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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米拉日巴是西藏佛教葛举派第二代祖师，一生坚韧不拔实修苦修，用道教形式宣传佛教，广收门徒，
在西藏人民中有广泛的影响，是西藏佛教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
15世纪，僧人桑杰监赞根据民间的传说故事撰成此书。
此书是研究西藏佛教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数次由刘立千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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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立千先生生于1910年的四川省德阳县。
1932年离开西南重镇成都到康定教书，期间拜师求学，研究藏文和藏传佛教宁玛派、格鲁派、嘎举派
和萨迦派的教法。
1936年出任根桑泽活佛随行助手和翻译，开始涉足藏学领域，并发表译作《大圆胜慧》。
1944年春，出任成都华西协和大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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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极为沮丧，不觉放声痛哭。
师母前来安慰我。
次日早晨，师父自己来了，说道：“昨夜我责备你木过分了，不要介意。
耐心等着。
我要传法给你的，不必着急，你能很勤奋地干活，现在，正需要一所碉房分给达玛多德（8）。
你帮忙修建一下。
完了以后，我就传法给你。
你的衣食也由我供给。
”我回禀道：“如果在这期间，我还没有学到正法就死了，那怎么办？
”师父道：“这期间你不会死，这，我可以担保．我这法自信是可以夸耀的。
你是有恒心有毅力的人，若能修持我的教授，今生能否成佛，全在于导师。
我们的传承，与别派根本不同，得有加持亲传。
”师父对我这样教诲，我心里欢喜起来，便说：“那么，请吩咐怎样修碉房吧！
”师父想把碉房修在一个极为险峻的要隘处一一那是父族们发过誓不能修碉房的地方。
不过，师父自己不在发誓者之列。
他是想以此诱导我，作为消灭我的罪业的办法。
他吩咐我在东方山头修筑一个这样的碉房。
我修一个圆形碉房，修到一半时，师父来了，对我说：“那天考虑得不周密。
把这房子从根基上拆了，土从哪儿运来仍运还原处，石头也运回原处。
”我遵命把房屋拆了，土石归还原处。
师父又到西方山头卜，装作喝醉了的样子吩咐我，应该如何修。
于是，我按照吩咐修了一个半圆形的。
这个碉房也修了一半，师父又来了，说：“这个也不成。
仍然把土运 还原处，石头搬回原处。
”我又遵命做了。
师父又到北方山头上．说道：“阿波吐勤！
那天我喝醉了，事情没有交代清楚。
现在．在这里修一个很好的碉房吧！
”我说：“房子修起又拆，这样做不但使我吃苦，也浪费师父的材料。
请您考虑好后再吩咐吧。
师父说：“这次我既未醉酒，又一直在考虑这事，需要修一个三角形状的‘密咒宫’。
你去修筑。
再不用拆了。
”我又去修那三角形的房子。
这个也是刚修到约四分之三时，师父又来说道：“吐勤！
你修的这个碉房是谁的？
谁吩咐你修的?”我答道：“师父您自己吩咐的。
是给公子修的房子。
不是吗？
”师父说：“我想不起说过这样的话。
若你说的话是真的，那可能是遇到我脑子乱或者是神志不清的时候了。
”我说：“那时我就担心又会发生这种情况。
曾劝师父详细考虑。
师父曾说，早考虑好了。
并说过现在修的这个，再不用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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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一定能够清楚地回想起来的。
”师父说：“那么当时有谁作证?本来三角形的碉房就像护摩穴”（9），是想把我们放在里面施咒术
吗？
我们既未抢夺你的家产，也未侵占你的父业，大可不必。
如果不是这样，还想求法的话，这种连山神都不喜欢的东西，快把它拆了吧！
土运坯原处，石头搬还原处。
这样，可以传法。
否则，你便滚开！
”说时生气了。
那时我心中虽然无限苦恼，但是又贪想求法，不得不遵从上师之命，把这三角形房子拆了。
土运还原处，石头搬回原处。
那时，我的背都磨烂了。
我想：让师父看一下吧，只会遭到责骂的；让师母看看吧，也会觉得我在抱怨。
所以，不敢让他们看，只在师母面前哭泣。
井恳求她帮我求法。
师母到了师父面前，说道：“干吗修这些全无意义的房子，尽折磨人!请你发发慈悲，给吐勤传点法吧
！
”师父说：“你准备点好吃的，把他领到我这里来！
”师母拿着饮食带我一起来到师父面前。
师父说：“吐勤，那天我并未怎样，不要骗人。
你要法给你传法！
”遂传了我一个一般共同的皈依法和戒律。
师父说：“这些叫共同法。
如果要学不共同法即密乘教授，那么要这样做。
”说着把那若巴大师事迹中的修苦行的情形，简略地说了一下。
并说：“你恐难办到。
”我听了后，生起强烈的信念，两眼落下泪来。
心想以后凡师父说的我都遵命照办，在心里暗暗发了誓。
　　又过了几天，师父要出门，让我作为侍者一同前去。
到了父族人所遵约守护的那个要道，他说：“现在，你在这里修一个四方碉楼，灰色的九层楼，连宝
顶共十层。
修成后决不拆除。
并传给你修行法和教授，让你修道，供给你修道期间的口粮。
”我说：“那么，师父许诺的这些，可否请师母作证呢?”师父说：“可以，可以。
”于是，师父画出建筑物的图形，我去请师母来。
我当着师父师母两位的面，说道：“过去修三次，拆三次：第一次，师父说考虑不周；第二次，说喝
醉了酒；第三次，说脑子乱，神志不清，说过的记不起了。
我把师父吩咐过的话，重新提一下，师父就说，有谁为你作证?反遭到一顿痛骂。
这次师父又许诺了这些条件。
所以．特请师母作证。
请你作个证人吧!”师母说：“我当然可以作证人。
但师父任性，恐怕难于算数。
本来师父修房子就没有必要，修好又拆，更没有道理。
尤其是那个山头，不属我　　们所有，是大家赌咒发誓的地方，恐怕会引起纠纷的。
给他说，他也不肯听。
”师父说：“师母，人家请你作证人，你就作证人好了。
我也照着所许诺的话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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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托咐你来挑起怀疑，去吧!”　　当我正在那里修四方形碉楼的屋基时，雄地的俄敦曲、兑地的
楚敦旺额“”、藏绒的梅敦村波等人也来了。
他们在嬉戏时滚下一个大石头。
我便把它作为墙基砌到中门。
大约修到有　　两层楼高时，师父来了。
他把整个建筑仔细地巡视了一番，忽然用手指着三位大弟子所滚下来的石头问我：“吐勤，这石头是
从哪儿来的?”我答道：“是你的心传大弟子做游戏搬来的。
”师父说：“哦，他们搬的石头，对于你的工程不适用。
快把这石头搬开，送回原处去。
”我说：“这屋子你不是已经答应不拆了吗?”师父说：“是有这话，但我的弟子都是二次第瑜伽的观
修者，我没有许诺过你奴役他们。
我不是让你完全拆。
只要你把这石头搬开，放还原处。
”于是，我又从这墙顶上拆起，把石头送还原地。
师父又说：“现在你自己可以把它搬来作墙基了。
”这样，我又去搬来。
从前，是他们三人的力气，现在不得不由我一人去承担了。
这的确使我得到锻炼。
这墙基被叫作我的“大力石”。
当那屋基刚筑起时，上师父族的人在那里商议说：“在大家盟誓的山上，马尔巴修起房子来了。
我们去制止他才对!”有些人说：“马尔巴他疯了!叫拉堆地区的那个大气力的小和尚，在凡有土、有
山口的地方，去修一些怪诞不经的房子；刚修到一半，又让他洎己拆了，还让他把土石归还原处。
这房子也许是要拆的。
若不　　拆时，再来阻挡也不迟。
且看他拆不拆。
”但是，这次并未让我拆，房子一直在继续修着。
当修到七层楼高时，我的腰部长了一个疮。
这时，那些父族人又说：“现在可能不拆了。
最初拆掉，饵的就是要在这儿修造。
这是他骗人的手法。
这下，我们去给他拆了吧!”于是，他们准备人马拆毁。
那时，上师使用神变法，变化了很多穿戴盔甲的兵丁，布满在碉房的内外。
大家都说：“马尔巴译师从哪儿调来这么多的兵?”大家都畏惧了，不敢械 斗。
一个个暗中来磕头认罪。
他们反而成了他的施主和信徒了。
　　那时，藏绒的梅敦村波请上师传授胜乐金刚的大灌顶。
师母对我说：“这次，不管怎样，你自己也去请求灌顶。
”我也暗自思忖，我已经建筑了这么些碉房，而且是在无人帮我搬过羊头大的一块石头、一筐土、一
桶水、一铲泥的情况下单独修成的。
这次可能会传给我灌顶。
想罢，便去顶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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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经过多年的筹划和编辑，《刘立千藏学著译文集》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
这套文集不仅仅是刘立于先生个人藏学研究成果的结晶，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我国老一辈藏学家对藏学
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反映了我国藏学事业从举步维艰发展到今天的“显学”这样一段历程。
时下，藏学研究一片生机勃勃，已是今非昔比，回首往事，不胜感慨⋯⋯　　刘立千先生1910年生于
四川省德阳县。
1932年离开西南重镇成都到当时被称之为打箭炉的康定教书，其间拜师求学，研习藏文和藏传佛教宁
玛派、格鲁派、噶举派和萨迦派等教法。
1936年出任根桑泽臣活佛随行助手和翻译，开始涉足藏学领域，并初次发表译作《大圆胜慧》。
1944年春，经著名社会学家、民俗学家李安宅教授推荐，出任成都华西协和大学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
，正式从事藏学研究。
由于先生汉藏文功底极好，加之当时的华西协和大学又云集了一大批如韩儒林这样第一流的学者并有
着丰富的藏书，因此不到两年时间就推出了力作《印藏佛教史》。
此书在成都一经问世，就受到学术界一致好评，曾连续出了三版，事隔32年后的1978年，此书由台湾
妙吉祥出版社再版时又很快销售一空，其学术价值，可见一斑。
先生深知，学的故在中国，浩如烟海的藏学典籍乃藏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力了给不识藏
文但有志于藏学研究的后来者铺路搭桥，从1946年开始便致力于西藏文史和佛学典籍的翻译和介绍。
1949年成都解放后，先生随十八军进藏，到达拉萨后，在西藏军区编委会从事编译。
1956年北京成立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翻译局，先生奉调来京，先后在翻译局和民族出版社担任藏文室
领导职备。
那年年仅17岁的我随著名藏族学者格桑悦希教授一同调来北京，有幸同先生共事，成为先生等一批著
名藏、汉族专家学者的学生。
然而好景不长，一次又一次的运动，特别是在那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先生也未能逃脱厄运，在经受一
番对“反动学术权威”的批斗之后，1969年年底我们先后进了“五七干校”，这时的他已届花甲，且
患有严重的冠心病，然而他怀着对党的无比信赖竟奇迹般地度过了那一段艰苦岁月。
1979年的春风吹绿了祖国大江南北，也给先生带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
此时先生虽已年逾古稀，但壮不已，笔耕不止，经过lO年的艰苦努力，又将过去数十年陆续出版过
的300余万字的译著重译并加以整理注释。
正是这样执著的追求、坚强的毅力、献身的精神，使我们在先生九十高龄时得以编辑出版这套文集，
奉献给广大读教。
　　这套文集包括先生的重要藏学研究论文集《刘立千藏学著译文集·杂集》，著作《藏传佛教各派
教义及密宗漫谈》和《印藏佛教史》，重要译著《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米拉日巴》、
《卫藏道场胜迹志》、《金刚瑜伽前行和正行》、《大圆满禅定休息》、《大圆满虚幻》、《大圆满
隆钦宁提本觉道次第》、《土观宗教源流》以及《格萨尔王传·天界篇》等。
这些著作虽然是先生全部著作和译著中的一部分，但基本上涵盖了他在藏族历史、藏族文学、藏传佛
教教义和哲学等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其中《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卫藏道场胜迹志》、《米拉日巴传》、《土观宗教源流》
等时至今日仍是藏学研究者和藏学爱好者研究或了解藏学登堂入室的必备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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