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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謝鳴 謝

尊聖的第 43 任薩迦·赤津法王——智慧金剛仁波切應美國大悲遍空

寺的祈請，於 2022年 7月 22日賜予此開示。“薩迦傳承”於 2023年準備、

編輯和出版此文字稿的英文版，同時“薩迦傳承”翻譯小組亦把此文翻

譯成中文。“薩迦傳承”是非盈利組織，致力於保存和廣泛傳播榮耀薩

迦派的珍貴法教。 

本篇是由 Maria Julia Silva、謝寶萍慷慨贊助。我們亦要衷心感謝所

有的發心人員為整理本篇開示所付出的貢獻和努力。 

以此功德，願尊聖的第 41、42、43 任薩迦法王健康長壽、長久住世、

法輪常轉。 



輪回與涅槃，宛若噩夢與美夢。這兩個相對立的概念，皆不是終極
幸福。

根據大乘法教，達至終極快樂的境界，方從夢中覺醒，此乃超越輪
回與涅槃的境界，即所謂的圓滿佛果。

那麼，要如何才能實現這一目標呢？生活皆可轉為修道。生活中處
處皆是佛法踐行的好時機。

本篇，法王將在現代日常生活中實踐輪涅不二的方法，講解得精闢
透徹。若將精華好好消化吸收再加以實踐，從夢中覺醒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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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樂與苦：實踐輪涅不二的當代建言

我認為，在我們能夠理解佛陀所教導的是什麼之前，重要的

是：要瞭解佛陀從何而來、他如何生活，以及他如何開始教導學

生的。我不確定有多少人知道佛陀的生平事蹟，但它是法教的重

要部分。

大約 2500 年前，佛陀降生在一個叫做迦毗羅衛城的地方，

靠近今天的尼泊爾藍毗尼。誠然，2500 年前既沒有尼泊爾，也沒

有印度，只有許多小王國。迦毗羅衛城所在的地區由一位名叫淨

飯王的偉大國王統治，他是王中之王，有兩位妻子，她們是姐妹，

名為摩訶摩耶、波阇波提。一晚，摩訶摩耶王后夢見一頭長著六

顆獠牙的小白象從天而降，圍著她轉圈，隨後融入其腹。早上，

她將此夢告知了丈夫。國王亦對夢境的寓意感到好奇，他召集了

眾大臣、占星家和學者到宮廷，請他們解夢。在會議上，他們都

斷定這是祥瑞之夢，預示著國王會在不久的將來喜得貴子。國王

聽到這句話後也很高興。當時的傳統是，妻子不在夫家分娩，她

們不得不回到娘家待產。所以在佛陀誕生之前，摩訶摩耶王后前

往娘家。那時候人們出行得徒步，摩訶摩耶王后由侍從抬轎前往

娘家。

法教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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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他們在藍毗尼停留。那裏有一所美麗的花園，鳥語花

香，樹木鬱鬱蔥蔥，一切都是圓滿美好。於是，王后覺得他們該

停下稍作休息，並如是吩咐侍從。她步入花園，散步間，佛陀從

她的腋下誕生了。不可思議的是，初生嬰兒立刻朝所有主要方位

走了一遍，並宣稱他將成為全世界的導師。無疑，此乃祥瑞之兆。

國王一聽聞太子出生，就趕至藍毗尼迎接他們，又一同返回迦毗

羅衛城的宮殿，在那裏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為了慶祝，國王

再次請來占星師和學者，請他們預言太子的未來。他們當中許多

人說太子將成為偉大的國王——所有國王中最偉大的。之後，一

位有名且博學的占星師兼婆羅門來了，人們驚訝地看著這麼有名

的人來到宮殿。他要求見見嬰兒，國王把太子帶到了他面前。看

到嬰兒悉達多（釋迦牟尼佛當太子時的名字），婆羅門淚水盈眶。

這讓國王很吃驚，問他為何淚眼婆娑，婆羅門解釋說：“兩件事

中的一件會發生——太子要麼成為世上最偉大的國王，要麼成為

一名偉大的精神導師，教化世界。”婆羅門說，他哭是因為自己

是老人了，等太子開始給予教導時，他已不在人世了。

國王在聽到太子或許會成為最偉大的國王後，他格外高興；

然而，他擔心預言的第二部分，也就是第二種可能——太子也有

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導師。為了防止太子真的有轉向精神方

面的想法，國王向他隱瞞了人類苦難的所有蛛絲馬跡——在宮裏

完全看不到類似的事情，國王打發走了所有的老弱病殘者。宮裏

這麼宏大，雖然太子不被允許出去，但這從未困擾他。他在宮牆

內與世隔絕，如此維持多年。隨著成長，他受過武術、經文和哲

學的訓練，他在所有的領域都如日方中。國王提供音樂、舞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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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娛樂活動來取悅太子；然而，悉達多通常更喜歡以禪修的方

式，在花園裏獨處。

摩訶摩耶王后在悉達多出生不久，大約一周後，就去世了。

她請求妹妹波阇波提將悉達多太子視為己出撫養，她做到了。這

發生在太子極年幼的時候，因此他當然對其母親患病或死亡沒有

印象。

在太子二十多歲時，國王想，假如太子娶妻成家了，那他肯

定就沒有機會捨棄作為太子、未來國王的生活了。國王找到了一

位般配的公主，悉達多娶了這位名為耶輸陀羅的姑娘為妻。他們

有了一個兒子，名叫羅睺羅。當太子娶妻生子後，父親感到心

滿意足，認為自己的兒子永遠不會捨棄家庭或王位，為此而如

釋重負。

出離

悉達多太子即將登基時說，要想成為好的國王，就該看看這

片國土並好好瞭解一番。父親為他安排了一輛馬車，車夫是禪那，

自悉達多太子幼時起二人便是朋友。兩人離開王宮的那天，悉達

多太子初次見識到了真實世界。

出大門後看到的第一件事物，就是一位老人，悉達多又驚又

疑地看著這麼一位滿臉皺紋、白髮蒼蒼、彎腰駝背、拄著拐杖走

路的人。那時候，沒有雜誌，沒有帶圖的書，也沒有電腦。悉達



超越樂與苦：實踐輪涅不二的當代建言

4

多太子確實沒見過年老的人。禪那向他解釋何為老人，悉達多太

子問他，他是否亦會變老。禪那告訴他：“是的，每個人出生後

都會變老，連我都會變老，我的妻兒也會。如果你活得夠久，你

也會變老的。”這促使悉達多太子思考。他本就有疑問，現在疑

問更多了。

他們繼續遠行。很快，他看到一位病人，在疼痛中哀嚎著，

他問禪那為何此人舉止如此怪異。禪那回答此人病了，正苦於

身體疼痛。悉達多太子問禪那是否每個人都會生病，禪那回復說，

每個人出生後都會生病。這讓本就困惑不解的悉達多太子更加

疑惑了。

他們繼續著旅途，又看到了一場葬禮。在印度的傳統中，印

度人不用棺材，這傳統至今仍然可見；相反，屍體是用白布裹住，

再由哀悼者和亡者家人將屍體扛在肩上，從亡者家裏走著抬到火

葬場。悉達多太子問禪那發生了何事，禪那解釋說他們抬著的人

已經死了。悉達多太子再一次追問，他及妻兒父母是否都將一死。

和之前的回復一樣，禪那說，當然了，每個出生在這個世界上的

人都會死去。

就這樣，悉達多太子在初次離宮出行的短期內，就認識了老、

病、死。當然，太子既敏銳又聰明地作出提問。他們繼續旅程，

太子看到了一名苦行者，他為了尋求真理而捨棄了生活中一切的

奢華。當時還沒有佛教，但卻有人在追尋著真相，並進行著各種

各樣的精神踐行，包括打坐。他問禪那為什麼此人在流浪，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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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如此簡樸。禪那說那人是苦行者，試圖擺脫痛苦並證得真相。

不久之後，他們就返回了王宮。

在此後的數日數月裏，太子都在思考所看到的事情。妻子耶

輸陀羅見他心煩意亂，竭盡全力要讓他重新感到舒坦起來，提醒

他即將統治王國，但並未奏效。一定有解決痛苦的方法——這個

念頭已經走進了他的內心。

一晚，太子決定不辭而別，尋覓真相來終結一切苦。不可思

議的是，當晚，宮中的每一個人，包括侍衛和宮女都睡得很熟，

以至於當他叫禪那趕來馬車出了宮門時，都無人知曉。他讓禪那

帶他去一塊墓地。在那裏，悉達多太子摘下了珠寶和華麗綢服，

將它們交給禪那，讓他獨自回宮。悉達多在墓地找到一些布蔽體，

就這樣開啟了他的尋求真相之旅。

有人說，太子拋妻棄子是自私的行為；然而，我們必須明白，

他尋求痛苦的解決方法並不僅僅在為自己，也不僅僅在為妻兒，

而是在為每一位。一旦找到答案，他就想要和每一位分享——他

懷著這個想法。

一開始，他找了一位博聞多識的大師。因他在宮中已由飽學

之士和名師教導過，所以他已經很博學了。他對這位大師說：“我

不像常人需要的教導那樣，但是我有些疑問，不知道你能不能解

答。”他向大師問了很多事情，大師盡其所能一一回答，但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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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得不說：“我沒有更多的答案了。不過，有另一位大師或許

知道答案。”

太子往謁第二位老師，他也盡心竭力，然而，最終太子依然

沒有找到他探求的解答。他決意要通過自己去找到答案，便開始

禪修。那時，在印度和尼泊爾的叢林、山區及其他偏遠地區，有

許多苦行者在練習禪修。在悉達多所選的禪修地那裏，還有另

外五位苦行者，他開始與他們一起行腳。隨後的六年中，太子

都在禪修，每天僅僅靠一粒穀和一滴水維生。他變得極度虛弱，

以致於皮包骨頭，甚至因為身軀隱沒在樹木中，而無法被認出

是一個人。

六年後，天神對悉達多說：“您正在尋求對於一切痛苦——

對一切有情眾生之苦的解決方法，所以您必須活下去。”太子命

若懸絲，他的身體無法再繼續經受一點苦行了。他從禪定中出來，

走到一棵菩提樹下。

那時，當地有個很富有的女子，名叫蘇珈達，正在尋求一個

又富又俊的丈夫。村裏的長輩告訴她要取悅樹神，因為假如神對

她滿意，就可能會賜給她欲求的丈夫。當時在那個地方，“富有”

意味著擁有很多奶牛和其他牲畜，所以蘇珈達有很多產好奶的牛。

她把這上等的牛奶供奉給樹神，有時獨自去，有時差遣女僕代她

供奉。一日，侍女正在供奉此樹時，看見了悉達多太子，她高興

極了，跑到蘇珈達處告訴她：“今天樹神來了！” 蘇珈達親自

去看，發現菩提樹下坐著非常虛弱的悉達多太子。她給了他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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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和優酪乳，這幫助他恢復了體力。過後，有一童子在田裏幹

活，悉達多請他拿些草給他坐，悉達多就把草放在菩提樹下的席

下。那些接受過兩天大灌頂的人會記得，在第一天灌頂（即前行

灌頂）結束時，你會收到一株吉祥草（又譯姑屍草，“姑屍”是

梵文 Kuśa音譯），這就是悉達多在菩提樹下就坐的同一種草。

將吉祥草放在床墊下時，象徵著你將獲得證悟，這就是為什麼會

給受灌頂者吉祥草。

悉達多當晚坐在座上。第二天清晨，黎明時分，他證悟了。

知道自己證悟了，他想將自己所了悟的，與許久前相逢的兩位大

師分享。但自別後，他們都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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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並沒有在證悟之後立即傳授法教，他四十九天都沒有教

學。當宣講法教時，他選擇教導多年前與他一起禪修的五位苦行

者。他在瓦拉納西找到了他們。我們作為學佛者應該記住的重要

事實：佛陀降生於藍毗尼，於菩提迦耶的菩提樹下獲得證悟，並

在證悟的四十九天後於瓦拉納西給予首次教法。

佛陀給予的第一個教法被稱為四個神聖真相（即：四聖諦）。

他傳授了許多教法，但這一套教法被認為是其中最重要的。四聖

諦是：

苦的真相（即：苦諦），

苦因的真相（即：集諦），

苦寂滅的真相（即：滅諦），

通往苦寂滅道的真相（即：道諦）。

初次給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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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解釋：

“苦諦”意味著不論何人，生於輪回中，就是生於苦中；苦

因是自己的煩惱，即憤怒（即：嗔恨或嗔）、欲望（即：貪）和

無知（即：無明或癡）。如果我們再深入一點，就會發現這三者

出自兩個因素：希望和擔憂 [1]。簡言之，這兩個因素造成了生活

中所有的痛苦。希望某事會發生，或希望有人會為你做某事，伴

隨對同樣事情的擔憂，或關切和擔心有人會對你做一些負面的事

情——這些造成了自己所有的痛苦，無論我們是否擔心我們的婚

姻、孩子、工作或其他事情。無論走到何處，我們都因擔憂和希

望而受苦。一般而言，我們的念頭總是關於未來，即有希望和擔

憂之處。即便是此時此刻，我們的心也可能在想著未來。我們的

心鮮少處於當下。

我堅信，如果想瞭解或幫助他人，就必須審視自己的心，瞭

解自己內心的痛苦。我們想著終結世界的苦難，總在往外看，此時，

重要的是先瞭解自己。審視自己時，你會發現，你的痛苦不是來

自你之外的事物，而是來自你對它的體驗。當明白“你在受苦”

及“為什麼受苦”時，你就會明白其他一切了。去瞭解數十億人、

所有動物等等中的每一位是不可能的，但因為我們都是一樣的，

若你只向內審視自心，瞭解自己的苦，那麼你就能理解每一位眾

生的苦——這是一個非常重要且有效的方法。

通常情況下，即使我們回想“過去”時，我們的心也處於“未

來”。我們的心中仍然存在面向未來的恐懼或希望。如果你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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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已經離世的人，就會有比如“我可能會死”，或者“我身邊

的人可能感染新冠病毒或出事故”等念頭。這些可怕的念頭存在

我們的心中，重要的是，理解“這就是我們無法感受到真正的平

和或安寧的原因”。當下較少恐懼，是因為我們認為自己有一些

控制力；而尚未發生的未來，卻在我們的想像中激發了恐懼和焦

慮。我認為這是每個佛法踐行者瞭解自心如何運作的重要因素。

一旦你瞭解了這一點，它就會幫到你的踐行，因為你不會擔心那

麼多了。

第三個聖諦是滅諦。雖然第二個聖諦確立了苦因，即煩惱、

希望和恐懼，但第三個聖諦說了針對苦的解決方法之可能性。

第四個聖諦是道諦，這意味著踐行佛法。猶如診斷疾病只是

一步，吃藥和做任何其他必要之舉來治癒疾病，又是另一回事。

所以在這裏，瞭解苦因是一回事，但為了消除苦，我們需要第四

個真相——道諦。重要的是，我們沒有忽視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

件。我們有時會覺得，雖然我們在踐行佛法，卻沒什麼好處。我

相信這往往是因為忽略了我剛才所描述的四聖諦，我們的心仍在

向外看。我們想到這人或那人，或某些情況，我們認為只有他們

不再是障礙，那一切才會好起來，我們的心理痛苦就會停止，但

事實並非那樣運作。苦源自內心，源自我們焦慮的想像，源自希

望和擔憂，然後將原因投射到這個或那個外在的事物或人的身上。

隨著你的了悟增加，你會體驗到越來越少的恐懼和焦慮，你

不會那麼容易變得興奮。我喜歡以看電影為例：第一次觀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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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笑的片段你就會笑起來，有嚇人的片段時你就害怕，這些情

緒會在你內心生起、貫穿在你的觀影時刻；但假如你是第二、三、

四、五次觀看，你的情緒反應就會越來越穩定了——你已經知道

這個故事了。同樣，如果你瞭解自己的心是如何運作的，你的苦

從何而來，那麼你就不會那麼害怕或興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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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在尋覓幸福，無論是在社會上還是在生活中。我想我

們需要問一問：我們所尋求的幸福是否是真正的幸福？這是很少

人會問的問題。大多數人認為變得富有、享有名望，或者獲得權

力是幸福的方式。但我們需要明白，財富和權力並不能帶來真正

的幸福。事實上，這些事情只會增加我們的痛苦。

通常，我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痛苦和幸福從何而來，或者它

們到底是什麼。當我們不快樂時，我們可能會認為自己在受苦；

而當沒有感受明顯的痛苦時，我們可能會認為自己很幸福。在我

還是學生時，我發現沒有人會說“我現在、此時此刻是快樂的”，

他們會說“我在那次聚會上很快樂”或“在某時我將會很快樂”。

我認為這是給我們的想法貼標籤的結果，即假設聚會帶來快樂是

事實。你給它貼上標籤，以後你便將它，即“聚會“記作幸福。

一旦我們開始瞭解自心事實上是多麼自私時，唯有這時，事

情才會在我們這兒變得更加清晰和容易。過去和現在的大師們教

導了許多控制自心的技巧等等，但基本上我認為他們試圖教導的

主要內容，是我們在不同方面如何自私。

尋覓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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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你的家人或你關心的其他人正經曆著困難時期，或許

他們在醫院裏正遭受著疼痛，或許他們快要死了，你心裏會想什

麼呢？是否有這樣的想法：“為什麼這會發生在我身上？”“ 

為什麼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愛的人要死了？ 

”“為什麼是我？”當所愛的或關心的人離開時，我們很容易擔

心自己身上將發生什麼。不確定性使我們不安，但在我們發現自

己處於這種情況之前，我們可以練習慈悲心，以使自己做好準備。

最好在心平靜的時候進行練習。當你發現自己淹沒在深水中時才

學游泳，就太晚了；然而，如果你在淺又平靜的水中練習游泳，

那麼當你發現自己身處深水或快要被淹時，你就會做好準備。我

們可以用同樣的方式思維悲心和其他正面的想法。

知道與相信

或許你已經知道我剛才陳述的：你的痛苦源自三種煩惱——

憤怒（即：嗔恨或嗔）、無知（即：無明或癡）和貪心（即：貪），

而煩惱來自你的希望與恐懼。如果是這麼回事，如果我們知道這

一點，那我們為什麼還在受苦呢？為什麼我們仍然會遇到困難？

我想是因為我們雖然可能知道這些法教，但是我們對知識沒有信

心。我的意思不是說在一般意義上我們不相信法教，只是我們還

沒有百分之百地相信它們（即：勝解信）。成佛是所有佛弟子的

目標，簡單而言，就是獲得了悟——這就是英文單詞“證悟”的

意思。成佛並不意味著去一個不同的星球或你生命之外的任何地

方，它就像在暗室裏打開一盞燈一樣簡單——瞬間，你就可以看

到可行之路了。就這樣，一旦你能百分百地接受或相信法教，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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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會證悟。我相信佛陀的教法可以用一句話解釋，一秒就能明

白；另一方面，如果你想學習，如果你需要學習，你可以花一輩

子的時間學習，卻依然沒有學完——如果你想讓它變得複雜的話。

請記住，佛陀日夜禪修了六年，直到他差點死去，但這並沒有帶

來證悟；後來，僅僅一夜之間，他就證悟了。

讓我將從法教中所學的傳遞給你們。概括而言，我們認為升

職或結婚會讓自己非常快樂——你一生中最幸福快樂的一天，等

等。就我而言，年輕時，我會存錢買鞋或者磁帶或者隨身聽，你

們中那些足夠年長的人會知道，那個能讓我們聽音樂的神奇設備。

我經歷過很多次“一買到某些東西，就會快樂和滿足”的期待，

卻發現它並沒有帶來滿足感，這發生在我身上很多次了。我以為

一旦我擁有了這個或那個，我就圓滿了，幸福層次就會達至巔峰；

然而，並未那樣發生。

我認為學習某事的最佳方法，是從自己的體驗和情感中學習，

就類似於如何學習一門語言，通過真正沉浸其中（即：在當地

生活，與當地人交談）比僅僅通過書本學習更容易。如果你審視

自己的情感和體驗，只有那時你才會理解佛法。我不是說不學習，

不讀書，只是我們需要獲得法教的體驗性知識。我們的導師年復

一年地在教導我們同樣的事情。想像在一所學校，老師們希望看

到他們的學生畢業，而不是一遍又一遍地留級複讀。我們也必須

畢業，卻仍在試著學習基礎知識。我認為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審視

自己和自己的體驗。我們聽聞佛法，然而卻不將所學付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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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佛法踐行之法，是瞭解你自心和自己的念頭。一旦你

開始瞭解自心，你就會瞭解其他一切。審視你的念頭和心，瞭解

煩惱如何在你的心中運作，以及心是多麼自私，那麼深入佛法就

容易多了，理解的層次就更高了。我想讓你們明白，我們在追尋

幸福時，這份“幸福”僅僅是自己給的一個標籤。我們將這個或

那個標記為“幸福”或“痛苦”，但如果我們能夠通過踐行佛法，

來超越這種標記，那就會發現並沒有痛苦，亦沒有快樂——只有

平靜和簡單。如前所述，當你徹頭徹尾瞭解電影的故事後，就不

會感到驚訝了。當你瞭解你自己、你的家庭和你的世界時，你的

情緒就會得到控制；否則，不管我們想什麼，都無法控制。一旦

有人對我們微笑，我們就會變得快樂；一旦有人給我們擺臉色，

負面的想法就會貫穿在我們心中。煩惱之風吹到哪兒，自己的心

就往那兒去。我們被煩惱、負面情緒所驅使。一旦瞭解了這一點，

那麼我們感到快樂或悲傷的每一個時刻，就可以問：“這真的是

快樂或痛苦嗎？還是掠過我心的煩惱？”

有時人們會說，佛陀生活在 2500 年前，其法教怎麼能與今

時今日相應？這是我收到的最常見的提問，我相信大多數導師也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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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了相同的問題。回答起來很簡單：佛在世時，人們有頭痛、

腰痛、腹痛、生病、年老以及死亡，如果苦是相同的，苦因相同，

那麼解決方法亦相同。我們或許已經改變了外在的事物，比如衣

服、髮型和科技，但憤怒、欲望、無明、希望和恐懼仍然是一樣的。

內在，我們根本沒有改變任何東西。

在佛法踐行中，總是從念誦“為一切有情眾生”開始，然後

在回向功德時，將功德回向給一切有情眾生。如果你把功德回向

給你的家人或一小群體，功德就會減少；你回向功德的群體越廣，

功德就變得越大。這就是為什麼我說你的見地越廣大——本質上，

明白我們都是一樣的——那麼你的佛法踐行就會越容易。

我就此完成演講，現在回答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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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涅槃是一處地方嗎？極樂世界，即阿彌陀佛淨土，是一處地

方嗎？

法王：有一些關於大師已趨入涅槃或極樂世界之後又回來的故事，

我不認為這些是我們可以到訪的實體場所。例如，我們有忿怒尊

和寂靜尊，因為這些本尊投射著“此生”的條件。涅槃是一種心

境的成就，一處精神之地。我們夢中出現的地方、人物和事物，

並不以任何常規方式存在。同樣，這些術語不是描述實體事物，

而是描述你的心。請記住，每次我們觀想本尊時，我們都不會觀

想他們是可以觸摸到的血肉之軀，我們將它們觀想成如同彩虹或

光那般。

問：您能談談空性嗎？

法王：很多人認為空性就是“不存在”“事物不存在”的意思，

以為佛教的空性就像空房子、空車庫或空腹一樣簡單。但是，在

佛法中，術語“空性”指的是對究竟實相的理解，超越“存在”

和“不存在”的極端。假如把任何東西拆解成零部件，你就找不

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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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物的實存。舉例而言，若把一個盒子拆開，拆成一塊一塊的，

你會找不到任何可被稱為“盒子”的東西——連科學家也得出了

同樣的結論。

問：我們可以如何看待德克薩斯州烏瓦爾迪小學的槍擊事件？

法王：教法中說：一切都存在於你的自心之中（即：一切唯心）。

當我們痛苦時，想著“哦，這麼多孩子死了……”，這時候我們

是從外在的角度在思考；但是，如果你向內看，看向你自己，我

相信佛陀關於空性的教法可以幫助我們。空性是自私念頭的最偉

大解藥。當你剖析外在的一切，知道外在的一切都無有自性的存

在時，就沒有什麼可執著的了。你的自私心需要外在的執著對象，

那是它們賴以生存的空氣，外在的執著對象就像你自私想法的汽

油或電池。一旦沒有東西可以執著，那麼我執也就消失了。我想

這就是我們如何解釋它。如果外在世界無有自性存在，那麼你必

須問一下“自我”是否以同樣的方式存在。請記住，如果“右”

不存在，“左”是否存在？

非常感謝。我希望這些會對大家有所幫助。我對你們每一位

的最後懇求是，盡可能以自己的方式、根據自己的經驗和適合自

己的善巧方便，來理解法教。若你以此方式趨向法教，我認為它

會更有益處，你會更快地得到成果。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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