轨枠 、枟上师所作仪轨枠等 １８部论著皆由阿底峡尊者造 。

班智达然达格底所著枟善树论枠 ，迦湿弥罗的释迦室利所著枟妙道论枠 ，由

强贝伯（慈吉祥）译 。

迦湿弥罗的释迦室利所著枟菩提道次第摄论枠 ，由恰曲结伯（法王祥）译 。

枟读经方法枠由达那尸罗自译 。

迦湿弥罗的桑杰伯（佛祥）所著枟入佛道论枠１１００ 颂 ，由恰·扎迥（罗汉

师）译 ，亦有濯洛译师之译本 。

迦湿弥罗的释迦室利所著枟清净见行颂枠２ 颂 、迦湿弥罗的普陀室利所

著枟净治心宝道果颂枠２颂 ，此二论颂由强贝伯（慈吉祥）译 。

以上共 ５７部论著 。本类论典尚缺龙树论师所著枟修德利益颂枠１００颂 、

圣天论师所著枟百偈颂枠 、轨范师日光所著枟见分别论枠１５０ 颂 ，这些亦需找

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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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杂谈类论著

轨范师龙树之枟为王所说宝鬘论枠２卷 ，鲁伊坚赞（龙幢）和巴察译师合

译 。其释论轨范师弥盘喜宁（不败友）所著枟为王所说宝鬘论释枠４卷 ，伯则

（祥积）译 。

轨范师龙树之枟如意摩尼宝梦说枠 ，扎觉喜饶（名称满智）译 。

枟布施说枠 ；枟超出生有说枠 ，或译枟转有说枠 ，亦由扎觉喜饶（名称满智）译 。

轨范师世亲之枟七功德说枠和枟律戒说枠 ，此二说由仁钦桑布（宝贤）译 。

枟律戒说枠之释论轨范师萨哇扎（明称）所著枟戒说释枠 ，世亲论师之枟资粮说枠 ，

由仁钦桑布（宝贤）译 。

轨范师马鸣之枟断离八无暇说枠和圣勇论师之枟善喻如宝箧说枠 ，此二说

由释迦光译 。

圣勇论师之枟示善道说枠和轨范师玛底孜扎之枟离四颠倒说枠 ，此二说由

仁钦桑布（宝贤）译 。

枟诤时说枠由释迦光译 。

轨范师萨措金（地护）之枟寂静说枠 ，由格维罗哲（善慧）译 ；枟恭敬说法及

听正法说枠 ，由释迦光译 。

章松达瓦（月仙）之枟法集要说枠（偟眛烞婥烞眣偑眛烞眓痑烞疻盉眑） ，由那措译师译 。

诗人噶维旺布（喜王）之枟无常要义说枠 ，由扎觉喜饶（名称满智）译 。

轨范师尼麦多杰（无二金刚）之枟成智时说枠 。

以上共 １９种 。

５ ．书翰类论著

轨范师龙树之枟寄亲友书枠１００ 颂 ，其释论轨范师罗哲钦波（大慧）所著

枟寄亲友书解说枠４卷 ５０颂 ，轨范师旃陀罗阁弥（皎月）之枟寄弟子书枠２００颂 ，

此三部著作由伯则（祥积）译 。 枟寄弟子书枠之释难轨范师毗卢遮那其达所著

枟寄弟子书难义释枠１００颂 ，由那措译师译 。

轨范师喜饶迥尼罗哲（智生慧）所著枟寄弟子书解说枠 ，轨范师却丹热觉

央（法满音）所著枟十善业道开示录枠 ，此二著作由却吉喜饶（法智）译 。

轨范师玛底孜扎之枟寄迦腻迦王书枠１００颂 ，由麻·仁钦却（宝胜）译 。

至尊坚热色（观自在）之枟致比丘极明童子书枠１２颂 ，由伯则（祥积）译 。

轨范师莲花（疑即莲花生）之枟启智书枠 ，由桂译师译 。

轨范师则达日之枟净治心宝书枠和枟大德贡巴哇致上师书枠 ，此二书由却

吉喜饶（法智）译 。



　第六章 　藏地所译显宗经论目录 １７１·　

　 　婆罗门萨杂那的枟寄子书枠 ，由却吉旺秋（法自在）译 。

阿底峡尊者之枟寄里热雅拔那王无垢书枠 ，由那措译师译 。

轨范师达央（马鸣）之枟消除忧苦开示录枠和枟开示十不善业道说枠 ，此二

著作由释迦光译 。

却丹热觉央（法满音）之枟正法念住颂枠１００ 颂 ，由拉旺布尚哇（天王护）

译 。

世亲论师之枟开示缘念五欲过失说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轨范师扇底波之枟三乘建立论枠 ，却吉喜饶（法智）译 。

以上共 １８种著作 。内枟开示十不善业道说枠和枟消除忧苦开示录枠以下

著作 ，当知属于诸训诫类 。

６畅修习次第及禅定杂著类

圣无著论师所著枟禅定灯论枠 ，轨范师龙树所著枟修习次第枠 ，由释迦光译 。

轨范师益西宁布（智藏）所著枟瑜伽修习道枠１卷 ；莲花戒论师所著枟三种

修习次第枠每种各 １ 卷和枟入瑜伽修习颂枠３０颂 ，此四部著作由益西德（智

军）译 。

吉祥迦玛波罗所著枟修般若波罗蜜多窍诀枠 ，陈那论师所著枟入修瑜伽论

枠 ，由仁钦桑布（宝贤）译 。

轨范师格维果恰（善铠）所著枟修不净观方便枠 ，有旧译法本 。轨范师那

波夏（黑足）所著枟修身遍处观次第枠（祩砱烞眲痀砱烞笴烞眛惔眛烞眓痑烞赸眑烞眴眑） ，由却吉喜

饶（法智）译 。

轨范师益西扎（智称）所著枟修波罗蜜多次第秘诀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轨范师罗哲钦波（大智）所著枟随念佛入念经无上修习次第枠 　却吉喜饶

（法智）译 。

轨范师却吉旺布（法自在）所著枟入瑜伽修习指示录枠 ，仁钦桑布（宝贤）

译 。

轨范师益西达瓦（智月）所著枟入瑜伽修习略义枠 ，益西德（智军）译 。

轨范师仁钦迥尼希瓦（宝生寂）所著枟修波罗密多秘要四瑜伽地论枠 ，定

埃增桑布（禅定贤）译 。彼师所著枟修波罗蜜多秘诀枠 ，由桂译师译 。

轨范师马鸣所著枟世俗菩提心修习示要枠和枟胜义菩提心修习秘要莲聚

论枠 ，此二论著由仁钦桑布（宝贤）译 。

轨范师菩提贤所著枟瑜伽实相论枠（崨砳烞砮梮砡烞蚢烞眑眧眐烞厜眛烞眣婬眐烞眓） 、枟禅定资
粮品枠 ，轨范师那波巴（黑尊师）所著枟禅定资粮品枠等 ，由却吉喜饶（法智）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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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枟禅定七支枠 ，轨范师阿哇都底巴所著枟禅定六法安立论枠及其释论轨范

师达那尸罗所著枟禅定六法安立论释枠 ，此二论著由仁钦桑布（宝贤）译 。

枟三摩地不顺分安立论枠 ，由南巴牟多巴（无分别师）译 。

枟除遣瑜伽分别障说枠 ，桑杰桑哇（佛密）著 ，为旧译本 。

阿底峡尊者所著枟一念秘诀指示录枠 ，那措译师译 。 枟中观秘要宝箧启盖

录枠 ，宗哲僧格（精进狮子）译 。

轨范师喜饶塔巴（智解脱）所著枟中观秘要释枠 ，那措译师译 。

阿底峡尊者之上师阿哇都底巴所著枟集经论摄义秘要枠 ，轨范师莲花戒

所著枟向梵妙音洛萨摩开示八苦分别录枠 ，轨范师旃陀罗哈日巴所著枟中观宝

鬘论枠 ，由定埃增桑布（禅定贤）译 。

枟四无量广释枠 ，由轨范师桑杰桑哇（佛密）著 ；轨范师益西扎巴（智称）所

著枟修波罗蜜多秘要枠 ，由仁钦桑布（宝贤）译 。彼师还著有枟入真实性摄一切

佛语略论枠 。

另有吉尊噶若所著枟集经瑜伽行静虑修习次第枠 、轨范师妙祥友枟修菩提

心十二义论枠６８颂 ，枟六随念论枠（此论末尾不全） 。

以上共 ３９部著作 。此部分尚缺轨范师巴杂格底所著枟修行次第枠１卷 ，

轨范师加维沃（佛光）所著枟修菩提心论枠１００颂 ，轨范师格维果恰（善铠）所

著枟修行门开示录枠６７颂 ，轨范师却吉罗哲（法慧）所著枟修习次第枠３０颂 ，轨

范师毗底达玛达惹所著由汉文译出的枟禅定书枠３ 卷 ，轨范师格维果恰（善

铠）所著枟入真实性静虑论枠 。这些需找寻 。

７ ．菩萨行本生类著作

轨范师巴卧（圣勇 ，即马鸣之别名）所著枟佛本生传）（即枟三十四本生传枠

（荄砱烞砡眣砱烞笢烞眣珼烞眣）１３卷 ，坚贝果恰（妙祥铠）译 。其释论柔吉金巴曲扎（理施

法称）所著枟佛本生传释枠 ，释迦罗哲（释迦慧）译 。

班智达僧格夏正所著枟佛本生传枠 ，由崔臣迥尼（戒生）译 。

轨范师诗人格维旺布（善自在）所著枟本生如意宝树枠 ，由雄·多杰坚赞

（金刚幢）译 。

轨范师旃陀罗阁弥（皎月）所著枟顶宝童子本生传·世间遍喜舞枠 ，由扎巴

坚赞（称幢）译 。

吉祥噶维拉（欢喜天）所著枟乘云菩萨本生传·诸龙遍喜舞枠 ，由雄·多杰

坚赞（金刚幢）译 。

马鸣论师所著枟菩萨本生正法犍槌音枠 ，由强贝伯（慈吉祥）译 ；彼师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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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佛所行赞枠（砱痀砱烞衵砱烞笎烞捯眛烞眓烞埩眐烞眓痑烞唌眐烞眛痀疻砱烞偟眐烞悐）由康巴比丘罗哲加布
（慧王）译 。

此类著作共以上 ８部 。

８ ．各种传记类著作

枟金色师传枠（疻笰砡烞眑婓疻烞荋烞埲疻砱烞眓烞眣偑眛烞眓） ，或译枟金色因缘枠 ，由仁钦桑布

（宝贤）译 。

轨范师桑哇金（密施）所著枟七童女传枠 ，枟阿罗汉喜友传枠 ，释迦光译 。

枟古那罗眼传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枟罗汉僧盛之授记枠（眛蚇烞眣偲眑烞眓烞眛荈烞砮婥眐烞砮捸砳烞蚢烞祩痀烞眣埧眐烞眓） ，或译枟罗汉

僧盛记剪录枠 ，共 １００颂 ，枟黎域佛教悬记枠 、枟阿育法王降龙品枠 ，释迦光译 。

枟譬喻鬘中所出佛喻鬘枠 ，由崔臣云丹（戒德）或仁钦桑布（宝贤）合译 。

枟大能仁仙迦罗伽开示征兆录枠（堄眣烞眓烞偟眐烞悐烞婤痀烞笲痀烞疻砡烞疻砱烞埥砱烞笎烞崨眑烞眓烞
眣埧眐烞眓痑烞疻烰疻烞砳疻） ，轨范师跋哇根达萨耶所著枟迎请罗汉尊者颂枠２００颂 ，由

益西德（智军）译 。

以上本生及传记类著作 ，虽多列入经部 ，但这些应属论典 ，故在此录入

论典目录 。

９ ．各种赞颂类著作

轨范师妥宗珠杰所著枟殊胜赞枠（或译枟释迦牟尼赞枠） ，轨范师代杰达波

（作乐主）所著枟胜天赞枠 ，此二著作由仁钦却（宝胜）和伯则（祥积）译 。此二

著之释论 ，轨范师喜饶果恰（智铠）所著枟殊胜赞释枠及枟胜天赞释枠 ，由仁钦桑

布（宝贤）译 。

枟一切智大自在尊赞枠 ，妥宗珠杰著 ，仁钦桑布（宝贤）译 。

迦湿弥罗王室利哈日夏提婆所著枟正等觉佛晨光赞枠和枟八大圣地佛塔

礼赞枠 ，此二著作由库嘎巴·云丹伯（德祥）译 。

轨范师玛底孜扎所著枟三宝赞枠及其释论 ，即轨范师加贝色（王子）所著

枟三宝赞释枠 ，此二著作由伯吉伦布（吉祥山）译 。

轨范师世亲所著枟三宝赞枠 ，轨范师马鸣所著枟生起智勇净信赞枠（又名

枟一百五十颂赞枠）连同序分等共十三品 １５０ 颂 ，及其释论轨范师噶杰年巴

（作乐雅音）所著枟生起智勇净信赞释枠１２卷 ，由释迦罗哲（释迦慧）译 。

枟一百五十颂及韵文相间赞枠 ，轨范师陈那著 ，索南桑布（福贤）译 。

轨范师玛底孜扎所著枟佛薄伽梵实堪颂赞枠２卷 ，由噶觉译师和仁钦桑

布（宝贤）合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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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枟三宝吉祥颂枠 ，由伯则（祥积）译 。

枟佛薄伽梵名称赞枠 、枟增一赞枠 、枟三十五佛赞·名号宝饰枠（或译枟三十五

佛名称赞枠） ，塔益拉（无边天）居士所著枟八句赞颂枠及枟八佛赞枠 ，轨范师马鸣

所著枟犍槌赞枠 ，由松巴译师译 。

枟佛灌顶赞枠 ，由仁钦桑布（宝贤）译 。

枟薄伽梵赞·吉祥金刚持悦音枠６０颂 ，其释论轨范师寂护所著枟薄伽梵赞

广释枠１１２颂 ，此二著作由伯则（祥积）译 。

枟五如来赞枠及枟七如来赞枠 ，此二著作由仁钦桑布（宝贤）译 。

枟八如来赞枠 ，轨范师寂护著 ，喀切班钦（即迦湿弥罗的大班智达释迦室

利）所著枟千佛赞·贤劫庄严鬘枠 。 （未录译者）

轨范师龙树所著赞颂类著作有 ：枟法界赞枠 、枟超凡赞枠（眛悊烞涬眛烞眓砡烞眣埩眛烞
眓）２５颂 、枟出世间赞枠２２颂 、枟心金刚赞枠７颂 、枟胜义赞枠１０颂 、枟三身赞枠３颂 ，

这些由那措译师译 ；枟三身赞自释枠 ，由仁钦桑布（宝贤）译 ；枟集咸海经中所出

有情欢悦赞枠 ，由那措译师译 ；枟般若波罗蜜多无分别赞枠 ，由鄂译师译 ；枟不可

思议赞枠５０颂 、枟超一切赞颂赞枠１８颂 、枟无上赞枠 、枟至尊圣妙吉祥胜义赞枠 、

枟圣妙吉祥慈悲赞枠 、枟八大圣地梵塔赞枠 、枟佛十二事业赞枠 、枟礼拜赞枠 、枟出离

地狱赞枠等 ，由巴察译师译 。以上共 １９部 。

另有枟财源天女赞佛赞枠 ，由尼玛坚赞（日幢）译 。

枟一切如来赞枠 、轨范师贡却邦（宝民）所著枟佛薄伽梵释迦牟尼赞枠和枟薄

伽梵无量功德赞枠４０颂 、其释论轨范师陈那所著枟薄伽梵无量功德赞释枠３０

颂 、枟薄伽梵无量功德赞摄义枠１０颂等 ，由仁钦却（宝胜）和伯则（祥积）译 。

轨范师法称所著枟佛涅般木赞枠（未录译者） 。轨范师旃陀罗阁弥（皎月）

所著枟忏悔赞枠 ，其释论轨范师桑杰希瓦（佛寂）所著枟忏悔赞释枠 ，此二著作由

仁钦桑布（宝贤）译 。

轨范师陈那所著枟妙吉祥赞正净轮枠 ，轨范师牟约僧格（不动狮子）所著

枟红花童子赞枠 ，由那措译师译 。

轨范师旃陀罗阁弥（皎月）所著枟具加持力歪颈文殊赞枠 ，由洛丹喜饶（具

慧智）和却吉旺秋（法自在）合译 。

轨范师多杰参恰（金刚武器）所著枟贤善智德赞及其功德枠 、班智达加维

年桑布（贤善佛音）所著枟如来 、文殊 、观音 、度母等四尊赞枠 ，由尼玛尼赞（日

幢）译 。

轨范师旃陀罗阁弥（皎月）所著枟文殊赞枠 ，由年·达玛扎（盛称）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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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范师坚伯喜宁（妙祥友）所著枟文殊赞枠 ，由洛加·循奴拔（童燃）译 。

枟锐利文殊赞枠 、枟八女礼赞语自在菩萨文枠 、枟十六童子礼赞文殊菩萨

文枠 ，妥勒本巴（明点瓶）所著枟语自在主仆五尊赞枠 ，诗人室利巴杂提婆所著

枟世间自在观音百赞枠等 ，由雄·多杰坚赞（金刚幢）译 。

轨范师一切智友所著枟救度佛母赞·持花鬘枠 ，由巴察和恰译师合译 。对

此著作 ，由达瓦循奴（月童）改为七言颂文并自译 。而一切智友论师所著枟哀

声祈祷文枠 ，则由强贝伯（慈吉祥）译 。

轨范师旃陀罗阁弥（皎月）所著不同本的枟救度佛母赞·持花鬘枠 ，由云丹

伯（德祥）和强贝伯（慈吉祥）合译 。

轨范师玛底孜扎所著枟度母赞·成就一切义赞颂王枠（未录译者） 。

以上各种赞颂类著作共 ７７种 。此外 ，尚有轨范师玛底孜扎所著枟佛薄

伽梵赞·生起信仰智勇枠２６品 ３卷 、轨范师罗目侯罗贤所著枟般若波罗蜜多赞枠

４０颂和枟密处赞枠１卷 、其释论枟密处赞释枠３ 卷 ，以及枟诸持金刚师赞颂观自

在菩萨文枠等 ，这些著作有待寻觅 。

１０ ．祈愿 、吉祥颂类著作

轨范师利他音贡巴哇（疻砯眐烞砳烞眒眐烞眓痑烞眛梐痀砱烞眛虓眐烞眓烞眣）所作枟七十偈陀愿

文枠８２颂 ，伯吉伦布（吉祥山）译 。

轨范师龙树所作枟生发菩提愿文枠 、枟圣文殊愿枠 ，由尼玛坚赞（日幢）译 。

其中 ，枟圣文殊愿枠未列入丹珠尔论藏 。

轨范师旃陀罗阁弥（皎月）所作枟祈愿文枠和枟散文体愿文枠 ，由尼玛坚赞

（日幢）译 。

枟布施随行愿枠（桽眐烞眓痑烞砡眣砱烞笎烞淐眐烞砳眑）１００ 颂 、轨范师龙树所作枟祈愿

文枠一种 、吉祥燃灯智所作枟种姓愿枠 ，（未录译者） 。

轨范师马鸣所作枟回向文摄略枠（眣偠烞眣烞眣婖砱烞眓） ，由达那尸罗独自译出 。

轨范师囊杰达瓦（光月）所作枟三身及三宝吉祥颂枠 、枟五部如来吉祥颂枠 、

枟圣救度母所说八吉祥颂枠 ，由丹麻·崔臣僧格（戒狮子）译 。

轨范师龙树所作枟三宝及十二事业吉祥颂枠及彼师所作枟吉祥多名颂枠

（眣粊烞祫砱烞眑眧眐烞眑痀） ，此二颂本由益西德（智军）译 。

另有枟三宝善乐偈颂枠 、枟三种吉祥颂枠（眴疻砱烞疻笴眑烞蚢烞眣粊烞祫砱）二种 、轨范师

毗摩罗牟扎所作枟祈愿二句文枠（淐眐烞砳眑烞湴烞疻厜砱烞眓，此文未列入丹珠尔论藏） 。

如上 ，此类著述共 １７种 。有些出自枟宝鬘论枠和枟入行论枠中的祈愿和吉

祥颂文 ，亦属此类著述 ，故未另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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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诠释未转法轮类经论共计 ３２９种 。

第二部分 　诠释佛经总密意论典

一 、陈那所著论典

枟集量论枠（眧眛烞眑痑烞眑婓烞竘眐烞砳砱烞眣唻砱） ，僧格坚赞（狮幢）译 。其自释本枟集

量论释枠 ，由马尔吞·达巴喜饶（信智）译 。

枟观所缘缘论枠 ，或译枟无相思尘论枠（眛涳疻砱烞眓烞眣堈疻烞眓）８颂 ，其自释枟观所

缘缘论释枠３２颂 ，由伯则（祥积）译 。

枟因明入正理论枠 ，由拉·却吉仁钦（法宝）译 。

枟观三时论枠 ，那措译师译 。

枟宗法九句枠（敚疻砱烞偩砱烞眛茧痑烞砮茪砡烞祣） ，或译枟九法轮品枠 ，由却吉囊哇（法

光）译 ，但有疑 。

二 、法称所著论典

枟释量论枠（眧眛烞眑烞崨眑烞砮蚚砳） ，格维罗哲（喜慧） 、鄂译师和衮噶坚赞（庆喜

幢）合译 。

枟定量论枠（眧眛烞眑烞崨眑烞郠砱） ，或译枟量抉择论枠 、枟量决定论枠 ，由鄂译师译 。

枟理滴论枠（眴疻砱烞埰疻砱） ，或译枟正理滴论枠 ，１卷 ，鄂译师译 。

枟因滴论枠（疻盉眐烞牼疻砱烞埰疻砱烞眓）２００颂 ，伯则（祥积）译 。

枟关系论枠（砮梣砳烞眓烞眣堈疻烞眓） ，或译枟观相属论枠 ，班第南喀（虚空僧）和定埃

增桑布（定贤）译 。

枟悟他论枠（袀眛烞疻砯眐烞蚆眣烞眓）１００颂 ，伯则（祥积）译 。

枟诤理论枠（烸眛烞眓痑烞眴疻砱烞眓） ，格维罗哲（善慧）和雄译师合译 。

三 、其他轨范师所著论典

枟释量论初品自释枠３５００ 颂 ；枟释量论后三品释枠 ，轨范师拉旺洛（天王

慧）著 。此二著作由格维罗哲（善慧）译 。包括枟释量论初品自释枠 ，共称之为

“一万二千颂量论” 。

轨范师释迦洛（释迦慧）诠释枟释量论初品自释枠和拉旺洛的枟释量论后

三品释枠二书的枟释量论大疏枠 ，由格维罗哲（善慧）译 。

轨范师喜饶迥尼贝哇（智生隐）所著枟释量论后三品释量释庄严论枠６０

卷 ，鄂译师译 。

上书之释论枟量释庄严论解说枠 ，轨范师加哇坚（具胜）著 ，６０卷 ，绛曲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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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菩提智）译 。

枟量释庄严论初品解说清净论枠 ，轨范师杂玛日著 ；枟量释庄严论第二 、三

品释枠 ，轨范师尼玛贝巴（日隐）著 ；枟释量论注解枠 ，婆罗门德杰噶瓦（能乐喜）

著 。这几部均是对枟释量论枠的疏释 ，但略不全 。

枟定量论疏释枠 ，轨范师曲却（法胜）著 ，共 １２４６３颂 ，由鄂译师译 。

迦湿弥罗的杂那室利所著枟定量论疏枠 ，由却吉宗哲（法精进）译 。

枟理滴论广释枠 ，轨范师曲却（法胜）著 ，５ 卷 ，由却吉囊哇（法光）和洛丹

喜饶（具慧智）合译 。

轨范师调伏天所著枟理滴论释利益弟子论枠３卷 ，由益西德（智军）译 。

轨范师莲花戒所著枟理滴论前品摄义枠１００ 颂 ，轨范师杜哇拉（调伏天）

所著枟理滴论广释枠１２卷 。此二著作由伯则（祥积）译 。

婆罗门阿遮察扎所著枟因滴论广释枠 ，枟关系论自译枠 ，轨范师杜哇拉（调

伏天）所著枟关系论广释枠 ，由班第南喀（虚空僧）译 。

枟悟他论释说枠 ，轨范师调伏天著 ，１卷 １５５颂 ，伯则（祥积）译 。

枟诤理论释枠 ，轨范师调伏天著其上部 ，轨范师寂护所著枟诤理论释枠 ，由

桑嘎和卓·僧嘎（白狮）译 。

枟观所缘缘论释说枠１卷 ，伯则（祥积）译 。

轨范师法胜所著枟大观量论枠和枟小观量论枠二著 ，由鄂译师译 。

婆罗门德杰噶瓦（能乐喜）所著枟观相属随顺论枠 ，或译枟关系随顺论枠 ，由

素·噶瓦多杰（喜金刚）译 。

轨范师格瓦松哇（善护）所著枟成立外境颂枠 ，或译枟成就外义颂枠 ，１卷 ，

伯则（祥积）译 。

枟成就一切智颂枠 ，２５０颂（未录著译者）

轨范师法胜所著枟成立刹那灭论枠 、枟遣余论枠（疻砯眐烞笰砳烞蚆眣烞眓） ，或译枟观

破他论枠 。此二著作由鄂译师译 。

枟成立刹那灭论释枠 ，婆罗门牟斗本巴（珍珠瓶）著 ，扎觉喜饶（名称满智）

译 。此婆罗门之枟遣余论枠和枟成立相属关系论枠二书 ，由鄂译师译 。

轨范师法胜所著枟成立彼世间论枠１５０颂（无译者） 。轨范师扇底波所著

枟内周遍论枠或译枟内遍满枠（眐痀烞荋烞荍眣烞眓）和杂那室利所著枟成立因果论枠 ，此二

论著由释迦沃（释迦光）译 。

轨范师旃陀罗阁弥（皎月）所著枟成立正理灯论枠 ，由毗卢遮那译 。

轨范师则达日（猏烞脢烞眴）所著枟孺童所入量三十颂枠 ，伯却多杰（祥胜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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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枟法及有法抉择论枠 、枟开示因真实性论枠 ，由释迦沃（释迦光）译 。

班智达孜那牟扎所著枟理滴论摄义枠 ，由益西德（智军）译 。

轨范师格瓦松哇（善护）所著枟观闻论枠（婠砱烞眓烞眣堈疻烞眓）１卷 、枟遣余论枠 、

枟成立自在灭坏论枠（眛眣痀烞掍疻烞砮偫疻烞眓烞蚆眣烞眓）６９颂 ，婆罗门仁钦多杰（宝金刚）

所著枟正理结合论枠（眴疻砱烞眓痑烞欸砡烞眣） ，由定埃增桑布（定贤）译 。

轨范师扇底波所著枟成立唯识论枠（崨眑烞眴疻烞蚆眣烞眓） ，由释迦沃（释迦光）和

喜饶则（智积）译 。

轨范师寂护所著枟量真实性摄论枠 ，由天喇嘛希瓦沃（寂光）译 。其释论

轨范师莲花戒所著枟量真实性摄论一万八千颂释枠 ，由扎觉喜饶（名称满智）

译 。

班智达加旺洛所著枟集量论释九千颂枠 ，由邦洛丹（安慧）译 。此部著作

未列入丹珠尔论藏 。

以上诠释佛经总密意论典共 ６１种 。此类论著尚缺 ：枟观业果相属论枠２

卷 、枟观业果相属论释枠３卷 、枟理滴论前品摄略枠１０５颂 、枟成就一切智颂枠５０

颂 、枟成无我义颂枠７１颂 、枟成立彼世间论释枠１卷 、枟成就观如来颂枠２１颂 、枟破

无总别论枠２１颂 、枟破总别论枠４２ 颂 、枟观中观枠２２ 颂 。这些均为诠释佛经总

密意论典 ，需寻觅 。

第三部分 　其他类论著

一 、声明学论著

这类著作旨在阐明句义 ，主要有 ：

轨范师旃陀罗阁弥（皎月）所著枟旃陀罗声明记论经枠（祩痀烞婥烞埩眐烞眓烞眕鈂烞
眓痑烞眑婓） 、枟变形字缘二十颂本释枠 、枟字经枠 ，以及此经之释论轨范师曲江（法

护）所著枟字经释枠 ，这些均由尼玛坚赞（日幢）译 。

班智达萨巴哇玛所著枟声明论迦罗波经枠 ，或译枟迦罗波声明记论经枠 ，其

释论轨范师卓嘎僧格（难行狮子）所著枟迦罗波经释枠 ，此二著作由扎巴坚赞

（名称幢）译 。

枟字名结合门本释枠（欸砡烞眣痑烞赸烞烼烞砮烞蚚砳） 、枟回转法摄要本释枠或译枟说摄转

本释枠（婩疻烞眓烞眣婖砱烞眓烞烼烞砮蚚砳） ，轨范师苏跋恰格底所著枟入一切说声论本释枠 。

（未录译者）

轨范师狮子贤所著枟词格品类枠 ，由雄敦上师译 。其释论枟词格品类释

要枠 ，轨范师章嘎达巴著 ，邦·洛丹（安慧）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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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底杂那格底所著枟语门如剑论枠 ，或译枟口剑论枠和枟语门论枠 ，由作者自

译 。

声明学分支类著作 ，则有班智达其麦僧格（长生狮子）所著枟词藻学长生

宝藏枠及其释论班智达惹觉达瓦（满月）所著枟词藻学长生宝藏释如意牛枠（未

全译） ，此二著作由扎巴坚赞（名称幢）译 。

诗词学论著有班智达尤巴坚（持杖师）所著枟诗镜论枠（唌眐烞痀疻烞荋烞涬烞祣痀） ，

由雄敦上师译 。

声律学论著则有仁钦迥尼希瓦（宝生寂）所著枟声律学·宝生论枠 ，由惹萨

·循奴宗哲（童精进）和扎巴坚赞（名称幢）合译 。

以上声明学著作共 １９种 。许多人认为这些著述是诠释佛经密意的 ，但

笔者不以为然 。

二 、世俗道德类论著

轨范师龙树所著枟百智论枠 ，或译枟般若百论枠 ，由伯则（祥积）译 ；枟智树

论枠和枟养生篇枠（荄烞梇烞疻笢烞眣痑烞埰疻砱烞眓） ，由益西德（智军）译 。

轨范师尼玛贝巴（日隐）所著枟世法偈句宝藏枠 ，由伯吉伦布（祥山）译 。

婆罗门却舍（胜爱）所著枟世理百偈枠 ，由却吉喜饶（法智）译 。

诗人顿悦恰（不空现）所著枟无垢问答宝鬘枠和枟遮那迦世法轮枠 ，此二著

作由仁钦桑布（宝贤）译 ；而枟摩苏热恰世法论枠由释迦罗哲（释迦慧）译 。

此类著作共以上 ８种 。

三 、医方明论著

轨范师龙树所著枟配方百法枠 ，或译枟百方篇枠 ，由尼玛坚赞（日幢）译 ；彼

所著枟医疗养生经枠和轨范师马鸣所著枟医疗八支摄要枠 ，由仁钦桑布（宝贤）

译 ；马呜论师之枟医疗八支摄要自释枠 ，释迦罗哲（释迦慧）译 ；其广释枟医疗八

支摄要自释详解句义月光枠 ，由迦湿弥罗的达瓦噶哇（月喜）著 ，仁钦桑布（宝

贤）译 。

轨范师达瓦噶哇（月喜）所著枟医疗八支等中之药名品类枠及塘拉拔所著

枟药名解诂枠（淕眐烞涳痀烞迵烞欸砡烞郠砱烞眓） ，由尼玛坚赞（日幢）译 。

以上此类著作 ７种 。

四 、工巧明论著

阿底布仙人所著枟正等觉佛所说身形性相释说枠 ，或译枟画像形相论枠 ，阿

底布仙人所著枟造像度量论枠 ，或译枟身量相枠（胹烞疻琈疻砱烞笎烞眧眛烞笎烞眑眧眐烞厜眛） ，此

二著作由扎巴坚赞（名称幢）译 。另有贝吉德（吉祥军）比丘所著枟绘八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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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者身像法枠 ，共为 ３种 。

五 、星算学论著

轨范师龙树所著枟缘起经真实性枠 ，桂译师译 。

舍利子之枟八种星算占卜术枠和枟寂天星占术枠 ，此二著作由尼玛坚赞（日

幢）译 。

枟星曜和合之果测算法枠 ，由扎觉喜饶（名称满智）译 。

枟星曜算果大全枠 、枟大自在星算缘起征兆八法枠 、枟战胜外道经论星占

术枠 ，由洛卧译师译 。

以上 ，此类著作共 ８种 。

另有枟造香法枠本颂和注释两种 ，火施仙人所著枟观察人相海论枠 ，由扎巴

坚赞（名称幢）译 ；枟水银炼制术枠 ，大轨范师跋黎巴著 ，邬坚巴·仁钦贝（宝祥）

译 ；枟变金术论略枠（尾部不全） ；轨范师色桑（妙色）所著枟欲爱论枠 。

上面从世俗道德类论著以下算起 ，零散著作共 ３２种 。而所有显宗论典

合计 ，凡 ５１９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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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藏地所译密宗经论

第一节 　密宗经典

一 、事部经续

１ ．妙吉祥续

枟妙吉祥根本续枠 ，或译枟文殊室利根本仪轨经枠 ，释迦罗哲（释迦慧）译 。

枟独勇成就密续王经枠 ，或译枟成就 ———勇者成就法枠（眛眓砮烞梇烞疻偓疻烞蚆眣） ，

格维罗哲（善慧）和崔臣加瓦（戒王）合译 。

枟妙吉祥亲说陀罗尼枠２０颂 ，鲁伊旺布（龙尊王）译 。

枟妙吉祥咒诅陀罗尼枠 、枟妙吉祥智慧增长陀罗尼）５颂 ，枟妙吉祥一字真

言仪轨枠 、枟妙吉祥所作三昧耶誓言陀罗尼枠 、枟佛说锐利文殊赞枠（均未列著 、

译者） 。

以上此类著作共 ８种 。尚缺枟一百零八妙吉祥名称经枠４０ 颂 、枟妙吉祥

生起智慧经枠 、枟曼殊阁喀枠（眑湹烞惁烞墯） 、枟哇格夏惹语自在王枠（葝烞寑烞脧烞砡） 、枟妙
吉祥息除诸苦经枠 、枟八天女所作妙吉祥赞枠（此与枟八童女所作赞枠是否为同

一赞 ，待查）等 。这些尚未觅得 。

２ ．观世音续

枟观自在根本续·莲花网枠 ，居·崔臣沃色（戒光）译 。

枟注释续不空绢索大分别王经枠（眣砪眛烞眓痑烞袀眛烞婓眐烞眲眛烞砯疻砱烞眓痑烞埲疻烞眓烞偟眐烞
悐）２６卷（未译全） 、枟不空绢索心要经枠１３０颂 ，仁钦扎（宝称）译 。

枟不空绢索心要陀罗尼枠 ；枟不空绢索六波罗蜜多圆满陀罗尼枠 ，汉文经名

作枟不空绢索神变真言经真言品枠 。由洛丹喜饶（具慧智）译 。

枟不空绢索十地陀罗尼枠 ，汉文经名枟不空绢索神变真言经十地真言品枠 ；

枟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枠 ；枟观自在如意轮心要

陀罗尼枠 ，汉文经名枟如意轮陀罗尼经枠 ，２４０ 颂 。由曲珠（法成）从汉文本译

出 。

枟十一面观音陀罗尼枠 ，汉文经名枟佛说十一面观音神咒经枠 ，５４颂 ；枟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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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观音心咒枠 ，汉文经名枟十一面神咒心经枠 。由曲珠（法成）译自汉文本 。

枟莲冠续枠 ，或译枟莲花冠本续枠和枟密续莲冠经枠 ，由噶·却吉桑布（法贤）

译 。

枟世自在仪轨枠 ，或译枟观自在仪轨枠 ，巴日译师译 。

枟六字明咒枠 ，汉文经名枟佛说圣六字大明王陀罗尼经枠 ，１９ 颂 ；枟观自在

菩萨说普贤陀罗尼经枠５２颂半 。益西德（智军）译 。

枟青项陀罗尼枠（軷烞砳畟僶痑烞疻琈痀砱）４０颂 、枟马头观世音菩萨大咒枠（祔烞砫烞崿烞
眓痑烞疻琈痀砱）３０颂 、枟佛说宝带陀罗尼经枠（涬烞痁烞砳痑烞疻琈痀砱）２２５颂 、枟佛说观自在

菩萨母陀罗尼经枠３６颂 ，由益希德（智军）译 。

枟圣大慈悲不退陀罗尼枠 、枟观自在菩萨陀罗尼枠 、枟观自在菩萨心咒枠 、枟狮

子吼本续枠 ，由桂译师译 。

枟观自在狮子吼陀罗尼枠 ，由噶·喜饶迥尼（智生）译 。

枟狮子吼本愿陀罗尼枠 ，喜饶则（智积）译 。

以上 ，此类著述共 ２４ 种 。尚缺枟观世音菩萨转如意轮陀罗尼枠１０５ 颂 、

枟哈罗哈罗仪轨枠 、枟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功德经枠 、枟观世音菩萨侍眷等陀罗

尼枠等 ，这些需找寻 。

３ ．金刚手续

此类续典 ，根本续有 ：

枟金刚地下续二十五品枠 ，由衮噶坚赞贝桑布（庆喜幢）译 。

枟金刚地下续十三品枠 ，帕巴喜饶（圣智）译 。

枟金刚地下续七品枠 ，鸟面比丘译 。

枟金刚三域行仪轨枠 ，热吉译师译 。

枟金刚手陀罗尼及其仪轨枠 ，加·宗哲僧格（精进狮子）译 。

枟降伏部多续枠 ，汉文经名枟佛说金刚手菩萨降伏一切部多大教王经枠 ，却

吉喜饶（法智）译 。

枟调伏三世间续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枟金刚高举续枠 ，却吉旺秋（法自在）译 。

枟金刚乐威续枠 ，喜饶迥尼（智生）译 。

枟金刚心要降火舌续枠 ，达玛扎（法称）译 。

枟威猛金刚本续枠 、枟威猛金刚后续枠 、枟威猛金刚再后续枠 ，均由却吉宗哲

（法精进）译 。

此外 ，尚有枟金刚手一百零八名称陀罗尼枠 、枟摧破金刚根本续枠（汉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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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枟佛说坏相金刚陀罗尼经枠）３５颂 。

金刚手续典的注释续有 ：

枟大金刚妙高山楼阁陀罗尼枠７００颂 ，枟无能胜金刚火迷暗陀罗尼枠７０颂 、

枟十金刚手心要枠２３颂 ，此诸经由益西德（智军）译 。

枟金刚摧碎陀罗尼枠 、枟金刚喙陀罗尼枠２卷 、枟金刚雷喙陀罗尼枠 、两种枟铁

喙陀罗尼枠 、枟黑色铁喙陀罗尼枠 、枟无禾秸仪轨大全枠等 ，由释迦宗哲（释迦精

进）译 。

枟金刚手胜慧大密续枠１５卷 ，伯则（祥积）译 。

另有枟妙善成就续枠７卷 、枟妙臂所问经枠１卷 ５０颂 。

以上共计 ２９种 。

４ ．不动金刚续

枟不动金刚大密续枠 、枟不动金刚猛勇仪轨枠 ，由兰·达玛罗哲（盛慧）译 。

枟不动金刚生起一切悉地仪轨枠 ，由却吉旺秋（法自在）译 。

枟不动金刚陀罗尼枠 ，却吉桑布（法贤）译 。

枟不动金刚秘密仪轨第五品枠 ，以上共 ５种 。

此外 ，枟大力明王陀罗尼枠（汉文经名枟佛说出生一切如来法眼遍照大力

明王经枠） 、枟能怖金刚陀罗尼枠 ，由顿悦多杰（不空金刚）译 ；另有枟甘露军荼利

心要枠（眣婥眛烞烿烞眝眣烞欸砡烞蚢烞唲痀烞悐）４０ 颂 、枟痣积忿怒金刚陀罗尼枠 、枟消除障碍陀

罗尼枠１０颂 。

此类经续尚缺枟仙人诅龙陀罗尼枠 、枟阎曼德迦仪轨七品枠 、枟六面明王仪

轨枠 。其中后两种似为枟怖畏金刚仪轨七品枠和枟六面明王续枠 。另外 ，枟马头

明王陀罗尼枠即枟马头观世音菩萨大咒枠 ，此二经并不相异 。

５ ．明母续中之度母续

枟度母生起诸业续枠 ，却吉旺布（法贤）译 。

枟救度母一百零八名称经枠 ，汉文经名（赞扬圣德多罗菩萨一百八名经枠 ，

２００颂 ，尼玛坚赞（日幢）译 。

枟救度母誓愿陀罗尼枠 、枟救度母解救八种畏怖续枠 、枟度母解救八畏陀罗

尼枠１０颂 、枟救度母古汝古里仪轨枠（似即枟大瑜伽仪轨枠） ，那措译师译 。

枟五主尊大咒中之大千摧伏陀罗尼枠（疻琈痀砱烞蚇烞釢痑烞埩眐烞偟眐烞砡眣烞砮偆眑砱）２
卷 ，枟大孔雀王陀罗尼枠７００颂 ，枟大随求母陀罗尼枠（笢烞笢砡烞砮梫痀烞眑）４４０颂 ，枟清

凉园陀罗尼枠２８０颂 。这些均由益西德（智军）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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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顶髻类续

枟无量光佛所说死主持杖顶髻尊胜陀罗尼枠 、枟净治一切恶趣顶髻尊胜陀

罗尼枠（汉文经名枟最胜佛顶陀罗尼经枠）１２０颂 ，由益西德（智军）译 。

枟一切如来顶髻尊胜陀罗尼枠 、枟顶髻尊胜陀罗尼及仪轨枠２２０颂 ，由巴日

译师译 。

枟顶髻尊胜陀罗尼仪轨第一品枠 ，尼玛坚赞（日幢）译 。

枟顶髻白伞盖陀罗尼枠１２０颂 、枟顶髻白伞盖最胜成就陀罗尼枠 ，由素·噶

维多杰（喜金刚）译 。

枟顶髻白伞盖两尊境界陀罗尼略轨枠 ，由罗摩诃杂那自译 。

枟顶髻无垢陀罗尼枠２５５颂 ，益西德（智军）译 。

枟摩里支天陀罗尼枠（皉眛烞畤砡烞疿眐烞蚢烞疻琈痀砱） ，汉文经名枟佛说大摩里支天菩

萨经枠 ，直译枟具光母陀罗尼枠 ，共 ２２颂 ，巴日译师译 。

枟摩里支天仪轨枠 、枟摩里支一万二千续中所出摩里支天仪轨枠７００ 颂 、

枟山居叶衣佛母陀罗尼枠（眴烞茞眛烞祣烞眑烞疿眐汉文经名枟钵兰那赊缚哩大陀罗尼

经枠）２０颂 、枟金刚连环续仪轨枠 ，由却吉旺秋（法自在）译 。

枟准提佛母陀罗尼枠 ，汉文经名枟佛说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枠 ；枟消

毒佛母陀罗尼枠 ，汉文经名枟圣自在菩萨化身艹襄鹿吴哩曳童女消伏毒害陀罗尼

经枠 ，２２颂半 ；枟具宝陀罗尼枠 ，汉文经名枟佛说如童宝总持王经枠 ，３７颂 ，由益

西德（智军）译 。

枟圣有称女陀罗尼枠 、枟明咒王母具胜陀罗尼枠１４５颂 ，由益西德（智军）译 。

枟明咒王母最胜度母陀罗尼枠１４０颂 、枟八天女陀罗尼枠３３颂 ，益西德（智

军）译 。

枟具胜母陀罗尼枠８１颂 、枟明咒王母大孔雀心中心要陀罗尼枠 、枟具音天女

赞枠 、枟大吉祥天女授记经枠（汉文经名枟大吉祥天女十二契一百八名无垢大乘

经枠） 。

枟大吉祥母经枠１１颂 、枟佛说大吉祥天女十二名号经枠８颂 ，此二经由益西

德（智军）译 。

此类经续 ，尚有枟顶髻续中所出最胜慈悲陀罗尼枠 、枟一切佛母山居叶衣

佛母二十四尊总陀罗尼枠等需找寻 。

７ ．一切续部之续

枟一切曼荼罗仪轨秘密总续枠 、枟上静虑分次第枠（眣砱眑烞疻盉眐烞掑烞眑痑烞眴眑烞眓砡烞
捰烞眣）１１０颂 、枟开光集要续枠 ，由卓·喜饶扎（智称）译 。其中 ，枟开光集要续枠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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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续 。

枟摩尼宝饰无量宫枠（寀砡烞朘烞衵砱烞眓痑烞疻砯砳烞涬眛烞痁痀）２ 卷 ，由伯吉伦布（吉祥

山）和伯则（祥积）合译 。

枟常生鼓音陀罗尼枠 、枟无量寿佛心中心陀罗尼枠 、枟色究竟天无量寿陀罗

尼枠 、枟极乐世界无量寿陀罗尼枠 、枟无量寿心要陀罗尼枠 ，由尼玛扎（日称）译 。

枟释迦牟尼心咒枠 、枟毗卢遮那心要陀罗尼枠 、枟胜者上师陀罗尼枠 、枟不动佛

陀罗尼枠 、枟具乐心要陀罗尼枠 、枟佛之心要陀罗尼枠３８颂 ，枟佛之心要法品类枠

５５颂 、枟诸佛集会陀罗尼经枠（砱痀砱烞衵砱烞眝眑砱烞疿眛烞笎烞砫眐烞砳疻烞眛痀烞婍眐烞眓）３５ 颂（有

人说此经中写有十二佛和七佛两种 ，但经中已说明） 、枟无量光佛陀罗尼枠 、

枟随念无量光佛陀罗尼枠 、枟随念月光名称陀罗尼枠 、枟随念如来总心要陀罗

尼枠 、枟随念珍宝佛顶髻名号陀罗尼枠 、枟圣无垢陀罗尼枠８７ 颂 ，由益希德（智

军）译 。

枟佛说圣最胜陀罗尼枠７５颂 、枟八大菩萨曼荼罗经枠７０颂 ，此二经亦由益

西德（智军）译 。

枟佛薄伽梵一百八名陀罗尼枠及其圣眷枟圣观自在菩萨一百八名经枠 、枟弥

勒一百八名陀罗尼经枠 、枟圣虚空藏菩萨一百八名陀罗尼经枠 、枟佛说普贤菩萨

陀罗尼经枠 、枟圣金刚手一百八名陀罗尼经枠 、枟圣文殊师利法王子一百八名陀

罗尼经枠 、枟圣除一切障一百八名陀罗尼真言枠 、枟圣地藏菩萨一百八名陀罗尼

真言枠等共计 ２卷 ，另有枟一切如来正法秘密箧印心陀罗尼枠 、枟圣观自在菩萨

一百八名经枠４０颂 、枟弥勒菩萨誓愿陀罗尼枠 ，由却吉喜饶（法智）译 。

枟水尊王一百八名陀罗尼枠４０颂 、枟药叉王本生品枠 ，由热·多杰扎（金刚

称）译 。

枟圣吉祥阎婆罗陀罗尼枠（疻寀眛烞砮猈眐烞眛眓砳烞蚢烞疻琈痀砱） 、枟具悲水尊王能乐陀
罗尼枠（偅烞眛眣痀烞唲痀烞偗烞疿眐烞眣婬烞桮眛烞笎烞疻琈痀砱）１０颂（未录译者） 。

８ ．各种短小陀罗尼

枟诵读成就佛母明王枠 ，或译枟讽经手指成就陀罗尼枠（眣紞疻砱烞眓砱烞砮蚆眣烞眓烞
笢砡烞淩烞疿眐） ，枟能美身容陀罗尼枠４３颂 ，由益西德（智军）译 。

枟菩提心要万象庄严陀罗尼枠２５０ 颂 、枟建一塔能变俱胝塔功德陀罗尼枠

２５０颂 、枟秘密舍利宝箧陀罗尼枠４０ 颂 、枟入毗舍离城经枠１００ 颂 、枟八现大明

咒枠（此经译自黎域 ，枟旁塘目录枠中作为正净密咒收录 ，但尚需考证） 。 枟妙门

陀罗尼枠１１０颂 ，枟法幢陀罗尼枠 ，此二经由益西德（智军）译 。

枟具金陀罗尼枠５０颂 、枟大悲最胜陀罗尼枠５０颂 、枟妙花积陀罗尼枠５５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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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大陀罗尼枠５７颂 、枟幢顶妙臂庄严陀罗尼枠４０颂 、枟大地王陀罗尼枠３７颂半 、

枟大杖陀罗尼枠（又名枟大寒林圣难即奴手陀罗尼经枠）４０颂 、枟旃檀支陀罗尼枠３９

颂 、枟顶宝陀罗尼枠４８颂 ，以上诸经由益西德（智军）译 。

枟回转尊胜陀罗尼枠３７ 颂 、枟容光夺目陀罗尼枠１７ 颂 、枟他难胜宝鬘陀罗

尼枠３６颂 、枟他难胜无畏施陀罗尼枠３４颂 ，由益西德（智军）译 。

枟决定无疑陀罗尼枠 ，枟他难胜大明母一切无畏施陀罗尼枠 、枟灌顶陀罗尼枠

３３颂 ，此二经由益西德（智军）译 。

枟能净一切眼病陀罗尼枠３２ 颂 、枟消除灾障陀罗尼枠２１ 颂 ，由益西德（智

军）译 。

枟飞行大明咒枠４５颂 ，益西德（智军）译 。此经亦称枟念诵陀罗尼枠 。

枟消除一切灾障陀罗尼枠 、枟供养云陀罗尼枠１６颂枠 、枟功德赞无量陀罗尼枠

１５颂 、枟一切法母陀罗尼枠９ 颂 、枟回遮具力陀罗尼枠１３ 颂 、枟容光不失陀罗

尼枠 、枟明咒王妃大息母陀罗尼枠１４颂 ，由益西德（智军）译 。

枟消除一切疾病陀罗尼枠１３颂 、枟消除瘟疫陀罗尼枠１２颂 、枟消除瘟疫善治

眼疾陀罗尼枠８颂 、枟能息痘疹陀罗尼枠１０颂 、枟能除痔漏陀罗尼枠２２颂 ，由益

西德（智军）译 。

枟摧伏野人陀罗尼枠１５颂 、枟能多子陀罗尼枠１３颂 ，益西德（智军）译 。

枟千转陀罗尼观世音菩萨心咒枠７颂 、枟智灯陀罗尼枠２０ 颂 、枟圣无垢净光

大陀罗尼经枠８７颂 ，贝吉伦布（吉祥山）译 。

枟究竟成就一切智宝塔陀罗 尼枠 、枟缘起详细仪轨枠４０ 颂 、枟缘起陀罗

尼枠 、枟缘起心要陀罗尼枠 、枟摩尼琢磨陀罗尼枠 、枟顶髻焰陀罗尼枠 、枟施咒加持药

物陀罗尼枠 、两种枟绕行陀罗尼枠 、两种枟清净施物陀罗尼枠 、枟持闻陀罗尼枠 、三

种枟生起智慧陀罗尼枠 ，由鲁伊旺布（龙尊王）译 。

两种枟领悟一百首卢迦枠 、三种枟领悟千首卢迦陀罗尼枠 、枟不忘陀罗尼枠 、

枟礼拜陀罗尼枠 、枟获得百衣陀罗尼枠 、枟莲目陀罗尼枠 、枟净治一切恶趣陀罗尼枠 、

枟治瘤陀罗尼枠 、枟消积食不化病陀罗尼枠 、枟能息一切嗔恨陀罗尼枠 、枟消除罪恶

陀罗尼枠 、枟能息忿怒陀罗尼枠 、枟息怒陀罗尼枠 、枟严词陀罗尼枠 、枟护自身陀罗

尼枠 、枟合意陀罗尼枠 、枟妙音陀罗尼枠 、枟成就一切义陀罗尼枠 、枟成就业陀罗尼枠 、

枟能消除一切毒陀罗尼枠 、枟解脱束缚陀罗尼枠 、枟令魔畏惧陀罗尼枠 、枟消治疮伤

陀罗尼枠 、枟消火伤痛陀罗尼枠 、枟除胆病陀罗尼枠 、枟消除痰病陀罗尼枠 、枟治愈妇

女病陀罗尼枠 、枟瘟疫虫害不侵陀罗尼枠 、枟获得最胜陀罗尼枠 。

枟圣般若波罗蜜多十万颂陀罗尼枠 、枟圣般若波罗蜜多二万五千颂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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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枠 、枟圣般若八千颂等陀罗尼枠 、枟六波罗蜜多心要陀罗尼枠 、枟执持六波罗蜜

多陀罗尼枠 、枟证得十波罗蜜多陀罗尼枠 、枟证得四无量陀罗尼枠 、枟执待十万般

若波罗蜜多陀罗尼枠 、枟大方广华严心要能持陀罗尼枠 、枟圣执持三摩地王经陀

罗尼枠 、枟执持大随求母陀罗尼枠 、枟一切楞伽经全读陀罗尼枠 。

上面枟圣般若波罗蜜多十万颂陀罗尼枠等诸陀罗尼出自显宗经典 ，虽非

真正密续 ，但属陀罗尼故 ，载入以往的十万密续中 ，其他许多短小陀罗尼亦

同此情况 。

枟大云陀罗尼枠 、枟大云诸龙心要陀罗尼枠 ，由益西德（智军）译 。

枟具威龙王所问经枠３０颂 、枟阿底峡尊者所迎请能生悉地毗那夜迦续枠 、

枟毗那夜伽续心要枠１６颂 、枟佛说宝贤陀罗尼经枠１５颂 ，由鲁伊旺布（龙尊王）

译 。

枟佛说宝贤陀罗尼仪轨枠 ，巴日译师译 。

枟诸星母经枠６０颂 、枟诸星母陀罗尼经枠 、枟佛说大乘圣吉祥持世陀罗尼

经枠（寀砡烞蚢烞袀眐烞蚢烞疻琈痀砱）８６颂（或译枟财源母陀罗尼枠） 、枟佛说大乘圣吉祥持

世陀罗尼经仪轨枠 、前后两种枟观察舞者孔雀最胜陀罗尼枠 ，由热希喜宁（极寂

友）译 。

枟吉祥大黑天续枠 ，普布沃（橛光）译 。

枟大黑天陀罗尼枠６颂半 、枟大黑天母陀罗尼枠１３颂 、枟大黑天陀罗尼经枠１３

颂 、枟大黑天能解一切瘟疫陀罗尼枠 ，由益西德（智军）译 。

枟大黑天母赞枠 、枟大黑天母一百八名陀罗尼枠 、枟起尸七尊陀罗尼枠８９颂 ，

益西德（智军）译 。

枟佛说妙色陀罗尼经枠（笴烞賌烞眓痑烞疻琈痀砱） 、枟智慧流星心咒枠 、枟生起甘露陀

罗尼枠 、枟佛说救面燃饿鬼陀罗尼神咒枠２０ 颂 、枟佛说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

经枠 、枟闭多鬼水施陀罗尼枠（或译枟对细喉饿鬼水施陀罗尼枠 ，益西德（智军）

译 。

枟口涎鼻涕身垢大小便等施诸饿鬼陀罗尼枠 ，巴日译师译 。

枟一切法行秘诀现证续枠 ，由沙弥琼扎（鹏称）译 。对此密续虽有争议 ，但

有人同意那措译师的观点 ，认为是正宗续典 。

此类密续 ，尚缺枟十方诸佛随念陀罗尼枠（亦称枟胜金刚安乐陀罗尼枠） 、

枟邬摩提婆女陀罗尼枠 、枟修光明陀罗尼枠 、枟大悲自性陀罗尼枠１卷 、枟普光明咒

王毒陀罗尼枠４０颂 、枟金刚手八密名及密咒绕转陀罗尼枠２１颂 、枟宝贤心要陀

罗尼枠１０颂 、枟般若波罗蜜多母一百八名陀罗尼枠３０颂 、枟如来一百八名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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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枠３０颂 、枟财源母一百八名陀罗尼枠２０颂等 。这些需找寻 。

有人认为 ，将枟金光明宝顶枠 、枟宝灯枠 、枟夜贤枠 、枟大集经枠 、枟金刚藏枠 、枟日

藏枠 、枟梵志枠及枟随顺非梵志枠等经录入密典是错误的 ，因在显密不混分列的

目录中 ，这些经均列入显宗经典中 。 枟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枠和枟正理一百五十

颂枠二经亦属此类情形 。但龙树菩萨所著枟成就法枠中涉及枟般若波罗蜜多心

经枠 ，在讲说密典时诠释枟正理一百五十颂枠 ，故此二经录入密典 ，不无不可 。

二 、行部经续

枟毗卢遮那现证菩提根本续及后续等枠６卷 １５０续 ，伯则（祥积）译 。

枟金刚手灌顶续枠１２卷 ，益西德（智军）译 。

枟忿怒阎摩敌内现尊胜根本续 、枟忿怒阎摩敌内现尊胜后续枠 、枟忿怒阎摩

敌内现尊胜再后续枠 ，共 ３部 。柔惹（眴疻砱烞砡砳）上师认为 ，所谓这三部著作由

藏人论师所著的说法不真实 ，这是因为在一些可靠的疏释本中曾多次引用

过这三种著作的语句 ，故值得考证 。

枟誓言三尊王密续枠 ，崔臣嘉哇（戒胜）译 。

以上诸续典具有事 、行二部特点 ，故仁钦桑布（宝贤）在其枟破斥邪密论枠

（偰疻砱烞祣疻烞笴眐烞砮梜眐）中称之为“二续密典” 。

三 、瑜伽部经续

枟吉祥摄真实根本续及其后续枠９卷 ，仁钦桑布（宝贤）译 。

枟金刚顶注释续枠 ，循奴楚臣（童戒）译 。

枟尊胜三世间续枠２卷 、枟净治恶趣续枠２卷 ，由加哇措（胜护）和仁钦却（宝

胜）译 。

枟净治续仪轨合集枠 ，恰·曲结伯（法王祥）译 。

枟祥胜第一续及其四节补空枠 （眛眓砳烞眑偩疻烞眛痀烞悐痑烞袀眛烞婥眑烞朘烞眣珼烞紶砡烞茪痀烞
眣砱眣烞眓烞眛痀烞眣疿砱烞眓） ，由仁钦桑布（宝贤）和天喇嘛希瓦沃（寂光）合译 。关于

此经的翻译情况 ，希瓦沃（寂光）曾作颂曰 ：“仁钦桑布大译师 ，所译祥胜第一

续 ，未得兰本未译处 ，由我觅书作补译 。”

枟金刚心要庄严续枠（稍不全） 、枟身语意秘密庄严续枠 、枟秘密摩尼明点

续枠 ，这些由衮噶坚赞（庆喜幢）译 。

枟明智最胜密续枠（眴疻烞眓烞眑偩疻烞荋烞袀眛烞砱溞烞烠烞畟烞唭砳烞袙）和两种枟妙吉祥幻网

续枠 。

此类经续尚缺枟怙主普照续枠 ，需找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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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大瑜伽部经续

１ ．方便续

其一 ，密集类经续有 ：

枟密集根本续枠１７品 ，仁钦桑布（宝贤）和曲结伯（法王祥）合译 。

枟密集后续枠１８品 ，仁钦桑布（宝贤）译 。

枟密集金刚鬘注释续枠 ，天喇嘛希瓦沃（寂光）译 。

枟密集密意示教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枟密集智金刚集枠 ，库·欧珠（成就师）和崔臣加哇（戒胜）合译 。

枟四天女所问经枠 ，弥底尊者自译 。

枟金刚心要庄严续枠 ，拉·益西坚赞（智幢）译 。

枟吉祥密集无二平等性尊胜注释续枠 ，却吉罗哲（法慧）译 。关于此注释

续 ，恰·曲结伯（法王祥）等译师说搀杂有藏地论师的观点 ，但在那若巴大师

的枟无二尊胜经教广释枠和仁钦桑布译师的枟破斥邪密论枠中多有引证 ，故可

能另有一部篇幅较短的正宗枟无二尊胜续枠 ，有人称此为加颇瓦隆巴所著 。

还有人认为 ，此注释续由弥底尊者自译 ，故为纯正密典 。对这些说法 ，均有

待考证 。

枟一切秘密续枠 ，由仁钦桑布（宝贤）译 。对此续 ，轨范师扇底波释为瑜伽

部经续 ，但也有人认为是无上瑜伽部续典 。

其二 ，阎摩敌类经续有 ：

枟阎摩敌黑敌续枠（眛蚇烞眐疻烞荋烞袀眛） ，崔臣加哇（戒胜） 、达玛扎（盛称）和惹·

多杰扎（金刚称）译 。

枟黑色阎摩敌成就一切事业六面童子续枠 、枟吉祥能怖金刚续七品枠 ，多杰

扎（金刚称）译 。

枟觉规能怖金刚续三品枠 、枟觉规能怖金刚续一品枠（连同前面的七品共为

三种） 、枟红色阎摩敌续枠 ，由扎巴坚赞（称幢）和雄·洛丹（安慧）译 。

枟不动金刚大瑜伽续枠 ，扎巴坚赞（称幢）译 。

枟毗卢遮那幻网续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枟金刚手调伏威猛三天根本续枠和枟金刚手调伏威猛三天后续枠 ，由噶·却

吉桑布（法贤）译 。此二续被轨范师杂哇日巴释为大瑜伽部经续 。

枟金刚手开示秘密续枠 ，达玛楚臣（盛戒）译 。

枟具杖金刚手续枠 ，此续被龙树等师释为大瑜伽部续典 。

枟火舌金刚手续枠 ，或译枟金刚手猛焰密续枠 ，由沙弥琼扎（鹏称）译 。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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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对此续有释论释为大瑜伽部续典 ，非为藏人所造 ，这种说法不真实 。

枟部主世间依怙续枠 ，扎巴坚赞（称幢）译 。对此续 ，其释论中称是大瑜伽

部续典 ，故作为事部续典有误 。

枟独髻阎摩敌续品类枠 ，强贝伯（慈吉祥）译 。

枟怙主现生续枠 ，却热（法深）译 。

枟怙主能生悉地续枠 ，柯洛扎（轮称）译 。

２ ．智慧续

其一 ，喜金刚类经续有 ：

枟喜金刚根本续第二品枠 、枟喜金刚注释续非共空行母金刚帐枠 、枟诸续注

释续共同吉祥桑布扎后续枠 ，此诸续由释迦益西（释迦智）译 。

其二 ，胜乐类经续有 ：

枟胜乐金刚根本续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枟胜乐金刚阿毗达那注释续枠 ，仁钦桑布（宝贤）和却吉宗哲（法精进）译 。

枟金刚空行法枠和枟瑜伽母现行法枠 ，共两种 ，由桂译师译 。

枟空行海论枠 ，达摩云丹（法德）译 。

枟生起律仪续枠 ，曼兰扎（愿称）和洛丹（安慧）译 。

枟胜乐饮血现生续枠 ，钦·云丹拔（德燃）译 。

枟胜乐等虚空续枠 ，由益西德（智军）自译 。

枟胜乐名称等虚空小续枠 ，绛曲喜饶（菩提智）译 。

枟金刚亥母现生根本续枠和枟金刚亥母现生后续枠 ，共两种 ，由吉觉·达维

沃色（月光）译 。

枟金刚亥母现生注释续枠 ，库·欧珠（成就师）译 。

枟四瑜伽母合续枠 ，云丹拔（德燃）译 。

枟三俱胝中所出发髻上竖大幻化母续枠 ，达摩云丹（法德）译 。

胜乐惹里续（眣婬烞眑偩疻烞砡烞砳痑烞袀眛）有 ：枟吉祥秘密金刚续枠 、枟秘密能断续枠 、

枟秘密不可思议续枠 、枟等虚空续枠 、枟大虚空续枠 、枟空行母幻网律仪枠 、枟宝鬘

续枠 、枟大三昧耶续枠 、枟大威力续枠 、枟智慧秘密续枠 、枟智慧鬘续枠 、枟智慧焰续枠 、

枟月鬘续枠 、枟宝焰续枠 、枟智慧王续枠 、枟空行秘密续枠 、枟秘密火燃续枠 、枟秘密甘露

续枠 、枟尸林庄严续枠 、枟金刚王续枠 、枟智慧意乐续枠 、枟贪欲王续枠 、枟空行律仪枠 、

枟空行秘密续枠 、枟大威德摧坏续枠 、枟火鬘续枠 、枟金刚成就续枠 、枟幻网律仪续枠 、

枟大力智慧王续枠和枟尸林庄严殊胜续枠 。这些通称“惹里三十二续” ，但难免

有不重复者 。因这些经续是嘎雅达热向卓弥和聂译师二人所说 ，故所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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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人所造之说不确 。

其三 ，大手印明点类经续有 ：

枟大手印明点枠 ，由干·却吉益西（法智）和秋参扎迥（秋参罗汉）译 。

枟同分心要瑜伽母续枠 、枟智慧明点枠 、枟真实性明灯枠等 ，由伯喜饶桑哇（吉

祥智密）自译 。

枟一切佛身语意秘密藏枠 ，由格维罗哲（善慧）译 。对此续典 ，有人认为属

瑜伽部经续 ，其根据是扇底波大师释为瑜伽续 。但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 ，因

枟金刚帐枠中有云 ：“枟秘密藏枠与枟金刚甘露枠中 ，所出枟胜乐轮帐枠及其他 ，圆满

经续等皆被称为 ，瑜伽行者所奉诸大续 。”

枟莹洁无尘续枠 、枟金刚阿热里续枠 、枟日肯阿热里续枠等诸候 ，由释迦益西

（释迦智）译 。

以上这些大手印明点等类经续 ，有人认为属喜金刚同分续 。

枟吉祥佛等合根本续枠和枟吉祥佛等合后续枠 ，共两种 ，由拉仁波切（天宝）

译 。

枟吉祥佛等合再后续枠 ，由弥底上师自译 。

枟四金刚座根本续枠 、枟四金刚座注释续枠枟曼陀罗艾巴续枠 、枟四座羯磨和

合品枠 、枟摩诃摩衍续枠等诸经续 ，由桂译师译 。

枟金刚甘露续枠和枟佛颅续枠 ，此二种由吉觉译师译 。

此外尚有泥婆罗的室利格底自译的枟四噜迦游戏续枠 ，有人列入智慧续 。

但此续非正宗续典 ，故删 。

枟吉祥月密明点续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枟救度母观示悉地续枠 ，麻班·却拔（法燃）译 。此续未入“十万续部”中 。

枟度母二十一礼赞枠２７颂 ，尼玛贝巴（日隐）上师称此为大瑜伽部经续 。

枟吉祥真实性极不住续枠３８２颂 、枟一切如来秘密无二续枠 、枟一切如来俱生

不可思议续枠 。此诸续传由瑜伽化缘师扎杂室利杂那格底自译 ，但需考证 。

３ ．方便智慧无二续

枟清净诠念妙吉祥名号及其功德续枠１卷 ，仁钦桑布（宝贤）译 。

枟时轮根本续灌顶略示品枠 ，卓·喜饶扎（智称）译 。

枟时轮摄要续枠 ，热·却惹（法深）译 。此续有十四种译本 。

枟时轮后续心要枠 ，达玛扎（盛称）译 。

枟灌顶品枠 ，卓译师译 。

枟差遣役使续分品枠 ，吉觉译师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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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枟役使续号叫游戏品枠 、枟金刚歌舞枠和枟忆持上师功德枠 ，有人认为这

三种非为正宗续典 。

以上共 ４００种经续 ，缺两种 。关于旧译续典 ，大译师仁钦桑布（宝贤） 、

天喇嘛益西沃（智光） 、颇章·希瓦沃（寂光）和桂 、库巴 、拉孜等译师多认为是

非正宗密典 ，但笔者精通译事之上师“具尼玛（太阳）名号者”和柔热等师却

认为 ，从桑耶寺曾获得有关梵本 ，并在泥婆罗亦曾见到枟金刚橛根本续分品枠

的梵文兰本 ，故应是纯正续典 。笔者认为 ，如果心之罪业自性恶劣 ，则将合

理误为不合理 ，何况对这些置疑之法本 。是故 ，有“等合而置无善恶” ；“若说

正法为非法 ，或说非法为正法 ，业果报应则相同” ；“任一法相分有无 ，不知未

见以四因 ，分说之口由魔开 ，谤法罪过佛典禁”等之说法 ，所以应按如是说教

等舍置之 。而诸具智慧者当据依法不依人等“四依”和性 、相 、理“三察法”加

以考证分析 。

第二节 　密宗论典

一 、各部续典释论

１ ．事部续典释论

枟事部静虑后续释枠 ，佛密著 ，３卷 ，伯则（祥积）译 。

枟妙臂所问续摄义枠 ，轨范师佛密著 ，５ 卷 ；枟妙臂所问续所说句义备忘

录枠 ；轨范师绛曲却（菩提胜）所著枟妙善成就方便略论枠 ；轨范师伦久吉贝若

巴（俱生游戏）所著枟顶髻无垢陀罗尼释枠 ，由康巴·崔臣则（戒积）译 。

枟念诵无垢陀罗尼及建塔仪轨枠 、轨范师寂护所著枟无垢供养仪轨大全枠 、

轨范师须让嘎哇玛所著两种枟顶髻白伞盖陀罗尼释及陀罗尼念诵仪轨枠 ，由

帕巴喜饶（圣智）译 。

枟白伞盖赞枠 、轨范师旃陀罗阁弥所著枟白伞盖修习法枠 ，亦由帕巴喜饶

（圣智）译 。

枟护轮法枠 、枟幻轮束缚法枠 、枟回遮死厄法枠 、枟回遮魔障法枠 、枟摧伏敌军

法枠 、枟悉地成就法枠 、枟解救畏惧法枠 、枟防雹法枠 、枟医疗疾病法枠 、枟供施食子

法枠 、陀罗尼成就法枠 ，由摩诃杂那自译 。

枟陀罗尼仪轨枠 ，帕巴喜饶（圣智）译 。

枟供施食子仪轨大全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轨范师多杰南波（利金刚）所著枟白伞盖护摩仪轨枠 、多杰丹巴（金刚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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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著枟白伞盖法直解枠 ，巴日译师译 。

轨范师格日哇达所著枟白伞盖仪轨次第枠和枟顶髻白伞盖赞枠 ，轨范师扇

底波所著枟随求母轮绘画法枠 ，枟大随求母明智仪轨枠 ，尼玛坚赞（日幢）译 。

轨范师则达日所著枟护法五尊共成就法枠 ，枟各天女修习五法枠 ，枟绘轮仪

轨五天女赞枠 ，苏玛底格底所著枟五护法仪轨枠 ，另有枟石女修有法枠等 。以上

诸经先由巴日译师译 ，后由尼玛坚赞（日幢）重译 。

轨范师扇底波所著枟五护法仪轨枠 ，由扎西坚赞（吉祥幢）和曲结伯（法王

祥）译 。

枟大随求母成就法枠 ，轨范师益西宁布（智藏）所著枟无边门成就法陀罗尼

释颂枠和其广释本 ，此二论著由益西德（智军）等译 。

轨范师寂护所著广中略三种枟七如来供养仪轨枠 ，应属显宗经部论典 。

轨范师苏跋嘎惹所著枟独勇金刚成就法释枠 ，达那尸罗自译 。

班智达玛底所著枟白文殊成就法枠和枟随顺生起次第赞枠 ，此二论著由年·

达玛扎（盛称）译 。

轨范师阿旺扎巴（语自在称）所著枟白文殊金鬘赞枠 、枟语自在赞枠 ，尼玛坚

赞（日幢）译 。

枟圣妙吉祥殊胜赞枠 ，轨范师阿南达室利牟扎著 ，却吉喜饶（法智）译 。

班智达达瓦迥尼贝哇（胜护）所著枟文殊智慧轮成就法枠 ，强贝伯（慈吉

祥）译 。

香达嘎热所著枟文殊五字真言成就法枠 ，轨范师弥潘喜宁（胜友）所著枟文

殊五字真言成就法枠 ，由曲结贝（法王祥）译 。

另有枟文殊五字真言供养仪轨枠 。

事部观世音类论著有 ：

轨范师玛麦杂益西（燃灯智）所著枟一面二手观音立像成就法枠 ，释迦罗

哲（释迦慧）译 ；

吉祥比丘尼所著枟大悲十一面观音菩萨成就法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枟世间自在赞枠 、枟观世间菩萨赞枠 、枟观自在菩萨赞枠 、枟大悲观音赞枠 ，此四

种著作亦由吉祥比丘尼著 ；

枟不空绢索曼荼罗十七尊无垢光赞枠 、枟大悲观音赞并劝请文枠 ，皎月居士

著 ，桂译师译 ；

枟观世音菩萨赞枠 ，杂拉巴支巴著 ，尼玛坚赞（日幢）译 ；

枟广财龙王所作世间自在赞枠 ，绛本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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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惹巴底所著枟不空绢索五尊赞枠 ，巴日译师译 ；

枟宝洲大悲观音五尊赞枠 ，轨范师马鸣著 ；

枟观世音主仆赞枠 、枟观世间自在如意灭罪赞枠 ，达那尸罗自译 ；

枟不空绢索五尊赞枠 ，此著及枟观世音主仆赞枠和枟观世间自在如意灭罪

赞枠 ，共 ３种 ，均由轨范师旃陀罗阁弥（皎月）著 ；

枟圣观世音菩萨赞枠 、枟大悲赞枠 ，衮金（普施）居士著 ；

轨范师月称所著枟悲声祈祷世间自在具加持文枠 ，萨伯（地祥）所著枟狮子

吼赞枠 ，尼玛坚赞（日幢）译 ；

轨范师龙树所著枟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成就法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旃陀罗阁弥（皎月）所著枟狮子吼成就法枠 ，嘉·却桑（法贤）译 ；

阿底峡尊者所著枟世间自在成就法枠 ，轨范师龙树所著枟大悲观音成就法

如意珠枠 ，加哇却央（佛胜音）译 ；

枟一面二手观音成就法枠 ，共 ２种 ，弥潘喜宁（胜友）著 ，强贝伯（慈吉祥）

译 ，此二著作未列入丹珠尔论典 ；

班智达阿孜达牟扎古巴达所著枟善逝大宝教法舟航枠 ，强贝伯（慈吉祥）

译 。

随顺观世音法门的忿怒金刚论著有 ：

轨范师旃陀罗阁弥（皎月）所著枟马首金刚成就法枠 、轨范师扎跋嘎惹所

著枟一切密续无上心要马首金刚成就法枠 ，此二著作由尼玛坚赞（日幢）译 ；

枟七百品中所出马首金刚成就法枠 ，强贝伯（慈吉祥）译 ；

阿底峡尊者所著枟六臂莲花马首金刚成就法枠和枟四臂莲花马首金刚成

就法枠 ，共两种 。

事部金刚手类论著 ，多称之为显宗 ，主要有 ：

轨范师龙树所著枟陀罗尼释阐明真实性明灯枠 、枟速获悉地青塔仪轨枠 、

枟消除损害甘露枠 、枟金刚扫拭羯磨集枠 、枟七支成就法枠 ，均由加·宗哲僧格（精

进狮子）译 ；

轨范师阿旺扎巴（语自在称）所著枟大佛塔九神成就法枠 、枟独勇金刚成就

法枠 、枟陀罗尼成就法枠 、枟诸轮教授秘诀枠 、枟供食子仪轨枠 、枟大部主成就法枠 、

枟释义明灯枠 、枟修习次第论枠 、枟宝瓶成就法仪轨枠 、枟真实性明灯成就诀要枠 、

枟羯磨集摄要枠 、枟金翅乌王成就法枠 ，均由宗哲僧格（精进狮子）译 ；

轨范师毗日耶旃陀罗所著枟金刚手赞枠 、枟金刚手依经规取受成就法枠（传

由毗日耶旃陀罗著枠等三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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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范师龙树所著枟金刚手赞枠６颂 ；

轨范师阿旺扎巴（语自在称）所著枟金刚手赞枠 ；

阿底峡尊者所著枟金刚手赞枠 ，宗哲僧格（精进狮子）译 ；

还有一些支分枟金刚手赞枠 ，是否是梵本 ，值得怀疑 ；

轨范师苏跋嘎惹所著枟金刚手成就法枠 ；

轨范师当尼定埃增（空性定）所著枟金刚手成就法枠 ，巴日译师译 ；

轨范师阿旺扎巴（语自在称）所著枟白衣金刚手成就法枠 ，仁钦桑布（宝

贤）译 ；

轨范师桑杰桑哇（佛密）所著枟金刚手坛轨摄要枠 ，伯则（祥积）译 ；

枟金刚手成就法枠 ，坚伯果恰（祥铠）译 ；

轨范师噶玛巴杂所著枟青衣金刚手陀罗尼释枠和枟明咒缘念仪轨枠 ，此二

种由那措译师译 ；

轨范师宁则多杰（日金刚）所著枟青衣金刚手成就法如意珠枠 ，由室利古

摩热迦罗自译 ；

另有轨范师益西伯（智祥）的枟金刚心要秘诀枠 ，轨范师龙树所著枟金刚手

威猛五尊坛轨枠 、枟羯磨集八支枠等 。

随顺金刚手之摧破金刚类论著有 ：

轨范师巴哇日巴所著枟摧破金刚陀罗尼释宝鬘枠 、枟曼荼罗仪轨宝光枠 、

枟忿怒金刚诛杀事业论枠 、枟摧破金刚威猛成就法枠 ，婆罗门巴热玛底所著枟摧

破金刚护摩法枠 ，轨范师阿莫巴那达所著枟威猛摧破金刚成就法枠 ，此六部著

作由噶·却吉桑布（法贤）译 ；

轨范师菩提萨土垂所著枟摧破金刚法释枠 ，由伯则枟祥积枠译 ；

轨范师毗摩罗牟扎所著枟摧破金刚法义解枠和枟摧破金刚法广释枠 ，轨范

师德维牛苟（乐苗）所著枟摧破金刚陀罗尼密义解说枠 ，轨范师白玛（莲花）所

著枟摧破金刚法释金刚灯枠 ，轨范师多杰果恰（金刚铠）所著枟摧破金刚法释枠 ，

由仁钦桑布（宝贤）译 ；

多杰果恰（金刚铠）所著枟沐浴仪轨解枠 、枟十八羯磨边秘诀枠 ，弥底上师所

著枟摧破金刚法释枠和枟摧破金刚陀罗尼秘诀枠 ，由弥底上师自译 ；

轨范师须热嘎玛巴杂所著枟摧破金刚六坛仪轨宝钥枠 ，轨范师绛曲宁布

（菩提藏）所著枟沐浴仪轨枠 ，轨范师旃陀罗阁弥（皎月）所著枟摧破金刚修心法

摄要枠 ，婆罗门咱雅哇玛所著枟摧破金刚坛轨枠 ，婆罗门岗嘎达惹所著枟摧破金

刚成就法枠 ，由热西希宁（极寂友）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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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罗门波尼巴杂所著枟摧破金刚成就法枠 、枟摧破金刚赞枠 、枟摧破金刚宝

瓶仪轨枠 、枟摧破金刚息灭护摩法枠 、枟摧破金刚施食仪轨枠 、枟摧破金刚四业成

就法仪轨枠 ，班智达杂那室利之枟修摧破金刚护摩法枠 、枟摧破金刚轮仪轨枠等 ，

由热西希宁（极寂友）译 ；

轨范师循奴德（童军）所著枟摧破金刚成就法详轨枠 ，轨范师桑杰桑哇（佛

密）所著枟摧破金刚法宝明释枠 、枟独勇成就法枠 、枟摧破金刚食子法枠等 ，这些由

坚伯果洽（祥铠）和索南梅巴（福胜解）译 ；

轨范师益西多杰（智金刚）所著枟摧破金刚成就法枠 、枟沐浴仪轨和曼陀罗

仪轨枠 ，传由轨范师玛麦杂桑布（燃灯智祥） 、白玛（莲花） 、益西多杰（智金刚）

等人所著枟摧破金刚成就百法枠和枟摧破金刚法释枠 ，轨范师扎底瓦那旃陀罗

所著枟忿怒尊胜续一万二千颂中所集释论枠等 。

枟一切法行秘诀现证威光释枠 ，沙弥琼扎（鹏称）译（对此论著有争议） 。

轨范师则达日所著枟不动金刚成就法枠 ，循奴拔（童焰）译 。

枟白色不动金刚成就法六颂枠及枟白色不动金刚韵文成就法枠 ，此二著作

由达那尸罗自译 。

阿底峡尊者所著四部不动金刚类著作 ，枟不动金刚曼荼罗仪轨枠 ，仁钦桑

布（宝贤）译 ，广略两种枟不动金刚成就法枠 ，那措译师译 ，另有枟不动金刚护摩

仪轨枠 。

轨范师巴卧多杰（勇金刚）所著枟不动金刚成就法仪轨枠 ，轨范师则达日

所著枟不动金刚成就法枠 ，由年译师译 。

阿底峡尊者所著枟忿怒王不动金刚赞枠 ，共 ２种 ，由那措译师译 。

轨范师龙树所著枟救度母总成就法枠 ，年译师译 。

龙树所著枟羯地洛迦林度母成就法枠 ，由南巴囊则多杰（普照金刚）译 ；龙

树另著有枟救度母赞枠 。

轨范师旃陀罗阁弥（皎月居士）所著枟羯地洛迦林度母赞枠１６颂和枟度母

解救八畏成就法枠 ，由那措译师和罗哲扎（慧称）译 ；彼所著枟大吉祥救度母

赞枠 ，尼玛坚赞（日幢）译 ；另有广略两种枟解救八畏赞枠 ，以上六种（实际五种）

均由旃陀罗阁弥著 。

轨范师龙树所著枟度母五尊成就法枠 ，由达玛云丹（法德）译 ，此论未列入

论藏 。

释迦室利所著枟白度母成就法枠 ，由毗布底自译 。

轨范师玛麦杂桑布（燃灯智祥）所著广略两种枟度母成就法枠和枟度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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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枠 ，由却吉喜饶（法智）译 。

轨范师阿旺扎巴（语自在称）之门徒所著枟白度母成就法枠 ，由巴日译师译 。

阿旺扎巴（语自在称）所著枟救度母赞枠 ，亦由巴日译师译 。

一切智友所著枟度母解救八畏成就法枠 ，由比丘曲加帕巴（法王圣）译 ；彼

所著枟度母成就法摄略枠 ，由强巴伯（慈吉祥）译 ，此著未列入论藏 。

阿底峡尊者所著枟度母成就法枠 ，格维罗哲（善慧）译 。

吉祥燃灯智所著枟度母成就法枠 ，却吉喜饶（法智）译 。

枟捉缚盗贼法枠 ，香·珠巴伯（成祥）译 。

枟天女誓言度母赞枠 ，轨范师阿果喀跋耶巴杂所著枟圣救度母赞枠 ，班智

达本察松巴所著枟度母赞枠 ，轨范师无垢天所著枟狮子吼喀萨巴奈观音法枠 、

枟天女度母法枠 、枟般若波罗蜜多枠 、枟妙吉祥王成就法枠 、枟大威德成就法枠 、枟财

源母成就法枠 、枟古日古列佛母成就法枠 、枟住守损害明王成就法枠 、枟颦眉度母

成就法枠 、枟光明母成就法枠等 ，共为 １１种 。

轨范师布杂巴杂所著枟六字真言成就法枠 ，由释迦罗哲（释迦慧）译 。

轨范师益西喜宁（智友）所著枟般若波罗蜜多一百五十法理释枠 ，奈班热

其达比丘所著枟缘起详轨枠 ，轨范师龙树所著枟善业如意解说枠 ，由桂译师译 。

轨范师则达日所著枟般若波罗蜜多修习法枠 ，达玛扎（盛称）译 。

龙树所著枟龙自在王修习法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轨范师无著所著枟弥勒修习法枠 ，仲敦巴译 。

轨范师扎跋格底所著枟忿怒威猛金刚成就法枠 ，达那尸罗自译 。

依殊胜舞者观察阿阇黎须让嘎哇玛所著枟毗沙门成就法枠 ，帕巴喜饶（圣

智）著 。

轨范师巴卧多杰（勇金刚）所著枟毗沙门成就法枠 ，尼玛坚赞（日幢）译 。

轨范师那波巴（黑尊者）所著枟毗沙门天王慈悲乳汁赞枠 ，桑嘎译 。

枟毗沙门赞枠 、轨范师桑杰益西（佛智）所著三种枟水施王成就法枠 ，却吉喜

饶（法智）和达玛云丹（法德）译 。

轨范师格比多杰（俏金刚）所著枟赡跋拉财神成就法枠 ，达那尸罗自译 。

轨范师阿跋耶所著枟赡跋拉成就法枠 ，由崔臣迥尼贝哇（戒生密）和曲结

伯（法王祥）译 。

轨范师旃陀罗阁弥（皎月居士）所著枟赡跋拉财神赞枠 ，巴察译师译 。

帕巴玛底所著枟赡跋拉成就法枠 ，年译师译 。

班智达杂那巴杂所著枟赡跋拉赞枠 ，人主尼玛南巴伦巴（日威光王）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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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赡跋拉赞枠 ，扎巴坚赞（称幢）译 。

枟赡跋拉教授秘诀赞枠 ，达·绛曲森华著 。

轨范师诺金（财施）所著枟赡跋拉财神所嘱成就法旋转宝瓶枠 ，强贝伯（慈

吉祥）译 。

枟殊胜赞枠 、枟九颂赞枠 、枟慈悲乳汁赞枠 ，这些由强贝伯（慈吉祥）译 。上面

强贝伯所译枟赡跋拉财神所嘱成就法旋转宝瓶枠 、枟殊胜赞枠 、枟九颂赞枠和枟慈

悲乳汁赞枠四种未列入论藏 。

枟药叉无能胜成就法枠 ，杂玛日自译 。

轨范师囊则牛苟（普照苗）枟具善大黑天成就法枠 ，婆罗门普布（金刚橛

师）所著枟白色妙音天女成就法枠和枟妙音天女赞·成就语光枠二著 ，由达玛云

丹（法德）译 。

枟红色妙音天女赞枠 ，轨范师伯增（吉祥持）著 ，玛多曲旺（法自在）译 。

枟随行圣救度母之药叉母成就法枠 ，却吉罗哲（法慧）译 。

咱雅赛那尊者所著枟水食子供施法枠及其释论枟水食子供施法释枠 ，轨范

师 释迦喜宁（释迦友）著 ，仁钦桑布（宝贤）译 。

阿底峡尊者所著枟无垢水食子供施法枠 ，那措译师译 。

以上 ，事部续典释论共计 ３４９种 。

２ ．行部续典释论

轨范师桑杰桑哇（佛密）所著枟毗卢遮那现证菩提续摄义枠７ 卷 ２００ 颂 ，

伯则（祥积）译 。

轨范师格达惹所著枟三誓言尊庄严百字仪轨枠 ，洛丹喜饶（慧智）译 。

金刚手法类的枟金刚手成就法坛场仪轨枠 、枟供施食子仪轨枠 、枟护摩仪

轨枠 、枟镇伏魔障法枠 、枟缠束幻轮法枠 、枟和息大地伏藏法枠 、枟缘水成就法枠 、枟缘

风成就法枠 、枟缘虚空成就法枠 、枟造小泥塔像法枠 、枟开示二相论枠 、枟回遮仪轨枠 、

枟三昧耶决定论枠 、枟毗沙门福乐品枠 、枟猛厉降伏仪轨枠 、枟能乐成就法仪轨枠 、

枟诸法宝藏枠 、枟诸法宝藏羯磨集枠 、枟诸法宝藏圆光问卜法枠 、枟诸法宝藏降雨

法枠等 ，这些均由轨范师卓桑宁布（行贤藏）著 ，由班智达德杂提婆和桑嘎译

师译 。其中一部分未列入论藏 。

轨范师噶热多杰（极喜金刚）所著枟毗沙门秘密成就法枠 ，轨范师则达日

所著枟无量寿佛成就法仪轨枠 ，由杰·噶哇伯（喜祥）译 。

以上 ，行部续典释论共 ２２种 。尚缺枟金刚手灌顶续上部释枠 、枟阎摩敌显

现细微备忘录枠 、枟不动金刚随念仪轨枠等 ，需寻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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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瑜伽部续典释论

枟瑜伽续摄义广释显现真实性一万八千颂枠 ，上部由仁钦桑布（宝贤）译

出 ，下部由桑嘎译师帕巴喜饶（圣智）译出 。

枟金刚界曼荼罗金刚现生仪轨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枟吉祥最胜第一品类广释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出二万四千颂 ，其补遗部

分由天喇嘛希瓦沃（寂光）译 。

枟吉祥最胜智慧品类摄义释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枟吉祥最胜般若波罗蜜多曼荼罗仪轨枠 、枟净治恶趣后续及其释义明灯枠 ，

却吉宗哲（法精进）译 。 枟净治恶趣曼荼罗仪轨枠 ，沙弥琼扎（鹏称）译 。对此

论有争议 。

枟净治恶趣曼荼罗仪轨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此轨系顶髻九法之一 。

枟三界尊胜曼荼罗仪轨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枟佛像开眼仪轨枠 。以上十论典均由轨范师衮噶宁布（庆喜藏）著 。

轨范师衮噶宁布（庆喜藏）所著枟普明曼荼罗仪轨枠和枟普明开光仪轨枠 ，

由仁钦桑布（宝贤）译 。另有枟金刚萨土垂生起广论枠和枟金刚萨土垂生起略论枠

两种 。以上四论典均未录入论藏 ，枟金刚萨土垂生起广论枠尚未寻到 。

枟净治恶趣续光明庄严释枠 ，旺秋坚赞（自在幢）译 。

轨范师扎杂巴里达所著枟开眼仪轨枠等未列入论藏 。

轨范师释迦喜宁（释迦友）所著枟摄真实性持藏庄严广释枠３０卷 ，仁钦桑

布（宝贤）译 。

枟金刚生起论摄义枠 ，轨范师牟尼那扎跋扎著 ，却吉喜饶（法智）译 。

轨范师多杰果恰（金刚铠）所著枟净治恶趣续美饰释枠 、枟大曼荼罗成就

法枠 ，由弥底大师独自翻译 。

枟护摩仪轨枠 、枟荼毗仪轨枠 ，轨范师益西多杰（智金刚）所著枟悲心生起诵

成就法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轨范师多杰甲居（金刚钩）所著枟金刚萨土垂百字明仪轨枠 ，轨范师希瓦宁

布（寂藏）所著枟随顺瑜伽续修塔仪轨枠 ，轨范师桑杰桑哇（佛密）所著枟入密续

义论枠 ，坚伯果恰（妙吉祥铠）译 。其释论枟入密续义论释枠 ，由大轨范师巴杂

著 。

轨范师扇底波所著枟一切秘密续合解密灯枠 ，轨范师热觉郡（满护）所著

枟举行弹线仪轨枠（捯眛烞埰疻烞荋烞偩烞疻） ，轨范师须底扎哇所著枟画线次第枠 ，轨范师

夏达嘎惹所著枟曼荼罗弹线仪轨枠及其自释 ，枟食子三分中等供施法枠 ，以上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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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均由仁钦桑布（宝贤）译 。

轨范师达玛格底所著枟弹线仪轨枠 ，轨范师牟尼底达果喀所著枟胜三世间

释枠和枟金刚界曼荼罗安立论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枟净治恶趣曼荼罗成就法释枠 、枟具祥广大坛轨枠 ，轨范师格桑噶哇（善缘

喜）所著枟净治恶趣方便枠 ，由雍仲沃（坚固光）译 。

枟净治恶趣仪轨所作摄要枠 ，轨范师然达格底所著枟般若波罗蜜多曼荼罗

仪轨枠 ，泥婆罗人摩诃巴那自译 。

然达格底所著枟一切成就法羯磨明论枠 ，轨范师却丹热觉央（具法满音）

所著枟摄行明灯宝鬘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枟金刚法瑜伽一尊成就法枠 ，系洛穹译师随顺轨范师庆喜藏大师而作 ，非

为梵本 ，亦无标题 ，故有误 。

枟金刚界曼荼罗摄义枠 ，古摩拉嘎罗夏自译 。

轨范师底拉玛底所著枟各种庄严圣妙次第开显安立论枠 ，鲁伊坚赞（龙

幢）译 。

枟金刚界曼荼罗广大仪轨枠 ，轨范师柔吉金巴（种施）著 ，其枟所作摄要枠由

扎巴坚赞（称幢）译 。

枟九髻现观法枠 ，尼玛坚赞（日幢）译 。

轨范师益西多杰（智金刚）所著枟入修习行论枠 ，拉尊巴（天僧）译 。

轨范师衮噶宁布（庆喜藏）所著枟幻化网广说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轨范师热希喜宁（极寂友）所著枟幻化网释难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瑜伽续中有关枟文殊真实名经枠的释论有 ：轨范师坚伯扎巴（妙祥称）所

著枟文殊真实名经广释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轨范师格比多杰（俏金刚）所著

枟文殊真实名经释咒义遍观枠 ，弥底自译 ，喜饶则（智积）校正 ；益西扎巴（智

称）所著枟文殊真实名经略释枠 ，轨范师达维旺布扎巴（月王称）所著枟文殊真

实名经释枠 ，帕巴喜饶（圣智）译 ；轨范师智麦喜宁（无垢友）所著枟文殊真实名

经释名号显义明灯枠 ，聂杂那译 ；弥底所著枟文殊真实名经释枠 ，由他自己翻

译 ；轨范师尼麦多杰（无二金刚）所著枟文殊真实名经释近解枠 ，索南坚赞（福

幢）译 。

轨范师坚伯喜宁（妙祥友）所著无垢虚空简论类论著有 ：枟文殊真实名经

释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枟曼荼罗仪轨枠 、枟无垢虚空菩萨金刚苏息仪轨枠 、枟毗

卢遮那苏息仪轨枠 、枟不动金刚苏息仪轨枠 、枟宝生如来苏息仪轨枠 、枟无量光佛

苏息仪轨枠 、枟不空成就佛苏息曼荼罗枠 、枟真实名经瑜伽行者普用沐浴仪轨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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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食物瑜伽法枠 、枟施部多食子法枠 、枟献曼札仪轨枠 、枟绕转寺塔法枠 、枟积集七支资

粮法枠 、枟无常观成就法枠 、枟厌离轮回法枠 、枟心识遮止三毒要诀枠 、枟皈依仪轨枠 、

枟发心仪轨枠 、枟修菩提心秘要枠 、枟修四无量要诀枠 、枟三世佛观视法枠 、枟修六种随

念秘诀枠 、枟缘起十二支观修秘诀枠 、枟上根真实性成就法枠 、枟制作小泥像仪轨枠 、

枟护摩仪轨摄略枠 、枟等引次第秘要枠 、枟独勇金刚成就法枠 、枟诠念名号仪轨经义合

编枠 、枟开光仪轨枠 、枟诅咒轮成就法枠 、枟七颂仪轨枠 、枟荼毗仪轨枠 、枟净治恶趣六道

众生仪轨枠 ，计为 ３７种 ，均由妙祥友著 ，译师却吉喜饶（法智）译 。

具密类论著有 ：枟具足秘密成就法枠 、枟曼荼罗仪轨功德生源枠 、枟文殊真实

名经念诵修要枠 、枟成就法小品枠 、枟护摩仪轨枠 ，这些均由巴丹绛曲却（具祥菩

提胜）著 ，弥底译 ；枟具足秘密成就法释及开眼仪轨枠 ，共两种 ，均由弥底著 ，连

同枟弹线本颂枠 ，由弥底自译 ，另有其他译本 。

轨范师阿哇布底巴所著枟文殊真实名经释枠 、枟真实名经成就法枠 、枟曼荼

罗仪轨智明论枠 、枟智慧萨土垂成就法摄要枠 、枟护摩仪轨枠 ，共 ５种 ，轨范师涅岸

麦比伯（无忧祥）所著枟大威德金刚成就法枠 、枟黑敌阎曼德迦成就法枠 、枟不动

金刚成就法枠 、枟妙吉祥食子供献仪轨枠 、枟净瓶成就法仪轨枠 、枟护摩法枠 、枟修塔

仪轨摄要枠 、枟威仪仪轨枠 ，轨范师尼麦多杰（无二金刚）枟妙吉祥初佛成就法枠 ，

共计 １４种 ，由噶·却吉桑布（法贤）译 。

轨范师涅岸麦比伯（无忧祥）所著枟妙吉祥修习法枠 ，由阿夏（吐谷浑）的

加嘎则译 。

轨范师尼麦贝巴（无二隐）所著枟智慧萨土垂成就法枠 ，轨范师尼多麦多杰

（无二金刚）所著枟文殊真实名经释心要现证枠 、枟智慧萨土垂现观论枠 、枟智慧萨
土垂无垢仪轨枠 、枟住自性十密行枠 、枟观察梦相法枠 、枟消除静虑毒明灯枠 、枟入文

殊智慧萨土垂心意法枠 、枟静虑轮成就法枠 、枟修明点法枠 、枟一明点成就法枠 、枟妙

吉祥智慧萨土垂心要成就法枠 ，这些均由弥底尊者独自译出 。

枟妙吉祥曼荼罗无垢虚空广论枠 ，坚伯扎巴（妙祥称）著 ，仁钦桑布（宝贤）

译 。

轨范师扎跋嘎惹所著枟文殊真实名经成就法枠 ，尼玛坚赞（日幢）译 。

轨范师循奴扎巴（童称）所著枟文殊真实名经秘诀释枠 ，由喜饶喇嘛（智慧

师）译 。

轨范师弥肴宁布（不动藏）所著枟文殊真实名经修习法枠 ，玛多译师译 。

枟文殊真实名经释枠 ，轨范师桑杰桑哇（佛密）著 。此著作未列入丹珠尔

论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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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有关枟文殊真实名经枠的大瑜伽释论 ，即具神通上师所著枟文殊真

实名经释除无明黑暗枠 、枟曼荼罗仪轨次第明论枠 、枟秘密灌顶枠 、枟第三灌顶枠 、

枟第四灌顶枠 、枟四度母次第论枠 、枟沐浴仪轨枠 、枟绕转寺塔佛像仪轨枠 、枟护摩会

供轮枠 、枟荼毗仪轨枠 ，麦智哇所著枟开光仪轨枠 、枟教诫定摄论枠 、枟功德圆满成就

法枠 、枟智慧明灯论枠 ，年扎格哇（誉称善）所著枟祈愿文枠 、枟法行次第枠 ，里罗巴

杂所著枟梵塔仪轨枠 、枟施食仪轨枠 、枟施水仪轨枠 ，普陀菩提所著枟部种区别论枠 。

这二十一种枟文殊真实名经枠释论 ，以往未列入论藏 ，是否纯正 ，有待考证 。

另有枟一切陀罗尼成就法二次第枠 、枟一切陀罗尼坛场仪轨普明论枠等 。

４ ．大瑜伽部续典释论

其一 ，方便续释论

关于密集法类 ：

枟密集金刚续释枠 ，轨范师龙树著 ，曼扎迦罗夏自译 。

枟密集成就法摄要枠 、枟密集经合释枠 （眑婓烞眣笯） 、枟密集曼荼罗仪轨二十
颂枠 ，此三著作由仁钦桑布（宝贤）译 。

枟密集十八品释枠 ，循奴本巴（童瓶）自译 。

枟五次第论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枟菩提心释颂枠 ，巴察译师译 。

枟菩提心释散文本枠 ，多德拔（经部焰）译 。以上八部著作均由圣龙树著 。

轨范师圣天所著枟摄行灯论枠 ，仁钦桑布（宝贤）著 。其释论轨范师释迦

友所著枟摄行灯论释枠 ，轨范师龙菩提所著枟曼荼罗仪轨枠 ，由巴察译师译 。

轨范师圣天所著枟净治心障法枠 ，那措译师译 ；枟自我加持次第枠 、枟现证菩

提次第枠 、枟雅 、惹 、拉 、哇等四法解说枠和枟密集荼毗仪轨枠 ，由仁钦桑布（宝贤）

译 。

轨范师扎坚增伯喜宁（罗目侯罗祥友）所著枟曼荼罗仪轨双运明论枠 ，萨洛

译师译 。

轨范师鲁洛（龙慧）所著枟生起次第建立次第论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枟业边分辨论枠 ，曲结伯（法王祥）译 。

轨范师扎央居鸠巴（十一音师）所著枟大金刚持道次第枠 ，仁钦桑布（宝

贤）译 。

轨范师鲁伊绛曲（龙菩提）所著枟五次第释摩尼珠鬘枠 ，那措译师译 。

轨范师鲁洛（龙慧）所著枟五次第内容摄要枠 ，巴察译师译 。

那波丹凑多杰（黑誓言金刚）所著枟五次第释难枠 ，那措译师译 。



　第七章 　藏地所译密宗经论 ２０３·　

　 　轨范师鲁伊绛曲（龙菩提）所著枟五次第释难明义论枠 ，是部值得怀疑的

著作 。

轨范师跋甲格底（藏语谓噶丹扎巴 ，意为“有缘称”）所著枟五次第难义

释枠 ，释迦宗哲（释迦精进）译 。

轨范师阿跋耶嘎惹所著枟五次第释月光枠 ，毗布底旃陀罗自译 。

轨范师宗哲桑布（精进贤）所著枟五次第释难明义论枠 ，喜饶宗哲（智精

进）译 。

轨范师达瓦扎巴（月称）所著枟密集释明灯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枟金刚

萨土垂成就法枠 ，循奴拔（童焰）和巴日译师译 。

轨范师清辨所著枟密集释明灯难义解说枠 ，释迦宗哲（释迦精进）译 。

轨范师格必多杰（俏金刚）所著枟密集序分解说枠 、枟大乐成就法枠 ，轨范师

那波（黑尊者）所著枟密集曼荼罗枠和枟密集开光仪轨枠 ，由桂译师译 。

夏达嘎惹哇玛所著枟七庄严解说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那波巴（黑尊者）的枟金刚萨土垂供养仪轨枠 ，桂译师译 ；其枟密集施食仪

轨枠 、枟密集成就法摄要释枠 ，轨范师扇底波所著枟密集宝鬘论枠 ，由噶玛巴杂自

译 。

轨范师夏达嘎惹所著枟密意记别金刚念诵法释枠和枟入续义论枠 ，由仁钦

桑布（宝贤）译 。

轨范师跋甲格底（有缘称）所著枟密集释明灯疏释密意极明论枠１万零 ６

颂 ，古摩罗自译 。

轨范师古摩罗所著枟明灯论略解心鉴枠 ，释迦罗哲（释迦慧）译 。

轨范师月称所著枟密集现观庄严论释枠和轨范师圣天所著枟明灯论释说枠

（此二论有疑） ，萨霍尔学者罕达提婆所著枟密集施食仪轨枠 ，由桂译师译 。

枟密集施食仪轨枠未列入论藏 。

枟密集金刚续释枠 ，弥底尊者著并自译 。

枟智足妙吉祥言教枠 ，由拉·益西坚赞（智幢）译 ；枟妙吉祥言教略义枠和枟成

就法普妙论枠二著 ，由仁钦桑布（宝贤）译 ；枟普贤母成就法枠 ，弥底尊者自译 ；

枟自入成就法枠 ，桂译师译 ；枟解脱明点论枠 ，拉·益西坚赞（智幢）译 。另有枟口四

噜迦成就法枠 ，共 ７种著作 ，均由轨范师桑杰益西（佛智）著 。

枟妙吉祥言教枠之释论轨范师曼贝夏（医足）所著枟妙花庄严论枠 ，由拉·益

西坚赞（智幢）译 ；枟成就法普妙论释枠 ，轨范师伯哲多杰（祥果多杰）和塔嘎那

各著一种 ，共两种 ，由仁钦桑布（宝贤）译 ；枟普贤母成就法枠的释论 ，即轨范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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衮都桑布（普贤）所著枟心要穗论枠 ，由洛丹喜饶（具慧智）译 ；枟解脱明点论枠的

释论 ，即曼贝夏（医足）所著枟解脱明点论释枠和枟成就法悉地生源宝藏枠 ，由拉

·益西坚赞（智幢）译 。

轨范师囊则多杰（普照金刚）所著枟加行六支显现次第枠 ，由雍仲沃（固

光）译 ；其枟口四噜迦成就法释枠 ，轨范师玛麦杂桑布（燃灯贤）所著枟曼荼罗仪

轨枠４５０颂 ，其释论轨范师无垢祥所著枟曼荼罗仪轨释枠 ，由仁钦桑布（宝贤）

译 。

轨范师医足之子加维金（佛施）所著枟密集难义释枠 ，轨范师智麦贝巴（无

垢隐）所著枟密集经十七品释枠 ，其弟子轨范师达沃（月光）所著枟密集第十八品

释枠和伯坚巴（祥严）所著枟密集第十品释枠共 ３种释本 ，均由达玛扎（盛称）译 。

轨范师热杜希维益西（极寂智）所著枟密集经释利益弟子论枠 ，轨范师达

维沃色（月光）所著枟开光仪轨枠 ，由索南加哇（福胜）译 。

轨范师囊杰达瓦（作明月）所著枟阏伽仪轨摄要枠和枟开光仪轨现智论枠 ，

伯定埃增多杰（祥定金刚）所著枟临终仪轨枠 、枟度亡安置佛土仪轨枠 ，共 ３种 ，

由喜饶扎（智称）译 。

轨范师扇底波所著枟密集经合解花束论枠 ，桂译师译 。

轨范师毗夏牟扎所著枟密集第十八品释枠 ，轨范师孜鲁巴所著枟密集释宝

树论枠 ，由拉·益西坚赞（智幢）译 。 枟密集经释枠 ，轨范师塔嘎那著 ，仁钦桑布

（宝贤）译 。

轨范师多杰协巴（金刚笑）所著枟密集十七品释枠 ，毗卢遮那译 ；其枟密集

后续等释枠 ，轨范师衮噶宁布（庆喜藏）所著枟密集释难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而其枟密集难义广释枠 ，传由察仁上师自译 。

枟四天女所问续释枠 ，轨范师益西宁布（智藏）著 ，弥底自译 。

枟普贤护摩仪轨枠 ，玛麦杂益西（燃灯智）所著枟密集成就法枠 ，仁钦桑布

（宝贤）译 。其释论枟密集成就法解说枠 ，衮都桑布（普贤）著 ，苏嘎达自译 。

轨范师索年巴（化缘师）所著枟密集曼荼罗仪轨枠和枟密集成就法枠 ，迦湿

弥罗的仁钦多杰（宝金刚）所著枟不动金刚成就法枠等 ，由仁钦桑布（宝贤）译

出 。

轨范师阿旺扎巴（语自在称）所著枟密集坛轨摄略枠 ，却吉旺秋（法自在）译 。

轨范师加维金（佛施）所著枟吉祥喜金刚成就法枠 ，苏那耶室利所著枟妙金

刚成就法枠 ，循奴拔（童焰）译 ；枟密集不动金刚成就法枠 ，弥底自译 ；枟吉祥喜金

刚灌顶品枠 ，巴日译师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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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范师阿旺扎巴（语自在称）所著枟具足七支真实性大宝光明论本释枠 ，

桂译师译 。

轨范师圣天所著枟五毒密藏胜道不可思议论枠 ，因陀罗菩提所著枟金刚萨
土垂成就法枠 、枟吉祥大胜乐金刚萨土垂成就法枠 ，轨范师图卧惹杂哈底所著枟金

刚萨土垂随念仪轨枠 ，轨范师热鸠多杰）极畏金刚所著枟护摩仪轨枠 ，由仁钦桑

布（宝贤）译 。

轨范师然达格底所著枟一切教宝成就法枠 ，枟金刚萨土垂密义枠 、枟遍照佛密

义枠 、枟口四噜迦密义枠 、枟莲花舞王密义枠 、枟宝日密义枠 、枟胜马游戏密义安立论枠

等 ，传由轨范师古古惹杂著 ，拉仁波切（天宝师）译 。

弥底所著枟四天女所问续释枠 ，由作者自译 。

枟密集十八品释清净能明论枠 ，轨范师曼贝夏（医足）著 ，拉·益西坚赞（智

幢）译 。

枟加行六支释枠 ，轨范师月称著 ，仁钦桑布（宝贤）译 。

枟佛智传规加行六支释枠 ，弥底著 ；枟佛智传规加行六支论枠 ，轨范师弥尼

多杰（无住金刚）所著枟密集三十二尊赞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枟密集金刚赞枠 ，玛麦杂益西（燃灯智）著 ，仁钦桑布（宝贤）译 。

对轨范师噶维多杰（喜金刚）所著枟灌顶所作摄略枠 ，麦智巴著枟第四灌顶

安立论枠 ，由楚译师译 。

另有枟传授第四灌顶略轨枠 ，共计１１４种 。其中 ，最后的两种著作未列入论

藏 。尚有轨范师桑杰益西（佛智）所著枟四支成就法枠及其释论枟四支成就法具

住论枠和枟四支结合普贤成就法枠 ，共 ３种 ，系鄂译师所译 ，但尚未找到译本 。

关于阎摩敌法类 ：

轨范师伯增（祥持）所著论著有 ：枟黑敌阎曼德迦续释·俱生光明枠 、枟黑敌

阎曼德迦成就法枠 、枟黑敌阎曼德迦曼荼罗仪轨枠 ，此三著作由那措译师译 ；

枟黑色阎摩敌成就法句明成就论枠 、枟红色阎摩敌成就法枠和枟红色阎摩敌曼荼

罗仪轨枠两种 ，由曲结伯（法王祥）译 ；枟红色阎摩敌禅定仪轨枠 ，达那尸罗自

译 ；枟黑红阎摩敌供养仪轨枠 、枟红色阎摩敌成就法枠 、枟红色阎摩敌曼札仪轨枠 、

枟供养仪轨枠等 ，由尼玛坚赞（日幢）译 ；枟供献食子仪轨枠 ，曲结伯（法王祥）译 ；

枟妙金刚供养仪轨枠 ，毗布底自译 ；枟自我加持秘诀枠 ，洛卧译师译 。以上均为

伯增（祥持）所著 。

轨范师扇底波所著枟黑敌阎曼德迦续释宝灯论枠 ，却吉喜饶（法智）译 。

轨范师里罗巴杂所著枟曼荼罗仪轨阎摩敌生现论枠 ，觉珠·喜饶喇嘛（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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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师）译 。

里罗巴杂所著枟佛塔仪轨广论枠和枟佛塔仪轨摄论枠 ，玛麦杂（燃灯师）所

著枟护轮成就法枠 ，提婆阿嘎惹旃陀罗所著枟四次第分别开示秘要枠 ，鲁伊绛曲

（龙菩提）所著枟荼毗仪轨枠 、枟幻轮仪轨枠 ，阿莫嘎巴杂所著枟十偈颂枠 、枟息业护

摩法枠 、枟增业护摩法枠和枟诛业护摩法枠 ，里罗巴杂所著枟隐秘行摄论枠 、枟羯磨

次第秘要枠和枟增盛秘诀枠 。这些多由喜饶喇嘛（智慧师）译出 ，但未列入论

藏 。

顿悦夏（不空足）所著枟妙金刚曼荼罗仪轨枠 、枟吉祥金刚智大威德忿怒王

成就法绘轮仪轨枠 、枟不空足传规妙吉祥秘密续曼荼罗仪轨枠和枟尊胜忿怒王

护摩仪轨定示悉地论枠 ，轨范师室利毗如巴所著枟红色阎摩敌成就法枠 ，由达

那尸罗独自翻译 。

轨范师罗哲桑布（慧贤）所著枟五本尊成就法枠 、枟自我加持法枠 ，由曲结伯

（法王祥）译 。

枟幻轮仪轨枠 、枟幻轮真实性明示枠 ，达那尸罗著 ，并由他自己译出 。

枟毗卢遮那佛护持法枠 ，毗日哇巴所著枟红色阎摩敌成就法枠 ，毗如哇所著

枟施食仪轨枠 ，毗日哇巴所著枟光明显现次第枠 ，轨范师巴卧加布（勇王 ，为毗日

哇巴大师之名号）所著枟红色阎摩敌成就法枠 ，以上 ５著作由曲结伯（法王祥）

译 。

毗日哇巴所著枟红色阎摩敌幻轮鬘枠 ，由达那尸罗独自译出 。

罗桑宁布（善慧藏）所著枟红色阎摩敌修习法枠 ，尼玛坚赞（日幢）译 。

轨范师牟觉多杰（不动金刚）所著枟能怖金刚难义释枠 ，却吉喜饶（法智）

译 。

枟大威德金刚总说枠 ，轨范师循奴多杰（童金刚）所著枟大威德金刚难义

释枠 ，巴日译师译 。

阿莫嘎巴杂所著枟大威德金刚成就法枠和枟大威德金刚曼荼罗仪轨枠 ，室

利跋扎所著枟护摩法枠 ，扇底波所著枟会供轮成就法枠 ，轨范师坚伯央（妙祥音）

所著枟二臂大威德金刚成就法枠 、枟茨丛跋惹仪轨枠（猇烞猇眐烞揫烞砡痑烞埲疻烞眓） ，共 ６

种 ，均由热·多杰扎（金刚称）译出 。

轨范师室利跋扎所著枟大威德金刚成就法枠和枟大威德金刚成就法摄要枠

二书 ，轨范师希维益西（寂智）所著枟能怖金刚念修仪轨枠 、枟阎摩敌成就法仪

轨枠 、枟转轮诛业合一成就法枠 ，轨范师坚贝益西（妙祥智）所著枟大威德成就

法枠 ，由顿悦多杰（不空金刚）独自译出 。



　第七章 　藏地所译密宗经论 ２０７·　

　 　轨范师那波夏（黑尊者）所著枟黑色阎摩敌续广释现见正道明灯枠 、枟修塔

仪轨枠 、枟荼毗仪轨枠 、枟会供轮仪轨枠 、枟供养仪轨次第枠 、枟阎摩敌修习法枠等 ，共

６种 ，均黑尊者著 ，扎杂室利杂那独自译出 。

枟大威德金刚成就法枠 ，轨范师罗里达巴杂著 ，觉珠·喜饶喇嘛（智慧师）译 。

枟大威德诛业护摩仪轨枠 ，阿莫嘎巴杂著 ，枟黑色阎摩敌护轮仪轨枠 ，化缘

师迦摩罗热其达所著枟黑色阎摩敌成就法枠 ，那措译师译 。

轨范师宁杰扎巴（日称）所著枟黑色阎摩敌成就法枠 ，桂译师译 。

轨范师阁喀巴杂所著枟黑色阎摩敌成就法枠 ，恰译师译 。

室利班智达所著枟黑色阎摩敌临命终时成就法枠 ，伯玛麦杂（吉祥燃灯）

所著枟黑色阎摩敌成就法枠 、枟阎摩敌遍照成就法枠 、枟阎摩敌宝生成就法枠 、枟不

动金刚心要贪欲阎摩敌成就法枠 、枟锐利金刚阎摩敌成就法枠 、枟金刚萨土垂成

就法枠 、枟持锤阎摩敌成就法枠 、枟持杖阎摩敌成就法枠 、枟持剑阎摩敌成就法枠 、

枟持莲阎摩敌成就法枠 、枟金刚空行瑜伽母成就法枠 、枟金刚广乐妙音母成就

法枠 、枟羯摩金刚阁日玛成就法枠 、枟妙吉祥黑色阎摩敌成就法枠 。以上 １４部著

作 ，均为玛麦杂（燃灯）所著 ，连同室利班智达的枟黑色阎摩敌临命终时修习

法枠 ，共 １５种 ，均由扎杂室利杂那独自译出 。

那波巴（黑尊者）所著枟佛塔仪轨枠 ，尼玛坚赞（日幢）译 ；枟十大忿怒明王

食子仪轨及供施法枠 、枟六面阎摩敌成就法枠 ，喜饶喇嘛（智慧师）译 。

轨范师鲁伊绛曲（龙菩提）所著枟黑敌阎摩敌成就法成就轮枠 、枟妙吉祥品

变秘密圣物殊胜所依仪轨枠 、枟红色阎摩敌圆满次第极无戏论真实性秘诀枠 ，

由毗日哇巴著 ，洛卧译师译 。

轨范师牟觉多杰（不动金刚）所著枟黑敌阎曼德迦成就法轮义广说枠 ，却

吉喜饶（法智）译 。

阿底峡尊者所著枟黑色阎摩敌成就法枠 ，那措译师译 。

轨范师循奴达瓦（童月）所著枟黑敌阎曼德迦续释宝鬘枠 ；枟阎摩敌成就

法枠 ，轨范师牟觉多杰（不动金刚）著 ；枟黑色阎摩敌曼札仪轨枠 ；班智达顿悦多

杰（不空金刚）所著枟大威德赞枠 ，由喜饶喇嘛（智慧师）译 。

枟大威德名号赞枠 ，轨范师列吉加布（事业王）著 ；枟大威德赞枠３ 种 ；轨范

师扇底波所著枟黑敌阎曼德迦修习法如睡莲盛开论枠 ，此论未列入论藏 。

以上阎摩敌法类论著共 １０４种 。

关于金刚手法类 ：

大瑜伽金刚手法类中的大轮类论著有L ：枟大轮密续释甘露苗枠 、枟成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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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论大轮枠 、枟大轮中品成就法甘露滴枠 、枟大轮成就法摄论枠 ，其中后 ３种为出

世间成就法 ；枟四龙族成就法枠 、枟药叉成就法枠 、枟回遮魔障成就法枠 ，为 ３种世

间成就法 。静猛两种枟护摩法枠 、枟甘露乳供养法枠 、枟梦兆六次第枠 、枟陀罗尼食

子仪轨枠 、枟甘露护杀法枠 、枟忿怒王诛杀事业枠 、枟镇伏四龙族仪轨枠 、枟曼荼罗仪

轨枠 、枟麻风病症枠 、枟金刚手赞枠 。以上 １８种 ，均由却吉桑布（法贤）译 。

枟缘起护持法枠 、枟缘起护持轮枠 、枟金刚手随喜赞枠 ，由协乌巴杂提婆译 。

以上 ２１种著作 ，均由协乌译师 、噶·却吉桑布（法贤）和后来的康巴·云

丹迥尼（德源）校正 ，出现三种不同的译本 ，故所谓“非藏人所译”之说不实 。

此类著述 ，尚有随顺密教经续的枟威猛成就法枠 、枟秘密意之一橛成就法枠等 ，

由哇罗旃陀罗和达磨楚臣（法戒）译出 ，往昔未列入论藏 。

轨范师跋哇巴所著枟金刚火舌续释·真实性光明枠 、枟曼荼罗仪轨枠 、枟金刚

手所著成就法枠 、枟会供轮法枠 、枟护摩法枠 、枟曼札供成就法枠 、枟供施食子法枠 、

枟羯摩集和合法枠 、枟羯摩集次第分别论枠等 ，均由循奴楚臣（童戒）译 。

此类著作尚缺具杖金刚法类轮著 ，需找寻 。

毗摩罗室利所著枟世间怙主五十颂释集要枠和枟世间怙主随许加持仪

轨枠 ，至尊玛赫巴所著枟世间怙主成就法枠 ，轨范师婆罗门毗占嘎惹所著枟世间

怙主成就法枠 ，此四著作由扎巴坚赞（称幢）译 ，其中一种未列入论藏 。

轨范师阿孜达牟扎古巴达所著枟一辫母二十五尊成就法枠 、枟一辫母十七

尊成就法枠 ，巴杂格底所著枟一辫母俱生成就法枠 ，若贝多杰（游戏金刚）所著

枟佛母成就法枠 、枟回向文摩尼明灯枠 ，普陀室利所著枟佛母赞枠 、枟圆满次第金刚

隐秘密道枠 ，阿孜达牟扎所著枟药叉两昆仲成就法枠 ，共 ８种 ，由强贝伯（慈吉

祥）译 。其中 ４种未列入论藏 。

轨范师温萨曼达室利所著枟怙主现生曼荼罗仪轨悉地宝源枠和枟护摩仪

轨智慧火燃枠 ，共 ２种 ，由热·曲饶（法深）译 。另有枟大黑天密续释枠 ，由轨范

师马鸣著 。

其二 ，智慧续释论

关于喜金刚法类 。

有关诠释枟喜金刚续枠的论著有 ：枟喜金刚续释枠 ，多杰宁布（金刚藏）著 ，

卓译师译 ；措吉多杰（海生金刚）所著枟喜金刚续释·具莲花枠 ，库·欧珠（成就

师）译 ；牟图达瓦（难胜月）所著枟喜金刚续释·邬波罗花枠 ，释迦益西（释迦智）

译 ；扇底波所著枟喜金刚续释·珍珠鬘枠 ，桂译师译 ；那若巴所著枟喜金刚续广

释枠 ，恰·却吉桑布（法贤）译 ；轨范师占嘎达夏所著枟喜金刚续释·极无垢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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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枠 ，雄·洛丹（安慧）译 ；轨范师白玛牛古（莲苗）所著枟喜金刚续释难枠 ，轨范

师达玛格底（法称）所著枟喜金刚续难义开眼释枠 ，轨范师跋哇跋扎所著枟喜金

刚续释论枠 ，索南坚赞（福幢）译 ，其枟喜金刚续释难·瑜伽宝鬘枠 ，那措译师译 ；

轨范师白玛牛古（莲苗）所著枟喜金刚续疏释枠（上部略不全） ，由茨·尤格坚赞

（宝幢）译 ；轨范师那波巴（黑尊者）所著枟喜金刚续释·正念生源枠 ，桂译师译 。

另有枟喜金刚续二品释枠 ，共计 １２种 。

关于枟金刚帐枠释论 ，有因陀罗菩提所著枟金刚帐释难·口传教授枠 ，释迦

宗哲（释迦精进）译 ；拉柔吉罗哲（天种慧）大师所著枟金刚帐难义释·增盛真

实性枠 ，桂译师译 ；那波巴切哇（大黑尊师）所著枟金刚帐合解枠 ，释迦益西（释

迦智）译 ，其枟金刚帐第一品合解枠 ，亦由释迦益西（释迦智）译 。以上枟金刚

帐枠释论共 ４种 。

关于枟桑布扎枠的释论有 ：轨范师因陀罗菩提所著枟正见忆念光明论枠 ，吉

觉译师译 ；枟极明显和合解枠 ，轨范师嘎雅塔者保著 ，兰·却吉罗哲（法慧）译 ；

轨范师晋美迥尼贝巴（无畏生隐）所著枟秘要穗论枠８０００颂 ，由桑杰扎（佛称）

和却吉桑布（法贤）译 ，邦·洛丹（安慧）校正 ；另有轨范师巴卧多杰（勇金刚）

所著枟桑布扎广释宝鬘枠 ，共 ４种 。

其他喜金刚法门论典有 ：

多杰宁布（金刚藏）所著枟喜金刚成就法真实性明论枠 ，达瓦贡布（月怙）

自译 ，但此论可疑 。

轨范师措吉多杰（海生金刚）所著枟喜金刚成就法枠 ，释迦益西（释迦智）

译 。其释论轨范师杂兰达日巴所著枟喜金刚成就法释清净金刚灯枠 ，尼玛坚

赞（日幢）译 。

轨范师措吉多杰（海生金刚）所著枟会供轮第五三昧耶枠 ，却吉扎巴（法

称）译 。

轨范师牟图达瓦（难胜月）所著枟曼荼罗美妙全摄仪轨枠 、枟六支成就法枠 、

枟无我母十五天女成就法枠和枟向一切部多供施食子仪轨枠 ，此四著均由释迦

益西（释迦智）译 。

轨范师仲毗口四噜迦所著枟会供轮仪轨枠 ，由马尔巴·却吉罗哲（法慧）译 ；

仲毗口四噜迦所著枟十五天女成就法甘露光枠 ，由释迦益西（释迦智）译 。

那波巴（黑尊者）所著枟独勇喜金刚成就法枠 ，桂译师译 。

达惹室利之枟二臂喜金刚成就法枠 ，由却吉旺秋（法自在）译 。

另有枟开眼仪轨枠 、枟造小泥塔佛像仪轨枠（或译枟造作砖佛仪轨枠） 、达磨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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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的枟供施食子略轨枠 、益西宁布（智藏）所著枟荼毗仪轨枠等 。上面仲毗口四噜

迦之枟会供轮仪轨枠 ，曾记为藏人学者贾敦所著 ，这是错误的 。

那波巴（黑尊者）之枟护摩法枠 ，桂译师译 。

兰吉格巴（俱生俏）之枟古汝古列成就法枠 ，达那尸罗自译 。

轨范师寂护所著枟圆球钩召法枠 、枟神足钩召法枠 、枟消除蛇毒法枠 、枟增长智

慧法枠和枟镇压制服法枠 ，总称为“古汝古列五秘诀” ，由达那尸罗独自译出 。

轨范师阿罗罗班杂所著枟二臂喜金刚成就法枠 ，轨范师罗目侯罗所著枟独

勇喜金刚成就法枠 ，由释迦益西（释迦智）译 。

轨范师南觉巴（瑜伽师）所著枟尸林论说枠 ，由桂译师译 。

轨范师因陀罗菩提和措吉（海生）所著广略两种枟根本现观论枠 、两种枟八

大尸林解说枠 、枟喜金刚现证次第枠 、枟真实性区分论枠 ，轨范师白玛（莲花）和仲

玛坚吉德（具灯军）所著枟金刚龙释论枠（娾烞偗痑烞紑痑烞砮蚚砳烞眣。这里的“金刚龙”

疑为“金刚歌”之误写） ，这些均由释迦益西（释迦智）译 。

枟定持语句法枠 ，益西坚赞（智幢）译 。

枟密意语释枠 ，轨范师龙树著 ，喜饶扎（智称）译 。

轨范师那波巴（黑尊者）所著枟曼荼罗仪轨注解枠 ，桂译师译 ；枟无我母成

就法枠和枟喜金刚成就法真实性明论枠二著 ，由那措译师译 ；枟毗日哇巴论著中

之八大尸林品枠 ，由喜饶伯喜饶（智祥智）译 。

那波巴穹哇（小黑尊师）所著枟荼毗仪轨枠 、枟护摩仪轨枠 、枟开光仪轨枠 、枟会

供轮仪轨枠等 ，由桂译师译 。

阿底峡尊者所著枟喜金刚一切部多施食仪轨枠 ，轨范师扇底波所著枟俱生

喜论枠 ，由定埃增桑布（定贤）译 ；其两种枟供施食子仪轨枠和那波巴（黑尊者）

之枟度亡仪轨枠 ，由尼玛坚赞（日幢）译 。

轨范师扇底波所著枟俱生瑜伽次第枠 ，古摩惹迦拉夏译 。其释论轨范师

塔嘎那所著枟俱生瑜伽次第释心要极明论枠 ，曼扎嘎拉夏自译 。

轨范师牟图达瓦（难胜月）所著枟金刚帐五空行成就法枠 ，索南坚赞（福

幢）译 。

枟金刚帐修习法曼荼罗所摄随顺成就法枠 ，轨范师拉都秀（天禁行）著 ，却

吉罗哲（法慧）译 。

轨范师槐麦多杰（无喻金刚）所著枟金刚帐极明成就法枠 ，仁钦桑布（宝

贤）译 。

轨范师则达日所著枟金刚帐十大忿怒明王仪轨枠和仲毗巴之枟金刚帐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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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忿怒明王仪轨化缘女释枠二著作 ，由尼玛坚赞（日幢）译 。

轨范师扇底波所著枟成就法断惑论枠 ，比丘沃松循奴（饮光童）之枟四灌顶

分解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轨范师毗那巴所著枟喜金刚秘密灌顶解说枠和枟大灌顶第三次第枠 ，轨范

师巴卧多杰（勇金刚）所著枟喜金刚曼荼罗仪轨宝焰枠 ，释迦益西（释迦智）译 。

轨范师那波巴（黑尊者）所著枟艾旺摩耶解说明灯次第枠 ，轨范师仲毗巴

所著枟真实性十颂枠 ，由格维罗哲（善慧）译 。

轨范师噶玛波罗所著枟喜金刚成就法四真实次第枠 ，兰·达玛罗哲（盛慧）

译 ；枟喜金刚实修次第枠 ，索南坚赞（福幢）译 ；枟现观次第六十四棒性相枠 ，释迦

益西（释迦智）译 。

轨范师官却迥尼（宝生源）所著枟无我母成就法枠 ，轨范师尼麦多杰（无二

金刚）所著枟无我母成就法枠 ，由茨·益西迥尼（智生源）译 。

轨范师则达日所著枟喜金刚灌顶抉择法枠 ，吉觉译师译 。

轨范师彦拉麦比多杰（无支金刚）所著枟一面口四噜迦成就法枠 ，由玛·却吉

拔哇（法燃）译 。

轨范师尼麦多杰（无二金刚）所著枟吉祥饮血金刚成就法枠 ，那若巴所著

枟荼毗仪轨枠 ，索南坚赞（福幢）译 。那若巴所著与那波巴所著枟荼毗仪轨枠无

区别 。

那若巴之枟喜金刚食子仪轨枠 、枟喜金刚手帜功德枠 ，轨范师格比多杰（俏

金刚）所著枟圆满次第秘诀枠 、枟喜金刚现观次第明义枠 、枟那若巴尊者语教喜金

刚主尊三萨土垂成就法枠 ，吉祥定埃增多杰（禅定金刚）所著枟无我母秘密教

授枠 ，索南坚赞（福幢）译 。

轨范师措吉（海生）所著枟喜金刚如灯火顶教诫枠 ，轨范师多杰智布巴（金

刚铃）所著枟喜金刚独勇成就法枠 ，轨范师嘎跋日巴所著枟喜金刚一念成就

法枠 ，此三著作由释迦益西（释迦智）译 。

吉祥定埃增多杰（禅定金刚）所著枟口四噜迦自我加持窍诀枠 ，比丘喜饶益

西（智俱慧）和索南坚赞（福幢）译 ；枟二臂喜金刚成就法枠释迦益西（释迦智）

译 ；枟喜金刚摄略所作造小泥塔佛像次第枠 ，轨范师仁钦达瓦（宝月）所著枟喜

金刚净瓶成就法枠 ，由库·欧珠（悉地师）译 ；枟供施食子略轨枠 ，轨范师绛曲宁

布（菩提藏）所著枟喜金刚护摩仪轨摄略枠 ，由比丘喜饶加（智护）译 ；枟喜金刚

食子仪轨枠 、枟独勇十六臂口四噜迦成就法枠 ，轨范师措吉多杰（海生金刚）所著

枟喜金刚曼札仪轨枠和枟喜金刚护摩仪轨枠 ，以及彼师所著枟喜金刚尼林玛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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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仪轨枠（未列入论藏） ，由释迦宗哲（释迦精进）译 。

轨范师绛曲宁布（菩提藏）所著枟喜金刚成就法枠 ，由天赞普牟尼惹杂译 ；

枟二臂喜金刚成就法枠 ，轨范师罗哲钦布（大慧）所著枟金刚帐中所说荼毗仪

轨枠 ，巴日译师译 。

轨范师措吉多杰（海生金刚）所著枟喜金刚二十颂枠 ，释迦益西（释迦智）

译 。

迦湿弥罗的仁钦多杰（宝金刚）所著枟喜金刚赞枠 ，绛曲喜饶（菩提智）译 。

另有化缘轨范师帕巴拉（圣天）所著枟无我十五天女赞枠 ，轨范师仲毗口四

噜迦所著枟喜金刚吉祥颂枠 ，共计喜金刚法类论著 １２０种 。

关于胜乐法类

有关诠释枟胜乐根本续枠的论著有 ：恰那多杰（金刚手）所著枟胜乐根本续

上部释枠 ，定埃增桑布（定贤）译 ；轨范师楞迦加哇桑布（胜贤）所著枟胜乐根本

续释难枠 ，轨范师噶丹扎巴（具缘称）所著枟胜乐根本续释难·勇士悦意枠 ，仁钦

桑布（宝贤）译 ；轨范师噶甲达瓦（星王月）所著枟胜乐根本续释难·大宝资

粮枠 ，云丹伯（德祥）译 ；轨范师拉贝（天隐）所著枟胜乐一切成就法窍诀广释枠 ，

轨范师达塔嘎达热其达所著枟胜乐根本续二种合解枠 ，却吉罗哲（法慧）译 ；轨

范师拉瓦巴（褐衣师）所著枟胜乐根本续释成就法序分枠 ，桂译师译 ；轨范师苏

玛底格底所著枟胜乐律仪生起续简介枠 ，扎觉喜饶（名称满智）译 ；轨范师跋哇

跋扎所著枟胜乐轮难义释枠和轨范师巴卧多杰（勇金刚）所著枟胜乐轮释·一切

功德处枠二著 ，由巴日译师仁钦扎（宝称）译 ；轨范师多杰（金刚师）所著枟胜乐

根本续释枠 ，桑嘎·帕巴喜饶（圣智）译 。以上枟胜乐根本续枠释论共 １１种 。

枟金刚空行释枠 ，轨范师跋哇跋扎著 ，桂译师译 。

枟金刚空行释真实性坚固论枠 ，轨范师诺桑（财贤）著 ，吉觉译师译 。

枟瑜伽母德行解说枠 ，轨范师达塔嘎达热其达著 ，巴日译师译 。

枟空行海论释枠 ，轨范师白玛巴杂著 ，其枟空行海论释舟楫枠 ，计 ８０００颂 ，

却吉云丹（法德）译 。

枟胜乐生源具莲释枠 ，轨范师然达热其达著 ，雄·洛丹（安慧）译 。

枟口四噜迦现生难义释枠 ，轨范师达瓦循奴（月童）著 ，却吉罗哲（法慧）译 。

轨范师扇底波所著枟量等虚空续广释枠 ，喜饶益西（智具慧）译 。

恰那多杰（金刚手）所著枟胜乐成就法真实心要枠 ，达瓦贡布（月怙）和聂

弥·益西却（智法）合译 。

恰久贝巴（遍入隐）所著枟亥母十三尊成就法枠 ，轨范师鲁额巴所著枟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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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习法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其释论枟胜乐成就法释难枠及轨范师扎杂热其

达所著枟外供仪轨枠 、枟供施食子仪轨枠 、枟手供成就法枠等四法 ，由鄂译师译 。

扎杂热其达所著枟造小泥塔佛像仪轨枠 ，或译枟造作砖佛仪轨枠 ，巴日译师

译 。

轨范师白玛央（莲花音）所著枟护摩总摄颂枠和阿底峡尊者所著枟鲁额巴

传规成就法释枠 ，由那措译师译 。上述枟造小泥塔佛像仪轨枠和枟护摩总摄颂枠

未列入论藏 。

枟鲁额巴释·胜乐生源枠 、其释论枟胜乐生源差别明论枠 、枟胜乐生源曼荼罗仪

轨枠 、枟甘露丸成就法枠两种和枟阿毗达那中所出护轮成就法枠 ，共计 ６种 ，均由得

银协巴多杰（如来金刚）著 ，毗布底旃陀罗自译 。其中 ，后三种未列入论藏 。

轨范师那波巴（黑尊者）所著六法 ，枟胜乐曼荼罗仪轨枠 、枟胜乐成就法枠 、

枟胜乐护摩法枠 、此三种由柔巴循奴（明童）译 ；枟胜乐春点成就法枠 ，桂译师译 ；

枟秘密真实性枠 ，桂译师和玛多译师合译 ；枟胜乐欧拉巴底成就法枠 ，释迦益西

（释迦智）译 。

轨范师多杰智布巴（金刚铃师）所著铃尊者三法 ，枟铃尊者所传灌顶作业

略法枠 ，却吉喜饶（法智）译 ；枟铃尊者传规成就法枠 ，罗哲扎（慧称）译 ；枟铃尊者

所传五次第枠 ，那措译师和洛丹喜饶（慧智）合译 。又 ，多杰智布巴所著三种 ，

枟胜乐五尊成就法如意珠枠 ，却吉旺秋（法自在）译 ；枟胜乐俱生成就法枠 ，恰·却

吉桑布（法贤）译 ；枟胜乐二臂俱生成就法枠 ，曲结伯（法王祥）译 。

伯宁莫则（吉祥日作）所著枟胜乐总摄轮成就法枠 ，格维罗哲（善慧）译 。

轨范师拉瓦巴（褐衣师）所著枟胜乐十三尊成就法枠及其枟曼荼罗仪轨大

宝明灯枠 ，此二著由却吉旺秋（法自在）译 。

晋美迥尼贝巴（无畏生隐）所著枟胜乐成就法·断除疑惑枠 ，尼玛坚赞（日

幢）译 。彼师所著枟自我加持要诀枠 ，曲结伯（法王祥）译 。

麦智巴所著枟胜乐十三尊成就法·大宝明灯枠 ，巴热·托巴噶（闻喜） 、巴日

译师和强贝伯（慈吉祥）译 ，亦有麻宛·却拔（法燃）之译本 。

轨范师尼麦多杰（无二金刚）所著枟胜乐七字成就法枠 ，玛多译师译 。

轨范师加哇桑布（胜贤）所著枟胜乐总摄轮成就法枠 ，巴日译师译 。

轨范师巴卧多杰（勇金刚）所著枟胜乐曼荼罗仪轨悦意鬘枠 ，轨范师玛迦

那室利所著枟独勇胜乐轮成就法枠 ，喜饶扎（智称）译 。

轨范师那若巴所著枟独勇口四噜迦成就法枠 ，婆罗门章嘎惹所著枟口四噜迦成

就法摄略枠 ，循奴本巴（童瓶）自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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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范师尼麦多杰（无二金刚）所著枟胜乐总摄轮秘诀枠 ，茨译师译 。

轨范师嘎跋日巴所著枟独勇胜乐成就法枠 ，轨范师宁莫迥尼达瓦（昼生

月）所著枟口四噜迦现生曼荼罗仪轨枠 ，多杰智布巴（金刚铃师）所著枟身曼荼罗

秘诀枠和枟胜乐总摄轮五次第释枠 ，却吉旺秋（法自在）译 。

枟吉祥金刚空行续所集成就法·普提心遍观鬘枠 ，轨范师迦拉嘎巴著 ，桂

译师译 。

枟空行海成就法枠及枟空行海成就法四十八偈颂枠 ，此二著由达玛云丹（盛

德）译 ；枟曼荼罗仪轨枠 、枟供施食子仪轨枠 、枟献曼札仪轨枠和枟护摩仪轨枠 ，此四

著由益西多杰（智金刚）译 。以上六种著作均由咱雅赛那著 。

轨范师仲毗口四噜迦所著枟独勇口四噜迦成就法枠 ，那措译师译 。

吉祥却吉扎巴（法称）所著枟金刚空行常赞文枠 ，曲结伯（法王祥）译 。

迦湿弥罗的仁钦多杰（宝金刚）所著枟胜乐总摄轮赞枠 ，却吉旺秋（法自

在）译 。

轨范师杂兰达日巴所著枟胜乐总摄轮赞成就一切义顶髻宝枠 ，加·宗哲僧

格（精进狮子）和尼玛多杰（日金刚）译 。

因陀罗菩提王所著枟胜乐轮赞枠 、枟胜乐一百八名赞枠 ，班智达须惹嘎拉夏

所著枟胜乐总摄轮赞枠 ，索南桑布（福贤）译 。

迦湿弥罗的仁钦多杰（宝金刚）所著枟胜乐总摄轮曼荼罗诸尊赞枠 ，轨范

师达日嘎巴所著枟胜乐总摄轮略赞枠 ，轨范师多杰智布巴（金刚铃师）所著枟胜

乐曼荼罗诸尊赞大宝幻施枠 ，却吉旺秋（法自在）译 。

轨范师麦智巴所著枟胜乐轮赞枠 ，轨范师布日巴所著枟胜乐常忏广轨枠 ，仁

钦桑布（宝贤）译 。

传由轨范师夏哇日等人所著之枟二面胜乐略成就法枠 ，麻宛译师译 。

毗日哇巴所著枟断首母广轨枠 ，麻宛译师译 。

拉摩伯吉罗哲（祥慧天女）所著枟断首母略轨枠 ，阿哇布底巴所著枟成义母

略成就法枠 ，东尼定埃增（空性定）所著枟二面母广成就法枠和枟成义母广成就

法枠二著 ，桑杰金（佛施）所著枟护摩仪轨枠 ，以上五种著作由鄂译师译 。

枟二面母广成就法详释真实性解说枠 ，轨范师宗哲伯喜宁（精进祥友）著 ，

尼玛坚赞（日幢）译 。

轨范师格维迥尼贝巴（善生隐）所著枟亥母现观穗论枠 ，达那尸罗自译 。

轨范师尼麦多杰（无二金刚）所著枟亥母成就法枠和轨范师夏哇日巴所著

枟瑜伽母供养仪轨摄略枠 ，此二著由茨·旺额（自在定）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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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底峡尊者所著枟胜乐十三尊成就法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轨范师达日嘎巴所著枟瑜伽母释随顺瑜伽初十日供养法枠 ，轨范师鲁金

巴（龙施）所著枟瑜伽心要摄论枠 ，轨范师达日嘎巴所著枟瑜伽母秘诀枠 ，以上由

达那室罗自译 。

轨范师夏哇日巴所著枟瑜伽母加持仪轨摄要枠 、枟摄受弟子仪轨枠和枟会供

轮仪轨枠 ，轨范师尼麦多杰（无二金刚）所著枟瑜伽母成就法成就一切义枠 ，这

些由尼玛坚赞（日幢）译 。

枟金刚瑜伽母入胜乐轮了义曼荼罗枠 ，吉祥尼麦多杰（无二金刚）著 ，扎杂

室利杂那自译 ，此著未列入论藏 ；枟初业有情成就法摄要枠 ，喜饶扎（智称）译 。

因陀罗菩提所著枟成就金刚瑜伽母成就法枠 ，喜饶扎（智称）译 ；其枟瑜伽

母明咒真实性枠和轨范师跋那然陀罗如则所著枟利他摄受弟子仪轨枠二著 ，由

益西德（智军）译 。

吉祥邬玛哇底达达所著枟亥母现生成就法枠和枟曼荼罗仪轨枠二著 ，由热·

却饶（法深）译 。

轨范师嘎玛拉室利所著枟金刚亥母成就法枠 ，由旺洛译师译 。

轨范师嘎玛拉室利所著枟金刚亥母成就法枠 ，由旺洛译师译 。

轨范师果嘎达达所著枟亥母智明母成就法枠和枟亥母智明母赞枠二著 ，由

珠巴伯桑布（成就祥贤）译 。

轨范师多杰智布巴（金刚铃师）所著枟亥母成就法枠和枟乌仗那所出亥母

成就法枠二著由却吉旺秋（法自在）译 。

轨范师喜饶桑布（智贤）所著枟金刚亥母成就法枠 ，却吉旺秋（法自在）译 。

轨范师达日嘎巴所著枟骷髅金刚瑜伽母成就法枠 ，其释论古摩惹菩提所

著枟骷髅金刚瑜伽母成就法利他释枠 ，轨范师伯增（祥持）所著枟亥母成就法枠 ，

由强贝伯（慈吉祥）译 。伯增（祥持）之枟古日玛巴达成就法枠和枟红色空行母

成就法枠两种 ，共三种著作由恰·却吉桑布（法贤）译 。

轨范师尼麦多杰（无二金刚）所著枟金刚瑜伽母持明游戏女成就法枠及其

枟摄受弟子仪轨枠二著 ，由索南孜摩（福顶）译 。

以上 ，从伯增（祥持）的枟亥母成就法枠至尼麦多杰的枟摄受弟子仪轨枠 ，共

６种著作 ，往昔未列入论藏 。

枟金刚亥母略赞枠 ，洛加译师译 。

玛麦杂益西（燃灯智）所著枟白色空行母赞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彼师所

著枟金刚瑜伽母赞枠 ，库·奈佐（鹦鹉师）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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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湿弥罗的仁钦多杰（宝金刚）所著枟胜乐吉祥启请文枠（眣婬烞眑偩疻烞荋烞眣粊烞
祫砱烞珿烞梐砱） ，崔臣扎西（戒祥）译 ；枟胜乐轮生起成就法枠 ，班智达根底室利和雄

·洛丹（安慧）合译 。

另有轨范师阿耶提婆所著枟金刚空行摄义释枠 ，轨范师杂兰达惹所著枟胜

乐总摄轮心要成就真实性论枠 ，轨范师彦拉麦必多杰（无支金刚）所著枟俱生

真实性明论枠 ，轨范师格维贡布（善怙）所著枟瑜伽猛厉母成就法枠 ，轨范师古

萨里巴所著枟胜乐心要真实性略论枠 ，晋美扎巴（无畏称）所著枟俱生光明论枠 ，

多杰智布巴（金刚铃师）所著枟亥母五尊成就法枠和枟白色亥母成就法枠 ，扎杂

热其达所著枟损美金刚成就法枠 ，那若巴所著枟金刚亥母成就法枠及其枟羯摩集

药叉母品枠 ，阿底峡尊者所著枟至尊宝饰庄严母成就法枠和枟亥母成就法中

品枠 ，轨范师宁则多杰（日作金刚）所著枟胜乐护摩仪轨枠 ，迦那迦室利所著枟六

勇男成就法枠和枟六勇女成就法枠 ，扎杂热其达所著（胜乐总摄轮赎死法枠 ，婆

罗门那波巴（黑尊者）所著枟七字成就法枠 ，这些均未列入论藏 。

以上 ，胜乐法类轮著共计 １４１种 。

关于其他法类

部分人所许随顺喜金刚续法类论典有 ：枟大手印明点释枠 ，轨范师萨必多

杰（深金刚）著 ；轨范师喜饶桑哇（智密）所著枟大手印明点广释喜悦目枠 ，仁钦

坚赞（宝幢）译 ；班智达循奴达瓦（童月）所著枟净莹无垢续释难枠 ；轨范师摩诃

苏嘎达巴杂所著枟真实性明灯续释难宝鬘枠 ，绛曲迥尼（菩提生源）译 ；轨范师

毗摩罗嘎跋所著枟吉祥大乐释枠 ；轨范师多杰桑哇（金刚密）所著枟自性喜悦灯

难义释枠 ，伯喜饶桑哇（吉祥智密）自译 。

佛陀等住合成就法类论著有 ：轨范师加金当布（帝释树）所著枟佛陀等住

修释枠 ，拉仁波切（天宝）译 ；轨范师古古惹杂所著枟佛陀等住合修曼荼罗仪

轨枠 ，占巴南喀（念虚空）译 ；轨范师仁波切多杰（宝金刚）所著枟佛陀等住合修

曼荼罗仪轨生乐论枠 ，年·索南（福德）译 ；轨范师口牛则多杰（作口牛金刚）所著

枟佛陀等住合修曼荼罗修习次第枠 ，拉仁波切（天宝）译 ；轨范师因陀罗跋扎所

著枟佛陀等住合修资粮仪轨枠 ，占巴南喀（念虚空）和拉仁波切（天宝）合译 ；

枟佛陀等住合修释枠 ；轨范师惹嘎多杰（极喜金刚）所著枟等住合修庄严论枠 ；轨

范师因陀罗菩提所著枟等住合修难义释枠和轨范师热希喜宁（极寂友）所著

枟等住合修释难枠二著 ，由仁钦桑布（宝贤）译 ；轨范师衮噶宁布（庆喜藏）所著

枟等住合修释智慧能明论枠 ，弥底尊者自译 。此类著作共 ９种 。

四座法类论著有 ：轨范师跋哇跋扎所著枟四座续释正念缘由枠 ，桂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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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轨范师帕巴拉（圣天）所著枟四座曼荼罗仪轨心要略集枠 ，轨范师跋哇跋扎

所著枟四座成就法枠和轨范师则达日所著枟四座四真实性和三真实性枠 ，桂译

师译 ；帕巴拉（圣天）所著枟智慧自在母修习法并供施食子仪轨枠 ，弥底尊者自

译 ；帕巴拉（圣天）之枟一木难义释枠和枟四座成就法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轨

范师龙树所著枟腋穴全成就法枠 ；枟智慧空行母成就法枠 ，轨范师阿跋耶著 ，因

明师仁钦加哇（宝胜）译 ；另有南杰旺布（尊胜王）所著枟吉祥瑜伽虚空成就

法枠 。其最后二著作即枟智慧空行母成就法枠和枟吉祥瑜伽虚空成就法枠往昔

未列入论藏 。以上此类著作共计 １０种 。

摩诃摩耶法类论著有 ：轨范师扇底波所著枟摩诃摩耶耶续具功德释枠和

那波多杰（黑金刚）所著枟摩诃摩耶续正念释枠 ，此二著由桂译师译 ；吉祥庄严

师（古古日巴上师之尊号）所著枟摩诃摩耶续释难枠 ，牟图达瓦（难胜月）所著

枟摩诃摩耶续释难具幻论枠 ，轨范师古古日巴所著六法本中之枟曼荼罗仪轨成

就法偈颂枠 、枟随顺大幻化口四噜迦成就法枠 、广略两种枟金刚萨土垂成就法枠和

枟供施食子仪轨枠 ，共 ５种 ，由桂译师译 ，而其枟大幻化曼荼罗仪轨次第明论枠 ，

由循奴楚臣（童戒）译 ；轨范师古古日巴所著枟解脱愚痴品枠 ，桂译师译 ；轨范

师扇底波所著枟大幻化成就法枠 ，轨范师杜维金（调伏施）所著枟曼荼罗仪轨枠 ，

轨范师伯坚巴（吉祥庄严师）所著枟随顺大幻化续口四噜迦成就法枠 ，印度亲教

师古麦多杰（无身金刚）所著枟大幻化成就法枠 、枟金刚空行母在乌仗那所说大

幻化成就法枠 ，由释迦宗哲（释迦精进）译 ；另有吉祥庄严师（伯坚巴）所著枟曼

荼罗仪轨并护摩等法枠和轨范师罗桑宁布（善慧藏）所著枟真实性秘诀本颂

释枠 ，此类论著共 ２０种 。

颅顶佛法类论著有 ：萨惹哈大师所著五法 ，即枟颅顶佛续释难具智论枠 、

枟颅顶佛二十五尊成就法枠 、枟曼荼罗仪轨次第明论枠 、枟供施一切部多食子仪

轨枠和枟颅顶佛成就法摄要枠 ，由吉觉译师达维沃色（月光）译 ；轨范师晋美迥

尼贝巴（无畏生隐）所著枟颅顶佛续广释枠 ，对弥晋巴（不畏师）的旧译一千六

百颂 ，由邦·洛丹（安慧）校正 ；另有轨范师白玛巴杂所著枟颅顶佛续释难·真

实性之月枠（此著未列入论藏） ，此类论著共 ７种 。

金刚甘露续释论有 ：枟金刚甘露续释枠 ，轨范师跋贵著 ；枟金刚甘露续释·

滴降甘露枠 ，云丹拔（德燃）和喜饶则（智积）合译 。此类论著即此 ２种 。

度母法类论著有 ：轨范师尼玛贝巴（日隐）所著度母大瑜伽法类论著 ，即

枟度母总别成就法并各种羯磨曼荼罗仪轨枠２６品 ，罗哲扎（慧称）译 ；枟度母成

就法秘诀次第枠 ，据迦湿弥罗原本于萨迦寺译出 ；枟二十一尊敬礼度母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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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枠 ，强贝伯（慈吉祥）译 ；枟二十一尊敬礼度母赞清净顶宝枠 ，枟度母赞枠 ，丹麻·

崔臣僧格（戒狮子）译 。此类论著计 ５种 。

轨范师达塔嘎达热其达所著枟持花鬘五天女总别成就法·修空性法枠 、

枟破斥恶见论枠 、枟制缚盗贼法枠 、枟生起明智法枠 、枟赎死法及其羯磨集枠 ，由觉珠

译师聂岸麦必伯（无忧祥）译 。另有枟金刚帐所说金刚度母成就法枠 。

乌仗那度母六法类有 ：枟圣住自在母成就法品枠 、枟乌仗那度母现观次

第枠 、枟乌仗那次第枠 、枟密中极密曼荼罗仪轨枠 ，萨惹赫达跋扎著 ；另有枟护摩总

纲枠 、枟供施食子仪轨枠 ，共 ６种 ，皆由班智达桑嘎玛室利和妙吉祥格比多杰

（俏金刚）合译 ，往昔均未列入论藏 。

枟乌仗那次第传出之度母成就法枠 ，那措译师喜饶坚赞（智幢）译 。

轨范师哇跋扎所著四法有 ：枟度母如意珠成就法枠 、枟入度母曼荼罗仪

轨枠 、枟度母沐浴仪轨枠 、枟度母长净仪轨枠 ，此四著作均由珠巴贝桑布（成就祥

贤）译 。

枟最胜一辫度母成就法并曼荼罗仪轨等十八真实性论枠 ，传由达那州尸

罗自译 ，但需考证 ；轨范师达必多杰（察金刚）所著枟一辫度母成就法枠 、枟施食

仪轨枠 、枟增长度母智慧法枠 ，此三著作由达那尸罗自译 ；枟红色一辫度母成就

法枠 ，却丹（具胜）译 ；枟红色一辫度母加持仪轨枠 ，那波巴（黑尊者）著 ，循奴喜

饶（童智）译 ；枟乌仗那所出古如古里天女成就法枠 ，绒松·却吉桑布（法贤）译 ；

枟速作母成就法十三主宰枠 ；诗人宁杰钦布（大悲）所著枟度母曼札仪轨枠 ，轨范

师索念巴（化缘师）所著枟度母修胜法枠和轨范师迦摩罗室利所著枟度母成就

法枠 ，旺洛译师译 ；另有轨范师仲毗口四噜迦所著枟圣母古如古里赞枠 。

以上 ３４种著述 ，有些虽非为大瑜伽部论著 ，但均为开示度母成就之著

作 ，故统统列入度母法类 。

其三 ，方便智慧无二续释论

枟时轮摄续无垢光大疏枠 ，惹译师等译 ，计有 １０余种 。其通俗本枟时轮摄

续无垢光大疏具莲易解注枠 ，索摩那塔自译 。

加布白玛嘎波（白莲王）所著枟时轮胜义念成就法要枠 ，达瓦贡布（月怙）

自译 。

枟时轮灌顶概论释枠 ，丁科夏（时轮足）著 ，卓·喜饶扎（智称）译 。

枟时轮灌顶略说释枠 ，那若巴著 ，扎巴坚赞（称幢）译 。

由笔者所译枟时轮灌顶概说释难枠 ，共 ３６０颂 。

枟时轮灌顶品释金刚句分解枠 ，轨范师达日嘎巴著 ，卓译师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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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科夏（时轮足）所著枟时轮成就法四支枠和婆罗门索念巴（化缘师）所著

枟时轮精要庄严枠二著 ，由吉觉译师译 。

班智达萨都布扎所著枟时轮金刚广成就法广论枠和枟时轮曼荼罗仪轨枠 ，以

及若比多杰（游戏金刚）所著枟时轮俱生成就法枠三著作 ，由惹·却饶（法深）译 。

枟时轮成就法仪轨次第区分论枠和轨范师丁科夏（时轮足）所著枟具吉祥

行星曼荼罗成就法十一支枠二著 ，由卓译师译 。

丁科夏（时轮足）所著枟时轮曼荼罗仪轨悦意鬘枠 ，拉钦·云丹拔（德燃）

译 。

丁科夏（时轮足）所著枟时轮日月成就法枠和枟时轮慧眼成就法枠 ，由毗布

底旃陀罗自译 。

轨范师阿哇布底巴（中脉师）所著枟时轮六支加行释·开启隐目枠 ，达瓦扎巴

（月称）译 。此论与前面之枟时轮日月成就法枠和枟时轮慧眼成就法枠 ，这三著

作与枟时轮经枠多有不合 ，故是可疑之作 。

丁科夏（时轮足）所著枟时轮秘密窍诀枠 ，吉觉译师译 。

坚伯（妙吉祥）所著枟三瑜伽心要明论枠 ，丁科夏（时轮足）所著枟加行六支

秘诀枠 ，轨范师阿跋耶所著枟时轮总纲枠 ，库嘎·科洛扎（轮称）译 。彼师（即阿

跋耶）所著枟星算学入时轮论枠 ，由却吉扎巴（法称）和曲结伯（法王祥）合译 。

毗布底旃陀罗所著枟时轮内穗论枠 ，由作者自译 ；枟六十四瑜伽母食子仪

轨枠 ，扎巴坚赞（称幢）译 ；枟时轮曼札仪轨枠 ，尼玛坚赞（日幢）译 ；枟时轮无垢光

大疏摄要最初解说心要明论枠 ，邦·洛丹（安慧）译 ；枟时轮俱生成就法并供施

食子仪轨枠 ，强贝伯（慈吉祥）译 。其中最后三种未列入论藏 。

吉祥恰那多杰（金刚手）所著枟加行六支秘诀枠 ，定埃增桑布（定贤）译 。

轨范师槐麦措（无喻海）所著枟六支加行枠 ，弥年桑布（无比贤）译 。其释

论枟六支加行释枠 ，尼玛伯益西（日祥智）著 ，毗布底旃陀罗自译 。

丁科夏（时轮足）之枟加行六支秘诀枠和夏哇日之枟六支加行秘诀枠二著 ，

由毗布底旃陀罗自译 。

枟依时轮解说真实名经密意枠 ，弥旺布扎巴（人主称）著 ，巴·多杰加布（金

刚王）译 ；其枟功德释·密义心要摄论枠 ，丁夏巴（时轮足）著 ，多杰加布（金刚

王）译 。此二著作可疑 。

轨范师槐麦措（无喻海）所著枟真实名经释甘露滴明灯枠 ，达玛格底（法

称）和多杰坚赞（金刚幢）合译 。

轨范师尼玛伯（日祥）所著枟真实名经释甘露滴枠 ，曲结伯（法王祥）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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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智达释迦室利所著枟时轮日月蚀算法秘诀五曜分别计算法枠 ，萨曼

达室利所著枟护摩仪轨枠 ，班智达萨杜格底所著枟时轮常赞文枠 ，丹麻·崔臣僧

格（戒狮子）译 。

另有枟时轮根本堕罪说枠 ，共计时轮类论著 ４３种 。此外 ，尚有枟依时轮正

字解说枠 ，阁弥大师著 ，鄂译师译 ；枟自之所许正见略说枠 ，因明师仁钦加哇（宝

胜）译 。此二译本未能寻得 。亦云根邦·却吉扎巴贝桑布（法称祥贤）曾觅得

梵本 ，有其译本 。

二 、总法类论著

１ ．各种成就法类

枟成就法百种枠 ，仁钦桑布（宝贤）和巴日译师合译 。

枟成就法海论枠 ，汇集 ２５１种成就法 ，由扎巴坚赞（称幢）译 。

多杰丹巴岸西坚（金刚座神通师）所著枟金刚萨土垂成就法枠 ，尼玛坚赞

（日幢）译 。

枟十大忿怒明王供食仪轨枠 、枟大宝求雨成就法枠 ，喜饶桑哇（智密）自译 。

枟口四噜迦成就法枠 ，图卧惹杂哈底著 ；轨范师口牛则多杰（作口牛金刚）所著枟口

四噜迦成就法枠 ，拉仁波切（天宝）译 。

口牛则多杰（作口牛金刚枠所著枟口四噜迦成就法枠和枟四支教义明论枠二著 ，由麻·

仁钦却（宝胜）译 。

轨范师索念巴（化缘师）所著枟大黑天成就法枠 ，喜饶扎（智称）译 。

枟吉祥天女成就法枠 ，迦雅室利自译 。

喇嘛赛林巴（金洲师）所著枟不动金刚成就法枠 ，阿底峡尊者自译 。

轨范师迦摩罗室利所著枟妙吉祥忿怒王成就法枠和枟般若波罗蜜多成就

法枠二著 ，旺洛译师译 。

轨范师达日迦巴所著枟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成就法枠 ，轨范师夏哇日巴所

著枟大黑天成就法枠 ，轨范师仁钦多杰（宝金刚）所著枟口四噜迦成就法枠 ，仁钦桑

布（宝贤）译 。

吉祥喜饶桑哇（智密）所著枟大宝精滴成就法枠 ，大班智达释迦室利所著

枟度母成就法枠 ，轨范师尼麦多杰（无二金刚）所著枟金刚萨土垂五自性论枠 ，轨

范师达塔嘎达热其达所著枟金刚萨土垂成就法解说枠 ，巴日译师译 。

枟吉祥智慧空行成就法枠 ，轨范师隆觉多杰（受用金刚）著 ，仁钦坚赞（宝

幢）译 ；枟金刚萨土垂成就法枠 ，格维罗哲（善慧）译 。

轨范师班杂迦惹所著枟大饮血成就法枠 ，努·南喀宁布（虚空藏）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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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范师龙树所著枟大黑天成就法枠和枟鸦面母内成就法枠 ，此二著作由遮

弥铍波译 。

另有枟若玛支成就法枠 ，牟潘贝比喜宁（难胜隐友）著 ；枟大悲观音成就法

百种所译一百零五法枠 ，此未列入论藏 ；枟巴日成就法百种之九十五法枠 。

以上共计各种成就法 ４６４种 。

２ ．各种曼荼罗仪轨

轨范师晋美迥尼贝哇（无畏生隐）所著枟现观次第圆满瑜伽鬘枠 、枟曼荼罗

仪轨金刚鬘枠和枟护摩法光穗枠 ，此三著作由曲结伯（法王祥）等人译 ；枟灌顶

品枠 ，由喜饶伯（智祥）译 。

轨范师桑杰桑哇（佛密）所著枟曼荼罗仪轨摄论枠 ，伯则（祥积）等人译 。

轨范师白玛（莲花）所著枟无量宫显明现观除暗明灯枠（此著待查） ，轨范

师桑杰益西夏（佛智足）所著枟舞法论说枠 ，轨范师坚伯扎（妙祥称）所著枟一切

秘密总仪轨心要庄严论枠 ，由却吉喜饶（法智）和尼玛多杰（日金刚）合译 ；枟灌

顶意义摄论枠 ，茨译师译 。

麦智巴之枟灌顶决定示论枠 ，其释论枟灌顶决定示论释难枠 ，轨范师噶哇姜

（喜护）著 ，此二著作由那措译师译 。

枟刹土自在母供养次第枠和枟灌顶次第仪轨枠 ，此二著作由喜饶坚赞（智

幢）译 。

轨范师婆罗门种姓的辛都噶维班智达（极喜班智达）所著枟刹土自在母

赞枠 ，由那措大师译 。

轨范师古古惹杂所著枟随入一切曼荼罗五仪轨枠 ，仁钦却（宝胜）译 。

轨范师巴卧多杰（勇金刚）所著枟曼荼罗仪轨喜悦藏论枠 ，轨范师喜饶桑

哇（智密）所著枟曼荼罗仪轨大宝光明论枠 ，甘·却吉益西（法智）和求参·旺秋

嘉措（自在海）合译 。

婆罗门却色（胜爱）所著枟大黑天灌顶仪轨枠 ，吉姜·乌噶瓦（白头师）译 。

帕巴陀罗毗达的枟净瓶仪轨次第分说枠 ，轨范师龙树所著枟第四灌顶品枠 ，

桂译师译 。

轨范师因陀罗菩提所著枟宝轮灌顶秘要次第枠（对此著有争议） ，轨范师

毗达巴达所著枟七加行四灌顶品枠（欸砡烞眣烞眣婥眐烞眓烞眛眣痀烞眣珼痑烞砡眣烞唻烞桮眛烞眓） ，拉·

益西坚赞（智幢）译 。

３ ．各种道次类

轨范师杂那嘎惹所著枟入密本释枠两种 ，那措译师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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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范师支毗达迦摩罗所著枟三相灯论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轨范师寂护所著枟真实性成就品枠 ，仁钦桑布（宝贤）和释迦沃（释迦光）

合译 。

轨范师阿旺扎巴（语自在称）所著枟赎死法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轨范师白玛巴杂（莲花金刚）所著枟秘密成就法枠 ，那措译师译 。

轨范师彦拉麦比多杰（无支金刚）所著枟方便智慧抉择成就论枠 ，桂译师译 。

轨范师因陀罗菩提所著枟智慧成就论枠 ，坚罗肯玛所著枟无二成就论枠 ，轨

范师阿瓦布底巴所著枟第十真实性枠 ，那措译师译 。其释论枟第十真实性广

释枠 ，轨范师兰久吉比多杰（俱生金刚）著 ，茨译师译 。

轨范师达日迦巴所著枟秘密真实性教诀枠 ，曼殊室利阁喀自译 。

格惹格巴所著枟真实性成就论枠 ，轨范师尼麦多杰（无二金刚）所著枟真实

性宝鬘论枠 ，那措译师译 。

毗日哇巴所著枟长生成就法枠 ，蒂洛巴的枟大手印秘诀枠 ；萨拉哈巴所著

枟自我加持成就法枠和轨范师崔臣帕（戒圣）所著枟观心论枠二著 ，由却拔（法

燃）译 。

萨拉哈之枟秘诀十二颂枠 ，轨范师德维多杰（乐金刚）所著枟实有法理修习

本颂枠和枟实有法理修习释论枠 ，轨范师龙树所著枟四法印说枠（枟秘诀穗论枠中

说此著作非龙树所著） ，由却拔（法燃）译 。

轨范师玛底孜扎所著枟因法显明随行真实性成立论枠 ，桂译师译 。

轨范师仲毗巴所著枟俱生成就论枠 ，轨范师尼麦多杰（无二金刚）所著枟除

恶见本释枠 ，益西迥尼（智生）译 。

麦智巴所著枟中观六论枠 ，那措译师译 。

枟俱生成就论枠 ，茨译师译 。

轨范师尼麦多杰（无二金刚）所著枟决定示梦说枠 、枟定示幻化说枠 、枟无住

明示论枠 、枟十真实性说枠 、枟双运明论枠等 ，那措译师译 。

麦智巴之枟喜爱信顺五论枠 、枟无分别五论枠 ，尼麦多杰（无二金刚）的枟大

乐明论枠等 ，却拔（法燃）译 。

阿哇布底巴所著枟真实性极显论枠 、枟五如来手印论说枠 ，却拔（法燃）译 。

轨范师兰久吉比多杰（俱生金刚）之枟安住摄论枠 ，却拔（法燃）译 。

尼麦多杰（无二金刚）之枟大乘二十颂枠 ，释迦宗哲（释迦精进）译 。

枟不作意论枠 ，年穹上师译 。

枟大乘真实性二十颂枠 ，释迦沃（释迦光）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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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范师提婆旃陀罗之枟智慧明论枠 ，达玛格底（法称）译 。

轨范师杂弥桑杰扎巴（佛称）所著枟加行鬘枠（欸砡烞眣痑烞晙痀眣） ，喜饶伯（智

祥）译 。

轨范师巴杂巴奈之枟金刚句解枠（娾烞偗痑烞牼疻）益西迥尼（智生）译 。

毗日哇巴之枟金刚语句枠（娾烞偗痑烞牼疻烞紖痀） ，多则巴之枟不可思议论枠 ，桂译

师译 。

噶桑多杰（善缘金刚）之枟大乘道次第枠 ，释迦益西（释迦智）译 。

伯摩（吉祥母）之枟俱生成就论释枠 ，益西扎（智称）译 。

巴杂巴奈之枟修行第六次第枠（赸眑烞眴眑烞婃疻烞眓） ，萨拉哈所著枟道情歌集之

歌本释枠 、枟无尽宝藏歌本释枠 、枟道情行歌枠 ，轨范师尼麦多杰（无二金刚）所著

枟道情歌集释难枠等 ，由毗卢遮那巴杂自译 。

萨拉哈所著枟身藏长生金刚歌枠 、枟语藏妙音金刚歌枠 、枟意藏无生金刚

歌枠 、枟身语意不作意大手印枠 ，阿底峡尊者所著枟金刚座之歌本释枠 ，由那措译

师译 。

轨范师龙树所著枟净治实有法轮枠 ，轨范师尼麦多杰（无二金刚）所著枟未

悟能悟品枠 ，轨范师室利阿南达所著枟一切心要集枠 ，轨范师阿耶提婆所著枟不

分别论枠 ，此四著作由麻·却拔（法燃）译 。

枟自心调适二十五颂枠和牟扎佐格所著枟演说解悟三十颂枠 、枟解脱缠缚广

说枠 、枟解脱缠缚略说枠 ，此四著作由强贝伯（慈吉祥）译 。

尼麦多杰（无二金刚）所著枟无尽宝库盈满广论枠 ，喜饶伯扎巴（智祥称）

译 。

枟厌离轮回歌枠 ，宗哲僧格（精进狮子）和那措译师合译 。

枟修行歌本注枠 ，却吉喜饶（法智）译 。

枟观法界歌枠 ，那措译师译 。

枟诸大成就者所作歌汇集枠 ，轨范师图巴金（能仁施）所著枟诸大成就者所

作歌汇集释枠 ，扎巴坚赞（称幢）译 。

轨范师迦摩（丹巴系印度名号）罗尸所著“九部灯论” ，即枟秘诀自灯枠 、

枟秘诀语灯枠 、枟清净见灯枠 、枟秘诀修灯枠 、枟四平等性灯枠 、枟究竟果灯枠 、枟菩提行

灯枠 ，旺洛译师译 ；枟瑜伽道灯枠 、枟秘密意灯枠 ，小洛宗译师译 。彼师所著枟曼荼

罗仪轨枠 、枟真实性大手印无字秘诀枠 ，亦小洛宗译师译 。

轨范师绛曲桑布（菩提贤）所著枟初业有情所作摄略枠 ，却吉喜饶（法智）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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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范师那波巴（黑尊者）所著枟五偈颂枠 ，蒂洛巴所著枟道歌集枠 ，轨范师毗

日哇巴所著枟八十四句颂枠等 ，由毗卢遮那巴杂译 。

轨范师益西扎巴（智称）所著枟入真实性论枠 ，轨范师益西伯（智祥）所著

枟消除二边论枠 ，轨范师因陀罗菩提所著枟吉祥喜悦花鬘枠 ，仁钦坚赞（宝幢）

译 。

轨范师托宗佐耶所著枟密乘法理明论枠 ，或译枟明咒理趣光枠（疻砱痀烞偰疻砱烞
笎烞猇砳烞蚢烞崣痀烞眣） ，仁钦桑布（宝贤）译 。

班智达弥底所著枟六真实性建立论枠 ，由作者自译 。

迦雅塔萨迦雅达惹所著枟生智秘诀枠 ，释迦益西（释迦智）译 。

轨范师巴杂巴奈所著枟上师传承次第枠（梩烞眑烞眣袀眛烞眓痑烞眴眑烞眓，或译枟上师相

承次第枠） ，由卓弥觉色译 。

布扎拉迦之枟至尊所说集枠 ，达摩云丹（法德）译 。

轨范师蒂洛巴所著枟第四真实性明灯枠 ，然达室利自译 。

阿跋耶所著枟秘要穗成就论枠（眑眐烞痀疻烞唹烞眑烞蚆眣烞眓） ，伯桑布（祥贤）译 。

室利拘巴达所著枟吉祥宝穗论广释枠 ，由作者自译 。

迦湿弥罗班智达隆觉多杰（受用金刚）所著枟吉祥大密莲花论广释枠 ，由

作者自译 。

轨范师桑杰桑哇（佛密）所著枟入续义释说枠 ，轨范师毗达巴达所著枟能成

就自我义瑜伽所作次第枠 ，拉·益西坚赞（智幢）译 。

枟真实性颂秘诀枠 ，其释论轨范师布杂雅室利跋扎所著枟真实性颂秘诀

释枠和枟独勇母成就法枠 ，此二著作由喜饶坚赞（智幢）译 。

轨范师喜饶桑哇（智密）所著枟八支次第枠 ，由作者自译 。

轨范师益西多杰（智金刚）所著枟见真实性之道枠 ，由鄂·普陀波罗译 。

轨范师塔比迥尼贝巴所著枟道情歌集释难枠 ，贾译师译 ；枟大手印金刚歌

语传密灯枠 ，毗日哇巴之枟道歌集枠 ，由室利杂若遮那自译 。

轨范师阿哇布底巴所著枟道歌枠 ，底室利杂那自译 ；枟那摩普陀耶释枠 ，那

若巴之两种枟金刚歌枠 、枟无分别金刚歌枠 ，那波夏（黑尊足）之枟金刚歌枠 ，吉祥

燃灯智之枟金刚歌枠 ，由却吉喜饶（法智）译 。

轨范师尼麦多杰（无二金刚）所著枟四印秘诀枠 ，那措译师译 。

轨范师古古日巴所著枟解脱愚痴品枠 ，桂译师译 。

轨范师里吉夏（业足）所著枟一菩提心秘诀枠 ，枟初业有情成就法摄论枠 ，喜

饶扎（智称）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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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祥甘巴里云所著枟显扬真实性明灯枠 、枟观察梦境法枠 ，毗布底旃陀罗自

译 。

轨范师却吉旺布（法王）所著枟真实性心要摄论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轨范师那波夏（黑尊足）所著枟大乘摄义明灯枠 ，却吉喜饶（法智）译 。

轨范师巴卧沃萨（勇士光明）所著枟八十四大成就者所证心要汇编枠 ，轨

范师鸟麦多杰（无浊金刚）所著枟三律仪次第枠 ，鄂译师译 。

４ ．三昧耶及律仪建立类

枟师事五十颂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枟根本堕罪摄论枠 、枟粗重堕罪论枠 、枟十五堕罪论枠 ，轨范师龙树所著枟堕罪

论枠 ，仁钦桑 （宝贤）和曲结伯（法王祥）合译 。

枟十四根本堕罪解说枠 、枟分支堕罪过患枠 、枟支分三昧耶解说枠 ，轨范师阿

跋耶所著枟金刚乘堕罪穗论枠 ，桑杰扎（佛称）译 。

轨范师罗根玛所著枟十四根本堕罪释枠 ，轨范师坚伯扎巴（妙祥称）所著

枟十四和十五根本堕罪及其支分罪过广释枠 ，宗哲僧格（精进狮子）译 。

轨范师加维拉（胜天）所著枟根本堕罪释枠 ，那措译师译 。

轨范师杂那菩提所著枟初业有情三昧耶摄论枠 ，索南加哇（福胜）译 。

轨范师格比多杰（俏金刚）所著枟总三昧耶略论枠 ，阿底峡尊者所著枟一切

三昧耶总摄枠 ，那措译师译 。

轨范师益西桑布（智贤）所著枟戒规律仪三昧耶不相违论枠 ，热希喜宁（极

寂友）译 。

轨范师宁布夏（藏足）所著枟金刚乘根本堕罪广释枠 ，轨范图根玛迦惹所

著枟三昧耶简释枠 ，那措译师译 。

５ ．开光 、护摩 、会供类

吉祥苏摩底格底所著枟缘起开光法枠 ，喜饶扎（智称）译 。

轨范师阿旺扎巴（语自在称）所著枟开光法枠 ，轨范师然达热其达所著枟会

供轮仪轨如意珠枠和口四噜迦巴杂所著枟会供轮仪轨次第枠 ，珠巴·伯桑布（祥

贤）译 。

轨范师阿跋耶之枟会供轮仪轨枠 ，轨范师热久多杰（极畏金刚）所著枟护摩

仪轨枠 ，仁钦桑布（宝贤）译 。

轨范师达沃（月光）所著枟开光仪轨枠 ，索南加哇（福胜）译 。

阿底峡尊者所著枟身语意开光法枠 ，宗哲僧格（精进狮子）译 。

轨范师迦摩罗摩诃所著枟会供轮仪轨枠 ，衮都桑布（普贤）之枟护摩仪轨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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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范师仲毗口四噜迦所著枟不共律戒宣说及会供轮仪轨枠 ，班智达桑布金巴（贤

施）所著枟会供轮仪轨枠 ，轨范师达塔嘎达热其达所著枟荼毗仪轨枠 ，却吉罗哲

（法慧）译 。

枟开光仪轨开光王枠（或译枟善住王善住仪轨枠） 、枟颅器供养仪轨枠 ，枟念珠

性相说枠和枟沐浴仪轨枠 ，此二著由喜饶坚赞（智幢）译 。

另有轨范师牟久必恰（无畏手）所著枟开光法摄略枠 ，或译枟善住摄略枠 。

６ ．曼札 、食子供轨及颂辞类

甘波罗之枟曼札供献仪轨枠 ，系旧译本 。

桑杰桑哇（佛密）之枟曼札供献仪轨枠 ，则达日所著枟供献曼札仪轨枠 ，却吉

喜饶（法智）译 。

仁钦迥尼贝巴（宝生隐）之枟供献曼札仪轨枠 ，达摩扎（法称）译 。

鸟麦多杰（无浊金刚）所著枟供献曼札仪轨枠 ，鄂译师译 。

迦摩罗热其达之枟供献曼札仪轨枠 ，喜饶伯益西（智祥慧）译 。

迦湿弥罗的释迦室利所著枟供献曼札仪轨枠 ，轨范师斯松多杰（三有金

刚）所著枟初业有情聚积资粮所作次第摄略枠 ，枟大食子羯磨次第释枠 ，轨范师

牟觉多杰（不动金刚）著 ，格维罗哲（善慧）译 。

枟大食子供施仪轨枠 ，拉·益西坚赞（智幢）译 。

枟能生甘露食子供施仪轨本颂枠和枟能生甘露食子供施仪轨注释枠 ，共 ２

种 ，由库·欧珠（成就师）译 。

那波巴（黑尊者）之枟向一切部多供施食子仪轨枠 ，由尼玛坚赞（日幢）译 。

阿底峡尊者所著枟大黑天食子供轨枠 ，由仲敦巴（加维迥尼）译 。

枟铃杵性相解说枠 ，那措·喜饶坚赞（智幢）译 。

枟度母食子供轨略说枠 。 枟各种密续所出食子供施仪轨集枠 ，轨范师龙树

著 ，循奴楚臣（童戒）译 。

轨范师巴兰阿杂惹耶所著枟向一切护法供施食子仪轨枠 ，麻·却拔（法燃）

译 。

枟四大天王食子供轨枠 ，喜宁敦巴（亲友师）译 。

枟四加行本尊赞枠 ，班智达然达格底著 ，泥婆罗的摩诃波那自译 。

枟顶髻尊胜母赞枠 ，轨范师旃陀罗阁弥著 。

轨范师杂玛日所著枟财源母赞枠 ，轨范师龙树所著枟大黑天八句赞枠 ，定

日·却吉扎巴（法称）译 。

枟大黑天赞枠 ，婆罗门却色（胜爱）著 ；枟大黑天赞枠 ，轨范师阿哇布底巴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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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吉祥天女赞枠 ，婆罗门却色（胜爱）著 ；枟大黑天赞枠 ，轨范师桑杰扎（佛称）著 ，

萨洛译师译 。

此外 ，尚有瑜伽续中之五部佛及其眷众 、以及三十七本尊之吉祥颂词 。

如是 ，密宗方面的论典共 １７４７种 ，连同前面显宗方面的 ５９０种论典 ，合

计在藏译本共 ２３３０种 。在枟丹珠尔目录枠中称有 ２３５０种 ，但其中阿底峡尊

者的小品论著约百种 ，另作统计 ，且前后多有重复 。除去重复部分 ，据笔者

亲眼所见和可信说法 ，估计尚有约 ２００ 种今译本未列入枟丹珠尔目录枠中 。

至于数目 、次序 、部类 、经量 ，乃至译经标题等 ，均按往昔之四大目录为基础 ，

进行了编写 。另需说明的是 ：益西德（智军）的诸译本 ，均以厘定后的新语作

了校正 。前面译经目录中的凡“那措译师译’ ，均是“那措·崔臣加哇（戒胜）

译”的简写 ；凡“鄂译师译” ，均是“鄂·洛丹喜饶（智具慧）译”的简写 ；凡“巴察

译师译” ，均是“巴察·尼玛扎（日称）译”的简写 ；凡“巴日译师译” ，均是“巴日

·仁钦扎（宝称）译”的简写 。均不可误作为其他译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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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论

一 、藏人所著论著目录

藏人结集著述者 ，主要是成为世间眼目的诸法王和各大译师 ，他们的著

述书目如下 ：

赞普赤松德赞所著论著有枟宗派解说枠４０颂 、枟佛语正量枠（眣畟砮烞砫痀烞眛疻烞
眓痑烞眧眛烞眑或译枟正量论枠 、枟正语量略集枠）７卷 、枟中观钉论枠３０颂 、枟如来语教枠

（婬烞眣珼眐烞疻离疻砱烞眓痑烞耾眛烞眣婄）５卷 、枟圣大日如来 、释迦牟尼和八大菩萨赞枠 、枟圣

妙吉祥赞枠 、枟弥勒菩萨大赞枠１ 卷 １００颂 、枟弥勒菩萨小赞枠５０颂 、枟不动怙主

赞枠 、枟消除静虑八疑论枠 、枟赞普敕令枠（埥烞眣眕眐烞悐砱烞眣畟砱烞眣疿眛烞眓） 、枟佛语正量摄
略枠１卷 、枟轨范师毗卢遮那热其达致王显义明灯书枠 、枟大德伯央（祥音）致藏

王臣民书选集枠 。

亲教师伯则（祥积）所著论著有枟诸经藏佛语精选宝言枠 、枟消除许心有外

境念想论枠２卷 、枟三性相略论枠 、枟正见次第解说枠 。以上四种中 ，最后一种待

考 。

亲教师益西德（智军）所著论著有枟正见差别论枠１卷半 、枟正见差别论能

忆妙行释四义摄论枠２卷 、枟成立彼世间论枠３０颂 、枟四密意及四隐含义备忘

录枠２００颂 。

轨范师鲁伊坚赞（龙幢）所著论著有枟解深密经广释枠４０ 卷 、枟了义中

观枠 、枟般若波罗密多摄要明论枠 、枟宝鬘庄严论枠１卷 、枟正法抉择关要枠等 。

枟解深密经经义释说枠 ，赞普牟笛赞著 。

枟解深密经弥勒品备忘录枠 ，轨范师喜饶宁布（智藏）著 。

枟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释枠 ，轨范师扎夏德赛那著 。

枟中观庄严论备忘录枠 ，轨范师扎喜（吉祥师）著 ，共 １０卷 。

枟六十正理论集要解说枠 ，轨范师毗卢遮那著 。

枟律仪二十颂释枠 ，轨范师扎喜（吉祥师）著 。

枟比丘尼别解脱戒解说枠 ，伯吉伦布（祥山）著 。

枟总示法要·祥积与龙幢四次辩对录枠 。

赞普伯东丹之枟中观规制解说枠６０颂 、枟中观规制解说备忘录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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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赞普所著枟静虑秘诀枠 、枟静虑秘诀备忘录枠 。

枟阿阇黎迦拉雅那问答录枠１卷 ；枟仁钦达瓦迥尼（宝月生源）问答录枠２００

颂 ；枟琼贡与根敦之关要词枠１００颂 ；枟贡邬波罗果夏问答录枠５０颂 ；枟赞普告僧

伽心性相状书枠（眛荈烞砮婥眐烞砳烞眣眕眐烞悐砱烞笰眑砱烞皊眑砱烞淣砱烞眓） 。
毗卢遮那热其达所著枟无量光名号诠说枠 。

吞米桑布扎所著“声明八论” ，仅得枟虚字三十颂枠和枟音势论枠两种 ，余未

获得 。

杰其周（偊烞茖烞砮桯疻）之枟声明八位格本论枠和枟声明八位格本论释枠两种 。

玛金连（不与取）时期经四位亲教师考察审正 。

觉姆绛曲（菩提尼）所著枟祈愿文枠 。

诸多译师 、班智达所著广中略三种枟佛教规制枠和枟正法门类本论及备忘

录枠４卷 。

未署作者之名的论著如下 ：

枟般若十万颂备忘录枠 、枟无尽慧所示经广释枠 、枟无疑义经释枠卷本 、枟金刚

经大疏枠卷本 、枟备忘略录枠卷本 、枟嘎雅阁日译作名录枠卷本 、枟般若七百颂枠 、

枟楞伽经备忘录枠 、枟十地经备忘录枠 、枟佛地品备忘录枠 、枟稻秆经备忘录枠 、枟般

若波罗蜜多心经解说枠颂本 、枟现观庄严论经义合解枠卷本 、枟般若十万颂疏摄

义合经义解说枠卷本 、枟六十正理论疏枠６卷 、枟六十正理论偈颂解说日光枠卷

本 、枟缘起心要备忘录枠卷本 、枟缘起心要备忘三种枠卷本 、枟摄大乘论枠卷本 、

枟庄严经论备忘录枠卷本 、枟庄严经论备忘录旧译枠卷本 、枟成业能念录枠卷本 、

枟辨中边论备忘录枠卷本 、枟誓非半择迦备忘录枠（眓眐烞畟眐烞蚢烞眣偗眛烞梐痀）卷本 、枟二

十颂备忘录枠卷本 、枟五蕴论释不忘句枠卷本 、枟菩萨地戒律品旧译枠卷本 、枟菩

萨地十地品备忘录枠卷本 、枟俱舍论备忘录枠卷本 、枟俱舍论分别世间品备忘

录枠卷本 、枟入对法论释枠卷本 、枟律仪二十颂释自省反问备忘录枠（婜眑烞眓烞厜烞祡烞
眓痑烞砮蚚砳烞眣烞砡痀烞祣疻烞珿烞祣疻烞荋烞眣偗眛烞梐痀）卷本 、枟菩提心修法释备忘录枠卷本 、枟入

真实性静虑经释枠卷本 、枟理滴论备忘录枠卷本 、枟理滴论品备忘录枠颂本 、枟三

宝赞备忘录枠颂本 、枟别解脱戒备忘广录枠１０卷 、枟别解脱戒疏释枠卷本 、枟别解

脱戒释枠卷本 、枟序分以下别解脱句备忘提念录枠卷本 、枟瓦旺迦经备忘录枠（眣烞
眣痀烞畟痑烞眣偗眛烞梐痀）卷本 、枟迦日迦五十颂备忘录枠（訞烞眴烞訞烞釢烞眣偋烞眓痑烞眣偗眛烞梐痀）２
卷 、枟沙弥作业五十颂广释枠卷本 、枟金刚雍仲决定庄严论枠（娾烞偗烞疻眹痀烞婃痀烞郠砱烞
眓砡烞眣笓眛烞眓痑烞衵眐）３卷 、枟瑜伽行中观见枠卷本 、枟大乘世俗及胜义谛论枠卷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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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大乘中观理论枠２００ 颂 、枟教法精要枠卷本 、枟鉴察上师枠（疻珴疻砱烞眓烞梩烞眑）卷本 、

枟大乘补特伽罗瑜伽行者修持经枠卷本 、枟无缘一理论枠半卷 、枟大乘法义及正

文录枠（奜疻烞眓烞偟眐烞悐痑烞偩砱烞眛痀烞婓眐烞眛痀烞眛笉砱烞楖砱烞眓）颂本 、枟大乘顿入论枠卷本 、枟修

习静虑方便及对治法解说枠颂本 、枟名言鬘枠颂本 、枟大乘中观教理精要枠颂本 、

枟堪布菩提达玛达说法集枠颂本 、枟入瑜伽行三法集要枠卷本 、枟正道开示录枠２

卷 １００颂 、枟宗派论说集枠半卷 、枟无上行经枠颂本 、枟大乘法因果略论枠１ 卷 、

枟心及心所性相略示枠半卷 、枟示说法之性相两种枠卷本 、枟以小劳作获大福报

说枠（猑疻砱烞偅痀烞郖砱烞眣笢眛烞眐眑砱烞偟眐烞悐烞婠眣烞眓痑烞堈疻砱）卷本 、枟内外世间略说枠卷本 、

枟佛语经部集要本释枠颂本 、枟心识轮回略说枠３种颂本 、枟经集论法品类枠（偩砱烞
笎烞崨眑烞蚇痀砱烞疻笴痀烞砡眣烞砳砱烞眣埧眐烞眣偲砱烞眣唻砱烞眓）４卷 、枟集论鬘枠颂本 、枟正法学处经

备忘录枠２００颂 、枟断除烦恼次第枠６０颂 、枟方便智慧行示说枠８０颂 、枟四无量广

释枠颂本 、枟三十七菩提分法解说枠颂本 、枟二谛摄要备忘录枠８０颂 、枟寂止胜观

道示说枠颂本 、枟外道见品备忘录枠颂本 、枟法语抉择论枠卷本 、枟正菩提愿文枠 、

枟生起菩提愿文枠 、枟无上祈愿文枠 、枟观音赞枠两种 、枟妙吉祥文殊赞枠两种 、枟佛

塔赞枠两种 。这些大多为枟旁塘目录枠中所说 。

此外 ，枟生起胜观方便枠 、枟住心总录枠（笰眑砱烞疻眐砱烞眓烞掝痑烞盓烞荈） 、枟由不净观
法门修住心法枠 、枟修慈住心法枠 、枟由数缘起门住心法枠 、枟由分别界门住心

法枠 、枟依数息门住心法枠 、枟修观寂止身方便略说枠 、枟入寂止方便枠 、枟入静虑摄

论枠 、枟心之体验略说枠 、大喇嘛贡巴饶赛所著枟大回向文枠 、枟法施回向文枠等 ，

均为枟丹珠尔目录枠中所录 。

另有天喇嘛益西沃（智光）和颇章·希瓦沃（寂光）合著之枟破斥邪密论枠 ，

大德绛曲沃（菩提光）所著枟宗派分别论枠 ，大主宰仁钦桑布（宝贤）所著枟开光

总论枠（砡眣烞疻眐砱烞笎烞婜眑）和枟破斥邪密广论枠 ，洛杂哇钦波（大译师）所著枟现观

庄严论释摄义枠 、枟现观庄严论释说枠 、枟般若八千颂释摄义枠 、枟般若波罗蜜多

心经释及其摄义枠 、枟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释说枠以及枟庄严经论枠 、枟究竟一乘宝

性论枠 、枟辨中边论枠和枟辨法法性论枠等四论之摄义和释说各一种 ，枟中观根本

智论枠 、枟中观根本智论释慧灯枠 、枟中观庄严论枠 、枟中观光明论枠 、枟集学论枠 、

枟入真实性论枠 、枟二谛略论枠 、和枟秘诀论枠等八论的摄义各一种 ，另有枟二谛释

说枠 、枟入行论摄义及释说枠 、枟中观总摄义枠 、枟定量论疏释及其摄义枠 、枟定量论

广说枠 、枟理滴论释及其摄义枠 、枟理滴论释说枠 、枟释量庄严论及其摄义第一品

上部释说枠 、枟胜法第一秘诀七偈颂解说枠 、彼著之枟破他品略说枠 、枟法胜论师之

观量略论摄义枠 、枟成就破遣论摄义枠 、枟成就破遣论上部释说枠 、枟成就刹那灭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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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摄义枠 、枟大婆罗门之成就破遣论摄义枠 、枟大婆罗门之成就破遣论上部释说枠 、

枟成就关系论摄义枠 、枟成就关系论上部释说枠 、枟致宗 、嘎 、汝三区僧伽书·甘露明

点枠 、枟致赤·扎喜旺秋南喀王关于募化迦湿弥罗黄金书枠等多部论著 。

二 、本书经论目录说明

本书所列显密两宗经典以及诠释其密意的论典 ，即印度 、迦湿弥罗 、金

洲 、锡里兰卡洲 、乌仗那 、萨霍尔 、泥婆罗 、黎域（于阗） 、汉地 、藏土之诸大贤

哲所著和所译论著目录 ，依据当塘宫的枟丹噶尔目录枠 、其后的枟桑耶钦浦目

录枠 、再其后的枟旁塘嘎麦目录枠 、后来的枟那塘寺丹珠尔译经目录枠 、大译师所

译和著述的经论目录和鲁梅等师的显密经论分类和排序目录等为基础 ，在

其上增补后期的译本 、各寺院所见法本中尚未列入而符合正量的诸教典 ，最

后编纂成本书的经论目录 。其中 ，需弃而不用的书目甚少 ，以后若能获得无

垢经论典籍 ，尚需增加补入 。

三 、后跋回向颂文

兹由理智与悲心 ，增上意乐善加行 ，

从彼发心大海中 ，精进炽燃智慧力 ，

并由六度波罗蜜 ，二种资粮之伟力 ，

于彼自性虚空中 ，引出三身持水云 ，

悲心电鬘中发出 ，梵净雷音齐交加 ，

八万四千正法雨 ，普润善缘诸众生 。

世间导师具十力 ，殊胜能仁降凡间 ，

投胎高贵日亲种 ，娑婆世界现正觉 。

三次绕转圣法轮 ，次第示寂般涅般木 ，

出生雪域布顿我 ，随顺先哲述其德 。

愿以其善日光明 ，无量有情触宝珠 ，

燃起悲智大烈火 ，焚尽烦恼分别薪 。

我因未通经与论 ，诸智所传上师教 ，

漏言误说所难免 ，祈诸真见师宽恕 。

无二语日已沉没 ，持教士夫离霞光 ，

黑品恶行鸺留鸟鸟 ，持诸恶见随欲行 。

非法恶行具魔力 ，正业净行衰微时 ，

如我作著复何用 ，谨慎隐居岂不善 ？

喔唷自己宿福薄 ，法没邪行盛藏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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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愚舍智如草芥 ，生此轻法雪山丛 。

貌似贤正实恶劣 ，唯说美语讲人法 ，

难得信赖多心计 ，自立则如僵枯枝 。

任其威仪如何变 ，唯是恶名四处扬 ，

未知一切欢喜行 ，故思独处岂不妙 ？

我说非法违正法 ，如法若说却成敌 ，

全不说则贬为愚 ，喔唷今我该若何 ？

讲闻持教佛曾言 ，清净出离依戒规 ，

闻法中正向学子 ，智者唯思说三藏 。

此生逐名聚徒众 ，无信无欲讲说法 ，

不作践行生爱憎 ，此讲闻为轮回索 。

虽言讲辩以持教 ，需知自他二宗理 ，

为使对方入正道 ，理遮恶见乃佛意 。

自我赞诩贬他宗 ，狡辩语粗怀恶心 ，

饶舌巧言焚他续 ，如是辩亦地狱因 。

虽言利他主说法 ，经知所化根器界 ，

随眠资粮前后世 ，不可自利而调化 。

若求利养乐赞誉 ，无有神通作利他 ，

此如无翅飞虚空 ，不能利他自损因 。

往昔诸佛未调服 ，一切佛子亦未调 ，

贬则生怒赞生傲 ，对上妒忌同辈争 。

对下我慢持粗心 ，说合法语生爱憎 ，

我对如是幼稚人 ，现不能调调自心 。

昔积百福成就身 ，得此难得闲暇依 ，

渡离苦海此舟楫 ，勿使无义成就宝 。

此生无暇速坏灭 ，如引屠场之旁生 ，

刹那各近死亡土 ，故思死亡成就宝 。

今事勿推明日作 ，可怖阎君在前迎 ，

垂危断气命终时 ，除法无他成就宝 。

此生为亲不亲事 ，爱憎受用集眷属 ，

然不随行彼等去 ，业果苦难自承受 。

梵天帝释转轮王 ，虽得乐果却不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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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后依然赴恶趣 ，故厌轮回成就宝 。

是故我将速亡故 ，以昔所积善业力 ，

往生兜率谒慈尊 ，愿得无生智法忍 。

自今起至菩提藏 ，自我爱执及执实 ，

一切分别均不生 ，无悔唯作利他行 。

亦愿三恶趣苦众 ，以及一切其他苦 ，

汇集于我成熟之 ，我善乐使众生乐 。

对我生益与害心 ，及一缘念或作意 ，

仅闻我名一切众 ，愿皆速证胜菩提 。

愿以三宝真实力 ，与诸上师加持力 ，

并我增上清净力 ，成就如我所发心 。

以上枟正法生源佛语宝藏枠 ，由大智者正量士夫语之光明中所生绰普哇·

布顿写竣 。

愿一切吉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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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后 记

布顿（１２９０ ～ １３６４） ，元人译为“卜思瑞” ，法名仁钦珠 ，译言宝成 ，精通五

明 ，修学兼优 ，是元代西藏著名的佛教大师 。他出生于后藏今萨迦县吉定乡

境内的夏卜麦衮奈地方 ，祖父楚臣贝桑布 ，父亲扎敦坚赞贝桑 ，皆为著名宁

玛派上师 ，生母索南本 ，亦颇有佛学修养 。布顿出身于这样一个佛教家庭 ，

从小受到佛教影响和良好的教育 。有关传记说他五六岁时即学读藏文 、佛

典 ，聪颖非凡 ，记忆力颇强 。母亲教他诵读枟临终智慧经枠 、枟地藏菩萨十地

经枠等 ，均能熟练背诵 ，人称“神童” 。元贞二年（１２９６年） ，７岁皈依绰普巴大

师 ，发心学佛 ，受多种密法灌顶 。大德十一年（１３０７年） ，师从绰普寺堪布羊

孜哇·仁钦僧格和大善知识索南贡布受沙弥戒 。皇庆元年（１３１２年） ，由堪

布扎巴循奴 、索南扎巴等授此丘戒 ，标志着他完成了显宗的基本训练 ，学完

声明 、般若 、中观 、俱舍 、律学的主要课程 。同时 ，他潜心修学当时宁玛 、萨

迦 、噶当 、希解等各派法要典籍和教理仪轨 ，到 ３０岁左右 ，通达三藏典籍 ，学

业与思想更趋成熟 。后一度赴塔巴林寺 ，师从堪布塔巴·尼玛坚赞等许多高

僧 ，学习声明 、修辞 、诗作 、梵文等 ，掌握译经技巧 ，致力于佛教讲辩著述 ，并

于绰普等寺开始讲经传法 。此外 ，又师从班丹僧格等多位密教大师 ，学习无

上瑜伽密法 ，尤对热 、卓二译师所传时轮密法最为通达 ，成为当时藏地此法

之权威 。于是 ，布顿在后藏声名大著 ，如日中天 。

元延祐元年（１３１４年） ，当时的夏鲁万户长杰·孤夏扎巴坚赞（元代译孤

尚葛喇思巴监藏）邀请布顿大师到夏鲁寺主持寺务 ，实际是献寺给他 ，尊为

寺主 。夏鲁寺在今日喀则东南 ６０里处的丛堆区 ，始建于 １１世纪 ，是宋代著

名古刹 ，当地从唐代吐蕃时期起 ，即是出名的商品交易集散地 。杰·孤夏扎

巴坚赞任夏鲁万户长时 ，受到元朝的看重和支持 ，元仁宗曾赐给金册玉印和

大量财物 ，并派遣工匠扩建夏鲁寺大殿 ，因此该寺保持着汉式建筑特色 。

杰·孤夏扎巴坚赞极推崇布顿 ，在夏鲁寺为布顿修建拉章（佛宫） 。布顿主持

夏鲁寺寺务长达 ３７年 ，在这里曾注疏枟量抉择论枠 、枟般若波罗蜜多经枠 、枟阿

毗达磨集论枠等许多佛典 。元统元年（１３３３ 年） ，他大兴土木 ，扩建夏鲁寺 ，

整修主体建筑夏鲁赛康 ，彩绘壁画 ，并建立了该寺的显密经院 ，完善了学经

制度 ，大兴弘扬佛教正法之风 。他学识渊博 、戒德高洁 ，慕名弟子云集夏鲁 ，

最多时达到３８００人 ，除卫藏 、安多 、康区弟子外 ，不少来自内地 、蒙古 、新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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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尼泊尔等地 。布顿勤于讲授 、孜孜不倦 ，据传每日讲经 ６座 。不少弟

子学有所成 ，闻名于藏传佛教界 ，有几位成为宗喀巴大师的老师 。夏鲁寺因

此声名显赫 ，成为当时后藏地区仅次于萨迦寺的藏传佛教名刹 。

布顿大师极看重阿底峡尊者的佛学传承 ，曾往其修持过的夏鲁仁普格

顿德寺（简称仁普寺） ，瞻仰供奉尊者的塑像 。他奉行佛教利乐有情宗旨 ，致

力于地方安宁 ，曾调解至正十一年（１３５１年）雅桑万户与帕竹万户之间的纠

纷 。至正十四年（１２５４年） ，他又致信帕竹万户长绛曲坚赞 ，让他顾念百姓

安危和佛法的兴盛 ，停止对夏鲁用兵 ，避免了战火 。他无门户之见 ，倡导各

派和谐发展 ，于至正十三年（１３５３年） ，建立绰普寺的禅院和讲经院 ；曾到许

多寺院讲经授法 ，至正十五年（１３５５年） ，他应邀到萨迦寺 ，建造该寺的金刚

界立体坛城 。相传该坛城用各种珍宝镶嵌 ，珍贵无比 。布顿盛名遐迩 ，引起

元朝宫廷的重视 ，早在至正四年（１３４４ 年） ，元顺帝派人入藏 ，请他进京传

法 ，他淡泊世俗功利 ，并因忙于讲经著述和佛经译校而未成行 。

至正十六年（１３５６年） ，布顿年届 ６７岁 ，遂退居仁普寺 ，专事译经 、著述

和静修 。但慕名者仍纷至沓来 ，其中有元朝帝师 、萨迦上层人和绛曲坚赞 、

嘉央释迦坚赞等其他西藏政要 。布顿为他们灌顶 、授法 ，广结法缘 。由于布

顿的影响 ，仁普寺得到扩建 ，建成能容纳千人诵经的大殿和许多佛塔 ，仁普

寺一度发展成当时的佛学研究中心 ，培养出不少有成就的弟子 。

布顿的法嗣弟子以夏鲁寺为中心 ，广布各地 。后世将布顿及其弟子创

立发展的教法系统称之为“布顿派”或“夏鲁派” 。该派与绰普噶举有教法渊

源 ，又因夏鲁寺与萨迦寺相距不远 ，和萨迦派关系比较密切 ，因此有人把夏

鲁派算作萨迦派的一个支派 。

布顿是元代著名的佛学大师和佛经翻译家 。他一生勤奋治学 、笔耕不

倦 ，撰写了大量有关佛学和历史的著作 ，其全集共 ２６ 函 、２００多种 ，内容涉

及佛教知识的各个方面和多种学科 ，如大乘佛教的基本教义和哲学观点 、佛

教历史 、密宗修炼方法和礼拜仪式 、佛教文献分类等 ，以及藏文语法 、医方

明 、因明学之类的五明知识 ，堪称是当时佛教文化的集大成者 。他翻译过许

多佛经典籍 ，对不少密典做了大量鉴别 、分析 、整理工作 ，对显教经论也做了

许多注释 。他应蔡巴·贡噶多吉的邀请 ，参与蔡公堂寺丹珠尔目录的校勘 、

审定和编辑工作 ，并移那塘版藏文大藏经枟丹珠尔枠写本到夏鲁寺 ，悉心编

订 ，剔除伪作 ，补充遗漏 ，使大藏经内容更趋丰富完整 ，凭其渊博学识 ，尤对

各种密典分析鉴别 、归类整理 ，使之分类科学系统化 。在此基础上 ，由夏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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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户长贡噶顿珠为施主 ，组织人力用金银粉抄录枟丹珠尔枠部分 ３３９２部 ，其

数量 、质量均超过前人 ，成为第一部完备的大藏经枟丹珠尔枠写本 ，后来的几

种版本基本上以此为蓝本 。 枟丹珠尔枠是大藏经的论典部分 ，主要收集了印

度等地佛教大师撰写的显密论著和各种文化典籍 ，布顿通过艰巨的编辑工

作 ，为弘扬佛教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

枟布顿佛教史枠 ，亦译枟佛教史大宝藏论枠 、枟正法生源宝藏枠 、枟善逝教法

史枠 、枟布顿教法源流枠等 ，成书于元至治二年（１３２２ 年） ，是布顿大师的代表

作 ，被称之为“藏传佛教历史 、文化的经典性作品” 。全书原分四总纲 ，实为

三大部分内容 ：１畅佛教概论 。讲述闻 、说佛教正法的利益功德 。法的含义 、

分类 ，经论的构成 ，以及闻 、思 、修佛法的方法和对上师 、弟子的要求 ，从中反

映了佛教的基本教义和教法 。 ２畅佛教历史 。讲述印度佛教的创立 、传播 、

发展情况 。佛教在藏族地区早期传播的经过 ，名列来藏弘法的 ９３位班智达

和藏地 １９２名大译师 ，其中较详细记述了佛陀释迦牟尼及其他许多佛学大

师的生平事迹 ，为研究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历史提供了珍贵史料 ，是藏族历

史上最早成型的佛教教法史 。 ３畅 藏文大藏经分类目录 。这部分是全书最

有价值的内容 ，对所有佛教典籍按显密 、经论详加分类 ，按类列出书名 ，注明

作者 、译者及卷函 、偈颂数量等 ，是藏文大藏经的雏型 、佛教文献瑰宝 。

枟布顿佛教史枠向来受到海内外藏学界的高度重视 ，为藏学研究者必读

之书 。 １９３１年 ，德国海德堡出版了奥伯米勒的英译本 。 １９８６年 ，郭和卿先

生首次将它译成汉文 。为挖掘 、继承和弘扬藏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为广大藏

学和佛教研究工作者提供更为有用的资料 ，台湾大千出版社嘱我重译此书 ，

以飨读者 。译者于上世纪 ７０年代在西北民族大学读研期间 ，曾结识因事来

兰州的郭和卿先生 ，聆听其教诲 ，后为先生不顾年迈译注多部古藏文名著所

敬佩 ，这次受命重译 ，实在诚惶诚恐 ，但为了藏学研究事业 ，遂不揣浅薄 ，斗

胆在先生译本基础上再作翻译 ，作为后学对前辈学者的一种纪念 。

既是重译 ，必须有所创新 ，方显其必要和价值 。本译本在以下几个方面

做了必要的改进 ，付出了一定心血 。

１畅文字表述 。由于汉藏两文有着不同的语言风格和表述特点 ，以往一

些古藏文名著译本在翻译时过分忠于原文 ，多用直译 ，缺乏科学处理 ，使不

少读者觉得读来生硬乏味 ，不易理解 。本译本遵循翻译“信 、达 、雅”的基本

要求 ，在如实准确表达原意的基础上 ，尽量使译文符合汉文习惯 ，做到通俗

易懂 ，增强可读性 ，并合理分段 ，规范使用标点符号 ，减少另一文种的痕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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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畅关于书名 。藏传佛教史上 ，有关教史和教法源流的著作很多 ，不少

用不同的修饰语加以区别 ，当代则常以作者之名来区分 ，故本译本采用后种

方法 ，译为枟布顿佛教史枠 。

３畅篇章结构 。原文分目极为繁复 ，多至八级标题 。本译本为适合当代

人的阅读习惯和口味 ，在不使原文走样的前提下 ，用章节编目 ，减少标题 ，最

多只用四级 ，并删除了正文中表述分目情况的文字 。

４畅经论目录 。藏文大藏经目录和汉译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工程 ，它既要

准确表现藏文原意 ，又要尽量与前人已译的经名相对应 。 ２０ 世纪 ，日本学

者宇井伯寿 、铃木宗忠 、金仓圆照和多田等观四人历时 ９ 年 ，于昭和九年

（１９３４年）编成枟西藏大藏经总目录枠 ，其中将 ５１２部藏文著作找出相当的汉

译佛书目录 。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 ，四川联合大学黄显铭先生依据上书重编枟汉

藏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枠 ，１９９３年 １２月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 。该书将

日本学者未译为汉文的 ４０５７部书名补译成汉文 ，按藏文字母顺序排列 ，藏

汉对照 ，每部书名后注明所属类部 ，极便检索 。但其中的汉译书名与藏文书

名不吻合处较多 ，一些述语未能译出 ，如“眑痀烞痀疻”译为“优波提舍” ，保留了

梵文译音 。此后 ，青海民族学院董多杰先生在前人编目的基础上 ，依据德格

版藏文枟甘珠尔枠目录 ，重新查核归类 ，编出藏汉合璧的枟大藏经枙甘珠尔枛目

录枠 ，由青海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出版 。该书亦将经名藏汉对照 ，注明各类的

函数 、每函所含篇目和页数 、译经者及校订者 ，是部有一定科学性和实用性

的目录索引 ，但内容仅涉及佛语部分的经和律典 ，不少与枟布顿佛教史枠中的

目录难以对应 。这次重译时 ，既参考上述各书 ，又尽量贴近原文 ，力求准确

表达 。经论目录理应汉藏对照 ，以防张冠李戴 、发生歧义 ，但限于篇幅 ，重译

时只在个别有争议或拿不准的书名之后列出了藏文 。

如上 ，重译时尽管做了一些改进和努力 ，但限于译者水平 ，不准确甚至

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恳望读者不吝赐教斧正 。

本书于 ２００５年 ６月在台湾大千出版社出版后 ，不少同仁反映 ，因发行

渠道不畅 ，在大陆很难购到 。喜逢罗热仁波切元旦关心 ，与广州 、汕头等地

佛教团体沟通 ，取得出版支持 ，现由读者出版集团甘肃民族出版社重版 ，特

致谢忱 。

蒲文成

２００７年 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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