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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清流禅话栏目，我们讲过了报四重

恩中的父母恩和众生恩，除此之外，还有国

土恩和三宝恩，今天就来为大家讲述，报国

土恩和三宝恩的重要性。

第 三 要 报 答 的 是 国 王 恩 ，也 叫“ 国 土

恩”。这个国家养育了我们，这个国土成就

了我们。过去叫国王，现在我们叫国家领导

人，但是不管国家领导人也好，国王也好，他

们于我们都有恩德，这点我不知道大家能不

能理解。在中国，爱国和爱教从来是联系在

一起的。东晋时候的道安大师就讲过“不依

国主则法事难立”，就是说不依靠国王的力

量想要兴隆佛法的事业是不可能的。过去

江泽民主席曾经送给当时的班禅大师一块

匾额，上面写着“护国佑民”，保护国家、佑护

人民，这就体现出国家领导人对宗教，特别

是对我们佛教的尊重。如果不是一个开明

的领导人，我们佛教想有今天这样一个发展

局面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这样的国土对我们的

承载，需要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对我们的关怀

和爱护。我们从内心要给他们善良的祈望，

要给他们美好的祝福和加持，在这样的情况

之下，我想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国土，包括我

们的佛教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关于这个

恩，希望大家回去以后，认真地细细思考一

下。这是第三重恩。

第四重恩，叫“三宝恩”。我们所说的报

三宝恩，就是报答“佛、法、僧”这三宝的恩德。

首先看佛宝的恩德。佛宝就是我们说

的佛陀。按照经典的论述，他具有六种很

微妙的功德：“第一，佛宝中具足六种微妙

功德：一者无上大功德田，二者有无上大恩

德，三者无足二足以及多足众生中尊，四者

极难值遇如优昙华，五者独一出现三千大

千 世 界 ，六 者 世 出 世 间 功 德 圆 满 一 切 义

依。具如是等六种功德，常能利乐一切众

生，是名佛宝不思议恩。”意思是第一，佛

宝是我们的无上大功德田。第二，他对我

们有无上大恩德。第三，无足二足以及多

足众生中尊。就是说一切众生中他都是最

为殊胜的。第四，极难值遇，如优昙花。就

像那最殊胜的优昙花，这是印度的一种花，

据 说 传 到 中 国 后，就 是 大 家 种 植 的 昙 花。

遇到佛也像优昙花开放一样极其难遇，事

实也是如此啊。我们这里，不知道哪一位

见 过 佛，给 我 举 个 手 看 看 ？ 好 像 没 有 啊。

确实，我们很惭愧，这是我们的业障，“生在

佛后”。佛出世，我们没有遇到；佛入灭后，

我们好不容易遇到他的像法，已算是很庆

幸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讲，这是有业障的

表 现 。 第 五 ，是 独 一 出 现 于 三 千 大 千 世

界。每个三千大千世界只有一尊佛出世。

第六，世出世间，功德圆满，一切义依。世

出世间一切功德的圆满都要依佛而生。

按照《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说法，我们今

天坐在这里，在这么炎热的夏天，感到有一

丝凉风的吹拂，感到一丝清凉的受用，也一

定 是 因 过 去 恭 敬 三 宝 的 培 福 中 才 能 得 到

的。如果过去我们没有做过这样的善行，是

不可能得到这种法缘的，所以佛是一切世出

世间的圆满功德所依。因为这样的六个功

德，佛宝能利益一切众生。这就是佛宝的不

可思议的恩德之处。

第二个是法宝的恩德。

法宝，有四种法。第一是教法；第二是

理法；第三是行法；第四是果法。

从讲授理论，到指导修学，再到最后大

家成就正果，在这个过程中有“教理行果”四

法。我们一般来讲的“名句文身”，就是指

“教法”。我们听到的声音、看到的文字，都

是 佛 法 的 教 法 。 有 为 的 一 切 法 称 作“ 理

法”。“戒、定、慧”的部分称为“行法”。我们

将证得的无漏道果称为“果法”。这四法可

引领众生，出离到生死轮回的彼岸，这是法

宝的不可思议的恩德。

第三个是僧宝的不思议恩德。

我们所讲的僧宝，指三种僧。大家现在

一般讲的僧，都以为只是我们常见的剃发、

染衣的僧人。其实僧人染衣的“衣”，主要指

袈裟。我们出家人平时穿的这个大褂还不

算僧装，这其实只是有别于日常俗装的另一

种俗装，仍然还是俗装而已。染衣的衣指袈

裟。我们这里讲的僧，并不是仅指我们平时

看到的这些僧。

僧宝包括三类僧。第一类叫菩萨僧；第

二类叫声闻僧；第三类叫凡夫僧。一般来

说，菩萨僧讲的就是文殊、普贤、观音、大势

至菩萨等。声闻僧指我们说的舍利佛、目犍

连、阿难、迦叶尊者等。而我们不过是普通

凡夫僧。这第三种“僧”，就算没能得到无漏

的戒定及慧的解脱，但是他们却发心殊胜。

菩萨发大菩提心，而且他们所获的戒殊胜，

比如从声闻律仪的角度讲，比丘戒是最殊胜

的。凡夫僧，因为具如来的幢相，身份非常

殊胜，因为具足这样的殊胜，我们在供养他

的时候能获得无量福报。

僧宝具有不思议的功德。正因为如此，

我们需要报答三宝对我们的恩德。

就是最值得我们去报答、感恩的四种对

象：第一是父母；第二是一切众生；第三是国

土和国王；第四是三宝。

作为一个凡夫，我们曾讲乌鸦能反哺，

小羊羔吃奶是跪着吃的，它们都知道要恭

敬、要报恩。那么我们今天怎么做，才能圆

满报恩呢？就是发菩提心。

报恩与发菩提心这两者是什么样的关

系呢？在《大方便佛报恩经》里面，有一个

《发菩提心品》。它是这样讲的，“菩萨摩诃

萨，知恩者”，一个真正知恩的菩萨，“当发阿

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知恩的人要发菩提

心。“报恩者，亦当教一切众生，令发阿耨多

罗三藐三菩提心”，如果我要报答三宝恩等

四重恩，那我也应当教化众生，使他们和我

一样发起菩提心。经文又说，“菩萨摩诃萨

初发三菩提心时，立大誓愿”，这就说到菩提

心的内容，“若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

当大利益一切众生，要当安置一切众生大涅

槃中，复当教化一切众生，悉令俱足般若波

罗密，是则名为自利，亦名利他。”这一点的

核心，就是说菩提心主要有两个特征。第

一，自利；第二，利他。要具足这样两点，自

利和利他结合，便是佛教中的知恩报恩。

■ 宗舜法师

前往圣地朝圣，是数千年来所有伟大的

宗教都鼓励信徒们从事的修行。近年来，朝

圣愈来愈受欢迎，部分的原因是它让灵性追

求者有个机会，享有兼具游乐与善行的假

期。对我们大部分人而言，到具有异国风情

的地方去旅行，比起我们传统所鼓吹的严峻

修行，来得有意思多了。虽然追求玩乐不应

该是前往朝圣的唯一理由，但它毕竟是个很

有效的胡萝卜，可以诱使像我这种物质主义

的佛教徒，至少做了某种形式的修行。而且

朝圣也是相对容易达成的事，这就更吸引我

们了。

一般而言，心灵朝圣之旅的目的，是要

造 访 某 个 神 圣 之 地 。 然 而，神 圣 是 什 么？

它在何处？这会随着不同的灵性传统和修

行方式而有所改变。对有些宗教而言，由

于曾经有先知出生或被谋杀在某个地点，

该地就被认为是神圣之地；或者，因为有圣

人加持过某根钉子或某块木头，它们因此

成为神圣之物。从佛教的观点理解，一个

人、一 件 东 西、甚 或 一 个 时 刻 被 描 述 为 神

圣，是指它不为人类的贪婪与嗔恨，或者更

重要的，不为二元与分别的心所染污。因

此，严格地说，我们并不需要寻求外在的圣

地或圣人；如同佛陀亲自所应允的：任何人

忆念我，我就在他面前。当我们对佛陀与

他 的 教 法 生 起 忆 念 心 或 虔 敬 心 的 那 一 刹

那，他就会与我们同在一处，而该处也就会

成为神圣之地。

然而，我们多数人的问题是，不论听过

多少遍这种说法，我们聪明、悲观而且多疑

的心根本就不相信，以致于我们一点都不像

来自贡布的阿班。阿班是属于那种稀有的

人——一个具足丰裕福德以及绝对信心的

圣者，他的纯真与清净的虔敬心，使他能毫

不费力地消除了制约感知的局限。他从小

就心仪在拉萨闻名的觉沃仁波切，一直听说

他的各种故事；经过多年的渴望，阿班终于

得以成行，从藏东康地远行到拉萨，前来亲

见觉沃仁波切。

阿班抵达供奉这尊佛像的寺庙那一天，

正好四下无人，因此他得以直接走到觉沃仁

波切的正前方；他凝视着佛像微笑的金色脸

庞，心中即刻生起极大的好感。然后阿班注

意到，这位好喇嘛四周有许多供品和酥油

灯，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他思忖，也许这

些食子和灯上熔化的酥油是喇嘛的食物，而

且，礼节上讲他应该跟喇嘛一起分享才对。

于是，阿班就拿了一大块食子，沾了灯上的

酥油，很高兴地吃下去。

接 着 ，阿 班 想 ，他 应 该 去 绕 佛 。 可 是

问 题 来 了，他 必 须 把 鞋 子 脱 掉，却 不 知 道

要放在哪里才安全。他心想：这位好喇嘛

应 该 可 以 帮 我 看 着 鞋 子 吧 ！ 于 是 他 脱 下

鞋 子，放 在 觉 沃 仁 波 切 的 脚 下，就 前 去 绕

佛 了 。 一 会 儿 工 夫 ，看 管 寺 庙 的 人 回 来

了，看到这双最旧、最脏、最不成体统的鞋

子 ，竟 然 放 在 觉 沃 仁 波 切 面 前 ，惊 恐 不

已。他二话不说，立刻上前想要把这双鞋

子拿开，然而，出乎意料地，当他弯下腰拿

起鞋子时，觉沃仁波切开口了，他说：不要

丢 掉 这 双 鞋 子 ！ 这 是 贡 布 阿 班 要 我 帮 他

看着的！

最后，阿班要离开时，回到这位好喇嘛

面前，感谢他帮忙看着鞋子，而且还邀请觉

沃仁波切到他贡布的家乡造访。这尊佛像

毫不犹豫地回应道：“我会去。”根据巴楚仁

波切所说，觉沃仁波切翌年造访了阿班与他

太太，而后消融至附近的一块巨石中。从此

之后，这块石头一直被人们认定与拉萨的觉

沃仁波切像一样神圣。

像阿班这样传奇的故事有很多，这些

故事告诉我们，由于这些人有着如此专一

渴 望 的 虔 敬 心，因 而 创 造 了 圣 地，甚 至 迎

请 了 圣 者 亲 身 示 现 在 他 们 自 己 的 感 知 之

中 。 就 像 另 外 一 个 例 子 ：有 个 人 名 叫 洛

卓，他 对 文 殊 师 利 菩 萨 有 极 大 的 虔 敬 心。

有一天夜晚，他在书上看到一段令他惊喜

的文字，文中提到文殊师利菩萨曾经三度

誓 愿，对 于 任 何 造 访 五 台 山 的 人，他 都 会

亲 现 其 身 。 对 洛 卓 而 言，这 是 最 美 妙、最

动人的发现了。他兴奋异常，好不容易熬

过 了 无 法 合 眼 的 一 夜，连 早 饭 都 没 吃，就

跑 去 上 师 家 里，请 求 上 师 的 允 许 与 加 持，

让 他 前 往 五 台 山 。 起 初 洛 卓 的 上 师 极 力

劝说他，这样一趟充满了危险及困难的旅

途，完 全 没 有 必 要；但 洛 卓 坚 持 要 去 。 他

一再地恳请上师让他成行，上师终于放弃

努力，同意了他。

在那个年代，旅行是相当艰难的。但是

洛卓不畏惧任何可能遭遇的危险，打包了几

个月份量的食物和药品，放到驴子背上，跟

上师、家人与朋友道别后，便踏上了穿越西

藏高原的旅途。

一路上崎岖难行。洛卓渡过了好几条

湍急险峻的河流，走过了好几个炙热干燥、

有毒蛇和野兽出没的荒漠。经过几个月的

跋涉，洛卓终于安全抵达了五台山。他随即

开始寻找文殊师利。他一再地到处寻觅，但

是却连一个稍微貌似文殊师利菩萨的人都

找不到。一天夜里，他倚著寺庙前冰冷的铁

制台阶上休息，很快地就睡着了。

后来他回想起来，依稀记得走进了一家

很热闹的酒馆，有许多当地人在里面喝酒喧

闹、谈天说笑。由于天色已晚，洛卓也累了，

于是他想要个房间住。但是坐在走廊尽头，

小桌子后面肥胖的老板娘告诉他，客栈已经

住满了，除非他愿意睡在廊边的角落。他满

怀感激地接受了，安顿下来，从行囊里拿出

一本书来念，准备入睡。

过了一会儿，一群喧闹的少年从酒吧冲

进走廊，开始捉弄这位胖老板娘。洛卓想办

法不去注意他们，但为首的少年却看见了

他。他大摇大摆地走过来，端详著洛卓。

“你来这儿干什么？”他问道。

洛卓不知如何回答，情急之下，天真地

把文殊师利菩萨的誓愿说了出来。这位少

年听完，大笑不已。

“你们这些西藏人怎么都这么迷信！为

什么呢？”他大叫：“你还真的相信从书本里

读到的东西！我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从来也

没听说过任何一个叫做文殊师利的人！”少

年难以置信地摇摇头，转身走回那群伙伴，

一边回头说：“冬天快到了，你最好赶快回

家，免得冻死在这里！”

于是这群人摇摇晃晃地又回到酒吧喝

酒去了，老板娘跟洛卓互相使了个眼色，松

了一口气。

过了几天，洛卓再度上山寻觅，还是无

功而返，在路上又遇见这位少年。

“你还没走啊！”他叫道。

“好吧！我放弃了！”洛卓答道，露出一

丝无奈的微笑。“你是对的，我太迷信了！”

“你终于受够了吧！是不是？”少年得意

地叫道：“终于肯回家了吧？”

“我想我该去蒙古朝圣，”洛卓说，“反

正是顺道回家，也不会让这次的旅途没有

完全收获。”

洛卓看起来很伤心，他说这些话的时

候，双肩无力地向下垂。这位国少年的心被

洛卓的模样软化了。

“ 我 跟 你 说 ，”他 变 得 不 像 先 前 那 么

气 势 凌 人 了 ，“ 你 的 盘 缠 不 多 了 ，食 物 也

所 剩 无 几 ，你 需 要 有 人 帮 忙 才 行 。 这 样

好 了 ，我 有 个 朋 友 在 蒙 古 ，我 写 封 信 给

他，你 把 信 送 去，我 相 信 他 一 定 会 想 办 法

帮助你的。”

第二天，洛卓再度把他所有的东西打

包到那头老驴子的背上，他心灰气馁地看

了这文殊之山最后一眼，绝望中期望着文

殊师利终能现身与他告别，可是甚么也没

有看到。在他面前匆忙来去的人群里，除

了那位带来信件的少年之外，甚么也没出

现。洛卓向他道谢，把信塞在犛牛皮大衣

里，就往蒙古去了。

走了几个月后，洛卓来到了少年所说的

地方。他把信函拿在手上，逢人就打听收信

人住在哪里。不知怎么回事，问到的人看了

都大笑，让洛卓非常困惑。最后洛卓遇到一

位老太婆，她忍住不笑，问洛卓她是否可以

打开信函，读读内容。洛卓把信交给她，自

己却不去看信。她仔细地读过之后，问道：

“这封信是谁写的？”

洛卓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老太

婆摇摇头叹口气说：“这些年轻小伙子！总

是欺负像你这样无助的朝圣者！不过我倒

是知道有只畜牲，它就叫做这信上收件者的

名字。如果你真的要把信送到，去村子边的

垃圾堆上，就可以找到这只猪。它很胖，你

绝对不会找不到的。”

虽然洛卓听了一头雾水，但是他想，既

然已经来到这里，就去瞧瞧那只猪吧！不

久，他找到了一个如山一般高的垃圾堆，顶

上坐着一只长满毛的大肥猪。洛卓打开信

函，很尴尬地把它拿到那只猪细小而明亮的

眼睛前面；让他惊讶地是，那只猪竟然似乎

真的读起信来！猪念完了信，开始无法控制

地哭泣起来，然后倒下来，死了。洛卓突然

生起强烈的好奇心，想知道是什么内容会对

这畜牲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于是他终于读

了这封信。信上写着：

法圣菩萨：

你在蒙古利益众生的任务已经圆满。

请速回五台山。

文殊师利亲笔

洛卓既惊又喜，他重拾信心，以最快的

速度奔回五台山，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这次

我再见到文殊师利，我一定要紧紧抓住他，

不让他离开！”

他回到先前下榻的酒馆，找到老板娘。

洛卓问她是否看到那位少年。

“那群少年总是来来去去的，谁晓得现

在又到哪儿去了！”

洛卓听了，心一沉。

“你看起来很累了，”老板娘的语气变

得温柔一些，“倒不如去睡个觉，明天再去

找那些年轻人吧！”她把上次的那个角落又

给了洛卓，他很快地就睡着了。当洛卓从

台阶上摔下而醒来时，才发现自己还在寺

庙前，整个人都几乎冻僵了。四下无人，没

有老板娘、没有酒馆、也没有小镇。他置身

五台山，这个据称是文殊师利菩萨驻锡的

外境，然而，洛卓的福德使他与文殊师利菩

萨 有 关 的 一 切 体 验，都 发 生 在 一 场 梦 里。

我一直希望洛卓终能理解，文殊师利菩萨

的悲心是如此广大而遍在，在任何地方都

可以迎请他现身，即便就在自己的家乡也

行。从这个观点来看，虽然洛卓的五台山

之 旅 是 没 有 必 要 的 ，但 绝 对 不 是 浪 费 时

间。因为假若他不去朝圣，也许就体验不

到这个内在的旅程，也许也就不会有任何

的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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