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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萨迦格言》的辩证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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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在藏族古典文学的百花园里，有一朵和其他花卉并蒂开放、喷放着诱人香气的奇葩，这就是哲理诗——格言。格言的作者们通过对

生活的观察、体验和感受，吸取人民的智慧，总结人民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经验，以鲜明、生动、通俗、幽默的艺术形象，感染和激

励人们，引导人们进入崇高的精神境界。因此，人们称颂格言为生活的教科书。 

    萨班·贡嗄坚参的《萨迦格言》是藏族最早的一部格言体哲理诗集。成书于十三世纪上半叶，至今已有七百余年。《萨迦格言》

(下面简称为《格言》)在国内先后译成八思巴文、蒙文、汉文，在国外陆续译成英、法、印度、日本、捷克、匈牙利等多种文本，早已

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和重视，公认为藏族名著之一。《格言》在藏族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起到过相当惊人的作用，由它开路

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学形式。在《格言》的直接影响下，连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哲理诗。其中，甘丹赤巴索南扎巴(一四七三——一五

五四年)著的《甘丹格言》和贡唐·丹贝卓美(一七一七——一七八六年)著的《水树格言》最为有名。《格言》在人们中广泛流传，成

为人们行动的标准和生活的信条，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脍炙人口的治理名言。 

    那么《格言》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起到如此惊人的作用呢?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正值西藏处于各大领主组成的地方势力集团，互相攻打讨伐，连年战乱不止，广大农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得安居乐业

之时，为了完成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的统一，为了结束西藏持续四百多年的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实现西藏人民长期以来渴望的安定团

结，为了促进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萨班作了一件颇得西藏民心的值得大书特书的好事，他作为西藏地区代表，不顾年事已

高，奋然东去，与拥有号令全国权力的蒙古王室的首领阔端举行了有名的凉州会谈，作出了英明的决策。由萨班出面，写了一封“致西

藏各地领袖人物的公开信”，痛陈利害，摆明形势，促成统一。这对西藏地方归入祖国正式版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萨班在社上

的名望列大，地位更高了。这是他的格言所以能够有更多的读者，发挥显著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格言》虽是在浩瀚的藏文著述中的一本小书，但它里面所论述的多是社会生活中处事待人接物的人们迫切需要得到开导、

启示的问题，以及当时动乱不安的社会的重大问题，它给人们提出了观察事物的方法，处事待人的准则，区别善恶、分辩是非的依据，

把社会上各种各样人物的本质特性和优缺点揭示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对社会时弊加以有力的抨击，不遗余力。不管是当时人，抑或

是后人都可以把它当作一面镜子来照见自己，把它作为行动的座右铭，并且通过它还可以认识当时西藏的历史。 

    第三、萨班是个宗教大师，他以佛法的要旨为标准来观察事物、论述观点、教诫人们。因此，很多格言宣扬佛教的基本教义，像

“忍让”、“施舍”、“利他”、“正直”、“诚实”等等，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这些内容无疑是束缚人们思想的绳索、麻醉人

们精神的毒剂，是一定要批判和剔除的糟粕。但是，在当时最能吸引人，最易打动人心的恰恰是这些格言。因为当时，曾被朗达玛一度

摧毁的佛教，又因各地方势力的崇奉和提倡而兴盛起来，广大群众普遍信仰和崇拜宗教，宗教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已形成根深蒂固的信

仰。不难想象，作者利用宗教领袖特有的显赫威望和宗教在人们心中的巨大影响，发表对现实问题的观点必然会引起人们更大的注意。 

    第四、《格言》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具有西藏民族喜闻乐见的民族特点，1、它吸取了民谣的形式，使它更便于朗诵、易于记忆。它

用民间故事和历史事件作为自己的典故，还运用民间谚语来道破作者所要论述的道理。2、在语言上注意选用民间口语，达到了朴实无

华、平易近人的精炼准确的高度，读起来生动活泼，浅显易懂。3、《格言》里的比喻运用得尤其准确、生动，可以说是达到了炉火纯

青的地步，用具体的、形象的、可感性的事物来透彻地揭示深奥的抽象哲理，使人一目了然，容易接受。 

    无可置疑，上面所述都是《格言》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有那么大影响的原因。但是，笔者认为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根本的原

因。《格言》之所以享誉经久不衰，关键在于作者观察事物，论述事物的观点含有高度的辩证法思想。《格言》是部哲理诗集。顾名思

义，所以称其为哲理诗，是因为大多数格言富有较强的哲理性和逻辑性。作者无论对什么事物都不是简单地孤立地绝对地去看待或论



述，而是全面地相对地观察事物的不同侧面，论述事物的各个方面。许多格言言简意赅，严密完整，无懈可击，使人信服之至，令人感

到不仅有说服力而且有威慑力。这一点就是《格言》的主要成就。如果没有这一点，如果它论述的道理漏洞百出，不经推敲，违背哲学

的基本原理，不符合生活逻辑，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为哲理诗，它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它的生命也就会消失，至少它不可能有如此长久

的生命力。即使在这个时代有影响，但不一定在那个时代也有影响，即使在这类人当中引起共鸣，但不一定在那类人当中也引起共鸣，

即使在这个地方受欢迎，但不一定在那个地方也受欢迎。 

    萨班所生活的西藏社会，正值有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也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初步形成时期，存在着多种社会矛盾。萨

班是萨迦派的第四大祖师。萨迦派做为西藏诸教派中一个重要的教派曾长期统治过西藏，在西藏历史上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但它作为一个宗教派别和其他一切宗教一样，都是科学和真理的死敌，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是麻醉人民精神的鸦片，是一

种反动的思想意识形态。尽管一切唯心主义都否认世界是由各种矛盾所组成的，然而从萨班的《格言》里，我们却不难看出作者不仅承

认现实生活的重重矛盾，而且对待各种矛盾的态度也是非常鲜明的。他反对四分五裂，主张四海归一；反对互相攻打，主张和睦相处；

反对残酷压榨，主张官民相济；反对无视戒律，主张皈依佛法等等。这些思想带有当时西藏社会的时代特点，反映了当时藏族人民的普

遍愿望，而且更重要的是含有辩证法“处处有矛盾”的深刻哲理。尽管它还是无意识的和不自觉的。 

如《格言》388首写到： 

对某些人有益的事，对另一些人可能有害， 

野蒜对伤风有疗效，有胆病的人吃了就中毒。 

从辩证法角度来观察事物，就可以发现一切事内部都包含着自己的对立面，一切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 

    宋代诗人苏轼在《泗州僧伽塔》中有这样两句话：“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作者认为雨有益于耕而有害于刈，这一

观点无疑是体现了证法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都具两重性的思想。前面举的这首格言在意义上和苏轼的这两句诗

完全一样，也体现了这一哲学思想。 

    前面我们已看到萨班没有否认和逃避现实矛盾，而是承认和正视它，下面我们再更多地来看看他在解决矛盾时有哪些方面体现出辩

证法思想。 

    萨班不仅是位赫赫有名的宗教领袖，而且是一位精通多种学问，具有渊博知识的大学者。他非常善辩，其声望是在与其他学者辩论

中建立的。由于他广泛接触各教派的学者和社会上的学者从而对许多学者的学识品德、为人处事、理想经历等等都比较熟悉，在此基础

上，论述学者时就颇能有的放矢，扣人心弦，非常辩证。学者是萨班理想中的人物，他认为学者最值得赞扬，是理应受到尊重的。因

此，他极力强调学问的重要性，告诫人们只有学问才是真正的财富，才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格言》11首写到： 

学者用智慧保护自己，敌人再多也不能把他伤害；鸟仗那婆罗的儿子，只身一个人降服了所有敌人。 

20首写到： 

是非本来就清楚，如果相混只有学者才能明辩；水奶本来就分明，如果相融只有水鸭才能分开。 

    不难看出，作者是把学者当作高于所有人的人。不管你拥有多大的权势地位，掌握何等的武器财富，都不能征服学者，因为学者善

于用智慧和计谋，他们能分皂白，能辩是非。在这类格言里面显然夸大了意识的作用，而忽视了起决定作用的物质力量，在这点上作者

无法摆脱他受他那教派教义的影响。 

    萨迦派和其他教派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教义，它的教义核心是“道果法”。道果法宣称“最初舍非福，中断于我执，后除一切

见，知此为智者”。认为一切修法的人只有不断除掉一切烦恼，获得一切智，才能达到正果——成佛。他们认为尘世间什么都没有，一

切都是假的，引导人们断陈一切欲望。除掉由于个人欲望所引起的受苦根源，让人们去追求虚无飘渺的佛境。道果法颠倒了物持质世界

和精神世界的关系，认为一切客观事物都是来自人们的心间，心产生客观事物，心是幻觉，而幻觉则是没有实在意义的东西，所以尘世

间一切客观事物都是虚构的，是人们心理作用的结果。这些宗教思想占据着萨班的整个灵魂。因此认识事物也有不少的唯心成分，这些



 

都是难免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在当时社会里，像西藏圣者米拉日巴一样为得到智慧，为了成佛而废寝忘食，甚至缺衣缩食去钻研学问

的人是屡见不鲜的。他们一味追求学问，物质资料在他们看来是可有可无，不关紧要的。他们为人传播知识，宣扬佛法，为多数人谋

利，不计较个人得失。而那些有权有势的富贵豪是引起纠纷甚至引起战争的祸首，是吸劳动人民血的寄生虫。因此萨班这样赞美学者不

仅是生活的真实反映，而且还有进步意义，更重要的是他并没有把对学者的刻画只停在赞美上，在这一点上又恰好体现了我们要讲的他

的辩证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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