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識寶藏》八大修持傳承車軌之「噶當派修持次第」 

翻譯綱要筆記 
 

 
《知識寶藏》第八章「次第廣說增上定學」之第四節「各別解說口訣要義之金剛乘禪修次第」之

「八大修持傳承車軌」之「噶當派修持次第」： 
 

壹．總述經典教授之修持 

• 四尊：教主佛陀，慈悲主觀音，除外障礙度母，除內障礙（不動佛）→生圓二次第 

• 圓滿次第→1.見地教授 2.悲心周遍 3.五隨念（念皈依境為上師，念此身為本尊，

念語業為諷誦，知眾生為父母，知心識為性空）  4.共同與殊勝之六法 

• 三藏：經，律，論 

• 三學：戒，定，慧 

貳．分述特殊口訣派 

• 普穹瓦（1031~1109）生於澎域，名循努堅贊。仲敦三大弟子之一，開噶當派中

「口訣」一系。 

參．宣說三派合一之菩提道次第 

一．概說此法 

• 《菩提道炬論》十一世紀初，阿底峽尊者至西藏阿里後以梵文寫成的一部佛教著

作，後來成為藏傳佛教噶當派和格魯派一切見、行、修道次第的主要依據。 

• 四種重要性： 
1. 佛陀所開示之一切大小乘法，皆為指引眾生成佛之道路，故所有教派不相違

背。 
2. 不需造作「認為經續註解典籍等為用以談論之法，修持要點需另外找尋」的謗

法之業；此處即含道之要義，深明一切經教即為教授。 
3. 依此清淨口訣，容易瞭知諸佛之密意。 
4. 消除認為部份佛經需要學習、部份不需要學習的錯誤認知；無論直接或間接皆

為明示成佛的方法，因此都需修持。藉此自然止息重大罪行。 

• 首先需要如法依止具德善知識。 

二．分述道次第 

（一） 學習下士與共同道次第 

（二） 學習中士與共同道次第 

（三） 學習上士之不共道次第 

• 如果對於指引道路的善知識退失恭敬心，一切善業的根本也即斷除，此時需精進修

持依師法。 

• 如果對於修持佛法退失歡喜上進的心，此時需思惟暇滿人身的難得。 

• 若是對於此生的貪執增長，需觀修無常與惡道的過患。 

• 假如忘失過去承諾過的誓言，此時需思惟因果業報。 

• 若喪失對於輪迴的厭離心，口說解脫即為空話；故需思惟輪迴過患。 

• 若是生不起做一切事皆是為了眾生的心，大乘的根也即斷除；故需修持願菩提心。 

• 受持佛子律儀後，對於行持的學處過分執著為實有時，須以理性破除所執著的所

緣，修持如天空、幻相一般的空性。 

• 心無法住於所緣境上而受縛於散亂時，需全力修持安住分。 

三．明示此法結合一切 

• 1. 增上生：下士道 
   若以何方便，唯於生死樂，但求自利益，知為下士夫。 
2. 決定勝： 



   中士道：僅出離輪迴得解脫。聲聞緣覺 
   背棄三有樂，遮止諸惡業，但求自寂滅，彼名為中士。 
   上士道：遍知果。  
   若以自身苦，比他一切苦，欲求永盡者，彼是上士夫。 
   方法有兩種：密咒乘，波羅密多乘。 

四．附帶說明特殊之別支 

• 道次第中最究竟的上士道之主要修持法門──世俗菩提心慈悲三摩地之力用，即為

各種自他交換的修心法門。 

• 另外，由仲敦巴大師傳承下來的教授口訣，亦屬於菩提道次第之特殊別支修持法。

其中修心教法，是指由阿底峽尊者的三位上師撰寫的著名印度典籍，內容融攝了

《入行論》《集學論》的修持精要。如達瑪惹悉達撰寫了《劍輪論》與《孔雀蠲毒

論》；蔣貝拿糾撰寫了《斷除我執金剛道歌》；金洲大師撰寫了《立斷妄念論》與

《道用十八法論》等。還有甲切喀瓦．耶喜多傑撰寫了《修心七要》等。其他教授

還有《教法次第論》與《噶當密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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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L- !/- H2- 36S., 2o.- 0, z$- 0- +A%- %J- :6B/- IA- 2a2- 0- <A3- 0<- KJ- 2, 4- hR- eJ- ,J$- 0:A- |R3- <A3- 3/- 

%$- $4S- 2R<- LJ.- 0- LJ- V$- +- 2!/- 0:A- {2?, 
 

$*A?- 0- 2!:- $.3?- 0:A- |R3- <A3- 2!/- 0- =- $?3,  

 
1 $8%- $.3?- GA- *3?- =J/- ,A<- 2!/- 0, 

2 H.- 0<- 3/- %$- =$?- LJ- V$- +- 2>.- 0, 

3 =$?- $?3- $&A$- S A=- L%- (2- =3- IA- <A3- 0- 2!/- 0, 

 1 $.3?- 0:A- 5=- ,A<- 2>., 

2 =3- IA- <A3- 0- L J- V$- +- (R?, 
 1 *J?- 2- (%- %- .%- ,/- 3R%- 2:A- =3- <A3- =- 2a2- 0, 

2 *J?- 2- :VA%- .%- ,/- 3R%- 2:A- =3- <A3- =- 2a2- 0, 

3 *J?- 2- (J/- 0R:A- ,/- 3R%- 3- ; A/- 0:A- =3- <A3- =- 2a2- 0, 

3 .J- =- ,3?- &.- :.-5=- 2!/, 

4 H.- 0<- IA- ;/- =$- 8<- L%- .- 2eR.-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