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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圣的第 42 任萨迦·赤津法王——大宝金刚仁波切在新加坡萨迦

寺的祈请下，于 2021 年 3 月 20 日通过视频赐予此开示。“萨迦传承”

于 2022 年准备、编辑和出版此文字稿的英文版，同时“萨迦传承”翻

译小组亦把此文翻译成中文。“萨迦传承”是非盈利组织，致力于保

存和广泛传播荣耀萨迦派的珍贵法教。由于直接或间接参与此开示整

理或编辑的人的付出，本开示的英文版和中文版得以面世，这使许多

人得以与此至为珍贵的开示结上缘份，并能获得暂时与终极的利益。

以此功德，愿尊圣的第 41、42 任萨迦法王健康长寿、长久住世、

法轮常转。

鸣  谢



中观简介

“萨迦传承”翻译小组汉译

尊圣的第 42 任萨迦·赤津法王——大宝金刚仁波切  著  



中观简介

中观简介

概括而言，伟大的世尊佛陀原是一个普通人，和我们所有人

一样。但是，他已于很多劫前，在文殊师利菩萨的协助下，生起

菩提心。[1] 过后，已于三大阿僧祇劫 [2] 中积累福德和智慧，并最

终获得了证悟境界——佛果。就梵文传统或大乘传统而言，事实

上他在以悉达多王子的身份示现于这世界上之前，便已在无量劫

前获得了佛果。

尽管如此，佛陀却检验了所有趋向佛果的方法和道途。换言

之，佛陀向我们展示趋往佛果的法道，首先是由他亲自来检验、

探索和践行的；而通过此道，他在得到暂时和终极的幸福方面，

获得了非常积极有益、明确无误的体验——这便是佛陀向所有有

情众生所展示的法道。此道能引导他们从痛苦和不满中解脱，同

时趋往暂时和终极的幸福。

首先，让我们简要回顾释迦牟尼佛如何获得圆满佛果的历史。

在普通人眼中，释迦牟尼佛在成佛之前，诞生在蓝毗尼的一个皇

室家庭中为悉达多王子。他从小就过着优越、享有特权的生活，

拥有奢侈的物品。长大后，他发现众生都在受苦，并想：“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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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方式缺乏实质和意义。”故此，他放弃了自己的王国，以

寻求一条精神之道。

在寻求佛果的过程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禅修了六年，

但最终意识到苦行无助于获取内在的、终极的证悟。因此，佛陀

改变了践行方式，停止了苦行。在接受了一些食物后，佛陀在菩

提树下禅修，在那里降伏了一切魔，并最终达到了证悟的境界。

悉达多王子意识到，奢华的生活方式和不吃不喝的苦行生活

方式，是两个极端。如前所述，虽然释迦牟尼佛在未降生于这世

界的无数劫前，已经证得佛果，但在普通人眼中，他是在菩提伽

耶成佛的。成佛后，佛陀的所有行为和所有予以的关于行为和见

解的教导，皆是中观或中道，也就是远离两个极端（另译：边），

即远离永恒主义的极端（另译：“常见”的极端；常边）与虚无

主义的极端（另译：“断见”的极端；断边）。

总的来说，中观不仅指观点，还可以指行为。佛陀成佛后，

并没有立即转动法轮。佛陀说，虽然他已经发现了深遂的、犹如

甘露的法义，但由于没有人能理解，故他不会给予教授。强大具

力的世间神梵天和帝释天去拜见佛陀，并祈请他转动法轮；同时，

佛陀观察到在瓦拉纳西附近的鹿野苑有五个具福报的弟子，他们

已完成了接受教导的准备。鉴于所有这些缘起（即：缘起聚合），

佛陀来到鹿野苑，向五位具福报的弟子予以了第一次教学，这是

众所周知的“初转法轮”。这发生于佛陀成佛七周后。在此初转

法轮中，佛陀教示了四个神圣真相（另译：四圣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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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所有法义都远离二边，它意味着四圣谛的教法亦远离

二边，因此也是中观的教法。因为在这个教法中，佛陀既展示了

“苦”的因和果，也展示了“止息苦”的因和果。从泛义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说，佛陀的所有法教和行为都属于中观，因为它们皆彻

底离于二边。

最甚深的中观见，是由世尊释迦牟尼佛在王舍城，也称“秃

鹫峰”，二转法轮时所教授的见地。彼时，佛陀直接予以了甚深

的空性见教法，这些教法后来被他的弟子记录在《般若波罗蜜多

经》中。和佛陀的所有法教一样，关于空性的教导也是中观法教，

但它特别地基于甚深中观见。

佛陀将无数珍贵而甚深的法教传授给各类追随者。由于不同

的追随者对法义的理解方式和关注点不一。例如，一些人专注于

这个教法，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其他的教法——最终在印度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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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四种佛学宗派，它们是：有部、经部、唯识和中观。

这四个宗派有各自的方式，来阐释其对中观，即“远离二边”

见地的理解。 所以，这就是四个不同的宗派。然而，事实上，中

观宗不承许（“承许”即：承认、赞同）其他三个宗派提出的解释，

声称其他三个宗派并没有开显究竟的中观。

中观宗用三个部分来阐释究竟中观：基、道、果。根据中观     

宗，基中观是二谛的不二（另译：无别），二谛是指世俗谛和胜  

义谛；道中观是指福德和智慧的无别；果中观意指二身，即法   

身和色身无别。因此，所有这些基、道和果都是中观。

中观宗在解释声闻、缘觉、菩萨或大乘的道中观时有自己

的方式。菩萨道和大乘道是相同的含义。中观宗解释说，声闻道

和缘觉道都是离于二边的，但是菩萨道或大乘道的中观是究竟中   

观。根据大乘传承，佛陀所有的法教都可以归纳为二谛——世俗

谛和胜义谛，并且佛陀未曾开示过其他的、既非世俗谛也非胜义

谛的教法。

中观可分为两种：主题中观（另译：所诠义中观）和词句中

观（另译：能诠句中观）。“主题中观”指的是中观教法的含义，

而“词句中观”指的是阐释中观教法含义的词语。此外，“中观”

一词也分两类：佛陀的教言，如《般若波罗蜜多经》；以及大师

的教言，如龙树菩萨、圣天菩萨和月称菩萨等所著的中观论释。

之前我们讨论过，中观总义包含了佛陀的所有行为和见地；

然而，有时当我们谈到中观或主题中观时，只是指见地——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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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边的究竟见地，一种超越语言、思想和描述的境界。因此，

中观是非常珍贵和甚深的。佛陀教导说，若不依靠中观或中道，

就不可能从整个轮回中获得解脱。正如鸟类需要双翼飞越轮回之

洋，同样，当遵循佛陀的教导时，我们作为普通人需要双翼——

中观的见地和行为，去越过轮回之洋。没有中观，我们将无法从

整个轮回中获得解脱。因此，中观非常重要。正如我之前所强调的，

佛陀的所有教法，无论是什么，都指向世俗谛或者胜义谛。这二

谛都是离于二边的中观。

概括而言，我们所看到、感觉到、听闻到或触摸到的任何现相，

皆是世俗谛。所有现相都不是本来就存在的。因为，倘若它们是

真实存在，就意味着这些实体是不依赖于因与条件（即：因与缘）

而独立存在的，而且其本质永远不会改变，故此是恒常的。然而，

我们所看到、感觉到、听到或触摸到的任何现相，却都并非如此。

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实体和所有现相，都不是恒常和独立的，全都

依赖其因缘。

现在，我们怎能说世间的这些现相是远离二边呢？答案是：

所有这些现相都呈现给我们看、感受 ....... 在我们看来，宛如一场

魔术表演、一场梦。现相在那里，因此离于断边；但同时，现相

并不真实存在，不是本来就存在的，也不是独立的或恒常的——

正因为如此，所有现相也都离于常边。简言之，所有世俗谛的现

相都像一场魔术表演，不是完全的空，因此离于断边；一切事物

却不是本来存在的，因此也离于常边。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所

有的这些现相或世俗谛都是中观，都是离于常边和断边的。



                                                  中观简介

6

如果谈及究竟真相或胜义谛，没有什么是究竟的，也根本没

有“极端”，即“边”。有很多逻辑推理来建立究竟的见地。首先，

重要的是要知道有两种类型的“无我”：法无我和人无我。然而，

那些不了悟真相的众生，却执着于有两个“我”。为了要否定（另

译：破斥）这两个“我”且认知两个“无我”，我们需要通过逻

辑推理来否定两个“我”。首先，要否定“法无我”，我们采用

逻辑原由，来否定四“边”的生起。

四边

四种边见的第一个是自生，指所有实体都是由己而生。我

们可以说，如果作物是自生的，那么作物作为其结果状态是毫无

意义的。换言之，如果“自己”是种子，而种子又是由它自己而

生出的（即：自生），那么就没有什么新物去作为其果，即作

物，因为在“因”出现的时候，“果”已经存在了。故此，自生

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在因产生时，果已经存在，则因和果之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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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区别了。此外，在我们的世俗生活中，如果作物，即果，是

可见的，则其因，即种子，已经消失了。所以，自生是不被接受的。

一粒种子是由同一粒种子所产生的——这是不具说服力（另译：

不应理）的。因此，通过这样的逻辑推理，用世俗的例子，就否

定了自生的边。

第二个边是由“他”而生。如果因和果是不同的，即若其果

相较其因是完全不同的实体，则表明任何结果都可产生，不论其

因是什么。若是如此，一粒水稻种子可以产出其他种类的谷物、

水果或蔬菜。然而，我们知道这根本不可能。种稻得稻，一粒水

稻种子只能生出水稻，它是不能产出其他作物的。倘若作物是由

“他”生，而非由同一种种子所生，那就会有过失——产出与其

因不同的许多不同种类作物（比如：种瓜得豆），而这并非事实。

因此，通过这样的分析，这个“他生”的说法，不会被我们接受，

因为根本没有“自生”或“他生”。“生”的第三个边是自他二

者共生，这也是错误的。

“生”的第四个边（即：无因生）与第三个边相反，指果既

不是自生也不是他生。

通过这些逻辑推理和分析，我们可以确定，所有的现相都不

是由真实存在的事物而生的。事实上，逻辑推理证明了没有真实

存在的自我或现相。

关于第二个“我”——人无我。伟大的月称菩萨在《入中论》

中以马车为例，提出了七种逻辑推理来否定这个“人我”。论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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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不再细说。尽管如此，这七种理证否定了人我的真实存在。

这些逻辑推理否定了“人我”和“法我”两者，从而确立了

究竟的见地。当我们否定了“人我”和“法我”两者时，我们将

通过非概念性的甚深智慧，来直接证悟二无我。那时，我们就会

从整个轮回中获得解脱，并逐渐获得佛果，即为了一切有情众生

而达至的证悟境界。

我还想提到的是，波罗蜜多的随学者在见地的闻思修方法上

更清晰、更详细、更完整。因此，波罗蜜多乘或大乘的传承所呈

现的中观见地，更清晰、更详细、更完整。“更清晰”是因为《般

若波罗蜜多经》直接和清楚地呈现了五蕴 [4] 并非真实存在，故此

是“空”。月称菩萨的《入中论》说明了有二十种空性。而“空”

是二十种空性之一，被称为“空空”，这意味着若我们认为中观

见只是“空”，那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意即我们正在坠入空边。

事实上，空性本身并没有这样的分类，但从见解的主体角度

来看，呈现了这种分类。真实的见地超越了所有的思维和语言。

当我们执着于它为空性时，我们不能认为这就是空无的——这种

见地不是正见。究竟的见地，即中观正见，是远离一切执着或执

取之念的。

至此，我们已讨论了波罗蜜多乘传承如何对空性予以更清晰、

更详尽的阐述。波罗蜜多乘传承也予以了更圆满的阐释。波罗蜜

多乘教义不仅否定了第一个边，事实上，此传承彻底否定了所有

四边。因此，这成为了圆满的空性见，即完整的中观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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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根据法王的解释，文殊师利菩萨曾协助许多过去佛，包括释迦牟尼佛，生

起菩提心和践行佛法（法王于 2022 年的补充）。

[2] 阿僧祇或译为无数、无央数，意为不可计数的、多到没有数目可以计算，

是一个古印度计数单位。阿僧祇劫是指无数劫。劫是印度教和佛教的宇宙观

术语，意思是一段对人类来说极长的时间。劫共分为大、中、小三劫。三大

阿僧祇是指从菩萨到成佛所需的时间。一共有五十菩萨阶位。首四十阶位属

于第一阿僧祇劫，从初地到第七地是第二阿僧祇劫，从第八地到第十地（即

佛果位）为第三阿僧祇劫。释迦牟尼佛经历了三大阿僧祇劫转贪、嗔、痴等

三毒心为三解脱而圆满佛果位。

 [3]《转法轮经》记载佛陀初转法轮的教法，即四圣谛。

 [4] 五蕴：色、受、想、行、识。 这些都是我执的基础。

简言之，中观的见地非常重要。没有中观见解，无论我们践

行了多少，仍然不可能获得解脱或佛果，即证悟境界。因此，我

们需要的是理解《远离四种执着》，这样我们才能获得解脱，并

最终达到佛果，即证悟的境界。

《远离四种执着》的前三个远离是行为方面的，而第四个远

离是见解方面的。综上所述，这四句揭示了中观的行为和见解。

所以，有了中观的行为和见地，我们将能够获得解脱，并最终证

得佛果，即证悟的境界。

至此，现在我将圆满关于中观见的简短开示。愿大家能为了

一切有情众生皆获得暂时和究竟的证悟，而了解、践行和遵循中

观的见地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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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归“萨迦传承”拥有

第 42 任萨迦·赤津法王——大宝金刚仁波切，是萨迦·赤千法王
（第 41 任萨迦·赤津法王）的长子。以其学识之渊博、教导之清
晰而闻名于世。大宝金刚仁波切被认为是藏传佛教传承中最为具相
的传承持有者之一。他属于高贵的昆氏家族，这一家族从未间断的
世系传承一代又一代地涌现出了众多杰出佛法大师。

从年轻时开始，大宝金刚仁波切便从萨迦·赤千法王及其他博学且
极富成就的上师处领受了如海般的经部和续部的法教、灌顶、传承
和窍诀。在印度萨迦学院历经数年严格的佛法学习后，他被授予了
卡楚巴学位。从 12 岁开始，仁波切完成了包括喜金刚在内的多次
闭关禅修。以至极之谦逊，应全球弟子们请求，仁波切巡游世界各
地广泛地授予佛法教学及灌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