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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圣的萨迦·赤千法王（第 41 任萨迦法王），于 2018 年 8 月 6 日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色拉杰基金会赐予此开示。“萨迦传承”于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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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萨迦法王健康长寿、长久住世、法轮

常转。

鸣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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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已给予了众生无量教法，诸法皆为调伏其心。有些经

文需要经久的训练和践行过程。有些高僧大德们学习（闻）、

审思（思）和禅修（修）这些教法。禅修后，他们获得体验。

他们将自身的体验付诸文字，给我们一个概述（即：要诀），

让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去践行。

我将赐予的修心教导，是文殊师利菩萨直接传授给喇嘛萨

迦巴——萨千·贡嘎宁波（法力高深·欢喜精髓；萨迦初祖）的。

喇嘛萨迦巴通过践行此法，获得了伟大的证悟。此偈颂仅有四

句：

1

若执着此生，则非修行者。

若执着轮回，则无出离心。

若具有我执，则无菩提心（证悟之心）。

当执着生起，正见已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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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执着此生，则非修行者。

这一句“若执着此生，则非修行者”，直接诠释了何为正确

的践行方式，以及何为错误的践行方式。错误的方式是执着此生，

那么，无论你做何种践行——学习、审思或禅修，甚至是诸般高

深的禅修——尽管貌似佛法，但并非真正的佛法。你仍然为了今

生的目的——获得名誉、财富、弟子、地位等等而行。故此，这

不是修行，不是真正的佛法。

有的人说“践行佛法没有让我的人生变得成功”、“我的生

意没有风生水起”、“我没达到既定目标” ……，这种说法和

想法是错误的。佛法不是为了今生，佛法至少是为了未来的生生

世世，因此舍弃对此生的执着，至少能帮助我们不会堕入恶趣。

我们守持着正确的德行，以便能继续投生善趣。

若执着轮回，则无出离心。

地狱道、饿鬼道和旁生道三恶趣中，总是有太多的痛苦。我

们可能会认为善趣是苦乐参半，时而快乐，时而痛苦，但这是因

为缺乏对轮回的仔细观察。若我们仔细观察，则会发现轮回毫无

安乐，遍满痛苦。因此，善趣也是不值得留恋的。所以，我们要

从整个轮回中彻底地出离。

为此，我们要知道轮回之苦和业因果定律。我们为何处于轮

回中？事实上，我们深陷轮回不是因为外力，而是因为自己的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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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自己的善业和恶业决定了来世的去向。若行善，则投生

善趣；若造恶，则堕入恶趣。但即便生在善趣，那也不是恒常的，

而且在善趣也有苦。一旦投生善趣，最终我们又会堕入恶趣。

因此善趣也不值得执着。所以，我们要完全地出离轮回。

若具有我执，则无菩提心（证悟之心）。

无始至今，我们执着于“我”。我们总是为自己而行。我们

有“自我的目的”，自我的目的是我们唯一一直在关注的事情——

然而，我们由此得到的，全是痛苦。这一次我们生而为人，并具

足了学修佛法的一切便利条件，因此，我们必须要舍弃对整个轮

回的执着，至少要寻求寂灭和解脱。

这一句还指出：这次我们必须要摧毁“自我目的”，并且为

其他有情众生投入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要做到这点，我们要具备

真心实意的慈悲心。若无慈悲心，则无法生起菩提心——所谓菩

提心，即证悟之心。换言之，这句偈直接诠释了菩提心，也间接

地阐明了慈悲心正是菩提心之因。

当执着生起，正见已丧失。

举例而言，飞鸟凭藉双翼翱翔天空，只靠一只翅膀是无法飞

翔的。同样，要获得证悟，我们不能只靠方便一者，或者只靠智

慧一者；我们既需要方便，也需要智慧。方便是指慈悲心、菩提

心等等，而同样，我们也需要智慧。就好像当你走路时，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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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脚和眼目。若有腿脚而无眼，我们看不见；若有眼而无腿脚，

我们不能行：因此，行路需要同时具足腿脚和眼目。同样，要获

得证悟，我们需要具足方便和智慧二者。依方便积累福德资粮，

而智慧是关于见——最终的见。

佛教的学派和哲学众多，但最高的是“摩达米卡”——中观

派。中观派说究竟实相远离一切边，“边”指的是“存在” （有）、

“不存在” （无）、“既存在又不存在” （二俱）、“既不存

在又不是不存在” （二俱非）。因为对实相的见是超越感知的，

所以这里讲的“当执着生起”是说，如果你执着其为“存在”，

或者执着其为“不存在”，或执着其为“既存在又不存在”，或

执着其为“既不存在又不是不存在”，那么就已经失去正见了。

正见是超言离思的。为了有正见，我们需要坚固的“全然专注”

（另译：寂止）。

如此，这一偈颂亦间接地解释了“专注”。首先你要专注，

这样你的心才能安住于一点上。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禅修，

最终证悟将水到渠成。

舍弃对今生的执着，至少使我们不堕恶趣；舍弃对轮回的

执着，至少使我们不会堕入轮回；慈悲心、菩提心，使我们不

会沦为声闻、缘觉；最后，舍弃“对见的执着”，使我们免于

无法获得证悟。因为若你执着外境的显现，把当前一切显现的

现相视为真实，将一切迹象、实体或个体视为实存的，那么就

像把海市蜃楼当作水来渴望着，那是无法让你解渴的。海市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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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真正的水，仅仅看起来像是水。然而，当你走近海市蜃楼，

“水”消失了。

我听说有些口渴的动物会不断跑来跑去，越跑越渴，最终因

此力竭而亡。同样，那些善趣所呈现的看似美好的景象，并不能

实现我们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舍弃对它们的执着而致力于寻

求证悟。当我们获得证悟时，就能获得无量功德。你可以修很多

的本尊，做很多观想、念诵和禅修，甚至修习最高的密法，但具

有慈悲心、菩提心、空性见，是众多的践行中至关重要的。缺乏

慈悲心、菩提心和空性见，是无法成功的。这些践行某种程度而

言是一种前行，但同时也是所有佛法践行中的“生命力”。

以此，我圆满本次教学。愿你们的心灵之道能够圆满成功。





萨迦 • 赤千法王被尊为藏传佛教萨迦传承的第四十一任法主。法
王生于 1945 年，来自尊贵的昆氏家族。这一家族的祖先可追溯
到西藏历史的早期。该家族在十一世纪时创立了萨迦派。年轻
时，法王从众多卓越的大师和学者处接受了高强度的佛法训练，
包括了佛教哲学、禅定修习和修法仪轨等。

普遍地，法王被认为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他是许多新生代
佛法上师和行者的精神导师，并在东西方国家皆传授了萨迦派
的核心教授——道果法。法王示现出了甚深的智慧与慈悲，他
不辞辛劳地工作着，建立了（大量的）寺院、尼众院和教育机构，
并将佛陀教法带给了世界各地的无数信众。

“萨迦传承”—— 把珍贵的萨迦教法

以您的母语精准圆满地传达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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