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怨憎会苦

怨憎会苦：怨憎指‘抱怨、生气，不喜欢、令人讨厌的人、

事物或对境’，会指’遇到’，不想面对却不得不去

面对的痛苦。

人生会有许多痛苦，解决一个还会有其他的痛苦接踵而来，

我们要学会将痛苦转为道用

《大圆满前行引导文》

很多人都是担心财产遇到怨敌的打劫而白天守护、夜间巡逻。大

多数人为了养家糊口等终生忙忙碌碌地度日，可结果却无济于事，

一切财产受用也会意想不到地落入仇人手中，白天土匪明目张胆地

抢夺，晚上盗贼偷偷摸摸地窃取，有时豺狼猛兽等会不期而至恣意

糟蹋，弄得一片狼藉。总之，无论何等的富裕，都同样免不了给人

带来积累、守护、增长等无穷无尽的痛苦，诚如怙主龙树所说：

“积财守财增财皆为苦，应知财为无边祸根源。”又如米拉日巴尊

者所说：“财初自乐他羡慕，虽有许多不知足；中被吝啬结束缚，

不舍用于善方面，乃为着魔之根源，自己积累他人用；最后财为送

命魔，希求敌财刺痛心。应断轮回之诱饵，魔之财富我不求。

一个人，他拥有多少财产，就会有与之同等的痛苦。例如，拥有

一匹马的主人也会担心它被敌抢走、被贼偷走、草料不足等等而整天

顾虑重重，虽然只有一匹马，却给自己增添了许许多多的苦恼。同样



拥有一只羊也会有一只羊的苦楚，甚至仅仅有一条茶叶也必定会有一

条茶叶的痛苦。如云：“若无财产远离敌。”假设一个人清贫如洗，那

么他绝不会有仇敌的骚扰，实在是一种莫大的快乐。所以，我们一定

要追随往昔出世的诸佛、圣者前辈的足迹，根除对财产受用的贪执，

像鸟雀寻找当天食物一样无牵无挂地唯一修持正法

《大圆满前行广释》

什么是怨憎会苦呢？指所憎恶的人或事，欲其远离，而反共聚。

比如，想见的爱人见不到，怨恨的敌人却总是狭路相逢；想听的喜讯

听不到，不愿意听的噩耗却时时传来；非常希望身体健健康康的，可

往往是病魔缠身，没有自由快乐之时……这些不悦意的外境经常出现，

而特别希求的对境日益远离，令心产生强烈忧苦，这就是轮回的本性。

《大毗婆沙论》亦云：“不可爱境，与身合时，引生众苦，故名非爱会

苦。”意即不可爱的对境常出现在自己身上，或者自己面前，引生各

种不同的痛苦，这就叫怨憎会苦。当然，怨憎会苦的定义，还有很多

解释方法 。

那什么时候能断除这种痛苦呢？只有证悟了空性，完全通达人我、

法我不存在，那时候所有的痛苦将销声匿迹，一丝一毫也不可得。而

在此之前，不管你转生于轮回何处，都难免要遭受此种痛苦。就算转

生为三善趣众生，也常会遇到憎恶的对境，那堕入地狱、旁生、饿鬼

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要想远离这种痛苦，证悟空性非常重要。

《宗镜录》中云：“若未了无生，于所生之处，无非是怨，无非

是苦。”假如没有彻底通达无生空性之理，不论投生到六趣中的哪一



道，在那个环境里所感受到的，无非是怨恨，无非是痛苦。常有人抱

怨：“这里的环境太复杂了，我要去个清净的地方。”说这种话的人，

根本不了解轮回的真相。倘若你清楚轮回的实际状况，那自然会知道，

无论到哪里去，都有不合意的对境出现。如果过于执著这些，自己就

会万分痛苦，而唯有对它的本性有所认识，才会明白特别不值得为这

些苦恼。

有一本书里说：“十年前我极执著的事情，今天想来觉得可笑；

今天我所执著的事情，十年后再回忆时也将如此。所以，我们在每一

阶段所贪执的东西，都要先去了解它的本性。”的确，这说得很有道

理。然可惜的是，大多数人在执著的当下并不觉悟，只有多年后再回

顾时，才会恍然大悟、后悔不已。

据有些老年人讲，他们在“文革”期间当过红卫兵，现在想来，

那时的行为特别疯狂，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做。我们虽然不一定

有这样的经历，但有些行为的性质其实也一样，比如，自己童年时对

玩具执著，年轻时对感情、名利、财色执著，到如今才懂得此举特别

愚痴，完全是在作茧自缚、自寻烦恼。此外，现在许多人对身体、外

境等特别贪执，并且认为理应如此，其实再过一段时间，随着岁月的

流逝，你的心态会不断变化，尤其是若了达无生之义，回想起往昔的

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就会明白以前的一切有多可笑。

因此，要了解人类的痛苦，观察生活很重要。现在很多人因没有

掌握生活的规律，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内心深处就极其苦恼，甚至将

自己推入绝望的深渊。其实这没有必要。就算你不能完全证悟空性，



只要对无常法、人类历史稍有涉猎，再加上自己的人生经验，用智慧

一分析也会知道：世人特别贪著的事物，实际上无一不是虚妄。当然，

尚未了达诸法实相之前，我们对苦乐的执著也不可能抛弃。而只有断

除了烦恼障和所知障，才不会如此耽著“我”和“苦”，也不会随业

力趋入三恶趣。

这些道理，作为佛教徒一定要了解。但光是了解还不行，还要逐

字逐句进行思维，从中得到一种感悟，这即是所谓的“修”。许多人

常说自己不想闻思，只想实修。其实脱离了闻思的实修很危险，闻思

基础都没有的话，你到底该怎么样修？有人认为，“修”是什么都不

执著，每天就闭着眼睛打坐；还有人认为，“修”不需要经过前面的

任何次第，直接把密宗或禅宗中最甚深的部分拿出来观想即可。当然，

对极个别利根者来讲，这也并非完全不可行，但就大多数人的根基而

言，还是需要次第性的修持。

这一点，从世间的学习就看得出来。我们在学校读书，要先读小

学，再读中学，进而读大学，不可能一步登天，直接就跨入大学校门。

出世间的修行也是如此，除非你是利根者，有超胜的五根 ，依靠上

师简单的窍诀，当下便有顿悟的可能。但如果你通过详细观察，发现

自己并非这种根基，那么最适合的修行之路，应该是先从理论下手，

对此慢慢了解之后，再去实地修持每一个道理，如此内心才能渐渐改

变，烦恼也会日益减少。

以前大多数的高僧大德，其实也是依靠这种次第一步步修持，最

终认识了心的本性。所以，现在正在讲“共同加行”时，大家要好好



观修六道众生的痛苦。尤其是人类之苦，佛陀在经典中讲述得特别广，

大德们在论典中也描述得很细致。可作为后学者，我们有没有如实去

思维、去修持？每个人反观自心就知道了。

再来看看怨憎会苦是怎样的情形：很多人非常执著自己的财产，

为了防止它被怨敌打劫，因而白天守护、夜间巡逻。

比如说，近年来阿根廷社会治安恶化，人人自危，为防止强盗入室

抢劫，许多 人都在房子的围墙上安装了电网，感觉就像监狱一样。

虽然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但形势逼人、迫于无奈，只能选择这种“极

端”的方式来保护自己。汉地很多城市也是如此，为了保护财产、甚

至生命，家家不得不装上防盗窗、防盗门，否则根本没有安全感。所

以，深入思维便会了知，财产的本质是一切痛苦的根源，有了财产，

痛苦自然而然就会降临。

华智仁波切讲的“怨憎会苦”，主要是阐述财产的过失。虽说从

广义而言，遭遇任何麻烦、苦恼等不悦意对境，都是怨憎会苦，但此

处着重讲的是财产。因为作为修行人理应知足少欲，而财产却能给自

己带来极大障碍。

许多人为了养家糊口，一辈子忙忙碌碌，没有机会修行，可是到

了最后，自己的财产会意想不到地落入仇人手中。譬如，白天土匪会

明目张胆地抢夺，晚上盗贼偷偷摸摸地窃取，甚至自己所拥有的牛羊，

也会被豺狼等猛兽吃掉，最终一无所有。

大城市里就更可怕了。据一则新闻报道：2009年 12月，一女人

准备在自助银行存款时，旁边突然出现一个男子，用枪对着她说：“把



钱给我，不然就杀了你！”她一下子就懵了，在极度恐怖中，只好将

身上的一万多块钱给了他。当时是晚上 8 点左右，那男子得了钱后，

迅速就消失不见了。可见，现在的社会很不安全，许多人的金钱、房

屋、车辆等财产，随时都可能被盗贼洗劫一空。

那天我家来了个老乡，他在色达某单位做门卫。他说最近一个月

里，小小的色达县，就有十五家被盗。有的是门被撬了，有的是窗被

毁了，多则被偷了七八万块钱，少则也丢了一些小东西。这些治安问

题，足以说明现在人的贪心越来越大，道德素质日益下滑。即使人们

想尽办法，安装各种防盗措施，但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盗

贼以更先进的工具轻而易举就能攻破。

所以，现在的社会真的很可怕。不观察的话不觉得，但只要详细

去观察，就会发现人们内在的悲心、利他心、知足少欲等精神财富越

来越少，对外在的奢望、希求、恶意越来越厉害。这样一来，即使公

安局等部门每年招的人再多，也无法力挽狂澜，甚至有时他们自己也

贪污，变成了坏人。

相比之下，我们山里的修行人，除了简单的衣食以外，没有其他

俗世的目标。也许在世人眼里，这种生活很痛苦，但实际上我们精神

上的快乐，远远超过大城市里的大富翁。所以，道友们修行时要多反

观自心：“在这个世间上，我活着的目标是什么？旁人的所作所为又

是为了什么？我应当选择和坚持什么？……”用自己的智慧观察之

后，相信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其实，无论你拥有多少财产，都免不了遭受最初积累、中间守护、



最后增长等无尽痛苦。诚如佛陀亲自授记的怙主龙猛所言：“积财守

财增财皆为苦，应知财为无边祸根源。”现在许多人日日夜夜绞尽脑

汁，希望通过白手起家，有朝一日能变成富翁，这种愿望固然美好，

可是真正成功的却屈指可数（积财）；即使中间有了点财产，也要拼

命去守护，生怕一不小心就被偷了（守财）；光是守护还不够，还想

在此基础赚更多的钱，并将其作为一生幸福的保证（增财）。因此，

为了这些财产，人们始终非常辛苦，根本不了解它无有实义，是一切

祸害、痛苦的根源。

曾有一个美国人叫富勒，他就是从零开始，积累了大量财富和资

产。30岁时，他已挣了 100万美元。但他觉得自己的事业才刚开始，

下一步的目标是要成为千万富翁。然而，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他不

但没有感到丝毫快乐，反而身体一天天垮下去了，家庭和婚姻也岌岌

可危。于是他再再反思后，决定变卖家产，把所得收入捐给教堂、学

校和慈善机构。而且他还跟妻子一起，为那些无家可归的贫民修建

“人类家园”。目前，“人类家园”已在全世界建造了 6万多套房子，

为超过 30 万人提供了住房。富勒虽放弃了所有的财产，但他觉得自

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可见，世间人中也有看破今世的。不过他们的“看破”，并非完

全明白了财产的实义，只不过在某些因缘的触动下，知道财富不会真

正带来快乐，从而放弃了对它的追求。既然世间人尚能如此，我们作

为修行人，就更不应该耽著财产了。（那天有个人说：“别人跟我讲

钱的过失，我就是想不通。钱是真正的如意宝，有了它，吃饭也可以，



坐车也可以……现在什么都要靠钱，所以钱是赐予一切悉地的如意

宝！”）当然在佛教中，修行人的生活应不堕两边，既不堕于极其穷

苦的边，也不堕于极其奢侈的边，这即是所谓的中道。因此，我们平

时要经常发愿：“不生过富家，不转贫穷家，唯生中等家，恒常得出

家。”

关于财富的过患，米拉日巴尊者还说：“财初自乐他羡慕，虽有

许多不知足；中被吝啬结束缚，不舍用于善方面，乃为着魔之根源，

自己积累他人用；最后财为送命魔，希求敌财刺痛心。应断轮回之诱

饵，魔之财富我不求。”

意思是，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因财富而快乐，认为它可以满足一

切，别人对你也极其羡慕：“啊，这个人有钱了，买房子、买车了！”

（现在城市里的人，整天就这样互相攀比。）此时你纵然拥有再多钱

财，对它的希求也不知餍足。

到了中间，因为有了一定的财富，就会被吝啬之结所束缚，舍不

得用于上供下施，这些财富便成了着魔的根源，结果一旦怨敌等违缘

出现，自己所积累的财产，全部会被他人享用。其实，稍微有点钱的

人，有功德的善法做得很少，没意义的事情却做得很多。在他身边，

总围绕着一大群人享用他的财物，贪心也一天比一天大，而他自己所

享用的，反而少得可怜。

最后，因为贪得无厌，甚至希求敌人的财物，钱财反成了断送性

命的恶魔。因此，我们应当斩断这一轮回的诱饵，不要去希求魔王的

财富。



以前阿底峡尊者刚来藏地时，僧人们为了表示尊重，就身穿华服，

佩戴珠宝饰品去迎接。尊者一见这些人，急忙将头蒙起来。在旁的弟

子大惑不解，请教尊者其中缘故。尊者回答：“藏地的魔鬼来接我了！”

僧人们听后十分惭愧，赶紧将身上的华丽饰品拿掉，换上出家的三衣

恭敬迎请，尊者才欢喜地接受。

阿底峡尊者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害怕一颗珊瑚、玛瑙，而是怕出

家人太看重金银财宝了。佛陀在诸多经典中，常将财富喻为毒药、猛

火、魔障，以警示修行人切莫希求，否则，它就会像怨敌的利刃般刺

入你心。因此，我们沉溺在轮回中的众生，千万不要受财富的诱惑，

不然，自己将永无出头之日。

其实一个人修行好不好，跟财产也有很大关系。如果你财产不多，

至少会有时间去修行，否则，成天忙于打理财富，根本不会希求解脱。

我就接触过许多富裕的居士，他们善根倒不错，很想弘扬佛法或认真

修行，但由于钱太多了，琐事也多，以致白天一直盘算，晚上睡都睡

不着。甚至闭关修“人身难得”时，虽然眼睛闭着，心里却在琢磨：

“我这笔钱怎么处理？今年公司会赚多少？下个月轿车怎么保

养？……”想的全是财产方面的事情。相比之下，那些住在山洞或山

林里的修行人，相续中除了佛法和解脱，几乎没有世间俗事，真的非

常随喜。

所以，财富特别多的人，修行相当困难。听说有个富人去清净地

方闭关，结果在 21 天里，根本不是在山洞修行，而是用三个手机一

直在指挥。山洞里他都是这样的话，那下来后就更不用说了。这样“行



持善法”，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善根，相信大家也非常清楚。可见，修

行人的财产多了，精力肯定会分散的。

寂天菩萨也说：“积护耗尽苦，应知财多祸，贪金涣散人，脱苦

遥无期。”财富的积聚、守护、耗散过程中，充满着无边无际的痛苦，

以此应知，财产是一切祸害的根源。那些因贪爱金钱而散乱的人，在

他们心里，佛陀也显不出来，殊胜禅定也显不出来，一闭上眼就是人

民币“哗啦哗啦”响，从来没有佛法的境界，如此一来，解脱之日势

必遥遥无期。（有些人可能是前世的福报吧，即生中生活不是很困难，

也不是很富裕，刚好具足修行的顺缘。我就很随喜这里的个别道友，

吃得也不错，也没有过多积累，每个月的钱刚刚好。是吧？）

要知道，一个人拥有多少财产，就会有与之同等的痛苦。诚如《亲

友书》所言 ，龙王有多少具宝珠的蛇头，就会遭受多少热沙之苦。

少而言之，哪怕你只拥有一匹马，也会担心它被敌抢走、被贼偷走、

草料不足，整天顾虑重重，给自己增添许多烦恼。那么同样的道理，

拥有一只羊会有一只羊的苦楚，甚至仅仅有一条茶叶，也必定会有一

条茶叶的痛苦。

因此，一个人的痛苦程度，往往跟财产多少成正比。假如财产只

有一条茶叶，痛苦则不会太大，但如果是一幢房子、一辆轿车，甚至

一架飞机，那就完全不同了。美国很多富人都有私家飞机，但事实上，

他们内心的痛苦比飞机还大。以前法王去美国弘法时，就坐过一架私

人飞机。这飞机是一对老夫妻的，他们的财产很不错，女儿跟一个活

佛成家了。对于这飞机，那个老人天天唠叨：“我的飞机如何如何……”



他妻子一听就有点烦：“你已经老了，头发都白了，还总说这

些！”“不说那怎么办？你看我们的车、我们的飞机……”据说两人

整天为此吵架。

可见，世间人的生活压力特别大。如果你有一辆普通轿车，维修

和保养的花费不多，平时操心得也不厉害；但如果你的车是一百多万，

那被刮伤了一点点，就要花好多钱去修，再加上加油费、过路费等，

一个月下来需要不少钱。除了轿车以外，现在人还喜欢买最高级的房

子。然而，房子越高级，各方面开销就越多，自己压力也越大。遗憾

的是，现在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反而觉得痛苦越大，就越快乐，实在

特别颠倒！

与之相比，真正的修行人对生活没有太多要求，他们唯一重视的，

是内心的自在、安乐。以前华智仁波切和两位上师——如来芽尊者、

晋美·陈雷沃热（菩提金刚）一起在外云游。他们衣着褴褛，沿路化

缘，显得像乞丐一样。一次，一户牧民的家人死了，因地处偏僻，请

不到其他出家人，见他们穿着僧衣，就请他们到家里做超度。

到了死者家中，三位尊者开始准备超度所需之物。这时他家的年

轻姑娘回来了，看见在灶前做食子的华智仁波切，心想：“我家真是

可怜，竟然叫这些乞丐来超度。”于是狠狠踢了他一脚，生气地说：

“滚出去！”对于姑娘的恶言暴行，尊者只是笑了笑，好像什么也没

发生，继续做他的食子。

做完之后，他们以慈悲心念超度仪轨。完毕时，亡人梵净穴开顶，

出现了往生的瑞相。家人见此情景特别高兴，供养他们三匹马、一头



牦牛。华智仁波切说：“我们不需要任何供养，有三匹马就会有三匹

马的烦恼。”主人突然意识到这三位僧人非同寻常，忙追问他们的姓

名。尊者向他们介绍了两位上师的尊名，但对自己却只字未提。（这

些在《华智仁波切略传》中有，方便时你们看一下。）

从尊者一生的行持来看，他不仅教诫他人要知足少欲，自己也做

到了“头陀行”。其实，知足少欲谁都会说，但真正能做到的寥寥无

几。因此，我们应追随前辈大德的足迹，让自己的生活简单化，以成

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修行人。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中，有句话就

说得很好，他说：“我强烈向往着俭朴的生活……我也相信，简单淳

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作

为世间的科学家，他能有这样的认识，并让自己生活尽量简朴，的确

很不简单。

最近，奥地利也有位富商，把 3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 3201万

元）的巨额财产，全部拱手捐给了社会，自己则搬进山里一座小木屋，

过起非常清贫的生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逐渐意识到财富不再使

他快乐。这些世间人，并没有受过知足少欲的佛法教育，但他们以自

己的智慧观察后，认清了财富的真面目，诚如美国总统华盛顿所言：

“钱财和名声带给人的只有痛苦，不是快乐。”所以，最终舍弃了所

拥有的一切。

然而，现在城市里大多数人，还没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百分之百

相信：物质越丰富，生活越奢侈，人就会越幸福。假如跟他讲起钱的

过失，他就会认为是在诽谤“如意宝”——“你说钱不好？不要说、



不要说。这是钱啊，一百块哦！”他们并不知道，一个人若清贫如洗，

就不会有仇敌的骚扰，不论去哪里都无牵无挂，门开着就可以，出去

多少天也无所谓。如云：“若无财产远离敌。”有了这样的境界，才

是一种莫大的快乐。

《缁门崇行录》中记载，唐朝有位玄朗禅师，他住在一个小屋子

里，四十多年只穿一件七条僧衣，一辈子就只有一个坐卧具。若不是

为了查阅经典，他绝不随便点蜡烛；若不是要礼佛拜佛，绝不随便走

动一步；平时除了念经、诵咒，没有一句多余的闲话。

《窍诀宝藏论》也讲过 ，我们的身口意若能断除一切非法，所

作所为都围绕着佛法，不造世间无义之业，那该有多好！可是这一点，

很多人都做不到。他们说话 80%无有意义，甚至在造恶业；行为 80%

没有功德，甚至非常颠倒；分别念 80%为胡思乱想，不是外散就是内

收。所以，凡夫人该改的毛病太多了，不要认为自己修了几天，就能

马上成就了。常有人抱怨：“我已经皈依一百天了，怎么还没开悟？”

这种想法非常幼稚，修行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千万不能急于求成。

我虽不敢说自己修行很好，但长期以来，这方面还是有点经验，

就像一个老师，教学二三十年后，对学生的心态会比较熟悉。因此，

刚出家、刚皈依的人，心特别急，很想马上成就，我也能理解。但你

们不能太过了——“昨晚我一直念金刚萨埵心咒，但今早起来想了想，

好像没什么梦相，也没见到金刚萨埵，这是什么原因？是我业力太深

重，还是行为不如法？上师您可不可以给我指点一下？”不能太着急

哦！



总而言之，怨憎会苦非常多，说都说不完。诚如《正法念处经》

所云：“怨憎不爱会，犹如大火毒，所生诸苦恼，此苦不可说。”怨

憎会苦是一种不愿接受的痛苦，比如房子不愿被大火烧毁，身体不愿

被药毒害，面前不愿见到关系最不好的人，正常闻思、工作时不愿出

现不顺心的事……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这即是轮回的本性。

明白这一点后，大家也没必要怨天尤人，甚至诽谤因果：“好倒

霉啊，为什么我做善事就碰得头破血流，别人做恶事却没有报应？说

什么善恶有报，因果根本就不存在！”这种论调特别可怕。要知道，

万法都有一种自然规律，只有因缘成熟时，果报才会呈现出来，而不

能只看一时的苦乐感受。因此，我们作为修行人，在经常观察自心的

同时，也要了解世俗的各种因缘，否则很容易对正法产生邪见。

当然，生邪见的人，往往是不明事理所致。正如《弥勒请问经》

所言 ：不能因憎嫉某人，对法也憎嫉；不能因某人的过失，迁怒于

法；不能因怨恨某人，对法也生怨。其实，佛法百分之百是正确的，

只不过修行的人有时达不到那种境界而已。同样，即便是我们自己，

若不认识佛陀所赐的珍贵教义，也只能算是名相上的出家人或居士。

或许你自认为很了不起，但你所希求的道路，已经是另一个方向了。

如今，我们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一边是永恒的黑暗，一边是光

明福祉，今后要去向哪里，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座的道友都发了

菩提心，出家人当然是了无牵挂，唯一的任务就是行持正法；而即使

是在家人，对世间的执著也要有所减轻。有位居士学了一些法后，说：

“我现在已经是个无牵无挂、无著无碍、无有执著的清净居士了。我



不是随便赞叹自己，因为我有几大优点：第一、自学佛以来，我从不

跟家人吵架，包括父母和儿子；第二、自学佛以来，我从不看电视、

电影、连续剧，包括新闻；第三、自学佛以来，我从不做无意义的事，

包括逛街。通过这三点，我觉得自己是很了不起的修行人！”

城市里的人尚能如此，那我们山里的出家人，就更应该这样了。

在座的道友看破今世，舍弃家庭等一切来学院修行，的确非常不容易。

看到你们一张张面孔，我时常会想：“这些人还是很有善根，很了不

起。你们在家时，一个个都是父母的宝贝。多年来父母把希望寄托在

你身上，可当你长大以后，头发就飞到虚空中去了。这样的话，父母

心里也许会有一滴泪水，慢慢融进自己的血液。但这滴泪水是有功德

的，随着你的修行增上，他们一定会得到利益。”

所以，希望你们不管出家还是在家，都不要变成业际颠倒者。毕

竟学佛的因缘非常难得，有时站在城市的十字路口，看着来来往往、

熙熙攘攘的人流，其中学佛的连万分之一都没有；相续中生起闪电般

的善念、放弃一切到清净道场行持大乘佛法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因

此，你们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缘，一定要追随往昔出世的诸佛、圣

者前辈的足迹，尽量根除对受用和亲人的贪执，像鸟雀寻找当天食物

一样，无牵无挂地唯一修持正法。

当然，完全像鸟雀一样，修行一天就找一天的粮食，恐怕不太现

实。但至少也要像前辈修行人那样，夏天准备好冬天的食物，冬天就

一直闭关，第二年再出去化缘。对信心具足的修行人而言，《修心门

扉》中说了，生活上不会有很大困难。所以，大家应以知足少欲的方



式，尽量过一种清净的生活，如《亲友书》云：“佛说一切财产中，

知足乃为最殊胜。”

对于上述道理，每个人要认真思维、反复观修。

《前行广释辅导》

暇满难得和寿命无常我们已经学过了，现在学习的是轮回过患，

既有观修三恶趣的过患，也有观修三善趣的过患。整个轮回是通过恶

趣和善趣构成的，分别有三恶趣和三善趣，合起来是六道轮回。从六

道轮回这个词语表达出来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人道、天道等善趣都

是属于轮回的范畴，如果在人道当中和解脱有关的思想没有生起来之

前，所有人道中所谓的高尚的、平庸的，或者比较恶劣的思想，都是

属于轮回的思想。只有产生了超离轮回的思想，才可以作为出离心力

量的体现。虽然在人道当中也有一些优良传统的道德规范，还有很多

清净无为的人，这些在人间划为高尚的思想，但是真正从大的方面来

讲，仍然是属于人道的思想，和出离心没有关系。如果和出离心没有

关系，能不能称为菩提心呢？当然不能叫菩提心。因为菩提心是在出

离心的基础上产生的，虽然菩提心有利他的部分，但不是有一部分利

他心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有着严格的标准，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轮回当

中，观修轮回的过患而出离。

只要我们的出离心没有产生，在修行过程中必须观修、了知、生

起来的状态，就是要知道轮回过患。只有知道了轮回过患，我们才会

不愿意把时间、精力用于获得轮回中的妙欲，才会不愿意将善根主要

回向于成熟轮回当中的事情，不愿意这样想，也不愿意这样做了。



为什么呢？我们通过学习、观修以后特别清楚，得到了这些没有

什么实际的意义。如果内心当中有了很深的定解，方向就会非常明确；

如果对于轮回过患知道的不是那么清楚，或者内心没有通过观想，完

完全全地产生决定出离轮回的誓言、决心，按照现在的话来讲，就是

有点舍不得轮回。本来这个轮回不是我们的轮回，只是一个迷乱，当

我们学到密法或者学习如来藏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佛法中比较高级的

思想。如果按照密法、如来藏的观点再来看轮回，就会知道轮回就是

假立的，实相才是我们自己真实的状态，而轮回就是一个幻象。

出离轮回对于我们来讲，现在是在培养出离轮回的决心。虽然轮

回没有意义，但是这个决心我们迟迟下不了，总是觉得好像一下子抛

弃了有点可惜。在轮回当中待的时间长了，对它有感情了，不太愿意

一下子真实地舍弃，或者因为没有看清楚它的真面目，所以还是有所

保留。觉得万一走错了、放弃了这一切，会怎么样？感觉应该留一手。

在修持佛法的时候，存在藕断丝连的思想。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

这不是指行为上，行为不是想放就放掉了，而是思想上没有办法和轮

回说再见，还没有这个决心。

这时候两种思想正在互相争夺，一方面告诉我们要解脱，一方面

告诉我们留在轮回当中，其实轮回是很好的。对我们来讲，轮回的状

态是比较熟悉的，而要解脱的心是比较陌生的，陌生的东西会带来不

安全的因素。我们对于解脱道本身非常陌生，如果投入解脱道，会不

会有对我有害的东西？我们对于熟悉的地方，不管熟悉的小区，还是

熟悉的国家、城市、民族，都有一种安全感。轮回就是我们熟悉的地



方，虽然呆在里面可能不圆满，但是还有一种安全感，很难和轮回说

再见。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学习。通过佛菩萨的智慧所观察到

的、相信他们的语言，不断地去观修、思考。我们观修轮回的出离心，

刚开始生起的是一种决心。什么决心呢？和轮回说再见的决心。现在

我们这句话说不出口，担心万一说出来，没有后路了，就和别人说再

见了，回不了头了怎么办？就是这种很犹豫的心态。为了斩断犹豫，

就是要不断地观修，内心生起决绝的决心，一定要和轮回说再见，而

且非常彻底。只有生起了这种决心，我们才会勇猛精进地为了解脱真

实去奋发。

下了决心之后，我们还会在轮回当中待一段时间。不是我们说再

见就真正再见了，这是生起决心，生起来之后会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去

努力。这时我们还在轮回中，还会遇到一系列轮回中的问题，比如吃

穿住行，这些该有的还有，那怎么办呢？这个没什么，反正已经下了

决心了。虽然还在做这些事情，但是已经不会再成为干扰因素了。如

果有了出离心，这一切只会成为出离的助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

不会耽著这些，虽然有障碍，也不会很大，现在我们和轮回的关系就

是这样的。

如果没有精进地观修，修行还是很难以相应。原因就是我们没办

法下决心。正在修道的人心是非常坚固的、决心很大。世间上也是这

样的，如果要做一件事情，很决断的人容易成功；如果黏黏糊糊、前

怕狼后怕虎的人，很多事情很难做成，他没有这种魄力。实际上修行



者也是一个大的投资家和战略家，应该具有一般人没有的魄力才行。

现在我们还在奋斗的道路上，心量还不够大怎么办？就要不断地

观修，通过积资净障、上师加持等等，让自己的心能够接受这种状态。

当我们了知了轮回过患之后，会真实地愿意解脱。现在就是让我们通

过观修来达到这个目的，只要有了决心，慢慢地目标定了之后，后面

的准备工作都是为了出离轮回而做准备的。就像你决定移民，下定决

心之后，现在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移民做准备。尽管还会在以前的国

家待上一段时间，还是要有衣食住行，但是做这一切的过程中，都不

会成为大的障碍，都是为了移民做准备的。我们现在要从轮回移民、

获得解脱，决定了之后，我们所有的方向、目标等等都是为了解脱做

准备，这是很重要的。在观修轮回过程中，也是需要了知这种思想；

如果不知道观修的目的，或者没有看得很远，对于现在观修的内容和

修行到底有什么关系，不太容易搞清楚

今天开始讲的是后面的四种苦当中的第一个，也是整个八苦当中

的第五个——怨憎会苦

只要是在人道当中的话，这种痛苦就不会离我们而去，肯定会遇

到，而且会再再地遇到。现在我们处在减劫，总体的走势不会乐观的，

可能有那么一小阶段，会有些看起来上行的时候，但是整个趋势还是

在下滑的。

随着五浊越来越深重，减劫要从现在开始减到人寿十岁才结束，

十岁的时候再往上走。即便是增劫，从十岁往上增的过程，仍然是苦

远远大于快乐的。我们现在处于减劫，是从人寿八万岁减到现在大概



七十多岁，好日子早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基本上是在比较痛苦

的状态当中。讲这个的原因，不是要散发一个消极、悲观的情绪，而

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五浊越来越深厚、减

劫到了人寿七十岁的时候，而且还在往下走。因为还在往下走，所以

怨憎会苦就会越来越多，不可能越往下走，快乐反而多起来了。

现在表面看起来，有很多电子、科技、等以前古代的人都没享受

过的东西。但是从痛苦的侧面来讲，以前根本体会不到的痛苦，现在

逐渐开始多起来，而且明显起来。看起来好像是比以前更文明、生活

更便利，从某个侧面讲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痛苦没有因为这一方

面的增加而减少，反而更加难以控制了。因为从整个人的状态、心理，

还有整个社会环境等等看起来，的确是这样体现的。越往后走的话，

还会更明显。

我们知道只要是人道当中、五浊恶世中，怨憎会苦会很多。如果

我们现在不努力求解脱，还要往下走的话，假设就一直转人道，从人

寿八万岁转下来的，以前也过过好日子，这样一世一世地投生，是一

世不如一世。假如今生没有解脱、还继续选择投生、而且还是选人的

话，以后会到人寿六十岁、五十岁、四十岁、三十岁、二十岁，痛苦

会越来越多。到了增劫还是从人寿十岁增到人寿百岁、二百岁，也只

是缓慢好转的过程，而且只不过是好转而已，这些痛苦不会远离的。

只要在人道当中不解脱的话，就会有很多的痛苦等着我们去感受。

我们在轮回过程当中，不断地造业因。因为没有了知轮回的本质，就

没有针对这种本质做过任何的改变。只是在轮回的现象当中做很多改



变，而本质是没有改变过的。只是在局部做一些改变，虽然看起来有

一些改变，但是本质不改变的话，仍然会伴随着这样的痛苦没办法甩

开。怨憎会苦，我们以前感受很多、现在正在感受、以后还会感受。

在没有下决心和轮回说再见之前，只要还在为轮回的一些法，内心、

行为当中在趋入，那么以后在轮回当中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可

计数地在世俗当中，值遇各种各样的怨憎会苦。不单单是一种两种，

各种各样都要尝个遍。而且不是一遍两遍，而是反复地去感受这种痛

苦。

在学习了这个内容之后，抓紧时间、依靠上师的加持，在内心当

中观修。要完完全全了知并产生，轮回就是假象、就是痛苦的自性的

定解。之后在坚定的决心上面去修佛法。那个时候是很纯正、很干净

的佛法，就是解脱。在这样的很干净的佛法的基础上，还可以有后面

更殊胜的菩提心等教义。这个决心我们没有完全生起来。如果在追求

佛法过程当中，还夹杂着这些思想，从法的本身来讲不会被染污，但

是佛法在我们心中会被我们夹杂的分别念染污的，法义本身不会有染

污。

很多人都是担心财产遇到怨敌的打劫而白天守护、夜间巡逻。

大恩上师在讲记中讲得很清楚，怨憎会苦是因为遇到不喜欢的人，

让自己受苦；有些则是遇到不好的事情。“会”就是值遇的意思，值

遇到怨敌、不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人、不好的事情相遇而产生的痛苦，

叫怨憎会苦。这里面大恩上师也讲了，《前行》的怨憎会苦，主要是

因为财产引起的。因为有财产、耽著财产，就会因为财产而引来怨憎



会。

如果我们对财产的执著很重，或者说有很多财产而福报驾驭不了

的话，就会因此而带来各式各样的痛苦，这些方面就叫做怨憎会苦。

人都会有一些财产，富裕的人有各种各样的财产；普通人也有很多的

财产，乃至于乞丐也有破碗、破麻袋等一些东西，这个也是他的财产。

人们都有各式各样的财产。这种财产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其它的痛苦。

很多人都担心财产遇到怨敌的打劫，白天守护着、夜间也是经常巡逻。

财产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很多人担心财产遇到怨敌打劫，所以白

天守护，夜间经常巡逻。当然不同的人情况不同。有能力的、富裕的

人，古代大户人家请一些看家护院的拳师，白天有白天的，晚上有晚

上的；现在叫保镖、护卫，也是白天晚上分组；有时装很多监控，以

各式各样的方法保护自己的财产。这是担心遇到财产产生怨憎会苦的

一种状况。这时怨憎会苦已经开始了，非常操心。

所以怨憎会有时是因为担心而产生的痛苦，有时是已经实际遇到

而产生的痛苦。也许担惊受怕一辈子都没有遇到一次被打劫，但就是

在操心中度过，每天都是这样，这就是痛苦。因为有这么多财产必须

要保护，会遇到这种情况。

大多数人为了养家糊口等终生忙忙碌碌地度日，可结果却无济于

事，一切财产受用也会意想不到地落入仇人手中，白天土匪明目张胆

地抢夺，晚上盗贼偷偷摸摸地窃取，有时豺狼猛兽等会不期而至恣意

糟蹋，弄得一片狼藉。

大多数人都是为了养家糊口终生忙忙碌碌度日。古代的人是这样,



现在的人是这样，以后的人还是这样。中国人、外国人一辈子都是为

了养家糊口，终生在忙忙碌碌中度日。

基本无济于事的意思可以从很多地方解读。有些成功人士，忙碌

之后得到了很多财富，对他们而言，“基本无济于事”的意思是临终

时仍然这一切都要抛弃。还有些人每天都揣着发财梦出去奋斗，（以

前我们小时候也是，出去时总想哪个地方捡个钱包啊，有谁一下子从

车上掉个大包下来装满了钞票，经常这样想，怀着发财梦）虽然特别

想赚钱去投资，但根本得不到，这叫做“无济于事”。得到之后会遭

遇到各种各样的违缘，辛辛苦苦挣的钱没办法自己享用，这也叫“无

济于事”。

下面在体现时讲：“一切财产受用也会意想不到地落入到仇人手

中”。大千世界的人有各式各样的根基和状况，一部分人的财产受用

就在根本想不到的情况之中落入仇人手中。自己非常辛苦地打拼赚钱，

但正在这忙碌的时候早就被别人盯上了。有些来自于竞争对手，有些

可能来自小偷、强盗等等。有些人去银行取钱时早就被盯上了，出来

后可能就会被抢劫。各式各样意想不到的情况落入到仇人手中。

“白天土匪明目张胆地抢夺，晚上盗贼偷偷摸摸地窃取”。土匪

是明火执杖抢钱，不给钱就殴打，乃至于杀害，白天明目张胆地抢。

晚上夜深人静，防范意识很差的时候，会来小偷趁大家睡觉或人不在，

把门窗撬开进来偷东西。

“有时豺狼猛兽会不期而遇恣意糟蹋这些财产”。其实古代和现

在只不过变了个样子而已，都会遇到各种各样情况。“豺狼猛兽”主



要针对华智仁波切在世时，所处的环境是牧区，牧区养很多牛羊，怕

这些豺狼猛兽会偷羊，或者把羊咬死、把牛咬死等等，很担心遇到。

所以，有时是土匪、盗贼，有时是猛兽，有时是遇到一些灾害，

比如冰冻、洪水、地震。前一刹那还过得好好的，后一刹那就遇到很

多灾难，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所有财富都没了，这种情况有很多，

都属于轮回的过患。有时候我们说还可以重新再来——是，如果我们

还活着，应该要、必须要重新再来，但是要想一想，这不是真实的解

决之道。我们可以一次次推倒重来，但是这个过程的痛苦也会一而再、

再而三地呈现。假如这个模式没办法改变，那就尽量做好，即便一次

一次再来也把它做好。但不是这样，有另外一种模式，有一种彻底解

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一个有智慧的人会关心这个问题：有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让我

不需要再在这样的状态中受苦？这就要修解脱道。如果修了解脱道，

就会彻底摆脱这个模式，不会再推倒重建，重建完又推倒，又重建……

不会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感受这样的痛苦。如果真正认识

到了，修解脱道了，一旦获得成功之后就能一劳永逸，不会再值遇这

样的痛苦。

现在我们要了解：一方面观修痛苦，一方面要知道真实的解决之

道不是在轮回的模式中，在真正开启解脱模式时才有真实的解脱道。

这是思想转变的过程。我们经由观察轮回中各式各样的痛苦对我们的

逼迫，然后被迫做改变。在顺境中我们是没办法改变的，逼迫我们通

过痛苦改变。痛苦有的是亲自感受，有的是通过观修。短短几年或者



一辈子当中，把六道轮回的痛苦都去受个遍，然后生起出离，这是不

可能的。但是可以在短短几年中把整个轮回的痛苦了知、思维个遍，

完全通达轮回的自性。这是善巧方便，是佛陀告诉我们的观修方式，

通过学习和观修可以达到这个目标。通过感受痛苦和观修痛苦就能达

到那种作用。

总之，无论何等的富裕，都同样免不了给人带来积累、守护、增

长等无穷无尽的痛苦，诚如怙主龙树所说：“积财守财增财皆为苦，

应知财为无边祸根源。”

《亲友书》中龙树菩萨也是这样讲的。无论是何等富裕之人，只

要在轮回中，基本上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痛苦。首先，这里讲了三个

阶段的痛苦。第一个是积累的阶段，会有痛苦；第二个是守护的阶段；

第三个是增长的阶段。当然，三个阶段不是真正分得那样清楚的，它

在增长的时候还是在不断积累、守护，但是为了便于了解所以大概分

为这三个阶段。

积累会有痛苦。很多人积累财富都是慢慢地、一点一点逐渐打拼

出来的。很多比较成功的企业家，财富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慢慢

打拼积累。在创业阶段有时完全牺牲了时间、健康，牺牲了很多东西

去创造财富。在积财的过程中他会有很多的痛苦。如果是人脉差的、

可用资源很少的一般人，积累过程当中身体的痛苦会比较大，因为没

有那么多资源可以调用，身体感受会非常劳累。比如做苦工的、搬运

的、或者建筑工地上的人等等，就会比较辛苦，内心当中压力也很大。

有些财产比较多的人，在积累过程当中，可能财富要比一般人来得多、



来得快，但是心理压力很大。尤其是自己做员工的时候，可能有压力；

自己当老板的时候，当员工的压力是没有了，但是当老板的压力肯定

会有，而且有很多操心的，乃至于同行的竞争等很多痛苦，都会去感

受。

所以财富积累、创造的过程也是创造痛苦的过程。有时候虽然痛

苦明显，但是我们就遗忘了。现在说“痛并快乐着”，就是在痛苦过

程当中有希望支撑，好像就可以把痛苦忽略掉。但是不是痛苦真正能

忽略掉？我们把这个问题一分为二。通过真正的、比较冷静的思想观

察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是很痛苦的，只不过大家不愿意谈及，

或者觉得只要挣到钱，这是值得的。但现在是在观察整个给我们带来

痛苦的过程，所以就把以前忽略的这个痛苦揪出来，放在这儿一起来

观察：你看，在追求财富过程当中，其实是很多痛苦的。这是积累的

痛苦。

积累之后，又有守护。积累完之后，不注意保管的话它会丢失掉，

所以就会守护。有些存在银行当中，有些做一些投资：有时买房子来

投资，有的时候买股票投资，等等。这时候他想方设法：我今天这个

钱会不会……一看好像汇率跌了，蒸发了多少钱；然后股市又跌了，

今天又蒸发了多少钱……守护它、让它不缩水，也是一个比较痛苦的

过程。这只是举几个例子而已。守护也是各式各样的痛苦都有，守护

财产的过程也是守护痛苦的过程，当中会感受很多痛苦，这是没办法

避免的。

下面来讲“增长”。增长财富的过程也是增长痛苦的过程。痛苦



永远和这个（财富）是密不可分的，永远没办法离开。当我们在想方

设法地增长自己财富的时候，痛苦也会无穷无尽、源源不断地涌来，

紧跟我们增长财富的脚步。上师经常讲：以前遇到很多人，一些小饭

店的老板也好，一些大企业的老总也好，说现在就是要做大。小饭馆

要做大，公司要做大，就是要做大、要增长。要增长也会有很多痛苦。

以前积累、守护财富会痛苦，现在增长财富，还是会遇到很多痛苦。

到了这个位置，真实有福德的人真的可以知道：差不多可以就行

了。他不愿意再用这么多的时间，伴随这么多的痛苦——伴随财富的

增长，自己的痛苦无尽增长。他不愿意干了，就真正地及时回头。绝

大多数的人不知道怎么想的——当然老百姓的想法和这些老板的想

法永远是不一样的，就像乞丐的想法永远和国王想不到一块儿去。我

们觉得“可以了吧？”，乞丐想，“国王行了吧？你天天稀饭馒头随

便吃，这样就可以了，还想那么多干啥呀。”国王可不是这样想。国

王的想法永远和一般的人不一样。我们觉得这些老板挣的钱应该可以

了，不用再怎么样做大应该够用了，但他不是这么想的。他可能还要

更多更多……。在这个过程中他会源源不断遇到很多的麻烦。增长也

是一种痛苦。

而且，有时候不单单是在积累、守护、增长的实际操作过程当中

身心有痛苦，还有很多来自于思想的压力。这个痛苦来自于不满足，

痛苦其实是很明显、很大的，总是不满足。这种不满足的心就推动他

不断地去发现、去创造等等，内心的压力非常大，没办法让他从这里

面得到快乐。本来，创造财富是为了让自己或者家人过得更快乐、更



幸福，但是真正来讲很困难。过程当中真正应该有的快乐很少，得到

很多的是副作用。这样一种痛苦有时候永远没办法摆脱，你想收手收

不了，骑虎难下了。最后没有选择，很多人只有选择自杀啊、怎么怎

么样，受不了了。

这些过程是有财富，但是在讲的时候，似乎所有都是问题，好像

一点利益都没有。但是，任何事情一分为二来看。咱们讲的时候，一

定要把它的过患讲清楚，因为我们以前根本没有关心到这点。讲完之

后，难道我们内心当中就舍弃财富的执著了吗？没有。现在要让我们

知道它的痛苦、过患的严重性。即便讲得这么严重，可能我们心中都

还没有真正地发生出离，何况不痛不痒地讲一点点？像这样讲一下，

（就像）打一下、给你揉一下，没事没事这个其实没什么，然后再给

你讲一点，（就像再打一下、）又给你揉一下，这是起不到作用的。所

以很多大德讲得很严格。只有讲得这么严格，我们才可能有一点重视。

因为我们内心当中对这个执著已经非常强大了，不一直讲这个过患的

话，我们根本醒不过来。

讲法义就是这样讲的。要讲功德的时候全都是功德。如果让我们

学菩提心、学密宗，简直是解脱一点问题都没有！尤其是学密宗的时

候，简直不用做啥都可以解脱了，好像自己信心满满的那种。要学轮

回过患、学戒律的时候，真正觉得那就没办法解脱。不要说解脱了，

下辈子能转人好像都经常自己在打问号那种感觉。讲法义就是这样，

会把问题讲得很清楚。讲清楚之后，在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做平衡。讲

的时候，一定要讲得特别透彻，引起我们的重视，让我们了解。实际



情况要按照实际情况，在讲的时候一定会讲得很严格。

看起来，只要有财富就是痛苦的来源，所有的痛苦都跟随财富而

来，似乎感觉没有一点利益。是不是没有利益呢？当然有利益。财富

从另一个角度（针对一些修行者）来讲，有些菩萨比较强调入世，会

跟你说，“其实显现不是障碍，障碍的是执著。”但是这个标准何其

高。这个是不是一种状态？也是。的确，不管你的财富再多，它都不

是真实的障碍，真的障碍是我们对它的执著。我们放不下。但是，能

够放下有几人？没有几个人。

所以方方面面我们都要了解，了解之后顺着这样一种方向不断地

去观修，内心当中对它就会产生一种真实的状态。虽然我们现在轮回

当中，还离不开这些财产、财富，但是这时我们的心态会有另外不同

的、一种很清新的心态加入进来——相应于解脱道的菩提心的心态，

重新来看待这个问题，那就一切和以前都不一样了。还是同样的山水，

还是同样的轮回，但是你的眼光不一样了，会发现另外一种不同的轮

回。虽然还在轮回当中，还在拼搏、沉浮，但是心态完全是不一样的，

有一种更高的、想要出离轮回的状态。这是来自了知之后、不断地观

修之后达到的。

龙树菩萨讲了积财、守财、增财都是痛苦，应该了知财产就是无

边的祸害的根源。

又如米拉日巴尊者所说：“财初自乐他羡慕，虽有许多不知足；

中被吝啬结束缚，不舍用于善方面，乃为着魔之根源，自己积累他人

用；最后财为送命魔，希求敌财刺痛心。应断轮回之诱饵，魔之财富



我不求。”

米拉日巴尊者针对不同的众生、弟子讲了很多教言，大多数是以

道歌的方式唱出来的，他的道歌集《十万歌集》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

教言。

“最初自乐他羡慕”刚开始的时候，自己会因为得到财富而获得

安乐，也成为很多人羡慕的对境。人就是羡慕富裕，走出去听到后面

有人在指指点点“哎，这个人很富裕！”自己也感觉很得意。刚开始

的时候是这样：自己可以用财富得到快乐，也会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

“虽有许多不知足”虽然有很多了，但还是不满足.贪欲心不是通过

这些来满足的，贪欲心是个什么状态呢？想要喂饱它就是没办法喂饱。

越喂它就越膨胀，胃口越来越大。它可以有阶段性的满足，就像小孩

子玩玩具也有玩腻的时候,变形金刚不想再玩儿了，玩腻了扔掉了，

但是胃口越来越大了，对其他的东西兴趣越来越大。一般的人是这样，

贪欲心也是这样。有时候得到了，暂时来讲可能是满足了，但是满足

之后胃口更大，一般的东西逐渐没办法引起注意，没有办法满足了，

所以要求就会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多。就像《佛子行》中讲，如同

口渴的时候喝盐水，想要解渴却越喝越渴，永远不满足。

追求世间财富时，通过得到财富来满足我们的心，其实是满足不

了的，内心会越来越不满足。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自己的心，甚

至世界上很多众生的追求都是这样的。走路的时候想有辆自行车就可

以了；有自行车的时候就想有一辆摩托车就行了；有摩托车的时候就

想有辆一般的汽车就行了；慢慢的胃口越来越大了。房子也是这样的，



有小房子一个人住就行，后面要大房子，最后要换更高档的，高档到

没办法再高档了，那就在其他地方再买一套，中国买完了就在外国再

买一套。像这种方式，逐渐得不到满足。

贪欲心的特点就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满足却满足不了，有没

有满足呢？阶段性的确是满足了，但在阶段性被满足的时候，更大的

胃口、更大的一个无底洞开启了。佛法告诉我们：永远不要希望、指

望得到的东西而满足，也许对某个东西可能是满足了，但整个贪欲是

没有满足的。所以众生如果不修行佛法，都是如此。

在世间中，以前吃不起饭的时候，就觉得能够吃上饱饭可以了；

当吃饱饭的时候觉得有菜会比较好；有菜的时候就觉得应该有肉更好

一点；有肉的时候觉得……？当这些都吃腻了以后，又觉得是不是吃

点玉米面或其他东西更好一点，这些东西也没有兴趣了，逐渐吃腻了。

没有办法满足自己怎么办呢？那就去探险，寻找一种新的刺激。世界

各地探险完了怎么办？听说有个计划可以到太空当中去，就马上报名，

花多少钱去一趟，耍一耍。如果太空也去腻了，那再关心一下还有什

么东西可以满足自己，这就是贪心膨胀的具体表现。

贪欲心能不能满足呢？得到东西可以暂时地满足，但整个走势是

胃口越来越大。很多世间人对一般的吃喝玩乐满足不了的时候，就会

尝试一些更刺激的，比如吸毒。有时候平常的东西已经满足不了了，

就会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觉得很新奇，因为内心当中没有一个真正能

得到踏实的感觉。如果有知足少欲的心，有智慧，有出离的意乐，就

可以用财富来帮助众生。有智慧就能知道帮助众生是快乐的，通过利



他或者禅修得到的快乐，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快乐是很深层、很清净

的。要通过物质满足贪欲，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大恩上师在讲记当

中提到有些富裕的人，发现了这一点就及时把自己的财富用去做慈善，

帮助众生。因为他们知道这样下去自己肯定会被折磨死。

当然他们也有福报，及早有这样的醒悟，很多人是不回头的，一

直朝着前面无数墓碑的地方猛赶过去，赶过去之后就发现原来是很多

不回头的人的墓碑，这些人就在这个地方栽倒了。但自己就是不撞南

墙不会死心，不会回头的。很多人只有到了某种阶段，才能冷静，才

会坐下来想：十年前如果我怎么怎么样，肯定不会有今天。否则，在

野心勃勃的时候要他们冷静，根本不行，任何人的话听不进去：佛陀

的教言、上师的教言、道友的话，什么都听不进去。等到有一天失败

了，不用人劝，自己开始醒悟了。遭受打击、苦难让人清醒的确是有

道理的。当然有些人受到打击之后，没有福德也不一定醒悟得过来，

可能会很绝望、很悲观，想走绝路，而有些人就会重新思考人生。

像这样奔波过，也奋斗过，却没得到什么。如果内心中有善根的

话，可能就会追求心灵的、精神上的修持。从内心当中、佛法方面去

做利益众生的事业，这是需要福德来支撑的，没有善根福德是想不到

的，这就是“虽有许多不知足”。

“中被吝啬结束缚，不舍用于善方面，乃为着魔之根源，自己积

累他人用。”前面所讲的是最初的时候，中间的时候有钱了，有了钱

却被吝啬所束缚，不舍用于善方面。一般来讲，财富比较少的时候，

会想以后有钱了应该去多做一些善事，供养三宝、修行佛法，规划得



很好；或者比较贫穷的时候，还是愿意出一点钱。按照规律来讲，当

钱多了之后，应该用更多的钱去修善法，但内心反而变得越来越吝啬

了。

有一种说法就是：人越富裕越吝啬。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有的时

候的确如此。当然也有很多富裕的人非常有布施心，而很多人越富越

吝啬，当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吝啬心也越来越强。所以，中间就被

吝啬心所束缚，舍不得用于善方面。赚了一笔钱之后，就想这笔钱不

能动，假如另外再赚一笔，赚个 10万的话，那 10万块钱可以用在什

么地方。真正得到之后，又开始想这个钱还是不要动，假如再得一笔，

那笔钱就可以用。这根本就是吝啬，舍不得用。财富虽然积累了，得

到某种满足，但是没有用在善方面。

其实用在善方面是内心知足的表现，是放舍；前面那种状态其实

是不满足的、紧抓不放的心态，是悭吝。布施供养会产生善根，一方

面把自己的东西做布施，利益众生，是因果不虚。另一方面，布施是

一种放舍的心态。证明对这个东西抓得不是那么紧，愿意把这部分财

富拿去利益众生，心态比较开放，不紧收。不舍用于善方面是着魔的

根源，最后很有可能变成自己积累财富，然后被他人所受用。

“最后财为送命魔，希求敌财刺痛心。”最后，财富有可能变成

送命的魔鬼。有了财富之后，有一部分人可能驾驭不了，慢慢开始挥

霍，花天酒地。没钱的时候可能很小心谨慎的，掰着手指头过日子。

有钱之后思想开始放松了，开始过上不知节制的生活，身心迅速地枯

败，最后就很有可能因此丧命；还有的有钱之后就做一些非法的事情



而丧命；因为有钱的缘故被别人盯上而丧命。比如绑架，绑匪敲诈，

索要赎金，有时候给了赎金可能也怕暴露会把人杀死。如此，财富变

成送命的魔鬼。

“希求敌财刺痛心”。“敌财”的意思是，犹如怨敌一样的财富。

“刺痛心”指世间人希求犹如怨敌一样的财富是很让人痛心的一种

颠倒心态。为什么是怨敌一样的财富呢？财富相当于怨敌会伤害我们，

所以财富变成怨敌——有了财富就相当于有了怨敌，伤害我们就是刺

痛心。

“应断轮回之诱饵，魔之财富我不求。”米拉日巴尊者说：应该

断弃轮回的诱饵，而财富就是轮回的诱饵，我们追求财富就像吞了轮

回渔夫的诱饵，会把我们投掷到轮回当中。所以像魔一样的财富，我

是不求的。米拉日巴尊者在修行、游方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

很多人，他们看到尊者是修行者的样子，看起来不错，告诉他应该如

何去赚钱、钱财的好处。米拉日巴尊者就会唱道歌说：你们说的这种

像魔一样的财富我是不希求的。发自尊者证悟的心而产生的很多道歌，

直接击中我们的要害。关键是财富在获取最初、中间和最后的时候，

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痛苦。

一个人，他拥有多少财产，就会有与之同等的痛苦。

一个人拥有多少痛苦和拥有多少财产其实是等同的。所以拥有多

少财产，就会拥有与之相等同的痛苦。大恩上师在讲记中讲，龙族当

中，龙的地位财富是以它头的多少来划定的，头越多表明它的财富越

多，地位越显赫。有些龙只有一或者两个头，有些龙有十颗头。十个



头的龙一方面它的财富多、地位比较好；另一方面，头越多遭受的热

沙雨的痛苦也越多。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拥有财产越多，自己的痛

苦也就越多。财产越少当然产生的痛苦也就越少。

例如，拥有一匹马的主人也会担心它被敌抢走、被贼偷走、草料

不足等等而整天顾虑重重，虽然只有一匹马，却给自己增添了许许多

多的苦恼。

在牧区，一个家庭的富裕程度，和家里面拥有牲畜的数量成正比。

以马匹为例，拥有几十匹马、好几百头牦牛，就说明这个家很富裕。

只有一匹马或只有几头牦牛就说明他家很穷。所以，此处华智仁波切

说，拥有一匹马的主人就会有一匹马的痛苦。比如拥有一匹马的主人，

就会担心：马被敌人抢走，被盗贼偷走，草料不足，去的地方草料很

少，自己家里储备的草料不足等重重顾虑。如果这匹马是宝马（不是

现在的宝马，是以前的宝马），就会想万一被别人看到马这么好，会

不会过来抢夺？马越贵重，随之担心越大，痛苦越多。如果有十匹马，

还会担心十匹马的草料问题，会不会被偷、被抢、生病等；如果有一

百匹马，那顾虑的东西就更多了。所以财富增加，操心的范围也增加。

如果没有，当然就不会有马方面的操心。从这方面来看，有一匹马，

就会每天想着这匹马，顾虑重重，给自己增添很多苦恼。

同样拥有一只羊也会有一只羊的苦楚，甚至仅仅有一条茶叶也必

定会有一条茶叶的痛苦。

同样，拥有一只羊也会缘这只羊产生一些痛苦。担心这只羊会不

会生病；有些屠宰场养的羊是为人所食的，他们就会担心羊长得太慢、



太瘦而卖不了价钱等，各式各样的操心痛苦都会有。仅仅有一条茶叶

也会因为这条茶叶而产生相应的痛苦。反过来讲，拥有一只羊当然会

有相应的安乐，一条茶叶因为可以喝而带来一些安乐，但是也会带来

分心、操心、忧虑等等。所以，从拥有财富就会有与之相应的痛苦来

进行安立。

现在的人也是同样，如果有一辆车，会有一辆车的担心。没有车

的时候可能很多问题都没有，但买了一辆车之后，会想这辆车一个月

要交多少保险？停车费怎么收（听说哪个地方又准备涨价）？油价怎

么样？加油站的油品质怎么样？加进去之后会不会伤害车？停在路

边，会不会被别人的车刮坏？会不会被偷？操心车里面的零件磨损更

换等等。很多时候是因为有了这辆车开始产生很多的问题和痛苦，这

个就是实际情况。

如果没有这辆车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比如有时候出外旅游、或者

玩耍的时候，如果自己开车，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很舒服，想走就走，

想停就停。但是，如果遇到泥石流，就想没有车就好了，起码可以直

接背着包走掉，不用操心了。所以有的时候，车辆也会带来很多麻烦。

我们通过观修，认清楚这些痛苦以前存不存在？都存在。但是以前都

被我们忽略了，现在不能再忽略它，而且还要重视它。因为只有捡起

这些痛苦，才能够缘它观修，之后对整个轮回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

认知清楚我们才愿意出离。

这方面主要的目的是这样，而不是说佛法永远、纯粹地散布一种

悲观的情绪，好像觉得没啥活头了？永远不是这样的，佛法始终是让



我们拥有一种符合实际的智慧。但是我们以前高度忽略了，没有认识

它，也由此而延伸了很多不必要的痛苦。所以应当活在一种智慧、慈

悲和知足少欲的状态之中，这时我们就会值遇很多真实的幸福。

当然，世间中的幸福也是短暂的，即便是今生中有了知足少欲的

心态，也因此获得了幸福，提升了幸福感。但能说我们就是为了获得

这点幸福感吗？如果单单是为了这点幸福感也不值得我们这样观察。

因为轮回漫长，绝非今次而已，那么此生知足少欲获得了幸福感又如

何呢？至多只是一个附带的作用。而知足少欲主要的作用是让我们以

更好、更多的精力去修持出离道，让我们有更清晰的智慧去认知现在

这一切所带来的过患，从而将最根本的出离心引发起来。而当出离心

引发起来之后，有了知足少欲会更加的幸福。

所以不要把这种关系的主次颠倒了。颠倒了就会想知足少欲是不

是会更幸福，当然是会有这样的安乐，有些上师也会这样说，因为有

些众生只能接受这个，说解脱他根本没有概念，所以就说知足少欲会

更幸福、幸福感会更高，这样他肯定容易接受。究竟而言是度化不了

的，但暂时能让他们获得一些安乐。在菩萨发心的过程中，可以为众

生带来一些哪怕是今生中短暂的快乐，然后再等他们能力壮大，这样

也可以。但是作为佛弟子来讲远远不够，这并非只是让我们得到幸福

感，幸福感还是轮回的感觉，是人道中短暂的快乐，在短暂的后半辈

子里，活在幸福感中虽然也好，但并未真实地符合解脱思想。因此，

我们应在观修过程中引发出离心，以出离心来带动幸福感那就可以了。

因为那是附带产生，而不是追求的，附带产生的这种思想更加超胜，



带来的安乐也越来越多，这就是佛法带来的安乐，渐渐地从方方面面

可以体现出来。

如云：“若无财产远离敌。”假设一个人清贫如洗，那么他绝不

会有仇敌的骚扰，实在是一种莫大的快乐。

这是世间的谚语，“若无财产远离敌。”意思是没有财产的话，

这个人会很贫穷，就会远离怨敌。但此处是有针对性的，并不是说没

有财产就没有敌人了。只是说因为财产而带来的敌人是没有的，但是

没有财产会有其他方面的怨敌，比如没有财产别人就会欺负他，那怨

敌肯定就有了。但是财产带来的怨敌就没有了，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另一方面也带来痛苦，你引进这个干什么（既

然其他方面也带来痛苦那说这个干什么）呢？其实是指财产会带来怨

憎会，比如绑匪不会绑架一个乞丐然后勒索赎金，因为他家人也没有

钱。绑匪会找富裕的人绑架，如果是没有钱、可怜兮兮的穷人，绑匪

也不会动手。所以财富多会引来很多怨敌和痛苦，如果因为钱财少而

引来的怨敌就不会有这个方面的痛苦。

总之，富人有富人的痛苦，穷人有穷人的痛苦，只要不出轮回各

有各的痛苦。一般而言，世间穷人的痛苦大多来自身体，富人的痛苦

则多来自内心思想。也可以说穷人的痛苦多源于财富，而富人的痛苦

基本来自内心，是因为非常操心所带来的痛苦。这句话也主要是承接

前文，意指有多少财富就有多少痛苦，这是完全相等的，如果没有财

产，那这方面的怨敌就没有了。如果一个人很穷，那就绝不可能遭受

小偷、土匪、怨敌的骚扰，从这个侧面来讲，这是一种不倒的快乐。



所以我们一定要追随往昔出世的诸佛、圣者前辈的足迹，根除对

财产受用的贪执，像鸟雀寻找当天食物一样无牵无挂地唯一修持正法。

这里是指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愿、目标，一定要追随往昔出世的

佛、菩萨和圣者们的足迹，完全根除对财产受用的贪执。释迦摩尼佛

最开始就是在断除了对世间财富的执著之后，为自他二利而出家修行，

很多大德也是看到这些必要性之后开始修行的。要像鸟雀一样，这些

鸟雀不会囤积很多粮食，从来没听说有鸟雀会寻找大量的虫子，然后

修个仓库堆起来慢慢用。基本上都是每天想吃的时候飞出去，吃完之

后每天再去找，没有囤积的习惯。

这里的比喻是讲只要寻找当天的食物，意思就是说不要想太多、

计划的太多，够用就行，大致这个意思。然后将剩余的时间无牵无挂

地唯一修持正法。因为只是满足于有吃穿，就不用操很多心，不用花

很多时间、精力去追求财富，会有很多时间来观修，修持正法、发菩

提心，这样真正对自他、对今生后世都有利益的修行正法的时间就这

样出来了。

“唯一修持正法”就是这样理解的，这句话也是华智仁波切主要

针对出家的修行者说的。说出家的修行者就应该这样根除对财产的贪

执，舍弃财产受用，然后一心一意地修持正法。对于世间人而言，如

城市里的修行人，如果不让他做很多的打算，然后只是每天去找够吃

的就行了。这样的话现在可能不行，尤其现在压力很大，就算是本人

愿意别人也不愿意。在城市中的修行人在实践中的具体情况也不一样，

这里主要是针对出家人的，针对一些具有可行性的情况进行阐述，只



要供给能保证自己的运作就可以了，如果去追求很多财富，这个过程

当中就会产生很多的痛苦，会浪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在产生痛苦之

中有可能产生嗔恨造罪业，同时在耗费大量时间精力钻营的过程中，

修法的时间就给压缩掉了，一生很可能在庸庸碌碌之中度过，从而错

失修法的良机，这里面的意思大致是这样讲的。

总而言之，是让我们放松，现在并不是让我们放弃，现在放也放

不了，就是让我们放松对财产的执著，不要像以前思想上抓的那么紧。

在思想上首先要松下来，你的手可以抓得紧一点，暂时而言你的手松

不下，但你的思想要慢慢松掉，只要你的思想开始松了，手也会慢慢

地松了。如果你的思想没有松，而手松了就会带来很多的痛苦，你会

挣扎的，因此首先要在思想上慢慢放下对财产的执著，逐渐把思想从

追求财富开始转向追求解脱道。这样调整完之后再视情况而定，如果

你的福报够大，思想松了之后手也松了，财产也不缺，这种情况是有

的。假如你的思想和手都松了之后财产无法自动获得很多，那还是可

以去拼搏、去奋斗、去挣钱，因为保障开销也是需要的。但是由于你

的思想上不再抓得那么紧，也就不会因为过度的执著带来很多的痛苦

和罪业，所以暂时来讲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

对此以上道理，我们要认真思维，反复观修。

这里所讲的是要认真思维。因为怨憎会苦主要是讲通过财产带来

很多怨敌，然后会因为遇到怨敌而产生痛苦。所以我们对财富带来怨

敌的怨憎会苦，这方面要认真思维，内心中要反复观修，一方面有很

大的痛苦，一方面这个过程中有很大的过患。只要没有解脱，这种痛



苦就一直没有远离我们，远离不了，解脱不了，只有下定决心去修持

解脱道，之后慢慢通过一世、两世、很多世的努力，逐渐从轮回当中

解脱。这就是引导我们的心，从轮回的执著中慢慢向解脱道方面奋发

的一种趋势，这方面需要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