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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開始講《明義釋》，內容主要是八事七十義，因為《明義釋》裡舉

了很多它的根據，因此辭句變得非常多。印度學智者寫的《現觀莊嚴論》

的釋論比較著名的有 21部，其中最好的是《明義釋》。對此不管之前在印

度，或之後在西藏的學智者皆一致同意，無異議承許這部是最好的。在西

藏的三大寺，各寺院都有《現觀莊嚴論》的釋論，但都以《明義釋》為基

礎而作解說。這部《明義釋》的意義非常清楚﹑廣博，但辭句非常簡潔。

就其他 21部釋論看來，它是一部非常精簡的一部論。如果看其他的《現觀

莊嚴論》釋論尋求密意時，若和《明義釋》有不同﹑不符的地方時，應該

捨去其他釋論，改以《明義釋》為主，即使一個辭句不同，也要以《明義

釋》為主。 

        這部論的作者是獅子賢論師，是廣行傳承的上師之一，實際上他對於

《中觀》﹑《現觀莊嚴論》都非常精通，可是為什麼把他放到廣行傳承上師

裡面去？那是因為阿底峽尊者的廣行傳承，有來自獅子賢的關係，所以把

他放到廣行傳承裡；又因為阿底峽尊者的甚深傳承，不來自獅子賢的關係，

所以不把他放到深觀傳承裡。實際上他對於見解﹑行持都非常精通。 

  廣行傳承最主要是闡述《廣中略三部般若經》的隠義現觀次第傳承，

而深觀傳承最主要是闡述《廣中略三部般若經》的直示空性次第傳承。 

        廣行隱義現觀次第傳承，一開始是從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傳下來

的，從世尊傳給至尊彌勒→無著→世親→聖解脫軍→尊者解脫軍→勝軍→

調伏軍→靜命論師；靜命論師有很多名稱，有「毗盧遮那﹑靜命﹑菩提薩

埵﹑堪布揚大滇巴﹑辛帝饒基帝」等，這些都是靜命論師名稱。他的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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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是獅子賢→大古薩利→小古薩利→金洲→阿底峽尊者。靜命論師的弟

子有百千位，若看靜命論師的傳記，會知道他的壽命有 900歲，非常的長

壽，所以他有非常多的弟子，靜命論師曾到西藏，是第一位在西藏宏揚顯

教教法者。第一位在西藏宏揚密法者是蓮花生大士。因為靜命論師非常長

壽的關係，上半輩子﹑中半輩子﹑下半輩子的弟子非常非常多，其中最優

秀有兩位：獅子賢和蓮花戒。獅子賢論師精通於《現觀莊嚴論》，可是他未

曾入藏；而蓮花戒精通於《中觀》，也宏揚中觀，後來也到西藏，入藏後，

寫了《修次上篇﹑中篇﹑下篇》三篇。 

        關於獅子賢的傳記有很多，有些傳記提到獅子賢還在母胎時，他母親

被獅子吃了，可是獅子並没有傷到胎兒，因此他才被取名為獅子賢，這一

點尚待考究。在《道次傳承上師傳記集》中的獅子賢傳記裡，就有提到這

一點。《道次傳承上師傳記集》已有中文版，自己去看就知道了，從佛算下

來的第十位就是獅子賢菩薩。獅子賢的母親被獅子吃了，沒人照顧，因此

就出家為僧，出家學習了很多論著，尤其精通於「現觀」。在他之前，聖解

脫軍﹑尊者解脫軍已經寫了很多關於「現觀」的釋論。 

        他心裡也想寫部「現觀」的釋論，有一天晚上作夢，夢到天空中的雲

裡，有位天神露出半身在獻供養，他問天神：「你在供養誰？」，天神回答

說：「現在至尊彌勒在講《現觀莊嚴論》，所以我獻供養。」，天神這樣說後，

他當然也想見到至尊彌勒，所以在夢中很虔誠地作祈請，因此在夢中親見

到至尊彌勒，於是他請問至尊彌勒說：「您寫的《現觀莊嚴論》，現在有眾

多的釋論，我應該依循哪一部？」至尊彌勒就告訴他說：「你把所有的釋論

都閱讀後，可以攝集重點另寫一部釋論。」所以他在夢中得到至尊彌勒的

開許。 

        既然獅子賢得到至尊彌勒開許可寫《現觀莊嚴論》的釋論，於是他就

下決心要撰寫，但是撰寫釋論須要具足很多順緣，例如需要有功德主來贊

助，所以就外出尋找功德主，當時一位國王叫達瑪巴，它是一位佛教徒，

他早已耳聞獅子賢是一位非常精通《現觀莊嚴論》的智者，他想從獅子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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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聽聞《現觀莊嚴論》的釋論，所以派人去迎請獅子賢，所派的人和獅

子賢在半路上相遇，因此他就到功德主那裡去了。因為有功德主供養的關

係，所以他寫了很多釋論。在 21部《現觀莊嚴論》的釋論中，他就寫了四

部，也寫了很多其他論著的釋論。 

        21部的《現觀莊嚴論》釋論，其中，《般若經》和《現觀莊嚴論》配合

起寫的釋論有 12部，其中就有 3部是獅子賢寫的。不配合經，只是《現觀

莊嚴論》的釋論有 9部，其中一部是獅子賢寫的，就是這部《明義釋》。 

  配合《二萬頌般若經》和《現觀莊嚴論》的釋論是《二萬頌八品釋》。

配合《八千頌般若經》和《現觀莊嚴論》的釋論是《莊嚴光明釋》或稱《大

釋論》（大疏）；這部《明義釋》又稱為《小釋論》（小疏）。另外有一部是

配合《攝經》和《現觀莊嚴論》的釋論，《一萬八千頌般若經》有 87品，《攝

經》是其中的第 84品。這部《明義釋》並沒有配合《般若經》作解說，只

有引述《現觀莊嚴論》而已，單純是《現觀莊嚴論》的釋論。 

        講授者《現觀莊嚴論》是至尊彌勒。講授處是在兜率天。但在人間第

一位宣講《現觀莊嚴論》的是聖者無著。聖者無著在兜率天從至尊彌勒處

聽聞後，返回人間，成為第一位宣講《現觀莊嚴論》者。聖者無著在世 150

年，他有眾多弟子，但其中最優秀的追隨者是他的弟子世親，無著和世親

是同母異父的兄弟，他們兩位雖然廣為宣講﹑弘揚《現觀莊嚴論》，但未曾

寫下釋論。 

  第一位撰寫《現觀莊嚴論》釋論的是聖解脫軍，他配合《二萬頌般若

經》和《現觀莊嚴論》寫的釋論是《二萬頌光明釋》。在獅子賢還没寫《明

義釋》之前，在《現觀莊嚴論》的眾多釋論中，最出名的是聖解脫軍寫的

釋論，等到獅子賢論師寫了《明義釋》後，最出名的就是這部《明義釋》

了。 

        在《明義釋》一開始，有幾句像文章般，其他的是偈頌，大約有七﹑

八偈，其中獅子賢論師說在他之前有四位非常出名並精通《現觀莊嚴論》



此文稿為自他學習而做，僅供參考，容有疏失，懇請指正。       道次世界：http://www.lamrimworld.org/ 

明義釋 2008TC-001-20080228  - 4/11 -             阿底峽佛學會修訂 2012/01/04 

者：無著﹑世親﹑聖解脫軍﹑尊者解脫軍。靜命﹑勝軍﹑調伏軍並沒有解

釋《現觀莊嚴論》，獅子賢論師之前雖然有非常多的上師，但他是從佛釋世

尊算下來的第十位。他們四位（無著﹑世親﹑聖解脫軍﹑尊者解脫軍）撰

寫《現觀莊嚴論》的釋論時，並未獲得《現觀莊嚴論》的究竟密意。獅子

賢論師在《明義釋》的偈頌裡說「雖然他們四位非常出名﹑非常精通《現

觀莊嚴論》，但未獲得《現觀莊嚴論》的究竟密意，他們未獲得的，我已獲

得，又雖然他們都寫了《現觀莊嚴論》的釋論，但我仍再寫《現觀莊嚴論》

的釋論。」 

  簡單而言，聖者無著是第三地菩薩，他本身是中觀應成派，早已了悟

空性了，可是當他寫《現觀莊嚴論》的釋論時，是站在唯識宗的角度（見

解）寫的，為什麼？因為他是唯識宗的開宗師，加上他最重要的弟子世親，

世親本身是唯識宗，無著本身雖然不是唯識宗，可是因為要對他的主要弟

子和眾多唯識宗的弟子宣講的緣故，因此在解說《現觀莊嚴論》的密意時，

就站在唯識宗的見解作解釋，所以没有獲得《現觀莊嚴論》的究竟密意。

同樣地，世親本身是唯識宗，因此解釋《現觀莊嚴論》的密意說一切所知

唯心性「諸法唯心造」，總之以唯識宗的主張解釋《現觀莊嚴論》的密意，

所以並没有獲得《現觀莊嚴論》的究竟密意。 

  聖解脫軍和尊者解脫軍兩位是中觀自續派者，聖解脫軍有獲得《般若

經》和《現觀莊嚴論》的詞句，但没有得到真正的意義。尊者解脫軍詞義

雖皆未獲得，但將所獲得的全部講述了，因此獅子賢說「前面四位祖師都

没有獲得《現觀莊嚴論》的究竟密意，因此我將再寫《現觀莊嚴論》的釋

論。」 

  請看文，「「「「第一品第一品第一品第一品    一切相智一切相智一切相智一切相智。。。。 

        梵語云梵語云梵語云梵語云：：：：阿毘三昧耶阿朗迦羅那摩般若波羅蜜多鄔拔提沙奢薩毘締阿毘三昧耶阿朗迦羅那摩般若波羅蜜多鄔拔提沙奢薩毘締阿毘三昧耶阿朗迦羅那摩般若波羅蜜多鄔拔提沙奢薩毘締阿毘三昧耶阿朗迦羅那摩般若波羅蜜多鄔拔提沙奢薩毘締 

        藏語云藏語云藏語云藏語云：：：：協繞吉帕若度欽北勉那吉滇決翁巴兜悲堅吉則哇協繞吉帕若度欽北勉那吉滇決翁巴兜悲堅吉則哇協繞吉帕若度欽北勉那吉滇決翁巴兜悲堅吉則哇協繞吉帕若度欽北勉那吉滇決翁巴兜悲堅吉則哇（（（（音譯音譯音譯音譯）））） 

        漢語云漢語云漢語云漢語云：：：：般若波羅蜜多教授現觀莊嚴論釋般若波羅蜜多教授現觀莊嚴論釋般若波羅蜜多教授現觀莊嚴論釋般若波羅蜜多教授現觀莊嚴論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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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該論的名稱。 

  請看文，「「「「第一卷第一卷第一卷第一卷    敬禮一切諸佛菩薩敬禮一切諸佛菩薩敬禮一切諸佛菩薩敬禮一切諸佛菩薩」」」」 

        這一句並不是《明義釋》本身的詞句，是從梵文翻譯到藏文的譯師寫

的「譯敬文」。每一卷含 300偈頌，這是譯師們作的規定。實際上，這部《明

義釋》並不全都是偈頌，倒像是文章，共有五卷，每一卷各有 300偈，一

共有 1500偈。為什麼譯師要立「卷」？是預防日後有人對論著作增減動作，

如果不這樣作，或許有人會自認厲害，就把自己的意見添增上去或認為原

文錯誤而將之刪改。所以譯師立「卷」有防止他人增益或損減的作用，就

是防止他人任意增減竄改。 

        「敬禮一切諸佛菩薩」這句是譯師所寫的譯敬文。為什麼要寫譯敬文？

因為這部論原本是梵文，譯師須要將它從梵文翻譯到藏文，在翻譯的過程

會有很多的障礙出現，包括內在和外在的，內在的障礙是指翻譯到一半時，

內心不快樂或生病；外在的障礙例如非人或邪靈等不喜歡論著被翻譯出來

者，會製造障礙阻饒，為了要平息眾多內外障礙，並使翻譯順利完成的緣

故，譯師都會在論首寫上譯敬文。 

        譯敬文禮敬的對象有三種：(一)禮敬文殊曼殊師利菩薩﹑(二)禮敬一切

諸佛菩薩﹑(三)禮敬一切遍智。以前，在翻譯時，若要完整譯出究竟密意，

並非只有譯師一人可以完成的，必須是印度班智達和西藏譯師雙方合作才

可，在翻譯的過程，還要有功德主贊助才行，翻譯這部論時，是藏王當功

德主，翻譯好了，他們三者會一起做審核。翻譯出的作品，不外乎經﹑律﹑

論三法藏，因此他們制定一個規矩：凡是翻譯經藏，就禮敬一切諸佛菩薩；

譯敬文若是「禮敬一切諸佛菩薩」，則可確定該部作品屬經藏。凡是翻譯論

藏，就禮敬文殊曼殊師利，因為文殊菩薩是智慧本尊；譯敬文若是「禮敬

文殊﹑曼殊師利﹑妙音尊」，則可確定該部作品屬論藏。凡是翻譯律藏，就

禮敬一切遍智。《現觀莊嚴論》和《明義釋》的譯敬文都是「禮敬一切諸佛

菩薩」，所以可以確定該部論屬經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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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看文，「「「「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莊嚴彼諸頌莊嚴彼諸頌莊嚴彼諸頌莊嚴彼諸頌，，，，令成眾莊嚴令成眾莊嚴令成眾莊嚴令成眾莊嚴，，，，造釋故敬禮造釋故敬禮造釋故敬禮造釋故敬禮。」。」。」。」 

  首先，第一偈是禮供偈。經典並没有禮供偈，因為經典是佛說的，衪

是至高無上的，除了禮供衪自己之外，沒有其餘的禮供對象。但其他的任

何論著，在論首都會有「禮供偈」，論著作者都會先禮敬﹑供養自己心中信

仰的對境；若不先寫禮供偈的話，在撰寫過程可能會有很多內外障礙產生，

或許一開始時就寫不下去，或者寫到一半就擱置了，或者寫到後面時就擱

置了。所以從一開始到結束之間，會產生有很多障礙，為了防止眾多內外

障礙的產生，撰著者都會先作禮供﹑供養，所以論著一定有禮供偈。 

        禮供的對象，並沒硬性規定，例如，至尊彌勒的《現觀莊嚴論》是禮

供（禮讚）三智；月稱菩薩的《入中論》是禮供大悲心，這是特殊的對境；

法稱的《釋量論》和世親的《對法俱舍論》都是禮供導師世尊，這兩部論

的禮供詞很相似，這部論是禮供的對象，是「般若波羅蜜多」。 

  此偈《明義釋》的「禮供」﹑亦是「立誓撰著」﹑也是「必要關聯語」。

若是《現觀莊嚴論》這三者都有個別的偈頌，但《明義釋》只有此一偈，

就涵蓋三者（禮供﹑立誓撰著﹑必要關聯語）了；其他的論著都有三偈，

而此論只有這一偈，所以此偈很重要。 

  若是佛教的清淨論著，在詳細廣解之前，一定要在開始的禮供偈和所

詮內容之間，插入必要關聯語（需要的關聯詞）進去。「必要關聯語」是什

麼？撰寫論有具備四點：1 所詮（內容）﹑2 需要﹑3 極需（究竟需要）﹑

4 關聯語。這四點之間，極需和需要有關聯，需要和所詮有關聯，所詮和

論著有關聯。只有此偈就已敘述了這四點。 

        《現觀莊嚴論》的「莊嚴」是「飾物﹑裝飾」的意思。譬如某人臉蛋

漂亮﹑身材很好，這就稱為「自性莊嚴」；耳朵上﹑身上戴了各種飾品，這

就稱為「能飾莊嚴」；照鏡子時，鏡子能清楚顯現出，這就稱為「能顯莊嚴」，

如果這三種莊嚴都具備了，這個人心裡會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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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中略三部般若經》是「自性莊嚴」。《八事七十義》是「能飾莊嚴」。

《現觀莊嚴論》是「能顯莊嚴」。值遇自性莊嚴的《廣中略三部般若經》，

又有《八事七十義》做裝飾，而且由《現觀莊嚴論》顯示出，《現觀莊嚴論》

的特別所化機一定很高興。 

  這是至尊彌勒在《現觀莊嚴論》裡講到的。士夫的身材好，就如《廣

中略三部般若經》一樣，是「自性莊嚴」；士夫又在身上穿戴﹑臉上塗抹的

裝扮，就如《廣中略三部般若經》的所詮內容《七十義》，是「能飾莊嚴」；，

鏡子能清楚顯現出自性莊嚴和能飾莊嚴，就如《現觀莊嚴論》，能清楚地將

《八事七十義》顯示出來。照鏡子的人，就喻如《現觀莊嚴論》的特定所

化機，當他們於《現觀莊嚴論》作聞思修時，内心將會很高興。 

        「般若波羅蜜多…敬禮」是向對境般若波羅蜜多敬禮，為何敬禮？「莊

嚴彼諸頌，令成眾莊嚴，造釋故」。「彼莊嚴諸頌」指《現觀莊嚴論》。「彼」

是指般若波羅蜜多。「般若波羅蜜多」是《廣中略三部般若經》。《廣中略三

部般若經》的裝飾就是《現觀莊嚴論》。「莊嚴諸頌」指《現觀莊嚴論》中

的偈頌。《現觀莊嚴論》的「莊嚴」是誰的莊嚴？是《廣中略三部般若經》

的莊嚴。《廣中略三部般若經》本身是「自性莊嚴」。《八事七十義》是「能

飾莊嚴」。《現觀莊嚴論》是「能顯莊嚴」。 

  簡單而言，《現觀莊嚴論》是誰的莊嚴？是《廣中略三部般若經》的莊

嚴。「般若波羅蜜多」是《廣中略三部般若經》。「彼莊嚴諸頌」是《現觀莊

嚴論》裡偈頌。「成眾莊嚴」指成為一切佛母的莊嚴，不只是《八千頌》一

部或《二萬頌》一部或《十萬頌》一部的莊嚴，而是一切《般若經》的莊

嚴，是《廣中略三部般若經》的莊嚴，故是「眾莊嚴」。「造釋」指獅子賢

要很廣泛的詳作解釋般若波羅蜜多。為此等緣故致「敬禮」。 

        《現觀莊嚴論》是《十萬頌》﹑《二萬頌》﹑《八千頌》的莊嚴。《現觀莊

嚴論》是一切佛母的莊嚴。為什麼？《十萬頌》﹑《二萬頌》﹑《八千頌》的

內容，《現觀莊嚴論》將它顯示出來，所以是《廣中略三部般若經》的能顯

莊嚴。只看《現觀莊嚴論》的話，不會知道它是闡示《廣中略三部般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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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隱義現觀次第，依著《明義釋》就能看出《現觀莊嚴論》確實是《廣中

略三部般若經》的能顯莊嚴。獅子賢撰寫《明義釋》的需要，是讓我們了

知《現觀莊嚴論》是一切佛母的莊嚴。獅子賢撰寫《明義釋》的究竟的需

要是要成就相智，暫時的需要是了解《現觀莊嚴論》是《廣中略三部般若

經》的莊嚴。「令成眾莊嚴」的「眾」是指《廣中略三部般若經》。依《明

義釋》可知《現觀莊嚴論》是《廣中略三部般若經》的莊嚴。依《明義釋》

能知《現觀莊嚴論》的內容涵蓋《廣中略三部般若經》的內容。知道的話，

撰寫《明義釋》的暫時需要已達成。 

        「禮敬般若波羅蜜多」的對境「般若波羅蜜多」，主要是指「經教般若

波羅蜜多」，其實這並不只指《廣中略三部般若經》，但在解釋時，多數是

就《廣中略三部般若經》作講解的，其中涵蓋整個般若波羅蜜多，因此這

當中有「果般若波羅蜜多」。「果般若波羅蜜多」是佛。因此，「…般若波羅

蜜多」是《明義釋》的「極需」。 

  所以這一偈是禮供﹑亦是立誓撰著﹑也是必要關聯語。既然此偈是「必

要關聯語」，那麼此偈就必須含有四點：所詮﹑需要﹑極需﹑關聯。「極需」

是以「…般若波羅蜜多」表示。般若波羅蜜多分為四種：（1）經教般若波

羅蜜多（2）道般若波羅蜜多（3）自性般若波羅蜜多（4）果般若波羅蜜多。

其中，果般若波羅蜜多是佛，佛就是「究竟的需要」。依《明義釋》聞思修

最後將證得佛果，這是究竟的需要。 

  「莊嚴彼諸頌」是指《現觀莊嚴論》裡的所詮內容，也是《明義釋》

的內容，所以這句「彼諸頌令成眾莊嚴」也是指《明義釋》裡的所詮內容。

「成為眾莊嚴」表示出《明義釋》的暫時必要性，而究竟需要前面已說了，

是什麼？就是般若波羅蜜多。「莊嚴彼諸頌」就是指它的所詮內容，「令成

眾莊嚴」是指暫時的必要性，究竟必要性是修行所證的般若波羅蜜多。 

  「造釋故」是造釋論的「立誓撰著」。「必要關聯語」必須含有四點：

所詮﹑需要﹑極需﹑關聯。其中第四點，彼此之間的關聯（關係），在字面

上看不出來，它是間接表示的。「關聯」是什麼？譬如，《明義釋》的極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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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需要有關聯，需要和所詮有關聯；所詮和論著本身有關聯，彼此之間的

關聯並不是可直接看出來，而是間接闡示的。聞思《明義釋》，有了悟其所

詮內容的需要（必要性），依著需要可成就極需，因此和需要有關聯，需要

和所詮有關聯；所詮和論著本身有關聯。之間的關聯是間接闡示的。 

  對此不可說不重要，是很重要的，依著論著成辦所詮；依著修持所詮

內容成辦論著的需要；依著成辦的需要成辦極需。因此，極需和需要有關

聯；需要和所詮有關聯；所詮和論著本身有關聯。 

  《明義釋》的第一偈是禮供偈，是向般若波羅蜜多禮敬。這一偈也是

「必要關聯語」﹑「立誓撰著」，在此禮供偈之外沒有另外的「必要關聯語」

和「立誓撰著」。其它論著，這三點會用不同的偈頌講。 

  以上是禮供的部份。接著是各以一偈禮讚四位祖師：無著﹑世親﹑聖

解脫軍﹑尊者解脫軍。 

        在獅子賢之前有難以計數的眾多學智者，例如靜命論師，他是獅子賢

的直接上師。可是當時解釋《現觀莊嚴論》，寫釋論的眾學智者中，最好的﹑

最優秀的就是他們四位，因此有人質疑：已經有這四位精通於《現觀莊嚴

論》的人寫了釋論，您再寫釋論是為什麼？獅子賢說必要，因為這四位有

的是以唯識宗的見解在寫﹑有的得到詞没有得到義﹑有的詞義都沒有得到，

所以須要再寫釋論。 

  請看文，「「「「慈慈慈慈（（（（貪貪貪貪））））眾故博愛眾故博愛眾故博愛眾故博愛（（（（一切貪一切貪一切貪一切貪），），），），聖無著救怙聖無著救怙聖無著救怙聖無著救怙，，，，不敗尊前聞不敗尊前聞不敗尊前聞不敗尊前聞，，，，

作大論之釋作大論之釋作大論之釋作大論之釋。」。」。」。」 

  這是指聖者無著。藏文「卓喇洽巴」是「貪」的意思，所以不是「慈

眾」應該是「貪眾」，翻譯時，不可以隨便竄亂改文字，字面是貪，不可翻

譯成慈，那是有其必要性和理由的。為什麼？作者用「貪」這個字是有理

由的，雖然意思上是慈愛没有錯，但還是請你們將慈改成貪。慈愛有分等

級：有極慈愛和不強烈的慈愛。「貪眾」的貪字有很「強烈慈愛」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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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是眾生。「貪眾」指對眾生有強烈的慈愛。「博愛」的藏文是「棍恰」

是「一切貪」的意思。 

  聖者無著是唯識宗的開宗祖師。佛陀宣說的法，有大乘法﹑小乘法﹑

密咒乘法等眾多法。佛陀涅槃後，不久大乘法就衰頹了，大乘的宗派：中

觀宗﹑唯識宗也跟著衰頹了，只有小乘法廣為宏揚，小乘的毗婆沙宗和經

部宗盛行。 

  大概佛涅槃後大約九百年，聖者無著出世，佛曾經授記聖者無著出世

的年代﹑時間﹑出生的地方，還有他證悟到什麼程度，證悟到第三地，將

會寫什麼論著等主要在在《文殊根本續》中清楚授記，在其餘很多經典中

都有授記，但最清楚授記的是在《文殊根本續》。 

  在聖者無著出世之前，佛涅槃後大約四百年，龍樹怙主出世，龍樹怙

主在在聖者無著出世前已開創了中觀宗，但唯識宗還没有創立，聖者無著

出世後，歷經十二年，閉關修持「彌勒法門」，想見至尊彌勒。但在關房中

他根本沒有見到，這之間還有很多故事，但簡單而言，最後他很失望地出

了關，回去的路上，看到至尊彌勒的化現：一隻黑母狗，下半身血肉模糊，

被蛆吃著它的肉，極可憐的樣子，其實那是至尊彌勒的化現，但聖者無著

並不知道，當他看到母狗這麼可憐狀情，從心中生起了非常強烈的慈悲心，

他本來對眾生就有強烈慈愛了，見到這種情形時內心的慈愛心更為強烈，

這就是「一切貪」（棍恰）的意思，特別強烈貪的意思。有兩個「貪」字，

都是慈愛的意思。 

  因為聖者無著看到至尊彌勒的化現這隻母狗，血肉模糊被蛆在吃的可

憐樣子，心想如果不管這隻狗，這隻狗一定會死，而且死狀很慘，但如將

蛆移開狗身，這些蛆也會死，兩個都要照顧的緣故，就去向人借了一把刀，

將自己身上的肉割下來，但如果用手去抓那些蛆的話，蛆可能會被捏死，

他想身上最柔軟的是舌頭，所以就閉著眼睛，用舌頭去舔，想用舌頭舔將

蛆舔起來放到肉上，要閉著眼睛，因為血肉模糊，若不閉著眼睛，可能會

想吐，當他用舌頭去舔時，卻舔到地上，張開眼睛一看，結果看到至尊彌



此文稿為自他學習而做，僅供參考，容有疏失，懇請指正。       道次世界：http://www.lamrimworld.org/ 

明義釋 2008TC-001-20080228  - 11/11 -             阿底峽佛學會修訂 2012/01/04 

勒，沒有母狗。 

  聖者無著看到至尊彌勒後，就對著祂抱怨：「您好壞，讓我修了十二年，

都不讓我看一下。」至尊彌勒說：「我都在關房裡啊！從你一入關，我就看

到你，和你在一起了，是你被業障擋住才看不到我，現在因為你對這隻母

狗產生很強烈慈悲心的關係，你的業障淨化了，才能看到我。」之後，聖

者無著就拉著至尊彌勒衣角，由至尊彌勒以神通帶他到兜率天去，在兜率

天，至尊彌勒講了《現觀莊嚴論》等慈氏五論，在兜率天中只有聖者無著

是人，其他都是天神。 

  所以，偈曰「聖無著救怙，不敗尊前聞，作大論之釋。」的「救怙不

敗尊」是指彌勒怙主（至尊彌勒），「不敗尊」是至尊彌勒的另外的稱號。「不

敗尊前聞」指聖者無著在至尊彌勒的座前聽聞《現觀莊嚴論》等彌勒五論。

「作大論之釋」的「大論」是指《廣中略三部般若經》，不是《現觀莊嚴論》；

「釋」是釋論；聖者無著寫了《廣中略三部般若經》的論釋。聖者無著並

没有寫《現觀莊嚴論》的論疏。聖者無著在至尊彌勒座前聽完慈氏五論，

回到人間講說，寫了大論《廣中略三部般若經》的釋論。他只有解說《現

觀莊嚴論》而已，並没有寫《現觀莊嚴論》的釋疏。 

  如果「大論」是指《現觀莊嚴論》的話，就必須有一部聖者無著寫的

《現觀莊嚴論》釋論，但是聖者無著和世親並没有寫《現觀莊嚴論》的釋

論，真正有寫的是聖解脫軍﹑尊者解脫軍。聖者無著在不敗尊座前聽聞後，

寫了《廣中略三部般若經》的論釋在哪兒？就是《真性決定論》，這部論是

《廣中略三部般若經》的釋論。《真性決定論》不是至尊彌勒寫的，是《廣

中略三部般若經》的釋論。「作大論之釋」是指《真性決定論》，這不是《現

觀莊嚴論》的釋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