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所要講釋的法是〈菩提道次第攝義〉，此論典的內容非常深奧，現

在開始慢慢說明。

發心

聽聞佛法主要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今生，更是為了來世，大家應發起

這樣的動機，發心的細節以下將會說明。

〈菩提道次第攝義〉是宗喀巴大師晚年所撰著，內容包含大師一生的修

行，是非常重要的一部論典。〈菩提道次第攝義〉主要的來源依據是宗大師

的《菩提道次第廣論》（以下稱為《廣論》）。《廣論》則是根據阿底峽尊

者的〈道燈論〉，內容分述下士道、中士道和上士道。然而此三士道法門，

並非阿底峽尊者所發明，早在無著菩薩諸多論典中已有談及，只是較為分散

的談，直到阿底峽尊者才將它們集中在一起，寫成精華名為〈道燈論〉。所

以在〈道燈論〉的基礎上，宗大師完成了《廣論》和《略論》等論典。

《廣論》主要的義涵是下、中、上士道的內容。首先，我們須明瞭

「道」是什麼，接著再一一了解三士道。其次，所謂的下士道、中士道、上

士道，並非指身體的大與小，主要是以「思惟角度」的廣與窄而分別。再

宗喀巴大師的〈菩提道次第攝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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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成就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需要一個不可或缺的人身，沒有人身，

是無法成就如此的果位，例如餓鬼道的眾生，便無法達成。

下士道

為了成就來世而得到人身的修行，稱做

「下士道」。雖然已得到下士道果位，但下士

道是由集諦所造成，仍在輪迴中，所以會有種

種痛苦。

中士道

在中士道時，生起想要脫離輪迴的想法，

為了脫離輪迴之苦的法門，稱做「中士道」。

上士道

前述中士道時，是為了自己脫離輪迴；到了上士道，不僅僅是為了自

己，更是為了利益一切眾生而成就佛果，有這般的動機和希求心就屬於「上

士道」。

不管是〈菩提道次第攝義〉、〈道燈論〉或《廣論》，都包含下士道、

中士道和上士道。所以我們所需求的下士、中士道或上士道果位，也就是眾

生想要的，全都包含在這三部論典當中。

四個科判

〈菩提道次第攝義〉中並沒有特別寫出「科判」，但依據《廣論》主要

有四個科判。

宗喀巴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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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喀巴大師的〈菩提道次第攝義〉（一）

在藏傳佛教的傳承，有很多大德撰寫論典時，都會標明科判（也就是分

類）。為何如此？因為依據分類，就容易明白它的內容，但印度的很多高僧大

德撰著時不一定會寫出分類。

《廣論》的科判和其他論典不同，特別殊勝，科判主要的內容有四：

第一個科判：傳承來源，以及對道次第生起信心之法。
學習論典的傳承非常重要，以傳承來說，宗大師的《廣論》是依據阿底峽尊

者的〈道燈論〉，阿底峽尊者所撰寫的論典則是依據世尊而來，所以佛法的來源

非常清楚。

第二個科判：為了敬重教授或《廣論》口訣，故宣說殊勝的法。
第三個科判：如何將正法教授完整。
第四個科判：正法教授如何引導弟子的次第。

《廣論》乃依據阿底峽尊者的〈道燈論〉所作，而阿底峽尊者的上師之一

金洲大師的論典中，已有這般的分類，所以科判便由此傳承而來。金洲大師

的寺院現已損毀，若從印度加爾各達出發，約十幾個小時可以到達。

〈菩提道次第攝義〉偈頌解釋

我現在開始為各位說明第一個科判：傳承來源，以及對道次第生起信心

之法。有的版本在最開端有「南無故如曼孜郭卡亞」（意思是：頂禮上師與無二無別文

殊菩薩）這句，但我們今天這個版本沒有，開頭即直接進入偈頌。

無邊福聚所生身，無量眾生樂聞語，

正觀無盡所知意，釋迦尊王我敬禮。

第一個偈頌在《廣論》裡也有，《廣論》裡的含義，也會歸納在〈菩提

道次第攝義〉裡。此偈頌是禮敬釋迦牟尼佛，代表〈菩提道次第攝義〉這部

論典，是根據世尊教法傳承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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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無邊福聚所生身」，

是禮敬釋迦牟尼佛的身。第二句

「無量眾生樂聞語」，是禮敬釋迦

牟尼佛的語。若欲證得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圓滿的佛身，需要完整

的因，就是這裡所說的「無邊福

聚」。想要圓滿佛身，需要具備很

多的善因，且必須「完全圓滿」。

成就佛的色身，也需要多種因才能

達到，佛教不主張：佛果是永恆沒

有因、永恆本來就存在，或沒有因

而成就佛的色身。是故佛的色身，

需要聚集很多資糧才能成就。

佛的語功德無量，可滿足無邊眾生，為什麼？一般我們說話時，有些意

念是語言沒有辦法表達的。眾生所講的話，詮釋效力非常有限，而世尊的話

語，可以滿足一切眾生的需求。如何滿足？可分為「暫時的解脫」和「究竟

的解脫」，我們依據世尊的教法如理修行，即能成就所需求的這些果位。

第三句「正觀無盡所知意」，主要禮敬釋迦牟尼佛的意。因為佛有一切相

智，所以可以幫助有情眾生；若是凡夫，則由於他的心續當中仍有無明，沒

有辦法利益眾生。世尊的心續中因有一切相智，因此可以滿足無量的眾生；

因為世尊有一切相智，才有利益眾生的能力。

第四句「釋迦尊王我敬禮」中提到「釋迦」，是指釋迦族。釋迦族至今猶

在，世尊釋迦牟尼佛屬於釋迦族人。為什麼需要禮敬世尊？就是為了證得無

量功德、證得種種的果位。

無上大師最勝子，荷負如來事業擔，

遍遊佛刹利有情，慈氏文殊我敬禮。

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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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在第二個偈頌要禮敬彌勒菩薩和文殊

菩薩？因為「廣行」和「深見」兩大傳承中，兩

位菩薩占有極重要的地位。

以廣行的角度來說，例如，布施、持戒、菩

提心等，都是以彌勒菩薩為首而傳承下來。空性

的部分，則以文殊菩薩為首而流傳下來，論典則

是由《般若經》衍生出來的。

世尊成佛後，如初轉法輪中的四聖諦與十二

緣起，因為是公開為大眾傳法，因此直到今天仍

有很多弟子修這些法，此為「巴利傳承」。《般

若經》不一樣，般若傳承的弟子有菩薩，也有人

類，有各種各樣。這當中特別是指彌勒菩薩和文

殊菩薩的傳承，因此他們兩位屬於傳承祖師。

第二個偈頌中，「無上大師最勝子」，最勝子

便是指彌勒菩薩和文殊菩薩，因為在多種弟子中

這兩位最為殊勝，能廣大弘揚世尊教法。

世尊教法的功德有多種，主要是佛法的傳

承，以這兩大菩薩為主，我們要禮敬的對境就是

這兩位菩薩─彌勒菩薩和文殊菩薩。

極難悟解大般若，如義善釋瞻部嚴，

名稱遍滿三世間，龍猛無著我敬禮。

第三個偈頌主要禮敬龍樹菩薩和無著菩薩。《般若經》的含義中包括深見和

廣行兩個廣大傳承。文殊菩薩和彌勒菩薩由於是「菩薩」的顯現，一般人見不到。

另外，《般若經》主要是談「空性」的部分，由文殊菩薩傳給龍樹菩薩；

至於彌勒菩薩傳給無著菩薩，主要是以「菩提心」為主的傳承。這是怎麼傳下來

的？傳承很容易得到嗎？由於龍樹菩薩和無著菩薩已是「聖者菩薩」，因此才可

宗喀巴大師的〈菩提道次第攝義〉（一）

文殊菩薩

彌勒菩薩

40∣ 雜誌 612 期



以接到這兩大傳承。再者，為什麼他們會變成最主要的傳承上師？這是因為譬如

馬車行駛於地，首先要有第一輛馬車行走，後面的馬車才容易跟上。一開始深見

派和廣行派，以龍樹菩薩和無著菩薩兩位大成就者領航所傳，因此就以他們二位

為主要的傳承上師。

《大般若經》的含義非常深奧，由於龍樹菩薩和無著菩薩兩位如此無誤的傳

承，此刻，即禮敬這兩位傳承上師。

從二大士善傳來，深見廣行二種道，

遍攝圓滿無錯謬，敬禮教藏阿底峽。

第四個偈頌禮敬阿底峽尊者，「二大士」指的是龍樹菩薩和無著菩薩。從龍樹

菩薩傳下來的深見派中有提婆菩薩、佛護或月稱菩薩等；從無著菩薩傳下來的廣行

派有世親菩薩等。阿底峽尊者則是由龍樹菩薩處得到完整的深見派傳承，由金洲大

師處接受廣行派的傳承，尊者兩大傳承都已獲得，並「圓滿無錯謬」地傳承下去。

能視無邊聖教眼，趣向解脫最勝道，

哀愍權巧勤開演，敬禮一切善知識。

第五個偈頌是禮敬一切大善知識。了解經典的內容，好比「眼睛」看到東西

般，因此傳承需要依靠大善知識而來。這裡的「聖教眼」指的即是「善知識」。

若沒有善知識，經典的內容我們無法明白。

「趣向解脫最勝道」，以下士道角度來說，是要遠離痛苦；以上士道角度來

說，是要證得菩提心。遠離痛苦和證得菩提心，皆須依靠善知識。比如有一條河

很難跨過，這時可將水流分散開來，就很容易渡河。同理，佛法的精華，必須依

靠善知識一一說明才能明瞭。善知識的心續，因具有慈悲與智慧的功德，才有方

法幫助眾生。

以上五個偈頌屬於第一個科判：「傳承來源，以及對道次第生起信心之法」

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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