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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漏皆苦

（一）总述

“有漏”是什么意思呢？关于有漏与无漏的概念，一切有部、经部

以及唯识宗等等宗派，都有自己不同的划分界限。《俱舍论》中讲过

很多有漏无漏的差别。从大乘佛法的角度来说，所谓“有漏”，就是不

清净的事物，包括所有的执著以及执著的对境；而“无漏”，则是清净

的事物，包括没有执著以及没有执著对境的、一地以上菩萨入根本慧

定的状态。

什么叫做执著以及执著的对境呢？譬如说，在眼识看到一个对境

的时候，就会产生执著。其中执著的对象或对境，是眼识所看到的物

质。眼识与物质，也即执著与执著对境，它们分别被称为能取和所取。

所有能取、所取消失的境界，叫做无漏，这也是一地以上菩萨入

定的境界。除了佛的境界以及一地以上菩萨入定的境界之外，其他所

有具备能取、所取的境界，都叫做有漏。

四法印的见解与修法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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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灯之光（贰）

从这个角度而言，则无论是不清净的娑婆世界，还是佛陀的清净

刹土，只要是有执著以及执著对境的，都属于有漏，都是痛苦的。

有人会对此质疑，如果连佛菩萨的清净刹土都是有漏的，那么包

括极乐世界，或者莲花生大师的铜色吉祥山，也应该是充满了痛苦的。

然而，极乐世界又怎么会有痛苦呢？

佛经里面所讲的痛苦，包括苦苦、变苦、行苦三种。极乐世界没

有变苦，更没有苦苦，但却有行苦。前面也讲过，所谓行苦，是指刹

那刹那变化无常的法。极乐世界的外器世界和内有情世界都是无常的

法。这里所说的无常，并不意味着极乐世界有一天会消失，而是从刹

那的角度来说的，因为极乐世界也在刹那刹那地变化，从这个细微的

层面而言，极乐世界也是有痛苦的。

我们修第二个法印的目的，是为了修出离心。这种出离心不是要

对佛的刹土生起出离心，而是要对整个六道轮回生起出离心。极乐世

界有没有痛苦，对实际修行都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只需要从见解上

做一些了解便已足够。

了知有漏皆苦，是为了修出离心。如果没有出离心，则平时所做

的念经、磕头、烧香、打坐，乃至布施、持戒、忍辱等所有的努力，

都只能成为世间法。世间法所能获得的最上乘的果位，就是不堕三恶

道，获得人天的福报。除此之外，跟解脱没有任何关系。世间的善根

再多，也不能让我们超越轮回。

我们修行的目的，是为了解脱，而不是获得人天的福报。既然如

此，就要建立起一条解脱道，其中第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就是出离

心。所有以解脱为方向的修行，都建立在出离心的基础之上。如果没

有基础，就不可能有后面的解脱法门，所以，出离心非常重要。四法

印中宣说有漏皆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生起完整的出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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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普贤上师言教》中浓墨重彩地宣讲了出离心的修法，我们

也翻来覆去地讲了很多出离心的修法。但因为四法印还有自己的一整

套修法，所以，在讲完四法印的见解之后，还会讲一下“有漏皆苦”

的具体修法。

（二）分类

如何理解有漏皆苦呢？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佛陀所说的痛苦，

包括内在和外在两种。所谓外在，是指物质世界；而内在，则是指精

神上的痛苦感受。

有人会认为，本来痛苦就是一种感受，既然是感受，就应当属于

内在，而不应属于外在。作为外在的物质，是不会有什么感受的，既

然没有感受，又怎么能说是痛苦的呢？

虽然外在的物质，包括山河大地等等，其本身不会有什么痛苦，

但它们却是痛苦的来源，所以也叫做痛苦。

除了内外的区分以外，大家都知道，痛苦还有三种分类，那就是

苦苦、变苦和行苦。

如果没有分清这三种痛苦，就不太容易理解有漏皆苦的真实含义。

因为有漏法的范围是很广的，如果仅仅把精神上的感受理解为痛苦，

就狭隘地理解了痛苦的内涵，所以我们就要把痛苦分成三种。

1. 苦苦

佛经当中关于苦苦的定义，就是存在之时能感觉到痛苦，一旦消

失，就会感到幸福的感觉。比如说，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就会觉得痛

苦，只要身体康复，就会感到幸福，所以，病痛就属于苦苦。

为什么要说两个苦字呢？这说明，这种苦是非常强烈的。无论是

人，还是动物，所有的生命公认为是痛苦，都不愿意接受的很明显的

四法印的见解与修法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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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感受，就是苦苦。苦苦主要是在三恶趣，在人道与天道也有苦苦。

比如，人间的生、老、病、死等八种根本痛苦，就属于苦苦的范畴。

关于苦苦，《普贤上师言教》里面讲得很清楚，六道的每一道各

自的苦苦，都分门别类地列举得十分详细，所以此处不再重复。

2. 变苦

佛经当中关于变苦的定义，就是存在之时感觉不到是痛苦，但在

它停止的时候，就会感觉到痛苦的感受。

变苦主要是在人道和天道。此处所说的天道，主要是指欲界的天

道。

比如说，欲界的天人一般都身体健康，寿命很长，生活环境、生

活条件也十分优越，还有一些神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觉得

很幸福。但在这些所谓的“幸福”停止的时候，就会导致明显而不堪

忍受的痛苦。要知道，前面的幸福感和后面的巨大痛苦是有着一定关

系的。

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一个自来就过着穷苦日子的人，

即使遇到痛苦，也不会觉得有多么难以承受，因为他已经过惯了苦日

子；然而，对一个从小到大都很顺利、很幸福的人来说，如果猛然间

遇到同样的困难，让他从此以后去过与前者一样的苦日子，即使这种

痛苦是一样的，但他们双方的主观感受却是截然不同的———后者所感

受到的痛苦要比前者大得多。

为何对待同样的痛苦，却会有不同的感受呢？就是因为后者已经

养成了过好日子的习惯，所以一下子遇到痛苦，就会很不适应。正因

为如此，所以释迦牟尼佛认为，前面的幸福，也是一种痛苦。

既然如此，是不是在人的感受当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快乐呢？

《俱舍论》当中讲过，佛并不否认存在有漏的快乐感受，但这些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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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与苦苦比较而言的相对快乐，所以既是快乐，也是痛苦。

为什么既是快乐，也是痛苦呢？从苦苦的角度而言，变苦就是快

乐。比如：健康与生病比较起来，健康就是快乐；但从变苦的角度来

说，它就是痛苦，因为一旦失去了健康，就会感觉到痛苦。凡夫所认

为的幸福快乐，也是一种临时性的短暂无常之法，由于会导致以后的

痛苦，因而也是一种痛苦。

世间人想得都很简单，认为只要不是苦苦，只要当时觉得幸福，

就算不上是痛苦；然而，佛陀却考虑得很周到、很全面，他告诉我们，

只要是有漏的，即便是快乐的感受，也属于痛苦。

3. 行苦

此处所说的“行”，与“诸行无常”当中的“行”是一个意思，即

指所有因缘而生、有因有果的法。所有的“行”，都是痛苦的。

佛经当中关于行苦的定义是，无论它存在还是消失，都不会觉得

痛苦，但却会引发其他的痛苦，因而称之为行苦。

行苦主要存在于色界和无色界。色界和无色界的众生，不会有很

明显的生、老、病、死之类的痛苦，以及健康、长寿之类的快乐。这

种境遇，与它们的前世有关。因为投生到色界和无色界的因，就是一

种禅定；而禅定本身，是很细微、很平静的，所以在投生色界和无色

界的时候，也不会有粗大的感受。虽然色界和无色界没有痛苦快乐，

但却是无常的，所以，这两界的众生只会有行苦，而不会有苦苦和

变苦。

总而言之，从三种痛苦的角度来看，三界六道都是充斥着痛苦的。

佛教既说有漏皆苦，同时又承认暂时的幸福，二者之间有没有矛

盾呢？并不矛盾，因为痛苦是绝对的，幸福却是相对的。通过观修有

漏皆苦或轮回痛苦，就会生起出离心。

四法印的见解与修法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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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端正思想，消除极端

有些人在修轮回痛苦的时候，会出一些问题。我遇到过这种陷入

极端的人，他们在没有观修轮回痛苦的时候，对生活、工作、世间法

充满了信心，感觉一切都是美好的；但在观修轮回痛苦以后，就万念

俱灰，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做任何事都十分消极，打不起精神，甚

至悲观到认为活着都没有任何意义了。

这种悲观、消极的态度是不是出离心呢？不是出离心，这些都是

错误的想法。

就像菩提心不是单纯的慈悲心，而是在慈悲心的基础上，有一个

发誓为度化众生而成佛的决心和勇气，才能称之为菩提心一样，出离

心除了深知轮回痛苦之外，还必须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寻求解脱。

在观修轮回痛苦之后，我们就会知道，轮回充满了痛苦，不是苦

苦，就是变苦、行苦。世间人一心追求向往的功名利禄等等，都是临

时性的诱惑，一点儿都靠不住。对于仅仅把物质享受作为生存的唯一

追求的人来说，在观修轮回痛苦以后，就应当绝望、懊丧、痛苦，然

而，作为修行人，在深深体会到这一切的时候，就要更进一步地想到：

难道除了名利之外，就没有其他更有价值、更值得追求的目标了吗？

难道除了争名夺利之外，就没有其他可以做的事情了吗？名利没有意

义，并不代表整个人生都没有意义，除了升官发财之外，我们还有更

远大、更有价值的，在释迦牟尼佛没有告诉我们以前，我们根本不知

道的目标，那就是走解脱道，寻求解脱。

在整个六道轮回当中，不要说是地狱众生，即便是天人，也没有

办法跨入解脱道。要奠定解脱道的基础，只有从人道做起。虽然天人

也可以修行，但他们修行的基础，却是前世在人间打好的。只有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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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打好修行基础之后，天人才能在这一生继续前世的修行；如果前世

在人间没有打好基础，天人也没有机会修行。

虽然从禅定的角度来说，色界和无色界的天人有很强的能力；但

这种禅定只是平静而已，其中并没有证悟的智慧，所以跟解脱没有什

么关系。

只有人类，才是三界六道中最有机会获得解脱的。生而为人是十

分有意义的，我们应当珍惜自己的人身。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完整、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以前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是颠倒的———将重要的东西弃置不

顾，对毫无价值的东西趋之若鹜。通过这样的思维，就能扭转我们的

观念，挽救我们的人生。

正因为如此，所以《普贤上师言教》当中才会在刚讲完轮回痛苦

等外加行之后，立刻就宣讲解脱的功德。这种顺序的安排，就是为了

避免大家在反复思维无常、痛苦之后，因为伤心失望而失去勇气；就

是要鼓励大家，以前我们为毫无价值的名利投入了毕生的精力，整天

都在为个人的钱财打算，为自身的功名着想，把物质享受作为唯一的

寄托，但无论怎样努力，都是靠不住的。

比如说，即使能成为有钱人，又有什么意义呢？很多有钱人早上

起来以后，先美容两个小时，之后健身两个小时；健身完毕，又去针

灸一个小时；吃饭之后剩下的时间，就是应酬。即便花了大量的时间

用于健身美容，但最后还是会衰老、会生病。

在不知道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整天都在追求物质享受，将物质

财富作为唯一的寄托，绞尽脑汁地积累财富；一旦感觉到这一切都没

有意义的时候，心情会一下子跌入深谷，变得沮丧无比，觉得生活毫

无意义。如果只是寄希望于物质财富，感到失望是没有错的，这种生

四法印的见解与修法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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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就是没有意义，但还有一条解脱道，它会让我们产生勇气，并

深深地意识到：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物质生活当中是错误的，我原来

的生活都是无聊透顶的，我不能这样活，从现在起，我要追求解脱。

此时又可能会出现另一种极端，就是有些人会在一时冲动的情况

下，不计后果地辞去工作、拆散家庭而出家。

当然，如果真能这样坚持下去，那肯定是很好的；作为家人也应

当理解，而不应该想不通。比如说，如果一家人有七位，大家在一起

都相亲相爱、和睦融洽，但在其中的某一位离开人世的时候，其他的

人也不能一起走。既然早晚都要分手，那么，如果其中某个家庭成员

选择了提前为后世作打算的出家之路，作为亲人也应当为他祝福，而

不应从中阻挠，强迫别人依照自己的人生观来生活。

身为抛弃世事而出家的人，就更应当好好把握这一来之不易的机

会，专心专意地修行。

但有些人却不是这样，在一两年，甚至短暂的几个月当中，他们

就后悔不迭，希望回到原来的生活当中。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工作

没有了，家庭离散了，他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至于当初迫不及待的

修行，也不见得有什么进展。

这两种极端，就是因为缺乏系统的教育，没有作好充分的思想准

备所导致的。

作为佛教徒，应当稳重、本分，不能像世间某些迷信的人一样，

整天神神道道，说一些神通、灵光之类的事情；否则，就会给佛法和

自己的修行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对很多在家人来说，虽然修行很重要，但同时也需要生存，仅仅

知道轮回痛苦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可以不吃饭、不穿衣。作为在家人，

就要想办法养活自己，如果不能生存，修行也无从谈起，所以，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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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还是需要的，工作也是必要的。至于如何安排工作和修行的比

例，那就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了。

虽然这些不是具体的修法，但也是修行前期必须了解的内容。特

别是对内地居士而言，懂得这一点更有必要。

有些人因为佛教宣讲“轮回是苦”，就认为佛教是消极的悲观主

义。这完全是一种误会，佛教不是消极的，而是非常积极向上的，只

是佛教的积极方向与奋斗目标和世间人有所不同而已。世间人是为了

金钱而努力，修行人却只是把获取金钱作为生存的手段，真正的目标，

是为了所有生命的解脱。

解脱并不是一种神话，而是客观实在的把普通凡夫的分别念提升

为佛智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远大光明的目标，修行人可以放弃世间

的功名富贵。他们的眼光是长远的，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世俗人却

与之相反，朝不虑夕、目光如豆，只看到今生的短暂时光，而缺乏应

有的远见，所以才会费尽心机地为今生而拼搏。

另外，佛教更不是悲观的。所谓的“悲观”是指什么呢？是心如

止水、万念俱灰的心态。如果以这个标准来划分，世俗人才是真正的

悲观。不管年轻的时候在生活上、事业上如何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到年老的时候，因往日的美好年华已经流逝，看到自己韶华不再、日

渐体衰的现状，每个世间人都会怅然若失、自暴自弃；特别是在临死

的时候，因为恐惧死亡、贪恋今生，几乎每个世人都会哀伤悲泣甚至

痛哭流涕，这不是悲观又是什么呢？

真正的佛教徒虽然视金钱、名利为粪土，但这并不意味着悲观；

因为他们知道，肉体的衰老和丧失，并不会阻碍精神的提升，智慧和

悲心是永远如影随形而不会丢失的，无论年老也好、死亡也罢，都没

有任何差别，在远方等待他们的，是光明的前程、大乐的境界，所以

四法印的见解与修法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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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但不悲观，而且乐观并充满了信心。因为有了这样的目标，才

能“衣带渐宽终不悔”，才能孜孜不倦地将所有精力投入其中。轮回痛

苦并不可怕，更不必为此而悲观失望，通过努力，我们完全可以摆脱

轮回的束缚，获得绝对的快乐与幸福。

现在真正愿意开动脑筋，去亲自学习、研究佛经的人较少，大多

数人只是道听途说，一听到佛教说人生无常、轮回是苦的词句，就把

佛教界定为悲观消极的人生观，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作为佛教徒，首先要做到的，是看破金钱、名利等等。“看破”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知道这些都是过眼烟云，其中没有什么好的东

西。当然，即使今天知道了，我们也不一定能马上放弃，佛没有这样

要求我们，即使要求了，我们也做不到；但不能放弃并不代表轮回不

是痛苦的，也并不表示将来我们不能放弃。

虽然我们从理论上知道了这些道理，但做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在修行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执著世间的盛衰荣辱，

还是会在乎物质世界的感受。只有通过修行，才能淡化乃至彻底断除

这些执著，这是毫无疑问的。

有些人会说，你讲得那么头头是道，你自己的境界又如何呢？当

然，我没有什么修行，只是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像捎口信一样把佛

的思想传递给你们。即便我没有什么境界，也并不意味着你们不需要

修行。虽然我修得不好，但我的上师修得好，释迦牟尼佛修得好；我

只是起了一种媒介的作用，把他们的教言传播给大家而已。

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既没有出生在西藏，也没有降生于内地，

而且如今已经圆寂了；但佛法却几乎传遍了全世界，佛法的慧命也从

来没有间断，佛法的慧炬仍然在一代代地传递着。如果没有人去传播

这些教法，就不会有人知道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与《丹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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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当中的真正内涵，佛法也不能延续下去。

比如说，佛陀三转法轮，针对不同根机，宣说了八万四千法门。

从表面上看来，其中也有一些先后矛盾、互相冲突的地方，但我们却

从前辈那里知道了佛的真正密意，知道了佛要表达的究竟观点，也就

可以为你们指明这一点，使你们能够避免走弯路。

正因为修行不够，我们才要学习，才要修行，如果一开始就修得

很好，那又有什么必要去听闻佛法，又有什么必要为其宣说佛法呢？

大可不必！

对根本没有修行的人来说，自我审视、自我总结很有必要。因为

那样会变成一种压力———在平时没有反躬自省的时候，就容易自我感

觉良好，看不到自己的不足；一旦反观自检，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学、

什么都没有修以后，就会感到后悔、遗憾。这种压力也就会成为一种

动力，可以促进、激励我们去修行。

如果我讲了那么多，你们一点儿都不修的话，就太可惜了。不是

我讲的内容可惜，而是你们珍贵的生命、时间、机会被白白浪费，无

端错过很可惜。

当然，之前的修行好不好并不十分重要，关键是在将来———怎么

样去改变自己的观点，在观点改变以后，又怎么样去行动。

在没有出离心的时候，除了平时的日常固定念诵以外，应当把其

余的时间都用来专心致志地修出离心；在有了出离心而没有菩提心的

时候，就应该放下一切，一门心思地修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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