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典博伽梵歌 
Srimad Bhagavad-Gita 

 

 

 

 

 

 

 

 

 
附有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的 

《要義甘霖的注釋(Sarartha-varsini-tika)》注釋和 
顧及明確精微之處的譯文(Bhavanuvada) 

及聖施瑞瑪.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Sarartha-varsini Prakasika)》注釋 



 

 

 

 

 
 

聖典博伽梵歌 
聖奎師那.兌帕央.韋達維亞薩所著 



 
 
 
 

 

 

獻給我的靈性導師 

雄獅一樣的高迪亞韋達哲學結論典範師 

(sri gaudiya-vedanta-acarya-kesari) 
已進入永恆逍遙時光(nitya-lila-pravista) 

唵，在主維施努蓮花足下摒除物質欲望的(om visnupada astottara-sata) 
 

聖施瑞瑪.巴克提.帕爾甘.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 
(Sri Srimad Bhakti Prajnana Kesava Gosvami Maharaja) 

 
師承主奎師那.采坦亞.瑪哈帕佈(Sri Krishna Caitanya Mahaprabhu) 

的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bhagavata-parampara) 
第十代傳人之翹楚 

及聖高迪亞.維丹塔修會(Sri Gaudiya Vedanta Samiti) 
及全球轄下分會之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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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聖巴克提維丹塔.瓦曼.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所寫的                
 
介紹 
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所寫的   
 
序言 
為第三個英語版所寫的  
 
摩訶婆羅多之役的序幕   

 
章節摘要 

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所寫的 
 
第一章  視察軍情(Sainya-Darsana) 
 
《聖典博伽梵歌》共有十八章，以對至尊主奉愛的訊息為依歸。從阿尊那在戰場

上的行為看來，他非常難過。奎師那解釋，靈魂的永恆職務與軀體、王朝和階級

的功能無關，縱使那些錯誤地認同軀體為真正自我的人無法明白這點。只要生物

體繼續受制於蒙騙的物質能量(maya，假象)，並錯誤地認同軀體為自我，就被迫

承受悲哀、錯覺、恐懼等等痛苦。因此必須接受熟悉真理的靈性導師庇蔭，刻不

容緩。 
 
第二章  區別靈魂與軀體的瑜伽(Sankhya-Yoga，數論瑜伽) 
 
當生物體接受真正靈性導師的庇蔭時，就覺悟到自己的愚昧狀態。然後就放棄自

己的概念，尊敬靈性導師的訓示，努力擺脫蒙騙能量令人產生錯覺的陷阱。真正

的靈性導師是真理的先知，對主懷著純粹專一之愛的奉獻者。因此沒有錯覺、錯

誤、不完美感官及欺騙等等四個缺陷。當奉愛修習者從最仁慈靈性導師的蓮花口

聆聽訓示時，就明白靈魂和物質軀體之間的差別。也覺悟到感官享樂的不良後

果，受到吸引而聆聽那些專心致意於超然的聖人的概念、特性和榮耀。然後，透

過神聖聯誼的影響，他內心就意識到，需要得到絕對真理的結論知識。 
 
第三章  活動之途的瑜伽(Karma-Yoga，業報瑜伽)  
 
當生物體聽到主奎師那的訓示時就明白到，把虔誠活動的成果供奉給主的靈性進

步之途，是由那毫無自私欲望地服務祂的各種努力組成的。如果內心滿是感官享

樂欲望卻接受棄絕者服飾，這就不是真實的棄絕，而是虛偽，永不能帶來吉祥。



生物體應該履行賦定職務，作為對至尊主的服務，因為履行那追求感官享樂的職

務，不會產生吉祥成果。履行韋達祭祀等等賦定職務能賞賜世俗的感官快樂，但

這樣的快樂既短暫又夾雜了痛苦。不過，把活動成果供奉給主會淨化內心。因此

摒棄對賦定職務的疏忽，摒棄罪惡行為及懷著自私動機履行職務，改為無私地履

行那職務，把成果供奉給至尊主，這才是吉祥的。 
 
第四章  透過超然知識而行的瑜伽(Jnana-Yoga，思辨瑜伽)  

 
第四章開始思辨瑜伽的訓示，即透過超然知識的靈性進步之途。它先解釋，只有

領受到明白了那個真理的聖師尊之恩，才可以得到真理的真正知識。領受這恩慈

的程序，正是聆聽真正師徒承傳裏的人。透過世俗的研習、智慧或知識，不可能

得到那超然知識。這一章也解釋至尊主的化身在每個千禧年顯現。主的誕生和活

動都是神聖的，認為它們是世俗的，這想法愚蠢又冒犯。身處自我覺悟靈性導師

的聯誼，就得到這絕對真理的知識。從他那裏逐漸聆聽透過這種知識與主聯繫的

獨特特點，還有這種方法的優越性，相比之下，把工作成果供奉給祂而與祂相連

更好。托庇權威知識就能輕易橫渡生死之洋。懷疑這點的修習者無法進步。缺乏

這真理的結論知識將會低墮和偏離路徑。他將再次困於果報活動的循環。  
 
第五章  透過棄絕活動而行的瑜伽(Karma-Sannyasa-Yoga) 

 
得到了真理知識，修習者就有有資格透過棄絕賦定職務，與至尊聯繫。那時候，

他覺悟到真正的棄絕就是放棄依附賦定活動及其成果。對於內心仍然不純粹的人

來說，採納把工作成果供奉給主的這種修習既適當又有利，與程序及其結果保持

疏離，而不是完全放棄工作本身。把賦定職務的成果無私地供奉給主，讓人有資

格得到神聖性；那些認識神的人則得到安寧。 
 
第六章 透過冥想之途而行的瑜伽(Dhyana-Yoga，神定瑜伽 ) 

 
修習者從明白了真理的靈性導師之訓示明白到，內心淨化了，才可以冥想至尊 
主。真正的神祕主義者(yogi)或棄絕者沒有世俗欲望，因為只要仍然渴求物質享

樂，瑜伽修習就無法達到完美。必須節制飲食和康樂活動，瑜伽修習才可達到完

美。這完美表示(1) 看到至尊主是眾生心中的內在見證者，和(2) 覺悟到眾生只因

主的支持和庇蔭而存在。這一章也清楚說明，主的奉獻者勝過果報工作者、經驗

主義的哲學家和神祕主義者。 
 
第七章  透過覺悟超然知識而行的瑜伽(Vijnana-Yoga)  

 
持恆地研究這些訓示，使人實在地明白和覺悟到，唯有至尊主奎師那才是至尊絕

對真象的極限，除了祂以外就沒有其他絕對真象。只有專一地皈依祂的蓮花足，

才可以擺脫蒙騙物質能量的束縛。四類人沒有資格從事對至尊主的崇拜，因為他



們進行不虔誠的活動︰蠢材、最低下的人、那些天性邪惡的人，還有那些知識被

假象蒙蔽的人。相反，四種人賦有靈性功德，因此可以從事對祂的崇拜︰好問的

人、傷心人、那些欲求財富的人，還有那些渴望解脫的人。在這個世界，主的奉

獻者非常稀有。崇拜各種各樣的半神人和女神，將得不到永恆福祉。 
 
第八章  絕對解救的瑜伽(Taraka-Brahma-Yoga) 

 
只有那些專一致力於至尊主的人，才能知道與主無特徵的那一面 (brahma-
tattva)、果報活動(karma-tattva)及這個物質展現的基礎(adhibhuta-tattva)等等有

關的基礎靈性原則(tattvas)。一心一意的奉獻者能夠輕易得到奎師那(梵歌8.14)。
至尊主的奉獻者決不再投生(梵歌8.16)。只能透過專一的奉愛臻達祂(梵歌8.22)。  
 
第九章  透過最機密知識而行的瑜伽(Raja-Guhya-Yoga) 
 
所有知識之王，即所有祕密之中最機密的，所指的只是至尊純粹的奉愛服務。物

質自然不是宇宙創造的原始原由，因為它的創造能量只是因為至尊主的激發所致

的。認為主奎師那－至尊人格首神－是人類，又或者祂那個由永恆、知識和喜樂

組成的軀體，就像普通受條件限制靈魂的軀體那樣是五種物質元素造成的，這既

愚蠢又冒犯。真正的聖人懷著專一的奉愛情感崇拜主奎師那，主奎師那則親自照

顧他們所需。崇拜不同的半神人有違賦定規則，因為唯有主奎師那才是所有韋達

祭祀的享受者和主人。至尊人物接受純粹奉獻者懷著愛意所供奉的任何物品。在

這一章的最後一個詩節，斷定了純粹奉愛是臻達至尊主的唯一方法。 
 
第十章  透過欣賞至尊主的各種富裕而行的瑜伽(Vibhuti-Yoga) 
 
真誠而持恆地研究這一章，就會明白到主奎師那是所有威嚴和所有能量的基礎。

整個物質宇宙及其所有富裕只是祂四分之一的富裕。得到主威嚴方面的知識時，

就能輕易明白，一切事情都直接或間接地與祂有關。祂賜予祂的奉獻者純粹智慧

(buddhi-yoga)，使他們得以充分了解基礎的哲學原則。這樣，他們的愚昧盡毀並

懷著純粹的愛履行崇拜。 
 
第十一章  透過觀看主宇宙形象而行的瑜伽(Visvarupa-Darsana-Yoga) 
 
這一章揭示，至尊主的宇宙形象是外在的。祂的人格形象既超然又與人類相似。

只有在眼睛塗上了純愛的奉獻者，才能看見主的形象，祂是超然情感的至尊享樂

者。只有透過專一的奉愛瑜伽才能臻達祂。 
 
第十二章  透過純粹奉愛服務而行的瑜伽(Bhakti-Yoga，奉愛瑜伽) 

 



這一章解釋，主奎師那－除了自己以外，就沒有其他源頭的至尊人格首神－是至

尊真象，祂是眾生專一崇拜的最高對象。可以透過純粹奉愛輕易臻達祂。祂非常

鍾愛賦有專一奉愛的奉獻者。堅持這種哲學的那些人：至尊主沒有特徵和生物體

都可以成為主，只會收到痛苦。 
 
第十三章  透過明白物質自然和享樂者之間的區別而行的瑜伽(Prakrti-Purusa-
Vibhaga-Yoga) 
 
這一章就物質自然及有知覺的生物體，提出了深刻的見解。透過這個討論，至尊

主賦予皈依祂的奉獻者，絕對原則的清楚理解，這樣把他們從物質世界之洋解救

出來。當心裏出現純粹奉愛時，內心也自然出現知識和棄絕等等次要結果。但是

為了鞏固對祂奉愛的真正本質的理解，仍然需要深思那種使人覺悟到那本質的知

識。當奉獻者清楚明白絕對原則時，就有資格得到對至尊主的純粹愛心奉愛。 
 
第十四章  透過超越三種物質自然形態而行的瑜伽(Guna-Traya-Vibhaga-Yoga) 
 
這一章的分析研究，使人明白這個物質世界只因善良、情欲和愚昧等等三種物質

自然形態的活動和相互作用而擴大。奉愛瑜伽的修習者能輕易跨越這三種形態，

最後變得有資格得到至尊主。 
 
第十五章  透過明白至尊人物而行的瑜伽(Purusottama-Yoga) 
 
這個物質世界從低等星系伸延到高等星系。生物體是與至尊人格首神分開的部

分。那些與祂對立的人受制於活動結果，徘徊於各種高高低低的生命物種。不

過，藉由齊天洪福便可以得到真正靈性導師的恩慈，在他的指導下完全投入於崇

拜主奎師那，知道唯獨祂才是至尊人物。奉獻者對崇拜的專注使他們知悉一切。

因此能輕易跨越這個物質世界之洋。 
 
第十六章  透過分辨神聖和邪惡品質而行的瑜伽(Daivasura Sampada-Yoga) 

 
這一章解釋神聖和邪惡的本性。被至尊主外在迷幻能量迷惑的生物體，受制於神

聖或邪惡的品質。托庇神聖本質時，就傾向於崇拜至尊主。相反，那些採納惡魔

本性和反對祂的人則下地獄。天性邪惡的人改信假象宗理論，主張一切都是虛幻

的，包括至尊主本人。必須擺脫這種邪惡趨向。在純粹奉獻者的聯誼之中滿懷信

心地崇拜主，就做得到。  
 
第十七章  透過辨別三種信心而行的瑜伽(Sraddha-Traya-Vibhaga-Yoga) 

 
這一章解釋三類信心。根據所保持的聯誼及從以往印象所獲的本性，一個人對善

良、情欲或愚昧形態的事物產生信心。當生物體完全接受哈瑞(Hari，至尊主)純



粹奉獻者的聯誼時，內心就出現超然信心。那時就能崇拜超然的主。這樣的奉獻

者其實是個聖人。 
 
第十八章 解脫的瑜伽(Moksa-Yoga) 
 
這一章提出整部《梵歌》的精萃。首先，辨認到主奎師那是祂所有超然展現之中

最高的真理，然後傳授最機密的訓示。解釋了順序地遵循以下這些修習︰ 
(1)  皈依祂，  
(2)  履行奉愛的九個支體部分， 
(3)  接受純粹超然奉愛的庇蔭。  

就得以滿懷超然情感地在祂的至尊居所服務祂。 
 

詞彙表  
 
索引  
一般的索引   
原有梵文詩節的索引   
引用詩節的索引   
 



前言 
(為印度語版而寫的) 

 
向聖靈性導師(Sri Guru)、偉大奉獻者(Vaisnavas)和至尊主(Bhagavan)祈禱，乞

求祂們仁慈的祝福，我開始為《聖典博伽梵歌(Srimad Bhagavad-gita)》目前的這

個版本撰寫前言。作出這樣的努力時，聖茹帕.哥斯瓦米(Sri Rupa Gosvami)和聖

帕佈帕.薩茹阿斯瓦提.塔庫爾(Srila Prabhupada Sarasvati Thakura)傳系裏的靈師

師徒承傳之無緣恩慈和吉祥祝福，是我們唯一的幫助和庇蔭。 
 

憑著我聖靈性導師的蓮花聖足(Gurupada-padma)，已進入永恆逍遙時光，唵，在

維施努足下摒除物質欲望(nitya-lila-pravista om visnupada astottara-sata)的聖巴

克提.帕爾甘.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Sri Srimad Bhakti Prajnana Kesava 
Gosvami Maharaja)的吉祥欲望和祝福，聖高迪亞 .韋丹塔修會 (Sri Gaudiya 
Vedanta Samiti)在 1977 年 9 月 6 日出版了《聖典博伽梵歌》的初版。那個版本附

有韋達哲學結論之師(vedanta-acaryas)的驕陽－聖足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

(Srila Baladeva Vidyabhusanapada)－的《梵歌論(Gita-bhusana)》注釋，還有已

進入永恆逍遙時光，唵，在維施努足下的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所著，名為

《Vidvad-ranjana》注釋的譯文。其後，聖高迪亞.韋丹塔修會在 1990 年 10 月 3
日，出版了一個只有梵文詩節及孟加拉譯文的袖珍節本。 

 
在宇宙靈性導師(jagad-guru)－已進入永恆逍遙時光，在維施努足下摒除物質欲

望的聖巴克提希丹塔.薩茹阿斯瓦提.哥斯瓦米.帕佈帕－的編輯下，出版了幾個

《聖典博伽梵歌》版本。一些附有聖足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的《梵歌論》注

釋，一些附有聖維施瓦納 .恰誇瓦爾提 .塔庫爾 (Srila Visvanatha Cakravarti 
Thakura)的《要義甘霖(Sarartha-varsini)》注釋，還有一些附有聖巴克提維諾德.
塔庫爾(Srila Bhaktivinoda Thakura)那些名為《Vidvad-ranjana》和《Rasika-
ranjana》的譯文。後來，聖帕佈帕 .薩茹阿斯瓦提 .塔庫爾傳系裏不同的廟宇

(mathas)和傳道團體，以孟加拉語發行了各種各樣的版本。泰佳普爾和阿薩姆等

地發行了阿薩姆語版，加爾各達和泰米爾.納杜等地則發行了一些英語版。附有

聖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或聖足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注釋的印度語版《聖典博伽

梵歌》尚未面世。有鑑於此，印度和全世界講印度語的民眾因而失去這本寶石似

的書籍。  
 

因此我的神兄弟－堪受崇拜的聖足(pujyapada)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瑪哈

茹阿傑(Srila Bhaktivedanta Narayana Maharaja)，即聖高迪亞.韋丹塔修會的副會

長和總編輯，現正出版《聖典博伽梵歌》目前的這個版本：附有梵文詩節、詞語

對照(anvaya)、詩節譯文和偉大導師－聖高迪亞的偉大奉獻者典範師，聖維施瓦

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的《要義甘霖》注釋。他也呈獻了簡易明了，名為《闡

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Sarartha-varsini Prakasika-vrtti)》的注釋。聖高迪



亞.韋丹塔修會永遠都會一直為此感謝和感激他。深入鑽研這本書，賢德聰慧的

讀者肯定會領受到至尊福祉和喜樂。 
 

在他為《梵歌》所寫的序言結尾，宇宙靈性導師，唵，在維施努足下的聖巴克提

維諾德. 塔庫爾評論： 
 

「不幸地，直到目前為止所出版的大多數《聖典博伽梵歌》注釋和孟加拉譯文，

都是提倡這個教義的人所寫的：生物體和至尊主在每方面都沒有分別(abheda-
brahmavada)。只有少數書刊所包含的注釋和譯文，符合對至尊主，至尊人格首

神的純粹奉愛。三卡爾師(Sankaracarya)和阿南達嘎瑞(Anandagiri)的注釋充滿絕

對一元論，即生物體與絕對真理沒有分別的教義。雖然聖施瑞達爾.斯瓦米(Srila 
Sridhara Svami)的注釋沒有充斥著梵覺宗(brahmavada)概念，但都有茹卓師徒傳

系(Rudra sampradaya)的純粹非二元論(sampradayika suddhadvaita)教義的意味。

聖足瑪杜蘇丹.薩茹阿斯瓦提(Sri Madhusudana Sarasvatipada)注釋裏的一些陳述

支持奉愛(bhakti)，但最後的訓示和要義卻闡述一元論解脫。聖茹阿瑪努師(Sri 
Ramanujacarya)的注釋完全符合奉愛，但那些品嚐純粹奉愛情感(bhakti-rasa)的
人，卻無法從中得到不斷增加的喜樂。  

 
我們的國家沒有遵循主采坦亞.瑪哈帕佈(Sri Caitanya Mahaprabhu)不可思議同一

而異哲學(acintya-bhedabheda)的注釋。因此，為促使純粹奉獻者品嚐情感和造

福有信心的人，我千辛萬苦取得主高認格.瑪哈帕佈(Sri Gauranga Mahaprabhu)
的誠懇追隨者－最博學的偉大靈魂.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奉獻者之翹楚－的

注釋。 
 
我現在出版了附有這本注釋及一本名為《Rasika-ranjana》的孟加拉詩節譯文的

《梵歌》。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帕佈所寫的注釋也遵循施瑞曼.瑪哈帕佈的

教導，主要是由哲學概念組成。不過，聖恰誇瓦爾提.塔庫爾的注釋滿載哲學概

念和純愛情感(priti-rasa)。我出版了聖恰誇瓦爾提.塔庫爾的注釋，因為他的概念

易於理解，他的梵文簡單直接。因此一般的讀者都能輕易明白。」 
 

宇宙靈性導師聖薩茹阿斯瓦提.哥斯瓦米.帕佈帕評論： 
 
「雖然這本書有無數以多種語言寫成的解釋、注釋和譯文，但聖維施瓦納.恰誇

瓦爾提.塔庫爾仍然撰寫他那個遵循聖高迪亞.偉大奉獻者概念的《要義甘霖》注

釋。他特別為品嚐情感(rasika)的高迪亞奉獻者這樣做。在師徒承傳之中，聖維

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是繼聖南若譚.塔庫爾之後的第四人，也是師徒承傳中

期時代，高迪亞奉獻者宗法(dharma)的守護者和導師。這個關於他的詩節非常著

名︰ 
 

『viçvasya nätha-rüpo ‘sau 



bhakti-vartma-pradarçanät 
bhakta-cakre vartitatvät 

cakravarty äkhyayäbhavat 
他以宇宙之主維施瓦納(Visvanatha)之名見稱，因為他指示奉愛之途，他又稱為

恰誇瓦爾提(Cakravarti，圓圈或一群人圍著他團團轉)，因為他總是留在純粹奉

獻者的聚會(cakra)之中。』 
 
所有高迪亞奉獻者都知道聖恰誇瓦爾提.塔庫爾的事。尤其是那些研讀《聖典博

伽瓦譚》，討論《梵歌》，還有研習、教授和深思高迪亞經典的人，在某程度上

都肯定知道他的超然光輝。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導師之中出現了幾位作家，他們著

有大量梵文作品和注釋，例如偉大靈魂聖恰誇瓦爾提。 
 
在1706年，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年事甚高。他派他的學生－高迪亞的

韋達哲學結論之師，非常博學的聖足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還有他的門徒－

聖奎師那戴瓦(Sri Krsnadeva)，前往齋浦爾的一個哲學會議。極大的不幸降臨到

那裏的高迪亞師徒傳系成員身上，因為他們忘了他們師徒傳系的身分，也不重視

奉獻者的韋達哲學結論。為了驅散那不幸，聖足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根據聖

高迪亞奉獻者師徒傳系的想法，寫了一篇關於《梵經(Brahma-sutra)》的獨立論

文。如此一來，他為師徒傳系作出最傑出的服務，使聖恰誇瓦爾提.塔庫爾非常

高興。這是聖恰誇瓦爾提.塔庫爾在傳揚偉大奉獻宗方面的偉大成就。也是非世

襲婆羅門(brahmana)和偉大奉獻者典範師(acarya)進行認可整頓的輝煌典範。」 
 

《聖典博伽梵歌》共有十八章，包括《摩訶婆羅多(Mahabharata)，Bhisma-
parva》的二十五至四十二章。主奎師那(Sri Krsna)的朋友阿尊那(Arjuna)是聆聽

者，至尊主(Bhagavan)奎師那則是講述者。閱讀《聖典博伽梵歌》之前，最重要

的是要知道阿尊那和至尊主之間的相互關係，也要明白在阿尊那心目中，奎師那

是至尊主的這個概念。《聖典博伽梵歌》不是出於想像的「經典」，不需要任何

扎根於世俗推敲的詮釋。聖阿尊那、桑佳亞 (Sanjaya)、迪瑞托茹阿斯崔

(Dhrtarastra)、贊拿米佳亞(Janamejaya)和以稍卡(Saunaka)為首的聖人，從未把

《梵歌》當作隱喻。桑佳亞代表神聖視力，迪瑞托茹阿斯崔代表盲目的心意，兩

者都位於同一個軀體，這種說法僅是逐漸萌生的想像所產生的結果。相反，靈魂

所控制的心意自然地具有神聖視力，因為那心意能控制感官。 
 
人們普遍都明白，「梵歌」指的是主奎師那教導祂朋友阿尊那的《聖典博伽梵

歌》。不過，現代的書店有《Gita samanvaya 》和《Gita granthavali》那樣的書

目，推崇它們為體現經典知識精萃的偉大作品。為甚麼會有人反對認同《聖典博

伽梵歌》的卓越性和源遠流長？它是至尊聖主講述的，又被冠以prayojika(採用

所有知識的)、sarva sastra sarabhuta(所有經典的精萃)和tattvartha manjari(絕對

真理要旨的花蕾)。非人格主義者、一元論者、多神論者和那些盡力拼合靈魂和

物質的人，以表現個體性和公平開明為名，用samanvaya(調和或綜合)等等術



語，無恥地公開表示一切都相等。這樣的人永遠忙於透過一些捏造的注釋，努力

推測地修改《聖典博伽梵歌》、《聖典博伽瓦譚》和其他經典，展示他們的開明

道德。 
 

目前，samanvaya這個字被誤用和曲解。只有在至尊主之內才可以找到真正的和

諧。捏造的概念決不等於和諧。現時在商店和書店找到《梵歌》的《Samanvaya-
bhasyas》(聲稱提出和諧結論的注釋)，但世界是至尊主(Paramesvara)或至尊主是

世界的這些說法不一致(anvaya)又沒綜合性(samanvaya)。在很多所謂的教育精英

身上，都可以看到這種「和諧」教義的傳染病。必須反對和反駁。 
 

那些為西方教育而自豪的人，避免相信經典和透過經典研究真正知識。他們反而

為了滿足探究傾向而求諸各類世俗邏輯。為了確定撰寫經典的時間，無神論的史

學家和研究人員用最新的研究方法來分析。由於他們未能接受經典的真實要旨，

因此不能協調其中反駁他們結論的那方面。《聖典博伽梵歌》是《摩訶婆羅多》

的一部分，他們卻說是後來添加的。這種研究沒傳揚明瞭真理的聖人(arya-rsis)
永恆傑出文化的榮耀；反而只確認研究人員對它們的冷漠和不屑。這不是尋求不

朽甘露，而是吐出毒素。 
 

為了誇耀他們的開明大方，受過教育的現代人口中筆下全是「宗派性」這個字。

他們忘了，永恆阿爾亞宗教(arya-dharma)的榮耀，是最純粹的宗派主義。現時透

過靈師師徒傳系接收的真正概念，稱為完全而正確地賜予至尊真理的師徒傳系。

自古以來，這道洪流一直在印度的有神論社會奔流。 
 

明瞭真理的聖人，把師徒傳系的制度穩固地確立在牢固的科學化基礎上。那些堅

持那種源自西方無神論的共產主義的人，開始猛力攻擊，試圖毀滅它。這種災難

的根源是對「宗派性」這個字的誤解。現在，很多虛構而思想狹窄的教派，高聲

反對真正的師徒傳系。無法追求絕對真理，他們托庇機會主義，認為他們的心意

狂舞是開明或大眾的意見。從而被迫變成非人格主義者，崇拜梵，即絕對真理無

能量無特徵的那一面。證明至尊聖主，即至尊絕對真理沒有特徵，那個陰謀現在

稱為非宗派性(asampradayika)。  
 

為《梵歌》和其他經典撰寫之所謂靈性，或非宗派性的注釋大行其道。不過，令

人遺憾的是，非宗派主義在當今社會指是的任性、機會主義和肆意。明瞭真理的

聖人知道過去、現在和將來，應該明白，那些否決這些聖人和永恆完美崇高人物

的覺悟真理的人，還有那些斷言他們的教義被宗派主義糟蹋了的人，其實是依附

非人格主義和物質主義。這樣的人把政治領袖、果報工作者、經驗主義哲學家和

神祕主義者的注釋，標籤為非宗派性 。 
 

要明白並從哲學角度深思《聖典博伽梵歌》的實際結論，必須托庇和遵循歷代典

範師的那些訓示。那樣就能夠察知和覺悟《梵歌》的內在意圖。如果作者本人解



釋或注釋某個主題，就易於明白，否則(讀者)自己對主題的理解自然會沾染了四

個缺陷︰錯誤、假象、不完美感官的察知和欺騙。因此，除非托庇於知道過去、

現在和將來的聖人，還有師徒承傳內沒有這種過失的歷代典範師所灌輸的覺悟真

理，否則不可能明白《梵歌》的意向。沒有其他方法。 
 

我會努力列舉我最崇拜的靈性導師－聖巴克提.帕爾甘.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阿

傑，對《梵歌》這個主題所講述的一些真理。 
 
「《聖典博伽梵歌》的目的，不是促進統治者或戰士的外交或道德倫理，而是教

導完全皈依最高至尊絕對真理－主奎師那－的蓮花足。   
 

阿尊那是《梵歌》出現的原因，他決不會被迷惑。他的迷惑只是扮演，僅是促使

《梵歌》出現，因為他是至尊主奎師那的永恆同遊和好友。   
 

聖維亞薩戴瓦說：『partho vatsa(《Gita-mahatmya》6)』。由此我們可以明白，

《梵歌》之奶不只供應給阿尊那，這裏把他比喻為小牛犢。 
 

主奎師那說：『mäm ekaà çaraëaà vraja－僅是托庇我(《梵歌》18.66)。在這

裏，ekam這個字表示，《梵歌》唯一的意向是助人皈依主奎師那，即所有能量的

擁有者。』 
 

我們在《梵歌》(9.31)看到，至尊主使祂的奉獻者阿尊那宣告，祂的奉獻者永生

不朽︰kaunteya pratijänéhi na me bhaktaù praëaçyati。要旨就是，至尊主總是全

面保護祂奉獻者的誓言，祂僅是聽到祂奉獻者痛苦的禱告時，才削弱自己的誓

言。因此，至尊主出於對祂奉獻者的愛(bhakta-vatsalya)，宣告祂奉獻者的勝

利。 
 

祂在《梵歌》(4.9)說：『我的出生和活動，既神聖又滿載不可思議的能量。』 
 

《韋達經》出自至尊控制者的呼吸，但《聖梵歌》的字句出自祂的嘴唇。因此

《梵歌》與《韋達經》一樣超然。這方面無可辯駁。  
 

在《梵歌》(9.11)，至尊主對阿尊那說：『被假象迷惑的蠢材認為我超然的永

恆、知識和喜樂形象是普通的，就像易毀的人體一樣，因此忽視我。』沒有形象

或特徵的事物決不值得崇拜。而且，缺乏特徵不構成超然。至尊主和偉大奉獻者

的形象永恆、全知和喜樂。祂們無法以世俗感官察知，又完全純粹和超然。祂們

毫無物質自然形態(nirguna tattva)。」 
 
宇宙靈性導師－施瑞瑪.巴克提希丹塔.薩茹阿斯瓦提.帕佈帕－在他注釋的介紹部

分著述：  



 
「《聖典博伽梵歌》共有十八章，以《奧義書》著稱。這本書有無數以多種語言

寫成的闡述、注釋和的譯文。聖施瑞達爾、聖茹阿瑪努佳、聖瑪達瓦、聖維施瓦

納和聖巴拉戴瓦的注釋最突出。高迪亞奉獻者最崇拜主采坦亞，那些托庇祂的人

非常依附祂同遊所認可的注釋。那些生於婆羅門血脈的人，遵循曼奴(Manu)和
其他人提出的世襲宗法(smarta-dharma)。不過，《梵歌》描述那個根據品性決定

階級的體制，那是一種反對這個教義的體制。至尊主奎師那說：『本性使然，那

些渴望擺脫痛苦而被奪去智慧的人，按照適合的規則崇拜半神人。』我們為甚麼

要托庇半神人，而不是超越物質感官範疇的超然(Adhoksaja)，即至尊主，至尊

人格首神呢？如果摒棄崇拜超然丘比特，至尊主維施努，改為崇拜其他人，便喪

失和毀滅了人類智慧。直到擺脫所有欲望，否則無法崇拜超然而歷久彌新的丘比

特(Kamadeva)。」  
 

在他給《梵歌》所寫的《Rasika-ranjana》注釋的介紹部分，宇宙靈性導師聖莎

慈阿南達.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著述： 
 

「最慈悲的至尊主奎師那絕無虛言，為了解救全世界，祂對祂的朋友阿尊那講

述，鑽研所有《韋達經》要義的《聖典博伽梵歌》。《梵歌》的這些訓示是解救

世界的唯一方法。 
 

因此《梵歌》是所有《奧義書》當中的翹楚。《奧義書》、《梵經》和《博伽梵

歌》全都絕對是奉愛經典(suddha-bhakti-sastras)。聽到《梵歌》，那些本性超然

的人肯定會像烏達瓦一樣採納棄絕階級。《梵歌》的深奧要旨是，人的資格按本

性而定。沒有適當資格，受條件限制的靈魂不可能臻達至尊主。果報活動

(karma)、知識(jnana)和奉愛(bhakti)各有不同性質，所以它們的特性也不一樣。

因此在深思熟慮後把《韋達經》分成三部分：業報之部、知識之部和奉愛之部。

一旦超越宗教(dharma)、財富(artha)、感官滿足(kama)和解脫(moksa)的欲望，

業報就變成奉愛，改為服務至尊主而自得其樂。因此奉愛是生物體的賦定職務及

成果的最終目標。  
 

奉愛是非常深奧的原則；是知識和業報的生命，也實現它們的目的。因此把奉愛

的討論放在中間的六章。我們從中看到，至尊純粹奉愛是《梵歌》的最終目標。

在《梵歌》(18.66)結尾看到的sarva-dharmän parityajya詩節確定，最機密的訓示

就是皈依至尊主。」  
 

為了明白《梵歌》的吉祥開端到最後結論的明確哲學結論和教訓，我們必須先皈

依一流的高迪亞奉獻者傳系裏的靈性導師－聖茹帕.哥斯瓦米，因為超然和永恆

完美人物的純粹言詞和教導毫無錯誤、假象等等。實際上，他們是我們唯一的福

祉。儘管在純淨的巴嘎瓦緹恆河岸的棯、芒果、羅望子和木蘋果等樹木都得到同



一河水滋養，卻長出苦、甜和酸的果實。同樣，被蒙騙的物質能量－假象－迷住

的生物體，在研習同一部經典之後，天性使然而傳揚不同的概念。 
 
有人也許會問，如果這些不是最好的修習，至尊主為甚麼指導祂親愛的朋友阿尊

那修習業報、知識、瑜伽等等。答案就是主奎師那也在《梵歌》表示，沒有對至

尊聖主履行奉愛，業報、知識和瑜伽方面的所有努力都徒勞無功，毫無意義。主

采坦亞.瑪哈帕佈指導了，最高的那種崇拜是遵循(anugatya)巴佳牧牛姑娘的這種

崇拜。「Aiçvarya çithila preme nahi mora préta－被富裕知識削弱的愛，無法滿

足我」(《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3.16)。這是奎師那不為人知的意向。

主奎師那，即所有神聖化身之源，在 sarva-dharmän parityajya mäm ekaà 
çaraëaà vraja這個詩節，揭示和宣佈了祂對物質能量和半神人的統治權，也宣佈

自己是萬物的至尊崇拜對象。祂是經驗主義哲學家崇拜的梵，即主無特徵那一面

的基礎和庇蔭。祂是非二元真理(advaya-jnana-tattva)，也是真實體(vastava-
vastu)－即是說，祂獨一無二。  

 
《梵歌》的頭六章討論，把虔誠活動的成果供奉給主，從而得到靈性進步的業報

瑜伽之途。最後六章討論，透過超然知識得到靈性進步的思辨瑜伽之途。中間六

章討論對至尊主愛心奉愛的奉愛瑜伽之途。我們從中明白到，奉愛女神(Bhakti 
Maha-devi)是業報和知識的至尊庇蔭。在七個聖地之翹楚哈瑞兌爾(Mayatirtha 
Haridvara)的一個聚會(在會上討論《聖典博伽瓦譚》)上，一度把奉愛女神確定

為，賦予知識、棄絕等等生命的那位。沒有奉愛女神的恩慈，業報、知識、瑜伽

或任何別的程序也不能賦予預期的效果。以下詩節明確地證明了這點：bhaktyä 
mäm abhijänäti(《梵歌》18.55)、bhaktyä labhyas tv ananyayä(《梵歌》8.22)、
bhaktyäham ekayä grähyaù( 《聖典博伽瓦譚》 11.14.21) 、 bhaktir evainaà 
nayati(Mathara Sruti)和na sädhayati mäà yogo(《聖典博伽瓦譚》11.14.20)。  

 
權威經典說，給生物體的最終訓示是，履行極純粹專一的奉愛(稱為visuddha-，
ananya或kevala-bhakti)。我們從satataà kirtayanto mäm(《梵歌》9.14)這個詩節

明白到，崇拜至尊主就是履行以歌頌主奎師那的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為

首的九種奉愛。《永恆的主采坦亞經》表明：『apräkåta vastu nahe präkåta 
gocara－超然物體超越世俗知識和物質感官(中篇逍遙 9.195)。』這樣的嘗試撃敗

了驕傲和學問。只有皈依祂和把自我供奉給祂，才可以得到至尊主之恩。很多被

世俗學問和驕傲荼毒的人，試圖研究和教導經典的含意，卻只是自欺欺人。因此

主奎師那講述了teñäà satata-yuktänäà這個詩節(《梵歌》10.10)。 
 
與至尊聖主有關的基礎原則(bhagavat-tattva)，是透過至尊主所賜，以臻達主為

目標的那種純粹智慧(buddhi-yoga)覺悟的。那些有信心托庇主哈瑞、靈性導師和

偉大奉獻者，努力明白經典要旨的人，極易跨越物質存在之洋，得到對主奎師那

蓮花足的超然奉愛。履行這樣的奉愛是純愛的資格。因此sarva-guhyatama(最機



密的)這個字，確定《梵歌》的至尊主題，即純愛，就是第五個生命目標和靈性

專注修習的最後階段。 
 
透過《梵歌》的這個比較討論，至尊聖主確立了奉愛瑜伽的至尊性。在卡利時代

解救眾人的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跟祂親愛的同遊一起，展示了那條尋求最堪受

崇拜絕對真理的途徑。也展示了靈性專注修習的頂峰。祂們這樣賜予我們無數福

祉。這是祂們對眾生無緣而衷心的憐憫。因此全世界的智者和學者同樣都支持祂

們的概念。 
 

聖靈性導師和奉獻者的僕人之僕(Sri Guru-Vaisnava dasanudasa)  
 

以言語、智慧、軀體、心意皈依的棄絕僧(Tridandibhiksu)   
聖巴克提維丹塔.瓦曼(Sri Bhaktivedanta Vamana) 

1997年2月25日 
對聖靈性導師的蓮花聖足(Sri Sri Gurupada-padma)履行的維亞薩祭(Vyasa-puja)  

 
 



簡介 
(為印度語版而寫的) 

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在一九九七年為《博伽梵歌》

所寫的簡介 
 
《聖典博伽梵歌(Srimad Bhagavad-gita)》是宇宙之師和至尊主的化身聖施瑞瑪.
奎師那.兌帕央.韋達維亞薩(Sri Srimad Krsna Dvaipayana Vedavyasa)所著的。

《博伽梵歌》構成他偉大的敘事詩《聖摩訶婆羅多(Sri Mahabharata)》，比斯瑪

部分(Bhisma-parva，第二十五至四十二章)的十八章。 
 
為了造福全人類，至尊人格首神(Svayam Bhagavan)主奎師那(Sri Krsna)給祂的

永恆同遊和親愛的朋友阿尊那(Arjuna)，非常珍貴和基礎的訓示，幫助他們跨越

物質存在之洋，臻達祂的蓮花足。為了使我們這些被蒙騙的受條件限制靈魂超越

外在的物質能量(maya)，祂使祂的永恆同遊阿尊那好像被假象迷惑，以致會詢問

一些與被蒙騙生物體的各種資格相應的問題。主奎師那自己便回答那些問題，從

而消除各種懷疑和確定各種方法，讓生物體可以有系統地擺脫假象的錯覺。 
 

《聖典博伽梵歌 》也稱為《梵歌奧義書(Gitopanisad)》。它是所有韋達知識的精

萃，也是韋達典籍裏最重要的《奧義書》。那些在靈性導師、聖人和偉大奉獻者

(Vaisnavas)庇蔭下，滿懷信心持恆地研習這本書的人，將能輕易確定它的真正要

旨。因此他們會超越物質存在之洋，得到對主奎師那蓮花足的超然奉愛。如此一

來，他們就會有資格得到對祂的純愛。這點毫無疑問。 
 

現在，可以看到印度偉大的思想家和可敬的紳士崇敬《聖典博伽梵歌》。所有師

徒傳系的成員都敬重和堅信《梵歌》。甚至很多著名的政治家都堅信這書中之

王，世界各國的哲學家也大力讚揚。 
 

自古以來，《聖典博伽梵歌》已經有很多注釋。其中以聖三卡爾師 (Sri 
Sankaracarya)、施瑞瑪.阿南達嘎瑞(Srimad Anandagiri)和聖瑪杜蘇丹.薩茹阿斯

瓦提(Sri Madhusudana Sarasvati)等等傑出一元論者(advaitavadis)的注釋著稱。

大多數人只是學習和講授這些注釋。一些人以下列注釋論定他們對《梵歌》的研

究：條件性一元論(visistadvaitavadi)聖茹阿瑪努佳師(Sri Ramanujacarya)的獨特

一元論原則，純粹一元論(suddhadvaitavadi)施瑞達爾.斯瓦米(Sridhara Svami)的
純粹一元論原則或純粹二元論之師(suddha-dvaitacarya)施瑞曼.瑪達瓦師(Sriman 
Madhvacarya)的純粹二元論原則。而且，一些人目前也以盧卡曼亞 .提爾卡

(Lokamanya Tilaka)、幹迪吉(Gandhiji)和聖阿茹阿溫達(Aravinda)等等政治人物

的解釋，論定他們的研究。但大多數人都沒領受到好運，無法深入研究主高認格.
瑪哈帕佈(Sri Gauranga Mahaprabhu)確立的奉愛韋達結論派的倡導者－聖高迪亞

哲學結論之師(sri gaudiya-vedantacarya)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Sri Baladeva 
Vidyabhusana)－所著的注釋，他熟悉不可思議同一而異的原則 (acintya-



bhedabheda-siddhanta)，或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導師之翹楚，聖維施瓦納.恰誇瓦

爾提.塔庫爾(Sri Visvanatha Cakravarti Thakura)的注釋。  
 

聖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Sri Gaudiya Vaisnava sampradaya)的第七位哥斯瓦

米，及聖茹帕.哥斯瓦米(Sri Rupa Gosvami)的最佳追隨者－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

爾(Srila Bhaktivinoda Thakura)，基於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和聖巴拉戴

瓦.威迪亞布善拿所寫注釋的要旨，以孟加拉語出版了兩個附有不同譯文闡釋的

《梵歌》版本。他的解釋十分重要，滿載符合茹帕傳系(rupanuga)的概念及有助

純粹奉愛(suddha-bhakti)的精采結論。這兩個重要版本賦予人類難以形容的超然

福祉。透過他的闡明，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確立奉愛的永恆、普及和至尊，

從而極至地賜福那些正前往純粹奉愛王國的人。 
 
目前，各種各樣不可靠的人都在出版《梵歌》的推論注釋，在書中無恥地提出那

種綜合靈魂和物質(cit-jada-samanvayavada)，虛構而不確定的理論。他們也嘗試

證明永恆的純粹奉愛不值一顧。這大多數的注釋都闡述，《梵歌》唯一的要旨是

賦定職務或非人格假象宗形式的經驗主義知識。閱讀和聆聽這樣的注釋，會使信

心薄弱的人偏離途徑。 
 

nigama-sastras(《韋達經》)非常廣博浩瀚。其中一部分包含世俗宗教的訓示，另

一些則是賦定職務(karma)，另一些是分析知識(sankhya-jnana)，還有一些是對

至尊主，至尊人格首神的愛心奉愛(bhagavad-bhakti)。這些體系相互之間有甚麼

關係，又在甚麼時候放棄一種職務而從事另一種？雖然那些經典也有描述這樣的

分級資格，但生於卡利年代的生物體短命又愚蠢，極難徹底研習那些偉大經典和

確定自己的資格。因此簡明直接而科學化的調查必不可少。  
 

在杜瓦帕爾年代(Dvapara-yuga)末，大多數人都不能明白韋達經典的真正要旨，

因而開始傳揚自己的理論。一些人宣告果報活動(karma)是《韋達經》唯一的意

向，其他人則宣告物質享樂、分析知識，邏輯或一元論是唯一目的。如此一來，

他們片面的知識所產生的分歧意見開始在印度造成痛苦，就像未經咀嚼的食品令

人胃部不適和痛楚。 
 

那時候，為了造福普世眾生，極富同情心的至尊主奎師那粲卓(Sri Krsnacandra)
給予祂親愛的同遊和朋友阿尊那，《聖典博伽梵歌》的訓示。《聖典博伽梵歌》

鑽研所有《韋達經》的要旨，因此是所有《奧義書》的翹楚。它描述在業報瑜伽

(karma-yoga)、思辨瑜伽(jnana-yoga)等等程序之間的相互關係，闡述對哈瑞的純

粹奉愛(hari-bhakti)是生物體的至尊目標。把虔誠活動的成果供奉給主的靈性進

步之途(karma-yoga)、透過超然知識的靈性進步之途(jnana-yoga)和對至尊主的愛

心奉愛之途(bhakti-yoga)實際上不是不同的系統；僅是同一瑜伽程序的第一、二

和第三步。那整個瑜伽的第一階段稱為業報瑜伽，第二階段是思辨瑜伽，第三階

段則是奉愛瑜伽。《奧義書》、《梵經》和《聖典博伽梵歌》完全是奉愛典籍。



它們詳述業報、知識、解脫和臻達絕對真理，另一方面又比較性地鑽研這各項，

最後確立純粹奉愛至尊無上。 
 
《梵歌》的讀者可以分為兩類︰那些粗略或表面地理解的人(sthula-darsis)和那些

擁有優秀辨別力的人(suksma-darsis)。第一類人只基於《梵歌》陳述的表面含意

下定論。不過，第二類人並非只滿足於外在含意，而是探討深入的基礎要旨。理

解表面含意的人，從頭到尾地閱讀《梵歌》並論定它確立業報，因為聽過整部

《梵歌》之後 ，阿尊那明白戰鬥是有益的。  
 

不過，擁有優秀辨別力的人，不滿足於這種膚淺的結論。他們確定《梵歌》的目

標是主非人格方面的知識(brahma-jnana)或超然奉愛(para-bhakti)，並說阿尊那

的參戰僅是堅守自己資格水平的例子。但這不是《梵歌》的最高精萃。人的本性

決定所從事工作(賦定職務)的資格。這樣維生時，就逐漸得到真理知識。除非履

行某些工作，否則將難以維繫自己，不維繫自己，將難以思考真理。因此，初階

時必須正確地執行符合階級(carna)和身分的賦定職務。在所有德行活動之中，

《梵歌》只接受無私地履行並供奉給至尊主的活動，此時一定要知道這點。這樣

的業報逐漸淨化內心，賜予真理知識。然後，透過履行奉愛，最後就臻達至尊

主。 
 
為了明白《聖典博伽梵歌》的要旨和終極主題，必須遵循其講述者─至尊人格首

神主奎師那─的訓示，每一頁都稱祂為至尊主，至尊人格首神。出於祂的無緣恩

慈，主奎師那在《梵歌》的多個部分都宣告自己是至尊主，至尊絕對真理： 
 

ahaà sarvasya prabhavo mattaù sarvaà pravarttate 
iti matvä bhajante mäà budhä bhäva-samanvitäù 

《梵歌》(10.8) 
我是世俗和靈性世界之源。我衍生萬物。智者深知此事，滿心狂喜地履行對我的

靈性專注。 
 

mattaù parataraà nänyat kiïcid asti dhanaïjaya 
mayi sarvam idaà protaà sütre maëi-gaëä iva 

《梵歌》(7.7) 
致富者(Dhananjaya)，我至高無上。這整個創造都倚賴我，就像把寶石串在線上

一樣。 
 

ahaà hi sarva-yajïänäà bhoktä ca prabhur eva ca 
na tu mäm abhijänanti tattvenätaç cyavanti te 

《梵歌》(9.24) 
我是所有祭祀唯一的主人和享樂者，但那些辨別不到我超然軀體的人低墮，一再

徘徊於生死輪迴之中。 



 
其他多部經典也表明主奎師那是至尊人格首神：  
 

ete cäàça-kaläù puàaù krsnas tu bhagavän svayam 
《聖典博伽瓦譚》(1.3.28) 

從茹阿瑪(Rama)和尼星哈(Nrsimha)等等開始的所有化身，都是至尊人物至尊主

的部分和部分的部分。不過，只有奎師那是原始的至尊人格首神。 
 

ésvaraù paramaù krsnaù sac-cid-änanda-vigrahaù 
《婆羅訶摩讚》(5.1) 

奎師那是至尊主(Isvara)；祂的形象永恆、全知和極樂。 
 

aho bhägyam aho bhägyam nanda-gopa-vrajaukasäm 
yan nitraà paramänandaà purnaà brahma sanätanam 

《聖典博伽瓦譚》(10.14.32) 
南達大君(Nanda Maharaja)、牧牛郎和巴佳之地的其他居民全都非常幸運！他們

的好運無窮無盡，因為絕對真理－超然極樂之源，永恆的至尊梵－成為了他們的

朋友。* 
 

至尊主的各個化身都沒表露祂們的神格(bhagavatta)，一定要知道這方面的事。

但是至尊主奎師那在《梵歌》清楚傳達祂的至尊主地位，也確定對祂的皈依和奉

愛是眾生的至尊靈修(sadhana)。 
 
透過宣告三次誓言(trisatya)的這個原則，主奎師那確立祂自己的神格，確定對祂

的奉愛是最高的靈修和目標(sadhya)。祂在「mäm eva ye prapadyante－只皈依

我」(《梵歌》7.24)這個詩節，以mäm eva(對我)等詞語；在「te｀pi mäm eva 
kaunteya－他們只崇拜我」(《梵歌》9.23)這個詩節，以mäm eva(對我)等詞語；

還在「mäm ekaà çaraëaà vraja－只皈依我」(《梵歌18.66》)這個詩節，以mam 
ekam(只對我)等詞語這樣做。而且，不僅是主奎師那，甚至是半神人之聖哲拿茹

阿達(Devarsi Narada)、阿悉塔(Asita)、戴瓦拉(Devala)和維亞薩等等大聖人和完

美靈魂都確認這個真理，阿尊那從一開始也接受。因此，任何閱讀或聆聽《梵

歌》的人，都接受和認同地接近至尊真理，堅信《梵歌》的講述者主奎師那是原

始的至尊人格首神，毫不置疑。祂的每一個教導都完全真確。  
 

主奎師那在 bhakto ‘si me sakhä ceti rahasyaà hy etad uttamam 詩節(《梵歌》4.1-
3)告訴阿尊那：「這《梵歌》是永恆的。最初，在幾十億年以前，我給太陽神威

瓦斯文(Vivasvan)傳授這些訓示。威瓦斯文傳給曼奴(Manu)，曼奴則傳給依克斯

瓦庫(Iksvaku)。這個瑜伽系統這樣透過師徒承傳留存於世，但那個師徒傳系隨年

月消逝而消失。你是我專心致意的奉獻者，我親愛的朋友和我的直系門徒；因此

我現在賜予你這個至尊祕密。」  



 
不成為奉獻者，不可能明白《梵歌》深奧的真理，因為整部經典通篇都宣告，沒

有奉愛就無法掌握它的要旨︰「 bhaktyä tv ananyayä çakya aham evaà-
vidho ’rjuna－只有透過專一的奉愛，才可以確實地看到我的形象」(《梵歌》

11.54)。《梵歌》只是為至尊主奉獻者講述的。這是「 idan te nätapaskäya 
näbhaktäya kadäcana－這句話的意思，你決不應該對任何感官不受控、非奉獻

者、缺乏服務情感或嫉妒我的人，解釋這部《博伽梵歌》」(《梵歌》18.67)。 
 

《梵歌》描述三種獨特戒律的修習者。他們是思辨家、瑜伽師和奉獻者。在 
《梵歌》，jnani和yogi等詞彙指的不是非人格主義的假象宗，他們堅持絕對真理

不展現，無特徵，無形象和無能量。相反，它們指的是懷著奉愛的思辨家和瑜伽

師。在《梵歌》 (7.19)，主奎師那清楚地說：「 bahünäà janmanäm ante 
jïänavän mäà prapadyate－真正的思辨家是皈依我，對我有純粹奉愛的人。這樣

的偉大靈魂非常罕有。」祂在《梵歌》6.47對瑜伽師的定義也同樣清楚︰

「yoginäm api sarveñäà mad-gatenäntarätmanä－恆常滿懷信心地崇拜我，心裏

總是專心致意地想著我，在我看來，他就是所有瑜伽師之中最頂尖的。」  
 

因此，缺乏奉愛的人決沒資格聆聽《梵歌》。如果甚至連聆聽的資格都沒有，又

怎能明白它的要旨？必需懷著主奎師那是至尊人格首神的這種知識，皈依祂的蓮

花足，並從那些明白了真理，在真正靈師師徒傳系裏的偉大奉獻者口中，聆聽

《梵歌》的真理。除非這樣，否則不能明白《梵歌》的要旨。 
 

根據《聖典博伽梵歌》，具備所有威嚴和甜美的主奎師那，是眾生的至尊崇拜對

象；吸引主奎師那的那種奉愛，則是至尊程序和目標。雖然如此，因為愚昧的人

認為這個粗糙軀體是「我」，與它有關的物體則是「我的」，因此在真正的固有

本性方面一直被騙；因此不會正確明白奉愛的必然真理。由於粗劣的智慧，他們

認為世俗果報活動是唯一的真象，又因為愚昧而全神貫注於它。從而陷於一元論

或假象宗的魔掌。主奎師那激勵阿尊那提出這類世俗宗教題目。祂再確立它們兩

者微不足道和奉愛超卓極至。 
 
在《梵歌》的十八章之中，頭六章確立業報瑜伽的獨特特徵；最後六章是思辨瑜

伽的主要特徵；中間六章是奉愛瑜伽的主要特徵。因此奉愛仍然位處正中心，庇

護業報和知識。因為沒有奉愛女神的幫助，業報和知識無法賜予任何結果。 
 
業報：至尊主奎師那親自指導阿尊那，必須為了取悅至尊主而履行賦定職務。否

則就導致束縛，正如《梵歌》3.9表明：「yajïärthät karmaëo‘nyatra loko‘yaà 
karma-bandhanaù－琨緹之子啊，除了無私地履行並供奉給主維施努的賦定職務

之外，所有活動都使人困於這個世界。因此要完全不渴求活動成果，僅是為了滿

足祂而履行適當的活動。」這個詩節的yajnarthat這個字表示，「供奉給主維施

努」。因此，應該僅是為了取悅維施努而履行賦定職務，因為主奎師那在《梵



歌》5.29說：「bhoktäraà yajïa-tapasäà…－知道我是所有祭祀和苦行的享受

者，所有星球的至尊控制者和眾生祝願者的人得到解脫。」祂在《梵歌》3.30也
說：「mayi sarväëi karmäëi sannyasyä－所有賦定職務都應該作為給我的供品而

履行。」 而且，在《梵歌》9.27，祂說：「yat karoñi…－不管你做甚麼，做來取

悅我；供奉給我。」因此我們看到，主奎師那教導有資格履行賦定職務的生物

體，只履行供奉給至尊主的無私活動(niskama-bhagavad-arpita-karma)。祂不僅

訓示他們履行賦定職務。 
 
業報指的通常都只是帶著奉愛的賦定職務。奉愛所支配的那種業報，稱為karma-
misra-bhakti或pradhani-bhuta-bhakti。只是為了取悅至尊主而履行賦定職務時，

才真的可以稱為業報，正如詩節tat karma hari toñaëaà yat(《聖典博伽瓦譚》 
4.29.49)所述。因此，在《梵歌》11.55，至尊主也說：「mat karma kån…yaù sa 
mäm eti päëòava－只有為了取悅我而履行業報的人，才能臻達我。」 
 
知識：主奎師那說，在四種皈依祂的人，即傷心人(artta)、好問的人(jijnasu)、
求財的人(artharthis)和那些尋求知識的人(jnanis)之中，以思辨家最好。思辨家

是甚麼性質的？《梵歌》7.17說：「teñäà jïäné nitya-yukta eka-bhaktir viçiñyate
－那些思辨家對祂懷著專一的奉愛，恆常都全神貫注於祂。」 

 
在這裏，主奎師那說的不是缺乏奉愛的非人格主義思辨家。為了澄清這點，祂後

來在《梵歌》7.19說：「bahünäà janmanäm ante jïänavän mäà prapadyate－一

切有知覺和無活動的萬物都與瓦蘇戴瓦有關，賦有這種知識的思辨家，在千生萬

世之後完全托庇於我。這樣的偉大靈魂極稀有。」 
 

jnana這個字指的是，並非以奉愛為主的知識；傾向於純愛奉愛(prema-bhakti)的
知識，稱為夾雜了知識的奉愛(jnana-misra-bhakti)。由於滿懷神聖之愛，修習有

點進步而放棄知識時，心裏就展現純粹專一的奉愛。 
 
瑜伽︰在第六章結尾，至尊主大力讚揚瑜伽師，說他們比那些履行賦定職務的

人、苦行者、那些尋求知識的人更優秀。祂指導阿尊那要成為瑜伽師：

tapasvibhyo’dhiko yogé(6.46)。但至尊主在《梵歌》6.47確定哪一種瑜伽師：

「yoginäm api sarveñäà mad-gatenäntarätmanä－在各種瑜伽師之中，那些滿懷

信心地對我履行靈性專注的人最好。」在這個詩節，「我」這個字指的是主奎師

那自己。因此，當《梵歌》提到瑜伽師時，它指的是全面崇拜主奎師那的那些瑜

伽師。在《梵歌》，瑜伽指的不是帕坦佳拉瑜伽(patanjala-yoga)，也不是指業報

工作者、瑜伽師或缺乏奉愛而履行枯燥苦行者的活動。 
 

奉愛︰恩賜祂的奉獻者阿尊那覲見祂到的宇宙形象之後，主奎師那告訴他：

「bhaktyä tv ananyayä çakya aham evaà-vidho ’rjuna－只有透過專一的奉愛，才

有可能看到我的這個形象。你是我專一的純愛奉獻者，因此你看得到(《梵歌》



11.54)。」而且，祂在《梵歌》18.55說：「bhaktyä mäm abhijänäti－只有透過純

粹奉愛才可以看見我或真正認識我，得以在我的居所愛意盈盈地服務我。」 
 

傳授了首神無特徵方面的機密知識、至尊主局限性面貌更機密的知識，最後是最

機密的至尊人格首神知識等等訓示之後，主奎師那在《梵歌》結尾說：「sarva-
dharmän parityajya mäm ekaà çaraëaà vraja－摒棄各類宗教，專一地皈依我」

(《梵歌》18.66) 。主奎師那在這個詩節指導阿尊那放棄所有世俗宗教，皈依祂。

祂藉此確定奉愛是得到祂完整形象的唯一方法。這樣的奉愛有兩種︰專一的

(kevala)，夾雜了和支配另一程序的(pradhani-bhuta)。   
 

專一的奉愛完全獨立，毫無功利活動、經驗主義知識等等。夾雜了及支配另一程

序的奉愛有三種︰支配賦定職務的奉愛(karma-pradhani-bhuta)、支配知識的奉

愛 (jnana-pradhani-bhuta)和支配賦定職務和知識兩者的奉愛 (karma-jnana-
pradhani-bhuta)。業報和知識毫不傾向於履行奉愛時，就乾脆分別稱之為業報和

知識。 
 

雖然《梵歌》在某些地方傳授的訓示，與那種支配另一程序的奉愛有關，但那同

一些地方肯定也表明專一的奉愛。極難透過夾雜及支配另一程序的奉愛，認識或

臻達至尊主。因此主奎師那在《梵歌》(8.14)清楚說明，透過專一奉愛可以輕易

臻達祂：「ananya-cetäù satataà yo mäà smarati nityaçaù, tasyähaà sulabhaù 
pärtha nitya-yuktasya yoginaù－那些懷著專一奉愛，恆常憶念我和崇拜我的永恆

瑜伽師輕易臻達我。」  
 

而且，主奎師那在《梵歌》9.22也說明，祂那些懷著專一奉愛的奉獻者，怎樣透

過專一的愛心服務控制祂︰「ananyäç cintayanto mäà ye janäù paryupäsate, 
teñäà nityäbhiyuktänäà yoga-kñemaà vahämy aham－對於那些專一地崇拜我，

並恆常投入於奉愛的奉獻者，我親自供給和維繫他們所需。」 
 
至尊主奎師那在《梵歌》通篇的多個地方說明，只有透過專一奉愛，才可以臻達

祂：bhaktyä labhyas tv ananyayä(《梵歌》8.22)、bhajanty ananya-manaso(《梵

歌》9.13)、bhaktyä tv ananyayä çakya(《梵歌》11.54)，最後是sarva-dharmän 
parityajya mäm ekaà çaraëaà vraja ahaà tväà sarva-päpebhyo mokñayiñyämi mä 
çucaù (《梵歌》18.66)。從而證實了，專一的奉愛是生物體的終極目標。 
 
應該怎樣修習這專一奉愛？主奎師那這樣指導阿尊那︰「satataà kérttayanto 
mäà yatantaç ca dåòha-vratäù, namasyantaç ca mäà bhaktyä nitya-yuktä upäsate
－恆常唱頌我聖名、品質、形象和逍遙時光的榮耀，堅決發誓悉力以赴，滿懷奉

愛地頂拜，他們投入於崇拜我，恆常保持與我相連(《梵歌》9.14)。」 
 



主奎師那透過這個詩節教導我們，齊頌聖名是崇拜祂的最好方法。在這裏，齊頌

聖名表示高聲唱誦至尊主的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也暗示其他的奉愛支

體部分。 
 
很多人試圖傲慢地以物質知識明白《梵歌》，也這樣指導他人。不過，他們不知

道《梵歌》既超然，又超越世俗知識、邏輯和智慧。它凌駕於驕傲、英勇，英雄

主義和博學。只有透過至尊主的恩慈才能明白，並賜給皈依的人。因此，《神訓

經》說：「nayam atma pravacanene labhyo－不能以精闢的解釋、浩瀚的智慧，

甚至大量的聆聽得到至尊主；只有祂自己恩賜的人才得到祂」(《牟達卡奧義

書》2.3.3)，還有「teñäà satata-yuktänäà…dadämi buddhi-yogaà－我賜予那些愛

意盈盈地對我履行靈性專注，熱望與我永恆聯誼的人超然知識，讓他們藉此臻達

我。」(《梵歌》10.10) 
 
要確定一本書的含意，必須考慮六個因素︰(1) 序言(upakrama)、(2) 結語(upasa  
ara)、(3) 對某個主題的重複(abhyasa)、(4) 閱讀它(apurvata phala)的非凡結果、

(5) 對某個主題的讚揚(arthavada)和(6) 所確立結論的邏輯論點(upapatti)。除非

考慮這全部六種元素，否則難以捉摸一本書的真實要旨。緊記這六個分析部分，

那些深思《梵歌》的人將輕易明白，它的最終要旨是純淨的純粹奉愛。不過，普

羅大眾目前都依據自己那種滿足私欲的興致，為經典的含意立論。他們沒深思這

六個分析部分，因此一直無法掌握作者的真正意向。 
 

現在，作家和講述者都趨向於比較分析所獲知識的範疇、那種知識的應用、科

學，政治等等，但所有人都不願比較各種各樣的宗教。這樣的研究標明一個宗教

較優越，另一個則較低下，他們斷定這會導致團體之間的緊張或爭論，使社會動

盪不安。而且會阻礙社會和全球的發展。他們斷定要成功營造和諧，必須建立所

有人之間的平等和友誼，而不是討論宗教的區別，只有協調了所有宗教，才有可

能在眾人之間建立和平和相互的友誼。在政治範疇方面，對國家元首之間主張學

說的差別所作的比較研究，是國家和社會厄運的唯一原因。這些人認為宗教的比

較研究同樣會導致社會爭論。  
 

我們在這方面有以下意見︰正如知識和宗教的比較研究必不可少，對真正和諧的

研究也一樣。這是甚麼意思？譬如說我們把美德和邪惡、有感知和無感知、鑽石

和煤、小偷和聖人、公正和不公放在天秤兩邊，然後斷定兩者相等。這樣哪有深

思熟慮？宣佈這些情況相等只是愚昧，無法促成真正的和諧。samanvaya(和諧)
這個字源於samyak(完成)和anvaya(順序)。換句話說，anvaya－句子的句法，特

別是語法方面－稱為samanvaya。如果要句子恰當和諧(samanvaya)，那麼主體、

副體和動詞的位置就必須正確。如果我們把動詞放在主體的位置，副體在動詞的

位置，句子任何別的組成部分放在副體的位置，句法就不正確。因此，如果沒綱

領或句法(anvaya)，又怎會和諧(samanvaya)？恰當的和諧或順序構成連貫性、統

一性和通順。相反，人為地使一切相等而沒顧及美德和錯誤，有資格和沒資格，



就不能稱為和諧。努力全面取悅每個人，說全都平等，這並不是真正和諧。努力

取悅每個人表示左右為難。 
 
目前，某些堅持所謂和諧教義的人，聲稱《梵歌》全都有教導的果報活動、知

識、神祕主義和奉愛都一樣。但至尊主在書中清楚地確立，知識比業報更好，瑜

伽比知識更好，奉愛比瑜伽更好。據說，那些被外在能量蒙騙的生物體，最好渴

求成果地履行賦定職務(sakama-karma)。據說那些更進步的人最好無私地履行賦

定職務，把那職務的成果供奉給至尊主(niskama-bhagavad-arpita-karma)。對於

那些甚至更進步的修習者來說，據說真理知識更高。終極來說，據說純粹奉愛是

所有程序之中最優秀的。  
 

主奎師那自己確立，《梵歌》闡述的最終主題是奉愛。要知道這點就要正確了解

《梵歌》。依賴有限智慧在《梵歌》尋找和諧，而不是至尊主所述的科學化和比

較性智慧，實在愚不可及。確定絕對真理時，至尊主奎師那說非人格面貌的知識

是機密的，祂局限性擴展的知識更加機密，對祂的超然奉愛則是最機密的。這是

《梵歌》真正的和諧之處。 
 
現代的一些注釋家認為，崇拜各位半神人和女神相等於崇拜至尊主。不過， 
ye ’py anya-devatä這個詩節(《梵歌》9.23)說明，崇拜各位半神人是未獲認可

的。那些崇拜半神人的人臻達半神人的星球，在那裏享受之後又再重回這個世

界。那些崇拜至尊主的人，卻得以在祂的居所愛意盈盈地服務祂。他們決不從那

裏低墮。韋達經典清楚提到這點︰「yas tu närayanaà devaà brahma-rudrädi-
daivataiù viñëau sarveçvareçe tad-itara-same-dhér yasya va naraké saù－那些認為主

拿茹阿央那和以茹卓為首的半神人不相伯仲的人是無神主義者，他們會下地

獄。」  
 

一些人誤解這個詩節：「ye yathä mäà prapadyante täàs tathaiva bhajämy aham
－一個人以哪種方式服務我，我都以那同一種方式服務他。每個人都全面循遵我

的途徑」(《梵歌》4.11)。他們引用這點證明，不管他們的崇拜是哪一種，所有

人最終都臻達同一居所。「眾多途徑都殊途同歸。」  
 

但如果我們仔細深思這個詩節，就看到它其實不是這個意思。至尊主的言下之意

其實是，祂根據一個人對祂的皈依程度來獎賞他︰「我會根據他的活動獎賞

他。」那怎可能每個人都相同？《梵歌》在這個或任何別的詩節都沒表明，皈依

的人和不皈依的人都得到相同結果。而且，那些托庇至尊主的人都有不同目標。

果報工作者渴望享受而托庇祂，經驗主義哲學家渴望解脫，神祕主義者渴望得到

玄秘完美，奉獻者則渴望得以專一而愛意盈盈地服務祂。他們的欲望、修習和目

的全都不一樣；因此不可能會得到同一結果。  
 



大部分人閱讀這個詩節的第二行，mama vartmanuvartante manuñyäù pärtha 
sarvaçaù，並錯誤地推測所有人都千方百計地在通往至尊主的路徑上邁進。有鑑

於此，他們也一定斷定，盜賊、強盜、暴徒和奸夫全都在同一途徑上邁進，但這

對嗎？不，決不。這個詩節的真正含意是，業報、知識、瑜伽和奉愛全都是至尊

主所述的途徑。人們根據自己的資格，得到適合於他們所遵循途徑的結果。一個

人必須認同，不同的途徑導致不同的結果。  
 

佛教徒、假象宗、耆那教徒(Jains)、施威神的崇拜者(Saivites)、性力派(Saktas)
和奉獻者之間的想法和修習截然不同。他們全都得到相同的結果和目的地之說不

合邏輯，因為他們全都以不同的修習實現不同的欲望。空虛論(Sunyavadi)佛教

徒想併入涅磐。一元論者熱望併入至尊的光芒，性力派則渴望物質享樂。施威神

的崇拜者，唸誦「我是祂」或「我是施威」來得到解脫。佛教徒不接受《韋達

經》，一元論則接受和認為它們的起源極世俗(apauruseya)。性力派認為大假象

(maha-maya)是原始能量(adya-sakti)，施威神的崇拜者則認為唵瑪帕提 .施威

(Umapati Siva)是至尊絕對真理。他們的概念、修習、目標和崇拜對象都不一

樣；因此，全都得到同一結果之說不是很愚蠢嗎？《梵歌》肯定不贊成這樣的意

見。 
 

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的生平概覽 
 
聖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典範師之翹楚和非常崇高的導師－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
塔庫爾－是《聖典博伽梵歌》著名的《要義甘霖》注釋的作者。他顯現在西孟加

拉的納迪亞(Nadiya)地區，茹阿迪亞(Radhiya)社區的一個婆羅門家庭。他以哈

瑞-瓦拉巴(Hari-vallabha)的名字著稱，他有兩個哥哥－茹阿瑪巴卓(Ramabhadra)
和茹阿古納(Raghunatha)。他童年時在兌瓦村(Devagrama)完成語法研習。然後

就在他靈性導師在穆爾斯達巴(Mursidabad)地區，賽亞達巴達(Saiyadabada)村的

家學習奉愛經典。住在賽亞達巴達時，他寫了《Bhakti-rasamrta-sindhu-
bindu》、《Ujjvala-nilamani-kirana》和《Bhagavatamrta-kana》。不久以後，

他棄絕了家庭生活，前往溫達文，在那裏寫了其他多本書籍和注釋。 
 
在他名為《Sarartha-darsini》的《聖典博伽瓦譚》注釋，在描述主奎師那娜莎之

舞(Sri Rasa-pancadhyayi)的五個章節，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在開端寫

了下列詩節： 
 

sré-räma-kåñëa-gaëgä-caraëännatvä gurünuru-premnaù 
sréla-narottama-nätha sré-gauräìga-prabhuà naumi 

 
在這裏，「主茹阿瑪(Sri Rama)」這個名字指的是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

的靈性導師－聖茹阿妲茹阿曼(Sri Radharamana)；「奎師那」指的是他的靈性祖

師－聖奎師那-查茹阿拿(Sri Krsna-carana)；「甘格-查茹阿拿(Ganga-carana)」



指的是他的靈性曾祖師－聖甘格 -查茹阿拿 (Sri Ganga-carana)；「南若譚

(Narottama)」指的是他的靈性曾曾祖師－聖南若譚.達薩.塔庫爾；natha這個字

指的是聖南若譚.達薩.塔庫爾的靈性導師－聖羅刊納.哥斯瓦米(Sri Lokanatha 
Gosvami)。他這樣頂拜他師徒承傳裏的所有人，上至施瑞曼.瑪哈帕佈。 
 

對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傑出的服務 
 
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年老時，大部分時間都處於半意識或內在狀態，

全神貫注於靈性專注。在那段期間，高迪亞奉獻者和支持主的婚姻戀逍遙時光教

義的奉獻者之間，在齋亞浦爾突然爆發了一場辯論。敵對陣營的奉獻者[聖茹阿

瑪努佳傳系的]引導齋亞浦爾的國王齋亞辛二世相信，經典不支持一併崇拜施瑞

瑪緹.茹阿迪卡和主哥文達。他們辯稱，《聖典博伽瓦譚》和《維施努宇宙古

史》都沒提及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的名字，她也從未按照韋達儀式嫁給主奎師

那。 
 

敵對奉獻者更進一步反對說，高迪亞奉獻者不屬於認可師徒承傳的傳系。自古以

來有四個奉獻者師徒傳系(sampradaya)︰施瑞(Sri )師徒傳系、布茹阿瑪(Brahma)
師徒傳系、茹卓(Rudra)師徒傳系和薩拿卡(Sanaka，庫瑪爾，Kumara)師徒傳

系。在這個卡利年代，這四個師徒傳系的首要典範師分別是聖茹阿瑪努佳(Sri 
Ramanuja)、聖瑪達瓦(Sri Madhva)、聖維施努斯瓦米(Sri Visnusvami)和聖寧巴

迪提亞(Sri Nimbaditya)。茹阿瑪努佳奉獻者說高迪亞奉獻者不屬於這四個師徒

傳系，因此沒有純粹傳系。此外，他們又辯稱，因為高迪亞奉獻者沒有自己的

《梵經》(又稱《終極韋達》)注釋，因此不算是遵循真正的偉大奉獻者師徒承

傳。 
 
齋亞辛大君知道，溫達文傑出的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典範師是聖茹帕.哥斯瓦米的

追隨者，召他們到齋亞浦爾接受聖茹阿瑪努佳奉獻者的挑戰。年老的聖恰誇瓦爾

提.塔庫爾完全沉醉於靈性專注的超然極樂，於是派他的學生聖巴拉戴瓦.威迪亞

布善拿到齋亞浦爾的聚會演講。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的韋達結論之師－聖巴拉戴瓦.
威迪亞布善拿，即淵博學者之翹楚和韋達結論傑出導師之晉傑，在聖恰誇瓦爾提.
塔庫爾的門徒－聖奎師那戴瓦－陪伴下前往齋亞浦爾。 

 
世襲的哥斯瓦米忘了自己與瑪達瓦師徒傳系的聯繫，不重視高迪亞奉獻者教義的

見解，說它和韋達結論沒有關係。這使真正的高迪亞奉獻者感到非常困擾。聖巴

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卻以不可辯駁的邏輯和強而有力的經典證據，證明高迪亞

師徒傳系是純粹的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名為聖布茹阿瑪-瑪達瓦-高迪亞-偉大奉

獻者師徒傳系(Sri Brahma-Dadhva-Gaudiya-Vaisnava sampradaya)，源自聖瑪達

瓦師的傳系。聖基瓦.哥斯瓦米、聖卡威.卡爾拿普爾(Srila Kavi Karnapura)和其

他歷代的典範師也認同這個事實。高迪亞奉獻者認同《聖典博伽瓦譚》是《終極



韋達》的真正注釋。因此，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沒有人另外撰寫《終極韋

達》的注釋。  
 
施瑞瑪緹.茹阿迪卡是賜樂能量的化身和主奎師那的永恆摯愛，多部《宇宙古

史》都提到她的名字。《聖典博伽瓦譚》通篇，特別是第十篇與主的溫達文逍遙

時光有關的描述，間接而謹慎地提到施瑞瑪緹.茹阿迪卡。只有熟悉經典結論，

品嚐極樂情感和滿懷靈性情感的奉獻者，才能明白這個機密奧祕。 
 
在齋亞浦爾的學術會議上，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反駁反對黨的論點和懷

疑，他的陳述使他們啞口無言。他確立了高迪亞奉獻者是來自聖瑪達瓦師的師徒 
承傳。不過，儘管他的勝利，辯方不認同高迪亞師徒傳系屬於純粹的偉大奉獻者

傳系，因為高迪亞沒有為《終極韋達》作注。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因而寫

了著名的高迪亞注釋－《聖哥文達論》。主哥文達的廟宇再次開始崇拜聖茹阿

妲-主哥文達，也堅定地確立了聖布茹阿瑪-瑪達瓦-高迪亞師徒傳系的合法性。 
 

只是得到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的授權，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才能

撰寫《主哥文達論》，並證明高迪亞奉獻者與瑪達瓦師徒傳系的聯繫。這方面不

應有半點懷疑。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代表師徒傳系履行的這項成就，

將會輝煌地記錄在高迪亞偉大奉獻宗的歷史。 
 

重新確定非婚戀的教義 
 
當六位哥斯瓦米在聖溫達文的影響力輕微下降時，出現了一場有關婚姻戀和非婚

戀教義的爭論。為了驅除對婚姻戀的誤解，聖恰誇瓦爾提.塔庫爾寫了《Raga-
vartma-candrika》和《Gopi-premamrta》，兩者都滿載經典哲學的結論。此後，

在他的《Ananda-candrika》對《聖Ujjvala-nilamani》(1.21)詩節laghutvam atra 
yat proktam的注釋，他表示婚姻戀之說是謬誤，又以經典證據和不可辯駁的論點

確立了非婚戀的概念。此外，在他對《聖典博伽瓦譚》所寫的《Sarartha-
darsini》注釋，他大力支持非婚戀之情。 
 
某些學者反對聖恰誇瓦爾提.塔庫爾那些以非婚戀之情崇拜的結論。當他以更淵

博的學問和優秀的推論技巧撃敗他們時，他們因嫉妒而決意殺害他。他們知道聖

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慣於每天清晨繞拜聖溫達文，於是便躲在黑暗茂密的小樹林

裏，等他走過。當他的敵對者看到他走近時，他卻突然消失，在他的位置出現一

位年輕貌美的巴佳女孩，和她的朋友一起摘花。 
 

那些學者問那個女孩：「親愛的孩子，剛才一位奉獻者朝著這個方向走過來。你

看見他到哪裏去了？」女孩回答說，她看到他，卻不知道他去了哪裏。她的天姿

國色，溫柔的微笑，優雅的舉止和斜睨的瞥視迷住了那些學者。他們的心融化

了，心意裏的所有雜念和瑕疵都消失了。他們詢問女孩的身份，她回答說：「我



是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的女僕。現在她在亞瓦塔(Yavata)她婆婆的家，她派我來這

裏摘花。」話畢，女孩消失了，那些學者在她的位置再次看到聖恰誇瓦爾提.塔
庫爾。他們倒在他的足下祈求寬恕，他也原諒了他們所有人。聖恰誇瓦爾提.塔
庫爾一生有很多這樣的驚人事蹟。 
 
聖恰誇瓦爾提.塔庫爾這樣反駁了婚姻戀的理論，確立了純粹非婚戀的真理－這

成就對高迪亞奉獻者來說意義重大。 
 
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不僅保護了聖高迪亞偉大奉獻宗的完整性，也重

新確立了它在聖溫達文的影響力。任何評價這項成就的人，都會對他非凡的天才

嘆為觀止。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典範師寫了以下詩節，讚揚他出色的作品︰ 
 

viçväsya nätharupo ‘sau 
bhakti-vartma-pradarçanät 

bhakta-cakre vartitatvät 
cakravarty äkhyayäbhavat 

他以宇宙之主維施瓦納這個名字見稱，因為他指示奉愛之途；他又稱為恰誇瓦爾

提，即一個圈子或一群人圍著他，因為他總是留在一群(cakra)純粹奉獻者之中。

因此他名為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 
 
大約在1754年，在瑪嘎月份(Magha，一至二月)兩星期月明的第五天，當時聖維

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大約一百歲，他在溫達文離開這個物質世界，全神貫

注於內在知覺。今天他的墓塚緊靠著聖地溫達文的聖茹阿妲-主哥庫爾南達(Sri 
Sri Radha-Gokulananda)廟。 
 
以下是他的書目、注釋和禱文，這些文獻構成高迪亞奉獻者奉愛典籍無比財富的

倉庫：  
 

(1)《Vraja-riti-cintamani》；  
(2)《Camatkara-candrika》；  
(3)《Prema-samputa》(Khanda-kavya－只展現部分的特性或修辭或詩歌的詩

作)；   
(4)《Gitavali》；  
(5)《Subodhini》(Alankara-kaustubha tika)； 
(6)《Ananda-candrika》(Ujjvala-nilamani tika)； 
(7) 《Sri Gopala-tapani》的《Tika》；  
(8)《Stavamrta-lahari(甘露盈盈之禱文浪濤)》，包括下列作品︰  

(1) 《Sri Guru-tattvastaka》，  
(2) 《Mantra-datr-guror-astaka》， 



(3) 《Parama-guror-astaka》， 
(4) 《Paratpara-guror-astaka》， 
(5) 《Parama-paratpara-guror-astaka》， 
(6) 《Sri Lokanathastaka》， 
(7) 《Sri Sacinandanastaka》， 
(8) 《Sri Svarupa-caritamrta》，  
(9) 《Sri Svapna-vilasamrta》， 
(10) 《Sri Gopala-devastaka》， 
(11) 《Sri Madana-mohanastaka》，  
(12) 《Sri Govindastaka》，  
(13) 《Sri Gopinathastaka》， 
(14) 《Sri Gokulanandastaka》， 
(15) 《 Svaya  -bhagavad-astaka》， 
(16) 《Sri Radha-kundastaka》， 
(17) 《Jagan-mohanastaka》， 
(18) 《Anuraga-valli》， 
(19) 《Sri Vrnda-devyastakam》， 
(20) 《Sri Radhika-dhyanamrta》， 
(21) 《Sri Rupa-cintamani》， 
(22) 《Sri Nand isvarastaka》  ， 
(23)  《SriVrndavanastaka》， 
(24)  《Sri Govardhanastaka》， 
(25)  《Sri Sankalpa-kalpa-druma》， 
(26)  《Sri Nikunja-virudavali》，《Virut-kavya》(讚美詩) ， 
(27) 《Surata-kathamrta》， 
(28)  《Sri Syama-kundastaka》；  

(9) 《Sri Krsna-bhavanamrta-mahakavya》；  
(10) 《Sri Bhagavatamrta-kama》；  
(11) 《Sri Ujjvala-nilamani-kirana》；  
(12) 《Sri Bhakti-rasamrta-sindhu-bindu》；  
(13) 《Raga-vartma-candrika》；  
(14) 《Aisvarya-kadambini 》(已失傳)；  
(15) 《Sri Madhurya-kadambini》；  
(16) 《Sri Bhakti -rasamrta-sindhu tika》；  
(17) 《Dana-keli-kaumudi tika》；  
(18) 《Sri Lalita-madhava-nataka tika》；  
(19) 《Sri Caitanya-caritamrta tika》(不完整的)；   
(20) 《Brahma-samhita tika》；  



(21) 《Srimad Bhagavad-gita Sarartha-varsini-tika》；  
(22) 《Srimad Bhagavad-gita Sarartha-darsini-tika》。 
 
目前這部《博伽梵歌》[印度語版]包括下列特色︰原有的天城體(devanagari)詩
節、字譯及音譯、詞彙對照(anvaya)、詩節譯文、聖恰誇瓦爾提.塔庫爾的《要義

甘霖》注釋、其顧及明確精微之處的譯文(bhavanuvada)及這位可憐而卑微的僕

人所寫的《Sarartha-varsini Prakasika-vrtti(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  
 

除非對梵文有點認識，否則難以理解《要義甘霖》注釋。為了使聖恰誇瓦爾提.
塔庫爾的《要義甘霖》注釋更簡單和更易理解，我寫了《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

之釋義》，它和聖茹帕傳系的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典範師的思路一致。願仁慈的讀

者原諒我的無禮之舉。 
 

我崇拜的神兄弟－雲遊四海的典範師聖巴克提維丹塔.瓦曼.瑪哈茹阿傑，是聖高

迪亞韋丹塔修會現任的典範師和會長，他是聖靈性導師蓮花足(Sri Gurupada-
padma)既親愛又親密的僕人。他熱愛頂尖的知識(奉愛)。憑著他的恩慈，他一再

鼓勵和指導這個不值一顧的僕人，實現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同遊的心底意向，出

版一個附有聖恰誇瓦爾提.塔庫爾的注釋，渾然天成、淺白和全面的《聖典博伽

梵歌》版本。我在他的蓮花足下謙卑地求他賜福我。把這本包含他珍愛《要義甘

霖》注釋的《聖典博伽梵歌》獻於他的蓮花手，如此一來，我也許能夠實現聖師

尊的心底夙願。 
 
我特別感激摒除物質欲望的聖施瑞瑪.巴克提.威維卡.巴茹阿提.瑪哈茹阿傑，還有

摒除物質欲望的聖施瑞瑪.巴克提.聖茹帕.希丹提.瑪哈茹阿傑。兩位都皈依已進入

永恆逍遙時光的宇宙靈性導師－摒除物質欲望的聖巴克提希丹塔.薩茹阿斯瓦提.
帕佈帕－的蓮花足，他們翻譯和出版了聖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注釋的孟加拉版

本，還有第七位哥斯瓦米－聖巴克提維諾德 . 塔庫爾－的《Rasika-ranjana 
bhasya》，無量地造福了世界。我有系統地研讀了這個版本，在這裏引用了書中

的某些部分。我在我這兩位訓示靈性導師的蓮花足一再頂拜。願他們悅納我。 
 

我完全堅信，時刻渴求奉愛的讀者會十分恭敬地領受這本書，研讀這本書之後，

有信心的讀者也會進入純粹奉愛的國度。我們希望我們靈性觸覺敏銳的讀者會仁

慈地寬恕，在倉促編制這本書時可能出現的任何錯誤和不符之處，而且會接受它

的精萃而恩澤我們。 
 
最後，我在我最崇拜的聖靈性導師─已進入永恆逍遙時光，在維施努足下摒除物

質欲望的聖巴克提帕爾甘.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的蓮花聖足傷感地祈

禱，他是至尊主的慈悲之化身。願他大量恩澤和祝福我，使這個可憐卑微的僕人

將越來越有資格服務他的心底夙願。 
 



祈求主哈瑞、靈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的一點恩慈 ，  
謙遜而卑微的， 

以身體、心意、感官和言語皈依的棄絕僧(Tridandibhiksu)   
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 

 
1997 年 2 月 25 日 

在瑪圖茹阿(Mathura)的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 
聖靈性導師蓮花聖足(Gurupada-padma)的維亞薩祭(Vyasa-puja)  

 



序 
(為第三個英語版所寫的) 

 
這個版本的《聖典博伽梵歌》是我們最深愛的聖師尊－已進入永恆逍遙時光，在

維施努足下摒除物質欲望的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

呈獻的印度語版的譯文。它附有傑出的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典範師－聖維施瓦納.
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所著的《Sarartha-varsini-tika(要義甘霖的注釋)》的譯文。

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以他自己的要旨－《闡明名為

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進一步闡明那本注釋。他經常以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

爾那本名為《Rasika-ranjana(使那些擅於品嚐超然情感的靈性導師快樂)》的動人

注釋的摘錄，總結他的闡述。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是《梵歌》的講述者－主奎師那本人，祂在這個世界展現逍

遙時光的期間，在祂的生平展示了奉愛之巔的格言，它們自然地構成《梵歌》教

導的極至。由於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是施瑞曼.瑪哈帕佈的親密奉獻

者，因此有資格揭示主奎師那訊息之中更深入的要旨。為了讓讀者深入了解主奎

師那和阿尊那之間對話的錯綜複雜、深度和動人之美，聖恰誇瓦爾提.塔庫爾用

了傳統的purva-paksa方式，意思是「異議和釋疑」，引申一道源源不絕的問答洪

流，這樣像項鍊上的寶石一樣串連《梵歌》的所有詩節。因此他的要旨與眾不

同，揭示了主奎師那指導阿尊那的這個內在意向。那些要旨也揭露阿尊那心裏泛

起的那些疑慮，它們促使他發問。因此讀者知道祂們的對話親密無間，更能明白

這一系列詩節的理由。 
 
而且，聖恰誇瓦爾提.塔庫爾在他的釋揭示了，《聖典博伽梵歌》的精萃是稱為

《梵歌》四詩節(catuh-sloki-gita)[《梵歌》10.8-11]的四個種子詩節。他在這四個

詩節解釋，主奎師那賜予以自發奉愛為特點的奉愛瑜伽，那是祂對生物體的特別

恩賜。這精萃也流遍《梵歌》其他的重要詩節。沒有他的指導或其他像他那樣德

高望重的高迪亞注釋家揭示的話，將不可能辨明這點。 
 

在傳播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及其親密追隨者，例如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

的教導方面，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的貢獻無與倫

比。他著名而討好的特別之處(vaisistya)是，他對聖茹帕.哥斯瓦米傳系最精妙的

高迪亞概念，內在固有地懷著純粹奉愛，這表示他和他高尚的導師絕對一致。他

一刻都不可能遺忘或離棄這樣的概念，因此斷定他的所有《梵歌》主旨都滿載這

些概念。  
 
這個版本僅是憑著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和聖維施瓦

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的無緣恩慈才出現。他們滿意的話，我們才會認為我們的

努力成功。我們謙遜地懇求我們可敬的讀者漠視任何錯誤，容忍我們竭力呈獻這

樣傑出的偉大奉獻者典範師之言時，所出現的任何缺點。  



 
立志服務聖靈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     

出版小組 
南達大君為奎師那慶生的日子(Sri Nandotsava)  

2011年8月23日 
 
第三版的出版小組 
查核譯文的精確度：B.V.達莫達爾.瑪哈茹阿傑(B.V. Damodara Maharaja)；協助

查核譯文的精確度：B.V.瑪杜蘇丹.瑪哈茹阿傑(B.V. Madhusudana Maharaja)、瑪

達瓦 -沛爾亞 .達薩 (Madhava-priya dasa)、阿瑪拉 -奎師那 .達薩 (Amala-krsna 
dasa)、阿奎拉薩.達薩(Akhilesa dasa)和高茹阿-茹阿傑.達薩(Gaura-raja dasa)；梵

文修正：B.V.巴嘎瓦.瑪哈茹阿傑(B.V. Bhagavata Maharaja)；英語修正：B.V.崔
丹迪 .瑪哈茹阿傑(B.V. Tridandi Maharaja)、瑪丹-穆罕 .達薩(Madana-mohana 
dasa)、外佳央緹-瑪拉.達茜(Vaijayanti-mala dasi)、維祺崔. 達茜(Vicitri dasi)、曼

佳瑞 .達茜(Manjari dasi)；校對：三緹 .達茜(Santi dasi)、蘇拉緹 .達茜(Sulata 
dasi)、贊娜奎.達茜(Janaki dasi)、夏瑪拉薩奎.達茜(Syamlasakhi dasi)、庫穆定妮.
達茜(Kumudini dasi)；讀者迴響：蘇巴拉-奎師那.達薩(Subala-krsna dasa)、文瑪

利 .達薩(Vanamali dasa)、哥文達 .達薩(Govinda dasa)、瓦三緹 .達茜(Vasanti 
dasi)；排版：奎師那-卡雲亞.達薩(Krsna-karunya dasa)；協助排版：佳亞-哥袍.
達薩(Jaya-gopala dasa)、阿能嘎-穆罕.達薩(Ananga-mohana dasa)、佳亞兌瓦.達
薩(Jeyadeva dasa)、哥茹阿哥袍.達薩(Gauragopala dasa)；封面概念：茹阿瓦.潘
迪.達薩(Raghava Pandita dasa)；章節圖像：尼南姆巴瑞.達茜(Nilambari dasi)；
插圖：夏瑪茹阿妮.達茜(Syamarani dasi)；鳴謝：B.V.外刊那斯.瑪哈茹阿傑(B.V. 
Vaikhanasa Maharaja)、B.V.瑪達瓦 .瑪哈茹阿傑(B.V. Madhava Maharaja)、巴爾

佳納.達薩(Brajanatha dasa)、遜達爾-哥袍.達薩(Sundara-gopala dasa)、卡利亞-達
曼.達薩(Kaliya-damana dasa)、給瑞哈瑞.達薩(Giridhari dasa)、夏瑪茹阿妮.達茜

(Syamarani dasi)、沛爾瑪瓦緹.達茜(Premavati dasi)、瑪杜瑞卡.達茜(Madhurika 
dasi)、安妮塔.達茜(Anita dasi)、哈瑞-沛爾亞.達茜(Hari-priya dasi)、吞嘎維迪亞.
達茜(Tungavidya dasi)。我們感激那些捐助這個版本的人，特別是佳幹納.達薩

(Jagannatha dasa)和奎師那-利拉.達茜[(Krsna-lila dasi) (斐濟)]。 



序幕 
為摩訶婆羅多之役而寫的 

 
山坦努(Santanu)王是庫茹(Kuru)王朝一位著名及有影響力的皇帝，他最有騎士

風範和虔誠。他妻子－恆河女神(Ganga-devi)－誕下了一個兒子，名為比斯瑪

(Bhisma)，他是第八個瓦蘇(Vasu)的人格擴展。不過，她因特殊情況而在孩子誕

生之後消失。後來，國王在一次打獵行動時，在尼薩達(Nisadas)的國王─達薩王

(Dasaraja)─的家看見一位絕色的公主，名為薩緹亞瓦緹(Satyavati)。這位公主其

實是一條魚透過烏帕瑞查爾.瓦蘇(Uparicara Vasu)的精液所生的，尼薩達的國王

對她視如己出，悉心養育和栽培。 
 

山坦努大君請求國王准他迎娶薩緹亞瓦緹公主，達薩王訂下條件，如果她所生的

孩子是山坦努王國唯一的繼承人，他就會同意。不過，山坦努大君不接受這個條

件，並返回他的國都。當比斯瑪王子聽到此事時，他渴望滿足他父王的欲望。因

此慎重地發誓終身貞守，確保薩緹亞瓦緹的兒子真的會繼承王國。因此山坦努就

能迎娶薩緹亞瓦緹。為了報答比斯瑪，山坦努賜福他，讓可以為自己的死亡作

主。薩緹亞瓦緹為山坦努大君生了兩個兒子－祺崔嘎達(Citrangada)和維祺崔威

爾亞(Vicitravirya)。 
 
山坦努大君駕崩後，比斯瑪讓祺崔嘎達繼承王位，但祺崔嘎達英年早逝，維祺崔

威爾亞繼任為王。維祺崔威爾亞有兩位妻子－安姆比卡(Ambika)和安姆巴利卡

(Ambalika)－但他英年早逝，沒有後代。薩緹亞瓦緹媽媽加倍苦惱，因為她兒子

的死讓王朝後繼無人。僅是想著她的第一個兒子－大聖人韋達維亞薩

(Vedavyasa)，她就把他召來了。為了保護王朝，在她的指示和比斯瑪的准許之

下，韋達維亞薩使維祺崔威爾亞的妻子受孕，懷了兒子。安姆比卡懷了迪瑞托茹

阿斯崔(Dhrtarastra)，安姆巴利卡懷了潘度(Pandu)，女僕維祺崔威爾亞則懷了

神聖的聖維杜爾。 
 
迪瑞托茹阿斯崔生來就是瞎子，因此他的弟弟潘度獲加冕為王。潘度大君是一位

有騎士風範和影響力的皇帝，賦有所有好品質。他有五個兒子，於迪斯提爾

(Yudhisthira)是長子。在迪瑞托茹阿斯崔的一百個兒子之中，杜爾猶丹

(Duryodhana)是長子。在時間的影響下，潘度王在所有王子尚未成年時已經駕

崩，因此比斯瑪祖父讓迪瑞托茹阿斯崔登基，要他負責保護王國，直到那些王子

長大成人。 
 

當潘度五子和迪瑞托茹阿斯崔那些以杜爾猶丹為首的兒子成年時，出現了一場有

關王位繼承的嚴重衝突。迪瑞托茹阿斯崔王偏愛他的兒子，千方百計渴望杜爾猶

丹為王。不過，在其他德高望重的人物和民眾壓力下，非常虔誠的比斯瑪祖父不

能允許這事。杜爾猶丹源於卡利(Kali)的一部分，天生極邪惡和不虔誠，他渴望



成為唯一的君王，毫無反對者。為了達到這個目的，他以各種各樣的陰謀殺害潘

度之子，迪瑞托茹阿斯崔王暗中同意一切。 
 
儘管大聖人韋達維亞薩(Maharsi Vedavyasa)、比斯瑪祖父的靈性導師杜榮拿師

(Dronocarya)、神聖的維杜爾(Vidura)和其他人一再請求，迪瑞托茹阿斯崔卻不

給予潘度之子應有的一半國土。不過，他表面上裝作給於迪斯提爾加冕為哈斯提

普爾(Hastinapura)之王。派他到瓦茹阿拿瓦(Varanavat)，杜爾猶丹計畫在那裏

放火焚燒一座新建的宮殿，殺害所有潘度之子。迪瑞托茹阿斯崔同意這個極邪惡

的計畫，藉由至尊主的意願，潘度之子不知怎的獲救。 
 

一段時間之後，潘度之子和朵帕緹(Draupadi)成婚。杜爾猶丹發現他們仍然活

著，就再次資詢他的父親，邀請他們到哈斯提普爾。奉比斯瑪祖父和其他長輩之

命，並應子民所求，潘度之子得到刊達瓦帕爾斯塔(Khandavaprastha，即因卓帕

爾斯塔，Indraprastha)的統治權。得到主奎師那和名為瑪雅(Maya)的惡魔幫助，

潘度之子在那裏建造了一座令人驚嘆的宮殿和城市。在短時間之內征服了印度的

所有強大國王，履行盛大的登基祭。 
 

這個祭祀隆重，富裕和成功，迪瑞托茹阿斯崔王和杜爾猶丹極嫉妒潘度之子，密

謀在一場賭博比賽中撃敗他們。他們奪去潘度之子的整個王國，迫使他們流放十

二年，然後又再多一年，他們必須隱姓埋名地過活。在這次長時間的嚴酷考驗之

後，迪瑞托茹阿斯崔和杜爾猶丹仍沒歸還潘度之子的王國。主奎師那親自作為潘

度之子的大使，前往哈斯提普爾傳達他們的請求：杜爾猶丹至少應該給他們五個

村莊。不過，杜爾猶丹仍然愛理不理，不肯妥協。他對奎師那說：「除非潘度之

子在戰鬥中撃敗我，不然的話，不要說五個村莊，我甚至不會給他們立錐之

地。」 
 
至尊主奎師那為了確立宗教、保護聖人和殲滅惡魔而顯現。在摩訶婆羅多之役期

間，祂以阿尊那和比瑪(Bhima)作為工具，協助祂進行那個減輕地球龐大重擔的

計畫。 
 
 
 



第一章 
 

檢閱大軍 
(Sainya-Darsana) 

 
詩節一 

 
dhåtaräñöra uväca 

dharma-kñetre kurukñetre samavetä yuyutsavaù 
mämakäù päëòaväç caiva kim akurvata saïjaya 

 
dhrtarastra uvaca－迪瑞托茹阿斯崔 (Dhrtarastra)王說；dharma-ksetre kuru-
ksetre－在名為庫茹之野 (Kuruksetra)的宗教之地； samavetah－聚集了；

yuyutsavah－躍躍欲戰；mamakah－我的兒子們 [以杜爾猶丹(Duryodhana)為
首]；pandavah－潘度(Pandu)之子[以於迪斯提爾(Yudhisthira)為首]；ca－和；

eva－確實；kim－甚麼？；akurvata－他們做了；sanjaya－桑佳亞(Sanjaya)啊。 
 
迪瑞托茹阿斯崔王說︰「桑佳亞啊，聚集在庫茹之野聖地，躍躍欲戰，我的兒子

們和潘度之子做了甚麼？」 
 

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Srila Visvanatha Cakravarti Thakura) 
的《要義甘霖的注釋》，顧及明確精微之處的譯文(Bhavanuvada) 

(名為《要義甘霖的注釋》之內在意向) 
 

gauräàçukaù sat-kumuda-pramodé sväbhikhyayä gos tamaso nihantä 
çré-kåñëa-caitanya-sudhä-nidhir me mano’dhitiñöhan sva-ratià karotu 

präcéna-väcaù suvicärya so’ham ajïo’pi gétämåta-leça-lipsuù 
yateù prabhor eva mate tad atra santaù kñamadhvaà çaraëägatasya 

主奎師那.采坦亞.瑪哈帕佈(Sri Krsna Caitanya Mahaprabhu)分發祂自己的聖名

(Sri Krsna，主奎師那)來驅散地球的黑暗；祂使蓮花似的奉獻者更喜樂；祂是首

神之愛的甘露倉庫；也是賜予最崇高神聖愛情關係的那個人(unnatojjvala-rasa)，
願祂在我內心上演祂樂不可支的逍遙時光。雖然我愚昧無知，不過，在探討歷代

偉大奉獻者(Vaisnava)典範師(acaryas)表達的想法，及遵循所有那些在棄絕階級

者之翹楚－主奎師那.采坦亞.瑪哈帕佈－的結論時，我變得熱切渴望品嚐《博伽

梵歌(Bhagavad-gita)》形式的一滴甘露。因此，聖人應該原諒這個皈依靈魂。 
 
至尊人格首神主奎師那(Svayam Bhagavan Sri Krsna)是人形的至尊絕對真理。祂

是所有經典的終極目標，祂在聖哥袍城(Sri Gopala-puri)顯現為聖瓦蘇戴瓦(Sri 
Vasudeva)之子。祂極不可思議，也超越物質感官的察知，但祂透過祂的內在能

量瑜伽瑪亞(yogamaya)，讓普通人的眼睛都看得到祂。祂灌輸了《博伽梵歌》的



訓示，從而解救被這個物質世界迷惑，沉淪於生死之洋的靈魂。祂把祂甜美、美

麗和其他品質的品味賜給他們，讓他們浸在首神超然之愛的大海。要保護聖人和

殲滅魔族的這個承諾，使祂一定要顯現在這個世界。不過，以消除地球的重擔為

藉口，其實祂是把解脫形式的至尊保護，賞賜給惡棍，那些與祂為敵的人，還有

那些沉淪在這個龐大物質存在之洋之苦的靈魂，這個物質存在好比昆姆比帕克

(Kumbhipaka)，就是把罪人放在滾油裏烹煮的那個地獄星球。 
 

至尊主奎師那教導《博伽梵歌》，以致在祂從這個世界隱跡之後，自古以來都受

到愚昧影響，完全受制於悲哀、假象等等的受條件限制靈魂都可以得救。而且，

為了支持祂那些在經典裏看到和聖人唱頌的榮耀，祂把《博伽梵歌》的這些訓

示，傳授給祂極鍾愛的同遊阿尊那(Arjuna)，他自願接受了悲哀和假象的面紗。 
 
這部《博伽梵歌》有三部分：   
 
(1) 業報瑜伽(Karma-yoga)，把虔誠活動的成果供奉給主的靈性進步之途 
(2) 思辨瑜伽(Jnana-yoga)，透過超然知識的靈性進步之途  
(3) 奉愛瑜伽(Bhakti-yoga)，對至尊主的愛心奉愛之途  

 
透過揭示《韋達經(Vedas)》的要旨和十八種知識，主奎師那在《博伽梵歌》的

十八個章節描述生命的終極目標。《博伽梵歌》的頭六章教導業報瑜伽；最後六

章教導思辨瑜伽；在它們之間的六個章節教導奉愛瑜伽，它比其他兩種瑜伽更機

密和稀有。這奉愛瑜伽也是業報和知識兩者的生命。沒有奉愛，業報和知識就徒

勞無功。只有與奉愛結合時，才可以局部地接納。  
 

奉愛有兩種︰專一的奉愛(kevala-bhakti)和夾雜了另一程序，以奉愛為主但仍然

不是純粹的(pradhani-bhuta)。專一的奉愛本身既獨立又極強大，完全不需借助

業報和知識。因此說奉愛極有威力，除了渴望取悅奎師那之外就無欲無求

(akincana)，純粹無瑕或一心一意(ananya)等等。不過，不純粹的奉愛修習卻仍

然夾雜了業報和知識。稍後會詳細研究這點。 
 

為了解釋阿尊那的悲哀和錯覺的性質，《摩訶婆羅多(Mahabharata)》的講述者

－聖外薩姆帕央(Sri Vaisampayana)，即維亞薩戴瓦(Vyasadeva)的門徒－現正對

他的聽眾贊美佳亞(Janamejaya)誦讀《摩訶婆羅多》的《比斯瑪之部(Bhisma-
parva)》這部分。他以dhrtarastra uvaca(迪瑞托茹阿斯崔說)等字句開始。迪瑞托

茹阿斯崔正在問他的宰相桑佳亞：「桑佳亞啊，聚集在庫茹之野聖地，躍躍欲

戰，我的兒子們和潘度之子做了甚麼？」  
 

這裏出現了一個問題。迪瑞托茹阿斯崔提到他的兒子們和潘度之子存心戰鬥而聚

集。因此他們肯定會戰鬥。那麼，他問：「他們做了甚麼？」有甚麼意圖？回答

就是，迪瑞托茹阿斯崔說：「宗教(dharma)之地[dharma ksetre]」。直接從至尊



主那裏展現及從權威那裏聆聽的典籍正文《神訓經(Srutis)》說：「kuruksetram 
deva-yajanam－庫茹之野是半神人的祭祀場地。」因此，這片土地以滋養宗教原

則見稱。因此，它的影響力可以遏止杜爾猶丹和其他不虔誠之徒的怒火，他們也

會變得傾向於遵循和接受宗教。潘度之子天性本已虔誠。因此，當他們的分辨力

覺醒時，就明白到不應該殺死親戚朋友，雙方可能會同意和平解決。  
 

迪瑞托茹阿斯崔外在假裝會悅納這樣的和平條約，內裏卻大感不悅。他認為如果

他們談判停戰，潘度之子的存在會仍然繼續妨礙他的兒子。   
 

迪瑞托茹阿斯崔在想：「比斯瑪和杜榮拿(Drona)等等我方的戰士天下無敵，甚

至連阿尊那也不是對手。因此，因為我們勝券在握，戰鬥會是有利的。」不過，

其他人卻無從分辨他心裏的想法。 
 

在這裏，透過dharma-ksetre(宗教之地)這詞語的組元ksetra，知識女神(薩茹阿斯

瓦提女神，Sarasvati-devi)正表明特殊的含意。宗教，或宗教的化身－於迪斯提

爾，和他的同遊就像稻米，他們的維繫者－至尊主奎師那－則像農夫。主奎師那

對潘度之子的各種幫助，就好比灌溉莊稼和在田地四周築堤。以杜爾猶丹為首的

敵方－考爾瓦族，就像稻田裏生長的黑色雜草。正如稻田裏的黑色雜草被連根拔

起，杜爾猶丹和他其他的家族成員－考爾瓦族(Kauravas)，也會從這片宗教之地

被根除。 
 

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所著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Sarartha-Varini)》注釋之釋義 

(Sarartha-Varini Prakasika-Vriti)》 
 

oà ajïäna-timirändhasya jïänäïjana-çaläkayäù 
cakñur unmélitaà yena tasmai çré-gurave namaù 

我向聖師尊(Sri Gurudeva)致以最謙遜的頂拜，他以超然知識的火炬，啟明我那

雙被愚昧黑暗弄瞎了的眼睛。 
 

namaù oà viñëu-pädäya kåñëa-preñöhäya bhü-tale 
çré-çrémad-bhakti-prajïäna-keçava iti nämine 

ati-martya-cariträya svä-çritänäïca-päline 
jéva-duùkhe sadärttäya çré-näma-prema-däyine 

我頂拜我靈性導師─在維施努足下(om visnupada)，摒除物質欲望的(astottara-
sata)聖施瑞瑪.巴克提.帕爾甘.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Sri Srimad Bhakti 
Prajnana Kesava Gosvami Maharaja)─的蓮花足，在這個世界，他深得主奎師那

鍾愛。他是完全神聖的人物，以大愛滋潤那些托庇他的人。看到那些反對主奎師

那的人苦不堪言時，他感到難過而賜予他們聖名和對首神的純愛。 
 

namaù oà viñëu-pädäya kåñëa-preñöhäya bhü-tale 



çrémate bhakti-siddhänta sarasvatéti nämine 
我頂拜維施努足下的聖施瑞瑪.巴克提希丹塔.薩茹阿斯瓦提.帕佈帕(Sri Srimad 
Bhaktisiddhanta Saravati Prabhupada)，他托庇了主奎師那的蓮花足，深得祂鍾

愛。 
 

namo bhaktivinodäya sac-cid-änanda nämine 
gaura-çakti-sva-rüpäya rüpänuga-varäya te 

我頂拜莎慈阿南達 .聖巴克提維諾德 .塔庫爾(Saccidananda Srila Bhaktivinoda 
Thakura)，他是聖茹帕.哥斯瓦米(Sri Rupa Gosvami)追隨者[rupanuga(茹帕傳系)
的奉獻者]之翹楚，也是主采坦亞.瑪哈帕佈(Sri Caitanya Mahaprabhu)自己的內

在能量之化身。  
 

namo bhaktivinodäya sac-cid-änanda nämine 
gaura-çakti-sva-rüpäya rüpänuga-varäya te 

因為他為全世界(visva)啟明奉愛之途，因此稱之為維施瓦納(Visvanatha)。又因

為他在奉獻者團體中的地位無人能及，因此稱之為恰誇瓦爾提(Cakravarti)。因

此，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Visvanatha Cakravarti)的這個名字變得名副其實。  
 
極博學的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是從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下傳的導師傳

系裏，一位傑出的靈性導師。作為韋達哲學結論的偉大學者和品嚐奉愛情感之樂

的奉獻者翹楚，聖維施瓦納 .恰誇瓦爾提 .塔庫爾為《聖典博伽梵歌(Srimad 
Bhagavad-gita)》編寫了一本滿載要義，名為《要義甘霖》的無價注釋。這本注

釋是以梵文寫成的，之前只翻譯成孟加拉語。因此講印度語的讀者完全無法閱讀

這本無價寶。因此，為了忠誠之士全面的福祉，現在我把注釋翻譯成印度語。  
 

那本注釋的風格和情感極深入，滿載確證的哲學結論。為使譯文簡單明了，我認

為必須再寫一本解釋來闡明《要義甘霖》注釋。這本解釋稱為《闡明注釋之釋義

(Prakasika-vrtti)》。沒有聖靈性導師、偉大奉獻者和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
庫爾本人的恩慈，就不可能完成這項艱巨任務。因此，我先以萬念俱灰的絕望之

情，在他們的蓮花足祈求他們的恩慈和祝福。 
 

《聖典博伽梵歌》是所有《神訓經》、《奧義書(Upanisads)》和《宇宙古史

(Puranas)》的精萃。基於透過師徒承傳所領受到的韋達典籍權威證據，斷定了巴

佳王之子(Vrajendra-nandana)主奎師那本人，即巴佳王之子，正是至尊人格首

神，祂除了自己之外就沒有其他源頭。祂是所有甘露盈盈靈性情感的化身

(akhila-rasamrta-murti)，齊備所有能量(sarva-saktiman)，也是非二元絕對真理

(advaya-jnana-para-tattva)。祂無限的能量以三種為主︰內在能量(cit-sakti)、邊

際能量(jiva-sakti)和外在能量(maya-sakti)。憑著至尊人格首神主奎師那的意願，

整個靈性國度－無憂星(Vaikuntha)、哥樓卡(Goloka)和溫達文(Vrndavana)－全

都是祂內在能量的轉變。所有靈魂(jivas)都是祂邊際能量的轉變，物質創造則是

祂外在能量的轉變。 



 
靈魂有兩種︰解脫的和受制的。解脫靈魂永恆地品嚐在無憂星、哥樓卡和其他各

個靈性國度服務主而得到的喜樂。他們不曾困於這個物質世界，即假象的監獄，

因此稱為永恆解脫的。僅是為了造福世人，他們有時憑著主的意願，在這個虛幻

世界顯現為祂的同遊。另一種靈魂自古以來已被假象吞沒。由於受到牽制，這些

靈魂永無止境地在生死輪迴徘徊，飽受三種苦煎熬。 
 

祂不可思議的能量使不可能變得可能，反之亦然，憑著那種能量的影響，慈悲之

洋－至尊主奎師那(Sri Krsna)－在祂永恆解脫的同遊阿尊那心裏產生了愚昧。僅

是為了解救受制於假象(maya)的所有靈魂，祂才以驅除這假象為藉口，講述了這

部確立自我知識的經典－《博伽梵歌》。終極來說，《博伽梵歌》確立的主題是

對至尊主的純粹奉愛服務。遵循《博伽梵歌》所示的純粹奉愛，受假象影響的靈

魂就能穩處於他們純粹的固有地位，也可以投入於服務主。除此之外，受條件限

制的靈魂沒有其他途徑能夠得到吉祥。 
 
基於經典的確鑿證據和無敵論點，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和高迪亞偉大

奉獻者(Gaudiya Vaisnava)師徒承傳的其他傑出導師，清楚確立了《博伽梵歌》

的講述者並非沒有能量的，也不缺多樣化、形象或恩慈等等超然品質。個體靈魂

決不是至尊(主)，甚至在解脫階段也決不能成為至尊(主)。儘管在得到解脫之

後，靈魂仍然會是純粹而極微小的靈性知覺實體。不過，他那時候可以說是至尊

主的永恆同遊。 
 
韋達曼陀(mantras)證明了至尊控制者和個體靈魂都具備知識，都是知悉者，都是

享樂者，都是履行者，都有純粹的靈性自我。因此，從基礎真理(tattva)的觀點

來看，祂們之間沒有差別。不過，由於個體生物體是極微小的有知覺靈魂，他的

知識有限，會被蒙騙能量征服。至尊控制者(Paramesvara)恆常都是這能量的主

人。在真理的基礎上，雖然祂和靈魂之間沒有差別，但是這差別觀念卻是真的。

這種差別觀念稱為vaisistya，意思是「有獨特之處」或「有明確而截然不同的特

性」。就像太陽和陽光同時是一致的，但是彼此之間又有分別，同樣，至尊主和

個體靈魂分別作為屬性擁有者和屬性，彼此之間也是同一而異的。《韋達經》確

鑿地證明了這點。由於這同時同一而異的關係超越物質智慧，只有借助經典才可

以理解，因此稱為不可思議的。至尊(主)和生物體這種不可思議的同時同一而

異，正是《博伽梵歌》的主題。 
 
生物體和物質世界都是絕對真理主奎師那各種能量的轉變體，雖然大家都認同祂

與他們同時同一而異，但是事實上，祂們之間的差別觀念才是永恆的，而不是一

致觀念。這部《博伽梵歌》在適當的地方闡述了個體靈魂(jivatama)、至尊靈魂

(Paramatma)、這個至尊靈魂的居所和臻達至尊靈魂的方法等等知識。 
 



雖然已經解釋了，根據經典規則履行的物質活動(karma)、知識(jnana)和對至尊

主的奉愛(bhakti)，都是臻達絕對真理(brahma)的三種方法，但是奉愛瑜伽才真

的是臻達至尊聖主[那就是臻達作為祂永恆僕人的那個固有位置]的唯一方法。奉

愛瑜伽的初階稱為業報瑜伽。更加進步時，中階稱為思辨瑜伽，成熟崇高的階段

則稱為奉愛瑜伽。根據經典規則履行的物質活動，它本身不是臻達至尊主的直接

修習；反而只是能夠修習奉愛的方法。夾雜了奉愛的業報瑜伽稱為bhagavad-
arpita-karma(把活動成果供奉給至尊主)，《韋達經》也有描述。遵循這個程序

把活動成果供奉給至尊主，內心得到淨化時，心裏就顯現靈魂和非靈魂的真正知

識。對主沒有奉愛情感時，得到超然知識和把活動成果供奉給至尊主等等程序都

毫無價值。 
 
絕對真理的知識出現時，心裏也展現專一的奉愛。當這奉愛成熟時，微靈心裏就

展現對神的純愛(prema)。純愛是可以直接覺悟至尊主和臻達祂的唯一方法。這

是《博伽梵歌》的深奧祕密。僅是得到至尊主非人格面貌的知識，無法得到解

脫。只有在尋求知識時夾雜了對至尊主的奉愛之情，才能得到額外的成果，就是

四種不同解脫形式的其中之一。這四類解脫是得到與主相同的身體特徵

(sarupya)、與主住在同一星球 (salokya)、與主一樣富裕 (sarsti)和與主聯誼

(samipya)。履行《博伽梵歌》所述的專一奉愛，就得以在主奎師那的至尊居所哥

樓卡.溫達文(Goluka Vrndavana)愛意盈盈地服務祂。臻達這個居所時，就不可能

重回物質世界。生物體的終極目標是得到這愛心服務。 
 
奉愛有兩種︰(1) 專一的(kevala)和(2) 夾雜了另一個程序，但仍然是顯著的

(pradhani-bhuta)。專一的奉愛又稱ananya(除了渴求奎師那的快樂之外，就無欲

無求)、akincana(除了奎師那之外，就一無所有)、visuddha(完全純粹的)和
nirguna(毫無三種物質自然形態的污染)。   

 
以奉愛程序為主卻又夾雜了另一個程序時，這有兩種奉愛︰根據經典規則履行的

物質活動夾雜了奉愛(karma-pradhani-bhuta)，和追求知識時夾雜了奉愛(jnana-
pradhani-bhuta)。履行夾雜了業報的奉愛，就得到內心的純淨和基礎靈性原則的

知識。履行夾雜了知識的奉愛，就得到解脫。 
 
只有當夾雜了業報的奉愛，是以得到基礎靈性原則的知識為目標時，才稱為業報

瑜伽。只有當夾雜了知識的奉愛，是以專一的奉愛為目標時，才稱為思辨瑜伽。

知識和業報都只是通往奉愛的步驟。沒有奉愛就毫無價值。  
 

※ ※※ 
 

《博伽梵歌》又稱《梵歌奧義書(Gitopanisad)》，是由十八個章節組成的，顯現

為《摩訶婆羅多，比斯瑪之部》的第二十五至四十二章。它有三部分，每部分包

括六個章節。第一部分解釋個體靈魂(jivatma)是至尊控制者(Isvara)的一部分



(amsa)，憑著他的固有地位，他能夠得到服務整體(amsi)，即至尊主的資格。中

間的六章解釋純粹奉愛服務的原則，即得到至尊主純愛的無上方法。這是要臻達

的至尊目標。第三個和最後部分確定絕對真理的結論知識。 
 
《梵歌》的主題是如意石似的專一奉愛。這塊寶石被妥善地收藏在寶盒一樣的

《博伽梵歌》裏。這個寶盒的底部是不依附活動成果地工作，藉此崇拜至尊主

(niskama-karma-yoga)，蓋子是透過超然知識所得的靈性覺悟，寶藏則是對至尊

主的奉愛。只有那些具備堅定信心，堅守宗教原則，品格良好和控制了感官的

人，才有資格研習這部典籍。為了更透徹地明白這個主題，於是提供了注釋

(bhavanuvada)的解釋。 
 

聖奎師那.兌帕央.韋達維亞薩在頭二十七個詩節，包括了dhrtarastra uvaca(迪瑞

托茹阿斯崔說)或sanjaya uvaca(桑佳亞說)等等片語，使著作流暢。應該把它們當

作《梵歌》的介紹部分。正如一粒鹽與鹹的海洋混合時完全溶解，與海洋合一，

聖韋達維亞薩所寫的這些導言，同樣與主奎師那所述的《博伽梵歌》汪洋合一。 
 
阿尊那：阿尊那是至尊主奎師那的永恆同遊。他完全不可能陷入悲哀和錯覺的狀

態。《聖典博伽瓦譚》(1.7.7)說：「yasyäm vai çrüyamäëäyäà－至尊人物主奎師

那超然於物質自然，《聖典博伽瓦譚》滿載祂動人逍遙時光的題目，那些滿懷極

大信心聆聽這部經典的人，心裏立刻出現對祂蓮花足的奉愛，從而毀滅悲哀、假

象和恐懼。」 
 

那麼，主奎師那的永恆同遊－最偉大的奉獻者阿尊那，他像個好友那樣服務祂，

怎可能陷於假象和悲哀的狀態？為了被悲傷和錯覺折磨的靈魂，至尊主奎師那安

排了祂永恆解脫的同遊阿尊那，與主一起顯現在這個世界，墮進假象。主奎師那

說：「teñäm ahaà samuddhartä måtyu-saàsära-sägarät－我解救他們脫離物質存

在之洋。」(《梵歌》12.7)。  
 

阿尊那表面上感到迷惑，透過與他的對答，主奎師那確定了祂自己基礎真理的真

正本質，還有靈魂的基礎真理、祂各個化身的居所、物質能量和對祂的奉愛等

等。  
 
為詩節「sarva-dharmän parityajya－放棄各種宗教」(《梵歌》18.66)作注時，聖

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引用主奎師那說的話︰「tväm avalambyaiva çästram 
idaà loka-mäträm evo padeñöämi－使你成為了工具之後，為了造福每個靈魂，我

現正傳送《博伽梵歌》這項訊息。」除此之外，在他為《聖典博伽瓦譚》撰寫名

為《Sarartha-darsini》的注釋時，聖恰誇瓦爾提 .塔庫爾解釋詩節yogéndräya 
namaù (《聖典博伽瓦譚》12.13.21)。他說在《梵歌》裏，阿尊那感到迷惑的那段

描述是為其他人而寫的，其中，他的舉止就像這個世界的人一樣。事實上，由於

阿尊那是至尊主的永恆同遊，他甚至毫無這個虛幻世界的氣息，更何況是因悲哀



和錯覺而激動。但是達到完美的聖人非常仁慈，極擅長履行造福所有靈魂的活

動，使某位特別名人成為工具而給予有益的訓示。在各部經典通篇都看到這點。

這就是阿尊那的地位。 
 
十八種知識：有四部《韋達經》：《娑摩(Sama)》、《夜柔(Yajur)》、《梨俱

(Rg)》和《阿達婆(Atharva)》和《韋達經》的六個支體部分(vedangas)：語音學

(siksa)、韻律(chandas)、語法(vyakarana)、詞源(nirukta)、天文學(jyotisa)和儀

式(kalpa)。然後又有其他類型的知識，例如mimamsa(彌曼沙，透過分析審視來

確定基礎哲學真理)、nyaya(邏輯技巧)、dharma-sastra(宗教)、Purana(《宇宙古

史》，韋達歷史)、ayur-veda(醫學研究)、dhanur-veda(武器學)、gandharva-
veda(唱歌和跳舞)和artha-sastra(致富學)。這就是《維施努宇宙古史(Visnu 
Purana)》提及的十八種知識：  

 

aìgäni vedaç catväro mémäàsä nyäya-vistaraù 
dharma-çästraà puräëaï ca vidyä hy etäà catur daçaù 

äyurvedo dhanurvedo gändharväç ceti te trayaù 
artha-çästraà caturthaà ca vidyä hy añöädaçaiva täù 

 
庫茹之野：聖維亞薩戴瓦指庫茹之野的戰場是宗教之地(dharma-ksetra)。這有個

隱義。根據《聖典博伽瓦譚》(9.22.4)所述，這片土地是以庫茹(Kuru)王而命名，

故此名為庫茹之野。《摩訶婆羅多》題為薩爾亞之部(Salya-parva)的部分，敘述

下列故事︰ 
 

有一次，當庫茹大君犁這塊地時，半神人之王因卓(Indra)出現在那裏，問他：

「你犁這塊地有甚麼目的？」庫茹大君回答：「我這樣做，是為了使那些在這裏

放棄軀體的人，能臻達天堂星球。」因卓聞言嘲笑他，並返回天堂星球，國王又

開始滿腔熱誠地犁地。因卓一再回來嘲笑和故意打擾國王，但是庫茹大君依然泰

然自若，繼續工作。最後，在其他半神人堅持下，因卓悅納了庫茹大君，賜福

他，凡是在這塊地上放棄軀體或戰死的人，必定會臻達天堂星球。因此選擇了這

片稱為宗教之地的土地戰鬥。 
 

此外，《Javalopanisad》(1.2)描述庫茹之野是半神人和眾生履行祭祀的地方

(yajna-sthali)。在這個地方履行祭祀會臻達天堂星球，甚至主布茹阿瑪最高的星

球。此外《Sat-Patha Brahmana》也記載：「kurukñetraà deva-yajanam-äsa 
tasmäd ahuù kurukñetraà deva-yajanam－半神人在庫茹之野履行對主的崇拜；因

此聖人把這個地方命名為deva-yajanam(半神人的祭祀之處)。」dharma-ksetra這
個片語由dharma和ksetra這兩個字組成。ksetra這個字表示耕地。當農民灌溉稻

田時，某種稱為黑(syama)草的雜草也跟大米一起生長。這草看起來和大米一模

一樣，汲取稻田所用的水而生長，因此蓋過了大米。大米最終便枯萎。因此，內

行的農民會把這些雜草連根拔起，因為它們危及大米作物。至尊主奎師那同樣也



在這庫茹之野消滅那些反宗教、裝作虔誠和不虔誠的人，例如杜爾猶丹和其他人

等，藉此維繫和滋養宗教的化身於迪斯提爾大君和他的同遊。 
 

在薩茹阿斯瓦緹(Sarasvati)和迪瑞薩兌緹(Drsadvati)兩河之間的那片土地，稱為

庫茹之野。大聖人穆告(Mudgala)和帕瑞圖(Prthu)大君都在這個地方履行苦行。

殲滅了戰士階級之後，主帕爾蘇茹阿姆(Sri Parasurama)在這片土地五個不同的地

方履行祭祀。這片土地以前稱為五湖(Samanta Pancaka)，但是後來以庫茹為

名，以庫茹之野著稱。 
 

桑佳亞：桑佳亞是一位名為嘎彎幹姆(Gavalgama)的馬車伕之子。他對所有經典

結論瞭若指掌，慷慨大方又致力於宗教原則。由於這些美德品質，比斯瑪祖父任

命他和維杜爾(Vidura)為迪瑞托茹阿斯崔的王室宰相。桑佳亞被視為維杜爾第

二，也是阿尊那的密友。他憑著聖維亞薩戴瓦的恩慈領受到神聖視力，因此能夠

對迪瑞托茹阿斯崔敘述所有戰況。這使他能夠從遠在哈斯提拿普爾(Hastinapura)
的王宮，觀看庫茹之野之役。於迪斯提爾大君也說桑佳亞是每個人的祝願者，說

話動聽，性情平和，總是滿足和公平。他堅守德行，決不因他人的劣行感到困

擾。由於他總是保持不偏不倚和無畏，因此他的言談與宗教原則完全一致。 
 

詩節二 
 

saïjaya uväca  
dåñövä tu päëòavänékaà vyüòhaà duryodhanas tadä 

äcäryam upasaìgamya räjä vacanam abravét 
 
sanjayah uvaca－桑佳亞說；drstva－檢閱了之後；tu－和；pandava-anikam－潘

度族的大軍；vyudham－嚴陣以待；duryodhanah－杜爾猶丹王；tada－然後；

acaryam－他的老師(Dronacarya，杜榮拿師)；upasangamya－接近了；raja－國

王；vacanam－言詞；abravit－說。  
 
桑佳亞說︰「國王啊，檢閱了嚴陣以待的潘度族大軍之後，杜爾猶丹接近他的靈

性導師杜榮拿師，說了以下的話。」 
 
《要義甘霖》︰明白了迪瑞托茹阿斯崔的意圖之後，桑佳亞確定了肯定會有戰

爭，就如迪瑞托茹阿斯崔所願。但是知道事情的結果將與迪瑞托茹阿斯崔的期望

相反，桑佳亞現正說這些以drstva等等詞語開始的話。在這裏，vyudham這個字

表示「潘度軍嚴陣以待」。因此暗自害怕的杜爾猶丹王，以下一個詩節的

pasyaitam這個字開始，說了九個詩節。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令人遺憾的是，迪瑞托茹阿斯崔不但天生失

明，他更喪失了宗教的和靈性的視力。因此，在摩訶婆羅多之役時，他因悲哀和



假象十分激動。由於宗教之地的影響，他的兒子杜爾猶丹也許會把一半國土還給

潘度之子。他為此誠惶誠恐，感到沮喪。  
 

桑佳亞極虔誠又有遠見，感覺到迪瑞托茹阿斯崔內在的情感。雖然桑佳亞知道迪

瑞托茹阿斯崔不會贊同這場戰事的結果，但是他非常聰明地隱藏這個訊息，他安

撫迪瑞托茹阿斯崔時說：「杜爾猶丹不會與潘度之子妥協。相反，看到潘度族的

大軍極強大的陣列之後，他正親自接近他的軍師，即杜榮拿師，告知他實際情

況。」  
 

杜爾猶丹懷著兩個動機接近老師。首先，他看到潘度族的大軍懾人的列陣而感到

害怕。其次，藉口向他老師致以適當的尊敬，他想展示他的政治專長，藉此肯定

他在各方面都有資格為王。他在這裏的外交行為證實了這點。這是sanjaya uvaca
等等這詩節的精萃。 

 
杜爾猶丹：在迪瑞托茹阿斯崔和幹達瑞(Gandhari)的一百個兒子之中，杜爾猶丹

是長子。他出生時有各種各樣的凶兆，使維杜爾等等很多聖人都擔憂，杜爾猶丹

會導致庫茹王朝滅亡。根據《摩訶婆羅多》，杜爾猶丹源於卡利的一部分。他罪

孽深重，殘忍，是庫茹王朝之恥。在他的命名禮時，家庭祭師和其他博學的星相

家看到各種顯示他將來的跡象，就命名他為杜爾猶丹，即對抗宗教福祉戒律的

人。最後，領受到主奎師那的暗示之後，比瑪用使人毛髮悚然的方式殺死他。 
 

軍陣 (Vyuha)︰《 Sabda-ratnavali》說：「 samagrasya tu sainyasya vinyäsaù 
sthäna-bhedataù sa vyüha iti vikhyäto yuddheñu påthivé-bhujäm－vyuha是老練的

國王排列的軍陣，堅不可摧，以致敵方無從侵略，因此勝劵在握。」 
 

杜榮拿師：杜榮拿師教導潘度和迪瑞托茹阿斯崔兩人的兒子武器學和戰術。他是

大聖人巴爾兌傑(Bharadvaja)的兒子。因為他從水罐誕生，因此以杜榮拿之名著

稱。正如他是武器學的大師，他同樣也擅於《韋達經》及其補充部分(vedanga)
的知識。取悅了大聖人帕爾蘇茹阿姆(Maharsi Parasurama)之後，杜榮拿師從他

那裏學習箭術和其他學問的奧祕。由於他得到祝福，可以自行選擇死亡的時間，

因此沒有人能殺死他。遭到他兒時的朋友－潘查拉(Pancala)的國王杜茹帕

(Drupada)－侮辱後，杜榮拿師前往哈斯提拿普爾謀生。杜榮拿的資格令比斯瑪

祖父留下深刻的印象，任命他為以身作則的導師(acarya)，教導和訓練杜爾猶

丹、於迪斯提爾和其他王子。阿尊那是他最疼愛的門徒。在庫茹之野之役，當比

斯瑪不再在戰事之中時，杜爾猶丹王以有禮的說詞和外交手段，任命杜榮拿師為

考爾瓦(Kaurava)軍隊的總司令。  
 

詩節三 
 

paçyaitäà päëòu-puträëäm äcärya mahatéà camüm 



vyüòhäà drupada-putreëa tava çiñyeëa dhématä 
 
pasya－觀看；etam－這個；putranam－潘度之子(潘度族)的；acarya－老師啊；

mahatim－偉大；camum－軍隊；vyudham－排列戰陣；drupada-putrena－杜茹

帕之子；tava－你的；sisyena－被門徒；dhi-mata－聰明的。  
 
我的老師啊，看看潘度之子的這隊大軍，你聰明的門徒迪瑞斯塔端那

(Dhrstadyumna)，即杜茹帕之子，把他們排列成方陣。  
 

《要義甘霖》︰杜爾猶丹正以這些話暗示：「迪瑞斯塔端那，即杜茹帕之子，確

是你的門徒。他只是為了殺死你而投生。雖然你知道這點，但仍然繼續給他軍事

訓練。這肯定暴露了你愚蠢的智慧。」  
 

在這裏，杜爾猶丹對迪瑞斯塔端那用了dhimata(聰明)這個字。這饒富深義。杜

爾猶丹想杜榮拿師領悟到，雖然迪瑞斯塔端那是杜榮拿師的敵人，迪瑞斯塔端那

卻親自從杜榮拿師那裏學習怎樣殺死他。如此一來，他非常聰明。僅是為了激怒

他的老師，杜爾猶丹圓滑地說：「現在看看他善用訓練成果的大智吧。」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迪瑞斯塔端那：杜茹帕，即潘查拉之王，進

行祭祀，渴求得到一個會殺死杜榮拿師的兒子。一個拿著盔甲和武器的男孩，從

祭祀之火顯現。同時，天空傳來神諭，預言杜茹帕的這個兒子會殺死杜榮拿。婆

羅門給這個英氣挺拔的男孩，命名為迪瑞斯塔端那。他從極仁慈的杜榮拿師那裏

學習箭術。雖然杜榮拿師知道迪瑞斯塔端那有天將會殺死他，但是他仍然盡力在

武器方面訓練他。因此杜榮拿師在摩訶婆羅多之役被自己的門徒所殺。 
 

詩節四至六 
 

atra çürä maheñväsä bhémärjuna-samä yudhi 
yuyudhäno viräöaç ca drupadaç ca mahä-rathaù 

dhåñöaketuç cekitänaù käçiräjaç ca véryavän 
purujit kuntibhojaç ca çaibyaç ca nara-puìgavaù 
yudhämanyuç ca vikränta uttamaujäç ca véryavän 
saubhadro draupadeyäç ca sarva eva mahä-rathäù 

  
atra－在場的；sura－英雄；maha-isu-asah－神射手；bhima-arjuna－對比瑪和阿

尊那；samah－相等的；yudhi－在戰爭中；yuyudhanah－薩提亞葵；viratah－
威茹阿塔(Virata)的國王；ca－和；drupadah－杜茹帕；ca－也；maha-ratha－
偉大的戰車士；dhrsta-ketu－迪瑞斯塔可圖(Dhrstaketu)；cekitana－查葵坦

(Cekitana)；kasirajah－卡斯的國王(Kasiraja，即瓦茹阿納斯，Varanasi)；ca－
和；viryavan－英雄氣概的；purujit－普茹吉(Purujit)；kuntibhojah－琨緹波



傑；ca－和；saibya－賽拜亞(Saibhya)；ca－和；nara-pungava－人者之傑；

yudhamanyuh－於達曼律；ca －和；vikrantah－得勝者；saubhadrah－阿比曼

律，即蘇巴卓(Subhadra)之子；draupadeyah－朵帕緹之子；ca－和；sarve－所

有人；eva－這些；maha-rathah－能抵擋強敵的偉大戰士。  
 
這隊軍隊有強大的射手薩提亞葵(Satyaki)、威茹阿塔王和大戰士杜茹帕，他們與

阿尊那和比瑪勢均力敵。此外也有迪瑞斯塔可圖和查葵坦、英勇的卡斯王、普茹

吉、琨緹波傑、最勇敢的賽拜亞和其他高尚的人，例如戰無不勝的於達曼律、英

雄氣概的烏塔穆佳(Uttamauja)和阿比曼律，還有帕爾提賓達亞(Pratibindhya)和
朵帕緹其他的兒子。這全都是能抵擋強敵的大戰士。 
 
《要義甘霖》︰在這裏，mahesvasah這個字表示，這些大戰士全都帶著敵人無法

毀滅的強弓。yuyudhana這個字指的是薩提亞葵。saubhadrah指阿比曼律，即蘇

巴卓的兒子，draupadeya則表示朵帕緹為潘度五子所生，以帕爾提賓達亞為首的

兒子。  
 

現在描述了大戰士的特點。能獨戰無數戰士的人，稱為atirathi。在擅於戰鬥的大

戰士之中，能獨戰一萬個射手的人，稱為maharathi。只能單打獨鬥的人，稱為

yoddha，需要幫助才戰勝一個對手的人，稱為ardharathi。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於瑜丹︰於瑜丹(Yuyudhana)是英勇的薩提

亞葵的別名。他是主奎師那非常鍾愛的僕人，非常勇敢，是亞達瓦(Yadava)大軍

的其中一位總司令，能獨戰無數戰士。阿尊那傳授他武器的祕密。在摩訶婆羅多

的衝突之中，他為潘度之子那方而戰。  
 
威茹阿塔︰威茹阿塔(Virata)是瑪提斯亞(Matsya)之地的虔誠國王。潘度之子在

他的庇護下，隱姓埋名地過了一年。他的女兒烏塔茹阿(Uttara)後來與阿尊那著

名的兒子－阿比曼律－結婚。威茹阿塔和他的兒子烏塔爾(Uttara)、斯瓦塔

(Sveta)和三卡(Sankha)，一起在摩訶婆羅多之役被殺。 
 

杜茹帕：杜茹帕(Drupada)是潘查拉之王－帕瑞薩塔(Prsata)－的兒子。由於帕瑞

薩塔大君和杜榮拿師之父─大聖人巴爾兌佳(Maharsi Bharadvaja)－是朋友，因

此杜茹帕和杜榮拿師童年時也是朋友。後來，當杜茹帕為王時，杜榮拿師接近他

尋求財務上的幫助，杜茹帕卻沒有恰當地尊重他。杜榮拿師無法忘懷這無禮之

舉。當阿尊那完成他的戰術訓練時，杜榮拿師吩咐阿尊那俘獲杜茹帕，獻於杜榮

拿足下，作為供奉給靈性導師的供品(guru-daksina)。阿尊那遵循他的命令。杜

榮拿師奪去杜茹帕半個國土，然後放了他。杜茹帕為報此仇而進行了火祭，朵帕

緹和迪瑞斯塔端那從祭祀之火顯現。 
 



查葵坦︰查葵坦(Cekitana)是溫斯尼(Vrsni)王朝之中的亞達瓦族(Yadava)。他是

極有騎士風範的大戰士，也是潘度軍的其中一位總司令。他在摩訶婆羅多之役被

杜爾猶丹所殺。 
 
卡斯王︰卡斯王(Kasiraja)是卡斯(現在的瓦茹阿納斯)的國王。他源於名為迪爾嘎

吉瓦(Dirghajihva)的惡魔的一部分。他是驍勇而英勇過人的英雄，為潘度族那方

而戰。 
 
普茹吉和琨緹波傑︰普茹吉(Purujit)和琨緹波傑(Kuntibhoja)是潘度之子的母親

－琨緹－的兄弟，因此是潘度之子的舅父。他們在摩訶婆羅多之役被杜榮拿師所

殺。  
 
賽比亞︰賽比亞(Saibya)是於迪斯提爾大君的岳父。他的女兒戴瓦葵(Devika)嫁
給了於迪斯提爾大君。他有人者之傑的稱號，公認為強大英勇的戰士。 

 
於達曼律和烏塔穆佳︰勇敢強大的親兄弟於達曼律(Yudhamanyu)和(烏塔穆佳

Uttamauja)，是潘查拉王國的王子。在摩訶婆羅多之役尾聲時被阿斯瓦哈瑪

(Asvatthama)所殺。 
 

蘇巴卓︰至尊主奎師那的妹妹－蘇巴卓(Saubhadra)－嫁給了阿尊那。英雄氣概

的阿比曼律是她的骨肉，因此又稱為蘇巴卓。他從他父親阿尊那和主巴拉茹阿瑪

那裏接受的武器訓練。他是極富騎士風度的英雄，也是大戰士。他在摩訶婆羅多

之役時十六歲。阿尊那不在時，阿比曼律能夠獨自進入杜榮拿師排列的特別車輪

陣(cakra-vyuha)。困於陣中，杜榮拿、葵瑞帕師和卡爾拿等等七位大戰士，不公

平地合力殺死了他。 
 

杜茹阿帕之子︰朵帕緹為潘度五子各生了一個兒子。他們名為帕爾提賓迪亞、蘇

塔蘇姆(Sutasoma)、蘇茹塔卡爾瑪(Srutakarma)、薩塔尼卡(Satanika)和蘇茹塔桑

(Srutasena)。他們合稱杜茹阿帕之子(Draupadeya)。他們的父親分別是於迪斯提

爾、比瑪、阿尊那、那庫爾(Nakula)和薩哈戴瓦(Sahadeva)。在摩訶婆羅多之役

尾聲時，渴望取悅他的朋友杜爾猶丹，阿斯瓦塔瑪(Asvatthama)趁這五位王子晚

上熟睡時謀殺了他們。 
 

除了杜爾猶丹提及的那些戰士名字之外，潘度軍還有其他多位大戰士。杜爾猶丹

用sarva eva這個詞語指他們這所有人。 
 

詩節七 
 

asmäkan tu viçiñöä ye tän nibodha dvijottama 
näyakä mama sainyasya saàjïärthaà tän bravémi te 



 
asmakam－我們(軍隊)的；tu－也；visistah－傑出的(戰士)；ye－他們；tan－那

些(名字)；nibodha－被告知；dvija-uttama－兩次出生者之翹楚啊；nayakah－
領袖；mama sainyasya－那些士兵的；samjna-artham－為了使你明白；tan－那

些；bravimi－我正在敘述；te－對你。 
 
婆羅門(brahmanas)之翹楚啊，我也會敘述我軍最優秀英雄的名字，讓你知道。 
 
《要義甘霖》︰在這裏，nibodha這個字表示「請明白」，samjnartham則表示

「為了真正的知識」。  
 

詩節八至九 
 

bhavän bhéñmaç ca karëaç ca kåpaç ca samitiïjayaù 
açvatthämä vikarëaç ca saumadattir jayadrathaù 
anye ca bahavaù çürä mad-arthe tyakta-jévitäù 
nänä-çastra-praharaëäù sarve yuddha-viçäradäù 

 
bhavan－你閣下(杜榮拿師)；bhismah－比斯瑪祖父；ca－和；karna－卡爾拿

(Karna)；ca－和；krpah－葵帕師(Krpacarya)；ca－和；samitinjaya－長勝的；

asvatthama－阿斯瓦塔瑪(Asvatthama)；vikarna－威卡爾拿(Vikarna)；ca－也；

saumadattih－布瑞刷瓦(Bhurisrava)，蘇姆達塔(Somadatta)之子；jayad-ratha－
星杜(Sindhu)王，即佳亞多塔(Jayadratha)；anye－其他(比之前所述的那些)；ca
－也；bahava－很多；surah－英雄；mat-arthe－為了我；tyakta-jivita－(誓言所

限)而放棄他們的生命；nana－很多；sastra－武器；praharana－漂亮地配備

了；sarve－他們所有人；yuddha-visarada－擅戰。  
 
我軍有你閣下(杜榮拿師)、比斯瑪祖父、卡爾拿、長勝的葵帕師、阿斯瓦塔瑪、

威卡爾拿、布瑞刷瓦(蘇姆達塔之子)和佳亞多塔，即星杜王等等這些英雄。有其

他多個英雄為了我萬死不辭。所有人都配備了各種武器，擅於戰鬥。 
 
《要義甘霖》︰在這裏，saumadattih這個字指的是布瑞刷瓦。Tyakta-jivitah代
表一個人正確地覺悟到，不論生死都會獲益良多，因此下定決心去做所需的事。

在《梵歌》(11.33)，至尊主說：「阿尊那啊，我已經殺死了這所有人；你只需成

為工具而已。」根據這個陳述，知識女神(Sarasvati-devi，薩茹阿斯瓦提女神)讓
杜爾猶丹親口說tyakta-jivitah這個字，表示他已經潰不成軍。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葵帕師：在大聖人哥塔姆(Gautama)的傳

系，有一位名為薩爾斷(Saradvan)的聖人。有一次，看到美麗的仙女贊帕迪

(Janapadi)之後，他的精液自動落在森林的一束野草上。這精液分成兩份，生了



一男一女。女孩名為葵琵(Krpi)，男孩則名為葵帕(Krpa)。葵帕後來成為著名的

大戰士。聖人薩爾斷傳授葵帕超凡的箭術和其他技藝。葵帕非常勇敢和虔誠。他

在摩訶婆羅多之役為考爾瓦族而戰。在戰事之後，於迪斯提爾大君委任他訓練帕

瑞悉王子。 
 

阿斯瓦塔瑪︰葵琵，即葵帕師的妹妹，嫁給了杜榮拿師。她生了阿斯瓦塔瑪。阿

斯瓦塔瑪是施瓦神、死神閻姆、欲望和憤怒等等的部分組合而成的。他從他父親

杜榮拿師那裏學習經典和武器學。他也肩負重任，在摩訶婆羅多之役擔任考爾瓦

族的最後一位總司令。朵帕緹的五個兒子沉睡時，他誤以為他們是潘度五子而謀

殺了他們。為了報復，潘度之子嚴酷地羞辱他，強行取去他生在前額一部分的一

塊寶石。遭到這樣的侮辱之後，他怒火中燒，試圖殺死尚未出生的帕瑞悉大君，

即潘度王朝唯一的繼承人。他把他的原子彈(brahmastra)武器瞄準阿比曼律的妻

子－烏塔茹阿(Uttara)－腹中的孩子。不過，至尊主奎師那總是憐愛祂的奉獻

者，召喚祂的神碟(Sudarsana cakra)武器，保護腹中的帕瑞悉大君。 
 

威卡爾拿︰威卡爾拿是迪瑞托茹阿斯崔一百個兒子的其中之一。他在摩訶婆羅多

之役被比瑪桑(Bhimasena)所殺。 
 
蘇姆達塔︰蘇姆達塔是巴利克(Bahlika)之子，也是庫茹王朝的帕爾提克(Pratika)
王的孫子。他在摩訶婆羅多之役被薩提亞葵所殺。  
 
布瑞刷瓦︰布瑞刷瓦是月亮王朝(candra-vamsa)的蘇姆達塔王之子。他是一位非

常勇敢和著名的國王。他在摩訶婆羅多的衝突之中被薩提亞葵所殺。  
 
Sastra武器︰刀劍等等在搏鬥時用來殺死他人的武器。 

 
Astra武器︰箭等等射向敵人的武器。 
 

詩節十 
 

aparyäptaà tad asmäkaà balaà bhéñmäbhirakñitam 
paryäptaà tv idam eteñäà balaà bhémäbhirakñitam 

 
aparyaptam－不力；tat－那；asmakam－我們的；balam－力量；bhisma－被比

斯瑪祖父；abhiraksitam－好好保護；paryaptam－有能力；tu－但是；idam－

這；etesam－他們的(潘度之子)；balam－軍力；bhima－被比瑪；abhiraksitam
－好好保護。  
 
雖然得到比斯瑪保護，但是我方軍力仍然不足。另一方面，在比瑪周詳的保護

下，潘度軍則卓卓有餘。  



 
《要義甘霖》︰在這裏，aparyaptam這個字表示「不力」或「不足」。即是考爾

瓦族無法勝任，也沒有足夠力量與潘度之子戰鬥。bhismabhiraksitam表示「雖然

我軍得到極聰敏睿智，擅於武器和經典知識的比斯瑪祖父妥善保護，但是這軍力

仍然不足，因為雙方都得到比斯瑪的眷顧。」paryaptam bhismabhiraksitam表示

「比瑪沒那麼聰明(沒那麼擅於武器學和經典知識)，雖然只得到他的保護，但是

潘度軍仍然有能力對抗我們。」這些陳述表明了，杜爾猶丹正感到非常憂慮。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比斯瑪祖父是無與倫比的英雄。他領受到父

親的祝福，可以自行選擇死亡時間，因此天下無敵。雖然他為杜爾猶丹那方而

戰，卻深愛潘度之子，不想他們被殺。因為他關心雙方的福祉，以致他統領的軍

隊在戰爭中將無法發揮所長。而且，比斯瑪無法全力對抗潘度之子。因此，他指

揮的軍隊據說是不力或不足的。另一方面，與大英雄比斯瑪相形見絀的比瑪，將

卯足全力確保自己那方獲勝。因而他統領的軍隊據說是有能力或勝任的。 
 

詩節十一 
 

ayaneñu ca sarveñu yathä-bhägam avasthitäù 
bhéñmam eväbhirakñantu bhavantaù sarva eva hi 

 
ayanesu－在進入點；ca－和；sarvesu－所有；tatga-bhagam－在指定位置；

avasthitah－位於；bhismam－對比斯瑪祖父；eva－肯定；abhiraksantu－在各

方面保護；bhavantah－你；sarve－所有；eva hi－肯定。  
 
因此你們全都要緊守各個進入點的戰略據點，全面保護比斯瑪祖父。 
 
《要義甘霖》︰杜爾猶丹說的是：「因此你們所有人(杜榮拿和其他人)都一定要

小心。」他為此而對他們說：「你們自己要散佈在陣內的所有入口，不要離開指

定的戰區。這樣，與敵人戰鬥時，比斯瑪就不會被人從後所殺，因為現在，比斯

瑪的力量正是我們的生命。」 
 

詩節十二 
 

tasya saïjanayan harñaà kuru-våddhaù pitämahaù 
siàha-nädaà vinadyoccaiù çaìkhaà dadhmau pratäpavän 

 
tasya－他(杜爾猶丹)的；sanjanayan－導致；harsam－快樂(心裏)；kuru-vrddha
－年長的庫茹；pitamaha－祖父(比斯瑪)；simha-nadam－以獅吼般的聲音；

vinadya－振動；uccai－非常大聲； sankham－海螺；dadhmau－他吹響；

pratapavan－勇者。  



 
然後，庫茹王朝的英勇長者－比斯瑪祖父－高聲吹響他的海螺，發出獅吼似的聲

音，從而振奮了杜爾猶丹的心。  
 
《要義甘霖》︰聽到杜爾猶丹在杜榮拿師面前稱讚他，比斯瑪祖父非常高興。年

老的庫茹比斯瑪吹響他的海螺，發出獅吼似的聲音來驅除杜爾猶丹的恐懼，使他

興高采烈。 
 

詩節十三 
 

tataù çaìkhäç ca bheryaç ca paëavänaka-gomukhäù 
sahasaiväbhyahanyanta sa çabdas tumulo’bhavat 

 
tatah－此後；sankhah－海螺；ca－和；bherya－水牛號角；ca－和；panava-
anaka－各種小鼓和麥當嘎鼓(mrdangas)；gomukhah－喇叭；sahasa－突然；eva
－確實；abhyahanyanta－發出聲音；sa－那；sabdah－聲音；tumulah－喧鬧

的；abhavat－ 是。  
 
此後，海螺、軍號、銅鼓、小鼓、號角，喇叭和其他各種樂器突然同時響起，產

生喧鬧的懾人聲響。 
 
《要義甘霖》︰這個以tatah這個字開始的詩節，只是為了表達雙方對此後一觸

即發的戰爭躍躍欲戰。panava、anaka和gomukhah在這裏分別指小鼓、麥當嘎

(mrdanga)和各種號角和喇叭。 
 

詩節十四 
 

tataù çvetair hayair yukte mahati syandane sthitau 
mädhavaù päëòavaç caiva divyau çaìkhau pradadhmatuù 

 
tatah－此後的；svetaih－有白色的；hayaih－馬匹；yukte－上了軛；mahati－
在龐大的；syandane－戰車；sthitau－位於；madhavah－主奎師那；pandavah
－阿尊那； ca －和； eva －肯定； divyau －神聖的； sankhau －海螺；

pradadhmatu－吹響。  
 
然後，在白馬拉著的一流戰車上，主奎師那和丹南佳亞(Dhananjaya，阿尊那)吹
響祂們神聖的海螺。 
 

詩節十五 
 



päïcajanyaà håñékeço devadattaà dhanaïjayaù 
pauëòåaà dadhmau mahä-çaìkhaà bhéma-karmä våkodaraù 

 
pancajanyam－名為潘查佔亞 (Pancajanya)的海螺；hrsika-isah－黑瑞希克薩

(Hrsikesa，主奎師那，感官的主人)；deva-dattam－名為神賜(Devadatta)的海

螺；dhananjayah－阿尊那 (收集巨額財富的人 )；paundram－名為袍安卓

(Paundra)；dadhmau－吹響；maha-sankham－巨大的海螺；bhima-karma－履

行可怕任務的人；vrka-udarah－食量如狼(vrka)的比瑪桑。 
 
黑瑞希克薩(感官的主人)主奎師那－吹響祂那個稱為潘查佔亞的海螺；丹南佳亞

吹響他那個稱為神賜的海螺；履行可怕任務的人－比瑪，吹響他那個稱為袍安卓

的大海螺。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潘查佔亞︰在靈性導師的修院學成之後，主

奎師那請求祂靈性導師和他的妻子接受謝師禮(guru-daksina)，即傳統上在完成

學業時獻給老師的禮物。祂的靈性導師和師母要求，以他們在海裏淹死的兒子，

安然無羌地活著回到他們那裏，作為謝禮。  
 

詢問過海神瓦茹拿(Varuna)之後，主奎師那發現祂老師的兒子被海裏名為潘查佔

亞的惡魔吃了。主奎師那殺了潘查佔亞，在惡魔的肚子裏卻找不到男孩。主奎師

那從那處前往名為大黑天城(Mahakalapuri)的死者居所，從那裏帶走祂靈性導師

的兒子，獻給祂靈性導師作為謝禮，即獻給靈性導師以示感激的紀念品。 
 
由於主奎師那接受了潘查佔亞魔軀體的外部(殼)作為祂的海螺，因此祂的海螺稱

為潘查佔亞。 
 

詩節十六 
 

anantavijayaà räjä kunté-putro yudhiñöhiraù 
nakulaù sahadevaç ca sughoña-maëipuñpakau 

 
ananta-vijayam－名為阿南塔維佳亞(Anantavijaya，表示無限次勝利)的海螺； 
raja－國王；kunti-putrah－琨緹之子；yudhisthirah－於迪斯提爾；nakulah－那

庫 爾 (Nakula) ； sahadevah － 薩 哈 戴 瓦 (Sahadeva) ； ca － 和 ； sughosa-
manipuspakau－名為蘇哥薩(Sughosa)和曼尼普斯帕克(Manipuspaka)的海螺。  
 
於迪斯提爾大君，即琨緹之子，吹響了名為阿南塔維佳亞的海螺。那庫爾吹響了

蘇哥薩海螺，薩哈戴瓦吹響了稱為曼尼普斯帕克的海螺。 
 

詩節十七至十八 



 
käçyaç ca parameñväsaù çikhaëòé ca mahä-rathaù 

dhåñöadyumno viräöaç ca sätyakiç cäparäjitaù 
drupado draupadeyäç ca sarvaçaù påthivé-pate 

saubhadraç ca mahä-bähuù çaìkhän dadhmuù påthak påthak 
 
kasyah－卡斯王；ca－和；parama-isu-asah－極好的射手；sikhandi－斯刊迪

(Sikhandi)；ca－也；maha-rathah－偉大的戰車士；dhrstadyumnah－迪瑞斯塔

端那；viratah－威茹阿塔；ca－和；satyakih－薩提亞葵；ca－和；aparajita－難

以征服的；drupadah－杜茹帕；draupadeyah－朵帕緹之子；ca－和；sarvasah－
所有；prthivi-pate－迪瑞托茹阿斯崔，地球之主啊；saubhadrah－阿比曼律，蘇

巴卓(Subhadra)之子；ca－也；maha-bahuh－臂力非凡的人；sankhan－海螺；

dadhmuh－吹響了；prthak prthak－清晰地，逐一。  
 
地球之王啊，迪瑞托茹阿斯崔！那個偉大的射手卡斯王、大戰士斯刊迪、迪瑞斯

塔端那、威茹阿塔王、難以征服的薩提亞葵、杜茹帕王、朵帕緹之子和蘇巴卓之

子阿比曼律，全都清晰地逐一吹響他們各自的海螺。  
 
《要義甘霖》︰潘查佔亞和其他等等，是那些屬於主奎師那和戰場上各個戰士的

海螺名字。Aparajitah表示「任何人都無法戰勝的人」或「配備了弓的人」。 
 

詩節十九 
 

sa ghoño dhärtaräñöräëäà hådayäni vyadärayat 
nabhaç ca påthivéï caiva tumulo ‘bhyanunädayan 

  
sah－那；ghosah－聲音；dhartarastranam－迪瑞托茹阿斯崔各個兒子的；

hrdayani－內心；vyadarayat－粉碎了；nabhah－在天空上；prthivim－在地球

上；ca－和；eva－確實；tumulah－喧鬧的；abhi-anu-nadayan－ 回響著。 
 
那些喧鬧的海螺聲響徹天上地下，使迪瑞托茹阿斯崔眾子心膽俱裂。 
 

詩節二十 
 

atha vyavasthitän dåñövä dhärtaräñörän kapi-dhvajaù 
pravåtte çastra-sampäte dhanur udyamya päëòavaù 

håñékeçaà tadä väkyam idam äha mahé-pate 
 
atha－於是；vyavasthitan－位於；drstva－看見；dhartarastran－迪瑞托茹阿斯

崔的各個兒子；kapi-dhvajah－(阿尊那)他的旗幟上標示著哈努曼(Hanuman)；



pravrtte－開始著手； sastra-sampate－放箭；dhanu－弓；udyamya－拿起；

pandavah－阿尊那，潘度之子；hrsikesam－對主奎師那，感官之主；tada－然

後；vakyam－言詞；idam －這些；aha－說；mahi-pate－國王啊。  
 
國王啊，看見你的各個兒子在陣內之後，旗幟上標示著哈努曼的阿尊那，舉起他

的弓準備射箭。然後，他對主黑瑞希克薩(感官之主奎師那)這樣說。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卡琵-兌聚(Kapi-dhvaja)︰卡琵-兌聚是阿尊

那的名字，代表強大的猴子(kapi)哈努曼，出現在阿尊那戰車上的那面旗幟

(dhvaja)上。阿尊那對自己的箭術非常自豪。有一次，他帶著他的幹迪瓦

(Gandiva)弓在河岸散步。他在那裏看見一只老猴子。阿尊那頂拜牠，問：「你

是誰？」  
 

猴子很有禮貌地回答：「我是哈努曼，主茹阿瑪的僕人。」  
 

然後，阿尊那問：「無法建造箭橋渡海，於是讓猴子建造石橋，你是那同一位茹

阿瑪的僕人嗎？只有這樣，祂的軍隊才能渡海。如果那時候我在場的話，就會建

造一座讓整個軍隊都可以從容走過的堅固橋樑。」 
 

哈努曼非常有禮貌地回答：「但是甚至連主茹阿瑪軍中最瘦弱的那頭猴子，你的

橋都承受不了牠的重量。」 
 

阿尊那說：「我要建造一座箭橋橫越這條河，你可以帶著你能負荷的重擔走過

去。」 
 

然後，哈努曼把自己擴展成龐然大物，跳向喜馬拉雅山脈。他回來時，身體上的

每條毛都綁了沉重的石頭。當他把一只腳放在橋上時，它就開始顫動，卻驚人地

沒有斷裂。  
 

阿尊那嚇得發抖。想起他堪受崇拜的神－主奎師那，他祈禱說：「主啊！潘度之

子的榮耀在你手裏。」 
 

當哈努曼把雙腳的全部重量放在橋上時，它沒有斷裂，他感到很驚訝。如果橋沒

斷裂，對他來說將會是奇恥大辱。哈努曼心裏想著他堪受崇拜的主－主茹阿瑪粲

卓。與此同時，他瞥向橋下，看到下面流動的不是水，而是一條條血流。哈努曼 
立即從橋上跳下來，盯著橋下。「噢！這是甚麼？」他哭叫。「我堪受崇拜的主

－主茹阿瑪粲卓，正親自用祂的背撐著鋒利的箭橋！」他立刻倒在主茹阿瑪粲卓

的蓮花足。 
 



在這同一刻，阿尊那看到的主不是主茹阿瑪，而是主奎師那。哈努曼和阿尊那都

在他們堪受崇拜的主面前，羞愧地垂下頭來，主說：「我這兩個形象之間沒有差

別。我奎師那以主茹阿瑪的形象，確立道德範疇和恰當的宗教行為(maryada)，
以享受超然逍遙時光的至尊主(lila-purusottama)奎師那這個形象，我則是所有極

樂情感的甘露化身。你們都是我的僕人，從今天起，你們應該做朋友。在不久將

來的一場戰爭，強大哈努曼會在阿尊那戰車的旗幟上，全面保護他。」  
 

因此，在摩訶婆羅多之役，哈努曼使阿尊那戰車上的旗幟生色不少。因此阿尊那

領受到卡琵-兌聚這個名字，即這個人的旗幟上有一只猴子。 
 

詩節二十一至二十三 
 

arjuna uväca 
senayor ubhayor madhye rathaà sthäpaya me ‘cyuta 
yävad etän nirékñe ‘haà yoddhu-kämän avasthitän 

kair mayä saha yoddhavyam asmin raëa-samudyame 
yotsyamänän avekñe ‘haà ya ete ‘tra samägatäù 

dhärtaräñörasya durbuddher yuddhe priya-cikérñavaù 
 

arjunah uvaca－阿尊那說；senayoh－軍隊；ubhayoh－兩者的；madhye－在中

央；ratham－戰車；sthapaya－請放在；me－我的；acyuta(阿促塔)－絕對可靠

的人啊；yavat－直到；etam－這一切的；nirikse－將檢視；aham－我；yoddhu-
kaman－想戰鬥；avasthitan－列隊(在戰場上)；kaih－(戰士)帶著；maya－和

我；saha－一起；yoddhavyam－將一定要戰鬥；asmin－在這；samudyame－在

這次軍事鬥爭；yotsyamanan－那些想戰鬥的人；avekse aham－我希望看見；ye
－他們；ete－那一切；atra－這裏；samagatah－聚集了；dhartarastrasya－迪瑞

托茹阿斯崔之子；durbuddheh－對於邪惡的人來說；yuddhe－戰事；priya－安

康；cikirsavah－他渴望。 
 
阿尊那說︰「阿促塔(絕對可靠的人)啊，讓我看看所有站在這裏躍躍欲戰，我必

須在這場戰爭中對戰的那些英雄吧。讓我看看那些為求迪瑞托茹阿斯崔的邪惡兒

子安康，而聚集在這裏的人。請把我的戰車駛到這兩軍中央吧。」 
 

詩節二十四至二十五 
 

saïjaya uväca 
evam ukto håñékeço guòäkeçena bhärata 

senayor ubhayor madhye sthäpayitvä rathottamam 
bhéñma-droëa-pramukhataù sarveñäà ca mahékñitäm 

uväca pärtha paçyaitän samavetän kurün iti 



 
sanjayah uvaca－桑佳亞說；evam－因此；uktah－指示了；hrsikesah－主奎師

那；gudakesena－被睡眠的征服者 (阿尊那 )；bharata－巴爾塔的後人啊；

senayoh－軍隊；ubhayo－雙方的；madhye－中央；sthapayitva－位於；ratha-
uttamam－天界的戰車；bhisma－比斯瑪祖父；drona－杜榮拿師；pramukhatah
－在面前；sarvesam－所有人的；ca－也；mahi-ksitam－地球上的各位國王；

uvaca－祂說；partha－帕瑞塔(Prtha)之子(帕爾塔)，即阿尊那；pasya－觀看；

etan－這些；samavetan－聚集了；kurun－庫茹族；iti－因此。  
 
桑佳亞說︰巴爾塔(迪瑞托茹阿斯崔王)啊，庫達克薩(Gudakesa，即阿尊那)這樣

指示祂之後，黑瑞希克薩(主奎師那)就把一流的戰車駛到兩軍中央，在所有國王

和比斯瑪和杜榮拿等等傑出人物面前。然後，他說︰帕爾塔啊，看看這群庫茹族

吧。 
 
《要義甘霖》︰黑瑞希克薩表示「所有感官的控制者」。雖然奎師那是黑瑞希克

薩，當祂聽命於阿尊那時，卻只受制於阿尊那的說話感官。哎呀！至尊主只是受

制於純愛。Gudakesa由guda和akesa這兩個字組成。Guda指的是非常甘甜的粗糖

(guda)。正如粗糖只展現甜美，至尊主同樣也展現自己情感的甜美滋味。Akesa
指的是主各個掌管自然形態的展現，稱為形態化身(guna-avataras)︰維施努、布

茹阿瑪和大神明(Mahesa)。A表示維施努，ka是布茹阿瑪，isa則表示大神明(施
瓦神，Siva)。所有化身之翹楚－至尊人格首神主奎師那，出於純愛而聽命於阿

尊那，有見及此，這些部分，即形態化身，又怎會在他面前展現祂們的壯麗？對

阿尊那展現了祂們情感方面的親切和善，祂們反而認為不枉此生，因此阿尊那稱

為庫達克薩(領受到三個形態化身的動人情感)。至尊主大維施努是超然世界之

主，祂甚至曾經對阿尊那承認：「我只是渴望看到你和奎師那，才把婆羅門兒子

帶來這裏」 (《聖典博伽瓦譚》10.89.58)。 
 

Gudaka也表示「睡眠」，控制了睡眠的人，稱為庫達克薩。阿尊那的純愛甚至

能控制假象的控制者－主奎師那，同一位阿尊那征服了假象其中一項名為睡眠的

普通功能，這不足為奇。這是它的隱義。 
 

Bhisma-drona-pramukhatah表示「在比斯瑪和杜榮拿面前」，sarvesa mahiksitam
則表示「也在其他所有國王面前」。 
 

詩節二十六 
 

taträpaçyat sthitän pärthaù pitèn atha pitämahän 
äcäryän mätulän bhrätèn puträn pauträn sakhéàs tathä 

çvaçurän suhådaç caiva senayor ubhayor api 
 



tatra－在那個地方；apasyat－看到；sthitan－位於；parthah－帕瑞塔(琨緹)之
子，阿尊那；pitrn－叔叔伯伯們；atha－此後；pitamahan－祖父們；acaryan－
老師們；matulan－舅父們；bhratrn－堂兄弟們；putran－兒子們；pautran－孫

子們；sakhin－朋友們；tatha－也；svasuran－岳父們；suhrdah－祝願者們；ca
－和；eva－肯定；senayoh－軍隊； ubhayoh－兩者之間；api－也。 
 
在那裏，從兩軍中央，阿尊那看見他的叔叔伯伯們、祖父們、老師們、舅父們、

堂兄弟們、侄子們、孫子們、朋友們、岳父們，兒子們和祝願者們。 
 
《要義甘霖》︰ 阿尊那看見杜爾猶丹的兒孫和其他多人。 
 

詩節二十七 
 

tän samékñya sa kaunteyaù sarvän bandhün avasthitän 
kåpayä parayäviñöo viñédann idam abravét 

 
tan－那些；samiksya－看到後；sah－他；kaunteyah－琨緹之子，阿尊那；

sarvan－所有；bandhun－親戚朋友；avasthitan－站在附近；krpaya－由於慈

悲；paraya－由於極大的；avistah－征服；visidan－悲傷；idam－因此；abravit
－說。  
 
看到他的所有親戚朋友都在戰場上，站在他附近，琨緹之子－阿尊那－悲從中

來，垂憐他們而十分激動，因此這樣說。 
 

詩節二十八 
 

arjuna uväca 
dåñövemäm svajanän kåñëa yuyutsün samavasthitän 

sédanti mama gäträëi mukhaï ca pariçuñyati 
 

arjunah uvaca－阿尊那說；drstva－看到之後；iman－這所有；sva-janan－姻

親；krsna－奎師那啊；yuyutsun－渴望戰鬥；samavasthitan－聚集了；sidanti 
－正在削弱；mama－我的；gatrani－肢體；mukham－口；ca－和；parisusyati
－正在乾涸。  
 
阿尊那說︰「奎師那啊，看到我的所有姻親聚集在這裏躍躍欲戰，我感到我的肢

體乏力，我的口漸漸乾涸。」 
 

詩節二十九 
 



vepathuç ca çarére me roma-harñaç ca jäyate 
gäëòévaà sraàsate hastät tvak caiva paridahyate 

 
vepathuh－發抖；ca－和；sarire me－在我的軀體；roma-harsah－毛髮直豎；ca 
jayate－在發生；gandivam－我那張名為幹迪瓦的弓；sramsate－正在滑下去；

hastat－從手裏；tvak－皮膚；ca－也；eva－肯定；paridahyate－在燒灼。  
 
我的軀體在顫抖，我的毛髮直豎。我的幹迪瓦弓正從我手裏滑下去，我的皮膚灼

燙。 
 

詩節三十 
 

na ca çaknomy avasthätuà bhramatéva ca me manaù 
nimittäni ca paçyämi viparétäni keçava 

 
na－不；ca－也；saknomi－我能夠；avasthatum－繼續站著；bhramati－眩暈

振顫；iva－出現；ca－和；me－我的；manah－心意；nimittani－預兆；ca－
也；pasyami－我正看見；viparitani－不祥；kesava－凱薩瓦(Kesava)啊。 
 
凱薩瓦啊，我無法繼續站著。我心神紊亂，天旋地轉，我正看見不祥的凶兆。 
 
《要義甘霖》︰在這個詩節裏，nimitta這個字表明一個目的，正如在「我為了

(nimitta)致富才住在這裏」這句話。阿尊那說的是：「戰勝和得到王國都不會令

我快樂[我們的目的，nimitta]。 它反而會導致痛苦和悲哀。」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凱薩瓦：奉獻者阿尊那在這裏稱至尊主奎師

那為凱薩瓦，藉此表露心聲。「縱使殺死卡斯(Kesi)等等厲害的惡魔，你都總是

維繫你的奉獻者。同樣，請消除我心裏的悲哀和錯覺，維繫我吧。」 
 

在界定Kesava這個字時，《聖典博伽瓦譚》賦予更深入的機密含意，只適合擅於

品嚐純粹超然極樂情感(rasa)的人。聖維施瓦納 .恰誇瓦爾提 .塔庫爾解釋了，

Kesava這個字表示「kesan vayate sakarotiti－因為祂為祂的摯愛梳理頭髮

(kesa)，因此奎師那稱為凱薩瓦。」  
 

詩節三十一 
 

na ca çreyo ‘nupaçyämi hatvä svajanam ähave 
na käìkñe vijayaà kåñëa na ca räjyaà sukhäni ca 

 



na－不；ca－也；sreyah－吉祥；anupasyami－我看見；hatva－透過殺死；sva-
janam－自己的親戚；ahave－在戰爭中；na－也不；kankse－我渴望；vijayam
－勝利；krsna－奎師那啊；na－也不；ca－也；rajyam－王國；sukhani－各種

快樂；ca－也。  
 
奎師那啊，在戰爭中殺死自己的姻親，我看不到怎會招致任何吉祥事物。我也不

求獲勝、隨之而來的王國，以至快樂。 
 
《要義甘霖》︰Sreyo na pasyamiti表示「我看不到任何吉祥事物」。臻達了完美

瑜伽的棄絕者和在戰爭中被殺的英雄，都臻達天堂的太陽星。從這句話看來，在

戰爭中被殺的人得到吉祥，殺人者卻領受不到這些虔誠結果。有人也許會質疑這

點說，殺戮和在戰爭中獲勝的人，肯定會領受到名聲和統治王國之樂；因此阿尊

那戰鬥是有好處的。阿尊那回應這點說：「na kankse－我不想這樣。」 
 

詩節三十二至三十四 
 

kià no räjyena govinda kià bhogair jévitena vä 
yeñäm arthe käìkñitaà no räjyaà bhogäù sukhäni ca 
ta ime ‘vasthitä yuddhe präëäàs tyaktvä dhanäni ca 

äcäryäù pitaraù puträs tathaiva ca pitämahäù 
mätuläù çvaçuräù pauträù çyäläù sambandhinas tathä 

etän na hantum icchämi ghnato ‘pi madhusüdana 
 
kim－有甚麼用？；nah－對我們來說；rajyena－透過一個王國；govinda－哥文

達(Govinda)；kim－有甚麼用？；bhogaih－透過(體驗)各種快樂；jivitena－透

過有生命；va－或者甚至；yesam－對於那些；arthe－緣故；kanksitam－被渴

望；nah－被我們；rajyam－王國；bhogah－享樂；sukhani－所有快樂；ca－
也；te－他們；ime－他們；avasthita－現時在場；yuddhe－在戰爭裏；pranan
－生命；tyaktva－放棄；dhanani－富人；ca－也；acaryah－老師們；pitara－
父親們；putra－兒子們；tatha－也；eva－肯定；ca－和；pitamahah－祖父

們；matulah－舅父們；svasurah－岳父們；pautrah－孫子們；syalah－姐夫妹夫

們；sambandhinah－親戚們；tatha－也；etan－這些(人)；na－不；hantum－

殺死；icchami－我不希望；ghnatah－殺死；api－甚至；madhusudana－殺死瑪

杜(Madhu)魔的人(瑪杜蘇丹)。  
 
哥文達啊！我們為了老師們、叔叔伯伯們、兒子們、祖父們、舅父們、岳父們、

孫子們、姐夫們、妹夫們和其他親戚們渴求王國、享樂，以至生命本身，當那些

人全都站在我們面前的戰陣，準備放棄生命和財富時，那些東西對我們來說還有

甚麼用？因此，瑪杜蘇丹啊，儘管他們要殺死我，我仍然不想殺死他們。 
 



詩節三十五 
 

api trailokya-räjyasya hetoù kin nu mahé-kåte 
nihatya dhärtaräñörän naù kä prétiù syäj janärdana 

 
api－甚至；trai-lokya－三個世界的；rajyasya－王國；hetoh－為了；kim nu－
何況；mahi-krte－地球的緣故；nihatya－透過殺死；dhartarastran－迪瑞托茹

阿斯崔的各個兒子；nah－對我們來說；ka－甚麼；pritih－快樂；syat－會有；

janardana－贊拿爾丹啊。  
 
贊拿爾丹啊，儘管是為了三個世界的統治權，如果我們殺死迪瑞托茹阿斯崔眾

子，哪會領受到喜悅，更何況是為了統治這個地球？ 
 

詩節三十六 
 

päpam eväçrayed asmän hatvaitän ätatäyinaù 
tasmän närhä vayaà hantuà dhärtaräñörän sa-bändhavän 

svajanaà hi kathaà hatvä sukhinaù syäma mädhava 
 
papam－罪惡；eva－肯定；asrayet－緊貼；asman－對我們；hatva－殺死了；

etan－這些；atatayinah－侵略者； tasmat－因此；na－不；arhah－適合； 
vayam－對我們；hantum－殺戮；dhartarastran－迪瑞托茹阿斯崔之子；sa-
bandhavan－和他們的親戚一起；sva-janam－我們的姻親；hi－確實；katham－

怎樣？；hatva－殺死了；sukhinah－快樂；syama－我們會不會；madhava－瑪

達瓦。 
 
瑪達瓦啊，由於殺死了這所有侵略者，因此罪惡會托庇我們。所以不應該殺死杜

爾猶丹和我們的其他親戚。殺死自己的姻親，我們又怎會快樂？ 
 
《要義甘霖》︰根據經典所述，侵略者有六種︰(1) 那些放火燒房子的人、(2)  那
些下毒的人、(3) 那些用致命武器攻擊的人、(4)  那些盜取財富的人、(5) 那些篡

奪土地的人和(6) 那些誘拐人妻的人。阿尊那反駁說：「你也許會說：『巴爾塔

啊，一看見這六種侵略者，應該毫不考慮，馬上殺死他們，因為根據經典訓令，

這樣的殺戮是恰當的，不會招致罪孽。』我會回答說：『殺死那些聚集在這裏的

人，我們肯定會招致罪孽。』」  
 

阿尊那的邏輯背後有個原因。根據政治經濟學的經典(artha-sastra)，應該要殺死

侵略者。不過，與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訓令相比，正確行為守則的經典(dharma-
sastra)訓令較為重要。正如聖人亞給瓦卡亞(Yajnavalkya Rsi)說：「要知道政治

經濟學的經典，比正確行為守則的經典更優越。」因此阿尊那說：「根據道德的



經典，殺死老師和其他人，我們肯定會招致罪孽。而且，我們從中甚至不會得到

任何世俗之樂。」因此，阿尊那現在用sva-janam等等片語，意思是「自己的親

戚」。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根據韋達典籍的補篇－《輔典》，殺死六種

侵略者不招罪孽。但是按照至尊主直接展現的，並從各位權威那裏聽到的《神訓

經》陳述，不殺生的訓令是既定的(ma hi yat sarva-bhutani)。每當《神訓經》和

《輔典》之間似是互相矛盾時，《神訓經》的陳述公認是更高的。這是經典的訓

示。同樣，與政治經濟學的經典相比，應該認為正確行為守則的經典提供的途徑

更優秀。遵循這個邏輯，阿尊那覺得，雖然迪瑞托茹阿斯崔眾子是侵略者，殺死

他們卻會招致罪孽。 
 

在這裏，我們也看到阿尊那品格上的另一個獨特之處。在摩訶婆羅多之役尾聲

時，阿尊那以綁動物的方式綁住阿斯瓦塔瑪(Asvatthama)，又因為阿斯瓦塔瑪殺

死他的兒子和他兄弟－其他潘度之子－的兒子的這個過失，他把阿斯瓦塔瑪扔在

他的妻子朵帕緹腳邊，她當時在飲泣。她既大方又開明，說應該要原諒阿斯瓦塔

瑪，即他們兒子的靈性導師。另一方面，比瑪說應該立即殺死他。阿尊那感到進

退兩難，望向奎師那，祂說：「儘管婆羅門從他的地位低墮，都罪不致死。另一

方面，必定要殺死，存心致人於死地而帶著武器接近的人。」明白了主奎師那的

內在意向，阿尊那剪掉那個不夠格婆羅門阿斯瓦塔瑪的頭髮，強行取去他前額的

珠寶，將他逐出軍營。  
 

阿尊那心裏覺得，不管在甚麼情況下，沉淪罪惡都無法使人快樂。這樣的人甚至

領受不到世俗之樂，更何況是超然快樂。虔誠的四個特點就是堅守《韋達經》、

《輔典》、神聖行為的訓令和自我滿足。對抗姻親的活動違反《韋達經》和神聖

行為，並引致罪惡感。 
 

詩節三十七至三十八 
 

yadyapy ete na paçyanti lobhopahata-cetasaù 
kula-kñaya-kåtaà doñaà mitra-drohe ca pätakam 

kathaà na jïeyam asmäbhiù päpäd asmän nivarttitum 
kula-kñaya-kåtaà doñaà prapaçyadbhir janärdana 

 
yadi api－儘管；ete－他們；na pasyanti－看不見；lobha－被貪婪；upahata－被

折磨；cetasah－他們的心；kula-ksaya－王朝滅亡時；krtam－招致；dosam－過

失；mitra-drohe－背叛朋友；ca－和；patakam－罪惡；katham－為甚麼？；na 
jneyam－不應該認為；asmabhih－我們；papat asmat－從這罪孽；nivarttitum 
－停止；kula-ksaya－王朝滅亡；krtam－履行時；dosam－罪行；prapasyadbhi 
－他可以看見；janardana－贊拿爾丹啊。  



 
贊拿爾丹啊，想要得到王國的這種貪念，污染了杜爾猶丹和其他人的智慧。因

此，他們無法看到滅絕王朝所致的過失，或背叛朋友所招致的罪孽。但是由於我

們知道這些過失，我們為甚麼不考慮情況，避免這樣的不當行為？  
 
《要義甘霖》︰阿尊那問：「哎呀！我們為甚麼還是傾向於參與這場戰爭？」他

講述這個以yady apy等詞語開始的詩節，回答自己的問題。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阿尊那考慮到，杜榮拿師和葵帕師等等導

師、稍亞(Salya)和薩昆尼(Sakuni)等等舅父、比斯瑪等等家族長輩、迪瑞托茹阿

斯崔眾子，佳亞卓塔(Jayadratha)等等親戚和姻親都參與這場戰爭。經典禁止與

這 樣 的 人 為 敵 ︰ 「 tvik-purohit acarya-matulatithi-sa rite bala-vrddhaturair 
vaidya-jnati-sambandhi-bandhavai－你不應該與那個代表你而履行祭祀的人，家

庭祭師、老師、舅父、客人、那些年幼的小孩等等後人、老人和親戚爭吵。」 
 

「但是我必須和這些人戰鬥。」因此，阿尊那表示他不願意和現正站在他面前，

他自己的姻親戰鬥。阿尊那沉思：「他們為甚麼決意要和我們戰鬥？」，並斷定

他們屈服於自私的蠅頭小利。因此他們喪失了分辨能力，無法分辨有利的和無益

的，宗教和非宗教。因此，他們忘了滅絕自己的王朝所招致的罪惡反應。「我們

沒有自私的動機，那麼我們為甚麼要從事這種可憎的罪行？」  
 

由此結束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所寫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之《聖典博伽梵歌》第一章。 

 
詩節三十九 

 
kula-kñaye praëaçyanti kula-dharmäù sanätanäù 

dharme nañöe kulaà kåtsnam adharmo ‘bhibhavaty uta 
 
kula-ksaye－透過滅絕王朝；pranasyanti －徹底毀滅了；kula-dharmah－王朝的

宗教傳統；sanatanah－古代的；dharme－美德；naste－失去；kulam－家族；

krtsnam－整體；adharmah－罪惡；abhibhavati－征服；uta－也。  
 
當王朝滅亡時，無數世代相傳的古老家族宗教傳統也毀於一旦。當這些品德高尚

的傳統毀滅時，整個王朝就被反宗教征服。 
 
《要義甘霖》︰Sanatanah指的是王朝自古以來世代相傳的那些原則。 
 

詩節四十 
 



adharmäbhibhavät kåñëa praduñyanti kula-striyaù 
stréñu duñöäsu värñëeya jäyate varëa-saìkaraù 

 
adharma－反宗教；abhibhavat－由於變得顯著；krsna－奎師那啊；pradusyanti
－被污染；kula-striyah－家族的女士；strisu－當婦道；dustasu－變得敗壞； 
varsneya－溫斯尼的後人啊；jayate－誕下了；varna-sankarah－亂七八糟的階級

混雜(婆羅門、統治者或戰士，農民商人和勞工)導致沒人照顧的子孫。  
 
奎師那啊，王朝被反宗教征服時，那個王朝的婦女就墮落。溫斯尼的後人啊，女

人變得墮落和不貞時，結果就是不受歡迎的多餘子孫。 
 
《要義甘霖》︰正是反宗教引致他們從事不貞的活動。 
 

詩節四十一 
 

saìkaro narakäyaiva kula-ghnänäà kulasya ca 
patanti pitaro hy eñäà lupta-piëòodaka-kriyäù 

 
sankarah－不純正的子孫；narakaya－帶到地獄；eva－肯定；kula-ghnanam－

對王朝的毀滅者來說；kulasya－對王朝來說；ca－也；patanti－墮落；pitarah－
祖先；hi－確實；esam－對他們；lupta－已經終止了；pinda-udaka-kriyah－他

們那些祝聖過的食品和水等等供品。  
 
生育這種不純正的子孫，肯定把王朝的滅亡者和王朝本身帶到地獄。事實上，缺

乏祝聖過的食品和水等等祭品，他們的祖先也一定遭受同一命運。 
 

詩節四十二 
 

doñair etaiù kula-ghnänäà varëa-saìkara-kärakaiù 
utsädyante jäti-dharmäù kula-dharmäç ca çäçvatäù 

 
dosaih etaih－因為這些過失；kula-ghnanam－王朝毀滅者的；varna-sankara－
不純正的子孫；karakaih－導致；utsadyante－被人遺忘；jati-dharmah－根據出

身而定的宗教職務；kula-dharmah－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和家族傳統；ca－
和；sasvatah－永恆的。  
 
由於這些王朝毀滅者的惡行，以致與永恆家族傳統一致的宗教原則教導被人遺

忘。  
 
《要義甘霖》︰Utsadyante表示「它們失傳了」。 



 
詩節四十三 

 
utsanna-kula-dharmäëäà manuñyäëäà janärdana 

narake niyataà väso bhavatéty anuçuçruma 
 
utsanna－已經廢除了；kula dharmanam－他們的家族傳統；manusyanam－這種

人的；janardana－贊拿爾丹啊；narake－在地獄裏；niyatam－恆常；vasah－居

住；bhavati－變得；iti－因此；anususruma －我從權威那裏聽說。  
 
贊拿爾丹(主奎師那)啊，我從師徒承傳那裏聽說，那些缺乏王朝宗教原則的人，

在地獄無限期地受苦。 
 

詩節四十四 
 

aho bata mahat-päpaà karttuà vyavasitä vayam 
yad räjya-sukha-lobhena hantuà svajanam udyatäù 

 
aho－哎呀；bata －多麼令人難過；mahat－大；papam－罪惡；kartum－去做；

vyavasitah－下定決心；vayam－我們；yat rajya-sukha-lobhena－因為貪圖王族

之樂； hantum－殺死；sva-janam－我們自己的姻親；udyatah－準備好。  
 
哎呀！我們決定要從事這滔天大罪，多麼令人遺憾啊。貪圖王族之樂，促使我們

準備殺死自己的姻親。 
 

詩節四十五 
 

yadi mäm apratékäram açastraà çastra-päëayaù 
dhärtaräñörä raëe hanyus tan me kñemataraà bhavet 

 
yadi－如果；mam－我；apratikaram－不反抗的；asastram－手無寸鐵的； 
sastra-panayah－那些手執武器的人；dhartarastrah－迪瑞托茹阿斯崔之子；rane
－在戰場上；hanyuh－也許會殺死；tat－那；me－對我；ksemataram－更吉

祥；bhavet－會是。  
 
儘管全副武裝的迪瑞托茹阿斯崔之子，在戰場上殺死手無寸鐵又不反抗的我，對

我來說那會更加吉祥。 
 

詩節四十六 
 



saïjaya uväca 
evam uktvärjunaù saìkhye rathopastha upäviçat 
visåjya sa-çaraà cäpaà çoka-saàvigna-mänasaù 

 
sanjayah uvaca－桑佳亞說；evam uktva－這樣說之後；arjunah－阿尊那； 
sankhye－在戰場中央；ratha-upasthe－在戰車上；upavisat－坐下；visrjya－扔

到一旁；sa-saram－連同他一筒筒的箭；capam－他的弓；soka－因為悲傷； 
samvigna－傷心；manasah－他的心意。  
 
桑佳亞說︰在戰場中央說了這些話之後，因悲傷而心不在焉的阿尊那，把他的弓

箭扔到一旁，坐在戰車上。 
 
《要義甘霖》︰Sankhye表示「在戰爭中」，rathopasthe則表示「在戰車

上」。 
 

由此結束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所寫的 
《要義甘霖的注釋》(令奉獻者快樂並得到所有聖人接受的注釋)， 

顧及明確精微之處的譯文：《聖典博伽梵歌》第一章 
 

第二章 
 

數論瑜伽 
(Sankhya-Yoga) 

透過區別靈魂和軀體而行的瑜伽 
 

詩節一 
 

saïjaya uväca –  
taà tathä kåpayäviñöam 
açru-pürëäkulekñaëam 

viñédantam idaà väkyam 
uväca madhusüdanaù 

  
sanjayah uvaca－桑佳亞說；tam－對他(阿尊那)；tatha－這樣；krpaya－懷著同

情心；avistam─激動；asru-purna－熱淚盈眶；akula－散亂不定；iksanam－雙

眼；visidantam－傷心的；idam－這些；vakyam－言詞；uvaca－說；madhu-
sudana－瑪杜魔的屠夫。   
 
桑佳亞說︰主瑪杜蘇丹這樣對悲傷的阿尊那說了這些話，他深感同情，激動難

耐，目光散亂不定，熱淚盈眶。 



 
詩節二 

 
çré bhagavän uväca –  

kutas tvä kaçmalam idaà viñame samupasthitam 
anärya-juñöam asvargyam akértti-karam arjuna 

 
sri-bhagavan uvaca－至尊聖主說；kutah－從哪裏？；tva－對你；kasmalam－錯

覺；idam－這；visame－在這些逆境；samupasthitam－來；anarya－透過不是在

靈性進步之途的人；justam－修習了；a-svargyam－不通往天堂；a-kirtti－聲名

狼藉；karam－…的原因；arjuna－阿尊那啊。   
 
至尊聖主說︰阿尊那啊，在這個關鍵時刻，是甚麼導致你的錯覺？這對阿瑞安

(Aryan)人來說根本不恰當。這既不會使你揚名，也不會引領你到天堂星球。 
 
《要義甘霖》︰在這第二章，至尊主奎師那粲卓(Sri Krsnacandra)解釋解脫者的

徵兆。祂先予人分辨物質和靈魂(自我)的智慧，驅除悲哀和錯覺造成的黑暗。  
 
Kasmalam表示「錯覺」，visame表示「在這個關鍵時刻」或「面對戰爭危

機」，kutah表示「是甚麼原因？」而upasthita則表示「它已托庇你」。anarya-
justam這詞語暗示，德高望重的人不會欣賞這行為，asvargyam-akirti-karam則表

示，這行動對獲得世俗和超然快樂不利。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知道甚至在戰爭快要開始之前，阿尊那心裏

突然醒悟到宗教情感，迪瑞托茹阿斯崔滿心歡喜。堅持非暴力原則，阿尊那表示

不願意面對戰爭。他認為非暴力是至尊的宗教形式(ahi a paramo dharmah)。迪

瑞托茹阿斯崔這樣想︰「如果這場戰爭告吹，我們將會非常幸運，因為我的兒子

就會順利成為王國的永久君主。」不過，他仍然詢問下一步發生甚麼事。 
 

賦有優秀智慧的桑佳亞，明白了迪瑞托茹阿斯崔的內在動機；因此非常熟練地察

覺到瞎子國王的推論，使他希望幻滅。他說：「儘管看到阿尊那處於這樣的狀態

後，至尊主奎師那都沒忽視他。祂反而會把祂征服惡棍瑪杜和其他惡魔的同一種

自然傾向，注入阿尊那的心，祂也會透過阿尊那把你所有兒子置諸死地。因此不

要妄想不需戰鬥就得到王國。」 
 

桑佳亞繼續對迪瑞托茹阿斯崔講述主奎師那的陳述。「作戰是統治者或戰士階級

的天性和宗教職務。在戰爭一觸即發的這個時刻，你為甚麼違逆你的賦定職務？

參與這場戰爭會得到解脫、天堂星球和名氣。像非阿瑞安人，即野蠻人的慣例那

樣，拒絕為這宗教戰爭而戰，對這些高等成就不利。而且會毀滅物質快樂和名

氣。」  



 
詩節三 

 
klaibyaà mä sma gamaù pärtha naitat tvayy upapadyate 
kñudraà hådaya-daurbalyaà tyaktvottiñöha parantapa 

 
klaibyam－無能；ma sma gamah－不開始著手；partha－帕爾塔啊，帕瑞塔或琨

緹之子；na－不；etat－這；tvayi－對你；upapadyate－適當；ksudram－卑微； 
hrdaya －內心的； daurbalyam －弱點； tyaktva －放棄； uttistha －出現； 
parantapa－懲敵者啊。  
 
帕爾塔(帕瑞塔之子)啊，行為舉止不要像個太監。那並不適合你。懲敵者啊，摒

棄這個低級的內心軟弱，起來戰鬥吧。 
 
《要義甘霖》︰在這裏，klaibyam這個字表示「對賦定(dharmika)職務畏首畏尾

的那種無能」。奎師那在說：「帕爾塔啊，雖然你是帕瑞塔的兒子，你卻是懦

夫。」因此至尊聖主用ma smagama(不要做懦夫)等詞語。祂說的是：「這種無能

適合最低級的統治者或戰士，但你是我的朋友；因此決不適合你。你，阿尊那，

可能會說：『奎師那啊，不要懷疑我，以為我沒有勇氣。我躍躍欲戰。相反，請

從宗教觀點理解，我這不戰的決定是謹慎之兆，以對我的靈性導師表示敬意，例

如比斯瑪和杜榮拿等等，也表示我憐憫迪瑞托茹阿斯崔眾子，他們軟弱無力，將

會死於我的武器造成的傷口。』我對這話的回答是ksudram－這不是辨別和憐

憫，而是悲哀和錯覺。兩者都顯示心意軟弱。因此，痛撃敵人的人(Parantapa，
帕然塔帕)啊，摒棄這種內心的軟弱，站起來戰鬥吧。」Para指的是敵人，tapa是
導致痛苦。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說：「勇敢而堅守賦定宗教職務的

統治者或戰士，不宜在戰爭中顯得膽怯，這也不光彩。源於半神人之王因卓

(Indra)的一部分，並由帕瑞塔所生，你也像他一樣才華橫溢，威力強大。除此以

外，由於我是至尊控制者(maha-mahesvara)，你是我的朋友，因此你非常有影響

力。因此，你不會變得那麼膽怯。如果你聲稱這樣的行為不是膽怯，而是智慧和

憐憫，那麼我說這並不是。那不是智慧和憐憫；而是心意軟弱所產生的悲哀和錯

覺。智慧和憐憫不會產生錯覺。從你以前的陳述看來，na ca çaknomy avasthätuà 
bhramatéva ca me manaù (《梵歌》1.30)，現在你的心意顯然被蒙騙」。 

 
在這裏正好提及，有一次，聖人杜爾瓦薩(Durvasa)非常滿意琨緹的服務，就以

曼陀的形式賜福她，使她能召喚任何半神人，顯現在她面前和滿足她的欲望。奉

潘度大君之命，琨緹唸誦那個曼陀召喚了宗教之神閻羅王、風神瓦儒(Vayu)和眾

神之主因卓。結果分別生下了於迪斯提爾、比瑪和阿尊那。潘度的妾氏瑪迪瑞



(Madri)透過雙胞胎阿斯維尼-庫瑪爾(Asvini-kumaras)，生下了尼庫爾(Nakula)和
薩哈戴瓦(Sahadeva)。 
 

詩節四 
 

arjuna uväca –  
kathaà bhéñmam ahaà saìkhye droëaà ca madhusüdana 

iñubhiù pratiyotsyämi püjärhäv arisüdana 
 
arjunah uvaca－阿尊那說；katham－怎樣？；bhismam－對抗比斯瑪祖父；

aham－我；sankhye－在戰爭中；dronam－杜榮拿師；ca－和；madhusudana－
瑪杜蘇丹啊；isubhi－以利箭；pratiyotsyami－會對抗；puja-arhau－值得我崇

拜；arisudana－殺敵者。  
 
阿尊那說︰瑪杜蘇丹啊，殺敵者，祖父和比斯瑪和杜榮拿師都是我崇敬的長輩，

我怎能在戰爭中以利箭與他們交戰？ 
 
《要義甘霖》︰為了解答他為甚麼不戰的那個問題，阿尊那聲稱，根據道德方面

的經典，毀壞堪受崇拜人物的榮譽會招致不祥。「因此我不會戰鬥。」為了支持

他的行動，他講述這個以katham開始的詩節。奎師那會說：「比斯瑪、杜榮拿和

其他人正與你作戰，難道你可以不反擊嗎？」阿尊那會回答：「你說得對。不

過，我不能與他們作戰，因為我認為他們堪受崇拜。因此我不應該與他們作戰。

憤怒地用利箭刺向那些我想愛意盈盈地在他們腳邊獻花的人，這恰當嗎？不，這

是不對的。」 
 

稱呼主奎師那為瑪杜蘇丹，阿尊那藉此給予主奎師那道德方面的訓示。「親愛的

朋友啊，你在戰爭中也殺了敵人，你卻沒有殺你的靈性導師－山迪帕尼.牟尼

(Sandipani Muni)，也沒有殺你的親戚－亞度族(Yadus)。如果你說瑪杜蘇丹(殺
死瑪杜的人，Madhusudana)表示敵人(madhus)是亞度族(你的親戚)，那就不對，

不是這樣。瑪杜是你的敵人(ari)，因此我稱你為殺敵者(Arisudana)。那就是，名

為瑪杜的惡魔是你的敵人。我只是這個意思。」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山迪帕尼.牟尼是大聖人卡斯亞帕(Kasyapa)
家族的著名聖人。他住在阿文提(Avanti)城，即現今的烏贊(Ujjain)。當全宇宙

的靈性導師－主奎師那和巴拉戴瓦－為了給人樹立榜樣而上演人形逍遙時光時，

祂們接受了山迪帕尼 .牟尼為祂們的訓示靈性導師(siksa-guru)。住在他的修院

時，祂們上演在六十四天內學習六十四門藝術的逍遙時光。在他的《聖典博伽瓦

譚》注釋《要義甘霖》，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表明了，山迪帕尼.牟尼

是施威神(Siva)的追隨者(Saivite)。那麼奎師那和巴拉戴瓦為甚麼接受他為靈性

導師？為了解答這點，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著述，如果祂們接受了偉



大奉獻者靈性導師，他馬上就會辨認到主奎師那是原始的至尊人格首神，奎師那

的學習逍遙就不會發生。因此，這兩兄弟故意到施威神的奉獻者，即山迪帕尼.
牟尼，巴佳著名的瑜伽瑪亞-潘爾娜瑪斯(Paurnamasi)之子那裏拜師。奎師那著名

的朋友－瑪杜曼尬(Madhumangala)和南迪穆葵(Nandimukhi)，是山迪帕尼.牟尼

的子女。 
 

詩節五 
 

gurün ahatvä hi mahänubhävän  
çreyo bhoktuà bhaikñyam apéha loke 
hatvärtha-kämäàs tu gurün ihaiva 

bhuïjéya bhogän rudhira-pradigdhän 
 
gurun－長輩；ahatva－不殺死；hi－肯定；maha-anubhavan－偉人；sreyah－
更吉祥；bhoktum－為了維繫我的生命；bhaiksyam－甚至行乞；api－儘管；iha 
loke－在這個世界；hatva－殺死；artha-kaman－受到財富驅使；tu－但是；

gurun－長輩；iha－在這個世界；eva－肯定；bhunjiya－必須享受；bhogan－感

官享樂；rudhira－有血的；pradigdhan－沾上了。  
 
這些偉人是我的靈性導師，與殺死他們相比，我在這個世界行乞維生會更好。儘

管他們受到物質得益驅使，但始終都是我的長輩。殺死了他們之後，我可以得到

的任何世俗享樂都會沾上了他們的血。  
 
《要義甘霖》︰阿尊那對奎師那說的是：「你也許會問，如果我不想接受自己的

王國，我將會怎樣維生。我的答案是，行乞這種行為對統治者或戰士來說千夫所

指，吃行乞得來的食品對我來說卻比殺死我的長輩更好。儘管這樣的行為也許會

使人名譽掃地，我卻不會為靈性不祥感到困擾。杜爾猶丹無法分辨甚麼是職務甚

麼不是，不應該僅是因為我的靈性導師追隨驕傲和反宗教的他，就摒棄他們。  
 

如果你說，道德經典[《摩訶婆羅多》烏多嘎之部(Udyoga-parva)]建議，如果靈

性導師驕傲自大，無法分辨好壞活動而從事可憎的活動，就要拒絕他，那麼我的

回答就是，mahanubhavan︰「比斯瑪和杜榮拿這些征服了欲望、時間等等的偉

人，哪有可能有這些缺陷？」然後又可能會反駁說，人是財富的僕人，財富卻不

是任何人的僕人。比斯瑪對迪斯提爾大君說的話確認了這點：『大君啊，我確實

受制於考爾瓦族的財富。』比斯瑪以偉人著稱，因此，如果你說他已經因為承認

貪圖富貴而聲名狼藉，那麼我一定要回答：『對，這是真的。』不過，如果我殺

死他們，我只會感到難過。因此我現在用artha-karma(貪圖富貴)等詞語。殺光極

貪圖這財富的考爾瓦族之後，我可以享有它，那財富卻會沾上他們的血。  
 



換句話說，儘管他們貪圖富貴，但始終都是我的長輩。殺死他們，我會成為背信

棄義之徒，從中所得的任何快樂都會摻雜了罪行。」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難過和錯覺使阿尊那六神無主，不在意奎師

那的話，他再一次聲明：「我的靈性導師－杜榮拿師、葵帕師、我最崇拜的比斯

瑪祖父和其他人等，在這個戰陣中站在我面前，只是為了這小小的物質王國就殺

死他們，我認為這是極不祥的罪行，更何況是自己的家庭成員和親戚。殺死這樣

的長輩，就完全喪失了在高等星球佔一席位的機會。因此我認為在這個世界行乞

維生更好。」 
 

《庫爾瑪宇宙古史(Kurma Purana)》敘述：  
 

upädhyäyaù pitä jyeñöha-bhrätä caiva mahé-patiù 
mätulaù çvasuras trätä mätämaha-pitämahau 

bandhur jyeñöhaù pitåvyaç ca puàçyete guravaù småtäù 
那個傳授《韋達經》訓示的人，還有父親、哥哥、國王、舅父、岳父、保護者、

外祖父母、祖父母，親戚和那些年老的人，全都被視為長輩。 
 

聖杜榮拿師和葵帕師生於高級的婆羅門家庭。他們除了具備箭術知識以外，也是

《韋達經》和道德經典的學者，而且天性虔誠。阿尊那把他們視為靈性導師。杜

榮拿師有先見之明，預料有可能爆發戰爭，他要阿尊那發誓，如果他們因任何理

由而交戰沙場，阿尊那必須與他作戰。 
 
山坦努(Santanu)王和恆河女神之子－比斯瑪祖父，終身保持貞守。根據《聖典

博伽瓦譚》(9.22.19)所述，他是主奎師那的奉獻者，極有騎士風度，控制感官，

慷慨大方，精通絕對真理，言出必行。他甚至能控制死亡。他在十二位對至尊主

的奉愛服務權威(mahajanas)之中首屈一指：   
 

svayambhür näradaù çambhuù kumäraù kapilo manuù 
prahlädo janako bhéñmo balir vaiyäsakir vayam 

《聖典博伽瓦譚》(6.3.20) 
 
這十二位權威是主布茹阿瑪、拿茹阿達、三姆布(Sambhu)、庫瑪爾四兄弟、卡

皮拉(Kapila)、曼奴、帕爾拉達(Prahlada)、贊拿克(Janaka)、比斯瑪、巴利、蘇

卡戴瓦.哥斯瓦米和閻羅王。 
 
如此一來，知道絕對真理的比斯瑪因而是全世界的靈性導師，也是阿尊那的老

師，與杜榮拿師同級。儘管他支持考爾瓦族，與主奎師那的奉獻者潘度之子作

戰，他仍然是奎師那非常鍾愛的奉獻者，恆常只為取悅祂而行。比斯瑪算是有知

識的奉獻者。他對迪斯提爾大君說：「我可以怎辦？我完全受制於考爾瓦族的財



富。雖然我不想這樣，卻必須為他們而戰。但是我給你這個祝福︰你會在戰爭中

獲勝。」 
 

在這裏，儘管比斯瑪祖父外表看來貪圖財富，倚賴他人，他其實是他感官的主

人，極為獨立。因此，為了讚美他，超然的知識能量(Suddha-Sarasvati，蘇達-

薩茹阿斯瓦提)純粹的知識女神，在目前的詩節把hi和mahanubhavan這兩個字組

合成himahanubhavan。Hima表示冰或雪。毀滅冰雪的稱為himaha(太陽或火)，
anubhavan則表示「有能力的人」。因此，像太陽或火那樣極有威力的人，就是

himahanubhavan。威力強大的太陽和火能燃燒所有不純淨之物，本身卻不受污

染。它們總是保持純粹。比斯瑪同樣都是非常強大的人。《聖典博伽瓦譚》

(10.33.29)說，太陽或火能燃燒所有純淨和不純淨之物，因此稱為sarva-bhuk，能

耗盡一切，本身卻沒變得不純淨。同樣，儘管純粹和威力強大的人看似是逾越宗

教原則，卻依然毫無過失。 
 

也許有人會說，強大的比斯瑪偏袒考爾瓦族，攻打潘度之子而犯了不公之過。不

過，有人也許會質疑，奎師那至高的奉獻者怎會以利箭刺穿他堪受崇拜之主的軀

體？這是他的奉愛徵兆嗎？這樣回答說︰ 
 
(1) 為了誘惑惡魔，主奎師那命祂的偉大奉獻者大神明三卡爾(Sankara，施瓦

神)，傳揚名為假象宗的假象理論。假象宗只是掩飾的佛教，並違反《韋達經》

的原則。從外在觀點看來，大神明的傳教不像奉愛，從超然觀點看來卻是奉愛，

因為大神明只不過是履行至尊主的命令而已。 
 
(2) 正如偉大奉獻者三卡爾偏袒巴拿蘇爾(Banasura)，與主奎師那本人作戰，

比斯瑪同樣也偏袒考爾瓦族而與主奎師那作戰。那麼，哪會質疑他失去了奉愛？ 
 
(3) 為了紓緩邪惡力量給大地之母造成的重擔，主奎師那想在摩訶婆羅多的衝

突中，消滅他們的力量和重建宗教原則。如果比斯瑪祖父和杜榮拿師等等老師沒

有幫助邪惡的反對派，那麼庫茹之野之役將絕對不可能。因此，憑著無所不知主

奎師那的個人意願，奎師那那種迷惑人心，名為瑜伽瑪亞的靈性能量，激發比斯

瑪心生邪惡傾向，為反對派而戰。因此，比斯瑪為了取悅奎師那而履行這個行

動。  
 
(4) 在他對《聖典博伽瓦譚》詩節的注釋，聖基瓦.哥斯瓦米解釋，在摩訶婆羅

多之役，憑著主奎師那的意願，一股邪惡之情滲入比斯瑪祖父的心。洋溢著那種

情感，他以利箭瞄準奎師那；否則，比斯瑪這樣的純粹奉獻者將不可能有這樣的

行徑。 
 
(5)  偉大奉獻者比斯瑪祖父教導修習階段的普通奉獻者，儘管他那樣的偉人接

受物質主義者的食品、水或聯誼，心意都會受到污染，也會喪失分辨力。 



 
(6)  至尊聖主明白，佳亞(Jaya)和維佳亞(Vijaya)想滿足祂的戰鬥欲，藉此滿足

祂。因此祂激勵庫瑪爾四兄弟拜訪祂，為了把敵對想法注入佳亞和維佳亞的心，

祂故意激發庫瑪爾四兄弟詛咒他們。這個詛咒只是藉口，因為無憂星不可能存有

任何怒氣，更何況是詛咒。實際上，為了滿足和取悅至尊聖主，佳亞和維佳亞親

自懇求敵對情感，但是他們的奉愛卻沒有因此而減少。  
 
如果比斯瑪祖父顯示了任何徵兆渴望殺死奎師那，而不是取悅祂，早就已經從他

的奉獻者地位低墮，永無翻身之日。《聖典博伽瓦譚》描述，祖父比斯瑪在庫茹

之野的戰場上，獻上以下的禱文歌頌主奎師那：  
 

yudhi turaga-rajo-vidhümra-viñvak- 
kaca-lulita-çramaväry-alaìkåtäsye 
mama niçita-çarair vibhidyamäna- 

tvaci vilasat-kavace ’stu kåñëa ätmä 
 《聖典博伽瓦譚》(1.9.34) 

 
在他對這個詩節的注釋，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描述比斯瑪祖父的奉愛

情感時，滿載極樂情感，令人回味。他說比斯瑪察覺到，正如在巴佳，牛蹄揚起

的塵土點綴著主奎師那迷人的臉龐，使祂益發俊美和動人，在戰場上，戰馬的馬

蹄揚起的塵土，同樣也使主奎師那益發俊美和動人。美麗之物沒有甚麼醜陋之

處。雖然塵土本身不漂亮，但是它落在主奎師那柔軟的蓮花臉上，使祂益發俊美

迷人。當奎師那抬著戰車的車輪跑向比斯瑪時，祂披頭散髮。比斯瑪就想起，當

奎師那放牛回來，低鳴的牛迅速走向牛棚，祂在後面追趕牠們時，祂頭髮的樣

子。在這個詩節，srama-vari這個詞語表示，由於奎師那在戰場上卯足全力跑向

比斯瑪，祂的蓮花臉和美麗的肢體大汗淋漓。對比斯瑪來說，它們就像奎師那在

丘比特的愛情之戰筋疲力竭所致的汗珠。  
 

奎師那跑向比斯瑪，也展現了祂對祂奉獻者的憐愛之情。[比斯瑪發誓會讓主奎

師那手執武器與他作戰，為了保存他的誓言，奎師那違背了自己的不戰之誓。]
比斯瑪祖父觀察到：「出現在主奎師那肢體上的紅印，是我的利箭碰傷和割傷

的，它們似是熱情的情人與她心上人沉醉於激情之戰時，她牙齒造成的愛痕。」

雖然年輕的愛卿與她情人一起時也許表現傲慢，但是她愛他遠超於自己的生命數

百萬倍，以她的指甲和牙齒給他劃上記號，不能說她沒有愛。同樣，比斯瑪對騎

士風範(vira-rasa)的狂熱，不表示他對奎師那沒有純愛。 
 
至尊主奎師那是raso vai sah(《泰提瑞亞奧義書(Taittiriya Upanisad)》2.7.1)，意

思是祂體現所有情感的甘露(akhila-rasamrta-murti)。為了讓主奎師那體驗騎士風

範，滿足祂的渴望，比斯瑪－祂其中一位傑出的奉獻者－偏袒考爾瓦族，弄傷至

尊聖主的肢體。比斯瑪這樣滿足主奎師那的欲望，從而取悅祂。 



 
在《聖摩訶婆羅多》看到，至尊主奎師那發誓在戰爭中不使用任何武器。另一方

面，祂的奉獻者比斯瑪發誓，如果他無法誘使奎師那拿起武器，就不配做山坦努

大君之子。至尊主憐愛祂的奉獻者，為了保護比斯瑪的誓言，於是違背了自己的

誓言︰ 
 

sva-nigamam apahäya mat-pratijïäm 
åtam adhikartum avapluto rathasthaù 
dhåta-ratha-caraëo ’bhyayäc caladgur 
harir iva hantum ibham gatottariyaù 

《聖典博伽瓦譚》(1.9.37) 
比斯瑪祖父說：「我再三頂拜至尊聖主，祂尤其憐愛祂的奉獻者。為了保護我的

誓言，祂違背了自己的承諾，從戰車跳下來，手裏拿著車輪，飛快地跑向我。」 
 
雖然比斯瑪祖父偏袒反對派，他卻是個純粹奉獻者。這點毫無置疑。我們從比斯

瑪戴瓦的品格知道，他所做的一切都是順意於奎師那的快樂，有助奎師那的逍遙

時光。他謙恭的品格超越任何世俗推理。不過，如果受條件限制的靈魂模仿比斯

瑪，從事禁制活動或扮作靈性導師而作冒犯，就決不能被視為真正的靈性導師。

至尊主瑞薩巴戴瓦(Rsabhadeva)在《聖典博伽瓦譚》(5.5.18)說： 
 

gurur na sa syät sva-jano na sa syät 
pitä na sa syäj janané na sä syät 

daivaà na tat syän na patiñ ca sa syän 
na mocayed yaù samupeta-måtyum 

無法保護我們免於死亡的魔掌，無法賜予我們永恆生命，無法保護我們免於假象

的愚昧，它讓我們一直全神貫注於和困於這個生死物質存在，那麼那位靈性導師

就不是靈性導師，那位父親就不是父親，那位母親就不是母親，那位半神人就不

是半神人，那位親戚也不是親戚。  
 

只有完全精通經典要旨，覺悟了絕對真理，不依附這個物質世界的偉人，才有資

格成為靈性導師。巴利大君因此拒絕了蘇卡爾師，因為蘇卡爾師反對奉愛原則。

因此，經典的訓令就是拒絕這種沒資格的靈性導師。不皈依、不遵循或真正地拒

絕沒資格的靈性導師都不招罪孽，也不失為過。 
 
在挑選駙馬的能力測試(svayamvara)之中，終生貞守的比斯瑪贏得卡斯(現代的瓦

茹阿納斯，Varanasi)王的三個女兒：安姆巴(Amba)、安姆比卡(Ambika)和安姆

巴利卡(Ambalika)。他安排安姆比卡和安姆巴利卡嫁給他的弟弟維祺崔威爾亞

(Vicitravirya)。長女安姆巴堅持要嫁給比斯瑪，但是他發誓終身貞守，因此拒絕

了她的請求。安姆巴苦無對策，於是接近比斯瑪的武器學靈師－帕爾蘇茹阿瑪

(Parasurama)。帕爾蘇茹阿瑪召喚比斯瑪，命令他與安姆巴結婚，但是比斯瑪堅



決不從。這時，帕爾蘇茹阿瑪命令他娶她或與他戰鬥。比斯瑪講述以下的話，接

受了戰鬥︰ 
 

guror apy avaliptasya käryäkäryam ajänataù 
utpatha-pratipannasya parityägo vidhéyate 

《摩訶婆羅多》烏多嘎之部[Udyoga-parva (179.25)]   
沉醉於感官滿足，沒有能力分辨恰當和不恰當行為的傻瓜，遵循毫無純粹奉愛途

徑的靈性導師，是假的靈性導師。應該立即拒絕他。 
 

像比斯瑪那麼偉大的奉獻者，不會履行任何違反奉愛原則的活動，帕爾蘇茹阿瑪

則是至尊主的化身。考慮到比斯瑪的正義之誓，帕爾蘇茹阿瑪接受在這場戰鬥中

戰敗，由於雙方勢均力敵，不然這場戰鬥將無限期繼續。 
 

詩節六 
 

na caitad vidmaù kataran no garéyo 
     yad vä jayema yadi vä no jayeyuù 

yän eva hatvä na jijéviñämas 
     te ’vasthitäù pramukhe dhärtaräñöräù 

 
na－不；ca－和；etat－這；vidmah－我知道；katarat－它；nah－對我們來

說；gariyah－更好；yad va－是否；jayema－我們會征服；yadi－是否；va－或

者；nah－我們；jayeyu－他們會征服；yan－他們；eva－肯定；hatva－透過殺

戮；na jijivisamah－我們不想活；te－他們；avasthita－站著(準備戰鬥)；
pramukhe－在我們面前；dhartarastra－那些在迪瑞托茹阿斯崔那方的人。  
 
我不知道甚麼對我們比較好－征服他們還是被他們征服。儘管殺死了他們之後，

我們都不願活下去。但是他們表示了對迪瑞托茹阿斯崔的支持，現在，在戰場上

站在我們面前。 
 
《要義甘霖》︰阿尊那一邊說這個以na caitad開始的詩節，一邊想：「與我們的

靈性導師對戰，我不知道我們會戰勝還是戰敗。而且，我甚至不知道我們贏還是

輸比較好。」在這裏，阿尊那考慮到兩種看法，於是講述勝敗的可能性。他說的

是：「對於我們來說，勝敗的結果都一樣。」因此他現在用yan eva等等詞語。 
 

詩節七 
 

kärpaëya-doñopahata-svabhävaù 
     påcchämi tväà dharma-sammüòha-cetäù 



yac chreyaù syän niçcitaà brühi tan me 
     çiñyas te ’haà çädhi mäà tväà prapannam 

 
karpanya－靈性軟弱的；dosa－因過失；upahata－被征服；sva-bhavah－我騎士

風範的本性；prcchami－我正在詢問； tvam－你；dharma－美德方面的；

sammudha－感到迷惑；cetah－心裏；yat－甚麼；sreyah－吉祥之途；syat－也

許；niscitam－肯定；bruhi－告訴；tat－那；me－對我；sisyah－門徒；te－你

的；aham－我；sadhi－請教導；mam－我；tvam unto－對你；prapannam－皈

依。  
 
膽怯而不知所措，拋下了我天生的英雄本性，又感到迷惑，不知怎樣確定我的真

正職務，我現在求你清楚告訴我，對我來說，甚麼是吉祥的。我是你的門徒，已

經托庇於你；因此，懇請你賜予我有關的訓示。  
 
《要義甘霖》︰主奎師那也許會嘲笑阿尊那說：「雖然你是統治者和戰士，但是

基於你自己推論經典所得的理解，你決定了要顛沛流離，行乞維生。那麼，我再

繼續說還有甚麼用？」料到有此一著，阿尊那以karpanya開始這個詩節。「放棄

騎士風範的天賦特性是膽怯的(karpanyata)。宗教天職(dharma)的原則非常精

微，因此我覺得它們使人困惑。請肯定地告訴我，對我來說，甚麼是吉祥的。」  
 

阿尊那對奎師那說：「你也許會說，我為我的學問感到自豪，而且，如果我反駁

你的話，你怎能指導我。我向你保證，我是你的門徒，從今之後，我不會不必要

地反駁你的話。」 
 

詩節八 
 

na hi prapaçyämi mamäpanudyäd  
yac chokam ucchoñaëam indriyäëäm 
aväpya bhümäv asapatnam åddhaà 
räjyaà suräëäm api cädhipatyam 

 
na－不；hi－肯定；prapasyami－我看到；mama－我的；apanudyat－可以消除

它；yat－它；sokam－悲哀；ucchosanam－正在枯萎；indriyanam－感官的；

avapya－得到了之後；bhumau－在地球上；asapatnam－無敵的；rddham－繁榮

的；rajyam－王國；suranam－對半神人；api－甚至；ca－也；adhipatyam－統

治權。  
 
儘管我們在地球上得到無敵而繁榮的王國和半神人的統治權，我都看不見有任何

方法驅除這悲哀，它正在耗盡我的感官。  
 



《要義甘霖》︰主奎師那也許會說：「你對我並非萬分恭敬。你反而情同好友。

我怎能接受你為我的門徒？你應該托庇於你崇敬的聖維亞薩戴瓦等等人物。」料

到這點，阿尊那講述目前這個以na hi等詞語開始的詩節。「在這三個世界，除了

你之外，我找不到任何人能夠消除我的悲哀。我不認為巴瑞哈斯帕提(Brhaspati)
甚至比你更聰明。因此，由於我痛不欲生，除了你之外，我還可以托庇誰？正如

夏季的酷熱使小池塘乾涸，這難過同樣正在耗盡我的感官。」   
 

奎師那也許會說：「雖然你痛不欲生，你仍然應該戰鬥。你戰勝時就會沉醉於享

受你王國的那種快樂，擺脫這難過。」於是阿尊那以avapya開始回答。「儘管我

得到地球的無敵王國，或在天堂星球統治半神人，我的感官仍然會像現在那樣枯

燥乏味。」 
 

詩節九 
 

saïjaya uväca –  
evam uktvä håñékeçaà guòäkeçaù parantapaù 

na yotsya iti govindam uktvä tüñëéà babhüva ha 
 
sanjayah uvaca－桑佳亞說；evam－因此；uktva－說了；hrsikesam－對主奎師

那；gudakesah－阿尊那；parantapa－殺敵者；na yotsye－我不會戰鬥；iti－因

此；govindam－對哥文達；uktva－說；tusnim－沉默；babhuva ha－他變得。  
 
桑佳亞說︰說了這些話之後，制敵者(古達克薩，Gudakesa，阿尊那)對主奎師那

說：「哥文達啊，我不會戰鬥。」然後沉默不語。 
 

詩節十 
 

tam uväca håñékeçaù prahasann iva bhärata 
senayor ubhayor madhye viñédantam idaà vacaù 

 
tam－對他(阿尊那)；uvaca－說；hrsikesah－主奎師那；prahasan－微笑；iva－
好像；bharata－巴爾塔的後裔啊； senayoh－軍隊的；ubhayoh－兩者的；

madhye－在中央；visidantam－對傷心難過的人；idam－這些；vacah－話。  
 
巴爾塔的後裔(迪瑞托茹阿斯崔)啊，那時候，感官的主人(哈瑞悉克薩)主奎師那

在兩軍中央面露微笑，對傷心的阿尊那說了以下的話。  
 
《要義甘霖》︰為要取笑祂那個懷著友情(sakhya-bhava)的朋友阿尊那，奎師那

向他表示不應該這樣悲傷，把他浸在尷尬之洋。主奎師那表示：「噢，你頗為缺

乏分辨力。」不過阿尊那接受了奎師那門徒的地位，不應該把門徒這樣浸在羞恥



之洋。因此奎師那抿著咀唇，努力隱藏祂的微笑。在這裏，「hrsikesah」這個字

的要旨就是，雖然奎師那之前受制於阿尊那的愛心陳述，但是現在為了阿尊那自

己的福祉和出於對他的愛，奎師那控制著阿尊那的心意。 
 

senayor ubhayor madhye等詞語表示，兩軍同樣都看得到阿尊那的難過，至尊聖

主給予的訓示和保證。換句話說，《博伽梵歌》這個訊息也展現於所有在場的普

通人面前。沒有對任何人保密。 
 

詩節十一 
 

çré bhagavän uväca –  
açocyän anvaçocas tvaà prajïä-vädäàç ca bhäñase 

gatäsün agatäsüàç ca nänuçocanti paëòitäù 
 
sri bhagavan uvaca－至尊聖主說；asocyan－為了不值得傷心的事；anvasocah－
正感到難過；tvam－你；prajna-vadan－睿智之詞；ca－但是；bhasase－你在

說；gata－失去了；asun－生命；agata－沒失去；asun－生命；ca－但是；na 
anusocanti－不難過；panditah－智者。  
 
至尊聖主說︰雖然你在講述睿智之詞，但是你為不值得傷心的事而難過。那些真

正有學問的人，不為生者或死者難過。 
 
《要義甘霖》︰主奎師那說：「阿尊那啊，殺死你親戚的這個痛苦想法使你感到

難過，那是錯覺。『我怎能和比斯瑪戰鬥？』你的這個問題顯示，你的推理是基

於愚昧的。」為了解釋上述陳述為甚麼是真實的，至尊聖主奎師那說：「xxx－
你正為一些不值得悲傷的事難過。」主奎師那繼續說：「甚至在我作出保證之

後，你還在問『katham bhismam-aham-sankhye－我怎能和比斯瑪祖父戰鬥？』

(《梵歌》2.4)那樣的問題。儘管你以博學之士自居，你提出這樣的論點和邏輯，

顯示其實你不是博學的，其實你沒有知識。智者不會為沒有生命氣的粗糙物質軀

體難過，因為軀體是短暫的。 
 

Agatasun表示『從仍然有生命氣的人那裏』。在達到解脫階段之前，精微身體都

是無法毀滅的。博學之士或智者甚至不會為這樣的人的精微身體難過。在有生命

和沒有生命的兩種狀態之中，粗糙和精微身體的性質都是不變的。當生命氣離開

父親或親戚的粗糙軀體時，愚蠢的人卻為之悲傷。他們不會為精微軀體悲傷，因

為他們通常沒有那方面的知識。 
 

比斯瑪和其他人都是靈魂，都被粗糙和精微身體蒙蔽。由於靈魂是永恆的，因此

不應該之他難過。你之前說道德經典比經濟發展的經典更高，卻要知道這種理解

所源自的知識經典(jnana-sastra)，甚至比道德經典(dharma-sastra)更高。」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絕對真象是由永恆、意識知覺和喜樂組

成的，祂那個只有邊際能量的部分，稱為個體靈魂(jivatma)。微靈(jives)是微小

的意識知覺部分，他們永恆天生的特性是服務至尊主。微靈有兩種︰解脫的

(mukta)和受條件限制的(baddha)。解脫靈魂在至尊聖主的居所永恆忙於服務

祂。他們決不低墮。自古以來，受條件限制的靈魂忘了服務至尊聖主，因此被粗

糙和精微的兩種物質身體蒙蔽，承受著三種痛苦，作為在這個物質世界的懲罰。 
 
受條件限制靈魂的粗糙軀體，由土、水、火、空氣和天空這五種物質元素造成，

它短暫而易毀。靈魂在死後換掉他的粗糙軀體。有生必有死，循環不息。今天、

明天或幾年之後，必死無疑。 
 

måtyur janmavatäà véra dehena saha jäyate 
adya väbda-çatänte vä måtyur vai präëinäà dhruvaù 

《聖典博伽瓦譚》(10.1.38) 
大英雄啊，有生必有死，因為死亡與軀體一起誕生。也許在今天或幾百年之後死

亡，每個生物體卻必死無疑。* 
 

《梵歌》(2.27)說：「jatasya hi dhruvo mrtyuh－有生必有死。」 
 

蒙蔽靈魂純粹本性的，稱為精微軀體，它是由心意、智慧和假我組成的。每次誕

生都獲賜新的粗糙軀體，那個軀體在死亡時毀滅。精微軀體卻不是這樣。因為微

靈忘了主奎師那的永恆形象(svarupa)，因此精微軀體自古以來都蒙蔽了微靈的本

性和身份。儘管透過知識、瑜伽、苦行、冥想或研究《韋達經》等等這樣的程序

想起至尊主之後，都無法瓦解這個精微軀體。只有透過對祂履行純粹奉愛服務

(bhagavad-bhakti)，這樣想起祂才可以瓦解。那時候，靈魂就處於他的純粹本

性。 
 

prétir na yävan mayi väsudeve na mucyate deha-yogena tävat 
《聖典博伽瓦譚》(5.5.6) 

主瓦蘇戴瓦正是我，因此，直到對祂滿懷愛意，否則肯定得不到解救，必須一再

接受物質軀體。* 
 

sa liìgena vimucyate 
《聖典博伽瓦譚》(4.29.83) 

聆聽我的逍遙時光，就會從生命的身體概念得到解脫。 
 

bhayaà dvitéyäbhiniveçataù syät 
《聖典博伽瓦譚》(11.2.37) 

忘記主導致恐懼，也引致生命的身體概念。    



 
yadä ratir brahmaëi naiñöhiké pumän 

《聖典博伽瓦譚》(4.22.26) 
堅定地依附於至尊人物之後，生物體就燒掉他的物質環境，恰似火生於木，卻燒

毀木本身。* 
 

mäm upetya tu kaunteya 
《聖典博伽梵歌》(8.16) 

不過，琨緹之子啊，得到我的人決不再投生。 
 

當我們研讀這些詩節時，這點顯而易見，雖然精微軀體沒有開始，卻因為忘了至

尊主而得到，又因為記起祂而毀滅。因此，那些知道靈魂天性不變、不朽和永恆

的人，不因失去粗糙軀體而難過和困擾。他們不為沒有靈魂的粗糙軀體難過，也

不為有靈魂並在將來會毀滅的粗糙軀體難過。另一方面，那些認為粗糙軀體是自

我的人，實在愚昧。這樣的人甚至不知道精微軀體，更何況是靈魂。他們認為那

個粗糙軀體(靈魂在體內)是他們的父母、兄弟和親戚。當靈魂離開那個軀體時，

他們認為他們的父母、兄弟或親戚死了，並為那個軀體難過。 
 

詩節十二 
 

na tv evähaà jätu näsaà na tvaà neme janädhipäù 
na caiva na bhaviñyämaù sarve vayam ataù param 

 
na － 從 未 ； tueva － 最 肯 定 ； aham － 我 ； jatu － 任 何 時 間 ； na   
asam－不存在；na－也不；tvam－你；na －也不；ime－這些；jana-adhipah－
各位國王；na－也不；ca－也；eva－肯定；na bhavisyamah－不會存在；sarve 
vayam－我們所有人；ata  param－今後。  
 
我、你或這所有國王，從來沒有一刻不存在，將來我們任何人都不會停止存在。 
 
《要義甘霖》︰奎師那問這些問題：「我的朋友阿尊那啊，為親愛的人之死難過

時，他所愛的對象是甚麼？是軀體還是靈魂？」《聖典博伽瓦譚》(10.14.50)說︰ 
 

sarveñäm api bhütänäà nåpa svätmaiva vallabhaù 
國王啊，對眾生來說，最親愛的肯定是自我(atma)。 

 
根據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的這句話，如果靈魂(atma)是唯一的所愛對象，那麼兩

種靈魂－至尊靈魂和從屬的靈魂－都是永恆和不死的。儘管至尊靈魂和個體靈魂

之間有分別，也是這樣。因此，靈魂不是哀悼的對象。主奎師那只是因此而講述

這個以na tv evaham開始的詩節。「我－超靈(Paramatma)，至尊自我－過去並



非真的不存在。我過去肯定存在。你－個體靈魂，過去同樣也存在，這些國王的

靈魂全都一樣。」靈魂存於目前的軀體之前並不存在，這句話反駁了這個可能

性。「同樣，你、這些國王和我，將來並非真的不會繼續存在。我們所有人都會

繼續存在。」由此證明了靈魂不滅。在這方面，《卡塔奧義書》(2.2.13)說︰  
 

nityo nityänäà cetanaç cetanänäm 
eko bahünäà yo vidadhäti kämän 

在所有永恆之中有一位至尊永恆，在全部有意識的眾生之中有一位至尊意識知

覺。雖然祂獨一無二，卻使眾生得償所願。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靈魂與粗糙軀體的接觸，稱為誕生，與軀體

分離則稱為死亡。當靈魂位於粗糙軀體時，一個人就會與其他人有愛心交流。但

是這些愚昧之徒把粗糙軀體看作為自我，覺悟不到真正自我不是物質的，因此當

靈魂從軀體消失時，就痛心欲絕。 
 

在《聖典博伽瓦譚》，帕瑞悉大君問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婆羅門啊，主奎

師那沒有投生在其他牧牛童的父母那裏。那些父母對祂怎可能有這種無比之愛，

他們甚至對自己的孩子都沒有這種愛？」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回應這點說：

「國王啊，對眾生來說，自己的自我最珍貴。雖然自己非常鍾愛那些與自我分開

的事物，例如兒子、財富或房子等等，它們卻不像自己本身那麼珍貴。對自己自

我的愛，多於對它們的愛。換句話說，『我』和『我的』之間有差別。一個人對

所擁有事物的愛和對自己本身的愛，有多寡之分。」 
 

那些認為軀體是自我的人，不覺得任何與軀體有關的東西，例如房子、妻兒等

等，好比自己的軀體一樣親愛。儘管一個人的軀體是他鐘愛的對象，他卻更鐘愛

他的自我，因為當軀體衰老時，生存的欲望仍然強大。這是由於過度依附自我。

主奎師那正是自我之中的自我，因此是每個靈魂最鍾愛的對象。與奎師那有關的

世界也是親愛的，但不是最親愛的。奎師那是「我」這個字的對象，因為祂是所

有靈魂之中的靈魂。宇宙等等任何與奎師那有關的事物，都是「我的」這詞語的

對象。因此牧牛童非常鍾愛奎師那。 
 

在《巴瑞漢-阿然亞卡奧義書(Brhad-aranyaka Upanisad)》(2.4.5)，亞給外卡爾

(Yajnvalkya)和邁崔儀(Maitreyi)之間的對話，證實上述陳述。當中敘述︰ 
 

sa hoväca na vä are patyuù kämäya priyo 
bhavaty ätmanas tu kämäya patiù priyo bhavati na 

vä are sarvasya kämäya sarvaà priyaà 
bhavaty ätmanas tu kämäya sarvaà priyaà bhavati 



 [大聖人亞給外卡爾對邁崔儀說︰]生物體不會為了滿足其他生物體而愛另一個生

靈。丈夫愛妻子，妻子愛丈夫，父親愛兒子，兒子愛父親都只是為了滿足自己。

一個人之所以親愛，不是為了滿足他，而是為了取悅和滿足自己的自我。 
 

詩節十三 
 

dehino ’smin yathä dehe kaumäraà yauvanaà jarä 
tathä dehäntara-präptir dhéras tatra na muhyati 

 
dehinah－體困靈魂的；asmin－在這；yatha－就像；dehe－在體內；kaumaram
－童年；yauvanam－到少年；jara－到老年；tatha－同樣；deha-antara－另一

個軀體；praptih－得到了；dhirah－聰明人；tatra－在這個情況下；na muhyati
－他沒受到迷惑。  
 
正如體困靈魂在這個粗糙的肉身從童年逐漸過渡到青年，以至老年，靈魂死亡時

同樣也領受到另一個軀體。聰明人不會因軀體的毀滅和再生感到迷惑。  
 
《要義甘霖》︰也許會提出下列要點︰由於靈魂與軀體有關，因此軀體也會是我

們所愛的對象。而且，那些與軀體有關的人，例如兒子、兄弟、親戚和孫子等

等，也會是我們所愛的對象。因此他們死亡時，我們肯定會感到難過。  
 

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dehinah開始的詩節回應這點。「體內的靈魂(atma)到達童

年；童年結束時就到達少年；少年結束時就步入老年。同樣，失去軀體時，就得

到另一個軀體。由於童年和少年與靈魂有關，因此都是所愛的對象，但是它們完

結時卻不會感到難過。因此，不應該為失去軀體本身而難過，由於它與靈魂有

關，因此也是所愛的對象。如果一個人從少年過渡到老年時感到難過，那麼在童

年消失而到達少年時，必定也感到快樂。因此，你應該感到快樂，因為失去年老

的身體時，比斯瑪和杜榮拿會得到新的身體。你或者應該這樣想，正如軀體生長

和到達各個階段，同一個靈魂同樣也得到不同種類的身體。」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dehi這個字表示不變的「靈魂(jiva)」。不

過，軀體卻會經歷轉變。儘管從童年、少年到老年，以至最後在死亡時，軀體都

經歷轉變，體困靈魂卻沒經歷任何變化；始終如一。因此，不應該為失去軀體而

難過。正如從童年發展到少年時會感到快樂，而不是傷心，同樣，在死後也得到

能幹而漂亮的新軀體。那麼，為甚麼要感到難過？反而只應該感到快樂才是。 
 

由於被他的岳父蘇誇爾師(Sukracarya)詛咒，亞亞提(Yayati)王未老先衰。他悲痛

地在蘇誇爾師足下謙卑地懇求寬恕。蘇誇爾師的女兒嫁給了國王，為了取悅她，

蘇誇爾師賜福他，讓國王能以任何一位年輕兒子的青春，交換他的年老。他的長

子亞度(Yadu)因為想崇拜主而拒絕了他，他的幼子普茹(Puru)卻交出青春，接受



了父親的年老。這樣，亞亞提再次變得年輕，與他的王后[戴瓦央緹(Devayani)和
其他人]享樂。在兒孫陪伴下，他自覺非常快樂。不過，最後他明白到這些快樂

全都是短暫的，並導致無限痛苦。他把兒子的青春還給他，到森林內在地履行至

尊主的崇拜(《聖典博伽瓦譚》9.18.1-51)。因此，失去老弱枯槁的軀體，知道不

久就會得到健康、強壯和漂亮的新軀體時，應該感到快樂。 
 

詩節十四 
 

mäträ-sparçäs tu kaunteya çétoñëa-sukha-duùkha-däù 
ägamäpäyino ’nityäs täàs titikñasva bhärata 

 
matra－有對象的那些感官的；sparsa－接觸；tu－僅是；kaunteya－琨緹之子阿

尊那啊；sita－冷；usna－熱；sukha－快樂；duhkha－傷心；dah－它們給予；    
gama-apayina－來來去去；anityah－短暫的；tan－他們；titiksasva－你必須容

忍；bharata－巴爾塔啊。  
 
琨緹之子啊，當感官接觸感官對象時，就體驗到冷、熱、快樂和傷心。這樣的體

驗無常又短暫，巴爾塔啊，因此你必須容忍。 
 
《要義甘霖》︰阿尊那也許會對奎師那說：「你說的都是真的。不過，我這種沒

有辨別力的人，麻木的心意被傷心和悲哀蒙蔽，僅是痛苦之源。產生痛苦的不僅

是心意。透過心意的印象體驗各自的感官對象，觸覺等等各種感官也造成麻

煩。」  
 

因此，奎師那說matra，表示感官所接受的感官對象。這種感官對象的體驗，稱

為sparsa。至尊聖主解釋sitosnah agamapayinah：「雖然冷水在夏天很怡人，那

同樣的水在冬天卻使人受苦。因此，知道了感官對象的體驗短暫又無常，就應該

容忍。」容忍它們是經典賦定的責任。在冬天一月份(Magha)的時候沐浴相當麻

煩。儘管如此，都不應該放棄經典訓示的強制性沐浴常規。同樣，那同一些人

(兄弟、兒子等等)出生和賺錢時使人快樂，死亡時卻又令人痛苦。「知道這樣的

苦樂短暫又無常，你應該容忍。你不能以愛護這樣的親戚為藉口，放棄你在戰爭

戰鬥的賦定職務。放棄經典推薦的職務，肯定導致重大困擾。」 
 

詩節十五 
 

yaà hi na vyathayanty ete puruñaà puruñarñabha 
sama-duùkha-sukhaà dhéraà so ’måtatväya kalpate 

 
yam－他；hi－確實；na vyathayanti－不擾亂；ete－這些(感官與感官對象的接

觸)；purusam－人；purusa-rsabha－人者之尊；sama－泰然自若；duhkha－在痛



苦之中； sukham－和在快樂之中； dhiram－堅定，有耐心； sah－他； 
amrtatvaya－追求永生，從生死之中解脫；kalpate－有資格。  
 
人者之尊啊，縱是面對感官察知所致的二元性卻泰然自若，認為苦樂都一樣，那

個冷靜的人肯定有資格從無盡的生死輪迴之中解脫。 
 
《要義甘霖》︰如果一個人恰當地探討感官對象的影響，修習容忍，當他體驗這

些感官對象時，就不會造成痛苦。當感官對象不再導致痛苦時，自然會接近臻達

解脫。因此講述了這個以yam hi na開始的詩節。在這裏，amrtatvaya這個字表示

「解脫」。  
 

詩節十六 
 

näsato vidyate bhävo näbhävo vidyate sataù 
ubhayor api dåñöo ’ntas tv anayos tattva-darçibhiù 

 
na－不；asatah－短暫的；vidyate－有；bhavah－容忍；na－不；abhavah－毀

滅；vidyate－有；satah－永恆的；ubhayoh－兩個；api－非常；drstah－觀察

到；antah－結論；tu－確實；anayoh－這些的；tattva－真理的；darsibhih－被

那些知悉者。 
 
在冬天或夏天等等短暫事物之中，沒有永恆的存在，在靈魂等等永恆事物之中，

則沒有毀滅。透過探討甚麼是短暫的，甚麼又是永恆的，那些知道真理的人得到

了這個結論。  
 
《要義甘霖》︰這些話是為那些仍然無法分辨的人而說的。根據asango hy ayam 
purusah這句話，靈魂與精微或粗糙軀體，或悲哀和錯覺等等軀體特性都沒關

係。因為這些關係都只是因為愚昧而想像的。因此講了目前這個以nasatah開始

的詩節。asatah這個字表示，悲哀和錯覺出現在靈魂(他天生靈性)和他的庇蔭，

即粗糙軀體之中，由於它們並非靈性的，因此沒有真正的存在。同樣，satah這
個字表示，天性永恆的個體靈魂決不毀滅。這樣就明白了永恆和短暫的基礎原

則。「因此你和比斯瑪都是永恆的。在不朽靈魂方面，身體認同、悲哀和錯覺都

不存在，那麼比斯瑪和其他人怎會被殲滅？知道了那點，你為甚麼要為他們難

過？」 
 

詩節十七 
 

avinäçi tu tad viddhi yena sarvam idaà tatam 
vinäçam avyayasyäsya na kaçcit kartum arhati 

 



avinasi－不可毀滅的；tu－確實；tat－那；viddhi－知道；yena－藉此；sarvam
－整個軀體；idam－這；tatam－遍及；vinasam－毀滅；avyayasya－不朽(靈魂)
的；asya－的；na kascit－沒有人；kartum－影響；arhati －能夠。  
 
你應該知道，遍及整個軀體的不朽靈魂不可毀滅。沒有人能夠毀滅不朽的靈魂。 
 
《要義甘霖》︰「Nä bhävo vidyate sataù－永恆的事物無法毀滅。」至尊聖主說

這個以avinasi開始的詩節，闡明這個真理。靈魂的基本性質(svarupa)就是遍及整

個軀體。靈魂只遍及個別的軀體，因此大小有限，有人也許會質疑靈魂的意識知

覺怎麼不可能是短暫的。主奎師那說：「不，不是這樣。」《神訓經》和《輔

典》都有這方面的證據。《神訓經》表明︰「sükñmänäm apy ahaà jévaù－在精

微的事物之中，我是靈魂」(《聖典博伽瓦譚》11.16.11)。《牟達卡奧義書》(3.1.9) 
也說明：「eño ’ëur ätmä cetasä veditavyo yasmin präëaà païcadhä saàviveça－
靈魂非常微小；只有純粹的心才能覺悟到。靈魂一直在軀體內，獨立於上行的提

升能量(prana)、下行的鞏固能量(apana)、上行能量(vyana)、平衡能量(samana)
和外移能量 (udana)五種生命氣。」《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 (Svetasvatara 
Upanisad)》(5.9)說︰ 
 

bälägra-çata-bhägasya çatadhä kalpitasya ca 
bhägo jévaù sa vijïeyaù sa cänantyäya kalpate 

應該知道個體靈魂是頭髮尖的一萬分之一。 
 

《艾塔爾亞奧義書(Aitareya upanisad)》(5.8)也說：「ärägra-mätro hy avaro ’pi 
drñöaù－看得到靈魂有個極精微的形體。」 

 
《神訓經》上述的陳述證明，個體靈魂非常微小；非常精微。正如施用有效的藥

草或把寶石放在頭上或胸前，就可以滋養整個軀體，縱使個體靈魂位於某一個地

方，同樣都可以遍及整個軀體。這點不難協調。受到各種物質名份限制，靈魂進

入各個物種，在不同的天堂和地獄徘徊。達塔爾崔亞(Dattatreya)在《聖典博伽

瓦譚》(11.9.20)也證實了這點：「ärägra-mätro hy avaro ’pi drñöaù－個體靈魂在整

個物質世界顛沛流離。」  
 
目前的這個詩節描述，個體靈魂有種品質，能夠前往任何地方。這點毫無矛盾。

個體靈魂稱為永恆的(avyayasya)。《神訓經》也證實了這點：   
 

nityo nityänäà cetanaç cetanänäm 
eko bahünäà yo vidadhäti kämän 

《卡塔奧義書》(2.2.13) 
祂是所有永恆實體之中至尊永恆的，所有具意識生物之中至尊有意識的。儘管只

得祂一個人，卻履行那麼多活動，使眾生得償所願。 



 
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度看這個詩節，可以說在所有人類鳥獸之中，都可以看到軀

體、靈魂和超靈這三者。上一個詩節，nasato vidyate bhavo(《梵歌》2.16)，解

釋了軀體和靈魂的性質，那麼第三個實體－超靈－是甚麼性質的？至尊聖主講述

這個以avinasi開始的詩節回答這點。tu這個字用來表明不同的環境。只是因為基

本上，假象和個體靈魂天生與超靈不同，這個物質世界才會存在。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不可毀滅的真理有兩種。一個是個體的有意

識微靈，另一個則是所有個體靈魂的展現之源和控制者，即超靈。同一位超靈作

為見證者，存在於無活動和有意識的物體之中。靈魂多不勝數。個體靈魂分別存

在於每一個粗糙軀體。每個軀體裏的個體靈魂體驗苦樂。至尊絕對真理，即超

靈，只是作為見證者位於軀體裏，不受個體靈魂的苦樂影響。這個詩節描述了不

毀靈魂的本性。個體微靈位於軀體的一部分，怎麼整個軀體都體驗得到？主奎師

那在目前這個詩節回答這個問題。《終極韋達》(2.3.22)avirodhas candanavat證
實了祂上面的陳述。這表示，正如滴在軀體某一部分的一滴檀香漿使人遍體清

涼；整個軀體同樣也體驗到位於軀體某一部分的個體靈魂。 
 
《輔典》也證實了這點：  
 

aëumätro ’py ayaà jéväù sva-dehe vyäpya tiñöhati 
yathä vyäpya çaréräëi hari-candana-vipruñaù 

正如滴在軀體某一部分的一滴檀香使人遍體舒暢，位於軀體某一部分的個體靈

魂，同樣也遍及整個軀體。 
 
如果發問：「個體靈魂在軀體哪部分？」答案就是：「在心裏。」Hrdi hy esa 
atmeti(《Sat-prasni Sruti》 )。《終極韋達》 (2.3.24)也說明了這點： gunad 
valokavat。個體靈魂就像亮光，以他的品質遍及整個軀體。個體靈魂雖然極微

小，卻以意識知覺的品質遍及整個軀體。就像位於天空某一處的太陽照亮整個宇

宙，個體靈魂同樣也遍及整個軀體。至尊聖主自己在《梵歌》(13.33)說明了這

點。  
 

詩節十八 
 

antavanta ime dehä nityasyoktäù çarériëaù 
anäçino ’prameyasya tasmäd yudhyasva bhärata 

 
anta-vantah－有完結的，即終須毀滅的；ime－這一切；dehah－物質軀體； 
nityasya－永久的(擁有不變的形象)；ukta－據說；saririnah－體困靈魂的；  
anasinah－不可毀滅的；aprameyasya－難以測量的(例如用顯微鏡)；tasmat－因

此；yudhyasva－戰鬥；bharata－阿尊那啊。    



 
靈魂是永恆，不可毀滅和難以測量的，據知他的物質身體是易毀的。因此，阿尊

那啊，戰鬥吧。 
 
《要義甘霖》︰為了闡明nasato vidyate bhavah的意思，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

antavantah開始的詩節。saririnah這個字用以描述體困靈魂。Aprameyasya表示

個體靈魂極難理解，因為他極精微。Tasmad yudhyasva表示「因此，戰鬥吧」。 
基於這些論點，奎師那斷定絕不應該放棄賦定的宗教職務。 
 

詩節十九 
 

ya enaà vetti hantäraà yaç cainaà manyate hatam 
ubhau tau na vijänéto näyaà hanti na hanyate 

 
yah－不論誰；enam－這個(靈魂)；vetti－知道；hantaram－作為兇手；yah－
他；ca－和；enam－這個靈魂；manyate－認為；hatam－好像被殺；ubhau tau
－兩者的；na vijanitah－不知道；na－也不；ayam－這個靈魂；hanti－殺死；

na －不；hanyate－被殺。  
 
認為靈魂是兇手或被殺的人都是愚昧的，因為自我既不殺戮，也不被任何人所

殺。 
 
《要義甘霖》︰奎師那說：「噢，朋友，阿尊那，你是靈魂，因此你既不是殺戮

行為的主體，也不是對象。」至尊聖主正講述這個以yah enam開始的詩節解釋這

點。「認為個體靈魂殺戮(例如阿尊那殺死比斯瑪)或個體靈魂被殺(例如阿尊那被

比斯瑪所殺)，都是愚昧的。因此，朋友啊，你為甚麼只是因為愚昧的人會指責

你殺害長輩，而害怕身敗名裂？」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主奎師那在教導阿尊那：「你是靈魂，因此

你既不是『殺戮』這個動詞的主體，也不是對象。」在這裏，祂正清楚地解釋阿

尊那不是主體，即殺死在反方的比斯瑪等等英雄的人，也不可能是他們殺戮的對

象。而且，認同自我是軀體的愚昧之徒認為，粗糙軀體是殺戮的主體和對象。奎

師那論定：「因此，透徹地知道這個真理，放棄你對粗糙軀體的認同，穩處於自

我的本性。皈依我，無畏地履行你的職務來取悅我。在這方面千萬不要陷於愚昧

之中。」  
 
《神訓經》也說了同一概念： 
 

hantä cen manyate hataà hataç cen manyate hatam 
ubhau tau na vijänéto näyaà hanti na hanyäte 



《卡塔奧義書》(1.2.19) 
如果認同自我是軀體的人，認為他殺死某人，又如果軀體被殺的人斷定他被殺，

那麼兩者都是愚昧的，因為靈魂既不殺任何人，也不被殺。 
 

詩節二十 
 

na jäyate mriyate vä kadäcin 
näyaà bhütvä bhavitä vä na bhüyaù 

ajo nityaù çäçvato ’yaà puräëo 
na hanyate hanyamäne çarére 

 
na jayate－不投生；mriyate－死；va－或者；kadacit－任何時間；na－也不；

ayam－這個(靈魂)；bhutva－就存在；bhavita－會存在；va－也不；na－不； 
bhuya－一再(接受物質身體)；ajah－沒有出生；nityah－永恆；sasvata－長存

的；ayam－他；puranah－原始的；na hanyate－他沒被殺；hanyamane－被毀

滅；sarire－當軀體。    
 
靈魂既沒投生，也沒死亡，也沒受到軀體重複的生長和衰退影響。他沒有出生， 
永恆而長存。雖然是原始的，他卻青春永駐。軀體毀滅時，靈魂沒有毀滅。 
 
《要義甘霖》︰為了確立靈魂的永恆，至尊聖主正講述這個以na jayate mriyate
等字句開始的詩節，當中證明了靈魂從未在某一刻誕生或死亡。靈魂過去沒有誕

生或死亡，將來也不會，nayam bhutva bhavita等等字句證明了這點。至尊聖主

現在更進一步地用ajah(沒有出生)這個字解釋，靈魂過去、現在或將來都沒投

生。因此祂確定靈魂過去也存在。sasvatah這個字意謂「長存的，在過去、現在

或將來都沒有毀滅的」。因此，個體靈魂是永恆的。如果還是提出疑問，說因為

靈魂存在了很長時間，可能會不敵年老，至尊聖主回應說：「不，那不是真的，

因為他是原始的(puranah)。這表示雖然他是原始的，卻青春永駐，毫無六種轉

變，包括生和死」。如果某人又問：「軀體死亡時，靈魂不會死嗎，哪怕是象徵

性地？」主奎師那回答說：「不，靈魂與軀體完全沒有關係。」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這個詩節確立了靈魂的永恆性。他超越生

死，永恆而長存。軀體毀滅時他沒有毀滅。因此靈魂沒有物質軀體的六種轉變：

誕生、持續存在、生長、繁殖、衰退和死亡。《卡塔奧義書》(1.2.18)提出了類似

的結論︰ 
 

na jäyate mriyate vä vipaçcin näyaà kutaçcin na vibhüva kaçcit 
ajo nityaù çäçvato ’yaà puräëo na hanyate hanyamäne career 

 [這個詩節的含意與《梵歌》2.20相同，但在這裏用了表示「認識自我的人

(vipascit)」這個字。] 



 
《巴瑞漢-阿然亞克奧義書(Brhad-aranyaka Upanisad)》(4.4.25)也證實這個結

論︰sa va esa mahan aja atmajaro 'maro 'mrto 'bhayah。「靈魂無可辯駁地偉大，

無生無死，不受年老影響，不朽而無畏。」 
 

詩節二十一 
 

vedävinäçinaà nityaà ya enam ajam avyayam 
kathaà sa puruñaù pärtha kaà ghätayati hanti kam 

 
veda－知道；avinasinam－不可毀滅的；nityam－永恆地；yah－他；enam－靈

魂；ajam－沒有誕生；avyayam－不變的；katham－怎樣？；sah－那；purusa  
－人；partha－帕爾塔(阿尊那)啊？；kam－誰？ghatayati－導致殺死；hanti－
他可以殺死嗎；kam－誰？  
 
帕爾塔啊，知道靈魂永恆沒有誕生，不變不滅的人，怎會殺死任何人或導致任何

人被殺？ 
 
《要義甘霖》︰主奎師那現正回答阿尊那：「帕爾塔啊，得到這知識之後，甚至

在參戰之後，你都不會犯上犯罪之罪，我也不會犯教唆你戰鬥之罪。」目前這個

以vedavinasinam開始的詩節，是為了傳達這點而講述的。在這裏，nityam這個

字是個副詞。avinasi(不可毀滅)、aja(沒有出生)和avyayam(不變)等字，是用來反

駁這個概念：任何毀滅行為都有點削弱靈魂。至尊聖主說：「當你得到了這樣的

知識，你怎會認為我這樣的人會誘使某人殺死任何人？同樣，你這樣的人又怎會

殺死某人或導致某人被殺？」 
 

詩節二十二 
 

väsäàsi jérëäni yathä vihäya naväni gåhëäti naro ’paräëi 
tathä çaréräëi vihäya jérëäny anyäni saàyäti naväni dehé 

 
vasamsi－衣服；jirnani－殘舊的；yatha－就像；vihaya－放棄；navani－新

的；grhnati－接受；narah－一個人；aparani－其他；tatha－同樣；sarirani－
身體；vihaya －放棄；jirnani－舊的；anyani－其他；samyati－接受；navani－
新的；dehi－體困靈魂。 
 
正如一個人丟掉舊衣服，得到新衣服，靈魂同樣也放棄老舊的身體，接受新的身

體。 
 



《要義甘霖》︰主奎師那對阿尊那說：「放棄舊衣服，接受新衣服有甚麼害處

嗎？你也許會說：『與比斯瑪作戰，你和我也會導致名為比斯瑪的這個靈魂放棄

軀體。』我對這點的回答就是，比斯瑪只會放棄他又老又無用的軀體，接受新的

軀體。這怎能怪責你或我？」 
 

詩節二十三 
 

nainaà chindanti çasträëi nainaà dahati pävakaù 
na cainaà kledayanty äpo na çoñayati märutaù 

 
na－不；enam－他(個體靈魂)；chindanti－刺穿；sastrani －各種各樣的武器； 
na－不；enam－他；dahati－燃燒；pavaka－火；na－不；ca－和；enam－

他；kledayanti－弄濕；apa－水；na－不；sosayati－乾燥；maruta－風。  
 
任何武器決不能刺穿靈魂，火燒不了，水濕不了，風也乾不了。 
 
《要義甘霖》︰「阿尊那啊，你在戰爭中所用的武器，無法對靈魂造成任何痛楚

或痛苦。」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nainam開始的詩節解釋這點。這裏的sastrani這
個字表示「劍」等等，pavakah意謂「阿尊那啊，儘管你用這所有武器，都不會

對靈魂造成任何痛苦。」  
 

詩節二十四至二十五 
 

acchedyo ’yam adähyo ’yam akledyo ’çoñya eva ca 
nityaù sarva-gataù sthäëur acalo ’yaà sanätanaù 

 
avyakto ’yam acintyo ’yam avikäryo ’yam ucyate 

tasmäd evaà viditvainaà nänuçocitum arhasi 
 
acchedya－是不可分割的；ayam－這個(靈魂)；adahyah－無法燃燒的；ayam－

這個(靈魂)；akledyah－無法溶解的；asosyah－無法乾枯的；eva－肯定地；ca－
和；nityah－永恆；sarva-gatah－儘管他到處去；sthanuh－固定；acalah－不可

移動的；ayam－這個(靈魂)；sanatanah－長存的；avyaktah－不展現的；ayam 
－這個(靈魂)；acintyah－不可思議的(對心意來說)；ayam－這個(靈魂)； 
avikaryah－不須經歷轉變的；ayam－這個(靈魂)；ucyate－據說；tasmat－因

此；evam－如此一來；viditva－明白了；enam－對這個(靈魂)；na－不； 
anusocitum－感到難過；arhasi－適合。  
 



靈魂不可分割，難以溶解，無法燃燒或乾枯。他永恆，無處不在，永久，靜止而

長存。他不展現，也不可思議，免於生死等等六種轉變，他是不變的。這樣明白

了靈魂之後，你不應該難過。 
 
《要義甘霖》︰靈魂被描述為不可分割的等等。重複這點表明靈魂的永恆性，消

除那些不確定靈魂本性者的懷疑。如果某人三番四次說現今這個卡利年代是有宗

教(dharma)的，這重複會強調這個事實：毫無疑問，卡利年代確實有宗教。同

樣，透過重複靈魂的品質來確認他本性的永恆不變。在這裏，sarva-gatah(遍存

萬有)這詞語表明，靈魂因自己的活動輪迴轉世，經歷半神人、人類鳥獸等等所

有生命物種。  
 

為了傳達靈魂穩定性的這個清晰概念，因此重複了sthanuh(固定)和acalah(靜止

的)這些詞語。由於靈魂非常精微，因此稱為avyaktah(難以察知的)。由於他作為

意識知覺遍及整個軀體，因此稱為acintya(不可思議的，無法以世俗推理了解

的)。由於他沒有六種轉變，例如誕生等等，因此稱為avikarya(不變的)。 
 

詩節二十六 
 

atha cainaà nitya-jätaà nityaà vä manyase måtam 
tathäpi tvaà mahä-bäho nainaà çocitum arhasi 

 
atha－不過如果；ca－也；enam－這個(靈魂)； jatam nityam－恆常投生； 
nityam－恆常；va－或者；manyase－你認為；mrtam－死亡；tathapi－仍然；

tvam－你；maha-baho－臂力非凡的人啊；na－不；enam－對於這個(靈魂)來
說；socitum－難過；arhasi－適合。  
 
不過，臂力非凡的人啊，如果你認為靈魂永遠有生有死，你仍然沒理由要難過。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說的是：「阿尊那啊，到現在為止，我對你解釋的都是

基於經典的，但現在我會從普通經驗的觀點來解釋。請非常留心地聽著。如果你

認為軀體的誕生是永恆的，就是說，自我永遠都是有出生的，如果你認為軀體毀

滅時靈魂都死亡，儘管如此，臂力非凡的阿尊那啊，作為勇敢的統治者和戰士，

你的職務仍然是戰鬥。」在賦定職務方面，《聖典博伽瓦譚》(10.54.40)說：  
 

kñatriyäëäm ayaà dharmaù prajäpati-vinirmitaù 
bhrätäpi bhrätaraà hanyäd yena ghorataras tataù 

統治者或戰士是主布茹阿瑪創造的，根據他們的宗教原則，兄弟之間甚至可以互

相廝殺。因此，統治者或戰士的賦定職務據說非常可怕。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盡力讓阿尊那明白這點時，至尊主奎師那不

再用經典訓令，現在祂使他從常識的角度去理解。祂對他說，如果他明白靈魂像

《神訓經》和其他經典所述的那樣永恆，那就沒理由難過。但儘管是從常識的角

度，也沒理由難過。查爾瓦克(Carvaka)等等無神論者認為，靈魂像粗糙軀體那

樣短暫，又說靈魂死後不存在。再者，根據某個特定佛教派別的哲學，如果認為

靈魂一再投生和死亡，仍然沒理由為此難過。 
 

詩節二十七 
 

jätasya hi dhruvo måtyur dhruvaà janma måtasya ca 
tasmäd aparihärye ’rthe na tvaà çocitum arhasi 

  
jatasya－對於誕生的人來說；hi－因為；dhruvah－是肯定的；mrtyuh－死亡；

dhruvam － 是 肯 定 的 ； janma － 誕 生 ； mrtasya － 對 於 死 亡 的 人 來 說 ；  
ca－和；tasmat－因此；apariharye arthe－在這種無可避免的情況下；na－不；

tvam－你；socitum－難過；arhasi －應該。  
 
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死者必生，因此你不應該為無可避免的事而難過。 
 
《要義甘霖》︰一個人以目前的軀體承受以往活動的成果(prarabdha-karma)，成

果耗盡時，就必死無疑。他死後會無可避免地再次投生，以致可以承受他以目前

軀體所履行活動的結果。任何人都不可能逃避必然的生死。 
 

詩節二十八 
 

avyaktädéni bhütäni vyakta-madhyäni bhärata 
avyakta-nidhanäny eva tatra kä paridevanä 

 
avyakta-adini－在初期不展現，難以察知的；bhutani－眾生；vyakta－展現，可

察知的；madhyani－在過渡期間；bharata－巴爾塔，阿尊那啊；avyakta－不展

現，難以察知的；nidhanani－而在死後；eva－肯定地；tatra－因此；ka－為甚

麼？；paridevana－難過。  
 
阿尊那啊，在誕生之前，眾生都是不展現的，在過渡期間展現－在誕生之後－在

死後，又再一次不展現。那會有甚麼原因要難過？ 
 
《要義甘霖》︰如此一來，以na jayate mriyate va kadacit(《梵歌》2.20)這個詩

節，消除了與靈魂有關的悲哀，又以jatasya hi dhruvo mrtyuh (《梵歌》2.27)這
個詩節，消除與軀體有關的悲哀之後，至尊聖主現在講述這個avyaktah以開始的

詩節，消除為靈魂和軀體難過的原因。在他們誕生之前，半神人、人類鳥獸等等



都不展現。那時候，精微和粗糙身體也以土等等物質的形式，以構成原因的狀態

存在，不過處於不展現的階段。他們在中段展現，死後又再不展現。在宇宙瓦解

和毀滅(maha-pralaya)時，靈魂也繼續以精微形體存在，因為他的業報和接受感

官對象的傾向仍然存在。因此，所有靈魂在初期一直不展現，最後又再不展現。

他們只在中段展現。《神訓經》也表明︰「sthira-cara-jataya syur ajayottha-
nimitta-yujah－所有動與不動的實體都因他們的活動而展現。因此，為甚麼難過

落淚？」 (《聖典博伽瓦譚》10.87.29)。 
 
在《聖典博伽瓦譚》(1.13.44)，聖拿茹阿達.牟尼說︰ 
 

yan manyase dhruvaà lokam adhruvaà vä na cobhayam 
sarvathä na hi çocyäs te snehäd anyatra mohajät 

不論你認為人是永恆的靈魂還是短暫的軀體，不論你會不會覺得他難以描述而永

恆和短暫，無論如何，你都不必難過。除了錯覺所產生的情感之外，沒有原因要

悲哀。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眾生都源於不展現階段，繼續展現一段時

間，又再處於不展現階段。僅是為了解釋這點，才講述目前這個詩節。在上述注

釋引用的，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對《聖典博伽瓦譚》(10.87.29)的解

釋，他著述由於所有靈魂都是至尊主(Paramesvara)展現的，因此受制於祂。至尊

主超越物質自然，一直都不依附她。當祂上演瞥向物質自然的逍遙時光時，靈魂

就帶著以前活動造成的印象，展現為動與不動的身體。凡是用utpanna(出現)這
個字的地方，都表示「變得展現」。  
 
如果有人問，融入至尊主的靈魂怎會投生，所給予的解答就是，透過祂的瞥視和

祂的意願激勵的。然後以前的業報就變得活躍，之後個體靈魂就會與他的精微軀

體一起顯現。然後，與粗糙軀體合一後，個體靈魂就投生。換句話說，當源於物

質自然的影響所產生的名份瓦解時，就認為微靈死了；當個體靈魂與他以前的業

報、印象，還有這個物質世界各個生命物種的粗糙和精微身體一起顯現時，就說

他已經投生了。《巴瑞漢-阿然亞卡神訓經》說明了這點︰ 
 

yathägneù kñudrä visphuliìgä 
vyuccaranty evam eväsmäd ätmanaù 

sarve präëäù sarve lokäù sarve 
deväù sarväëi bhütäni vyuccaranti 

正如火花來自火焰，感官(例如說話的能力)、活動結果(例如快樂和痛苦)，上至

主布茹阿瑪下至螞蟻等等所有半神人和眾生，都是從我－超靈－而來。 
 
偉大奉獻者閻羅聖王也說︰「yatragatas tatra gatam manusyam－生物體回到同一

個不為人知的地方，他從那個地方來的。」 
 



詩節二十九 
 

äçcaryavat paçyati kaçcid enam 
äçcaryavad vadati tathaiva cänyaù 
äçcaryavac cainam anyaù çåëoti 

çrutväpy enaà veda na caiva kaçcit 
 
ascarya-vat－是驚人的；pasyati－看見；kascit－某人；enam－這個(靈魂)；
ascarya-vat－是驚人的；vadati－談到；tatha－同樣；eva－確實；ca－也；

anyah－另一個；ascarya-vat－是驚人的；ca－和；enam－這個(靈魂)；anyah－
其他人；srnoti－聆聽；srutva－聽到；api－甚至；enam－這個(靈魂)；veda－
明白；na－不；ca－和；eva－肯定；kascit－一些人。  
 
一些人把靈魂看作為驚人的，一些人說他是驚人的，又有一些人聽說他是驚人

的。不過，儘管聽到他的事之後，其他人卻完全無法了解他。 
 
《要義甘霖》︰主奎師那說的是：「阿尊那啊，如果你問我現在所說的驚人主題

是甚麼，那就聽著。儘管領受到這知識之後，還沒有喚醒你的智慧，這確是奇

事。因此你的懷疑是恰當的。」只因如此才講述了這個以ascarya-vat開始的詩

節。這整個以軀體和靈魂合體形式的物質世界確實奇妙。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由於靈魂科學的真理極難理解，因此靈魂本

身、教導靈魂事情的人、訓示本身和聽眾全都很驚人。換句話說，只有一些極稀

有的偉人把靈魂看作為驚人的，一些極稀有的人則聽聞靈魂和認同他是驚人的。

甚至更驚人的是，儘管從知道絕對真理的人那裏聽到這些訓示之後，大部分聽眾

卻依然覺悟不到靈魂。《卡塔奧義書》(1.2.7)也解釋了這點：  
 

çravaëayäpi bahubhir yo na labhyaù çåëvanto ’pi bahavo yaà na vidyuù 
äçcaryo ’sya vaktä kuçalo ’sya labdhä äçcaryo ’sya jïätä kuçalänuçiñöaù 

甚少有機會聆聽有關自我科學(atma-tattva)的訓示。儘管聽到之後，大部分人都

覺悟不到訓示，因為自我覺悟的導師非常稀有。如果憑著齊天洪福有這樣的老

師，能夠明白這個題目的學生卻絕無僅有。 
 
因此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指導了每個在目前這個卡利年代的人，履行齊頌主奎師

那的聖名(sri hari-nama-sankirtana)。儘管是沒有信心的人，如果他們在談話、

走路、坐著、站著、吃喝、哭笑或任何其他情況時，唸誦主哈瑞的聖名都會獲益

良多。他們會逐漸得到純粹奉獻者的聯誼。憑著這樣的聯誼，他們甚至能夠得到

對至尊主的純愛，也輕易得到靈魂科學的知識作為次要結果。 
 

madhura-madhuram etan maìgalaà maìgalänäà 
sakala-nigama-vallé-sat-phalaà cit-svarüpam 



sakåd api parigétaà çraddhayä helayä vä 
bhåguvara nara-mätraà tärayet kåñëa-näma 

《Hari-bhakti-vilasa》(11.234)  
奎師那的聖名是甜美之中最甜美的，也是所有吉祥之中最吉祥的。祂是《韋達

經》茂盛的蔓藤熟透的果實，也是超然知識的化身。布瑞古(Bhrgu)王朝之翹楚

啊，儘管某人僅是滿懷信心或漫不經心地唸誦聖名一次，也立即從這生死之洋得

救。  
 

säìketyaà pärihäsyaà vä  stobhaà helanam eva vä 
vaikuëöha-näma-grahaëam açeñägha-haraà viduù 

《聖典博伽瓦譚》(6.2.14) 
唸誦主聖名的人立即擺脫無數罪孽的反應，儘管間接地(另有所指地)、開玩笑

地、音樂表演，甚至怠慢地。所有博學的經典學者都公認這點。* 
 

詩節三十 
 

dehé nityam avadhyo ’yaà dehe sarvasya bhärata 
tasmät sarväëi bhütäni na tvaà çocitum arhasi 

 
dehi－靈魂；nityam－永恆的；avadhya－無法被殺；ayam－這；dehe－在體

內；sarvasya－眾生的；bharata－巴爾塔(阿尊那)啊；tasmat－因此；sarvani－
對所有；bhutani－生物；na－不；tvam－你；socitum－難過；arhasi－應該。  
 
阿尊那啊，住在眾生體內的永恆靈魂決無法被殺。因此你不應該為靈魂難過。 
 
《要義甘霖》︰阿尊那也許會問：「我應該做甚麼，不應該做甚麼？請明確地指

導我。」奎師那就會回答：「摒棄你的悲哀，戰鬥吧。」因此說了這個以dehi開
始的詩節。 
 

詩節三十一 
 

svadharmam api cävekñya na vikampitum arhasi 
dharmyäd dhi yuddhäc chreyo ’nyat kñatriyasya na vidyate 

 
sva-dharmam－你自己的宗教職務；api－也；ca－和；aveksya－考慮過之後；

na－不；vikampitum－猶疑；arhasi－你應該；dharmat－為了宗教目的；hi－因

為；yuddhat－與戰鬥相比；sreyah－吉祥事務；anyat－另一個；ksatriyasya－對

戰士來說；na vidyate－那裏沒有。  
 
而且，儘管考慮過你作為戰士的職務之後，你都絕不應該猶豫不決，因為對戰士

來說，沒甚麼事務比為宗教而戰更吉祥。  



 
《要義甘霖》︰「由於靈魂無法毀滅，因此你不應該以為靈魂會被殺而感到困

擾。如果你考慮到自己的宗教職務，你也不應該感到不安。」 
 

詩節三十二 
 

yadåcchayä copapannaà svarga-dväram apävåtam 
sukhinaù kñatriyäù pärtha labhante yuddham édåçam 

 
yadrcchaya－自動；ca－和；upapannam－到達；svarga－到高等星球；dvaram
－門；apavrtam－完全敞開；sukhina－幸運；ksatriyah－軍隊或統治階層的成

員；partha－帕爾塔(阿尊那)啊；labhante－得到；yuddham－戰爭；idrsam－像

這樣的。  
 
帕爾塔啊，這種戰鬥機會自動來臨的那些戰士洪福齊天。就像通往天堂星球之門

完全打開。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說：「在宗教戰爭之中，那些被征服者所殺的人，比那

些殺死他們的人更快樂。因此，為了使比斯瑪和其他人比你自己更快樂，你應該

殺死他們。」至尊聖主講述目前這個以yadrcchaya開始的詩節，支持這句話。 
Yadrcchaya表示「沒履行虔誠活動，就臻達天堂星球」。Apavrtam表示「沒遮

掩的或顯露的」。在這種情況下，它指的是為戰死沙場的幸運戰士顯露的天國。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梵歌》(1.36)，阿尊那問：「瑪達瓦

啊，殺了我們的朋友和親戚會有哪樣的快樂？」至尊聖主這樣回答這點，祂教導

阿尊那，戰士的宗教職務是在戰爭戰鬥，那是前往天堂星球(Svarga)的大開之

門。「如果你在這場戰爭獲勝，就會聲名大振，得到王國之樂。另一方面，因為

這是正義之戰，如果你戰死，肯定會到達天堂星球。甚至是侵略者和那些為反宗

教而戰的人，如果在這場戰爭中被殺，都會到達天堂星球。」《輔典》說︰ 
 

ähaveñu mitho ’nyonyaà jighäàsanto mahé-kñitaù 
yuddhamänäù paraà çaktyä svargaà yänty aparäì-mukhäù 

沒有轉身視而不見，當戰士國王在戰爭中奮力互相對戰時，肯定會進入天國(死
亡時)。   

 
主奎師那對阿尊那說：「因此，你不應該反對這場會為正義而戰的戰爭。」 
 

詩節三十三 
 



atha cet tvam imaà dharmyaà saìgrämaà na kariñyasi 
tataù sva-dharmaà kértià ca hitvä päpam aväpsyasi 

 

atha－另一方面；cet－如果；tvam－你；imam－這；dharmyam－宗教職務； 
sangramam－戰爭的；na－不；karisyasi－履行；tatah－那麼；sva-dharmam－

個人職務；kirtim－名望；ca－和；hitva－失去；papam－罪惡反應；avapsyasi 
－你會得到。  
 
不過，如果你不履行經典賦定的宗教職務，在這場宗教戰作戰，就會英名盡喪，

也會失去你作為戰士的天職。而且，你只會得到罪惡反應。 
 
《要義甘霖》︰在目前這個以atha開始的詩節和以下的三個詩節，至尊聖主正在

解釋，採取不戰立場的缺點。 
 

詩節三十四 
 

akértià cäpi bhütäni kathayiñyanti te ’vyayäm 
sambhävitasya cäkértir maraëäd atiricyate 

 
akirtim－聲名狼藉；ca－和；api－也；bhutani－所有人；kathayisyanti－會

說；te－你的；avyayam－無休止的；sambhavitasya－對可敬的人來說；ca－
和；akirti－恥辱；maranat－比死亡；atiricyate－更嚴重。 
  
人們會常常談論你的聲名狼藉。對可敬的人來說，恥辱比死更痛苦。 
 
《要義甘霖》︰在這裏，avyayam這個字表示「無法毀滅的」，sambhavitasya則
表示非常可敬或著名的人。 
 

詩節三十五 
 

bhayäd raëäd uparataà maàsyante tväà mahä-rathäù 
yeñäà ca tvaà bahu-mato bhütvä yäsyasi läghavam 

  
bhayat－出於恐懼；ranat－從戰爭；uparatam－逃走了；mamsyante－他們會認

為；tvam－你；maha-rathah－偉大的戰士；yesam－那些為了他們的人；ca－
和；tvam－你；bahu-matah－非常德高望重；bhutva－已經；yasyasi－你會變

得；laghavam －一無是處。  
 
杜爾猶丹等等偉大的戰士，會認為你怯懦而離開戰場。那些一直都非常尊敬你的

人，會認為你一無是處。 



 
《要義甘霖》︰「你的對手認為：『我們的敵人阿尊那極英勇。』成為了這種榮

譽的對象之後，如果你逃離戰爭，你在他們眼中就會是懦夫。杜爾猶丹等等偉大

戰士和其他人，會認為你怯懦而逃離戰場。『一定是因為恐懼，而不是對親戚的

愛，戰士在戰場上才不願戰鬥。』他們只會這樣想你的立場。」 
 

詩節三十六 
 

aväcya-vädäàç ca bahün vadiñyanti tavähitäù 
nindantas tava sämarthyaà tato duùkhataraà nu kim 

 
avacya－嚴苛的；vadan－言詞；ca－也；bahun－很多；vadisyanti－會說；tava
－你的；ahitah－敵人；nindanta－批評；tava－你的；samarthyam－能力；

tata－比這；duhkha-taram－更痛苦；nu－確實；kim－甚麼？。   
 
批評你的能力時，你的敵人會用很多嚴苛的話嘲諷你。阿尊那啊，對你來說，有

甚麼會比這樣更痛苦？ 
 
《要義甘霖》︰Avacya-vadan暗示，用「eunuch」等等嚴苛的話。 
 

詩節三十七 
 

hato vä präpsyasi svargaà jitvä vä bhokñyase mahém 
tasmäd uttiñöha kaunteya yuddhäya kåta-niçcayaù 

 
hata－被殺；va－兩者之一；prapsyasi－你會臻達；svargam－天堂星球；jitva 
－透過獲勝；va－或者；bhoksyase－你會享受；mahim－地球的王國；tasmat－
因此；uttistha－出現；kaunteya－琨緹之子啊；yuddhaya－為了戰事；krta-
niscayah－懷著決心。   
 
琨緹之子啊，如果你在戰爭中被殺，就會臻達天堂星球，如果你獲勝，就會享受

這個地球的王國。 因此，站起來，決心奮戰吧。 
 
《要義甘霖》︰阿尊那腦海裏可能會出現一個問題，既然不肯定會獲勝，那麼他

為甚麼要參戰，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hatah開始的詩節來回應。 
 

詩節三十八 
 

sukha-duùkhe same kåtvä läbhäläbhau jayäjayau 
tato yuddhäya yujyasva naivaà päpam aväpsyasi 



 
sukha－快樂；duhkhe－和痛苦；same krtva－明白到它們都相等；labha-alabhau
－得失；jaya-ajayau－勝敗；tata－那麼(就像這樣)；yuddhaya－為了戰爭；

yujyasva－準備好；na－不；evam－這樣；papam－罪惡反應；avapsyasi－會招

致。  
 
考慮到苦樂、得失和勝敗都一樣，你應該準備戰鬥。這樣你就不會招致任何罪

孽。 
 
《要義甘霖》︰主奎師那說：「阿尊那啊，戰鬥是你唯一的職務。你懷疑這點，

認為戰鬥會使你招致罪孽，但是你應該接受我的訓示而戰鬥。你這樣做不會招致

罪惡反應。勝敗會使你得到或失去王國，因此你會體驗快樂或痛苦。因此，阿尊

那啊，知道勝敗都一樣，以恰當的智慧詳細考慮這件事，戰鬥吧。只要你有這沉

著的品質，就不會招致罪惡。」《梵歌》(5.10)稍後也描述了這個主題：   
 

lipyate na sa päpena padma-patram ivämbhasä 
正如蓮葉留在水裏卻永遠乾爽，同樣，你雖然參戰，卻不會招致罪孽。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梵歌》(1.36)，阿尊那在想：「殺死他

們，我會招致罪孽。」主奎師那講述這個詩節，反駁阿尊那的論點毫無根據。主

奎師那說的是：「要是依附苦樂而戰，在戰爭中殺死親戚，可能會招致罪孽。我

現在向你解釋可以擺脫罪孽的方法。如果你遵從我的訓示，履行你戰鬥的天職，

認為苦樂、得失和勝敗都一樣，你就不會涉及罪惡。」如果依附活動成果，就變

得有罪或受制於活動。因此，肯定必須棄絕對活動的依附。《梵歌》(5.10)確立

了這個結論：   
 

brahmaëy ädhäya karmäëi saìgaà tyaktvä karoti yaù 
lipyate na sa päpena padma-patram ivämbhasä 

放棄對工作的所有依附，把所有工作結果都皈依給我－至尊控制者，那些人不會

受罪惡影響，就像蓮葉不沾水一樣。 
 

詩節三十九 
 

eñä te ’bhihitä säìkhye buddhir yoge tv imäà çåëu 
buddhyä yukto yayä pärtha karma-bandhaà prahäsyasi 

 
esa－這；te－對你；abhihita－解釋了；sankhye－關於物質和靈魂的分析知識；

yoge－在奉愛瑜伽方面； tu－但是； imam－這 (知識 )； srnu－現在聆聽；

buddhya－透過知識；yukta－連繫了；yaya－藉此；Prtha－帕瑞塔之子啊；

karma-bandham－物質世界的束縛；prahasyasi－你會從…解脫。  



 
帕瑞塔之子啊，到目前為止，我已經解釋了這數論瑜伽的知識，但是現在我會教

導你奉愛瑜伽科學的知識，藉此你會擺脫這個物質世界的束縛。 
 
《要義甘霖》︰在這個時候，至尊主奎師那說：「到目前為止，我指導了你透過

超然知識所得的靈性覺悟。我現在用這個以esa一字開始的詩節，總結我在思辨

瑜伽方面的訓示。正確闡明物體性質的，稱為完整的知識(sankhya)。這裏用esa
這個字解釋了，那種你必須用來行動的智慧。  

 
現在聽聽透過愛意盈盈的奉愛，追求靈性覺悟所需的那種智慧吧。」主奎師那的

話用yaya這個字解釋，當一個人具備與奉愛有關的智慧時，就會擺脫這個物質世

界的束縛。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這裏，主奎師那正透過分析原則來總結祂

的解釋，並開始祂在奉愛瑜伽(buddhi-yoga或bhakti-yoga)方面的訓示。聖恰誇瓦

爾提 .塔庫爾這樣界定數論瑜伽︰ amyak khyayate prakasyate vastu tattvam 
aneneti sankhya  samyaj  jnanam－恰當地闡明事物本性(tattva)的，稱為數論瑜

伽。數論瑜伽傳授靈魂(atma)和無活動物質(anatma)的完整知識。   
 
從na tv evaham(《梵歌》2.12)到dehi nityam(《梵歌》2.30)的詩節，解釋了靈魂

科學的各方面，vadharmam api caveksya(《梵歌2.31》)至sukha-duhkhe(《梵

歌》2.38)，解釋了與靈魂沒關係，職務形式的科學知識。當一個人履行無私活

動，把智慧專注於有關奉愛的事物時，就擺脫活動的束縛。換句話說，他與虛幻

物質世界之間的束縛已經毀滅。《聖至尊奧義書(Isopanisad)》(1.1)證實了這個結

論： 
 

éçäväsyam idam sarvaà yat kiïca jagatyäà jagat 
tena tyaktena bhuïjéthä mä gådhaù kasya svid dhanam 

至尊控制者遍及和享受，整個宇宙裏所有動與不動的物體。 
 
這個世界裏所有動與不動的物體，都只是供至尊控制者，即這個世界唯一的享樂

者享受。靈魂是至尊主的僕人。他們應該用這個宇宙作為工具，投入服務祂，也

應該接受祂的祭餘來維生。靈魂的至尊職務，是用至尊聖主的財產愛意盈盈地服

務祂，不求接受那些財產作為自己的享樂對象。這樣，靈魂就不會受制於他們的

活動︰ 
 

kurvann eveha karmäëi jijéviñec chataà samäù 
evaà tvayi nänyatheto ’sti na karma lipyate nare 

《聖至尊奧義書》(1.2) 
如果繼續這樣工作，也許會渴望長命百歲，因為那類工作不會使人屈從於活動法

則。在這方面，人類沒有其他選擇。* 



 
詩節四十 

 
nehäbhikrama-näço ’sti pratyaväyo na vidyate 

svalpam apy asya dharmasya träyate mahato bhayät 
 
na－不；iha－在這(奉愛瑜伽)；abhikrama－努力；nasah－毀滅；asti－有；

pratyavaya－瑕疵；na－不；vidyate－有；su-alpam－很少；api－甚至；asya 
dharmasya－這種瑜伽的；trayate－解救；mahatah－從極大的；hayat－危險。  
 
在奉愛瑜伽之途的努力，既不是徒勞無功，也沒有任何瑕疵。甚至是少量的修

習，都使人擺脫在這個物質世界的生死輪迴，無止境地投生轉世的重大危險。  
 
《要義甘霖》︰阿尊那啊，瑜伽有兩種︰(1) 聆聽和唸誦形式的奉愛瑜伽和(2) 需
要把無私活動的成果，皈依給至尊聖主的無私活動瑜伽 (bhagavad-arpita-
niskama-karma-yoga)。在《梵歌》(2.47)，主奎師那說：「阿尊那啊，你只是有

資格履行活動。」現在，在描述業報瑜伽之前，先描述奉愛瑜伽。《梵歌》(2.45)
說：「阿尊那啊，讓你自己位於三種物質自然形態之上吧。」這句話的意思肯定

是，奉愛超越三種自然形態，因為只有透過奉愛，一個人才可以超越自然形態。

這點因《聖典博伽瓦譚》的第十一篇而眾所周知。知識和業報分別被描述為善良

和情欲形態的，證明它們都不是超越三種自然形態的。 
 

把無私活動的成果皈依給至尊主，這種奉愛的特點是把活動成果供奉給至尊聖

主。它不讓活動徒勞無功，履行不供奉給至尊主的那些賦定職務也是這樣。不

過，由於這樣的活動不是以奉愛為主，因此不被接受為實際的奉愛。如果認同把

成果供奉給至尊聖主的那些賦定職務就是奉愛，那麼構成業報的會是甚麼？如果

說業報只是沒供奉給至尊聖主的活動，那就不正確。《聖典博伽瓦譚》(1.5.12)
說，至尊聖主之光(梵)的其中一個特點是不活躍(naiskarma)。由於與不活動的感

覺一致，因此稱之為無活動的(naiskarmya)。梵的知識沒有任何物質動機，也沒

有過失，但是儘管那樣都不值得讚揚，因為它沒有奉愛。如果沒供奉給至尊主，

由於兩者在修習和最後達標的階段都相當麻煩，那麼懷著個人欲望履行的活動

(sakama-karma)和無私活動(niskama-karma)又怎會值得表揚？ 
 

根據聖拿茹阿達所述的上述陳述(《聖典博伽瓦譚》1.5.12)，沒供奉給至尊聖主的

活動一無是處。因此，只有以聆聽和唸誦為特色的奉愛，才被視為可以得到至尊

聖主蓮花足之動人甜美的那種修習。不過，供奉給至尊聖主的無私活動也值得考

慮。兩種瑜伽(奉愛瑜伽和無私活動的瑜伽)都以buddhi-yoga(智慧瑜伽，即奉愛

瑜伽)這詞語來理解。在「我把那種能夠得到我的智慧瑜伽賜給他們」(《梵歌》

10.10)和「丹南佳亞啊，與智慧瑜伽相比，懷著果報欲望的活動(sakama-karma)
極無意義」(《梵歌》2.49)等等《博伽梵歌》陳述，這點明顯可見。  



 
現在，這個以neha開始的詩節，解釋對至尊主奉愛的榮耀，那種奉愛毫無各種物

質自然形態(nirguna-bhakti)，它的特點是聆聽和唱誦。至尊聖主說：「修習奉愛

瑜伽，儘管只是初步，所致的福祉都決不毀滅，因此沒有喪失之過。相反，如果

一個人開始履行業報瑜伽，卻沒有完成，他所履行的任何業報結果都會失去，而

且會招致過失。」 
 
也許會發問：「那些想遵循程序，卻無法正確履行的人，可以得到奉愛之果

嗎？」主奎師那以svalpam回應，表示儘管他們的奉愛修習只是剛剛開始，卻決

不會失去成果，而且會從這個物質世界獲救。阿傑米拉(Ajamila)和其他人的生平

歷史，正是這方面的證據。《聖典博伽瓦譚》(6.16.44)也表明，只是聽到至尊聖

主的名字一次，甚至連低級的吃狗者都會擺脫物質存在造成的嚴重恐懼。而且，

《聖典博伽瓦譚》(11.29.20)說︰ 
 

na hy aìgopakrame dhvaàso mad-dharmasyoddhaväëv api 
mayä vyavasitaù samyaì nirguëatväd anäçiñaù 

烏達瓦啊，由於我親自確定了這宗教的超然性質，因此，儘管不當地履行，為聆

聽和唱誦形式的純粹奉愛而履行的無私活動，都不可能有絲毫損失。 
 

《聖典博伽梵歌》和《聖典博伽瓦譚》這些陳述的要旨看來一樣，但是上述的

《聖典博伽瓦譚》陳述有個獨特的特性。如果物體是超然的，決不會毀滅。這是

這段上下文唯一值得探討的要點。有人也許會辯說，供奉給至尊聖主的無私活

動，也可以憑著祂的恩典超然於各種自然形態，這卻不是事實。《聖典博伽瓦

譚》(11.25.23)提出這方面的證據︰「毫無果報欲望地履行並供奉給我的義務和按

情況而定的職務(nitya和naimittika-karma)，被視為善良形態的。換句話說，它

們並非超然於三種物質自然形態。」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這裏說智慧瑜伽有兩種。第一種是聆聽和唱

誦形式的奉愛瑜伽，第二種則是毫無動機地把活動結果供奉給至尊聖主的無私活

動瑜伽(niskama-karma-yoga)。這兩者之中，第一種是主要的奉愛瑜伽，第二種

是次要的奉愛瑜伽。事實上，奉愛瑜伽完全超然於各種自然形態。儘管由於某些

原因無法完成，在開始修習時或修習期間都不會發生參差不一、過失或無用的反

應。相反，履行少量奉愛瑜伽，就把修習者從物質世界的恐怖危險那裏救出來，

透過讓他服務至尊聖主，使他的生命功德圓滿。 
 
可以引用下列例子。由於巴爾塔大君依附一只鹿，以致無法完成整個奉愛程序。

雖然他來世接受了鹿的身體，但是受到前生履行奉愛的影響，使他可以與至尊主

的純粹奉獻者聯誼。他再次投生，成為最高級的奉獻者(uttama-bhagavata)，服

務至尊聖主。因此，至尊主在《梵歌》(6.40)說：「partha naiveha namutra 



vinasas tasya vidyate－從奉愛之途低墮的人，在這個或下一個世界決不迷失，也

永遠不會落得痛苦的狀況。」 
 

另一方面，毫無動機地把活動結果供奉給至尊聖主，儘管把活動成果供奉給至尊

主，卻仍然稱它們為業報瑜伽，而不是奉愛瑜伽。先履行業報瑜伽，心意就得到

淨化，最終得到奉愛瑜伽。因此，這業報瑜伽只是從遠處間接地以奉愛為目標。

與純粹奉愛不同，業報瑜伽不是超然的，也沒擺脫物質污染。相反，它稱為善良

形態的業報。而且，如果一個人沒完美地履行這業報，又或者沒完成他的修習，

就可能會失去它，也會招致一些不受歡迎的反應。不過，正如《聖典博伽瓦譚》

(11.25.23)所說：mad-arpanam nisphalam va sattvikam nija-karma tat。如果奉愛

修習者開始履行這奉愛瑜伽，儘管少量地，卻因自己的無能而中途離開，又或者

突然早逝而在初階或中階時中止修習，他在奉愛方面的努力絕不會白費。換句話

說，儘管不能完成程序，他的努力都不會有缺陷，也不會招致任何罪孽。在來

生，修習者會從他履行奉愛瑜伽時受阻的那同一個階段繼續。奉愛瑜伽的當家之

神－主奎師那或奉愛女神自己，作出這一切安排。這方面有個要點要注意。如果

修習者有信心，但是他的修習卻因愚昧而有點不正規，都絕不會失去奉愛瑜伽的

結果，也不會招致罪孽。不過，如果某人冒犯靈性導師、偉大奉獻者或屬於至尊

聖主或與祂有關的任何東西，例如荼爾茜(Tulasi)、雅沐娜或聖地(dhama)等等，

那個人的奉愛瑜伽就可能完全毀掉。 
 

詩節四十一 
 

vyavasäyätmikä buddhir ekeha kuru-nandana 
bahu-çäkhä hy anantäç ca buddhayo ’vyavasäyinäm 

 
vyavasaya-atmika－天性堅毅；buddhi－智慧；eka－專一的；iha－在這奉愛之

途；kuru-nandana－庫茹族之子啊；bahu-sakha－有多條分支的；hi－肯定地； 
anantah－無盡地；ca－和；buddhayah－智慧；avyavasayinam－猶豫不決的(反
對奉愛的)。   
 
庫茹王朝之子啊，那些在這條奉愛之途之人的堅定智慧是專一的，但是那些反對

奉愛之人的智慧卻有無數分支。  
 
《要義甘霖》︰在各種智慧之中，以奉愛瑜伽為目標的智慧正是至尊。至尊主講

述上述以vyavasaya開始的詩節︰「專注於奉愛瑜伽的堅定智慧是專一的」解釋這

點。祂這樣描述具有這種智慧之人的情感︰「我師尊傳授給我的聆聽

(sravanam)、唸誦(kirtanam)、憶念(smaranam)、服務至尊聖主蓮花足(pada-
sevanam)等等訓示是我的靈性修習、我的完美和我的生命。在修習(sadhana)階
段或完美(sadhya)階段，我都不能放棄。我唯一的渴望和僅有的事務就是遵循那

些訓示。除此以外，儘管在夢裏，我都沒有其他欲望或事務。遵循那些訓示，不



管我有沒有得到快樂或痛苦，又或者我的物質生活是不是毀了，我都沒有損

失。」這種堅定智慧毫無偽善和欺騙，只在純粹奉愛之中才有可能。《聖典博伽

瓦譚》 (11.20.28)說：  
 

tato bhajeta mäà prétaù çraddhälur dåòha-niçcayaù 
知道唯有透過奉愛才臻達一切完美，信心堅定的人會滿懷奉愛地對我履行靈性專

注(bhajana)。  
 
只有憑著奉愛，智慧才可以專一。透過提到有多條分支(bahu-sakhah)的智慧，至

尊聖主詳述這點。因為業報瑜伽有無數欲望，所用的智慧也有無數類型。同樣，

由於業報瑜伽有無數不同種類的修習，因此也有無數分支。在思辨瑜伽初階，會

把智慧專注於無私活動來淨化內心。淨化了內心之後，修習者就把智慧專注於棄

絕果報活動(karma-sannyasa)。到了這個階段，就把智慧專注於知識。覺悟到甚

至知識都徒勞無功，又無法讓人服務至尊聖主的蓮花足時，就把智慧專注於奉

愛。《聖典博伽瓦譚》(11.19.1)說：「jnanam ca mayi sannyaset－知識都一定要

供奉給我。」 
 

根據至尊聖主的上述陳述，達到知識階段之後，必須把智慧專注於棄絕知識。因

此智慧千變萬化。由於業報、知識和奉愛全都應該履行，因此也有無數分支。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業報、知識和奉愛這三種智慧瑜伽

(buddhi-yoga)之中，只有與純粹奉愛瑜伽有關的智慧(buddhi)才是至尊。那種主

要的奉愛瑜伽唯一的目標和對象，是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只是與祂有關的智慧

才稱為一心一意或專一的(aikantiki或ananya)。這種專一奉愛的修習者不求世俗

享樂和解脫；因此不會口是心非，智慧也很堅定。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

爾這樣評注《聖典博伽瓦譚》(11.20.28)︰「他們堅決認為：『儘管履行靈性專注

時障礙重重，儘管我失去生命，儘管我因冒犯而要下地獄，儘管色欲制服我，不

管面對甚麼情況，我都決不能放棄奉愛。儘管主布茹阿瑪自己命令我，我都不會

履行知識和業報。在任何情況下，我都不能放棄奉愛。』只有這種決心才可以稱

為果敢堅定(niscayatmika buddhi)。」 
 

由於對至尊主沒有這種專一的堅定(nistha)，一個人的智慧繼續履行業報瑜伽和

思辨瑜伽。由於目的和目標種類繁多，例如在這個和下一個世界，與利益

(labha)、愛慕(puja)和殊榮(pratistha)有關的快樂等等，因此他的智慧稱為多分

支的。他的智慧滿是無數欲望。 
 

根據偉大奉獻者靈性導師所述，主奎師那本人是非二元的原始至尊絕對真象。由

於祂同時超越善良、情欲和愚昧等等物質品質，又具備富裕、甜美、憐憫和深愛

祂的奉獻者等等所有超然品質，因此稱為無物質屬性的(nirguna)。不過，沒教養

和缺乏真理知識(tattva-jnana)，智慧又被假象蒙蔽的現代人，認為絕對真理



(brahma)不變(nirvikara)，沒多樣化(nirvisesa)和無瑕(niranjana)。他們認同祂僅

在世俗意義上超越各種自然形態。 
 

他們認為主的逍遙時光化身是非人格絕對真理，但被假象蒙蔽，以致祂的形象和

品質，例如憐憫等等都是虛幻的，因此就像他們自己的形象和品質那樣物質。他

們說崇拜有物質品質的絕對真理(saguna-brahma)，內心會逐漸得到淨化，又會與

沒有物質品質(nirguna-brahma)的非人格絕對真理合一。   
 

確立這樣的結論就像大海撈針一樣白費勁，因為《博伽梵歌》等等描述至尊聖主

超然形象和特性的經典，全面反駁這個可鄙的概念。超然絕對真象－主奎師那－

齊備所有超然品質，因此，對祂的純粹奉愛稱為無物質屬性的奉愛(nirguna-
bhakti)。聖施瑞達爾.斯瓦米在他對《聖典博伽瓦譚》(3.29.11)的注釋解釋，無物

質屬性的純粹奉愛只有一種，就是專一的(aikantika)。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在

《聖典博伽瓦譚》(3.29.7-10)說，因為渴求成果地履行賦定職務的那種奉愛，是

懷著各種物質欲望履行的，因此有無數分支，例如夾雜了物質愚昧形態，並由物

質驅策的奉愛(tamasika-sakama)等等。 
 

詩節四十二 
 

yäm imäà puñpitäà väcaà pravadanty avipaçcitaù 
veda-väda-ratäù pärtha nänyad astéti vädinaù 

  
yam imam－這一切；puspitam－詞彙浮誇的；vacam－陳述；pravadanti－宣

稱；avipascitah－愚蠢的；veda-vada-ratah－依附於《韋達經》的陳述；partha
－帕爾塔啊；na anyat－沒有其他(更高的原則)；asti－有；iti－因此；vadinah
－他們說。   
 
帕爾塔啊，那些依附於歌頌追求天界之樂，卻只產生有毒後果的浮誇之詞的蠢

材，拒絕接受《韋達經》的真正含意。他們說，沒有其他真理比這些宣告更高。   
 
《要義甘霖》︰懷著物質欲望及猶豫不決的人極愚蠢。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yam 
imam開始的詩節來解釋這點。puspitam vacah這個片語暗示，《韋達經》的這些

陳述就像有毒的花藤一樣，只是暫時討人喜歡的。Pravadanti指那些接受這些韋

達陳述為至善的人。那些心醉於這些陳述的人，沒有堅定智慧。這個詩節與《梵

歌》2.44(bhogaisvarya-prasaktanam)自然成序。這樣的人不可能有堅定智慧，因

此這個訓示不是給他們的。不要說沒有堅定智慧，至尊聖主甚至說他們是傻瓜

(avipascitah)。因為他們把「履行四月苦行(caturmasya-vrata)就會得到不朽結

果」或「喝過天界甘露(soma-rasa)之後就會永生」等等浮誇句子的宣告，看作為

《韋達經》的終極目標。他們也推論，在這之上沒有至尊控制者這回事。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韋達經》確立的首要目標是，原始的至尊

人物－主奎師那和對祂的純粹奉愛(prema-bhakti)。如果不明白這點，就會不當

地把智慧放在《韋達經》的外在含意，它們起初顯得非常吸引和悅耳，終極卻只

會導致可怕的結果。主奎師那稍後在《梵歌》(2.45)進一步澄清這點，祂說《韋

達經》主要涉及物質主義的命題(traigunya visaya veda)。《聖典博伽瓦譚》

(4.29.47)也警告要小心《韋達經》的斷言：  
 

tasmät karmasu barhiñmann ajïänäd artha-käçiñu 
märtha-dåñöià kåthäù çrotra sparçiñv aspåñöa-vastuñu 

 帕爾青巴黑薩(Pracinabarhisat)王啊，只是出於愚昧，《韋達經》提及的儀式活

動才看似終極目標。雖然它們的敘述很悅耳，其實與絕對真理卻毫無關係。因此

不要理會。 
 

詩節四十三 
 

kämätmänaù svarga-parä janma-karma-phala-pradäm 
kriyä-viçeña-bahuläà bhogaiçvarya-gatià prati 

 
kama-atmanah－內心被色欲污染的那些人； svarga-parah－渴望進入天堂；

janma-karma-phala－良好的出身和果報結果；pradam－賞賜；kriya-visesa－繁

複的韋達儀式；bahulam－很多；bhoga－感官享樂；aisvarya－富裕；gatim－目

標；prati－對於。  
 
致力臻達天堂星球，內心被色欲污染的那些人，履行很多賜予貴族出身和賞賜果

報活動結果的繁複祭祀儀式。他們宣告這是《韋達經》的最高目標。  
 
《要義甘霖》︰這些人遵循哪種陳述？回答就是，據說這樣的人遵循的那些陳

述，詳細討論履行更多會讓人得到物質享樂及財富的各種修習；縱使這樣的活動

使人一再投生於果報工作的循環之中。 
 

詩節四十四 
 

bhogaiçvarya-prasaktänäà tayäpahåta-cetasäm 
vyavasäyätmikä buddhiù samädhau na vidhéyate 

 
bhoga－對物質享樂；aisvarya－和富裕；prasaktanam－對那些依附的人；taya 
－藉此 (《韋達經》的陳述 )； apahrta-cetasam－對那些心醉神迷的人；

vyavasaya-atmika－堅定的；buddhi－智慧； samadhau－在神定之中(對至尊

主)；na vidhiyate－那裏沒發生。  
 



那些依附於享樂和富裕，為這些浮誇詞彙心醉的人，得不到專一地專注於

(samadhi)至尊聖主的那種堅定智慧。  
 
《要義甘霖》︰那些為這樣的浮誇之詞心醉的人，變得依附於物質享樂和富裕。

這樣的人無法把智慧堅定地或專注地集中於至尊控制者，因此無法達到神定。 
 

詩節四十五 
 

traiguëya-viñayä vedä nistraiguëyo bhavärjuna 
nirdvandvo nitya-sattva-stho niryoga-kñema ätmavän 

 
trai-gunya－三種物質自然形態的；visaya－主題；vedah－所有《韋達經》；

nistraigunyah－沒有三種形態；bhava－是；arjuna－阿尊那啊；nirdvandvah－
沒有二元性 (世俗榮辱形式的 )；nitya-sattva-sthah－恆常處於純粹至善； 
niryoga-ksemah－不依附於保存和獲得的那種傾向；atma-van－處於自我之中(透
過我賜予的智慧)。 
 
阿尊那啊，摒棄受到《韋達經》所述物質自然的三種牽制力影響，穩處於那種超

越它們的超然之中。毫無榮辱等等二元性，也不擔心獲得資產或維繫你所擁有

的。用我賞賜的智慧處於靈性存在之中。 
 
《要義甘霖》︰「不依附於得到宗教(dharma)、財富(artha)、感官滿足(kama)和
解脫(moksa)等等四種物質渴求的方法，專一地托庇於奉愛瑜伽。」至尊聖主正

以這種意向，講述這個以traigunya開始的詩節，因為《韋達經》主要闡明三種物

質自然形態組成的業報、知識等等主題，這些形態又稱品質(gunas)。加上了syan
這個後綴，就構成了traigunya這個字的含意。  

 
由於《韋達經》大量描述業報和知識，根據作品題目基於作品主要內容(bhumna-
vyapadesa-bhavanti)的邏輯，因此《韋達經》稱為traigunya(與三種物質自然形態

有關的)。不過，只有奉愛才可以帶人到達至尊聖主。這是《Mathara Sruti》的

定論。《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Svetasvatara Upanisad)》說︰「yasya deve para 
bhaktir yatha deve tatha gurau－對至尊聖主和靈性導師懷著相同的超然奉愛，只

有這樣，《韋達經》的含意才會昭然若揭。」  
 

《Pancaratra》和《奧義書》等等《輔典》唯的一主題，是沒受物質自然污染的

奉愛。這包括《梵歌奧義書(Gitopanisad)》(即《博伽梵歌》) 和《聖哥袍-塔帕

尼奧義書(Gopala-tapani Upanisad)》。如果認同《韋達經》沒描述奉愛，奉愛就

會缺乏權威性。因此奎師那指示阿尊那，要擺脫那些受到物質自然形態影響，提

倡知識和業報的韋達訓令。祂吩咐他不要履行那些訓令，反而經常要遵循《韋達

經》所述，得到奉愛的程序。《布茹阿瑪-亞瑪拉 .宇宙古史(Brahama-yamala 



Purana)》提到：「自命不凡地展示對主哈瑞的專一奉愛，漠視《神訓經》、

《輔典》和《宇宙古史》等等經典推薦的儀式崇拜程序(pancaratra)，最後只導

致困擾。」這個錯誤或過失不可原諒。 
 

那些關於物質自然形態(saguna)和那些超越物質自然形態(gunatita)的《韋達經》

主題，分別稱為在三種形態之內的(traigunya)和擺脫三種形態的(nistraigunya)。
主奎師那說：「兩者之中，只追求擺脫三種形態的。憑著我那種無物質屬性之奉

愛的影響，擺脫三種形態。只有那樣，你才會擺脫榮辱等等二元性。因此，僅只

留在我那些恆常處於永恆超然的奉獻者的聯誼之中。」  
 

在這裏，怎樣處於純粹超然(visuddha-sattva-guna)的解釋，會抵觸擺脫三種物質

自然形態的解釋。要得到所欠缺的稱為yoga，保護所擁有的則稱為ksema。至尊

聖主以niryoga-ksema這個字，告訴阿尊那不要憂慮要得到所欠缺的(yoga)和保護

所擁有的(ksema)。「一旦臣服於對我奉愛之情的品味，得到所欠缺的和保護所

擁有的，都不會導致擔憂。」至尊聖主在《梵歌》(9.22)說：「我親自帶著奉獻

者缺乏的，也保護他所擁有的。」祂說：「由於我背負維繫他們的重擔，他們不

需另外費勁。」藉此顯示祂對祂奉獻者的愛。Atmavan意指「成為一個賦有我所

賜智慧的人。」 
 
現在討論nistraigunya和traigunya等詞語。《聖典博伽瓦譚》(11.25.23-29)說︰ 
 

mad-arpaëaà niñphalaà vä sättvikaà nija-karma tat 
räjasaà phala-saìkalpaà hiàsä-präyädi-tämasam 

《聖典博伽瓦譚》(11.25.23) 
要知道那種不求享受成果地供奉給至尊聖主的活動(niskama-karma)，是善良形

態的。那種渴望享受成果地履行的活動，是情欲形態的，暴力或嫉妒地履行的活

動，則是愚昧形態的。 
 
上述詩節(11.25.23)的nisphalam va暗示，按情況而定的職務(naimittika-karma)是
不求成果地履行的。 
 

kaivalyaà sättvikaà jïänaà rajo vaikalpikaà ca yat 
präkåtaà tämasaà jïänaà man-niñöhaà nirguëaà småtam 

《聖典博伽瓦譚》(11.25.24) 
與自我有關的知識超越於身體概念，是善良形態的知識。透過「我」和「我的」

等等錯誤概念，一個人以為自己是履行者和享樂者，與軀體有關的知識是情欲形

態的。無活動的物質、俗世或軀體知識是愚昧形態的，與我有關的知識則是超然

的，超越各種物質自然形態。 
 

vanaà tu sättviko väso grämo räjasa ucyate 



tämasaà dyüta-sadanaà man-niketaà tu nirguëam 
《聖典博伽瓦譚》(11.25.25) 

住在森林是善良形態的，住在鄉村是情欲形態的，住在賭場是愚昧形態的，住在

我住的地方(廟宇)則是超然的，超越各種自然形態。 
 

sättvikaù kärako ’saìgé rägändho räjasaù småtaù 
tämasaù småti-vibhrañöo nirguëo mad-apäçrayaù 

《聖典博伽瓦譚》(11.25.26) 
不依附於活動結果的履行者是善良形態的，因依附而盲目的履行者是情欲形態

的，失去記憶的履行者是愚昧形態的，完全托庇於我的履行者則是超然的。 
 

sättviky ädhyätmiké çraddhä karma-çraddhä tu räjasé 
tämasy adharme yä çraddhä mat-seväyäà tu nirguëä 

《聖典博伽瓦譚》(11.25.27) 
與自我有關的信心是善良形態的，與活動有關的信心是情欲形態，與反宗教活動

有關的信心是愚昧形態的，與服務我有關的信心則是超然的。 
 

pathyaà pütam anäyas tam ähäryaà sättvikaà småtam 
räjasaà cendriya-preñöhaà tämasaà cärtidäçuci 

《聖典博伽瓦譚》(11.25.28) 
有益，純淨和容易得到的食品是善良形態的，辛辣，酸和使感官快樂的食品是情

欲形態的。不純淨和導致痛苦的食品是愚昧形態的，供奉給我的食品則是超然

的。 
 
根據聖施瑞達爾.斯瓦米所述，這個詩節(《聖典博伽瓦譚》11.25.28)裏的ca這個

字，意謂「供奉給至尊聖主的是超然的(nirguna) 」。 
 

sättvikaà sukham ätmotthaà viñayotthaà tu räjasam 
tämasaà moha-dainyotthaà nirguëaà mad-apäçrayam 

《聖典博伽瓦譚》(11.25.29) 
源於自我的快樂是善良形態的，源於感官對象的快樂是情欲形態的，源於錯覺 
和墮落的快樂是愚昧形態的，因我而起的快樂則是超然的。 
 
解釋了代表這三種物質自然形態的事物之後，至尊聖主在《聖典博伽瓦譚》的上

述詩節(11.25.23-29)進一步解釋，覺悟超越三種形態之物的性質時，怎樣達到完

美。祂說只有履行超越物質自然形態的奉愛(nirguna-bhakti)，才可以抑制自己內

裏形態的影響。下列詩節說明了這點：  
 

dravyaà deçaù phalaà kälo jïänaà karma ca kärakaù 
çraddhävasthäkåtir niñöhä traiguëyaù sarva eva hi 

《聖典博伽瓦譚》(11.25.30) 



物質、地方、結果、時間、知識、活動、媒介、信心、情況、形象和決心等等一

切物質事物，全都在三種物質自然形態的範疇。 
 

sarve guëamayä bhäväù puruñävyakta-dhiñöhitäù 
dåñöaà çrutaà anudhyätaà buddhyä vä puruñarñabha 

《聖典博伽瓦譚》(11.25.31) 
人者之尊啊，在享樂的自我(purusa)和物質自然(prakrti)之間聽到，看到或想像

到的任何存在狀態，都是由三種物質自然形態組成的。 
 

etäù saàsåtayaù puàso guëa-karma-nibandhanäù 
yeneme nirjitäù saumya guëä jévena citta-jäù 

bhakti-yogena man-niñöho mad-bhäväya prapadyate 
《聖典博伽瓦譚》(11.25.32) 

溫文儒雅的人啊，生物體的所有物質狀態，都是在三種物質自然形態之中進行的

活動所產生的。只有那些透過修習奉愛瑜伽，征服了這些形態的生物體，才賦有

堅定不移(nistha)，即心意的穩定，能夠得到我。 
 
因此，只有透過超越各種自然形態的奉愛，才可以征服三種自然形態。任何別的

方法都沒這個可能。回應《梵歌》(14.21)所問的問題「katham caitams trin gunan 
ativartate－怎樣才可以征服三種物質自然形態？」稍後在《梵歌》(14.26)說：  
 

mäà ca yo ’vyabhicäreëa bhakti-yogena sevate 
sa guëän samatétyaitän brahma-bhüyäya kalpate 

只有那些懷著專一奉愛服務我的人，才可以超然三種自然形態，有資格覺悟超

然。 
 
在他對這個詩節(《梵歌》14.26)的注釋，聖施瑞達爾.斯瓦米說：「ca是加強語氣

的。即是說，那些對我－至尊控制者－專一地履行無瑕堅定奉愛服務的人，能夠

征服各種物質自然形態。」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宗教、財富、感官滿足和解脫等等四項物質

追求，稱為人生四大目標(catur-varga)。奉愛是第五個目標。雖然韋達經典描述

了，業報、知識和奉愛等等途徑是微靈的各種修習，只有放棄其他的所有途徑，

專一地履行純粹奉愛，才能臻達至尊聖主。研習《聖典博伽瓦譚》的下列兩個詩

節也可以釐清這點： 
 

bhaktyäham ekayä grähyaù çraddhayätmä priyaù satäm 
bhaktiù punäti man-niñöhä çva-päkän api sambhavät 

《聖典博伽瓦譚》(11.14.21) 



只有信心十足地履行的奉愛，才可以臻達我。我那些把我看作為奉愛修習之唯一

目標的奉獻者，天生鍾愛我。對我履行奉愛服務，甚至吃狗者也能淨化自己的低

下出身，最終臻達我。 
 

na sädhayati mäà yogo na säìkhyaà dharma uddhava 
na svädhyäyas tapas tyägo yathä bhaktir mamorjitä 

《聖典博伽瓦譚》(11.14.20) 
烏達瓦啊，瑜伽、分析哲學、研讀《韋達經》、履行艱辛的苦行和佈施，都無法

像專一的奉愛那樣控制我。 
 

聖巴克提維諾德 .塔庫爾說：「經典包含兩類題目︰主體(uddista)和指示物

(nirdista)。經典的最高目標稱為主體(uddista-visaya)，表明最高目標(uddista-
visaya)的訓示稱為指示物(nirdista-visaya)。例如，由於阿潤達提(Arundhati)星
非常昏暗，沒有輔助的話，極難在天空看到。如果某人的目標是觀看它，他的指

示物就會是那顆最接近它又最大的星。如果阿潤達提是主體，那顆最接近它又最

大的星就是指示物。所有《韋達經》都表明，超越三種形態的絕對真象(nirguna-
tattva)是《韋達經》的主題，那是主體。但是因為無法馬上了解絕對真象，因此

《韋達經》先描述指示物，即自然形態的真理。  
 

由善良、情欲和愚昧三種自然形態組成的假象，起初看似是《韋達經》的主題。

因此主奎師那說：『阿尊那啊，不要繼續陷於這個指示物。反而要臻達超然實

體，即那個表明了是《韋達經》真正主題的最高本體(uddista-tattva)，並要擺脫

自然形態。韋達典籍的某些部分，賦定了基於情欲和愚昧形態的活動。其他部分

賦定基於善良形態的知識，特定的部分則解釋毫無各種形態的純粹奉愛修習。你

應該擺脫榮辱等等二元性，臻達純粹的靈性存在。換句話說，與我的奉獻者聯

誼，藉此棄絕為得到(yoga)和保存(ksema)所付出的努力，這兩者都是透過獲取知

識和履行賦定職務的程序所尋求的，透過智慧瑜伽的程序擺脫各種自然形

態。』」  
 

詩節四十六 
 

yävän artha udapäne sarvataù samplutodake 
tävän sarveñu vedeñu brähmaëasya vijänataù 

 
yavan－不論； artha－目的；uda－透過 (很多 )井； sarvatah－在各方面；     
ampluta-udake－透過一個大湖；tavan－那很多(目的)；sarvesu－在所有之內；

vedesu－《韋達經》；brahmansya－婆羅門奉獻者的；vijanatah－有(《韋達

經》)知識的人。   
 



一個大湖能輕易提供多口小井提供的各種必需品。同樣，按照《韋達經》描述那

樣崇拜各位半神人，透過崇拜至尊聖主，知道《韋達經》精華又賦有奉愛的婆羅

門，能夠輕易得到所得的任何結果。  
 
《要義甘霖》︰主奎師那繼續說：「噢，奉愛瑜伽毫無物質欲望和物質自然形

態，它的榮耀我還要多說嗎！甚至為奉愛所作的最初步努力都不會失去，也不會

有反效果。」此外，在《聖典博伽瓦譚》(11.29.20)，主奎師那對烏達瓦說：  
 

na hy aìgopakrame dhvaàso mad-dharmasyoddhaväëv api 
mayä vyavasitaù samyaì  nirguëatväd anäçiñaù 

烏達瓦啊，因為我親自確定了這個程序的超然性，因此儘管不恰當地履行，為聆

聽和唱誦形式的純粹奉愛所履行的無私活動，都不可能有絲毫損失。 
 

不過，就此而論，堅定智慧(vyavasayatmika-buddhi)也表示懷著物質欲望履行的

奉愛(sakama-bhakti-yoga)。至尊聖主講述以yavan開始的詩節時，用一個例子來

證明這點。由於udapane是單數名詞，因此用於類似的情況。在這裏，udapane這
個字表示幾口井。不同的井實現了多個目的。一口井在排泄後用來清潔，一口用

來刷牙，一口用來浣布，一口用來洗頭髮，一口用來洗澡，一口則提供飲用水。

一個大水庫能實現各口井不同的目的。為了各個目的而前往不同的井相當費力，

去一個水庫卻毫不費力。而且，一口小井的水往往是鹹的，大湖的水卻是甜的。

應該深思井和湖之間的這個差別。同樣，按照《韋達經》所述的程序崇拜各個半

神人所得的所有不同成果，僅是崇拜至尊聖主就可以得到。brahmansya這個字表

示「那些知道超然(韋達)的人。」只有婆羅門知道《韋達經》，真正婆羅門的知

識卻超越韋達知識，他們明確地知道奉愛是《韋達經》的終極含意。《聖典博伽

瓦譚》(2.3.2)也說︰ 
 

brahma-varcasa-kämas tu yajeta brahmaëaù patim 
indram indriya-kämas tu prajä-kämaù prajäpatén 

渴求梵光的人應該崇拜梵，即《韋達經》的主人。渴求感官滿足的人應該崇拜因

卓(Indra)。求子心切的人應該崇拜帕爾佳帕提斯(Prajapatis)，求財的人則應該崇

拜杜爾嘎(Durga)。 
 
之後又說︰ 
 

akämaù sarva-kämo vä mokña-käma udära-dhéù 
tévreëa bhakti-yogena yajeta puruñaà param 

《聖典博伽瓦譚》(2.3.10) 
不管是無欲無求，貪得無厭還是渴望解脫，得到了更高的智慧，就應該以熱切的

奉愛瑜伽崇拜至尊人物－至尊聖主。  
 



正如萬里無雲時，陽光非常猛烈，同樣，沒夾雜知識和業報的奉愛瑜伽也非常強

烈。崇拜多位半神人來實現各種欲望，智慧就會有很多分支，難以集中。不過，

只有至尊聖主才可以儘償所願。由於崇拜對象的本性最高，因此儘管以一點點這

樣的智慧履行崇拜，都視之為專一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不同的井所能進行的各種活動，全都可以用

一個大水庫來進行。同樣，根據韋達指令崇拜多位不同半神人所能實現的各種欲

望，僅是崇拜至尊主就能儘償所願。如果內心滿是很多物質欲望，就會崇拜各個

半神人來實現那些欲望。隨之而來的智慧有多個分支，難以集中，稱為

avyavasayatmika-buddhi。與之相反，只有集中而堅定的智慧，才可以專一地崇

拜至尊聖主。因此，那些認識《韋達經》的人解釋，奉愛是《韋達經》唯一的精

華。因此智慧只堅定於奉愛瑜伽。  
 

詩節四十七 
 

karmaëy evädhikäras te mä phaleñu kadäcana 
mä karma-phala-hetur bhür mä te saìgo ’stv akarmaëi 

 
karmani－你的賦定職務；eva－肯定地；adhikara－權利；te－你的；ma－永

不；phalesu－對(工作的)成果；kadacana－隨時；ma－不；karma-phala－對工

作成果；hetuh－導致；bhuh－成為；ma－不；te－你；sangah－依附；astu－
一定有；akarmani－沒完成賦定職務。  
 
你只有資格履行你的賦定工作，卻沒有權享受你的活動成果。你不應該以為自己

造成你的活動結果，也不應該依附於疏於職守。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是各種瑜伽的導師：思辨瑜伽，即透過超然知識得到靈

性進步的那條途徑；奉愛瑜伽，愛意盈盈的奉愛之途；還有業報瑜伽，把虔誠活

動的成果供奉給主的靈性進步之途。到目前為止，祂給祂的好友阿尊那傳授了思

辨瑜伽和奉愛瑜伽的訓示。現在，考慮到阿尊那沒資格履行這兩個程序，祂以兩

個詩節解釋無私的活動，其中第一個以karmani開始。 
 

奎師那想以ma phalesu等等詞語，說那些渴望活動成果的人內心極不純粹。「不

過，你的心幾乎是純粹的。我知道這點，因此現在我這樣說。」如果有人指出，

履行任何活動都會有成果，至尊聖主就回應說：「ma karma-phala-hetur bhuh－
僅是渴求成果地行動，一個人才會導致活動成果。你不應該那樣做。我賜福你不

會歸入這一類。」Akarma表示「漠視賦定職務」，vikarma則表示「進行罪惡活

動」。「你不應該依附於這任何一種。你反而應該輕視它們。我再賜福你會做得

到。」 
 



在《梵歌》(3.2)，阿尊那說：「vyämiçreëeva väkyena buddhià mohayaséva me…
－我的智慧被你表面看來模稜兩可的訓示弄糊塗了。」由此應該明白到，這一章

前面的陳述和後面的陳述並非完全一致。但在這裏，主奎師那對阿尊那的內在情

感值得思索。「正如我充當你的戰車伕，成為了你的下屬，你同樣也應該聽命於

我。」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主奎師那現在透過阿尊那，給那些沒資

格遵循思辨瑜伽和奉愛瑜伽之途的人，傳授把無私活動供奉給至尊主的訓示。

《聖典博伽瓦譚》(11.3.43)說：「karmäkarma vikarmeti veda-vädo na laukikaù－
只有韋達典籍，而不是凡夫俗子的說話，才使人明白活動、不履行四社會四靈性

晉階體系賦定的宗教職務和罪惡活動。」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的話說：「要思考三種活動︰業報(karma)、
不業(akarma)、逆業(vikarm)。其中從事罪惡活動(vikarm)和不履行四社會四靈

性晉階體系賦定的宗教職務(akarma)都極為不祥。你不應該渴求。摒棄罪惡活動

和不履行賦定職務，並謹慎地遵循業報之途。活動有三種︰日常職務(nitya-
karma)、按情況而定的職務(naimittika-karma)和果報活動(kamya-karma)。三者

之中，以最後一種最不祥。那些履行果報活動的人，導致他們的活動成果，因此

我現在是為你好，才告訴你不要採納這種活動方法，因為如果你這樣做，就會導

致你的活動結果。你有權履行你的賦定職務，卻沒權得到任何活動成果。那些托

庇瑜伽的人，僅是為了維生，才同意履行日常職務和按情況而定的職務。」 
 

詩節四十八 
 

yoga-sthaù kuru karmäëi saìgaà tyaktvä dhanaïjaya 
siddhy-asiddhyoù samo bhütvä samatvaà yoga ucyate 

 
yoga-sthah－處於奉愛瑜伽之中；kuru－履行；karmani－賦定職務；sangam－

依附(作為活動履行者)；tyaktva－摒棄了；dhananjaya－丹南佳亞啊(阿尊那)；
siddhi-asiddhyoh－成敗(與活動成果有關的)；samah－沉著；bhutva－變成了；

samatvam－ 鎮定；yogah－瑜伽；ucyate－稱為。  
 
丹南佳亞啊，完全摒棄依附於工作的成敗結果。這樣在奉愛瑜伽之中相連，泰然

地履行你的賦定職務。這樣的沉著鎮定稱為瑜伽。  
 
《要義甘霖》︰在這個以yoga-sthah開始的詩節，至尊聖主正傳授無私活動的訓

示。祂說：「泰然面對勝敗，只履行你的賦定職務，參與這場戰爭吧。」 
  
這項無私活動的結果是以思辨瑜伽告終。因此思辨瑜伽是上一個和下一個詩節的

要旨。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泰然面對賦定工作成敗的那種智慧，稱為瑜

伽。 
 

詩節四十九 
 

düreëa hy avaraà karma buddhi-yogäd dhanaïjaya 
buddhau çaraëam anviccha kåpaëäù phala-hetavaù 

 
durena－(扔到)遠處；hi－因為；avaram－(非常)低下；karma－果報活動；

buddhi-yogat－憑著瑜伽智慧 (把所有活動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聖主 )；
dhananjaya－丹南佳亞啊(阿尊那)；buddhau－在智慧(無私活動)的文化內；

saranam－庇蔭；anviccha－接受；krpanah－守財奴；phala-hetavah－渴求活動

成果。  
 
丹南佳亞啊，與供奉給主的無私活動相比，那些渴求活動成果的人所履行的活動

差很遠。你應該托庇於這無私活動。那些渴求活動成果的人是守財奴。 
 
《要義甘霖》︰講述這個以durena開始的詩節時，至尊聖主批評果報活動

(sakama-karma或kamya-karma)。果報活動遠不及供奉給主的無私活動，後者又

稱為智慧瑜伽。在這裏，buddhau這個字暗示不求成果地履行活動(niskama-
karma)，智慧瑜伽則暗示毫不依附地把工作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來崇拜祂。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krpanah指那些吝嗇的人，他們無法明白致

力於至尊主的無私活動的含意。這樣的人依附活動成果，因此時而快樂，時而苦

惱。《巴瑞漢-阿然亞卡奧義書》更詳細地解釋了這個題目。 
 
有一次，有覺悟的聖人在贊納克大君(Janaka Maharaja)的皇廷，有一個盛大的聚

會。贊納克大君的御僕把數百頭乳牛和漂亮的小牛帶到那個聚會之中。牛角和牛

蹄分別裹上了金和銀。點綴著黃金飾物的漂亮布匹使牛背美輪美奐。贊納克大君

雙手合十，謙遜地與聖人交談。「你們之中誰知道絕對真理(brahma-vetta)，我

懇求你來接受這些牛。」 
 
在場的人互相之間全都開始竊竊私語。沒有人敢自告奮勇，自認是絕對(真理)的
知悉者去接受母牛。贊納克大君又再非常認真地看著他們。這一次聖人亞給外開

亞(Yajnavalkya)站起來，對他的學生說：「孩子啊，把這些牛帶到我的修院

(asrama)吧。」 
 
其他聖人聞言都反對說：「你知道絕對(真理)嗎？」 

 



大聖人亞給外開亞說：「我在那些知道絕對(真理)的人足下頂拜。如果你想考考

我或者問任何問題，悉隨尊便。」 
 

各個聖人問了不同的問題，大聖人亞給外開亞也適當地回答。最後，非常博學的

嘎爾給(Gargi)謙遜地問：「誰是守財奴，誰是婆羅門？」  
 

大聖人亞給外開亞這樣回應：「yo va etad aksaram gargy aviditvasmal lokat praiti 
sa krpanah－嘎爾給啊，不認識至尊聖主阿促塔－絕對可靠的絕對真象，就離開

這個世界的人是守財奴。」(《巴瑞漢-阿然亞卡奧義書》3.8.10)。  
 

《聖典博伽瓦譚》(6.9.49)說：「na veda krpanah sreya atmano guna-vastu-drk－
認為終極真象只是由各種物質形態產生的感官對象組成的，那些人就是守財

奴。」 而且，《聖典博伽瓦譚》(11.19.44)說：「krpano yo 'jitendriyah－守財奴

就是無法控制感官的人。」 
 

詩節五十 
 

buddhi-yukto jahätéha ubhe sukåta-duñkåte 
tasmäd yogäya yujyasva yogaù karmasu kauçalam 

 
buddhi-yuktah－(透過無私活動)與至尊主相連的聰明人；jahati－放棄；iha－在

今生；ubhe－都；sukrta-duskrte－善惡；tasmat－因此；yogaya－在無私活動之

中(泰然自若)；yujyasva－就從事；yohag－平和的無私活動；karmasu－在(果報

和無私)活動；kausalam－藝術。  
 
專注於純粹智慧(buddhi-yoga)的人，在今生摒棄善惡。因此，努力履行無私活動

來崇拜至尊主。泰然面對成敗，在純粹智慧的庇蔭下工作，確是所有活動的藝

術。 
 
《要義甘霖》︰在這裏，yogaya這個字表示「對具有上述特性的那種瑜伽」(在
《梵歌》2.48)。Yujyasva意謂「努力」。更明確地說，它表示「泰然自若，努力

把工作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這是因為karmasu表示「在所有果報(sakama)
和無私(niskama)活動之中」；yoga表示不在意結果地履行活動。這確是專長

(kausalam)。 
 

詩節五十一 
 

karma-jaà buddhi-yuktä hi phalaà tyaktvä manéñiëaù 
janma-bandha-vinirmuktäù padaà gacchanty anämayam 

 



karma-jam－因果報活動而產生；buddhi-yukta－透過無私活動與至尊主聯合；hi
－因為；phalam－結果；tyaktva－放棄了；manisinah－聖人；janma-bandha－
從生死的束縛；vinirmuktah－解脫的；padam－(主的)居所；gacchanti－他們臻

達；anamayam－毫無痛苦，無憂星。 
 
賦有純粹智慧的啟蒙聖人，摒棄果報活動產生的結果。這樣擺脫了生死輪迴，他

們最後到達無憂星，即超越所有世俗痛苦的境界。 
 

詩節五十二 
 

yadä te moha-kalilaà buddhir vyatitariñyati 
tadä gantäsi nirvedaà çrotavyasya çrutasya ca 

 
yada－當時；te－你的；moha－假象；kalialam－茂密的森林；buddhi－智慧；

vyatitarisyati－完全超越了；tada－那時候；gantasi－你會成為；nirvedam－不

在意；srotavyasya－對要聆聽的；srutasya－對所有聽過的；ca－和。  
 
當你的智慧完全穿越了假象的密林時，對所有聽過的和所有要聆聽的，你都不會

在意。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正在講述這個以yada開始的詩節，解釋透過修習把活動

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從而穩處於瑜伽之途。這稱為把活動成果無私地供奉

給至尊主(niskama-karma-yoga)。「當你的心完全超脫錯覺的幽林時，就不會在

意所有聽過的題目和各種適合聆聽的題目。」  
 

一個人可能會發問：「我已經毫不懷疑，也不再犯態度反對之過，那麼我哪需要

聆聽經典訓示？」於是至尊主會回答：「儘管如此，現在你時時刻刻都應該修習

我解釋過的程序。」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由於靈魂認同這個軀體，因而依附這個世

界。這是物質存在的根源。只要這個物質依附繼續存在，個體靈魂就得不到絕對

真理的知識，也無法不依附物質世界。Nirveda表示「不依附物質世界」。這絕

不容易。透過修習把工作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就逐漸擺脫軀體是自我的這

種錯誤概念。然後就得以棄絕(nirveda)各種聽過或將會聽到的活動，它們源於經

典描述的物質欲望。最後他會履行對主的專一奉愛。《韋達經》也有這個訓示：  
 

parékñya lokän karma-cittän brähmaëo 
nirvedam äyän nästy akåtaù kåtena 

《牟達卡奧義書(Mundaka Upanisad)》(1.2.12) 



明白了在今世或來世因業報所得的快樂和樂趣既短暫又悲慘時，知悉絕對真理的

婆羅門就得以不依附。 
 
帕爾拉達大君(Prahlada Maharaja)傳授了類似的訓示：  
 

ädy-antavanta urugäya vidanti hi tväm 
evaà vimåçya sudhiyo viramanti çabdät 

《聖典博伽瓦譚》(7.9.49) 
烏茹誇姆(進行驚人活動的人)啊，以辨別力覺悟到所有物體都有始有終，那些人

放棄研習《韋達經》，專一地履行對你的靈性專注。 
 

詩節五十三 
 

çruti-vipratipannä te yadä sthäsyati niçcalä 
samädhäv acalä buddhis tadä yogam aväpsyasi 

 
sruti-vipratipanna－聆聽各種互相抵觸的物質主義之詞和《韋達經》的詮釋；te
－你的；yada－當時；sthasyati－會處於；niscala－不依附；samadhau－處於對

至尊主的神定；acala－堅定的；buddhih－智慧；tada－那時候；yogam－瑜伽

(的成果)；avapsyasi－你會得到。  
 
當你的智慧不依附各種互相抵觸的物質主義之詞和《韋達經》的詮釋，當它擺脫

其他所有的依附，繼續堅定地專注於至尊主時，就會得到瑜伽的成果。 
 
《要義甘霖》︰主奎師那說的是：「之後，你不會依附於聆聽世俗主題，以至韋

達訓示的世俗解釋，結果你會變得堅定；你的心意不會被這些題目蒙騙。」第六

章也說神定是堅定，專注或不受擾。至尊聖主向阿尊那保證：「然後，透過瑜伽

直接體驗到超然之後，你將得以擺脫物質束縛。」 
 

詩節五十四 
 

arjuna uväca –  
sthita-prajïasya kä bhäñä samädhi-sthasya keçava 
sthita-dhéù kià prabhäñeta kim äséta vrajeta kim 

 
arjunah uvaca－阿尊那說；sthita-prajnasya－智慧堅定的人的；ka－甚麼？；

bhasa－說話(等等徵兆)；samadhi-sthasya－在神定的人的；kesava－凱薩瓦啊；

sthita-dhi－智慧堅定的人；kim－在哪方面？；prabhaseta－他會說話嗎；kim－

怎樣？；asita－他會坐嗎；vrajeta－他會走路嗎；kim－怎樣？  
 



阿尊那說︰凱薩瓦啊，智慧專注於神定的人有甚麼徵兆？他怎樣說話？他的坐姿

怎樣？他的步姿又怎樣？ 
 
《要義甘霖》︰阿尊那在上一個詩節聽到專注於神定者的智慧。現在阿尊那詢問

真正瑜伽師的徵兆。「智慧不受擾和堅定(sthita-prajna)的人怎樣說話？他們的

語言有甚麼徵兆？那些在神定的人怎樣保持在神定之中？智慧堅定的人(sthita-
prajna)和在神定的人(samadhi-stha)等等名份，適用於已解脫的人。他們面對苦

樂、榮辱、褒貶、愛妒等等情況時怎樣說話？他們清楚說明還是僅是暗自沉思？

他們的坐姿怎樣？他們怎樣把感官投入於外在世界？他們的步姿怎樣？換句話

說，他們的感官對外在感官對象有怎樣的反應？」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從這個詩節開始，阿尊那問主奎師那十六個

問題。主奎師那闡明各種有關賦定職務、把工作成果供奉給至尊主的靈性進步之

途、知識之途、透過超然知識的靈性進步之途、冥想、苦行、夾雜了果報活動的

奉愛、夾雜了經驗主義知識的奉愛和純粹奉愛的奧祕作答。從《博伽梵歌》的這

個詩節直到第十八章，主奎師那給予純粹愛心奉愛的指示，那是最機密的知識。 
 
在祂對《博伽梵歌》的總結，祂解釋一個人可以透過完全皈依祂的這個途徑，進

入滿載純愛的奉愛。 
 

以下是阿尊那所問的十六個問題︰ 
 
(1) 「sthita-prajnasya ka bhasa－智慧堅定的人有甚麼徵兆？」(2.54) 
 
(2)  「jyayasi cet karmanas te－為甚麼要我參與這場糟糕的戰爭？」(3.1) 
 
(3)  「atha kena prayukto ' yam－甚麼使人進行罪惡行為？」(3.36) 
 
(4) 「aparam bhavato janma－我要怎樣才明白，你之前教導了威瓦斯文這門科

學？」(4.4) 
 
(5) 「sannyasam karmanam krsna－哪一條途徑更好，棄絕還是無私活動？」

(5.1) 
 
(6) 「yo ' yam yogas tvaya proktah－由於心意天生不穩定，因此這條瑜伽之途

看來不切實際。」 (6.33) 
 
(7)  「ayatih  sraddhayopeto－不成功的超然主義者到達甚麼目的地？」(6.37) 
 



(8) 「 kim tad brahma kim adhyatmam －絕對真象 (brahma) 、活動原則

(karma)、純粹自我(adhyatma)、這個物質展現的基礎(adhibhuta)、半神人背後

的本體(adhidaiva)和祭祀之神(adhiyajna)是甚麼，在臨終時怎樣才能知道你？」

(8.1-2)  
 
(9) 「aktum arhasy asesena－請詳細告訴我你的榮耀(vibhutis)。」(10.16) 
 
(10) 「evam etad yathattha tvam－我希望看你怎樣進入這個宇宙展現。」(11.3) 
 
(11) 「akhyahi me ko bhavan ugra-rupo－強勁的人啊！請告訴我你是誰。」 
(11.31) 
 
(12) 「tesam ke yoga-vittamah－誰更完美，履行靈性專注的人或非人格主義

者？」(12.1) 
 
(13) 「prakrtim  purusam  caiva－我希望了解物質自然、享樂者(purusa)、場地

(ksetra)、場地知悉者(ksetrajna)、知識(jnana)和知識對象(jneya)。」(13.1) 
 
(14) 「kair lingais trin gunan etan－可以憑甚麼徵兆辨認超越了三種物質自然形

態的人？」(14.21) 
 
(15) 「tesam nistha tu ka krsna－不遵循經典原則的人，情況怎樣？」(17.1) 
 
(16) 「sannyasasya maha-baho－臂力非凡的人啊，棄絕階級的目的是甚麼？」 
(18.1) 
 

詩節五十五 
 

çré bhagavän uväca –  
prajahäti yadä kämän sarvän pärtha mano-gatän 
ätmany evätmanä tuñöaù sthita-prajïas tadocyate 

 
sri bhagavan uvaca－人格首神說；prajahati－他摒棄；yada－當；kaman－欲望

的；sarvan－所有類型；partha－帕爾塔啊；manah-gatan－心裏泛起；atmani－
在他(受控)的心意裏；eva－確實；atmana－藉由他喜樂的靈魂；tustah－他滿

足；sthita-prajna－智慧堅定的人；tada－那時候；ucyate－他稱為。  
 
至尊聖主說︰帕爾塔啊，生物體摒棄心裏泛起的所有物質欲望，心意因而受控，

因自己自我(atma)喜樂的人格形象完全滿足時，就稱為智慧堅定的人(sthita-
prajna)。 



 
《要義甘霖》︰現在從這個以prajahati開始的詩節直到本章結尾，至尊聖主順序

回答阿尊那的其中四個問題。Sarvan表示毫無物質欲望的人。mano-gatan這個詞

語表示，放棄非靈性本質所產生的物質欲望的能力，這些欲望與靈魂的本性相

反。如果這些欲望是靈性的，就不可能放棄，正如火不能放棄熱。因為覺悟到天

性喜樂的自我之後，受控的心意只會因自我才感到滿足。《神訓經》確認這點︰ 
 

yadä sarve pramucyante kämä ye ’sya hådi sthitäù 
atha martyo ’måto bhavaty atra brahma samaçnute 

《卡塔奧義書》(2.3.14) 
心裏的所有欲望盡除時，受困的靈魂覺悟到絕對真理，變得不朽。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也應該研習atmany eva ca santustah(《梵

歌》3.17)等等詩節。偉大奉獻者帕爾拉達大君在《聖典博伽瓦譚》(7.10.9)給予了

類似的訓示：  
 

vimuïcati yadä kämän mänavo manasi sthitän 
tarhy eva puëòarékäkña bhagavattväya kalpate 

蓮花眼的主啊，當一個人放棄心裏的所有物質欲望時，就有資格得到與你自己相

等的富裕。 
 

詩節五十六 
 

duùkheñv anudvigna-manäù sukheñu vigata-spåhaù 
véta-räga-bhaya-krodhaù sthita-dhér munir ucyate 

 
duhkhesu－面對三重苦：自己施予的痛苦(身體上的或思想上的，adhyatmika)、
另一個生物引致的痛苦(adhibhautika)和半神人引致的痛苦(adhidaivika)，例如冷

熱等等；anudvigna-manah－心神不定的人；sukhesu－面對感官快樂；vigata-
sprhah－保持無欲無求；vita－沒有；raga－依附；bhaya－恐懼；krodhah－和

憤怒；sthita-dhih－堅定智慧的；munih－聖人；ucyate－稱為。  
 
泰然面對自己的軀體或心意施予的、其他人施予的和半神人或大自然施予的三種

痛苦，面對眾多感官快樂的機會卻依然無欲無求，毫不依附、畏懼和憤怒的人，

稱為心意堅定的聖人。 
 
《要義甘霖》︰「智慧堅定的人怎樣說話？」至尊聖主講述目前這個以duhkhesu
開始的詩節和下一個詩節，回答這個問題。Duhkhesu的意思是「三重苦－自身

苦 (adhyatmika) 、 他 身 苦 (adhibhautika) 和 自 然 界 之 苦 (adhidaivika) 」 。

Adhyatmika是飢餓、口渴、發燒、頭痛等等痛苦；它們源於自己的軀體和心



意。Adhibhautika是蛇或老虎等等其他生物體引致的痛苦，adhidaivika則是半神

人引致的豪雨或自然災害等等痛苦。  
 

Anudvigna-manah指心意不受擾的人。當他面對這樣的痛苦時，他認為：「由於

我過去的活動，以致得到這些痛苦，我必須承受。」知道了這點，明白到痛苦是

因為自己過去活動的反應，他暗自深思這點，又或者當其他人詢問時，他直言無

諱。無論哪一種情況，儘管他面對這些痛苦，始終神色自若。那些擅長鑑別這些

徵兆的人，顯然沒有這種困擾。不過，模仿者造作地展現容忍之兆時，卻顯而易

見。那些老練的人直呼那個模仿者墮落。同樣，知道那是以前的活動導致的享

樂，快樂的情況出現時依然無欲無求的人，會暗自深思或啟蒙他人。博學的人也

明白這個人對這點的實際反應。目前這個詩節釐清這樣的徵兆，說這樣的人︰ 
 
(1)   vita-raga－不依附快樂； 
 
(2)  vita-bhaya－不害怕老虎那樣的實體也許會吃他們； 
 
(3)  vita-krodha－甚至不惱恨來攻擊或殺死他們的人。這方面的例子是佳達.巴
爾塔(Jada Bharata)。當賊王瓦瑞薩爾(Vrsala)把他作為活人祭，帶他到卡利女神

(Kali Devi)的神像那裏時，他都不害怕或憤怒。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不因自身苦、他身苦、大自然之苦等等三重

苦而心神不定，不渴求快樂，快樂時不會得意洋洋，稱為智慧堅定的人(sthita-
prajna)。 
 

na prahåñyet priyaà präpya nodvijet präpya cäpriyam 
sthira-buddhir asammüòho brahma-vid brahmaëi sthitaù 

《博伽梵歌》 (5.20) 
從心所欲時沒得意洋洋的人，稱為智慧堅定。 
 
這方面的例子，是《聖典博伽瓦譚》所述巴爾塔大君的生平。 
 
放棄了整個王國之後，巴爾塔大君在偏遠的森林獨自崇拜至尊主。在生命的尾

聲，他依附一只雛鹿。由於他離開軀體時的心意狀態，以致他投生為一只鹿。但

是因為他記得他的前生，因此一直孤立自己，遠離家人和朋友的聯誼，並在聖人

隱居的地方渡日，聆聽至尊聖主的題目。由於他前生崇拜至尊主，因此來生投生

在虔誠和有奉獻心的婆羅門家。儘管他父親不厭其煩地努力要他學習《韋達

經》，他外在卻裝瘋扮傻，讓自己完全遠離俗世，內裏恆常憶念至尊聖主。佳達.
巴爾塔容忍他繼母、繼兄弟和親戚的虐待和辱罵，繼續狂喜地全神貫注於崇拜至

尊主。 
 



有一次，求子若渴的賊王瓦瑞薩爾，想供奉一個毫無身體缺陷的人，給他堪受崇

拜的女神－巴卓.卡利(Bhadra Kali)。他之前俘獲了一個適合祭祀的人，那個人卻

不知怎的逃走了。當賊王尋找他逃脫了的祭品而到處徘徊時，看見純粹偉大奉獻

者佳達.巴爾塔正在保護他家族的田地。賊王看見佳達.巴爾塔蒙福有個適合於祭

祀的軀體時，非常高興。他按照活人祭的規則，讓佳達.巴爾塔好好地大吃一

頓，用薑黃粉、花環和檀香漿來裝飾他，最後把他作為祭品獻於卡利女神面前。

頂尖的奉獻者佳達.巴爾塔看到，聽到和知道這一切，但是他不害怕，也不生

氣。反而只是站在那裏，無憂無慮，專注於憶念至尊主。 
 
正在那些強盜準備砍掉佳達.巴爾塔的頭時，卡利女神自己以兇猛的形象顯現，

發出巨響。她搶走瓦瑞薩爾王手裏的劍，砍下他和他所有僕人的頭。喝了他們的

血之後，她跳舞和把他們的頭顱當作皮球把玩。最後，她極憐愛地送偉大奉獻者

佳達.巴爾塔上路。這個巴卓.卡利神像仍在庫茹之野。 
 
在《聖典博伽瓦譚》(5.9.20)描述佳達.巴爾塔的這段歷史時，蘇卡戴瓦.哥斯瓦米

對帕瑞悉大君說：「維施努-茹阿塔(Visnu-rata，主的手臂恆常保護的人)啊，帶

著蘇達爾桑神碟(Sudarsana cakra)的至尊主維施努，對死亡的化身來說正是死

亡，祂恆常熱切於照顧祂的奉獻者。祂徹底保護這樣的崇高奉獻者，他們擺脫了

錯誤地認同軀體是自我，履行了切斷世俗依附之結的極艱巨任務，內心焦急地專

注於各種造福眾生的想法，既不危害，也不敵意他人。這些天鵝一樣的奉獻者

(paramahamsas)接受至尊聖主無畏蓮花足的庇蔭，縱使在他們自己的死刑時，都

絕不困擾。這點不足為奇。」 
 

詩節五十七 
 

yaù sarvatränabhisnehas tat tat präpya çubhäçubham 
näbhinandati na dveñöi tasya prajïä pratiñöhitä 

 
yah－那個人；sarvatra－在所有情況下(甚至對孩子和朋友)；anabhisnehah－不

過份依附；tat tat－無論如何；prapya－得到；subha－有利的；asubham－不利

的；na abhinandati－他不高興；na－也不；dvesti－憎恨；tasya－他的；prajna
－智慧；pratisthita－相當堅定。  
 
總是毫無世俗情感，幸福時既不高興，逆境時也不絕望的人，據知是個智慧堅定

的人。 
 
《要義甘霖》︰在這裏，anabhisnehah這個字表示「擺脫物質名份所產生的所有

情感」。這樣的人必定因慈悲而感受到某種情感，但是他們的情感沒有物質名

份。他們不希冀令人愉快的情況，例如被榮耀或得到美食等等，也不讚頌那些款

待他們的人說：「你是非常虔誠的人物，一直都服務大聖人(paramahamsas)。願



你快樂。」相反，當他們面臨被侮辱或被打等等令人不悅的情況時，卻毫不厭

惡，也不咒罵他們的敵對者說：「你這個罪人！願你下地獄！」這種人的智慧絕

對堅定，即在神定之中。他確實稱為智慧堅定的人。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情感有兩種︰(1) 與軀體有關的和(2)  與至尊

聖主有關的。普通人認同軀體就是自己，在他們身上看得到與軀體有關的情感。

那些智慧堅定的人沒有軀體認同，因此沒有那種情感。由於他們是眾生的祝願

者，因此具備與至尊聖主有關的第二種情感。這種情感不斷在他們心裏流動，卻

極少外在地展現。在特殊情況下也許會看到，普通人卻無法察覺。  
 

詩節五十八 
 

yadä saàharate cäyaà kürmo ’ìgänéva sarvaçaù 
indriyäëéndriyärthebhyas tasya prajïä pratiñöhitä 

 
yada－當；samharate－撤回；ca－和；ayam－這個(聖人)；kurmah－烏龜；

angani－肢體；iva－作為；sarvasah－完全地；ndriyani－他的感官；indriya-
arthebhyah－從感官對象；asya－他的；prajna－他的智慧；pratisthita－相當堅

定。  
 
當一個人可以隨意而徹底地從各自的感官對象撤回感官時，就像烏龜把四肢縮進

龜殼那樣，據說他有堅定智慧。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以這個以yada開始的詩節，回應阿尊那的問題：「kim 
asita－他怎樣坐？」Indriyarthebhyah表示，就像一個人可以從感官對象(這個例

子是聲音)撤回感官，例如聆聽感官，智慧堅定的人同樣也可以把從屬於他的感

官，從外在的感官對象撤回來，專注於不受擾的心意。以烏龜為例說明這點。正

如烏龜可以隨意把眼睛、臉龐等等縮進龜殼，智慧堅定的人同樣也可以從感官對

象撤回感官。 
 

詩節五十九 
 

viñayä vinivartante nirähärasya dehinaù 
rasa-varjaà raso ’py asya paraà dåñövä nivartate 

 
visayah－感官對象；vinivartante－強行抑制；niraharasya－對那些修習斷食等

等感官控制的人來說；dehinah－對陷於生命身體概念的愚昧之徒來說；rasa-
varjam－(對感官對象)沒有品味；rasah－(有)品味；api－但是；asya－對這種智

慧堅定的人來說；param－超靈的；drstva－看到或覺悟到；nivartate－抑制。  
 



認同自己等同於軀體的人，也許會透過從感官對象撤回感官來抑制享樂，但是他

對感官快樂卻仍然有品味。不過，智慧堅定的人已經覺悟了超靈；因此，他對感

官對象的品味自動終止。 
 
《要義甘霖》︰如果懷疑，甚至連愚蠢或不大聰明的人，都可以藉著戒齋或因病

而不依附感官對象，至尊聖主在這個以visayah開始的詩節回答。rasa-varjam這個

詞語暗示，這樣的人沒擺脫對感官對象的欲望。他們對感官對象的品味反而持

續。但是智慧堅定的人不再渴求感官對象，因為他直接覺悟了超靈。這個定義毫

無瑕疵。那些能夠覺悟自我的人是完美靈魂。他們不是修習者。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普通人有時因病或因正在修習哈塔瑜伽

(hatha-yoga)或戒齋而抑制感官。但是心裏仍然渴望享受那些感官對象。沒有對

至尊聖主的奉愛，就不可能消除這個欲望。  
 
在這方面，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這樣撰述︰「透過禁絕感官對象的程序，不

再沉溺其中，這項修習只適合極不智的人。那些認同自我等同於軀體的人，遵循

這項修習。稱為八部瑜伽(astamga-upga)的八重瑜伽體系，也透過從事持戒(yama)
和自律(niyama)[規範性的原則]、體位(asana)、呼吸練習(pranayama)和感官控制

(pratyahara)等等修習，為那些不大聰明的人，提供棄絕感官對象的機會。專注

於絕對真理的人，不接受這個程序。直接看到至尊真理至尊聖主之美以後，智慧

堅定的人就被祂吸引，放棄所有對各種普通感官對象的依附。極不智的人，以禁

絕程序從感官對象撤回感官，不過，沒有自發奉愛的程序(raga-marga)，靈魂還

是得不到永恆吉祥。達到自發奉愛的層面，即依附於奎師那時，就覺悟到至高無

上的感官對象，因而自然地放棄低等的快樂。」 
 

詩節六十 
 

yatato hy api kaunteya puruñasya vipaçcitaù 
indriyäëi pramäthéni haranti prasabhaà manaù 

 
yatatah－努力(追求解脫)；hi－因為；api－甚至；kaunteya－琨緹之子啊(阿尊

那 )； purusasya－一個人的； vipascitah－具有辨別力； indriyani－感官；

pramathini－被攪拌；haranti－偷走；prasabham－強行；manah－心意。  
 
琨緹之子啊，甚至是努力追求解脫的人，在躁動不安時，感官都能強行偷走他的

心意。  
 
《要義甘霖》︰在修習階段的修習者，無力完全控制感官，但是僅是努力而行已

經值得表揚。至尊聖主講述目前這個以yatata開始的詩節解釋這點。在這裏，

pramathini這個字的意思是「那些引致騷動的事物」。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修習者的職責是非常謹慎地盡力控制感官。

感官不受控，就無法成為智慧堅定的人。不穩定的感官總是躁動不安，要完全控

制它們就像呼風喚雨那樣困難。不過，根據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訓示，把所有

感官投入於服務至尊聖主時，甚至連這項難以完成的任務也變得非常容易。 
 
《聖典博伽瓦譚》敘述了安姆巴瑞薩(Ambarisa)王的日常活動，從中可以學習怎

樣把受控的感官投入於服務至尊聖主：  
 

sa vai manaù kåñëa-padäravindayor 
vacäàsi vaikuëöha-guëänuvarëane 
karau harer mandira-märjanädiñu 
çrutià cakäräcyuta-sat-kathodaye 
mukunda-liìgälaya-darçane dåçau 

tad-bhåtya-gätra-sparçe ’ìga-saìgamam 
ghräëaà ca tat-päda-saroja-saurabhe 

çrémat-tulasyä rasanäà tad-arpite 
 

pädau hareù kñetra-padänusarpaëe 
çiro håñékeça-padäbhivandane 

kämaà ca däsye na tu käma-kämyayä 
yathottamaçloka-janäçrayä ratiù 

 

《聖典博伽瓦譚》(9.4.18-20) 
安姆巴瑞薩大君(Ambarisa Maharaja)專心致志於憶念主奎師那的蓮花足，用他的

舌頭描述祂的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他的耳朵聆聽至尊主的題目，他的

眼睛觀賞至尊主美麗的神像形象，他的觸覺體驗服務至尊主奉獻者雙足之樂，他

的鼻孔聞荼爾茜(Tulasi)和檀香漿等等，供奉於至尊主蓮花足的芳香物品，他的

雙腳繞拜祂的居所，他的頭頂拜至尊主和祂的奉獻者，藉此恆常崇拜主奎師那。

他這樣控制所有感官，用來服務至尊主。 
 
對修習者來說，遵循這條途徑非常有益和吉祥。 
 

詩節六十一 
 

täni sarväëi saàyamya yukta äséta mat-paraù 
vaçe hi yasyendriyäëi tasya prajïä pratiñöhitä 

 
tani sarvani－這一切(感官)；samyamya－受制；yuktah－奉獻者或奉愛瑜伽師

(bhakti-yogi)；asita－他應該處於；mat-parah－致力於我；vase－受控；hi－因



為；yasya－他的；indriyani－感官；tasya－他的；prajna－智慧；pratisthita－
完全堅定。  
 
因此，應該透過在奉愛瑜伽之中皈依我來征服感官，留在我的庇蔭之中，因為只

有感官受控的人，智慧才會堅定。只有他是智慧堅定的人。 
 
《要義甘霖》︰「在這裏，mat-parah這個詞語表示『我的奉獻者』，因為除了

對我履行奉愛之外，就沒有其他方法征服感官」。這個事實在《博伽梵歌》後面

的部分到處都很明顯。正如烏達瓦在 《聖典博伽瓦譚》(11.29.2-3)說：  
 

präyaçaù puëdarékäkña 
yuïjanto yogino manaù 
viñédanty asamädhänän 
mano-nigraha-karçitäù 

 
athäta änanda-dughaà padämbujaà 
haàsäù çrayerann aravinda-locana 

sukhaà nu viçveçvara yoga-karmabhis 
tvan-mäyayämé vihatä na mäninaù 

蓮花眼的奎師那啊，瑜伽師通常都控制不了心意，努力了一段短時間之後，他們

就感到疲倦和沮喪。因此，那些擅於辨別實際和不實際事物的人，專一地托庇於

你那雙使每個人快樂無窮的蓮花足，作為快樂的基礎。 
 

為了顯示在修習階段的修習者和智慧堅定之人之間的差別，主奎師那說vase hi，
表明只有智慧堅定之人的感官才是受控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托庇於英勇的國王，可以避免一群土匪導致

的騷擾。當土匪知道這個人所托庇的庇蔭時，就從屬於他。同樣，個體靈魂的感

官好比一群土匪，當他接受了眾生萬物的內在見證者，至尊主黑瑞希克薩(感官

之主)的庇蔭時，就自動受控。因此，只應該透過奉愛，簡單又自然地控制感

官。經典說：  
 

håñékeçe håñékäëi yasya sthairya-gatäni hi 
sa eva dhairyam äpnoti saàsäre jéva-caïcale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4.184) 
在這個世界極難控制躁動不安的感官，但是對於那些把所有感官投入於服務感官

主人－至尊主黑瑞希克薩－的人來說，他們的感官自然地穩定和受控。 
 

詩節六十二 
 



dhyäyato viñayän puàsaù saìgas teñüpajäyate 
saìgät saïjäyate kämaù kämät krodho ’bhijäyate 

 
dhyayatah－沉思的人；visayan－感官對象(例如聲音)；pumsah－對於一個人；

sangah－依附；tesu－對於那些(感官對象)；upajayate－產生；sangat－從依附； 
sanjayate－產生；kamah－欲望或色欲；kamat－從欲望；krodha－憤怒；

abhijayate －產生。  
 
不斷冥想感官對象，一個人就產生依附。依附引致色欲，色欲則導致憤怒的覺

醒。 
 
《要義甘霖》︰至尊主奎師那說：「控制心意是那些智慧堅定的人，控制外在感

官的基本方法。不過，聽我說，阿尊那啊，無法完全控制心意時會發生甚麼

事。」目前這個以dhyayata開始的詩節，是為了解釋這個題目而講述的。「冥想

感官對象就會產生依附，依附覺醒色欲或對那些對象的過度渴望。如果因為某個

原因，這個欲望難以實現，就會引致憤怒。」 
 

詩節六十三 
 

krodhäd bhavati sammohaù sammohät småti-vibhramaù 
småti-bhraàçäd buddhi-näço buddhi-näçät praëaçyati 

 
krodhat－從憤怒；bhavati－來臨；sammoha－一片混亂，缺乏分辨力，不知道

該做甚麼，不該做甚麼；sammohat－從這樣的混亂；smrti-vibhrama－失去記

憶；smrti-bhramsat－從失去記憶；buddhi-nasah－智慧被毀；buddhi-nasat－從

失去智慧；pranasyati－一個人因此而徹底完了，墮進生死輪迴之洋。  
 
憤怒引致絕對的錯覺，這樣的錯覺使人失去記憶(忘記經典訓示)。失去記憶毀滅

智慧，智慧毀滅時，就失去生命中所有的靈性指引。然後就墮進物質存在之洋。  
 
《要義甘霖》︰憤怒產生錯覺，以致喪失辨別力，使人不知道該做甚麼，不該做

甚麼。靈魂處於受騙狀態時，就忘記使人吉祥的經典訓示。失去記憶時，智慧就

喪失恰當運作的能力。之後，修習者又再墮進物質生活之井。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心意確是國王、控制者和驅策感官的因素。

因此，控制心意的話，外在感官就自動受控。因此《韋達經》說︰ 
 

yadä pancävatiñöhante jïänäni manasä saha 
buddhiç ca na viceñöati täm ähuù paramäà gatim 

《卡塔奧義書》(2.3.10) 



如果能控制五種求知感官、心意和智慧，就會臻達至尊目的地。不然的話，如果

沒征服心意和其他感官，就必須在生死輪迴中流連。 
 
《聖典博伽瓦譚》(11.21.19-21)也敘述了這點：  
 

viñayeñu guëädhyäsät puàsaù saìgas tato bhavet 
saìgät tatra bhavet kämaù kämäd eva kalir nåëäm 

深思感官對象的品質就產生依附。依附產生欲望，未實現的欲望引致爭吵。 
 

kaler durviñahaù krodhas tamas tam anuvartate 
tamasä grasyate puàsaç cetanä vyäpiné drutam 

爭吵產生狂怒，憤怒導致錯覺，陷於錯覺時，就失去分辨對錯的智慧。 
 

tayä virahitaù sädho jantuù çünyäya kalpate 
tato ’sya svärtha-vibhraàço mürcchitasya måtasya ca 

溫文的人啊，失去了辨別力的人變得像無活動的物質，從那個狀態掉落到無知覺

狀態，奄奄一息。因此生命的至尊目的就落空。 
 

如果某人不控制心意，卻強行試圖征服外在感官，後果會極不愉快。因此，以非

常特別的努力崇拜至尊主，藉此控制心意，這是責無旁貸的。這樣，至尊聖主在

《梵歌》(2.61)的陳述，tani sarvani sa  amya，完全合乎邏輯。 
 

詩節六十四 
 

räga-dveña-vimuktais tu viñayän indriyaiç caran 
ätma-vaçyair vidheyätmä prasädam adhigacchati 

 
raga－依附；dvesa－和厭惡；vimuktai－擺脫；tu－但是；visayan－感官對象；

indriyai－被感官；caran－甚至在享樂時；atma-vasyai－它們在他的控制之下；

vidheya-atma－感官受控的人；prasadam－愉悅；adhigacchati－得到。  
 
不過，感官受控的人既不依附，也不厭惡，儘管透過感官享受適合的對象時，都

臻達愉悅境界。 
 
《要義甘霖》︰之前，阿尊那問：「智慧堅定的人舉止怎樣？」至尊聖主講述這

個以raga開始的詩節，回應這個問題。由於心意無法直接接受感官對象，因此以

受控的感官接受感官對象也不失為過。Vidheyatma表示「心意只專注於至尊主訓

示的人」。 Prasadam adhigacchati暗示，如果這麼有資格的人接受感官對象也沒

有錯。實際上，這對他們特別有利，因為他們看見一切都與至尊主有關。智慧堅

定的人也許會又或者不會放棄感官對象，也許會又或者不會受到激發而要得到它

們。在任何情況下，一切對他來說都是吉祥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儘管透過遠離感官對象控制了外在感官，心

裏仍然念念不忘。這樣的棄絕稱為一無是處(phalgu)或猴子一樣的棄絕(markata-
vairagya)。《梵歌》(3.6)說明了這點，karmendriyani samyamya。當修習者把一

切用於服務主和崇拜至尊聖主，實踐恰當的棄絕時，就能控制心意，專心致志於

憶念他堪受崇拜的神像。當他到達這樣的階段，接受那些有利於他的修習及拒絕

那些不利的感官對象時，就不失為過。 
 

詩節六十五 
 

prasäde sarva-duùkhänäà hänir asyopajäyate 
prasanna-cetaso hy äçu buddhiù paryavatiñöhate 

 
prasade－達到那個愉快的境界；sarva-duhkhanam－所有痛苦的；hanih－趕到

遠遠的；asya－(心意和感官受控的)那個人的；upajayate－進行；prasanna-
cetasah－對心滿意足的人來說；hi－肯定地；asu－很快；buddhih－智慧；

paryavatisthate－完全專注於(心願以償)。  
 
當那個自控的人達到愉快的境界時，所有痛苦都消除，智慧很快就完全專注於臻

達他所求的目標。  
 
《要義甘霖》︰Buddhih paryavatisthate表示他的智慧在各方面都變得穩定，專

注於所求的目標。因此無論他有否接受感官對象，都依然快樂。Prasanna-
cetasah表示應該要明白，內在的快樂只會來自奉愛，因為沒有奉愛，就無法滿心

歡喜。《聖典博伽瓦譚》的第一篇生動地解釋了這點，說到儘管編寫了《終極韋

達》之後，維亞薩戴瓦都郁郁不歡。不過，當他遵循了聖拿茹阿達的訓示時，透

過專一的奉愛修習就滿心歡喜。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只有透過奉愛，即愛意盈盈地為至尊聖主做

奉愛服務，才可以滿心歡喜。奉愛消除所有痛苦，修習奉愛的人在很短時間之

內，就輕易地完全專注於他膜拜之主的蓮花足。在《聖典博伽瓦譚》，從dhrta-
vratena hi maya(1.4.28) 至 yamadibhir yoga-pathaih kama-lobha-hato 
muhuh(1.6.35)，維亞薩和拿茹阿達之間的對話也描述了這點。「心意總是受制於

色欲和貪婪，修習者修習八重瑜伽程序之途的持戒和自律(遵守嚴格的規則控制

感官)時，心意就達到一定程度的快樂和平和。不過，這快樂和服務至尊主奎師

那所得的即時浩瀚之樂沒法相比」(《聖典博伽瓦譚》1.6.35)。 
 
在這方面，探討聖人稍巴瑞(Saubhari Rsi)、亞亞提大君(Yayati Maharaja)、維斯

瓦米崔.牟尼(Visvamitra Muni)和其他人的例子很有助益。在雅沐娜河水中履行

一萬年苦行之後，聖人稍巴瑞甚至都無法控制心意。看到魚兒交配就意亂情迷。



他浮出水面，娶了曼達塔(Mandhata)王的五十個女兒，儘管他自我擴展成五十個

形象與她們享樂之後，他的色欲依然不曾滿足。最後，他透過崇拜至尊聖主來控

制他的感官，終於得償所願。 
 
儘管費盡心力，亞亞提大君都無法控制心意。他以他的年老交換他兒子普茹

(Puru)的青春，享樂多年，他的色欲卻像酥油壯火那樣增加。最後當他專心致志

地崇拜至尊主時，才能達到平和。 
 
雖然維斯瓦米崔.牟尼透過修習控制心意和控制感官，征服感官來從事嚴酷的苦

行，但是當他聽到曼娜克(Menaka)的踝鈴時，卻仍然放棄他的苦行，沉溺於色欲

活動。最後，他躁動不安的心意僅在崇拜至尊主時才找到平和。 
 
在《聖典博伽瓦譚》的第一篇，維亞薩和拿茹阿達之間的對話，明確地證實了這

個結論。韋達維亞薩已經把《韋達經》分成四部分，又編寫了《摩訶婆羅多》、

《宇宙古史》和《終極韋達》。雖然他為了讓普羅大眾得知而描述了宗教職務的

知識和其他這樣的題目，但是他仍不滿足。他不明所以，於是請教他的靈性導師

－聖拿茹阿達：  
 

çré närada uväca – 
bhavatänudita-präyaà yaço bhagavato ’malam 

yenaiväsau na tuñyeta manye tad darçanaà khilam 
 

yathä dharmädayaç cärthä  muni-varyänukértitäù 
na tathä väsudevasya  mahimä hy anuvarëitaù 

《聖典博伽瓦譚》(1.5.8) 
大聖人啊，我認為世俗宗教和知識的程序既不全又無意義，你描述了它，卻不曾

清楚描述，至尊聖主最具淨化作用的逍遙時光和它們的榮耀等等題材。透過履行

奉愛，這些逍遙時光在淨化了的心意展現自己，除非歌頌它們，否則至尊聖主不

會高興。 
 
遵循拿茹阿達.牟尼的訓示，透過履行奉愛瑜伽，維亞薩可以在他純粹的內心，

看見主奎師那所有滿載富裕和甜美的動人逍遙時光。《聖典博伽瓦譚》由主奎師

那的活動組成，維亞薩在奉愛神定之中覺悟到它們。 
 

yasyäà vai çrüyamäëäyäà kåñëe parama-püruñe 
bhaktir utpadyate puàsaù çoka-moha-bhayäpahä 

《聖典博伽瓦譚》(1.7.7) 
培養聆聽和遵循這部《聖典博伽瓦譚》，心裏就立即展現對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

的奉愛，驅除悲哀、錯覺和恐懼。  
 

詩節六十六 



 
nästi buddhir ayuktasya na cäyuktasya bhävanä 
na cäbhävayataù çäntir açäntasya kutaù sukham 

 
na asti－沒有；buddhi－那種以覺悟至尊主為目標的智慧；ayuktasya－對於心不

在焉的人(因此不受控)；na－不；ca－也；ayuktasya－對於這種心不在焉又不智

的人；bhavana－冥想(至尊主)；abhavayatah－對於不冥想的人；santih－平

和；asantasya－對於心神不定的人；kutah－哪裏？；sukham－快樂。  
 
不過，心意不受控的人，沒有那種明白靈魂科學的智慧。這種不智的人無法冥想

至尊主。無法履行這種冥想的人得不到平和，沒有平和，哪可能快樂？ 
 
《要義甘霖》︰主奎師那講述這個以nasti開始的詩節，間接加強前一個詩節的結

論。心意不受控之人的智慧不會專注於自我。這樣的人沒智慧，無法冥想至尊

主。Abhavayatah表示，不冥想的人無法平和。換句話說，他無法不依附感官對

象。心神不定的人在自我之中找不到快樂和樂趣。 
 

詩節六十七 
 

indriyäëäà hi caratäà yan mano ’nuvidhéyate 
tad asya harati prajïäà väyur nävam ivämbhasi 

 
indriyanam－感官的；hi－肯定地；caratam－當徘徊(到感官對象)時；yat－它

(移向任何特定的感官)；manah－心意；anuvidhiyate－遵循；tad－那；asya－
那個人(不受控的感官)的；harati－它帶走；prajnam－智慧；vayu－風；navam
－像小船；iva－好像；ambhasi－在水上。  
 
好像強風吹走水面上的小船，無節制之徒的心意緊追著任何一個移向感官對象的

感官。 
 
《要義甘霖》︰心意不受控的人沒有智慧。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indriyanam開始

的詩節確立這點。「心意無節制地在各自的感官對象流連時，跟隨著任何一個感

官。受制於心意，這樣的人迫不得已地遵循所有感官。在這種狀態下，由於心意

帶走一個人的智慧，因此好比逆向風吹走水面上的小船。」 
 

詩節六十八 
 

tasmäd yasya mahä-bäho nigåhétäni sarvaçaù 
indriyäëéndriyärthebhyas tasya prajïä pratiñùitä 

 



tasmat－因此；yasya－他的；maha-baho－臂力非凡的人啊；nigrhitani－戒絕；

sarvasah－在每方面；indriyani－感官；indriya-arthebhyah－從感官對象；tasya
－他的；prajna－智慧；pratishita－專注。  
 
因此，臂力非凡的人啊，感官完全戒絕各自感官對象的人，有堅定的智慧。 
 
《要義甘霖》︰Yasya表示那些控制了心意的人智慧堅定。奎師那告訴阿尊那：

「臂力非凡的人啊，正如你征服敵人，你也應該征服心意。」 
 

詩節六十九 
 

yä niçä sarva-bhütänäà tasyäà jägarti saàyamé 
yasyäà jägrati bhütäni sä niçä paçyato muneù 

 
ya－它(靈性智慧)；nisa－像夜晚；sarva-bhutanam－對眾生；tasyam－在那個

(夜晚)；jagarti－醒著的；samyami－自控的人(有堅定的智慧)；yasyam－其中

(指向追尋感官對象的狀態)；jagrati－保持醒著；bhutani－普通生物；sa－那(物
質智慧)；nisa－夜晚；pasyatah－對於啟蒙了的人；muneh－思想家。  
 
對於被物質能量迷住，物質主義的普羅大眾來說，指向靈魂的靈性智慧就像夜

晚。不過，智慧堅定的人在那種智慧之中卻保持醒著。當智慧全神貫注於感官對

象時，普通人保持醒著。對察知超然真象的聖人來說，那種意識知覺是最漆黑的

夜晚。換句話說，毫不依附感官對象，這樣的人恰當地接受它們。  
 
《要義甘霖》︰智慧堅定的人自然地控制感官。因此，至尊聖主正講述這個以ya
開始的詩節。智慧有兩種︰傾向於自我的智慧(atma-pravana)和傾向於物質感官

對象的智慧(visaya-pravana)。對所有受條件限制的靈魂來說，傾向於自我的智慧

就像夜晚。正如沉睡的人不知道在夜裏發生甚麼事，被迷惑的靈魂同樣也不知道

這種靈性智慧使人得到甚麼。但是智慧堅定的人在這樣的夜晚保持醒著，因此直

接體驗那種與專注於自我之智慧有關的喜樂。 
 

第二種智慧朝著獲得物質享樂，受條件限制的靈魂在這種智慧之中保持醒著，根

據各自的專注程度，他們直接體驗悲哀、困惑等等。他們對此並非麻木，不聞不

問。不過，有堅定靈性智慧的聰明人，在這樣的夜晚毫無體驗。對於使物質主義

者快樂和痛苦的感官對象，他們一直不感興趣，保持受制和不依附，只接受那些

賴以為生的感官對象。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控制所有感官方面，那些有堅定靈性智慧

的人，自然地達到完美。他們是真正有知識的人。另一方面，認同軀體是自我的

愚昧之徒，他們的智慧一直專注於感官對象。這種依附感官對象的人，稱為物質



主義的或愚昧的。《斯刊達宇宙古史》說：「ajnanam tu nisa prokta diva 
jnanam udiryate－知識如白晝，愚昧如夜晚。」 

 
在那個最驚人控制者至尊聖主的王國，一切都令人驚嘆。一個人的夜晚是另一個

人的白晝。對貓頭鷹來說，夜晚就像白晝，對烏鴉來說則是夜晚。貓頭鷹在夜裏

才看得見，在白天卻看不見。同樣，因愚昧而盲目的人，不會有絕對真理知悉者

的那種啟明眼界。不過，那些知道絕對(真理)的人，恆常都看見所有知識的璀璨

化身－至尊聖主。他們從不深思感官對象。正如儘管蓮葉留在水裏都永遠乾燥，

儘管感官對象與他的生活息息相關，智慧堅定的人同樣決不依附。 
 

詩節七十 
 

äpüryamäëam acala-pratiñöhaà  
samudram äpaù praviçanti yadvat 
tadvat kämä yaà praviçanti sarve  
sa çäntim äpnoti na käma-kämé 

 
apuryamanam－四面八方都滿溢的；acala-pratistham－堅定不移的；samudram
－海洋；apa－(很多河流)的水；pravisanti－進入；yadvat－就像；tadvat－同

樣；kamah－感官的騷動；yam－他(智慧堅定的人)；pravisanti－他們進入；

sarve－所有；sah－他；santim－平和；apnoti－得到；na－不；kama-kami－想

滿足自己欲望的人。  
 
正如百川入海卻完全沒有擾亂大海，它既滿溢又恆常平靜，同樣，各種各樣的欲

望湧入智慧堅定之人的心意，他卻泰然自若。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得到平和，那些

總是力求得償所願的人卻不可以。 
 
《要義甘霖》︰一直不依附感官對象(nirlepta)，表示儘管接觸到感官對象之後都

不為所動。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apuryamanam開始的詩節，解釋這個概念。在雨

季，雖然百川入海，水量激增，卻無法使海洋泛濫。Acala-pratistham表示「沒

越過它的邊界」。同樣，面對靈性智慧堅定的人時，各種感官對象也讓自己顯得

令人快樂和夢寐以求。但是，正如河水湧入或海水倒灌對海洋來說都沒有分別，

同樣，那些享受和失去感官對象時都依然不受影響的人，稱為智慧堅定的人。只

有他們才得到平和，那就是知識。 
 

詩節七十一 
 

vihäya kämän yaù sarvän pumäàç carati niùspåhaù 
nirmamo nirahaìkäraù sa çäntim adhigacchati 

 



vihaya－放棄；kaman－物質欲望；yah－他；sarvan－所有；puman－人；

carati－徘徊；nih-sprha－不渴望；nirmamah－沒擁有感的；nir-ahankarah－沒

有假我；sah－那個人(有堅定智慧的)；santim－平和；adhigacchati－得到。  
 
只有那些放棄所有欲望，無欲無求，沒假我和擁有感，逍遙自在的人，才得到平

和。 
 
《要義甘霖》︰有些人對物質欲望失去信心，不再喜歡它們。至尊聖主正講述這

個以vihaya開始的詩節解釋這點。在這裏，nirahankara nirmamah表示，只有那

些一直沒有假我，也不覺得擁有軀體及任何有關事物的人，才得到和平。 
 

詩節七十二 
 

eñä brähmé sthitiù pärtha nainäà präpya vimuhyati 
sthitväsyäm anta-käle ’pi brahma-nirväëam åcchati 

 
esa－這；brahmi－臻達了靈性的人的；sthiti─情況；partha－帕爾塔(阿尊那)
啊；na－不；enam－這個境界；prapya－得到了；vimuhyati－被迷惑；sthitva
－處於；asyam－在這個(境界)；anta-kale－在臨終時；api－甚至；brahma-
nirvanam－靈性解脫；rcchati－達到。  
 
帕爾塔啊，這樣臻達了絕對真理的人，稱為在靈性境界(brahmi sthitih)。臻達了

靈性境界之後就不再被騙。如果在臨終時處於這種意識知覺，儘管只是一刻，都

得到解脫。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現在以始於esa的這個詩節，總結這一章。如果在臨終

時達到超然境界，儘管只是一刻，都得到靈性解脫，那麼在童年已達到這個境界

的人，他的成果還用說嗎？  
 

這一章明確地解釋了知識和業報，也間接地解釋了奉愛。因此，這一章稱為《聖

博伽梵歌》的摘要。  
 

由此結束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所寫的 
《要義甘霖的注釋》(令奉獻者快樂並得到所有聖人接受的注釋)， 

顧及明確精微之處的譯文：《聖典博伽梵歌》第二章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這一章是《博

伽梵歌》的摘要。詩節一至十介紹正在發問的那個人的本性。詩節十二至三十描

述了靈魂(atma)和非靈魂(anatma)。詩節三十一至三十八解釋，稱為四社會四靈

性晉階體系的韋達賦定職務制度內的虔誠和罪惡。從詩節三十九到本章結尾，描



述把成果供奉給至尊主的無私活動，藉此會得到自我的知識。這是前面提及的知

識和業報的目標。還描述了穩處於這種瑜伽者的言行舉止。」 
 

由此結束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所寫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典博伽梵歌》第二章。 

 
第三章 

 
業報瑜伽 

(Karma-Yoga) 
 

透過活動之途的瑜伽 
 

詩節一 
 

arjuna uväca 
jyäyasé cet karmaëas te matä buddhir janärdana 
tat kià karmaëi ghore mäà niyojayasi keçava 

 
arjuna uvaca－阿尊那說；jyayasi－更高；cet－如果；karmanah－比果報行動；

te－你的；mata－思考；buddhih－智慧(朝著超然奉愛的)；janardana－贊拿爾

丹啊；tat－那麼；kim－為甚麼？；karmani－在(戰鬥形式的)活動之中；ghore
－在這場大規模的；mam－我；niyojayasi－你有沒有參與；kesava－凱薩瓦啊。 
 
阿尊那說︰贊拿爾丹啊，如果你認為與奉愛有關的智慧超越各種形態，因此比果

報行動更高，那麼，凱薩瓦啊，你為甚麼要我參與這場大規模的戰爭活動？ 
 
《要義甘霖》︰這第三章詳細解釋了，不求任何物質回報地供奉給至尊聖主的工

作。也描述願意征服色欲、憤怒等等的人的智慧。 
 

阿尊那從上一章的詩節明白了，沒有物質自然形態的奉愛，比超然知識的靈性進

步之途和無私活動更高。現在，他懷著朋友之情，以下列的說話非難至尊聖主，

祂熱切渴望要他履行賦定的戰鬥職務︰「如果那種堅定而毫無物質荼毒的智慧更

高，那麼贊拿爾丹啊，你為甚麼要我參與這場大規模的戰爭活動？」Jana表示

「對你自己的人」，ardana則表示「使人痛苦」，因此贊拿爾丹表示「你以你的

命令使自己的人痛苦」。 
 

阿尊那又稱呼奎師那為凱薩瓦。「誰都不能逾越你的命令，因為你是凱薩瓦，即

布茹阿瑪和大神明(Siva)的控制者。ka表示『布茹阿瑪』，isa表示『大神明』，

va則表示『控制者』。」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這個詩節，阿尊那以凱薩瓦和贊拿爾丹等

等名字稱呼主奎師那，背後大有玄機。阿尊那問：「贊拿爾丹啊，首先你說超越

各種形態和專注於超然奉愛的堅定智慧(vyavasayatmika-buddhi)，比賦定職務更

高。那麼，你為甚麼要我參與這場大規模和暴力的戰事？博學之人稱你為贊拿爾

丹，這是對的，因為你以你的命令使自己的人痛苦，他們對你來說非常親愛，又

倚賴你。贊拿爾丹這個名字非常適合你，因為你殺死惡魔贊(Jana)，這只不過又

一次顯示了你天性殘忍。由於你殺死名為卡斯(Kesi)的惡魔，凱薩瓦這個名字對

你來說名副其實。而且，ka表示「布茹阿瑪」，isa表示「大神明」，va則表示

「控制者」。因為你控制他們，因此你稱為凱薩瓦。那麼，我這種微不足道的人

能逾越你的命令嗎？主啊，對我大發慈悲吧！」 
 
在《Sri Harivamsa》，聖茹卓提到主奎師那和祂的名字凱薩瓦：  
 

ka iti brahmaëo näma éço ‘haà sarva-dehinäm 
äväà taväìga-sambhütau tasmät keçava-näma bhäk 

Ka是布茹阿瑪，我則是Isa(三卡爾，Sankara)，即眾生的控制者。因為我們兩個

都源於你的肢體，因此你稱為凱薩瓦。 
 

詩節二 
 

vyämiçreëeva väkyena buddhià mohayaséva me 
tad ekaà vada niçcitya yena çreyo ‘ham äpnuyäm 

 
vyamisrena iva－憑(你的)表面看來模稜兩可的；vakyena－以你的話；buddhim
－智慧；mohayasi iva－你似是迷惑；me－我的；tat－因此；ekam－一條途徑；

vada－請告訴；niscitya－確定；yena－藉此； sreyah－福祉；aham－我；

apnuyam－也許有。  
 
我的智慧有點被你表面看來模稜兩可的話迷惑。因此請明確地告訴我，哪條途徑

對我會最吉祥。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說：「朋友啊，阿尊那，事實上，因為超越各種形態的

奉愛是超然的，因此是最優秀的程序。但是只有透過我偉大奉獻者的恩慈，才可

以得到這樣的奉愛，他既有辨別力，對我又一心一意。以自己的努力決不能得到

奉愛。因此擺脫各種物質自然形態吧。我祝福你會履行對我的奉愛，超然於各種

自然形態。當這個祝福結果時，你會透過這種偉大奉獻者之恩，得到這奉愛。但

是正如我所說的，現在你只有資格履行你的賦定職務。這是事實。」  
 



阿尊那就說：「如果是這樣，那麼你為甚麼不明確地吩咐我，專一地從事賦定職

務？你為甚麼把我浸在懷疑之洋？」阿尊那因此講述這個以vyamisreneva開始，

蘊藏各種暗示的詩節。他說：「你以這樣的話迷惑我的智慧。最初你說：

『karmaëy evädhikäras te－你只有資格履行你的賦定職務』(《梵歌》2.47)。然

後你又說：『siddhy-asiddhyoù samo bhütvä samatvaà yoga ucyate－對成敗都處

之泰然的那種鎮定沉著，稱為瑜伽』(《梵歌》2.48)。但是你又說：『buddhi-
yukto jahätéha ubhe sukåta-duñkåte tasmäd yogäya yujyasva yogah karmasu 
kauçalam－智者摒棄虔誠和不虔誠的活動，因為奉愛瑜伽是工作的藝術，他們盡

力把工作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梵歌》2.50)。在這裏，以yoga這個字，

你指的也是積累知識。然後你說：『yadä te moha-kalilaà buddhir vyatitariñyati
－當你的智慧穿越錯覺的密林時……』(《梵歌》2.52)。在這裏，你只不過又再

談論知識。 
 
事實上，iva這個字(『好像』或『看來』)暗示你的話並不含糊。因為你仁慈，因

此你不想迷惑我。而且，因為我對這些事情一無所知，你應該直接對我說。」  
 
箇中深義就是，善良形態的活動比情欲形態的活動更高。知識也是善良形態的，

但是它比善良形態的活動更高。超越各種形態的奉愛遠勝知識。「如果你認為我

不可能投入於超越各種形態的奉愛，那麼，請你僅是指導我善良形態的知識，藉

此我會擺脫這個痛苦物質世界的束縛。」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善良形態之中履行的活動，勝過在情欲之

中履行的活動。儘管知識也是善良形態的，但是知識勝過善良形態的活動。

「Sattvät saìjäyate jïänam－真正知識從善良形態(sattva-guna)發展」(《梵歌》

14.17)。 
 
完全沒有受到三種物質自然形態污染的奉愛，比善良形態的知識更高。《聖典博

伽瓦譚》(3.29.11-12)這樣確定這點： 
 

mad-guëa-çruti-mätreëa mayi sarva-guhäçaye 
mano-gatir avicchinnä yathä gaìgämbhaso’mbudhau 

lakñaëaà bhakti-yogasya nirguëasya hy udähåtam 
ahaituky avyavahitä yä bhaktiù puruñottame 

當主卡皮拿教導祂的母親戴瓦胡緹(Devahuti)，完全沒有受到三種物質自然形態

污染的奉愛時說：「正如恆河水自然不停地流向海洋，靈魂同樣天生也不斷湧向

位於生物體心穴的我。這僅是憑著聆聽我那些有幸帶著非凡能量的逍遙時光和品

質發生。它稱為超然奉愛(nirguna-bhakti-yoga)。超然奉愛就是除了服務我之

外，就無欲無求。它也沒有因遺忘奎師那所致的物質世界二元性，它讓履行者以

順應我－至尊人物(Purusottama)－之情，專注於持恆的服務。」 
 



忘記奎師那和全神貫注於假象，稱為專注於次要或虛假的對象(dvitiya-abhinivesa) 
(《聖典博伽瓦譚》11.2.37)。這引致「我」、「我的」、「你」和「你們的」等

等各種各樣個別的私利。 
 

詩節三 
 

çré bhagavän uväca 
loke‘smin dvi-vidhä niñöhä purä proktä mayänagha 
jïäna-yogena säìkhyänäà karma-yogena yoginäm 

 
sri bhagavan uvaca－至尊聖主說；loke－在世界上；asmin－這；dvi-vidha－兩

種的；nistha－堅定的信心；pura－以前的；prokta－清楚提到；maya－透過

我；anagha－無罪的阿尊那啊； jnana-yogena－透過哲學思辨的連繫程序； 
sankhyanam－數論哲學家的；karma-yogena－透過把活動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

尊(主)的瑜伽(niskama-karma)；yoginam－瑜伽師的。  
 
至尊聖主說︰無罪的阿尊那啊，我清楚解釋了這個世界有兩類信心。經驗主義 
思辨家對思辨瑜伽之途有信心，瑜伽師則有信心把賦定職務的成果，供奉給至尊

主來崇拜祂。 
 
《要義甘霖》︰至尊主奎師那回應阿尊那的問題說：「如果我說把賦定職務的結

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和透過知識之途來崇拜祂，這兩者都是臻達解脫的修

習，彼此也互不相干，你又會要我明確地講述其中一個。但是正如我解釋了，這

兩類信心－對業報的信心和對知識的信心，其實都是同一途徑上兩個連續的階

段。我沒說有兩類人有資格得到解脫。」    
 
因此講述了這兩個以loke ‘smin開始的詩節。正如前一章所述，dvi-vidha表示兩

類信心。在這方面，奎師那說，由於思辨家的心在思辨階段是純粹的，因此可以

透過思辨瑜伽的修習，穩處於有節制的自律。在這個世界，只有修習這種節制性

戒律的人，才稱為思辨家。 
 
在《梵歌》(2.61)，主奎師那說︰ 

 
täni sarväëi saàyamya yukta äséta mat-paraù 
vaçe hi yasyendriyäëi tasya prajïä pratiñöhitä 

因此，應該透過在奉愛瑜伽之中皈依我來征服感官，留在我的庇蔭之中，因為只

有感官受控的人，才有堅定智慧。只有他智慧堅定。 
 

奎師那說：「另一方面，還有那些心有雜念的人，他們難以置身知識之途，卻在

尋找臻達那條途徑的方法。這些瑜伽師的節制性戒律，是遵循無私活動之途確立



的，即把活動成果無私地供奉給我。這樣的人稱為業報工作者。《梵歌》(2.31)
說：『對戰士來說，為宗教而戰最好不過。』因此karmi(業報工作者)和jnani(思
辨家)等等詞語只是名稱而已。不過，一般來說，當業報工作者開始透過把工作

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的這個程序淨化內心時，他們也變成思辨家，然後又

可以透過對祂的奉愛程序得到解脫。這是我的陳述的要旨。」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業報、瑜伽、知識和苦行等等各種程序，無

法獨立地授予修習結果。只有得到奉愛的支持，才可以產生任何有利的結果。不

過，超越各種物質自然形態的奉愛，不需借助這其他程序，都可以獨立地授予對

奎師那的純愛。 
 
夾雜了知識或業報的奉愛瑜伽，是得到解脫的方法。有兩種堅定信心，與這種不

純粹的奉愛修習有關係。那些內心純粹的人，有第一種信心。透過對靈魂和物質

性質的分析研究(sankhya，數論)，或超然知識的靈性進步之途的穩定信心

(jnana-yoga)，他們晉升到奉愛瑜伽之途。那些心有雜念的人，有第二類信心，

但是透過履行供奉給至尊聖主的無私活動，他們也能晉升到思辨瑜伽之途，最終

得到奉愛。 
 

詩節四 
 

na karmaëäm anärambhän naiñkarmyaà puruño‘çnute 
na ca sannyasanäd eva siddhià samadhigacchati 

 
na－不；karmanam－經典賦定職務的；anarambhat－透過抑制；naiskarmyam
－擺脫有反應的活動(這種形式的知識)；purusah－一個人；asnute－得到；na－
不；ca－和；sannyasanat－(心有雜念的人)透過棄絕賦定職務；eva－僅是；

siddhim－完美；samadhigacchati－能臻達。  
 
停止履行經典賦定的工作，一個人就得不到擺脫工作和反應的這種知識，心有雜

念的人也無法僅是棄絕活動臻達完美。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在這個以na這個字開始的詩節解釋，知識不會出現在不

純粹的內心。一個人不履行經典賦定的工作，就無法擺脫工作和反應

(naiskarmya)。那些心有雜念的人，無法僅是接受棄絕階級，或棄絕經典賦定的

活動臻達完美。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除非內心純粹，否則真正知識不會出現，沒

有知識，就無法達到完美的棄絕，棄絕是臻達解脫的程序的其中一個支體部分。

因此，正如經典所述，在內心純粹而得到知識之前，都應該繼續履行與四社會四

靈性晉階體系有關的賦定職務。 



 
詩節五 

 
na hi kaçcit kñaëam api jätu tiñöhaty akarmakåt 

käryate hy avaçaù karma sarvaù prakåti-jair guëaiù 
 
na－不；hi－肯定地；kascit－任何人；ksanam－一刻；api－甚至；jatu－任何

時候；tisthati－維持；akarma-krt－不活動；karyate－履行；hi－因為；avasah
－無助地；karma－對活動； sarvah－每個人；prakrti-jaih－源於天性的；

gunaih－透過各種品質(例如依附和憎恨)。  
 
沒有人可以一直不活動，甚至一刻都不行。受到依附和憎恨等等源於天性的品質

所影響，每個人都不得不行動。 
 
《要義甘霖》︰那些心有雜念卻接受棄絕賦定職務的人，內心沉醉於世俗活動，

放棄經典賦定給他們的工作。只因如此，至尊聖主才講述這個以na hi開始的詩

節。阿尊那也許會問：「透過接受棄絕賦定職務，一個人不再履行《韋達經》賦

定的活動，還是與物質世界有關的活動？」意料到這點，至尊聖主回應說：

karyate。「由於受制於自己的天性，身不由己，因此他必須行動。」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這裏，sannyasa這個字意謂「不依附賦定

職務的成果」。它不表示「完全放棄那職務」或「變得不活躍」，因為體困靈魂

不可能完全放棄活動。《聖典博伽瓦譚》(6.1.44)敘述，dehavan na hy akarma-
krt。這個詩節的意思是「那些內心純粹和控制感官的人，繼續履行經典賦定的

職務。不過，心有雜念和感官不受控的人，卻繼續依附於疏於職守和罪惡活動。

因此這樣的人不可能棄絕賦定職務。」   
 

詩節六 
 

karmendriyäëi saàyamya ya äste manasä smaran 
indriyärthän vimüòhätmä mithyäcäraù sa ucyate 

 
karma-indriyani－工作感官； samyamya－抑制了；yah－他； aste－繼續； 
manasa－透過他的心意； smaran－冥想著； indriya-arthan－對感官對象；

vimudha-atma－愚蠢的人；mithya-acarah－偽君子；sah－他；ucyate－稱為。  
 
內在冥想感官對象並強行抑制工作感官的人，自欺欺人，稱為偽君子。 
 



《要義甘霖》︰一個人也許會爭辯：「一些棄絕僧閉上眼睛，抑制任何身體活

動，就像個偽君子。」至尊聖主回應說：「控制說話和雙手等等工作感官，卻藉

口冥想而沉思感官對象的人，其實是偽君子和假冒者。」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 
 

tvaà padärtha-vivekäya sannyasaù sarva-karmaëäm  
çrutyeha vihito yasmät tat-tyägé patito bhavet 

 
這個韋達訓令摘自正確道德行為的經典(dharma-sastra)。說明為了得到自我知

識，絕對有必要棄絕所有果報活動。那些不遵循這個訓令的人實在墮落。因此，

心有雜念卻接受棄絕僧的服裝，裝模作樣地以瑜伽姿勢坐著冥想至尊主的人，是

個冒犯的冒充者。在社會上以奉獻者自居，卻缺乏奉愛，實在虛偽狂妄。這樣的

人不僅是冒充者，而且傲慢自負。 
 

詩節七 
 

yas tv indriyäëi manasä niyamyärabhate‘rjuna 
karmendriyaiù karma-yogam asaktaù sa viçiñyate 

 
yah－他；tu－不過；indriyani－各種感官；manasa－透過心意；niyamya－節

制；arabhate－開始；arjuna－阿尊那啊；karma-indriyaih－以他的工作感官；

karma-yogam－靈性方面的賦定活動；asakta－不依附；sah－他；visisyate－更

高。  
 
不過，阿尊那啊，按照經典訓示以工作感官履行活動，透過心意節制感官，毫無

果報欲望的人更高。 
 
《要義甘霖》︰這裏表明，與上一個詩節所述的棄絕者相比，人們甚至公認按照

經典而行的已婚者更高。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yas tu開始的詩節解釋這點。在這

裏，karma-yoga指的是經典賦定的活動，asaktah則表示「不渴求活動成果」。這

表示不渴求活動成果，按照經典訓示而行的人臻達更高的狀態。聖茹阿瑪努佳師

(Sri Ramanujacarya)說：「asambhävita-pramädatvena jïäna-niñöhäd api puruñäd 
viçiñöah－與誇耀知識的所謂超然主義者相比，那個控制了求知感官(jnanendriyas)
及工作感官(karmendriyas)的居士更好。」由於感官不受控，因此虛假的超然主

義者可能會偏離正途，但是控制了求知感官的居士，以工作感官履行賦定職務

時，卻不可能會偏離或粗心大意。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為了淨化內心，必須不依附地履行經典賦定

的活動。控制了求知感官(例如眼睛、耳朵和舌頭)之後，那些不渴求活動成果，



以工作感官(例如手、腳和言語)履行業報瑜伽，既謹慎又留心盡力而為的修習

者，有資格達到人生的至尊目標(purusartha)。與那些性急地接受棄絕賦定職

務，強行控制工作感官，卻透過求知感官享受感官對象的人相比，這些熱切追求

超然目標的修習者更高。 
 

詩節八 
 

niyataà kuru karma tvaà karma jyäyo hy akarmaëaù 
çaréra-yäträpi ca te na prasidhyed akarmaëaù 

 
niyatam－不斷；kuru－履行；karma－唸誦三讚曼陀(gayatri)和其他形式的崇拜

等等職務；tvam－你；karma－活動；jyayah－更好；hi－因為；akarmanah－與

不工作相比；sarira－軀體的；yatra－維繫；api－甚至；ca－和；te－你的；na 
prasidhyet－無法受到影響；akarmanah－沒履行不活動。  
 
履行你的賦定職務，例如唸誦三讚曼陀，因為活動比不活動更好。如果你戒絕活

動，你甚至會無法維繫軀體。  
 
《要義甘霖》︰「所以，阿尊那啊，履行你的節制性職務，例如你早上、中午和

晚上的曼陀(sandhya)和你的崇拜(upasana)。這樣做比棄絕你的賦定職務更好。

如果你放棄所有活動，你甚至會無法維繫軀體。」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粲多嘎奧義書(Chandogya Upanisad)》
(7.26.2)證實了上述陳述： 

 
ähära-çuddhau sattva-çuddhiù  
sattva-çuddhau dhruvä småtiù 

småti-lambhe sarvagranthénäà vipramokñaù 
食品的純淨度使心意得到淨化。淨化了心意，就得到穩定的記憶。記憶穩定時，

所有心結都解開。  
 

而且，《梵歌》(3.13)說： 
 

bhuïjate te tv aghaà päpä ye pacanty ätma-käraëät 
那些為了自己煮穀物和其他食品的人是有罪的，肯定吃下罪孽。 

 
從這個和其他陳述明白到，為了讓修習達到完美，必需維繫和保護軀體，為此必

須遵循履行賦定職務的經典訓令。不過，那些透過接受棄絕啟迪，性急地放棄所

有活動的人，他們不純粹的心領受不到知識之光。而且，如果他們完全不工作，

由於他們不曾維繫軀體，因此甚至可能會離開身體。 



 
詩節九 

 
yajïärthät karmaëo‘nyatra loko‘yaà karma-bandhanaù 

tad-arthaà karma kaunteya mukta-saìgaù samäcara 
 
yajna-arthat－為了主維施努；karmanah－與(無私地履行)活動相比；anyatra－
其他；lokah－人類；ayam－這個；karma-bandhana－他們的工作造成的束縛；

tad-artham－為了祂(維施努的)緣故；karma－工作；kaunteya－琨緹之子啊；

mukta-sangah－不依附(對工作成果)；samacara－好好履行。  
 
琨緹之子啊，對人類來說，除了那些無私地供奉給主維施努的活動之外，其他活

動全都使人困於這個世界。因此，擺脫對活動成果的所有渴求，只為滿足祂而履

行適當的活動。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說：「阿尊那啊，如果你引用《輔典》的karmaëä 
badhyate jantuù作為證據，證明履行活動靈魂就會受困，如果你認為履行活動，

你也會受困，那就小心聽著︰情況並非總是這樣。供奉給至尊主的工作不會導致

束縛。」目前這個以yajnarthat開始的詩節，是為了解釋這點而說的。  
 
履行賦定職務，把成果供奉給主維施努，稱為祭祀。所有活動都使人困於物質世

界，為了滿足維施努而履行的活動卻不然。因此，為使宗教職務(dharma)達到完

美，必須恰當地履行這些職務，滿足主維施努。阿尊那可能又再問：「儘管我把

賦定職務的結果供奉給主維施努，但是由物質驅策的供奉會導致束縛嗎？」主奎

師那於是說mukta-sangah。「不求結果地履行活動。」主奎師那同樣地指導烏達

瓦︰ 
 

sva-dharma-stho yajan yajïair anäçéù-käma uddhava 
na yäti svarga-narakau yady anyan na samäcaret 

asmil loke vartamänaù sva-dharma-stho’naghaù çuciù 
jïänaà viçuddham äpnoti mad-bhaktià vä yadåcchayä 

《聖典博伽瓦譚》(11.20.10-11) 
烏達瓦啊，不渴求成果地履行職務，透過祭祀崇拜至尊聖主，不追求任何夢寐以

求的感官對象或從事任何禁制活動，這樣的人不上天堂，也不下地獄。堅守自己

的宗教職務，放棄了所有禁制活動，毫無依附和嫉妒，儘管在這個世界處於目前

的狀態，這樣的人都得到純粹知識。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韋達經》說：「yajïo vai viñëu－祭祀其

實就是維施努。」在《聖典博伽瓦譚》(11.19.39)，主奎師那也對烏達瓦說：



「yajïo ’ham bhagavattamaù－我，瓦蘇戴瓦之子，就是祭祀。」《Tantra-
sara》也說祭祀是主哈瑞本人︰ 

 
yajïo yajïa-pumänç caiva yajïaço yajïa-bhävanaù 

yajïa-bhuk ceti païcätmä yajïeñv ijyo hariù svayam 
 
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為這個詩節作注時，引用了《聖典博伽瓦譚》

(11.20.10-11)的兩個詩節，用了兩次sva-dharma-stha(堅守賦定職務)等字句。為這

兩個詩節作注時，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說︰ 
 
(1) 如果一個人堅守自己的職務(sva-dharma)，沒逾越經典賦定的活動從事禁制活

動，就不下地獄。由於他不渴求活動成果，因此也不去天堂星球。 
 
(2)  一個人把賦定職務的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稱為真正堅守賦定的宗

教職務(sva-dharma-stha)。 
 

毫無自私動機，為了取悅主維施努，按照經典履行職務時，這些職務淨化內心。

與聖人聯誼，使心裏出現與至尊主有關的基礎真理(bhagavat-tattva)知識。這讓

人進入超越各種物質自然形態的對主奉愛之途。 
 
大聖人聖拿茹阿達在《聖典博伽瓦譚》(1.5.32)說了同一要點：   

 
etat saàsücitaà brahmaàs täpa-traya-cikitsitam 
yad éçvare bhagavati karma brahmaëi bhävitam 

絕對真理的知悉者啊，獻於至尊聖主─眾生控制者和主─蓮花足的工作，消除三

種痛苦。 
 
至尊聖主又對帕爾色塔斯(Pracetas)說︰ 

 
gåheñv äviçatäà cäpi puàsäà kuçala-karmaëäm 

mad-värtä yäta-yämänäà na bandhäya gåhä matäù 
《聖典博伽瓦譚》(4.30.19) 

那些知道我是所有活動成果享受者的人，只是把所有活動供奉給我一個。儘管繼

續過著家庭生活，這些老練的活動履行者和那些善用時間聆聽和誦讀我逍遙時光

的人，都沒有被活動所困。 
 

詩節十 
 

saha-yajïäù prajäù såñövä puroväca prajäpatiù 
anena prasaviñyadhvam eña vo ‘stv iñöa-käma-dhuk 



 
saha-yajnah－與婆羅門和其他有資格履行祭祀的人一起；prajah－子孫；srstva
－創造了；pura－在創造開始時；uvaca－說；praja-patih－主布茹阿瑪；anena
－透過這個祭祀；prasavisyadhvam－越來越繁榮昌盛；esah－這個(祭祀)；vah
－給你的；astu－願它；ista-kama-dhuk－夙願的如願者。  
 
在創造開始時，主布茹阿瑪創造了有資格履行祭祀的婆羅門。然後祝福他們說：

「願你藉著這祭祀繁榮昌盛，願你藉此盡償所願。」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說：「心有雜念的人應該專一地履行無私活動，不採納

棄絕。但是，如果他還未可以無私，就讓他渴求成果地履行賦定職務，再把結果

供奉給主維施努。」 
 

主奎師那講述七個詩節解釋這點，其中第一個在這裏以saha開始。Saha-yajna表
示「連同祭祀」。根據vikalpe-upasarjana這段經文，sa不曾取代saha。 

 
Pura暗示在創造開始時，布茹阿瑪造了會把宗教活動供奉給主維施努，以這種方

式履行祭祀的子孫。然後祝福他們說：「anena dharmena prasaviñyadhvam－願

你藉此越來越多子孫，也越來越富裕。」記得普羅大眾都傾向於享樂，主布茹阿

瑪說：「讓這祭祀使你盡償所願。」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與不履行活動相比，懷著自私動機履行職

務，然後把結果供奉給主維施努更好。  
 

詩節十一 
 

devän bhävayatänena te devä bhävayantu vaù 
parasparaà bhävayantaù çreyaù param aväpsyatha 

 
devan－半神人的；bhavayata－透過取悅；anena－透過這(祭祀)；te－那些；

devah－半神人；bhavayantu－應該高興(賜予結果)；vah－你；parasparam－互

相；bhavayantah－討喜的；sreyah－幸運；param－至尊；avapsyatha－你會得

到。 
 
願你以這祭祀取悅半神人，願他們也取悅你，讓你如願以償。這樣互相滿足，你

會得到至尊吉祥。  
 
《要義甘霖》︰主奎師那在這個以devan開始的詩節解釋，祭祀怎樣可以讓人從

心所欲。祂說：「願你以這祭祀取悅半神人，願他們也取悅你。」就此而論，

bhava這個字表示討喜的(priti)。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主在這個詩節教導，要取悅半神人的

話，就要給他們供奉酥油。這有個隱義。至尊主不是指導我們放棄奉愛服務，履

行祭祀來崇拜半神人，就像他們是獨立的主。他們不是獨立的。主維施努授權有

資格的生物體(jivas)，給他們各方保護者的這個崗位，祂透過他們來維繫宇宙。

因此，這些半神人就像至尊聖主的肢體。《聖典博伽瓦譚》 (1.11.26)說：

「bähavo loka-pälänäm－主奎師那的雙臂是世上所有半神人理事的庇蔭。」《聖

典博伽瓦譚》 (2.1.29)又說：「indradayo bahava ahur usrah－因卓(Indra)和其他

半神人是主宇宙形象的雙臂。」 
 

至於對因卓的崇拜，我們在《聖典博伽瓦譚》看到，巴佳居民以前每年都崇拜

他，但是有一次主奎師那叫他們改為崇拜哥瓦爾丹(Govardhana)山。因卓無地自

容時就明白到：「由於我為我的富裕感到自豪，以致我認為自己是獨立的主。今

天，你消除了我的假我，對我大發慈悲。現在，覺悟到我是你僕人的僕人的僕

人，我皈依你。」從這段文字看到，保護各方的半神人顯然是宇宙形象的肢體。 
 

詩節十二 
 

iñöän bhogän hi vo devä däsyante yajïa-bhävitäù 
tair dattän apradäyaibhyo yo bhuìkte stena eva saù  

 
istam－渴求的；bhogan－快樂；hi－因為；vah－對你；devah－半神人；

dasyante－會賞賜；yajna-bhavitah－履行祭祀而感到高興；taih－被他們；

dattan－給予的材料；apradaya－沒供奉；ebhyah－對半神人；yah－那個他；

bhunkte－享受；stenah－小偷；eva－肯定地；sah－他。  
 
因你履行祭祀而悅納你，半神人會賞賜你，給你安排所渴求的享樂。因此，沒先

供奉給半神人，就享受半神人所賜材料的人，肯定是小偷。 
 
《要義甘霖》︰未能履行賦定職務，肯定是個過失。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istan開
始的詩節澄清這點。穀物和其他作物因半神人造成的雨水而生長。生產了穀物和

其他物品之後，沒有履行五大祭(panca-maha-yajna)，把成果先供奉給半神人就

逕自享受的人是小偷。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有關這五大祭祀，《嘎努達宇宙古史》說：  
 

adhyäpanaà brahma-yajïaù 
pitå-yajïas tu tarpaëam 
homo daivo balir bhauto 
nå-yajïo ’tithi-püjanam 



 
(1) 把經典訓示授予門徒稱為布茹阿瑪祭(brahma-yajna)。(2) 給祖先供奉祭品是

祭祖(pitra-yajna)。(3) 履行火祭是祭神(deva-yajna)。(4) 給生物體佈施水果、鮮

花、穀物等等是祭蒼生(bali或bhuta-yajna)。(5) 熱情地款待客人稱為款客(nr-
yajna)。  
 
很多人認為這個詩節的bali(供奉)一字，表示「殺死動物和人類來獻祭」，這卻

不是《聖典博伽瓦譚》等等經典的意見：  
 

loke vyaväyämiña-madya-sevä 
nityä hi jantor na hi tatra codanä 

vyavasthitis teñu viväha-yajïa 
surä-grahair äsu nivåttir iñöä 

《聖典博伽瓦譚》(11.5.11) 
bali的真正含意是佈施穀物、水、水果、鮮花和動物來滿足半神人。 
 

詩節十三 
 

yajïa-çiñöäçinaù santo mucyante sarva-kilbiñaiù 
bhuïjate te tv aghaà päpä ye pacanty ätma-käraëät  

 
yajna-sista－食品祭餘的；asinah－進食者；santah－聖人；mucyante－他們擺脫

了；sarva-kilbisaih－所有罪孽；bhunjate－吃；te－那些；tu－但是；agham－

罪孽；papah－罪人；ye－他；pacanti－煮；atma-karanat－為了自己。  
 
只接受祭餘的聖人擺脫所有罪孽，那些為自己煮穀物和其他食品的人卻是罪人，

肯定只是吃罪孽。 
 
《要義甘霖》︰那些吃祭祀半神人(vaisvadeva，對半神人的一種祭祀)的穀物祭

餘的人，免於居士履行五種不利活動(panca-suna)所招致的罪孽。《輔典》告知

居士以下五種不利活動的物品︰(1) 烹飪的火、(2)  研磨用具、(3) 磨和杵、(4)  
水罐和(5) 掃帚。suna這個字表示「屠殺動物的地方」。由於這五種家庭用品可

能會對生物體施以暴力，因此稱為不利的。因此只有居士到達不了天堂 
星球。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半神人控制宇宙的各方面，崇拜他們的祭祀

稱為vaisvadeva。 
 

vasu-sato kratu-dakñau käla-kämau dhåtiù kuruù 
purüravä mädraväç ca viçvadeväù prakértitäù 



巴爾塔.穆尼(Bharata Muni) 
使用研杵、火、研磨用具、水罐和掃帚，那些居士不知不覺地對生物體施以暴

力。  
 

那些為自己烹調食物的人，涉及這樣的罪孽。儘管正確地履行賦定職務，他們都

到達不了天堂星球。因此，《輔典》賦定了「païca-sünä kåtaà päpaà païca-
yajïair vyapohati－稱為五祭的祭祀，抵消居士招致的五種不可避免的罪孽。」   
 

詩節十四 
 

annäd bhavanti bhütäni parjanyäd anna-sambhavaù 
yajïäd bhavati parjanyo yajïaù karma-samudbhavaù  

 
annat－從穀物；bhavanti－產生；bhutani－眾生；parjanyat－從雨水；anna－
穀物；sambhavah－產生了；yajnat－從履行祭祀；bhavati－產生了；parjanyah
－雨；yajnah－祭祀；karma－從賦定職務；samudbhavah－源於。  
 
眾生源於雨水所產生的穀物。降雨是因為履行祭祀，祭祀則是履行賦定職務所致

的。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說：「履行祭祀仍然是可取的，因為它維持這個物質世

界的活動循環。」至尊聖主講述以annat開始的詩節表達這點。生物體是穀物產

生的，因此穀物導致生物體。穀物轉變成血，然後變成精液。這依次形成生物體

的軀體。雨水產生的雲是穀物的來源。祭祀導致雲，因為履行祭祀產生足夠的雨

雲。履行賦定活動導致祭祀，因為當祭祀的祭師和他代為履行祭祀的那個人，都

履行賦定活動時，就完美地履行了祭祀。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Rtvik－在不同季節履行祭祀的祭師︰ 

 
ägnedheyam päka-yajïän ägniñöomädikän makhän 

yaù karoti våto yasya sa tasyartvig ihocyate  
以火祭供養火神的人，稱為rtvika。 

 
履行祭祀的祭師有四大類：(1) 唸誦《梨俱韋達》曼陀的(hota)、(2) 唸誦《夜柔

韋達》曼陀的(adhvaryu)、(3) 唸誦《阿達婆韋達》曼陀的(brahma)和(4) 唸誦

《娑摩韋達(Sama Veda)》曼陀的(udgata)。 
 

詩節十五 
 

karma brahmodbhavaà viddhi brahmäkñara-samudbhavam 



tasmät sarva-gataà brahma nityaà yajïe pratiñöhitam 
 
karma－賦定職務；brahma－從《韋達經》；udbhavam－源於；viddhi－你應該

知道；brahma－《韋達經》；aksara－從阿促塔，即絕對可靠的至尊主；

samudbhavam－源於；tasmat－因此；sarva-gatam－遍存萬有的；brahma－至尊 
絕對真理；nityam－恆常；yajne－在祭祀之中；pratisthitam－處於。  
 
要知道這些職務是《韋達經》賦定的，而且《韋達經》源於至尊主阿促塔。因

此，遍存萬有的絕對真理，恆常都在祭祀履行之中。  
 
《要義甘霖》︰只有《韋達經》才是那賦定活動的成因，因為唯有聽到韋達教導

之後，才會履行祭祀。阿促塔－絕對可靠的絕對真象－是《韋達經》的成因，因

為它們源於至尊(主)。在這方面，《韋達經》 (《神訓經》)說：  
 

asya mahato bhütasya niùçvasitam etad 
åg-vedo yajur-vedaù sämavedo ’tharväìgirasaù  

《巴漢-阿然亞卡奧義書》(4.5.11) 
《梨俱韋達》、《夜柔韋達》、《娑摩韋達》和《阿達婆韋達》都是至尊人物

(Mahapurusa)的呼吸。 
 

因此，遍存萬有的至尊主存在於祭祀行動之中。這句話也確定，透過祭祀就可以

得到至尊(主)。雖然這裏把穀物和絕對真理聯繫起來，顯示了因果關係，但是經

典描述，只有祭祀才是控制因素，也僅是讚揚祭祀。《曼奴讚(Manu-smrti)》也

說：「供奉到火裏的祭品臻達太陽神。雨來自太陽，穀物來自雨，子孫則來自穀

物。」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Udyamasthä sadä laksméù－力不到，不為

財。」同樣，遍存萬有的至尊(主)恆常都在祭祀之中。透過履行祭祀和公義行

為，微靈不但擺脫罪惡，也可以得到至尊(主)。 
 

詩節十六 
 

evaà pravarttitaà cakraà nänuvartayatéha yaù 
aghäyur indriyärämo moghaà pärtha sa jévati  

 
evam－因此；pravartitam－啟動；cakram－這個(活動的)循環；na anuvartayati
－不遵循；iha－在這個世界；yah－他；aghayuh－一生都無惡不作；indriya-
aramah－樂在感官之中；mogham－白費；Partha－帕瑞塔之子；sah－他；

jivati－居住。  
 



帕爾塔(帕瑞塔之子)啊，在這個世界，不遵循這個經典賦定的活動循環的人，樂

在感官之中，又投入罪惡生活。因此他虛度一生。  
 
《要義甘霖》︰不投入這個循環，就產生不節制之過。目前這個以evam開始的

詩節，是為了使人明白這點而講述的。循環(Cakra)表示「一連串有條不紊的事

件」。例如雲和雨來自祭祀，穀物來自雨，人類來自穀物，然後又再履行祭祀產

生雨雲等等。不履行祭祀來延續這個循環的人是罪人。誰不下地獄？只有履行祭

祀的人，不下地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主確立了活動循環來滿足微靈的欲望。

祭祀使宇宙循環永存，結果，不履行祭祀的人，因涉及罪惡而下地獄。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帕爾塔啊，有資格渴求成果地從事活動，卻不履

行祭祀來延續宇宙循環的人，成為感官之僕和投入於罪惡的生活。因此虛度生

命。」  
 

意義在於，供奉給至尊聖主的無私活動，不計較罪惡或虔誠。因此經典確立了這

是最合適的途徑，讓人得到對至尊主純粹的超然奉愛。遵循這條途徑的人，內心

輕易變得純粹，不受物質污染。那些還沒得到資格，把無私地履行職務的成果供

奉給至尊聖主的人，總是因物質欲望和強烈的肉欲搖擺不定。因此他們行惡。要

減低這種罪惡傾向，唯一的方法是履行虔誠活動。那些做了罪惡活動的人，應該

托庇贖罪程序。履行祭祀肯定是宗教或虔誠活動。  
 

對眾生吉祥和有助宇宙循環和諧發展的，稱為虔誠行為(punya)。履行虔誠行

為，消滅居士在五個地方不可避免地殺死動物所致的必然罪孽︰火爐、磨碎調味

品的厚板、掃帚、磨和杵，還有水罐。只要履行祭祀的人維護宇宙的利益和福

祉，為了取悅他和維繫自己而接受的事物，全都變成祭祀的一部分，也算是虔誠

的。 
 

看不見的控制者令宇宙吉祥，他們是至尊聖主的能量所產生的獨特半神人。以他

們所渴求的供品滿足他們，博取他們的好感，就會領受到他們的恩典和悅納。這

就毀滅了所有罪惡。這名為活動循環。因此，被視為賦定活動的那些行為，即崇

拜這些半神人，稱為bhagavad-arpita-kamya。履行這些行動，認為它們與物質主

義規則一致的人，僅是道學家而已；他們屬於那些沒把活動供奉給主維施努的

人。對有適當資格的微靈來說，把所有活動供奉給至尊主維施努相當吉祥。 
 

詩節十七 
 

yas tv ätma-ratir eva syäd ätma-tåptaç ca mänavaù 
ätmany eva ca santuñöas tasya käryaà na vidyate 



 
yah－…的人；tu－但是；atma-ratih－樂在自我之中；eva－肯定地；syat－是；

atma－自我；trptah－滿足；ca－和；manavah－那個人；atmani－在自我之

中；eva－肯定地；ca－和；santustah－滿足；tasya－對他來說；karyam－職

務；na－不；vidyate－存在。  
 
不過，樂在自我之中，在自我之中完全心滿意足的人，沒職務需要履行。 
 
《要義甘霖》︰至今已經解釋了，那些不能無私地履行活動的人，應該意圖享受

成果地履行活動。那些位於覺悟知識層面的人內心純粹，因此決不履行例行的果

報活動。以下的兩個詩節，在這裏以yah tu開始，是為了解釋這點而講述的。  
 

Atma-ratih表示「那些樂在自我之中的人」。如果一個人自我滿足的話，難道他

會有半點滿足於外在感官對象嗎？至尊聖主回應這點說：「內在滿足的人，不需

外在的感官快樂，因此不必履行賦定職務。」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知道上述的活動循環是他們的職務，專注其

中的生物體履行活動。不過，那些能夠分辨自我和無活動物體的人，僅是培養自

我。他們繼續自我滿足，因為他們能夠樂在自我之中(atmarama)，在自我之中又

能夠盡償所願(aptakama)。這樣的崇高人物有兩種︰(1) 那些透過超然知識尋找

靈魂的人 (jnani-yogis，思辨瑜伽師 )和 (2) 那些培養對至尊主純愛之途的人

(bhakti-yogis，奉愛瑜伽師)。   
 

庫瑪爾四兄弟[桑克(Sanaka)、薩南但(Sanandana)、薩拿坦(Sanatana)和薩拿-庫
瑪爾(Sanat-kumara)]等等人物被視為第一類，聖拿茹阿達等等人物則歸入第二

類。雖然知道賦定職務是必須的，他們卻不履行。他們反而履行那些有利於奉愛

的活動來維繫生命。擺脫了活動循環，他們尋求對至尊主之愛這種形式的平和。

雖然他們履行各種活動，卻不履行物質活動。因此，他們的活動不叫業報，反而

根據他們獨特的資格，稱為知識或奉愛。《牟達卡奧義書》(3.1.4)也說：「ätma-
kréòa ätma-ratiù kriyävän eña brahma-vidäà variñöhaù－那些樂在自我之中，依附

於自我，只是活躍於自我之中的人，是那些《韋達經》知悉者之翹楚。」 
 

詩節十八 
 

naiva tasya kåtenärtho näkåteneha kaçcana 
na cäsya sarva-bhüteñu kaçcid artha-vyapäçrayaù 

 
na－不；eva－確實；tasya－(樂在自我之中)的人的；krtena－透過履行賦定活

動；arthah－要實現的虔誠目的；na－也不；akrtena－透過不履行賦定職務；



iha－在這個世界；kascana－無論如何；na－不；ca－和；asya－他有；sarva-
bhutesu－在普世眾生之中；kascit－任何；artha－必需品；vyapasraya－托庇。  
 
對自我滿足的人來說，在這個世界，沒有虔誠福祉需要透過履行賦定職務來得

到，不履行職務，也不失為過。他不覺得需要依賴宇宙的任何生物來達到目的。 
 
《要義甘霖》︰Krta指的是不必履行賦定職務，也不渴望藉此滿足任何欲望的

人。Akrta表示儘管不履行職務也不失為過。宇宙裏動與不動的微靈都不勝任和

適合作為他的庇蔭，幫助他達到目的。《宇宙古史》這樣描述vyapasraya這個

字︰ 
 

väsudeve bhagavati bhaktim udvahatäà nåëäm 
jïäna-vairägya-véryäëäà na hi kaçcid vyapäçrayaù 

《聖典博伽瓦譚》 (6.17.31) 
對至尊主瓦蘇戴瓦滿懷奉愛的人，不托庇知識、棄絕或力量，對此也不感興趣。 

 
而且，《聖典博伽瓦譚》(2.4.18)說：「yad-apäçrayäçrayäù çudhyanti－只有托庇

那些皈依至尊聖主的人，生物體才得到淨化。」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透過履行賦定職務，只樂在自我之中的人，

得不到虔敬，不履行也不招致罪行。認同軀體為自我的這種誤解，使每個動與不

動的靈魂，從主布茹阿瑪起，都一直沉醉於享受物質快樂。他們的每項活動都是

為感官享樂而履行的。但是無欲無求的自我滿足聖人，卻完全超越物質感官滿足

的私利。他們甚至不在乎棄絕者天生的庇蔭，即知識和棄絕。因為他們已經托庇

於自我的天賦功能，即對至尊主的奉愛。由於知識和棄絕都從屬於奉愛，因此它

們必定會展現在他們心裏。 
 
在《聖典博伽瓦譚》(11.2.42)，聖卡威對尼米大君(Nimi Maharaja)說︰ 
 

bhaktiù pareçänubhavo viraktir 
anyatra caiña trika eka-kälaù 

prapadyamänasya yathäçnataù syus 
tuñöiù puñöiù kñud-apäyo ’nu-ghäsam  

飢餓的人所吃的每一口食物，同時達到三個效果︰感到滿足，得到滋養，不再飢

餓。同樣，履行靈性專注的皈依靈魂也同時體驗三個效果︰覺醒對至尊主的奉

愛，它最終發展為對祂的純愛；直接展現至尊主摯愛的那個形象；不依附物質對

象。 
 



一個人也許會提出下列問題︰《韋達經》說：「tasmäd tan na priyam yad etan 
manuñyä viduù－半神人不想人類得到至尊(主)的知識」(《巴漢-阿然亞卡奧義

書》1.4.10)。在《聖典博伽瓦譚》(11.18.14)也看到： 
 

viprasya vai sannyasato / devä därädi-rüpiëaù 
vighnän kurvanty ayaà hy asmän / äkramya samiyät param  

知道透過接受棄絕啟迪和得到至尊真理的知識，婆羅門就會超越他們，於是半神

人投生為他們的妻兒，使他們沿途障礙重重。  
 

那麼，應該要崇拜半神人來消除這些障礙嗎？ 
 
在這方面，《神訓經》說，儘管半神人設置這些障礙，它們其實無法傷害有靈性

抱負的人，因為靈魂(atma)自己會保護他們。這靈魂是所有自我之中的自我－超

靈：  
 

väsudeva-parä vedä väsudeva-parä makhäù 
väsudeva-parä yogä väsudeva-paräù kriyäù  

《聖典博伽瓦譚》(1.2.28) 
 

根據這句話，瓦蘇戴瓦.奎師那是其他所有靈魂的原始靈魂。崇拜祂就可以得到

每個人愛戴。終極來說，所有半神人都不得不喜愛和尊重那些對奎師那奉愛的

人。 
 
除此之外，據說：「bhaktis tu bhagavad-bhakta-saìgena parijäyate－唯有與至尊

主的奉獻者聯誼，才得到奉愛。」經典的這句話表示，正如對奉獻者來說，至尊

聖主是唯一合適的庇蔭，如果渴求對祂奉愛，就必須托庇祂的奉獻者。因此，

《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Svetasvatara Upanisad)》(6.23)說︰ 
 

yasya deve parä bhaktir yathä deve tathä gurau 
tasyaite kathitä hy arthäù prakäçante mahätmanaù  

《神訓經》的所有隱義，僅在那位對至尊聖主和祂的代表－聖師尊 (sri 
gurudeva)，懷著最高超然奉愛的偉大靈魂心中揭示。 
 

詩節十九 
 

tasmäd asaktaù satataà käryaà karma samäcara 
asakto hy äcaran karma param äpnoti püruñaù  

 



tasmat－因此；asaktah－不依附；satatam－恆常；karyam－應該做的事；karma
－工作；samacara－好好履行；asaktah－不依附；hi－因為；acaran－履行；

karma－賦定職務；param－解脫；apnoti－得到；purusah－一個人。  
 
因此，恆常都不依附地履行你的賦定職務。這樣地工作，一個人就從無限的生死

輪迴之中得到解脫。  
 
《要義甘霖》︰「阿尊那啊，你沒資格置身知識的層面，但是因為你有恰當的智

慧，因此你比履行自私果報活動的人更有資格。因此，只履行無私活動吧。」因

此而講述了這個以tasmat開始的詩節。Karyam表示「賦定為必然義務的」。履行

了那種賦定職務以後，就得到至尊解脫。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恆常履行無私活動，內心就得到淨化。內心

淨化了，修習者就得到知識，藉此可以得到解脫。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

「超然奉愛是業報瑜伽的成熟境界，履行活動就可以得到。這裏稱之為解脫。」 
 

詩節二十 
 

karmaëaiva hi saàsiddhim ästhitä janakädayaù 
loka-saìgraham eväpi sampaçyan kartum arhasi  

 
karmana－透過履行賦定職務；eva hi－最肯定地；samsiddhim－在至尊完美之

中；asthitah－穩處於； janaka-adayah－贊那克(Janaka)和其他聖潔的國王；

loka-sangraham－給人們的訓示；eva－肯定地；api－也；sampasyan－考慮到；

kartum－去做(你的賦定職務)；arhasi－你應該。 
 
贊那克等等聖潔國王，履行賦定職務達到至尊完美。因此，考慮到要為普羅大眾

訂立典範，你也應該履行你的賦定職務。 
 
《要義甘霖》︰這個以karmanaiva開始的詩節，證明恰當行為(sadacara)的重要

性。至尊聖主說：「儘管你認為自己有資格遵循知識之途，但是為了教導普羅大

眾，你仍然應該履行你的賦定職務。」因此主奎師那說：「loka-sangraham－普

羅大眾。」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為了教導普羅大眾，最頂級的人應該履行他

們的賦定職務。《聖典博伽瓦譚》有很多實例支持《梵歌》的這句話︰  
 

atra pramäëaà hi bhavän parameñöhé yathätma-bhüù 
apare cänutiñöhanti pürveñäà pürva-jaiù kåtam 

《聖典博伽瓦譚》(2.8.25) 



蘇卡戴瓦.哥斯瓦米啊，你跟直接從至尊自我－主拿茹阿央那－所生的主布茹阿

瑪一樣好。你直接遵循奉愛服務這門學問的歷代權威所確立的教導，其他人卻只

因循風俗或歷代哲學思辨家的教導。  
 

na tvaà dvijottama-kulaà yadi hätma-gopaà 
     goptä våñaù svarhaëena sa-sünåtena 

tarhy eva naìkñyati çivas tava deva panthä 
     loko ’grahéñyad åñabhasya hi tat pramäëam 

《聖典博伽瓦譚》(3.16.23) 
主啊，你是兩次出生者之中最崇高之人的守護者。要不是因為你的保護－你給他

們奉上崇拜及溫文儒雅之詞，普羅大眾無疑會拒絕那條通往他們自己吉祥的途

徑。你的行為是恰當活動的證據。 
 

yad yad äcarati çreyän itaras tat tad éhate 
sa yat pramäëaà kurute lokas tad anuvartate 

《聖典博伽瓦譚》(6.2.4) 
把領袖的行為視為權威，普羅大眾竭力模仿崇高的社會領袖，仿傚他們的行為。 

 
bhagavän åñabha-saàjïa ätma-tantraù svayaà nitya-nivåttänartha-paramparaù 
kevalänandänubhava éçvara eva viparétavat karmäëy ärabhamäëaù kälenänugataà 
dharmam äcaraëenopaçikñayann atad-vidäà sama upaçänto maitraù käruëiko 
dharmärtha-yaçaù-prajänandämåtävarodhena gåheñu lokaà niyamayat. 

《聖典博伽瓦譚》(5.4.14) 
身為至尊人格首神的化身，主瑞薩巴(Rsabhadeva)完全獨立，因為祂的形象靈

性、永恆和滿載超然喜樂。祂與物質痛苦的四大原則[生老病死]永無關係。祂也

不依附物質。祂恆常平和自若，一視同仁。祂看見他人不快樂，自己也會不快

樂，祂也是眾生的如願者。雖然祂是完美人物，至尊主和萬物控制者，祂卻像普

通的受條件限制靈魂那樣行動。因此祂嚴格遵守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的原則，

循規蹈矩。一段時間之後，大眾忽視了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的原則；因此，透

過祂的人格特性和行為，祂教導愚昧的大眾，怎樣履行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內

的職務。如此一來，祂使過著居士生活的普羅大眾循規蹈矩，使他們能夠發展宗

教和良好的經濟狀況，得到名聲、兒女、物質快樂，最後是永生。透過祂的訓

示，祂向人們展示，怎樣透過遵循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的原則繼續作為居士，

同時又變得完美。* 
 

聖施瑞達爾.斯瓦米表示，至尊聖主教導阿尊那：「要人們履行各自的賦定職

務，抑制遵循墮落途徑的那種傾向，你必需履行你的賦定職務。」  
 

詩節二十一 
 



yad yad äcarati çreñöhas tat tad evetaro janaù 
sa yat pramäëaà kurute lokas tad anuvarttate  

  
yat yat－不管甚麼；acarati－他訂立的典範；sresthah－崇高的人；tat tat－正是

這東西；eva－肯定；itarah－普通的；janah－人；sah－他；yat－不管甚麼；

pramanam－標準；kurute－他訂立； lokah－人們；tat－那；anuvartate－遵

循。  
 
偉人實行的言行舉止，普通人都遵循，他訂立的任何標準，全世界都遵循。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正在在這個以yad yad開始的詩節解釋，怎樣為普通人確

立典範。 
 

詩節二十二 
 

na me pärthästi karttavyaà triñu lokeñu kiïcana 
nänaväptam aväptavyaà varta eva ca karmaëi  

 
na－不；me－對我；partha－帕爾塔啊(阿尊那)；asti－有；kartavyam－賦定職

務；trisu－在三個；lokesu－星系；kincana－任何；na－沒甚麼；anavaptam－

難以得到；avaptavyam－需要得到；varte－我履行；eva－仍然；ca－也；

karmani－在賦定職務。  
 
帕爾塔啊，我不需履行賦定職務，因為在三個世界裏，沒有甚麼是我得不到的，

我也不渴求得到甚麼。我卻仍然恆常履行職務。  
 
《要義甘霖》︰在這個和以下兩個詩節，為了教導普世眾生，至尊聖主以自己為

例。 
 

詩節二十三 
 

yadi hy ahaà na vartteyaà jätu karmaëy atandritaù 
mama vartmänuvarttante manuñyäù pärtha sarvaçaù  

 
yadi－如果；hi－肯定地；aham－我；na varteyam－不從事；jatu－任何時候；

karmani－在賦定職務；atandritah－非常小心；mama－我的；vartma－途徑；

anuvartante－會遵循；manusya－所有人；partha－帕爾塔啊(阿尊那)；sarvasah
－全面。  
 
帕爾塔啊，如果我未能警醒地從事我的職務，普通人肯定會全面遵循我的榜樣。 



 
《要義甘霖》︰anuvartante這個字的意思是「他們會模仿」。 
 

詩節二十四 
 

utsédeyur ime lokä na kuryäà karma ced aham 
saìkarasya ca karttä syäm upahanyäm imäù prajäù  

 
utsideyuh－會變得墮落；ime－這一切；lokah－人們；na kuryam－我不履行；

karma－賦定職務；cet－如果；aham－我；sankarasya－多餘人口的；ca－和；

karta－煽動者；syam－會是；upahanyam－我會毀滅；imah－這一切；prajah－
人們。  
 
如果我沒履行我的職務，那麼所有人都會變得墮落，我就會間接導致多餘子孫繁

衍。如此一來，我就會引致全人類的毀滅。 
 
《要義甘霖》︰Utsideyuh表示「他們會變得墮落」。至尊聖主說：「遵循我的

榜樣，不從事賦定職務，普通人將會變得墮落。這樣我會導致多餘的子孫。使人

類社會不純粹，我會是它的毀滅者。」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說的是：「如果我不履行《韋達

經》賦定的那些職務，人們會看到這點而模仿我。這樣，我就會使他們偏離宗教

之途和下地獄。」因此，社會領袖應該從事《韋達經》賦定和增進人們福祉的那

些職務。目前，大部分所謂的宗教、社會、國家和世界領袖，都已經從宗教之途

低墮，因此普通人也偏離了正途。到處都有不道德、暴力和的嫉妒等等根本問

題。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唸誦哈瑞聖名(hari-nama)，在真正聖人的聯誼之中培養奉

愛。 
 

詩節二十五 
 

saktäù karmaëy avidväàso yathä kurvanti bhärata 
kuryäd vidväàs tathäsaktaç cikérñur loka-saìgraham  

 
saktah－依附於；karmani－對他們的賦定職務；avidvamsah－愚昧的人；yatha
－就像；kurvanti－履行；bharata－巴爾塔的子孫(阿尊那)；kuryat－應該行

動；vidvan－博學的人；tatha－同樣；asaktah－不依附；cikirsuh－渴望生效；

loka sangraham－普羅大眾的訓示。  
 
巴爾塔的後裔啊，愚昧的人依附地履行他們的職務。渴望教導普羅大眾，那些聰

明的人也應該行動，但是不要依附。 



 
《要義甘霖》︰因此，儘管堅定地處於知識層面的人，都因職責所限而要履行賦

定工作。主奎師那以這個以saktah開始的詩節，總結這個題目。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現時，愚昧的人依附工作及成果地履行賦定

職務，但是知道基礎真理的人，不依附地履行宗教職務。這兩種人履行的活動看

來相同，之間卻有天壤之別。區別在於他們的信心︰一種依附工作成果，另一種

卻不依附。 
 

詩節二十六 
 

na buddhi-bhedaà janayed ajïänäà karma-saìginäm 
yojayet sarva-karmäëi vidvän yuktaù samäcaran  

 
na－不；buddhi bhedam－智慧混亂(對修習知識和摒棄活動等等訓示)；janayet
－應該創造；ajnanam－愚昧之徒的；karma-sanginam－對那些依附果報行動的

人來說；yojayet－他應該從事；sarva－所有；karmani－活動；vidvan－博學的

人和思辨瑜伽的導師；yuktah－以沉著的心意；samacaran－令人滿意地行動

時。  
 
精通透過知識的靈性進步之途的人，不應該指導愚昧的人放棄賦定職務，投入於

培養知識而擾亂他們的智慧。他反而應該要以沉著和不依附的心態，正確地履行

自己的活動，使這樣的人履行賦定職務。  
 
《要義甘霖》︰「阿尊那啊，有知識的人不應該對依附活動的愚昧之人說：『履

行世俗活動沒意思。棄絕你的賦定職務和培養超然知識，像我一樣變得完美。』

使他們感到困惑。這些愚昧的人特別依附於履行賦定職務，因為他們心有雜念。

雖然你也許是完美，但是履行無私活動使你可以鼓勵他人從事賦定職務。正確地

履行你的賦定職務，你自己就成為典範。你很可能對我說：『在《聖典博伽瓦

譚》(6.9.50)，你說過︰ 
 

svayaà niùçreyasaà vidvän na vakty ajïäya karma hi 
na räti rogiëo ’pathyaà väïchato ’pi bhiñaktamaù 

儘管病人可能渴望難以消化的飲食，高明的內科醫生卻不會這樣處方。同樣，知

道最高福祉的人，不會指導愚昧的人從事賦定職務。你這樣自打嘴巴。』   
 

『這是對的，』至尊聖主回答說：『但是當我傳授那個有關奉愛的訓示時，訓示

的主題正是奉愛本身。現在我傳授的訓示與知識有關，因此沒有矛盾。』」知識

依賴內心的純粹，內心的純粹則依賴無私地履行賦定職務。不過，奉愛獨立地威

力強大；她不倚賴內心的純粹。如果能喚醒對奉愛的信心，就能擾亂依附活動者



的智慧，但這是不對的。那些對奉愛建立了信心的人，超越了履行賦定職務的需

要。《聖典博伽瓦譚》(11.20.9)說：  
 

tävat karmäëi kurvéta na nirvidyeta yävatä 
mat-kathä-çravaëädau vä çraddhä yävan na jäyate  

只要還未發展棄絕，或覺醒聆聽和誦讀與我有關題目的品味，一個人就應該履行

職務。 
 

而且︰ 
 

dharmän santyajya yaù sarvän 
mäà bhajeta sa tu sattamaù  

《聖典博伽瓦譚》(11.11.32) 
那些放棄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的各種多樣化而崇拜我的人，確是最高級的聖

人。 
 

sarva-dharmän parityajya mäm ekaà çaraëaà vraja 
ahaà tväà sarva-päpebhyo mokñayiñyämi mä çucaù  

《博伽梵歌》(18.66) 
完全摒棄身體和心意的所有職務，例如階級和靈性階段，僅是完全皈依給我。 

 
tyaktvä sva-dharmaà caraëämbujaà harer 

bhajann apakvo ’tha patet tato yadi  
《聖典博伽瓦譚》(1.5.17) 

儘管在未成熟的階段低墮，放棄賦定職務而服務主哈瑞蓮花足的人，永不會失

敗。  
 

應該深思這一切陳述。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履行賦定職務的目的，是得到那種通往奉愛

的知識。那些不知道這個事實的人實在愚昧，那些因為這愚昧而依附賦定職務的

人，稱為karma-sangi。有智慧的人只應該讓這種愚昧的人，履行經典賦定給他們

的職務，因為如果他們的智慧被迷惑，就會失去信心，不相信必須履行那職務。

在這樣的情況下，甚至連知識都無法展現在他們心裏，因此他們會偏離履行職務

和尋求知識的途徑。  
 
不過，傳授奉愛訓示卻不一樣，因為根據經典，在所有情況下，奉愛訓示對每個

人來說都是吉祥的。因此，奉愛傳教士會透過傳授奉愛訓示使每個人完美︰ 
 

puträàç ca çiñyäàç ca nåpo gurur vä  



mal-loka-kämo mad-anugrahärthaù 
itthaà vimanyur anuçiñyäd ataj-jïän 
na yojayet karmasu karma-müòhän 
kaà yojayan manujo ’rthaà labheta 

nipätayan nañöa-dåçaà hi garte  
《聖典博伽瓦譚》(5.5.15) 

主瑞薩巴說：「只有我的居所和我的恩慈才值得祈求。對我奉愛的訓示應該是父

傳子，師徒承傳，國王授予子民的。對於領受訓示卻不遵循的人，不應該生他們

的氣。儘管那些對基礎靈性真理的知識(tattva-jnana)一無所知，對恰當職務感到

困惑的人，都不應該從事果報活動。讓一個因錯覺而盲目的人從事果報活動，從

而更進一步地把他扔進這個物質世界的黑井，會達到甚麼目標？將會一事無

成。」 
 

為《聖典博伽瓦譚》的這個詩節作注時，聖施瑞達爾.斯瓦米說：「如果某人指

導他人從事果報活動，而不是給予奉愛訓示，就會招致罪孽。」 
 

根據聖維施瓦納 .恰誇瓦爾提 .塔庫爾所述，目前這個詩節，yojayet sarva-
karmäëi(《梵歌》3.26)，不是授予那些正在傳揚奉愛訊息的人，而是讓那些傳授

思辨知識訓示的人思考。 
 

詩節二十七 
 

prakåteù kriyamäëäni guëaiù karmäëi sarvaçaù 
ahaìkära-vimüòhätmä karttäham iti manyate  

 
prakrteh－物質自然的；kriyamanani－履行；gunaih－被三種牽制力；karmani
－各種活動；sarvasah－在每方面；hankara-vimudha-atma－被假我迷惑的人；

karta－履行者；aham－我；iti－因此；manyate－想。  
 
物質活動全面是物質自然的三種牽制力履行的，智慧被假我迷惑的人，卻認為自

己是履行者。 
 
《要義甘霖》︰如果博學的人都必須履行賦定職務，那麼他的工作和愚昧之人的

行動之間有甚麼差別？所說的正是這個懷疑。目前這個以prakrteh kriyamanani
開始的兩個詩節，顯示了那個差別。愚昧的人相信是自己履行所有活動，但其實

是各種物質自然形態所驅策的感官履行的。 
 

詩節二十八 
 

tattvavit tu mahä-bäho guëa-karma-vibhägayoù 



guëä guëeñu varttanta iti matvä na sajjate 
 
tattva-vit－學問的知悉者；tu－但是；maha-baho－臂力非凡的人啊；guna-
karma－物質自然的牽制力和活動法則之間；vibhagayoh－各種差別的；gunah 
－感官；gunesu－在它們的感官對象，例如形象等等；vartante－投入於；iti－
那；matva－考慮到；na sajjate－不會變得依附。  
 
臂力非凡的阿尊那啊，知道靈魂遠離物質自然的三種牽制力和活動法則的人，沒

錯誤地認同自己是履行者。因為他明白到是感官投入於和遠離各自的感官對象。 
 
《要義甘霖》︰知道各種物質自然形態和活動之明確特性的人，稱為真理知悉

者。 
 
形態分為三種︰善良(sattva)、情欲(rajas)和愚昧(tamas)。活動分成四種︰(1) 受
這些形態影響的活動、(2) 半神人、(3) 各種主要感官和(4) 感官對象。真理知悉

者知道物質自然形態和活動的真理。半神人存在於視力等等各自的感官，也存在

於形象等等所渴求的感官對象。不過，博學的人知道他既不是自然形態，也非任

何形態的效果或作用。他與各種形態或其活動無關。明白了這點，聰明博學的人

就不會依附它們。 
 

詩節二十九 
 

prakåter guëa-saàmüòhäù sajjante guëa-karmasu 
tän akåtsna-vido mandän kåtsna-vin na vicälayet 

 
prakrteh－物質自然的；guna－被各種形態；sammudhah－迷惑了；sajjante－變

得依附；guna-karmasu－對感官對象；tan－那些；akrtsna-vidah－知識不全的；

mandan－不大聰明的人；krtsna-vit－知識齊全的人；na vicalayet－不應該刺

激。  
 
那些被三種自然形態的牽制力迷惑的人，變得依附感官對象。那些知識齊全的

人，不應該擾亂這種知識不全，不大聰明的人。 
 
《要義甘霖》︰一個人也許會發問：「如果眾生與各種形態有分別，與形態及其

活動沒關係，那麼為甚麼又看到他們依附感官對象？」主奎師那用這個以

prakrteh開始的詩節回答，協調這點。「他們被沉醉其中的各種形態迷惑。換句

話說，他們全神貫注於各種形態而被騙。正如鬼迷心竅的人以為自己是鬼，全神

貫注於各種形態的微靈也認同那些形態。這樣受到那些形態的效果影響，變得依

附感官對象。」  
 



知識齊全的人不應該擾亂那些知識不全的人。這表示，他不應該試圖把這些理解

強加在愚昧的人之上，對他們說：「你是與各種形態不同的生物體。你不是各種

形態。」同樣，儘管告訴他數以百次，鬼迷心竅的人決不會明白，他其實不是鬼

而是人。只有曼陀靈藥才能消除他的信念。  
 

詩節三十 
 

mayi sarväëi karmäëi sannyasyädhyätma-cetasä 
niräçér nirmamo bhütvä yudhyasva vigata-jvaraù 

 
mayi －對我； sarvani －所有； karmani －活動； sannyasya －完全放棄； 
adhyatma-cetasa－以心意專注於自我；nirasih－無欲無求；nirmamah－沒有擁

有感；bhutva－是；yudhyasvah－戰鬥；vigata-jvarah－沒有(悲哀的)發燒。   
 
以你的心意專注於自我，把你的所有活動供奉給我，擺脫欲望、擁有感和悲哀，

戰鬥吧。 
 
《要義甘霖》︰「因此，阿尊那啊，把你所有的活動供奉給我，擺脫所有物質希

望和渴望，專心致意於自我，戰鬥吧。不要讓你的心意凝思感官對象，徹底放棄

對它們的擁有感。」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讓阿尊那成為工具，藉此指導普羅

大眾履行賦定職務，擺脫作為履行者的假我，也不渴求活動成果。在這裏，

karma這個字指的是各種職務，世俗的 (laukika) 和《韋達經》賦定的。

Nirmamah表示應該對軀體、房子、妻兒和兄弟等等感官對象，毫無擁有感地履

行活動。在這裏，戰鬥的命令表示應該從事賦定活動。 
 

詩節三十一 
 

ye me matam idaà nityam anutiñöhanti mänaväù 
çraddhävanto ‘nasüyanto mucyante te ‘pi karmabhiù 

 
ye－他；me－我的；matam－教導；idam－這；nityam－恆常；anutisthanti－
遵循；manava－人類；sraddha-vantah－有信心的；anasuyantah－毫無敵意或

挑剔；mucyante－解脫的；te－那些；api－也；karmabhih－從果報活動的(束
縛)。  
 
不傾向於挑剔他人，對我信心十足，恆常遵守我的教導(履行無私活動瑜伽)，那

些人已經從果報活動的束縛得到了解脫。   
 



《要義甘霖》︰為了促使人們遵循祂的訓示，至尊聖主正講述目前這個以ye me
開始的詩節。 
 

詩節三十二 
 

ye tv etad abhyasüyanto nänutiñöhanti me matam 
sarva-jïäna-vimüòhäàs tän viddhi nañöän acetasaù 

 
ye －他們； tu －但是； etat －這； abhyasuyantah －嫉妒，挑剔的； na 
anutisthanti－不遵循；me－我的；matam－教導；sarva-jnana－各種知識的；

vimudhan－非常混亂；tan－(所有的)他們；viddhi－知道；nastan－毀了；

acetasah－缺乏意識知覺(辨別力)。   
 
但要知道，那些不遵循我這些訓示的挑剔之徒失去了辨別力，被騙去所有真正的

知識，他們追求靈性完美的所有努力統統毀了。 
 
《要義甘霖》︰至尊主講述這個以ye tu開始的詩節，解釋不遵循祂訓示的不良後

果。 
 

詩節三十三 
 

sadåçaà ceñöate svasyäù prakåter jïänavän api 
prakåtià yänti bhütäni nigrahaù kià kariñyati 

 
sadrsam－按照；cestate－竭力；svasyah－以他自己的；prakrteh－天性；jnana-
van－有知識的人；api－甚至；prakrtim－天性；yanti－遵循；bhutani－眾生；

nigrahah－抑制；kim－甚麼？；karisyati－能夠做。  
 
甚至連有知識的人都按照天生的品性行動，因為眾生都順其自然。抑制感官能有

甚麼作為嗎？  
 
《要義甘霖》︰一個人也許會提出這個問題︰「不服從聖旨的人會被處罰，如果

一個人不遵循至尊控制者之命，難道也不會被處罰嗎？他不會害怕祂的處罰

嗎？」至尊聖主回答說：「對，這是真的。儘管那些只投入於滿足感官的人能夠

辨別，卻無法遵循聖旨或至尊控制者之命。他們的本性變成了這樣。」目前這個

以sadrsam開始的詩節，是為了解釋這點而講述的。 
 

「人們也許知道罪惡活動會招致朝廷的處罰，甚至下地獄，他們甚至明白這會使

人身敗名裂。但是因為長久以來所得到的品性，以致他們仍然按照他們的罪行所

致的性情行動，那只會招致痛苦。這樣的人只率性而為。不過，他們會被我或國



王的戒律禁制。履行供奉給至尊主的無私活動，心有雜念的人可以領受到有淨化

作用的印象，內心純粹的人則可以透過思辨瑜伽領受得到。兩種人都可以得到啟

蒙。兩個程序都真的無助於內心極不純粹的人，但是憑著我的恩慈出現的奉愛，

甚至可以輕易解救這樣的罪人。」 
 
《斯刊達宇宙古史》說：  
 

aho dhanyo’ si devarñe kåpayä yasya te kñaëät 
néco’py utpulako lebhe lubdhako ratim acyute 

拿茹阿達啊，所有榮耀都歸於你。因為你的恩慈，這個低級的獵人才得以在瞬間

深摯地依附(rati)至尊聖主的蓮花足，展現毛髮直豎(pulaka)的狂喜徵兆。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感官不受控的人，也許能夠分辨，卻無法以

經典知識抑制感官：  
 

stambhayann ätmanätmänaà yävat sattvaà yathä-çrutam 
na çaçäka samädhätuà mano madana-vepitam 

《聖典博伽瓦譚》(6.1.62) 
看到妓女之後，阿傑米拉(Ajamila)變得心神不定。他以堅毅不拔和經典知識努力

控制心意，丘比特的撩動卻使他無法如願。 
 

聖人聯誼的強大影響，可以消除所有不受控的墮落欲望。 
 

tato duùsaìgam utsåjya satsu sajjeta buddhimän 
santa eväsya cchindanti mano-vyäsaìgam uktibhiù 

《聖典博伽瓦譚》(11.26.26) 
以他們有力的言詞，聖人可以徹底粉碎所有無益的心意依附。 

 
Vyasanga表示「那些使人反對至尊聖主的依附」。在這裏，eva這個字僅暗示聖

人有力的言詞。虔誠活動、聖地、半神人和經典知識本身，都無法自行毀滅無益

的依附。應該明白這點。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阿尊那啊，不要以為，如果有

知識的人性急地放棄物質自然及有關活動，只探討靈魂和物質，接受棄絕職務

(sannyasa-dharma)的庇蔭，就會得到吉祥(從束縛之中得到解脫)。儘管受條件限

制靈魂的知識增進了之後，仍然會依據他長存的品性盡力而為。江山易改，本性

難移，突然抑制本性，並非真的就可以放棄。按照他們長久以來自然地得到的品

性，所有受困靈魂都會繼續努力。放棄這種本性的恰當方法，是堅守和依據那種

本性，謹慎地履行所有活動。只要心裏沒出現那種帶有奉愛瑜伽之兆的棄絕，得

到自我吉祥的唯一方法，就是供奉給至尊聖主的無私活動。因為這種修習可以讓



人履行賦定職務，這些職務所產生的淨化印象也可以對人有好處。棄絕賦定職務

的人，最終會偏離完美之途。 
 

憑著我的恩慈或我奉獻者的恩慈，心裏出現奉愛瑜伽時，就不需遵循賦定職務，

因為這條奉愛之途勝過無私活動。但是如果還未覺醒奉愛瑜伽，在所有情況下，

遵循供奉給我的無私活動都是吉祥的。」  
 

詩節三十四 
 

indriyasyendriyasyärthe räga-dveñau vyavasthitau 
tayor na vaçam ägacchet tau hy asya paripanthinau 

 
indriyasya－每個感官的；indriyasya arthe－在每個感官對象之中；raga－依附；

dvesau－厭惡；vyavasthitau－處於；tayoh－被他們；vasam－受控的；agacchet
－應該變得；tau－它們(依附和厭惡)；hi－肯定；asya－對他(靈性修習者)；
paripanthinau－各種障礙。  
 
所有感官都無助地受制於各自感官對象的依附及厭惡。因此決不應任由擺佈，因

為這些依附和厭惡，阻礙修習者在吉祥之途的發展。  
 
《要義甘霖》︰經典不可能把訓令強加在天性極邪惡的人身上。因此，只要履行

罪惡活動所引致的不悅還沒出現，一個人就不應該容許感官任意漫遊。至尊聖主

正講述這個以indriyasya indriyasya開始的詩節解釋這點。在這裏重複indriya這個

字，表示每個感官各自的感官對象。雖然經典禁止望著另一個人的妻子，觸摸她

或送禮物給她來誘惑她，不道德的人卻仍然受到吸引而這樣做。另一方面，雖然

經典賦定了探望，接觸，服務和佈施給靈性導師、婆羅門、聖地和客人，不虔誠

的人卻厭惡這樣的行為。不應該受到這任何一種想法影響。換句話說，不應該觀

看女人而產生依附，或敵視有礙那種依附的人。同樣，有志於自我覺悟之途的

人，不應該依附於合他口味的油膩和可口的美食，也不應該厭惡不合口味，乾燥

無味的食品和物品。同樣，他不應該依附於觀看和聆聽自己兒子的事情，也不應

該厭惡觀看和聆聽敵人兒子的事情。不應該受到這些依附和厭惡影響。已經解釋

了這點。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感官有兩種︰求知感官(jnanendriya)和工作 
感官(karmendriya)。求知感官有五種︰眼睛、耳朵、鼻子、舌頭和皮膚，它們採

納形象、聲音、味道，口味和觸覺，作為各自的感官滿足對象。還有五種工作感

官：說話、手腳、肛門和生殖器，它們履行說話、接受、移動，排泄和生育等等

活動。奉愛修習者善用這包括心意的十一種感官履行各種服務，取悅至尊主奎師

那。他沒有為了自己而另外享受各種感官對象。如此一來，他能夠輕易征服不受

控的感官，以他受控的感官服務主，他就能夠實現人生的至尊目標。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說的話：「阿尊那啊，如果你認為，接受感

官對象會使大多數微靈更加沉溺於那些感官對象，結果將不可能脫離宗教職務的

束縛，那就聽我所說的話吧。  
 

不是所有對象都真的不利微靈的靈性發展。微靈對感官對象的依附和厭惡，才是

他最大的敵人。只要你有這個物質軀體，就必須接受感官對象。因此你應該接受

感官對象，同時也要控制你對它們的依附和厭惡。如果你這樣做，就可以應付那

些感官對象，不受制於它們。逐漸消除這些錯誤地認同軀體是自我所致的依附和

厭惡，你就不會依附那些對象。總之，你會發展適當的棄絕(yukta-vairagya)。我

不曾指示你要抑壓與我－至尊聖主－有關，或激起奉愛的對象和活動。我也不曾

指示你，不要厭惡那些有礙奉愛的對象或活動。相反，我只是教導你要控制那些

與自私快樂有關，並促進反奉愛情感的依附和厭惡。應該明白這點。」 
 

詩節三十五 
 

çreyän sva-dharmo viguëaù para-dharmät svanuñöhität 
sva-dharme nidhanaà çreyaù para-dharmo bhayävahaù 

 
sreyan－更好；sva-dharmah－賦定職務；vigunah－(稍微)有缺陷；para-dharmat
－比另一個人的職務；su-anusthitat－完美地履行了；sva-dharme－(履行)賦定

職務時；nidhanam－死亡；sreyah－更好；para-dharmat－為他人賦定的職務；

bhaya-avaha－帶來危險。  
 
儘管不完美地履行自己的賦定職務，遠比完美地履行另一個人的職務更好。與從

事另一個人的職務相比，按照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履行自己的職務而殉職更

好，因為遵循另一個人的途徑相當危險。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看到，阿尊那因依附和厭惡，以致無法從事自己的戰鬥

賦定職務。他反而認為從事另一個人的非暴力職務更容易。因此，至尊聖主講述

這個以sreyan開始的詩節。viguna這個字的意思是，雖然履行自己的賦定職務可

能會有缺陷，也許又無法恰當地履行，但是仍然勝過履行另一個人的職務，儘管

他人的職務也許包含所有好品質，又可以正確地履行。因此講述了sreyan sva-
dharma這個詩節。 
 
《聖典博伽瓦譚》(7.15.12)說：  

 
vidharmaù para-dharmaç ca äbhäsa upamä cchalaù 

adharma-çäkhäù païcemä dharma-jïo ’dharmavat tyajet 



非宗教之樹有五枝樹枝－履行與宗教相反的活動(vidharma)、投入於另一個人的

宗教原則(para-dharma)、裝作遵守宗教原則(abhasa)、修習虛有其表的宗教原則

(upama或upa-dharma)和修習騙人的宗教(chala-dharma)。知道宗教原則的人會

視之為禁制活動，統統摒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非暴力等等活動是為物質善良形態(sattva-
guna)的婆羅門賦定的。情欲形態(rajo-guna)的統治者或戰士，賦定職務是戰

鬥。因此，統治者或戰士的賦定職務是參戰。儘管戰士戰死沙場，他都會臻達天

堂星球；因此戰鬥更好。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在臻達更高資格之前，執行賦定職務的人可能會

死。但是對他來說，履行職務仍然是吉祥的，因為在任何情況下，履行另一個人

的職務總是可怕和危險的。不過，這個顧慮不適用於超越各種形態的奉愛。一個

人臻達履行超越各種自然形態的那個奉愛(nirguna-bhakti)階段時，就能毫不猶豫

地放棄他的職務(sva-dharma)，因為那時候，他永恆固有的本性將展現為他的天

職。在這裏，sva表示『真正的自我』，dharma的意思是『微靈的永恆職務』。

在那個階段，之前與軀體和心意有關的職務變成para-dharma，即『屬於另一個

人的』，不及醒悟自我的職務那麼重要。」  
 

devarñi-bhütäpta-nåëäà pitåëäà 
na kiìkaro näyam åëé ca räjan 

sarvätmanä yaù çaraëaà çaraëyaà 
gato mukundaà parihåtya kartam 

《聖典博伽瓦譚》 (11.5.41) 
那些專一地托庇於唯一的庇蔭－主穆昆達，棄絕了各種職務的人，不再繼續虧欠

半神人、聖人、生物體、神聖的人和祖先。 
 

tävat karmäni kurvéta na nirvidyeta yävatä 
mat-kathä-çravaëädau vä çraddhä yävan na jäyate 

《聖典博伽瓦譚》(11.20.9) 
還沒完全疏離於享受活動成果，對奉愛程序和聆聽我逍遙時光還沒充分發展出信

心的人，一定要從事賦定職務。另一方面，至尊主的奉獻者、棄絕者，沒有任何

目的或意圖，需要透過從事賦定職務去實現。 
 

詩節三十六 
 

arjuna uväca 
atha kena prayukto ‘yaà päpaï carati püruñaù 

anicchann api värñëeya baläd iva niyojitaù 
 



arjuna uvaca－阿尊那說；atha－然後；kena－被他；prayuktah－從事；ayam －
這；papam－罪行；carati－他履行；purusah－人；anicchann－不情願地；api
－甚至；varsneya－主奎師那啊，溫斯尼的後人；balat－強行；iva－就像；

nijojitah－從事。 
 
阿尊那說︰奎師那啊，溫斯尼的後裔啊，儘管一個人不願意，看來迫使他不得不

從事罪惡行為的究竟是甚麼？ 
 
《要義甘霖》︰之前(在《梵歌》3.34)說過：「räga-dveñau vyavasthitau－甚至連

有辨別力的人，都會對經典禁制的肉欲活動產生依附，例如渴望享受另一個人的

妻子。」在這方面，阿尊那問這個以atham這個字開始的問題。「儘管一個人熟

悉經典的規則和命令，甚麼迫使他違反意願地從事罪惡活動，就像被迫似的？換

句話說，甚麼迫使一個人渴望從事罪惡活動？」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這個詩節，阿尊那稱至尊聖主為「瓦爾斯

尼亞(Varsneya)啊」。奎師那顯現在阿尊那外祖父和外祖母的溫斯尼王朝。蘇茹

阿桑(Surasena)也生於同一個溫斯尼王朝。他的兒子是瓦蘇戴瓦(奎師那的父

親)，他的女兒帕瑞塔(Prtha)則是阿尊那的母親。阿尊那對奎師那的禱文的箇中

隱義是：「由於我屬於你那同一個王朝，因此你不應該忽視我。現在我墮進了懷

疑的深淵。你剛剛說靈魂(atma)與無活動的品質，或世俗關係截然不同(《梵

歌》2.13-31)。如果罪惡行為不是微靈固有的本性，那麼是誰迫使他們從事這些活

動？」 
 

詩節三十七 
 

çré bhagavän uväca 
käma eña krodha eña rajo-guëa-samudbhavaù 

mahä-çano mahä-päpmä viddhy enam iha vairiëam 
 
sri bhagavan uvaca－至尊聖主說；kamah esah－這個渴望(享受感官對象)；
krodhah esah－(轉變成)這憤怒；rajah-guna－情欲的牽制力；samudbhavah－它

源於；maha-asanah－勢不可擋的；maha-papma－極可怕的；viddhi－知道；

enam－這；iha－在這個世界；vairinam－ 敵人。  
 
至尊聖主說︰這色欲，即享受感官對象的渴望，源於情欲，它確實會變成憤怒。

它毀滅一切，極為可怕。要知道，色欲是普世蒼生的主要敵人。 
 
《要義甘霖》︰對感官對象的渴望(kama)難免會使人從事罪惡活動。在它驅使下

就會行惡。這色欲顯現為另一種不同的形式－憤怒(krodha)。這點直接可見。對

感官對象的渴望受阻時，就轉變成憤怒。這色欲源於物質情欲形態，導致憤怒，



憤怒是愚昧形態的。有人也許會問：「一個人的欲望一旦滿足了，他對感官對象

的期望會得到滿足嗎？」至尊聖主回答說：「mahä-çanah－它勢不可擋。」《輔

典》說︰ 
 

yat påthivyäà vréhi-yavaà hiraëyaà paçavaù striyaù 
nälam ekasya tat sarvam iti matvä çamaà vrajet 

地球上的所有穀物、大麥、金子、動物、女人等等，甚至都無法滿足一個男人的

欲望。  
 

最好明白這點，知足常樂。根據《輔典》的上述陳述，一個人無力滿足色欲。又

再發問：「如果不可能供應這色欲所渴求的結果，作為休戰協定來控制它，那麼

我們必須要用甜言蜜語安撫它，還是與我們的階級結盟來削弱它，這樣控制它

嗎？」至尊聖主回答說：「maha-papma－它極可怕，難以控制。」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據說色欲和貪婪是那些在解脫之途的微靈的

強敵。對感官對象的渴望，尤其是原始的敵人。憤怒(Krodha)只是它的其中一種

轉變。色欲據說是「mahat－貪得無厭的敵人」。在《聖典博伽瓦譚》(9.19.14)，
從亞亞提大君(Yayati Maharaja)的生平看到這點： 

 
na jätu kämaù kämänäm upabhogena çäàyati 
haviñä kåñëa-vartmeva bhüya eväbhivardhate 

在火裏加點酥油，火會燒得更猛烈。滿足色欲渴望，同樣也加強了欲望。它們不

會消失。 
 

yat påthivyäà vréhi-yavaà hiraëyaà paçavaù striyaù 
na duhyanti manaù-prétià puàsaù käma-hatasya te 

《聖典博伽瓦譚》(9.19.13) 
地球上的所有穀物、大麥、金子、動物、女人等等，甚至都無法滿足一個男人的

欲望。 
 
有四個制敵原則︰議和 (sama)、行賄 (dama)、分化 [力量的 (bheda)]和處罰

(danda)。至尊聖主正在這裏解釋，這個可怕的敵人－色欲，無法以議和、行賄

或分化等等原則削弱它的力量，藉此控制它。因此祂表明，應該用處罰(danda)
原則控制感官對象的渴求。下一個詩節會進一步闡明這點。得到自我知識的武器

時，就可以毀滅色欲強敵。  
 

詩節三十八 
 

dhümenävriyate vahnir yathädarço malena ca 
yatholbenävåto garbhas tathä tenedam ävåtam 



 
dhumena－被煙霧；avriyate－被遮蓋；vahnih－火；yatha－就像；adarsah－鏡

子；malena－被塵土；ca－和；yatha－就像；ulbena－被子宮；avrtah－被覆

蓋；garbhah－胎兒；tatha－同樣地；tena－被那(色欲)；idam－這個世界(知
識)；avrtam－被蒙蔽。  
 
正如火被煙遮住了，鏡子塵封了和胎兒被子宮包住了，生物的真正知識仍然受到

不同程度的色欲蒙蔽。 
 
《要義甘霖》︰色欲是公敵，不只是某一個人的敵人。這些例子解釋了這點。雖

然火可能隱隱約約，又被煙遮住，卻仍然能夠履行燃燒的功能。但是當鏡子塵封

時，就失去了清晰的特性，雖然仍然把它看作為鏡子，它卻無法履行它的功能，

反映前面物體的形象。被子宮包住的胎兒無法活動手腳，也無法辨別到那是個嬰

兒。同樣，只有當色欲不深時，才能憶念至尊目標。當色欲根深柢固時，將不可

能這樣憶念。當色欲極深時，世界本身就似是毫無意識知覺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那些反對自我覺悟的微靈，知識被三種程度

的欲望蒙蔽了︰輕微(mrdu)、中等(madhya)和強烈(tivra)。知識被輕微色欲蒙蔽

的人，在某程度上能接受自我知識的訓示。知識被中等色欲蒙蔽時，甚至絕不可

能明白半點自我知識。知識被強烈色欲蒙蔽時，根本察覺不到自我知識。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這整個世界被那色欲蒙蔽了，

有些地方輕微，有些地方深厚，有些地方則非常深厚。我會舉例說明這點。請聽

著。正如火被煙霧遮住，被色欲輕微蒙蔽的有知覺微靈，可以憶念至尊主。已托

庇於無私活動的微靈正是這種情況，他們的意識知覺像花蕾階段那樣稍微開展

(mukulita-cetana)。正如塵封的鏡子一樣，儘管有意識的微靈有人類身體，但是

當意識知覺被色欲深深蒙蔽時，就不可能憶念至尊控制者。這是極端道學家和無

神論者，或意識知覺縮減了或收縮了(sankucita-cetana)的微靈的狀態。飛禽走獸

正是這方面的例子。意識知覺被強烈色欲蒙蔽的微靈，就像被子宮包住的胎兒，

意識知覺完全蒙蔽了(acchadita-cetana)。蔓藤、石頭和樹正是這方面的例子。」 
 

詩節三十九 
 

ävåtaà jïänam etena jïänino nitya-vairiëä 
käma-rüpeëa kaunteya duñpüreëänalena ca 

 
avrtam－蒙蔽了的；jnanam－辨別力的知識；etena－藉此；jnaninah－聰明(生
物體 )的；nitya-vairina－被他的永恆敵人；kama-rupena－以色欲的形式；

kaunteya－阿尊那啊；duspurena－決不滿足；analena－就像火；ca－也。  
 



阿尊那啊，聰明生物體的真正知識，被色欲形式的永恆敵人蒙蔽了。這色欲像熊

熊烈火決不滿足。 
 
《要義甘霖》︰正如至尊聖主在這個以avrtam開始的詩節解釋，對所有微靈來

說，色欲其實就是愚昧。享受感官對象的欲望被描述為永恆敵人；因此，必須不

惜一切毀滅它。要明白kama-rupa(色欲的形式)表示愚昧與色欲沒有分別。它其

實是那種遮蔽微靈真正本性的愚昧。這裏用了ca這個字來表示「好像」。正如把

酥油倒入火裏無法滿足它，透過享受感官對象同樣也無法滿足色欲。 
 
《聖典博伽瓦譚》(9.19.14)說：  

 
na jätu kämaù kämänäm upabhogena çäàyati 
haviñä kåñëa-vartmeva bhüya eväbhivardhate 

火沒有因為酥油而滿足；反而燒得更猛烈。享受感官對象同樣使人越來越渴求感

官享樂。那渴求沒有止息。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色欲是悲哀和痛苦的根源，它好比火焰︰ 
 

kämänalaà madhu-lavaiù çamayan duräpaiù  
《聖典博伽瓦譚》(7.9.25) 

享受感官對象決不能滿足色欲。就像短暫滿足形式的幾滴蜂蜜，無法熄滅火焰。 
 

evaà gåheñv abhirato viñayän vividhaiù sukhaiù 
sevamäno na cätuñyad äjya-stokair ivänalaù 

《聖典博伽瓦譚》(9.6.48) 
正如倒入幾滴酥油沒有減弱火勢，聖人稍巴瑞.牟尼無法透過充分享受感官對象

得到平和。 
 

sevato varña-pügän me urvaçyä adharäçavam 
na tåpyaty ätma-bhüù kämo vahnir ähutibhir yathä 

《聖典博伽瓦譚》(11.26.14) 
儘管多年來服務了烏爾瓦斯(Urvasi)唇上的所謂甘露之後，我內心卻一再泛起色

欲渴望，永不滿足，正如把酥油供品倒進火裏，決不能弄熄它。*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對微靈來說，這色欲其實是愚

昧，也是永恆敵人。它像燒毀一切的火，蒙蔽有知覺的微靈。正如我─至尊聖主

─是有知覺的生物，微靈同樣也是有知覺的實體。我的本性和微靈本性之間的差

別是，我是無限有知覺和全能的，微靈卻只有微量的意識知覺，他因為我賜予的

能量才可以活動。微靈的永恆職務是成為我的永恆僕人。這稱為純粹的愛，即生

物體永恆、無私、純粹的職能(niskama-jaiva-dharma)。每個有知覺生物的固有天



性都賦有自由意願。因此他憑著自己的自由意願，他是我的永恆僕人。依據正確

使用這自由意願的程度，他可以充任我的永恆僕人。誤用那純粹的自由意願，稱

為愚昧或色欲。那些沒正確使用自由意願來服務我的微靈，必須接受色欲，即享

受心態，那是微靈純粹狀態─純愛─的歪曲形式。當他們越來越被這不同程度的

色欲蒙蔽時，就逐漸變得像無活動的物質那樣。這稱為生物體因業報所致的束縛

(karma-bandhana)。又稱為痛苦的生死之旅(samsara-yatana)。」 
 

詩節四十 
 

indriyäëi mano buddhir asyädhiñöhänam ucyate 
etair vimohayaty eña jïänam ävåtya dehinam 

 
indriyani－各種感官；manah－心意；buddhih－智慧；asya－這色欲的；

adhisthanam－庇蔭；ucyate－據說；etaih－被這些；imohayati－完全迷惑；

esah－這(色欲)；jnanam－知識；avrtya－蒙蔽了；dehinam－體困生物。  
 
據說各種感官、心意和智慧是這色欲的居處。色欲透過它們來蒙蔽生物體的知

識，完全迷惑他。 
 
《要義甘霖》︰這色欲住在哪裏？至尊聖主正講述這個以indriyani開始的詩節，

回答這個問題。感官、心意和智慧就像龐大的城堡或首都，是這個色欲強敵的居

所。聲音等等感官對象就像國王的首都。體困靈魂被這一切迷惑。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當一個人發現了和毀滅了敵人的藏身之處，

就可以輕易征服他的敵人。各種感官是這色欲的庇蔭或藏身之處。因此，征服各

種感官就可以輕易戰勝色欲。至尊主奎師那把色欲比喻為非常強大的國王；各種

感官好比國王的首都，首都得到大城堡的保護；各種各樣的感官對象好比王國和

國王的子民。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純粹而有認知力的生物體接受軀體，稱為體困的

(dehi)。只要色欲住在感官、心意和智慧，就一直蒙蔽生物體的知識。色欲的精

微狀態是愚昧。微靈是有純粹自我的極微小有知覺實體，起初只是這愚昧給予他

最初期的愚昧面紗－物質假我。物質智慧充當色欲或愚昧的庇蔭。後來，發展了

物質假我時，物質智慧就提供心意，作為色欲的第二個庇蔭。然後，追求各個感

官對象的心意就提供各種感官，作為這色欲的第三個庇蔭。托庇了這三個地方，

色欲就把生物體扔進世俗享樂。當生物體自願轉向至尊聖主時，就稱為知識，當

他自願反對至尊聖主時，就稱為愚昧。」  
 

詩節四十一 
 



tasmät tvam indriyäëy ädau niyamya bharatarñabha 
päpmänaà prajahi hy enaà jïäna-vijïäna-näçanam 

 
tasmat－因此；tvam－你；indriyani－各種感官；adau－首先；niyamya－透過

節制；bharata-rsabha－阿尊那啊，巴爾塔最好的後裔；papmanam－邪惡的；

prajahi－你必須毀滅；hi－肯定地；enam－這；jnana－知識的；vijnana－(我
的)覺悟的；nasanam－毀滅者。  
 
因此，阿尊那啊，巴爾塔最好的後裔，這個邪惡(色欲)的化身毀滅智慧和對我的

覺悟，為了徹底毀滅它，在你的靈性生命剛開始時，就要控制你的感官。 
 
《要義甘霖》︰征服了敵人的托庇之處，就征服了敵人。這是策略。感官、心意

和智慧是享樂欲望的座位，它們一個比一個難以控制。要控制感官十分困難，但

是它們比心意和智慧更易控制。「因此要先征服你的感官。」至尊聖主只為解釋

這點，才講述這個以tasmat開始的詩節。 雖然很難控制的心意，苦苦追求要享受

另一個人的妻子和財富，但是你應該明白發生甚麼事；這只是眼睛、耳朵、手腳

等等感官的工作。應該禁止這些感官追求各自的對象，藉此控制它們。

Papmanam表示「放棄這個強烈的享樂欲望」。如此一來，如果一個人逐漸控制

感官，假以時日，他的心意也會擺脫色欲。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透過各種感官的幫助，這強大的色欲用錯覺

之繩綁住反對至尊聖主的微靈。因此，必須剛開始時就控制眼睛等等感官。心意

的功能是決定或決心(sankalpa)和猶豫不決或懷疑(vikalpa)，這樣控制了各種外

在感官，心意也會受控。至尊聖主也對烏達瓦這樣說：  
 

viñayendriya-saàyogän manaù kñubhyati nänyathä 
《聖典博伽瓦譚》(11.26.22) 

感官與感官對象接觸時，才會心神不定，否則不然。 
 

asamprayuïjataù präëän / çämyati stimitaà manaù 
《聖典博伽瓦譚》(11.26.23) 

因此，能控制感官的人變得心境平和，氣定神閒。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因此，巴爾塔最好的後裔啊，

先控制感官和心意，征服這個極可怕的色欲，它毀滅與我有關的知識和覺悟。色

欲是對神純粹之愛的扭曲和失真，毀滅色欲，托庇純愛，讓自己恢復自己的固有

本性。受條件限制靈魂第一個值得表揚的職務，就是遵循真正棄絕的原則和遵循

賦定職務。因此，透過逐漸臻達奉愛修習的階段，他應該履行修習來得到滿載純

愛的奉愛。憑著我的恩慈或我奉獻者的恩慈，就會得到純粹無瑕的奉愛。雖然它

非常稀有，在某些情況卻無緣無故地展現。」 



 
詩節四十二 

 
indriyäëi paräëy ähur indriyebhyaù paraà manaù 

manasas tu parä buddhir buddher yaù paratas tu saù 
 
indriyani－各種感官；parani－比不活躍的物質更高；ahuh－他們(那些聖人)
說；indriyebhyah－比各種感官；param－更高；manah－心意；manasah－比心

意；tu para－確實更高；buddhih－智慧；buddheh－比智慧；yah－他；paratah
－甚至更高；tu－但是；sah－他(靈魂)。   
 
據說各種感官比無活動的物質更高，心意則比感官更高。智慧比心意更高，而他

－靈魂－甚至比智慧更高。  
 
《要義甘霖》︰在初階時，不應該試圖先控制心意和智慧；不可能這樣做。雖然

如此，至尊聖主正在講述這個以indriyani parani開始的詩節，解釋那個程序。祂

說的是：「各種感官比征服了天下的英勇戰士更強大。它們確實比他更厲害，因

為他甚至無法控制他的感官。心意比各種感官更高更強大，因為甚至在造夢期

間，當感官停息時，心意都保持活躍。賦有覺悟的智慧比心意更高更強大，因為

甚至在沉睡期間，當心意停息時，堅定的智慧都保持活躍。除此之外，靈魂比智

慧更高更強大，因為甚至當智慧停息時，靈魂都繼續存在。唯有這光榮的靈魂，

才可以征服色欲。這個體靈魂比其他一切更厲害，一旦控制了感官、心意和智

慧，就肯定可以控制色欲。你不應該懷疑這點。」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神訓經》也說︰ 

 
indriyebhyaù parä hy arthä arthebhyaç ca paraà manaù 

manasas tu parä buddhir buddher ätmä mahan paraù 
《卡塔奧義書》(1.3.10) 

感官肯定比粗糙軀體更高，心意則比感官更高。智慧比心意更高，偉大的靈魂則

是一切之中最高的。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我簡單地對你解釋，你真正的

身分是靈魂。你意外地受制於無活動的物質，於是你現在認同自己是感官、心意

和智慧。這是錯覺，它是愚昧造成的。感官比無活動的物質更高更精微。心意比

感官更高更精微。智慧比心意更高更精微，而靈魂或自我甚至比智慧更高更精

微。」 
 

詩節四十三 
 



evaà buddheù paraà buddhvä saàstabhyätmänam ätmanä 
jahi çatruà mahä-bäho käma-rüpaà duräsadam 

 
evam－這樣；buddheh－比智慧；param－(靈魂)更高；buddhva－明白了； 
samstabhya－透過完全穩定了；atmanam－心意；atmana－透過堅定的智慧；

jahi－毀滅； satrum－敵人；maha-baho－臂力非凡的人(阿尊那)啊；kama-
rupam－色欲形式的；durasadam－這難以征服的。  
 
臂力非凡的阿尊那啊，知道了靈魂比智慧更高，以關於真正自我的純粹智慧控制

心意，毀滅這可怕的色欲強敵吧。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正以這個以evam開始的詩節，總結這一章。「知道了

生物體比智慧更高，與所有世俗名份截然不同，以你真我的知識穩定你的自我，

毀滅這甚難征服的色欲吧。」 
 
這一章描述了，把無私活動供奉給至尊主的修習和知識的優點，知識是修習的目

標。 
 

由此結束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所寫的 
《要義甘霖的注釋》(令奉獻者快樂並得到所有聖人接受的注釋)， 

顧及明確精微之處的譯文：《聖典博伽梵歌》第三章。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主奎師那所說的

話：「如此一來，借助於靈魂的超然知識，知道你自己比所有對感官、軀體、心

意和智慧的世俗認同更高，也知道你自己是我的永恆僕人。因此憑我超然知識能

量的恩典變得穩定，逐漸毀滅這可怕的色欲。」  
 

由此結束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所寫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典博伽梵歌》第三章。 

 
第四章 

 
思辨瑜伽 

(Jnana-Yoga) 
透過超然知識而行的瑜伽 

 
詩節一 

 
çré bhagavän uväca 

imaà vivasvate yogaà proktavän aham avyayam 



vivasvän manave präha manur ikñväkave ’bravét 
 
sri bhagavan uvaca－至尊聖主說；imam－這；vivasvate－對太陽神；yogam－ 
瑜伽科學；proktavan－教導了；aham－我；avyayam－不朽的；vivasvan－威瓦

斯文，太陽神；manave－對曼奴(人類之父)；praha－告訴它；manuh－曼奴；

iksvakave－對依克斯瓦庫(Iksvaku)；abravit－說。  
 
至尊聖主說︰我教導太陽神威瓦斯文這門永恆的瑜伽科學，他教導曼奴。曼奴然

後又教導依克斯瓦庫。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在第四章解釋，祂顯現的各種原因，祂的誕生和各種活

動的永恆性，還有以研習《韋達經》為形式的超然知識優越性。透過超然知識而

行的靈性進步之途，是無私地履行賦定職務者的目標，這個以imam開始的詩節

和下一章都讚揚這條途徑。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曼奴的化身顯現在每個曼奴期

(manvantara)，最初的曼奴期是自生曼奴(Svayambhuva Manu)。在現今的威瓦

斯文曼奴期，第一個領受到思辨瑜伽訓示的人，是曼奴的父親－太陽神威瓦斯

文。至尊聖主在這個詩節介紹師徒傳系(sampradaya)的概念，即自我覺悟靈性導

師的真正承傳。沒有這個連續不斷的靈性傳系，思辨真理或奉愛真理就無法純粹

地展現在物質世界。這個師徒承傳又稱為口傳心授，一脈相承的神聖承傳

(amnaya-parampara)。唯有透過這個師徒傳系，才明確地證實了主題的嚴肅認

真、悠久和重大意義。在印度可以看到，甚至連普通人對古老的師徒傳系都充滿

信心，致力於它。那個賜予圓滿至尊主真理知識的師徒承傳，稱為師徒傳系。並

非從真正師徒傳系那裏領受得來的曼陀，沒有成果。目前的這個卡利年代有四大

奉獻者師徒傳系︰(1) 施瑞(拉釋米，Laksmi)、(2) 布茹阿瑪、(3) 茹卓和(4) 桑克

(Sanaka)，即布茹阿瑪的四個兒子，稱為庫瑪爾四兄弟。主奎師那是全部四個師

徒傳系的原始之源。至尊人物的真正知識，僅是從主奎師那那裏流傳到這個物質

世界。「dharmaà tu säkñäd bhägavat-praëétam－真正的宗教直接來自至尊聖主

(《聖典博伽瓦譚》6.3.19)。」 
 

正如《博伽梵歌》所述，至尊主奎師那把這知識先傳授給威瓦斯文太陽神，他再

教導曼奴。曼奴接著把這些神聖訓示傳授給依克斯瓦庫。因此師徒承傳的制度是

悠久而可靠的傳統，確保傳系得以延續。神聖知識藉此保存至今。每當這個傳系

中斷時，至尊聖主又再安排它展現在物質世界。布茹阿瑪-瑪達瓦-高迪亞師徒傳

系(Brahma-Madhva-Gaudiya sampradaya)靈師承傳(guru-parampara)的崇高純粹

奉獻者，例如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和其他

人等等，覺悟了這種神聖知識，透過他們的注釋教導普通人。儘管一個人在物質

知識方面極有資格，除非他恰當地在這個師徒承傳之中，否則決不能明白《博伽

梵歌》的真正要旨。 



 
要保護自己，遠離自圓其說的注釋者，這點相當重要；否則將不可能覺悟《博伽

梵歌》的真正含意。雖然牛奶純淨又滋補，但是當蛇的咀唇碰過時，卻會令人中

毒。同樣，主哈瑞的題目對物質世界來說極具淨化作用，但是當非奉獻者，例如

非人格主義者或那些認為軀體是自我的人誦讀時，聆聽這樣的題目卻會使人毀於

一旦。在這方面，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也說過：「mäyävädé-bhäñya çunile haya 
sarva-näça－如果聆聽非人格主義者的注釋，統統都毀了」(《永恆的主采坦亞

經》，中篇逍遙 6.169)。  
 

詩節二 
 

evaà paramparä-präptam imaà räjarñayo viduù 
sa käleneha mahatä yogo nañöaù parantapa 

 
evam－這樣；parampara－透過師徒承傳；praptam－領受到；imam－這；raja-
rsayah－聖潔的國王；viduh－明白到；sah－那；kalena－因為時間；iha－在這

個世界；mahata －透過重大的影響；yogah－與至尊主連繫的程序；nastah－失

去；parantapa－制敵者啊。  
 
阿尊那啊，就這樣在師徒承傳裏領受到這瑜伽，聖潔的國王也透過那個程序明白

了它，但是時間流逝，滄海桑田，這瑜伽幾乎失傳。 
 

詩節三 
 

sa eväyaà mayä te ‘dya yogaù proktaù purätanaù 
bhakto ‘si me sakhä ceti rahasyaà hy etad uttamam 

 
sah eva ayam－那完全相同的；maya－被我；te－對你；adya－今天；yogah－與

至尊聯繫的學問；proktah－講述；puratanah－古老的；bhaktah－奉獻者；asi
－你是；me－我的；sakha－朋友；ca－和；iti－因此；rahasyam－機密的；hi
－因為；etad－這；uttamam－超然的。  
 
你是我的奉獻者和我的朋友；因此我今天對你解釋，那個古老瑜伽程序極機密的

知識。    
 
《要義甘霖》︰主奎師那說：「因為我們的關係裏兩種內在固有的情感，因此我

告訴你這點。首先，你是我的奉獻者，即是說你是我的僕人；其次，你是我的朋

友。不應該對任何沒有這些屬性的人，透露這知識。因此它是機密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真正的靈性導師只對愛意盈盈，皈依及有服

務態度的門徒，教導極機密的原則，例如基礎的真理知識和必要的奉愛原則。那

些缺乏這些品質的人，無法保留或覺悟這樣的知識。在這裏，至尊主奎師那對阿

尊那說：「你是我親愛的僕人和親愛的朋友；因此我對你解釋這業報瑜伽的玄

祕。」 
 

詩節四 
 

arjuna uväca 
aparaà bhavato janma paraà janma vivasvataù 
katham etad vijänéyäà tvam ädau proktavän iti 

 
arjunah uvaca－阿尊那說；aparam－最近；bhavatah－你的；jnama－誕生；

param－古代的；jnama－誕生；vivasvatah－太陽神的；katham－怎樣？；etat
－這；vijaniyam－我會明白嗎；tvam－你；adau－起初；proktavan－說；iti－
那。  
 
阿尊那說︰你只是生於近代，太陽神卻生於古代。我怎樣才明白你在以前的年代

對他講述這瑜伽？ 
 
《要義甘霖》︰阿尊那在質疑主奎師那，認為祂之前的陳述沒可能。「你生於近

代(aparam)，太陽神卻生於遠古(param)，那麼我怎能相信你在古代教導他這瑜

伽？」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阿尊那是至尊主偉大的奉獻者和永恆的朋

友。因此，他被稱為主奎師那的同遊，就這樣，他對首神的科學(bhagavat-tattva)
瞭若指掌。愚昧的人普遍都認為，至尊主瓦蘇戴瓦－所有控制者之中的控制者－

是普通人。他們不認同祂全知而長存，反而認為祂的知識有限，又終有一死。他

們也認為至尊主的誕生和各種活動都是短暫的；不知道那是超然的。 
 
《博伽梵歌》(10.12)說： 

 
paraà brahma paraà dhäma pavitraà paramaà bhavän 

puruñaà çäçvataà divyam ädi-devam ajaà vibhum 
阿尊那說︰你是至尊人格首神，終極居所，最純粹的，也是絕對真理。你是永恆

超然而原初的人，無生的和最偉大的。 
 

愚昧的人認同這個詩節的反義。他們不接受至尊聖主是至尊絕對真理，有靈性形

象和最高的純粹。他們也不相信祂是永恆人物和原始首神，沒出生又全面遍透，



並賦有無限的超然富裕。雖然阿尊那非常博學，卻一無所知似的請教至尊主奎師

那，讓至尊主可以從祂的蓮花口親自傳達這些真理，造福人類。 
 

詩節五 
 

çré bhagavän uväca 
bahüni me vyatétäni janmäni tava cärjuna 

täny ahaà veda sarväëi na tvaà vettha parantapa 
 
sri bhagavan－齊備六種富裕的主；uvaca－說；bahuni－很多；me－我；

vyatitani－渡過了；janmani－生生世世；tava－你；ca－和；arjuna－阿尊那

啊；tani－他們；aham－我；veda－憶念；sarvani－所有；na－不；tvam－

你；vettha－憶念；parantapa－懲敵者啊。  
 
最富裕的人格首神說︰懲敵者啊，你和我都過了生生世世。我全都記得，你卻記

不起。 
 
《要義甘霖》︰在這個以bahuni開始的詩節，至尊聖主說：「我曾經以我其他的

化身，教導過這門科學。」Tava ca表示「每當我降臨時，你都顯現為我的同

遊。我全知全能，記得我所有的顯現。為了實現我的逍遙時光，我蒙蔽了你的知

識，因此你記不起之前的生生世世。帕然塔帕(Parantapa)啊，現在你以琨緹之子

的身份使敵人痛苦。」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這裏，主奎師那告知阿尊那說：「在我這

次顯現之前，我以其他多個化身降臨，展現了多個不同的名字、形象和逍遙時

光。我全都記得，鉅細無遺。你也和我一起顯現，但是因為你歸類於個體靈魂，

即極微小的知覺部分，因此你記不起。」 
 
在奎師那的命名禮時，聖嘎爾格師(Sri Gargacarya)也確認了，奎師那有多個名

字、形象和逍遙時光：  
 

bahüni santi nämäni rüpäëi ca sutasya te 
guëa-karmäëi rüpäëi täny ahaà veda no janäù 

《聖典博伽瓦譚》(10.8.15) 
根據祂的品質和活動，你的兒子有多個名字和形象。我知道祂們，其他人卻不知

道。 
 

至尊主同樣對穆庫昆達(Mucukunda)說︰ 
 

janma-karmäbhidhänäni santi me ’ìga sahasraçaù 



《聖典博伽瓦譚》(10.51.36) 
我親愛的穆庫昆達，我的名字、誕生、活動和其他特性都是無限的。  
 

詩節六 
 

ajo ‘pi sann avyayätmä bhütänäm éçvaro ‘pi san 
prakåtià sväm adhiñöhäya sambhavämy ätma-mäyayä 

 
ajah－沒出生的；api－雖然；san－作為；avyaya-atma－不朽的軀體；bhutanam
－眾生的；isvarah－主；api－雖然；san－作為；prakrtim－性質(由永恆、知識

和極樂組成的)；svam－我原始的；adhisthaya－處於；sambhavami－我展露無

遺；atma-mayaya－以我的瑜伽瑪亞能量。  
 
雖然我的形象沒出生，也不毀滅，雖然我是眾生之主，但是我仍然透過我的瑜伽

瑪亞能量，以我永恆、有認知力和喜樂的原形顯現。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正在解釋祂誕生的真象。「雖然我沒出生，卻顯現為半

神人、人類和動物等等各個物種。」有人也許會問：「這有甚麼稀奇？事實上，

微靈也沒出生，當粗糙軀體毀滅時，他也接受另一次誕生。」至尊聖主回答說，

avyayatma。「我的軀體是不朽的，微靈的軀體卻易毀。而且，微靈沒出生的性

質不一樣。他的誕生是因為他那源於愚昧的身體認同。作為至尊控制者，我與我

的軀體沒有分別，因此，我出生和沒出生的品質是絕對本然的。這種驚人的性質

超越邏輯和情理的範疇，在其他地方沒可能找到。微靈因善行和罪孽投生於高高

低低的物種，因此不可能把我和他的誕生相比。」至尊主奎師那進一步闡明這點

說：「雖然我是微靈的至尊控制者，意思是我不受制於業報，但是我仍然接受誕

生。」 
 

可能會產生下列疑竇︰「由於精微軀體的活動，微靈也接受半神人、人和動物等

等各個物種的身體，這些身體使他受困。你，至尊主，沒有精微軀體。你全面遍

透，也是所有原則的控制者，包括時間和活動等等。《神訓經》說你渴望成為多

個︰『bahu-syam－我可以成為多個。』根據這句話，你是整個宇宙的萬物。不

過，你明確地表示『evam-bhuto 'py aham sambhavami－雖然我顯現為宇宙萬

物，但是我仍然親自展現自己。』由此明白到，你只是為了展現，你那個與整個

宇宙截然不同的永恆形象而誕生。」 
 

如是者，有人也許會問：「你的這些身體是甚麼性質的？」至尊聖主在這個詩節

的下半部，回應這點說：「prakåtià sväm adhiñöhäya sambhämy ätma-mäyayä－
我透過我的瑜伽瑪亞能量，以我永恆、有認知力和喜樂的原形顯現。」如果認為

prakrti這個字指的是外在的蒙騙能量(maya-sakti)，那麼這裏的含意就變成「至

尊控制者，物質自然的當家控制者，借助於這種能量變成宇宙」。不過，這沒描



述至尊聖主的明確性質。梵文字典說：「saà-siddhi-prakåtis tv ime svarüpaï ca 
sva bhävaç ca－固有形象(svarupa)和內在天性(svabhava)是完美和性質(prakrti)的
同義詞。」因此，這個詩節提及的prakrti一字指的是固有形象。至尊主這個形象

的性質是永恆、全知和極樂的(sac-cid-ananda)。 
 

聖施瑞達爾.斯瓦米說：「你們的固有形象不是蒙騙能量組成的，而是超然的，

由永恆、全知、極樂組成的。因此，你的固有形象(prakrti)是純粹超然善良

(suddha-sattva)的化身。」 
 

根據聖茹阿瑪努佳師所述，prakrti表示「天性」。「堅守你的天性，即完全保留

你的神性，你僅是憑著你的獨立意願，展現自己的形象。」如果我們同意prakrti
指的是「天性」，那麼sac-cid-änanda-ghana(濃縮的永恆、知識和喜樂)和eka-
rasa(一律由一種物質組成的)這些修飾形容詞的使用，就使人辨別到至尊聖主的

形象和假象。Svam表示「自己的形象」。《神訓經》說：「 sa bhagavataù 
kasmin pratiñöhitaù sva-mahimni－至尊聖主齊備祂所有的神聖榮耀，穩處其

中。」根據聖瑪杜蘇丹.薩茹阿斯瓦提所述，當至尊主顯現時，祂仍然繼續處於

祂的固有形象。雖然祂的軀體和祂的真實自我之間沒分別，祂的言行舉止卻像體

困生物體。 
 

一個人也許會提出問題：「由於你是永恆的，當你接受魚(Matsya)和龜(Kurma)
等等不滅的形象時，也同時察知到你過去和現在的形象嗎？」至尊主說atma-
mayaya來作答。「這個行動是我的內在能量(瑜伽瑪亞)履行的。我的固有形象是

這內在能量隱藏和展現的，那是我知識能量(cit-sakti)的特別功能。我僅是借助於

這瑜伽瑪亞才顯現，她展現我目前的固有形象和隱藏我以前的形象。」 
 

聖施瑞達爾.斯瓦米在他的注釋著述：「我僅是憑著我的內在能量顯現，她稱為

瑜伽瑪亞(yogamaya)或阿瑪瑪亞(atmamaya)，即完整和真確的知識、力量、勇猛

等等能量。」 
 

聖茹阿瑪努佳師在他的注釋著述：「至尊聖主透過祂自己的知識能量顯現。

Ätma-jïäna-mäyä vayünam jïänam。在這段文字，maya這個字是知識的同義

詞。梵文字典也確認了這一點。至尊聖主僅是借助於這種能量，才知道永恆生物

體虔誠和不虔誠的活動。」  
 

根據瑪杜蘇丹.薩茹阿斯瓦提(Madhusudana Sarasvati)所述：「只是因為假象，才

把軀體和體困的概念套用在我－至尊主瓦蘇戴瓦－身上，因為我超然於所有這樣

的二元性。」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庫爾瑪宇宙古史》說：「deha-dehé-
vibhägaç ca neçvare vidyate kvacit－就至尊聖主來說，軀體和有軀體者之間沒有

分別。」  
 

不過，就生物體來說，軀體與體困靈魂不一樣。換句話說，他的粗糙和精微身體

與他，即個體靈魂不一樣。《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17.132)進一步闡明

了這點： 
 

deha-dehér, näma-nämér kåñëe nähi ‘bheda’ 
jévera dharmanäma-deha-svarüpe ‘vibheda’ 

就奎師那來說，祂的名字(nama)和名字擁有者(nami)之間沒有分別，祂的軀體 
(deha)和軀體擁有者(dehi)之間也沒有分別。不過，體困生物體的本性、名字和

軀體，與他永恆的靈性結構卻不一樣。 
 

至尊主沒出生(aja)。憑著祂自己的意願，祂接受祂瑜伽瑪亞形式的內在能量的庇

蔭，在這個物質世界展現祂的永恆軀體，像普通的男孩那樣上演純真自然的逍遙

時光。即是說，祂那個由永恆、認知力和喜樂組成的軀體，沒被粗糙或精微軀體

覆蓋。另一方面，受制於至尊主蒙騙能量的影響，極微小的生物體根據以前活動

造成的印象，接受精微和粗糙軀體，這樣又再投生。 
 

總之，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表示，奎師那正在對阿尊那解釋：「雖然你和我

一再顯現在這個世界，但你的下凡和我的降臨之間有著明確差別。我是眾生控制

者；我沒出生；我的形象不變。我透過我自己的知識能量出現，生物體則受到我

蒙騙能量的影響，投生在這個世界，那種能量奪去他們之前千生萬世的記憶。由

於他們以前的活動，微靈必須接受精微軀體，由於托庇那個精微軀體，因此他們

必須一再投生。不過，我顯現為半神人、動物和其他形象，這僅是透過我自己的

意願發生。與微靈不同，我極純粹而有意識的軀體，沒有被精微和粗糙軀體覆

蓋。我在這個世俗層面展現那同一個永恆軀體，祂天生存在於靈性國度的無憂

星。 
 
某人可能會問：『超然人物怎可能與祂的國度一起展現在物質世界？』   

 
現在聽聽我的回應。我的瑜伽瑪亞能量不可思議，因此難以理解。不管多聰明，

再多的推理也不會使人明白和估量瑜伽瑪亞的活動。你的職責是，至少透過我－

至尊主－賦予的直覺知識，明白我具有不可思議的能量，不受任何管治世俗層面

的規則約束。僅是憑我的意願，無憂星的所有實體都能夠在這個物質世界，輕易

地展現極純粹的形象。換句話說，我能把整個物質現象的展現，轉變成靈性存

在。我全靈性的形象超越所有物質法則，儘管展現在物質世界時，祂都完全純

粹。這方面會有甚麼懷疑？控制微靈的那個假象也是我的能量，但是要明白當我

用『我的能量(prakrti)』這個片語時，指的只是靈性能量而已。雖然我的能量獨



一無二，但是在我面前，那種能量是靈性能量，對受制於業報的微靈，她卻顯現

為騙人的假象能量。這種能量賦有各自的影響力和各種莊嚴的神祕力量，迫使他

們在生死輪迴中循環。」 
 

詩節七 
 

yadä yadä hi dharmasya glänir bhavati bhärata 
abhyutthänam adharmasya tadätmänaà såjämy aham 

 
yada yada－每當；hi－肯定地；dharmasya－宗教的；glanih－衰落；bhavati－
有；bharata－巴爾塔的後裔啊；abhyutthanam－加劇；adharmasya－非宗教

的；tada－那麼；atmanam－我永恆完美的靈性軀體；srjami－展現(我自己在一

個似是被創造物質軀體的軀體裏)；aham－我。 
 
巴爾塔的後裔啊，每當宗教衰落和反宗教加劇，那時候，我在這個俗世展現我永

恆完美的形象。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甚麼時候出現？至尊主用這個以yada開始的詩節，回答

這個問題。「無法容忍宗教衰退和反宗教加劇，我為了扭轉情勢而顯現。」 
 

根據聖足瑪杜蘇丹.薩茹阿斯瓦提所述，atmana srjami表示「我創造軀體」。

「借助於瑜伽瑪亞，我展示我永恆完美的靈性軀體，祂似是物質自然創造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受制於活動結果的微靈，在每次誕生都接受

無活動物質製成的新軀體。但是至尊聖主以自己的意願和透過祂的假象能量，以

某種方式哄騙惡魔，以致他們以為祂的軀體是物質創造之物。聖蘇卡戴瓦.哥斯

瓦米在《聖典博伽瓦譚》(9.24.56)確認了這點： 
 

yadä yadä hi dharmasya kñayo våddhiç ca päpmanaù 
tadä tu bhagavän éça ätmänaà såjate hariù 

每當宗教衰落和罪惡增加時，至尊主哈瑞都在這個世界展現自己。 
 

多位靈性導師以不同方式解釋了，這個詩節的dharma這個字。聖茹阿瑪努佳師同

意，dharma這個字的意思是「崇拜至尊主」。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解釋

了，dharma是「以履行正式崇拜、冥想和其他這樣的修習，還有《韋達經》賦定

的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為特點的純粹奉愛」。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這樣引用了奎師那的話︰「我顯現的唯一原因是我的渴

望，我自願降臨。每當宗教衰落和反宗教盛行時，我就自願顯現。我的法則不可

征服，它們掌管這個物質世界的活動。不過，久而久之，這些規則因為一些難以



確定和無法描述的原因失效，反宗教變得顯著。除了我之外，沒有人能終止這場

混亂。因此我借助我的靈性能量，顯現在這個世俗層面，驅除宗教衰落。 
 

我並非真的只顯現在巴瑞塔之地－印度。憑著我的意願，我依據必要性而顯現在

半神人、鳥獸和其他所有物種之中。因此，不要以為我沒顯現在韋達制度之外的

那些人之中，例如野蠻民族(mleccha)、安提亞聚賤民(antyaja)和其他賤民。那些

可憐的人全都接受一定程度的宗教性，作為他們的本然宗教(sva-dharma)。當他

們的宗教衰落時，我也把我的能量灌注在某個特定的生物體，在那些可憐的人之

中顯現為授權化身(saktyavesa-avatara)，保護他們的宗教。在印度，人們以四社

會四靈性晉階體系的形式，有規律地履行宗教職務。因此我份外努力，在他們之

中確立這種宗教(dharma)體制。因此，可以看到所有迷人的化身，例如在每個年

代顯現在這個世界，確立宗教原則的年代化身(yuga-avataras)，還有局部化身(部
分化身，ansa-avataras)都只展現在印度。在沒有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的地方，

人們無法正確地修習無私活動或它的目標－思辨瑜伽，還有它的最高成果－奉愛

瑜伽。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以外的那些人，所展現的任何微量奉愛，都可以歸

因於我奉獻者的恩慈，所產生的信心突然出現而引致的。」 
 

詩節八 
 

pariträëäya sädhünäà vinäçäya ca duñkåtäm 
dharma-saàsthäpanärthäya sambhavämi yuge yuge 

 
paritranaya－為了保護；sadhunam－我(一心一意的)奉獻者的；vinasaya－為了

毀滅； ca－和； duskrtam－行惡者的； dharma-samsthapana－確立宗教； 
arthaya－為了；sambhavami－我顯現；yuge yuge－在每個年代。  
 
我顯現在每個年代，保護我的純粹奉獻者，殲滅邪惡的人和穩固地確立宗教。 
 
《要義甘霖》︰「阿尊那啊，你心裏可能會有個問題，當聖潔的國王，極博學的

婆羅門聖人和我的奉獻者，都有能力把宗教衰落和反宗教加劇的情況撥亂反正

時，我還需要顯現嗎？聽著我的答案。雖然他們真的可以做這項工作，但是為了

履行其他人不可能履行的那些活動，所以我親自顯現。我講了這個以paritranaya
開始的詩節解釋這點。Paritranaya(保護聖潔的奉獻者)指的是，保護那些強烈渴

望覲見我而飽受煎熬，全心全意的專一奉獻者極焦灼的內心。僅是為了消除那痛

苦，我才展現自己。Duskrtam表示我為了殲滅茹阿瓦拿(Ravana)、康薩、卡斯

(Kesi)和其他使我奉獻者受苦，及其他人都無法殺死的惡魔而顯現。Dharma-
samsthapanarthaya表示，我為了完美地確立至尊的永恆宗教而顯現，它的特色是

靈性專注、冥想、服務我、集體唸誦聖名等等。這對其他人來說不可能做得到。

Yuge yuge表示我顯現在每個年代或劫(主布茹阿瑪的一天)。雖然我處罰那些惡

棍，但是不應該假定我有偏見之嫌。親手殺死了這些惡棍，我保護他們，以免因



罪惡行為而下地獄，我也拯救他們脫離物質存在。你應該把這處罰看作為我的恩

慈。」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把祂的能量，傳到祂那些在王室和 
婆羅門階級的傑出聖潔奉獻者心裏，藉此確立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不過，至

尊主為了三個原因親自降臨︰(1) 安撫那些與祂分離而飽受煎熬的奉獻者，(2) 殺
死康薩等等強烈反對聖人和其他人無法殺死的惡魔和(3) 傳揚純粹奉愛的訊息。 
 
界定avatara這個字時，聖足基瓦.哥斯瓦米著述：「avatäraç ca präkåta-vaibhave 
‘vataraëam iti－至尊聖主降臨到這個物質創造，稱為化身。」  

 
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以不同的言詞闡明了同一點︰「aprapaïcät prapaïce 
‘vataraëaà khalv avatäraù－至尊主從祂不展現的永恆居所降臨到世俗層面，稱

為化身。」  
 

主奎師那是無數化身的源頭(avatari)。因此祂稱為至尊人格首神，即除了祂自己

之外就沒有原因的原始至尊人物。祂的化身有六種︰(1) 維施努化身(purusa-
avatara)、 (2) 形態化身 (guna-avatara)、 (3) 逍遙時光化身、 (4) 曼奴化身

(manvantara-avatara)、 (5) 年代化身 (yuga-avatara) 和 (6) 賦有能量的化身

(saktyavesa-avatara)。《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第二十章說明了這一切。  
 
有四個年代︰薩提亞(Satya)、崔瑞塔(Treta)、杜瓦帕爾和卡利。《聖典博伽瓦

譚》(11.5.20)說，奎師那顯現在他們所有人之中︰ 
 

kåtaà tretä dväparaà ca kalir ity eñu keçavaù 
nänä-varëäbhidhäkäro nänaiva vidhinejyate 

主布茹阿瑪一天的壽元，稱為劫(kalpa)。每一劫有十四個不同的曼奴化身，稱為

曼奴化身(manvantaras)。布茹阿瑪的一天有一千個由四個年代組成的完整週

期。以人類的陽曆計算，布茹阿瑪的一天等於四十三億二千萬年。三百六十個這

樣的日子，合共布茹阿瑪的一年，布茹阿瑪存活這樣的一百年。  
 

雖然至尊主殺死邪惡的惡魔，卻沒沾染他們的過失。換句話說，祂沒有偏袒這個

缺失；祂殺死他們只表示祂恩澤他們。為ajasya janmotpatha-nasanaya詩節(《聖

典博伽瓦譚》3.1.44)作注時，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著述：「雖然至尊主

沒出生(aja)，但是祂為了殲滅和解脫那些妨礙真理之途的惡魔而降臨。」  
 
聖施瑞達爾.斯瓦米的意見也很相似︰  

 
lälane täòane mätur näkäruëya yathärbhake 
tadvad eva maheçasya niyantur guëa-doñayoù 



正如愛子心切的母親在撫養和照顧孩子時，如果責罵他，都不會認為她無情或嚴

厲，當至尊主為了引發微靈的好品質和減少他們的壞品質而管教他們時，也不算

狠心。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這樣引用了主奎師那的話︰「我把我的能量灌注在致力

於我的王族和婆羅門聖人，藉此確立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但是為了保護我最

重要的純粹奉獻者遠離非奉獻者，我的化身需要顯現。我這樣顯現為每個年代的

化身，保護神聖的奉獻者。我消滅邪惡的惡魔，糾正宗教衰落，透過傳揚聆聽和

唸誦等等奉愛支部，我確立生物體的永恆宗教。 
 
『每個年代，我都降臨。』從這句話應該明白到，我也降臨在卡利年代，以我主

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化身，僅是透過唸誦聖名的程序，我會確立那極稀有的純

愛，即神聖愛意的永恆宗教。這個化身沒有其他目的，因此是所有化身之中最偉

大的。雖然如此，普通人仍會難以辨認我。我的純粹奉獻者會自然地受到我吸

引，而你，阿尊那，當你和我一起顯現在那個年代時，就會覺悟這點。這個隱密

的化身解救卡利年代的民眾，祂最驚人的特色是，我透過齊頌聖名賜福他們神聖

的愛，使惡棍的天性改邪歸正。我不像我以前的化身那樣，透過完全殲滅他們來

改造他們。」 
 

詩節九 
 

janma karma ca me divyam evaà yo vetti tattvataù 
tyaktvä dehaà punar janma naiti mäm eti so ‘rjuna 

 
janma－誕生；karma－活動；ca－和；me－我的；divyam－超然；evam－因

此；yah－他；vetti－知道；tattvatah－真正；tyaktva－放棄了；deham－現有

的這個軀體；punah－再次；janma－誕生；na eti－不接受；mam－我；eti－得

到；sah－他；arjuna－阿尊那啊。  
 
阿尊那啊，我的誕生和活動都是超然的。真正知道這點的人，放棄了現有這個軀

體之後不會再投生；反而肯定臻達我。 
 
《要義甘霖》︰「我的誕生和活動賦有之前的詩節所述的特性，明白了它們超然

性質的精華，一個人才會完全功德圓滿。」這個以janma這個字開始的詩節，是

為了解釋這點而講述的。聖足茹阿瑪努佳師和聖足瑪杜蘇丹.薩茹阿斯瓦提解

釋，divya這個字表示「非物質的」或「超然的」，聖施瑞達爾.斯瓦米則翻譯為

「不是這個物質世界的(alaukika)」。物質世界(loka)是物質自然創造的；因此，

alaukika這個字表示「不是這個物質世界的」。聖足施瑞達爾.斯瓦米也暗示，至

尊主的誕生和活動不是物質的。[在字面上，a表示「不」，prakrta則表示「物質



自然的」。]因為至尊聖主的誕生和活動都是超然和超越自然形態的，因此是永

恆的。 
 
在《Bhagavat-sandarbha》裏，聖基瓦.哥斯瓦米解釋「na vidyate yasya ca janma 
karma vä－至尊人格首神沒有物質誕生或活動」(《聖典博伽瓦譚》8.3.8)這個詩

節時，提到這個主題。他解釋，雖然無法以邏輯協調此事，但是必須借助《韋達

經》和《輔典》的陳述來接受，儘管這超乎常理，也不容爭辯。 
 

在這方面，《Pipalada-sakha》的《Purusa-bodhini Sruti》也說︰ 
 

eko deva nitya-lélänurakto bhakta-hådy antar-ätmä 
永恆投入於祂自己的逍遙時光，那個獨一無二的主以祂眾生萬物內在見證者的形

象，進入祂奉獻者心裏。 
 
甘露盈盈的《聖典博伽瓦譚》在多個地方詳述了，至尊聖主的誕生和活動的永恆

性。 
 
「 聽 到 我 的 陳 述 ， 例 如 yo vetti tattvataù( 《 梵 歌 》 4.9) 、 ajo ’pi sann 
avyayätmä(《梵歌》4.6)和janma karma ca me divyam(《梵歌》4.9)等等，不依賴

經驗主義的知識，以有神論智慧了解我的誕生和活動的永恆性，就不須再投生在

這個物質世界。 
 

《梵歌》有句話(17.23)，oà tat sad iti nirdeço brahmaëas tri-vidhaù småtaù－
《韋達經》和祭祀原本是婆羅門所說的這三個字[om tat at]創造的。」在這句話

之中，tat這個字指的是至尊，明白這點的人放棄了現有軀體之後不必再投生。相

反，他們肯定會臻達我。」在這裏，「放棄了軀體」這個片語賦有更高的含意。

「這樣的人離開了軀體之後不再投生。相反，儘管他沒放棄軀體，都會臻達

我。」 
 

為了解釋主奎師那的話，聖足茹阿瑪努佳師著述：「在得到我完全庇蔭的這條途

徑上，各種罪孽使人障礙重重，我超然的誕生和活動的真正知識，徹底毀滅所有

罪孽。只有那些托庇於我的親愛奉獻者才臻達我，甚至在今生。」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憑著靈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之恩，覺悟到至

尊聖主的超然誕生，而且祂透過祂不可思議的能量上演超然活動，那些人憑祂喜

樂能量的恩慈，得以在今生永恆服務祂。相反，那些認為主奎師那的誕生和活動

都是世俗的人，被愚昧征服。他們在生死輪迴之中流連，飽受三重苦煎熬。 
 
主布茹阿瑪在《聖典博伽瓦譚》(2.7.29)也說：「tat karma divyam iva－至尊聖主

的活動確是神聖的。」在他對《博伽瓦譚》這個詩節的注釋，聖維施瓦納.恰誇



瓦爾提.塔庫爾澄清了這點。「事實上，主奎師那的所有活動都是超然的。」它

更表明︰ 
 

na vidyate yasya ca janma karma vä  
na näma-rüpe guëa-doña eva vä 

tathäpi lokäpyaya-sambhaväya yaù  
sva-mäyayä täny anukälam åcchati 

《聖典博伽瓦譚》(8.3.8) 
至尊主沒誕生、活動、名字、形象、品質、缺陷等等。不過，祂以祂創造和毀滅

物質世界的超然能量，永恆地接受這些屬性。  
 

聖基瓦 .哥斯瓦米對上述詩節的解釋非常重要，可以參考他的《Bhagavat-
sandarbha》和《Krama-sandarbha》。 
 
《神訓經》描述至尊主沒有果報心態(nisphala)，不活躍(niskriya)，沒有物質污

染，或沒有缺陷(niranjana)，沒有形象(nirakara)，難以形容(asabdam)和不朽

(avyaya)等等。因為祂凌駕物質品質，因此這樣說。因此，《粲多嘎奧義書

(Chandogya Upanisad)》(3.14.4)等等某些獨特的《神訓經》，稱之為履行所有活

動的祂 (sarva-karma)、具有各種欲望的祂 (sarva-kama)、散發所有芳香的祂

(sarva-gandha)、體現所有超然情感的祂(sarva-rasa)等等。《聖典博伽瓦譚》

(6.4.33)確定了這點： 
 

yo ’nugrahärthaà bhajatäà päda-mülam  
anäma-rüpo bhagavän anantaù 

nämäni rüpäëi ca janma-karmabhir  
bheje sa mahyaà paramaù prasédatu 

為了恩澤那些崇拜祂蓮花足的人，雖然至尊主沒有物質名字、形象和其他屬性，

但是祂仍然透過不同的化身和活動，接受各個超然形象和名字。無限之主的富裕

不可思議，願祂悅納我。 
 

儘管活在這個軀體時，至尊主的那些奉獻者都得到祂。奎師那說：「yänti mäm 
eva nirguëäù－那些擺脫各種形態的人得到我」(《聖典博伽瓦譚》11.25.22)。為

這個詩節作注時，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著述，這裏沒提及laya(瓦解)這
個字。這澄清奎師那的要點︰「變得超然時，儘管處於現有的軀體，我的奉獻者

都得到我。」 
 

詩節十 
 

véta-räga-bhaya-krodhä man-mayä mäm upäçritäù 
bahavo jïäna-tapasä pütä mad-bhävam ägatäù 



 
vita－缺乏；raga－依附的；bhaya－恐懼；krodhah－和憤怒；mat-mayah－專

注於我；mam－對我；upasritah－皈依的；bahavah－很多(奉獻者)；jnana-
tapasa－透過苦行(以培養知識的形式)；putah－淨化了的；mad-bhavam－對我

滿載純愛的奉愛；agatah－得到。 
 
毫無依附、恐懼和憤怒，全神貫注於我，完全皈依我，透過知識形式的苦行得到

淨化，很多奉獻者得到了對我滿載純愛的奉愛。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說：「阿尊那啊，除了對我的誕生和活動瞭若指掌的人

之外，存在於我現有這個化身期間的人都得到我。甚至在以前的年代，那些賦有

我各個化身的誕生和活動之超然知識的人都得到我。」目前這個以vita-raga開始

的詩節，是為了解釋這點而講述的。jnana-tapasa表示「透過知識形式的苦行得

到淨化」。偉大靈性權威聖茹阿瑪努佳認為，主奎師那說的是：「我的誕生和活

動的性質都是絕對的，這知識就是覺悟到這點。覺悟到我的誕生和活動賦有之前

描述的特性而得到淨化時，人們就得到我。」換句話說，「決心努力覺悟我的誕

生和活動的永恆性時，他們得到對我滿載純愛的奉愛。不過，他們先忍受各種不

同的誤解、誤導的邏輯和謬論的灼熱蛇毒苦行而得到淨化。」 
 

聖茹阿瑪努佳師在他的注釋引用了《神訓經》的陳述，「tasya dhéräù parijänanti 
yonim－堅定或聰明的人，對至尊聖主誕生的性質瞭若指掌。」 

 
vita-raga指的是那些人放棄了依附於投入於俗談和提倡謬論的人。「我的奉獻者

不恨他們，也不怕他們。如果問為何，答案就是他們認真地全神貫注於探討、冥

想、聆聽和唱誦我的誕生和活動。」Mad-bhavam表示「對我的純愛」。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

話：「我的誕生、活動和形象的性質超然和極純粹，為甚麼愚蠢的人不傾向於探

討這種性質，原因有三個︰(1) 依附於其他[或世俗的]對象、(2) 恐懼和(3) 憤怒。

智慧深受俗念影響的那些人，全神貫注於及依附物質主義，無法自拔，以致不接

受稱為超然真象(cit-tattva)的永恆實體存在。根據這樣的人所述，自然本身就是

絕對真理。其中一些人主張，無活動物質是靈魂的永恆成因和來源。宣稱無活動

物質包羅萬象的人(jadavadis)、自然論的支持者(svabhavavadis)，即一切事情的

發生都是所有現象之中的固有特性導致的，以及基於無意識知覺概念的倫理學體

系(caitanya-hina-vidhivadis)的人，全都依附於各自的理論，身不由己。被超然

真象以外的對象蒙騙了，他們逐漸失去對至尊絕對真象的任何超然依附。 
 
雖然一些思想家真的認同靈性原則是永恆的，但是因為他們否決那些輕易得到超

然知識的原則，永久托庇世俗邏輯和推理，以致全無覺悟。對於在無活動物質之

中看到的一切屬性和活動，他們都標明為不真實的(asat)，非常謹慎地摒棄。因



此，以辨別被無活動物質所污染的事物為名，他們想像無法確定的絕對真象

(brahma)。不過，這只是我假象的間接展現；而不是我的永恆形象。害怕這可能

會使他們受到物質概念影響，他們後來放棄冥想我的實際形象(svarupa)和崇拜我

的神像形象。因為這恐懼，他們喪失覺悟絕對真理真實形象的機會，也得不到對

我的純愛。另外有些人無法辨別任何凌駕於物質的本體而滿腔怒氣。在這種憤怒

驅使之下，他們主張絕對真象只是一片虛無，淨空和所有存在的徹底毀滅。佛教

徒和耆那教的教義，是從這虛無主義的原則產生的。 
 
不過，很多智者確實擺脫依附、恐懼和憤怒，看到唯獨我無處不在。他們真誠地

皈依我，透過超然知識之火和容忍錯誤推理之灼燙劇毒的贖罪而得到淨化。因此

他們得到對我純粹崇高的愛。」 
 

詩節十一 
 

ye yathä mäà prapadyante täàs tathaiva bhajämy aham 
mama vartmänuvarttante manuñyäù pärtha sarvaçaù 

 
ye－他們；yatha－作為；mam－我；prapadyante－當他們服務；tan－他們；

tatha－因此；eva－肯定；bhajami aham－我愛和服務；vartma－我的途徑；

anuvartante－遵循；manusyah－所有人；partha－帕瑞塔之子啊；sarvasah－在

各方面。   
 
帕瑞塔之子(帕爾塔)啊，一個人不論以哪種方式服務我，我都相應地回報。每個

人都全面遵循我的途徑。 
 
《要義甘霖》︰有人也許會問以下的問題︰「只有你專一而全心全意的奉獻者，

明白你的誕生和活動是永恆的。其他傾向於知識和其他程序的人，為使某個特定

程序達到完美而托庇你，卻不接受你的誕生和活動是永恆的。他們會發生甚麼

事？」主奎師那講述這個以yatha開始的詩節回應。「那些托庇我的人履行靈性

專注，我賜予他們那靈性專注的結果作為回報。我是至尊主人，我的誕生和逍遙

時光都是永恆的。對於那些明白這點，特別是為了取悅我，透過服務我的逍遙時

光崇拜我的人來說，我是至尊控制者，隨心所欲，特立獨行，也使他們的誕生和

活動永恆。我在適當時間使他們成為我的永恆同遊，我和他們一起在這個物質世

界展現和不展現。如此一來，我賜他們純愛作為服務成果，時時刻刻恩澤他們。 
 
還有其他托庇我的人，例如思辨家等等，認為我的誕生和活動是短暫的，我的神

像形象是外在能量的產物。於是我把他們一再扔進重複誕生和活動的循環孽網，

它終須毀滅。在那裏，在假象的陷阱之中，我施予他們生死形式的痛苦。不過，

認為我的誕生和活動是永恆的，我的神像是永恆、知識和喜樂所組成的那些思辨

家托庇我，使他們的知識達到完美。對於這種渴望透過摒棄粗糙和精微身體得到



解脫的解脫主義者，我讓他們不再留在愚昧所致的生死輪迴之中，賜他們解脫之

樂作為崇拜成果。因此，不只我的奉獻者托庇我，思辨家、業報工作者、瑜伽

師、棄絕者、半神人的崇拜者和其他人全都遵循我的途徑。因為我是萬物的形象

(sarva-svarupa)，所有途徑都通往我，包括知識和業報。」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   

 
täàs tän kämän harir dadyäd yän yän kämayate janaù 

ärädhito yathaivaiña tathä puàsäà phalodayaù 
《聖典博伽瓦譚》(4.13.34) 

 
從這個詩節明白到，根據那些崇拜至尊主哈瑞或托庇於祂的人的意圖，祂相應地

回報他們。祂的靈性形象由永恆、認知力和極樂組成，為了能夠永恆服務祂，純

粹奉獻者崇拜祂。使這樣的愛心奉獻者成為祂的永恆同遊，至尊主哈瑞使他們如

願，得以愛意盈盈地服務祂。根據非人格主義的經驗主義哲學家的欲望，至尊主

賜予他們涅槃形式的解脫，即融入難以辨別的非人格梵之中，那是祂人格性的單

調展現。對那些渴求物質享樂的人，至尊主顯現為賦定職務成果的賜予者。祂對

瑜伽師顯現為至尊主，賜予他們玄祕力量或解脫。不過，在所有各種各樣的成就

之中，終極是得以在哥樓卡.巴佳服務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 
 
應該從《博伽梵歌》目前的這個詩節清楚了解到，各種不同靈性專注的成果，取

決於修習者的欲望，因此各有不同。一些人解釋，manuñyäù pärtha sarvaçaù等字

句表示，每個人都在遵循服務至尊主之途，不管他們履行甚麼活動，全都殊途同

歸。這個概念大錯特錯。惡棍、思辨家、奉獻者和滿懷奉愛的奉獻者，最終都臻

達一模一樣的目的地，《博伽梵歌》和《聖典博伽瓦譚》等等經典反駁了這個想

法。《梵歌》(9.25) 稍後說明了這點：  
 

yänti deva-vratä devän pitèn yänti pitå-vratäù 
bhütäni yänti bhütejyä yänti mad-yäjino ’pi mäm 

半神人的那些崇拜者去半神人的星球，崇拜祖先的那些人去他們的星球，崇拜鬼

魂的那些人去靈體的星球，崇拜我的那些人則臻達我。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這樣引述奎師那的話：「我以一個人接受我的庇蔭和崇

拜我時，懷著的情感作出回報。每個人肯定都能得到我，因為我是所有途徑的終

極目標。我的靈性形象由永恆、認知力和極樂組成，永恆地為祂履行機密永恆的

服務，那些純粹奉獻者在至尊居所得到超然喜樂。對於我無特徵面貌的崇拜者，

即非人格主義者，我賜予那種透過自我殲滅所臻達的涅槃解脫，即全神貫注於非

人格梵。因為他們不接受我永恆、全知、極樂的形象是永恆的，因此失去自己永

恆喜樂的形象。 
 



按照他們的堅信度，我把他們其中一些人扔進生死輪迴。我對虛無主義者

(sunyavadis)顯現為虛空，把他們的存在融入空境。完全蒙蔽他們的意識知覺，

我使唯物論的經驗主義者，還有那些認同自己是大自然產物的人的意識知覺幾乎

靜止。他們只可以臻達我那個無活動自然的形式。我對瑜伽師顯現為至尊控制

者，賜予他們玄祕力量或非人格解脫。如此一來，作為萬物內在固有的形象

(sarva-svarupa)，我是各種信仰要臻達的目標。其中，唯一要被視為至尊的，是

得以為我做超然服務。所有人類都遵循我的多條途徑之一。」 
 

詩節十二 
 

käìkñantaù karmaëäà siddhià yajanta iha devatäù 
kñipraà hi mänuñe loke siddhir bhavati karmajä 

 
kanksantah－那些渴望…的人；karmanam－果報活動的； siddhim－成果；

yajante－崇拜；iha－在這個世界；devatah－半神人；ksipram－迅速；hi－因

為；manuse loke－在這個人類世界； siddhih－有成果的；bhavati－變得；

karmaja－源於果報工作的。  
 
在這個世界，那些渴求活動成果的人崇拜半神人，因為很快就得到果報工作的結

果。 
 
《要義甘霖》︰「在我回報的那些人之中，那些渴求物質享樂的人，放棄直接對

我奉愛的途徑，遵循急功近利的業報之途。」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kanksanta開
始的詩節，解釋這點。karmaja這個字表示「出於業報」，指的是臻達天堂星球

等等各種完美。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業報有三種︰(1) 日常或賦定的、(2) 按情況

而定的(naimittika)和(3) 有果報欲望的(kamya)。《韋達經》賦定的活動是必要

的日常宗教職務 (nitya-karma)，例如在一天之中的三個交接期誦讀禱文

(sandhya)。祭祖等等活動稱為按情況而定的職務(naimittika-karma)，那些渴求

成果地履行的活動，稱為果報活動(kamya-karma或sakama)。果報活動比放棄賦

定職務(akarma)和履行禁制的罪惡活動(vikarma)更高： 
 

kämais tais tair håta-jïänäù prapadyante ’nya-devatäù 
《博伽梵歌》(7.20) 

渴求活動成果的人放棄崇拜至尊主瓦蘇戴瓦，崇拜不同的半神人。 
 

labhate ca tataù kämän mayaiva vihitän hi tän 
《博伽梵歌》(7.22) 

透過至尊主的安排，他們從那些半神人那裏領受到所求的成果。 



 
憑著純粹奉獻者的聯誼，那些覺悟到業報及其成果微不足道的人，採納超然的奉

愛之途。他們很快成功，得以服務主。根據《聖典博伽瓦譚》(11.14.21)所述，因

為只有透過奉愛才得到至尊聖主︰bhaktyäham ekayä grähyaù。《聖典博伽瓦

譚》(11.14.20)又說：「na sädhayati mäà yogoù－透過瑜伽或履行苦行等等程

序，都得不到至尊主。」  
 

詩節十三 
 

cätur-varëyaà mayä såñöaà guëa-karma-vibhägaçaù 
tasya karttäram api mäà viddhy akarttäram avyayam 

 
catur-varnyam－婆羅門等等四社會階級的體系；maya－被我；srstam－被創造

的；guna－品質的；karma－工作；vibhagasah－根據各個劃分；tasya－這的；

kartaram－創造者；api－雖然；mam－我；viddhi－你應該知道；akartaram－

非履行者；avyayam－不變的。  
 
四社會階級(婆羅門、統治者或戰士、農民和商人及勞工)的四重體系，是我根據

品質(guna)和工作(karma)劃分而創立的。雖然我是這個體系的創造者，你都應該

知道我是不變的非履行者。 
 
《要義甘霖》︰一個人也許會問：「奉愛和知識之途賜予解脫作為成果，業報之

途卻給予束縛。你－至尊控制者－引進了這一切途徑，那麼你怎會有這種偏

袒？」至尊聖主回答說：「不，不，不是這樣。」祂講述了這個詩節，它以表示

四個階級的catur-varnyam一詞開始，證明這點是合理的。 
 
現在描述四個階級的品質。祭師階級以善良形態為主，他們的工作是控制心意、 
感官等等。戰士階級以夾雜了情欲形態的善良形態為主，他們的職責是發揮騎士

精神和參戰。商人團體以夾雜了愚昧形態的情欲形態為主，他們的工作是貿易、

務農和保護牛隻等等。僕人階級以愚昧形態為主，他們的賦定職務是為其他人工

作。 
 

「果報工作之途的基礎是品質和工作，我根據那個以這兩者為基礎的劃分，創立

了四個階級。雖然我是這個體系的履行者和創立者，你應該知道我其實不是履行

者或創立者，因為我沒直接涉及這個體系。物質自然是我的能量，我卻超然於各

種物質自然形態。因此，雖然我是創立者，我都不是創立者，因為我沒有身為履

行者的假我。我的物質自然作為物質成因，與確立這個體系直接有關係。我是不

變的。換句話說，我保持不變；雖然我是創立者，但是我在引進四社會階級體系

方面，卻完全公正和無關。」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唯有至尊聖主才是整個宇宙的創造者和直接

啟動者。因此，唯有祂才是階級和四重社會階級體系的創立者。微靈的固有本性

是主奎師那的永恆僕人。至尊主賜予他獨立性這無價寶藏。微靈決定不服務奎師

那而誤用他的獨立性時，至尊主的蒙騙能量－假象－就立即用粗糙和精微身體，

蒙蔽他的永恆天性，把他扔進生生死死的輪迴。為了解救這樣的靈魂，無緣仁慈

的至尊聖主，透過祂的假象能量創造賦定職務之途。與此同時，祂透過祂的靈性

能量，永恆地投入於享樂。如此一來，祂保持不變，繼續作為非履行者。 
 

有關四個社會階級的詳情，應該閱讀《博伽梵歌》(18.41-44)和《聖典博伽瓦譚》

(7.11.21-24)和(11.17.16-19)。  
 

詩節十四 
 

na mäà karmäëi limpanti na me karma-phale spåhä 
iti mäà yo ‘bhijänäti karmabhir na sa badhyate 

 
na－沒有；mam－我；karmani－所有活動；limpanti－綁住；na－不；me－對

我；karma-phale－為了活動結果；sprha－渴望；iti－這樣；mam－我；yah－
他；abhijanati－實際上明白；karmabhih－透過活動；na－不； sah－他；

badhyate－受制的。  
 
活動決不能牽制我，因為我不渴求活動成果。實際地明白我這真理的人，也不受

制於他們的活動。 
 
《要義甘霖》︰儘管阿尊那接受上一個詩節提出的論點，但是他仍然會對至尊主

說：「但是你顯現了在統治者的王朝，你每天也履行統治者的活動，那麼我怎能

接受你不是履行者(akarta)？」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na mam開始的詩節，回應這

點。「這活動不像牽制生物體那樣牽制我。雖然生物體渴求住在天堂星球等等形

式的賦定職務成果，我卻沒有這樣的欲望。作為至尊控制者，我在我自己的喜樂

之中圓滿。我僅是為了樹立榜樣而履行工作。那些不認識我本人的人，受制於活

動。」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是完全的絕對真象，由永恆、認知

力和喜樂組成。生物體是極微小的有意識真象(anu-cit)。至尊主滿載六種富裕，

厭棄服務至尊主的微靈卻沒有富裕。至尊主是假象的主人，微靈卻受制於假象。

這是兩者之間的差別。在任何情況下，微靈決不會成為絕對真理，即至尊主。不

過，當微靈對至尊主履行奉愛，知道至尊聖主最強大，獨立，不朽而無欲無求，

就擺脫業報的束縛，得以處於固有的靈性形象服務至尊主。這是生物體永恆的位

置。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微靈那看不見的宿命(adrsta)所
致的業報之途，對我沒有影響。我也不渴求瑣碎的活動成果，因為我－至尊主－

齊備六種富裕。探討微靈的業報之途和我絕對獨立的本性，明白了那種本性是不

朽的，那些人決不受制於業報。透過履行純粹奉愛，他們得到我。」 
 

詩節十五 
 

evaà jïätvä kåtaà karma pürvair api mumukñubhiù 
kuru karmaiva tasmät tvaà pürvaiù pürvataraà kåtam 

 
evam－因此；jnatva－知道；krtam－履行了(給世界樹立榜樣)；karma－工作；

purvaih－被聖人(在古代)；api－甚至；mukuksubhih－渴望解脫的人；kuru－你

必須履行；karma－活動；eva－肯定地；tasmat－因此；tvam－你；purvaih－
被那些古人 ；purvataram－之前；krtam－履行了。 
 
甚至連渴求解脫的古人，都只是為了給普通人訂立標準，才履行賦定職務。因

此，你也應該遵循歷代的這些權威為榜樣，履行你的工作。 
 
《要義甘霖》︰「對我有這種認識，贊克(Janaka)等等歷代的權威也履行了賦定

職務，為人類樹立典範。」 
 

詩節十六 
 

kià karma kim akarmeti kavayo ‘py atra mohitäù 
tat te karma pravakñyämi yaj jïätvä mokñyase ‘çubhät 

 
kim－甚麼？karma－活動；kim－甚麼？；akarma－不活動； iti－因此； 
kavayah－有辨別力的人；api－甚至；atra－對這點；mohitah－感到困惑；tat
－那門(科學)；te－對你；karma－活動；pravaksyami－我會解釋；yat－它；

jnatva－明白到；moksyase－你會獲釋；asubhat－從不祥的(業報造成的束縛)。 
 
在努力確定甚麼構成活動，甚麼構成不活動時，甚至連有辨別力的人都感到困

惑。因此，我會對你解釋業報的學問，知道了之後，你就會從最不祥的生死輪迴

之中解脫。 
 
《要義甘霖》︰甚至連智者都不應該僅是模仿歷代的靈性權威，履行賦定職務。

相反，他們應該明白了明確的活動性質才活動。因此現在解釋業報真理的複雜主

題，即履行賦定職務的學問。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聖恰誇瓦爾提 .塔庫爾的注釋， 
gatanugatika-nyaya邏輯的意思是「沒嘗試深入了解活動目的之主題，卻透過模

仿他人來進行活動。」 
 

詩節十七 
 

karmaëo hy api boddhavyaà boddhavyaï ca vikarmaëaù 
akarmaëaç ca boddhavyaà gahanä karmaëo gatiù 

 
karmanah－活動；hi－因為；api－也；boddhavyam－應該明白；boddhavyam－

應該明白；ca－和；vikarmanah－禁制活動的；akarmanah－不活動的；ca－
和；boddhavyam－應該明白；gahana－深奧的；karmanah－活動的；gatih－學

問。  
 
應該清楚明白活動、禁制活動和不活動，因為活動的學問最深奧。 
 
《要義甘霖》︰禁制活動(vikarma)令人落得悲慘的下場。這是原則。不活動

(akarma)表示「不履行賦定活動(karma)」。為甚麼棄絕僧戒絕賦定職務是吉祥

的？換句話說，不履行活動，他們怎會得到最高福祉？活動原則極深奧難懂。

karma這個字表示活動、禁制活動和不活動三方面。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活動的基礎原則難以理解。只有經典賦定的

活動才導致解脫。與賦定職務相反的禁制活動，使生物體落得悲慘的下場。不履

行經典賦定的活動，稱為不活動。不活動有三個層面︰ 
 
(1)  愚昧的人生性懶惰，所以不履行《韋達經》賦定的活動。 
 
(2)  那些知道賦定職務結果不經久又糟糕的人，心心不忿。由於厭惡活動，因此

為了得到解脫而活動。  
 
(3)  聽到至尊聖主的題目之後，一些人摒棄賦定活動，培養奉愛。 
 

tävat karmäëi kurvéta na nirvidyeta yävatä 
mat-kathä-çravaëädau vä çraddhä yävan na jäyate 

《聖典博伽瓦譚》(11.20.9) 
只要(對活動的)棄絕還沒發展，或是未有信心聆聽和誦讀有關我的題目，一個人

就應該履行賦定職務。  
 

在《梵歌》現時的這個詩節，gahanä karmaëo gatiù這個片語的karmano這個字，

暗示活動、禁制活動和不活動三方面。 



 
詩節十八 

 
karmaëy akarma yaù paçyed akarmaëi ca karma yaù 

sa buddhimän manuñyeñu sa yuktaù kåtsna-karma-kåt 
 
karmani－在活動之中； akarma－不活動； yah－他；pasyet－可以看到；

akarmani－在不活動之中； ca－和；karma－活動； yah－他； sah－那；

buddhiman－聰明的人；manusyesu－在人類之中；sah－他；yuktah－瑜伽師；

krtsna-karma－所有活動的；krt－履行者。  
 
在不活動之中看見活動，在活動之中看見不活動，這樣的人是人者之真正智者。

縱然履行各種活動，他都是瑜伽師，地位超然。 
 
《要義甘霖》︰這個以karmani一字開始的詩節，解釋了三種活動之中，活動和

不活動的真理。縱是有識之士，贊那克大君等等內心純粹的人物，都不接受棄絕

啟迪。他們反而把活動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這樣履行不活動。那些看到這

不是真正活動的人，自己不會受制於活動。心有雜念，缺乏真正知識，對經典只

有理性知識，履行賦定活動的棄絕僧只能高談闊論。但是那些在這種棄絕僧的不

活動之中看到活動，覺悟活動的束縛只導致悲慘下場的人，確實聰敏過人。 
 

上述內心純粹的人履行各種活動，卻沒完全否定履行賦定職務，表示他不接受 
棄絕賦定活動。另一方面，有些所謂的賦定活動棄絕僧自以為知識淵博，其實卻

驕傲而喋喋不休。他們不尋求更高聯誼或遵循訓示經典；反而只是自誇。那些心

有雜念的人苦不堪言。 
 
至尊聖主也說︰ 

 
yas tv asaàyata-ñaò-vargaù pracaëòendriya-särathiù 

jïäna-vairägya-rahitas tri-daëòam upajévati 
surän ätmänam ätma-sthaà nihnute mäà ca dharma-hä 

avipakva-kañäyo ’smäd amuñmäc ca vihéyate 
《聖典博伽瓦譚》(11.18.40-41)  

有時候，一個缺乏真正知識和棄絕的人，裝作接受棄絕啟迪的象徵來維生－聖杖

(tridanda)。如果他那本應指揮感官的智慧，反而受制於極強大的感官和戰無不

勝的敵人(色欲、憤怒、貪婪、假象、驕傲和嫉妒)，這是受到譴責的。這樣的人

是殺害自己靈魂的兇手。全神貫注於無盡的物質欲望，他否認堪受崇拜的半神

人、自己的自我，甚至在他內心的我。因此他在這個和下個世界都完了。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履行無私活動的人履行的所有活動，都是以

棄絕賦定活動為形式的不活動。棄絕活動成果構成他的無私活動。雖然履行無私

活動的人履行各種活動，卻不會把他們看作為果報工作者。對他們來說，活動和

不活動都一樣。另一方面，所謂的思辨家驕傲自誇，造作地棄絕賦定職務，卻因

心有雜念，行為可恥而受到譴責。 
 

詩節十九 
 

yasya sarve samärambhäù käma-saìkalpa-varjitäù 
jïänägni-dagdha-karmäëaà tam ähuù paëòitaà budhäù 

 
yasya－他的；sarve－每個；samarambhah－盡力；karma-sankalpa－動力和色欲

的；varjitah－缺乏；jnana-agni－以知識之火；dagdha－燒毀了；karmanam－

活動；tam－他；ahuh－名為；panditam－博學的人；budhah－智者。  
 
在純粹知識之火燒毀了所有果報欲望，每項活動都沒有欲望和感官快樂的渴求，

智者稱這樣的人為學者(pandita)。 
 
《要義甘霖》︰現在，在五個詩節(《梵歌》4.19-24)詳細解釋活動這個主題，第

一個詩節以yasya這個字開始。Käma-saìkalpa-varjitäù表示「不渴求活動成

果」，samarambha指的是所有恰當地策劃的活動。Jïänägni-dagdha-karmäëam
表示，以前的活動或禁制活動的反應，都被知識之火燒毀了的那些人。應該這樣

了解，《梵歌》(4.17)所述的那些履行禁制活動者的命運。正如上一個詩節解

釋，應當把聰明人的活動看作為不活動。同樣，也應該把他的禁制活動看作為不

活動。這點與上一個詩節相符，並會在稍後的詩節(《梵歌》4.36-37) 解釋。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那些履行賦定職務，同時又擺脫果報欲望和

禁制活動的人，在超然知識之火燒毀那些職務的所有結果。這是他們履行無私活

動瑜伽所致的。這種崇高的靈魂稱為「那些在超然知識之火，燒毀了所有活動的

人」。  
 

詩節二十 
 

tyaktvä karma-phaläsaìgaà nitya-tåpto niräçrayaù 
karmaëy abhipravåtto ‘pi naiva kiïcit karoti saù 

 
tyaktva－放棄了；karma-phala－活動成果；asangam－依附；nitya-trptah－因

自己的永恆喜樂感到滿足；nirasrayah－不依賴(任何人維生)；karmani－在活動

之中；abhipravrttah－完美地履行；api－雖然；na－不；eva－肯定地；kincit－
任何事物；karoti－做；sah－他。  



 
棄絕了依附工作成果，恆常都因自己的內在喜樂感到滿足，不依賴任何人維生，

儘管全身投入各種活動，這樣的人都沒履行活動。 
 
《要義甘霖》︰Nitya-trptah表示，這樣的人內裏保持喜樂滿足。Nirasrayah表示

不依靠任何人維生。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要義甘霖》[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

爾所寫的原創梵文注釋]所引用的yoga這個字的意思是，「得到或獲得所缺乏

的」。ksema這個字表示「保護所擁有的」。 
 

詩節二十一 
 

niräçér yata-cittätmä tyakta-sarva-parigrahaù 
çäréraà kevalaà karma kurvan näpnoti kilbiñam 

 
nirasih－他不渴求；yata－受控制；citta－他的心意；atma－靈魂；tyakta－他

放棄了；sarva-parigrahah－感官快樂的所有要素；sariram－為了維繫身體；

kevalam－僅是；karma－他的工作；kurvan－這樣做；na apnoti－得不到； 
kilbisam－罪惡反應。  
 
能夠控制心意和感官，缺乏果報欲望，棄絕各種感官快樂，只為維繫身體而工作

的人，不受罪惡反應影響。  
 
《要義甘霖》︰在這裏，atma這個字指的是粗糙軀體。Sariram是指履行活動維

繫軀體，例如接受不誠實者的捐款等等。儘管他們這樣做，這樣的人也不招罪

孽。這進一步描述《梵歌》(4.17)的片語，「vikarmaëaù boddhavyaà－應該明白

禁制活動的基本原則」。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Nirasih表示「那些沒果報欲望的人」。 雖
然這樣的人也許會接受不誠實者的佈施來維繫軀體，卻仍然不會招致罪孽；透過

恰當方法接受佈施，也不會得到虔誠。因為他們控制心意和粗糙軀體，沒努力累

積任何感官享樂之物。 
 

詩節二十二 
 

yadåcchä-läbha-santuñöo dvandvätéto vimatsaraù 
samaù siddhäv asiddhau ca kåtväpi na nibadhyate 

  
yad-rccha－它自動出現；labha－有得益；santustah－滿足；dvandva－二元性



(例如熱和冷)；atitah－容忍；vimatsarah－不嫉妒；samah－泰然；siddhau－在

成功；asiddhu－失敗；ca－和；krtva－行動；api－雖然；na nibadhyate－他沒

受到牽制。  
 
滿足於自動出現的事物，容忍冷熱等等二元性，不嫉妒，甚至在履行活動時，對

成敗得失都保持泰然的人，不受制於活動。 
 

詩節二十三 
 

gata-saìgasya muktasya jïänävasthita-cetasaù 
yajïäyäcarataù karma samagraà praviléyate 

 
gata-sangasya－放棄了依附；muktasya－解脫的；jnana－在知識方面；avasthita
－處於；cetasah－他的意識知覺；yajnaya－對維施努的崇拜；acaratah－履行…

的人的；karma－果報活動；samagram－完全地；praviliyate－無效。  
  
沒有物質依附，心意穩處於超然知識，每項活動都是為崇拜至尊(主)而履行的

人，過去果報工作的所有反應統統作廢。他得到解脫，臻達不活動的境界。  
 
《要義甘霖》︰稍後會解釋祭祀的特性。為祭祀而履行的活動終止了，這導致不

活動狀態。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為取悅至尊聖主而履行的工作，決不會使人

困於物質世界。這裏把取悅至尊聖主的這些活動，描述為不活動狀態。 
 
僅是以《韋達經》賦定活動的形式履行宗教活動，這本身不會使人臻達高等星

球，罪惡活動也不會使人下地獄。那些知道業報，接受普爾瓦-彌漫沙原則

(purva-mimamsa，即生死輪迴是永久的，最好的目標是半神人的高等出生)的
人，聲稱活動產生一種看不到的微妙能量，稱為阿普爾瓦(apurva)，正是這種微

妙的能量使業報生生世世地賦予結果。他們的概念－其他人稍後可以分享這些結

果－是為了確立業報的永恆性。不過，這個考慮因素不適用於不依附而無私地履

行工作，並把那工作的成果供奉給至尊主的人。 
 

詩節二十四 
 

brahmärpaëaà brahma havir brahmägnau brahmaëä hutam 
brahmaiva tena gantavyaà brahma-karma-samädhinä 

 
brahma－對至尊靈性真象；arpanam－供奉(即以祭祀用的勺子和其他用品)；
brahma－(變成)靈魂；havih－酥油(和其他供奉的材料)；brahma－變成靈魂； 



agnau－到火堆裏；brahmana－被那個婆羅門；hutam－他的供品(食品的)；
brahma－(變成)靈魂；eva－肯定地；tena－被那；gantavyam－值得得到的；

brahma-karma－以靈性活動；samadhina－ 透過神定。  
 
履行火祭時，各種供奉的用具(例如勺子)、各種供奉的材料(例如酥油)、進行供

奉的地方(祭祀之火)、進行供奉的人(祭師)和供奉行動本身都是靈性的，是為了

揭示超然的。履行這樣的活動時，專心致志於尋求揭示超然，一個人所獲的成果

其實是超然。  
 
《要義甘霖》︰上一個詩節表明，履行工作時，應該把它作為對至尊(主)的祭

祀。這些祭祀是甚麼性質的？預料到這個問題，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

brahmarpanam這個字開始的詩節。Arpanam指的是供奉所用的用具。祭祀所用

的勺子和其他這樣的用具都是超然的。酥油和穀物等等供奉的供品都是超然的。

brahmagnau表示，祭祀之火的所在地和祭祀之火本身都是超然的(brahma)。履

行祭祀的婆羅門也是超然的。因此至尊(主)是聰明人唯一渴求的目標。沒有其他

後果。如果問究竟，答案就是這活動與至尊(主)一樣，因此使人專心致志

(samadhi)。唯一成果僅此而已。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祭祀行動中，用來把酥油供奉到火裏的特

別用具，名為sruva。在祭祀中供奉給半神人的材料，稱為havi。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聽聽祭祀形式的工作，怎樣導

致知識。稍後我會解釋各種不同的祭祀。現在我會解釋背後的基本原則。受制於

物質意識知覺的生物體，必須進行物質活動。在這些世俗活動之中，有信心地履

行那些探討靈性真象的賦定職務，稱為祭祀。當有知覺的真象展現在物質時，就

稱為梵。那個梵僅是我身體的光芒。靈性真象與整個物質宇宙有頗大分別。供奉

所用的用具(arpanam)、材料(havi)、火(agni)、履行者(hota)和成果(phala)等等

五個祭祀要素都是絕對真理的停留之處時，即它們都是為了揭示絕對真理時，祭

祀就完美。一個人以集中的冥想，在活動之中尋求絕對真理的揭示時，這樣的活

動稱為超然祭祀(brahma-yajna)。供奉所用的用具、材料、火、履行者(即他自己

的存在)和成果全都是超然的。因此他們的終極目的地也是超然的。」  
 

詩節二十五 
 

daivam eväpare yajïaà yoginaù paryupäsate 
brahmägnäv apare yajïaà yajïenaivopajuhvati 

 
daivam－半神人；eva－確實；apare－其他；yajnam－祭祀；yoginah－業報瑜

伽師；pari-upasate－完美地崇拜；brahma-agnau－在絕對真理之火；apare－其



他人 (思辨瑜伽師 )； yajnam－祭祀； yajnena－透過祭祀； eva－確實；

upajuhvati－供奉。  
 
業報瑜伽師供奉儀式祭祀，完美地崇拜半神人，而其他人，即思辨瑜伽師，把所

有活動作為祭品，透過祭祀供奉到絕對真理的祭祀之火。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說的是：「根據各個渴求目標，祭祀類型各不相同。現

在聽聽它們全部。」至尊聖主講述八個目前這個以daivam eva開始的詩節，解釋

這不同種類的祭祀。崇拜因卓(Indra)和瓦茹拿(Varuna)等等半神人的祭祀，稱為

祭神(daivam)。這些祭祀的履行者，不認為因卓和其他等等半神人是絕對真理。

這裏正解釋這點。根據sasya-devatetyana這句話，對那些履行祭祀半神人的人來

說，唯一的膜拜之神就是半神人；這裏沒提及絕對真理。在這個詩節，yoginah
表示業報瑜伽師，apare則表示思辨瑜伽師。brahmagnau表示超靈自己，祂是祭

祀之火。透過唸誦唵這原音曼陀，把微靈的祭品(tvam-padartha)供奉到祭祀之

火，即絕對真理。稍後會歌頌這思辨祭祀(jnana-yajna)。在這裏，yajnam和

yajnena等等詞語，分別用於供奉的供品(例如酥油)，和供奉所用的用具(勺子)。
換句話說，透過對祭祀和祭祀用具的更深入理解，分別表明了純粹的微靈和原

音。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這樣表達奎師那的

情感：「那些發誓履行祭祀的人，稱為瑜伽師。根據瑜伽師的不同才能，祭祀類

型也各有不同。實際上，祭祀的種類與瑜伽師的類型相若。基於科學化的理解，

所有祭祀可以分成兩大類︰(1) 由祭祀供奉組成的業報祭祀和(2) 探討靈性真象的

思辨祭祀。將會繼續解釋這點。 
 

現在，當我解釋一些不同類型的祭祀時，請聽著。業報瑜伽師透過崇拜我外在能

量賜予獨特力量的授權代表，例如因卓和瓦茹拿等等，對我履行崇拜。透過這些

崇拜，這些業報瑜伽師逐漸臻達這個境界：把努力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思

辨瑜伽師的祭祀，包括誦讀原音曼陀唵，把自己作為酥油供奉給絕對(真理)之
火，或是托庇於「tat-tvam asi－你是祂的僕人」這大真言。稍後會解釋這種探討

靈性真象的祭祀形式。」 
 

詩節二十六 
 

çroträdénéndriyäëy anye saàyamägniñu juhvati 
çabdädén viñayän anya indriyägniñu juhvati 

 
srotra-adini－從耳朵開始；indriyani－各種感官；anye－其他人(終身貞守的學

生)；samyama－受控心意的；agnisu－進入火裏；juhvati－供奉；sabda-adin－



從聲音開始；visayan－感官對象；anye－其他人(居士)；indriya-agnisu－進入感

官之火裏；juhvati－供奉。  
 
終身貞守的人把聆聽和其他感官，供奉到受控心意之火，居士則把聲音等等感官

對象，供奉到感官之火。 
 
《要義甘霖》︰堅定的貞守生把聆聽和其他感官的功能，供奉到受控心意之火。

他們這樣把感官完全溶入純粹的心意。猶豫不決的貞守生或虔誠的居士

(grhasthas)，把聲音等等感官對象供奉到感官之火。 
 

詩節二十七 
 

sarväëéndriya-karmäëi präëa-karmäëi cäpare 
ätma-saàyama-yogägnau juhvati jïäna-dépite 

 
sarvani－一切的；indriya－各種感官的；karmani－功能；prana-karmani－呼吸

功能；ca－和；apare－其他人(瑜伽師)；atma-samyama－自控(純粹)靈魂的；

yoga-agnau－在聯繫之火；juhvati－供奉；jnana-dipite－超然知識啟蒙的。 
 
其他瑜伽師把所有的感官活動和生命氣，供奉到知識所啟蒙的受控自我之火。 
 
《要義甘霖》︰Apare表示「純粹自我的知悉者，即微靈」。這些瑜伽師把所有

感官、聆聽和觀看等等感官活動、十種生命氣和各種生命氣的活動，供奉到受控

自我之火，即微靈的淨化存在之火。換句話說，他們把心意、智慧、感官和十種

生命氣完全瓦解，融入純粹自我之中。他們的理解是，在所有存在的萬物之中都

有一個純粹靈魂，心意等等卻沒有任何真正存在。 
 
十種生命氣及其活動如下所示︰  
名稱 活動 
(1) prana 
(2) apana 
(3) samana 
(4) udana 
(5) vyana 
(6) naga 
(7) kurma 
(8) krkara 
(9) devadatta 
(10)dhananjaya 

呼氣 
吸氣 
調節飲食的均衡 
向上 
到處移動 
打嗝 
睜張開眼睛 
咳嗽 
打呵欠 
死後仍然留在軀體 

 



詩節二十八 
 

dravya-yajïäs tapo-yajïä yoga-yajïäs tathäpare 
svädhyäya-jïäna-yajïäç ca yatayaù saàçita-vratäù 

 
dravya-yajnah－佈施財產的祭祀；tapo-yajnah－苦行形式的祭祀；yoga-yajnah
－瑜伽形式的祭祀；tatha－和；apare－其他人；svadhyaya-jnana-yajnah－研習

《韋達經》超然知識的祭祀；ca－和；yataya－(這一切)苦行者；samsita-vratah
－遵循嚴酷的誓言。 
 
一些人佈施財產，一些人履行苦行，一些修習八重玄祕主義的瑜伽，其他人則研

習《韋達經》和獲取超然知識，藉此履行祭祀。作出這種努力的人，全都遵循嚴

格誓言。 
 
《要義甘霖》︰那些佈施物質財產履行祭祀的人，稱為佈施祭(dravya-yajnah)。
那些履行candrayana-vrata(在月虧時每天少吃一口食物，在月盈時則多吃一口)等
等嚴酷苦行履行祭祀的人，稱為苦行祭(tapo-yajnah)。那些透過八重的八部瑜伽

程序履行祭祀的人，稱為瑜伽祭(yoga-yajnah)；那些為了獲取知識，只是研習

《韋達經》履行祭祀的人，稱為超然知識祭(svadhyaya-jnana-yajnah)。作出這種

努力的人，全都被描述為嚴格誓言的履行者(samsita-vratah)。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主奎師那在這裏描述各種不同的祭祀。 
業報瑜伽師佈施穀物和布匹等等。這是他們的佈施祭。他們履行《輔典》描述的

福利活動，例如掘井和挖池，為半神人建廟，佈施食品，興建公園和花園。其他

人有的履行保護從屬，發誓對眾生萬物非暴力等等活動。他們的佈施活動稱為

datta-karma。其他人有的為了取悅半神人而履行祭祀。這稱為ista-yajna。還有

一些人艱苦地履行《曼奴法典》解釋的嚴酷誓言，例如在不同月相每天多吃或少

吃一口食物︰ 
 
Krcchra-vrata誓言︰ 
 

ekaikam gräsam açnéyät try-ahäni tréëi pürvava 
try-ahaï copavased antyam atikåcchåaà caran dvijaù 

《曼奴法典》(11.214) 
頭三天，在白天吃一口食品。接著的三天，每天在晚上吃一口，三天之後，不化

緣地每天吃一口食品。最後三天完全禁食。這個嚴酷的誓言稱為krcchra-vrata。 
 
Candrayana-vrata誓言︰ 
 

ekaikaà hy asayet piëòaà kåñëe çukle ca varddhayet 



upaspåçaàç tri-ñavaëam etac cändräyaëaà småtam 
《曼奴法典》(11.217) 

在盈月那天，一個人一天只應吃十五口食物，在早、午、晚沐浴。應該從陰曆月

份的第一天開始，每天少吃一口食物，在第十四天應該只吃一口。在暗月那天要

完全禁食。從兩星期明月的第一天開始，每天多吃一口食物，在盈月天吃十五

口。這稱為candrayana-vrata。 
 

其他人有的致力於瑜伽來履行祭祀。他們的祭祀是住在虔誠之地或聖地來履行八

部瑜伽。帕坦傑利(Patanjali)說過：「yogas citta-vrtti-nirodha－瑜伽表示控制心

意的各種活動。瑜伽的八個支部是堅守規範原則(yama)、niyama(戒絕要避免的

活動 )、坐姿 (asana)、控制呼吸 (pranayama)、撤回感官 (pratyahara)、凝神

(dharana)、冥想(dhyana)和神定(samadhi)，履行這些活動稱為八部瑜伽。其他 
業報瑜伽師稱研習《韋達經》為知識祭祀；這是他們唯一的事務。」 
 

詩節二十九 
 

apäne juhvati präëaà präëe ’pänaà tathäpare 
präëäpäna-gaté ruddhvä präëäyäma-paräyaëäù 

apare niyatähäräù präëän präëeñu juhvati 
 
apane－進入下行的；juhvati－他供給；pranam－上行呼吸；prane－進入上行

的；apanam－下行呼吸；tatha－和；apare－其他人(對控制呼吸這個程序有信

心 )；prana-apana-gati－這兩種氣的移動； ruddhva－堵塞了；prana-yama-
parayanah－致力於擴展他們的生命力；apare－其他人；niyata-aharah－抑制飲

食；pranan－他們的上行呼吸；pranesu－進入上行的呼吸；juhvati－供給。  
 
其他堅定地控制生命力的人，把上行呼吸供給下行呼吸，又顛倒地把下行呼吸供

給上行呼吸。停止了上行和下行兩種呼吸之後，他們致力於控制各種生命氣。其

他人停止了飲食程序之後，把上行呼吸供給下行呼吸作為祭祀。 
 
《要義甘霖》︰一些致力於控制生命氣的瑜伽師，把上行呼吸供給下行呼吸作為

祭祀。這表示他們在吸氣時結合兩者。同樣，他們在呼氣時把下行呼吸供給上行

呼吸，屏息時則停止上、下行兩種呼吸的移動，專注於控制呼吸的修習。 
 

其他想控制感官的人節制食量，把感官獻給生命氣。感官受制於生命氣。當生命

氣變弱時，感官自然也變弱，無法享受感官對象。這些人這樣把無能的感官獻給

生命氣，只靠生命氣生存。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現在更詳細地解釋八重瑜伽之途。瑜伽師吸

氣，把上行呼吸供給下行呼吸。換句話說，他們吸氣時結合兩者。同樣，他們呼

氣時就把下行呼吸供給上行呼吸，屏息時則停止上、下行兩種生命氣的移動。 
 
pranayama這個字有兩個組元。prana表示「某種特別的空氣」，ayama則表示

「擴展」。在這裏，擴展表示控制生命氣，從趾甲尖到頭頂上的頭髮。《嘎努達

宇宙古史》說：「präëäyämo maruj-jayaù－控制呼吸，稱為調息」。因此，

pranayama表示為了控制感官活動而擴展呼吸。 
 
同樣，《聖典博伽瓦譚》(11.15.1)解釋：「一個人控制感官和呼吸程序，全神貫

注於我時，所有玄祕完美自然都受他控制。」讀者如需更多有關這個主題的資

訊，應該研讀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的《Prema-pradipa》。 
 
《輔典》描述佈施物質財產、履行艱辛的苦行、履行八重的八部瑜伽程序和研習

《韋達經》來求取知識等等祭祀，密宗經典(tantra-sastra)則描述哈塔瑜伽(hatha)
和各種控制感官的誓言。不過，這個卡利年代的人短命又沒智慧，最好的祭祀是

自然而輕易達到完美的齊頌聖名。不只是每個人，每個生物體都有權履行齊頌聖

名：  
 

harer näma, harer näma, harer nämaiva kevalam 
kalau nästy eva, nästy eva, nästy eva, gatir anyathä 

《巴瑞漢-拿茹阿迪亞宇宙古史》 
在這個爭吵和偽善的年代，唯一的解救方法是唸誦主的聖名。沒有其他方法，沒

有其他方法，沒有其他方法。* 
 
《聖典博伽瓦譚》(11.5.32) 也解釋了這點：  

 
kåñëa-varëaà tviñäkåñëaà säìgopäìgästra-pärñadam 

yajïaiù saìkértana-präyair yajanti hi su-medhasaù 
透過履行唸誦聖名的祭祀，聰明的人崇拜那個人物，kr和sna這兩個音節在祂口

裏跳舞，祂的膚色金光閃閃，祂的同遊、僕從，武器和機密同伴簇擁著祂。 
 

詩節三十 
 

sarve ‘py ete yajïa-vido yajïa-kñapita-kalmañäù 
yajïa-çiñöämåta-bhujo yänti brahma sanätanam 

 
sarve－所有；api－也；ete－那些；yajna-vidah－他們熟悉祭祀的原則；yajna－
透過祭祀；ksapita－消除了；kalmasah－罪惡的；yajna-sista－祭餘；amrta-



bhujah－他們享受永生；yanti－他們得到；brahma－靈魂；sanatanam－永恆

的。 
 
那些知道祭祀原則的人，全都履行祭祀而免於罪孽。品嚐到甘露盈盈的祭餘，他

們臻達永恆的超然境界。  
 
《要義甘霖》︰所有知道祭祀原則和像上述那樣履行祭祀的人，他們的知識都日

漸增長，能夠臻達超然境界。這裏解釋了這些祭祀的次要結果；他們也品嚐甘露

盈盈的祭餘，例如世俗享樂、富裕和玄祕完美等等。同樣也描述了臻達超然境界

的主要成果。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祭祀的主要成果是臻達超然境界，次要成果

則是得到世俗或現世享樂，還有變得極小(anima siddhi)等等玄祕完美。  
 

詩節三十一 
 

näyaà loko ‘sty ayajïasya kuto ‘nyaù kuru-sattama 
 
na－不；ayam lokah－這個世界；asti－有；ayajnasya－對不履行祭祀的人；

kutah－ 那麼怎樣？；anyah－其他世界的；kuru-sattama－庫茹族之翹楚啊。  
 
庫茹族之翹楚啊，不履行祭祀的人，甚至無法臻達這個只得微量快樂的地球。那

麼他又怎能臻達半神人和其他人的星球？ 
 
《要義甘霖》︰不履行祭祀會招致過失(罪孽)。至尊主奎師那正在講述這個以

nayam開始的詩節解釋這點。如果甚至無法臻達提供極少快樂的地球，那又怎能

臻達那些半神人等的更高星球？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這樣表白奎師那的

情感：「因此，阿尊那，庫茹族之翹楚啊，不履行祭祀的人甚至無法臻達這個世

界，更何況是下一個。因此，祭祀肯定是必要的義務。你應該由此明白，《輔

典》規定的階級守則、八重瑜伽程序、韋達祭祀等等，全都是祭祀的一部分。甚

至連超然知識都是一種特別的祭祀。除了祭祀之外，這個世界沒有賦定職務。其

他一切都是禁制的，即罪惡活動。」 
 

詩節三十二 
 

evaà bahu-vidhä yajïä vitatä brahmaëo mukhe 
karma-jän viddhi tän sarvän evaà jïätvä vimokñyase 

 



evam－因此；bahu-vidhah－多種；yajnah－祭祀的；vitatah－廣泛地描述了； 
brahmanah－《韋達經》的；mukhe－從口裏；karma-jan－源於活動的；viddhi
－你應該知道； tan－他們； sarvan－所有；evam－因此； jnatva－知道； 
vimoksyase－你會得到解脫。  
 
《韋達經》詳細解釋了各種不同的祭祀。知道它們全都源於賦定職務，你會得到

解脫。  
 
《要義甘霖》︰  brahmanah表示「《韋達經》的」，mukhena則表示「從口

裏」。Vedena表示「我親口清楚講述的」。 karma-jan表示「源於言語、心意和

軀體的活動」。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韋達經》描述的祭祀是以軀體、心意和言

語活動履行的；因此與自我的真正本性沒有關係。靈魂(atma)對這所有程序一直

都不感興趣，也不依附。得到這知識使人擺脫這個物質世界的束縛。 
 

詩節三十三 
 

çreyän dravyamayäd yajïäj jïäna-yajïaù parantapa 
sarvaà karmäkhilaà pärtha jïäne parisamäpyate 

 
sreyan－更好；dravyamayat－物質財產的；yajnat－比祭祀；jnana-yajnah－知

識的祭祀；parantapa－懲敵者(阿尊那)；sarvam－所有；karma-akhilam－圓滿

的行動；partha－帕爾塔啊；jnane－在超然知識之中；parisamapyate－終結。  
 
懲敵者啊，使人覺悟超然知識的祭祀，比只是履行典禮儀式和祭祀更高，帕爾塔

啊，因為所有賦定活動的履行，最後都以超然知識告終。  
 
《要義甘霖》︰知識祭祀(《梵歌》4.25所述的)，勝過由物質儀式和祭祀組成的

果報活動祭祀或典禮儀式和祭祀(dravyamaya-yajna)(《梵歌》4.24所述的)。有人

也許會問究竟。答案就是，得到超然知識是所有活動的圓滿結束。換句話說，得

到超然知識之後，果報活動就不再存在，即失去果報性的那一面。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他對這個詩節的注釋，聖巴克提維諾德.
塔庫爾引用主奎師那所說的話：「雖然這些祭祀全都逐漸導致超然知識，然後是

安寧，最後奉愛形式的吉祥初次在生物體心裏展露，但是仍然要思考某些事情。

從以上那些祭祀，一個人有時也許履行典禮儀式和祭祀，按照他的信心而定，在

其他時候也許會履行獲取超然知識的祭祀。帕爾塔啊，這第二種祭祀遠勝第一

種，因為所有賦定職務最後都以超然知識告終。履行任何祭祀時沒探討超然事物

的話，那麼整個活動其實都只是儀式而已。不過，以靈性發展為目標時，儘管只



是儀式上的，祭祀都變得靈性化或超然，果報物質主義的性質消失。祭祀的某一

方面僅由物質儀式組成，稱為業報之部。履行祭祀時，必須一直非常注意到這個

差別。」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也說：「只有那些透過唸誦聖名的祭祀程序，崇拜主奎師那

的人，才使生命功德圓滿，也最聰明。其他人全都是殺死自我的蠢材。」唸誦奎

師那聖名的祭祀，是各種祭祀的至尊。履行數百萬次馬祭(asvamedha)，都不能

跟唸誦一次奎師那聖名相比。那些作出這些比較的人，是宗教騙子或偽君子，閻

羅王以各種方式懲罰他們。《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3.77-79)強調了這

點：  
 

saìkértana-pravartaka çré-kåñëa-caitanya 
saìkértana-yajïe täìre bhaje, sei dhanya 

主奎師那.采坦亞是齊誦聖名祭祀的開創者。履行這齊誦聖名的人，確是洪福齊

天。* 
 

sei ta’ sumedhä, ära kubuddhi saàsära 
sarva-yajïa haite kåñëa-näma-yajïa sära 

這樣的人真聰明，其他人肯定是蠢材，必須承受重複的生死輪迴。所有祭祀行動

的精華，正是唸誦主的聖名。** 
 

koöi açvamedha eka kåñëa näma sama 
yei kahe, se päñaëòé, daëòe täre yama 

說一千萬次馬祭等於唸誦一次主奎師那聖名的人，無疑是無神論者。閻羅王一定

處罰他。** 
 

而且，唸誦哈瑞.奎師那瑪哈曼陀，輕易解開物質世界的束縛，唸誦奎師那的聖

名，就得以愛意盈盈地為祂做奉愛服務。因此，在卡利年代，除了唸誦奎師那的

聖名之外，其他祭祀統統沒用，因為它們不屬於靈魂永恆職務的這個類別。《永

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7.73-74)進一步釐清了這點：  
 

kåñëa-mantra haite habe saàsära-mocana 
kåñëa-näma haite päbe kåñëera caraëa 

唸誦奎師那的聖名，可以擺脫物質存在。唸誦哈瑞.奎師那曼陀，確會讓人能夠

臻達主的蓮花足。* 
 

näma vinu kali-käle nähi ära dharma 
sarva-mantra-sära näma, ei çästra-marma 

在這個卡利年代，除了唸誦聖名之外，就沒有其他宗教原則。奎師那的這個名字

是所有《韋達經》的精華。它是所有經典的結論。* 



 
詩節三十四 

 
tad viddhi praëipätena paripraçnena sevayä 

upadekñyanti te jïänaà jïäninas tattva-darçinaù 
 
tat－這知識；viddhi－明白；pranipatena－透過五體投地的頂拜(對傳授超然知

識訓示的靈性導師)；pariprasnena－透過每方面相關的請教；sevaya－透過奉愛

服務；upadeksyanti－他們會揭示；te－對你；jnanam－那知識；jnaninah－那

些有知識的人；tattva-darsina－看到了絕對真理的人。  
 
靈性導師傳授這超然知識，五體投地的頂拜他，向他請教相關的問題和服務他，

藉此明白這種知識。那些直接察知到至尊絕對真理，精通經典要旨的人，能指導

你這門學問，藉此啟發你。  
 
《要義甘霖》︰怎樣可以得到這知識？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tad-viddhi開始的詩

節，提供這項資訊。五體投地的頂拜過傳授超然知識訓示的靈性導師之後，應該

請教他以下問題︰「至尊主啊[這裏稱師尊(gurudeva)為至尊主，因為他是對至尊

主之愛的至尊容器(asraya)；因此真正的靈性導師齊備至尊主的所有品質(saksat 
haritvena)]，為甚麼我在這種物質狀態之中？我怎樣才可以擺脫它？」必須服務

和照顧他的個人所需(paricarya)，使他滿意。經典也說：  
 

tad-vijïänärthaà sa gurum eväbhigacchet 
samit-päëiù çrotriyaà brahma-niñöham 

《牟達卡奧義書》(1.2.12) 
要得到至尊聖主的知識，應該帶著崇高信心的燃材作為供品，接近知道《韋達

經》真正要旨的靈性導師。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這裏，主奎師那描述至尊主的知識極稀有

難懂。只有透過認識真理，尤其是覺悟了真理的完美靈魂的恩慈，才可以明白。

五體投地的頂拜這樣崇高的靈魂，詢問相關的問題和服務他，誠懇和表裏如一的

修習者，應該向他請教這真理，藉此取悅他。 
 

Pranipatena表示「八體或五體投地，深情地頂拜」。Pranama或namaskara表示

「放棄假我和俯首」。在這裏，seva表示「為了取悅靈性導師而作出有利的服

務」。這個詩節描述，賜予超然知識的靈性導師的兩種徵兆：他有知識，也覺悟

了真理(tattva-darsi)。研習了經典和明白其中知識的人，稱為有智識的人，真理

覺悟者則是直接覺悟了真理的完美靈魂。 
 



有些人擁有全部知識，卻沒直接覺悟哲學真理和絕對真理(tat)，即至尊聖主。這

些沒覺悟之人的訓示無法有成果。唯有崇高覺悟者的訓示才能有成果。《聖典博

伽瓦譚》(11.3.21)也說：「tasmad gurum prapadyeta jijnasuh－為了明白最高福

祉，求知欲強的修習者必須尋求真正靈性導師蓮花足的庇蔭。」聖維施瓦納.恰
誇瓦爾提.塔庫爾這樣評論這個詩節︰「為了知道他們的至尊吉祥和永恆福祉，

修習者應該接受精於韋達經典要旨，覺悟了至尊主，毫無物質依附的靈性導師之

庇蔭。如果他不精於或知道韋達經典的要旨，將無法釋除門徒的懷疑，他們會對

他失去信心。如果靈性導師沒直接覺悟至尊絕對真理(至尊主)，他的恩慈不會完

全結果，也不會產生最高成果。在這裏，upasamasraya(11.3.21)這個字指的是，覺

悟了絕對(真理)的靈性導師。這表示由於他沒有物質依附，因此不受色欲、憤

怒、貪婪等等擺佈。」 
 

《聖典博伽瓦譚》(11.11.18)進一步澄清這點： 
 

çabda-brahmaëi niñëäto na niñëäyät pare yadi 
çramas tasya çrama-phalo hy adhenum iva rakñataù 

托庇精於韋達經典的知識，卻沒覺悟至尊主的靈性導師，就像飼養不能生育的母

牛。由於得不到任何超然結果，因此這徒勞無功。 
 

《博伽梵歌》說主奎師那是至尊超然真象。有些人說在這個詩節裏，tat這個字指

的是個體靈魂，但是這樣的理解完全不對，因為它與下一個詩節互相矛盾。

《Vedanta-darsana》也說「anyarthas ca paramarsah－為了明白超靈而深思微

靈」(《梵經》1.3.20)。這段經文確認，tat這個字指的是超靈的知識。 
 

詩節三十五 
 

yaj jïätvä na punar moham evaà yäsyasi päëòava 
yena bhütäny açeñäëi drakñyasy ätmany atho mayi 

 
yat－那些(覺悟真理者教導的)；jnatva－明白了之後；na－不；punah－再次；

moham－進入假象；evam－因此；yasyasi－會進入；pandava－潘度之子啊；

yena－藉此(知識)；bhutani－所有靈魂；asesani－所有；draksyasi－你會察知；

atmani－在超靈之內；atho－就是說；mayi－在我之內。  
 
潘度之子啊，明白了這些知識之後，你絕不會再被蒙騙。透過它，你會察看到眾

生都是靈魂，你會在我－全面遍透的超靈－之中看到他們。 
 
《要義甘霖》：在這裏，至尊聖主在以yaj jnatva開始的下列三個半詩節，解釋知

識的成果。「得到這知識之後，你的心意就不會再被蒙騙，它使人知道靈魂與軀

體不一樣。得到了自然而永恆完美的自我知識，就會消除你的錯覺，也會看到人



類鳥獸等等眾生，都獨立於他們外在的物質覆蓋，即名份。除此之外，你會看到

他們全都作為我的效能(jiva-sakti)，在我─終極原因─以內。」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透露奎師那的情

感。「現在，你因錯覺而試圖放棄你的賦定職務－參戰，但是當你從你靈性導師

那裏得到絕對(真理)的知識時，就不會再托庇於錯覺。憑著那知識，你將明白到

人類鳥獸等等所有實體，都是同一靈性真象。他們外在形象、品質和活動的分

等，都是他們的物質外觀，即世俗的自我主義所致的。所有微靈都在我－至尊主

－萬物的終極成因之中。個體靈魂都是我能量的效能。」 
 

詩節三十六 
 

api ced asi päpebhyaù sarvebhyaù päpa-kåttamaù 
sarvaà jïäna-plavenaiva våjinaà santariñyasi 

 
api－甚至；cet－如果；asi－你是；papebhyah－罪人；sarvebhyah－在所有之

中；papa-krttama－罪大惡極的；sarvam－所有；jnana-plavena－托庇於超然知

識之舟；eva－肯定地；vrjinam－罪惡之洋；santarisyasi－你會完全跨越。  
 
儘管你是罪大惡極的罪人，托庇這超然知識之舟，你將絕對可以橫渡所有罪行的

汪洋。 
 
《要義甘霖》：現在，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api cet開始的詩節，描述超然知識的

榮耀。papebhyah這個字表示「儘管你是最壞的罪人，這真理知識都會使你從過

去的所有罪孽之中得到解脫。」這裏出現一個問題。「心意有那麼多罪孽時，怎

可能會得到淨化？如果心有雜念，超然知識怎會展現？內裏出現了超然知識的

人，不可能會行為不當或干犯任何罪孽。」 
 

在這裏，聖足瑪杜蘇丹.薩茹阿斯瓦提解釋：「api cet等等詞語，是為了表明不可

能違反規則的這種可能性而講述的。雖然不可能，但為了解釋知識的成果，即光

榮，就把它說成是有指望的。換句話說，把不可能也說成有可能。」 
 

詩節三十七 
 

yathaidhäàsi samiddho ‘gnir bhasmasät kurute ‘rjuna 
jïänägniù sarva-karmäëi bhasmasät kurute tathä 

 
yatha－作為；edhamsi－燃材；samiddha－猛烈的；agni－火；bhasmasat－化成

灰燼；kurute－轉變；arjuna－阿尊那啊；jnana-agnih－超然知識之火；sarva-



karmani－果報工作的所有反應；bhasmasat－化成灰燼；kurute－轉變；tatha－
同樣地。  
 
阿尊那啊，正如烈火把燃材燒成灰燼，超然知識之火同樣都把各種活動燒成灰

燼。  
 
《要義甘霖》︰當知識展現在純粹的心意時，除了那些展現在目前這個軀體的反

應之外，它把其餘的都統統燒毀。這個以yatha這個字開始的詩節，舉例解釋了

這點。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超然知識毀滅必然義務、按情況而定的職

務、果報活動、罪惡活動和所有還沒結果的業報等等各種活動的反應，卻沒毀滅

那些正在目前這個軀體結果的業報。《Vedanta-darsana》證實了這點︰ 
 

tad-adhigama uttara-pürvärghayor  
açleña-vinäçau tad-vyäpadeçat 

《梵經》(4.1.13) 
 

這表示，甚至連有知識的人，都必須面對正在結果的業報後果。  
 
不過，根據聖茹帕.哥斯瓦米所述，已經托庇聖名的人，儘管他唸誦的只是純粹

聖名的表象(namabhasa)，不但能毀滅所有活動結果，例如正在累積卻還沒結果

的反應(aprarabdha)和心裏還未付諸行動(kuta)的犯罪傾向，而且也毀滅正在結果

的反應(prarabdha)。那麼，唸誦純粹聖名的效果更不用說吧？聖茹帕.哥斯瓦米

在《八頌聖名(Sri Namastaka)》(詩節四)著述：  
 

yad-brahma-säkñät-kåti-niñöhayäpi 
vinäçam äyäti vinä na bhogaiù 

聖名帕佈啊，你顯現在你奉獻者的舌頭上，燒毀正在結果的反應後果。否則，儘

管不斷冥想而覺悟了梵之後，這都是無可避免的。《韋達經》再三堅定地宣告這

點。 
 

詩節三十八 
 

na hi jïänena sadåçaà pavitram iha vidyate 
tat svayaà yoga-saàsiddhaù kälenätmani vindati 

 
na－不；hi－真正地；jnanena－與超然知識相比；sadrsam－這種事；pavitram
－有淨化作用的事物； iha－在這個世界；vidyate－存在；tat－那(知識)；



svayam－自動展現；yoga-samsiddhah－在無私活動方面已經十全十美的人；

kalena－在時機成熟時；atmani －在他心裏；vindati －得到。  
 
在這個世界，沒有甚麼比超然知識更有淨化作用。不依附賦定職務成果地工作，

在崇拜至尊主方面已經十全十美的人，在時機成熟時，心裏自發地領受到這些知

識。 
 
《要義甘霖》︰這裏說履行苦行、瑜伽和其他程序的淨化效果，都比不上超然知

識。不是每個人都可以得到這知識。不是一蹴即達，在未成熟階段也得不到。長

期不依附活動成果地工作，在崇拜至尊主方面十全十美之後才會得到。這知識在

內裏揭示自己。僅是接受棄絕階級，不會領受到這超然知識。 
 

詩節三十九 
 

çraddhävän labhate jïänaà tat-paraù saàyatendriyaù 
jïänaà labdhvä paräà çäntim acireëädhigacchati 

 
sraddhavan－有信心的人；labhate－得到；jnanam－超然知識；tat-parah－致力

於那修習； samyata-indriyah－完全控制了感官的人； jnanam－超然知識；

labdhva－得到了之後；param－至尊；santim－安寧(它終止生死輪迴)；acirena
－迅速；adhigacchati－他得到。  
 
征服了感官，不依附賦定職務成果地工作，致力於修習崇拜至尊主的有信心者，

得到超然知識，於是很快得到至尊安寧，即物質世界的束縛盡毀。 
 
《要義甘霖》︰「怎樣和甚麼時候得到這知識？」至尊聖主回答這個問題說：

「當一個人有信心，就是說，當他把賦定職務的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心意

變得淨化，並且對經典訓示有信心，賦有適當智慧時，就得到這知識。」tat-
parah表示以堅定決心和信心，進行無私活動的修習時，同時也控制感官，得到

至尊安寧。換句話說，他擺脫了物質世界的束縛。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原有詩節的acirena這個字表示「毫不遲疑」

或「馬上」。例如，在長期黑暗的房間點燈時，立即驅散黑暗。不需額外費力。

同樣，真理知識出現時，也同時消除愚昧。 
 

詩節四十 
 

ajïaç cäçraddadhänaç ca saàçayätmä vinaçyati 
näyaà loko ‘sti na paro na sukhaà saàçayätmanaù 

 



ajnah－蠢材；ca－和；asraddadhana－沒信心；ca－和；samsaya-atma－有懷疑

的靈魂；vinasyati－完了；na－不；ayam lokah－在這個世界；asti－有；na－
也不；parah－在下一個；na－不；sukham－快樂；samsaya-atmanah－對有懷疑

的靈魂。  
 
那些既愚昧又沒信心，天性多疑的人完了。懷疑論者在今生來世都不得安康，甚

至得不到快樂。 
 
《要義甘霖》︰解釋了得到超然知識所需的資格之後，至尊聖主描述不適合得到

這些知識的人。Ajnah表示「像動物一樣愚蠢」。Asraddadhanah指的是有經典

知識，卻無法協調各個哲學家之間的矛盾，以致對哲學結論沒信心的人。

samsaya-atma表示「儘管有信心，卻仍然懷疑他的努力會不會成功的人」。在這

三句之中，以nayam開始的那一句，明確地譴責有懷疑的人。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解釋了有資格得到超然知識的各類人，以及

隨之而來的結果之後，主奎師那描述沒資格得到這一切的愚昧之徒。祂也解釋這

種不夠格的低下結果。愚昧，沒信心又憤世嫉俗的人，毀於一旦。 
 

根據聖施瑞達爾.斯瓦米所述，這裏的ajnah表示「對聖靈性導師傳授的命題一無

所知的人」。根據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所述，它表示沒經典知識的人就像

動物。 
 

那些對經典、靈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的話沒信心的人，稱為沒信心

(asraddhalu)。總是懷疑哈瑞、靈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訓示的人，稱為有懷疑的

人。這種有懷疑的人，比愚昧和沒信心的人更低墮，在今生來世，他們在任何地

方都無法得到快樂和安寧。 
 

詩節四十一 
 

yoga-sannyasta-karmäëaà jïäna-saïchinna-saàçayam 
ätma vantaà na karmäëi nibadhnanti dhanaïjaya 

 
yoga－把活動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藉此崇拜祂；sannyasta-karmanam－遵

循棄絕階級的原則，棄絕了果報活動的人；jnana－藉著超然知識；sanchinna－
減少了；samsayam－他的懷疑；atma-vantam－覺悟了自我(靈魂)獨特形象的

人；na－不；karmani－他的所有活動；nibadhnanti－綁住；dhananjaya－致富

者(阿尊那)啊。 
 
丹南佳亞啊，致富者，修習無私活動時，透過棄絕原則放棄了果報活動的傾向，

以超然知識消除了所有懷疑，覺悟到真正自我本性的人，不受制於業報。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yoga-sannyasta這個字開始的詩節，解釋那

種可以擺脫活動結果之欲的人。覺悟了真正自我本性的人，不受制於業報。履行

無私活動，即透過棄絕依附活動成果(sannyasa)的程序，放棄果報活動，然後培

養超然知識消除疑慮，一個人就臻達這個階段。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主奎師那在最後這兩個詩節總結這個主題。 
根據至尊主的訓示，一個人把所有活動獻於祂的蓮花足，托庇無私活動。內心被

這個程序淨化時，也得到知識的啟蒙，這會粉碎所有懷疑。那時候，這樣的人徹

底擺脫業報的束縛。 
 
注釋內提及的pratyak-atma這個詞語表示，放棄了感官享樂，對至尊主懷著奉愛

態度的生物體。另一方面，反對至尊主，沉迷於感官滿足的生物體，稱為parak-
atma。 
 

詩節四十二 
 

tasmäd ajïäna-saàbhütaà håt-sthaà jïänäsinätmanaù 
chittvainaà saàçayaà yogam ätiñöhottiñöha bhärata 

 
tasmat－因此；ajnana-sambhutam－出於愚昧；hrt-stham－在心裏；jnana-asina
－以知識之劍；atmanah－自我的；chittva－砍掉；enam－這；samsayam－懷

疑；yogam－瑜伽的(非果報活動的)；atistha－托庇；uttistha－起來(戰鬥)；
bharata－巴爾塔的後裔啊。 
 
因此，巴爾塔的後裔啊，以知識之劍砍掉你心裏那些源於愚昧的懷疑。托庇無私

活動，準備戰鬥。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以這個以tasmad開始的詩節，總結這一章。Hrt-stha指
的是終止心裏的懷疑，yoga表示「托庇無私活動」，atistha表示「準備戰鬥」。

在所有為了得到解脫而推薦的程序之中，這裏讚揚超然知識；無私活動則是得到

超然知識的唯一方法。這是這一章的精華。 
 

由此結束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所寫的 
《要義甘霖的注釋》(令奉獻者快樂並得到所有聖人接受的注釋)， 

顧及明確精微之處的譯文：《聖典博伽梵歌》第四章。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這一章傳授

永恆瑜伽體系的兩個部分的訓示。第一部分是由佈施物質財產的祭祀組成的

(jada-dravyamaya) 。第二部分是自我和至尊主的知識 (atma-yathatma-rupa-



cinmaya)。另外分開地履行佈施物質財產祭祀的部分時，它只變成業報。那些局

限於這部分的人，稱為沉淪於世俗享樂的(karma-jada)。不過，那些唯一旨在得

到靈性進步而履行物質主義活動的人，卻恰如其分(yukta)。」 
 

明確地探討靈性活動的真正本性時，我們明白其中有兩方面。一個是生物體基本

原則的知識，另一個是至尊主基本原則的知識。只有那些體驗和覺悟至尊主基本

原則的人，才得到自我的真正本性的知識精華，那就是成為主奎師那的僕人。這

體驗透過覺悟這一章開始時所述，至尊主超然的誕生和活動，還有微靈與祂的永

恆聯誼而達到完美。至尊主自己是這永恆天職的第一個導師。由於自己智慧方面

的缺陷，微靈受到無活動物質牽制，因此至尊主藉由自己的知識能量(cit-sakti)降
臨，透過傳授祂自己基礎真理的訓示，使微靈有資格參與祂的逍遙時光。 
 
「那些聲稱至尊主的軀體、誕生和活動，都是蒙騙能量瑪亞的產品的人極愚蠢。

按照崇拜我時的純粹度，人們相應地得到我。業報瑜伽師的所有活動都稱為祭

祀。世界上的各類祭祀，例如祭神(daiva-yajna)、以貞守作為祭祀(brahmacarya-
yajna)、以自我控制作為祭祀(samyama-yajna)、以八部瑜伽作為祭祀(astanga-
yajna)、以苦行作為祭祀(tapo-yajna)、佈施食品(dravya-yajna)、以研習經典作為

祭祀(svadhyaya-yajna)、以四社會四靈性晉階作為祭祀(varnasrama-yajna)等等，

全都構成活動。 
 
在這一切祭祀之中，唯一需要尋求的有用因素，只是意識知覺的部分，即靈魂真

正本性的知識。這知識最大的敵人是懷疑。從精通真理的人那裏接受這知識的有

信心者，覺悟到自我，也能驅除所有懷疑。只要仍然喜愛物質世界，就應該托庇

無私活動瑜伽，以臻達自我覺悟的階段。」 
 

由此結束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所寫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典博伽梵歌》第四章。 

 
第五章 

 
透過棄絕活動而行的瑜伽 
(Karma-Sannyasa-Yoga) 

 
詩節一 

 
arjuna uväca 

sannyäsaà karmaëäà kåñëa punar yogaï ca çaàsasi 
yac chreya etayor ekaà tan me brühi su-niçcitam 

 



arjuna uvaca－阿尊那說；sannyasam－棄絕；karmanam－活動的；krsna－奎師

那啊；punah－此後；yogam－業報瑜伽的；ca－和；samsasi－你在讚揚；yat－
它；sreyah－吉祥的；etayoh－這兩者的；ekam tat－那一個；me－對我；bruhi
－請告訴；suniscitam－正面地。  
 
阿尊那說︰奎師那啊，先讚揚了棄絕活動以後，現在你讚揚不依附成果地把活動

供奉給至尊主。請明確地告訴我，這兩者之中，哪種對我來說才是吉祥的。 
 
《要義甘霖》︰為了鼓勵愚昧的人恰當地履行賦定職務，因而最終在知識方面達

到堅定的完美，於是說業報比知識更高。這第五章解釋絕對真理的知識，和那些

天性平和的人的特性。聽到上一章最後的兩個詩節之後，阿尊那感到疑惑，認為

奎師那自相矛盾，就在這個以sannyasam karmanam開始的詩節，提出一個問

題︰「在yoga-sannyasta(《梵歌》4.41)這個詩節，你談到棄絕賦定職務，透過把

工作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藉此崇拜祂，有了知識時，棄絕賦定職務就出

現。在tasmad ajnana(《梵歌》4.42)這個詩節，你再次談到無私活動。但是棄絕

活動和無私活動瑜伽的性質，就像動與不動的實體那樣相反。一個人不可能同時

履行兩者。思辨家應該放棄賦定職務，還是應該把那項職務的成果，無私地供奉

給至尊主，藉此崇拜祂？我還沒明白你在這個主題上的意向，請你確切地告訴

我，這兩者之中，哪種對我才是吉祥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第二章，主奎師那教導阿尊那怎樣履行無

私活動，來獲得驅除愚昧的知識。在第三章，祂解釋得到了自我知識，就不必從

事賦定職務，因為業報瑜伽也歸入思辨瑜伽。認為知識與業報分開，是愚昧之

兆。總結了這點，至尊主奎師那在第四章繼續說，憑著超然知識就得到自我知

識，要在超然知識方面達到穩定，應該先採納無私活動，把工作成果無私地供奉

給至尊主。阿尊那知道這些題目極難掌握，他好像愚昧無知似的請教奎師那，使

普通人能夠容易明白。奎師那最初宣告，棄絕賦定職務較高。不過，現在祂又再

傳授無私活動的訓示。阿尊那說：「由於這些訓示互相矛盾，因此不可能同時遵

循；就好像不可能同時活動和靜止，光和暗。請你清楚告訴我，這兩者之中哪種

會帶給我吉祥，好嗎？」這是阿尊那的第五個問題。 
 

詩節二 
 

çré bhagavän uväca 
sannyäsaù karma-yogaç ca niùçreyasa-karäv ubhau 

tayos tu karma-sannyäsät karma-yogo viçiñyate 
 

sri bhagavan uvaca－最富裕的主說；sannyasah－棄絕活動；karma-yogah－把賦

定職務的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藉此崇拜祂；ca－和；ni reyasa-karau－帶

來吉祥；ubhau－兩者；tayoh－兩者的；tu－但是；karma-sannyasat－與棄絕工



作相比；karma-yogah－把賦定職務的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藉此崇拜

祂；visisyate－更好。  
 
至尊聖主說︰棄絕賦定職務(karma-sannyasa)和把賦定職務的成果無私地供奉給

至尊(主)，藉此崇拜祂(niskama-karma-yoga)，兩者都帶來吉祥，但是無私活動肯

定比棄絕賦定職務更高。 
 
《要義甘霖》︰把賦定職務的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藉此崇拜祂，比棄絕賦

定職務更高。儘管思辨家履行無私活動也不失為過。事實上，履行無私活動進一

步淨化心意，使他更堅定地穩處於知識之中。有人也許會問：「棄絕了賦定職務

的人，如果因世俗欲望心神不定，要禁止他從事活動減低欲望嗎？」至尊聖主回

答說，對棄絕了賦定職務的人來說，這種心神不定有礙培養超然知識。之前已經

放棄了，卻又再接受感官對象的人，成為吃自己嘔吐物的人(vantasi)。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回答阿尊那的問題說，棄絕賦定職

務及把賦定職務的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都是吉祥的。但是無私活動比棄絕

賦定職務或思辨瑜伽更高，因為在無私活動低墮的可能性較少。如果摒棄了賦定

職務的人，萌生感官滿足的欲望而低墮，稱為vantasi。《聖典博伽瓦譚》(7.15.36)
也確認這點︰ 

 
yaù pravrajya gåhät pürvaà tri-vargävapanät punaù 

yadi seveta tän bhikñuù sa vai väntäçy apatrapaù 
棄絕啟迪之靈性階級(sannyasa-asrama)是宗教、經濟發展和感官滿足的完美，如

果一個人放棄它而重投家庭生活，就稱為吃自己嘔吐物的無恥之徒。 
 

《聖典博伽瓦譚》進一步說，一個人也許會批評無禮的思辨家，卻不會譴責專心

致志的奉獻者，儘管那個奉獻者的行為極可鄙。《梵歌》 (9.30)api cet 
suduracarah也確認了這點。「專心致志地對我履行奉愛服務的人，儘管他性格可

憎，仍然視之為聖人，因為他正確地穩處於奉愛。」   
 

應該清楚了解到，業報部份(karma-kanda)與業報瑜伽(karma-yoga)不一樣。經典

賦定的活動，稱為賦定活動。微靈從事這些活動，認為自己是活動履行者和成果

享受者時，就稱為業報部份。這樣履行《韋達經》賦定的虔誠活動，甚至都會使

人困於物質世界。業報部份不會使人與至尊聖主聯繫，因此所有經典都譴責。只

有把活動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才可以建立與祂的聯繫。這稱為無私活動瑜

伽。可以稱之為對至尊主天職(bhagavad-dharma)的表象或開始。也能稱之為奉

愛的通道。換句話說，透過無私活動建立與至尊主的間接聯繫。因此《梵歌》

(2.48)說：「yoga-sthaù kuru karmäëi－丹南佳亞啊，懷著奉愛情感，摒棄對工作

成果的依附，履行賦定職務，對成敗處之泰然。這種沉著鎮定稱為瑜伽

(yoga)。」 



 
詩節三 

 
jïeyaù sa nitya-sannyäsé yo na dveñöi na käìkñati 

nirdvandvo hi mahä-bäho sukhaà bandhät pramucyate 
 

jneyah－應該明白；sah－他；nitya-sannyasi－作為棄絕階級的標準資格；yah－
他；na dvesti－不鄙視；na kanksati－也不渴望；nirdvandvah－沒有二元性(例
如依附和厭惡)；hi－因為；maha-baho－臂力非凡的人啊；sukham－輕易地；

bandhat－從物質束縛；pramucyate－完全解脫的。  
 
臂力非凡的阿尊那啊，既不厭惡也不渴求任何事物的人，堪稱棄絕僧，因為擺脫

厭惡和依附等等二元性的人，輕易從這個物質世界的束縛得到解脫。 
 
《要義甘霖》︰不加入棄絕階級，都有可能得到，透過棄絕所得的解脫。至尊聖

主為此講述這個以jneyah開始的詩節。「臂力非凡的人阿尊那啊，你應該明白，

履行無私活動和內心純粹的瑜伽師，往往都是棄絕者。」「臂力非凡的人」這個

稱呼暗示，能夠征服解脫領域的人，必定是大英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這個詩節確定，為甚麼透過把活動成果無私

地供奉給主，藉此崇拜祂會更高。由於內心純粹，履行無私活動的瑜伽師，稱為

堅定的棄絕者。雖然他還沒接受棄絕僧的服裝，但是他把自己和所有感官對象供

奉於至尊主的蓮花足，繼續喜樂地沉醉於服務至尊主。不依附感官享樂，不渴求

活動結果，他繼續毫不依附，不嫉妒。如此一來，他輕易從物質世界的束縛得到

解脫。 
 

詩節四 
 

säìkhya-yogau påthag bäläù pravadanti na paëòitäù 
ekam apy ästhitaù samyag ubhayor vindate phalam 

 
sankhya-yogau－棄絕賦定職務，把活動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藉此崇拜

祂；prthag－不同的；balah－愚昧的人；pravadanti－宣稱；na－拒絕；

panditah－博學的人；ekam－一致的；api－甚至；asthitah－處於；samyag－恰

當地；ubhayoh－兩者的；vindate－得到；phalam－結果。 
  
棄絕活動和無私地把活動成果供奉給至尊主，藉此崇拜祂，只有愚昧的人，才說

這兩者不一樣。智者拒絕接受這樣的意見。恰當地遵循其中一條途徑，就得到兩

者的結果，從物質束縛得到解脫。 
 



《要義甘霖》︰「阿尊那啊，你問這兩者之中哪個更高，但這根本不是問題；智

者看到它們之間沒有差別。」至尊聖主因此講述這個以sankhya開始的詩節。在

這裏，sankhya表示「專注於知識層面」，暗示它的其中一個支體部份－棄絕。

只有小孩子或傻瓜才說，棄絕與無私活動不同。智者不是這樣想。上一個詩節

jneyah sa nitya-sannyasi(《梵歌》5.3)描述了這點。這樣，托庇其中一種，就得

到兩者的結果。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恰當地從事無私活動，淨化了內心時，知識

就出現，之後終於得到解脫。這也是棄絕賦定職務的基本目的。由於無私活動和

棄絕賦定職務兩者的結果都是解脫，因此它們沒有分別。遵循其中一個，就得到

兩者的結果。雖然從外表看來，根據經典規範原則享受物質世界(pravrtti)的指

示，與那些為了更高的靈性理解而放棄物質世界(nivrtti)的指示不同，但是智者

看到它們之間沒有分別，因為兩個程序的結果都一樣。 
 

詩節五 
 

yat säìkhyaiù präpyate sthänaà tad yogair api gamyate 
ekaà säìkhyaà ca yogaï ca yaù paçyati sa paçyati 

 
yat－它；sankhyaih－透過數論瑜伽(或透過棄絕啟迪)的原則；prapyate－得到；

sthanam tat－那個位置；yogaih－透過把活動結果供奉給至尊主的這項原則； 
api－也；gamyate－得到；ekam－相同(結果)；sankhyam ca yogam－分析性的哲

學和供奉給至尊(主)的無私活動；ca－和；yah－他；pasyati－看到；sah－他；

pasyati－看見(或知道真理的人)。   
 
把活動成果供奉給至尊主，也可以得到透過棄絕或分析研究所得的結果。那些知

道真理和看到兩者都授予相同結果的人，確實看得見。 
 
《要義甘霖》︰這個以yat開始的詩節，闡明了上一個主題。Sankhya表示「棄

絕」，yoga表示「把活動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在這裏，sankhyaih和
yogaih等詞彙是複數，強調它的重要性。[梵文用複數表示敬意。]那些獨具慧

眼，看到這兩個不同程序其實一樣的人，看法正確。 
 

詩節六 
 

sannyäsas tu mahä-bäho duùkham äptum ayogataù 
yoga-yukto munir brahma na cireëädhigacchati 

 
sannyasah－棄絕；tu－ 但是；maha-baho－臂力非凡的人啊；duhkham－悲傷；

aptum－帶來；ayogatah－沒有把活動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yoga-yuktah－



把活動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的人；munih－聖人；brahma－超然階段；na 
cirena－立刻；adhigacchati－他得到。  
 
臂力非凡的人啊，沒有將那職務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卻棄絕賦定職務，

這使人痛苦，但是把活動結果無私地供奉給祂，這樣崇拜祂的人會成為思辨家，

很快臻達超然境界。  
 
《要義甘霖》︰在內心完全淨化之前，思辨家接受棄絕賦定職務的話，會導致痛

苦。不過，無私地把活動結果供奉給至尊主卻帶來快樂。換句話說，它有助臻達

超然。之前說明了這個特點，並在這個以sannyasah tu開始的詩節進一步釐清。

世俗欲望使人心神不定時，棄絕變得痛苦。只有無私地把努力的成果供奉給主，

才使困擾的心感到安寧。ayogatah這個字表示「沒有無私活動時」。因此，沒資

格接受棄絕啟迪的人，他的棄絕導致痛苦。《Varttika-sutra》的作者說︰ 
 

pramädino bahiçcittaù piçunäù kalahotsukäù 
sannyäsino pi dåçyante daiva-sandüçitäñayäù 

我們看到，如果長期與迷幻能量接觸而心有雜念，甚至連棄絕僧都心神不定，不

穩定，使人感到煩擾和熱衷於爭吵。 
 
《聖典博伽瓦譚》(11.18.40)也說：「沒有正確的知識和棄絕，還沒控制五種感官

和心意，把身體、言語、智慧、心意皈依主的棄絕僧，喪失了兩個世界。」因此

無私地履行賦定活動，與至尊(主)相連的人，成為透過超然知識與超然相連的思

辨瑜伽師，很快臻達超然。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內心純粹之前就接受棄絕啟迪，相比之

下，無私地把努力的結果供奉給至尊主更好。 
 

詩節七 
 

yoga-yukto viçuddhätmä vijitätmä jitendriyaù 
sarva-bhütätma-bhütätmä kurvann api na lipyate 

 
yoga-yuktah－把活動成果供奉給至尊(主)的人；visuddha-atma－淨化了心意的

人； vijita-atma－能夠控制智慧的人；jita-indriyah－受控的感官；sarva-bhuta－
對眾生來說；atma-bhuta-atma－也是所愛對象；kurvan－履行；api－雖然；na 
lipyate－不受影響的。  
 
以淨化了的心意和受控的智慧履行無私活動，感官也受控的人，是眾生所愛的對

象。儘管他從事活動，卻不受活動影響。  
 



《要義甘霖》︰在這裏，至尊聖主在這個以yoga-yuktah開始的詩節教導阿尊那， 
儘管當思辨家從事賦定職務時，依然不受影響。這些思辨家有三類︰(1) 有純粹

智慧的、(2) 心意純粹的(vijitatma)和(3) 感官受控的(jitendriya)。他們的排列順

序，以逐漸遞減的靈性進步而定。眾生都喜愛那個恰當地從事無私活動，不拒絕

賦定職務的居士。Sarva-bhutatma表示「眾生愛人如己地愛他」。 
 

詩節八至九 
 

naiva kiïcit karométi yukto manyeta tattva-vit 
paçyan çåëvan spåçan jighrann açnan gacchan svapan çvasan 

pralapan visåjan gåhëann unmiñan nimiñann api 
indriyäëéndriyärtheñu varttanta iti dhärayan 

 
na－不；eva－肯定地；kincit－任何事物；karomi－我正在做；iti－那；yuktah
－透過把職務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藉此崇拜祂的人；manyeta－他會思

考；tattva-vit－真理知悉者；pasyan－觀看時；srnvan－聆聽；sprsan－觸摸；

jighran－嗅；asnan－吃；gacchan－步行； svapan－睡覺； svasan－呼吸；

pralapan－說話；visrjan－排泄； grhnan－理解；unmisan－睜開 (眼睛 )；
nimisan－閉上(眼睛)；api－雖然；indriyani－感官；indriya arthesu－在它們的

感官對象之中；vartante－投入於；iti－那；dharayan－考慮到。  
 
把努力的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的人，變得穩處於知識，甚至在觀看、聆

聽、觸摸、嗅、吃、移動、睡覺、呼吸、說話、排泄、理解，睜開和閉上眼睛

時，都透過智慧作出定論，他其實甚麼也沒有做；反而是他的感官與各自的感官

對象接洽。 
 
《要義甘霖》︰在這個以naiva開始的詩節，至尊聖主傳授那些使人與各種感官

功能有關的活動訓示。Yuktah指的是履行無私活動的瑜伽師以智慧下定論，當他

們用視力等等感官時，他們的感官只是與它們的對象接洽。毫無假我心態，這些

瑜伽師認為：「我甚麼都沒有做」。 
 

詩節十 
 

brahmaëy ädhäya karmäëi saìgaà tyaktvä karoti yaù 
lipyate na sa päpena padma-patram ivämbhasä 

 
brahmani－對我，至尊主；adhaya－供奉了；karmani－他的活動；sangam－依

附(對活動成果)；tyaktva－放棄了；karoti－行動；yah－他；lipyate－影響了； 
na－不；sah－他；papena－被罪孽；padma patram－蓮花葉； iva－作為； 
ambhasa－被水。  



 
棄絕了對活動成果的依附，把那成果供奉給我─至尊主─的人，沒受到罪惡影

響，就像蓮葉不沾水一樣。 
 
《要義甘霖》︰「如果把工作獻給我－至尊主，儘管他仍然有假我，放棄依附賦

定職務成果的人，都不會受制於任何活動。」在這裏，papa(罪)這個字是用來表

明，這樣的人不會涉及任何罪惡活動。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純粹靈魂與物質活動沒關係。當內心逐漸淨

化時，履行無私活動的瑜伽師就具有超然知識。然後就覺悟到自我的本性，明白

到儘管履行身體活動時，他們都不是履行者。他們認為根據生生世世以來的印

象，物質軀體的所有活動都是透過主的激發而自動履行的。由於物質軀體的存

在，他們也許覺得自己是活動履行者，但在達到完美後放棄軀體時，就不再有身

為履行者的這種感覺。他們無法履行任何使他們困於物質世界的活動。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當修習者放棄作為履行者的假我時，習慣使然，

他自然地履行所有與身體有關的活動。」 
 

詩節十一 
 

käyena manasä buddhyä kevalair indriyair api 
yoginaù karma kurvanti saìgaà tyaktvätma-çuddhaye 

 
kayena－以軀體；manasa－以心意；buddhya－和以智慧；kevalaih－只是以；

indriyaih－各種感官；api－甚至；yoginah－瑜伽師；karma－活動；kurvanti－
履行；sangam－依附；tyaktva－放棄了；atma-suddhaye－為了淨化心意。  
 
只是為了淨化心意，瑜伽師放棄所有依附，以軀體、心意和智慧活動。有時他只

是以感官履行活動，甚至心不在焉。 
 
《要義甘霖》︰瑜伽師也以感官履行活動。例如，當一個人在火祭獻上供品時，

可能心不在焉地唸誦曼陀。但是活動仍然繼續。Atma-suddhaye表示，瑜伽師只

是為了使心意純粹才履行活動。 
 

詩節十二 
 

yuktaù karma-phalaà tyaktvä çäntim äpnoti naiñöhikém 
ayuktaù käma-käreëa phale sakto nibadhyate 

 



yuktah－以無私活動相連的人；karma-phalam－工作成果；tyaktva－放棄了；

santim－安寧(從掙扎求存之中得到解脫)；apnoti－得到；naisthikim－永久；

ayuktah－不相連，不相關的人 (懷著物質欲望履行賦定職務的人， sakama-
karmi)；kama-karena－因色欲的催湧；phale－對工作成果；saktah－依附於； 
nibadhyate－陷入。  
 
放棄了依附活動成果，把賦定職務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的瑜伽師，得到超

脫物質存在的純粹安寧。不過，依附活動成果，又受到物質欲望驅策，懷著物質

欲望履行賦定職務的人，卻泥足深陷。 
 
《要義甘霖》︰不依附地履行活動使人解脫，依附則導致束縛。這個以yuktah這
個字開始的詩節，是為了釐清這點而講述的。從事無私活動的思辨家逐漸得到安

寧，即解脫。Ayuktah指的是懷著物質欲望履行賦定職務的人，他們因物質欲望

而依附活動結果。因此受制於物質世界。 
 

詩節十三 
 

sarva-karmäëi manasä sannyasyäste sukhaà vaçé 
nava-dväre pure dehé naiva kurvan na kärayan 

 
sarva-karmani－所有活動；manasa－用他的心意；sannyasya－完全棄絕了；aste
－繼續；sukham－快樂地；vasi－感官受控的人；nava-dvare－九扇門的；pure 
－在城市(軀體)；dehi－體困靈魂；na－不；eva－肯定；kurvan－甚麼都不做；

na karayan－也不引致任何活動。  
 
放棄了心意裏對賦定職務成果的依附，感官受控的靈魂快樂地住在九門之城，自

己沒履行活動，也不引致任何人活動。 
 
《要義甘霖》︰根據上一句，jïeyaù sa nitya-sannyäsé(《梵歌》5.3)，不依附地

履行活動的人，其實是真正的棄絕僧。主奎師那講述這個以sarva-karmani開始的

詩節解釋這點。儘管自控的人履行與軀體有關的外在活動，由於他以心意徹底棄

絕了所有活動，因此泰然自若，自得其樂。這樣的人住在那裏？奎師那回答說：

「在九門之城」。換句話說，他活在沒假我的軀體。這樣的話，dehi這個字指的

是得到了這知識的微靈。雖然也許履行賦定職務，但是他知道從活動之中得到的

快樂，其實不是他引致的，因此明白他其實沒履行工作。同樣，讓他人履行工作

時，不是他使他們行動，因為他沒有未了的目的。換句話說，他一直都不在意他

們的活動。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典博伽瓦譚》(11.19.43)說：「gåhaà 
çaréraà mänuñyam－人體就像房子。」在普然贊(Puranjana)的敘述[《聖典博伽



瓦譚》所述]可以明確地研習到這個主題。人體屋子有九扇門︰頭上的七扇門是

兩只眼睛、兩只耳朵、兩個鼻孔和一張嘴，下身有兩扇門供排泄和生殖之用。瑜

伽師看到自我(svarupa)與這軀體的九扇門不一樣。瑜伽師像個旅客，不依附或擁

有飯店似的軀體。他反而服務至尊主，即所有感官的主人。 
 

詩節十四 
 

na karttåtvaà na karmäëi lokasya såjati prabhuù 
na karma-phala-saàyogaà svabhävas tu pravarttate 

 
na－不；kartrtvam－活動傾向；na karmani－活動也不；lokasya－一個人的；

srjati－創造；prabhuh－至尊控制者，至尊主；na－也不；karma-phala－以活動

成果； samyogam－聯繫； svabhavah－他們自己所得的品性； tu－只是；

pravartate－扮演。  
 
至尊主既沒產生個人的行動傾向，也沒產生活動本身或隨之而來的成果。這一切

全都是他們後天所得的品性，即愚昧或假象驅使的品性履行的，愚昧或假象自古

以來已經蒙蔽了他們。  
 
《要義甘霖》︰有人可能質疑至尊主偏倚。他們也許認為：「在神創造的整個物

質世界都看得到，微靈以為自己是活動的履行者和活動成果的享受者。如果微靈

內在真的不傾向於作為履行者，這種傾向似乎是至尊(主)創造和強加於他的。如

此這般，就表示祂有偏倚和不仁之過。」 
 

主奎師那回應這點說：「不，不，不。Na kartrtvam。」祂用了na這個字三次，

強調和大力反駁這點。祂既沒有創造履行者的意識知覺，也沒創造賦定職務形式

的活動，或那些賦定職務的結果，即感官享樂。只是因為生物體受條件限制的本

性，換句話說，他自古以來的愚昧，促使他以為自己是活動履行者。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微靈不是自己活動的策動者。」不應該從

這句話斷定，微靈的每項活動都是至尊主激發的。如是這般，祂就會有偏見和殘

忍等等缺點。而且，至尊主不是聯合微靈和他活動結果的媒介。只因微靈自古以

來的愚昧，才會產生這種聯合。外在物質能量以愚昧的形式，驅動微靈後天所得

的品性。這種受條件限制的性質源於愚昧，至尊控制者只是讓具有這種品性的微

靈從事活動而已。祂自己沒在生物體內心產生活動或不活動的主動性。  
 

「Vaiñamya-nairghåëye doñair na säpekñatvät tathä hi darçayati－至尊人物既不殘

忍也不偏私，因為個體靈魂根據自己的活動受苦或享樂」(《梵經》2.1.34)。根據

這段經文，至尊主毫無偏袒或殘忍等等缺點。 
 



《韋達經》提到，正如靈魂沒有開始，微靈的印象也沒有開始，是以前活動的結

果。微靈的活動產生印象，至尊主僅是根據這些印象讓他們從事活動而已。因此

說至尊(主)有偏倚之過，這不合邏輯。「säìketyaà pärihäsyaà vä  stobhaà 
helanam eva vävaikuëöha-näma-grahaëam açeñägha-haraà viduù－溫文儒雅的人

啊，起初只有至尊人格首神存在」(《粲多嘎奧義書(Chandogya Upanisad)》
6.2.1)。 

 
《巴維斯亞宇宙古史(Bhavisya Purana)》也說：「主維施努只是根據生物體以前

活動的印象，讓他們從事世俗活動。由於生物體的印象沒有開始，因此至尊主毫

無缺失之罪。」 
 
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在他的《哥文達論(Govinda-bhasya)》解釋：「某人也

許會斷定，由於至尊主根據微靈過去活動的印象，讓微靈從事活動，因此我們可

以斷定，主也不是獨立的，而且也受業報影響。回答就是：『不，這是不對的，

因為事實上，甚至連業報的存在都受祂控制。』主根據微靈自古以來所得的品

性，讓他從事活動。雖然主可以改變這種性質，但是祂決不會這樣做。因此在所

有情況下，祂都沒有偏倚。」 
 

詩節十五 
 

nädatte kasyacit päpaà na caiva sukåtaà vibhuù 
ajïänenävåtaà jïänaà tena muhyanti jantavaù 

 
na adatte－不接受；kasyacit－任何人的；papam－罪惡反應；na－既不；na－
也不；eva－肯定地；sukrtam－虔誠反應；vibhuh－偉大的(至尊控制者)；
ajnanena－被愚昧；avrtam－蒙蔽了；jnanam－(自發的)超然知識；tena－因為

那個原因；muhyanti－被迷惑；jantavah－生物。  
 
至尊主不接受任何人的罪惡或虔誠反應。愚昧蒙蔽生物體內在固有的真正知識，

迷惑他們。 
 
《要義甘霖》︰至尊主不促進或策動生物體好或不好的活動，因為同一原因，祂

自己不招致罪孽或虔誠。奎師那講述這個以nadatte開始的詩節解釋這點。蒙蔽

微靈精闢知識的，只是蒙騙能量而已。因此祂說ajnanena，意謂愚昧蒙蔽了生物

體與生俱來或天生的知識，微靈只是因此而被騙。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主全面遍透而無限(vibhu)。祂的覺悟、

喜樂都是完全的，也有無限能量。祂恆常沉醉於自己的本性－喜樂之洋。祂不促

進任何人的好壞行為，因為對一切都不在意。至尊聖主自我滿足(atmarama)，也

盡償所願(aptakama)。正是祂的蒙騙能量，蒙蔽微靈天生和與生俱來的知識，受



條件限制狀態的微靈，藉此認同自我是軀體。只是因為錯誤地認同軀體是自我，

微靈才產生活動履行者的自我概念。 
 
《聖典博伽瓦譚》(6.16.11)說︰ 

 
nädatta ätmä hi guëaà na doñaà na kriyä-phalam 

udäsénavad äsénaù parävara-dåg éçvaraù 
祺陀可圖大君(Citraketu)亡兒的靈魂，給痛不欲生的父親傳授這個訓示︰「超靈

不接受快樂或痛苦，或得到王國等等活動結果。祂見證活動的因果，因為祂不受

制於物質軀體和物質事件，因此保持淡然。」 
 

詩節十六 
 

jïänena tu tad ajïänaà yeñäà näçitam ätmanaù 
teñäm ädityavaj jïänaà prakäçayati tat param 

 
jnanena－藉著知識；tu－但是；tat－那；ajnanam－愚昧；yesam－他的；

nasitam－被毀滅；atmanah－靈魂的；tesam－對那些；aditya-vat－像太陽；

jnanam－知識；prakasayati－揭露；tat－那；param－至尊主，超然的至尊真

理。  
 
但是對於那些憑藉至尊主知識毀滅了愚昧的人來說，那知識就像驕陽般耀眼，揭

示非物質的超然絕對真理－至尊聖主。  
 
《要義甘霖》︰正如至尊聖主的蒙騙能量(avidya-sakti)蒙蔽生物體的知識，祂的

知識能量(vidya-sakti)也毀滅愚昧和揭示純粹知識。正如陽光驅散黑暗，照亮大

地、天空和萬物，這知識同樣也毀滅愚昧，啟明超然知識。因此主既不牽制或解

脫任何人。相反，根據物質自然的品質，只是愚昧和知識各自導致牽制和解脫。

享受或發動活動的那種傾向導致束縛。同樣，不依附、安寧等等則使人解脫。這

都是物質自然的品質。在策動活動方面，主只有部分責任，因為物質自然的所有

品質，都因為祂是全面遍透的超靈而展現。因此祂不可能有偏倚或殘忍等等缺

陷。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根據自己的物質欲望，生物體從沒有開始的

物質自然那裏，得到軀體和從事活動。不是由主決定生物體的罪孽或虔誠活動。

循序漸進的修習者的虔誠善行和使他低墮的罪孽，都因之前的印象而起。為了處

罰生物體，至尊聖主的假象能量蒙蔽他的固有本性。於是生物體開始認同自我是

軀體，之後又以為自己是所有活動的履行者。決不能為微靈的這種狀態怪責主。 
 
假象能量的兩種功能－愚昧和知識，分別有助於牽制和解脫生物體。《聖典博伽

瓦譚》(11.11.3)說︰ 
 

vidyävidye mama tanü viddhy uddhava çarériëäm 
mokña-bandha-karé ädye mäyayä me vinirmite 

烏達瓦啊，愚昧和知識都是我假象能量的功能。 
 
根據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此時，知識賜予解脫，愚昧則導致束縛。

假象有三種能力︰三種不展現的物質自然形態、愚昧和知識。   
 

不展現的物質能量，給生物體創造似是而非的虛假名份。愚昧不實地疊置這些以

非為是的名份，知識能輕易消除這樣的疊置。在這裏，必須正確明白到，生物體

粗糙和精微身體的名份，是物質自然形態創造的，不是假的。相反，兩者之中的

「我」和「我的」等等概念卻是假的。《韋達經》和《奧義書》稱之為假象。 
 
作為履行者的這個本然自我概念，永存於至尊主之內。物質自然是祂的無活動物

質能量。僅是透過祂的瞥視，就啟動了物質自然的功能。因此物質自然是創造物

質世界的次要原因。主其實是創造的策動者，但只是間接或部份地。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知識有兩種︰世俗和超然的。世俗的表示『關於

無活動物質的知識』，稱為微靈的愚昧(avidya)。超然知識(aparakrta-jnana)稱為

超然知識(vidya)。當靈性知識毀滅了微靈的物質知識時，他內裏就覺醒那至尊的

靈性知識，啟蒙超凡脫俗的絕對真理。」  
 

詩節十七 
 

tad-buddhayas tad-ätmänas tan-niñöhäs tat-paräyaëäù 
gacchanty apunar-ävåttià jïäna-nirdhüta-kalmañäù 

 
tat-buddhayah－他們的智慧專注於祂；tat-atmanah－他們專心致志於冥想祂；

tat-nisthah－他們僅是獻身於祂；tat-parayanah－他們致力於聆聽和歌頌祂；

gacchanti－他們臻達；apunah avrttim－擺脫一再投生；jnana－透過超然知識；

nirdhuta－清除了；kalmasah－他的痴醉或愚昧。  
 



智慧專注於至尊主，只是專心致志於冥想祂，專一地獻身於祂，致力於聆聽和歌

頌祂，愚昧被知識徹底毀滅了，那些人得到解脫，從此永不再返。 
 
《要義甘霖》︰超然知識僅是啟明生物體的知識，而非至尊主的知識。《聖典博

伽瓦譚》(11.14.21)說：「bhaktyäham ekayä grähyaù－只有透過奉愛，才可以得

到我。」  
 

為了得到超靈的知識，思辨家必須明確地實踐奉愛修習。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

tad-buddhayaù開始的詩節解釋這點。在這裏，tat(tad)這個字指的是，前述的同

一位全面遍透的主。Tad-buddhayaù表示智慧專注於主的那些人，唯獨冥想祂一

個。tat-atma表示「唯獨全神貫注於祂的那些人」。「Jïänaà ca mayi sannyaset
－思辨家應該把知識皈依給我」(《聖典博伽瓦譚》11.19.1)。  

 
根據這句話，只有那些知道自我與軀體分開，放棄了培養善良形態自我知識的決

心，對至尊主有堅定信心的人，才稱為那些對奉愛有堅定信心的人 (tat-
nisthah)。Tat-paräyaëäù表示「那些致力於聆聽和歌頌祂的人」。 
 
《梵歌》(18.55)稍後說：  

 
bhaktyä mäm abhijänäti yävän yaç cäsmi tattvataù 

tato mäà tattvato jïätvä viçate tad-anantaram 
只有透過奉愛，才可以原原本本地認識我，從而臻達我。因此，愚昧被知識徹底

毀滅了的那些人，得到超靈的知識。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梵歌》(14.17)說：「Sattvät saïjäyäte 
jïänam－知識是善良形態的。」不過，超靈超越三種形態，也是它們的控制者。

因此，雖然知識能以善良形態知識的形式毀滅愚昧，卻無法展現超靈知識。《梵

歌》(18.55)說：「bhaktyä mäm abhijänäti－只有奉愛才可以展現至尊聖主的知

識。」就此而論，應該細心思考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對這個詩節(18.55)
的注釋。 
 

詩節十八 
 

vidyä-vinaya-sampanne brähmaëe gavi hastini 
çuni caiva çvapäke ca paëòitäù sama-darçinaù 

 
vidya-vinaya-sampanne－具備知識和溫文品質的；brahmane－在婆羅門之中；

gavi－在牛之中；hastini－在大象之中；suni－在狗之中；ca－和；eva－確實；

sva-pake－在吃狗者之中； ca－和；panditah－被啟蒙的人 (jnanis)； sama-
darsinah－對靈魂一視同仁。  



 
被啟蒙的人對溫文博學的婆羅門、牛、大象，狗和吃狗者都一視同仁。 
 
《要義甘霖》︰正如上一個詩節所述，極度致力於至尊控制者的智者，然後就超

越物質形態，沒興趣接受那些不同程度地存在於每個實體的各種形態。如此一

來，他們心境平和。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vidya-vinaya開始的詩節解釋這點。據

說牛和婆羅門都是善良形態的，因此比情欲形態的大象更高。他們也比愚昧形態

的狗和吃狗者更高。不過，超越了自然形態的博學之士，不注意這樣的差別。他

們反而看見凌駕於這三種自然形態的靈魂無處不在。他們稱為一視同仁的人

(sama-darsi)。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上述詩節解釋了，得到啟蒙的聰明人的眼

界。在這裏，sama-darsih這個字表示「要有這樣的看法，至尊主的邊際能量，在

每個物質軀體展現為具有獨特永恆形象和本性的微靈。」只有那些這樣察看自我

的人，才稱為一視同仁的人。至尊主在《梵歌》(6.32)進一步闡明了這點，《聖

典博伽瓦譚》(11.29.14)也描述了：  
 

brähmaëe pukkase stene brahmaëye ’rke sphuliìgake 
akrüre krürake caiva sama-dåk paëòito mataù 

對婆羅門和吃狗者、小偷和至尊(主)的奉獻者、陽光和火花、殘忍的人和友善的

人一視同仁，我認為這樣的人聰明過人。 
 

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解釋，sama-drk表示「覺悟到我－至尊梵－永恆

地存於每個生物體之中。」有這種眼界的人，稱為一視同仁的人。 
 

詩節十九 
 

ihaiva tair jitaù sargo yeñäà sämye sthitaà manaù 
nirdoñaà hi samaà brahma tasmäd brahmaëi te sthitäù 

 
iha eva－在這個世界；taih－那些；jitah－被征服；sargah－生生死死的物質創

造；yesam－他的；samye－沉著鎮定；sthitam－處於；manah－心意；nirdosam
－無瑕；hi－因為；samam－沉著的；brahma－靈魂；tasmat－因此；brahmani
－在超然之中；te－他們；sthita－處於。  
 
據說那些專心致意於沉著鎮定的人，在今生已經征服了生死。因為他們像絕對靈

魂那樣完美無瑕，鎮定沉著，真的處於超然之中。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在這裏讚揚一視同仁。Sargah指的是，這個世界裏被創

造的事物。Jitah表示「撃敗」。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Ihaiva表示「真的，住在這個世界時。」換

句話說，正是在修習階段時，擺脫這個物質世界的束縛。 
 

詩節二十 
 

na prahåñyet priyaà präpya nodvijet präpya cäpriyam 
sthira-buddhir asaàmüòho brahma-vid brahmaëi sthitaù 

 
na prahrsyet－他沒喜出望外；priyam－令人快樂的事物；prapya－接受了；na 
udvijet－他不覺困擾；prapya－得到了；ca－和；apriyam－令人不悅的事物；

sthira-buddhih－智慧堅定的人；asammudhah－不會被騙；brahma-vit－知道超

然的人；brahmani－在超然之中；sthitah－處於。  
 
認識絕對靈魂，堅定地處於超然的人，智慧堅定，不會被騙。得到令人快樂的事

物時他不歡欣，接受了令人不悅的事物時也不絕望。 
 
《要義甘霖》︰至尊主講述這個以na prahrsyet等字開始的詩節，描述智者對令

人快樂和不悅的世俗事情，所採取的同等眼界。na prahrsyet表示不興高采烈，

nodvijet表示不感到沮喪。要旨就是，在修習階段必須這樣修習。有鑑於此而用

了祈使句。人們因假我而被悲喜蒙騙。智者沒有這樣的自我，始終都不會被騙。 
 

詩節二十一 
 

bähya-sparçeñv asaktätmä vindaty ätmani yat sukham 
sa brahma-yoga-yuktätmä sukham akñayam açnute 

 
bahya-sparsesu－對外在的感官快樂；asakta atma－不依附的人；vindati－發

現；atmani－在自我之內；yat－無論如何；sukham－快樂；sah－那；brahma-
yoga－與絕對靈魂的超然交流；yukta-atma－聯合了的靈魂；sukham－快樂；

aksayam－無限的；asnute－得到。  
 
不依附外在感官快樂的人，在自我之中自得其樂。透過瑜伽與至尊主聯合，他喜

樂無邊。 
 
《要義甘霖》︰臻達了超靈的生物體喜樂無邊，因此這種透過瑜伽與絕對靈魂聯

合的生物體，他的心意毫不依附感官快樂。只有他們才能體驗這點。不斷品嚐甘

露的人，為甚麼會有興趣吃泥漿？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只有借助肉身的感官，才可以體驗聲音和觸

摸等等外在感官對象，那些感官都不是純粹靈魂的直接才能。那些始終都不依附

外在感官對象的人，留在體驗超靈所致的那種喜樂。他們甚至沒想到感官對象，

更何況是享受它們。根據詩節 paraà dåñövä nivartate(《梵歌》2.59)，由於他們

一直沉醉於更高品味，即服務至尊主之樂，因此毫不在意那種源於物質感官對象

的世俗享樂。 
 

詩節二十二 
 

ye hi saàsparçajä bhogä duùkha-yonaya eva te 
ädy-antavantaù kaunteya na teñu ramate budhaù 

 
ye－它；hi－肯定地；samsparsa-jah－肉身與感官對象接觸而產生的；bhoga－所

有快樂；duhkha-yonayah－痛苦之源；eva－肯定地；te－它們；adi-antavantah
－開始和終結；kaunteya－琨緹之子啊；na－不；tesu－在它們之中；ramate－
振奮；budha－啟蒙之人。  
 
琨緹之子啊，與感官接觸所產生的快樂肯定導致痛苦。由於它們有開始和終結，

因此啟蒙之人不依附它們。 
 
《要義甘霖》︰聰明的人不依附感官享樂。因此講述了這個以ye hi開始的詩節。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感官與感官對象接觸所得的快樂，稱為

samsparsa-moksa。這樣的快樂有開始和終結，因為當接觸中斷時，快樂就停止。

因此智者不依附這樣的感官享樂，它短暫無常，只是看起來令人快樂。只是為了

維持軀體，這樣的智者才毫不依附地讓感官投入於活動。 
 

詩節二十三 
 

çaknotéhaiva yaù soòhuà präk çaréra-vimokñaëät 
käma-krodhodbhavaà vegaà sa yuktaù sa sukhé naraù 

 
saknoti－能夠；iha eva－在今生；yah－他；sodhum－忍受；prak－之前；sarira
－軀體；vimoksanat－放棄了；karma-krodha－色欲和憤怒的；udbhavam－產

生；vegam－各種強烈欲望；sah－他；yuktah－瑜伽師；sah－他；sukhi－是快

樂的；narah－人。  
 
在放棄軀體之前，在今生能容忍色欲和憤怒所產生的強烈欲望，這樣的人是瑜伽

師，而且真正感到快樂。 
 



《要義甘霖》︰儘管墮進了物質存在之洋，這個詩節所述的人是瑜伽師，而且感

到快樂。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saknoti開始的詩節解釋這點。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要得到有利於感官快樂的感官對象，這裏稱

這樣的強烈渴望或渴求，為色欲(kama)或強烈渴望。就此而論，kama這個字表

示各種欲望，它最深入的含意是渴望與異性結合而得到快樂。心意極度厭惡那些

不利於感官享樂的事物，稱為憤怒(krodha)。那些至死都能忍受色欲和憤怒催湧

的人，稱為瑜伽師，他們感到快樂。 
 

詩節二十四 
 

yo’ntaù-sukho’ntarärämas tathäntar-jyotir eva yaù 
sa yogé brahma-nirväëaà brahma-bhüto’dhigacchati 

 
yah－他；antah-sukhah－樂在自我之中；antah-aramah－樂於在自我之中；

tatha－和；antah-jyotih－內省；eva－肯定地；yah－他；sah－那；yogi－瑜伽

師；brahma-nirvanam－透過覺悟靈魂之樂(brahmananda)，超脫物質存在；

brahma-bhutah－在超然之中；adhigacchati－他得到。  
 
僅是從自我之中得到快樂，只在自我之中才感到振奮，只著眼於自我之內的瑜伽

師，穩處於超然之中。他得到從物質存在解脫的超然境界之樂。 
 
《要義甘霖》︰對於那些不受物質世界各種情況影響的人來說，直接體驗絕對靈

魂，這本身都令人快樂。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yo 'ntah等字開始的詩節解釋這

點。那些從內在自我得到喜樂的人，只樂在自我之中，因此他們的眼界集中於內

在。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在這裏解釋，怎樣可以輕鬆自然地

止息之前所述，色欲和貪婪的強烈催湧。體驗到自我，就可以輕易控制這樣的強

烈欲望。覺悟自我而體驗到快樂，樂在自我之中，眼界恆常都集中於自我的本

性，這樣的瑜伽師托庇於無私地履行他們的賦定職務。他們臻達解脫層面。他們

最終穩處於自己的永恆形象和本性。這些瑜伽師輕易對色欲、強烈渴望等等世俗

感官活動變得不感興趣，他們在自我之中體驗到的快樂，稱為靈性喜樂(brahma-
nirvana)。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為《梵歌》(5.26)所寫的注釋說：「擺脫了色

欲和貪婪，控制了心意，知道靈魂真理的棄絕僧，很快就完全覺悟到靈性喜

樂。」 
 

探討了真和假的對象之後，把工作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來崇拜祂，儘管活在

物質世界，履行無私活動的瑜伽師，都讓自己處於超越物質自然的真象。這種毫

無物質痛苦的狀態，稱為終止物質生命(brahma-nirvana)。 



 
詩節二十五 

 
labhante brahma-nirväëam åñayaù kñéëa-kalmañäù 
chinna-dvaidhä yatätmänaù sarva-bhüta-hite-ratäù 

 
labhante－他們得到；brahma-nirvanam－絕對靈性解脫的喜樂；rsayah－從內裏

得到啟發的人；ksina－被毀滅；kalmasah－罪惡的品質；chinna-dvaidhah－專

心致志，沒有懷疑的人；yata-atmanah－心意自控的人；sarva-bhuta-hite－對眾

生的福祉；ratah－依附的人。  
 
那些沒有罪惡和懷疑，控制心意，重視眾生福祉的聖人，透過覺悟絕對靈魂

(brahma)從物質存在解脫。 
 
《要義甘霖》︰很多人透過修習達到完美。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labhantem一字

開始的詩節，解釋這點。 
 

詩節二十六 
 

käma-krodha-vimuktänäà yaténäà yata-cetasäm 
abhito brahma-nirväëaà varttate viditätmanäm 

 
kama-krodha－從色欲和憤怒；vimuktanam－解脫了的人；yatinam－對於苦修

者；yata-cetasam－對於那些控制了心意的人；abhitah－在每一方面；brahma-
nirvanam－透過靈性覺悟終止了物質生命；vartate－進行；vidita-atmanam－對

於那些精通靈魂科學的人。 
  
內心沒有色欲、憤怒等等，控制心意，精通靈魂真理的那些棄絕者，透過靈性覺

悟完全終止物質生命。 
 
《要義甘霖》︰「那些有自我知識，卻沒超靈知識的人，要多久才會得到終止物

質生命的這種快樂？」預料到這個問題，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kama-krodha開始

的詩節。那些心意穩定，精微軀體已經毀滅的人，不久就十全十美地終止物質生

命。 
 

詩節二十七至二十八 
 

sparçän kåtvä bahir bähyäàç cakñuç caiväntare bhruvoù 
präëäpänau samau kåtvä näsäbhyantara-cäriëau 

yatendriya-mano-buddhir munir mokña-paräyaëaù 



vigatecchä-bhaya-krodho yaù sadä mukta eva saù 
 
sparsan－聲音和觸覺等等感官察知；krtva－放置了；bahih－外面；bahyan－外

在的；caksuh－雙眼；ca－和；eva－肯定地；antare－之間；bhruvoh－雙眉；

prana-apanau－向內流動和向外流動的生命氣；samau－相等的；krtva－集中

於；nasa-abhyantara-carinau－在鼻孔內移動；yata－受控制；indriya－各種感

官；manah－心意；buddhih－和智慧；munih－聖人；moksa-parayana－致力於

得到解脫；vigata－擺脫了；iccha-bhaya-krodhah－從欲望、恐懼和憤怒；yah－
他；sada－恆常；muktah－解脫了；eva－肯定地；sah－他。 
 
沒有欲望、恐懼和憤怒的人，把聲音和觸覺等等外在感官對象，從心意完全移

走。然後，他把目光專注於兩眉之間，暫停透過鼻孔流動的，向內和向外生命氣

的運行。他這樣平衡生命氣，控制感官、心意和智慧，讓自己致力得到解脫。這

樣的聖人肯定永遠解脫。  
 
《要義甘霖》︰如此一來，履行供奉給至尊控制者的無私活動，修習者得到純粹

的心。那時候就出現那種自我知識。要得到超然知識，必須培養奉愛。最後透過

源於奉愛的超然知識，體驗到至尊聖主。但是那些把工作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

主，與祂交流而淨化了內心的人，認為八部瑜伽程序的修習，勝過為了覺悟絕對

真理的思辨瑜伽修習。第六章解釋了這點。至尊聖主在這裏講述以sparsan開始的

詩節，作為第六章的一段正文。  
 
Sparsa指的是觸覺、形象、聲音、味道和氣味等等，以外在感官察知的對象，全

都進入心意。因此應該把它們從心意驅逐出去，禁止心意奔向它們。應該把目光

專注於兩眉之間。如果一個人完全閉上眼睛，可能會入睡，如果完全睜開眼睛，

又可能會因感官對象而分心。因此，要確保兩者都不發生，就應該保持眼睛半

開，在鼻孔內控制上行和下行呼吸的上下運行，從而平衡它們。這樣控制感官的

那些人，被視為解脫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

話：「阿尊那啊，只有透過與我有關的無私活動，才可以淨化心意。淨化了心意

之後，就得到完美的知識。這是得到絕對真理的方法。懷著完美知識對至尊主奉

愛，求取那超越三種物質自然形態的知識，就逐漸發展對絕對靈魂的體驗。我之

前對你解釋了這點。  
 

現在，我會為淨化了心意的人解釋八部瑜伽，作為覺悟絕對靈魂的方法。我提出

的陳述只是為了提供這方面的概念。請聽著。要徹底消除心意裏聲音、觸覺、形

象、味道和氣味的外在形式。這修習稱為感官控制。這樣修習控制心意時，眼睛

專注於兩眉之間，看著鼻尖。完全閉上眼睛可能會入睡，完全睜開則可能因外在

事物而分心。因此應該半閉眼睛，控制它們，讓目光落在鼻尖上的兩眉之間。透



過鼻孔呼吸時，應該要調節上行呼吸和下行呼吸，平衡上下的運行。因此，以解

脫為目標的聖人控制了感官、心意和智慧，這樣坐著，為了覺悟絕對真理而放棄

欲望、恐懼和憤怒。這樣他們就可以從物質束縛完全解脫。因此，也可以修習無

私活動修習的支體部分－八部瑜伽，作為無私活動修習的一部分。」  
 

詩節二十九 
 

bhoktäraà yajïa-tapasäà sarva-loka-maheçvaram 
suhådaà sarva-bhütänäà jïätvä mäà çäntim åcchati 

 
bhoktaram－享受者；yajna-tapasam－祭祀和苦行的；sarva-loka－在所有世界；

maha-isvaram－至尊控制者；suhrdam－朋友；sarva-bhutanam－眾生的；jnatva 
－明白了；mam－我；santim－安寧(透過解脫)；rcchati－得到。 
 
知道我是所有祭祀和苦行的享受者，所有星球的至尊控制者和眾生的祝願朋友，

那個人從物質認同的束縛得到解脫。 
 
《要義甘霖》︰正如培養超然知識的思辨家，得到那種透過奉愛而出現的超靈知

識，這樣的瑜伽師也得到解脫。這個以bhoktaram開始的詩節說明了這點。《博

伽梵歌》說：「果報工作者履行的祭祀和思辨家履行的苦行，享受者都是我。我

是業報工作者、思辨家和瑜伽師堪受崇拜的對象，我是內在見證者，我是所有星

球唯一的至尊控制者。我是眾生的祝願者，因為我透過我的奉獻者，仁慈地賜予

他們奉愛訓示。因此，要知道我都是奉獻者堪受崇拜的對象。因為我超然於物質

自然的各種物質形態，因此無法透過善良形態的知識覺悟我。我在《聖典博伽瓦

譚》(11.14.21)宣佈：『bhaktyäham ekayä grahyaù－只有透過奉愛才可以得到

我。』只有透過超然奉愛，瑜伽師才能覺悟到我的局部面貌－超靈－是他們堪受

崇拜的對象，並得到安寧或解脫。」  
 

無私地把努力的成果供奉給至尊(主)，思辨家和業報瑜伽師得到個體靈魂和超靈

的知識。他們這樣得到解脫。這是這一章的精萃。 
 

由此結束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所寫的 
《要義甘霖的注釋)》(令奉獻者快樂並得到所有聖人接受的注釋)， 

顧及明確精微之處的譯文：《聖典博伽梵歌》第五章。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得到超靈的知識，無私活動的瑜伽師也得到

解脫。這知識透過奉愛出現。履行祭祀和苦行時懷著奉愛所供奉的物品，至尊聖

主是唯一的享受者。作為內在超靈，祂確是所有瑜伽師堪受崇拜的對象、眾生的

祝願者和所有星球的至尊控制者︰ 
 



tam éçvaräëäà paramaà maheçvaraà 
taà devatänäà paramaà ca daivatam 

patià paténäà paramaà parastäd 
vidäma devaà bhuvaneçam éòyam 

《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6.7) 
我們堪受崇拜的主是各個世界的主人，我們知道祂是所有控制者之尊、眾主之至

尊主、那些能夠賜予保護的人之至尊保護者。祂超然於非人格梵。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聽到了頭四章，可能會產生疑問。把賦定職務的

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如果得到了解脫作為崇拜祂的成果，那麼思辨瑜伽有

甚麼地位，又會以甚麼形式展現？   
 

這一章的訓示是為了消除這個懷疑而講述的。思辨瑜伽(數論瑜伽)和無私活動瑜

伽沒有分別，因為它們有同一至尊目標，即奉愛。在無私活動的初階，履行賦定

活動比發展超然知識更重要，在最後階段(思辨瑜伽)，發展這些知識比賦定活動

更重要。 
 
微靈的固有本性是純粹的有意識實體。不過，當他渴望享受假象時，就受制於無

活動的物質，當他認同自己是物質時，固有地位就逐漸越是隱蔽。只要這物質軀

體存在，就必需進行物質活動。受條件限制靈魂得到解脫的唯一方法，是透過靈

性努力恢復原本的固有狀態。  
 

在他的物質軀體之旅期間，他越努力恢復本來的固有狀態，業報的主導地位就相

應減弱。透過履行靈性修習，發展一視同仁的眼界、不依附、控制世俗色欲和憤

怒，還有根除所有懷疑等等的時候，絕對靈性解脫之樂就自動出現。從事業報瑜

伽的修習和維繫軀體時，可以同時履行下列八個程序所組成的八部瑜伽：控制感

官、控制心意、坐姿、控制呼吸、撤回感官、集中、冥想和神定。   
 

如果得到奉獻者的聯誼，在履行這些修習期間，對至尊聖主奉愛的喜樂就逐漸展

現。這稱為隨解脫而來的永久安寧(mukti-purvika-santi)。在這裏，mukti表示

『在自己的永恆形象和本性之中』。那時候，履行純粹靈性專注的傾向，會照亮

生物體固有本性的光榮。」  
 

由此結束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所寫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典博伽梵歌》第五章。 

 
第六章 

 
透過冥想而行的瑜伽 

(Dhyana-Yoga) 



 
詩節一 

 
çré bhagavän uväca 

anäçritaù karma-phalaà käryaà karma karoti yaù 
sa sannyäsé ca yogé ca na niragnir na cäkriyaù 

 
sri bhagavan uvaca－至尊聖主說；anasritah－不期望；karma-phalam－他的活動

成果；karyam－那些必定要做的；karma－工作；karoti－履行；yah－他；sah－
他；sannyasi－在棄絕階級；ca－和；yogi－有關係的人；ca－和；na－不；

niragnih－停止實行火祭等等活動；na－不；ca－和；akriyah－不履行身體活動

的人。  
 
至尊聖主說︰「那些不渴求活動結果地履行賦定活動的人，是不折不扣的棄絕僧

和瑜伽師。那些只是不再履行agni-hotra-yajna(在銅碗內燃燒酥油、豆類和大米)
等等火祭的人，不是棄絕僧，那些僅是放棄所有身體活動的人，不是瑜伽師。」 
 
《要義甘霖》︰這第六章涉及心意自控的瑜伽師所履行的各類瑜伽。也解釋控制

無常心意的方法。 
 
實踐八重瑜伽體系的人，不應該突然放棄無私地履行賦定活動。因此至尊聖主

說：「那些知道經典賦定職務是必須的，不求結果地履行的人，是不折不扣的棄

絕僧，因為他們棄絕了活動成果。由於他們的心意不渴求感官享樂，因此這樣的

人又稱為瑜伽師。」Niragni表示，一個人並非只因摒棄了履行火祭等等所有宗

教職務，就稱為棄絕僧。Akriyah表示，一個人並非只因放棄了所有身體活動，

眼睛半閉，木然靜坐，就稱為瑜伽師。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第五章結尾的三個詩節，扼要地描述了八部

瑜伽。這第六章詳細解釋了這三個詩節的主題。 
 

注釋所述的agni-hotra這個詞語，指的是為了滿足火神(Agni)而履行的獨特韋達

火祭。按照這個程序，在婚禮結束時，婆羅門應該生火和唸誦春季的賦定韋達曼

陀，履行火祭。那時候，一個人以特定的物品(例如酥油)堅定地發誓。之後，餘

生都應該用那種物品履行祭祀。在暗月夜，必須用大麥水親自履行祭祀。在其他

日子，儘管有些變動都不失為過。 
 

履行了一百次祭祀之後，必須在早上向太陽和在黃昏向火焰履行祭祀。必須在第

一個盈月夜冥想火焰，開始十個儀式(dasa-paurnamasa-yaga)。除此之外，必須分

別在盈月夜和在暗月夜履行三次祭祀。而且，餘生都必須履行這六個祭祀。《韋

達經》詳細描述了履行這種祭祀所得的結果。  



 
詩節二 

 
yaà sannyäsam iti prähur yogaà taà viddhi päëòava 

na hy asannyasta-saìkalpo yogé bhavati kaçcana 
 
yam－它；sannysam－棄絕工作；iti－那；prahuh－他們(智者)稱為；yogam－

透過無私活動而行的瑜伽；tam－那；viddhi－知道；pandava－潘度之子(阿尊

那)啊；na－不；hi－確實；asannyasta-sankalpah－無法棄絕享受活動成果的渴

望；yogi－瑜伽師；bhavati－可以成為；kascana－任何人。  
 
阿尊那啊，要知道智者所說的停止活動，與瑜伽是一樣的，因為無法放棄渴求活

動成果和感官享樂的人，決不能成為瑜伽師。  
 
《要義甘霖》︰sannyasa這個字的真實含意是棄絕活動成果，yoga這個字的含意

則是穩定心意，以致不會因感官對象而心神不定。因此，sannyasa和yoga的意思

都是一致的。那些不曾放棄渴求活動成果(asannyasta-sankalpa)或感官享樂欲望

的人，決不能稱為瑜伽師。 
 

詩節三 
 

ärurukñor-muner yogaà karma käraëam ucyate 
yogärüòhasya tasyaiva çamaù käraëam ucyate 

 
aruruksoh－對那些想開始的人；muneh－對聖人；yogam－堅定的冥想(dhyana-
yoga)；karma－無私活動；karanam－修習；ucyate－據說；yoga-arudhasya－對

那個在冥想瑜伽(dhyana-yoga)臻達了最高境界的人；tasya－對他(聖人)；eva－
肯定地；samah－棄絕(所有不相關的活動)；karanam－修習；ucyate－據說。  
 
對於立志晉升到堅定地冥想至尊人物之途的聖人來說，據說方法就是把活動成果

無私地供奉給祂，藉此崇拜祂。當他在那個崇高的瑜伽境界達到穩定時，據說方

法就是棄絕那些使他難以集中於冥想的活動。  
 
《要義甘霖》︰有人也許會質疑，一個具備《梵歌》(6.1)所述品質的八部瑜伽

師，餘生是不是一定要履行無私活動。這個以aruruksoh這個字開始的詩節消除

了那個懷疑，它確定無私活動的限制。muni表示立志穩處於瑜伽，即堅定地冥想

至尊(主)的人，必須履行無私活動，因為它淨化心意。他們一旦達到穩定的冥

想，就必須停止任何會使他們分心的活動。冥想階段是八部瑜伽修習的其中一個

階段，那些渴望臻達這個層面，心意卻沒完全淨化的人，應該把活動結果無私地

供奉給至尊(主)。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瑜伽好比獨

特的梯子。最低處好比陷於墮落俗氣之微靈的生命，他的意識知覺全神貫注於 
世俗之事。這個由各個步驟組成的瑜伽梯子，從那個層面一直攀升到純粹知覺的

層面。梯子的各個台階有不同的名字，但是統稱為瑜伽。這瑜伽有兩部分(給兩

類瑜伽師)：(1) 對於想修習瑜伽和剛剛開始爬瑜伽梯(yoga-aruruksu-muni)的人來

說，唯一的程序據說是把工作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2) 對於那些踏上了

完美瑜伽層面的人(arudha-yogi)來說，唯一的目標是不再渴求果報工作；他以永

恆喜樂為目標。這兩個粗略部分稱為karma和santi。」換句話說，它們各自的目

標是履行無私活動和臻達永恆喜樂。 
 

詩節四 
 

yadä hi nendriyärtheñu na karmasv anuñajjate 
sarva-saìkalpa-sannyäsé yogärüòhas tadocyate 

 
yada－當；hi－那肯定地；na－不；indriya-arthesu－對感官對象；na－也不；

karmasu－對活動； anusajjate－依附的； sarva-sankalpa－他所有欲望的；

sannyasi－棄絕僧；yoga-arudhah－晉升到瑜伽層面；tada－那麼；ucyate－據

說。  
 
當棄絕僧毫不依附感官對象及履行活動時，就稱為晉升到瑜伽層面 (yoga-
arudha)，因為他已經放棄了所有活動成果的渴求。  
 
《要義甘霖》︰只有那些內心完全純粹的人，才稱為晉升到瑜伽層面。至尊聖主

在這個以yada hi開始的詩節，解釋這種人的徵兆。Indriya-arthesu表示他們既不

依附聲音等等感官對象，也不依附活動，即得到那些感官對象的方法。  
 

詩節五 
 

uddhared ätmanätmänaà nätmänam avasädayet 
ätmaiva hy ätmano bandhur ätmaiva ripur ätmanaù 

 
uddharet－應該從無盡的生死輪迴獲救；atmana－透過不依附的心意；atmanam
－靈魂；na－不；atmanam－靈魂；avasadayet－應該降低；atma－心意；eva－
確實；hi－肯定地；atmanah－靈魂的；bandhuh－朋友；atma－心意；eva－確

實；ripuh－敵人；atmanah－靈魂的。   
 
一個人必須透過思想的超脫，使自己從物質世界獲救，也不要讓心意使他墮落，

因為心意同時既是朋友，也是自己的敵人。 



 
《要義甘霖》︰靈魂只因依附感官對象，才墮進物質世界的生死之洋。必須竭盡

所能地自救。不依附感官對象的心意 (atmana) 解救自我 (atmanam) 。 Na 
avasadayet表示，依附感官對象的心意，不應該使靈魂墮進物質之洋。如此一

來，心意(atma)既是朋友，也是自我的敵人。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毫不依附的心意是一己的朋友，滿是依附的

心意則是敵人。據說︰ 
 

mana eva manuñyäëäà käraëaà bandha-mokñayoù 
bandhäya viñayäsaìgo muktyair nirviñayaà manaù 

《阿瑪瑞塔-冰杜奧義書(Amrta-bindu Upanisad)》(2) 
一個人的心意是導致束縛和解脫的唯一原因。全神貫注於感官對象的心意導致束

縛，不依附感官對象則導致解脫。 
 

詩節六 
 

bandhur ätmätmanas tasya yenätmaivätmanä jitaù 
anätmanas tu çatrutve varttetätmaiva çatru-vat 

 
bandhu－朋友；atma－心意；atmanah－靈魂的；tasya－那個的；yena－透過

他； eva－肯定地； atma－心意； atmana－被靈魂； jitah－被征服了；

anatmanah－對於感官不受控的人；tu－但是；satrutve－在有害活動之中；

varteta－也許會從事；atma－心意；eva－就；satru-vat－像敵人。  
 
對於征服了心意的生物體來說，心意是他的朋友，但是對於還沒征服感官的人來

說，心意卻像敵人一樣與他作對。  
 
《要義甘霖》︰誰的心意與他為友，誰的心意又與他為敵？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

bandhu這個字開始的詩節回答這點。對於征服了心意的靈魂來說，心意是他的朋

友。但是對於心意不受控的靈魂來說，它卻像敵人一樣有害。 
 

詩節七 
 

jitätmanaù praçäntasya paramätmä samähitaù 
çétoñëa-sukha-duùkheñu tathä mänäpamänayoù 

 
jita-atmanah－對於心意受控的瑜伽師；prasantasya－他非常平和(毫無依附和厭

惡)；parama－至尊；atma－靈魂；samahitah－臻達了神定；sita-usna－冷熱；

sukha-dukhesu－在苦樂之中；tatha－還有；mana-apamanayoh－榮辱。  



 
控制了心意的瑜伽師毫不依附和厭惡冷熱、苦樂和榮辱等等二元性。這種瑜伽師

的心意深刻地專注於神定。  
 
《要義甘霖》︰現在，以下這三個詩節描述了擅於瑜伽者的特性。征服了心意

(jita-atmanah)，毫無依附、嫉妒等等(prasanta)的人，恰到好處地處於神定之

中，不因冷熱、苦樂和榮辱等等心神不定。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原來的詩節，paramatma這個字指的不是

至尊控制者超靈。相反，它表示個體靈魂。在這裏，parama這個字加上

samahita，意思就是具有上述徵兆的人，深入地專注於神定。聖維施瓦納.恰誇瓦

爾提.塔庫爾和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說，在這裏，parama這個字表示強烈。 
 

詩節八 
 

jïäna-vijïäna-tåptätmä küöastho vijitendriyaù 
yukta ity ucyate yogé sama-loñöäçma-käïcanaù 

 
jnana-vijnana－透過超然知識和它的覺悟；trpta－滿足的人；atma－靈魂；

kuta-sthah－登峰造極的(他的意識知覺不受物質轉變影響)；vijita-indriyah－征

服了感官的人；yuktah－臻達了瑜伽之巔的人；iti－因此；ucyate－據說是；

yogi－瑜伽師；sama－看來一樣；losta-asma-kancanah－對沙子、石頭和金子。  
 
因知識和覺悟感到心滿意足，意識知覺不受物質轉變影響，征服了感官，覺得沙

子、石頭和金子都一樣的人，據說在瑜伽方面已經達到了完美。 
 
《要義甘霖》︰內心無欲無求，有了知識和直接覺悟了這知識而感到滿足，那些

人登峰造極(kuta-sthah)。換句話說，他們恆常都處於自我的真正本性，一直都

不依附所有世俗事物。對他們來說，沙子、金子等等全都一樣。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Kuta-sthah：「käla-vyäpé sa küöa-sthaù eka-
rüpatayä tu yah－不因感官而心神不定，一直永恆地處於自己本性的人，稱為登

峰造極的(意識知覺不受物質轉變影響)。」  
 

詩節九 
 

suhån-miträry-udäséna madhyastha-dveñya-bandhuñu 
sädhuñv api ca päpeñu sama-buddhir viçiñyate 

 



suhrt－對祝願者；mitra－朋友；ari－敵人；udasina－中立的人；madhya-stha
－仲裁者；dvesya－嫉妒的人；bandhusu－親戚；sadhusu－聖人；api ca－還

有；papesu－罪人；sama-buddhih－有公平智慧的人；visisyate－最進步。  
 
對祝願者、朋友、敵人、中立者、仲裁者、嫉妒的人、親戚、聖人和罪人都一視

同仁的人最崇高。 
 
《要義甘霖》︰Suhrt表示「天生的祝願者」。Mitra表示「出於愛而履行福利工

作的人」。Ari指的是暴力的人或兇手。Udasina表示「對好爭吵的派別不感興趣

的人」。Madhya-stha表示「針對反對黨的仲裁者」。Dvesya表示「嫉妒和行為

有害的人」。Bandhu表示「親戚」， sadhu表示「聖潔的人」，papi則表示「有

罪的反宗教人士」。  
 

以平等的心看待這所有人，一視同仁的人被視為最卓越和優秀的人。與那些認為

沙子、石頭和金子都一樣的人相比，這樣的人更高。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上一個詩節，認為沙子、石頭和金子都一

樣的人，稱為瑜伽師。不過，在擅於瑜伽的人之中，那些對祝願者、朋友、敵

人、中立者、仲裁者、嫉妒的人、親戚、聖人和罪人都一視同仁的人，他們的地

位甚至比那些認為無生命物質都一樣的人更高。 
 

詩節十 
 

yogé yuïjéta satatam ätmänaà rahasi sthitaù 
ekäké yata-cittätmä niräçér aparigrahaù 

 
yogi－瑜伽師；yunjita－應該專注於神定；satatam－恆常；atmanam－心意；

rahasi－在偏僻之處；sthitah－位於；ekaki－獨居；yata-citta-atma－控制他的

心意和軀體；nirasih－沒有欲望；aparigrahah－不接受感官對象。  
 
無欲無求，獨居偏僻之處，控制心意和軀體，拒絕感官對象，瑜伽師專心致志於

神定。 
 
《要義甘霖》︰現在，從這個以yogi yunjita開始的詩節，直到以sa yogé paramo 
mataù結束的詩節[《梵歌》(6.32)]，至尊聖主解釋冥想程序和它的支體部分。瑜

伽師應該專心致志於神定。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解釋了擅於瑜伽者(yoga-arudha)的徵兆之

後，至尊主傳授瑜伽修習的訓示。瑜伽修習者應該從感官享樂對象撤回心意，履

行把活動結果供奉給至尊主的修習。他應該這樣努力專心致志於神定，深切冥想



至尊聖主。他應該毫無物質欲望地履行修習，應該秉持堅定的棄絕，住在偏僻

處，控制心意和戒絕所有對瑜伽不利的活動。 
 

詩節十一至十二 
 

çucau deçe pratiñöhäpya sthiram äsanam ätmanaù 
näty-ucchritaà näti-nécaà cailäjina-kuçottaram 

tatraikägraà manaù kåtvä yata-cittendriya-kriyaù 
upaviçyäsane yuïjyäd yogam ätma-viçuddhaye 

 
sucau dese－在乾淨的地方；pratisthapya－舖設了；sthiram－穩固的；asanam－

座位；atmana－他的；na ati-ucchritam－不要太高；na ati-nicam－也不要太

低；caila－和一塊布；ajina－一塊鹿皮；kusa－一塊古薩草墊子；uttaram－順

序；tatra－那裏；eka-agram－專心致志地；mana－他的心意；krtva－專注於；

yata－控制了；citta－他心意的；indriya－和感官；kriya－活動；upavisya－坐

著；asane－在座位上；yunjyat yogam－他應該修習瑜伽；atma-visuddhaye－為

了淨化他的心意。 
 
應該在祝聖過的地方，在地上舖上古薩(kusa)草、鹿皮和布，弄一個安穩的坐

處。不應該太高或太低。應該坐在上面，專一集中地修習瑜伽，淨化心意，控制

所有想法和活動。 
 
《要義甘霖》︰Pratisthapya表示「舖設了之後」。Cailajina-kusottaram表示應

該把鹿皮放在古薩草編製的墊子上，在那個座位上放上布製的座席。Atma表示

為了有能力直接看見絕對真理，瑜伽師應該把智慧集中於一點，絕不分心，心無

雜念和極度敏銳。《卡塔奧義書》(1.3.12)說：「dåçyate tv agryayä buddhyä－智

慧專一的人，看得到絕對真理。」   
 

詩節十三至十四 
 

samaà käya-çiro-grévaà dhärayann acalaà sthiraù 
saàprekñya näsikägraà svaà diçaç cänavalokayan 
praçäntätmä vigata-bhér brahmacäri-vrate sthitaù 
manaù saàyamya mac-citto yukta äséta mat-paraù 

 
samam－筆直；kaya－他的軀體；sirah－頭；grivam－和脖子；dharayan－拿

著；acalam－不動的；sthirah－堅定的；sampreksya－注視著；nasika-agram 
svam－在他的鼻尖；disah－在各個方向；anavalokayan－不瞥視；prasanta-
atma－滿是安寧；vigata-bhih－無畏；rahmacari-vrate－貞守之誓；sthitah－穩



定；manah－心意；samyamya－控制了；mat-cittah－想著我；yuktah－投入

於；asita－應該坐下；mat-parah－專注於我。  
 
讓軀體、脖子和頭成一直線，保持固定，應該僅是把視線專注於鼻尖上，不要看

其他地方。這樣，嚴格地奉行貞守，無畏，心境平和及控制心意，應該全神貫注

地冥想我，藉此修習瑜伽，恆常一直致力於我。 
 
《要義甘霖》︰軀體中央的部分稱為軀幹(kaya)。Samam表示「不彎曲的」，換

句話說，即「筆直的」，acalam則表示「不動的」或「穩定的」。「保持軀幹挺

直和固定，阻止心意接觸感官對象，冥想我美麗的四臂維施努形象時，應該致力

於我的奉愛。」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如果坐姿固定和舒適，將有助靈性修習。共

有舒坐(svastika)、孔雀(mayura)、飛鳥(garuda)和蓮花(padma)等等六十四個姿

勢。帕坦傑利(Patanjali)也說：「sthira-sukham asanam－姿勢(asana)應該固定和

舒適。」《Svetasvatara Upanisad(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2.8)解釋了式子

(asana)的程序︰「軀幹、頭和脖子成一直線，控制所有感官，應該專心致志於冥

想心裏的至尊靈魂，修習瑜伽。這種博學的修習者以絕對超然之舟，橫渡物質世

界可怕的色欲和憤怒之洋。」 
 

某人可能會懷疑，在腦海裏憶念至尊主時，粗糙軀體是否需要採用某個姿勢。在

這方面，《終極韋達》(4.1.7) 說：「äsénaù sambhavät－應該以穩固的姿勢，坐

著憶念主哈瑞。」在他那本名為《哥文達論(Govinda-bhasya)》的《終極韋達》

注釋，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解釋：「沒有適當的姿勢，不可能集中思想

(citta)。走路、移動、站立和睡覺時，思想都不集中，以致不可能專心致志。」 
 

《聖典博伽瓦譚》從 3.28.8(çucau deçe pratiñöhäpya)到 3.28.36(hetutvam apy 
asati)，還有11.14.32(sama äsana äsénaù)也引述了這點。這些詩節極有助於使人更

詳細地了解這個題目。 
 

闡述瑜伽程序的經典也說：「antar-lakñyo’ bahir dåñtih sthira-cittaù susaìgataù－
外在的察知應該朝內，應該因為吉祥的聯誼而心意堅定。」  
 

詩節十五 
 

yuïjann evaà sadätmänaà yogé niyata mänasaù 
çäntià nirväëa-paramäà mat-saàsthäm adhigacchati 

 
yunjan－從事瑜伽；evam－這樣根據之前所述的程序；sada－恆常；atmanam－

心意；yogi－瑜伽師；niyata-manasah－心意受控的；santim－安寧；nirvana-



paramam －完全停止物質存在； mat-samstham －我非人格梵的形象；

adhigacchati－臻達。  
 
因此，遵循這個程序，透過瑜伽恆常專心致志於我，心意受控的瑜伽師能穩處於

我的輝煌之中，以完全停止物質存在(nirvana)的形式，得到安寧。  
 
《要義甘霖》︰「心意不思念感官對象的自控瑜伽師，透過修習冥想瑜伽全神貫

注於我，臻達涅槃。這樣堅定地處於我的輝煌－無從辨別的靈魂，他們得到安

寧，徹底脫離物質世界的束縛。」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這裏，至尊聖主解釋修習冥想瑜伽的結

果。《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Svetasvatara Upanisad)》(3.8)說：「Tam eva 
viditväti-måtyum eti－透過修習瑜伽，得到了至尊主(祂非人格面貌)的知識之

後，他跨越物質存在形式的生死輪迴。」瑜伽師這樣臻達無特徵的絕對(真理)。 
 

詩節十六 
 

nätyaçnatas tu yogo’sti na caikäntam-anaçnataù 
na cäti-svapna-çélasya jägrato naiva cärjuna 

 
na－不；ati-asnatah－對吃得太多的人來說；tu－不過；yogah－與超靈結合；

asti－是；na－不；ca－和；eka-antam anasnatah－對完全禁食的人來說；na－
不；ca－和；ati-svapna-silasya－被睡得太多的人；jagratah－被睡眠不足的人；

na－也不；eva－肯定地；ca－和；arjuna－阿尊那啊。  
 
阿尊那啊，不喝不吃或吃得太多，睡得太多或睡眠不足的人，都無法使瑜伽達到

完美。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在兩個詩節解釋，在瑜伽修習達到堅定者的徵兆。

Atyasnatah表示「吃得太多的人」。瑜伽經典說︰  
 

püryed açanenärddhaà tåtéyam udakena tu  
väyoù saïcaraëärthaà tu caturtham avaçeñayet 

進食時應該吃到五分飽，再喝兩分半的水，留下兩分半的空間讓氣體運行。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為了讓修習達到完美，瑜伽師不應該在飢餓

或疲倦，心神不定時修習瑜伽。一個人覺得太冷，太熱或時間倉促時，都不應該

修習瑜伽，因為這樣做不會達到完美。唸誦主哈瑞的聖名和遵循奉愛的各個支體

部份時，尤其是憶念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時，都應該謹慎地奉行上述原則。為了保



持心意集中，修習者應該花一些時間，在僻靜處專心致志地唸誦主的聖名。聖巴

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在《Hari-nama-cintamani》傳授了這樣的訓示。 
 

詩節十七 
 

yuktähära-vihärasya yukta-ceñöasya karmasu 
yukta-svapnävabodhasya yogo bhavati duùkha-hä 

 
yukta－合適的；ahara－進食；viharasya－對於那個消遣…的人；yukta－適當

的；cestasya－他的動作；karmasu－在活動之中；yukta－適當的；svapna－和睡

覺；avabodhasya－他的清醒；yogah－與至尊主聯繫的程序；bhavati－成為；

duhkha-ha－物質痛苦的屠夫。  
 
適量地吃喝玩樂，工作方面達到平衡，睡眠和清醒都有節制的人，他的瑜伽修習

毀滅所有物質痛苦。 
 
《要義甘霖》︰如果一個人的吃喝玩樂都有節制，他的世俗和超然活動都會通往

成功。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如果一個人的吃喝玩樂都不適量，就會面對

各種有礙修習的痛苦。同樣，如果各種憂慮使人忐忑不安，心神不定，修習就不

可能達到完美。因此，修習者應該均衡地吃容易消化和有營養的食品。奉愛修習

者必須遵循聖茹帕.哥斯瓦米在《聖教誨的甘露》傳授的訓示，書中說只有控制

心意、憤怒、舌頭和生殖器之強烈欲望的人，才可以恰當地履行修習。另外，時

刻都應該與吃得太多、過份力求世俗事物、無謂的閒談，不當地依附或不重視規

範守則、接受不良聯誼和繼續渴望遵循虛假錯誤的哲學等等六項不利活動，保持

距離。 
 

在這個詩節，yukta-svapnavabodhasya這詞語表示「有節制的睡眠和有節制的清

醒」。 
 

詩節十八 
 

yadä viniyataà cittam ätmany evävatiñöhate 
nispåhaù sarva-kämebhyo yukta ity ucyate tadä 

 
yada－當；viniyatam－完全控制了；cittam－心意；atmani－在靈魂裏；eva－
肯定地；avatisthate－穩定地留在；nisprhah－不渴求；sarva-kamebhyah－追求

所有感官享樂；yukta iti－因此在瑜伽之中相連；ucyate－據說他；tada－那麼。  
 



當心意完全受控，只是堅定地專注於自我，完全不渴求感官享樂，據說那時候就

是在瑜伽之中相連。  
 
《要義甘霖》︰「甚麼時候才完成瑜伽？」主奎師那講述這個以yada開始的詩節

回答這點。「能夠把受控的心意穩定地專注於自我時，瑜伽修習就達到完美。」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修習瑜伽期間，內心變得穩定，擺脫感官

享樂的渴求，只是穩處於自我之中，據說這瑜伽師在瑜伽方面達到了完美。 
 

詩節十九 
 

yathä dépo niväta-stho neìgate sopamä småtä 
yogino yata-cittasya yuïjato yogam ätmanaù 

 
yatha－就像；dipah－一盞燈；nivata-sthah－在無風處；na ingate－不閃動；sa
－那；upama－比喻；smrta－認為；yoginah－瑜伽師的；yata-cittasya－他的心

意受控；yunjatah yogam－當修習交流時；atmanah－與自我有關的。  
 
在無風處的燈不閃動。透過自我交流抑制心意的瑜伽師，應該恆常意識到這個隱

喻。  
 
《要義甘霖》︰在無風處的燈不閃動。已成正果瑜伽師的心意好比這樣的燈。 
 

詩節二十至二十五 
 

yatroparamate cittaà niruddhaà yoga-sevayä 
yatra caivätmanätmänaà paçyann ätmani tuñyati 

sukham ätyantikaà yat tad buddhi-grähyam aténdriyam 
vetti yatra na caiväyaà sthitaç calati tattvataù 

yaà labdhvä cäparaà läbhaà manyate nädhikaà tataù 
yasmin sthito na duùkhena guruëäpi vicälyate 

taà vidyäd duùkha-saàyoga viyogaà yoga-saàjïitam 
sa niçcayena yoktavyo yogo’nirviëëa-cetasä 

saìkalpa-prabhavän kämäàs tyaktvä sarvän açeñataù 
manasaivendriya-grämaà viniyamya samantataù 
çanaiù çanair uparamed buddhyä dhåti-gåhétayä 

ätma-saàsthaà manaù kåtvä na kiïcid api cintayet 
 
yatra－當；uparamate－不依附物質享樂；cittam－心意；niruddham－已經控制

了；yoga-sevaya－透過瑜伽修習；yatra－當；ca－和；eva－肯定地；atmana－



透過心意；atmanam－靈魂；pasyan－不停觀看；atmani－在靈魂裏；tusyati－
心滿意足；sukham－快樂；atyantikam－無限(和永恆)；yat－它；tat－那；

buddhi-grahyam－透過智慧察知到；ati-indriyam－超然於各種感官；vetti－明

白；yatra－在這樣的階段；na－永不；ca－和；eva－肯定地；ayam－這(瑜伽

師)；sthitah－這樣處於；calati－低墮；tattvatah－從他的本性和身份；yam－

它；labdhva－得到了；ca－和；aparam－其他；labham－得益；manyate－他認

為；na－沒有；adhikam－更偉大；tatah－比起那；yasmin－其中；sthitah－處

於；na－不；duhkhena－痛苦；guruna－被最大的(可怕的)；api－甚至；

vicalyate－他被制服了或偏離了；tam－那；vidyat－應該明白；duhkha-samyoga
－從觸及痛苦；viyogam－使人分離；yoga-samjnitam－以瑜伽之名；sah－那；

niscayena－懷著決心(依據聖人和經典之言)；yoktavyah－應該修習；yogah－瑜

伽；anirvinna-cetasa－並以堅定不移的意識知覺；sankalpa-prabhavan－源於欲

望；kaman－各種欲望；tyaktva－摒棄了；sarvan－所有；asesatah－完全地；

manasa－透過心意；eva－肯定地；indriya-gramam－那些感官；viniyamya－節

制了；samantatah－在各方面；sanaih sanaih－非常逐漸地；uparamet－應該不

依附；buddhya－透過智慧；dhrti-grhitaya－透過信念得到的；atma-samstham－

在自我之中；manah－心意；krtva－穩定了(心意)；na kincit－不是其他東西

的；api－完全；cintayet －應該想。  
 
在那個稱為神定的瑜伽境界，瑜伽師的心意被瑜伽修習控制。透過淨化了的心意

逐漸察知自我時，他不依附感官對象，內心感到滿足。在那個境界，瑜伽師透過

超然於感官領域的純粹智慧，體驗永恆喜樂。這樣堅定不移，他決不偏離內在固

有的形象，得到了那種自我喜樂時，他認為再沒甚麼更重要的目標要去追求。在

那個層面時，他甚至對最大的痛苦都感到泰然。要知道那種境界與世俗苦樂的二

元性毫無關聯。應該滿懷忍耐地履行這種瑜伽，完全放棄了所有異想天開的欲

望，以心意全面控制感官，應該堅決遵循經典和聖人的訓示。應該使他的智慧剛

毅堅決，讓心意穩處於自我之中，心無旁騖地逐漸變得不依附。 
 
《要義甘霖》︰在nätyaçnatas ’tu yoga ’sti(《梵歌》6.16)這個詩節和其他詩節，

yoga這個字表示神定。這神定有二種，稱為samprajnata－意識到知識、知識對象

和知悉者的分別，還有asamprajnata－察覺不到差別的。Samprajnata有邏輯辯論

(savitarka) 和哲學研究 (savicara) 等等各種部分。甚麼是自發的神定瑜伽

(asamprajnata-samadhi-yoga)？至尊聖主正講述在這裏以yatroparamate這個字開

始的三個半詩節，回答這點。 
 

臻達神定時，內心，即心意(citta)完全不依附感官對象，與它們毫無聯繫，因為

已經達到了自我抑制(niruddha)的境界。帕坦傑利的《瑜伽經》確認了這點︰

「yogas citta vrtti nirodhah－當心意和內心的傾向(citta-vrtti)完全戒絕感官享

樂，全神貫注於自我和超靈充滿喜樂的覺悟時，就稱為瑜伽。」 
 



有資格的瑜伽師以淨化了的心意覺悟到超靈，只是繼續因此而滿足。這是他喜樂

的境界－神定，是有資格體驗自我和超靈的智者所得到的。因為那個境界超越感

官，也超越感官與感官對象接觸所得的快樂。無論這個瑜伽師住在哪裏，都不偏

離靈魂的本性。因此，臻達了這個喜樂境界之後，他認為追求其他事物都毫無意

義。儘管他觸及痛苦，卻毫無感覺。這是瑜伽，只有這瑜伽才可以稱為神定。瑜

伽師不應該悲嘆：「過了這麼久，我還沒得到完美，那麼我為甚麼承受這一切痛

苦？」他反而應該在心裏保持堅定的忍耐。「不管在今生還是來世才達到完美，

我都會繼續盡力而為。我為甚麼要變得不耐煩？」 
 

在這方面，三卡爾師的師祖聖高達帕(Sri Gaudapada)以這個誓言為例：每次用古

薩草的尖端取一滴海水，使大海乾涸。以孜孜不倦的剛毅努力，一個人同樣也可

以控制心意。 
 
有一個故事證實這點。從前有一只鳥在海邊下蛋，波浪卻把蛋捲走了。鳥兒決心

要讓大海乾涸，於是開始用牠的喙一滴滴地移走海水。其他鳥兒來說服牠，說牠

只會白費勁，牠卻不退縮。聖拿茹阿達偶然來到那個地方，他也努力說服鳥兒停

下來，鳥兒卻在他面前發誓︰「不管在今生還是來世，我都要使大海乾涸，否則

我不會休息。」仁慈的拿茹阿達就派嘎努達來幫助牠。當嘎努達聽說大海捲走了

他某個同類的蛋時，就開始拍動翅膀來風乾大海。驚慌的大海立即把蛋還給鳥

兒。 
 

當一個人堅信這些經典陳述，開始瑜伽、思辨或奉愛程序時，至尊聖主同樣肯定

也會賜福他充滿熱忱的努力，這點無可置疑。 
 

在這兩個以sankalpa這個字開始的詩節，至尊聖主解釋從事這種瑜伽的人，最初

和最後的活動。最初的行動是摒棄所有物質欲望(《梵歌》6.24)，最後的行動則

是無牽無掛，就像《梵歌》(6.25)所述的那樣。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當瑜伽師在瑜伽方面達到完美時，展現在他

純粹內心的快樂非筆墨所能形容，神定也洗滌了他的內心。唯有淨化了心意，才

可以覺悟到這點。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透過瑜伽修習，心意這樣逐漸不依附感官享樂，

擺脫俗物的控制。那時候就展現神定階段。在那個階段，心意有資格覺悟和體驗

超靈，從而覺悟那種聯合所產生的快樂。帕坦傑利.牟尼的哲學典籍，是八部瑜

伽唯一的真正典籍。因為評注者不明白它的真實含意，因此他們說，根據那些提

出韋達哲學結論的人所述，自我喜樂的有意識狀態是實際的解脫。這不合邏輯，

因為如果在非人格一元論的一體(kaivalya)境界體驗到喜樂，就會有二元性︰體

驗本身和體驗者。因此根本不可能一體化。但是這些評注者不明白，帕坦傑利.
牟尼從沒這樣說。他在結語詩節說︰  



 
puruñärtha-çünyänäà guëänäà pratiprasavaù  
kaivalyaà svarüpa-pratiñöhä vä citi-çaktir iti 

《瑜伽經》(3.34)  
擺脫了宗教、經濟發展、感官滿足和解脫等等人生四大目標，各種物質自然形態

沒造成任何世俗困擾時，真正自我的功能(cit-dharma)就覺醒。這個狀態稱為一

體化(kaivalya)。在這個境界，一個人處於自己的天性和身份。那就稱為靈性能

量。 
 
如果我們深入探討這點，帕坦傑利.牟尼顯然不認同，自我的功能會在終極狀態

毀滅；他反而認同，它的實際功能在那個階段沒有轉變或扭曲。靈性能量表示

『靈性本質』。自我恰當地起作用，沒扭曲的轉變時，自我的真實本性就覺醒。

當自我的那種狀態與物質能量接觸時，就稱為自我的固有功能與物質自然接觸所

產生的轉變(atma-guna-vikara)。如果消除了這些扭曲的轉變，喜樂－即自我的

固有特性就會覺醒。這是帕坦傑利.牟尼之見。 
 

擺脫各種物質自然形態引致的任何歪曲時，喜樂就覺醒，它天性極快樂。喜樂是

瑜伽的至尊目標。稍後會解釋，唯有這堪稱奉愛。 
 
神定有兩種︰ samprajnata(意識到知識、知識對象和知悉者之間的區別 )和
asamprajnata(沒有這種知識的)。有知識的神定有多個部分，例如論點(avitarka)
和哲學研究(savicarana)等等。沒知識的神定卻只得一種。在沒知識的神定境界

得到永恆喜樂，這種神定沒透過智慧讓感官與感官對象有任何接觸，變得有資格

體驗真正自我的喜樂。瑜伽師的心意沒偏離這個境界：覺悟自我之中的永恆喜

樂。沒臻達這個境界，微靈決無法僅是透過八部瑜伽的修習，得到永恆吉祥。因

為如果瑜伽師沒有這個喜樂境界，那麼這種修習的次要結果，即玄祕力量等等就

會吸引他的心意，他將偏離最高目標︰喜樂的神定境界。由於這樣的障礙，一個

人害怕這八部瑜伽修習所致的多種不祥，例如墮落和偏離。不過，奉愛瑜伽卻沒

有這樣的危險。稍後會解釋這點。 
 

與神定之樂相比，瑜伽師不認為其他喜樂更高。換句話說，透過感官與感官對象

的接觸，他在維生時體驗到短暫快樂，但是他認為這毫無意義。儘管在臨終時，

在忍受意外事故的極端痛苦或身體痛苦時，他都享受神定之樂，那是他唯一尋求

的目標。淡然面對這一切痛苦，他仍然不放棄至尊極樂的境界。他明白這些痛苦

不會長久；將會迅即消失。如果得到瑜伽結果時有延誤或任何障礙，都不會感到

沮喪和放棄修習。他很努力地繼續瑜伽修習，直到修成正果。 
 

在瑜伽之途者的首要職務，是遵循持戒和自律、體位、呼吸練習等等，完全摒棄

要達到玄祕完美的那種吸引力所產生的欲望。另外，瑜伽師應該借助淨化了的心

意控制感官。遵循稱為凝神的瑜伽支部會得到智慧，他應該藉此逐步學習棄絕。



這棄絕稱為從感官對象撤回感官。他應該透過冥想、凝神和撤回感官等等程序，

完全控制心意，把注意力集中於自我。在最後階段，他的心意應該毫無世俗想

法，思考怎樣維繫軀體時，不應該依附它。這是瑜伽師終極的職務。」 
 

詩節二十六 
 

yato yato niçcalati manaç caïcalam asthiram 
tatas tato niyamyaitad ätmany eva vaçaà nayet 

 
yatah yatah－無論對哪個；niscalati－徘徊到(感官享樂對象)；manah－心意；

cancalam－不安的；asthiram－不定的；tatah tatah－從那；niyamya－節制了；

etat－這；atmani－在靈魂裏；eva－肯定地；vasam－受控的(心意)；nayet－應

該引領。  
 
無論不安和不定的心意從哪方徘徊到各種各樣的感官對象，都應該阻止它，把它

帶回來，僅是堅定地處於自我之中。 
 
《要義甘霖》︰如果瑜伽師因為過去生生世世累積的不良印象，與物質情欲形態

接觸以致心神不定，就應該再次修習瑜伽。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yatah yatah等字

句開始的詩節解釋這點。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當修習者心神不定，移向感官對象時，就應

該立即阻止它，僅是專心致志於自我。 
 

詩節二十七 
 

praçänta-manasaà hy enaà yoginaà sukham uttamam 
upaiti çänta-rajasaà brahma-bhütam akalmañam 

 
prasanta-manasam－心如止水；hi－肯定地；enam yoginam－那位瑜伽師；

sukham－喜樂(以自我覺悟的形式)；uttamam－至尊；upaiti－他達到；santa-
rajasam－毫無物質情欲形態；brahma-bhutam－梵覺；akalmasam－毫無依附和

厭惡。  
 
看到萬物與至尊(主)有關，擺脫了依附和厭惡等等二元性和情欲形態，這種平和

的瑜伽師得到自我覺悟形式的至尊喜樂。  
 
《要義甘霖》︰透過修習，克服了所有障礙之後，瑜伽師得到之前所述的神定之

樂。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神定之樂為瑜伽師自我展現。 
 

詩節二十八 
 

yuïjann evaà sadätmänaà yogé vigata-kalmañaù 
sukhena brahma-saàsparçam atyantaà sukham açnute 

 
yunjan－懷著覺悟不斷從事瑜伽；evam－因此；sada－經常；atmanam－心意；

yogi－超然主義者；vigata-kalmasah－擺脫了罪惡；sukhena－輕易；brahma-
samsparsam－以完全覺悟絕對真理的形式；atyantam－至尊；sukham－喜樂；

asnute－得到。  
 
無罪的瑜伽師這樣不斷修習，逐漸使自我堅定於瑜伽，輕易得到梵覺形式的至尊

喜樂，甚至在目前這個軀體都從物質存在得到解脫。  
 
《要義甘霖》︰那時候，這樣的瑜伽師就達到完美。sukham asnute等字句表

示，他們在今生得到解脫(jivan-mukta)。 
 

詩節二十九 
 

sarva-bhüta-stham ätmänaà sarva-bhütäni cätmani 
ékñate yoga-yuktätmä sarvatra sama-darçanaù 

 
sarva-bhuta－在眾生之中；stham－位於；atmanam－超靈；sarva-bhutani－眾

生；ca－和；atmani－在超靈之中；iksate－看見；yoga-yukta-atma－在瑜伽之

中相連的人；sarvatra－到處；sama-darsana－一視同仁。  
 
全神貫注於瑜伽的人，對眾生一視同仁，在眾生之中看見自我，看見眾生都在自

我之中。  
 
《要義甘霖》︰在這個以sarva-bhuta-stham atmanam等字句開始的詩節，至尊聖

主解釋，覺悟了絕對真理和在今生得到解脫之人的特性。明白了超靈是眾生的根

基，他在眾生之中直接體驗到祂的存在。yoga-yuktatma這詞語指的是，一個人專

心致志於絕對真理，以致他在動與不動的眾生之中都覺悟到至尊主。換句話說，

他體驗到絕對真理無處不在。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阿尊那問：

『哪種喜樂源於與絕對真理接觸？』預料到這個問題，至尊聖主簡略地解釋，達

到神定的瑜伽師，有兩種行事方式︰(1) 根據他的心態和(2) 根據他的活動。他的

心態是在眾生之中看見超靈，在超靈之中也看見眾生。他的活動往往反映出這樣



的一視同仁。接著的兩個詩節解釋了這種心態，之後的那個詩節則解釋了那些活

動。」 
 

詩節三十 
 

yo mäà paçyati sarvatra sarvaï ca mayi paçyati 
tasyähaà na praëaçyämi sa ca me na praëaçyati 

 
yah－他；mam－我；pasyati－看見；sarvatra－到處(在眾生之中)；sarvam－一

切；ca－和；mayi－在我之中；pasyati－看見；tasya－對他來說；aham－我；

na pranasyami－從未離開他的視線； sah－他； ca－和；me－對我；na 
pranasyati－他從未離開我的視線。  
 
在眾生之中看見我，在我之中又看見眾生，對這樣的人來說，我從未離開他的視

線，他也從未離開我的視線。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在這個以yah mam等字句開始的詩節，解釋瑜伽師直接

體驗的結果。「對他來說，我－絕對真理－從未從視線中消失，因為對這樣的瑜

伽師來說，對我的直接體驗變得永恆。那個崇拜我的瑜伽師決不低墮。」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對那些直接體驗到至尊聖主的修習者來說，

祂從未離開他的視線，這樣的修習者也從未離開祂的視線。由於祂們彼此恆定的

聯繫，因此崇拜者決不低墮。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我確實屬於那些看見我無處不

在，在我之中看見眾生的人。當我的奉獻者跨越了中性依附(santa-rati)的階段，

我們之間出現一種特別的愛心關係，身處其中，我們都感到『我是他的，他是我

的。』建立了這種關係之後，我決不賜予他枯燥乏味非人格解脫的徹底毀滅。他

不再茫然若失，因為他成為了我的僕人，得到了自我的永恆職能。」 
 

詩節三十一 
 

sarva-bhüta-sthitaà yo mäà bhajaty ekatvam ästhitaù 
sarvathä varttamäno’pi sa yogé mayi varttate 

 
sarva-bhuta-sthitam－正如我在眾生之中；yah－他；mam－我；bhajati－崇拜；

ekatvam－[智慧的]聯合；asthita－托庇；sarvatha－在所有情況下；vartamana－
留在；api－甚至；sah－那；yogi－超然主義者；mayi－在我之中；vartate－留

在。  
 



眾生都托庇我，懷著非二元智慧，即在修習階段和完美階段期間都沒有二元性理

解，這樣崇拜我的那個瑜伽師在所有情況下都只專注於我。 
 
《要義甘霖》︰甚至在直接覺悟到我之前，都視我為全面遍透的超靈，這樣崇拜

我的那個瑜伽師，不必遵循靈性修習的所有規範守則。超靈是萬物之原，也是獨

一無二的至尊絕對真象。托庇這個覺悟，透過聆聽我的事和憶念我等等，藉此對

我履行靈性專注的人，在所有情況下肯定都全面穩處於我。不管他有沒有像經典

賦定的那樣履行活動，他都不在物質世界裏。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各種生物體有不同種類的身體，歸類為動與

不動的。這些身體內的生物體也是個體。因此有無數生物體。《斯瓦塔斯瓦塔爾

奧義書》(5.9)說︰ 
 

bälägra-çata-bhägasya çatadhä kalpitasya ca 
bhägo jévaù sa vijïeyaù sa cänantyäya kalpate 

雖然生物體在無活動的軀體裏，卻是精微的非物質真象。可以把頭髮尖分為一百

份，然後又把那些部份再分為一百份，但是生物體甚至比那部份更小更精微。 
 
極精微的微靈是非物質實體，能夠得到解脫狀態(anantya)的性質。Anta表示

「死亡」，擺脫死亡稱為anantya，即「解脫狀態」。雖然獨一無二，超靈卻作

為見證者住在無數微靈心裏。《輔典》也說明了這點：  
 

eka eva paro viñëuù sarva-vyäpé na saàçayaù 
aiçvaryäd rüpam ekaà ca sürya-vat bahudheyate 

全面遍透的主維施努獨一無二，透過祂富裕方面的影響顯現為各個形象，就像一

個太陽同時出現在多個地方。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建議瑜伽師在修習階段期間，冥想主維施努的四

臂形象。這冥想最後使人在不間斷的神定狀態，覺悟到我永恆-全知-極樂的夏姆

遜達爾(Syamasundara)的形象。擺脫了那種在我和超靈之間察看到二元性的錯

覺，瑜伽師在達到完美的階段，專心致志地集中於我。我全面遍透，透過聆聽

(sravana)和唸誦(kirtana)等等程序，崇拜我的瑜伽師對我履行奉愛。甚至在業報

階段履行賦定職務時，在探討期進行思辨時，在瑜伽期處於神定時，他們恆常都

專注於我。」這表示他們得到解脫，恆常都在奎師那附近(samipya-moksa)。傳授

瑜伽訓示的《聖拿茹阿達五訓(Sri Narada-pancaratra)》說︰ 
 

dik-kälädy-anavacchinne kåñëe ceto vidhäya ca 
tan-mayo bhavati kñipraà jévo brahmaëi yojayet 

主奎師那不受物質時間和空間所限，當生物體專心致志於祂的形象，全神貫注於

祂時，就體驗與祂超然聯誼的狂喜極樂。 



 
「因此，對主奎師那的奉愛肯定是瑜伽神定的至尊境界。」  
 

詩節三十二 
 

ätmaupamyena sarvatra samaà paçyati yo’rjuna 
sukhaà vä yadi vä duùkhaà sa yogé paramo mataù 

 
atma-upamyena－與他自己相似；sarvatra－在眾生之中；samam－同等地；

pasyati－看見；yah－他；arjuna－阿尊那啊；sukham－在快樂之中；va－或

者；yadi va－是不是；duhkham－在痛苦之中；sah－那；yogi－瑜伽師或超然主

義者；paramah－最好的；matah－(我)認為。 
 
阿尊那啊，透過自我覺悟，看見眾生就像他自己，認為他們的苦樂都是他自己

的，這個人是最好的瑜伽師。那是我的意見。 
 
《要義甘霖》︰據說瑜伽師在修習階段對眾生一視同仁。在這裏，這個以

atmaupamyena開始的詩節，明確地描述他們那沉著鎮定的主要特性。那些沉著

平和的瑜伽師體會到，正如他們自己喜歡快樂和討厭痛苦，其他人同樣也體驗苦

樂。因此他們對萬事萬物一視同仁，也是每個人永恆的祝願者。「這種瑜伽師是

頂尖的。這是我的意見。」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甚至在修習階段期間，瑜伽師都鎮定沉著。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我現在解釋瑜伽師的行為舉止

怎麼樣。請聽著。只有對每個人一視同仁的人，才算是頂尖的瑜伽師。sama-
drsti(一視同仁)這詞語表示，與其他人交往時，瑜伽師把眾生看作為他自己，把

其他生物體的苦樂當作是自己的。所以他恆常都是眾生祝願者，也相應地為了他

們的永恆福祉而行。這稱為sama-darsana。」 
 

詩節三十三 
 

arjuna uväca 
yo ’yaà yogas tvayä proktaù sämyena madhusüdana 
etasyähaà na paçyämi caïcalatvät sthitià sthiräm 

 
arjuna uvaca－阿尊那說；yah－它；ayam yogah－這個瑜伽程序；tvaya－由你；

prokta－講述；samyena－(在所有情況下)透過平等地(看待)；madhusudana－瑪

杜蘇丹啊； etasya－那個 (程序 )的； aham－我；na pasyami－不能明白；

cancalatvat－因為(心意的)無常本性；sthitim－情況；sthiram－清楚。  
 



阿尊那說︰瑪杜蘇丹啊，你剛剛描述的瑜伽以平等待人為基礎，由於心意天性躁

動不定，我往往看不見有任何方法穩定心神。  
 
《要義甘霖》︰認為至尊聖主所述的沉著徵兆難以得到，阿尊那講述這個以yo 
‘yam等字句開始的詩節。「這瑜伽要在所有情況下都沉著鎮定，我看不到怎樣才

可以成功，因為無法經常持恆地修習。心意天性變化無常，因此只能修習這瑜伽

兩、三天。另外，你說應該把世上所有人的苦樂都當作是自己的，這樣解釋沉

著。對於自己的親戚或者那些中立的人，可能也會有這種看法，對於敵人或那些

嫉妒和挑剔的人，卻不可能抱持這樣的態度。我不可能以絕對平等的眼光看待我

的、於迪斯提爾和杜爾猶丹的苦樂。雖然透過適當的探討，可以對個體靈魂、超

靈、生命氣和感官，敵人和所有體困靈魂一視同仁，這眼界卻難以維持，至多兩

至三天而已，因為無法僅以辨別力抑制非常強大無常的心意。相反，我們看到依

附感官享樂的心意，最終都會壓倒辨別力。」  
 

詩節三十四 
 

caïcalaà hi manaù kåñëa pramäthi balavad dåòham 
tasyähaà nigrahaà manye väyor iva suduñkaram 

 
cancalam－不安定；hi－因為；mana－心意；krsna－奎師那啊；pramathi－焦

慮不安的(智慧、軀體和各種感官)；balavat－強大的；drdham－頑固的；tasya
－它的；aham－我；nigraham－征服；manye－想；vayo－風的；iva－好像；

suduskaram－難以做到。  
 
奎師那啊，由於心意天性不安定，強大，頑固，能夠完全壓倒智慧、軀體和各種

感官，看來就像風那樣難以控制。 
 
《要義甘霖》︰《卡塔奧義書》 (1.3.3)說：「 atmana rathina viddhi sarira  
ratham eva ca－要知道靈魂是乘客，軀體則是戰車。」 

 
《神訓經》說博學的人把軀體比作戰車，感官比作野馬，心意比作感官控制者

(韁繩)，感官對象(聲音、形象、味道、觸覺和氣味)比作道路，智慧則比作車

伕。從這句話明白到，智慧控制心意，阿尊那卻反駁這點說，強大的心意甚至能

征服智慧。一個人也許會懷疑那怎樣可能。祂回答說：「正如有療效的藥對惡疾

也許沒作用，同樣，天性非常強大的心意，不一定接受有辨別力的智慧。」而

且，他說心意非常頑固。正如一根幼細的針不可能刺穿鐵，同樣，甚至連精微智

慧都不可能穿透心意。心意如風。正如天上刮起的狂風難以控制，透過抑制呼

吸，以八部瑜伽的程序也難以控制心意。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典博伽瓦譚》第十一篇的一個故事說

明，那個服務至尊主的程序怎樣可以簡單自然地控制最強大無常的心意。 
 
從前有一個富有的婆羅門，他與他的兒子和家庭成員住在阿彎提(Avanti)之地。

雖然他富有，卻極吝嗇，不會花一分錢取悅他的家人或社區；反而總是忙於累積

財富。他的孩子長大了，對他的行為感到非常困擾，他的鄰居、家庭成員和社區

裏的其他人也反對他。因為他沒有繳稅，甚至連王室的僕人都反對他。有一天，

他的房子不幸燒毀了，他的家庭和社區成員都拒絕他。 
 

不過，由於前生的一些好印象和聖人聯誼的影響，他接受了棄絕階級的服裝，成

為以身體、心意、智慧、言語皈依的棄絕僧。在他真正靈性導師的訓示之下，他

對至尊主奉愛，開始對敵友、苦樂、好壞，自己和他人一視同仁。當他化緣時，

儘管他自己那條村的人對他不好，他都怡然自得。他們會叫他冒牌貨和騙子，又

會把糞便和尿液倒進他的討缽，而不是倒進食物。他卻總是心平氣和地冥想至尊

主，最後得以永恆地服務至尊主穆昆達。 
 

詩節三十五 
 

çré bhagavän uväca 
asaàçayaà mahä-bäho mano durnigrahaà calam 

abhyäsena tu kaunteya vairägyeëa ca gåhyate 
 
sri bhagavan uvaca－最富裕的主說；asamsayam－毫無疑問；maha-baho－臂力

非凡的阿尊那啊；manah－心意；durnigraham－難以控制；calam－不穩定；

abhyasena－透過修習；tu－但是；kaunteya－琨緹之子啊；vairagyena－透過棄

絕；ca－和；grhyate－可以控制它。  
 
至尊聖主說︰臂力非凡的琨緹之子，毫無疑問，心意躁動不安，最難控制，但是

可以透過持恆的修習和棄絕制止它。 
 
《要義甘霖》︰講述這個以asamsayam這個字開始的詩節，至尊聖主認同阿尊那

的話，並消除他的懷疑。「你說的都是真的。不過，如果按照專業醫生的處方定

期服藥，縱使整個療程可能需要一段時間，但是甚至連慢性病肯定也可以治愈。

同樣，持恆地培養冥想至尊控制者和棄絕，按照真正靈性導師的訓示，有規律地

修習瑜伽，就可以抑制不受控的心意。」  
 
《帕坦傑利經》(12)也說明了這點：「abhyäsa-vairägyä bhyäà tan nirodhah－透

過持恆的修習和真正的棄絕，可以控制心意的傾向和內心(citta)。」 
 



「臂力非凡的人，你在戰爭中不僅打敗了很多大英雄，更取悅了施瓦神，他送你

一支三叉戟。這一切卻又有甚麼用？所有大英雄之翹楚啊，如果你能以瑜伽武器

征服最偉大的英雄─心意，你的名字瑪哈巴胡(Maha-bahu)才會名副其實。琨緹

之子啊，在這方面不要害怕。你是我姑母的兒子，因此我有責任幫助你。」 
 

詩節三十六 
 

asaàyatätmanä yogo duñpräpa iti me matiù 
vaçyätmanä tu yatatä çakyo’väptum upäyataù 

 
asamyata-atmana－被心意不受控的人；yogah－與至尊主聯繫；dusprapah－難以

得到；iti－那；me－我的；matih－意見；vasya-atmana－被心意受控的人；tu
－但是；yatata－和努力奮鬥的人；sakyah－可以達到的；avaptum－要得到；

upayatah－(上述)方法。  
 
心意不受控的人，極難透過這瑜伽體系達到自我覺悟。不過，心意受控，以恰當

的持恆修習和棄絕方法努力奮鬥的人，能在瑜伽方面達到完美。這是我的意見。 
 
《要義甘霖》︰現在，至尊聖主傳授瑜伽方面的訓示。「沒透過持恆的修習和棄

絕控制心意，在瑜伽方面不會達到完美。不過，如果以修習和棄絕控制心意，長

期持恆地履行修習，就能夠達到瑜伽或神定，它的特點就是受控的心意。」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

話：「不盡力以棄絕(vairagya)和持恆的修習(abhyasa)控制心意，決不能在之前

所述的瑜伽體系達到完美。不過，採用正確方法盡力控制心意，在瑜伽方面肯定

可以達到完美。當我說：『以正確方法』時，我的意思是，履行無私活動和修習

這個瑜伽體系的一部分，即冥想我，藉此努力集中心意，同時又不依附地接受維

生所需的感官對象，這樣的人逐漸在瑜伽方面達到完美。」 
 

詩節三十七 
 

arjuna uväca 
ayatiù çraddhayopeto yogäc calita-mänasaù 

apräpya yoga-saàsiddhià käà gatià kåñëa gacchati 
 
arjuna uvaca－阿尊那說；ayatih－心意不受控的人；sraddhaya－懷著信心；

upetah－從事(瑜伽)；yogat－從瑜伽修習；calita-manasah－對偏離了的心意；

aprapya－沒得到；yoga-samsiddhim－在瑜伽方面十全十美；kam－到哪個？；

gatim－目的地；krsna－奎師那啊；gacchati－他有沒有去。  
 



阿尊那問︰奎師那啊，滿懷信心地開始瑜伽程序，後來卻因不受控的心意，以致

從瑜伽修習之途低墮，因而未能達到完美，這個人的目的地是哪裏？ 
 
《要義甘霖》︰ 阿尊那發問說：「你說那些持之以恆的人，透過修習持戒和棄

絕，在瑜伽方面達到完美，但是這三項－紀律、棄絕和堅持－都沒有的人，目的

地是哪裏？」 
 

基於瑜伽經典的有神論智慧而有信心的人，真誠地修習瑜伽。不過，由於缺乏恰

當的修習和棄絕，因此他的心意可能會偏離瑜伽而沉醉於感官對象。他的瑜伽不

是十全十美，卻確實有點進步。超越了渴望修習瑜伽的這個階段，讓自己位於瑜

伽的第一步，這種瑜伽師的目的地是哪裏？ 
 

詩節三十八 
 

kaccin nobhaya-vibhrañöaç chinnäbhram iva naçyati 
apratiñöho mahä-bäho vimüòho brahmaëaù pathi 

 
kaccit－是不是？na ubhaya-vibhrastah－兩者都不成功(業報和瑜伽)；chinna-
abhram－散開的雲；iva－就像；nasyati－他毀滅；apratisthah－沒有庇蔭；

maha-baho－臂力非凡的奎師那；vimudhah－完全不知所措；brahmanah－靈性

覺悟的；pathi－在途上。  
 
臂力非凡的奎師那啊，如果一個人從業報和瑜伽程序低墮，偏離得到靈性覺悟的

那條途徑，茫無所依，他不會像煙消雲散那樣毀滅嗎？ 
 
《要義甘霖》︰ 阿尊那正提出問題︰「偏離了業報和瑜伽之途的人，會發生甚

麼事？」換句話說，「放棄了業報之途，在瑜伽之途又得不到完美的人，會發生

甚麼事？散開的雲與一大片雲分開了，在稀薄的空氣中消失得無影無蹤，因為它

繼續與其他浮雲分開，那個瑜伽師不是面對同一命運嗎？瑜伽師開始瑜伽之途

時，渴望放棄感官享樂，同時卻又因為他並非全不依附，因此內在仍然渴望享受

各種感官。這情況非常困難。由於他摒棄了進入天堂星球的方法，即業報之途，

以致失去了來世；瑜伽是解脫的方法，他在這方面又沒達到完美，因此也得不到

解脫。由此可見，他似乎失去了兩個世界。因此現在我問你，一個人偏離了得到

靈性覺悟的修習，是不是失去了所有庇蔭。他有沒有失去？」 
 

詩節三十九 
 

etan me saàçayaà kåñëa chettum arhasy açeñataù 
tvad-anyaù saàçayasyäsya chettä na hy upapadyate 

 



etat－這；me samsayam－我的懷疑；krsna－奎師那啊；chettum－驅散；arhasi
－你能夠；asesatah－完全；tvat-anyah－除了你自己以外；samsayasya asya－這

懷疑的；chetta－消除者；na－不；hi－肯定地；upapadyate－找到。  
 
奎師那啊，這是我的懷疑，你最能夠完全驅散它。除了你之外，沒有其他人有可

能消除這懷疑。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這個詩節，阿尊那說：「奎師那啊，你 
是所有控制者之至尊控制者，所有原因的至尊原因，你無所不知。沒有半神人或

聖人像你那樣全知和最強大。因此，除了你之外，沒有人可以消除我的懷疑。」 
 

詩節四十 
 

çré bhagavän uväca 
pärtha naiveha nämutra vinäças tasya vidyate 

na hi kalyäëa-kåt kaçcid durgatià täta gacchati 
 
sri bhagavan uvaca－最富裕的人格首神說；partha－帕瑞塔之子(阿尊那)啊；na
－都不；eva－肯定地；iha－在這個世界；na－也不；amutra－在下一個；

vinasah－毀滅；tasya－對那個人；vidyate－有；na－不；hi－因為；kalyana-
krt－履行吉祥活動；kascit－某人；durgatim－到不利的目的地；tata－親愛的

人，兒子；gacchati－前往。  
 
至尊聖主說︰帕爾塔啊，這種不成功的瑜伽師在今世或來世都不毀滅，我親愛的

朋友，因為從事吉祥行為的人，決不臻達不利的目的地。 
 
《要義甘霖》︰瑜伽導致吉祥，這種不成功的瑜伽師在今世和來世都從事瑜伽。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稱呼阿尊那為帕爾塔，認為他非常親愛，至

尊聖主在這個詩節極慈愛地指導他。tata這個字的字面含意是「兒子」，祂用以

表示祂對阿尊那的愛。父親自我擴展為兒子，因此兒子稱為tat。在原有的tat字
加上後綴ana時，就成為tata。聖師尊也慈愛地叫他的門徒tata(兒子)，對他視如

己出。至尊聖主在這裏說，那些滿懷信心地從事瑜伽的人，決不到達低下的目的

地。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述奎師那所說的話：「帕爾塔啊，從事瑜伽修習的

人，在現在或將來都決不毀滅。那瑜伽通往永善，它的履行者決不受惡運影響。

基本上，全人類分為兩種︰正直的(有節制的)和不正直的(沒節制的)。不管有教

養或沒教養，愚蠢或聰明，虛弱或強壯，沒節制之徒的行為舉止有如禽獸。他們

的活動不可能帶來任何好處。  



 
正直的(有節制的)人可以分成三種︰業報工作者、思辨家和奉獻者。業報工作者

又再分成兩部分︰渴求成果地履行賦定職務的人和履行無私活動的人。渴求成果

地履行賦定職務的人，渴求各種渺小的快樂或短暫的快樂。雖然他們臻達天堂星

球和得到世俗的進步，他們的快樂卻全是短暫的。因此他們對那稱為微靈的吉祥

(kalyana)一無所知。微靈的吉祥狀態是擺脫世俗的牽制，得到永恆喜樂。因此，

任何並非通往這永恆喜樂的程序都是徒然的。得到這永恆快樂的這個目的，與業

報之部的活動結合時，唯有如此，這樣的活動才可以稱為業報瑜伽。這些業報瑜

伽先淨化心意，然後就得到知識。之後，就投入於冥想，最後就臻達所有程序的

頂峰－奉愛瑜伽之途。否則，『yoga』的要旨是，『在這樣的瑜伽師之中，那些

懷著奉愛崇拜我的人，是我的奉獻者，也是修習者之翹楚』。  
 

不過，不管履行多少苦行，目標都只是感官快樂。得到了苦行的成果之後，惡魔

僅是享受感官。另一方面，當那個履行賦定職務的人，超越感官享樂欲望的範疇

時，就進入無私活動，它的目標是微靈的永善。堅定地處於無私活動之途，即把

工作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這樣崇拜祂，進行冥想的瑜伽師或思辨瑜伽師常

常為了眾生的永善，自然地履行活動。 
 

微靈渴求成果地履行賦定職務所得的一切結果，八部瑜伽師在每一方面都有過之

而無不及。」 
 

詩節四十一 
 

präpya puëya-kåtäà lokän uñitvä çäçvatéù samäù 
çucénäà çrématäà gehe yoga-bhrañöo’bhijäyate 

 
prapya－得到了；punya-krtam－虔誠的； lokan－星球；usitva－居住之後； 
sasvatih－極長時間；samah－多年；sucinam－純粹(婆羅門)的；srimatam－富

人的；gehe－在家庭；yoga-bhrasta－偏離了瑜伽之途的人；abhijayate－他投

生。  
 
只是修習了一段短時間之後就偏離瑜伽之途的人，臻達虔誠者的星球，在那裏享

樂多年之後，就投生在有美德的富有家庭。 
 
《要義甘霖》︰偏離瑜伽之途的人，目的地是哪裏？至尊聖主回答這個問題說，

他們住在履行馬祭等等祭祀的虔誠之人所臻達的星球。由於享樂和解脫都是瑜伽

的結果，因此還沒修成正果和因享樂欲望低墮的瑜伽師，只得到享樂。另一方

面，已成正果的瑜伽師不可能渴望享樂，因此肯定得到解脫。如果天意使然，已

成正果的瑜伽師萌生享樂欲望，也可以像聖人卡達爾達姆和聖人稍巴瑞(Saubhari 
Rsis)那樣得到享樂。 



 
suci這個字表示「那些品格和操守良好的人」，sri則表示「富有的商人或王

族」。住在天界(Svarga)和其他高等星球之後，低墮的瑜伽師才誕生在這種家庭

的房子裏。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從八部瑜伽之途低墮的瑜伽師，可以分成兩

種。第一種是那些短暫遵循瑜伽程序之後就低墮的人。根據nehabhikrama-naso 
‘sti(《梵歌》2.40)這個詩節，這樣的瑜伽師並非臻達低等目的地；反而是履行馬

祭等等祭祀的虔誠之人，所臻達的高等星球享樂。然後就投生在夠格的婆羅門或

參與宗教活動的富人之家。這兩種情況都有利他們繼續修習瑜伽。 
 
第二種是那些長期修習瑜伽，幾乎已成正果的人。不過，天意使然，他們在今生

萌生了享受感官滿足的欲望。他們有些人在來生得到所渴求的享樂，變得不感興

趣，最後完成瑜伽程序。這方面的例子有聖人卡爾達姆(《聖典博伽瓦譚》3.23)
和聖人稍巴瑞。  

 
聖人卡爾達姆是能力高強的瑜伽師。奉命於和得到他父親布茹阿瑪的啟發，他不

情願地與戴瓦胡緹(Devahuti)結婚，享受那種遠勝於眾生之祖－帕爾傑帕緹斯

(Prajapatis)－所享受的夫妻之樂。至尊主的化身－主卡皮拿－顯現為聖人卡爾達

姆的兒子。棄絕了所有物質享樂和感官快樂之後，聖人卡爾達姆再次投入於崇拜

至尊主。在《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的《博伽梵歌》(2.65)部分，闡述

了聖人稍巴瑞的生平。 
 

詩節四十二 
 

athavä yoginäm eva kule bhavati dhématäm 
etad dhi durlabhataraà loke janma yad édåçam 

 
athava－要不然；yoginam－超然主義者；eva－肯定地；kule－在一個家庭；

bhavati－他成為 (投生於 )；dhimatam－智者的；etat－這；hi－肯定地；

durlabhataram－難以得到；loke－在這個世界；janma－誕生；yat－它；idrsam
－像這樣。  
 
在長期修習瑜伽之後偏離的人，投生於賦有大智慧的瑜伽師之家。這樣的誕生在

這個世界無疑非常稀有。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解釋了，修習了一陣子之後就低墮的瑜伽師所臻達的目

的地。現在，祂在這個以athava開始的詩節解釋，在長期修習之後低墮的瑜伽師

所臻達的目的地。尼米大君那樣的瑜伽師屬於這一類。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第二類的一些瑜伽師偏離了他們的修習，投

生在堅守真理知識的瑜伽師世家。然後完成在瑜伽之途的發展。這樣的誕生肯定

非常稀有。這種瑜伽師以尼米大君為例(《聖典博伽瓦譚》9.13.1-10)。  
 

詩節四十三 
 

tatra taà buddhi-saàyogaà labhate paurva-daihikam 
yatate ca tato bhüyaù saàsiddhau kuru-nandana 

 
tatra－那時；tam－那；buddhi-samyogam－透過(超靈賜予的)智慧的聯繫；

labhate－他得到；paurva-daihikam－他前生的；yatate－他盡力；ca－和；tatah
－然後；bhuyah－進一步；samsiddhau－追求十全十美；kuru-nandana－庫茹大

君的後人啊。  
 
庫茹族之子啊，透過與超靈的聯繫，那個不成功的瑜伽師重獲前生的神聖知覺，

此後，再次力求達到十全十美的瑜伽境界。 
 
《要義甘霖》︰在兩種誕生，墮落的瑜伽師都得到前生的神聖智慧。那智慧專注

於超靈。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這兩種誕生，由於前生的瑜伽修習在心意

造成的烙印，低墮的瑜伽師都得到專注於宗教原則的智慧，以及與超靈有關的知

識。內心自然地達到純粹之後，他開始認真地力求瑜伽的完美，就像睡醒了的人

一樣。現在他一鼓作氣，勢不可擋。因此這樣的瑜伽師既沒到達低下的目的地，

也不迷失。 
 

詩節四十四 
 

pürväbhyäsena tenaiva hriyate hy avaço’pi saù 
jijïäsur api yogasya çabda-brahmätivarttate 

 
purva－他前生的；abhyasena－由於修習；tena－透過那；eva－肯定地；hriyate
－受到吸引；hi－確實；avasah api－儘管有點障礙；sah－他；jijnasuh－求知欲

強的人；api－儘管只是；yogasya－關於瑜伽修習的；sabda-brahma－研習韋達

的果報部分；ativartate－他超越。  
 
憑著以前的修習，儘管面臨各種障礙，他都深受解脫之途吸引。甚至稍為詢問一

下瑜伽修習的事之後，他都超越《韋達經》所述的果報活動之途。 
 



《要義甘霖》︰hriyate這個字表示「吸引了」。受到瑜伽吸引，他變得好問。然

後超越《韋達經》所述的果報活動之途，繼續穩守瑜伽之途。 
 

詩節四十五 
 

prayatnäd yatmänas tu yogé saàçuddha-kilbiñaù 
aneka-janma-saàsiddhas tato yäti paräà gatim 

 
prayatnat－十分努力；yatmanah－盡力；tu－但是；yogi－那個瑜伽師，即超然

主義者； samsuddha-kilbisa－完全無罪； aneka-janma－在生生世世之後；

samsiddhah－變得十全十美；tatah－那時候；yati－進入；param gatim－至尊目

的地。  
 
不過，那個努力不懈的瑜伽師，在生生世世之後擺脫了所有罪孽，最終變得完

美。因此臻達尊目的地。 
 
《要義甘霖》︰根據《梵歌》(6.37)所述，一個人未盡全力而從瑜伽之途低墮。

這種低墮的瑜伽師在來生臻達瑜伽之途，卻得不到完美。他需要幾生才修成正

果，就需要幾生才會達到完美。一貫努力不懈的人，不會從途上低墮。反而會在

生生世世之後，在瑜伽方面發展成熟，達到完美。聖人卡爾達姆.牟尼也說︰ 
 

drañöuà yatante yatayaù çünyägäreñu yat-padam 
《聖典博伽瓦譚》(3.24.28) 

在僻靜處竭力覲見主奎師那蓮花足的棄絕聖人，甚至都無法在一生就達到完美。 
 

至尊主因此講述這個詩節，prayatnad yatamanas tu，表示「比以前更加努力」。

tu這個字表示，這些人和之前所述那些從瑜伽之途低墮的人，兩者之間的差別。

Samsuddha-kilbisah表明，完全消除了各種瑕疵的人，甚至都無法在一生就達到

十全十美或解脫。 
 

詩節四十六 
 

tapasvibhyo’dhiko yogé jïänibhyo’pi mato’dhikaù 
karmibhyaç cädhiko yogé tasmäd yogé bhavärjuna 

 
tapasvibhyah－比苦修者； adhikah－更偉大； yogi－崇拜超靈的瑜伽師；

jnanibhyah－比非人格主義者，即梵覺宗； api－甚至；matah－被視為；

adhikah－更偉大；karmibhyah－比果報工作者；ca－和；adhikah－更偉大；

yogi－瑜伽師；tasmat－因此；yogi－瑜伽師；bhava－是；arjuna－阿尊那啊。    
 



人們認為崇拜超靈的瑜伽師比苦修者更高，比崇拜至尊(主)非人格面貌的人更

高，也比果報工作者更高。因此，阿尊那啊，成為瑜伽師吧。  
 
《要義甘霖》︰「在業報、知識和瑜伽之中，哪個更高？」至尊聖主回應這點

說，與致力於履行嚴酷苦行，例如按照月相的盈虧調節食量等等的苦修者

(tapasvi)相比，思辨家(崇拜梵的人)更高。崇拜超靈的人比思辨家更高。「這是

我的意見。」  
 

如果瑜伽師比思辨家更高，那麼他比果報工作者更高，這點還要說嗎？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普遍認為果報工作者、培養知識的人、苦修

者、遵循八重瑜伽程序的人和至尊主的奉獻者全都相等。至尊聖主在目前這個詩

節堅定地表達己見，他們並不相等；反而有優劣之分。履行無私活動的人，勝過

透過履行嚴酷苦行滿足物質欲望的人，思辨家則勝過履行無私活動的人。正如下

一個詩節所述，八部瑜伽師比思辨家更高，奉愛瑜伽師則比所有人更高。 
 

詩節四十七 
 

yoginäm api sarveñäà mad-gatenäntarätmanä 
çraddhävän bhajate yo mäà sa me yuktatamo mataù 

 
yoginam－瑜伽師的；api－但是；sarvesam－在所有人之中；mad-gatena－讓自

己依附我；antar-atmana－透過他的心意；sraddhavan－有信心的人；bhajate－
崇拜；yah－他；mam－我；sah－他；me－我的；yuktatamah－最好的瑜伽

師；matah－意見。  
 
不過，滿懷信心持恆地對我履行靈性專注的人，心意不停地依附我，我認為他是

所有瑜伽師之翹楚。 
 
《要義甘霖》︰「沒有人比瑜伽師更高嗎？」至尊聖主以「不要這樣說」，並講

述這個以yoginam開始的詩節回應這點。yoginam這個字是在第六格[梵文語法]，
但要明白它其實是在第五格。在上一個詩節，tapasvibhyo jnanibhyo 'dhikah等字

句是在第五格。同樣，在這裏也應該明白，它表示yogibhyah，即奉獻者甚至比

瑜伽師更高。「不管他們是在瑜伽的最高層面(yogarudha)、知覺到知識、知識對

象和知悉者之間差別的這個層面(samprajnata-samadhi)，還是察知不到這樣的差

別(asamprajnata-samadhi)，我的奉獻者不只勝過一類瑜伽師，而是所有類型

的。」  
 



yoga這個字的要旨是，它是業報、知識、苦行、奉愛等等程序的方法。「在這樣

的瑜伽師之中，那些懷著奉愛崇拜我的人是我的奉獻者，也是各種修習者之翹

楚。」 
 
把工作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的人、履行嚴酷苦行的人和培養知識的人，都被

認同是瑜伽師，但是修習八重瑜伽程序的人，卻比他們更高。「不過，對至尊主

奉愛，聆聽和唱誦我，那個人至高無上。」正如《聖典博伽瓦譚》(6.14.5)說：  
 

muktänäm api siddhänäà näräyaëa-paräyaëaù 
sudurlabhaù praçäntätmä koöiñv api mahä-mune 

大聖人啊，在數以百萬的解脫和完美靈魂之中，獻身於主拿茹阿央，心境平靜的

人非常稀有。 
 

以下八個章節會闡述對至尊主的奉愛瑜伽。這個詩節是那些章節的一個格言，就

像奉獻者脖子上的飾物。所有經典之翹楚－《博伽梵歌》的第一章－概述了原

文。第一、二、三和四章解釋無私活動。第五章描述知識，第六章則描述瑜伽。

不過，這六章主要描述賦定職務。  
 

由此結束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所寫的 
《要義甘霖的注釋)》(令奉獻者快樂並得到所有聖人接受的注釋)， 

顧及明確精微之處的譯文：《聖典博伽梵歌》第六章。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主奎師那在這一章結尾明確地說明了，

奉愛瑜伽師比其他瑜伽師全都更高。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對這個詩節作了以

下的特別解釋︰ 
 

主奎師那說：「在各種瑜伽師之中，修習奉愛瑜伽的更高；滿懷信心地崇拜我的

人是瑜伽師之翹楚。在正直又有節制的人之中，履行無私活動的人、思辨家、八

部瑜伽師和奉愛瑜伽的修習者，全都是瑜伽師，渴求活動成果的人卻不是。實際

上，瑜伽獨一無二。瑜伽是循序漸進的途徑，其上有多個步驟。托庇了這條途

徑，微靈讓自己穩處於超然覺悟之途。 
 
第一步是把賦定職務的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藉此崇拜祂。加上知識培養

和棄絕時，就成為思辨瑜伽，即第二步。思辨瑜伽加上冥想至尊主時，就成為八

部瑜伽，即第三步。當八部瑜伽加上對至尊主的愛時，就成為奉愛瑜伽，即第四

步。這所有梯級組合成名為瑜伽的樓梯。為了清楚解釋這瑜伽而闡述了其他各類

瑜伽，它們全都只是部分而已。  
 

渴求永恆吉祥的人，專一地托庇瑜伽。他逐步爬上這條梯子，先穩住腳步，再爬

上下一步。當他停在某一步，唯有讓自己穩處於某一種瑜伽時，才以那種瑜伽見



稱。因此一個人稱為業報瑜伽師，一個是知識瑜伽師，一個是八部瑜伽師而另一

個則是奉愛瑜伽師。 
 
因此，帕爾塔啊，對我履行奉愛，僅此作為至尊目標的人，才是所有瑜伽師之翹

楚。你應該成為那種瑜伽師，即奉愛瑜伽師。」  
 

由此結束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所寫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典博伽梵歌》第六章。 

 
第七章 

 
透過覺悟超然知識而行的瑜伽 

(Vijnana-Yoga) 
 

詩節一 
 

çré bhagavän uväca 
mayy äsakta-manäù pärtha yogaà yuïjan mad-äçrayaù 

asaàçayaà samagraà mäà yathä jïäsyasi tac chåëu 
 
sri bhagavan uvaca－至尊主說；mayi－對我；asakta-manah－讓心意依附於；

partha－阿尊那啊，帕瑞塔之子；yogam－奉愛瑜伽；yunjan－透過修習；mad-
asrayah－托庇我；asamsayam－沒有懷疑；samagram－完全；mam－我；yatha
－怎樣；jnasyasi－你會知道；tat－那；srnu－就聽著。  
 
至尊聖主說︰帕爾塔啊，現在聽聽怎樣讓心意依附我，修習奉愛瑜伽，只是托庇

於我一個，擺脫所有懷疑，你就會完全認識我。 
 
《要義甘霖》： 
 

kadä sadananda-bhuvo mahaprabhoù 
krpamrtabdhescaranau asrayamahe 
yathä yathä projhitamukti tatpathä 

bhaktyadhvanä premasudhä-mayamahe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是永恆喜樂的庇蔭和恩慈之洋，我甚麼時候才會得到祂蓮花

足的庇蔭？放棄了物質享樂和解脫的程序，托庇了奉愛之途，我甚麼時候才會有

資格品嚐純愛甘露？   
 
這第七章描述主奎師那的各種富裕，祂是至尊的崇拜對象。也描述四種崇拜祂的

人和四種不崇拜祂的人。 



 
頭六章描述知識和瑜伽程序，兩者都導致解脫，它們最初都仰賴於把賦定職務的

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以淨化內心。  
 
現在，第二部分的六章，從夾雜了業報、知識等等奉愛開始，描述各種奉愛瑜

伽。也描述了無私活動和渴求活動結果的修習者，所臻達的目的地(解脫類型)，
例如臻達主所在的同一星球(salokya)。最重要的是描述了獨立於業報、知識等等

的奉愛瑜伽程序，它賜予特別的解脫，讓人成為主奎師那愛意盈盈的同遊。正如

《聖典博伽瓦譚》(11.20.32)說：   
 

yat karmabhir yat tapasä jïäna vairägyataç ca yat 
僅是修習奉愛瑜伽，我的奉獻者就輕易得到履行賦定職務、苦行和知識，或發展

不依附和棄絕、修習瑜伽、佈施和履行其他吉祥活動，所得到的所有吉祥結果。 
 
甚至是渴望住在天堂星球、得到解脫或臻達無憂星等等目的地，都可以透過奉愛

瑜伽輕易得到。從這些陳述顯而易見，奉愛極為獨立。儘管沒另外履行那些程

序，奉愛都能夠賜予它們的成果。奉愛瑜伽易於履行，卻難以得到。 
 

《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3.8)說：「tam eva vidit-vätimåtyum eti－透過知識得

到祂(至尊控制者)的知識時，就能超脫死亡。」這句話可能會令人懷疑，沒有知

識的話，僅是透過奉愛能否得到解脫。至尊聖主回答說：「不要提出這樣的異

議。」Tam eva，只有認識超靈，才可以超脫死亡，換句話說，透過直接覺悟

祂。僅是認識生物體(tvam-padartha)，物質自然或任何別的實體，都無法免於一

死。這是《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這句話的要旨。 
 
品嚐冰糖的唯一方法是用舌頭；無法用眼睛或耳朵品嚐。同樣，覺悟至尊梵的唯

一方法是奉愛。超然(Brahma)超越各種物質形態，只有借助於奉愛，才有可能臻

達超然，因為奉愛也超越各種物質形態。自我知識沒有軀體認同等等，是善良形

態的，因此無法使人臻達超然。 
 
「Bhaktyäham ekayä grahyaù－只有透過專一的奉愛，才可以臻達我。」(《聖典

博伽瓦譚》11.14.21)。「Bhaktyä mäm abhijänäti－只有透過奉愛，微靈才可以明

確地知道我的原形和超然本性。」(《梵歌》18.55)。 
 

至尊聖主說：「我會用這兩句話，確立我個人的獨特性質和屬性。」 
 

眾所周知，知識和瑜伽都是得到解脫的方法，但它們只是藉著夾雜了各種物質自

然形態的奉愛影響，才可以履行這個功能。沒有奉愛時，知識和瑜伽都無法賜予

那個結果。  
 



有些經典陳述確立，沒有奉愛的話，知識和瑜伽都沒效果。而且，在《斯瓦塔斯

瓦塔爾奧義書》的上述陳述，eva(只有)這個字是用在viditva(知道)這個字之前。

換句話說，事實上，不是單憑知識就可以得到解脫。這表示，知道超靈就可能得

到解脫，有時甚至不知道也可能得到。超靈知識超越各種形態，而且是奉愛產生

的，憑藉這知識就會得到解脫，有時僅是透過奉愛，甚至沒有超靈知識，也可以

得到解脫。之前從《奧義書》引述的陳述，也傳達了這個含意。 
 

黃疸病人的舌頭無法品嚐冰糖的甘甜，但是如果繼續吃，就會藥到病除，也能再

次品嚐冰糖的味道。這點毫無疑問。在《聖典博伽瓦譚》(10.47.59)，聖烏達瓦

說：「儘管品嚐甘露的人一無所知，它卻總是賜予永生。」同樣，一個人也許不

知道他的靈性身份，但是如果持恆地對主奎師那履行靈性專注，就會得償所願。

《Moksa-dharma》也談到主拿茹阿央那：「托庇主拿茹阿央那的人，不必履行

那些實現四大人生目標─宗教、經濟發展、感官享樂和解脫─的修習。儘管沒有

實踐那些修習，他確實都臻達這些目標。」  
 

《聖典博伽瓦譚》(11.20.32-33)也說：「遵循賦定職務和履行苦行所得的一切，

我的奉獻者透過奉愛瑜伽就輕易得到。」而且，《聖典博伽瓦譚》(6.16.44)說：

「只是聽到你的聖名一次，甚至連出生低下的吃狗者都從物質世界解脫。」這些

陳述確立，只有透過修習奉愛，才可以得到解脫。而且︰「在所有瑜伽師之中，

心裏滿懷信心地履行靈性專注的人最好。」(《梵歌》6.47)。至尊聖主以這句話

表明，祂崇拜者的一項獨特特性，他們專心致志於祂，對祂的奉獻者有信心。有

人也許會提出這個問題：「哪類奉獻者有資格具備至尊聖主的知識和覺悟？」這

個以mayy asakti開始的詩節，還有下一個，都是為了回應這個問題而講述的。 
 

《聖典博伽瓦譚》(11.2.42)說：「一個人吃食物時，同時體驗到滿足、滋潤和不

再飢餓。同樣，對至尊聖主履行靈性專注的人，同時得到奉愛、覺悟至尊主和不

依附這個世界。 
 

要注意的是，只吃一口食物的人，體驗不到滿足和滋潤。只有飽餐一頓的人，才

體驗到滿足和滋潤。同樣，在靈修的初階，雖然有點覺悟到我，但只有處於深刻

依附的層面，專心致意於我穿上黃衣的夏姆遜達爾(Syamasundara)形象的人，才

真正覺悟到我。只有這樣，你才能認識我。 
 

請聽聽怎樣可以直接覺悟我，哪種瑜伽賜予這覺悟。儘管沒有借助於知識、業報

等等，透過逐漸與我聯合，都可以成為我專一的奉獻者，最終完全托庇我。」 
 
在這個詩節，asamsayam這個字表示，懷疑有沒有可能得到非人格梵，samagram
則表明對那形象的覺悟並不完整。《梵歌》(12.5)稍後會這說明這點： 

 
kleço ‘dhikataras teñäm avyaktäsakta-cetasäm 



avyaktä hi gatir duhkhaà dehavadbhir aväpyate 
專心致意於無物質品質的非人格梵，那些人必須承受極大痛苦。體困生物體也許

難以得到那種不展現的性質。 
 

換句話說，可否得到無物質品質非人格梵的性質，這令人存疑。但是至尊聖主在

目前這個詩節宣告：「對我的奉愛瑜伽沒存有這種懷疑，因為我的奉獻者恆常都

覺悟我－主奎師那－是至尊絕對真理。而且，思辨家的崇拜對象－梵，只是我充

滿榮耀的光輝。我以我的魚化身對薩提亞瓦爾塔(Satyavrata)王說：『遵循我的

訓示，你最終也會知道我的榮耀，它透過至尊絕對真理的聲音代表，展現在你心

裏。』(《聖典博伽瓦譚》8.24.38)。我在《梵歌》(14.27)也說︰『我是非人格梵

的庇蔭或基礎。』因此，我非人格本性的知識並不完整。與我主奎師那夏姆遜達

爾形象的知識相比，那只是局部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

話：「帕爾塔啊，我在頭六章解釋了知識和八部瑜伽。這都是得到解脫的途徑，

它們需要借助無私活動淨化內心。我在第二組的六個章節解釋奉愛瑜伽。請聽

著。把你的心意堅定地依附我，透過修習奉愛瑜伽完全托庇我，你就會對我瞭若

指掌。這點無可置疑。 
 

非人格梵的知識不完整，因為它否認絕對(真理)人格面貌各種品質的知識。否定

物質多樣化，會得到無特徵的非人格概念。我非人格梵的性質，展現為這無特徵

概念的對象，它並非超越各種物質自然形態。因為這性質只超越身體和思想的知

識，因此局限於善良形態的知識。奉愛是超然於各種自然形態的特殊功能。我的

形象也超越物質自然，雙眼被超越物質自然形態的奉愛程序啟明了的生物體，才

可以看到我。」 
 

詩節二 
 

jïänaà te’haà sa-vijïänam idaà vakñyämy açeñataù 
yaj jïätvä neha bhüyo’nyaj jïätavyam avaçiñyate 

 
jnanam－知識；te－對你；aham－我；sa-vijnanam－連同那知識的覺悟；idam
－這；vaksyami－會解釋；asesatah－完全；yat－它；jnatva－明白了；na－沒

甚麼；iha－在這個物質世界；bhuyah－進一步；anyat－其他；jnatavyam－要

知道；avasisyate－會留下。  
 
我會對你毫無保留地講述這知識，它有很多覺悟。當你明白這點時，你將洞悉了

這個世界的一切。 
 



《要義甘霖》：在臻達奉愛程序的深摯依附階段之前，我的知識滿是敬畏和尊

敬，但是一臻達了依附，就醒悟到我的甜美。請聽聽兩者。一旦明白了它們，就

會洞悉一切。這其中包括了我非人格梵的知識及覺悟。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履行超越各種自然形態的奉愛服務時，就覺

悟至尊人格首神主奎師那完全的形象和本質，祂永恆，滿載知識和喜樂，是所有

超然富裕和甜美的基礎。只是透過奉愛瑜伽，聖維亞薩就在神定狀態完全覺悟到

至尊主的形象和本質。「apasya purusam purnam－因此他看見完全的人格首

神。」(《聖典博伽瓦譚》1.7.4)。應該明白到，正是在這種看到奎師那形象和本

質的眼界之中，覺悟到絕對真理的知識和超靈的知識，還有至尊主的甜美。因

此，得到了至尊聖主的知識，就洞悉一切。 
 

nirguna-bhakti(超越各種自然形態的奉愛)的同義詞是prema-bhakti(滿載純愛的

奉愛)。要得到滿載純愛的奉愛，必須經歷九個階段︰(1) 信心(sraddha)、(2) 與
崇高奉獻者聯誼、(3) 採納奉愛程序、(4) 終止無用的欲望(anartha-nivrtti)、(5) 
堅定(nistha)、(6) 品味(ruci)、(7) 深摯的依附[這七個階段組成奉愛修習]、(8) 
bhava－純愛的初階和(9) 純愛的出現。修習階段的奉獻者在臻達深摯依附的階段

之前，對至尊主的知識充滿了敬畏和尊敬的理解。但是當那深摯依附發展成熟

時，心裏就覺悟到至尊主的甜美。這稱為覺悟知識。 
 

詩節三 
 

manuñyäëäà sahasreñu kaçcid yatati siddhaye 
yatatäm api siddhänäà kaçcin mäà vetti tattvataù 

 
manusyanam－人的；sahasresu－在數以千計的人之中；kascit－某人；yatati－
盡力；siddhaye－追求完美；yatatam－那些悉力以赴的人的；api－但甚至；

siddhanam－那些達到了完美的人的；kascit－某個人；mam－我；vetti－知道；

tattvatah－真正地(我的原貌)。  
 
在數以千計的人之中，也許其中一人會力臻完美。而在那些達到了完美的人之

中，真正知道我形象和本質的人，萬中無一。 
 
《要義甘霖》：「具有前六章所述徵兆的思辨家和瑜伽師，甚至都極少得到我的

知識，滿是覺悟。」至尊聖主這樣說，在這個以manusyanam開始的詩節，講述

對祂的覺悟。在無數生物體之中，某人得到人類誕生，而在數以千計的人之中，

只有一人力求吉祥。在數以千計這樣悉力以赴的人之中，真正認識我和直接覺悟

我那個拿著笛子的夏姆遜達爾形象的人，絕無僅有。 
 



結論就是，與覺悟主非人格面貌所體驗的喜樂相比，覺悟祂的超然形象(savisesa-
brahma)體驗到數千倍喜樂。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這個詩節，至尊主表示至尊聖主的知識極

稀有。《聖典博伽瓦譚》(6.14.5)描述了這點︰ 
 

muktänäm api siddhänäà näräyaëa-paräyaëaù 
sudurlabhaù praçäntätmä koöiñv api mahä-mune 

大聖人啊，在數以百萬這種解脫和達到完美的人之中，最安寧平和的主拿茹阿央

那奉獻者絕無僅有。覺悟了主奎師那甜美的人更稀有。與梵覺之樂相比，品嚐主

奎師那的甜美得到數百萬倍喜樂。 
 
《奉愛的甘露(Bhakti-rasamrta-sindhu)》(1.1.25)也說：  
 

brahmänando bhaved eñaù cet parärdha-guëé-kåtaù 
naiti bhakti-sukhämbhodheù paramäëu-tuläm api 

儘管把梵覺之樂乘以布茹阿瑪壽元的日數，依然無法與品嚐主奎師那的甜美情感

所得的喜樂相比，哪怕只是一丁點。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7.84-85)也說明了這點：  

 
kåñëa-viñayaka prema—parama puruñärtha 

yära äge tåëa-tulya cäri puruñärtha 
宗教、經濟發展、感官滿足和解脫，稱為人生四大目標，但是面對首神之愛，即

第五個和最高目標時，這一切都顯得像街上的乾草一樣微不足道。*  
 

païcama puruñärtha—premänandämåta-sindhu 
mokñädi änanda yära nahe eka bindu 

對於確實萌生了靈性情感的奉獻者來說，從宗教、經濟發展、感官滿足和解脫所

得的喜樂，就像汪洋大海面前的一滴水。* 
 

詩節四 
 

bhümir äpo’nalo väyuù khaà mano buddhir eva ca 
ahaìkära itéyaà me bhinnä prakåtir añöadhä 

 
bhumih－土；apah－水；analah－火；vayuh－空氣；kham－以太；manah－心

意；buddhih－智慧；eva－當然；ca－和；ahankarah－假我；iti－如下；iyam
－這；me－我的；bhinna－部分；prakrtih－物質能量；astadha－八重。 
 



我的外在物質能量有八個部分︰土、水、火、空氣、以太、心意，智慧和假我。 
 
《要義甘霖》：在奉愛方面，jnana這個字指的只是至尊聖主富裕方面的知識。

它指的不是自我的知識。因此，在這個以bhumi開始的詩節和下一個詩節，主奎

師那解釋祂的靈性(para)和物質(apara)能量，藉此闡述至尊聖主輝煌壯麗面貌的

知識。bhumi-adi(土等等)這個詞語表示，五種物質元素和各自的精微元素，例如

芳香。ahankara(假我)這個字指的是它透過感官所產生的作用，又指它們的成

因，即物質自然，大實體(mahat-tattva)。因為這些元素以智慧和心意最突出，

因此分別描述。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

話：「我的形象和本質與我富裕方面的知識，稱為至尊主的知識(bhagavat-
jnana)。人們這樣描述它︰『我－至尊絕對真象主奎師那－恆常都處於我的形象

和本質，我也齊備所有能量。梵只是我能量的無特徵展示。這個梵的存在，是基

於那個否定被造世界的概念。超靈也是我的能量在這個世界的局部展現。事實

上，超靈與短暫的物質世界特別有關係，而且沒有永恆形象。我唯一的永恆面貌

是我至尊主的永恆形象，祂有兩種能量。一個是外在能量，稱為bahiranga或假

象能量。由於它是無活動世界的成因(母親)，因此又稱為物質能量。應該明白這

種物質能量所含元素的數量：五種粗糙元素，即土、水、火、空氣和以太(maha-
bhuta)及其各自的五種品質(氣味、味道、形象、觸覺和聲音)，總共十個。因此

共有十種元素。你應該明白感官是它們的活躍部件，由假我(ahankara)的元素啟

動，不展現的物質能量則是它們的成因。在那組元素之中，由於心意和智慧的功

能既傑出又特別，因此被描述為分開的元素，但它們其實是一體。這整個組別都

是我外在能量的一部分。』」  
 

詩節五 
 

apareyam itas tv anyäà prakåtià viddhi me paräm 
jéva-bhütäà mahä-bäho yayedaà dhäryate jagat 

 
apara－低等或無活動的；iyam－這(物質能量)；itah－在它之上；tu－但是；

anyam－另一個；prakrtim－能量；viddhi－你必須理解；me－我的；param－高

等的(靈性的)；jiva-bhutam－生物；maha-baho－臂力非凡的(阿尊那)；yaya－
藉此(有知覺的能量)；idam－這；dharyate－(他們為了享受果報活動而)接受

了；jagat－宇宙。  
 
臂力非凡的阿尊那啊，你應該知道，我那種由八個部分組成的外在能量是低等

的。我有另一種較高的能量稱為微靈，他為了享受活動成果而接受這個物質世

界。 
 



《要義甘霖》：由於之前所述外在能量的無活動性質，因此它是低等的。生物體

形式的邊際能量與這外在的物質能量不同，由於他有意識知覺，因此比外在物質

更高。因為他以有意識知覺的本性維繫宇宙，因此更高。換句話說，他為了自己

的享樂接受物質世界。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

「除了這物質自然之外，還有我的邊際自然，又稱為微靈。那個自然(prakrti)有
意識知覺，並展現為生物體。那能量衍生的微靈，使這個無活動的物質世界有意

識知覺。微靈有能力理解和進入我內在能量衍生的超然世界，或我外在能量衍生

的無活動物質世界。因此微靈能量又稱為邊際能量。」  
 

那些反對主奎師那的受制靈魂(baddha-jivas)，從這邊際能量展現在這個世界。認

為受制靈魂放棄了服務奎師那，從無憂星甚至更高的哥樓卡來到這個世界，這個

誤解錯得很。這與哲學結論相反。一旦得以在奎師那的居所服務祂，微靈不可能

從那個位置低墮。正如《梵歌》(15.6)所述： 
 

yad gatvä na nivartante tad dhäma paramaà mama 
那些臻達我至尊居所的人，決不重返這物質世界。  

 
祺陀可圖大君、佳亞(Jaya)和威佳亞(Vijaya)從不低墮。他們自願顯現在這個世

界，扮演受條件限制靈魂的角色取悅至尊主。那些在靈性世界全神貫注於服務主

奎師那的微靈，是主巴拉戴瓦.帕佈或與祂沒有分別的擴展－瑪哈.三卡爾薩拿

(Maha Sankarsana)－展現的。他們是永恆解脫的微靈。永不可能低墮。 
 

詩節六 
 

etad yonéni bhütäni sarväëéty upadhäraya 
ahaà kåtsnasya jagataù prabhavaù pralayas tathä 

 
etad－那；yonini－這兩種之前所述的能量衍生自；bhutani－生物；sarvani－全

部； iti－那；upadharaya－知道；aham－從我而來；krtsnasya－整個的；

jagatah －宇宙展現；prabhavah－起源；pralayah－殲滅；tatha－和。  
 
要知道所有被造的生物都源於我這兩種自然。唯獨我是創造和毀滅整個物質展現

的唯一原因。 
 
《要義甘霖》：在這裏，至尊聖主確立自己是宇宙之原，因為祂是這兩種能量的

源頭。所有動與不動的被造生物的兩個成因，是作為場地(ksetra)的假象能量和

作為場地知悉者(ksetrajna)的微靈能量。「因此，作為這兩種能量的控制者，我



是整個宇宙的創造者。這些能量在殲滅時瓦解，留在我─至尊能者─裏面。因此

我是它們唯一的毀滅者。」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 
話：「有知覺的和無活動的，即微靈和無活動的創造，都是這兩種物質自然衍生

的。假象能量和微靈能量都是我的能量，因為它們都源於我。因此我－至尊主－

是宇宙的起源和滅亡的根原。」  
 

詩節七 
 

mattaù parataraà nänyat kiïcid asti dhanaïjaya 
mayi sarvam idaà protaà sütre maëi-gaëä iva 

 
mattah－比我；parataram－更偉大；na－不；anyat－其他；kincit－任何事

物；asti－存在；dhananjaya－致富者(阿尊那)；mayi －在我之上；sarvam－全

部；idam－這個物質創造；protam－倚賴的；sutre－在一條線上；mani-ganah 
－寶石；iva－作為。  
 
財富的征服者啊，丹南佳亞，我至高無上。這整個創造都倚賴我，就像串在線上

的寶石一樣。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說：「如此一來，我是萬物之原。正如因果之間沒有分

別，能量和能者也沒有分別。」 
 

《神訓經》說：「ekam evädvitéyaà brahma－在這個宇宙創造之前，只有獨一無

二的絕對真象。」 (《粲多嘎奧義書》6.2.1) 
 

而且，「neha nänästi kiïana－除了獨一無二的非二元絕對真理的各個形象之

外，就空無一物。」(《巴哈-阿然亞卡奧義書(Brhad-aranyaka) 》4.4.19) 
 

《神訓經》也說：「由於我的能量是所有創造之原，因此我是萬物之原。」 
 
如此一來，先解釋了祂是萬物的這種本質之後，至尊主現在以mayi等等字句，解

釋祂全面遍透的品質。Sarvam idam表示：「有知覺的(cit)和無活動的(jada)宇
宙，與我都沒有分別，因為它們都是我的創造(效果)。換句話說，它們是我的形

象和性質，就像串在線上的寶石一樣，掛在我─萬物的內在見證者(Antaryami)
─身上。」聖足瑪杜蘇丹.薩茹阿斯瓦提撰述：sutre mani-gana iva。這個例子僅

證明宇宙是擱在至尊主之上，卻沒證明祂是宇宙之原。不過，用「金子是金耳環

之原」這個例子，確立祂是宇宙之原適合不過。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上一個詩節，至尊聖主確立自己是創造和

毀滅的獨立原因。現在，祂在目前這個詩節確立，作為全面遍透的見證者，唯有

祂才是維繫之原。「我，主奎師那，是至尊絕對真理和萬原之原。」主布茹阿瑪

在《婆羅訶摩讚(Brahma-samhita)》(5.1)也確立這個原則：  
 

éçvaraù paramaù kåñëaù sac-cid-änanda-vigrahaù 
anädir ädir govindaù sarva-käraëa-käraëam 

至尊主，即真理、意識知覺和喜悅的化身，是哥文達.奎師那。祂沒有開始，是

萬物之源，也是萬原之原。 
 

為了令這個主題易於理解，我們會引用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的《哥文達論

(Govinda-bhasya》，即他《終極韋達》注釋的概念：「至尊絕對真理本身

(Parabrahma-svarupa)－主奎師那，是至尊傑出的絕對真象。除了祂之外，沒有

其他更高或更低的獨立存在實體。『Yasmat param naparam asti kincit－沒有其

他真理比至尊人物更高(《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3.9)。』《神訓經》的這些陳

述，不認同有任何存在物比最堪崇拜的絕對真理更高。《韋達經》(《斯瓦塔斯

瓦塔爾奧義書》3.8-9)說：『我知道這光芒萬丈的絕對真理，祂像太陽一樣，超

越一切黑暗(愚昧)。認識祂就得到永生，也實現人生目標。得到永生的唯一方

法，是透過這至尊人物的知識。沒有甚麼比祂更高。』   
 

接受了至尊絕對真理的優越性，正如這些曼陀所確立的一樣，又繼續說：『那些

知道絕對真理純粹固有本性的人，在適當時候會得到永生；否則就痛苦無邊。』

如果接受某種事物比絕對真理更高，那麼，mattaù parataraà nänyat kiïcid asti 
dhanaïjaya，主奎師那的這句話就不對了。」(《哥文達論》，《梵經》3.2.37)。  

 
《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6.8)重複同一點：「na tat-samaç cäbhyadhikaç ca 
dåçyate－主奎師那是具備所有超然屬性的絕對真理，無與倫比，至高無上。」 
 

詩節八 
 

raso’ham apsu kaunteya prabhäsmi çaçi-süryayoù 
praëavaù sarva-vedeñu çabdaù khe pauruñaà nåñu 

 
rasah－味道；aham－我；apsu－在水裏；kaunteya－琨緹之子啊；prabha－
光；asmi－是；sasi-suryayoh－月亮和太陽的；pranavah－音節唵；sarva-vedesu
－在所有韋達曼陀之中；sabdah－聲音；khe－在以太；paurusam－能力；nrsu
－在人之中。  
 
琨緹之子啊，我是水之味、日月之光和所有韋達曼陀的音節唵。我是以太之音和

人的才能。 



 
《要義甘霖》：「我作為內在見證者，進入和存在於我創造的這個宇宙。同樣，

唯獨我作為眾人和眾生之內的本質而存在。我在某個地方是因，在某個地方則是

果。」至尊聖主正講述這個以raso 'ham開始的詩節和下列三個詩節，確立這項真

理。 
 
「apsu(水)的含意是，水的味道是它的成因，也是我的富裕。同樣，我的光芒也

是日月之原，音節唵則是《韋達經》之原。它們都是我的富裕。我既是天空和聲

音之原，也是人類之萃及他們的能力之源。」 
 

詩節九 
 

puëyo gandhaù påthivyäï ca tejaç cäsmi vibhävasau 
jévanaà sarva-bhüteñu tapaç cäsmi tapasviñu 

 
punyah－純淨的；gandhah－芳香；prthivyam－泥土裏的；ca－和；tejah－熱

力；ca－和；asmi－我是；vi bhavasau－火裏的；jivanam－生命；sarva-bhutesu
－眾生裏的；tapah－苦行；ca－和；asmi－我是；tapasvisu－苦行者的。  
 
我是泥土純淨的芬芳、火的熾熱，眾生的生命和苦行者的苦行。 
 
《要義甘霖》：根據名為《阿含經(Amara-kosa)》的這部字典，punya這個字表

示「原有和富吸引力的芳香」。使用ca這個字，表示punya和rasa等字之間的關

係。teja這個字暗示消化力和烹煮所有材料。也表示「能力形式的精華」、「闡

明」和「保護，免致受寒」等等。Jivana表示「生命形式的精華」，tapa則表示

「忍受二元性」。 
 

詩節十 
 

béjaà mäà sarva-bhütänäà viddhi pärtha sanätanam 
buddhir buddhimatäm asmi tejas tejasvinäm aham 

 
bijam－成因；mam－我；sarva-bhutanam－對眾生；viddhi－知道；partha－帕

瑞塔之子；sanatanam－永恆的；buddhih－智慧；buddhimatam－聰明人的；

asmi－是；tejah－英勇；tejasvinam－強者的；aham－我。  
 
帕爾塔啊，要知道我是眾生的永恆成因。我是聰明人的智慧和強者的英勇。 
 



《要義甘霖》：bija(種子)這個字表示「沒轉變的成因」，稱為pradhana(物質自

然形態)。Sanatana表示「永恆」。「傑出之人的精華就是他的智慧，那就是

我。」 
 

詩節十一 
 

balaà balavatäà cähaà käma-räga-vivarjitam 
dharmäviruddho bhüteñu kämo’smi bharatarñabha 

 
balam－力量；balavatam－強者的；ca－和；aham－我；kama-raga－色欲和依

附的；vivarjitam－缺乏；dharma-aviruddhah－與宗教守則不符；bhutesu－在眾

生之中；kama－情欲；asmi－是；bharata-rsabha－巴爾塔王朝之翹楚啊。  
 
巴瑞塔王朝之翹楚啊，我是強者的力量，毫無依附和欲望。在眾生之中，我是那

種僅是為了繁殖而遵循宗教原則的交合。 
 
《要義甘霖》：kama這個字泛指渴望維繫自己，raga指的是憤怒。不過，就此而

論，這些含意都不適合。Dharmaviruddhah表示「並非與宗教對立的」，即是

「那種只是為了生孩子而用於自己妻子的情欲」。 
 

詩節十二 
 

ye caiva sättvikä bhävä räjasäs tämasäç ca ye 
matta eveti tän viddhi na tv ahaà teñu te mayi 

 
ye－不管哪個；ca－和；eva－肯定地；sattvikah－善良的；bhavah－存在狀

態；rajasah－情欲；tamasah－愚昧；ca－和；ye－不管哪個；mattah－來自

我；eva－肯定地；iti－因此；tan－他們；viddhi－你應該知道；na－不；tu－
但是；aham－我；tesu－在他們之中；te mayi－他們在我內裏。  
 
要知道善良(sattvika)、情欲(rajasika)和愚昧(tamasika)等等所有存在狀態，都是

我的各種物質自然形態展現的。我不受這些形態影響，因為它們全都受我的能量

控制。 
 
《要義甘霖》：「如此一來，我只是解釋了我的一些富裕(vibhutis)，例如物體的

成因和精華等等那些富裕。但是為甚麼要詳細說明？萬物都是我的能量，也受我

控制。」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ye caiva這詞語開始的詩節解釋這點。「控制心意

和感官，沉著鎮定，半神人自己的存在狀態是善良形態的。快樂、驕傲和其他這

樣的感覺，還有惡魔自己的存在狀態都是情欲形態的。悲哀、錯覺等等，還有比

妖魔低等的食人魔(Raksasas)，存在狀態都是愚昧形態的。他們全都源於我，但



是應當要明白，他們全都是我各種物質自然形態的效果，因此我沒親臨其中。我

不像生物體那樣受它們控制；反而是它們的存在受我控制。」  
 

詩節十三 
 

tribhir guëa-mayair bhävair ebhiù sarvam idaà jagat 
mohitaà näbhijänäti mäm ebhyaù param avyayam 

 
tribhih－三；guna-mayaih－由物質自然的品質組成的；bhavaih－狀態；ebhih
－透過這些；sarvam－整個；idam－這；jagat－世界；mohitam－蒙騙的；na 
abhijanati－不知道；mam－我；ebhyah－這些形態；param－超越；avyayam－ 
和不朽的。  
 
我超越各種形態，永存不朽；被這三種存在狀態(善良、情欲和愚昧形態)蒙騙，

全世界都不認識我。 
 
《要義甘霖》：阿尊那也許會問：「人們為甚麼不知道你是至尊主？」奎師那講

述這個以tribhih開始的詩節作答。「這個世界的生物體被迷惑，因為他們受到後

天所獲的性質控制，那是三種形態的活動組成的。這包括控制心意、控制感官，

還有快樂、悲哀、依附和嫉妒。但是我超越各種形態，完全沒有它們所導致的任

何轉變。因此這些生物體無法明白我。」 
 

詩節十四 
 

daivé hy eñä guëamayé mama mäyä duratyayä 
mäm eva ye prapadyante mäyäm etäà taranti te 

 
daivi－她迷惑微靈；hi－確實；esa－這；guna-mayi－三種物質自然形態組成

的；mama－我的；maya－迷幻的外在能量；duratyaya－難以征服；mam－對

我；eva－僅是；ye－他；prapadyante－托庇；mayam－假象；etam－這；

taranti－超越或跨越；te－他們。  
 
我的這種外在能量由三種形態組成，迷惑生物體，肯定極難征服，但是那些專一

托庇我的人，可以輕易超越這假象。 
 
《要義甘霖》：有人可能會提出下列問題︰「怎樣才可以擺脫三種自然形態造成

的錯覺？」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daivi開始的詩節回應。「半神人(生物體)天生神

聖，卻全神貫注於放蕩的感官享樂之樂，由於這假象蒙騙他們，因此稱她為

daivi。這假象由三種形態組成(guna-mayi)。guna-mayi這詞語有另一個含意︰

『這種形式：三條幼繩織成的堅韌繩子』。屬於我－至尊控制者－的這種外在能



量極難跨越。沒有人能夠切斷這條繩子，擺脫物質自然形態的束縛。」至尊聖主

說：「相信我」，然後按著祂自己的胸膛繼續說mam︰「如果一個人專一地皈依

我這個夏姆遜達爾的形象，才能超越這假象。」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主的兩種能量是靈性和物質的。靈性的

內在能量稱為antaranga(靈性能量)，物質的外在能量稱為bahiranga(物質或假象

能量)。《奧義書》也說：「mäyän tu prakåtià vidyän mayinaà tu maheçvaram 
─應該明白假象是物質能量；也要明白假象所托庇的人(purusa)是至尊控制

者。」(《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4.10)。  
 

《聖典博伽瓦譚》(8.5.30)確認了這點：   
 

na yasya kaçcätititarti mäyäà yayä jano muhyati veda närtham 
生物體被蒙騙能量，即假象能量迷惑，因此無法理解自我的本性。沒有至尊主的

恩慈，任何人都無法征服至尊主這不可征服的假象。 
 
有人也許會質疑，如果假象能量使生物體受困，那麼取悅這假象能量，可以使人

擺脫這束縛嗎？哪裏需要托庇主哈瑞、靈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至尊主在目前這

個詩節，以mama maya等字句回應這點。祂說：「這假象不是獨立的；相反，它

受我控制，因此不能獨立地讓任何人從物質世界解脫。」這是祂mäm eva ye 
prapadyante那句話的意思。「只有皈依我的人，才可以跨越我這種不可征服的

假象；其他人都不能。」 
 
《聖典博伽瓦譚》(10.14.58)確認了這點：  

 
samäçritä ye pada-pallava-plavaà  

mahat-padaà puëya-yaço muräreù 
bhavämbudhir vatsa-padaà paraà padaà  

padaà padaà yad vipadäà na teñäm 
主奎師那聞名於世，也是施瓦神和布茹阿瑪這些大人物的庇蔭，一個人托庇祂的

蓮花足小船時，這個物質世界之洋就變得像小牛蹄印裏的水。然後那個人就臻達

他的至尊目的地－毫無各種痛苦的無憂星。 
 

詩節十五 
 

na mäà duñkåtino müòhäù prapadyante narädhamäù 
mäyayäpahåta-jïänä äsuraà bhävam äçritäù 

 
na－不；mam－對我；duskrtinah－那些被履行果報活動所污染的人或不幸的

人；mudhah－那些缺乏分辨力的人；prapadyante－確實皈依；nara-adhamah－



人渣敗類；mayaya－被假象；apahrta-jnanah－知識被蒙蔽的那些人；asuram－

惡魔的；bhavam－本性；asritah－那些托庇的人。 
 
那些被果報活動污染，缺乏分辨力的傻瓜、人渣敗類，知識被假象完全蒙蔽和天

性邪惡的人，都不皈依我。 
 

 《要義甘霖》：有人也許會發問：「那麼，為甚麼博學的人不托庇你？」至尊聖

主回答說：「那些真正博學的人其實專一地托庇我，但是那些自以為博學的人卻

不然。」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na mam開始的詩節解釋這點。duskrtinah這個字指

的是那些邪惡的人，雖然他們可能也有點虔敬。有些人也許看來博學

(panditas)，但其實只是冒充的學者(panditas)。 Duskrta有四種︰ 
 
(1) Mudhah－那些猪狗不如的果報工作者。《聖典博伽瓦譚》(3.32.19)描述：

「正如吃糞便的猪拒絕甜飯而大啖糞便，那些被命運欺騙，放棄聆聽主哈瑞題旨

的甘露，投入於無謂閒聊的人最不幸。」除了禽獸之外，誰不想服務至尊主－主

穆昆達？ 
(2) Naradhamah－人渣敗類。儘管履行了奉愛一段時間，得到了人類品質之後，

人渣敗類認為奉愛程序無助於得到所渴求的成果，最後都自願放棄。 
(3) Mayayapahrta-jnanah－甚至鑽研了經典之後，知識都被假象偷去的那些人。

他們認為只有無憂星主拿茹阿央那的形象，才可以作為永恆的服務對象和賜予永

恆奉愛；不可以對茹阿瑪和奎師那等等其他形象永恆地履行奉愛，因為祂們都有

人類形象。至尊聖主在《梵歌》(9.11)說：「當我以我的人類形象顯現時，傻瓜

不尊敬我。」祂說：「他們看起來皈依我，但是其實不曾真的皈依。」  
(4)  Asuram bhavam asritah－「佳茹阿山達(Jarasandha)等等惡魔向我射箭，企圖

傷害我的超然軀體。同樣，邪惡的人透過不合邏輯的辯論，否定我在無憂星的超

然形象，因為祂看來是體困的形象。他們沒皈依我。」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

話：「托庇了惡魔心態之後，四類人不接受皈依給我︰邪惡的(duskrta)、愚蠢的

(mudha) 、人渣敗類 (naradhama) 和知識被假象蒙蔽了的人 (mayayapahrta-
jnanas)。」  
 
(1)  那些邪惡的(duskrta)人過著極不正直的生活。 
(2) 我是道德的當家之神，那些遵循道德規範，卻不托庇我的無神論者是蠢材

(mudha)。 
(3) Naradhamas是人渣敗類。他們認為我只是道德的其中一方面，而不是道德之

主。 
(4) Mayayapahrta-jnanas是知識一直被假象蒙蔽了的那些人。儘管他們研習了

《終極韋達》等等經典，卻仍然崇拜布茹阿瑪和其他半神人。他們不知道我天性



全能，微靈天性永恆有意識知覺，微靈與無活動物質的關係天生短暫，也不知道

微靈作為我的僕人，與我的關係天生永恆。  
 

詩節十六 
 

catur-vidhä bhajante mäà janäù sukåtino’rjuna 
ärtto jijïäsur athärthé jïäné ca bharatarñabha 

 
catur-vidhah－四種；bhajante－崇拜；mam－我；janah－處於規範生活的人；

sukrtinah－虔誠的；arjuna－阿尊那啊；arta－(因疾病、敵人和恐懼)傷心的

人；jijnasuh－求知欲強(渴望自我覺悟)的人；artha-arthi－尋求身體快樂、天堂

享樂和財富的人；jnani－穩守知識的人；ca－和；bharata-rsabha－巴爾塔王朝

之翹楚。 
 
巴爾塔王朝之翹楚啊，有四類虔誠的人履行對我的崇拜︰傷心的人(arta)、求知

欲強的人(jijnasu)、求財者(artharthi)和智者(jnana)。 
 
《要義甘霖》：「那麼，誰對你履行崇拜？」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catur-vidha開
始的詩節，回答這個問題。「Sukrta指那些崇拜我，遵循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

規範守則的人。Arta指的是受病魔等等折磨，透過崇拜我來減輕痛苦的人。

Jijnasu表示『那些渴求自我知識，或透過語法求取經典學術知識，這樣崇拜我的

人』。Artharthi指的是那些渴望在這世界享樂，例如擁有土地、象、馬、美女、

黃金或在天界星球享樂等等而崇拜我的人。內心純粹的思辨家也崇拜我。在這四

種之中，前三種是有果報欲望的居士，第四組是由履行無私活動的棄絕者組成

的。」 
 

這四種人有資格履行以奉愛為主的業報、思辨知識等等程序。前三種履行夾雜了

業報的奉愛，第四種履行夾雜了知識的奉愛。之後，在sarva-dvarani samyamya
詩節(《梵歌》8.12.)會解釋夾雜了瑜伽的奉愛。不過，第七章開首解釋了，毫無

業報或知識的專一奉愛︰mayy äsakta-manäù pärtha(《梵歌》7.1)。稍後，在

ananya-cetäh satatam(《梵歌》8.14)和mahätmänas tu mäà pärtha(《梵歌》9.13)
這兩個詩節，也會解釋專一的奉愛。 

 
在《梵歌》中間的六章(第七至十二章)，至尊聖主解釋了兩種奉愛：以奉愛為主

的業報和知識，還有專一的奉愛。在某程度上，第三個程序雖然也有奉愛，卻是

以業報、知識等等為主(guni-bhuta-bhakti)。這是業報工作者、思辨家和瑜伽師

履行的程序，僅是為了使他們各自的努力達到完美。由於它以業報、知識等等為

主，而不是奉愛本身，因此不能稱之為奉愛。根據以主導元素為事物命名的這個

邏輯(pradhanyena vyapadesa bhavanti)，各種以業報、知識等等為主的奉愛有資

格作為業報、知識或瑜伽。這些程序不歸類為奉愛，因為奉愛並不顯著。 



 
渴求活動結果的後果是天堂星球，無私活動之果則是知識。知識和瑜伽的結果是

解脫。現在正解釋不純粹和專一等等兩種奉愛的結果。  
 

在不純粹的奉愛，那些痛苦的、渴求知識的和渴求財富的人，履行夾雜了業報的

奉愛。因此稱之為渴求活動結果的奉獻者。這類奉愛的唯一結果，是物質欲望的

滿足。由於他們努力追求的目標(奉愛)性質優越，因此最後臻達至尊主所在的同

一星球(salokya-mukti)，那種解脫的特點是以快樂和莊嚴為主。他們不像業報工

作者那樣，在天堂星球享樂之後低墮。稍後說明這點：yänti mad-yäjino ‘pi 
mäm(《梵歌》9.25)。 

 
第四種是夾雜了知識的奉愛，它的結果比夾雜了業報的奉愛更高。那些修習這種

奉愛的人，以中性情感(santa-rati)得到對主的奉愛，例如以桑克(Sanaka)為首的

庫瑪爾四兄弟。透過至尊聖主和祂奉獻者的特別恩慈，這類奉愛最終得到純愛極

好的結果，在蘇卡戴瓦.哥斯瓦米等人身上都看得到。無私地履行夾雜了業報的

奉愛時，就導致夾雜了知識的奉愛，剛剛已解釋過它的結果。 
 

履行那種夾雜了業報或知識的奉愛的人，與同一情感的奉獻者聯誼並產生強烈渴

望，有時會得到僕人和其他情感的純愛。不過，那種純愛以敬畏和尊敬為主。純

粹奉愛(又稱suddha-bhakti、ananya-bhakti、akincana、uttama-bhakti等等)毫無

知識和業報，並有多個修習支部，它的結果是以僕人、朋友等等情感，臻達奎師

那其中一個愛心同遊的地位。《聖典博伽瓦譚》的多部注釋證實這點。這本注釋

也簡略地解釋了，在履行奉愛方面達到終極完美的那種概念，稱為旨在達標的奉

愛(sadhya-bhakti)。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主奎師那所說

的話：「一般來說，惡棍(duskrta)不可能對我履行靈性專注，因為他們不是在逐

步發展意識知覺的這條途徑上。不過，這樣的人有時偶然會得以服務我。在那些

有虔誠善行(sukrti)，過著規範生活的人之中，四種人有資格對我履行靈性專注。  
 

那些從事果報活動的人，受到痛苦折騰時記得我。他們稱為傷心的人。在痛苦之

中，甚至連那些沒虔誠善行的人，有時都記得我。 
 

上一個詩節所述堅守道德的蠢材(mudha)，投入於探討明確真理知識的漸進程

序。這樣，他們感到必需接受至尊主的存在。因為祂是他們的探討對象，因此逐

漸記住我。 
 

人渣敗類接受奉愛，後來又摒棄。他們逐漸對倫理控制者的概念感到不滿，終於

覺悟到真正的道德控制者。然後成為規範奉獻者，由於他們轉向我來實現所渴求

的目標，因此稱為那些渴求財富的人。  



 
當微靈覺悟梵和超靈的知識不完全時，就托庇我的純粹知識。然後就消除了假象

的蒙蔽，知道自己是我的永恆僕人，完全接受我的庇蔭。 
 

那些傷心人的缺點是貪得無厭，諸多渴求；那些求知欲強的人的缺點是偏執於道

學知識；求財者的缺點是力爭臻達天堂星球；思辨家認為與至尊主有關的基礎真

理是短暫的，他們的缺點是渴望與梵合一。消除了這些瑕疵時，這四類人都有資

格履行純粹奉愛。只要他們有這些瑕疵，他們的純粹奉愛都被視為夾雜了另一個

程序。當他們的污染完全消除時，就臻達專一的純粹奉愛。」  
 
這個詩節所用的sukrti這個字表示，「遵循社會階級和靈性晉階的原則，所產生

的虔誠善行」。這些虔誠之人的奉愛夾雜了另一個程序，以四種方式投入服務至

尊主。頭三個例子是夾雜了業報的奉愛。 
 
(1)  傷心的人︰那些被佳茹阿山達俘虜了的國王和被鱷魚抓住的嘎珍鐸

(Gajendra)。 
 

(2)  求知欲強的人︰渴望探討靈魂知識的稍卡和其他聖人。 
 
(3)  求財者︰那些像杜茹瓦等等渴求財富的人。 
 
第四個例子是夾雜了知識的奉愛。 
 
(4) 思辨家：庫瑪爾四兄弟歸入這一類。  
 
夾雜了其他程序的不純粹奉愛，它的定義是以奉愛為主的業報、知識和瑜伽，換

句話說，業報、知識和瑜伽都從屬於奉愛。 
 
專一奉愛的定義如下︰ 

 
anyäbhiläñitä-çünyaà jïäna-karmädy-anävröam 

änukülyena kåñëänu-çélanam bhaktir uttamä 
《Hari-rasamrta-sindhu》(1.1.11)  

除了服務奎師那之外就無欲無求，當智慧毫無(絕對)真理的非人格概念，與定期

(nitya)和偶然或按情況而定(naimittika)的賦定職務、瑜伽、苦行等等毫無關係，

順意地服務奎師那時，就是履行奉愛。 
 

以業報、知識等等為主的奉愛，它的定義就是以業報、知識和瑜伽為主，而不是

以奉愛為主的程序。只是為了有助於臻達天堂星球或解脫才修習奉愛，那麼這樣

的活動僅是稱為karma(業報)，知識稱為jnana(知識)，瑜伽則稱為yoga(瑜伽)。



這些業報、知識和瑜伽都不是純粹奉愛，而是以各種自然形態為主的奉愛。由於

當中的奉愛不顯著，因此夾雜了其他程序的不純粹奉愛，不歸類於奉愛。  
 

總之，因此奉愛有兩種︰專一的和以奉愛為主的。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

爾在他的《聖典博伽瓦譚》注釋－《Sarartha-darsini》，詳細解釋了奉愛真理。

有關這項資料，應該參考《聖典博伽瓦譚》的下列詩節： ätmärämaç ca 
munayo(1.7.10) 、 åte ‘rthaà yat pratéyeta(2.9.34) 、 muktänäm api 
siddhänäm(6.14.5) 、 yävan nå-käya-ratham(7.15.45) 和 ye ‘nye 
‘ravindäkña(10.2.32)。 
 

詩節十七 
 

teñäà jïäné nitya-yukta eka-bhaktir viçiñyate 
priyo hi jïänino’ty-artham ahaà sa ca mama priyaù 

 
tesam－在這些之中； jnani－有識之士；nitya-yuktah－恆常與我相連；eka-
bhaktih－唯獨被我吸引；visisyate－突出的；priyah－親愛的；hi－當然；

jnaninah－對有識之士；ati-artham－非常；aham－我；sah－他；ca－和；

mama－對我；priyah－親愛的。  
 
我那位永恆而專一地依附我的專一奉獻者，是這些有識之士之翹楚，因為他非常

鍾愛我，我也非常鍾愛他。 
 
《要義甘霖》：「在四種有資格履行奉愛的奉獻者之中，哪種最好？」至尊聖主

講述這個以tesam開始的詩節作答。「在四者之中，那些恆常與我聯合的有識之

士最好。透過修習思辨，他們的思維完全受控，因此專心致志。其他三種(傷心

的人等等)不是這樣。」阿尊那然後問：「是不是所有思辨家都因為恐怕求取知

識的努力白費而崇拜你？」至尊主回應說eka-bhakti。Eka表示「主導的」。這表

示「不像其他以知識為主的思辨家，那些以奉愛為主的(pradhani-bhuta)思辨家

對我履行靈性專注。那些僅是依附奉愛的人對奉愛全心全意(bhakti-eka)，他們

只是名義上的思辨家。 
 

思辨家非常鍾愛呈現美麗夏姆遜達爾形象的我。在修習和完美階段，他們都無法

放棄依附這個形象。此外，按照他們對我的皈依程度－ ye yathä mäà 
prapadyante(《梵歌》4.11)－他們非常鍾愛我。」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

話：「當傷心的人、求知欲強的人、渴求財富的人和思辨家毫無瑕疵時，他們全

都成為我全情投入的追隨者。其中，得到純粹知識的思辨家，放棄了思辨知識的

瑕疵，即對解救的響往。然後就賦有奉愛瑜伽，比其他三種奉獻者更優秀。生物



體天生有意識知覺，這表示雖然業報程序淨化所有瑕疵，但是在覺悟生物體的本

性和身份方面，卻與思辨瑜伽所揭示的程度不一樣。最終，透過恭順地與奉獻者

聯誼，每個人都覺悟到他們的本性和身份。在修習階段期間，僅是有知識的奉獻

者才明確地具有專一的純粹奉愛，他們比上述其他三種有資格的人更高。他們是

我純粹的僕人。因此他們非常鍾愛我，我也非常鍾愛他們。」聖蘇卡戴瓦.哥斯

瓦米是這樣的人物。他以前是非人格梵思辨家，但是他在聖維亞薩戴瓦的聯誼之

中，覺悟到至尊主的知識(滿載純愛的奉愛)。在修習階段期間，那些得到純粹知

識的奉獻者，毫無物質主義而極純粹地服務奎師那。 
 

詩節十八 
 

udäräù sarvaù evaite jïäné tv ätmaiva me matam 
ästhitaù sa hi yuktätmä mäm evänuttamäà gatim 

 
udarah－寬宏大量；sarvah－所有；eva－肯定地；ete－這些；jnani－有識之

士；tu－但是；atma eva－我的自我；me－被我；matam－被認為；asthitah－
持久的；sah－那；hi－確實；yukta-atma－恆常都與靈魂相連；mam－在我之

中；eva－肯定地；anuttamam－作為祂不可超越；gatim－(生命的)目標。   
 
這些肯定全都是偉大靈魂，但是我仍然認為有識之士就像我自己的自我一樣親

愛。他對我念念不忘，堅定地托庇我作為他的至尊目的地。 
 
《要義甘霖》：「這表示你不鍾愛傷心人等等其他三種人嗎？」至尊聖主回答

說：「不，不，不是這樣，」並講述這個以udarah開始的詩節。「不管誰渴望領

受我的賞賜而崇拜我，當我賜福他時又欣然接受，我都鍾愛他。我實現了他的願

望之後，他給我這種品質：憐愛我的奉獻者(bhakta-vatsala)。不過，jnani tv 
atmaiva等詞語指的是，那些被視為我自己的自我，我極鍾愛的有識之士。因為

他對我履行靈性專注時，不求任何回報，例如住在天堂星球或解脫等等。以致我

總是受他控制。他就像我自己的自我。這是我的意見。因為他只知道我－夏姆遜

達爾－是至高目的地，他繼續無憂無慮，決心要臻達我。他不托庇我非人格，無

形象的那一面。 
 
我對我的奉獻者總是愛護有加，而這種有識之士賦有不求成果的奉愛，並以奉愛

為主(niskama-pradhani-bhuta-bhakti)，我把他們看作為我的自我。但是賦有純

粹專一奉愛的人，甚至比我自己的自我更親愛。」 
 

《聖典博伽瓦譚》(11.14.15)說：「烏達瓦啊，我非常鍾愛你這個奉獻者。甚至連

我自己的兒子布茹阿瑪或三卡爾、三卡爾薩拿、幸運女神或我自己的形象和本

質，都沒有你那麼親愛。」而且，《聖典博伽瓦譚》(9.4.64)說：「沒有我神聖

奉獻者的聯誼，我甚至不渴求我自己形象和本質的喜樂。」 



 
《聖典博伽瓦譚》(10.29.42) 說，雖然主奎師那樂在自我之中，卻仁慈地與牧牛

姑娘享受逍遙時光。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

話：「當上述四種奉獻者接受專一奉愛時，變得極為崇高。不過，有知識的奉獻

者是在我之內，因為他們比其他人更有決心要覺悟我，即至尊有意識知覺的實

體，也是他們努力臻達的至高目的地。他們對我來說非常親愛，也能完全控制

我。」 
 

由於之前生生世世累積的靈性善行，人們能夠對至尊主奎師那履行靈性專注。那

些反對奎師那的人繼續做非奉獻者，投入於崇拜各種各樣的半神人和女神。因

此，不管存有或是已經擺脫了物質欲望，那些崇拜主奎師那的人都有大智慧。

《聖典博伽瓦譚》(2.3.10)也表明了這點： 
 

akämaù sarva-kämo vä mokña-käma udära-dhéù 
tévreëa bhakti-yogena yajeta puruñaà param 

不管是奉獻者 (akama)、業報工作者 (sarva-kama)、思辨家或瑜伽師 (moksa-
kama)，每個人都得到鼓勵，要以直接的奉愛服務法崇拜至尊人格首神。* 

 
在《Sarartha-darsini》對這個詩節的注釋，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解

釋，udara-dhih這個字的意思是「純粹和大智慧(subuddhi)的」：「崇拜至尊主

是大智慧的徵兆，不管一個人存有或者已經擺脫了物質欲望。缺乏這樣的崇拜，

是不純粹和低下智慧的徵兆。」 
 

享受了所渴求的目標之後，透過至尊主的恩慈或祂奉獻者的恩慈，甚至連那些有

物質欲望的奉獻者，都得以在祂的居所服務祂，擺脫了物質欲望的奉獻者更不用

說。因此他們有大智慧。 
 

詩節十九 
 

bahünäà janmanäm ante jïänavän mäà prapadyate 
väsudevaù sarvam iti sa mahätmä sudurlabhaù 

 
bahunam－許多；janmanam－生生世世；ante－最後； jnanavan－有知識的

人；mam－我的；prapadyate－托庇；vadudevah－瓦蘇戴瓦；sarvam－是一

切；iti－那；sah－那；maha-atma－偉大靈魂；sudurlabhah－ 極稀有。  
 
有意識知覺和無活動的萬物與瓦蘇戴瓦都有關係，具備這知識的有識之士，在千

生萬世之後完全托庇我。這樣的偉大靈魂極稀有。 



 
《要義甘霖》：也許會提出以下問題︰「由於思辨奉獻者認同你的庇蔭是至尊 
目的地，他們肯定會臻達你，但是這樣的思辨家要多久才有資格進入奉愛？」至

尊聖主講述這個以bahunam開始的詩節回答這點。  
 

「vadudevah sarvam表示那些在千生萬世之後托庇我的思辨家，看見瓦蘇戴瓦無

處不在。受到我的意願安排的優良聯誼影響，這些聖人皈依我。依據在這些聯誼

之中領受到的靈性情感，他們皈依我。在數以千計的人之中，思想專注於我的這

種思辨奉獻者非常稀有，更何況是專一(aikantika)的奉獻者，他們更稀有。」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這四種奉獻者(例如傷心的人等等)，對

我奎師那有堅定信心的有識之士是最好的。」在千生萬世之後，有靈性幸運的有

識之士得到純粹偉大奉獻者的聯誼，從而知道主瓦蘇戴瓦的超然形象。他看見至

尊主瓦蘇戴瓦無處不在，這表示他看到萬物與祂都有關係。因此得到對主奎師那

的純粹奉愛。這樣的偉大靈魂極稀有。 
 
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這樣評論這個詩節：「由於對我奉愛，傷心、求知欲

強和渴求財富的奉獻者，享受最高的物質快樂千生萬世。最後，他們不依附這些

物質快樂，在某一生接觸到那些知道我超然形象基本原則的偉大奉獻者。在那聯

誼之中，他們得到我超然形象的知識。只是知道我－奎師那，即瓦蘇戴瓦之子和

絕對真理，他們托庇我。」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修習了千生萬世之後，微靈得

到純粹知識，穩處於超然的意識知覺。在這樣的靈性修習初期，試圖放棄世俗認

同時，他們在某種程度上接受非人格一元論的支援。在這個階段期間，他們對物

質世界生厭，對靈性事物，特別是靈性生命的多樣性卻依然不感興趣。當他們在

永恆有知覺的自我存在方面，及理解靈性生命的特別性質方面有點進步時，就被

多樣化活動所組成的靈性生命吸引而皈依我，即至尊有意識知覺的形象。那時

候，他們明白這個俗世不是獨立的，而是有意識真象、超然領域的歪曲倒影，也

明白與主瓦蘇戴瓦的關係也存在於這個世界。因此，萬事萬物與瓦蘇戴瓦都有關

係。對我有這種皈依態度的那些偉大靈魂非常稀有。」 
 

詩節二十 
 

kämais tais tair håta-jïänäù prapadyante’nya-devatäù 
taà taà niyamam ästhäya prakåtyä niyatäù svayä 

 
kamaih－貪得無厭的欲望，例如渴求財富等等；taih taih－透過他們各種各樣

的；hrta-jnanah－那些知識被偷走的人；prapadyante－崇拜；anya-devatah－其



他神明；tam tam－各種各樣的；niyamam－規則；asthaya－修習；prakrtya－本

性；niyatah－受控的；svaya－被他們自己的。  
 
那些被渴求財富等等各種物質欲望偷走了智慧的人，遵循某一位可以使他們如願

以償的半神人之崇拜規則，試圖消除痛苦。由於本性使然，他們崇拜這樣的半神

人。 
 
《要義甘霖》：「非常好，我理解到，甚至連那些有物質欲望的人，例如傷心的

人，透過對你履行崇拜，都會有某程度的成功，但是那些為了緩解痛苦而崇拜半

神人的人，他們的目的地是哪裏？」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kamais taih開始的詩節

和下列三個詩節，回應這點。「認為太陽神蘇爾亞等等半神人能立即消除疾病等

等痛苦，主維施努卻不可以，那些人喪失了智慧。他們繼續受制於自己的本性，

正是那種不良本性使他們不能皈依我。」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仍然受到各種欲望影響的聰明和幸運的人，

試圖崇拜至尊控制者主奎師那來滿足他們的欲望。當他們如願以償時，憑著祂的

恩慈逐漸對這樣的享樂失去興趣，並且可以崇拜祂。在這方面，《聖典博伽瓦

譚》(2.3.10和5.19.26)以下的詩節值得深思︰ 
 

akämaù sarva-kämo vä mokña-käma udära-dhéù 
tévreëa bhakti-yogena yajeta puruñaà param 

不管是不是無欲無求[奉獻者的情況]，是否渴求所有果報結果或尋求解脫，都應

該努力崇拜至尊人物，達到十全十美，以奎師那知覺圓滿告終。** 
 

yaiù çraddhayä brahiñi bhägaço havir 
niruptam iñöaà vidhi-mantra-vastutaù 

ekah påthan-namabhir ahuto mudä 
grhìäti pürìaù svayam äçiñäà prabhu 

印度[Bharata-varsa]有很多人崇拜半神人，例如因卓(Indra)、月神(Candra)和太

陽(Surya)等等，他們是至尊主任命的多個官員，全都有不同的崇拜方式。認為半

神人是整體－至尊主－的所屬部分，崇拜者把祭品供奉給半神人。因此，至尊人

格首神接受這些供品，滿足他們的欲望和渴求，把崇拜者逐漸提升到奉愛服務的

真正標準。因為主是完全的，儘管崇拜者只是崇拜祂超然軀體的一部分，祂都賜

福他們如願以償。** 
 

由於反對奎師那，以致傻瓜和不幸的人繼續受制於情欲和愚昧形態，以為半神人

很快可以使他們如願。因此他們按照半神人個別的本性，崇拜各個不重要的半神

人，試圖滿足各種物質渴求。因此很快得到所尋求的易毀成果。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只要仍然有各種瑕疵和缺陷，

那些傷心的人等等就會反對我，但是當他們擺脫了物質瑕疵時，自然會對我履行

奉愛。不過，縱使那些托庇我超然形象的人也許貪得無厭，卻不反對我。我在短

時間之內就使他們擺脫所有物質動機。相反，那些反對我的人失去靈性智慧，在

物質渴求驅使下，崇拜特定的半神人，後者能迅速賜予所渴求的不重要事物。因

為受到他們那種愚昧和情欲形態的低等本性驅使而離開我，因此他們不愛我－永

恆，美麗的夏姆遜達爾，即所有靈性存在的化身，並且崇拜特定的半神人，遵循

任何有利於這種崇拜的無謂規則。」  
 

詩節二十一 
 

yo yo yäà yäà tanuà bhaktaù çraddhayärcitum icchati 
tasya tasyäcaläà çraddhäà täm eva vidadhämy aham 

 
yah yah－無論哪個；yam yam tanum－無論哪位半神人形象；bhaktah－[果報的] 
奉獻者；sraddhaya－懷著信心；arcitum－崇拜；icchati－欲望；tasya tasya－對

那位特定的奉獻者；acalam－不動搖的；sraddham－信心；tam－在那個(半神

人)；eva－肯定地；vidadhami aham－我賜予。  
 
無論果報奉獻者想滿懷信心地崇拜哪位半神人，我作為萬物的內在見證者，會使

他對那位特定的半神人有堅定信心。 
 
《要義甘霖》：阿尊那也許會說：「為了使他們的奉獻者吉祥，那些半神人悅納

他們的崇拜，使他們有信心對你奉愛。」至尊聖主回應這點說：「不，不是這

樣。半神人無法使人有信心對半神人自己奉愛，那麼他們又怎能使人有信心對我

奉愛？」因此祂講述這個以yo yo yam開始的詩節。「不管他們想崇拜哪位半神

人，例如我的其中一項富裕－太陽神等等，我－內在見證者和萬物見證者－激發

他們對那位特定的半神人有信心，而不是對我有信心。甚至連那些半神人都無法

使人對我有信心。」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有些人認為，由於他們崇拜半神人，以致心

裏會激起對至尊主奉愛的信心。不過，主奎師那解釋，雖然半神人只是祂自己的

能量(vibhuti)，不論半神人的崇拜者想崇拜哪一位半神人，正是祂作為萬物的內

在見證者，即內在超靈，如其所願地賜予他們對半神人的穩定信心。祂不會在那

些反對祂的人心裏，激起對祂自己的信心。如果半神人無法使他們的崇拜者對半

神人自己有信心，那又怎可以使人對至尊主有信心？ 
 

詩節二十二 
 

sa tayä çraddhayä yuktas tasyärädhanam éhate 



labhate ca tataù kämän mayaiva vihitän hi tän 
 
sah－他；taya sraddhaya－以那信心；yuktah－賦有；tasya－那位半神人的；

aradhanam－崇拜；ihate－努力履行；labhate－他臻達；ca－和；tatah－因此；

kaman－他的願望；maya－被內在見證者形式的我；eva－事實上；vihitan－賜

予；vihitan－唯獨；tan－那些。  
 
賦有這樣的信心，他試圖崇拜那位特定的半神人，從而得以滿足他的願望，讓他

得償所願的其實僅僅是我。 
 
《要義甘霖》：Ihate表示「他履行」。他們崇拜各自的半神人而得償所願，但是

那些半神人其實無法滿足那些願望。因此，至尊聖主說，mayaiva vihitan。「事

實上，僅僅是我實現那些願望。」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有些人認為，如果他們崇拜半神人，就會藉

著那位半神人的恩慈，得到所渴求的成果。但是這個詩節清楚顯示，半神人無法

賜予崇拜半神人的成果。只有當至尊主批准他們的崇拜時，那些半神人崇拜者才

能得到所渴求的結果，但是這些愚昧的人卻無法理解，正是至尊聖主作為內在見

證者使他們如願以償。在這裏看見，半神人甚至無法使自己的崇拜者，對半神人

自己有信心。同樣，除非內在見證者至尊聖主批准，否則他們無法獨立地賞賜果

報活動之果。 
 

詩節二十三 
 

antavat tu phalaà teñäà tad bhavaty alpa-medhasäm 
devän deva-yajo yänti mad-bhaktä yänti mäm api 

 
antavat－易毀的；tu－但是；phalam－成果；tesam－被那些；tat－那；bhavati
－是；alpa-medhasam－智慧不足的人；devan－半神人；deva yajah－半神人的

崇拜者；yanti－得到；bhaktah－我的奉獻者；yanti－得到；mam－對我；api－
但是。  
 
不過，這種智慧不足的人所得的成果短暫易毀。半神人的崇拜者臻達半神人的星

球，我的奉獻者則臻達我。 
 
《要義甘霖》：崇拜半神人所得的結果既易毀又短暫。有人也許會提出問題：

「雖然履行兩種崇拜所作的努力都相等，為甚麼你給半神人崇拜者易毀之果，給

你自己的奉獻者不毀之果？你是至尊主，這肯定不公平。」  
 



至尊聖主回答說：「這不是不公平。那些崇拜半神人的人臻達半神人，我的奉獻

者則臻達我。各自臻達崇拜目標。這其實是公平的。如果半神人自己都不經久，

他們的崇拜者怎會不朽，那些人的崇拜結果又為甚麼會不滅？」因此，這些崇拜

者稱為不甚聰明的。至尊主是永恆的，祂的奉獻者、祂的奉愛和祂的奉愛之果也

一樣。祂們全都永恆。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也許會提出一個問題：「作為祂的富裕

(vibhutis)，半神人也是至尊聖主的肢體，因此崇拜半神人和崇拜至尊主奉獻者之

間沒有差別。如果至尊主自己在崇拜者內裏對膜拜之神萌生信心，又賜予他們果

報活動之果，那麼崇拜這些半神人又有甚麼害處？」   
 

至尊聖主回答這點說：「如果受到某個欲望驅使而托庇半神人，就稱為失去智慧

的人(hrta-jnana)。」  
 

由於他只得到易毀之果，因此說他不甚聰明。某人也許說，因為至尊主賜予祂的

奉獻者永恆結果，卻賜予半神人崇拜者易毀之果，祂不是一視同仁；而是偏私

的。可以回答說，這肯定是公平的，僅是遂其所願，各有所得。因為半神人和他

們的星球都是短暫的，他們的崇拜者在易毀的星球得到易毀之果。不過，崇拜由

永恆、認知和喜樂組成的至尊主奎師那，祂的奉獻者得以在祂的永恆居所永恆服

務祂。因此，儘管懷著物質欲望，那些有智慧的人都崇拜至尊聖主的永恆形象。

他們不崇拜其他半神人和女神。 
 

詩節二十四 
 

avyaktaà vyaktim äpannaà manyante mäm abuddhayaù 
paraà bhävam ajänanto mamävyayam anuttamam 

 
avyaktam－不展現的；vyaktim－展現的形象(人格性)；apannam－像普通人那樣

投生，受到假象能量折磨的人；manyante－認為；mam－我；abuddhayah－沒

智慧的人；param－至尊；bhavam－超然於物質自然的形象、誕生和逍遙時光； 
ajanantah－他們不明白；mama－我的；avyayam－不可毀滅的；anuttamam－

頂尖的。  
 
我不展現又超越世俗存在，沒智慧的人以為我像普通人那樣投生。他們不知道我

的形象、誕生，逍遙時光和品質性質至尊，超卓，不變和超然。 
 
《要義甘霖》：「甚至連那些對《韋達經》等等經典有認識的人，都不知道我的

真理，更何況是那些不甚聰明的半神人崇拜者。布茹阿瑪對我說：『至尊主！主

啊！只有那些從你蓮花足那裏得到一點恩慈的人，才可以理解你的真正榮耀。儘



管其他人長期尋尋覓覓，卻無法理解你。』(《聖典博伽瓦譚》10.14.29)。因此，

除了我的奉獻者之外，每個人都欠缺那理解我實際地位所需的智慧。」  
 

為了傳達這點，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avyaktam開始的詩節。「那些沒智慧的人以

為我是不展現的非人格梵，祂超越世俗層面。因為我生於瓦蘇戴瓦之家，他們以

為我沒有永恆形象，我展現的人形原形也像凡人那樣虛幻。因為他們不知道我的

至高情感、我的超然形象、誕生、逍遙時光等等。那種靈性情感是甚麼性質的？

那是永恆和至尊的。」   
 

《Medini》[梵文字典]說，存在、性質、目的、竭力、誕生、活動、逍遙時光和

目標全都是靈性情感。聖茹帕.哥斯瓦米的《Sri Laghu-bhagavatamrta》確立了，

至尊主的形象、品質、誕生、逍遙時光等等都是無限的，因此是永恆的。聖施瑞

達爾.斯瓦米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我的至高情感，即我的超然形象是不變

的。那個形象永恆，極純粹，由靈性存在(visuddha-sattva)組成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有果報欲望的人不甚聰明。不過，令人非常

驚訝的是，那些精通《韋達經》和《終極韋達》等等經典的人，都不敬重主奎師

那誕生、履行逍遙時光等等的全能逍遙時光形象(lila-maya-svarupa)。雖然祂是

《韋達經》確立的至尊目標，他們卻崇拜祂那個無特徵，不變的梵形象，認為那

才是至尊。這表示他們沒有智慧。 
 

詩節二十五 
 

nähaà prakäçaù sarvasya yogamäyä-samävåtaù 
müòho’yaà näbhijänäti loko mäm ajam avyayam 

 
na－不；aham－我；prakasah－揭示的；sarvasya－對所有人；yogamaya－透過

我的內在能量； samavrtah－覆蓋的；mudhah－愚蠢的；ayam－這些；na 
abhijanati－不明白；lokah－人們；mam－我；ajam－沒出生的；avyayam－和

不可毀滅的。  
 
我不是對所有人展現。對愚蠢的人來說，我被我的瑜伽瑪亞能量遮住；因此他們

不知道我沒出生和不滅的本性。 
 
《要義甘霖》：阿尊那也許會問一個問題：「如果要接受你是永恆的，有永恆形

象、品質和逍遙時光，那麼為甚麼不是時時刻刻都看到這些逍遙時光？」至尊聖

主講述這個以naham這個字開始的詩節，回應這點。「我不是時時刻刻都在每個

國家，在每個人面前展現自己。太陽長存在宇宙，但是當它被蘇瑪茹(Sumeru)山
擋住時，不是每個人時時刻刻都看見。同樣，雖然我和我的品質、逍遙時光和同



遊永恆存在，但是我被我的瑜伽瑪亞覆蓋，因此只是在某個特定的宇宙偶然才看

到我。不是每個人隨時隨地都看到我。」 
 

某人也許會說：「太陽長存在這個宇宙裏的發光體之中，但不是所有國家的每一

個人都同時看見。不過，總是可以在太陽神的居所看見他。同樣，像太陽一樣，

在你居所的那些人恆常都可以看到你。那麼，那些目前身在瑪圖茹阿(Mathura)
和杜瓦爾卡(Dvaraka)等等你的居所的人，為甚麼看不到你？」奎師那回答說：

「如果蘇瑪茹山位於各個發光體中央，太陽就會被擋住，看不見了。同樣，瑜伽

瑪亞恆常都在我瑪圖茹阿等等居所，就像太陽居所裏的蘇瑪茹山一樣。」因此，

並非不斷看到太陽一樣的奎師那。不過，在某些時期，每個人都看得見祂。「因

此那些愚蠢的人不能理解我－夏姆遜達爾，瓦蘇戴瓦之子－在物質上來說，沒有

出生和不變的。雖然我是所有吉祥品質之洋，他們最終都放棄我，崇拜我非人

格，無特徵的那一面，即梵。」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主奎師那和祂的逍遙時光，在哥樓卡.溫達

文永恆展現。祂憐憫普世蒼生，有時透過祂的瑜伽瑪亞能量，與祂的永恆同遊一

起降臨，展現祂永恆的逍遙時光。那些不知道這個真理的人，不能明白這個祕

密。他們認為不展現，非人格的無特徵梵是唯一的絕對真理，而聖名、形象、品

質和活動都屬超然的至尊主，從那個非人格梵展現自己。這裏說這樣的人是傻瓜

(mudha)，因為他們的智慧給蒙騙能量蒙蔽了。 
 
在這裏，應該理解到至尊主有兩種假象能量：瑜伽瑪亞(內在)和大假象(外在)。
瑜伽瑪亞是祂的內在能量，即自身或形象能量，擅於使不可能變得可能。而外在

能量，即大假象則是這瑜伽瑪亞的影子。瑜伽瑪亞安排上演全知(sarva-jna)全能

(sarva-saktiman)至尊主的逍遙時光(yoga)。瑜伽瑪亞讓祂和祂的永恆同遊身處超

然假象而這樣做。一些微靈致力於實踐奉愛修習達到完美，她也安排他們與至尊

主聯合(yoga)。因此，這種能量稱為瑜伽瑪亞。另一方面，大假象迷惑那些反對

至尊主的微靈，以各種活動結果綁住他們。一片雲遮不住太陽；反而只是普世蒼

生的眼睛被遮住，看不見太陽。同樣，大假象無法覆蓋至尊主，只能蒙蔽生物體

的知識，這樣阻礙他們看見祂。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不要以為我之前不展現這個美

麗，永恆-全知-極樂的夏姆遜達爾形象，現在才展現。這個形象是永恆的。雖然

祂就像超然領域自我發光的靈性太陽，但是因為這個形象被瑜伽瑪亞的影子遮

住，以致普通人看不見。由於這覆蓋，以致不甚聰明的人，不能理解我不變的形

象。」 
 

詩節二十六 
 

vedähaà samatétäni varttamänäni cärjuna 



bhaviñyäëi ca bhütäni mäà tu veda na kaçcana 
 
veda aham－我知道；samatitani－過去；vartamanani－現在；ca－和；arjuna 
－阿尊那啊；bhavisyani－將來；ca－和；bhutani－生物，不管動與不動的；

mam－我；tu－但是；veda－知道；na kascana－沒有人。  
 
阿尊那啊，我知道過去、現在和將來所有動與不動的生物，但是沒有人知道我。 
 
《要義甘霖》：「那個無法迷惑她基礎 (我 )的假象，稱為外在迷幻能量

(bahiranga-maya)。內在迷幻能量(antaranga-maya)沒蒙蔽我的知識。」至尊聖主

正講述這個以vedaham開始的詩節解釋這點。「沒有人能夠完全知道我，那些在

這個俗世或在靈性世界的人都不能，甚至連大茹卓(施瓦)等等無所不知的人物也

不能。那個安排奉獻者和至尊主聯合的假象，稱為瑜伽瑪亞。大多數人的知識都

被大假象蒙蔽了；因此無法知道我。」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有人可以會懷疑︰「如果至尊主被瑜伽瑪亞

蒙蔽，祂也一定像生物體那樣陷於假象之中，有愚昧缺陷。」奎師那回答說：

「假象臣服於我的英勇，留在我控制之下，以帷幕的形式從遠處服務我。這假象

無法使我產生任何轉變。」假象無法蒙蔽至尊主的知識。至尊聖主又再強調這

點。「我知道過去、現在和將來的一切，但是甚至連大茹卓等等無所不知的大人

物，都不是完全知道我，因為他們的知識被瑜伽瑪亞蒙蔽了，普通人更不用

說。」因此，普通人不接受夏姆遜達爾.奎師那的人形形象是永恆的。沒有瑜伽

瑪亞的恩慈和庇蔭，儘管對主奎師那的非人格梵或祂的部分擴展－超靈－有認

識，都不可能理解祂的基礎真理和看到祂的逍遙時光。 
 

詩節二十七 
 

icchä-dveña-samutthena dvandva-mohena bhärata 
sarva-bhütäni sammohaà sarge yänti parantapa 

 
iccha-dvesa-samutthena－出於欲望和憎恨；dvandva-mohena－被苦樂形式的二

元性迷惑；bharata－巴爾塔的子孫啊；sarva-bhutani－眾生；sammoham－完全

陷於假象； sarge－在創造之時；yanti－進入；parantapa－阿尊那啊，懲敵者。  
 
巴爾塔的子孫啊，帕然塔帕啊(Parantapa)，在創造之時，眾生完全陷於假象，被

源於欲望和憎恨的苦樂二元性迷惑。 
 
《要義甘霖》：「你的假象迷惑了生物體多久？」至尊聖主意料到這個問題，現

在講述這個以iccha開始的詩節。「Sarga表示『創造』。從開天闢地以來，眾生

已經被迷惑。被甚麼迷惑？被過往的活動所產生的欲望和憎惡。渴求所愛和厭惡



所嫌棄的感官對象而產生的二元性，蒙騙了他們。這方面的例子是榮辱、冷熱、

苦樂和男女。愚昧產生的錯覺所致的名份迷惑了生物體，例如：『我備受尊敬，

因此我快樂』；『我不被尊敬，因此我痛苦』；『這個美女是我的妻子』或『這

個男人是我的丈夫』等等。換句話說，他們深切地依附妻兒等等。那些有這種深

切世俗依附的人，沒資格對我奉愛。正如我對烏達瓦說(《聖典博伽瓦譚》

11.20.8)：『一個人有幸萌生了信心聆聽我的命題，既不厭惡又不過度依附感官對

象，就在奉愛瑜伽達到完美。』」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由於微靈被假象蒙騙了，以致一直喪失了至

尊(主)的知識。那時候，被渴望和憎恨所致的二元性錯覺更深地迷惑，他們對奎

師那更加反感。這點的原因是，在純粹狀態的生物體，以超然感官覲見至尊主的

永恆形象。不過，在物質世界的受條件限制靈魂卻被愚昧征服了，繼續被渴望和

憎恨所致的二元性迷惑。然後就喪失對超然的恰當察知。至尊主展現祂的永恆形

象，憑借祂的靈性能量令生物體的物質眼睛也看得到。儘管如此，這樣的人卻以

為至尊主的本質和原形是短暫的。他們沒有恰當的方法或知識察知祂，因為他們

被假象蒙蔽了。這是他們莫大的不幸。 
 

詩節二十八 
 

yeñäà tv anta-gataà päpaà janänäà puëya-karmaëäm 
te dvandva-moha-nirmuktä bhajante mäà dåòha-vratäù 

 
yesam－他的；tu－但是；anta-gatam－結束了；papam－罪惡活動；jananam－

那些人；punya-karmanam－履行了虔誠活動；te－他們；dvandva-moha－來自

苦樂等等二元性的迷惑；nirmuktah－擺脫了；bhajante－崇拜；mam－我；

drdha-vratah－以堅定的誓言。  
 
不過，那些根除了罪孽的虔誠之人，免於苦樂等等二元性的迷惑，懷著堅定決心

崇拜我。 
 
《要義甘霖》：「那麼誰有資格履行奉愛？」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yesam開始的

詩節解答這點。「一個人的罪孽幾乎被虔誠活動消除時，內裏就泛起善良形態，

減低愚昧形態及其影響－錯覺。當他與我那位不過度依附這個世界的奉獻者聯誼

時，他的錯覺就減少，也自願投入於崇拜我。以對我實踐奉愛服務消除了所有罪

孽，只有那些人才完全擺脫錯覺，懷著極大決心崇拜我。」 
 

僅是虔誠行為不會導致奉愛。至尊聖主在《聖典博伽瓦譚》(11.12.9)說：「雖然

一個人竭盡所能地從事瑜伽、分析研究、佈施、誓言、苦行、祭祀、棄絕和研究

經典，仍然無法得到對我的奉愛。」僅是托庇虔誠活動，無法得到奉愛瑜伽。以

多種形式確定了這點。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有兩種方法能讓受條件限制的靈魂(baddha-
jivas)，專心致志地對至尊主履行靈性專注。首先，受制於蒙騙能量的微靈，雖

然還沒對奎師那履行奉愛，但是也許有幸萌生信心，在奉獻者聯誼之中聆聽主哈

瑞的題旨。然後，不斷聆聽祂聖名、形象和品質的描述，擺脫罪孽和障礙

(anarthas)，不依附俗世。他對奎師那萌生堅定信心，逐漸進入專一的奉愛。 
 

第二種微靈不曾完全棄絕感官對象，但又不過度依附。當這樣的微靈憑著齊天洪

福，得到純粹奉獻者的聯誼時，就履行靈性專注，因此所有罪孽，對感官享樂的

依附和錯覺都統統消除，對靈性專注也穩定不移。達到了這樣的穩定，他們就進

入專一的奉愛。得到奉愛的唯一方法，就是已達完美的靈魂之恩慈和聯誼，還有

自己在履行靈性專注方面的努力。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聽我說怎樣可以有資格覺悟我

的永恆形象。天性有罪而邪惡的人沒有知識，不知道怎樣恰當地看我(vidvat-
pratiti)。履行大量虔誠行為，奉行規範的宗教生活，藉此徹底根除了罪孽的人，

先把賦定職務的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藉此崇拜我。然後進入思辨瑜伽，即

透過超然知識得到靈性進步的途徑，最後透過冥想狂喜地專注於我。那時候才可

以覺悟我永恆，美麗，完全靈性的夏姆遜達爾形象。憑著超然知識得到的那種覺

悟，稱為那種對我有恰當看法的知識(vidvat-pratiti)。只有那些有這種覺悟的

人，才能逐漸擺脫二元性(dvaita)和非二元性(advaita)，可以懷著極大決心對我

履行靈性專注。」 
 

詩節二十九 
 

jarä-maraëa-mokñäya mäm äçritya yatanti ye 
te brahma tad viduù kåtsnam adhyätmaà karma cäkhilam 

 
jara-marana－來自年老和死亡的；moksaya－為了解救；mam－我的；asritya－
托庇；yatanti－盡力；ye te－那些…的人；brahma－靈魂；tat－那(至尊人物)；
viduh－明白；krtsnam－全部；adhyatmam－個體靈魂的本性；karma－果報活

動及物質存在形式的結果；ca－和；akhilam－總數。  
 
那些托庇我，力求從年老和死亡之中得到解脫的人，得到靈魂的知識，即知道生

物體純粹的固有本性，也了解果報活動的原則，這種活動使他們困於物質世界。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之前說，所有渴求活動結果的奉獻者，例如傷心的人等

等，崇拜祂而變得完美。不過，其他崇拜半神人的人等等使自己降級，繼續留在

物質世界。至尊主這樣說，也指那些沒資格崇拜祂的人。  
 



在這裏，至尊聖主在這個以jara開始的詩節，談到第四種渴求活動結果的奉獻

者。「那些透過我奉愛的影響，盡力停止年老和死亡循環，渴望解脫而崇拜我的

瑜伽師，終於能夠完全了解絕對真理(brahma，那就是我永恆美麗的夏姆遜達爾

形象)、自我(adhyatma，即擁有軀體和作為享受者存於體內的靈魂)和業報原則

(生物體怎樣進入這個物質世界)。」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主先解釋頭三種渴求活動結果的奉獻

者，例如傷心的人等等。「他們起初為了實現所求目標而崇拜我。實現了這些目

標，明白到這樣的目標其實痛苦和低下之後，他們毫不依附。最後，得到了聖人

聯誼，他們就成功了，得以專一地為我履行奉愛服務。」在目前的這個詩節，至

尊主正解釋第四種奉獻者，即渴求活動結果的奉獻者，他渴望解脫。「當這種渴

求活動結果的奉獻者，得到我純粹奉獻者的聯誼時，就不求與梵合一，專注於處

於他們至尊主僕人的純粹固有形象。這些渴求活動成果的思辨奉獻者，是真正尋

求解脫的人(mumuksus)。只有這些得到了絕對真理本質的思辨奉獻者，才透徹理

解絕對真理、生物體和業報等等的真理，得到純粹奉愛。」  
 

詩節三十 
 

sädhibhütädhidaivaà mäà sädhiyajïaïca ye viduù 
prayäëa-käle’pi ca mäà te vidur yukta-cetasaù 

 
sa adhibhuta－宇宙粗糙物質元素的基礎真諦；adhidaivam－半神人的基礎真

諦；mam－我；sa-adhiyajnam－所有祭祀的基礎真諦；ca－和；ye－他；viduh
－知道；prayana-kale－在臨終時；api－甚至；ca－和；mam－我；te－他們；

viduh－知道；yukta-cetasah－專心致志於我。  
 
那些知道我是粗糙物質元素(adhibhuta)、半神人(adhidaiva)和祭祀(adhiyajna)的
當家之神或掌管真諦，專心致志於我的人，甚至在臨終時都想著我。 
 
《要義甘霖》：「透過我奉愛的影響，覺悟了我是創造(adhibhuta)、半神人和祭

祀的當家之神，那些人的知識至死都保持完整。與其他人不同，他們按照今生所

履行的業報而在將來得到的那個軀體，對他們的智慧沒有影響。」至尊聖主正講

述這個以sadhibhuta開始的詩節解釋這點。將會在下一章解釋adhibhuta等等詞

語。只有至尊主哈瑞的奉獻者才能透徹地明白祂的真理，藉此跨越假象。這一章

描述了六種這樣的奉獻者。 
 

由此結束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所寫的 
《要義甘霖的注釋)》(令奉獻者快樂並得到所有聖人接受的注釋)， 

顧及明確精微之處的譯文：《聖典博伽梵歌》第七章。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說：「憑我奉愛的力量，知道我是

粗糙物質元素本身、半神人本體和祭祀本身的掌管真諦，那些人在臨終時能夠憶

念我。他們不怕死，因為他們沒有忘記我。」 
 

由此結束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所寫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典博伽梵歌》第七章。 

 
第八章 

 
絕對解救的瑜伽 

(Taraka-Brahma-Yoga) 
 

詩節一 
 

arjuna uväca 
kià tad brahma kim adhyätmaà kià karma puruñottama 

adhibhütaï ca kià proktam adhidaivaà kim ucyate 
 
arjuna uvaca－阿尊那說；kim－甚麼？；tat－那；brahma－靈性本體；kim－甚

麼？；adhyatmam－個體靈魂的本體；kim－甚麼？；karma－活動和反應的本

體；purusottama－至尊人物啊；adhibhutam－粗糙物質要素的基礎；ca－和；

kim－甚麼？；proktam－說是；adhidaivam－天神的主要本體；kim－甚麼？；

ucyate－據說。  
 
阿尊那問︰至尊人物啊，甚麼是靈性真象 (brahma)？甚麼是純粹的自我

(adhyatma) ？ 甚 麼 是 活 動 真 諦 (adhyatma) ？ 這 物 質 展 現 的 基 礎 是 甚 麼

(adhibhuta)？半神人的主要本體又是甚麼(adhidaiva)？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阿尊那在這一章的前兩個詩節，提出七個問

題。這其中六個與 brahma 、 adhyatma 、 karma 、 adhibhuta 、 adhidaiva 和

adhiyajna等等，上一章結尾提及的六個字的真實含意有關。第七個問題是：「感

官受控的人，怎樣在臨終時知道你？」至尊主奎師那在這一章詳細解釋這些題

目，解答阿尊那的所有問題。 
 

詩節二 
 

adhiyajïaù kathaà ko ’tra dehe ‘smin madhusüdana 
prayäëa-käle ca kathaà jïeyo ‘si niyatätmabhiù 

 



adhiyajnah－祭祀之主；katham－怎樣(祂存在嗎)？；kah－誰？；atra－這裏；

dehe－軀體；asmin－在這；madhusudana－瑪杜(Madhu)魔的屠夫；prayana-
kale－在臨終時；ca－和；katham－怎樣？； jneyah－要知道；asi－是你；

niyata-atmabhih－被那些心意自律的人。 
 
瑪杜蘇丹啊，祭祀的當家之神是誰？祂怎樣住在軀體裏？心意受控的人，在臨終

時用甚麼方法知道你？ 
 
《要義甘霖》：至尊主奎師那在這第八章回應阿尊那的問題。這樣，祂也描述夾

雜了瑜伽修習的奉愛。也描述純粹奉愛。 
 

至尊主在上一章的結尾，講述絕對真理等等七個題目。現在，在這一章，在這個

和前一個以kim tad等詞語開始的詩節，阿尊那請教那些題目。祭祀的當家之神是

誰？誰住在這個軀體？怎樣才能夠認識祂？以下詩節給予解答。 
 

詩節三 
 

çré-bhagavän uväca 
akñaraà paramaà brahma svabhävo ’dhyätmam ucyate 

bhüta-bhävodbhava-karo visargaù karma-saàjïitaù 
 
sri bhagavan uvaca－傑出而最富裕的主說；aksaram－不變的；paramam－至尊 
真理；brahma－靈魂；sva-bhavah－生物體的本性；adhyatmam－自我的固有本

性；ucyate－稱為；bhuta－對生物來說；bhava－物質身體的創造等等；

udbhava-karah－那引致；visargah－個體靈魂的物質存在；karma-samjnitah－稱

為業報的。  
 
至尊聖主說︰永恆不滅的至尊真理，確實稱為絕對真理。處於純粹固有狀態的生

物體，稱為純粹自我(adhyatma)，而生物體透過連續的生命物種，經歷誕生、生

長等等的那個轉生程序，稱為業報(karma)。 
 
《要義甘霖》：回答阿尊那的問題時，至尊聖主說絕對真理不滅，永恆至尊。

「嘎爾給(Gargi)啊，博學的婆羅門稱祂為不變的(aksara)」(《巴爾哈-阿然央亞

克奧義書(Brhad-aranyaka Upanisad)》3.8.9)。 
 

Svabhavah︰那些認同自我是(atma)軀體，因而創造物質身體的，稱為受條件限

制狀態的生物體(svabhavah)。 svabhavah這個字也表示「在固有位置的生物

體」，又指那些培養奉愛，讓自己處於純粹狀態，從而臻達超靈的人。在這裏，

svabhavah指的不是受條件限制的生物體，而是純粹生物體，又稱為adhyatma。
根據微靈的意識知覺，生物體在物質存在(visarga)的生死輪迴，導致那些創造人



類和其他身體的粗糙和精微元素(bhuta-bhava-udbhava-karah)。物質存在的循環

是生物體的活動造成的，因此這裏的karma這個字，表示生物體的物質存在。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Brahma表示「不毀滅的」。因為它絕對正

確，因此稱為aksara(不變的)。Aksara-tattva(不變的真理)永恆不滅和不變，又稱

為至尊絕對真理。在這裏，應該明白到只有至尊主奎師那，即具備所有超然屬性

的有知覺真象才是超靈。至尊絕對真理指的不是非人格梵，即祂無特徵的非人格

面貌。雖然aksara這個字指的是至尊的所有三個面貌，即梵、超靈和至尊主，但

是這裏只表示至尊絕對真理，即至尊人格首神(主奎師那)。要詳細理解這個主

題，應該探討《梵歌》15.16-18。主布茹阿瑪的禱文也確立了這點(《聖典博伽瓦

譚》 10.14.32)：  
 

yan-mitraà paramänandaà pürëaà brahma sanätanam 
主奎師那是完全而永恆的絕對真理，祂的形象是至尊喜樂組成的，祂是他們的朋

友。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19.96)也引用了這一句：   
 

aham iha nandaà vande yasyälinde paraà brahma 
我永遠崇拜南達大君，至尊絕對真理作為他的兒子，正在他的院子裏玩耍。 

 
Adhyatma表示svabhavah，即「在無瑕狀態的微靈，與無活動的物質毫無接

觸」。svam bhavahyati表示接觸和認同軀體，以致有「我是這個粗糙軀體」之概

念。svabhavah或svam bhavahyati有另一個含意，指的是培養對至尊主奉愛的生

物體。聖足巴拉戴瓦 .威迪亞布善拿也把svabhavah這個字翻譯為jivatma(生物

體)：「jévätmänaù sambandhé yo bhävo－與生物體有關的存在(bhava)，稱為

svabhavah。」那同一個生物體托庇軀體，認為自己是感官對象的享受者。因此

adhyatma這個字指的是生物體。 
 
Visarga表示「透過供奉物質材料取悅半神人而履行的祭祀。」這導致粗糙和精微

元素，然後又以生物體粗糙身體的形式，創造物質世界。應該明白這是生物體的

物質存在(visarga)。 
 

詩節四 
 

adhibhütaà kñaro bhävaù puruñaç cädhidaivatam 
adhiyajïo ‘ham evätra dehe deha-bhåtäà vara 

 
adhibhutam－五種粗糙元素的展現；ksarah－易毀的；bhavah－本性；purusah  
－宇宙形象；ca－和；adhidaivatam－半神人的原初之主；adhiyajnah－內在超



靈(祂激發所有人履行祭祀等等活動)形式的祭祀之主；aham－我；eva－確實；

atra－這裏；dehe－在物質軀體裏；dehe-bhrtam－體困生物的；vara－最好的

啊。  
 
阿尊那啊，體困生物之翹楚，一切易毀之物稱為五種粗糙元素的展現

(adhibhuta)，宇宙形象則稱為所有半神人的當家之主(adhidaiva)。唯有我才是祭

祀之主，作為內在見證者位於軀體裏，我也激勵一個人從事祭祀等等活動。 
 
《要義甘霖》：adhibhuta指的是罐子和布等等易毀之物。根據《Nirukta》字典

所述，adhidaiva指的是維施努的宇宙形象，祂掌管太陽神等等半神人。「我以我

內在超靈的部分擴展，激勵祭祀等等活動；因此我是祭祀之主。」至尊聖主預料

到這個懷疑：「你怎樣處於祭祀之主這個地位？」，因此講述aham eva等詞語－

只有我。「從與我沒有分別的超靈擴展之中，只認識到我。與生物體不一樣，我

的全權部分－超靈，與我沒有分別。生物體是與我分開的部分，而與我沒有分別

的超靈，則是我直接的人格擴展(svamsa)。因為你是我的朋友，因此你是所有體

困生物之翹楚。」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在這裏回答阿尊那的其中三個問

題︰ 
 

Adhibhuta︰罐子或布等等東西難登大雅之堂，易毀和時刻改變，接受生物體的

支援而存在。 
 
Adhidaiva︰完整的宇宙生物(virat-purusa)稱為adhidaiva，因為祂統治半神人。 

 
Adhiyajna：adhiyajna這個字指的是，那位作為全面遍透的超靈，位於微靈體

內，激發起履行祭祀等等活動的人物。全面遍透的超靈也賜予活動結果。內在超

靈是至尊主奎師那人格性的全權部分。《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4.6)說：  
 

dvä suparëä sayujä sakhäyä samänaà våkñaà pariñasvajäte 
tayor anyaù pippalaà svädv atty anaçnann anyo ’bhicäkaçéti 

牛奶之洋維施努(Ksirodakasayi)和生物體就像兩只友好的鳥兒，住在榕樹的樹枝

上，榕樹好比這短暫的物質軀體。生物體根據他的活動品嚐大樹的水果，另一只

鳥兒－超靈，僅是目睹生物體的活動，不參與享用水果。 
 
在《聖典博伽瓦譚》(2.2.8)，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也說︰  
 

kecit sva-dehäntar-hådayävakäçe  
prädeça-mätraà puruñaà vasantam 



一些瑜伽師憶念那位只有拇指(pradesa-matra purusa)大小，位於他們心穴的人

物。 
 

聖施瑞達爾.斯瓦米翻譯了pradesa-matra這詞語，意思是拇指到食指尖之間的距

離。聖恰誇瓦爾提.塔庫爾說：「憑著祂不可思議的能力，祂作為十五歲的少年

位於內心。」而且，《卡塔奧義書》 (2.1.12)說：「anguñöha-mätraù puruño 
madhya ätmani tiñtùati－內在的至尊人物有如拇指大小，位於內心。」 
 
這證據全都證明，超靈位於普通微靈內心，佔了拇指大小的空間。不過，奎師那

自己以十五歲少年的形象，位於祂特別的奉獻者心內。例如，那個位於比爾瓦曼

嘎爾(Bilvamangala)心內，全面遍透的超靈，正是超然少年主奎師那自己︰  
 

cintämaëir jayati somagirir gurur me  
çikñä-guruç ca bhagavän çikhi-piccha-mauliù 

《Sri Krsna-karnamrta》[吉祥禱文(Mangalacarana)]  
所有榮耀歸於祺塔曼妮(Cintamani)，我視她為我的靈性導師，她儘償所願。所

有榮耀歸於我的靈性導師蘇瑪嘎瑞(Somagiri)，還有我的訓示靈性導師－至尊主

奎師那，祂的頭髮上有一根孔雀毛，祂在我心裏。 
 

在阿尊那心裏的內在之主，正是他戰車上那同一位青春永駐的主奎師那本人。 
 

詩節五 
 

anta-käle ca mäm eva smaran muktvä kalevaram 
yaù prayäti sa mad-bhävaà yäti nästy atra saàçayaù 

 
anta-kale－在臨終時；ca－和；mam－我；eva－獨自；smaran－憶念；muktva
－放棄了；kalevaram－軀體；yah－他；prayati－在死亡時離開；sah－他；mat-
bhavam－我的本性；yati－得到；na－不；asti－有；atra－就此而論；samsayah
－懷疑。  
 
在臨終時只想著我一個，這樣離開軀體的人，肯定得到我的本性。這點毫無疑

問。 
 
《要義甘霖》：「在離開軀體時，怎樣才可以知道你？」至尊聖主回答阿尊那的

問題說：「一個人憶念我，就可以知道我，但是決不能好像了解罐子和布等等物

質事物一樣透徹地認識我。」這種憶念至尊主形式的知識有幾種？以下四個詩節

解釋了這點。 
 

詩節六 



 
yaà yaà väpi smaran bhävaà tyajaty ante kalevaram 

taà tam evaiti kaunteya sadä tad-bhäva-bhävitaù 
 
yam yam－不論；va api－任何事情；smaran－憶念；bhavam－深思；tyajati－
放棄；ante－在最後一刻；kalevaram－軀體；tam tam－那同一個(狀態)；eva－
肯定地；eti－得到；kaunteya－琨緹之子啊；sada－恆常；tat－那的；bhava－
深思；bhavitah－專注於。  
 
琨緹之子啊，在放棄物質軀體時想起甚麼，由於總是全神貫注於這樣的深思，所

以肯定會再次臻達那同一個狀態。 
 
《要義甘霖》：「正如專一地憶念我，就會臻達我，同樣，不管想著甚麼或哪個

人，也相應地臻達那個狀態。」至尊聖主正講述yam yam這些詞語來解釋這點。

由於不斷冥想，憶念某個存在狀態，人們於是全神貫注其中。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臨終時憶念至尊主，就得到祂的本性。 
[在臨終時]憶念其他生物和對象，同樣也會得到相應的本性。巴爾塔大君在臨終

時想著雛鹿，來生就領受到鹿的軀體。因此，在臨終時必須心無雜念，只憶念至

尊主。要得到這樣的意識知覺，自出娘胎就必須盡力朝著這個方向。雖然巴爾塔

大君是優秀的奉獻者，處於靈性情感的層面，卻因主的意願再投生為小鹿，警惕

人類，以儆效尤。然後，由於他記得他的前生，因此在接著的兩次誕生都完全避

開物質主義者的聯誼。他這樣繼續培養奉愛。受制於活動結果的普通微靈，應該

以巴爾塔大君為鑑，不應該認為他好像普通微靈那樣受制於活動結果，在他足下

干犯任何過失。  
 

《聖典博伽瓦譚》也敘述普然贊(Puranjana)的故事，全因他在臨終時想著一個女

子，來生就得到女兒身。實際上，我們一生所做的事，全都影響我們臨終時的意

識知覺，我們因此又再投生。因此修習者在今生應該唸誦聖名和修習純粹奉愛，

以致在臨終時，對至尊主的熱切憶念會在吉祥之途引領他們。 
 

詩節七 
 

tasmät sarveñu käleñu mäm anusmara yudhya ca 
mayy arpita-mano-buddhir mäm evaiñyasy asaàçayaù 

 
tasmat－因此；sarvesu－所有；kalesu－時間；mam－我；anusmara－憶念；

yudhya－戰鬥；ca－和；mayi－對我；arpita－供奉了；manah-buddhih－以心

意和智慧；mam－我；eva esyasi－你肯定會得到；asamsayah－無疑。  
 



因此，你應該恆常憶念我和戰鬥。把你的心意和智慧致力於我，毫無疑問，你會

臻達我。  
 
《要義甘霖》：心意是sankalpatmaka，意思是它能夠專注於某個特定動機。

Buddhi表示「智慧」，「vyavasayatmika」則表示「堅決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因此，恆常憶念我的本性是至尊主，並按

照你自己後天得到的戰士品性，戰鬥吧。這樣，你堅決的心意和堅定的智慧就會

專注於我，因為你皈依我，因此你肯定會臻達我。」  
 

詩節八 
 

abhyäsa-yoga-yuktena cetasä nänya-gäminä 
paramaà puruñaà divyaà yäti pärthänucintayan 

 
abhyasa-yoga-yuktena－從事瑜伽修習；cetasa－以心意；na anya-gamina－不偏

離的；paramam－那位至尊；purusam－人；divyam－神聖的；yati－臻達；

partha－阿尊那啊，帕瑞塔之子；anucintayan－不斷深思。  
 
帕爾塔啊，從事這瑜伽修習，不斷深思至尊神聖之人，不准心意徘徊到其他地

方，肯定會臻達我。 
 
《要義甘霖》：「如此一來，在有生之年修習憶念我的人，在臨終時自然會記住

我，他會臻達我。因此，唯有憶念我才是心意的至尊瑜伽。」至尊聖主正講述這

個以abhyasa-yoga開始的詩節解釋這點。「Abhyasa表示『修習不斷憶念我』，

yoga則表示『專心致意於這樣的修習，不追求不同的感官對象。持恆地以這種堅

定不偏的注意力憶念我，將能夠征服心意的本性。』」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為了得以不斷地繼續靈性專注(像一道源源

不絕的油那樣)，必須從事持恆的修習。不斷修習並從其他感官對象那裏撤回心

意，將能夠讓心意憶念至尊聖主。在一生之中不斷修習憶念主奎師那，一個人將

能夠征服分神的心意，使他從而在臨終時憶念奎師那。《聖典博伽瓦譚》

(11.20.18)也說明了這點：「abhyäsenätmano yogé dhärayed acalaà manaù－瑜伽

師應該透過修習穩定心神。」要進一步研讀這個題目，可以參考《梵歌》12.9。 
 

詩節九至十 
 

kavià puräëam anuçäsitäram  
aëor aëéyäàsam anusmared yaù 

sarvasya dhätäram acintya-rüpam  



äditya-varëaà tamasaù parastät 
prayäëa-käle manasä’calena  

bhaktyä yukto yoga-balena caiva 
bhruvor madhye präëam äveçya samyak  

sa taà paraà puruñam upaiti divyam 
 
kavim－全知的；puranam－沒有開始的；anusasitaram－祂是萬事萬物的控制

者；anohh－比最精微的；aniyamsam－更精微；anusmaret－應該憶念；yah－
他；sarvasya－每個人的；dhataram－創造者；acintya-rupam－祂的形象超越物

質概念；aditya varnam－祂像太陽一樣自我發亮；tamasah－對假象和愚昧；

parastat－超然的；prayana-kale－在臨終時；manasa－心意；acalena－以堅定不

偏的；bhaktya－透過奉愛；yuktah－聯合；yoga-balena－憑著瑜伽力量；ca－
和；eva－確實；bhruvoh－眼眉；madhye－之間；pranam－他的生命氣；

avesya－專注於；samyak－完全；sah－他；tam－祂；param－至尊；purusam－

人；upaiti－臻達；divyam－神聖。  
 
應該憶念那位至尊人物，祂全知而永恆，是至尊控制者，祂的存在比最精微的更

精微，是每個人的創造者，祂的形象不可思議，像太陽一樣自我發亮，祂超然於

這個物質自然。在臨終時，以瑜伽的力量把生命氣完全專注於兩眉之間，以堅定

不偏的注意力和完全的奉愛集中於祂，肯定會臻達祂。 
 
《要義甘霖》：沒持恆地修習瑜伽，就不可能從感官對象撤回心意。沒不斷修習

瑜伽，就不可能憶念至尊聖主。夾雜了任何一類瑜伽的那種奉愛，稱為夾雜了瑜

伽的奉愛。至尊聖主在這裏以kavim開始的下列四個詩節，解釋這點。Kavim表

示「全知的」。桑卡等等聖人無所不知，他們的全知本性卻不是時時刻刻都無限

的。因此至尊聖主用puranam(沒有開始)這個字。雖然內在見證者無所不知，也

沒有開始，卻不傳授奉愛訓示。因此至尊主正在說anusasitaram，意思是祂透過

主茹阿瑪和主奎師那等等人格化身，仁慈地傳授奉愛訓示。這種仁慈人物的真理

極難理解。 
 

至尊聖主說祂比最精微的更精微。這表示祂像微靈那樣極微小嗎？祂說sarvasya 
dhataram來澄清這點。「我是萬物的維繫者，因為我全面遍透，我的大小毫無限

制；因此我不可思議。」雖然祂有人形的形象，但是祂解釋，祂的展現與祂沒有

分別。Aditya-varnam表示，祂像太陽一樣啟明祂自己和其他人。祂超越物質自

然(tamasah)，雖然祂是假象能量的主人，卻超越假象。在臨終時，瑜伽師以堅

定不偏的心意憶念祂。在有生之年實踐了這種修習，這些瑜伽師得到祝福，有力

量不斷憶念祂。心意怎樣達到這種穩定？至尊主說：「他不斷修習瑜伽而得

到。」「哪種瑜伽？」祂回答：「把生命氣專注於雙眉之間的那種瑜伽。」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上一個詩節提到，在臨終時憶念至尊聖主，

現在這個詩節解釋，那個可以這樣做的程序。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當我解釋冥想至尊人物的程序

時，請聽著。祂全知，永恆，沒有開始，對世俗智慧來說不可思議。祂是最小

的，卻又是維繫每個人的至尊控制者。祂以祂美麗的人形形象永恆存在。祂超越

物質自然，因為祂像太陽一樣自我發亮，因此祂的膚色使祂的形象熠熠生輝。透

過奉愛穩定了心神，一個人憑借他的瑜伽修習，把生命氣專注於雙眉之間，離開

軀體時就臻達那個神聖的至尊人物。為了確保對至尊人物的注意力不會因臨終時

的痛苦而分神，於是傳授了這個瑜伽系統。」 
 

詩節十一 
 

yad akñaraà veda-vido vadanti  
viçanti yad yatayo véta-rägäù 

yad icchanto brahmacaryaà caranti  
tat te padaà saìgraheëa pravakñye 

 
yat－它；aksaram－不可毀滅；veda vidah－那些精通《韋達經》的人；vadanti
－談到；visanti－進入；yat－進入那個；yatayah－棄絕者；vita-ragah－他們毫

無物質依附；yat－它；icchantah－欲望；brahmacaryam－貞守；caranti－他們

修習；tat－那；te－對你；padam－狀態或對象(值得達到的)；sangrahena－總

的來說；pravaksye－我會描述。  
 
現在我會握要地告訴你終極目標，那些精通《韋達經》的人說它不可毀滅。那些

完全沒有物質欲望，處於棄絕階級的人，還有那些渴望臻達那個境界的人，和那

些奉行貞守之誓的人，都進入那裏。 
 
《要義甘霖》：有人也許會問：「僅是把生命氣集中於雙眉之間，就能夠知道祂

嗎？這是哪種瑜伽？甚麼是獨誦(japa)？甚麼是冥想對象？甚麼是終極目標？請

簡單解釋這些。」預料到這些問題，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yad開始的詩節，還有

接著的兩個詩節。「唵，即絕對真理的聲音展現 (omkara)，是不滅的音振

(aksara)，與絕對真理完全一樣。那些知道《韋達經》的人宣告這點。苦修者進

入唵的音節，即那個不滅的真象。當我解釋這個目標是甚麼和怎樣可以達標時，

請聽著。」 
 

詩節十二至十三 
 

sarva-dväräëi saàyamya mano hådi nirudhya ca 
mürdhny ädhäyätmanaù präëam ästhito yoga-dhäraëäm 



om ity ekäkñaraà brahma vyäharan mäm anusmaran 
yaù prayäti tyajan dehaà sa yäti paramäà gatim 

 
sarva-dvarani－軀體的所有閘門；samyamya－阻擋；manah－心意；hrdi－在心

內；nirudhya－限制了； ca－和；murdhni－在頭頂； adhaya－專注於； 
atmanah－靈魂的；pranam－生命氣；asthitah－情況；yoga-dharanam－為了自

我覺悟的神定；om－神聖的音節唵；iti－因此；eka aksaram－那一個(即完全和

包羅萬象的)音節；brahma－至尊絕對真理；vyaharan－說；mam anusmaran－ 
遵循靈性導師的指導憶念我；yah－他；prayati－步向死亡；tyajan－放棄；

deham－軀體；sa yati－他臻達；paramam－至尊；gatim－目的地。  
 
關閉所有感官的出口，阻隔感官對象，把心意局限在心裏，把生命力集中於雙眉

之間，透過持恆的瑜伽修習，深入地全神貫注於以超靈為目標的神定，重複至尊

人物的聲音展現－音節唵，放棄軀體時冥想著我，瑜伽師就臻達至尊目的地。 
 
《要義甘霖》：解釋這種瑜伽時，至尊聖主講述以上兩個以sarva-dvarani開始的

詩節。「透過抑制眼睛等等所有感官，阻隔它們的外在感官對象；把心意局限在

心裏，不渴求任何感官對象；把生命氣集中於雙眉之間；托庇我的形象，從我的

腳開始一直冥想到我的頭；唱誦音節唵，祂與至尊絕對真理完全一樣；唵就是

我，放棄軀體時不斷冥想著唵的含意，一個人就得以住在我自己的居所(salokya-
mukti)，從而臻達這個至尊目的地。」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唵是至尊絕對真理的聲音展現。《聖典博伽

瓦譚》(2.1.17)也說：「abhyasen manasä çuddhaà trivåd-brahmäkñaraà param－

應該履行這修習，在心裏默默重複至尊絕對真理聲音展現(pranava)的純粹形象，

那是『a』、『u』和『m』三個字母所組成的。」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在《永恆的主采坦亞經》說：  

 
praëava ye mahä-väkya-éçvarera-mürti 
praëava haite sarva-veda, jagate-utpatti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6.174) 
 
還有︰ 

 
praëava se mahä-väkya vedera nidäna 

éçvara-svarüpa praëava sarva-viçva-dhäma 
《主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7.128) 

 



至尊絕對真理的聲音展現(音節唵)是所有《韋達經》的精華，也是最偉大的音節

[(maha-vakya)音振]。其他曼陀全都有各種限制。至尊絕對真理的聲音展現，與

至尊主的人格形象完全一樣。所有《韋達經》和這個宇宙都是那個音振產生的。

這個聲音展現的音振是《韋達經》的精華。祂是至尊主的靈性形象和整個宇宙的

基礎。 
 

詩節十四 
 

ananya-cetäù satataà yo mäà smarati nityaçaù 
tasyähaà sulabhaù pärtha nitya-yuktasya yoginaù 

 
ananya-cetah－沒有任何別的想法；satatam－不斷地；yah－他；mam－我；

smarati－憶念；nityasah－每天；tasya－對於他；aham－我；su-labhah－易於

得到；partha－阿尊那啊，帕瑞塔之子；nitya-yuktasya－持恆地從事；yoginah
－超然主義者。  
 
帕爾塔啊，每天持恆地憶念我，心無雜念，這樣的瑜伽師易於臻達我。 
 
《要義甘霖》：《梵歌》7.16(jarä-maraëa-mokñäya)至《梵歌》8.8已經解釋了，

夾雜了果報活動的奉愛。《梵歌》8.9(kavià puräëam)則解釋夾雜了瑜伽的奉

愛、夾雜了另一程序並以它為主的奉愛，還有它們的主導因素，即業報、知識和

瑜伽。現在，至尊聖主在這個以ananya-cetah等字句開始的詩節，解釋純粹超然

的奉愛，它比其他各種瑜伽更高。「不計較時間、地點或情形的純粹度，心意沒

被業報、知識和瑜伽吸引，不崇拜半神人或努力實現任何其他目標，例如住在天

堂星球或解脫，每天不斷憶念我，這樣的奉獻者易於臻達我。這些奉獻者將不必

承受，修習瑜伽、知識等等的時侯所經歷的痛苦。nitya-yuktasya這個詞語指的

是，恆常渴望與我聯合的人。」如果懷疑至尊主將來也會否易於臻達，祂回答：

「對他來說，我總是易於臻達的。」yoginah表示「賦有奉愛瑜伽的人，那就

是，例如以僕人(dasya)或友誼(sakhya)關係，與主奎師那連繫的人。」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

話：「從《梵歌》7.16至7.28，我解釋了傷心的人、求知欲強的人、那些渴求財

富的人和有識之士所履行的，夾雜了業報和知識的奉愛。我在《梵歌》(7.29)解
釋了生、死和解脫。換句話說，我指導了你，以奉愛為主的業報和知識的奉愛性

質。從kavià puräëam這個詩節(《梵歌》8.9)，我解釋了夾雜了瑜伽的奉愛，即

以奉愛為主的瑜伽(yoga-pradhani-bhuta-bhakti)的性質。我在這些詩節之間，給

了一些有關專一奉愛的線索，只是讓你領略一下。現在，當我解釋專一奉愛的性

質時，請聽著。永遠與我聯合，抑制心意，不讓它受到所有別的對象吸引，只是

憶念我，專一地致力於我，這樣的奉愛瑜伽師輕易臻達我。換句話說，履行夾雜

了業報或知識的奉愛，極難臻達我。要了解這點。」 



 
詩節十五 

 
mäm upetya punar janma duùkhälayam açäçvatam 

näpnuvanti mahätmänaù saàsiddhià paramäà gatäù 
 
mam－我；upetya－得到了；punah janma－再生；duhkha-alayam－那是痛苦之

洋；asasvatam－短暫的；na apnuvanti－得不到；mahatmanah－偉大靈魂；

samsiddhim－十全十美；paramam－最高的；gatah－臻達了。  
 
得到了我，偉大靈魂不再接受另一次短暫的誕生，那是痛苦之源，因為他們得到

了最高的完美。 
 
《要義甘霖》：「那些得到你的人會怎樣？」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mam開始的詩

節作答。「他們不必接受另一次短暫而充滿痛苦的誕生。相反，他們得到像我一

樣的誕生，永恆而充滿喜樂。」根據《阿含經(Amara-kosa)》(字典)所述，

sasvata、dhruva、nitya、sadatana和sanatana全都是同義詞。「當我極樂、永恆

和超然地投生在瓦蘇戴瓦的家時，我的永恆同遊(我的奉獻者)也誕生。他們不投

生在任何別的時間。」paramam這個字有特殊意義。「其他類型的奉獻者達到十

全十美(samsiddhi)的境界，但是那些僅是專心致志於我，一心一意(ananya-cetah)
的人，甚至臻達更高的完美(paramam samsiddhim)。那就是說，他們成為我逍遙

時光裏的同遊。」因此確立了，只是專心致志於主奎師那，心無雜念的奉獻者，

比之前所述的奉獻者更高。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那些對業報、知識、瑜伽等等都已經不感興

趣，也不曾托庇各種各樣的半神人，反而只是懷著專一奉愛崇拜奎師那的人，肯

定會臻達祂。擺脫了誕生和果報活動的束縛，他們不必接受另一次痛苦而短暫的

誕生，而是永恆全神貫注於服務奎師那。正如《蓮花宇宙古史(Padma Purana)》
說 (在《 Hari-bhakti-vilasa 》 10.113 引用的 )：「 na karma-bandhanaà janma 
vaiñëavänäï ca vidyate viñëor anucaratvaà hi mokñam ähur manéñiëaù－對於偉

大奉獻者來說，沒有業報束縛這回事。因為偉大奉獻者成為了維施努的同遊，那

些知道真理的人，說他們有資格解脫。 」 
 

履行專一奉愛或自發奉愛，至尊主專一的奉獻者臻達至尊完美。那就是，透過覺

悟他們永恆的本性和身份，進入靈性世界(vastu-siddhi)，他們算得上是主奎師那

逍遙時光裏的同遊，投入於服務祂。當祂是時候顯現時，他們也像祂那樣顯現，

滋潤祂的展現逍遙時光。 
 

詩節十六 
 



ä-brahma-bhuvanäl lokäù punar ävarttino ’rjuna 
mäm upetya tu kaunteya punar janma na vidyate 

 
a-brahma-bhuvanat－從布茹阿瑪星；lokah－星球；punah－再次；avartinah－
回到；arjuna－阿尊那啊；mam－我；upetya－得到了；tu－但是；kaunteya－
琨緹之子；punah－再次；janma－誕生；na－不；te－有。  
 
阿尊那啊，這個宇宙裏的所有星球，上至主布茹阿瑪星，都是生死連綿之地，但

是琨緹之子啊，臻達我的人決不再投生。 
 
《要義甘霖》：「事實上，所有微靈，甚至連那些極有虔德的人都投生，我的奉

獻者卻不投生。」以a-brahma開始的詩節是為了解釋這點而講述的。住在任何星

球，上至薩提亞星(Satya loka)，即主布茹阿瑪星球的微靈，都必須再投生。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

話：「從布茹阿瑪星，即薩提亞星，到最低等的星球，全都是短暫的。那些星球

的微靈也許會再次投生，但是以我為專一奉愛的對象，僅是托庇我，這樣的人不

再投生。」這不是說業報瑜伽師、八部瑜伽師和那些托庇不純粹奉愛的人，不再

誕生。這暗示，專一的奉愛是這所有程序的終極成果或完美，逐步臻達這個專一

奉愛的境界，就可以擺脫輪迴再生。 
 

詩節十七 
 

sahasra-yuga-paryantam ahar yad brahmaëo viduù 
rätrià yuga-sahasräntäà te ’ho-rätra-vido janäù 

 
sahasra-yoga－一千個四年代周期(一個周期等於四百三十二萬年)；paryantam－

包括；ahah－一天；yat－它；brahmanah－布茹阿瑪的；viduh－他們知道；

ratrim－他的夜晚；yuga-sahasra-antam－為時一千個時代；te－那些；ahah-
ratra-vidah－知道他的白天和夜晚的人；janah－人們(通曉《韋達經》)。 
 
那些知道布茹阿瑪日與夜真理的人，明白他的白天為時一千個四年代周期，他的

夜晚也為時相若。 
 
《要義甘霖》：一個人也許會懷疑《聖典博伽瓦譚》(2.6.19)所述的：「在三個星

系[地球、太陽和天堂(Bhur、Bhuvah和Svarga)]之上是瑪哈爾星(Mahar-loka)，
瑪哈爾星之上則是贊、塔帕和薩提亞這三個星球。這三個星球看來都沒有死亡，

蘊含維生所需的一切，毫無恐懼。」有些人說布茹阿瑪星沒有恐懼，甚至連棄絕

僧都想住在那裏。「這表示住在那個星球的人，決不會從那裏低墮嗎？」預料到

這個問題，至尊聖主說：「不，這不是真的。那個星球的主人－布茹阿瑪－自己



都難免一死，其他人更不用說。」為了進一步澄清這點，祂講述這個以sahasra開
始的詩節，它說那些知道經典的人明白，布茹阿瑪的一天等於一千個四年代周期

(合共四十三億二千萬年)，他的夜晚為時相若。在一百年這些布茹阿瑪日子的極

長壽元之後，他倒下和死亡，不過，那一位偉大奉獻者布茹阿瑪將會得到解脫。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按照人類的

計算方法，布茹阿瑪的一天等於一千個四年代周期，他的夜晚為時相若。如此一

來，這樣活了一百年之後，布茹阿瑪就倒下或死亡。不過，那些致力於至尊聖主

的布茹阿瑪得到解脫。如果布茹阿瑪的情況是這樣，那麼臻達了他星球的棄絕僧

怎會永恆無畏？不可能的。他們也註定要再次投生。」 
 

詩節十八 
 

avyaktäd vyaktayaù sarväù prabhavanty ahar-ägame 
rätry-ägame praléyante tatraivävyakta-saàjïake 

 
avyaktat－來自不展現的；vyaktayah－個別的體困生物； sarvah－所有；

prabhavanti－變得展現；aha-agame－當白天來臨時；ratri-agame－當夜晚來臨

時；praliyante－他們消失；tatra eva－那時候；avyakta-samjnake－進入那個稱

為不展現的(狀態)。 
 
在布茹阿瑪的白天開始時，眾生從不展現的成因展現，在他的夜晚降臨時，進入

同一個不展現成因而消失。 
 
《要義甘霖》：地球、太陽和斯瓦星(Svah)三個低等星球的那些居民，在布茹阿

瑪的每一天都難逃一死。至尊聖主因此而講述這個以avyaktad這個字開始的詩

節。聖足瑪杜蘇丹.薩茹阿斯瓦提說：「在布茹阿瑪一天的創造和毀滅循環裏，

天空元素每天都存在。」因此，在這個詩節的avyakta這個字，指的不是物質自

然的不展現狀態；它表示布茹阿瑪的夜晚。 
 

布茹阿瑪的白天源於那個不展現的成因，即他的夜晚，展現軀體、感官對象等等

作為享樂場地。整個世界這樣生動地展現。然後，在他的夜晚臨近時，在他睡覺

時又再融入不展現的成因。 
 

詩節十九 
 

bhüta-grämaù sa eväyaà bhütvä bhütvä praléyate 
rätry-ägame ’vaçaù pärtha prabhavaty ahar-ägame 

 



bhuta-gramah－大量生物；sah－那；eva－相同的；ayam－非常；bhutva bhutva
－一再投生了；praliyate－消失了；ratri-agame－在他的夜晚臨近時；avasah－
在更高的控制下；partha－帕瑞塔之子啊；prabhavati－變得展現；ahah-agame
－在他的白天臨近時。  
 
帕爾塔啊，許多生物體在布茹阿瑪的白天臨近時開始存在，在他的夜晚臨近時又

再消失。在更高的控制下，他們在布茹阿瑪的一天重覆展現。 
 
《要義甘霖》：如此一來，所有動與不動的微靈開始存在，然後又再消失。 
 

詩節二十 
 

paras tasmät tu bhävo ’nyo ’vyakto ’vyaktät sanätanaù 
yaù sa sarveñu bhüteñu naçyatsu na vinaçyati 

 
parah－更高的；tasmat－比那；tu－但是；bhavah－本性；anyah－另一個(或特

別的)；avyaktah－不展現的；avyaktat－不展現的狀態；sanatanah－永恆的(沒
有開始的 )；yah－它； sah－那； sarvesu－甚至當所有；bhutesu－生物；

nasyatsu－毀滅；na vinasyati－沒毀滅。  
 
在之前所述的不展現狀態之上，還有另一個超自然的不展現自然存在，它沒有開

始，甚至在大毀滅之時，當這個世界的所有生物形式統統被殲滅時，它都沒有毀

滅。 
 
《要義甘霖》：在創造者黑然亞嘎爾巴(Hiranyagarbha)的不展現本體之上，還有

另一個不展現自然，它永恆又沒有開始。那個不展現的自然，是這黑然亞嘎爾巴

的成因。 
 

詩節二十一 
 

avyakto ’kñara ity uktas tam ähuù paramäà gatim 
yaà präpya na nivarttante tad dhäma paramaà mama 

 
avyaktah－不展現的；aksarah－沒有誕生或開始的，不滅的；iti－作為；uktah
－據說；tam－那；ahuh－稱為；paramam－至尊；gatim－目的地；yam－它；

prapya－到達了；na nivartante－他們(生物)不回來這個物質存在；tat－那；

dhama－居所；paramam－至尊；mama－我的。  
 



那個永恆不展現的自然，稱為不滅的真理(aksara)，也是至尊目的地。那個目的

地是我的永恆居所和我的永恆自然，到了那裏，生物決不回來這個生生死死的世

界。  
 
《要義甘霖》：這個以avyaktah開始的詩節，解釋了上一個詩節提及的avyakta這
個字。不滅或牢不可破的，稱為aksara。《拿茹阿央那神訓經(Narayana Sruti)》
說「eko näräyaëa äsén na brahmä na ca çaìkaraù－開始時只有至尊聖主拿茹阿央

那；布茹阿瑪和施瓦都不存在。」 
 

「我的至尊居所是永恆的。Aksara-parama-dhama[摘自原本的梵文注釋]表示我的

居所是超然的，具有光芒萬丈的形象。」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描述了所有動與不動生物的短暫存在之後，

至尊聖主現在解釋，至尊控制者本體(tattva)的永恆性。祂在目前這兩個詩節解

釋至尊永恆人物，祂比主布茹阿瑪不展現的創造更高，心意和感官都無法接近

祂。這不展現的真象稱為aksara-brahma；這才是微靈唯一的至尊目的地。到了那

個至尊的不毀居所，永不可能再回來這個物質世界。 
 

詩節二十二 
 

puruñaù sa paraù pärtha bhaktyä labhyas tv ananyayä 
yasyäntaù-sthäni bhütäni yena sarvam idaà tatam 

 
purusah－人物；sah－那；parah－至尊；partha－帕瑞塔之子；bhaktya－奉

愛；labhyah－得到了；tu－確實；ananyaya－透過純粹無瑕的；yasya－祂的；

antah-sthani－位於…裏面；bhutani－眾生的；yena－被祂；sarvam－整個(宇
宙)；idam－這；tatam－遍及了。  
 
帕爾塔啊，僅是透過純粹無瑕的奉愛，才可以臻達那個至尊人物。眾生都在祂之

內，祂則遍及整個宇宙。 
 
《要義甘霖》：「那位至尊人物是我的部份擴展－超靈，只有透過專一的奉愛才

臻達祂。Ananya表示『毫無業報、知識、瑜伽、世俗欲望等等的那種奉愛』。

這是我之前在《梵歌》(8.14)ananya-cetah satatam所述的含意。」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上一個詩節所述的那位至尊人物(purusa)，
位於不展現階段，是主奎師那的全權擴展。眾生都在祂之內，由於祂也在眾生之

內，因此是內在見證者。只有透過毫無業報、知識、瑜伽等等的純粹奉愛，才可

臻達祂。 
 



詩節二十三 
 

yatra käle tv anävåttim ävåttiï caiva yoginaù 
prayätä yänti taà kälaà vakñyämi bharatarñabha 

 
yatra－在那個；kale－時間或途徑；tu－確實；anavrttim－不回來；avrttim－回

來；ca－和；eva－肯定地；yoginah－瑜伽師；prayatah－離開了軀體；yanti－
他們臻達(他們渴求的目的地)；tam－那；kalam－時間或途徑；vaksyami－我會

描述；bharatarsabha－巴爾塔家族之翹楚啊。  
 
巴爾塔王朝之翹楚啊，現在我會解釋離開這個世界的瑜伽師，藉此回來或永不回

來的不同途徑(受到時間之神保護的)。 
 
《要義甘霖》：「你之前說：『到了我的至尊居所之後，生物體決不回來。』你

以這句話確定了，到了你的居所之後，你的奉獻者決不回來。但是你不曾給予任

何有關那條特別途徑和怎樣臻達的訓示。陽光(arci)之途是善良形態的，但是你

現在所說的那條特別途徑，必定超越各種物質形態，因為你的奉獻者也超越各種

形態。不過，現在我問的是業報工作者、思辨家和瑜伽師遵循的途徑。」 
 

預料到阿尊那的問題，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yatra開始的詩節。「一個人回不回來

這個世界，是按照他離開軀體那一刻所顯示的途徑而定。我現在會解釋那個時刻

或途徑。」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主專心致志的奉獻者輕易臻達祂的居

所，與業報工作者、思辨家和瑜伽師不同，他們不必經歷滿是痛苦的物質善良 
(sattva-guna)之途。由於遵循超越各種形態的奉愛的奉獻者也超越各種形態，因

此他們逝世的途徑和時間也超越各種形態。奉獻者不必考慮太陽是不是在北半

球。他們進入主奎師那不展現逍遙時光的那一刻，總是超越各種物質自然形態

的。 
 

詩節二十四 
 

agnir jyotir ahaù çuklaù ñaë-mäsä uttaräyaëam 
tatra prayätä gacchanti brahma brahma-vido janäù 

 
agnih－火；jyotih－光；ahah－吉日；suklah－月明的兩星期；sat-masah－六個

月； uttarayanam－太陽北移； tatra－那時候； prayatah－他離開軀體；

gacchanti－他們進入；brahma－至尊絕對(真理)的國度；brahma-vidah－精通至

尊絕對真理的；janah－人。  
 



那些知道至尊絕對真象，並在火、光、吉日、兩星期盈月和太陽北移的六個月等

等當家之神影響期間，離開這個世界的人，會臻達至尊絕對(真理)的國度。 
 
《要義甘霖》：在這裏，至尊聖主解釋怎樣遵循不回來之途。《粲多嘎奧義書》

說：「te 'rcisam abhisambhavanti－他們臻達陽光的當家之神。」因此，agnih 和
jyotih等詞語表示光的當家之神。ahah這個字指的是白天的當家之神，而

uttarayanam這個字指的是，太陽北移那六個月的當家之神。那些認識至尊絕對

真理的人，透過遵循這條途徑臻達至尊絕對(真理)。在這方面，《神訓經》說他

們臻達陽光的當家之神，之後就順序臻達一天、兩星期和月份的當家之神。他們

從某個特定月份的半神人那裏，臻達年份的半神人，然後就是太陽神(Aditya)。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那些知道至

尊絕對(真理)，在火和光、在吉日和太陽北移時放棄身體的人，臻達至尊絕對(真
理)。agnih和jyotih等詞語指的是陽光的當家之神，ahah這個字指的是日子的當

家之神。sukla這個字指的是兩星期月明的當家之神，uttarayana指的則是太陽北

移那六個月的當家之神。渴求臻達至尊絕對(真理)的瑜伽師，唯一的途徑是在心

意和感官感到滿足和愉快的某個特定時刻，連續渡過一天、兩星期月明等等。在

這些時間離世的瑜伽師，決不回來這個世界。」 
 

詩節二十五 
 

dhümo rätris tathä kåñëaù ñaë-mäsä dakñiëäyanam 
tatra cändramasaà jyotir yogé präpya nivarttate 

 
dhumah－煙神；ratrih－夜晚的當家之神；tatha－和；krsnah－兩星期暗月的當

家之神；masah－以六個月的當家之神為形式；daksinayanam－太陽南移的；

tatra－在這個時刻或透過這條途徑；candramasam－到月亮等等天堂星球；

jyotih－天界之樂；yogi－業報瑜伽師；prapya－臻達了之後；nivartate－他回來

(重投生生死死的輪迴)。  
 
半神人掌管煙、夜晚、暗月、太陽南移的六個月等等時期，透過這些途徑離世的

業報瑜伽師，臻達月亮等等天堂星球。在那裏享受了天堂之樂之後，他再次重返

這個物質世界。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現在解釋業報工作者回來的途徑。像以前一樣，煙、夜

晚等等詞語指的是，那些時期的當家之神。通過這些半神人之途的業報瑜伽師，

臻達天堂月亮等等星球，在那裏享受業報結果。當業報結果耗盡時，他就重回這

個世界。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通過煙、夜晚、兩星期暗月、太陽在南半球

的六個月和月光等等途徑，或以感官從事果報活動的人，臻達了這些時期某些特

定當家之神的星球後，就重回這個物質世界。 
 

詩節二十六 
 

çukla-kåñëe gaté hy ete jagataù çäçvate mate 
ekayä yäty anävåttim anyayävarttate punaù 

 
sukla－藉著光；krsne－和藉著黑暗；gati－兩種途徑；hi－肯定地；ete－這些； 
jagatah－宇宙展現的；sasvate－永恆的；mate－(聖人)接受了；ekaya－被一

個；yati－進入；anavrttim－解脫，不回來的狀態；anyaya－被其他；avartate
－回來；punah－再次。  
 
離開這個世界時，只有光明(sukla)和黑暗(krsna)這兩條途徑才被視為永恆的。通

過光明之途(sukla-paksa)就得到解脫，通過黑暗之途就回來這個世界。 
 
《要義甘霖》：現在，至尊聖主正在這個以sukla-krsna這些詞語開始的詩節，總

結上述兩條途徑的這個題目。Sasvat表示在這個沒開始的物質存在，有兩條永恆

途徑。一條是臻達解脫的光明(sukla-paksa)之途，另一條則是回到物質世界的黑

暗(krsna-paksa)之途。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上述的陽光之途等等，即通過半神人之途的

旅程(deva-yana)，是知識的啟明者，又以明亮之途(sukla-gati)的名字著稱。煙之

途等等，即通過祖先之途的旅程(pitr-yana)充滿黑暗和愚昧，又稱黑暗之途

(krsna-gati)。自古以來，這兩條途徑都在這個世界產生作用。那些知道靈性真象

的瑜伽師托庇明亮之途，越過太陽等等星球得到解脫。另一方面，那些從事賦定

職務滿足私欲的瑜伽師，透過祖先之途托庇黑暗之途。他們享受天堂星球之樂，

通過了黑暗等等當家之神的途徑，最後重回生死輪迴的物質領域。《粲多嘎奧義

書》詳細描述了這兩條途徑。 
 

詩節二十七 
 

naite såté pärtha jänan yogé muhyati kaçcana 
tasmät sarveñu käleñu yoga-yukto bhavärjuna 

 
na－不；ete－這些；srti－兩條途徑；partha－帕瑞塔之子啊；janan－知道；

yogi－超然主義者；muhyati－被迷惑；kascana－永遠；tasmat－因此；sarvesu
－根本；kalesu－各個時間；yoga-yuktah－在瑜伽之中相連；bhava－是；arjuna 
－阿尊那啊。 



 
帕爾塔啊，認識這兩條途徑的瑜伽師決不被迷惑。因此，阿尊那啊，恆常堅守瑜

伽吧。 
 
《要義甘霖》：這兩條途徑的知識產生辨別力；因此這個以naite開始的詩節，歌

頌了有這種知識的人。至尊聖主對阿尊那說：「成為奉愛瑜伽師。」換句話說：

「成為心意平和的人吧。」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

話：「奉獻者決不被蒙騙，因為他們以基於真理的知識，堅守奉愛瑜伽。因此他

們知道這兩條途徑之間的真正區別，托庇超然於兩者的奉愛之途。就是說，知道

兩條途徑都是痛苦的，於是托庇專心致志的奉愛。 因此，阿尊那啊，你應該僅

是托庇那種瑜伽。」 
 

詩節二十八 
 

vedeñu yajïeñu tapaùsu caiva 
däneñu yat puëya-phalaà pradiñöam 

atyeti tat sarvam idaà viditvä 
yogé paraà sthänam upaiti cädyam 

 
vedesu－閱讀《韋達經》時；yajnesu－履行祭祀時；tapahsu－履行苦行時；ca
－和；eva－肯定地；danesu－佈施行為；yat－它；punya-phalam－虔誠福祉；

pradistam－被分發；atyeti－勝過；tat－那；sarvam－所有之中的；idam－這；

viditva－知道；yogi－奉愛瑜伽師；param－至尊的；sthanam－(非物質和永恆

的)領域；upaiti－臻達；ca－和；adyam－原有和超卓的。  
 
明白我對你講述的各種真理，那個奉愛瑜伽師所得的福祉，遠勝研習《韋達

經》、履行火祭、苦行和佈施等等虔誠活動所得的所有結果，因為他臻達我超然

永恆的居所。 
 
《要義甘霖》：這個以vedesu開始的詩節解釋了，得到這一章所述知識的好處。

Tat sarvam atyeti表示，超越了這一切活動的結果，奉愛瑜伽師更上一層樓，那

個境界永恆而超然。 
 
之前也描述了奉愛瑜伽師的優越性，但是這裏進一步闡明。這一章確立了全心全

意專一奉獻者的至尊。 
 

由此結束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所寫的 
《要義甘霖的注釋)》(令奉獻者快樂並得到所有聖人接受的注釋)， 



顧及明確精微之處的譯文：《聖典博伽梵歌》第八章。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如果你遵循

奉愛瑜伽，其他活動的各種結果也會不成問題。你會得到履行祭祀、苦行、佈施

或任何類型的知識或果報活動、或研習《韋達經》而可能出現的任何結果，你也

會臻達我極超然和永恆的領域。」《聖典博伽瓦譚》( 11.20.32-33)說︰ 
 

yat karmabhir yat tapasä jïäna-vairägyataç ca yat 
yogena däna-dharmeëa çreyobhir itarair api 

sarvaà mad-bhakti-yogena mad-bhakto labhate ’ïjasä 
svargäpavargaà mad-dhäma kathaïcid yadi väïchati 

透過奉愛瑜伽，我的奉獻者可以輕易得到履行果報活動、苦行、知識、不依附等

等所得的一切。 
 
《摩訶婆羅多》有一句話與解脫有關：   
 

yä vai sädhana-sampattiù puruñärtha-catuñöaye  
tayä vinä tadäpnoti naro näräyaëäçrayaù 

托庇至尊聖主拿茹阿央那的奉獻者，不經歷任何痛苦就得到宗教、財富、感官享

樂和解脫等等四大人生目標所得的所有富裕。 
 
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也說，履行專一的奉愛就得到所有吉祥，沒有奉

愛就一無所得。因此，經典直接和間接的陳述都確立，奉愛是至尊吉祥的程序。

《拿茹阿達五訓》也說明這點︰  
 

hari-bhakti-mahä-devyäù sarvä muktyädi sidhyaù bhuktayaç 
cädbhutäs tasyaç ceöakavad anuvratäù 

雖然專一的奉獻者不稀罕靈性知識和縮小(anima)等等八種玄祕完美，它們卻化

身為人，像忠僕一樣出現在他面前。 
 

在他名為《Vidvad-ranjana-bhasya》的《聖博伽梵歌》孟加拉語注釋，聖巴克提

維諾德塔庫爾著述：「懷著專一信心的奉獻者，在我奉獻者的聯誼之中進行靈性

專注，消除了無用的傾向 (anarthas)時，信心就變成專一地專注於服務我

(nistha)。儘管信心(sraddha)的發展也許還沒完全成熟，儘管也許不理解真理，

儘管對堪受崇拜之神存疑的這個缺陷也許仍然揮之不去，但是在神聖聯誼之中履

行靈性專注，將會消除所有罪孽。」 
 

夾雜了知識和瑜伽，受到物質享樂和解脫等等欲望污染的奉愛情感是障礙，令人

難以理解奉愛的科學。這些無用欲望和惡習的淨化程度，與奉愛的專心致志及托

庇純粹絕對真象－至尊聖主－的程度相若。這是第八章的精華。 



 
由此結束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所寫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典博伽梵歌》第八章。 

 
第九章 

 
透過最機密知識的瑜伽 

(Raja-Guhya-Yoga) 
 

詩節一 
 

çré-bhagavän uväca 
idaà tu te guhyatamaà pravakñyämy anasüyave 

jïänaà vijïäna-sahitaà yaj jïätvä mokñyase ’çubhät 
 
sri bhagavan uvaca－最富裕的主說； idam－這； tu－確實； te－對你；

guhyatamam－最機密的；pravaksyami－我會解釋；anasuyave－沒有錯誤(不嫉

妒的)；jnanam vijnana-sahitam－賦有覺悟知識的知識，即有專一和純粹奉愛之

兆的；yat－它；jnatva－知道；moksyase－你將會解脫；asubhat－從不祥，即從

這個痛苦的生死輪迴。  
 
至尊聖主說︰阿尊那啊，因為你不嫉妒，因此我會傳授你這最機密的知識，它有

純粹奉愛的特性，讓人直接覺悟我。這種知識會使你從物質世界之苦得到解脫。 
 
《要義甘霖》：這第九章傳授至尊聖主富裕方面的知識。祂的奉獻者渴求這些知

識，使他們能順意地服務祂。這一章清楚描述純粹奉愛的至高無上。 
 
與業報、知識和瑜伽相比，我們發現奉愛是至尊的。我們在第七和第八章解釋了

兩種奉愛：以奉愛為主的業報和知識(pradhani-bhuta)及專一的奉愛(kevala)。兩

者之中，專一的奉愛極有威力，不像知識那樣依賴內心的純粹。這本身已經足以

證明它的至高無上。要履行專一的奉愛，至尊主的富裕知識必不可少。這第九章

描述了那各種富裕的細節。中間八章(六至十三)是《博伽梵歌》和所有韋達典籍

的精華，第九和第十章是中間這些章節的精華。至尊聖主正在讚揚將會在三個連

續詩節所界定的那個主題，其中第一個詩節以idam tu等等詞語開始。  
 

「第二和第三章所述，有利於解脫的知識稱為機密的(guhyam)。第七和第八章解

釋了，希望臻達我的人必需具備的至尊聖主真理知識。這些奉愛基礎原則的知識

更機密(guhyatara)。我現在會在這一章解釋那種知識，還有純粹奉愛的特性，那

是最機密(guhyatama)的。」 
 



在這裏，應該明白jnana這個字只表示奉愛。它指的不是前六章所解釋的普通知

識。下一個詩節用了avyaya(永恆)這個字，作為jnana的形容詞。由此可知，

jnana這個字指的只是奉愛。因為它指的是超然實體。因此，就此而論，它指的

不是之前所述的知識，雖然那種知識處於善良形態，卻並非超越自然形態。 
 
在 açraddadhänäù puruñä dharmasyäsya parantapa( 《梵歌》 9.3) 這個詩節，

dharma這個字只表示奉愛。anasuyave這個字表示，這個訓示只是給不嫉妒的

人，而不是其他人。Vijnana-sahitam表示：「我會給你這個訓示，它使人直接覺

悟到我。這會使你擺脫物質生活之中那些不利於奉愛的不祥束縛。有了這種知

識，你會毫無障礙。」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主奎師那在第七和第八章裏解釋，以奉愛為

主，但夾雜了業報和知識的奉愛、專一的奉愛和兩者之間的差別。祂在目前這一

章闡明，專一的奉愛至高無上。 
 
專一的奉愛並非取決於內心的淨化程度。奉愛甚至可以仁慈地進入那些極可憎，

被各種無用欲望和惡習(anarthas)牽制的人內心，把這樣的人變成極純粹，非常

崇高，舉世崇拜的純粹奉獻者。奉愛本身的資格令它極有威力。 
 

第二和第三章所解釋的靈性知識相當機密(guhya)，有助於得到解脫。第七和第

八章描述了更機密的(guhyatara)至尊主知識，能夠提升奉愛。目前這一章描述的

知識，與純粹專一奉愛有關。這知識最機密。只有借助於這最機密的知識，才可

以擺脫這個世界的不祥。「與純粹奉愛有關的最機密知識，能讓人直接覺悟

我。」Vijnana表示「理解和覺悟到與至尊聖主有關的那種知識」。  
 
至尊聖主對布茹阿瑪說：  

 
jïänaà parama-guhyaà me yad vijïäna-samanvitam 

sarahasyaà tad-aìgaï ca gåhäëa gaditaà mayä 
《聖典博伽瓦譚》(2.9.31) 

我的知識非二元、絕對和非常機密。雖然非二元，卻有四個永恆部分：我靈性形

象的知識、對我的覺悟、對我純粹而愛意盈盈的奉愛(rahasya)和臻達我的方法

(tad-anga)，即奉愛修習。生物體無法以有限的智慧理解這點。他只能藉著我的

恩慈來覺悟。我的靈性形象是知識組成的。對我的覺悟則是透過奉愛和我之間的

關係。生物體是我純粹而愛意盈盈的奉愛，物質自然只不過是我靈性形象的附屬

品。永恆的非二元和這四個原則之間的機密永恆差異，是我那不可思議的能量導

致的。 
 
至尊主也這樣對祂最親愛的奉獻者烏達瓦說： 
 



athaitat paramaà guhyaà çåëvato yadu-nandana 
su-gopyam api vakñyämi tvaà me bhåtyaù suhåt sakhä 

《聖典博伽瓦譚》(11.11.49) 
亞度之子(Yadu-nandana，烏達瓦)啊，請聽聽這最機密的知識。雖然它極機密，

但因為你是我的僕人和祝願朋友，因此我會對你說。 
 

在《聖典博伽瓦譚》(1.1.8)，聖稍卡和其他聖人請求聖蘇塔.哥斯瓦米，解釋這些

已覺悟的機密真理：  
 

vetthaà tvaà saumya tat sarvaà 
tattvatas tad-anugrahät 

brüyuù snigdhasya çiñyasya 
guravo guhyam apy uta 

之前的靈性權威也對天性親切的門徒，解釋了這些極機密的祕密。 
 

在這裏，知道他的心沒有嫉妒和憎恨，充滿愛意，至尊主奎師那也傳授阿尊那這

最機密的知識。要旨就是，通曉真理的真實靈性導師，只給上述那種門徒傳授這

機密知識。 
 
《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6.22-23)傳授了類似的訓示：  

 
vedänte paramaà guhyaà puräkalpe pracoditam 

näpraçäntäya dätavyaà näputräya siñyäya vä punaù 
yasya deve parä bhaktir yathä deve tathä gurau 

tasyaite kathitä hy arthäù prakäçante mahätmanaù 
韋達哲學的精華，是與至尊主有關的極機密崇拜原則。在古代，至尊聖主悅納聖

人斯瓦塔斯瓦塔爾的崇拜，以這同一種知識啟明他內心。因此，雖然這個訓示是

傳授給純粹奉獻者的，但是如果兒子或門徒認真而理智，又是至尊主奉獻者，也

可以傳授給他們。除此之外，儘管憐愛那個人而深受感動，都不應該把這訓示傳

授給其他人。 
 

《神訓經》的所有機密含意透徹地啟明那個修習者─對至尊主和師尊都同樣懷著

至尊奉愛的那個偉大靈魂─的內心。就此而論，值得深思《博伽梵歌》18.54-
58。 
 

詩節二 
 

räja-vidyä räja-guhyaà pavitram idam uttamam 
pratyakñävagamaà dharmyaà su-sukhaà karttum avyayam 

 



raja-vidya－所有知識之王或翹楚；raja-guhyam－所有機密命題之王或翹楚；

pavitram－純粹；idam－這(知識)；uttamam－最高的；pratyaksa-avagamam－

直接覺悟的；dharmyam－有助於美德；su-sukham kartum－非常快樂地履行(沒
有困難)；avyayam－永恆不滅的。  
 
這是所有知識之王和所有機密命題之君主。它極純粹，可以直接覺悟。這超然智

慧與宗教天職(dharma)的原則一致。易於理解而永恆。 
 
《要義甘霖》：而且，這知識是所有知識之王。知識或崇拜種類繁多，但奉愛是

它們全體的君主。這奉愛是機密命題之王，意思是奉愛本身非常機密。雖然有多

種知識，但這種特別的知識(奉愛)和那種知識的覺悟是一切之王，因為它最機

密。履行奉愛能為所有罪惡活動贖罪，這個事實顯示了它的純粹。它比自我的知

識更有淨化作用。聖足瑪杜蘇丹.薩茹阿斯瓦提說：「這奉愛可以在瞬間毀滅千

生萬世的各種罪惡活動，所累積的粗糙和精微反應，還有它們的成因，即愚昧。

因此極有淨化作用。」Pratyaksa-avagamam表示「可以察知或直接覺悟的」。  
 
《聖典博伽瓦譚》(11.2.42)說︰ 

 
bhaktiù pareçänubhavo viraktir  

anyatra caiña trika eka-kälaù 
prapadyamänasya yathäçnataù syus  

tuñöiù puñöiù kñud-apäyo ’nu-ghäsam 
專注於進食的人，同時得到三個結果︰他品嚐每口食物而感到高興，填飽肚子就

得到滋潤，不再感到飢餓。他同時得到這三個結果。同樣，專注於主哈瑞靈性專

注的人，也同時得到純愛，覺悟主，不依附感官對象。  
 

根據第十一篇的這句話，一個人按照他靈性專注的熱切度，相應地覺悟到至尊

主。這知識(奉愛)是dharmya的，意思是屬於宗教範疇的。僅是透過奉愛，儘管

沒履行其他宗教職務，一個人也可以得到完全地履行所有職務所致的完美。 
 
在《聖典博伽瓦譚》(4.31.14)，半神人之聖哲拿茹阿達也說：「就像給樹根澆

水，它的樹幹、樹枝和葉子都得到滋潤，同樣，專一地崇拜至尊主阿促塔，就自

動地崇拜了每一個人。」 
 

Kartu su-sukham表示奉愛之途不像業報、知識等等程序，不須經歷太多物質、精

神或言語方面的困難。奉愛修習的特點是聆聽、唸誦等等，其中只用了耳朵和舌

頭等等感官。由於奉愛不受物質品質影響，因此不像業報、知識等等那樣不經

久。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第九章描述超越各種物質自然形態的專一奉

愛。這種專一奉愛形式的知識，是各種知識之翹楚。它極機密，最有淨化作用，

是透過直接察知體驗的。它賜予其他所有宗教程序的成果，樂於履行，賜予不朽

結果。 
 

在這裏，vidya表示「崇拜」；因此專一的奉愛是各種崇拜之翹楚。因此稱為知

識之王，又因為它是所有機密命題之中最機密的，因此稱為raja-guhya。 
 

Pavitram idam uttamam︰透過佈施、奉上祭品或履行每天多吃或少吃一口食物的

苦行贖罪，不能完全毀滅罪孽。而且，一個人也許會透過苦行和貞守等等程序，

消除罪孽的結果，但仍然有機會再次萌生犯罪傾向。不過，根據《聖典博伽瓦

譚》等等經典，履行專一的奉愛就完全毀滅罪孽。這是真的，以致甚至隨著專一

奉愛而來的結果，都可以徹底毀滅罪孽。換句話說，甚至毀滅了犯罪欲望。除了

奉愛之外，贖罪(prayascita)、貞守和苦行等等程序都沒這個可能。《聖典博伽瓦

譚》(6.1.15)確認了這點：「kecit kevalayä bhaktyä väsudeva-paräyaëäù－只有透

過專一的奉愛，才可以根除所有罪孽。」《聖典博伽瓦譚》(6.1.16)也說：「na 
tathä hy aghavän räjan püyeta tapa-ädibhiù－只有服務主奎師那的純粹奉獻者，

而不是任何別的程序，才可以消除所有罪孽。」  
 
《奉愛的甘露》描述，專一奉愛的第一個特性是減輕痛苦(klesa-ghni)。Klesa-
ghni表示這奉愛完全毀滅所有罪惡、罪惡種子、愚昧、目前正在結果的反應和未

結果的反應： 
 

aprärabdhaà-phalaà päpaà küöaà béjaà phalonmukham 
kramenaiva praléyate viñëu-bhakti-ratätmanäm 

《蓮花宇宙古史》 
在有罪的生命之中，我們觀察到罪惡活動不同階段的潛藏反應。罪惡反應可能只

是等候著生效[phalonmukha]，又可能仍然繼續潛藏[kuta]，也可能處於種子狀

態。在任何情況下，如果一個人為主維施努履行奉愛服務，將會逐一征服各種罪

惡反應。** 
 

專一的奉愛不僅淨化生物體粗糙和精微的名份，而且淨化和滿足靈魂(atma)：
yayatma suprasidati(《聖典博伽瓦譚》1.2.6)。根據atmaramas ca munayah這個詩

節(《聖典博伽瓦譚》1.7.10)，服務奎師那所得的喜樂令奉愛相當吸引。甚至是那

些在自我(atmarama)之中感到滿足，沒有未了之願(aptakama)的人，都受到這喜

樂吸引而服務主，從而放棄自我滿足的本性。 
 
Pratyaksa-anubhava-svarupa－直接覺悟主的靈性形象： 
 

bhaktiù pareçänubhavo viraktir  



anyatra caiña trika eka-kälaù 
prapadyamänasya yathäçnataù syus  

tuñöiù puñöiù kñud-apäyo ’nu-ghäsam 
《聖典博伽瓦譚》(11.2.42) 

正如一個人隨著所吃的每一口食品感到滿足，滋潤和不再飢餓，同樣，甚至在修

習階段期間，奉獻者心裏都同時出現純愛、直接體驗至尊主和厭惡感官享樂。 
 

業報、瑜伽、知識等等程序，無法像奉愛那樣賜予修習者直接的覺悟。《梵經》

也說：「prakäçaç ca karmaëy abhyäsät－奉愛那麼有威力，甚至在初階都讓人體

驗到她自己。」 
 

Sarva-dharma-phala-prada︰履行奉愛就領受到履行各種宗教的圓滿成果，也得到

對至尊主純粹的愛，那是《韋達經》、《奧義書》和其他《神訓經》確立的目

標。根據sarva-dharmän parityajya mäm ekaà çaraëaà vraja這個詩節(《梵歌》

18.66)，放棄了各種職務，例如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業報、知識、瑜伽和其

他所有為了滿足軀體和心意而遵循的途徑，履行對主奎師那的靈性專注，僅是托

庇專一奉愛的人，可以輕鬆自然地得到這所有其他程序的結果。正如《聖典博伽

瓦譚》(1.2.13)所述：「aàsiddhir hari-toñaëam－生命的最高完美就是取悅主哈

瑞。」   
 

《聖典博伽瓦譚》(11.20.33)也說：   
 

sarvaà mad-bhakti-yogena mad-bhakto labhate ’ïjasä  
透過純粹的奉愛服務，我的奉獻者可以非常輕易地得到這樣的祝福：臻達天堂星

球、解脫或我的至尊居所等等。 
 
雖然專一的奉愛修習不包括履行各種不同的世俗宗教程序，生物體內裏卻仍然存

有他的真正本性(dharma)，即服務靈性導師等等。《神訓經》也在「äcaryavän 
puruño veda－托庇真正靈性導師的人，終於會知道《韋達經》所述的那位至尊人

物。」等等曼陀，確認這個意見。     
 
半神人之聖哲拿茹阿達，在《聖典博伽瓦譚》(4.31.14)也確立這點：  

 
yathä taror müla-niñecanena 

tåpyanti tat-skandha-bhujopaçäkhäù 
präëopahäräc ca yathendriyäëäà 
tathaiva sarvärhaëam acyutejyä 

正如恰當地給樹根澆水，就滋養了它的樹幹、樹枝、幼枝、葉子和花朵，正如進

食就滿足了生命氣和滋養了所有感官，只是崇拜至尊聖主，同樣也崇拜了每一個

人。 



 
Sukha-sadhya︰專一奉愛的修習沒有知識、瑜伽等等途徑的困難；何況是痛苦或

不適。反而體驗到快樂。因此專一的奉愛稱為樂於履行的(sukha-sadhya)。僅以

舌頭和耳朵等等感官，唸誦奎師那的甜美聖名，聆聽祂的逍遙時光，又或者僅是

把荼爾茜和少量的水供奉給祂，就可以履行奉愛修習。帕爾拉達大君也這樣指導

惡魔之子︰「na hy acyutaà préëayato bahv-äyäsaù－至尊主奎師那又稱為阿促塔

(超越世俗感官察知的)，要取悅祂，不必費盡周章。」(《聖典博伽瓦譚》7.6.19) 
 

為這個詩節作注時，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說：「雖然必須承受極大的

麻煩來維繫和滿足家庭，取悅主哈瑞卻不必承受這樣的麻煩。因為祂作為心中超

靈永存於每個人心裏，要尋找祂，不必承受任何麻煩。甚至是在心意裏服務祂，

或遵循聆聽和唸誦等等任何一個奉愛程序，在所有情況下都可以時時刻刻全面取

悅祂。只是渴望履行服務，甚至都能取悅祂。因此，履行奉愛服務毫不痛苦。」

在修習階段履行奉愛服務，甚至都體驗到快樂。 
 

taà sukhärädhyam åjubhir ananya-çaraëair nåbhiù 
《聖典博伽瓦譚》(3.19.36) 

完全皈依祂和懷著赤子之心的人，很容易取悅主奎師那。 
 
《Gautamiya-tantra》也說︰ 

 
tulasé-dala-mätreëa jalasya culukena vä 

 vikåéëéte svam ätmänaà bhaktebhyo bhakta-vatsalaù 
至尊主極憐愛自己的奉獻者，把自己完全賣給那些懷著愛和奉愛，給祂奉上一片

荼爾茜葉子和一掬水的奉獻者。 
 

Aksaya phala prada︰業報、知識和瑜伽的程序並非永久。產生了成果或達到目標

之後，這樣的程序就徒勞無功，然後就被摒棄。不過，奉愛存在於修習和完美階

段，因為奉愛本身不僅是修習，也是要得到的目標。甚至在解脫階段都沒失去奉

愛，而是純粹而完美地履行。因此它恆久不變。 
 

詩節三 
 

açraddadhänäù puruñä dharmasyäsya parantapa 
apräpya mäà nivarttante måtyu-saàsära-vartmani 

 
asraddadhanah－沒信心；purusah－人們；dharmasya－為我履行奉愛服務的這

種虔誠的；asya－這的；parantapa－使敵人痛苦的人啊；aprapya－得不到；

mam－我；nivartante－他們回來(徘徊)；mrtyu－和死亡；samsara－物質存在

的；vartmani－在途徑上。 



 
使敵人痛苦的人(Parantapa)啊，那些對於這為我履行奉愛服務的天職沒信心的

人，得不到我。他們在滿是死亡的物質存在之途徘徊。 
 
《要義甘霖》：阿尊那也許會產生以下懷疑︰「如果這奉愛服務的天職那麼容易

達到完美，為甚麼人們繼續留在物質存在？」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

asraddadhanah開始的詩節回應這點。asya這個字表示「奉愛服務形式的宗教」。

Asraddadhanah purusah表示「對這沒有信心的人」。 
 

「經典陳述確立了奉愛的優越性，那些沒信心的人卻認為這樣的讚美言過其實。

他們因無神論傾向而拒絕這個宗教。儘管某人棄絕奉愛之途，修習其他嚴酷的方

法臻達我，都不會成功。反而會繼續在這條滿是死亡的物質存在之途徘徊。」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儘管聽到和熟悉了這裏描述的奉愛榮耀之

後，有些人都認為那些榮耀誇大其詞，對奉愛沒萌起信心。這種沒信心的人不接

受為至尊主奉愛，被迫在這個物質世界一再投生。Sraddha(信心)是奉愛的根

源。唯有透過奉愛，才可以臻達憐愛奉獻者的至尊主。《永恆的主采坦亞經》

(中篇逍遙 22.64)也確認了這點「çraddhävän jana haya bhakti-adhikäré－那些有

信心的人，有資格履行奉愛。」而且，據說︰ 
 

brahmäëòa bhramite kona bhägyavän jéva 
guru-kåñëa-prasäde päya bhakti-latä-béj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19.151) 
走遍這整個宇宙時，憑著真正靈性導師的恩慈，那個絕無僅有的最幸運生物體得

到奉愛蔓藤的種子。 
 
聖師尊把服務主奎師那的欲望，注入生物體心裏。這個欲望稱為渴望服務主奎師

那 (krsna-seva-vasana)，藉此得到奉愛的根源，即超然信心 (paramarthika-
sraddha)。那些沒信心和不幸的人，不托庇所有經典確立的這條奉愛之途。他們

試圖採納其他程序臻達至尊聖主，例如履行賦定職務、培養知識或履行神祕瑜伽

和苦行，他們異想天開的嘗試卻徒勞無功。《聖典博伽瓦譚》(11.12.9)︰ 
 

yaà na yogena säìkhyena däna-vrata-tapo-’dhvaraiù 
vyäkhyä-svädhyäya-sannyäsaiù präpnuyäd yatnavän api 

儘管非常努力地從事玄秘瑜伽、哲學思辨、佈施、誓約、懺悔、祭祀儀式、教導

他人韋達曼陀、個人研究《韋達經》或棄絕生命階級，仍然得不到我。* 
 

而且，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對《聖典博伽瓦譚》(10.87.33)作注的精華

如下所示︰「服務聖師尊的蓮花足是奉愛之途的主要支柱，那些摒棄這種服務，

渴望以瑜伽或其他方法征服心意的人，正在追求無用的希望。他們墮入滿是障礙



和各種災害的物質存在之洋。」至尊聖主在《博伽梵歌》(3.31和12.20)也非常詳

細地解釋了這個主題。  
 

詩節四 
 

mayä tatam idaà sarvaà jagad avyakta-mürttinä 
mat-sthäni sarva-bhütäni na cähaà teñv avasthitaù 

 
maya－被我；tatam－遍及；idam－這個；sarvam－整個；jagat－宇宙展現；

avyakta-murtina－被我超越感官察知範疇的形象；mat-sthani－在我之內；sarva-
bhutani－眾生；na－不；ca－但是；aham－我；tesu－在他們之中；avasthitah
－處於。  
 
我的形象超越物質感官察知，遍及這整個宇宙。眾生都在我之內，我卻不在他們

之中。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說：「只有懷著僕人之情(dasya)的奉愛時，我的奉獻者

才渴求我富裕方面的知識。」至尊主正在講述以maya開始的七個詩節，解釋這知

識。「我是這個世界的成因，透過我不展現(avyakta)和超越物質感官的形象，我

遍及這個世界。我是萬物之原和完全有知覺的實體，因此所有動與不動的生物都

在我之內。雖然如此，因為我超然物外，也不依附，我不在各種被創造的生物之

中，不像陶土那樣在它的結果之中(即罐子那樣的陶器)。」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Parinama︰牛奶是純淨的物質。與酸化物接

觸時，就變成酸乳酪。這稱為轉變。因此酸乳酪是牛奶的轉變體(parinama)。  
 
Vivarta：把一個物體誤認為是另一個物體，稱為假象。這方面的例子是把繩子誤

認為是蛇，以為牡蠣裏有銀子。 
 

主奎師那訓示的精華在於此。「這個宇宙不是我的轉變體，也不是假象。我沒把

我的存在轉變成個體生物體或物質世界。也不應誤以為它們是我，就像有時會誤

以為繩子是蛇那樣。我是絕對，自我發亮的真象。微靈和物質世界也是真的；兩

者都是我能量的轉變體。微靈是永恆的，因我的邊際能量而存在，物質世界源於

我的外在物質能量，縱使它也是真的，卻短暫又會被毀滅。  
 

微靈和物質世界都是我能量的轉變體，與我沒有分別；因此，他們與我同時同一

而異。這個概念不可思議，因為它只能透過經典理解，無法以普通的物質智慧體

驗。每當同時體驗到差別和一致時，相比之下，對差別的察知確實比一致的察知

更強烈。我是絕對有知覺的實體，因此與個體生物體和物質世界不一樣。」 
 



詩節五 
 

na ca mat-sthäni bhütäni paçya me yogam aiçvaram 
bhüta-bhån na ca bhüta-stho mamätmä bhüta-bhävanaù 

 
na－不；ca－和；mat-sthani－在我之內；bhutani－動與不動的生物；pasya－觀

看；me－我的；yogam－超自然，神祕的；aisvaram－富裕；bhuta-bhrt－動與

不動生物的支柱；na－不；ca－但是；bhuta-sthah－在那些實體之內；mama－
我的；atma－自我；bhuta-bhavanah－所有動與不動生物的維繫者。  
 
被創造的一切，其實也不在我之內。看我超自然的神祕富裕吧！雖然我支援和維

繫整個宇宙存在，我自己卻不在其中。 
 
《要義甘霖》：因此，雖然所有生物和元素都在我之內，他們卻不在我的靈性形

象之內，因為我超然物外。如果你懷疑：『你之前說你全面遍透，也是整個宇宙

的支柱(《梵歌》9.4)，這自相矛盾。』，那麼我會回答說：『看看我不凡的神祕

富裕，它可以令不可能變得可能。這只是我富裕的效果。看看我另一個驚人的品

質吧！支持生物的人，稱為bhuta-bhrt，維繫生物的人，稱為bhuta-bhavana。雖

然我擁有這些品質，卻不在生物體之中。我的軀體和我之間沒有差別。支援和維

繫軀體時，生物體依附它而繼續留在體內。同樣，雖然我支援和維繫物質展現，

雖然我位於虛幻的宇宙創造，我卻不在其中，因為我不依附它；相反，我是疏離

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我遍及整個物質宇宙。所有生物和元素都

在我內裏，卻又不在我之中。」至尊聖主對阿尊那說：『雖然我是眾生的支持者

和維繫者，我卻不在其中。』進一步澄清這個主題。《聖典博伽瓦譚》(1.11.38)
也確認了這個原則：etad isanam isasya prakrti-stho 'pi tad- gunaih na yujyate。這

表示雖然至尊控制者－主奎師那－主宰物質自然，卻沒受到自然形態影響。這是

祂最奇妙的特性。祂的神祕能量造就這種使不可能變得可能的行為。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所有生物和元素只存在於我之

中。不要由此斷定，眾生都在我實際的自我之中。相反，他們憑藉我的假象能量

而存在。你，微靈，將無法以你自己的有限智慧理解這個事實。因此，要明白那

是我神祕的富裕，要知道我是支持者，全面遍透，也是所有展現的維繫者。把我

的活動看作為我能量的功能。讓你自己專注於這個概念：我和我的軀體之間沒有

差別，因為我是絕對靈魂。因此，雖然我是物質展現的原因和基礎，我其實完全

超然物外。」  
 

詩節六 
 



yathäkäça-sthito nityaà väyuù sarvatra-go mahän 
tathä sarväëi bhütäni mat-sthänéty upadhäraya 

 
yatha－就像；akasa-sthitah－留在空間之內；nityam－時常；vayuh－風；

sarvatra gah－全面遍透的；mahan－無邊的；tatha－同樣；sarvani－所有；

bhutani－宇宙元素；mat-sthani－在我之內；iti－因此；upadharaya－明白。  
 
正如全面遍佈和無限的風總是留在天上，所有宇宙元素同樣都在我之內，我卻不

在其中。  
 
《要義甘霖》：Asanga表示；「雖然所有生物和元素都在我之內，它們其實不在

我之內；雖然我在眾生和元素裏，我其實也不在其中。」至尊聖主正講述這個以

yatha開始的詩節，作為這方面的例子。「風天性總是飄忽不定，因此說是無所

不能的(sarvaga)。因為它有無限能力，因此說它無所不能。就像天性超然，沒有

雜質[其他元素]的風既在天上，同時也不在天上。而且，因為天空的性質單獨而

超然，雖然它也在風裏，卻不在風裏。同樣，天空和空氣等等五種無處不在的物

質自然元素不在我之內，因為我天性超然物外。雖然它們在我之內，卻又不在我

之內。深思這點，努力理解。」 
 

阿尊那也許會提出下列問題︰「你說：『看看我超自然的富裕和神祕能量吧！』

但是這個例子怎證明你富裕和神祕能量不可思議的性質？如果能用例子解釋，又

怎會不可思議？」  
 

至尊主回答說：「無活動的天空超然物外，但是在有知覺的生物之中，除了我之

外，任何人都不可能超然物外，儘管那個人主宰著展現的創造。」   
 

祂身為創造者，怎能一直都不觸及或超然於祂的創造？如果可以這樣的話，真的

非同凡響，也證明祂不可思議。這裏以天空為例，讓普通人可以容易理解正確的

結論。事實上，不可思議的實體真的無可比擬。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paçya me yogam aiçvaram－看我的神祕富

裕」這句話饒富深意。唯有憑著至尊主的恩慈，才可以覺悟至尊主的真理。沒有

祂的恩慈就無法覲見(darsana)祂。順意地服務至尊主的這種傾向就是奉愛，唯有

藉此才可以覲見祂。《婆羅訶摩讚》(5.38)確認了這點： 
 

premäïjana-cchurita-bhakti-vilocanena 
santaù sadaiva hådayeñu vilokayanti 

yaà çyämasundaram acintya-guëa-svarüpaà 
govindam ädi-puruñaà tam ahaà bhajämi 



聖人的奉愛之眼塗上了純愛藥膏，內心恆常都把主奎師那看作為夏姆遜達爾，即

不可思議品質的化身。我崇拜那位原始人物－哥文達。 
 
雖然至尊聖主全面遍透，但是祂恆常都存在於主奎師那的人形面貌。太陽總是存

在於他個體的人格形象，卻又以他的光芒遍及整個宇宙。至尊主同樣都以祂的瑜

伽瑪亞，繼續位於祂自己的人格形象，同時又遍及整個宇宙所有動與不動的實

體。 
 
出於祂的恩慈，奎師那對阿尊那這樣清楚地解釋：「阿尊那啊，決不可能以粗糙

的物質感官覺悟我。唯有出於我的恩慈，我才對你揭示自己。我的瑜伽瑪亞能量

擅於使不可能變得可能，令人嘖嘖稱奇。只有借助這種能量，甚至在支援眾生

時，我都超然於他們。」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在物質束縛之中的靈魂無法真

的理解這真理，因此，用世俗例子解釋，難以令人滿意。不過，為了使它清楚易

懂，我會給你舉例。雖然儘管認真地深思熟慮之後，你都會無法完全理解，但是

你會有所了解。天空是全面遍透的元素，其中，原子的活動是多方向的。天空是

一切的基礎，卻總是超然於風的活動。同樣，儘管眾生源於及受到我的能量指

揮，我卻始終像天空一樣超然物外。」 
 

詩節七 
 

sarva-bhütäni kaunteya prakåtià yänti mämikäm 
kalpa-kñaye punas täni kalpädau visåjämy aham 

 
sarva-bhutani－土、水等等五種龐大的元素；kaunteya－琨緹之子啊；prakrtim
－物質自然；yanti－進入；mamikam－我的；kalpa-ksaye－在一個劫(主布茹阿

瑪的壽元)完結時毀滅；punah－再次；tani－那些(元素)；kalpa-adau－在一個劫

(創造之時)開始；visrjami－創造；aham－我。  
 
琨緹之子啊，宇宙毀滅發生時，所有宇宙元素都融入我的物質自然，在主布茹阿

瑪的第二天開始時，我又再以我的能量創造它們全部和它們的明確特性。 
 
《要義甘霖》：也許會提出下列懷疑︰「目前，眾所周知，所有元素都在你之

內，但是在大毀滅(maha-pralaya)期間，它們會到哪裏去？」預料到阿尊那的這

個問題，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sarva開始的詩節。「它們進入我那個由三種形態組

成的假象能量。然後，在大毀滅之後，換句話說，在創造開始時，我又再創造它

們全部和它們的明確特性。」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這個物質世界的創造、維繫和毀滅，全都透

過至尊聖主的意願進行。在這裏，kalpa ksaya這個字表示「主布茹阿瑪壽終正

寢」。之前已解釋了這個主題。布茹阿瑪的壽元結束時會有大毀滅。那時候，所

有元素都會進入至尊聖主的外在能量，藉由祂的意願，在下一劫，即主布茹阿瑪

的一天開始時，祂的物質自然又再創造它們。如需更多資料，可以參考《聖典博

伽瓦譚》(12.4.5)。  
 

詩節八 
 

prakåtià sväm avañöabhya visåjämi punaù punaù 
bhüta-grämam imaà kåtsnam avaçaà prakåter vaçät 

 
prakrtim－物質自然 (三個品質組成的 )； svam－我的；avastabhya－借助； 
visrjami－我創造；punah punah－一再；bhuta-gramam－一群生物；imam－

這；krtsnam－整個；avasam－無助；prakrteh－被他們(之前)的品性(過去的活

動所致的)；vasat－受制於。  
 
借助我那個由三種具牽制力的品質組成的物質自然，我一再創造大量生物體，他

們根據個別的本性，受制於之前的活動。 
 
《要義甘霖》：阿尊那也許會提出下列問題︰「如果你完全超然物外，沒有轉

變，你怎樣創造？」預料到這個問題，主奎師那講述這個以prakrtim開始的詩

節。「位於我的物質自然之中，掌管它，我創造大量生物體，他們受制於過去獲

得的品性(karma)。」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這個物質世界是至尊主低等能量的展現，即

轉變。至於微靈，他們是祂的邊際能量，即生物體能量的轉變體，他們是永恆

的，與不斷重新創造的物質世界不一樣。他們僅是被放進物質自然的子宮，根據

以前的活動，由此而進入各個生命物種，承受那活動的結果。這時必須表明，人

類鳥獸等等所有生命物種都是同時創造的。達爾文在現代提出的進化原則毫無根

據，這個信念完全不正確。為甚麼甚至在數百萬年之後，還沒進化出一些比人類

更優秀的生命物種？  
 

儘管進行了祂的創造行動之後，至尊聖主都完全超然於這一切活動，也毫無轉

變。只是在祂的能量轉變時，微靈和物質世界才展現。  
 

詩節九 
 

na ca mäà täni karmäëi nibadhnanti dhanaïjaya 
udäséna-vad äsénam asaktaà teñu karmasu 



 
na－不； ca－由於；mam－我； tani－這些； karmini－創造等等活動；

nibadhnanti－綁住；dhananjaya－阿尊那啊；udasina-vat－中立似的；asinam－

我位於；asaktam－不依附的；tesu karmasu－從這些活動。 
 
丹南佳亞啊，由於我一直像中立觀察者那樣不依附我的活動，例如創造等等，因

此這些活動無法牽制我。 
 
《要義甘霖》：也許會提出下列問題︰「如果你像生物體那樣履行活動，為甚麼

你沒受到牽制？」至尊聖主以目前這個以na ca開始的詩節，回應這個問題。

「只是依附創造等等活動，才導致束縛，但是我不依附。由於自我滿足

(aptakama)，我的每個欲望都如願以償。」  
 

因此至尊聖主說udasina-vat。「我對創造等等所有活動始終都不感興趣，就像一

個人淡然對待其他人，不涉及他們的痛苦和悲哀。」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

話：「丹南佳亞啊，這些活動全都無法牽制我。我始終都不依附這些活動，就像

不感興趣的人一樣，縱使我其實不是這樣。相反，我恆常都沉醉於我自己的靈性

喜樂。我的外在能量和邊際能量滋潤我的超然喜樂，只是它們創造各種各樣的生

物。我處之泰然。生物體在我外在能量影響之下履行的所有活動，使我純粹而充

滿靈性喜樂的逍遙時光更生動。因此，我對世俗活動的中立態度易於辨認。」  
 

詩節十 
 

mayädhyakñeëa prakåtiù süyate sa-caräcaram 
hetunänena kaunteya jagad viparivarttate 

 
maya－被我的；adhyaksena－監督；prakrtih－自然；suyategives－產生；sa-
cara-acaram－對動與不動生物的宇宙；hetuna－原因；anena－因此；kaunteya
－琨緹之子啊；jagat－宇宙；viparivartate－在它的循環裏周而復始。  
 
琨緹之子啊，在我的指示下，我的外在能量產生了宇宙展現及其動與不動的生物

體。因此一再創造了物質世界。 
 
《要義甘霖》：阿尊那也許會提出懷疑：「我無法相信，作為這個宇宙展現的創

造者，你竟然那麼冷淡。」  
 
至尊聖主因此講述這個以mayadhyaksena開始的詩節，釋除疑慮。Adhyaksena 
maya表示「我只是產生作用的成因。創造整個動與不動物質世界的，正是物質自



然。我的功能只是主宰它，就像安姆巴瑞薩等等國王的宰相，履行王室職務一

樣。國王滿不在乎，僅是代表王國而已。無君之國的子民無法履行職務。同樣，

沒有我的監督和權力，物質自然將無法履行任何功能。」 
 

Hetunanena表示「只是因為我的主宰，才一再創造了這個物質世界。」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主是各種物質形態的主人，也是假象的

主管。祂是物質自然產生作用的成因，也主宰它的創造等等行動。只是因為祂的

瞥視，才激發物質自然可以一再創造這個動與不動生物的世界。物質自然只是從

祂那裏領受到創造的力量，因為它受到祂控制。無活動的物質無法自行履行創造

功能。同樣，鐵與火接觸才能燃燒；沒有火的能量就無法獨立燃燒。因此奎師那

是物質世界的根源。無活動的自然好比山羊脖子垂下來那個奶頭一樣的皮囊；只

是虛有其表，從中得不到羊奶。 
 

詩節十一 
 

avajänanti mäà müòhä mänuñéà tanum äçritam 
paraà bhävam ajänanto mama bhüta-maheçvaram 

 
avajananti－顯得不敬(因為他們被迷惑的智慧)；mamto－對我；mudhah－那些

沒分辨力的人；manusim－以人形的；tanum－形象；asritam－托庇了的人；

param－至尊；bhavam－本性；ajanantah－不知道；mama－我的；bhuta－眾

生的；maha-isvaram－偉大之主。  
 
當我以人形的形象顯現時，不知道我的至尊本性是眾生之主，智慧被假象迷惑了

的傻瓜對我不敬。 
 
《要義甘霖》：阿尊那也許會提出下列懷疑︰「你確是原因之洋(Karanodakasayi)
維施努，祂的形象是永恆、認知和喜樂組成的，遍及無數宇宙，又以你的物質能

量創造物質世界而著稱。不過，一覲見到你瓦蘇戴瓦之子的人類形象，一些人就

不認同你的至尊地位。」 
 

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avajananti mam開始的詩節，釋除阿尊那的懷疑。「只是因

為不知道你面前的人形形象的至高無上，他們才嘲笑我。這靈性形象甚至比原因

之洋維施努等等大人物更高。」 
 

「這個靈性形象是甚麼性質的？」至尊主回答：「我是絕對真理的偉大控制者

(bhuta-mahesvaram)，也是真理的化身。換句話說，我是最高真理的永恆化

身。」在這裏，mahesvaram否定了另一個別真理的可能性。《阿含經》(梵文字

典)把bhuta界定為，被泥土掩埋的物體(yukte ksmad avrte bhutam)。 



 
《哥袍-塔帕尼神訓經(Gopala-tapani Sruti)》說：「主哥文達的形象是永恆-全
知-極樂組成的，祂在聖溫達文永生之樹的小樹林裏嬉戲，空氣之神瑪茹提斯

(Maruts)和我，用了不起的頌詞取悅祂。」《聖典博伽瓦譚》(9.23.20)又說：

「paramätmä naräkåtiù－絕對真理以人形的形象顯現。」 
 

「精通與我有關的基礎絕對原則，知道只有我以這個軀體遍及整個宇宙，只有我

的這些純粹奉獻者，才歌頌我人類形象永恆、認知和喜樂的性質。母親雅淑妲

(Yasoda)在我童年時觀察到這點。」 
 

paraà bhävam等詞語也表示「至尊存在」或「永恆、認知和喜樂的純粹超然形

象」。在《阿含經》中，bhava、svabhava和abhipraya等字是同義詞，意謂「自

然」。在mama bhuta-mahesvaram這句話，也更明確地描述了parama-bhava(至
尊性)這個詞語。「我是至尊控制者和主布茹阿瑪等等大量生物的創造者。與微

靈不一樣，我，至尊控制者的軀體與我沒有分別。我就是我的軀體。即是說，我

確是那同一位絕對真理。知道我真理的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說︰『只有透過

《韋達經》，才認識到祂所展示的軀體。』 (《聖典博伽瓦譚》3.21.8)。因此，

阿尊那，像你這些熟悉我真理的人，對這個陳述有信心。」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主奎師那是所有維施努本體的源頭。《奧義

書》描述非人格梵，即至尊(主)無特徵的那一面，是奎師那的體光。遍及整個宇

宙的超靈，是奎師那的部份擴展。主拿茹阿央那，即無憂星之主，是祂的逍遙時

光能量。唯有主奎師那是所有化身之源，是所有控制者的控制者，也是終極的超

然真象。主奎師那是眾生之主，也是所有宇宙唯一的主。祂無所不知、全能、極

有同情心，僅是透過意志力而無所不能。不過，覲見到祂漂亮的人形形象時，愚

蠢的人卻不尊敬祂。他們認為瓦蘇戴瓦之子或雅淑妲之子(Yasoda-nandana)奎師

那的形象，好像普通凡人一樣世俗而終有一死。有些人認為奎師那的軀體既物質

又易毀。他們想像祂體內有一個靈魂，那個靈魂(atma)就是超靈。那些有這種想

法的人愚不可及，因為經典宣告奎師那的軀體是由永恆、知識和喜樂組成的，祂

的軀體和自我之間也沒有差別。這點在下列不同經典的引文顯而易見：  
 
(1) oà sac-cid-änanda-rüpäya kåñëäya－是的，讓我們深思主奎師那，祂的形象滿

載永恆、認知和喜樂[《哥袍-塔帕尼奧義書》1.1]。 
 
(2) tam ekaà govindaà sac-cid-änanda-vigraham－唯有祂－哥文達－才有永恆、

認知和喜樂的形象(《神訓經》)。   
 
(3) dvi-bhujaà mauna-mudräòhyaà vana-mälinam éçvaram－戴著森林百花的花環

時，主吹奏笛子，以祂雙手迷人地做了沉默的手印 (mauna-mudra)[《神訓

經》]。  



 
(4) éçvaraù paramaù kåñëaù sac-cid-änanda-vigrahaù－至尊主就是奎師那；祂的

形象永恆、全知和喜樂(《婆羅訶摩讚》5.1)。 
 
(5) apaçyaà gopäm anipadyamänamä－我看到一個顯現在牧牛王朝的男孩，祂永

恆不朽(《梨俱韋達》1.22、1.66.31)。   
 
(6) güòhaà paraà brahma manuñya-liìgam－接受了人形的形象，至尊主不為人

知(《聖典博伽瓦譚》7.15.75)。 
 
(7) säkñäd güòhaà paraà brahma manuñya-liìgam－祂直接是至尊絕對真理，但

因祂有人類形象而不為人知(《聖典博伽瓦譚》7.10.48)。  
 
(8) yaträvatérëo bhagavän paramätmä naräkåtiù－於是至尊主以人形形象降臨

(《聖典博伽瓦譚》 9.23.20)。 
 

主奎師那.采坦亞.瑪哈帕佈指導一個住在卡斯的婆羅門，奎師那的形象和奎師那

的聖名沒有分別。祂的聖名、形象和本質全都是永恆-全知-極樂的，在真理方面

都是一致的。祂的軀體和自我、聖名(nama)和聖名的(nami)擁有者之間沒有差

別。認為奎師那永恆-全知-極樂的形象是物質的那些人嚴重冒犯。《永恆的主采

坦亞經》解釋，在主奎師那所有的逍遙時光之中，以祂的人形逍遙時光最好。穿

著牧牛童的衣服，手裏拿著笛子，顯現為年輕的舞蹈家－這個形象最為至尊，也

是所有形象之中最迷人的。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我的陳述的精華就是，我的靈

性形象是永恆、知識和喜樂組成的，縱使我獨立於那些活動，我的能量卻憑著我

的恩慈履行所有活動。只是透過我的恩慈和我能量的力量，才可以在這個俗世看

到我。我是完全的超然真象，超越所有世俗規則，儘管我是有知覺真象的化身，

在這個物質世界都可以看到我。但是非常微小的人類卻特別尊敬浩瀚而不展現

的。這是他們受條件限制的智慧所致的。不過，那個面貌不是我的至尊本性。我

至尊性就是，雖然我完全超然，而且有中等身材的人形形象，卻憑著我的能量，

同時全面遍透又比原子更小。我的靈性形象是我不可思議的能量展現的。那些愚

蠢的人把我那個由永恆、認知和喜樂組成的超然形象，看作為人類的形象。他們

認為我因物質自然的定律，被迫接受這個物質軀體，也無法明白，呈現為這個形

象的我正是眾生控制者。因此，由於他們誤解了超然真象(avidvat-pratiti)，於是

把有限的理解疊加在我之上。不過，那些發展了恰當察知(vidvat-pratiti)的人，

能夠明白我的靈性形象是永存不朽的知識和喜樂形象。」 
 

詩節十二 
 



moghäçä mogha-karmäëo mogha-jïänä vicetasaù 
räkñasém äsuréï caiva prakåtià mohinéà çritäù 

 
mogha-asah－難以實現的欲望；mogha－他們的果報工作遇到障礙；mogha-
karmanah－難以理解的知識；vicetasah－那些被迷惑的人；raksasim－愚昧的；

asurim－天性邪惡；ca－和；eva－肯定地；prakrtim－本性；mohinim－充滿假

象的；sritah－托庇。 
 
這些被迷惑的人對解脫、物質得益和知識培養的希望全都落空。因此他們心神紊

亂，採納蒙騙、愚昧和情欲的品性。 
  
《要義甘霖》：「認為至尊聖主的人體是以假象製成的，那些嘲笑祂的人臻達甚

麼目的地？」預料到阿尊那的這個問題，至尊聖主說，儘管這樣的人是奉獻者，

他們的希望都落空。他們渴望得到四種解脫的其中一種，例如與主住在同一星球

(salokya)，卻不能如願。如果他們是果報工作者，就得不到住在天堂星球等等活

動成果。如果他們是思辨家，就得不到解脫作為知識的結果。那麼他們得到甚

麼？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raksasim開始的詩節的第三行，回應這點。「他們得到

邪惡的本性。」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這個詩節描述，那些嘲笑主奎師那超凡人形

軀體者的目的地，正如上一個詩節所述，那個軀體是由永恆、認知和喜樂組成

的。他們的欲望、活動和知識全都變得無用。他們甚至心神不定，托庇於摧毀分

辨力的邪惡和無神論本性。他們這樣從通往至尊目標的途徑低墮。《巴瑞漢-外
斯那瓦密宗(Brhad-vaisnava Tantra)》解釋了這點︰ 

 
yo vetti bhautikaà dehaà kåñëasya paramätmanaù 

sa sarvasmäd bahiñ-käryaù çrauta-smärta-vidhänataù 
那些認為超靈主奎師那的軀體由五種物質元素製成的人，沒資格按照《神訓經》

和《輔典》履行各種活動。如果看到這種罪人的臉，應該立即和衣沐浴。據說由

於缺乏分辨力，那些具有這種迷惑、邪惡、愚昧和暴力本性的人，必定前往地獄

星球。 
 

詩節十三 
 

mahätmänas tu mäà pärtha daivéà prakåtim äçritäù 
bhajanty ananya-manaso jïätvä bhütädim avyayam 

 
maha-atmanah－偉大靈魂； tu－但是；mam－我；partha－帕瑞塔之子； 
daivim－神聖的；prakrtim－本性；asritah－托庇；bhajanti－崇拜；ananya-



manasah－以不偏離的心意；jnatva－知道了；bhuta-adim－眾生之原；avyayam
－不朽的。  
 
不過，帕爾塔啊，托庇了我的神聖本性，偉大靈魂知道我是眾生原始而不朽的成

因。他們專心致志於我，持恆地崇拜我。 
 
《要義甘霖》：「儘管只是人類，卻透過我奉愛的恩慈變得偉大，托庇神聖本質

的那些崇高靈魂，專一地投入於靈性專注，服務我的人形形象。他們的心意沒受

到業報、知識和其他欲望吸引；因此僅是全神貫注於我(ananya-manah)。領受到

我富裕方面的知識，例如maya tatam ida sarvam(《梵歌》9.4)，他們知道我是從

主布茹阿瑪到一株小草等等眾生的成因。他們知道我永恆不變(avyaya)，我的形

象是永恆、認知和喜樂組成的。在對我的崇拜方面，我的奉獻者只需要這類知

識。專一的奉愛沒有至尊主及微靈各自地位的知識(tvam-padartha-jnana)、業報

等等，應該視之為至高無上的知識和所有機密奧祕之王。」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有人也許會提出問題：「那麼，那個尊重奎

師那永恆、認知和喜樂的形象，對祂履行靈性專注的人是誰？」至尊主以目前這

個詩節回答。那些得到了奉獻者和至尊聖主無緣恩慈的人，托庇純粹奉愛。只有

這樣的偉大靈魂，從事對主奎師那的靈性專注，祂是永恆-全知-極樂的化身。這

樣的偉人非常稀有。《博伽梵歌》確認了這個原則。這樣的偉人天賦神聖的本

性。與這點相反的是，另外有些人天性邪惡。《蓮花宇宙古史》說：「viñëu-
bhaktaù småto daiva äsuräs tad-viparyayaù－根據《輔典》，維施努的奉獻者稱為

半神人，那些反對祂的人則稱為惡魔。」 
 

詩節十四 
 

satataà kérttayanto mäà yatantaç ca dåòha-vratäù 
namasyantaç ca mäà bhaktyä nitya-yuktä upäsate 

 
satatam－持恆地；kirtayantah－唸誦；mam－我；yatantah－竭力；ca－和； 
drdha-vratah－以堅決的誓言；namas-yantah－俯首；ca－和；mam－在我面

前；bhaktya－懷著奉愛；nitya yuktah－他們懷著永恆聯合的情感；upasate－崇

拜。  
 
持恆地唸誦我名字、品質、形象和逍遙時光的榮耀，以堅決的誓言竭盡所能，懷

著奉愛頂拜，他們投入於崇拜我，恆常都與我相連。 
 
《要義甘霖》：「你說他們投入於崇拜你，但那崇拜是甚麼？」至尊聖主講述這

個以satatam開始的詩節，回答這個問題。「我的靈唱唸誦不計較時間、地方或

人物純淨或不純淨，不像業報瑜伽那樣，他們恆常都履行。」《輔典》(Visnu-



dharmottara)說：「沒有給依附於唸誦主哈瑞聖名的人，訂定時間或地點方面的

規則。沒禁止在任何不純淨的狀態不可唸誦，何況是以不清潔的嘴巴唸誦。」這

些偉大靈魂是yatantah，表示他們以堅定的誓言竭力而行。一個貧窮的居士可能

在富人附近竭力維繫家庭，希望得到財富。我的奉獻者同樣都發展對唸誦等等奉

愛支部的依附，為了得到奉愛，他們前往聖人的聚會。甚至在得到奉愛之後，都

一再修習，正如某人也許會重讀經典多遍。那些堅定和絕對堅守唸誦固定圈數的

誓言，頂拜固定次數，定期履行其他這樣的服務，奉行艾卡達斯斷食的人，稱為

竭盡所能的人。他們認為：「這修習對我來說非常重要。」在namasyantas ca這
個片語裏，ca這個字表示，這也包括了聆聽和服務蓮花足等等其他所有的奉愛支

部。這些偉大奉獻者稱為nitya-yuktah，表示他們渴望得到我的永恆聯誼。在這

個詩節，akirtayanto mam和mam upasate這兩個片語的要旨是，對我的崇拜唯獨

是由唸誦和其他奉愛支部組成的。因此，重複mam這個字不失為過。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這個詩節解釋，上一個詩節所述的偉人怎樣

崇拜主奎師那。《聖典博伽瓦譚》(6.3.22)說︰「bhakti-yogo bhagavati tan-
näma-grahaëädibhiù－他們不停唸誦我的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

《Vaisnava-cintamani》說︰ 
 

na deça-niyamo räjan na käla-niyamas tathä  
vidyate nätra sandeho viñëor nämänu kértane 

這種唸誦形式的奉愛並非取決於時間、地方或人物的純淨度。 
 

《斯刊達宇宙古史》說：「cakräyudhasya nämäni sadä sarvatra kértayet－在每個

地方，時時刻刻都要唸誦手持神碟的主哈瑞聖名。」 
 
主采坦亞 .瑪哈帕佈在《八訓規(Siksastakam)》確認這點︰「kértanéyaù sadä 
hariù－恆常都唸誦主哈瑞聖名。」  

 
僅是透過自我宣傳或收集選票，普通人無法成為偉大靈魂。沒有人可以這樣做而

成為大聖人。在這個詩節，主奎師那親自描述偉大靈魂內在固有的特性。主奎師

那是眾靈之靈，那些持恆地聆聽、唸誦和憶念祂極純粹聖名、形象和逍遙時光的

人，稱為偉大靈魂。其他人，例如思辨家、瑜伽師和苦修者(tapasvis)等等，那些

從事虔誠活動和那些認為至尊主沒特徵、沒形象、或非人格(nirakara)和沒有能

量的人，《博伽梵歌》沒稱他們為偉大靈魂。在任何靈性階段(asrama)的人，不

管他是貞守生、居士或棄絕僧，只要托庇真正靈性導師和培養對主奎師那的奉

愛，都可以成為真正的偉大靈魂。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那些恰當地理解我的偉大靈

魂，恆常唸誦和講述我的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即是說，為了得以永恆

服務我永恆、全知和最喜樂的夏姆遜達爾形象，他們堅守誓言，遵循聆聽和唸誦



等等九個奉愛支部。他們只是決心取悅我，這樣履行所有身體、心意、社會或靈

性方面的活動。儘管活在這個物質世界，他們都透過奉愛瑜伽的程序皈依我。這

確保他們不會因物質主義活動心神不定。」 
 

詩節十五 
 

jïäna-yajïena cäpy anye yajanto mäm upäsate 
ekatvena påthaktvena bahudhä viçvato-mukham 

 
jnana-yajnena－透過培養知識；ca－和；api－但是；anye－其他人；yajantah－
崇拜；mam－我；upasate－崇拜；ekatvena－透過一元論概念；prthaktvena－
懷著二元論概念；bahudha－懷著萬神論概念；visvatah mukham－懷著宇宙形象

的概念。  
 
另外有些人透過培養知識從事祭祀。有些人懷著一元論概念崇拜我，有些懷著二

元論概念，有些透過各個半神人的形象，有些則崇拜我的宇宙形象。 
 
《要義甘霖》：這一章和前幾章所指的偉大靈魂，只是那些毫無業報、知識、瑜

伽、世俗欲望等等的專一奉獻者。顯示出這樣的奉獻者，比其他那些尋求減輕痛

苦等等的各類奉獻者更高。現在至尊聖主正講述之前沒描述過，屬於不同類別的

其他三類奉獻者。他們是自我崇拜者(ahangraha-upasakas)，即那些認同自己與

崇拜對象一樣的人。偶像崇拜者(pratika-upasakas)認為半神人是至尊(主)而崇拜

他們，但是那些半神人其實只是主的能量。宇宙形象的崇拜者 (visvarupa-
upasakas)崇拜主的絕對或宇宙形象。因為他們無法履行之前所述的修習，因此統

統都不是偉大靈魂(《梵歌》9.14)。 
 

《神訓經》描述了以知識作為祭祀的三個含意：  
 
(1) 「所有富裕的主人(Deva-purusa)啊！你是甚麼，我就是甚麼，我是甚麼，你

也是甚麼。」這就是ahangraha-upasakas(認同自己與崇拜對象一樣)，一些思辨

家藉此履行對至尊控制者的崇拜。這裏用了ca這個字表示evam(也)，也用了api
表示「放棄所有別的程序」。ekatvena(一體)這個字表示「認為崇拜者與堪受崇

拜者是一體的」。《Tantra》說：「nä devo devam arcayet－自己不是半神人，

那個人就無法崇拜半神人。」自我崇拜者表示懷著「我是哥袍」的這種情感崇拜

哥袍。 
 
(2) 與這類崇拜相比，懷著二元論概念的崇拜較低等，崇拜者以崇拜偶像的形式

履行祭祀。《神訓經》說：「太陽是絕對真理；唯獨這是訓示。」這是聖足瑪杜

蘇丹.薩茹阿斯瓦提的解釋。 
 



有些崇拜者認為至尊主維施努是太陽，除了祂之外就沒有太陽；祂自己也是因卓

(Indra)，沒有其他因卓；祂也是蘇瑪(Soma)，沒有其他蘇瑪。這類崇拜稱為崇拜

神像，所見的富裕(vibhutis)就是至尊主有不同形象。 
 
(3)  知道維施努就是萬物而崇拜所有富裕，稱為宇宙形象的崇拜者。「那些智慧

較低的人，多方崇拜我的宇宙形象，視我為萬物之靈。」 
 

如此一來，透過知識履行的崇拜共有三部分。崇拜者與崇拜對象(ekatvena)的一

體性，以及崇拜至尊聖主的富裕與至尊主不一樣，有時歸入同一類，因為它們幾

乎是相同的。例如，自我崇拜者認為「我是哥袍」和「我是哥袍的僕人」。這兩

種情感好比流入大海的河流。河流與海洋不同，卻又沒有分別。因此，這樣分類

時，透過知識履行的崇拜共有兩種。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某些特定的奉獻者因痛苦而接近主，相比之

下，專一或專心致志奉獻者的地位明顯更高。專一的奉獻者可以稱為崇高靈魂。

說明了這點之後，至尊聖主解釋其他三類比不上他們的崇拜者。這三類崇拜者無

法履行專一而專心致志奉獻者的修習，於是透過把業報等等為主的奉愛知識作為

祭祀，崇拜至尊聖主，他們探討一體(ekatvena)、差別或二元性和宇宙形象

(bahudha或visvatomukham)的真象。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阿尊那啊，稱為偉大靈魂的專

一奉獻者，比那些因痛苦而接近我的奉獻者更高。我描述了那些因痛苦而多方接

近我的奉獻者。現在我會解釋其他三種比不上他們，我也不曾提及的奉獻者。淵

博的學者稱這三類崇拜者為自我崇拜者、偶像崇拜者和宇宙形象的崇拜者。  
 

自我崇拜者比其他兩者更高。他們自稱『至尊主』，並以這種自我概念履行崇

拜。這種想法或自我主義，是崇拜至尊控制者的其中一種祭祀。懷著與梵合一的

概念履行這祭祀，自我崇拜者崇拜絕對(真理)無特徵的那一面。偶像崇拜者比不

上他們。他們認為自己與至尊主分開，崇拜太陽、因卓等等，卻不明白太陽和因

卓只是至尊聖主的富裕而已。智慧甚至更低的那些人，崇拜呈現為宇宙形象的至

尊聖主。因此，透過知識履行的崇拜共有三種。」 
 

詩節十六至十九 
 

ahaà kratur ahaà yajïaù svadhäham aham auñadham 
mantro ’ham aham eväjyam aham agnir ahaà hutam 

pitäham asya jagato mätä dhätä pitämahaù 
vedyaà pavitram oàkära åk säma yajur eva ca 

gatir bharttä prabhuù säkñé niväsaù çaraëaà suhåt 
prabhavaù pralayaù sthänaà nidhänaà béjam avyayam 



tapämy aham ahaà varñaà nigåhëämy utsåjämi ca 
amåtaï caiva måtyuç ca sad asac cäham arjuna 

 
aham kratuh－我是火祭(agnistoma)的儀式；aham yajnah－我是正統的祭祀

[smarta-yajna ，例如火祭 (vaisva-deva)] ； svadha aham －我是祭祖的祭品

(sraddha)；aham ausadham－我是藥草；mantrah aham－我是曼陀；aham－我

是；eva－肯定地；ajyam－酥油；aham agnih－我是火；aham hutam－我是火裏

的供品；pita aham－我是父親；asya－這個的；jagatah－宇宙；mata－母親；

dhata－支持者；pita-mahah－和祖父；vedyam－我是值得知道的；pavitram－

淨化者；om-karah－我是音節唵；rk sama yajuh－《梨俱韋達》、《娑摩韋達》

和《夜柔韋達》；eva－肯定地；ca－和；gatih－業報之果；bharta－維繫者；

prabhuh－控制者和主人； saksi－好和壞活動的見證者；nivasah－居所；

saranam－保護者；suhrt－祝願者；prabhavah－創造者；pralayah－毀滅者；

sthanam－基礎；nidhanam－休息地點；bijam－成因；avyayam－不朽的；

tapami aham－我引致熾熱；aham－我；varsam－雨；nigrhnami－我撤回；

utsrjami－釋放；ca－和；amrtam－解脫；ca－和；eva－我肯定；mrtyuh－死

亡；ca－和；sat－精微靈魂；asat－粗糙物質；ca－和；aham－我；arjuna－阿

尊那啊。 
 
阿尊那啊，我是火祭等等韋達儀式、我是火祭等等正統祭祀、我也是祭祖的穀

物祭品。我是有療效藥草的能量、曼陀、酥油、火，我也是祭祀(homa)。我是

宇宙的母親、父親、維繫者和祖父。我是知識的目標和淨化者。我是音節唵，

我也是《梨俱韋達》、《夜柔韋達》和《娑摩韋達》。我是呈現為業報之果的

命運、支持者、主、見證者、居所、庇護所和最親愛的祝願朋友。我是創造、

瓦解、基礎、基石、休憩處和永恆成因，或取之不竭的種子。我散發熱力，我

抑制和洒下雨水。我是不朽，我是死亡的化身。我是萬物之原，也是效果，我

也是靈魂和物質。 
 
《要義甘霖》：「為甚麼人們以各種方法崇拜你？」預料到這個問題，至尊聖

主在這個和以下的三個詩節，詳細闡述祂的本質，祂解釋宇宙裏的一切都只是

祂，也只有祂。換句話說，祂在描述祂的宇宙形象。kratuh這個字表示《韋達

經》賦定的火祭等等祭祀，還有正統《輔典》所述的火祭等等祭祀。ausadham
這個字表示「有藥用益處的藥草(ausadhi)所製成的」。pita這個字表示，因為祂

是個別或所有宇宙整體在成分方面的物質成因，因此祂是父親。mata這個字表

示因為祂把宇宙留在祂的子宮裏，因此祂是母親。祂維繫和滋養宇宙；因此祂

是維繫者(dhata)。因為祂是這個宇宙的創造者－布茹阿瑪－的父親，因此祂是

祖父。vedyam這個字表示「知識的目標」，pavitram則表示「淨化物」。gati 這
個字表示「成果，結果的意思」。Bharta表示「丈夫或保護者」，prabhuh意指

「控制者」，saksi表示「吉祥和不祥活動的見證者」，nivasah意謂「居所」。

Saranam表示「救苦救難的人」， suhrt表示「毫無動機地行善的人」。 



Prabhavah表示「只有我履行創造、毀滅和維繫的活動。」Nidhanam表示「我

是賦有蓮花、響螺、棒槌和神碟的寶藏」。bija這個字表示「成因或種子」。 
Avyayam意謂「不過，我不像大米的種子那麼易毀。我不朽、永恆而不變。我

以太陽的形式在夏季提供熱力。我在雨季降雨。我是解脫(amrta)、生死輪迴

(mrtyu)、精微實體(sat)，即靈魂和粗糙物質(asat)。對我有這樣的認識，他們崇

拜宇宙形象的我。」這個詩節就是這樣和前一個息息相關。 
 

詩節二十 
 

trai-vidyä mäà soma-päù püta-päpä  
yajïair iñövä svar-gatià prärthayante 

te puëyam äsädya surendra-lokam  
açnanti divyän divi deva-bhogän 

 
trai-vidyah－那些透過三部《韋達經》的業報之部，埋首於果報工作的人；mam
－我(以因卓的形象)；soma-pah－把祭餘當作仙露喝掉；puta-papah－擺脫罪惡

反應；yajnaih－透過祭祀；istva－崇拜了；svah-gatim－為了天堂星球目的地；

prarthayante－他們祈禱；te－他們；punyam－以虔誠功德的形式；asadya－得

到了；sura-indra-lokam－和因卓的星球；asnanti－享受；divyan－神聖；divi－
在天堂；deva-bhogan－神聖的喜悅。  
 
那些致力於三部《韋達經》所述果報活動的人，透過履行祭祀，把我當作為因卓

或其他半神人那樣崇拜。喝了這仙露祭餘擺脫了罪孽，他們祈求進入天堂星球。

當他們憑著虔誠行為臻達因卓的星球時，就享受半神人的天界之樂。 
 
《要義甘霖》：「如此一來，知道只有我是至尊控制者，這三類履行崇拜的奉獻

者得到解脫，但是那些果報工作者卻得不到解脫。」至尊聖主講述兩個以trai-
vidya開始的連續詩節解釋這點。「知道《梨俱》、《夜柔》和《娑摩》三部

《韋達經》的學問，致力於其中的賦定活動，那些人間接地履行祭祀來崇拜我。

儘管他們不知道因卓等等半神人是我的形象，卻崇拜我的因卓形象和喝仙露祭

餘。那些喝這仙露的人得到虔誠功德，享受天堂之樂。」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

話：「只有當這三種崇拜有點奉愛意味時，生物體才開始崇拜我的至尊控制者形

象。他會逐漸放棄混雜式崇拜的不純粹，得到我純粹奉愛形式的解脫。如果崇拜

者摒棄自我崇拜程序的那種錯誤概念，即以為自己是至尊主，就可以正確地深思

奉愛，逐漸臻達純粹奉愛。偶像崇拜的程序認為其他半神人都是至尊主，在聖人

聯誼之中探討真理，就能夠逐漸消除這個概念，最終覺悟我那個由永恆、認知和

濃縮喜樂組成的靈性形象。透過逐漸覺悟我的靈性形象，也可以消除宇宙形象崇



拜程序之中不一致的超靈知識。那樣，崇拜者就可以專注於我人形的永恆-全知-
極樂面貌。 

 
但是如果履行這三種崇拜之一的人，繼續受到業報和知識吸引，那是厭惡我的徵

兆，就得不到最吉祥的奉愛。那些厭惡我而認同自己是崇拜對象的人，逐漸掉進

虛幻假象宗推理的網絡。偶像崇拜者受制於《梨俱》、《夜柔》和《娑摩》等等

《韋達經》賦定的業報定律。研習了這三種傳授業報訓示的韋達知識之後，他們

透過喝仙露擺脫罪孽。他們以祭祀崇拜我，祈求臻達半神人的天堂星球作為虔誠

行為之果。因此得到半神人的神聖之樂。」 
 
 

詩節二十一 
 

te taà bhuktvä svarga-lokaà viçälaà  
kñéëe puëye martya-lokaà viçanti 
evaà trayé-dharmam anuprapannä  

gatägataà käma-kämä labhante 
 

te－他們；tam－那；bhuktva－享受了；svarga-lokam－天堂星球；visalam－巨

大；ksine－耗盡時；punye－當虔誠善行……時；martya-lokam－凡塵；visanti
－進入；evam－因此；trayi dharmam－三部《韋達經》的業報之部(描述義務

的 )；anuprapannah－根據；gata-agatam－一再來來去去 (從地球到天堂 )；
kamah－那些渴求感官快樂的人；labhante－得到。  
 
享受了浩瀚天國之樂，他們的虔誠功德耗盡時就重墮凡塵。那些渴求感官快樂和

履行三部《韋達經》所述果報活動的人，只是這樣在這個物質世界領受到生生死

死。 
 
《要義甘霖》： Gata-agatam表示「重復的生死」。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上一個詩節所述，渴求物質快樂的那些

人，還有那些反對至尊主的人，享受了天界之樂之後會重墮這個塵世。他們領受

到一再投生的結果。《聖典博伽瓦譚》(3.32.2)也確認了這點：  
 

sa cäpi bhagavad-dharmät käma-müòhaù paräì-mukhaù 
yajate kratubhir devän pitèàç ca çraddhayänvitaù 

對果報活動之途有信心，又反對靈魂的本然宗教，即崇拜至尊主，這樣的人被物

質欲望迷惑，履行各種不同的祭祀，崇拜物質的半神人和祖先。 
 

karma-vallém avalambya tata äpadaù  



kathaïcin narakäd vimuktaù punar apy 
evaà saàsärädhvani vartamäno nara-loka- 

särtham upayäti evam upari gato ’pi 
《聖典博伽瓦譚》(5.14.41) 

如此一來，生物體求助於果報活動的蔓藤而臻達天堂星球。因此得以暫緩地獄之

苦。不過，當虔誠功德耗盡時，他們又再進入生死世界。 
 

tävat sa modate svarge yävat puëyaà samäpyate 
kñéëa-puëyaù pataty arväg anicchan käla-cälitaù 

《聖典博伽瓦譚》(11.10.26) 
在虔誠功德耗盡之前，他們一直享受天堂星球之樂。然後，受到時間的力量促

使，他們迫不得已重墮凡塵。 
 

詩節二十二 
 

ananyäç cintayanto mäà ye janäù paryupäsate 
teñäà nityäbhiyuktänäà yoga-kñemaà vahämy aham 

 
ananyah－沒有其他欲望；cintayantah－全神貫注於深思之中；mam－在我；ye 
－他；janah－人們；paryupasate－以一切方法崇拜；tesam－對於他們；nitya-
abhiyuktanam－持恆地投入於…的人；yoga－提供必需品；ksemam－維繫他們

所擁有的；vahami－揹負；aham－我。  
 
不過，對於那些沒有物質欲望，恆常專注於憶念我，恆常懷著專一奉愛完全崇拜

我的人，我會親自運送他們的所需和保存他們的所有。  
 
《要義甘霖》：「領受到業報成果，我的奉獻者不會感到快樂；反而因為我賜予

這些成果的這個事實而感到快樂。Nityabhiyuktanam指的是那些恆常與我聯合的

人。這種非常博學的人與我聯合，他們的快樂是我賜予的。其他與我沒有關係的

人，稱為沒有學問的。Nityabhiyuktanam也表示，我給那些恆常渴望與我聯合的

人，賜予瑜伽、冥想等等方面的成功。Ksemam表示儘管他們沒這樣期待，我卻

親自維繫他們，揹負他們的重擔。」karomi這個字表示「我履行」，至尊聖主在

這裏不曾用它，而是用了表示「揹負」的vahami這個字。這暗示：「我親自揹負

維繫他們身體的那個重擔，就像居士揹負那個維繫他妻兒和其他家庭成員的重

擔。與其他人不一樣，他們的進展(yoga)和維繫(ksema)，不是活動成果的結

果。」 
 

「你是至尊控制者，總是不偏袒又自我滿足，你揹負他們的重擔，背後有甚麼目

的嗎？」正如《聖哥袍-塔帕尼奧義書》(東方之部 15)所述：「奉愛的意思是對

至尊主所作的奉愛服務，放棄各種物質或超然的名份，只是專心致志於祂。」這



稱為擺脫業報及它的活動(naiskarmya)。「我純粹的專一奉獻者大公無私，因為

這無私的本性，在他們身上所看到的任何喜樂都是我親自賜予的。儘管我完全中

立，因為我憐愛我的奉獻者，我賜予他們這種喜樂，因此我稱為恆常都憐愛我的

奉獻者(bhakta-vatsala)。」說那些奉獻者不愛我，這種說法不正確，因為他們把

維繫和滋潤他們的責任交托給我，儘管他們沒有把這責任完全交托給我，我都樂

於接受。僅是憑著我的意願，我就可以創造所有宇宙，因此這對來我說不是負

擔。而且，因為我依附我的奉獻者，我非常樂意揹負他們的重擔，就像男人樂於

揹負那個維繫體貼賢妻的擔子。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怎樣照顧祂奉獻者的需要和維繫他

們？這方面說了一個真實的故事。 
 
從前有一個貧窮的婆羅門，名為阿尊那.米斯查(Arjuna Misra)。他是至尊聖主最

崇高的奉獻者。每天早上履行了靈性專注之後，他會用兩小時撰寫《聖博伽梵

歌》注釋，然後出外化緣。他會把化緣領受到的一切交給他的妻子，她會處理和

下廚，愛意盈盈地把食品供奉給至尊聖主。然後就會把偉大祭餘(mahaprasada)
給她的丈夫。她會心滿意足地吃殘羹。他們非常貧窮，衣衫襤褸。他們只有一塊

適合在外出時所用的兜提(dhoti)。婆羅門圍著那塊兜提外出化緣時，他的妻子就

用一些破布遮住身體，他回來時，她就穿上那同一塊兜提到外面去或做其他家

務。倆人都認為他們的貧困是至尊聖主所賜的禮物，感到心滿意足。他們恆常都

把至尊主恩賜收集得來的任何佈施，供奉給他們堪受崇拜的神(ista-deva)主高琵

納(Sri Gopinatha)，之後就接受祂的偉大祭餘。這是他們一貫的心態。因此快樂

度日，毫不在意他們的情況。 
 
婆羅門有規律地撰述他的《博伽梵歌》注釋。有一天，履行了早上的靈性專注之

後，他坐下來為這個詩節作注： 
 

ananyäç cintayanto mäà ye janäù paryupäsate 
teñäà nityäbhiyuktänäà yoga-kñemaà vahämy aham 

《博伽梵歌》(9.22) 
 

讀到這一句，他深感懷疑，心神不定，無法釋懷。「至尊人物至尊人格首神是整

個宇宙唯一的主人！祂會親自揹著重擔，即照顧那些專一地投入崇拜祂的人的所

需和維繫？不，這不可能是真的。果真如是，那麼為甚麼我落得這個境況？我完

全倚賴祂，懷著專一的奉愛把一切供奉在祂的蓮花足。那麼為甚麼我一定要承受

貧困之苦？因此，nityäbhiyuktänäà yoga-kñemaà vahämy aham這句話不可能是

至尊主自己說的；一定是加插的。」他試圖憑自己的智慧解決這個困難，卻反而

越來越困惑，越來越懷疑。最後，他用紅筆在這一行劃了三條線，擱筆而出外化

緣。 
 



現在，保護皈依靈魂的最慈悲至尊主，看到祂奉獻者對祂的話生疑。採納了一個

極漂亮、溫文而膚色黝黑的男孩形象，在兩個籃子載滿大量大米、豆、蔬菜、酥

油等等，放在一根竹子的兩端，親自扛著，走到這個婆羅門的家。 
 
大門反鎖了。祂敲門後高聲叫嚷：「媽媽啊，媽媽啊！」但是貧窮的女婆羅門只

披著一塊破布，那麼她怎能出來？她羞怯地靜靜坐著，但是響亮的扣門和叫喊聲

仍然繼續。她無計可施，低著頭羞怯地過來開門。男孩揹著那個重擔走進院子，

把重擔放在地上，站在一旁。女婆羅門羞愧地低著頭，又走進屋子裏。扮成那個

男孩的至尊聖主對她說：「媽媽，學者先生(Panditaji，婆羅門)送來這些物品。

請拿進去吧。」 
 

女婆羅門到現在都一直低頭站著。一聽到男孩動人的話，她往上望，看到院子裏

兩個載滿食品的大籃子。她從未看過那麼多蔬菜和穀物。男孩一再求她接受，她

就拿到房子裏面。她這樣做時一直凝視著祂美麗的臉龐，感到心滿意足。「啊，

祂的臉多麼漂亮啊！膚色這麼黝黑的人怎會有這種超然美？」她甚至不曾想像過

這種美。她肅然起敬，呆站著。然後，她的眼睛注意到男孩的胸口上有三條傷痕

正在流血，就像某人用利器割傷似的。她於心不忍，哭叫：「孩子啊！哪個狠心

的人割傷了你的胸口？哎呀，哎呀！想到割傷這麼嬌嫩的肢體，甚至鐵石心腸的

人都會軟化！」 
 

假扮成男孩的主奎師那說：「媽媽，給你帶來這些食品時，我耽誤了，於是你的

丈夫親自在我的胸口上劃上這些傷口。」 
 

女婆羅門熱淚盈眶地哭道：「甚麼！這是他做的？他回家時我會問他，怎可以這

麼殘忍！我的兒子，不要難過。留下來一陣子吧。我會準備這食品，你也可以接

受神像的祭餘。」 
 

讓男孩坐在院子，女婆羅門到廚房開始準備供品。然後，奎師那忖度：「我親自

運送這些食品的目的已經達到了。現在，婆羅門回家時會馬上發現我言出必行，

不會再懷疑了。」這樣安排消除祂奉獻者的懷疑之後，奎師那就消失了。 
 

那一天，儘管婆羅門竭盡所能，卻無法收集到任何佈施。他絕望地回家，認為神

明不想他收集到任何佈施。他敲門，他的妻子就開門。看見她忙著下廚時，他

問：「今天我得不到任何佈施，你怎麼在下廚？有甚麼可以煮？」 
 

「你為甚麼這樣問？你剛才要那個男孩親手送來那麼多食品，我們倆個要六個月

才會吃得完，那麼你為甚麼還要問我：『你要煮甚麼？』她有點驚訝。你心如鐵

石。我以前不知道這點。那個男孩的胸口有三條又深又長的紅色傷痕，快要淌血

似的。你怎能割傷那個男孩幼嫩的身體？你沒有惻隱之心嗎？」 
 



婆羅門大吃一驚，要她解釋。「我沒有送任何東西回家，也沒打傷一個男孩。我

不明白你在說甚麼。」 
 

聽到她丈夫的話之後，她讓他看大米、豆、麵粉和其他東西，但當她走進院子讓

他看那個男孩和祂的傷口時，男孩卻不在那裏。她開始到處找祂。祂去了哪兒？

外面的大門好像之前那樣關上了。倆人驚訝地互相對望。婆羅門米斯查現在開始

明白整個情況，淚如泉湧。洗乾淨手和腳之後，他走進神像房，為了消除所有疑

慮，他打開他的《博伽梵歌》。那天早上他用紅色墨水在nityäbhiyuktänäà 
yoga-kñemaà vahämy aham這一句劃了三條線，但是現在這三個標記消失了。他

興高采烈，不勝感激，哭著從神像房走出來。「我的親愛，你非常幸運！你今天

直接看到了主高琵納！這所有食物都是祂親自帶來的！我怎可能帶來那麼多東

西？今天早上，當我為《博伽梵歌》作注時，我懷疑至尊主的話，就用紅色墨水

在那些句子上劃了三條線。因此我們崇拜的高琵納嬌嫩的胸口上就有三條又深又

長的紅色傷痕。祂極慈悲。為了證明祂言出必行和消除我這種無神論的懷疑，祂

不辭勞苦。」他喉頭哽塞，不能言語。他愛意盈盈，十分激動，大聲呼喊：

「哈，高琵納！哈，高琵納！」然後倒在地上。  
 

他的妻子站在主高琵納面前，無法言語，熱淚盈眶。一段時間之後，婆羅門恢復

知覺，沐浴之後就履行他的日常職務。他把妻子準備的菜餚供奉給高琵納，他們

濃情厚愛地接受祂的祭餘。他繼續每天撰述他的《博伽梵歌》注釋，他的生命充

滿純粹的愛。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你不應該認為這三種有果報欲

望的崇拜者得到快樂，我的奉獻者卻受苦。我的奉獻者心無旁騖地想著我。為了

維繫身體，他們接受任何有利於對我奉愛，拒絕一切不利的東西。他們這樣透過

奉愛永恆與我聯合(nitya-abhiyukta)。毫無自私欲望，他們僅是把一切供奉給

我。唯獨我供給他們所有的財富和任何別的要求，我這樣維繫他們。  
 

我的奉獻者只接受有利於服務我的東西，從外在觀點看來，由物質驅策的偶像崇

拜者和他們看來也許差不多，因為兩者看來都享受這個世界的事物。不過，兩者

之間有天壤之別。儘管我的奉獻者沒物質欲望，我都照顧他們的所需和維繫他

們。我奉獻者領受到的特別福祉是，憑著我的恩慈，他們冷靜地享受所有感官對

象，最後得到永恆喜樂。不過，享受了感官快樂之後，偶像崇拜者會重返業報的

領域。他們得不到永恆喜樂。我對所有世俗事情不感興趣，不過出於對我奉獻者

的愛，我樂於在每方面幫助他們。我這樣做，我的奉獻者毫無冒犯，因為他們只

祈求我的寵愛。我親自提供他們所需。」 
 

詩節二十三 
 

ye ’py anya-devatä-bhaktä yajante çraddhayänvitäù 



te ’pi mäm eva kaunteya yajanty avidhi-pürvakam 
 
ye－他；api－雖然；anya-devata－其他半神人；bhaktah－奉獻者；yajante－崇

拜；sraddhaya anvitah－有信心；te－他們；api－也；mam－我；eva－肯定

地；kaunteya－琨緹之子啊；yajanti－崇拜；avidhi-purvakam－與臻達我的那些

訓令相反。  
 
琨緹之子啊，那些有信心地崇拜其他半神人的人，其實只是崇拜我一個，卻以未

經許可的方式。 
 
《要義甘霖》：也許會產生下列疑問︰「根據《博伽梵歌》(9.15)－ jnana-
yajnena capy anye－你說崇拜你的方式有三種。bahudha visvatomukham這句話

解釋第三種，即崇拜你的宇宙形象。你在『我是祭祀，我是韋達儀式等等』陳

述，揭示了那個形象的性質(《梵歌》9.16-19)。半神人都並非獨立於你而存在；

這就是你宇宙形象的性質。由此可以斷定，那些崇拜因卓等等半神人的人其實在

崇拜你，那麼為甚麼會得不到解脫？而且，你說過那些有物質欲望的人陷於生死

輪迴(《梵歌》9.21)，得到不經久的結果。為甚麼會這樣？」 
 

至尊聖主回答說：「他們確是崇拜我，不過，他們卻沒有遵循那些臻達我的賦定

規則。因此留在物質世界。」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也許會提出下列要點︰「半神人是至尊主的

富裕形象，也是祂的肢體。不過，半神人的奉獻者崇拜他們，終極都臻達至尊

主。那些崇拜半神人的人，臻達所崇拜的某些特定半神人的星球，在那裏享受了

不經久的成果之後，就重回這個地球的層面。不過，得以在至尊聖主的永恆居所

服務祂之後，至尊聖主的純粹崇拜者就不會重回這物質世界。如果兩種崇拜都是

為至尊主而做的，結果為甚麼不一樣？」 
 

主奎師那對阿尊那解釋：「半神人和我不是分開的，也並非獨立於我。有這種想

法的人的崇拜是未經許可的。」，回應這點。 
 

《聖典博伽瓦譚》(4.31.14)也清楚解釋了這個主題：  
 

yathä taror müla-niñecanena  
tåpyanti tat-skandha-bhujopaçäkhäù 

präëopahäräc ca yathendriyäëäà  
tathaiva sarvärhaëam acyutejyä 

恰當地在樹的根部澆水，它的樹幹、樹枝、幼枝、葉子、花朵等等全都得到滋

潤，就像一個人進食而滋養了生命氣和感官。同樣，崇拜至尊主阿促塔就崇拜了

每一個人，包括所有半神人。 



 
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對這個詩節的注釋的要旨是，在樹根澆水，樹枝

和幼枝都得到滋潤，在葉子、樹枝、水果和花朵澆水卻得不到同一結果。某人也

許會說，在樹枝和樹根澆水都不礙事；反而有好處。這樣的話，如果崇拜半神

人，又崇拜主奎師那，那麼有甚麼害處？以另一個例子回應這點。給胃部供應食

品就維持了生命氣；這樣就滋養了軀體的所有器官和感官。不過，如果把食品塞

入耳朵、眼睛和鼻子，就會使人又聾又盲，最終會死去。同樣，崇拜各個半神

人，認為他們是獨立的神，只會得到反效果。因此認可的程序是專一地崇拜主奎

師那。而且《聖典博伽瓦譚》(10.40.9-10)說︰ 
 

sarva eva yajanti tväà sarva-deva-mayeçvaram 
ye ’py anya-devatä-bhaktä yady apy anya-dhiyaù prabho 

yathädri-prabhavä nadyaù parjanyäpüritäù prabho 
viçanti sarvataù sindhuà tadvat tväà gatayo ’ntataù 

看這些詩節時，大部分的人會明白其中蘊藏下列意思︰「正如從山上流下來的河

流溢滿雨水，分成多條支流，從四面八方流入海洋，同樣，崇拜各個半神人最終

都只是崇拜至尊聖主一個，殊途同歸。因此，崇拜半神人也會得到崇拜主奎師那

的結果。」不過，這種理解並不正確。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對上述兩

個詩節注釋的要旨如下︰「業報工作者、瑜伽師和其他人，其實都只是崇拜我一

個，因為只有我是所有半神人的化身，我也是所有控制者之中的至尊控制者。一

個有這種想法的人：『我在崇拜施瓦，我在崇拜太陽神，我在崇拜象頭神

(Ganesa)。』認為自己致力於他們，事實上只是崇拜我。不過，如果說他們這樣

只崇拜我一個，於是肯定會臻達我，卻又不是這樣。他們履行的崇拜肯定來到我

這裏，但崇拜者卻不是。從山上流下來的河流溢滿雨水。烏雲洒下傾盤大雨，遍

及高山，這雨水最終又呈現為河流。所有河流都以獨立河道流經不同地方，最後

流入大海。從山上流下來的河流進入大海，但它們的來源－高山－卻不是。同

樣，修習各種程序的人所履行的崇拜，到達我這裏。不過，它們的來源－崇拜者

－卻不是。」 
 

在這裏，至尊聖主好比大海，《韋達經》好比烏雲，各種不同的崇拜程序好比

水，崇拜者好比高山，各個半神人則好比不同的地方。正如河川流經不同的陸地

進入海洋，對各個半神人的崇拜到達主維施努那裏，就像高山沒抵達大海，半神

人的崇拜者也沒臻達主維施努。 
 
崇拜不同半神人，涉及不同資格的人所履行的程序，崇拜者以那些不同種類的崇

拜名稱見稱。不過，他們的崇拜最終都經由半神人臻達主維施努。透過這種崇

拜，一個人只臻達自己堪受崇拜的半神人和短暫的地位。得不到在永恆居所為主

奎師那履行永恆服務。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事實上，我，即永恆、認知和

濃縮喜樂的化身，是唯一的至尊控制者。所有半神人都不是獨立於我。以我自己

的靈性形象，我是超然永恆-全知-極樂的真象，永恆超越物質創造。很多人崇拜

太陽神等等半神人。換句話說，在物質世界受條件限制的人，尊敬我那種呈現為

各個半神人的蒙騙物質能量的壯觀面貌，崇拜他們。但是透過適當的深思就可以

理解到，我的半神人僅是我各種自然形態的化身。知道他們的實際地位和我靈性

形象的真象，那些崇拜這些半神人的人，明白他們是我主宰各種物質品質的化

身。如此一來，他們的崇拜獲授權為循序漸進的途徑。但是認為半神人既永恆又

獨立於我，他們的那些崇拜者以不獲認可的方式崇拜。因此得不到永恆結果。」  
 

詩節二十四 
 

ahaà hi sarva-yajïänäà bhoktä ca prabhur eva ca 
na tu mäm abhijänanti tattvenätaç cyavanti te 

 
aham－我；hi－因為；sarva-yahnanam－所有祭祀的；bhokta－享受者；ca－
和；prabhuh－主人；eva－確實；ca－和；na－不；tu－但是；mam－我；

abhijananti－辨認； tattvena－我的原貌，以我的靈性形象；atah－因此；

cyavanti－他們從臻達我的那條途徑低墮，或在生死輪迴之中徘徊；te－他們。  
 
我是所有祭祀唯一的主人和享受者，但是那些辨認不到我超然軀體的人低墮，一

再在生死輪迴之中徘徊。 
 
《要義甘霖》：「『以不獲認可的方式』是甚麼意思？」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

aham hi開始的詩節，回應這個問題。「呈現為各個半神人，我是唯一的享受

者；我是主人之主，我也是賜予結果的人。但是那些分離主義者不知道我的基礎

真理。例如，認為太陽神會悅納他們和滿足他們的願望，他們崇拜太陽神，視之

為至尊控制者。以他們的智慧，他們無法明白，至尊控制者主拿茹阿央那成為了

太陽神，正是主拿茹阿央那自己把這信心灌輸給他們。其實是祂賜予崇拜太陽神

的結果。因為缺乏我的真理知識，因此他們低墮。但是，那些明白所崇拜的只是

呈現為太陽神和半神人的主拿茹阿央那，還有知覺到我的宇宙存在而崇拜我的

人，都得到解脫。太陽神等等是我能量的獨特展示(vibhutis)，因此那些崇拜他們

的人，必須知道那其實都是我能量的獨特展示。不是獨立於我而崇拜他們。」這

裏解釋這點。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為甚麼崇拜各個半神人不恰當？那種不獲

認可的崇拜有甚麼結果？」目前這個詩節解釋這點。「呈現為因卓等等半神人，

我是所有祭祀唯一的享受者。我是所有祭祀結果的主人、維繫者、控制者和賜予

者。那些崇拜半神人的人，不知道半神人是我的能量；因此他們滿懷信心地崇拜

半神人，認為他們獨立於我，也賜予活動結果。由於他們不知道我的真理，因此



對我沒有信心；因此他們的那種崇拜不獲認可。由於這種不獲認可的崇拜，以致

偏離真理，繼續困於生死輪迴。 
 

不過，透過崇拜太陽神等等半神人，把他們看作為我的富裕，他們逐漸登上循序

漸進之途，憑著知道我真理的那些奉獻者之恩，他們開始明白到我靈性形象的學

問。因此他們的智慧專一地貫注於我，即靈性形象永恆、全知而常樂的奎師

那。」 
 
《神訓經》也證實這個哲學結論。 
 

näräyaëäd brahmä jäyate 
näräyaëäd indro jäyate 

näräyaëäd dvädaçädityä rudrä 
sarva-devatä sarva åñäyaù 

sarväëi bhutäni näräyaëad eva 
samutpadyate näräyaëe pratéyante 

布茹阿瑪源於主拿茹阿央那，因卓源於主拿茹阿央那，施瓦源於主拿茹阿央那，

所有半神人和眾生都源於主拿茹阿央那。完成了他們的宇宙職務，在死亡時，他

們全都會與主拿茹阿央那再次合一。 
 
《輔典》也建立了相同的結論︰ 
 

brahmä çambhus tathaivärkaù candramäç ca çatakratuù 
evam ädyäs tathaivänye yuktä vaiñëava-tejasä 

jagat tu viyujyante ca tejasä käryävasäne 
vitejasaç ca te sarve païcatvam upyänti te 

布茹阿瑪和施瓦，還有太陽神、月神，天帝因卓和其他得到主維施努賜予力量的

強大能者，死亡時都被迫徹底放棄那些力量。 
 

在其他《奧義書》也看到這個結論。《神訓經》和《輔典》的上述陳述表明，半

神人和至尊控制者主維施努之間的差別。《神訓經》和《輔典》確立了主維施努

的至尊性，祂比半神人更高，但在某些地方又說，某位特定的半神人與主維施努

不相上下。因為某位特定半神人的影響力是受到主維施努控制，又或者祂非常鍾

愛那位半神人，因此才這樣說。 
 
如果由此斷定所有半神人都是拿茹阿央那，應該要崇拜他們，那就要明白下列要

點︰每個人都源於拿茹阿央那，他們因祂而存在，在祂之內被殲滅或消失。他們

都不是拿茹阿央那，也決不會成為拿茹阿央那。半神人是生物體，經典說把他們

與至尊聖主相提並論是嚴重冒犯。這樣的冒犯者稱為無神論者︰ 
 



yas tu näräyaëaà devaà brahma-rudrädi-daivataiù 
samatvenaiva vékñeta sa päñaëòé bhaved dhruvam 

《蓮花宇宙古史》 
正如不應該懷著半神人是獨立之主的這個理解來崇拜他們，把半神人與主拿茹阿

央那相提並論也是無神論的。 
 
因此賦定了，宇宙形象的崇拜者應該把半神人看作為主拿茹阿央那的富裕，這樣

崇拜他們。經典在這方面有兩類陳述。《拿茹阿達五訓》說：「antaryami-
bhagavad drstyaiva sarvaradhana  vihitam－全面遍透的主住在眾生萬物之中，以

這種眼界崇拜一切。」 
 
《Visnu-yamala》說︰ 

 
viñëu-pädodakenaiva pitåëäà tarpaëa kriyä 

viñëor niveditännena yañöavyaà 
devätäntaram ädi-prakäreëa vihitam iti 

應該用主維施努的濯足水，履行祭祖等等活動。應該用主維施努的食品祭餘，取

悅半神人。 
 

詩節二十五 
 

yänti deva-vratä devän pitèn yänti pitå-vratäù 
bhütäni yänti bhütejyä yänti mad-yäjino ’pi mäm 

 
yanti－去；deva vratah－那些崇拜半神人的人；devan－對半神人；pitrn－對祖

先；yanti－去；pitr vratah－那些崇拜祖先的人；bhutani－對靈魂；yanti－
去；bhuta-ijyah－崇拜鬼魂和靈魂的人；yanti－去；mat-yajinah－我的崇拜者；

api－確實；mam－對我。  
 
那些崇拜半神人的人去半神人的星球，那些崇拜祖先的人去祖先的星球，那些崇

拜靈魂的人去靈魂的星球，而那些崇拜我的人肯定會來到我這裏。 
 
《要義甘霖》：經典為崇拜不同的半神人，賦定了各種規範守則，奉獻者也按照

經典訓令，以類似的程序崇拜主維施努。有人也許會問：「這半神人崇拜有甚麼

缺點？」為了釋除這個疑慮，至尊聖主說：「半神人的奉獻者確實因為他們的崇

拜而臻達那些半神人。這是原則。」至尊主講述這個以yanti deva開始的詩節解

釋這點。「如果那些半神人自己都不經久，他們的奉獻者又怎會永存不朽？但是

我不朽又永恆，因此我的奉獻者也一樣。」  
 



《聖典博伽瓦譚》(10.3.25)也證實這點︰「bhavän ekaù çiñyate ’çeña-saàjïaù－在

毀滅之後只剩下你；因此你稱為Ananta。」而且，《神訓經》說：「eko 
näräyaëa eväsén na brahmä na ca çaìkaraù－起初只有拿茹阿央那，沒有布茹阿瑪

或施瓦。」 
 

《聖哥袍 -塔帕尼奧義書》也說：「parärddhänte so ‘budhyata gopa-rüpä me 
purastäd avirbabhüva－在布茹阿瑪的前半生結束時，布茹阿瑪明白到，我呈現牧

牛童的形象，比他更早顯現。」 
 

《神訓經》也說：「na cyavante ca mad-bhaktä mahatyäà pralayäd api－我的奉

獻者甚至在大毀滅時都繼續存在。換句話說，他們不再投生。」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在這裏展示，那些崇拜半神人和那

些崇拜祂的人之間的差別。祂也展示兩者所得結果的差別。有些人也許會說：

「正如奉獻者按照經典描述的程序崇拜維施努，我們也按照經典規則崇拜半神

人。 那麼怎會認為我們的崇拜不正確？」 
 

至尊主回應這點說：「按照經典所述的程序，一個人會臻達所崇拜的。就是這

樣。因此半神人的崇拜者臻達半神人的星球。因為半神人和他們的星球都不經

久，因此他們的崇拜者得到不經久的結果。相反，我的居所和我自己都是永恆、

有認知力和喜樂的；因此，那些崇拜我的人得以在我的永恆居所，喜樂地服務

我。」《聖典博伽瓦譚》(1.2.27)也說：「sama-çélä bhajanti，那些崇拜半神人(例
如因卓)的人，履行善良形態(sattva-guna)的dasa-paurnamasya等等祭祀。那些崇

拜祖先的人，履行情欲形態(rajo-guna)的祭祖(sraddha)儀式等等。崇拜靈魂、鬼

魂(Yaksas)、食人魔(Raksasas)和使其他實體障礙重重的邪魔(Vinayakas)，那些

人以愚昧形態(tamo-guna)的動物祭祀程序，履行崇拜。我的奉獻者超越這三種

形態，用天然和易於得到的物品滿懷奉愛地崇拜我。」 
 

某人也許會說：「那些崇拜半神人的人，對你也有信心，因為崇拜所有半神人，

也包括崇拜拿茹阿央那。」至尊主回答說：「這樣崇拜拿茹阿央那，目的只不過

是讓崇拜者能夠達成目標。事實上，不能說是對拿茹阿央那有信心。那些崇拜半

神人的人認為：『我是因卓和其他半神人的崇拜者。他們是我可敬的神，他們對

我的崇拜感到滿意，就會滿足我的願望。』與這點相反，我的奉獻者認為：『我

是全能的至尊控制者─主瓦蘇戴瓦─的崇拜者。只有祂是我堪受崇拜的主，我只

是為了取悅祂，才依照祂的喜好，以各種各樣的供品崇拜祂。祂悅納我，就會滿

足我的願望。』兩種崇拜外在看來好像一樣，但是因為那些崇拜半神人的人厭惡

對我奉愛，因此只在那些半神人的星球得到有限的享樂。在那裏享受之後，他們

又再墮進這個塵世的存在層面。不過，我專一的奉獻者得以在我的永恆居所，服

務我永恆、有認知力和喜樂的形象，不再重回這個物質世界。他們一直全神貫注

於我愛意盈盈的逍遙時光，在我的聯誼之中體驗無限快樂。」  



 
詩節二十六 

 
patraà puñpaà phalaà toyaà yo me bhaktyä prayacchati 

tad ahaà bhakty-upahåtam açnämi prayatätmanaù 
 
patram－一片葉子；puspam－一朵花；phalam－一個水果；toyam－或者水；

yah－不管誰；me－給我；bhaktya－懷著奉愛；prayacchati－無私地供奉(不求

個人回報的)；tat－那東西；aham－我；bhakti-upahrtam－懷著奉愛呈獻；

asnami－接受；prayata-atmanah－從真誠正直的奉獻者。 
 
如果任何真誠正直的奉獻者懷著愛和奉愛，給我供奉一片葉子、一朵花、一個水

果或水，我肯定會接受那份禮物。 
 
《要義甘霖》：「崇拜半神人往往非常困難，但是對我履行奉愛卻沒有這些困

難；反而輕而易舉。」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patram這個字開始的詩節解釋這點。

這裏說正是奉獻者的奉愛，使至尊主接受他的供品。第二行用了bhaktya這個

字，在第三行的bhakty-upahrtam又再用了。因此重複了。根據梵文語法，在第

三個語格的bhaktya這個字，暗示那些懷著奉愛的人，即「我的奉獻者」。因此

它強調：「如果某人不是我的奉獻者，卻懷著虛有其表的奉愛給我供奉水果或

花，我不會接受，但是我接受(asnami)我奉獻者給我的一切，儘管是一片葉子。

換句話說，我非常享受懷著奉愛供奉給我的，卻不喜歡迫於無奈的人所供奉的供

品。不過，如果我奉獻者的軀體不潔淨，我不會接受他的供品。」 因此至尊主

說prayatatmanah，表示「軀體潔淨的人」。由這個陳述斷定，女人在月經期間

不准供奉。  
 

prayatatmanah這個字的另一個含意是：「我接受那些內心純粹的人的供品。除

了我的奉獻者之外，其他人都心有雜念。」 
 

在《聖典博伽瓦譚》(2.8.6)，帕瑞悉大君說：「那些真誠正直的人，決不放棄主

奎師那的蓮花足。」內心純粹的人之兆是無法放棄服務至尊主的蓮花足。因此如

果有時看見這樣的奉獻者有色欲或憤怒，應當明白他不能危害其他人。就好比拔

掉毒牙的毒蛇一樣。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解釋了崇拜至尊主的結果既不朽又無限之

後，至尊主現在解釋那崇拜的品質：易於履行。儘管至尊主具有無限富裕，又完

全心滿意足，但是滿懷奉愛地把葉子、花朵、水果或水等等唾手可得之物供奉給

祂時，祂都會恰當地接受。祂因祂奉獻者對祂的愛而感到飢餓和口渴，全神貫注

於那種奉愛情感，祂出於純愛吃了那些供品。在奉獻者維杜爾的家，主奎師那甚



至懷著濃厚的純愛，吃掉維杜爾妻子手上的蕉皮。祂親愛的朋友蘇達姆.維帕爾

(Sudama Vipra)滿懷純愛地把乾大米供奉給祂，主奎師那邊吃邊說︰ 
 

patraà puñpaà phalaà toyaà yo me bhaktyä prayacchati 
tad ahaà bhakty-upahåtam açnämi prayatätmanaù 

《聖典博伽瓦譚》(10.81.4) 
也許菜式美味可口，也許淡而無味，但是如果滿懷愛意和感到非常美味地供奉，

對我來說就變得最美味。那時候，我不作他想，細意品嚐。被我奉獻者的純愛迷

住，儘管是淡而無味或不芳香的水果或鮮花，我仍然欣然接受。 
 
有人也許會問，奎師那會不會接受，那些半神人崇拜者滿懷奉愛地供奉給祂的物

品。祂會回答說：「不，我只接受我奉獻者給我的，不接受其他人供奉的物

品。」 
 
為拿比(Nabhi)王履行祭祀時，那些按照韋達曼陀履行祭祀的祭師，對顯現在那

裏的至尊聖主說︰ 
 

parijanänuräga-viracita-çabala-saàçabda-salila- 
sita-kisalaya-tulasikä-dürväìkurair api sambhåtayä 

saparyayä kila parama parituñyasi 
《聖典博伽瓦譚》(5.3.6) 

你的奉獻者深受你吸引，聲音哽塞地對你獻上禱文，以水、荼爾茜葉和發芽的杜

爾瓦(durva)草對你履行崇拜(puja)，你必定特別悅納他們供奉給你的崇拜。 
 
《Hari-bhakti-vilasa》的《Gautamiya Tantra》有一個類似的陳述說︰ 

 
tulasé-dala-mätreëa jalasya culukena vä 

vikåéëéte svam ätmänaà bhaktebhyo bhakta-vatsalaù 
憐愛祂奉獻者的至尊主，把自己完全賣給那些滿懷愛和奉愛，給祂提供一片荼爾

茜葉和一掬水的奉獻者。 
 
從祂的奉獻者－蘇卡姆巴爾貞守生(Suklambara Brahmacari)－化緣的袋子吃了一

口乾大米時，主采坦亞.瑪哈帕佈說︰ 
 

prabhu bale tora khüdkaëa mui khäüà 
abhaktera amåta ulaöi nä cäüà 

蘇卡姆巴爾啊，我接受你這乾大米，但是我甚至不看非奉獻者供奉的珍饈百味一

眼。 
 



在《聖典博伽瓦譚》(4.31.21)，半神人之聖哲拿茹阿達也對帕爾查塔斯(Pracetas)
說：「na bhajati kumanésiëäà sa ijyäm－被學問、財富或高尚的出生荼毒，不尊

敬主哈瑞那些對祂履行專一服務的奉獻者，祂決不接受這些邪惡小人的服務。」 
 
主奎師那親自給予烏達瓦類似的訓示：「儘管非奉獻者把大量禮物供奉給我，都

無法使我滿意。」而且，為了澄清這個哲學結論，主對蘇達瑪說︰ 
 

aëv apy upähåtaà bhaktaiù premëä bhüry eva me bhavet 
bhüry apy abhaktopahåtaà na me toñäya kalpate 

《聖典博伽瓦譚》(10.81.3) 
如果我的奉獻者供奉我最微小的東西，我都認為它最大，但是如果非奉獻者給我

精心製作的供品，都無法滿足我。 
 

在這裏，prayatatma這個字表示「以奉愛淨化了內心的人」。至尊聖主享用真誠

正直的奉獻者滿懷愛意地供奉的食品，卻不吃其他人給予的食品。帕爾拉達大君

也說了類似的話︰「iti puàsärpitä viñëor arpitaiva saté yadi kriyate－如果一個人

已經完全在至尊主的蓮花足下自我皈依，所履行的聆聽、唸誦等等才是純粹奉

愛，否則不然。」 
 

要旨就是唯有完全皈依地履行奉愛的支體部份，才可以淨化內心。至尊聖主只是

慈愛地接受這些奉獻者的供品。 
 

詩節二十七 
 

yat karoñi yad açnäsi yaj juhoñi dadäsi yat 
yat tapasyasi kaunteya tat kuruñva mad-arpaëam 

 
yat－不管甚麼；karosi－你做的工作；yat－不管甚麼；asnasi－你吃的；yat －不

管甚麼；juhosi－你祭祀的；dadasi－你佈施的；yat－不管甚麼；yat－不管甚

麼；tapasyasi－你履行的苦行；kaunteya－琨緹之子啊；tat－那；kurusva－你必

須做；mat-arpanam－作為給我的供奉。  
 
琨緹之子啊，不管你履行甚麼活動，不管你吃甚麼，不管你祭祀和佈施甚麼，也

不管你履行甚麼苦行，統統都供奉給我。 
 
《要義甘霖》：阿尊那也許會問下列問題︰「從ärto jijïäsur arthärthé jïäné詩節

(梵歌7.16)直到現在，你解釋了各種奉愛。我應該遵循哪一種？」 
 

為了消除阿尊那的懷疑，至尊聖主說：「阿尊那啊，目前你無法放棄業報、知識

等等，因此你沒資格履行頂尖的奉愛，即專一的奉愛。你也不需履行懷著物質意



圖而行的低等自私奉愛行為，因為相比之下，你的資格更高。因此你應該履行以

業報和知識為主，並夾雜了這兩者的那種奉愛。」 
 

至尊聖主因此講述這個以yat karosi開始的詩節和下一個詩節。「不管你履行甚麼

世俗或韋達活動作為常規，不管你每天吃甚麼食品或水，也不管你會履行甚麼苦

行，你都應該抱有這種理解：那全都可以供奉給我。」不過，這不是無私活動，

也不是奉愛瑜伽。那些致力於無私活動的人，只把經典賦定的那些活動，而不是

日常生活的常規活動供奉給至尊主。這很普通。但是奉獻者把各種感官的每項功

能，與靈魂、心意和生命氣一起供奉給堪受崇拜的主。正如在《聖典博伽瓦譚》

(11.2.36)對奉愛的描述所說的：「不管奉獻者以身體、言語、心意、感官、智慧

和靈魂，或憑著自己的本性履行甚麼活動，全都供奉給超然的主拿茹阿央那。」   
 
也許會提出下列問題︰神像崇拜是奉愛的支體部份，是為了滿足主維施努而履行

的，如果履行祭祀(juhosi)和神像崇拜一樣，又如果苦行就是履行艾卡達斯斷

食，那麼為甚麼這些活動不算是專一的奉愛？至尊主回答說：「這都沒錯，但是

專一的奉愛不是在履行活動之後，才供奉給至尊主；相反，一個人要先把活動供

奉給祂，然後才履行。」正如帕爾拉達大君說︰ 
 

çravaëaà kértanaà viñëoù smaraëaà päda-sevanam 
arcanaà vandanaà däsyaà sakhyam ätma-nivedanam 

iti puàsärpitä viñëau bhaktiç cen nava-lakñaëä 
kriyeta bhagavaty addhä tan manye ’dhétam uttamam 

《聖典博伽瓦譚 》(7.5.23-24)  
把一切完全皈依聖靈性導師和至尊主，這樣做之後就履行聆聽(sravanam)、唸誦

和歌頌與奎師那有關的(kirtanam)、憶念祂(visnu-smaranam)、服務祂的蓮花足

(pada-sevanam)、崇拜祂 (arcanam)、向祂祈禱 (vandanam)、成為祂的僕人

(dasyam)、成為祂親愛的朋友(sakhyam)和完全皈依祂(atma-nivedanam)等等九

個奉愛服務支部的人，具有頂尖的知識。 
 
在這裏，這點顯而易見，如果把這些活動先供奉給祂，那就是履行奉愛，而不是

履行了那些活動之後才供奉。聖足施瑞達爾.斯瓦米解釋這個詩節時說，對維施

努的奉愛，是把這些活動供奉給祂的時候履行的，而不是在之後。因此目前的這

個《梵歌》詩節，不是以專一的奉愛為依歸。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這裏，至尊主對祂親愛的朋友阿尊那說

話，用他來教導人類。祂的訓示是給那些無法托庇祂所述的最優秀專一奉愛的

人，也給那些不喜歡履行低層次奉愛的人。至尊聖主正建議他們採納無私地履

行，把一切都供奉給祂，並夾雜了及以奉愛為主的業報和知識。 
 



當奎師那說：「不管你履行甚麼活動，不管是世俗或韋達的，都供奉給我，」一

個人不應該誤以為，只要把活動和飲食供奉給至尊主，就可以任意妄為，而且不

會有過失。只是因為出於義務而把所有活動供奉給至尊主的蓮花足，這些活動不

一定會成功。某種活動也許是《韋達經》為崇拜某個特定半神人而賦定的，又可

能是心裏懷著某個特定願望而執行的，不過，只是像從事世俗活動，物質主義的

世襲婆羅門那樣誦讀sri krsnaya samarpanam astu曼陀，不一定實在地供奉了那項

活動。因此這個詩節的所有評注家，例如聖施瑞達爾.斯瓦米等等，都解釋了深

入的含意︰所有活動都應該直接供奉給至尊聖主。換句話說，只應該供奉那些為

了取悅祂而履行的活動。在《聖典博伽瓦譚》(1.5.36)，半神人之聖哲拿茹阿達也

說：「kurväëä yatra karmäëi bhagavac-chikñayä－皈依奉獻者只為至尊主履行祂

喜歡的那些活動。」 
 

在他對這個詩節的注釋，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展示，果報工作者的活

動和奉獻者活動之間的差別。「業報工作者只把那些按照韋達訓令，使他會如願

以償的活動供奉給至尊主。不過，奉獻者懷著這種情感履行所有活動：『至尊主

是我的主人，我為了取悅祂而把一切供奉給祂的蓮花足。』，不管是世俗、韋達

還是與軀體有關的。」這是兩者之間的天淵之別。 
 
《聖典博伽瓦譚》(11.2.36)在Nava-yogendras的對話中，也確認了這個結論︰ 

 
käyena väcä manasendriyair vä  

buddhyätmanä vänusåta-svabhävät 
karoti yad yat sakalaà parasmai 

näräyaëäyeti samarpayet tat 
按照在受條件限制的生命所獲的特定品性，以軀體、言語、心意、感官、智慧或

淨化了的知覺所做的一切，都應該供奉給至尊(主)，想著：「這是為了取悅主拿

茹阿央那的。」 * 
 

為這個詩節作注時，聖巴克提希丹塔.薩茹阿斯瓦提.帕佈帕著述︰「奉獻者的活

動是以軀體、心意、言語、智慧、假我、內心和所有感官履行的，但是不應該與

果報工作者為了自己享樂而履行的那些宗教行為相比。如上所述地把活動供奉給

奎師那，就會因而逐漸消除對祂的反感。處於永恆固有地位的微靈，只是為了服

務奎師那才履行所有活動。如果一些有靈性好運的虔誠果報工作者，遵循真正偉

大奉獻者傳系的奉獻者典範，把所有活動供奉給至尊聖主的蓮花足，很快就會超

越夾雜了果報活動的奉愛，算是個奉獻者。」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阿尊那啊，現在確定一下你自

己的資格。作為正義的英雄與我一起下凡，你在我的逍遙時光輔助我；因此你既

不算是中性情感的中立奉獻者，也不是為了物質得益而履行奉愛活動，渴求活動

成果的自私奉獻者。你只會履行那種夾雜了無私活動和真正知識的獨特奉愛。因



此你的職務是，把你履行的所有苦行和其他活動供奉給我。物質主義者的概念

是，懷著物質欲望履行活動，然後只是把活動當作祭餘供奉給我。這個概念既空

泛又沒用。你應該在開始時正確地供奉活動，這樣履行奉愛。」  
 

詩節二十八 
 

çubhäçubha-phalair evaà mokñyase karma-bandhanaiù 
sannyäsa-yoga-yuktätmä vimukto mäm upaiñyasi 

 
subha-asubha-phalaih－從吉祥和不祥的結果；evam－這樣；moksyase－你會擺

脫；karma-bandhanaih－透過果報反應導致的束縛；sannyasa-yoga－在棄絕工作

成果的瑜伽之中；yukta-atma－相連的靈魂；vimuktah－完全解脫了；mam－

我；upaisyasi－你會臻達。 
 
如此一來，你會擺脫吉祥和不祥業報結果的束縛。把你所有的活動結果供奉給

我，從而蒙受棄絕瑜伽的福祉，你甚至會在解脫靈魂之中脫穎而出，也會臻達

我。 
 
《要義甘霖》：「如此一來，你會擺脫業報的束縛及無數好壞結果。」《聖哥

袍-塔帕尼奧義書》說：「崇拜奎師那就是奉愛。」透過這奉愛就擺脫世俗和高

等的天界名份。換句話說，不再渴求活動成果，只是專心致志於對主奎師那的靈

性專注。這稱為擺脫工作及它的反應(naiskarmya)。因此放棄業報結果就是真正

的棄絕。心意專注於這種瑜伽的那些人是相連或連接的(yoga-yuktatma)。「賦有

這種瑜伽時，你不單會得到解脫，更會在解脫靈魂中脫穎而出(vimukta)，會來

到我這裏直接服務我。」 
 

「大聖人啊，在數以百萬解脫和達到完美的生物之中，主拿茹阿央那安寧平和的

奉獻者非常稀有」(《聖典博伽瓦譚》6.14.5)。而且，「主能夠賜予解脫，卻甚少

賜予奉愛」(《聖典博伽瓦譚》5.6.18)。從蘇卡戴瓦.哥斯瓦米的這句話明白到，

懷著愛意盈盈的純粹奉愛直接服務至尊主，比解脫更高。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托庇上述以奉愛為主的業報和知識，把所有

活動供奉給至尊主，就淨化了內心。從而擺脫了所有好壞活動的束縛，這樣的人

可以在解脫靈魂之中享有獨特地位，最後臻達至尊主。在這裏應該明確地理解，

他們得到對至尊聖主滿載純愛的愛心服務。這遠勝解脫。 
 

詩節二十九 
 

samo ’haà sarva-bhüteñu na me dveñyo ’sti na priyaù 
ye bhajanti tu mäà bhaktyä mayi te teñu cäpy aham 



 
samah－一視同仁；aham－我是；sarva-bhutesu－眾生；na－不；me－對我；

dvesyah－值得憎恨；asti－有；na－不；priyah－親愛的；ye－他們；bhajanti－
崇拜；tu－但是；mam－我；bhaktya－懷著奉愛；mayi－在我之中；te－他們； 
tesu－在他們之中[我像他們依附我那樣依附他們]；ca－和；api－也；aham－

我。  
 
我對眾生一視同仁，既不敵視也不偏愛任何人。但正如那些滿懷奉愛地服務我的

人依附於我，我也受制於對他們的愛。 
 
《要義甘霖》：阿尊那也許會說：「奎師那啊，你只是透過解脫而把你的奉獻者

帶到你那裏，卻沒有帶同非奉獻者。這表示你也是偏袒的，因為你這樣做顯示了

依附和嫉妒。」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samo 'ham開始的詩節回應，祂說：「不，

不，我一視同仁。奉獻者活在我之中，我也活在他們之中。」根據這個解釋，整

個宇宙都在至尊主裏面，至尊主也在整個宇宙裏面。這不見得偏倚。ye yatha ma  
prapadyante ta   tathaiva bhajamy aham(《梵歌》4.11)這句話表示：「我根據他

們皈依我時，所懷著的意圖回報所有人，我也相應地崇拜他們。我存在於奉獻者

之內，不管他們怎樣依附我，我都相似地依附他們。」應該明白這點。 
 

在這方面，可以用如願樹為例使人明白這點。那些渴求如願樹果實的人托庇它，

但他們其實根本不依附那棵樹；只依附它的果實。而且，如願樹不依附那些托庇

它的人，也不憎恨那些敵視它的人。不過，與毫不偏袒的如願樹不一樣，至尊主

親手殺死祂奉獻者的敵人。正如至尊主談及帕爾拉達：「當黑冉亞魔敵對帕爾拉

達時，儘管他因布茹阿瑪的祝福變得強大，我都肯定會毀滅他。」   
 

一些評注家對這個詩節的tu這個字有不同解釋。「憐愛祂奉獻者的這種偏倚，恆

常都是主的飾物；不是缺陷。」如此一來，奎師那以祂對祂的奉獻者，而不是對

思辨家或瑜伽師的愛見稱。就像一個人由衷地憐愛自己的僕人，而不是其他人的

僕人，至尊主也憐愛祂的奉獻者，而不是茹卓或杜嘎女神(Durga-devi)的奉獻

者。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也許會提出下列異議︰「透過賜予祂奉獻者

特別的解脫，至尊主恩賜他們愛意盈盈地服務祂的蓮花足，祂卻沒有這樣對待非

奉獻者。偏倚之過源於依附和嫉妒，這不是偏倚之過的徵兆嗎？」為了回應這

點，就表明了祂是一視同仁的。祂不憎恨，也不特別珍愛任何人。祂根據人類和

其他生物體的業報，創造和維繫他們。一些人也許會說，根據生物體的業報維繫

他們時，祂使某人快樂，其他人痛苦而另一個則解脫，那麼這不是顯示了源於依

附和嫉妒的偏倚之過嗎？在《聖典博伽瓦譚》(6.17.22)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它

說︰ 
 



na tasya kaçcid dayitaù pratépo na jïäti-bandhur na paro na ca svaù 
samasya sarvatra niraïjanasya sukhe na rägaù kuta eva roñaù 

祂對眾生一視同仁。祂沒珍愛或不愛任何人。由於不依附的人不受感官快樂吸

引，當他的感官快樂受阻時，又怎會生氣？  
 
在《聖典博伽瓦譚》(6.17.23)的下一個詩節也看到這點：  

 
tathäpi tac-chakti-visarga eñäà sukhäya duùkhäya hitähitäya 

bandhäya mokñäya ca måtyu-janmanoù çarériëäà saàsåtaye ’vakalpate 
雖然主奎師那是原初的活動履行者，祂本人卻沒導致生物體快樂、痛苦、束縛或

解脫。只是假象掌管生物體罪孽和虔敬的業報結果，導致他的生死和苦樂。 
 

因為能量和能者之間沒有差別，因此也真的會把至尊主外在能量的活動，看作為

祂自己的工作。但是不可以因此而把偏倚之過歸咎於祂，因為生物體自食其果。 
 
為這個詩節作注時，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以太陽和貓頭鷹為例。陽光

不適合貓頭鷹、夜百合(kumuda)和其他某些實體，月露鳥(cakravaka)和蓮花卻甘

之如飴。不能指責太陽有偏倚之過。至尊主的外在能量同樣也按照生物體的活動

賜予結果。不能只是因此而把偏倚之過歸咎祂。就此而論，也應該深思《聖典博

伽瓦譚》(8.5.22)的下列詩節：  
 

na yasya vadhyo na ca rakñaëéyo 
nopekñaëéyädaraëéya-pakñaù 

athäpi sarga-sthiti-saàyamärthaà 
dhatte rajaù-sattva-tamäàsi käle 

對至尊聖主來說，沒有人被殺，沒有人受到保護，沒有人被忽視，也沒有人受崇

拜。不過，為了創造、維繫和毀滅，祂按照某個特定時間，採納善良、情欲或愚

昧等等形態的不同形象。 
 
對眾生來說，這是至尊主的總體原則，但是祂在目前的這個《梵歌》詩節，以tu
這個字解釋一個特別的原則。「那些遵循聆聽和唸誦等等奉愛支部，投入於崇拜

我的人極依附我，也在我之內。而我，即至尊控制者，也滿懷奉愛地在他們之

中。」   
 
根據寶石和黃金的原則，寶石產生黃金。同樣，奉愛憑著至尊主的恩慈在內心顯

現。至尊主也致力於祂的奉獻者。正如蘇卡戴瓦.哥斯瓦米在《聖典博伽瓦譚》

(10.86.59)說：「bhagavän bhakta-bhaktimän－至尊主奉獻者致力於祂的奉獻

者。」《聖典博伽瓦譚》(8.16.14)也說：「tathäpi bhaktaà bhajate maheçvaraù
－奉獻者依附吉祥之主(Mahesvara)奎師那，祂也同樣依附祂的奉獻者。」這是

相愛的特別品質。《聖典博伽瓦譚》(11.2.55)著述：「visåjati hådayaà na yasya 



säkñäd－主奎師那決不放棄，這種用愛的繩子綁住祂蓮花足的純愛奉獻者。」這

個詩節描述，正如提到了祂們的內在關係，於是也確立了祂們的外在關係。《阿

迪宇宙古史》確認了這種關係：asmäkaà guravo bhaktä bhaktänäà guravo 
vayam mad-bhaktä yatra gacchanti tatra gacchämi pärthiva。至尊主說：「奉獻者

是我的靈性導師，對奉獻者來說，我也是靈性導師。不管奉獻者去哪裏，我也去

那裏。」 
 

如願樹根據那些托庇它的人的情感賜予成果；它不會把成果賜予那些不托庇它的

人。同樣，雖然祂不偏不倚，至尊主卻賜予那些托庇祂和那些不托庇祂的人不同

結果，藉此區分他們。主奎師那凌駕於如願樹，祂的特別之處在於，如願樹沒從

屬於那些托庇它的人，奎師那卻從屬於祂的奉獻者。因此，唯有在祂身上，才看

到友誼、憎恨和冷漠品質與奉愛有關。祂與安姆巴瑞薩大君的友好關係，還有祂

對杜爾瓦薩(Durvasa)和其他嫉妒之人的冷漠，都是著名的例子。事實上，主奎

師那一視同仁，但更重要的是，祂寵愛祂的奉獻者。在祂所有的品質之中，這個

獨特品質是一件特別的飾物。《聖典博伽瓦譚》、《博伽梵歌》和其他經典列舉

這方面的證據。 
 

詩節三十 
 

api cet su-duräcäro bhajate mäm ananya-bhäk 
sädhur eva sa mantavyaù samyag vyavasito hi saù 

 
api－甚至；cet－如果；su-duracarah－品格很壞的人；bhajate－崇拜；mam－

我；ananya-bhak－專心致志的；sadhuh－有美德的人；eva－肯定地；sah－
他；mantavyah－應該認為；samyak－正確地；vyavasitah－因為穩處於(智慧之

中)；hi－真的；sah－他。 
  
儘管性格可憎的人履行對我的專一奉愛，因為他的智慧堅定地專注於對我的奉

愛，因此仍然視之為聖人。 
 
《要義甘霖》：「我自然地依附我的奉獻者。儘管他行為卑劣，我都仍然依附

他，我使他極正直公義。」因此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api cet開始的詩節。

Suduracarah表示儘管他沉溺於殺害他人，與女人有違法關係和依附他人的財

富，如果他投入於崇拜我，都肯定是神聖的。他必須履行哪種靈性專注？至尊主

說ananya-bhak回應這點。「他是聖人，不崇拜半神人，而只是崇拜我，不從事

任何果報工作和思辨知識，而只是對我履行奉愛，不求得到王國等等任何快樂，

而只是渴望臻達我。」  
 



但是如果在他身上看到某種不好的行為，他怎會是聖人？至尊主以mantavyah回
應。「必須視之為聖人。mantavyah這個字顯示了以下訓令︰不視之為聖人的那

個人有毛病。在這方面，只有我的命令才是權威。」 
 

如果一個投入於崇拜你的人也行為不檢，可以視之為不完全的聖人嗎？至尊聖主

以eva回應。「他被視為完全的聖人。不應該認為他沒有任何神聖品質。因為他

下了堅定決心(samyag vyavasitah)：『不管我要為我的罪孽下地獄還是淪落到鳥

獸的物種，我決不會放棄對主奎師那專心致志的奉愛。』」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主非常憐愛祂的奉獻者，祂在目前這個

詩節作出宣告，藉此解釋祂不可思議的奉愛力量。「儘管看到我的奉獻者從事可

憎的行為，我很快就會把他變成言行舉止無懈可撃的高尚君子。這種完美的人托

庇對我的專一奉愛，不可能有壞行為。儘管在愚昧之徒眼中，他們似是行為不

檢，但他們其實沒有；他們肯定是神聖的。甚至連大學者都無法理解偉大奉獻者

的活動和情感，愚昧的人更不用說。《永恆的主采坦亞經》說，vaisnavera kriya 
mudra vijne na bujhaya－不可能以物質感官理解最高階奉獻者(uttama-adhikari)
的行為。」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警告納瓦島(Navadvipa)的一個婆羅門居民，不要對主尼提安

南達.帕佈(Nityananda)不敬時，說︰  
 

çuna vipra mahädhikäré yevä haya 
tabe täna doña-guëa kichu nä janmaya 

《至尊主采坦亞》[初篇(Adi-khanda)6.26] 
好或壞的物質品質甚至不可能觸及純粹奉獻者。那些繼續認為他低下的人會下地

獄。 
 
主奎師那同樣地指導烏達瓦：  

 
na mayy ekänta-bhaktänäà guëa-doñodbhavä guëäù 
sädhünäà sama-cittänäà buddheù param upeyuñäm 

《聖典博伽瓦譚》(11.20.36) 
我專一的奉獻者毫不依附和嫉妒，一視同仁，臻達了至尊主，超越世俗智慧，履

行賦定或禁制活動所致的虔誠善行或罪孽，不可能降臨到他們身上。 
 

但是恆常都應該記住，不要模仿這種專一奉獻者表面所見的不當行為。也不應該

批評或與他們聯誼。正如《聖典博伽瓦譚》(10.33.29)所述，tejiyasa  na dosaya 
vahneh sarva-bhujo yatha。對於外在看來可能行為不當的純粹偉大奉獻者，那些

批評他們行為的人肯定毀於一旦。雖然火本身保持純淨，卻焚燒所有純淨或不純

淨的物質。同樣，雖然力量非凡的偉人從外在看來也許行為不當，卻恆常都保持



純粹。瑪瑞慈(Marici)的兒子是宇宙靈性導師布茹阿瑪的孫子，《聖典博伽瓦

譚》描述，由於他們嘲笑布茹阿瑪不可思議的行為，因此必須投生在魔族。 
 

不要說達到了完美的奉獻者，有時甚至會看到專一奉愛的修習者積習難改而行為

不當，但是仍然應該視之為神聖，因為他的行動是偶然的。這是這個詩節的深入

含意。為上述《聖典博伽瓦譚》(11.20.36)的詩節作注時，聖恰誇瓦爾提.塔庫爾

說了相同的結論。 
 

主奎師那說的是：「履行專一靈性專注的奉獻者，不崇拜其他神或女神，除了我

的奉愛之外，不托庇業報、知識和瑜伽等等任何程序，除了渴望我快樂之外就無

欲無求，最重要的是，知道我是唯一的主人和至尊(主)，對我履行靈性專注。這

樣的奉獻者由衷地不喜歡不當行為。但是如果偶然或者因為宿命以致行為有偏

差，都仍然應該視之為神聖的。這是我特別的命令。如果一個人不服從這點，就

會招致罪孽。這裏解釋了把這樣的人看作為聖人的理由。因為他們的決心是恰當

的。換句話說，他們對我有專一堅定的信心(aikantika-nistha)。」 
 
在這方面，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為《聖典博伽瓦譚》(11.20.27-28)的下

列詩節作注：  
 

jäta-çraddho mat-kathäsu nirviëëaù sarva-karmasu 
veda duùkhätmakän kämän parityäge ’py anéçvaraù  
tato bhajeta mäà prétaù çraddhälur dåòha-niçcayaù 

juñamäëaç ca tän kämän duùkhodarkäàç ca garhayan 
如果一個人覺醒了信心聆聽我的那些敘述，縱使他知道感官享樂及有關渴求帶來

痛苦，卻無法放棄，就應該以誠懇的心譴責自己無力放棄。他應該懷著堅定的信

心、堅信和愛繼續崇拜我。  
 

他著述，sraddhalur drdha-niscayah這個片語的drdha-niscayah這個詞語表示，

「不管我有沒有依附家庭等等，又或者那依附有沒有增加，如果數以百萬障礙進

入我的靈性專注，如果我必須因冒犯而下地獄，又或者甚至因色欲而無法自控，

在任何情形下，儘管主布茹阿瑪親自命令我，我都不會接受知識、業報和瑜伽程

序。」那些有這種決心的人，稱為「懷著不畏縮的決心(drdha-niscayah)」。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那些對我履行專心致志而堅定

不移靈性專注的人，儘管他們行為不當，仍然應該視之為神聖的，因為他們的諾

言在各方面都是公正而最漂亮的。」必須正確理解su-duracarah這個詞語的含

意。受條件限制靈魂的行為有兩種︰條件性的(sambandhika)和固有的(svarupa-
gata)。由於與物質情況有關(sambandhika)，因此保持清潔、履行虔誠活動、滋

潤或滿足軀體、社會和心靈發展所需的活動，稱為條件性或相關的。完全有知覺

的活動，即在純粹狀態的微靈對我履行的靈性專注，是他的固有職能(svarupa-



gata)。這個職能又稱為amisra-bhakti(字義為「純粹無瑕的奉愛」)或專一的奉

愛。微靈在受制狀態履行的專一奉愛，與他受條件限制的生活息息相關，不可逆

轉。只要有這個軀體，都肯定會繼續條件性的行為，甚至在專一奉愛出現之時也

如是。唯有在奉愛出現時，微靈才感到對奉愛不利的一切乏善可陳。越不依附感

官對象，對主奎師那靈性專注的品味就越增加。對感官對象的品味有時會使人行

為不當，直到完全消除為止，但對奉愛服務的品味很快就遏止了那種品味。一個

在更高奉愛層面的人的行為最漂亮和公正。如果有時偶然看見這樣的人從事不僅

惡劣，甚至是邪惡的行為，履行奉獻者天生不喜愛的活動，例如殺死他人、偷取

他人的財富，與他人的妻子有非法關係等等，雖然如此，他這樣的行為很快都會

得到淨化。我的奉愛非常強大和具淨化作用，不會被這些行為污染。應該明白這

點。不應該因為最高奉獻者過去沉淪於吃魚，或與女人有非法關係等等活動而認

為他墮落。 
 

詩節三十一 
 

kñipraà bhavati dharmätmä çaçvac chäntià nigacchati 
kaunteya pratijänéhi na me bhaktaù praëaçyati 

 
ksipram－很快；bhavati－他變得；dharma-atma－有美德的靈魂；sasvat－持續

的；santim－和平；nigacchati－得到；kaunteya－琨緹之子啊；pratijanihi－你

應該宣佈；na－從不；me－我的；bhaktah－奉獻者；pranasyati－滅亡。  
 
他很快變得有美德，得到永恆和平。琨緹之子啊，勇敢地宣告我的奉獻者永不滅

亡吧。 
 
《要義甘霖》：也許會提出以下問題︰「你怎可以接受這種反宗教和不義之徒的

服務？內心被色欲和憤怒等等缺點污染的人，你怎可以吃他供奉的食品？」至尊

聖主講述這個以ksipram一字開始的詩節作答。「他很快就變得正義」。在這

裏，ksipram這個字表示他很快就變得正義，得到永恆安寧。bhavati和nigacchati
等字用了現在式，不是將來式。這證明從事反宗教或可憎活動之後，他隨即感到

悲傷，一再憶念奎師那。這樣，他很快就變得正義。「哎呀，哎呀！沒有人像我

一樣墮落，玷污了奉愛之名。呸！」這樣一再悲嘆，他得到永恆安寧。儘管他最

終變得正義，但是反宗教和污染都可能會精微地留在他心裏。儘管吃了最好的藥

之後，致命的高燒或劇毒都可能會殘留一段時間。同樣，奉愛一進入這種人的心

意時，他的邪惡行為就停止，儘管也許會精微地殘留一段時間。稍後，在更高階

段，也許會存有色欲和憤怒等等不良行為的跡象，但也不會有影響，就像蛇拔去

了毒牙，以致毒素沒有作用一樣。應該明白這點。如此一來，就無可比擬地永恆

止息(santim)了他的色欲和憤怒。儘管他仍然行為不當，都應該認為他有純真的

心。 
 



聖施瑞達爾.斯瓦米說，如果這樣的人變得虔誠或正義，那就無可爭論，但是至

死都無法放棄這種壞行為的奉獻者又怎樣？至尊主強硬而憤怒地回應這點說：

「kaunteya pratijänéhi na me bhaktaù praëaçyati－他在死亡時甚至都沒低墮，但

是那些因低劣邏輯而對他言詞苛刻的人，不會接受這點。」奎師那這樣想，於是

以勉勵之詞鼓勵阿尊那，他十分難過，滿腹疑團，不能自己。「琨緹之子啊，用

陶鼓發出喧鬧聲，前往那些爭論這點的人的聚會吧。高舉兩臂，擺脫所有懷疑，

宣告儘管我的奉獻者行為不當，都決不毀滅。反而會成功。這樣，他們所有不合

邏輯之詞會被你的口才毀滅，他們肯定會托庇你，接受你為靈性導師。」 
 

在這裏，可能會提出以下異議︰至尊主為甚麼要阿尊那宣告這點，自己卻不宣

告？正如至尊主在《博伽梵歌》(18.65)說：「你肯定會臻達我。事實上，因為我

非常鍾愛你，因此我現在發這個誓言。」那麼至尊主為甚麼不說：「琨緹之子

啊，我宣告我的奉獻者萬無一失嗎？」回答就是，據說至尊主考慮到：「我甚至

無法容忍對我奉獻者的半點侮辱，因此在很多情況下，儘管必須因此而受辱，我

自己都會違背我自己的誓言。我這樣保護我奉獻者的話，就像在這次戰事，我會

違背我自己的誓言來保護比斯瑪的話。那些非奉獻者和冷嘲熱諷的人，會嘲笑我

的誓言[停止戰鬥]，阿尊那的話卻會像石上的蝕刻一樣。」因此奎師那要阿尊那

發這個誓言。 
 

聽到這種行為不檢之徒的專一奉愛，一些人會把這理解為，專一奉愛的奉獻者只

是沒有悲哀、錯覺和憤怒等等反宗教品質的人，它們全都源於依附妻兒等等。但

是應該拒絕接受那些所謂學者的這種解釋。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專一奉愛的修習者天生不喜歡不當或邪惡行

為，萬古不變。不過如果專一奉愛的奉獻者因天意而行為不當，那種傾向只是短

暫的。沒有因此而失去專一奉愛不可思議的影響力。相反，心裏的專一奉愛很快

就消除不當行為的傾向，這樣的人就會擺脫虔誠和罪孽，得到源於奉愛的至尊安

寧。「專一的奉獻者決不迷失。」奎師那非常憐愛祂的奉獻者，祂在目前這個詩

節令祂親愛的朋友阿尊那發這個誓。《尼星哈宇宙古史》也有這個陳述： 
  

bhagavati ca haräv ananya-cetä 
bhåça-malino ’pi viräjate manuñyaù 

na hi çaça-kala-cchaviù kadäcit 
timira-paräbhavatäm upaiti candraù 

那些全神貫注地想著主哈瑞的奉獻者，恆常都在自己的光榮之中，縱使他們表面

看來行為可憎。這是因為他們心裏奉愛的影響力。它好比上面有黑點的盈月，縱

使如此，黑暗絕對遮蓋不了盈月。 
 
至尊聖主也說︰ 

 



bädhyamäno ’pi mad-bhakto viñayair ajitendriyaù 
präyaù pragalbhayä bhaktyä viñayair näbhibhüyate 

《聖典博伽瓦譚》(11.14.18) 
我親愛的烏達瓦，如果我的奉獻者不曾完全征服感官，就可能會被物質欲望騷

擾，但是因為他對我的奉愛毫不畏縮，因此不會被感官滿足撃敗。* 
 

為這個詩節作注時，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撰述：「不要說心裏展現了

靈性情感的純粹奉獻者，甚至那些在奉愛修習初階的人都會成功和蒙福，那些正

逐漸達到堅定和靈性情感階段的人更不用說。」 
 
涉及思辨之途的典籍，批評行為不當的思辨家和他的知識。但是，儘管奉獻者行

為不當，奉愛經典都沒批評他和他的奉愛。在這方面，九大瑜伽師(Nava-
yogendras)之一的聖人卡茹阿巴贊說︰ 

 
sva-päda-mülaà bhajataù priyasya 
tyaktänya-bhävasya hariù pareçaù 
vikarma yac cotpatitaà kathaïcid 
dhunoti sarvaà hådi sanniviñöaù 

《聖典博伽瓦譚》(11.5.42) 
放棄了所有別的想法、信仰和活動，對他們最親愛主奎師那的蓮花足，從事專一

的靈性專注，那些滿懷純愛的奉獻者不可能從事罪惡活動。不過，如果他們不知

怎的這樣做，主哈瑞就坐在他們心裏，清洗一切，使他們內心純淨。  
 
某人也許會說，從事罪惡活動的奉獻者必須贖罪，但是《聖典博伽瓦譚》

(11.20.25)說︰ 
 

yadi kuryät pramädena yogé karma vigarhitam 
yogenaiva dahed aàho nänyat tatra kadäcana 

奉愛瑜伽師決不從事可憎行為，但是如果他在某個時刻無意之間作出冒犯，那麼

他應該乾脆以奉愛瑜伽程序毀滅這罪孽；不應該採取其他艱辛的贖罪方式，例如

在不同的月相每天多吃或少吃一口食物等等。  
 
《奉愛的甘露(Bhakti-rasamrta-sindhu)》也提出這同一個結論︰ 

 
niñiddhäcärato daivät prayaçcittän tu nocitam 

iti vaiñëava-çästräëäà rahasyaà tad-vidäà matam 
如果修習者的宿命使他從事禁制活動，就不應該另外贖罪，因為奉愛的影響力履

行贖罪功能。不需另外分開地贖罪。這是奉獻者典籍的奧祕。 
 



某人可能會提出下列異議︰「至尊主自己為甚麼不聲明：『我的奉獻者不迷

失。』為甚麼祂要阿尊那這樣做？」答案就是主奎師那憐愛祂的奉獻者，甚至不

惜不守承諾來保護他們的話。這方面的例子在庫茹之野之役發生，當時祂違背自

己的誓言來保護比斯瑪的誓言。 
 

詩節三十二 
 

mäà hi pärtha vyapäçritya ye ’pi syuù päpa-yonayaù 
striyo vaiçyäs tathä çüdräs te ’pi yänti paräà gatim 

 
mam－我的；hi－肯定；partha－帕瑞塔之子啊；vyapasritya－透過托庇於；ye
－他；api－甚至；syuh－可能；papa-yonayah－生於罪惡之家；striyah－女人；

vaisyah－商人；tatha－和；sudrah－體力勞動者；te－那些；api－甚至；yanti
－臻達；param－至尊的；gatim－目的地。  
 
帕瑞塔之子啊，透過托庇我，甚至連出身寒微的女人、商人、勞工或其他人等，

肯定都臻達至尊目的地。  
 
《要義甘霖》：「如此一來，對於那些因業報結果而行為不當的人，對我的奉愛

不計較他們偶然的偏差。這方面有甚麼稀奇？對於那些只因階級而行為不當的

人，我的奉愛不計較他們天生固有的缺點。」那些不屬於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

的人 (Antyaja) 、肉食者 (mlecchas) 等等，稱為那些出身罪惡的人 (papa-
yonayah)。正如《聖典博伽瓦譚》(2.4.18)說：「真正的靈性導師是至尊主的代

表，他已經托庇祂，我頂拜那位全能的至尊主，祂非常仁慈，以致托庇祂的蓮花

足，不管是奎茹阿塔 (Kirata) 、胡拿 (Huna) 、安達爾 (Andhra) 、普林達

(Pulinda)、普爾卡薩 (Pulkasa)、阿比爾 (Abhira)、頌姆巴 (Sumbha)、亞文

(Yavana)、卡薩(Khasa)等等不同國家或種族的人，全都可以擺脫階級或活動的

缺陷。由於他們的階級，這所有人全都是惡棍，由於他們的活動，以致全都有

罪。」  
 

而且，《聖典博伽瓦譚》(3.33.7)說：「儘管可能生於吃狗者之家(candala)，舌頭

唸誦你的名字，哪怕只是一次的人最堪受崇拜。那些唸誦你名字的人，已經履行

了各種苦行和祭祀，已經在所有聖地沐浴，研習了《韋達經》和履行了所有別的

賦定活動。」這又指不純潔和愛說謊的女人、妓女等等。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在上一個詩節解釋了，儘管他外在

看來有些偶發的不當行為，都應該把熱衷於實踐奉愛修習的修習者看作為神聖

的。現在，至尊主在目前這個詩節解釋，那些透過投入於專一奉愛托庇祂的人－

儘管生於有罪的吃狗者或吃肉者家庭、在低下的勞工家庭，或妓女和其他天生從



事非法活動的女人，藉由對主奎師那奉愛的影響，全都很快臻達那個甚至連瑜伽

師都覺得絕無僅有的至尊目的地。 
 

在《聖典博伽瓦譚》(2.4.18)，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說：「奎茹阿塔、胡拿、安

達爾、普林達、普卡薩、阿比爾、頌巴、亞文、卡薩等等不同國家或種族的人，

還有其他沉溺於罪惡活動的人，全都可以托庇主哈瑞的奉獻者而得到淨化。我頂

拜祂。」 
 
為這個詩節作注時，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著述︰「只是賦有微量專一

的奉愛，甚至連罪大惡極的人都達到完美。那些階級或出生低微，例如奎茹阿塔

族等等，還有那些履行罪惡活動的人，唯有接受純粹偉大奉獻者為靈性導師，才

透過奉愛得到淨化。唯有接受真正靈性導師蓮花足的庇蔭，一個人才變得極純

粹，擺脫出身和活動所致的缺點。」 
 
聖茹帕 .哥斯瓦米在《奉愛的甘露》說，奉愛徹底毀滅在目前這個物質軀體

(prarabdha)內展現的罪惡反應，還有不曾展現的罪惡反應(aprarabdha)。例如，

奎茹阿塔族因出身寒微而不純粹。出身寒微這種罪過是展現在目前這個軀體的罪

惡反應，只需微量奉愛就能消除。 
 
在這方面，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進一步說︰「在實際生活之中，愚昧

的人認同那些透過家族或階級，接受了奉獻者啟迪的人。」從靈性角度來看，階

級和出身的缺點，都不會留在接受了啟迪的人身上。這是事實。但是這些愚昧的

人不當地強調，從真正靈性導師那裏接受了啟迪者的出身和階級。他們自己因此

而低墮。不過，這樣的譴責對接受了啟迪的人無礙。批評偉大奉獻者的人，需要

親自贖罪。戴瓦胡提(Devahuti)也說︰ 
 

yan-nämadheya-çravaëänukértanäd  
yat-prahvaëäd yat-smaraëäd api kvacit 

çvädo ’pi sadyaù savanäya kalpate  
kutaù punas te bhagavan nu darçanät 

《聖典博伽瓦譚》(3.33.6) 
僅是聆聽和唸誦你的名字，頂拜你和憶念你，甚至連吃狗者都馬上有資格履行天

界的韋達祭祀(soma-yajna)，不需等到另一次投生才可以這樣做。那麼，至尊主

啊，覲見到你的那種無比影響力還用說嗎？ 
 

聖巴克提希丹塔.薩茹阿斯瓦提.帕佈帕著述︰「這個詩節不是為普通的吃狗者講

述的，他們根據以前活動的結果投生於墮落的家庭，在有生之年都繼續從事適合

於他們階級的可憎活動。相反，這個詩節是給那些投生在吃狗者家庭之後，對家

族傳統的可憎活動不感興趣，從真正靈性導師那裏接受了啟迪之後，一直投入服

務至尊聖主的奉獻者。」  



 
那些賦有神聖本性的人，前生肯定懷著堅定信心，遵循婆羅門傳統的所有行為。

這些人在前生完成了苦行和祭祀，在聖地沐浴，研究《韋達經》等等。他們僅是

扮作投生於邪惡家庭，以便迷惑愚蠢的人和教導學者之中的典範。至尊主在

《Itihasa-samuccaya》也說︰ 
 

na me ‘bhaktaç caturvedé mad-bhaktaù çva-pacaù priyaù 
tasmai deyaà tato grähyaà sa ca püjyo yathä hy aham 

認識全部四本《韋達經》的婆羅門，不一定會是奉獻者。但是儘管我的奉獻者生

於吃狗者家庭，我都鍾愛他，他適合接受佈施，也適合從他那裏接受佈施。儘管

生於吃狗者家庭，我的奉獻者都像我一樣萬人敬仰，甚至婆羅門也尊敬他。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如此一來，已經托庇主奎師那聖名的人，卻生於吃

狗者之家的原因是，使有利於奉愛的謙遜品質達到完美。從這個詩節，我們也可

以更加了解，獵人憑著拿茹阿達.牟尼之恩，佳嘎(Jagai)和瑪戴(Madhai)憑著主高

茹阿.尼提安南達之恩，還有妓女憑著塔庫爾.哈瑞達薩(Thakura Haridasa)之恩得

到解救。 
 

詩節三十三 
 

kià punar brähmaëäù puëyä bhaktä räjarñayas tathä 
 anityam asukhaà lokam imaà präpya bhajasva mäm 

 
kim punah－不需多說有關…的事情；brahmanah－婆羅門；punyah－恆常履行

純粹活動的人；bhaktah－奉獻者； raja-rsayah－神聖的國王； tatha－和；

anityam－短暫的；asukham－不開心；lokam－人類世界；imam－這；prapya－
因此，來到了；bhajasva－崇拜；mam－我。  
 
那麼，恆常履行純粹活動的虔誠婆羅門和奉獻者國王，都可以臻達至尊目的地，

這還有懷疑嗎？因此，來到了這個短暫和痛苦的世界，讓自己對我履行靈性專

注。 
 
《要義甘霖》：「如果這是他們的目的地，那麼那些出生良好家庭，行為純潔的

婆羅門奉獻者，他們的目的地更不用說。因此，阿尊那啊，愛意盈盈地服務我

吧。」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透過托庇專一的奉愛，如果那些生於低下家

庭和行為不當的人，都可以非常迅速地發展好行為，從而臻達至尊目的地，那

麼，那些生於虔誠家庭，行為純潔的人，也透過專一地托庇至尊聖主而臻達至尊

目的地，這有甚麼稀奇？主奎師那使阿尊那成為祂的教導對象，藉此教導所有微



靈，一旦留在這個短暫和痛苦的世界，都應該對祂永恆極樂的靈性形象履行靈性

專注。 
 
這個詩節宣告，物質世界無常，易毀和痛苦，卻沒有說它是虛假的。一些哲學家

想像世界是假的，這個概念卻違反《博伽梵歌》的原則。主奎師那的至尊居所稱

為超然世界，永恆而喜樂。臻達那個居所的生物體，決不從那裏低墮。 
 

詩節三十四 
 

man-manä bhava mad-bhakto mad-yäjé mäà namaskuru 
mäm evaiñyasi yuktvaivam ätmänaà mat-paräyaëaù 

 
mat-manah－全神貫注於思念我；bhava－我；mat-bhaktah－我的奉獻者；mad-
yaji－作為我的崇拜者；mam－在我面前；namaskuru－俯首；mam－我；eva－
肯定地；esyasi－你會得到；yuktva－投入於；evam－這樣；atmanam－你的軀

體和心意；mat-parayanah－和致力於我。  
 
恆常專心致志於我，成為我的奉獻者，致力於崇拜我和頂拜我。這樣以心意和軀

體完全致力服務我，你肯定會臻達我。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正透過以mam-manah等等詞語，解釋靈性專注的程序，

總結這一章。Atmanam表示「把你的心意和軀體投入於我，履行我的靈性專

注」。不管有沒有資格，僅是接觸到奉愛就淨化每個人。這第九章，名為透過最

機密知識而行的瑜伽(raja-guhyah)，描述了這點。 
 

由此結束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所寫的 
《要義甘霖的注釋)》 (令奉獻者快樂並得到所有聖人接受的注釋)， 

顧及明確精微之處的譯文：《聖典博伽梵歌》第九章。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每個微靈的至尊目標，是得到對主奎師那的

純愛。達到這個目標的唯一方法，是履行專一的奉愛。只有純潔的生物體才有資

格對至尊聖主，即至尊絕對真理履行靈性專注。對於純潔的微靈來說，主奎師那

的靈性形象就是最高的崇拜對象。除非完全理解這個哲學結論，否則無法完美地

竭力追求至尊目標。  
 

第七和第八章解釋了，毫無知識、業報和瑜伽的純粹奉愛。第九章描述了最至尊

堪受崇拜的真理。為了確立這個真理，必須描述崇拜半神人和女神所引致的那些

缺點；他們兩者看起來也許都是堪受崇拜的真象。因此科學化地確立了，主奎師

那極純粹而有知覺的靈性形象，性質永恆完美。思辨家、瑜伽師和履行祭祀的

人，只崇拜非人格梵和超靈，祂們都是具有永恆形象的至尊主之部分展現。不



過，純粹奉獻者不崇拜絕對(真理)的這些部分展現；他只崇拜主奎師那的永恆形

象。 
 
一個人因為極度愚昧，才獨立於奎師那的永恆形象，另外崇拜半神人和女神，因

為他這樣做只能局部地臻達目的地。在奉愛瑜伽程序，應該完全放棄崇拜其他半

神人和女神，而且不要別有用心，應該懷著堅定信心，僅是履行聆聽、歌頌和憶

念主奎師那等等九項奉愛支部來維繫軀體。哪怕那些專一奉獻者在初階時行為不

當，這樣的專一奉獻者都比業報工作者、思辨家和瑜伽師更高。因此他們其實是

神聖的，因為假以時日，他們就會專一地全神貫注於主奎師那，他們的品格在各

方面會都變得純粹。 
 

只有對至尊主的純粹奉愛，才會產生上述的純愛之果。至尊主的純粹奉獻者決不

毀滅，也不會低墮，因為至尊主親自維繫和保護他。因此，那些聰明的人僅是為

了對至尊聖主履行純粹奉愛而維繫軀體。 
 

由此結束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所寫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典博伽梵歌》第九章。 

 
第十章 

 
透過欣賞至尊主富裕而行的瑜伽 

(Vibhuti-Yoga) 
 

詩節一 
 

çré-bhagavän uväca 
bhüya eva mahä-bäho çåëu me paramaà vacaù 

yat te ’haà préyamäëäya vakñyämi hita-kämyayä 
 
sri bhagavan uvaca－最富裕的主說；bhuyah－再次；eva－甚至；maha-baho－
臂力非凡的戰士啊；srun－聽到；me－我的；paramam－更高；vacah－訓示；

yat－藉此；te－對你；aham－我；priyamanaya－(對我)有愛的人；vaksyami－
會講述；hita-kamyaya－因為我渴求你的福祉。 
 
至尊聖主說︰臂力非凡的人啊，再聽聽我的訓示吧，它們比我之前講述的更高。

渴求你的終極福祉，因為你對我的愛，因此我會對你揭示這項知識。 
 
《要義甘霖》：在第七和前幾章所述的奉愛真理，滿載至尊主富裕面貌的知識。

那同一種奉愛真理又稱為bhagavad-vibhuti，這第十章正描述這真理和它的機密

含意。 



 
從第七章開始，描述了崇拜對象－至尊聖主－的富裕。為了使那些蒙福對祂奉愛

的人快樂，現在詳述這同一種富裕的知識。奎師那在《聖典博伽瓦譚》(11.21.35)
說：「parokña-vädä åñayaù parokñaà ca mama priyam－聖人的陳述是間接的

(paroksa)，我也樂於這樣講述。」根據這句話，奎師那間接的說話方式也許使這

些題目有點難以理解。因此祂現在講述這個以bhuya(再次)開始的詩節，表示祂

為了加深阿尊那的理解而重複最機密的知識。「臂力非凡的人啊，正如你展現了

非凡的臂力，你也可以表現你超卓的智慧力量。對準備聆聽的你來說，srnu(聆
聽)這個字是用來確保你完全牢記將要對你講述的事情。」paramam這個字表

示，這知識甚至比之前講述的更高。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第七、八和九章，至尊主奎師那解釋最高

膜拜真象的富裕。祂在這第十章描述祂壯麗輝煌的富裕(vibhutis)。根據聖基瓦.
哥斯瓦米的《Sandarbhas》，paroksavada表示「繼續隱藏最崇高和稀有，不公諸

於世的事物，然後間接解釋。」Paroksavada是《韋達經》的本質。也是至尊聖

主的本質[隱藏祂自己]。《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3.88)說︰  
 

äpanä lukäite kåñëa nana yatna kare 
tathäpi täìhära bhakta jänaye täìhäre 

普通人覺得任何隱而不宣，間接解釋的事物難以理解。奎師那試圖多方隱藏自

己，卻對祂的奉獻者揭示自己。 
 
因此必需托庇奉愛，仔細思索這一章所述，透過欣賞至尊主富裕而行的瑜伽。 
 

詩節二 
 

na me viduù sura-gaëäù prabhavaà na maharñayaù 
aham ädir hi devänäà maharñéëäï ca sarvaçaù 

 
na－既不；me－我的；viduh－他們明白；sura-ganah－許多神；prabhavam－我

光榮顯現的本質；na－也不；maha-rsayah－大聖人；aham－我；adih－原始的

成因；hi－因為；devanam－神的；maha-rsinam－大聖人的；ca－和；sarvasah
－在每方面。  
 
我是每一方面的原始成因。因此，甚至所有半神人和神聖的大聖人都不知道，我

在這個俗世的顯現是光榮的。 
 
《要義甘霖》：「只有透過我特別的恩慈，而不是以任何別的方法，才可以理解

這真理。」因此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na me開始的詩節。mama-prabhavam表示：

「甚至連半神人都不知道，我誕生自戴瓦葵(Devaki)這方面的最非凡真理。」如



果有人發問，半神人也許無法理解這個真理，因為他們沉醉於感官享樂，聖人卻

肯定知道這點，回答就是：「不，甚至連聖人也不知道這個真理，因為我是他們

每方面的原始成因。在物質世界，兒子不知道父親誕生的真相，聖人同樣都不知

道我在這個世界超然顯現的真理。」  
 

《博伽梵歌》(10.14)說：「至尊主啊，半神人、邪惡的丹拿瓦族(Danavas)和其

他人，都不理解你誕生和顯現在這個世界的真理。」因此prabhava這個字表示

「你在這個世界的誕生和顯現」。不需想像任何別的含意。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除了奉愛之外，無法以任何方法得到奎師那

的恩慈。沒有祂的恩慈，儘管費盡周章，一個人都無法憑借自己的努力理解至尊

主的真理。《聖典博伽瓦譚》(4.29.42-44)說： 
 

prajäpati-patiù säkñäd bhagavän giriço manuù 
dakñädayaù prajädhyakñä naiñöhikäù sanakädayaù 
marécir atry-aìgirasau pulastyaù pulahaù kratuù 
bhågur vasiñöha ity ete mad-antä brahma-vädinaù 

adyäpi väcas-patayas tapo-vidyä-samädhibhiù 
paçyanto ’pi na paçyanti paçyantaà parameçvaram 

很多大人物－包括布茹阿瑪、施瓦、以桑卡(Sanaka)為首的庫瑪爾四兄弟、布古

(Bhrgu)和維悉斯塔(Vasistha)等等著名的梵覺宗(思辨家)－都渴望覲見(darsana)
至尊控制者。他們履行苦行、獲取知識和進入神定努力爭取，時至今日卻仍然無

法覲見到我。  
 
而且，《聖典博伽瓦譚》(10.14.29)說︰ 

 
athäpi te deva padämbuja-dvaya- 

prasäda-leçänugåhéta eva hi 
jänäti tattvaà bhagavan-mahimno 

na cänya eko ’pi ciraà vicinvan 
至尊主啊，你深不可測。在三個世界誰能明白，你何時何地，為甚麼和怎樣上演

你的逍遙時光？至尊主啊，你奉獻者只是領受到你蓮花足微量的恩慈你卻仍然在

他們心內展現自己。因此他們得到祝福，只有他們才能明白你超然形象的光榮真

理，那個形象由永恆、知識和喜樂組成。儘管一個人熱心地在知識和棄絕

(vairagya)等等修習方面長期竭盡所能之後，其實都永遠無法知道你的榮耀。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我是半神人和聖人的原始成

因。因此他們決不能憑著自己的努力，明白我逍遙時光的力量。即是說，他們無

法憑藉他們的努力，理解我以人形的形象，顯現在物質世界的那個事實。每個

人，包括半神人和偉大的聖人，都憑借他們的智慧來尋找我。但是儘管以物質智



慧勤勉地費盡心力，他們都只能局部地覺悟我。他們覺悟到非人格梵(nirvisesa-
brahma)那一面，即俗世那個無形象的反面。它不展現，無多樣化，也沒有品

質。他們認為這枯燥乏味的非人格梵是絕對真理，但祂不是。我是那個至尊絕對

(真理)和永恆、知識和喜樂的化身。我恆常都透過我不可思議的能量展現自己。

我毫無物質污染，具有所有超然品質。我的內在能量展現我靈性形象的部份面

貌，祂稱為至尊控制者或超靈，住在眾生之內。非人格梵是我其中一個難以辨別

的形象，祂超越受條件限制靈魂的概念，那些條限靈魂被我的外在能量蒙騙。因

此，在被創造的物體裏，只直接和間接地顯示了我的兩個展現－至尊控制者(或
超靈)和梵。 

 
有時候，我以我不可思議的能量，在這個物質世界展現我自己的靈性形象。上述

那些半神人和大聖人無法憑借自己的智慧，理解我不可思議能量的榮耀，那時

候，他們認為我永恆、超然形象的顯現，是上述超靈所展現的，又以為我是凡

人。這是因為他們被假象迷惑。以為我非人格、難以辨別面貌的枯燥性質更優

秀，他們試圖與之合一。不過，我的奉獻者明白，我不可思議的能量並非有限的

人類理解所能掌握，於是僅只投入於我的靈性專注。看到他們的態度，我大發慈

悲，賜予他們純粹智慧，讓他們可以輕易體驗到我的靈性形象。」 
 

詩節三 
 

yo mäm ajam anädiï ca vetti loka-maheçvaram 
asammüòhaù sa marttyeñu sarva-päpaiù pramucyate 

 
yah－他；mam－我；ajam－作為沒出生的；anadim－沒有開始；ca－和；vetti
－知道；loka－各個世界的；maha-isvaram－偉大的控制者；asammudhah－沒

被迷惑的； sa－他；martyesu－在凡人之中； sarva-papaih－從所有罪孽；

pramucyate－他完全免除了。  
 
我沒有出生，沒有開始，也是所有世界的至尊控制者，在凡人之中，只有知道這

點的人擺脫了假象，也完全免於所有罪孽。 
 
《要義甘霖》：也許會提出下列問題。「你的軀體超越了時間和空間所限，半神

人和聖人知道你軀體誕生的事實嗎？」  
 

用食指按著胸膛，主奎師那講述這個以mam開始的詩節作答。「只有知道我沒出

生的人，才真正認識我。」  
 

「這表示只有你是沒有開始的真理，偉大祖父主布茹阿瑪不是嗎？如果主布茹阿

瑪沒有開始，那麼他都一定知道你是超靈，沒有誕生或原因。」  
 



至尊聖主回答說，yo mam vetti等等。「只有知道我沒有開始或成因，沒有出生

卻又是瓦蘇戴瓦所生的人，才如實地知道真理。」在這裏，mam這個字指的是瓦

蘇戴瓦所生的至尊聖主。「根據我的陳述(在《梵歌》4.9)，我的誕生和活動都是

神聖的。因為我是超靈，我不可思議的能量上演我的誕生和繼續沒出生，而且是

絕對真確的。」《梵歌》(4.6)說：「我永恆而不變，雖然我沒出生，我卻誕

生。」烏達瓦也說︰ 
 

karmäëy anéhasya bhavo ’bhavasya te  
durgäçrayo ’thäri-bhayät paläyanam 
kälätmano yat pramadä-yutäçramaù  

svätman-rateù khidyati dhér vidäm iha 
《聖典博伽瓦譚》(3.4.16) 

帕佈啊，雖然無欲無求，你卻從事活動；雖然沒出生，你卻誕生；雖然你是死亡

的化身，你卻害怕敵人而逃跑，躲在杜瓦爾卡(Dvaraka)的堡壘；雖然自我滿

足，你卻與一萬六千個女子享樂。看見這些驚人的活動，甚至大學者的智慧都糊

塗了。 
 

在這方面，《Sri Laghu-bhagavatamrta》的作者聖茹帕.哥斯瓦米有一個詩節︰

「雖然在這個情況下，學者不是真的糊塗，但是如果完全不受影響將會更好。因

此，不可思議的能量形成我豐富多彩或互相矛盾的本性，使他們受到迷惑。在我

的達莫達爾逍遙，我似是有限的，一條繫有叮噹小鈴的幼線綁住我的肚子。我同

時又似是無限的，因為雅淑妲媽媽的長繩子無法綁住我的肚子。這超乎常理。同

樣，我誕生，同時又沒出生，這也超乎常理。」 
 

loka-mahesvaram這個詞語表示「宇宙的至尊主」，至尊主用它來解釋祂極難理

解的富裕。「阿尊那啊，在人類之中，只有那些知道你的戰車伕是宇宙至尊主的

人，才擺脫了所有罪惡或奉愛障礙(asammudha)。那些認為我沒出生，沒開始，

也具有至尊控制者等等本質，卻又認為我只是假裝誕生的人，受到迷惑

(sammudhah)，也沒有從罪孽得到解脫。」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這裏說至尊聖主沒出生(ajah)。第二章也說

微靈沒出生。雖然他們沒出生，卻是與至尊主分開的部分(vibhinnamsa)[《梵

歌》15.7，mamaivamso jiva-loke]。微靈是極微小的有知覺實體(anucit)，至尊主

卻是完全有知覺的實體(purnacit)。微靈受制於至尊主的假象，至尊主則是假象

的主人。受束縛微靈的粗糙軀體是無常的，奎師那的軀體卻是永恆-全知-極樂，

不變而永恆的。當祂降臨在物質世界時，祂透過祂的瑜伽瑪亞能量，以自己永恆

的靈性形象來臨。祂在創造之前已經存在，現在也存在，將來也會繼續存在。

《韋達經》以下的曼陀證明這個結論︰「ahama evasam evagre－在創造之前只有

我存在，除了我之外空無一物(《聖典博伽瓦譚》2.9.33)」；「bhagavän eka 
äsedam－至尊聖主在創造之前，獨一無二地存在(《聖典博伽瓦譚》3.5.23)」；



「anadir adir govindah－那位原初人物是主哥文達，祂沒開始(《婆羅訶摩讚》

5.1)」；「eko vai narayana asi－起初只有拿茹阿央那存在(《大奧義書》1)。」 
 

目前這個詩節描述，雖然至尊主沒出生，透過祂不可思議能量的影響，祂卻同時

是瓦蘇戴瓦和戴瓦葵永恆的兒子，也是南達和雅淑妲永恆的兒子。只能以獨一無

二，專心致志的奉愛，而不是以任何其他修習，理解祂的靈性形象。 
 

不應該把主奎師那看作為普通人，但是如果說祂以戴瓦葵或雅淑妲的兒子著稱，

那麼祂怎會沒誕生？《聖典博伽瓦譚》等等經典解答了這個問題：「主奎師那沒

有像普通的嬰兒那樣誕生。在康薩的監獄，祂以祂的少年形象顯現在瓦蘇戴瓦和

戴瓦葵面前，拿著響螺、神碟、棒槌和蓮花，戴著各種不同的飾物，秀髮如雲。

祂後來應瓦蘇戴瓦和戴瓦葵所求，變成小嬰兒。」主奎師那沒有公開展示，祂作

為雅淑妲之子，在哥庫爾(Gokula)以兩臂形象從雅淑妲腹中誕生的逍遙時光。不

過，當祂還是嬰兒時，卻殺死了普妲娜(Putana)和牛車魔(Sakatasura)等等非常可

怕和厲害的惡魔，從而解脫了他們。祂在祂小孩似的嘴裏展示整個宇宙，上演其

他很多普通嬰兒不可能做得到的驚人活動。因此主奎師那是至尊人格首神，即其

他所有控制者的控制者，眾生之源，沒有原因。 
 

詩節四至五 
 

buddhir jïänam asammohaù kñamä satyaà damaù çamaù 
sukhaà duùkhaà bhavo ’bhävo bhayaà cäbhayam eva ca 

ahiàsä samatä tuñöis tapo dänaà yaço ’yaçaù 
bhavanti bhävä bhütänäà matta eva påthag-vidhäù 

 
buddhih－辨別精微含意的能力；jnanam－分辨物質和靈魂的知識；asammohah
－泰然自若；ksama－容忍；satyam－講述真理；damah－控制外在感官；samah
－控制心意；sukham－快樂；duhkham－不快樂；bhavah－誕生；abhavah－死

亡；bhayam－恐懼；ca abhayam－和無畏；eva－肯定地；ca－和；ahimsa－非

暴力；samata－沉著鎮定；tustih－滿足；tapah－承受《韋達經》及其推論經典

所指示的軀體苦行；danam－佈施；yasah－名氣；ayasah－惡名；bhavanti－存

在；bhava－存在狀態；bhutanam－生物的；mattah－從我；eva－只是；

prthak-vidha－各種各樣的。  
 
智慧、知識、無憂無慮、容忍、真誠、控制感官、控制心意、快樂、痛苦、出

生、死亡、恐懼、無畏、非暴力、鎮定、滿足、苦行、佈施、名氣和批評－生物

的這些不同品質全都源於我。 
 



《要義甘霖》：「那些有韋達經典知識的人，無法僅以自己的智慧理解我。智慧

僅是從我而來，是我物質能量之中的善良形態(sattva-guna)產生的。它沒有獨立

的資格，去參透和理解我超越各種形態(gunatita)的真理。」  
 

因此至尊聖主說：「有三個品質可以間接使人得到我的知識︰探知精微含意的能

力 (buddhi) 、 辨 別 有 知 覺 和 無 知 覺 物 體 的 能 力 (jnanam) 和 無 憂 無 慮

(asammohah)。但這三個原因沒有直接使人得到我的知識。就此而論，在人們身

上看到的其他品質，也不是獨立於我的。」  
 

至尊聖主進一步說：「容忍、真誠、控制外在感官和控制心意，全都源於善良形

態。快樂是善良形態的，痛苦則是愚昧形態的。生和死是一種特別的痛苦，恐懼

則是愚昧形態的。無畏源於善良形態的知識，但如果它源於情欲形態，那就是情

欲的(rajasika)。Samata表示『對他人的苦樂感同身受』。鎮定和非暴力都源於善

良形態。如果毫無錯覺，那種滿足就是善良形態的。否則，就是情欲形態的。當

一個人沒有錯覺，或者不覺得自己是履行者時，他的苦行和佈施活動都是善良形

態的。如果是受制於假象的人履行的，那是情欲形態的。應該同樣地理解名聲和

惡名。它們全都源於我那名為假象的迷幻能量，但是因為能量和能者沒有分別，

因此應該明白它們都是我獨自創造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這裏確立了，唯有至尊主才是原始的原有成

因和眾生控制者。透過至尊主和祂形形色色的能量之間，不可思議同一而異基礎

原則的哲學，無活動或有知覺的萬物都與祂有關。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甚至那些有精微智慧，對經典

有認識的人，都無法理解我的真理。原因如下︰生物體的特性包括有能力掌握精

微主題的智慧、有能力分辨有知覺和沒知覺的事物、無憂無慮、容忍、真誠、控

制感官和心意、快樂、痛苦、生、死、非暴力、鎮定、滿足、苦行、佈施、名氣

和惡名。雖然我是它們的原始成因，卻超然於它們全部。知道了我至尊主和我形

形色色的能量之間不可思議同一而異的基礎原則之後，就無所不知。能量和能者

都同一而異。同樣，這個不斷改變的世界是我的能量衍生的，我－能者－和世間

萬物不一樣，卻又永恆沒有分別。」 
 

詩節六 
 

maharñayaù sapta pürve catväro manavas tathä 
mad-bhävä mänasä jätä yeñäà loka imäù prajäù 

 
maha-rsayah－大聖人；sapta－七個；purve－之前；catvarah－以桑卡為首的庫

瑪爾四兄弟；manavah－以斯瓦亞姆布瓦.曼奴(Svayambhuva Manu)為首的曼

奴；tatha－和；mat-bhavah－我所生的；manasah－從我的心意；jatah－誕生；



yesam－從他(而來)的；loke－在這個世界裏；imah－這些婆羅門等等；prajah－
兒子和孫子等等。  
 
瑪瑞慈(Marici)等等七大聖人(maharsis)，在他們之前，桑卡等等四個婆羅門，還

有斯瓦亞姆布瓦等等十四個曼奴，全都透過我的心意，從我的金子宮

(Hiranyagarbha)形象(即維施努)所生。各個婆羅門和其他成為他們子孫或門徒的

人，繁衍了這人類種族。  
 
《要義甘霖》：解釋了那些有智慧、知識和無憂無慮等等屬性的人，無法理解祂

的真理知識之後，至尊聖主再解釋他們的不足。換句話說，這些品質只是源於奎

師那一個。奎師那正講述這個以maharsaya開始的詩節。「瑪瑞慈等等七大聖

人，而在他們之前，庫瑪爾四兄弟和斯瓦亞姆布瓦等等十四個曼奴，全都是我所

生的，即我的金子宮形象所生的。他們是我的心意等等所生的。瑪瑞慈、薩拿卡

的兒孫、門徒和徒孫等等婆羅門、統治者或戰士在地球繁衍。」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這裏，至尊聖主正在講述源於祂的宇宙族

譜概要。大維施努那個稱為金子宮的能量所生的布茹阿瑪，是這個宇宙的第一個

生物體。桑卡、薩南達(Sananda)、薩拿坦(Sanatana)和薩勒(Sanat)等等庫瑪爾

四兄弟，是布茹阿瑪的第一群孩子。之後有布古(Bhrgu)、瑪瑞慈(Marici)、阿崔

(Atri)、普拉斯提亞 (Pulastya)、普拉哈 (Pulaha)、誇圖 (Kratu)和瓦悉斯塔

(Vasistha)等等七個聖人，之後就是十四位曼奴－(1) 斯瓦亞姆布瓦、(2) 斯瓦若

慈薩(Svarocisa)、(3) 烏塔姆(Uttama)、(4) 塔姆薩(Tamasa)、(5) 茹阿依瓦塔

(Raivata)、(6) 查克蘇薩(Caksusa)、(7) 外瓦斯瓦塔(Vaivasvata)、(8) 薩矽爾尼

(Savarni) 、 (9) 達克希薩瓦爾尼 (Daksasavarni) 、 (10) 布茹阿瑪薩瓦爾尼

(Brahmasavarni)、(11) 達爾瑪薩瓦爾尼(Dharmasavarni)、(12) 茹卓-普崔(薩瓦爾

尼)[Rudra-putra(Savarni)]、(13) 若慈亞(戴瓦薩瓦爾尼)[Rocya(Devasavarni)]和
(14) 包提亞克(因卓薩瓦爾尼)[Bhautyaka(Indrasavarni)]。他們全都是具有奎師那

能量的金子宮所生的。他們的子孫，即婆羅門等等一脈相承的門徒和徒孫，繁衍

了全世界。 
 

詩節七 
 

etäà vibhütià yogaà ca mama yo vetti tattvataù 
so ’vikalpena yogena yujyate nätra saàçayaù 

 
etam－這一切；vibhutim－富裕；yogam－奉愛服務的瑜伽；ca－和；mama－我

的；yah－他；vetti－知道；tattvatah－事實上；sah－他；avikalpena－堅定不

移的；yogena－懷著奎師那的真理知識；yujyate－賦有；na atra－對這點沒有；

samsayah－懷疑。  
 



實在地知道我的所有富裕和奉愛瑜伽原則的人，賦有我可靠堅定的知識。這點毋

庸置疑。 
 
《要義甘霖》：《聖典博伽瓦譚》(11.14.21)說：「bhaktyäham ekayä grähyaù－
只有透過專一的奉愛，才可以臻達我。藉由我的恩慈，對我的話懷著堅定的有神

論信心，只有我專心致志的奉獻者，才知道我的真理。」因此至尊聖主講述這個

以etam開始的詩節。那些知道早前所述富裕真理和奉愛瑜伽原則的人，對這個理

解堅定不移：這是他們的主人－主奎師那－所說的話，因此是至尊真理。「他們

賦有的那種瑜伽，特點是我真理方面的堅定知識。」這點無可置疑。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不同的星球，有多位被任命維繫這個宇宙

的半神人。其中以布茹阿瑪、庫瑪爾四兄弟、七大聖人和各位祖先為主。由於他

們原初全都由至尊主奎師那所生，因此祂是所有祖父的祖父。懷著奎師那富裕方

面的知識，應該以堅定信心，毫無懷疑地投入於祂的靈性專注。沒有恰當地知道

主奎師那的偉大，就不可能對祂履行專一的奉愛。 
 

詩節八 
 

ahaà sarvasya prabhavo mattaù sarvaà pravarttate 
iti matvä bhajante mäà budhä bhäva-samanvitäù 

 
aham－我；sarvasya－所有創造的；prabhavah－創造之源；mattah－由我；

sarvam－一切；pravartate－衍生；iti－因此；matva－明白了；bhajante－崇

拜；mam－我；budhah－有學問的人；bhava-samanvitah－賦有超然情感。  
 
我是世俗和靈性世界之源。我衍生一切。熟知這點的智者，心裏懷著超然情感對

我履行靈性專注。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莊嚴面貌的特點是豐盛的富裕，祂解釋這點時，說：

「我是原初的成因，也是一切物質和靈性之源。受到我內在超靈的靈性形象激

勵，整個宇宙都投入工作，受到我拿茹阿達等等化身激勵，所有人都履行奉愛服

務、知識、苦行、果報活動等等修習，以臻達各自的目標。」在界定專一的奉愛

瑜伽時，至尊聖主說：「iti matvä。」「專注於這種有神論知識，懷著對我的僕

人之情和友誼，那些對我履行靈性專注的人是學者(panditas)，他們知道《韋達

經》精華。」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主奎師那是世俗和靈性創造之源。從精通真

理的偉大奉獻者的訓示和恩慈，無疑可以得到這種基礎真理的知識。只借助這樣

的超然知識，聖人就能全神貫注於對主奎師那的純粹奉愛。如果聆聽那些缺乏真

理知識，被迷惑的所謂靈性導師，從毫無奉愛，在現代編撰的注釋那裏領受訓



示，就無法得到純粹的真理知識。從所謂的奉獻者那裏領受訓示，也無法得益。

《聖典博伽瓦譚》(4.7.50)也確認了這點： 
 

ahaà brahmä ca çarvaç ca jagataù käraëaà param 
ätmeçvara upadrañöä svayaà-dåg aviçeñaëaù 

主維施努回答︰布茹阿瑪、施瓦和我都是物質展現的至尊原因。我是超靈和自足

的見證者。但是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沒有分別，因為一切都在我之內。   
 
《瓦茹阿哈宇宙古史》也說︰ 

 
näräyaëaù paro devas tasmäj jätaç caturmukhaù 

tasmäd rudro ’bhavad devaù sa ca sarva-jïatäà gataù 
主拿茹阿央那是至尊主，布茹阿瑪、茹卓等等都只是祂所生的。主拿茹阿央那無

所不知。 
 

這位拿茹阿央那是主奎師那富裕面貌的逍遙時光擴展。《韋達經》的其他地方也

說奎師那是戴瓦葵之子︰brahmaëyo devaké-puträù (《拿茹阿央那奧義書》4)。  
 

詩節九 
 

mac-cittä mad-gata-präëä bodhayantaù parasparam 
kathayantaç ca mäà nityaà tuñyanti ca ramanti ca 

 
mat-cittah－那些把內心供奉給我的人；mat-gata-pranah－他們的每一口生命氣

都獻給我；bodhayantah－啟發了；parasparam－彼此；kathayantah－唱誦我的

名字、形象等等；ca－和；mam－我的真理；nityam－不斷；tusyanti－他們恆

常都體驗到滿足；ca－和；ramanti－高興；ca－也。  
 
全神貫注於我，畢生全心全意獻身服務我，持恆地以我的基礎真理互相啟發，唱

頌我的名字、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那些人從中得到莫大滿足和喜樂。 
 
《要義甘霖》：「憑著我的恩慈，只有專一的奉獻者得到奉愛瑜伽，雖然上述特

性使真理知識更豐富，難以想像，但是他們也得到它。Mac-cittah指的是那些心

意受到吸引，要品嚐我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甜美動人的人。mat-gata-
pranah指的是那些沒有我就無法生存的人，就像一個人沒有食品就無法生存。

Bodhayantah表示，這樣的人愛意盈盈地以奉愛的性質和種類互相啟發。Mam表

示『我的聖名、品質和逍遙時光是浩瀚的甜美之洋』。描述和高聲頌揚時，他們

得到喜樂。」因此，與所有別的奉愛程序相比，聆聽、唱誦和憶念(sravana，
kirtana和smarana)更高。履行這種奉愛，這些專一的奉獻者得到滿足和喜樂。這

是祕密。換句話說，他們也憑著好運氣得到滿足，甚至在修習階段期間都履行順



暢無阻的靈性專注，深思將來與奎師那嬉戲的完美境界(sadhya-dasa)。至尊聖主

在這裏的陳述，只是描述自發奉愛而已。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目前這個詩節，主奎師那正解釋祂專一奉

獻者的性質和奉愛的種類。在這裏，mat-gata-pranah這個詞語表示「沒有我，我

的奉獻者就無法生存，正如魚兒沒有水就無法繼續生存。」如果魚兒離開大海，

到海灘上渴望得到快樂，肯定很快就會死。同樣，反對主哈瑞的生物體，甚至生

即如死。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那些全神貫注地致力於我的

人，有這樣的性格。把心意和生命完全供奉給我，他們藉此互相交流奉愛情感，

繼續歌頌我的逍遙時光等等。他們在修習階段期間這樣履行與我有關的聆聽和唱

誦，得到奉愛之樂。實現了目標(sadhya)之後，即透過實踐自發奉愛之途得到了

純愛，他們懷著甜美之情，體驗與我在巴佳直接享樂的快樂。」 
 

詩節十 
 

teñäà satata-yuktänäà bhajatäà préti-pürvakam 
dadämi buddhi-yogaà taà yena mäm upayänti te 

 
tesam－對於那些；satata-yuktanam－恆常渴求與我永恆聯誼的人；bhajatam－

他崇拜我；priti-purvakam－懷著愛；dadami－我賜予；buddhi-yogam－超然知

識；tam－那；yena－藉此；mam－我；upayanti－接近；te－他們。  
 
我賜給那些懷著愛崇拜我，渴求與我永恆聯誼的人超然知識，使他們得到我。 
 
《要義甘霖》：「於是他們得到滿足和喜樂。根據你的陳述，只是對你履行奉

愛，你的奉獻者就得到至尊喜樂。因此他們顯然超越於各種物質自然形態。但是

他們怎樣直接覺悟你，又跟誰學習那個得到覺悟的程序？」預料到阿尊那的這個

問題，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tesam開始的詩節。「我親自在那些渴求我永恆聯誼

的人心裏，啟發所有本然傾向。個人的努力無法使人得到這超然知識，也無法從

其他人那裏得到。只有我賜予它，只有這種愛意盈盈的奉獻者才有資格接受。有

了這超然知識之後，他們就臻達我。」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這個詩節解釋，專一的奉獻者怎樣直接覺悟

到主奎師那。奎師那說：「我親自賜予那些不斷愛意盈盈地對我履行靈性專注的

人超然知識，使他們輕易直接覺悟到我。」《聖典博伽瓦譚》(4.28.41)也說： 
 

säkñäd bhagavatoktena guruëä hariëä nåpa 
viçuddha-jïäna-dépena sphuratä viçvato-mukham 



國王啊，至尊主自己作為瑪拉亞戴傑(Malayadhvaja)的靈性導師，以知識之光啟

明他的心。 
 
《終極韋達》(3.8.48)也解釋了這點：「visesanugrahas ca－唯有透過奎師那的恩

慈，才能覲見祂。」 
 

詩節十一 
 

teñäm evänukampärtham aham ajïäna-jaà tamaù 
näçayämy ätma-bhäva-stho jïäna-dépena bhäsvatä 

 
tesam－對於他們；eva－只是；anukampa-artham－出於憐憫；aham－我；

ajnana-jam－源於愚昧；tama－黑暗(物質存在形式的)；nasayami－我毀滅；

atma-bhava-stha－位於(個體靈魂的)智慧之內；jnana-dipena－以超然知識之

燈；bhasvata－以耀眼的。  
 
只因憐憫那些專一地致力於我的奉獻者，我才住在他們的智慧之內，以耀眼的超

然知識之燈，驅除源於愚昧的物質存在黑暗。 
 
《要義甘霖》：阿尊那也許會問：「不曾得到真正知識的人，肯定得不到你。因

此會力求超然知識。」至尊聖主回答說：「不，不。我正解釋我怎樣僅是祝福我

的專一奉獻者，而非瑜伽師或其他人。我自己恆常熱衷於恩澤他們，使他們不需

憂慮就可以得到我的恩慈。進入了他們的智慧核心，我用知識之燈驅散他們內心

的黑暗。那知識啟明我的真理，它不是物質善良形態的；而是超然的(nirguna)。
由於這知識源於奉愛，縱使與其他形式的超然知識相比，都與別不同。我只用這

獨特的知識之燈，驅除他們內心的黑暗。因此，他們為甚麼要力求這知識？對於

那些專一地致力於我的人，我負責維繫他們和滿足他們所求。」根據《梵歌》

(9.22)的這句話，至尊聖主揹起擔子，滿足祂專一奉獻者的所有物質和靈性所

需。 
 
上述四個詩節稱為《梵歌》四大詩節，構成《博伽梵歌》教導的精華。它們以最

吉祥著稱，消除眾生之苦。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雖然思辨家和瑜伽師試圖憑著自己的智慧獲

取知識，始終都不成功。唯有那些專一地托庇主奎師那的奉獻者，才透過祂的恩

慈，毫不費力地得到祂的知識。沒有奎師那，奉獻者就無法生存，因此他們是祂

至尊的施恩對象。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對他們專

一的奉愛之情感到滿意，我賜給他們我完全的恩慈，也啟發他們的智慧，正如我

供應他們的所需和維繫他們的所有一樣。唯有我全權負責維繫他們。他們不需力

求任何事物。」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這樣，愚昧就無法留在那些投

入於奉愛瑜伽程序的人那裏。有些人認為，只有那些根據否定原則，順序地排除

似是而非的事物，試圖尋找絕對真象的人，才得到真正知識，那些只是培養奉愛

程序的人，卻得不到這麼稀有的知識。阿尊那啊，基本的概念就是，僅是憑自己

的智慧，微不足道的微靈永遠也得不到無限真象的知識。不管多麼費神深思，他

甚至永遠也得不到半點純粹知識。但是如果我祝福微小的生物體，他就可以在我

不可思議的能量影響之下，輕易得到完整和詳盡的超然知識。僅是住在我專一的

奉獻者心裏，我輕易地用超然知識之燈啟明他們。透過特別的恩慈，我在他們心

裏，完全驅除源於世俗聯誼的愚昧造成的黑暗。生物體有權得到純粹知識，它只

透過奉愛瑜伽程序顯現，而非推理。」 
 
正如《聖典博伽瓦譚》的精華，是藏在至尊主奎師那對布茹阿瑪直接講述的四個

詩節(2.9.33-36)之中，上述四個詩節(10.8-11)也是《博伽梵歌》的精華。因此普遍

稱之為《梵歌》四大詩節。正如這四個詩節所述，《梵歌》的精華就是奉愛。 
主奎師那正親自對阿尊那解釋專一奉愛的性質。當修習者托庇專一奉愛時，主奎

師那就恩澤他，使他能輕易橫渡物質存在之洋，有資格進入那種以巴佳之地的五

種主要情感為特點的奉愛。 
 

詩節十二至十三 
 

arjuna uväca 
paraà brahma paraà dhäma pavitraà paramaà bhavän 

puruñaà çäçvataà divyam ädi-devam ajaà vibhum 
ähus tväm åñayaù sarve devarñir näradas tathä 
asito devalo vyäsaù svayaà caiva bravéñi me 

 
arjuna uvaca－阿尊那說；param brahma－至尊靈魂；param dhama－至尊居

所；pavitram paramam－極純粹的；bhavan－你閣下；purusam－人格形象；

sasvatam－永恆；divyam－神聖；adi-devam－原初之主；ajam－沒出生的；

vibhum－遍存萬有的；ahuh－講述；tvam－你的；rsayah－聖人；sarve－所

有；deva-rsih－眾神之中的聖人；naradah－拿茹阿達，至尊主(Nara)的賜予(da)
者；tatha－這樣；asitah－阿斯塔；devalah－戴瓦拉；vyasah－韋達維亞薩；

svayam－你自己；ca－和；eva－確實；bravisi－正在講述；me－對我。  
 
阿尊那說︰我知道你是至尊絕對真理和至尊居所。你極純粹，是愚昧雜質的毀滅

者。半神人之聖拿茹阿達、阿斯塔、戴瓦拉和維亞薩等等大聖人，都讚美你是永

恆人物，超然和原初之主，沒出生而無處不在。現在你正親自對我講述這點。 
 



《要義甘霖》：阿尊那現在講述這個以param開始的詩節。他渴望詳細聆聽之前

簡述的含意而這樣說。Param表示「最高的」，dhama則表示「你有夏姆遜達爾

的美麗形象。」 根據《阿含經》字典，grha(家)、deha(軀體)、tvit(膚色)、
prabhava(光榮)和dhama(居所)全都是同義詞。「你就是那個居所。與生物體不

一樣，你和你的軀體之間沒有差別。」那個居所是甚麼性質？至尊聖主回答說：

「pavitram  paramam－不管誰看到這個形象的本質，都擺脫愚昧這瑕疵。」  
 

「因此聖人稱你為永恆之人(sasvatam purusam ahuh)，又讚美你人類形象的永恆

性質。」 
 

詩節十四 
 

sarvam etad åtaà manye yan mäà vadasi keçava 
na hi te bhagavan vyaktià vidur devä na dänaväù 

 
sarvam－所有；etat－那；rtam－真理；manye－我認為；yat－它；mam－對

我；vadasi－你正在說；kesava－凱薩瓦啊；na－都不；hi－因為；te－你的；

bhagavan－最富裕的主啊；vyaktim－或誕生；viduh－理解；devah－眾神；na
－也不；danavah－惡魔。  
 
凱薩瓦啊，我接受你告訴我的全都是真的，因為半神人和惡魔都不明白你和你誕

生的基礎真理。  
 
《要義甘霖》：阿尊那說：「我毫不懷疑這點。其他聖人都認為你－至尊絕對真

理－沒出生，但是他們不知道你的誕生。他們不知道你─至尊絕對真理─怎可能

同時誕生，又沒誕生。你說：『半神人和大聖人都不知道我的顯現』(《梵歌》

10.2)，但是凱薩瓦啊，我接受你告訴我的一切都是真理。ka指的是布茹阿瑪，isa
指的是茹卓。你甚至令這兩個人物對你的真理和顯現一無所知，難怪其他半神人

和惡魔也無法知道你。」 
 

詩節十五 
 

svayam evätmanätmänaà vettha tvaà puruñottama 
bhüta-bhävana bhüteça deva-deva jagat-pate 

 
svayam－你自己；eva－僅是；atmana－被你自己；atmanam－你自己；vettha 
－知道；tvam－你；purusa-uttama－至尊人物啊；bhuta-bhavana－眾生之父；

bhuta-isa－所有被創造生物之主；deva-deva－眾神之神；jagat-pate－宇宙展現

的主人。  
 



至尊人物(Purusottama)啊！眾生的創造者(Bhuta-bhavana)啊！所有被創造生物之

父(Bhutesa)啊！眾神之神(Deva-deva)啊！宇宙的主人(Jagat-pati)啊！唯獨你透過

自己的能量認識自己。 
 
《要義甘霖》：「因此，唯獨你認識自己。eva這個字確定，你的奉獻者知道你

沒出生又誕生的真理。這不可思議。但是他們甚至都說不上怎樣做得到。你只是

以你的內在能量，而不是其他方法認識自己。因此，你是人者之尊 (tva 
purusottama)，甚至比大維施努的創造者(maha-tattva)更高。你不但是最好的，

更是上至大祖先布茹阿瑪等等每個人的控制者。你不僅是控制者，也是半神人之

主。換句話說，你與布茹阿瑪和施瓦等等半神人嬉戲，他們就像你逍遙時光裏的

工具。而且，你是宇宙的主人。出於你的無限慈悲，你是我這些活在這個物質世

界的眾生的主人。 
 

這個詩節裏的四個祈求，只是purusottama這個字的解釋。例如：『眾生之父

啊，你是眾生之父。』有時候，某人也許是父親，卻不操縱子女。所有被創造生

物之主啊，你卻是眾生的控制者。某人也許是生物體的控制者，卻不是堪受崇拜

的，但是眾神之神啊，甚至連半神人都認為你堪受崇拜。某人也許擁有這一切品

質，卻仍然無法維繫其他生物體，宇宙的主人啊，你卻維繫整個宇宙。」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渴望詳細聆聽至尊主奎師那的富裕，阿尊那

支持祂的陳述說︰「只有你才知道你不可思議真象的榮耀。憑著獨立的努力，包

括半神人、丹拿瓦族(Danavas)或人類，沒有人可以略懂你的榮耀，哪怕只是一

丁點。透過你的恩慈，只有你專一的奉獻者才可以知道你的榮耀。因此，請對我

大發慈悲。」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阿尊那所說的話：「眾生之父啊！所有被創造生物

之主啊！眾神之神啊！宇宙的主人啊！至尊人物啊！透過你自己的靈性能量，只

有你了解自己的人格性和你誕生的真理。半神人和人類決不能以自己的智慧，理

解你的永恆形象－即永恆、知識和喜樂的同一形象－怎樣展現在這個物質世界，

同時又與這個世界的法則無關。只有你恩澤的那些人，才能明白這點。」 
 

詩節十六 
 

vaktum arhasy açeñeëa divyä hy ätma-vibhütayaù 
yäbhir vibhütibhir lokän imäàs tvaà vyäpya tiñöhasi 

 
vaktum－解釋；arhasi－你能夠；asesena－完全；divya－神聖的；hi－肯定地；

atma-vibhutayah－你自己的富裕；yabhih－以它；vibhutibhih－各種富裕；

lokan－各個世界；iman－這些；tvam－你；vyapya－遍及；tisthasi－住在。  
 



透過你神聖令人讚嘆的富裕，你遍及和住在整個創造，只有你才能透徹地描述這

些富裕。 
 
《要義甘霖》：「你的真理極難理解。現在我渴望知道你令人讚嘆的富裕

(vibhutis)。如果你說那些神聖的富裕無法詳細解釋，請你至少告訴我你的高等富

裕吧。」 
 

詩節十七 
 

kathaà vidyäm ahaà yogiàs tväà sadä paricintayan 
keñu keñu ca bhäveñu cintyo ’si bhagavan mayä 

 
katham－怎樣？；vidyam aham－我可以知道嗎；yogin－擁有瑜伽瑪亞能量的人

啊；tvam－你；sada－恆常；paricintayan－沉思；kesu kesu－在各種各樣的…
之中；ca－和；bhavesu－各方面；cintya－要沉思的；asi－你是不是；bhagavan 
－最富裕的人物啊；maya－被我。  
 
至尊的神祕主義者啊，瑜伽瑪亞能量的擁有者，我怎樣才能夠認識你，持恆地憶

念你？至尊主啊，在你豐富多彩的各方面之中，我應該沉思哪方面，冥想時又要

懷著哪種情感呢？   
 
《要義甘霖》：阿尊那說：「瑜伽瑪亞能量的擁有者啊，全神貫注冥想你時，我

可以透過哪種方法持恆地知道你？在《梵歌》(18.55)，你說：『只有透過奉愛，

才可以知道我富裕和我靈性形象方面的真理。』因此現在我想知道我的職務。你

以哪個形象停駐，我又應該懷著哪種眼界致力冥想你？」 
 

yogin(瑜伽瑪亞的居所)這個字好比vanamali(戴著森林花環的人)。[這是修飾形容

詞，只用於一個特別的人。例如，不是每個戴著森林花環的人，都可以稱為

vanamali。 同樣，擁有瑜伽瑪亞能量的人，稱為yogin。這指的僅是奎師那。]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上一個詩節請求至尊聖主描述祂顯赫的富

裕，阿尊那在這個詩節明確地祈求，想明白祂的富裕存在於哪些事物和形象之

中。能令不可能變得可能的內在能量－瑜伽瑪亞，恆常都與主奎師那一起。因此

阿尊那稱祂為瑜伽瑪亞的居所。只有奎師那能親自描述祂的富裕。這裏表明了這

點。 
 

詩節十八 
 

vistareëätmano yogaà vibhütiï ca janärdana 
bhüyaù kathaya tåptir hi çåëvato nästi me ’måtam 



 
vistarena－詳細地；atmanah－你的；yogam－各種玄祕力量；vibhutim－各種富

裕；ca－和； janardana－贊拿爾丹啊 (激勵人心的人 )；bhuyah－進一步；

kathaya－講述；trptih－飽和點；hi－因為；srnvatah－聆聽時；na asti－沒

有；me－對我；amrtam－(描述你那些題目的)甘露。   
 
贊拿爾丹啊，請再次詳細告訴我，你的各種玄祕力量和富裕，因為你甘露盈盈的

話百聽不厭。 
 
《要義甘霖》：「在《梵歌》(10.8)，你說：『’aham sarvasya prabhavo matta  
sarva  pravartate－我是所有世俗和靈性世界之源。我衍生萬物』和『’iti matva 
bhajante mam－這樣知道我，知道《韋達經》精華的淵博學者，愛意盈盈地服務

我。』你說存在之中的萬物都是你的富裕，淵博的學者都透過奉愛瑜伽服務你。

贊拿爾丹啊，你那些有益訓示的甜美，在我內裏產生了強烈渴望，現在我熱望更

詳細的描述(vistarena)。在這方面，我可以怎樣做？現在我透過我的耳朵品嚐了

你的訓示甘露，我卻不滿足。因此，請再詳細解釋吧。」 
 

詩節十九 
 

çré-bhagavän uväca 
hanta te kathayiñyämi divyä hy ätma-vibhütayaù 

prädhänyataù kuru-çreñöha nästy anto vistarasya me 
 
sri bhagavan－燦爛而最富裕的人格首神；uvaca－說；hanta－是的；te－對你； 
kathayisyami－我會描述；divyah－我神聖的；hi－肯定地；atma-vibhutayah－
人格的富裕；pradhanyatah－最顯著；kuru-srestha－庫茹族之翹楚啊；na asti－
沒有；antah－限制；vistarasya－廣大的(榮耀)；me－我的。  
 
至尊聖主說︰庫茹族之翹楚啊，我肯定會對你描述我神聖的富裕，但是我只會描

述那些主要的，因為我的榮耀無窮無盡。  
 
《要義甘霖》：在這個詩節，hanta這個字表示慈悲。至尊聖主說：「我只會解

釋我主要的榮耀，因為它們其實無窮無盡。」Vibhutaya表示「大量富裕」。

divya這個字代表：「我只會說我的各種高等榮耀，而不是小草那樣不重要的。

在這裏，vibhuti這個字暗示物質和靈性事物，它們全都是至尊主的能量產生的，

應該根據相關的重要程度，依據祂的形象冥想它們全部。」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聽到阿尊那求祂描述那種透過欣賞至尊主富

裕而行的瑜伽，至尊主以hanta(好的)這個字回答，這樣向他展示了大慈大悲，

也表明了不可能描述祂無限的富裕。祂說祂會為阿尊那解釋其中最主要的。因為



這些富裕直接源於祂的能量，應該明白它們與至尊主有關。縱使祂與這所有富裕

有分別，卻是它們的源頭，以祂兩臂的夏姆遜達爾形象永恆存在。描述了這些富

裕之後，主奎師那總結說：「我只是以我的一部分，遍及這整個動與不動生物的

宇宙。我不是以我完全的自我遍及它。」  
 

存在於這個世界的任何光榮事物或品質，都是祂的力量衍生的。應該這樣理解這

個題目。 
 

主奎師那上述的話清楚顯示，至尊主的靈性形象獨立於這些富裕而存在，這靈性

形象其實就是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 
 

詩節二十 
 

aham ätmä guòäkeça sarva-bhütäçaya-sthitaù 
aham ädiç ca madhyaà ca bhütänäm anta eva ca 

 
aham－我；atma－超靈；gudaka-isa－睡眠的控制者；sarva-bhuta－眾生的； 
asaya－在心裏； sthitah－坐在；aham－我；adih－創造的原因；ca－和；

madhyam－維繫的原因；ca－和；bhutanam－眾生的；antah－毀滅的原因；

eva－肯定地；ca－也。  
 
古達卡薩(Gudakesa)啊，我是住在每個生物體心裏的內在見證者，只有我是眾生

創造、維繫和毀滅的原因。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說：「阿尊那啊，你應該明白，造成所有富裕的，只是

我的其中一部分。」在這裏，atma這個字指的是超靈和物質自然的見證者、三個

維施努化身(purusa-avatara)之一的原因之洋維施努(Karanodakasayi Visnu)，祂

創造物質自然。Gudakesa表示「能控制睡眠的人」。至尊聖主用這句話表示，阿

尊那能夠冥想。「我也是整個創造的超靈，sarva-bhütäçaya-sthitaù。」Sarva-
bhuta表示「Vairaja」，即「主布茹阿瑪」。「我是主布茹阿瑪心內的超靈

(Antaryami)。換句話說，我是孕誕之洋維施努(Garbhodakasayi Visnu)，即整個

創造的超靈，因為我也位於每個生物體心裏，因此我也是個別的超靈，牛奶之洋

維施努(Ksirodakasayi Visnu)。唯獨我是微靈的開始(誕生)、中段(存在)和結束

(毀滅的原因)。」 
 

詩節二十一 
 

ädityänäm ahaà viñëur jyotiñäà ravir aàçumän 
marécir marutäm asmi nakñaträëäm ahaà çaçé 

 



adityanam－阿迪提亞斯(Adityas)的；aham－我；visnu－維施努，全面遍透的； 
jyotisam－發光體的；ravih－太陽；amsuman－非常燦爛奪目的；marici－瑪瑞

慈；marutam－多位風神(Maruts)的；asmi－我是；naksatranam－繁星的；

aham－我；sasi－月亮。  
 
在十二位阿迪提亞斯之中，我是維施努，祂是我的富裕。在發光體之中，我是光

芒四射的太陽，在多位風神(Maruts)之中，我是瑪瑞慈，而在繁星之中，我是月

亮。 
 
《要義甘霖》：「在十二位阿迪提亞斯之中，我是名為維施努的太陽。在各處的

發光體之中，我是光芒四射的太陽。 我也是瑪瑞慈，一種特別的風。」 
 

詩節二十二 
 

vedänäà säma-vedo ’smi devänäm asmi väsavaù 
indriyäëäà manaç cäsmi bhütänäm asmi cetanä 

 
vedanam－《韋達經》的；sama-vedah－《裟摩韋達》；asmi－我是；devanam
－眾神的；asmi－我是；vasavah－因卓；indriyanam－各種感官的；mana－心

意；ca－和；asmi－我是；bhutanam－在生物之中；asmi－我是；cetana－意識

知覺。 
 
在《韋達經》之中，我是《裟摩韋達》，在半神人之中，我是因卓，在感官之

中，我是心意，而在生物之中，我是意識知覺。 
 
《要義甘霖》：vasavah這個字表示「因卓」。Bhutanam表示「與生物體有關

的」， cetana則表示「意識知覺」或「知識能量」。 
 

詩節二十三 
 

rudräëäà çaìkaraç cäsmi vitteço yakña-rakñasäm 
vasünäà pävakaç cäsmi meruù çikhariëäm aham 

 
rudranam－各位茹卓的；sankarah－三卡爾；ca－和；asmi－我是；vitta-isah－
財神庫瓦爾 (Kuvera) ； yaksa-raksasam －夜叉 (yaksas) 和羅剎 (raksasas) 的； 
vasunam－瓦蘇神(Vasus)的；pavaka－火；ca－和；asmi－我是；meruh－蘇梅

茹(Sumeru)山；sikharinam－巍峨高山的；aham－我。  
 
在所有茹卓之中，我是三卡爾(Sankara)，在夜叉和羅剎之中，我是庫瓦爾，在八

個瓦蘇神之中，我是火神(Agni)，而在高山之中，我是蘇梅茹。 



 
《要義甘霖》：vitta-isah這個詞語表示「財神庫瓦爾」。 
 

詩節二十四 
 

purodhasäï ca mukhyaà mäà viddhi pärtha båhaspatim 
senänénäm ahaà skandaù sarasäm asmi sägaraù 

 
purodhasam－祭師的；ca－和；mukhyam－首領；mam－我；viddhi－知道；

partha－帕瑞塔之子啊；brhaspatim－巴爾哈斯帕提(Brhaspati)；senaninam－將

軍的；aham－我；skandah－卡提可亞(Karttikeya)；sarasam－各個水庫的水

的；asmi－我是；sagarah－海洋。  
 
帕瑞塔之子啊，要知道，我是祭師之首，巴爾哈斯帕提。我是將軍之中的卡提可

亞，我也是水庫之中的海洋。 
 
《要義甘霖》：skandah這個字指的是卡提可亞。 
 

詩節二十五 
 

maharñéëäà bhågur ahaà giräm asmy ekam akñaram 
yajïänäà japa-yajïo ’smi sthävaräëäà himälayaù 

 
maha-rsinam－大聖人的；bhrguh－布古(Bhrgu)；aham－我；giram－發聲的；

asmi－我是；ekam aksaram－包羅萬象的音節(包含所有真象)唵(om)；yajnanam
－各種祭祀的；japa-yajnah－那種冥想地默唸至尊聖主聖名的祭祀；asmi－是；

sthavaranam－不動的東西；himalayah－喜馬拉雅山脈。 
 
在大聖人之中，我是布古；在聲音之中，我是包羅萬象的音節－唵；在祭祀之

中，我是冥想地唸誦至尊聖主的聖名；在不動實體之中，我則是喜馬拉雅山脈。  
 
《要義甘霖》：ekam aksaram這個詞語表示原音唵。 
 

詩節二十六 
 

açvatthaù sarva-våkñäëäà devarñéëäï ca näradaù 
gandharväëäà citrarathaù siddhänäà kapilo muniù 

 
 



asvatthah－神聖的無花果樹(pipala)；sarva-vrksanam－所有樹的；deva-rsinam 
－天界的聖人； ca－和；naradah－聖人拿茹阿達； gandharvanam－歌仙

(Gandharvas)的；citrarathah－祺陀茹阿塔(Citraratha)；siddhanam－達到完美

的生物的；kapilah－卡皮勒；manih－苦修者。  
 
在樹木之中，我是無花果樹；在天界的聖人之中，我是拿茹阿達；在歌仙之中，

我是祺陀茹阿塔，而在達到完美的生物之中，我是卡皮勒.牟尼。 
 

詩節二十七 
 

uccaiùçravasam açvänäà viddhi mäm amåtodbhavam 
airävataà gajendräëäà naräëäï ca narädhipam 

 
uccaihsravasam－是烏柴斯茹阿瓦(Uccaihsrava)；asvanam－馬的；viddhi－知

道；mam－我；amrta-udbhavam－攪動甘露之洋所產生的；airavatam－艾茹阿

瓦塔 (Airavata)；gajendranam－大象的；naranam－人類的；ca－和；nara 
adhipam－人者之主(國王)。   
 
要知道，在駿馬之中，我是為了提取甘露，攪動甘露之洋時所產生的烏柴斯茹阿

瓦。 在大象之中，我是艾茹阿瓦塔；在人類之中，我則是國王。  
 
《要義甘霖》：Amrtodbhavam表示「為了提取甘露，攪動甘露之洋所產生

的」。 
梵歌10.28 
 

詩節二十八 
 

äyudhänäm ahaà vajraà dhenünäm asmi kämadhuk 
prajanaç cäsmi kandarpaù sarpäëäm asmi väsukiù 

 
ayudhanam－武器的；aham－我；vajram－雷霆；dhenunam－母牛的；asmi－
是；kamadhuk－如願牛；prajanah－ (聞名的 )祖先； ca－和； asmi－我；

kandarpah －丘比特； sarpanam －蛇的； asmi －我是； vasukih －瓦蘇葵

(Vasuki)。  
 
在武器之中，我是雷霆，在母牛之中，我是如願牛(Kamadhenu)。我是導致繁衍

的愛神(Kandarpa)，在蛇族之中，我則是瓦蘇葵。 
 
《要義甘霖》：kamadhuk這個字表示如願牛(kamadhenu)。在生育者之中，我其

實是使生物誕生的丘比特。 



 
詩節二十九 

 
anantaç cäsmi nägänäà varuëo yädasäm aham 

pitèëäm aryamä cäsmi yamaù saàyamatäm aham 
 
anantah－阿南塔 (Ananta)；ca－和；asmi－是；naganam－神聖蟒蛇的；

varunah－百水之主瓦茹拿(Varuna)；yadasam－水族的；aham－我；pitrnam－

祖先的；aryama－阿爾亞瑪；ca－和；asmi－是；yamah－閻羅王；samyamatam
－懲罰者的；aham －我。  
 
在蛇族(Nagas)之中，我是神聖的蟒蛇阿南塔(Ananta)，在水族之中，我是百水之

主瓦茹拿，在祖先之中，我是阿爾亞瑪，而在懲罰者之中，我是閻羅王。 
 
《要義甘霖》：在這裏，yadasam表示「水族的」。Samyamatam表示「那些施

以懲罰的人」。 
 

詩節三十 
 

prahlädaç cäsmi daityänäà kälaù kalayatäm aham 
mågäëäï ca mågendro ’haà vainateyaç ca pakñiëäm 

 
prahladah－無畏而有知識的奉獻者(帕爾拉達)；ca－和；asmi－是；daityanam
－迪提魔邪惡的後代(daityas)；kalah－時間；kalayatam－各位控制者的；aham
－我；mrganam－百獸的；ca－和；mrga-indra－萬獸之王，即獅子；aham－

我；vainateya－維拿塔(Vinata)的兒子，即嘎努達；ca－和；paksinam－百鳥

的。  
 
在迪提魔的後代之中，我是帕爾拉達，而在各位控制者之中，我是時間。在百獸

之中，我是獅子，在百鳥之中，我則是嘎努達。 
 
《要義甘霖》：kalayatam這個字表示「在各位控制者之中」，mrga-indrah表示

「獅子」，vainateyah則表示「嘎努達」。 
  

詩節三十一 
 

pavanaù pavatäm asmi rämaù çastra-bhåtäm aham 
jhañäëäà makaraç cäsmi srotasäm asmi jähnavé 

 



pavanah －風； pavatam －淨化者的； asmi －是； ramah －普爾蘇茹阿瑪

(Parasurama)；sastra-bhrtam－拿著武器的人；aham－我；jhasanam－水族生物

的；makarah－半鱷半鯊(makara)的大型海洋生物；ca－和；asmi－是；srotasam
－河流的；asmi－是；jahnavi－恆河[從聖人贊努(Jahnu)大腿所生的]。   
 
在快速和具淨化作用的事物之中，我是風，在拿著武器的人之中，我是能量化身

(saktyavesa)普爾蘇茹阿瑪(Parasurama)。在水族生物之中，我是半鱷半鯊，在所

有河流之中，我則是恆河。 
 
《要義甘霖》：Pavatam的意思是「在快速移動和具淨化作用的事物之中，我是

風」。在這裏，ramah這個字指的是主普爾蘇茹阿瑪。由於祂是間接的化身

(avesa-avatara)，即至尊聖主賦予能量和具備至尊主能量的特別微靈，因此歸入

至尊主的其中一種富裕。《博伽瓦譚讚(Bhagavatamrtam)》引用了《蓮花宇宙古

史》的下列陳述︰「女神啊，我對你解釋了佳瑪達給亞{Jamadagnya[即普爾蘇茹

阿瑪，佳瑪達尼(Jamadagni)的兒子]}，即持斧者這個能量化身(saktyavesa)的整段

歷史。」而且，至尊聖主把祂的能量賦予普爾蘇茹阿瑪。《博伽瓦譚讚》一書描

述間接化身的特性：「當主贊拿爾丹的其中一種能量，例如知識等等，賦予崇高

的生物體時，那生物體就算是間接化身。」   
 

「在水族生物之中，我是崇高的半鱷半鯊，在河流之中，我則是恆河。」 
 

詩節三十二 
 

sargäëäm ädir antaç ca madhyaï caiväham arjuna 
adhyätma-vidyä vidyänäà vädaù pravadatäm aham 

 
sarganam－天空等等被造物的；adih－創造者(開始)；antah－毀滅(終結)；ca－
和；madhyam－維繫者(中間)；ca－和；eva－肯定地；aham－我；arjuna－阿

尊那啊；adhyatma-vidya－自我的知識；vidyanam－知識程序的；vadah－哲學

結論；pravadatam－邏輯論點的；aham－我。  
 
阿尊那啊，我是天空等等所有被造物的創造者、維繫者和毀滅者。在所有知識之

中，我是自我知識，在邏輯辯論之中，我則是宣稱結論真理的哲學原則(vada)。 
 
《要義甘霖》：「天空等等被造物，稱為sarga。我是這一切的創造者(adi－開

始)、毀滅者(anta－終結)和維繫者(madhya－中間)。由於創造、維繫和毀滅都是

我的富裕，因此應該冥想它們。」「我是開始、中間和終結」，這句話確立至尊

聖主是所有創造背後的原始履行者(kartta)。「在韋達知識之中，我是自我的知

識。陳述(jalpa)、反駁(vitanda)和vada(探討)確立自己的論點和反駁對方的主



張，在它們所組成的邏輯辯論(pravadatam)之中，我是確立正確哲學結論和真理

的哲學原則。」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主解釋了在這個詩節，在各方面的知識

之中，祂的富裕是靈性的自我知識(adhyatma)。一個人用自己的智慧從各個可知

科目所得的教育，就是知識。經典描述十八種知識。其中以十四種為主︰ 
 

aìgäni vedaç catväro mémäàsä nyäya-vistaraù 
dharma-çästraà puräëaï ca vidyä hy etäà caturdaçaù 

äyur-vedo dhanur-vedo gändharväç ceti te trayaù 
artha-çästraà caturthaï ca vidyä hy añöädaçaiva täù 

《維施努宇宙古史》 
語音學 (Siksa)、儀式 (kalpa)、梵文語法 (vyakarana)、詞源 (nirukta)、星相

(jyotisa)和節奏(metre)是六種稱為《韋達經》支部(vedanga)的知識。四部《韋達

經》是《梨俱》、《裟摩》、《夜柔》和《阿闥婆》。這一切與果報活動科學

(mimamsa)、邏輯研究(nyaya)、道德(dharma-sastra)和《宇宙古史》合共十四個

主要的知識分支，稱為知識。  
 
修習這些知識使人智慧敏銳，增加對各個主題的知識。這知識不僅有助維持生

計，也在端正行為(dharma)之途作出指引。不過，超然知識(adhyatma-vidya)使
人類不朽，使他們從物質世界的束縛得到解脫。它傳授他們至尊主的圓滿知識，

也使他們覺悟至尊永恆的真象。因此比上述所有知識更高。這超然知識是奎師那

的富裕。《博伽梵歌》和《奧義書》都歸類於超然知識。《聖典博伽瓦譚》第十

篇所述，巴佳居民滿載極樂情感的奉愛，勝過烏達瓦的超然知識數百萬倍。由於

這滿載極樂情感的奉愛(rasamayi-bhakti)，是主奎師那的靈性形象賜予喜樂和認

知能量的精華，確是奎師那的本性。另一方面，靈魂的知識則是滿載純愛的奉愛

的局部富裕。在《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8.245)，茹阿亞.茹阿瑪南達和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之間的對話，也確認了這點： 
 

prabhu kahe,”kon vidyä vidyä-madhye sära?” 
räya kahe,”kåñëa-bhakti vinä vidyä nähi ära” 

瑪哈帕佈問：「在各種知識之中，哪種最好？」茹阿亞.茹阿瑪南達回答：「除

了對奎師那的奉愛之外，就沒有其他種類的知識。」  
 

《聖典博伽瓦譚》(4.29.49)有句類似的話：「sä vidyä tan-matir yayä－使智慧專

注於至尊聖主蓮花足的，是唯一的真正知識。」  
 
而且，《聖典博伽瓦譚》(10.14.3)說︰ 

 
jïäne prayäsam udapäsya namanta eva 



jévanti san-mukharitäà bhavadéya-värtäm 
sthäne sthitäù çruti-gatäà tanu-väì-manobhir 

ye präyaço ’jita jito ’py asi tais tri-lokyäm 
至尊主在這個世界無與匹敵。但是如果某人滿懷信心地聆聽主哈瑞的題旨，儘管

繼續留守既定的社會地位，那麼色欲之疾和靈性進步的所有障礙(anarthas)都會

從內心消失，也會征服那位無敵的至尊主。這就是逍遙時光題旨的能量。 
 
聖基瓦.哥斯瓦米解釋了，這個詩節裏jïäne prayäsam udapäsya這句話的機密含

意。「有三種知識與奉愛相反︰無多樣化的真理的知識(nirvisesa)、無形象真理

的知識(nirakara)，還有微靈與至尊主一體的知識(jiva-brahma-aikyavada)。而

且，至尊人格首神主奎師那滿載六種富裕：知識、力量、美麗、富裕、名氣、棄

絕(jïäna-tvadéya-svarüpa-aiçvarya-mahimä-vicäre)。這個物質世界是祂全權部分

的部分的部分創造、維繫和毀滅的。沒努力理解這一切主題，沒努力前往聖地，

只是愛意盈盈地聆聽奎師那美麗動人的逍遙時光，任何人都無法征服的主奎師那

甚至都會受到控制。」 
 

至尊主奎師那也說[有關各個辯論題目]，祂是透過適當的探討、邏輯和論點所確

定的結論真理(tattva)。在辯論和邏輯的範疇，探討(vada)、陳述(jalpa)和反駁

(vitanda)人所共知。為了確立一己之見，不斷批評對手的陳述，稱為陳述。不談

真理和避開適當的探討和邏輯，在對手的陳述找出錯誤，稱為反駁。這種辯論的

目的不是探討真象，只是炫耀學問，在強烈渴望撃敗對手時屢見不鮮。探討絕對

真象的那種深思熟慮，稱為探討。這探討比其他討論形式更高。 
 
當自我覺悟的靈性導師和渴求超然知識的門徒，正面地談論絕對真理時，所得的

結論稱為結論原則。對學問的自負不存在於這樣的交流，因為靈性導師和門徒都

不求駁倒對方。 
 

詩節三十三 
 

akñaräëäm a-käro ’smi dvandvaù sämäsikasya ca 
aham eväkñayaù kälo dhätähaà viçvato-mukhaù 

 
aksaranam－字母的；a-karah－字母A；asmi－我是；dvandvah－二元複合詞；

samasikasya－梵文詩節裏的複合詞；ca－和；aham－我；eva－肯定地；aksayah
－不變的；kala－時間；dhata－創造者，絕對真理；aham－我；visvata－在各

面；mukha－他們的臉。  
 
在字母之中，我是字母A，在複合詞之中，我則是二元複合詞(dvandva)。在毀滅

者之中，我是呈現為瑪哈卡拉.茹卓(Mahakala Rudra)的全能時間，在創造者之

中，我則是主布茹阿瑪。 



 
《要義甘霖》：「在複合詞之中，我是二元複合詞。因為兩個音節都是主要的，

因此二元複合詞是最好的。在毀滅者之中，我是無盡的時間－瑪哈卡拉.茹卓。

在創造者中，我是四個頭的布茹阿瑪。」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字母之中，我是字母A。a-kara(字母A)是
[梵文字母]的第一個字母，因為它是其他所有梵文字母的一部分，因此是最好

的。《神訓經》也說明了這點：「aksaranam a-karo ‘smi－在字母之中，我是第

一個字母，A」(《聖典博伽瓦譚》11.16.12)。至尊主說在複合詞中，祂是二元複

合詞。在造字過程中，當兩個或其他更多的字放棄詞尾合而為一時，就稱為

samasa，隨之而來的字稱為複合詞 (samasa-pada)。主要有六種複合︰ (1) 
dvandva、(2) bahuvrihi、(3)  karmadharaya、(4) tat-purusa、(5) dvigu和(6)  
avyayibhava。其中以二元複合最好，因為其他複合以第一或第二部分為主，或

兩個字組合一起而有另一個(第三個)事物的含意，但在二元複合裏的兩個字都依

然顯著，例如Rama-Krsna或Radha-Krsna。因此主奎師那說二元複合是祂的富

裕。 
 

詩節三十四 
 

måtyuù sarva-haraç cäham udbhavaç ca bhaviñyatäm 
kérttiù çrér väk ca näréëäà småtir medhä dhåtiù kñamä 

 
mrtyuh－死亡；sarva-harah－毀滅一切的；ca－和；aham－我；udbhavah－誕

生；ca－和；bhavisyatam－六個循序漸進的轉變；kirtih－名氣；srih－美麗；

vak－高雅的談吐；ca－和；narinam－在女人之中；smrti－記憶；medha－智

慧；dhrtih－堅忍不拔；ksama－寬恕。  
 
我是毀滅一切的死亡，在眾生經歷的六個漸進轉變之中，我就是誕生。在女人之

中，我是名氣、美麗、高雅的談吐、記憶、智慧，忍耐和寬恕。 
 
《要義甘霖》：「對於那些危在旦夕的人來說，我是帶走所有記憶的死亡(sarva-
hara)。」《聖典博伽瓦譚》(11.22.39)說：「mrtyur atyanta-vismrti－完全遺忘就

是死亡。」「bhavisyatam這個字表示，在生物體未來的轉變之中，我是誕生，

第一個轉變。在女人之中，我是名氣、美麗和有教養的談吐這三個品質；還有記

憶、智慧、忍耐和寬恕這四個品質。」ca這個字表示穆爾緹(Murtti)等等達爾姆

(Dharma)的妻子都是祂。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在這裏說，在女人中，祂是名氣、

美麗或幸運、有教養的言談、記憶、智慧、堅忍不拔或忍耐，還有寬恕。這可以

有兩種理解︰ 



 
(1) 「在女人身上看到的那些品質之中，例如名氣、美麗、高雅的言談、記憶、

敏銳的智慧，堅忍不拔和寬恕，其實是我。」在悉妲-德薇(Sita-devi)、烏瑪、茹

蜜妮(Rukmini)、朵帕緹，尤其是巴佳牧牛姑娘身上看到的名氣、美麗、高雅的

言談、記憶、思想敏銳和寬恕等等品質，全都是主奎師那的富裕。 
 
(2) 在帕爾佳帕緹.達薩(Prajapati Daksa)的二十四個女兒之中，葵爾緹(Kirti)、美

達(Medha)、達瑞緹(Dhrti)斯米瑞提(Smrti)和薩瑪(Ksama)是全面的女性典範。

葵爾緹、美達和達瑞緹嫁給達爾瑪，斯米瑞提嫁給安給茹阿(Angira)，薩瑪則嫁

給大聖人普拉哈(Pulaha)。大聖人布古的女兒施瑞(Sri)，是從達薩的女兒卡亞緹

(Khyati)的子宮所生的。主維施努接受她為祂的妻子。瓦克(Vak)是布茹阿瑪的女

兒。根據她們各自的名字，這七個女子是上述七種品質的當家之神。她們都是最

有福氣的女人之一；因此主奎師那說她們是祂的富裕。 
 

詩節三十五 
 

båhat-säma tathä sämnäà gäyatré chandasäm aham 
mäsänäà märga-çérño ’ham åtünäà kusumäkaraù 

 
brhat-sama－《Brhat-sama》裏對因卓的禱文；tatha－和；samnam－《裟摩韋

達》的讚歌；gayatri－三讚；chandasam－梵文旋律的；aham－我；masanam－

月份的；marga-sirsah－十一月至十二月(agrahayana)；aham－我；rtunam－季

節的；kusumakarah－百花盛放的春天。  
 
在《裟摩韋達》的讚歌中，我是《Brhat-sama》，即因卓的禱文。在旋律之中，

我是三讚，在月份之中，我是十一月至十二月，在季節之中，我則是百花盛放的

春天。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之前說，在《韋達經》之中，祂是《裟摩韋達》。現在

祂又說在《裟摩韋達》之中，祂是《Brhat-sama》。唱誦tvam rddhim havamahe
的《梨俱》曼陀，象徵《Brhat-sama》。在旋律之中，祂是名為三讚的旋律。在

季節之中，祂是百花盛放的春天(Vasanta)。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主與祂的聖名、品質、逍遙時光，敘述

和獻給祂的禱文(stava和stuti)沒有分別。《裟摩韋達》包含的禱文是主的化身。

因此公認為《韋達經》之翹楚，又稱為祂的富裕。三讚啟明奎師那的靈性身份，

因此稱為《韋達經》之母。至尊主這樣把三讚算作為祂的富裕。在十二個月之

中，祂說十一至十二月(Marga-sirsa)是祂的富裕。那個月不太熱也不太冷，各種

各樣的韋達活動都是在那個時候履行的。奎師那的娜莎之舞是祂所有逍遙時光之

中最頂尖的，正是在那個月份開始之前上演。在這個月，大自然生意盎然，百花



爭艷，居士的田地也栽種了新莊稼。Agrahayana表示「一年之始」，因此至尊主

說那是祂的富裕。四季之中以春天最好。它又以季節之王(rtu-raja)的名字著稱。

在這個季節，大自然放棄她的舊飾物，披上一層層新裝。無活動和有知覺的生物

都注入了新生命。奎師那的鞦韆逍遙和其他春天逍遙，都是在這個季節履行的。

接受了至高靈性情感的化身－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的情感和膚色，這個季節因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在這個時期顯現而特別至尊。因此至尊主把春季算作為祂的

富裕。 
 

詩節三十六 
 

dyütaà chalayatäm asmi tejas tejasvinäm aham 
jayo ’smi vyavasäyo ’smi sattvaà sattvavatäm aham 

 
dyutam－賭博；chalayatam－騙人的程序；asmi－我是； teja－輝煌壯麗； 
tejasvinam－壯觀的；aham－我；jaya－勝利；asmi－我是；vyavasaya－決心； 
asmi－我是；sattvam－力量；sattvavatam－強者的；aham－我。  
 
在騙人的技倆之中，我是賭博；在輝煌壯麗之中，我則是壯觀。在勝利者之中，

我是勝利，也是勤奮之中的努力和強者之中的力量。 
 
《要義甘霖》：「在那些試圖欺騙彼此(chalayatam)的人之中，我是賭博。在那

些得勝的人之中，我是勝利。在勤奮的人之中，我是努力，在那些強壯的

(sattva-vatam)人之中，我則是力量。」 
 

詩節三十七 
 

våñëénäà väsudevo ’smi päëòavänäà dhanaïjayaù 
munénäm apy ahaà vyäsaù kavénäm uçanä kaviù 

 
vrsninam －溫斯尼族的； vasudevah －瓦蘇戴瓦 . 奎師那； asmi －我是；

pandavanam－潘度之子的；dhananjayah－阿尊那；maninam－聖人的；api－
和；aham－我；vyasah－韋達維亞薩；kavinam－詩人的；usana－蘇誇師；

kavih－詩人。  
 
 在溫斯尼族之中，我是瓦蘇戴瓦，在潘度之子之中，我是阿尊那，在聖人之

中， 我是維亞薩，在詩人之中，我則是蘇誇師。 
 
《要義甘霖》：「在溫斯尼族之中，我是瓦蘇戴瓦。這表示我的父親－瓦蘇戴瓦

－是我的富裕。」因此，在這裏，Vasudeva這個字是Vasudeva這個字加上後綴an
組成的。「在溫斯尼族之中，我是瓦蘇戴瓦」不可接受，因為至尊聖主正在描述



祂的富裕，而不是祂自己的身份。瓦蘇戴瓦是祂的其中一個身份，而不是祂的富

裕。  
 

詩節三十八 
 

daëòo damayatäm asmi nétir asmi jigéñatäm 
maunaà caiväsmi guhyänäà jïänaà jïänavatäm aham 

 
dandah－罰桿；damayatam－征服者的；asmi－我是；nitih－道德；asmi－我

是；jigisatam－對那些求勝的人；maunam－沉默；ca－和；eva－肯定地；asmi
－我是；guhyanam－祕密的；jnanam－智慧；jnanavatam－智者的；aham－

我。  
 
在那些執法人員之中，我是罰桿；對於那些求勝的人來說，我則是道德。在祕密

之中，我是沉默，我也是智者的智慧。 
 
《要義甘霖》：「我是合法統治者的罰桿。」 
 

詩節三十九 
 

yac cäpi sarva-bhütänäà béjaà tad aham arjuna 
na tad asti vinä yat syän mayä bhütaà caräcaram 

 
yat－無論；ca－和；api－可能有；sarva-bhutanam－在眾生之中；bijam－生育

的種子；tat－那顆(種子)；aham－我自己；arjuna－阿尊那啊；na－不；tat－
那；asti－存在；vina－沒有；yat－無論；syat－可能存在；maya－被我；

bhutam－生物；cara-acaram－動與不動的。  
 
阿尊那啊，我是原始成因，所有存在的生育種子。無論動與不動的實體，都不能

與我分開地個別存在。 
 
《要義甘霖》：bija這個字暗示源頭的成因。至尊聖主說祂是眾生誕生的原因。

「我是顯現的成因，沒有我，任何動與不動軀體都無法誕生。」 
 

詩節四十 
 

nänto ’sti mama divyänäà vibhüténäà parantapa 
eña tüddeçataù prokto vibhüter vistaro mayä 

 



na －不； antah －結束； asti －有； mama －我的； divyanam －神聖的；

vibhutinam－富裕；parantapa－懲敵者啊；esah－這；tu－但是；uddesatah－
當作為指示而做的；proktah－講述；vibhuteh－關於我的富裕；vistarah－詳細

描述；maya－被我。  
 
懲敵者啊，我的神聖富裕數之不盡。我僅是對你描述了它們的跡象。 
 
《要義甘霖》：總結祂富裕方面的這一章時，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nanto ‘sti開始

的詩節。「這是我各種富裕的簡述。」 
 

詩節四十一 
 

yad yad vibhütimat sattvaà çrémad ürjitam eva vä 
tat tad evävagaccha tvaà mama tejo ’àça-sambhavam 

 
yat yat－無論；vibhutimat－得到了富裕； sattvam－存在； srimat－美麗；

urjitam－力量；eva－確實；va－或者； tat tat－那一切；eva－肯定地；

avagaccha －應該明白； tvam －你； mama －我的； tejah －力量； amsa-
sambhavam－從部分所產生的。  
 
肯定要知道，在存在之中，一切富裕、壯麗和賦有力量的，都源於我的部分能

量。 
 
《要義甘霖》：為了同時描述過去、現在和將來都不曾提及的所有壯麗富裕，至

尊聖主講述這個以yad yad開始的詩節。vibhutimat這個字表示「壯麗」，srimat
表示「擁有財富的」，urji表示「賦有大能和影響力」，sattva則表示「任何存在

物」。 
 

詩節四十二 
 

atha vä bahunaitena kià jïätena tavärjuna 
viñöabhyäham idaà kåtsnam ekäàçena sthito jagat 

 
athava－但是；bahuna－透過多方面的描述；etena－藉此；kim－有甚麼用？；

jnatena tava－你可以理解；arjuna－阿尊那啊；vistabhya－維繫和遍及；aham
－我；idam－這；krtsnam－整個；eka-amsena－透過我的一個全權部分，即超

靈；sthitah－位於；jagat －宇宙展現。  
 
阿尊那，這一切詳細知識對你有甚麼用？請理解這點︰只是以我的一個全權部

分，我已遍及和維繫這整個宇宙。  



 
《要義甘霖》：「你哪需另外詳細地知道這一切(bahuna)？你應該明白精華。我

以物質自然內在見證者的局部面貌，支持整個宇宙。我作為根基支持它。我作為

這當家權威主宰它，又作為控制者控制它。我遍存萬有和遍及它，我作為創造者

促成它。」 
 

懷著至尊主奎師那賜予的純粹智慧，明白到是祂本人支持整個宇宙時，就有責任

專一地服務祂，品嚐祂的甜美(madhurya)。第十章說明了這點。 
 

由此結束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所寫的 
《要義甘霖的注釋)》(令奉獻者快樂並得到所有聖人接受的注釋)， 

顧及明確精微之處的譯文：《聖典博伽梵歌》第十章。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上一章教導

了對奎師那的純粹奉愛。探討那點的人可能會懷疑，認為也許可以透過崇拜半神

人服務奎師那。為了消除這個懷疑，奎師那在這一章說，布茹阿瑪和茹卓等等半

神人都只是祂的富裕。『我是萬物的成因。我沒誕生，沒開始，也是至尊控制

者。透過適當的深思理解我的富裕真理時，專一奉愛就暢通無阻。我以我超靈的

局部面貌，遍及這整個宇宙，展現了這一切富裕。明白了我的富裕真理之後，奉

獻者就得到至尊聖主的真理，懷著純粹奉愛，對我的主奎師那形象從事靈性專

注。』 
 

這一章的第八、九、十和第十一個詩節，描述了純粹奉愛和它的結果。主奎師那

是這一切富裕的源頭，只有對祂的靈性專注，才可以通往生物體的永恆宗教－純

愛。這就是這一章的精華。」 
 

由此結束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所寫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典博伽梵歌》第十章。 

 
第十一章 

 
透過覲見主宇宙形象而行的瑜伽 

(Visvarupa-Darsana-Yoga) 
 

詩節一 
 

arjuna uväca 
mad-anugrahäya paramaà guhyam adhyätma-saàjïitam 

yat tvayoktaà vacas tena moho ’yaà vigato mama 
 



arjuna uvaca－阿尊那說；mat－對我；anugrahaya－為了施恩；paramam－至

尊；guhyam－機密知識；adhyatma-samjnitam－關於你的富裕；yat－它們是；

tvaya－被你；uktam－講述；vacah－說話；tena－以那些話；mohah－源於愚

昧的錯覺；ayam－這；vigata－驅散了；mama－我的。  
 
阿尊那說︰現在我聽到你憐憫我而向我揭示的極機密富裕知識，驅散了我那源於

愚昧的錯覺。 
 
《要義甘霖》：在這第十一章，看到至尊聖主的宇宙形象(visvarupa)時，阿尊那

感到害怕，心智糊塗了。因此他開始向祂祈禱。此後，主哈瑞又再向阿尊那展示

自己的兩臂形象，賜他喜樂。 
 

在上一章的結尾，主奎師那說：「我只是以我自己的一部分，遍及和支持整個宇

宙。」阿尊那的好友是原初之人和所有富裕的居所，聽到好友的富裕時，他沉醉

於至尊極樂。渴望看到那個形象，阿尊那現在講述三個詩節，其中第一個以mad-
anugrahaya開始。 

 
這所有富裕都源於至尊聖主，聽到祂的話時，阿尊那對主奎師那壯麗面貌的愚昧

無知都消散了。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上一章，當阿尊那聽到至尊聖主講述靈魂

科學最機密和極祕密的訓示時，在某程度上，他的錯覺已經消除了。他清楚了解

主奎師那是至尊人格首神，絕對真理的極限。祂以祂自己的一部分－超靈，進入

和遍及這整個宇宙，展現無限富裕。雖然祂是所有壯麗的泉源，卻以祂永恆、兩

臂的夏姆遜達爾形象與這莊嚴壯麗截然不同。  
 

聽到至尊主的話時，阿尊那滿心歡喜，渴望覺悟這知識。因此他說：「之前我懷

疑你的富裕是不是獨立於你，但現在這個源於愚昧的懷疑已經消除了。」  
 

這個陳述更深入地表明，阿尊那現在想覲見奎師那的宇宙形象。 
 

詩節二 
 

bhaväpyayau hi bhütänäà çrutau vistaraço mayä 
tvattaù kamala-paträkña mähätmyam api cävyayam 

 
bhava-apyayau－來源和滅亡；hi－確實；bhutanam－生物體的；srutau－聽到

了；vistarasah－詳盡地；maya－被我；tvattah－從你那裏；kamala-patra-aksa 
－蓮花眼的人啊；mahatmyam－榮耀；api－也；ca－和；avyayam－永恆。  
 



蓮花眼的主啊，我從你那裏詳細地聽到生物體的來源和滅亡，也聽到你永恆的榮

耀。 
 
《要義甘霖》：《梵歌》中間的六章解釋，至尊聖主是一切的根源，包括創造和

毀滅。正如《梵歌》(7.6)所述：「唯有我才是整個宇宙創造和毀滅的原因。」至

尊聖主不變而永恆(avyaya)。即是說，雖然祂履行展現創造等等活動，卻仍然毫

無轉變和依附。「我遍及這整個宇宙」(《梵歌》9.4)和「這些工作都無法牽制

我」(《梵歌》9.9)等等詩節顯示了這點。  
 

詩節三 
 

evam etad yathättha tvam ätmänaà parameçvara 
drañöum icchämi te rüpam aiçvaraà puruñottama 

 
evam－我接受；etat－這；yatha－作為；attha－講述了；tvam－你；atmanam
－你自己的；paramesvara－至尊控制者啊；drastum－去看；icchami－我希望；

te－你的；rupam－形象；aisvaram－富裕的；purusa-uttama－至尊人物啊。  
 
至尊控制者啊，我接受你對你自己的一切描述全都是真的。但是至尊人物啊，現

在我想看你那個無比莊嚴的形象。 
 
《要義甘霖》：Atmana  tvam yathattha。「你說：『我以我自己的一部分，遍

及和位於這個世界』(《梵歌》10.42)。這確是真的；我甚至毫不懷疑這點。但是

我渴望覲見你莊嚴的形象而得到滿足。我想親眼看你的部分展現，你藉此進入這

個世界的至尊控制者形象。」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渴望觀看至尊主滿載富裕的形象，阿尊那

說：「至尊控制者啊，我聽到你驚人而無限的富裕，甚至毫不懷疑。不過，現在

我熱切渴望實在地覲見你那個滿載富裕的形象。你是眾生心裏的見證者，存在於

每個人心裏。因此你也知道我的心底夙願，能夠使我得償所願。」 
 

某人可能會提出這個懷疑︰奎師那是甜美的化身(madhurya-maya-vigraha)，如果

阿尊那是祂的永恆朋友，那麼他為甚麼想看那個表現至尊主壯觀富裕的宇宙形

象？答案就是，正如喜歡甜品的人有時都想吃苦和酸的食品，永遠品嚐主奎師那

甜美(madhurya)的阿尊那也心血來潮，渴望觀看那個表現祂莊嚴壯麗的宇宙形

象。 
 

這還有另一個含意。雖然阿尊那不懷疑主奎師那可敬的富裕或超卓，但他只是為

了自己個人的滿足，才渴望觀看這種富裕。 
 



詩節四 
 

manyase yadi tac chakyaà mayä drañöum iti prabho 
yogeçvara tato me tvaà darçayätmänam avyayam 

 
manyase－確實想；yadi－如果；tat－那；sakyam－有可能；maya－被我；

drastum－看到；iti－那；prabho－主人啊；yoga-isvara－所有玄祕力量的控制者

啊；tatah－那麼；tvam－你；darsaya－顯示；atmanam－你自己；avyayam－不

變的。  
 
我的主人啊！所有玄祕力量的控制者啊，如果你認為我有可能觀看那個不滅而最

富裕的形象，請向我展示那個形象吧。 
 
《要義甘霖》：阿尊那說：「雖然我沒有資格看那個形象，透過你玄祕力量的影

響力，我卻有可能看到，因為你是至尊玄祕者(Yogesvara)。」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上一個詩節，阿尊那表明他渴望觀看至尊

聖主的富裕形象。在目前這個詩節，他正尋求祂的批准。「主！萬物之主啊！至

尊玄祕者啊！我向你表達了我的心底夙願。雖然我沒有資格，但如果你認為我是

你的施恩對象，請你對我大發慈悲，揭示那個宇宙形象(visvarupa)吧。」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至尊聖主是無限的至尊知覺(vibhu-caitanya)，微

靈是極微小的有知覺實體(anu-caitanya)，因此無法正確地理解祂的活動。『我

是微靈，不過，儘管你仁慈地賜我資格，讓我了解你的形象，我卻仍然無法理解

你無限的莊嚴面貌。因為你超越微靈的概念。你是所有玄祕力量的主人，也是我

的主人；因此，請向我展示你天生不朽又最靈性的玄祕富裕吧。』」 
 

詩節五 
 

çré-bhagavän uväca 
paçya me pärtha rüpäëi çataço ’tha sahasraçaù 

nänä-vidhäni divyäni nänä-varëäkåténi ca 
 
sri bhagavan uvaca－最富裕的主說；pasya－觀看；me－我的；partha－阿尊那

啊，帕瑞塔之子； rupani－各個形象； satasah－數以百計的；atha－和；  
sahasrasah－數以千計的；nana-vidhani－千變萬化的；divyani－神聖的；nana 
－各種各樣的；varna－各種顏色；akrtini－和各種形狀；ca－和。  
 
至尊聖主說︰帕瑞塔之子啊，看我數以千計色彩繽紛的神聖形象吧。 
 



《要義甘霖》：「首先，我會對阿尊那揭示第一個靈魂(purusa)－牛奶之洋

(Karanodakasayi)，祂是我的部分擴展(amsa)，也是物質自然的內在見證者。

《Purusa-sukta》說祂有數以千計的頭、眼睛和腳。然後我會讓阿尊那明白我自

己的擴展(svaamsa)，祂是毀滅一切的時間，那個面貌與目前的上下文相關。」有

見及此，至尊聖主教導阿尊那：「要留心。」祂這樣說而把阿尊那的注意力轉向

祂自己。至尊聖主用pasya和rupani這兩個字表明：「我的這個靈性形象有數以百

計的形象(大量富裕)。看看祂們。」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明白到阿尊那的心底夙願，至尊聖主正在指

揮阿尊那的注意力，讓祂可以向他展示祂的物質自然內在見證者形象。《Purusa-
sukta》說這個形象有數百個頭、眼睛和形象，也是至尊聖主的人格擴展。祂也

想阿尊那留心，讓祂可以向他展示，只是存在於祂其中一個全權部分之中的無限

富裕。換句話說，以吸引阿尊那的注意力為藉口，至尊主正祝福他有資格觀看這

個形象。奎師那又稱阿尊那為帕瑞塔之子，表明祂私下與他的關係。 
梵歌11.6 

詩節六 
 

paçyädityän vasün rudrän açvinau marutas tathä 
bahüny adåñöa-pürväëi paçyäçcaryäëi bhärata 

 
pasya－看見；adityan－十二位阿迪提亞神(Adityas)；vasun－八位瓦蘇神；

rudran－十一位茹卓神；asvinau－雙胞胎阿斯維尼斯(Asvinis)；maruta－四十九

位風神(Maruts)；tatha－和；bahuni－很多；adrsta-purvani－你前所未見的；

pasya－觀看；ascaryani－驚人的形象；bharata－巴爾塔的後裔。 
 
巴爾塔啊，看看十二位阿迪提亞神、八位瓦蘇神、雙胞胎阿斯維尼-庫瑪爾、四

十九位風神和眾多其他前所未見的驚人形象。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這裏，至尊聖主稱呼阿尊那為巴爾塔，這

點意義重大，因為阿尊那生於偉大神聖國王巴爾塔的王朝，非常虔誠，也是主的

純粹奉獻者。因此阿尊那極虔誠，對至尊主專心致志地奉愛。因此有資格觀看至

尊主這個前所未見的形象。 
 

詩節七 
 

ihaika-sthaà jagat kåtsnaà paçyädya sa-caräcaram 
mama dehe guòäkeça yac cänyad drañöum icchasi 

 
iha－這裏；eka-stham－在一個地方；jagat－宇宙；krtsnam－整個；pasya－觀

看；adya－現在；sa-cara-acaram－和所有動與不動的生物；mama dehe－在我的



軀體裏；gudakesa－睡眠的征服者；yat－無論；ca－和；anyat－其他的；

drastum－看見；icchasi－你渴望。  
 
睡眠的征服者啊，現在看看整個宇宙，包括所有動與不動的生物，聚集在我這個

軀體內的某個地方。不管你還想看甚麼，在這個宇宙形象裏都看得到。 
 
《要義甘霖》：「你流連數百萬年甚至都無法看見的那整個宇宙，只是位於我軀

體的一部分。」為了解釋這點，至尊聖主正在講述這個以ihaika-stham jagat開始

的詩節。「你的勝利或戰敗，不管會是怎樣，都存在於這個軀體，它是宇宙的庇

蔭。」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又再說：「在我的宇宙形象裏，你

會看到整個動與不動實體的世界。千辛萬苦地勞動數百萬年，都看不到這個宇宙

形象。唯有憑著我的恩慈才看得到。在這個宇宙形象，你會看到我和全世界，還

有你在這庫茹之野之役的勝敗。而且，你也會看到其他你想看的。」這裏用了

Gudakesa這個字。Gudaka表示「睡眠」或「愚昧」，isa則表示「主人」。至尊

主這樣表明，阿尊那應該專心致志地看這個形象，他對勝敗的懷疑就會消散。然

後阿尊那就能夠明白，在這個宇宙裏所做的每項活動都是宿命。阿尊那或任何人

都無法對這安排作出任何改變。 
 

詩節八 
 

na tu mäà çakyase drañöum anenaiva sva-cakñuñä 
divyaà dadämi te cakñuù paçya me yogam aiçvaram 

 
na－不；tu－但是；mam－我；sakyase－能夠；drastum－觀看；anena－以這

些；eva－肯定；sva-caksusa－以你的這些物質眼睛；divyam－神聖的；dadami
－我正給予；te－對你；caksuh－眼睛；pasya－現在看見；me－我的；yogam－

玄秘力量；aisvaram－富裕。  
 
不過，以你現在具備的物質眼睛，你肯定看不到我。因此我給你一雙看到我玄秘

富裕的神聖眼睛。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說的是：「阿尊那啊，不要以為這個形象是虛幻的，或

者是物質組成的；相反，要知道祂是永恆、知識和喜樂組成的。我的靈性形象超

越物質感官的察知，整個宇宙都在其中。」為了給阿尊那這種信心，至尊聖主正

講述這個以na tu開始的詩節。主奎師那說：「我是濃縮靈魂(cit)的化身，用你的

物質眼睛，你將無法看到我。因此我現在賜你靈性眼睛，讓你會看到我。」  
 



阿尊那認同自己是普通凡人，上述的陳述僅是為了使他感到驚訝而講述的，因為

阿尊那是至尊聖主傑出的永恆同遊，降臨這個物質世界作為人類。他的眼睛其實

不像普通人那樣是物質的。而且，直接體驗主奎師那甜美的阿尊那，將無法以那

同一雙眼看到祂的部分(amsa)，即宇宙形象。因此須接受神聖之眼。  
 

這是哪樣的邏輯？有些人說專一奉獻者極幸運的眼睛，看見主奎師那人形逍遙時

光偉大的甜美，看不到祂神聖逍遙時光的富裕。這好比習慣品嚐冰糖的舌頭，不

欣賞純樸原糖的味道。因此，應阿尊那所求，為了讓他看到祂特別驚人的神聖莊

嚴面貌，至尊聖主賜他適合於欣賞這獨特愛心交流的超人之眼。這一章的結尾會

揭曉，賜予他超凡眼界的另一個目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阿尊那是主奎師那永恆完美的同遊。恆常都

以滿載純愛之眼，觀看和品嚐奎師那永遠動人的形象。不過，因為他渴望觀看宇

宙形象，於是在這裏討論至尊主賜予他神聖之眼。超然眼睛勝過普通的粗糙物質

肉眼，但是這些神聖之眼相當不濟，比不上阿尊那滿載奎師那純愛的眼睛。粗糙

的物質肉眼無法觀看至尊聖主的宇宙形象；只能透過憑著祂恩慈所得的神聖視力

才看得到。不過，以普通肉眼，甚至是神聖之眼，都看不到至尊聖主的甜美。 
 
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為這個詩節作注時，進一步澄清這點。「主奎師那給

予阿尊那，目睹祂神聖宇宙形象所需的神聖之眼，卻沒有給予他相應的神聖心

意。如果祂給了阿尊那神聖心意，他就會有興趣實在地鑑賞宇宙形象，看到那形

象時，他卻不感興趣。阿尊那看到宇宙形象時十分驚訝，在他所說的話明顯看到

這點。他祈禱主奎師那只讓他看祂本然、永恆-全知-極樂的兩臂形象。」《聖典

博伽瓦譚》(10.7.34-37)也看到這種情感：  
 

ekadärbhakam ädäya sväìkam äropya bhäminé 
prasnutaà päyayäm äsa stanaà sneha-pariplutä 

péta-präyasya janané sutasya rucira-smitam 
mukhaà lälayaté räjan jåmbhato dadåçe idam 

khaà rodasé jyotir-anékam äçäù   
süryendu-vahni-çvasanämbudhéàç ca 

dvépän nagäàs tad-duhitèr vanäni  
bhütäni yäni sthira-jaìgamäni 

sä vékñya viçvaà sahasä räjan saïjäta-vepathuù 
sammélya mågaçäväkñé netre äsét suvismitä 

有一天，奎師那寶寶在雅淑妲媽媽懷中。她正餵祂母乳，親吻祂迷人的面頰，祂

的淺笑使祂的面頰美不勝收。然後孩子打呵欠，在祂的嘴巴裏展示祂的宇宙形

象。在寶寶嘴裏突然看到這個形象，她大吃一驚。她的軀體開始發抖，閉上眼

睛。「哎呀！」她想：「我看到的這個景象是甚麼？」害怕有人在奎師那身上施



降，她召喚家庭祭師，要他唸誦曼陀保護奎師那。她給奎師那淨化沐浴之後才放

心。 
 

在他對這個詩節的注釋，聖薩拿坦.哥斯瓦米解釋一個深入的奧祕。「如果雅淑

妲媽媽沒有神聖視力，怎能看到奎師那的宇宙形象？為了滋潤奎師那的逍遙時

光，幸運女神(Laksmi-devi，喜樂能量)的女僕容許雅淑妲品嚐主奎師那富裕能量

的驚訝甘露，使她的愛層出不窮，恆久清新。」 
 

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為《聖典博伽瓦譚》這故事這部分所寫的注釋，

有以下隱義︰「這富裕能量無法削減雅淑妲媽媽的父母之愛。主哈瑞的這種能量

為了測試純愛女神而出現，但是當她看見純愛女神難以測量的力量時，就接受了

純愛女神之僕的地位。在這裏，雅淑妲媽媽的父母純愛就是純愛女神。」 
 

《聖典博伽瓦譚》(10.8.32-39) 描述以下逍遙時光：  
 

ekadä kréòamänäs te rämädyä gopa-därakäù 
kåñëo mådaà bhakñitavän iti mätre nyavedayan... 

...etad vicitraà saha-jéva-käla-   
svabhäva-karmäçaya-linga-bhedam 

sunos tanau vékñya vidäritäsye   
vrajaà sahätmänam aväpa çankäm 

有一天，主奎師那正與施瑞達姆(Sridama)、蘇巴拉(Subala)、巴拉(Bala)和其他

牧牛童，在布茹阿曼達河堤(Brahmanda-ghata)玩耍。奎師那小朋友悄悄吃了一

些泥漿，但是牧牛童不知怎的看見祂這樣做，於是向雅淑妲媽媽投訴。雅淑妲跑

過來，抓住奎師那的手，開始嚴懲祂。奎師哪怕極發抖說：「媽媽，我根本沒有

吃泥漿。這些男孩全都在撒謊。如果你不相信我，你可以看看我嘴巴裏面，自己

看看。」奎師那這樣說，張開嘴巴，讓她觀看蘊藏了所有動與不動實體、天空等

等的整個宇宙，還有祂自己的居所(dhama)。 
 
雖然甜美逍遙不接受富裕面貌，卻在適當時侯展現自己。即是說，雖然主奎師那

的莊嚴在祂的甜美逍遙維持不展現狀態，卻仍然完全地存在。主奎師那是所有富

裕和甜美的泉源。在一些需要莊嚴和甜美兼具的獨特逍遙時光，莊嚴會展現自

己。受到那種言之為實(satya-sankalpa)的能量激勵，富裕能量展現了，並向雅淑

妲媽媽展示奎師那的宇宙形象，使她大表驚訝。這使她忘了自己對祂的怒氣。富

裕能量這樣服務純愛女神。主奎師那正像人類男孩那樣玩耍，因此，為了滋潤祂

的逍遙時光和增加祂奉獻者的純愛，祂有時展現祂的富裕。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描述，阿兌塔師央求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向祂展示《博

伽梵歌》所述的那個宇宙形象。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應祂所求，向祂展示所有在

摩訶婆羅多之役發生的事和祂的宇宙形象。看見宇宙形象時，阿兌塔師閉上眼



睛。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隱藏那個形象，然後再展示祂的本然形象，從而使阿兌

塔師恢復常態。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你是我的奉獻者。你能以無瑕

的純愛之眼，看到我的奎師那形象。我那個由玄秘富裕組成的形象，與非凡的物

質世界有關，因此那些有無瑕純愛之眼的人不需要看，他們甚至看不到。粗糙的

物質肉眼也看不到我的莊嚴形象。但是那些沒滿載純愛的眼睛，因為與這個世界

有點關係，同時卻又不是物質的，因此稱為超凡的。我正授予你這超然視力，讓

你會看得到我的富裕形象。那些具有神聖之眼和推理能力的人，自然地依附這個

形象，而不是我奎師那的超然形象。因為他們的無瑕純愛之眼仍是緊閉的。」 
 

詩節九 
 

saïjaya uväca 
evam uktvä tato räjan mahä-yogeçvaro hariù 

darçayäm äsa pärthäya paramaà rüpam aiçvaram 
 
sanjaya uvaca－桑佳亞說；evam－因此；uktva－說了；tatah－然後；rajan－國

王啊；maha-yogesvarah－所有玄秘力量的偉大主人；harih－主哈瑞；darsayam 
asa－展示的；parthaya－對帕瑞塔之子(阿尊那)；paramam－至尊的；rupam－

祂的形象；aisvaram－富裕。 
 
桑佳亞說︰國王啊，所以說，所有玄秘力量的主人主哈瑞，對阿尊那揭示祂的至

尊莊嚴形象。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這樣說之後，就向阿尊那展示祂的

宇宙形象。桑佳亞正用六個詩節，對瞎子國王迪瑞托茹阿斯崔描述這個主題，說

主奎師那不但偉大，更是終極玄秘者。為了向阿尊那展示祂的宇宙形象，祂賜他

神聖之眼。這表示祂非常鍾愛阿尊那。這點的要旨是，阿尊那在這場戰爭穩操勝

劵。現在憑著至尊主的恩慈，物質和靈性吉祥無疑都會降臨在阿尊那身上。桑佳

亞也藉此表明，迪瑞托茹阿斯崔渴望兒子獲勝的希望已經完全幻滅。 
 

詩節十至十一 
 

aneka-vaktra-nayanam anekädbhuta-darçanam 
aneka-divyäbharaëaà divyänekodyatäyudham 

divya-mälyämbara-dharaà divya-gandhänulepanam 
sarväçcarya-mayaà devam anantaà viçvato-mukham 

 



aneka－很多；vaktra-nayanam－嘴和眼睛；aneka－很多；adbhuta-darsanam－

各個驚人面貌；aneka－很多；divya-abharanam－非凡的飾物；divya－神聖的；

aneka－很多；udyata-ayudham－舉著武器；divya-malya－神聖的花環；ambara
－和漂亮的衣服；dharam－祂穿著；divya-gandha－有脫俗的香氣；anulepanam
－塗上了；sarva－在每一方面；ascarya-mayam－驚人的；devam－光輝的；

anantam－無限的；visvatah－四面八方；mukham－多個面孔。  
 
阿尊那看見至尊聖主的宇宙形象，有無數嘴巴、眼睛和各種驚人的特質。無數非

凡的飾物和天堂花環點綴著那個形象，祂的手舉著許多天界的武器。祂衣著華

麗，塗上了脫俗的芳香，每方面都是驚人的。祂無數無比輝煌的臉龐凝視四周。 
 
《要義甘霖》：Visvato-mukham表示「祂的臉龐無處不在」。 

 
詩節十二 

 
divi surya-sahasrasya bhaved yugaapad utthitä 

yadi bhäù sä syäd bhäsas tasya  
 

divi－進入天空；surya-sahasrasya－一千個太陽的；bhavet－有；yugaapat－同

時；utthita－升起；yadi－如果；bhah－亮光；sadrsi－這樣的；sah－那；syat
－會是；bhasah－壯麗；tasya－那個的；maha-atmanah－偉人，宇宙形象。  
 
如果一千個太陽同時升空，這樣的壯麗也許接近那位呈現祂燦爛奪目宇宙形象的

至尊人物的光芒。 
 
《要義甘霖》：如果一千個太陽同時出現，那麼在某程度上，那種壯麗都可以與

主這個宇宙形象的光芒相比。 
 

詩節十三 
 

tatraika-sthaà jagat krtsnaà pravibhaktam anekadhä 
apaçyad deva-devasya sarére päëòavas tadä 

 
tatra －那裏； eka-stham －在一個地方； jagat －宇宙； krtsnam －整個；

pravibhaktam－劃分的； anekadha－分成多個形象； apasyat－看見；deva-
devasya－神中之神的；sarire－在龐大的身體裏；pandavah－阿尊那，潘度之

子；tada－那時候。  
 
那時候，阿尊那可以看到，整個宇宙總體位於神中之神(Visvarupa)那個龐大身體

裏的多個不同形象之中。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那個戰場上，阿尊那看到神中之神體內的

無數宇宙。它們以各個截然不同的形象位於祂身體一部份，在每個毛孔和每個肚

子裏。anekadha這個字表示，這其中一些形象是土做的，一些是金子，另一些則

是寶石。有些形象的大小約五十儒贊(yojanas，一儒贊等於八里)，有些一百，有

些數十萬儒贊，有些數百萬儒贊。 
 

詩節十四 
 

tataù sa vismayäviñöo håñöa-romä dhanaïjayaù 
praëamya çirasä devaà kåtäïjalir abhäñata 

 
tatah－然後；sah－他；vismaya-avistah－十分驚訝；hrsta-romah－毛髮直豎；

dhananjayah－致富者(阿尊那)；pranamya－俯首；sirasa－他的頭；devam－主

(展現了祂的宇宙形象)；krta-anjalih－雙手合十；abhasata－他稱呼。  
 
十分驚訝，毛髮直豎，阿尊那俯首致敬，雙手合十地對呈現宇宙形象的主奎師那

說了以下的話。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玄秘者主奎師那向阿尊那展示的宇宙形

象最驚人，極輝煌，令人嘆為觀止，點綴了各種天界的飾物。既無限又全面遍

透。阿尊那看見整個宇宙位於至尊主奎師那體內的一個地方，分為各種各樣的形

象。迪瑞托茹阿斯崔懷疑，阿尊那看到那個懾人的形象之後可能會被嚇跑，為了

消除他的疑慮，桑佳亞說：「阿尊那是偉大奉獻者，他知道主奎師那的基礎靈性

原則，又具備善良形態。他看到奎師那的千頭形象不但不害怕，反而體驗到奉愛

的驚訝之情(adbhuta-rasa)。阿尊那天生堅忍不拔，卻因十分驚訝而陷於狂喜之

中。他毛髮直豎，軀體發抖。俯首頂拜，雙手合十，開始說話。」 
 
阿尊那不是因為害怕而閉上眼睛，而是因為體驗到奉愛的驚訝之情。主奎師那的

宇 宙 形 象 是 這 情 感 的 對 象 (visaya-alambana) ， 阿 尊 那 則 是 容 器 (asraya-
alambana)。一再目睹那個形象是刺激因素(uddipana)，會使人憶念主。頂拜和雙

手合十是品嚐驚訝之情時，生理上展現的狂喜；毛髮直豎等等則是靈性狂喜的身

體轉變。心神不定、堅忍不拔，高興等等，是永恆情感之洋湧起的短暫情感。這

裏的主要情感是驚訝。這所有元素與阿尊那的永恆情感結合而展現驚訝。聖茹帕.
哥斯瓦米在他的《奉愛的甘露》(4.2.1)敘述驚訝之情：  

 
ätmocitair vibhävädyaiù svädyatvaà bhakta-cetasi 
sä vismaya-ratir nétäd- bhuto-bhakti-raso bhavet 

當驚訝之情與適合於及有利於自己情感的原因或刺激因素(vibhava)等等適當元素

混合，在奉獻者心內變得令人回味時，便稱為驚訝之情。 



 
詩節十五 

 
arjuna uväca 

paçyämi deväàs tava deva dehe  
sarväàs tathä bhüta-viçeña-saìghän 
brahmäëam éçaà kamaläsana-stham  
åñéàç ca sarvän uragäàç ca divyän 

 
arjuna uvaca－阿尊那說；pasyami－我察覺；devan－半神人；tava－你的；deva
－主啊；dehe－在體內；sarvan－所有；tatha－和；bhuta-visesa－各種生物

的；sanghan－一群群的；brahmanam－主布茹阿瑪；isam－施瓦神；kamala-
asana stham－坐在蓮花上；rsin－那些聖人；ca－和；sarvan－所有；uragan－
蛇；ca－和；divyan－神聖的。  
 
阿尊那說︰我的主啊，我看到你聖體裏的半神人和許多生物。我看到主布茹阿瑪

坐在他的蓮花座上，我也看到施瓦神、所有聖人和蛇。 
 
《要義甘霖》：bhuta-visesana這個詞語表示「那一切從子宮所生、卵生或從汗

水而來的生物體」。kamalasana-stham這個詞語表示「在蘇美茹山上的主布茹阿

瑪，那座山就像宇宙的蓮花輪生體。」  
 

詩節十六 
 

aneka-bähüdara-vaktra-netraà  
paçyämi tväà sarvato ’nanta-rüpam 

näntaà na madhyaà na punas tavädià  
paçyämi viçveçvara viçva-rüpa 

 
aneka－無限的；bahu－手臂；udara－肚子；vaktra－嘴巴；netram－眼睛；

pasyami－我看見；tvam－你；sarvatah－四方八面的；nanta-rupam－你無數形

象；na－不；antam－結束；na－沒有；madhyam－中間；na－沒有；punah－
再次；tava－你的；adim－開始；pasyami－我看見；visvesvara－宇宙之主；

visva-rupa－宇宙形象啊。  
 
宇宙之主啊！宇宙形象啊！環視四周，我看到你無數的形象，有無數手、肚子、

嘴巴和眼睛。而且，我看不見你有任何開始、中間或終結。 
 
《要義甘霖》：visvesvara這個字表示「原初或原始的人」。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阿尊那說：「宇宙形象啊！我看到你體內無

數有無數手、肚子、嘴巴和眼睛，全面遍透的形象，但是我無法確定你的開始、

中間或終結。」 
 

詩節十七 
 

kiréöinaà gadinaà cakriëaï ca 
tejo-räçià sarvato déptimantam 

paçyämi tväà durnirékñyaà samantäd 
déptänalärka-dyutim aprameyam 

 
kiritinam－戴著王冠；gadinam－拿著棒槌；cakrinam－有神碟；ca－和； 
tejah-rasim－非常莊嚴壯麗； sarvatah－在每一邊；diptimantam－明亮的；

pasyami－我正看見；tvam－你；dur-niriksyam－難以看見；samantat－到處；

dipta －有燦爛的光芒； anala －像火； arka-dyutim －有如驕陽的光輝；

aprameyam－無法計量的。  
 
環視四周，我看見你那極輝煌，全面遍透，戴著王冠，拿著棒槌和神碟，壯麗居

所的形象。由於你無法計量的光芒所爆發的烈焰就像太陽照遍四方，因此極難仰

望你。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看到宇宙形象之後，阿尊那說：「宇宙之主

啊！我看見你的四肢、頭、王冠、棒槌、神碟等等，就像數百萬個太陽的光芒。

我難以再看著祂們。我看到祂們無處不在，卻無法確定祂們的開始或終結。」  
 

如果有人問，阿尊那怎能輕易看到這個形象，答案就是至尊主仁慈地賜他神聖之

眼。 
 

詩節十八 
 

tvam akñaraà paramaà veditavyaà  
tvam asya viçvasya paraà nidhänam 
tvam avyayaù çäçvata-dharma-goptä  

sanätanas tvaà puruño mato me 
 
tvam－你；aksaram－布茹阿瑪(維施努)；paramam－至尊；veditavyam－(被已

解脫的靈魂)值得知道；tvam－你；asya－這的；visvasya－宇宙；param－至

尊；nidhanam－休憩處或庇護所；tvam－你；avyaya－不可毀滅的；sanatana-
dharma－永恆天職(sasvata-dharma)的；gopta－保護者；sanatana－原始而永恆

的；tvam－你；purusa－人；mata－意見；me－我的。  



 
你是至尊梵，所有解脫者至尊的可知對象。你是這個宇宙的至尊休憩處。你不可

毀滅，是永恆宗教的保護者，也是原始的永恆人物。這是我的意見。 
 
《要義甘霖》：veditavyam這個字表示「解脫者知道的」。Yad aksaram表示超

然真理，nidhanam則表示「毀滅的地方」。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看到至尊主不可思議而完全富裕的形象時，

阿尊那斷定祂其實是知識的至尊對象，也是不朽的真象，只有透過超然知識才可

以認識祂。祂是每個人的休憩處，不可改變，也是不朽的人。祂也是永恆宗教原

則之源，也是它的保護者。 
 

sa käraëaà karaëädhipädhipo  
na cäsya kaçcijanitä na cädhipaù 

《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6.9) 
正如這個曼陀所述，祂也是永恆原始之人和萬原之原。 
 

詩節十九 
 

anädi-madhyäntam ananta-véryam  
ananta-bähuà çaçi-sürya-netram 

paçyämi tväà dépta-hutäça-vaktraà  
sva-tejasä viçvam idaà tapantam 

 
anadi-madhya-antam－沒有開始、中間或終結；ananta-viryam－英勇無比；

ananta-bahum－無數手臂；sasi-surya-netram－眼如日月；pasyami－我看見；

tvam－你；dipta-hutasa－從…產生的火祭(agni-hotra)烈焰；vaktram－你的嘴

巴；sva-tejasa－被你的光芒；visvam－宇宙；idam－這；tapantam－燒焦了。  
 
我看到你沒有開始、中間或終結。你無比英勇，有無數手臂，你眼如日月。我看

見你嘴巴噴火，你的光芒燒焦了整個宇宙。 
 
《要義甘霖》：由於阿尊那全神貫注於極驚訝之洋，重複這個以anadi開始的陳

述不失為過。據說如果因為迷惑、驚奇或快樂，無意之間重複一個主題兩、三次

都不失為過。 
 

詩節二十 
 

dyäv ä-påthivyor idam antaraà hi  
vyäptaà tvayaikena diçaç ca sarväù 



dåñövädbhutaà rüpam idaà tavograà 
loka-trayaà pravyathitaà mahätman 

 
dyau-a-prthivyoh－在天堂和地球之間；idam－這(空間)；antaram－之間；hi－
確實；vyaptam－遍及的；tvaya－被你；ekena－單獨；disah－各個方向；ca－
和；sarva－所有；drstva－看見；adbhutam－驚人的；rupam－形象；idam－

這；tava－你的；ugram－可怕的；loka-trayam－三個世界；pravyathitam－非常

害怕和不安；maha-atman－偉人啊。  
 
唯有你遍佈四方和天地之間的所有空間。偉大靈魂啊！看見你這個驚人和可怕的

形象，三個世界的所有居民都極害怕和不安。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正在這個以dyau開始的詩節展示，祂是毀滅一切的時

間，以這個面貌作為那個宇宙形象的一部分，因為目前這段文字有某個意義。這

在以下九個詩節繼續。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看到至尊聖主的時間(kala)形象之後，阿尊

那說：「萬物的休憩處啊，你正用你的宇宙形象遍及整個地球、蒼天，天空和四

面八方。只有你遍及三個世界。看見這個最驚人神聖的形象，三個世界的人都惶

恐不安。」 
 

要注意的重點是，並非只有阿尊那才看見宇宙形象。主布茹阿瑪等等半神人、很

多惡魔、祖先(Pitrs)、歌仙、夜叉、羅剎、歌神(Kinnaras)和人類，都觀看庫茹

之野大戰本身。所有人都依據友誼、敵意和冷漠等等各自的情感觀戰，不過，憑

著奎師那的恩慈，只有那些領受到神聖視力的奉獻者才看到宇宙形象。 
 

並非只有阿尊那才看見宇宙形象，正如只有睡著了的人，才看到夢裏的戰車、馬

匹等等。維亞薩、桑佳亞、比斯瑪祖父、主布茹阿瑪等等崇高人物和其他多人，

也目睹至尊聖主的這個莊嚴形象。這是這個詩節的機密含意。 
 

詩節二十一 
 

amé hi tväà sura-saìghä viçanti  
kecid bhétäù präïjalayo gåëanti 

svastéty uktvä maharñi-siddha-saìghäù  
stuvanti tväà stutibhiù puñkaläbhiù 

 
ami－這些；hi－確實；tvam－在你內裏；sura-sanghah－一組組半神人；visanti
－正進入；kecit－一些；bhitah－因為恐懼；pranjalayah－緊握著手；grnanti－
他們正奉上禱文；svasti－讓吉祥來臨；iti－這樣；uktva－誦讀著；maharsi-



sangha-sanghah－一群大聖人和達到完美的生物；stuvanti－讚揚；tvam－你；

stutibhih－以韋達讚歌；puskalabhih－以引起共鳴的話。  
 
許多半神人正進入你裏面，托庇你。其中一些感到害怕，雙手合十地讚揚你。高

聲誦讀祈求吉祥的韋達讚歌時，大聖人和達到完美的生物凝望著你。 
 
《要義甘霖》：tva這個字意謂tvam，即「對你」。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看到宇宙形象的時間面貌時，阿尊那沉醉其

中，又再說：「戰場上的所有半神人都托庇你，進入你裏面。其中一些感到害

怕，準備逃跑，卻無法這樣做，雙手合十，不知所措地祈禱：『主啊，請保護我

吧！』與此同時，看到戰爭的恐怖結果，聖人和達到完美的生物說：『讓宇宙吉

祥吧 。』」 
 

詩節二十二 
 

rudrädityä vasavo ye ca sädhyä  
viçve ’çvinau marutaç coñmapäç ca 

gandharva-yakñäsura-siddha-saìghä  
vékñante tväà vismitäç caiva sarve 

 
rudra－各位茹卓；adityah－阿迪緹(Aditi)的十二個孩子，以阿迪提亞(Aditya)為
首；vasavah ye－八位瓦蘇神，即光神、水神、北極星之神、月神、地球神、風

神、火神、黎明神和莊嚴之神；ca－和；sadhyah－薩迪亞神；visve－宇宙之

神；asvinau－雙胞胎天神醫師；marutah－四十九位風神；ca－和；usma-pah－
祖先；ca－和；gandharva－天界的音樂家；yaksa－財神庫瓦爾(Kuvera)的僕

人；asura－惡魔；siddha-sangha－一群達到完美的生物；viksante－看著；tvam
－你；vismitath－十分驚訝；ca－和；eva－真正地；sarve－全部。  
 
這十一位茹卓、十二位阿迪提亞神、八位瓦蘇神、薩迪亞神、宇宙之神、雙胞胎

天神醫師、風神、祖先、歌仙、夜叉、惡魔和達到完美的生物，全都驚訝地看著

你。 
 
《要義甘霖》：那些接受熱食供品的人，稱為祖先。《神訓經》也說：「uñam 
bhägä hi pitaraù－給祖先(Pitrs)的那一份是熱(usma)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不僅是阿尊那，還有各位茹卓、十二位阿迪

提亞神、八位瓦蘇神、薩迪亞神、宇宙之神、雙胞胎天神醫師、風神、以烏斯瑪

帕(Usmapa)為首的祖先、祺查茹阿塔(Citraratha)等等歌仙、庫瓦爾等等夜叉、

維若燦(Virocana)等等迪提魔的後代，還有卡皮拿(Kapila)等等達到了完美的生



物，全都驚訝地看著至尊聖主莊嚴的形象。在這裏，usma-pah這個字表示「接受

熱食供品的祖先」。 
 

詩節二十三 
 

rüpaà mahat te bahu-vaktra-netraà  
mahä-bäho bahu-bähüru-pädam 

bahüdaraà bahu-daàñörä-karälaà  
dåñövä lokäù pravyathitäs tathäham 

 
rupam－形象；mahat－龐大的；te－你的；bahu－很多；vaktra－面孔；netram
－眼睛；maha-baho－臂力非凡的人啊；bahu－很多；bahu－手臂；uru－大

腿；padam－和雙腳；bahu－很多；udaram－肚子；bahu－很多；damstra－牙

齒；karalam－可怕的；drstva－看見；lokah－所有人；pravyathitah－非常害

怕；tatha－同樣也；aham－我。  
 
臂力非凡的人啊，看到你有無數嘴巴、眼睛、手臂、大腿、雙腳、肚子和可怕牙

齒的龐大形象時，每個人都像我一樣非常害怕。 
 

詩節二十四 
 

nabhaù-spåçaà déptam aneka-varëaà  
vyättänanaà dépta-viçäla-netram 

dåñövä hi tväà pravyathitäntar-ätmä  
dhåtià na vindämi çamaï ca viñëo 

 
nabhah-sprsam－遍及天空；diptam－輝煌的；aneka-varnam－色彩繽紛的； 
vyatta-ananam－張大的嘴巴；dipta-visala-netram－炯炯有神的大眼睛；drstva
－看見；hi－確實；tvam－你的形象；pravyathita－非常不安；antar-atma－我

的心意；dhrtim－心意穩定；na vindami－我找不到；samam－安寧；ca－或

者；visno－主維施努啊。 
 
維施努啊！看見你輝煌而色彩繽紛的形象遍及天空，還有你炯炯有神的大眼睛和

張大的嘴巴，我驚惶失措，心神不定，也不安寧。 
 
《要義甘霖》：samam這個字表示「安寧」。 
 

詩節二十五 
 

daàñörä-karäläni ca te mukhäni  



dåñövaiva kälänala-sannibhäni 
diço na jäne na labhe ca çarma  

praséda deveça jagan-niväsa 
 
damstra-karalani－因為恐怖的牙齒而覺得可怕；ca－和；te－你的；mukhani－
嘴巴；drstva－看見；eva－確實；kala－在毀滅時；anala－火；sannibhani－象

徵；disah－四個方向；na jane－我無法確定；na labhe－我得不到；ca－和；

sarma－快樂；prasida－高興；deva-isa－半神人之主；jagat-nivasa－宇宙的庇

蔭。  
 
看見那所有滿是恐怖牙齒的可怕嘴巴，像殲滅之火那樣耀眼，我無法明辨四方或

感到任何一種快樂。半神人之主啊！宇宙庇蔭啊！請對我大發慈悲吧。 
 

詩節二十六至二十七 
 

amé ca tväà dhåtaräñörasya puträù  
sarve sahaivävani-päla-saìghaiù 

bhéñmo droëaù süta-putras tathäsau  
sahäsmadéyair api yodha-mukhyaiù 

vakträëi te tvaramäëä viçanti  
daàñörä-karäläni bhayänakäni 
kecid vilagnä daçanäntareñu  

sandåçyante cürëitair uttamäìgaiù 
 
ami－這些；ca－和；tvam－你的；dhrtarastrasya－迪瑞托茹阿斯崔的；putrah
－兒子們；sarve－所有；saha－一起；eva－確實；avani-pala-sanghaih－和一群

國王一起；bhismah－比斯瑪；dronah－杜榮拿師；suta-putra－馬車伕之子，卡

爾拿；tatha－也；asau－那；saha－一起；asmadiyaih－和我們的人一起；api－
確實；yodha-mukhyaih－主要的士兵；vaktrani－嘴巴；te－他們；tvaramanah
－迅速；visanti－進入；damstra-karalani－可怕的牙齒；bhayanakani－恐怖

的；kecit－有些；vilagnah－困住；dasana-antaresu－齒間；sandrsyante－看

到；curnitaih－碎裂；uttama-angaih－以他們的頭。   
 
迪瑞托茹阿斯崔的所有兒子和眾多盟國的國王、比斯瑪、杜榮拿和卡爾拿，還有

我方的主要戰士，正高速衝向你，進入你山洞那樣，滿是可怕牙齒的嘴巴。我看

見有些人也困在那裏，他們的頭在那些牙齒之間碎裂。 
 

詩節二十八 
 

yathä nadénäà bahavo’mbu-vegäù  



samudram eväbhimukhä dravanti 
tathä tavämé nara-loka-vérä  

viçanti vakträëy abhivijvalanti 
 
yatha－作為；nadinam－河流的；bahava－很多；ambu-vega－水流；samudram
－海洋；eva－確實；abhimukha－向著；dravanti－衝；tatha－同樣；tava－你

的；ami－這些；nara-loka－人類社會的；vira－英雄；visanti－進入；aktrani 
－嘴巴；abhivijvalanti－熾熱的。  
 
就像百川急湍地湧入海洋，同樣，現在這些大英雄全都進入你熾熱的嘴巴。 
 

詩節二十九 
 

yathä pradéptaà jvalanaà pataìgä  
viçanti näçäya samåddha-vegäù 
tathaiva näçäya viçanti lokäs  

taväpi vakträëi samåddha-vegäù 
 
yatha－就像；pradiptam－猛烈； jvalanam－火；patangah－蛾；visanti－進

入；nasaya－為了毀滅；samrddha-vegah－高速；tatha－同樣；eva－確實；

nasaya－到他們的目的地；visanti－進入；lokah－這些人；tava－你的；api－
也；vakrani－嘴巴；samrddha-vegah－高速。 
 
就像飛蛾撲火而死，這些戰士正高速進入你的嘴巴，只是死路一條。 
 

詩節三十 
 

lelihyase grasamänaù samantäl  
lokän samagrän vadanair jvaladbhiù 

tejobhir äpürya jagat samagraà  
bhäsas tavogräù pratapanti viñëo 

 
lelihyase－一再舐他們；grasamana－舌噬，即貪婪地吃掉；samantat－從四面八

方；lokan－人們；samagran－所有；vadanai－嘴巴；jvaladbhi－以耀眼的；

tejobhi－以你的光芒；purya－滿佈；jagat－宇宙；samagram－整個；bhasa－
光；tava－你的；ugra－可怕的；pratapanti－正燒灼；visno－維施努啊。  
 
維施努啊，你正以你多個火紅的嘴巴吞噬人群，一再舐他們全身。你正以你光芒

熾烈而全面遍透的光線，燒灼整個宇宙。 
 



詩節三十一 
 

äkhyähi me ko bhavän ugra-rüpo 
namo ’stu te deva-vara praséda 

vijïätum icchämi bhavantam ädyaà 
na hi prajänämi tava pravåttim 

 
akhyahi－告訴；me－我；ka－誰？；bhavan－你；ugra-rupah－主兇猛的形

象；namah-astu－讓我的頂拜是；te－對你；deva-vara－眾神之翹楚啊；prasida
－高興；vijnatum－清楚理解； icchami－我希望；bhavantam－你的榮譽；

adyam－原始成因；na－不；hi－因為；prajanami－理解； tava－你的；

pravrttim－活動。  
 
眾神之翹楚啊，我頂拜你。請感到高興，告訴我你這個兇猛的形象是誰。我非常

渴望理解你－原始成因，因為我不明白你的活動。 
 

詩節三十二 
 

çré-bhagavän uväca 
kälo ’smi loka-kñaya-kåt pravåddho  

lokän samähartum iha pravåttaù 
åte ’pi tväà na bhaviñyanti sarve  

ye ’vasthitäù pratyanékeñu yodhäù 
 
sri bhagavan uvaca－最富裕的主說；kalah－時間；asmi－我是；loka-ksaya-krt
－世界的毀滅者；pravrddha－強大的；lokan－人們；samahartum－毀滅；iha
－在這個世界；pravrtta－投入於； te－沒有；api－甚至； tvam－你；na 
bhavisyanti －不會留下； sarve －所有； ye －他們； avasthita －存在的； 
pratyanikesu－兩軍的其中一方；yodha－那些士兵。  
 
至尊聖主說︰我是時間，各個世界的強大毀滅者，我來這裏殲滅這所有人。哪怕

你袖手旁觀，這兩軍的戰士都將無一倖存。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告訴阿尊那：「我是毀滅一切的時

間，現在我接受了這個龐大的形象。我來這裏殲滅杜爾猶丹和其他人。我這個形

象的活動結果將會是，除了你們潘度五子之外，這戰場上的人將無一倖存。哪怕

你或其他像你一樣的戰士袖手旁觀，所有人都會被可怕的時間之顎吞噬，因為我

已經以我的時間形象殺死了他們。儘管沒有戰鬥，雙方在場的那些英雄肯定都會

進入死亡之口。因此，阿尊那啊，如果你繼續冷眼觀戰，就會疏於你自己的職務

(svadharma)，他們仍然不會獲救。」 



 
詩節三十三 

 
tasmät tvam uttiñöha yaço labhasva  

jitvä çatrün bhuìkñva räjyaà samåddham 
mayaivaite nihatäù pürvam eva  

nimitta-mätraà bhava savya-säcin 
 
tasmat－因此；tvam－你；uttistha－出現；yasa－名氣；labhasva－得到；jitva 
－透過征服；satrun－敵人；bhunksva－享有；rajyam－王國；samrddham－繁

榮的；maya－被我；eva－確實；ete－這些(士兵)；nihata－被殺死；purvam－

已經；eva nimitta-matram－但是工具；bhava－只是；savya-sacin－神射手啊。  
 
因此，起來參戰吧，征服你的敵人，得享殊榮，從而享有無敵的王國。我獨自殺

死了這所有戰士。神射手(Savyasaci)啊，就成為我的工具吧。 
 

詩節三十四 
 

droëaï ca bhéñmaï ca jayadrathaï ca  
karëaà tathänyän api yodha-vérän 

mayä hatäàs tvaà jahi mä vyathiñöhä  
yudhyasva jetäsi raëe sapatnän 

 
dronam－杜榮拿；ca－和；bhismam－比斯瑪；ca－和；jayadratham－佳亞卓塔

(Jayadratha)；ca－和；karnam－卡爾拿；tatha－也；anyan－其他；api－雖

然；yodha-viran－戰士之中的英雄；maya－被我；hatan－殺死了；tvam－你；

jahi－你一定要殺死；ma vyathisthah－不要感到困擾；yudhyasvah－只是戰鬥

吧；jetasi－你會征服；rane－在戰爭中；sapatnan－敵人。  
 
我已經殺死了杜榮拿、比斯瑪、佳亞卓塔、卡爾拿和其他多位大英雄，因此乾脆

殺死他們，不要感到困擾。你在戰爭中勝劵在握；因此戰鬥吧。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這句話有個隱義：「我已經殺死了比斯瑪、

杜榮拿、佳亞卓塔、卡爾拿和其他人。」至尊主說，當考爾瓦族那方的所有戰

士，脫去朵帕緹的衣服公開羞辱她，祂那時因為他們對偉大奉獻者罪大惡極的冒

犯而把他們殺光。「我使這些人像木偶那樣站在你面前，只是為了讓你揚名。他

們就像沒有生命一樣。就成為殺死他們的工具吧。」 
 
主奎師那已經取去了摩訶婆羅多之役所有參戰英雄的生命力。同樣，在《聖典博

伽瓦譚》，比斯瑪這樣祈禱︰ 



 
sapadi sakhi-vaco niçamya madhye  
nija-parayor balayo rathaà niveçya 

sthitavati para-sainikäyur akñëä  
håtavati pärtha-sakhe ratir mamästu 

《聖典博伽瓦譚》(1.9.35) 
讓我的至尊依附朝著那位主奎師那吧，一聽到祂好友阿尊那請求讓他的戰車位於

兩軍中央，祂馬上把戰車駛到那個地點。「杜榮拿在，比斯瑪也在。」藉口指出

敵方的戰士，祂只是以祂的瞥視縮短了他們的壽命。 
 

詩節三十五 
 

saïjaya uväca 
etac chrutvä vacanaà keçavasya  

kåtäïjalir vepamänaù kiréöé 
namaskåtvä bhüya eväha kåñëaà  

sa-gadgadaà bhéta-bhétaù praëamya 
 
sanjaya uvaca－桑佳亞說；etat－這；srutva－聽到；vacanam－陳述； kesavasya
－主凱薩瓦的；krta-anjalih－雙手合十；vepamana－發抖；kiriti－阿尊那；

namaskrtva－俯首；krsnam－主奎師那；sa-gadgadam－以哽塞的聲音；bhita-
bhitah－非常害怕地；pranamya－俯首。  
 
桑佳亞對迪瑞托茹阿斯崔說：聽到主凱薩瓦的這些話，阿尊那發抖。他雙手合

十，一再頂拜，怕極而開始結結巴巴地對奎師那說。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毫無疑問，從桑佳亞口中聽到奎師那和阿尊

那之間的這段對話之後，迪瑞托茹阿斯崔大君明白到，那些以比斯瑪和杜榮拿為

首的無敵大戰士都會被殺，杜爾猶丹也不可能獲勝。他暗自忖度，他們在這種情

況下應該謀求停戰，但是他沒公開表明這點。 
 

聰明的桑佳亞明白到他的心意，立即開始描述接著發生的事。另一方面，聽到奎

師那的話，阿尊那發抖。他一再頂拜，心神不定，聲音顫抖，在至尊聖主的蓮花

足獻上禱文。 
 

詩節三十六 
 

arjuna uväca 
sthäne håñékeça tava prakértyä  
jagat prahåñyaty anurajyate ca 



rakñäàsi bhétäni diço dravanti  
sarve namasyanti ca siddha-saìghäù 

 
arjuna uvaca－阿尊那說； sthane－公正地；hrsika-isa－感官之主啊； tava 
prakirtyah－藉由你的榮耀；jagat－世界；prahrsyati－興高采烈；anurajyate－
變得依附；ca－和；raksamsi－朋友；bhitani－可怕的；disah－四方八面；

dravanti－逃跑；sarve－所有；namasyanti－俯首；ca－和；siddha-sanghah－一

群臻達了完美的生物。  
 
阿尊那說︰感官之主(黑瑞希克薩)啊，讚美你的名字、形象和品質，整個宇宙都

興高采烈，也依附你。當許多達到完美的生物頂拜你時，惡魔慌忙逃竄。這一切

確實最恰當。 
 
《要義甘霖》：阿尊那知道下列真理：對那些致力於祂的人來說，至尊主的神聖

形象賞心悅目，至尊主卻對那些反對祂的人展示懾人的面貌。對至尊聖主獻上禱

文時，阿尊那解釋這點。sthane這個字是不可變格的，表示「恰當的」。這個詩

節的所有組元都用了這個字。阿尊那稱呼奎師那為黑瑞希克薩，意指「把祂奉獻

者的感官轉向祂自己，撃退非奉獻者的感官。」「透過集體唱頌你的榮耀，這整

個世界都被吸引到你那裏。這是恰當的，因為這個世界致力於你。羅剎、惡魔、

丹瓦魔(Danavas)、吃人魔(Pisacas)等等，落荒而逃，到處亂竄。這也是恰當的，

因為他們反對你。許多對你修習奉愛而變得完美的生物在頂拜你。這也是恰當

的，因為他們是你的奉獻者。」  
 

在各部關於曼陀唸誦的經典裏，這個詩節以毀滅邪惡元素(Raksasas)的曼陀

(raksoghna-mantra)著稱。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超然形象的影響力不同凡響。看見

那個形象，奉獻者非常高興。不過，對那些天生邪惡，又不致力於祂的人來說，

這個形象卻像死神閻羅王一樣。在瑪圖茹阿的摔跤場，南達大君等等可敬的長

輩、奎師那的朋友和亞達瓦族(Yadavas)等等，非常樂於看見漂亮而青春永駐的

主奎師那，但對康薩來說，那同一位主奎師那卻似是死亡的化身，摔跤手覺得祂

像雷霆一樣猛烈，邪惡的國王覺得祂像懲罰者，瑜伽師則覺得祂像超靈。因此，

聽到奎師那的榮耀，全心奉獻的靈魂滿心喜悅而依附祂。達到了完美的生物皈依

祂，那些反對祂的惡魔則慌忙逃竄。他們每個人的這些反應都恰如其份。 
 

詩節三十七 
 

kasmäc ca te na nameran mahätman  
garéyase brahmaëo ’py ädi-kartre 

ananta deveça jagan-niväsa  



tvam akñaraà sad-asat tat paraà yat 
 
kasmat－為甚麼； ca－和； te－對你；na nameran－如果他們不頂拜；

mahatman－偉人啊；gariyase－他們更偉大；brahmanah－比主布茹阿瑪；api 
－甚至；adi-kartre－他們也是原初的創造者；ananta－無限的人啊；deva-isa－
眾神之主；jagat-nivasa－宇宙避難所啊；tvam－你；aksaram－不朽；sat-asat－
對因果；tat－那；param－超然；yat－它。  
 
偉大靈魂(Mahatma)啊！半神人之主(Devasa)！無窮無盡的人(Ananta)！世界的

避難所啊！你比主布茹阿瑪更偉大。你是原初的創造者，也是無限的靈魂，即凌

駕於因果的不朽真象。那麼為甚麼，他們不應該頂拜你嗎？ 
 
《要義甘霖》：阿尊那說：「他們為甚麼會不頂拜你？他們肯定會。」在這裏，

sat這個字表示「後果」，asat則表示「原因」；因此是「那個高於和凌駕於因果

的人就是你，即不變的無限靈魂(aksara brahma) 」。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阿尊那在上一個詩節解釋，對主布茹阿瑪等

等來說，至尊聖主堪受崇拜。他在這個詩節確立，至尊聖主是每個人的靈魂。

「半神人、聖人、歌仙和其他他們那樣的生物，確實都會頂拜你。不這樣做，他

們就無法存在，因為你獨一無二，不可思議，又賦有驚人能量。你是至尊人物，

至高無上。你是宇宙創造者－主布茹阿瑪－的源頭，因此甚至比他更高。」 
 
阿尊那也說：「只有至尊聖主堪受眾生崇拜，不單如此，由於祂是每個人的靈

魂，因此也是眾生萬物。」祂比不朽的靈魂本體、微靈本體和物質自然本體更

高，與他們不一樣。雖然祂與這一切全都不同，他們卻是祂不可思議的能量所展

現的。因此祂都以眾生萬物的形式存在。  
 
萬物不是至尊聖主，任何事物與祂都不一樣。萬物都是祂能量的效果或結果。從

這個觀點來看，只有祂才是一切，因為沒有其他物體或真象獨立於祂而存在。因

此祂稱為無比的絕對真理。《神訓經》說：「sarvam khalv idam brahma－其實

一切都是絕對真理 (《粲多嘎亞奧義書》 3.14.1)。」他們又說neha nanasti 
kincana(《Brhad-aranyaka Upanisad(奧義書)》4.4.19 和《卡塔奧義書》2.1.11)。
這表示一切都是絕對真理，例如微靈和無活動的世界等等。除了絕對真理之外，

就空無一物。 
 
與這點相反，《神訓經》說︰ 

 
nityo nityänäà cetanaç cetanänäm 
eko bahünäà yo vidadhäti kämän 

《卡塔奧義書》(2.2.13) 



至尊絕對真理是所有永恆生物之中最永恆的，也是所有知覺實體之中最有知覺

的。 
 

根據這個詩節，微靈永恆、有意識知覺和無限，至尊絕對真理卻是唯一的至尊永

恆和至尊有知覺的生物。因此，《韋達經》的最終結論是至尊主那種不可思議，

與祂各種能量同時同一而異的原則。這是所有哲學結論當中最純粹的。 
 

詩節三十八 
 

tvam ädi-devaù puruñaù puräëas 
tvam asya viçvasya paraà nidhänam 

vettäsi vedyaï ca paraï ca dhäma  
tvayä tataà viçvam ananta-rüpa 

 
tvam－你；adi-devah－原初之主；purusah－人物；puranah－最古老的；tvam 
－你；asya－這個的；visvasya－宇宙；param nidhanam－唯一的棲身之地；

vetta－知悉者；asi－[你]是；vedyam－那值得知道的；ca－和；param－至尊；

ca－和；dhama－居所；tvaya－被你；tatam－遍及；visvam－宇宙；ananta-
rupa－有無數形象的你啊。  
 
你是原初之主和最古老的人，也是這個宇宙唯一的棲身之處。你是至尊居所，全

知者，也是要知道的一切。擁有無數形象的人啊，唯有你遍及整個宇宙。 
 
《要義甘霖》：Nidhanam表示「棲身之地」或「瓦解之地」，而parama-dhama
指的是那個超越物質自然形態的形象。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主奎師那是原初之主。祂是每個人的至尊庇

護所，而且也全面遍透。因為祂的居所(dhama)是祂超然能量的展現，因此祂與

那個居所沒有分別。《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6.7)確立了這點： 
 

tam éçvaräëäà paramaà maheçvaraà  
taà devatänäà paramaà ca daivatam 

patià paténäà paramaà parastäd 
vidäma devaà bhuvaneçam éòyam 

堪受崇拜的主是所有世界的主人，我們知道祂是所有控制者之尊，眾神之至尊

主，也是那些能夠賜予保護的人之至尊保護者。祂超越非人格梵。 
 
而且，《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6.8)說︰ 
 

na tasya käryaà karaëaà ca vidyate  



na tat-samaç cäbhyadhikaç ca dåçyate 
paräsya çaktir vividhaiva çrüyate  
sväbhäviké jïäna-bala-kriyä ca 

主沒有職責要履行，也無與倫比，至高無上。我們從覺悟靈魂那裏聽說，至尊主

的能量以多種方式產生作用，使祂創造裏的一切有系統地運作，就像自動進行一

樣。 
 

詩節三十九 
 

väyur yamo ’gnir varuëaù çaçäìkaù  
prajäpatis tvaà prapitämahaç ca 

namo namas te ’stu sahasra-kåtvaù  
punaç ca bhüyo ’pi namo namas te 

 
vayuh－風神；yamah－懲罰之神；agnih－火神；varunah－海神；sasa-ankah－
月神；praja-patih－祖先布茹阿瑪；tvam－你；pra-pita-mahah－(宇宙)祖父布茹

阿瑪之父；ca－和；namah namah－一再頂拜；te－對你；astu－願有；sahasra-
krtvah－一千次；punah－再次；bhuyah－進一步； api－仍然又；namah  
namah－一再頂拜；te－向你。  
 
你是風神瓦儒(Vayu)，你也是閻王，即宇宙懲罰的主管。你是火神(Agni)、海神

(Varuna)、月神(Candra)、創造者布茹阿瑪，也是布茹阿瑪之父。因此我一再頂

拜你數千次。 
 

詩節四十 
 

namaù purastäd atha påñöhatas te  
namo ’stu te sarvata eva sarva 

ananta-véryämita-vikramas tvaà  
sarvaà samäpnoñi tato ’si sarvaù 

 
namah－頂拜；purastat－從前面；atha－然後；prsthatah－從後面；te－對你；

namah－頂拜；astu－願有；te－對你；sarvatah－從四方八面；eva－確實；

sarva－萬物的原形；ananta-virya－英勇無比的人；amita-vikramah－你英勇無

比；tvam－你；sarvam－整個創造；samapnosi－遍及；tatah－因此；asi－你

是；sarva－萬物。  
 
你就是一切！我從前、後和四方八面頂拜你！你無比勇敢和英勇，遍及整個宇

宙。因此你是一切。 
 



《要義甘霖》：「正如黃金存在於盔甲和耳環等等所有金飾之中，這個世界是你

的效果，你同樣也存遍其中。如此一來，你就是一切(sarva)。」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明白了奎師那是每個人堪受崇拜的對象之

後，阿尊那一再頂拜那個體現一切的祂。出於深摯的信心和尊敬，認為這些五體

投地的頂拜不足夠，他從前後左右和四方八面對奎師那俯首致敬。那位主奎師那

英勇無比，力量驕人。祂是眾靈之靈，也是萬物的形象(sarva-svarupa)。在《聖

典博伽瓦譚》(10.14.56)，蘇卡戴瓦.哥斯瓦米的陳述之中也看到這點： 
 

vastuto jänatäm atra kåñëaà sthäsnu cariñëu ca 
bhagavad-rüpam akhilaà nänyad vastv iha kiïcana 

那些在這個世界明白主奎師那原貌的人，察覺動與不動的萬物都是祂的展現。這

樣的解脫靈魂看到只得一個真象。 
 

詩節四十一至四十二 
 

sakheti matvä prasabhaà yad uktaà  
he kåñëa he yädava he sakheti 
ajänatä mahimänaà tavedaà  

mayä pramädät praëayena väpi 
yac cävahäsärtham asat-kåto ’si  

vihära-çayyäsana-bhojaneñu 
eko ’tha väpy acyuta tat-samakñaà  
tat kñämaye tväm aham aprameyam 

 
sakha－朋友； iti－作為；matva－思索；prasabham－輕率地；yat－甚麼；

uktam－所說的；he krsna－奎師那啊；he yadava－亞度族之翹楚啊；he sakha－
朋友啊；iti－因此；ajanata－因為不知道；mahimanam－榮耀；tava－你的；

idam－這些；maya－被我；pramadat－因粗心大意；pranayena－因愛意；va 
api－要不然；yat－藉此；ca－和；avahasa-artham－只為開玩笑；asat-krtah－
侮辱；vihara-sayya-asana-bhojanesu－嬉戲、放鬆、坐下和吃東西時；ekah－單

獨；atha－要不然；va api－要不然；acyuta－阿促塔啊；tat-samaksam－在朋友

面前；tat－為了那個；ksamaye－請求寬恕；tvam－你；aham－我；aprameyam
－無法測量的。  
 
不知道你的榮耀，或者因為我粗心大意，又或者因為我親切地認為你是我的朋

友，我輕率地稱呼你：「奎師那啊」、「亞達瓦啊」、「朋友啊」等等。阿促塔

啊，嬉戲、放鬆、坐下和吃東西時，不管是單獨與你一起還是在朋友面前時，如

果我開玩笑而對你有任何不敬，我無限地懇求你原諒我。 
 



《要義甘霖》：「哎呀，哎呀！我對你－至尊富裕的擁有者－犯了無數冒犯。」

這樣悲嘆，阿尊那講述這個以sakheti開始的詩節。阿尊那說「奎師那啊」等等，

表示「你，奎師那，以瓦蘇戴瓦之子著稱，他這個人寂寂無名，甚至稱為單打獨

鬥時需要協助者(arddharathi)。但我，阿尊那，能夠獨戰無數戰士(atirathi)，而

且以潘度王之子著稱。」「亞達瓦啊」表示「你生於亞度王朝，又沒有王國，我

卻生於普茹王朝，因此是王族血統。但我與你的友好關係不是因為你祖先或王朝

所致的；而是因為你。心存善意，我輕率地出言不遜。我為此懇求你的寬恕。」

這些話與下列陳述有關。 
 

「與你嬉戲和開玩笑時，我因瘋狂而表達的情感，對你宇宙形象的榮耀來說是個

侮辱。換句話說，不管是單獨或在朋友面前，我以『你為人正直。』「」或『你

不騙人，非常單純。』等等譏諷的話侮辱了你。我數以千次地求你寬恕我這樣的

冒犯！請原諒我。我求求你！」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主奎師那極莊嚴的宇宙形象展現祂的富裕，

阿尊那看見時，內裏浮現主奎師那富裕方面的知識，忘了他與祂由衷的友誼關

係。由於一直秉著友誼而稱呼奎師那「朋友啊！亞達瓦啊！奎師那啊！」，阿尊

那正因此而難過，一再求祂原諒。 
 

詩節四十三 
 

pitäsi lokasya caräcarasya  
tvam asya püjyaç ca gurur garéyän 

na tvat-samo ’sty abhyadhikaù kuto ’nyo  
loka-traye ’py apratima-prabhäva 

 
pita－父親；asi－你是；lokasya－這個世界的；cara-acarasya－動與不動的生

物；tvam－你；asya－這個世界的；pujya－堪受崇拜的；ca－和；guruh－靈性

導師； gariyan－最可敬的人；na－不； tvat-sama－與你相等； asti－有；

abhyadhika－更偉大；kutah－在那裏；anyah－另一個；loka-traye api－甚至在

這三個世界裏；apratima-prabhava－擁有無窮力量的人。  
 
擁有無窮力量的人啊！在這整個動與不動生物的世界之中，你是父親，最堪受崇

拜的人物，靈性導師和最可敬的人。你在三個世界之中無人能及，因此誰有可能

比你更偉大？ 
 

詩節四十四 
 

tasmät praëamya praëidhäya käyaà  
prasädaye tväm aham éçam éòyam 



piteva putrasya sakheva sakhyuù  
priyaù priyäyärhasi deva soòhum 

 
tasmat－因此；pranamya－頂拜；pranidhaya－(匍伏)在你腳下；kayam－我的

軀體；prasadaye－懇求恩典；tvam－從你那裏；aham－我；isam－主；idyam－

值得獻上禱文；pita－父親；iva－作為；putrasya－和他的兒子；sakha－朋友；

iva－作為；sakhyuh－與他的朋友；priya－作為情人；priyaya－與他的摯愛；

arhasi－你應該；deva－主啊；sodhum－原諒。  
 
因此我在你蓮花足五體投地的頂拜。值得崇拜的至尊主啊，我求你恩賜我。主

啊，正如父親原諒兒子，朋友容忍朋友或情人原諒摯愛一樣，你應該原諒我的冒

犯。 
 
《要義甘霖》： kayam  pranidhaya這個片語表示「像棍子那樣倒地」。 
 

詩節四十五 
 

adåñöa-pürvaà håñito ’smi dåñövä  
bhayena ca pravyathitaà mano me 

tad eva me darçaya deva rüpaà  
praséda deveça jagan-niväsa 

 
adrsta purvam－前所未見的；hrsitah－喜出望外；asmi－我；drstva－看到； 
bhayena－因恐懼；ca－但是；pravyathitam－極困擾；mana－心意；me－我

的；tat－那(熟悉的)；eva－真正的；me－我；darsaya－顯示；deva－主啊；

rupam－形象；prasida－請大發慈悲；deva－眾神之主啊；jagan-nivasa－宇宙居

所啊。  
 
主啊！看到你這個前所未見的宇宙形象，我喜出望外，但是我也心慌意亂，非常

不安。眾神之主啊，請再對我展示你的四臂形象吧。整個宇宙的庇護所啊，請對

我大發慈悲。 
 
《要義甘霖》︰阿尊那說：「看到你這個前所未見的宇宙形象，我感到喜悅。與

此同時，由於祂可怕的面貌，以致我心慌意亂。因此請向我展示你瓦蘇戴瓦之子

的形象，祂甜美至極，比我自己的生命更親愛數百萬倍。請對我大發慈悲。我看

夠了你的富裕。我知道只有你才是所有半神人的主和控制者，也是整個宇宙的居

所。」   
 

阿尊那看到宇宙形象時，縱使奎師那一直在他面前，他卻看不到奎師那原本的人

類形象。因為瑜伽瑪亞遮蔽了那個原形。這裏明白了這點。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主奎師那是 asamorddhva-tattva，意思是無

人能及或無出其右。在這方面，至尊主自己說：「mamäham eväbhirüpaù 
kaivalyäd…我獨一無二(advitiya-purusa)。只有我與我自己相等。我無人能及，

更何況是比我更偉大」《聖典博伽瓦譚》(5.3.17)。《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

(6.8)也說：「na tat-samaç cäbhyadhikaç ca dåçyate－主無人能及，更何況是比祂

更偉大。」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0.152)說︰ 
 

kåñëera svarüpa-vicära çuna, sanätana 
advaya-jïäna-tattva, vraje vrajendra-nandana 

薩拿坦啊，請聽聽主奎師那的永恆形象吧。雖然祂是毫無二元性的絕對真理，卻

作為南達大君之子，永存於巴佳。 
 
主奎師那的力量不可思議。祂是值得崇拜的父親，也是整個動與不動世界的原初

靈性導師。唯有祂是極堪崇拜的真象，也是微靈服務的對象。想到這點，阿尊那

一再頂拜說：「在這個世界，父親對兒子，朋友對朋友或情人對摯愛，都不會很

認真地計較他們的過錯。你是至尊聖主，卻懷著友情、父母和愛侶之愛，平等而

仁慈地與所有奉獻者交往，這使你快樂。從你的至尊地位來看，雖然我之前對你

的行為並不恰當，但以我們永恆友好的關係來說卻是恰當的。因此悅納我吧。 
 

我之前不曾看到你的宇宙形象。現在我的好奇心滿足了。看到這個形象，雖然我

感到快樂，卻因祂惡形惡相而心神不定。因此請再次向我展示你瓦蘇戴瓦之子的

形象吧，祂甜美至極，比我自己的生命親愛數百萬倍。」當阿尊那觀看宇宙形象

時，雖然瓦蘇戴瓦之子奎師那的人形形象就在阿尊那面前，卻被瑜伽瑪亞遮住

了。因此阿尊那看不見祂，並求祂向他展示祂的四臂形象。 
 

詩節四十六 
 

kiréöinaà gadinaà cakra-hastam  
icchämi tväà drañöum ahaà tathaiva 

tenaiva rüpeëa catur-bhujena  
sahasra-bäho bhava viçva-mürtte 

 
kiritinam－戴著王冠；gadinam－拿著棒槌；cakra-hastam－手執神碟；icchami
－希望；tvam－你；drastum－看見；aham－我；tatha eva－像那樣；tena－在

那個；eva－真正地；rupena－形象；catur-bhujena－四臂的；sahasra-baho－千

臂的人啊；bhava－存在；visva-murte－宇宙形象啊。  
 



我渴望看見你戴著王冠，手執棒槌和神碟的那個形象。千臂的人啊，宇宙形象

啊，懇請展現你的四臂形象。 
 
《要義甘霖》︰「在將來，每當你向我展現你的富裕面貌時，請僅是向我展現我

以前看過的，你瓦蘇戴瓦之子的人形形象。請向我展現極令人神往，賞心悅目的

形象。那個人形形象不像目前的這個宇宙形象，不是前所未見的(adrsta-purva)。
宇宙形象是你神聖逍遙時光的一部分，祂的富裕不太吸引我。」 

 
阿尊那懷著這個意圖，說：「請讓我覲見我以前看過的那個形象，祂戴著神聖寶

貴，寶石製成的頭盔。換句話說，我想看你誕生時向父母展現的那個形象。呈現

宇宙形象的人啊；千臂之人啊；請撤回目前這個宇宙形象，顯現你的四臂形象

吧。」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奎師那的原形是個少年(nava-kisora)，手執

笛子，穿著牧牛童裝束的俊美舞蹈家。這是奎師那的永恆形象。雖然祂是所有甜

美(madhurya)的化身，也完全齊備莊嚴的富裕。富裕也許會展現，但也不一定，

但是如果沒違反那些適合於人形逍遙時光的活動，就肯定稱為甜美。例如，奎師

那嬰兒時就殺死了普妲娜(Putana)，但這富裕的展現甚至毫無逾越祂嬰兒般的行

為。富裕是富裕之情壓倒人類活動之時。例如，主奎師那誕生時盛裝打扮，戴著

各種飾物，顯現在瓦蘇戴瓦和戴瓦葵面前，這種超越人類小孩的活動。這稱為富

裕和莊嚴的逍遙時光。 
 

在這裏，阿尊那觀看宇宙形象，這是富裕和莊嚴的逍遙時光。之後他祈求觀看他

熟悉的奎師那四臂形象，因為這適合於主奎師那的人形活動。以祂的兩臂形象與

亞達瓦族和潘度之子上演逍遙時光時，主奎師那有時會展現祂的四臂形象。杜瓦

爾卡的逍遙時光展示了某程度的富裕，巴佳的所有逍遙時光卻滿載甜美

(madhurya-mayi)；那是人形的(naravat)。 
 
當阿尊那用繩子綁住阿斯瓦塔瑪(Asvatthama)，即殺害朵帕緹五個兒子的兇手，

把他帶到她腳下時，朵帕緹原諒了阿斯瓦塔瑪。不過，比瑪無法原諒他，想殺死

他。那時候，為了保護他倆的誓言，也為了測試阿尊那的智慧聰敏度，主奎師那

展現了祂的四臂形象。《聖典博伽瓦譚》(1.7.52)說︰ 
 

niçamya bhéma-gaditaà draupadyäç ca catur-bhujaù 
älokya vadanaà sakhyur idam äha hasann iva 

聽到比瑪、朵帕緹和其他人的論點之後，四臂的主奎師那轉向祂親愛的朋友阿尊

那，面露微笑。  
 
有一次，奎師那與茹蜜妮(Rukmini)開玩笑時，她無法明白祂的話是甚麼意思，

倒地失去知覺。那時候，奎師那展現祂的四臂形象，用其中兩只手臂扶起她。祂



用另外兩只手臂整理她亂蓬蓬的頭髮，又擦乾淨她的臉。正如《聖典博伽瓦譚》

(10.60.26)所說的： 
 

paryaìkäd avaruhyäçu täm utthäpya catur-bhujaù 
keçän samuhya tad-vaktraà prämåjat padma-päëinä 

從睡椅一躍而起，主展現四臂形象，理順茹蜜妮的秀髮，用祂的蓮花手溫柔地輕

撫她的臉。 
 

有一次，在奎師那的巴佳逍遙時光期間，祂突然從娜莎之舞消失。牧牛姑娘在尋

找祂，祂站在她們的小徑上，展現了祂的四臂形象。她們看見祂就頂拜，然後繼

續尋找兩臂的夏姆遜達爾。與此同時，至高靈性情感的化身－施瑞瑪緹.茹阿迪

卡－來到那裏。奎師那看見她十分興奮，儘管竭盡所能，都無法保持祂的四臂形

象，它消失在祂的兩臂形象裏。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阿尊那所說的話：「現在我想看你那個頭戴王冠，

手執棒槌、神碟和其他武器的四臂形象。你從你的四臂形象展現了目前這個千臂

的宇宙形象。奎師那啊，我毫無懷疑地明白到，這個兩臂的夏姆遜達爾形象完全

超然，也是最高真理。祂是永恆的，吸引眾生的正是這個形象。主拿茹阿央那的

四臂形象，以你兩臂夏姆遜達爾形象的富裕逍遙時光展現，永恆存在。這個龐大

的宇宙形象，在創造之時從四臂的拿茹阿央那形象展現。這至尊知識滿足了我的

好奇心。」 
 

詩節四十七 
 

çré-bhagavän uväca 
mayä prasannena tavärjunedaà  

rüpaà paraà darçitam ätma-yogät 
tejo-mayaà viçvam anantam ädyaà  

yan me tvad anyena na dåñöa-pürvam 
 
sri bhagavan uvaca－最富裕的主說；maya－被我；prasannena－感到高興；tava 
－對你；arjuna－阿尊那啊；idam－這；rupam－形象；param－至尊；darsitam 
－展示了；atma-yogat－我個人的玄秘力量；tejah-mayam－璀璨的；visvam－宇

宙的；anantam－無限的；adyam－原初的；yat－它；me－我；tvat－比你；

anyena－被其他人；na drsta-purvam－前所未見的。  
 
至尊聖主說︰阿尊那啊，因為我悅納你，因此我以我不可思議的瑜伽瑪亞能量，

向你展示了我璀璨、無限和原始的宇宙形象。你是唯一看過這個形象的人。 
 



《要義甘霖》：「阿尊那啊，你向我祈禱：『至尊主啊，我想你向我展示莊嚴富

裕的形象』(《梵歌》11.3)，因此我向你展示了那個宇宙形象的人格性，那只是

我的部份面貌。看到它，你為甚麼會心神不定？而且，現在你想看我的人形形

象，正在央求我：『請大發慈悲，請大發慈悲！』你說話為甚麼這麼令人驚訝？

我只向你展示我的宇宙形象，沒向其他人展示，因為我悅納你。但只是對你，以

前不曾有人看過。你為甚麼不想再看？」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主奎師那對阿尊那說：「我應你所求，

透過我不可思議的能量，向你展示我的局部面貌，即我璀璨的宇宙形象。因為我

悅納你，所以我才這樣做。」在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的注釋，他把奎師那

的這個展現，比喻為珍貴的寶石和專業的戲劇演員。雖然珍貴的寶石只是單一物

品，卻展示繽紛的色彩滿足很多觀賞者。一位專業演員同樣演活各種各樣的角色

娛樂觀眾。同樣，雖然奎師那獨一無二，卻展現存在於祂之內的宇宙形象。這是

奎師那陳述之中的隱義。 
 

奎師那又再說：「因為你，半神人和很多奉獻者都看見這個形象。以前不曾有人

看過這個形象。當我作為潘度之子的使者前往杜爾猶丹的會議，多方遊說考爾瓦

族給潘度之子半個王國時，邪惡的杜爾猶丹試圖逮捕我。那時候，我在迪瑞托茹

阿斯崔、多個不同國家的國王和其他多個貴族面前展現我的宇宙形象，但是比斯

瑪、杜榮拿和那個會議上的所有聖人，卻無法忍受我形象的光芒，於是閉上了眼

睛。在迪瑞托茹阿斯崔的請求下，我賜他片刻的神聖視力，使他可以看到我的那

個形象。但你－阿尊那－是我的朋友，因此我向你展示了這個前所未見的形象，

因為我悅納你。」 
 

詩節四十八 
 

na veda-yajïädhyayanair na dänair  
na ca kriyäbhir na tapobhir ugraiù 
evaà-rüpaù çakya ahaà nå-loke  

drañöuà tvad anyena kuru-pravéra 
 
na－不；veda－《韋達經》；yajna－透過履行祭祀；adhyayanaih－透過研習；

na－不；danaih－透過履行苦行；na－不；ca－和；kriyabhih－以儀式活動；na
－不；tapobhih－苦行；ugraih－透過嚴厲的；evam-rupah－這樣；sakyah－有

可能；aham－我；nr-loke－在這個人類世界；drastum－被看見；tvat anyena－
除了被你之外；kuru-pravira－庫茹族之中的至尊英雄啊。  
 
庫茹族之中的大英雄啊，但對你來說，這個世界沒有人看過我的這個宇宙形象。

透過研習《韋達經》或祭祀、佈施、儀式或嚴酷的懺悔，都無法看到這個形象。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說：「透過研習《韋達經》等等程序，甚至都沒能力觀

看我向你展示的這個形象。除了你以外，我無法向任何人展示這個形象。心裏想

著你得到了最難得的對象，僅是把你的決心集中在那個最稀有的形象。看到這個

最稀有的形象之後，你為甚麼想再看我的人類形象？」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

話：「庫茹戰士之翹楚啊，透過研習《韋達經》或履行祭祀、佈施、宗教活動或

嚴酷的苦行，這個世界甚至都沒有人看過，我瑜伽瑪亞能量所展現的這個宇宙形

象。你是唯一看過的人。那些臻達了半神人地位的微靈，全都在他們的神聖之眼

和心意裏，觀看和憶念我的宇宙形象。在這個俗世，那些受制於錯覺，被愚昧蒙

蔽的人，無法看到這個神聖形象，但是我的奉獻者與我聯合，恆常專注於永恆有

知覺的真象，超然於錯覺和神聖。他們像你一樣對這個形象感到不自在，反而渴

望看我永恆而超然美麗的人形形象。」 
 

詩節四十九 
 

mä te vyathä mä ca vimüòha-bhävo  
dåñövä rüpaà ghoram édåì mamedam 
vyapeta-bhéù préta-manäù punas tvaà  

tad eva me rüpam idaà prapaçya 
 
ma te－你不應該；vyatha－可怕的；na－不；ca－和；vimudha-bhavah－困惑

的；drstva－看到了；rupam－形象；ghoram－可怕的；idrk－這樣的；mama－
我的；idam－這；vyapeta-bhih－無畏；prita-manah－心情愉快；punah－再

次；tvam－你；tat eva－正是那；me－我的；rupam－(四臂)形象；idam－這；

prapasya－觀看。  
 
看到這個可怕的形象，不要感到害怕或困惑。再次擺脫恐懼，歡欣鼓舞。盡情觀

看我漂亮的四臂形象吧。 
 
《要義甘霖》：「至尊主啊，你為甚麼不祝福我？縱使我不願意看，你都想強行

向我展示這個形象。看到你的莊嚴形象，我的軀體諸多問題，心煩意亂。我一再

失去知覺。從遠處頂拜你頂尖的富裕形象，我決不會再求你向我展示。請為此而

原諒我吧。請原諒我！請向我展示，你人形形象那月亮一樣的臉龐，你以它洒下

迷人淺笑的甘露。請向我展示那個臉龐吧！」 
 

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ma te開始的詩節，安慰忐忑不安的阿尊那。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看到懾人的宇宙形象，阿尊那感到非常害怕

和不安。至尊聖主安撫他說：「不要害怕，也不要激動。當朵帕緹在杜爾猶丹的



聚會上遭到羞辱時，比斯瑪、杜榮拿師和其他人一直默不作聲。甚至連於迪斯提

爾和其他潘度之子都無法保護她，繼續低頭坐著。杜爾猶丹、卡爾拿和其他人以

各種譏諷之詞嘲笑她，杜薩桑拍拍他的大腿，然後用盡全力拉扯朵帕緹身上的

布。在這種無助的情況下，朵帕緹完全皈依我。那時候，我發誓要毀滅反宗教、

邪惡的杜爾猶丹和他的所有追隨者。因此我肯定會執行這次大屠殺。你只是工具

而已。僅是為了讓你對此有信心，我才向你展示我憤怒、可怕的殲滅形象。你是

我永恆的朋友；因此我知道你不會喜歡這個形象。現在無畏地觀看，你求我向你

展示的那個形象吧。」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愚蠢的人不信任，沉思這個宇

宙形象。看到這個可怕的形象，你既不應該不安，也不要感到困惑。我的奉獻者

泰然自若，他們偏愛我超然的人形形象。因此我祝福你，不要為我的宇宙形象感

到不安或困惑。那些被我的甜美吸引的奉獻者，與這個宇宙形象互不相干。因為

你是我逍遙時光裏的朋友，因此你是我所有逍遙時光裏的工具。你不應該這樣心

神不定。現在放棄你的恐懼，愉快地看我永恆的人形形象吧。」  
 

詩節五十 
 

saïjaya uväca 
ity arjunaà väsudevas tathoktvä  

svakaà rüpaà darçayäm äsa bhüyaù 
äçväsayäm äsa ca bhétam enaà  

bhütvä punaù saumya-vapur mahätmä 
 
sanjaya uvaca－桑佳亞說；iti－因此；arjunam－對阿尊那；vasudevah－瓦蘇戴

瓦之子；tatha－和；uktva－說話；svakam－祂人格的；rupam－(四臂)形象；

darsayam asa－展示了；bhuyah－進一步；asvasayam asa－安慰；ca－和；

bhitam－對驚慌的(阿尊那)；enam－那；bhutva－變成；punah－再次；aumya-
vapuh－和藹的形象；maha-atma－寬宏大量的。  
 
桑佳亞說︰極寬宏大量的瓦蘇戴瓦之子主奎師那這樣說，然後再次展示祂的四臂

形象。之後，祂呈現和藹的兩臂形象，安慰驚慌的阿尊那。 
 
《要義甘霖》：如此一來，展示了祂極憤怒的局部擴展形象之後，至尊聖主應阿

尊那所求，展示了祂的四臂形象，那是甜美和富裕的合體，佩帶著頭盔、棒槌、

神碟等等。那寬宏大量的至尊人物再次展現祂戴著手鐲、耳環、頭巾、黃巾

(pitambara)和其他飾物，賞心悅目的兩臂形象，從而安慰驚慌的阿尊那。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桑佳亞正在描述接著發生的事。至尊主奎師

那撤回祂的千頭形象，展現祂膚色深如藍蓮花的四臂形象。祂在康薩王的監獄，



以這個形象展現為戴瓦葵之子。最後，祂展現極賞心悅目的兩臂形象，安慰驚慌

的阿尊那。 
 

詩節五十一 
 

arjuna uväca 
dåñövedaà mänuñaà rüpaà tava saumyaà janärdana 

idäném asmi saàvåttaù sa-cetäù prakåtià gataù 
 
arjuna uvaca－阿尊那說；drstva－看見；idam－這；manusam－人形的；rupam
－形象； tava－你的； saumyam－迷人的； jana-ardana－激勵眾心的你啊；

idanim－現在；asmi samvrttah－我成為了；sa-cetah－有知覺的；prakrtim－對

我之前的本性；gatah－回來了。  
 
阿尊那說︰激勵眾心的你(贊拿爾丹)啊，看見你迷人的人形形象時，我內心振

奮，恢復常態。 
 
《要義甘霖》：看見主奎師那最動人的形象，彷彿覺得沐浴於喜樂之洋，阿尊那 
說：「現在我恢復常態，內心振奮。」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那時候，現在毫不畏懼的阿尊那看見主奎師

那，先是祂極動人的四臂形象，然後是祂兩臂的夏姆遜達爾形象。阿尊那興高采

烈地說：「贊拿爾丹啊，看到你最迷人的人形形象之後，我恢復鎮靜，回復常

態。」   
 

主奎師那通常以祂的兩臂形象 (dvibhuja-rupa)，有時卻又以祂的四臂形象

(caturbhuja-rupa)，與亞達瓦族和潘度之子上演祂的逍遙時光。因此祂的四臂形

象又稱為人形的。在《聖典博伽瓦譚》(7.15.75)，拿茹阿達.牟尼對於迪斯提爾大

君描述主奎師那的人類形象：「güdhaà paraà brahma manuñya-liìgam－主奎師

那是隱藏在人形形象裏的絕對真理。」 
 

詩節五十二 
 

çré-bhagavän uväca 
su-durdarçam idaà rüpaà dåñöavän asi yan mama 
devä apy asya rüpasya nityaà darçana-käìkñiëaù 

 
sri bhagavan uvaca－最富裕的主說；su-durdarsam－非常罕見的；idam－這；

rupam－形象；drstavan asi－你看到了；yat－它；mama－我的；devah－眾神； 



api－甚至；asya－這個的；rupasya－形象；nityam－恆常；darsana-kanksina－
渴望看見。  
 
至尊聖主說︰你看到我的這個人類形象，其他人難得一見。甚至眾神都永遠渴望

覲見這個形象。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在這個和以下兩個以su-durdarsam開始的詩節解釋，祂

現在向阿尊那展示的那個靈性形象的光榮。「甚至連半神人都渴望觀看這個靈性

形象，卻永遠無法如願。但是你－阿尊那－卻不想看我的宇宙形象。這是恰當

的，因為你永恆品嚐我原初人形偉大的甜美(madhurya)。因此你怎會覺得這宇宙

形象賞心悅目？我賜給你神聖之眼，卻沒有賜給你相應的神聖心意。你專心致意

於我非常動人的人類形象，因此儘管我賜給你神聖視力，你都不太喜歡看見我其

他的[宇宙]形象。如果我賜給你恰當的神聖心意，那麼你都會像半神人一樣，被

我的宇宙形象吸引。」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主奎師那正在目前這個詩節解釋，祂人形形

象的光榮。祂對阿尊那展示祂的恩慈最獨特的面貌，說：「你看著的這個人類形

象極為罕見。甚至連半神人都看不到。」《聖典博伽瓦譚》第十篇的《獻給戴瓦

葵子宮的禱文(Garbha-stotra)》說，甚至半神人都難以看見這個形象。你是我的

永恆奉獻者，品嚐我人類形象的偉大甜美。因此你不喜歡宇宙形象。我給了你神

聖之眼，卻沒有給你神聖心意。如果我給了你神聖心意，那麼你都會像半神人一

樣，被這個宇宙形象吸引。因為你是我永恆的朋友，因此決不會放棄你和我的友

誼，因此這個人類形象對你來說非常賞心悅目。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阿尊那啊，你現在看到的形象

非常罕有。甚至連布茹阿瑪和茹卓等等半神人，都恆常渴望看這永恆形象。如果

你奇怪，這個人人都看見的人類形象怎樣非常稀有，那麼我想對你解釋這項真

理。留心聽著。 
 

與我主奎師那超然形象有關的察知有三種：愚昧之徒的察知(avidvat-pratiti)、透

過推理的察知(yauktika-pratiti)和基於超然知識的察知(vidvat-pratiti)。Avidvat 
pratiti是愚昧之徒的察知，只是基於體驗主義的知識而已。他們把我的永恆靈性

形象看作是世俗和短暫的。透過這樣的察知，無法了解這個靈性形象的至尊性。

透過推理[divya-pratiti(yauktika-pratiti)]，半神人、為知識感到自豪的人，認為

我的靈性形象世俗而短暫。他們接受其中一個永恆真象：我那個遍及整個宇宙的

宇宙形象，即我那個否定宇宙的面貌。他們斷定，我的人類形象只是短暫的崇拜

方法。不過，透過基於超然知識的察知(vidvat-pratiti)，我具有靈性視力的奉獻

者覺悟到，我的人類形象直接是永恆、知識和喜樂的居所。甚至連半神人都很少

有這類有覺悟的眼光。在半神人之中，只有布茹阿瑪和施瓦永遠渴望看見我的人



類形象，他們是我的純粹奉獻者。看到這個宇宙形象，透過我的恩慈，你就明白

到我永恆形象的至尊無上。因為你懷著友誼，對我履行純粹奉愛。」 
 

詩節五十三 
 

nähaà vedair na tapasä na dänena na cejyayä 
çakya evaà-vidho drañöuà dåñöavän asi mäà yathä 

 
na－不；aham－我；vedai－透過研習《韋達經》；na－也不是；tapasa－透過 
苦行；na－不；danena－透過善舉；na－也不是；ca－和；ijyaya－透過祭祀；

sakya－有可能；evam-vidhah－這樣；drastum－看見；drstavan asi－你看到

了；yan－它；mama－我的。  
 
僅是研習《韋達經》、修習苦行、佈施或履行祭祀，不可能看見你現在看到的，

我這極稀有的形象。 
 
《要義甘霖》：「如果某人像你一樣，想看我永恆的兩臂人類形象，認為祂是人

類努力的精華，儘管他們履行研習《韋達經》和進行苦行等等這樣的程序，都無

法知道或看見。在這方面要有信心。」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研習《韋達經》或履行苦行、佈施、崇拜等

等，都無法覲見到奉獻者阿尊那看到的，主奎師那最賞心悅目的永恆人形形象。

《聖典博伽瓦譚》(11.12.9)說： 
 

yaà na yogena säìkhyena däna-vrata-tapo-’dhvaraiù 
vyäkhyä-svädhyäya-sannyäsaiù präpnuyäd yatnavän api 

儘管千辛萬苦地履行修習，例如玄秘瑜伽、哲學思辨、佈施、誓言、苦行、履行

祭祀、教導韋達曼陀、研究韋達經典或進入棄絕的生命階級等等，都得不到我。 
 
而且說︰ 

 
na sädhayati mäà yogo na säìkhyaà dharma uddhava 

na svädhyäyas tapas tyägo yathä bhaktir mamorjitä 
《聖典博伽瓦譚》(11.14.20) 

我親愛的烏達瓦，我只受制於我純樸正直的奉獻者給我的奉愛。我決不會受制於

那些只研究數論哲學或其他經典，或履行玄秘瑜伽、虔誠善舉、苦行或棄絕的

人。 
 

詩節五十四 
 



bhaktyä tv ananyayä çakya aham evaà-vidho ’rjuna 
jïätuà drañöuï ca tattvena praveñöuï ca parantapa 

 
bhaktya－透過奉愛服務；tu－僅是；ananyaya－以專一的；sakya－有可能；

aham－我；evam-vidhah－這樣(以這獨特的人形形象)；arjuna－阿尊那啊；

jnatum－知道；drastum－看見；ca－和；tattvena－真正的；pravestum－加入

(與我的聯誼)；ca－和；parantapa－懲敵者啊。  
 
阿尊那啊，制敵者，只是透過專一的奉愛，就可以實際地知道和看見我優美的人

形形象，在我的居所與我聯誼。  
 
《要義甘霖》：「那麼以哪種方法才可以臻達你？」預料到阿尊那的這個問題，

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bhaktya開始的詩節。「儘管渴望得到非人格解脫，卻只能

借助奉愛進入非人格梵那一面。沒有其他方法。棄絕了以知識為主的奉愛之後，

思辨家的知識最後都有輕微的發展。他們的成就僅是這樣。他們藉此得到非人格

解脫。如實地知道了我的身份，他們稍後加入我。」我之後會在《梵歌》18.55解
釋和確立這點。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只有懷著專一奉愛的人，才有可能看見這個

賞心悅目的人類形象。在這方面，《聖典博伽瓦譚》(11.12.8)說︰  
 

kevalena hi bhävena gopyo gävo nagä mågäù 
ye ’nye müòha-dhiyo nägäù siddhä mäm éyur aïjasä 

只是因為專一地對我奉愛，巴佳的居民，例如牧牛姑娘、母牛、動物、卡利亞等

等蛇族，雙胞胎銀杏樹、灌木叢和小樹叢等等其他知覺被蒙蔽的不動實體，他們

的生命全都達到了完美，來到我這裏。 
 
而且《聖典博伽瓦譚》(11.14.21)說︰ 

 
bhaktyäham ekayä grähyaù çraddhayätmä priyaù satäm 

bhaktiù punäti man-niñöhä çva-päkän api sambhavät 
只有滿懷信心地履行奉愛，才可以臻達我。我的奉獻者天生鍾愛我，把我作為唯

一的靈性專注目標。對我履行靈性專注，甚至連出身低微的吃狗者，都可以淨化

自己。 
 

詩節五十五 
 

mat-karma-kån mat-paramo mad-bhaktaù saìga-varjitaù 
nirvairaù sarva-bhüteñu yaù sa mäm eti päëòava 

 



mat-karmakrt－把他的工作獻給我；mat-paramah－使我成為他的終極庇蔭；

mat-bhaktah－對我修習奉愛服務(透過聆聽和唱頌我的榮耀等等各個奉愛支體部

份)； sanga-varjitah－毫無(物質主義的)依附；nirvairah－沒有敵意；sarva-
bhutesu－對任何生物；yah－他；sah－他；mam－對我；eti－來；pandava－潘

度之子啊。 
 
潘度之子啊，一生專一地致力於我，認為我是唯一的至尊目標，投入於聆聽和唸

誦等等各個奉愛支部，毫無世俗依附，毫不敵視任何生物，唯有這樣的人才臻達

我。 
 
《要義甘霖》：現在，在這個以mat-karmakrt開始的詩節，至尊聖主解釋祂專一

奉獻者的特性，總結第七章開始的奉愛探討。Sanga-varjitah表示「不依附結

果，也沒有不良聯誼。」  
 

第十一章的要旨是，阿尊那堅信主奎師那的偉大富裕，也相信他會在戰爭中獲

勝。 
 

由此結束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所寫的 
《要義甘霖的注釋)》(令奉獻者快樂並得到所有聖人接受的注釋)， 

顧及明確精微之處的譯文：《聖典博伽梵歌》第十一章。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這個詩節，主奎師那正在解釋，托庇專一

奉愛的奉獻者所遵循的奉愛支部。「只有那些擺脫了所有世俗依附，也不嫉妒眾

生，履行為我建廟、打掃廟宇、服務荼爾茜女神、聆聽，唱頌和憶念主哈瑞的題

旨等等活動，藉此對我履行專一奉愛的人，才是我的奉獻者。」 
 
《聖典博伽瓦譚》(11.11.38-39)也發表了類似的陳述：  

 
mamärcä-sthäpane çraddhä svataù saàhatya codyamaù 

udyänopavanäkréòa- pura-mandira-karmaëi 
sammärjanopalepäbhyäà seka-maëòala-vartanaiù 
gåha-çuçrüñaëaà mahyaà däsa-vad yad amäyayä 

應該有信心地在廟裏安奉我的神像形象。如果無法獨力履行這項工作，應該在其

他人幫助下作出努力。他應該為我開墾花園和果園，興建城市和廟宇，還有各個

慶祝我逍遙時光慶典的地方。他應該像忠實和專注的僕人一樣，真誠地在廟裏服

務，打掃、清洗、把芳香的水洒遍廟宇和履行各項服務。 
 

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著述：「我的奉獻者是那些只視我為至尊目標，不渴

求其他目標的人，例如住在天堂星球等等。他們投入於品嚐，聆聽和唱誦我的名

字、形象等等九種奉愛的甘露。那些毫不依附活動結果，沒有不良聯誼，不敵視



眾生的人，認為他們的痛苦是自己以前活動的結果，對那些敵視他們的人也毫無

敵意。反而同情他們。只有這樣的人，才臻達我這奎師那的形象，其他人不

能。」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在他的《Vidvat-ranjana》注釋著述：「這一章確立了，

祂的形象是至尊庇護所，與宇宙形象、主奎師那的時間形象，甚至是祂的主維施

努形象相比，這也是終極堪受崇拜的真象。除了主奎師那永恆而最有吸引力的人

類形象之外，奉獻者不受至尊主的其他展現吸引。唯有主奎師那的那個形象，才

是所有甘露盈盈情感之洋(akhila-rasamrta-sindhu)，也是至尊甜美唯一的居所

(parama-madhurya-bhava)，透過確定這點來總結這一章。」 
 

由此結束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所寫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典博伽梵歌》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奉愛瑜伽 

(Bhakti-Yoga) 
透過純粹奉愛服務而行的瑜伽 

 
詩節一 

 
arjuna uväca 

evaà satata-yuktä ye bhaktäs tväà paryupäsate 
ye cäpy akñaram avyaktaà teñäà ke yoga-vittamäù 

 
arjunah uvaca－阿尊那說；evam－這樣；satata-yuktah－不斷專注於你；ye－
他；bhaktah－奉獻者；tvam－你；paryupasate－崇拜；ye－他；ca－和；api－
也；aksaram－不朽的；avyaktam－不展現的；tesam－他們的；ke－哪個？；

yoga-vittama－那些瑜伽知悉者之翹楚。  
 
阿尊那說︰根據你之前的解釋，有些奉獻者堅定不移(nistha)，不斷投入於崇拜 
你的夏姆遜達爾形象，還有那些崇拜非人格面貌的。兩者之中，誰的瑜伽知識較

優秀？ 
 
《要義甘霖》：在這第十二章，至尊聖主確認各種奉獻者都勝過思辨家。而在奉

獻者之中，只有那些擁有不妒忌等等品質的人受到榮耀。 
 
介紹奉愛主題時，阿尊那聽說那些有信心，對至尊聖主履行靈性專注，內心致力

於祂的人，是各種瑜伽師之翹楚。這是至尊聖主(《梵歌》6.47)的意見。阿尊那



在這樣的介紹性陳述，聽到奉獻者的至尊性，由於渴望聆聽多一點那種至尊性的

事，於是就在這部分終結時再進一步詢問。「你解釋了，satata yuktah表示『那

些致力於為你履行工作的人』。那些具有你之前所述徵兆的人，投入服務你的夏

姆遜達爾形象。其他人則崇拜《Brhad-aranyaka Sruti》所述，無形貌的不朽梵︰

『嘎爾給(Gargi)啊，婆羅門知道這不朽靈魂(aksara)不粗糙(asthula)，不精微

(asuksma)，也不渺小(ahrasva)等等。』這兩類認識瑜伽的人，哪一類更高？即

是說，哪一個熟悉更好的方法去認識和得到你？」  
 

在這裏，原來的詩節用了yoga-vittama這詞語。yoga-vittara這詞語一般用來比較

兩類崇拜者，yoga-vittamah這詞語則表示最高的，用來確定各種履行崇拜者之翹

楚。用了vittamah這個字，阿尊那不僅比較兩者，更想知道哪一種是最好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各種為了迅速臻達至尊主而實踐的修習之

中，履行純粹奉愛最簡單，最容易，也最自然。它的影響力始終如一。這一章確

定了純粹奉愛更高。 
 

到目前為止，阿尊那一直屏氣凝神地聆聽至尊主奎師那的訓示。在第六章的

yoginam api sarvesam(6.47)詩節，主奎師那說，在果報工作者、冥想者、履行嚴

酷苦行者等等所有瑜伽師之中，履行奉愛的人更高。在第七章的mayy asakta-
manah(7.1) 詩 節 ， 祂 說 托 庇 奉 愛 瑜 伽 是 最 好 的 。 在 第 八 章 的 prayana  
manasacalena(8.10)詩節，祂描述瑜伽力量的榮耀。在第九章的 jnana-yajnena 
capy anye(9.15)詩節，祂談到思辨瑜伽，而在第十一章結尾的mat-karma-krn 
paramo(11.55)詩節，祂又描述到奉愛瑜伽的超卓性。聽過這不同類型的瑜伽之

後，阿尊那無法確定哪一種更好︰崇拜雅淑妲之子夏姆遜達爾主奎師那的人格形

象，還是崇拜沒能量、無形象(nirakara)、不展現(avyakta-svarupa)和無形貌的

(nirvisesa)梵。在這兩類瑜伽師之中，哪一類有更高的瑜伽知識？透過yoga-
vittamah這些字句，阿尊那正在問，誰是所有瑜伽師之翹楚。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阿尊那所說的話：「奎師那啊，從你至今傳授的所

有訓示，我明白到有兩類瑜伽師。一種受制於對你的專一奉愛，把所有身體和社

會活動統統獻給你，藉此崇拜你。另一類瑜伽師遵循無私活動的原則，只是根據

他的需要來履行身體和社會的活動，也履行與梵有關的瑜伽，托庇你不朽和不展

現的非人格面貌。這兩類瑜伽師，誰更優秀？」 
 

詩節二 
 

çré bhagavän uväca 
mayy äveçya mano ye mäà nitya-yuktä upäsate 
çraddhayä parayopetäs te me yuktatamä matäù 

 



sri bhagavan uvaca－最富裕的主說；mayi－在我內裏；avesya－專注；manah－
心意；ye－他；mam－我；nitya-yuktah－恆常相連；upasate－崇拜；sraddhaya
－信心；paraya－以超然的(毫無物質自然形態)；upetah－投入於；te－那些；

me－被我；yuktatamah－那些瑜伽知悉者之翹楚；matah－被視為。  
 
至尊聖主說︰有超然信心，即超越物質自然三種具牽制力的影響，專心致意於我

的夏姆遜達爾形象，恆常懷著專一的奉愛崇拜我，那些瑜伽師是那些熟悉瑜伽學

問者之翹楚。這是我的意見。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回應阿尊那上一個詩節的問題說：「以擺脫了物質自然

形態的信心，專心致意於我的夏姆遜達爾形象，恆常渴望與我團聚，我的奉獻者

是那些瑜伽師之翹楚。」正如《聖典博伽瓦譚》(11.25.27)所述，「集中於自我

(atma)的信心，是物質善良形態的(sattva-guna)；集中於活動的信心，是物質情

欲形態的(rajo-guna)，集中於反宗教活動的信心，是物質愚昧形態的(tamo-
guna)。但是那種以服務我為目標和焦點的信心，則完全擺脫了物質自然形

態。」目前這個詩節說：「我專一的奉獻者是瑜伽師之翹楚。」由此可以斷定，

與專一的奉獻者相比，其他人，例如奉愛夾雜了知識或業報的那些人，都只歸類

於那些對瑜伽有認識的人。他們不是那些瑜伽知悉者之翹楚。因此奉愛勝過知

識，而在奉愛之中，以專一的奉愛為至尊。這裏確立了這點。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主奎師那聽到阿尊那的問題非常高興，

說：「恆常懷著超然信心和純粹奉愛崇拜我，專心致意於我的夏姆遜達爾形象，

我只認同那些人是瑜伽師之翹楚。」事實上，頂尖的瑜伽師就是純粹奉獻者。奉

愛夾雜了知識和業報的瑜伽師，比他們略為遜色。因此奉愛瑜伽比思辨瑜伽更

好，因為只能透過奉愛瑜伽，履行純粹和專一的奉愛。原本的詩節所述的

sraddha這個字，表示「堅信經典、靈性導師和至尊主的陳述」。正如《永恆的

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62)所述： 
 

çraddhä’-çabdeviçväsa kahe sudåòha niçcaya 
kåñëe bhakti kaile sarva-karma kåta haya 

堅信只是對主奎師那履行奉愛，就完成了一切，這就是信心(Sraddha)。 
  
在另一個地方也說：「 sraddhä tv anyopäya-varjam kåñëonmukhé citta-våtti-
viçeñah－只是朝著奎師那，完全不想遵循其他程序，那樣的心意傾向稱為信心

(sraddha)。」 
 
《聖典博伽瓦譚》(11.25.27)描述四種信心︰ 

 
sättviky ädhyätmiké çraddhä  

karma-çraddhä tu räjasé 



tämasy adharme yä çraddhä  
mat-seväyäà tu nirguëä 

對涉及自我科學經典的信心是善良形態的；與果報活動有關的信心是情欲形態

的；對罪惡活動的信心是愚昧形態的；服務我的信心則超越各種物質自然形態。 
 
在這裏，應該明白到，nirguna這個字表示「超然和超越物質品質」。它並不表

示「完全沒有品質」。因此，懷著超越各種自然形態之信心的奉愛瑜伽師是最好

的。至尊主奎師那旨在傳授這種理解。 
 

詩節三至四 
 

ye tv akñaram anirdeçyam avyaktaà paryupäsate 
sarvatra-gam acintyaï ca küöastham acalaà dhruvam 
sanniyamyendriya-grämaà sarvatra sama-buddhayaù 

te präpnuvanti mäm eva sarva-bhüta-hite ratäù 
 
ye－那些人； tu－但是；aksaram－不朽的靈魂；anirdesyam－難以形容； 
avyaktam－沒有任何物質形象和品質；paryupasate－他們崇拜；sarvatra-gam－

全面遍透的；acintyam－超越世俗邏輯；ca－和；kuta-stham－均一的，存在於

所有時間相位的；acalam－不動的，沒有生長等等六種生物徵兆的；dhruvam－

永恆的；sanniyamya－控制的；indriya-gramam－那些感官；sarvatra－在所有情

況下；sama-buddhaya－得到同樣的對待；te－他們；prapnuvanti－得到；mam
－我；eva－肯定地；sarva-bhuta－所有生物的；hite－對福祉；rata－依附於。  
 
但是那些控制感官，在所有情況下都維持同一眼界，為眾生從事福利活動，崇拜

我難以形容，不展現，全面遍透，不可思議，永恆不變，無特徵非人格梵面貌的

人，也只臻達我一個。  
 
《要義甘霖》：「那些崇拜我非人格面貌的人，比不上我的奉獻者。」為了確立

這個原則，至尊聖主講述這兩個以ye tu開始的詩節。Aksara表示難以言喻的梵，

因為祂不展現，沒形象 (avyaktam)，全面遍透而永恆 (dhruvam)。它不轉變

(acalam)，但時刻都始終如一地存在(kuta-stham)。無法以邏輯理解。mam eva這
個片語表示「他們只臻達我一個。換句話說，不朽的(aksara)梵和我之間沒有差

別。」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說：「那些以受控的感官和同等的

眼界，為眾生從事福利活動，崇拜我不朽，難以形容和不展現非人格面貌的人，

唯 有 履 行 了 麻 煩 的 修 習 之 後 ， 最 終 才 得 到 我 。 」 從 brahmano hi 
pratisthaham(《梵歌》14.27)這個詩節明白到，主奎師那正是非人格梵的基礎和

庇蔭。因此非人格梵的崇拜者，也間接地托庇主奎師那。主奎師那是所有堪受崇



拜真象的庇蔭，祂本人也是至尊堪受崇拜的對象。主茹阿瑪粲卓、主拿茹阿央

那、主尼星哈和非人格梵等等其他堪受崇拜的本體，他們的存在全都依賴奎師

那。托庇其他從屬而堪受崇拜的真理，那些崇拜者肯定也在奎師那的庇蔭之下。

所有堪受崇拜的真象都以奎師那本體為源頭和仰賴祂。  
 

雖然如此，在這裏所述的堪受崇拜真象之中，頭三個在真理上是一樣的，但是從

逍遙時光的觀點來看，卻有等級之分。那些托庇這些從屬真象的崇拜者，同樣也

有等級之分。梵是主奎師那肢體的光芒，即奎師那知識方面的不完全展現。因此

那些得到非人格解脫的人，間接地托庇主奎師那一個。不過，他們體驗不到愛意

盈盈地服務祂的那種喜樂。因此，儘管主奎師那給祂的奉獻者提供各種不同的解

脫，例如與祂合一(sayujya)等等，他們都不接受。《聖典博伽瓦譚》(3.29.13)說
明了這點： 
 

sälokya-särñöi-sämépya-särüpyaikatvam apy uta 
déyamänaà na gåhëanti vinä mat-sevanaà janäù 

要是不能服務我，儘管提供給我的奉獻者那些稱為salokya(與主住在同一星球)、
sarsti(與主同樣富裕)、samipya(恆常靠近主)和sarupya(與主的形象相似)等等形式

的解脫，他們都不會接受，更何況是在非人格解脫之中與祂合一。  
 

有些人認為崇拜不展現的真象，勝過崇拜夏姆遜達爾主奎師那的形象，祂是永

恆、知識和喜樂所組成的。但是至尊主奎師那正親自非常清楚地解釋，祂專一的

奉獻者比那些崇拜無形象非人格梵的人更高。而且，有些人認為：「崇拜梵極困

難，要長時間才達到完美，怎會不是更高？」他們認為在有特徵(saguna)和沒有

特徵的(nirguna)兩種絕對真理之中，沒有特徵的非人格梵是原初和更高的本體。

他們認為普通人無法為無特徵梵履行崇拜，因為這極麻煩，崇拜人格的有特徵絕

對真理卻易於履行；任何人都做得到。  
 

必需明白這些概念絕不正確。唯有奎師那才是原初的本體。梵本體仰賴祂，祂僅

是奎師那肢體的光芒而已。在《梵歌》(15.18)，主奎師那自己宣告，作為至尊人

物本人，祂勝過易於犯錯的(aksara)，也絕對可靠(kutastha)。   
 

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和其他《梵歌》評注家解釋，aksara-svarupa(不朽的實

體)表示 jiva-svarupa(個體靈魂)。聖茹阿瑪努佳師也解釋，它表示「個體靈

魂」，但是用pratyag-atma(字義是「每個靈魂」)表示。  
 

已經清楚描述了，至尊人物至尊絕對真理與不朽實體和絕對可靠的不一樣。這方

面應該參考《梵歌》(15.16-17)：「küöa-stho ’kñara ucyate－不變的人(kuta-stha)
稱為絕對可靠的」和「uttamaù puruñas tv anyaù－有另一個超然人物。」 

 



而且，無限的靈魂－絕對真理－的崇拜者也認為，只有微靈才是絕對真理：

「jévo brahmaiva näparaù－微靈正是絕對真理。」他們說，驅除了微靈的愚昧

時，梵覺者就變成梵。任何經典都沒表明，儘管達到梵境，微靈都會得到至尊靈

魂的性質。唯有主奎師那才是至尊絕對真理。《神訓經》和《輔典》不同的陳述

都確立了這點。《終極韋達(Vedanta)》也說，生物體決不能臻達至尊絕對真理

的境界。 
 
應該緊記經典所述至尊主的屬性，例如祂具備品質(saguna)、形象(sakara)和完全

獨特(savisesa)，這是超然和完全有知覺的。因此，至尊聖主是同時有特徵

(saguna)和沒有物質特徵的(nirguna)。那個有特徵和沒有物質特徵的，不是兩個

單獨的本體，而是同一本體的兩方面。 
 

詩節五 
 

kleço’dhikataras teñäm avyaktäsakta-cetasäm 
avyaktä hi gatir duùkhaà dehavadbhir aväpyate 

 
klesah－麻煩；adhikatarah－更加；tesam－對於那些；avyakta-asakta－依附不

展現的非人格面貌；cetasam－他們的心意；avyakta－不展現的；hi－因為；

gatih－狀態；duhkham－困難地；dehavadbhih－被那些體困的人；avapyate－
得到。  
 
心意依附非人格面貌的那些人歷盡千辛萬苦，因為那些認同軀體是自我的人，難

以對不展現的事物堅定不移。  
 
《要義甘霖》：「那麼，思辨家較低級嗎？」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kleso 
'dhikataras tesam開始的詩節，回應阿尊那的問題。「那些想體驗不展現絕對真

理(無限靈魂)的人，必須歷盡千辛萬苦才做得到。微靈難以試圖察知一些不具體

存在的事物。感官只能從聲音等等與各自感官有關的屬性獲取知識。它們無法得

到無品質或屬性事物的知識。」 
 
那些渴求絕對(真理)非人格面貌知識的人，必須控制感官，這樣做卻好像阻擋河

水湧流那麼難。正如在《聖典博伽瓦譚》(4.22.39)，薩勒.庫瑪爾對帕瑞圖大君

說：「懷著奉愛憶念至尊主蓮花趾的光芒，奉獻者就能輕易斬斷果報欲望組成的

心結。不過，儘管毫不傾向於世俗享樂，又能控制感官，毫無奉愛的瑜伽師都無

法像奉獻者那樣斬斷心結。因此放棄另外地努力控制感官等等，投入於崇拜主瓦

蘇戴瓦吧。那些渴望橫渡這個滿是感官鱷魚的物質存在之洋，修習瑜伽和其他程

序的人，如果未能托庇至尊主，就必須面對極度的困難。因此，國王啊，你也應

該接受最堪受崇拜至尊主的蓮花足，作為橫渡這個障礙重重，不可征服之洋的小

船。」 



 
縱使歷盡千辛萬苦之後，甚至都只是借助於奉愛，才臻達絕對靈魂的無特徵面

貌。沒有對至尊主奉愛，非人格梵的崇拜者不僅苦不堪言，更無法臻達梵。正如

主布茹阿瑪說：「撃打空大米殼的人，唯一的得益只是白費勁。」(《聖典博伽

瓦譚》10.14.4)。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修習期間和完美時，非人格梵的崇拜者都

面對痛苦。不借助奉愛，就沒有可以賜予完美的修習方法。以奉愛作為次要程

序，在它的支援下，那些崇拜絕對(真理)無特徵面貌的人，力求靈魂的知識。於

是奉愛女神賞賜他們奉愛的次要結果－梵覺，然後就消失。因此這些人一直品嚐

不到主奎師那極有益的聖名、形象、逍遙時光和品質。他們讓自己永恆地浸在與

梵合一的極痛之洋。這是自毀。因此《聖典博伽瓦譚》(10.14.4)說︰  
 

çreyaù-såtim bhaktim udasya te vibho 
kliçyanti ye kevala-bodha-labdhaye 

teñäm asau kleçala eva çisyate 
nänyad yathä sthula-tüñavaghätinäm 

我親愛的主，崇拜你是最佳的覺悟自我之途。放棄它而培養思辨知識的人，只會

經歷麻煩的程序，不會得到所渴求的結果。就像撃打空小麥殼的人得不到穀物，

僅是思辨推敲的人，也無法得到自我覺悟。他唯一的得益只是麻煩。  
 

對非人格梵思辨家來說，據說修習和完美階段都是麻煩的。另一方面，奉愛在修

習和完美階段都極討人喜歡和吉祥。《聖典博伽瓦譚》(4.22.39)說︰ 
 

yat-päda-paìkaja-paläça-viläsa-bhaktyä 
karmäçayaà grathitam udgrathayanti santaù 

tadvan na rikta-matayo yatayo ’pi ruddha- 
sroto-gaëäs tam araëaà bhaja väsudevam 

永恆地繼續服務祂蓮花趾的至尊聖主奉獻者，能輕易切斷渴望享受賦定職務之果

的牢固繩結。儘管試圖終止感官享樂的高漲浪潮，那些思辨家和瑜伽師等等不獻

身於祂的人，無法履行這項任務。因此建議你要對主奎師那，即瓦蘇戴瓦之子履

行靈性專注。 
 
而且，在12.4.40︰ 
 

saàsära-sindhum ati-dustaram uttitérñor 
nänyaù plavo bhagavataù puruñottamasya 

lélä-kathä-rasa-niñevaëam antareëa 
puàso bhaved vividha-duùkha-davärditasya 



物質存在的森林之火產生各種不同的痛苦，對於那些飽受煎熬，渴望橫渡不可征

服物質愚昧之洋的人，除了服務至尊主哈瑞逍遙時光甘露盈盈的敘述的那艘小船

之外，就沒有其他小船。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思辨瑜伽師和奉愛瑜伽師之間的差別在於，奉愛

瑜伽師在修習階段能輕易培養那臻達至尊目標，即至尊聖主的程序，並在適當時

間無畏地臻達完美境界。另一方面，思辨瑜伽師在修習期間會專注於不展現的真

象，必須費盡周章，修習那個基於否定所察知事物的概念。這個否定程序所需的

思想方式與愛的天賦相反，以致生物體不快樂。這個程序的完美階段也不是全無

恐懼，因為在修習階段完成之前，仍然覺悟不到至尊主的永恆本質。因此對思辨

瑜伽師來說，甚至連至尊目的地都苦不堪言。  
 

微靈是永恆的有知覺實體。如果微靈融入不展現狀態，就摧毀了他應該要接受的

固有本性。因為認同了自己是絕對真理，因此培養了深刻印象，認為自己是至

尊。一旦對真正本性存有這種不完美理解，就難以放棄這個受條件限制的意識知

覺。 
 
對體困生物體來說，在修習和達到目標時，冥想不展現之物都只導致痛苦。事實

上，生物體天生有意識知覺，也有靈性軀體。因此這不展現或非人格的冥想，與

生物體自己的永恆形象相反，僅是痛苦之源。唯有奉愛瑜伽才是微靈的永恆吉祥

之源。沒有奉愛而獨立地修習思辨瑜伽時，它總是變成不祥之源。因此，透過崇

拜無形象，不變而全面遍透的非人格面貌(nirvisesa-svarupa)而履行的自我覺悟程

序，完全不值得讚揚。」 
 
 

詩節六至七 
 

ye tu sarväëi karmäëi mayi sannyasya mat-paräù 
ananyenaiva yogena mäà dhyäyanta upäsate 

teñäm ahaà samuddhartä måtyu-saàsära-sägarät 
bhavämi na cirät pärtha mayy äveçita-cetasäm 

 
ye－無論誰； tu－但是； sarvani－所有；karmani－活動；mayi－對我；

sannyasya－棄絕了；mat-parah－致力於臻達我；ananyena－堅定不移的；eva－
肯定地；yogena－連繫；mam－我；dhyayantah－冥想著；upasate－崇拜；

tesam－對於那些；aham－我；samuddharta－解救者；mrtyu-samsara－死亡和

再生；sagarat－從海洋；bhavami－成為；na carat－不久；partha－帕爾塔啊；

mayi－在我內裏；avesita-cetasam－專心致意的。  
 



帕爾塔啊，但是那些懷著純粹奉愛，讓自己專注於崇拜我，為了臻達我而把所有

活動奉獻給我的人，我很快就讓他們從生死之洋獲救。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說：「僅是透過奉愛，不需要思辨知識，我的奉獻者就

喜樂地脫離物質存在。」在這裏，sannyasya這個字表示「棄絕」。「不管誰為

了臻達我而放棄所有賦定職務，不理會果報活動、經驗主義的知識、苦行和其他

程序，懷著專一奉愛崇拜我，都輕易而快樂地擺脫物質世界。」正如《聖典博伽

瓦譚》(11.20.32-33)說：「履行果報活動、苦行、經驗主義的知識和棄絕所得的

一切結果，還有我奉獻者的一切渴望，不管是天堂星球、解脫或住在我的居所，

只要對我履行奉愛瑜伽，全都可以輕易得到。」   
 

《Narayaniya-moksa-dharma》也說：「為了實現人生四大目標而履行修習的人

所領受到的結果，托庇主拿茹阿央那的人，不需額外費勁就可以得到。」 
 

「如果有人問：『他們以哪種修習跨越這個物質世界？』那就聽著。這個問題本

身並不恰當，因為儘管他們不履行任何修習，我都親自解救他們。」從這個陳述

明白到，至尊主只對祂的奉獻者，而非思辨家展示祂的愛(vatsalya-bhava)。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之前的兩個詩節，至尊聖主解釋對祂專一

奉愛的榮耀和祂專一奉獻者的榮耀。履行這種專一奉愛和領受到至尊主之恩，純

粹奉獻者可以非常輕易地橫渡物質存在之洋，得以極喜樂而愛意盈盈地服務至尊

聖主。 
 
奎師那本人是絕對(真理)非人格面貌的庇蔭或基礎。這主奎師那，至尊人格首神

─除了祂自己之外，沒有其他源頭的那個首神形象─也是超靈和所有神聖化身之

源。知道這個事實的奉獻者，在奉獻者的聯誼之中托庇獨一無二的專一奉愛。如

上所述，在修習或完美階段，他都不必經歷那些崇拜無特徵和無形象梵的人所體

驗的困難。他不久就能輕易滿懷純愛地服務至尊聖主。 
 
介紹托庇這種專一純粹奉愛的奉獻者時，至尊聖主說：「這種專一奉獻者認為，

社會階級的賦定職務和靈性晉階是奉愛障礙而徹底放棄。他們認為對我的愛心服

務是唯一值得達到的目標，透過聆聽、唱誦和憶念我的名字、形象、品質和逍遙

時光，他們懷著專一的奉愛投入於崇拜我。甚至在修習階段期間履行聆聽、唱誦

等等的時候，他們都全神貫注於我。這樣的奉獻者一心依附於我，也全神貫注於

我，我很快拯救他們離開這個極難跨越的物質存在之洋。他們不必像思辨家和瑜

伽師那樣，擔憂怎樣橫渡這片汪洋。而且，他們要儘快臻達我，無法容忍任何延

遲。我把他們放在我的坐騎－嘎努達－背上，很快就把他們帶到我的居所。他們

不是透過思辨家和瑜伽師所遵循的光明之途等等，逐漸得到解脫。透過我自己的

意願，我使他們擺脫這個虛幻世界，把他們帶到我的居所，讓他們履行滿載純愛

的奉愛服務。」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物質存在之洋的特點是生和

死，我很快就解救那些托庇於我人格形象的人。這樣的人把所有身體和社會活

動，完全從屬於我的奉愛，恆常都冥想我。透過對我的專一奉愛程序，他們崇拜

我永恆俊美的奎師那人形形象。如此一來，他們完全專心致意於我。換句話說，

在受條件限制的狀態，我讓他們從這個虛幻物質存在的束縛之中解脫出來。切斷

了假象對他們的牽制之後，我保護他們免於死亡，即以為自己與我沒有分別。對

於那些依附不展現事物的人來說，這個自毀的一體概念招致不祥。我的誓言是ye 
yathä mäà prapadyante taàs tathaiva bhajämy aham(《梵歌》4.11)。由此明白

到，那些冥想不展現(avyakta)事物的人，融入我的不展現面貌。這樣我哪有損

失？臻達了這樣的目的地，就撤銷或毀掉了微靈固有形象的重要性或效用。」 
 

詩節八 
 

mayy eva mana ädhatsva mayi buddhià niveçaya 
nivasiñyasi mayy eva ata ürddhvaà na saàçayaù 

 
mayi－對我(以夏姆遜達爾的形象)；eva－只是；mana－心意；adhatsva－專注

(或憶念)；mayi－於我；buddhim－智慧；nivesaya－供奉或放置；nivasisyasi－
你會住在；mayi－靠近我；eva－肯定地；atah urddhvam－因此在放棄軀體時的

最後一刻；na samsayah－毫無疑問。  
 
專心致意於我的夏姆遜達爾形象，把你的智慧供奉給我。這樣，離開你的軀體

時，你肯定會與我住在一起。這點毫無疑問。 
 
《要義甘霖》：「因為我的奉愛是至高無上的程序，因此你應該僅是履行奉

愛。」這樣教導阿尊那，至尊聖主正在這裏以mayy eva開始，講述三個詩節。祂

用eva這個字，禁止崇拜非人格面貌。至尊聖主說mayi，意指「對我」。「你應

該獨一無二地專心致志於我的夏姆遜達爾形象，祂穿著黃衣，戴著森林百花串成

的美麗花環。換句話說，憶念我，把你具辨別力的智慧集中於我；即是說，只是

想著我。這種想法應該符合那些確立冥想的經典陳述。那麼你最終只會住在《韋

達經》所述的我附近。」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主奎師那正在這裏這幾個詩節解釋，祂專一

奉獻者採納的修習。首先，祂對阿尊那說：「阿尊那啊，我很快就拯救那位致力

於我，放棄了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的專一奉獻者，脫離生死之洋，我賜予他愛

意盈盈地為我做奉愛服務。因此，你應該獨一無二地專注於我，即至尊梵，至尊

超然真象。消除心裏所有感官滿足的渴求，只是專心致志於憶念我。」心意傾向

於接受(sankalpa)和拒絕(vikalpa)。因此，為了讓心意專注於任何與至尊主有關

的事物，使心意離開所有感官對象之後，必須把智慧皈依給祂。以堅定智慧得到



了至尊主靈性形象的知識，就知道只有祂才是至尊堪受崇拜的真象。履行聆聽、

唸誦和憶念等等修習，把純粹智慧的各項功能都朝著祂。這會使心意受控於這樣

的堅定智慧，然後就會自動全神貫注於憶念祂。在這樣的狀態之中，你與祂恆常

都會很親近。 
 

因此，使阿尊那成為祂的工具，至尊聖主正在指導我們所有人，唯有奉愛才是最

好的修習和最好的目標(sadhya)。因此我們唯一的職務是專心致志於祂，把智慧

獨一無二地皈依祂，恆常憶念夏姆遜達爾永恆的形象。做到這點，就會得到奉愛

修習的最高成果︰成為祂的同遊，得到純粹純愛。這點毫無疑問。這樣就解釋

了，奉愛瑜伽的成就和奉愛修習者所臻達的目的地至高無上。 
 

詩節九 
 

atha cittaà samädhätuà na çaknoñi mayi sthiram 
abhyäsa-yogena tato mäm icchäptuà dhanaïjaya 

 
atha－又如果；cittam－心意；samadhatum－專注於；na saknosi－你無法；

mayi－對我；sthiram－穩定地；abhyasa-yogena－透過實踐瑜伽；tatah－那麼；

mam－我；iccha－強烈的殷切；aptum－要臻達；dhananjaya－致富者(阿尊

那)。  
 
致富者(丹南佳亞)啊，如果你無法讓心意穩定地專注於我，那就透過修習，發展

殷切熱忱，渴望臻達我吧。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對那些無法直接憶念祂的人，解釋那個可以這樣憶念祂

的方法。祂說：「一再控制到處飛馳的心意，應該修習專一地專心致志於我的形

象。這就是瑜伽。心意有如江河，流向形象和味道等等可憎的世俗感官對象，應

該透過徹底抑制心意的修習，把心意的河道逐漸固定於我最美麗的形象、品質等

等。」 
 

目前這個詩節強調dhananjaya這個字。正如阿尊那征服了很多敵人，累積了大量

財富(dhana)，他同樣也能透過征服和控制他的心意，得到冥想至尊主的這份財

富。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上一個詩節，至尊聖主教導每個人把心意

和智慧專注於祂，專一地對祂奉愛。因此可能會提出下列問題︰正如恆河流向海

洋，心意恆常高速奔向至尊聖主，那些人很快就可以臻達祂；這點毫無疑問。不

過，那些並非堅定地傾向至尊主的人，可以用甚麼方法得到祂？至尊聖主給予第

二個選擇作為回應。「那些無法透過之前所述的方法，堅定而穩定地專心致志於

我的人，應該努力透過修習來得到我。這表示他們應該逐漸控制心意傾向，使它



不受各種感官對象吸引，努力專心致志於我。這樣的努力稱為瑜伽修習。心意藉

此慢慢依附我，之後就易於臻達我。」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之前所述的那種純愛毫無動

機，是致力於我的那個心意的永恆功能。要得到這純愛，需要持恆的修習。如果

你無法穩定地專心致意於我，那麼你還是從事瑜伽修習比較好。」 
 

詩節十 
 

abhyäse ’py asamartho’si mat-karma-paramo bhava 
mad-artham api karmäëi kurvan siddhim aväpsyasi 

 
abhyase－履行(甚至是)奉愛修習；api－如果，但是；asamarthah－不能；asi－
你是；mat-karma－對與我有關的活動；paramah－致力；bhava－只不過是；

mad-artham－為了我；api－也；karmani－活動；kurvan－透過履行；siddhim
－完美；avapsyasi－你會得到。  
 
如果你無法從事這修習，就讓自己致力於那些在本質上與我有關的活動，因為，

為了取悅我而履行聆聽和唸誦等等活動，你肯定會達到完美。 
 
《要義甘霖》：「阿尊那啊，正如黃膽病人的舌頭不想品嚐冰糖，被愚昧污染的

心意同樣不接受我形象的甜美動人。因此，如果你認為你無法從事這項持恆的修

習，因為你無法對抗這非常強大、可怕的心意，那就聽著。為了取悅我而履行有

美德而蒙福的活動，例如聆聽和唱頌我的逍遙時光、祈禱、崇拜、打掃我的廟、

給荼爾茜澆水、收集鮮花和履行其他各種服務，縱使沒有憶念我，你都會達到完

美，成為我愛意盈盈的同遊。」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前一個詩節，主奎師那教導阿尊那採納專

心致志於至尊主的修習。但是阿尊那謙虛地說：「主啊，因為心意比風更飄忽不

定，極難控制，我不會有力量透過瑜伽修習，禁止它接觸感官對象。我之前在你

的蓮花足表達了同一意見(在這個詩節：cancalam hi manah krsna pramathi 
balavad drdham，《梵歌》6.34)。因此我該怎麼辦？」 

 
主奎師那微笑著給了第三個選擇。「如果一個人甚至無法從事瑜伽修習，就應該

履行那些對奉愛有利的活動。」   
 



服務至尊聖主的方法種類繁多，全都只需一點點努力而已︰建造、保養和打掃祂

的廟宇、為祂的神像建花園、照料荼爾茜等等。這些活動輕易使心意受控，專注

於冥想至尊主的活動。然後，在純粹偉大奉獻者指導下修習聆聽、唸誦和憶念等

等純粹奉愛的支部，在服務至尊主方面就逐漸達到完美。 
 
在這方面，《聖典博伽瓦譚》(11.11.34)說：  
 
烏達瓦啊，修習者逐漸得到對至尊主的純愛之果，即成為我的同遊。滿懷信心地

投入於仰望、觸摸、崇拜、服務、讚美和頂拜我的神像和我的奉獻者、恆常唱頌

他們的品質和活動等等活動，這就會實現。  
 

詩節十一 
 

athaitad apy açakto ’si karttuà mad-yogam äçritaù 
sarva-karma-phala-tyägaà tataù kuru yatätmavän 

 
atha－但是；etat－這；api－雖然；asakta－不能；asi－你是；karttum－履行；

mat-yogam－透過與我聯繫(把所有活動供奉給我)的程序；asritah－托庇；sarva-
karma－你的所有活動；phala-tyagam－棄絕成果；tatah－然後；kuru－履行；

yata-atmavan－以受控的心意。  
 
不過，如果你無法履行這瑜伽修習，就托庇那種把所有工作供奉給我的瑜伽，以

受控的心意棄絕所有活動結果吧。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說：「如果你無法這樣做，就托庇我的奉愛瑜伽，把活

動結果供奉給我而棄絕吧。」[正如在頭六章所述的]  
 
頭六章解釋，得到解脫的方法是，無私地履行供奉給至尊主的活動。第二部分的

六章描述，臻達至尊主的方法是奉愛瑜伽。這奉愛瑜伽有兩種︰(1) 那些穩定地

專注於至尊主的內在感官活動和(2) 外在感官活動。 
 
第一種奉愛瑜伽又再分成三個階段︰(1) 憶念(smarana)、(2) 冥想和(3) 規範修習

(abhyasa)，這是給那些無法恆常履行憶念，卻又依附於達到這個階段的人。這三

種修習對於那些不太聰明的人來說，確實非常困難，但是對於那些沒有冒犯和致

力於純粹智慧的人來說，卻輕而易舉。  
 

不過，把外在感官投入於聆聽、唱誦等等活動的第二種奉愛瑜伽，這方法對每個

人來說都很容易。那些從事這其中一種奉愛瑜伽的人，比其他所有人更高。《博

伽梵歌》第二部分的六章描述了這點。那些無法履行這其中一種，又無法透過控



制感官和心意，有信心地崇拜至尊聖主的人，適合履行頭六章所述，供奉給至尊

主的無私活動。他們比不上以上兩種奉愛瑜伽師。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上一個詩節，主奎師那以mat-karma-
paramo bhava這個陳述，訓示人們打掃祂的廟宇、給荼爾茜和花園澆水和履行其

他這樣的服務。對至尊主的這些服務簡單容易，樂於履行，聽到這點，阿尊那想

知道，認為這些微不足道的人，應該怎樣做。他們也可能因為出身高等家庭或在

社會上的尊崇地位，不願意履行這樣的服務。明白到阿尊那的心意，至尊主奎師

那在目前這個詩節，給予了第四個選擇。「如果無法為至尊聖主履行這麼簡單的

服務，那麼就應該採納無私地履行賦定職務，並供奉給至尊主的程序。 」 
 

不過，不應該因為物質假我而逃避打掃廟宇等等服務。雖然安姆巴瑞薩王是地球

七大島嶼之主，卻總是親手打掃至尊聖主的廟宇和履行其他服務，一直投入於服

務祂。根據《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所述，在佳幹納.普瑞(Jagannatha Puri)著名的

壇車節(Ratha-yatra)期間，帕爾塔帕茹卓王會在主佳幹納(Jagannatha-deva)的戰

車前面掃地。看到這樣的服務態度，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非常滿意他。因此，根

據我們堪受崇拜師徒承傳的訓示，儘管為至尊聖主履行微不足道的服務，都會給

我們產生吉祥。由於物質假我而以為自己高人一等，認為打掃廟宇那樣的服務不

重要，使人無法盡力臻達超然目標。 
 

如果因為這樣的優越感而無法從事至尊主指示的服務，那麼最悲天憫人的至尊主

奎師那就給他另一個選擇。他應該依據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履行賦定職務，

不渴求享受活動成果，也應該把結果供奉給至尊主。 
 
至尊聖主以遞減的順序，給四種資格的人四個選擇：  
 
(一) 應該專心致意於至尊主的形象(svarupa)，透過聆聽、唱誦和憶念至尊主的名

字、形象和品質的程序，努力得到純愛。這是自發依附(raganuga-bhakti)之途。 
(二) 那些無法透過自發依附之途，專心致意於至尊主的人，最好根據韋達規則遵

循奉愛之途，托庇重複的修習。  
(三) 那些甚至無法重複修習這規範奉愛的人，必須致力於為至尊主履行工作(服
務)。這樣致力為至尊主工作，重複的修習就會逐漸達到完美，他們的心意最終

會專注於至尊聖主的蓮花足。 
(四) 那些甚至無法履行活動去服務至尊聖主的人最好皈依祂，乾脆不依附成果

地履行《韋達經》賦定的活動。  
 

這些活動會使人逐漸臻達那條通往專一、連續不斷的超然奉愛之途，這條途徑傳

授自己的身份和本性，以及至尊主本質和靈性形象的知識。 
 

詩節十二 



 
çreyo hi jïänam abhyäsäj jïänäd dhyänaà viçiñyate 

dhyänät karma-phala-tyägas tyägäc chäntir anantaram 
 
sreyah－更好；hi－因為；jnanam－超然知識；abhyasat－比規範修習；jnanat
－比知識；dhyanam－憶念我；visisyate－更好；dhyanat－比憶念；karma-
phala-tyagah－棄絕活動成果更好；tyagat－這樣的棄絕；santih－停止(感官尋求

其他對象，而不是我)；anantaram－之後。  
 
得到超然知識比修習階段的奉愛服務更好，因為這些知識使人冥想我。這使人根

據經典訓令不斷深思我。透過這樣的憶念，一個人輕易摒棄對活動成果，例如天

堂之樂和從生死輪迴解脫等等的所有依附。棄絕了這些之後，就心境平和。 
 
《要義甘霖》：現在，解釋規範修習、深思，最後是憶念等等相繼的超卓性時，

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sreyah開始的詩節。「Jnana表示把你的智慧專注於我，因為

這樣深思我，比規範修習更高。」在規範修習階段就能夠冥想，不過因為有些障

礙，因此需要費盡周章，也很麻煩。但是達到深思(manana)階段時，就易於冥

想。  
 
不過，冥想比知識更高。如果有人問為甚麼，答案就是冥想使人棄絕對活動成

果，例如享受天堂星球之樂和達到解脫等等的渴望，這棄絕是無私地履行賦定職

務的結果。儘管這些結果自動出現，人們也會視若無睹。我們看到一個人也許還

未能穩定地冥想，心裏可能還沒醒悟靈性情感(rati)，卻依然渴望放棄解脫。不

過，那些能夠穩定地冥想的人，甚至不渴望放棄解脫，他們自然地不以為意。只

有這種奉愛才稱為moksa-laghuta-karini－它甚至使解脫無地自容。在《奉愛的甘

露》(1.17)，以klesa-ghni subha-da這四個字開始的詩節描述了：「奉愛服務消除

痛苦，賜予吉祥。」  
 

《聖典博伽瓦譚》(11.14.14)也說： 
 

na pärameñöhyaà na mahendra-dhiñëyaà 
na särvabhaumaà na rasädhipatyam 
na yoga-siddhér apunar-bhavaà vä 

mayy arpitätmecchati mad vinänyat 
那些全心皈依我的人，不渴求布茹阿瑪或因卓之位、整個地球的統治權、低等星

球的王國、縮小等等玄秘完美(anima)、甚至解脫狀態。他們只渴求我。  
 

在這裏，mayy arpitatmecchati這個片語表示，「堅定地冥想我」。 
 



在《梵歌》目前的這個詩節，tyagat這個字表示「毫無物質欲望時，一個人就心

如止水。這表示除了被我的形象、品質等等吸引之外，各種感官完全不依附其他

感官對象。」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這三種奉愛之中，即憶念、深思和重複的

修習，把智慧專注於至尊聖主的這種知識比修習更高。 
 

冥想的特點是持恆的憶念，它比深思形式的知識更高。因為在那種以深思為特點

的知識之中，只有費盡周章，排除萬難才能夠冥想。但是當深思達到完美時，就

輕易達到念念不忘的冥想境界。冥想達到完美時，對解脫和天堂星球之樂的響往

就消散，之後心意就依附於至尊主的形象、品質等等。在這樣的狀態就完全不依

附其他感官對象，因此自然臻達安寧。但是如果冥想還沒達到完美，這樣的修習

者也無法修習冥想，那就應該無私地履行賦定職務和供奉給至尊主。這會逐漸使

人心境平和地對至尊主奉愛。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阿尊那啊，奉愛修習是得到無

瑕純愛的唯一方法。這奉愛瑜伽有兩種︰(1) 內在感官活動和那種專注於至尊主

的心意活動；和(2) 外在感官活動。內在感官活動有三種︰憶念、深思和重複修

習。對不大聰明的人來說，這三類活動卻極難履行。第二種奉愛，即聆聽和唸誦

等等外在感官的活動，每個人都易於履行。因此，與我有關的智慧是最佳的知識

形式，比重複修習更好。  
 

在這裏，知識指的不是思辨瑜伽。在持恆的修習階段期間要努力履行冥想，但是

得到那修習的結果，即深思時，就易於履行冥想。冥想比薄弱的知識更高，因為

穩定地冥想時，就不渴望享受天堂星球之樂或解脫之樂。驅除了這兩種渴望，就

完全不依附任何感官對象，心如止水，卻不疏離我超然的名字、形象、品質等

等。」 
 

詩節十三至十四 
 

adveñöä sarva-bhütänäà maitraù karuëa eva ca 
nirmamo nirahaìkäraù sama-duùkha-sukhaù kñamé 

santuñöaù satataà yogé yatätmä dåòha-niçcayaù 
mayy arpita-mano-buddhir yo mad-bhaktaù sa me priyaù 

 
advesta－不嫉妒；sarva-bhutanam－對眾生；maitrah－友愛奉獻者；karunah 
eva ca－大發慈悲(對靈性貧乏的人)；nirmamah－沒有擁有感(對孩子、親戚等

等)；nir-aham-karah－沒有假我概念(與軀體有關的)；sama-duhkha-sukhah－對

苦樂都泰然自若(認為它們是以前活動的成果，prarabdha-karma)；ksami－容

忍；santustah－完全滿足；satatam－恆常；yogi－與奉愛瑜伽連繫的；yata-



atma－感官受控的；drdha-niscayah－(對專一的奉愛服務)堅定和有決心；mayi
－對我；arpita－供奉了；mano-buddhih－心意和智慧(憶念和深思)；yah－他；

mat-bhaktah－我的奉獻者；sah－他；me－對我；priyah－親愛的。  
 
不嫉妒，悲天憫人和善待眾生，對兒子和家庭成員毫無擁有感，沒有假我，對苦

樂都泰然自若，寬宏大量，知足，賦有奉愛瑜伽，控制感官，有堅定決心，以心

意和智慧致力於我，我非常鍾愛我的這種奉獻者。 
 
《要義甘霖》：「達到了上述安寧境界的奉獻者天性怎麼樣？」預料到阿尊那的

這個問題，至尊聖主在八個詩節解釋祂不同種類奉獻者的各種品質，其中第一個

詩節以advesta這個字開始。一個人不嫉妒那個嫉妒他的人，反而維持友好態度，

稱為advesta。奉獻者只垂憐他，希望這種不滿的人不要因為嫉妒態度變得墮落或

低墮。如果某人詢問，可以怎樣和懷著哪種辨別力，對心存嫉妒的人示好和憐

憫，答案就是此事不需辨別力而發生。「因為我的奉獻者不覺得妻兒等等是屬於

他的(nirmamah)，沒有錯誤的軀體認同，因此不嫉妒任何人。」而且，能夠透過

不嫉妒而避免嫉妒所致的痛苦時，他為甚麼還要辨清和區分？一個人也許忖度，

如果另一個人突然用拳頭攻擊他或用鞋子打他，身體會不會感到任何痛苦。至尊

主回答說：「sama-duùkha-sukhaù－他對苦樂都泰然自若」。 
 

正如粲卓爾達.色卡爾(Candrardha Sekhara，施瓦神)在《聖典博伽瓦譚》(6.17.28)
說：「närärayaëa-parah sarve na…－在任何情況下，那些致力於主拿茹阿央那

的人決不畏懼，因為對他們來說，天堂星球、解脫和地獄都一樣。」認為苦樂都

一樣的人，稱為sama darsitva。 而且，主拿茹阿央那的奉獻者認為，降臨在他們

身上的任何痛苦，都是以前活動的結果現在展現，因此必須面對。他們沉著鎮

靜，以極大的容忍力忍受所有痛苦。為了傳達這點，至尊聖主說他們寬大為懷

(ksami)。ksam這詞根用以表示容忍。 
 

如果提到這樣的奉獻者怎樣維生的問題，就以santustah回應，他們一直滿足於憑

藉天意或稍作努力所得的任何食物。阿尊那問：「但是你之前說，他們對苦樂都

泰然自若，儘管面對三餐不繼之苦都感到滿足，那麼當他們為自己取得食物時，

又怎會滿足？這好像互相矛盾。」至尊聖主說satatam yogi來回應。「由於具備

奉愛瑜伽，他們只是為了在奉愛方面達到完美，才想維繫身體。」 
 

據說：「必須盡力得到食物來維生。應該這樣維繫軀體，因為只有保持身體健

康，才可以憶念絕對(真理)，透過絕對(真理)的明確知識，才可以得到至尊

主。」這樣的奉獻者如果因為天意而得不到任何食物，依然泰然自若(yatatma)。
儘管必須面對令人心煩意亂的情況，他們都不從事八部瑜伽修習鎮定心神。因此

他們稱為drdha-niscayah，因為他們決不偏離唯一的職務，即對至尊主履行專一

奉愛。他們繼續致力於憶念和深思至尊主。「這樣的奉獻者使我非常高興，因此

我非常鍾愛他。」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上一個詩節解釋了專一和堅定奉獻者實踐

的各種修習之後，至尊聖主在下列七個詩節解釋那些奉獻者的品質。 
 
在這裏，advesta這個字表示，他們甚至不嫉妒那些嫉妒他們的人。他們認為這樣

的嫉妒是目前正在成形的反應，是至尊控制者賜予的，因此不嫉妒任何人。相

反，他們對所有人都保持友好態度，認為每個人都是至尊控制者的居處。看見其

他人的痛苦，他們努力消除；因此他們都悲天憫人。他們認為軀體和與軀體有關

的任何事物，都是物質自然的轉變，與真正的自我不一樣。因此他們甚至不覺得

擁有自己的身體，履行活動時，一貫都毫無虛假的軀體認同。在物質苦樂之中都

沉著鎮定，在這任何一種情況下，既不雀躍，也不困擾。因為他們寬大為懷，因

此也容忍。由於在得失、榮辱、勝敗等等所有情況下都保持滿足，因此他們是瑜

伽師，一直穩定地專注於聖師尊傳授給他們的修習。yatatma這個字表示「控制

了感官的人」。由於任何基於虛假謬誤的邏輯都不能擾亂他們，因此他們有堅定

的決心。這個物質世界的痛苦無法使他們偏離對至尊主的奉愛。這是專一奉獻者

的特別品質。他們賦有「我是至尊主僕人」的堅定信心，他們的心意、軀體和其

他一切，都已經皈依給至尊聖主的蓮花足。因此，祂非常鍾愛這樣的奉獻者。在

《聖典博伽瓦譚》(11.11.29-32)，主奎師那對祂的奉獻者烏達瓦描述這些品質：  
 

kåpälur akåta-drohas titikñuù sarva-dehinäm 
satya-saro ‘navadyatmä samah sarvopakarakaù 

kamair ahata-dhir dänto måduù sucir akiïcanaù 
aniho mita-bhuk çäntaù sthiro mac-charaëo miniù 

aparatto gabhérätmä dhåtimäï jita-sad-guëaù 
amäné mäna-daù kalyo maitraù karuëikaù kaviù 
äjïäyaivam gunän doñän mayädiñtän api svakän 

dharmän satyajya yah sarvän mäm bhajeta sat u sattamaù 
主奎師那說：「烏達瓦啊，聖人宅心仁厚，從不傷害他人。儘管其他人嫉妒他，

他都容忍和原諒所有人。他專注於真理，全無嫉妒和妒忌，平等地看待物質苦

樂。致力造福眾生。他的智慧從未被物質欲望或錯誤的邏輯迷惑，也控制了所有

感官。他的行為總是令人心悅誠服，堪稱典範，他甚至也不覺得妻兒是屬於他

的。他從不竭力履行世俗活動，並嚴格控制飲食。恆常平和穩定。聖人接受我為

唯一的庇蔭。儘管在令人苦惱的情況下，這樣的人都非常堅定地履行職務，因為

他穩定而高尚。他征服了六種物質品質，即飢渴、悲哀、錯覺、老和死。絕不貪

慕虛榮，極尊敬其他人。他擅於帶其他人到主奎師那蓮花足下，因此從不欺騙任

何人。相反，他是所有人的祝願朋友，也最仁慈。必須把這樣的聖人看作為最博

學的人。我在各部韋達經典賦定的宗教職務能夠淨化履行者，他完全了解這點，

也知道忽視這些職務會讓普羅大眾的發展有錯過。不過，完全托庇我的蓮花足之

後，聖人最終放棄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等等所有物質主義的職務，崇拜我一

個。因此視之為人者之尊。」* 



 
《主永恆的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78-80)也描述了這些奉獻者。  
 

kåpälur, akåta-droha, saatya-säro sama 
nirdoña, vadänya, mrdu, suci, akiïcana 
sarvopakäraka, çänta, krñëaika-çaraëa 
akäma, aniha, sthira, vijita-ñad-guëa 
mita-bhuk, aparatto, mänada, amäné 

gambhéra, karuëa, maitra, kavi, dakña, mauné 
奉獻者恆常仁慈、謙遜、真誠、一視同仁、寬大為懷、溫和和乾淨。沒有物質財

產，為眾生履行福利工作。心境平和，已經皈依給奎師那，無欲無求。對物質得

益不感興趣，專注於奉愛服務。完全控制色欲、憤怒和貪婪等等六種有害品質。

只吃所需的份量，也不酒醉。可敬、認真、慈悲和沒有虛榮。他們友善、詩意，

老練和沉靜。* 
 

詩節十五 
 

yasmän nodvijate loko lokän nodvijate ca yaù 
harñämarña-bhayodvegair mukto yaù sa ca me priyaù 

 
yasmat－被他；na udvijate－不感到困擾；lokah－人們；lokat－被(其他)人；na 
udvijate－不感到困擾；ca－和；yah－他；harsa－從物質的情感高漲；muktah
－解脫了的；yah－他；sah－一個；ca－也；me－對我；priyah－親愛的。 
 
既不擾亂任何人，自己也沒被其他人擾亂，擺脫了世俗之樂、心胸狹窄、恐懼和

憂慮的人，我肯定鍾愛他。 
 
《要義甘霖》：而且，《聖典博伽瓦譚》(5.18.12)說：「覺得在這個世界絕對一

無所有，那些懷著這種情感對至尊主履行奉愛的人，半神人和他們的所有好品質

只完全存在於這樣的人之中。」《聖典博伽瓦譚》的這些陳述也確認，不斷修習

對至尊聖主奉愛，所有令祂滿意的好品質都自然出現。「現在聽聽五個詩節所述

的那些品質，其中第一個詩節以yasmat開始。我的奉獻者毫無世俗的得意洋洋、

心胸狹窄等等。」解釋這樣的品質絕無僅有時，至尊聖主進一步說yo na hrsyati ... 
(《梵歌》12.17)。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主奎師那在這些詩節描述其他品質，它

們憑藉奉愛的影響，在奉獻者身上自然展現。「正如我之前說過，我奉獻者的行

為不可能對任何人造成絲毫傷害，因為他們對任何生物都沒有暴力傾向，天性友

善和憐憫眾生。他們不會令任何人恐懼或憂慮。因為他們對苦樂泰然自若，根本

沒有人能使他們焦慮。達到所渴求的目標時，他們不會得意洋洋。看到其他人的



優勢或進展時，他們沒變得嫉妒，決不因恐懼或擔憂失去財產而心神不定。」這

就是要旨︰「我最鍾愛那些毫不興奮、嫉妒、恐懼和激動的奉獻者。」 
 

詩節十六 
 

anapekñaù çucir dakña udäséno gata-vyathaù 
sarvärambha-parityägé yo mad-bhaktaù sa me priyaù 

 
anapeksah－不依附世俗活動的結果；sucih－內在和外在都純粹；daksah－擅

於；udasinah－淡然對待物質交往；gata-vyatha－沒被騷動影響(由於地位超

然)；sarva-arambha－一切對奉愛不利的事物；parityagi－完全棄絕的；yah－
他；mat-bhaktah－我的奉獻者；sah－他；me－對我；priyah－親愛的。 
 
不仰賴世俗或社會活動，純粹老練，不依附，心如止水，小心避免任何對奉愛不

利的活動，我鍾愛那樣的奉獻者。 
 
《要義甘霖》：Anapeksah表示「我的奉獻者不關心任何世俗事物」。Udasinah
表示他們對做人處世的事情一貫不感興趣。放棄世俗活動的可見成果和不可見成

果，這成為了他們天性的其中一部分。這指的是他們知覺到和知覺不到的那些後

果。如果靈性的努力，例如教授經典等等，變得不利於奉愛，他們就自動放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而且，據說：「不依附那些自動得到的物

品，外在和內在都純粹，擅於掌握韋達典籍的精華，不偏倚，中立，被他人虐待

都不激動，毫不費勁去履行任何不利於對至尊聖主奉愛的虔誠或不虔誠工作，我

鍾愛我的這些奉獻者。」 
 

詩節十七 
 

yo na håñyati na dveñöi na çocati na käìkñati 
çubhäçubha-parityägé bhaktimän yaù sa me priyaù 

 
yah－他；na hrsyati－(得到物質主義者渴求的事物時)都不會興高采烈；na 
dvesti－也不厭惡(物質主義者不喜歡的事物)；na socati－(失去他珍愛的事物時)
也不悲傷；na kanksati－也不(對於他欠缺的事物)；subha-asubha－虔誠和不虔

誠的活動；parityagi－他完全棄絕；bhaktiman－有奉獻心的人；yah－他；sah
－他；me－對我；priyah－親愛的。 
 
得到物質主義者喜歡的事物，既不喜悅，得到不想要的事物，也不厭惡，失去珍

愛的事物時，既不悲傷，也不渴望得到所欠缺的，棄絕虔誠和不虔誠活動，並對

我滿懷奉愛的人，我真的鍾愛那位奉獻者。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得到愛子或優秀門徒時既不興高采烈，也

不憎恨任性妄為的兒子或不肖門徒，失去所渴求的物品時既沒痛不欲生，也不渴

求所缺乏的討好之物，也不從事虔誠或罪惡活動，並致力於我，我非常鍾愛那些

奉獻者。」 
 

詩節十八至十九 
 

samaù çatrau ca mitre ca tathä mänäpamänayoù 
çétoñëa-sukha-duùkheñu samaù saìga-vivarjitaù 
tulya-nindä-stutir mauné santuñöo yena kenacit 
aniketaù sthira-matir bhaktimän me priyo naraù 

 
samah－相等；satrau－對敵人；ca－和；mitre－朋友；ca tatha－和；mana-
apamanayoh－對榮辱；sita-usna－對冷熱；sukha-duhkhesu－對苦樂；samah－
相等；sanga-vivarjitah－沒被(世俗)聯誼影響；tulya－相等；ninda-stutih－對褒

貶；mauni－因為他投入於深思他的膜拜之主，因此說話有分寸或沈默不語；

santustah－完全心滿意足；yena kenacit－藉由任何(憑著主恩)而來，維繫身體

的必需品；aniketah－不依附任何居處；sthira matih－心意專注於(靈性的主

題)；bhaktiman－有奉獻心的人；me－對我；priyah－親愛的；narah－人。  
 
蒙福得到我的奉愛，對敵友一視同仁，對榮辱、冷熱、苦樂沉著鎮定，不接受任

何世俗聯誼，對褒貶都一樣，只講述至尊主的題旨，不管他的喜惡，繼續滿足於

任何憑藉主的欲望而來，維繫身體所需的事物，居無定所，對靈性事情的結論有

堅定信心，我鍾愛這樣的奉獻者。 
 
《要義甘霖》：aniketah這個字表示「不依附房子等等世俗財產」。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現在，在目前這兩個詩節，主奎師那總結祂

對祂親愛奉獻者天生品質的讚揚。他們對敵友都一樣，行為一致，對榮辱、冷熱

和苦樂都保持沉著。他們從不接受不良聯誼，被人批評時不會不悅，得到讚揚時

也不覺快樂。除了主的題旨之外，他們不講述其他題目。對於那些有益於維繫軀

體，憑著至尊主的意願而來的美食或味道不好的食品，始終都甘之如飴。他們居

無定所，智慧集中於超然目標。祂鍾愛這樣的奉獻者。 
 

詩節二十 
 

ye tu dharmämåtam idaà yathoktaà paryupäsate 
çraddadhänä mat-paramä bhaktäs te’téva me priyäù 

 



ye－他；tu－確實；dharma-amrtam－宗教形式的甘露；idam－這；yatha－作

為；uktam－描述了；paryupasate－以每種方式崇拜；sraddadhana－有信心的；

mat-parama－致力於我；bhaktah－奉獻者；te－那些；ativa－極度；me－對

我；priyah－親愛的。  
 
懷著堅定信心專一地對我奉愛，崇拜我所述的這種甘露盈盈的宗教，我肯定非常

鍾愛那些奉獻者。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自己的奉獻者穩定地專注於祂，總結他們多種特性的描

述時，祂解釋那些渴望實踐、聆聽、研究或冥想這些訓示的人所得的結果。這些

特性全都源於奉愛，使人安寧。它們不是物質品質。據說：「bhaktya tusyati 
krsno na gunaih－只能以奉愛取悅奎師那，而不是任何物質品質。」經典有無數

這樣的陳述。  
 

這裏用了tu(不過)這個字表示不同的主題。具有上述特性的奉獻者，專注於特定

的好品質。但渴求這一切品質的奉愛修習者，卻勝過達到了完美的玄秘主義者。

這裏用了ativa這個字表明這點。 
 

在所有目標之中，以奉愛為尊，它令人快樂，也最易達到。這一章描述了很多這

樣的奉愛品質。據說知識就像苦澀的棯葉，奉愛則似是香甜的葡萄。強烈渴求各

自品味的修習者，依據他們的欲望接受這其中一種。 
 

由此結束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所寫的 
《要義甘霖的注釋)》(令奉獻者快樂並得到所有聖人接受的注釋)， 

顧及明確精微之處的譯文：《聖典博伽梵歌》第十二章。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總結這一章時，至尊主奎師那說：「那些致

力於我和滿懷信心的人，像我描述那樣一絲不苟地崇拜這甘露盈盈的不朽宗教。

我非常鍾愛這些奉獻者。」只有奉愛才可以取悅至尊主，而不是只靠個人的物質

品質。憑著奉愛的影響，所有好品質都自然展現在奉獻者身上。好品質不可能出

現在反對主哈瑞的非奉獻者身上。 
 

《聖典博伽瓦譚》(5.18.12)說︰ 
 

yasyästi bhaktir bhagavaty akiïcanä 
sarvair guëais tatra samäsate suräù 
haräv abhaktasya kuto mahad-guëä 

manorathenäsati dhävato bahiù 
所有半神人和他們上等的品質，展現在對至尊聖主萌生了無私純粹奉愛的人身

上。那個缺乏奉愛的人卻沒有好品質，因為他沉迷於世俗活動。懷著思辨推敲奔



波，因此沒有其他選擇，只有聽命於至尊主的外在能量。這樣的人哪有可能存有

高尚品質？ 
 

聖施瑞達爾 .斯瓦米著述，第十二章旨在確定至尊聖主的哪種崇拜更高：

nirguna(非人格的)還是saguna(人格的)。  
 

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著述：「在各種修習之中，只有純粹奉愛極有效，極

易履行，毫不困難，讓人很快臻達至尊主。這是這一章的精華。」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那些致力於我的人，由始至終都

像我描述的那樣，滿懷信心地崇拜、聆聽、研習、深思和修習這甘露盈盈的宗

教。只有他們才是我的奉獻者，因此我非常鍾愛他們。如我所述地遵循這個循序

漸進的程序，微靈得到毫無動機的純愛(nirupadhika-prema)。」 
 

由此結束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所寫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典博伽梵歌》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透過理解物質自然和享樂者之間之別而行的瑜伽 

(Prakrti-Purusa-Vibhaga-Yoga) 
 

詩節一 
 

arjuna uväca 
prakåtià puruñaà caiva kñetraà kñetrajïam eva ca 

etad veditum icchämi jïänaà jïeyaï ca keçava 
 
arjuna uvaca－阿尊那說；prakrtim－自然；purusam－享樂者；ca－和；eva－確

實；ksetram－場地；ksetra-jnam－場地知悉者；eva－肯定地；ca－和；etat－
這些事情；veditum－要明白；icchami－我渴望；jnanam－知識；jneyam－知識

的對象；ca－和；kesava－凱薩瓦啊。  
 
阿尊那說︰凱薩瓦啊，我想明白自然(prakrti)、享樂者(purusa)、場地(ksetra)、
場地知悉者(ksetra-jna)、知識(jnana)和知識對象(jneya)。  
 
《要義甘霖》：我頂拜對至尊聖主的奉愛，它的一部分仁慈地位於知識等等程

序，使它們成功。這第三部分的六個章節，描述了夾雜了奉愛的知識。這些章節

也間接提到專一奉愛的至尊性。這第十三章明確地論述軀體(ksetra)、靈魂和超

靈、知識程序等等主題，也詳盡地探討生物體和物質自然。  



 
只有透過專一純粹的奉愛，才可以臻達至尊主。這二部分的六個章節描述了這

點。這些章節也描述三類崇拜，例如那些認同崇拜對象的人所履行的崇拜

(ahangraha-upasana)。無私地履行賦定職務及把結果供奉給至尊主的瑜伽師，透

過頭六章簡述的，夾雜了奉愛的知識得到解脫。現在開始第三部分的六個章節，

它們詳細解釋場地、場地知悉者等等。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典博伽梵歌》由十八個章節組成，分成

三個部分。頭六章描述無私活動、夾雜了奉愛知識，還有與靈魂和超靈知識有關

的題目。第二部分的六個章節解釋專一奉愛的榮耀；探討靈性和物質奉愛；描述

至尊聖主本質的榮耀，還有奉獻者本性和身份的榮耀。也解釋奉愛與其他各個程

序相比的獨特性和至尊性，並詳細說明其他類似的題目。這第三部分的六個章節

詳細解釋了真理知識。之前只是略述而已。探討物質自然、享樂者、場地和場地

知悉者。最後在第十八章傳授《聖梵歌》最機密的訓示。 
 

在這一章的第一個詩節，阿尊那請教物質自然、享樂者、場地、場地知悉者的知

識和知識對象等等原則。不過，一些評注家故意刪去提出這些問題的這第一個詩

節。 
 

詩節二 
 

çré bhagavän uväca 
idaà çaréraà kaunteya kñetram ity abhidhéyate 
etadyo vetti taà prähuù kñetrajïa iti tad-vidaù 

 
sri bhagavan uvaca－最富裕的主說；idam－這；sariram－軀體；kaunteya－琨緹

之子啊；ksetram－場地；iti－作為；abhidhiyate－知道；etat－這；yah－他；

vetti－知道；tam－那個(人)；prahuh－描述；ksetra-jnah－場地知悉者；iti－因

此；tat-vidah－熟悉那真理的人。 

 

至尊聖主說︰琨緹之子啊，那些精通場地和場地知悉者知識的人，說這個軀體是

場地，知道這軀體的人則是場地知悉者。 
 
《要義甘霖》：甚麼是場地，誰又是場地知悉者？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idam開始

的詩節，回答這個問題。這個軀體是所有透過感官所得享樂的庇蔭，稱為場地。

換句話說，它是物質存在之樹的源頭。「我」和「我的」這些與身體有關，假我

所產生的錯誤概念，蒙蔽那些受束縛的人。不過，當他們臻達解脫境界時，就擺

脫這些錯誤概念。換句話說，當他們得到解脫時，就擺脫對軀體的依附。位於這

其中一個階段的生物體，稱為場地知悉者。他就像農民，因為只有他才知道他的

田地，享用它的成果。 



 
在《聖典博伽瓦譚》(11.12.23)，至尊聖主說︰ 
 

adanti caikaà phalam asya gådhrä  
gräme-carä ekam araëya-väsäù 

haàsä ya ekaà bahu-rüpam ijyair  
mäyä-mayaà veda sa veda vedam 

愚昧的受條件限制靈魂貪求感官對象，體驗這棵物質存在之樹的其中一種果實，

即痛苦。斯瓦嘎天堂星球等等地方終極也是痛苦。不過，有些天鵝一樣的解脫人

物也住在物質世界森林。他們享受另一種果實，即恆常喜樂的解脫之樂。因此一

棵物質存在之樹通往各個目的地，例如天堂星球、地獄區域和解脫。因此可見，

由於這棵樹源於蒙騙能量，因此是假象組成的，形象也千變萬化。只有那些接受

真正靈性導師的人，才明白這個祕密，才實際地知道場地和場地知悉者。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聽到阿尊那的問題之後，至尊主奎師那描述 
受條件限制微靈的物質軀體、生命氣和感官，都是享樂之地。稱為場地。認識這

個軀體的人明白，在受條件限制狀態的軀體是享樂的方法或臻達解脫的方法。位

於這些狀態的微靈，稱為場地知悉者。不過，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說：

「çarérätmävädé tu kñetrajïo na na kñetratvena tat jïänäbhävät－那個認同自己是

軀體的微靈，不明白軀體的真理；因此，不是場地知悉者。」 

 
那些接受這個軀體是自我的人，只是視之為享樂的方法。被物質假我荼毒，他們

被困於物質存在。他們生生世世唯一得到的只是痛苦。另一方面，那些留在軀體

時已擺脫了物質自我，服務主哈瑞的人，逐漸得到解脫之樂。得到了服務至尊主

之樂之後，他們的生命完全功德圓滿。《聖典博伽瓦譚》(11.12.23)確認了這點： 
 

adanti caikaà phalam asya gådhrä  
gräme-carä ekam araëya-väsäù 

haàsä ya ekaà bahu-rüpam ijyair  
mäyä-mayaà veda sa veda vedam 

那些依附家庭生活，渴求世俗之樂的人，只品嚐身體享樂的苦果；聰明和具辨別

力，天鵝般的棄絕者則放棄了所有物質目標，只品嚐超然快樂的喜樂之果。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撰述：「至尊聖主說︰『阿尊那啊，我先解釋了靈魂的

本質和身份，以致你會清楚明白極機密的基本奉愛原則。然後我解釋了受條件限

制靈魂的各種活動，以及純粹奉愛毫無名份和指定稱號的性質。我提出了知識、

業報和奉愛等等三種不同的程序作為總結，使你將覺悟最高目標。現在我明確而

科學化地描述知識和棄絕(vairagya)。純粹奉愛毫無名份和指定稱號，聆聽這描

述，你會更專注於它的基礎原則：』 
 



jïänaà parama-guhyaà me yad vijïäna-samanvitam 
sarahasyaà tad-aìgaà ca gåhäëa gaditaà mayä 

《聖典博伽瓦譚》 (2.9.31) 
我的知識非二元、絕對而非常機密。雖然非二元，卻有四個永恆部分︰我的本性

和靈性形象(知識)、對我的覺悟(超然知識)、對我滿載純愛的奉愛(奧秘)和奉愛

修習(臻達我的方法)。微靈無法以有限智慧明白這點。他只能憑藉我的恩慈覺

悟。知識是我的本質和靈性形象，超然知識則是透過奉愛與我建立的關係。微靈

是我的奧秘，物質自然形態則完全附屬於我的本質。永恆非二元和這四個原則之

間的永恆機密差異，是我不可思議的能量導致的。 

 

我教導主布茹阿瑪《博伽瓦譚》的四個種子詩節時，描述了四個主題︰知識、已

覺悟的知識、機密或祕密題目(rahasya)和那些機密題目的各部分或各個不同方

面。沒正確理解這四個基礎題目，心裏不會展現奉愛真理的隱義。因此，透過這

些覺悟知識的訓示，我賜予你明白這些機密訓示所需的純粹智慧。純粹奉愛出現

時，就輕易覺醒無緣的知識和棄絕。履行奉愛時，就體驗到這兩種隨之而來的成

果。琨緹之子啊，這軀體稱為場地，那些知道這個場地的人，稱為場地知悉

者。」 
 

詩節三 
 

kñetrajïaà cäpi mäà viddhi sarva-kñetreñu bhärata 
kñetra-kñetrajïayor jïänaà yat taj jïänaà mataà mama 

 
ksetra-jnam－場地知悉者；ca－和；api－僅是；mam－我；viddhi－明白；

sarva ksetresu－在所有場地裏；bharata－巴爾塔的後裔啊；ksetra－(軀體形式的)
場地；ksetra-jnayoh－(生物體和超靈的)場地知悉者；jnanam－知識；yat－它；

tat－那；jnanam－知識；matam－意見；mama－是我的。  
 
巴爾塔啊，要明白唯有我才是眾生體內的知悉者。軀體是場地，生物體和超靈則

是場地知悉者，這知識才是實際的知識。這是我的意見。 
 
《要義甘霖》：因此生物體稱為場地知悉者，因為他具有物質軀體這場地的知

識。超靈卻完全熟知所有場地，甚至遠超於生物體。這個以ksetra-jnam開始的詩

節解釋，祂知道所有身體的這種品質。至尊聖主說：「知道我－超靈，即那個作

為控制者位於所有身體裏的人－是場地知悉者。生物體只是個別軀體的場地知悉

者。而且，他對那個軀體的知識也不完全。不過，只有我是所有身體十全十美的

知悉者。把這點看作為我的特別之處吧。」 
 

甚麼是真正知識？預料到這個問題，至尊聖主說：「軀體和軀體知悉者－個體靈

魂和超靈－的知識，確實稱為知識。我認同這是實際的知識。」  



 
在知道軀體場地的兩個人之中，以超靈更高。一些人解釋只有一個靈魂。這裏否

決了這點，這與《梵歌》(15.17) 後來的陳述也互相抵觸。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雖然上一個詩節用了ksetra-jnayoh，即場地

知悉者這個詞語表示體內的生物體，但至尊聖主－祂是眾生的內在見證者、至尊

主、至尊指導者和控制者、超靈－在目前這個詩節解釋，祂才是完全熟知場地的

人，而不是生物體。 

 

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對這個詩節的注釋的精華如下︰「作為場地知悉者，

縱使微靈知道自己的軀體是享樂和解脫的方法，卻繼續位於這個軀體，就像子民

一直從屬於國王。但只有我才是每個人的控制者和維繫者，因為我知道所有身

體，我完全熟悉場地。因此，我一直都像國王那樣位於那裏。」 
 
在《輔典》也看到： 

 
kñeträëi hi çaréräëi béjaà cäpi çubhäçubhe 

täni vetti sa yogätmä tataù kñetra-jïa ucyate 
整個軀體就像場地，公正和不正直的活動就像那個場地的種子，因為它們是場地

的成因。超靈知道所有身體的真理。因此稱之為完全熟悉場地的人。 

 

《聖典博伽瓦譚》(8.3.13)也說︰ 
 

kñetra-jïäya namas tubhyaà sarvädhyakñäya säkñiëe 
puruñäyätma-müläya müla-prakåtaye namaù 

我懇求恭敬地頂拜你，即超靈，萬物的主管和所有事情的見證者。你是至尊人

物，物質自然和整個物質能量之源。你也是物質軀體的擁有者。因此你極完全。 
我恭敬地頂拜你。* 

 
在他對這個詩節的注釋，聖維施瓦納 .恰誇瓦爾提 .塔庫爾著述：「kñetraà 
dehadvayaà tattvena jänätéti kñetrajïo ’antaryämé － 眾 生 的 內 在 見 證 者

(Antaryami)知道精微和粗糙軀體的真理，稱為場地知悉者。」而且，至尊聖主

在《聖典博伽瓦譚》(8.17.11)說：「kñetra-jïaù sarva bhütänäm－知道眾生的人，

稱為場地知悉者  。」 
 

主奎師那的話的要旨是，真正的知識表示知道軀體形式的場地；這個場地的知悉

者，即受條件限制或解脫的生物體；而場地的原初知悉者－超靈－則位於眾生萬

物之內。不過，超靈與受條件限制和解脫的靈魂不同，祂比他們更高。因此生物

體和超靈一致的這個概念是想像的；與經典結論相反。  
 



《神訓經》的陳述， nityo nityänäà cetanaç cetanänäm eko bahünäà yo 
vidadhäti kämän，也說超靈比所有具有意識的永恆生物體更高。又說祂是他們的

控制者和激勵者。《梵歌》通篇都證實了這個結論。主奎師那對阿尊那說：「因

為你是微靈，因此你一再忘了這個事實，不過，作為至尊主，我永不忘記。」根

據mamaiväàço jéva-loke jéva-bhütaù sanätanaù這句話，微靈是至尊主的微小部

分。微靈永恆都是祂的部分；在任何狀態都不可以融入至尊主，與祂合一。 
 
從理智、邏輯和經典的角度，絕對真理因愚昧而成為生物體，擺脫了愚昧時，生

物體又再變成絕對真理的那句話是錯的。愚昧決不能觸及至尊梵，即至尊絕對真

理，在任何狀態下，祂在本質上都是由知識組成的。《神訓經》說：「satyaà 
jïänam anantaà brahma－至尊梵從未受制於蒙騙能量，墮入愚昧。」數以千計

的韋達陳述表明這點。 
 
因此，這個物質軀體裏有兩個場地知悉者：生物體和超靈。超靈是控制者、激勵

者和不同生物體的顯赫見證者，生物體則作為局限性的場地知悉者，祂們位於不

同的身體。超靈和微靈決不可能是一體的。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至於場地和場地知悉者則有三

個原則︰主、生物體和無活動的物質(jada)。知道正如在每個軀體都有一個場地

知悉者，即生物體，我－至尊控制者－則是這整個無活動世界主要的場地知悉

者。透過我的超靈控制能量，我是其他所有知悉者的知悉者。那些探討場地和場

地知悉者而明白了這三個原則的人，他們的知識確是覺悟了的知識。」  
 

詩節四 
 

tat kñetraà yac ca yädåk ca yad-vikäri yataç ca yat 
sa ca yo yat prabhävaç ca tat samäsena me çåëu 

 
tat－這；ksetram－場地；yat－甚麼；ca－和；yadrk－它是甚麼性質的；ca－
和；yat-vikari－它有甚麼轉變；yatah－從哪裏；ca－和；yat－因為甚麼原因(它
存在)；sah－那個(場地知悉者)；ca－和；yah－那個(自然)；yat-prabhavah－它

有甚麼影響；ca－和；tat－那；samasena－簡單來說；me－從我這裏；srnu－聆

聽。  
 
聽我簡述那個場地、它的特性和轉變，它為甚麼和源於誰而存在，那個場地知悉

者的本性和影響。 
 
《要義甘霖》：在這個ksetram以開始的詩節，至尊聖主開始詳細說明祂之前只

是簡述的題目。  
 



那個軀體是甚麼？它是五種物質元素、生命氣和感官的合體。「聽我說這個軀體

怎樣具有虔誠、敵意和友誼等等各種不同的本性、欲望和轉變。聽聽它怎樣透過

物質自然和享樂者的結合而產生，它又怎樣不同地展現在多種動與不動的形體

裏。軀體的知悉者是個體靈魂和超靈。」根據梵文語法的規則，在這裏，場地知

悉者的性別是中性的，因為ksetra這個字是用於中性的。 
 

詩節五 
 

åñibhir bahudhä gétaà chandobhir vividhaiù påthak 
brahma-sütra-padaiç caiva hetumadbhir viniçcitaiù 

 
rsibhih－被那些聖人；bahudha－以多種方式；gitam－歌裏描述了；chandobhi
－以《韋達經》的讚歌；vividhaih－以各種各樣的方式；prthak－截然不同地；

brahma-sutra-padai －透過《終極韋達》的陳述； ca －和； eva －確實；

hetumadbhih－合理；viniscitaih－千真萬確的結論。 
 
聖人在許多韋達典籍簡明地解釋了，場地和場地知悉者的真理，《終極韋達》的

詩節也以完美的邏輯和確證的結論描述了。 
 
《要義甘霖》：「你將要給我簡略解釋的，是誰對這個主題的描述呢？」預料到

阿尊那的這個問題，至尊聖主說：「瓦斯悉塔(Vasistha)和其他聖人，在他們的

瑜伽經典描述了這點。」Chandobhir表示《韋達經》也解釋了。而且，《梵經》

在「athäto brahma-jijïäsä－因此應該探討絕對真理」(《梵經》1.1.1)等等格言也

描述了。由於這些經文是證明至尊絕對真理的，因此稱為pada，即提供確立祂時

所需的證據。 
 
絕對真理是甚麼性質的？至尊聖主解釋：「這點明確地講述宇宙因果的主題」，

作為回答。透過探討《梵經》基本要旨的真理而確定了它，例如「 ikñhate 
näçabdam－至尊主不是難以形容的」(《梵經》1.1.5)和「änandamayo ’bhyäsät－
至尊主天生喜樂」(《梵經》1.1.12)。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所有哲學家都接受，主奎師那解釋的場地及

場地知悉者真理。《韋達經》、《奧義書》和《梵經》等等權威經典，也清楚確

立了這項真理。因為《韋達經》不是任何凡人所寫的(apauruseya)，因此得到每

個人的認同。《韋達經》的精華是《奧義書》，即《終極韋達》。 

 

聖奎師那.兌帕央.韋達維亞薩是至尊主的化身，協調並以簡短的格言呈列《韋達

經》那些看來互相矛盾的陳述，統稱為《終極韋達》。iksate nasabdam(《梵

經》1.1.5)和anandamayo 'bhyasat(《梵經》1.1.12)等等《終極韋達》陳述，都支持

這個結論。Iksate nasabdam表示除了透過《韋達經》的陳述之外，就無法認識絕



對真理(na asabdam)，因此只有透過經典陳述，才能看到和體驗到祂。《梵經》

(1.1.3)解釋了這點：「çästra-yonitvät－可以透過經典認識和體驗絕對真理。」絕

對真理是《韋達經》確立的主題；因此不是無法描述的。怎樣體驗祂？為了回應

這個問題而進一步說：「anandamayo 'bhyasat－至尊(真理)天生滿載最高喜樂，

可以透過奉愛修習察看和體驗。」這些陳述確立，至尊絕對真理是軀體場地十全

十美的知悉者；而看見或體驗那個由喜樂組成的人物，對祂履行奉愛的微靈，則

是局部或次要的場地知悉者。而且，根據《梵經》(2.3.16)，「nätmä çruter 
nityatväc ca täbhyaù－微靈被描述為局部的場地知悉者。」根據《梵經》

(2.3.39)，「parät tu tac chruteù－至尊絕對真理被公認為完全的場地知悉者，比

生物體更高。」 
 

在這個詩節，rsis(聖人)這個字指的是瓦斯悉塔等等聖人所寫的典籍，chanda(韋
達旋律)指的是其他韋達典籍。《韋達經》的瑞珠(Rju)分支說︰ tasmäd vä 
etasmäd ätmana äkäçaù sambhütaù ity ädinä brahma pucchaà pratiñöhä ity 
astenänna-mayaà präëamaya-mano maya-vijïänamayänanda-mayäù païca-
puruñäù paöhitäs teñv annamayädi-trayaà jaòa-kñetra-svarüpaà‚ tato bhinno 
vijïänamayo jévas tasya bhokteti jéva-kñetrajïa-svarüpaà‚ tasmäc ca bhinnaù 
sarväntara änandamaya itéçvara-kñetrajïa-svarüpam uktam(《泰提瑞亞奧義書

(Taittiriya)》2.1.2)。這表示：「有意識知覺的實體有五個等級的享樂者：只知覺

到食品的 (annamaya) 、只知覺到生命的 (pranamaya) 、只知覺到心意的

(manomaya)、只知覺到靈魂的(vijnanamaya)和只知覺到喜樂的(anandamaya)。
頭三種(只知覺到食品、生命和心意的)表示，意識知覺集中於無活動的場地(物質

軀體)。只知覺到靈魂的微靈與他們不一樣，他作為這場地(物質軀體)的知悉者，

是次要的場地知悉者。超靈與這兩者完全不同，祂是僅僅知覺到喜樂的享樂者

(anandamaya-purusa)。這位只知覺到喜樂的享樂者，確是至尊控制者、萬物的

管理者，一切的見證者和原初的場地知悉者。」  
 

詩節六至七 
 

mahä-bhütäny ahaìkäro buddhir avyaktam eva ca 
indriyäëi daçaikaï ca païca cendriya-gocaräù 

icchä dveñaù sukhaà duùkhaà sanghätaç cetanä dhåtiù 
etat kñetraà samäsena sa-vikäram udähåtam 

 
maha-bhutani－五大元素(土、水、火等等)；ahan karah－作為履行者的這個自

我概念，假我；buddhih－智慧；avyaktam eva ca－和不展現的物質自然；

indriyani－各種感官；dasa－十；ekam－那一個(心意)；ca－和；panca ca 
indriya-gocarah－五個感官對象(聲音和觸摸等等)；iccha－欲望；dvesah－憎

恨；sukham－快樂；duhkham－不悅；sanghatah－這一切(軀體)；cetana－求知



的各種心意功能；dhrtih－耐性；etat－這；ksetram－場地；samasena－簡單來

說；sa-vikaram－連同它們的轉變；udahrtam－據說。  
 
五大物質元素、假我、智慧、不展現的物質自然、十一種感官、聲音和形象等等

五個感官對象、欲望、憎恨、快樂、痛苦、軀體、知識和耐性，還有它們的轉

變，組成場地的簡述。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現在解釋物質軀體場地的性質。以下列舉了二十四種元

素︰土、水、火、空氣和天空；它們的成因－假我；察知自我的智慧；假我的成

因－物質能量整體(大實體，mahat-tattva)；物質能量整體的成因－物質自然；

十種工作感官和求知感官；心意；聲音和觸摸等等五個感官對象。  
 

欲望、嫉妒、快樂、痛苦、五大物質元素組成的軀體、知覺知識和容忍都是心意

的功能。不是靈魂的功能。因此，這些特性全都是場地的一部分，也以決心等等

品質為特點。《神訓經》說心意的功能是欲望、決心、懷疑、信心、沒信心、容

忍、疏離、羞怯、智慧和恐懼。它們展現之前所述的軀體場地品質。「這軀體經

歷所述的六種變化，例如生死等等︰Etat kñetraà savikäram。」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軀體場地的要素是五大元素(mahabhutas，
土、水、火、空氣和天空)、假我、物質能量整體難以辨別的形象及成因，即物

質自然、十種外在感官(眼睛、耳朵、鼻子、舌頭、皮膚、言語、手、腳、肛門

和生殖器)、一個內在感官(心意)和五個感官對象(形象、味道、氣味、觸摸和聲

音)組成的二十四個元素。瓦斯悉塔、戴瓦拉(Devala)和阿悉塔(Asita)等等聖

人、韋達曼陀和《終極韋達》的話斷定了這點。軀體場地其實是甚麼，為甚麼有

這個名稱？分析這二十四個元素就可以明白這點。物質軀體的轉變體是欲望、嫉

妒、快樂、痛苦、軀體(五大物質元素的合體)的所有活動、心意(只是靈魂純粹知

覺的表象)的傾向和專注，還有容忍。因此應該明白它們是身體的一部分。這裏

提供了一張描繪二十四個元素的圖表。  
 

二十四元素表 
物質自然(Prakrti) 

物質能量整體(Mahat) 
自我(Ahankara) 

五種 
工作感官

(karmendriya) 

五種 
求知感官

(jnanendriya) 

心意 形象 味道 氣味 觸摸 聲音 

言語、手、

腳、肛門和 
生殖器 

眼睛、耳朵、

鼻子、舌頭 
和皮膚 

 火 水 土 空氣 天空 



 
詩節八至十二 

 
amänitvam adambhitvam ahiàsä kñäntir ärjavam 

äcäryopäsanaà çaucaà sthairyam ätma-vinigrahaù 
 

indriyärtheñu vairägyam anahaìkära eva ca 
janma-måtyu-jarä-vyädhi- duùkha-doñänudarçanam 

 
asaktir anabhiñvaìgaù putra-dära-gåhädiñu 
nityaï ca sama-cittatvam iñöäniñöopapattiñu 

 
mayi cänanya-yogena bhaktir avyabhicäriëé 
vivikta-deça-sevitvam aratir jana-saàsadi 

 
adhyätma-jïäna-nityatvaà tattva-jïänärtha-darçanam 

etaj jïänam iti proktam ajïänaà yad ato’nyathä 
 
amanitvam－不求榮耀；adambhitvam－不驕不縱；ahimsa－非暴力；ksanti－寬

恕；arjavam－純真簡樸；acarya-upasanam－崇拜以身作則的靈性導師；saucam
－潔淨(內在和外在)；sthairyam－穩定(心意的)；atma-vinigrahah－控制軀體和

感官； indriya-arthesu－從聲音和觸摸等等感官對象；vairagyam－不依附；

anahankarah－擺脫假我；eva ca－還有；janma－誕生的；mrtyu－死亡；jara－
年老；vyadhi－和疾病；duhkha-dosa－痛苦導致的惡果；anudarsanam－反覆思

考揭示經典、聖人和靈性導師的那些話； asaktih－不依附 (感官快樂 )；
anabhisvangah－不沉醉；putra－兒子；dara－妻子；grha－家庭；adisu－等

等；nityam－經常；ca－和；sama-cittatvam－心意平和；ista-anista－可取和不

可取的；upapattisu－面對各種事情；mayi－對我；ca－和；ananya-yogena－以

獨有的關係；bhaktih－奉愛服務；avyabhicarini－堅定不移的；vivikta-desa－
在偏靜的地方；sevitvam－住在；a-ratih－毫不依附；jana-samsadi－感官享樂者

的聯誼；adhyatma-jnana-nityatvam－至尊靈魂和微小靈魂真理(以擺脫生死輪迴

為目標)的永恆性；tattva-jnana－自我覺悟的原則；artha-darsanam－鑽研(內在)
目的；etat－那；jnanam－知識；iti－因此；proktam－講述；ajnanam－愚昧；

yat－甚麼；atah－因此；anyatha－否則。  
 
不求榮耀；不驕不縱；擁有非暴力品質；忍耐；純真簡樸；服務有資格的靈性導

師；裏裏外外都純粹；心意穩定；控制軀體和感官；不依附聲音和觸摸等等感官

對象；沒有假我；恆常察看生老病死之苦；棄絕依附妻兒、家等等；不沉醉於他

人的苦樂；臻達可取或不可取的境況時都沉著鎮靜者；對我專一、堅定不移地奉



愛；喜歡獨處；厭惡與物質主義者聯誼；恆常探討自我知識和真理知識的目的，

即解脫－我認為這一切就是知識。其他一切只是愚昧而已。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正在上述的五個詩節，解釋要培養的二十種修習，例如

不求榮耀。祂也詳細解釋，知道軀體場地的個體靈魂和超靈的品質。要知道它們

與之前提及的物質軀體特性沒有關係。這其中十七種品質適用於追求知識的人和

奉 獻 者 。 不 過 ， 根 據 至 尊 主 的 陳 述 ， mayi cananya-yogena bhaktir 
avyabhicarini，為了體驗至尊主，奉獻者唯一的職責是為祂竭力履行專一的奉

愛。因為謙遜等等十七種品質，自然地展現在這些修習簡樸奉愛的奉獻者身上。

他們不需另外力求這些品質。不過，最後的兩個品質是思辨家獨有的。這是奉獻

者師徒傳系之見。 

 
在這個詩節，從amanitvam開始的那幾個字的含意十分清楚。《輔典》這樣解釋

saucam(潔淨)︰「潔淨有內在和外在兩種。用土、水等等達到外在的潔淨，意識

知覺或欲望的潔淨，稱為心意的潔淨。」atma-vinigrahah表示「控制軀體」。察

看生死等等痛苦，表示恆常都知道它們是痛苦之源。asaktih表示「放棄依附兒

子、家庭等等」，anabhisvanga表示「不沉醉於他人的苦樂」。例如「當我的兒

子或親戚快樂時，我也快樂，他們痛苦時，那麼我也痛苦。」 Istanistopapattisu
表示「領受到物質事物時，不管是令人愉快或令人不悅的，依然泰然自若。」 
 
Mayi表示「在我，在我夏瑪遜達爾的形象裏」，ananya-yogena則表示「沒夾雜

思辨瑜伽和苦行瑜伽等等的奉愛」。ca(也)這個字表示夾雜了知識等等，但仍以

奉愛為主的奉愛(pradhani-bhuta-bhakti)。奉獻者只履行第一種奉愛(專一奉

愛)。思辨家採納第二種，即以奉愛為主的知識。一些奉獻者說：「正如專一的

奉愛是得到對至尊聖主純愛的方法，它對體驗超靈也有幫助。」最後這部分的六

個章節，描述了堅定不移奉愛的機密榮耀。 
 

不過，思辨家對ananya-yogena有不同的意見，說它表示「看見自我無處不

在」，avyabhicarini則表示「每天都履行那瑜伽」。根據聖足瑪杜蘇丹.薩茹阿斯

瓦提所述， avyabhicarini這個字表示「無法阻擋的」。adhyatma-jnana這個字指

的是在自我之中的知識。為了淨化自我，應該恆常實踐自我之中的知識。Tattva-
jïänärtha-darçanam表示「視之為珍愛的夙願，把解脫看作為真理知識的目標，

探討和討論。」這二十種知識是得到個體靈魂和超靈基本知識的概括方法。稍後

會解釋超靈的具體知識。與這相反的是渴求榮耀等等愚昧之兆。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

話：「謙卑、不虛榮、非暴力、寬恕、純樸、服務靈性導師、潔淨、穩定、控制

軀體和心意、不依附感官對象、沒有假我、覺悟到生老病死之苦、不依附兒子、

家庭等等，不在意他們的苦樂、在所有情況下都沉著鎮靜、對我純粹而堅定地奉

愛、住在僻靜之處、對擁擠的地方不感興趣、堅信靈性知識是永恆的，察看到解



脫是真理知識真正的目的－愚昧的人認為這全都是物質軀體的二十種轉變。事實

上，它們構成知識，毀滅物質軀體的轉變。托庇它們，就臻達極純粹的絕對真

理。它們不是軀體場地的轉變；反而是能夠破壞那些轉變的補救方法。『在這二

十項之中，一個人應該採納對我專一而堅定不移的奉愛。』其他十九種特性是奉

愛的次要成果。它們淨化微靈不純粹的軀體，最終幫助他得到永恆完美的軀體。

這十九種特性就像奉愛女神的寶座，應該明白它們是真正的知識。其他一切都是

愚昧。」  
 
在所有其他各類的修習之中，以專一而堅定不移的奉愛為主。一托庇奉愛，上述

的品質就自然地展現。因此，純粹奉獻者只接受專一奉愛，它是微靈固有的特

性。然後，邊際特性的品質也隨之展現。《聖典博伽瓦譚》(5.18.12)描述了這

點：  
 

yasyästi bhaktir bhagavaty akiïcanä  
sarvair guëais tatra samäsate suräù 
haräv abhaktasya kuto mahad-guëä  

manorathenäsati dhävato bahiù 
所有半神人及其崇高品質，例如知識和虔誠等等，長駐在那些對至尊聖主無私奉

愛的人心裏。另一方面，不是至尊主奉獻者，又怎能擁有完美偉大靈魂的任何好

品質？這樣的人總是僅僅渴求瑣碎的世俗感官對象。 
 

思辨家修習聖潔行為、非暴力，控制心意和自我等等的好品質，但不力求對至尊

聖主專一而堅定不移的奉愛。他們僅是為了在知識方面達到完美，即解脫，才稍

為履行奉愛。因此應該明白他們的奉愛修習是以知識和業報為主的奉愛；不是純

粹奉愛。非人格主義者或一元論者都歸入這個類別。 
 

詩節十三 
 

jïeyaà yat tat pravakñyämi yaj jïätvä ’måtam açnute 
anädimat paraà brahma na sat tan näsad ucyate 

 
jneyam－值得知道的；yat－它；tat－那；pravaksyami－我會透徹地解釋；yat－
它；jnatva－明白到；amrtam－不朽；asnute－臻達；anadi－沒有開始的；mat-
param－倚賴我；brahma－偉大的(指的是神的人格和非人格面貌)；na－都不；

sat－導致；tat－那；na－也不；asat－影響；ucyate－據說。  
 
現在我會對你透徹地解釋值得知道的事。明白了此事，就臻達解脫。沒有開始的

絕對真理倚賴我的人格形象，據說那個形象超越所有因果。 
 



《要義甘霖》：透過之前所述的各種修習，可以認識生物體和超靈。兩者之中，

sarvagata-brahma(全面遍透的至尊靈魂)這個字，指的僅是超靈一人。[註釋︰

sarvagata這個字源於聖維施瓦納 .恰誇瓦爾提.塔庫爾原著的梵文注釋。] 這個在無

屬性面貌的絕對真理是思辨家的崇拜對象，滿載多種屬性的那個面貌則是奉獻者

的崇拜對象。縱使祂住在體內，因為所冥想的是祂的四臂形象，因此稱為超靈。 

 

這個以jneyam開始的詩節先解釋了絕對真理。「anadi表示『沒有開始的』，由

於絕對真理是我的本性，因此是永恆的。」mat-param表示「我是絕對真理的至

尊庇蔭。」正如在稍後會說：「brahmaëo hi pratiñöhäham－我是絕對真理的根

基或基礎。」但是那個絕對真理是甚麼？預料到這個問題，至尊聖主說由於超越

因果，因此絕對真理既非短暫，也非永恆。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之前解釋了得到知識的方法。現

在，祂在目前這個詩節解釋至尊絕對真理，這真理既可知，也是那知識的目標。

思辨家認為絕對真理是非人格梵，沒有名字、形象、品質、逍遙時光、同遊等

等。他們其實想像真理僅是一片空虛，缺乏豐富多彩的活動等等品質。托庇專一

堅定奉愛的純粹奉獻者，把至尊絕對真象看作為主奎師那，即超然逍遙的化身，

所有超然品質、能量和情感的基礎，毫無瑣碎的物質品質。雖然《神訓經》的某

些地方描述，這個真理沒有特徵，但這些陳述只是反駁至尊聖主具有任何物質特

徵之說；沒否定祂的超然品質。經典本身闡明了這個奧祕︰ 
 

yä yä çrutir jalpati nirviçeñaà sä säbhidhatte sa-viçeñam eva 
vicära-yoge sati hanta täsäà präyo baléyaù sa-viçeñam eva 

《Hayasirsa-pancaratra》  
那同一的韋達曼陀先描述絕對真理沒有品質，然後又確立那個真理是有品質的

(savisesa)。沒有品質和有品質其實都是至尊主永恆的面貌，但深入探討這點，就

會揭示人格性的有品質本體更高。因為在這個世界只體驗到人格性的有品質本

體，在這裏體驗不到沒品質的本體。 
 
主奎師那本人講述的這個詩節，以意謂「mat-param(已托庇我)」這個詞語，表

明了非人格思辨家唯一的可知對象。 
 

brahmaëo hi pratiñöhäham amåtasyävyayasya ca 
çäçvatasya ca dharmasya sukhasyaikäntikasya ca 

《博伽梵歌》(14.27) 
我是無形象和不朽絕對真理的庇蔭，也是長存的不朽、永恆宗教、呈現為專一奉

愛純愛的超然喜樂之唯一庇護所。  
 



上述詩節的注釋會詳細描述這個主題。經典有時也稱微靈為梵，但是決不可稱微

靈為至尊梵，因為他在每方面與至尊梵都不一樣。生物體的意識知覺極微小，至

尊梵卻是無限的有意識實體。 
 
有些人因生物體變成梵的這個錯誤概念而受苦。因為他們不明白，brahma-bhüta 
(18.54)和brahma-bhüyäya kalpate(14.26)等等描述生物體的《梵歌》片語的深奧要

旨。brahma-bhütaù prasannätmä(18.54)這個詩節會詳細描述這個主題。  
 

個體靈魂和超靈都是知識的目標，但只有不斷培養對超靈的奉愛服務，才明白到

微靈本體是仰賴祂的。微靈沒有開始，天生致力於至尊主。他只賦有絕對真理的

部份品質，也超越因果。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阿尊那啊，我對你解釋了軀體

場地知悉者的基礎原則。我解釋了軀體場地的性質、它的轉變和可以擺脫這些轉

變的那個程序。我也解釋了生物體和超靈是這個場地的知悉者。現在，請聽我解

釋那個可以透過覺悟而得知的真理。可知的絕對真理沒有開始。祂仰賴我，超越

因果。知道這點，就品嚐到我的奉愛甘露。」  
 

詩節十四 
 

sarvataù päëi-pädaà tat sarvato’kñi-çiro-mukham 
sarvataù çrutimal loke sarvam ävåtya tiñöhati 

  
svarvatah－到處；pani－手；padam－腳；tat－祂的；sarvatah－到處；aksi－祂

的眼睛；sirah－頭；mukham－臉孔；sarvatah－到處；srutimat－那個人聆聽；

loke－在這個世界；sarvam avrtya－遍存萬有；tisthati－祂住在。  
 
祂的手腳無處不在。祂的眼睛、頭和臉孔遍佈四面八方，祂聽到一切。絕對真理

這樣遍及整個宇宙。 
 
《要義甘霖》：說絕對真理與因果截然不同，那不會抵觸「sarvaà khalv idaà 
brahma－這全都是絕對真理」(《粲多嘎亞奧義書(Chandogya Upanisad)》3.14.1)
和「brahmaivedaà sarvam－一切都是絕對真理」等等《神訓經》陳述嗎？預料

到這樣的問題，至尊聖主現正解釋，雖然絕對真理天生超越因果，絕對真理同時

也是因和果，因為能量和能者之間沒有差別。因此祂說的是，祂的手、腳等等無

處不在，意思是絕對真理有無數手和腳，即上至主布茹阿瑪，下至小螞蟻等等每

個可見實體的手和腳。因此祂的眼睛、頭，嘴和耳朵無處不在。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上一個詩節說絕對真理超越因果。可以引用

《終極韋達》的經文「çakti-çaktimator abhedaù－能量和能者沒有分別」，回應



那些質疑sarvaà khalv idaà brahma and brahmaivedaà sarvam等等《神訓經》陳

述是否真確的人。根據這段經文，雖然至尊聖主天性超越因果，祂的能量運作其

實是能者的工作成果，因為能量和能者之間沒有差別。由此可以明白這可見世界

等等的所有效果，都是至尊主的本性，與祂和祂能量的轉變體沒有分別。目前這

個詩節是為了釐清這點而講述的。透過所有從屬於祂和在祂內裏眾生的手和腳等

等而遍存萬有，唯一存在的只有絕對真理。因為祂全面遍透，因此祂有無數手、

眼睛、腳和耳朵。不過，個體靈魂不是全面遍透的，也沒有無限的手、頭、腳等

等。超靈是全能的，微靈卻不是。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陽光仰賴太陽而照耀四方。同

樣，絕對真理本體仰賴我的能量，因此得到無限而全面遍透的面貌。絕對真理是

無數微靈的棲身之所，從布茹阿瑪開始，直到螞蟻等等，祂的存在總共有無數手

腳、眼睛、頭、嘴和耳朵，隨處可見。」  
 

詩節十五 
 

sarvendriya-guëäbhäsaà sarvendriya-vivarjitam 
asaktaà sarva-bhåc caiva nirguëaà guëa-bhoktå ca 

 
sarva-indriya－所有感官的；guna－它們的功能；abhasam－發光體； sarva-
indriya-vivarjitam－祂沒有世俗感官；asaktam－祂不依附；sarva bhrt－祂是眾

生的維繫者；ca－但是；eva－確實；nirgunam－祂沒有物質品質；guna bhoktr
－祂是六種神聖品質的享受者；ca－但是。  
 
那個可知的人是所有感官及功能的啟發者，但是祂沒有世俗感官。雖然祂毫不依

附，卻是眾生的維繫者，雖然祂沒有物質品質，卻是六種超然富裕的享受者。 
 
《要義甘霖》：而且，絕對真理展現所有感官對象。《神訓經》說：「tac 
cakñuñaç cakñuù－祂是眼睛之眼(《可拿奧義書》1.2)」和「sarvendriyair guëaih
－祂展現聲音等等感官功能。」但祂是sarvendriya-vivarjitam，表示祂沒有物質

感官[而是有超然感官]。《神訓經》也說：「apäëi-pädo javano grahétä－雖然祂

沒有手和腳等等物質感官，卻接受、移動和觀看」(《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

3.19)。 
 

《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 (6.8)也說：「paräsya çaktir vividhaiva çrüyate 
sväbhäviké jïäna-bala-kriyä ca－聽說那個絕對真理有各種超然能量。」那些能量

是知識、力量和活動，全都是祂天生內在固有的。《神訓經》描述祂著名的形象

是所有能量之源。 
 



祂不依附世俗層面，並以祂的主維施努擴展維繫每個人。祂有獨特的超然形象，

那個形象沒有善良形態等等物質自然形態，也是品質的享受者。因為祂是六種超

然富裕的享受者，因此稱為bhaga。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那個絕對真理是感官功能之源，也是感官對

象之源。在《神訓經》也看到：「tac cakñuñaç cakñuù－祂是眼睛之眼(《可拿奧

義書》1.2)。」祂沒有物質感官；卻有超然感官。《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

(3.19)也說︰ 
 

apäëi-pädo javano grahétä  
paçyaty acakñuù sa çåëoty akarëaù 

雖然至尊主沒有物質手、腳等等，卻接受供奉，觀看和步行。縱使沒有物質眼睛

和耳朵，卻觀看和聆聽。換句話說，祂有超然的手、腳、眼睛、耳朵等等。 
 

因此，絕對真理不是沒有品質，卻有超然特徵。祂沒有物質品質，卻有六種超然

富裕，也享受它們。 
 

詩節十六 
 

bahir antaç ca bhütänäm acaraà caram eva ca 
sükñmatvät tad avijïeyaà düra-sthaà cäntike ca tat 

 
bahir－在外面；antah－在裏面；bhutanam－眾生的；acaram－不動的；caram
－移動的；eva ca－和確實；suksmatvat－因為祂非常精微；tat－祂；avijneyam
－難以知道；dura-stham－在遠處；ca－和；antike－非常接近；ca－和；tat－
祂。 
 
那個絕對實體住在眾生裏裏外外，這個動與不動生物的世界只是因為祂才存在。

祂非常精微，極難理解，同時亦遠亦近。 
 
《要義甘霖》：祂無處不在，遍佈眾生和祂創造元素的裏裏外外，就像天空在軀

體的裏裏外外。祂是動與不動的眾生萬物，因為祂是後果(創造)的成因。雖然如

此，祂不是直接察知的對象，因為祂的形象和其他屬性，與物質形式和屬性不

同。因此，愚昧的人覺得祂遙不可及。但是對於那些得到超然知識啟蒙的人來

說，祂作為內在超靈，就像住在同一房子的人那樣接近。祂比最遠的更遠，又比

最近的更近。那些看得見的人，可以在內心深處看到祂。正如《牟達卡奧義書》

(3.1.7)說：「dürät sudüre tad ihäntike ca paçyätsv ihaivaà nihitaà guhäyäm－在

這個世界，祂比最遠的事物遠得多，對於遵守者來說，祂的所在也很祕密，非常

接近眾生萬物的中央。」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所有動與不動的生物都源於至尊控制者，那

位至尊本體。祂作為內在超靈在眾生心內，又以祂全面遍透的面貌外在地存在。

這整個動與不動世界是祂能量的效果，因此《神訓經》說祂是萬物︰「sarvam 
khalv idam brahma－這全都是絕對真理。」但是祂有一個人格形象，與其他所有

形象都不同。祂無可比擬。祂無人能及(asamorddhva)，更何況是比祂更偉大。

不過，因為祂非常精微，因此不是每個人都能夠知道祂。只有祂專一的奉獻者，

才可以透過純粹奉愛的力量認識祂。因此，祂極遠又極近。祂靠近祂的純粹奉獻

者，與非奉獻者又極遠：  
 

tad ejati tan naijati tad düre tad v antike 
tad antar asya sarvasya tad u sarvasyäsya bähyataù 

《聖至尊奧義書(Isopanisad)》(5) 
至尊主既步行，卻又不步行，祂既遙遠，卻又極近，祂在萬物之內，卻又在萬物

之外。 
 

詩節十七 
 

avibhaktaï ca bhüteñu vibhaktam iva ca sthitam 
bhüta-bharttå ca taj jïeyaà grasiñëu prabhaviñëu ca 

 
avibhaktam－祂完整不分；ca－雖然；bhutesu－在眾生裏；vibhaktam－劃分

的；iva－好像；ca－但是；sthitam－位於；bhuta-bharttr－作為眾生的維繫

者；ca－和；tat－那(至尊主)； jneyam－應該要知道；grasisnu－毀滅者；

prabhavisnu－創造者；ca－和。  
 
雖然至尊真理完整不分，卻似是分佈在每個生物體裏面。要知道祂是眾生萬物的

維繫者、毀滅者和創造者。 
 
《要義甘霖》：作為成因處於動與不動的生物體裏面，祂完整不分，作為效果

時，祂卻分成各部分。在維繫期間作為主拿茹阿央那，唯獨祂是眾生的維繫者。

在殲滅期間作為吞噬者(Grasisnu)，祂是毀滅者，在創造開始時，祂則是各種效

果和形象的創造者。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雖然那位至尊絕對真理顯現為不同的眾生，

卻在一個完整的形象。《神訓經》說明了這點：「 ekaù santaà bahudhä 
dåçyamänaà－雖然祂獨一無二，卻看到祂的各個形象。」《輔典》也說：「eka 
eva paro viñëuù sarvaträpi na saàçayaù－只有一個超靈，即維施努，無處不在；

這點毫無疑問。」正如對不同地方的人來說，同一個太陽顯得不一樣，縱使祂獨

一無二，卻以祂不可思議的能量顯現為各個形象。只有祂作為個體超靈，存在於

眾生心內，外在則以超靈和至尊主的總體形象遍存萬有。祂也是眾生的維繫者和



毀滅者。《泰提瑞亞奧義書 (Taittiriya)》 (3.1)說：「yato vä imäni bhütäni 
jäyante yena jätäni jévanti yat prayanty abhisaàviçanti tad vijijïäsasva tad brahma
－你應該明白，絕對真理是那位眾生之源，他們憑著祂的幫助而存活，並在生命

之中邁進，又再次進入祂之內。」 
 

詩節十八 
 

jyotiñäm api taj jyotis tamasaù param ucyate 
jïänaà jïeyaà jïäna-gamyaà hådi sarvasya dhiñöhitam 

 
jyotisam－太陽和其他發光體；api－也；tat－祂； jyotih－發光的(原因)；
tamasah－愚昧；param－超然的；ucyate－據說祂；jnanam－超然知識；jneyam
－知識的目標； jnana-gamyam－可以透過神聖知識得到；hrdi－在心裏；

sarvasya－所有(生物)的；dhisthitam－位於。  
 
祂是所有發光體的光源。祂超然於愚昧，因此是神聖知識，也是這些知識的目

標，可以透過知識覺悟祂。祂住在眾生心裏。 
 
《要義甘霖》：祂甚至是日月等等其他發光體的光源。《神訓經》確認了這點：

「süryas tapati tejasendraù－太陽以祂的光芒發亮和發熱。」日月星辰等等在祂

面前都黯然失色，更何況是火。它們顯得光芒四射，它們的光輝卻全都是從祂那

裏得到的。只是憑藉祂的光輝，它們才得到自己獨特的發亮品質。《卡塔奧義

書》(2.2.15) 說︰ 
 

na tatra süryo bhäti na candra-tärakaà  
nemä vidyuto bhänti kuto ’yam agniù 
tam eva bhäntaà anu bhäti sarvaà  

tasya bhäñä sarvam idaà vibhäti 
日月星辰或火都無法照亮閃電，更何況是自我發光的至尊絕對真理。不過，只是

藉由那個自我發光的絕對真理，太陽等等所有發光體都發光。實際上，整個宇宙

都只是因為祂的存在而存在。 
 
因此，祂超越愚昧；愚昧決無法觸及祂。《神訓經》也說：「祂的膚色就像太陽

的顏色，祂也凌駕黑暗(tama)。」祂在純粹智慧才幹方面的完全展現，稱為實際

知識。祂自己改變為所有形象等等。祂是知識的目標，透過知識可以臻達祂。換

句話說，透過之前所述的方法，謹慎地修習謙遜等等知識就可以臻達祂。唯獨祂

作為超靈，位於眾生心裏。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控制者，即完全熟悉場地的人，是日月

星辰和火等等所有發光體的原始光源︰  



 
na tatra süryo bhäti na candra-tärakaà  
nemä vidyuto bhänti kuto ’yam agniù 

《卡塔奧義書》(2.2.15) 
雖然日月星辰、閃電和火照亮萬物，卻無法照亮至尊主或祂的居所。 
 
《聖典博伽瓦譚》(3.25.42)確認了這點：  
 

mad-bhayäd väti väto ’yaà süryas tapati mad-bhayät 
varñaténdro dahaty agnir måtyuç carati mad-bhayät 

因為害怕我，以致風吹日照，因卓洒下傾盆大雨。出於對我的恐懼，火才燃燒，

死亡忙於致人於死地。  
 

而且，《卡塔奧義書》(2.3.3)說：「bhayäd asyägnistapati bhayät tapati süryaù－
出於對至尊絕對真理的恐懼，火才燃燒，太陽才發熱。」那位至尊真理超然於物

質自然，凌駕黑暗，也極純粹。《神訓經》又說：「äditya-varëaà tamasaù 
parastät－祂超越物質自然，金光閃閃(aditya)。」祂是知識、知識目標和知悉

者。 
 
Jnana-svarupa：《神訓經》說祂是vijïäna änanda-ghanaà brahma－絕對真理的

明確屬性是，在本質上，祂是由知識組成的，也是濃縮的喜樂化身(ghanibhuta 
ananda-svarupa)。 

 

Jneya-svarupa：祂是那些渴求解脫之人的庇蔭。因此祂是所尋求的對象︰ 
 

taà ha devam ätma-buddhi-prakäçaà  
mumukñur vai çaraëam ahaà prapadye 

《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6.18) 
我渴求解脫而皈依至尊主，祂啟明靈魂的智慧。 
 
根據《神訓經》的這句話，透過知識就可以接近祂。 
 
Jnata︰因為祂作為見證者、控制者和超靈，位於每個人心裏，因此也是知悉者。

在這方面，應該參考《神訓經》的詩節，例如「dväsuparëä, tam eva viditvä and 
antaù-praviñöaù çästä－體內的靈魂和超靈，好比坐在同一棵樹上的兩只鳥兒」

(《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4.6)。  
 

詩節十九 
 

iti kñetraà tathä jïänaà jïeyaï coktaà samäsataù 



mad-bhakta etad vijïäya mad-bhäväyopapadyate 
 
iti－這樣；ksetram－場地(軀體)；tatha－還有；jnanam－知識；jneyam－知識

的目標；ca－和；uktam－提到；samasatah－總而言之；mat-bhaktah－我的奉

獻者；etat－這一切；vijnaya－完全明白到；mat-bhavaya－對我的純愛；

upapadyate－臻達。  
 
因此我簡略地描述了軀體場地、知識和知識目標。明白了這一切，我的奉獻者就

得到對我的超然愛心奉愛。 
 
《要義甘霖》：在這裏，至尊聖主在以iti開始的詩節解釋，誰有資格得到這知識

和結果，藉此總結祂對軀體場地的知識等等陳述。mahä-bhütäny ahaìkäro (《梵

歌》13.6)至adhyätma(《梵歌》13.12)的這些詩節，解釋了ksetra(場地)這個字。

《梵歌》13.8至《梵歌》13.12的adhyatma這個字，也描述了jnana(知識)。《梵

歌》13.13以anadi開始的這一句，至《梵歌》13.18以dhisthitam結束的詩節，描述

了jneyah和jnana-gamyam。那同一位絕對真象稱為梵、超靈和至尊主。已經簡述

了這點。 
 

mat-bhaktam(我的奉獻者)這詞語指的是懷著奉愛的奉獻者。在這種情況下，

mad-bhavaya表示他得到與主合一的解脫。又或者，mad-bhakta表示「我忠心耿

直的僕人，他知道『我的主非常富裕。』在這種情況下，這樣的純粹奉獻者有資

格得到對我的純愛。 」換句話說，他有資格得到滿載純愛的奉愛。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在這個詩節清楚表明，業報工作

者、思辨家、瑜伽師、苦行者和非人格假象宗，無法明白《博伽梵歌》的真正真

理。只有至尊主的奉獻者才能明白。這是mad-bhakta(我的奉獻者)這詞語的深入

含意。正如《梵歌》所述，應該先成為奉獻者，明白知識目標、知悉者和知識的

真理。因此必須托庇真正靈性導師的蓮花足，修習奉愛。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阿尊那啊，我簡述了軀體場

地、知識和知識目標。這被視為有覺悟的知識，得到這知識的那位奉獻者得到對

我的無瑕純愛奉愛。非奉獻者只接受無用一元論師徒傳系的庇蔭，被騙去真正知

識。知識只是奉愛女神的坐處。那是托庇了奉愛的靈魂的純粹狀態。」第十五章

描述至尊人物的基礎真理，其中會進一步闡明這個題目。 
 

詩節二十 
 

prakåtià puruñaï caiva viddhyanädé ubhäv api 
vikäräàç ca guëäàç caiva viddhi prakåti-sambhavän 

 



prakrtim－物質自然；purusam－生物體；ca－和；eva－清楚地；viddhi－你應

該明白；anadi－沒有開始；ubhau－都；api－也；vikaran－它們的轉變；ca－
和；gunan－它們的所有品質；ca－和；eva－確實；viddhi－明白；prakrti-
ambhavan－源於物質自然。  
 
要知道物質自然和生物都沒有開始，三種具牽制作用的品質和它們的轉變都是物

質自然產生的。 
 
《要義甘霖》：解釋了超靈之後，至尊聖主現在解釋個體靈魂，他也是軀體場地

的知悉者。「為甚麼這場地知悉者和物質能量之間會有關係，是甚麼時候開始

的？」 
 

至尊聖主預料到這個問題，於是用這個以prakrtim開始的詩節作答。「物質自然

和生物體都沒有開始。即是他們的成因沒有開始。因為他們是沒有開始的我－至

尊控制者－的能量，因此也沒有開始。要這樣理解。」 
 
《博伽梵歌》(7.4-5)也說：  

 
bhümir äpo ’nalo väyuù khaà mano buddhir eva ca 

ahaìkära itéyaà me bhinnä prakåtir añöadhä 
apareyam itas tv anyäà prakåtià viddhi me paräm 

jéva-bhütäà mahä-bäho yayedaà dhäryate jagat 
這物質自然分成八個部分︰土、水、火、空氣、以太、心意、智慧和自我，卻比

不上我的另一種本質。生物體是我的高等能量。他們為了享受活動結果而接受這

個物質世界。  
 
「根據我這裏的陳述，因為物質能量和生物體都是我的能量，他們沒有開始，因

此彼此的關係也沒有開始。不過，雖然他們彼此有關，其實卻不一樣。」因此至

尊聖主說，軀體和感官，苦樂、悲哀和假象(gunams caiva)等等物質品質的轉變

都源於物質自然。改造成軀體場地的生物體，與物質自然是分開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解釋場地，即局部的場地知悉者 
(微靈)和完全的場地知悉者(超靈)、知識和知識目標之後，就解釋色欲、憤怒、

愛和恐懼等等場地的轉變，還有微靈這場地知悉者和假象之間的關係怎樣存在。

身為至尊控制者的能量，物質自然和生物體都沒有開始。這表示他們也是永恆

的。無活動的物質稱為低等能量(apara-prakrti)，微靈則稱為高等能量(para-
prakrti)。 
 
在《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0.108, 109, 111和117)，我們在瑪哈帕佈對薩

拿坦.哥斯瓦米的教導裏看到︰ 



 
jévera ‘svarüpa’ hayakåñëera ‘nitya-däsa’ 

kåñëera ‘taöasthä-çakti’ ‘bhedäbheda-prakäça 
 

süryäàçu-kiraëa‚ yena agni-jvälä-caya 
sväbhävika kåñëera téna-prakära ‘çakti’ haya 

 
kåñëera sväbhävika téna-çakti-pariëati 

cicchakti‚ jéva-çakti‚ ära mäyä-çakti 
 

kåñëa bhuli’ sei jéva anädi-bahirmukha 
ataeva mäyä täre deya saàsära-duùkha 

生物體的固有本性是奎師那的永恆僕人。奎師那的邊際能量轉變成無數生物體。

由於能量和能者沒有分別，因此能量的轉變體－極微小的有意識微靈，在某些方

面與奎師那也沒有分別。但是他們在很多方面也永恆不同。至尊主有無限知覺，

生物體則有微量知覺。從意識知覺的角度來看，祂們沒有分別，但至尊主是完全

的有知覺實體，生物體則是極微小的有知覺實體。至尊主是假象的主人，生物體

則受制於假象。至尊主是創造、維繫和毀滅之原，生物體卻不是。正如以陽光中

所見的無數光子為例，奎師那的能量之光產生無數生物體形式的原子。同樣，正

如火焰飛濺無數小火花，至尊主也衍生無數極微小的有知覺生物體。 

 

這些都是不全面的例子，用以解釋永恆-全知-極樂至尊主和極微小有知覺生物體

之間的關係。這表示這些例子的目的是使人明白這事實，因此用了sakha-candra-
nyaya，字面意義是「那個用樹枝指出月亮位置的邏輯」。在這個物質世界，沒

有例子能充分描述至尊梵，但是這些例子予人某程度的理解。 
 

奎師那是絕對真理的極限。祂內在固有的超然能量又稱為內在能量、靈性能量或

至尊能量。這內在能量以三種形式展現自己。展現為靈性世界時，稱為靈性能

量。展現為無數生物體時，稱為微靈能量，展現為物質宇宙時，則稱為假象能

量。藉由至尊主的意願，生物體從微靈能量展現。因此他們的固有本性是奎師那

的永恆僕人，但因為天性極微小，以致會受到假象影響。這個虛幻世界的生物體

誤用了他們的自由意願，又因自古以來與蒙騙能量聯繫，以致忘了自己的本性和

奎師那的本質。他們困於生死輪迴，承受著三重苦的煎熬。困於這個物質世界的

生物體，憑著某種齊天洪福得到聖人聯誼時，終於可以覺悟到自己的固有本性。

透過遵循奉愛程序投入於服務至尊主，就可以處於實際的身份。 

 

《聖典博伽瓦譚》(11.2.37)確認了這個結論： 
 

bhayaà dvitéyäbhiniveçataù syäd  
éçäd apetasya viparyayo ’småtiù 



tan-mäyayäto budha äbhajet taà  
bhaktyaikayeçaà guru-devatätmä 

生物體是至尊主的永恆僕人，但由於背離了至尊主，以致忘了自己的本性和身

份。他的永恆本性－服務奎師那－因此被蒙蔽。他與蒙騙能量聯繫，以致認同自

己是軀體，因此總是為物質軀體、房子和其他事情擔憂。他被奎師那的外在蒙騙

能量迷惑，承受各種痛苦。憑著某種好運，有智慧的人會托庇真正的靈性導師，

也會懷著專一的奉愛崇拜主奎師那。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夠跨越假象。 
 
而且，《聖典博伽瓦譚》(3.7.9)說：  

 
seyaà bhagavato mäyä yan nayena virudhyate 

éçvarasya vimuktasya kärpaëyam uta bandhanam 
一些受條件限制的靈魂，主張至尊聖主受制於假象。與此同時，又宣稱祂是受條

件限制的。這與所有邏輯相反。 
 

至尊主的能量與別不同。它可以使不可能的變得可能，也使可能的變得不可能。

一旦得到永恆解脫之主的恩慈，至尊主的這種能量使生物體可能會超脫物質世界

的束縛，也使生物體可能會被困於這個世界。無法僅是借助邏輯來理解這個事

實，也無法僅是透過論點來理解至尊主的不可思議能量。這能量讓生物體陷於錯

覺，使他無法覺悟至尊主的恩慈。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我正在解釋知道軀體場地和那

場地知悉者的結果。物質自然、生物體和超靈這三個本體，展現在受制於物質的

生物體存在之中。場地稱為物質自然，生物體稱為微靈，我在兩者之中全面遍透

的展現，稱為超靈。物質自然和生物體都沒有開始。他們甚至在物質時間之前已

經存在，因此沒投生其中。相反，在我的至尊存在裏，他們憑著我的能量顯現在

靈性時間之內。在世俗時間的庇蔭下，物質自然與我合併，在創造期間再次展

現。生物體是我永恆邊際能量衍生的本體。但是因為與我作對，以致被我的物質

能量籠罩。雖然生物體其實是純粹的有知覺實體，他的品質卻是邊際的，因此甚

至得到了物質效用。受條件限制的物質智慧和知識，無法確定有知覺生物體怎樣

陷於無活動的物質，因為我的不可思議能量不是從屬於你的有限知識。你只要知

道這麼多，這相當重要︰受條件限制靈魂的所有轉變和品質都源於物質自然，而

不是他永恆結構的一部分。」 
 

詩節二十一 
 

kärya-käraëa-karttåtve hetuù prakåtir ucyate 
puruñaù sukha-duùkhänäà bhoktåtve hetur ucyate 

 



karya－效果；karana－原因；karttrtve－運作；hetuh－原因；prakrtih－物質自

然；ucyate－據說是；purusah－微靈；sukha-duhkhanam－苦樂的；bhoktrtve 
－體驗時；hetuh－原因；ucyate－據說是。  
 
據說是物質自然引致物質因果的運作，據說微小的生物體，即受條件限制的靈

魂，則自食其果，導致自己體驗物質苦樂等等。 
 
《要義甘霖》：現在至尊聖主正在揭示，生物體與外在能量－假象－的關係。

karya(效果)指的是軀體，karana(原因)指的是感官，它們是苦樂的媒介，而

karttrtve(操作者)指的是感官之神，即半神人。受條件限制的靈魂因愚昧而採取

履行者的態度，但其實是物質自然導致這種感覺。與受條件限制靈魂接觸的物質

自然轉變成效果。那種稱為愚昧的假象傾向，給予生物體充滿假象的知識。不

過，儘管所體驗的苦樂是假象產生的，生物體卻是自食其果的。雖然效果、原

因、操作者和體驗(bhoktrtva)都是物質自然的特性，卻全都受到無活動支配

(jada)。由於生物體天生有知覺，因此主宰苦樂的體驗。事物按照它的主要面貌

命名。根據這個邏輯，據說物質自然是軀體、感官和半神人的成因。據說生物體

自食其果，是體驗的成因。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物質自然導致世俗效果，即軀體。它也導致

世俗原因，即感官，以及操作者，即感官之神，據說，受條件限制的生物體則導

致世俗苦樂的體驗。在這裏應該清楚了解，在純粹狀態的生物體不是物質之樂的

享受者，也不承受痛苦。不過，因為生物體源於邊際能量，當他認同自己是那個

與外在能量接觸而產生的軀體時，就建立自我，從而感到自己體驗物質苦樂。  
 
在這方面，主卡皮拿在《聖典博伽瓦譚》(3.26.8)說： 

 
kärya-käraëa-karttåtve käraëaà prakåtià viduù 

bhoktåtve sukha-duùkhänäà puruñaà prakåteù param 
母親啊，那些知道真理的人，認同物質自然是軀體、感官和感官之神，即半神人

的成因。  
 

透過他的純粹自我，穩守固有地位的靈魂與超靈的關係是作為永恆僕人，因此超

靈支配靈魂的存在。因此純粹靈魂超越所有物質名份，不受物質自然的轉變影

響。物質自然支配受條件限制的靈魂，因為他強烈認同物質自然轉變所產生的軀

體。因此，博學的人說物質自然是操作者，即感官之神的成因。不過，在體驗苦

樂等等活動結果方面，據說是與物質自然不同的生物體，導致那種體驗。不過，

操作者和經驗或察知都從屬於自我，物質自然則是主導因素，因為軀體等等是無

活動物質的效果。沒有意識知覺，不可能體驗苦樂；因此，在這裏，主導因素是

受制於物質自然的有知覺實體。不過，最終也應該明白，物質自然和有知覺生物

體的操作者都受制於至尊主。假象和生物體都在祂的控制之下。 



 
詩節二十二 

 
puruñaù prakåti-stho hi bhuìkte prakåti-jän guëän 

käraëaà guëa-saìgo’sya sad-asad-yoni-janmasu 
 
purusah－微靈；prakrti-stha－在物質自然裏；hi－確實；bhunkte－享受；

prakrti-jan－源於物質自然；gunan－感官對象；karanam－原因；guna-sangah
－與(物質)自然具牽制力的品質聯繫；asya－微靈的；sat-asat-yoni－高高低低的

物種；janmasu－投生。  
 
生物體在物質自然裏享受那個自然所衍生的感官對象。與物質自然的三種品質聯

繫，使他生於高高低低的物種，困於物質存在。 

 
《要義甘霖》：由於自古以來已經存在的愚昧所產生的錯誤知識，生物體認為物

質自然的品質，例如活動履行者(karttrtva)和體驗苦樂(bhoktrtva)等等都是自己

的。因此困於物質世界。軀體是物質自然的效果，微靈在軀體裏，認同軀體是自

己的自我，執迷不悟。他因為假我而認為悲哀、錯覺和痛苦等等物質自然形態所

產生的心意體驗都是自己的，並因為這些體驗而受苦。這全都歸因於與物質自然

形態聯繫。這表示他的軀體認同是基於愚昧的假定，因為微靈其實沒有這種聯

繫；軀體是物質形態做成的。 
 
生物體在哪裏享樂？預料到這個問題，至尊聖主說：「在聖人和半神人(satisu)等
等具有高等知覺的物種，還有鳥獸(asatisu)等等低等知覺的物種。」他根據好壞

的業報投生，體驗苦樂。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背離了奎師那，天性邊際的生物體認為軀體

就是自我。他們錯誤地把自己看作為活動結果的成因，以及無活動物質的享受

者。因此困於物質世界，投生於各種生命物種，從而體驗苦樂。這些被假象蒙騙

的生物體墮入生死輪迴。因此承受俗世之苦，有時投生於天堂星球，有時則在地

獄，有時是國王，有時是子民，有時是婆羅門，有時是勞工，有時是蟲子、妖

魔、僕人或主人。時樂時苦。生物體的意識知覺極微小，雖然他是至尊主的僕

人，卻受制於鄰近的外在能量。因為他懷著厭惡奎師那所致的肉欲物欲。就像鬼

迷心竅的人，智慧被蒙蔽，受制於假象的生物體，智慧同樣也被蒙蔽。憑著至尊

主和祂奉獻者的恩慈，他得到神聖聯誼，擺脫蒙騙的外在能量，即假象。處於自

己的本性和身份，享受服務至尊聖主之樂。 
 

kåñëa bhüli’ sei jéva anädi-bahirmukha  
ataeva mäyä täre deya saàsära-duùkha 

kabhu svarge uöhäya kabhu narake òubäya  



daëòya-jane räjä yena nadéte cubäy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0.117-18) 

由於忘了主奎師那，生物體自古以來都沉醉於試圖享受物質能量。因此奎師那的

蒙騙能量給予生物體各種物質生死之苦。有時他晉升到天堂星球，其他時候被扔

到地獄。這可以比作一個人被國王懲罰，被綁在木板上並浸在河裏。有時他被浸

在水裏，直到快要淹死，有時得到舒緩，體驗到所謂的傾刻之樂。 
 

詩節二十三 
 

upadrañöänumantä ca bharttä bhoktä maheçvaraù 
paramätmeti cäpy ukto dehe’smin puruñaù paraù 

 
upadrasta－見證者；anumanta－批准者；ca－和；bhartta－主人；bhokta－享

樂者；maha-isvarah－至尊控制者；parama-atma－超靈；iti－那；ca api－以

及；uktah－據說；dehe－軀體；asmin－在這；purusah parah－高等的超然享樂

者。  
 
除了個體生物體之外，這個軀體還有另一個享樂者。祂稱為超靈，又稱為見證

者、批准者、支持者、維繫者、至尊控制者、超靈等等。 
 
《要義甘霖》：解釋了有知覺的生物體之後，至尊聖主現正在這個以upadrasta開
始的詩節解釋超靈。從anädi mat-paraà brahma(《梵歌》13.13)到hådi sarvasya 
viñöhitam (《梵歌》13.18)的詩節，概括而具體地解釋超靈。尤其應該明白一個事

實︰雖然超靈一直鄰近個體靈魂，祂與他仍然是分開的。為了釐清這點而表明

了，超靈在軀體裏面。Para(另一個)指的是體內的另一個享樂者。那個享樂者是

至尊控制者(Mahesvara)，即超靈。「paramaatma」這個字確定祂比靈魂更高。

parama(至尊 )這個字只局部地支持，整個創造裏只有一個靈魂的這個理論

(ekatma-vada)。實際上，parama這個字指的是奎師那的人格擴展。透過表明雖

然祂非常接近(upa)微靈，卻是與他分開的，而且祂也是觀看者，即見證者，藉

此強調了這點。Anumanta(批准者)表示祂住在生物體附近，既友善又提供幫

助。《哥袍 -塔潘尼奧義書》 [烏塔爾 (Uttara) 97]說：「 säkñé cetäù kevalo 
nirguëaç ca－那位享樂者是見證者，有意識知覺，是完整真象，超越物質形

態。」同樣，bharta表示「支持者」，bhokta則表示「保護者」。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超靈作為這個軀體裏的見證者，與微靈不一

樣。這超靈不是微靈。一元論者認為個體靈魂和超靈是一體的，但從這個詩節清

楚看到，超靈是每個軀體裏的見證者和批准者，與個體靈魂不一樣。因為祂比個

體靈魂更高，因此又稱為高等靈魂。這超靈是至尊人格首神主奎師那部分的部分

(kala)。沒有祂的許可，個體靈魂一事無成。個體靈魂多不勝數，超靈作為朋友



和至尊祝願者永存於他們每一個之中。雖然超靈與生物體住在一起，卻恆常都是

微靈和外在能量，即假象的主人。 
 
至尊主賜予生物體無價之寶－獨立性。正確善用這獨立性，生物體就可以非常輕

易地在至尊主的永恆居所，品嚐對祂愛心服務的甘露。不過，誤用這獨立性就受

到假象束縛，飽受三重苦，困於生死輪迴。因此，被假象征服的生物體怎會是至

尊主，即假象的主人？這種概念大錯特錯，也違反所有經典結論。 
 
《神訓經》非常清楚地描述了，超靈與個體靈魂不同：nityo nityänäà cetanaç 
cetanänäm(《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6.13)。祂是所有永恆之至尊永恆。即祂是

至高無上的生物。在所有具有意識知覺的生物之中，正是祂賜予意識知覺的，即

原初的意識知覺。而且，《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4.6)和《牟達卡奧義書》

(3.1.1)說： 
 

dvä suparëä sayujä sakhäyä samänaà våkñaà pariñasvajäte 
tayor anyaù pippalaà svädv atty anaçnann anyo ’bhicäkaçéti 

牛奶之洋維施努和生物體，就像坐在菩提(pipala)樹上的兩隻鳥兒朋友，一起住

在這個短暫的物質世界(軀體)。其中一個，即生物體，正根據他的活動在品嚐大

樹的果實，而另一個，即超靈，則作為見證者。祂沒享受果實，卻看著祂的朋

友。 
 
《聖典博伽瓦譚》(11.11.6)也說︰ 

 
suparëäv etau sadåçau sakhäyau 

yadåcchayaitau kåta-néòau ca våkñe 
ekas tayoù khädati pippalännam  
anyo niranno ’pi balena bhüyän 

呈現為生物體和至尊控制者的兩隻鳥有某種關係，就是具有相同品質。那品質就

是意識知覺。祂們因天意而住在樹(軀體)上的巢(心)。一隻鳥(生物體)正在享受

那棵樹(軀體)的水果(業報)。另一隻鳥(至尊控制者)沒享受水果。祂因各種能量

的力量，例如知識等等而自得其樂，恆常滿足於永恆喜樂。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生物體是我的朋友。當他完全

在邊際本性時，就傾向我。這邊際性是他的獨立性。生物體永恆職務的完美境

界，是使用他的邊際(獨立)性得到對我的純愛。當生物體誤用那獨立性時，就進

入物質領域。然後我就作為超靈，成為他的同伴。因此，唯有我才是見證者、批

准者、支持者、保護者和控制眾生活動的至尊者。我作為超靈，恆常存在於軀體

裏，作為至尊人物。我賜予他在受條件限制的狀態，所履行一切業報的後果。」 
 

詩節二十四 



 
ya evaà vetti puruñaà prakåtiï ca guëaiù saha 
sarvathä varttamäno’pi na sa bhüyo’bhijäyate 

 
yah－他；evam－這樣；vetti－明白；purusam－至尊人物；prakrtim－物質自然 
(假象)；ca－和(生物)；gunaih－善良、情欲和愚昧等等三種具牽制力的影響；

saha－一同；sarvatha－在每方面；varttamana api－儘管在(物質世界裏)；na－
永不；sah－他；bhuyah－再次；abhijayate－投生。  
 
這樣理解超靈、蒙騙能量和她那三種具牽制作用的影響，還有渺小的生物，縱使

目前身處這個物質世界，一個人都不再投生。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正在解釋這知識的結果。「雖然受制於睡眠和分心等

等，但是那些知道超靈、物質能量和微靈能量(透過ca這個字而明白到)的人，不

再投生。」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當修習者知道奉愛、有知覺的生物體和超靈

的基礎原則，還有祂們的相互關係時，就有資格得到解脫。然後，憑著真正靈性

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的恩慈，透過遵循純粹奉愛之途，就逐漸臻達信心(sraddha)、
強烈堅定的信心(nistha)、品味(ruci)、依附、超然情感，最後是對至尊主的純愛

階段和進入祂的居所。生物體肯定從來沒有，也決不會從主的永恆居所低墮。受

條件限制的靈魂先在至尊主的居所服務祂，不知怎地又墮入物質世界，這個虛構

的概念既不合邏輯，也違反所有經典結論。但比如說，為了辯論而接受了這個理

論，聲稱哪怕在履行了嚴謹的修習，臻達至尊聖主的居所之後，都會從那裏墮入

物質世界，那麼奉愛和純愛的榮耀就令人存疑了。在這方面，祺查可圖

(Citraketu)王、佳亞(Jaya)和維佳亞(Vijaya)的例子並不合適，因為他們都是至尊

主的永恆同遊。他們只是為了造福微靈和滋潤至尊聖主的逍遙時光，才如至尊主

所願降臨這個物質世界。認為他們是普通受條件限制的靈魂是嚴重冒犯。聖維施

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在《甘露的雲海(Madhurya-kadambini)》解釋這點。得

以住在至尊聖主居所的生物體，決不回來這個物質世界，如果他真的來這裏，都

是作為至尊主的同遊和憑藉祂的意願而來。他不受物質條件影響。《梵歌》(15.6)
說︰ 

 
na tad bhäsayate süryo na çaçäìko na pävakaù 

yad gatvä na nivartante tad dhäma paramaà mama 
日月或火都無法照亮那個至尊領域，皈依的人到了那裏都不回來這個世界。我的

那個居所光芒四射，也自我發光。 
 

詩節二十五 
 



dhyänenätmani paçyanti kecid ätmänam ätmanä 
anye säìkhyena yogena karma-yogena cäpare 

 
dhyanena－透過冥想(至尊主)；atmani－在他們心裏；pasyanti－他們觀看；

kecit－一些(人)；atmanam－超靈；atmanah－親自；anye－其他人(思辨家)；
sankhyena－透過那種分析物質世界元素的瑜伽；yogena－透過八重玄秘瑜伽的

程序；karma-yogena－透過業報瑜伽之中的無動機活動；ca apare－和其他人。  
 
透過冥想至尊人物，奉獻者看見心裏的祂。思辨家努力透過分析哲學來了解祂。

瑜伽師透過八重玄秘瑜伽的程序，冥想祂是超靈，其他人則試圖透過那個無私地

履行賦定職務，把結果供奉給祂的程序察知祂。 

 
《要義甘霖》：在這個以dhyanena開始的和下一個詩節，至尊聖主正解釋各種得

到自我知識的方法。一些奉獻者透過冥想至尊主而看見心裏的祂。bhaktyä mäm 
abhijänäti《梵歌》18.55會解釋這點。「其他類型的崇拜者卻看不見我」。

anye(其他人)這個字表示，思辨家盡力透過分析研究有知覺的和無活動物質來了

解我。瑜伽師盡力透過八重瑜伽程序了解我，業報瑜伽師努力無私地履行賦定職

務，藉此了解我。 
 
在這裏，數論瑜伽、八部瑜伽和無私活動瑜伽，都沒直接使人領受到超靈的覲

見，因為它們全都是善良形態的，超靈卻凌駕於自然形態。《聖典博伽瓦譚》

(11.19.1)也說：「jïänaà ca mayi sannyaset－應該把那種知識皈依給我。」而且

「bhaktyäham ekayä grähyaù－唯有透過純粹奉愛，才可以得到我」(11.14.21)。
至尊主的上述陳述清楚顯示，只有透過毫無思辨知識的奉愛，才可以得到祂。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主奎師那正在這個詩節解釋，怎樣才能

得到上一個詩節所述的純粹自我知識。雖然經典提及數論瑜伽、八部瑜伽和無私

活動瑜伽等等各種程序，但只有透過奉愛瑜伽，才能簡單自然地得到這沒受污染

的純粹知識。在《聖典博伽瓦譚》(11.14.21)，在主奎師那和烏達瓦之間的對話之

中，至尊主奎師那親自說：「bhaktyäham ekayä grähyaù－只有透過奉愛才可以

臻達我。」而且，祂在 《聖典博伽梵歌》(11.20.6-8)說：  
 

yogäs trayo mayä proktä nåëäà çreyo-vidhitsayä 
jïänaà karma ca bhaktiç ca nopäyo ’nyo ’sti kutracit 

nirviëëänäà jïäna-yogo nyäsinäm iha karmasu 
teñv anirviëëa-cittänäà karma-yogas tu käminäm 

yadåcchayä mat-kathädau jäta-çraddhas tu yaù pumän 
na nirviëëo näti-sakto bhakti-yogo ’sya siddhi-daù 

我為了造福人類而描述了三種瑜伽︰業報瑜伽、思辨瑜伽和奉愛瑜伽。沒有其他

方法臻達我。那些完全疏離物質世界的人，有資格履行思辨瑜伽，天意使然，那



些不太疏離又不太依附世俗，有信心聆聽我逍遙時光的人，有資格履行奉愛。他

們遵循奉愛之途，很快達到完美。 
 

「奉愛瑜伽是這三種瑜伽之中最好的。事實上，只有透過奉愛才可以臻達我。這

是非常深奧的祕密。『Na sädhayati mäà yogo－數論瑜伽等等不能控制我』

(《聖典博伽瓦譚》11.14.20)。換句話說，業報瑜伽或思辨瑜伽等等程序，唸誦曼

陀、履行苦行、火祭、冥想自我等等都無法取悅我。只有奉愛才可以征服我。」  
 
《梵歌》(6.47) 也確認了這點： 

 
yogénäm api sarveñäà mad-gatenäntar-ätmanä 

çraddhävän bhajate yo mäà sa me yuktatamo mataù 
不過，恆常都滿懷信心地崇拜我，心無旁騖地依附我，我認為這樣的人是所有瑜

伽師之翹楚。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主奎師那所說的話：「阿尊那啊，在靈性成就方

面，受條件限制的靈魂分為兩組︰那些反對我(bahir-mukha)和那些傾向我的。

無神論者、物質主義者、懷疑論者和道學家都算是反對我的。求知欲強和有信心

的人、業報瑜伽師和奉獻者屬於第二種，因為他們都傾向我。在所有人之中，以

奉獻者最好，因為他們托庇超越物質的靈性本質，也冥想自我之中的超靈。其次

以尋求控制者(Isvara)的數論瑜伽師最好。探討了二十四種元素組成的物質自然

之後，他們獲悉第二十五種元素－微靈－是純粹有知覺的實體。他們逐漸投入對

至尊主的奉愛瑜伽，即第二十六種元素。業報瑜伽師比不上他們。透過那個無私

地履行賦定職務，並把結果供奉給至尊主的程序，他們有條件探討和崇拜祂。」 
 

詩節二十六 
 

anye tv evam ajänantaù çrutvänyebhya upäsate 
te’pi cätitaranty eva måtyuà çruti-paräyaëäù 

 
anye－其他人；tu－但是；evam－因此；ajananta－不知道；srutva－聽到之

後；anyebhya－從其他人(自我覺悟的老師)那裏；upasate－崇拜；te－他們； 
api ca－也；atitaranti－超越；eva－這是肯定的；mrtyum－死亡(以物質存在的

形式)；sruti-parayana－致力於聆聽(覺悟靈魂的訓示)。 
 
不過，聆聽以身作則的覺悟者所述之後，其他不熟悉這個真理的人，開始崇拜至

尊(主)。因此，透過致力於聆聽程序，他們也逐漸超越這個塵世。這是肯定的。 
 
《要義甘霖》：anye這個字表示「那些在不同地方到處聆聽至尊主命題的人」。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在這個詩節解釋一個非常重要的程

序。「有些人不是無神論者，也不是懷疑論者、假象宗或哲學家。他們只是社會

大眾，但因前生的好印象(samskaras)而建立了信心。在神聖奉獻者的聯誼之中，

聆聽至尊主命題的敘述，領受到各位傳教士的訓示時，不知怎的努力崇拜我。後

來，得到了純粹奉獻者的聯誼時，領受到聆聽純粹哈瑞題旨的機會，參透了奉愛

真理，終於臻達我。」 
 

現代所謂有教養的社會，沒有教授靈魂的知識，但是《博伽梵歌》和《聖典博伽

瓦譚》解釋，聆聽這知識的程序極有效力。特別是在近代，主采坦亞.瑪哈帕佈

大力強調聆聽和唸誦哈瑞聖名︰哈瑞 奎師那，哈瑞 奎師那，奎師那 奎師那，哈

瑞 哈瑞，哈瑞 茹阿瑪，哈瑞 茹阿瑪，茹阿瑪 茹阿瑪，哈瑞 哈瑞。祂的主要教

導是，藉由聆聽、唱誦和憶念至尊主聖名和敘述的影響，就能輕易得以服務至尊

主。遵循那個程序，四頭的布茹阿瑪、聖拿茹阿達.哥斯瓦米、聖韋達維亞薩、

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帕瑞悉王和帕爾拉達大君，全都得以直接覲見至尊主。 

 

聖哈瑞達薩.塔庫爾是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其中一個同遊。雖然他生於回教家

庭，但每天都唸誦主哈瑞聖名三十萬遍。不論貧富，各種人都非常關心他。當地

的著名地主－茹阿瑪粲卓.刊(Ramacandra Khan)－見狀，心生嫉妒。為了破壞哈

瑞達薩的名譽，他利誘一個年輕美麗的妓女，答應給她巨額財富，在月色皎潔的

夜晚，派她到哈瑞達薩.塔庫爾那裏。哈瑞達薩.塔庫爾坐在巴嘎瓦緹.恆河岸的僻

靜處，數著他唱誦了多少曼陀，專注地高聲唱誦哈瑞 奎師那瑪哈曼陀，哈瑞 奎
師那，哈瑞 奎師那，奎師那 奎師那，哈瑞 哈瑞，哈瑞 茹阿瑪，哈瑞 茹阿瑪，

茹阿瑪 茹阿瑪，哈瑞 哈瑞。荼爾茜使附近的一個平台生色不少。  
 

那個妓女走近他，以各種各樣的姿勢表明心跡，但是哈瑞達薩.塔庫爾甚至完全

不為所動。最後，她公然向他提出非分要求。他回答說：「我發誓要唸誦主哈瑞

聖名一千萬遍。一唸完這個數目，我很快會如你所願。」  
 

聽到這個保證，妓女在那裏坐了整整一夜，等待他唸誦完畢。早上，她害怕被人

看到，於是便回家。第二天晚上，她回來重施故技。哈瑞達薩.塔庫爾又再告訴

她，他正要唸完。那天晚上又像前天那樣過去了。第三天晚上，她到達時哈瑞達

薩.塔庫爾又再開始高聲唱誦。看看！從純粹奉獻者口中聆聽聖名的效果非常驚

人，以致那個妓女的心改變了。她倒在他腳邊哭求原諒。哈瑞達薩.塔庫爾非常

高興地說：「你第一天來的時候，我大可以去別處，但我只是因為你才留在這

裏。你的心改變了，我感到非常高興。這是聆聽和唱誦聖名恆定的榮耀。現在你

應該無畏地住在這所修院，繼續唱誦主哈瑞的聖名。你應該服務荼爾茜女神和巴

嘎瓦緹.恆河(恆河)。」  
 

她遵循這些訓示，她的生命徹底改變了。甚至連偉大奉獻者都開始到她的修院覲

見她－頂尖的女奉獻者。她繼續保持謙遜，卑微而身無長物，履行哈瑞的靈性專



注，在極短時間內就被送到至尊主的居所。如此一來，甚至連普通人也能透過聆

聽和唱誦臻達至尊主。 
 

詩節二十七 
 

yävat saàjäyate kiïcit sattvaà sthävara-jaìgamam 
kñetra-kñetrajïa-saàyogät tad viddhi bharatarñabha 

 
yavat－像…那麼多；samjayate－產生；kincit－任何；sattvam－作為；sthavara  
－不移動的；jangamam－移動的；ksetra－場地的；ksetra-jna－場地知悉者； 
samyogat－從那個組合；tat－這；viddhi－努力明白；bharata-rsabha－巴爾塔家

族之翹楚啊。  
 
巴爾塔後裔之翹楚啊，要知道投生在這個物質自然的動與不動生物，全都是軀體

場地和場地知悉者組合而產生的。 
 
《要義甘霖》：從現在直到這一章的結尾，正詳細解釋之前所述的主題。Yavat
表示「低或高」，sattvam則表示「生物」。他們全都是軀體場地和場地知悉者

組合而產生的。 
 

詩節二十八 
 

samaà sarveñu bhüteñu tiñöhantaà parameçvaram 
vinaçyatsv avinaçyantaà yaù paçyati sa paçyati 

 
samam－同樣地；sarvesu－在所有之中；bhutesu－生物；tisthantam－處於；

parama-isvaram－至尊人物；vinasyatsu－在易毀的眾生萬物之中；avinasyantam
－不朽；yah－他；pasyati－看見；sah－他；pasyati－看見。  
 
至尊控制者對眾生一視同仁，看見祂作為不朽之主位於易毀的物質元素，只有這

樣的人才真的看見。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說：「要明白超靈是位於所有易毀的身體。那些有這種

眼界的人，是真正的思辨家。」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自我覺悟的靈魂看到真理，藉著與他聯誼的

影響，那些真正的思辨家同時體驗軀體、體困靈魂和靈魂之友－超靈。相反，那

些缺乏這神聖聯誼的人確實愚昧。他們只看到易毀的軀體，認為那是自我。軀體

毀滅時，他們認為失去了一切。不過，儘管在軀體毀滅之後，思辨家都體驗到靈

魂和超靈的存在。軀體毀滅時，靈魂與感官和精微軀體一起進入另一個軀體。他



的朋友－超靈，也繼續作為見證者與個體靈魂一起。那些實實在在地明白這點的

人，真的是思辨家。 
 

詩節二十九 
 

samaà paçyan hi sarvatra samavasthitam éçvaram 
na hinasty ätmanätmänaà tato yäti paräà gatim 

 
samam－同等地；pasyan－觀察；hi－因為；sarvatra－到處(在眾生之中)；
samavasthitam－完全位於；isvaram－主，至尊控制者；na hinasti－不墮落； 
atmana－透過他的心意；atmanam－他自己；tatah－因此；yati－他臻達；

param－至尊；gatim－目的地。  
 
因為他察覺到超靈同等地住在眾生裏，遍佈各地，因此沒有讓心意使自己墮落。

因此他臻達至尊目的地。 
 
《要義甘霖》：Atmana的意思是「心意使人墮落」。Atmanam的意思是「生物

體」，na hinasti則表示「沒使人墮落」。他們沒讓墮落的心意使自己墮落。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受制於物質自然的各種形態和活動，因此受

條件限制的靈魂陷於各種情況，身不由己。但是至尊控制者在不同的微靈心裏，

同等地遍佈各地。那些明白這點的人，終於臻達至尊目的地。相反，心意不冥想

至尊主的富裕、品質和榮耀，那些人繼續困於感官滿足。他們殺害自己的靈魂而

低墮。《聖典博伽瓦譚》(11.20.17)也描述了這點： 
 

nå-deham ädyaà su-labhaà su-durlabhaà 
plavaà su-kalpaà guru-karëadhäram 

mayänukülena nabhasvateritaà 
pumän bhaväbdhià na taret sa ätma-hä 

烏達瓦啊，這個人體是得到所有吉祥結果的基礎，雖然它非常稀有，卻唾手可

得。它就像橫渡物質存在之洋的堅固小船。靈性導師成為這只小船的船長和領航

員，僅是接受他的庇蔭，並在憶念我的順行風吹送下，它朝著目的地推進。得到

了這個人體之後，甚至領受了那麼多條件之後，都不盡力橫渡這個物質存在之洋

的人，肯定被視為殺害自己靈魂的兇手。 
 

詩節三十 
 

prakåtyaiva ca karmäëi kriyamäëäni sarvaçaù 
yaù paçyati tathätmänam akarttäraà sa paçyati 

 



prakrtya－透過物質自然；eva－實際上；ca－也；karmani－活動；kriyamanani
－履行了； sarvasah－在每一方面；yah－他； asyati－看見； tatha－和；

atmanam－他自己；akarttaram－非履行者；sah－他；pasyati－確實看得到。  
 
把物質自然看作為所有物質活動功能的單一執行者，認為自己，即這個靈魂，在

這方面並不活躍，這樣的人確實看得到。 
 
《要義甘霖》：Prakrtyaiva表示，物質自然轉變成軀體和感官，履行所有工作。

認同自我是無活動的軀體，因此認為自己是履行者，那些微靈所看到的不是真

的。他們在愚昧之中。不過，看到自己不是活動履行者的人，卻真的看得到。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假我使受條件限制的靈魂以為自己是物質活

動的履行者，因此受到物質自然的活動和形態驅策。但他其實不是履行者。至尊

主之前已經解釋了這點。雖然至尊控制者作為內在見證者，位於眾生心裏予以啟

發，但祂也不是履行者。物質活動是由物質感官履行的，在純粹狀態的個體靈

魂，甚至都沒有物質活動履行者的這種自我概念，更何況是至尊控制者。那些知

道這點的人是真正的有識之士。《聖典博伽梵歌》(11.28.15)也說： 

 
çoka-harña-bhaya-krodha-lobha-moha-spåhädayaù 
ahaìkärasya dåçyante janma-måtyuç ca nätmanaù 

烏達瓦啊，物質自我是悲哀、快樂、恐懼、憤怒、貪婪、錯覺、欲望、生死的唯

一原因。純粹靈魂與它們毫無關係。 
 

在《Tantra-bhagavata》也看到：「ahaìkärät tu saàsäro bhavet jévasya na svataù
－只是因為物質自我，這個生死形式的物質存在才為了微靈而存在。純粹微靈與

這樣的物質自我沒有關係。」不過，純粹狀態微靈的自我概念是作為奎師那僕

人，擁有人形的靈性軀體，具備完全超然的名字、形象、品質和活動。他不是沒

形象或沒品質。 
 

詩節三十一 
 

yadä bhüta-påthag-bhävam eka-stham anupaçyati 
tata eva ca vistäraà brahma saàpadyate tadä 

 
yada－當；bhuta－生物；prthag-bhavam－不同的本性；eka-stham－在一個自

然，即超然能量之中；anupasyati－他透過遵循歷代權威的指導而看到；tatah－
此後；eva－肯定；vistaram－生於；brahma－靈性超然(的覺悟)；sampadyate－
他臻達；tada－那時候。  
 



當他看到所有動與不動生物的不同本性都處於一個超然能量，明白到他們全都源

於那同一種能量時，就覺悟到超然。 

 
《要義甘霖》：在毀滅期間，各種動與不動的生物融入一個物質自然，之後，在

創造時又再從那同一個物質自然展現。那些真正察知到這點的人，臻達超然境

界。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一個人只因為認同自己是軀體，才把其他人

的各個形象或軀體，看作為半神人、人、狗、貓、勞工、印度教、回教等等。愚

昧導致這種世俗區別，因此一個人錯誤地認同自己是軀體。由於這種愚昧，以致

忘了至尊主。憑著與純粹偉大奉獻者聯誼的影響力，內裏覺醒對至尊主的憶念

時，就驅除了所有愚昧，也消除了物質差異的概念。那時候，就處於賦有八種品

質的超然。他時時刻刻都一視同仁，最終得到頂尖的奉愛。有時候，經典稱具備

這八種特別品質的個體靈魂為地位超然的(brahma或brahma-bhuta)。這八種品質

詳列如下︰ 
 

ya ätmäpahata-päpnä vijaro vimåtyur viçoko vijighitso ’pipäsaù 
satya-kämaù satya-saìkalpaù so’nveñöavyaù sa vijijïäsitavyaù 

應該尋找和認識那個完全沒有下列各項的靈魂：(1) 渴求感官對象所致的痛苦，

(2) 年老等等痛苦，(3)  死亡，(4) 悲哀，(5)  享樂傾向和(6)  世俗抱負。那靈魂(7) 
具有純粹抱負(satya-kama)，也(8) 能盡償所願(satya-sankalpa)。  

 
《梵歌》(18.54)也解釋了這點：「brahma-bhütaù prasannätmä－終極來說，地位

超然的人凌駕於三種自然形態的污染，得到至尊奉愛。」生物體的終極目標是得

到至尊奉愛。不應該說「至尊絕對真理得到至尊奉愛」，因為para-bhakti表示

「服務至尊絕對真理的蓮花足」。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在毀滅期間，各種動與不動的

生物體全都只是位於物質自然，在創造之時，他們統統又再從同一自然展現，看

到這點時，有真正智慧的人就擺脫那種區分物質名份的傾向。然後，就覺悟到真

正的靈性身份，還有他與絕對真象的關係。現在我會解釋，得到了這一致品質的

知識，生物體怎樣察知以見證者形式存在的超靈。」 
 

詩節三十二 
 

anäditvän nirguëatvät paramätmäyam avyayaù 
çaréra-stho’pi kaunteya na karoti na lipyate 

 
anaditvat－因為祂沒有開始；nirgunatvat－因為祂沒有物質自然的三種牽制力；

parama-atma－至尊靈魂；ayam－這；avyaya－不朽的；sarira sthah－在軀體



裏；api－雖然；kaunteya－琨緹之子啊；na karoti－不履行果報活動；na lipyate
－不受活動成果影響。  
 
琨緹之子啊，因為祂沒有開始，也不受三種物質自然形態影響，雖然這不朽的至

尊靈魂在軀體裏，卻不履行果報活動，也不受活動結果影響。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在《梵歌》13.22說：「käraëaà guëa-saìgo ’sya sad-
asad-yoni-janmasu－個體靈魂和超靈同樣住在軀體裏，不過只有個體靈魂陷於物

質自然形態，在物質層面上受到條件限制；超靈卻沒有。」有人也許會問：「怎

會是那樣的？」至尊聖主因此而講述這個以anaditvan開始的詩節。沒有原因或

起源的，就是anadi。當anuttama這個字配上一個以第五格(奪格)結尾的字時，會

讀作paramottama(至高無上，至尊)。同樣，在這裏，anadi這個字的意思是「至

尊原因」。因為在詩節原文，anaditvat這個字是在第五格，意思是「祂是至尊原

因」。Nirgunatvat表示「祂沒有形態」或「創造等等所有品質都是源於祂

的」。祂是那個真象。因此超靈與個體靈魂截然不同，而且是不朽的；祂的知識

和喜樂永不減少。Sarira-stho 'pi表示，雖然祂在軀體裏，卻不採納軀體的特性，

na karoti則表示祂與微靈不同，沒有成為履行者或享樂者，也不受物質軀體的品

質影響。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由於超靈avyaya(不朽)、anadi(沒有開始)和
nirguna(毫無各種形態)，因此與微靈不同，雖然祂住在軀體裏，卻不受軀體的特

性影響。當純粹微靈達到毫無物質眼光的超然境界時，就明白完全的場地知悉者

－即內在的至尊控制者，完全沒有沾染物質品質。那麼，雖然他－微靈－住在體

內，卻徹底遠離軀體的品質。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當微靈覺悟了絕對真理，就可

以看到超靈是不朽、沒有開始和超然的。雖然祂和個體靈魂一起在軀體裏，卻不

像受條件限制靈魂那樣受到軀體的品質影響。 
 

達到超然境界的微靈不再涉及物質事務。與受條件限制的靈魂不同，他們托庇這

(超靈品質的)知識，始終不受影響。聽我講述那個沒沾染物質品質的微靈，怎樣

使用這個軀體。」  
 

詩節三十三 
 

yathä sarva-gataà saukñmyäd äkäçaà nopalipyate 
sarvaträvasthito dehe tathätmä nopalipyate 

 



yatha－就像；sarva gatam－全面遍透的；sauksmyat－由於它的精微性質；

akasam－天空；na upalipyate－不受影響；sarvatra－遍佈；avasthitah－位於；

dehe－物質軀體；tatha－同樣；atma－超靈；na upalipyate－不受影響。  
 
正如全面遍透的天空性質精微，完全沒有夾雜其他雜質，同樣，縱使超靈遍及物

質軀體，卻不受物質軀體的品質或缺陷影響。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在這裏講述以yatha sarva-gatamin開始的詩節舉例。由

於性質精微，因此天空遍及泥漿和其他物質事物，卻沒受到污染或混雜。同樣，

雖然住在物質軀體內，得到了超然性質的純粹解脫靈魂，卻沒受到與軀體有關的

品質和缺陷影響。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雖然天空遍存萬有，卻始終毫無污染性的接

觸或影響，因此恆常保持距離。同樣，縱使達到了超然境界的純粹生物體住在軀

體裏，卻不受軀體的品質影響。恆常都不受影響。 
 

詩節三十四 
 

yathä prakäçayaty ekaù kåtsnaà lokam imaà raviù 
kñetraà kñetré tathä kåtsnaà prakäçayati bhärata 

 
yatha－就像；prakasayati－照亮；ekah－一個；krtsnam－整個； lokam－宇

宙；imam－這；ravih－太陽；ksetram－場地(軀體)；ksetri－(軀體)場地裏的超

靈；tatha－因此；krtsnam－整個；prakasayati－啟明；bharata－巴爾塔的子

孫。 
 
巴爾塔啊，正如一個太陽照亮整個宇宙，超靈同樣都以知覺啟明整個軀體。 
 
《要義甘霖》：發光體所照耀事物的品質，怎麼對發光體始終沒有影響？至尊聖

主講述這個以yatha開始的詩節，舉例解釋這點。  
 

太陽是發光體，但是它所照耀事物的品質，對它卻沒有影響。場地(軀體)的品質

對ksetri(超靈)同樣也沒有影響。《卡塔奧義書》(2.2.11)也說： 
 

süryo yathä sarva-lokasya cakñur  
na lipyate cakñuñair bähya-doñaiù 
ekas tathä sarva-bhütäntarätmä  

na lipyate loka-duùkhena bähyaù 
太陽就像眾生的眼睛，不會被另一個人眼裏的缺陷，或眼睛察看到的缺陷影響。

同樣，縱使在眾生之內，獨一無二的超靈卻不受任何人的苦樂影響。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正如太陽縱使在某一個地方，卻照亮整個宇

宙，位於軀體某一部分的靈魂，同樣也以意識知覺啟明整個軀體。《梵經》

(2.3.25)也說：「guëäd vä lokavat－個體靈魂雖然極微小，卻以知覺品質遍及整

個軀體。」  
 

在這個詩節，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把ksetri這個字翻譯為超靈，因為超

靈是完全的場地知悉者，微靈則是局部的場地知悉者。有知覺微靈是某個特定軀

體的場地知悉者，至尊控制者卻是同時熟知所有身體的場地知悉者。 
 

詩節三十五 
 

kñetra-kñetrajïayor evam antaraà jïäna-cakñuñä 
bhüta-prakåti-mokñaï ca ye vidur yänti te param 

 
ksetra-ksetrajnayoh－場地和場地知悉者；evam－以這種方式；antaram－之間的

差別；jnana-caksusa－以超然知識之眼；bhuta－生物的；prakrti-moksam－從物

質自然解脫；ca－和；ye－他；viduh－理解；yanti－得到；te－他們；param  
－主的至尊居所。  
 
以靈性知識之眼察看，從而熟悉場地和場地知悉者之間的差別，以及微小生物體

從物質自然得救的方法，那些人便臻達至尊聖主的至尊居所。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現在總結這一章。知道場地和場地知悉者，即個體靈魂

和超靈，以及生物體從物質自然得到解脫的那些程序，例如冥想等等，那些人臻

達至尊目的地。在兩個場地知悉者之中，個體靈魂享受物質軀體的品質(成果)時
被困，覺醒這知識卻得到解脫。這是第十三章解釋的主題。 
 

由此結束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所寫的 
《要義甘霖的注釋)》(令奉獻者快樂並得到所有聖人接受的注釋)， 

顧及明確精微之處的譯文：《聖典博伽梵歌》第十三章。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總結場地和場地知悉者的主題時，至尊聖主

說，有智慧的人應該正確理解軀體和軀體知悉者的顯著特性：局部的場地知悉者

(靈魂)、完全的場地知悉者和靈魂(超靈)之友。那些覺悟這點的人臻達至尊目的

地。 
 

有信心的人應該從一開始就與覺悟奉獻者聯誼。在他們的聯誼之中聆聽極強效的

哈瑞題旨，可以輕易得到至尊主的真理、微靈真理、假象的真理和奉愛真理的知

識。然後，消除了物質軀體的認同時，就臻達至尊目的地。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物質自然的所有活動構成場地。本體有兩種，超靈

本體和微靈本體，兩者都是場地知悉者。根據這一章所述的程序，那些以靈性知

識之眼，明白場地和場地知悉者之間差別的人，極易明白那位凌駕場地和場地知

悉者的至尊真理至尊聖主，遵循那個讓眾生從世俗活動之中得救的程序，就得到

靈性知識之眼。」 
 

由此結束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所寫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典博伽梵歌》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透過超越三種物質自然形態而行的瑜伽 

(Guna-Traya-Vibhaga-Yoga) 
 

詩節一 
 

çré bhagavän uväca 
paraà bhüyaù pravakñyämi jïänänäà jïänam uttamam 

yaj jïätvä munayaù sarve paräà siddhim ito gatäù 
 
sri bhagavan uvaca－最富裕的至尊主說；param－最好的；bhuyah－進一步；

pravaksyami－我會闡明；jnananam－在所有形式的超然知識之中；jnanam－超

然知識的訓示；uttamam－最好的；yat－它；jnatva－明白了；munayah－那些

聖人；sarve－所有；param－至尊；siddhim－解脫；itah－從這(身體認同的束

縛)；gatah－臻達了。  
 
至尊聖主說︰我會傳授你更進一步的知識，它凌駕其他所有知識。明白和遵循這

些訓示的聖人，全都得到終極解脫，超脫軀體的束縛。 
 
《要義甘霖》：三種自然形態確實導致束縛。從它們的結果推斷到這點。奉愛則

導致毀滅三種形態的那些徵兆。第十四章解釋了這點。 
 

前一章說：「käraëaà guëa-saìgo ’sya sad-asad-yoni-janmasu－生物體對物質自

然形態的依附，導致他投生在吉祥和不祥的物種」(《梵歌》13.22)。具牽制作用

的物質自然形態是甚麼？怎樣與它們聯繫起來？這聯繫有甚麼結果？受這些形態

影響的人有甚麼徵兆，怎樣才能擺脫它們？預料到這些問題，至尊聖主正在這個

以param bhuya開始的詩節宣告。祂這樣介紹祂之後會詳述的主題。jnanam這個

字表示「藉此知道某些事物的」或「訓示」，param則表示「最好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第十三章清楚描述了，在神聖聯誼之中，知

道了有關軀體、住在軀體裏的微靈和超靈的基礎真理，甚至連普通人也可以從物

質存在的束縛得到解脫。只是因為與物質自然形態的聯繫，生物體才困於這個 
物質世界。至尊主奎師那在這一章對祂的奉獻者阿尊那詳細解釋，物質自然形態

是甚麼，怎樣起作用，怎樣牽制生物體，生物體怎樣擺脫它們而臻達至尊目的

地。具備這知識，很多聖人和牟尼(rsis和munis)都達到了完美，臻達了至尊目的

地。一得到這知識，甚至連普通人都超越自然形態，臻達至尊的地位。 
 

詩節二 
 

idaà jïänam upäçritya mama sädharmyam ägatäù 
sarge’pi nopajäyante pralaye na vyathanti ca 

 
idam－這；jnanam－知識；upasritya－托庇於；mama－我的；sadharmyam－相

似的本性；agatah－得到了；sarge－在創造之時；api－甚至；na upajayante－他

們不投生；pralaye－在毀滅之時；na vyathanti－他們不受騷擾(沒進入重複的生

死輪迴)；ca－和。  
 
托庇這知識，聖人得到與我類似的超然本性。因此，縱使在創造之時，他們都不

再投生，在毀滅之時也不經歷死亡。  
 
《要義甘霖》：sadharmyam這個字表示，「得到至尊聖主那樣的超然形象作為

解脫」。vyathanti的意思是「他們不經歷痛苦」。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得到了超然的自我知識，實踐修習的生物體

得到至尊主那樣的那些品質。這表示他的多種品質與至尊主的品質都局部地相

等。甚至在得到解脫和擺脫生死輪迴之後，他作為至尊聖主永恆同遊的個體存在

都仍然繼續，穩處於他的永恆本性和形象之後，他繼續永恆愛意盈盈地服務至尊

聖主的蓮花足。因此，儘管得到了解脫之後，奉獻者都沒放棄天生的服務傾向。  
 
至尊主奎師那所有訓示的精華就是，個體靈魂沒有與超靈合併而完全合一。相

反，生物體純粹的靈性形象繼續與至尊聖主的形象分開，個別地存在，繼續以這

個純粹形象愛意盈盈地服務祂。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和聖施瑞達爾.斯
瓦米等等偉大的覺悟人物，認同sadharmya在這裏的含意是，得到與主相似的形

象 (sarupya-mukti)。在聖巴拉戴瓦 .威迪亞布善拿對《真理之寶石 (Prameya-
ratnavali)》所著注釋的第四課(prameya)，評論了《牟達卡奧義書》(3.1.3)的
samya這個字，和目前這個詩節sadharmya這個字的運用。他撰述，應該明白這兩

個字的意思是，甚至在解脫狀態，微靈和至尊控制者之間都有差別。他解釋，

brahma-vid brahmaiva bhavati詩節用了aiva表示「好像絕對真理」。用了eva這



個字表示相似。因此，brahmaiva表示「得到至尊主那樣的品質」，即擺脫生

死。不過，生物體決不能履行創造活動等等功能。 
 

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這樣評論目前這個詩節︰「當有信心的生物體崇拜靈

性導師，透過奉愛修習得到上述超然知識時，將局部地得到至尊主的八個永恆品

質，擺脫生死。」《神訓經》說微靈甚至在解脫階段都保持個體性；從不合併。

換句話說，在那裏看到不止一個生物體。Tad viñëoù paramaà padaà sadä 
paçyanti sürayaù。「解脫的人，即那些已臻達解脫階段的人，恆常看見主維施努

的至尊居所。」在《牟達卡神訓經》也看見samya這個字，「yadä paçyaù paçyate 
rukma-varëaà . . . niraïjanaù paramaà sämyam upaiti－看到那位金色至尊主的人

是解脫的」，還有《聖典博伽瓦譚》(11.5.48)，「tat-sämyam äpuù－他們(在祂永

恆的靈性居所)得到與祂同一層面的地位。」 
 

聖巴克提維諾德 .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知識通常都沾染了物質

(saguna)。沒受物質污染(nirguna)的知識，稱為頂尖的知識(uttama-jnana)。托

庇這沒受物質污染的知識，微靈得到的品質與我的相似(sadharmya)。不那麼聰

明的人，認為放棄物質品質、物質形象和物質存在，生物體自己就喪失所有品

質、形象和存在。他們不知道，正如物質世界的所有事物都以獨特的屬性彼此相

異，同樣，最純粹的獨特屬性(visuddha-visesa)也位於我永恆靈性的無憂星居

所，那個地方超然於這個物質自然。那最純粹的獨特屬性使我超然的形象和存在

永恆展現，稱為我的nirguna-sadharmya(與我相似的超然品質)。一個人最初以超

越自然形態的知識，超越物質世界的物質多樣化，臻達絕對真理無形貌的那一

面。此後就展現超然品質，微靈永不再投生物質世界。儘管在物質世界消失時，

靈魂都決不毀滅。」  
 

詩節三 
 

mama yonir mahad brahma tasmin garbhaà dadhämy aham 
sambhavaù sarva-bhütänäà tato bhavati bhärata 

 
mama－我的；yoni－子宮；mahat－偉大；brahma－靈魂(呈現為物質自然的)；
tasmin－在那個(子宮)裏；garbham－胎兒(呈現為大量有知覺生物的)；dadhami
－受孕；aham－我；sambhavah－誕生；sarva-bhutanam－眾生的；tatah－因

此；bhavati －發生；bharata－巴爾塔的後人啊。  
 
巴爾塔的後人啊，物質真象(brahma)的龐大總體是我的子宮，我以生物體的種子

使它受孕，生物體天性邊際。所有靈魂都由這裏誕生。 
 
《要義甘霖》：與物質自然三種具牽制力的品質聯繫，會導致物質束縛，那是自

古以來的愚昧造成的結果。為了解釋這點，至尊聖主正描述場地(字面含意是場



地，即物質軀體)和場地知悉者怎樣產生。「龐大的物質自然(Mahat-brahma)是
我－至尊控制者－的子宮。」無法以時間和地點劃分，它的極限深不可測，稱為

mahat(巨大的)。在這裏，brahma指的是物質自然，因為創造是物質自然的擴

展。這樣就構成了mahad-brahma這個字。 
 

《神訓經》有時也用brahma這個字表示物質自然。Dadhami表示「我把微靈形式

的種子，放在那個物質自然裏，這樣使它受孕」。Itas tv anyäà prakåtià viddhi 
me paräm jéva-bhütäm(《梵歌》7.5)。這句話提到有知覺實體(jiva-prakrti)的源頭

是邊際能量，因為它是眾生的生命，其中用了garbha(概念)這個字。Tatah表示

「從主布茹阿瑪開始，眾生(sarva-bhutanam)都是因我那受孕的物質自然而誕生

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這個物質世界，一切都因場地(軀體)和場

地知悉者(生物體)聯合而發生的。  
 

物質自然和生物體的聯合，只憑藉主的意願而發生。蠍子在一堆大米上下蛋。人

們說蠍子是大米生出來的，但是大米其實沒有導致蠍子的誕生。蠍子其實是卵生

的。同樣，物質自然沒有導致生物體的誕生。至尊主把生物體，即種子，放在物

質自然的子宮，人們卻以為微靈是物質自然所生的。每個生物體都根據過去的活

動得到不同種類的軀體。物質自然只是在至尊主的監察下，創造各種各樣物質身

體。那些認同自己是軀體的微靈，根據以前的活動享樂或受苦。應該清楚了解，

至尊控制者是生物體和宇宙的原始成因。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物質自然的源頭是宇宙子宮。

我使那個宇宙子宮受孕，眾生都是它所生的。我超然本性的物質面貌是物質自

然，我把邊際微靈種子放在裏面。從主布茹阿瑪開始，眾生其實都是這樣出生

的。」 
 

詩節四 
 

sarva-yoniñu kaunteya mürtayaù sambhavanti yäù 
täsäà brahma mahad yonir ahaà béja-pradaù pitä 

 
sarva-yonisu－所有生命物種；kaunteya－琨緹之子啊；murtaya－所有生命形

式；sambhavanti－出生；yah－它；tasam－那些的；brahmamahat－龐大的物

質自然；yoni－子宮，原產地；aham－我；bija-prada－賜予種子的；pita－父

親。  
 
琨緹之子啊，龐大的物質自然是母親，半神人和動物等等所有生命物種都是她的

子宮所生的，我則是賜種的父親。 



 
《要義甘霖》：「物質自然和我，不僅在創造時是眾生的母親和父親；物質自然

恆常都是母親，我恆常都是父親。龐大的物質自然是子宮，即從半神人到青草蔓

藤等等，各種動與不動身體的生母。我則是賜種的人，那位使她受孕的父親。」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這個詩節清楚說明了，至尊主奎師那是眾生

的原初之父。這個物質世界的所有微靈都是那位母親，即物質自然，透過賜種的

父親，即至尊主所生的。生物體的居處無處不在︰泥土內外、水裏和天上、七個

低等和七個高等星系、無憂星、哥樓卡和其他居所。無憂星的靈魂是至尊主的同

遊，而且是解脫的。在這個宇宙裏，受條件限制的靈魂留在各種情況和各種知覺

狀態，例如蒙蔽的(acchadita)、收縮的(sankucita)、萌發的(mukulita)、煥發的

(vikasita)和完全開展的(purna-vikasita)。  
 

詩節五 
 

sattvaà rajas tama iti guëäù prakåti-sambhaväù 
nibadhnanti mahä-bäho dehe dehinam avyayam 

 
sattvam－善良；rajah－情欲；tamah－愚昧；iti－因此；gunah－物質自然那三

種具牽制力的影響；prakrti-sambhavah－源於物質自然；nibadhnanti－它們綁

住；maha-baho－臂力非凡的人啊；dehe－體內；dehinam－體困靈魂；avyayam
－超越轉變。 
 
臂力非凡的阿尊那啊，善良、情欲和愚昧這三種源於物質自然的品質，綁住居於

體內的不變生物體。 
 
《要義甘霖》：解釋了眾生怎樣是物質自然和至尊主所生的之後，至尊聖主現在

解釋具牽制力的品質是甚麼，生物體又怎樣與它們接觸而被困。至尊聖主說

dehe，表示那個認同自己有物質自然功能的生物體位於物質軀體裏，受制於自然

形態。雖然其實他不朽不變，也毫無物質接觸，微靈卻因為與自然形態聯繫而被

困。這聯繫是自古以來的愚昧所致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善良、情欲和愚昧這三種自然形態，都源於

物質自然。它們是為了履行創造、維繫和毀滅宇宙而展現的。當這三種形態在平

衡狀態時，物質自然便維持不展現的狀態。那時候不會有創造、維繫和殲滅。 
 

prakåtir guëa-sämyaà vai prakåter nätmano guëäù 
sattvaà rajas tama iti sthity-utpatty-anta-hetavaù 

《聖典博伽瓦譚》(11.22.12) 



(物質)自然原本的存在狀態是三種物質形態平衡的，這些形態僅與自然有關，與

超然靈魂無關。這些形態－善良、情欲和愚昧－有效地導致這個宇宙的創造、維

繫和毀滅。* 
 
《聖典博伽瓦譚》(1.2.23)也說：「sattvaà rajas tama iti prakåter guëäù－從邊際

能量展現的生物體，因為反對奎師那而接收物質自然的聯繫。」微靈固有的本性

凌駕於假象，但與假象的聯繫使他們得到「我」和「我的」等等自我概念，以物

質存在所產生的身體，陷於這個物質存在的束縛。在《聖典博伽瓦譚》(3.26.6-
7)，主卡皮拿清楚地指導祂母親戴瓦胡緹(Devahuti)這一點：  

 
evaà paräbhidhyänena karttåtvaà prakåteù pumän 

karmasu kriyamäëeñu guëair ätmani manyate 
tad asya saàsåtir bandhaù pära-tantryaà ca tat-kåtam 

bhavaty akartur éçasya säkñiëo nirvåtätmanaù 
這表示，由於生物體與物質自然的活動同住，因此他以為自己是活動的履行者，

但那些活動其實是自然形態產生的。實際上，生物體只是見證者；他不是任何活

動的履行者。他是至尊主－以isa這個字表示的至尊控制者－的超然能量，微靈自

己則是喜樂化身。由於他得到身為物質活動行動者或履行者的自我概念，以致陷

於這個生生死死的物質存在。他被感官對象控制而被困。 
 

sa eña yarhi prakåter guëeñv abhiviñajjate 
ahaìkriyä-vimüòhätmä kartäsméty abhimanyate 
tena saàsära-padavém avaço ’bhyety anirvåtaù 

präsaìgikaiù karma-doñaiù sad-asan-miçra-yoniñu 
《聖典博伽瓦譚》(3.27.2-3)  

當微靈過度專注於苦樂等等自然形態時，就因假我而被迷惑。認同軀體是自我，

他以為：「我是履行者。」微靈無助地流連於半神人和人類鳥獸等等所有高高低

低的生命物種，因為他認同自己是履行者，並與物質自然聯繫而履行不當活動。

無法擺脫活動所致的世俗苦樂體驗，他在物質世界逐一不停地接受多個身體。 
 

詩節六 
 

tatra sattvaà nirmalatvät prakäçakam anämayam 
sukha-saìgena badhnäti jïäna-saìgena cänagha 

 
tatra－這三種(物質)自然的品質；sattvam－善良品質；nirmalatvat－因為它的性

質純粹；prakasakam－啟明的；anamayam－無瑕的；sukha-sangena－透過對快

樂的依附；badhnati－束縛； jnana-sangena－透過對知識的依附；ca－和；

anagha－無罪者啊。  
 



無罪者啊，在這三種形態之中，善良品質具有啟蒙作用，純粹無瑕。透過對快樂

和知識的依附，牽制生物體。 
 
《要義甘霖》：這個詩節解釋善良品質(sattva-guna)的特性，它又怎樣牽制微

靈。Anamayam表示「平靜」或「泰然自若」。生物體感到安寧，於是依附在善

良形態中履行活動所得的快樂，那些活動使他感到物質層面的滿足。因為他得到

知識的啟蒙和依附它，於是忖度：「我感到快樂，我很博學。」這些快樂的感覺

和知識源於愚昧，正是因為這兩個概念，內在純粹的靈魂才一直被蒙蔽。「不

過，無罪者啊，你不應該接受『我感到快樂，我很博學。』這種想法的罪孽，這

是假我的特點。」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上一個詩節描述了，三種物質自然形態怎樣

以軀體牽制微靈。目前這個詩節明確地解釋，善良形態怎樣牽制他。在物質自然

的三種品質之中，善良形態相對地純粹而具啟蒙作用，使人和平。它這樣以快樂

和知識牽制生物體。一些人認為因為善良品質比其他兩種自然形態更高，僅是托

庇它就可以得到解脫。不過，這完全不是真的。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在他

對這個詩節的注釋說，這種分辨物質和知覺的世俗知識是源於善良形態的，感到

滿足的軀體和心意的快樂也一樣。一個人依附這些知識和快樂，於是投入於那些

培養安寧平靜存在狀態的活動。儘管如此，他必須接受另一個軀體來承受那些活

動的結果。然後，依附那個軀體，他必須再次履行活動。他這樣永遠留在生死輪

迴，永不超生。認同自己是善良形態也是罪孽。這個詩節用了anagha(無罪)這個

字稱呼阿尊那，這就是這個字的要旨。因此建議阿尊那(修習者)不要接受善良形

態的自我。 
 

詩節七 
 

rajo rägätmakaà viddhi tåñëä-saìga-samudbhavam 
tan nibadhnäti kaunteya karma-saìgena dehinam 

 
rajah－情欲品質；raga-atmakam－以依附的形式；viddhi－知道；trsna-sanga-
samudbhavam－源於對感官享樂的渴望和依附；tat－它(情欲形態)；nibadhnati
－受制；kaunteya－琨緹之子啊；karma-sangena－透過對果報活動的依附；

dehinam－體困生物。  
 
琨緹之子啊，要知道情欲品質是因依附和強烈渴望享受感官對象而展現的。這種

品質以依附果報活動來牽制體困生物體。 
 
《要義甘霖》：要知道，給予世俗快樂的，正是情欲形態。渴望還沒得到的事

物，稱為trsna，依附已經得到的事物，稱為sanga。渴望和依附都源於情欲的品

質(rajo-guna)；體困靈魂知情地(drsta，看到)或不知不覺地(adrsta，看不到)履行



果報活動，情欲品質透過依附這些活動來牽制他。因此對果報活動的喜愛，僅是

因為渴望(trsna)和依附(sanga)所致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由於它激發受條件限制靈魂依附感官對象，

因此稱為情欲形態。情欲形態的明確特徵，是男女之間的互相吸引。它在體困生

物裏產生享受物質事物的渴望，例如社會或國家的尊敬，嬌妻、好子孫和快樂家

庭等等。這是情欲形態的特性。 
 
因為這種物質的情欲形態，整個宇宙都依附感官快樂，以致陷於假象的束縛。情

欲形態的影響在現代社會隨處可見，古代卻以善良形態為主。但是如果善良形態

的人都得不到解脫，那麼受情欲形態影響的人又哪有機會呢？   
 

詩節八 
 

tamas tv ajïäna-jaà viddhi mohanaà sarva-dehinäm 
pramädälasya-nidräbhis tan nibadhnäti bhärata 

 
tamah－愚昧品質； tu－但是； ajnana-jam－源於愚昧； viddhi－知道；

mohanam－迷惑；sarva-dehinam－所有體困生物的；pramada-alasya-nidrabhih
－因粗心大意、懶惰和睡覺；tat－它；nibadhnati－牽制；bharata－巴爾塔的後

人啊。  
 
不過，巴爾塔啊，要知道，源於愚昧的黑暗品質造成眾生的錯覺。它以粗心大

意、懶惰和睡覺牽制體困靈魂。 
 
《要義甘霖》：ajnana-jam表示愚昧，即僅是憑藉愚昧或黑暗(tamas)的結果－愚

昧，才推斷或察覺到它。因此它的意思是「由此產生愚昧的」。Mohana表示

「造成混亂的」，pramadah表示「瘋狂」，alasyam表示「沒有努力」，nidra則
表示「傷心」。 這全都是愚昧形態的徵兆。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愚昧形態是三種物質自然品質之中最低下

的。它是善良形態的相反。愚昧形態的人認為軀體和身體之樂就是一切。從而失

去所有分辨力，幾乎變得瘋狂。時光消逝，我們看到祖父和父親相繼去世。我們

都一樣會死，我們的子孫也會死。換句話說，終有一死。儘管如此，那些愚昧形

態的人卻未能尋找內在的自我。僅是為了滿足感官，他們以欺騙、奸詐、暴力和

其他這樣的行為累積財富。這是他們的瘋狂。愚昧形態的具體特性是使人瘋狂至

此。服用麻醉品、肉、魚、蛋、酒等等，都是愚昧形態的徵兆。這樣的人一貫不

活躍、懶惰、粗心大意和漫不經心，睡得太久。修習者應該盡力自救，避免這些

傾向。 
 



詩節九 
 

sattvaà sukhe saïjayati rajaù karmaëi bhärata 
jïänam ävåtya tu tamaù pramäde saïjayaty uta 

 
sattvam－善良品質；sukhe－對快樂；sanjayati－產生(依附)；rajah－情欲；

karmani－對果報工作；bharata－巴爾塔的後裔啊；jnanam－知識；avrtya－透

過蒙蔽；tu－但是；tamah－愚昧品質；pramade－對瘋狂；sanjayati－產生(依
附)；uta－確實。  
 
巴爾塔啊，善良品質產生對快樂的依附，情欲品質產生對果報工作的依附，愚昧

品質卻蒙蔽所有知識，使人瘋狂。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正扼要地重覆祂上面的話。快樂是善良形態的結果，善

良品質使人依附快樂，藉此牽制生物體。情欲品質透過依附果報活動來牽制生物

體，愚昧品質則讓生物體陷於假象，從而蒙蔽知識和導致愚昧。 
 

詩節十 
 

rajas tamaç cäbhibhüya sattvaà bhavati bhärata 
rajaù sattvaà tamaç caiva tamaù sattvaà rajas tathä 

 
rajah－情欲； tamah－愚昧；ca－和；abhibhuya－壓倒； sattvam－善良；

bhavati－展現；bharata－巴爾塔的後裔啊；rajah－情欲；sattvam－善良；

tamah－愚昧；ca－和；eva－肯定；tamah－愚昧；sattvam－善良；rajah－情

欲；tatha－也。 
 
巴爾塔的後裔啊，善良品質出現時就壓倒情欲和愚昧。情欲品質出現時就征服 
善良和愚昧，愚昧品質展現時則制服善良和情欲。 
 
《要義甘霖》：各種物質自然形態怎樣對各種效果，例如之前所述的快樂等等，

展現影響？預料到這個問題，至尊聖主說，善良形態展現時就壓倒情欲和愚昧形

態。情欲形態展現時同樣也征服善良和愚昧。愚昧形態展現時就征服善良和情

欲。這全都透過「看不見的影響(adrsta-vasad)」發生。 
 

詩節十一 
 

sarva-dväreñu dehe’smin prakäça upajäyate 
jïänaà yadä tadä vidyäd vivåddhaà sattvam ity uta 

 



sarva dvaresu－在所有大門(眼睛和耳朵等等求知感官)；dehe－軀體；asmin－在

這；prakasa－(實際情況的)啟蒙；upajayate－出現；jnanam－知識；yada－當；

tada－那時候；vidyat－應該明白；vivrddham－支配；sattvam－善良品質；iti
－那；uta－確實。  
 
當軀體的所有大門－耳朵和鼻子等等求知感官，透過醒悟感官對象的真正知識得

到啟蒙時，當這樣的快樂跡象展現時，應該知道肯定是善良形態作主。 
 
《要義甘霖》：以前說過，某一種形態增加時，就支配其他兩種較弱的形態。現

在，至尊聖主在三個連續的詩節解釋當家形態的徵兆，其中第一個在這裏以sarva
開始。當耳朵等等感官開始獲取韋達聲音的完美知識等等，應該知道正是善良形

態作主。uta這個字強調自我所產生的快樂，這種形式的啟蒙。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這裏解釋了一些徵兆，從中明白到是哪種自

然形態作主。當耳朵和鼻子等等感官提供各個對象的恰當知識時，當靈魂展現快

樂的感覺時，便理解到是善良形態作主的。《聖典博伽瓦譚》(11.25.13)也說︰ 
 

yadetarau jayet sattvaà bhäsvaraà viçadaà çivam 
tadä sukhena yujyeta dharma-jïänädibhiù pumän 

善良形態具啟蒙作用，純粹而平和，賜予生物體快樂、美德和知識等等資格。抑

制情欲和愚昧形態，善良就會增加。  
 

而且，《聖典博伽瓦譚》(11.25.9)說：「puruñaà sattva-saàyuktam anuméyäc 
chamädibhiù－應該意識到，能夠控制心意和具備其他類似特性的人，賦有善良

品質。」 
 

「對我的奉愛夾雜了各種物質形態時，就稱為有物質品質的奉愛 (saguna-
bhakti)。」  

 
《聖典博伽瓦譚》(11.25.10) 說： 
 

yadä bhajati mäà bhaktyä nirapekñaù sva-karmabhiù 
taà sattva-prakåtià vidyät puruñaà striyam eva vä 

不論男女，善良形態的人都不在意賦定職務，並投入於崇拜至尊主。 

 

《梵歌》(9.27)提及有物質品質的奉愛︰ 
 

yat karoñi yad açnäsi yaj juhoñi dadäsi yat 
yat tapasyasi kaunteya tat kuruñva mad-arpaëam 



琨緹之子啊，無論你履行甚麼活動，無論你吃甚麼，無論你祭祀甚麼和佈施甚

麼，無論你履行甚麼苦行，統統都供奉給我吧。 
 

詩節十二 
 

lobhaù pravåttir ärambhaù karmaëäm açamaù spåhä 
rajasy etäni jäyante vivåddhe bharatarñabha 

 
lobhah－貪婪；pravrttih－奢華的活動；arambhah－盡力；karmanam－為了果

報工作；asamah－不滿足(物質享樂)或不安；sprha－渴望(感官享樂)；rajasi－
當情欲；etani－這一切；jayante－展現；vivrddhe－為主；bharata-rsbha－巴爾

塔家族之翹楚啊。  
 
巴爾塔王朝之翹楚啊，當情欲品質作主時，就出現某些徵兆︰強烈的貪婪、奢華

的活動、為果報工作竭盡全力，不滿足於工作結果和恆常渴求感官快樂。 
 
《要義甘霖》：Pravrtti表示「各種努力」。karmanam表示「建房子等等努

力」，asamah則表示「感官享樂未得到滿足」。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這詩節列舉許多徵兆，顯示情欲形態的增

加。Lobha(貪婪)表示儘管從不同來源致富時，仍然渴望累積更多。Pravrtti(行為)
表示「那種恆常從事活動的傾向」。Karmanam arambhah(開始一項事業)表示

「建造大廈等等努力」。Asama(渴望)表示「決定和拒絕的循環」︰「我會履行

這項工作，然後會做另一項工作。」Sprha(渴望)表示「一看見好或壞的感官對

象，就渴望得到」。換句話說，它表示渴求感官享樂。 

 

《聖典博伽瓦譚》(11.25.14)也說： 
 

yadä jayet tamaù sattvaà rajaù saìgaà bhidä calam 
tadä duùkhena yujyeta karmaëä yaçasä çriyä 

情欲的品質導致依附和分離主義，性質無常不定，當壓倒善良和愚昧形態時，一

個人就孜孜不倦地力求名利，收集的卻全都是痛苦。  
 

而且，在《聖典博伽瓦譚》(11.25.9)看到：「kämädibhé rajo-yuktaà－應該明

白，渴求感官對象等等時，就是情欲形態作主。」描述以業報、知識等等為主的

情欲形態奉愛(guni-bhuta-bhakti)時，《聖典博伽瓦譚》(11.25.11)說：「yadä 
äçiña äçäsya mäà bhajeta sva-karmabhiù täà rajaù prakåtià vidyät－當一個人為

了得到感官對象而崇拜至尊主時，他和他的崇拜都是情欲形態的。」  
 

詩節十三 



 
aprakäço’pravåttiç ca pramädo moha eva ca 

tamasy etäni jäyante vivåddhe kuru-nandana 
 
aprakasah－缺乏分辨力；apravrttih－無活動的；ca－和；pramadah－瘋狂；

mohah－錯覺；eva－當然；ca－和； tamasi－愚昧品質的；etani－這些；

jayante－展現；vivrddhe－作主時；kuru-nandana－庫茹大君的後裔啊。  
 
庫茹王朝的後裔啊，愚昧品質作主會使人缺乏分辨力，麻木不仁、瘋狂和錯覺。 

 
《要義甘霖》：Aprakasah表示「沒有分辨力」和「接受經典禁止的」。

Apravrttih表示「缺乏努力」。 Pramadah表示「相信眼前的事物並不存在」。 
Mohah表示「全神貫注於虛幻事物」。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這個詩節，至尊聖主正解釋愚昧品質作主

時所致的徵兆。Aprakasa表示「喪失分辨力」或「沒知識」。我們看到愚昧狀態

的人都傾向於渴求經典禁止的事物。Apravrtti表示「無意明白經典推薦的職

務」。一個人相信他的宿命不是要履行這些職務，一直愛理不理。Moha表示

「虛假的全神貫注」，即認為短暫事物永恆而依附它們。《聖典博伽瓦譚》

(11.25.15)也說明了這點： 
 

yadä jayed rajaù sattvaà tamo müòhaà layaà jaòam 
yujyeta çoka-mohäbhyäà nidrayä hiàsayäçayä 

愚昧形態蒙蔽分辨力和使人墮落，它征服情欲和善良形態時，我們可以看到那個

生物體被悲哀、錯覺、睡覺、暴力和欲望支配。 

 

《聖典博伽瓦譚》(11.25.9)也說：「krodhädyais tamasä yutam－從憤怒等等徵

兆，可以推斷過度的愚昧形態。」描述愚昧形態的人崇拜至尊主時所涉及的徵兆

時，《聖典博伽瓦譚》(11.25.11)說：「hiàsäm äçäsya tämasam－一個人崇拜我，

同時又繼續偏愛暴力，就明白到他是愚昧形態的。」 
 

詩節十四 
 

yadä sattve pravåddhe tu pralayaà yäti deha-bhåt 
tadottama-vidäà lokän amalän pratipadyate 

 
yada－而當；sattve－善良；pravrddhe－主導；tu－確實；pralayam－死亡；yati
－臻達；deha-bhrt－體困靈魂；tada－那麼；uttama vidam－主維施努的崇拜

者； lokan－星球； amalan－純粹，沒有情欲和愚昧形態，滿載快樂； 
pratipadyate－他臻達。  



 
一個人在善良形態作主時離開軀體，就臻達純粹的高等星球，那是崇拜金子宮的

大聖人的居所，那裏沒有情欲和愚昧形態。 

 
《要義甘霖》：那些崇拜金子宮和實際地認識超然的善良形態者，死後前往高等

的賜樂星球。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一個人根據臨終時的主導形態再次投生。如

果一個人在善良形態作主時逝世，就臻達崇拜金子宮等等的人那些令人喜樂和無

瑕的星球。《聖典博伽瓦譚》也說(11.25.22)：「sattve pralénäù svar yänti－如果

臨終時是善良形態作主的，就臻達天堂星球。」 
 

詩節十五 
 

rajasi pralayaà gatvä karma-saìgiñu jäyate 
tathä pralénas tamasi müòha-yoniñu jäyate 

 
rajasi－情欲作主時；pralayam－毀滅(死亡)；gatva－得到了；karma-sangisu－在

那些依附果報工作的人之中；jayate－投生；tatha－同樣；pralinah－垂死；

tamasi－愚昧作主時；mudha-yonisu－在愚蠢的物種(動物等等)之中；jayate－投

生。  
 
在情欲作主時放棄軀體的人，投生在那些依附果報工作的人之中，在愚昧作主時

死亡的人，投生在動物和其他這樣的愚昧種類之中。 
 
《要義甘霖》：karma-sangisu表示「依附果報活動的人」。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如果一個人在情欲作主時死亡，就投生於依

附果報活動的人類家庭。如果一個人在愚昧形態作主時死亡，就投生於動物物

種。  
 

有些人認為靈魂一旦投生在人類物種，就不會降格到低等物種。不過，我們可以

從目前這個詩節明白到，如果一個人受到愚昧形態，而不是善良形態支配，哪怕

在領受了人類軀體之後，死後都會領受動物軀體。如果從事暴力活動等等，甚至

會下地獄，從地獄回來後，也不確定甚麼時候會再次投生為人。因此，每個人都

有責任從愚昧形態逐漸上升到情欲形態，再從情欲形態到善良形態。不但如此，

甚至應該在純粹奉獻者聯誼之中托庇純粹奉愛，擺脫各種自然形態。只有完全擺

脫自然形態，托庇毫無物質屬性奉愛的修習者，才直接看見至尊聖主。這樣，生

命就變得完美和成功。  
 



明確的規則就是，一個人臨終時臻達的目的地，與他的意識知覺相應︰「maraëe 
yä matiù sä gatiù－臨終時心意所追求的事物，決定下一個目的地和軀體。」因

此，臨終時一定要憶念至尊主一個。透過憶念至尊主，得到毫無自然形態的奉

愛，就可以使生命功德圓滿。 
梵歌14.16-25 

詩節十六 
 

karmaëaù sukåtasyähuù sättvikaà nirmalaà phalam 
rajasas tu phalaà duùkham ajïänaà tamasaù phalam 

 
karmanah－對履行者來說；sukrtasya－虔誠地；ahuh－他們說；sattvikam－淨

化一個人的存在；nirmalam－純粹；phalam－結果；rajasah－情欲的(活動)；tu
－真正地；phalam－結果；duhkham－悲痛；ajnanam－愚昧；tamasah－(在…
履行的活動)黑暗的；phalam－成果。  
 
智者說，善良形態的虔誠活動賜予喜樂和純粹結果。情欲形態的活動只招致痛

苦，愚昧形態活動唯一的結果只是愚昧。 
 
《要義甘霖》：有美德地履行善良形態賦定職務的結果，就是善良－純粹而泰

然。Ajnana指的是沒有知覺，遲鈍。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那些善良形態的人繼續為了造福自己、社會

和大眾而從事有益的活動。他們的活動稱為虔誠活動(punya-karma)。那些履行

這些虔誠活動的人，在這個物質世界快樂地生活，有很大機會得到聖人聯誼。  
 

那些情欲形態的人履行的活動導致痛苦。為了瞬間的感官快樂而履行的活動一無

是處，履行這些活動的人，一生都苦不堪言；得不到真正的快樂。  
 

愚昧形態作主的人的活動是劇痛之源。死後必須投生為蟲子、鳥獸或任何其他低

等物種。那些愚昧形態者的主要徵兆是殺生和吃肉。那些屠殺動物的人，不知道

同一頭動物將來會投生為某個形體殺死他們。這是自然法則。在人類社會，如果

一個人殺死另一個人，就會被處死。這是國法。但愚昧的人不知道，至尊控制者

是整個宇宙的原初控制者。祂甚至無法容忍在祂的王國殺死一只螞蟻；因此，這

樣做的人肯定會受罰。  
 

只是為了滿足味蕾而參與殺生，這是罪大惡極之過。因為我們把母牛和公牛看作

為父母，因此殺牛要受到重罰。因此《韋達經》和《宇宙古史》描述殺牛是罪大

惡極的行為。供奶的母牛就像母親，因為公牛協助耕種，因此好比父親。如此一

來，牠們就像父母那樣養育我們。但是現代所謂有教養的人，因愚昧而忽視這個



事實，這樣使自己一落千丈，社會整體一厥不振。他們帶著整個社會，在徹底毀

滅的陡峭小徑往下衝。 
 

現今的人類社會是情欲和愚昧形態作主的，這對每個人來說都很危險。因此聰明

人務必處於善良形態，托庇對至尊聖主的奉愛，唱誦主奎師那的聖名

(harinama)，保護人類免於這個重大的危險。在神聖聯誼之中憶念至尊主會消除

所有愚昧，徹底驅除世俗的宗派主義和世俗的分辨力，看見至尊主無處不在。 
 

詩節十七 
 

sattvät saïjäyate jïänaà rajaso lobha eva ca 
pramäda-mohau tamaso bhavato’jïänam eva ca 

 
sattvat－從善良形態；sanjayate－源於；jnanam－知道；rajasah－從情欲形態；

lobhah－貪婪；eva－肯定地；ca－和；pramada-mohau－瘋狂和錯覺；tamasah
－從黑暗(愚昧)的品質；bhavatah－變得展現；ajnanam－愚昧；eva ca－和。  
 
知識源於善良形態，情欲形態則引致貪婪。粗心大意、錯覺和愚昧是愚昧形態的

產物。 
 

詩節十八 
 

ürddhvaà gacchanti sattva-sthä madhye tiñöhanti räjasäù 
jaghanya-guëa-våtti-sthä adho gacchanti tämasäù 

 
urddhvam－向上(到高等星系)；gacchanti－他們前往；sattva-sthah－那些善良

形態的人；madhye－在中間的星球(作為人類)；tisthanti－留在；rajasah－那些

有情欲品質的人；jaghanya-guna－具有(最)可憎的品質；vrtti-sthah－那些穩守

活動的人；adhah－向下(到低等星系)；gacchanti－前往；tamasa－有黑暗品質

的人。  
 
那些善良形態的人前往更高的天堂星球。那些情欲形態的人留在地球做人，那些

愚昧形態的人則全神貫注於懶惰、瘋狂等等，下降到低等星球。 
 
《要義甘霖》：根據這個等級，那些善良形態的人上升到天堂星球(Satya-
loka)，那些情欲形態的人留在中間的星球，即地球。jaghanya這個字表示「可憎

的」，它的傾向是粗鄙的愚昧、懶惰等等。那些落得這種境況的人下地獄。 
 

詩節十九 
 



nänyaà guëebhyaù karttäraà yadä drañöänupaçyati 
guëebhyaç ca paraà vetti mad-bhävaà so’dhigacchati 

 
na－不；anyam－其他；gunebhyah－凌駕於物質自然三種具牽制力的影響；

karttaram－履行者；yada－當；drasta－觀看者(微小的生物)；anupasyati－依照

韋達教導看來；gunebhyah－對那些品質；ca－和；param－超然(微小的靈魂)；
vetti－明白；mat-bhavam－靈性情感形式，對我的純粹奉愛(對神的狂喜之愛)；
sah－他(那生物體)；adhigacchati－完全得到。  
 
除了三種物質自然形態之外，當生物體看不見任何活動媒介，並覺悟到靈魂超然

於那些形態時，就完全得到對我的純粹奉愛。 
 
《要義甘霖》：描述了由三種物質自然形態組成的物質世界之後，至尊聖主在這

個以nanyam開始的詩節和下一個詩節，解釋那種與這些形態截然不同的解脫。

「各種物質自然形態已經轉變成履行者、後果和感官享樂對象，除此之外，生物

體看不見任何活動媒介時，就真實地看到事物的原貌。也覺悟到靈魂比各種自然

形態更高，與它們不一樣。這樣的觀看者(微靈)得到對我的愛，即是說他與我合

一。換句話說，他透過奉愛臻達我。不過，儘管得到這知識之後，他都只透過履

行奉愛來臻達我。」這點從這一章，詩節二十六的含意一目了然。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從河流、山巒到螞蟻，從蔓藤、樹木到人類

等等各個生命物種，眾生的運作都無助地受制於自然形態。事實上，這三種物質

自然形態是他們所有活動之中唯一活躍的媒介。至尊主是物質自然的原始指揮

者，雖然祂是物質自然和三種自然形態的控制者，卻完全超然於它們。那些知道

這個真理的人，也跨越物質自然和各種自然形態，臻達至尊目的地，單憑自己的

智慧和分辨力卻無法明白這點。因此，一定要與精通超然知識，崇高而解脫的人

聯誼。不管生物體多麼墮落，身處這些人的聯誼都會又快又容易地超越這三種自

然形態。 
 

詩節二十 
 

guëän etän atétya trén dehé deha-samudbhavän 
janma-måtyu-jarä-duùkhair vimukto’måtam açnute 

 
gunan－品質；etan－這些；atitya－超越了之後；trin－三；dehi－體困生物；

deha-samudbhavan－產生軀體的；jnama-mrtya-jara-duhkhaih－從生、死、年老

和其他痛苦(疾病等等)；vimuktah－完全解脫；amrtam－不朽；asnute－臻達。  
 
這三種具牽制力的品質是物質軀體的成因，超越了它們之後，體困生物體就得以

擺脫生、死、年老和其他痛苦的束縛，臻達解脫。 



 
《要義甘霖》：臻達了那個境界，把物質自然看作為唯一的履行者之後，就擺脫

自然形態。因此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gunan這個字開始的詩節。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得到了絕對真理本性的人，不受生老病死之

苦影響。儘管那些履行不純粹奉愛，在知識方面達到完美的人，都為了得到對至

尊主蓮花足的超然奉愛而放棄知識。繼續投入於那服務的喜樂，最後終於品嚐純

愛的甘露。相反，以臻達至尊(主)無特徵面貌為目標，只是培養知識的非人格思

辨家卻一事無成。《聖典博伽瓦譚》(10.14.4)說：「çreyaù-såtià bhaktim udasya
－只有至尊聖主的純粹奉獻者超脫物質自然形態，僅此而已。」  
 

詩節二十一 
 

arjuna uväca 
kair liìgais trén guëän etän atéto bhavati prabho 

kim äcäraù kathaà caitäàs trén guëän ativarttate 
 
arjuna uvaca－阿尊那說；kaih－透過哪個？；lingaih－徵兆；trin－三；gunan
－具牽制力的影響；etan－這些；atitah－超然的；bhavati－他成為；prabho－
主啊；kim－甚麼？；acarah－他的行為；katham－怎樣？；ca－和；etan－這

些；trin gunan－三種品質；ativarttate－他有沒有超脫。  
 
阿尊那問︰主啊，超然於這三種具牽制力的人有甚麼徵兆？他的行為舉止怎樣？

他又怎樣超越各種形態？ 
 

詩節二十二至二十五 
 

çré bhagavän uväca 
prakäçaï ca pravåttiï ca moham eva ca päëòava 
na dveñöi saàpravåttäni na nivåttäni käìkñati 

udäséna-vad äséno guëair yo na vicälyate 
guëä vartanta ity evaà yo’vatiñöhati neìgate 

sama-duùkha-sukhaù sva-sthaù sama-loñöäçma-käïcanaù 
tulya-priyäpriyo dhéras tulya-nindätma-saàstutiù 

mänäpamänayos tulyas tulyo miträri-pakñayoù 
sarvärambha-parityägé guëätétaù sa ucyate 

 
sri bhagavan uvaca－最富裕的至尊主說；prakasam－啟蒙的；ca－和；pravrttim
－活動；ca－和；moham－錯覺；eva－肯定；ca－和；pandava－潘度之子啊；

na dvesti－不憎恨；sampravrttani－顯現；na－不；nivrttani－他們的消失；



kanksati－他渴求；udasina-vat－中立似的；asinah－位於；gunaih－透過自然品

質(例如快樂和痛苦)的活動；yah－他；na vicalyate－心平氣和；gunah－三種品

質的；vartante－遵循他們的循環； iti－因此； evam－於是； yah－他；

avatisthati－保持穩定；na ingate－不動搖；sama－保持沉著鎮定；duhkha-
sukhah－在苦樂之中；sva-sthah－處於靈性身份和本性的人；sama－同等地看

待；losta-asma-kancanah－灰塵、石頭和金子；tulya－同樣的人；priya-apriyah
－身處快樂和不快樂的事件之中；dhirah－聰明；tulya－平和的；ninda-atma-
samstutih－聽到對自己的褒貶時；mana-apamanayoh－在榮辱之中；tulyah－相

等；tulyah－相等；mitra-ari-paksayoh－對友方和敵方；sarva-arambha-parityagi
－棄絕所有努力(除了那些只為維繫身體的之外)；guna-atitah－超然於三種自然

形態；sah－他；ucyate－據說。  
 
至尊聖主說︰潘度之子啊，啟蒙、活動和錯覺出現時，超然於三種物質自然形態

的人既不憎惡，也不希望它們停止。因此，對苦樂等等三種形態的活動似是愛理

不理，也不動搖，他知道活躍的只是各種形態而已。他始終不受騷擾，心境平

和，恆常都處於他的本性和靈性身份，認為灰塵、石頭和金子都一樣。他在快樂

和令人不悅的情況下都保持平和，他聰明過人，對名望和誹謗、榮辱都泰然。他

對友敵一視同仁，除了維繫軀體所需的那些活動之外，其他的都統統棄絕。 
 
《要義甘霖》：在第二章，阿尊那領受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智慧穩定(sthita-
prajna)的人有甚麼徵兆？」不過，熱切渴求這方面更明確的知識，他現在進一步

請教。(1) 「透過哪些徵兆識別那些超越了三種形態的人？」(2) 「他們的行為舉

止怎樣？」和(3) 「怎樣可以超越三種形態，從而達到超然境界？」在第二章，

當阿尊那問：「智慧穩定(sthita-prajna)的人有甚麼徵兆？」他沒有問：「他怎

樣超越三種形態？」他在這裏卻明確地問這個問題。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阿尊那在這個詩節問至尊聖主，超越三種自

然形態者的徵兆。他的行為舉止怎樣，是甚麼靈性修習使他能臻達那個境界？每

個人都要問這幾個問題，對那些真正熱切於遵循《梵歌》教導的人來說，它們都

是必要的，這點非常重要。這些問題的答案教人怎樣超越愚昧、情欲和善良形

態，達到無物質品質的境界。此後，透過培養對至尊聖主的奉愛，就能臻達至高

目標，即對祂的純粹奉愛。 
 

詩節二十六 
 

mäï ca yo’vyabhicäreëa bhakti-yogena sevate 
sa guëän samatétyaitän brahma-bhüyäya kalpate 

 



mam－我，至尊主；ca－只是；yah－他；avyabhicarena－專心致志；bhakti-
yogena－奉愛關係；sevate－服務；sah－他；gunan－三種品質；samatitya－完

全超越；etan－這些；brahma-bhuyaya－覺悟絕對真理；kalpate－有資格。 
 
懷著專一奉愛服務我夏姆遜達爾的形象，這樣的人能超越物質自然這三種具牽制

力的影響，有資格覺悟我的靈性本質。 
 
《要義甘霖》：「怎樣才能超越這三種物質形態？」至尊聖主正講述這個以mam 
ca開始的詩節，回應這第三個問題。ca這個字表示「唯獨我」。「只有那些服務

我－夏姆遜達爾，即至尊控制者－的人，才有資格體驗我的靈性本質。」

「bhaktyäham ekayä grähyaù－只有透過專一的奉愛，才可以臻達我」(《聖典博

伽瓦譚》 11.14.21)，這句話用了ekaya這個形容詞證明了這點。 
 
根據《梵歌》(7.14)，「mäm eva ye prapadyante mäyäm etäà taranti te－只有那

些皈依我的人，才跨越蒙騙的外在能量。」eva這個字也強調，只有借助奉愛，

才可以體驗靈魂，沒有其他方法。avyabhicarena(不離正道)這個字的要旨是，奉

愛瑜伽不應該夾雜業報、知識或任何別的程序。甚至要放棄無私的活動。「甚至

要棄絕與我有關的知識。」《聖典博伽瓦譚》(11.19.1)說：「jïanan ca mayi 
sannyaset－應該把知識和得到那知識的方法皈依給我。」根據這句話，儘管培養

了最高程度的知識，思辨家始終都放棄，但是任何地方都沒有說一定要棄絕奉愛

瑜伽。只有奉愛瑜伽不離正道(avyabhicara)。因此，正如應該要拒絕業報瑜伽，

為了使人履行不離正道的專一奉愛，也應該拒絕思辨瑜伽。要臻達那個超越各種

形態的境界，沒有其他方法。《聖典博伽瓦譚》(11.25.26)也說：「那位已經托庇

我的活動履行者凌駕於自然形態(nirguna)。」換句話說，只有專一的奉獻者才擺

脫各種自然形態。  
 

sättvikaù kärako ’saìgé rägändho räjasaù småtaù 
tämasaù småti-vibhrañöo nirguëo mad-apäçrayaù 

《聖典博伽瓦譚》(11.25.26) 
善良形態的人不依附。情欲形態的人極依附，愚昧形態的人則失去記憶，無力區

別。已經托庇我的人，卻凌駕於自然形態。 

 

這個詩節(11.25.26)描述不依附的業報工作者和思辨家，由於他們屬於善良形態，

因此是善良形態的修習者，據說那些已經托庇至尊主的人超越了物質形態。從這

句話明白到，奎師那的奉獻者是唯一的真正修習者。 
 

在知識方面達到了完美，棄絕了善良品質之後，思辨家超然於各種形態。聖足施

瑞達爾.斯瓦米說：「這個詩節用了ca這個字表明一個結論。」聖瑪杜蘇丹.薩茹

阿斯瓦提撰述：「只有那些懷著第十二章所述的專一奉愛，服務我一個－主拿茹

阿央那－的人，超然於各種自然形態。」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上述超然於三種形態(gunatita)的人，怎樣

跨越它們？至尊聖主回應這第三個問題說：「懷著不離正道的專一奉愛瑜伽，服

務我的夏姆遜達爾形象，因此我的奉獻者輕易跨越這些形態，有資格體驗我的本

質。」只有那些已經托庇至尊主的奉獻者才擺脫各種形態。《聖典博伽瓦譚》

(11.25.26)證實了這點：「nirguëo mad-apäçrayaù－那些專一地托庇我的人，超越

各種形態。」mad-apäçrayaù這詞語表示「mad-eka-çaraëo bhaktaù－只有專一地

托庇我的那個奉獻者，才倚賴(asritah)我和擺脫各種形態。」 
 
在《聖典博伽瓦譚》(10.88.5)也看到： 

 
harir hi nirguëaù säkñät puruñaù prakåteù paraù 

sa sarva-dåg upadrañöä taà bhajan nirguëo bhavet 
主哈瑞本人肯定直接是超越物質自然形態的至尊人物。祂是眾生的見證者。那些

崇拜祂的人也超越自然形態。 

 

在這裏， brahma-bhuyaya 這詞語表示，「有資格覺悟靈性真象 (brahma-
tattva)。」除了奉愛之外，無法以任何修習覺悟絕對真理。這方面的覺悟需要體

驗者和被體驗者(至尊絕對真理)之間的永恆差別。換句話說，生物體和至尊主兩

者的存在總是分開的。一元論者不認同微靈在解脫後與絕對真理分開存在，因此

不可能體驗到祂。實際上，只有奉獻者才有資格覺悟至尊聖主，即絕對真理。

「只有那些以奉愛瑜伽服務我夏姆遜達爾形象，即至尊主的人，才有資格覺悟絕

對真理。」《聖典博伽瓦譚》(11.14.21)非常清楚地說明了這點：「bhaktyäham 
ekayä grähyaù－只能以奉愛臻達我。」僅是以知識，無法得到解脫。只能以某種

方式借助奉愛，才能得到解脫。《聖典博伽瓦譚》的多個詩節都非常清楚地說明

了這點，例如(1.5.12)：  
 

naiñkarmyam apy acyuta-bhäva-varjitaà 
na çobhate jïänam alaà niraïjanam 

這表示，如果當中沒有對至尊主的服務態度，哪怕是無私而純粹的知識都是不祥

的；反而一無是處。那麼，更何況是總是痛苦和無意義的果報活動。 
 

縱是達到了知識的最高境界之後，這樣的思辨家都會低墮：sthänäd bhrañöäù 
patanty adhaù《聖典博伽瓦譚》(11.5.3)。這方面可以參考《聖典博伽瓦譚》的下

列詩節︰10.2.32、11.14.21和4.31.12。 
 



有些人把目前這個詩節的brahma-bhuyaya這詞語，翻譯成推斷生物體與至尊靈魂

合一。但是實際上，儘管在得到解脫之後，生物體都沒有與至尊靈魂合一。《粲

多嘎奧義書(Chandogya Upanisad)》把這八種特性歸於已覺悟的人： 
 

ätmä ’pahata-päpnä vijaro vimåtyur viçoko vijighatso ‘pipäsuù 
satya-kämaù satya-saìkalpaù so ’nveñöavyaù 

(1) Apahata-papa － 他與愚昧等等假象的罪惡傾向沒有關係。  
(2)  Vijara － 因為他青春永駐，從不面對年老。 
(3)  Vimrtyu － 他不可能墮落。 
(4)  Visoka － 他沒有世俗苦樂等等。 
(5)  Vijighatsa － 他不求享受感官對象。 
(6) Apipasu － 除了服務至尊主之外，他無欲無求。  
(7)  Satya-kama － 他懷著有利於服務主奎師那的渴望。 
(8)  Satya-sankalpa － 他儘償所願。 
 
根據《梵歌》14.17的陳述，sattvät saïjäyate jïänaà，知識源於善良品質，因此

思辨家是善良形態的。在知識方面達到完美之後，思辨家放棄善良本性，超然於

所有自然形態。奉獻者的特別品質卻是，甚至從修習初期開始，都擺脫了各種形

態。《聖典博伽瓦譚》(11.29.34)說︰ 
 

martyo yadä tyakta-samasta-karmä 
niveditätmä vicikérñito me 

tadämåtatvaà pratipadyamäno 
mayätma-bhüyäya ca kalpate vai 

放棄了各種賦定職務而得到永生，在完全皈依我的那一刻開始，凡人最深得我

心。他這樣擺脫各種自然形態的影響。 
 
聖維施瓦納 .恰誇瓦爾提 .塔庫爾為這些詩節作注，「 jïänaà viçuddhaà 
paramärtham ekam－毫無物質污染，非二元的絕對真理賜予我們解脫」(《聖典

博伽瓦譚》5.12.11)，以及「martyo yadä tyakta-samasta-karmä－放棄了所有果報

欲望，把他的生命供奉給我，那個皈依的凡人得到與我相若的富裕」(《聖典博

伽瓦譚》11.29.34)。他撰述：「從修習階段開始，托庇於對至尊主的奉愛時，至

尊主就開始治療祂的皈依奉獻者。換句話說，祂開始使他們擺脫物質形態。」這

表示在奉愛修習之中，修習者會通過不同階段循序漸進︰nistha(對奉愛穩定不

移)、ruci(品嚐奉愛)和asakti(深切依附奉愛和至尊主)。最後他臻達rati(超然情

感)，完全擺脫各種自然形態。那時候，他與軀體或房子等等虛幻事物沒有關

係。「奉愛力量非常不可思議，縱使奉獻者仍然在領受訓示期間，我都隱而不見

地創造了他的超然軀體、心意和感官。」換句話說，微靈不知道這個程序。同

樣，他充滿假象的軀體、心意和感官也無法察知地移除了。這顯示奉愛的榮耀。 

 



「那時候，以他自己的本性和身份位於我的至尊居所之後，那個純粹生物體就有

資格品嚐那種服務我而得到的喜樂。」 
 
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在多處確認了，奉獻者甚至在修習階段都擺脫了

各種自然形態。雖然葉子、花朵、水果、水和檀香液等等，在非奉獻者眼中都是

物質的，但是當奉獻者懷著奉愛供奉這些物品給至尊主時，它們就得到超然的性

質，超越三種形態。這對完全奉獻自我的奉獻者來說最真實不過，不是嗎？《永

恆的主采坦亞經》末篇逍遙(4.191)也確認了這點： 
 

prabhu kahevaiñëava-deha ‘präkåta’ kabhu naya 
‘apräkåta’ deha bhaktera ‘cid-änanda-maya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說：「奉獻者的軀體決不是物質的。它被視為超然和充滿靈

性極樂的。」* 
 

詩節二十七 
 

brahmaëo hi pratiñöhäham amåtasyävyayasya ca 
çäçvatasya ca dharmasya sukhasyaikäntikasya ca 

 
brahmanah－那個非人格梵的；hi－因為；pratistha－庇蔭；aham－我是；

amrtasya－解脫的；avyayasya－永恆的；ca－和；sasvatasya－永恆的；ca－和；

dharmasya－永恆靈性本質的(sanatana-dharma)；sukhasya－純愛之樂的；eka-
antikasya－對我專一(專心致志)奉愛的；ca－和。  
 
唯獨我是那個難以辨別、非人格梵的基礎，也是長存不朽的唯一庇蔭，永恆的靈

性本質和專一純粹奉愛所產生的純愛超然喜樂。 

 
《要義甘霖》：有人也許會提出這個問題︰「只有體驗與梵合一，才有可能毫無

品質，你的奉獻者怎會臻達絕對真理那個無品質面貌的境界？」至尊聖主講述這

個以brahmano開始的詩節作答。「我確是那個梵的基礎(pratistha)，也以萬物的

至尊基礎著稱。由於梵倚賴我，因此我是祂的庇蔭或泉源。在《神訓經》的所有

陳述， pratistha這個字都有這個含意，例如『 annamaya』等等。而且，

『amrtasya－我也是不朽(amrta)的庇蔭。』這不朽是天堂甘露嗎？不！它指的是

不朽的解脫。我也是永恆靈性本質的庇蔭，我也是奉愛，即至尊永恆宗教的庇

蔭，宗教以各個修習和完美階段的形式永恆存在。而且，我是透過專一奉愛所得

的純愛。因此，由於一切都依賴我，渴望得到解脫(kaivalya)而崇拜我，就可以

臻達絕對真理的層面(特點是與梵合一)。」 
 

評注這個詩節時，聖施瑞達爾.斯瓦米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我是絕對真理的

庇蔭(pratistha)，意思是我是集中的絕對真理。雖然太陽是集中的光，卻稱之為



光的庇蔭。同樣，雖然我是奎師那的形象，我也是絕對(真理)那無特徵面貌的基

礎。」《維施努宇宙古史》也證明這點。「維施努是所有吉祥的庇蔭。祂是所有

意識知覺的庇蔭，也是全面遍透靈魂的庇蔭。」聖施瑞達爾.斯瓦米也著述，維

施努是至尊梵，即無所不知超靈的庇蔭。「正如至尊聖主在《梵歌》說：『我是

絕對真理的庇蔭(pratistha)。』」  
 

在《Visnu-dharma》說：「在物質自然、享樂者和至尊主的光芒之中，只有享樂

者瓦蘇戴瓦才是主。這就是結論。」同一部經典也說：「正如至尊主阿促塔是至

尊絕對真理，即非人格梵光之主，祂也是超靈之主。」  
 

當主奎師那上演拯救婆羅門之子的逍遙時光時，祂告訴阿尊那，至尊絕對真理自

我擴展為各種各樣的富裕展現，遍及整個宇宙。「阿尊那啊，應該把那集中的光

芒，看作為我那個由光芒組成的靈性形象」(《哈瑞-彎薩宇宙古史(Hari-vamsa 
Purana)》，《Visnu-parva》114.11.12)。  

 
《婆羅訶摩讚》(5.40)也說：「我崇拜原初的人物－主哥文達。《奧義書》所述

無從辨別的非人格梵，源於祂肢體的光芒。」 
 

《聖典博伽瓦譚》 (8.24.38)也說，至尊主的魚化身 (Matsya)告訴薩提亞文

(Satyavan)王：「我會以你那些問題的答案啟蒙你的心，然後，藉由我的恩慈，

我那普遍稱為至尊絕對真理的榮耀，就會展現在你心裏，你將完全覺悟到我。」 
 

聖瑪杜蘇丹.薩茹阿斯瓦提在他的注釋著述：「也許會有下列懷疑︰『如果你與

梵沒有分別，得到了你的超然本性之後，你的奉獻者怎會有資格臻達那個梵

境？』預料到這個懷疑，至尊聖主說，brahmaëo hi pratiñöhäham。(Pratistha暗
示『我一個人就已經足夠和完整。』)由於我是梵的基礎，如果某人覺悟我，他

的覺悟就已經足夠和完整。當中也包括了梵覺。」  
 
根據《阿含經》這本字典，paryapti這個字表示「最完全的」。除此之外，另一

個詩節也確立了這點。這是聖瑪杜蘇丹.薩茹阿斯瓦提自己所寫的︰ 
 

parä-kåta-mana-dvandvaà paraà brahman naräkåtim 
saundarya-sära-sarvasvaà vande nandätmajam aham 

我崇拜所有美麗之萃光芒四射的形象，即南達大君之子，至尊絕對真理，祂有人

類形象，把我心意的二元性擱在一旁。 

 

這三種自然形態是完美之途之上不受歡迎的障礙。擺脫了各種自然形態，生活就

達到完美，那就是奉愛。這是這一章解釋的題目。 
 

由此結束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所寫的 



《要義甘霖的注釋)》(令奉獻者快樂並得到所有聖人接受的注釋)， 
顧及明確精微之處的譯文：《聖典博伽梵歌》第十四章。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阿尊那所說的

話：「你可能會問，由於各種修習的終極目標就是臻達絕對真理，那麼覺悟了絕

對真理的人，又怎可能喜愛那種超越各種形態，以你為目標的純愛呢？」至尊聖

主回答說：「在我那超然於各種自然形態的永恆狀態，我以我至尊主的原形存

在。我把有知覺的種子，即有邊際能量的微靈，放在我形象之光啟蒙的，我無活

動物質能量的子宮。透過培養思辨瑜伽，受條件限制的靈魂晉升到越來越高的階

段，最終臻達我人格形象的絕對真理。這是無物質品質境界的第一步，那個領域

超然於各種形態。之前他放棄了所有世俗多樣化的吸引，以致沉醉於非人格主義

的情感。在那個無物質品質的境界，托庇純粹的奉愛瑜伽，就消除這非人格主義

的情感。然後就覺悟超然靈性多樣化的境界(cid-visesa)。  
 

山拿克(Sanaka)和瓦瑪戴瓦(Vamadeva)等等聖人，先遵循知識之途探討無特徵的

非人格梵。然後透過這奉愛服務程序得到了甘露，即無物質屬性的奉愛情感。令

人遺憾的是，那些渴望得到解脫的人，在低等欲望的磨難迫使下，無法讓自己恰

當地堅守絕對真理的真理，因此得不到那種超越各種形態的奉愛，作為他們的最

高成就。我以至尊人格首神的形象，確實是非人格梵－思辨家之至尊目的地－的

庇蔭。我的奎師那形象是這一切的庇蔭：不朽、不毀、永恆、對神之愛這永恆天

職，以及永恆喜樂而甘露盈盈的巴佳情感。托庇我的奎師那形象就可以得到這一

切。我是那個超越各種物質形態和充滿多樣化的至尊真理。」 
 

「Mukti-pradätä sarveñäà viñëur eva na saàçayaù－唯獨維施努賜予解脫。《神

訓經》也說：『tam eva viditvätimåtyum eti－只是知道祂，就可以擺脫死亡的魔

掌』 (《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 3.8)。《蓮花宇宙古史》說：『 viñëor 
anucaratvaà hi mokñam ähur manéñinaù－覺悟了絕對(真理)，深思熟慮的聖人

說，解脫的意思是服務至尊主的蓮花足。』《斯刊達宇宙古史》說：『kaivalaya-
daù paraà brahma visnur eva sanätanaù－只有至尊絕對真理維施努超越非人格一

體化，而且是永恆的。』」  
 

由此結束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所寫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典博伽梵歌》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透過了解至尊人物而行的瑜伽 

(Purusottama-Yoga) 
 

詩節一 



 
çré bhagavän uväca 

ürddhva-mülam adhaù-çäkham açvatthaà prähur avyayam 
chandäàsi yasya parëäni yas taà veda sa veda-vit 

 
sri bhagavan uvaca－最富裕的至尊主說；urddhva-mulam－它的根向上生長； 
adhah-sakham－它的樹枝向下生長；asvattham－神聖的無花果樹；prahuh－他

們說；avyayam－不朽的；chandamsi－(確立果報活動榮耀的)韋達讚美詩；

yasya－它的；parnani－葉子；yah－他；tam－那棵樹；veda－知道；sah－他；

veda-vit－《韋達經》的知悉者。  
 
至尊聖主說︰經典描述這個物質世界是一種特別而不朽的神聖無花果樹，根部向

上生長，樹枝則向下生長，葉子則是稱揚果報活動之途的韋達讚美詩。知道這棵

樹的人，知道《韋達經》的精華。 

 
《要義甘霖》：這第十五章描述，主奎師那怎樣中斷一個人和物質存在的束縛。

祂完全不依附物質存在。這一章描述生物體怎樣是至尊控制者的一部分，也闡述

唯有奎師那才是凌駕於易犯錯和可靠實體的享樂者。  
 

上一章說：「那些懷著專一奉愛崇拜我的人，超越物質自然形態，變得有資格體

驗超然」(《梵歌》14.26)。也許有人會問：「但是你有人類形象，那麼透過奉愛

瑜伽崇拜你，又怎會得到靈性本質？」至尊聖主回答說：「事實上，我確是人

類，但我也是至尊庇蔭和那個超然的支柱。」這第十五章以解釋這點作為開始。

《梵歌》14.26說，超越了物質自然形態之後，專一的奉獻者變得有資格覺悟超

然。 

 

那麼，這個包含各種自然形態的物質世界是甚麼性質的？在哪裏產生的？那些透

過履行奉愛，跨越這個物質世界的生物體是誰？在「他們變得有資格覺悟超然」

這句話，「超然」的明確含意是甚麼？你─超然的庇蔭和基礎─又是誰？預料到

這些問題，至尊聖主用修飾性的隱喻，描述這個物質世界是驚人的神聖無花果

樹。這棵樹的第一個嫩芽－即四頭的主布茹阿瑪，物質自然的根源－從物質宇宙

的最高區域，即天堂星球(Satyaloka)的物質自然種子發芽。 
 
Adhah表示這棵樹的樹枝是無數半神人、歌仙 (Gandharvas) 、歌舞精靈

(Kinnaras)、魔族[例如惡魔(Asuras)、吃人魔(Raksasas)、鬼魂(Pretas)]－人類、

昆蟲鳥獸等等和不動的生物體，向下伸延到天堂和地球等等這樣的星球。這棵樹

賜予果報工作者宗教、財富、感官享樂和解脫這四重結果作為成果。因此稱之為

最好的(uttama)。 
 



Adhah也表示，根據奉獻者的察知，這個物質世界將來不會存在。換句話說，它

既短暫也會毀滅。不過，對非奉獻者來說卻是永恆的(avyayam)。 
 
《韋達經》列明了那些確立果報活動的陳述。Chandamsi表示那些渴望致富的

人，履行祭祀時會給風神瓦儒(Vayu)供奉白山羊，那些求子心切的人，會對十一

位因卓履行祭祀。由於果報活動使物質世界擴展，因此就像《韋達經》之樹的葉

子。樹木只是因為葉子才會好看。那些知道這點的人，稱為《韋達經》知悉者。

在《卡塔奧義書》(2.3.1)說：「這個物質世界是永恆的神聖無花果樹。它的根向

上延伸，樹枝則向下。」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上一章解釋，只有對主奎師那奉愛，微靈才

有資格體驗非人格梵。因為主奎師那本人是超然(brahma)的唯一庇蔭。解釋透過

明白至尊人物而行的瑜伽，目前這一章正清楚地傳達奎師那超然形象的訊息。物

質世界之源－主奎師那－是至尊真理。但與祂分開的部分(vibhinn)－微靈－卻辨

認不到祂，因此疏於服務祂。因此自古以來都困於這個物質存在的生死輪迴，遍

及各種生命物種，徘徊不去，飽受三重苦。由於他們一再依附活動成果，因此完

全無法超脫這個輪迴。 
 
透過祂的無緣恩慈，至尊主奎師那正在這一章教導這個物質世界的性質。祂的方

式別有趣味。祂的目的是引領無助的微靈超脫業報循環，並在他們內裏萌生棄絕

物質世界的感覺。祂以無花果樹為例，簡明地講述這個主題。正如無花果樹擴展

成有無數樹枝、幼枝、葉子、花朵和果實的婆娑巨木，這個物質世界也同樣地擴

大。它的多枝樹枝是《梨俱韋達》、《娑摩韋達》、《夜柔韋達》和《阿闥婆韋

達》，葉子則是韋達讚美詩，它們確立了透過履行果報活動，令物質享樂欲望即

時如願的方法。如此一來，這棵物質存在之樹好像賜給那些因活動而被困的受條

件限制生物體，宗教、經濟發展、業報和解脫的成果。 

 

看到這棵樹這麼吸引，令人一見傾心，受條件限制的靈魂不可能知道它的水果有

毒，於是心醉神迷。但是奉獻者覺悟果實的毒性，說只能以棄絕的武器砍掉它。

這棵樹的名字－asvattha，表示na svah sthasyati－將來不存在的。  
 

那些明白物質世界短暫的人認識《韋達經》。至尊主清楚地反駁了假象宗的概

念，他們宣稱這個物質世界是假的或夢境。事實上，這個物質世界既真實又永

恆，卻經歷變化，定期毀滅。經典和至尊聖主的所有陳述都清楚確立了這點。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至尊聖主所說的話：「阿尊那啊，如果你認為遵循

《韋達經》的陳述，從而托庇物質生活更好，那就聽著。果報活動產生的這個物

質世界，是一種特別的無花果樹。對於那些托庇業報的人來說，這棵樹永存不

朽，它的根部向上伸展。《韋達經》的陳述確立，果報活動是它的葉子，它的樹



枝則向下伸展。這表示這棵樹透過我－至尊絕對真象－賜予生物體的活動結果。

那些知道這棵樹性質短暫的人，確實知道它的事實。」 
 

詩節二 
 

adhaç corddhvaà prasåtäs tasya çäkhä 
guëa-pravåddhä viñaya-praväläù 
adhaç ca müläny anusantatäni  

karmänubandhéni manuñya-loke 
 
adhah－向下(向人類和動物等等各種生命物種)；ca－和；urddhvam－向上(向半

神人等等高等物種)；prasrtah－被延長；tasya－這(這物質世界之樹)的；sakhah
－樹枝；guna-pravrddhah－被物質自然三種具牽制力的影響培育；visaya-
pravalah－它的幼枝是感官對象；adhah－向下；ca－和；mulani－它的根部；

anusantatani－總是在擴展；karma-anubandhini－困於果報活動；manusya-loke
－在人類社會。  
 
這棵物質世界之樹的枝上葉子，呈現為各種感官對象，得到三種自然形態的培

育。它的樹枝伸延到人類和動物等等低等生命物種和半神人等等高等物種。這棵

樹的根是感官享樂欲望。它們把人困在活動和活動反應的洪流，不斷向下伸延。 
 
《要義甘霖》：這棵物質世界之樹的樹枝伸延到各處。Adhah表示「在動物等等

低等物種」，urddhva則表示「半神人等等高等物種」。正如給樹木澆水，它就

得到滋養，這棵物質世界之樹也得到各種自然形態的不同傾向，例如善良形態等

等滋養。它的葉子是聲音等等感官對象。而且，一些人相信，在大樹最初長出來

的根下面藏了一大筆寶藏。這棵樹也像榕樹那樣有樹枝，盤根錯結。雖然它源於

布茹阿瑪星，它的根卻在人類社會。這些樹根得到果報行為支持，不斷伸延。生

物體接受了其他物種的任何一個軀體，承受活動結果。然後，一得到人體，就從

事果報活動。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這棵樹的很

多樹枝都得到愚昧形態支持，向下伸延。很多樹枝都得到情欲形態滋養，位於大

樹中央，向外伸展。很多樹枝得到善良形態支持，向上伸展。物質感官之樂是這

些樹枝的嫩芽。這棵樹外部的盤根就像榕樹的根，尋求活動成果，向下伸延。」  
 

詩節三至四 
 

na rüpam asyeha tathopalabhyate  
nänto na cädir na ca saàpratiñöhä 

açvattham enaà su-virüòha-mülam  



asaìga-çastreëa dåòhena chittvä 
tataù padaà tat parimärgitavyaà  

yasmin gatä na nivarttanti bhüyaù 
tam eva cädyaà puruñaà prapadye  

yataù pravåttiù prasåtä puräëé 
 
na－也不；rupam－形象；asya－這(樹)的；iha－在這個世界；tatha－如上所

述；upalabhyate na－不可察知的；antah－它的末端；na－也不；ca－也；adih
－它的開端；na－也不； ca－也； sampratistha－ (它 )存在卻察覺不到；

asvattham－菩提樹；enam－這；su-virudha-mulam－非常根深蒂固；asanga-
sastrena－以不依附之利斧；drdhena－堅決地；chittva－砍倒了；tatah－那時

候；padam－放在；tat－那；parimargitavyam－必須盡責地找出；yasmin－從哪

裏；gatah－到達了；na nivartanti－他們決不回來；bhuyah－再次；tam－到達

那；eva－確實；ca－和；adyam－原始的；purusam－人；prapadye－皈依；

yatah－從哪裏；pravrttih－生死輪迴；prasrta－已經擴展了；purani－這古代

的。  
 
如上所述，這棵物質存在之樹的實際形象，在這個世界不可察知，因為這裏無法

確定它的開始、終結和存在。因此，以決不依附的利斧，堅定地砍倒了這棵根深

蒂固的物質存在之樹之後，應該找出那個原始人物－至尊聖主－的蓮花足，祂是

這棵樹的根。生死輪迴從祂那裏開始擴展，一旦托庇祂，就決不回來這個物質世

界。應該懷著真摯的情感－「我完全皈依那個原始的人」，完全托庇祂。 
 
《要義甘霖》：如上所述，在這個凡間肯定無法明白這棵樹的真實形象。人們對

這棵樹眾說紛紜︰「它是真的」，「它是假的」，「它是永恆的」。因為這棵樹

無窮無盡，因此是無限的，又因為它沒有開始，因此是無始的。也沒有根基或支

援。那麼它的根基或基礎是甚麼？它是甚麼？缺乏真理知識的人，無法明白這

點。不管它是甚麼，知道它是無盡痛苦的唯一療法，都應該以不依附的武器砍倒

它。然後應該尋找它根部的大量財富。至尊聖主正是為此而講述這個描述榕樹的

詩節。在這裏，asanga這個字(在詩節三)表示不依附一切。以不依附的利斧砍倒

這棵樹之後，應該尋找至尊主，祂是這棵樹的大量財富和根部(源頭)。 
 

「那個源頭是甚麼性質的？」至尊聖主回應這個問題說：「到了根部或源頭，就

決不回來這個短暫的物質世界。」 
 

「怎麼尋找這根？」對此祂回答說：「必須托庇那個原始人物，熱誠地崇拜祂。

這個沒有開始的物質世界從祂那裏開始擴展，因此必須懷著奉愛尋找祂。」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普通人無法明白這物質存在之樹的事實。即

是說，他們無法確定它的開始、結束和基礎。甚至明白了這個物質世界的創造順



序之後，即從不展現的物質能量到假我(ahankara)等等，他們依然愚昧，不知道

至尊主其實是每個人實際的庇蔭，祂是物質自然原始的支援。生物體反對至尊

主，以致被蒙騙的外在能量迷惑，受制於三種物質品質組成的物質存在。在這些

品質驅使下，他徘徊到這個物質世界高高低低的區域，最後筋疲力盡。雖然他覺

得有需要砍掉這棵物質存在之樹，卻找不到它的根。只有借助在聖人聯誼之中修

習奉愛，才有可能中斷對物質領域的依附。本著這種理解，幸運的生物體皈依至

尊真理主哈瑞的蓮花足，開始對祂履行靈性專注。因此，他擺脫物質世界的牽

制，得以在至尊聖主的居所永恆服務祂。《聖典博伽瓦譚》(1.5.18)也描述了這

點： 
 

tasyaiva hetoù prayateta kovido  
na labhyate yad bhramatäm upary adhaù 
tal labhyate duùkhavad anyataù sukhaà  

kälena sarvatra gabhéra-raàhasä 
聰明人應該僅是力求自我的超然快樂，從高等星球的布茹阿瑪星徘徊到低等星球

的陰間星(Sutala-loka)都得不到它。不過，至於感官快樂方面，假以時日，儘管

身在地獄，每個生命物種都毫不費力地自動得到。  
 
而且，《聖典博伽瓦譚》(11.2.37)說︰ 

 
bhayaà dvitéyäbhiniveçataù syäd  
éçäd apetasya viparyayo ’småtiù 

tan-mäyayäto budha äbhajet taà  
bhaktyaikayeçaà guru-devatätmä 

這表示微靈與主，即至尊控制者，分開而失去記憶。生物體受到迷惑而沉醉於其

他感官對象，錯誤地認同軀體是自我，因此感到恐懼。受條件限制的微靈這樣受

制於假象。因此有學問的人應該托庇聖靈性導師的蓮花足，對主奎師那履行專一

的奉愛。他們藉此就能跨越假象。 
 

詩節五 
 

nirmäna-mohä jita-saìga-doñä  
adhyätma-nityä vinivåtta-kämäù 

dvandvair vimuktäù sukha-duùkha-saàjïair 
gacchanty amüòhäù padam avyayaà tat 

 
nirmana-mohah－不沉醉於驕傲和錯覺的人；jita-sanga-dosah－沒有(墮落的)依
附之過；adhyatma-nityah－恆常都履行靈性修習；vinivrtta-kamah－沒有感官渴

求；dvandvaih－從二元性；vimuktah－完全解脫的；sukha-duhkha-samjnaih－



稱為苦樂；gacchanti－他們臻達；amudhah－不感到迷惑(解脫的人)；padam－

居所；avyayam－不朽；tat－那。 
 
解脫的人沒有驕傲和錯覺，克服了錯誤依附的墮落，投入於尋找超靈，毫無肉欲

渴求和苦樂等等二元性，只有他們才臻達那個不變的永恆居所。 
 
《要義甘霖》：「那些對祂履行奉愛的人怎樣臻達祂的居所？」至尊聖主講述這

個以nirmana-moha開始的詩節作答。Adhyatma-nityah表示，那些關注分辨永恆

和短暫事物的人，繼續探討超靈。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這裏，padam avyayam這詞語指的是「永

恆居所」。只有對至尊聖主蓮花足愛意盈盈的服務才是永恆的立場。為了能夠懷

著某一種情感(rasas)，在至尊聖主的居所服務祂的蓮花足，首先必須皈依祂的蓮

花足。但要皈依祂並不容易，因為只要生物體繼續被假我荼毒，就以為自己是物

質自然的控制者，假我與精微和粗糙軀體有關。在這種狀態下，他忽視至尊聖主

和祂的奉獻者，不接受祂們的訓示。  
 

不過，當物質自然處罰生物體，施予他各種痛苦時，憑著至尊主或祂奉獻者的恩

慈，他開始覺悟至尊主是物質自然的主人，而他，即生物體，則完全無力和無

助。生死、得失、榮辱全都是至尊控制者一人控制的，微靈則似是祂手裏的木

偶。當微靈覺悟這個事實時，就皈依至尊主的蓮花足，奉愛之途為他大開。

Saranagati(皈依)是靈性生命，即奉愛領域唯一的通道。目前非奉獻者認為土

地、國家和地球是屬於他的，他也受到人類社會控制，但這完全是誤解，也是所

有痛苦和束縛的根源。   
 

詩節六 
 

na tad bhäsayate süryo na çaçäìko na pävakaù 
yad gatvä na nivarttante tad dhäma paramaà mama 

 
na－都不；tat－那；bhasayate－照亮；suryah－太陽；na－也不；sasankah－月

亮；na－也不；pavakah－火；yat－它；gatva－到達了；na nivarttante－他決

不回來；tat－那個(地方)；dhama－居所；paramam－至尊(最耀眼的)；mama－
我的。  
 
在那個自我發光的至尊領域，不需要日、月和火照明。當皈依的人臻達我的那個

居所，就不回來這個世界。 
 
《要義甘霖》：「那個至尊居所是甚麼性質的？」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na tad開
始的詩節作答。那個地方沒有冷熱等等痛苦，而且自我發光。 



 
「我的至尊居所比其他一切更好，也超越物質感官的範圍。它是自我發光的

(teja)。」《Hari-vamsa》說，比絕對真理更高的至尊真象安排了宇宙，使它顯

現為各種形象。「巴爾塔啊，你必須知道那個梵，即我那集中的光芒。」《卡塔

奧義書》(2.2.15)也說：  
 

na tatra süryo bhäti na candra tärakam  
nemä vidyuto bhänti kuto ‘agni 

在那裏，甚至連日月星辰的光芒、閃電的輝煌都不存在，更何況是火光。只是祂

的光芒照亮一切。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目前的這個詩節解釋，至尊主居所內在固有

的本性。到達了那個居所之後，決不回來物質世界。那個居所不是日、月，火或

閃電照亮的；是自我發光的。那個至尊居所稱為哥樓卡、奎師那星、巴佳、哥庫

爾或溫達文。至尊人格首神－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與祂的同遊一起，在那裏永

恆地上演喜樂的逍遙時光。只有培養滿載純愛的奉愛，即自發奉愛，明確地遵循

巴佳牧牛姑娘的步伐，才可以進入。沒有其他方法。主奎師那用paramam mama
這詞語表明了那個聖地(dhama)。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日、月或火都無法照亮我不變

的居所。到達了我的居所之後，微靈決不再被騙去永恆喜樂。事實上，生物體受

制於物質存在(baddha)或是從那裏解脫的(mukta)。由於錯誤地認同軀體是自

我，微靈在受制狀態渴望與物質聯繫。在解脫狀態的微靈，恆常都品嚐喜樂地服

務我而得到的甘露。為了臻達這個境界，在這個世界的人必須以不依附(asanga)
作為武器，砍掉這物質世界無花果樹。  

 
依附世俗之物稱為sanga。那些縱使身處這個世俗領域都能放棄那種依附的人，

天生超越自然形態，只有他們才得到超越各種自然形態的奉愛。 

 

與聖人為伴稱為asanga。因此，在這個物質世界的受制微靈，應該放棄依附世俗

事物，借助於聖人，徹底根除物質世界對他的束縛。一個人可以接受棄絕僧的服

飾，假裝修習不依附，但這其實不會終止世俗牽絆。當微靈採納我極喜樂的奉

愛，放棄所有與我無關的欲望時，就得到解脫。換句話說，物質世界解除對他的

束縛，這只是他的努力所得的次要結果。因此，我(在第十二章)描述的奉愛，是

渴求永恆吉祥的微靈之終極目標。」  
 

上一章解釋了，各種經驗主義知識都被自然形態污染，為了服務奉愛而運作的純

粹知識則超越各種形態。這一章揭示，各種不依附都受到自然形態污染。只有那

種隨奉愛而來的不依附，才超越各種物質自然形態。 
 



詩節七 
 

mamaiväàço jéva-loke jéva-bhütaù sanätanaù 
manaù ñañöhänéndriyäëi prakåti-sthäni karñati 

 
mama－我的；eva－肯定地；amsah－分開的所屬部分(vibhinnamsa)；jiva-loke
－在受條件限制生物的世界；jiva-bhutah－他體驗受條件限制的生命；sasthanih
－永恆；manah－包括心意；sasthani－六個；indriyani－感官；prakrti-sthani－
受到物質自然影響；karsati－吸引了。  
 
這個物質世界的永恆生物體，肯定是與我分開的所屬部分(vibhinnamsa)。他們在

物質自然裏受到六種感官吸引，當中也包括了心意。 
 
《要義甘霖》：「對你履行奉愛，從而超越這個物質世界，臻達你居所的生物體

是誰？」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vibhinnamsah開始的詩節作答。《瓦茹阿哈宇宙古

史(Varaha Purana)》說：「至尊主的部分有兩種︰人格擴展(svamsa)和分開的擴

展(vibhinnamsa)。微靈是分開的部分。」生物體是永恆的，但在受條件限制的

狀態之中，他們認同物質身體。這樣透過心意和五種感官，受制於世俗的吸引

力。由於這種自我概念，他們認為：「這全都是我的，」因此被拖進俗世，就像

被腳上綁著的鎖鏈拖著走。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正在目前這個詩節解釋生物的基礎

真理。微靈是至尊主的一部分，但應該要明白哪一種部分。至尊聖主有兩種部

分︰人格擴展和分開的擴展。主的魚化身、龜化身(Kurma)、尼星哈和茹阿瑪等

等化身都是人格擴展。  
 
生物體是祂分開的部分。由永恆、知識和喜樂組成的至尊主，與所有別的能量分

開，獨一無二地賦有祂的邊際能量時，這些分開的部分就稱為分開的本體

(vibhinnamsa-tattva)。 
 
也以下列方式解釋這點︰生物體是那種與至尊主沒有分別的微靈能量，即邊際能

量產生的，稱為分開的部分。在某些方面，他們與至尊主沒有分別，在其他方面

卻不一樣。因此他們與至尊主的關係不可思議地同一而異。這哲學稱為不可思議

同一而異的真理。 

 

微靈可能會在兩種狀態的其中之一︰受制或解脫的。在解脫狀態，生物體擺脫了

虛幻的名份，一直投入於服務至尊主。但在受制的狀態卻被粗糙和精微軀體的虛

幻名份蒙蔽，繼續困於物質世界。《聖典博伽瓦譚》(11.11.4)以下列方式解釋了

這點︰ 
 



ekasyaiva mamäàçasya jévasyaiva mahä-mate 
bandho ’syävidyayänädir vidyayä ca tathetaraù 

最有智慧的烏達瓦啊，我獨一無二，也是非二元的絕對真象，微靈是我分開的部

分。他們因為愚昧而受困，又因知識而得到解脫。 

 

而且，《聖典博伽瓦譚》(1.7.5)也說，yayä sammohito jévaù。「雖然超然於自然

形態，生物體卻因這外在能量而認為自己是物質產品。如此一來，他承受物質痛

苦的反應。」 
 

透過講述這個詩節(mamaiväàço jéva-loke－生物體是我分開的部分)，至尊主奎師

那在這裏反駁虛假的概念：生物體自己是絕對真理。 

 

至尊聖主又用sanatanah(永恆)這個字反駁假象宗之見，聲稱當絕對真理接受外在

蒙騙能量的庇蔭時，絕對真理就成為生物體；當生物體擺脫那種能量時，又再成

為絕對真理。 

 

這個詩節用以澄清，微靈是永恆實體。無法與任何事物合一，也無法毀滅。不管

是解脫還是受制，他的個體存在都是永恆的。在本質上，微靈恆常都是微靈；不

可能成為至尊。《梵歌》(2.23-4)確立了這個事實。如果微靈是絕對真理，又或

者在每一方面都與絕對真理確實一樣的話，就決不會困於物質世界。那就是說，

他不會承受物質痛苦。「Satyaà jïänam anantam－絕對真象既永恆，全知又無

限。」根據經典的這句話，絕對真理不可能在假象或愚昧之中。因此主采坦亞.
瑪哈帕佈對著名的一元論者－薩爾瓦包瑪.巴塔師－說：「至尊控制者是假象的

控制者，生物體則受假象控制。這是經典確立的。你說生物體和至尊控制者一

樣，但這與經典陳述相反。」 
 

《神訓經》清楚確定，生物體不是絕對真理：「vasanti yatra puruñäù sarve 
vaikuëöha-mürtayaù－擺脫了假象的人，可以得到一個適合住在無憂星的形象，

在那裏服務主拿茹阿央那，即無憂星的主人」(《聖典博伽瓦譚》3.15.14)。換句

話說，得到了靈性本性和形象之後，就服務主拿茹阿央那。在目前這個詩節，

jéva-bhütaù，mamäàçah和sanätanaù等等主奎師那的用字也證明，這個物質世界

是假的，生物體和絕對真理是一體的等等意見毫無意義。 
 

其他假象宗(pratibimba-vadis)主張，生物體和無活動的物質都是絕對真理的倒

影，但這個概念也是推測和毫無根據的︰ 
 
(1) 如果絕對真理全面遍透，祂怎會有倒影？  
(2) 誰看見倒影，祂究竟在哪裏被反映？如果認為微靈是觀看者，而愚昧是反

映之處，那就必須接受兩個與絕對真理分開的物體存在：微靈和愚昧形式的假

象。那麼絕對真理怎會獨一無二(ekam evadvitiyam)，又怎會全面遍透？  



(3) 梵不是察知目標，因為祂沒有能量、轉變或品質，也沒有物質屬性。如果

連天空這種物質元素都無法劃分，又怎可以劃分超然的梵？  
 

因此，認為梵分成多個部分而成為微靈(pariccheda-vada)，這假象宗哲學也全無

根據。  
 

經典說梵沒有轉變(avikari)。這表示祂無法變成微靈或物質。因此我們可以看

到，假象宗的兩個概念－mayavadis pratibimba-vada(生物體和無活動物質都是梵

倒影的這篇哲學論文)和pariccheda-vada(梵分成各部分作為微靈的這個見解)－都

是虛假的。也許會爭論，說這個主張與「sarvaà khalv idam brahma－一切都是

梵」和「tat tvam asi－你是那(你，生物體，是梵)」等等韋達陳述互相矛盾，但

是所有經典，包括《奧義書》和《終極韋達》都解釋，是至尊主的能量轉變成生

物體和宇宙，而不是至尊主自己。至尊主與祂的能量沒有分別，那樣的話，既然

生物體和這個物質世界是絕對真理的能量轉變，與絕對真理也沒有分別。 

 

「nityo nityänäà cetanaç cetanänäm－祂是所有永恆者之中的至尊永恆。祂是其

他所有具意識知覺者之中至尊有知覺的實體」等等《神訓經》陳述，清楚確立微

靈、梵和至尊主之間的差別。《梵歌》的各個陳述也確立了這點。例如，《梵

歌》15.18說：「我是至尊人物，凌駕於易毀和不朽的實體。」 
 

因此萬物都是絕對真理組成的。不過，至尊絕對真理是主奎師那自己，祂確實超

越萬物。假象宗錯誤地認定，《奧義書》的陳述tat tvam asi表示「你是那」，但

是這個推測違反經典結論。這句話的實際要旨是「你屬於祂；你是至尊主的僕

人。」《韋達經》的所有陳述，確定這是tat tvam asi的實際含意。 
 

三卡爾師解釋以下兩句話︰ 
 

åtaà pibanto sukåtasya loke guhäà 
praviñöau parame parärdhe 

《卡塔奧義書》(1.3.1) 
進入了心穴，超靈和自我覺悟的靈魂長期暢飲真理的甘露。 

 
而且︰ 
 

guhäm praviñöäv ätmanau hi tad-darçanät 
《梵經》(1.2.113) 

那兩個靈魂肯定進入了洞穴，使至尊主可以對個體靈魂揭示自己。 

 

由於atmanau這個字在這個詩節裏的語法結構，三卡爾師也接受了兩個個別人物

的存在，更何況是其他人。這兩個人物就是生物體和超靈。《神訓經》在各處顯



示了微靈和絕對真理之間的差別，解釋至尊控制者全面遍透(vibhu)，微靈則極微

小(anu)。以下是這方面的一些例子︰ 
 
(1) yathägneù kñudrä visphulingä－正如火焰散落的小火花飛濺到四周(《巴漢-
阿然亞卡奧義書(Brhad-aranyaka)》2.1.20)。   
(2) bälägra-çata-bhägasya çatadhä kalpitasya ca－如果把頭髮尖分成一百份，再

把其中一份分成一百份，這就是微靈的大小。這些微靈據稱是永恆的(《斯瓦塔

斯瓦塔爾奧義書》5.9)。   
(3) eño ’ëur ätmä cetasä veditavyo－應該以心意明白這極微小的靈魂，他依賴

五種生命氣。透過那些生命氣，生物的整個意識知覺伸延到整個軀體，而且那個

靈魂會在意識知覺完全純粹的狀態展現(《牟達卡奧義書》3.1.9)。 
(4) yathä samudre vahavaç taraìgä － 正 如 海 洋 裏 波 浪 起 伏 ( 《 Tattva-
muktavali》10)。 
(5) aëu hi jévaà prati-deha-bhinnam－生物體肯定極微小；每個軀體都有一個生

物體[聖寧巴爾卡(Nimbarka)所著的《Dasa-sloki》]。  
(6) hlädinyä saàvidäçliñöah sac-cid-änanda éçvaraù svävidyä-samvåto jévaù 
saìkleça nikaräkaraù－至尊主，至尊控制者是永恆、認知和喜樂的化身，喜樂和

知識(samvit)能量長伴左右。不過，受條件限制的靈魂總是被愚昧蒙蔽，因此是

各種苦難的倉庫(聖維施努斯瓦米所寫的，施瑞達爾.斯瓦米為《聖典博伽瓦譚》

1.7.6作注時，在《Bhavartha-dipika》注釋引用的)。   
(7) yah sarveñu bhuteñu tiñöhan sarvebhyo bhütebhyo’ntaro－對真正本性愚昧無

知，不能自拔的生物體苦不堪言時感到無助(《巴漢-阿然亞卡奧義書》3.7.15)。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如果你懷疑生物體怎樣臻達這

兩個狀態，那就聽著。我是至尊主，即完全永恆、知識和極樂的化身。我有兩種

擴展：人格擴展(svamsa)和分開的擴展(vibhinnamsa)。作為人格擴展，我以茹阿

瑪和尼星哈等等形象上演逍遙時光。作為分開的擴展，我展現為微靈，他是我的

永恆僕人。身為至尊(真理)的這種自我概念，全然存在於人格擴展。不過，在我

分開的擴展，我卻沒有身為至尊(真理)的這種自我概念，因此便顯現為分開的個

體。這生物體有兩個狀態︰解脫的和受制的。不管是解脫還是受條件限制的，微

靈都是永恆的。在解脫狀態，微靈完全倚賴我，與物質自然沒有關係。在受制狀

態位於物質軀體裏的時候，微靈相信六種感官(心意和五種外在感官)是屬於自己

的，又認同它們，也把軀體看作為他自己。」 
 

詩節八 
 

çaréraà yad aväpnoti yac cäpy utkrämatéçvaraù 
gåhétvaitäni saàyäti väyur gandhän iväçayät 

 



sariram－對軀體；yat－無論哪個；apnoti－他接受；yat－無論哪個；ca api－還

有；utkramati－從…離開；isvarah－(物質軀體感官的)主人，即生物體；grhitva
－帶著；etani－這些 (心意和五個感官 )； samyati－他前往；vayuh－風；

gandhan－氣味；iva－正如；asayat－從(花或其他物體的)容器。   
 
正如風帶著百花和其他物體的香氣，體困生物體，即感官的主人，也帶著六種感

官，從他摒棄的軀體到他得到的那個軀體。  
 
《要義甘霖》：「他(生物體)被感官吸引時會做甚麼？」預料到這個問題，至尊

聖主講述這個以sariram yad avapnoti開始的詩節。業報控制生物體，即軀體和感

官主人所得的任何粗糙軀體。他從他離棄的軀體帶著感官和精微元素，再進入新

軀體，正如風帶著香氣，從花環或檀香等等源頭到另一個地方。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正在解釋，受條件限制的靈魂怎樣

得到另一個軀體。他的受困狀態在死後都沒有停止。在生物體透過崇拜至尊聖主

擺脫物質世界之前，他都必須根據之前活動的印象一再投生。至尊聖主用比喻解

釋，生物體轉移到新軀體。風帶著花香而不是鮮花本身，鮮花仍然留在原地。同

樣，帶著心意及其欲望與感官，生物體在死亡時放棄粗糙軀體，接受另一個粗糙

軀體的庇蔭。他這樣根據他想履行的活動一再接受不同的身體。《聖典博伽瓦

譚》(11.22.37)描述了這點： 
 

manaù karma-mayaà ëåëam indriyaiù païcabhir yutam 
locäl lokaà prayäty anya ätmä tad anuvartate 

確實是心意帶著各種活動的印象和五種感官，從一個軀體到另一個軀體。靈魂與

心意不一樣，卻受到假我驅使而追隨著心意。  
 
主卡皮拿在《聖典博伽瓦譚》(3.31.43)也說明了這點： 

 
dehena jéva-bhütena lokäl lokam anuvrajan 

bhuïjäna eva karmäëi karoty avirataà pumän 
由於某種特定的軀體，受條件限制的物質主義生物體追隨他的物質欲望，從一個

星球徘徊到另一個星球。他這樣使自己陷於果報活動，不停享受結果。*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死亡不會終止受困狀態。生物體以前的活動決定

他的下一個粗糙軀體，在適當時候，他也會從那裏繼續前行。從一個軀體到下一

個時，也帶著履行身體活動的欲望。正如風帶著香氣，從百花或檀香等等源頭飄

送到另一個地方，微靈也跟精微元素和感官一起，從一個粗糙軀體前往另一個軀

體。」 
 

詩節九 



 
çrotraï caksuù sparçanaï ca rasanaà ghräëam eva ca 

adhiñöhäya manaç cäyaà viñayän upasevate 
 
srotram－耳朵；caksuh－眼睛；sparsanam－觸覺；ca－和；rasanam－舌頭； 
ghranam－鼻子的；eva－特別是；ca－和；adhisthaya－透過托庇於；manah－
心意的；ayam－這(個體靈魂)；visayan－感官對象(聲音、形象、觸覺等等)；
upasevate－享受。  
 
托庇耳朵、眼睛、舌頭、鼻子、觸覺感官和心意，生物體享受聲音等等各種感官

對象。 
 
《要義甘霖》：「到了下一個軀體，生物體做甚麼？」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

srotram開始的詩節，回應這個問題。他托庇耳朵和心意等等感官，享受聲音等

等感官對象。 
 

詩節十 
 

utkrämantaà sthitaà väpi bhuïjänaà vä guëänvitam 
vimüòhä nänupaçyanti paçyanti jïäna-cakñuñaù 

 
utkramantam－離開 (軀體 )時； sthitam－在 (體內 )時；va api－或者甚至；

bhunjanam－享受時；va－要不然；guna-anvitam－擁有感官；vimudha－被迷

惑的傻瓜；na anupasyanti－不遵照經典、聖人和靈性導師那樣地察知；pasyanti
－看得到；jnana－神聖知識的；caksusah－那些有眼睛的人。  
 
沒有分辨力的蠢材無法以感官察知，生物體甚麼時候離開軀體，住在軀體，甚至

是甚麼時候透過感官享受。不過，那些聰明的人卻看到這一切。 
 
《要義甘霖》：阿尊那也許會說：「我還是不太明白，微靈怎樣離開軀體，怎樣

住在體內，住在體內時又怎樣享受感官對象。」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

utkramantam開始的詩節作答。「沒智慧的人無法了解靈魂和感官，靈魂甚麼時

候離開軀體，住在體內或享受感官對象。有知識之眼的人卻覺悟得到。」 
 

詩節十一 
 

yatanto yoginaç cainaà paçyanty ätmany avasthitam 
yatanto’py akåtätmäno nainaà paçyanty acetasaù 

 



yatantah－竭盡所能；yoginah－履行瑜伽的人；ca－確實；enam－他(靈魂)；
pasyanti－看見；atmani－在體內；avasthitam－位於；yatantah－竭盡所能；

api－儘管；akrta-atmanah－心意還未體驗到靈性培育的那些人；na－不；enam
－他；pasyanti－他們察覺；acetasah－缺乏分辨力的人。  
 
竭盡所能的瑜伽師看得到體內的這個靈魂，那些心有雜念，又沒有分辨力的人，

儘管努力不懈卻看不到靈魂。 
 
《要義甘霖》：只有能夠明辨是非，竭盡所能的瑜伽師才可以知道靈魂，那些心

有雜念的人卻不能。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以聆聽和唱誦的形式努力修習奉愛瑜伽，聰

明的瑜伽師能夠體驗或察覺到體內的靈魂。那些心有雜念，對至尊主沒有奉愛的

人，卻無法知道這門與自我有關的深奧學問。 
 

詩節十二 
 

yad äditya-gataà tejo jagad bhäsayate’khilam 
yac candramasi yac cägnau tat tejo viddhi mämakam 

 
yat－它；aditya-gatam－從太陽；tejah－輝煌；jagat－宇宙；bhasayate－照亮；

akhilam－整個；yat－它；candramasi－在月亮裏；yat－它；ca－和；agnau－
在火焰裏；tat－那；tejah－輝煌；viddhi－你必須明白；mamakam－我的。  
 
太陽照亮整個宇宙，要知道太陽的輝煌、月亮和火焰的輝煌都是我的。 
 
《要義甘霖》：「正是我以日、月等等形象，給受困狀態的微靈運送一切所

需。」現在，在這個以yad aditya-gatam開始的詩節，還有下列的兩個《梵歌》詩

節解釋了這點。「我作為烏達亞(Udaya)山初升旭日的輝煌照亮宇宙，使生物體

可以開始履行賦定職務，滿足他們可見和不可見的感官享樂渴求。月亮和火焰的

輝煌也是我的，我又稱為蘇爾亞(Surya，太陽)、粲鐸(Candra，月亮)等等。它們

是我部分的輝煌，也算是我的富裕(vibhutis)。」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沒有奉愛的愚昧之徒誤以為軀體是自我。他

無法明白，至尊控制者是這個世界所有事物、實體、情感、元素、活動和品質等

等的存在或展現背後的原始原因。他認為所有存在的根源是土、水、火、空氣、

天空、月、日、電等等。主奎師那在這裏清楚說明，這全都是祂一個人展現的。

唯獨至尊主賜予生物體享樂和解脫。祂把祂局部的輝煌面貌灌注於日月等等，為

微靈創造各種可見和看不見的享樂。  
 



遵循至尊主自己在這裏解釋的富裕瑜伽，修習奉愛瑜伽的生物體能輕易明白上述

真理。被假象迷惑的微靈卻永遠無法覺悟這真理。受假我全權控制，徒勞地盡力

確立對一切的控制權－水、空氣、太陽、月亮，風等等，使他可以用於自己的物

質享樂。最好勸告他放棄這些無謂的努力，透過皈依至尊主遵循奉愛程序。只有

透過這簡單容易的程序，才可以得到永恆的安寧和快樂，否則不然。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你也許會說：『除了物質之

外，這個物質世界的生物體無法探討其他東西，那麼他怎可能探討有知覺的真

象？』但是我靈性存在的壯麗也存在於這個物質世界。借助它就可以逐漸臻達純

粹的靈性狀態和毀滅物質狀態。太陽、月亮和火焰的輝煌照亮全世界，那其實只

是我的輝煌；而不是其他人的。」  
 

詩節十三 
 

gäm äviçya ca bhütäni dhärayämy aham ojasä 
puñëämi cauñadhéù sarväù somo bhütvä rasätmakaù 

 
gam－泥土；avisya－灌注；ca－和；bhutani－動與不動的實體；dharayami－支

援；aham－我；ojasa－以我的能量；pusnami－我滋潤；ca－和；ausadhih－藥

草；sarvah－所有；somah－月亮；bhutva－成為；rasa-atmakah－甘露的化身。  
 
我把我的能量灌注在泥土，獨自支援所有動與不動的生物。我成為月亮，即甘露

的化身，滋養所有藥草。 
 
《要義甘霖》：「我把自己的能量灌注在泥土，支援所有動與不動的生物體。我

獨自成為甘露盈盈的月亮，養育所有植物的生命。」 
 

詩節十四 
 

ahaà vaiçvänaro bhütvä präëinäà deham äçritaù 
präëäpäna-samäyuktaù pacämy annaà catur-vidham 

 
aham－我；vaisvanara－腹部的消化之火；bhutva－成為；praninam－生物體

的；deham－身體的；asrita－托庇於；prana-apana samayuktah－混合向內和向

外的生命氣；pacami－我消化；annam－食品的；catu-vidham－四種(咀嚼的、

喝的、舐的和吸吮的食品)。  
 
作為生物體體內的消化之火，我與向內和向外的生命氣混合，消化四種食品。 
 



《要義甘霖》：「消化之火的刺激物是向內和向外的生命氣，呈現為混合了這刺

激物的消化之火，我消化那些咀嚼的、喝的、舐的和吸吮的等等四種食品。」鷹

咀豆等等用牙齒咬碎的食品，是咀嚼的食品。冰糖是舐的，甘蔗是吸吮的，甘蔗

汁是喝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從蠕蟲到人類等等所有體困生物，甚至沒有

消化食物的獨立性。至尊聖主說：「我以消化之火的形式，消化微靈體內的食

物。」因此，甚至連食物也無法消化的人，其實可以做甚麼？必須皈依至尊主的

蓮花足，放棄那種依靠自己力量和智慧的無價值假我。也應該明白到，只是至尊

控制者進入泥土，以祂的能量支援眾生。沒有祂的能量，甚麼都沒有可能。 
 

詩節十五 
 

sarvasya cähaà hådi sanniviñöo  
mattaù småtir jïänam apohanaï ca 
vedaiç ca sarvair aham eva vedyo  
vedänta-kåd veda-vid eva cäham 

 
sarvasya－在所有(生物)之中；ca－和；aham－我；hrdi－在心裏；sannivistah－
作為內在見證者(位於)；mattah－從我這裏；smrtih－記憶；jnanam－知識；

apohanam－遺忘(另外兩者的)毀滅者；ca－和；vedaih－以《韋達經》；ca－
和；sarvai－被所有；aham－我；eva－唯一；vedyah－要認識我；vedanta-krt
－《終極韋達》的編纂者；veda-vit－知道《韋達經》的人；eva－肯定地；ca－
和；aham－我。  
 
我作為內在超靈位於眾生心裏。記憶、知識和兩者的毀滅都源於我。藉著所有

《韋達經》，只是認識我一個。我確實是《終極韋達》的編纂者和《韋達經》的

知悉者。 
 
《要義甘霖》：「正如我是胃裏的消化之火，我－超靈－作為記憶的本體，進入

所有動與不動的生物體心裏。對之前所體驗事物的記憶都源於我，感官和感官對

象接觸時就產生知識。記憶和知識的喪失都因為我而發生。」至尊聖主解釋祂給

受困狀態微靈的協助之後，又繼續解釋祂為了讓微靈臻達解脫境界而作出的安

排。「透過我的韋達維亞薩化身，我是《終極韋達》的編纂者，因此只有我知道

《韋達經》的含意。換句話說，除了我之外，沒有人知道那含意。」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

話：「我作為超靈或至尊控制者，位於眾生心裏。根據過去活動的結果，生物體

得到記憶、知識和遺忘這兩者。因此，我不僅是遍及整個宇宙的非人格梵，也是

生物心裏的超靈，並賜予他們活動成果。而且，我不僅是生物體崇拜的梵和超



靈，也是他們的導師，我也賜予他們永恆吉祥。我是至尊主，憑藉所有《韋達

經》只是認識我一個。我是《終極韋達》的編纂者和知悉者。因此，我為了眾生

的吉祥展現為遍及物質世界的絕對真理。我作為至尊控制者或超靈遍及眾生的

心，又作為至尊主賜予至尊的超然目標。我以這三個展現，解救受條件限制的靈

魂。」 
 

詩節十六 
 

dväv imau puruñau loke kñaraç cäkñara eva ca 
kñaraù sarväëi bhütäni küöa-stho’kñara ucyate 

 
dvau－兩者；imau－這些；purusau－人；loke－在(這十四個星系的)世界裏；

ksarah－易於犯錯的；ca－和；aksarah－絕對可靠的；eva－僅是；ca－和；

ksarah－易於犯錯的；sarvani－所有；bhutani－(動與不動的)生物體；kuta-
sthah－不變的人物(絕對真理)；aksarah－絕對可靠的；ucyate－據說。  
 
十四個星系裏有兩個著名的人物︰易犯錯和絕對可靠的。據說所有動與不動的生

物體都易於犯錯，不變的人(kuta-stha)則稱為絕對可靠的(aksara)。 
 
《要義甘霖》：「由於只有我一個知道所有《韋達經》，因此我會簡述它們的精

華。小心聽著。」因此至尊聖主在這裏講述，以dvav imau開始的這個和接著的

兩個詩節。  
 

在這個由十四個星系組成的宇宙，有兩個有知覺的生物。祂們是誰？至尊聖主回

答這點說：「未能按照固有身份而行的人，是易犯錯的生物體，堅守本性和身

份，決不低墮的人，是不朽和絕對可靠的實體。」《神訓經》說：「知道至尊靈

魂的婆羅門，稱祂為不朽和絕對可靠的實體。」《輔典》也只是稱絕對真理為不

朽和可靠絕對的實體︰aksara brahma paramam。  
 

為了明確解釋ksara和aksara等字的含意，至尊聖主再說sarvani bhutani。只是因

為自古以來已經存在的愚昧，生物體未能按照原本的靈性身份而行。受制於業

報，他歷遍從主布茹阿瑪到不動生物等等所有生命物種。不過，第二個人物是

aksara(絕對可靠的)和kuta-stha(不變的)。根據《阿含經》字典，kuta-stha表示

「永恆本性和身份永不改變，始終如一的人」。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

話：「如果你說物質自然是一體的，那麼你，阿尊那，確實明白了。但你可能還

沒明白，到底有幾個有意識知覺的人。那樣的話，聽著。事實上，這個世界只有

兩類人︰易犯錯(ksara)和絕對可靠的(aksara)。顯現為至尊聖主分開部分的有知

覺生物體，是易犯錯的人。因為生物體天性邊際，因此名副其實；因此他傾向於



從固有位置低墮。主絕對可靠的人格擴展，決不會從祂們的本性和身份低墮。祂

們稱為不朽和絕對可靠的人。」aksara-purusa的別稱是kuta-stha-purusa(不變的

人物)。這個不變的人有三個展現︰ 
 
(1) 絕對真理－那個創造整個宇宙而遍及其中，展現宇宙的否定面，不朽和絕對

可靠的人。絕對真理不是獨立的真理。  
(2) 超靈－超然的部分展現，物質宇宙裏有知覺微靈的庇蔭和內在見證者。因為

祂僅與宇宙有關，因此也不是獨立的真理。 
(3) 至尊聖主－至尊人格首神本人(bhagavat-tattva)，是不變人物的第三個展現。

第十八個詩節會解釋這點。 
 

詩節十七 
 

uttamaù puruñas tv anyaù paramätmety udähåtaù 
yo loka-trayam äviçya bibharty avyaya éçvaraù 

 
uttamah－高等；purusah－人物；tu－但是；anyah－另一個(與之前所說的兩個

不同)；parama-atma－超靈；iti－因此；udahrtah－描述了；yah－祂；loka-
trayam－在三個世界裏；avisya－進入；bibharti－維繫；avyayah－不變的，沒

有轉變；isvarah－控制者。 
 
不過，還有另一個絕對可靠的人，甚至比之前所述易犯錯和絕對可靠的人更高。

祂稱為超靈，即不變的控制者，祂進入和支援三個世界。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解釋了絕對真理，即思辨家崇拜的真象。現在，祂在這

個以uttamah開始的詩節解釋超靈，即瑜伽師的崇拜對象。tu(但是)這個字表示

一種特性，與之前所述絕對可靠的人(絕對真理)截然不同。《梵歌》(6.46)說瑜

伽師比思辨家更高：jïänibhyo’pi mato ’dhikaù karmibhyaç cädhiko yogé。從這句

話明白到，依據崇拜者的進步程度和獨特之處，絕對真象呈現更高和獨特的展

現。 
 
這樣解釋了超靈本體︰祂是控制者，進入、支援和維繫三個世界，但又沒有轉

變，那個人就是超靈。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第二個可靠

的人是超靈，祂比第一個絕對可靠的人，即絕對真理更高。祂是至尊控制者，進

入三個世界，作為維繫者身處其中。」 
 

詩節十八 
 



yasmät kñaram atéto’ham akñaräd api cottamaù 
ato’smi loke vede ca prathitaù puruñottamaù 

 
yasmat－因為；ksaram－對易犯錯的；atitah－超然的；aham－我；aksarat－對

絕對可靠的；api－甚至；ca－和；uttamah－高等；atah－因此；asmi－我是；

loke－在世界上；vede－在《韋達經》；ca－都；prathitah－著名；purusa-
uttamah－至尊人物。  
 
因為我超然於易犯錯的生物體，也比其他兩個絕對可靠的生物，即梵和超靈更

高，因此，我在這個世界和《韋達經》都以至尊人物(Purusottama)著稱。 

 
《要義甘霖》：解釋了超靈，即瑜伽師的崇拜對象之後，至尊聖主描述至尊主的

基礎真理，祂是奉獻者的膜拜之神。「我，主奎師那，是至尊主，又以至尊人物

著稱。我的靈性形象比其他形象全都更高。」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yasmat開始的

詩節，解釋Purusottama這詞語和祂的至尊性。祂的形象超然於易犯錯的個體靈

魂。祂也高於非人格的絕對可靠超然真理和不變的超靈。根據《梵歌》(6.47)
「yoginäm api sarveñäà mad-gatenäntarätmanä－滿懷信心持恆地崇拜我，恆常

專一地想著我，我認為那個人是最好的瑜伽師。」  
 

修習者的優越性將確立他膜拜之神的優越性和獨特性。由於主奎師那是絕對真象

的至尊展現，因此祂的崇拜者是最好的瑜伽師。採用ca這個字，確立人格首神至

尊主奎師那是所有堪受崇拜真象之翹楚，甚至勝過主拿茹阿央那，即無憂星之

主。在《聖典博伽瓦譚》(1.3.28)，聖蘇塔.哥斯瓦米說︰「有些人物是祂的部分

或祂部分的部分，但只有主奎師那是至尊人格首神。」根據聖蘇塔.哥斯瓦米的

這句話，奎師那就是至尊真象。 
 
雖然絕對真理、超靈和至尊主這三個詞語，都是解釋那一個由永恆、知識和喜樂

組成的超然真象，但祂們真正的固有本性卻沒有差別。《聖典博伽瓦譚》(6.9.36)
也說：「svarüpa-dvayäbhävät－你內裏沒有兩種本性。」不過，由於修習方法和

那些崇拜絕對真理、超靈和至尊主的人所得結果的差異，那一個超然真象好像也

有差異。思辨家、瑜伽師和奉獻者各自臻達特定目標─絕對真理、超靈和至尊主

─的方法，就是知識、瑜伽和奉愛。事實上，知識和瑜伽的結果只是得到解脫，

奉愛的結果則是成為至尊主的愛心同遊。《聖典博伽瓦譚》(1.5.12)說：「沒有對

至尊主奉愛，擺脫物質傾向的這種靈性知識，看來不甚美麗或吉祥。」《聖典博

伽瓦譚》(10.14.5)說：「偉人啊，在之前的時代，這個世界的瑜伽師無法臻達你

時，就透過瑜伽程序等等，把所有活動供奉給你的蓮花足。他們這樣做，之後就

得到對你的奉愛，覺悟到你的永恆形象，非常輕易地臻達你的至尊居所。」  
 

從這些陳述明白到，沒有奉愛就無法透過知識和瑜伽程序得到解脫。為了使各自

的修習達到完美，絕對真理和超靈的崇拜者必須對至尊人物履行奉愛。至尊主的



崇拜者卻不需崇拜絕對真理或超靈，讓目標達到完美。《聖典博伽瓦譚》

(11.20.31)說：「在這個世界對我履行奉愛瑜伽的人，不認為知識和棄絕程序是臻

達最高完美的方法。」而且，《聖典博伽瓦譚》(11.20.32-33)說︰「透過賦定職

務、知識、苦行和棄絕等等程序所得的任何結果，不管那結果是臻達天堂星球、

解脫、我的無憂星居所或所渴求的其他事物，我的奉獻者透過奉愛程序都能輕易

得到。托庇主拿茹阿央那的人，不需另外履行修習，也達到人生四大目標(宗
教、物質的富足、物質感官享樂和解脫)。」 

 
我們看到，崇拜至尊主就得以住在天堂星球、解脫或得到對神的純愛，崇拜絕對

真理和超靈卻無法得到純愛。在真理的基礎上，儘管絕對真理和超靈與至尊主沒

有分別，人們卻仍然認為至尊主更高。 
 

一點火焰、一盞燈和一團大火，全都是發光體，因此在性質上沒有分別，但要驅

除那些飽受嚴寒者的痛苦，大火最有效。太陽比烈火更好。同樣，至尊主奎師那

是頂尖的絕對真象。梵是奎師那形體散發的光芒，完美地崇拜梵，就可以臻達涅

槃，即與梵合一的這種解脫。主奎師那甚至賜予那些嫉妒祂和罪大惡極的人，例

如蛇魔(Aghasura)、鶴魔(Bakasura)和佳茹阿山達(Jarasandha)這解脫。因此，聖

施瑞達爾.斯瓦米對這句話的注釋最貼切：「我是非人格梵的支柱」(《梵歌》

14.27)。  
 

聖瑪杜蘇丹.薩茹阿斯瓦提也這樣確立了主奎師那的至尊性︰「想啟動永恆好運

的修習者，應該持恆地崇拜主奎師那粲卓，《神訓經》說祂的形象是永恆、認知

和喜樂組成的，祂的膚色是剛形成的雨雲顏色，祂是巴佳牧牛姑娘的飾物，祂是

那個讓聰明人可以跨越物質世界之洋的方法，祂的化身上演逍遙時光，移除地球

的重擔。我不知道其他比蓮花眼主奎師那更高的真象，祂臉如盈月，手執笛子，

身穿黃衣，紅唇有如冰巴果。多部經典列舉證據，證明主奎師那驚人的榮耀。那

些無法忍受這點的人是傻瓜，註定要下地獄。」  
 

聖瑪杜蘇丹.薩茹阿斯瓦提這樣確立了主奎師那的超卓性。不應該不贊成，這三

個以dvav imu開始的《梵歌》詩節(15.16-18)的這個解釋。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典博伽瓦譚》(1.2.11)更清楚地描述這個

主題：  
 

vadanti tat tattva-vidas tattvaà yaj jïänam advayam 
brahmeti paramätmeti bhagavän iti çabdyate 

那些知道絕對真象的人，描述終極非二元實體是至尊真理。一些人知道這同一個

非二元絕對真理是梵，一些人知道祂是超靈，其他人則知道祂是至尊主。 
 



透過修習思辨瑜伽，思辨家體驗到那同一位絕對真理是梵。瑜伽師覺悟到那位真

象是超靈，透過修習奉愛瑜伽，奉獻者把祂看作為至尊主。透過對至尊主莊嚴面

貌充滿敬意的那種奉愛，奉獻者覺悟到祂是無憂星之主－主拿茹阿央那和服務

祂。透過滿載甜美情感的純粹愛心奉愛，或遵循巴佳情感履行崇拜，奉獻者覺悟

到祂是至尊人格首神巴佳王之子－夏姆遜達爾－和服務祂。對梵、超靈和至尊主

的覺悟不是一模一樣。其中有高低之分。水、冰和霧的結構性質都一樣－都是

水。水卻不叫做冰或霧，冰也不叫做霧或水。同樣，至尊人格首神主奎師那是至

高真理之巔。那至高真理的第一個覺悟稱為梵，第二個覺悟是超靈，第三個則是

至尊人格首神。這三個察知不相同。因此，經典說至尊梵比梵更高。《梵歌》

(14.27)非常清楚地解釋了這點：「brahmaëo hi pratiñöhäham－這是真的，因為唯

有我才是難以辨別非人格梵的基礎和庇蔭。」在brahma和atma之前使用param這

個形容詞，確立至尊梵和超靈分別高於梵和靈魂。在bhagavan(至尊主)這個字前

面卻絕不用param這個形容詞。因此，只有至尊人格首神是至高真理的最高極

限。超靈和梵只是祂的兩個展現。奎師那身體的光芒稱為梵，祂部分的部分則稱

為超靈。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第三個和最高的絕對可靠生

物，稱為至尊主。我是那個至尊主本體。我超然於易犯錯的微靈，甚至比其他兩

個絕對可靠的人物，即絕對真理和超靈更高。因此我在這個世界和《韋達經》都

以至尊人物著稱。應該明白這個哲學結論︰生物有兩種︰易犯錯和絕對可靠的。

絕對可靠的人物有三個展現。絕對真理是總體展現，超靈是高等展現，至尊主則

是至尊展現。」 
 

詩節十九 
 

yo mäm evam asammüòho jänäti puruñottamam 
sa sarva-vid bhajati mäà sarva-bhävena bhärata 

 
yah－他；mam－我；evam－因此；asammudhah－沒被哄騙的；janati－知道； 
purusa-uttamam－至尊人物；sah－他；sarva-vit－知道所有(真理)的人；bhajati
－他崇拜；mam－我；sarva-bhavena－全心全意的；bharata－巴爾塔的後裔

啊。 
 
巴爾塔的後裔啊，沒被哄騙，又知道我是至尊人物，那個人就無所不知，全心全

意投入於崇拜我。 
 
《要義甘霖》：有人可能會懷疑，哲學家不會同意至尊主確立的含意。至尊聖主

回答說：「他們被我蒙騙的外在能量迷惑而爭論。不過，聖人沒被哄騙。」解釋

這種聖人的特性時，祂講述這個以mam開始的詩節。Asammudhah表示「沒有被

不同哲學家之見哄騙的那些人」。「那些知道我是至尊人物的人，也許沒研習經



典，但只是因為知道所有經典的真正含意，他們其實洞悉一切。」但那些研習所

有經典，沒有這樣理解我，卻教導他人經典的人，自欺欺人又愚不可及。那些確

實知道我是至尊人物的人，全身投入地崇拜我。雖然其他人看來好像在崇拜我，

其實卻沒有。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解釋了瑜伽師的崇拜對象，即超靈本體之

後，現在至尊主奎師那自己解釋，祂至尊人物的基礎真理和榮耀。因為祂超然於

生物體，也比其他兩個本體(絕對真理和超靈)更高，因此以至尊人物著稱。故此

祂是個體靈魂和超靈的庇蔭。《梵歌》不同的地方確立了這點。憑著崇拜者膜拜

之神的超卓性，就明白到他的品質。《梵歌》6.47也說：「çraddhävän bhajate yo 
mäà sa me yuktatamo mataù－據說那些滿懷信心地投入於崇拜至尊主的奉愛瑜

伽師，比其他各種瑜伽師更高。」因此而確立了至尊主，即奉獻者的崇拜對象至

高無上，無人能及。《聖典博伽瓦譚》(1.3.28)說：「ete cäàça-kaläù puàsaù 
kåñëas tu bhagavän svayam－奎師那是原始的人格首神。」 
 
而《Hari-rasamrta-sindhu》(東方之部，2.32)說，雖然從真理的角度來看，主拿

茹阿央那和主奎師那之間的本性沒有差別，但從情感的角度來看，主奎師那的本

質卻更高︰ 
 

siddhäntatas tva abhede ‘pi çréça-kåñëa svarüpayoù 
rasenotkåñyate kåñëa-rüpam eñä rasa-sthitiù 

《Hari -rasamrta-sindhu》東方之部 (2.32) 
根據哲學結論，雖然從情感的角度來看，主奎師那和主拿茹阿央那之間沒有差

別，但是主奎師那的形象卻更高。這是情感的地位。  
 

詩節二十 
 

iti guhyatamaà çästram idam uktaà mayänagha 
etad buddhvä buddhimän syät kåta-kåtyaç ca bhärata 

 
iti－這樣；guhyatamam－最機密的；sastram－經典；idam－這；uktam－講述

了；maya－被我； anagha－無罪的人啊； etat－這； buddhva－明白了；

buddhiman－啟明了的；syat－成為；krta-krtyah－完全履行了；bharata－巴爾

塔啊。  
 
巴爾塔無罪的後裔啊，我由此顯示了韋達經典最機密的奧祕，明白了之後，有智

慧的人甚至可以更有福氣。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現在用這個以iti開始的詩節結束這一章。祂說：「在這

二十個詩節，我透徹地闡述了最祕密的經典教導。」在這一章探討了靈魂和物質

之後，斷定了至尊人物主奎師那是絕對可靠者的三重展現之中的至尊真象。 
 

由此結束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所寫的 
《要義甘霖的注釋)》(令奉獻者快樂並得到所有聖人接受的注釋)， 

顧及明確精微之處的譯文：《聖典博伽梵歌》第十五章。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總結這個主題時說，闡明透過了解

至尊人物而行的瑜伽，即這一章所述的那個經典部分，蘊含最機密的知識。這句

話的要旨是，除了奉獻者之外，沒有人能夠明白這知識。由於阿尊那是至尊主非

常鍾愛的奉獻者，因此至尊聖主僅是向他揭示這最機密真象的知識。那些能夠憑

著奉獻者之恩，得到這機密真理知識的人洪福齊天，不枉此生。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無罪的人啊，透過了解至尊人

物而行的這種瑜伽，確是最機密的經典訓示。知道了它，有智慧的微靈就得到啟

發和祝福。巴爾塔啊，明白了這瑜伽，就能正確了解奉愛居所(asraya，即生物體)
和奉愛對象(visaya，即至尊主)，這方面的所有障礙統統消除。奉愛瑜伽是使靈

魂喜樂的活動。要正確執行奉愛程序，有兩個因素最為必要︰生物體的純粹度，

他是奉愛居所，以及至尊主的完全展現，祂是奉愛的對象。只要微靈相信絕對真

理和超靈相等於至尊主，就無法採納純粹奉愛的程序。只有覺悟到主奎師那是至

尊人物和最高真象時，才能最純粹地執行奉愛程序。 

 

在奉愛瑜伽的修習階段期間，需要借助托庇主，即履行純粹奉愛的支體部分，並

透過聖人聯誼來消除靈性目標的四大障礙(anarthas)。在這四項之中，第三項是

依附物質世界所致的內心軟弱(hrdaya daurbalya)。內心軟弱時，微靈內心的第一

個弱點是，誤用至尊主在微靈處於純粹狀態時所賜的自由，渴望享受物質能量。

稍後，他在物質世界顛沛流離時又產生內心的第二個弱點，即依附感官對象。其

他的所有障礙都是內心的這兩個弱點產生的。」 
 
頭五個詩節解釋，那些毀滅這些弱點的純粹棄絕的特性。第六個詩節到這一章結

尾，詳細解釋了至尊人物的基礎真理，以及由奉愛產生的適當棄絕(yukta-
vairagya)。這一章描述無活動物質和靈魂之間的差別，並深入探討有知覺真象的

不同展現。  
 

由此結束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所寫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典博伽梵歌》第十五章。 

 
第十六章 

 



透過辨認神聖和邪惡品質而行的瑜伽 
(Daivasura Sampada-Yoga) 

 
詩節一 

 
çré bhagavän uväca 

abhayaà sattva-saàçuddhir jïäna-yoga-vyavasthitiù 
dänaà damaç ca yajïaç ca svädhyäyas tapa ärjavam 
ahiàsä satyam akrodhas tyägaù çäntir apaiçunam 
dayä bhüteñv aloluptvaà märdavaà hrér acäpalam 

tejaù kñamä dhåtiù çaucam adroho näti-mänitä 
bhavanti sampadaà daivém abhijätasya bhärata 

 
sri bhagavan uvaca－至尊主說；abhayam－擺脫恐懼；sattva-samsuddhih－淨化

一個人的存在(和隨後的喜悅)；jnana-vyavasthiti－穩處於那個透過超然知識與主

聯繫的程序；danam－佈施；damah－征服外在感官；ca－和；yajnah－履行祭

祀；ca－和； svadhyayah－探討韋達典籍； tapah－貞守；arjavam－簡樸；

ahimsa－非暴力；satyam－真誠；akrodhah－不生氣；tyagah－棄絕(對妻兒等等

的擁有)；santih－安寧平和；apaisunam－避免挑剔；daya－恩慈；bhutesu－對

眾生；aloluptvam－不貪婪；mardavam－溫文爾雅；hrih－謙虛；acapalam－不

異想天開(穩定)；tejah－活力充沛；ksama－寬恕；dhrtih－決心；saucam－潔

淨(裏裏外外)；adrohah－放棄憎恨；nati manita－不自視過高；bhavanti－這些

出現； sampadam－品質；daivim－神聖的； abhijatasya－對於出生的人；

bharata－巴爾塔的後裔啊。  
 
至尊聖主說︰無畏、滿心歡喜、堅定地穩處於求知程序、仁慈、控制感官、履行     
祭祀、研究經典、懺悔、簡樸、非暴力、真誠、不生氣、不依附妻兒等等，平和

安寧、避免挑剔、善待眾生、不貪婪、溫文爾雅、謙虛、放棄履行驚世之舉的傾

向、活力充沛、寬恕、忍耐、內外的潔淨，毫無憎恨和自負－巴爾塔啊，這全都

是神聖品質，它們展現在那些於吉時顯現在這個世界的聖人身上。  
 
《要義甘霖》：至尊主奎師那在第十六章描述神聖和邪惡的品質。也描述兩類符

合這些品質的被造生物的品性。 

 

第十五章的第一個詩節，urdhva-mulam adhah-sakham，描述這物質世界無花果

樹，卻沒描述它的果實。緊記這點，至尊聖主在目前這一章解釋果樹的兩種果

實︰解脫和束縛的。至尊聖主在頭三個詩節解釋賜予解脫的水果。 
 
「我的妻子和家人都不在，我要怎樣在森林獨自生活？」沒有這種憂慮稱為無畏

(abhayam)。心靈的快樂稱為sattva samsuddhih。穩定於求知程序，例如不驕傲



等等，就是jnana-yoga-vyavasthitih。Danam表示「恰當地分配之後，把本來留

給自己的食品給予其他人」。Dama表示「控制外在和內在的感官」。Yajnah表
示「崇拜半神人」。 Svadhyayah表示「研習《韋達經》」。 Tyagah表示「放棄

對妻子和家人的擁有感」。Aloluptvam表示「不貪婪」。其他字的含意一目了

然。 
 

這二十六個始於無畏的品質，顯示善良形態(sattvika)的本性，在那個使善良形態

本性更顯赫的時刻誕生的人，會得到這些品質。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現在詳細解釋，上一章簡述的神聖和邪惡品

質和傾向。陷於假象的孽網，天性邪惡的人誕生於各種導致悲哀和痛苦的邪惡生

命物種。另一方面，由於賦有高尚品質，那些天性神聖的人輕易跨越痛苦的生死

之洋，在對至尊聖主奉愛的途徑逐步邁進。最後，他們在祂的居所體驗對祂甘露

盈盈的服務之樂。這些解脫的人決不再墮進這個物質世界。這裏提及的大量神聖

品質，只可以展現在崇高的人身上，他們的父母具有吉祥的品質，並採納那個按

照韋達訓令的受孕程序(garbhadhana-samskara)，在吉時誕下他們。這是上述詩

節abhijatasya這個字的祕密含意。父母不應像貓狗那樣生孩子。主奎師那自己在

《梵歌》說，祂是生育好孩子的那種性生活。因此不禁止性生活，但僅是為了像

動物那樣感官享樂時，它的性質卻令人生厭。 
 

在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棄絕僧被視為社會上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裏最頂尖

的靈性導師。[職務劃分包括祭師階級、統治者和戰士、農民和商人、工匠。生

命階段(Asramas)包括貞守的學生、婚姻生活(grhasta)、退休(vanaprastha)和棄

絕階級。]婆羅門是統治者或戰士、農民和商人與工匠等等其他三個階級的靈性

導師。只有具備所有神聖品質的真正棄絕僧，才是婆羅門的靈性導師。 

 

所有這樣的好品質，在純粹奉獻者身上都看得到。皈依的奉愛修習者必須無畏而

堅信：「至尊主是我的保護者，恆常與我一起。祂看見和知道一切，祂支援

我。」建立這類信心時，無論奉獻者住在那裏，在家裏還是在森林，始終都全無

畏懼。帕爾達大君、朵帕緹、潘度五子和哈瑞達薩.塔庫爾都是這方面的例子。

當納瓦島(Navadvipa)受到狂熱回教徒嚴酷的統治時，儘管在當地的二十二個集

市被低下而殘酷的人鞭打，聖哈瑞達薩.塔庫爾始終毫無懼色。他們毒打他之

後，便把他扔進恆河，他卻以一如往昔的健康軀體浮出水面，回到他履行靈性專

注的小屋。回教徒統治者和其他人見狀都大感驚訝。因此奉愛修習者恆常都應該

毫不畏懼。 
 

Sattva-samsuddhi表示「自我的純粹」。修習奉愛的人行為純淨。尤其是放棄了

家庭、妻兒的棄絕僧和貞守生，不應該與女人保持親密關係。他們不准跟女人開

玩笑，甚至是在僻靜之處交談。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在這方面非常嚴格。這並不

表示祂大致上敵視女人。祂為棄絕了家庭生活的棄絕僧和貞守生訂定這條規則。



男人不准跟女人親密聯誼，女人則不准跟男人親密聯誼。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永

遠放棄祂親愛的奉獻者稠塔. 哈瑞達薩(Chota Haridasa)，因為他與女人聯誼。在

某種意義上，隨便與女人聯誼(stri-sanga)表示懷著享受之欲看著任何對象。奎師

那是每個人的至尊享樂者，每個人都是供祂享樂的。修習者應該保持純淨，認為

自己是奎師那的僕人。 
 
一直投入於培養絕對(真理)的知識，稱為jnana-yoga-vyavasthiti。大家都公認，

齊頌聖名祭祀是所有祭祀之中最頂尖的。Himsa表示「暴力對待微靈」。不以軀

體、心意或言語，使任何微靈痛苦，就是實際的非暴力。明確地說，就是不應該

暴力對待動物。阻礙任何微靈提升到更高的知覺水平也是暴力。當體困生物早逝

時，必須再投生於同一物種，留在那個軀體渡過餘下所定的時間之後，就進入另

一個物種。不應該為了個人喜好或自私目的，停止任何生物體的發展。非暴力就

是不這樣做。  
 

這個詩節所描述的二十六個品質相當神聖。發展這些品質能使人逐漸攀升到自我

覺悟的最高層面。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寫：「至尊聖主說：『阿尊那，現在你可能懷疑經典

說，求取知識時，應該培養善良品質等等陳述的可信性。』為了釋除這個懷疑，

至尊聖主說：『物質世界之無花果樹有兩種果實。一種果實把生物體牢牢地綁在

物質世界，另一種則使他獲得解脫。當微靈的存在完全淨化時，就變得無畏。生

物體的存在正是由純粹靈魂組成的(suddha-sattva)，但在受制狀態，這純粹本性

卻受到三種自然形態支配。所有經典都傳授了，以淨化個人存在為目標的思辨瑜

伽程序。善良品質有助培養達到解脫的知識。這品質全都是神聖的富裕，幫助生

物體覺悟自己的純粹存在。任何阻礙生物體臻達純粹狀態的，都是邪惡的(asuri-
sampad)。無畏、存在的純粹、思辨瑜伽、佈施、感官控制、祭祀、懺悔、簡

樸、研習《韋達經》、非暴力、真誠、不憤怒、棄絕、安寧平和、放棄批評他

人、仁慈、不貪婪、溫文、羞怯、穩定不變、活力充沛、寬恕、堅忍不拔、潔

淨、不嫉妒和不驕傲，是稱為daivi-sampad的二十六個神聖品質。如果生於吉

時，就會領受到這些品質。』」  
 

詩節四 
 

dambho darpo’bhimänaç ca krodhaù päruñyam eva ca 
ajïänaà cäbhijätasya pärtha sampadam äsurém 

 
dambhah－偽善(為揚名而修習宗教)；darpah－財富、學問等等所致的虛榮；

abhimanah－渴望他人崇拜；ca－和；krodha－憤怒；parusyam－殘忍；eva－肯

定；ca－和；ajnanam－毫無辨別力；ca－和；abhijatasya－一次出生；partha 
－帕瑞塔之子啊；sampadam－品質；asurim－邪惡的。  



 
帕瑞塔之子啊，那些天生邪惡品質的人驕傲、偽善、傲慢、自負、憤怒、殘忍和

毫無分辨力。那些在不祥之時出生的人接收到這些品質。 
 
《要義甘霖》：現在至尊聖主解釋，把人困於物質存在的那些後果。本身反宗

教，卻裝作宗教人士，這稱為偽善(dambha)。對財富和教育感到自豪，稱為傲慢

(darpa)。渴望他人尊敬又依附妻兒，稱為自負。krodha(憤怒)這個字的含意顯而

易見。Parusyam表示「殘忍或無情」。Ajnanam表示「毫無分辨力」。Asuri-
sampad(邪惡品質)也表示raksasi sampad[吃人魔(Raksasa)的品質]。投生在導致情

欲和愚昧形態品質時刻的人，相應地接收到這些品質。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他們的父母未能履行吉祥的淨化儀式，於是

那些生於不祥時刻的人天性邪惡。這樣的人裝作宗教修行和靈性生命進步，這樣

欺騙單純和無知的人。他們認為人生目標是致富、女人和威望。雖然他們自己不

遵循經典訓示，卻十分驕傲。動輒發怒，毫不謙遜。冷酷無情，毫無分辨力。這

些品質全都是邪惡的(asurika)，時刻都應該努力保護自己，避而遠之。 
 

詩節五 
 

daivé sampad vimokñäya nibandhäyäsuré matä 
mä çucaù sampadaà daivém abhijäto’si päëòava 

 
daivi－神聖的；sampat－品質；vimoksaya－導致解脫；nibandhaya－到束縛；

asuri－邪惡的；mata－認為；suca－不難過；sampadam－品質；daivim－神聖

的；abhijata－出生；asi－你是；pandava－潘度之子啊。  
 
神聖品質導致解脫，邪惡品質則導致束縛。潘度之子啊，不要難過，因為你天賦

神聖品質。 

 
《要義甘霖》：現在，在這個以daivi開始的詩節，至尊聖主正顯示這兩種本性怎

樣運作。阿尊那也許會感到難過：「哎呀，哎呀！我一定有冷酷和憤怒等等品

質，因為我想用箭殺死我的親戚。」至尊聖主回答說：「ma sucah－不要難過」

等等來安慰他。「你生於戰士王朝。道德方面的經典容許戰士在戰爭時冷酷和忿

怒，但在其他情況下，暴力等等是邪惡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

話：「只是憑著神聖品質，才可以力求解脫，只是因為邪惡品質，才困於這個世

界。阿尊那啊，透過遵循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培養思辨瑜伽時，個人的存在就

得到淨化。生於高尚的戰士之家，你蒙福得到神聖品質。在宗教戰爭中殺死親



戚，用箭射他們，或根據經典訓令履行其他這樣的活動都不是邪惡的。現在，聽

到這個訓示，你應該放棄你的悲痛。」 
 

詩節六 
 

dvau bhüta-sargau loke’smin daiva äsura eva ca 
daivo vistaraçaù prokta äsuraà pärtha me çåëu 

 
dvau－兩種；bhuta-sargau－被造生物的；loke－世界；asmin－在這；daiva－神

聖的；asura－邪惡的；eva－肯定地；ca－和；daiva－神聖的；vistarasah－詳細

地；proktah－談到；asuram－邪惡的；partha－帕瑞塔之子啊；me－從我這

裏；srnu－現在聽著。  
 
帕瑞塔之子啊，這個世界有兩類被造生物︰神聖和邪惡的。已經詳述了神聖品

質。現在聽我講述邪惡的本性。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正給失望的阿尊那詳細地描述邪惡品質。以abhaya  
sattva-samsuddhi開始的一連串詩節，詳細描述了神聖品質。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主奎師那現在詳細描述邪惡品質，使人

能夠知悉和完全放棄。《蓮花宇宙古史》說︰ 
 

dvau bhüta-sargau loke ’smin daiva äsura eva ca 
viñëu-bhaktaù småto daiva äsuras tad-viparyayaù 

那些崇拜至尊主的奉獻者，稱為半神人。相反，那些嫉妒至尊主和祂奉獻者的

人，稱為惡魔。應該把那些遵循經典訓示，毫無世俗依附和憎恨，對至尊聖主履

行奉愛的人，看作為半神人。那些在物質依附和憎恨指使下，逾越經典訓示，從

事非宗教活動的人，稱為惡魔。 
 

詩節七 
 

pravåttiï ca nivåttiï ca janä na vidur äsuräù 
na çaucaà näpi cäcäro na satyaà teñu vidyate 

 
pravrttim－傾向於美德；ca－和；nivrttim－戒絕罪行；ca－和；janah－人們；

na viduh－不明白；asurah－邪惡的；na－都不；saucam－潔淨；na－也不；api
－甚至；ca－和；acarah－好行為；na－也不；satyam－真誠；tesu－對他們；

vidyate－存在。  
 



那些邪惡的人不明白美德的傾向，也不懂怎樣戒絕罪行。在他們身上找不到潔

淨、恰當行為和真誠。 
 
《要義甘霖》：pravrtti這個字表示「傾向於美德」，nivrtti則表示「戒絕罪

行」。 
 

詩節八 
 

asatyam apratiñöhaà te jagad ähur anéçvaram 
aparaspara-sambhütaà kim anyat käma-hetukam 

 
asatyam－虛假或假象；apratistham－沒有原因；te－他們；jagat－世界；ahuh
－說；anisvaram－沒有控制者；aparaspara-sambhutam－因性交所生的，即自動

產生的；kim－甚麼？；anyat－ 其他；karma-hetukam－色欲造成的。  
 
惡魔說世界是假的，沒有基礎，也沒有神。他們說它是性交的產品，即自我產生

的。不僅如此，他們甚至說它是色欲的結果。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正在描述那些惡魔的哲學。「他們說物質世界是假的

(asatyam)，是假象的結果。沒有庇蔭或基礎的，稱為apratistha。他們說正如鏡

花水月沒有根基，這個物質世界同樣也沒有根基。」anisvaram表示因為世界是

假的，因此不是至尊主創造的；反而是偶然形成的，沒有任何相互結合︰「生物

體就像流汗等等顯現。」   
 

「不但如此，他們說這個世界只是色欲，即渴望生育的結果。因為他們聲稱這個

世界不是真的，因此他們覺得自己有權推測性地解釋它。而且，一些人聲稱《韋

達經》和《宇宙古史》提供的證據是假的。邪惡的人說：『「trayo vedasya 
karttäro muni-bhaëòa-niçäcaräù－《韋達經》是思想家、詼諧的人、豺狼和貓頭

鷹撰寫的。』」  
 

Apratistham表示《韋達經》沒確立宗教和反宗教，兩者都是假象的結果。

Anisvaram表示，甚至把至尊控制者捏造成假象的結果。「如果某人說這個物質

世界看似是男女交合而展現的，那麼惡魔會回答說，aparaspara-sambutam，它背

後沒有這樣的因果，孩子是父母所生的這個想法也是假象。他們說陶工用陶土製

造陶罐時知道自己在做甚麼，但當父母生兒育女時卻不知道怎樣發生；因此生兒

育女的程序也是假象。阿尊那啊，我還可以說甚麼？惡魔說宇宙唯一的成因是私

欲。根據他們的邏輯，是原子、蒙騙的物質能量，至尊主和其他事物導致世界的

創造。」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目前的這個詩節，至尊聖主正解釋那些天

性邪惡之徒的哲學。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為這個詩節作注時的精萃如下所

示︰ 
 
(1) 根據假象宗之見，這個物質世界是假象(asatya)、沒有成因(apratisthita)，
也沒有控制者(anisvaram)。他們說物質世界是假的(asatya)，因為它是假象，就

像誤以為繩子是蛇。他們說物質世界沒有成因，因為它像鏡花水月那樣虛幻，沒

有基礎，也沒有控制者，因為至尊控制者不是創造之原。 
(2) 根據某個特定派別的佛教徒所述，物質世界不是男女之間相互交合所生

的，而是源於大自然的(aparaspara-sambutam)。他們說各個物體依據自己固有的

特性，履行自然和必要的活動，產生和維繫宇宙。 
(3) 根據哲學家查爾瓦卡(Carvaka)所述，這個物質世界源於男女之間的色欲洪

流(kama-haitukam)。 
(4) 根據耆那教所述，私欲是這個世界的成因。基於他們的推測性邏輯，他們

不理會權威韋達的典籍，無謂地盡力確定這個物質世界的成因。 
 
主奎師那的陳述，mayädhyakñeëa prakåtiù süyate sa-caräcaram(《梵歌》9.10)，
非常清楚地解釋，這整個動與不動生物組成的物質世界，是物質自然在祂監督下

建立的。至尊主必定得償所願(satya-sankalpa)，由於這個世界憑著祂的意願產

生，因此是真實的，但又常變和不經久。惡魔捏造各種不同的短暫無神論哲學，

因為他們缺乏純粹和完美的智慧。 
 

聖巴克提維諾德 .塔庫爾說：「那些品性邪惡的人，稱這個世界為虛幻的

(asatya)；虛幻而沒有基礎(apratisthita)；也沒有至尊生物(anisvara)。他們的哲

學認為，接受至尊控制者的存在毫無意義，因為宇宙創造並非基於因果關係。一

些人說至尊控制者確實存在，但祂創造世界時卻受到私欲影響，因此沒有資格作

為我們的崇拜對象。」 
 

詩節九 
 

etäà dåñöim avañöabhya nañöätmäno’lpa-buddhayaù 
prabhavanty ugra-karmäëaù kñayäya jagato’hitäù 

 
etam－這；drstim－哲學；avastabhya－托庇；nasta-atmanah－沒有靈魂知識(生
命身體概念的 )；alpa-buddhayah－智慧不足的；prabhavanti－誕生；ugra-
karmanah－從事殘忍的活動等等；ksayaya－為了毀滅； jagatah－世界的；

ahitah－有害的惡魔[給《終極韋達》撰寫推論注釋的非人格虛無主義哲學家]。   
 
由於缺乏靈魂的知識，因此愚蠢的惡魔認為軀體是自我。接受這邪惡之見的庇

蔭，他們僅是為了毀滅這個世界而投生，為此而從事殘忍的活動。 



 
《要義甘霖》：如此一來，這其中一些惡魔完全不知所措。一些惡魔有微量智

慧，其他則從事惡行，他們膚淺愚蠢，註定要下地獄。因此至尊聖主現在講述十

一個連續的詩節，其中第一個在這裏以etam開始。Avastabhya表示「托庇」。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惡魔缺乏自我的知識。他們藉口提升人類文

明而發明各種不同的機器。為了以最短時間殺死最多的人，甚至是那些在遠方的

人而發明了大量武器和儀器。惡魔對這種可以隨時毀滅這個世界的發明相當驕

傲。邪惡的社會對至尊控制者或《韋達經》沒信心，因此為了毀滅世界而工作，

而不是為社會製造安寧和快樂。 
 

詩節十 
 

kämam äçritya duñpüraà dambha-mäna-madänvitäù 
mohäd gåhétvä ’sad-grähän pravarttante ’çuci-vratäù 

 
kamam－色欲；asritya－托庇；duspuram－貪得無厭的；dambha－偽善；mana
－驕傲；mada－和傲慢；anvitah－充滿；mohat－出於錯覺；grhitva－接受；

asat-grahan－短暫的感官對象；pravarttante－他們從事(崇拜不重要的半神人)；
asuci-vratah－誓死墮落。  
 
貪得無厭，又滿是偽善、驕傲和傲慢，這些被蒙騙的人總是渴求短暫的感官對

象。他們崇拜不重要的半神人，誓死墮落。 
 
《要義甘霖》：Asad-grahan pravarttante表示他們傾向於遵循虛構的思想意識， 
asuci-vrata指的是那些放棄了純粹行為，行徑可憎的人。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不接受至尊控制者和韋達結論，品性邪惡的

人認為，人生的成功只是累積財富，藉此滿足私欲。因此他們繼續依附喝酒吃

肉、非法性行為和賭博等等不道德活動。他們完全被驕傲和假我荼毒，嘲笑韋達

結論。現代無神論社會只讚揚這樣的人。雖然他們把社會推向毀滅之門，卻自豪

地以為自己非常聰明。 
 

詩節十一至十二 
 

cintäm aparimeyäï ca pralayäntäm upäçritäù 
kämopabhoga-paramä etävad iti niçcitäù 

äçä-päça-çatair baddhäù käma-krodha-paräyaëäù 
éhante käma-bhogärtham anyäyenärtha-saïcayän 

 



cintam－憂慮；aparimeyam－無限的；ca－和；pralaya antam－至死；upasrita
－托庇；kama-upabhoga－享受物質感官；paramah－最高的(人生目標)；etavat
－因此；iti－那；niscitah－確定了；asa－渴望的；pasa－繩子的；sataih－數以

百計的；baddhah－受制；kama-krodha－於色欲和憤怒；parayanah－沉迷於；

thante－他們盡力；kama-bhoga－肉欲之樂的；artham－為了；anyayena－以完

全不公正的方法；artha－財富的；sancayan－為了累積。  
 
由於他們相信感官享樂是生命的終極目的，因此終日憂心忡忡，至死方休。被無

數欲望之繩綁住，總是沉迷色欲和憤怒，為了縱情肉體之樂，他們盡力以不公正

的方法致富。 
 
《要義甘霖》：Pralayantam表示「至死」。Etavad iti指的是那些從經典斷定

了，應該讓感官繼續沉迷感官享樂的人。「我們為甚麼要憂慮其他事情？」 
 

詩節十三 
 

idam adya mayä labdham idaà präpsye manoratham 
idam astédam api me bhaviñyati punar dhanam 

 
idam－這；adya－今天；maya－被我；labdham－得到了；idam－這；prapsye－
我會得到；manah-ratham－願望；idam－這；asti－是(我的)；idam－這；api－
也；me－我的；bhavisyati－會是；punah－增加；dhanam－財富的。  
 
他們認為：「今天我得到那麼多，在將來，我所有珍愛的夙願也會如願以償。現

在那麼多財富都是屬於我的，將來也會越來越多。」 
 

詩節十四 
 

asau mayä hataù çatrur haniñye cäparän api 
éçvaro’ham ahaà bhogé siddho’haà balavän sukhé 

 
asau－這；maya－被我；hatah－被殺；satruh－敵人；hanisye－我會殺死；ca
－和；aparan－其他敵人；api－也； isvarah－主；aham－我；aham－我；

bhogi－享樂者；siddhah－完美；aham－我；balavan－強大的；sukhi－快樂。  
 
「我殺死了這個敵人，也會殺死其他人。我是偉大的控制者和享樂者。我完美、

強大和快樂。」 
 

詩節十五 
 



äòhyo’bhijanavän asmi ko’nyo’sti sadåço mayä 
yakñye däsyämi modiñya ity ajïäna-vimohitäù 

 
adhyah－富有；abhijanavan－有高尚的出生；asmi－我是；ka－誰？；anyah－
其他；asti－有沒有；sadrsah－相等；maya－和我；yaksye－我會祭祀；dasyami
－我會佈施；modisye－我會快樂；iti－因此；ajnana-vimohitah－被愚昧迷惑的

人。  
 
「我富有，出身又高尚。誰比得上我？我會履行祭祀儀式和佈施；因此我會喜樂

無邊。」他們被愚昧蒙騙而這樣說。 
 

詩節十六 
 

aneka-citta-vibhräntä moha-jäla-samävåtäù 
prasaktäù käma-bhogeñu patanti narake’çucau 

 
aneka－被很多；citta－憂慮；vibhrantah－困惑；moha－錯覺的；jala－在網

裏； samavrtah－困於；prasaktah－過度依附；kama-bhogesu－感官享樂；

patanti－他們墮入；narake－地獄；asucau－不潔。  
 
因很多欲望和憂慮感到困惑，陷於錯覺的孽網，過度依附肉體之樂，他們墮入不

道德的地獄。  
 
《要義甘霖》：Asucau narake表示「在外塔然尼(Vaitarani)等等地獄」[無盡的

血、膿和尿河]。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儘管他們因各種瑣碎的憂慮心煩意亂，困於

錯覺孽網，邪惡的人卻以為自己是至尊控制者。甚至成為導師，把自己可憎的概

念傳授給他們的追隨者︰「你自己是至尊控制者，可以為所欲為。只有傻瓜才相

信其他控制者。沒有這樣的實體。」  
 

這些人想像自己可以製造特別的飛機，讓他們可以飛到任何高等星球。他們對韋

達祭祀和儀式沒有信心，對奉愛程序也一樣。這樣的惡魔以茹阿瓦拿(Ravana)為
主。他計畫建造通往天堂星球的天梯，使普通人不需履行任何韋達祭祀都可以去

那裏。卻被主茹阿瑪粲卓所殺，計畫告吹。 
 

目前，那些品性邪惡的人，竭力以各種不同的太空船抵達高等星球。他們不知道

他們是在毀滅之途。在這裏，moha-jala-samavrtah等詞語表示，魚兒因舌頭的貪

吃本性，困於漁網而喪生。那些天性邪惡的人同樣陷於錯覺孽網，無路可逃。因

此毀於一旦。 



 
詩節十七 

 
ätma-sambhävitäù stabdhä dhana-mäna-madänvitäù 
yajante näma-yajïais te dambhenävidhi-pürvakam 

 
atma-sambhaitah－自負；stabdhah－不謙遜；dhana－因為財富；mana-mada-
anvitah－被虛榮之欲荼毒；yajante-nama-yajnaih－只是徒具虛名地履行祭祀(沒
有祭祀之情)；te－他們；dambhena－浮誇地充滿偽善；avidhi-purvakam－沒有

遵循經典賦定的訓令。  
 
因財富而滿是驕傲、不服從、傲慢和虛榮的荼毒，這些惡魔漠視所有經典訓令，

徒具虛名地履行舖張的祭祀儀式。 
 
《要義甘霖》：Atma-sambhavitah表示他們認為自己堪受崇拜；因此毫不謙遜

(stabdha)，目中無人。不過，聖人都不尊敬他們。Nama-yajnaih表示「徒具韋達

祭祀之名的活動」。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明白了那些本性神聖和邪惡之徒的徵兆和活

動，阿尊那問奎師那：「有些人放棄經典的規範守則，根據自己的推論想法，異

想天開地崇拜不重要的半神人。可以怎樣歸類他們的崇拜？」目前，大部分崇拜

半神人和其他人物的人，都根據自己的推論想法而行，漠視經典訓令。在這方

面，我們必須聆聽主奎師那傳授的訓示。 

 
詩節十八 

 
ahaìkäraà balaà darpaà kämaà krodhaï ca saàçritäù 

mäm ätma-para-deheñu pradviñanto’bhyasüyakäù 
 
ahankaram－假我的；balam－體力；darpam－傲慢驕傲；kamam－色欲；

krodham－憤怒；ca－和；samsritah－托庇；mam－我；atma-para－那些致力於

至尊靈魂的人的；dehesu－在體內；pradvisantah－他們憎恨；abhyasuyakah－
和嫉妒(認為聖人的好品質有缺陷)。  
 
托庇於假我、體力、驕傲、色欲和憤怒，惡魔憎恨我，即住在聖人體內的至尊靈

魂，聖人內心恆常致力服務我。他們認為聖人的好品質有缺陷。 
 
《要義甘霖》：「他們不尊敬我而嫉妒我，即超靈。又或者因為我恆常住在那些

致力於超靈的人體內，因此他們輕視聖人(atma parah)。因此，嫉妒聖人其實就

是嫉妒我。Abhyasuyakah表示『把聖人的好品質看作為缺陷』。」 



 
詩節十九 

 
tän ahaà dviñataù krürän saàsäreñu narädhamän 

kñipämy ajasram açubhän äsuréçv eva yoniñu 
 
tan－那些； aham－我； dvisatah－因為他們嫉妒聖人； kruran－殘忍；

samsaresu－對物質主義的；nara-adhaman－墮落的人；ksipami－投擲；ajasram
－永遠；asubhan－和不祥的活動；asurisu－邪惡的；eva－肯定地；yonisu－子

宮(物種的)。  
 
那些殘忍和墮落的人履行最不祥的活動，因為他們嫉妒這樣的聖人，因此我把他

們永久扔進世俗存在的各個邪惡物種之中。  
 

詩節二十 
 

äsuréà yonim äpannä müòhä janmani janmani 
mäm apräpyaiva kaunteya tato yänty adhamäà gatim 

 
asurim－邪惡的；yonim－生生世世；apannah－領受到；mudhah－那些傻瓜； 
janmani janmani－生生世世；mam－我；aprapya－得不到；eva－肯定地；

kaunteya－琨緹之子啊；tatah－那時候；yanti－去；adhamam－最卑鄙的；

gatim－目的地。  
 
琨緹之子啊，承受了生生世世投生於邪惡物種之後，這樣的傻瓜決無法臻達我，

於是更墮入最低下和最卑鄙的目的地。 
 
《要義甘霖》：「mam aprapyaiva表示，因為得不到我，因此他們墮入墮落的生

命物種。不過，當我顯現在杜瓦帕爾年代末，在外瓦斯瓦塔 .曼奴(Vaivasvata 
Manu)的第二十八個年代周期時，那些嫉妒我的人，例如康薩等等，來到我面前

就會得到解脫。我是無盡慈悲之洋，甚至給康薩等等罪人，賜予那種在夾雜了奉

愛的知識達到成熟階段時，所得到的稀有解脫。在《聖典博伽瓦譚》(10.87.23)，
各個《韋達經》化身的禱文說：『帕佈啊！只不過是恆常想著你，你的敵人就和

那些住在偏僻之處，完全控制呼吸、心意、感官等等來崇拜你，專注於瑜伽的大

聖人一樣，臻達了同一位至尊絕對真象。從而確立了之前所述，我的至尊無

上。』」《Laghu-Bhagavatamrta》的其中一個詩節也看到這點，它說只要那些

嫉妒奎師那的人得不到祂，就一直留在墮落的生命物種。這點非常清楚。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嫉妒聖人的人和天性殘忍的人，是人類之中

最墮落的，在第十九個詩節，主奎師那說祂把他們扔進痛苦的邪惡生命物種。從



這句話看來，某人可能會質疑至尊主的行為，說祂並非不偏不倚，而是恰恰相

反。不過，雖然至尊控制者無所不能，「karttum akarttum anyathä karttum 
samarthaù－主可以做或還原祂決定的任何事」，生物體通常都自食其果。因

此，反對《韋達經》、奉獻者和至尊主的罪人，必須一再進入邪惡的生命物種，

承受活動結果。由於重複的邪惡誕生，因此他們沒機會擺脫冒犯。在人生之中，

如果沒有為在生時所犯的過錯和罪行贖罪，當一個人投生於鳥獸等等低等物種

時，就沒有機會消除罪孽。除了人類物種之外，投生於所有物種都只是為了承受

過往業報的結果。在這方面，聖瑪杜蘇丹.薩茹阿斯瓦提撰述︰ 
 

ihaiva naraka-vyädheç cikitsäà na karoti yaù 
gatvä nirauñadhaà sthänaà sarujaù kià kariñyati 

住在這個人類軀體時，如果一個人無法治好沉淪於可憎生命的這種疾病，當他到

沒有療法的地方，即低等物種時，他要怎麼辨？ 
 

神決不偏倚。之前已經詳細解釋了這點。在這裏應該要注意，因為受到詛咒，黑

冉 亞 魔 、 黑 然 亞 薩 (Hiranyaksa) 、 茹 阿 瓦 拿 (Ravana) 、 昆 巴 卡 爾 拿

(Kumbhakarna)、斯蘇袍(Sisupala)和丹塔瓦誇(Dantavakra)等等生於統治者王

朝。在那次誕生，他們直接與主尼星哈、主瓦茹阿哈(Varaha)、主茹阿瑪等等至

尊主的化身和主奎師那作對，視祂們為敵。但是他們因為被這些化身所殺而臻達

了吉祥目的地，摒棄了邪惡本性。尤其是那些被主奎師那所殺的人，都臻達了最

高目的地。而且，應當要注意這些人全都堅信《韋達經》和韋達活動，全都履行

韋達祭祀。他們間接相信至尊控制者、時間因素和至尊主。 
 
從而確立了，主的所有化身以主奎師那為尊、祂光榮的地位和祂獨特的品質，就

是賜予祂所殺的人最高解脫。當嫉妒至尊主的惡魔被奎師那的其他化身所殺時，

他們在天堂星球和其他地方得到豐盛的享樂，或生於高等家庭。但當他們被所有

化身之源－主奎師那－親自殺死時，就得到解脫，得到與主相似的形象

(sarupya)、與主住在同一星球(salokya)、與主相若的富裕(sarsti)或與主的密切聯

誼(samipya)。他們甚至得以作為祂的其中一位同遊服務祂。因此，據說主奎師那

獨自就是所有化身的泉源︰「ete cäàça-kalä puàsaù kåñëas tu bhagavän svayaà
－所述的所有化身都是原始人格首神，至尊主奎師那的全權部分或全權部分的部

分」(《聖典博伽瓦譚》1.3.28)。奎師那甚至賜福普妲娜(Putana)擔任祂的奶媽。

當祂以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形象降臨時，祂賜予佳該(Jagai)、瑪戴(Madhai)和粲.
卡西(Kazi)對至尊主的純愛。 

 
在mam aprapyaiva這個片語，奎師那自己以eva這個字，它表示「肯定地」，透

露了這個奧祕。「一旦沒臻達我或那條通往我的路徑，一個人就肯定沒機會從痛

苦的物質生命徹底解脫。」 
 

詩節二十一 



 
tri-vidhaà narakasyedaà dväraà näçanam ätmanaù 

kämaù krodhas tathä lobhas tasmäd etat trayaà tyajet 
 
tri-vidham－三種；narakasya－下地獄；idam－這；dvaram－大門的；nasanam
－它們導致毀滅；atmanah－靈魂的；kamah－色欲；krodha－憤怒；tatha－
和；lobhah－貪婪；tasmat－所以；etat－這些；trayam－三；tyajet－應該放

棄。   
 
色欲、憤怒和貪婪是通往地獄的三扇門，它們導致靈魂的毀滅。因此應該完全棄

絕。 
 
《要義甘霖》：現在詳細解釋了邪惡品質。「阿尊那啊，不要難過，因為你天賦

神聖品質」(《梵歌》16.5)。這句話肯定正確。只有惡魔天生這些邪惡缺陷(色
欲、憤怒和貪婪)；因此，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tri-vidham開始的詩節。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上述的邪惡品質是自我毀滅的，也是通往地

獄的路徑。這其中的三種品質－色欲、憤怒和貪婪－是其他一切邪惡品質的根。

因此，每個自求多福的人都應該徹底放棄。儘管作出各種努力，業報工作者、思

辨家或瑜伽師甚至都不可能控制這些傾向，透過神聖聯誼的強大影響力，純粹奉

獻者卻輕易讓這三個敵人服務主哈瑞，從而展示征服邪惡品質的非凡典範。 
 

詩節二十二 
 

etair vimuktaù kaunteya tamo-dvärais tribhir naraù 
äcaraty ätmanaù çreyas tato yäti paräà gatim 

 
etaih－由此；vimuktah－完全解脫的；kaunteya－琨緹之子啊；tamo-dvaraih－
通往地獄的門；tribhih－三；narah－一個人；acarati－修習；atmanah－為自

己；sreyah－吉祥；tatah－以後；yati－他臻達；param－至尊；gatim－目的

地。 
 
琨緹之子啊，脫離了這三條通往地獄之路的人，為自己自我的福祉而行。他藉此

臻達至尊目的地。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擺脫了這三

條通往黑暗的路徑，一個人應該為了提升靈魂而行。這樣做就會臻達至尊目的

地。」要旨就是透過修習虔誠宗教，遵循規範生活，視之為自我淨化的方法，就

會得到對奎師那的奉愛，即至尊目的地。經典描述了，業報和知識既是方法，也



是結果，但這樣做的真正意圖是確定，只有與純粹工作和純粹知識維持適當關

係，微靈才可以得到純粹靈性存在的這種無畏。這種解脫是奉愛女神的女僕。 
 

詩節二十三 
 

yaù çästra-vidhim utsåjya varttate käma-cärataù 
na sa siddhim aväpnoti na sukhaà na paräà gatim 

 
yah－他；sastra-vidhim－經典守則；utsrjya－擱置；varttate－行為舉止；kama-
carata－因欲望的影響；na－也不；sah－他；siddhim－完美；avapnoti na－都

得不到；sukham－快樂；na－也不；param－至尊；gatim－目的地。  
 
摒棄經典訓令，異想天開地為所欲為的人，得不到完美、快樂，也到達不了至尊

目的地。 
 
《要義甘霖》：有神論最吉祥。至尊聖主為此講述這個以yah開始的詩節。kama-
caratah表示「行徑古怪無常」，使人下地獄。只有那些有神論者才是聖人，只有

他們才臻達至尊目的地。那些無神論者下地獄。這是這一章的精華。 
 

由此結束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所寫的 
《要義甘霖的注釋》(令奉獻者快樂並得到所有聖人接受的注釋)， 

顧及明確精微之處的譯文：《聖典博伽梵歌》第十六章。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漠視經典守則的放肆之徒，無法臻達最高目

的地。《奉愛的甘露》(1.2.101)說：  
 

çruti-småti-puräëädi-païcarätra-vidhià vinä 
aikäntiké harer bhaktir utpätäyaiva kalpate 

雖然對主哈瑞履行專一奉愛，但是如果逾越《神訓經》、《輔典》、《宇宙古

史》和《拿茹阿達五訓(Narada-pancaratra)》所述的規則，就會產生極大疑慮

(anarthas)。 
 

詩節二十四 
 

tasmäc chästraà pramäëaà te käryäkärya-vyavasthitau 
jïätvä çästra-vidhänoktaà karma karttum ihärhasi 

 
tasmat－因此；sastram－經典；pramanam－權威；te－你的；karya－甚麼應該

做；akarya－甚麼不應該做；vyavasthitau－確定時；jnatva－透過知道；sastra



－韋達經典的；vidhana－在格言裏；uktam－所講的；karma－你的工作；

kartum－履行；iha－在這個世界；arhasi－你應該。  
 
因此，經典是恰當和不當活動的權威。因此要知道，有關履行賦定職務的經典訓

示，僅是工具而已。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熟悉了經典訓示之後，那些渴望永恆吉祥的

人應該根據各自的資格，在靈性導師師徒承傳的指導下，培養對主哈瑞的奉愛。

認為非奉獻者讚揚的所謂導師的虛構想法是權威，從而違反經典守則，這並非聰

明人的本分。要證實甚麼是職務，甚麼不是，《神訓經》是唯一的權威，因為它

們不是任何人類所寫的(apauruseya)，又毫無假象、疏忽、不完美感官和渴望欺

騙他人這四個缺陷。有這四個缺陷的人的訓示毫不權威。 
 
特別訓示：生物體根本的冒犯是自願反對服務至尊聖主。假象是至尊主的女僕，

以致她讓微靈身處束縛之中。受制於假象，他放棄那種使他能夠明白至尊主的善

良性質。因此，微靈接受愚昧性質而變得邪惡。那時候會展現很多冒犯，例如批

評聖人、堅持多神論或無神論概念、不服從靈性導師、對經典不敬、認為經典所

述的奉愛榮耀是想像的、提倡業報和知識其實就是奉愛，對奉愛沒信心，指導沒

資格的人奉愛。 

 

這一章的教導是，放棄了這邪惡品性之後，必須滿懷信心地投入九種奉愛修習，

遵循經典所述的原則。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因此，在斷定對錯時，只有經典

才是權威，經典結論就是應該履行奉愛。知道了這點，你應該變得有資格行動。

有神論者憑著對至尊主的信心臻達至尊目的地，無信心的無神論者則下地獄。這

是這一章的含意。」 
 

由此結束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所寫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典博伽梵歌》第十六章。 

 
第十七章 

 
透過辨別三種信心而行的瑜伽 
(Sraddha-Traya-Vibhaga-Yoga) 

 
詩節一 

 
arjuna uväca 

ye çästra-vidhim utsåjya yajante çraddhayänvitäù 



teñäà niñöhä tu kä kåñëa sattvam äho rajas tamaù 
 
arjuna uvaca－阿尊那說；ye－他；sastra-vidhim－經典訓令；utsrjya－放棄；

yajante－崇拜；sraddhaya anvitah－有信心；tesam－他們的；nistha－狀態；tu
－確實；ka－甚麼？；krsna－奎師那啊；sattvam－善良；aho－或者；rajah－
情欲；tamah－黑暗。 
 
阿尊那問︰奎師那啊，放棄經典訓令，卻仍然懷著信心履行崇拜，那些人的地位

怎麼樣？他們的狀態是善良、情欲還是愚昧？   
 
《要義甘霖》： 在這第十七章，至尊聖主解釋善良、情欲或愚昧的事物，回應

阿尊那以下的問題：「你描述了惡魔的本性，然後下了定論，說那些違反經典規

則和另闢奚徑的人得不到完美、快樂或至尊目的地(《梵歌》16.23)。現在我有個

問題。逾越經典訓令，但又毫無享樂之情和賦有信心，異想天開地履行苦行、知

識和曼陀(獨誦)等等祭祀，那些人的信心是甚麼基礎的？是善良形態、情欲形態

還是愚昧形態？請解釋這點。」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論述，聽到上一章

的結論時， 阿尊那說：「奎師那啊，我有個疑問。之前(在《梵歌》4.39)，你說

唯獨有信心的人，才得到知識。然後你又說(在《梵歌》16.23)，那些逾越經典訓

令，在世俗欲望驅使下，從事果報行為的人，得不到完美、快樂或至尊目的地。

我的問題是：『那些有信心地培養違反經典事物的人在甚麼位置？有這種古怪信

心的人會得到純粹存在，即思辨瑜伽和其他瑜伽程序的結果嗎？請清楚告訴我，

那些摒棄經典訓令，卻滿懷信心地履行崇拜的人的決心。是善良、情欲還是愚昧

形態？』 」 
 

詩節二 
 

çré bhagavän uväca 
tri-vidhä bhavati çraddhä dehinäà sä svabhäva-jä 

sättviké räjasé caiva tämasé ceti täà çåëu 
 
sri bhagavan uvaca－至尊主說；tri-vidha－三種的；bhavati－是；sraddha－信

心；dehinam－人類的；sa－那(信心)；svabhava-ja－源於之前生生世世形成的

本性；sattviki－善良；rajasi－情欲；ca－和；eva－肯定地；tamasi－愚昧；ca
－和；iti－關於；tam－那；srnu－現在聽著。  
 
至尊聖主回答︰人類的信心有三種︰善良、情欲和愚昧的，是前生的印象所致

的。千生萬世的體驗在意識知覺造成的統合印象，形成信心。現在聽聽這點。 
 



《要義甘霖》：「阿尊那啊，首先聽聽那些按照經典守則，履行靈性專注的人的

決心。然後我會講違反那些規則的崇拜者的信心。sva-bhava-ja這詞語表示『源

於過往印象的』。它也有三種。」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有些人覺得難以遵循經典訓令，其他人則因

懶惰和前生印象所致的世俗信心而放棄遵循，他們率性地崇拜各個半神人。這些

人的信心有三種︰善良、情欲和愚昧的。不過，在精通經典的純粹奉獻者指導

下，培養對至尊聖主奉愛，以此為目標的那種信心超然於各種形態。在這方面要

考慮一點。在初階時，奉愛修習者的信心可能是善良形態的，但憑著聖人的影

響，很快就堅定地穩處於超然。那時候，嚴謹地遵循經典的規範守則，懷著堅定

信心投入於聆聽、唸誦和憶念聖名和主哈瑞的題旨，修習者就在奉愛之途邁進。 
 

詩節三 
 

sattvänurüpä sarvasya çraddhä bhavati bhärata 
çraddhä-mayo’yaà puruño yo yac-chraddhaù sa eva saù 

 
sattva－以他們的內在思想狀態；anurupa－按照；sarvasya－每個人的；sraddha
－信心；bhavati－形成；bharata－巴爾塔王的後裔啊；sraddhamayah－充滿信

心；ayam－那；purusah－人；yat-sraddhah－無論哪個信心對象；sah－那；eva 
sah－相同(性質)。  
 
巴瑞塔之後裔啊，每個人的信心都按照內在思想狀態的傾向而定。每個人都有信

心，他們發展的傾向與信奉的崇拜對象一致。 
 
《要義甘霖》：Sattvam指的是內在的感覺、心意(citta)。共有三種︰善良、情

欲和愚昧的。內心善良的人具有善良形態的信心，內心情欲的人具有情欲形態的

信心，內心愚昧的人具有愚昧形態的信心。Yac-chraddhah表示本性是按照崇拜

對象而發展的。這表示一個人的本性與所崇拜的人－半神人、惡魔或吃人魔－一

致。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生物體的固有資產是他對固有立場和地位的

信心或情感(rati)。那信心僅與至尊主有關，肯定超越各種自然形態。不過，生

物體在受制狀態時的固有本性變得扭曲。當生物體與物質接觸而履行吉祥或不祥

活動時，結果就是扭曲的信心，這信心按照生物體的膜拜之神而稱為善良形態、

情欲形態或愚昧形態的。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巴爾塔啊，每個人都有信心。

一個人的信心與心意的傾向一致，並根據他信奉之神的性質發展。事實上，生物

體在結構上是我的部分，因此沒有物質品質，不過，忘了與我的關係，就受制於



各種自然形態。那種物質主義的本性，是過去反對我時形成的印象所致的，正是

這種反感塑造心意(citta或sattva)的本性或傾向。心意淨化的結果就是無畏。淨

化之心的信心是奉愛種子，它超越各種自然形態，不純粹之心的信心(saguna)則
受制於各種自然形態。只要這信心沒有超越各種自然形態或朝著至尊主，就稱為

色欲。現在我會解釋各種自然形態的信心，它們的特點是物質欲望。請聽著。」 
 

詩節四 
 

yajante sättvikä devän yakña-rakñäàsi räjasäù 
pretän bhüta-gaëäàç cänye yajante tämasä janäù 

 
yajante－崇拜；sattvikah－那些在善良形態的人；devan－半神人；yaksa－能賜

予大量財富的精靈；raksamsi－惡魔；rajasah－那些在情欲形態的人；pretan－
鬼魂；bhuta-ganan－靈魂；ca－和；anye－其他人；yajante－崇拜；tamasah－
在黑暗裏；janah－人。  
 
善良形態的人崇拜與自己品性相似的半神人。那些情欲形態的人崇拜天性相近的

夜叉和惡魔，那些愚昧形態的人則崇拜與自己相似的鬼魂和靈魂。 
 
《要義甘霖》：現在至尊聖主詳細說明之前所述的主題。善良形態心意的那些

人，具有那種形態的信心。他們遵照善良形態的經典訓令，崇拜善良形態的半神

人。因為他們對半神人有信心，因此也稱為半神人，因為他們發展同一本性和 
品質。這原則也適用於情欲形態和愚昧形態心意的那些人。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這個詩節，至尊聖主正解釋各種各樣半神

人崇拜者的各種世俗信心。根據經典，至尊聖主是唯一堪受崇拜的實體，但在各

種物質渴望的驅使下，一些人有信心崇拜各位半神人和其他實體。那種信心有三

種︰善良、情欲或愚昧形態的。那些有善良形態信心的人，崇拜布茹阿瑪、施

瓦、因卓、月神和太陽神等等半神人。同樣，那些有情欲形態信心的人，崇拜杜

嘎、夜叉和惡魔等等，那些有愚昧形態信心的人，崇拜鬼魂和靈魂。  
 
那三種不同形態的人，有時會崇拜同一位半神人。例如聖人瑪爾刊戴亞

(Markandeya Rsi)在大毀滅時對施瓦神的崇拜是善良形態的，卡嘎布遜迪

(Kagabhusundi)對他的崇拜也一樣。善良形態的崇拜使聖人瑪爾刊戴亞繼續活了

主布茹阿瑪的一整天，得到宇宙創造的知識等等，卡嘎布遜迪則得到對至尊主茹

阿瑪粲卓的奉愛。巴拿魔(Banasura)和茹阿瓦拿等等對施瓦神的崇拜是情欲形態

的，巴斯瑪魔(Bhasmasura)等等對他的崇拜則是愚昧形態的。那三種信心的人都

崇拜杜嘎女神。但透過神聖聯誼的影響，愚昧形態的信心可以變成情欲形態的信

心。然後，那種信心可以變成善良形態的信心，然後又可以變成超越各種自然形

態的超然信心。 



 

那些崇拜絕對(真理)無特徵面貌的人，他們的信心也是善良形態的。他們認為絕

對真理沒形象又沒形貌，又想像五位半神人的形象去代表那位無形象的真象，這

樣崇拜他們。如此一來，他們盡力淨化內心，然後得到知識。 
 

詩節五至六 
 

açästra-vihitaà ghoraà tapyante ye tapo janäù 
dambhähaìkära-saàyuktäù käma-räga-balänvitäù 

 
karçayantaù çaréra-sthaà bhüta-grämam acetasaù 

mäï caiväntaù çaréra-sthaà tän viddhy äsura-niçcayän 
 
asastra-vihitam－經典沒訓示；ghoram－可怕；tapyante－履行；ye－他；tapah
－苦行；janah－人們；dambha-ahankara－驕傲和假我；samyuktah－與…聯

合；kama－欲望；raga－依附；bala－力量；anvitah－全神貫注於；karsayantah
－它們施予痛苦；sarira-stham－在體內；bhuta-gramam－在各種元素；acetasah
－不區分的人；mam－對我；ca－和；eva－肯定地；antah-sarira-stham－在體

內；tan－那些；viddhi－你應該知道；asura-niscayan－對邪惡的宗教形式有信

心。  
 
懷著驕傲、假我、色欲、依附和力量，他們使身體元素，還有內心深處的我痛

苦。他們履行經典不推薦的嚴酷苦行，對邪惡的宗教形式有信心。  
 
《要義甘霖》：奎師那說：「阿尊那啊，你詢問那些摒棄經典訓令，但又滿懷信

心地履行崇拜者的地位；這樣的人是善良、情欲或愚昧形態的？現在聽聽我以

asastra開始的兩個詩節作答。某些嚴酷苦行的特色是不正統的曼陀和祭祀等等，

使生物感到恐慌，信心和棄絕私欲也展現在那些履行這些苦行的人身上。那些自

豪和自我中心的人，肯定會違反經典規則。kama指的是渴求青春永駐、不朽和

王國等等。raga表示依附苦行，bala則表示像黑冉亞魔那樣履行苦行的能力。自

從開始履行苦行以來，這樣的人一直折磨土等等那些構成軀體的元素(bhuta-
gramam)，對我和我的局部擴展，即微靈造成不必要的痛苦。這樣的人品性邪

惡。」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主奎師那在這裏告訴阿尊那，那些漠視經典

和履行嚴酷苦行，例如為了實現物質渴望等等而斷食的人，不歸入那些履行之前

解釋的善良形態、情欲形態和愚昧形態活動的人。這樣的人非常不幸。受到假冒

者聯誼的影響，他們履行既嚇怕普通人，經典又不推薦的嚴酷苦行。沒意義又痛

苦的斷食、祭祀時以身體的肉、人類或動物作為供品等等苦行，及履行其他這樣

的暴力行為，使自我和超靈感到痛苦。這樣的人天性殘忍，應該視之為邪惡的。 



 
現時有些人因私利或政治利益，奉行經典不推薦的斷食。經典的斷食規則僅是使

人達成超然目標。例如在艾卡達斯斷食日可以戒絕一切，甚至滴水不沾，徹夜不

眠，履行主哈瑞的靈唱。這樣的斷食不是為了政治或社會目的。但現在人們徹夜

不眠，吃肉喝酒，唱著粗俗和可鄙的歌曲。他們這樣違反經典規則。這樣的活動

不歸入三種信心，只使人痛苦；對任何人都沒有益處。實際上，這樣的活動是因

驕傲、自我、色欲和過度依附物質感官享樂而履行的。履行這些苦行對軀體造成

不必要的痛苦，擾亂內裏的安寧和他人的安寧。有時人們甚至因履行這些狂熱的

斷食而死。一再輪迴，遍及所有邪惡的生命物種，他們只得到痛苦。但如果天意

使然，他們領受到純粹奉獻者的聯誼，就能得到吉祥。拿拉庫瓦爾

(Nalakuvera)、曼尼貴瓦(Manigriva)和蘇茹阿大君都是這樣的例子。 
 

詩節七 
 

ähäras tv api sarvasya tri-vidho bhavati priyaù 
yajïas tapas tathä dänaà teñäà bhedam imaà çåëu 

 
aharah－食品；tu－確實；api－甚至；sarvasya－眾生的；tri-vidhah－根據三種

品質；bhavati－是；priyah－親愛的；yajnah－祭祀；tapah－苦行；tatha－
也；danam－佈施；tesam－這一切；bhedam－部分；imam－這；srnu－現在聽

著。  
 
根據一個人個別的品質，他喜愛的食品甚至也有三種。祭祀、苦行和佈施也一

樣。現在聽聽它們之間的分別。 
 
《要義甘霖》：那些摒棄經典訓令而另闢奚徑的人，進入邪惡的生命物種。上一

章提到這點。這一章描述，那些天性邪惡，崇拜夜叉、惡魔和靈魂的人，也進入

邪惡的生命物種。根據所吃的食品，可以把人歸類為神聖或邪惡的。這裏會以

aharas tu開始的十三個連續詩節解釋這點。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解釋了三種信心之後，至尊主奎師那描述與

每種信心相應的獨特食品、祭祀等等。那些具有某種特定形態的人，傾向於同一

形態的食品、祭祀、苦行和佈施。現在有些人想像食品與宗教原則沒有關係，其

他人則認為，保護和維繫軀體是所有宗教修習的基礎(sariram adyam khalu 
dharma sadhanam)。因此應該留意，那些認同感官享樂是人生唯一目標的人，喝

酒和吃肉、蛋，甚至牛肉而極為滿足。幸好有些人明白，生物體的感官享樂傾向

使他受制於假象，生生世世都受盡煎熬。那些渴望擺脫這一切痛苦的人，必須摒

棄渴望沉迷感官享樂。只有那些在這人生發展了這種意識的人，才明白有需要接

受純粹善良形態的食品。努力超越這三種物質能量的形態時，他們先努力臻達情



欲形態，克服愚昧形態；然後再臻達善良形態，毀滅情欲形態。最後他們消除世

俗的善良品質，到達純粹靈性的層面，擺脫各種自然形態。 

 

聖人和經典都說，控制心意其實就是所有宗教的根。軀體最親近的親戚就是心

意，因此心意的傾向依據所吃的食品而變得好或壞。這方面的證據屢見不鮮。現

今世界上大部分的人都吃不能吃和邪惡的食品，沉迷於不法的性愛、欺騙、欺詐

和暴力行為。恰當的德行絕無僅有。因此，在詳細考慮之後，那些聰明的人應該

只接受這些滋養軀體和淨化智慧的食品。因此，至尊聖主描述了三類展現三種形

態的食品。我們可以看到那些打算採納善良形態的人，只受到善良形態的食品吸

引，對情欲和愚昧形態的食品失去興趣。 
 
評論這個關於食品的詩節時，聖茹阿瑪努佳師從《神訓經》引用了兩個證據來

源。 (1) 「 annamayam hi saumya-manah－吃穀物的人會心境平和」和 (2)  
「ahara-suddhau sattva-suddhih－如果食品純淨，個人的存在也會得到淨化。」

《神訓經》也警告我們，食品的純度決定心意的純度。透過這些證據可以輕易明

白這點。因此我們必須放棄經典禁止的食品。主奎師那自己在《聖典博伽瓦譚》 
(11.25.28)清楚解釋了這點： 

 
pathyaà pütam anäyas tam ähäryaà sättvikaà småtam 

räjasaà cendriya-preñöhaà tämasaà cärtti-däçuci 
有益，純淨和容易得到的食品是善良形態的。那些非常辛辣、酸和鹹，只為滿足

感官的是情欲形態的，從不潔的地方得來，受到污染和使人痛苦的食品是愚昧形

態的。但通過經典審定和供奉過給我的食品則超越各種自然形態。 
 
從這個詩節(11.25.28)的ca這個字，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和聖施瑞達爾.
斯瓦米都斷定了，任何供奉給至尊主的事物都超越各種自然形態。那些褻瀆這些

經典訓示，基於想像而接受任何一類不純淨食品的人，肯定歸類於惡魔。  
 

詩節八 
 

äyuù-sattva-balärogya sukha-préti-vivarddhanäù 
rasyäù snigdhäù sthirä-hådyä ähäräù sättvika-priyäù 

 
ayuh－壽命；sattva－熱誠；bala－力量；arogya－健康良好；sukha－快樂；

priti－滿足；vivardhana－它增加； rasyah－可口； snigdhah－令人發胖；

sthirah－支援；hrdyah－討人歡心；aharah－食品；sattvika-priya－那些善良形

態的人鍾愛的。 
 
增加壽元、熱誠、力量、健康、快樂和滿足，多汁、令人發胖、支援和討人歡心

的食品是善良形態的。 



 
《要義甘霖》：在這個世界，眾所周知，吃善良形態的食品令人長壽。sattvam
這個字表示「給予能量」。Rasya指的是原糖等等物質，雖然可口(rasya)卻乾巴

巴。至尊聖主接著提到牛奶和奶油等等可口而油膩(snigdha)，但不是固體

(sthirah)的食品。然後祂談到木菠蘿等等可口、油膩的固體食品。雖然木菠蘿屬

於上述類別，對心臟和胃卻沒好處；因此，至尊聖主明確地談到對心臟和腸胃有

益的食品。奶和酸牛奶等等牛的產品，糖、小麥和冬米(Sali)等等穀物，都有四

種善良形態的品質。因此善良形態的人都珍惜它們。應該明白這點。儘管不純淨

的食品具備上述四種特性，善良形態的人都不喜歡。因此，這個詩節用了

pavitra(純淨 )這個形容詞。《梵歌》 17.10對喜歡愚昧形態食品的人，用了

amedhya(不純淨)這個形容詞。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在目前這個詩節告知阿尊那，某種

自然形態和所吃的那類食品一致。自求多福的人應該只接受善良形態的食品，因

為它們不但有益健康，更令人添壽。而且，因為這類食品純淨，因此有利於履行

宗教生命。由於它淨化軀體和心意，因此在各方面都吉祥。喝奶對心意的影響與

喝酒截然不同。不良聯誼、不當知識和缺乏恰當印象，都使人放棄進食善良形態

的食品。 
 

詩節九 
 

kaöv-amla-lavaëäty-uñëa- tékñëa-rukña-vidähinaù 
ähärä räjasasyeñöä duùkha-çokämaya-pradäù 

 
katu－苦澀；amla－酸；lavana－鹹；aty-usna－非常辛辣；tiksna－酸；ruksa 
－乾燥；vidahinah－非常熱的；aharah－食品；rajasasya－情欲形態的人；istah 
－親愛的；duhkha－痛苦；soka－悲痛；amaya－疾病；pradah－它們給予。   
 
天性激情的人喜歡非常苦澀、酸、鹹、辛辣、刺激、乾燥或過熱，使人痛苦、難

過和致病的食品。 
 
《要義甘霖》：有七個字都用了ati(非常)這個字，第一個是katu。非常苦(棯葉等

等)、非常酸、非常鹹、非常熱、非常辣(蘿蔔等等)、毒素、黑胡椒和其他香料，

或那些非常乾燥(阿魏膠等等)或非常熱(烤黑豆等等)的食品都使人痛苦、致病和

難過。在這裏，duhkha這個字指的是進食時，馬上使眼睛和喉嚨等等不適，soka
這個字指的是擔憂會有反應。amaya這個字意指「疾病」。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吃情欲形態的食品，立即感到舌頭、喉嚨和

腸胃灼燙，隨後是風和消化不良。之後，令人不悅的想法和擔憂令人心神不定，



產生各種不同的疾病。如此一來，生命將苦不堪言。除此之外，心意難以專注於

宗教活動，也不感興趣。因此，天性善良的人不接受這樣的食品。 
 

詩節十 
 

yätayämaà gata-rasaà püti paryuñitaï ca yat 
ucchiñöam api cämedhyaà bhojanaà tämasa-priyam 

 
yata-yamam－煮熟後又冷掉的食品；gata-rasam－淡而無味；puti－臭味；

paryusitam－腐爛；ca－和；yat－它；ucchistam－他人吃過的食品；api ca－還

有；amedhyam－不純淨的；bhojanam－食品；tamasa priyam－那些黑暗品質的

人鍾愛的。 
 
受到愚昧形態影響的人，悅納早已煮好，超過三小時之後才吃的食品，冷掉、惡

臭、淡而無味、腐爛和壞掉的食品，還有其他人吃了一部分和不純淨的食品。 
 
《要義甘霖》：yata-yamam這個詞語表示煮好了三小時之後才吃，已經冷掉的食

品。Gata-rasam表示「失去天然的味道」或「已經榨了汁的」，例如煮過的芒果

皮或果核。Puti表示「惡臭」。Paryusitam表示「在前一天煮的」。Ucchistam表

示「某人的殘羹」。這指的不是可敬靈性導師等等德高望重之人的殘羹。

Amedhya表示「不宜食用的」，例如肉或煙草等等。因此，那些自求多福的人，

只應該吃善良形態的食品。不過，如果沒供奉給至尊主，奉獻者甚至連善良形態

的食品都不應該接受。從《聖典博伽瓦譚》明白到，供奉給至尊主的食品超然於

各種自然形態。奉獻者只鍾愛這食品。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食品的目的是維持身體健康和強壯，淨化心

意，增加壽元和讓人置身靈性福祉。在古代，那些博學和聰明的人，只會接受維

持健康和增加壽元的食品。善良形態的人鍾愛牛奶、酸牛奶、糖、大米、小麥、

水果和蔬菜。 
 
很多人認為，吃崇拜半神人時所供奉的肉和酒等等食品沒有害處。雖然經典為這

樣的活動訂定規則，但這些想法全是假象。在祭祀之中殺生或喝酒的經典規則，

只是給予那些深陷於愚昧形態，完全依附感官放縱的人。那是權宜的規則，巧妙

地讓他們戒絕這樣的行徑。《聖典博伽瓦譚》(11.5.11)也確認了這點： 
 

loke vyaväyämiña-madya-sevä 
nityä hi jantor na hi tatra codanä 

vyavasthitis teñu viväha-yajïa 
surä-grahair äsu nivåttir iñöä 



我們看到物質世界的人天生傾向於喝酒、吃肉和性行為。經典決不鼓勵這些行

為。在某程度上，規則允許在認可婚姻之中的性生活，在稱為收崔曼尼

(sautramani)的祭祀吃肉和喝酒等等。這些規則的目的是控制肆意的天性，專注

於道德範疇。《韋達經》實際的深入要旨是鼓勵人們完全棄絕。 
 
而且，《聖典博伽瓦譚》(11.5.13) 說︰ 

 
yad ghräëa-bhakño vihitaù suräyäs 
tathä paçor älabhanaà na hiàsä 

經典規定在祭祀時聞酒而不是喝酒，而且只是為了上述目的，即逐漸臻達完全棄

絕。同樣，經典沒授權任何人殺生和吃肉。只是允許觸摸動物，然後放走牠。 
 
一些人認為，雖然吃肉有罪，吃魚卻不會招致罪孽，因為魚就像水的花或果實。

但是《曼奴法典》完全禁止吃魚︰ 
 

yo yasya mäàsam açnäti sa tan-mäàsäd ucyate 
matsyädaù sarva-mäàsädas tasmän matsyän vivarjayet 

那些吃某種特定動物肉類的人，稱為吃那種特定動物的人，那些吃魚的人卻吃萬

物的肉，因為魚吃牛和猪等等眾生的肉。甚至吃腐爛的東西。那些吃魚的人其實

吃眾生的肉。 
 

因此應該完全摒棄吃魚。《聖典博伽瓦譚》(11.5.14)進一步說︰ 
 

ye tv anevaà-vido ’santaù stabdhäù sad-abhimäninaù 
paçün druhyanti visrabdhäù pretya khädanti te ca tän 

對宗教原則一無所知、短視、被假我荼毒，殺生之後無畏地吃動物，那些人來生

會被那同一些動物吃掉。 
 
至於mams(肉)這個字的含意，《曼奴法典》說︰ 
 

mäà sa bhakñayitämutra yasya mäàsam ihädmy aham 
etan mäàsasya mäàsatvaà pravadanti manéñiëaù 

「我現在所吃的，來生會吃掉我。」因此，博學的人稱肉類為mamsa(重覆的動

作︰我吃他；他吃我)。  
 

在這裏也應該明白，吃善良形態的食品提升善良品質，但縱是吃這樣的食品也不

是完全無罪，因為蔓藤、蔬菜、植物和樹木也有生命。因此煮素食仍然有一點點

罪孽，因為在某程度上也涉及暴力。因此，純粹奉獻者只接受已供奉給至尊主的

食品(maha-prasada)。只有偉大祭餘才適合食用，因為祂超然於自然形態，毫無

罪孽。應該迴避所有沒供奉的食品。《Brahma-vaivarta》和《蓮花宇宙古史》也



記載了這點：「annaà viñtùä jalaà mütraà yad viñëor anivedanam－吃沒供奉給

主維施努的食品和水，好比吃糞便和喝尿。」 
 

詩節十一 
 

aphaläkäìkñibhir yajïo vidhi-diñöo ya ijyate 
yañöavyam eveti manaù samädhäya sa sättvikaù 

 
aphala-akanksibhih－不求成果的人；yajnah－祭祀；vidhi-distah－(經典)訓令指

引的；yah－它；tjyate－履行的；yastavyam－應該盡責地履行祭祀；eva－肯定

地；iti－因此；manah－心意；samadhaya－決心要；sah－那；sattvikah－善良

形態的。 

 

「必須履行祭祀。」在經典訓令的指示下，懷著這種堅定決心，不求回報地執行

祭祀，就是善良形態。 
 
《要義甘霖》：現在至尊聖主描述這三種祭祀。如果質疑怎樣不求成果地從事祭

祀，那麼至尊聖主說：「他斷定，必須履行祭祀，因為那是他的職務，也因為經

典賦定了那是他的職務。」   
 

詩節十二 
 

abhisandhäya tu phalaà dambhärtham api caiva yat 
ijyate bharata-çreñöha taà yajïaà viddhi räjasam 

 
abhisandhaya－懷著渴望；tu－但是；phalam－渴求那些結果；dambha-artham
－出於驕傲；api ca－還有；eva－肯定地；yat－它；ijyate－履行了；bharata-
srestha－巴爾塔家族之翹楚；tam－那；yajnam－祭祀；viddhi－你應該明白；

rajasam－情欲的品質。  
 
巴爾塔王朝之翹楚啊，你應該明白，渴求成果地執行和為了榮耀自己而自負地履

行的祭祀，都受到情欲品質操縱。 
 

詩節十三 
 

vidhi-hénam asåñöännaà mantra-hénam adakñiëam 
çraddhä-virahitaà yajïaà tämasaà paricakñate 

 
vidhi-hinam－漠視經典格言；asrsta－那裏沒有派發；annam－祭餘(prasadam，

透過供奉給神而祝聖的，並當作祂的祝福而接受的食品)的；mantra-hinam－沒



有唸誦曼陀，即神的聖名，淨化心意；adaksinam－其中沒送贈禮物給祭師；

sraddha-virahitam －沒信心； yajnam －那祭祀； tamasam －黑暗品質的；

paricaksate－據說(是)。   
 
學者說那漠視經典訓令，沒派發祝聖過的食品，沒唸誦韋達曼陀，沒送贈禮物給

祭師，沒信心地履行的祭祀，受到愚昧品質影響。 
 
《要義甘霖》：Asrstannam表示「沒派發食品」。 

 
詩節十四 

 
deva-dvija-guru-präjïa- püjanaà çaucam ärjavam 

brahmacaryam ahiàsä ca çäréraà tapa ucyate 
 
deva－半神人(三千三百萬個宇宙管理者)的；dvija－婆羅門；guru－靈性導師；

prajna－智者；pujanam－崇拜；saucam－潔淨；arjavam－簡樸；brahmacaryam
－貞守；ahimsa－非暴力；ca－和；sariram－軀體的；tapah－苦行；ucyate－據

說(是)。  
 
軀體的苦行包括對半神人、婆羅門、靈性導師和學者致敬。另外，潔淨、誠實、

貞守和非暴力，也是軀體的苦行。 
 
《要義甘霖》：苦行有三種。為了解釋這點，至尊聖主先以deva-dvija開始的三

個連續詩節，解釋善良形態的苦行。 
 

詩節十五 
 

anudvega-karaà väkyaà satyaà priya-hitaï ca yat 
svädhyäyäbhyasanaà caiva väì-mayaà tapa ucyate 

 
anudvega-karam－不激動；vakyam－說話；satyam－它是真的；priya-hitam－有

利的；ca－和；yat－它；svadhyaya－背誦韋達典籍的；abhyasanam－修習；ca
－也；eva－肯定地；van-mayam－說話的； tapah－苦行；ucyate－據說是。  
 
說那些不會令人激動，真誠，討人喜歡和有利的話和背誦《韋達經》，據說全都

是說話的苦行。 
 
《要義甘霖》：Anudvega-karam表示「不會令其他人激動的言談」。 
 

詩節十六 



 
manaù-prasädaù saumyatvaà maunam ätma-vinigrahaù 

bhäva-saàçuddhir ity etat tapo mänasam ucyate 
 
manah-prasadah－心靈的滿足； saumyatvam－簡樸；maunam－寂靜；atma-
vinigrahah－心意的鍛煉；bhava-samsuddhih－表裏如一的行為；iti－如下所

示；etat－這；tapah－苦行；manasam－心意的；ucyate－據說。  
 
心意的苦行包括滿足、簡樸、沉默、維持心意的鍛煉和表裏如一的行為。 
 

詩節十七 
 

çraddhayä parayä taptaà tapas tat tri-vidhaà naraiù 
aphaläkäìkñibhir yuktaiù sättvikaà paricakñate 

 
sraddhaya－信心；paraya－懷著極大的；taptam－執行；tapah－苦行；tat－
這； tri-vidham －三重的，善良、情欲和愚昧； naraih －被人； aphala-
akanksibhih－不求結果；yuktaih－專心致意的； sattvikam－善良品質的；

paricaksate－據說。 
 
學者說那些不求回報的人，懷著極大信心和專一專注力履行的這三重苦行，是善

良品質支配的。 

 
《要義甘霖》：tri-vidham這個詞語指的是具有上述徵兆，軀體、說話和心意的

苦行。 
 

詩節十八 
 

satkära-mäna-püjärthaà tapo dambhena caiva yat 
kriyate tad iha proktaà räjasaà calam adhruvam 

 
satkara－表揚；mana－榮耀；puja－崇拜；artham－為了達到；tapah－苦行；

dambhena－懷著驕傲；ca－和；eva－肯定地；yat－它；kriyate－已經履行；

tat－那；iha－在這個世界內；proktam－已經宣佈；rajasam－情欲品質的；

calam－短暫；adhruvam－不肯定。  
 
為了得到表揚、榮耀和崇拜而驕傲地履行的苦行，據說是情欲品質支配的。這種

苦行是暫時的，也不一定有好處。 
 



《要義甘霖》： satkara這個字表示「告訴某人他是神聖的，或以花言巧語榮耀

他，藉此以奉承話來崇拜他」。Mana表示「一個人到達時站起來迎接他，離開

時恭送他出門等等身體方面的崇拜。」在這裏，puja表示「渴望得到財富和其他

物質條件，以心意進行崇拜」。為此而驕傲地履行的苦行是情欲形態的。calam
這個字表示「瞬間即逝的」，adhruvam則表示所得的結果是短暫的，例如表揚

等等。 
 

詩節十九 
 

müòha-gräheëätmano yat péòayä kriyate tapaù 
parasyotsädanärthaà vä tat tämasam udähåtam 

 
mudha-grahena－由於愚蠢的頑固；atmana－自我；yat－它；pidaya－令人痛

苦；kriyate－履行了；tapah－苦行；parasya－對另一個人；utsadana－帶來毀

滅；artham－懷著目的；va－或者；tat－那；tamasam－黑暗的品質；udahrtam
－據說。  
 
出於愚蠢的頑固，使自己痛苦或意圖毀掉另一個人而履行的那種苦行，據知是黑

暗品質支配的。 
 
《 要 義 甘 霖 》 ： Mudha-grahena 表 示 「 因 為 接 受 了 愚 蠢 」 。 Parasya 
utsadanartham表示，為了毀掉他人而履行的苦行是愚昧形態的。 
 

詩節二十 
 

dätavyam iti yad dänaà déyate’nupakäriëe 
deçe käle ca pätre ca tad dänaà sättvikaà småtam 

 
datavyam－應該給予；iti－由此決定；yat－它；danam－佈施；diyate－給予；

anupakarine－給無以為報的人；dese－在聖地等等恰當地點；kale－在吉時；ca
－和；patre－給相稱的接受者；ca－和；tat－那；danam－佈施；sattvikam－

善良品質的；smrtam－據說。  
 
「要佈施給無以為報的人，在聖地，吉時和給應得的人。」以這種決心施予的佈

施，被認為是善良品質支配的。 
 
《要義甘霖》：datavyam這個字表明「確定有資格接受佈施的人，並在適當時間

佈施。」期待回報的佈施不是佈施。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在目前這個詩節解釋三種佈施。 
祂說如果出於責任，不求任何回報，佈施給無私和決不為自己的福祉履行活動，

或是無力為他人履行福利的人，就是善良形態的佈施。這方面也必須顧及適當的

時間、地點和人物。 
 

詩節二十一 
 

yat tu pratyupakärärthaà phalam uddiçya vä punaù 
déyate ca parikliñöaà tad dänaà räjasaà småtam 

 
yat－它；tu－但是；pratyupakara－得到回報；artham－懷著渴望；phalam－得

到一些好處；uddisya－意圖；va－或者；punah－而且；diyate－賜予；ca－
和；pariklistam－吝嗇地；tat－那；danam－佈施；rajasam－情欲品質的；

smrtam－據說是。  
 
但是那種渴求回報地佈施或吝嗇地施予的佈施，據說是情欲品質支配的。 
 
《要義甘霖》：Pariklistam表明，一個人在佈施之後，後悔地說：「為甚麼我給

了那麼多？」這也表示「雖然不願意施予，卻奉靈性導師等等長輩或上級之命施

予」。在這裏，pariklistam這個字表示，沾染了這種無益情感的佈施目標或行動

是情欲形態的。 
 

詩節二十二 
 

adeça-käle yad dänam apätrebhyaç ca déyate 
asat-kåtam avajïätaà tat tämasam udähåtam 

 
adesa-kale－在不恰當的地方和時間；yat－它；danam－佈施；apatrebhyah－給

不相稱的接受者；ca－和；diyate－給予；asat-krtam－不敬；avajnatam－輕視

地；tat－那；tamasam─在黑暗品質之中；udahrtam－據說是。  
 
在不潔淨的地方和不恰當的時間，輕視而不敬地給不應得的接受者佈施，據說是

愚昧品質支配的。 
 
《要義甘霖》：asat-krtam表示「不敬的後果」。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不潔淨的地方和不恰當的時間，給舞女或

妓女等等沒資格的人，給沒需要的人或罪人佈施，都是愚昧形態的。不敬地佈施

給值得尊敬的人，也是愚昧形態的。 
 



詩節二十三至二十四 
 

oà tat sad iti nirdeço brahmaëas tri-vidhaù småtaù 
brähmaëäs tena vedäç ca yajïäç ca vihitäù purä 

tasmäd oà ity udähåtya yajïa-däna-tapaù-kriyäù 
pravarttante vidhänoktäù satataà brahma-vädinäm 

 
om tat sat－超然的音節或名字，唵(om)、特(tat)和薩(sat)；iti－因此；nirdesah
－表明；brahmanah－至尊絕對真理； trividhah－三種的； smrtah－據說；

brahmanah－熟悉絕對真理的婆羅門；tena－透過這(發聲、誦讀)；vedah－《韋

達經》；ca－和；yajnah－祭祀；ca－和；vihitah－產生了；pura－在古代；

tasmat－因此；om－神聖的音節唵；iti－因此；udahrtya－說話時；yajnah－祭

祀的；dana－佈施；tapah－和苦行；kriyah－活動；pravartante－履行了；

vidhana-uktah－根據經典；satatam－恆常；brahma-vadinam－那些遵循韋達版

本的人。  
 
據說唵(om)、特(tat)和薩(sat)是三個用來表示至尊絕對真象的名字。婆羅門、

《韋達經》和祭祀，最初都是這三個字產生的。因此，《韋達經》的中堅追隨者

履行經典賦定的祭祀、佈施、苦行和其他宗教活動時，總是誦讀神聖的音節唵開

始。 
 
《要義甘霖》： 一般的解釋是每個人都能按照自己的資格，履行苦行、祭祀等

等三種活動的其中之一。在那些善良形態的人之中，梵覺宗透過對神祈禱，開始

履行祭祀。因此，至尊聖主說聖人以唵、特和薩這絕對真理的三重禱詞，憶念和

榮耀祂。  
 

所有《韋達經》的禱文都以著名的聖音唵為主，也肯定是絕對真理的名字。特

(tat，絕對真理)以宇宙之原著稱。也消除atat(假象)。《粲多亞奧義書》(6.2.1)這
樣描述薩(sat)︰「溫文的人啊，開始時只有至尊絕對永恆真象(sat)。」   

 
婆羅門、《韋達經》和許多祭祀都只是從至尊主那裏創立的，唵、特和薩這些名

字都代表祂。於是，現今的《韋達經》遵循者都誦讀聖音唵來履行祭祀。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

話：「當我解釋這些詩節的要旨時，請聽著。履行苦行、祭祀、佈施和吃東西，

都屬於善良形態、情欲形態和愚昧形態等等三種形態之一。受條件限制的生物體

履行這些活動時，不管所懷著的信心是一級、二級還是三級的，始終都受到各種

形態污染而不值一顧。只有懷著那種產生奉愛的信心(nirguna-sraddha)履行這些

活動，達到淨化個人存在的這種無畏境界時，這些活動才有意義。經典通篇都訓



示，應該懷著超然信心履行賦定職務。經典包含三個表示至尊絕對真理的原則：

唵、特和薩。這三個名字也描述婆羅門、《韋達經》和祭祀。 
 
使人忽視經典守則的那種信心，受到各種自然形態污染。它甚至不會間接地以臻

達至尊(真理)為目標，只會產生所渴求的物質結果。因此，履行經典賦定的活動

時，必需有堅定的信心。由於缺乏適當的分辨力，以致懷疑經典和缺乏信心。因

此，那些以絕對真理為目標的《韋達經》遵循者，透過唱誦聖音唵，按照經典賦

定那樣履行祭祀、佈施和苦行等等所有活動。」 
 

詩節二十五 
 

tad ity anabhisandhäya phalaà yajïa-tapaù-kriyäù 
däna-kriyäç ca vividhäù kriyante mokña-käìkñibhiù 

 
tat－特這個音節；iti－因此；anabhisandhaya－不渴求；phalam－成果的[他們

的活動的]；yajna-tapah－祭祀、苦行；kriyah－宗教修習；dana-kriyah－善舉；

ca－和；vividhah－各種；kriyante－做了；moksa-kanksibhi－那些渴求解脫的

人。 

 
說特這個音節時，那些尋找解脫的人，完全不求成果地履行各種苦行、祭祀、佈

施和其他這樣的宗教活動。 
 
《要義甘霖》：正如上一個詩節所述，應該誦讀特(tat)這個字來履行祭祀和其他

宗教活動。anabhisandhaya這個字表示，應該不求成果地履行各種賦定職務。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idam這個字指的是這個可見的世界，而tat
指的是凌駕於這個世界的真象。必須為了臻達至尊真象，才履行祭祀。 
 

詩節二十六 
 

sad-bhäve sädhu-bhäve ca sad ity etat prayujyate 
praçaste karmaëi tathä sac-chabdaù pärtha yujyate 

 
sat-bhave－在至尊絕對真理的品質方面；sadhu-bhave－在聖人、至尊絕對真理

奉獻者的本性方面；ca－和； sat－薩 (sat)這個字； iti－因此；etat－這；

prayujyate－用了；prasaste－在吉祥之中；karmani－活動；tatha－也；sat-
sabda－薩(sat)這個字；partha－帕瑞塔之子啊；yujyate－用了。  
 
帕瑞塔之子啊，sat這個字指的是至尊絕對真理和祂崇拜者的明確品質。sat這個

字也用於與吉祥行動有關的事物。 



 
《要義甘霖》：sat這個字代表絕對真理，用於吉祥或值得讚揚的物質和超然行

為。至尊聖主正講述這兩個詩節解釋這點，第一個是以sad-bhave開始。sad-
bhave(具有永恆真象的性質)這詞語，恰當地描述絕對真理及絕對真理的崇拜

者。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音唵是絕對真理的名字。祂又稱為特。同

樣，sat這個字表示祂永恆存在，也是一切之原。唯有祂才是真實的實體(sat-
vastu)。《神訓經》也記載了這點：「sad eva saumya idam agra äséta－溫文的人

啊，祂獨一無二，這個物質世界之前存在祂內裏，而在創造之前，只有具備永恆

形象的祂」(《粲多亞奧義書》6.2.1)。內心只存有這個永恆真理(sat)，那個人就

是聖人。《聖典博伽瓦譚》(3.25.25)也說satam prasangan。 這裏也用了sat這個字

表示，那些覺悟了絕對真理的至尊主奉獻者。這個物質世界的吉祥行為，通常又

稱為sat-karya。在《Sat-kriya-sara-dipika》，聖哥袍.巴塔.哥斯瓦米－傑出的高迪

亞偉大奉獻者靈性導師和高迪亞奉獻者經典概念的保護者，這樣界定sat︰「主哥

文達專一的奉獻者致力於永恆的(sat)想法。因為他們的所有活動都是為了取悅至

尊主而履行的，因此他們的活動稱為與至尊主有關或吉祥的(sat)。其他活動全都

沒有用(asat)，因此要禁止。」 
 

在這方面，至尊主奎師那正解釋這兩個詩節裏sat這個字的意思，其中第一個詩節

以sat-bhave開始。「帕爾塔啊，sat這個字用於sad-bhave(以絕對真理為目標

的)，也用於sadhu-bhave(奎師那專一和皈依的奉獻者極有美德的本性和活動)。
sat這個字同樣也用於吉祥行動。」 

 
sat這個字是用於絕對真理的。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本人是完全的永恆實體，祂全

能，是萬原之原和所有極樂情感的支柱和基礎。sat這個字也用於祂的同遊、祂的 
居所、祂的所有化身、那些化身的居所、祂純粹而專一的奉獻者、三讚曼陀

(gayatri-mantra)的當家之神、婆羅門、奉愛等等。也用於至尊聖主的聖名、品

質、形式、逍遙時光等等。給有信心的人啟迪或給他聖線時，就唸誦唵、特和

薩。傳授三讚曼陀和主哈瑞聖名的聖師尊，也稱為sat(例如他是sat-guiru，即真

正的靈性導師)。接受這些曼陀的門徒，稱為真正的門徒(sat-sisya)，啟迪程序

(diksa)則稱為靈性儀式或典禮(sat-或sad-anusthana)。經典這樣認同，sat這個字

用於所有與至尊主奎師那有關的奉愛情感、服務、活動和對象。 
 

詩節二十七 
 

yajïe tapasi däne ca sthitiù sad iti cocyate 
karma caiva tad-arthéyaà sad ity eväbhidhéyate 

 



yajne－祭祀；tapasi－苦行；dane－佈施；ca－和；sthitih－祭祀和其他宗教行

為；sat－靈性，有美德或永恆的；iti－作為；ca ucyate－也談到；karma－活動

(打掃主的廟宇等等)；ca－和；eva－肯定；tat-arthiyam－適合服務至尊主；sat
－永恆；iti－作為；eva abhidhiyate－肯定描述了。  
 
穩定地履行祭祀、苦行和佈施，又稱為sat(靈性的、永恆的)。打掃廟宇等等取悅

至尊聖主的活動，也稱為sat。 
 
《要義甘霖》：Sthitih表示「堅定地履行祭祀等等」。Tad-arthiyam表示「履行

打掃廟宇等等活動來服務至尊聖主」。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如果是為了

滿足絕對真理而履行祭祀、苦行和佈施，那麼sat這個字的要旨也適用於它們，否

則全都沒有用(asat)。」所有世俗活動與微靈內在的靈性本質相反。下定決心服

務絕對真理時，就會履行那些激起超然奉愛的活動。然後它們就變得有助於淨化

生物體的存在，那就是賜予他完美，即服務主奎師那。 
 

詩節二十八 
 

açraddhayä hutaà dattaà tapas taptaà kåtaï ca yat 
asad ity ucyate pärtha na ca tat pretya no iha 

 
asraddhaya－沒信心；hutam－祭祀之火(作為給至尊聖主的祭品)；dattam－佈

施；tapah－苦行；taptam－承受；krtam－做了；ca－和；yat－它；asat－不永

久；iti－作為；ucyate－描述了；partha－帕瑞塔之子啊；na－也不；ca－其他

一切；tat－那；pretya－在來世；na u－也不；iha－在這個世界。  
 
帕瑞塔之子啊，沒信心地履行的祭祀、苦行、佈施或任何其他行動，稱為不永久

的(asat)。這樣的活動在今生來世都不會賜予超然結果。 
 
《要義甘霖》：「我聽過靈性德行，但甚麼是不永久的活動(asat-karma)？」預

料到阿尊那的這個問題，至尊聖主正講述這個以asraddhaya開始的詩節。所有火

祭(hutam)、佈施(dattam)、懺悔(tapah)和其他沒信心地做的事，都是不永久

的。這表示縱是履行了祭祀，都不是真正的祭祀；縱是給了佈施，都不是真正的

佈施；縱是履行了苦行，其實都不是真正的苦行；如果沒信心地履行，所做的其

他一切其實都沒有用。在今世甚至都不會賜予善果，更何況是來世︰tat na 
pretya no iha。 

 
目前這一章解釋，懷著善良形態的信心所履行的各種賦定活動，導致解脫。 

 



由此結束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所寫的 
《要義甘霖的注釋)》(令奉獻者快樂並得到所有聖人接受的注釋)， 

顧及明確精微之處的譯文：《聖典博伽梵歌》第十七章。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所有為了服務至尊主、聖靈性導師和偉大奉

獻者而履行的活動，例如化緣、掘井和池塘、建造花園和荼爾茜園、種樹和建廟

等等，都是為了滿足祂而履行的活動(tad-arthiyam-karma)，全都是永恆的。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阿尊那啊，不是懷著超然於各種

形態的信心而履行的所有活動、祭祀、佈施和苦行，全都是暫時和沒用的。目前

在今世或將來在來世，這樣的活動決不會帶來任何好處。因此，經典教導我們超

然於各種形態的信心。如果摒棄經典訓令，表示他摒棄了超然於各種形態的信

心，即如願奉愛蔓藤的種子。」  
 

由此結束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所寫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典博伽梵歌》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解脫瑜伽 

(Moksa-Yoga) 
 

詩節一 
 

arjuna uväca 
sannyäsasya mahä-bäho tattvam icchämi veditum 

tyägasya ca håñékeça påthak keçi-niñüdana 
 
arjuna uvaca－阿尊那說；sannyasasya－棄絕活動的；maha-baho－臂力非凡的

人啊；tattvam－原則；icchami－我渴望；veditum－要知道；tyagasya－棄絕活

動成果的；ca－和；hrsikesa－(黑瑞希克薩)感官的主人；prthak－明確地；kesi-
nisudana－卡斯魔的屠夫。  
 
阿尊那說︰臂力非凡的人啊，卡斯魔的屠夫啊，感官的主人(黑瑞希克薩)啊，我

希望清楚了解，棄絕活動的原則和棄絕活動成果的原則兩者之間的區別(tyaga)。 
 
《要義甘霖》：這一章解釋下列的主題︰三種棄絕、知識和業報、解脫的結論理

解和奉愛最機密的精華。 

 



在前一章，至尊聖主說：「擺脫了所有物質欲望之後，那些尋求解脫的人一邊誦

讀tat(特)這個字，一邊履行各種祭祀、佈施和進行懺悔」(《梵歌》17.25)。在至

尊聖主的陳述，moksa-kanksi(尋找解脫的人)只是用來表示棄絕僧。但除了棄絕

僧之外，如果這個字另有所指，那麼那個人是誰？至尊聖主在《梵歌》(12.11)
說：「sarva-karma-phala-tyägaà tataù kuru yatätmavän－你應該以受控的心意履

行你的賦定職務，棄絕所有活動成果。」   
 

阿尊那現在請教至尊主，那些棄絕了所有活動(《梵歌》12.11所述的)成果的人的

事。這些棄絕者的棄絕(tyaga)是哪一種？這些棄絕僧(《梵歌》17.25所述)的棄絕

啟迪是哪一種？為了清楚理解這些題目，好問又聰明的阿尊那講述這個以

sannyasa開始的詩節。他用了prthak這個字表示：「如果sannyasa和tyaga這些字

的含意不同，那麼我想知道它們各自的性質等等真理。儘管你或其他人認為它們

的含意一樣，我仍然想明白兩者之間的差別。黑瑞希克薩啊，唯有你才激發我的

智慧，因此，這個懷疑只是得到你啟發而產生的。卡西魔的屠夫啊 (Kesi-
nisudana)，請你像剷除卡西魔那樣毀滅我的這個懷疑吧。臂力強大的人啊，你極

強大，我的力量卻微乎其微。因為我們有些相似的品質，因此我們之間有著友誼

關係；但是我的品質卻無法與你的無所不知等等品質相比。我只能毫不猶豫地問

你這個問題，因為你已經賜給我你的一點友情(sakhya-bhava)。」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梵歌》的某些部分，至尊主奎師那傳授

了棄絕活動的訓示，在其他部分傳授的訓示則是不要完全摒棄活動，而是摒棄所

有活動成果。表面看來，這兩種訓示之間好像互相矛盾。阿尊那想奎師那消除那

些智慧粗鄙世俗之徒的懷疑，於是他現在問這些問題：不依附和棄絕的真正含

意、它們之間的差別及獨特的特性。  
 

阿尊那在這個詩節所用的卡西-尼蘇丹(Kesi-nisudana，卡西魔的屠夫)、黑瑞希克

薩(感官主人)和瑪哈-巴胡(Maha-bahuh，極強大的)等等名字的含意獨特又深

入。奎師那殺死名為卡西的惡魔，他可怕和邪惡；因此稱為瑪哈-巴胡(極強大

的)。因此阿尊那說：「至尊聖主啊，你完全有能力殲滅我的懷疑心魔。只因你

的啟發，我心裏才出現這懷疑，因為你－黑瑞希克薩－是我所有感官的激勵者和

主人。只有你才可以徹底消除我心裏的所有懷疑，啟蒙靈魂真理、至尊主真理和

奉愛服務真理。」這是這三個稱謂背後的隱意。如果一個人像阿尊那那樣皈依至

尊主，向祂懇求超然知識，即滿載純愛的奉愛(prema-bhakti)，那麼至尊聖主肯

定會滿足他的願望。 
 

詩節二 
 

çré bhagavän uväca 
kämyänäà karmaëäà nyäsaà sannyäsaà kavayo viduù 
sarva-karma-phala-tyägaà prähus tyägaà vicakñaëäù 



 
sri bhagavan uvaca－至尊人格首神說；kamyanam－果報的；karmanam－活動；

nyasam－摒棄；sannyasam－作為棄絕；kavayah－那些聖人；viduh－明白；

sarva-karma-phala－所有活動成果的；tyagam－放棄了；prahuh－他們宣告；

tyagam－不依附；vicaksanah－啟蒙了。 
 
至尊聖主說︰根據啟蒙聖人所說，完全放棄所有果報活動就是棄絕，摒棄所有活

動成果則稱為不依附。 
 
《要義甘霖》：首先，基於古老的教義去解釋tyaga和sannyasa這兩個字的不同含

意，至尊聖主就講述這個以kamyanam開始的詩節。  
 

sannyasa這個術語表示完全放棄所有由物質驅策的活動，例如求子心切或為了臻

達天堂星球而履行祭祀。但那並不表示應該放棄銘記三讚曼陀等等義務。  
 

tyaga這個術語指的是，摒棄所有由物質驅策的活動和義務活動，但不摒棄活動本

身。履行義務甚至都會產生成果，例如臻達祖先的星球(Pitr-loka)和擺脫罪惡等

等。《神訓經》通篇都闡述這點。因此，tyaga表示不求結果地履行所有活動。不

過，sannyasa表示不求結果地履行所有義務和完全放棄果報活動。這是這兩個術

語之間的差別。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提出，那些對真正原則瞭如指掌的

極崇高人物之見。棄絕的意思肯定是，並非完全摒棄義務或特殊情況所致的偶發

宗教職務，而是完全放棄果報活動。不依附則表示並非完全摒棄果報活動(懷著

自私動機執行那職務)，或義務和按情況而定的活動，只不過是放棄它們的結

果。經典通篇多處都看到這兩個概念的深入探討。不過，在這裏，知道了至尊聖

主自己和祂那些熟悉真理原則的奉獻者之見，就有可能絕對地協調上述概念。 
 

在《聖典博伽瓦譚》，主奎師那使烏達瓦成為祂的訓示對象，根據不同個體的資

格，解釋了業報、知識和奉愛這三種瑜伽。祂教導(niskama)那些依附業報及其

結果的人業報瑜伽，即把賦定活動的成果供奉給主的靈性進步之途。祂教導那些

毫不依附賦定職務結果的極棄絕之人思辨瑜伽，即透過超然知識的靈性進步之

途。祂卻教導那些不過度依附賦定職務結果，也非枯燥棄絕者的中庸之人奉愛瑜

伽，即對至尊主的愛心奉愛之途。 

 

在初階時，受條件限制的靈魂通常只有資格(adhikara)履行賦定職務。為了使他

進入思辨階段(adhikara)，就傳授了放棄賦定活動結果和完全放棄活動的訓示。

首先應該修習完全摒棄果報活動，然後也應該逐漸放棄義務和按情況而定的職務

成果。持續地履行這修習，在一段時間以後，一個人的內心就得到淨化，於是處

於更高層面，即知識。履行賦定職務的資格就終止。在那個階段，他就有可能完



全放棄業報。根據「jïänam ca mayi sannyaset－想要臻達我，也一定要棄絕知識

(《聖典博伽瓦譚》11.19.1)」這句話，在知識達到完美時，甚至要棄絕知識。不

過，與業報工作者和思辨家不一樣，在奉愛達到完美時，那些修習奉愛的人不需

放棄奉愛。相反，在完美階段是以最純粹，最成熟的方式執行奉愛。  
 

因此，至尊主奎師那本人作了下列聲明︰「tävat karmäëi kurvéta－一旦不滿足

於業報，或者對聆聽和誦讀我的題目還沒有信心，就應該繼續履行業報」(《聖

典博伽瓦譚》11.20.9)；「jïäna-niñöho virakto vä－那些致力於培養超然知識，以

致不依附之人的行為，與我專一奉獻者的行為都超越規範守則的範疇」(《聖典

博伽瓦譚》11.18.28)；「yas tv ätma-ratir eva syäd－不過，樂在自我之中，在自

我之中怡然自得並感到滿足的人，沒有職務要履行」(《梵歌》3.17)；以及

「sarva-dharmän parityajya－完全摒棄一切，專一地托庇我」(《梵歌》18.66)。
《Yoga-vasistha》也說「na karmäëi tyajeta yogé karmabhist yajyate hy asäv iti－
瑜伽師不應該放棄賦定職務，因為當瑜伽師臻達了高水平時，賦定職務本身會放

棄他。」  
 

經典通常不教導受條件限制的靈魂放棄賦定職務；反而教導他們只放棄果報活動

或活動結果。因為受制狀態的生物體通常都非常依附履行果報活動。如果在修習

初期指導他完全放棄活動成果，他將無法接納這點。因此而傳授了這樣的訓示，

把他逐漸提升到更高層面。  
 

透過這個循序漸進的程序，首先修習棄絕活動成果，內心得到淨化。此後，得到

自我之樂(atma-rati)時，才可能完全放棄活動。因此至尊聖主傳授na buddhi-
bhedaà janayet的訓示－「不應該指導那些不太聰明，依附經典賦定活動的人放

棄這些活動。由於他們的智慧未成熟，因此會感到混淆和偏離靈性之途。相反，

你應該以身作則，指導他們怎樣不依附地工作」(《梵歌》3.26)。不過，也應該

銘記，唯有奠定了履行專一奉愛的資格，一個人才有可能完全放棄所有賦定活動

(定期和按情況而定的職務、果報活動)。 

 

只是因此而在這一章的結尾，講了sarva-dharmän parityajya這個詩節。在他對這

個詩節的注釋，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撰述：「當一個人有資格對至尊

主履行純粹奉愛時，儘管完全沒履行定期的賦定職務，憑藉大聖人的恩慈所致的

好運都不會招致過失或罪孽。實際上，在那種情況下，如果繼續從事經典賦定的

定期和按情況而定的職務，就會招致罪孽，因為這樣做就逾越了我的訓示。換句

話說，履行定期和按情況而定的職務，不利於執行專一的奉愛。」 
 
在這裏，定期活動指的是，在《韋達經》涉及果報活動之途那部分所述的日常義

務活動，例如崇拜各位半神人和女神等等。按情況而定的活動表示，「在(為已

故家庭成員履行的)祭禮崇拜祖先和半神人等等按情況而定的宗教活動」。   
 



只有完全摒棄這些活動，一個人才會進入對主奎師那純粹奉愛的神聖國度。  
 

透過研習施瑞瑪.哥袍巴塔.哥斯瓦米(Srimad Gopala Bhatta Gosvami)的《Sat-
kriya-sara-dipika》，即偉大的高迪亞奉獻者典範師和高迪亞奉獻者概念的保護

者，我們明白到，不管那些純粹專一的主奎師那奉獻者身處哪個階級或靈性階

段，權威經典都完全沒有指導他們崇拜祖先和半神人。相反，如果主奎師那的專

一奉獻者崇拜祖先或半神人，就對奉愛服務 (seva-aparadha)和聖名 (nama-
aparadha)構成冒犯。   

 
施瑞瑪.哥袍.巴塔.哥斯瓦米引經據典，證明當主奎師那悅納一個人的專一奉愛

時，儘管那位奉獻者放棄所有別的賦定活動，都不會招致任何罪惡活動或干犯疏

忽之過。不管身在或超然於這個宇宙，這樣的專一奉獻者都臻達吉祥地位。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主奎師那所說的話：「sannyasa表示完全放棄所有 
由物質驅策的果報活動，不求成果地履行定期和按情況而定的職務。Tyaga表示

放棄定期、按情況而定和果報等等各種活動的成果。學者解釋這就是sannyasa和
tyaga的差別。」  
 

詩節三 
 

tyäjyaà doña-vad ity eke karma prähur manéñiëaù 
yajïa-däna-tapaù-karma na tyäjyam iti cäpare 

 
tyajyam－應該棄絕；dosa-vat－是過失；iti－那；eke－一些；karma－行動；

prahuh－說；manisinah－聰明的人(數論支持者)；yajna-dana-tapah-karma－祭

祀、佈施、苦行和行動；na tyajyam－不應該放棄；iti－那；ca－和；apare－彌

漫沙的其他追隨者。  
 
數論家1等等某些思想家，說由於每項活動都蒙上過失，因此應該放棄活動。其

他人，例如彌漫沙追隨者2等等，說決不應該放棄祭祀、佈施和苦行等等行為。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在這個以tyajyam開始的詩節，再次討論各種有關棄絕

的意見。一些數論家認為應該完全放棄業報，因為它有暴力等等過失。其他人，

例如彌漫沙追隨者等等，說不應放棄祭祀等等活動，因為它們都是經典賦定的。 

 
詩節四 

 
niçcayaà çåëu me tatra tyäge bharata-sattama 

tyägo hi puruña-vyäghra tri-vidhaù saàprakérttitaù 
 



niscayam－明確的結論；srnu－聆聽；me－我的；tatra－對這一點；tyage－關

於棄絕；bharata-sattama－巴瑞塔家族之翹楚啊；tyagah－棄絕；hi－確實；

purusa-vyaghra－人者之尊啊；tri-vidhah－三種的；samprakirtitah－ 宣告了。  
 
巴瑞塔族之翹楚啊，聆聽我對棄絕的結論意見吧。人者之尊啊，據說棄絕有三

種。 
 
《要義甘霖》：現在至尊聖主正在這個以niscayam開始的詩節，表達祂的意見。

棄絕有三種︰善良形態、情欲形態和愚昧形態的。至尊聖主在《梵歌》(18.7)
說，不應該棄絕經典賦定的定期職務。那些受到迷惑而放棄那些職務的人，據說

他們的棄絕是愚昧品質的。《梵歌》(18.7)稱棄絕為sannyasa。因此，根據至尊聖

主之見，不依附和棄絕是同義的。 
 

詩節五 
 

yajïa-däna-tapaù-karma na tyäjyaà käryam eva tat 
yajïo dänaà tapaç caiva pävanäni manéñiëäm 

 
yajna－祭祀；dana－佈施；tapah－苦行；karma－行動；na tyajyam－不應該放

棄；karyam eva－應該履行；tat－那；yajnah－祭祀；danam－佈施；tapah－苦

行；ca－和；eva－確實；pavanani－(內心)的淨化者；manisinam－智者的。  
 
不應該放棄實踐祭祀、佈施和苦行，因為這些活動都是義不容辭的。事實上，祭

祀、佈施和苦行甚至會淨化智者的內心。  
 
《要義甘霖》：根據至尊聖主之見，甚至是動機自私的賦定職務，例如祭祀、佈

施和苦行等等善良形態的行動，都應該不求成果地履行。祂說履行祭祀等等都是

義不容辭的，因為它淨化內心。 
 

詩節六 
 

etäny api tu karmäëi saìgaà tyaktvä phaläni ca 
karttavyänéti me pärtha niçcitaà matam uttamam 

 
etani－這些；api tu－不過；karmani－活動；sangam－依附(以履行者自居的那

種感覺)；tyaktva－放棄了；phalani－對各種結果；ca－和；kartavyani－應該

履行；iti－這樣的；me－我的；partha－帕瑞塔之子啊；niscitam－明確的；

matam－意見；uttamam－至尊。 
 



帕瑞塔之子啊，放棄了履行者的自我概念，摒棄了依附活動結果之後，應該履行

這一切活動。這是我明確而至尊的意見。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現正在這個以etany api開始的詩節，解釋這些活動可以

怎樣淨化內心。sangam這個字表示，應該不求結果，毫無假我，不以活動履行者

自居，這樣履行賦定職務。放棄了果報欲望和以履行者自居的自我概念，就是不

依附。又稱棄絕。  
 

詩節七 
 

niyatasya tu sannyäsaù karmaëo nopapadyate 
mohät tasya parityägas tämasaù parikérttitaù 

 
niyatasya－義務活動的；tu－確實；sannyasah－棄絕；karmanah－日常的淨化

活動[例如唸誦三讚曼陀(sandhya-vandana)]；na－不；upapadyate－要完成；

mohat－出於錯覺；tasya－那的；parityagah－棄絕；tamasah－黑暗品質支配

的；parikirtitah－描述了。  
 
確實不應該棄絕必然的義務。如果一個人因錯覺而這樣做，據說是受到黑暗品質

控制的。 
 
《要義甘霖》：這裏正解釋三種棄絕之中的愚昧形態棄絕。Mohat指的是，對經

典要旨一無所知地履行的那種棄絕。認為自私動機驅使的果報活動不必要，棄絕

僧可以放棄履行它，但不應該放棄定期的賦定職務。tu這個字暗示了這點。

Mohat表示「愚昧」。愚昧形態的棄絕結果也是愚昧，得不到所渴求的知識。 
 

詩節八 
 

duùkham ity eva yat karma käya-kleça-bhayät tyajet 
sa kåtvä räjasaà tyägaà naiva tyäga-phalaà labhet 

 
duhkham－痛苦的原因；iti－作為；eva－肯定地；yat－它；karma－工作；

kaya-klesa-bhayat－因為憂慮身體之苦；tyajet－也許會放棄；sa－一；krtva－履

行了；rajasam－情欲品質的；tyagam－棄絕；naeva－肯定不；tyaga-phalam－

棄絕的結果；labhet－得到。  
 
當一個人認為經典賦定的職務是痛苦之源，憂慮身體不適而放棄時，他的棄絕就

被認為是情欲形態的，將得不到實際的棄絕結果。 
 



《要義甘霖》：必須履行定期的賦定職務，履行這些職務導致好結果。履行這些

職務不會招致過失。儘管知道這點，有些人卻認為：「但是為甚麼我要履行那職

務，讓我的軀體不必要地受苦？」這種人的棄絕是愚昧形態的。他們得不到棄絕

的成果，即知識。 
 

詩節九 
 

käryam ity eva yat karma niyataà kriyate ’rjuna 
saìgaà tyaktvä phalaï caiva sa tyägaù sättviko mataù 

 
karyam－明白那是職責；iti－作為；eva－肯定地；yat－它；karma niyatam－義

務活動；kriyate－履行了；arjuna－阿尊那啊；sangam－作為履行者的自我概

念；tyaktva－放棄了；phalam－渴求成果；ca－和；eva－肯定地；sah－那；

tyagah－棄絕；sattvikah－善良形態；matah－認為。  
 
阿尊那啊，棄絕了所有活動成果的依附和以履行者自居的自我概念，出於責任感

而履行義務責任，他的棄絕被認為是善良形態的。 

 
《要義甘霖》：「一定要做這件事。」以這種傾向履行的義務活動是善良形態

的。這樣的人得到知識，即所渴求的棄絕成果。 
 

詩節十 
 

na dveñöy akuçalaà karma kuçale nänuñajjate 
tyägé sattva-samäviñöo medhävé chinna-saàçayaù 

 
na dvesti－不憎恨；akusalam－麻煩的；karma－工作；kusale－令人快樂的工

作；na－也不是；anusajjate－他依附…嗎；tyagi－棄絕者；sattva-samavistah－
專注於善良品質；medhavi－堅定的智慧；chinna-samsayah－他的疑慮統統消

除。 
 
那個專注於善良品質，智慧穩定，毫無懷疑的棄絕者，既不憎恨麻煩的工作，也

不依附令人快樂的工作。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正在這個以na dvesty開始的詩節，解釋那些堅守善良形

態棄絕之人的特性。Akusalam表示他們不反對履行那些引致痛苦或不適的活

動，例如冬天的時候在早上沐浴。kusale則表示他們不依附令人快樂的活動，例

如在夏季洗冷水澡。 
 

詩節十一 



 
na hi deha-bhåtä çakyaà tyaktuà karmäëy açeñataù 

yas tu karma-phala-tyägé sa tyägéty abhidhéyate 
 
na－不；hi－肯定地；deha-bhrta－被體困生物；sakyam－有可能；tyaktum－棄

絕；karmani－活動；asesatah－完全地；yah－他；tu－不過；karma-phala-tyagi
－放棄他的活動結果；sah－他；tyagi－棄絕者；iti－作為；abhidhiyate－據說

是。  
 
體困生物無法完全棄絕活動，但放棄依附活動結果的人，據說是真正的棄絕者。 
 
《要義甘霖》：因為體困微靈不可能完全放棄所有活動，因此應該只履行經典賦

定的活動。至尊聖主講述以na hi開始的詩節強調這點。不可能摒棄所有活動。之

前在《梵歌》(3.5)，至尊聖主說：「na hi kaçcit kñaëam api jätu tiñöhaty akarma-
kåt－不履行工作的話，甚至連一刻都無法存在。」 
 

詩節十二 
 

aniñöam iñöaà miçraï ca tri-vidhaà karmaëaù phalam 
bhavaty atyäginäà pretya na tu sannyäsinäà kvacit 

 
anistam－不受歡迎的(地獄)；istam－夢寐以求的(天堂)；misram－夾雜的(地球

等等在中間的星球)；ca－和；tri vidham－三重的；karmanah－活動的；phalam
－結果；bhavati－存在；atyaginam－對那些不棄絕的人；pretya－死後；na－
不；tu－但是；sannyasinam－對棄絕僧來說；kvacit－隨時。  
 
拋棄了凡塵的纏繞之後，那些不曾像之前所述那樣修習棄絕的人，得到三種結

果︰地獄、天堂星球或在這個世界投生為人。不過，那些真正的棄絕者永遠得不

到這樣的結果。 
 
《要義甘霖》：不履行這樣的棄絕，就會招致過失。在地獄(anistam)、高等星球

(istam)或人生(misram)分別承受痛苦、短暫快樂和苦樂參半。這只關係到那些非

棄絕者。沒牽涉到棄絕者自己。Pretya表示「來世」。 
 

詩節十三 
 

païcaitäni mahä-bäho käraëäni nibodha me 
säìkhye kåtänte proktäni siddhaye sarva-karmaëäm 

 



panca－五；etani－這些；maha-baho－臂力非凡的阿尊那啊；karanani－原因；

nibodha－獲知；me－從我這裏；sankhye－《終極韋達》對活動的分析；krta-
ante－為了終止活動和(果報工作的)反應；proktani－描述了；siddhaye－為了完

成；sarva-karmanam－所有活動的。  
 
臂力非凡的阿尊那啊，現在聽我講，完成任何活動所涉及的五個原因。《終極韋

達》描述了這些原因，明白它們將會有助中止活動和果報工作反應的牽絆。  
 
《要義甘霖》：履行賦定職務的人，怎樣才可以不承受結果？預料到這個問題，

至尊聖主現正講述以pancaitani開始的五個詩節確立，當人擺脫以履行者自居的

那種假我時，就不會涉及活動結果。「聽我講負責完成所有活動的五個原因。」 
 

透徹地解釋超靈的，稱為數論[sankhya，san－完全地；khya－描述]，也稱為

《Vedanta-sastra》。數論解釋怎樣抵銷那些已履行活動的反應。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受條件限制的體困靈魂不可能放棄所有工

作。而且，沒資格的人放棄各種工作，這有害又不祥。那些在瑜伽修習初階的

人，只有資格履行賦定職務。因此指導他們摒棄不業(akarma)，即不履行那些職

務和逆業(vikarma)，即禁制活動，並履行定期和按情況而定的職務。當一個人逐

漸停止依附賦定職務的成果，僅是職責所在而繼續履行經典賦定的職務時，對他

來說很吉祥。根據奎師那所述，棄絕僧和瑜伽師的徵兆是不渴求結果，因職責所

在而履行活動。可以這樣做的那些人是真正的棄絕僧和瑜伽師。當這樣的人得到

偉大奉獻者的聯誼時，就能進入奉愛的國度，很快臻達至尊目的地。 
 

詩節十四 
 

adhiñöhänaà tathä karttä karaëaï ca påthag-vidham 
vividhäç ca påthak ceñöä daivaï caivätra païcamam 

 
adhisthanam－軀體；tatha－也；karta－履行者(被假我之結綁在一起的靈魂和

死物)；karanam－感官；ca－和；prthak－截然不同；vidham－各種各樣；

vividha－多重的；ca－和；prthak－截然不同；cestah－活動(例如吸氣和呼氣等

等活動)；daivam－內在見證者，超靈；ca eva atra－肯定在這其他原因之中；

pancamam－第五個。  
 
軀體、履行者、感官、各種各樣的努力及其中的內在激勵者(Antaryami)，正是

《終極韋達》所述的五個活動原因。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現在列舉那些活動的原因。Adhisthanam表示軀體，

karta(媒介或履行者)指的是，把有知覺靈魂和無活動物質綁在一起的假我之結。



karanam的意思是「眼睛和耳朵等等感官」，prthag-vidham表示「各種各樣的努

力」，即吸氣和呼氣等等生命氣的運行，daivam則表示「每個人的內在激勵

者」。這就是五個活動原因。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這裏詳細解釋了，上一個詩節所述的五個活

動原因。應該明白到，這個詩節的adhisthanam這個字表示「這個軀體」，因為

僅是變得體困時，受條件限制的靈魂才可以履行活動。儘管純粹靈魂與活動其實

毫無關係，但在這個軀體內的靈魂稱為履行者，因為是他履行活動的。他只是因

為假我才認為自己是履行者，這樣變成活動結果的享受者。 

 

因此，靈魂稱為知悉者和履行者。《神訓經》也提到了這點：「eña hi drañöä 
srañöä－觀看和行動的其實是靈魂」(《帕爾斯那奧義書(Prasna Upanisad)》
4.9)。《終極韋達》也說：「jïo’ ta eva－靈魂真的是知悉者」(《梵經》2.3.17)和
「karttä çästrärthavattvät－正如經典確認的，人們把個體靈魂理解為履行者」

(《梵經》2.3.31)。這些陳述全都證明上述結論。感官是用來履行活動的工具。靈

魂只是借助感官來完成各種不同的工作。至尊控制者作為見證者、朋友和控制者

位於每個人心裏，每項活動都涉及個別的努力，但是每項活動都依賴祂的准許。

因此，唯有至尊控制者才是至尊原因。那些受到通曉經典結論，達到完美的崇高

人物和至尊控制者啟發的人，能夠確定哪些是他們的義務活動，哪些不是。因此

投入於履行奉愛，很快臻達至尊目的地。不受制於好壞行為的反應。 
 

詩節十五 
 

çaréra-väì-manobhir yat karma prärabhate naraù 
nyäyyaà vä viparétaà vä païcaite tasya hetavaù 

 
sarira-vak-manobhih－以他的軀體、說話或心意；yat－無論如何；karma－活

動；prarabhate－承受；narah－一個人；nyayyam－有美德的；va－或者；

viparitam－不恰當；va－或者；panca－五個；ete－這些；tasya－為了；hetava
－各個原因。  
 
一個人可能以軀體、說話或心意所履行的任何德行或不當活動，這都是背後隱藏

的五個原因。 

 
《要義甘霖》：Çaréra-väì-manobhiù。活動有三種︰以軀體(kayika)履行的活

動、以說話(vacika)履行的活動和以心意(manasika)履行的活動。那些活動可以

進一步歸類為有美德的(dharmika)或邪惡的(adharmika)。這都是五個活動原因。 
 

詩節十六 
 



tatraivaà sati karttäram ätmänaà kevalan tu yaù 
paçyaty akåta-buddhitvän na sa paçyati durmatiù 

 
tatra－那麼；evam sati－雖然如此；kartaram－履行者；atmanam－他自己；

kevalam－唯一的；tu－確實；yah－他；pasyati－認為；akrta-buddhitvat－由於

不純粹的智慧；na－不；sah－他；pasyati－正確地看見；durmatih－愚蠢的。  
 
雖然如此，智慧不純粹的蠢材卻無法正確了解這點，以為他獨自履行所有活動。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說，我們明白到，縱使所有活動背後都存有這五個原

因，但那個仍然把純粹靈魂，即與物質毫無關係的生物體，看作為唯一履行者的

人，因不純粹智慧愚不可及(durmati)。他的看法不正確。事實上，據說這種愚昧

之徒是盲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愚昧的人無法明白，稱為超靈的單獨個體，

在他心裏作為見證者、控制者和朋友，控制所有活動。儘管軀體、履行者、各種

各樣的努力和感官，全都是活動的物質原因，主因卻是超靈。因此，應該把心中

超靈看作為活動的至尊原因，而不僅是這四個物質原因完成活動。無法這樣察看

的那些人認為自己履行活動，因此總是一直燥動不安。 
 

詩節十七 
 

yasya nähaìkåto bhävo buddhir yasya na lipyate 
hatväpi sa imäû lokän na hanti na nibadhyate 

 
yasya－他的；na ahankrta－沒有履行者的假我；bhavah－意識知覺；buddhi－
智慧；yasya－他的；na lipyate－不依附(活動結果)；hatva－殺死；api－儘管；

sah－他；iman－這些；lokan－人；na hanti－不殺死；na－也不；nibadhyate
－他受制於(活動結果)。 
 
沒有履行者的自我概念，智慧又不依附活動結果，這樣的人哪怕殺生，都沒有真

的殺生，也不受制於活動結果。 
 
《要義甘霖》：「那麼，是誰淨化了智慧，實際上是誰察看？」至尊聖主講述這

個以yasya nahankrto bhavah開始的詩節回應這點。「沒有履行者假我的人，不

依附這種想法：『這很討人喜歡；這不討人喜歡。』因此他不受制於活動結果。

在這方面我還可以說甚麼？不管履行的工作吉祥還是不祥，他其實都不是那工作

的履行者。從物質角度來看好像是他殺死這些人，從他自己的角度來看卻不是，

因為他不是自私欲望驅策的。因此不受制於活動結果。」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那些知道自己從僕於至尊控制者，不求成果

地履行工作，沒有履行者假我概念的人肯定有智慧。活動結果無法束縛他們。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阿尊那啊，你只是因為你的假

我，才陷於這場戰役的假象之中。要是你知道，是我所述的五個元素導致所有活

動的話，就不會那樣深受迷惑。因此，儘管殺死所有人，智慧沒沾染履行者假我

概念的那些人都沒殺生；也不受制於這種殺戮的後果。」 
 

詩節十八 
 

jïänaà jïeyaà parijïätä tri-vidhä karma-codanä 
karaëaà karma kartteti tri-vidhaù karma-saìgrahaù 

 
jnanam－知識；jneyam－可知的；parijnata－知悉者；tri-vidha－三種類型；

karma-codana－活動的推動力；karanam－工具；karma－活動；karta－媒介； 
iti－因此；tri vidha－三重的； karma -sangrahah－活動基礎。  
 
知識、可知的和知悉者，構成履行活動的三重動力。工具、活動和媒介，構成活

動的三重基礎。 
 
《要義甘霖》：因此，以至尊聖主之見，善良形態的棄絕是為思辨家而教導的。

不過，給奉獻者的建議卻是完全棄絕業報瑜伽。在《聖典博伽瓦譚》(11.11.32)，
至尊聖主說：「烏達瓦啊，仔細分析了虔誠和罪惡活動的正負面貌之後，那些放

棄我在《韋達經》賦定的職務，從而投入於崇拜我的人，確是人者之尊。」聖施

瑞達爾.斯瓦米這樣解釋了這個詩節的含意︰「那些完全放棄了我在《韋達經》

教導的職務，對我履行崇拜的人是人者之尊。」  
 

這裏出現一個問題。「如果某人因愚昧或無神論傾向而放棄賦定職務，仍然會視

之為人者之尊(sattamah)嗎？」至尊聖主回答說：「不。那些人者之尊明白各種

有利品質，例如履行宗教活動(依據社會階級和靈性晉階而定的賦定職務)所致的

純粹存在，以及忽視這樣的活動所致的各種差異，全都使人難以專心冥想我。那

些明白這點的人是人者之尊。他們有堅定決心，相信對我履行奉愛就可以臻達一

切，並且放棄了所有別的宗教活動，僅是投入於崇拜我。」 
 

在《聖典博伽瓦譚》的上述詩節(11.11.32)裏，dharmam santyajya等詞語的含意，

並非表示只放棄宗教結果，而是放棄宗教本身。應該明白在放棄各種宗教結果方

面全都一樣。這是至尊主的陳述所表達的意見，那些解釋這些陳述的人都支持這

點。知識肯定倚賴內心的淨化。無私地履行賦定活動來獲取知識，可以使人不同

程度地達到這樣的淨化，知識也會按照內心的純淨度增進。知識不會憑藉其他方

法出現。因此，為了讓知識在心裏顯現，甚至連棄絕僧都必須修習無私活動。  



 
透過履行活動徹底淨化了內心時，就不再需要活動。正如《梵歌》(6.3)說：「活

動是那些渴求思辨瑜伽者的修習，但對於那些堅守知識之途的人，他們的修習是

放棄這活動，因為它令人分心。」而且，《梵歌》(3.17)說：「從自我之中得到

快樂，只滿足於和樂在自我之中的人，沒有賦定職務。」  
 

奉愛極獨立極強大，不依賴內心的純粹。《聖典博伽瓦譚》(10.33.39)說︰「那些

懷著超然信心，聆聽主奎師那與巴佳牧牛姑娘逍遙時光的人，得到對祂的超然奉

愛，因此很快擺脫世俗色欲的心病。」怎會這樣？首先，超然奉愛進入和淨化飽

受物質色欲之苦的人內心。從而毀滅這種有資格者的色欲和無用欲望

(anarthas)。《聖典博伽瓦譚》(2.8.5)進一步說︰「奎師那經由耳朵進入奉獻者的

蓮花心，消除所有雜質，就像秋季淨化河流一樣。」 
 

如果只有奉愛才可以淨化內心，那麼奉獻者為甚麼要從事活動？現在便講述目前

這個詩節來澄清這點。只知道靈魂與軀體分開，這樣不構成知識。相反，也要明

白靈魂的基礎真理(atma-tattva)。那些已經托庇這些知識的人，是唯一真正的有

識之士。但是知識、知識對象(vjneya)和知悉者(vjnata)這三個知識元件，與活動

也有關係。棄絕僧的職責是明白這點。至尊聖主正因此而講述這個以jnanam開始

的詩節。在這裏，codana這個字表示「訓令」或「程序」。聖哥袍.巴塔.哥斯瓦

米說，codana(訓令)、upadesa(訓示)和vidhi(規範守則)是同義詞。 
 

現在至尊主自己解釋，這個以karanam karma開始的詩節的下半部。知識幫助我

們知道某些事情。根據這個定義，jnana(知識)是知識的工具；jneya(個體靈魂真

理)就是已知的；知道這個體靈魂真理的人則是知悉者(jnata)，即有知識的人。 

 

活動有三個組元︰活動的對象或工具(karana)、活動本身(karma)和活動的主體或

履行者(karta)。這三個稱為活動基礎(karma-sangraha)的元素與無私活動有關。

這是karma-codana(活動的推動力)這個複合詞的解釋。換句話說，無私活動的履

行，是基於知識(jnana)、知識對象(jneya)和知悉者(jnata)這三個原則。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靈魂是超越各種自然形態的實體，毫無物質

品質。活動靈感、活動基礎和活動結果，全都是三種自然形態的產品，因此和靈

魂沒有固有關係。那些完全皈依給至尊主的專一奉獻者，具有完美的靈魂知識。

雖然他們憑藉奎師那的意願或為了取悅祂而履行活動，卻決不稱為物質主義者。

給他們的唯一尊稱就是「奉獻者」；因此不會陷於業報之網。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知識、知識對象和知悉者是活

動的三項推動力，稱為活動推動力。  
 



工具、對象和履行者構成活動的三重基礎，稱為活動基礎。一個人所履行的任何

活動都有兩種狀態︰啟發(codana)和基礎(sangraha)。在任何活動之前的那個程

序，稱為啟發。啟發是活動的精微存在，是在明顯可見的活動狀態展現之前，心

裏懷著的信心。 
 

活動之前的階段分成三部分︰(1) 活動工具的知識；(2) 可知的活動對象和(3) 活
動的知悉者。活動的外在展現有三部分︰(1) 工具、(2) 對象和(3) 主體。」3 

 

詩節十九 
 

jïänaà karma ca karttä ca tridhaiva guëa-bhedataù 
procyate guëa-saìkhyäne yathävac chåëu täny api 

 
jnanam－知識；karma－活動；ca－和；karta－媒介；ca－和；tridha－三重；

eva－肯定地；guna bhedatah－根據三個物質品質的劃分；procyate－宣佈是；

guna sankhyane－在分析性地描述三種物質自然品質的經典裏；yathavat－它們

的原貌；srnu－你應該聆聽；tani－這些的；api－也。  
 
分析性地討論三種自然品質的經典都說，知識、活動和活動履行者都是善良、情

欲和愚昧品質支配的。現在聽我說說它們的實際情況吧。  
 

詩節二十 
 

sarva-bhüteñu yenaikaà bhävam avyayam ékñate 
avibhaktaà vibhakteñu taj jïänaà viddhi sättvikam 

 
sarva-bhutesu－生物；yena－藉著哪種知識；ekam－一個人；bhavam－自然；

avyayam－不滅；iksate－看見；avibhaktam－不可分割的；vibhaktesu─在被劃

分的事物之中；tat─那；jnanam－知識；viddhi－你應該明白；sattvikam－善

良品質。 
 
藉著善良形態的知識，看到人類、半神人、飛禽走獸等等各種身體內的許多靈

魂，全都是不可分割和不滅的，雖然他們每一個都個別地體驗著不同的活動結

果，但全都有相同的知覺品質。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正在這裏解釋善良形態的知識。Ekam bhavam表示同一

靈魂順序地接受不同的形體，例如半神人、人或鳥獸等等低等物種，承受各種個

人業報的結果。雖然靈魂活在不經久的軀體裏，卻永存不朽。各種各樣的生物體

在個體上都是不同的(vibhaktesu)，同時又全都一樣(eka-rupam)，因為他們天生

同樣都有知覺。把一切看作與個人業報有關，那種理解是善良形態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這詩節饒富深意。萬原之原、眾控制者之控

制者和眾生之源是原始之主，即至尊人格首神主奎師那。雖然祂獨一無二，卻在

這個宇宙展現為各種各樣的化身。在本質和真理方面，祂們基本上都一樣，但根

據超然情感(rasa)和神聖的逍遙時光(vilasa)，祂們每一位都有一些獨特的特性，

等級分明。但祂們全都是一體的。微靈從祂那裏展現為分開的部分，是非常精微

的實體。多不勝數。《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5.9)說︰ 
 

bälägra-çata-bhägasya çatadhä kalpitasya ca 
bhägo jévaù sa vijïeyaù sa cänantyäya kalpate 

據說生物體的大小是把百份之一的頭髮尖，再分為一百份。已經宣佈了這些生物

體是永恆的。 
 
正如之前的解釋，微靈有兩種︰受制(baddha)和解脫的(mukta)。雖然不可勝

數，但他們在本質上全都一樣，都是天生有知覺的。雖然投生為半神人、人類鳥

獸等等各種物種，他們的基本結構卻全都是奎師那的僕人。為了確立這個哲學結

論，主奎師那現在解釋，透過善良形態的知識，看到無數生物體為了承受個別的

業報，存在於半神人、人類鳥獸等等各種身體。從有知覺本體(cit-tattva)的角度

來說，那種使人察知到他們不分不變，本質一致的知識，稱為善良形態的知識。 
 

詩節二十一 
 

påthaktvena tu yaj jïänaà nänä-bhävän påthag-vidhän 
vetti sarveñu bhüteñu taj jïänaà viddhi räjasam 

 
prthaktvena－分別地；tu－但是；yat－藉此；jnanam－知識；nana-bhavan－ 
很多性質；prthag-vidhan－不同物種的；vetti－認為；sarvesu bhutesu－在眾

生；tat－那；jnanam－知識；viddhi－你應該知道；rajasam－情欲品質支配

的。  
 
不過，使人在半神人和人類等等不同生命物種之中，看見各種不同的生物，從而

看到眾生歸入不同種類，並為了不同目的而存在，那種知識稱為情欲品質支配的

知識。 

 
《要義甘霖》：在這裏，至尊聖主正在解釋情欲形態的知識。惡魔說眾生的靈魂

之間有差別，軀體毀滅時則魂飛魄散。換句話說，他們看到不同身體裏有不同類

型的靈魂。受到情欲形態知識的影響，也許會斷定靈魂受到苦樂影響，或是苦樂

毫無基礎。換句話說，把苦樂看作為僅是偶然發生的。看到無活動、有知覺、全

面遍透或極微小部分有點相似的那種知識，稱為情欲品質支配的知識。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情欲形態的知識產生不同的理解。這表示那

些不相信超然世界存在的人，說軀體本身就是靈魂。耆那教說雖然靈魂與軀體不

同，卻受到軀體所限。換句話說，他們說靈魂與軀體不是分開存在的。佛教徒說

靈魂在某段期間有知覺。邏輯家說靈魂是九種特別品質的基礎，那就是，他與軀

體有分別，也有活動。產生這各種與靈魂有關的理解，那種知識是愚昧品質支配

的。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那些具有情欲形態知識的人說，存在於人類鳥獸

等等不同物種的生物體屬於不同類別，固有本性也不一樣。」 
 

詩節二十二 
 

yat tu kåtsna-vad ekasmin kärye saktam ahaitukam 
atattvärtha-vad alpaïca tat tämasam udähåtam 

 
yat－藉此；tu－但是；krtsna-vat－完全地；ekasmin－對一個人；karye－活動

(例如沐浴和進食等等維繫身體的)；saktam－依附的；ahaitukam－沒有原因的

(自然發生)；atattva-artha-vat－沒有實際地理解生命目標的；alpam－淺陋不足

(像動物那樣 )；ca－和； tat－那知識； tamasam－黑暗品質支配的知識；

udahrtam－據說是。  
 
而黑暗形態的知識，就是讓人全神貫注於僅與短暫物質軀體有關的活動，例如沐

浴和進食等等的那種知識，認為這樣的活動是終極完美。那種知識非理性，毫不

理解靈性真象，也像動物那樣淺陋不足。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現在解釋愚昧形態支配的知識。這樣的知識毫無靈性基

礎，只培養對沐浴、飲食、與女性享樂等等自然軀體行為的依附，以及得到這種

享樂的各種方法。這種知識沒培養對韋達活動，例如履行祭祀和佈施等等的依

附。愚昧形態的知識也缺乏任何實質的哲學理解，即缺乏對真理的理解，就像動

物的知識或本能一樣不實際和不重要。  
 

簡單來說，絕對真象的知識是善良形態的，凌駕於軀體；邏輯經典的知識，例如

那些充滿各種論點和反證的，是情欲形態的；僅與沐浴和進食等等軀體需求有關

的物質主義知識，則是愚昧形態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那些認為沐

浴和進食等等身體活動最重要的人，他們的知識和那種使人更這種活動的知識淺

陋不足，稱為愚昧形態的知識。這知識雖然不恰當，看起來卻自然而正常，但其

實毫無意義。  
 



總而言之，絕對真象的知識與軀體分開，稱為善良形態的知識。邏輯學確立不同

的好辯哲學，這各式各樣的經典知識，稱為情欲形態的知識。與沐浴和進食等等

身體活動有關的知識，稱為愚昧形態的知識。」 
 

詩節二十三 
 

niyataà saìga rahitam aräga-dveñataù kåtam 
aphala-prepsunä karma yat tat sättvikam ucyate 

 
niyatam－穩定地；sanga-rahitam－不依附地；araga-dvesatah－沒依附和厭惡；

krtam－履行了；aphala-prepsuna－不求結果；karma－工作；yat－它；tat－
那；sattvikam－善良品質支配的；ucyate－據說是。  
 
一個人不求結果，也不依附地履行，個人完全不覺吸引或厭惡的那項義務，據說

是善良品質支配的。 
 
《要義甘霖》：解釋了三種知識之後，至尊聖主便解釋三種活動。不依附或沉醉

其中，即不覺吸引或厭惡，不求結果地履行經典賦定的定期職務，稱為善良形態

的活動。 

 
詩節二十四 

 
yat tu kämepsunä karma sähaìkäreëa vä punaù 

kriyate bahuläyäsaà tad räjasam udähåtam 
 
yat－它；tu－但是；karma-ipsuna－渴求結果的；karma－工作；sa-ahankarena
－懷著他是活動履行者的這種概念(假我)；va punah－並且也；kriyate－履行

了；bahula-ayasam－好不容易；tat－那；rajasam－情欲品質支配的；udahrtam
－據說是。   
 
不過，渴望如願的自負之徒費盡周章地履行的活動，稱為情欲品質支配的。 
 
《要義甘霖》：Kamepsuna表示「有一點假我」，sahankarena表示「有極大假

我」。  
 

詩節二十五 
 

anubandhaà kñayaà hiàsäm anapekñya ca pauruñam 
mohäd ärabhyate karma yat tat tämasam ucyate 

 



anubandham－(痛苦的)結果；ksayam－(美德)的毀滅；himsam－自我毀滅或對

他人施以暴力；anapeksya－不考慮；ca－和；paurusam－自己的能力；mohat－
出於錯覺；arabhyate－承擔了；karma－活動；yat－它；tat－那；tamasam－黑

暗品質支配的；ucyate－據說是。  
 
懷著錯覺履行的活動，稱為黑暗品質支配的。因此，一個人不考慮活動的苦果，

例如知識和宗教的毀滅，以及對自己和其他人造成的痛苦等等。他無法實際地評

估自己的能力。  
 
《要義甘霖》：anubandham這個字的前綴anu表示，「履行了活動之後，在將來

發生的事。」換句話說，它表示活動的必然結果。Bandha表示「憲兵或鬼差

(Yamadutas)等人實施的約束」。任何受錯覺影響而開始的唯物論努力，沒三思

將來隨之而來的痛苦、虔誠和知識的喪失或自我毀滅，稱為愚昧形態的活動。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正在上述的三個詩節解釋三種活

動。《聖典博伽瓦譚》(11.25.23)也說︰ 
 

mad-arpaëaà niñphalaà vä sättvikaà nija-karma tat 
räjasaà phala-saìkalpaà himsä-präyädi tämasam 

只有那些被當作給至尊主的供品，無私地履行的無私活動，才是善良形態的。渴

望享受成果地履行的活動，是情欲形態的，出於嫉妒和暴力而履行的活動，是愚

昧形態的。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愚昧形態的活動令人傾向於殘暴。那是心意迷亂

時履行的，沒三思將來可能會導致的痛苦，也沒考慮這可能會毀掉知識和虔誠。

這樣的活動要不然就是暴力的，損人不利己。」 
 

詩節二十六 
 

mukta-saìgo ’nahaà-vädé dhåty-utsäha-samanvitaù 
siddhy-asiddhyor nirvikäraù karttä sättvika ucyate 

 
mukta-sangah－不依附的人；anaham-vadi－沒假我；dhrti－以堅忍的決心；

utsaha－和熱誠；samanvitah－賦有；siddhi-asiddhyoh－因成敗；nirvikarah－
不受影響的人；karta－行動履行者；sattvikah－善良形態支配的；ucyate－據說

是。  
 
那位不求成果，沒有假我，堅忍不拔和滿腔熱誠，不受活動成敗影響的活動履行

者，據說受到善良品質影響。 
 



《要義甘霖》：首先，至尊聖主解釋三種活動。現在祂解釋三種活動履行者。 
 

詩節二十七 
 

rägé karma-phala-prepsur lubdho hiàsätmako ’çuciù 
harña-çokänvitaù karttä räjasaù parikérttitaù 

 
ragi－深切依附的人；karma-phala－對他的工作成果；prepsuh－非常渴望；

lubdhah－貪婪的；himsa-atmakah－暴力的；asucih－不乾淨；harsa－歡欣；

soka－和苦難；anvitah－全神貫注於；karta－活動履行者；rajasah－情欲品質

支配的；parikirtitah－描述了。  
 
那個深切依附和渴求活動成果，依附感官對象，喜歡暴力，不乾淨，因悲喜而不

能自己的活動履行者，據說受到情欲品質影響。 
 
《要義甘霖》：Ragi表示「依附活動」。Lubdhah表示「全神貫注於感官對

象」。 
 

詩節二十八 
 

ayuktaù präkåtaù stabdhaù çaöho naiñkåtiko ’lasaù 
viñädé dérgha-sütré ca karttä tämasa ucyate 

 
ayuktah－喜歡不當活動；prakrtah－他的努力與後天所得的品性一致；stabdhah
－頑固；sathah－不誠實的；naiskrtikah－對其他人無禮、冒犯；alasah－懶

惰；visadi－沮喪；dirgha-sutri－猶豫不決；ca－和；karta－活動履行者；

tamasah－黑暗品質支配的；ucyate－據說是。  
 
那個喜歡不當活動，按照自己後天所得的品性而努力，頑固和不誠實，侮辱他

人，懶惰，沮喪和猶豫不決的活動履行者，據說受到黑暗品質支配。 
 
《要義甘霖》： Ayuktah表示「履行不當行為的人」。prakrtah表示「處於自己

後天所得品性的人」。這樣的人聽命於心意。他們甚至不跟隨靈性導師的訓令。

Naiskrtikah表示「侮辱其他人」。  
 

「因此，思辨家應該履行善良形態的棄絕，它具有之前所述的特性。應該只托庇

著眼於善良形態活動的知識。這確是必須的。一個人應該是善良形態的活動履行

者(karta)。這是思辨家的棄絕，這是與我有關的知識。它與自我也有關係，也是

這主題的精華。不過，奉獻者的知識超越三種具牽制力的自然形態。為我履行的

工作超越三種形態的影響，稱為奉愛。那活動的履行者也超越那些形態。」正如



《聖典博伽瓦譚》(11.25.24)說：「自我知識是善良形態的；基於二元或多樣性的

知識是情欲形態的；物質知識是愚昧形態的；專注於我的那種知識超越三種自然

形態。」這是《聖典博伽瓦譚》(3.29.11-12)所述無物質屬性奉愛的特點。  
 

《聖典博伽瓦譚》(11.25.26)說：「那個不依附活動結果的活動履行者，是善良品

質支配的；依附結果的人是情欲品質支配的；失去分辨力的人是愚昧品質支配

的。但那個皈依給我的活動履行者，卻超然於三種自然形態。」  
 

而且，不僅是知識，與奉愛有關而超然於各種自然形態的活動和活動履行者，任

何與奉愛有關的事物都是那樣。在《聖典博伽瓦譚》(11.25.27)還有一個關於信心

(sraddha)的陳述：「與自我知識有關的信心是善良品質支配的，基於活動的信心

是情欲形態的，基於反宗教的信心是愚昧形態的。不過，為我服務的信心則超越

所有物質形態。」  
 

在居處方面，《聖典博伽瓦譚》(11.25.25)說︰「住在森林是善良形態的，住在鄉

村是情欲形態的，住在賭場(或城市，那是各種惡行的中心)是愚昧形態的。但是

我或我奉獻者所住(或被崇拜)的地方，則超越所有物質形態。」  
 

在快樂方面，《聖典博伽瓦譚》(11.25.29)說︰「源於自我的快樂是善良品質支配

的；源於感官對象的快樂是情欲支配的；源於錯覺和卑鄙的快樂是愚昧支配的；

皈依我而產生的快樂則超越這三種形態。 
 

因此，我那些地位超然的奉獻者自己從有關奉愛的知識、活動和信心所得的快

樂，超越各種自然形態。與善良形態思辨家的知識有關的一切，都是善良形態

的。與情欲形態業報工作者有關的一切，都是情欲形態的，與愚昧形態的任性妄

為之徒有關的一切，都是愚昧形態的。」從《博伽梵歌》和《聖典博伽瓦譚》的

陳述了解到這點。《梵歌》的十四章也說，思辨家最終只能透過履行純粹奉愛，

擺脫各種物質自然形態，純粹奉愛只在放棄了知識之後才會展現。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典博伽瓦譚》(11.25.26)也描述，活動履

行者有三種︰ 
 

sättvikaù kärako ’saìgé rägändho räjasaù småtaù 
tämasaù småti-vibhrañöo nirguëo mad-apäçrayaù 

那位不依附的活動履行者是善良形態的，過分依附活動及結果的人是情欲形態

的，沒有分辨力的人是愚昧形態的，皈依我的人則超然於三種具牽制力的物質自

然形態。 
 

詩節二十九 
 



buddher bhedaà dhåteç caiva guëatas tri-vidhaà çåëu 
procyamänam açeñeëa påthaktvena dhanaïjaya 

 
buddheh－智慧的；bhedam－部分；dhrteh－決心的；ca－和；eva－確實；

gunatah－根據物質自然的品質； tri-vidham－這三個； srnu－現在聽著；

procyamanam － 描 述 了 ； asesena － 和 完 全 地 ； prthaktvena － 明 確 地 ；

dhananjaya－致富者啊。  
 
致富者(丹南佳亞)啊，當我根據物質自然具牽制力的品質，詳細描述智慧和決心

的三種劃分時，請聽著。 
 
《要義甘霖》：與思辨家有關的一切都是善良品質支配的，因此是有益的。現在

至尊聖主在這個以buddheh開始的詩節，描述智慧和決心的三種劃分。 
 

詩節三十 
 

pravåttiï ca nivåttiï ca käryäkärye bhayäbhaye 
bandhaà mokñaï ca yä vetti buddhiù sä pärtha sättviké 

 
pravrttim－甚麼時候要從事；ca－和；nivrttim－甚麼時候要放開；ca－和；

karya-akarye－甚麼是適當和不當的行動；bhaya-abhaye－要害怕甚麼和不害怕

甚麼；bandham－甚麼是束縛；moksam－甚麼是解脫；ca－和；ya－它；vetti
－明白；buddhih－智慧；sa－那；partha－帕瑞塔之子啊；sattviki－善良品質

支配的。  
 
帕瑞塔之子(帕爾塔)啊，一個人能夠分辨適當和不當的事務，要害怕甚麼和不怕

甚麼，甚麼具牽制力和甚麼使人解脫時，他的智慧就被視為善良形態的。 
 
《要義甘霖》：Bhayabhaye指的是陷於物質世界和得以解脫的原因。 
 

詩節三十一 
 

yayä dharmam adharmaï ca käryaï cäkäryam eva ca 
ayathävat prajänäti buddhiù sä pärtha räjasé 

 
yaya－藉此；dharmam－美德；adharmam－邪惡；ca－和；karyam－要做甚

麼；ca－和；akaryam－不要做甚麼；eva－肯定；ca－和；ayathavat－不正確

地；prajanati－辨別；buddhih－智慧；sa－那；partha－帕瑞塔之子啊；rajasi
－情欲品質支配的。 
 



帕瑞塔之子(帕爾塔)啊，當一個人不正確地辨別宗教和反宗教，要做甚麼和不要

做甚麼時，就知道他的智慧被情欲品質蒙蔽了。 
 
《要義甘霖》：Ayathavat表示「不正確地」。  
 

詩節三十二 
 

adharmaà dharmam iti yä manyate tamasävåtä 
sarvärthän viparétäàç ca buddhiù sä pärtha tämasé 

 
adharmam－非宗教；dharmam－宗教；iti－因此；ya－它；manyate－認為； 
tamasa-avrta－被黑暗蒙蔽；sarva-arthan－所有事情；viparitan－據說是相反

的；ca－和；buddhih－智慧；sa－那；partha－帕瑞塔之子啊；tamasi－黑暗品

質支配的。  
 
帕瑞塔之子(帕爾塔)啊，智慧被愚昧的黑暗品質蒙蔽的人，認為非宗教是真宗

教，真宗教卻是非宗教，他對一切的察知都與現實相反。由於被愚昧形態蒙蔽，

因此那種智慧是愚昧形態的。 
 
《要義甘霖》：ya manyate指的是，看到斧頭獨立地砍伐的那種智慧。[換句話

說，一個只察知外在功能(例如斧頭砍伐)的人，無法領會這種內在理解：揮動斧

頭的靈魂才是砍伐行為的實際履行者，而不是斧頭，它只是工具而已。] 
 

詩節三十三 
 

dhåtyä yayä dhärayate manaù-präëendriya-kriyäù 
yogenävyabhicäriëyä dhåtiù sä pärtha sättviké 

 
dhrtya－透過決定；yaya－它；dharayate－維繫；manah－心意的；prana－生命 
能量； indriya －和感官； kriyah －各種活動； yogena －透過修習瑜伽；

avyabhicarinya－透過堅定不移的；dhrtih－決心；sa－那；partha－帕瑞塔之子

啊；sattviki－善良品質支配的。 
 
帕瑞塔之子(帕爾塔)啊，一個人透過修習瑜伽所得的，控制心意、生命能量和感

官等等功能的堅定決心，是善良品質支配的。 

 
《要義甘霖》：現在至尊聖主描述三種決心或堅忍不拔(dhrti)。 
 

詩節三十四 
 



yayä tu dharma-kämärthän dhåtyä dhärayate ’rjuna 
prasaìgena phaläkäìkñé dhåtiù sä pärtha räjasé 

 
yaya－它； tu－但是；kama-arthan－宗教、感官滿足和經濟發展的活動； 
dhrtya－透過確定；dharayate－維繫；arjuna－阿尊那啊；prasangena－透過強

烈依附；phala-akanksi－渴求成果；dhrtih－決心；sa－那；partha－帕瑞塔之子

啊；rajasi－情欲品質支配的。  
 
阿尊那啊，帕瑞塔之子啊，受到享受工作結果的強烈依附驅使，一個人決意堅持

宗教修習、感官享樂活動、努力改善經濟狀況，這全都是情欲品質支配的。  
 

詩節三十五 
 

yayä svapnaà bhayaà çokaà viñädaà madam eva ca 
na vimuïcati durmedhä dhåtiù sä tämasé matä 

 
yaya－藉此；svapnam－睡得太多；bhayam－恐懼；sokam－悲哀；visadam－沮

喪；madam－瘋狂；eva ca－和當然；na－從不；vimuncati－可以凌駕；

durmedha－不聰明；dhrti－決心；sa－那；tamasi－黑暗品質支配的；mata－認

為。  
 
但是，蠢材的偏執被認為是受到愚昧品質影響的，使他難以克服睡得太多、恐

懼、悲哀和瘋狂。 
 

詩節三十六 
 

sukhaà tv idänéà tri-vidhaà çåëu me bharatarñabha 
abhyäsäd ramate yatra duùkhäntaï ca nigacchati 

 
sukham－快樂的；tu－但是；idanim－現在；tri vidham－三種；srnu－聆聽；

me－從我這裏；bharata-rsabha－巴爾塔家族之翹楚；abhyasat－透過(持恆)的培

養；ramate－品嚐；yatra－那快樂；duhkha-antam－對結束痛苦(是善良品質的

快樂)；ca－和；nigacchati－帶給人。  
 
巴爾塔王朝之翹楚啊，現在聽我說三種快樂。透過定期培養和依附善良品質支配

的快樂，一個人結束重複的生死輪迴之苦。  
 
《要義甘霖》：在以下的一個半詩節，至尊聖主描述善良形態的快樂、性質和怎

樣透過持恆的培養依附它。這與透過肉欲刺激的興奮而出現，從感官對象所得的



快樂不同。duùkhäntaï ca nigacchati表示「那種讓人可以跨越物質存在之苦的依

附」。  
 

詩節三十七 
 

yat tad agre viñam iva pariëäme ’måtopamam 
tat sukhaà sättvikaà proktam ätma-buddhi-prasäda-jam 

 
yat－它；tat－那；agre－最初；visam－毒藥； iva－像；pariname－最後；

amrta-upamam－像甘露；tat－那；sukham－快樂；sattvikam－善良品質支配

的；proktam－宣佈了；atma－朝著自我；buddhi－智慧；prasada－從純粹的；

jam－被產生的。  
 
已經宣告了，那種最初像毒藥，最後卻像甘露，源於純粹智慧並與超然自我有關

的快樂，是善良品質支配的。 
 
《要義甘霖》：Visam iva(像毒藥)表示，最初甚難控制感官和心意。 
 

詩節三十八 
 

viñayendriya-saàyogäd yat tad agre ’måtopamam 
pariëäme viñam iva tat sukhaà räjasaà småtam 

 
visaya－以感官對象；indriya－感官的；samyogat－從接觸；yat－它；tat－那；

tat－最初；amrta-upamam－像甘露；pariname－最後；visam－毒藥；iva－喜

歡；tat－那；sukham－快樂；rajasam－情欲品質支配的；smrtam－認為。  
 
據知情欲形態的快樂是感官和感官對象接觸而產生的。它最初像甘露，最後卻像

毒藥。 
 
《要義甘霖》：Yad amrta-upamam指的是和妻子以外的其他女人享樂時，體驗

到的快樂。 
 

詩節三十九 
 

yad agre cänubandhe ca sukhaà mohanam ätmanaù 
nidrälasya-pramädotthaà tat tämasam udähåtam 

 



yat－它；agre－最初；ca－和；anubandhe－最後；ca－和；sukham－快樂；

mohanam－錯覺；atmanah－靈魂的；nidra－睡眠；alasya－懶惰；pramada－
荼毒；uttham－出於；tat－那；tamasam－黑暗品質支配的；udahrtam－據說。  
 
那種自始至終都蒙蔽靈魂的本性，由睡眠、懶惰、無謂活動等等所產生的快樂，

據說是黑暗品質支配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快樂也有三種。《聖典博伽瓦譚》(11.25.29)
說︰ 

 
sättvikaà sukham ätmotthaà viñayotthaà tu räjasam 

tämasaà moha-dainyotthaà nirguëaà mad-apäçrayam 
源於自我覺悟的快樂是善良的，源於感官快樂的快樂是情欲的，源於騙人慘況的

快樂是愚昧的，讚美至尊聖主和憶念祂所得的快樂，則超越所有物質形態。 
 

詩節四十 
 

na tad asti påthivyäà vä divi deveñu vä punaù 
sattvaà prakåti-jair muktaà yad ebhiù syät tribhir guëaiù 

 
na－從不；tat－那裏；asti－存在；prthivyam－在地球上；va－或者；divi－在

天堂星球；devesu－在眾神之中；va－或者；punah－甚至；sattvam－生物或對

象；prakrti-jaih－源於物質自然；muktam－倖免；yat－他；ebhih－從這些；

syat－可以是；tribhih－三種；gunaih－具牽制力的品質。  
 
在這整個物質創造，地球上的人類和其他物種，又甚至是天堂星球的半神人，無

一倖免於三種自然品質的影響。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解釋一些祂還沒講述的事來總結這個主題。tat sattvam
表示，在創造裏的生物體或物體都有三種形態，它們源於物質自然。因此，萬物

都是三種物質自然形態組成的。只有善良形態的事物才有助益；情欲形態或愚昧

形態的事物都一無是處。這是這個題目的意義。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總結這個主題說，與這個物質世界

有關的一切，都是三種物質自然形態組成的。確立了善良形態事物的優越性。一

個人領受到指導，僅是熱切地托庇和接受善良形態。不過，為了擺脫這個物質世

界的束縛，必須托庇超然於各種形態的事物。至尊主、奉獻者和奉愛，以及所有

用於服務至尊聖主的情感和用品，都超然於各種形態。不接納祂們，生物體就不

可能得到終極福祉。因此，所有聰明人的至尊職務，都是憑著聖人聯誼的影響，



盡力晉升到三種物質自然形態之上。這樣處於超然本性，參與至尊主的超然愛心

服務。 
 
現在提出這個主題的概述，讓奉愛修習者可以輕易明白和進入，在三種具牽制力

的物質自然形態之上的領域。 
 
《聖典博伽瓦譚》(11.25.30-31)描述，在三種自然形態之內和之上的上述主題。其

中，至尊聖主對烏達瓦說： 

 
dravyaà deçaù phalaà kälo jïänaà karma ca kärakaù 

çraddhävasthäkåtir niñöhä trai-guëyaù sarva eva hi 
sarve guëa-mayä bhäväù puruñävyakta-dhiñöhitäù 

dåñöaà çrutam anudhyätaà buddhyä vä puruñarñabha 
各種各樣的對象、地方、活動結果、時間、知識、活動、活動履行者、信心、意

識知覺和堅定決心，全都由三種物質自然形態組成。人者之尊啊，心意看到、聽

到或想像到的一切，都位於物質自然和人物之內，因此都是三種形態組成的。 
 
怎樣才可以征服三種形態？在這方面，至尊聖主在《聖典博伽瓦譚》(11.25.32)
說： 

 
etäù saàsåtayaù puàso guëa-karma-nibandhanäù 

yeneme nirjitäù saumya guëä jévena citta-jäù 
bhakti-yogena man-niñtùo mad bhäväya prapadyate 

溫文的人啊，因為生物體誤以為軀體是自我，因此受制於各種形態和活動。因此

流連於各種各樣的生命物種。那些受到奉獻者聯誼影響的人，修習奉愛瑜伽。因

此他們征服那些在心意之中展現為自我概念，把軀體當成自我的物質形態，堅定

地致力於我。因此得以在我的至尊居所服務我。 

 

至尊聖主是那位超越各種物質自然形態的真理。那些托庇祂的奉獻者也超越各種

形態。專一奉愛及其支體部分也超越各種形態。憑著至尊主不可思議的力量，那

各種被奉獻者視為奉愛方面的有效工具，並用於服務祂的事物和情感，全都變得

超然於各種形態。在《聖典博伽瓦譚》等等經典，通篇多個地方都確立了這個原

則。 
 



主體及品質一覽表 
主體 善良形態 情欲形態 愚昧形態 超越各種形態 

食物 有益，純淨，

容易得到的 

取悅感官的 令人痛苦，不

純淨的 

供奉給主的 

地方 森林 鄉村 賭場 主的廟宇 

結果 自我的知識 感官滿足 迷亂，困惑 聆聽和唸誦 

時間 快樂、宗教、

知識 

痛苦和財富 傷心和錯覺 對主的純粹愛

心服務 

知識 與自我有關的 滿是懷疑 物質享樂 與主有關的 

活動 把活動成果無

私地供奉給至

尊主 

渴求成果地履

行賦定職務 

與韋達訓令相

反的 

聆聽和唸誦 

履行者 不依附 沉迷於感官對

象 

毫無分辨力 奉獻者 

信心 與自我有關 與果報活動有

關 

與反宗教有關 與奉愛服務有

關 

存在狀態 清醒 做夢 沉睡 神聖的 

得到的形象 半神人 人類 樹木和石頭 主的僕人 

目的地 天堂星球 地球 地獄 對主的愛心服

務 

 
詩節四十一 

 
brähmaëa-kñatriya-viçäà çüdräëäï ca parantapa 

karmäëi pravibhaktäni svabhäva-prabhavair guëaiù 
 
brahmana－祭師或知識分子的；ksatriya－戰士或統治者的；visam－商人或牧牛

族的； sudranam－勞工的；ca－和；parantapa－懲敵者；karmani－活動；

pravibhaktani－劃分的；svabhava-prabhavaih－源於(之前生生世世的行為累積

的印象造成的)各自的本性；gunaih－根據他們的品質。  
 
懲敵者啊，婆羅門、戰士或統治者、商人或牧牛族和勞工的賦定職務，是根據他

們各自天性產生的傾向劃分的。 
 
《要義甘霖》：而且，透過崇拜至尊主，即至尊控制者，及根據各自的資格履行

經典賦定的行為，受三種物質自然形態影響的生物體因此而成功和完美。為了解

釋這個原則，至尊聖主現在講述以下六個以brahmana-ksatriya-visam開始的詩

節。 
 



Svabhava-prabhavair-gunaih表示「自己那種與各種主要形態一致的本性所產生

的工作」。根據這些形態，恰當地劃分了並為婆羅門、統治者或戰士等等，賦定

了各種不同活動。這確定了那些人個別的義務。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為使人類超越三種物質自然形態，逐漸提升

到更高資格，至尊主奎師那根據個人各自的品質和活動，確立了分門別類的賦定

職務。純粹的階級制度編排非常科學化，對人類有利又吉祥。不過，時移世易，

目睹這個體系所謂的追隨者的各種過失，普通人失去了信心。這信心所餘無幾，

以至現在印度社會的普羅大眾，都責難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各個階級造成的分

化和敵對。他們也聲稱，階級和宗教是印度社會、政治和經濟崩潰的主因，而

且，印度人不及其他國家的那些人進步，這也歸咎於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印

度大部分的人決心要徹底摧毀階級和宗教，確立完全沒有階級的無神論社會。毀

滅有用的事物有多輕易，啟動和傳揚典範的事物也一樣難。願至尊聖主賜予他們

好智慧。他們是謹慎地深思熟慮之後，才採取這個立場嗎？還是只是感情用事，

從誓死要徹底根除個人和整體社會？在這方面，我們會從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

爾所著的《主采坦亞的教導》，引用一些有意義的部分。我們謙卑地請求有信心

的讀者仔細審閱和理解。 
 

「一個人的傾向或品質僅是取決於天性。一個人應該按照那種個別的本性工作，

否則將一事無成。『genius』這個英文字是用來指天性的某個特別部分。江山易

改，本性難移；因此應該順其自然，為了生計和靈性完美而努力。在印度，遵循

階級制度的訓令，人們根據四種天性分成四個階級，因而在社會上恰如其分。他

們的社會活動自然地變得有成果，人類社會也得到完全的吉祥。階級制度的基礎

穩固而科學化。有這種基礎的社會值得全人類敬重。 
 

有些人也許會懷疑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說：『歐洲和美國沒有人遵循基於階

級劃分的訓令，不過他們在經濟、科學方面等等都比印度人更先進和受到尊

重』，於是他們斷定，接受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這樣的制度一無是處。不過，

這樣的懷疑毫無根據，因為歐洲社會相當新。這種現代社會的人通常更強壯和更

勇敢，接納了舊社會保存的部分知識、科學和藝術，於是他們在世界上履行各種

活動。但是這些新社會將逐漸滅亡，因為他們的社會編制沒有科學基礎。不過，

縱使存在於古印度阿瑞安社會的原始階級制度現在那麼古老和不振，在現今印度

社會卻仍然可以看到它的徵兆。 
 

之前，羅馬和希臘文化比現代歐洲文化更強大和先進，但是目前面對甚麼困境？

他們失去了自己的古老階級制度。大規模地採納了現代社會的宗教和系統，以致

那些階級的人甚至不以高尚祖先的榮耀為榮。雖然印度的阿瑞安社會比羅馬和希

臘社會更源遠流長，現時的阿瑞安人卻為他們偉大的英雄祖先感到驕傲。為甚

麼？因為阿瑞安社會的基礎穩固地扎根在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因此仍然保留

了他們的社會或階級特性。茹阿瑪的後裔被野蠻人，即吃肉者打敗，卻仍然認為



自己是主茹阿瑪粲卓的英勇後裔。只要印度存有階級制度，那裏的人肯定繼續會

是阿瑞安人。由於印度社會遠古悠久，不管人們變得多麼墮落，都決不會變成非

阿瑞安。 
 

羅馬人等等歐洲的阿瑞安後裔，夾雜了漢(Hana)和斑達爾(Bhandala)等等最低下

的階級，這樣與他們融為一體。透過研究目前歐洲社會的結構，我們發現他們所

存有的任何魅力都是因為這個事實：他們以某種方式接受了階級體系的原則，這

體系是按照人們天生的傾向展現的。在歐洲，那些具有商人天性的人認為從商是

有益的，只因此而在經濟方面有進步。那些具有統治者或戰士天性的人會自願當

兵，那些具有勞工天性的人通常寧願履行僕役服務。實際上，不以某種形式接受

階級和宗教，任何社會都不能存在。甚至在安排婚事時都會審視新娘和新郎的階

級和品性，也會考慮彼此之間的地位高低。 
 

雖然歐洲局部地接受了階級和宗教，卻尚未確立完整及具科學化基礎的形式。凡

是在知識和文明方面有真正進步的地方，當地的階級和宗教都以適當的比例展

現。任何活動都採用兩種方法︰不科學和科學化的。在採用科學化程序之前，一

直都是以不科學的方法履行活動。例如，在發明機動船之前，人們一直都是乘坐

帆船航行，它的設計是靠風力推動的。但當引入了科學化地建造的蒸汽船時，就

取代了帆船，作為主要的水上運輸工具。同一原則也可以用於社會。恰當地確立

階級制度之前，國家會以某些不科學的原始制度管治那個國家的社會。除了印度

[階級制度在當地的發展比較成熟]之外，現在世界各國的社會都是由初步和原始

的階級制度管治和控制。因此印度稱為正確執行賦定職務之地(karma-ksetra)。 
 

在我們的討論之中，這時有人可能會問，其實階級制度今天在印度是不是恰當地

運作。答案是，肯定不是。雖然之前貫徹實施了這個階級制度，但是時移世易，

它弊病叢生，現時在印度可以看到這個制度衰落的狀態。我們可能會問：『是哪

種毛病？』下列解釋提供解答。 
 

在特瑞塔年代初期，阿瑞安社會的發展登峰造極，那時候確立了四社會四靈性晉

階體系。所作的安排就是，根據每個人的天性確定他的階級。一確定了所需的資

格(adhikara)，就只會履行那個階級的賦定職務。如此一來，就非常愜意地透過

分工和確定天性的科學化程序，管理世界的活動。檢視了天性之後，不知道父親

階級的人，被安置在合適的階級之中。韋達歷史之中的佳比利(Jabali)、哥譚

(Gautama)、贊蘇茹提(Janasruti)和祺崔茹阿塔(Citraratha)等等，都是這方面的

例子。至於知道父親階級的人，則會基於性格和家族來確定他的階級。在拿瑞斯

央塔 (Narisyanta) 的王朝，阿尼瓦薩 (Agnivesa)自己成為稱為贊圖卡爾拿

(Jatukarna)的大聖人。稱為阿尼瓦斯亞央(Agnivesyayana)的婆羅門望族，正是他

的後代。在阿拉(Aila)王朝，佳努(Jahnu)，即訶崔(Hotra)的兒子得到婆羅門之

位。巴爾兌傑(Bharadvaja)生於巴爾塔王朝，稱為威塔塔(Vitatha)王，他的王朝

發展為兩個王朝。拿爾(Nara)的子孫成為統治者或戰士，嘎爾嘎(Garga)的子孫



則成為婆羅門。薩塔南達 (Satananda)和葵帕師 (Krpacarya)等等穆達爾亞族

(maudgalya gotra)的婆羅門，生於巴爾亞斯瓦(Bharyasva)王的王朝。經典有很多

這樣的例子；這裏只引用了其中幾個。 
 

當階級制度適當地運作時，印度就像正午驕陽的強光一樣名揚四海。世界各國的

人全都向印度致敬，把印度的統治者、控制者和靈性導師視為自己的。埃及和中

國等等國家都會懷著極大信心和敬意，聆聽和領受印度人的訓示。 
 

上述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在印度毫無偏差地持續了一段長時間。後來，受到

時間的影響，統治者佳瑪達尼 (Jamadagni) 和他的兒子帕茹阿蘇茹阿瑪

(Parasurama)不法地被認作婆羅門，縱使他們最後都因那個階級與他們天性相反

而放棄。然後婆羅門和統治者之間爆發了爭論，擾亂了世界和平。這次爭吵產生

了不利的結果︰階級制度更加強調出身。有人悄悄引進了這個扭曲的階級制度；

甚至滲入了《曼奴法典》等等經典。統治者或戰士全無指望臻達更高階級，於是

群起反抗，支持佛教和全力殲滅婆羅門。傳揚新的活動或意見時，反對的程度往

往相若。與《韋達經》相反的佛教信仰冒起，與婆羅門對峙時，基於出身的階級

制度甚至更根深蒂固。這個構思不佳之制度的支持者和那些民族主義精神的支持

者之間，因此而產生了糾紛。這實際上逐漸導致印度阿瑞安文明的瓦解。 
 

在自私動機的驅使下，毫無婆羅門真正品質的所謂婆羅門，創作自己的宗教經

典，開始欺騙其他階級。所謂的統治者或戰士失去了真正統治者或戰士的精神和

品質，反對參戰而開始失去他們的王國。最後，他們開始宣傳比較無意義和低下

的佛教教義。沒有真正商業品質和敏銳觸覺的農民和商人，開始傳揚耆那教等等

宗教。在這些情況下，印度在全球的商業企業逐漸衰退，由於找不到適合他們天

性的工作，沒有真正勞工品質的勞工幾乎淪為土匪。因此，《韋達經》等等真正

經典的討論逐漸停頓。然後，蠻族國家的統治者適時地攻擊和控制了印度。印度

的航運業因不當管理而大受打撃，最後停止了。這樣加劇了卡利的影響。哎呀！

一度是地球上其他所有社會的統治者和靈性導師的印度阿瑞安族，淪落到我們今

天所見的慘況。這個不幸的發展不是因為印度文明的老化，而是階級制度充斥的

多個缺陷。 
 

至尊控制者是所有體系和生物體原初的控制者。祂有能力消除所有不祥元素，賜

予所有吉祥。如果祂想的話，祂可以派祂的授權代表來重建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

系。《宇宙古史》的作者斷定，主卡爾葵(Sri Kalkideva)會降臨，恢復四社會四

靈性晉階體系原有的榮耀。瑪茹(Maru)王和戴瓦琵(Devapi)的故事描述類似的期

望。我們現在會討論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內的規則。 

 

描述道德原則的經典，詳細解釋每個階級的人有權履行的那些賦定職務。這本書

不可能詳列那個主題的所有細則。  
 



婆羅門的賦定活動包括給客人奉上食品、每天沐浴三次淨化自己、崇拜半神人和

女神、研習《韋達經》、給予靈性訓示、履行崇拜和奉行接受聖線和貞守(貞守

生和棄絕僧)等等誓言。統治者或戰士有資格履行為宗教目的而戰、統治王國、

保護子民和慷慨地佈施等等活動。農民和商人有資格履行保護動物和在商業方面

盡力而為等等職務。勞工的權利是不唸頌曼陀地服務半神人，為其他三個階級提

供各種各樣的服務。 
 

除了各自階級獨有的活動之外，所有男女都有履行各種活動的普通權利，例如結

婚、對至尊主奉愛、福利活動、一般的佈施行動、服務靈性導師、尊敬客人、淨

化儀式、慶祝節日、服務牛群，生兒育女和遵循賦定的行為守則等等。婦女的特

權是投入於服務她的丈夫。基本原則是一個人有資格履行那些有助自己本性的職

務。每個人都能以純樸智慧，確定履行工作的獨特資格。如果某人無法那樣做，

就應該接近真正的靈性導師，確定自己的本性和資格。凌駕各種自然形態，有興

趣知道更多這個主題的奉獻者，應該研習聖哥袍.巴塔.哥斯瓦米的《Sat-kriya-
sara-dipika》。 」  
 

詩節四十二 
 

çamo damas tapaù çaucaà kñäntir ärjavam eva ca 
jïänaà vijïänam ästikyaà brahma-karma svabhäva-jam 

 
samah－控制心意；damah－控制感官；tapah－經典提及的身體苦行；saucam－

內在和外在的潔淨；ksantih－容忍；arjavam－簡樸；eva－肯定地；ca－和；

jnanam－超然知識；vijnanam－覺悟知識；astikyam－堅信經典裏與神的存在有

關的哲學結論；brahma－婆羅門的；karma－恰當的職務；svabhava-jam－源於

自己的本性。  
 
控制心意和感官、苦行、潔淨、容忍、簡樸、超然知識、覺悟那種知識和堅信神

的存在，是婆羅門的典型職務，並源於他們的本性。  
 
《要義甘霖》：現在正描述，那些主要受到善良形態影響之婆羅門的職務。

Samah指的是控制內在感官、心意。Damah表示「控制外在肉身的感官」。

Tapah指的是軀體履行的賦定工作。jnana-vijnane表示「經典的知識和覺悟」。

Astikata表示「堅信經典的含意和要旨」。這全都是婆羅門天生的活動。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典博伽瓦譚》(7.11.21)描述了婆羅門的

品質︰控制心意和感官、懺悔、潔淨、滿足、容忍、簡樸、知識、恩慈、真誠和

對至尊主奉愛。 
 

çamo damas tapaù çaucaà santoñaù kñäntir ärjavam 



jïänaà dayäcyutätmatvaà satyaà ca brahma-lakñaëam 
在《聖典博伽瓦譚》(11.17.16)，主奎師那也告訴烏達瓦，控制心意和感官、履行

懺悔、潔淨、滿足、容忍、簡樸、對至尊主奉愛、恩慈和真誠，都是婆羅門的品

質。 
 
在《聖典博伽瓦譚》(5.5.24)，瑞薩巴戴瓦(Rsabhadeva)說︰ 

 
dhåtä tanür uçaté me puräëé 

yeneha sattvaà paramaà pavitram 
çamo damaù satyam anugrahaç ca  

tapas titikñänubhavaç ca yatra 
誰能勝過婆羅門？《韋達經》是我超然聲音的化身非常美麗和原始的形象，他們

以他們的研習來維繫這些經典。他們賦有善良形態八個極純粹的品質：控制心

意、控制感官、真誠、恩慈、懺悔、容忍、知識和覺悟(奉愛)。  
 

在這裏，應該明白，具有這些品質的真正婆羅門，不會傷害或暴力對待任何人、

社會、社區或國家。這樣的人無疑是每個生物的祝願朋友。這句話肯定最真實。

但是那些沒有婆羅門品質卻標榜為婆羅門的人，只會嚴重危害社會。這點毫無疑

問。  
 

不過，因這個缺陷而輕視整個階級制度，繼而努力徹底毀滅，這是不對的。正確

的行動方針是，糾正那些適時悄悄滲入這個系統的明顯缺陷，榮耀那些確實有好

品質的人。 
 
一個人的階級是按照他的品質、活動、天性和之前生生世世的印象而定的，根據

《梵歌》所述，確定了階級之後，就應該恰當地榮耀他。這會讓威悉斯塔

(Vasistha)、拿茹阿達和維亞薩等等婆羅門，有可能顯現在我們的社會。如果這

樣崇高的婆羅門和主茹阿瑪、阿尊那、比瑪和巴爾塔大君等等英勇的統治者誕生

在這裏，那麼全世界都會和平快樂。 
 
今天，正在成形的無神論社會不在意階級或家庭的劃分。謀殺、偷竊、武裝搶

劫，欺騙和其他罪惡活動屢見不鮮。騷動和恐懼無處不在。這種慘況前所未見。

《聖典博伽瓦譚》(7.11.35)說： 
 

yasya yal-lakñaëaà proktaà puàso varëäbhivyaïjakam 
yad anyaträpi dåçyeta tat tenaiva vinirdiçet 

注意特別的徵兆，就可以確定一個人的階級，也應該隨之指定恰當的社會地位。

不能僅以出生決定階級。 
 



在目前這個年代，已進入永恆逍遙時光，在維施努足下摒除物質欲望的聖巴克提

希丹塔.薩茹阿斯瓦提.塔庫爾.帕佈帕，即全世界高迪亞使命的創始人，基於《神

訓經》和《輔典》的各項證據和歷史悠久的風俗，在現代重建了四社會四靈性晉

階體系。 
 

詩節四十三 
 

çauryaà tejo dhåtir däkñyaà yuddhe cäpy apaläyanam 
dänam éçvara-bhävaç ca kñatraà karma-svabhäva-jam 

 
sauryam－英勇；tejah－顯赫；dhrtih－堅決；daksyah－靈巧；yuddhe－在戰爭

中；ca－和；api－也；apalayanam－不逃遁；danam－慷慨；isvara-bhavah－領

袖才能；ca－和；ksatram－管理或武士階級的；karam－賦定工作；svabhava－
他們自己本性的；jam－出生。  
 
英勇、顯赫、堅決，靈巧、在戰爭中堅定不移、慷慨和領袖才能，都是賦定給統

治者或戰士的工作，這全都源於他們自己的本性。 
 
《要義甘霖》：這個詩節描述統治者或戰士的活動，在他身上，情欲品質支配善

良品質。Saurya表示「英勇」或「英雄氣概」，tejah表示「勇氣」，dhrtih表示

「決心」，isvara-bhavah則表示「控制他人的那種才能和傾向」。這都是統治者

或戰士的天職。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典博伽瓦譚》(7.11.22)也說： 
 

çauryaà véryaà dhåtis tejas tyägaç cätma-jayaù kñamä 
brahmaëyatä prasädaç ca rakñä ca kñatra-lakñaëam 

對戰爭的熱忱、英勇、堅定、勇敢、祭祀、控制心意、寬恕、對婆羅門奉愛、恩

慈和保護子民，都是統治者或戰士的特性。 
 

詩節四十四 
 

kåñi-go-rakñya-väëijyaà vaiçya-karma svabhäva-jam 
paricaryätmakaà karma çüdrasyäpi svabhäva-jam 

 
krsi－培植土地的農產品；go-raksya－保護牛隻；vanijyam－貿易；vaisya－農民

和商人的；karma－工作；sva-bhava-jam－源於自己的本性；paricarya－提供服

務的； atmakam－天性的； karma－工作； sudrasya－勞工的； api－和；

svabhava-jam－源於自己的天性。  
 



農民和商人的賦定職務源於他們的天性，包括農耕、保護牛隻、商業貿易。勞工

的賦定職務也源於他們的天性，包括服務其他各個階級。 
 
《要義甘霖》：農民和商人以情欲形態為主；愚昧形態沒那麼顯著。農民和商人

天生傾向於務農、保護牛隻、貿易等等。實際上，因為他們養育和保護牛隻，因

此稱為護牛者(go-raksaka)。勞工以愚昧形態，而不是情欲形態為主。他們天生

的活動是服務婆羅門、統治者或戰士、農民和商人。 
 

詩節四十五 
 

sve sve karmaëy abhirataù saàsiddhià labhate naraù 
sva-karma nirataù siddhià yathä vindati tac chåëu 

 
sve sve－對各自的；karmani－工作；abhiratah－依附；samsiddhim－十全十美

(有資格得到超然知識)；labhate－臻達；narah－一個人；sva-karma－對自己的

賦定工作；niratah－一個人依附；siddhim－完美；yatha－怎樣；vindati－他臻

達；tat－從這；srnu－現在聽聽。  
 
人們繼續依附各自的工作時，能以超然知識資格的形式，達到十全十美。現在聽

聽，履行賦定職務的人怎樣臻達完美。 
 

詩節四十六 
 

yataù pravåttir bhütänäà yena sarvam idaà tatam 
sva-karmaëä tam abhyarcya siddhià vindati mänavaù 

 
yatah－從它那裏；pravrttih－出現了；bhutanam－眾生的；yena－被它；

sarvam－整個(世界)；idam－這；tatam－遍及；sva-karmana－透過履行他的賦

定工作；tam－祂，即至尊主；abhyarcya－透過崇拜；siddhim－完美；vindati 
－臻達；manava－人。  
 
眾生都源於遍及整個宇宙的至尊主，人類則履行賦定工作來崇拜祂，藉此達到完

美。  
 
《要義甘霖》：應該以懇切的禱文：「願至尊主悅納我的這項工作」，對眾生之

源－至尊主－履行崇拜和燈儀，藉此臻達祂。以這樣的情感崇拜至尊主，就是實

際的崇拜。  
 

詩節四十七 
 



çreyän sva-dharmo viguëaù para-dharmät sv-anuñöhität 
svabhäva-niyataà karma kurvan näpnoti kilbiñam 

 
sreyan－更好；svadharmah－自己的宗教職務；vigunah－不完美地履行；para-
dharmat－比另一個人的職務；su-anusthitat－非常好地履行；svabhava-niyatam
－被自己的本性操縱；karma－工作；kurvan－透過履行；na apnoti－不招致；

kilbisam－罪孽。  
 
縱是不完美地履行自己的職務，都比完美地執行另一個人的職務更有益。一個人

遵照天性履行工作，就不會招致罪孽。 
 
《要義甘霖》：「不應該僅是因為對自己的職務失去興趣，認為那職務僅是情欲

形態的，就從事善良形態的活動。」至尊聖主因此講述這個以sreyan開始的詩

節。一個人也許無法正確地履行自己的低等職務，卻總比正確地履行另一個人的

賦定職務更好，縱使別人的職務看來可能更高。因此，阿尊那啊，不應該只是因

為你認為不應該大義滅親，就放棄你自己的戰鬥職務，改為採納到處化緣者的職

務。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這裏，應該從目前這個詩節的上文下理明

白到，sva-dharma這個詞語暗示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然後應該履行自己的賦

定職務，而不是另一個人的職務。但是用sva-dharma這詞語暗示atma-dharma，
即靈魂的天性是致力於主哈瑞時，就必須按照sarva-dharman parityajya等等詩節

的結論，僅是履行那一項職務。在那裏 sva-dharma(自己的職務 )表示atma-
dharma(靈魂內在固有的職務)，para-dharma(另一個人的職務)這個詞語表示「與

軀體和心意有關的活動」。對靈魂的職務有信心之前，一直根據與生俱來的物質

天性履行賦定職務，這對人有益。正如《聖典博伽瓦譚》(11.20.9)說： 

 
tävat karmäëi kurvéta na nirvidyeta yävatä 

mat-kathä-çravaëädau vä çraddhä yävan na jäyate 
要是不滿足於果報活動，還未透過聆聽、唱誦等等，覺醒對靈性專注的品味，就

必須遵循經典原則。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與熟練地從事另一人的職務相比，不標準地按照

自己的天性履行職務更好。Sva-dharma表示根據天賦才能和天生品質所賦定的職

務。因此，根據自己的本性從事自己的職務，縱是不熟練地執行，都總是有利

的。實際上，履行自己的職務不可能招致罪過。」  
 

詩節四十八 
 

saha-jaà karma kaunteya sa-doñam api na tyajet 



sarvärambhä hi doñeëa dhümenägnir ivävåtäù 
 
saha-jam－源於本性；karma－賦定工作；kaunteya－琨緹之子啊；sa-dosam－被

過失覆蓋；api－縱使；na tyajet－不應該摒棄；sarva-arambhah－所有努力；hi
－因為；dosena－因過失；dhumena－被煙；agnih－火；iva－好像；avrtah－
蒙蔽了。 

 

琨緹之子啊，縱使經典依據個人天性而賦定的工作有某個缺點，都不應該摒棄。

所有努力都被某種過失覆蓋，就像煙遮住了火。 
 
《要義甘霖》：不應該覺得只是自己的職務有缺點，因為另一個人的職務肯定也

有缺點。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saha-jam開始的詩節澄清這點。應該順其自然而工

作，因為不管是展現還是不展現的，所有工作都沾染了某個缺點，就像煙遮住了

火。用火的光和熱驅散黑暗和寒冷時，一個人無視火的煙的這個缺點。同樣，為

了淨化個人的存在，必須接受賦定職務的正面，忽視有缺點的那一面。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那些依據天性賦定的職務，通常稱為自己的

職務。履行這樣的職務，一個人就能夠非常輕易地維生，而且可能會逐漸進入靈

性生命。如果在自己的職務看到某個缺點而採納其他人的賦定職務，甚至可能會

招致更多罪孽。如果認為自己的統治者或戰士職務粗暴而放棄，認為婆羅門的職

務沒有這樣的缺點而採納，就可能行為不當，因為，為婆羅門天性賦定的職務，

甚至都受三種形態影響。由於用來履行婆羅門活動的工具是物質的，因此用它們

來履行的行動始終都有某個缺點。例如履行火祭時，總有可能會殺生。因此這裏

以火為例。火一直被煙遮住。這是火的缺點。但是火仍然用作驅寒、煮食和其他

用途。根據這同一個推論，只有履行自己的賦定活動才有益。一個人消除了部分

的煙之後，就用所點燃的火。同樣，應該把賦定職務的缺點供奉給至尊主，藉此

克服它，然後應該為了覺悟自我，接受產生知識的那個賦定職務面貌。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主奎師那所說的話：「琨緹之子啊，根據個人天性

賦定的職務縱有不足，都絕不應該放棄。每項努力都被某個缺點覆蓋。正如火總

是被煙遮住，每項活動都被某個缺點覆蓋和污染。賦定職務是為了淨化個人的存

在而按照天性決定的，應該接受它的正面之處和漠視不足之處。」 
 

詩節四十九 
 

asakta-buddhiù sarvatra jitätmä vigata-spåhaù 
naiñkarmya-siddhià paramäà sannyäsenädhigacchati 

 
asakta-buddhih－因(靈魂科學的)睿智理解而不依附的人；sarvatra－對所有物質

對象；jita atma－他的心意受控；vigata-sprhah－不渴望；naiskarmya－透過那



種不產生反應的活動；siddhim－完美；paramam－至尊；sannyasena－透過棄絕

(賦定職務的結果)；adhigacchati－臻達。  
 
智慧不依附任何物質事物，心意受控，無欲無求，甚至不渴望得到布茹阿瑪星的

快樂，這樣的人完全放棄賦定職務。他得到無反應活動的這種至尊完美。 
 
《要義甘霖》：當一個人因為假我，認為自己是履行者而渴求那項活動的成果

時，活動就變得有缺陷。第一個棄絕階段是放棄這種有缺陷的智慧，繼續從事賦

定活動。不過，當棄絕僧的修習逐漸成熟而擅於瑜伽(yogarudha)時，他可能會完

全放棄賦定職務。這是棄絕的第二個階段，這也是這裏所指的。Asakta-buddhih
指的是，智慧完全不依附物質對象的人。Jitatma表示「心意受控的人」，vigata-
sprhah則表示「甚至不渴求布茹阿瑪星之樂的人」。透過徹底放棄所有賦定職

務，這樣的人得到擺脫賦定職務和反應(naiskarmya)的這種至尊完美。當他們擅

於瑜伽時，在完全擺脫賦定職務和反應方面便十全十美。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在這裏解釋怎樣可以放棄有缺陷的

想法，接受賦定職務的正面之處。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說：「智慧毫不依附

物質事物，心意受控，甚至不渴求布茹阿瑪星的快樂，那些人完全棄絕那種履行

賦定職務的決心，達到擺脫賦定職務和反應的這種至尊完美。」  
 

詩節五十 
 

siddhià präpto yathä brahma tathäpnoti nibodha me 
samäsenaiva kaunteya niñöhä jïänasya yä parä 

 
siddhim－完美；praptah－達到了…的人；yatha－怎樣；brahma－靈性覺悟； 
tatha－也；apnoti－臻達；nibodha－聆聽；me－從我這裏；samasena－簡略

地；eva－確實；kaunteya－琨緹之子啊；nistha－穩定階段；jnanasya－超然知

識；ya－它；para－最高的。  
 
琨緹之子啊，聽我簡述達到了完美[以擺脫賦定職務反應的形式]的人，覺悟靈性

真象的方法，那覺悟是超然知識之巔。 
 
《要義甘霖》：「現在，聽我講述他之後怎樣臻達和覺悟至尊(主)。」Nistha 
para指的是透過修習各種瑜伽，徹底終止愚昧。根據《阿含經》字典，nistha表
示「完成」、「毀滅」或「終止」。「努力明白，差不多毀滅了愚昧時，也開始

毀滅知識。最後，完全放棄知識時，就覺悟絕對真理。」  
 

詩節五十一至五十三 
 



buddhyä viçuddhayä yukto dhåtyätmänaà niyamya ca 
çabdädén viñayäàs tyaktvä räga-dveñau vyudasya ca 

vivikta-sevé laghv-äçé yata-väk-käya-mänasaù 
dhyäna-yoga-paro nityaà vairägyaà samupäçritaù 

ahaìkäraà balaà darpaà kämaà krodhaà parigraham 
vimucya nirmamaù çänto brahma-bhüyäya kalpate 

 
buddhya－智慧；visuddhaya－完全淨化了；yuktah－具有；dhrtya－懷著決心；

atmanam－心意；niyamya－控制了；ca－和；sabda-adin－例如聲音等等；

visayan－感官對象；tyaktva－放棄了；raga-dvesau－依附和厭惡；vyudasya－擱

置；ca－和；vivikta-sevi－常去僻靜的地方；laghu-asi－吃得清淡；yata－控

制；vak－和說話；kaya－軀體；manasah－心意；dhyana-yoga－在(對至尊主)
出神的冥想之中相連；parah－專注於；nityam－恆常；vairagyam－棄絕的；

samupasritah－完全托庇；ahankaram－假我；balam－力量；darpam－傲慢；

kamam－渴望；krodham－憤怒；parigraham－不必要地累積財產；vimucya－擺

脫了；nirmamah－身無長物；santah－安寧的；brahma-bhuyaya－渴望覺悟至

尊(主)；kalpate－有資格。  
 
有純粹智慧的人用決心控制心意。放棄聲音和形象等等感官享樂對象。毫無依附

和反感，住在神聖的僻靜處，吃得很少，控制軀體、心意和言語，透過冥想至尊

主，持恆地托庇瑜伽。毫無假我、錯誤的依附、傲慢、欲望、憤怒、沒不必要地

累積財產和擁有感，托庇於不依附，泰然自若，心平氣和。這樣的人有資格覺悟

超然。 
 
《要義甘霖》：那些能以善良形態的智慧和容忍控制心意，穩處於冥想至尊聖主

而托庇至尊瑜伽的人，有資格覺悟至尊(主)。在這裏，bala這個字的解釋不是

「力量」或「能力」，而是「依附物質欲望」。放棄了假我等等之後，這樣的人

有資格覺悟至尊(主)。這稱為終止愚昧。在這種狀態，甚至連善良品質都被征

服。唯有這樣才稱為棄絕知識。《聖典博伽瓦譚》第十一篇說：「甚至要為我棄

絕知識。」不棄絕愚昧和知識，就覺悟不到至尊(主)。Brahma-bhüyäya kalpate
表示「要變得有能力覺悟至尊(主) 」。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把本性所致的善良形態活動成果供奉給至尊

主，修習者的內心便得到淨化。由於不依附感官對象，因此感官就感到滿足，透

過征服感官，修習者的心意變得純粹，一直專注於神定境界。這樣驅除了所有世

俗依附和反感。在這個境界，他擺脫那個使他認為身體是自我的假我。不尋求物

質快樂，也沒痛心欲絕。恆常在這個稱為超然脫俗(brahma-bhuta)的境界，泰然

自若，甚至放棄精微軀體，處於真正自我。 
 

詩節五十四 



 
brahma-bhütaù prasannätmä na çocati na käìkñati 
samaù sarveñu bhüteñu mad-bhaktià labhate paräm 

 
brahma-bhutah－處於靈性覺悟的人；prasanna-atma－完全喜悅的靈魂；na 
socati－他不悲傷；na－也不；kanksati－渴望；samah－相等；sarvesu－對所

有；bhutesu－生物；mad-bhaktim－我的純粹奉愛；labhate－他臻達；param 

－它蒙福帶著純愛之兆。  
 
這樣穩處於靈性覺悟的人滿心歡喜。既不悲傷，也無欲無求。我的純粹奉愛蒙福

帶著純愛之兆，對眾生一視同仁，他便得到它。 
 
《要義甘霖》：「消除了受污染的覆蓋，即善良、情欲和愚昧的不純粹名份時，

修習者微靈就得到超然性質。換句話說，他臻達毫無覆蓋的純粹知覺狀態，因此

滿心歡喜(prasannatma)。得到了這種高等意識知覺，他不為失去的而難過，也

不渴求所欠缺的，也沒有假我，不會認為軀體是自我。Sarvesu bhutesu表示『在

好或壞的眾生之中』。Samah表示他心如赤子，一視同仁，藉此擺脫外在的考慮

因素。正如燃料耗盡時火焰熄滅一樣，他對知識的渴求變得滿足。然後就得到我

那種固有地滿載知識，聆聽和唱誦形式的不朽奉愛。 
 
奉愛是我內在能量(svarupa-sakti)的功能。因為這能量與我的迷幻能量分開，因

此當愚昧和知識終止時仍然繼續存在。因此param這個字表示「與知識分開或更

高」。換句話說，它指的是沒有無私活動、知識等等的純粹奉愛。labhate這個字

表示，沒清晰地覺悟到那種局部地處於知識和棄絕，以解脫為目標的奉愛，正如

無法輕易察知眾生之中的內在超靈。因此用了 labhate(得到)這個字而不是

kurute(做)這個字。驅除了知識和棄絕時，之前夾雜了知識和棄絕的奉愛就恢復

完整，正如燃燒豆類時，就可以找到混在綠豆(mung)和小扁豆(urad dal)之中的

金色寶石，因為寶石相對上不易毀壞。」 
 

這是得到純愛奉愛的最有利時機。這種奉愛的結果，決不是與主光芒合一的那種

解脫，因此在這裏，param表示具有純愛之兆的奉愛。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臻達了超然境界之後，仍然需要超然奉愛來

明白至尊絕對真理主奎師那。目前這個詩節解釋了這點。各個評注家對brahma-
bhuta這個詞語的解釋所傳達的含意幾乎都一樣。只有擺脫了所有物質形態，在

超然靈性層面的生物體，才稱為穩處於靈性覺悟的人(brahma-bhuta)。聖維施瓦

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著述，穩處於靈性覺悟是微靈擺脫所有粗糙和精微名份

時，所臻達的純粹超然狀態。這完全駁倒這種理解：處於靈性覺悟表示融入主的

光芒，與之合一而失去個體存在。這個想法與經典結論相反，因此聖施瑞達爾.



斯瓦米、聖茹阿瑪努佳師、聖瑪達瓦師、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聖巴

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和其他人都一致反駁。 
 

絕對一元論者宣稱，以下四個陳述是《韋達經》的至尊格言︰我是梵(ahaà 
brahmäsmi)、你是那(tattvam asi)、其實一切都是梵(sarvaà khalv idaà brahma)
和真正知識是對梵的覺悟(prajïänaà brahma)。他們試圖錯誤地解釋這些陳述，

確立假象宗哲學，但他們虛偽的傳教僅是欺騙普羅大眾。  
 

這四個《韋達經》陳述其實只是膚淺的陳述。只有唵才是絕對真理的至尊陳述和

固有本性。Tattvam asi其實表示「你屬於祂」或「你是祂的僕人」。之前也澄清

了這點。不過，假象宗把它解釋為「你也是那(祂)」，這是完全曲解和誤導的。

而且，只是因為微靈在品質上與絕對真理相似，才在「我是梵」這句話稱他為絕

對真理。微靈是絕對真理的部分，與祂分開，因此天生是有知覺的實體和靈性

的。但因為他只是分開的部分，因此會被蒙騙能量控制。不過，至尊絕對真理卻

是那種能量的控制者。微靈是極微小的實體，至尊絕對真理則是無限的實體。因

此兩者決不會成為一體。 
 

整個創造都是從至尊絕對真理那裏展現的，包含有知覺的能量和無活動的能量。

意識知覺和無活動物質都是絕對真理能量的轉變體。雖然有部分與祂一致，但並

非完全一樣。  
 

只有當某人思考過《奧義書》裏每個曼陀的精確含意時，才可以明白《韋達經》

的真正要旨。首先個別地思考每個曼陀，然後再整體地思考所有曼陀，總體地了

解它們的含意。不必要地推敲解釋《韋達經》表面陳述的人，他的結論肯定不

對。不可思議同一而異的真理宣告，物質和生物體與至尊主同時既一致又有分

別，因此在傳授這個真理的訓示之前，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從每個角度深入鑽研

《韋達經》。 

 

《韋達經》滿載各種各樣的曼陀，確立微靈和絕對真理之間的差別：  
 
(1) 「pradhäna-kñetra-jïa-patir guëeçaù－祂是物質自然形態的控制者和生物體的

主人，也是他們各自身體的知悉者」(《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6.16)。  
(2) 「tam ähur agryam puruñaà mahäntam－聖人宣佈祂是眾人之中最重要和最

偉大的」(《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3.19)。 
(3) 「yäthätathyato ’rthän vyadadhät－祂滿足生物體的眾多需求」(《至尊奧義

書(Isopanisad)》8)。  
 (4) 「tenedaà pürëaà puruñeëa sarvam－透過至尊人物的安排，這個宇宙在各方

面都是完全的」(《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3.9)。  
(5) 「nityo nityänäà－祂是眾生之尊」(《卡塔奧義書》2.2.13、《斯瓦塔斯瓦塔

爾奧義書》6.13)。  



 
這些陳述清楚揭示，生物體決不能與絕對真理合併或合一。因此，brahma-bhuta
指的其實是那個處於永恆固有地位的生物體。達到超然境界的微靈展現下列徵

兆︰ 
 
(1) prasannatma－不受三種物質形態組成的精微軀體影響，他們恆常都興高采

烈。 
(2)  na socati－他們不為失去的而難過。 
(3) na kanksati－他們不渴求任何物質事物。沒有軀體認同，因此不渴求物質享

樂。只渴望對至尊主奉愛。  
(4) sama  sarvesu bhutesu－他們心如赤子，不論好壞，對眾生一視同仁。 
(5)  mad bhakti  param－他們強烈渴望得到對我的至尊超然奉愛。 

 
置身具有這些徵兆的崇高聖人聯誼之中，修習者得到對至尊聖主極純粹而愛意盈

盈的奉愛。此時必須明白para-bhakti這個詞語的真正含意。 
 

anyäbhiläñitä-çünyaà jïäna-karmädy-anävåtam 
änukülyena kåñëänuçélanaà bhaktir uttamä 

Uttama-bhakti表示培養專為取悅主奎師那的活動。換句話說，它表示以軀體、

心意和言語全力以赴，透過各種靈性情感的表達，對主奎師那履行長流不息的 
服務洪流。與梵合一的知識、日常職務、按情況而定的職務、瑜伽、苦行等等都

沒有蒙蔽它。除了渴望取悅主奎師那之外，再沒有其他類型的欲望。 
 
至尊奉愛或最高奉愛 (Uttama-bhakti)肯定是所有經典的精華。三卡爾師

(Sankara)、阿南達嘎瑞和瑪杜蘇丹.薩茹阿斯瓦提等等著名的純粹一元論倡議

者，在他們對目前這個《梵歌》詩節所寫的注釋裏說，para-bhakti指的是，那種

奉愛的特點正是知識。不過，在《奉愛的甘露》的這個詩節，值得注意的是，在

超然境界之後才臻達最高奉愛。換句話說，已經在超然境界層面的人才可以達

到，因此最高奉愛比那個層面更高。它指的顯然不是那種夾雜了知識，以覺悟主

光芒為目標的奉愛。達到了這個境界，就需要求取至尊絕對真理主奎師那的全部

知識。如果梵覺思辨家有幸得到那種知識，就會在奉獻者聯誼之中托庇對主奎師

那的超然奉愛。 
 
此時必須清楚了解，授予主奎師那真理知識的最高奉愛，以及那種用來求取絕對

(真理)非人格面貌知識的奉愛之間的差別。用了para(極超然)這個字來澄清這

點。而且，用labhate(得到)而不是kurute(做)這個字，當中有個機密原因。唯有

覺悟梵覺者所得的非人格知識毫無意義和低下時，才可以臻達最高奉愛。由於僅

是憑著至尊主或祂奉獻者的無緣恩慈，才可以得到最高奉愛，於是用了labhate這
個字。如果憑著個人努力可以得到奉愛的話，就會用kurute(做或造)這個字，至

尊聖主卻沒有用這個字。這項觀察能澄清最高奉愛的意思︰它唯一的目的是純粹



奉愛(又稱純粹奉愛、專一奉愛和專心致志的奉愛)；它的目標不是夾雜了知識的

奉愛。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宣告，這個超然境界甚至都是外在的，因為在這樣的境界雖

然擺脫了各種形態，卻仍然無法覺悟或臻達哥樓卡或無憂星。只能以最高奉愛來

覺悟這些領域。因此超然境界的層面不是最高的；僅是至尊靈性成就的初階。 
 

此時應該明白，臻達超然境界的兩種人。第一種盡力融入梵光(sayujya-mukti)，
甚至臻達了超然境界的層面之後，他們都會繼續這樣做。他們不尊敬至尊主的奉

獻者和祂的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也不聽與至尊主有關的超然敘述。因

此他們是冒犯者。從未得到解脫，卻繼續在這個物質世界各個邪惡的身體物種顛

沛流離。第二種尊敬奉獻者和至尊主的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托庇了奉

獻者，他們的態度毫無惡意，使他們輕易得到最高奉愛。 
 

詩節五十五 
 

bhaktyä mäm abhijänäti yävän yaç cäsmi tattvataù 
tato mäà tattvato jïätvä viçate tad-anantaram 

 
bhaktya－透過純粹奉愛服務；mam－我；abhijanati－可以完全理解；yavan－
多偉大(我的富裕)；yah ca asmi－我的超然原形是；tattvatah－真正地；tatah－
那麼；mam－我(我永恆的逍遙時光)；tattvatah－真正地；jnatva－明白了；

visate－可以進入；tat-anantaram－離棄了那知識之後。  
 
只有透過純粹的奉愛服務，才可以實際明白有關我的榮耀和我原始超然形象的性

質的真理。這樣原原本本地明白我的人，會憑借滿載純愛的奉愛進入我永恆的逍

遙時光。  
 
《要義甘霖》：「得到對你的奉愛有甚麼結果？」至尊聖主在以bhaktya開始的

詩節，回答這個問題。「只有透過奉愛，思辨家和各種不同的奉獻者，才明白到

我的富裕、我的全面遍透和我超然形象方面的真理。我在《聖典博伽瓦譚》

(11.14.21)也說：『只有透過純粹奉愛，才可以臻達我。』當思辨家不再培養知識

時，就會憑借奉愛認識我，然後會領悟我。換句話說，他們覺悟與主合一的喜

樂。因為我超越假象，又因為愚昧就是假象，因此只有透過真正知識才可以認識

我。」 
 
《拿茹阿達五訓(Narada-pancaratra)》記載了真正知識的五個部分︰知識、玄秘

瑜伽、棄絕、苦行和對凱薩瓦的奉愛。奉愛是真正知識的特殊功能。而且，一小

部分的奉愛進入真正知識使它成功，奉愛是至尊聖主內在賜樂能量的功能。有時

候，一部分奉愛進入業報，促使業報瑜伽成功。沒有奉愛的話，業報、瑜伽、知



識等等修習只徒勞無功。真正知識是善良形態的，奉愛卻超越所有自然形態，因

此不可能是真正知識展現的。知識消除愚昧，奉愛則使人認識至尊聖主。而且

《梵歌》(14.17)說：「知識源於善良形態。」因此，源於善良形態的那種知識也

屬於那種形態。真正知識指的是善良形態的知識，源於奉愛的知識卻是奉愛本

身。一些地方用bhakti(奉愛)這個字表示奉愛，在其他地方則用jnana(知識)這個

字。因此必須明白知識也有兩種。  
 

只有放棄了善良形態展現的第一種知識，採納了源於奉愛的第二種知識之後，才

得到融入主光的解脫。在《聖典博伽瓦譚》第十一篇的第十五章可以清楚看到這

點。那些缺乏奉愛的人，只努力透過知識與主合一，這樣的人為他們的知識感到

驕傲，但令人遺憾的是，他們只得到痛苦，從而受到譴責。  
 

還有那些明白到僅是透過知識無法得到解脫，於是履行夾雜了知識的奉愛修習

者。他們認為至尊主的存在既物質又短暫，而且祂的軀體是物質自然形態組成

的。這種誤以為自己已經解脫的人，甚至在擅於瑜伽(yogarudha)之後都受到譴

責。《聖典博伽瓦譚》(11.5.2)說︰「四個生命階段和四種職務的個別品質，分別

源於至尊人物，即至尊聖主的嘴巴、手臂、大腿和蓮花足。那些不尊敬那位自生

的至尊主，又不服務祂的人，從他們的位置低墮。」這表示那些不崇拜祂和甚至

在崇拜祂時都不恰當地尊重祂的那些人，都會失去知識和低墮，哪怕他們是棄絕

僧。《聖典博伽瓦譚》(10.2.32)也說： 
 

ye ‘nye aravindäkña vimukta-mäninas 
tvayy asta-bhäväd aviçuddha-buddhayaù 

äruhya kåcchreëa paraà padaà tataù 
patanty adho ‘nädåta-yuñmad-aìghrayaù 

蓮花眼的主啊，由於智慧受到污染，以為自己達到了解脫而虛榮自負，又不對你

履行奉愛，這樣的人縱使千辛萬苦地臻達最高的棄絕地位之後，都因為不尊敬你

的蓮花足而低墮。 

 

在《博伽瓦譚》的上述詩節，anye這個字指的是，那個人不是主瑪達瓦的純粹奉

獻者，anghri這個字指的是奉愛。因此，不尊敬至尊聖主的蓮花足表示不尊敬奉

愛。 
 
Anädåta-yuñmad-aìghrayaù表示，認為至尊聖主的軀體是三種物質自然形態組成

的，這想法不敬又無禮。之前在《梵歌》(9.11)也說明了這點：「當我以人類形

象顯現時，愚蠢的人嘲笑我。」事實上，那個人形是永恆、知識和喜樂組成的。

只有憑著至尊聖主不可思議的恩慈能量影響，才看得到那個形象。《Narayana-
adhyatma-vacana》說：「雖然至尊聖主的超然形象恆常都不展現，憑著祂自己

能量的影響力，卻可以看到祂。沒有那種能量的幫助，誰可以看到祂極喜樂的超

然形象？」就這樣確立了至尊主的軀體是永恆，全知和全然喜樂的。 



 
《神訓經》和《輔典》數以百計的陳述，進一步確立至尊主的形象永恆、全知和

極樂︰「kliptaà sac-cid-änanda-vigrahaà çré våndävana sura-bhüruha-taläsénam
－主被描述為，祂位於如願樹的根部，祂的超然形象是永恆、認知和喜樂組成

的」(《哥袍-塔琵尼.奧義書》) 和「çäbdaà brahma dadhad vapuù－唯有透過

《韋達經》，才可以了解祂的超然形象」(《聖典博伽瓦譚》3.21.8)。 
 

儘管如此，有些人仍然基於《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4.10)的陳述斷定，祂的

名字、形象、品質等等都是物質的：「mäyäà tu prakåtià vidyän mäyinaà tu 
maheçvaram－物質自然的現象是短暫的假象，至尊控制者則是假象組成的。」   

 
不過，《主瑪達瓦論》引用了《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的另一個陳述︰「ato 
mäyämayaà viñëuà pravadanti sanätanam－因此他們宣告，主維施努－即永恆

的至尊主－是假象組成的。」根據這個陳述，至尊主永恆具有稱為svarupa-
bhuta-maya的內在能量，是祂自己超然形象固有的。基於這點，在之前引用的詩

節(4.10)裏，mayam tu的maya這個字，指的是祂的靈性能量，那是祂自己超然形

象固有的(svarupa-bhuta)。這表示那是祂自己的超然形象衍生的，因此與主本人

沒有分別。它指的不是自然形態組成的物質能量，物質能量不是祂超然形象的一

部分。  
 

但是這些思辨家不接受這個含義。他們甚至不認同假象是物質自然，瑪哈斯瓦爾

(Mahesvara)，即三布.施瓦(Sambhu Siva)則是那個假象主人的這個詮釋。對至尊

主的這種無禮態度使他們低墮，儘管他們仍然身處這個物質軀體都臻達了解脫狀

態(jivan-mukta)。在《瓦薩拿論(Vasana-bhasya)》的補充陳述說，儘管身處物質

軀體卻得到解脫的人，如果冒犯不可思議地強大的至尊聖主，就會陷於物質的色

欲渴望，必須重墮物質生命的輪迴。得到了修習成果，他認為不用再繼續而摒棄

修習，於是低墮。  
 

這表示達到了棄絕知識的階段時，他不僅摒棄知識，更摒棄在某程度上存在於知

識之中的奉愛，又錯誤地以為自己直接察看著絕對真理。因為他冒犯至尊主的形

象，因此奉愛也隨著知識一起消失，一去不返。不過，沒有奉愛就無法覺悟至尊

絕對真理。我們要明白，這樣的人那時候履行的冥想一無是處，他那儘管身處這

個軀體都得到解脫的這種虛榮也一樣無用。  
 
《聖典博伽瓦譚》(10.2.32)支持這個意見說：「ye ‘nye aravindäkña vimukta-
mäninaù。」恰當地實踐夾雜了奉愛知識的解脫者有兩種。兩者都識別到至尊聖

主的形象是永恆、認知和極樂組成的，逐漸放棄了知識(vidya)和愚昧(avidya)之
後，這樣的人得到最高奉愛。 

 



第一種人以與主合一為目標而履行奉愛。借助於奉愛，他們得以直接覺悟非人格

梵，這樣與祂合一。那些人值得榮耀。  
 

第二種人包括極幸運的人，他們憑著平和自若偉大純粹奉獻者聯誼的影響，放棄

渴求解脫。例如蘇卡戴瓦.哥斯瓦米和其他人，他們一直沉醉於品嚐奉愛情感的

甜美。這些人物應該得到最高的尊敬。正如《聖典博伽瓦譚》(1.7.10)說：「主哈

瑞的品質那麼驚人，甚至連完全自我滿足，又完全切斷愚昧之結的大聖人

(atmarama)都被祂迷人的能量吸引。因此，他們對履行驚人偉績的主奎師那履行

無私奉愛。」 
 

因此，在這四種思辨家之中，頭兩種應該受到責備和繼續被困，其他兩種則可敬

而超越物質世界。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正在目前這個詩節解釋超然純粹奉

愛，即最高奉愛或專一奉愛的結果，這種奉愛的徵兆是純愛。憑著偉人恩慈所得

的某種好運，達到了超然境界的人得到最高奉愛。不再渴求解脫，他放棄知識，

得到那種毫無自然形態的奉愛，從而覺悟到主奎師那的基礎真理，以及他自己的

永恆形象是奎師那的僕人。這是本性和身份的完美(svarupa-siddhi)。他後來進入

至尊主的逍遙時光，稱為形體的完美(vastu-siddhi)。《聖典博伽瓦譚 》(1.7.10)
說：  

 
ätmärämäç ca munayo nirgranthä apy urukrame 

kurvanty ahaitukém bhaktim itthaà-bhüta-guëo hariù 
如果領受到至尊聖主及祂奉獻者的無緣恩慈，那些內心感到滿足和最幸運的人，

就會被至尊聖主的品質吸引。對祂履行無緣奉愛，他們就可以沉醉於品嚐奉愛情

感的甜美。 
 

這方面的例子有領受到至尊主之恩的庫瑪爾四兄弟，還有領受到聖維亞薩戴瓦之

恩的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 

 

《梵歌》11.54、8.14和9.22等等詩節說，只有透過奉愛，才可以臻達至尊聖主。

《聖典博伽瓦譚》(11.14.21)說：「bhaktyaham ekaya grahyah－只有透過純粹奉

愛服務，才可以臻達我。」回答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問題時，茹阿亞.茹阿瑪南

達(Raya Ramananda)說，沒有夾雜思辨知識的奉愛，是所有完美的精華。主采坦

亞.瑪哈帕佈卻不認同這是最高的生命目標，要求他進一步解釋。此時，聖茹阿

亞.茹阿瑪南達以《聖典博伽瓦譚》的詩節作證－jnane prayasam udapasya。這個

詩節說，不是所有達到完美和解脫的人，都可以覺悟奎師那的真象。多個不同詩

節討論了這點，例如「manuñyäëäà sahasreñu－只有極稀有的人，才真正認識

我」《梵歌》7.3 、「muktänäm api siddhänäm－在數百萬解脫靈魂之中，只有

一個真正認識我」《聖典博伽瓦譚》(6.14.5)和「koöi-mukta-madhye ‘durlabha’ 



eka kåñëa-bhakta－在數百萬確實解脫了的靈魂之中，極難找到一個我的純粹奉

獻者」《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19.148)等等。 
 

《神訓經》、《輔典》、《終極韋達》、《聖典博伽瓦譚》、《博伽梵歌》和其

他經典列舉許多證據，顯示甚至在達到解脫之後，微靈都可以處於永恆的本性和

身份，品嚐服務至尊聖主的喜樂。聖施瑞達爾.斯瓦米在名為《Dhrta-sarvajna-
bhasya-kara》的《聖典博伽瓦譚》注釋(為10.87.21而寫的)說：「muktä api lélayä 
vigrahaà kåtvä bhagavantaà bhajante－甚至連解脫生物都持恆地以超然身體服

務至尊主。」我們在《神訓經》也找到「äpräyaëät taträpi hi òåñöam－一個人畢

生所做的一切，在臨終時顯然而見」 (《梵經》4.1.12)和mokñe ca bhaktir 
anuvarttate，它說奉愛甚至存在於解脫境界。 

 
在這裏，viçate tad anantaram(《梵歌》18.55)有更深入，更機密的含意。知道和

覺悟了至尊主的人不會進入祂內裏，與祂合一；反而會參與祂的逍遙時光。例

如，當一個人入城或鳥兒歸巢時，不表示那個人成為城市或那只鳥兒成為鳥巢。

實際上，所指的是他們與家庭成員見面，樂享天倫。  
 

非人格主義者通常用百川入海的例子，表示微靈與梵合一。他們說正如河流匯入

海洋時失去名字和形象(放棄了個別的身份)，微靈也同樣融入和與梵合一。不

過，堅持人格主義教條(savisesavadi-bhaktas)的奉獻者說，純粹微靈甚至在解脫

之後都維持個體存在，就像海裏的海洋生物與海洋的存在是分開的，牠們與家庭

成員在海裏生活。要認識海洋，僅是認識海洋表面並不足夠。也要認識深海裏的

各種水族生物，以及海裏的珍珠、寶石和其他的各種資源。同樣，要知道至尊人

格首神主奎師那是那個齊備六種富裕，滿載極樂情感的人，就要透徹地認識祂的

本質和真理。當修習者或滿載靈性情感的奉獻者得到這知識，才可以參與至尊主

的逍遙時光。臻達了稱為完美形體的十全十美境界，品嚐服務祂的喜樂時，就可

以參與。 
 

深思經典陳述的人清楚了解，除非借助奉愛，否則單憑知識不會賜予解脫。

「çreyaù såtià bhaktim udasya－主啊，對你來說，奉愛服務是各種吉祥的主要來

源。那些放棄這條途徑而培養知識的人，只會費盡周章，歷盡千辛萬苦，正如撃

打空穀殼的人，唯一的得益就是辛勞，而非大米。只有透過奉愛，而不是思辨推

敲的知識，才可以得到我」(《聖典博伽瓦譚》10.14.4)。思辨家有兩種︰那些專

門培養知識的人和那些混雜奉愛和知識培養的人。  
 



夾雜了奉愛的思辨家也有兩種︰那些認為至尊主的形象虛無縹緲，以及那些接受

至尊主形象是永恆、認知和極樂組成的人。那些認為至尊主的形象虛無縹緲的

人，在祂蓮花足下所作的冒犯使他們得不到解脫。他們卻誤以為自己得到了解

脫。《聖典博伽瓦譚》(10.2.32)這樣描述這些驕傲的思辨家：  
 

ye ‘nye aravindäkña vimukta-mäninas  
tvayy astabhäväd aviçuddha buddhayaù 
äruhya kåcchreëa paraà padaà tataù 

patanty adho anädåta yuñmad-aìghrayaù 
蓮花眼的至尊主啊，培養了知識，虛榮自負的人宣稱得到了解脫。應該明白到，

他的智慧受到污染，因為他沒有概念，不知道奉愛是永恆活動。透過否定程序培

養知識時，雖然他棄絕了物質對象(atat)，卻只接近絕對真象(tat)，沒有進步。

因為他未能得到你蓮花足的庇蔭，因此最終都低墮。 
 
《梵歌》(9.12)也說︰ 

 
moghäçä mogha-karmäëo mogha-jïänä vicetasaù 
räkñasém äsuréà caiva prakåtià mohiném çritäù 

這種被迷惑的人，對解脫、物質得益和知識培養的希望全都落空。因此他們心神

不定，難以集中，接受蒙騙、愚昧和情欲的本性。 
 
第二種思辨家遵循夾雜了知識的奉愛之途，接受至尊主的形象是永恆、知識和 
極樂組成的。棄絕了知識和愚昧之後，這樣的思辨家得到融入主光的那種解脫，

卻得不到超然奉愛。不過，這其中的一些思辨家有幸領受到臻達完美的聖人之

恩。這使他們摒棄渴求解脫，從而得到超然奉愛。以下的《聖典博伽瓦譚》詩節

(1.7.10)，所說的就是這種自我滿足的思辨家(atmaramas)。 
 

ätmärämäç ca munayo nirgranthä apy urukrame 
kurvanty ahaitukéà bhaktim itthambhüta guëo hariù 

主奎師那有這種引人入勝的能量，以至甚至是完全切斷了愚昧之結，自我滿足的

牟尼(atmarama-munis)都被祂吸引，開始對驚人活動的履行者(Urukrama)，履行

純粹而無原因的奉愛服務。那麼，被世俗事情吸引和沉醉其中的人還用說嗎？  
 

以上引用的所有詩節都澄清了這點。 
 

詩節五十六 
 

sarva-karmäëy api sadä kurväëo mad-vyapäçrayaù 
mat-prasädäd aväpnoti çäçvataà padam avyayam 

 



sarva-karmani－各種活動；api－縱使；sada－恆常；kurvanah－履行了；mat-
vyapasraya－我專一的奉獻者；mat-prasadat－透過我的恩典；avapnoti－臻達；

sasvatam－永恆的；padam－無憂星居所；avyayam－不朽的。  
 
透過我的恩典，縱使總是忙於各種職務，我專一的奉獻者都會臻達永恆不朽的無

憂星國度。 
 
《要義甘霖》：「之前解釋了，逐漸放棄賦定職務之果，思辨家最終將會得到的

結果是，與我的光芒合一的這種解脫。然後就放棄活動本身，最後摒棄知識。但

是我的奉獻者怎樣臻達我？」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sarva開始的詩節解釋這點。

「如果那些低下的人，即那些有物質渴望的人，甚至都可以托庇我而臻達至尊目

的地，那麼那些沒有這種渴望的奉獻者，他們的目的地還用說嗎？」  
 
從事有規律、按情況而定、果報和社會活動等等的各種賦定職務，維繫子女和其

他人等等，那些人甚至都臻達不滅的目的地，那麼那些放棄賦定職務、玄秘完

美、知識、對各位半神人奉愛和所有其他物質渴望的人更不用說。 
 
「在這裏，asrayate(他托庇)這句話表示他全心全意服務我。」sraya這個字的前

綴an暗示，肯定是以服務為主的。karmany api這個片語的api(也)這個字，顯示

賦定職務的低等性，也暗示這樣的人覺得它是次要的。換句話說，這樣的人履行

夾雜了賦定活動的奉愛，而不是夾雜了奉愛的賦定活動。這表示他們沒過分投入

頭六章所述的賦定活動。sasvatam padam等詞語表示，「他們臻達我的永恆居

所，例如無憂星、瑪圖茹阿、杜瓦爾卡和阿郁達亞(Ayodhya)等等。」   
 
但是這些居所在大毀滅(maha-pralaya)時怎樣倖存？至尊聖主說savyayam來回應

這點。「我的居所那時沒有毀滅；祂們始終不受影響。這只有透過我的不可思議

能量才有可能。」  
 

一個人也許會有以下懷疑︰「一方面，只有完成了沒反應的活動(naiskarmya)之
後，思辨家才得到解脫，與至尊靈魂合一(sayujya)。因為他放棄了所有感官享

樂，生生世世履行痛苦的苦行等等，才會與梵合一。不過，縱使你的奉獻者履行

職務時可能懷著物質渴望，卻依然臻達你的永恆居所。這全是因為他們托庇了你

嗎？」至尊聖主回應這點說：「這憑藉我的恩慈所致的。要知道，我動人的意願

完全超乎常理。」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這詩節說明奉愛和奉獻者的獨特之處。無私

地履行賦定職務，把它作為供奉給至尊主的供品時，內心就越來越淨化，也逐漸

得到知識。「這樣的思辨家就變得有資格得到對我的奉愛。不過，憑著我的無緣

恩慈，僅是托庇純粹奉愛，我那些專一地致力於我的奉獻者(aikantikas)，在任何

狀態下都能臻達我的至尊居所。甚至在履行義務(nitya)、偶發的(naimittika)和果



報(kamya)活動時，都不受制於任何職務結果。憑著我的恩慈，他們很快臻達無

憂星和哥樓卡，即我的永恆居所。」這顯示了至尊主和祂專一奉獻者有關的極仁

慈品性。至尊主自己在《梵歌》(9.30)說：「api cet su-duräcäro bhajate mäm 
ananya-bhäk－如果對我履行專一奉愛，甚至連行為最可憎的人都會被視為奉獻

者。」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我解釋了，韋達程序是臻達我

的機密途徑。首先把賦定職務的成果無私地供奉給至尊主，藉此崇拜祂。這樣就

得到知識。透過那知識，就得到奉愛。現在我清楚描述這三個程序之中的第一

個。現在請聽我解釋怎樣透過第二個程序，即崇拜我來臻達我。  
 

奉獻者尤其受到我吸引，儘管有物質渴望，都只托庇我一個。認為我是至尊主，

把所有活動都供奉給我。憑著我的恩慈，終於得到那種超越各種自然形態的奉

愛。這是我們不朽和永恆的位置。」 
 

詩節五十七 
 

cetasä sarva-karmäëi mayi sannyasya mat-paraù 
buddhi-yogam upäçritya mac-cittaù satataà bhava 

 
cetasa－透過這種知覺(沒有那種身為履行者的自我概念)；sarva-karmani－所有

活動；mayi－對我； sannyasya－皈依了或供奉了；mat-para－致力於我；

buddhi-yogam－(堅定)智慧瑜伽的；upasritya－托庇；mat-cittah－知覺到專注於

我；satatam－恆常；bhava－是。  
 
你的心意不要有那種身為履行者的假我，把你所有的活動全心全意地供奉給我，

完全致力於我，托庇定慧瑜伽，繼續恆常沉醉於完全知覺我。 
 
《要義甘霖》：「非常好，那麼你最後要命令我做甚麼？你要我成為專一的奉獻

者，還是具有你所述徵兆的物質主義奉獻者？」至尊聖主這樣回答阿尊那的問

題︰「你不會成為頂尖的奉獻者，也不應該成為渴求活動結果的低級奉獻者。你

反而應該成為位於奉愛中階的奉獻者。」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cetasa這個字開始

的詩節，傳授這個訓示。 

 

Sarva-karmani表示：「你應該把你每天的活動供奉給我，成為履行無私活動的

奉獻者。這包括供奉那些與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有關的活動。我是這種無私活

動奉獻者唯一的目標。我在《梵歌》(9.27)，yat karosi解釋了這點。」buddhi-
yogam這個字表示：「你應該持恆地以堅定的智慧全神貫注於我。換句話說，當

你履行賦定職務時，或在任何別的情況下，恆常都應該記住我。」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這裏，阿尊那想清楚了解，有資格修習中

階奉愛的奉獻者、得到了超然奉愛的純粹專一奉獻者，與仍然傾向於物質主義的

低級奉獻者之間必然義務的差別。明白到阿尊那的內在情感，主奎師那現在給那

位與阿尊那資格相若的人傳授訓示。「這樣的人應該放棄假我，不以所有活動的

履行者和享受者自居，把所有活動供奉給我，恆常記住我。」之前也說明了這

點︰yat karoñi yad açnäsi。不過，值得注意的是，履行活動時應該把活動本身當

作供品，而不只是活動結果。這種做法和聖人聯誼的影響，使修習者最後得到超

然奉愛。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我已經解釋了，梵、超靈和至

尊主都是我的三個展現。透過把智慧專注於我，把思想專注我的超靈展現，以心

意把你的所有工作供奉給我。這樣致力於我。」 
 

詩節五十八 
 

mac-cittaù sarva-durgäëi mat-prasädät tariñyasi 
atha cet tvam ahaìkärän na çroñyasi vinaìkñyasi 

 
mat-cittah－專心致意於我；sarva-durgani－從所有障礙；mat-prasadat－憑著我

的恩典；tarisyasi－你會跨越；atha cet－但是如果；tvam－你；ahankarat－因

為自我主義；na srosyasi－不聆聽；vinanksyasi－你會毀滅。  
 
懷著全心全意的奉愛持恆地憶念我，你會憑著我的恩典跨越所有障礙。不過，如

果因假我而忽視我的訓示，你就會陷於持續不斷的物質存在，永不超生。 

 
《要義甘霖》：「那會有甚麼後果嗎？」主奎師那講述這個以mac-cittah開始的

詩節作答。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述的

話：「這樣專心致意於我，你可以超越一生之中可能出現的任何障礙。不過，如

果你不這樣做，因為假我和隨後的軀體認同而認為自己是履行者，就會從不朽的

本性和身份低墮，繼續留在這個物質世界，招致滅亡。」 
 

詩節五十九 
 

yad ahaìkäram äçritya na yotsya iti manyase 
mithyaiva vyavasäyas te prakåtis tväà niyokñyati 

 
yat－它；ahankaram－假我的；asritya－托庇了；na yotsye－我不會戰鬥；iti－
因此；manyase－你想著；mithya－徒然；eva－肯定地；vyavasayah－堅決；te



－你的；prakrtih－我的迷幻能量(作為情欲品質)；tvam－你；niyoksyati－會參

與(戰爭)。   
 
你僅是因為這假我而堅決不戰，但那只會白費心力，因為不管怎樣，我的物質能

量都會以她情欲形態的形象迫你戰鬥。  
 
《要義甘霖》：「我是戰士，在戰爭中戰鬥是我的最高職務，但我不想戰鬥，因

為我害怕將會因為殺死那麼多人而招致滔天大罪。」至尊聖主訓斥阿尊那，講述

這個以yad ahankaram開始的詩節回應這個論點。prakrtih這個字表示天性。「大

英雄啊，你現在不接受我的訓示，但是當你那懾人而天生的戰鬥熱忱展現時，你

就會因為參與這場戰鬥和殺死比斯瑪等等這些堪受崇拜的人而淪為我的笑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修習者決不應該錯用獨立性，舉止輕浮。根

據至尊聖主的訓示，他們應該放棄身為履行者和享受者的假我，作為祂的僕人。

應該從心中靈性導師，即至尊主本人，或祂所述的經典那裏領受至尊主的這個訓

示。又或者，考慮到奉獻者的訓示與祂沒有分別，應該只是為了服務祂而工作。

不過，如果認為自己是履行者和享受者，懷著這個與至尊主訓示相反的概念工

作，那麼生生世世都得承受那些活動的好壞結果。 
 

詩節六十 
 

svabhäva-jena kaunteya nibaddhaù svena karmaëä 
karttuà necchasi yan mohät kariñyasy avaço ’pi tat 

 
svabhava-jena－天性所致的；kaunteya－琨緹之子啊；nibaddhah－必須；svena
－你自己的；karmana－透過你的工作；kartum－去做；na icchasi－你不想；

yat－它；mohat－出於錯覺；karisyasi－你會做；avasah－無助地；api－仍然；

tat－那。  
 
琨緹之子啊，你將無助地被迫履行，你現在處於迷惑狀態而希望迴避的那種活

動，因為你不得不順應天性。 
 
《要義甘霖》：這個詩節詳細說明上一個詩節。「因為以前生生世世的印象，你

有戰士的天性。受到騎士風範等等天生的品質驅使，你肯定會參戰。」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在這個詩節的陳述有以下要旨︰

「由於感到迷惑，現在你不遵從我的訓示；因此你不參戰。但是當你的戰鬥熱忱

力量激增，那時候，依據自己的天性，你將無法抑壓。你必定會承受那些活動的

結果，也會認為自己是戰事的媒介，即戰士。因此，依照我的訓示作戰，這對你

有好處。」  



 
根據這個訓令，為了履行有利於奉愛和服務至尊主的活動，有類似資格水平(正
如之前的詩節所討論)的修習者，應該擺脫粗糙和精微的自我。 

 
詩節六十一 

 
éçvaraù sarva-bhütänäà håd-deçe ’rjuna tiñöhati 
bhrämayan sarva-bhütäni yanträrüòhäni mäyayä 

 
isvarah－內在超靈；sarva-bhutanam－眾生的；hrt-dese－在內心的區域；arjuna
－阿尊那啊；tisthati－位於；bhramayan－祂受到激勵而徘徊；sarva-bhutani－
眾生；yantra-arudhani－(好像)騎在機車上[八百四十萬個物種]；mayaya－透過

祂的迷幻能量。 
 
阿尊那啊，內在超靈在眾生心裏。以祂的迷幻能量，祂現在使他們在生死輪迴之

中徘徊，就像騎在機車上那樣。 
 
《要義甘霖》：在前兩個詩節解釋了，那些相信每個人都順應天生傾向而行的人

之見，至尊聖主現在提出祂自己的結論。眾生萬物的內在見證者－主拿茹阿央那

－住在眾生裏。《巴漢-阿然亞卡奧義書(Brhad-aranyaka Upanisad)》(3.6.3)說祂

住在泥土裏，泥土卻不知道祂。泥土是祂的軀體，祂住在泥土裏，控制和移動

它。《神訓經》也說︰「主拿茹阿央那遍及這個宇宙裏所看到或聽到的一切，內

裏或之上的一切。」  
 

這些韋達陳述確立了，至尊控制者作為見證一切的內在超靈，位於心內。祂在那

裏做甚麼？至尊聖主回應這點說：「祂透過祂的假象能量，讓眾生從事各種活

動，使他們在這個物質世界徘徊。」正如操縱木偶的人拉動繩子操縱木偶，假象

也同樣控制生物體。Yantrarudhani也表示「在各種身體裏的微靈。」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控制者是整個動與不動世界的內在超

靈。之前在《梵歌》(15.15)說明了這點：「sarvasya caha  hrdi sanniviñöo－我在

眾生心裏；所有記憶、知識和遺忘都只源於我。」 
 
《神訓經》也說︰ 

 
eko devaù sarva-bhüteñu güòhaù 
sarva-vyäpé sarva-bhütäntarätmä 

karmädhyakñaù sarva-bhütädhiväsaù 
säkñé cetä kevalo nirguëaç ca 

《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6.11) 



祂無處不在又全能。在祂的控制下，生物體騎著迷幻能量打造的精微和粗糙軀體

機車，在這個物質世界到處徘徊。  
 
有些人認為至尊主控制眾生，促使他們活動。他們斷定：「因此，我們所有好和

壞的活動都是祂啟發的。」他們認為生物體就像木偶，因此不是他領受所有好和

壞工作的結果，其實應該只是至尊控制者接受各種結果。這理解完全不正確。應

該恰當地了解yantrarudhani這個字。根據之前的活動造成而且是自古以來所累積

的印象，假象給予反對至尊主的生物體精微和粗糙軀體。依據之前活動而領受到

的身體，生物體在整個業報循環顛沛流離。這藉著至尊控制者的激發，並在假象

的控制下發生。至尊控制者沒直接讓受條件限制的靈魂活動。因為受條件限制的

靈魂不想完全放棄他的獨立性而受至尊主控制，因此領受不到這好運。因此，主

采坦亞.瑪哈帕佈在《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0.117)清楚說明：  
 

kåñëa bhüli’ sei jéva anädi-bahirmukha 
ataeva mäyä täre deya saàsära-duùkha 

生物體自古以來忘了奎師那；因此假象在物質存在施予他各種痛苦。 
 
至尊控制者僅是充當這種反叛生物體的見證者，透過假象使他們承受所有好和壞

活動的結果。祂對祂的奉獻者卻不像見證者那樣保持中立。反而讓他們服務祂。

這是祂的大恩。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只有我一個在眾生心裏作為超

靈，超靈確是萬物的控制者和主人。至尊控制者賜予微靈所履行活動的成果。就

像物體繞著機器旋轉，在至尊控制者控制一切的那種品質安排下，生物體同樣也

繼續在物質世界顛沛流離。根據你之前的活動，你會繼續透過至尊控制者的啟

發，順應本性地工作。」 
 

詩節六十二 
 

tam eva çaraëaà gaccha sarva-bhävena bhärata 
tat prasädät paräà çäntià sthänaà präpsyasi çäçvatam 

 
tam－祂(至尊控制者)的；eva－確實；saranam gaccha－托庇；sarva-bhavena－
在每方面；bharata－巴爾塔的後裔啊；tat-prasadat－憑著祂的恩慈；param 
santim－超然平和；sthanam－居所；prapsyasi－你會臻達；sasvatam－永恆。 
 
巴爾塔的後裔啊，完全皈依祂，即那位至尊控制者。憑著祂的恩典，你會臻達 
超然安寧和至尊永恆居所。 
 



《要義甘霖》：為了解釋皈依祂的意義，至尊聖主現在講述這個以tam eva開始

的詩節。Param表示「當愚昧和知識終止時，你會臻達無憂星，即永恆居所」。

有些人認為，那些崇拜超靈的人得到超靈庇蔭，不過之後會描述至尊主的崇拜者

怎樣得到祂的庇蔭。其他人一直想：「我的膜拜神明(ista-deva)是主奎師那，祂

是我唯一的靈性導師。只有祂會賜我奉愛瑜伽和有益的訓示。我只皈依祂。主奎

師那本人是我的內在見證者。願唯獨祂一個讓我服務祂。我專一地托庇祂。」正

如烏達瓦也在《聖典博伽瓦譚》(11.29.6)說：「主啊，那些非常有學問，與布茹

阿瑪一樣長壽，喜樂地憶念你的人恆常都感激你。因為你以臻達你的方法來啟明

體困實體。你外在作為靈性導師，內在作為超靈達成此事。」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這裏，至尊聖主指導阿尊那完全皈依眾生

之中的內在見證者。祂是至尊控制者，無緣地仁慈，上一個詩節描述了祂。專一

的皈依取悅至尊控制者，祂受到它影響。透過祂的恩慈可以輕易得到至尊超然安

寧，前往祂不朽的居所，例如無憂星或哥樓卡等等。至尊主根據他們的服務態

度，在這個世界以五個形象展現自己，造福微靈。這五個形象是(1) 神像(arca-
vigraha)、(2)  超靈(Antaryami)、(3) 主的化身(vaibhava)、(4) 擴展(vyuha)和(5)  
主奎師那自己(para)。 

 
kåñëa yadi kåpä kare kono bhägyaväne 

guru-antaryämé-rüpe sikhäye äpane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47) 

為了恩澤那些累積了足夠靈性善行的生物體，至尊主外在作為靈性導師和內在作

為心中靈師，傳授皈依祂的訓示。 
 

詩節六十三 
 

iti te jïänam äkhyätaà guhyäd guhyataraà mayä 
vimåçyaitad açeñeëa yathecchasi tathä kuru 

 
iti－因此；te－對你；jnanam－超然知識；akhyatam－描述了；guhyat－比機密

知識；guhyataram－更機密；maya－被我；vimrsya－深思熟慮之後；etat－在

這；asesena－完全地；yatha－作為；icchasi－你希望；tatha－因此；kuru－
做。  
 
因此我指導你這種知識，它比絕對真理的機密知識更機密。完全參透這機密知

識，然後隨心所欲。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正在講述這個以iti開始的詩節，總結整部《梵歌》。

「可以透過這知識認識業報瑜伽、八部瑜伽和思辨瑜伽。這表示它甚至比經典所

傳授，闡述知識的知識更機密。甚至連瓦斯悉塔(Vasistha)、韋達維亞薩和拿茹



阿達等等聖人，都無法在他們所寫的經典揭示，因為他們的無所不知是相對性

的，我卻絕對無所不知。由於這真理的性質非常機密，甚至連這些崇高的聖人都

不通曉；我甚至沒指導他們。深思我的訓示，然後隨心所欲，悉隨尊便。」 
 

這樣結束了最後一組的六章。這部由十八章組成的《博伽梵歌》是各種知識之翹

楚。共有三組，各有六章，就像藏有最寶貴和無比的寶石，即非常機密的奉愛的

寶箱。第一組的六章稱為業報六章(karma-satka)，是這個箱子鍍金的底部，最後

那組的六章，即知識六章(jnana-satka)，是珠光寶氣的蓋子。在這兩組之間那六

章─奉愛─是三個世界內最寶貴的財富。奉愛有能力控制和征服主奎師那，就像

這個箱子裏一塊超卓美麗的寶石。接著的兩個詩節(18.65-66)，第一個以man-
mana bhava開始，由六十四個音節組成。應該把它們看作為這奉愛的純粹女僕，

作為整個寶箱的外層覆蓋。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正在目前這個詩節，提出祂對《博

伽梵歌》的結論。祂說，正如之前所說的那樣，祂非人格面貌的知識相當機密；

祂超靈面貌的知識更機密；祂至尊人物的知識則最機密。祂會在以下詩節清楚解

釋這點。只有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是非二元絕對真理，也是最高真理的極限。祂

有三個展現：梵(祂身體的光芒)、超靈(祂的局限性面貌)和至尊主(祂的人格性面

貌，即至尊主本人)。正如《聖典博伽瓦譚》(1.2.11)說︰ 
 

vadanti tat tattva-vidas tattvaà yaj jïänam advayam 
brahmeti paramätmeti bhagavän iti çabdyate 

那些真理知悉者覺悟非二元絕對真理的三方面。梵只有意識知覺這個特質，也是

那真理的第一個展現。超靈，即那意識知覺的擴展，是第二個展現。展現為超然

情愛逍遙上演者的至尊主，是第三個展現。在這三個狀態，那真理有三個名字。 
 

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的三個展現是梵、超靈和至尊主。覺悟祂軀體綻發的光芒，

是對絕對真理有知覺面貌的歪曲看法。它不會使人透徹地明白真理。對超靈的覺

悟，構成永恆和知識的部分覺悟。覺悟至尊主則是完全覺悟那呈現為永恆、知識

和完全喜樂的絕對(真理)。 
 

這裏稱絕對真理知識為機密的(guhya)、超靈知識更機密(guhyatara)，至尊主知

識則最機密(guhyatama)。 
 

這最機密的至尊主知識也有三部分：在杜瓦爾卡的主奎師那是完全的，在瑪圖茹

阿更完全，在溫達文或哥庫爾則最完全。阿尊那，即奎師那在杜瓦爾卡逍遙的 
朋友，只熟悉祂的完全面貌。 

 
《梵歌》的十八章分成三部分，各有六章。頭六章描述無私活動瑜伽，即無私地

履行賦定職務，把結果供奉給至尊主。第二部分的六章描述純粹奉愛的瑜伽，第



三部分的六章描述超然知識的瑜伽。不應該只是因為思辨瑜伽在這部經典的結尾

才出現，就認為它是最高和最終結論。反而另有隱義︰在業報瑜伽和思辨瑜伽之

間的奉愛瑜伽，賜予兩者力量，使業報和知識賜予結果。沒有奉愛庇蔭的話，業

報瑜伽和思辨瑜伽毫無用處。因此，《梵歌》就像個寶箱，底部是業報瑜伽，上

面的蓋子是思辨瑜伽，奉愛女神的龐大財富就像兩者之間的珍貴寶石。這樣，普

通人就可以明白前六章相當機密，最後六章更機密，中間六章則最機密。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我之前對你解釋的至尊主非人

格面貌知識是奧祕。現在解釋的，至尊主局限性面貌的知識更祕密。深思熟慮這

知識，然後悉隨尊便。 
 

如果你想透過無私活動瑜伽托庇知識，臻達絕對真理，這樣逐漸得到那種超越各

種自然形態，以我為對象的奉愛，就把你在這場戰爭之中履行的活動，看作為無

私活動吧。如果你想皈依超靈，就把你的活動供奉給至尊控制者，履行源於你戰

士天性的職務，遵照祂敦促的那樣參戰吧。那麼至尊控制者，即我的化身，就會

逐漸賜予你超然於各種形態的奉愛。不管你有甚麼結論，要明白戰鬥對你肯定有

益。」 
 

詩節六十四 
 

sarva-guhyatamaà bhüyaù çåëu me paramaà vacaù 
iñöo ’si me dåòham iti tato vakñyämi te hitam 

 
sarva-guhyatamam－所有訓示之中最機密的；bhuyah－再次；srnu－聆聽；me－
我的；paramam－至尊；vacah－訓示；istah－非常親愛；asi－你是；me－對

我；drdham－極度；iti－知道；tatah－因此；vaksyami－我會說；te－為了你

的；hitam－福祉。  
 
再聽聽我的至尊訓示，即所有知識之中最機密的。我極鍾愛你，因此，我為你好

才說這訓示。 
 
《要義甘霖》：當主奎師那看到祂親愛的朋友阿尊那，探討這部《梵歌》深入嚴

肅的含意沉默不語時，祂軟如黃油的心融化了，祂說：「阿尊那啊，我親愛的朋

友，現在我會在這八個定論詩節，對你講述經典的精華。」阿尊那可能會問：

「你為甚麼還要費神解釋這點？」於是至尊聖主用這個以sarva-guhyatamam開始

的詩節回答。「在這個以man-manä bhava mad-bhakto開始的詩節，我會再次傳

授你所有知識之王，即第九章的精華。這確是至尊陳述，因為它是《梵歌》的精

華，《梵歌》本身則是所有經典的精華。guhyatamam這個字表示，在任何地方

都找不到比這更機密的。它是絕對的。我正是為你的終極福祉重複這點，因為你



是我非常親愛的朋友(iñöo ’si me dåòham iti)。我為甚麼會不重複？畢竟，一個人

只會對最親愛的朋友透露最機密的祕密。」  
 

有些《梵歌》版本用iñöo ’si me dåòha-matiù instead of dåòham iti這個片語，而不

是drdham iti。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梵歌》稱為《奧義書》。它是《韋達

經》和《奧義書》的精華。只有憑著至尊主或祂奉獻者的恩慈，才能明白它最內

在的意向。只是憑借智慧或透過業報工作者、思辨家或認為至尊主的形象虛幻無

能的非奉獻者，決不可能明白這些機密訓示。只有專一而完全皈依的奎師那奉獻

者，才可以憑著祂的恩慈知道這些最機密的訓示。為了明確解釋這個祕密，至尊

聖主講述這個詩節。 
 

阿尊那是完全皈依主奎師那的奉獻者，祂非常鍾愛他。因此他有資格聆聽這最機

密的訓示。同樣，只有這些純粹的奎師那奉獻者，才可以理解《梵歌》這個最祕

密的訓示，其他人卻不能。  
 

知道奎師那是永恆、知識和喜樂組成的絕對真理，專一的奉獻者專一地皈依祂，

因此他們毫無懷疑或爭論，積極地投入遵循祂的訓示和指引。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我對你講述了我無特徵面貌的

知識。這知識相當機密。我也告訴了你，我局限性面貌的知識，它更加機密。現

在，我指導你我人格面貌的知識，它最機密。請聽著。這人格面貌的知識比我在

《博伽梵歌》傳授的其他所有教導更高。為了造福你，我現在把這知識傳授給

你，因為我非常鍾愛你。」 
 

詩節六十五 
 

man-manä bhava mad-bhakto mad-yäjé mäà namaskuru 
mäm evaiñyasi satyaà te pratijäne priyo ’si me 

 
mat-manah－把你的心意供奉給我；bhava－變得；mat-bhaktah－我的奉獻者

(投入於聆聽和唱頌我的聖名、形象等等)；mat-yaji－我的崇拜者；mam－對

我；namaskuru－供奉你的頂拜；mam－我；evaisyasi－你會得到；satyam－真

誠地；te－對你；pratijane－我承諾；priyah－親愛的；asi－是；me－給我。  
 
把你的意識知覺專注於我；讓自己致力於聆聽和歌頌我的聖名、形象、品質和逍

遙時光等等修習，藉此成為我的奉獻者；崇拜我；頂拜我。因此，你肯定會臻達

我。我對你發誓這是事實，因為我非常鍾愛你。 
 



《要義甘霖》：「Man-manä bhava表示，成為了我專一的奉獻者，你應該冥想

我。不要成為思辨家或瑜伽師，並像他們那樣冥想我。」另一方面，Man-manä 
bhava表示：「我，夏姆遜達爾(Syamasundara)，點綴著精緻弓眉和柔軟鬈髮，

我月亮一樣的最美麗臉龐給你甜美仁慈的瞥視，你應該變得像那個把心意供奉了

給我的人。Mad-bhaktaù表示把你的感官供奉給我。換句話說，讓你的所有感官

服務我，藉此崇拜我；聆聽和歌頌我的榮耀，覲見我的神像，打掃和裝飾廟宇，

摘花和串花環，用飾物為我打扮，把傘子供奉給我，用犛牛尾的毛拂給我扇涼和

履行其他服務。Mad-yäjé表示崇拜我，把香油、鮮花、熏香、酥油燈和食品等等

物品供奉給我。Mäà namaskuru表示倒地，五體或八體地頂拜。Mäm evaiñyasi表
示履行憶念、服務、崇拜和頂拜這四項活動，又甚至只是履行其中一種，你都肯

定會臻達我。把你的心意和所有的感官，例如你的耳朵和舌頭等等供奉給我，我

會以自己作為回報。這是事實；不要懷疑。」  
 

根據《阿含經》字典，satya(真相)、sapatha(誓言)和tathya(事實)是同義詞。阿

尊那也許會說：「瑪圖茹阿的人動輒發誓，但其實無法堅守，那麼我怎會對你這

瑪圖茹阿之主的誓言有信心？」至尊聖主回答：「雖然你說的沒錯，但是因為我

非常鍾愛你，所以作出這個承諾。一個人不騙他所鍾愛的那些人。」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Man-manä bhava表示「專心致意於奎師

那」。主奎師那自己認同了，牧牛姑娘專心致意於奎師那，堪稱典範，祂對烏達

瓦表達這點(《聖典博伽瓦譚》10.46.4-6)： 
 

tä man-manaskä mat-präëä mad-arthe tyakta-daihikäù 
mäm eva dayitaà preñöham ätmänaà manasä gatäù 

ye tyakta-loka-dharmäç ca mad-arthe tän bibharmy aham 
mayi täù preyasäà preñöhe düra-sthe gokula-striyaù 

smarantyo ’ìga vimuhyanti virahautkaëöhya-vihvaläù 
dhärayanty ati-kåcchreëa präyaù präëän kathaïcana 

pratyägamana-sandeçair ballavyo me mad-ätmikäù 
親愛的烏達瓦，牧牛姑娘恆常都專心致意於我。我是她們的生命和一切。只是為

了我，她們就放棄了一切，包括家庭、丈夫、兒子、親戚、矜持和宗教原則。她

們恆常都只是一直沉醉於憶念我，心無旁騖。因為堅信我的話：「我會來的」，

她們千辛萬苦苟延殘喘等著我。  
 

這段有關牧牛姑娘與奎師那分離時忐忑不安的描述，是專心致意於奎師那的最高

典範。現在聽聽牧牛姑娘懷著初遇之情(purva-raga)時，沉醉於奎師那。 
 

有一次，一個新婚的牧牛姑娘開始在南達村(Nandagaon)生活。這個牧牛姑娘聽

過奎師那的名字，還有祂極具吸引力和驚人的活動，卻還未有幸直接看到祂。奎

師那每天和祂的朋友走進森林牧牛時都吹奏祂的笛子。聽到那笛聲，所有巴佳居



民都會聚集在大路上，渴望觀賞祂那種無比的美麗動人之處。一些站在陽台上，

一些爬到樹上。一些站在路旁，一些透過窗子偷看。那個新婚的牧牛姑娘也渴望

去那裏觀看奎師那，她的婆婆卻阻止她，說：「外面有一條黑蛇會咬你；你不應

該去。」 
 

新婚的新娘反駁這點。「你的女兒出去了，你又為甚麼阻止我？」她的婆婆卻不

會心軟。 
 

年輕的牧牛姑娘不理會這個訓示，偷偷走到路旁的一片小樹林後面，她在那裡可

以看見主奎師那。明白她的心事，奎師那輕輕擰了一頭小牛的尾巴，牠跑開了，

蹦蹦跳跳地奔向那個新婚的牧牛姑娘，剛好停在她附近。奎師那追趕著小牛，最

後正好到達那個地點。祂以美麗的三曲姿勢站在那裏片刻，用祂的笛子碰一碰那

個牧牛姑娘的下巴，然後跑回祂的朋友那裏。新來的牧牛姑娘現在沉醉於奎師那

美麗形象的動人之處，當奎師那走進森林時，她失去了外在知覺，呆呆站著。 
 

過了一段頗長的時間。她沒有回家，她的婆婆來找她。看到她的那個狀態時，她

搖動牧牛姑娘和哭叫：「我害怕的事發生了！那條黑蛇咬了你。」  
 

她把牧牛姑娘帶回家，命令她從陶罐裏的酸牛奶抽取黃油。新娘還沒恢復外在知

覺。誤以為一個盛滿芥末子的罐是酸牛奶，開始攪拌。有時她會攪拌芥末子，有

時停下來，於是有時傳來刺耳的攪拌聲，有時卻沒聲音。她的婆婆注意到這件

事，就命令她改為從井裏取水。她一個疊一個的把三個罐子放在牧牛姑娘頭上。

然後，把一根繩子放在牧牛姑娘的一只手，另一只手則抱著一個小嬰兒，讓小孩

坐在牧牛姑娘腰上。然後她差遣牧牛姑娘從井裏取水。 
 
新娘走到那口井，準備取水的繩子，但是她心不在焉，大失常態，開始用繩子綁

住嬰兒的脖子。在那口井的其他牧牛姑娘制止她，大叫說：「哎呀，哎呀！她發

生甚麼事？她鬼迷心竅似的！」一些牧牛姑娘卻知道事情真相。「不，不，」她

們說：「她不是鬼迷心竅，而是南達大君的兒子。」   
 

這就是專心致意於奎師那的例子。 

 

成為我的奉獻者，這個訓示不是給那些無法像牧牛姑娘那樣，全神貫注於奎師那

的人。成為我奉獻者的意思是，把自己完全供奉給至尊主的蓮花足。奉獻者怎樣

才可以不斷服務？在這方面，《聖典博伽瓦譚》(7.5.23-24)描述了帕爾拉達

(Prahlada)的故事： 
 

çré-prahläda uväca 
çravaëaà kértanaà viñëoù smaraëaà päda-sevanam  

arcanaà vandanaà däsyaà sakhyam ätma-nivedanam 



iti puàsärpitä viñëau bhaktiç cen nava-lakñaëä 
kriyeta bhagavaty addhä tan manye ’dhétam uttamam 

帕爾拉達大君說：「我親愛的父親啊，對主維施努的奉愛是以九種方式履行的︰

聆聽和歌頌祂，憶念祂的聖名、形象、品質、逍遙時光等等，服務祂的蓮花足，

崇拜祂，向祂祈禱，服務祂，與祂為友和把自我皈依給祂。如果懷著皈依之情對

至尊主履行這九種奉愛，我就認為那是所有教育之翹楚。」 
 

安姆巴瑞薩大君是完全皈依的輝煌典範。《聖典博伽瓦譚》(9.4.18-20)描述他怎

樣對奎師那履行奉愛。 
 

sa vai manaù kåñëa-padäravindayor 
vacäàsi vaikuëöha-guëänuvarëane 
karau harer mandira-märjanädiñu  
çrutià cakäräcyuta-sat-kathodaye 
mukunda-liìgälaya-darçane dåçau 

tad-bhåtya-gätra-sparçe ’ìga-saìgamam 
ghräëaà ca tat-päda-saroja-saurabhe  

çrémat-tulasyä rasanäà tad-arpite 
pädau hareù ketra-padänusarpaëe 

çiro håékeça-padäbhivandane 
kämaà ca däsye na tu käma-kämyayä 

yathottama-çloka-janäçrayä ratiù 
他專心致志於主奎師那粲卓的蓮花足，用說話歌頌至尊主的品質，雙手打掃主哈

瑞的廟宇，耳朵聆聽至尊主阿促塔吉祥的逍遙時光。他讓眼睛覲見穆昆達的神像

和廟宇，軀體和肢體接觸祂奉獻者的身體，鼻子聞供奉在祂蓮花足的荼爾茜

(Tulasi)的超然芳香，舌頭榮耀供奉過給至尊主的祭餘(prasada)。他用雙腳走向

至尊主神聖的居所，他的頭頂拜祂的蓮花足。他供奉花環和檀香等等所有日用品

來服務至尊主。他不是為了得到物質享樂才履行這一切，而是為了得到對至尊主

的純愛，那種愛僅存於祂的奉獻者。歌頌他們能淨化每個人。 
 

比爾瓦曼告(Bilvamangala)是這種奉獻者的例子。他生於南印度奎師那-文拿河邊

的一條村莊。他是《韋達經》和《終極韋達》的大學者，卻過度依附一個名為親

塔曼妮(Cintamani)的妓女。一天晚上，大雨滂沱，他卻仍然熱切渴望與親塔曼

妮見面，以致無視惡劣天氣，出發前往她的居處。他在中途必須渡河，那個可怕

的夜晚河水泛濫。實際上，它就像死亡。無法橫渡那條河，比爾瓦曼告便罔顧一

切地借助於一具浮屍。抵達親塔曼妮的家時，他看見大門關上了。看見有東西掛

在分界牆上，比爾瓦曼告以為那是繩子，便用來爬到牆上，但那其實是一條蛇。

不過，當他從牆的另一邊爬下去時，卻滑倒而跌在地上，發出巨響和失去知覺。

親塔曼妮和她的朋友跑出去看看發生甚麼事。一道道閃電照亮了事發地點，使她



認出了比爾瓦曼告。那時候她洞悉一切。感到自責，親塔曼妮嚴厲地責備比爾瓦

曼告。「如果你像依附我那樣依附主奎師那的蓮花足，肯定會洪福齊天。」 
 

比爾瓦曼告恢復知覺時聽到親塔曼妮的話，感到心如刀割。他立即看到他的活動

愚不可及，決定馬上終止罪孽深重的作風，步行到溫達文。他在路上感到口渴，

當他看到一個年輕女人從一口井汲水時，便走到她那裏。那個女人天生麗質，以

致他深受吸引，甚至跟著她回家。 
 

女人的丈夫注意到比爾瓦曼告的服裝和態度，以為他是聖人。他適當地向比爾瓦

曼告致敬，邀請比爾瓦曼告走進他的家，請他坐下來。比爾瓦曼告就請那個男人

呼喚他的妻子。她走進房間時，比爾瓦曼告向她要兩只髮夾。他接過來，馬上刺

穿雙眼。「這雙眼導致我可恥的慘況！」他痛不欲生。「透過它們，我被它們的

感官對象─美女─吸引。無風不起浪！」現在雙目失明，血流如注，他再次動身

前往溫達文。他的心卻淨化了。僅是走了一小段路之後，一個男孩走向他，以悅

耳的聲線問：「爸爸，你去哪兒？」 
 

「我要去溫達文，」比爾瓦曼告回答。 
 

男孩說：「我也要去溫達文。請抓住我的手杖。」那個男孩正是吹奏笛子(murali)
使人心醉神迷的人(Murali-manohara)－主奎師那本人。 

 
Mad-yaji表示「對我履行崇拜(arcane)」。與成為奉獻者相比，穩定地修習崇拜

主的層次稍低。因此至尊聖主說：「如果你無法成為比爾瓦曼告那樣的奉獻者，

就對我履行崇拜。」對至尊聖主履行崇拜的人，應該有怎樣的決心？為了說明這

點，我會講一個發生在印度瑪圖茹阿這裏，我們自己親身經歷的故事。 
 

瑪圖茹阿以前有一個聖人，信心堅定地崇拜他的谷石(salagrama-sila)。他並非完

全知悉崇拜的各方面和步驟，但是他履行的崇拜都懷著堅信和濃厚奉愛。他發誓

每天要在清晨時分，日出前個半小時左右在雅沐娜沐浴，而且只用雅沐娜河水崇

拜他的谷石。有一次，在印度曆法一月中到二月中寒冬月份(Magha)的暗月日

(Amavasya)，一夜冬雨，寒風凜烈。漆黑一片，昏天暗地，他不知時間。還有很

久才到日出前的個半小時，他早已醒來，啟程去沐浴。雅沐娜河水冰冷，他冷極

顫抖，卻仍然堅守誓言沐浴。然後他啟程回家，帶著雅沐娜河水作崇拜之用。他

回家的路艱苦重重，漆黑一片，傾盆大雨，他顫抖的軀體虛弱無力，但是他急於

崇拜他的神像。他突然看見有人提著燈籠走向他。那是一個年輕男孩，頭上披著

毯子擋雨。他走到爸爸面前，問：「爸爸，你去哪兒？」那個人告訴祂自己住在

那裏，男孩說：「我也去那邊。跟我走，我會帶你到你家。」  
 

他開始和那個男孩一起走，很快就抵家。正要進去時，他想：「讓我問問這個男

孩的名字。」但是多麼神奇！雖然爸爸東張西望，卻看不到那個男孩，甚至毫無



蹤影。他呆立在那裏，悲嘆說：「哎呀！那個超然騙子(chaliya)親自來保護我的

誓言，一騙了我，祂就走了。」 
 
《聖典博伽瓦譚》 (6.3.29)以閻羅王對鬼差 (Yamadutas)的訓示來說明mam 
namaskuru的意思︰ 

 
jihvä na vakti bhagavad-guëa-nämadheyaà 

cetaç ca na smarati tac-caraëäravindam 
kåñëäya no namati yac-chira ekadäpi 

tän änayadhvam asato ’kåta-viñëu-kåtyän 
鬼差啊，舌頭不唱誦奎師那聖名，心意不憶念奎師那的蓮花足，甚至一次都沒有

頂拜主奎師那，僅是把那些罪人帶到我這裏，因為他們一次都不曾履行奉愛行

動。 
 
「daçäçvamedhi punar eti janma kåñëa-pranämi na punar bhaväya－履行十次馬祭

(asvamedha)的人都一定要再投生，那些甚至頂拜奎師那一次的人卻決不再投

生。」 
 

「sakrt pranämi kåñëasya mätuù stanyaà piben nahi－向奎師那鞠躬的人，不必

再喝母乳。」 
 
解釋《Bhakti-sandarbha》 (169)的namah這個字時，聖基瓦 .哥斯瓦米著述

vandana namaskaram。「阿庫爾透過頂拜得到了對奎師那的奉愛。」《斯刊達宇

宙古史》這樣描述頂拜的榮耀︰ 
 

çäöhyepi namaskäraà kurvataù çärìga-dhanvine 
çata janmärjitaà päpaà tat-kñaëäd eva naçyati 

一個人縱使欺詐地頂拜手執薩爾尼嘎(sarnga)弓的主維施努，一百世以來累積的

罪孽都立即毀滅。 
 

詩節六十六 
 

sarva-dharmän parityajya mäm ekaà çaraëaà vraja 
ahaà tväà sarva-päpebhyo mokñayiñyämi mä çucaù 

 
sarva-dharman－四社會秩序和四靈性晉階等等所有別的賦定職務；parityajya－
摒棄了；mam－我的；ekam－專一的；saranam－庇蔭；vraja－接受；aham－

我；tvam－你；sarva-papebhyah－從所有罪惡反應；moksayisyami－會解救；

ma sucah－不難過。  
 



徹底摒棄四社會秩序和四靈性晉階等等所有的身體和心靈職務，完全皈依我一

個。我會讓你從所有罪惡反應中解脫。不要難過。 
 
《要義甘霖》：「我應該冥想你，並且依據某個特定的生命階段履行我的宗教職

務(asrarma-dharma)嗎？還是應該專一地履行冥想等等，不依賴任何別的宗

教？」至尊聖主講述這個以sarva-dharman開始的詩節作答。「棄絕各種四社會

四靈性晉階體系，專一地托庇我。」  
 

不應該把parityajya這個字，譯成完全棄絕賦定職務，因為身為戰士，阿尊那沒資

格接受棄絕啟迪。某人也許會說：「奎師那令阿尊那成為工具，顯示他沒資格接

受棄絕啟迪。但祂其實是不是在表明，這個訓示是給那些也許自以為有那種資格

的普通人，而不是給身為戰士的阿尊那嗎？」對於這點的回答就是，阿尊那是奎

師那首要的訓示對象，如果這個關於棄絕的訓示適合他的話，也會適合其他所有

人，而不只是阿尊那一個。而且，把parityajya這個字譯成「棄絕活動成果」也不

恰當。《聖典博伽瓦譚》(11.5.41)說︰ 
 

devarñi-bhütäpta-nåëäà pitåëäà 
na kiìkaro näyam åëé ca räjan 

sarvätmanä yaù çaraëaà çaraëyaà 
gato mukundaà parihåtya kartam 

放棄履行者的假我，全心全意(atma)接受至尊庇蔭－主穆昆達－的庇蔭，這樣的

人免於對半神人、聖人、生物體、家庭成員和祖先的任何義務。  
 
《聖典博伽瓦譚》(11.29.34)也說︰ 

 
martyo yadä tyakta-samasta-karmä niveditätmä vicikérñito me 

tadämåtatvaà pratipadyamäno mayätma-bhüyäya ca kalpate vai 
憑藉我的意願，當一個人放棄各種賦定職務，把自己完全皈依我時，就會比瑜伽

師或思辨家更富裕。他不久就得到解脫，有資格領受到與我自己相若的富裕。 
 

《聖典博伽瓦譚》(11.20.9)的另一個詩節說︰ 
 

tävat karmäëi kurvéta na nirvidyeta yävatä 
mat-kathä-çravaëädau vä çraddhä yävan na jäyate 

在不依附感官對象，有信心聆聽與我有關的敘述之前，一個人都應該繼續履行必

然的義務和偶發的職務。 
 
《聖典博伽瓦譚》(11.11.32)也說︰ 

 
äjïäyaivaà guëän doñän mayädiñöän api svakän 



dharmän santyajya yaù sarvän mäà bhajeta sa tu sattamaù 
摒棄了各種宗教職務，明白了我在《韋達經》教導的賦定職務固有的正負面貌之

後，那些服務我的人可算是聖人之翹楚。 
 

必需根據至尊聖主上述的深奧陳述，解釋這個《梵歌》詩節的含意，協調它們的

含意。pari(parityaja)這個字表示，這些訓示的最高目標是不棄絕職務成果。「你

反而應該絕對地托庇我，而不是皈依宗教、知識、瑜伽或任何半神人。之前已經

說過，你沒資格對我履行專一的奉愛。因此，在yat karosi yad asnasi(《梵歌》

9.27)那樣的陳述中，我解釋了，你的資格是履行奉愛和賦定職務。不過，現在我

仁慈地賜予你執行專一奉愛的資格。我鄭重地宣佈，唯有領受到我專一奉獻者的

恩慈，憑著這齊天洪福，才得到這專一的奉愛。但是，正如我會為了比斯瑪祖父

而違背誓言，為了親自賜予你履行專一奉愛的資格，我現在要違背這個誓言。如

果你放棄常規和按情況而定的職務，只是遵循我的命令，你將不必面對任何反

應。唯獨我以《韋達經》的形式，傳授了履行常規賦定職務的訓示，現在我親自

命令你放棄。如果你接受我的訓令，哪有可能因摒棄常規的賦定職務而招致罪

孽？相反，如果你刻意忽視我的直接命令，繼續履行常規的賦定職務，那麼你肯

定會招致罪孽。肯定要知道這點。」  
 
如果一個人皈依某人，就會像買來的動物一樣，一直屬於那個人和受他控制。無

論主人命令他做甚麼，他只是照做；無論主人讓他住在甚麼地方，他只是留在那

裏；無論主人給他甚麼食品，他都只是吃那些食品。這是天職的基礎原則，天職

的徵兆是完全皈依(saranagati)。《瓦儒宇宙古史(Vayu Purana)》列舉皈依的六

方面︰ 
 

änukülyasya saìkalpaù prätikülyasya varjanam 
rakñiñyatéti viçväso goptåtve varaëaà tathä 

ätmä-nikñepa-kärpaëye ñaò-vidhä çaraëägatiù 
六種皈依是：(1) 接受有利於對奎師那奉愛的事物，(2) 拒絕不利的事物，(3) 堅
信「至尊主會保護我」，(4) 感到依賴，認為「至尊主會照顧我」，(5) 完全自我

皈依和(6) 謙遜。  
 

正如奉愛經典確立的那樣，一直投入地致力於取悅膜拜神明是有利的，反其道而

行沒有好處(pratikulya)。選擇瓦茹阿拿(Varana)作為維繫者，表示感覺到：「唯

有祂才是我的保護者；除了祂之外，我沒有別人。」Raksisyati指的是，在嘎珍

卓(Gajendra)和朵帕緹那樣的人身上看到的那種信心：「每當我面對某些不利情

況的威脅時，祂都肯定會保護我。」Niksepana表示只為服務主奎師那而奉獻粗

糙和精微軀體，還有自己的自我。Akarpanya表示在其他方面不卑不亢[唯獨對主

奎師那謙卑]。為了臻達至尊主而履行這六項活動時，統稱為皈依(saranagati)。 
 



阿尊那也許會懷疑：「如果從今天開始，我只皈依你，那麼我唯一的職務就是繼

續皈依，不管我會不會得到你所說的吉祥或不祥。如此一來，你讓我埋首於宗教

活動，這不會引致憂慮。但是，如果你，即極獨立的主，讓我涉及罪行，那麼我

的目的地會是哪裏？」至尊聖主回答說：「我會讓你從過去和現在所累積的所有

罪孽，還有任何我會導致你進行的罪孽之中解脫出來。與其他主人不同，我能夠

解脫你脫離罪孽。使你成為了我的工具，我給你這個經典訓示，福澤每一個

人。 」 
 

ma sucah的含意如下所示︰  
 

「不要為你自己或其他人擔心。我的誓言迫使我揹負擔子，要解放任何像你那樣

對我念念不忘的人，讓他超脫所有罪孽和脫離生死輪迴。如果這樣的人專心致志

於我，完全放棄自己或他人的職務，又如果他在皈依我之後，繼續自得其樂，我

也必定揹負擔子，提供方法讓他臻達我。我還可以說甚麼？正如我說ananyäç 
cintayanto mäm(《梵歌》9.22)時表明，我甚至準備承擔，維繫他物質生活的那

個擔子。  
 

不要認為：『哎呀！我把這樣的重擔放在我的主和主人身上！』而感到難過。對

我來說，承擔這個擔子絕不費力，因為我總是善待我的奉獻者，而且言出必行

(satya-sankalpa)。僅是這一個訓示已經足夠。因此我在這裏總結這部經典。」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在之前的詩節，主奎師那傳授了與純粹奉愛

有關，最機密的《博伽梵歌》訓示。現在，祂在目前的這個詩節表明，要有資格

領受這純粹奉愛，首先必須專一地皈依祂。在這裏，sarva-dharman這詞語表

示，實踐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賦定活動、知識、玄秘的完美、崇拜半神人  
和任何與主奎師那靈性專注之途無關的身體或思想活動，全都基於身體和思想層

面，應該統統摒棄。不應該這樣想：parityajya的唯一含意，是棄絕依附賦定職務

和結果。至尊主的陳述最深入的意向，是完全放棄賦定職務。這是前綴pari更深

入的含意。  
 
某人也許會認為，放棄上述所有別的職務，專一地皈依主奎師那的人，也許會招

致罪惡反應。有信心的普通人心裏也許有這個懷疑，因此主奎師那為了消除疑慮

而這樣宣告，從此賜他們無畏︰「sarva-päpebhyo mokñayiñyämi mä çucaù－不要

難過；我肯定會讓你擺脫各種罪孽。」 
 

eta saba chäòi ära varëäçrama-dharma 
akiïcana haéya laya kåñëaika-çaraë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93) 



假象宗毫無奉愛，應該放棄他們和業報工作者、瑜伽師、物質主義者、沉迷女色

的人和那些與這種沉迷女色者聯誼的人之不良聯誼。甚至應該放棄四社會四靈性

晉階體系，完全托庇奎師那，謙遜溫順，毫不依附物質財產。 
 

不遵循這個訓示的人，無法接納上一個詩節所述的心態。一旦錯誤地認同軀體是

真我，就會害怕摒棄賦定職務會招致罪孽。因此至尊聖主必須發誓，祂會使人免

於放棄所有賦定職務而招致的任何罪孽。儘管作了這個承諾之後，祂都再次向阿

尊那舉手保證，使他毫不畏懼。祂對他說：「不要難過。」  
 

在主采坦亞 .瑪哈帕佈和聖茹阿亞 .茹阿瑪南達之間的對話(Raya Ramananda 
Samvada)裏，主采坦亞.瑪哈帕佈說這個奉愛階段(sarva-dharmän parityajya－摒

棄其他所有的宗教)甚至都是外在的，因為當中欠缺與奎師那的愛心關係。它只

賜予所需資格，使人明白上一個詩節(18.65)的情感。不堅定專注於這個詩節的精

神，將無法明白上一個詩節的意義。就像鏡花水月那樣難以掌握。純粹奉獻者天

賦純粹自我－「我是奎師那的僕人」，因此自然地自願放棄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

系。因為他們完全棄絕，因此不受罪孽或不當行為影響。這樣的奉獻者是最高級

的偉大奉獻者。 
 

äjïäyaivaà guëän doñän mayä diñöän api svakän 
dharmän santyajya yaù sarvän mäà bhajeta sa ca sattamaù 

《聖典博伽瓦譚》(11.11.32) 
摒棄了各種宗教，明白了我在《韋達經》的教導，即賦定職務內在固有的正負面

貌，那些服務我的人算是聖人之翹楚。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引用奎師那所說的話：「我教了你各種不同的宗教職

務，例如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棄絕階級、不依附(vairagya)、控制心意和感

官、冥想和接受至尊控制者－即超靈－的支配。我傳授這些訓示，使你可以得到

梵知和至尊控制者的知識。現在，完全放棄這一切宗教程序，專一地皈依我，即

至尊主。你要這樣皈依，我才會解救你脫離各種罪孽，不管那些罪孽是物質存在

或棄絕這其他宗教程序所致的。你不應該為了不履行這些活動而難過。履行那種

超然於各種自然形態的奉愛，能輕易覺醒生物體真正固有的本性。不需履行宗教

職務、賦定職務、贖罪等等，又或者思辨知識、玄秘主義、冥想或任何別的程

序。在受條件限制的狀態，應該履行身體、思想和靈性活動，不過，受到祂的美

麗和甜美吸引，就應該摒棄偏執於至尊主的非人格面貌而皈依祂。這表示不管體

困生物體履行甚麼賦定職務維生，都應該以這各種高級決心(nistha)執行。那些

有低層次決心的人，要避免履行職務(akarma)或履行罪惡活動(vikarma)等等，它

們都導致無謂的障礙和欲望。  
 



更高的決心有三種︰對主無特徵面貌的奉愛(brahma-nistha)、對超靈的奉愛

(isvara-nistha)和對至尊人物的奉愛(bhagavad-nistha)。採納這其中一種決心，四

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和棄絕等等所有程序，全都呈現各自的本質。  
 

懷著對主無特徵面貌的奉愛而履行的活動，展現業報和知識。懷著對超靈的奉愛

而履行的活動，展現為把賦定活動供奉給至尊控制者和冥想祂。懷著對至尊人物

的奉愛而履行的活動，則變成專一的純粹奉愛。因此，唯有奉愛才是最機密的 
真理，純愛則是生命的至尊目標。只有這點才是《博伽梵歌》的主要教導。外在

看來，業報工作者、思辨家和瑜伽師的生活方式也許和奉獻者一樣，但他們的崇

拜方法、修習和終極目標卻有天壤之別。」  
 

詩節六十七 
 

idan te nätapaskäya näbhaktäya kadäcana 
na cäçuçrüñave väcyaà na ca mäà yo ’bhyasüyati 

 
idam－這《博伽梵歌》；te－被你；na－也不；atapaskaya－以不受控的感官； 
na－不；abhaktaya－對非奉獻者；kadacana－隨時；ca－也；asusrusave－對沒

有服務心態的人； vacyam－講了；na－不； ca－和；mam－我的； yah 
abhyasuyati－嫉妒的人。  
 
你決不應該對感官不受控的人、非奉獻者、沒服務情感或嫉妒我的人，解釋這部

《聖典博伽梵歌》經典。 
 
《要義甘霖》：因此，完成了祂在《聖典博伽梵歌》的訓示，至尊聖主詳細說明

師徒傳系藉此延續的規則。換句話說，祂闡明各項標準，讓人可以確定誰有資格

領受這些訓示。感官不受控的人，稱為atapaska。《輔典》說：「控制心意和感

官是最高的懺悔。」   
 

儘管感官受到控制，都不應該對非奉獻者傳授《梵歌》的訓示。也不應該傳授給

也許自我控制，卻沒興趣恭順地聆聽(asusrusu)的奉獻者。「一個人也許自我控

制，也許是奉獻者，也許恭順地聆聽，但是如果嫉妒我，就沒資格接收《梵歌》

的訊息。『nirupädhika-pürëa-brahma－我是至尊絕對真理，超然於所有物質名

份。』如果他認為我與假象一致，我的存在既虛幻又短暫的話，無論如何都決不

可把這《梵歌》的訊息傳授給他。」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主奎師那正在目前的這個詩節確定，聆聽

《梵歌》訓示所需的資格。那些嫉妒奎師那，認為祂的超然形象虛幻，對靈性導

師和偉大奉獻者沒有奉愛，完全不服務他們，不控制感官的人，決不應該指導他

們《梵歌》的真理。這些人都沒資格領受《梵歌》的訓示。雖然無法完全覺悟奎



師那訓示的精華，他們卻仍然擅自對沒資格的人講述《梵歌》，認為這顯示了他

們天性寬大和慈悲，但是這直接違反奎師那的命令。這樣的人因而成為冒犯者。  
 

主奎師那本人非常清楚了解，把這知識傳授給沒資格的人會導致非常嚴重的危

害，因為這種愚昧的人無法掌握或保留這知識。有些人可能會質疑這點，說在傳

授宗教訓示方面不存在憐憫之心，不需考慮另一個人有沒有資格。但是我們可以

看到，好的結果只展現在有資格的接受者身上，因此證明了上述論點不成立。沒

資格的人也許領受這些訓示，卻不服從。因此成為冒犯者，甚至更墮落。 
 

有一次，半神人之王－因卓，還有惡魔的首領－維若粲(Virocana)，到主布茹阿

瑪那裏領受靈魂真理的訓示。布茹阿瑪指導了因卓，他有資格接受絕對知識，也

能夠理解。不過，維若粲卻沒資格，也無法了解布茹阿瑪的訓示。他斷定他的自

我只不過是他的粗糙軀體，堅持這就是生命目標。如此一來，維若粲始終都缺乏

真正的真理知識。 
 

《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6.23)也說︰ 
 

yasya deve parä bhaktir yathä deve tathä gurau 
tasyaite kathitä hy arthäh prakäçante mahätmänaù 

《神訓經》的結論精華只會對那些對至尊聖主有至尊的超然奉愛，對聖師尊也有

同等奉愛的偉大靈魂揭示。 

 

在《聖典博伽瓦譚》，主奎師那類似地指導烏達瓦︰ 
 

naitat tvayä dämbhikäya nästikäya çaöhäya ca 
açuçrüñor abhaktäya durvinétäya déyatäm 

《聖典博伽瓦譚》(11.29.30) 
你決不要把這知識傳授給驕傲、無神論、邪惡、沒信心、缺乏奉愛或不服從的

人。  
 

《蓮花宇宙古史》也說：「açraddhadhäne vimukhe py açåëvati yaç copadeçaù 
çiva-nämäpärädhaù－把這訓示傳授給沒信心和反對至尊主的人，會使自己成為

冒犯者；對傳授者沒有好處。」 
 

詩節六十八 
 

ya imaà paramaà guhyaà mad-bhakteñv abhidhäsyati 
bhaktià mayi paräà kåtvä mäm evaiñyaty asaàçayaù 

 



yah－他；imam－這(《博伽梵歌》)；paramam－極為；guhyam－機密知識；

mat-bhaktesu－對我的奉獻者；abhidhasyati－會教導；bhaktim－奉愛服務； 
mayi－對我；param－最高的；krtva－臻達；mam－對我；eva esyati－肯定會臻

達；asamsayah－免除所有懷疑。  
 
指導我的奉獻者這最機密的《博伽梵歌》知識，那個人會得到那種對我的最高超

然奉愛。從而免除所有懷疑，最後他會臻達我。  
 
《要義甘霖》：至尊聖主正在兩個詩節描述，那些傳授這《博伽梵歌》訓示的人

所得的結果；第一個詩節以yah開始。「他們先得到對我的超然奉愛，之後就臻

達我。」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聖主在這個詩節描述，真正的《梵歌》

傳教士和聆聽者的徵兆和奉獻精神。對阿尊那傳授《梵歌》最機密的訓示(18.65)
時，主奎師那說：「我非常鍾愛你，因此我對你解釋這非常親密的真理。」奎師

那也在上一個詩節指導阿尊那：「只對自控、有信心、賦有服務態度和愛我的

人，傳授這《梵歌》知識。」 
 
因此任何傳揚《博伽梵歌》的人，都必須堅信奎師那，專一地致力於祂，完全精

通真理知識，毫無懷疑。如果傳揚《梵歌》訊息的人，知道它的理論卻不修習，

又或者如果缺乏上述品質，他就不是真正的。決不要從這樣的人那裏聆聽《梵

歌》的訓示，因為這樣做的話，聆聽者和講述者都會繼續失去《梵歌》的實際知

識。 

 

經典描述誠懇聆聽者的資格和特性。主奎師那對烏達瓦說：  
 

etair doñair vihénäya brahmaëyäya priyäya ca 
sädhave çucaye brüyäd bhaktiù syäc chüdra-yoñitäm 

《聖典博伽瓦譚》(11.29.31) 
應該把這些教導傳授給那些毫無虛榮心、無神論、邪惡、缺乏信心和傲慢等等缺

點和懷著奉愛的人。他們應該致力造福婆羅門，力求對至尊主的純愛，懷著神聖

本性，最重要的是，他們應該是奉獻者。這些訓示也可以傳授給對我有信心和滿

懷奉愛的樸實工人或女人。 
 
這點清楚顯示，決定誰有資格領受《梵歌》知識時，不會計較階級、教條、年

齡、活動等等。任何具有上述品質的人，都有資格聆聽這部《梵歌》。《永恆的

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64)證明了這個原則：「çraddhävän jana hana bhakti 
adhikäré－在奉愛方面，有信心的人是真正有資格的人選。」主卡皮拿也說︰ 

 
çraddadhänäya bhaktäya vinétäyänasüyave 



bhüteñu kåta-maiträya çuçrüñäbhiratäya ca 
bahirjäta-virägäya çänta-cittäya déyate 

nirmatsaräya çucaye yasyäham preyasäà priyaù 
《聖典博伽瓦譚》(3.32.41-42) 

恭順，沒有惡意，祝願眾生，投入於服務，不依附外在的感官快樂，平和，不嫉

妒，我是他唯一的摯愛，只對這種有信心的誠懇之人講述這點。 
 

大致上，任何對奎師那有信心和奉愛的人，都有資格聆聽《博伽梵歌》。那些對

這些有資格之人傳授《梵歌》訓示的人得到最高奉愛，最後無疑會臻達奎師那。

有資格的聆聽者也臻達那個至尊目的地。 
 

詩節六十九 
 

na ca tasmän manuñyeñu kaçcin me priya-kåttamaù 
bhavitä na ca me tasmäd anyaù priyataro bhuvi 

 
na－不；ca－也；tasmat－與他(解釋這《梵歌》的人)相比；manusyesu－在人類

社會；kascit－任何人；me－對我；priya-krttamah－履行更討好的服務；

bhavita na－絕不會是；ca－和；me－對我；tasmat－比他；anyah－另一個；

priyatarah－更親愛；bhuvi－在地球上。  
 
在人類社會之中，我最鍾愛那個對其他人解釋這《梵歌》訊息的人，不會有任何

人比他更深得我心。 
 
《要義甘霖》：「對我來說，與傳揚這《博伽梵歌》的人相比，這個世界上沒有

人履行的服務比他更討好，也不會有任何人比他更深得我心。」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至尊主非常鍾愛這《梵歌》的真正導師或傳

教士。因此純粹奉獻者有責任傳揚它的訊息，但是那些僅以傳揚《梵歌》為藉口

而娛樂人們的人，沒傳達機密，更機密，甚至更機密和最機密的《梵歌》真理。

相反，他們教導假象宗、業報、知識和瑜伽。這樣的人成為至尊聖主蓮花足下的

冒犯者。聆聽他們講述《梵歌》沒有好處。 
 

詩節七十 
 

adhyeñyate ca ya imaà dharmyaà saàvädam ävayoù 
jïäna-yajïena tenäham iñöaù syäm iti me matiù 

 
adhyesyate －研習； ca －和； yah －他； imam －這； dharmyam －神聖；

samvadam－對話；avayoh－在我們之間；jnana-yajnena－透過超然知識的祭



祀；tena－被他；aham－我；istah－崇拜了；syam－將會；iti－這樣的；me－
我的；matih－意見。  
 
研習我們神聖對話的人，會因此而透過超然知識的祭祀來崇拜我。這是我的意

見。  
 
《要義甘霖》：現在，在這個以adhyesyate開始的詩節，至尊聖主正解釋研習這

《梵歌》的結果。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僅是有信心地研習主奎師那和阿尊那之間的

這段對話，就是履行思辨瑜伽。奎師那悅納這努力。就此而論，知識表示明白了

《梵歌》的精華之後就身體力行。《梵歌》的精華是對至尊聖主的專一奉愛，因

此祂非常鍾愛修習這種奉愛的人。而不是其他人，例如業報工作者、思辨家和瑜

伽師等等。 
 

詩節七十一 
 

çraddhävän anasüyaç ca çåëuyäd api yo naraù 
so ’pi muktaù çubhäû lokän präpnuyät puëya-karmaëäm 

 
sraddhav－有信心的；ananasuyah－不嫉妒的；ca－和；srnuyat－聆聽；api－甚

至；yah－他；narah－人；sah－那；api－也；muktah－解脫的；subhan－吉祥

的；lokan－星球；prapnuyat－臻達；punya-karmanam－那些履行了虔誠行為的

人的。  
 
僅是聆聽這《博伽梵歌》，有信心和不嫉妒的人也會從罪惡活動之中得到解脫，

前往虔誠的人所臻達的吉祥星球。 
 
《要義甘霖》：現在，至尊聖主正在這個以sraddhavan一字開始的詩節，解釋聆

聽《梵歌》的結果。 
 

詩節七十二 
 

kaccid etac chrutaà pärtha tvayaikägreëa cetasä 
kaccid ajïäna-sammohaù pranañöas te dhanaïjaya 

 
kaccit－是不是？；etat－這(《梵歌》的教導)；srutam－聽說；partha－帕瑞塔

之子啊；tvaya－被你；eka-agrena－以專一的；cetasa－專注力；kaccit－是不

是？；ajnana-sammohah－愚昧所致的錯覺；pranastah－被破壞；te－你的；

dhananyaja－致富者啊。  



 
帕爾塔啊，致富者(丹南佳亞)啊，你有懷著集中的專注力聽過這《梵歌》嗎？聽

到之後，你那源於愚昧的錯覺驅除了嗎？ 
 
《要義甘霖》：「如果你還沒明白這教導的最高精華，我會再指導你。」至尊聖

主僅是為了這個目的，才講述這個詩節。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總結了《梵歌》的訓示，描述了聆聽和傳揚

其要旨的結果之後，主奎師那問阿尊那：「你還有問題嗎？如果你有，我也會解

答。」這顯示了應該懷著集中的專注力，聆聽《梵歌》的訓示。而且，儘管從聖

師尊或從完全覺悟了真理(tattva-darsi)的奉獻者那裏，聆聽了《梵歌》的機密真

理以後，學生都應該繼續服務他們，直到他覺悟了這真理之後仍要繼續。他應該

敬愛地請教這些真理的學問，反覆聆聽，否則將無法明白這些教導。 
 

詩節七十三 
 

arjuna uväca 
nañöo mohaù småtir labdhä tvat prasädän mayäcyuta 

sthito ’smi gata-sandehaù kariñye vacanaà tava 
 
arjunah uvaca－阿尊那說；nastah－毀滅了；mohah－假象；smrtih－我的靈性

憶念(我自己是靈魂)；labdha－恢復了；tvat prasadat－透過你的恩慈；maya－
被我；acyuta－絕對可靠的主(阿促塔)啊；sthitah－處於(真正的超然知識)； 
asmi－我是；gata-sandehah－沒有懷疑；karisye－我會遵循；vacanam－命令；

tava－你的。  
 
阿尊那說︰阿促塔啊，你的恩典驅除了我的錯覺，恢復了我真正自我的記憶。消

除了我的懷疑，我堅定地穩處於真正知識。我現在會履行你的命令。 
 
《要義甘霖》：「我還有甚麼問題可以問？我已經無憂無慮，因為我放棄了各種

賦定職務，皈依了你。」  
 

阿尊那現在講述這個以nastah開始的詩節，對奎師那展示他的實際心態。「從今

以後，你是我唯一的庇護所。這皈依靈魂唯一的賦定職務，是專注於遵循你的命

令，而不是遵循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思辨瑜伽或任何別的程序。從今天起，

我統統摒棄它們。」帶著幹迪瓦弓的阿尊那聽到至尊聖主說：「我親愛的朋友阿

尊那，我還得行動，移開地球的重擔。我會透過你來完成此事。」的時候，他讓

自己準備戰鬥。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能夠明白至尊主奎師那的意向，阿尊那非常

高興。他雙手合十地說：「阿促塔啊，你的訓示和恩慈驅除了我所有的愚昧和錯

覺。我完全明白你是靈性導師，也是整個宇宙裏所有動與不動生物的主。我是你

的僕人，完全皈依你的蓮花足，我會對你唯命是從。」明白了奎師那的意圖，阿

尊那就準備戰鬥。 
 

我們從阿尊那的例子學曉，如果我們研習《博伽梵歌》，投入於服務奎師那，專

一地皈依祂和放棄堅持所有別的哲學，藉此消除所有懷疑，就會使這個人類生命

形式完美。 
 

詩節七十四 
 

saïjaya uväca 
ity ahaà väsudevasya pärthasya ca mahätmanaù 

saàvädam imam açrauñam adbhutaà roma-harñaëam 
 
sanjaya uvaca－桑佳亞說 (對迪瑞托茹阿斯崔王 )； iti－因此；aham－我；

vasudevasya－瓦蘇戴瓦的，瓦蘇戴瓦之子；parthasya－阿尊那，帕瑞塔之子；ca
－和；maha-atmanah－偉大靈魂的；samvadam－對話；imam－這；asrausam－

我聽說；adbhutam－驚人的；roma-harsanam－使我毛髮直豎。  
 
桑佳亞說︰國王啊，我這樣聽到了偉大靈魂─瓦蘇戴瓦之子─和帕瑞塔之子之間

這最驚人的對話。我現在真的毛髮直豎。  
 
《要義甘霖》：《梵歌》最後的五個詩節概述整部《梵歌》的要旨，碰巧我之前

撰文解釋的那兩份文稿丟失了。我覺得是象頭神君(Ganesaji)要他的老鼠坐騎偷

走了那些文稿。之後，我沒有重寫那些要旨。願象頭神悅納我。我頂拜他。 
 

由此結束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所寫的 
《要義甘霖的注釋)》(令奉獻者快樂並得到所有聖人接受的注釋)， 

顧及明確精微之處的譯文：《聖典博伽梵歌》第十八章。 
 

詩節七十五 
 

vyäsa-prasädäc chrutavän imaà guhyam ahaà param 
yogaà yogeçvarät kåñëät säkñät kathayataù svayam 

 
vyasa prasadat－憑著聖維亞薩的恩慈；srutavan－我聽到；imam－這；guhyam
－機密的；aham－我；param－至尊；yogam－與至尊主聯合的學問；yoga-



isvarat－從瑜伽的主人那裏；krsnat－從最有吸引力的主奎師那那裏；saksat－直

接；kathayatah－當祂說；svayam－祂自己。  
 
憑著聖維亞薩的恩典，我聽到最有吸引力的主奎師那自己，即瑜伽程序之主親自

解釋這極機密的瑜伽學問。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奎師那.兌帕央.維亞薩戴瓦是桑佳亞的靈

性導師。桑佳亞知道，只有憑著靈性導師的恩典，他才聽到和明白到奎師那和阿

尊那之間的對話，所展現的《聖典博伽梵歌》神聖知識。沒有靈性導師的恩典，

就無法明白《博伽梵歌》或至尊主的真理。靈性導師必須通曉真理，也要像聖維

亞薩戴瓦本人那樣賦有對至尊主的覺悟。門徒則應該像桑佳亞那樣，能夠專注地

服務靈性導師，渴望聆聽他和順從地遵循他的教導和訓示。只有這種忠誠的門

徒，才能明白至尊主真理，達到十全十美。也應該明白到，正如阿尊那直接從至

尊人格首神主奎師那的蓮花口，聽到《博伽梵歌》的深入奧祕之後洪福齊天，雖

然桑佳亞坐在遠離庫茹之野的地方，卻也憑著聖維亞薩戴瓦的恩典，聽到和明白

到《博伽梵歌》而洪福齊天。正如阿尊那和桑佳亞一樣蒙福和達到完美，儘管是

現在，任何人想讓生命蒙福的話，都可以在真正師徒承傳下傳的哲學洪流沐浴，

皈依自我覺悟的靈性導師或偉大奉獻者。除非接受那些在這個世界確立純粹奉愛

者的師徒承傳，否則極難得到至尊主真理。 
 

詩節七十六 
 

räjan saàsmåtya saàsmåtya saàvädam imam adbhutam 
keçavärjunayoù puëyaà håñyämi ca muhur muhuù 

 
rajan－國王啊；samsmrtya amsmrtya－一再憶念；samvadam－對話；imam－

這；adbhutam－驚人的；kesava-arjunayoh－凱薩瓦和阿尊那之間；punyam－虔

誠和神聖的；hrsyami－我感到喜悅；ca－和；muhuh muhuh－時時刻刻。 
 
國王啊，我一再憶念主凱薩瓦和阿尊那之間這段驚人和神聖的對話，時時刻刻都

興高采烈。 
 

詩節七十七 
 

tac ca saàsmåtya saàsmåtya rüpam atyadbhutaà hareù 
vismayo me mahän räjan håñyämi ca punaù punaù 

 
tat－那； ca－和； samsmrtya samsmrtya －一再憶念； rupam－形象； ati 
adbhutam－最驚人的；hareh－主哈瑞的；vismayah－驚訝；me－我的；mahan
－偉大；rajan－國王啊；hrsyami－我欣喜若狂；ca－和；punah punah－一再。 



 
國王啊，當我一再憶念主哈瑞那個不可思議的形象，我非常驚訝而木然，時時刻

刻都欣喜若狂。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從這個詩節看來，阿尊那在庫茹之野看到主

師那的那個宇宙形象，當桑佳亞坐在哈斯提普爾的王宮時，也憑著聖維亞薩戴瓦

的恩典看到。主奎師那對阿尊那解釋，祂以前不曾對任何人展示過那個形象，第

一次正是對阿尊那展示。不過，深思這點就明白到，當阿尊那看到宇宙形象時，

桑佳亞和維亞薩肯定都看到。從阿尊那的陳述則明白到，甚至聖人、大聖人和半

神人都看到。聖韋達維亞薩是主奎師那至高無上的奉獻者。不但如此，他也是至

尊主自己的能量化身(saktyavesa-avatara，即獨特地賦有主某種能量的微靈)。因

此斷定，只有那些在聖維亞薩師徒傳系的人，才能覺悟《博伽梵歌》的精華。 
 

詩節七十八 
 

yatra yogeçvaraù kåñëo yatra pärtho dhanurdharaù 
tatra çrér vijayo bhütir dhruvä nétir matir mama 

 
yatra－無論在甚麼地方；yoga-isvarah－所有瑜伽的主人；krsnah－主奎師那； 
yatra－無論在甚麼地方；parthah－帕爾塔(阿尊那)；dhanur-dharah－弓箭手； 
tatra－那裏；srih－財富；vijayah－勝利；bhutih－繁榮昌盛；dhruva－持恆； 
nitih－致力於道德；matih－意見；mama－我的。  
 
主奎師那是所有瑜伽之主，阿尊那則是至尊弓箭手，祂們的所在肯定都會有顯赫

的富裕、勝利、繁榮，並且堅持正義。這是我結論之見。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第十八章簡略地描述了整部《梵歌》的精

華。一部分描述以冥想為主，帶來自我知識的業報瑜伽。另一部分描述源於對至

尊主信心的純粹奉愛瑜伽。這確是《梵歌》的精華。在這所有途徑之中，機密訓

示就是要逐漸臻達知識之途。採納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時，無私地履行基於天

性而定的賦定職務，就會做得到。與這相比，更機密的訓示是透過冥想，在今生

培養自我的知識。最機密的訓示則是專一地皈依至尊人格首神－主奎師那，履行

奉愛瑜伽。這是第十八章的精華。 
 

整部《博伽梵歌》的要旨是，非二元絕對實體 (advaya-vastu)是唯一的真象

(tattva)。祂是首神的完全展現。其他真象全都是祂衍生的。祂的超然形象、各

個不同化身和其他靈性富裕，都是祂內在靈性能量衍生的。無數生物體從祂的微

靈能量展現。他們有兩種︰解脫和受制的(baddha)。而二十四種元素，從物質自

然不展現的狀態以至一棵小草，都是祂的外在物質能量展現的。創造、維繫和毀

滅，都是祂的時間能量履行的。各種展現都是活動能量衍生的。 



 
五種元素︰超靈(Isvara)、物質自然(prakrti)、個體靈魂(jiva)、時間(kala)和活動

(karma)，全都只是至尊主展現的。梵、超靈等等都在至尊主之內，絕對真理其

他的所有概念都一樣。雖然這五個是分開的，但同時也是同一組元，受到至尊主

本體全權控制，雖然祂們是一體的，但是因為祂們有不同特性，因此又永恆有分

別。《梵歌》所傳授的，這同一而異真理的解釋，超越人類的邏輯。因此，之前

的靈性權威(mahajanas)把至尊主和祂能量之間這不可思議的關係，稱為不可思

議的同一而異真理，有關知識則稱為真理知識。 

 

微靈的固有本性是純粹的有知覺實體。他們是特別的本體，作為極微小部分存在

於超然知覺太陽－主奎師那－散發的陽光之中。他們位於兩者之間的邊界，天生

有資格存在於靈性和物質世界。因為他們有意識知覺，因此天性獨立。如果他們

順應地傾向於奎師那，被靈性領域吸引，就能借助奎師那的喜樂能量，品嚐純粹

喜樂(ananda)。另一方面，如果因假象能量的影響而背離奎師那，由於被虛幻世

界吸引，因此必須承受物質苦樂。喜愛靈性世界又受到吸引的生物體是永恆解脫

的，喜愛無知覺物質所組成的世界，那些人永受條件限制。兩種生物體都多不勝

數。 
 

忘了純粹的固有本性，生物體在物質存在之洋裏，在半神人、人類、蠕蟲、昆

蟲、樹和蔓藤等等高高低低的生命物種，承受各種不同的痛苦。他們有時也許會

對物質生活失去興趣。一個人托庇真正靈性導師的蓮花足，在他的指導下冥想

主。這歸入業報瑜伽的範疇。當冥想逐漸達到完美，覺悟到純粹本性和身份時，

就得到對至尊聖主蓮花足的純愛。又或者，如果對至尊主的題目建立了信心，就

托庇真正的靈性導師和履行奉愛修習。那時候就臻達滿載靈性情感的奉愛，最後

是滿載純愛的奉愛。 
 
除了這兩條途徑之外，就無法覺悟靈魂純粹的本性和身份。 

 
在這兩條途徑之中，以冥想主(dhyana-yoga)為主的業報瑜伽適合普通人，因為它

的履行是靠自己的努力控制。源於信心的奉愛瑜伽比業報瑜伽更高，也更易執

行，但是如果無福領受到至尊主或祂奉獻者的恩典，就得不到。 
 
世人大都傾向於業報瑜伽。其中，正如《梵歌》的結束詩節所述，那些對奉愛瑜

伽建立了信心，覺醒了這種好運的人，最後會臻達專一地皈依至尊主的境界。這

是所有韋達典籍所述的程序(abhidheya)。 

 

業報之途建基於物質渴望。它的目標，即得到物質快樂，在十四個星系享樂和解

脫，對有知覺的微靈沒有很大價值。《梵歌》一開始就說果報活動和結果，即感

官享樂，都沒有價值。與梵合一的涅槃(sayujya-nirvana)是一元論的完美境界，

從生死輪迴得到解脫時就可以達到，微靈的終極目標甚至不是臻達那個境界。多



處都說明了這點。生物體的至尊目標是超越非人格覺悟，以及與主住在同一星球

(salokya)等等四種解脫，透過進入祂上演逍遙時光的無上靈性國度，得到對主奎

師那純粹無瑕的純愛。 

 

《梵歌》匯集了所有《韋達經》和《終極韋達》的結論，確立至尊目標︰就是懷

著與至尊主的關係知識履行奉愛瑜伽，得到對祂的純愛。一個人應該按照自己的

資格，透過聆聽、唱誦和堅守宗教生活，恆常修習奉愛瑜伽。應該繼續順應於培

養奉愛，履行職務來維生。對高等程序信心十足，應該逐步完全放棄對低等程序

的信心。然後，必須透過完全皈依，堅定地專注於奉愛瑜伽。應該這樣過活。至

尊主很快就會賜他對神的純愛。僅是開始淨化他的存在，一個人就會得到至尊主

的恩慈，賜予他無畏、不朽和無憂無慮，也會永恆地沉醉於純愛。 
 
註1. 數論家(Sankhyavasdis)分析物質，斷定物質導致創造。因此他們的哲學是

無神論的。 

註2. 彌漫沙追隨者(mimamsaka)強調虔誠活動，認為主因此不得不回報。事實

上，他們宣稱這是臻主之途。 
註3. 以學生拾起書本為例。這個行動包括了活動工具的知識(學生的手)、活動的

可知對象(書本和怎樣拾起它)和知悉者(學生)。還有活動本身。這三者合稱為基

礎。學生的手是工具(karana)，書本是對象(karma)，學生則是主體(karta)。 

 
由此結束聖巴克提維丹塔.拿茹阿央那.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所寫的 
闡明名為《要義甘霖》注釋之釋義：《聖典博伽梵歌》第十八章。 

 



詞匯 
 
Acarya － 典範師；靈性導師，以身作則的人。 
Acintya － 不可思議的。  
Acintya-bheda-abheda-tattva － 不可思議的同一而異真理；至尊人物的基礎真

理，祂跟祂的能量不可思議地沒有分別(abheda)和有分別(bheda)。 
Acintya-sakti － 至尊聖主不可思議的能量。 
Acyuta(阿促塔) － 絕對可靠的。 
Adharma － 反宗教、無宗教、非宗教。 
Adhibhautika － 他身苦；其他生物導致的痛苦。 
Adhibhuta － 所有可見的現象。 
Adhiyajna － 內在超靈，祂激勵生物體履行祭祀，賜予賦定職務的結果。 
Adhoksaja － 物質感官無法認知和察知的主。 
Adi － 開始，首先。 
Aditi － 阿迪緹；帕爾卓帕提.卡斯亞帕(Prajapati Kasyapa)的妻子；十二位阿迪

緹之子(Adityas)的母親。她的長子是因卓(Indra)，幼子是烏潘卓(Upendra)或主

瓦曼，即主的侏儒化身。 
Adityas － 阿迪緹和卡斯亞帕的十二個兒子。 
Advaitavadi － 一元論；聖三卡爾師提出的非二元論或一元論(advaitavada)的追

隨者。 
Agni － 火神，布茹阿瑪之子。  
Ahangraha upasaka － 相信微靈和至尊主終極都一樣，自認為是崇拜對象的人。

在字面上，aham表示「我自己」，graha表示「接受」，upasana則表示「崇

拜」。  
Aikantika － 專一，不畏縮。 
Aikantika-nistha － 專一的信心。 
Airavata － 主因卓的大象坐騎。 
Aisvarya － 富裕；(1) 壯觀的富裕，(2) 源於isvara(至尊控制者)這個字。在奉愛

方面，這指的是至尊主的威嚴，而不是祂的甜美(madhurya)所激發的奉愛。特別

用於祂拿茹阿央那的面貌。富裕限制了至尊主及祂奉獻者之間的親密性。  
Akincana  － 這個人(1) 身無長物，(2) 唯一財產是服務奎師那。 

《Amara-kosa》 － 《阿含經》，歷史悠久而權威的梵文同義詞詞典。 
Amsa － 主奎師那的部分或擴展。     
Ananda － 超然喜樂(參閱hladini-sakti)。  
Anandamaya － 意識知覺的第五個階段，知覺到對茹阿妲和奎師那的服務 
(13.5)。 



Ananta-rupa － 無數形象。 
Ananya － 字面意義是「獨一無二」；心無旁騖，專心致志的。 
Ananya-bhakti － 專一的奉愛，沒有夾雜任何別的欲望，唯一的動機是取悅至

尊主。 
Ananya-yoga － 不依賴思辨知識、果報工作或苦行，沒有夾雜這些程序的瑜

伽。 
Anartha － 無用的欲望、活動或習慣，它們好比有礙奉愛進步的雜草。 

Anartha-nivrtti － 清除無用的欲望和惡習，奉愛蔓藤的第四個發展階段。  
Anatma － 非靈魂；無活動的物質。 
Anga － (1)  支體、劃分、部分，(2) 聆聽和唱誦等等各種奉愛修習。 
Anima － 像極微小的部分那麼微小。  
Anisvaram － 這個概念認為宇宙展現沒有控制者，而是偶然發生的(16.8)。  
Annamaya － 五個知覺階段之中的第一個，一切事情都從穀物(anna)的角度來看

(13.5)。  
Antaryami － 內在見證者，即超靈，祂在眾生裏引導眾生的活動。 
Antya － 最後的。 
Antyaja － (1)  出身寒微，(2) 賤民。 
Apana － 外行氣，呼氣。 
Apara  －  非超然，無活動的物質，物質自然。 
Aparadha － 冒犯；(1) 破壞奉愛(aradhana)的，(2) 冒犯，即奉愛的障礙。

《Arcana-dipika》列舉六十四種要避免的服務冒犯(seva-aparadhas)、十種聖名

冒犯(nama-aparadhas) 和十種聖地冒犯(dhama-aparadhas)。 
Aprakrta － 非物質，超然。  
Aptakama － 心願已償的人；自我滿足的靈魂。  
Arcana － 崇拜。 
Arjuna － 阿尊那；(1) 主奎師那的密友和奉獻者，祂對他講述《博伽梵歌》，

(2) 拿茹阿-拿茹阿央那(Nara-Narayana)聖人之中的拿茹阿，拿茹阿央那則是主奎

師那；(3) 出於愛而時刻服務主奎師那的永恆解脫靈魂。 
Arta － 傷心難過而接近至尊主的人(7.16)。   
Artha － 財富，人生的第二個物質目標(參閱dharma、kama和moksa)。 
Artha-sastra  － 關於經濟發展的經典。 
Arya-rsis － 極高尚的古代聖人，他們明白了真理。 
Asakti － 深切依附，特別是對至尊主和祂的同遊；奉愛蔓藤的第六個發展階

段，對靈性專注的品味(ruci)成熟之後覺醒的。 
Asana － (1) 坐位，(2) 冥想時的坐姿。 
Asita － 阿悉塔；一位古代聖人的名字，他是《韋達經》的權威。 



Asrama － (1) 學生、居士(grhastha)、退休人士(vanaprastha)或棄絕者之一的生

命階段，(2) 修院。 
Asraya  － 對奎師那之愛的倉庫，即祂的奉獻者。 
Astanga-yoga － 八部瑜伽；由控制心意和感官(yama)、遵循瑜伽修習的規範守

則(niyama)、身體姿勢(asana)、呼吸控制(pranayama)、從感官察知撤回心意

(pratyahara)、dharana(穩定心意)、冥想(dhyana)和神定(samadhi)組成的八重瑜

伽程序。   
Asvamedha-yajna － 由婆羅門代表強大國王所履行的隆重祭祀，把一匹馬供奉到

聖火，然後又讓牠復生。 
Asvattha － 菩提樹(pipala)的種類(10.26)。  
Asvini-kumaras  － 半神人醫生。 
Atirathi － 能獨戰無數對手的戰士。 
Atma － (1)  靈魂，(2) 超靈，(3) 智慧，(4)  心意，(5) 軀體和(6) 感官。  
Atma-tattva － 靈魂天性的明確知識。  
Avatara － 化身；主奎師那本人或祂的全權部分，從超然領域進入這物質創

造，解救受條件限制的靈魂。 
Avidya － 愚昧，即培養物質知識，認為這些知識是完全的。  
Avyabhicara  － 永恆的；指的是純粹奉愛。 
Avyakta － (1) 不展現的，(2) 非感官所能察知的。 
Avyaya － 不朽的。 
 
Bahiranga-sakti － 主的外在或物質能量，又稱為假象。它是創造物質世界和有

關一切的媒介。 
Baladeva Vidyabhusana － 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
庫爾的首席門徒，也是高迪亞奉獻者的《終極韋達》注釋，《哥文達論

(Govinda-bhasya)》的作者。因此名為高迪亞韋達哲學結論之師 (Gaudiya-
vedantacarya)。 
Bhagavan － 至尊主；齊備美麗、財富、力量、名氣、知識和棄絕等等六種富裕

的至尊主。在字面上，van是「擁有者」，bhaga則是「富裕」。 
Bhagavatam － 參閱Srimad-Bhagavatam。 
《Bhagavatamrttam》 － 聖薩拿坦.哥斯瓦米的著作。字面意思是「《聖典博伽

瓦譚》甘露盈盈的精華」。 
Bhagavat-katha － 至尊主的題旨；《聖典博伽瓦譚》的敘述或至尊聖主的訓

示，就像《聖典博伽梵歌》書中的那些。 
Bhagavat-prema － 對最富裕人格首神的愛。 
Bhagavat-tattva － 至尊主的明確知識；至尊聖主所教導的原則。 



Bhajana － 靈性專注；(1) 服務，(2) 靈性修習，尤其是聆聽、唱誦、憶念和冥

想主奎師那的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 
Bhakta － 奉獻者；致力於奉愛瑜伽和膜拜之神的人。 
Bhakti － 奉愛；源於bhaj(服務)這個字根。以順意的精神，滿懷愛意，履行專

為取悅至尊主奎師那的活動，沒有其他欲望，也沒有被業報和思辨知識蒙蔽，稱

為奉愛(《奉愛的甘露(Bhakti-rasamrta-sindhu)》1.1.12)。 
Bhakti-devi － 奉愛女神，奉愛瑜伽的當家之神。 
Bhakti-misra-jnana － 夾雜了奉愛的知識，以知識為主的。 
《Bhakti-Rasamrta-Sindhu》－ 奉愛的甘露；聖茹帕.哥斯瓦米的著作，表示「甘

露盈盈的奉愛情感之洋」，解釋奉愛瑜伽的學問。 
Bhakti-yoga － 奉愛瑜伽；透過對至尊主的奉愛服務而行的靈性覺悟之途。 

Bhava － 靈性情感；(1) 純粹至善的特別展現，(2) 知識能量和喜樂能量的精

華，(3) 奉愛蔓藤的第八個發展階段；好比純愛之陽的第一線曙光，對奎師那之

愛的最高境界。 
Bhavanuvada － 顧及具體精微之處的譯文。 
Bhisma-parva －《摩訶婆羅多》一書，構成《聖典博伽梵歌》的十八章。  
Bhrgu － 布瑞古；主布茹阿瑪心意所生的七個聖人之一。 
Bhuta-bhavana － 所有展現的維繫者。 
Brahma － 絕對真理、梵；(1) 源於表示「擴展的」或「偉大」的brh；泛指靈

魂，(2) 生物體，(3) 心意，(4) 超靈，(5) 至尊主的非人格面貌和(6) 至尊主自

己。 
Brahma － 布茹阿瑪；物質宇宙的創造者，情欲品質的當家之神。他是布茹阿

瑪-瑪達瓦師徒傳系(Brahma-Madhva sampradaya)的原初靈性導師。 
Brahma-bhuta － 覺悟了梵；體驗喜樂、無欲無求和無憂無慮的狀態(18.54)。  
Brahmacarya － 字面意思是「靈性的培養」；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的第一個

生命階段；獨身的學生生活。 
Brahma-jnana － 絕對真理、梵的知識。 
Brahma-loka －主布茹阿瑪的居所，位於這個物質宇宙。 
Brahmana － 婆羅門；覺悟了絕對真理的人；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的四個社會

劃分之一；祭師或老師。  
Brahmananda － 處於梵境的人體驗到的喜樂。  
Brahmarsi － 處於梵覺的聖人。  
Brahmastra － 韋達軍事科學中威力最強大的武器(比核武更厲害)。以曼陀發

射，只殺死誦讀曼陀時所指定的那個人。  
《Brahma-sutra》－ 《梵經》；(又稱《終極韋達》)。《終極韋達》的格言以簡

潔格言的形式，為韋達的啟示提供完整和有系統的闡述。聖維亞薩戴瓦所著的

《聖典博伽瓦譚》，是《終極韋達》渾然天成的注釋。  



Brahma-svarupa － 主奎師那的形象，祂身體的光芒是梵光(brahma-jyoti)。 
Brahma-tattva － 絕對真理、梵的明確知識。 
Brahavada － 梵覺宗；非人格主義的教條，目標是與至尊主的光芒合一。  
Brahma-vetta － 覺悟了絕對真理、梵的人。  
《Brhad-Aranyaka Sruti》－ 其中一部《奧義書》，包含了高迪亞奉獻者哲學的

重要詩節。 
Buddhi － (1) 智慧，(2) 分辨精微含意的能力。 
Bhddhism － 以釋迦獅子佛陀(Sakyasimha Buddha)引介的佛教哲學，闡述稱為

空虛論(sunyata或sunyavada)的絕對真理空虛論概念。 
 
《Caitanya-Siksamrta》－ 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的著作，意謂「主采坦亞甘露

盈盈的訓示」。呈現奉愛發展的詳盡描述。  
Candra － 月神。 
Catuh-Sloki-Gita －《博伽梵歌》 (10.8-11)的精華。這四個詩節概括了關係

(sambandha)、方法(abhidheya)和終極目標(prayojana)等等三個韋達部分。 
Caturmasya － 在雨季的四個月(八月到十一月)修習特定的賦定苦行，對靈性發

展有強大影響。 
Cit － (1) 靈魂，(2)  意識知覺，(3)  純粹的想法。 
Cit-jagat － 有完全知覺的靈性世界。 
Citraratha － 歌仙(Gandharvas)的首領，也代表了主奎師那的富裕。 
Cit-sakti － 靈性能量；與至尊主認知方面有關的能量。祂憑這種能量認識自

己，也使他人認識祂。唯有借助這種能量，才有可能得到絕對真象的知識。 
Citta － 心、想法、心意和意識知覺。 
 
Danavas － 惡魔。 
Darsana － (1) 覲見或見面。用於覲見神像或高階奉獻者。(2) 教義或哲學體

系，就像《韋達哲學結論之覺悟(Vedanta-darsana)》書中所述的。 
Demigods － 半神人；(1) 天神，(2) 位於高等星球的神聖生物，非常虔誠，極長

壽，思想和體能都遠超凡人。賦有獨特力量管理宇宙。 
Deva － 半神人。 
Deva-deva － 神中之神。 
Devaki-nandana － 戴瓦葵(Devaki)的兒子，即主奎師那。  
Devala －  戴瓦拿，一位聖人，他是《韋達經》的權威。他是道姆亞

(Dhaumya，潘度之子的祭師)的哥哥。 
Devarsi Narada － 拿茹阿達；半神人之中的聖人 (rsi)。在字面上，nara是
「神」，da是「給予者」；主奎師那的偉大奉獻者，他把祂的榮耀傳遍整個宇

宙。 



Devesa  － 半神人之主，主奎師那的其中一個名字。 
Devi － 女神。 
Dhama － 至尊聖主的居所，祂在那裏顯現和上演祂神聖的逍遙時光。 
Dhananjaya － 丹南佳亞；阿尊那征服了巴爾塔(印度)北方的很多國王，為籌辦

於迪斯提爾大君的登基祭(rajasuya)，累積了大量財富而獲賜這個名字。字面上指

的是「致富者」。 
Dharana － 凝神；集中心意，八部瑜伽的第六步。  
Dharma － 源於動詞字根dhr，即維繫。字面上指的是「維繫的」；(1) 事物天

生的獨特功能；與其本性密不可分，(2) 泛指宗教，(3) 經典為四社會四靈性晉階

體系不同階層的人，賦定的社會宗教職務，(4) 與主奎師那有關的固定職務。  
Dhrtarastra － 迪瑞托茹阿斯崔；在字面上，dhrta是「堅持」，rastra則是「王

國」。他是安姆比卡和維亞薩戴瓦的兒子；後者是潘度和維杜爾的兄弟。迪瑞托

茹阿斯崔天生是瞎的。他的一百個兒子以杜爾猶丹為首，領軍對抗潘度族。 
Dhyana － 冥想，八部瑜伽的第七個階段。  
Diksa － 婆羅門啟迪、第二次啟迪；從靈性導師那裏接受啟迪。聖基瓦.哥斯瓦

米在《Bhakti-sandharbha》(Anucceda 283)界定diksa︰博學的絕對真理解釋者宣

告，靈性導師傳授門徒超然知識和根除所有罪孽的那個程序，稱為diksa。 
Dravya-yajna － 那種佈施物質財產的祭祀。 
Drona Dronacarya － 杜榮拿師，考爾瓦(Kaurava)軍隊的統師。  
Drupada － 杜茹帕；在摩訶婆羅多之役，杜茹帕是潘度族大軍的其中一個統

師，被杜榮拿所殺。迪斯塔端姆拿(Drstadyumna)，即杜茹帕的兒子為他報仇。 
Durga － 在字面上，dur是「困難」，ga是「出去」，例如監獄。對叛逆的受條

件限制靈魂來說，物質世界就像監獄。杜爾嘎是大自然之母，物質自然的女神和

大神明施瓦的配偶。 
Duryodhana － 杜爾猶丹；在字面上，dur是「壞、差劣」，yodhana是「戰

士」。在摩訶婆羅多之役，杜爾猶丹是考爾瓦族的領袖。他是卡利的局部化身。 
Dvapara-yuga － 杜瓦帕爾年代；薩提亞(Satya)、特瑞塔(Treta)、杜瓦帕爾和卡

利四個年代的其中之一。在杜瓦帕爾年代，人們對主的神像化身履行一流的崇

拜，藉此達到完美。 
 
Ekadasi － 艾卡達斯斷食日；以陰暦計算，兩周之中的第十一天。經典規定那天

要戒絕穀物、豆類和其他食品，使修習者能專注於純粹奉愛的活動。艾卡達斯稱

為奉愛之母。  
 
Gandharvas － 歌仙；高等星球的歌手和音樂家。 
Ganesa － 嘎呢許，維亞薩戴瓦的大象書記。  
Ganga － 恆河；從這個宇宙的靈性天空掉下來的聖水河。  



Gargacarya － 嘎格師；奎師那父親─瓦蘇戴瓦─的靈性導師。他在哥庫爾

(Gokula)履行主奎師那的命名禮，著有《嘎格讚(Garga-samhita)》，即描述主奎

師那逍遙時光的名著。 
Gautama － 高塔姆；一位聖人，六種哲學體系的其中之一，《邏輯哲學(nyaya-
darsana)》的作者。 
Gayatri － 嘉耶崔、三讚；在字面上，tri是「賜予解救的」，gaya是「透過唱

誦」。三讚是《韋達經》之母。《婆羅訶摩讚》表示，主布茹阿瑪先透過他的八

只耳朵，聽到奎師那的笛子之歌是唵這個音節，然後自己唱誦時就變成為三讚，

他藉此得到啟蒙。他這樣接受了啟迪，成為婆羅門。 
Gita －《梵歌》；字面意思是「歌曲」。《聖典博伽梵歌》。  
《Gita-bhusana》 － 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給《聖典博伽梵歌》所寫的梵文

注釋。字面意思是「《梵歌》的飾物」。  
《Gopala-tapani Sruti》－《聖哥袍-塔帕尼神訓經》；優美地闡述聖茹阿妲-主奎

師那真理的《奧義書》。 
Gopi － 牧牛姑娘；超然的巴佳牧牛少女。 
Gosvami － 哥斯瓦米；(1) 感官的主人，不依附物質元素，(2) 在生命棄絕階級

的人。 
Gotra － 人類統治者(prajapatis)和祖先的血脈。 
Grhastha  － 居士。  
Gudakesa － 阿尊那的別名，意指「征服愚昧的人」。 
Guna － 具牽制力的力量。物質自然的三種品質牽制生物體。有三種形態

(gunas)︰善良(sattva)、情欲(rajas)和黑暗，即愚昧(tamas)。字面上指的是「繩

子」。(參閱第十四章)  
Guna-avataras － 三種牽制力的三個當家之神。布茹阿瑪、維施努和施瓦(Siva)
合稱三大神明(tri murti)。 
Guni-bhuta-bhakti  － 被各種自然形態支配的奉愛。  
Guru － (1) 靈性導師 (2) guru意指「滿載神聖知識的覺悟」。靈性導師憑著穩

定不移，在物質能量的洶湧浪潮之中，穩定門徒不定的心意。在字面上，gu是
「愚昧」，ru是「驅除…的人」。靈性導師會驅逐所有愚昧。 
Guru-daksina － 門徒供奉給靈性導師的財富或禮物。 
Guru-parampara － 靈性導師師徒傳系；師徒承傳的體系，聖靈性導師藉此把神

聖知識傳授給完全皈依的門徒。  
 
《Hari-bhakti-vilasa》 － 這本書描述奉獻者生活的多個方面。是主采坦亞.瑪哈

帕佈直接指示聖薩拿坦.哥斯瓦米和聖哥袍.巴塔.哥斯瓦米撰寫的，共分為二十個

部分(vilasas)。 



Hari nama － 主奎師那的聖名：哈瑞 奎師那，哈瑞 奎師那，奎師那 奎師那，哈

瑞 哈瑞，哈瑞 茹阿瑪，哈瑞 茹阿瑪，茹阿瑪 茹阿瑪，哈瑞 哈瑞。這十六個聖

名毀滅卡利年代的所有壞品質(《Kali-santarana Upanisad》)。 
Hatha-yoga － 哈塔瑜伽；瑜伽程序，為使軀體柔軟和靈活而練習不同的姿勢。

八部瑜伽程序的第三個部分。    
Hladini-sakti － 喜樂能量；由喜樂支配的喜樂能量或內在的靈性能量，她化身

為施瑞瑪緹.茹阿妲茹阿妮。喜樂是喚起主夏姆(Syama)心中喜樂(ananda)的那種

能量。雖然奎師那自己是所有快樂的倉庫，祂卻透過祂的喜樂能量品嚐超然喜

樂。 
Hrsikesa － 黑瑞希克薩；在字面上，isa是「主」；hrsika則是「感官」；奎師

那的其中一個名字，意思是「把祂奉獻者的感官轉向祂自己，拒絕非奉獻者感官

的那個人。」 
 
Iksvaku － 依克斯瓦庫；威瓦斯文太陽神的兒子；地球的首任國王。 
Indra － 因卓；天堂之王。 
Isa － 控制者。有時也指維施努，其他時候也指茹卓。 
Isvara － 至尊控制者，至尊主。也是超靈的別名(15.15)。 
 
Jada － 無活動，呆滯遲鈍。 
Jada-vadi － 唯物論者；所堅持的看法(vada)是只得物質(jada)；無神論科學家。 
Jagad-guru － 宇宙靈性導師。  
Jagat-pati － 宇宙之師。 
Jainism － 耆那教；阿哈(Arhat)王在幾百年前開始的宗教運動。耆那教嚴謹的

追隨者實踐非暴力和不乘車，不切實際地努力仿傚瑞薩巴戴瓦大君(Rsabhadeva 
Maharaja)。瑞薩巴是主奎師那的化身，《聖典博伽瓦譚》第五篇描述了祂的歷

史。 
Jalpa － 透過不斷挑剔對手的陳述，確立自己見解的邏輯辯論。 
Jamadagni － 傑瑪達尼；擁有一頭如願牛的婆羅門。他為了那頭牛而被一群統治

者殺死，他的兒子－帕爾蘇茹阿姆(Parasurama)，即主的化身－殺死了世上的所

有統治者，為父報仇。 
Janamejaya － 傑拿美佳亞；帕瑞悉王的兒子。 

Janardana － 贊拿爾丹；至尊主的聖名，意謂「使人類內心激動的人」。 
Japa － 用一百零八顆唸珠串成的唸珠唸誦聖名。  
Jiva － 微靈；生物體；靈魂。 
Jiva-sakti － 微靈能量(參閱tatastha-sakti)。  
Jiva-tattva － 微靈真理；生物體、他的天性和地位的明確知識。  
Jivatma － 個體靈魂；靈魂；(參閱jiva)。  



Jnana － 知識；(1) 那種助人認識某些事情的知識(18.18)，(2) 那種導致非人格解

脫，基於靈魂與物質之別、與絕對真理相同之處的知識，(3) 闡釋與奎師那關係

的那種超然知識。 

Jnana-misra-bhakti － 夾雜了知識的奉愛，以奉愛為主的。 
Jnana-sannyasa － 棄絕知識。 
Jnana-yajna － 以深思靈性本質這種形式作為祭祀。 
Jnana-yoga － 思辨瑜伽；透過尋求哲學真理的靈性覺悟之途。 

Jnani － 思辨家；尋求非人格或人格知識的人。 
Jneya － 知識對象。 
 
Kaivalya  － 一體化，即mukti(解脫)。   
Kali-yuga － 卡利年代；爭吵和偽善的現代。為時四十三萬二千年，現在大約過

了五千年(參閱《聖典博伽瓦譚》第十二篇第二章)。  
Kalpa － 主布茹阿瑪一生中的一天。相等於一千個年代周期。每個年代周期共

有四個年代︰薩提亞、杜瓦帕爾、特瑞塔和卡利，總共四十三億二千萬年

(8.17)。  
Kama － (1) 欲望，(2) 感官享樂，(3) 人類社會四大目標之中的第三個。那些別

無所求，只求滿足各種渴求這種快樂的粗糙感官的人。他們的人生目標稱為

kama(參閱dharma、arta和moksa)。  
Kamadhenu － 令人盡償所願的如願牛。 
Kamya-karma － 果報活動。 
Kandarpa － 刊特爾帕；丘比特，生物誕生的間接原因。丘比特代表主奎師那作

為祖先(10.28)。  
Karma － 業報；(1) 《韋達經》賦定的工作，(2) 普通活動，(3) 按照《韋達經》

指引而履行的虔誠活動，使人在今世或死後到高等星球得到物質得益。(參閱

prescribed duty)。  
Karma-codana － 履行活動的推動力(18.18)。 
Karma-kanda － 業報之部；《韋達經》的一部分，與渴求物質得益或解脫而履

行的儀式活動和祭祀儀式有關。 
Karma-misra-bhakti － 夾雜了履行賦定職務的奉愛，以奉愛為主。 

Karma-pradhani-bhuta － 夾雜了履行賦定職務的奉愛，以奉愛為主。(這是

Karma-misra-bhakti的別稱)。  
Karma-sannyasa － 棄絕果報工作。  
Karma-yajna － 為了果報得益而履行的祭祀。 
Karma-yoga － 業報瑜伽；把工作成果供奉給至尊主的靈性覺悟之途。 
Karmi － 業報工作者；按照韋達訓令履行活動的人。 
Kauravas － 考爾瓦族；庫茹王的後裔，庫茹之野之役的其中一方。 



《Kena Upanisad》 － 《可拿奧義書》；滿載人生終極目標問題的《奧義

書》。稱為「為甚麼？《奧義書》」 
Kevala-bhakti － 專一的奉愛，除了至尊主之外，不依附任何人。 

Khasa － 蒙古人，中國人和印度北方的某些民族。 
Kinnara － 演奏樂器並與歌仙合唱的半神人。 
Kirtana － 唱誦至尊主的名字；九個奉愛支體部分中最重要的支部。 
Klesa-ghni － 字面含意是「毀滅痛苦的人」。 
Kriya － 活動。 
Krsna － 奎師那；至尊聖主，至尊人格首神。 
Krsnacandra － 奎師那粲卓；超然軀體有二十四又二分一個月亮的那位主奎師

那。 
Krsna-prema － 對奎師那純粹的愛。 

Krsna-tattva － 奎師那真理；主奎師那獨特的地位、品質等等各方面的明確知

識。 
Ksara － 不經久的，易毀的。 
Ksatriya － 統治者或戰士；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裏四個階級的其中之一，指

的是統治者或戰士。在字面上，ksi是「毀滅」；tr則是「解救」。 
Ksetra － 軀體場地(13.1...)。 
Ksetra-jna － 場地知悉者。生物體是局部的場地知悉者；超靈則是完全的場地

知悉者(13.1...)。 
Ksirodaksayi Visnu － 牛奶之洋維施努；主奎師那躺在牛奶(ksira)之洋的那個維

施努擴展。祂作為超靈進入每個原子和眾生心內，又作為見證者賜予憶念、知識

和遺忘。 
Kuruksetra － 「庫茹之野」，古代的聖地，帕爾蘇茹阿姆在那裏履行贖罪懺

悔。時至今日，人們仍然會到訪此地(特別是在日蝕時)，藉此免除各種不祥的影

響。 
Kuta-stha － 堅守自己的超然位置，不受任何肉欲刺激所影響。  
Kuvera － 半神人的司庫，財神。 
 
Lila － 至尊主或祂永恆同遊的神聖嬉戲逍遙。 
Lila-avatara － 尼星哈、瓦茹阿哈和庫爾姆等等奎師那的逍遙時光化身。 
Lila-purusottama  － 主奎師那，至尊人物，祂的逍遙時光是任何別的化身都無

法相比的。 
 
Madhurya － 具有甜美或美麗。指的是那種被至尊主那俊俏年輕牧牛童動人和

親密的特質吸引，還有奎師那及祂奉獻者之間最淋漓盡致的愛意交流所激發的奉

愛。  



《Madhurya-kadambini》－《甘露的雲海》；聖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的

著作，意思是「甜美的雲帶」。描述八個循序漸進的奉愛階段，這最終會得到純

愛。 

Madhusudana Sarasvati － 瑪杜蘇丹.薩茹阿斯瓦提；1540-1632；以前是一元論

者，但受到高迪亞偉大奉獻宗吸引。他是《Gita-gudhartha-dipika》的作者。 
Madhva － 瑪達瓦；布茹阿瑪師徒傳系的首席典範師，確立強調生物體和至尊

主之間永恆區別的二元論教條(dvaita vada)。 
Maha-baho － 臂力強大的人。 
Maha-bhagavata  － 至尊主頂尖的奉獻者。 
《Mahabharata》－《摩訶婆羅多》；描述導致庫茹之野之役的世界古史敘事

詩。卡利年代的人對哲學不感興趣，這本書是聖奎師那.兌帕央.維亞薩戴瓦為了

造福他們而寫的。《聖典博伽梵歌》被精心編排在這首敘事詩中間。 
Mahajana － 靈性權威；真正明白宗教原則的人；《聖典博伽瓦譚》(6.3.20)確定

了十二個主要的靈性權威是主布茹阿瑪、聖拿茹阿達、施瓦君(Sivaji)、庫瑪爾四

兄弟、主卡皮拿、斯瓦央布瓦.曼奴、帕爾拉達大君、贊拿克大君、比斯瑪祖

父、巴利大君、蘇卡戴瓦.哥斯瓦米和閻羅王。 
Mahamaya － 假象(參閱maya-sakti)。 
Maha-purusa － 解脫靈魂，特別是不依附物質世界的偉大奉獻者。 
Maharathi － 同一時間以一敵萬的戰士。 
Maharsi － 洞悉真理的人。他看到曼陀的膜拜之神。 
Maha-tattva － 五個粗糙和三個精微的物質能量，稱為物質自然形態。被大維施

努的瞥視啟動時，就稱為大實體。 
Mahatma － 寬大為懷的人或偉人。這是對那些有崇高靈性知覺者的尊稱。 

Maha-Visnu － 原因之洋維施努(Karanodakasayi)的別稱，主奎師那的全權部

分，創造蘊藏無數宇宙的宇宙展現。  
Mahesvara  － 至尊控制者；有時指的是三布.施瓦(Sambhu Siva)，有時則是至尊

主奎師那。 
Manomaya － 五個知覺階段之中的第三個，察覺到心意(13.5)。 
Mantra － 曼陀；在字面上，man是「心意」，tra則是「解救」。  
Manus － 曼奴；至尊聖主委任負責繁衍人口的宇宙始祖(Prajapatis)。布茹阿瑪

的一天裏共有十四位曼奴，現任的曼奴是外瓦斯瓦塔.曼奴(Vaivasavata Manu)。 
Manusya-loka － 中間的星系，特別是這個地球。 
Manvantara － 曼奴的統治。 
Marga-sirsa － 十一月至十二月；這是最好的月份，因為是在這個時候收割農田

的穀物。 
Marici － 控制宇宙裏五十種風的神。 
Maruts － 風神。 



Matha － 主的廟宇，附有貞守生和棄絕僧的宿舍；修院。 
Maudgalya gotra － 聖人冒嘎拉(Maudgala)下傳的傳系。 
Maya － 假象；在字面上，ma是「不」，ya則是「這」。換句話說；「似是而

非的」；假象；(參閱maya-sakti)。  
Maya-sakti － 假象能量；至尊主的外在能量，促使生物體接受虛假的自我概

念，以為自己是這個物質世界的獨立享樂者。假象有三種功能︰物質自然形態營

造生物體的虛假名份；愚昧疊置這些名份；知識則清除這些名份。 
Mayavada － 假象宗；假象的教條。三卡爾師的非人格主義追隨者提倡這個理

論，主張至尊主的形象、這個物質世界和生物體的個體存在都是假的。這哲學認

同韋達正文的權威性，但是解釋的方式卻促進絕對真理的非人格概念，也否認首

神的人格面貌。稱為掩人耳目的佛教，因為佛教顯然是無神論的。 
Mimamsa － 彌漫沙；有兩部分的哲學教義︰(1) 耆米尼(Jaimini)創立的普爾瓦

(purva)或業報彌漫沙(karma-mimamsa)，提倡進行《韋達經》所述的儀式職務，

就能臻達天堂星球，和(2) 巴達茹阿央拿.維亞薩戴瓦(Badarayana Vyasadeva)創立

的烏塔茹彌漫沙(uttara-mimamsa)，涉及絕對真理的本質。  
Mimamsaka － 哲學家；堅守彌漫沙哲學的教條。常指那些遵循耆米尼業報-彌
漫沙的人。 
Mleccha － (1)  野蠻人，(2)  那些無法正確誦讀韋達曼陀的人。 
Moksa － 從物質束縛得到解脫。 
Mudgala Rsi － 聖人穆告；經常在盈月夜和暗月夜履行祭祀的聖人。有一次，杜

茹瓦薩.牟尼(Durvasa Muni)去探訪他。滿意他的服務態度，杜茹瓦薩祝福他能以

目前的軀體前往高等星球。當半神人的使者乘著天界的飛機接他到天界時，他卻

拒絕跟他們走，反而對他們傳揚高等星球的短暫性。 
Mukti － 解脫；從「我」和「我的」這些虛假概念，所表現的物質能量束縛徹

底解脫。解脫有五種：與至尊主同一形象(sarupya)、住在極接近至尊主的地方

(samipya)、與至尊主住在同一星球(salokya)、與至尊主有同樣的富裕(sarsti)和融

入至尊主的體光，與祂合一(sayujya)。在這五種之中，奉獻者拒絕接受與梵合

一。 
Muni － 牟尼；(1) 大聖人，(2) 盡力借助心意的力量，接近絕對真理。 
 
Naga － 神蛇。 
Naimittika － 按情況而定的，偶然的，突發的。 
Naimittika-karma － 特殊情況引致偶然的宗教職務，例如在祭禮上祭祖和祭

神。唯有完全摒棄這些活動，一個人才會進入對主奎師那專一奉愛的國度。 
Naiskarmya － 擺脫賦定職務及反應；懷著奎師那知覺履行的活動，使人不需承

受反應。 



Nama － (1) 名字，(2) 奎師那的聖名，是主奎師那本人。聖名灌注了所有能量、

主奎師那的化身、品質、隨身用品、隨員、逍遙時光、超然居所等等，奉獻者修

習奉愛所唱誦的。 
Nama-sankirtana － 齊頌聖名；集體唱誦聖名。 
Narada － 拿茹阿達(參閱Devarsi Narada)。  
《Narada-pancaratra》 － 分為五部分的敘述︰遍佈在眾多曼陀、頌歌(stotras)
和禱文(kavacas)裏，賜予至尊真理的知識、賜予解脫的知識、賜予奉愛的知識、

賜予玄秘完美的知識和賜予愚昧形態的知識。 
Naradhama － (1)  最低下的人類，(2) 由於沒信心而放棄奉愛之途的人。 
Narayana － 拿茹阿央那；主奎師那的四臂擴展，也是最富裕的無憂星之主。 
Nava-yogendras － 懷著僕人情感的九位瑜伽師，主瑞薩巴的九位聖子。 
Ninefold Process of Bhakti － 聆聽、唸誦、憶念、服務主的蓮花足、崇拜、獻

上禱文、為主作僕、與主為友和對祂自我皈依等等九重奉愛程序。 
Nirguna － 沒有物質品質；超然於各種自然形態。 
Nirguna-bhakti － 不受三種形態影響的奉愛。  
Nirguna-brahma － 對絕對真理的誤解，認為至尊絕對真象毫無品質，但

Nirguna-brahma所指的其實是主奎師那，祂毫無物質品質，而且是它們的主人。 
Nirguna-sraddha － 不受自然形態影響的信心。 
Nirguna-tattva － 超然的科學知識。 
Nirvisesa － 沒有多樣化，沒有形貌，沒有差別。 
Nirvisesa-brahma － 至尊主無特徵的那一面。 
Nirvisesa-svarupa － 至尊主難以辨別的那一面；祂的光芒。 
Niskama － 沒有私欲。 
Niskama-karma － 無私活動；不求成果地履行賦定職務，渴求解脫的人所履行

的。 

Niskama-karma-yoga － 無私活動瑜伽；無私地履行賦定職務，把那項工作成果

供奉給至尊主而與祂聯合(yoga)。雖然無私活動肯定有助於純粹奉愛，它本身卻

不是純粹奉愛，因為它並非單單考慮奎師那的快樂和福祉。  
Nistha － 堅定的堅持或決心；任何時候都不動搖的奉愛修習。奉愛蔓藤的第五

個發展階段。 
Nistraigunya － 擺脫三種物質自然形態。 

Nitya － (1) 永恆，(2) 有規律的。 
Nitya-karma － 每天或日常應盡的義務。 
 
Omkara － 最高本體絕對真理的聲音代表。 

Om tat sat － 三個表示至尊絕對真象的字。 
 



Pada － 梵文詩節的句子；居所；腳；提供證據確立至尊主的那些事物。 

Pada-sevanam － 服務至尊聖主和祂純粹奉獻者的蓮花足，九種奉愛支部之一。 
Padma －  蓮花。  
《Padma Puruna》 － 《蓮花宇宙古史》；其中一部善良形態的《宇宙古史》。 
Pancaratra － 一些有助修習主要奉愛支部的奉愛經典；包括五個題目︰(a) 打掃

廟宇的程序，(b) 以鮮花、香熏等等履行燈儀(aratika)，(c) 崇拜、沐浴主維施努

的神像等等，(d) 冥想聖名和聖三讚，(e) 誦讀詩節和禱文，唸誦聖名和研習《博

伽梵歌》和《聖典博伽瓦譚》等等確立真理知識的經典。這些經典多不勝數，有

些 在 高 迪 亞 奉 獻 者 傳 系 相 當 重 要 ： 《 聖 拿 茹 阿 達 五 訓 (Sri Narada-
pancaratra)》、《Sri Hayasirsa-pancaratra 》和《Sri Sandilya-pancaratra》。 
Pandava － 潘度之子；(1) 阿尊那的名字，(2) 潘度王之子。 

Pandita － 博學的學者。 

Pandu － 潘度；庫茹王朝的偉大國王，是迪塔茹阿斯卓的弟弟。他英年早逝，

遺下五個兒子，稱為潘度之子，托孤迪塔茹阿斯卓。 
Papa － 罪孽。 
Para-bhakti － 超然奉愛。 
Parabrahma － 至尊絕對真理，主奎師那，至尊梵。(參閱brahma) 

Parama-dharma － 另一個人的賦定職務。 
Parama-dhama － 至尊居所。 
Parama-purusa － 至尊聖主，至尊享樂者。 
Paramatma － 超靈；在眾生心裏作為見證者，也是記憶、知識和遺忘之源。 
Paramesvara － 至尊控制者。 
Parantapa － 「懲敵者」， 阿尊那。 

Para-sakti － 至尊能量；至尊聖主的超然能量，有三部分︰靈性(cit)、邊際

(tatastha)和物質(maya)。  
Parasurama － 帕爾蘇茹阿姆；傑瑪當尼(Jamadagni)和茹努卡(Renuka)的兒子，

佳亞戴瓦.哥斯瓦米(Jayadeva Gosvami)的《Sri Dasavatara-stotram》書中所述，

十個主維施努化身之中的第六位。祂殺死世上的所有統治者來保護婆羅門。在字

面上，rama是「高興的人」，parasu則是「用斧頭戰鬥」。 
Para-tattva － 至尊真理；了解最高真理的學問。 
Paroksa vada － 繼續隱藏的，即祕密，間接表示的。 
Partha － 帕爾塔；「帕瑞塔之子」，即阿尊那。 
Pisaca － 朋友。 
Pitambara － 黃色的兜提(dhoti)。 
Pitr-yana － 在祖先之途的旅程。 
Pradhana － (參閱maya-sakti)。  



Pradhani-bhuta-bhakti － 夾雜了業報和知識，與奉愛有關的活動，以奉愛為

主。 
Prajapati － 始祖；獲賦予能力在全宇宙創造生物體的生物(praja)。主要的始祖

是布茹阿瑪。 
《Prakasika-vrtti 》 － 闡明…的注釋。 
Prakrti － 物質自然。  
《Prameya-ratnavali》－ 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拿的著作，意謂「確證真理一

覽表」。  
Prana － (1) 生命能量；生命氣，(2)  內行氣(4.27)。 
Pranama － 恭敬地頂拜。 
Pranamaya － 五個知覺境界之中的第二個，察知生命的保存和維護(13.5)。  
Pranava － 源於梵文的動詞字根pranu，賜予生命的音節，形成共鳴的哼唱音節

唵(10.25)。 
Pranayama － 瑜伽呼吸。 
Prarabdha-karma － 過去活動的結果，已經開始形成快樂和痛苦。 
Prasada － 祭餘；恩典，恩慈。泛指供奉給神像的食品祭餘。也可以指香熏、鮮

花、花環和衣服等等其他神聖化或蒙福的物品。 
Prasannatma － 喜悅的靈魂；處於超脫境界(brahma-bhuta)者的第一個特徵，即

超脫了三種物質自然形態所支配的粗糙和精微身體。 

Pratistha － 支持。 
Pratyahara － 從感官對象撤回感官；八部瑜伽的第五步。 
Prema － 純愛；對奎師那的純愛，極為濃縮，完全融化內心，產生與祂有關的

深刻擁有感(mamata)。 
Prema-bhakti － 滿載純愛的奉愛；以純愛為特點的奉愛階段；奉愛的完美境

界。 

Prema-devi － 愛的女神。 
Prescribed duty － 賦定職務；韋達經典依據一個人天生的傾向所賦定的工作，

在貞守生、居士、退休人士和棄絕階層等等四個生命階段(asramas)的其中之一，

作為婆羅門、統治者或戰士、農民和商人或勞工，指的是有規律的日常職務和在

某些場合履行的職務。 
Puja － 崇拜。 
Pujyapada － 字面意思是「雙腳受到敬重的人」；尊稱。 
《Puranas》－《宇宙古史》；聖奎師那.兌帕央.韋達維亞薩為《韋達經》所著的

十八部主要和十八部次要的補冊。  
Puru － 普茹；亞亞提大君(Maharaja Yayati)之子，他接受父親的請求，以他的

青春交換父親的年老(《聖典博伽瓦譚》9.18-20)。  
Purusa － 享樂者；指的是生物體或至尊主。 



Purusa-avatara － 主奎師那的三個擴展，為了提升反叛生物體而創造宇宙展

現：原因之洋維施努(Karanodakasayi)、孕誕之洋維施努(Garbhodakasayi)和牛奶

之洋維施努(Ksirodakasayi)(《聖典博伽瓦譚》1.3.1 和2.6.39-42)。  
《Purusa-sukta》－ 摘自《梨俱韋達》，歌頌超靈的讚美詩。  
Purusottama － 至尊享樂者。 
 
Raga － (1) 對奎師那的深摯依附，對所愛對象充滿自發強烈的專注，(2) 深切而

強烈渴求所愛的對象。 
Raga-marga － 自發依附之途。 
Rahasya － 機密或祕密。 
Rajasika － 物質情欲形態的。 
Rajo-guna － 情欲形態。 

Raksasa － 吃肉的惡魔，通常賦有玄秘力量。 
Ramanujacarya － 茹阿瑪努佳師；施瑞師徒傳系和條件一元論(visistadvaita-
vada)的倡導者，主張雖然神的所有能量都是一體的，但每種都保持它的獨特性

(vaisistya)。 
Rasa － 極樂情感、情悅；無法精確翻譯成英語同義詞，但在這裏是「醇美的品

質」。當對奎師那的愛達到完美狀態，稱為rati，與各種不同的超然狂喜結合，

轉變成觸動心靈的情感時，內心發生的靈性轉變。 
Rasika-ranjana － 根據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為《聖典博伽梵歌》所寫的孟加

拉語譯文注釋，字面含意是「令那些品嚐極樂情感的人高興的」。 

Raso vai sah － 字面含意是「祂，至尊主，肯定是所有極樂情感的化身」。  
Rati － (1)  依附、喜愛，(2) 與靈性情感(bhava)同義的那個奉愛發展階段。 
Rtvik － 那位代表某人履行祭祀的祭師。 
Rudra － 茹卓；施瓦神的十一個擴展之一。 
Rupa Gosvami － 茹帕.哥斯瓦米；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首要的追隨者。他的任務

是對生物體展示通往最高吉祥的路徑，即懷著巴佳少女的情感服務聖茹阿妲-主
奎師那，她們的自發奉愛永恆和天生登峰造極。這本《梵歌》的三位評注家絕對

是聖茹帕.哥斯瓦米傳系的，也致力傳揚他的教導。 
 
Sabda － 聲音；字；名詞。 
Sabda-brahma － (1) 韋達經典的要旨，(2) 絕對真理的聲音化身。 
Sac-cid-ananda － 永恆、認知和喜樂。 
Sad-guru － 真正的靈性導師；那位遵循經典所述和師徒傳系所傳達純粹聖人之

途(sat)的靈性導師。 
Sadhaka － 修習者；履行有規律的靈性戒律，達到具體目標。 



Sadhana － 修習；為實現具體目標而採用的方法或修習。不修習就無法達到目

標。修習與各種目標相應︰那些渴求物質享樂的人採用業報之途作為修習，那些

渴求解脫的人採用知識之途，那些熱望永恆愛意盈盈地服務主奎師那的人，採用

與聆聽、唱誦等等靈性修習有關的奉愛之途。 
Sadhu － 聖人；體現對至尊主的奉愛，非常高階的奉獻者。這泛指任何神聖或

虔誠的人。  
Sadhu-sanga － 聖人聯誼；奉愛蔓藤的第二個發展階段，是奉愛最重要的進步因

素。 

Sadhya － 對象或目標，為此而領受相應的修習。 
Saguna － (1)  有物質品質，(2) 擁有超然品質。 
Sa-guna-brahma  － 具有所有超然品質的絕對真理。  
Sakama － 懷著渴望。 
Sakama-bhakti － 懷著物質欲望履行的奉愛。  
Sakama-karma － 渴望品嚐物質結果而履行的活動。 
Sakama-karmi － 過著有規律和節制的生活，但仍然有物質渴望。 
Sakha － 男朋友、同伴或隨從。在《梵歌》一書，這指的是阿尊那。 
Sakhya-bhava － 與奎師那的友情。 
Sakti － 力量或能量。 
Saktiman － 能者，主奎師那。 

Saktyavesa － 賦有力量的化身；服從至尊主和得到祂賦予力量(avesa)的生物

體，作為祂的代表有威力地行動。 
Salokya － 與至尊聖主臻達同一星球的那種解脫。  
Sama-darsi － 一視同仁的人。 
Samadhi － 神定；心意集中；冥想或深入的神定，專注於超靈或奎師那的逍遙

時光。 
Sampradaya － 師徒傳系；一脈相承，從靈性導師傳給門徒的師徒承傳。唯有從

布茹阿瑪、施瑞、茹卓和山拿卡(Sanaka)等等四個真正師徒傳系的其中之一，所

領受到的曼陀才會有效。 
Samprajnata-samadhi － 那種察覺到知識、知識對象和知悉者之間差別的神定。 
Samskara － (1) 神聖或神聖化的，典禮，(2) 改革或訓練心意，(3) 今生或之前的

千生萬世，以前的淨化行為在心意造成的印象。  
Samvit － 賜予有關至尊聖主超然知識的能量 。 
Sanatana － 永恆。 
Sanatana Gosvami － 薩拿坦.哥斯瓦米；溫達文六位哥斯瓦米的其中之一；茹帕.
哥斯瓦米的哥哥，著有多部典籍，其中最突出的是《Hari-bhakti-vilasa》和

《Brhad-bhagavatamrta》。 
Sanga － 聯誼。 



Sanjaya － 桑佳亞；迪瑞托茹阿斯崔王的馬車伕和宰相。他憑著維亞薩戴瓦之恩

領受到神聖視力，因此能夠對迪瑞托茹阿斯崔講述戰爭的所有事情。 
Sankalpa － 心意接受和決定的功能。  
Sankaracarya － 三卡爾師；非人格主義的倡導者，據知是施瓦神的化身。  
Sankhya － (1) 分析性地分辨靈魂和物質之間的事情，(2) 透過分析二十四種宇

宙元素而實踐的奉愛之途。  
Sankhya-yoga － 數論瑜伽；這種瑜伽傳授靈魂、超靈和無活動物體等等科學知

識的分析知識。 
Sankirtana-yajna － 集體唱誦主的聖名；卡利年代的年代宗教。 
Sannyasa － 棄絕啟迪；(1) 完全放棄活動結果，(2) 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的第

四個生命階段。棄絕啟迪有四個階段：(a) 茅蘆期(Kuticaka)。住在小屋(kutir)，
接受一個家庭或修院的施舍，直到修習成熟為止；(b) 化緣期(Bahudaka)。然後

到各地朝聖，在很多(bahu)池塘、湖泊和河流(udakas)沐浴，依賴至尊主而實踐

不依附；(c) 雲遊期(Parivrajak)。心裏出現超然知識時，在每個村莊對每個人傳

揚自己的覺悟；(d) 超脫期(Paramahamsa)。全神貫注於奎師那的題旨、奎師那真

理和奎師那靈唱，變得完全成熟，奉獻者的心意天鵝(hamsa)在聖茹阿妲-主奎師

那歷久彌新的逍遙時光裏載浮載沉。 
Sannyasi － 棄絕僧；(1) 在人生棄絕階級的人，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中最高

的，(2)  棄絕活動成果的人。 
Santa-rasa － 中性情感，就像覺悟了超靈的瑜伽師那樣欣賞至尊聖主的崇高偉

大。其中一種主要情感。 
Saranagati  － 皈依。六種皈依(sarana)徵兆是(a) 接受任何促進奉愛蔓藤成長的

事物，(b) 避開那些妨礙成長的事物，(c) 堅信聖茹阿妲-主奎師那恆常都會把祂

們的蓮花足保護傘，延展到致力於祂們的僕人身上，(d) 接受祂們閣下是唯一的

監護人，(e) 恭順地把自我完全供奉在祂們的蓮花足和(f) 恆常覺得自己卑微謙

遜。 
《Sarartha-varsini》－《要義甘霖》；sara表示「精髓」或「精華」，artha表示

「含意」，varsini表示「陣雨」。字面含意是「大量要義」。 
Sarva-svarupa － 主奎師那，祂以崇拜者渴望看到的那個形象展現。 
Sastra － 韋達經典；源於梵文的動詞字根sas，即管理，命令。 
Sat － 永恆、純粹、神聖。用以描述絕對真理。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是完全永

恆、純粹、神聖的實體。也指祂的居所、化身、奉獻者、真正的靈性導師等等。 
Sataka － 字面含意是「六個一組的」。 
Sattamah － 聖人之翹楚。 
Sattva-guna  － 善良形態。(參閱rajo-guna和tamo-guna)。  
Sattvika － 善良形態。 
Satya － 真理。 

Satya-sankalpa － 至尊主的名字，意指祂的決心(sankalpa)成為事實(satya)。  



Saunaka － 稍卡；聖蘇塔.哥斯瓦米對帕瑞悉大君講述《聖典博伽瓦譚》時，他

也在場，那些在來米薩茹阿亞(Naimisaranya)的大聖人的首領。 
Savisesa － 有特徵和獨特品質的。 
Sayujya-mukti － 個人的存在與至尊主之光合一的那種解脫。由於這種解脫缺乏

服務奎師那的條件和設施，因此縱是至尊聖主親自提供的，奉獻者都絕不接受。 
Siddha － 完美。  
Siddhanta － 哲學結論；確證的真理；經典的權威原則。 

Siddhi － 完美。八部瑜伽的瑜伽師會得到八種玄秘完美。 
Siksa － 訓示。 
Siksa-guru － 訓示靈性導師；在靈性專注之途提供指導的靈性導師。 

Sisupala － 悉蘇袍；奎師那逍遙時光裏的惡魔。 

Sisya － 門徒。源於動詞字根sas，即命令，表示門徒必須對聖靈性導師的命令視

之如命。 
Siva － 施瓦；(1)  吉祥，(2) 物質創造的毀滅者，也是愚昧形態的當家之神。 
《Skanda Purana》－《斯刊達宇宙古史》；為那些情欲形態的人所寫的《宇宙

古史》。 
Sloka － 梵文著作裏的詩節。 
Smaranam － 憶念主奎師那的名字、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九重奉愛程序的第

三個步驟。 
Smarta － (1) 過度依附外在儀式，不明白經典的基本要義或結論，堅守《輔

典》的人，(2) 遵循三卡爾的婆羅門。  
《Smrti》－ 銘記的。憶念至尊聖主的聖典原文(與聖人直接聆聽或對他們揭示

的《神訓經》相反)。包括六部《Vedangas》、《曼奴法典》等等宗法經典、

《宇宙古史》 和《Itihasas》(史書)。   
Soma-rasa － 半神人喝的甘露，賜予他們相關的永生。 
Sraddha － 生生世世累積了虔誠奉愛活動，或憑著純粹偉大奉獻者的聯誼和恩

慈，對經典陳述所覺醒的信心，是奉愛蔓藤的第一個展現。信心種子的內在精

華，是輸入門徒內心的那種概念，即要以獨特的才幹服務聖茹阿妲-主奎師那。 
Sraddha － 祭祖；為致敬和造福已故親戚而舉行的典禮。  
Sravanam － 聆聽；九重奉愛程序之中的第一個。     
Sri － (1) 名字的前綴，帶有敬意；(2) 美麗，(3) 拉釋米(Laksmi)，幸運女神，

(4)  施瑞瑪緹.茹阿妲茹阿妮。 
Sridhara Svamipada － 聖足施瑞達爾.斯瓦米，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認同的《聖典

博伽瓦譚》注釋的作者。 
《Srimad-Bhagavatam》 －《聖典博伽瓦譚》；韋達典籍之翹楚，也是韋達知識

之樹的成熟果實。無瑕的《宇宙古史》，為履行虔誠行動提供無果報動機，因為

它只鼓勵無動機的奉愛(參閱《Vedanta》)。  



《Sruti》 －《神訓經》；(1) 聆聽的；(2) 與《輔典》不同的揭示，(3) 從師徒承

傳下傳的真確知識。至尊主直接展現的典籍正文，換句話說，即四部原初的《韋

達經》(又稱nigama)和《奧義書》。 
Sthita-prajna － 智慧專注於自我覺悟的人。 

Stuti － 歌頌至尊聖主的讚揚或禱文。 
Sudama Vipra  － 蘇達瑪.維帕爾；主奎師那的婆羅門朋友。 
Sudarsana Cakra － 至尊聖主無敵的神碟武器。 
Suddha-Bhakti  － 純粹奉愛。 
Suddha-sattva － 純粹至善，超然善良(參閱visuddha-sattva)。  
Sudra － 勞工或工匠。 
Su-duracara － 干犯最可憎活動的人(9.30)。  
Sukha － 快樂。 
Sukracarya  － 惡魔之師。  
Sukrti － 靈性功德。  
Sumeru － 蘇梅茹山；恆河落在其上的那座金山。  
Sunyavadi － (1)  空虛論者， (2)  遵循佛陀教導的人。 
Surya － 太陽神。 
Suta Gosvami － 蘇塔.哥斯瓦米；在來米薩然亞講述《聖典博伽瓦譚》的大聖

人。 
Sutras － 簡明的格言，包含易於學習和記憶的扼要知識。 
Sva-bhava － 本性，性格。 
Sva-dharma － 賦定職務；根據天性而定的職務。 
Svamsa － 至尊聖主的全權部分。 
Svarupa － 自我的永恆天性和身份；超然形象。 
Svarupa-sakti － 至尊聖主的內在能量，比邊際和外在能量更高。有三部分︰存

在(sandhini)、知識(samvit)和喜樂( hladini)。 
Svayam Bhagavan Sri Krsna － 主奎師那，原始的人格首神，祂衍生祂的所有化

身。 
Svayamvara － 公主自行(svayam)選擇(vara)，爭奪駙馬之位的比賽。  
 
Tamasika － 與物質愚昧形態有關的。 
Tamo-guna － 物質愚昧形態或黑暗。 
Tapa － 苦行。 

Tapo-yajna － 履行苦行作為祭祀。 
Tat  － 至尊靈魂；宇宙之原。  



Tatasha-sakti － 邊際能量；在字面上，tata是「邊際」，stha是「位於」，sakti
是能量。換句話說，展現生物體的，正是至尊聖主的邊際能量。 
Tattva － 基礎真理。 
Tattva-darsi － 覺悟了絕對真象的人。 
Tattva-jnana － 基礎真理的確證知識。 
Tattva-vit － 精通各種真理的明確知識，例如靈師真理、假象真理和至尊控制

者真理等等。 

Tika － 注釋。  
Treta-yuga － 薩提亞、特瑞塔、杜瓦帕爾和卡利等等四個年代之中的第二個。 

Tyaga － 棄絕擁有權。 
 
Uddhava － 烏達瓦；主奎師那在杜瓦爾卡的顧問、宰相和密友；巴瑞哈斯帕提

(Brhaspati)的門徒；知道主富裕面貌的奉獻者。 
《Upanisads》－《奧義書》；出現在《韋達經》裏的一百零八份主要哲學論

文。 
Upasaka － 崇拜者。 
Upasana － 靈性修習。 
Uttama-bhagavata － 純粹奉獻者；最高層次的奉獻者。 
 
Vairagya － (1) 不依附這個世界，(2) 靈性戒律，為了不依附感官對象而自願做

苦行。 

Vaisnava － 偉大奉獻者；主維施努，即主奎師那只住在他的內心和心意；主奎

師那的奉獻者。字面意思是「屬於主維施努的」。 

Vaisya － 農民、牧牛人和商人。 
Vantasi － 接受了棄絕啟迪之後，重投世俗感官享樂的人。在字面上，vanta是
「嘔吐」，asi是「吃…的人」。 
《Varaha Purana》－《瓦茹阿哈宇宙古史》；其中一部善良形態的《宇宙古

史》。 
Varna － 根據天性而定的職務劃分或階級。 
Varnasrama-dharma － 四社會四靈性晉階體系；韋達的社會制度，基於一個人

的品質，將社會分成四個職務劃分和四個靈性發展。(參閱prescribed duty)。  
Varuna － 瓦茹拿，海洋、江河、湖泊之神。 
Vasudeva － 瓦蘇戴瓦之子，主奎師那。  
Vasus － 八位半神人。 
《Veda》－《韋達經》；知識或聖維亞薩戴瓦所編著的四部知識要典；《梨俱韋

達》、《娑摩韋達(Sama Veda)》、《阿達婆韋達(Atharva Veda)》和《夜柔韋

達(Yajur Veda)》。 



《Vedanga》－《韋達經》的六個補充部分：(a) 韋達梵文的正確發音和清晰度

(Siksa)、(b) 唱誦詩節的有節奏旋律(chanda)、(c) 語法(vyakarana)、(d) 解釋艱

深的韋達詞彙(nirukta)、(e) 占星術(jyotisa)、(f) 韋達祭祀典禮的禮儀程序

(kalpa)。 
《Vedanta》－《終極韋達》；在字面上，veda是「韋達的知識」，anta是「結

論」。《奧義書》是《韋達經》的後部分，《終極韋達》則以簡明的陳述概括

《奧義書》的哲學。因此vedanta這個字指的特別是《終極韋達》。 
Vedanta-acarya － 韋達哲學結論之師、《終極韋達》之師；最崇高的《終極韋

達》之師。高迪亞師徒傳系的《終極韋達》之師，是聖巴拉戴瓦.威迪亞布善

拿。 

《Vedanta-sutra》－ (參閱《梵經》)。  
Vibhinnamsa － 與至尊主分開的所屬部分，即生物體。 
Vibhuti － 至尊主的神聖富裕。 
Vibhuti-yoga － 透過理解主奎師那神聖榮耀而行的瑜伽。 
Vidvad-ranjana － 字面意思是「使智者高興的」，聖巴克提維諾德.塔庫爾為

《聖典博伽梵歌》所寫的孟加拉語譯本及注釋。 

Vidvat-pratiti  － 基於超然知識的察知。 
Vidya － 知識。 
Vijnana － 超然知識；(1) 對神聖知識的覺悟，(2) 對主奎師那甜美(madhurya)面
貌的覺悟。  
Vijnana-maya － 五個知覺階段之中的第四個，知覺到靈魂(13.5)。 
Vikarma － 逆業；不服從韋達訓令的活動；罪惡活動。 
Vipra － 博學的婆羅門。  
Virocana － 維若粲；帕爾拉達大君的惡魔兒子，也是巴利大君之父。 

Vismaya － 奇妙。 
Vismaya-rasa － 驚訝之情。 
Visnu － 維施努；在字面上，vis是「遍及」，nu是「人」。遍存萬有的人，主

宰善良形態的宇宙至尊主。 

Visnu-tattva － 維施努真理；維施努無數擴展的明確知識。 
Visuddha-bhakti － 專一而極純粹的奉愛，除了至尊主之外，不依附任何人。 

Visuddha-sattva － 超越物質自然影響的純粹善良狀態。 
Visvanatha Cakravarti － 維施瓦納.恰誇瓦爾提.塔庫爾；高迪亞偉大奉獻宗的傑

出典範師，著有多本著作和注釋，包括《聖典博伽梵歌》的這本《要義甘霖》注

釋。 

Visvarupa － 宇宙形象。 

Visvarupa–upasana － 崇拜宇宙形象。 
Vrajabhumi － 溫達文，主奎師那的永恆居所。 



Vrajendra-nandana － 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 
Vrata － 為了淨化自我和靈性福祉而遵守的誓言。 
Vrsnis － 溫斯尼族；亞度王朝的國王。 
Vyasa － 韋達維亞薩，主的文學化身，也是《韋達經》、《宇宙古史》、《奧

義書》、《梵經》和《聖典博伽瓦譚》的編著者。  
 
Yadava  － 主奎師那，亞度王朝之翹楚。 
Yajna － 祭祀；(1) 履行祭祀時，唱誦曼陀和禱文，把酥油供奉到聖火來取悅神

明，(2) 為了達到某個特定目標所付出的各種熱切努力。 
Yaksa － 鬼魂或靈魂。 
Yasoda-nandana － 雅淑妲之子，主奎師那。 
Yavana － 野蠻人，即不遵循純粹生活方式的人。 
Yoga － 瑜伽；為了與至尊(真理)聯繫而修習的靈性戒律。 
Yogamaya － 瑜伽瑪亞；至尊主的內在能量，負責安排和增強祂的所有逍遙時

光。 
Yoga-misra-bhakti － 以奉愛為主，夾雜了瑜伽的奉愛。 
Yogesvara  － 玄秘力量的至尊主人，主奎師那。 

Yogi － 瑜伽師；(1) 內心與至尊聖主聯繫的人，(2) 努力追求靈性完美的人。 
Yuga － 薩提亞、特瑞塔、杜瓦帕爾和卡利等等四個宇宙年代的其中一個。 

Yuga-avatara － 主的年代化身，在每個年代教導特定的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