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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本期对话大师栏目，慈诚罗珠堪

布为读者主要讲述了三个方面内容，包括了

佛法与外道的差别、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差

别、大乘和小乘的差别。这三个问题看起来

比较简单，但不一定每个人都十分清楚。对

于想修持正法的人来说，必要先了解这三个

问题的答案。因为无论行善也好、打坐也

好，对这三个问题的不同抉择就会带来差异

悬殊的结果，这也是慈诚罗珠堪布强调这三

点重要性的原因。

第一，外道和佛教的差别

如果从广的角度来讲，外道和佛教的见

解、修法、行为都不一样，最后获得的结果也

有很大差别。但最关键的差别，就是皈依三

宝的称为佛教，不愿皈依三宝并具有其他信

仰的称为外道。

外道虽然也讲了一些空性，但是，他们

讲不出缘起性空的空性。他们所讲的空性，

只是一些很粗大的空性，不是显空无别的空

性。比如说，有些外道也说，现在我们眼睛

看到的、耳朵听见的那些东西是如幻如梦

的。但是，他们讲的大部分空性，都是不承

认现象的单空，这既非龙树菩萨等所讲的单

空，也非无著菩萨等所讲的明空无别的空

性。他们的空性就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如

同人的头上没有角之类的空性，佛教并不认

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空性。外道讲的空性

就是这么简单。

这是正规的外道，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住

世时那些外道的见解。后来伊斯兰教侵入

印度，那烂陀寺和木扎莫西拉（戒香寺）等佛

教最重要的基地被毁坏，有些佛教的教证、

理证逐渐被一些外道吸收利用，所以，现在

的外道经典里也掺杂了很多佛教的东西。

但无论如何，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外道能够

抉择人无我以上的空性。

总之，佛教与外道最重要、最关键的差

别就是：佛教是皈依三宝的，外道是不皈依

三宝的。

所以，想学佛首先就必须皈依三宝。佛

教并不要求所有的众生都皈依三宝，但如果

要学佛、要修佛法，就要皈依三宝，不皈依三

宝就是在门外、道外，就不能称之为佛教徒。

第二，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差别

现 在 ，无 论 是 在 汉 地 还 是 藏 地 ，许 多

人都自诩为佛教徒、居士、出家人，经常放

生、磕 头、修 五 加 行 。 很 多 人 也 以 此 而 沾

沾 自 喜 ，认 为 自 己 很 不 错 ，天 天 都 在 修

法 。 但 如 果 详 细 地 观 察 他 们 为 什 么 而 修

这些法，就会发现，有为数不少的人，其修

法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现世的利益，

如 健 康、长 寿 等 等，或 为 了 消 除 一 些 寿 障

等 现 世 的 灾 难 。 还 有 的 是 因 惧 怕 三 恶 道

（地狱、饿鬼、旁生道）的苦难，而希望自己

下一世不堕恶趣，得到人天果报。凡具有

以上这些发心的任何修法，都只能属于世

间法。

我们不能以为：烧香、磕头等是世间法，

而听闻大中观或大圆满等就是出世间法。

因为，世间法与出世间法并不是依外相而区

分的。

比如向三宝供灯，在同样的供养对境、

同样的供养物、同样的供养人的情况下，如

果不具备出离心，供灯的发心是为了求得世

间的圆满，为了健康长寿、升官发财，或者来

世得到人天的福报，这样的供灯就是世间

法；反之，如果具备了出离心，供灯的发心是

为了求得解脱，而不是为了健康长寿、升官

发财，这样的供灯就是出世间法。衡量世间

法与出世间法，就是以是否具备出离心为标

准的。

大圆满本身是出世间法，可是修大圆

满或听大圆满的时候，由于发心的缘故，就

有可能把它变成世间法。譬如说：仅仅为

了得到一些现世或后世的利益而听大圆满

或修大圆满，当此法进入我们的心相续时，

它 就 不 是 出 世 间 的 法，更 不 是 大 乘 的 法。

那是什么呢？就是世间法，这叫作“世间法

的大圆满”。

放 生 是 什 么 法 呢 ？ 那 也 要 看 你 的 发

心。即便不是为了得到现世的健康、长寿等

等，而是为了得到后世的人天果报，或是避

免一些后世的灾难，如不堕地狱等三恶道而

放生，这种放生也只能成为世间法；如果是

为了自己一个人从轮回中得到解脱而放生，

这种放生就成了出世间的小乘法；如果是为

了拔济一切众生而发誓成佛，为了得到佛的

果位而放生，这种放生就是大乘的出世间

法；如果在此基础上有一些密宗的见解，这

种放生就是密乘的法。

所以，我们一定要审慎思维，并反躬自

问，我 放 生 放 了 那 么 多 年，到 底 是 为 了 什

么？是不是为了自利？如果是为了一切众

生得到佛果而放生，那就可以成为大乘法。

如果放生只是希望自己可以长寿，或者下一

世转世为人并且健康长寿，或者自己往生净

土的话，那这个放生看起来似乎是利益众

生，实际上却是在利益自己。

什么叫做出世间法？世间法和出世间

法的界限在哪里？出世间法包括大乘和小

乘。即使小乘的修行，也必须要有出离心。

有了真正的出离心，并在此基础上行善，这

种修法就叫作出世间法。

“出离”这两个字的涵义是什么？“出”，

就是要放下世间的一切。也就是说，要对世

间的任何事物都不留恋，并很清楚地意识到

三 界 六 道 轮 回 的 痛 苦 本 质，这 叫 作“ 出”；

“离”就是希求解脱。“出家”中的“出”也是这

层含义。“家”是指世间，并不是走出家门、穿

上出家僧装就表示出家，而是要对轮回生起

真正的厌离心。

在家人学佛、修出离心也是一样，就是

要对世间的事物没有任何贪图之心，这叫作

“出”。这个“出”外道也有，很多外道的出家

人也不愿意在六道中轮回，也希望解脱，但

这不叫出离心。真正的出离心，还必须要有

一个正确的见解。正确的见解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要意识到轮回的痛苦，所以不再留

恋轮回，并努力去寻求解脱、走向解脱。但

是，与此同时必须要有解脱的智慧。如果只

是一味盲目地、没有智慧地寻求解脱，并不

是完整的出离心。出离心的解脱智慧包括

小乘的四谛法门，精通四谛之后，才算具备

了完整的出离心。

具备了真实无伪的出离心后，所修的一

切善法都将成为出世间的法。《俱舍论》里

讲，从 有 了 出 离 心 以 后，就 算 是 小 乘 的 入

道。此处“入道”的意思是指进入小乘次第

的第一步。

出离心很重要。人身难得、寿命无常、

轮回是苦、因果不虚这些外加行，对增上出

离心有很大的帮助。但现在很多所谓的佛

教徒，却不愿意修加行，特别是人身难得、寿

命无常这些外加行，直接就想修大圆满、大

手印等法。这样的人，在藏地的出家人里也

有，但在汉地的居士里更多。大圆满、大手

印当然是很好的法，但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

的根器呢？自己现在的心相续调整好了没

有？如果没有调整好的话，那么大圆满、大

手印是不可能修起来的。

调整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就是修人身

难得等修法。对这些修法，我们绝不能等闲

视之。阿底峡尊者及以前藏地很多专门修

行的高僧大德，他们当中有些人一生只修人

身难得和无常，最后还是同样获得了成就。

前辈们已经为我们作出了最好的表率，我们

就应当追随他们的足迹。那些不愿修加行，

第一步就妄想迈得很高的人，他们离解脱的

目的地，也就如同被重重关山阻隔一般，永

久难以抵达。

曾经有一位大成就者，当他的一个弟子

将要离开的时候，就到上师面前，祈请传一

个更殊胜的窍诀。上师说：我并没有什么更

殊胜的窍诀。弟子将所有的东西都供养了

以后，再一次苦苦祈求，上师就握着弟子的

手情真意切地说：“你也将会死的，我也将会

死的！这个问题你回去好好思考。我的上

师给我讲的也是这个法，我修的也就是这个

法，我的上师也没有再给我讲什么，我也没

有修过其他什么，这就是窍诀，你回去认真

修持吧！”

说起来就是这么简单，你也会死，我也

会死。这个不争的事实大家都知道，但是平

时却似乎遗忘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深入

细致地思维一下这个修法，否则，什么结果

也修不出来。

很多人都认为自己肯定在修出世间法，

修的是五加行，这怎么不是出世间法呢？五

加行本来是出世间的法，而且是大乘的法，

但是，在你修持的当下，自相续中是以何等

见解来修持的呢？虽然为现世的健康长寿

等而修五加行的可能性比较小，但为了后世

不堕地狱而修五加行的可能还是有的。如

果没有寻求解脱的发心，修五加行也是世间

法，而根本不是出世间法。这样一来，修五

加行的意义也不是很大。念咒、磕大头是很

累的，但如果修出来的不是密法，不是大乘

法，也不是小乘法，而成了世间法，就非常令

人惋惜。

我们都在法王如意宝前接受过灌顶，

看过很多珍贵的书，这非常不容易。如果

让它变成世间法，与解脱就没有什么关系

了。以后即使会得到一些世间的福报，满

足我们鼠目寸光的世间愿望，但与解脱却

没有缘分，这岂不是很可惜吗？所以，一定

要重视“人身难得”，不能白白地耗尽人生

而不求解脱。欲求解脱，就一定要从出离

心着手；如果没有出离心，修行也好、念咒

也好，都不是获得解脱的出世间法，这个特

别特别重要。在出离心的前提下才能讲菩

提心，没有如理生起出离心，就不可能生起

菩提心。

第三，大乘和小乘的差别

大乘和小乘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有

没有菩提心。

什么是菩提心？说起来很简单，每个人

都会说：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而发誓成佛，这

就是菩提心。但是要付诸行动却并非易事，

即使是修行多年的出家人，并自诩为是大圆

满的瑜伽士或密法的修行者，有些人也没有

真正生起出离心和菩提心。

阿底峡尊者在西藏时，有一次，他和他

的弟子在用早餐的时候，尊者忽然说道：“今

天，在印度的一个修喜金刚的修行者，已经

堕入了声闻的灭定（灭定就是所有的粗分感

受及思维都间断。从世间的角度来说，就是

进入了一种很清净的状态，并在此状态中保

持很长时间）。”尊者的弟子就说：“修喜金刚

的行者，有可能落入声闻的灭定吗？这是什

么原因呢？”尊者说：“喜金刚本来是无上密

法，但他没有修好，就成了小乘的法，从而堕

入此灭定。”所以，判断是大乘的法还是小乘

的法，是出世间的法还是世间的法，全都要

看自己的发心如何，也就是最初修这些法的

目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天天都在放生，表面上看

这是一个利益众生的事，但很多人的希求仅

仅是为了自己能避免一些痛苦，或是得到一

些现世利益。这样的放生能不能达到其目

的呢？目的能够达到。但是，这样的放生不

属于大乘的法。因为，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

利益众生，只是在利益自己而已。

我们在修法的时候要认真地观察自己

的相续，并严格地要求自己。如果认真观

察，我们会发现，很多事情表面上是利益众

生，但实际上都是为了自己。修五加行是为

了自己，其它的念咒、放生也是为了自己。

简单地说，凡是为了自己的解脱而修行，无

论所修的法本身多么殊胜，都只能成为小乘

的修法。

如果丝毫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在此基

础上去修行的话，哪怕念一句佛号、磕一个

头，所修的都是大乘的法。我们听了很多

法，在很多方面也都明白，今天如果让你讲

你也能讲得头头是道，但无论是出家人还是

在家人，真正能做到的却寥若晨星。

那我们现在该如何做呢？比如说，虽然

平时要上班、要工作，但是同时你可以发慈

悲心、出离心，这两个是一点都不矛盾的。

平时做一些世间的事情，虽然不是为了利益

众生，但我们也有办法将它变成是利益众生

的事。

比如说，吃一顿饭究竟是善？是恶？还

是不善不恶的无记法呢？如果在不伤害众

生生命的前提下，吃饭本身是无记法。但是

在《俱舍论》里面讲得很清楚，如果一个人吃

完这顿饭，将肚子填饱了以后是为了去杀

生、去参战、去行骗等等，以这样的目的而吃

饭，那吃这顿饭就是造作恶业；如果一个人

吃饭的目的，是为了吃饱以后去听法、去放

生、去行善，那这个吃饭就是行善；如果他能

以菩提心摄持，那么吃这顿饭就成了大乘的

修法；如果他吃饭的时候没有什么特殊的目

的，没有去想吃完饭以后去杀生、去放生等

等，那这样的吃饭就是不善不恶，所以叫作

无记。

因为你有了非常好的发心，连吃饭都可

以成为大乘的修法，其它的更不用说了。所

以一定要观察，现在我们是修世间法的人，

还是修出世间法的人？现在我们是修大乘

法的人，还是修小乘法的人？如果时刻提起

正念、观照内心，才谈得上是居士、出家人、

修行人。如果没有这样做，修行是没有什么

意义的。

假如让我们必须按照佛经的要求全部

做到，那包括我在内都做不到。但是，我们

还是要各尽所能地去做，只要能做还是有很

大利益。

西藏的一些高僧大德有一种说法，如

果认真修习，上等的修行者，每天有收获，

一天比一天进步；中等的修行者，每个月有

收获；下等的修行者，每年有收获。对照自

己仔细地观察，在家人没有大的收获还能

够理解，因为他们还要处理很多世间琐事，

但我们是出家人，没有大的收获就应当自

惭形秽了。

如果好好修，经过长期的串习，就会自

然而然地产生利益众生的念头。所以我们

必须要有正知正见，刚才讲的要放弃的两

点 要 逐 渐 地 放 弃 ，然 后 好 好 地 去 发 菩 提

心。这是对一个真正的大乘佛教徒的基本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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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智光
——慈诚罗珠堪布开示修行的三个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