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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闻思修三，不可脱节 

对每个希求解脱的修行人来说，闻思修三者，是不能相互脱节、

有所偏废的。其中第一步，是闻思学习。因为初学者的知识不够、

经验不足，很容易出偏差。如果没有闻思，根本不懂修法，仅仅是

烧香、拜佛、念经，就无法真正解脱。刚学佛法的时候，可以先暂

时不修，等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要开始修行。小乘戒律也规定，

凡是没有窍诀的人都不允许修行，因为没有窍诀的指导，修行不会

有什么结果。如果时间不多，就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听闻目前最

需要的法，有剩余的时间，再听另外的课程。当然，如果时间充裕，

肯定是学得越多越好。 

但仅仅听闻还不够，在学理论的同时，更要学习如何实践这些

理论，以指导下一步的修行。佛教不像其他宗教，不是硬性规定必

须盲从、迷信，而是要求后学者要智信。佛经中的很多内容都是经

得起考验、证据确凿、颠扑不破的真理，都是自己可以思考、推导

并亲自证悟的。通过思考与推导，更能坚定信心。信心坚定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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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可以帮助其他人，同时对自己的修行更有用。所以，佛要求大

家尽量学会思考，思考得越深越好。当然，如果信心很足，认为佛

说的不会错，也可以不加判断、不予分辨地照搬照学，这样不思维

也可以。但一般情况下，对大多数人而言，最好还是通过思考、讨

论来建立正见。 

二、什么是修行 

修行有两种：一种是闭关打坐，不一定是一个月或者一个星期，

只是每天保持两三个小时的简单闭关，也很不错。严格地说，如果

不闭关，在内心散乱放逸不专注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修习任何佛

法的。所以，修行的时候，至少要闭关一两个小时。修行不是用钱

可以解决的，放生、做功德，可以积累福报，但修自己的心，就和

金钱没有任何关系了。苦行、磕头等也是修行的一部分，但不是最

重要的修行。真正的修行，是用心去修。 

另外一种修行，就是把闭关修行时思维、感悟到的佛法，应用到

日常生活中。如果没有修行，生活中的很多烦恼根本解决不了。虽说

闻思也会起到一些作用，通过佛陀的理论，能看清整个世界与人生的

真正面目，就容易看开、想通，但却不能彻底解决烦恼。所以，在闻

思修当中，最重要的是修行。 

三、修行的目的 

修行的目的，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追求幸福；第二，

脱离轮回、断除痛苦。人天乘佛教，是追求现世或生生世世的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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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小乘佛教，是追求个人的幸福；大乘佛教，是追求所有众生的、

绝对、永恒的幸福，也就是佛的智慧。《中观四百论》里讲得很清楚：

“胜者为意苦，劣者从身生，即由此二苦，日日坏世间。”社会底

层的人，会遭受肉体上的痛苦，因为温饱问题没有解决；上层人士，

又面临着更严厉的精神压力或痛苦。两种痛苦，每天都在折磨、毁

灭着所有的世间众生。  

四、轮回的根源 

就像去正规大医院治病，先不吃药打针，而是检查身体、查找

病源，然后才打针吃药一样，同理，要断除轮回、消灭痛苦，就要

查找痛苦的根源，要对症下药。 

让我们不能解脱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对身外之物、对世界、

对轮回的贪欲心；第二，是对我们自己的执著，也就是我执、爱我

执或自私心；第三，是对一切事物的实有执著。 

很多穷人以为，因为没有钱，所以会痛苦，如果有一天发财了，

就不会痛苦了。但是，如果有一天真的发财了，我们会发现，痛苦

不但没有因此而消失，反而有更多的痛苦在等待着我们。所以，生

活艰苦不是痛苦的根源，因为很多生活艰苦的人可能比有钱人过得

还幸福。 

佛陀告诉我们：痛苦的真正根源是执著——对金钱、对人、对

事物的执著。执著有很多种：对自己的执著，叫我执；对身外之物，

比如金钱、名利的执著，叫法我执。如果没有执著，就不会有任何

痛苦。与执著对立的就叫放下，佛经中经常讲的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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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证明执著就是痛苦的根源呢？比如，假如自己非常喜欢一

块手表，就会经常担心失去它，如果有一天这块表真的丢了，我们

会感到巨大的痛苦。如果对这块手表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则不会有

什么痛苦了。再比如，假使一个人非常执著另外一个人，对方的一

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会让执著者时而欢喜时而忧愁。其中绝大多

数时候，都是处在担心、害怕丢失、在乎、痛苦的状态下。如果有

一天真的失去对方，就会痛不欲生。假如一开始根本无所谓，或中

途与对方变成了普通关系，就不会带来后面的痛苦。虽然执著的对

象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仅仅因为执著的存在与否、程度大小，

便导致了相应的苦乐与平庸感受。因此，痛苦快乐的根源，不是上

帝的安排，也不是无因无缘，就是执著。 

佛经上说，因为阿罗汉已经断除了贪嗔痴，没有取舍执著，所

以即使给他身体的左边用檀香水沐浴，同时用刀去砍他身体的右边，

他都一视同仁，精神上没有分别。本来阿罗汉的身体和普通人的身

体一样，也是由血、肉、骨骼、神经等组成，不是金刚，也不是磐石，

更没有虹光身，但却不会像我们一样有贪执、有痛苦，喜欢檀香水

沐浴，不喜欢被刀砍。因为我们还没有放下，还有贪嗔痴，就会有

相应的喜乐与厌憎。可见，世间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无明执著。 

从百姓大众，到世人羡慕钦佩的所谓名人、伟人等，没有一个

不以追求幸福、摆脱痛苦为目标。但很多不学佛的世间人却因为不

知道幸福的原因，所以会南辕北辙——为了生存而杀死敌人，为了

食欲而屠杀动物，为了发财而偷盗欺骗，等等。结果奋斗了一辈子，

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没有一个人能脱离生死轮

回，而且绝大多数都会去往恶趣。 

《中观四百论》中说得很清楚：“众苦俱因缘，终无回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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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苦难都源自因缘，如果没有找到痛苦的根源，其他的任何努力，

都只能解决暂时问题，而不能摆脱痛苦。譬如，虽然欲界、色界、

无色界的天人寿命很长，禅定力量也不可思议，但因为他们没有找

到痛苦的根源和解决痛苦的方法，所以也脱离不了轮回。 

世间众生的欲望，总是在无限膨胀，但欲望越多，痛苦就越大。

若在欲望上面，再加上愚昧，就导致了我们今天所有的痛苦。 

飞蛾为什么挡都挡不住，一定要去扑火？第一是因为对火光的

贪欲；第二是因为愚昧，不知道投火的结果是自焚。如果飞蛾在扑

火之前，知道结局的残忍性，或消灭了对火光的贪欲，它就不会自

取灭亡。 

佛经，尤其是《中论》《俱舍论》等论典中都讲过，无明是轮回

的根源。因明认为，欲望是轮回的根源。实际上，无论无明还是贪欲，

都是轮回的根源。为什么树木花草不会轮回，因为它们没有贪欲、没

有无明。因为愚昧，就产生了贪欲。因为不懂得事情的真相，所以对

事物产生了贪欲。所有的痛苦，都是这两个原因导致的。也可以说，

欲望就是轮回的根源，因为有欲望，肯定就有愚昧。如果想要即生成

佛，必须断除愚昧与贪欲；如果能断除愚昧与贪欲，就不会流转轮回。

若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两个原因，那就是前面所说的“执著”。 

五、解脱的原理 

（一）寻找正确的解脱良药 

治疗疾病的药物，一定要有杀灭病菌的能力，才能治好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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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服用再多不对症的药都是没用的。同样，既不想成佛，也不

想成为阿罗汉，只想生生世世在人间或者天界当中享受人天福报，

为此目的而做的持戒、忍辱、修行、念经、拜佛等一切善根，都与

我们的贪欲、愚昧没有冲突，故而与解脱也没有关系。只会让我们

更好地流转轮回，享受短暂的幸福而已。 

当年达摩祖师来中国传法期间，梁武帝询问达摩祖师：我像出

家人一样吃斋念佛，做了很多善事，这有多大的功德呢？不料达摩

祖师却甩出一句话：没有功德！为什么？因为梁武帝所做的一切善

根，可能和轮回没有冲突，和解脱也没有关系。 

如何与轮回或痛苦的根源发生冲突呢？生起出离心，就是冲突

的开始；生起菩提心，就是冲突的加剧；有了证悟空性的智慧，就

逐渐到了冲突的高潮与结尾。 

该怎么去放下呢？放下和放弃是有差别的：悲观、厌世、看不惯，

日子过不下去、难以为继，所以被迫暂时放弃。如果有一天诱惑出现，

还是会重操旧业，这是放弃，不是佛教讲的放下。比如说，如果有一

天，我有了一块更好的手表，所以对旧的手表没有贪欲了，这不是放

下，只是将执著转移到新手表上面而已。佛教讲的放下，是对任何事

物都没有贪欲心。当然，要放弃所有世俗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在家人

要生存，要养家糊口，不能一学佛就不工作、不要家庭、不挣钱了。 

（二）医治轮回顽疾的手段 

要学会放下的心态，具体有两种方法： 



解脱的原理 129

首先，在对一个东西产生贪欲时，要扪心自问：是这个东西本

身很有魅力，还是自己内心产生了幻觉，把一个普通的东西看得很

有魅力呢？ 

世俗人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肯定会造作杀、盗、淫、妄等很

多恶业。即使有一些世俗的善根，也脱不了轮回之因。其结果，就

是飘落轮回流转、惨堕三途。 

总的来说，从天界到地狱之间，任何一道都充满了痛苦。即使

轮回当中有一些短暂、相对的幸福，但永远不会有真正绝对的、纯

粹的幸福。佛陀通过深层次的思考探索，最后得出结论：这个世界

不能用“幸福”这两个字来形容，这是人生的真理。其实，任何人

只要能深层次、全方位地去思考人生、思考世界，他一定会和佛的

观点一样。 

当我们明白，这个世界真的没有什么幸福可言的时候，我们的贪

欲心就受到了破坏。如果此见解持续下去，贪欲就会日益降低，直至

为零。什么时候降到零点，要看我们自己的修行力度和精进程度。 

用四外加行或小乘佛教的观点去观察，可以得到万法无常、痛苦、

有漏的结论。能够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叫做有漏。中观的观察方法，

又教会我们观察今生来世与外在的各种事物。龙树菩萨的《中论》有

二十七品，其中绝大多数的内容，就是观察精神以外的物质，从而得

知万法之空性，发现世界原来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幻觉。 

这样一来，我们的贪欲和愚昧都受到了破坏，不会再往前发展

了。《中观四百论》当中有一句话：“薄福于此法，都不生疑惑，

若谁略生疑，亦能坏三有。”福报浅薄的人，不会对空性生起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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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谁，只要对空性稍稍生起一点正面的怀疑——“有可能一切

法都是空性的哦！”即使没有证悟，也能破坏三有轮回的根源，不

会在轮回中流转很长时间了。 

另一个方法，是往内观察：虽然我觉得这个世界很美丽，所以

对她产生了执著或贪欲。但究竟是什么东西在贪恋、执著这个世界

呢？当然不可能是我的肉体，因为肉体本身是没有思维的东西，所

以只可能是精神或意识。 

但意识到底是否存在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有一种观察方

法，是中观和唯识修法的结合——唯识的世俗观点和中观的胜义观点

结合起来，去观察自己的意识。另外像大手印、大圆满等密宗修法，

就无需观察其他的东西，直接往内去寻找贪欲者或愚昧者。通过这些

方法最后看到的，就是如来藏光明。如来藏光明从来都不会愚昧，永

远不会有贪欲心。所谓的“贪欲心”，只是突然间产生的一种幻觉。 

我们可以轮番运用上述两种方法，先往外面去找，确定这个世

界是痛苦、无常、有漏的，从而产生出离心。 

发菩提心的时候，就要设法打击我们最大的一个执著——爱我

执。从无始以来直至没修菩提心之前，爱我执都是我们心中的统帅、

胜利者，它把菩提心、利他心都消灭得一干二净，这也称之为利己

主义。在我们的意识领域中，“我”对一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若

能跟着菩提心走，到一定时候，菩提心一定会打败爱我执或贪欲心，

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当然，在修行之初，在我们不小心的情况下，

贪欲心随时会复发，因为爱我执的市场份额太大，实力太雄厚，但

渐渐地，就会鸣锣收兵。最后的执著，可以通过空性的见解来斩草

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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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内容，即修行能够得到解脱的原理。就像学机械，首先要

学习它的工作原理一样。懂得原理后，就从现在开始努力，支持出

离心、菩提心、空性见，不支持贪欲、自私心与实有的观念。修行

打坐是最根本的方法，同时借助于念佛、烧香、拜佛等助缘，就能

获得最终的胜利。 

如果想解脱，就不能急于去修什么大圆满、时轮金刚等，因为

没有基础的时候，修这些法根本不起作用。佛说过一句话：想解脱

或者想修大乘佛法的人，不需要学修很多法，只需要修一个法，那

就是大悲心。佛的意思不是说，只要有大悲心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仅仅有大悲心，如果不修其他法，那也不行。但在没有大悲心之前，

却不需要修其他的法，修了都没用，根本不能成为大乘佛法。如果

没有出离心、菩提心，修行的动机肯定就是为了世间的幸福、人天

的果报。以这种发心所修的法再高深，都会成为世间法。 

想解脱的人，不需要学很多法，只需要学出离心和菩提心，也可

以说，只需要修一个法，那就是菩提心。因为菩提心当中，包含了出

离心。如果能生起真实无伪的世俗菩提心，以后修什么法都可以。 

学佛的方向很重要，一旦方向错了，只能离解脱越来越远；假

如方向正确，那就是走一步，离解脱更近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