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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 一 節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一 、  研 究 動 機  

許 多 學 者 都 贊 成 民 族 音 樂 學 是 透 過 音 樂 的 各 種 現 象 來 研 究 各

種 社 會 體 系 中 的 人 類 ， 因 此 民 族 音 樂 學 的 研 究 就 是 對 文 化 的 一 種 研

究 ， 其 不 僅 有 音 樂 的 探 討 ， 也 涉 及 各 個 領 域 ； 宗 教 即 是 文 化 中 結 合

信 仰 和 儀 式 的 一 種 聚 合 體 ， 而 音 樂 又 常 是 各 宗 教 儀 式 中 作 為 連 結 和

延 續 的 重 要 手 段 與 媒 介 ， 所 以 音 樂 即 成 為 一 種 文 化 展 現 的 方 式 ； 秉

持 此 觀 點 筆 者 選 擇 宗 教 儀 式 音 樂 為 撰 寫 論 文 的 大 方 向 。  

在 修 業 時 間 ， 對 各 個 宗 教 稍 作 瞭 解 之 後 ， 雖 曾 以 台 灣 的 道 教 科

儀 音 樂 作 為 研 究 內 容 ， 但 因 為 道 教 文 化 深 植 於 我 們 的 生 活 ， 致 使 筆

者 在 接 觸 後 發 現 無 法 客 觀 與 細 微 的 觀 察 研 究 之 ， 再 者 有 鑑 於 Bruno 

Nett l 對 初 習 民 族 音 樂 學 的 建 議：從 自 身 周 遭 的 環 境 對 異 於 研 究 者 的

其 他 群 眾 做 田 野 採 集 工 作 。 故 而 選 擇 原 屬 西 藏 地 區 的 藏 傳 佛 教 作 為

本 論 文 議 題 。  

除 此 ， 觀 看 現 今 存 在 台 灣 社 會 體 系 中 的 音 樂 文 化 研 究 成 果 ， 有

許 多 相 關 布 袋 戲 、 歌 仔 戲 、 原 住 民 、 客 家 、 南 北 管 … … 等 ， 宗 教 音

樂 方 面 則 多 涉 及 道 教 、 佛 教 、 民 間 信 仰 。 相 較 之 下 ， 藏 傳 佛 教 音 樂

卻 無 前 輩 學 者 問 津 ， 故 而 促 使 筆 者 欲 嘗 試 對 台 灣 地 區 的 藏 傳 佛 教 音

樂 作 了 解 和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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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 究 目 的  

基 於 上 述 之 研 究 動 機 ， 此 論 文 有 幾 個 研 究 目 的 ； 首 先 是 了 解 藏

傳 佛 教 的 歷 史 發 展 ， 以 及 傳 入 台 灣 的 發 展 情 況 ， 筆 者 希 望 從 中 了 解

藏 傳 佛 教 的 發 展 過 程 ， 並 藉 以 勾 勒 出 藏 傳 佛 教 儀 式 音 樂 所 依 恃 的 歷

史 背 景 。 其 次 ， 採 錄 、 整 理 並 分 析 田 野 工 作 所 獲 得 的 資 料 ， 整 理 歸

納 出 藏 傳 佛 教 儀 式 和 音 樂 在 台 灣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形 式 ， 以 了 解 其 架 構

與 特 點，並 嘗 試 解 釋 其 宗 教 音 樂 在 儀 式 和 信 仰 體 系 中 所 賦 予 的 意 義。 

國 內 外 學 者 前 輩 對 於 藏 學 的 研 究 雖 然 成 果 豐 碩 ， 但 多 攸 關 政

治 、 經 濟 、 宗 教 … … 等 ， 雖 說 當 中 亦 包 含 藝 術 類 別 ， 可 是 多 涉 及 繪

畫 、 建 築 、 戲 劇 、 舞 蹈 、 文 學 等 領 域 ， 有 關 音 樂 的 研 究 資 料 卻 有 如

鳳 毛 鱗 爪 ； 在 研 究 記 錄 的 文 獻 中 又 是 以 西 藏 地 區 、 印 度 北 部 、 尼 泊

爾 、 不 丹 、 錫 金 等 地 之 藏 傳 佛 教 音 樂 為 主 ， 對 於 台 灣 的 藏 傳 佛 教 尚

無 完 整 之 學 術 資 料 可 參 閱 ； 因 此 ， 筆 者 希 望 能 藉 此 論 文 為 藏 傳 佛 教

音 樂 在 台 灣 的 發 展 上 提 供 一 些 整 理 記 錄 ， 並 提 供 於 學 術 界 作 為 參 考

之 用 。  

 

第 二 節  文 獻 探 討  

西 藏 地 區 的 人 民 信 仰 佛 教 已 經 有 千 餘 年，因 此 對 事 物 的 價 值 觀

點 、 日 常 生 活 的 行 為 處 事 等 均 受 到 佛 教 文 化 的 制 約 ， 而 整 個 藏 傳 佛

教 歷 史 上 之 發 展 的 進 程 又 與 西 藏 的 政 治 、 地 理 、 人 文 … … 等 有 密 不

可 分 的 關 連 性 ， 所 以 藏 傳 佛 教 一 詞 所 代 表 的 ， 不 單 是 西 藏 地 區 的 宗

教 信 仰 ， 更 包 含 與 其 有 關 的 各 個 層 面 的 領 域 ， 舉 凡 西 藏 的 宗 教 、 歷

史 、 地 理 、 語 言 、 文 化 、 政 治 、 經 濟 等 皆 包 括 之 ， 而 學 者 專 家 將 此

學 門 的 研 究 統 稱 為 ｢西 藏 學 ｣(Tibetology)。  

最 早 的 ｢西 藏 學 ｣研 究 可 追 溯 至 十 七 世 紀，從 十 七 世 紀 二 ○ 年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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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十 八 世 紀 四 ○ 年 代 期 間 ， 曾 有 多 批 歐 洲 天 主 教 傳 教 士 ， 經 喜 馬 拉

雅 山 或 中 國 進 入 西 藏 地 區 從 事 傳 教 活 動 ； 他 們 根 據 觀 察 和 直 接 參

與 ， 對 西 藏 的 宗 教 、 歷 史 、 民 俗 等 取 得 第 一 手 資 料 而 開 啟 歐 洲 國 家

對 這 方 面 的 研 究
1； 關 於 音 樂 的 研 究 方 面 ， 藉 Mireil le Helffer 所 著

Eastern Central  Asia 2的 資 料 中 得 知，最 早 西 藏 音 樂 的 研 究 者 是 傳 教 士

A.H.Francke 於 1898 年 至 1930 年 期 間 開 始 研 究 西 藏 西 邊 的 口 頭 文 學

和 音 樂 ﹔ 而 另 一 位 傳 教 士 Marion H.Duncan 則 從 1921 年 至 1936 年

住 在 巴 塘 地 區 ， 從 事 觀 察 西 藏 東 邊 的 音 樂 活 動 。  

西 元 1959 年 達 賴 喇 嘛 離 開 大 陸 ， 於 印 度 達 蘭 沙 拉 (Dharamsala)

建 立 一 個 有 系 統 的 政 教 中 心 之 後 ， 不 僅 將 西 藏 的 宗 教 、 文 化 傳 播 至

世 界 各 地 ， 亦 使 歐 美 國 家 更 有 機 會 接 觸 到 藏 傳 佛 教 的 文 化 。 因 此 ，

自 1970 年 代 始，達 蘭 沙 拉 即 成 為 學 者 前 輩 研 究 藏 傳 佛 教 音 樂 的 一 個

管 道 ， 並 逐 漸 出 現 較 多 的 相 關 研 究 和 論 著 。  

台 灣 對 於 ｢西 藏 學 ｣的 研 究，主 要 是 從 國 民 政 府 遷 台，為 了 解 決

「 西 藏 問 題 」 所 需 而 開 始 出 現 相 關 的 研 究
3， 所 以 內 容 多 關 注 於 宗

教 、 地 理 、 政 治 、 經 濟 方 面 的 探 討 。 雖 然 近 來 因 宗 教 變 遷 使 藏 傳 佛

教 逐 漸 地 受 到 重 視 ， 學 術 上 的 專 書 也 增 加 許 多 ， 但 從 王 維 芳 ， 楊 家

銘 對 台 灣 在 1986 至 1995 年 間 的 藏 學 研 究 所 作 之 統 計 數 據 顯 示 4， 宗

教 類 內 容 的 出 版 書 目 在 數 量 上 仍 居 領 先 地 位 ， 而 藝 術 類 又 以 美 術 和

建 築 的 研 究 介 紹 為 主 。 故 迄 今 為 止 ， 國 內 對 於 藏 傳 佛 教 音 樂 的 研 究

                                     
1  鄭 金 德 ，〈 世 界 各 國 的 藏 學 研 究 〉，《 現 代 西 藏 佛 教 》， (高 雄 ： 佛 光 出 版 社 ， 民  

國 80 年 )， 頁 359。  
2  Mi re i l l e  He l f fe r“ Eas te rn  Cen t ra l  As ia .” Ethnomus ico logy  His to r i ca l  and   

Regiona l  S tud ies .（ Copyong The  Maci l l an  Press  1993） 306-307。  
3  魏 萼 ，《 西 藏 現 況 研 究 》， 魏 萼 序 ，（ 台 北 ： 中 央 文 物 供 應 社 ， 民 國 75 年 ），  

序 頁 vi。  
4  王 維 芳 ， 楊 嘉 銘 ，〈 近 十 年 來 臺 灣 地 區 的 蒙 藏 研 究 〉，《 蒙 藏 專 題 研 究 叢 書 》，  

第 七 十 五 期 （ 台 北 ： 蒙 藏 委 員 會 ， 民 國 86 年 1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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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 是 一 有 待 發 展 的 空 間 。  

由 於 ， 有 關 藏 傳 佛 教 之 人 文 、 歷 史 、 經 典 、 儀 節 方 面 的 資 料 ，

對 於 撰 寫 音 樂 文 化 之 傳 承 均 可 提 供 文 獻 上 的 參 考 ， 故 著 者 將 所 蒐 集

到 的 資 料 共 分 為 三 類 ， 即 歷 史 、 音 樂 和 其 他 其 類 別 。  

藏 傳 佛 教 在 西 藏 地 區 的 歷 史 發 展，和 其 宗 教 義 理 的 文 獻 資 料 相

當 的 豐 沛，如：圖 奇（ Giuseppe Tucci）的《 西 藏 的 宗 教 》（ The Religions 

of Tubet）
5、 王 輔 仁 的 《 西 藏 密 宗 史 略 》 6、 冉 光 榮 的 《 中 國 藏 傳 佛

教 史 》 7、 李 冀 誠 的 《 西 藏 佛 教 • 密 宗 》 8、 斑 斑 多 杰 的 《 藏 傳 佛 教

思 想 史 綱 》
9、 東 主 才 讓 的 《 虹 化 之 光 》 1 0、 賽 倉 • 羅 桑 準 丹 的 《 藏

傳 佛 教 格 魯 派 史 略 》 1 1… … 等 專 書 皆 可 幫 助 著 者 建 立 藏 傳 佛 教 的 發

展 歷 史 與 教 義 經 典 之 基 礎 概 念 。 而 紀 錄 藏 傳 佛 教 在 台 灣 發 展 之 情 況

的 論 著 ， 則 因 藏 傳 佛 教 在 台 的 歷 史 不 長 ， 文 獻 資 料 較 缺 乏 ， 專 門 的

論 著 只 有 姚 麗 香 的 碩 士 論 文《 台 灣 地 區 光 復 後 宗 教 變 遷 之 探 討 》1 2，

和 黃 英 傑 的 《 民 國 密 宗 年 鑑 》 1 3， 這 兩 本 書 籍 皆 是 由 該 著 者 透 過 文

獻 探 討 和 親 身 田 調 訪 問 所 得 的 資 料 為 論 著 內 容 ， 是 國 內 少 見 的 珍 貴

之 記 載 文 獻 ， 而 且 因 其 資 料 收 集 的 年 份 相 差 約 十 年 ， 正 好 得 以 銜 接

後 建 構 出 藏 傳 佛 教 從 民 國 初 年 至 1992 年 間 在 臺 灣 的 發 展 過 程。而 其

餘 的 相 關 資 料 筆 者 僅 能 從 散 見 於 各 期 刊 中 的 文 章 ， 或 相 關 書 籍 中 的

                                     
5  圖 奇 （ Giuseppe  Tucc i）。《 西 藏 的 宗 教 （ The Re l ig ions  of  T ibe t）》。 劉 瑩 、 楊 帆

譯 。 台 北 ： 桂 冠 ， 民 國 86 年 。  
6  王 輔 仁 。《 西 藏 密 宗 史 略 》。 台 北 ： 佛 教 出 版 社 。 民 國 74 年 。  
7  冉 光 榮 。《 中 國 藏 傳 佛 教 史 》。 台 北 ： 文 津 出 版 社 ， 民 國 85 年 。  
8  李 冀 誠 ，《 西 藏 佛 教 密 宗 》。（ 高 雄 ： 佛 光 出 版 社 ， 民 國 82 年 ）。  
9  斑 斑 多 杰 ，《 藏 傳 佛 教 史 綱 》。（ 上 海 ︰ 新 華 書 店 ， 民 國 84 年 ）。  
1 0  東 主 才 請 ，《 虹 化 之 光 》，（ 青 海 ： 青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 民 國 88 年 ）。  
1 1  賽 倉 • 羅 桑 準 丹 ，《 藏 傳 佛 教 格 魯 派 史 略 》。（ 北 京 ： 宗 教 文 化 出 版 社 ， 民 國

91 年 ）。  
1 2  姚 麗 香 ，《 台 灣 地 區 光 復 後 宗 教 變 遷 之 探 討 》，（ 台 北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社 會 學

研 究 所 ， 碩 士 論 文 ， 民 國 73 年 6 月 ）。  
1 3  黃 英 傑 ，《 民 國 密 宗 年 鑑 》，（ 台 北 ： 全 佛 文 化 出 版 社 ， 民 國 8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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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份 章 節 取 得 ， 如 陳 玉 蛟 的 〈 台 灣 的 西 藏 佛 教 〉 1 4、 姚 麗 香 的 （ 藏

傳 佛 教 在 台 灣 發 展 的 初 步 研 究 ） 1 5和 〈 台 灣 地 區 光 復 後 佛 教 出 版 刊

物 的 內 容 分 析 — 佛 教 文 化 思 想 變 遷 〉 1 6、 王 俊 中 的 〈 台 灣 與 西 藏 及

在 台 的 藏 傳 佛 教 研 究 〉 1 7、 藍 吉 富 的 〈 台 灣 佛 教 之 歷 史 發 展 的 宏 觀

式 考 察 〉 1 8、 堪 布 昂 旺 念 札 仁 波 切 的 〈 宗 喀 巴 大 師 教 法 在 臺 灣 的 弘

傳 經 驗 〉
1 9， 以 及 ｢經 續 法 林 ｣中 心 定 期 出 版 的 《 經 續 》 雙 月 刊 ， 藉

由 以 上 的 史 料 來 勾 勒 出 藏 傳 佛 教 在 台 灣 發 展 的 概 況 ， 和 ｢經 續 法 林 ｣

中 心 成 立 的 緣 起 與 發 展 。  

藏 傳 佛 教 音 樂 研 究 的 論 著 與 其 他 領 域 的 音 樂 類 書 目，相 較 之 下

是 較 為 稀 少 的 ， 目 前 仍 大 都 為 西 方 學 者 的 研 究 成 果 和 著 作 ， 著 者 所

收 集 到 的 有 Jerry Jay Ellingson 的 博 士 論 文  The mandala of sound: 

concepts and sound structures in Tibetan ri tual  music.2 0， 為 1970 年

代 ， 以 民 族 音 樂 學 角 度 有 系 統 的 分 析 研 究 尼 泊 爾 地 區 之 藏 傳 佛 教 儀

式 音 樂 ， 並 用 該 宗 教 的 概 念 來 解 釋 說 明 其 音 樂 現 象 。 此 論 文 是 認 識

藏 傳 佛 教 儀 式 音 樂 最 為 完 整 的 一 研 究 論 著。此 外，在《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2 1的 條 目 中 ， 提 供 了 藏 傳 佛 教 相

關 的 研 究 內 容 ， 當 中 分 別 描 述 西 藏 音 樂 形 成 的 人 文 背 景 、 禮 拜 儀 式

                                     
1 4  陳 玉 蛟 ，〈 台 灣 的 西 藏 佛 教 〉，《 西 藏 研 究 論 文 集 》， 第 三 期 （ 民 國 77 年 ）， 頁

105-117。  
1 5  姚 麗 香 ，（ 藏 傳 佛 教 在 台 灣 發 展 的 初 步 研 究 ），《 佛 學 研 究 中 心 學 報 》， 第 五 期

（ 民 國 89 年 ）， 頁 315-338。  
1 6  姚 麗 香，〈 台 灣 地 區 光 復 後 佛 教 出 版 刊 物 的 內 容 分 析 — 佛 教 文 化 思 想 變 遷 〉，

《 東 方 宗 教 研 究 》， 第 一 期 （ 民 國 79 年 10 月 ）， 頁 293-313。  
1 7  王 俊 中，〈 台 灣 與 西 藏 及 在 台 的 藏 傳 佛 教 研 究 〉，《 東 亞 漢 藏 佛 教 史 研 究 》，（ 台

北 ： 東 大 ， 民 國 92 年 ）。  
1 8  藍 吉 富 ，〈 台 灣 佛 教 之 歷 史 發 展 的 宏 觀 式 考 察 〉，《 中 華 佛 學 學 報 》， 第 十 二 期

（ 民 國 88 年 7 月 ）， 頁 237-248。  
1 9  堪 布 昂 旺 念 札 仁 波 切 ，《 宗 喀 巴 大 師 教 法 在 臺 灣 的 弘 傳 經 驗 》， ｢藏 傳 佛 教 在

臺 灣 ｣學 術 研 討 會 （ 台 北 ： 蒙 藏 委 員 會 ， 民 國 90 年 11 月 ）， 頁 1-17。  
2 0 Je r ry  Jay  El l ingson .  The  manda la  of  sound：  concept s  and  sound s t ruc tures  in  

T ibe tan  r i tua l  mus ic .  Ph .  D.  d i ss   (  Univers i ty  o f  Wiscons in  ,madi son ,1976)。 
2 1  Pe te r ,   Cross ley-Hol land .  T ibe tan  Mus ic .” The New Grove  Dic t ion ary  of   Mus ic  

and  Mus ic ian  Vol .18 .  (London： Edi ted  by  S tan ley  Sadie ,1980 ) ,  799-8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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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讚 頌 音 樂 、 羌 姆 樂 舞 ( : ( 3 - )和 器 樂 演 奏 ， 聲 樂 與 樂 器 的 記 譜 法 ，

以 及 傳 統 的 民 俗 音 樂 等 音 樂 形 態 ； 內 文 不 僅 介 紹 藏 傳 佛 教 的 誦 經 音

樂 之 類 型 ， 亦 簡 要 地 說 明 其 演 唱 方 式 和 各 種 法 器 （ 樂 器 ） 的 演 奏 方

法 。 而 William P. Malm 所 著  的 Music cultures of the Pacific,  The 

near east  ,  and Asia:  East  Asia.2 2， 文 中 則 較 偏 重 在 演 唱 方 式 和 樂 譜

的 介 紹 ， 這 些 資 料 雖 然 都 是 屬 於 總 論 性 文 獻 資 料 ， 但 也 提 供 著 者 對

於 認 識 藏 傳 佛 教 儀 式 音 樂 的 概 念 性 知 識 。  

另 外，Ricardo Canzio 的《 西 藏 苯 教 演 出 之 變 遷 》(Chang in the 

Performative Aspect of Bonpo)2 3和 The Bonpo Tradit ion： Ritual 

Practices,  Ceremonials,  Protocol and Monastic Behavior.2 4，主 要 以 民

族 音 樂 學 的 觀 點 來 解 釋 實 際 調 查 的 案 例 資 料 ， 並 深 入 探 討 文 本 語

言 、 音 樂 與 儀 式 結 構 三 者 之 間 緊 密 結 合 的 關 連 性 。 惟 anzio 的 研 究

都 集 中 針 對 薩 迦 派 的 宗 教 音 樂 為 主 ， 與 本 文 研 究 對 象 ---格 魯 派 的 傳

承 不 同 ， 故 資 料 內 容 亦 僅 能 提 供 研 究 上 的 參 考 ， 但 其 鉅 細 靡 遺 的 觀

察 與 分 析 成 果 ， 予 以 筆 者 非 常 多 助 益 和 參 考 價 值 。  

中 國 大 陸 學 者 有 關 藏 傳 佛 教 音 樂 文 化 的 研 究 資 料 ， 有 格 曲 的

〈 西 藏 宗 教 音 樂 論 述 〉 2 5、 扎 西 達 杰 的 〈 藏 傳 佛 教 樂 譜 體 系 〉 2 6、 田

聯 韜 的〈 中 國 藏 傳 佛 教 (喇 嘛 教 )音 樂 〉2 7和〈 藏 族 宗 教 音 樂 初 探 〉2 8、

                                     
2 2  .Wi l l i am P .  Malm，  Music  cu l tu res  of  the  Pac i f i c ,  The  near  eas t  ,  and  As ia :  Eas t  

As ia ,  (New Jersey： Prent i ce  Hal l ,1996) ,167-171 .  
2 3  R ica rdo  Canz io，《 西 藏 苯 教 演 出 之 變 遷 》（ Chang in  the  Per format ive  Aspec t  o f  

Bonpo），第 四 屆 亞 太 民 族 音 樂 學 會 會 議 暨 第 六 屆 國 際 民 族 音 樂 學 會 議（ 台
北 ： 行 政 院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 民 國 87 年 1 月 ）。  

2 4  R ica rdo  Canz io .  The  Bonpo  Trad i t ion：Ri tua l  Prac t i ces ,  Ceremoni a l s ,  Pro toco l  and  
Monas t i c  Behavior '  in  Jamyang Norbu(ed i t )  Z lo-gar .  (L ibra ry  of  T ibe tan  works  
&Archives： Dharamsa la ,  1986) ,45-57 .  

2 5  格 曲，〈 西 藏 宗 教 音 樂 論 述 〉，《 民 族 藝 術 》，第 一 期（ 民 國 85 年 ），頁 109 -123。 
2 6  扎 西 達 杰，〈 藏 傳 佛 教 樂 譜 體 系 〉，《 中 國 音 樂 》，第 一 期（ 民 國 82 年 ），頁 24-26。 
2 7  田 聯 韜 ，〈 中 國 藏 傳 佛 教 (喇 嘛 教 )音 樂 〉，《 中 國 宗 教 音 樂 》，（ 北 京 ： 宗 教 文 化

出 版 社 ， 民 國 86 年 ）， 頁 42-53。  
2 8  田 聯 韜 ，〈 藏 族 宗 教 音 樂 初 探 〉，《 中 央 音 樂 學 院 學 報 (季 刊 )》， 第 一 期 （ 民 國

85 年 ）， 頁 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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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 木 秋 〈 藏 傳 佛 教 六 字 真 言 “ 嘛 呢 ” 及 嘛 呢 調 〉 2 9、 毛 繼 增 的 《 大

陸 鄉 土 音 樂 教 學 概 況 — 世 界 屋 脊 的 音 樂 》 3 0、 何 訓 田 的 〈 西 藏 傳 統

音 樂 與 流 行 音 樂 及 歌 曲 〉
3 1、 邊 多 的 〈 綜 觀 藏 傳 佛 教 嘎 爾 羌 姆 音 樂 〉

3 2， 以 上 文 章 都 以 單 篇 形 式 刊 錄 於 期 刊 或 編 著 書 籍 中 ， 多 屬 於 概 括

性 資 料 ； 而 這 些 資 料 中 ， 除 了 少 數 藏 籍 音 樂 家 所 撰 寫 的 文 章 之 外 ，

大 多 數 的 資 料 都 存 有 漢 族 沙 文 主 義 的 成 份 ， 也 就 是 說 在 探 討 西 藏 音

樂 時 ， 常 以 漢 民 族 中 心 的 觀 點 ， 將 西 藏 音 樂 簡 單 化 ， 或 視 為 較 原 始

的 音 樂 形 式 ； 因 此 參 閱 大 陸 學 者 的 文 獻 資 料 時 ， 仍 所 需 注 意 上 述 之

問 題 並 加 以 選 擇 。  

若 是 針 對 某 一 研 究 對 象 並 以 專 書 出 版 的 有 包 • 達 汗 達 所 著《 蒙

古 佛 教 音 樂 文 化 的 多 元 性 》，作 者 除 了 將 所 採 集 的 音 樂 資 料 做 分 析 ，

並 運 用 文 化 人 類 學 的 理 論 方 法 ， 從 文 化 系 統 不 同 層 級 觀 察 和 剖 析 蒙

古 佛 教 音 樂 所 包 含 的 文 化 質 點 ， 並 且 從 而 確 立 藏 傳 佛 教 音 樂 於 蒙 古

地 區 涵 化 的 特 徵 ； 由 於 藏 傳 佛 教 音 樂 對 臺 灣 而 言 亦 屬 外 來 文 化 ， 故

此 論 著 即 可 作 為 研 究 臺 灣 藏 傳 佛 教 的 一 個 借 鏡 。  

儘 管 現 今 台 灣 取 得 田 野 資 料 不 難，但 目 前 尚 無 發 現 其 相 關 的 音

樂 學 術 研 究 ， 著 者 僅 收 集 到 一 則 以 單 篇 方 式 介 紹 的 文 章 ， 即 姚 曉 鈺

的 〈 西 藏 音 樂 概 述 〉 3 3， 其 內 容 僅 簡 略 地 介 紹 西 藏 音 樂 之 種 類 ， 而

且 對 於 宗 教 儀 式 音 樂 方 面 的 說 明 也 僅 佔 文 章 篇 幅 的 四 分 之 一 ， 可 說

                                     
2 9  旦 木 秋 ，〈 藏 傳 佛 教 六 字 真 言 “ 嘛 呢 ” 及 嘛 呢 調 〉， 民 族 藝 術 》， 第 一 期 （ 民

國 86 年 ）， 頁 151-157。  
3 0  毛 繼 增，《 大 陸 鄉 土 音 樂 教 學 概 況 — 世 界 屋 脊 的 音 樂 》，展 望 二 十 一 世 紀 鄉 土

音 樂 藝 術 教 學 研 討 會 ，（ 台 灣 ︰ 國 立 屏 東 師 範 學 院 ， 民 國 89 年 5 月 ） 頁
1-41。  

3 1  何 訓 田 ，〈 西 藏 傳 統 音 樂 與 流 行 音 樂 及 歌 曲 〉，《 密 教 藝 術 》， 國 際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台 北 ： 金 色 蓮 花 ， 民 國 85 年 ）， 頁 192-197。  

3 2  邊 多 ，〈 綜 觀 藏 傳 佛 教 嘎 爾 羌 姆 音 樂 〉， 佛 教 東 傳 2000 年 — 佛 教 音 樂 學 術 研
討 會 ，（ 台 北 ： 佛 光 出 版 社 ， 民 國 90 年 ）， 頁 417-452。  

3 3  姚 曉 鈺 ，〈 西 藏 音 樂 概 述 〉，《 密 教 藝 術 》， 國 際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台 北 ： 金 色
蓮 花 ， 民 國 85 年 ）， 頁 19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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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一 篇 概 略 性 的 文 章 。  

另 外 ， 其 他 類 文 獻 主 要 是 涉 及 民 間 歌 舞 、 戲 劇 ， 或 與 文 化 相 關

的 著 作 與 文 章 ， 藉 由 這 些 資 料 間 接 的 關 係 ， 和 音 樂 上 的 共 性 來 推 論

出 藏 傳 佛 教 之 宗 教 音 樂 的 結 構 與 內 容 ， 並 釐 清 宗 教 音 樂 使 用 的 時 機

與 其 功 能 等 相 關 問 題 ， 故 而 將 此 類 文 獻 一 並 列 入 參 考 資 料 當 中 。 此

類 資 料 有 郭 淨 的 〈 藏 地 佛 教 寺 院 羌 姆 流 派 〉
3 4和 《 西 藏 山 南 扎 曩 縣

桑 耶 寺 多 德 大 典 》
3 5一 書 ， 內 容 主 要 是 針 對 藏 傳 佛 教 之 宗 教 舞 蹈 ---

羌 姆 的 源 流 、 儀 式 組 織 、 演 出 形 式 作 探 討 ， 音 樂 的 部 份 雖 然 僅 簡 單

的 描 述 其 樂 隊 組 成 和 樂 器 使 用 種 類 ， 卻 可 從 中 得 知 音 樂 用 於 宗 教 上

的 功 能 與 作 用 。 而 扎 西 達 杰 的 〈 藏 族 牛 角 湖 藝 術 淺 談 〉 3 6、 姜 安 的

《 神 秘 的 雪 域 達 摩 》 3 7、 廖 東 凡 的 《 雪 域 西 藏 風 情 畫 》 3 8、 劉 志 群 的

《 藏 戲 與 藏 俗 》 3 9等 文 章 亦 給 予 著 者 許 多 文 化 上 的 參 考 價 值 。  

上 列 有 關 藏 傳 佛 教 音 樂 研 究 之 論 著 與 書 籍 ， 多 是 以 西 藏 、 印

度 、 尼 泊 爾 等 鄰 近 地 區 與 國 家 為 研 究 對 象 ， 對 於 非 喜 馬 拉 雅 山 地 區

之 國 家 的 藏 傳 佛 教 宗 教 音 樂 研 究 至 今 則 尚 無 研 究 資 料 ， 所 以 本 論 文

之 撰 寫 ， 關 於 台 灣 地 區 的 藏 傳 佛 教 之 音 樂 研 究 ， 仍 以 田 野 調 查 為 第

一 手 資 料，並 藉 由 上 述 文 獻 資 料 的 研 究 成 果，作 為 研 究 之 參 考 依 據。 

 

第 三 節  研 究 範 疇 與 內 容  

一 、  研 究 範 疇  

本 文 以 藏 傳 佛 教 中 的 格 魯 派 為 研 究 內 容 ， 並 以 台 北 市 「 經 續 法

                                     
3 4  郭 淨，〈 藏 地 佛 教 寺 院 羌 姆 流 派 〉，《 民 族 藝 術 》第 二 期，（ 民 國 85 年 ），頁 11-25。 
3 5  郭 淨 ，《 西 藏 山 南 扎 曩 縣 桑 耶 寺 多 德 大 典 》，（ 台 北 ： 施 合 鄭 基 金 會 ， 民 國 86

年 ）。  
3 6  扎 西 達 杰，〈 藏 族 牛 角 湖 藝 術 淺 談 〉，《 藝 術 研 究 》，（ 民 國 86 年 ），頁 144-150。 
3 7  姜 安 ，《 神 秘 的 雪 域 達 摩 》，（ 中 國 藏 學 出 版 社 ， 民 國 84 年 ）。  
3 8  廖 東 凡 ，《 雪 域 西 藏 風 情 畫 》，（ 北 京 ： 燕 山 出 版 社 ， 民 國 80 年 ）。  
3 9  劉 志 群 ，《 藏 戲 與 藏 俗 》，（ 西 藏 人 民 出 版 社 ， 民 國 88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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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 護 持 中 心 為 研 究 對 象 。 本 文 將 針 對 藏 傳 佛 教 法 會 中 十 分 重 要 的

「 上 師 薈 供 」 儀 式 進 行 儀 式 架 構 、 音 樂 內 容 、 法 器 ﹙ 樂 器 ﹚ 等 項 目

採 錄 整 理 ， 並 嘗 試 分 析 解 釋 上 師 薈 供 儀 式 中 唱 誦 音 樂 的 旋 律 特 徵 。  

本 文 以 上 師 薈 供 儀 式 為 研 究 內 容 ， 主 要 是 因 為 此 法 會 在 格 魯 教

派 中 十 分 受 重 視 ， 其 舉 行 時 不 僅 有 固 定 的 時 間 和 地 點 ， 在 台 灣 也 是

較 為 常 見 的 法 會 之 一 ； 除 此 ， 因 為 筆 者 初 次 研 究 台 灣 藏 傳 佛 教 的 音

樂 ， 目 前 又 無 相 關 的 音 樂 資 料 可 供 參 考 ， 故 而 與 師 長 和 法 師 討 論 之

後 ， 即 決 定 以 比 較 容 易 瞭 解 的 上 師 薈 供 儀 式 為 本 文 之 研 究 議 題 。  

 

二 、  研 究 內 容  

本 論 文 概 括 分 為 歷 史 發 展、儀 式 介 紹 與 音 樂 分 析，從 這 三 個 項

目 來 探 討 台 灣 藏 傳 佛 教 的 宗 教 儀 式 音 樂。全 文 共 有 五 個 章 節，除 了

緒 論 與 結 論，本 論 文 於 第 二 章 將 簡 述 藏 傳 佛 教 的 形 成，並 將 其 傳 入

台 灣 的 過 程 作 一 整 理 描 述，以 建 構 對 藏 傳 佛 教 在 台 的 發 展 之 初 步 輪

廓。再 者，因 為 此 論 文 以「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作 為 調 查 研 究 對 象 ，

故 此 章 亦 對 中 心 的 創 建 及 發 展 作 文 獻 上 的 梳 理 和 說 明 。  

有 鑑 於 欲 真 正 瞭 解 宗 教 儀 式 音 樂 ， 就 必 須 從 它 所 屬 的 信 仰 認 知

模 式 及 儀 式 的 行 為 中 著 手 ， 因 此 第 三 章 的 部 份 ， 將 針 對 上 師 薈 供 的

意 義 、 儀 程 、 參 與 者 ， 以 及 儀 式 空 間 作 一 描 述 ； 並 將 上 師 薈 供 儀 式

中 所 使 用 的 法 器 (樂 器 )， 和 法 器 與 儀 式 之 間 的 配 合 運 用 ， 依 筆 者 觀

察 做 整 理 歸 結 。  

第 四 章 則 著 重 「 上 師 薈 供 」 使 用 的 音 樂 之 特 質 ， 分 析 其 音 樂 的

結 構 形 態，和 法 器 使 用 的 種 類、意 涵  ，並 盡 量 詳 實 記 錄 音 樂 表 現 的

功 能 和 特 點 。  

本 論 文 除 了 藏 傳 佛 教 的 歷 史 部 份 之 外，其 餘 整 理 與 分 析 皆 以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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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北 市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所 舉 行 上 師 薈 供 之 田 野 調 查 所 獲 得 的 資 料

為 主 ； 透 過 觀 察 將 實 錄 整 個 儀 程 與 音 樂 ， 並 於 各 章 節 中 嘗 試 對 藏 傳

佛 教 在 台 灣 社 會 文 化 環 境 下 所 衍 生 的 獨 特 性 ， 以 及 音 樂 運 用 的 差 異

性 做 探 討 。  

 

第 四 節  研 究 方 法 與 限 制  

一 、  研 究 方 法  

本 論 文 的 研 究 方 法 主 要 分 為 案 牘 工 作 與 田 野 調 查 兩 個 部 份 。 首

先 ， 文 墨 工 作 是 關 於 文 獻 資 料 的 梳 理 。 由 於 「 經 續 法 林 」 負 責 人 說

明 過 去 並 未 將 資 料 有 系 統 的 彙 編 ， 所 以 有 關 護 持 中 心 的 現 存 資 料 多

為 零 散 或 期 刊 中 的 文 章 ， 故 而 ， 資 料 的 彙 整 是 必 要 的 工 作 之 一 。 除

此 ， 對 於 專 家 學 者 們 的 研 究 成 果 之 研 讀 ， 以 及 田 野 調 查 之 後 筆 記 整

理 、 記 譜 分 析 、 論 文 撰 寫 等 事 項 皆 列 屬 為 案 牘 工 作 。  

   第 二 部 份 的 田 野 工 作，則 是 至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實 地 調 查，採 用

個 別 訪 問 和 觀 察 ， 以 及 親 身 參 與 「 上 師 薈 供 」 儀 式 ， 體 驗 該 宗 教 儀

式 之 經 驗，並 參 加 法 光 佛 學 研 究 所 開 辦 之「 暑 期 藏 文 密 集 班 」，以 掌

握 身 為 調 查 者 所 需 具 備 的 雙 語 言 能 力 ﹔ 除 此 亦 參 加 佛 學 課 程 和 儀 式

音 樂 誦 唱 課 程 ， 期 望 自 身 能 更 深 入 的 瞭 解 藏 傳 佛 教 音 樂 的 義 理 與 音

樂 操 演 的 實 況 ， 進 而 在 研 究 撰 寫 此 論 文 時 能 兼 自 觀 （ emic） 與 他 觀

（ etic）的 兩 個 層 面。另 外，與 音 樂 相 關 的 資 料 來 源，仍 以 筆 者 自 身

作 田 野 調 查 的 第 一 手 資 料 為 主 ， 使 用 的 設 備 除 了 筆 記 相 關 文 具 ， 還

分 別 有 ： 新 力 牌 型 號 CCD-47 攝 影 機 、 新 力 牌 型 號 MZ-R90 MD 

player、 RICOH 型 號 RZ-800 照 相 機 等 。 整 理 的 樂 譜 以 五 線 譜 的 方 式

呈 現 之 。 以 上 研 究 方 法 程 序 可 表 解 如 下 （ 見 【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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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論 文 研 究 方 法 與 程 序 架 構 一 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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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 究 限 制  

藏 傳 佛 教 音 樂 為 一 門 跨 領 域 的 學 科 ， 所 涉 及 的 範 圍 有 宗 教 學 、

音 樂 學 和 人 類 學 等 科 目 ， 因 此 筆 者 在 研 讀 和 探 索 相 關 文 獻 資 料 時 難

免 有 需 要 特 別 了 解 與 釐 清 之 處 ， 如 遇 著 實 不 易 了 解 情 況 則 請 教 老

師 、 法 師 和 會 眾 等 相 關 人 員 ， 盡 可 能 地 解 決 問 題 。  

再 者 ， 由 於 所 使 用 的 文 獻 中 包 括 中 、 西 文 與 譯 文 的 資 料 ， 因 此

在 人 名 、 地 名 或 專 有 名 稱 的 使 用 上 難 免 會 產 生 混 淆 的 情 形 ， 針 對 此

點 ， 筆 者 將 盡 量 統 一 處 理 ， 在 第 一 次 出 現 時 使 用 中 文 與 藏 文 並 列 ，

在 第 二 次 出 現 後 則 全 部 以 中 文 使 用 之 。  

此 外，自 1950 年 代 開 始，由 胡 德（ Mantle Hood）所 醞 釀 促 成 的

雙 重 音 樂 能 力（ bi-musical i ty）之 觀 念 ， 仍 然 是 民 族 音 樂 學 研 究 的 思

想 趨 勢 之 一，有 鑑 於 此，促 使 筆 者 於 2002 年 參 加「 法 光 佛 學 院 」所

舉 辦 的 藏 語 暑 期 密 集 課 程 ， 並 參 與 佛 學 課 程 和 「 上 師 薈 供 」 儀 式 ，

期 以 能 從 實 際 演 練 中 學 得 有 關 上 師 薈 供 儀 式 的 知 識 與 經 驗 ， 從 而 更

深 入 瞭 解 唱 誦 內 容 的 含 意 。 然 而 ， 藏 文 繁 複 艱 深 ， 實 難 在 短 時 間 內

收 立 竿 見 影 之 效；藏 傳 佛 教 中 著 重 密 法 修 持，有 關 手 印、法 器 運 用 、

觀 想 體 驗 等 皆 具 有 口 傳 之 祕 密 性 ， 其 儀 式 活 動 中 的 精 神 意 義 更 是 實

非 外 人 得 以 理 解 ； 故 而 在 本 研 究 的 進 行 中 ， 因 時 間 上 和 本 身 為 受 過

灌 頂 的 限 制 ， 以 致 筆 者 無 法 真 正 體 驗 上 師 薈 供 儀 式 中 唱 誦 音 樂 的 心

靈 歷 程，僅 能 藉 由 對 會 眾 的 訪 談 中 了 解 儀 式 過 程 中 諸 種 意 義 與 內 容。 

最 末 ， 關 於 藏 傳 佛 教 的 宗 教 儀 式 音 樂 於 國 外 已 有 許 多 年 的 研 究

歷 史 ， 然 而 在 台 灣 地 區 仍 屬 一 門 新 興 的 學 科 領 域 ； 國 內 投 注 於 本 土

藏 傳 佛 教 的 宗 教 儀 式 音 樂 之 先 進 前 輩 更 是 屈 指 可 數 ， 故 而 在 相 關 研

究 資 料 蒐 集 不 易 的 情 況 ， 本 論 文 所 採 用 的 音 樂 資 料 多 為 田 野 調 查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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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手 資 料；據 悉 4 0，「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之 傳 法 來 自 印 度「 柯 槃 寺 」

(Kopan)，筆 者 在 無 法 親 身 至 當 地 作 田 野 調 查， 亦 沒 有 管 道 獲 得 現 成

的 有 聲 資 料 之 狀 況 下 ， 致 使 難 以 從 比 較 的 觀 點 來 探 究 在 傳 播 過 程

中 ， 兩 地 所 產 生 的 差 異 性 ， 因 此 ， 本 論 文 將 重 心 放 在 研 究 目 前 台 灣

藏 傳 佛 教 音 樂 的 現 況 ， 並 僅 以 「 經 續 法 林 」 護 持 中 心 為 對 象 ， 整 理

描 述 上 師 薈 供 儀 式 的 音 樂 結 構 及 其 所 具 的 功 能 。 上 述 為 此 研 究 在 執

行 的 限 制 與 困 難 ， 故 特 別 在 本 論 文 之 始 提 出 來 作 一 說 明 。  

 

 

 

 

 

 

 

 

 

 

 

 

 

 

 

 

                                     
4 0  資 料 來 源 由 「 經 續 法 林 」 護 持 中 心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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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藏傳佛教與「經續法林」護持中心  

 

藏 傳 佛 教 (Vajrayana)源 於 印 度 佛 教 。 佛 教 最 初 流 行 於 中 印 度 恆

河 一 帶 ， 在 發 展 過 程 中 逐 漸 形 成 南 傳 和 北 傳 兩 大 體 系 ； 南 傳 係 指 亞

洲 的 南 部，包 括 緬 甸、泰 國、柬 埔 寨、斯 里 蘭 卡 等 地，屬 於 上 座 部 ，

俗 稱 小 乘 佛 教 (Hinayana)。 北 傳 是 指 傳 播 至 中 國 、 韓 國 、 日 本 、 越

南 和 蒙 古 等 亞 洲 北 部 地 區 的 佛 教 ， 隸 屬 於 大 眾 座 ， 稱 為 大 乘 佛 教

(Mahayana)。  

北 傳 支 系 的 佛 教，約 在 公 元 一 世 紀 前 後 傳 入 中 國，至 公 元 七 〜

八 世 紀 時 再 分 別 由 中 國 和 印 度 傳 入 西 藏 地 區 ； 在 藏 區 經 歷 三 百 多 年

的 發 展 之 後 才 形 成 藏 語 系 佛 教 ， 因 此 ， 北 傳 至 中 國 的 佛 教 依 語 言 文

字 分 有 漢 傳 佛 教 和 藏 傳 佛 教 。  

在 中 國，信 奉 藏 傳 佛 教 的 民 族，除 了 藏 族，還 有 蒙 古 族、土 族 、

裕 固 族 、 納 西 族 等 ； 其 寬 廣 流 傳 的 地 域 遍 及 西 藏 、 甘 肅 、 青 海 、 四

川 、 蒙 古 等 地 。 藏 傳 佛 教 在 國 外 ， 亦 已 傳 播 至 印 度 、 不 丹 、 錫 金 、

尼 泊 爾 等 國 4 1； 近 三 十 年 來 也 引 起 西 方 國 家 學 術 界 研 究 藏 傳 佛 教 的

興 趣。而 藏 傳 佛 教 及 其 文 化 在 台 灣 的 初 期 發 展，因 受 制 於 政 治 因 素，

僅 有 少 數 的 漢 籍 上 師 （ 喇 嘛 ） 傳 教 弘 法 ； 至 八 ○ 年 代 台 灣 社 會 解 嚴

後 ， 藏 籍 喇 嘛 在 漢 籍 喇 嘛 的 引 介 下 才 大 量 來 台 宣 教 弘 法 4 2， 進 而 興

起 一 波 學 佛 與 對 西 藏 文 化 研 探 的 熱 潮 ， 各 宗 派 的 中 心 亦 紛 紛 設 立 ，

形 成 藏 傳 佛 教 在 台 灣 發 展 的 一 種 獨 特 現 象 ； 此 後 ， 更 隨 著 第 十 四 世

                                     
4 1  鄭 金 德 ，《 現 代 西 藏 佛 教 》，（ 高 雄 ： 佛 光 出 版 社 ， 民 國 80 年 ）， 頁 131-134。 
4 2  藍 吉 富 ，〈 台 灣 佛 教 之 歷 史 發 展 的 宏 觀 式 考 察 〉，《 中 華 佛 學 學 報 》， 第 十 二 期

〈 民 國 88 年 七 月 ）， 頁 238-240。  



 15

達 賴 喇 嘛 來 台 弘 法 後 掀 起 熱 潮 。  

藏 傳 佛 教 在 發 展 過 程 中 ， 因 政 治 需 要 逐 漸 形 成 政 教 合 一 制 度 ，

加 上 宗 教 上 的 積 極 地 社 會 作 用 ， 使 藏 傳 佛 教 在 西 藏 地 區 成 為 一 個 運

用 儀 式 與 信 仰 將 集 體 團 結 起 來 的 文 化 體 系
4 3， 並 且 在 文 化 的 保 存 和

傳 播 上 肩 負 重 責 與 意 義 ； 由 於 傳 播 至 台 灣 之 後 ， 因 適 應 社 會 之 故 ，

使 其 在 發 展 過 程 中 又 形 成 另 一 種 獨 特 的 現 象 。 因 此 ， 在 研 究 宗 教 音

樂 的 部 份 時 ， 對 於 宗 教 歷 史 的 了 解 ， 更 加 重 要 。  

因 此 ， 此 章 節 先 對 藏 傳 佛 教 的 形 成 背 景 及 其 歷 史 作 一 敘 述 ， 再

陳 述 其 於 台 灣 的 發 展 過 程 ， 最 末 ， 將 簡 述 本 論 文 主 要 研 究 對 象 「 經

續 法 林 」 護 持 中 心 的 創 立 起 源 ， 以 對 歷 史 背 景 做 一 個 較 完 整 的 架 構

與 了 解 。  

 

第 一 節  藏 傳 佛 教 的 蘊 孕 與 形 成  

西 藏 位 於 中 國 西 南 端 ， 南 與 印 度 、 尼 泊 爾 、 錫 金 和 不 丹 等 國 家

為 界 ， 西 與 印 度 、 克 什 米 爾 為 鄰 ， 北 毗 鄰 新 疆 ， 東 與 青 海 、 西 康 接

壤 ； 其 行 政 區 包 括 今 天 的 西 藏 、 青 海 ， 以 及 甘 肅 、 新 疆 、 四 川 、 雲

南 等 省 部 份 地 區 4 4。 整 個 青 藏 高 原 有 層 巒 名 峰 圍 繞 ， 最 為 著 者 有 崑

崙 山 脈 、 喜 馬 拉 雅 山 脈 、 岡 底 斯 山 脈 ， 其 平 均 高 度 約 海 拔 四 千 公 尺

以 上 。 居 住 於 此 地 的 藏 族 多 為 虔 誠 的 藏 傳 佛 教 信 徒 ， 藏 傳 佛 教 有 的

稱 作〝 喇 嘛 教 〞或〝 西 藏 佛 教 〞，但 一 般 藏 族 人 則 稱 為〝 桑 結 卻 魯 〞，

〝 卻 〞 意 即 佛 教 、 佛 法 ； 喇 嘛 (] -  3 -  )是 藏 文 讀 音 ， 意 為 上 師 或 上

                                     
4 3  涂 爾 幹 ，（ Emile  Durkhe in），《 宗 教 生 活 的 基 本 形 態 （ The Elementa ry  Forms o f  

the  Re l ig ious  L i fe）》， 芮 傳 明 、 趙 學 元 譯 ﹙ 台 北 ： 桂 冠 ， 民 國 81 年 ﹚。 頁
49。  

4 4  舊 地 志 ， 把 西 藏 分 作 康 （ 西 康 ）、 衛 （ 前 藏 ）、 藏 （ 後 藏 ）、 阿 里 四 部 ， 民 國
十 八 年 建 行 省 ， 將 今 的 西 藏 共 分 三 區 ， 東 為 前 藏 ， 中 為 後 藏 ， 西 為 阿 里 。
現 今 的 西 藏 自 治 區 則 包 含 昌 都 以 西 的 西 康 省 ， 昌 都 以 東 的 西 康 省 區 劃 入
四 川 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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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 對 高 僧 或 有 德 行 的 僧 人 之 尊 稱，一 般 的 出 家 眾 則 稱 為〝 扎 巴 〞，

但 是 後 來 對 扎 巴 也 統 稱 喇 嘛 4 5。 藏 族 的 淵 源 長 期 是 一 個 爭 論 的 議

題 ， 根 據 古 代 的 藏 文 史 料 記 載 ， 觀 世 音 菩 薩 點 化 一 隻 獼 猴 ， 其 在 深

山 巖 洞 中 靜 坐 修 法 ， 居 住 於 附 近 的 羅 剎 女 引 誘 成 婚 ， 生 下 六 隻 小 猴

子 ， 又 在 須 彌 山 求 聖 者 賜 青 稞 等 七 種 食 物 ， 在 西 藏 山 南 下 種 下 第 一

塊 田，逐 漸 發 展 繁 衍 成 了 藏 族，現 在 山 南 地 區 的 譯 當，還 保 存 有〝 猴

子 洞 〞 的 遺 跡 ， 傳 說 為 獼 猴 及 其 子 女 玩 耍 嬉 戲 的 地 方 4 6； 儘 管 這 種

說 法 為 一 種 具 宗 教 意 含 的 神 話 ， 但 也 反 映 出 古 代 的 西 藏 人 之 思 惟 模

式 。 在 二 十 世 紀 考 古 領 域 發 現 ， 青 藏 高 原 早 在 舊 石 器 時 代 已 存 有 遺

址 ， 至 新 石 器 時 期 已 出 現 部 落 活 動 ， 而 這 種 小 邦 時 代 可 能 延 續 了 將

近 四 百 到 五 百 年 時 間 ， 即 大 約 公 元 前 十 世 紀 到 前 五 、 六 世 紀 ， 各 小

邦 之 間 歷 經 長 期 的 征 戰 兼 併 之 後 ， 約 在 公 元 前 四 世 紀 ， 逐 漸 形 成 三

個 勢 力 較 強 大 的 部 落 聯 盟 ： 象 雄 、 吐 蕃 、 蘇 毗 。 其 中 象 雄 部 落 形 成

的 時 間 最 早 ， 地 域 遍 及 今 日 的 阿 里 、 藏 北 直 到 多 康 黃 河 流 域 一 帶 ，

它 不 僅 有 自 身 的 的 象 雄 文 字 ， 亦 是 西 藏 本 土 宗 教 ---苯 教 (2 R / -  0 R )

的 發 源 地 ， 在 宗 教 的 意 義 上 具 有 重 大 的 影 響 。 吐 蕃 部 落 聯 盟 ， 是 繼

象 雄 之 後 在 雅 隆 地 區 （ 藏 南 谷 地 ） 形 成 的 一 股 勢 力 ， 據 說 第 一 代 首

領 聶 赤 贊 普 是 天 神 之 子 降 世 來 統 領 當 時 已 存 在 雅 隆 的 六 個 小 部 落 ，

此 後 聶 赤 贊 普 積 極 地 擴 大 領 土 ， 至 第 三 十 一 代 達 日 年 色 贊 普 時 ， 雅

隆 的 吐 蕃 部 落 已 是 在 經 濟 和 軍 事 上 都 很 強 大 的 部 落 聯 盟 。 蘇 毗 在 漢

文 史 料 中 又 稱〝 女 國 〞，最 初 是 在 襄 曲 河 流 域（ 即 今 青 海 玉 樹 及 川 西

北 一 帶 ），後 來 逐 漸 向 拉 薩 河 流 域 發 展，在 公 元 六 世 紀 時，蘇 毗 成 了

雅 魯 藏 布 江 北 岸 （ 今 日 的 彭 波 地 區 ） 為 中 心 的 一 支 強 大 部 落 。 青 藏

                                     
4 5  弘 學 主 編 ，《 藏 傳 佛 教 》， (成 都 ： 四 川 人 出 版 社 ， 民 國 91 年 )， 頁 2。  
4 6  鄭 金 德 ，《 西 藏 佛 教 文 化 》， (台 北 ： 圓 明 出 版 社 ， 民 國 88 年 )， 頁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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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原 除 了 上 述 的 三 個 大 部 落 聯 盟 之 外 ， 還 存 有 其 他 的 小 部 落 ， 但 至

七 世 紀 時 ， 都 先 後 被 吐 蕃 王 朝 征 服 兼 併 ， 結 束 了 原 本 分 散 割 據 的 局

面 4 7。  

當 吐 蕃 王 朝 初 建 立 時 ， 藏 區 仍 然 信 奉 原 來 的 宗 教 ---苯 教 (2 R / -  

0 R )， 這 種 宗 教 屬 於 多 神 信 仰 4 8， 舉 凡 天 地 、 日 月 、 星 辰 、 山 川 、 動

物 等 都 是 苯 教 的 崇 拜 對 象 ， 這 種 反 應 出 大 自 然 對 人 們 的 制 約 關 係 之

萬 物 有 靈 觀 點 ， 主 要 來 由 是 早 期 的 藏 族 社 群 對 許 多 自 然 界 事 物 的 無

法 解 釋 和 掌 控 ， 所 以 採 用 人 格 化 來 解 釋 自 然 力 ， 並 創 造 出 許 多 的 神

祇 來 解 決 產 生 的 問 題 。 但 這 種 只 有 職 能 大 小 及 善 惡 分 別 ， 卻 無 相 互

隸 屬 關 係 的 諸 神 平 等 思 想 ， 對 於 逐 漸 發 展 成 奴 隸 階 級 社 會 的 吐 蕃 王

朝 而 言 是 不 適 用 ， 故 而 當 佛 教 傳 入 西 藏 即 受 到 統 治 者 的 青 睞 ， 此 則

為 藏 傳 佛 教 的 發 展 提 供 一 個 有 利 的 環 境 。 4 9  

 

一 、 藏 傳 佛 教 的 弘 傳  

佛 教 傳 入 西 藏 的 年 代，由 於 沒 有 完 整 的 文 獻 記 載，因 此 有 很 多

種 說 法 ， 最 為 流 傳 的 說 法 是 在 松 贊 干 布 前 五 代 托 托 日 年 贊

(Lha-tho-tho-ri)在 位 時 ， 由 天 空 降 下 四 寶 ， 分 別 為 《 寶 篋 經 》、《 百

拜 懺 悔 經 》、《 六 字 大 明 咒 》和《 金 塔 》等，並 有 聲 音 說：「 再 過 五 代 ，

將 有 懂 此 物 之 人 出 生 」。因 當 時 無 人 研 讀，故 而 將 這 些 東 西 放 置 在 寶

座 上 加 以 供 奉 並 保 存 ， 並 稱 之 為 〝 年 波 桑 娃 〞（ 威 嚴 玄 物 之 意 ） 5 0。

雖 然 這 個 說 法 為 一 傳 說 ， 然 天 降 四 寶 的 特 點 就 是 皆 為 印 度 密 教

(Hinduism)的 物 品 ， 因 此 可 將 之 視 為 佛 教 在 托 托 日 年 贊 已 傳 入 西 藏

                                     
4 7  弘 學 主 編 ， 頁 6-9。  
4 8 《 雲 五 社 會 科 學 大 辭 典 第 十 冊 人 類 學 》， (台 北 ： 商 務 ， 民 國 89 年 )， 頁 124。 
4 9  斑 斑 多 杰 ，《 藏 傳 佛 教 思 想 史 綱 》， (上 海 ： 三 聯 書 局 ， 民 國 81)， 頁 2-21。  
5 0  東 主 才 讓 ，《 虹 化 之 光 ： 藏 傳 佛 教 密 教 奇 觀 》， (西 寧 ： 青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 民

國 88 年 )， 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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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象 徵 。 但 是 ， 實 際 上 佛 教 開 始 在 西 藏 地 區 傳 播 是 在 公 元 七 世 紀 以

後 ， 吐 蕃 王 朝 的 第 二 代 贊 普 松 贊 干 布 繼 位 後 ， 不 僅 積 極 擴 張 疆 土 平

定 內 亂 ， 發 展 經 濟 和 文 化 ， 更 派 遣 屯 米 桑 布 扎 (Thon-mi Sambhuta)

至 克 什 米 爾 學 習 文 字、聲 明 學（ 音 韻 學 ），待 返 回 西 藏 後 仿 梵 文 創 制

藏 文 ； 松 贊 干 布 為 了 推 行 新 的 文 字 ， 設 置 譯 場 以 翻 譯 屯 米 桑 布 扎 攜

帶 回 來 的 經 書 ， 雖 然 此 舉 的 宗 旨 在 於 推 廣 藏 文 ， 但 也 為 初 傳 的 佛 教

創 造 了 有 益 的 條 件 。  

松 贊 干 布 為 了 豐 富 王 朝 的 文 化 水 平，大 量 的 吸 收 外 族 文 化，對

外 採 取 開 放 政 策 ， 加 強 與 中 國 和 尼 泊 爾 的 邦 交 ， 並 迎 娶 尼 泊 爾 的 赤

墫 公 主 ， 以 及 中 國 唐 朝 的 文 成 公 主 ； 由 於 尼 泊 爾 和 唐 朝 當 時 都 是 佛

教 盛 行 的 國 家 ， 兩 位 公 主 亦 是 虔 誠 的 佛 教 徒 ， 他 們 所 攜 帶 入 藏 的 嫁

妝 中 有 不 少 的 佛 經 、 佛 像 和 法 器 ， 為 了 供 放 這 些 佛 像 還 建 造 了 大 昭

寺 與 小 昭 寺 ； 除 此 ， 在 兩 位 公 主 的 提 倡 下 更 有 一 些 印 度 、 尼 泊 爾 和

漢 地 的 僧 人 入 藏 傳 法 ， 這 為 佛 教 在 西 藏 的 傳 播 立 下 了 堅 實 的 基 礎 。

吐 蕃 王 朝 亦 因 聯 婚 的 關 係 ， 接 觸 到 兩 國 的 文 化 ， 尤 其 是 佛 教 的 影 響

為 深 ， 這 點 從 松 贊 干 布 頒 發 的 〝 十 善 〞 5 1可 得 知 ， 此 為 依 據 佛 教 的

思 想 來 制 定 之 法 律 5 2。  

佛 教 初 傳 入 西 藏 時 期 並 無 佛 、 法 、 僧 三 寶 的 寺 院 ， 而 當 時 所 譯

之 經 典 受 限 藏 文 初 創 的 限 制 ， 只 知 語 調 而 不 能 譯 其 意 。 但 是 佛 教 仍

得 以 在 西 藏 地 區 萌 生 ， 這 主 要 是 為 統 治 者 的 政 治 需 求 ； 以 宗 教 社 會

學 的 論 點 ---宗 教 是 一 種 集 體 行 為 ， 具 有 社 會 制 裁 、 凝 聚 和 教 化 三 方

                                     
5 1 〝 十 善 〞 分 別 為 ， ㄧ 不 殺 生 ， 二 不 偷 盜 ， 三 不 邪 淫 ， 四 不 妄 語 ， 五 不 兩 舌 ，

六 不 惡 口，七 不 綺 語，八 不 貪 欲，九 不 瞋 惡，十 不 邪 見。（ 參 閱 斑 斑 多 杰 ，
頁 65）。  

5 2  弘 學 主 編 ， 頁 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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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的 功 能 5 3來 解 釋 ， 佛 教 則 是 為 了 用 來 合 理 化 吐 蕃 王 朝 始 建 立 的 奴

隸 階 級 制 度 與 規 範 群 眾 安 定 社 會 之 功 能 ， 所 以 可 確 定 的 是 佛 教 在 西

藏 的 傳 播 與 發 展 是 依 附 於 王 室 的 權 勢 與 提 倡 ； 而 松 贊 干 布 將 依 據 佛

教 的 道 德 規 範 來 頒 立 法 律 ， 更 加 深 佛 教 對 西 藏 的 作 用 。 總 之 ， 由 於

松 贊 干 布 的 許 多 執 政 策 略 與 佛 教 都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因 此 學 術 上 一 般

將 公 元 640 年 代 視 為 佛 教 正 式 傳 入 西 藏 的 一 個 重 要 時 期 5 4。  

然 而，佛 教 於 當 時 仍 為 一 種 外 來 的 異 文 化，其 形 式 依 然 屬 於 印

度 佛 教 ， 所 以 在 西 藏 的 根 基 並 不 穩 固 ， 但 是 在 漫 長 的 流 傳 歷 史 中 也

逐 漸 地 與 當 地 原 始 的 宗 教 — 苯 教 產 生 融 合 ， 演 變 為 適 用 西 藏 人 民 的

藏 傳 佛 教 ； 一 般 而 言 ， 將 藏 傳 佛 教 的 發 展 分 劃 為 三 個 時 期 。  

 

（ 一 ）   前 弘 期 的 藏 傳 佛 教  

松 贊 干 布 於 公 元 650 年 逝 世 ， 後 繼 的 兩 位 贊 普 5 5將 重 心 放 在 對

外 的 武 力 擴 張 ， 加 上 苯 教 對 佛 教 的 排 異 ， 因 此 佛 教 於 此 時 並 無 長 足

的 發 展，直 至 赤 德 組 贊 繼 位，為 了 集 中 王 室 權 力，才 致 力 發 展 佛 教 。 

此 時 佛 教 得 以 興 盛 有 幾 項 重 要 因 素 與 要 施：首 先 是 赤 德 組 贊 娶

金 城 公 主 ， 公 主 將 釋 迦 牟 尼 佛 移 至 大 昭 寺 供 奉 ； 另 一 因 素 是 和 闐 地

區 的 僧 侶 為 躲 避 戰 亂 逃 到 吐 蕃 ， 中 亞 和 新 疆 的 僧 侶 也 因 為 伊 拉 克 的

東 征 ， 紛 紛 逃 到 吐 蕃 ， 為 了 安 頓 這 些 僧 人 ， 王 室 便 修 建 多 座 寺 院 提

供 食 宿 。  

儘 管 佛 教 因 赤 德 組 贊 積 極 的 推 崇 有 明 顯 的 傳 播，但 也 因 此 引 起

貴 族 的 疑 懼 ， 加 上 王 室 禮 遇 大 批 入 藏 的 外 國 僧 侶 ， 更 招 至 信 奉 苯 教

                                     
5 3  王 銘 銘 ，《 社 會 人 類 學 》， (台 北 ： 五 南 ， 民 國 89 年 )， 頁 403-405。  
5 4  斑 斑 多 杰 ， 頁 67。  
5 5  兩 代 贊 普 分 別 為 ： 芒 松 芒 贊（ 公 元 650— 676 年 ）和 都 松 芒 波 結（ 公 元 676—  

704 年 ）（ 參 閱 斑 斑 多 杰 ， 頁 9）。  



 20

者 的 不 滿 。 綜 合 諸 因 ， 王 朝 中 信 奉 苯 教 的 貴 族 以 公 元 740 年 吐 蕃 發

生 的 一 次 天 花 為 由 ， 藉 口 說 天 花 的 災 難 實 由 傳 統 鬼 神 對 外 來 僧 侶 的

的 不 滿 與 忿 怒 ， 故 而 將 佛 教 的 僧 人 驅 逐 離 境 ， 並 極 力 扶 持 苯 教 。 公

元 755 年 贊 普 死 後 ， 赤 松 德 贊 （ O A - Y R % -  w J - 2 4 / - 公 元 755— 797

年 ） 年 幼 繼 位 ， 貴 族 想 趁 此 機 會 徹 底 推 翻 佛 教 ， 於 是 發 動 史 上 的 第

一 次〝 禁 佛 運 動 〞，他 們 公 佈 在 吐 蕃 王 朝 的 管 轄 內 禁 止 信 奉 佛 教，以

此 驅 逐 各 地 的 佛 教 僧 眾 ， 將 大 昭 寺 改 成 屠 宰 場 ， 並 且 把 佛 像 埋 在 地

底 下 ， 隨 後 又 移 至 芒 域 藏 之 ， 這 些 舉 動 得 到 象 雄 地 區 的 勢 力 支 持 ，

而 佛 教 也 受 到 很 大 打 擊 。 在 當 時 ， 因 赤 松 德 贊 尚 年 幼 無 力 反 對 這 些

禁 佛 活 動 ， 但 待 他 成 年 之 後 仍 力 圖 發 展 佛 教 ； 首 先 他 將 滅 佛 服 苯 的

首 要 貴 族 人 物 馬 相 仲 巴 結 活 埋 於 地 下 ， 後 迎 請 高 僧 靜 命
5 6到 吐 蕃 傳

法 。 但 是 ， 西 藏 地 區 當 時 反 對 佛 教 的 勢 力 仍 然 強 大 ， 靜 命 大 師 因 此

只 停 留 四 個 月 即 離 去 ， 最 後 在 贊 普 的 扶 佛 決 心 下 再 度 迎 請 靜 命 和 蓮

花 生 (0 E -  o = -  0 R - ) 兩 位 大 師 入 藏 弘 法 5 7。  

靜 命 和 蓮 花 生 到 吐 蕃 的 首 件 要 事 即 建 立 寺 院 以 立 足，於 是 在 赤

松 德 贊 的 授 意 下 興 建 桑 耶 寺
5 8(2 ? 3 -  ; ? -  3 A -  : I < -  z / -  I A ? -  P 2 -  

0 : A -  $ 4 $ -  = $ -  # % -  )， 並 從 印 度 迎 請 比 丘 十 二 人 ， 為 首 批 出 家 的

七 個 人 授 戒 ， 史 稱 〝 七 覺 士 〞， 從 此 西 藏 地 區 開 始 有 出 家 的 僧 人 5 9。

                                     
5 6  靜 命 ， 又 譯 寂 護 ( 8 A -  2 -  : & R - )； 靜 命 是 自 續 中 觀 派 創 始 人 清 辨 的 五 傳 第

子 ， 屬 印 度 大 成 佛 教 顯 宗 ， 他 到 吐 蕃 弘 法 適 逢 印 度 的 顯 宗 佛 教 已 衰 落 ，
佛 教 在 印 度 已 朝 密 宗 發 展 ， 所 以 靜 命 至 吐 蕃 可 能 是 為 顯 宗 尋 找 另 一 出
路 。 參 閱 李 冀 誠 ，《 西 藏 佛 教 ． 密 宗 》，（ 北 京 ： 今 日 中 國 出 版 社 ， 民 國 81
年 ）， 頁 15。  

5 7  李 冀 誠，《 西 藏 佛 教．密 宗 》，（ 北 京：今 日 中 國 出 版 社，民 國 81 年 ），頁 12-23。 
5 8  桑 耶 寺 是 藏 傳 佛 教 中 第 一 座 具 有 佛 、 法 、 僧 三 寶 的 寺 院 ， 也 是 最 早 顯 密 兼 備  
的 廟 宇 ， 其 距 今 已 有 一 千 兩 百 多 年 的 歷 史 。 該 寺 的 建 築 風 格 揉 合 藏 、 漢 和 印 度

三 種 形 式 ， 並 依 照 佛 教 的 宇 宙 觀 ---「 須 彌 四 洲 並 日 月 ， 化 諸 珍 寶 供 養 佛 」
建 立 ； 而 寺 內 保 留 許 多 的 文 物 ， 不 但 顯 示 當 時 社 會 之 繁 榮 ， 也 為 現 今 的
文 化 研 究 提 供 寶 貴 的 資 料 。（ 參 閱 鄭 金 德 ， 頁 324-329）。  

5 9  張 曉 華 ， 徐 家 玲 編 著 ，《 世 界 三 大 宗 教 史 綱 》，（ 長 春 市 ： 東 北 師 範 大 學 出 版  
社 ， 民 國 83 年 ）， 頁 56。  



 21

傳 位 至 赤 祖 德 贊 （ O A -  $ 4 $ -  w J -  2 4 / -  公 元 815~838 年 ） 時 ， 他

不 僅 比 前 幾 代 的 贊 普 更 倡 興 佛 教 ， 並 組 織 機 構 翻 譯 經 典 ， 統 一 譯 語

（ 今 日 大 藏 經 多 出 於 此 時 ），除 了 增 建 寺 院，還 規 定 每 七 戶 平 民 供 養

一 位 僧 人 ， 於 此 時 佛 教 已 成 為 吐 蕃 王 朝 的 國 教 。 但 ， 由 於 赤 祖 德 贊

過 度 的 虔 誠 禮 佛 ， 引 起 貴 族 極 大 的 不 滿 和 憤 慨 ， 最 終 導 致 引 發 第 二

次 的 禁 佛 運 動 。 一 般 歷 史 上 將 松 贊 干 布 至 赤 祖 德 贊 稱 做 佛 教 發 展 的

前 弘 期 ， 以 便 於 與 後 來 的 後 弘 期 作 區 別 。  

 

（ 二 ）  朗 達 瑪 滅 佛 時 期  

赤 松 德 贊 死 後，牟 尼 贊 普 和 赤 德 松 贊 也 一 樣 尊 崇 提 倡 興 佛，但

都 遇 到 很 大 的 阻 力 。 當 傳 位 至 赤 祖 德 贊 （ 暱 稱 贊 普 ． 熱 巴 巾 < = -  0 -  

& / - ） 即 位 後 大 力 扶 持 和 發 展 佛 教 ， 使 佛 法 在 西 藏 地 區 十 分 興 盛 ，

但 是 也 因 他 任 命 僧 侶 擔 任 吐 蕃 高 官 ， 行 政 制 度 依 佛 教 經 律 制 定 ， 並

要 求 人 民 必 須 恭 敬 三 寶 ， 規 定 若 以 惡 意 指 僧 人 者 斷 其 指 ， 怒 視 僧 人

者 挖 其 眼 等 崇 佛 行 徑 引 起 一 些 信 奉 苯 教 的 貴 族 和 人 民 的 憤 恨 ， 於 是

以 赤 祖 德 贊 的 兄 長 朗 達 瑪 為 首 的 王 宮 貴 族 策 劃 政 變 ， 發 動 史 上 的 第

二 次 禁 佛 運 動 。  

這 些 貴 族 不 斷 造 謠 滋 事 ， 將 赤 祖 德 贊 身 邊 的 親 信 清 除 殆 盡 之

後，趁 他 喝 醉 時 將 其 絞 死，並 擁 護 朗 達 瑪（ $ A % -  1 R 公 元 838~842

年 ） 為 新 贊 普 。 朗 達 瑪 即 位 後 先 停 建 和 封 閉 佛 寺 ， 破 壞 寺 院 設 施 ，

凡 佛 教 寺 院 皆 遭 查 禁 ， 甚 而 將 小 昭 寺 改 作 牛 圈 使 用 ； 寺 院 中 的 壁 畫

被 塗 抹 竄 改 為 僧 人 飲 酒 做 樂 的 圖 像 ， 大 量 經 書 遭 焚 毀 ， 僅 少 數 被 人

偷 偷 埋 入 岩 洞 中 ， 即 以 後 挖 掘 出 來 的 《 伏 藏 》 ($ @ J < -  3 )； 文 成 公

主 則 被 污 蔑 成 羅 剎 女 轉 世 ， 其 攜 帶 入 藏 的 釋 加 牟 尼 佛 像 則 又 再 度 遭

掩 埋 ； 至 於 出 家 僧 人 被 迫 還 俗 或 信 奉 苯 教 ， 若 有 不 從 者 就 強 迫 他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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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獵 殺 生 ， 因 此 當 時 有 許 多 的 僧 侶 只 好 逃 離 吐 蕃 至 政 治 管 轄 以 外 的

地 區 了 。  

朗 達 瑪 執 政 三 年 之 後 就 被 殺 害，據 史 書 記 載，有 一 名 叫 做 貝 吉

多 吉 ( . 0 < -  I A -  h R -  e J -  )的 僧 人 在 山 岩 的 洞 窟 修 行 ， 忽 然 吉 祥 天 女

出 現 其 眼 前，並 對 他 說：「 藏 土 能 在 佛 教 中 表 現 功 德 者，舍 汝 莫 屬 ，

朗 達 瑪 王 以 殘 酷 手 段 謀 將 佛 教 滅 絕 ， 今 殺 非 法 者 時 期 已 到 ， 吾 與 汝

同 在 ， 莫 恐 怖 。 」 吉 祥 天 女 言 畢 即 消 失 ； 貝 吉 多 吉 聞 悉 朗 達 瑪 滅 佛

的 情 況 之 後 ， 遂 將 白 馬 用 碳 末 塗 黑 ， 自 己 身 著 外 黑 內 白 的 衣 服 ， 到

達 拉 薩 時 正 巧 遇 朗 達 瑪 王 在 大 昭 寺 前 閱 讀《 甥 舅 聯 盟 碑 》，於 是 他 假

裝 低 首 行 禮 ， 趁 機 便 用 暗 箭 將 朗 達 瑪 射 死 ， 旋 即 策 馬 而 逃 ， 途 中 經

過 一 湖 ， 就 將 白 馬 身 上 的 黑 炭 洗 淨 ， 並 將 黑 衣 反 穿 變 成 白 衣 白 馬 之

人 ， 使 官 兵 迷 惑 ， 待 躲 過 追 騎 的 眼 目 後 就 到 多 康 6 0地 帶 區 了 。 雖 說

以 上 這 件 史 料 編 記 ， 多 具 宗 教 意 味 濃 厚 ， 但 從 中 卻 也 反 映 一 定 的 史

實 存 在 ， 並 且 亦 更 印 證 出 西 藏 的 佛 教 發 展 歷 史 悠 久 。  

朗 達 瑪 滅 佛 的 時 間 雖 然 不 長，但 對 於 佛 教 的 打 擊 卻 遠 勝 於 第 一

次 的 禁 佛 事 件，而 且 不 僅 佛 教 文 化 遭 毀 滅，一 般 的 文 化 也 破 壞 殆 盡；

再 者 ， 因 為 朗 達 瑪 的 兩 個 兒 子 永 丹 和 歐 松 之 間 的 政 治 爭 立 ， 使 得 吐

蕃 王 朝 的 大 臣 們 分 裂 成 兩 派 ， 而 各 地 的 將 領 也 擁 兵 稱 雄 ， 相 繼 脫 離

吐 蕃 的 管 轄 ， 人 民 於 累 年 爭 戰 之 中 ， 最 末 ， 甚 至 爆 發 一 場 遍 及 整 個

西 藏 地 區 的 平 民 起 義 ， 吐 蕃 王 朝 也 就 此 衰 敗 崩 解 ； 故 而 ， 西 藏 佛 教

史 籍 上 將 朗 達 瑪 滅 佛 以 後 的 約 百 年 之 久 稱 為 〝 滅 法 時 期 〞。 6 1  

 

﹙ 三 ）  後 弘 期 的 藏 傳 佛 教  

                                     
6 0  今 青 海 西 寧 一 帶 。  
6 1  東 主 才 讓 ， 頁 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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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弘 期 的 藏 傳 佛 教 之 發 展 與 傳 播 有 上 路 弘 法 和 下 路 弘 法 之 分

6 2； 下 路 弘 法 指 的 是 由 多 康 地 區 發 展 起 來 之 後 傳 回 前 藏 的 情 形 ， 上

路 弘 法 則 意 為 由 阿 里 地 區 的 大 譯 師 仁 欽 桑 布 發 展 弘 揚 後 傳 播 至 前 藏

的 過 程 。 但 是 ， 無 論 是 上 路 或 下 路 的 弘 傳 過 程 ， 皆 因 當 時 苯 教 於 滅

法 時 期 伺 機 重 新 發 展 ， 故 而 使 後 弘 期 再 復 甦 的 藏 傳 佛 教 多 少 都 受 其

影 響 ， 較 具 有 神 祕 的 巫 術 色 彩 ， 而 這 或 抑 是 藏 傳 佛 教 後 來 較 為 人 接

受 的 原 因 之 一 。  

當 贊 普．朗 達 瑪 滅 法 行 動 開 始 之 後，藏 傳 佛 教 喪 失 政 權 的 保 護

而 遭 到 嚴 重 的 破 壞，許 多 拉 薩 附 近 的 僧 侶 向 西 逃 亡，根 據 史 料 記 載，

有 三 位 比 丘 ： 藏 饒 薩 、 約 格 瓊 和 瑪 釋 迦 牟 尼 在 拉 薩 近 郊 的 山 間 岩 洞

中 修 定 ， 忽 見 僧 人 行 獵 ， 詢 問 後 得 知 是 朗 達 瑪 的 滅 佛 事 件 ， 隨 即 收

拾 隨 身 攜 帶 的 典 籍 逃 向 西 部 的 阿 里 。 但 是 阿 里 亦 有 禁 佛 的 法 令 ， 他

們 轉 向 北 到 新 疆 ， 因 語 言 不 同 只 停 留 一 陣 子 ， 輾 轉 往 青 海 發 展 。 後

來 有 位 青 年 因 敬 仰 他 們 ， 決 意 出 家 ， 但 是 依 佛 教 戒 規 ---受 戒 時 必 須

至 少 有 五 位 比 丘 在 場 6 3， 所 以 迎 請 漢 僧 根 旺 和 寂 聞 來 共 同 為 其 舉

行 ， 賜 予 法 名 為 貢 巴 饒 賽 ， 這 件 事 情 則 標 示 著 藏 傳 佛 教 在 青 海 地 區

被 逐 漸 復 興，而 這 三 位 高 僧 被 後 世 尊 稱 為〝 三 智 者 〞；貢 巴 饒 賽 則 被

稱 為 喇 欽 ． 貢 巴 饒 賽 (] -  ( J / -  . $ R % ? -  0 -  < 2 -  $ ? = -  )， 意 為 大 喇 嘛

6 4。  

青 康 地 區 的 發 展 ， 除 了 上 述 的 原 因 ， 還 有 另 一 政 治 方 面 因 素 ，

朗 達 瑪 的 子 嗣 永 丹 與 歐 松 為 爭 奪 王 位 而 進 行 的 鬥 爭 ， 最 後 因 平 民 起

義 終 宣 告 結 束 ， 他 們 各 奔 逃 一 方 ， 永 丹 向 南 方 至 山 南 地 帶 ， 其 六 世

                                     
6 2  西 藏 傳 統 習 慣 將 東 稱 下 ， 西 稱 上 。  
6 3  弘 學 編 著 ， 頁 39。  
6 4  東 主 才 讓 ， 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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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意 希 堅 和 其 子 都 是 十 分 虔 誠 的 佛 教 徒 ， 他 們 特 遣 人 至 多 康 地 區 學

佛 ， 師 事 貢 巴 饒 賽 ， 待 返 藏 地 後 就 大 規 模 的 建 寺 、 度 僧 、 傳 戒 ， 逐

漸 地 恢 復 吐 蕃 王 朝 時 期 所 建 的 寺 廟，至 公 元 10 世 紀 末，前 藏 地 區 的

佛 教 幾 已 復 興 ， 對 此 傳 播 過 程 史 稱 為 「 下 路 弘 法 」 6 5。  

大 約 同 一 時 間 ， 在 阿 里 地 區 的 封 建 君 主 意 希 沃 也 大 力 提 倡 佛

教 ， 意 希 沃 是 朗 達 瑪 的 第 五 代 子 孫 ， 其 繼 承 父 親 的 地 位 後 兼 併 伯 父

在 布 讓 的 領 土 ， 建 立 古 格 王 朝 。 據 宗 教 史 記 載 ， 意 希 沃 將 政 權 托 付

他 的 弟 弟 松 艾 ， 自 己 出 家 為 僧 ， 但 他 並 未 真 正 的 將 古 格 王 朝 的 實 權

交 付 松 艾 ， 他 仍 以 僧 人 的 身 份 掌 管 王 朝 的 政 事 。 由 於 他 對 佛 學 的 熱

衷 ， 並 對 密 宗 的 教 義 萌 生 疑 問 ， 故 派 遣 仁 欽 桑 布 等 二 十 一 人 至 克 什

米 爾 學 習 佛 法 6 6， 然 而 ， 由 於 路 途 艱 險 ， 氣 候 暑 熱 難 煎 ， 最 後 僅 有

仁 欽 桑 布 和 瑪 雷 必 喜 饒 二 人 回 到 古 格 ， 以 後 仁 欽 桑 布 即 被 尊 稱 為 洛

欽 ， 意 為 大 譯 師 。 仁 欽 桑 布 回 藏 之 後 ， 即 迎 請 多 位 印 度 佛 教 的 法 師

至 古 格 王 朝 ， 並 積 極 地 翻 譯 許 多 顯 教 和 密 宗 的 經 典 ， 意 希 沃 還 特 建

托 林 寺 6 7以 供 譯 經 之 用 ； 據《 青 史 》中 對 仁 欽 桑 布 的 描 述 ：「 在 藏 地

後 弘 密 法 的 興 盛 ………」 故 而 ， 一 般 史 上 將 他 所 譯 的 密 宗 典 籍 稱 為

新 密 咒 ， 先 前 所 譯 的 經 典 則 稱 舊 密 咒 ； 並 將 在 阿 里 地 區 開 始 形 成 的

宗 教 傳 承 系 統 稱 之 為 「 上 路 弘 法 」。 6 8  

公 元 1042 年 ， 意 希 沃 的 侄 子 拉 德 延 請 印 度 著 名 的 僧 人 阿 底 峽

6 9(A -  + A -  > )至 阿 里 ， 他 為 當 時 的 西 藏 社 會 撰 寫 了《 菩 提 道 燈 論 》，

                                     
6 5  李 冀 誠 ， 頁 34-38。  
6 6  選 定 克 什 米 爾 乃 因 為 當 時 其 為 佛 教 盛 行 的 國 家 ， 而 印 度 則 已 逐 漸 式 微 。  
6 7  由 古 格 王 朝 的 僧 王 益 希 沃 出 資 建 造 的 托 林 寺， 大 體 上 仿 桑 耶 寺 的 樣 式 設 計 ，

為 阿 里 地 區 著 名 的 寺 院 。  
6 8  斑 斑 多 杰 ， 頁 145-148。   
6 9  阿 底 峽 （ 982-1054 年 ） 是 今 日 孟 加 拉 人 ， 其 思 想 出 於 金 洲 和 覺 兩 位 大 師 ， 在

當 時 是 位 精 通 五 明 的 大 班 智 達 ； 根 據 記 載 ， 阿 底 峽 入 藏 是 由 益 希 沃 所 迎
請 ， 但 益 希 沃 為 蒐 集 迎 聘 的 黃 金 而 兵 敗 遭 殺 ， 所 以 直 至 降 曲 沃 繼 位 時 他
才 受 請 入 藏 。 阿 底 峽 在 西 藏 除 了 講 經 授 徒 、 翻 譯 佛 典 ， 更 為 匡 正 當 時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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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創 藏 傳 佛 教 〝 三 士 道 〞 的 次 第 7 0， 並 且 協 助 仁 欽 桑 布 從 事 許 多 的

翻 譯 事 業，傳 授 密 法 灌 頂，他 特 別 重 視 業 果，極 力 宣 傳 皈 依 三 寶 7 1。

阿 底 峽 停 留 阿 里 三 年 之 後 ， 即 應 仲 敦 巴 之 邀 到 前 藏 傳 經 授 徒 ， 遍 及

之 處 甚 廣 ， 於 此 機 緣 下 ， 藏 傳 佛 教 逐 漸 在 前 藏 地 區 開 始 弘 揚 復 興 ，

而 他 對 於 藏 傳 佛 教 的 中 心 思 想 ， 可 用 足 以 綱 維 全 局 來 形 容 之 ， 深 具

影 響 。  

總 而 言 之，後 弘 期 的 藏 傳 佛 教，主 要 分 為 上 路 弘 法 和 下 路 弘 法

兩 個 傳 播 系 統 ， 下 路 弘 法 主 要 是 承 襲 吐 蕃 王 朝 時 所 傳 下 來 的 舊 密

法 ； 上 路 弘 法 則 屬 於 新 密 法 ， 多 為 來 自 印 度 的 佛 學 與 典 籍 ； 由 於 上

述 原 由 ， 使 各 宗 師 承 流 派 不 同 ， 對 經 典 的 理 解 相 異 ， 修 持 的 方 法 也

就 不 一，加 諸，十 一 世 紀 中 葉 始，各 地 封 建 主 的 經 濟 實 力 已 趨 穩 固 ，

相 互 之 間 開 始 產 生 兼 併 活 動 ， 依 附 於 不 同 封 建 貴 族 的 寺 廟 與 僧 侶 之

間 也 隨 之 呈 現 門 戶 之 見 ； 故 而 從 十 ㄧ 世 紀 中 葉 〜 十 三 世 紀 初 藏 傳 佛

教 陸 續 出 現 二 十 種 教 派 和 其 支 系，其 中 最 主 要 的 有 寧 瑪 派 (f A % -  3 -  

0 )、薩 迦 派 (? -  * -  0 )、噶 當 派 (2 ! : -  $ . ? -  0 )、噶 舉 派 (2 ! : -  2 o . -  0 )，

及 稍 後 形 成 的 格 魯 派 ( . $ J -  = $ ? -  0 )， 而 這 些 教 派 的 影 響 力 則 與 其 所

依 附 的 封 建 貴 族 之 勢 力 強 弱 有 直 接 的 關 係 。 茲 將 逐 派 陳 述 於 下 段 。  

 

 

                                                                                                      
地 出 家 人 淫 欲 享 樂 、 偏 離 佛 法 誡 律 等 弊 風 而 撰 寫 《 菩 提 道 燈 論 》； 此 為 一
部 有 關 闡 明 佛 法 、 強 調 修 行 次 第 的 書 籍 ， 其 後 來 不 僅 是 噶 當 派 的 主 要 經
典，對 其 他 教 派 也 影 響 甚 深，尤 其 是 格 魯 派。（ 參 閱 弘 學 主 編，頁 42-47）。 

7 0  三 士 道 是 指 修 行 的 內 容 和 次 第 。 依 照 《 菩 提 道 燈 論 》 教 授 ， 人 共 分 為 三 類 ，
第 一 類 是 下 士 ， 這 類 人 只 求 今 世 的 利 樂 ， 佛 教 稱 〝 人 天 乘 〞； 第 二 類 稱 中
士 ， 愿 求 個 人 解 脫 輪 迴 之 苦 ， 佛 教 稱 為 〝 小 乘 〞； 最 後 為 上 士 ， 佛 教 稱 之
為 〝 大 乘 〞， 這 類 人 則 不 但 自 求 解 脫 ， 更 愿 普 渡 一 切 眾 生 。 而 修 習 的 次 第
也 分 為 三 道 ， 即 下 士 道 、 中 士 道 和 上 士 道 。 這 種 循 序 漸 進 的 學 佛 修 行 之
思 想，為 藏 傳 佛 教 確 立 了 以 實 修 為 主 的 精 神。（ 參 閱 東 主 才 讓，頁 63-68）。 

7 1  三 寶 ， 指 的 是 佛 教 的 佛 、 法 、 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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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藏 傳 佛 教 的 各 教 派  

藏 傳 佛 教 的 各 教 派 的 形 成 代 表 著 佛 教 的 西 藏 化，於 此 才 算 是 真

正 的 成 為 藏 傳 佛 教 ， 而 諸 教 派 從 時 間 的 觀 點 來 看 有 「 舊 派 」 和 「 新

派 」 之 分 ， 一 般 以 仁 欽 桑 布 的 譯 經 作 為 分 界 ， 在 他 之 前 所 譯 的 的 經

書 為 舊 派 密 咒 ， 之 後 為 新 派 。 著 者 於 此 節 ， 將 對 寧 瑪 派 、 噶 當 派 、

薩 迦 派 、 噶 舉 派 和 格 魯 派 的 形 成 過 程 與 教 法 思 想 分 別 述 之 。  

 

(一 ) 寧 瑪 派 ： 寧 瑪 ， 藏 語 是 古 、 舊 之 意 ， 指 承 襲 吐 蕃 王 朝 時 期 蓮 花

生 大 師 流 傳 下 來 的 教 法 。 史 料 記 載 ， 當 朗 達 瑪 滅 佛 之 後 ， 許 多 顯 宗

的 典 籍 和 文 化 皆 遭 毀 壞 ， 但 密 宗 並 沒 有 被 完 全 滅 頂 ， 其 靠 著 父 子 或

兄 弟 之 間 單 獨 口 傳 的 形 式 被 繼 續 流 傳 ， 只 是 這 種 傳 持 方 法 是 個 體 分

散 進 行 ， 無 固 定 的 寺 廟 僧 院 和 僧 伽 組 織 系 統 ， 並 且 傳 法 參 雜 很 多 苯

教 的 儀 典 於 其 中 ， 所 以 寧 瑪 派 雖 然 產 生 的 年 代 久 遠 ， 但 初 期 並 不 為

人 承 認 是 一 教 派 ， 也 無 法 成 為 一 個 有 穩 定 的 寺 院 集 體 勢 力 。 直 到 十

二 世 紀 中 葉 ， 經 素 爾 波 父 子 對 該 教 派 的 經 典 做 整 理 注 釋 ， 建 立 烏 巴

龍 寺 之 後 ， 寧 瑪 派 遂 逐 漸 形 成 一 個 教 派 系 統 。 此 派 的 傳 承 系 統 有 兩

種 ， 一 為 稱 作 阿 巴 的 僧 人 ， 他 們 只 著 重 誦 經 念 咒 ， 為 人 消 災 解 難 ，

對 於 佛 教 理 論 無 學 習 研 究 。 另 一 種 叫 噶 瑪 和 代 瑪 ， 他 們 必 須 學 習 教

典 經 論 ， 而 兩 者 差 別 在 於 噶 瑪 是 根 據 八 〜 九 世 紀 時 翻 譯 的 密 教 經 典

依 父 子 或 師 徒 相 傳 繼 承，代 瑪 則 是 根 據《 伏 藏 》為 經 典 的 傳 承 方 式 。

7 2  

寧 瑪 派 的 教 義 頗 龐 雜 ， 最 為 特 殊 的 是 講 求〝 大 圓 滿 法 〞和 修 習

有 〝 九 乘 〞 之 說 ； 九 乘 包 括 ： 聲 聞 乘 、 緣 覺 乘 、 菩 薩 乘 、 事 部 、 行

                                     
7 2  李 冀 誠 ， 頁 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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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 瑜 珈 部 、 生 起 大 瑜 珈 、 教 阿 耨 瑜 珈 、 大 圓 滿 阿 底 瑜 珈 。 寧 瑪 派

將 前 三 乘 稱 為〝 共 三 乘 〞，此 部 份 屬 顯 教 教 法，為 顯 宗 和 密 宗 都 必 要

修 習 的 共 同 內 容 ； 事 部 、 行 部 、 瑜 珈 部 ， 即 稱 為〝 無 上 外 三 乘 〞， 相

當 於 其 他 教 派 對 密 宗 分 乘 中 的 作 部 、 行 部 和 瑜 珈 部 ； 最 後 的 三 乘 此

教 派 則 稱 為〝 無 上 內 三 乘 〞，即 其 他 教 派 對 於 密 宗 分 乘 之 第 四 部 — 無

上 瑜 珈 部 7 3（ 見 【 表 2】）。  

 

【 表 2】 寧 瑪 派 與 其 他 教 派 的 修 持 次 第 之 比 較 一 覽 表  

 寧 瑪 派 〝 九 乘 〞  其 他 教 派  

顯  

宗 

聲 聞 乘  

緣 覺 乘     共 三 乘  

菩 薩 乘  

聲 聞 乘  

緣 覺 乘  

菩 薩 乘  

事 部  

行 部       無 上 外 三 乘  

瑜 珈 部  

作 部  

行 部  

瑜 珈 部  

密  

宗 

︵
金
剛
乘
︶ 

生 起 大 瑜 珈  

教 阿 耨 瑜 珈        無 上 內 三 乘  

大 圓 滿 阿 底 瑜 珈  

無 上 瑜 珈 部  

 

該 派 的 主 要 教 義「 大 圓 滿 法 」有 別 於 其 他 教 派 的 特 有 內 容 ，認

為 人 的 心 體 本 質 是 乾 淨 清 明 的，若 可 以 應 聽 其 自 然，使 心 安 住 一 境，

就 可 達 該 派 所 期 望 的 成 果 ---〝 即 身 成 佛 〞， 這 和 漢 系 的 禪 宗 有 相 似

之 處 。 寧 瑪 作 為 一 個 教 派 ， 但 是 不 似 其 他 的 派 別 一 直 都 有 個 固 定 的

                                     
7 3  弘 學 編 著 ， 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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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心 寺 院 ， 主 要 是 該 派 的 僧 人 多 為 在 家 修 行 ， 並 且 可 以 娶 妻 生 子 ，

父 子 或 師 徒 的 傳 承 方 式 傳 授 經 典 咒 術 ， 故 而 直 至 十 六 〜 十 七 世 紀 之

後 前 藏 才 出 現 較 具 規 模 的 寺 院 ， 尤 其 是 經 五 世 達 賴 喇 嘛 大 力 支 持 ，

多 扎 寺 和 敏 珠 寺 才 有 顯 著 的 發 展 成 為 規 模 較 大 的 寺 院 。
7 4 

 

(二 ) 噶 當 派 ：〝 噶 〞 指 的 是 佛 說 的 一 切 教 言 ，〝 當 〞 意 為 教 誡 ， 所 以

〝 噶 當 〞 合 意 為 一 切 佛 語 言 教 ； 此 派 是 除 了 寧 瑪 派 之 外 ， 在 後 弘 期

中 最 早 出 現 的 一 個 教 派 。 該 派 的 教 法 源 於 阿 底 峽 大 師 ， 由 其 弟 子 仲

敦 巴（ : V R 3 -  ! R / -  0 ）開 創 ， 往 後 又 因 著 重 的 經 典 修 法 不 同 而 發 展

成 教 典 、 教 授 、 教 誡 三 個 支 係 。 儘 管 噶 當 派 諸 師 的 說 法 有 其 派 系 區

分 ， 卻 也 都 依 循 阿 底 峽 的 論 著 《 菩 提 道 燈 論 》 所 發 展 出 來 ； 而 此 派

的 思 想 與 教 法 對 於 此 後 興 起 的 諸 教 派 皆 有 相 當 大 的 影 響 7 5。 噶 當 派

的 教 法 ， 除 了《 菩 提 道 燈 論 》， 在 密 法 上 是 第 三 部 --瑜 珈 部 為 主 ， 這

即 顯 示 了 此 派 與 噶 當 、 薩 迦 二 派 尚 無 上 瑜 珈 部 有 所 不 同 ， 當 然 也 與

寧 瑪 派 的 《 伏 藏 》 相 異 。 7 6  

噶 當 派 曾 經 出 現 許 多 享 譽 聲 望 的 高 僧，這 使 得 其 他 教 派 都 紛 紛

效 其 教 理 ， 而 此 派 的 主 寺 之 一 ---納 塘 寺 於 十 三 世 紀 晚 期 ， 將 該 寺 院

的 大 量 藏 譯 佛 典 編 篡 成《 甘 珠 爾 》和《 丹 珠 爾 》，此 不 單 是 最 早 的 大

藏 經 之 記 載 ， 對 佛 教 的 貢 獻 也 足 具 意 義 ； 儘 管 此 派 的 教 理 對 於 它 派

有 深 著 的 影 響 ， 但 其 發 展 至 十 五 世 紀 初 時 ， 由 於 格 魯 派 在 噶 當 派 的

基 礎 上 發 展 起 來 ， 隨 著 格 魯 派 勢 力 的 逐 增 ， 此 教 派 的 寺 院 皆 先 後 隨

                                     
7 4 圖 奇 （ Giuseppe  Tucc i），《 西 藏 的 宗 教 （ The Re l ig ions  of  T ibe t）》， 劉 瑩 、 楊 帆

譯 ，（ 台 北 ： 桂 冠 ， 民 國 86 年 ）， 頁 55。  
7 5  如 噶 舉 派 的 教 法 「 大 手 印 法 」， 格 魯 派 師 祖 宗 喀 巴 也 學 習 過 噶 當 派 的 教 法 ，

並 著 有 《 菩 提 道 次 第 論 》 廣 略 二 論 。（ 參 閱 東 主 才 讓 ， 頁 63-65。 ）  
7 6  李 冀 誠 ， 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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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改 宗 ， 故 而 噶 當 派 也 就 融 入 格 魯 派 而 不 復 存 在 了 。 7 7  

 

(三 ) 薩 迦 派 ：〝 薩 迦 〞 意 為 灰 土 ， 因 為 中 心 寺 院 薩 迦 寺 建 立 於 薩 迦

地 方 ， 故 名 之 。 此 派 寺 廟 的 牆 上 刷 有 紅 、 白 、 藍 三 色 條 紋 ， 所 以 也

俗 稱「 花 教 」。薩 迦 派 是 在 公 元 十 一 世 紀 時 由 昆 氏 家 族 所 創，從 十 三

世 紀 中 葉 〜 十 四 世 紀 中 葉 的 一 百 多 年 裡 於 西 藏 地 方 佔 居 統 治 地 位 ；

教 派 首 領 法 王 為 世 襲 ， 採 取 叔 侄 傳 位 ， 因 此 法 王 可 以 娶 妻 生 子 ， 但

規 定 生 子 後 不 可 以 接 近 女 性。薩 迦 派 最 精 要 的 教 法「 道 果 論 」，主 張

人 心 是 萬 物 的 最 高 本 體 ， 其 原 本 是 明 淨 空 寂 的 ， 但 受 外 界 煩 惱 所 污

染 而 造 成 有 生 死 輪 迴 的 循 環 ； 因 此 人 唯 有 專 心 修 煉 佛 法 才 成 斷 除 一

切 煩 惱 ， 恢 復 內 心 本 來 的 明 淨 面 貌 ， 悟 得 〝 一 切 皆 空 〞 的 道 理 而 達

到 涅 盤 解 脫 的 正 果 。
7 8 

薩 迦 派 的 發 展 與 興 衰 和 中 國 元 朝 有 密 切 的 關 係；此 派 發 展 到 第

四 祖 薩 班 智 答 ． 貢 噶 堅 贊 （ ? -  * -  0 % A -  + -  1182〜 1251） 時 已 經 形

成 政 教 合 一 的 局 面，他 是 此 派 的 宗 教 領 袖，除 了 有 宗 教 著 作 外，《 薩

迦 格 言 》 和 《 惹 麥 丹 覺 》 在 藏 族 文 學 史 、 音 樂 史 亦 佔 有 重 要 地 位 。

待 第 五 祖 八 思 巴（ : P R -  3 $ R / -  : 1 $ ? -  0  1235〜 1280）時 ， 元 朝 更 冊

封 他 為 大 寶 法 王 ， 這 使 得 該 派 在 西 藏 的 勢 力 直 至 元 朝 末 期 才 被 噶 舉

派 的 帕 竹 巴 王 朝 替 代 。
7 9儘 管 政 教 大 權 已 被 取 而 代 之 ， 但 是 薩 迦 派

的 教 法 仍 然 次 第 相 續 ， 沿 襲 不 衰 。  

 

(四 ) 噶 舉 派 ：〝 噶 舉 〞 在 藏 語 意 為 口 授 傳 承 ， 因 為 此 派 特 別 重 視 密

                                     
7 7  同 上 註 。  
7 8  弘 學 主 編 ， 頁 57-58。  
7 9  斑 斑 多 杰 ， 頁 189-227。  



 30

法 修 行 ， 而 這 些 密 法 又 全 賴 師 長 口 授 ， 耳 聽 心 會 ， 故 稱 之 。 此 外 ，

因 為 噶 舉 派 的 創 立 人 馬 爾 巴 和 米 拉 日 巴 (3 A -  = -  < ? -  0 )在 修 法 時 間

沿 用 印 度 僧 侶 身 著 白 色 僧 服 的 習 慣 ， 遂 有 〝 白 教 〞 的 稱 謂 8 0。  

噶 舉 派 在 發 展 過 程 中 形 成 十 分 複 雜 且 繁 的 支 派 系 統，在 創 始 之

初 形 成 有 香 巴 噶 舉 與 達 布 噶 舉 ； 香 巴 噶 舉 的 創 始 人 是 瓊 布 南 交 巴 ，

但 此 派 在 十 五 世 紀 之 後 便 衰 絕 。 達 布 噶 舉 則 是 由 達 布 拉 杰 所 創 ， 其

是 承 續 馬 爾 巴 與 米 拉 日 巴 師 徒 的 傳 承 支 系 ； 達 布 拉 杰 原 本 是 噶 當 派

的 門 徒 ， 後 來 隨 米 拉 日 巴 學 習 佛 法 ， 並 於 前 藏 地 區 建 立 崗 波 寺 ， 收

徒 傳 法 ， 遂 成 一 派 ； 他 後 傳 的 四 大 弟 子 又 發 展 成 四 大 支 派 ， 即 帕 竹

噶 舉 、 蔡 巴 噶 舉 、 拔 戎 噶 舉 和 噶 瑪 噶 舉 ； 其 中 的 帕 竹 一 系 又 衍 分 為

八 個 小 支 ， 此 派 也 因 其 支 派 之 多 而 有 〝 四 大 八 小 〞 之 稱 ， 詳 見 【 表

3】。  

【 表 3】 噶 舉 派 支 系 之 一 覽 表  

 香 巴 噶 舉   止 貢 巴  

   達 壟 巴  

   主   巴  

噶 舉 派    雅 桑 巴  

  帕 竹 噶 舉  綽 浦 巴  

 達 布 噶 舉  蔡 巴 噶 舉  修 賽 巴  

  拔 戎 噶 舉  葉   巴  

  噶 瑪 噶 舉  瑪 倉 巴  

資 料 來 源 ： 斑 斑 多 杰 ，《 藏 傳 佛 教 思 想 史 綱 》， (上 海 ： 三 聯 書 局 ， 民 國 81)， 頁

232。  

 

                                     
8 0  張 曉 華 ， 徐 巧 玲 編 著 ， 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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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 些 支 系 中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噶 瑪 噶 舉 派，於 十 三 世 紀 時 為 了 解

決 首 領 的 繼 承 問 題 ， 開 始 採 取 了 活 佛 轉 世 制 度 ，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有 黑

帽 系 和 紅 帽 系 兩 大 系 統 ， 此 不 僅 是 最 早 的 活 佛 轉 世 相 承 體 系 ， 也 開

啟 藏 傳 佛 教 的 轉 世 制 度 之 端 。 除 此 ， 帕 竹 噶 舉 曾 在 十 四 世 紀 中 葉 時

取 代 薩 迦 派 掌 握 西 藏 地 方 的 統 治 權 ， 形 成 一 股 勢 力 ， 直 至 十 七 世 紀

初 以 後 才 併 入 格 魯 派 中 而 消 失 不 在 。 8 1  

噶 舉 派 的 教 理 是 以 瑪 爾 巴 與 米 拉 日 巴 所 傳 的「 中 觀 論 」為 基 礎

而 創 立 的「 大 法 手 印 」，屬 於 顯 宗、密 宗 兼 修 的 教 法；其 中 心 內 容 即

是 將 顯 教 的 証 悟 空 性 ， 結 合 密 教 中 修 持 風 息 之 法 門 ， 要 求 修 行 者 把

自 己 的 心 專 注 於 一 境 ， 使 自 己 的 思 想 獲 得 禪 定 ， 然 後 再 觀 察 悟 証 出

自 己 其 實 並 非〝 實 有 〞而 是〝 空 〞，倘 若 能 達 到 此 境 界 就 能 滅 除 一 切

生 死 苦 惱 ， 解 脫 成 佛 達 到 最 高 境 界 。 8 2 

 

(五 ) 格 魯 派：此 派 興 起 於 十 五 世 紀 初 ，是 諸 派 中 最 晚 形 成 的 一 大 教

派 。〝 格 魯 〝 ( . $ J -  = $ ? -  )一 詞 ， 原 意 是 〝 善 規 〞， 這 與 該 派 倡 導 嚴

守 戒 律 有 關 ； 又 ， 此 派 持 戒 的 高 僧 們 都 頭 戴 黃 帽 ， 所 以 格 魯 派 也 被

稱 為 〝 黃 帽 派 〞， 俗 稱 〝 黃 教 〞。 8 3  

格 魯 派 的 創 立 者 是 宗 喀 巴 （ 5 S % -  # -  0  1357~1419）， 本 名 羅

桑 扎 巴 ， 出 生 於 今 日 青 海 省 湟 中 縣 的 塔 爾 寺 地 方 ； 他 針 對 當 時 西 藏

地 區 的 社 會 情 形 和 佛 教 界 出 現 的 頹 廢 萎 靡 之 弊 端 等 而 進 行 一 場 宗 教

改 革 ， 除 了 特 別 要 求 戒 律 清 規 ， 嚴 格 規 定 僧 人 生 活 言 行 ， 並 強 調 佛

法 的 學 習 次 第 ， 其 應 顯 密 並 重 ， 循 序 漸 進 先 顯 後 密 ； 宗 喀 巴 為 了 挽

                                     
8 1  圖 奇 （ Giuseppe  Tucc i）， 頁 41。  
8 2  班 班 多 杰 ， 頁 233-261。  
8 3  東 主 才 讓 ， 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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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藏 傳 佛 教 在 西 藏 社 會 逐 漸 衰 落 的 現 象 ， 他 不 僅 著 書 立 說 ， 亦 身 體

力 行 ， 因 而 他 的 這 些 措 施 獲 得 大 部 分 人 士 的 支 持 ， 格 魯 派 亦 於 此 因

應 而 生 。 關 於 格 魯 派 的 教 理 ， 乃 建 立 於 噶 當 派 的 基 礎 上 ， 並 且 因 為

宗 喀 巴 曾 學 習 過 諸 教 的 教 法 ， 故 格 魯 派 的 思 想 實 屬 集 眾 家 之 成 。 該

派 主 張〝 緣 起 性 空 〞，主 要 論 點 認 為 一 切 事 物 的 產 生 都 是 起 於 因 緣 ，

若 緣 滅 則 一 切 事 物 都 是 不 存 在 的 ， 而 若 想 達 到 此 般 悟 證 成 果 ， 則 須

藉 由 〝 止 觀 雙 修 〞 這 不 二 法 門 才 能 獲 致 。 8 4  

宗 喀 巴 的 宗 教 改 革 為 藏 傳 佛 教 開 闢 另 一 景 致，在 其 圓 寂 之 後 ，

他 的 門 徒 賈 曹 杰 (o = -  5 3 -  e J1364~1232)、 克 主 杰 (3 # ? -  $ 2 -  

e J1385~1438)等 人 仍 繼 續 努 力 ， 將 佛 教 由 東 向 西 擴 展 ， 使 藏 傳 佛 教

趨 於 一 個 完 整 的 宗 教 系 統 ， 因 此 賈 曹 杰 、 克 主 杰 與 宗 喀 巴 被 後 世 尊

稱 為 〝 師 徒 三 尊 〞。 8 5此 後 ， 因 五 世 達 賴 於 1659 年 受 中 國 清 朝 皇 帝

的 冊 封 ， 使 格 魯 派 奠 定 其 政 治 基 礎 ； 待 至 十 八 世 紀 中 葉 ， 清 朝 正 式

下 令 該 教 掌 管 西 藏 政 權 之 後 ， 從 此 即 確 定 了 格 魯 派 於 西 藏 地 區 的 政

教 之 領 導 地 位 。  

 

藏 傳 佛 教 的 派 系 ， 除 卻 上 述 諸 派 ， 尚 有 一 些 較 小 的 派 別 ； 希 解

派 和 覺 宇 派 是 同 源 於 印 度 僧 人 巴 桑 結（ ？ 〜 1117 年 ）所 傳 承 ， 這 兩

個 教 派 不 僅 有 相 似 的 教 義 ， 以 傳 授 顯 宗 的 般 若 為 主 ， 對 於 修 行 方 式

亦 同 樣 強 調 苦 行 修 煉 ， 認 為 唯 有 此 法 才 能 使 人 從 各 種 形 式 的 苦 難 中

得 到 解 救；由 於 這 兩 個 教 派 很 少 建 立 寺 院，也 缺 乏 強 大 的 經 濟 支 持，

到 十 五 世 紀 之 後 便 逐 漸 失 傳 ， 但 是 它 們 的 部 份 教 法 卻 被 其 他 教 派 吸

收 融 入 其 中 。  

                                     
8 4  李 冀 誠 ， 頁 111-114。  
8 5  班 班 多 杰 ， 頁 29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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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個 派 別 是 起 源 於 十 二 世 紀 的 覺 囊 派 ， 其 教 祖 域 藦 ． 彌 覺 多

吉 所 創 建 的 見 解 〝 他 空 〞 是 一 獨 特 的 觀 點 ， 此 教 法 認 為 任 何 事 物 都

有 自 身 的 真 實 性 ， 這 種 本 性 是 永 恆 不 變 ， 但 人 們 的 思 惟 活 動 中 以 錯

誤 的 認 知 加 諸 之，所 以 人 為 加 上 的 說 詞 其 實 是〝 空 性 〞。這 種〝 他 空 〞

的 哲 理 與 藏 傳 佛 教 的 其 他 教 派 之 教 義 呈 現 相 左 ， 特 別 是 格 魯 派 的 觀

點 ， 所 以 各 教 派 多 駁 斥 排 除 之 。  

此 外，尚 有 夏 魯 派 (8 -  = -  0 )，其 又 稱 布 頓 派，由 藏 傳 佛 教 的 著

名 高 僧 布 頓 ． 仁 欽 珠 (2 -  ! R / -  < A / -  ( J / -  P 2 1290~1364)創 立 ； 他 不

但 是 藏 文 大 藏 經 《 丹 珠 爾 》 目 論 的 編 篡 者 ， 使 此 後 的 幾 個 刻 印 版 本

皆 參 照 此 次 序 編 訂 ， 其 所 撰 寫 的 《 布 頓 佛 教 史 》 8 6更 為 研 究 印 藏 佛

教 史 提 供 重 要 的 參 考 資 料 。 布 頓 所 傳 授 的 教 法 因 他 擔 任 夏 魯 寺 的 寺

主 ， 並 使 該 寺 名 聲 擴 增 ， 故 而 稱 為 夏 魯 派 ， 而 夏 魯 寺 與 薩 加 派 的 關

係 甚 密 ， 因 而 有 學 者 將 之 視 為 薩 迦 派 的 一 個 支 系 ， 但 是 習 慣 上 仍 以

夏 魯 派 稱 之 。 8 7  

  

第 二 節 、 藏 傳 佛 教 在 台 灣 的 發 展 與 現 況  

一 、 歷 史 發 展  

藏 傳 佛 教 在 台 灣 的 發 展 可 說 是 隨 國 民 政 府 來 台 之 後 才 開 始 形

成 ， 其 於 1949 年 之 前 是 沒 有 根 基 的 8 8。 過 去 的 學 者 一 般 將 藏 傳 佛 教

在 台 弘 法 的 時 間 劃 分 為 兩 個 時 期，並 以 1982 年 香 巴 噶 舉 派 卡 蘆 仁 波

切 來 台 為 時 間 劃 分 點 ， 將 藏 傳 佛 教 在 台 弘 法 情 形 分 為 前 弘 期 (1950

〜 1982)與 後 弘 期 (1982〜 迄 今 )。 然 而 ， 根 據 黃 英 傑 研 究 ， 其 認 為 以

                                     
8 6  《 布 頓 佛 教 史 》 有 時 譯 為 《 善 逝 教 法 源 流 》 或 《 佛 教 史 大 寶 藏 論 》。  
8 7  弘 學 編 著 ， 頁 75-81。  
8 8  王 俊 中 ，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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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 首 位 藏 籍 喇 嘛 噶 瑪 噶 舉 派 創 古 仁 波 切 來 台 作 為 時 間 的 分 界

更 為 恰 當 8 9。 由 於 台 灣 社 會 於 八 ○ 年 代 時 在 政 治 和 經 濟 之 轉 變 ， 事

實 上 也 加 速 台 灣 宗 教 發 展 的 熱 潮，因 此 本 文 亦 以 1980 年 做 為 一 區 分

藏 傳 佛 教 在 台 發 展 的 年 代 。  

西 元 1949 年 ， 隨 國 民 政 府 來 台 的 僅 有 章 嘉 呼 圖 克 圖 和 甘 珠 爾

瓦 呼 圖 克 圖 兩 位 蒙 古 籍 喇 嘛 ， 從 政 治 上 而 言 ， 這 可 視 為 國 民 政 府 與

蒙 古 友 好 之 懷 柔 政 策，以 攏 絡 邊 疆 民 族；至 1959 年 中 共 完 全 控 制 西

藏 之 後 ， 流 亡 海 外 的 部 份 藏 胞 才 以 康 巴 族 抗 暴 軍 等 名 義 來 台 安 頓 。

由 於 西 藏 社 會 本 來 就 少 與 外 國 接 觸 ， 而 西 方 學 習 藏 學 風 氣 也 尚 未 開

始 ， 加 諸 ， 台 灣 對 外 宣 稱 擁 有 西 藏 政 治 統 治 的 權 力 ， 引 起 西 藏 流 亡

政 府 的 疑 懼，使 得 在 1990 年 之 前，第 十 三 世 達 賴 喇 嘛 一 直 下 令 禁 止

與 台 灣 的 政 府 有 所 往 來
9 0； 因 此 ， 發 展 初 期 ， 在 台 灣 的 喇 嘛 人 數 甚

少 ， 除 了 格 魯 派 和 薩 迦 派 ， 藏 傳 佛 教 的 活 動 以 漢 人 在 家 居 士 為 主 ，

而 這 些 居 士 大 都 是 民 國 初 年 在 大 陸 隨 蒙 藏 喇 嘛 學 法 的 居 士 ， 如 格 魯

派 君 庇 極 美（ 歐 陽 無 畏 ）、寧 瑪 派 映 光 上 師、噶 舉 派 申 書 文 上 師（ 貢

噶 老 人 ） 和 張 澄 基 居 士 等 人 9 1。  

總 而 言 之，初 傳 入 台 的 藏 傳 佛 教，無 論 西 康、蒙 古 或 在 家 居 士 ，

都 與 國 民 政 府 有 密 切 的 關 連 ， 而 且 因 為 政 治 理 由 當 時 並 無 西 藏 籍 的

喇 嘛 來 台 灣；直 至 1987 年 台 灣 宣 佈 廢 除 戒 嚴 令，正 式 進 入 民 主 政 治

體 制 ， 對 宗 教 的 管 制 也 逐 漸 解 禁 ， 藏 籍 喇 嘛 不 僅 可 以 自 由 來 台 並 且

得 以 公 開 弘 法 9 2； 此 外 ， 加 上 1980 年 噶 瑪 噶 舉 派 創 古 仁 波 切 首 創 藏

籍 僧 侶 來 台 之 後 ， 陸 續 開 始 有 大 量 的 西 藏 僧 侶 應 邀 前 來 弘 法 ， 並 成

                                     
8 9  黃 英 傑 ， 頁 270。  
9 0  王 俊 中 ， 頁 228。   
9 1  黃 英 傑 ， 頁 259-269。  
9 2  姚 麗 香 ，（ 藏 傳 佛 教 在 台 灣 發 展 的 初 步 研 究 ），《 佛 學 研 究 中 心 學 報 》 第 五 期

民 國 89 年 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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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精 舍 中 心 和 講 授 傳 法 ， 使 得 原 僅 集 中 於 北 部 地 區 的 藏 傳 佛 教 逐 漸

擴 及 至 全 台 ， 法 會 活 動 也 與 日 俱 增 9 3。 各 教 派 在 台 灣 的 發 展 分 別 陳

述 如 下 ：  

 

(一 ) 寧 瑪 派 ： 此 派 在 台 的 初 期 弘 法 者 ， 幾 乎 全 是 漢 人 的 在 家 居 士 。

最 早 來 台 弘 法 的 是 映 光 上 師，他 在 1971 年 於 新 店 五 峰 山 籌 建「 南 方

寶 生 佛 剎 」， 1973 年 圓 寂 後 ， 先 後 由 林 祥 煌 上 師 ﹑ 歐 陽 重 光 上 師 承

繼 法 脈 ， 1990 年 由 張 明 偉 上 師 承 續 ， 弘 傳 至 今 ， 五 峰 山 道 場 是 初 期

修 學 密 乘 者 的 一 個 重 要 據 點。另 外，於 1958 年 來 台 弘 法 的 吳 潤 江 上

師 ， 其 所 傳 弟 子 於 1975、 1976 年 在 台 北 和 台 中 分 別 成 立 「 諾 那 精

舍 」。初 期 尚 有 韓 同 居 士 在 新 竹、苗 栗、雲 林、虎 尾 等 地 傳 法，並 設

立 「 蓮 花 精 舍 」， 以 及 劉 銳 之 居 士 於 1975 年 在 台 北 成 立 「 金 剛 乘 學

會 」之 後，又 陸 續 於 台 中、高 雄 和 台 南 設 立 分 會，並 在 1979 年 創 辦

《 金 剛 乘 季 刊 》， 於 1981 年 起 開 始 出 版 圖 書 。 9 4  

八 ０ 年 代 來 以 後 ， 該 派 來 台 的 喇 嘛 中 最 受 矚 目 ， 以 1984 年 應

邀 而 來 為 台 中「 金 剛 乘 學 會 」舉 行 落 成 開 光 儀 式 的 敦 珠 法 王 和 1986

年 來 台 創 建  「 寧 瑪 巴 白 玉 佛 法 中 心 」的 蔣 波 羅 曾 仁 波 切，只 是 蔣 波

羅 曾 仁 波 切 隔 年 就 圓 寂 ，「 寧 瑪 巴 白 玉 佛 法 中 心 」 則 由 1988 年 來 台

的 貝 諾 法 王 接 管 ， 並 陸 續 成 立 多 個 中 心 ， 成 為 寧 瑪 派 在 台 灣 發 展 最

興 盛 的 一 支 。 9 5 

寧 瑪 派 本 身 歷 史 悠 久 ， 內 部 的 傳 承 複 雜 ， 在 後 期 來 台 的 仁 波 切

雖 然 很 多 ， 但 多 屬 於 各 自 發 展 的 中 心 。 僅 有 「 白 玉 中 心 」 和 「 南 方

                                     
9 3  藍 吉 富 ， 頁 241-247。  
9 4  黃 英 傑 ， 頁 265-267。  
9 5  姚 麗 香，（ 藏 傳 佛 教 在 台 灣 發 展 的 初 步 研 究 ），《 佛 學 研 究 中 心 學 報 》第 五 期 ，

民 國 89 年 ， 頁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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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 生 佛 剎 」 較 具 組 織 規 模 ， 並 且 皆 是 以 〝 漢 藏 合 作 〞 的 形 式 發 展 。  

 

(二 ) 薩 迦 派 ： 薩 迦 派 初 期 來 台 的 只 有 明 珠 仁 波 切 ， 他 於 1959 年 來

台 後 任「 蒙 藏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 與「 政 大 邊 政 研 究 所 」教 授。至 1985

年 蔣 揚 貢 噶 喇 嘛 來 台 開 始 擬 定 教 授 藏 文 和 般 若 、 中 觀 等 薩 迦 教 法 ，

但 因 為 薩 迦 在 台 灣 尚 未 有 所 發 展 ， 兩 年 後 即 回 印 度 閉 關 。 而 於 1986

年 ， 由 薩 迦 派 崔 津 法 王 指 派 來 台 的 堪 布 --阿 貝 仁 波 切 ， 來 台 即 成 立

了 台 北 和 彰 化 兩 個 中 心，日 後 又 成 立 了「 台 灣 薩 迦 總 會 」，以 便 利 喇

嘛 來 台 的 登 記 。  

此 外，薩 迦 諾 巴 支 派 的 法 王 — 遍 德 仁 波 切 於 1989 年 來 台 常 駐 之

後 ， 亦 設 立 佛 學 中 心 與 閉 關 中 心 ； 此 後 ， 1992 年 目 前 該 派 的 法 王 —

祿 頂 堪 仁 波 切 亦 來 台 講 授 「 道 果 」 教 法 ， 使 參 與 者 了 解 薩 迦 教 法 的

深 廣 精 義 。
9 6 

薩 迦 派 的 法 會 活 動 不 頻 繁 ， 但 教 學 性 活 動 較 多 ， 這 主 要 是 因 為

此 派 的 傳 法 甚 嚴 ， 著 重 自 身 的 學 養 與 修 行 ， 因 此 上 師 並 不 隨 便 在 外

「 灌 頂 」；正 因 為 對 傳 法 態 度 之 保 守 與 慎 重，所 以 薩 迦 派 在 台 灣 的 發

展 並 不 像 其 他 教 派 快 速 。  

 

(三 ) 噶 舉 派 ： 噶 舉 是 四 大 教 派 中 最 早 傳 入 台 灣 的 教 派 ； 在 早 期

以 漢 籍 喇 嘛 為 多，於 1958 年 由 大 陸 來 台 的 貢 噶 老 人，他 曾 跟 隨 貢 噶

呼 圖 克 圖 學 習 過 密 法 ， 來 台 隔 年 即 成 立 「 貢 噶 精 舍 」 於 台 南 ， 吸 引

不 少 的 南 部 信 眾 ， 這 可 說 是 藏 傳 佛 教 向 南 發 展 的 開 端 。  

另 一 位 隨 貢 噶 呼 圖 克 圖 學 習 的 張 澄 基 居 士，於 1963 年 來 台 灣 擔

                                     
9 6  姚 麗 香 ， 頁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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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哲 學 系 的 客 座 教 授 ， 1976 年 出 任 美 國 佛 教 在 台 的

「 新 竹 譯 經 院 」 院 長 ， 居 台 期 間 傳 授 「 大 手 印 」 法 ， 但 可 惜 的 是 當

時 隨 他 學 法 者 有 限 ， 因 此 目 前 僅 有 在 苗 栗 地 區 偶 爾 傳 授 。
9 7 

1980 年 創 古 仁 波 切 開 啟 藏 僧 來 台 的 先 例 之 後，於 1982 年 卡 盧 仁

波 切 應 弟 子 邀 請 蒞 台 ， 其 曾 赴 南 投 水 里 「 蓮 因 寺 」 拜 會 懺 雲 法 師 ，

並 於 寺 中 舉 辦 一 場 與 大 專 齋 戒 會 全 體 學 生 的 座 談 會 ， 此 舉 不 僅 有 助

於 宗 教 交 流，也 間 接 促 成 藏 傳 佛 教 在 台 灣 的 發 展。同 年，「 貢 噶 精 舍 」

與 其 台 南 分 舍 正 式 更 名 為 「 噶 瑪 噶 舉 輪 中 心 」。  

此 外，另 一 個 在 台 灣 南 部 的 大 道 場 ---「 噶 瑪 噶 居 寺 」，其 於 1986

年 由 首 位 台 灣 籍 轉 世 喇 嘛 — 洛 本 仁 波 切 所 創 建 ， 該 寺 院 組 織 除 了 有

「 中 國 噶 瑪 噶 居 協 進 會 」 及 其 分 會 ， 還 有 「 蔣 揚 社 會 福 利 慈 善 基 金

會 」和「 台 南 市 戒 癮 協 進 會 」等 從 事 各 項 慈 善 公 益 的 事 業。本 著〝 藏

密 本 土 化 〞 的 弘 法 目 標 ， 寺 院 不 單 舉 行 藏 傳 佛 教 的 法 會 與 灌 頂 ， 也

經 常 舉 辦 朝 山 活 動 、 大 專 佛 學 講 座 、 兒 童 夏 令 營 、 研 習 營 等 類 似 台

灣 佛 寺 普 遍 實 行 的 弘 法 方 法，以 利 藏 傳 佛 教 更 深 植 於 台 灣 的 社 會。
9 8 

由 於 噶 舉 派 的 派 系 繁 多 ， 現 存 的 有 噶 瑪 噶 舉 、 止 貢 噶 舉 、 達 龍

噶 舉、竹 巴 噶 舉 和 相 巴 噶 舉，其 中 噶 瑪 噶 舉 派 來 台 的 轉 世 上 師 很 多，

因 此 在 台 灣 的 發 展 十 分 迅 速 ； 關 於 其 他 教 派 ， 竹 巴 噶 舉 法 王 竹 遷 仁

波 切 於 1985 年 來 台 弘 法 之 後，獲 得 弟 子 支 持 始 成 立 弘 法 中 心；止 貢

噶 舉 則 直 到 1988 年 才 有 仁 波 切 來 台，隔 年，法 王 偕 同 堪 布 與 仁 波 切

來 台 弘 法 之 後 ， 即 開 始 成 立 中 心 ； 至 於 達 龍 噶 舉 因 為 已 面 臨 法 脈 斷

絕 之 境 ， 故 而 在 台 灣 目 前 尚 未 有 弘 法 活 動 。  

 

                                     
9 7  黃 英 傑 ， 頁 268。  
9 8  姚 麗 香 ， 頁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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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格 魯 派：格 魯 派 是 現 今 藏 傳 佛 教 的 主 流 教 派；但 是 民 國 初 年 以

來 ， 礙 於 國 民 政 府 與 西 藏 流 亡 政 府 之 間 的 關 係 敏 感 ， 所 以 格 魯 派 的

喇 嘛 很 少 來 台 傳 法 ， 故 而 此 派 在 台 灣 的 發 展 較 為 遲 緩 。 初 期 在 台 的

喇 嘛 包 括 於 1949 年 來 台 灣 的 七 世 章 嘉 呼 圖 克 圖 和 五 世 甘 珠 爾 瓦 呼

圖 克 圖，以 及 1961 年 抵 台 的 格 賴 達 吉 仁 波 切；章 嘉 呼 圖 克 圖 來 台 之

後 獲 聘 為 總 統 府 資 政 和 中 國 佛 教 會 理 事 長 ， 然 而 他 在 1957 年 即 圓

寂 ， 所 以 對 台 灣 的 影 響 甚 小 。 繼 任 中 國 佛 教 會 理 事 長 的 甘 珠 爾 瓦 呼

圖 克 圖 則 在 新 店 成 立「 甘 珠 精 舍 」，成 為 當 時 藏 傳 佛 教 的 中 樞 精 舍 。

9 9格 魯 派 初 期 的 發 展 除 了 上 述 三 位 外 籍 喇 嘛 ， 還 有 漢 僧 君 庇 亟 美 ，

此 人 來 台 之 後 ， 不 僅 擔 任 「 光 復 大 陸 設 計 委 員 會 」 的 委 員 兼 秘 書 ，

亦 於 1956 年 受 聘 政 大 邊 政 所，講 授 藏 文、歷 史、地 理、文 化 等 課 程 ；

除 此，君 庇 亟 美 喇 嘛 自 1976 年 起 也 開 始 傳 授 一 系 列 的 佛 學 課 程，培

養 了 許 多 的 後 起 之 秀 ， 對 台 灣 藏 學 研 究 領 域 的 貢 獻 極 為 深 廣 1 0 0。  

台 灣 解 嚴 之 後 ， 蒙 藏 委 員 會 曾 邀 請 龍 塔 仁 波 切 來 台 ， 但 仁 波 切

在 1985 年 就 圓 寂；此 後 直 至 1988 年，格 魯 派 才 算 在 台 灣 有 所 增 進 ，

這 除 了 與 政 策 有 關 係 ， 也 與 此 派 較 注 重 學 理 ， 傳 法 態 度 嚴 謹 有 關 ；

因 此 ， 總 體 而 言 ， 格 魯 派 的 許 多 團 體 和 中 心 都 是 在 九 ○ 年 代 之 後 才

開 始 陸 續 成 立 設 置，諸 如「 護 持 大 乘 法 脈 聯 合 會 」、「 宗 喀 巴 佛 學 會 」、

「 中 華 格 魯 巴 佛 學 會 」 等 。  

儘 管 此 派 的 發 展 起 步 較 晚 ， 但 從 幾 個 中 心 開 設 佛 典 教 學 、 藏 語

課 程 ， 以 及 藏 僧 學 習 漢 語 的 計 畫 訓 練 而 論 ， 格 魯 派 在 台 灣 的 發 展 仍

可 期 待 的 。  

 

                                     
9 9  黃 英 傑 ， 頁 263-265。  
1 0 0  王 俊 中 ， 頁 23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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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佛 學 中 心 的 設 置 情 況  

目 前 於 台 灣 的 藏 傳 佛 教 中 心 ， 根 據 姚 麗 香 在 《 佛 學 研 究 中 心 學

報 》 第 五 期 (2000 年 )出 版 的 〈 藏 傳 佛 教 在 台 灣 發 展 的 初 步 研 究 〉 之

調 查 結 果
1 0 1， 可 以 確 認 還 存 在 的 中 心 共 有 122 個 ， 其 中 以 寧 瑪 派 最

多，共 有 43 個 中 心，不 過 這 包 含 以 漢 人 上 師 主 持 的 諾 那 精 舍 9 個 中

心 在 內 ， 其 次 為 噶 舉 派 41 個 中 心 ， 薩 迦 派 有 20 個 中 心 ， 格 魯 派 11

個 中 心 ， 1 個 覺 囊 派 ， 其 他 6 個 為 跨 教 派 的 中 心 。 從 這 個 數 據 ，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和 藏 籍 僧 侶 有 關 的 中 心 ， 噶 舉 派 仍 然 是 佔 最 多 數 。  

至 於 這 些 中 心 在 地 緣 上 的 分 布 差 異 性 極 大 ， 有 將 近 八 成 都 集 中

在 三 大 都 會 區 ； 以 台 北 縣 市 而 言 就 有 64 個 中 心 (52.5%)， 其 中 台 北

市 42 個 ， 占 了 全 部 的 三 分 之 一 ， 台 中 15 個 ， 高 雄 14 個 ， 剩 餘 的 縣

市 大 抵 只 有 零 星 的 分 布 ， 顯 見 藏 傳 佛 教 的 中 心 將 近 八 成 是 集 中 在 大

都 會 區 。 各 中 心 選 擇 都 會 區 的 最 大 考 量 ， 除 了 弘 法 便 利 ， 能 吸 引 更

多 信 眾 參 與，以 及 經 濟 上 的 考 量（ 籌 募 到 較 多 的 錢 ），可 能 與 都 會 區

人 們 的 接 受 程 度 有 相 當 的 關 聯 。 但 是 ， 中 心 位 於 都 會 區 固 然 有 其 便

利 性 ， 也 有 相 對 的 缺 失 ， 因 為 很 多 在 都 會 區 的 中 心 是 租 賃 場 地 ， 在

經 濟 因 素 （ 如 租 金 ） 與 道 場 適 用 性 的 考 量 下 ， 中 心 的 變 動 率 較 大 ，

也 形 成 信 眾 的 流 動 變 易 大 。  

其 次 ， 由 活 動 內 容 來 看 ， 各 中 心 的 活 動 一 般 有 每 月 固 定 的 法 會

或 薈 供，以 及 重 要 的 節 慶 和 一 些 不 定 期 的 活 動（ 如 灌 頂 法 會 ）；在 大

多 數 的 中 心 參 加 每 月 定 期 共 修 的 人 數 並 不 多 ， 但 參 與 法 會 的 人 數 便

較 多 ， 若 遇 有 上 師 灌 頂 的 法 會 ， 則 參 加 人 數 就 更 多 了 。 由 於 ， 各 中

心 的 灌 頂 法 會 都 是 上 師 來 台 時 密 集 舉 行 ， 但 來 台 弘 法 的 喇 嘛 多 不 勝

                                     
1 0 1  姚 麗 香 ， 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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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 各 個 中 心 又 隨 時 都 有 灌 頂 法 會 ， 因 此 以 灌 頂 法 會 的 頻 率 而 言 ，

除 了 藏 傳 佛 教 的 根 本 地 之 外 ， 台 灣 可 算 是 居 世 界 之 冠 。 1 0 2  

 

 

第 三 節  「 經 續 法 林 」 護 持 中 心 之 緣 由 與 創 建  

「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位 於 台 北 市 八 德 路 三 段 八 十 一 號 十 二 樓

之 一，為「 護 持 大 乘 法 脈 聯 合 會 」(Foundation for the Preservat ion of the 

Mahayana Tradit ion 簡 稱 FPMT)在 台 灣 的 中 心 之 一 。 這 個 國 際 性 組 織

的 精 神 導 師 圖 敦 梭 巴 仁 波 切 (Thubten Zopa Rinpoche)，西 元 1946 年 出

生 於 尼 泊 爾 的 梭 魯 昆 布 地 區，仁 波 切 很 小 時 即 被 認 證 為 勞 朵 (Lawudo)

喇 嘛 的 轉 世 靈 童 而 至 西 藏 修 學，但 至 1959 年 仁 波 切 十 三 歲 時，因 中

共 將 西 藏 赤 化 迫 使 他 離 開 而 轉 至 孟 加 拉 的 布 薩 杜 阿 地 區 ， 於 當 地 的

難 民 營 中 與 數 百 位 流 亡 的 喇 嘛 繼 續 學 習 佛 法 。
1 0 3  

梭 巴 仁 波 切 在 此 時 接 受 圖 敦 耶 喜 喇 嘛 的 教 導 ， 之 後 ， 師 徒（ 見

【 圖 1】）便 在 尼 泊 爾 建 立 柯 磐 寺（ Kopan），開 啟 與 西 方 的 深 遠 關 係。

1971 年 仁 波 切 在 柯 磐 寺 首 次 公 開 說 法，為 當 時 十 二 名 西 方 弟 子 介 紹

藏 傳 佛 教 的 哲 理 和 禪 修 方 式 ， 這 不 但 成 了 年 度 盛 事 ， 更 吸 引 許 多 的

西 方 人 士 的 興 趣 。 各 國 的 弟 子 在 此 接 受 佛 教 法 思 想 返 國 之 後 紛 紛 開

始 興 辦 修 持 中 心，至 1975 年，耶 西 喇 嘛 便 將 這 個 初 萌 生 的 組 織 網 命

名 為「 護 持 大 乘 法 脈 聯 合 會 」，聯 合 會 逐 年 增 長 的 支 會 目 前 已 逾 一 百

多 個，涵 括 十 幾 個 國 家，其 包 括 學 校、閉 關 中 心、寺 院、療 養 中 心 、

出 版 社 ， 以 及 多 項 弘 法 計 畫 1 0 4； 耶 喜 喇 嘛 於 1984 年 圓 寂 之 後 ， 梭 巴

                                     
1 0 2  姚 麗 香 ， 329。  
1 0 3  正 覺 修 身 叢 書 ○3《 轉 念 — 大 乘 轉 苦 為 樂 法 門 》，(台 中：中 華 佛 學 正 覺 研 究 會，
民 國 85 年 )， 頁 11-12。  
1 0 4  弘 法 計 畫 中 一 為 「 圓 滿 教 育 」， 由 耶 喜 喇 嘛 所 創 想 ， 藉 此 傳 授 倫 理 道 德 、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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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波 切 即 任 FPMT 的 精 神 導 師 ， 並 督 倡 聯 合 會 一 切 的 事 業 活 動 。 1 0 5  

 

 

 

 

 

 

 

 

 

 

【 圖 1】 圖 敦 梭 巴 仁 波 切 （ 左 ） 和 宇 色 仁 波 切 （ 圖 敦 耶 喜 喇 嘛 轉 世 /

右 ） 之 合 影 照  

 

西 元 1987 年 ， 達 賴 喇 嘛 授 意 梭 巴 仁 波 切 來 台 弘 法 ， 梭 巴 仁 波

切 先 遣 弟 子 義 成 法 師 於 1988 年 來 台 成 立 「 藏 青 學 會 」； 隨 後 ， 同 年

年 底 仁 波 切 來 台 灣 宣 傳 弘 法。於 西 元 1991 年，達 賴 喇 嘛 將「 藏 青 學

會 」賜 名 為「 經 續 佛 法 中 心 」，該 中 心 於 1996 年 又 改 名 為 今 日 的「 經

續 法 林 」，並 有 固 定 的 道 場。目 前 在 台 灣 的 FPMT 組 織，除 了 台 北 地

區 的「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尚 有 桃 園「 馬 頭 明 王 佛 法 中 心 」、台 中

「 釋 迦 牟 尼 佛 中 心 」， 以 及 高 雄 「 勝 樂 金 剛 中 心 」， 另 外 還 設 有 支 持

                                                                                                      
神 層 面 的 價 值 觀 等 ， 因 此 除 了 一 般 學 科 課 程 ， 也 有 禪 修 、 關 想 訓 練 、 瑜 珈 等 特
殊 課 程 。 另 一 項 計 畫 是 在 印 度 建 造 一 巨 型 的 彌 勒 佛 像 。（ 上 述 由 「 經 續 法 林 」
中 心 提 供 ）  
1 0 5 正 覺 修 身 叢 書 ○4 《 打 開 滿 足 之 門 》， (台 中 ： 中 華 佛 學 正 覺 研 究 會 ， 民 國 85
年 )， 序 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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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印 度 拘 尸 那 羅 （ Kushinagar） 建 造 彌 勒 大 佛 工 程 專 案 1 0 6和 圓 滿 教

育 愛 麗 絲 專 案 1 0 7的 辦 事 處 ， 以 及 龍 樹 出 版 社 。  

據 圖 敦 梭 巴 仁 波 切 的 講 稿，｢經 續 法 林 ｣中 心 成 立 的 主 要 宗 旨 是

「 為 有 心 學 佛 者 提 供 一 個 透 過 觀 修 課 程 教 導 人 們 觀 修《 菩 提 道 次 第 》

的 助 緣（ 設 備 ）」因 此，不 僅 此 中 心 的 常 駐 喇 嘛 都 必 須 精 通 顯 宗 與 密

宗 經 典 的 具 資 格 的 格 西 1 0 8， 而 且 有 一 組 專 業 的 翻 譯 人 員 從 事 譯 經 的

工 作 ； 除 此 ， 該 中 心 還 開 設 多 種 教 學 課 程 ， 包 括 講 授 佛 法 哲 理 的 課

程「 甘 露 精 華 」和「 掌 中 解 脫 」，以 及 語 文 和 佛 像 彩 繪 的 教 學，藉 以

增 進 中 心 與 信 眾 的 距 離 ， 並 達 到 服 務 社 會 的 作 用 。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的 宗 教 活 動，除 了 藏 曆 每 個 月 十、十 五 日 固

定 舉 辦 的 共 修 法 會「 上 師 薈 供 」，也 會 依 照 時 節 舉 行 各 種 法 會，並 經

常 遴 聘 名 僧 高 德 來 台 弘 法 ； 整 體 而 論 ， 該 中 心 在 經 濟 方 面 考 量 及

FPMT 組 織 支 持 下 算 是 一 個 穩 定 發 展 的 弘 法 中 心 ， 而 其 依 FPMT 的

成 立 目 標 之 一 ---提 供 信 眾 祈 福 消 災 的 管 道 與 需 要 ， 所 以 對 未 來 也 正

籌 備 發 展 設 種 服 務 社 會 工 作 ， 如 臨 終 關 懷 、 身 心 康 復 活 動 等 慈 善 機

構 。 1 0 9  

 

第 四 節  小 結  

藏 傳 教 發 展 至 今 已 有 一 千 五 百 年 的 歷 史 ， 其 中 因 政 治 歷 程 和

佛 、 苯 爭 立 之 故 幾 經 消 長 ， 最 終 在 不 斷 的 修 正 和 弘 揚 ， 以 及 宗 教 具

                                     
1 0 6  拘 尸 那 羅 是 佛 陀 入 滅 處，為 是 佛 教 的 一 個 聖 地。（ 詳 文 參 閱《 經 續 》雙 月 刊 ，

第 三 十 二 期 ， 民 國 91 年 6〜 9 月 ， 頁 52-53）  
1 0 7  詳 文 參 閱 《 經 續 》 雙 月 刊 第 三 十 期 ， 民 國 90 年 12 月 〜 民 國 91 年 2 月 ， 頁

48-51； 以 及 第 三 十 二 期 ， 民 國 91 年 6〜 9 月 ， 頁 54。  
1 0 8  格 西，意 為〝 善 知 識 〞，其 起 源 很 早，在 吐 蕃 時 期 就 有 記 載，格 魯 派 興 起 後 ，

｢格 西 ｣成 為 授 給 顯 宗 達 到 一 定 程 度 的 僧 人 之 學 位 。（ 見 廖 東 凡 ，《 雪 欲 西
藏 風 情 畫 》，（ 北 京 ： 燕 山 出 版 社 ， 民 國 80 年 ）， 頁 91-96。  

1 0 9  資 料 由 「 經 續 法 林 」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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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強 化 權 勢 現 狀 的 支 持 作 用 下 ， 逐 漸 以 政 教 合 一 的 形 式 立 足 於 西 藏

地 區 ； 但 隨 著 中 國 的 赤 化 運 動 ， 使 藏 傳 佛 教 朝 向 世 界 發 展 與 傳 播 。

然 而 在 傳 播 的 過 程 中 ， 隨 著 時 空 、 民 族 和 社 會 等 不 同 因 素 的 影 響 ，

其 展 現 出 不 同 於 根 源 的 新 面 貌 ， 並 在 原 有 的 傳 統 價 值 觀 上 建 構 出 另

一 新 內 容 ， 並 形 成 較 之 前 更 大 的 宗 教 場 域 ， 而 台 灣 亦 即 是 這 網 域 中

的 一 個 部 份 。 1 1 0  

藏 傳 佛 教 在 台 灣 地 區 的 發 展，初 期 受 政 治 的 影 響 頗 大，傳 法 者

以 漢 人 居 士 為 主 ， 直 至 八 ○ 年 代 解 嚴 之 後 才 以 藏 僧 為 主 。 但 是 此 後

的 發 展 因 僧 團 為 傳 承 延 續 而 有 的 經 濟 考 量 ， 加 上 信 眾 多 抱 持 現 世 功

利 心 態 ， 使 藏 傳 佛 教 在 台 灣 的 發 展 中 浮 現 一 股 功 利 色 彩 。 所 幸 ， 我

們 發 現 在 一 陣 灌 頂 拜 佛 的 熱 潮 之 後 ， 台 灣 的 信 眾 已 不 再 如 往 昔 ， 而

將 重 心 轉 向 學 習 藏 文 、 佛 理 和 實 修 上 ， 這 樣 的 趨 勢 實 屬 一 較 為 落 實

的 發 展 現 況 。  

最 後，我 們 就 文 化 的 觀 點 來 看，藏 傳 佛 教 是 藏 族 社 會 的 延 伸 與

放 大 ， 其 所 造 就 的 文 化 體 系 伴 隨 著 宗 教 的 傳 播 ， 似 乎 已 逐 漸 對 台 灣

的 民 眾 有 所 影 響 ， 信 眾 藉 由 對 藏 傳 佛 教 的 經 驗 、 表 達 與 理 解 ， 造 就

了 共 同 的 信 念 和 行 為 準 則 ， 並 且 逐 漸 形 成 一 股 新 的 文 化 群 體 。 但 另

一 方 而 言 ， 藏 傳 佛 教 傳 播 來 台 迄 今 仍 屬 一 異 文 化 ， 從 其 語 言 的 獨 斷

性 即 足 以 辨 之；但 其 為 適 應 台 灣 的 環 境 所 作 的 變 異，亦 是 有 機 可 循，

譬 如 在 儀 式 上 的 更 動 ， 時 間 的 調 整 ， 僧 侶 生 活 的 改 變 ， 以 及 滿 足 信

眾 需 求 所 作 的 措 施 等 ， 許 多 的 事 物 都 因 為 兩 個 不 同 文 化 的 接 觸 而 產

生 統 合 現 象 ， 這 可 能 開 創 藏 傳 佛 教 在 台 灣 的 另 一 個 風 貌 。 對 於 一 個

宗 教 的 傳 統 而 言 ， 這 樣 的 轉 變 似 乎 也 是 面 對 一 個 新 的 社 會 結 構 所 需

                                     
1 1 0  藍 吉 富 ， 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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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的 改 變 。  

 

 

 

 

第三章 -  

宗教儀式「上師薈供」簡述與其儀程 

 

研 究 宗 教 儀 式 音 樂 ， 須 先 對 於 整 個 儀 式 有 一 概 念 性 的 認 知 瞭

解 ， 因 此 在 此 章 節 中 ， 筆 者 先 對 「 上 師 薈 供 」 的 意 義 、 人 員 組 織 、

舉 行 的 場 所 空 間 ， 以 及 儀 程 和 內 容 等 作 一 概 念 性 的 介 紹 。  

 

第 一 節  儀 式 的 意 義  

上 師 薈 供 (] -  3 -  3 ( R . - 0 : A -  ( R $ ? -  )為 藏 曆 每 個 月 十 、 二 十 五

日 所 例 行 的 法 會 活 動 之 一 ， 其 在 每 一 個 教 派 所 舉 行 的 次 數 並 不 相

同 ， 如 在 經 續 法 林 為 每 月 兩 次 ， 直 貢 噶 舉 和 薩 迦 派 則 於 每 月 二 十 五

日 舉 行 此 法 會 1 1 1。 ] -  3 就 字 面 解 釋 為 「 上 師 」 之 意 ， 他 們 是 精 通 佛

教 經 典 是 引 導 信 眾 弟 子 向 佛 的 導 師 ； -  3 ( R . - 0 : A ， 為 尊 敬 、 祀 奉 、

供 養 之 意，即 藉 由 將 供 品 和 善 根 供 奉 給 諸 神，祈 求 從 中 得 到 加 持 1 1 2與

福 報 ， 並 且 為 後 世 累 積 功 德 ， 以 期 早 日 脫 離 輪 迴 之 苦 。 對 於 佛 教 的

修 行 者 來 說 ， 上 師 猶 如 佛 一 樣 的 尊 貴 和 受 敬 仰 ， 札 雅 活 佛 對 此 即 有

明 確 的 闡 述 ：  

 

                                     
1 1 1  筆 者 於 台 北 市 ｢岡 巴 波 金 剛 乘 佛 學 會 ｣和 薩 迦 ｢正 法 源 ｣所 作 之 田 野 資 料 。  
1 1 2  加 持 ， 也 稱 ｢加 被 ｣。 加 ， 作 “ 被 ” 或 “ 施 ” 解 釋 ； 持 ， 攝 持 之 意 ， 指 以 佛

力 護 佑 眾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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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上師皈依列入佛皈依的範圍，其原因是，並非

所有的眾生恰好都能出生與佛之人身同在的一世上。

在今世，佛帶了諸多超人的神力，以人形身於世，我

們得以與佛人身同在世間，實屬幸甚！釋迦牟尼佛也

曾多次喻示，佛將以上師現身施利於眾生，如同眾生

有情一般處此世間。其此，佛之最大的善業就是佛的

語錄，即說法。佛可自身說法，亦可指定由上師代其

說法。上師為眾生說法，給眾生指明應該如何積善業，

如何棄除惡業以及行善業之路。從一位佛徒的信仰觀

點來看，他所皈依的上師與佛之間看不出什麼差異，

但假如從佛徒所獲得的修習成就看，他的成就就只能

歸之於他所皈依的上師。所以，該佛徒應感謝指路的

上師。此時上師的作用勝過於佛。因為這個緣故，上

師的皈依屬於佛皈依。例如，當一個佛徒為皈依三寶

而念誦佛語時，先從皈依上師開始。｣ 1 1 3  

 

另 外 薩 迦 派 崔 金 法 王 於 2002 年 2 月 在 一 段 訪 問 中 亦 有 說 明 ：   

 

｢在小乘、大乘金剛乘中，上師都非常的重要；甚

至一般的想法也都認為沒有老師就無法學習，弟子透

過上師得以聽到佛陀的教法，也可以直接得到上師的

加持，所以即使上師雖不是佛，弟子也要視他為真正

的佛。｣114 

 

由 此 可 知 ， 在 藏 傳 佛 教 觀 念 裡 ， 上 師 不 僅 是 教 導 教 法 的 老 師 ，

他 也 代 表 了 佛 現 身 於 世 間 說 法 的 人 形 相 ， 所 以 一 位 有 正 確 的 知 識 並

能 夠 闡 釋 的 上 師 對 於 學 習 佛 法 的 信 眾 而 言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故 而 ， 藏

傳 佛 教 各 教 派 中 對 於 自 己 的 上 師 都 是 十 分 的 敬 重 ， 而 且 在 多 部 經 典

亦 皆 強 調 ， 修 佛 者 若 能 如 理 依 止 和 供 養 上 師 ， 則 是 為 獲 得 解 脫 佛 位

的 最 快 之 法 門 （ 即 身 成 佛 ）。 誠 如 梭 巴 仁 波 切 所 開 示 ：「 如 果 師 徒 的

關 係 不 好 ， 那 麼 這 個 人 的 修 行 與 教 授 ， 不 僅 毫 無 助 益 ， 事 實 上 還 會

                                     
1 1 3  郭 淨 ，《 西 藏 山 南 扎 囊 縣 桑 耶 寺 多 德 大 典 》， 民 俗 曲 藝 叢 書 ，（ 台 北 ： 財 團 法

人 施 合 鄭 基 金 會 ， 民 國 86 年 ）， 頁 146。  
1 1 4  薩 迦 崔 金 法 王 ，〈 上 師 像 佛 ， 還 是 上 師 是 佛 ？ 〉，《 經 續 》 雙 月 刊 ， 第 三 十 三

期 （ 民 國 91 年 10 月 〜 12 月 ）， 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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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染 他 人 而 造 成 傷 害 ， 使 他 們 無 法 獲 得 成 就 ， 若 師 徒 關 係 良 好 則 擁

有 最 圓 滿 ,富 足 的 人 生 。 」  

然 而，上 師 薈 供 實 屬 一 種 無 上 密 續 的 法 會，在 修 行 此 法 時 許 多

的 事 物 都 是 藉 由 觀 想 所 獲 得 ， 因 此 修 法 中 的 供 品 並 非 僅 是 表 相 所 見

的 幾 項 供 奉 物 品 ， 所 供 養 的 對 象 也 並 非 只 有 自 己 的 上 師 而 已 ； 依 據

格 魯 派 的 說 法 ， 實 際 上 ， 修 行 者 的 根 本 上 師 應 稱 為 「 上 師 善 慧 能 仁

金 剛 乘 ｣，此 名 稱 涵 蓋 四 相：「 上 師 ｣係 指 自 己 的 上 師，「 善 慧 ｣指 宗 喀

巴 大 師 ，「 能 仁 ｣即 釋 迦 牟 尼 佛 ，「 金 剛 乘 ｣是 密 宗 百 部 之 王 ---金 剛 持

相 。 這 四 尊 法 相 實 際 上 是 為 同 一 體 性 ， 即 指 釋 迦 牟 尼 佛 ， 其 配 合 不

同 的 經 典 而 顯 化 成 不 同 的 身 相 ； 所 以 ， 不 論 是 宗 喀 巴 或 上 師 皆 為 釋

迦 牟 尼 佛 的 化 身；故 而 在 修 習 上 師 供 養 法 時，所 觀 想 的 主 尊 當 為「 上

師 善 慧 能 仁 金 剛 乘 ｣， 而 非 僅 限 於 自 己 的 相 對 上 師 而 已
1 1 5。  

上 師 薈 供 儀 式 在 格 魯 派 中 十 分 盛 行，所 有 格 魯 派 的 母 寺、子 寺

均 每 月 定 期 舉 行 ， 一 般 認 為 修 此 法 會 和 供 養 上 師 所 集 資 糧 （ 福 田 ）

十 分 廣 大 ， 是 為 成 佛 最 快 的 法 門 之 一 ， 而 且 即 使 不 能 思 惟 理 解 《 上

師 薈 供 供 養 法 》 的 全 部 經 文 之 深 廣 義 理 ， 單 僅 是 念 誦 ， 其 獲 得 的 功

德 利 益 亦 廣 大 。 是 故 ， 多 數 的 信 眾 都 願 意 參 與 此 法 會 的 共 修 。 台 灣

社 會 的 繁 忙 生 活 使 許 多 的 弟 子 平 日 因 工 作 或 家 務 而 無 暇 修 習 佛 法 ，

所 以 許 多 的 中 心 亦 有 藉 上 師 薈 供 作 為 日 常 課 誦 之 用 ， 著 者 所 田 野 調

查 對 象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所 舉 行 的 上 師 薈 供 儀 式 亦 有 此 雙 重 的

意 義 存 在 。  

                                     
1 1 5  耶 喜 喇 嘛 於 1977 年 9 月 在 義 大 利 宗 喀 巴 中 心 的 一 段 開 示 中 曾 說 明 ， 上 師 分

有 兩 種 ， 一 種 是 究 竟 上 師 ， 即 內 在 的 智 慧 ， 另 一 為 相 對 上 師 ， 是 對 治 迷

惑 之 心 ， 能 夠 給 予 眾 人 實 際 的 引 導 與 教 授 ， 協 助 其 找 到 內 在 智 慧 的 實 體

教 師 。（ 耶 喜 喇 嘛 ，〈 為 什 麼 我 們 需 要 上 師 ？ 〉，《 經 續 》 雙 月 刊 ， 第 三 十

三 期 （ 民 國 91 年 10 月 〜 12 月 ）， 頁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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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儀 式 的 參 與 者  

「 上 師 薈 供 」 係 一 個 共 修 的 活 動 ， 依 據 西 藏 的 規 定 ， 不 論 講 課

或 共 修 時 必 須〝 同 聚 同 散 〞，並 且 根 據「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的 常 駐

喇 嘛 圖 敦 ． 舉 昧 格 西 表 示 ， 此 法 會 在 西 藏 、 印 度 或 尼 泊 爾 等 地 區 實

際 上 只 有 喇 嘛 和 出 家 僧 侶 才 能 參 與 ； 但 是 ， 由 於 台 灣 地 區 的 各 個 中

心 和 道 場 所 屬 之 喇 嘛 人 數 不 多 ， 加 上 現 有 提 供 弟 子 修 習 場 所 的 便 利

考 量 ， 因 而 在 台 灣 的 藏 傳 佛 教 中 心 皆 鼓 勵 一 般 的 信 眾 弟 子 參 與 法 會

1 1 6； 除 了 增 加 薈 供 的 參 與 人 數 ， 其 弘 佛 教 法 的 意 味 亦 為 濃 厚 ， 在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每 次 參 加 法 會 的 人 數 平 均 約 為  20 人 左 右 。  

有 關 上 師 薈 供 的 參 加 人 員 ， 在 許 多 的 書 籍 中 皆 有 概 略 提 及 1 1 7，

而 據 耶 喜 ． 然 杰 喇 嘛 說 明 ， 在 西 藏 地 區 因 上 師 薈 供 為 全 寺 院 共 同 的

法 會 ， 參 加 的 喇 嘛 中 除 了 一 般 僧 侶 ， 還 有 堪 布 (3 # / -  0 R )、 翁 則 ( . 2 -  

3 6 . 領 唱 師 )、格 貴 ( . $ J - { R ? -  )   1 1 8等 具 各 種 職 稱 之 分 的 喇 嘛，並 有

依 學 識 高 低 來 排 列 前 後 坐 次 之 規 定 1 1 9。 在 台 灣 由 於 喇 嘛 和 出 家 僧 侶

的 數 量 不 多 ， 加 上 許 多 的 僧 眾 外 派 至 其 他 分 中 心 或 國 外 ， 所 以 參 加

薈 供 的 喇 嘛 人 數 不 多 ， 依 據 筆 者 於 經 續 法 林 的 田 野 經 驗 中 ， 平 時 舉

行 上 師 薈 供 法 會 ， 喇 嘛 人 數 約 僅 有 3~5 人 ， 除 了 常 駐 喇 嘛 --圖 敦 ．

舉 昧 格 西 ， 領 經 師 翔 空 法 師 為 儀 式 的 固 定 參 與 者 ， 其 餘 的 喇 嘛 並 沒

有 定 期 出 席 每 次 的 上 師 薈 供 。 這 主 要 的 因 素 也 是 取 決 於 時 間 的 配 合

                                     
1 1 6  民 國 92 年 5 月 3 日 與 圖 敦 ． 舉 昧 格 西 之 訪 談 資 料 。  
1 1 7  《 國 外 藏 學 研 究 文 集 》 第 十 三 期 ， 頁 312。  
1 1 8  堪 布 ， 寺 院 住 持 之 意 ， 為 全 寺 院 的 最 高 領 導 者 。 翁 則 ， 即 領 唱 師 ， 此 職 位

須 由 嫻 熟 經 句 並 且 聲 音 宏 亮 好 聽 者 擔 任 。 格 貴 ， 也 稱 鐵 棒 喇 嘛 ， 他 是 負

責 管 理 僧 眾 紀 律 ， 維 持 各 種 活 動 、 法 會 等 秩 序 ， 若 僧 侶 間 有 糾 紛 亦 由 他

處 理 ， 具 有 監 督 之 職 。 這 些 職 位 不 僅 是 全 寺 性 ， 在 較 大 的 寺 院 底 下 所 設

之 僧 學 院 （ 扎 倉 ） 也 有 這 些 職 位 之 分 ， 而 且 於 各 級 組 織 機 構 中 的 每 一 個

職 位 之 任 期 時 間 均 有 規 定 。  
1 1 9  民 國 92 年 6 月 11 日 與 耶 喜 ． 然 杰 喇 嘛 之 訪 談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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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 譬 如 中 心 的 某 些 法 師 因 為 學 習 語 言 或 佛 法 而 暫 時 離 開 中 心 ，

平 日 並 不 住 在 中 心 內 ， 但 是 ， 倘 若 遇 到 中 心 舉 行 大 型 的 法 會 ， 或 者

有 高 僧 大 德 蒞 臨 講 學 和 修 法 ， 這 些 在 外 的 喇 嘛 們 便 會 返 回 參 加 法

會 ， 因 此 當 次 法 會 就 會 增 加 許 多 位 出 家 的 僧 侶 。 以 2003 年 8 月 7

日 印 度 上 密 院 的 仁 波 切 偕 同 多 位 格 西 來 台 時 的 盛 況 為 例 ， 當 時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的 喇 嘛 即 增 加 至 15 位，而 當 次 參 加 的 信 眾 也 比 平 日 舉

行 上 師 薈 供 的 人 數 增 加 許 多 1 2 0。 在 某 些 需 要 較 多 人 員 的 特 殊 情 況

時 ， 參 與 法 會 的 出 家 僧 侶 除 了 有 中 心 的 喇 嘛 ， 道 場 也 會 請 分 會 的 法

師 前 來 支 援 ， 除 了 增 加 人 數 ， 也 為 增 加 氣 勢 ， 而 在 台 灣 有 此 現 象 ，

追 根 究 底 其 因 仍 如 前 面 述 言 ， 在 台 灣 的 喇 嘛 太 少 了 。  

據 田 野 調 查 的 經 驗，參 加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之 上 師 薈 供 儀 式 的

佛 教 徒 ， 除 了 藏 傳 佛 教 僧 侶 ， 亦 有 顯 宗 的 出 家 眾 ， 只 是 他 們 並 非 每

次 都 出 席 參 與 。 從 筆 者 訪 談 中 得 知 1 2 1， 顯 宗 的 佛 徒 主 要 是 出 於 有 興

趣 了 解 密 宗 的 教 理 ， 欲 藉 由 參 加 上 師 薈 供 儀 式 進 而 了 解 密 宗 的 深 廣

經 義 ， 這 現 象 或 許 是 受 近 幾 年 來 提 倡 宗 教 交 流 的 風 氣 所 趨 。  

從 參 加 上 師 薈 供 的 人 員 組 織 來 看，其 中 大 部 份 的 信 眾 多 為 虔 誠

的 佛 教 徒 ， 然 其 參 與 的 動 機 有 時 可 能 是 具 有 現 世 利 益 的 成 份 ， 或 許

並 不 了 解 上 師 薈 供 真 正 的 意 涵 為 何 ， 但 中 心 和 上 師 仍 多 鼓 勵 信 眾 踴

躍 參 與 ， 因 為 從 中 可 以 藉 機 使 信 眾 逐 漸 養 成 學 佛 的 習 氣 ， 而 且 固 定

道 場 的 共 同 集 會 ， 亦 會 讓 弟 子 從 心 中 產 生 隸 屬 感 ， 不 僅 具 有 安 定 效

果 ， 也 得 以 較 長 久 的 修 行 學 佛 。  

 

第 三 節  儀 式 的 場 地 結 構  

                                     
1 2 0  筆 者 於 2003 年 8 月 7 日 所 作 的 田 調 資 料 。  
1 2 1  筆 者 對 顯 宗 教 徒 的 訪 談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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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樂 是 整 個 儀 式 中 的 一 部 份，雖 說 此 文 的 研 究 重 點 在 於 儀 式 中

的 音 樂 ， 但 有 關 音 樂 運 用 的 場 合 仍 須 有 一 番 瞭 解 。 事 實 上 ， 舉 行 儀

式 的 場 所 都 是 具 有 該 宗 教 宇 宙 觀 於 其 中 。 ｢經 續 法 林 ｣持 護 中 心 的 整

個 空 間 呈 一 個 長 方 形 ， 在 大 門 的 入 口 處 設 有 一 座 佛 塔 1 2 2， 象 徵 佛 陀

精 神 和 佛 法 威 嚴，也 是 藏 傳 佛 教 寺 廟 的 顯 著 標 誌；整 座 佛 塔 由 塔 座、

塔 身 和 塔 剎 三 個 部 份 組 合 ， 其 最 下 面 的 塔 座 堅 實 寬 大 ， 屬 於 一 個 藏

式 的 平 頂 結 構 ， 塔 身 為 白 色 的 缽 形 ， 最 上 方 的 部 份 則 稱 為 塔 剎 ， 佛

塔 的 建 築 樣 式 其 實 深 具 佛 教 含 意，包 含 了 佛 教 四 界 (土、水、火、空 )

的 思 想 於 其 中 。 1 2 3在 佛 塔 的 正 後 方 掛 有 一 幅 千 手 觀 音 曼 荼 羅

(Mandala)，最 上 方 由 左 而 右 還 有 耶 喜 喇 嘛、達 賴 喇 嘛 和 梭 巴 仁 波 切

的 照 片 ； 位 於 佛 塔 的 右 邊 則 懸 掛 一 張 由 耶 喜 喇 嘛 和 梭 巴 仁 波 切 合 照

的 整 身 照 片 ， 左 邊 近 門 處 則 放 有 兩 個 轉 經 輪 ， 供 信 眾 轉 經 之 用 ； 一

般 來 說 ， 當 信 眾 進 入 或 離 開 中 心 時 都 會 先 以 順 時 針 方 向 繞 佛 塔 三

圈 ， 並 口 念 真 言 以 示 敬 重 （ 見 【 圖 2】 和 【 圖 3】）。  

 

 

 

 

 

 

 

                                     
1 2 2  佛 塔 ， 其 建 制 源 自 印 度 ， 原 係 用 以 保 存 或 埋 葬 釋 迦 牟 尼 佛 的 舍 利 ， 現 已 具

有 昭 示 佛 法 精 神 之 用 途 。 佛 塔 由 印 度 傳 入 西 藏 之 後 仍 保 留 了 原 有 的 形

制 ， 一 般 都 置 於 寺 院 的 外 面 ， ｢經 續 法 林 ｣的 佛 塔 則 設 立 於 進 入 大 門 後 的

入 口 處 。  
1 2 3  姜 安 ，〈 活 佛 的 涅 槃 和 神 秘 的 肉 身 塔 〉，《 神 秘 的 雪 域 達 磨 》，（ 民 國 83 年 10

月 ， 中 國 藏 學 出 版 社 ） 頁 ： 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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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入 口 處 之 佛 塔  

繞 過 佛 塔 之 後 即 進 入 供 奉 佛 陀 、 菩 薩 的 佛 堂 ， 也 是 僧 侶 、 信 徒

進 行 宗 教 修 持 和 各 種 膜 拜 儀 式 舉 行 的 場 所 ； 筆 者 為 了 方 便 講 述 ， 將

其 分 為 A 與 B 兩 個 區 域 來 說 明 。 經 過 佛 塔 後 會 先 進 入 A 區 ， 其 右

邊 設 有 辦 事 櫃 台 和 辦 公 室 作 為 行 政 之 用 ， 而 在 櫃 台 與 佛 堂 相 接 觸 的

正 中 位 置 ， 懸 掛 有 一 幅 三 十 五 佛 的 唐 卡 (Thanka)， 在 唐 卡 的 下 方 放

置 兩 張 供 桌 ， 長 年 供 有 淨 水 、 花 、 香 、 果 、 塗 香 和 酥 油 燈 ， 以 上 合

為 一 組，若 將 一 組 視 為 一 供，則 左 右 各 有 三 供，總 共 有 六 供（ 見【 圖

3】 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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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後 ， 進 入 主 要 的 佛 堂 區 域 B， 其 呈 一 個 ㄇ 字 形 ， 正 面 主 要 供

奉 釋 迦 牟 尼 佛 ， 左 邊 依 序 為 各 尊 佛 、 達 賴 喇 嘛 的 相 片 ， 以 及 宗 喀 巴

及 其 兩 大 弟 子 等 大 師 的 塑 像 ， 右 邊 則 恭 奉 七 尊 不 同 法 身 的 藥 師 佛 ，

這 個 佛 龕 的 上 方 還 放 有 大 藏 經 用 以 供 奉 之 用 ； 除 此 ， 在 藥 師 佛 佛 龕

的 前 方 供 置 一 座 沙 製 的 觀 音 壇 城 （ 見 【 圖 4】）， 佛 堂 左 邊 靠 牆 處 供

有 二 十 一 度 母 的 不 同 法 相 之 佛 像 ， 位 於 左 邊 最 遠 處 則 還 有 一 度 母 的

唐 卡 ， 於 這 些 的 佛 像 的 前 方 皆 都 置 有 供 桌 ， 長 年 供 有 花 、 香 、 水 、

燈 （ 見 【 圖 3】 之 B）， 不 僅 每 日 定 期 更 換 淨 水 ， 於 每 次 舉 行 薈 供 之

前 亦 須 再 次 的 灑 掃 清 淨 ， 以 示 尊 敬 和 歡 迎 諸 佛 降 臨 之 意 ， 而 這 些 供

養 的 方 法 都 有 嚴 格 明 確 的 規 定 1 2 4。  

 

 

 

 

 

 

 

 

 

【 圖 4】 沙 製 的 觀 音 壇 城  

                                     
1 2 4  參 閱 本 文 第 59 頁 第 二 節 供 養 的 部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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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龕 的 正 前 方 和 左 方 位 置 各 設 有 一 席 法 座，作 為 上 師 講 課 和 主

持 法 會 儀 式 的 座 位 ， 但 是 於 平 日 舉 行 上 師 薈 供 儀 軌 或 講 課 佛 法 時 ，

圖 敦 ． 舉 昧 格 西 都 坐 在 佛 龕 前 方 較 低 的 法 座（ 法 座 1）， 而 左 方 較 高

的 法 座（ 法 座 2），平 時 放 有 精 神 導 師 ---圖 敦 梭 巴 仁 波 切 的 尊 照，待

有 仁 波 切 或 高 僧 大 德 蒞 臨 時 才 開 放 使 用 。 依 據 田 調 的 經 驗 ， 筆 者 在

2003 年 3 月 卻 殿 仁 波 切 和 8 月 上 密 院 的 仁 波 切 來 台 時 才 見 此 法 座 之

使 用 （ 見 【 圖 5】）。  

 

 

 

 

 

 

 

 

【 圖 5】 法 座 2 之 照 片  

 

平 日，佛 堂 內 的 空 間 是 開 放 且 寬 廣 的，以 供 信 眾 禮 佛 使 用 1 2 5，

但 是 當 有 修 法 或 講 課 說 法 時 就 會 排 列 矮 桌 和 坐 墊 。 至 於 座 位 的 方 位

則 因 作 用 不 同 而 有 異 ， 一 般 講 課 時 朝 向 佛 龕 ， 面 對 格 西 而 坐 ， 但 是

舉 行 ｢上 師 薈 供 ｣時 則 改 成 與 佛 龕 平 行 而 坐 ， 據 翔 空 法 師 解 說 ， 就 規

                                     
1 2 5  若 行 ｢等 身 禮 ｣所 需 的 空 間 必 須 較 寬 廣 才 足 夠 整 個 身 體 都 躺 下 。  



 54

定 其 實 是 必 須 朝 佛 像 而 坐 ， 改 為 與 之 平 行 的 方 位 主 要 因 為 參 加 法 會

的 人 數 較 多 而 地 方 空 間 太 小 之 故 ， 所 以 若 有 允 許 的 場 地 仍 會 面 朝 釋

迦 牟 尼 佛 而 坐 。 另 外 ， 靠 近 辦 事 櫃 台 的 旁 邊 ， 設 有 一 道 布 簾 ， 其 作

用 在 於 分 割 通 往 樓 上 的 起 居 所 之 視 覺 效 果 ， 但 於 儀 式 的 過 程 中 ， 亦

作 為 是 格 西 進 入 和 離 開 此 儀 式 空 間 ， 或 者 喇 嘛 將 祭 品 送 出 的 一 個 區

隔 方 式 。  

藏 傳 佛 教 對 於 寺 廟 建 築 和 裝 飾 不 僅 具 有 宗 教 的 意 義，藝 術 的 色

彩 價 值 也 是 十 分 具 意 義 的 。 據 弘 學 主 編 的 《 藏 傳 佛 教 》 中 提 及 ， 藏

傳 佛 教 對 於 建 築 的 空 間 設 計 有 其 嚴 格 要 求 ， 若 按 格 魯 派 的 教 義 ， 佛

塔 須 為 白 色 ， 佛 堂 須 為 紅 色 。 對 於 方 位 則 須 體 現 藏 傳 佛 教 世 界 的 宇

宙 觀 。 但 是 由 於 未 能 訪 問 當 初 設 計 此 中 心 的 義 成 法 師 ， 而 該 中 心 的

會 長 翔 空 師 父 也 不 知 其 當 初 設 計 的 構 思 與 藍 圖 ， 所 以 對 於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的 空 間 之 宗 教 意 義 便 無 從 可 知 。  

 

第 四 節   儀 式 的 儀 軌 依 據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舉 行 之 上 師 薈 供 所 用 儀 軌 有 兩，一 為《 常 用

課 誦 》， 另 一 是 《 上 師 薈 供 供 養 法 》。 依 據 《 上 師 薈 供 供 養 法 》 所 記

載 ， 其 為 第 四 世 班 禪 喇 嘛 所 作 ； 他 參 考 邦 羅 扎 哇 大 師 、 第 一 世 達 賴

喇 嘛 ， 以 及 薩 迦 派 大 師 和 各 教 派 的 上 師 薈 供 之 修 持 心 要 ， 將 顯 宗 和

密 宗 的 修 習 精 闢 錄 成 文 字 ， 彙 編 成 上 師 薈 供 儀 軌 。 此 供 養 法 則 是 摘

取 其 精 要 集 成 ， 以 便 修 習 者 修 誦 之 用 。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所 用 的 儀

軌 是 由 西 藏 佛 學 會 供 印 ， 由 法 嘉 姆 秧 、 可 諸 登 炯 、 格 賴 嘉 措 呼 圖 克

圖 所 親 傳 ， 由 明 珠 、 阿 旺 旦 增 貢 噶 慶 雷 嘉 措 呼 圖 克 圖 所 口 授 譯 述 。

此 中 心 的 培 志 法 師 曾 於 西 元 1995 年 7 月 6 日 根 據 此 儀 軌 講 解 ｢上 師

薈 供 ｣的 儀 式 程 序，今 日 所 用 的 儀 軌 與 儀 式 程 序，就 是 以 培 志 法 師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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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解 的 為 準 則 。  

此 供 養 法 的 文 本 中，共 有 八 個 部 份：一、皈 依，此 又 細 分 頂 禮 、

供 養、懺 悔、隨 喜、祈 請 轉 法 輪、勸 請 住 世 和 迴 向，二、祈 請，三 、

薈 供，四、祈 請 空 性 母 誦，五、大 乘 菩 薩 道 次 第 頌，六、祈 願，七 、

吉 祥 文 ， 八 、 菩 薩 道 次 第 願 。 在 舉 行 ｢上 師 薈 供 ｣時 只 採 用 皈 依 、 薈

供 和 祈 請 空 性 母 誦 三 個 部 份 。 這 份 文 本 中 使 用 的 文 字 ， 除 了 原 有 的

藏 文 外 ， 並 且 已 加 註 中 文 的 音 譯 和 羅 馬 拼 音 ， 使 台 灣 的 信 眾 在 不 懂

藏 文 的 讀 音 下 ， 亦 能 隨 之 跟 誦 ， 雖 說 其 音 譯 恐 有 不 相 符 的 地 方 ， 但

總 能 免 除 唱 頌 時 所 產 生 的 語 言 上 之 困 難 。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使 用 之《 常 用 課 誦 》文 本 ， 其 內 容 共 有 大 乘

八 關 齋 戒 儀 軌 、 禮 佛 懺 悔 文 、 前 行 方 便 與 上 師 薈 供 合 修 儀 軌 、 說 法

前 課 誦、說 法 後 課 誦，以 及 金 剛 薩 埵 集 略 儀 軌 六 個 部 份，但 在 舉 行 ｢

上 師 薈 供 ｣僅 用 前 行 方 便 與 上 師 薈 共 合 修 儀 軌 和 說 法 後 課 誦 兩 個 部

份 。 除 此 ， 最 後 附 有 一 篇 菩 提 道 次 第 願 文 的 經 文 ， 但 這 與 《 上 師 薈

供 供 養 法 》 中 的 菩 提 道 次 第 願 文 的 經 文 是 相 同 的 ， 主 要 是 方 便 念 誦

而 不 用 再 換 文 本 而 已 。《 常 用 課 誦 》 所 使 用 的 文 字 全 部 為 中 文 的 意

譯 。 依 據 翔 空 法 師 的 解 釋 ， 其 實 若 將 《 常 用 課 誦 》 和 《 上 師 薈 供 供

養 法 》 所 記 載 的 經 文 相 互 對 照 ， 我 們 就 會 發 現 兩 本 的 經 文 的 內 容 實

屬 相 同 ， 唯 獨 因 為 翻 譯 的 關 係 ， 所 以 在 某 些 意 義 上 的 解 釋 有 相 異 之

處 ， 至 於 分 成 中 文 與 藏 文 兩 個 文 本 的 原 由 ， 這 主 要 是 為 方 便 信 眾 的

修 法 ， 以 免 礙 於 語 言 上 的 困 擾 而 造 成 心 理 上 和 實 際 上 的 負 擔 。 由 於

格 西 為 印 度 人 ， 所 以 部 份 唱 頌 原 文 也 可 令 他 感 的 歸 屬 感 並 知 道 儀 軌

進 行 的 程 序 與 進 度 ； 總 而 言 之 ， 在 ｢上 師 薈 供 ｣中 偶 有 藏 語 ， 時 而 出

現 中 文 的 現 象 ， 是 為 顧 及 信 眾 與 格 西 的 念 誦 方 便 ， 而 此 種 直 接 用 中

文 意 譯 作 為 經 文 唱 誦 的 方 法 ， 其 實 在 諸 多 的 國 家 皆 有 此 現 象 。 據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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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法 師 提 供 ， 圖 敦 梭 巴 仁 波 切 就 曾 要 求 世 界 各 地 的 中 心 須 將 所 用 之

文 本 ， 依 當 地 語 言 音 譯 ， 以 利 信 眾 方 便 修 行 。 此 等 做 法 無 論 是 宗 教

或 社 會 的 角 度 的 而 言 ， 都 是 一 個 外 來 宗 教 想 深 入 當 地 社 會 的 一 個 必

要 途 徑 。  

經 文 在 使 用 上 偶 有 跳 躍 或 省 略 的 情 形 出 現，據 訪 談 中 得 知，這

是 傳 承 上 的 習 慣 用 法 ， 而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的 佛 法 傳 自 圖 敦 梭 巴 仁

波 切 ， 故 而 也 就 形 成 此 中 心 的 一 種 習 慣 用 法 ， 但 當 有 其 它 翁 則 帶 領

時 ， 則 順 應 當 時 領 經 的 翁 則 之 唱 頌 習 慣 。 據 筆 者 對 圖 敦 舉 昧 格 西 的

訪 談 中 得 知 ， 格 西 所 學 的 上 師 供 養 法 之 唱 頌 旋 律 與 此 中 心 的 不 同 ，

所 以 初 至 經 續 法 林 時 亦 是 儘 量 跟 隨 翁 則 的 曲 調 ， 至 今 也 就 慢 慢 的 習

慣 了 。  

 

第 五 節  ｢上 師 薈 供 ｣的 儀 程 與 內 容    

藏 傳 佛 教 十 分 注 重 修 行 佛 法 的 次 第，格 魯 派 更 甚 之；一 般 在 舉

行 儀 式 時 都 由 ｢前 行 ｣、 ｢正 行 ｣和 ｢結 行 ｣三 個 部 份 組 成 ； 正 行 為 儀 式

的 核 心 ， 整 個 儀 式 會 根 據 法 會 之 目 的 來 組 合 正 行 的 經 文 與 使 用 的 法

器 。 前 行 又 稱 方 便 、 前 方 便 、 加 行 ， 或 是 普 通 加 行 法 。 指 初 進 入 佛

教 ， 接 受 授 戒 、 灌 頂 等 儀 式 之 前 所 作 的 預 備 性 修 行 ， 整 個 過 程 以 止

觀 為 基 礎 ， 即 是 使 心 轉 向 佛 法 的 四 種 思 維 1 2 6。 因 此 ， 在 藏 傳 佛 教 中

強 調 ， 若 不 修 習 前 行 ， 則 無 資 格 修 本 尊 瑜 珈 等 正 行 密 法 ， 因 此 ， 前

行 乃 是 能 升 起 心 中 體 驗 正 行 的 重 要 因 素 。  

據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講 授 ｢菩 提 道 次 第 ｣所 使 用 的 書 籍 《 掌 中

解 脫 》 中 提 出 ， 前 行 法 共 分 有 六 個 次 第 ， 其 中 第 三 、 第 四 、 第 五 前

                                     
1 2 6  四 種 思 惟 ， 即 是 必 須 瞭 解 ｢人 身 難 得 ｣， ｢苦 空 無 常 ｣， ｢因 果 業 力 ｣， ｢六 道 輪

迴 ｣， 此 後 再 進 行 修 持 時 才 能 具 堅 深 的 信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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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法 的 部 份 又 細 分 多 個 程 序 ； 若 將 之 與 筆 者 所 作 的 田 調 資 料 對 照 比

較 ， 我 們 可 發 現 程 序 上 大 致 是 相 同 ， 僅 在 第 四 前 行 ｢觀 想 資 糧 田 ｣的

部 份 省 略 了 ｢沐 浴 聖 眾 ｣，第 五 前 行  ｢奉 獻 七 支 (數 字 )與 曼 荼 羅 ｣中 加

入 ｢菩 薩 戒 及 密 乘 戒 ｣的 經 文 念 誦 ， 以 及 省 略 第 六 前 行 法 而 直 接 進 入

正 行 的 部 份 。  

於 下 ， 將《 掌 中 解 脫 》所 提 出 的 前 行 法 和 著 者 所 整 理 的 田 調 資

料 ， 作 一 表 格 對 照 （ 見 【 表 4】）， 即 顯 示 出 ， 除 了 省 略 第 六 加 行 行

之 外 ， 某 些 細 部 的 程 序 也 有 做 增 減 。  

【 表 4】 有 關 《 掌 中 解 脫 》 與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對 前 行 法 細

目 對 照 之 一 覽 表  

《 掌 中 解 脫 》  
｢經 續 法 林 ｣

中 心  
備 註  

   文 本  

 

六 個  

前 行 法  

程       序  程       序   

第 一 前 行 法  

灑 掃 住 處 、  

莊 嚴 安 布 身 語 意 所

依  

灑 淨  灑 淨   

第 二 前 行 法  

由 無 諂 誑 求 諸 供 具、 

端 嚴 陳 設  

供 養 、  

端 嚴 陳 設  

供 養 、  

端 嚴 陳 設  

 

第 三 前 行 法  

深 具 八 法 或 隨 宜 威

儀 坐 安 樂 座、從 殊 勝

糾 正 動 機  

觀 想 皈 依 境  

皈 依 、  

觀 想 皈 依 境  

皈 依 、  

修 四 無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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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心 中 修 皈 依 發 心  發 心 、  

四 無 量 、  

殊 聖 心  

發 菩 提 心  

第 四 前 行 法  

觀 想 資 糧 田  

加 持 地 基 、  

加 持 供 品 、  

觀 想 資 糧 田 、  

觀 想 主 尊 、  

觀 想 眷 屬 、  

沐 浴 聖 眾 、  

觀 想 資 糧 田  ｢ 經 續 法 林 ｣

省 略 ｢ 沐 浴

聖 眾 ｣ 

第 五 前 行 法  

攝 集 積 淨 觀 要 ---  

奉 獻 七 支 ( 數 字 ) 與

曼 荼 羅  

○1 禮 敬 、  

○2 供 養 、  

獻 曼 荼 羅 、  

○3 懺 悔 、  

○4 隨 喜 、  

○5 勸 轉 法 輪 、  

○6 請 不 入 涅 槃 、

○7 迴 向  

○1 禮 敬  

○2 供 養  

獻 曼 荼 羅  

供 養  

菩 薩 戒  

密 乘 戒  

○3 懺 悔 、  

○4 隨 喜 、  

○5 敦 請 、  

○6 啟 請 、  

○7 迴 向  

｢ 經 續 法 林 ｣

增 加 ｢ 菩 薩

戒 ｣ 及 ｢ 密 乘

戒 ｣ 

第 六 前 行 法  

如 教 授 啟 請 決 定 令

與 自 心 和 合  

  ｢ 經 續 法 林 ｣

省 略 此 加 行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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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照 一 般 儀 軌 程 序，舉 行 正 行 之 前 就 會 開 始 前 行 的 部 份，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通 常 從 下 午 就 會 開 始 著 手 這 些 預 備 性 質 的 前 行 工 作 ，

而 晚 間 舉 行 的 整 個 儀 軌 過 程 ， 估 計 大 約 需 要 兩 個 小 時 。 下 面 將 逐 項

介 紹 儀 式 中 各 主 要 的 程 序 與 內 容，以 及 儀 軌 和 法 器 在 儀 式 中 的 運 用。  

 

一 、 前 行  

前 行 法，據 翔 空 法 師 的 解 說，分 有：灑 淨、供 養、觀 想 皈 依 境 、

觀 想 資 糧 田 、 供 七 支 和 獻 曼 荼 羅 ， 其 中 幾 個 部 份 又 分 有 細 項 。  

 

(一 ) 灑 淨：佛 教 強 調 ｢菩 提 薩 埵 當 於 淨 處 結 跏 趺 坐 ｣， 因 此 打 灑 是 對

上 師、佛、菩 薩 表 達 敬 意 的 一 個 方 式，故 而 十 分 重 要；於《 樓 閣 經 》

中 指 出 打 掃 的 五 種 功 德（ 1）令 自 心 清 淨（ 2）令 他 心 清 淨（ 3）眾 天

神 歡 喜 （ 4） 造 集 美 麗 業 （ 5） 死 後 往 升 天 界 。 所 以 說 ， 面 對 灑 掃 等

工 作 時 ， 應 抱 持 為 使 諸 佛 菩 薩 歡 喜 的 心 意 而 做 ， 不 僅 從 中 能 獲 得 功

德 ， 亦 使 住 所 整 齊 乾 淨 。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遇 法 會 時 ， 通 常 下 午 就

會 開 始 將 佛 堂 的 供 桌 、 地 板 ， 以 及 四 周 的 環 境 作 清 理 ， 一 般 都 由 義

工 信 眾 來 做 灑 掃 工 作 。  

 

(二 ) 供 養 ： 供 桌 上 有 七 只 杯 子 ， 其 中 前 面 兩 只 盛 滿 了 水 ， 第 三 個 供

花 ， 第 四 個 杯 子 供 焚 燒 的 香 ， 第 五 個 作 為 供 燈 ， 第 六 個 供 水 視 為 塗

香 的 象 徵 ， 第 七 個 盛 滿 寶 石 和 水 果 ， 其 依 序 為 ---水 水 花 香 燈 香 果 ，

稱 為 ｢七 供 ｣， 於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大 約 有 上 百 供 之 多 ； 另 外 也 有 些

樂 器 類 ， 如 貝 、 鈸 等 供 奉 於 主 佛 ---釋 迦 牟 尼 佛 的 佛 壇 前 。 在 多 種 供

品 中 以 水 最 為 重 要 ， 藏 傳 佛 教 認 為 單 供 淨 水 也 能 積 很 大 的 福 德 ， 強

調 端 嚴 陳 設 ， 對 供 品 的 排 列 和 形 狀 十 分 的 講 究 ， 因 為 端 嚴 陳 設 供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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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自 己 將 來 成 佛 時 所 具 的 良 好 之 因 緣 ； 此 以 供 水 為 例 ， 藏 傳 佛 教 強

調 供 獻 水 時 應 使 用 雙 手 ， 而 注 水 的 水 流 變 化 應 像 麥 子 一 樣 ， 兩 邊 細

中 間 粗 ， 水 位 應 低 於 杯 口 約 一 粒 麥 子 的 距 離 ， 杯 子 之 間 的 距 離 應 適

當 ， 若 太 遠 將 與 上 師 分 離 ， 反 之 則 會 成 為 鈍 根 ； 空 的 杯 子 不 能 放 在

供 桌 上 會 減 少 福 德，故 而 應 將 杯 子 先 注 入 少 許 的 淨 水 並 口 誦 ｢三 種 子

字 ｣1 2 7加 持 淨 水 ， 使 之 變 成 甘 露 之 後 才 得 以 放 在 供 桌 ； 待 全 部 的 杯

子 都 已 添 倒 少 許 的 水 之 後 再 由 左 至 右 ， 由 外 向 內 依 序 將 水 全 部 倒

滿 ， 其 意 為 視 諸 佛 福 德 智 慧 都 已 經 攝 入 己 身 1 2 8。 事 實 上 ， 每 樣 供 品

都 是 具 有 象 徵 的 意 義 ， 如 酥 油 燈 視 作 為 光 明 的 供 養 ， 也 是 長 壽 的 意

思 ， 因 此 供 燈 所 供 奉 的 是 光 明 ， 並 非 僅 是 表 相 的 酥 油 燈 而 已 ， 所 以

有 關 供 燈 的 燃 燒 就 應 盡 量 保 持 不 滅 ， 以 祈 光 明 與 長 壽 遠 久 。  

 

(三 ) 皈 依 發 心 1 2 9： 此 為 第 三 個 前 行 法 ， 經 續 法 林 於 夜 間 舉 行 的 上 師

薈 供 儀 軌 即 由 此 部 份 開 始 ， 一 般 約 於 晚 上 七 點 至 八 點 之 間 舉 行 ， 端

看 先 前 是 否 有 其 他 法 會 舉 行 而 定 ； 當 時 間 已 至 ， 大 多 數 信 眾 入 席 後

就 坐 便 開 始 。 據 《 掌 中 解 脫 》 說 明 ， 皈 依 的 原 因 主 要 在 於 升 起 畏 怖

和 信 心 1 3 0， 但 在 皈 依 之 前 應 先 觀 ｢皈 依 境 ｣。 關 於 修 法 時 的 坐 姿 有 其

嚴 格 的 規 定 ， 雙 足 應 結 ｢金 剛 跏 趺 ｣， 兩 手 結 定 印 ， 右 手 在 上 ， 左 手

在 下 ， 大 拇 指 相 抵 置 於 臍 間 ， 腰 應 挺 直 ， 牙 齒 和 唇 不 可 故 意 緊 閉 或

張 開 ， 應 保 持 自 然 ， 此 後 開 始 觀 想 皈 依 境 ， 如 頌 文 所 言 ：  

                                     
1 2 7  三 種 子 字 ： 翁 、 阿 、 哞 。 又 稱 為 ｢三 字 總 持 咒 ｣， 主 要 代 表 諸 佛 的 法 身 、 報

身 、 化 身 等 三 身 。  
1 2 8  著 者 於 該 中 心 當 義 工 時 ， 親 身 參 與 的 經 驗 所 得 知 ， 並 請 參 閱 《 掌 中 解 脫 》

第 167-174 頁 。  
1 2 9  發 心 ， 佛 教 術 語 ， 意 為 發 願 求 無 上 菩 提 心 ， 即 發 起 要 解 脫 苦 難 、 往 生 淨 土

或 成 佛 的 願 望 。  
1 3 0  畏 怖，即 憶 想 輪 迴 之 苦 而 生 恐 懼；信 心 則 是 相 信 三 寶 有 救 苦 的 能 力。（ 見《 掌

中 解 脫 》， 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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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想自己的前方有一寶庫，由八大獅子撐舉，中央和

四周各有一小座，座上有蓮華、日月輪墊，中央坐的

是對自己有恩的上師，現釋迦牟尼佛相，身放光芒，

其四周圍繞親教及傳承上師、本尊、佛、菩薩、各種

教法等，最後想資良田中的各尊都以大歡喜關注加持

自己。 

 

觀 想 完 畢 ， 開 始 先 頌 《 常 用 課 誦 》 的 皈 依 文 三 次 ， 經 文 如 下 ：  

 

我趨皈依上師，我趨歸依佛陀， 

 我趨歸依正法，我趨歸依僧伽。 1 3 1 

 

之 後 ， 再 以 藏 語 誦 《 上 師 薈 供 供 養 法 》 的 皈 依 文 ， 其 大 意 ：  

 

觀想自身安住在大樂中，自身就是上師本身，清淨體

中放光照十方，祈求加持三界諸有情，清淨殊勝莊嚴

皆圓滿。......從今開始直至證菩提，至心皈依上師

及三寶，.......茲為一切有情眾生，我將即身快快

能達到......。（資料來源：｢經續法林｣中心） 

 

頌 畢 即 完 成 觀 想 皈 依 境 、 皈 依 發 心 、 修 ｢四 無 量 ｣1 3 2。  

 

(四 ) 觀 想 資 糧 田 ： 資 糧 ， 指 累 積 或 匯 集 善 業 ， 其 分 有 兩 種 ， 一 為 福

德 資 糧，另 一 是 智 慧 資 糧，是 眾 生 成 佛 時 所 必 須 具 備 的 兩 種 路 資，｢

資 糧 田 ｣，則 意 為 ｢積 集 資 糧 之 田 地 ｣。頌 唱 經 文 時 除 了 觀 想 主 尊，尚

須 依 序 觀 想 ｢地 基 ｣、 ｢供 品 ｣、 ｢資 糧 田 ｣、 ｢主 尊 ｣、 ｢沐 浴 聖 眾 ｣， 但

                                     
1 3 1  念 ｢皈 依 上 師 ｣，觀 想 五 部 上 師 而 作 皈 依；念 ｢歸 依 佛 ｣須 觀 想 顯 密 諸 神 化 身 ，

｢皈 依 法 ｣時 ， 觀 想 以 正 法 為 體 的 經 函 ； ｢皈 依 僧 ｣則 觀 想 從 顯 教 僧 伽 聲 聞 、 緣

覺 、 菩 薩 三 類 、 密 宗 僧 伽 空 行 和 護 法 眾 ， 並 且 以 上 都 需 觀 想 降 注 甘 露 淨 治 一

切 有 情 。（ 參 閱 《 掌 中 解 脫 》， 頁 193-204）  
1 3 2  ｢四 無 量 ｣， 指 捨 無 量 、 慈 無 量 、 悲 無 量 與 喜 無 量 。（ 參 閱 《 掌 中 解 脫 》， 頁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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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田 調 資 料 中 得 知 ，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的 薈 供 中 ， 已 將 ｢獻 浴 ｣的 部

份 省 略 ， 據 翔 空 法 師 的 解 釋 ， 這 是 此 中 心 的 習 慣 性 用 法 ； 其 全 部 經

文 的 大 意 為 ： 觀 想 寶 地 基 有 一 棵 滿 願 樹 ， 樹 的 中 央 有 一 朵 碩 大 無 比

的 鮮 花 蓮 花 ， 花 上 有 獅 子 擎 舉 的 寶 座 ， 寶 座 上 有 蓮 華 日 月 座 墊 ， 主

尊 坐 在 中 央 ， 外 表 身 顯 宗 喀 巴 大 師 的 比 丘 相 ， 身 著 金 花 色 三 法 衣 ，

足 結 金 剛 跏 趺 ， 右 手 結 說 法 印 ， 左 手 結 定 印 並 承 托 充 滿 甘 露 的 缽 ，

而 其 每 一 個 毛 孔 中 亦 皆 有 一 佛 剎 安 住 其 中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在 此 段 經 文 的 最 末 兩 句 ---第 十 五 和 第 十 六 個 記

誦 ， 其 唱 誦 順 序 有 對 調 的 現 象 ， 而 且 這 兩 個 記 誦 的 結 尾 ， 因 為 皆 具

有 啟 請 諸 神 佛 駕 臨 安 住 之 意 ， 所 以 都 會 加 入 金 剛 杵 和 金 剛 鈴 ， 以 示

歡 迎 之 意 ， 而 後 接 續 的 第 十 七 個 記 誦 為 一 段 梵 咒 ， 眾 人 會 以 念 誦 的

方 式 誦 之 ， 並 且 加 入 金 剛 鈴 和 達 馬 汝 鼓 ， 茲 如 下 （【 例 1】）：  

 

【 例 1】 記 誦 16~17 

 

16 ★諸法自性無來亦無去，但汝具足悲智之事業， 

       依照種種化機意樂現，賢聖怙主眷屬祈駕臨。△  
 

15 ★為願三世圓滿樂善源，根本傳承上師尊三寶， 

      勇士空行護法及護眾，因悲心力駕臨並安住。△ 

 

17 嗡 沽嚕 布塔 玻提薩哇 塔麻巴拉 薩巴利哇啦 

耶 雅 喜 哞 汪 貨△○
133 

 

(五 ) 供 七 支 和 獻 曼 荼 羅 1 3 4：《 掌 中 解 脫 》 中 述 及 ： ｢七 支 法 在 顯 、 密

                                     
1 3 3  金 剛 杵 ， 以 記 號 ｢★ ｣表 示 之 。 金 剛 鈴 ， 以 記 號 ｢△ ｣表 示 之 。 達 馬 汝 鼓 ，

以 記 號 ｢○ ｣表 示 之 。 手 印 ， 以 ｢H｣表 示 之 。 本 文 於 下 將 同 此 方 式 行 之 。  
1 3 4  獻 曼 荼 羅 ， 也 稱 供 曼 達 羅 ， 指 一 種 多 層 的 金 屬 盤 ， 其 上 放 金 銀 珠 寶 、 貝

殼 米 粒 等 。 建 造 修 行 曼 達 拉 代 表 皈 依 處 和 理 想 的 宇 宙 ， 並 對 曼 達 拉 進

行 觀 想 修 行 。 藏 傳 佛 教 認 為 獻 曼 荼 羅 即 能 集 資 ｢福 德 ｣和 ｢智 慧 ｣兩 種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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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者 中 是 積 淨 修 法 的 集 大 成。｣所 以 說 七 支 和 獻 曼 荼 羅 是 積 福 淨 罪 的

關 要 。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在 此 加 行 法 中 ， 除 了 七 支 和 獻 曼 荼 羅 ， 還

加 入 ｢菩 薩 戒 ｣
1 3 5及 ｢密 乘 戒 ｣1 3 6的 念 誦 ， 但 ｢菩 薩 戒 ｣及 ｢密 乘 戒 ｣屬 無

上 瑜 珈 密 1 3 7的 部 份 ， 因 此 倘 若 參 與 的 信 眾 沒 有 受 過 灌 頂 1 3 8， 則 可 省

略 此 段 念 誦 。  

此 ｢供 七 支 ｣和 ｢獻 曼 荼 羅 ｣的 經 文 都 以 唱 誦 為 主，唯 有 ｢菩 薩 戒 ｣

及 ｢密 乘 戒 ｣的 經 文 全 部 使 用 念 誦 的 方 式 ， 並 且 因 為 此 處 有 禮 敬 、 供

養 上 師 和 諸 佛 之 意 ， 故 而 有 時 會 加 入 供 養 手 印 ， 以 及 金 剛 杵 、 金 剛

鈴 和 達 馬 汝 鼓 ， 於 此 僅 以 ｢禮 敬 ｣的 誦 文 （ 記 頌 18-19） 為 例 (見 【 例

2】 )， 其 餘 經 文 詳 見 【 附 件 1】。  

 

【 例 二 】 記 誦 18〜 19 

 

18 ★誰以悲心剎那能賜予，大樂界及勝三身果位，★△ 

H 上師猶如大寶之尊身，金剛持蓮足下我禮敬。 

 

19 ★一切無邊勝者原始智，任運成為調伏勝巧善，★△ 

H 遊戲化現著赤褐色舞，賢聖怙主足下我禮敬。 

 

當 第 十 八 個 記 誦 唱 誦 至 第 二 句 ｢大 樂 界 及 勝 三 身 果 位 ｣時，信 眾

會 左 手 拿 金 剛 杵 ， 右 手 拿 金 鋼 鈴 直 至 第 二 句 誦 畢 ， 接 著 在 第 三 句 經

文 時 結 供 養 手 印，待 到 第 十 九 個 記 誦 的 第 二 句 ｢任 運 成 為 調 伏 勝 巧 善

                                                                                                      
糧 。  

1 3 5  菩 薩 戒 ， 指 大 乘 菩 薩 僧 所 受 的 戒 律 ， 總 名 為 ｢三 聚 淨 戒 ｣， 即 ｢攝 律 儀 戒 ｣、 ｢

攝 善 法 戒 ｣、 ｢攝 眾 生 戒 ｣。  
1 3 6  密 乘 戒 ， 指 修 行 藏 密 所 受 的 戒 律 。  
1 3 7  無 上 瑜 珈 密 ， 即 密 宗 四 續 中 的 第 四 部 無 上 瑜 珈 續 。  
1 3 8  灌 頂 ， 佛 教 名 詞 。 本 為 印 度 古 代 國 王 即 位 的 一 種 儀 式 ， 國 師 以 ｢四 大 海 之 水

｣灌 於 國 王 頭 頂 ， 表 示 祝 福 並 授 權 之 意 。 藏 傳 佛 教 仿 此 法 ， 於 僧 侶 受 法 嗣

位 時 設 壇 舉 行 灌 頂 儀 式 ， 亦 用 於 傳 授 弟 子 密 法 的 一 種 儀 式 。 弟 子 必 須 經

過 灌 頂 儀 式 之 後 ， 才 有 權 力 修 習 上 師 所 傳 授 的 祕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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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 再 次 加 入 金 剛 鈴 。 而 在 最 末 的 一 段 經 文 （ 記 誦 22） 中 ， ， 除

了 金 剛 杵 、 金 剛 鈴 ， 還 會 加 入 達 馬 汝 鼓 。 尚 需 一 提 的 是 ， 在 ｢供 養 ｣

的 過 程 中 ， 我 們 所 見 到 的 供 養 物 品 ， 都 僅 是 一 種 外 相 的 表 徵 ， 據 參

與 薈 供 的 信 眾 解 說 ， 他 們 會 於 心 中 作 觀 想 ， 而 這 些 所 供 之 物 不 但 豐

富 而 且 是 極 為 珍 異 的 。  

 

二 、 正 行  

 

(一 ) 啟 請 上 師：其 經 文 從 記 誦 第 四 十 三 至 第 五 十 四，總 共 有 十 二 個

記 誦 ， 每 個 記 誦 有 四 句 ， 其 中 記 誦 四 十 三 至 五 十 二 為 九 字 一 句 ， 記

誦 第 五 十 三 為 十 五 字 一 句 ， 最 後 的 第 五 十 四 記 誦 又 如 前 面 同 為 九 字

一 句 ， 唯 此 部 份 是 由 八 句 所 構 成 。  

就 經 文 的 內 容 上 不 難 看 出 此 儀 程 的 意 義 ， 從 記 誦 四 十 三 至 五 十

二 的 每 個 誦 偈 之 第 四 句 都 是 作 為 啟 請 之 用 （ 詳 見 【 附 件 2】）。 依 據

對 ｢經 續 法 林 ｣所 作 的 田 調 資 料 ， 當 經 文 唱 至 第 五 十 二 個 記 誦 結 束

時 ， 會 休 息 停 頓 約 一 拍 的 時 長 ， 此 後 ， 變 更 旋 律 接 續 唱 誦 第 五 十 三

記 誦 三 遍 ， 第 一 遍 以 較 緩 慢 的 速 度 和 旋 律 誦 之 ， 第 二 和 第 三 次 則 以

較 快 的 節 拍 行 之 ， 而 且 旋 律 不 同 於 第 一 次 的 唱 誦 曲 調 ； 此 記 誦 在 於

祈 求 上 師 為 自 己 淨 罪 除 怖 ， 賜 予 成 就 與 保 護 等 助 益 。 唱 誦 至 最 後 的

記 誦 五 十 四 ， 旋 律 又 作 變 更 ， 以 極 緩 慢 的 速 度 誦 之 ， 如 經 文 所 提 ：  

 

54 以我如是三遍啟請力，白紅深藍三色甘露光， 

   由我上師身語意三處，依次同時放後至自己， 

   依次同時融入於三處，淨除四障得四處灌頂， 

   獲得四身有第二上師，歡喜融入然後得加持。 

 

所 以 ， 唱 誦 至 此 時 ， 不 僅 是 觀 想 上 師 降 臨 於 自 己 的 頭 頂 ， 必 須 觀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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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上 師 的 身 上 降 下 甘 露 為 己 淨 罪 ， 並 將 分 身 融 入 自 己 。  

 

(二 ) 薈 供：｢薈 供 ｣主 要 是 在 供 養 上 師 ，依 照 經 文 的 意 義 共 分 為 兩 個

部 份 ， 一 是 從 五 十 五 到 六 十 二 個 記 誦 ， 作 為 加 持 所 有 供 品 之 用 ， 如

記 誦 五 十 八 所 示 ： ｢哞 ， 所 供 養 或 觀 想 之 供 品 ， 一 切 皆 是 清 潔 之 法

身 …..｣（ 詳 見【 附 件 2】）。第 二 部 份 是 從 第 六 十 三 至 六 十 九 個 記 誦 ，

其 是 作 為 真 正 的 供 養 上 師 之 用 。 在 薈 供 一 開 始 時 的 記 誦 五 十 五 之 第

一 句 是 咒 文 ---嗡 、 阿 、 哞 ， 法 師 們 會 先 念 三 次 並 有 金 剛 鈴 和 達 馬 汝

鼓 一 同 奏 之 ， 隨 後 快 速 的 將 此 記 誦 的 經 文 念 完 畢 ， 之 後 再 以 唱 誦 的

方 式 將 加 持 供 品 的 第 一 部 份 的 經 文 唱 完 。 另 外 一 提 的 是 ， 在 記 誦 六

十 的 最 後 一 句 的 咒 文 ---嗡 、 阿 、 哞 ， 仍 是 如 同 開 頭 一 樣 念 三 遍 ， 並

加 有 法 器 。 第 六 十 一 和 六 十 二 的 記 誦 中 則 會 在 一 開 始 時 ， 加 入 金 剛

杵 和 手 印 ， 並 於 記 誦 的 最 後 一 句 的 尾 聲 中 加 入 金 剛 鈴 與 達 馬 律 汝

鼓 ， 其 如 下 所 示 （ 見 【 例 3】）。  

 

【 例 3】 記 誦 61〜 62 

61★迎請大慈悲根本上師， 

  ★一切本尊妙主及三寶， 

    ★勇士空行以及護法等，△ 

    ★祈請降臨供養之法處。△ 

 

62 ★內外一切供品如雲海， 

   ★中是寶石之莊嚴寶座， 

   ★迎請上師雄偉座上坐， 

       ★祈賜一切滿願皆成就。△○ 

 

以 上 即 是 已 將 供 品 完 成 加 持 ， 此 後 接 續 的 才 是 真 正 的 供 養 法 ---記 誦

六 十 三 〜 六 十 七 ； 這 個 部 份 如 經 文 所 提 ， 作 用 為 供 養 根 本 上 師 及 傳

承 上 師 、 本 尊 與 眷 屬 、 一 切 皈 依 之 三 寶 、 勇 士 空 行 護 法 ， 以 及 過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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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切 有 情 母 ， 祈 求 諸 神 佛 能 滿 足 享 用 。 其 又 分 為 兩 個 段 落 ， 一 是 從

記 誦 六 十 三 至 六 十 七 ， 第 二 段 為 記 誦 六 十 八 至 六 十 九 ； 在 六 十 三 至

六 十 七 的 部 份 ， 整 段 經 文 共 須 唱 誦 三 遍 ， 第 一 遍 以 較 緩 慢 的 旋 律 唱

誦 ， 並 在 出 現 嗡 、 阿 、 哞 時 ， 以 右 手 拿 達 馬 汝 鼓 ， 左 手 拿 金 剛 鈴 ，

並 作 雙 手 交 叉 之 勢 ， 依 照 ｢三 種 子 字 ｣的 節 奏 打 三 下 。 第 二 和 第 三 次

則 以 較 快 的 速 度 和 旋 律 唱 誦 ， 並 於 第 三 句 經 文 的 尾 聲 時 加 入 金 剛 鈴

1 3 9； 除 此 ， 在 這 三 次 的 唱 誦 中 ， 每 當 至 各 個 記 誦 的 最 後 一 句 （ 第 六

句 ） 結 束 時 ， 都 會 以 金 剛 鈴 和 達 馬 汝 鼓 搖 奏 之 ， 詳 見 【 例 4】。  

 

【 例 4】 記 誦 63  

63 霍，三摩地壇城咒語加持， 

無漏甘露薈供之大海， 

供養根本及傳承上師，△○---2.3 

嗡△○阿△○哞△○---1 

祈請您們能滿足享用， 

耶嘛霍，祈降加持之深廣法雨。△○---1.2.3 

（註：數字｢1｣｢2｣｢3｣代表反覆唱誦的次數，如第一遍唱誦時，加入

金剛鈴和達馬汝鼓，就以｢△○---1｣表示之。） 

 

當 唱 誦 完 畢，立 即 會 有 三 位 僧 侶 起 身 拿 供 品，恭 敬 地 排 列 成 三

角 形 ， 待 法 師 和 信 眾 開 始 以 不 同 之 前 的 旋 律 唱 誦 第 六 十 八 記 誦 的 第

三 句 ---｢威 猛 精 進 之 大 勇 士 您 ｣時 ， 他 們 即 以 緩 慢 的 速 度 走 向 上 座 的

方 向 ， 並 請 格 西 享 用 這 些 供 品 ， 之 後 再 將 其 餘 的 供 品 分 享 給 參 加 薈

供 的 在 座 諸 位 ， 但 其 中 的 甘 露 僅 限 於 有 受 戒 灌 頂 者 才 行 。 此 時 ， 大

眾 必 須 將 手 中 分 享 到 的 餅 乾 折 半 ， 並 由 人 員 收 回 ； 而 這 些 收 回 的 餅

                                     
1 3 9  依 台 中 ｢釋 迦 牟 尼 佛 ｣中 心 的 噴 措 法 師 解 說 ， 速 度 的 快 慢 是 由 翁 則 掌 握 ， 通

常 是 依 據 當 時 的 時 間 而 定 。 而 在 此 將 第 一 次 以 較 緩 慢 速 度 唱 誦 ， 主 要 是

為 了 能 有 較 多 的 時 間 好 好 觀 想 ； 所 以 ， 若 時 間 允 許 而 能 將 三 次 的 經 文 都

以 慢 速 唱 誦 最 好 。（ 筆 者 於 民 國 93 年 3 月 24 日 的 訪 問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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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 是 被 視 為 供 養 之 餘 ， 其 作 為 稍 後 用 來 佈 施 山 神 、 地 神 之 供 品 。  

 

(三 ) 啟 請 空 性 母 ： 在 ｢薈 供 ｣結 束 後 會 先 休 息 約 2-3 分 鐘 之 久 ， 後 接

唱 誦《 祈 請 空 性 母 頌 》；具《 上 師 供 養 法 》中 指 出，此 頌 文 為 第 五 世

達 賴 喇 嘛 所 作 ， 其 原 本 是 從 記 誦 七 十 至 記 誦 八 十 三 ， 但 從 田 調 資 料

中 發 現 ， ｢經 續 法 林 ｣的 唱 頌 習 慣 會 省 略 第 七 十 八 至 第 八 十 二 記 誦 ，

直 接 接 記 誦 八 十 三 ， 所 以 原 有 的 十 四 個 記 誦 ， 在 此 僅 唱 頌 九 個 。  

從 記 誦 七 十 至 七 十 一 中 ， 經 文 十 一 句 為 一 個 記 誦 ； 第 七 十 二 至

七 十 五 則 是 十 句 構 成 一 個 記 誦 ； 不 論 經 文 字 句 的 多 寡 ， 此 部 份 的 內

容 都 有 關 以 供 品 、 音 樂 和 舞 蹈 等 來 供 養 空 性 母 ， 並 希 望 藉 此 虔 誠 的

祈 求 而 得 到 庇 佑 與 加 持 。 在 每 個 記 誦 的 最 後 三 句 都 是 相 同 的 意 義 ，

具 有 啟 請 請 求 之 意 ， 故 而 ， 每 唱 誦 至 最 後 三 句 時 皆 會 依 序 加 入 手 印

和 法 器 ， 茲 以 第 七 十 個 記 誦 的 意 譯 來 說 解 （ 見 例 【 例 5】）。  

 

【 例 5】 記 誦 70  

70  哞，一切如來佛及諸勇士， 

瑜伽母及空行空行母， 

我以虔敬心向您請求， 

以此一切供品來供養， 

歡喜大樂無上喜金剛， 

陶醉對身滿足喜悅中， 

祈請您能如那儀軌般， 

享有受用俱生之大樂， 

★阿拉拉 拉拉霍 阿伊阿 阿拉哩霍， 

無垢清淨地空行母，△○ 

請您慈悲做一切事業。△○ 

 

接 著 念 誦 第 七 十 六 和 唱 誦 第 七 十 七 記 誦 ， 此 部 份 是 供 養 剩 餘 之 薈

供 ， 是 為 佈 施 土 地 神 、 山 神 ， 以 及 一 切 守 護 的 神 祇 之 用 ， 當 唱 誦 至

第 七 十 七 的 嗡 、 阿 、 哞 時 ， 眾 人 會 再 度 如 前 面 所 述 及 一 般 ， 將 金 剛



 68

鈴 和 達 馬 汝 鼓 交 叉 ， 並 依 字 搖 奏 （ 參 見 【 例 3】）； 而 此 時 會 有 一 位

法 師 或 者 較 瞭 解 儀 式 程 序 的 人 員 ， 將 先 前 準 備 好 的 供 養 剩 餘 之 祭 品

送 出 佛 堂 ， 以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的 方 式 ， 則 是 將 這 些 祭 品 送 至 佛 堂

旁 邊 的 布 簾 外 面 ， 以 表 示 將 祭 品 送 出 佛 堂 。 待 一 切 動 作 完 成 之 後 ，

法 師 會 接 續 以 中 文 念 誦 第 八 十 三 個 記 誦 ， 祈 求 藉 此 薈 供 所 累 積 的 功

德 來 渡 眾 生 得 解 脫
1 4 0。  

 

(四 ) 啟 請 成 就 佛 道 次 第 加 持 ：此 段 經 文 全 部 以 中 文 行 之 ，是 為 祈 求

上 師 再 次 以 慈 悲 加 持 諸 眾 ， 使 心 中 的 願 望 能 夠 圓 滿 的 實 現 ， 並 且 修

得 證 德 。 此 總 共 有 三 十 個 記 誦 ， 每 四 句 為 一 個 記 誦 ， 每 句 九 個 字 ，

依 據 唱 誦 的 旋 律 變 化 ， 著 者 將 其 劃 分 為 四 個 段 落 ， 第 八 十 四 至 九 十

四 記 誦 為 第 一 段 ， 在 唱 送 至 尾 聲 時 會 有 漸 慢 的 現 象 ； 第 二 段 是 記 誦

九 十 五 ， 總 共 須 念 三 次 ； 之 後 接 記 誦 九 十 六 至 一 百 ， 以 唱 誦 的 方 式

行 之 ； 最 後 一 段 則 是 從 第 一 ○ 一 至 一 一 四 個 記 誦 ， 雖 然 仍 以 唱 誦 的

方 式 進 行 ， 但 旋 律 已 作 變 更 而 不 同 於 第 三 段 。  

 

(五 ) 資 糧 田 融 入 ： 即 收 攝 資 糧 田 之 意 。 依 據 《 掌 中 解 脫 》 解 釋 ， 唱

誦 此 段 經 文 時 應 觀 想 上 師 的 心 間 放 光 ， 照 亮 資 糧 良 田 中 的 其 他 各 尊

諸 佛 ， 接 著 如 收 攝 狀 逐 漸 收 起 ， 最 後 主 尊 化 成 一 道 光 融 入 自 己 的 頂

上 上 師 ， 之 後 再 融 入 自 己 的 心 間 。 此 誦 偈 依 規 定 每 一 句 的 字 數 均 應

一 致 ， 不 可 唸 成 長 短 句 ， 故 而 雖 已 中 文 唱 誦 ， 但 仍 為 九 字 一 句 ， 總

共 有 四 句 ， 其 全 部 經 文 的 意 譯 如 下 ：  

 

                                     
1 4 0  解 脫 ， 指 脫 離 一 切 煩 惱 的 繫 縛 ， 或 者 說 解 除 惑 業 的 阻 礙 ， 脫 離 三 界（ 欲 界 、

色 界 、 無 色 界 ） 的 苦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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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祈勝上師由如是啟請，為賜加持歡喜臨我頂， 

    又再於心蓮華之華冠，穩定安立汝光澤尊足。 

 

於 此 ， 正 行 的 部 份 至 此 已 結 束 ， 緊 接 的 就 是 下 面 結 行 的 部 份 。  

 

三 、 結 行  

結 行 中 主 要 是 在 於 修 完 每 一 種 法 時 都 必 須 念 誦 釋 迦 佛 名 號、密

咒 ， 以 及 迴 向 發 願 ；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的 結 行 部 份 都 是 以 中 文 念

誦 或 唱 誦 ， 而 且 其 中 的 長 壽 祈 請 文 、 轉 世 文 或 祈 求 消 弭 災 難 的 經 文

都 會 視 需 要 有 所 增 補 刪 減 ； 以 下 ， 將 依 田 調 所 得 資 料 分 別 述 之 。  

 

(一 )迴 向 ： 又 作 ｢轉 向 ｣， 指 將 自 己 所 修 的 功 德 施 往 某 處 的 意 思 。 依

據 佛 教 的 說 法 ， 迴 向 是 儀 式 中 十 分 重 要 的 一 部 份 ， 其 是 瞋 恚 的 對 治

之 道 ； 因 此 ， 認 為 修 完 每 一 種 道 次 第 的 儀 軌 都 必 須 以 善 根 迴 向 ， 如

此 方 使 善 根 不 竭 盡，反 之，沒 有 迴 向 善 根 就 會 被 瞋 恚 所 毀 壞；是 故 ，

藉 由 迴 向 將 善 根 融 合 於 諸 佛 的 廣 大 利 他 之 事 業 ， 或 作 為 一 種 助 緣 ，

不 僅 可 以 作 為 奉 獻 給 諸 佛 菩 薩 的 供 養 ， 也 使 得 自 身 的 善 根 綿 延 ， 並

獲 得 圓 滿 的 菩 提 心。該 中 心 的 唱 誦 方 式，將 此 部 份 的 經 文 和 上 述 的 ｢

資 糧 田 融 入 ｣一 起 合 誦 ， 即 以 同 樣 的 旋 律 連 接 不 斷 的 接 唱 之 。（ 經 文

參 見 【 附 件 4】 記 誦 116~117）  

 

(二 ) 吉 祥 偈：｢吉 祥 偈 ｣是 為 結 行 中 的 一 儀 程 ，經 文 的 意 義 是 為 了 再

次 祈 求 上 師 的 加 持 ， 有 如 總 結 的 意 義 ； 全 文 總 共 有 五 個 記 誦

（ 118~122）， 九 字 一 句 ， 每 個 記 誦 各 有 四 句 。 唱 誦 間 ， 從 頭 至 尾 都

會 將 金 剛 杵 以 右 手 持 之 放 於 胸 前 ， 並 於 每 個 記 誦 的 第 四 句 尾 聲 加 入

法 器 ， 但 注 意 的 是 記 誦 一 一 八 和 一 二 ○ 僅 有 使 用 金 剛 鈴 ， 而 且 在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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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 記 誦 時 ， 格 西 會 以 無 名 指 沾 點 少 許 甘 露 後 向 空 中 揮 灑 ，

表 ... . . .； 至 於 記 誦 一 一 九 、 一 二 一 和 一 二 二 的 尾 奏 部 份 ， 除 了 金 剛

鈴 ， 還 有 加 入 達 馬 汝 鼓 一 同 搖 奏 之 。  

 

(三 ) 長 壽 啟 請 文： 在 該 中 心 唱 誦 的 長 壽 祈 請 文 ，主 要 對 象 是 格 魯 派

的 根 本 上 師 ---達 賴 喇 嘛 尊 者 、 圖 敦 梭 巴 仁 波 切 ， 以 及 宇 色 仁 波 切 ；

另 外，此 派 的 高 增 ---袞 卻 格 西，於 西 元 2002 年 逝 世 之 後，為 了 祈 求

格 西 早 日 轉 世 ， 故 而 加 誦 早 日 轉 世 的 祈 請 文 。 這 些 經 文 全 部 皆 以 唱

誦 的 方 式 行 之 ， 沒 有 任 何 的 法 器 或 手 印 ， 而 且 若 遇 有 特 殊 需 要 的 時

候，如 西 元 2001 年 為 祈 求 消 弭 ｢美 伊 戰 爭 ｣獲 得 和 平 之 用 途 的 臨 時 附

加 之 經 文 ， 就 會 在 祈 請 文 唱 誦 完 畢 後 一 併 唸 之 。  

 

(四 ) 菩 提 道 次 第 願 文：依 據 祥 空 法 師 的 解 說， 此 願 文 在 於 祈 願 讓 這

〝 菩 提 道 次 第 〞（ 諸 佛 菩 薩 的 事 業 ）得 以 綿 延 流 傳；經 文 從 第 一 二 三

至 第 一 二 九 ， 共 七 個 記 誦 ， 雖 然 全 部 以 中 文 念 誦 ， 但 其 不 似 其 他 的

中 文 經 文 在 翻 譯 上 有 別 於《 上 師 供 養 法 》，而 是 將《 上 師 供 養 法 》中

的 內 容 收 錄 於《 常 用 課 誦 本 》，並 且 以 原 本 的 中 文 意 譯 唸 之，依 法 師

的 解 釋 ， 類 似 這 樣 的 做 法 ， 僅 是 使 用 上 的 方 便 性 考 量 而 已 。  

 

(五 ) 附 頌：於 文 本 中 的 附 頌 原 有 多 句 ，但 此 中 心 僅 唱 頌 最 後 一 個 記

誦 三 次 ， 茲 如 下 （【 例 6】）：  

 

【 例 6】 ｢附 頌 ｣的 經 文  

 

無緣悲心大藏觀世音，無垢智慧主尊妙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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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鄉學者頂飾宗喀巴，羅桑扎巴足下我祈請。 

 

在 三 次 唱 頌 期 間 ， 眾 人 會 雙 手 合 掌 ， 做 虔 誠 恭 敬 之 狀 ， 待 唱 誦

完 畢 ， 領 經 師 ---翔 空 法 師 會 宣 佈 當 日 的 法 會 已 圓 滿 結 束 ， 並 再 次 將

這 些 累 積 的 功 德 迴 向 ， 若 有 特 別 需 要 加 持 的 人 事 物 ， 領 經 法 師 亦 會

於 此 時 一 道 述 之 ﹔ 而 後 ， 格 西 起 身 ， 眾 人 向 其 頂 禮 三 次 ， 等 格 西 離

開 ， 即 代 表 當 次 的 法 會 完 整 結 束 。  

 

上 師 薈 供 為 藏 傳 佛 教 的 重 要 法 會 之 一 ， 格 魯 派 更 為 甚 之 ； 在 台

灣 ， 不 似 其 他 地 區 參 與 者 只 有 出 家 的 僧 侶 ， 而 是 一 般 的 信 眾 也 可 參

加 ， 但 因 為 此 法 係 為 ｢無 上 瑜 珈 密 ｣， 嚴 格 上 而 言 ， 參 加 者 應 該 都 必

須 是 受 過 ｢無 上 瑜 珈 密 灌 頂 ｣的 佛 徒 ， 所 以 此 中 心 仍 有 規 定 ， 若 未 受

過 灌 頂 者 ， 雖 然 可 於 藏 曆 每 月 的 十 、 廿 五 日 至 中 心 共 同 參 加 法 會 ，

但 個 人 在 家 時 卻 不 可 獨 自 行 之 。 就 著 者 的 田 調 經 驗 來 說 ， 由 於 筆 者

本 身 未 受 密 續 灌 頂 ， 因 此 許 多 箇 中 體 驗 並 無 從 真 正 體 會 ， 而 有 關 法

會 其 中 的 事 物 也 都 僅 能 依 觀 察 中 或 請 教 法 師 們 才 得 以 瞭 解 。 譬 如 該

中 心 的 文 本 互 換 之 使 用 情 況 即 便 是 如 此 ； 經 續 法 林 使 用 的 文 本 ， 雖

然 有 兩 本 ， 但 其 實 內 容 是 相 同 的 ， 僅 因 翻 譯 和 語 言 的 考 量 所 以 才 有

所 區 分 ； 如 台 中 分 會 ｢釋 迦 牟 尼 佛 ｣中 心 的 噴 措 法 師 所 言 ， 由 於 他 是

尼 泊 爾 人，在 不 懂 中 文 的 情 況 下，也 僅 是 單 用 一 本 藏 文 版 文 本 而 已。

雖 說 ， 經 續 法 林 中 心 這 種 文 本 的 互 換 情 況 ， 對 於 初 接 觸 的 信 眾 而 言

易 造 成 混 淆 之 勢 ， 但 信 眾 也 都 表 示 ， 接 觸 的 時 日 長 久 之 後 ， 也 就 會

逐 漸 習 慣 並 知 道 更 換 文 本 和 旋 律 之 處 了 。  

由 於 上 述 的 因 素 ， 以 及 經 文 有 時 會 出 現 反 覆 唱 誦 的 現 象 ， 加

諸 ， 每 個 儀 程 的 旋 律 幾 乎 都 相 異 ， 因 此 ， 將 ｢經 續 法 林 ｣中 心 所 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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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上 師 薈 供 ｣之 儀 程 、 文 本 、 經 文 的 記 誦 號 碼 ， 以 及 法 器 與 手 勢 等

出 現 的 地 方 ， 再 作 整 理 繪 成 表 格 以 示 之 ， 茲 如 下 （【 表 5】）。  

 

【 表 5】 ｢經 續 法 林 ｣中 心 之 ｢上 師 薈 供 ｣儀 程 一 覽 表  

 儀 程 內 容  文 本 和 記 誦 號 碼  法 器 或 非 音 樂 物 件  

前 行 一  灑 淨    

前 行 二  供 養 、  

端 嚴 陳 設  

 供 品 （ 七 供 ） ---水

水 花 香 燈 香 果  

前 行 三  觀 想 皈 依 境    

 皈 依  《 上 師 薈 供 供 養 法 》  

2〜 6〜 1〜 7 

 

前 行 四  觀 想 資 糧 田  《 常 用 課 誦 》  

[9〜 14△ ○ ]〜 [16〜

15△ ★ ]〜 17△ ○  

金 剛 杵 、 金 剛 鈴 、  

達 馬 汝 鼓  

前 行 五  ○1 禮 敬  《 常 用 課 誦 》  

18〜 22△ ○ ｈ  

金 剛 杵 、 金 剛 鈴 、

手 印  

 ○2 供 養  《 常 用 課 誦 》  

[23〜 30★ h]〜 31△ ○  

金 剛 杵 、 金 剛 鈴 、  

達 馬 汝 鼓 、 手 印  

 獻 曼 荼 羅  《 常 用 課 誦 》  

14h 壇 城  

壇 城 、 手 印  

 供 養  《 常 用 課 誦 》  

32h〜 [33〜 37△ ｈ ]  

金 剛 杵 、 金 剛 鈴 、  

手 印  

 ｢菩 薩 戒 ｣及  

｢密 乘 戒 ｣ 

《 常 用 課 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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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懺 悔 、 ○4 隨

喜、○5 敦 請、○6

啟 請 、 ○7 迴 向  

《 常 用 課 誦 》  

38〜 42△ 壇 城  

 

金 剛 鈴 、 壇 城 、 手

印  

正 行  啟 請 上 師  《 常 用 課 誦 》  

[43〜 52]〜 [53〜 53

〜 53]〜 54  

 

 薈 供  《 上 師 薈 供 供 養 法 》  

加 持 供 品  

55△ ○  〜 [56〜 60  △ ○ ]

〜 [61〜 62  ★ h△ ○ ]  

薈 供  

[63〜 67  ★ △ ○ ]〜 [63

〜 67  ★ △ ○ ]〜 [63〜 67  

★ △ ○ ] 

供 地 神 [68〜 69]  

金 剛 杵 、 金 剛 鈴 、  

達 馬 汝 鼓 、 手 印  

 啟 請 空 性 母  《 上 師 薈 供 供 養 法 》  

[70〜 75  ★ h△ ○ ]〜  

[76〜 77  △ ○ ] 

金 剛 杵 、 金 剛 鈴 、  

達 馬 汝 鼓 、 手 印  

 啟 請 成 就 佛 道

次 第 加 持  

《 常 用 課 誦 》  

[84〜 94]〜  

[95〜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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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100]〜  

[101〜 114] 

 資 糧 田 融 入  《 常 用 課 誦 》 115   

結 行  迴 向  《 常 用 課 誦 》  

116〜 117 

 

 吉 祥 偈  《 常 用 課 誦 》 118〜

122  

 

 長 壽 啟 請 文  《 常 用 課 誦 》  

達 賴 喇 嘛 長 壽 啟 請 文

〜  

圖 敦 梭 巴 仁 波 切 長 壽

啟 請 文 〜  

宇 色 仁 波 切 長 壽 啟 請

文 〜  

袞 卻 上 師 轉 世  

 

 菩 提 道 次 第  

願 文  

《 常 用 課 誦 》  

123〜 129 

 

 附 頌  《 常 用 課 誦 》  

無 緣 悲 心 頌  

 

備註  
1）文本《常用課誦》為國語發音，《上師薈供供養法》為藏

語發音。 

2）“文本和記誦號碼”中的阿拉伯數字代表經文記誦的號

碼，如《常用課誦》9〜14，意為文本《常用課誦》的記

誦 9 至 14。 

3）金剛杵，以記號｢★｣表示之。金剛鈴，以記號｢△｣表示

之。達馬汝鼓，以記號｢○｣表示之。手印，以｢H｣表示之。

4)在同一個儀程中所使用的經文裡，因為時有出現使用法器

的不同和旋律變換的形情，此以符號“[ ]”表示經文中的

變化段落，以｢前行四---觀想資糧田｣為例，此儀程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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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常用課誦》中的記誦 9〜17，但記誦 9〜14，16〜15

和 17 所使用的旋律與法器都有變換，故以符號“[ ]”作區

隔以利辨別。  

 

第四章 

｢上師薈供｣儀式的音樂特質 

 

西 藏 的 宗 教 音 樂 隨 著 藏 傳 佛 教 的 興 盛 而 得 到 發 展，並 逐 漸 形 成

一 套 獨 立 的 音 樂 系 統，更 成 為 西 藏 傳 統 民 族 音 樂 的 三 大 部 分（ 民 間、

宗 教 、 宮 廷 ） 之 一 。 西 藏 的 宗 教 音 樂 指 的 就 是 用 於 各 種 藏 傳 佛 教 中

儀 式 、 活 動 中 所 吟 詠 、 唱 誦 或 演 奏 等 具 有 宗 教 意 義 和 功 用 的 音 樂 。

根 據 大 陸 學 者 田 聯 韜 的 分 類 法 ， 藏 傳 佛 教 的 宗 教 音 樂 共 可 分 為 誦 經

音 樂 、 羌 姆 樂 舞 音 樂 和 寺 院 器 樂 等 三 種 。 誦 經 音 樂 是 指 僧 侶 念 誦 經

文 時 所 吟 誦 的 聲 音 ， 以 及 穿 插 在 經 文 念 誦 段 落 之 間 的 樂 器 演 奏 音

樂 ， 一 般 來 說 ， 誦 經 音 樂 有 近 似 語 言 、 節 奏 較 快 的 念 誦 和 旋 律 起 伏

較 大 的 唱 誦 兩 種 表 達 方 法 。 羌 姆 樂 舞 泛 指 藏 傳 佛 教 寺 院 舞 蹈 ， 是 藏

傳 佛 教 在 每 年 的 重 要 節 慶 時 ， 全 部 角 色 皆 由 出 家 僧 人 擔 任 表 演 的 一

種 密 宗 之 儀 式 性 樂 舞，其 屬 於 一 種 啞 劇 式 的 樂 舞，表 演 時 不 用 人 聲，

僅 用 大 型 的 鼓 吹 樂 隊 作 為 伴 奏 音 樂 ， 演 出 的 主 要 內 容 則 大 都 有 關 於

驅 鬼 鎮 邪 和 宣 揚 正 法 等 故 事 ， 在 每 個 段 樂 舞 之 間 ， 時 常 會 穿 插 短 小

的 喜 劇 、 摔 跤 表 演 來 娛 樂 在 場 的 觀 眾 。 寺 院 器 樂 則 指 於 寺 院 中 ， 作

為 信 號 用 途 的 器 樂 和 各 種 儀 式 中 所 演 奏 的 器 樂 演 奏 音 樂 。 信 號 性 音

樂 的 功 能 是 為 提 示 僧 侶 作 息 或 集 會 之 用 ， 而 像 是 迎 送 貴 賓 、 活 佛 或

慶 典 法 會 等 所 用 的 鼓 吹 樂 隊 表 演 也 歸 於 器 樂 音 樂 中 。 然 而 ， 不 論 是

誦 經 音 樂 、 羌 姆 樂 舞 音 樂 或 寺 院 器 樂 ， 旋 律 曲 調 和 樂 曲 風 格 都 會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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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派 的 不 同 和 寺 院 的 特 色 而 有 不 同 的 展 現 1 4 1。  

在 藏 傳 佛 教 的 每 一 種 儀 式 結 構 中 都 是 由 前 行 ， 正 行 和 結 行 組

成 ， 正 行 是 整 個 儀 軌 的 核 心 部 份 ， 會 依 據 法 會 之 目 的 來 組 合 正 行 的

經 文 、 法 器 （ 樂 器 ）， 以 及 唱 誦 的 旋 律 。 以 本 文 主 要 研 究 的 儀 式 ｢上

師 薈 供 ｣而 言，正 行 是 作 為 供 養 上 師 諸 佛 所 用，故 所 用 的 旋 律 也 會 因

供 奉 對 象 和 功 能 而 不 同 於 其 他 的 儀 式 。 故 而 ， 此 章 節 中 就 僅 針 對 上

師 薈 供 儀 式 所 用 的 法 器（ 樂 器 ），以 及 著 者 田 調 所 整 理 的 音 樂 資 料 分

析 為 主 要 的 論 述 內 容 。  

 

第 一 節   法 器 的 種 類 與 運 用  

藏 傳 佛 教 的 器 樂 發 展 與 其 歷 史 有 關 ， 因 西 藏 早 期 信 奉 的 是 苯

教，所 以 音 樂 的 起 源 可 追 溯 至 西 元 前 五、六 百 年，從《 西 藏 王 統 記 》

中 記 載 ， 吐 蕃 第 九 代 贊 普 時 期 ， 苯 教 諸 派 作 法 皆 搖 擊 鼓 、 單 鈸 ， 從

上 文 可 知 ， 當 時 在 西 藏 宗 教 的 信 仰 中 已 出 現 鼓 和 單 鈸 這 兩 種 樂 器 ；

而 後 ， 隨 著 松 贊 干 布 與 尼 泊 爾 、 中 國 的 聯 姻 ， 逐 漸 接 觸 外 國 的 文 化

之 後 ， 西 藏 開 始 出 現 印 度 、 尼 泊 爾 和 漢 地 的 樂 器 ， 如 笛 子 、 單 面 大

鼓 、 吊 鐘 等 ， 並 且 因 翻 譯 佛 經 的 緣 故 ， 印 度 音 樂 理 論 也 一 併 傳 入 西

藏 地 區 。 但 這 些 外 傳 的 樂 器 在 寺 院 或 宮 廷 流 行 以 後 便 逐 漸 消 失 ， 尤

其 是 旋 律 性 的 樂 器 ， 主 要 原 因 可 能 是 這 些 樂 器 不 適 用 於 苯 教 的 宗 教

傳 統 ， 所 以 沒 有 被 流 傳 下 來 ； 而 傳 入 西 藏 的 印 度 音 樂 理 論 也 因 為 語

言 的 音 韻 與 藏 語 相 異 ， 所 以 並 沒 得 到 普 及 與 應 用 1 4 2。 總 括 之 ， 儘 管

在 西 藏 歷 史 的 前 宏 期 ， 早 已 於 西 藏 地 區 出 現 多 種 樂 器 ， 但 藏 傳 佛 教

                                     
1 4 1  田 聯 韜 ，〈 藏 族 宗 教 音 樂 初 探 〉，《 中 央 音 樂 學 院 學 報 》， 第 一 期 ，（ 民 國 85

年 ）， 頁 72-77。  
1 4 2  格 曲，〈 西 藏 宗 教 音 樂 論 述 〉，《 民 族 藝 術 》，第 一 期，（ 民 國 85 年 ），頁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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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期 的 樂 器 仍 以 鼓 、 鈸 打 擊 樂 器 和 海 螺 等 單 音 樂 器 為 主 。 至 於 藏 傳

佛 教 中 代 表 性 的 吹 管 樂 器 ｢銅 欽 ｣和 ｢嘉 林 ｣則 是 在 後 宏 期 才 出 現 。 歷

史 上 的 後 宏 期（ 約 西 元 十 世 紀 末 ），可 以 說 是 藏 傳 佛 教 音 樂 的 全 面 發

展 時 期 ， 此 時 期 不 僅 有 論 述 音 樂 的 專 書 《 論 音 樂 》 問 世 ， 也 因 為 佛

教 已 確 定 其 在 西 藏 的 地 位 ， 使 得 寺 院 大 量 興 建 ， 僧 人 數 量 增 加 ， 各

寺 院 為 了 因 應 集 體 的 誦 經 活 動 ， 便 開 始 有 各 種 形 式 的 誦 經 調 ， 而 此

時 亦 有 更 多 的 打 擊 樂 器 由 中 國 、 印 度 等 國 傳 入 西 藏 並 被 吸 收 運 用 ，

如 串 鈴 、 鐃 、 鈸 、 碰 鈴 等 樂 器 。  

總 的 來 說 ， 藏 傳 佛 教 中 的 宗 教 樂 器 有 銅 欽 (  
. % -  ( J /  

)、 剛 令

（
b % -  \ A %

)、 嘉 林 （ o -  \ A % )、 貝 （ . % -  . ! < ）、 額 鼓 （ d )、 達 馬

汝 鼓 （ D -  3 -  < 、 )、 金 剛 鈴 （ h R -  e J -  S  A = - 2 )等 ， 但 是 因 這 些 樂

器 的 宗 教 內 涵 大 於 音 樂 上 的 意 義 ， 故 而 在 使 用 上 都 必 須 配 合 儀 式 的

性 質 ， 以 及 供 奉 的 對 象 作 變 化 選 擇 ； 有 關 這 些 用 法 在 藏 傳 佛 教 各 教

派 的 經 典 中 都 有 明 確 的 規 定 ， 各 個 寺 院 對 該 派 的 規 定 亦 皆 嚴 守 不

渝 。 就 ｢上 師 薈 供 ｣而 言 ， 其 實 每 個 教 派 在 舉 行 此 儀 式 所 使 用 的 樂 器

大 致 相 同 ， 這 樣 的 統 一 性 主 要 是 因 為 ｢上 師 薈 供 ｣是 作 為 對 佛 、 法 、

僧 三 寶 供 養 、 懺 悔 、 禮 讚 之 用 ， 供 養 的 對 象 是 屬 於 法 相 ， 即 祥 和 之

相 ， 所 以 使 用 的 樂 器 就 應 當 以 能 發 出 較 悅 耳 之 聲 響 的 法 器 才 可 以 ；

對 此，舉 行 ｢上 師 薈 供 ｣時，規 定 可 以 使 用 的 法 器 有 額 鼓、鐃 鈸、貝 、

金 剛 鈴、 達 馬 汝 鼓，嘉 林 和 金 剛 杵（ h R -  e J )等；至 於 剛 令 和 銅 欽 ，

因 為 此 類 發 出 的 聲 音 較 具 恐 怖 震 撼 之 勢 ， 則 是 在 舉 行 有 關 怒 相 的 護

法 、 凶 神 等 法 會 中 才 會 出 現 。 於 下 僅 就 ｢上 師 薈 供 ｣所 用 的 法 器 分 別

述 之 。  

 

（ 一 ） 額 鼓 ： 額 （ d ）， 是 藏 語 發 音 ， 又 稱 神 鼓 、 立 鼓 或 扁 鼓 ； 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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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於 膜 鳴 樂 器 ， 其 形 制 成 圓 扁 狀 ， 雙 面 皆 蒙 以 羊 皮 ， 鼓 框 用 木 料 製

作 ， 下 端 連 接 著 一 支 木 製 的 鼓 柄 ， 鼓 面 的 中 心 和 四 周 ， 以 及 鼓 框 上

常 繪 有 色 彩 鮮 豔 的 圖 案 紋 飾 ， 其 大 小 則 因 地 而 異 ； 敲 擊 時 ， 使 用 一

支 木 柄 、 細 藤 條 製 成 的 弓 形 鼓 搥 。 演 奏 額 時 ， 擊 鼓 者 席 地 而 坐 ， 左

手 持 鼓 柄 ， 使 鼓 身 直 立 ， 右 手 拿 弓 形 鼓 槌 ， 依 照 打 擊 的 規 定 方 式 敲

擊 鼓 面 ； 有 時 亦 可 見 沒 有 鼓 柄 的 形 制 ， 而 將 額 改 由 懸 掛 於 一 個 鐵 架

上 的 方 式 置 放 （ 見 【 圖 6】）。 演 奏 的 技 法 有 固 定 拍 子 ， 也 有 連 續 敲

擊 的 自 由 拍 子 ， 而 執 鼓 槌 的 右 手 ， 有 時 會 配 合 儀 式 需 要 ， 先 於 空 中

作 一 些 動 作 之 後 再 敲 擊 鼓 。  

 

 

 

 

 

 

 

 

 

 

【 圖 6】 藏 傳 佛 教 樂 器 ｢額 ｣ 

 

 

（ 二 ） 達 馬 汝 鼓 ： 達 馬 汝 （ D -  3 -  < ） 一 詞 為 藏 語 ， 漢 語 稱 ｢鼗 鼓 ｣

或 ｢波 浪 鼓 ｣， 指 一 種 手 搖 的 雙 面 鼓 ， 形 狀 如 同 將 兩 個 碗 的 底 部 相 接

而 成，對 接 之 處 呈 細 腰 狀 並 纏 有 抓 帶，鼓 上 繫 有 兩 個 軟 墜，搖 動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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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 墜 會 左 右 撞 擊 鼓 面 而 發 聲 。（ 見 【 圖 7】）  

 

 

 

 

 

 

 

 

 

 

 

 

 

【 圖 7】 藏 傳 佛 教 樂 器 ，  

由 左 至 右 ： 達 馬 汝 鼓 、 金 剛 鈴 、 金 剛 杵  

 

 

（ 三 ）鐃 鈸：屬 於 體 鳴 樂 器，是 宗 教 儀 式 中 的 基 本 法 器（ 樂 器 ）；其

構 造 簡 單，為 一 圓 形 銅 製，兩 面 一 副，鈸 身 形 如 圓 盤，鈸 面 呈 弧 形 ，

中 間 隆 起 半 圓 形 的 猶 如 碗 狀（ 鈸 碗 ），頂 部 穿 孔，繫 有 布 條 用 以 固 定

拿 鈸 用 。 藏 傳 佛 教 使 用 的 鈸 類 樂 器 其 實 分 有 兩 種 ， 一 種 稱 ｢布 簡 ｣

（ & 2 -  ( J < ) ，另 一 稱 作 ｢森 年 ｣（ 3 A = -  2 ~ / ），差 別 在 於 ｢布 簡 ｣的 鈸

碗 比 ｢森 年 ｣的 大 （ 見 【 圖 8】 和 【 圖 9】） ︰ 其 用 途 也 不 同 ， 前 者 用

於 祀 奉 凶 神 的 禮 拜 儀 式 ， 而 ｢森 年 ｣則 用 於 供 奉 本 尊 等 祥 和 之 神 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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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會 儀 軌 ， 如 ｢上 師 薈 供 ｣即 是 此 類 的 法 會 。  

 

 

 

 

 

 

 

 

 

 

【 圖 8】 藏 傳 佛 教 樂 器 ｢布 簡 ｣ 

 

 

 

 

 

 

 

 

【 圖 9】 藏 傳 佛 教 樂 器 ｢森 年 ｣ 

 

 

｢布 簡 ｣和 ｢森 年 ｣屬 於 無 固 定 音 高 的 樂 器，演 奏 時 左 手 和 右 手 各

執 一 面 ， 相 互 撞 擊 發 聲 ， 演 奏 技 法 有 平 擊 、 悶 擊 和 磨 擊 等 ； 另 外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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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一 提 的 ， 演 奏 ｢布 簡 ｣和 ｢森 年 ｣時 ， 除 了 必 須 注 意 互 擊 的 輕 重 、 接

觸 面 積 和 角 度 等 打 擊 方 法 ， 還 須 加 上 一 些 手 勢 ， 如 手 上 下 移 動 的 位

置 ， 以 及 互 擊 結 束 之 後 將 鈸 打 開 等 動 作 。  

 

（ 四 ）金 剛 鈴：又 稱 法 鈴，藏 語 音 譯 為 ｢沌 布 ｣（ h R -  e J -  S  A = - 2 ），

為 一 種 手 握 的 帶 柄 小 鈴 ， 其 通 體 銅 製 ， 鈴 身 外 形 似 鐘 ， 圓 形 的 鈴 身

內 懸 掛 一 個 銅 制 的 鈴 舌 ， 從 頂 部 至 鈴 身 皆 雕 有 繁 複 的 花 紋 裝 飾 。 演

奏 時 手 執 鈴 柄 搖 動 之 ， 使 鈴 舌 撞 擊 而 發 聲 。 在 藏 傳 佛 教 的 儀 軌 中 ，

時 常 將 金 剛 鈴 與 金 剛 杵 ， 或 者 與 達 馬 汝 鼓 一 起 配 合 使 用 ； 通 常 以 左

手 持 金 剛 鈴 ， 右 手 拿 金 剛 杵 或 達 瑪 汝 鼓（ 見【 圖 10】）， 就 佛 教 觀 點

來 看，左 邊 代 表 智 慧，右 邊 代 表 法 門（ 達 到 般 若 境 的 方 法 和 途 徑 ）
1 4 3，

而 且 金 剛 鈴 代 表 般 若 波 境 的 清 淨 法 音 ， 當 右 手 舉 金 剛 杵 當 胸 時 則 能

除 十 種 煩 惱 業 障，所 以，法 器 拿 持 的 位 置，不 僅 是 表 相 的 習 慣 方 法 ，

其 實 是 深 具 宗 教 的 象 徵 意 義 。  

 

 

 

 

 

 

 

 

 

                                     
1 4 3  高 雅 俐 ，〈 佛 教 音 聲 概 念 與 音 樂 修 行 〉，《 佛 教 東 傳 2000 年 ---佛 教 音 樂 學 術

研 討 會 》，（ 佛 光 山 佛 教 文 教 基 金 會 ， 民 國 89 年 ）， 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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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0】 金 剛 鈴 與 達 瑪 汝 鼓 的 持 握 方 式  

 

 

（ 五 ）貝：被 作 為 宗 教 樂 器 稱 為 ｢梵 貝 ｣或 ｢海 螺 ｣，藏 語 讀 音 為 ｢當 卡

｣（ . % -  . ! < ）， 代 表 如 來 佛 講 經 時 的 聲 音 。 當 卡 採 用 天 然 長 成 的 大

海 螺 製 成 ， 藏 傳 佛 教 規 定 只 能 選 用 白 色 的 作 為 宗 教 之 用 ， 將 螺 尖 磨

穿 作 吹 嘴 ， 聲 音 作 嗚 嗚 聲 ， 音 色 渾 厚 低 沈 （ 見 【 圖 11】）。  

 

 

 

 

 

 

 

 

【 圖 11】 藏 傳 佛 教 樂 器 ｢貝 ｣ 

 

（ 六 ） 嘉 林 (o -  \ A % )： 是 藏 傳 佛 教 儀 式 中 所 使 用 的 一 種 旋 律 性 樂

器 ， 屬 於 豎 吹 的 雙 簧 樂 器 ； ｢嘉 林 ｣的 桿 身 為 木 製 ， 呈 圓 錐 形 ， 上 面

開 有 八 個 音 孔（ 前 面 七 個，後 面 一 個 ），音 孔 上 鑲 有 金 屬 的 環 飾，桿

身 的 下 端 則 裝 有 銅 質 的 嗩 吶 碗 ， 整 體 形 制 與 中 國 的 嗩 吶 近 似 ， 只 是

桿 身 和 嗩 吶 碗 都 比 中 國 的 嗩 吶 大 一 些 ， 並 且 在 桿 身 和 嗩 吶 碗 上 都 會

雕 刻 或 鑲 嵌 精 美 的 圖 案 以 裝 飾 。 ｢嘉 林 ｣， 因 為 具 有 代 表 平 和 之 神 所

發 出 的 吉 祥 妙 音 之 象 徵 意 義，所 以 時 常 被 使 用 於 祈 禱 性 的 儀 式 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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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金 剛 杵 ： ， 藏 語 稱 ｢多 吉 ｣（ h R -  e J ）， 原 本 為 古 印 度 的 一 種

兵 器 ， 質 材 有 金 、 銀 、 銅 、 鐵 … … 等 多 種 （ 見 【 圖 7】）， 由 於 質 地

堅 硬 ， 能 擊 破 各 種 物 質 ， 故 冠 以 金 剛 之 名 ， 用 以 比 喻 佛 的 智 慧 猶 如

霹 靂 般 能 劈 開 一 切 愚 昧 無 知 ， 或 是 能 摧 毀 眾 生 的 煩 惱 與 瞋 愚 之 心 ，

為 諸 佛 之 持 物 和 修 法 的 必 要 之 物 。 雖 然 金 剛 杵 是 一 種 無 法 發 出 聲 音

的 法 器 ， 但 因 為 其 在 ｢上 師 薈 供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法 器 之 一 ， 故 ， 於 此

一 併 納 入 介 紹 。  

以 上 所 述 ， 即 為 舉 行 上 師 薈 供 儀 式 時 會 使 用 的 法 器 （ 樂 器 ），

而 這 些 使 用 的 樂 器 不 僅 與 儀 軌 的 性 質 有 關 ， 又 與 它 所 針 對 的 神 靈 有

關 係 ， 所 以 像 銅 欽
1 4 4、 剛 令 1 4 5和 布 簡 這 幾 項 用 於 供 養 怒 相 之 護 法 神

的 樂 器 ， 就 不 會 出 現 在 ｢上 師 薈 供 ｣的 儀 式 之 中 。 然 而 ， 依 據 對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所 作 的 田 調 資 料 來 看 ， 該 中 心 在 舉 行 上 師 薈 供 儀 式

時 ， 並 沒 有 將 上 述 所 列 的 法 器 （ 樂 器 ） 種 類 全 部 都 採 用 ， 而 僅 使 用

了 金 剛 杵 、 金 剛 鈴 和 達 馬 汝 鼓 等 最 基 本 的 法 器 。 這 種 省 略 法 器 的 情

形 在 其 他 的 中 心 或 教 派 亦 顯 而 可 見，如 直 貢 噶 舉 派 的 ｢岡 波 巴 金 剛 乘

佛 學 會 ｣，雖 然 在 舉 行 法 會 時 多 用 了 森 年 和 額，但 也 沒 有 全 部 都 具 備

齊 全 。 依 照 舉 昧 格 西 和 多 位 法 師 的 解 述 ， 在 印 度 或 藏 區 這 些 法 器 在

                                     
1 4 4 銅 欽 ( . % -  ( J /  )， 又 稱 莽 銅 、 筒 欽 、 大 銅 角 、 長 號 等 ， 雖 然 名 稱 繁 多 ， 但 都

是 指 同 樣 的 樂 器 。 銅 欽 是 流 行 於 青 海 、 西 藏 、 新 疆 和 內 蒙 古 等 地 區 的 一

種 氣 鳴 樂 器 ， 常 使 用 於 宗 教 儀 式 、 民 族 節 慶 或 迎 賓 喜 慶 等 場 合 。 其 通 體

銅 制 ， 長 約 3 米 左 右 ， 管 身 分 上 下 兩 截 ， 上 細 下 粗 ， 上 端 吹 口 呈 杯 形 ，

下 端 呈 現 喇 叭 狀 。 吹 奏 時 ， 由 一 人 手 扶 銅 欽 的 上 部 負 責 吹 奏 ， 另 一 人 則

將 管 身 扛 在 肩 上 ； 若 席 地 或 站 立 的 定 點 吹 奏 ， 則 將 管 身 放 置 在 地 上 ； 此

樂 器 僅 能 吹 奏 單 音 ， 以 及 兩 個 泛 音 。  

1 4 5  剛 令 (b % -  \ A %  
)， 漢 譯 為 骨 笛 、 脛 骨 號 ， 是 藏 傳 佛 教 儀 式 中 所 使 用 的 一 種

法 器 ， 其 外 型 如 稍 大 一 些 的 牛 角 ， 製 作 的 材 料 是 使 用 處 女 的 脛 骨 製 成 ，

上 端 鑲 有 金 或 銀 的 飾 物 ， 現 在 的 剛 令 已 不 再 用 脛 骨 ， 而 改 用 銅 或 銀 來 製

作 。 剛 令 的 音 色 粗 獷 ， 發 出 〝 嗚 嗚 〞  聲 ， 主 要 是 作 為 宗 教 音 樂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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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同 修 法 時 是 會 全 部 都 使 用 ， 但 在 台 灣 因 出 家 僧 侶 人 數 不 足 ， 無 人

擔 任 演 奏，所 以 就 省 略 部 份 的 法 器（ 樂 器 ）；加 上，金 剛 鈴 和 達 馬 汝

鼓 的 演 奏 方 法 較 簡 單 ， 只 需 要 時 間 加 以 練 習 至 熟 練 即 會 演 奏 ， 並 且

受 過 灌 頂 的 信 眾 也 可 持 奏 ， 所 以 舉 行 法 會 時 ， 就 僅 保 留 使 用 最 基 本

的 法 器 。  

除 此 ， 因 為 在 台 灣 並 沒 有 像 尼 泊 爾 、 印 度 或 西 藏 設 有 專 門 訓 練

樂 器 演 奏 的 學 習 場 所 ， 以 及 專 業 的 教 師 ， 法 師 們 學 習 法 器 演 奏 的 過

程 ， 仍 以 口 傳 心 授 ， 或 其 所 學 錄 影 、 錄 音 為 主 要 學 習 方 式 ， 所 以 學

習 的 管 道 並 不 容 易 ； 這 些 屬 於 密 宗 的 法 器 類 樂 器 ， 對 十 分 重 視 學 習

佛 典 經 論 的 格 魯 派 法 師 們 而 言 本 就 比 較 少 涉 獵 ； 而 像 ｢嘉 林 ｣這 種 的

旋 律 性 樂 器 ， 學 會 吹 奏 並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 ， 不 僅 需 要 具 備 一 定 的

音 樂 素 養 ， 還 需 要 相 當 長 的 一 段 時 間 拜 師 學 藝 才 能 夠 掌 握 此 項 樂 器

的 演 奏 技 巧 ； 所 以 ， 如 翔 空 法 師 表 示 ， 他 們 雖 然 先 後 也 跟 隨 多 位 的

喇 嘛 學 習 過 ｢額 ｣或 ｢嘉 林 ｣等 樂 器 的 演 奏 法 ， 但 因 學 習 的 時 間 都 很 短

促 ， 因 此 成 效 不 彰 。  

在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所 使 用 的 法 器 都 屬 於 打 擊 類 樂 器，這 些 法

器 都 以 左 右 搖 擊 的 方 式 發 聲 ， 其 並 無 特 別 的 演 奏 方 法 或 手 勢 ； 但 在

筆 者 針 對 岡 波 巴 金 剛 乘 佛 學 會 所 作 的 田 調 資 料 中 發 現 ， 該 中 心 之 領

經 師 耶 喜 然 杰 喇 嘛 所 演 奏 的 達 馬 汝 鼓 ， 不 僅 在 速 度 上 有 快 慢 之 分 ，

還 會 配 合 手 勢 將 達 瑪 汝 鼓 由 低 處 移 向 高 處 ， 再 逐 漸 的 下 移 至 胸 前 ，

之 後 再 快 速 的 做 一 個 結 束 動 作 ， 這 種 配 合 法 器 搖 擊 而 將 手 上 下 移 動

的 情 形 ， 據 翔 空 法 師 猜 測 可 能 是 擔 任 翁 則 職 位 的 喇 嘛 ， 為 了 整 合 眾

人 拍 點 所 做 的 提 醒 動 作 ， 但 是 個 人 以 為 這 應 該 是 各 個 教 派 寺 院 的 習

慣 與 風 格 不 同 所 致 。  

依 據 包 • 達 爾 汗 在《 蒙 古 佛 教 音 樂 文 化 的 多 元 性 》中 提 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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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佛 教 之 誦 經 音 樂 的 表 現 方 式 有 兩 種 ， 一 為 唱 誦 音 樂 和 器 樂 同 時 進

行 ， 樂 器 演 奏 居 於 次 要 地 位 的 形 式 ， 其 稱 為 ｢進 行 式 經 堂 樂 ｣， 另 一

種 形 式 則 是 誦 唱 音 樂 和 器 樂 交 替 穿 插 的 輪 奏，稱 之 為 ｢交 替 式 經 堂 樂

｣
1 4 6；於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的 習 慣 則 是 全 部 採 用 前 者 ---進 行 式 的 方 式

來 表 現 。 雖 然 ， 偶 而 有 唱 誦 結 束 但 法 器 仍 然 延 長 約 一 到 二 拍 的 情 形

出 現 ， 但 其 實 並 沒 有 法 器 真 正 單 獨 演 奏 的 樂 段 ； 個 人 認 為 ， 這 不 僅

是 該 中 心 對 法 器 的 使 用 風 格 ， 更 大 的 因 素 在 於 這 兩 種 形 式 的 繁 簡 程

度 不 同 ， 涉 及 空 間 、 場 所 、 人 數 和 擔 任 演 奏 人 員 的 能 力 與 技 術 之 問

題 ， 並 受 限 於 前 述 的 諸 多 因 素 ， 故 而 也 僅 能 以 較 簡 便 的 ｢進 行 式 ｣行

之 。  

佛 教 的 樂 器 在 宗 教 的 儀 式 功 能，總 體 而 言，有 對 諸 佛 尊 聖 的 供

養 和 恭 請 、 作 為 儀 式 法 會 程 序 的 信 號 ， 以 及 調 整 控 制 唱 誦 經 文 時 的

速 度 與 拍 子
1 4 7； 在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舉 行 的 該 儀 式 中 ， 最 重 要 的 應

該 是 用 於 對 諸 佛 尊 聖 的 供 養 和 恭 請 此 種 功 能 ， 一 方 面 恭 請 諸 佛 降 臨

於 此，另 一 方 透 過 唱 誦 相 關 的 經 文 與 法 器（ 樂 器 ）的 操 演 來 供 養〝 佛、

法 、 僧 〞 三 寶 ， 使 他 們 高 興 愉 悅 ， 並 因 此 得 到 保 佑 的 回 饋 。 至 於 作

為 控 制 儀 式 中 的 速 度 功 能 此 點 ， 從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的 器 樂 演 奏 較

難 以 看 出 來 ， 主 要 是 因 為 整 個 儀 式 中 並 沒 有 任 何 一 種 法 器 （ 樂 器 ）

是 持 續 打 擊 於 拍 點 上 ， 而 達 馬 汝 鼓 和 金 剛 鈴 更 僅 是 以 搖 擊 的 方 式 發

聲 。 若 觀 察 岡 波 巴 金 剛 乘 佛 學 會 所 舉 行 的 上 師 薈 供 儀 軌 ， 即 可 發 現

於 部 份 儀 式 中 會 使 用 ｢額 ｣， 並 有 以 固 定 的 節 奏 擊 於 拍 點 之 樂 段 。 個

人 以 為，這 可 能 是 因 為 出 家 僧 的 人 數 較 缺 少，樂 器 操 演 的 技 術 問 題，

                                     
1 4 6  包 • 達 爾 汗 ，《 蒙 古 佛 教 音 樂 文 化 的 多 元 性 》，（ 北 京 ︰ 宗 教 文 化 出 版 社 ， 民

國 91 年 ）， 頁 150。  
1 4 7  岸 邊 成 雄 ，〈 亞 洲 佛 教 音 樂 概 況 〉，《 中 國 音 樂 》， 第 一 期 （ 民 國 81 年 ）， 頁

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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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 在 台 灣 的 各 個 中 心 裡 ， 參 加 上 師 薈 供 儀 式 的 人 數 ， 並 不 像 尼 泊

爾 、 印 度 和 西 藏 等 地 區 人 數 如 此 龐 大 ， 所 以 僅 以 唱 誦 的 旋 律 就 可 達

到 整 體 誦 經 的 所 需 要 的 統 一 性 。  

第 二 節   音 樂 形 態 結 構  

誦 經 音 樂 是 屬 於 一 種 聲 樂 體 裁，其 又 分 有 純 聲 樂 與 聲 樂 加 上 器

樂 ， 因 地 域 性 與 傳 承 不 同 ， 誦 經 音 樂 在 每 個 寺 院 中 心 都 各 具 特 色 ，

無 論 在 音 調 、 樂 曲 結 構 均 有 所 不 同 ， 因 此 與 其 將 注 意 力 關 注 於 一 般

的 特 性 和 規 律 ， 倒 不 如 集 中 針 對 一 個 寺 院 的 誦 經 音 樂 做 較 深 入 的 討

論 ； 本 節 就 以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舉 行 上 師 薈 供 時 所 頌 唱 的 音 樂 作

描 述 與 分 析 ， 在 此 需 要 說 明 的 是 ： 有 關 藏 傳 佛 教 音 樂 研 究 上 的 文 化

學 或 音 樂 學 意 義 上 的 分 析 描 述 方 法 都 還 存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的 摸 索 與 試

探 性 ， 加 上 著 者 對 藏 語 和 藏 文 的 掌 握 尚 未 臻 熟 ， 目 前 能 做 的 只 是 對

音 樂 形 態 的 闡 述 ， 實 為 研 討 此 音 樂 文 化 現 象 的 一 大 缺 憾 ， 期 望 將 來

能 從 別 的 角 度 更 深 入 的 探 討 。  

 

一 、 旋 律 分 析  

藏 傳 佛 教 紀 錄 曲 調 旋 律 與 樂 器 演 奏 技 法 的 書 面 資 料 ， 稱 為 ｢央

義 ｣（ . I % ? ）， 但 是 只 有 較 繁 複 瑣 雜 的 音 樂 形 式 才 有 ｢央 義 ｣， 如 宗 教

樂 舞 ---羌 姆 （ : ( 3 )； 而 有 關 ｢上 師 薈 供 ｣所 唱 的 頌 經 音 調 和 法 器 的 使

用 方 法 並 沒 有 文 書 紀 錄 ， 其 全 賴 上 師 的 口 傳 心 授 ， 以 及 於 集 眾 修 法

時 實 踐 學 習 ， 因 此 ， 此 論 文 中 所 採 用 的 全 部 樂 譜 ， 將 由 著 者 以 聽 譯

的 方 式 來 紀 錄 。  

在 記 譜 方 面，筆 者 雖 然 曾 經 嘗 試 以 ｢央 義 ｣的 形 式 來 呈 現，但 是

｢央 義 ｣無 法 記 錄 曲 調 的 實 際 音 高 和 節 奏 ， 所 以 ， 本 文 仍 以 五 線 譜 表

的 方 式 ， 將 共 二 十 六 首 的 曲 調 ， 依 當 時 唱 誦 的 實 際 音 高 來 採 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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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在 每 個 儀 程 中，經 文 時 常 被 分 成 幾 個 段 落，並 使 用 若 干 個

旋 律 連 接 唱 誦 組 成 ， 而 且 每 一 段 落 僅 使 用 一 個 短 小 的 旋 律 反 覆 演

唱 ， 所 以 只 採 譯 誦 經 音 樂 的 片 段 部 份 來 作 闡 述 。 除 此 ， 因 為 這 些 曲

調 都 沒 有 記 譜 ， 加 上 法 師 們 也 不 知 道 這 些 樂 曲 的 曲 名 ， 故 而 ， 將 依

這 些 旋 律 出 現 的 先 後 順 序 來 自 行 編 號 ， 如 ： 旋 律 -1、 旋 律 -2。  

有 關 這 些 曲 調 的 整 理 分 析，將 分 為 音 域、節 奏 、主 要 音 、樂 曲

形 式 、 詞 與 曲 調 的 關 係 和 儀 程 中 使 用 的 時 機 等 幾 項 來 描 述 。  

音 域 的 部 份 是 將 各 個 曲 調 的 最 低 音 與 最 高 音 列 出，用 以 知 道 各

曲 調 的 音 高 位 置 。 節 奏 則 採 用 西 洋 音 樂 的 拍 式 來 紀 錄 ， 但 因 為 這 些

旋 律 的 節 奏 幾 乎 都 是 隨 經 文 的 格 律 作 變 動 ， 因 此 拍 號 後 面 會 再 加 註

組 成 的 節 拍 的 方 式 。 主 要 音 指 的 是 該 首 旋 律 的 中 心 音 ， 這 些 曲 調 旋

律 多 圍 繞 一 個 主 要 的 音 ， 於 其 上 下 之 音 程 作 變 化 ， 故 根 據 每 首 曲 調

的 節 奏 、 詞 義 、 以 及 該 音 出 現 的 頻 率 次 數 可 以 來 辨 別 出 該 曲 調 的 主

要 音 為 哪 一 個 音 ， 而 從 分 析 過 程 發 現 這 個 主 要 音 大 多 數 剛 好 是 音 域

的 中 心 音 ， 若 不 是 也 可 能 出 現 在 此 音 的 上 或 下 方 二 度 的 音 ， 故 而 ，

分 析 時 可 將 最 高 音 和 最 低 音 之 間 的 中 心 音 作 為 判 斷 的 一 個 參 考 值 ；

如 某 曲 調 的 音 域 是 f－ be1， 主 要 音 為 a 音 ， 但 其 在 樂 段 中 都 沒 有 出

現 ， 則 可 能 以 g 或  b 音 視 為 主 要 音 。 樂 曲 形 式 方 面 ， 雖 然 大 多 數 的

旋 律 是 以 上 下 兩 句 ， 採 連 續 反 覆 的 形 式 為 主 ， 但 是 旋 律 的 小 節 數 並

不 一 定 相 同，所 以 也 分 別 說 明 之。演 唱 的 方 式，依 據《 The New Grove 

Dict 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 1 4 8的 分 類 法 ， 有 朗 誦 調

（ recitat ive）、 讚 美 詩（ psalmody）、 和 詠 唱 式（ chanting）， 西 藏 的 音

樂 家 格 曲 則 提 出 ， 誦 經 音 樂 可 分 為 措 魯 、 羌 姆 央 或 央 、 頓 央 等 三 種

                                     
1 4 8  Pete r ,   Cross ley-Hol land .  T ibe tan  Mus ic .” The New Grove  Dic t iona ry  of   

Mus ic  and  Mus ic ian  Vol .18 .  (London： Edi ted  by  S tan ley  Sadie ,1980 ) ,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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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分 方 式 ， 措 魯 是 指 歌 唱 性 和 旋 律 性 最 強 ， 近 似 歌 曲 的 音 調 ； 羌 姆

央 或 央 的 節 奏 比 較 自 由 ， 音 樂 性 與 措 魯 相 較 下 少 一 點 ； 頓 央 則 是 指

節 奏 感 較 強 ， 音 區 較 窄 ， 具 詩 歌 吟 誦 特 點 的 曲 調 ， 於 此 則 將 以 格 曲

的 分 類 方 法 行 之 。 最 後 ， 因 為 有 幾 首 旋 律 會 重 複 出 現 在 不 同 的 儀 程

中 ， 故 而 將 這 些 曲 調 使 用 的 時 機 一 併 列 出 。 以 下 ， 即 是 於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所 舉 行 上 師 薈 供 法 會 ， 由 翔 空 法 師 擔 任 領 唱 時 所 唱 誦 的 曲

調 之 譯 譜 與 分 析 。  

 

【 譜 例 1】 旋 律 -1   

 

 

 

1.音 域 ：  

2.節 奏 ： 9/4（ 2+2+2+3）  

3.主 要 音 ： bg 音  

4.樂 曲 形 式 ： 使 用 一 個 小 節 的 旋 律 反 覆 唱 誦  

5.演 唱 方 式 ： 羌 姆 央 或 央  

6.儀 程 中 使 用 的 時 機 ： ｢皈 依 ｣  

 

 

【 譜 例 2】 旋 律 -2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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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音 域 ：  

2.節 奏 ： 5/4（ 2+3） → 4/4 

3.主 要 音 ： g 音  

4.樂 曲 形 式 ： A-B-B-B 

5.  演 唱 方 式 ： 羌 姆 央 或 央  

6.儀 程 中 使 用 的 時 機 ： ｢皈 依 ｣  

 

 

【 譜 例 3】 旋 律 -3 

 

 

 

1.音 域 ：  

2.節 奏 ： 8/4(3+2+3)→ 5/4（ 2+3） → 6/4（ 3+3） → 5/4（ 2+3）  

3.主 要 音 ： a 音  

4.樂 曲 形 式 ： 四 小 節 旋 律 反 覆 唱 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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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演 唱 方 式 ： 羌 姆 央 或 央  

6.儀 程 中 使 用 的 時 機 ： ｢皈 依 ｣  

 

【 譜 例 4】 旋 律 -4 

 
 

 

1.音 域 ：  

2.節 奏 ： 6/4(2+2+2)→ 5/4(3+2)→ 6/4(2+2+2)→ 4/4  

3.主 要 音 ： a 音  

4.樂 曲 形 式 ： 變 奏 形 式  

5.  演 唱 方 式 ： 頓 央  

6.儀 程 中 使 用 的 時 機 ： ｢皈 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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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譜 例 5】 旋 律 -5 

 

 

 

1.音 域 ：  

2.節 奏 ： 16/4(4+4+4+4) 

3.主 要 音 ： bb 音  

4.樂 曲 形 式 ： 一 小 節 旋 律 反 覆 唱 誦  

5.  演 唱 方 式 ： 羌 姆 央 或 央  

6.儀 程 中 使 用 的 時 機 ： ｢觀 想 資 糧 田 ｣  

 

 

 

【 譜 例 6】 旋 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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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音 域 ：  

2.節 奏 ： 10/4(4+6) 

3.主 要 音 ： bb 音  

4.樂 曲 形 式 ： 兩 小 節 旋 律 反 覆 唱 誦  

5.  演 唱 方 式 ： 頓 央  

6.儀 程 中 使 用 的 時 機 ： ｢觀 想 資 糧 田 ｣、 ｢禮 敬 ｣、  

｢啟 請 上 師 ｣、 ｢吉 祥 偈 ｣  

 

 

 

 

 

 

【 譜 例 7】 旋 律 -7 

 

 

 

1.音 域 ：  

2.節 奏 ： 9/4(2+2+2+3)→ 11/4(4+2+2+3) 

3.主 要 音 ： c 音  

4.樂 曲 形 式 ： 兩 小 節 反 覆 唱 誦  

5.演 唱 方 式 ： 頓 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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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儀 程 中 使 用 的 時 機 ： ｢供 養 （ ㄧ ） ｣  

 

 

 

【 譜 例 8】 旋 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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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音 域 ：  

2.節 奏 ： 不 規 則  

3.主 要 音 ： ba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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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樂 曲 形 式 ： 同 音 反 覆 唱 誦  

5.演 唱 方 式 ： 頓 央  

6.儀 程 中 使 用 的 時 機 ： ｢獻 曼 達 拉 ｣  

 

 

 

【 譜 例 9】 旋 律 -9 

 

 

 

1.音 域 ：  

2.節 奏 ： 10/4(5+2+3)→ 11/4(5+2+5) 

3.主 要 音 ： bb 音  

4.樂 曲 形 式 ： 兩 小 節 旋 律 反 覆 唱 誦 三 次  

5.  演 唱 方 式 ： 羌 姆 央 或 央  

6.儀 程 中 使 用 的 時 機 ： ｢供 養 （ 二 ） ｣、  

 

 

【 譜 例 10】 旋 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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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音 域 ：  

2.節 奏 ： 9/4(4+5) 

3.主 要 音 ： bb 音  

4.樂 曲 形 式 ： 兩 小 節 旋 律 反 覆 唱 誦  

5.  演 唱 方 式 ： 羌 姆 央 或 央  

6.儀 程 中 使 用 的 時 機 ： ｢供 養 （ 二 ） ｣、  

｢祈 請 成 就 佛 道 次 第 加 持 ｣  

 

 

 

【 譜 例 11】 旋 律 -11 

 

 

 

1.音 域 ：  

2.節 奏 ： 6/4(2+3+2)→ 6/4(3+3) 

3.主 要 音 ： b 音  

4.樂 曲 形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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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演 唱 方 式 ： 羌 姆 央 或 央  

6.儀 程 中 使 用 的 時 機 ： ｢懺 悔 、 隨 喜 、 敦 請 、 啟 請 、 迴 向 ｣、 ｢祈 請 成

就 佛 道 次 第 加 持 ｣  

 

 

 

 

【 譜 例 12】 旋 律 -12 

 

 

1.音 域 ：  

2.節 奏 ： 13/4（ 3+4+3+3）  

3.主 要 音 ： c1 音  

4.樂 曲 形 式 ： 一 小 節 旋 律 反 覆 唱 誦 ， 共 四 次  

5.  演 唱 方 式 ： 羌 姆 央 或 央  

6.儀 程 中 使 用 的 時 機 ： ｢啟 請 上 師 ｣  

 

 

【 譜 例 13】 旋 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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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音 域 ：  

2.節 奏 ： 8/4(2+2+4) 

3.主 要 音 ： b 音  

4.樂 曲 形 式 ： 一 小 節 旋 律 反 覆 唱 誦 ， 共 八 次  

5.  演 唱 方 式 ： 頓 央  

6.儀 程 中 使 用 的 時 機 ： ｢啟 請 上 師 ｣  

 

【 譜 例 14】 旋 律 -14 

 

 

 

1.音 域 ：  

2.節 奏 ： 9/4(4+5) 

3.主 要 音 ： bb 音  

4.樂 曲 形 式 ： 兩 小 節 旋 律 反 覆 唱 誦 ， 共 四 次  

5.  演 唱 方 式 ： 羌 姆 央 或 央  

6.儀 程 中 使 用 的 時 機 ： ｢啟 請 上 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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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譜 例 15】 旋 律 -15 

A                                             B 

 

 

1.音 域 ：  

2.節 奏 ： 4/4→ 3/4  

3.主 要 音 ： bb 音  

4.樂 曲 形 式 ： 第 一 、 二 小 節 （ Ａ ） 連 續 反 覆 唱 誦 ，  

最 後 一 句 結 尾 接 Ｂ  

5.  演 唱 方 式 ： 羌 姆 央 或 央  

6.儀 程 中 使 用 的 時 機 ： ｢薈 供 ｣、 ｢祈 請 空 性 母 誦 ｣ 

 

 

 

【 譜 例 16】 旋 律 -16 

 

 

 

1.音 域 ：  

2.節 奏 ： 9/4(4+5) 

3.主 要 音 ： bb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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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樂 曲 形 式 ： 二 小 節 連 續 反 覆 唱 誦  

5.  演 唱 方 式 ： 羌 姆 央 或 央  

6.儀 程 中 使 用 的 時 機 ： ｢薈 供 ｣  

 

 

 

 

 

【 譜 例 17】 旋 律 -17 

 

 

 

 

 

1.音 域 ：  

2.節 奏 ：（ 1/4） → 9/4→ 3/4→ 9/4→ 8/4 

3.主 要 音 ： c 音  

4.樂 曲 形 式 ： 以 一 個 小 節 的 旋 律 作 節 奏 變 化 ， 並 反 覆 唱 誦  

5.  演 唱 方 式 ： 羌 姆 央 或 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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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儀 程 中 使 用 的 時 機 ： ｢薈 供 ｣、 ｢祈 請 空 性 母 誦 ｣  

 

 

 

 

 

 

 

【 譜 例 18】 旋 律 -18 

 

 

 

1.音 域 ：  

2.節 奏 ：（ 1/4） → 5/4→ 3/4→ 5/4→ 6 /4 

3.主 要 音 ： bb 音  

4.樂 曲 形 式 ： 用 第 一 至 第 二 小 節 的 旋 律 作 變 化  

5.  演 唱 方 式 ： 羌 姆 央 或 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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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儀 程 中 使 用 的 時 機 ： ｢薈 供 ｣ 

 

 

 

 

 

 

 

【 譜 例 19】 旋 律 -19 

 

 

 

1.音 域 ：  

 

2.節 奏 ： 8/4（ 3+2+3） → 7 /4(2+2+3) 

3.主 要 音 ： c1 音  

4.樂 曲 形 式 ： 兩 個 小 節 旋 律 反 覆 唱 誦  

5.  演 唱 方 式 ： 羌 姆 央 或 央  

6.儀 程 中 使 用 的 時 機 ： ｢薈 供 ｣  

 

 

【 譜 例 20】 旋 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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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音 域 ：  

2.節 奏 ： 11/4(2+2.5+2.5+4) 

3.主 要 音 ： c1 音  

4.樂 曲 形 式 ： 兩 句 經 文 用 一 小 節 旋 律 反 覆 唱 誦  

5.  演 唱 方 式 ： 羌 姆 央 或 央  

6.儀 程 中 使 用 的 時 機 ： ｢祈 請 空 性 母 誦 ｣  

 

 

【 譜 例 21】 旋 律 -21 

 

 

 

1.音 域 ：  

2.節 奏 ： 4/4 

3.主 要 音 ： c1 音  

4.樂 曲 形 式 ： 兩 句 經 文 用 二 個 小 節 的 旋 律 反 覆 唱 誦  

5.  演 唱 方 式 ： 羌 姆 央 或 央  

6.儀 程 中 使 用 的 時 機 ： ｢祈 請 空 性 母 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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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譜 例 22】 旋 律 -22 

 

 

 

 

1.音 域 ：  

2.節 奏 ： 5/4(2+3) 

3.主 要 音 ： bb 音  

4.樂 曲 形 式 ： 兩 句 經 文 用 二 個 小 節 的 旋 律 反 覆 唱 誦  

5.  演 唱 方 式 ： 羌 姆 央 或 央  

6.儀 程 中 使 用 的 時 機 ： ｢資 良 田 融 入 ｣、 ｢迴 向 ｣  

 

 

 

【 譜 例 23】 旋 律 -23 

 

 

 

1.音 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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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節 奏 ： 5/4(2+3) 

3.主 要 音 ： bb 音  

4.樂 曲 形 式 ： 兩 句 經 文 用 二 個 小 節 的 旋 律 反 覆 唱 誦  

5.演 唱 方 式 ： 頓 央  

6.儀 程 中 使 用 的 時 機 ： ｢達 賴 喇 嘛 長 壽 祈 請 文 ｣  

 

 

 

【 譜 例 24】 旋 律 -24 

 

 

 

1.音 域 ：  

2.節 奏 ： 5/4(2+3) 

3.主 要 音 ： bb 音  

4.樂 曲 形 式 ： 兩 句 經 文 用 二 個 小 節 的 旋 律 反 覆 唱 誦  

5.  演 唱 方 式 ： 羌 姆 央 或 央  

6.儀 程 中 使 用 的 時 機 ： ｢梭 巴 仁 波 切 長 壽 祈 請 文 ｣  

 

 

 

【 譜 例 25】 旋 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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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音 域 ：  

2.節 奏 ： 5/4(2+3) 

3.主 要 音 ： a 音  

4.樂 曲 形 式 ： 兩 句 經 文 用 二 個 小 節 的 旋 律 反 覆 唱 誦  

5.  演 唱 方 式 ： 羌 姆 央 或 央  

6.儀 程 中 使 用 的 時 機 ： ｢宇 色 仁 波 切 長 壽 祈 請 文 ｣、  

｢袞 卻 格 西 早 日 轉 世 祈 請 文 ｣  

 

 

 

【 譜 例 26】 旋 律 -26 

 

 

 

1.音 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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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節 奏 ： 5/4(2+3) 

3.主 要 音 ： a 音  

4.樂 曲 形 式 ： 兩 句 經 文 用 二 個 小 節 的 旋 律 反 覆 唱 誦  

5.  演 唱 方 式 ： 羌 姆 央 或 央  

6.儀 程 中 使 用 的 時 機 ： ｢附 頌 ---無 緣 悲 心 頌 ｣  

 

 

 

 

二 、 音 樂 特 點  

透 過 上 一 節 的 具 體 分 析 ， 我 們 可 以 歸 納 整 理 出 來 ， 在 此 中 心 所 舉 行

的 ｢上 師 薈 供 ｣儀 式 中 具 有 幾 個 特 點 ， 而 為 了 便 於 說 明 將 上 述 所 作 的

分 析 表 格 化 ， 茲 如 下 ：  

 

【 表 6】 旋 律 -1-至 旋 律 -26 的 分 析 整 理 之 一 覽 表  

項 目  

旋 律  

速 度  

 

音 域  音 程  拍 式  

( 為 一 拍 )

節 奏 型 態  

旋 律 -1 42-5

0 

bg →  

be1  

大 2 度  

完 全 4 度  

完 全 5 度  

9  

旋 律 -2 42-5

0 

f →  

c1  

大 2 度  

大 3 度  

完 全 4 度  

5+4 

 

旋 律 -3 42-5 g →  大 2 度  8+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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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d
1  大 3 度  

完 全 1 度  

完 全 4 度  

 

旋 律 -4 54-6

0 

a →  

b  

大 2 度  

完 全 1 度  

6 

 

旋 律 -5 40-4

4 

bg →  

be1  

大 2 度  

大 3 度  

完 全 1 度  

8  

 

旋 律 -6 54-6

0 

ba →  

be1  

大 2 度  

大 3 度  

小 3 度  

完 全 1 度  

10 

 

旋 律 -7 58 ba →  

be1  

大 2 度  

小 3 度  

完 全 1 度  

9+11 

 

旋 律 -8 60-6

9 

f 

→ bb  

大 2 度  

小 3 度  

完 全 1 度  

不 規 則  

 

旋 律 -9 40-4

4 

be 

→ be1  

大 2 度  

大 3 度  

完 全 4 度  

10+11   

 

旋 律

-10 

112-1

44 

bg 

→
bd1  

大 2 度  

大 3 度  

完 全 1 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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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 律

-11 

40-4

4 

 g→ g1 大 2 度  

大 3 度  

小 3 度  

完 全 1 度  

完 全 4 度  

6 

 

  

 

旋 律

-12 

 

42-4

6 

 

bg→ f1  

大 2 度  

小 3 度  

完 全 1 度  

13 

 

 

旋 律

-13 

44-5

0 

 

ba→ be

1  

大 2 度  

小 3 度  

完 全 1 度  

8  

旋 律

-14 

  g→ be 大 2 度  

大 3 度  

10+9 

 

旋 律

-15 

50-6

0 

 

f→ be1  

大 2 度  

小 3 度  

減 4 度  

完 全 1 度  

4 

 

旋 律

-16 

40-4

4 

 

ba→ be

1  

大 2 度  

小 3 度  

完 全 1 度  

完 全 4 度  

9 

 

旋 律

-17 

58  

ba→ be

1  

小 2 度  

大 2 度  

小 3 度  

(1)+9+3+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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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全 1 度  

旋 律

-18 

72  

f→ be1  

大 2 度  

小 3 度  

減 4 度  

完 全 1 度  

(1)+5+5+5

+3+5+6  

旋 律

-19 

40-4

4 

 g→ f1 大 2 度  

小 3 度  

完 全 1 度  

完 全 4 度  

8+7 

 

旋 律

-20 

40-4

4 

 

ba→ e1

大 2 度  

大 3 度  

完 全 1 度  

11 

 

 

旋 律

-21 

52-6

0 

 

ba→ be

1  

大 2 度  

小 3 度  

大 3 度  

完 全 1 度  

完 全 4 度  

4   

旋 律

-22 

44-4

8 

 

f→ be1  

大 2 度  

小 3 度  

減 4 度  

完 全 1 度  

5 

 

 

旋 律

-23 

80  

ba→ c1

大 2 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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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 律

-24 

52  

f→ bd1  

大 2 度  

小 3 度  

完 全 1 度  

完 全 4 度  

5 

 

 

 

旋 律

-25 

52  

#f→ e1  

大 2 度  

大 3 度  

小 3 度  

完 全 1 度  

完 全 4 度  

5   

 

旋 律

-26 

72  

a→
bg1  

大 2 度  

小 3 度  

完 全 1 度  

完 全 4 度  

5 

 

 

就 以 上 的 分 析 表 中 ，我 們 從 音 域 、節 奏 、音 程 幾 項 角 度 來 看 ，

大 略 可 以 知 道 在 這 些 使 用 的 誦 經 音 樂 中 共 同 存 有 幾 項 特 點 ：  

 

1、  音 域 狹 窄  

若 從 這 些 旋 律 的 總 體 音 域 來 看 ， 其 音 域 最 高 的 音 是 小 字 一 組

g1 音，最 低 為 小 字 組 的 be 音，但 平 均 而 言 是 最 常 使 用 的 音 域 仍 集 中

在 最 小 字 組 ba 音 至 小 字 一 組 be1 音 之 間 1 4 9， 這 主 要 是 因 為 佛 經 的 唱

                                     
1 4 9        總 體 音 域                        最 常 使 用 的 音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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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 是 集 體 性 的 活 動 ， 為 了 適 應 眾 人 的 唱 誦 ， 其 音 域 則 必 須 被 限 定 在

大 眾 的 標 準 值 之 內 ， 不 能 太 高 也 不 能 太 低 ， 而 a－ be1 的 音 高 大 約 是

一 般 人 說 話 的 音 高 ， 所 以 就 成 為 這 些 誦 經 音 樂 中 最 常 被 使 用 的 音 域

了 ； 不 過 從 幾 次 的 田 野 調 查 經 驗 中 發 現 ， 其 實 這 些 旋 律 的 音 高 和 音

域 ， 並 非 絕 對 音 高 ， 它 所 強 調 的 主 要 是 音 與 音 之 間 的 相 對 關 係 ， 所

以 音 域 上 的 設 定 往 往 取 決 當 時 維 那 （ 翁 則 ） 所 舉 腔 唱 誦 的 第 一 個 起

音 之 高 度 ； 但 嚴 格 上 來 說 ， 總 體 的 音 域 都 不 會 高 於 或 低 於 這 個 標 準

太 多 （ 約 在 一 個 全 音 左 右 ）。  

 

2、  音 程 級 數 較 小  

從 【 表 6】 中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旋 律 -1 至 旋 律 -26 所 使 用 音 程 級 數

主 要 集 中 在 完 全 一 度 、 大 小 二 、 大 小 三 度 、 完 全 四 度 ， 以 及 極 少 出

現 的 減 四 度 和 完 全 五 度 等 幾 個 音 程 ； 其 中 使 用 最 頻 率 最 多 的 是 大 二

度 和 大 三 度 ， 最 少 出 現 的 音 程 是 完 全 五 度 和 減 四 度 ， 尤 其 是 完 全 五

度 音 程 ， 只 有 在 旋 律 -1 的 譜 例 中 才 有 被 運 用 ； 根 據 對 這 些 譜 例 的 分

析 可 以 發 現 ， 這 些 誦 經 音 樂 多 是 以 一 個 音 作 為 中 心 音 ， 並 以 此 音 為

基 準，在 其 上 下 二 度 至 三 度 之 間 作 起 伏 變 化；以 譜 例 之 旋 律 -4 為 例，

整 首 曲 調 以 小 字 組 a 音 為 基 準 音 ， 整 首 的 旋 律 則 皆 在 a 音 的 上 二 度

（ b 音 ）與 下 二 度（ g 音 ）之 間 作 變 化。總 言 之，音 程 級 數 比 較 窄 的

二 度 和 三 度 是 構 成 這 些 誦 經 音 樂 的 基 本 音 程 ， 而 從 此 點 也 得 以 說

明 ： 這 些 藏 傳 佛 教 的 誦 經 音 樂 ， 其 音 高 變 化 的 幅 度 較 小 ， 所 以 旋 律

性 也 相 對 地 較 低 。  

 

3、  無 音 階 調 式  

從 上 述，我 們 可 以 了 解 到 這 些 聲 樂 形 式 的 誦 經 音 樂，其 音 域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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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份 都 不 足 一 個 八 度 ， 加 上 每 一 首 曲 調 普 遍 都 只 包 含 二 度 和 三 度 的

音 程 ， 四 度 （ 含 ） 以 上 的 音 程 級 數 很 少 出 現 ， 所 以 想 要 從 這 些 旋 律

中 找 出 主 音 與 強 調 音 來 建 構 其 音 階 調 式 是 很 困 難 ， 也 因 此 很 難 用 一

般 的 調 式 概 念 來 解 釋 分 析 這 些 誦 經 調 的 調 高 ， 我 們 僅 能 藉 由 這 些 曲

調 的 主 要 音 來 確 定 整 首 樂 曲 的 音 高 位 置 ， 以 及 總 體 的 音 域 ， 所 以 這

裡 所 提 及 的 〝 調 〞 只 是 曲 調 而 非 音 階 調 式 1 5 0。 除 此 ， 從 這 些 曲 調 中

雖 然 亦 發 現 ， 每 一 首 曲 調 的 結 束 音 幾 乎 都 落 在 最 低 的 音 高 上 面 ， 只

有 旋 律 -8 與 旋 律 -15 例 外 ， 但 針 對 此 現 象 ， 或 許 可 以 解 釋 是 因 為 這

些 曲 調 唱 誦 至 尾 聲 時 ， 經 常 有 漸 慢 或 下 滑 音 的 情 況 ， 而 最 低 的 音 亦

較 具 有 結 束 感 ， 所 以 旋 律 幾 乎 都 以 最 低 音 作 為 最 後 一 個 音 ， 其 並 無

法 視 為 真 正 判 斷 調 式 的 成 因 。  

關 於 每 首 一 曲 調 之 間 的 調 高 轉 換，則 可 以 藉 由 各 個 曲 調 的 主 要

音 高 來 判 斷 ， 其 普 遍 是 在 大 小 二 度 音 程 級 數 之 間 作 轉 變 （ 見 【 表

7】），又 因 為 這 些 曲 調 的 調 高 往 往 決 定 於 曲 調 的 起 音 音 高，致 使 這 些

轉 換 過 程 可 能 存 有 即 興 的 成 份 。 雖 說 如 此 ， 但 是 唱 誦 這 些 誦 經 音 樂

時 必 須 考 量 到 集 體 性 的 問 題 ， 以 及 習 慣 用 法 的 理 由 ， 因 此 ， 每 一 次

舉 行 ｢上 師 薈 供 ｣時 所 唱 誦 的 這 些 曲 調 之 調 高 轉 換，仍 會 以 近 距 離（ 二

度 音 程 ） 為 主 要 的 轉 換 形 式 ， 其 並 不 會 差 異 太 多 。 總 括 之 ， 這 些 誦

經 音 樂 的 曲 調 ， 由 於 總 體 的 音 域 狹 窄 ， 音 程 級 數 較 小 ， 難 以 產 生 一

般 的 音 階 調 式，更 因 此 限 定 了 調 高 轉 換 的 廣 度，而 只 能 作 近 距 離（ 級

進 ） 的 轉 換 ， 深 究 其 因 ， 可 能 是 為 了 適 應 集 體 唱 誦 的 理 由 所 致 ， 而

這 些 也 顯 示 出 誦 經 音 樂 較 民 間 音 樂 缺 乏 旋 律 起 伏 的 特 點 。  

【 表 7】 旋 律 -1 至 旋 律 -26 的 主 要 音 之 一 覽 表  

                                     
1 5 0 包 • 達 爾 汗 ，《 蒙 古 佛 教 音 樂 文 化 的 多 元 性 》，（ 北 京 ︰ 宗 教 文 化 出 版 社 ， 民

國 91 年 ）， 頁 68-72。  



 114

旋 律  

編 號  

旋 律

-1 

旋 律

-2 

旋 律

-3 

旋 律

-4 

旋 律

-5 

旋 律

-6 

旋 律

-7 

旋 律

-8 

旋 律

-9 

主 要

音  
bg g a a bb bb c ba bb 

旋 律  

編 號  

旋 律

-10 

旋 律

-11 

旋 律

-12 

旋 律

-13 

旋 律

-14 

旋 律

-15 

旋 律

-16 

旋 律

-17 

旋 律

-18 

主 要

音  
bb b b b bb bb bb c bb 

旋 律  

編 號  

旋 律

-19 

旋 律

-20 

旋 律

-21 

旋 律

-22 

旋 律

-23 

旋 律

-24 

旋 律

-25 

旋 律

-26 
 

主 要

音  
c1  c1  c1  bb bb bb a a  

 

4、  演 唱 速 度 緩 慢 ， 使 用 的 拍 子 結 構 較 簡 單  

藉 由 觀 察 【 表 6】 的 整 理 資 料 來 看 ， 這 些 曲 調 的 速 度 皆 以 緩 慢

的 速 度 為 主，以 四 分 音 符 為 一 拍 來 計 算，主 要 的 速 度 是 介 於 40〜 60

之 間，有 幾 首 曲 調 的 速 度 甚 至 低 於 40，而 其 中 只 有【 譜 例 10】旋 律

-10 是 以 行 板（ 100）的 速 度 來 演 唱 。 這 些 以 慢 速 演 唱 誦 經 音 樂 的

一 個 特 點 ， 另 一 個 原 因 也 是 因 為 這 些 曲 調 是 被 使 用 於 密 宗 的 儀 軌 之

中 ， 自 始 至 終 都 是 結 合 在 一 種 超 越 時 空 的 幻 想 中 進 行 ， 所 以 藉 由 慢

速 的 唱 誦 相 關 經 文 ， 持 誦 者 才 可 使 這 種 內 在 連 繫 的 觀 想 和 修 行 的 過

程 ， 得 到 較 完 善 的 進 行 與 實 踐 1 5 1。  

由 於 佛 經 的 唱 誦 並 非 個 人 單 獨 的 行 為，而 是 多 數 人 共 同 舉 行 的

                                     
1 5 1  圖 奇 （ Giuseppe• Tucc i），《 西 藏 的 宗 教 （ The Re l ig ion  o f  T ibe t）》， 劉 瑩 ， 楊

帆 譯 ，（ 台 北 ︰ 桂 冠 ， 民 國 86 年 ）， 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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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會 活 動 ， 所 以 為 了 保 持 眾 人 唱 誦 的 節 奏 統 一 整 齊 ， 就 必 須 使 用 一

個 較 簡 易 的 標 準 加 以 限 定 ， 否 則 難 以 得 到 整 體 有 序 不 亂 ， 所 以 均 分

的 律 動 就 是 最 好 的 統 一 準 則 ， 故 從 【 表 6】 或 譜 例 中 都 可 以 看 出 這

些 誦 經 音 樂 所 使 用 的 節 奏 以 四 分 音 符 、 八 分 音 符 為 多 ， 而 十 六 分 音

符 或 連 音 出 現 時 則 常 使 用 滑 音 的 方 式 演 唱 。  

 

5、  節 拍 多 為 奇 數  

這 些 樂 段 經 分 析 後 發 現，其 每 個 小 節 的 拍 數 多 以 奇 數，或 由 幾

個 不 同 的 拍 式 組 成 ， 這 主 要 與 經 文 的 句 段 結 構 和 格 律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從 對 譜 例 的 觀 察 發 現 ， 這 些 旋 律 與 歌 詞 之 間 都 是 以 音 節 式

（ syllabic）的 方 式 組 成 ， 而 且 不 論 藏 文 或 中 文 的 經 文 ， 大 多 數 又 以

奇 數 字 數 為 一 句 ， 所 以 這 種 詩 歌 格 律 的 特 點 也 就 直 接 致 使 音 樂 的 節

拍 多 以 奇 數 為 主 的 特 徵 。 如 【 譜 例 10】 旋 律 -10， 因 其 對 應 的 經 文

為 九 個 字 為 一 句，為 保 持 佛 經 文 的 念 誦 性，亦 以 九 拍（ 奇 數 ）使 之 。 

而 由 兩 個 以 上 或 不 規 則 的 拍 式 所 構 成 的 曲 調，則 與 經 文 的 長 短

字 數 有 關 係 ， 尤 其 是 以 藏 語 發 音 的 經 文 句 段 ， 其 是 因 為 藏 文 是 由 多

個 音 節 構 成 一 個 字 ， 而 且 經 文 的 字 句 本 來 就 長 短 不 一 ， 因 此 句 法 無

法 像 中 文 翻 譯 的 經 文 一 樣 工 整 ， 故 而 ， 與 之 相 對 應 的 旋 律 節 拍 也 就

會 隨 著 作 改 變 。 最 明 顯 的 例 子 ， 從 【 譜 例 17】 旋 律 -17 可 以 察 看 出

來 ， 拍 子 的 結 構 完 全 是 依 照 經 文 的 字 數 作 改 變 ， 所 以 在 此 譜 例 中 也

就 沒 有 持 續 使 用 某 一 固 定 的 拍 式 符 號 。   

 

6、  演 唱 方 式  

這 些 曲 調 在 開 始 唱 誦 時，由 維 那（ 翁 則 ）先 舉 腔，其 他 人 再 跟

誦 之 ； 從 【 表 8】 的 分 析 整 理 中 可 知 道 ， 這 些 誦 經 音 樂 的 誦 唱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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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半 是 採 用 羌 姆 央 或 央 ， 只 有 旋 律 -4、 旋 律 -6、 旋 律 -7、 旋 律 -8、 旋

律 -13、旋 律 -23 是 用 頓 央 的 方 式 唱 誦，至 於 措 魯 在 此 處 並 沒 有 出 現，

這 可 能 是 因 為 上 師 薈 供 為 一 種 比 較 簡 易 、 具 集 體 性 的 法 會 ， 並 且 在

台 灣 地 區 參 與 者 除 了 出 家 僧 ， 還 有 一 般 信 眾 ， 若 以 措 魯 的 形 式 來 唱

誦 ， 不 論 在 節 奏 或 音 調 上 都 較 難 以 掌 握 ， 也 不 易 達 到 整 齊 體 一 的 效

果 ； 另 外 ， 可 能 因 為 格 魯 派 特 別 注 重 教 法 ， 主 張 先 顯 後 密 ， 因 此 法

師 們 都 著 重 顯 宗 的 學 習 範 疇 ， 對 於 唱 誦 的 方 法 較 無 涉 獵 。  

【 表 8】 旋 律 -1 至 旋 律 -26 的 演 唱 方 法 之 一 覽 表  

旋

律  

編

號  

旋  

律  

-1 

旋  

律  

-2 

旋  

律  

-3 

旋  

律  

-4 

旋  

律  

-5 

旋  

律  

-6 

旋  

律  

-7 

旋  

律  

-8 

旋  

律  

-9 

演

唱  

方

法  

羌
姆
央
或
央 

羌
姆
央
或
央 

羌
姆
央
或
央 

頓
央 

羌
姆
央
或
央 

頓
央 

頓
央 

頓
央 

羌
姆
央
或
央 

旋

律  

編

號  

旋  

律

-10 

旋  

律

-11 

旋  

律

-12 

旋  

律

-13 

旋  

律

-14 

旋  

律

-15 

旋  

律

-16 

旋  

律

-17 

旋  

律

-18 

演

唱  

方

法  

羌
姆
央
或
央 

羌
姆
央
或
央 

羌
姆
央
或
央 

頓
央 

羌
姆
央
或
央 

羌
姆
央
或
央 

羌
姆
央
或
央 

羌
姆
央
或
央 

羌
姆
央
或
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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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

律  

編

號  

旋  

律

-19 

旋  

律

-20 

旋  

律

-21 

旋  

律

-22 

旋  

律

-23 

旋  

律

-24 

旋  

律

-25 

旋  

律

-26 

 

演

唱  

方

法  

羌
姆
央
或
央 

羌
姆
央
或
央 

羌
姆
央
或
央 

羌
姆
央
或
央 

頓
央 

羌
姆
央
或
央 

羌
姆
央
或
央 

羌
姆
央
或
央 

 

 

至 於 發 音 方 式 ， 則 全 部 以 喉 音 發 聲 直 接 唱 誦 ， 而 格 魯 派 特 有

的 歐 蓋 ， 在 此 則 無 從 發 現 ， 因 為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的 法 師 並 不 會 此

種 唱 法 ， 根 據 耶 喜 喇 嘛 口 述 ， 這 種 歐 蓋 （ 下 顎 ） 唱 法 是 必 須 特 別 經

訓 練 才 得 以 學 會 ， 而 此 中 心 就 如 前 述 所 言 ， 法 師 們 的 學 習 方 法 都 是

口 傳 心 授 ， 或 將 上 師 所 教 的 誦 經 音 樂 經 錄 音 後 學 習 ， 所 以 他 們 也 僅

對 旋 律 有 較 明 確 的 掌 握 ； 關 於 演 唱 的 方 法 ， 由 於 法 師 們 並 沒 有 真 正

受 過 唱 誦 方 法 的 訓 練 ， 皆 只 能 以 真 聲 唱 誦 ， 所 以 在 此 中 心 聽 到 的 音

響 也 就 不 似 在 西 藏 地 區 的 寺 院 一 般 低 沈 渾 厚 。  

以 上 所 述 ， 即 是 經 分 析 之 後 所 發 現 的 音 樂 特 點 ； 另 須 一 提 的

是 ， 這 些 誦 經 音 樂 的 旋 律 於 於 上 師 薈 供 儀 式 中 大 多 數 都 只 有 出 現 過

一 次，即 專 為 某 段 經 文 所 用，因 此，只 有 旋 律 -1、旋 律 -6、旋 律 -10、

旋 律 -11、旋 律 -15、旋 律 -17 有 重 複 使 用 的 情 況，尤 其 是 旋 律 -6 更 是

被 採 用 四 次 之 多 ； 經 整 理 後 發 現 ， 使 用 旋 律 -6 來 唱 頌 的 經 文 皆 是 由

九 個 字 構 成 一 句 的 記 誦 ， 所 以 個 人 測 臆 ， 旋 律 -6 之 所 以 會 比 較 頻 繁

的 被 採 用 ， 可 能 都 是 經 文 的 格 律 因 素 所 促 使 。 為 了 更 清 楚 這 些 誦 經

音 樂 的 曲 調 之 唱 誦 順 序 ， 以 下 ， 將 配 合 儀 式 過 程 把 每 一 首 旋 律 的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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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順 序 透 過 表 格 呈 示 之 （ 見 【 表 9】）。  

 

 

 

【 表 9】 ｢上 師 薈 供 ｣儀 程 與 旋 律 的 配 合 使 用 之 一 覽 表  

 

 儀 程 內 容  旋 律 的 使 用 順 序  

前 行 一  灑 淨   

前 行 二  供 養 、 端 嚴 陳 設   

前 行 三  觀 想 皈 依 境   

 皈 依  旋 律 -1 旋 律 -2 旋 律 -3 

旋 律 -4 旋 律 -1 

前 行 四  觀 想 資 糧 田  旋 律 -5 旋 律 -6  

前 行 五  ○1 禮 敬  旋 律 -6  

 ○2 供 養  旋 律 -7  

 獻 曼 荼 羅  旋 律 -8 

 供 養  旋 律 -9 旋 律 -10  

 ｢菩 薩 戒 ｣及  念 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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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乘 戒 ｣ 

 ○3 懺 悔 、 ○4 隨 喜 、 ○5 敦

請 、 ○6 啟 請 、 ○7 迴 向  

旋 律 -11  

正 行  啟 請 上 師  

 

旋 律 -6 旋 律 -12 旋 律 -13 

旋 律 -14  

 薈 供  旋 律 -15 旋 律 -16 旋 律 -17

旋 律 -18 旋 律 -19  

 啟 請 空 性 母  旋 律 -15 旋 律 -17  

 啟 請 成 就 佛 道 次 第 加 持  旋 律 -10 旋 律 -11 旋 律 -20

旋 律 -21  

 資 糧 田 融 入  旋 律 -22  

結 行  迴 向  旋 律 -22  

 吉 祥 偈  旋 律 -6  

 長 壽 啟 請 文  旋 律 -23 旋 律 -24 旋 律 -25  

 菩 提 道 次 第 願 文  念 誦  

 附 頌  旋 律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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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旋律-1 雖然是用於皈依的經文中的第一與第二個記

誦，但是因為唱誦的順序的因素，所以於此段經文中

會在首尾的部份各使用一次。  

 

 

 

三 、 歌 詞 與 曲 調 的 關 係    

誦 經 音 樂 的 節 奏 律 動 與 拍 式 直 接 都 受 限 於 經 典 的 句 節 格 律，所

以 關 於 誦 經 音 樂 方 面 的 研 究 ， 對 經 文 的 瞭 解 尤 顯 重 要 ， 也 因 此 特 別

另 立 一 節 予 以 討 論 。  

從 觀 察【 譜 例 1】至【 譜 例 26】的 歌 詞 中 每 一 個 單 字 與 各 個 曲

調 的 配 合 方 式 可 得 知 ， 這 些 誦 經 音 樂 是 以 每 一 個 字 配 唱 一 音 的 形 式

為 多 ， 即 ｢一 字 一 音 ｣的 對 應 關 係 ， 而 這 種 曲 詞 結 構 的 曲 調 也 都 以 羌

姆 央 或 央 、 頓 央 兩 種 風 格 來 演 唱 ； 另 外 ， 藉 由 藏 語 詩 詞 格 律 的 長 短

音 節 ， 和 中 文 文 字 的 意 譯 也 可 窺 探 出 歌 詞 與 曲 調 之 間 所 存 在 的 相 對

關 係 ， 並 由 此 判 斷 每 個 小 節 中 的 節 奏 之 組 織 模 式 。  

據 圖 敦 舉 昧 格 西 之 口 述，這 些 使 用 於 儀 式 中 的 誦 經 音 調，皆 由

該 支 派 的 高 僧 大 德 所 作 ， 加 上 嚴 守 遵 照 上 師 教 導 和 傳 承 的 原 則 ， 其

旋 律 內 容 是 不 可 隨 意 更 動 改 變 ， 因 此 ， 這 些 曲 調 就 被 直 接 移 用 於 國

語 發 音 的 誦 經 音 樂 中 ； 然 而 ， 國 語 文 字 和 藏 文 的 語 法 不 同 ， 為 了 適

應 這 些 原 有 的 旋 律 律 動 ， 意 譯 後 的 國 語 歌 詞 通 常 是 配 合 誦 經 音 樂 的

律 動 而 作 ， 關 於 此 點 ， 可 以 將 國 語 唱 誦 的 經 文 與 樂 譜 對 照 之 後 ， 即

可 發 現 詞 句 意 義 上 的 段 落 往 往 也 就 是 拍 子 組 成 的 段 落 。 現 以 兩 段 誦

經 音 樂 為 案 例 （ 見 【 譜 例 27】 和 【 譜 例 28】） 來 作 一 具 體 的 說 明 。  

【 譜 例 27】 儀 程 ｢禮 敬 ｣的 佛 經 之 第 一 段 詞 句 （ 記 誦 18）， 配 合 旋 律

-6︰  



 121

 

從 上 譜 例 中 可 見 每 句 經 文 依 照 字 義，可 將 節 奏 劃 分 為 4+5 為 一

個 小 節 ， 即  ＿  ＿  ＿  ＿ 、 ＿  ＿  ＿  ＿  ＿ 的 形 式 ， 而 且 旋 律 的 音

型 ， 也 與 經 文 詞 義 上 的 字 數 相 對 應 ； 另 外 ， 從 每 個 小 節 的 第 一 拍 和

第 五 拍 加 上 重 音（ 誰、剎、大、勝、上、大、金、足 ）的 唱 誦 方 式 ，

也 可 辨 別 出 這 些 段 落 的 劃 分 點 ； 至 於 唱 誦 時 換 氣 呼 吸 的 地 方 ， 剛 好

都 是 整 句 佛 經 停 頓 的 地 方 相 互 配 合 ， 故 而 可 將 其 作 為 曲 調 的 樂 句 段

落 與 判 斷 拍 式 的 參 考 依 據 。  

【 譜 例 28】 儀 程 ｢啟 請 上 師 ｣的 佛 經 之 第 三 段 詞 句 （ 記 誦 53）， 配 合

旋 律 -13︰  

 

 

從 此 例 中 亦 可 看 出，其 旋 律 結 構 共 八 拍，採 用 2+2+4 的 形 式 ，

而 與 之 相 對 應 的 國 語 佛 精 譯 文 ， 雖 然 總 共 有 十 五 個 字 數 ， 但 是 從 其

字 義 上 的 劃 分 為 ＿  ＿  ＿  ＿、＿  ＿  ＿  ＿、＿  ＿  ＿  ＿  ＿  ＿  ＿  

＿ 的 形 式 可 以 判 斷 ， 這 些 譯 文 的 撰 寫 應 該 是 依 照 此 旋 律 的 律 動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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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 除 此 ， 從 重 音 的 音 符 位 置 與 詞 句 字 義 的 配 合 ， 也 不 難 看 出 曲 調

與 音 樂 之 間 的 相 對 關 係 。  

最 後 須 說 明 一 點 ， 有 關 藏 語 發 音 的 誦 經 音 樂 ， 因 為 受 個 人 的 語 言 能

力 所 限 ， 於 此 先 暫 省 略 不 談 ， 而 僅 以 國 語 譯 文 的 部 份 來 討 論 ， 其 更

深 入 的 觀 察 則 有 待 今 後 的 研 究 工 作 。  

第五章 

結論 

 

透 過 以 上 章 節 探 討 ， 藏 傳 佛 教 是 後 來 傳 入 西 藏 地 區 的 外 來 宗

教，其 宗 教 音 樂 據 史 書 中 記 載，從 西 元 前 五、六 百 年 苯 教 產 生 之 初 ，

已 出 現 於 巫 術 活 動 之 中 ； 前 宏 時 期 ， 則 隨 著 佛 教 由 印 度 、 尼 泊 爾 傳

入 後 開 始 出 現 像 單 面 大 鼓 、 圓 鼓 等 樂 器 ， 並 且 通 過 佛 經 翻 譯 ， 印 度

的 音 樂 理 論 也 傳 入 西 藏 ； 此 外 ， 為 了 集 體 誦 經 的 需 要 還 產 生 各 種 不

同 的 誦 經 音 調 ， 但 是 ， 因 為 當 時 苯 教 的 勢 力 仍 強 大 ， 許 多 旋 律 性 的

樂 器 並 沒 有 被 吸 收 ， 而 印 度 音 樂 理 論 也 因 為 語 言 修 辭 不 同 ， 故 而 未

獲 普 及 流 傳 。  

當 藏 傳 佛 教 發 展 至 後 宏 期 時 ， 因 已 確 立 其 在 西 藏 地 區 的 地 位 ，

所 以 佛 教 開 始 迅 速 地 發 展 ， 藏 傳 佛 教 音 樂 也 雖 之 興 盛 繁 榮 ； 此 時 的

藏 傳 佛 教 不 僅 由 上 流 社 會 朝 向 民 間 發 展 ， 並 形 成 眾 多 的 教 派 ， 各 地

的 寺 院 和 僧 侶 快 速 增 加 ， 而 且 將 當 地 的 音 樂 特 點 融 入 誦 經 音 樂 中 ，

使 誦 經 音 樂 更 多 樣 化 ， 也 形 成 各 具 地 方 風 格 的 音 樂 曲 調 。 故 而 ， 在

探 討 台 灣 的 藏 傳 佛 教 之 儀 式 音 樂 時 ， 亦 應 將 各 個 中 心 的 傳 承 納 入 考

量 因 素 。  

於 本 文 的 研 究 對 象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所 舉 行 ｢上 師 薈 供 ｣的

儀 式 和 誦 經 音 樂，皆 來 自 印 度 的 科 槃 寺，從 田 調 工 作 之 訪 談、錄 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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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調 資 料 與 其 分 析 ， 可 歸 納 出 幾 個 結 論 ：  

 

1.這 些 誦 經 音 樂 的 曲 調 在 藝 術 表 現 上 是 較 單 調 的 ， 相 同 的 旋 律

不 斷 重 複 地 唱 誦 ， 而 且 音 域 較 窄 小 ， 大 多 不 足 一 個 八 度 音 程 ， 這 樣

的 現 象 不 僅 是 為 了 利 益 集 眾 誦 經 所 需 ， 也 可 避 免 因 為 旋 律 性 過 高 ，

而 干 擾 誦 經 時 所 需 要 的 宗 教 經 驗 ； 而 且 此 中 心 開 放 信 眾 參 與 法 會 ，

若 使 用 太 高 或 過 低 的 音 域 亦 會 造 成 困 擾 與 負 擔 。 另 外 ， 僧 侶 的 音 樂

素 養 和 傳 承 亦 均 視 為 影 響 之 重 要 因 素 ，  

 

2 .此 中 心 和 該 儀 式 所 使 用 的 旋 律 曲 調 ， 多 是 以 緩 慢 速 度 進 行 唱

誦 ， 並 採 用 介 於 歌 唱 與 語 言 之 間 的 吟 唱 方 式 ， 其 是 為 了 培 養 宗 教 情

感 和 觀 想 經 驗 所 需 之 因 素 ； 故 而 ， 雖 然 音 樂 在 整 個 儀 式 中 是 一 個 傳

遞 語 言（ 經 文 ），表 達 誠 敬 供 養 的 重 要 環 節 之 一，但 其 在 宗 教 上 的 意

涵 仍 大 過 於 音 樂 的 藝 術 性 。  

 

3. .從 田 調 資 料 亦 可 發 現 ， 此 中 心 並 沒 有 樂 隊 的 形 式 ， 僅 個 人 手

執 一 兩 項 法 器 搖 奏，因 此 法 器（ 樂 器 ）的 種 類 很 少，演 奏 方 法 簡 易 ，

而 這 種 情 況 亦 普 遍 存 在 台 灣 其 他 的 中 心 ， 其 原 因 在 於 台 灣 的 各 個 藏

傳 佛 教 中 心 之 人 員 較 少 ， 以 及 僧 侶 對 樂 器 演 奏 技 法 的 掌 握 問 題 ， 尤

其 是 ｢經 續 法 林 ｣的 出 家 僧 多 為 台 灣 人 ， 此 外 ， 台 灣 的 社 會 環 境 與 西

藏 、 印 度 和 尼 泊 爾 不 同 也 為 一 重 要 原 由 。  

值 得 注 意 的 一 點 ， 經 續 法 林 護 持 中 心 在 唱 誦 的 語 言 使 用 上 ， 有

藏 語 和 國 語 交 替 出 現 的 情 形 ， 但 通 過 對 歌 詞 與 曲 調 的 關 係 之 分 析 可

以 得 知 ， 此 中 心 的 唱 誦 音 樂 仍 是 直 接 移 用 印 度 科 槃 寺 所 傳 承 的 音

調 ， 故 目 前 並 無 〝 台 灣 化 〞 的 現 象 ； 然 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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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藏 傳 佛 教 在 台 灣 逐 漸 受 的 注 意 ， 許 多 新 聲 創 作 的 唱 片 發 行 ，

以 及 該 中 心 努 力 不 懈 地 翻 譯 佛 經 之 現 象 而 言 ， 或 許 未 來 會 有 涵 化 的

可 能 性 產 生 ； 至 於 ｢經 續 法 林 ｣中 心 的 誦 經 音 樂 使 否 因 為 傳 播 過 程 而

有 所 變 化 ， 不 同 於 印 度 科 槃 寺 的 原 來 之 音 調 ， 則 因 筆 者 受 於 時 間 和

學 識 之 限 制 ， 僅 待 今 後 有 機 會 再 做 深 入 的 探 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