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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和人一样，是要讲缘份的。
　　一本好书，一本深入浅出、精简而全面的佛教通论⋯⋯　　作者是一位出色的老题，秉承藏传佛
教里最优良的传承和教育，享誉世界，他以自己的浅白文字和编选度，将佛教扼要地作出说明。
　　对佛教的义理、历史和各种传承有一个精确的综观。
　　既适合初学者，也能使资源的佛教学者感到惊心动魄、充满挑战；非佛教徒的读者，看了也可以
激动荡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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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宗萨钦哲仁波切，九岁时即被萨迦法王认证是宗萨蒋扬钦哲秋吉罗爵的转世，噶玛巴（即大宝法
王）亦加认可，由顶果钦哲法王为其举行升座典礼。
生于不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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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讨论正确或错误的见地之前，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做“见地”，以及为什么任何哲学、宗教或意
识形态都须要有某种见地。
简单地说，见地就是你如何看待事物。
不论觉察到了没有，我们都有某种见地，也就是我们心中对于事物是如何如何的一种看法，这使得我
们能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
　　除非哲学或教义能有自己的真理地图，否则就无法告诉你如何才能达到它所设定的最终目标，它
顶多只能送给你几种不同的车子，让你在一堆没有街名的迷宫中行驶。
这就像是去找一位以全盘医理来治病的医生，或者去找另一位只根据你的某些症状就随便从柜子上拿
些东西给你的医生之间的差别。
　　假设你约定某个时间去应征工作，一位在那家公司的好朋友警告你，主持面谈的人很敏感；你知
道主考官很敏感，因此知道在面谈时该如何应付他——要是没有这种消息，你就只能盲目地处于那个
状况之中了。
　　有些方法或许很刺激、震骇、富有异国情调又多采多姿，这些方法也能够产生许多结果。
但是，没有基本的见地，你就不知道现在位于何处、目标是什么以及如何达到目标，而没有基础和目
标的方法，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廉价娱乐而已！
今天有许多自称是老师的人，提供许多缺乏基本见地的修行方法，却根本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要到
哪里去。
　　在序文里，我们讨论过自我的见地以及自我如何看待事物。
自我以它的见地为基础来决定：这是美的，这是丑的；这可以滋养我，我要它；这是个威胁，我必须
避免它。
这些决定创造出某些模式，使我们在特定状况下，以有条件、特定的方式来感觉、思考、回答、行动
和反应。
接着，自我就把所遇到的状况加以粉饰修改，使它能够并入这些模式中，进而证明了自我观点的正确
性。
奇怪的是，自我根据自己的观点作为修行的途径，它经常思考、分析，时刻注意自己的观点。
这样的修行结果，产生了数不清的行动去追求自我见地所认可的成就或证悟。
　　我们一直都是不假思索地接受自我和它的模式，它们从开始就很健全，今天一样这么有力和根深
柢固。
但是依照佛教的哲学来看，任何事物都是由因、缘所产生的，因此，自我和它的模式，也只是经过不
断训练、不断滋养的因、缘下所产生的结果。
所以，当一个弟子向老师抱怨，为什么精进修行十二年还是烦恼炽盛、大乐仍旧遥不可及时，老师反
而觉得好笑——如果学生灵性修行的努力程度能有进修自我的一半，那么他们在短时间内就成佛了。
　　虽然我们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发展自我，但是只要对于“无我”有一点了解，就能够切断自我
的多重面具，而发现：在自我的面具下，什么都没有！
知道了这一点，真令人振奋：自我是个道地的大骗子，它没有真实存在的本性，只是一堆假扮成某人
的面具；无我才是我们真正的状况，面具可以拿下来——没戴面具根本就没有面具可拆。
　　“见地”永远要依靠持有见地的人。
见地是你所立足的那个平面，见地是你决定如何看待事物的标准。
广义上来说，见地可分为两种：传统性的见地与理论性的见地。
　　“传统性的见地”，就是普通人看待事物的方式。
从人类到蚊虫，每个众生都有他独特的见地。
除此之外，还有群体的见地，这是指某个特定团体的成员所共有的相似观点。
绝大部分的人类中，对于什么叫做女人，都有相同的看法；而团体中的每一分子，又有他自己的观点
。
贪欲炽盛的人，认为女人非常可爱，把她们当作性对象；同样的一个女人，对于一位持戒精严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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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来说，就是丑陋、恶心、臭秽、不净的，有些宗教狂热分子甚至把女人当成低等生物。
人类认为身体很珍贵，从蚊子的观点而言，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卖着许多美味饮料的酒吧。
　　更精确地讲，传统性的见地就是不受任何理论分析系统影响的见地。
这种见地以常识来接近真理，不牵涉到分析，它认为事物表现出来的状况理所当然地就是真实的状况
。
譬如，农夫根本不用分析就知道牛有没有角，他只要用眼睛看一下，然后把看到的现象当成事实；他
也不会去想，到底牛角从哪里来，或是牛角的本性如何。
　　“理论性的见地”就是以某一种特定的分析系统去看待心、现象和组成“实相”的其他部分。
这种见地包括了多数主要宗教（这是指除了纯粹迷信、盲信外，某些智力分析系统的宗教），同时也
包括了某些哲学体系与某些现代科学。
　　大体而言，我们对有些事物抱持着传统性的见地，对其他事物则抱持着理论性的见地，有的时候
则在两种见地之间换来换去。
　　第二节　两种见地　　根据佛陀的教法，一件事物可以从两种观点来分析：“它的显现”以及“
它的本性”。
每件事物都包含这两面，连你正在看的这本书也不例外。
因为你所受到的影响，所以“它”显现为一本书；对于一只小虫子而言，它可能显现为一种食物。
因为所受到的影响不同，所以它的显现也就不同。
与这共存的另一真理，则是超越一切影响的本性。
　　记住，一种见地，只有当有人持有它的时候才存在。
假设甲、乙两个人同样看着某座雪山，甲用自己的肉眼直接看雪山，乙则戴了琥珀色的太阳眼镜。
太阳眼镜干扰了乙对于山的观察，所以在乙的观点中，山呈现琥珀色。
甲可以直接看山，没有干扰，所以“雪山的显现”对他而言是白色的，同时也是“山的本性”；乙虽
然可能知道雪山应该是白色的，但只要他戴着太阳眼镜，就只能看到“山的显现”，而看不到“山的
本性”。
不仅这样，如果乙一出生就戴了有色眼镜，那么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白色，对这样的乙来说，世
界上存在的雪山全都是琥珀色的。
　　事物的显现与事物的本性，并非分离的两种真理，而是一体的两面，只有当有非实相的见地时，
才有所谓实相的见地。
对甲而言，“山的显现”与“山的本性”完全一致，因此，所谓两种真理，也就是有一种状况叫做实
相，另一种则是歪曲掩盖实相的虚假状况的概念，根本无从产生。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甲所知道的白色的“山的显现”与“山的本性”一致，而乙所知道的琥珀色山
就不是呢？
那是因为我们明白琥珀色眼镜干扰了乙的色觉，使他根本不可能见到“山的本性”——乙的看法经过
过滤，甲则没有。
所谓看见“它的本性”，其实就是在观看时没有受到干扰罢了。
　　现在我们要用太阳眼镜和雪山的例子来说明两种真理，也就是古典佛教哲理中的两种见地。
戴太阳眼镜看山的乙，代表了主体自我透过烦恼的滤光镜看客体世界。
如果主客体之间或是观察者与景色之间存在着某种干扰或滤光镜的话，所得到的见解就称为无效的或
相对的真理；两者之间没有干扰或滤光镜存在，所得到的见解就是绝对真理。
换句话说，相对真理就是透过滤光镜的“它的显现”，绝对真理则是实相没有透过滤光镜的“它的本
性”。
　　“自我”是一种假设、一种决定、一种受干扰的见地。
这表示自我的观点因为受到过滤，所以是扭曲的。
以道德的立场来判断自我是好、是坏，或者判断它是否真实存在，都没有意义。
如果你认为自我不好，就可能徒劳无功地责备自己；另一方面，认为自我不存在，执着虚无式的无我
，可能会感到徬徨迷失，这也没有益处。
所以，与其评断自我，不如检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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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是一种误解，但却被当成了正确的见解，它只是一个幻相。
根据佛教，“我”和“我自己”的这种持续感，既是无明，也是无明的结果。
无明就是不明白，没看到全豹——你可能只见到片断、零星的东西，却不了解全盘的情况。
这就像盲人摸象的故事一样：第一个盲人摸到了尾巴，认为大象就像一条绳子；第二个盲人摸到了大
象的身躯，认为大象就像一堵墙；第三个人摸到了大象的鼻子，认为大象就像一条蛇；第四个人摸到
了大象的腿，认为大象就像一棵树。
最后，这些人为了争论大象到底像什么而互相杀戮。
　　当自我是主体的时候，它就是无明；当自我是客体的时候，它就是无明的结果。
为了说明自我如何既当主体又当客体，我们再度用乙来代表那个戴着琥珀色眼镜看东西的主体。
这一次呢，山也代表自我，客体自我是主体自我透过妄见滤光镜所见到的。
自我在看其他东西的时候，它有主体的作用；自我看它自己的时候，它就同时具有主体和客体的作用
。
自我的二元化角色，在这样的话里反映出来：“我无法控制自己”、“有时候我并不了解自己”或是
“我为我自己高兴”。
　　什么是“干扰”？
自我又是如何被干扰的呢？
首先，“我”、“自我”、“我自己”等等名字无法指出实质的东西。
通常，当你为某种事物命名时，总有个东西存在，因此能为“它”取名，但是提到自我的时候，自我
在哪里，而它又是什么呢？
　　仔细考量一下，我们就会了解：当我们说“我”的时候，连自己也不清楚“我”指的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一边说“我”，一边手指着自己的胸部，标示“我”就住在这个肋骨笼中。
如果有人踩到了我们的脚，我们会说：“你踩得我好痛！
”——“我”又变到脚趾上去了。
这表示我们对于“我”到底是指什么并不确定，同时，“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指挥所或发源地。
如果你打电话给好朋友，你可能会说：“喂，是我啊！
”好像确定沿着电话线传播的声波就是你。
如果女朋友离你而去，你可能会告诉别人：“当我失去她的时候，也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
”这表示“你”是可以分割的，“你”的各部分不一定都在同一个身体内。
　　这些话看起来可能没什么，但以较深的层次来看，它们表示了我们对于自己是谁？
是什么？
在哪里？
隐藏着疑惑。
　　造成这种疑惑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直感到自己是实质且真正的。
特别是当我们情绪爆发的时候，这种真实感这样地强烈，以致于我们顺理成章地认为有个实体的东西
存在，而不是幻觉，也不是由歪曲看法所引起的错误见解。
　　问题还不只是幻觉而已！
由于我们太习惯它了，因此不知道除了它之外还有什么——所有的生命都以它为根本。
我们在自我上投资庞大，所以与它片刻不离，而且不惜代价地保护它。
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拿来擦亮这一付琥珀色的眼镜，设计美丽的新镜框，一直相信事物透过眼镜所显
现的样子就是事物的本性。
　　因为我们执着于这种幻觉，又缺乏任何直接的证据来证明自我不是个幻觉，所以我们把大部分的
时间用来收集某些情况下的证据，以证明自我的存在。
有一种证明的方法，就是创造出一个自我可以比对的“对方”，这是以证明客体存在的方式，间接地
证明了主体的存在。
没有主体也就没有客体，因此只要客体存在，主体也必定存在（简单地说，我们现在是以自我为主体
、现象界为客体，而不是前面“以自我同时当主、客体”的情况。
然而，这两种情况并没有真正的差别，因为以现象界作为客体，只不过是把原来以自我作为客体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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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加以延伸，变成比较复杂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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