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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很榮幸有機會訪問台北市寧瑪巴白玉祥丘達

吉林佛學會住持棍秋久美仁波切，請仁波切談談有關

寧瑪巴教派的特色、入門、修學及其殊勝之處，以饗

讀者，邀您共探藏密法門。

問：請仁波切為我們談談寧瑪巴派的特色和殊勝之處。

答：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來到慧炬，個人今天來此做佛

法上的問答，希望能對台灣佛教有一些貢獻。

身為仁波切或上師也好，做為一位出家眾或是在

家眾也好，必須福德因緣具足，才能在佛教團體中做

事，讓人對佛教產生信心的同時，也能夠累積許多功

德。當一個人有了福報之後，對於佛法真理的認識就會

帶來幫助。沒有福報的人，雖然學習佛法，卻無法懂得

佛法的真理。有福報的人，即便在工作上遇有障礙，也

能藉由福報來消除，因此，就個別來講，從事佛教事業

相關工作的人，可累積很多的資糧和福報，這是很有意

義的事。

就整個西藏佛教來講，藏文經典可分舊譯和新譯

兩個部分，舊譯就是今天我們所要談的寧瑪巴的這個部

分。舊譯是在印度佛教很興盛的時候，以那爛陀佛學院

為中心的時代所翻譯出來的藏文經典，寧瑪巴就是以這

些經典為中心的一個宗派，以靜命堪布、蓮花生大士及

赤松德贊國王等人為中心。新譯則是在印度佛教即將走

入歷史，也就是印度佛教即將滅亡時，傳到西藏的傳

承，即薩迦、噶舉、格魯的傳承。這四個傳承構成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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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佛教四大教派，它們雖然都是承接佛陀顯密傳承的宗派，不過每個傳

承又有其各自的特色和特點。舉例來講，如同一堆糖果，它們的味道都

是甜的，但由於糖果放置地點的不同，享受糖果的人不同，就會產生不

一樣的覺受和體會，因此，我認為小乘佛教也好，大乘佛教也好，西藏

佛教也好，都是佛法的傳承，如同糖果一樣，原本並沒有任何的不同，

大小乘佛教只是針對眾生根器的不同所開示的法門，但總括來講並無任

何區別，只是傳承各有特色。

一位叫做戎松的班智達（博學之士）佛教大師表示，寧瑪巴比起其

他教派，有六個殊勝之處。

第一是地點的殊勝。西藏有位名叫松贊干布的國王，他是觀音的化

身。這位國王經常思考如何能讓佛法在西藏弘揚開來，因此松贊干布國

王娶了唐朝的文成公主，而文成公主是度母的化身，另外，他還娶了來

自尼泊爾的赤尊公主，她是綠度母的化身。之後，松贊干布在西藏拉薩

建造了大昭寺和小昭寺。在松贊干布之後，又有一位國王叫赤松德贊，

是文殊菩薩的化身，他在西藏建立了桑耶寺，這是西藏的第一座寺院。

赤松德贊回想松贊干布已將佛法引進至西藏，因此自己應該要讓佛法弘

揚光大，於是，他邀請了蓮花生大士和靜命堪布兩位大師，在桑

耶寺和大昭寺這兩個地方進行佛典的翻譯，這是第一個殊勝。

第二是供養品的殊勝。據說當時赤松德贊國王是個有能力

享受天界、地界財富的人，因此他在請法的時候，特別在鹿皮

裡裝滿了黃金獻給所有的翻譯師，此為第二個殊勝。

第三是翻譯師的殊勝。在當時一百零八位翻譯師裡，

有位叫做貝魯札那的譯師和名為噶、覺、項的譯師，據說

他們都是菩薩的轉世，因此在譯經時，不僅與原典相當吻

合，校對也相當仔細，因此這是第三個殊勝。

第四是班智達的殊勝。班智達中譯為佛教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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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提到的翻譯師都是藏人，而班智達則都是印度人，他們都是從那爛陀

學院被邀請過來的。那爛陀學院當時正處於印度佛教最興盛的時期，請

來的班智達都非常的有名氣，計有一百零八位，他們和當時的翻譯師共

同合作，因此譯經和校對都相當完整。

印度的傳統，將包含佛教知識在內的所有知識，分成大、小五明，

十明都精通的人就稱為班智達，摩訶班智達就是大班智達之意，也可稱

之為佛教大師。

註：「班智達」出自印度梵文，意為「精通五明的學者」；「五

明」包含了佛學、正理學、聲律學、醫學與繪塑造像等工藝學。

第五個是法的殊勝。在印度佛教最興盛的時代，佛典經由上述這些

班智達譯成藏文，他們所翻譯的都是最正統的佛教名詞和經典，是後來

西藏大藏經的內容，而此大藏經將佛法分成甘珠爾和丹珠爾兩個系統，

是整個佛教的精華所在。

除此之外，當時翻譯的部分還包括了密法，許多密法是由當時蓮

花生大士從鄔金淨土和空行淨土請過來的。後來的阿底峽尊者，在西

藏看到許多在印度那爛陀學院不曾見過的經典，非常讚歎，這便是法

的殊勝。

第六是請法者的殊勝。請法者在此是指赤松德贊國王，他不僅是

文殊菩薩的化身，也是當時的西藏國王，他運用國力推動所有經典的翻

譯，由於他對西藏佛教的資助實非一般人所能比擬，就請法者而言，這

亦是一大殊勝處。

以上是寧瑪巴教派的六大殊勝。後世有位名叫俄的譯師（俄‧羅丹

喜饒），他翻譯《現觀莊嚴論》時，其中有個名相「阿拉達」，將之譯

為無血，俄譯師其實並不知這個名相的原意為何，因此去查對當時舊譯

的《現觀莊嚴論》，發現舊譯《現觀莊嚴論》的譯義為「無貪」，意在

教人行布施時不要執著，為此，俄譯師寫了一個讚頌詞，大意是說寧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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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的翻譯師有如虛空般無量無邊，如同太陽和月亮，自己與之相比，則

有如螢火蟲的光芒般渺小。

在西藏四大教派中，寧瑪巴是舊譯的系統。薩迦、噶舉、格魯都是

新譯的系統，阿底峽尊者等人亦屬新譯系統的翻譯師，在他們翻譯經典

的那個時代，已是印度佛教漸走下坡的階段，相較於寧瑪巴當時的狀況

差距甚大。

寧瑪巴還有一大特色就是大圓滿法。寧瑪巴的傳承分為遠傳和近傳，

遠傳是指經典的傳承，就是將佛陀所說的法譯成經典，近傳則是指伏藏

法，伏藏法是蓮花生大士在一個很特殊的狀況下親自給某人灌頂、洗禮後

直接傳出來的法，許多大圓滿法都源自於伏藏法，這也是寧瑪巴的一個特

色。格魯、噶舉也有一些伏藏師，不過數量很少，像格魯第五世的達賴喇

嘛就是伏藏師。不管是哪個派別的伏藏師，傳承的來源都和蓮花生大士有

關，因此，不管這位伏藏師是格魯或是噶舉的傳承，他所修的法也屬於寧

瑪巴的法。寧瑪巴主要有六個根本道場，白玉是其中一個，白玉本身也有

很多分寺，聽說在西藏就有一百零八個分寺，白玉所修的法，是以惹納林

巴和敏居多傑這兩位伏藏師所傳的伏藏法為主要的傳承。

    

問：藏傳佛法有所謂四皈依，顯教則是三皈依，請問二者有何不同？

另外，藏傳佛法是依法不依人還是依人不依法？

答：西藏佛教就金剛乘密法的部分來講，是四皈依，如果不是已經開悟

且有證量的話，離開上師是沒有辦法成就的，密法裡常常也提到賢劫千

佛是因為上師才成佛的，如果沒有上師，就不會有賢劫千佛的出現，因

此，就密法來講，如果沒有根本上師的加持，佛法的功德無法在自己的

身上展現，也無法認知自己的究竟自性。如果沒有上師，佛法的傳承也

會中斷，不管三皈依也好，四皈依也好，其實都是同樣的內容，藏傳佛

棍秋久美仁波切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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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講四皈依是因為還包含密法的部分，在密法裡，上師等於是再來的

佛，因此我認為這兩個部分是沒有衝突的。

我們如果從皈依佛法僧三寶的程序來皈依的話，佛法的加

持也可以融入弟子的身心，功德也可以在其身上展現出來，這

也是沒問題的，不過，若前面加上「皈依上師」，這是因為皈依

的重點不同，所以做這樣的安排。

問：請問是不是跟了上師，上師就會根據弟子的資質次第指引，以期發

覺自性，事實上上師給的仍是佛法，只是因為每個人根器不同，所以要

跟隨上師學習，如前所言，想要獲得佛法的證量，必須皈依、跟隨上師

學法，才能發掘內在的自性？所以密法的修持還是依法不依人？

答：可以這麼說。所謂的「依人不依法」，是指依止的這個人和佛法是

一體的，當他完全吸收了佛法，和佛法融合為一無法做任何區分時，依

止他其實就是依止法，就像大圓滿裡所說的，法是大圓滿法，如果被依

止的這個人只是凡夫，則此人和大圓滿法其實是有明顯區分的，但如果

大圓滿法已完全融入此人身心，那麼就可以依止這個人或是上師。就像

牛奶和水，如果牛奶沒有壞的話，就能加在水當中，和水融為一體，如

果牛奶壞了，加在水裡，就能區分得出水和壞掉的牛奶。人也是一樣，

如果他和法本身已融合為一，這個人可稱其為人，也可謂之為法。

對於修學密法的人來說，上師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是至高無上的，

因為他是教導你如何修學成佛的人，是你修學佛法的嚮導，這樣的上師

應是被許可的一位上師。什麼條件的上師是被許可的上師？在經典及密

法當中都有許多的要求，能達到要求就是真正的上師，因此真正的上師

是一個自性解脫的人，而自性解脫的人是與佛沒有兩樣的。至於一些假

借上師名譽傳法的人，他們當然是不及格的上師，依止他們的話，對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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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或來世都沒有幫助。

問：請問修學藏傳佛教應具備哪些條件？白玉派傳法的重心和修行次

第為何？

答：主要條件是信心─不退轉的信心，如果弟子對密法的信心不穩

固，密法對他而言不會有任何幫助。

白玉修法的重心沒什麼特別，重要的仍是淨化自己，往此目標修法

即可。修行次第上，先修五十萬遍的四加行，再修脈氣相關的法，之後

再修大圓滿的法。大圓滿法當中以頓超為主，從頓超實修之後，眼睛會

看到一些光芒及光點，如果頓超練習得非常好，從這些光裡就可看到一

些寂靜尊和憤怒尊，也會認識自己本來的面目。當這樣的過程結束後，

就可以進行一對一的大圓滿教學，在此階段，上師會教導弟子如何認識

自己的心，以及心的本性是什麼，對於根器較好的弟子，上師會直指本

性，弟子當下即可開悟；如果弟子的根器不是那麼敏慧，也可再行練

習，之後再向上師報告，這是白玉最主要的修行。

問：仁波切來台快滿四年了，請問仁波切對台灣弟子在修學佛法上，

有哪些期望及勉勵，現代人如何本分修行？佛滅渡後，佛弟子以戒為

師，以三法印分辨正邪，請問寧瑪巴是否也有此說法？

答：台灣是佛法因緣很不錯的一個地方，學佛的弟子也相當虔誠，有許

多值得讚歎之處。個人覺得佛法就是「講」和「修」，也就是傳法和修

法，台灣也有許多佛寺，但如果沒有佛法的實修，寺院也只是房舍，將

無法傳承真正的佛法，因此寺院講堂除了硬體設施之外，還需要有實修

佛法的人和佛學院，讓說法和修法結合，才能讓佛教久遠的傳承下去。

棍秋久美仁波切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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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一個佛教徒，心量要放寬，理想要高遠，心量如果能夠放寬，

理想也是至高無上的話，就像大圓滿法所說的，即身也可以成佛，受此

三昧印，就可成佛，在末法時代，這樣的成佛並不是不可能。有些修學

密法的弟子在持咒或在觀想本尊時，能夠面見本尊，但也有很多弟子

因無法見到本尊而退失信心，因此我們要放寬心量，不能退轉，只要有

心，理想一定可以達成。在末法時代，很多人學佛不但沒有用心，而且

還失去學佛的信心，這是不應該的。人身難得，生而為人且又有機會修

學佛法，是件很有福報的事，如果沒有福報，不會值遇佛法。在末法時

代值遇佛法，如同鑽石般珍貴稀有，這是值得珍惜的事，因此我們要以

一份歡喜和難得的心情來修學佛法，在證悟上才會有幫助。 

西藏佛法也是有正法、像法、末法時代的講法，甚至講四法印，

這與漢傳佛教是一樣的講法，但不一樣的地方是，寧瑪巴認為在末法時

代，大圓滿的佛法會特別興盛，如同燃燒的火一樣，會越燒越旺，這是

寧瑪巴特殊的地方，大圓滿法本身的加持也會越來越強，而律法則會慢

慢走向衰退。佛陀涅槃前，告訴阿難陀尊者，說他度化世間的時間已結

束，將入涅槃，且向阿難陀尊者授記蓮花生將會出現，他會把密法

弘揚光大，密法在末法時代將更為興盛。

問：請問什麼是菩提心？佛弟子應如何生起菩提心？如何

將修行融入生活當中？

答：菩提心是整個佛法的精髓，想要成佛，只有菩提心才有

辦法成辦，若離開菩提心，則無法成佛，因此菩提心是成佛最重要

的資糧。菩提心對於個人乃至整個社會也是非常重要的，國與國之間會

發生戰爭也是因為菩提心不夠，因此小至希望家庭和睦，大至祈求世界

和平，都必須修習菩提心。有些人的菩提心是與生俱來的，他先天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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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心的修為，而有些人的菩提心是修習出來的。修習菩提心有一定的

次第，透過練習，可讓它逐漸在自己的內心生起。

如果我們對如母有情有份願心，願一切有情離開苦與苦因，具足樂

與樂因，這是多麼美好的事情，如果能這樣訓練自己，慢慢的，菩提心也

可以從自己的心中生起。舉例來說，就算是一隻螞蟻也會有離苦得樂的願

望，只是牠是昆蟲，不知該如何修習，如何才能離開痛苦，我們雖然無法

給予牠幸福安樂，卻可以發願─如果牠能具足樂與樂因，遠離苦與苦

因，會是多麼好的事情，能這麼想的話，就能讓菩提心逐漸生起。

有的人在聽聞佛菩薩的故事或傳記，或是在見到自己的上師會不

自覺留下眼淚，這就表示此人有菩提心的因，有菩提心的種子。也有的

人，當他看到別人肚破腸流，卻沒有生起絲毫悲憫之心，這樣的人可能

就是沒有菩提心。當我們遠離貪瞋、遠離執著時，我們的修行就可以融

入生活，反之，若貪瞋之念還在，修行當然就無法融入生活了。

佛法的修行　　棍秋久美仁波切  開示

所有對佛法有信心的大眾，都冀望藉由修行佛法，以求自輪迴的

痛苦中解脫，並得到究竟解脫的快樂。所以有心修行的大眾應當將後

續所載之佛法精華內容牢記於心，以便實修實行。

此生中，我們有幸投生於暇滿珍貴的人身並有機會修學佛法。而

與生俱來地對於修行佛法具有希冀，並且天賦異秉的可以接受精神導

師的引導教授，這樣可以體會佛法義理的基本條件是很難覓得的，這

是極為重要的難得條件。因此，我們應該戒除所有會虛擲生命、讓珍

貴人身喪失的不善行，並自許在此生與來生中，都當奉獻此身於利樂

之源的純淨精神持修，也就是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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