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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720《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01 摘要 （未經師長確認，僅供參考）                     

給燈梭巴格西講授 

曲尊格西瑪翻譯 

⚫ 宗喀巴大師著作《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的因緣 

宗喀巴大師著作了非常多的論著，這些論著都是由文殊菩薩所加持而寫的論

著， 《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是宗喀巴大師在親見文殊師利菩薩了以後，文殊就

對宗喀巴大師講說你把我所講的把它寫下來，因此就有了這一部論，因此這部

論是非常的殊勝。 

⚫ 梭巴格西對於《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學習所做的努力 

格西說，他從各個方面非常努力的來去學習《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 《辨了不

了義善說藏論》的解釋版本，大概就有上百本左右，格西他已經閱讀過了二十

幾本的釋本。這部《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格西他在西藏的時候有做背誦，然

後到了印度也是做了背誦，十分努力地去了解其中的內涵，雖然到目前為止，

也有很多內涵尚未通達，但是格西對於學習了《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所獲得

的利益讓他感覺到非常的滿意，他曾經起了很多次這樣的念頭就是說，祈求其

他的倒不如祈求宗喀巴大師要來得迅速能夠獲得加持。 

⚫ 梭巴格西對於學員學習《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的期許 

格西獲得了積聚資糧的機會，也獲得了極大的利益，因此大家也來學習這部論

著，絕對 100%毫無任何疑問的是可以獲得加持的。不論在修學任何佛法我們

一定要讓自己 100%有所獲益，這個是極為重要的，所以我們在學習這部論之

前，我們一定要先調整意樂，這部論的主要的內涵就是宣說空性的道理，所以

我們要調整意樂為希望我們能夠好好通達空性的道理，因此我來聞思這部《辨

了不了義善說藏論》。格西說他會盡力來宣說這部論，大家也好好的來作聽聞，

如果能夠這樣子的話，我們勢必能夠集聚到廣大的資糧而且種下深厚的習氣。 

⚫ 宗喀巴大師於何時、何處及何種因緣著作本論？ 

宗喀巴大師在哪時候著作了這一部《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呢？宗喀巴大師通

達空性的歲數，大概在 40 到 41 歲左右通達空性，也在任何時候都能夠親見到

文殊。因此，在 50，51 歲左右，文殊菩薩就跟宗喀巴大師講說你將我所說的

把它寫下來，因此這部論著就是宗喀巴大師在 50，51 歲左右所寫的一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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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著作這本論著的地點就是在色拉寺後面有一個叫惹喀乍山洞裡面所作。 

⚫ 梭巴格西教授本論的方式 

關於這部論的教授來講，有幾種不同的教授，一種是字詞上的教授，一種是針

對扼要重點比較難理解的地方所做的教授，另外一種就是完全的解釋的這種教

授。格西說他所教授的方式就是針對它的內涵來做教授。 

⚫ 「敬禮師長妙音」 

宗大師首先一開始對於妙音文殊來做禮敬，不僅如此，在非常多的論著裡面，

一開頭都是對於妙音文殊來做禮敬，這是由於宗喀巴大師他親見文殊了以後，

獲得了文殊的語開許，也因為這樣的關係，大部分的論著一開頭都是敬禮師長

妙音文殊。 

⚫ 「樂生乘雲及金胎，無身主同繩腹等，宣唱憍音於三有，傲慢威嚴諸天

眾，尚由略瞻如來身，猶如日光映螢火，妙冠敬依足下蓮，我禮能仁天中

天。」 

這偈頌是宗喀巴大師對世尊所做的禮讚。基本上我們知道有所謂的梵天、遍入

天、…種種天，但是世尊是比這些天還要來的更為殊勝，不可思議。 

首先看到的是，所謂「樂生」就是外道的大自在天。「乘雲」就是就是指帝釋

天。「金胎」就是指梵天王。「無身主」是指欲界的他化自在天。總而言之，

就是在三有當中有各種傲慢、威嚴的這一些天眾，有各種不同的天眾，這些天

眾他們一旦見到佛身聽到佛語，他們就會被佛身以及佛語所懾服，佛身跟佛語

就如同日光一樣而外道就如同螢火蟲一樣，二者是不可比擬的，也因為他們見

到佛陀的這些功德，因此他們就對佛做禮敬，因此稱佛為天中之天，所以這邊

提到「妙冠敬依足下蓮，我禮能仁天中天」。這一些天眾們一看到佛的身語意

的功德了以後，他們就是頂禮佛的足下，所以我們說佛是天中之天。 

⚫ 「智悲藏底難測度，菩提行浪極湧漾，善說寶藏妙音尊，及紹聖海我敬

禮。」 

這是針對世尊的追隨者，也就是以文殊菩薩為主的深見派這一些祖師大德，以

及以廣行派以彌勒菩薩為主的這一些祖師大德來對他們做禮敬。這裡就是將文

殊菩薩以及慈氏彌勒喩為大海來做禮敬。大海的底部是非常地深的，所以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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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菩薩跟彌勒菩薩他們的悲智功德是非常的無量以及深廣的。祂們的菩薩行也

是非常廣泛的，因此將祂們菩薩行比喻為海浪。「善說寶藏妙音尊」，也就是文

殊以及彌勒所傳下來的教誡、教授，就如同大海當中各式不同的珍寶一樣珍

貴。 

⚫ 「善開佛語二車軌，故令如來最勝教，如日光顯遍三地，敬禮龍猛無著

足。」 

這是對龍樹菩薩以及無著菩薩來做禮讚。佛陀開示二諦，對於二諦的道理無著

菩薩就針對彌勒菩薩所做的這一些開示來去解釋，而龍樹菩薩就針對文殊菩薩

所做的開示我來做解釋。 

⚫ 「受持二種大車軌，啟贍部洲智慧眼，聖天勇師及佛護，清辯論師月稱

足。」 

這是對追隨龍樹菩薩的這一些修行者來對他們做禮讚。其中有提到「勇師」，宗

喀巴大師在《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裡面並沒有引阿闍黎勇師的這一些說法，

但是對於其他佛護論師、聖天菩薩也好，還有其他阿闍黎的這一些開示以及他

們的這些論述都有做引用。這個阿闍黎勇師一開始他是非常有名的一個外道，

勇師他就跟聖天菩薩來做辯論，結果聖天菩薩就懾服的這個勇師，因此他對於

佛法就十分的敬仰。 

⚫ 「世親安慧與陳那，法稱師等贍部嚴，持佛教幢不隱沒，諸智者王皆敬

禮。」 

這是對追隨無著論師而且是持唯識見的這些行者來對他們做禮敬。這個世親就

是無著論師的弟弟，無著菩薩他最後是親見到彌勒菩薩。世親菩薩他頭腦是非

常好的一個人，但是那時候他並不了解無著菩薩的見解，由於世親菩薩他沒有

辦法了知無著菩薩他的見解，所以說他就說無著菩薩的見解的不是，並且對他

的見解有所毀謗，這時候無著菩薩就對他講說，你這輩子是沒有辦法能夠親見

到彌勒菩薩的，但是你今生好好的去著作論著的話，你下輩子就可以得到慈氏

彌勒的攝受，所以這輩子世親菩薩他就著作了非常多的論著。 

安慧論師他是世親菩薩的弟子，世親菩薩在山洞裡面修行的時候，常常會有一

隻鳥到那個山洞裡面，世親菩薩他每次在念誦俱舍論的根本頌文，這一隻鳥就

會出現在旁邊，當這隻鳥後世再投為人身的時候，他就說他要去找世親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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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世親菩薩那邊，世親菩薩就說，那時候我在念誦俱舍論根本頌的時候，他

就在旁邊，所以他已經種植下深厚的習氣，因此這個安慧論師他對於俱舍論是

非常的善巧。 

陳那論師也是世親菩薩的弟子。陳那論師可以說是首創佛教內道的量理學。所

以陳那論師也好，安慧論師也好，二者都是世親菩薩的弟子，他們都是非常厲

害的人。 

法稱論師是陳那論師的弟子。 

接著就是提到追隨唯識派的這些修行者以及追隨中觀派的這些修行者，他們是

瞻部洲之頂嚴，這一些智者因為他們執持佛陀的教法，所以讓佛陀的教法不隱

沒。因此，我們要對這些智者來禮敬。 

 「頗有多聞諸教法，於正理路亦勤習，內證功德不下劣，然終未達此深

處。」 

這偈頌是講述空性的道理是如何難以理解。具有多聞的這些行者以及他是勤習

正理的這些行者，再加上他們有內證功德的這些行者，他們雖然非常努力的去

學習，依然沒有辦法通達，他們所沒有辦法通達的這個部分，也就是宗喀巴大

師他從文殊師利菩薩那邊而獲得通達，所以「由師妙音恩善見」。確實也是如

此，在宗喀巴大師那個時代，有很多的非常厲害的智者，雖然如此，但是他們

依然沒有辦法通達空性的甚深的道理。宗喀巴大師一開始也是這樣子，學習空

性的道理非常的困難，為了理解空性的道理，甚至生起了想要去印度請問這一

些大班智達以及大成就者關於空性的道理的念頭。所以當宗喀巴大師起的這個

念頭了以後，宗喀巴大師的一位上師，也就是大成就者金剛手，他是被秘密主

金剛手所攝持，秘密主跟大成就者金剛手講說宗喀巴大師不去印度會比較好，

再繼續待在西藏，然後好好的修學文殊的法類，他就可以親見本尊通達空性。 

⚫ 「由師妙音恩善見 以悲愍心我當說 欲證諸法真實慧 無比說者當敬聽 」 

最後的這個偈頌是造論誓言。「由師妙音恩善見」，由於文殊菩薩的加持，因

此我可以通達空性。「以悲愍心我當說」，我以悲憫心作為策發而宣說空性的

道理。「欲證諸法真實慧，無比說者當敬聽 」，要去通達佛陀所說的這些空性

的內涵，這一些具慧者你們應當敬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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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性寂靜無生理，眾生未解故漂沒，悲尊以多百方便，及百正理令彼

悟。」 

宗喀巴的大師引用《護國問經》來講述空性的道理是極為重要的。這個偈頌最

主要在講什麼？第一句是講到「空性寂靜無生理，眾生未解故漂沒」最主要講

說眾生由於未了知空性的道理，而導致數數的投生不得解脫，因此「眾生未解

故漂沒」。你要從輪迴當中解脫，你就必須通達空性才能夠從輪迴當中解脫，

因此佛世尊以多百方便及多百正理來讓眾生通達空性的道理。 

⚫ 「謂諸法真如，極難通達，若不通達，難脫生死。」 

宗喀巴大師講到「謂諸法真如，極難通達」，也就是宗喀巴大師講說空性的道

理是非常難以通達，但是如果你不通達的話，你就難以從輪迴當中解脫，所以

「若不通達，難脫生死。」。 

⚫ 「由見此故，大悲大師，以多方便及多理門，令彼解悟 。」 

世尊以多方便，布施、持戒種種多方便以及多理門來教授令眾生解悟空性的道

理。 

⚫ 學員學習此論時，除了上課聽聞以外，還要做些什麼呢？ 

平時大家好好學習《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然後再思維其中的內容，大家要

多多唸誦密集瑪，也要多多對宗喀巴大師來做祈求，祈求能夠通達空性，而且

要對空性的道理生起信心， 

⚫ 結語 

 我們要生起經典當中所說的這些證功德的話，我們就要按經典所說的來

去修持。格西是這樣子想的，其實是我們自己不努力，你只要好好努力

的話，再加上有信心、有勝解之心，這樣絕對是對我們有利益的。所以

說我們就是好好地去思惟佛法的內義以及集聚資糧，我們勢必可以獲得

加持，這個絕對是可以獲得的。 

 每天安排個 10 到 15 分鐘的時間來做禪修會非常的好，所以說如果能夠

安排晚上固定的 10 到 15 分鐘的禪修時間會非常的好。修行來講一定要

持續的去修，持續的去修才會讓內心有所改變，讓內心有所改變才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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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如果沒有持續性的修持，你就修一天放一天，修一天放一天的

話，內心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經驗上來講，學習佛法只要你努力去學的話，你的信心只是會越來越增

長而不會產生怎麼會這樣子的疑惑，你的信心絕對是會越來越增長。噶

當派的這些格西以及追隨佛世尊的這一些修行者，他們的相續當中證量

的生起也是由於去禪修，然後才會生起證量，絕對是如此的。 

 有一個重要的點就是一定要盡我們的努力來去修行，盡我們的努力去

做。透由觀察就可以知道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情剛開始似乎都是非常完

美的，但是最後一定會漸漸壞滅。所以說我們現在遇到佛法，我們應當

不要捨棄佛法，你所獲得的沒有比修學佛法的利益還要來得大的。 

⚫ 求取精華要義 

你要成就佛果位一定要空性的道理以及菩提心，所謂空性的道理就是《辨了不

了義善說藏論》這一本論著所講的;修菩提心這個部分就是《入行論》所要講的

主要的內涵，所以這兩個內涵也就是可以讓我們獲得解脫，讓我們成佛的方

法，沒有比這個還要來的殊勝的。 

（註：阿底峽尊者《入二諦論》：「所知類多壽苦短，壽量尚且不能知，故如鵝

取水中乳，但取清淨己所欲。」此偈頌在康薩仁波切第一次抵台就要求中心張

貼在醒目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