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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瑜伽师菩提宝说，「想要通达佛陀教授，不能光靠手掌大小的少许经函，就可以获得

定解。」以此解释「一切佛语都是殊胜教授」。又如尊者的弟子修宝喇嘛说，「我努力修习尊

者教法，精进的程度连身语意三门都粉碎成微尘，无时无刻不融入教法，直到现在才真正体

会到这句话的意义。」

种敦巴说，「如果已经学习众多经论，到了实修的时候，还到处追求其他仪轨，等于犯

了没有把经论当成修行要道的错误。」说明虽然经过长时间学习各种法门，却搞不清什么是

修行仪轨；等到要实修的时候，竟然还在问怎么修，就是不理解一切圣言现为教授的意义。

《俱舍论》说，「佛陀正法，以教法及证法为主体。」圣教是指教法和证法，除此之外，

没有第三法。教法指三藏十二部，思惟所要修持的义理；证法指戒定慧三学，就先前抉择的

义理如实修行。教证二法，互为因果。例如赛马先定好路线，然后向目标前进。如果前面讲

一个方向，比赛再跑另一个方向，岂不可笑？同理，不管前面听闻和思惟的内容，实修时却

跑去找不相干的东西，把闻思和修当成无关，就如《修次后篇》所说，「透过闻、思所通达

的道理，就是实际修习的内容，否则就像赛马不按既定路线一样可笑。」

本论总摄一切经论的精华，由亲近善知识谈到止观。在每个章节，应该止住修的时候，

就修止；应该思择修的时候，就好好思惟，这种次第引导的编排方式，最能彰显一切圣言现

为教授的道理。要知道，佛陀教典和大译师论著深奥难测，必须透过智慧拣择、如理取舍，

才能获得正见。如果认为经论不是最殊胜的指导而任意舍弃，怎么可能引生正确的定解？如

果认为这些不是最殊胜的教授，那么谁还可以写出比六圣二庄严更精辟的见解？懂得尊敬显

宗经论，当成自己的修行指导，自然毋须花费太大力气，就能将艰深的密续典籍，转为自己

的修行诀要；由此对「一切经论都是殊胜教授」的道理，产生正确知见，进而避免犯下背弃

正法、邪执分别、毁谤经论的恶业。

3.易于获得佛陀密意的殊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