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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疑问答 
 
洛本仁波切答 
 
 
问：关于释迦牟尼佛原来是众生还是佛的问题，佛爷曾说，以大乘佛教的观点解释，释尊久远前早以成

佛。可是弟子有个疑问－有一次，密勒日巴的弟子听闻尊者一生的修持经过，非常感动，却认为这不是

普通人所能做到的，就向密勒日巴尊者说：「您一定是什么佛的转世。」密勒日巴尊者说：「如果以对

上师的净信而言，这种想法是对我的信心；可是如果从『法』来看，却是一种邪见。我也是一个博地凡

夫，依次第苦修才有今天的成就。」那么，请问佛爷，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心态看待成就者？ 
 
答：成就者就是成就者。该用什么心态去看待成就者，就是用成就者的心态去看待成就者。如何去看待

成就者并不会让你成就，让你成就的是你自己。修行者有三种：下等的修行者，往往只求来生福报；中

等的修行者则志求此生的解脱，却常是个自了汉；唯有大乘行者，能够了知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生中的父

母，所以发利他的慈悲心来修行，这才是最上等的修行人。释迦牟尼佛示现娑婆，36 岁未成佛之前，

他是众生还是佛的问题，小乘认为未证佛果之前，世尊只是众生，这是小乘的知见。而大乘认为世尊在

无量劫前早以成佛，之所以在娑婆示现十二相成就，为的就是替众生指引一条觉路，「表演」一次让我

们明白如何成佛。 
 
问：我们在路上所遇见的人，怎么知道他们是不是佛菩萨的化身？要以怎样的心态看待众生才好？ 
 
答：有人认为台北市万丈红尘；看到耀眼的霓虹灯，就觉得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但对我来讲，倒觉得

这是琉璃世界，庄严美丽，没有红尘的染污。不要忘了！一切「境」之所以不可得，乃因由心幻化而来。

那么，如何以俗义谛来看待胜义谛呢？这是无法相通的。至于如何去看待众生，如果你的心清净，可以 
把任何众生看成是佛是本尊，金刚乘的修持，都在出定之后，视一切声音为本尊的咒音，自身他身一切

身均为本尊的化现，这就是「后得定」。如果你的心未得清净，至少也要做到视众生如母。 
 
问：可能是弟子对佛法的信心不够，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为什么要成佛？当一个众生有什

么不好？仁波切曾说：「轮回是苦的，有谁感到轮回不苦吗？」可是我觉得佛、菩萨应该不认为轮回是

苦的，而且会感谢轮回，快乐地在轮回中生活，就跟一般众生一样。到底佛、菩萨和众生对轮回的看法

有何差别？请仁波切开示。 
 
答：你之所以还是众生，就是因为你还不觉得轮回是苦，所以还在轮回之中。菩萨入轮回，却不受轮回，

菩萨不以轮回的苦为苦，因为他们心不住于此。问题是，你不是菩萨，迷惑未净，烦恼障、所知障染习

束缚，那就会有痛苦的存在；想超越痛苦，唯有学佛才能达到证佛的境界。 
 
问：如果痛苦都不是真实的，那就不用超越吗？ 
 
答：如果你能了悟痛苦不是真实的话，那就没有痛苦可以超越，这是对的。以这种逻辑分析会让人相信，

但却不是实情。 
 
问：既然万事万物皆由因缘所生，将随著时间而变异，没有永恒性，那么善业是否也这样子？ 
 
答：是。 
 
问：请问利他之善行对我们了悟自性、超脱轮回有没有什么帮助或相关？ 
 
答：当然有帮助，而且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成就利他的慈悲心，就不可能离却痛苦；没有办法离却

痛苦，就会继续轮回。当然，究竟而言，是没有善跟恶，之所以还存在二元对立，乃是因为心的分别。

未得证悟之前，仍受业力牵引毕竟恶业招致恶果，善业成就善果；而且诸佛菩萨无不由善业－所谓修 
福慧二资粮，而行菩萨行、入菩萨道，所以行善是必要的。 
 
问：请问「福德」和「功德」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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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福德和功德基本上是不同的。「福德」只是一种福报，它并不能让我们超越轮回；所以如果只知种

福田，还是会在六道中浮沉。而「功德」是能够成就六度万行的庄严，是一切清净本质的种子。换句话

说，「心清明」即是「功」，「心无我」就是「德」。福德是俗谛，功德则超越俗谛，但还不是究竟的

胜义谛。究竟胜义谛超越一切所说。 
 
 
问：日常生活中，如何才能不依「识」而依「心」去做事情？ 
 
答：「不依识而依心去做事？」请问，心跟识之间有什么差别？「心」指的就是「意识」，心分为「心」

与「心所」，心所是「心的作用」。心俱足知的能力，但是它没有分别，分别是来自心所。我们谈「识」

的时候通常指的就是「心与心所」的合一，因为心与心所是不可分的，因此所谓的「识」就是有分别、

有执著的心。所以众生不用识去做事，那要用什么去执取。 
 
问：能否请仁波切对菩提心做一个具体的开示？ 
 
答：菩提心可从「心」跟「菩提」来解释。「菩提」是「觉」，「觉悟」之义；心就是心。菩提心是大

乘佛法最重要的部份之一。心分为心与心所，心是能知本空，心所是所知，我们所知是依所见分别而有。

对外境产生分别而加以执取即是执著，这即是心。所以「分别」也是心的特性之一。这里所谓的心，是

未经提炼的，也就是世俗的心，所以才有种种分别、取舍、执著。 
 
    心的本质或称自性是空的，因为你我都找不到心的颜色，心的实质大小。它看不见、摸不著，没

有大小、没有颜色。因为我们无法找出任何代表心的东西，所以说心的本质是空。但是，心若只是空便

落于无知，我们还有知觉的能力，这就是心的能知。能知本身，是没有分别能力的。举个例子：以一个 
茶杯对婴儿来说，虽婴儿看到这个东西，但是他缺乏经验不晓得这是什么，也不加以执取，所以这个东

西对他而言便无作用。杯子对各位能产生意义和作用，就是由于我们的所知，而修行所要清净的就是所

知障。 
 
  一切众生本具佛性，有佛性所以才能够成佛；好比芝麻内含油脂，所以才能提炼出芝麻油；相反的，

一堆砂，怎么也提炼不出油来。如果我们没有佛性，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佛；之所以修行能成佛，是因

为本具佛性；然而众生的佛性暂时为无明尘垢所覆盖，所以要「拨迷归觉」。觉什么呢？觉悟我们本来

具足的智慧，也就是佛性。我们今天对事物会产生分别、贪执、爱恶、取舍，都是来自我们的所知、分

别心的作用；如果所知灭，分别心、执取心也就一并消灭，觉悟的本身就一并显现出来。「空」只是心

的特性而已，菩提心意思就是正等正觉的觉悟，成佛的心。它并不是佛性。 
 
问：当我们对外宣扬藏传佛教的时后，许多人误以为密宗吃荤不吃素而无法接受。我们如何提出具体的

说明，让对方了解实情进而体会密宗的殊胜？ 
 
答：如果有人认为「密宗吃荤」，你就要问他：「是谁吃荤？」不是密宗吃荤，是某些人吃荤。如果对

方再表示，学密宗的人吃荤令他无法接受，那么你就告诉他，藏传佛教所有的经典仪轨，并没有任何一

句话主张一定要吃荤，甚至修观音法的时候，还必须素食。只是我们藏传佛教来自西藏高原，那里牲口

多，蔬菜水果缺乏，藏人为了生存，所以他们有吃荤的习性。我们今天面对藏传佛教，不是要学西藏的

民俗风情，而是要学佛法。如果对方还是不能接受，说声「阿弥陀佛」，就没有再讲下去的必要了。 
 
问：关于杀戒的持守，我们在日常生活能不能使用杀虫剂？农夫可以使用农药吗？ 
 
答：对于一个认识佛法的佛教徒农夫而言，如果他了解什么是生命，就不会使用农药，但是一般农夫会

使用农药。我们劝人不要杀生，应该从自我本身做起。 
 
问：人的灵魂投胎之后，假如投生到人道，他的灵魂也会跟著他，那么灵魂等于心吗？他的灵魂到这地

步，还是没有灭掉，还是跟那个人在一起，那么灵魂什么时后才会完全灭掉呢？是不是成佛之后？ 
 
答：一般人通常认为人死后有灵魂，我要特别强调，灵魂是非实有的，它不是永恒的。佛教徒不称为灵

魂，而称「意识」。一个新生婴儿的形成，就是父精母血结合，加上意识入胎三者合一。意识是生灭相

续的。成佛了，意识也还没灭掉而是被清净了，转为智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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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关于造业，在起心动念之间与实际去做有何差别？ 
 
答：如果你实际去做，就造了实际的业；如果只是用心去想而未执著，应该没有关系的。就怕你没去做，

然后用心去想，又执著它，则形同实际造业，这业还是成立的。 
 
问：曾经有位仁波切说：「人不应该一直活在希望和恐惧之中」，但是一般人活著，就是有某些希望来

支撑。一旦没有希望很难让人继续活下去。那么，希望到底是什么？本质为何？应该如何去看待它？ 
 
答：希望可以分为入世与出世。如果你的希望是入世的，你希望能获得世间的一切，你自然会生活在恐

惧之中；如果你的希望是出世的，希望能超越三界，那么这种希望就引领你走向光明，一旦达到光明，

就能从黑暗的恐惧之中走出来。 
 
问：请问灌顶的意义为何？应该以怎样的心态接受上师的灌顶？ 
 
答：接受灌顶的基本心态就是－我要修这个法。为什么要修这个法？因为要成就究竟佛果。相反的，如

果为求世俗利益而接受灌顶，就是发心不清净、动机不正确，非常不好。灌顶的真实本义，就是把本尊

介绍给你认识，然后好好修持。如果你只是一直接受灌顶而不修法，那么你一辈子也无法证悟。 
 
问：社会上常会有一些约定成俗的事，对此弟子本身并不太能接受，也不知道该怎样去接受，但因为我

是众生，必须在社会上生活，包括面对家庭和工作。恳请仁波切开示。 
 
答：约定成俗就是世俗生活的规范或习惯，但不一定是对的。你身为佛教徒，应该要去学习并思考什么

才是对的。 
 
问：弟子虽然有心好好修持，但毕竟是一个家庭主妇，所面对的就是女儿、先生。女儿比较叛逆，使我

不知如何是好。恳请师父指点迷津，开示弟子，入世法应该怎么处理？出世法又当以什么心来对待？ 
 
答：有个故事说：在恒河畔有一位妇人一手抱著孩子在喂奶，另一只手拿著一尾烤好的鱼在吃，旁边一

只狗靠过去准备要吃地上的鱼骨头，这妇人却厌恶地把它一脚踹开。这时候，一位证得阿罗汉果的圣人

经过，看到这一幕便用神通观照，结果得知妇人所抱的孩子竟是她上一世的仇人，所吃的那条鱼是她的

爸爸，旁边那只狗是她妈妈。个中因果很值得我们深思。也许你的女儿上辈子就是你的母亲，而你上辈

子经常跟她顶嘴，所以她现在对你特别叛逆。无论如何，你要有视一切众生如母的心，给予关怀、教育

和启发；但是也要给她空间，不要过份约束或刻意塑造。如果你能够对以上例子有所体会，今后你面对

女儿就会比较自在一点。 
 
问：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直觉的方式看问题，或是培养一些艺术的气质，对于破所知障会有帮助

吗？ 
 
答：我想这不但没有帮助，反而还会增加。因为你想要艺术气质便会流于造作。破我执要先从观无常做

起，生起无常观才能去我执，如果你没有无常观作基础，往往会有许多造作和执著。譬如现在要修止息，

就去准备一个很舒服的宝座，坐上去之后，最好旁边还要有人，告诉他我要作止息，摆出一个 pause 
来，在你还没有真正去作之前，你的执著便更多了。 
 
问：人的「思考」，其本质是心的作用，还是一种业力的化现？也就是因为以前所造的种种业，才会有

这样的思想？ 
 
答：思考是心的作用，但受制于业力的束缚。 
 
问：弟子想说一说自己平常对心的认识，请教佛爷看这种想法对不对？平常自己因困窘、羞耻……种种

情绪干扰，而变得混乱的时后，好像还有一个东西在看自己，这其实就是真正的我，是吗？ 
 
答：这个「我」如何才能去看「混乱的我」？是不是还要「另一个我」来看「这个我」。你眼睛可以看

到自己的眼睛吗？没有办法，你眼睛可以看到后脑吗？没有办法。 
 
弟子：可以感受到那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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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感受「那个」好像是在看混乱的我，又是另外一个感受。 
 
弟子：那不是一直无穷尽下去吗？ 
 
答：对！所以这是不对的。 
 
 
问：康德哲学认为要叙述一个东西一定要有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因素存在，因此不能说一件事情存在不依

附任何空间，没有时间，而会发生。所以好像一切事物都要有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因素才能存在，那么心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自己的心反而构成时间和空间的存在？ 
 
答：心如果有时间和空间的束缚，那么就是一颗平凡的心，超越时间跟空间，才是究竟的实相。 
 
问：佛爷以前要我们想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眼睛有时后会视而不见？弟子百思不得其解，能否请佛爷

进一步开示？ 
 
答：因为你不专心，所以才视而不见。 
 
弟子：但是如果我们专心看，就听不到别的东西，心为什么这么奇怪？ 
 
答：我问你，心有几个？ 
 
弟子：我猜是一个。 
 
答：因为心只有一个，所以你专心用眼睛看，耳朵就听不到；你用耳朵专心听的时候，眼睛就看不到了。 
 
弟子：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在一刹那间，只会有一个念头，而不会有很多念头？ 
 
答：因为心只有一个，所以在一刹那之间只有一个念头。 
 
 
问：四弘誓愿－自性众生无边誓愿度，自性烦恼无尽誓愿断，自性法门无量誓愿学，自性佛道无上誓愿

成。和对自性思惟的批判，这自性有什么差别？ 
 
答：「自性」本身没有人能够否定它，也没有人能够肯定它。而你所提两种的差别就是在于所执，所知

不同，认知不同。 
 
弟子：是不是可以解释为观点和立场的不同使然？ 
 
答：立场可以是一个原因，而他的所知也会是一个原因。 
 
 
问：所谓「对自性思惟的批判」，这个自性应该如何理解？ 
 
答：既然有人举出对自性思维的批判，那么他必然认为自性是「有」的，所以才能批判；那么这离究竟

的自性已经太远了。 
 
问：意识是一种永恒的东西吗？ 
 
答：如果你已经证悟到佛的境界，自然了悟永恒的真谛；如果有执著就会有生灭，有生灭当然非永恒。 
 
 
问：既然众生的慈悲心都有我执在，那么像我们这样帮助别人，程度还是很有限啊！而我每次碰到人家

都想跟对方介绍佛法的殊胜，可是一方面又怕自己有很多见解并不了义，会误导别人。不晓得这种情况

该怎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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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要向别人介绍佛法有多好，倒不如先从自身做起，让别人感受到你的修养与慈爱。如果别人因此觉

得你做人不错，而他想了解什么是佛法时，你再告诉他佛陀的故事，这样子在结缘、度众方面较没有障

碍。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有它独特的思想体系；这些理论只适用于自己教派的系统，对于其他，几乎是针

锋相对、互不认同的。唯有人性才是人类所一致认同、共有的，也唯有以人性为出发点，才能超越国籍、

超越种族、超越言语。所以，如果你能显扬人性的慈悲，让对方感受到你的温暖，才有可能进一步的把

佛教的思想告诉他、影响他。 
 
********************************************************************** 
【录自：三乘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