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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识到闻思的目的是为了断除烦恼

而修行

现在很多人学佛只是在研究佛法，在文

字上下功夫，好一点的，在理论上思考、总结

一下，以为道理通了就什么都已经搞定了，已

经没有什么可以学的了。其实佛法最大的价

值，是在修行的时候，能够直接有效地对治众

生相续中的我执和烦恼，因此闻思是为修行

服务的，是在为修行打基础。修行这个阶段

才是真正展现出佛法的强大力量的时候。

对广大的初学者来说，修行的内容，主

要就应该围绕如何断除对自他危害最大的

自私自利和自我为中心的念头，以及断除贪

欲心等种种烦恼上。

因为凡夫一直以为有一个像在做老板

一样的我，认为我是一切起心动念的动力或

根源，因此一切的起心动念，和一切身口行

为，都是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我执基础上进行

的。还有，我执中的我所执表现得也很明

显，比如有些人会产生我的家庭、我的亲朋

好友、我的同事、我的学生、我的民族、我的

上师、我的佛法、我的弟子等等的执著，只要

众生认为是属于我的东西，会不顾是非曲直

地去偏袒和维护，对于认为那些不属于我

的，则会表现得很冷漠，甚至会有排斥。

尤其是在追名逐利的时候，大家知道这

很明显是因为我执而引起的，即使是闻思修

行、行持善法这些看起来和名利无关的事

情，其实对一般的凡夫来说，也都是为了满

足内心深处的我执，只是那样的我执比较微

细，隐藏得比较深，一般人发现不了。

大家可以和色界的大梵天来进行比较，

一般的人对于他人的慈悲，很难超过大梵

天，大梵天对欲界诸众生为什么会有那么大

的慈悲呢？因为碰巧的原因，大梵天误以为

这些欲界的所有众生都是他所创造出来的，

因此他把欲界的一切众生执著为自己的子

女了，所以就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慈悲。现

在正在行持善法、利益他人的道友，也可以

反观一下，你们心中有没有大梵天那样对他

人的善良、耐心、包容等等的慈悲，即使已经

生起了这样真切的慈悲，如果没有经过佛法

的引导，那它其实还是从内心里非常顽固的

我执和我所执所引起的，这和出世的解脱并

没有关系。

因此如果不树立起出离心和世俗菩提

心加以对治，或者不以般若空性慧或者胜义

菩提心进行对治，那么所有善行就像被毒药

染污了一样，实际上都是在为我执在做服

务，并不能形成三乘菩提的殊胜资粮。

但是这个“我”到底有没有呢？其实是

根本不存在实质的东西，即连凡夫最执着的

俱生我，就是没有认识到五蕴皆空的真相，

而凭空根据五蕴而增益出来的一种幻觉。

听到这样无我的法义，很多人会很奇怪，没

有了我，那么是谁在造恶行善，谁在感受苦

和乐，现在又是谁在听法，谁在积累资粮，谁

在证悟成佛呢？

其实从无始到现在，一切众生的一切业

都是五蕴中的各个蕴聚在做的，其中起最主

要作用的，是行蕴和识蕴。比如造恶的主体

是行蕴中的烦恼心所，造善的主体是行蕴中

的善心所，感受苦和乐的是受蕴心所，在听

法和积累资粮、修行等的主体是行蕴中的心

所和识蕴的心王，所有这一切，都根本没有

一个是我所做的。

这样看来，我执的危害性很大，如果没

有对治，那么它会将一切善行都染污掉。另

外我执又完全可以被对治掉，因为它所执著

的所谓的“我”，是根本不存在的幻觉。所以

现在在学佛的人，都应该将我执，以及它所

表现出来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以及各种

烦恼等粗大的相作为修行对治的目标，争取

早日以无我正见的摄持下修解脱道，以如幻

如梦正见的摄持下集资净障，以般若的三轮

体空正见的摄持下行菩萨道，来形成清净的

弘法利生的殊胜事业。

在许许多多佛经中，都强调了闻思必须

落实到修行上的重要性。《楞严经》中阿难禀

告佛说：“今日乃知虽有多闻，若不修行，与

不闻等。”阿难尊者虽然广闻博学，但是没有

修行，因此险些被摩登伽女迷惑，事后阿难

尊者在佛前痛加忏悔，并说出了“若不修行，

与不闻等”的深刻教训，确实值得大家反思。

《集一切福德三昧经》中说：“若有菩萨

发菩提心，菩提所摄，言欲作佛，于多闻中而

不勤修，诸众生中最为无智。”有菩提心志向

的人，更应该会对治自己的我执、烦恼，才能

够早日直接利益很多众生。但如果只是听

闻对治的方法，而不去修行而落实，经中就

说这是最没有智慧的人了。

《华严经》中也以四个形象的比喻开示

了，只是听闻不进行修持的过失：

“佛子善谛听，所问如实义，非但积多

闻，能入如来法。

譬人水所漂，惧溺而渴死，不能如说行，

多闻亦如是。

譬人大惠施，种种诸肴膳，不食自饿死，

多闻亦如是。

譬如有良医，具知诸方药，自疾不能救，

多闻亦如是。

譬如贫穷人，日夜数他宝，自无半钱分，

多闻亦如是。”

只是多闻，但不以闻思的智慧来修行，

就像一个人在河中漂流，因为害怕溺水身

亡，而不敢喝水，导致渴死；也像一个人给别

人做了种种的美食，但是自己不知道吃，而

导致饿死；也像一位良医，精通各种医术，但

是不会医治自己的疾病；还像一个贫穷的

人，日日夜夜为他人数钱，但自己却一贫如

洗。《华严经》通过这些形象的比喻，揭示了

只是听闻、思维法义，不去真实修行，是没有

智慧而愚痴的事例。

《大宝积经》中佛给富楼那尊者开示了

四种学法的方法，经中说：“佛告富楼那：菩

萨有四法，则能修筑多闻，犹如大海不可竭

尽，常能修筑多闻宝藏，能于诸法得决定义，

于 诸 语 言 善 了 章 句 。 何 等 四 ？ 菩 萨 求

法，……求已诵读，诵读已正忆念，正忆念

已，如所说行。富楼那！菩萨有此初法，则

能修筑多闻，犹如大海不可竭尽，常能修筑

多闻宝藏，能于诸法得决定义，于诸语言善

了章句。”这四种方法是：一、勤求佛法；二、

求已读诵，即将佛法熟读牢记；三、读诵已正

忆念，就是不断忆念思维，力争通达法义；

四、通晓之后，如所说行，即安住于佛法的所

诠义中进行修持。

闻思经论的根本目的，就是修行而对治

我执和烦恼。不管是在家居士还是出家僧

人，不管是学哪一个法门，不管是参加了，般

若、或道次第、净土、修心等哪个班级，只要

是以殊胜的因缘现在遇到了佛菩萨的经论，

一定要调整好心态，要以对治我执和烦恼。

今天和大家说这些，不是说我自己已经断除

了我执，像圣者一样没有人我执著，没有傲

慢心，没有贪嗔痴的烦恼，站在那么高的修

行境界里和大家讲。的确我也是一个凡夫，

但是我闻思以后得到的一个心得，就是不能

上我执的当，被我执骗了，不能以自我为中

心，否则一切的所作所行全都变成了非法行，

全都和解脱背道而驰。这个三十六种不净物

组成的身体，和心相续里充满了烦恼、业障、

苦和自私自利，这样的身心上哪里有值得恭

敬、赞叹，值得自豪的地方呢，但是这样的身

心运用到闻思修行上面，间接来护持佛法、利

益众生，就会产生巨大的价值。修行越好的

人，越不会去求世间名利，他们没有以自我为

中心，没有自私自利心，是以彻彻底底看破放

下的智慧来做弘法利生的事业。

导师佛陀宣说八万四千法门，全都是为

了让众生用来修行，调伏自己的心，对治我

执，断除烦恼，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目

的、众生修行了这样的甘露妙法后，能够彻

彻底底地推翻所有轮回杂染的境界，凡夫天

翻地覆一般地变成圣者，一切的我执、一切

的自私自利、一切的自我为中心而引起的烦

恼和业障，全部被清除得干干净净，在这样

的智慧中弘法利生。我虽然没有修行成就，

也并不是高僧大德，但是从闻思上来讲，依

止了上师法王如意宝二十多年后，闻思了极

其殊胜的佛法，现在回顾来看，确实没有用

闻思来做世间法，没有将佛法用来增上自私

自利和我执，可以说没有学坏。而且特别向

往修行，一心清净地对三宝作闻思修行的法

供养，有时候做的梦也是和闻思修行相关

的，我想这一点是导师佛陀和大恩上师法王

如意宝的成功培养而造就的。

学与修的三种层次

针对圣者见道之前的修行者来说，学与

修可以各分出上中下三个层次。

首先学法有三种层次。下等的学，是能

够对所学法的能诠文逐字逐句地进行正确

地消文；中等的学，是能够将能诠文和所诠

的实际意义联系起来，在心中能初步显现出

文句所对应的所诠义的总相；上等的学，是

进一步理清经论的科判结构，或者找出上下

文的内在联系，以四种道理等的思维方法，

多问几个为什么，将法义举一反三、融会贯

通，从而在心中对所诠义产生没有任何疑惑

的定解。其中中等的学，已经产生了闻慧，

上等的学，已经产生了思慧。

修行也分为上中下三种。下等的修，是

不离上等的学所产生的定解，进行如实的观

察修；中等的修，是观察修和安住修交替的

过程，即通过观察修已经能够产生短暂时间

的安住修，但在烦恼习气等的作用下，不久

又退失，退失后再度在定解的摄持下进行如

实的观察，并进入到安住修；上等的修，是在

经过较长时间的中等修后，能够自在地以定

解的力量安住在所缘之境中，并最终产生出

修慧来。

如果只有下等的学的水平，这时如果去

修持，是不可能修起来的，因为没有正见，心

中都是无明、邪见、疑惑，怎么能修出佛法的

功 德 呢 ？ 就 像 蒸 沙 子 不 可 能 变 成 米 饭 一

样。如果已经掌握了中等的学，则已经可以

开始修行，但是因为理路不清，思慧还没有

完全形成，因此修行会很慢，效果也不会理

想，因此应该加强深入思维，融会贯通。如

果已经掌握了上等的学，具有了清晰无误的

定解，这时就应该安排专门的时间进行修

持，先从下等的观察修开始，慢慢串习成熟

后，就能顺利进入到上等的修行。

有的人喜欢闻思，修行的意乐和习气都

不够，在产生了上等的学后并不进行修行，这

样时间一长，他心中的思慧就会被忘记了。

大家应该检验一下自己目前处在学与

修的哪一个水平之中。

比如说学修皈依。下等的学是将皈依

的原因、目的、重要性、利益、对境、生起的种

种方便、体性、类别、学处等内容逐字逐句理

解清楚；中等的学是联系自身和众生等等的

实际，在心中显现出这些皈依的能诠句的所

诠义；上等的学是将皈依的各项内容如理进

行深入的分析、思维，最终获得皈依的定解。

下等的修，是在打坐以及日常的生活

中，对自己或者其他众生，运用所获得的皈依

的定解，一一进行如实的观察；中等的修，是

已经能够安住在皈依的定解中，但是还不稳

定，容易失去，因此再次在定解的摄持下，针

对自己以及诸众生进行具体如实的观察，这

样进行交替的观察修和安住修；上等的修，是

在数数的交替串习后，能够自在地安住在皈

依的定解之中，长时间进行这样的安住修后，

最终生起永不退转、非常稳固的真正皈依心。

闻思若不以修行为目的容易滋生傲慢

等烦恼

从无始以来一直在串习的我执，在一般

人身上就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追求享受、

处处喜欢出头露面，以散乱度日子。学佛的

首要目标就是要对治掉这个会产生无穷后

患的我执，放下求名利、求财产、求享受的

心，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现在很多初学者还

没有树立起这样的目标，还没有把佛法当作

断除过失、增长功德的修行教授，没有以信

心来依教奉行，因此就很难尝到佛法的清凉

味道，这样学的时间长一点后，就比较容易

生起傲慢等的烦恼。

比如他会用所听闻到的佛法去观察别

人的过失，比如说不恭敬其他的宗派，认为

其他宗派都是不了义的，不定的，不是善说，

或者说高僧大德讲得也一般，不是最高、最

深的，或者说别的人思路不清晰，表达得一

般，没有智慧，对他人相续中产生的深信因

果等等的各种功德不会产生随喜心等。相

反他会认为自己有闻思的智慧，自己的智慧

非常殊胜。因为他没有按导师佛的断除我

执和烦恼的要求去做，这表明他对导师佛陀

并不在乎，他也没想过运用佛法来对治自己

的傲慢等的毛病，因此对法宝也不尊重等，

对于僧宝，认为现在的出家人学的还不如自

己，不会有什么功德，因此也不尊重，这样连

归依心都会失去。如果他得到一些三藏法

师等的名声的话，那就更加增上傲慢，更加

害了自己等等。

虽然要发弘法利生的大愿，但不能在没

有能力的时候首先就去直接做弘法利生的

事，那样反而会适得其反。就像自己本身是

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在病情没有减轻之

前，怎么可能去医治别人的病呢？真正有志

于弘法利生的人，首先就应该让佛法在自己

身上产生出功德，成为榜样，这样别人就会

自动来你这里求法。

在自己学好之前，不要着急想着去改变

别人，不要有教育别人的心理。有些人因为

我慢心的驱使，无论学什么法义，都想着用

这些法义去教育别人，在辅导、研讨佛法的

时候，习惯性地用严厉的口气去教训别人，

比如口气里明显会流露出我知道得比你们

多，你们这条法义没有落实起来，那条法义

也没有做到，言下之意只有他自己达到了要

求。这样虽然看起来在交流佛法，但交流的

方式已经明显被我慢等的烦恼染污了，这是

和清净慈悲清凉的佛法体性相违背的。有

的反省能力强一点的道友，发现了这个问

题，因此在讲解佛法的时候会经常用发露自

己的过失作为对治，这点很值得随喜，但是

有的时候，没有无我空性的正见，没有对治

我慢，这样不去注意的话，即使是在发露自

己的过失，说出来的口气依然还是在教训别

人，这就是被狡猾的我执、我慢给骗了。

我执确实非常狡猾，你如果不加注意，

它甚至会把本来是对治我执的无上佛法甘

露，改变成增长我执、我慢等的助缘。但是

我执和烦恼再强大，再狡猾，也抵挡不住佛

法的对治法的力量。可以说，我执和烦恼，

在佛法面前，它们都变得很脆弱，只要众生

学好了佛法，再去运用佛法，它们就会自动

减弱。如果分别心和烦恼、我执减少了，那

么内心中的魔障就减少了，功德就增加了，

如果分别心、烦恼、我执、我慢、自私自利的

心增加了，那么内心中的魔障就已经增加

了，反之功德就减少了。

除了闻思修行之外，其他像慈善等的善

业，也只有得到了佛法的加持，才会变得功德

无量，否则在没有对治我执和烦恼习气的闻

思修功德之前，就去做很多所谓帮助众生的

事情，结果呢，众生没有真正帮助到，倒很有

可能是把自己给牺牲掉了。外在的做法是次

要的，提高内在的水平，树立起深信因果等的

正见，增上慈悲心等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真正的三宝弟子，首先应在自己身上

将佛法落实起来，对治掉自己的自私自利和烦

恼，在自己的身心相续上展现出佛法的功德、

闻思修智慧力量的加持，如果大家都这样去对

治烦恼，几年之后，一大批烦恼轻、我执少、懂法

义、有修持的弘法人才就培养出来了，他们所

汇聚起来的弘扬佛法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这 样 大 家 在 进 一 步 了 知 了 闻 思 修 的

关 系 之 后，按 照 这 样 的 方 式 去 落 实，就 会

让学修佛法越来越顺利，就能越来越感受

到佛法的加持，同时也成就了护持正法的

殊胜利益。

铁色皱皮带老霜，含英咀美入诗肠

——刘秉忠《尝云芝茶》

犀日何缘是个长，睡乡未苦怯茶枪。

春风解恼诗人鼻，非叶非花只是香。

——杨万里《三月三日雨作遣闷十绝句》

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

——左思《娇女》

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

——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

掌茶》

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

——杜甫《重过何氏五首之三》

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

——白居易《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

境会亭欢宴》

酡颜玉碗捧纤纤，乱点余花睡碧衫。

歌咽水云凝静院，梦惊松雪落空岩。

空花落尽酒倾缸，日上山融雪涨江。

红焙浅瓯新火活，龙团小碾斗晴窗。

——苏轼《记梦回文二首并叙》

◆ 禅茶一味

益西彭措堪布开示

益西彭措堪布，生于 1971年，原籍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宗科

乡。1985年考入四川省藏文学校。1986年秋来到色达喇荣五明

佛学院圣地，师从大恩根本上师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得受众多

显宗经论、密宗续部窍诀等传承。

出版书籍有《甘露妙法》、《四法印之有漏皆苦》、《普贤行愿

品》、《菩提心之七重因果的修法》、《龙舒净土文》、《般舟赞》、《劝发

菩提心文》、《醒梦辩论歌》、《辨中边论颂》、《般若品易解句义释.净

水如意宝》等。

佛法中的闻、思、修（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