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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謝鳴 謝

應秋吉尼瑪仁波切與自生智佛學院之祈請，尊聖的薩迦·赤千法王

（第 41 任薩迦法王），於 2023 年 10 月 6 日在尼泊爾國際佛學院賜予

此開示。「薩迦傳承」於 2024 年準備、編輯和出版此文字稿的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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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薩迦傳承」翻譯小組亦把此文翻譯成中文。

本篇由謝寶瓊及謝寶萍慷慨贊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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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薩迦法王健康長壽、長久住世、法輪

常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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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四執

今天，在此同秋吉尼瑪仁波切及其所有弟子、學生相聚，我

想借此機會表達：非常歡喜與你們相見，也祝願你們所有人諸事

如意！我真的很欽佩於仁波切的諸多佛行事業和他遍佈世界的利

生服務，這些事業使許多人通過學習、審思和禪修（即：聞思修）

而受益。

我被請求說一些有關法教的話。你們已經聽聞了這麼多法

教，不需要再補充什麼了，所以我就簡單說兩句。偉大的世尊佛

陀賜予了無數的法教，所有這些被給予的法教都旨在訓練我們的

心——讓我們的心變得更清明、更良善，以便最終都能圓滿證悟。

這是佛陀教導的主要目的。

儘管有許多不同種類的法教，諸如經藏、論藏及其他，但訓

練心的方法是最有效的法教，或說是與這個關鍵時刻最相應的法

遠離四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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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所以，我想簡單說一下關於名為《遠離四執》的修心教法，

這個教法由文殊師利直接傳授給年輕時的偉大喇嘛薩迦巴——貢

嘎 • 寧波（歡喜 • 心髓）。當他還是個男孩時，喇嘛薩迦巴的導

師告訴他，他應該學習，而為了學習，他需要智慧。為了獲得智慧，

導師指示喇嘛薩迦巴去取悅一切諸佛智慧的顯現——文殊師利。

事實上，喇嘛薩迦巴本人就是文殊師利的化身，他為了教化眾生

而以人身示現。

喇嘛薩迦巴遵循導師的建議，進入文殊師利閉關以證得智慧。

圓滿了六個月的閉關後，文殊師利與另外兩位菩薩以充滿光明的

幻身親自示現於他面前，主尊文殊師利對喇嘛薩迦巴說了這四

句偈：

若執著此生，則非佛法行者。

若執著輪迴，則無出離心。

若具有我執，則無菩提心。

若執著生起，則不具正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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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指引很簡短，僅有四句，卻涵蓋了整個大乘之道。通過這

種修心指導，偉大的薩迦巴喇嘛獲得了大證悟。後來他將教法傳

授給兒子和弟子，他們又將此法傳授給自己的弟子，如此直至今

日。薩迦派所有寺院都用《遠離四執》作為入門法教，此法在薩

迦派之外亦具影響力和知名度。藏傳佛教的所有傳承都視《遠

離四執》為重要的修心教法，並且幾乎所有藏傳佛教的傳承都

教授它。

此教法有三部分：前行、正行、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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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部分包含皈依與生起菩提心——雖然四句偈中並未做明

確說明，但顯然，作為一個佛弟子，趨入佛法之道的第一步就是

皈依。根據小乘、大乘、金剛乘，皈依有不同的傳承和層次。

我們說大乘皈依有四個特點：

1. 因素

2. 對象

3. 時長

4. 目的

皈依的第一個特點是因。概括而言，皈依之因有三：恐懼、

信心、悲心。「恐懼」是指對輪迴之苦的害怕，「信心」就是對

三寶的信心，「悲心」就是對一切有情眾生的悲心。在大乘教法中，

此三因都重要，但悲心是重中之重。悲心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它

使大乘法教名副其實。在大乘法教中，你所做的每一個踐行，都

不是為了你自己，而是為了一切有情眾生。為此，你需要大悲心。

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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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皈依的第二個特點是皈依的對象。雖然所有佛教傳承的

皈依對象都是一樣的——我們皈依佛、法、僧——但不同的乘或

不同根基者對這些對象的理解卻不同。根據大乘法教，「佛」是

指具有法身、報身、化身三身的佛。

法身即是實相之身，這意味著具有雙重清淨。對於所有人而

言，我們心的本性是清淨的。每一位有情眾生都具佛性，這是自

然清淨（即：本然清淨）的另一種說法。一切有情眾生心的本性

都是清淨、本初無染、無有障蔽的，然而，目前我們還沒看到這

一點。我們缺乏第二種清淨。我們的心完全被障蔽所覆蓋，障蔽

即煩惱障與所知障。我們缺乏福慧資糧來消除所有這些形式的障

蔽。當我們證得福慧時，就證得了第二種清淨。雖然就凡夫成佛

的過程和現相而言，法身的開顯源自二障的消除，但法身其本身

實際上並不是我們從外在獲得的東西，而是被顯露或被揭示時的

本然清淨。此乃法身。

報身即「受用身」。通過福德的累積，凡夫的肉身就會轉

化為具有三十二相 [1]、八十隨形好 [2] 的佛身，凡夫音會轉化為

六十支分音韻的佛音，凡夫心將轉變成證悟了勝義諦與世俗諦的

遍知智。

報身具五種確定性：

1. 地方確定，是指色界最高的阿迦尼吒天（即：色究竟天、

有頂天 ）[3]，一切諸佛在此得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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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身的確定性，意即具備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 

3. 教法的確定性，教法指諸佛以報身相傳授的大乘法教。

4. 時間的確定性，意味著報身超越一切生死。

5. 弟子的確定性，指高證量的菩薩。

化身即幻化之身，與五確定性的報身不同。化身，是佛以任

何形色、在任何地方為利益眾生所需而顯現的。歷史上的釋迦牟

尼佛實際上是化身。他是一種被稱為「殊勝化身」的化身，因為

即使是凡夫也能視他為佛。

佛法有兩部分：教法與證法。教法是三藏：律藏、論藏與經

藏。對於大乘法教而言，證法尤指已證悟的偉大諸佛菩薩及真正

大乘佛法的見。僧伽是指菩薩或已趨入大乘覺悟道者。這是僧伽

作為大乘皈依對象的特點。

大乘皈依的第三個特點是時間的特殊性。時間是指我們皈依

的時間。根據大乘佛教，我們的皈依是從這一刻開始直至獲得證

悟境界，因為我們的最終目標，是為了利益一切有情眾生而要獲

得圓滿證悟。

大乘皈依的第四個特點是皈依的目的，目的是為了解脫一切

有情眾生，並將他們引領、安置於佛果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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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起菩提心

第二個前行是生起菩提心，或說證悟之心。有情眾生無數無

計，猶如無垠虛空無法估量。我們相信轉世，並非僅有今生；一

切有情眾生，從無始以來至今，都有過轉生。我們所有人都有過

無數的前世，未來還將一樣，除非且直至我們獲得解脫或證悟的

境界。我們會不斷地轉世，總是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父母，

在不同的家庭，無限循環地轉生。因為這個無止盡的循環，每一

個有情眾生皆曾是自己親愛的父親、自己親愛的母親等等。然而

此刻，我們因生命的轉變而不再彼此相識。我們視一些人為朋友，

一些人為敵人，其他人我們漠不關心，事實上，每一位有情眾生，

包括自己的敵人，都是自己的父母。

幫助一切有情眾生，努力救度他們脫離輪迴之苦，引導他們

趨入證悟之道，是我們的責任。然而，作為普通人，我們卻做不

到這一點。我們沒有能力，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智、悲、力。如

果想做到這一點，那就需要獲得證悟。當我們達至證悟境界的時

候，屆時甚至能在一刹那救度無數的有情眾生。通過視覺、觸覺、

聽覺、憶念，我們將能夠利益無數的有情眾生，這就是為何我們

的目標是獲得圓滿證悟。生起菩提心意味著發願證得菩提，正如

我剛才所描述的，是為了利益一切有情眾生；然後，為了實現此

願，我們趨入菩薩道並致力於踐行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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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偈：

若執著此生，則非佛法行者。

這一句直接告訴我們踐行佛法的正確方法與錯誤方法。錯誤

的踐行方法是帶有為了今生目的的執著而行。如果你為了今生而

學習、審思或禪修，那就不是在踐行真正的佛法。它看起來可能

是佛法，但並不是真正的佛法。真正的佛法意味著，你至少是為

了來世而不是為了今生在踐行。

此生非常短暫。對於任何人而言，即使活到一百歲也是稀有

的。人生短暫，又很脆弱，就像泡沫般隨時可破，因此，此生不

值得執著。踐行佛法的正確方法，至少是意識到此生不值得執著。

無論你做何踐行，至少都是為了來世。因此，我們必做的首要之

事，就是放棄對此生的執著，此生是脆弱、短暫、無實質、無意義、

不值得執著的。此生只是向我們展示了踐行佛法的必要。

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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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踐行佛法，你應該審思獲得珍寶人身的困難。每一位有

情眾生皆具佛性，所以每一位有情眾生都有成佛的潛能——倘若

遇到正確的方法。人身具有十八暇滿 [4]，為有情眾生提供了踐行

佛法的最佳機會。十八暇滿，包括免於八種不利情況（即：八暇）

及具備十種有利條件（即：十圓滿）。十圓滿，即五個自圓滿，

以及五個他圓滿。

從因、數、例、性的角度而言，十八暇滿是難得的。不僅擁

有了人身，還具足了十八暇滿，實乃千載難逢的機會，這是通過

自己的祈願與福德而獲得的，沒有比錯失此機會更大的損失了。

經由審思這一點，你就會生起踐行佛法的需要。

其次，因為一切皆無常，所以你也應該意識到快速地、毫不

拖延地踐行佛法的必要性。每個人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世界在變，

我們的身體在變，我們的心亦在變。生命無常，降生到這個世界

的任何人，都必然會死。然而，無人能確定他們何時會死。當然，

也有一些擁有神通的大師，能夠預知自己何時會死，但這種情況

很少見。像意外這樣的事情隨時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隨時

可能失去生命，因此，我們需要踐行佛法，而且還得快速、毫無

拖延地這樣做。

第二句偈：

若執著輪迴，則無出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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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界（即：三有）由欲界、色界、無色界組成。然後，宇

宙或輪迴中有六道：三惡道和三善道。如果生到惡趣中，就會有

難以想像的痛苦。在善趣裏，除非我們仔細觀察，否則就會發現

一個快樂和痛苦的混合體；不過，當我們仔細審查善趣時，那裏

並沒有真正的快樂——這些表面上的快樂，實際上是另一種形式

的痛苦。

所以第二句說，踐行佛法若是為了獲得更高的轉世但仍然留

在六道之一，這就不是正確的出離心。有正確的出離心意味著了

知整個宇宙 [5]，而不僅僅是三惡道，皆是痛苦的自性。正確的出

離心意味著了悟這一點，或者說出離了整個世界和從有界中尋求

解脫。

對有界執著是不對的，這猶如吃有甜味的毒藥一般。有些毒

藥是甜的，若食用會造成巨大傷害。對善趣的執著就如同這般，

善趣看起來很美好、令人歡愉，但對它的執著會給未來帶來巨大

的傷害。

這句直接表明了輪迴之苦，也間接地指向業因果法則：我們

為何出生在這裏，為何我們經歷自己所做的事情，以及誰創造了

這一切。只有你對今生的出生及自己所有以往所作負責，這是你

的業，即你自己的行為之果。如果有惡業，就會墮入惡趣；如果

有善業，就會生到善趣。我們把行為分為三種：善行、惡行以及

無記行，無記行即非善亦非惡的行為。我們一定要做的就是斷除

惡行、行善且將無記行轉為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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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句：

若具有我執，則無菩提心。

此句直接指明菩提心，或捨棄我執的基本菩薩行。從無始以

來至今，我們只關心自己，總是只考慮自己的福祉，然而我們得

到的一切卻是越來越多的痛苦、苦難與不滿。諸佛菩薩捨棄了自

我的目的，將自己的生命、時間和精力悉數奉獻在利益一切有情

眾生上。如此一來，他們就獲得了完全的寂靜與大樂。

菩薩之道就是捨棄對自己目的的執著，其主要踐行之法是自

他交換的禪修，即把自己的一切快樂、自己的善德、自己的好東西，

都給予如母有情眾生，然後把一切如母眾生之苦與不幸，全都接

受到自己身上。以此種踐行，你可以摧毀自我珍愛的念頭。一旦

沒有了自我珍愛的念頭，你就會獲得真正的平和寂靜。只求自己

一人解脫，而忽視如母眾生是不對的。為自己一人獲得解脫並不

能長養你的所有品質，囿於自我解脫是獲得證悟的最大障礙。

如果你對自我目的還有執著，從長遠來看，它會造成巨大傷

害，就像撫養你怨敵的兒子們一樣。從長遠而言，我執會給你帶

來極大的痛苦與苦難。

第四句：

當執著生起，正見已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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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極短的偈頌，但含義卻博大精深。本句指智慧。鳥

要在天空飛翔，就需要雙翼；同理，要獲得證悟，你需要方法

（即：方便）與智慧二者。方便就是菩提心，智慧就是了知一切

現相的究竟實相。有許多不同的觀點，是因為許多不同的宗派試

著在不同層次上詮釋究竟真相。最高的觀點是中觀。根據中觀論，

究竟真相超越概念、超越闡釋、超越語言。如果你執著於任何事

物，例如「存在」或「不存在」、「既存在又不存在」或「既不

存在又非不存在」，那你就沒有正見，因為究竟實相是超越概念、

超越執取、超越闡釋的。執取任何事物都意味著你沒有正見。

此句直接指向內觀智慧（即：勝觀），間接指向獲得智慧的

基礎，即寂止的踐行。沒有寂止，你就無法禪修勝觀。開始時，

你應以一個對象來練習寂止；最後，以無有對象來練習，或安住

於心的清明中，不受任何雜念的干擾。此刻，我們凡庸的心非常

忙碌。心是念頭之流。在如此這般忙碌的心之基礎上，你無法練

習觀智禪修。你必須平息念頭，並保持完全的平靜或一緣專注，

然後你才能禪觀勝義諦或勝觀。

將方便與智慧踐行結合起來，就宛若鳥的雙翼，最終你會獲

得證悟的境界。最終，通過斷除對此生、輪迴與自我目的的執著，

並經由獲得智慧，你會成就佛果與三身，三身就是我剛談論皈依

部分所解釋的法身、報身、化身。你將能夠行持如同輪子般連續

不斷的事業，來利益一切有情眾生。



13

遠離四執

我想傳達的主要資訊，是徹底學習佛法的重要性，接著，學

習佛法之後，你必須實踐它；否則，就像學習如何烹調且準備美

味菜肴後，但卻不享用一樣。同理，當你獲得了佛法知識後，你

應該在生活中——每天二十四小時——以身、語、意來踐行。如

果你這樣踐行佛法，以致於佛法就是你人生的目的，那你就是在

正確地善用你珍寶人身，暇滿的珍寶人身極為稀有。

我的簡短說話就此結束。我祈願仁波切長久住世，繼續在世

界各地轉動佛法事業之輪。祝願所有在此的弟子及你們的咕嚕身

體健康、長壽、所願皆遂。願佛、法、僧的加持，現在直至永遠

都伴隨你。謝謝大家。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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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佛陀的三十二相，即足安平相、千輻輪相、手指纖長相、手足

柔軟相、手足縵網相、足根滿足相、足趺高好相、腨如鹿王相、手

過膝相、馬陰藏相、身縱廣相、毛孔生青色相、身毛上靡相、身金

色相、常光一丈相、七處平滿相、兩腋滿相、身如獅子相、身端直

相、肩圓滿相、四十齒相、齒白齊密相、四牙白淨相、頰如獅子相、

咽中津液得上味相、廣長舌相、梵音深遠相、眼色如紺青相、眼睫

如牛王相、眉間白毫相、頂成肉髻相。

[2] 佛陀的八十種相好，又名八十種隨形好，即無見頂相、鼻高不現孔、

眉如初月、耳輪垂埵、身堅實如那羅延、骨際如鉤鎖、身一時迴旋

如象王、行時足去地四寸而現印文、爪如赤銅色薄而潤澤、膝骨堅

而圓好、身清潔、身柔軟、身不曲、指圓而纖細、指文藏複、脈深

不現、踝不現、身潤澤、身自持不逶迤、身滿足、容儀備足、容儀

滿足、住處安無能動者、威振一切、一切眾生見之而樂、面不長大、

正容貌而色不撓、面具滿足、唇如頻婆果之色、言音深遠、臍深而

圓好、毛右旋、手足滿足、手足如意、手文明直、手文長、手文不斷、

一切噁心之眾生見者和悅、面廣而殊好、面淨滿如月、隨眾生之意

和悅與語、自毛孔出香氣、自口出無上香、儀容如獅子、進止如象王、

行相如鵝王、頭如摩陀那果、一切之聲分具足、四牙白利、舌色赤、

舌薄、毛紅色、毛軟淨、眼廣長、死門之相具、手足赤白如蓮花之色、

臍不出、腹不現、細腹、身不傾動、身持重、其身大、身長、手足

軟淨滑澤、四邊之光長一丈、光照身而行、等視眾生、不輕眾生、

隨眾生之音聲不增不減、說法不著、隨眾生之語言而說法、發音應

眾生、次第以因緣說法、一切眾生觀相不能盡、觀不厭足、發長好、

發不亂、發旋好、發色如青珠、手足為有德之相。不同佛經裏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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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版本，但大同小異，編者本文選取的是比較普遍的一種，感興趣的讀

者可自行查找。

[3] 對於下一世就成佛的這部分十地菩薩而言，特指報身佛所在的色究

竟天內院，以與凡夫天人的居所色究竟天外院作區分。

[4] 十八種暇滿是八空暇和十圓滿。八暇指從八種無有閒暇的存在狀態

中解脫出來，無暇狀態沒有機會踐行佛法。前四種閒暇擺脫了不是人道

的投生：一、地獄眾生；二、餓鬼；三、旁生；四、長壽天人。後四種

閒暇屬於人道，他們擺脫了生為：五、邊鄙地眾生；六、持邪見者；七、

生於「佛不出世」時；八、喑啞者，他們由於五根不健全或者心智愚癡

而無法理解、踐行佛法。

[5] 此處特指輪迴界、有界，具體到娑婆世界是指三界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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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迦 •赤千法王被尊為藏傳佛教薩迦傳承的第四十一任法主。法
王生於 1945 年，來自尊貴的昆氏家族。這一家族的祖先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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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教授——道果法。法王示現出了甚深的智慧與慈悲，他
不辭辛勞地工作著，建立了大量的寺院、尼眾院和教育機構，
並將佛陀教法帶給了世界各地的無數信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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