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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妙法师

要知道，我们以前在世间所追求的一

切，不管是世间的学问、财富、还是美满的家

庭、幸 福 的 人 生 等 等，往 往 都 在 一 直 向 外

看。那么，在轮回世间受伤的我们现在来到

佛法的这个净地，想要获取什么呢？要向心

里去求，求得我们心灵本性的真理。

如果想获得心灵的平安和寂静，有可能

会需要别人的引导，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于自

己。我们要通过佛法了知每个人本来就具备

有清净佛性和真心。如果坚持来到寺院里进

行学习，对于佛法有了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

了知，自己的真心当中拥有无尽的宝藏。

佛法中将禅修分为两种，一种是内道禅

修，一种是外道禅修，也可以说世间禅定和出

世间禅定。为什么今天首先要跟大家讲一下

皈依三宝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获得佛教合

理的方法和传承的话，有时候会落到外道的禅

修当中去。外道的禅修像我们平常所说的，像

道教的一些方式，还有一些别的教派，还有一

些世间法的气功，它也会讲一个用禅修这个名

词，但是外道追求身体会长生不老，根本没有

想过让我们真正能够获得内心的平静，从轮回

的迷乱中解脱出来的方法，所以我们内道跟外

道的最主要的差别，在于是否皈依三宝。

我们世间经常会有些人，说自己学佛已经

很多年了，但是皈依了没有？也没有皈依。还

有的人学佛也皈依了，但是不知道皈依究竟的

意义。禅修在我们佛法的修持当中，属于戒定

慧三学中的定学部分。如果我们不具备最基

本佛法的信仰或者知识，盲目地进行禅修的

话，有可能会暂时对身体有一点点的利益，但

是究竟来讲意义并不是很大。

平常我们在世间跟人相处，会经常只是

为了自我的利益来做一些事情，如果我们通

过禅定的修行基础，内心获得宁静和慈悲以

后，就会慢慢地培养慈悲喜舍的大精神，也就

是真心祈愿一切众生永远具足平安快乐和安

乐之因，永远远离痛苦衰败和痛苦之因。如

果众生永具无苦之乐，则我的心中时刻充满

喜悦，对于任一众生我要安住在平等舍心中，

而不会见悦意者生贪见不悦者生嗔，这就是

我们所说的四无量心。如果我们这样发愿和

修行，我们就会有明确的人生观和追求的大

目标，不会与人争强好胜，会让心里边很踏

实、很平稳地来做一些事情，我们在世间会修

炼我们的忍辱心和平等心以及慈悲心，这些

全部都是从修行当中逐步得到的。

我们经常有一句行话说，修行人跟不修

行的人有所同有所不同：同的一点是，修行

的人也会像一般的人一样会有吃，会有喝也

要睡，也有感情，也要在这个世界上奋斗。

但是不同的是哪一点呢？不同的就是修行

人对于无上解脱道的追求，对待世间万物的

方式，表现出来的慈悲包容、笃定豁达、欢喜

自在的境界，跟世间人的斤斤计较、患得患

失、尔虞我诈是完全不同的。进一步来说，

就是我们获得的外在的冷静，还有内心的祥

和，跟世间人焦躁的情绪是完全不同的，虽

然外相上我们跟别人没有任何差别，但是内

心的境界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我们首先就是要了知通过修行禅

定要获得什么？当真正通过禅修学习佛法，

获得了佛法的受用之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的任何外境的显现，无论是山河大地、花草

树木、蓝天白云、人事万物等等，都会在内心

产生一种明明空空的大喜悦，这个大乐是我

们从修行得来的。就像以前高僧大德所说

的，“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无非法

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原野

当中盛开的鲜花郁郁葱葱生机盎然、阳光下

青青的翠竹伟岸挺拔光影娑婆，所有美好的

世间万象万景，实际全部都是我们内在的大

清净大智慧的一种体现，甚至就是佛陀法身

的妙用。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境界就跟平常

人大不一样了，不管是在动当中，还是在静

当中，都能够用慧眼来关照我们在世间当中

所碰到的一切，这样子慢慢地通过次第有序

的修行就会提升自我的修养。如果我们内

心获得了改进以后，慢慢就变得清净起来，

别人看我们的外相，看我们的言语行为都会

感觉，这个人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是又

说不出来为什么会不一样，这个也是修行的

一种道用和显现，是我们回归极乐家园、踏

上精神之路的开始。

要提升自我、踏上精神之路的开始就是

皈依三宝，皈依就是皈投和依靠的意思，是

内心中发起的坚固明确的意愿。就好像小

孩子紧紧依偎在妈妈的怀抱中寻求护佑一

样。同样，我们这些在轮回的旷野中流浪的

孩子，需要投靠在佛陀的怀抱中，在三宝的

清净光明中才能远离恐怖和黑暗。就像小

孩子要进学校报到申请学习的资格一样，如

果我们没有皈依三宝的话一直在门外边学

习，只是门外汉。世间有自学成才一说，但

是佛法即使自学也必须先皈依才有才的可

能。如果没有一个具德的老师引导的话，自

己可能很难会很系统地学习，深入学习。如

果皈依了三宝以后就像一个孩子进入到校

园里边，那里边有和我们一起学习的小朋

友，还有老师会引导我们，一步一步地教导

我们从幼儿园一直上到小学，然后初中生、

高中生、到时候大学毕业，相似地讲，就是初

步获得圣者菩萨的境界。所以，我们在回归

我们自身本具真性的家园之前，首先我们应

该了解的就是，什么是三宝？今天要跟大家

着重介绍一下。

有很多人虽然学佛很多年，但真正对于

三宝的概念和功德并不了知。如果我们胜

解三宝的功德之后，我们对于佛法会生起非

常坚固的信心，这个信心会驾驭我们的生

活，会让我们在生生世世当中对佛法坚定不

移地修学下去，直到成佛。如果我们对于三

宝的功德一点都不了知的话，刚开始可能会

有好奇心，看到别人打坐好像很好，坐一坐，

感觉那个样子很舒服。几天的好奇心满足以

后，自己内心里边没有获得法喜的感觉，内心

相续并没有获得改善，那个时候往往会退

失。有的人看了很多书，但实行的很少，所以

看不到佛法的益处。还有的人学佛有极大的

贪心，把佛当做神来敬，每天在佛前摆几个水

果，跟佛菩萨讲条件，供三个苹果，要让佛菩

萨保佑自己，这些都是不对的。所以首先要

了解什么是三宝，才能真正信奉三宝。

佛门经常会提到“三宝弟子”，这个宝是

什么意思呢？

这个宝是一种象征意义，是我们所说的

珍宝或者至宝、宝贝的意思。在世间的宝石、

黄金、白玉这些具有高贵品质的物质，我们会

把它叫做奇珍异宝。传说以前在人类的初始

福报比较圆满的时候，有一种如意宝，在天界

里边一直有，为什么叫如意宝呢？就是凡是

我们向它祈求任何受用、财富还有一切的吉

祥圆满的时候，只要真心向它祈求的话，都会

如愿获得。佛教中引申为三宝，也就是说佛

陀、圣法和僧伽是我们在浊恶世间难值难遇

的珍宝，是获得幸福安乐的如意源。

在世间的物质当中，如意宝具足很多功

德，而佛法僧具有与它相似的六种德相，所以

安立宝的名称。这六种功德相主要是出自于

《宝性论》，第一是罕见，第二是无垢，第三是具

有势力，第四是庄严，第五是殊胜，第六是不变。

首先讲如意宝的六种功德：1.如意宝很稀

有、很罕见；2.如意宝上面没有任何垢染，非常

清净；3.如意宝具有势力，能够满足所欲，赐予

财富；4.如意宝是世间的庄严，任何环境当中如

果有如意宝，都会显得非常庄严；5.如意宝很殊

胜，普通物品无法与之相比，所以叫殊胜；6.如

意宝具有不变的功德相，无论火烧还是土埋，

质地都不会改变，这就是六种功德相。与比喻

对应，佛法僧具有相似的六种相。《宝性论》中

说：“少出现故无垢故，具势力故世严故，殊胜故

及不变故，以此六因称胜宝。”

第一是“罕见”，与如意宝在世间很难获

得相似，三宝也是极为罕见，为什么这样讲

呢？因为没有善根的众生，在百千万劫当中

也难以值遇三宝，所以是罕见。三宝的功德

广大如海、力用无边，能赐予一切利乐，能从一

切衰败中救度，是这样无以伦比的殊胜对境，

所以无善根者很难值遇。我们经常听人说

“念佛一句，罪灭恒沙。”，即使是仅仅见一下佛

的相、佛经的名字、僧人的幢相，也需要福德成

熟才会在你的根识面前显现，所以是极难。

难就难在因缘不好集聚，所以是罕见稀有。

第二是“无垢”，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解

释，无垢是说明三宝清净的相。与如意宝没

有丝毫瑕垢相似，三宝也非常清净，为什么

这样说呢？因为佛法僧都是远离一切有漏

法的体性，没有杂染的缘故。而我们的世界

叫做杂染世间，为什么叫杂染世间呢，因为

它是由烦恼、业和生老病死这些杂染的法所

组成的。唯独三宝才是清净的，为什么这样

说呢？因为三宝远离一切过患和衰损。一

般讲，佛具有二种清净，不但具有自性清净，

而且具有远离一切客尘的离垢清净，这就是

佛宝的无垢。所谓佛的法——圣法也是极

为清净的，因为它不同于世间文化，不同于外

道的法，为什么呢？因为佛如实照见一切所

知法的相，所以佛说的法完全契合实相，以现

量、比量、教量做观察，没有一点染污，没有一

点欺诳，这就是法宝的无垢。《金刚经》中说：

“佛是如语者、真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他

所说的三藏十二部没有任何欺诳的地方，这

是无垢的含义。相比来讲，外道的典籍或者

世间的法，都是或深或浅、或多或少地被邪见

所染污，他们所说的不契合真理，充满了欺诳、

无知，充满了迷惑，只会让众生陷入迷乱。

第三是“具势力”，就是具有遣除衰败、

赐予圆满的势力。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它的

功能，比如衣服可以保暖，食物可以养身，房

屋可以遮风挡雨，但是所有这些用过以后就

自然作废了，根本不具有其他作用。与此相

反，佛法僧三宝的威德极大，它具有遣除衰

败、赐予圆满的势力，它能遣除一切轮回恶

趣的衰败，赐予善趣和出世间解脱的圆满。

第四是“庄严”，如何才能成就世间庄严

呢？只有三宝住世才能成就世间庄严，因为

三宝是一切善心福德的因。有了佛成为众生

的导师，有了法作为众生的道路，有了僧成为

众生的伴侣，这样依仗佛法僧的助缘力，众生

的心才能趋入到福善的正轨当中，才能产生

善心福德。如果三宝住持在世间，人们也依

止正法来止恶行善，世间就会现前无量的善

相吉祥，所以三宝是庄严，是最殊胜的庄严。

第五是“殊胜”，殊胜就是比其他法更超

胜的意思。假如把其他的法和三宝放在一

起，就会发现三宝是最殊胜的，三宝的功德

能映蔽一切法，就象太阳大放光明，一切星

光都被映蔽一样。三宝是无比殊胜的法，而

我们世间一切法的总和都无法与它相比。

第六是“不变”，佛法僧三宝是恒常不变

的法，无论在何时何地，无论是兴盛还是衰

败，无论在何种因缘当中，我们永世都可以

对她做皈依，她也会永远平等地救度我们。

而世间法就不是这样，它要观待条件，无论

是财富、地位、感情、人情，还是沧海桑田、天

际星空，它会变坏，它会穷尽，不可依靠。而

三宝可以作为我们永世可信的皈依处，永远

可以依托，永远不会变动。为什么这样说

呢？因为佛已经现前常恒的法身，她所宣说

的法是无畏常恒之道，随法所行的僧也是行

持法的圣者，所以永远可以皈依，世界上再

没有比这个更有保障的皈依处了。

佛陀是一切真理的体现者，法宝是佛陀宣

说的世间上的最究竟的真理，僧是随学佛法者，

如果普通的一个在家人，通过修行获证一定的

果位的时候也可以叫做僧，不单纯指的是出家

人。我们要想获得圆满的觉悟，了知世界的真

理，修持超越轮回的话，前提就是皈依三宝。

皈依是皈投或者依靠的意思，我们身处

生老病死的轮回困厄中，在种种烦恼中纠

缠，首先要找一个最坚固的依靠处，这就是

皈依。所以皈依三宝的最基本的意思就是，

内心中发出非常坚定的意愿，发愿我将来在

修行的过程当中，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会以

佛陀为根本导师，这叫皈依佛。皈依佛就是

皈依自性觉悟的大智慧。

佛陀宣说的佛法为我人生的最基本的

指导教言，来依教奉行，这叫皈依法。皈依

法就是皈依自性的正见。

最后，我们会把学习佛法的所有人，特

别是大菩萨僧众作为学长、道友，进入这个

团体，这叫皈依僧。皈依僧就是皈依自性的

清净无为法。

皈依是什么呢？皈依是手上拿一个皈

依证，而内心中有坚定的誓愿。当这个誓愿

在我们内心真正发起来的时候，安住在一种

恭敬心中，这个时候内心会有一种安全感，

这个我们就把它叫做皈依。

我们通过皈依三宝，相应会获得三种

功德，皈依了佛陀以后，如果我们最向往的

是世界上真理的体现者，那相应就会获得

觉醒和觉悟。如果我们皈依了法宝，学习

世间上究竟的真理，相应地我们内心会获

得什么呢？会获得正见。还有，如果我们

加入一个大团队中能够跟随僧宝学习佛法

的话，会获得什么？会获得清净。这就是

平常所说的皈依三宝以后，实际就是我们

自性获得的功德叫觉、正、净，是从皈依三

宝起开始获得的。

通过皈依外在的三宝，我们内在的觉

悟、正见、智慧以及清净、慈悲心显发出来的

时候，这个时候也可以相似地叫做自性三

宝，这个自性三宝，在我们现在的层次是通

过外的皈依来获得内的皈依的显发。

最后，我教大家念一个偈诵，这个偈颂

是在《成佛之道》里边由高僧大德宣说的，大

家一定要深信，佛、法、僧三宝是我们的最吉

祥处，是一切幸福和快乐的源泉。下来大家

跟我一起来念：“ 皈依处处求，求之遍十方，

究竟皈依处，三宝最吉祥！”

■ 灵山居士

佛陀的教法一直由历代大师们继承下

来，历代祖师们在证悟了佛陀密意之后通过

各种方式来向弟子们传递佛陀的教法精髓，

这其中最重要的传递方式之一是讲法。

你可以说这是佛陀和历代大师们最大

的神通。他们大部分时间致力于用言说的

方式让众生了解完全不可言说的真理。这

是多么不可思议的神迹。如果有一天你了

悟实相，就会知道让不了解实相的人慢慢了

解实相是多么伟大的工程。

这也是佛教评价大师的标准，当说起某

位佛教大师的伟大事迹的时候，我们只会说：

他有多少著作，这些伟大的著述启发了多少

人，他有多少成就的弟子，而甚少说起他可以

在石头上留下脚印，或是他可以像捏橡皮泥

那样捏硬币。那是吸引土包子佛教徒的方

式，不应该也不会成为主流。如果你要学习

莲师的教法，你会去他印在石头上的脚印上

学吗？如果我们要学习六祖大师的教法，那

么我们会去看六祖坛经，我们不会去参观当

年刺客张行昌砍不死六祖的那把刀。

我得承认，阅读古代大师们的神奇事迹

确实能激发我们一时的信心和修行冲动，但

这种信心远不如对佛教彻底研究之后的信心

来的坚固。我一直鼓励用后一种方式搭建信

心。在佛教里，神通一直都只是利益少数人

的方式，佛陀的教法可以一代一代流传下来

并非因为某位大师有吸引人的神通，而是缘

于他们伟大的愿力，孜孜不倦的讲法，著述，

在今天，你要学习教法，你当然会去研读他们

的著述，你绝对不会在他留下脚印的地方流

连太久。我认为这些是佛教修行者应该知道

的。作为佛教修行者，我们不应该过度关注

这些小神通，而忽略更重要更伟大的神通。

如果一个人能飞天遁地，能移山倒海，能

坐在未冻结的水面上，我倒未必会赞叹他。

依照佛教理论，这些并不表示他取得了某种

证悟，因为某些非佛教人士也做得到。但若

他能证悟诸法实相并有能力和他人分享这一

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发现，我将由衷向他礼

敬。像我们这种被无明层层包裹的众生，是

多么迫切地需要这样的导师。在大部分时间

里，佛教的大师们并不采用神通来利益众生，

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修持，讲法，传法，以及

著述。只有在某些特殊时候，真的有必要的

时候，他们才会偶尔显现出一点神通。

很多人说他们亲近藏传佛教的原因是

因为神通，我很遗憾地告诉他：这就好比你

赞叹一个非常美的女孩说：你的鞋真是太漂

亮了。我想说你丧失了重点。你夸错了地

方，你也许读过很多神奇的故事，例如冈波

巴的弟子们每天清晨从一个山头飞到另一

个山头修行的故事，是的，藏传佛教具有绚

丽伟大的历史，但神通并不是最重要的。在

我们钦哲传承里，我的上师们很少提及神

通，当然，他们都拥有和佛陀一样的无碍神

通——这一点我相当确信。

在此我想稍微透漏一点我所经历的上师

仁波切的神通，有一次在成都，我们要去见宗

萨仁波切，那是第一次单独会见钦哲仁波切，

在走出宾馆时我注意到了在我们经过的地方

有几条爬虫，很容易被踩到，我记得当时应该

是刚下完雨或是成都那里本来地就很潮，地是

很湿的。如果是平时，我可能会把它们转移到

安全的地方，但那天我只是略微动了一下念

头，觉得时间紧就上车走了，然后我就把这件

事忘了。在大约两天之后上师讲贡珠仁波切

《遥唤上师》时提到，他自己是个没有悲心的

人，他说昨天他和一个祖古（转世的修行人，一

般所说的活佛）出去，刚下完雨，有些虫子从树

上掉落下来，在路上很容易被踩到。但是他没

有任何想要把这些可怜众生转移到安全处的

念头，他无动于衷，但是祖古和其他僧人就把

它们转移到安全处了，并且为它们念咒。虽然

我对上师的证悟有绝对的信心，我当然相信他

有他心通，但是他这么一说我还是有点受惊，

这表示上师对我的生活了如指掌。

但是几乎看不到钦哲传承的上师们对

神通津津乐道。当然，神通可以吸引一些

人，有的人会拿他当卖点，但是若以为这就

是藏传佛教的精髓，那就是荒腔走板了。

我们应该礼赞佛陀及诸位大师，礼赞他

们居然能用人类及其有限贫乏的语言来表述

无法表述之真理；礼赞他们具有无限的耐心

帮助我们这些被无明层层包裹的众生冲破无

明。而不是夸赞他们居然能够在石头上留下

脚印。那些永远只是正餐之后的小果盘。我

们应该永远被佛陀的慈悲，人格，所描述的真

理折服，而不是因为他会发光。我们应该祈

愿永远被智慧吸引而不是神通，或是即便我

们被神通所吸引，我们也不会止步于此。愿

我们对菩提心的兴趣远大于神通。

在此，我们向所有看见实相并乐于和众

生分享的圣者致敬。并发愿有一天我们也

能了证实相。若没有他们，我们会一直生活

在自己制造的幻觉里，会一直被无明捂住眼

睛，看不到任何实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