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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藏傳佛教某教派的「法王」，來台進行弘法活動，使得本已被淡忘許久

的該教派「真假法王」之爭，再度被端上檯面；議論洶洶，甚至牽涉到兩岸關係。

姑不論政治層面的爭擾，最關心這件是非的，當然是該教派的信徒；不過事涉佛

教中一些基本教義的問題，極值得大家深思。 

  首先，在佛教中雖然承認輪迴轉世的觀念，但是在定義上不同於世間一般人

的認識。一般人對「輪迴轉世」的認識，帶有無明的妄執，也就是認為有一個不

變的「我」的存在，是「我」在輪迴，是「我」從過去世輪轉到現在世，或者說，

因「我」過去所造因業，所以現世「我」受諸業報。根據佛教的基本教義，這樣

的一個「假我」是不存在的，輪迴必定是「無我」的。由此觀之，若執著有個前

世的法王輪迴到這一世，那是根本的妄執。 

  再者，就大乘經典中所討論到的「分段生死」和「變易生死」的問題來說，

一般而言，凡夫有「分段生死」，而菩薩雖無「分段生死」，卻有意生身的「變易

生死」。身為菩薩化身的「法王」，既無凡夫的「分段生死」，又因何代代輪迴轉

世、示現人間？這其間是否存在著菩薩「留惑潤生」的可能性？或抑僅是依凡夫

之業識即菩薩之功德願力而現前？如果菩薩尚存「惑」，又如何可被稱為「於法

自在」的「法王」呢？ 

  最後是「法王」存在意義的探討。在藏傳佛教的系統中，「法王」的名稱與

設立和政治層面有一定的關聯，也跟密教重視上師的傳統教義有絕對的關係。在

密教裡，上師即是佛，因此上師如果持續示現於世間，對於弟子們是有莫大的影

響作用，而且，這也是菩薩道的具體實踐。「法王」不斷地輪迴轉世，其根本的

用心，還是在於提醒弟子們莫忘智慧與慈悲的修證。至於「法王」的真假，除了

依據傳統的認證方式外，更重要的還是弟子本身的認知。一個充滿貪、瞋、痴、

慢、疑等煩惱的弟子，即使是迦牟尼佛在前，在他眼中看到的仍然是貪、瞋、痴、

慢、疑的一面，而非清淨覺者，這我們可以從經藏中找到許多的例子。重點是，

我們不要忘記，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關鍵在於「自淨其意」。換句話說，當

我們都能夠積極努力的對治煩惱、觀照煩惱，隨著煩惱漏盡，諸業清淨之際，放

眼所及，皆是「法王」，又何來真假分別？ 

  第十四世達賴喇嘛曾經說過，如果眾生不需要他的轉世，也就不會再有「達

賴喇嘛的轉世」。同樣的，如果弟子之間為了孰真孰假，而大動諍執，甚至惡言

詆毀，造成種種不淨業結，煩惱熾盛，那當初為度盡眾生解脫煩惱而轉世的美意

良法亦功能盡失。既然已失初心，與其再紛紛擾擾下去，不如就讓其在這眾生喧

嘩中嘎然而止吧！畢竟真假之爭與少苦離苦無關，這是佛弟子應該謹記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