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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周刊：佛门中经常提到安心与入

道，那么应该如何去安心入道呢？

万行法师：修法要一门深入！之所以觉

得一门不够，要两门、三门，说明一样也没抓

住，没捕捉到；说明你的心空虚茫然，太散

漫，所以抓一个不够，要抓几个，一天到晚乱

哄哄的，才觉得踏实、有安全感。

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简单、单纯。大道

至简，简能入道。复杂的人生与道相违背，

导致人性堕落，难以升华。佛教讲单纯心是

入道的根本。道教讲赤子之心，既婴儿的心

态，方能入道。基督教讲天国是孩子的，何

时把心修得如孩童般天真单纯，就能与上帝

同体。

若想知道自己的心是否单纯，离道是

远是近，伸出手看看掌纹便知。若掌纹像

蜘蛛网一样纵横交错，如地图一般横七竖

八，今生成就恐非易事！仅此一点，足以证

明你今生修道比别人困难。一个人的性格

与命运在自己的掌纹上已尽显无遗。有的

人 越 热 闹 越 兴 奋，越 能 找 到 感 觉；一 旦 独

处，便觉得孤独、寂寞、无聊、空虚，总想找

人聊天，喜欢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说是道非，

这种人永远进入不了内在宁静、祥和的状

态 。 想 获 得 真 正 的 祥 和，只 有 让 心 宁 静。

惟有宁静方能与万物同体。当身心统一、

宁静时，内在灵性的力量才能释放出去，并

接受、接纳外来的力量。

静是生命回归的唯一途径。此静并非

默然不动。古人讲最高境界是身动心闲，凡

夫却是心动身闲。成就的人一定是身动心

闲。身体越动，他的心越闲，越宁静，越能捕

捉到感觉；事情越十万火急，越能显出他一

夫抵万勇的气定神闲。而在心无所住，无所

事事时，反而容易丢掉觉知，心往外驰，胡思

乱想，产生杂念。但大多数人恰恰在无所事

事、心无所住时，头脑比较清醒，思维比较清

晰，能说会做；一到紧要关头，就头脑信息中

断、觉知丢失、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不知自

己在哪里，也不知自己在做什么。只有极少

数人压力越大，事务越繁忙，越是关键时刻，

他越镇定，越打不起妄想。因为他的身、心

与事三者已经融为一体了。

为什么我们要修一个法，并抓住它，在

上面大做文章呢？目的就是让你在心上做

一件事。一旦有事做，你就不会杂念纷扰，

思前想后，忙于万事了。所以必须把你的心

捆绑在一件事上，以遏制你的心猿意马。当

你通过一个法让心逐渐宁静下来以后，连这

个法也要舍去，让心自然归于宁静，无需再

借助任何方法和外力。但目前我们尚未达

到这个阶段。你能一心一意地做一件事，

坚持半年 (半年是对上等根器人而言，一般

人需要三年来训练这颗心，以达到制心一

处)，当这件事做完了，立刻放下，再专注在

另一件事上，也就是让你的心始终挂着一

件事。倘若能这样三年不变，将来有一天

突然不给你事做时，你便可达到无事于心、

无心于事，你的心里不再放事，事再也钻不

进你的心里了。能保持不思、不想、不乱，

成道才有希望。

一个人无论修了多少法，拜访了多少

名师，跑了多少寺庙，读诵了多少法本，如

果不能在一个法上苦苦执着，修上三年，不

能把心静下来在一件事上专注三年，这个

人是不会有成就的。你白天所做所想与夜

间所梦是否相关？如果晚上做的梦与你白

天所想所做的风马牛不相及，想成道不过

是痴心妄想！永明禅师讲过入道的十大特

征，即 检 验 入 道 的 十 大 标 准，其 中 之 一 就

是：白天念佛，晚上梦境也念佛；白天参禅，

晚上梦境也参禅；白天学律，晚上梦境也学

律。如果达不到这样，你说你入道了，功夫

有几分，那是自欺欺人！你白天织毛衣，晚

上做梦没有织毛衣；白天打字，晚上做梦没

有打字，想入道绝无可能。专心织毛衣和专

心打坐、专心念佛、专心诵律只是形式上、包

装上的区别，本质上毫无区别。古人讲专注

即是禅，即是修道。

如果一个人走钢丝已经走得一心不乱

了，你何必要求他放弃走钢丝来跟你坐禅，

以达到一心不乱呢？但是，如果一个通过走

钢丝达到一心不乱的人来坐禅，他很快就能

捕 捉 到 如 同 走 钢 丝 般 的 一 心 不 乱 。 为 什

么？因为他已经在另一个领域，通过专注地

工作获得了三摩地。如果让他换一个环境，

采用新的形式和方法，头几天可能难以上

手，但很快他就会适应并捕捉到一心不乱。

因为他早已证到了一心不乱。如果在自己

的领域里从未达到一心不乱和高度专注，想

在另外一个领域里获得一心不乱与高度专

注，那是痴心妄想！

一个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从未达到过

忘我：忘掉吃饭，忘掉疲劳，忘掉时间、空间，

从没有体验过这种忘我境界和精神的人来

学佛、参禅打坐，常常是一会儿觉得腿痛，一

会儿觉得肚子饿，一会儿觉得不适应环境，

感觉屋子不是太空旷，大得吓人，就是小得

令他压抑，他怎么都无法进入内在宁静与和

谐的状态，心永远在外在环境中驰骋，所以

环境在他心中越来越成问题。当我们睡不

着觉的时候，不是怪枕头，就是怪棉被，或怪

床垫。如果心始终处于宁静与和谐的状态，

外在的环境又怎么可能影响到你，你哪里还

会在乎今天是晴天还是阴天，是高温还是低

温呢？空不掉外在的环境，你就进入不了内

在宁静的状态。有些人在跟别人说话、聊

天、谈工作时，一开口总是怪别人，出了问题

总在外面找原因：抱怨环境不好，说别人不

跟他合作，不协助他……总之就他对，别人

都错，事不成都是别人的原因，与他无关。

这种人从不会把心收回来看自己的身口意，

从不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你说他一句，他

有十个，甚至百个理由来反驳你。说到底，

就一个理由、一个目的：不关他的事。为什

么这种人如此善辩，爱推脱呢？只因心灵太

脆弱，不敢担当。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尚且不

能担当，总是诡辩、推辞、推卸，又怎配学佛?

更别说成佛了！

可知佛的心量？我常比喻佛心如同大

地。若理解不了佛的心量，就想想大地。实

际上佛的心量远远超越了大地。古人喻佛

心量为“心包太虚，量周沙界”，佛心承载着

山河大地、虚空宇宙。大地能默默地承受一

切垃圾、污秽，甚至越肮脏的东西，越能令其

生长出好的农作物，化一切腐朽为神奇。

在困难的紧要关头最能看出一个人的

品质和情操，显出一个人的胆识。有一种人

平时不需要他时，他信誓旦旦，口出狂言，大

包大揽；一旦遇事，跑得比谁都快，而且还能

找出一堆理由为自己解释、开脱。即便你有

一百个理由说明你该跑，你不该做这件事，

你也不能找。殊不知，越找理由，越彰显出

你胆小懦弱、自私自利的恶劣品质。出了问

题能一声不吭、默默承受，这才是一种高境

界，何需辩护、解释？连这点承受力都没有，

还学什么佛？

古人讲，中等人有压力就有动力；低等

人，即下下根器之人，一压就如同瘫痪一般，

逃之夭夭，毫无承受力，唯恐担当。而高层

次即上上根器之人，天生只有动力没有压

力，勿需借助任何环境和外在的力量，不需

督促，更不必做其思想工作，给其打气，他自

然就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全然投入，而且步

步有节。他的内在始终充溢着一股光明、积

极向上的力量。

艺术周刊：那么在修行的过程中，应该

如何保持专注呢？

万行法师：一个想成功的人要时刻保持

自己的觉知，即佛门讲的“觉照”：既能觉察

又能照顾自己的身口意。一个只能觉察，不

能照顾自己身口意的人，是个懦弱无能的

人。知道自己的缺点却不能改正，不是懦夫

又是什么？不知道是愚昧无知；知道但做不

到，则是懦弱无能。一个没有觉知的人有什

么资本和你做朋友，与你共事？他永远活在

自我当中，忘掉了周围的一切，甚至连他自

己在哪里都不知道，连自己在想什么，做什

么 都 不 知 道 ！ 我 称 这 种 人 是 没 有 灵 魂 的

人。无论现实环境发生什么变化，他永远活

在过去的自我状态中。为什么这种人会丢

掉觉知呢？就是因为把自己封闭起来，对外

面的信息、情况充耳不闻亦不问。现在很多

学佛的人，尤其是很多出家人把自己封闭起

来，脱离群体，以为这是修行。三年下来，在

他心中除了自己，什么都没有了，形成了坚

固的我执。他的六根已经关闭，无论别人跟

他说什么，教他什么，他都听不进去。这种

人怎么会进步，又怎么能修行呢？往往愚昧

无知、犯错误的人都逃脱不了两种误区：一

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与现实社会完全脱离；

二是关闭了自己的六根，外面的一切都触动

不了他，呆若木鸡。殊不知长此以往，整个

人就报废了，如同行尸走肉。

艺术周刊：保持觉知，有什么益处呢？

万行法师：每个人都想成就一番事业，

而学佛修道是最大、最高的事业——上求佛

道，下化众生，还有什么事业能超乎其上？

我们追求的不仅是出世间的事业，还有红尘

的事业。出世间的事业是上求佛道，世间的

事业是下化众生。我们比世间人更贪，世间

人只贪世间的事业，而我们学佛是世间与出

世间二业均贪。

一个失去觉知的人怎么可能成就此等

事业？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首先要靠知

识，即对事物的了解。其次靠技能，即处事

的能力和技巧。也许你没有知识，但是办事

能力很强，这也是你的一个优势。再次是靠

素质，即先天本有的人品道德。这三种力量

对我们出家人而言，人品道德尤为重要。你

可以没有能力，也可以缺乏知识，但是必须

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因为你是人天的楷

模。出家人绝不允许像社会上的人那样耍

手腕，玩伎俩。从这个角度而言，能力就显

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同时，我们是专修佛法

的人，必须通达佛法，对佛学了如指掌。世

间各行各业的知识你可以忽略，但是本行的

专业知识必须熟练掌握，牢记在心，并能做

到有问必答，应对自如，辩才无碍。

过去的祖师们为什么在禅堂或寺院里

巡逻时，手里拿个香板？就是随时发现僧众

有失威仪或者心不在焉时，一香板打下去或

者大吼一声，把他散乱的心给打回来。你什

么时候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学佛修道才有希

望，为人处事才能恰到好处。为什么有的人

眼根特别迟钝，总是视而不见；有的人耳根

特别差，喊他好几声才听得到；有的人即便

看到听到了，但意识反应不过来，不能随问

随答，及时反馈？其根本原因不外乎精神散

乱、精神分裂、精神恍惚。如何改变上述症

状？除了祖师爷的香板，恐怕没有更好的办

法了！

一个人不能达到做什么就想什么，人在

哪里心在哪里，想做好任何事情都不可能。

宗教里的观香、随呼吸、守窍、念咒语等方

法，都是为了训练精神合一、专注，从而达到

聚精会神。

一门深入一门深入 安心入道安心入道
———万行法师讲述修行之道—万行法师讲述修行之道

万行法师，1971 年 6 月出生于湖北省随州

市。15岁虔诚信佛，18岁于厦门市南普陀寺剃度

出家，并就读于闽南佛学院，21岁受戒于莆田市梅

峰寺，22 岁毕业于闽南佛学院。同年首次闭关于

漳州市绝尘洞，持续两年修炼夜不倒单，证得河住

江翻、忘我三昧的境界。24 岁再次闭关于喜马拉

雅山，为期两年。27 岁第三次闭关于韶关翁源县

东华三圣洞，为期三年。整理出版《降伏其心》等

系列著作。

修行与做人是一样的道理——

理清路则明。形而下者可理悟，形而

上者唯实修方能悟透。

修法，被法缚；弃法，被法转；不

修不弃，当下警觉(觉照)即是道。

未能明心，皆是盲修；未能见性，

皆是瞎练；明心方可见性，见性方为

始修。学佛之人，待明心见性后，方

能断尽习气。

悟道之人如何待事？时时刻刻

保持内在的觉知，对事物清楚明了，

又不加以分别。事物就是事物，它没

有属性，一旦你给它下了定义，就有

了好坏、善恶、是非……而我们普通

人则相反。

在凡夫的眼里，即使圣人也变成

了凡夫。只有你变成了圣人，才能真

正认识圣人。

一切境界皆是考验，是来成就你

的。

安分守己，各尽其职，以人为本，

借事炼心。

万行法师法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