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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雪域走来的从雪域走来的
———— 索达吉堪布访谈录索达吉堪布访谈录

对话大师WEEKLY
艺术周刊

导语导语：：索达吉堪布索达吉堪布，，只要是对藏传佛教只要是对藏传佛教

有 一 定 了 解 的 人有 一 定 了 解 的 人，，对 于 这 个 名 字对 于 这 个 名 字，，并 不 陌并 不 陌

生生。。他是当今中国最受瞩目的心灵导师之他是当今中国最受瞩目的心灵导师之

一一，，被誉为被誉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文殊菩萨的化身”。”。他在内地和他在内地和

藏区都有着非凡的影响力藏区都有着非凡的影响力，，建立了智悲小建立了智悲小

学学、、养 老 院 等 等 的 慈 善 机 构养 老 院 等 等 的 慈 善 机 构，，惠 及 藏 区 百惠 及 藏 区 百

姓姓。。他坚持二十多年日不缺课他坚持二十多年日不缺课，，夜不乏译夜不乏译，，

翻译显密著作百余部翻译显密著作百余部，，讲经内容和翻译著作讲经内容和翻译著作

以视频以视频、、光碟和图书的形式光碟和图书的形式，，广泛的在佛教广泛的在佛教

界流通界流通，，让藏族文学以排山倒海之势让藏族文学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入进入

内地人的视线内地人的视线。。他所讲解的他所讲解的《《入菩萨行论入菩萨行论》、》、

《《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等著作等著作，，已成为藏传佛已成为藏传佛

教徒的必修课程教徒的必修课程。。如今如今，，他又带着新书他又带着新书《《苦苦

才是人生才是人生》》和和《《做才能得到做才能得到》，》，走进了人们的走进了人们的

视线视线，，用智慧的语言用智慧的语言，，再次震撼人类的心灵再次震撼人类的心灵。。

艺术周刊艺术周刊：：堪布您好堪布您好，，您的新书名字叫您的新书名字叫

《《苦才是人生苦才是人生》，》，您在博客里面说您在博客里面说““苦苦””是因为是因为

无常无常，，美好的事物也难逃这一命运美好的事物也难逃这一命运，，您在开您在开

示的时候也经常强调要观察无常示的时候也经常强调要观察无常，，在众多的在众多的

教义中教义中，，您为什么对无常这方面的教言格外您为什么对无常这方面的教言格外

重视呢重视呢？？

堪布：世间的人都希望快乐、幸福，但实

际上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的悲欢离合，可是

这些现象被人们忽略了，这些问题是没有办

法回避的。佛教里面讲，人生中的“苦”是占

大多数的，我用现代的语言将这个问题说出

来，所以书名叫《苦才是人生》。

我在这本书里面和开示的时候经常讲

“万法无常”，“万法无常”在佛教中是非常关

键的一个概念，曾经百千高僧大德也经常讲

“万法无常”，因为你要知道，从宏观的方面

来讲，山河大地、地球，乃至银河系，这些全

部都是无常的，谁也无法回避。从微观来

讲，我们上午的想法，下午就可能没有了，昨

天的事情今天就过去了，今天的事情明天也

就不存在了，所以从微观的角度来讲，我们

每个人都要面对无常。

如果你懂得了无常，在生活中，很多并

不需要的希求和贪欲就可以避免掉。佛教

里面有一个比喻，大象的脚印是所有动物脚

印中最圆满的，因为大象有一种特殊的智

慧，前面有什么危害，他都可以观察到，如果

你沿着大象的脚印走，是很保险的。同样

的，在佛法所讲的一切观修方法中，无常是

最好的。因为如果你对万事万物有一种无

常的意识，那么对于各种痛苦的发生，就有

面对的能力，这是一种预防的智慧。因此，

我也经常在不同的场合中讲到，佛教中讲到

的无常是非常重要的。

艺术周刊：所以您说得“苦”并不是消

极，是吗？

堪布：其实认识痛苦并不一定是消极

和逃避，我在《苦才是人生》的前言中也讲

到，（遇 到）痛 苦 并 不 应 该 去 逃 避，而 应 该

去 面 对 。 当 你 面 对 他，认 识 他，接 触 他 的

时 候，其 实 痛 苦 也 就 自 然 而 然 地 消 失 了。

如果痛苦来的时候你越逃避他，他反而越

跟着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当遇到生活

中不同的痛苦的时候，应该想办法去结束

它，在《苦 才 是 人 生》这 本 书 中，我 也 讲 到

了 一 些 生 活 中 面 对 不 同 问 题 的 方 法 。 当

你懂得了面对痛苦的方法时，你在痛苦面

前 就 是 坚 强 的，如 果 不 懂 得 面 对 的 方 法，

那么在痛苦面前就是脆弱的，这样就有可

能 崩 溃 乃 至 绝 望 。 现 在 很 多 人 就 是 因 为

没 有 能 力 面 对 痛 苦，没 有 勇 气，导 致 自 己

不 敢 面 对 生 活，尤 其 是 年 轻 人，很 多 年 轻

人 身 体 比 较 成 熟，但 是 内 心 没 有 成 熟，当

遇到一点点痛苦的时候，内心就极其的脆

弱，其 实 他 根 本 不 需 要 那 么 伤 心 和 痛 苦，

因为他的教育和生活环境，以至于从来没

有 学 习 过 当 遇 到 痛 苦 的 时 候 应 该 如 何 对

抗，所 以，（怎 样 面 对 痛 苦）这 个 问 题 对 年

轻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艺术周刊：藏区海拔高，生活清贫，五明

佛学院很多僧人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城市

人看到佛学院里面僧人的生活会很敬佩，但

也会疑惑，是不是学佛就是要苦行，学佛和

苦行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堪布：其实“苦行”并不是成就的根本

因，但是艰苦也是让人成长的一种因缘。在

佛教中，并不是一定要苦行才有结果，佛教

提倡的生活是不堕两边，既不堕太富裕的

边，也不堕太穷苦的边。我们西藏雪域和五

明佛学院的生活，和大城市相比显得稍微有

一些贫寒，但是这反而成为了学习的动力。

现在我们学校里有些孩子，生活很艰苦，但

学习成绩很好，反而有些家境比较富裕的孩

子，他们每天都在享受，反而成绩不好。再

加上我们藏地人的幸福感，并不是因为环境

的好坏而获得的，而是一种信仰和宗教的满

足感，有了这种满足感的时候，他们的物质

条件并不是很富裕，但他们还是非常快乐，

这也是与人的心态和宗教意识有关。

艺术周刊：近几年，随着内地和藏区交

流的加深，藏传佛教在内地也拥有了大批的

信徒，但随之而来的也有很多诽谤，您对于

这些诽谤是什么态度呢？

堪布：诽谤有两种情况，藏传佛教本身

并不存在任何过错，我想佛教也不会因为一

种毁灭性的诽谤而消亡，这是绝对不可能

的。对于我本人来讲，如果有人讲我的过

失，我自己的确有这个过错的话，那么我也

不会伤心，因为我知道他说的是合理的，他

直接对我说出来，刚开始的时候我心里可能

会不舒服，但回过头来想一想，是我本身存

在的错误，也就没有什么值得生气的。如果

他说的是一个谣言，我本身并不存在这种过

失，他只不过在别人面前传播，那么这种谣

言迟早都会消失，实际上对我是没有任何伤

害的。

以前汉藏两地因为文化的隔阂，语言的

不同，还有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一些习俗的

不同等等，（导致）人们对藏传佛教有一定的

误解，但我想现在，随着藏传佛教渐渐融入

汉地，汉传佛教的大德对藏传佛教也越来越

认可，汉传佛教的佛教徒也会认可，不仅是

佛教徒，我也经常接触一下汉地的知识分

子、专家，他们对藏传佛教的了解也越来越

多。我想这需要一个过程，这种毁谤自然而

然的就会消失，就像禅宗刚刚进入中国的时

候，就连达摩祖师这样高层次的智者，也会

被人们误解，但慢慢就变成了中国文化中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样的，藏传佛教是特别

精准，高尚的佛教思想，在藏传佛教刚开始

进入西方国家的时候，人们也有一些误解，

甚至排斥，但后来慢慢就成为人们不可缺少

的精神食粮。所以，我想在汉地极少数人的

非理毁谤，也不必在乎，这是任何一个宗教，

在弘扬过程中都会遇到的。

有些人对藏传佛教的说法，要么是认为

个别人的一些行为代表藏传佛教，其实一些

个别人的行为并不能代表藏传佛教，就像汉

传佛教的一个和尚犯了戒，不能代表所有汉

传佛教的清净僧团。有些人对藏传佛教根

本不了解，为了得到一些名声或者因为一些

原因对藏传佛教进行排斥，或对藏传佛教进

行一些攻击。到目前为止，我看到很多对藏

传佛教的非议，都是不成立的。有些言论不

必当作一回事，它自己就会消失的，对社会

和佛教都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艺术周刊：显宗佛教讲“依法不依人”，

但是藏传佛教的教言却说要将上师当作佛

一样看待，这两种说法有冲突吗？

堪布：“视师如佛”并不是藏传佛教独有

的说法，《华严经》里面也讲过“视师如佛”，

这个观念与“依法不依人”的区别，我在《苦

才是人生》后面的问答里面讲过，他们是从

不同的侧面来说的。

“依法不依人”是因为我们在证悟上面，

是依靠佛法来证悟，但在到达证悟之前，你

要依止一些上师。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好

比我们在大学读书，书的内容相当于佛法，

这个内容很重要，但是你要学到书的内容，

你需要依止一个教授，就相当于上师。“依法

不依人”和“视师如佛”两句话，一个是从法

的角度来讲的，一个是从知识的角度来讲

的。分开来说，上学的时候老师很重要，就

要“依人”，从另一个层面来讲，读了大学就

不光天天靠老师，你要学知识，就是“依法”。

“视师如佛”这种观念，在密宗里面只不

过是更加进一步的说法，因为密宗里面不仅

上师是佛，我们的道友，所有的众生，也都是

佛，这些显宗也讲过。“视师如佛”不过是从

对上师的恭敬程度上来讲的，实际上显宗和

藏传佛教都说一切众生本来具有佛性。前

一段时间我在社科院演讲的时候说，从广义

上来讲，所有的众生都是佛教徒，没有一个

非佛教徒，为什么呢？因为众生都具有佛

性，具有佛性的话肯定就是佛教徒了。所以

不光是将上师看成佛，连蝼蚁都可以看成

佛，不仅仅是“视师如佛”，而是“视众生如

佛”。从本性上来讲，众生的本体都具有如

来藏的佛性，从这个层面说，“视师如佛”和

“依法不依人”也是不相违的。

艺术周刊：当初是什么因缘，让您发愿

译经，并坚持二十多年呢？

堪布：大概二十多年前，我开始翻译经

典。1987 年的时候，我跟随上师晋美彭措法

王去五台山，让我们藏传佛教徒和汉传的佛

教徒有了交流的机会。最初的时候上师让

我翻译《佛子行》，我当时什么都不懂，特别

尴尬，但是我害怕破坏（译经的）缘起，表面

上答应了上师，但是实际上我讲的时候，连

一个佛教的专用名词都不会，完全用一些世

间的语言翻译出来，勉强过关。

后来我觉得，如果以后有因缘让我和

（汉地）的佛教徒结缘，恐怕自己要学习一些

这方面的知识，这也让我有了一种动力，然

后我用了接近十年的时间来学习传讲，十年

以后，我就基本有了翻译经典的勇气和意

乐。我们 1987 年去五台山，1997 年的时候

我 就 真 正 的 开 始 翻 译 经 典 ，从 1997 年 到

2007 年的十年当中，我一直在翻译，从 2007

年到 17 年，我想如果自己的生命能够坚持

下来的话，希望能一面做一点翻译工作，一

面尽量给大家传播藏传佛教的内容。

我的生命当中，前面的十年主要以学习

汉语、讲经为主，中间的十年以翻译经典为

主，后面的十年尽可能以在汉地的大学讲学

或网络等形式传播佛法为主。所以从 2006、

2007 年的时候，我就发愿，尽量去推广藏传

佛教中珍贵的经典和论点中的教义。

艺术周刊：在译经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

什么困难呢？

堪布：困难是有过，一个是我在翻译的

时候，最开始对汉传佛教的词语教义不了

解，所以我就大量地翻阅汉传佛教方面的经

典和论典。同时因为以前汉藏经典的翻译

中，有些名词并不是很合适，甚至有些词语

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后来我也造了一些新的

名词，现在我准备编一本我在译经中所造的

词的词典。藏文和汉文在有些传统方面也

不同，这时候我就参考印度很多大德翻译的

文章，还有当年的一些大德是怎样将藏文翻

译成汉文的，例如参考像法尊法师他们的译

经风格，但是法尊法师他们的译文特别古老

难懂，所以我也做出了一些改变，加了一些

白话文，但与完全的白话文也有一点差别，

有一些佛教的专门用语。

所以我翻译的经典和讲经也有所不同，

翻译是根据藏文原文译过来的，按照严格的

语法要求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但这是我故

意保留下来的，这也是我翻译的一个特色和

改革。

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数今年我身体还算

好一点，2002 年的时候我在厦门（养病），每

天要输液两三瓶，一边输液一边翻译《白莲

花论》。因为那时病得比较严重，在住院两

三个月的时候，我就想，这部《白莲花论》到

底能不能翻译完成，当时医院前面正好在建

一栋楼，我想，翻译这部论典是我精神上的

建筑，这栋楼是外在的建筑，这两个建筑是

不是都能成功，后来这栋楼好像也建成了，

在用了五个月的时间之后，我的翻译也圆满

完成了。

艺术周刊：近几年您又开始发展慈善事

业，建立了智悲小学，敬老院等等，并且取得

了相当不错的成绩，那么您认为随着社会的

不断发展，以宗教人物为领袖的慈善事业，

会在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堪布：这个问题我在社科院的一个关

于宗教和慈善的探讨会上谈过，当时有十

多 个 国 家 的 人 士 参 与，包 括 美 国、德 国 等

一些国家，我听了不同国家的人士对于慈

善的一些建议，可能如今我们中国在慈善

方面还要加大一些建设的力度，像北京师

范大学的王教授说的，中国现在有 13 亿人

口 ，所 有 的 合 法 慈 善 机 构 大 约 有 2000 多

家，美国的人口为 3 亿左右，他们的慈善机

构有一百多万家，所以现在中国的慈善机

构 是 远 远 不 够 的 。 现 在 我 们 的 慈 善 机 构

是一些慈善家或是宗教家所做的事情，好

像 和 老 百 姓 没 有 关 系，其 实 不 是 这 样 的，

全 民 都 应 该 有 慈 善 的 意 识 。 我 以 前 在 一

个 慈 善 论 坛 里 面 发 言 说，慈 善 就 是 心，人

人 都 有 心，人 人 都 有 帮 助 别 人 的 理 念，这

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美德，如果社会没有这

种 意 识，做 慈 善 只 是 宗 教 的 事 情，普 通 的

老百姓不需要做慈善，那这种社会观念应

该改变过来。

今年 6 月份的时候，包括宗教局，民政

局的六个国家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鼓励和

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这

个文件在国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它现阶

段只是一个意见，还没有完全被法制化，如

果能够编制一个真正的慈善法规，有一个完

整化、规范化的管理模式就更好了。现在做

慈善的人，想去做，但是不知道要给谁做，下

面的人很需要帮助，但是不知道谁来帮助，

中间没有一个桥梁。

我认为在慈善方面，可能宗教人物的

影响大一点，包括一些政府官员、企业家，

都应该来做慈善，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和

影响力，可以带动更多人来做慈善。但是

我们现在的慈善行动是一种短暂现象，地

震或者海啸来的时候，全民都来把物资堆

在 那 边，过 了 几 天 之 后 就 又 销 声 匿 迹 了。

其实这种行为并不应该是短暂的，应该长

期的坚持。就像我们今天是一个老人的节

日，很多部门都去养老院看望老人，老人们

像动物园的猴子一样，每个记者都来拍照

啊，对他们如何如何，老人累的不行，但是

过了这个节日，就冷冷清清再也没有人来

看望。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也是这样，大家

都去学校，孩子们有吃不完的糖，然后过了

节日以后也没有了。慈善成了一种节日性

的表演，不应该是这样的，慈善应该是一种

长期的社会意识。

艺术周刊：现在的社会人中有越来越多

高学历的人来学习佛法，那么对于这些高学

历的人学佛，最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堪布：我有时候想，学历高的这些人，他

们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接受能力比较

强，很容易通达一些法理，我也接触过很多

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不管是讲什么课题，他

们很快就能够记下来，甚至有些人的头脑和

电脑一样的，什么东西都可以输入进来。但

是高学历的人有一个毛病，就是他很容易怀

疑，按照佛教的说法就是“分别心”很重。反

而是很多没有那么高学历的人，他一接触

（佛法）以后马上就会有信心，用很清净的心

来接受。

所以高学历的人刚开始接触佛法的时

候，应该先不要着急去修行，应该先用他所

有的智慧来研究和推测，就像我们藏传佛

教的一种辩论，随着辩论的进行，当他最后

智慧已经穷尽的时候，不得不去承认，这个

时候再去修行。佛教的任何一种修行法门

都可以经得起这种观察，那么你就用你的

智慧去观察，我们佛教界存在很多虔诚的

人，为什么存在这些虔诚的人，你用智慧去

观察、辩论；你可以观察禅宗的修行方法，

就是要安住下来，为什么要安住下来？就

要用观察来判断。当你观察以后，这种结

果会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时候你才适合去

修行，否则的话高学历的人没有经过闻思，

你 直 接 让 他 去 安 住 修 行，可 能 他 的“ 分 别

念”会更重，分别这个法不好，那个法不好，

佛教里面为什么会这么讲等等，他们有很

多这样的分别念。这样的人应该先去闻思

观察，这也是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区别，佛教

里面有大量的知识，就算他以再高的智慧

观察，也是没有任何缺点的。不像别的宗

教，只 要 有 一 个 信 心 就 够 了，不 用 太 多 思

维，而我们佛教是需要他多加思维，观察以

后的这种结果都是可以成立的，而不是以

单纯的信心成立。这样的观察以后，他再

修行就可以了。

后记：记者对索达吉堪布的采访，是在

堪 布 下 榻 的 宾 馆 进 行 的 。 宾 馆 的 房 间 不

大，很普通的标准间，宾馆的桌子上，放着

几 本 书，有 一 本 是《大 圆 满 前 行 引 导 文》。

堪布笑着说：“我自己拿着两个大箱子就从

西藏飞到了北京，一个箱子是书，一个箱子

是 衣 服 ，好 像 只 有 美 女 才 需 要 一 箱 子 衣

服。”

记者了解到堪布的心脏一直不好，问

他说：“上师您的身体怎么样了？”堪布笑着

说：“很好啊，一直很好。”可是桌子上摆着

他每天要吃的几样药。

在佛教徒眼中，索达吉堪布是至高无上

的智慧化身，将高深的佛法以深入浅出的方

式，让无数众生得到利益。但是从事这样伟

大的事业，需要巨大的付出。十年的时间，

百余部翻译著作，每周在五明佛学院授课，

创建慈善机构，各地的演讲、弘法以及法会，

这样高强度的工作量，让人震撼，但每每弟

子们说，上师太累了，他却总是轻描淡写地

说，我不累。他和蔼可亲，很爱笑，就像自家

的长辈，对人很有耐心，无论是什么样的问

题，都会很详细地解答，就像堪布自己常常

说的：“如果能利益众生，哪怕只有一个人，

想办法让他生起一颗善心，我们百千万劫做

他的仆人都可以。”

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

索达吉堪布索达吉堪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