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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謝鳴 謝

尊聖的第 43 任薩迦·赤津法王——智慧金剛仁波切於 2021

年 8 月 22 日，在西班牙巴塞羅納的薩迦德究土特授予白瑪哈嘎

啦灌頂後，賜予此開示。“薩迦傳承”於 2022 年準備、編輯和

出版此文字稿的英文版，同時“薩迦傳承”翻譯小組亦把此文翻

譯成中文。“薩迦傳承”是非盈利組織，致力於保存和廣泛傳播

榮耀薩迦派的珍貴法教。

本篇由陳氏家族慷慨贊助。我們亦要衷心感謝所有的發心人

員為整理本篇開示所付出的貢獻和努力。

以此功德，願尊聖的第 41、42、43 任薩迦法王健康長壽、

長久住世、法輪常轉。



佛法勸誡我們，若要離苦得樂、解脫、證悟，就

得放下種種執著；既然如此，為何又有財神尊、

長壽佛這些本尊的踐行法門呢？

 

何為“修法”？其目的又是什麼？

修法是否意味著，我們必須如玄幻小說中的人物，

肄業辭職，遠離人群，到深山野嶺“修法”呢？

 

本文，

法王就佛法踐行的盲點，提綱挈領，予以點撥。

薩迦傳承 |sakyatradi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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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瑪哈嘎啦（即：白大黑天）是我們為了實現精神目的而踐

行的財神本尊——我們踐行此本尊並非為了世俗目的。倘若你僅

僅是為了世俗成果而踐行白瑪哈嘎啦，例如為了變得富有或出名，

那你只會更深地陷入輪回——作為佛教徒，我們的目標是脫離輪

回。然而，我們的精神踐行，可以受益於某些物質條件，比如長壽、

健康的身體等。有許多本尊踐行可以幫助我們具有這些有利條件。

舉例而言，要長壽，我們有阿彌陀佛（另譯：無量光佛）；要健

康的身體，我們有藥師佛；要淨除自己踐行上的障礙，我們有金

剛手菩薩。白瑪哈嘎啦亦如此。

財富有多種形式，比如，有內在財富和物質財富。任何我們

擁有財富的形式，都取決於自己的業：增加善業，會增加我們的

有利條件。佛法踐行者當然不需要太多的物質財富，但我們需要

足夠的物質財富來生存。你可以想，財富就像擁有一輛車。假如

你想開車去往某地，你需要汽油；或者如果車是電動的，則需要

電池。不管那輛車有多大或多好，沒有汽油或電池，將無法運行，

而它對你將不再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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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而言，目的地就是佛果。我們的目標是證悟，即覺醒，

而我們所做的一切踐行，都是要達成這個目標的方法（另譯：方

便）。以禪修為例，它有短期的和長期的利益。短期內，其利益

包括緩解壓力和有更平靜、更放鬆的心理狀態。許多人以禪修來

緩解職場、家庭或生意上的壓力。作為佛教徒，我們踐行禪修的

目標則是長期的：踐行禪修是為了獲得慧（即：勝觀）或對本性

的認識和見解。

為了獲得慧，首先我們需要控制自心。若我們無法將自心保

持在一個狀態（即：安住），那麼，要獲得對本性的認識和見解

會很困難。這就是奢摩他（即：寂止）踐行的重點：首先，要控

制自心。目前，我們的心隨處遊蕩，我們在同一時間想著十件不

同的事情。我們的心總是在未來，想著午、晚餐，或關於明天、

明年的計畫，關於我們的恐懼，等等。一顆穩定的心是禪修之始。

當你能夠將心持續地置於一處時，你就可以將專注力引向任何你

所欲之處。

請記住：我們所有的負面情緒，都來自憤怒（即：嗔）、貪

執（即：貪）和無知（即：無明或癡）三毒。若我們研究這三者，

會發現它們歸根結底指向兩個因素：懷疑和希望。這二者都意味

著心住在未來，不管你擔心某些事情，抑或對其有所希冀。基本上，

我們將未來的問題帶到了現在。在現實中，擔心這些事情當然是

沒有意義的。你和我可以整天擔心關於明天會死的可能性。畢竟，

我們肯定有一天會死去，而且它或許會在明天發生，但我們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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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過活。是的，總有一天我們都會死；不過今天我沒有死，而

且我可以專注於我的佛法踐行。

在我們把心置於當下時，我們會更平靜、更自在。我們往往

感到不滿足，認為擁有的不夠——無論是食物、財富還是生活中

的其他東西。假如我們能夠只是回到當下，我們就會覺知到我們

現在所擁有的東西。非常有趣的是，當我們放任自己的心離開當

下、信馬由韁時，我們會感到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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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而言，重點是讓我們的心保持平靜並維持於“一條直

線”中。我們一般會不停地在感到快樂與不快樂之間徘徊交替。

當然，我們不能讓自己冷漠無情，但是我們可以讓自己的精神狀

態更加穩定。這是一項重大成就，對你的日常生活會有影響。若

不把你的佛法踐行帶到日常生活中，就宛如一個有錢人活得如同

乞丐般，這違背了擁有財富的目的。

此外，當你快樂，就會正面地影響其他人。你或許已經注意

到，其他人可以感受到我們的能量。我們快樂時，周圍的人會變

得更快樂；若我們不快樂，也許總是生氣，這也會影響他人。如

果我們總是生氣，他們或許會害怕。

佛教的基本教義是，憤怒乃三毒之一，三毒即貪執、憤怒以

及無知。我們知道這一點，然而，在“智識上瞭解某事”與“伴

以信心而具的知識、確信的知識”之間是有區別的。在我們的佛

法踐行中，我們努力獲得“確信的知識”。我們在智力方面知道

我們都會死，但是考慮一下失去所愛的、關心的人，比如父母、

孩子或寵物會怎樣？你可能會哭泣和尖叫，或者感到身心不安；

然而，在你接受這個人已經離開了的那一刻，你就會停止哭泣，

你可以開始恢復你的正常行為。干擾的出現，是因為你執著於那

個人，拒絕相信他們已經離開了，儘管你知道這是真的。在你最

終接受這個事實時，你就可以開始恢復正常的狀態了。這就是“知

道”與“伴以確認信而知道”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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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德為基礎，並且伴以佛法的學習，這就是我們需要踐行

之處：慢慢地，建立一顆平靜的心，長養確認信的知識。這不會

在一夜之間發生。通過佛法的學習，我們可以知道什麼是惡行，

我們還可以知道應該對他人有悲心。這些都不是難以知道的事情。

但是，將這些付諸日常生活中，卻是另一回事。我無法觀你的心，

但我可以觀自心，而我知道當我生氣或經歷貪執、無知時，將知

識付諸實踐是多麼的困難。我們需要找到可以應用於觀察自心的

方法，以便在憤怒生起時，能找到並分析它。當你嘗試這樣做時，

肯定會有所不同。如果你發現哪怕是一個小方法，可以讓你觀察

到你的憤怒，它就會讓憤怒減少，而這就是一項真正的成就。

誠然，要獲得證悟，光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踐行佛法是不夠

的。我們應該想到，世上每一位的所欲之事，皆跟我們自身有著

相同點。念頭太容易像國王住在宮殿般地住進自心，想著“我一

定要有最美好的家或最英俊的男人、最美麗的女人”，又或者我

們想“我必須在最高大上的餐廳用膳，享受最美味可口的食物”，

或者想“不管他人有什麼，我也應該擁有”。我們都有自己的清單。

即便在一個小團體中，我們也會受到這些想法的影響，例如：“嗯，

我是更加漂亮的”，或者“我更加擅長這個或那個” 。即便只

有兩個人時，這些想法也會出現。我們的心在玩弄我們，而我們

必須審視這些想法，瞭解它們是如何運作的，並去獲得真正的、

因確認而相信的知識。

從某一方面而言，證悟是極為容易的。我們都知道空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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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那個不是固有存在的。說起來容易，但是要徹底地、有信

心地瞭解空性卻極其困難。要證悟空性，意味著將自己從我執的

想法中擺脫，這是我們的基本目標。我現在以非常簡易的方式，

向你們解釋這些事情。當然，我們可以花畢生的時間，去學習這

些東西；然而，我想強調在日常生活落實我們已懂的知識之重要

性。我們不是為了學習或者變得聰明才學習佛法，而是為了了悟

我們心的本性。然後，我們可以通過運用我們的理解力、慧，同

時觀察我們的情緒——我們的憤怒、貪執和無知，在日常生活中

踐行佛法。如果你能分析為何你會感到憤怒或貪執，那就是一個

非常好的踐行方法。你不僅僅可以在儀軌踐行期間或者在寺院中

這樣做，還可以與家人、鄰居或同事在一起時這樣做。倘若你做了，

那你會有更快樂、更自在的人生。

即便我們在踐行白瑪哈嘎啦時，也應該在沒有我執、執著，

同時伴以對空性的一些瞭解下而踐行。舉例而言，你在觀想著瑪

哈嘎啦，記得你做的每一個禪修、儀軌中，有一個生起次第，最

後有個圓滿次第——這是重要的。若你對自生起次第有執著，那

麼你可能會開始認為你是如此強大有力，或者你可能會陷入某些

其他過失中。儀軌的最後，我們將一切融入空性中，而這是對自

心的重要練習。

這些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事情。我現在希望你們會精

進地踐行佛法，並且將你的踐行帶進日常生活中，因為你所學的

任何東西，若沒有在生活中運用它，就毫無意義。當然，即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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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地踐行佛法，獲得證悟可能也需要好幾世。對於其他人而言，

也許只需要數年或一生。有些人甚至在灌頂儀式上就獲得了證悟，

肯定有這種情況發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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