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语：《萨迦格言》是藏族文学作品中的

第一部哲理格言诗集，由藏传佛教萨迦派的

第四位祖师萨迦班智达在 13 世纪上半叶撰

写，在西藏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被

誉为“藏地论语”。我们有幸邀请到西藏佛教

协会副会长，萨迦教派公认的具德上师、《萨

迦格言》汉译本翻译者—班典顿玉仁波切，来

为我们解读这部来自雪域的智慧丛书。

萨迦班智达—西藏第一位班

智达、雪域三大文殊之首

萨班·贡嘎坚赞（1182—1251），自幼从

萨迦第四祖师至尊扎巴坚赞处学习，掌握了

显密二宗精要同时受比丘戒。后来依止印

度柯什米亚班钦·释迦室利为师受比丘戒，

学习西藏文化体系，精通大小五明，获得班

智达学位，成为西藏第一位班智达，藏传佛

教界将其与无垢光尊者、宗喀巴大师共同尊

称为雪域三大文殊。

萨迦班智达的著述甚多，其中以格言诗

集《萨迦格言》最为著名，在这部格言诗集

中，萨迦班智达以格言诗这一藏族僧俗普遍

喜爱的文学形式表达了他的伦理道德思想、

治学态度、佛教见地和治世主张。萨迦班智

达在弘法利生、促进民族和谐和祖国统一的

大业中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成为学识卓越，

修正有成的一代爱民、爱教、爱国宗师。公

元 1251 年，萨班手执金刚杵与金铃交叉置

于心轮处安然圆寂，享年 70 岁。

《萨迦格言》创作缘起：

“让世间有积福增慧之规可循”

萨迦班智达时代，正逢西藏社会经济发

生重大变革，久经兵灾人祸的人民亟需稳定

的政治局面、经济措施、道德规范与精神抚

慰；同时，蒙古汗国横扫欧亚，逼近西藏，西

藏又面临战灾，而蒙古统治者由于连年征

战，需要找到新的精神支持和道德轨理来为

新兴汗国统治服务。萨班内心十分了解蒙

古统治者的政治用心和精神需求，对整个亚

洲地区的政治形势也洞若明火。为了使藏

区免遭涂炭，他以 63 岁的高龄应蒙古统治

者 代 表 阔 端 王 邀 请 代 表 藏 区 前 往 凉 州 会

盟。临行前他进行了周密的安排部署，并致

力以自己的博学和智慧来巧妙引导将要与

之会见和谈判的蒙古统治者熏习佛法，施行

仁政，《萨迦格言》就是他赴凉州之前的行前

计划之一，他把时事的需要做为自己创作格

言的缘起之一。

萨迦班智达在格言的结束语中全面而

又精辟地阐述了他创作《萨迦格言》的悲心

愿力。“善用智慧不违背教理，极巧妙地承办

世间法。一切圣者言行之如何？说出便是

《格言宝藏论》。”名医饭食当良药，就像大药

治大病。随顺世间之法理，我已宣说胜妙

法。”他比喻说，要像采用食疗的办法治病一

样，为了顺从人们在世俗的习惯和道理而宣

说佛法道理，目的是令人们知道如何取舍，

离苦得乐。正如他所发誓愿，格言的问世推

动佛教迅速在蒙古传播，到 18 世纪中叶达

到了顶峰，蒙古《智慧的钥匙》等智慧箴言和

西藏《格丹格言》、《水树格言》等名著受其影

响相继诞生。直到今天格言仍然受到世界

各国藏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印证了《萨迦

格言》的应世之妙及普世功德。

《萨迦格言》结构：

“智者为起点，佛法为归宿”

《萨迦格言》共有九品：开篇第一品点明

了“智者”，像人的眼睛一样，能尽览世间的

一切；第二品说明智者的行为即是“圣者”；

第三品刻画与智者正相反的人物是“愚者”；

第四品将智愚二者相对比，区别优劣，故列

“各色人”；第五品说明愚者言行自分晓，故

列“恶行”；第六品说明火焰向上燃、水往低

处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贤愚二者同样

由其本性所定，故谈“性情”；第七品说明辨

明贤愚即弃愚从贤所为，故列“非理”；第八

品事业，知其所为，落实到何处？故列“事

业”；第九品说明行为正确与否，需用佛法来

检验，故列“佛法”。萨迦班智达将上述的八

品最终归于最终的九品佛法上，从而揭示了

“心性相续，因缘业果”的佛法思想，同时也

提出了他佛法治国的思想，为西藏政教合一

制度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萨迦格言》思想：

“不违背佛法而又巧办世间法的指南”

萨迦班智达在《萨迦格言》中系统地表

达了自己的伦理道德主张、治学态度、治世

思想和佛教见地。格言宣扬学者、智者、圣

者的种种功德性相，提出了处世、治学、待

人、接物等一系列善巧教授，诠释了慈悲、爱

民、布施、持戒、忍辱、禅定、智慧、爱语、同事

等六度万行的佛教思想，引导人们唤醒觉

性，断恶修善，行菩萨行，自利利他。正如萨

班在格言的第九品中指出：“谁要想让世上

人，皆以自己为准绳。推究考察此格言，采

取对治勤修行。通达世间道德法，此人应

修出世法。是故修此出世法，实为菩萨之

平生。”

作为当时西藏的大学者，萨班十分重视

智慧和知识的作用，强调只有勤学苦练，才

能造福社会：“明朝将死仍学习，今生虽不成

学者；然已寄存来世中，到时就像取储蓄”，

“倘若自己有才学，众人自然来聚拢；花发

异香虽远方，蜜蜂如云群环绕”，“学者求学

倍 困 苦，享 乐 不 会 成 学 者；有 情 迷 恋 点 滴

乐，焉能获得大快乐”，“有学之人世人敬，

勤奋方能获学识。不想勤奋学知识，对人

傲慢有何用”。

针对当时的社会矛盾和人民愿望，他

强 调 统 治 者 的 个 人 修 养 和 治 国 思 想 对 社

会治理尤为重要：“国王应依法治国家，否

则国家必衰亡。阳光普照暗未除，此定罗

目侯会挟持”。“ 天下国王虽众多，以佛治国

十分少。天上神仙虽众多，哪有日月之光

芒 ？”他 指 出 统 治 者 应 远 离 残 暴 ，任 用 贤

臣 ，国 家 才 能 实 现 富 强 。“ 劣 妻 恶 友 与 暴

君，三 者 谁 人 去 依 靠 。 森 林 猛 兽 横 行 处，

智 者 谁 人 常 安 住？”“ 有 智 品 高 之 大 臣，能

兴国王百姓业。精湛射手放直箭，相中何

地皆如意”。

萨班主张要学会团结一切力量，要善于

化敌为友，将不利因素转化成有利因素：“君

子仁慈待怨敌，怨敌也会来归顺。众敬君子

护黎首，大众拥戴成国君。”他还指出只有集

思广益，群策群力才能成功，独断专行极易

失败。“智者虽办极小事，共同商讨而承办。

成功之后不待言，不成也有微妙因。”“自己

虽然很明了，一切事情仍商讨。倘若谁不愿

商讨，花钱买来后悔药。”

作为佛教首领人物，他极力提倡良好的

社会风气，指出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家庭，父

母必须做好孩子的榜样：“大多儿孙之行为，

追随家族祖辈走。小小杜鹃变苍鹰，纵然如

是可能否？”他强调积累福德是事业成功的

基 础，没 有 福 德，已 成 功 的 事 业 也 会 被 毁

掉。“财富智慧势力等，具足福德皆为友。若

无福德财智力，皆成自我毁灭因。”

他时刻不忘自利利他的佛教思想，主张

为实现利他目的可采用灵活手段。“凡事不

思他人利，愚者畜牲此相同。只顾自己吃与

喝，岂非畜牲也能行？”“为成自他利益事，粗

言细语皆可行。精通巧妙之方法，佛祖未说

是狡诈。”

《萨 迦 格 言》近 700 年 来 历 久 弥 新，就

在 于 其 贯 穿 了“ 世 法 即 是 佛 法 根“ 的 特 质

而 将 世 间 法 与 出 世 间 法 圆 融 一 味 ，予 理

于 事，以 喻 晓 理，讲 论 道 义，深 细 入 微，立

论 锋 利，内 容 深 刻，断 恶 如 刃，仰 善 须 弥，

成 为 世 间 各 色 人 等 熏 习 世 间 道 德 法 规 、

修 心 养 性、见 贤 思 齐、转 凡 成 圣 的 智 慧 处

世 指 南，深 入 浅 出、能 学 能 证 。 在 人 人 向

往 的 人 心 和 善 、家 庭 和 睦 、社 会 和 谐 、世

界 和 平 的 当 代 ，萨 迦 格 言 作 为 净 化 社 会

伦 理 道 德 基 石 的 法 雨 甘 露 ，也 必 将 绽 放

与时俱进的智慧光芒。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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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佚 名

班典顿玉仁波切解读《萨迦格言》
——“以出世智慧承办世间事业”的贤善指南

萨迦·班典顿玉，1965年生于萨迦；

1984年在萨迦寺出家；1992-2011年任

萨迦寺主持，现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

西藏佛教协会副会长。他长期依止萨

迦罗噶大师、第75代拉康堪钦龙树嘉措

大师、慈城坚赞大师，尽学萨迦先祖所

传口授精华甚深显密要旨，获得闭关实

修萨迦殊胜金法成就；他还遍学其他各

派经论，成为具德金刚上师。并于2002

年毕业于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200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佛学专业硕士研究

生，2005年至今被聘为中国民族出版社

特约编辑。

不要为了明天而牺牲今天，也不要

为了今天而忘了当下。

——慧律法师

有的人居无定所地过着安宁的日子；

有的人却在豪华住宅里一辈子逃亡。为了

追求富足而苦恼或者整日忙碌得忘记去生

活的，大有人在。辛苦操劳一辈子，到头来

还是不快乐，而一生却已经过去了。

——希阿荣博堪布《寂静之道》

如果你有好的动机，无论你做什么

行为就是善业；如果你的动机不良，无论

你做什么就是恶业。你可以为了出名、

权势、骄傲等等做许多功德，但如果你的

动机如此，无论你多努力去做，善业也成

恶业，因为你动机不纯正。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

有些人骄傲地认为自己说话很真

实，但这些真话往往都十分刻薄；有趣的

是，当人们骄傲地认为自己说的都是实

话 时，他 们 通 常 指 的 是 伤 害 别 人 的 真

话。当我们说真话时，记住，它应该不只

是真话而已，同时也要对人有帮助和有

善意，要记住，目的不是为了伤害他人，

也包含照顾他人的感受。

——格荣尼玛活佛

一直以来，我都将无著菩萨的一句

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无论爱我或

是恨我，赞我或是损我，助我或是害我，

甚至见到我、听到我、忆念我，愿他们都

能迅速获得解脱的菩提圣果。

——索达吉堪布

唐代著名禅师慧宗酷爱兰花，有一次，他要

外出弘法讲经，临行前吩咐弟子们看护好他精

心培育的数十盆兰花。

弟子们深知禅师爱兰，因此非常细心地侍弄

兰花。但一天深夜，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弟子们

偏偏在这天晚上将兰花遗忘在户外。第二天清

晨，弟子们出门看时，只见眼前一片狼藉，破碎的

花盆，倒塌的花架，还有被连根拔起的兰花。

几天后慧宗禅师返回寺院，众弟子忐忑不

安地上前迎候，准备领受师傅的责罚。

得知原委，慧宗禅师泰然自若，神态平静而

祥和，他宽慰弟子们说：“当初，我不是为了生气

而种兰花的。”。

禅师说得好：“不是为了生气而种兰花。”

而 禅 师 之 所 以 看 得 开，是 因 为 他 虽 然 喜 欢 兰

花，但心中却无兰花这个挂碍。因此，兰花的

得失，并不影响他心中的喜怒。同样地，在日

常中，我们牵挂得太多，我们太在意得失，所以

我们的情绪起伏，我们不快乐。在生气之际，

我 们 如 能 多 想 想 ：“ 我 不 是 为 了 生 气 而 工 作

的。”“我不是为了生气而教书的。”“我不是为

了生气而交朋友的。”“我不是为了生气而生儿

育女的。”那么我们会为我们烦恼的心情辟出

另一番安祥。

须 菩 提 是 佛 陀 的 十 大 弟 子 之 一 ，以

“解空第一”而著称。有一次，佛陀忽然不

在 僧 团 中，所 有 佛 陀 的 四 众 弟 子，到 处 寻

找，都不知道佛陀的去处。后来天眼第一

的 阿 那 律，以 天 眼 观 察，知 道 佛 陀 到 忉 利

天去为圣母摩耶夫人说法，大概要 3 个月

的 时 间 才 回 来 。 阿 那 律 把 这 个 消 息 告 诉

大 家，大 家 都 非 常 地 思 念，每 个 弟 子 对 佛

陀都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

三个月很快地过去，佛陀重降临到人

间，当佛陀还没有到达 僧 团 的 时 侯，知 道

的 弟 子 都 争 先 恐 后 地 出 去 迎 接 ，那 时 须

菩 提 正 在 灵 鹫 山 的 窟 中 缝 衣 ，他 听 到 传

报 佛 陀 下 降 人 间 的 消 息 ，随 即 站 起 来 想

放 下 手 中 的 衣 服 前 去 迎 接，正 在 这 时 侯，

他 心 中 一 动，又 再 回 到 自 己 原 来 的 位 置，

想道：“我现在去奉迎接佛陀的圣驾，是为

了 什 么 呢 ？ 佛 陀 的 真 身，不 是 在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上 可 见，我 现 在 去 迎 接 佛 陀，把 佛

陀的法身累做地水火风四大种的和合，这

是没有认识诸法的空性，不认识诸法的空

性，就见不到佛陀的法身。因为佛陀的法

身，诸法的空性，是没有造作主，也没有所

造 作，要 想 见 到 佛 陀，则 一 定 先 要 了 解 五

蕴四大种是无常的，明白所有的一切东西

是 空 寂 的 ，知 道 森 罗 万 象 的 诸 法 是 无 我

的。没有我，也没有人；没有作，也没有所

作 。 一 切 法 是 空 寂 的 ，法 性 是 无 处 不 遍

的，佛 陀 的 法 身 是 无 处 不 在 的，我 皈 依 奉

行 佛 陀 的 教 法，我 已 体 证 到 诸 法 的 空 理，

我想我不应该为事相所迷。”

须菩提有了这样的认识，他就没有再

去迎接佛陀，他很安然地坐下来接着缝他

的衣服。

佛 陀 的 归 来，像 天 大 的 喜 事，僧 团 中

到 处 都 喜 气 洋 洋 ，大 家 都 想 先 去 拜 接 佛

陀，那 时，在 比 丘 尼 中 有 一 位 神 通 第 一 的

莲 花 色 比 丘 尼，第 一 个 抢 先 迎 接 到 佛 陀，

她对佛陀一边顶礼一边说道：

“ 佛 陀 ！ 弟 子 莲 花 色 第 一 个 先 来 迎

接佛陀的圣驾，请佛陀接受弟子的拜见！”

佛陀微笑着，慈和地说：

“ 莲 花 色 ！ 我 的 回 来，迎 接 我 的 不 能

以你为第一人！”

莲 花 色 非 常 惊 奇，看 看 左 右，大 迦 叶

等 长 老 才 从 身 后 赶 来 。 莲 花 色 以 怀 疑 的

口吻问道：

“ 佛陀！ 弟子不敢请问，在莲花色以

前，是谁能迎接到佛陀呢？”

佛 陀 笑 着 ，看 看 很 多 的 弟 子 都 赶 上

来，像是回答莲花色，又像是告诉大家道：

“ 你 们 很 好 ，很 远 地 赶 来 迎 接 我 ，但

是 第 一 个 迎 接 我 的 是 须 菩 提 ，须 菩 提 这

时 在 耆 崛 山 的 石 窟 中 观 察 诸 法 的 空

性 ，他 才 是 真 正 迎 接 并 见 到 我 的 人 。 见

法 的 人 ，才 能 第 一 个 见 到 佛 陀 ，第 一 个

迎 接 佛 陀。”

莲花色比丘尼和诸弟子，经过佛陀这

么 一 说，才 知 道 在 佛 陀 的 教 法 中，对 宇 宙

人生真理的体会，大家都惭愧地觉得还不

及须菩提尊者。

经过佛陀特别的赞叹，须菩提的美名

盛德，在僧团中更是受人尊敬了。

星云法师《十大弟子传》

须菩提——迎接佛陀的第一人

◆佛教故事

不是为了生气而种兰花

每 期 禅 语

《萨迦格言》作者：萨迦班智达

◆禅茶一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