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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 谢 鸣 谢 

尊圣的第 42 任萨迦·赤津法王——大宝金刚仁波切在美国纽约大悲

遍空寺的祈请下，于 2022 年 6 月 11 日（昂旺 • 洛追显潘宁波的大涅槃

纪念日），赐予此开示。“萨迦传承”于 2023 年准备、编辑和出版此

文字稿的英文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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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萨迦传承”翻译小组亦把此文翻译成

中文。 

本篇由 Maria Julia Silva、谢宝萍、谢宝琼慷慨赞助。我们亦要衷心

感谢所有的发心人员为整理本篇开示所付出的贡献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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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德的老师，犹如明月照亮归途，引导我们趋向正
道，让我们的生命觉醒。

该如何选择可靠、合适的佛法导师呢？

为何选择佛法导师，甚至比择偶更要郑重其事呢？

自己导师的导师，是否也是我们的导师呢？

本篇，辞简理博，是每一位正在或将要选择佛法导
师者的指南，也能让已依止导师者温故知新、掌握

要点。



金刚总持昂旺 • 洛追显潘宁波（语自在 • 智慧利他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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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跟大家道声“扎西德勒（即：吉祥如意）”。众所周知，

今天是一个非常殊胜吉祥的日子。根据藏历，本月是“卫塞”月，

是悉达多太子于蓝毗尼降生的月份，亦是他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树

下获得证悟的月份，还是他在拘尸那迦趋入涅槃的月份。世尊佛

陀也在其他年份的此月中，展演了许多圣事业。

在藏语中，我们称“卫塞”为“本就达瓦”，意即“十万”。

如是称之，是因为在此神圣的月份里，不论我们做何行为，业都

会十万倍增长。不论我们的行为是善或恶，都会乘以十万倍。

今天也要纪念另一特别的日子——今天是伟大的金刚总持昂

旺 • 洛追显潘宁波（语自在 • 智慧利他精髓）的大涅槃纪念日，

他是我们的根本咕噜——尊圣的第四十一任法王贡玛 • 赤千仁波

切（即：第 41任萨迦法王）的根本咕噜。正如法王今早提及的，

他年轻的时候从伟大的金刚总持昂旺 • 洛追显潘宁波处，获授了

共与不共的道果法以及许多其他甚深的法教和灌顶。

值此特别神圣的时期，我们该保持警惕。尽管我们应该始终

依靠正念和自律，但在此殊胜月，谨记着自己的业会增加十万倍，

我们应越发自律和护持正念，更努力地践行佛法。

如何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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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时机，我受请就“如何选择咕噜”给予教学。法教中言，

我们应视佛陀为自己的医生，视其教法为药，视自己为他的病人，

视自己的负面想法——执着、愤怒（即：嗔恨或嗔）、无知（即：

无明或痴）、傲慢、吝啬、嫉妒等——为疾病，我们该像遵医嘱

般接受且遵循法教。我鼓励你们以这种认知来听闻、学习和践行

佛法。

所有的佛法导师可分为三类，对应佛法的三法道：巴利佛教

传承、梵文佛教传承、金刚乘。金刚乘被视作大乘的一部分。就

导师而言，毗奈耶（即：戒律）导师对应巴利传承，共同大乘导

师对应梵文传承，金刚乘咕噜当然属于金刚乘。

有精神导师的必要性

但为什么学佛起初就有导师或咕噜是重要的呢？理解这一点

的最佳方法是通过示例。第一个例子是盲人。若一个失明者，被

遗弃在一片苍茫、荒凉、空旷之地，他就找不到返回之路了；然

而，假如盲人被能看见的人引导，他就可以被带到自己的目的地。

同样，一个完全无知的人无法在精神法道上取得进步；但如果他

依赖一位精神导师，就可被引导走上精神进步之法道了。当我们

聆听（即：闻）、思考（即：思）和禅修（即：修）佛法时，若

不依赖精神导师，我们就会像这位盲人一样，缺乏智慧之眼或佛

法知识之眼。若无智慧之眼，我们就不知何者当取、何者当舍。

缺乏这种智慧，我们就永远无法获得解脱或证悟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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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精神导师为向导，我们可以在下一世获得更高的投

生，从整个轮回中解脱，最终获得证悟或佛果——如果我们有此

愿并努力付诸实践的话。有了精神导师，我们就可以轻松地实现

所有这些短期与长期的目标。

第二个例子是医术高明的医生。生病时，我们会失去力量、

能力和活力，无法做出健康时能做的行动。要完全治愈严重疾病，

还得靠医术高明的医生。现在，我们就如病人一样，正在遭受

“业”与内心烦恼之疾的折磨。其根本原因是无知——不知道何

者当取、何者当舍。有这些烦恼之心的人，就像患病之人一样饱

受折磨。轮回的本性是苦，如果我们想从整个轮回中获得解脱，

那我们必须像依靠良医一样依靠精神导师。然后，我们需要践行

佛法，佛法就是医生开的药。借此，我们可以从内心烦恼之疾与

业中康复，业即自己的行为与其结果，心中的负面想法或烦恼而

导致了自己的行为，由此构成了轮回之苦。

第三个例子是放大镜。放大镜聚焦太阳的能量。假如在阳光

明媚的日子里把放大镜放在一些干草上方，它会聚焦太阳的能量，

草就会开始燃烧。若没有镜片，即便有清澈湛蓝的天空与充沛的

阳光，干草也不会获得足够的能量而被引燃。现如今，有收集和

聚焦太阳能的太阳能电池板，有热水系统利用太阳能电池板将水

加热到滚烫温度。没有这种电池板，即使天上有太阳，也有阳光

下的一缸水，水也不会变得很热。

精神导师宛如放大镜，佛犹如太阳。佛陀无一例外地慈悲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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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一切众生，但由于我们缺乏福德与福报，我们无法直接见到佛

陀，也无法直接从他那里获授教导。然而，伴以传承的加持，精

神导师将佛陀法教的不间断传承，广泛地流传——此传承从佛陀

本人起始，一路未曾间断地延续至今。作为追随者，我们唯有通

过精神导师，才能以未间断的方式，获得佛陀的教导与加持。

诚然，佛陀的加持照耀着一切众生，宛若太阳普照四面八方，但

我们需要精神导师集聚加持，并把法教传给我们，就像缸里的水

需要太阳能电池板来加热一样。

有人或许认为，自己今时今日不需要依靠精神导师，因为可

以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和书籍学习佛法。诚然，我们可以通过

书籍、视频和其他媒介，听到法教并获得佛法相关的知识，但这

不是一回事。导师们拥有佛法无间断传承的加持，从佛陀流传至

今，毫无间断。此外，有些法教没有导师指引，会很难理解。字

词根据上下文可以有不同的含义。导师可以解释这些事情并指导

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导师处得到佛陀和众传承导师的

“未被稀释”、“无有杂染”、纯粹的加持。

如何选择精神导师

当选择一位精神导师时，我们选择的不仅仅是几年、几十年

或今生的某个人为导师。一旦选择了正确的咕噜 [1]，我们就祈愿，

自己在未来、在生生世世都能值遇同一位咕噜。如你所知，本尊

头顶都以其种姓之主作为严饰。举例而言，白度母其实是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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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悟者，她的头顶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象征白度母的咕噜。这

表明即使我们已成佛，我们仍需要咕噜。

我们只有经过彻底审察某人之后，才能选择他为自己的咕噜。

日常生活中，在做出诸如买房等重大投入之前，我们会花时间进

行查询，以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将在房子里

度过很多很多月，很多很多年。在买车之前，我们也会做同样的

事情，尽管车不如房子耐用——这些物品只能用几年或几十年。

然而，自己的咕噜——自己将生起巨大信心与虔敬心的咕噜——

生生世世都会是我们的咕噜，一直持续到我们获得佛果。

在世俗生活中，选择人生伴侣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决定之

一；但从佛法之理的角度而言，选择咕噜更为重要。假设我们

长寿，我们将与自己的生活伴侣在一起五六七十载。如果你在

二十五岁遇到人生伴侣，而你活到一百岁，那么你最多也就拥有

同一个伴侣七十五年，这对于和伴侣相处的时长来说，是非常稀

有的。但咕噜不仅仅是为了今生，在我们的祈请文中，我们说“愿

我们每一世都与咕噜不分离，愿我们从咕噜那里获授佛法教导”，

我们必须遵循这些甚深的祈祷文含义，而不仅仅是背诵它们。

有人也许会说“他曾是我的导师，但现在不是了”，很容易

说出口，但要去做却非正确之行了（即：不如法）。一旦你接受

某人为你的咕噜，你必须保持坚定不移的信心。如果几年后你失

去了信心，那说明你的信心并非不可动摇，而是善变的。你一定

不能像换车一样换你的咕噜。你接受了一位咕噜，并为了一个非



6

如何择师

常特殊的目的而依赖他，如果你的信心和虔敬心变化多端，那你

无法得到咕噜的加持，你也不会在法道上取得进步。事实上，你

也许正在造作严重的恶行。这就是为何在接受某人作为自己的咕

噜之前，对其进行审察如此重要。你必须确定你可以对这个人保

持信心和虔敬心。

在印度，“咕噜”一词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导师。如果你正在

学习成为一名技工，你的老师就被称作你的咕噜。“咕噜”一词

实际上意即为“重”——指的不是任何外在物体的重量，“咕噜”

意即拥有海量知识的人。

精神导师的品质

有不同类型的精神导师——分为戒律乘、共同大乘和金刚乘

传承的导师——但所有的精神导师都应具备三种品质（即：功

德）。首先，导师要有清净的戒行，即导师对戒律的守持圆满无

损，这意味着要从内心深处守持誓言，而不仅仅是表层。无论是

优婆塞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抑或密乘戒，都应被清净持守，

无有染污。

第二个品质是智慧。咕噜应具备辨识佛法文辞与含义的智

慧。咕噜应能够消除弟子的疑惑——若其弟子提问，他应能给出

遣除弟子犹豫与疑惑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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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品质是清净的动机。如果导师给予法教是为了获得很

多学生——为了获得权力、财富或名誉——这是不对的。导师应

伴以清净的动机与真诚助他人之愿，来给予教导。正确的动机，

是指咕噜应该具有真实不伪的出离心、无量的慈悲心和菩提心。

如果导师在无正确动机下给予教导，他不会获得巨大功德。单单

是给予法教，其本身不是功德之举；以错误的动机或世俗的动

机——如为获得金钱或权力——来给予法教，则是恶行。

一个导师好不好，是由其品质，而非名气或头衔决定的。头

衔仅仅是名称而已，并没有实际价值。现如今在印度，学习九年

哲学后获得阿阇黎学位是有可能的。完成学位后，就成为一名阿

阇黎；但是，我们不能将这些阿阇黎与阿阇黎寂天菩萨、阿阇黎

法称或阿阇黎月称相提并论。若这些伟大的阿阇黎，如寂天或月

称，从过去来到现在这里，我会向他们深鞠躬。虽然我有个比阿

阇黎更高的头衔，但事实上，那些阿阇黎比我伟大得多，我们之

间无可比拟。这表明“好”并不取决于任何人拥有的头衔，而是

取决于他们拥有的品质、他们的知识以及他们的证悟层次——这

在金刚乘传承中尤为重要。

如果有人自称是导师，却不具备这些品质，那就像乞丐自称

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一样。乞丐可以这么说——他可以说任何他

想说的——但这么说并不能使之成真。如果我们对咕噜做了审察，

就可以确认出他们是否具备这些品质。仅仅“听说”某人是一位

伟大的咕噜是不够的，你不应该仅以此为基，就与其建立佛法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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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或接受他的教导。你应该做调查并打听此人，调查其品质、态

度和动机。然后，如果你坚信此人，就可以与他建立佛法连接，

并接受教导。

谁是、谁不是你的咕噜

有时，人们会将任何一个咕噜称为自己的根本咕噜。然而，

除非你与某人建立了佛法连接，否则他们就不是“你的”咕噜，

尽管他们可能是咕噜。当你从导师那里接受佛法教导或灌顶时，

他们就成了你的咕噜。在那之前，即使他们对除你以外的许多人

传授了许多法教，他们也不是“你的”咕噜。

相反，我们咕噜的咕噜，即传承咕噜——尽管你未从他那里

获授任何教导，但他也是你的咕噜——不是你的根本咕噜，而是

一位传承咕噜。例如，今天是伟大的金刚总持昂旺 • 洛追显潘宁

波的纪念日，他是第 41 任萨迦法王的根本咕噜，法王是我的根

本咕噜，虽然我没有见过昂旺 • 洛追显潘宁波，他早在我出生前

就已入大涅槃，但他仍然是我的传承咕噜。我可以称他为我的咕

噜，即使他不是我的直接咕噜或根本咕噜。我们念诵的四句皈依

祈请文中的第一句是“我皈依咕噜”，这不仅指我们的根本

咕噜，也指所有的传承咕噜。我们念诵的时候，应该了解它的

意思，即我们在皈依根本咕噜和传承咕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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咕噜与弟子的关系

一旦你通过获授某人的法教或灌顶而接受他为你的咕噜，就

建立了佛法的连接，并建立了咕噜与弟子的关系。一旦发生这种

情况，你就不能放弃你的咕噜。无论咕噜做什么，无论他们有什

么行为，重要的是永远不要失去对咕噜的坚定信心。信心是你践

行佛法之基。经典上说：“那些没有信心的人，在佛法或善行上

皆不会有长进，就像被火烧焦的种子永不会发芽（即：无信者，

法不长，善行不长，如种子，火灼不发芽）。”缺乏信心，我们

就无法提升自己的品质，或获得证悟，或在精神道上取得任何进

步。但是，如果你从一位咕噜那里得到灌顶，并且保持坚定的信

心，相信他是你的咕噜，永无尽期，那么你就会得到咕噜的加持，

你就会在法道上进步。

据说咕噜也应该审察准弟子。咕噜应考察准弟子是否有求知

及理解佛法含义的心愿，是否有了解佛法的能力。其次，咕噜应

该确定准弟子对佛法有真实不伪的兴趣（即：意乐）。第三，他

应该考察准弟子是否有坚定的信心。如果没有正确的品质，他就

不会成为真正的弟子。然而，当导师看到具有这些品质的人时，

就视他们有资格成为弟子。

现如今，若咕噜违背我们的意愿做了一些事情，我们很容易

失去信心，这就表示我们不是真正的弟子。最重要的是：永远不

要对自己的咕噜失去信心，而是接受他们为咕噜，不仅仅是今生，



10

如何择师

而是生生世世。必须有真诚的、坚定不移的信心——不是表面的

信心，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信心——因为道上的一切进步都来自

咕噜。如果有这般信心，那你就会有很多品质，在此基础上，你

就会在精神之道上取得巨大的进步。

净观

简言之，我们依靠咕噜能获得的所有加持，都取决于自己的

见解。如果我们认为咕噜是真正的佛陀或金刚总持，那向咕噜祈

祷时，自己的心相续就会得到佛陀或金刚总持的加持；如果我们

认为自己的咕噜是菩萨而不是佛，那向咕噜祈祷时，就只会得到

菩萨的加持，而不是佛的加持。一切都取决于自己如何看待咕噜，

尤其在金刚乘中，咕噜是一切皈依的结合（即：总集）：咕噜是佛，

咕噜是法，咕噜是僧。咕噜是三宝的总体，咕噜就是三宝。关于

四句皈依祈请文，我们说“皈依咕噜”是皈依三宝的最简短版本，

因为三宝完全包含在咕噜之中。

咕噜、佛、法、僧是不可分割的。尽管他们能以不同的形色

或面向示现，但他们在实相中具有相同的本质。咕噜即佛，咕噜

即法，咕噜即僧。我们应伴以这样的认知，对咕噜生起强而有力

的虔敬心和信心。以这样的信心依止咕噜，我们不仅会获得大智

慧，也会得到真正的加持，还能在心相续中获得咕噜的真正力量。

如果我们以真诚的方式依止咕噜，依止他们的建议和教导，我们

不仅会从三恶道中被救度，也会从三善道中解脱，这意味着从整

个轮回中获得解脱。最后，我们也可以为了一切众生而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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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关于如何选择咕噜还有很多其他课题，但今天我就此结束简

短的演讲。我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咕噜——伟大的金刚总持萨迦 •

贡玛 • 赤千仁波切的加持，现在乃至永远都与我们同在。愿我们

今生乃至未来的生生世世都成为他的弟子。愿我们有福报和福德

接受其珍贵甚深的教导，从而获得巨大的加持，在法道上取得巨

大的进步。以此，愿我们终能为了一切有情众生而证得解脱及证

悟的境界。

总结一下，为了一切众生而成就佛果，我们应该回向今天所

有的功德，连同所有其他的功德。我们应从内心深处，将一切功

德，回向给我们的根本咕噜、伟大的金刚总持——第 41 任贡玛 •

赤千仁波切：愿他长久住世、法体安康、常转法轮，弘法事业

深远、广大。谢谢大家。

注释：

[1] “guru”（梵）音译为 “咕噜” ，藏文为“喇嘛”，意为 “老师”，

尤其是金刚乘的精神老师 。在佛学术语中，一般译为 “上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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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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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