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莲花戒名著《修习次第论》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莲花戒名著《修习次第论》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802543119

10位ISBN编号：7802543118

出版时间：2010-10-1

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

作者：周拉

页数：40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莲花戒名著《修习次第论》研究》

内容概要

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三篇承载了藏传佛教前弘期思想教义及修持方式之核心内容，也记录了“顿渐
之诤”的基本思想、主要分歧以及理论焦点，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藏传佛教修道次第理论与实践之先
河。因此，解读此文本并了解其要旨所在，是掌握藏传佛教前弘期义理与践履之一把钥匙。国内外诸
多学者懂得这牵一发而动全局的要害问题。因此，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曾研究了莲花．戒
来到吐蕃与摩诃衍进行辩论的过程、内容、焦点以及撰写《修习次第论》(三篇)的历史缘由等，并取
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作为专题研究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三篇)文本的学术成果屈指可数。例如
：1935年，苏联佛学家奥伯米勒在《大印度学会杂志》上发表了《吐蕃的一份梵文写本——莲花戒的(
修道次第论)》，介绍了原在彼得堡亚洲博物馆书库中收藏的一份莲花戒的撰述；意大利著名的藏学家
图齐曾对《修习次第论》初篇及后篇作过梵、藏对勘研究，并对《修习次第论》的写作原因进行过研
究；日本学者芳村德基的论文《莲花戒的修习次第》中介绍了《修习次第论》(三篇)的相关内容；法
国藏学家戴密微根据20世纪初敦煌出土的《顿悟大乘正理诀》等文献的内容，著有《吐蕃僧诤记》一
书，此书作为“顿渐之诤”方面的权威研究成果，涉及到了《修习次第论》(三篇)的内容及写作背景
等。这些前人的成果既为后人的研究铺垫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人的研究开辟了拓荒的路径。古人云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周拉博士的《藏传佛教修道次第之起源研究——论莲花戒名著(修习次第论)
》一书，就是在这一尚未全面开垦的处女地辛勤耕耘而获得的最新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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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民族宗教学研究博士文库总序序班班壹绪言上编历史篇第一章 赤松德赞时期吐蕃佛教第一节 赤松德
赞时期的吐蕃社会第二节　寂护、莲花生等印度法师在吐蕃的传法第三节 摩诃衍等汉地禅师在吐蕃传
播禅宗思想第四节 印、汉佛教之间的内在紧张及“顿渐之争”第二章　“顿渐之争”的焦点与莲花戒
《修习次第论》第一节 “顿渐之争”的过程第二节 “顿渐之争”的思想焦点及结果第三节　莲花戒
《修行次第论》三篇的撰写及翻译中编义理篇第一章莲花戒《修>--j次第论》三篇之内容阐释与提要
第一节成佛之因一、悲心⋯⋯下编　校勘、翻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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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修習次第論》三篇的首次完整漢譯。框架好，義理講解也可，畢竟在寺廟待過。翻譯不容易，
校勘略有名不符實，詞彙對照較少，參考的視野有點窄，外文文獻才一本？

Page 4



《莲花戒名著《修习次第论》研究》

精彩书评

1、法 音 2009年第5期 (总第297期 第31页) 公元8世纪末，印度瑜伽行中观自续派论师莲花戒来到吐蕃，
与摩诃衍进行辩论。辩论结束后，根据吐蕃佛教的特点，撰写《修习次第论》三篇。这部论典成为藏
传佛教前弘期佛教思想及修习次第理论之纲领性论著，它改变了吐蕃佛教思想的混乱局面，统一了吐
蕃佛教教义思想及修持方法，指明了吐蕃佛教的发展方向。这部论典在藏传佛教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 一、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三篇问世的历史背景 　　 吐蕃第三十八代赞普赤松德赞在位
（755—797）时期，从印度和汉地引进佛教，即印度瑜伽行中观自续派和汉地禅宗两大宗派系统同时
在吐蕃传播、推进。印度瑜伽行中观自续派创立人寂护在吐蕃传播其思想，建立寺庙，翻译佛经，传
授弟子，成为印度佛教在吐蕃的领军人物。寂护圆寂之后，以摩诃衍为首的汉地禅宗在吐蕃迅速发展
，蔚成风气，桑耶寺的大多僧众以及皇后没卢氏等皆随从摩诃衍修习禅宗，它的覆盖面及信众等一时
超过印度佛教一方。两派的教义思想本来大相径庭，加之信众人数的悬殊，势必发生对峙。最后，两
派间的争执达到不可调和的境地。此时，吐蕃名僧益希旺波向赞普赤松德赞提起寂护生前的遗言，请
求遣人召请寂护的弟子莲花戒入藏，与摩诃衍进行辩论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纷争。赤松德赞采纳了益希
旺波的建议，通过辩论来决定两家在吐蕃的去留问题，获胜者允许留在吐蕃传播其教法，失败者则必
须退出吐蕃。学界一般认为“吐蕃僧诤”的时间是公元792—794年之间。两家在藏王赤松德赞的主持
下进行辩论，印度瑜伽行中观自续派的主辩者是莲花戒，汉地禅宗的主辩者是摩诃衍。这就是藏传佛
教史上著名的“顿渐之争”，或曰“吐蕃僧诤”，亦称“桑耶法辩”。从藏文记载看，“顿渐之争”
以摩诃衍的失败而告终。“顿渐之争”辩论结束后，赞普赤松德赞要求莲花戒将其思想观点及修习次
第写成文字，开示吐蕃民众。如《拔协》记载：“赞普向亲教师莲花戒请求道：‘如今所译定的所谓
一切法皆由闻思而无我（意为：一切法皆空）的佛法，到底是怎么回事？请大师写成文字’，大师便
写了《第一修行次第》交给赞普。赞普看后，明白了意思，非常高兴，又说：‘如想集中其主要之点
去修行，那么，应该如何去做？’大师又写了《第二修行次第》交给赞普。看了以后又问道：‘若照
此修行，有何结果？’于是大师又写了《第三修行次第》。并在宣示修行结果的同时，顺便批驳了和
尚的错误观点。交给赞普后，赞普看了非常满意。莲花戒担心在所著本释中出现渐门派反对菩提萨埵
的思想，便又著了经与论的释文《中观明经》进献赞普。”[1]由此可知，莲花戒根据赞普赤松德赞的
请求，先后三次分别撰写了《修习次第论》初篇、中篇、后篇，一一呈献赞普赤松德赞。约公元794年
左右，莲花戒写完《修习次第论》之后，天竺堪布桥迦瓦玛及藏族译师僧智军两人由梵文翻译成藏文
，现已收录于藏文大藏经《丹珠尔》[2]中。《修习次第论》三篇的问世，开创了藏传佛教修道次第理
论的先河，整顿了吐蕃佛教理论体系和修持方式，也向吐蕃人介绍了大乘佛教的基本思想。 二、莲花
戒《修习次第论》的理论渊源及思想特点 　　 关于《修习次第论》三篇的理论渊源，无论从寂护及
莲花戒的师徒传承上看，还是从见地及修行方法等理论架构上看，莲花戒继承了其导师寂护所开创的
瑜伽行中观自续派的思想。 　　 （一）莲花戒是瑜伽行中观自续派的法嗣 　　 印度大乘佛教最初形
成的主要宗派是龙树创立的中观宗。龙树菩萨（约2—3世纪）在先前流行的各种大乘经典的基础上，
建立更为系统、更为完整、更为深入的大乘思想体系。龙树菩萨及其弟子提婆（约2—3世纪）的思想
，在中观史上被称为“无偏向的中观宗”，他们的论著被称为“无偏向之中观宗的论典”。那时的中
观宗的思想是以龙树《中观根本颂》为依据，形成了统一的大乘宗派，没有分裂。到了公元5世纪末
左右，由于佛护（约5—6世纪）和清辨（约490—570）两位论师对龙树中观思想的理解出现了分歧，
分别建立自己的学说。佛护在其代表作《根本中观注》中把龙树的中观思想解释为“随应破”；清辨
在其代表作《般若灯论》中反驳了佛护对龙树中观思想的理解，并将龙树的中观思想解释为“自立量
”。到了公元7世纪，佛护的追随者月称著有《入中论》、《明句论》等中观论典，坚持认为佛护对
龙树思想的认识和理解是正确的，并对清辨的思想提出了质疑。从佛护到月称及其后嗣寂天一系，被
称为中观应成派，而清辨及其追随者被称为中观自续派。到了公元8世纪，中观宗的一些学者非但没
有完全否认瑜伽行的思想，反而将中观宗和唯识宗的思想熔于一炉，继而形成了瑜伽行中观自续派。
这一派的开山鼻祖是寂护（705—790），其代表作有《中观庄严论》和《摄真实论》等。寂护本来出
自中观自续派，但他不像他的先辈大德们那样否定瑜伽行派的“识有”观点。他从中观派的角度，将
瑜伽行派的“识有境无”的观点与中观宗的“一切皆空”的观点糅和在一起。他认为，“识有境无”
是认识“一切皆空”的起点，属于“俗谛”。但心（识）的实在性最终亦要否定，将要达到“一切皆
空”的认识境界，这属于“真谛”。莲花戒是寂护的主要弟子，莲花戒曾为寂护的《摄真实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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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真实论注》，为《中观庄严论》作《中观光明论》。另外，莲花戒还为法称的《正理一滴》作《正
理一滴注》，为《稻秆经》作了注疏。寂护从吐蕃返回印度后，其追随者与摩诃衍的追随者在吐蕃形
成两大宗派势力，两者势不两立、争辩不断。大约在公元791年，莲花戒被请到吐蕃，与摩诃衍进行辩
论。莲花戒获得胜利后，为了继续传播瑜伽行中观派思想，为了整顿、统一吐蕃佛教思想，著有《修
习次第》三篇及其总结性文章《瑜伽修习次第论》。寂护论师的著作《中观庄严论》、智藏论师的著
作《中观二谛论》、莲花戒论师的著作《中观光明论》，这三部书是瑜伽行中观自续派的代表性著作
，三部著作都与中观自续派开创人清辨的思想有继承、渊源关系。所以，土观·罗桑确吉尼玛言道：
“（寂护）论师的《中观庄严论》、智藏论师的《中观二谛论》、莲花戒论师的《中观光明论》，这
三者又称为东（方）自续派三大家。”[3]通过藏传佛教许多论典中的这一总结，可知莲花戒继承了瑜
伽行中观自续派的衣钵。 　　 （二）莲花戒继承了瑜伽行中观自续派的法脉 　　 中观宗是最先出现
的印度大乘佛教宗派，约在公元2世纪，龙树菩萨以《大般若经》等为经典基础，以“性空”思想为
理论根据，著有“中观六论”[4]及《十二门论》等论典，创立了中观学说。龙树菩萨以“二谛”的辩
证思维，揭示其中道思想，如《中论》云：“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
”龙树菩萨从真谛和假谛的辩证关系中阐释“中道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象都由因缘和合而产生
、存在、变化、坏灭，这些事象的存在本身是一种相对的、依存的关系。在名言范围内，可安立形状
、颜色、称谓、好坏等，但这些都是一种假设或假象。这种假借的概念或名相，就是世俗谛或假谛。
从究竟意义上讲，一切事象都没有不变的、永恒的、实在的实体或自性。所以说，一切法皆无自性。
这就是胜义谛或真谛。龙树以此“二谛”的辩证思维，阐释“法无自性，缘起性空”的道理，破除执
着的边见，即“断见”和“常见”，提出了中道的概念。龙树又通过“八不”来破除边见，揭示“性
空”，如《中论》云：“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善灭诸
戏论。”龙树看来，生灭、常断、一异、来出等四对矛盾范畴包括了主体和客体的一切矛盾现象。从
实体的角度讲，不生亦不灭；从运动方面看，不常不断；从本质方面看，不一不异；从时间方面看，
不来不去。这些矛盾只是在世俗范畴内安立，若能破除这四对范畴，就能超越世俗的认识，通达空性
真理。龙树还通过“四无生”来抉择、阐明“缘起”，如《中论》云：“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
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认为众生执着诸法生于四种因，即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龙树通
过观察并破除此四因，抉择诸法无生。另外，龙树从观察物质的本体的角度，抉择诸法不住；从观察
果的角度，抉择诸法不灭。 　　 到了公元五、六世纪，中观学说进入了中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
特点是中观宗内部发生分裂，出现了中观应成派和中观自续派。公元5世纪，中观宗论师佛护的著作
《根本中观注》及公元7世纪月称的著作《明句论》、《入中论》等中认为，龙树的中观宗既不用因
明比量的方式，又不需自立宗义，所以名叫“应成派”或“随应破派”。中观应成派开宗明义地提出
诸法无自性、无自相。公元6世纪的中观宗论师清辨的著作《般若灯论》中认为，中观宗应以因明学
的逻辑方式立宗，论证中观正见，驳斥余宗，这一派称“自续派”或“自立量派”。中观自续派安立
诸法有自性、有自相，认为在名言范畴内，一切法存在，并有自性、自相。无论是中观应成派，还是
中观自续派，他们的哲学思想均建立在“空”的理论上，否认小乘佛教的实在论和唯识宗的观念论。 
　　 公元8—11世纪的中观宗被称为后期中观学派，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中观宗和唯识宗的思想熔
于一炉，形成瑜伽行中观自续派。此学派的创立者寂护的代表作《中观庄严论》梵文成书时间学术界
尚无定考，其藏译本于公元8世纪末由吐蕃译师智军翻译，全文为偈颂体，共九十七颂，是瑜伽行中
观自续派的根本经典。此派主张：在世俗意义上“外境无有，万法唯心”，在胜义谛或究竟意义上“
心境俱无”。这样，将唯识宗的“唯心无境”思想和中观宗的“一切皆空”思想糅合在一起，形成了
有机的思想体系。如《中观庄严论》中言道：“作为因果法，皆必是唯识，由自成立法，彼即住为识
。”这里说，所谓因及果等一切法，皆依识而非离识，心识明而体验一切事象，故说一切外境之法住
于识。寂护认为，在世俗范畴中，以唯识思想安立一切概念，并观待一切事象。在此基础上，又提出
了独特的二谛概念，即“依于唯心已，当知外无实，依于此理已，知彼亦无我。”意思是说，在世俗
范畴内显现的一切外境事象，皆依心识而存在，并非实际存在其自性。若以“离一多因”[5]来考察、
分析，将会发现在究竟意义上彼心识亦无自性，离一切戏论。在世俗范畴里，外境一切法住于识，认
为“识”有，这是唯识思想；在胜义究竟意义上，外境及心识皆无自性，认为“心境俱无”，这是中
观思想。这就是寂护大师的二谛思想。寂护大师又言：“乘二理妙车，紧握理辔索，彼等名符实，大
乘之行者。”[6]这是说，唯有乘着世俗唯识和胜义中观二理妙车，并紧握辔索即住伺察二谛之正理，
始能获证真实义，也能获得真正大乘佛教之名。也就是说，通过唯识和胜义中观的融合，以“离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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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等正理来伺察、考量二谛之别，方能现证真实义，这就是大乘佛教。这是在《中观庄严论》中提
出的瑜伽行中观自续派思想的高度概括。莲花戒在《修习次第论》中讲“毗钵舍那”部分的时候，显
而易见，直接继承了寂护《中观庄严论》中的思想。莲花戒首先引用了《楞伽经》中的话：“微尘分
析事，不起色分别，唯心所安立，恶见者不信。”[7]《修习次第论·后篇》对此解释说：“应如是观
：心性从无始以来，耽著于色等非正法故，犹如梦中显现所缘之色法等，诸愚者见色法等显现为外境
。是故，此三界唯心矣。彼如是了知一切安立之法唯有识，若于彼分别寻思，即是思择一切法之自性
。分别思惟心性，彼当如是伺察：胜义上，心识亦非生，犹如魔幻。若时，色法等虚假体性，执为实
相，心性所现诸行相时，除彼外别无实有故，如同色法等虚假，彼岂能安立？如是色等诸行相故，自
性非一亦非多。如是，彼心亦非另有故，自性非一亦非多。心识生起时无从来处，心识断灭时亦无去
处。胜义上非自生、非他生、亦非共生。如是故，心识亦如魔幻。如同心识，一切法皆是魔幻。应观
一切法实无生。”[8]这段话的意思和《中观庄严论》的思想如出一辙，认为世俗范畴内“三界唯识”
，在胜义究竟意义上“心境俱无”。由此可见，莲花戒直接继承了寂护的思想，属于瑜伽行中观自续
派。 　　 在《修习次第论》中融合了以无著《现观庄严论》为主要经典的“广大行”和以龙树“中
观六论”等为主要渊源的“甚深见”两大传承。莲花戒始终站在瑜伽行中观自续派的立场上，系统完
整地论述了慈悲心、菩提心、方便及智慧等逐次修行的理论，并与摩诃衍针锋相对地强调了“菩提心
”、“修行方便”、“妙观察智慧”等的作用和功能。莲花戒的根本观点是瑜伽行中观自续派的观点
，在修行实践上摄收了瑜伽宗的修习次第。莲花戒修习次第理论之所以不像阿底峡的修道次第理论，
因为莲花戒的《修习次第论》是为具备大乘根器者或欲入大乘行门者而撰写，只详细介绍了大乘佛教
菩萨精神及修行次第，而没有涉及到“下士道”及“中士道”的内容。 三、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三
篇的主要内容 　　 莲花戒名著《修习次第论》，从形式上分为初、中、后三篇。在《修习次第论·
初篇》中描绘了大乘佛教修习次第理论的轮廓，即大乘佛教的根本因素——悲心及菩提；修行内容—
—六波罗蜜及四摄；修行之果位——十地及佛地等的重要概念、基本知识。最重要的是，莲花戒把这
些内容串在一条线上，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修习次第论》中既有佛教深邃的理论思想，也有佛
教清净的修习次第，其重点介绍了从发起悲心及菩提心到修行六波罗蜜及四摄，再修习奢摩他、毗钵
舍那，依次通过五道十地，最后获得一切智的方法、途径。《修习次第论》三篇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
修习奢摩他、毗钵舍那的功德、内容、次第等，《中篇》中更为详细地阐述了奢摩他、毗钵舍那的概
念、修习次第及奢摩他与毗钵舍那双运等。《修习次第论·后篇》也讲述了悲心、菩提心、奢摩他、
毗钵舍那等内容，但其重点放在对摩诃衍的评判上。莲花戒来到吐蕃著书立说的主要原因，就是与摩
诃衍进行辩论，传播瑜伽行中观自续派教义思想及修持方法。莲花戒在《修习次第论》前两篇中详细
介绍了修行次第及修行内容的重点后，在后篇中评判摩诃衍提倡的“顿悟”及“无思、无观”的论说
。 　　 《修习次第论》三篇虽然各有重点，但若三篇整合起来看，《修习次第论》三篇之间有内在
的逻辑联系和思想上的连贯性，三篇内容既自成体系、一脉相承，又独立成篇、各具特色，可谓一体
三翼，可谓是一部藏传佛教前弘期义理思想及修持方法的代表性论典。其思想体系概括起来讲：以菩
提心为大乘佛教的根本前提或划分大乘和小乘的界线，提出欲入大乘者须具足悲心及菩提心；具足悲
心及菩提心的前提条件下，修闻慧、思慧、修慧等三慧；方便与智慧双运，方便是指修行布施等波罗
蜜及四摄，智慧由修行奢摩它与毗钵舍那而获得；经过奢摩它与毗钵舍那双运、智悲双运，积累福德
资粮和智慧资粮，逐次经过“五道十地”的菩萨道，最终方可获证一切智。 四、莲花戒《修习次第论
》与藏传佛教后弘期修道次第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公元8世纪末，莲花戒著作《修习次第论》以
“悲心”、“菩提心”为切入点，方便、智慧双运为主题思想，一切智为最终目标，建立其独特的修
习次第理论。这就给吐蕃民众开示了修行佛法的次第，介绍了大乘佛教的基本思想，确定了藏传佛教
显教的发展方向。公元10世纪，印度名僧阿底峡以“三士道”为理论框架，从小乘到大乘的一切内容
为修行内容，以方便与智慧的双运为重点内容，以获证无住涅槃为最终目标，创立其修道次第理论，
这就给藏族人重新开示了修行佛法的次第，也整顿了公元10—11世纪藏传佛教义理思想及修行方法混
乱的局面，为藏传佛教后弘期诸宗派修道次第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笔者认为，两者最大的
区别在“三士道”的理论框架方面。莲花戒《修习次第论》开宗明义地提出，本论是大乘佛教的修道
次第。如《修习次第论·初篇》之开头言道：“向文殊童子敬礼！大乘佛教诸经，为初修者开示，关
于修行之次第，在此简略述之。”由此可见，本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就是大乘佛教修习次第。阿底峡
开门见山提出了“三士道”的理论框架，如《菩提道灯论》的开头就说：“敬礼文殊师利菩萨！敬礼
三世一切佛、教法以及诸僧众，贤徒菩提光劝请，故当善显觉道灯。由下中及上，应知有三士，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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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征，当书各差别。”关于“三士道”的理论框架，是根据众生的根性而建立起来的。从“三士道
”各阶层的修行目标和思想动机上看，“三士道”理论涉及到小乘、大乘及金刚乘等一切乘。由此可
以看出两者的不同点，莲花戒的修习次第理论主要讲大乘佛教的基本思想、修行内容、修行过程等，
阿底峡的“三士道”理论涉及到小乘、大乘各方面。 　　 莲花戒论师的修习次第理论与阿底峡修道
次第的内容联系上看，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阿底峡尊者的“三士道”理论虽涉及到小乘、
大乘等，但其重点放在“上士道”方面，上士就是指大乘菩萨。因为《菩提道灯论》重点讲述了大乘
佛教的修行内容及过程，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等论典以阿底峡《菩提道灯论》的理论框
架为依据，系统地阐述了“三士道”的理论，更加深入地发挥了“上士道”的修行内容及过程等。上
士道的内容与莲花戒的《修习次第论》三篇中提到的大乘佛教的修行过程及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两
者都提倡以慈悲心、菩提心为大乘佛教的根本前提，以方便与智慧双运为主要修行内容，以一切智为
最终目标，两者都非常讲究修行的先后次第。班禅·洛桑确吉坚赞的名著《〈菩提道灯论〉释》中说
：“于上士道者，从见地上看，有唯识和中观之分；从乘道上看，有显密之分；从道之速缓看，有牲
畜之木车等，共分为五。上士道之内容，《毗卢遮那现证菩提经》云：‘秘密主，一切智者，从大悲
根本生，从菩提心因生，以诸方便而至究竟。’正确无误的大乘之道摄于大悲、菩提心、布施等方便
三者中，此义由莲花戒在《修习次第论》三篇中确定。”[9]由此可见，上士道的修习内容与莲花戒《
修习次第论》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两者的主要区别是见地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修习般若方面
。莲花戒论师根据瑜伽行中观自续派的观点讲“性空”，而阿底峡尊者以中观应成派的观点讲“性空
”。除此之外，其他的修行内容及过程等两者如出一辙。 　　 从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
可知，莲花戒《修习次第论》对藏传佛教后弘期修道次第理论的影响更为突出。宗喀巴大师在《菩提
道次第广论》中引用莲花戒《修习次第论》文句及思想的地方约55处之多。尤其阐述奢摩他、毗钵舍
那的时候，更多地引用了《修习次第论》的思想，阐述奢摩他部分中引用《修习次第论》约达32处，
阐述毗钵舍那部分中引用《修习次第论》约达13处。宗喀巴大师还对莲花戒称赞道：“总之雪山聚中
前弘圣教，谓圣静命及莲华生，建圣教轨。然由支那和尚堪布，解了空性未达扼要，以是因缘谤方便
分，遮止一切作意思惟，损减教法，为莲华戒大阿阇黎善破灭已，决择胜者所有密意，为恩极重。于
后宏圣教，则有一类妄自矜为善巧智者及瑜伽师，由其倒执相续部义，于教根本清净梵行，作大损害
，为此善士善为破除。复能殄灭诸邪执著，弘盛增广无倒圣教，故其深恩普遍雪山一切众生。”[10]
由此，笔者认为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与藏传佛教后弘期修道次第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 五、莲
花戒《修习次第论》三篇 在藏传佛教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藏传佛教史上，印度僧人撰写的关于修
道次第的主要论典有二，即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三篇与阿底峡《菩提道灯论》。藏传佛教后弘期诸
宗派皆以《菩提道灯论》中的“修道次第”为理论基础，建立了各自修道次第理论体系。阿底峡的《
菩提道灯论》对藏传佛教后弘期诸宗派的“修道次第”理论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从而很多人将藏传
佛教修道次第之理论渊源追溯到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很多。关于莲花戒《修
习次第论》三篇的研究成果相对少一些，所以，很少有人关注藏传佛教前弘期关于“修道次第”的理
论。莲花戒的《修习次第论》成书年代比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早三百年，此论作为藏传佛教前弘
期关于“修道次第”的理论，对吐蕃佛教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三篇虽然不象阿
底峡《菩提道灯论》中的“三士道”思想那样，直接为藏传佛教后弘期修道次第提供完整的理论，但
它间接为藏传佛教后弘期诸宗派的修道次第理论的形成提供了许多思想元素。因此，本研究认为，藏
传佛教修习次第理论的肇始或起源是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三篇。 　　 （一）莲花戒《修习次第论
》是一部藏传佛教重要论典 　　 《修习次第论》三篇是在“顿渐之争”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
，由印度瑜伽行中观自续派的高僧莲花戒所著，且原文也以梵文撰写。据此，《修习次第论》这一论
典的归属问题，即属于印度佛教论典还是属于藏传佛教论典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或认识。本研究
认为，虽然《修习次第论》三篇的作者背景具有特殊性，但它应视为藏传佛教论述修习次第理论的一
部重要论典。从这部论典的历史背景看，公元9世纪末“顿渐之争”时期，印度瑜伽行中观自续派和
汉地禅宗在吐蕃形成两股势力，互争高下、兴起诤论，刚刚接受佛教的吐蕃民众对此认识不清、不知
如何抉择，使吐蕃佛教处于困境。两者通过辩论，分晓孰胜孰败之后，莲花戒受赞普之命，根据吐蕃
佛教的特色和针对摩诃衍思想，撰写了《修习次第论》三篇。由于莲花戒不懂藏文，用梵文造了此论
，吐蕃赞普立即下令译成藏文，公诸于众。从藏文译文看，语句通顺，用词准确、规范，与藏族学者
的著作毫无二致，并其中引用的资料与原文完全一致。《修习次第论》的汉译情况看，宋朝时期《修
习次第论·初篇》译成汉文，书名为《广释菩提心论》，汉译本分为四段，即广释菩提心论卷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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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三、第四。其译者，在文本中写道是“西天译经三藏传法大师施护奉诏译”。据有关学者研
究，施护为天竺人。此译文晦涩难懂，与藏文译文有出入。《修习次第论》三篇的藏文译文均存在藏
文大藏经《丹珠尔》中，而梵文原文只剩初篇和后篇，中篇原文缺失。《修习次第论》三篇作为大乘
佛教完整的修道次第理论在吐蕃传播的第一本专著，成为藏传佛教前弘期佛教思想及修习次第理论之
纲领性论著，开创了藏传佛教修道次第理论的先河，确定了藏传佛教的发展方向，也影响了藏传佛教
后弘期各宗派的修道次第理论。 　　 （二）《修习次第论》对藏传佛教后弘期修道次第理论的影响 
　　 “顿渐之争”结束后，吐蕃人以寂护的《中观庄严论》及莲花戒的《中观光明论》等为主要依据
，视中观见为正见。还以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为经典依据，建立了修道次第理论体系。有鉴于此，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大师总结说：“关于前弘期的正见，初藏王赤松德赞时，曾首次向全藏宣布法律
：凡诸见行，皆应依从静命堪布传规。和尚事后，王又重为宣布，谓今后正见，须依龙树菩萨之教，
若有人从和尚之见者，定当惩罚。由此缘故，在前弘佛教时期，虽有少数唯识派宗见的班智达来藏，
然主要的仍是静命堪布及莲花戒论师之风规。属于中观自续派见，此派较为发达。”[11]由此可见，
莲花戒《修习次第论》成为了吐蕃佛教的纲领性论著。到了藏传佛教后弘期，藏传佛教诸宗派接受阿
底峡以来的中观应成派的观点。在修道次第理论方面，诸宗派也接受了阿底峡以来的“三士道”的理
论框架，建立各宗派的修道次第理论体系。即使如此，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三篇作为藏传佛教最早
的修道次第理论，也对藏传佛教后弘期各宗派的修道次第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藏传佛教格
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反复引用《修习次第论》三篇的内容，尤其讲到奢摩
他、毗钵舍那的时候，更多的引用了莲花戒《修习次第论》的修持方法。宗喀巴大师在讲到修习悲心
的次第时言道：“如是于其等舍慈悲，别分其境。次第修者，是莲花戒论师随顺《阿毗达磨经》说，
此极扼要。若不别分，初缘总修似生起时，各各思维，皆悉未生。若于各各皆生前说变意感觉，渐次
增多，后缘总修随缘总别，清净生故。”[12]可知，莲花戒在《修习次第论》中根据《阿毗达磨经》
梳理了修习悲心的次第，即先修平等舍、次修慈心、后修悲心。莲花戒关于修习悲心、菩提心、奢摩
他与毗钵舍那双运、智悲双运的学说，为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这样逻辑严密、体系完整、
内涵丰富的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元素。宗喀巴大师也对莲花戒的这一理论提出高度赞扬。另
外，班禅·洛桑确吉坚赞的《〈菩提道灯论〉释》及章嘉若必多杰《宗教流派论》等格鲁派的许多论
典中也反复引用莲花戒《修习次第论》的内容。藏传佛教萨迦派著名大师贡确龙珠的名著《道果法前
行三现分庄严宝论》也引用了《修习次第论》的思想。另外，萨迦派著名显教大师荣敦·协夏贡热曾
对《修习次第论》三篇分别作了详细的注释，这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见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三篇的惟
一注释本。该著详细阐述了《修习次第论》的思想体系、理论特色，也论述了莲花戒与摩诃衍的思想
分歧，简要介绍了莲花戒撰写《修习次第论》的历史背景。此足以说明，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学者们对
莲花戒《修习次第论》的重视程度和《修习次第论》在萨迦派教义思想及修持方法中的重要位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修习次第论》三篇虽由印度瑜伽行中观自续派大师莲花戒撰写，但它应被
视作一部藏传佛教的重要论典。因为，莲花戒针对吐蕃佛教的情况，为了规范吐蕃佛教教义思想及修
持方法，奉藏王之命而撰写。《修习次第论》三篇的问世，结束了吐蕃佛教思想的分歧局面，统一了
吐蕃佛教教义思想及修持方法，指出了吐蕃佛教的发展方向。从而，这部论典成为藏传佛教前弘期佛
教思想及修持方法之纲领性论典。此论典既开创了藏传佛教修道次第理论的先河，也为后弘期诸宗派
修道次第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元素，使得藏传佛教前弘期与后弘期修道次第理论之间有了内在逻辑
联系。由此可知，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三篇在藏传佛教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其他论典不可替代的作用
。 　　【注　释】 　　[1]拔·赛囊著，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拔协》，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第54页。在此译文中，佟锦华、黄布凡两位先生将《修习次第论》初篇、中篇、后篇，分别译作《
第一修行次第》、《第二修行次第》、《第三修行次第》；莲花戒的另一名著“dbu ma snang ba”被
译作《中观明经》，此论通行的译法是《中观光明论》。 　　[2]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三篇，载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中观卷1），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对勘、编辑，中国藏学出
版社2000年版，第64—199页。 　　[3]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刘立千译：《土观宗派源流》，西藏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藏文原文见《土观宗派源流》，甘肃民族出版社1984年藏文版，第25
页。 　　[4]龙树的“中观六论”是：《中论》、《六十正理论》、《七十空性论》、《廻争论》、
《细研论》、《宝鬘论》，也称“正理聚六论”。 　　[5]中观宗五大因之一，中观五大因：“破四
句生因”、“破有无生因”、“金刚屑因”、“离一多性故”、“缘起因”。 　　[6]迷旁·降阳朗
杰嘉措：《中观庄严论详解》，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藏文版，第13—14页。该书的前面部分抄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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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庄严论》原文偈颂体，汉文译引自索达吉坎布的翻译本。 　　[7]莲花戒：《修习次第论·后
篇》，载中华大藏经《丹珠尔》（中观卷1），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对勘、编辑，中
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此汉文译文引自《大正藏·大乘入楞伽经》卷2，唐实叉难陀译
，T.16n0672-p0596a19—20。 　　[8]同上，第182页。 　　[9]班禅·洛桑确吉坚赞：《〈菩提道灯论〉
释》，载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教材《藏文文选》第八册，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69页。 　　[10]
宗喀巴著、法尊译：《菩提道次第广论》，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3页。《菩提道次第广论》
藏文版，青海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9—10页。 　　[11]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刘立千译：《土观
宗派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9页。藏文原文见《土观宗派源流》，甘肃民族出版
社1984年版，第51页。 　　[12]宗喀巴著、法尊译：《菩提道次第广论》，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第141页。《菩提道次第广论》藏文版，青海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306—307页。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7880801/?start=0&amp;post=ok#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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