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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頌「曾記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W6z3iT03eQ 

 

曾記否 那一顆心 從遠古走來 

帶著他的慈悲 穿越到現代 

曾記否 那一顆心 溫熱著你 溫熱著我 

曾記否 那個聲音 呼喚著你 呼喚著我 

曾記否 那一雙眼 洞悉著你 也洞悉著我 

曾記否 多少春秋 他帶著我們走 

無論苦樂 無論圓缺 風裡雨裡 他走在前頭 

曾記否 他的淚 震撼著你 震撼著我 

曾記否 他的笑 燦爛著你 燦爛著我 

 

法師前行提策 

* 曾記否影片中有師父帶著大家包餃子的一幕。以前在鳯山寺的

地下室，會放很多圓桌，過年時會圍很多法師和沙彌，師父有體

力時會到每一桌跟著大家包餃子，而包得最好的都是師父。師父

說厲害的包水餃師傅，一按就可以包好。之後看到上師的父親也

真是一樣，而且可以用兩手包 

* 師父包餃子時，會每桌示範。而且在每桌會講同一句話，有很



深的用意 

* 師父說「任何事都有訣竅，掌握了就不難」每年都講一樣的話 

* 我們學習廣論、宗大師教法，也可以算是修行人，應該稍微會

有這種認識。 

* 修行人要就煩惱現行進行調伏，但煩惱並不好對付，對付了一

個，很多又像海嘯冒出來，一連串不好對付 

* 佛陀的訣竅是空性，證悟空性，所有的煩惱可以滅除，因為煩

惱來自同一個根源，也就是無明、我執。佛陀說斷除煩惱有訣竅，

如大樹從根砍斷，就是空性 

* 上師的師長大阿克，拉卜楞寺聞思學院院長，稱為「法台」。大

阿克 70 幾歲，弟子小阿克 60 幾歲時，第一次正式教上師、法師

現觀莊嚴論。 

* 菩薩道的修行人，在全廣 137 講中也提到，希求成佛者，分成

利根、鈍根二者。大阿克說利根者對空性先產生定解，由於一切

法無自性，因此心也無自性，心本性不是煩惱，和煩惱分離 

* 由於可以和煩惱究竟分離，因此自他有情都可以成佛。所以為

利有情願成佛是可以做到的。 

* 至於鈍根者，沒有對空性產生決定解，有此內外障礙，自他的

心和煩惱不分離，因此發心容易退，成佛較慢 

* 對此，有一個喻。利根者就像很會做生意的人，對穩賺不賠的

生意，會把全部家當壓下去 

* 修行有訣竅，宗大師教法特色，是培養我們成為利根者 

* 學廣論、五大論，抉擇空正見、空性，成為利根修行人，快速

成佛，這是訣竅所在。 

* 學習教理，不是現證空性，是有定解。如果先現證空性，容易

走上小乘，回小向大，走上成佛比較慢的路 



* 對空性理解，不能深，也不能淺，要恰當好處，並且依止善知

識 

* 師父幫大家種很深的種子，因為訣竅是很重要的。學習廣論，

是訣竅的大學。如聽人家講話，也有訣竅 

 

希望新生 第 204 則「正理源於淨智」 

正理是什麼呢？正確無垢的道理。非常簡單地說，它是清淨的智

慧對於事物所安立出來的量則。

 

 

* 朗忍巴 Lanrim 尊者，是百年內的廣論成就者，著有道次第心傳

錄。尊者說抄寫自己上師言教功德，比抄寫大藏經功德高。因為

上師是十方諸佛總聚體。「供養上師一毛孔，勝供三世一切佛」 

* 這是從教理成立的結論 

* 正理是什麼呢？正確無垢的道理。》非常簡單地說，它是清淨

的智慧對於事物所安立出來的量則。 



量是不欺誑的心識。正確的心識，沒有被騙，沒有被矇蔽，對境

界觀察也是正確的 

* 正確心識所緣也叫量，對事物認識正確，可以判斷事物標準 

* 佛菩薩正理，用清淨智慧安立 

* 學清淨正理的好處。有一個瀕死經驗者叫白克雷，他在倫敦的

公園摸鐵欄杆，結果看到一百多年前公園景象，因為帶有一百多

年前業力 

* 上師加持物，是佛菩薩、修行者，加持著這物品 

* 佛菩薩的修行道理，從清淨的正理出來，也是業力加持 

* 學習廣論理路如何變好？要聽上師師父理路，其嚴謹的理路，

也是加持物 

* 早期有位同學，到僧團做義工，覺得自己理路不好，想要加強

理路。法師建議他唸福智之聲，消化師父的理路，把理路研究清

楚，如此理路可以進步。半年後，這位同學就發現不一樣 

* 佛菩薩正理，有清淨智慧業力的加持 

* 每周堅持學習兩個全廣進度，會有很大的好處 

 

 

心之勇士 第 204 則「佛陀愛子之心」 

佛菩薩一定不會忽略任何一個可以利益我的瞬間，因為他的心就

是等著這一刻，要把最完美、最美好的一切，趕快給予我這個獨

一愛子，讓我從此變得幸福。 

這是所有的佛陀，從初發心到最後成正等覺永遠不變的熱切願

望！ 



 

* 廣論中提到佛陀業功德 P102｢業功德者。謂身語意業，由其任

運無間二相，而正饒益一切有情。此復由於所化之別，堪引化者，

能仁無不令其所化會遇圓滿，遠離衰損，定作一切所應作事。」 

* 佛陀身語意業可以不間斷饒益所有有情，對善根成熟者，佛陀

救渡眾生，使其可以得到最圓滿的結果，其為一切有情，做一切

該做的事 

* 為何一切境界都可以觀功念恩？因為佛陀法身遍一切處，任運

無間饒益有情，不會忽略任何一刻，任運地饒益我，不論順、逆

境，因此必然有功可觀，有恩可念 

* 自己要提昇或抱怨？在一切境界中。 

* 要能體會這一則法語，因為佛陀心意如此，但為何我感覺不到？

因為自己的業力 



* 多年前僧團有位同學，不太想出家，法師想幫他。這位同學早

上、午餐出現，再來就看不到人影。法師盯著他一起去洗碗，一

轉眼人又不見了。法師又找他，遠遠在牆角。法師要去找他，中

褂又被釘子鉤到 

* 法師想找到他，想幫他，但這位同學感覺得到嗎？感覺不到》

因為自己的業力 

* 觀功念恩的練習很重要，因為有佛陀法身的加持 

 

* 學大師教法，要有一個習慣，把內容反覆熟練，並且收攝成扼

要，這是很重要的習慣。早年師父的開示，法師會幫師父整理。

如果師父給法師三天時間，法師會用兩天祈求，幫助法師看到中

心，之後法師再把理念整理出來。通常這樣整理師父會覺得可以 

* 其後上師要提升法師，上師問法師對師父理路的體會如何？法

師說應該還可以。上師問法師真的理解師父的想法？上師覺得不

是。上師指點法師，覺得法師「聽太少，想太多」。學習時，要

緊貼原文，反覆聽、反覆想，如此，中心會出現 

* 一開始中心要聽出來並不容易，但要設有目標，想學到什麼程

度 

 

134 講 QA 

Q：三主要的證得 

A： 

* 文殊師利菩薩給宗大師的教授。文殊菩薩是一切諸佛之師 



* 三主要道：出離心、菩提心、空正見。凡夫到成佛的三個要領 

* 宗大師有見到文殊菩薩，見到時很謹慎，先問師長，師長承許，

再用學習的經典請教文殊菩薩，確定是否符合教理。不能隨便承

許。宗大師抉擇很謹慎 

* 出離心：出離輪迴。輪迴本質是苦，如同囚犯要離開牢獄 

* 菩提心：要繼續為利眾生願成佛，把眾生解脫當成自己責任 

* 空正見：無自性 

* 「凡是存在的，上面都有空性，對吧？都有個無自性的道理。

但是無自性的真理、真諦，在凡夫的眼、耳、鼻、舌、身、意上，

在境界上能夠顯示出來、能夠洞悉到嗎？是很難的，對不對？比

量上證得也是不太容易的。 [04′28″]」 

* 佛陀講一切法無自性，即為空正見 

* 無自性，這個境界看來實在，在不是境界他方成立。是我業力

感得。如水人看是水，天人看是甘露，餓鬼看是膿血 

* 我們看到就會覺得是水，但本質不是水。無自性，不同的業，

會起不同的作用，如天人起的是甘露業。不同的業起不同的作用，

成立杯子裡的水無自性，沒有本質。否則任何人看到都要一樣 

* 不是從境界成立，是自己業力感得 

* 聽無自性覺得懂，但看到盆栽會覺得無自性？其實是實實在在

哪？沒法顯示無自性，我們只看到局部 

* 不是實在在那裡，但也不是不存在 

* 有盆景和沒盆景仍有差，其有作用，真實不虛 

* 不是真實存在，和不存在不是同義 

* 要發起出離心，救眾生出輪迴，會覺得有無自性？凡夫不會覺

得如此，因和佛陀看到的不同 

 



Q：對境要生起正念，和三主要道的證得有何不同？ 

A： 

* 正念，在廣論修習軌理 P51LL2「念者，謂聞思修，諸善法義，

所成正念」 

* 正念，心很穩定的緣著，覺察力是正知 

* 火光穩定是正念，亮度是正知，正念越強，正知越強。反之亦

同 

* 緣到法，就是正念，最後會涵到包含三主要道 

* 要先緣起正念，緣到法，其內涵越來越豐富 

 

Q：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反過來說，自己有不同角色，在什

麼境界下會覺得自己知道？如能生起正念，是否面對境界比較不

會犯錯？ 

A： 

* 要覺察自己瞎子摸象 

* 要如何給人提醒？如何觀察自己是對的？ 

* 學佛的人，雖還沒成佛，局部觀察有價值、正確？ 

* 用三種清淨觀察幫助我們確定 

* 現量：直接用感官偵測到，感受到也探索到，就正常人  

* 比量：感官探索不到，但可用正確推理（如山後有煙，可以推

理山後有火） 

* 信許比量（聖言量）：對學佛者最重要。因為瞎子摸象，大都我

們並不了解。要相信有正確經驗的人，相信他的經驗，如無限生

命，從現量、比量推不來。佛陀有全面完整認識，因此經驗範圍

外，感官、推理都無法達成，透過有全面完整經驗者，佛陀，我

承許它存在 



* 一件事的取捨，要用三種清淨觀察 

* 現量：如太陽從西邊出來，沒有清淨依據 

* 比量：肥胖的提婆達多， 白天吃很少，推論晚上吃很多 

* 比量：一個人越來越肥，白天、晚上都沒吃，違反比量，沒有

根據 

* 信許比量：有人說沒有無限生命，佛陀說有，我相信佛陀 

* 用清淨根據，觀察局部仍有價值 

* 瞎子摸象為何是最好指示？因為這是我們修行問題的根源，可

以用佛法歸納出來 

* 今勤瑜伽多寡聞，廣聞不擅於修要，觀視佛語多片眼，復乏理

辯教義力，都因為瞎子摸象 

* 今勤瑜伽多寡聞：想修行，不想聽，不想了解道理。表示自己

理解的局部，卻以為是全部，這是瞎子摸象 

* 廣聞不擅於修要：不了解業果、無自性。境界不是從他方成立，

不是本來就不好，是業力所感。業果是佛所講的真諦。境界不好，

要改變自己，如沒有業果見，只想改變外境，如此方向錯誤，不

了解業果，也是瞎子摸象。沒看到全面的真相，執著自己看到全

部，沒辦法修要 

* 觀視佛語多片眼：瞎子摸象，如讀佛經，只抓到自己懂的，就

以為是全部 

* 復乏理辯教義力：以為自己了解的已是全部，不想多討論，這

是瞎子摸象 

* 修行問題、煩惱、痛苦，都源於瞎子摸象，把局部當全部 

* 這一個病根，是佛陀對我們最好的指示 

 

Q：看不到事情的根本，和世間說要有自信，要如何判斷、區別？ 



A： 

* 要用三種清淨觀察 

* 要找到最有力的靠山，才會有自信 

* 按照佛菩薩的觀察，可以有自信 

* 從自己莫名其妙地有自信，不可靠 

 

Q：但自己的自信不是來自現量？要如何抉擇？ 

A： 

* 一般世間覺得我感覺到，但不會覺得是現量 

* 現量如何抉擇，佛陀有抉擇 

* 如有人說雪山是藍色，不能說現量 

* 「是名言識所共許」一般正常人也感受到，而且正常人不會質

疑 

 

Q：有人打我，旁邊看到，是否是現量？ 

A： 

* 他打你是現量 

* 杯子感受到是現量 

* 我的心對杯子成量，但覺得杯子有自性不成量 

* 你打我，存在。但不是你打我就直接成立 

* 我的心感到你打我是對的，但覺得是你打我，和我的業感無關，

你自主決定打我，不成量 

* 成量和不成量 

 

Q：打我的存在和打我的人是否有自性是兩件事？ 

A： 



* 打我有發生 

* 但是有自性的人打我，不成量 

 

135 講 QA 

Q：我不知道自己不懂 (I don’t know what I don’t know)，

辯論時自己會有習氣，用對用錯會差很多。如果對境錯誤，回想

淨智營每天要講十個讚美，辯論時看到自己不懂，自己緣在不懂

上。有時想要即學即修，供養師長。 

A： 

* 習氣用對用錯差很多，怎麼看？ 

* 師父說沖殻子、抬槓子  ，勁從哪裡來？歡喜心從哪裡來？為

何越來越起勁？ 

* 「這裡邊講了一下我們的習慣，或者說我們的習氣。一個人討

論一個問題，和兩個人討論問題，說：「抬槓子」和「沖殼子」對

吧？這個師父在《備覽》裡還有一大段在講。說：「抬起槓子、沖

起殼子，越沖越起勁，越抬越起勁。」這個「勁」是什麼啊？歡

喜心對不對？和力道，就提起來了。一旦把我們生命裡對某一部

分跟別人討論問題那個力道提起來，用在佛法上的時候，能夠善

巧地利用這個特長的話，那麼可能就不會「復乏理辯教義力」，就

不會缺乏這個特點。 [04′23″]」 

* 歡喜心源自瞎子摸象子的習氣，執著大象就是如此。執著於自

己局部認知的習氣 

* 上師常想如何把一個人最難改的習氣，變成他修行最大的動力。

透過辯論是一個方式 

* 祖師陳那、法稱，也是運用人的習氣，幫助我們修行 

* 如年輕人喜歡唱歌，運用習氣，讓他們修行，透過讚頌 



 

Q：辯論時，兩方處於瞎子摸象，也用三種清淨觀察，有沒有輕

重之分？ 

A： 

* 辯論時，最後信許比量力量最大 

* 討論超過感官、經驗範圍，只能依憑信許比量 

* 對佛陀了解有沒有出入，跟其他佛陀說法有沒有矛盾，如果有

矛盾就不是對的 

* 辯論會有勝負、高下，真正的作用，是要深入佛菩薩教理，更

進一步發現自己心裡的無明 

* 攝類學第一題「是顏色是不是都是紅色」？我們的現行，就是

是顏色都是紅色，用局部代表全部，有人傷害我，全部都是負面；

有人前半生不好，就覺得一輩子都不好，也是「是顏色都是紅色」 

* 有人感受發現是錯的，不會受感受擺佈。清晰照見，不會被影

響，修行就要學這個 

* 永遠不要忘記宗大師在辯論當下現證空性，其中有止、有觀，

不能散亂、昏沈 

* 高量修行人，看似辯論，但同時在修止觀 

* 發現自己的無明 

* 對瞬息萬變的境，用辯論的學習才能快速對應 

 

Q：陳那、法稱菩薩 

A： 

* 用辯論來修行由二位菩薩整理而成 

* 著作釋量論 「因明」，因明的意涵就是指明了原因，而這些量

學的論典」 



* 研究正確的心態 》量學 

* 建立最完整就是兩位菩薩 

* 法稱菩薩用論解釋「釋量論」 

* 一般人不知辯論是拿來修行，宗大師再次發揚光大 

* 辯論時，持戒，可知應取應捨，和修行相關；挖掘自己無明、

見解，並予以破斥 

* 宗大師讀釋量論信淚長流，因為成佛次第都在其中 

* 因明的意涵就是指明了原因：我們用一個因成立，這個因品質

好不好，就是因明學 

* 因明學用三種清淨觀察檢查原因 

* 修行方法、內涵，透過因明檢擇，不能盲修瞎練 

* 法師遇過佛洛依德的權威，也學習廣論。法師請教精神分析的

核心，其回答人的心裡都有病。那沒有病的狀態是？「知道自己

有病」，法師覺得怪怪的，沒有解釋病為何 

* 沒有發現內心問題出來哪，發現錯又推翻，並無法解決問題 

* 因明，抉擇的取捨，理由是否經得起檢查 

* 我們常用的解決方法，並沒有簡擇，而盲修瞎練 

* 多門札倉：現證空性者，一般覺得境界從自方成立，現證者，

可以理解並非如此，境界並非自方成立，可以直接穿牆而出 

* 宗大師拿黑石頭，按下去變成軟的，現在還在 

* 上師師長用石頭磨青稞，用腳踩在石磨上出現腳印 

* 現證空性者得以如此，此為多門札倉 

* 師父在夢裡可以修空性。夢裡看到大船可以對穿而過，一般人

只能在清醒時修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