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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法无我（上）

（一）总述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我”。大家都知道，佛教是主张无我

的，那么，如何认定这个“我”，这个“我”又如何不存在，又怎么会

是空性呢？

佛教所讲的“我”，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人我”，一种是“法

我”。“人我”和“法我”当中的“我”，在藏文里面叫做“ ”。

虽然这个字被写成了你我的“我”，但它所表示的真正含义，却并不是

你我的“我”，而是实在、实有、真有而非假有的东西。

中观所说的“有”，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真有，也即真正存在的

东西；另一种是假有，也即从凡夫的角度来说是存在的，但实际上并

不存在的东西。其中的真有，也就是“我”。

“人我”当中的“我”，还有一点儿你我的“我”的意思，比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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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灯之光（贰）

说，在“我要挣钱”“我要上班”“我要过好日子”“我要健康长寿”

等等当中，都包含了这个“我”；“法我”当中的“我”，就根本没有

一点你我的“我”的意思，而仅仅表示一种实际的存在。

（二）人无我

什么叫做“人我”呢？

从降生开始，每个众生都顽固地坚信有一个“我”的存在。无论

是一字不识的文盲，还是学识渊博的学者，甚至包括动物和刚刚出生

的婴儿在内，每个众生都有这样的执著。这种与生俱来的我执，就是

俱生我执。

还有一种执著，属于后天的执著，亦即遍计执著。它的教证，是

错误的经典论著；它的理证，是错误的逻辑推理。这是很多外道宗教，

与某些哲学的错误引导所致的。

比如，笛卡儿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我思故我在。”意思是

说，我们可以思维、怀疑、观察外面的东西是否存在，却不能怀疑

“我”存不存在，因为“我”正在思维，正在观察楼房、花草的构成等

等，这样说来，思维者或观察者是必然存在的，否则，思维者或观察

者又怎么思维、观察呢？所以，我肯定是存在的。

多年以来，很多追随者与响应者都将其奉为圭臬，不假思索地引

用这句话作为证明“我”存在的依据。这些错误的教证和错误的逻辑，

加强了我执的力度。本来，在没有任何教育的情况下，我们就有一种

先天的俱生我执；这样一来，我执就变得更加牢固了。

世俗人往往认为，所谓的“敌人”，就是外面的某个人、某个动物

或者某个团体等等；佛教却认为，外面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敌人，最

可怕的劲敌不在外面，而是在里面，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我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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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云：“福祸无门，唯人自招。”我们所感受的一切幸福与痛

苦，全都是我们自己招来的。如果没有这些源于我们自身的因素，地

狱的烈火、狱卒，饿鬼道的饥饿、焦渴，世间的恶鬼、猛兽等等，都

无法伤害我们。能够伤害我们的头号大敌，就是我们心里的我执。其

他的贪心、嗔心、痴心、慢心等等，都是我执所引发的。

世俗人认为的胜利———亦即与人争斗所获得的胜利并不是真正的

胜利，这种胜利当中的获胜者，实际上却是受害者、失败者。

按照世俗人的想法，今天我打败或者打死了敌人，就获得了胜利；

但殊不知自己却因此而造下了地狱之因，这不是自己害自己吗？今天

的胜利带来了来世的地狱之苦，自己不是受害者、失败者又是什么呢？

释迦牟尼佛从来就教导弟子们，不要去争取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所

获得的胜利，而只需要追求挑战自己、斩灭自己所取得的永恒之胜利。

其中的自己，也就是指我执。作为一名真正的佛教徒，就要与自己的

烦恼作斗争，与自己的我执作斗争。

综上所述，首先，我们要认定什么是我执；接下来要知道，它才

是我们真正的冤家对头。

当我们认识了这个罪魁祸首以后，现在就要全力以赴地消灭它，

与它决一雌雄。

当然，这是从显宗的角度来说的；密宗的见解和修法与此不太一

样。但在我们对显宗的基础都所知甚少的情况下，讲密宗不会有什么

用处，所以此处不讲密宗观点而只讲显宗。本来这种观点就没有错，

在一开始，我们就应当依照这种方法来修行。

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怀疑，更没有去观察、思维过这个“我”是否

存在，一直认为有一个“我”。如果到从未受过佛教教育的人群当中去

说“我怀疑我是否存在”之类的话，别人一定会认为你精神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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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时常说这是迷信，那是迷信，其实，相信我的存在，才是最

大的迷信。这种理念，是一种非常盲目的信念，但我们世人却从来没

有意识到这一点。

如果佛陀没有告诉我们，则即使再聪明、再有神通、再有学问的

世间人，也永远不会知道这一真相。东西方的哲学未能探知这个问题，

现代科学也不能揭示这个问题；佛教的多数对境与范畴跟科学完全是

毫不沾边的两码事。哪怕是其他宗教，也没有真正触及这个问题；因

为其他的所有宗教，都建立了一个不同层次的“自我”，所有的修行、

行善，都是围绕着这个“自我”而进行的。

只有佛法，才能从根本上打破我执，并将其作为所有修行人的目标。

虽然在一开始，我们还不能做到彻底将我执斩草除根，但却要像

认准射箭的靶心一样认准自己的目标，然后才射出置我执于死地的无

我之箭。

我们平时最珍爱、最喜欢的就是“我”，无论什么阶层的人，大家

都认为我是最珍贵的，除了我和我的生命之外，世界上没有更重要的

东西，这些念头就是“我执”。

我们现在要消灭的，就是这个“我”以及对“我”的执著。

如何消灭呢？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要消灭我执，首先应顺

藤摸瓜，设法揪出我执的来源。

我执的来源与对境是什么呢？就是五蕴。

佛教当中的五蕴概念比较细致，此处就不讲了。如果用现代语言

来诠释五蕴，则可以归纳为三种：肉体、精神，以及肉体与精神的运

动。在这三者当中，包含了人的整个五蕴的范畴。

肉体的运动，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精神的运动，则包括各种各

样的思维、看法、观念等等，在每天的二十四小时内，每个人都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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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翩而至、生生灭灭的各种念头，这就是精神的运动。

我们都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所谓的“我”，无非就是前三

者。其中被世人所公认的、毫无争议的“我”，就是肉体；其他宗教和

一些世间学说，又承认精神为“我”；包括肉体和精神两个体系的运

动，也被划分到“我”的范畴之内。

我们可以仔细地分析一下，除了这三者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称为

“我”呢？不会有的，因为那些都是身外之物。我们从来不会认为这朵

花是我，这座房子是我。正是有了这种观念，这些东西也就从来没有

给我们带来过自我的麻烦。如果真有一个“我”的存在，就应当存在

于这三者或这三者的综合体当中，如果在这三者当中都找不到一个

“我”，那么所谓的“我”就不可能存在。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我是独立的。所谓“独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无论来来去去，“我”都是独来独往的一个人，虽然有父母、姊

妹等一大堆的血缘关系，但我不是他们，他们也不是我；另外，我们

还认为，我是常住不灭的。什么叫做“常住不灭”呢？比如说，我们

会认为，我前一世是天人，现在投生为人，下一世我还是继续存在，

要么是人，要么是天人，也有可能成为畜生等等———不管怎样，我是

始终存在的。

当我们初步了解到“我”是什么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什么问

题呢？当我们回头观察的时候，发现无论是肉体、精神，还是它们的

运动，都不符合“我”的概念，都与“我”的概念是矛盾的。

首先，肉体并不是独立的东西，仅从宏观的角度而言，大家也知

道，身体是由很多的复杂结构组成的综合体，就像汽车是由很多零件

组装而成的一样。毫无独立可言的肉体又怎么能称之为“我”呢？肉

体不可能是所谓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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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灯之光（贰）

其次，精神也不是独立的东西，而是由很多的杂念、思维等等所

组成的综合体，就像由钢筋、水泥、玻璃等建筑材料所组成的大楼一

样。精神跟“我”的独立性质是完全相抵触的，所以，在精神上面也

不可能存在所谓的“我”。

接下来，是肉体与精神的运动。我们应当清楚，除了肉体以外，

并不存在什么单独的肉体运动。比如说，我们从这个房间走到另一个

房间的移动过程，叫做肉体的运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肉体既不会

增加什么，也不会减少什么，仍然是原来的肉体，只是发生了方位的

转移，便称之为肉体的运动。同样，精神的运动也离不开精神，各种

善的念头、恶的念头的产生以及消失，就是精神的运动。在慈悲心、

信心等善念诞生与消失的时候，除了这些念头之外，有没有一个独立

的诞生或者灭亡呢？没有。只是这些念头的生起叫做诞生，这些念头

的消失叫做灭亡。因此，在肉体与精神的运动之上，也不存在所谓的

“我”。

除了以上三者之外，在我们身体的内内外外，有没有一个符合所

谓的“我”的东西呢？谁也无法找到。

佛陀告诉我们，如果你希望找到一个“我”，就可以不进行观察而

盲目地继续执著、爱护这个“我”，为了它过得好，为了满足它，你可

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求取功名、赚取钱财等等，这是可以的。但

令人大失所望的是，刚才我们已经找过了，不管在哪里，都没有一个

所谓的“我”存在。

几乎每一个世间人，都像笛卡儿所说的一样，从来不去怀疑自己

是否存在，都想当然地认为：“我明明就在这里，怎么可能不存在呢？

神经错乱！无稽之谈！”

此处我要再次提醒大家，释迦牟尼佛从来就没有说过假有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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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假有的“我”当然是存在的，因为有了这种假有的“我”，所

以我们要去上班挣钱来养活它，但它是否真的存在呢？是否是真有呢？

我们的这个理念是否正确呢？现在我们要观察、判断的，是真有的层

面，而不是假有的现象。

墨守成规、人云亦云，是愚痴的表现。即使是世间的知识———无

论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灌输给我们的，我们都可以重新加以审视，

以便验明其真伪。那么，在有关生死解脱的大问题上，我们更应当仔

细推敲鉴别。先不要去下结论，自己去观察辨别，自己去寻找答案，

以期消除我们的执著。

今天我们不进行深层次的观察，在以后讲修法的时候，需要更深

入地详细观察。

虽然很多佛教徒现在已经吃素了，但百分之九十的人以前都吃过

海鲜，都曾造作过很多杀业。仅仅在今生，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就杀死了成千上万条生命。这些生命是为谁死的呢？在当初吃海鲜的

时候，我们为什么要付钱？海鲜店的老板为什么要让厨师去宰杀？厨

师为什么要宰杀它们呢？都是为了这个“我”。因为“我”，饭店老板，

以及饭店里的每一个员工，都造作了同样的杀业；为了“我”的欲望，

牵涉了这么多的人。那么，“我”又是什么呢？

当我们通过修行已经证实“我”不存在的时候，任何生命就不需

要为我们的口欲而死了，不仅它们不需要死，我们也不会造这些恶业，

以后也不会堕地狱了。我们把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执著为有，才会

有那么多的生命为之牺牲，才会付出那么沉重的代价。

有些人会提出，你不是说没有“我”吗？那么又怎么会有所谓的

“我”下地狱呢？

虽然“我”不存在，但在执著没有断除之前，生命的循环仍然不

四法印的见解与修法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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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终止，地狱还是会继续存在，因而我们还是会感受到地狱之苦。

此处我只是举了一个吃海鲜的例子。除此之外，在无始以来的生

命轮回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善恶果报，也都可以依此类推———我们

曾经历过不计其数的生生死死，无数次地堕过地狱，无数次地做过旁

生，经受过不可思议的痛苦折磨，有的生命在结束的时候，死的惨状

是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我”所导

致的。为了满足它、养活它，我们造作了各种各样的业，种了因就必

然有果，果报一定会成熟在我们身上，而不会成熟于外面。

正是因为这个罪该万死的“我”，才使我们蒙受了无数的痛苦煎

熬，所以，我们有必要去追究它、探索它、剖析它、揭露它。至于外

星球上面有没有生命、有没有水等等之类的问题并不重要，有也可以，

没有也可以。从人类有史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属于自己的星球上面，

其他星球上的生命对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什么干扰，也没有影响我们

的正常生活；但这个“我”却涉及整个的生命轮回，它给我们带来了

数之不尽的麻烦，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清它的真面目，看看它究竟存

不存在，看看以前的执著是盲目的，还是符合逻辑的。

这是释迦牟尼佛独一无二的智慧，除了释迦牟尼佛以外，世间的

任何哲学、宗教、科学，都没有这样去寻找过。即使是世人所公认的

最聪明的人，也没有想到这一点，这是佛教的独到之处。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宣讲科学、哲学等等学问呢？因为释迦牟尼佛认为

这些都是可有可无的，即使把这些学问、技术掌握得再透彻、再牢靠，

也不能解决生老病死的根本问题。

“我”是什么呢？就像指着虚空说“这是我”、“那是我”一样，

虚空中有没有什么东西呢？一无所有。同样，在我们所认为的“我”

存在的地方，也根本没有什么实有、独立、恒常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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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释迦牟尼佛才让我们从出离心、菩提心出发，最后

通过修空性来消灭“我”。

“我”和“我执”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比如说，当我们的眼睛看这

束花的时候，作为外在所取的物质，是这束花；作为内在能取的，是

我们的眼识。同样，“自我”就像这束花，是外在的所取；“我执”

就像眼识，是内在的、主观的、精神上的执著。

每个人都有一个“我执”———“我要去放生”，“我要上班”，等

等，但除了这个执著以外，所谓的“我”在哪里呢？比如说，当我们

看见这束花的时候，我们的眼识，也即我们所感受到的一种感觉是存

在的，而外面的花也是存在的，所以两个都有。但“我执”的对象，

用佛教专用术语来说，就是“我执”的对境或者所缘境的“我”，却在

哪里都找不到。既然找不到对境，就说明以前的执著是错误的。

打个比方来说，如果我认为我手里的这本书里面有英文或者汉文，

就可以一页页地翻开去查找，假如从头翻到尾都没有在这本书里找到

一个汉字或者英文字母，我还能死死地认定里面有英文或者汉文吗？

绝不可能。我会清醒地告诉自己：“噢！原来我搞错了，这里面并没

有英文或者汉文。”

同样，原来我们一直认为“我”是存在的，并且认为，为了“我”

的生存，而去赚取金钱、杀死动物，也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因

为有了这个我执，所以至今都是凡夫俗子。

总结以上所讲的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什么叫做“人我”；第

二，什么叫做“人我执”；第三，通过分析，从而抉择“人无我”。

虽然“人无我”讲起来很简单，大家听起来也很容易，但目前这

种见解所能起到的作用，还是微乎其微的。

很多人也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明明已经知道“我”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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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还有这样的烦恼呢？

虽然我们有了这样的知识，但只是有所了解而已，如果不修，烦

恼照样存在。《入菩萨行论》里面也讲过：“空性习气弱，见彼犹生

贪，若久修空性，将断实有习。”因为我们没有修行，目前的无我观念

还很渺小，力度还很微弱，而无始以来就藏在我们心里的我执，却已

经根深蒂固，要想推翻它，并不是一时半会儿所能办到的。要加强无

我智慧的力度，使它足以推翻我执，就需要修行。随着修行力度的增

强，我执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弱。

话虽这么说，但《中观四百论》当中却讲过：“薄福于此法，都

不生疑惑，若谁略生疑，亦能坏三有。”也就是说，如果能对空性生起

合理的怀疑———真正的我是不是不存在？诸法是不是无我？有可能不

存在噢！有可能是空性噢！———从此以后，我们流转轮回的因也就受

到了破坏，既然因受到了破坏，那么轮回之果也就不会延续很久了。

仅仅能生起怀疑，都有如此重大的意义，那么了解或者接受中观的理

论，就更是了不起了。

不过，从实际修行与断除烦恼的角度来说，理论上的了解还是不

能解决实际的问题。

以上讲述了人我的部分，下面介绍法我。

（三）法无我

“法我”是什么呢？

除了我自己或者有情众生以外，整个世界上的所有东西，包括日

月星辰、山河大地等等，都叫做“法”。

这个“法”字和佛法的“法”字不是一个意思，它有很多的含义。

简单而言，中文“事物”这个词的概念与它比较接近，只是要去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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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情众生的部分，因为有情众生属于人我的范畴。其他诸如“物

质”、“精神”等等词汇，都不能完全涵盖它的意义。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有情众生当中也只有自我才是人我，因为

每一个“我”都不会对其他众生产生我执；但因为众生都属于一个种

类，所以一般来讲，无情物叫做“法”，有情众生称为“人我”。

“我”又是什么意思呢？世俗人往往认为，梦境当中的现象，就是

假有的；白天所感知的现象，就是真有的。如果我们把外界的一切，

都当成实际存在的、真有而不是假有的东西，这种真有的观念就叫做

“我”。中观里面讲得很清楚，一个独立不变，并不依赖于其他事物而

存在的东西，就称为“我”。

我们一般都认为，这朵花昨天在这里，今天在这里，即使移到别

的地方，它也仍然存在；而不会去想，它不是一朵花，在分解以后，

它就变成了分子、原子等一系列的粒子。这种执著就叫做“法我执”。

这种法我执所执著的对境，就是这朵花。

那么，这朵花究竟存不存在呢？

按照上述的思维方法来分析，这朵花不可能存在。虽然这朵花不

存在，但我们却会把这朵花的现象执著为实有。

如何打破这些执著呢？这就需要理性的逻辑思维。虽然逻辑思维

不能解决最后的东西，但佛陀首先给我们推荐的，就是这些逻辑。

为什么呢？因为，要挽救我们自己，第一步就要转变我们现在的

观念，在目前，这些逻辑还是能起到很大作用。

为什么我们要去找这些东西？为什么要按照这些思路与逻辑来进

行推理呢？这朵花存不存在跟我们的解脱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

由于我们认为这朵花是实有的，所以就会去买它，而买它所付的钱，

就需要我们去挣。这样一来，后续的很多东西就出来了。如果我们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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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认为它是花，而只是把它看成一大堆的原子或者能量，并且知道，

这是因为我们的眼识错了，才把它看成了一朵花，就会减少很多的烦

恼，也不会因为执著而去造业了。

正因为我们对自己、包括这朵花在内的所有外境有强烈的执著，

把它们当成实在的东西，所以就会对某些物质产生希求、爱恋的贪心，

而对某些物质产生反感、憎恶的嗔心。当这些爱憎、取舍的念头出来

以后，我们就会去造业，造业以后，就会流转轮回，始终受其束缚而

不能解脱，不能获得自由，所以，禅宗才会始终强调一个“不执著”。

不过，就因为这句话，有些居士便走错路了。由于禅宗的核心思

想，便是“不执著”，因而该宗的很多话题，都是围绕着不执著而展开

的。他们在看了一些禅宗语录、听了一些禅师的公案之后，便以为仅

仅一个不执著，就是稳获解脱的无上法宝。于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就

什么都不执著，既不去放生，也不修加行，还抽烟、喝酒、吃肉，甚

至肆无忌惮地点杀海鲜，因为他们认为，持戒、放生、修加行、爱护

生命等等都是执著，都是跟解脱对立的东西，但这些观念都是错误的。

如果真正不执著就能解决问题的话，那什么事都好说了，但事实

却并非如此简单。虽然我们最后要打破这些执著，凡是在盲目、无知

的前提下做出来的事情，都是要放弃的；但现在我们连打破这些执著

的方法都没有掌握，而死死抱持着一个不执著的观念本身，实际上就

是一种执著。执著什么呢？执著“不执著”的观念，故而，在没有掌

握打破执著的方法之前，就不能不执著。

目前在内地居士当中，类似这样的错误做法与想法特别多，其中

比较典型、比较严重或比较普遍的，我在以前的开示当中，已经陆陆

续续地提过了，此处就不必一一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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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没有找到与找到没有的区别

在上述内容当中，我分别宣讲了人我与人我执、法我与法我执的

概念，并分析了这些东西给我们带来的危害。

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也有人向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虽然我

们去找了这个“我”，也没有找到，但没有找到能不能表示“我”不存

在呢？比如说，像电磁场、电磁波等很多东西，我们的肉眼看不到，

我们的耳朵也听不到，如果不借助于仪器，仅靠我们的五种感官，是

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这些东西的，但这并不表明这些东西不存在。因此，

仅仅没有找到，并不能判定出“我”不存在的结论。

有这样的想法是合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一个十分重要的

问题，不仅在讲无我空性的时候，甚至在宣讲大圆满的时候都讲过，

什么叫做证悟无我呢？是不是通过一个简单的逻辑来推理一下，在肉

体、精神等等上面剖析一下，只要没有找到一个“我”，就是证悟无我

了呢？不是这样，没有找到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在证悟无我的过程当中，我们应当分清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

是没有找到；第二个层次，是不但没有找到，而且明明白白地看到它

不存在。只有清楚地现见我不存在，才能称之为证悟无我。

在大圆满的修行人当中，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有些人在打禅的

时候，虽然心里没有任何杂念，但他们却并没有证悟什么东西。这样

的境界，就不是证悟空性。

关于这一点，经书上面说得非常清楚。很多人都害怕蛇，如果白

天看见房间里进来一条蛇，到了漆黑的晚上，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

即使把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蛇，这能不能消除我们

对蛇的恐惧呢？不能，我们对蛇的恐惧仍然存在。我们往往会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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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明看到蛇进了房间，又没有看到它出来，虽然我没有找到蛇，但

只是我没有找到而已，蛇应该还在吧！

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最好是拿一盏灯，将房间的每一个角

落都照得如同白昼，然后清清楚楚地看到，房间里确实没有蛇，这样，

我们才会放心地缓一口气。原来蛇真的不在，可能是在我不注意的时

候走了。之后，对蛇的恐惧才会消失。

同样，虽然我们在肉体、精神等各个部分都找不到“我”，但仅仅

没有找到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只有一清二楚地体会到就是没有

“我”，这才叫做证悟人无我。麦彭仁波切也说，这才是人无我的见解。

法无我也是一样。本来，在中观论著当中讲了很多抉择法无我的

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像我们刚才以花朵为例所进行的分析。这种分

析方式，即使以物理学的概念来解释，也很容易理解，亦即将其逐步

分解，在分解以后，它就变成了一大堆小得不能再小的粒子，用佛教

术语来说，就是一大堆的微尘；那时我们就会知道，只是在宏观的层

面上，这朵花才会显现出它的颜色和形状，实际上，除了微尘以外，

并不存在所谓的花。

比如说，当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叫做人群。人群当中的

每个人，又可以按家庭进行分类。在分类之后，原来所谓的人群只是

一个个的家庭，除了这些家庭之外，并不存在单独的人群；而所谓的

家庭，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除了组成家庭的每一个成员以外，并没

有一个独立于家庭成员之外的家庭存在。如果一个家庭有五个人，那

就是单独的五个人，没有这五个人，也就没有所谓的家庭。

同样，除了微尘以外，并没有所谓的花、花瓶等等，什么都不存

在。在那个时候，我们不是没有找到，而是清醒地意识到这些东西根

本就不存在。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看着这朵花进行分析的时候，这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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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当下就不存在。

没有找到和没有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在这一点上，也容易出

现很大的错处。我们必须知道，只有清楚地体悟到每一个部分都不存

在，才叫做证悟无我。

如果仅仅是在楼房的每一个砖头、每一根钢筋里面找不到什么实

有的东西，就算不上是证悟无我。很多哲学家、科学家，也同样找不

到“我”，这能说明他们证悟无我了吗？“我”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东

西，所以无论是谁，都不可能找到。比如说，如果让笛卡儿去找

“我”，他肯定也找不到。但即便是找不到，他们仍然会有这样的执著，

仍然会固执己见地认为，不管找得到找不到，“我”肯定是存在的，

而不会认为没有“我”。

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找不到“我”，而是没有“我”。所以，在以

后修行的时候，我们不要一开始就爬得那么高———什么大圆满、大手

印等等；首先就是要往回看，要把整个轮回、烦恼的根源，也即所谓

的“我”在哪里看个明白。

因为“我”本来就不存在，所以谁也找不到，即使是今天第一次

听课的人，回家坐下来思维以后，也不会找到所谓的“我”。但这也不

能立刻对断除烦恼起到什么作用，还要进一步观察，最后才能非常清

楚地看到———不是有我而没有找到，而是根本没有我。

那个时候，我们的无我见解就已经建立好了，不需要再去观察，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修行。

就像平时走路一样，如果眼睛已经看清了道路，就可以大步流星

地往前走，而不必瞻前顾后、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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