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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讚悉達多•喬達摩 

——釋迦牟尼佛 

 

哦，摧毀無明暗昧者！ 

大悲尊， 

遍知者， 

已然超越者。 

 

哦，如來！ 

已然離去者， 

亦是已到來者。 

成就者， 

覺醒者。 

 

釋迦牟尼！ 

我向您禮拜， 

我向您供養一切， 

我皈依您。 

令我成熟， 

令我覺醒， 

赐我加持！ 

 

 

英文版首頁畫像中的人物說明： 

居中者為“偉大的全知”龍欽繞絳尊者（1308-1364）。  

左上方為師利星哈、極喜金剛和無垢友。 

右上方為嘉那蘇扎，稍下方是文殊友和蓮師。  

下方為龍欽巴尊者、吉美林巴尊者、金剛薩埵和蔣揚欽哲旺波。 

 

 

 

 

 

龍欽巴尊者之《七寶藏》 

 

（藏：ོ ང་ཆེན་མཛ ད་བ ན་，《龍欽七寶藏》） 

 

 

 

 

 

 

全知龍欽繞绛智美沃瑟尊者（1308-1363）所造《七寶藏》，

內容廣博深妙，涵蓋佛教教法的各個方面，囊括從經乘和基礎

佛法直至金剛乘之巔的整個顯密佛法精義。龍欽巴尊者是一位

公認的學識淵博、成就卓著的佛教大師，與偉大的薩迦班智達

和傑·宗喀巴大師一起並稱為文殊菩薩在藏地的三大化身。  

《七寶藏》與《三自休息論》（藏： Ngalso Korsum）和

《三自解脫論》（藏：Rangdrol Korsum）代表其廣行班智達派

教法。這些令人驚歎的論著依前譯派或寧瑪派所傳授的大圓滿

（mahÃ-sandhi）之見涵攝一切佛法。據說，尊者的論著與佛陀

本人的教言無二無別，僅是閱讀這些論著便能喚醒我們心相續

中的智慧，使我們通達諸法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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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寶藏》並非一開始就特意以七部論典形式集結，但後

來為了讓人們更清晰地瞭解其內容，遂收集整理成集。《七寶

藏》的內容包括： 

 

1）《如意寶藏論》（藏：ཡིད་བཞིན་མཛ ད་， Yishyin Dzö） 

2）《竅訣寶藏論》（藏：ཎན་ངག་མཛ ད་， Mengak Dzö） 

3）《法界寶藏論》（藏：ཆ ས་ད ོིངས་མཛ ད་， Chöying Dzö） 

4）《宗派寶藏論》（藏：བ་མཐའ་མཛ ད་， Drubta Dzö） 

5）《勝乘寶藏論》（藏：ཐེག་མཆ ག་མཛ ད་， Tekchok Dzö） 

6）《詞義寶藏論》（藏：ཚ ག་ད ན་མཛ ད་， Tsik Dön Dzö） 

7）《實相寶藏論》 （藏：གནས་ གས་མཛ ད་， Neluk Dzö）1 

 

 

 

1）《如意寶藏論》有頌詞與自釋，共分二十二品，主要宣說佛

教各派共法的內容，尤其宣說了藏傳佛教的修道次第，屬於道

次第（Lamrim）論。其詳細註釋《白蓮花論》（藏：Pema Karpo，

白瑪卡波）的內容包含： 

 

1. 輪迴形成 

2. 莊嚴剎土 

3. 器世界形成 

4. 有情形成 

 
1
 在翻譯中，這些論著可能有不同的名稱。  

5. 宣說住劫 

6. 宣說壞空 

7. 器情苦樂 

8. 依止善知識 

9. 遠離惡友 

10. 講者上師 

11. 聞法者 

12. 法門廣義 

13. 暇滿難得 

14. 壽命無常 

15. 信心自性 

16. 業因果 

17. 輪涅苦樂 

18. 抉擇實相 

19. 禪定前行 

20. 光明修行 

21. 行道地界 

22. 究竟之果 

 

巴楚仁波切如此總結道：「如意善示取捨處，聞思修藏圓

法理，見此了知諸佛法，頓然研修成百論。」  

 

2）《竅訣寶藏論》是一部包含廣大建言的精簡論典，以六偈教

言的方式廣泛宣講佛法教理，開示取捨之道，含攝佛法的見地

與修行，並強調修心的重要性，字裡行間滲透著大圓滿之見。 

本論只有頌詞而無自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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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楚仁波切如此總結道：「攝集一切竅訣之精華，每六偈

皆圓滿妙法藏，如此妙道縱然遇真佛，一時圓滿聞聽豈不難？」 

 

 

 

 

 

3）《法界寶藏論》是一部詩偈短著，頌詞主要闡述“徹卻”

（Trekchö，立斷）之見，龍欽巴尊者為此論撰寫了註釋《教言

寶藏》（Lunggi Terdzö，龍吉特卓）。  

 

巴楚仁波切如此總結此論：「尤其是，這部珍貴的《法界

寶藏論》是最為深奧的，它是全知龍欽巴尊者甚深智慧的流露，

它優美地詮釋了法身、本心自性、赤裸覺性、無增無減......

由於其包含諸多有關法身的開示，因而此論是佛法之精華。」 

 

 

 

 

4）《宗派寶藏論》採用九乘（yanas）次第系統，對佛教不同

宗派觀點做了系統的闡述和對比，安立大圓滿（Mahā-sandhi）

為九乘（yanas）之巔。此論分為八品： 

 

 

1.佛出世（基於小乘、大乘以及密乘的觀點）；佛陀的十二行

誼；轉法輪。  

 

2.教法：釋迦牟尼佛的教法和論釋傳統。  

3.基於這些教義的不同宗派的觀點，包括外道（非佛教徒）和

內道（佛教徒）。佛教的見地包括：一切有部、經量部、唯識

和中觀學派。  

 

4.不同乘的修道，包括聲聞乘、緣覺乘和菩薩乘，以及對五道

的闡釋。  

 

5.闡釋作為果乘的密咒乘，特別是金剛乘的特殊之處。  

 

6.闡釋金剛乘教法的形成過程，包括新譯派（Sama）的定義和

分類。  

 

7.闡釋舊譯派（寧瑪派）的定義和分類，分為外密三乘（事部、

行部、瑜伽部）和內密三乘（瑪哈瑜伽、阿努瑜伽、阿底瑜

伽）。  

 

8.闡述“光明金剛藏乘”的密宗教法，包括概述了：本初之基

如何自然住；眾生如何迷亂；眾生如何修持佛法以及最終獲得

究竟解脫之果。  

 

巴楚仁波切如此總結此論：「《宗派寶藏論》總攝了佛法

所有教義。像這樣殊勝的論典以往從未在印度或者西藏出現過，

以後也不會再出現。」  

 

5）《勝乘寶藏論》廣泛論述了大圓滿傳承的所有主題，這些主

題在阿底瑜伽口訣部（Menngagde）的十七個密續中都有提到。 

此論全面、詳細、系統地闡述了大圓滿，共分25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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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傳法善知識示現世間 

2. 器情世界 

3. 佛法的傳播 

4. 宗派體系 

5. 闡明金剛乘 

6. 灌頂分類 

7. 三昧耶 

8. 本初之基 

9. 基如何任運顯現出輪迴和涅槃 

10. 眾生迷亂 

11. 因果業力 

12. 氣脈明點 （tsa lung tikle） 

13. 四種智慧（本初智慧的支持） 

14. 四智之義 

15. 阿賴耶與法身 

16. 解釋界（藏：ད（ོ ོིངས་，ying）與智（ཡེ་ཤེས་，yeshe） 

17. 為漸修根器的行者詳細闡明甚深法道，使用外物作為一緣專

注的對境（適合分別念重的修行者） 

18. 光明金剛藏乘的修持教義（適合斷除分別念的修行者） 

19. 適合利根者的解脫口訣，“無修”而解脫的珍貴教法，立斷 

（藏：Trekchö，徹卻）的修法口訣 

20. 本初智慧任運“頓超”（Tögal，脫噶）相關的修法要點。  

21. 詳盡解釋直指修持的不同階段 

22. 修持成熟驗相 

23. 中陰身的顯現（中等根器者如何在中陰身證悟） 

 

 

 

24. 宣講如何往生化身刹土 

25. 為非利根者詳細開顯修持之道 

 

 

巴楚仁波切言道：「此珍貴的《勝乘寶藏論》所攝是金剛

乘之精華，諸乘之巔。此論內容深廣，意義甚深。見此論如同

面見普賢王如來。」 

 

 

 

6） 《詞義寶藏論》是大圓滿的總覽或者說是《勝乘寶藏論》的

概要，它闡釋修持的要點。此論對 “頓超”（Tögal，脫噶）的

修持給予了最清晰明確的開示。  

 

全論由“十一個金剛處（金剛主題）”組成： 

 

1. 抉擇本根之次第 

2. 世間迷亂之次第 

3. 佛性遍復之情況 

4. 本智依止之處 

5. 指示智慧之道路 

6. 指示智慧之門要 

7. 指示境要 

8. 如何修習之次第 

9. 認定徵相和準量之次第 

10. 實際修持密王寶宮 

11. 最終究竟果之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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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楚仁波切言道：「《詞義寶藏論》十一品內容融合了口

訣部修行要訣所歸攝的《勝乘寶藏論》的要義。此論對於斬斷

輪迴顯現之根，力量尤為強大。」  

 

 

7） 《實相寶藏論》用詩偈的形式主要闡述了四大三昧耶，即大

圓滿誓言。龍欽巴尊者還為此論造釋論《三部精義》（Desum 

Nyingpoi don），包含五品： 

 

1. 抉擇一切法隨處無言品 

2. 抉擇一切法平等廣大無礙品 

3. 抉擇一切法本來任運品 

4. 抉擇一切法唯一根本覺性智品 

5. 抉擇安立此聖教中補特伽羅之次第品 

 

 

巴楚仁波切如此描述此論：「此乃普賢王如來證悟意趣之

寶庫，超越因果，是法身的自然狀態，此中沒有任何需要保護

的東西。若如此殊勝的論典仍不能斬斷分別念，還有什麼能摧

毀對知識方法的執著？」 

 

 

 

 

 

 

 

 

 

 

 

 

 

 

 

 

 

說明： 

此簡介由卡洛-卡蘭薩（Carlo Carranza）和迭戈-卡達維

（Diego Cadavid）為悉達多本願會（墨西哥）準備，經雅各布-

萊施利（Jakob Leschly）修訂潤色，用於宗薩欽哲仁波切給予

的龍欽巴尊者《七寶藏》吉祥口傳法會，是仁波切將要給予的

口傳的清晰指南，也是將要討論的主題的基本知識介紹。  

 

我們以此功德回向宗薩欽哲仁波切健康長壽，願仁波切長

久住世，利益世間。感恩仁波切以無量悲心，將我們從恐怖的

輪迴大海中救度出來。祈願我們能永遠隨學仁波切，利益一切

眾生。願佛法常駐世間，去除眾生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