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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謝鳴 謝

尊聖的第 43 任薩迦·赤津法王——智慧金剛仁波切應西班牙巴賽隆

納塔韋泰特比瓦巴樓（Casa Virupa）的祈請，於 2021 年 8 月 14 日賜予

此開示。『薩迦傳承』於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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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li Hartikainen、Isabella Fehler、Maria Julia Silva、謝寶萍、

謝寶瓊慷慨贊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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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為真正的智慧？得了文殊菩

薩灌頂，我們就能當下顯現一樣

的智慧嗎？

為何佛陀教導我們看向內心，而非

向外馳求或與他人對抗呢？

為何說佛法其實是一種生活方式？

我們該如何將『老生常談』的佛法知識，融會貫通，實實在在落

實於生活之中呢？

本篇猶如一臺強勁的推土機，能為我們掃除道上的障礙，幫助我

們準確掌握佛法踐行的真正意義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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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師利是一切諸佛智慧的化身。通過踐行文殊師利，你會

獲得更多的智慧，會更容易理解佛陀的教法。然而，在提及『智慧』

時，我們應該清楚意旨何為。我們在尋求何種智慧？從某種意義

上而言，這個世界上任何一種知識，無論是烹飪知識還是其他知

識，都可被視作是一種智慧，但佛法意義上的『智慧』遠高於此。

在比瓦巴樓這裏，我們大多數學生都很年輕——順便說一句，

這是喜聞樂見、鼓舞人心之事。我認為對於這些學生而言，重要

的是：明白自己踐行佛法的原因。我確定這裏的大多數年輕人已

經知道目標是證悟，他們亦知道需要舉止得體、做好事、行善業；

然而，重要的是，要明白比這更深層次的事。其中一個原因，我

們需要瞭解自己的情緒——尤其是貪欲（即：貪）、憤怒（即：

嗔）和無知（即：癡）——是如何導致我們經受所有痛苦、苦難、

不滿的。昨天和一位喇嘛交談，我得知這裏有剛入門的學生，也

有已經學了很多年的學生。我認為，對於後者而言，提醒他們已

經瞭解的關於業因果、負面與正面行為的知識，是有用的。

在佛教中，我們相信一切痛苦、苦難、不滿，皆由自己的情

緒造成，並且相信有一種方法可以擺脫這種苦。我們也相信轉世。

文殊灌頂前後的佛法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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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投生其中的這個輪迴，猶如一個輪子——『實存』幻覺之『輪』。

我們生、老、病、死，又再轉世……，這個過程一直持續下去，

無有止境。當然，並不是每個出生的人都會變老，有些人英年早逝。

重點是，生、病、老、死的過程就是生命的迴圈。脫離這個迴圈

的方法，即出離輪迴之法，是了知與覺醒。

我們需要明白，受苦的原因是自己內心的負面情緒和自己的

負面行為。我們因嗔恨、貪欲和無知而經受輪迴之苦。無知既會

驅使對他人嗔怒，也會驅使對自己和所愛之人貪執，這些情緒是

我們陷入輪迴的主要原因。

這三種情緒、煩惱——憤怒、貪欲和無知的產生，是因我們

有希望和懷疑。如果你審視它們，就會發現希望和懷疑都在未來。

如果你懷有希望，就意味著你在考慮可能發生卻尚未發生的事。

懷疑也一樣，若懷疑某事，你就不確定，你在擔心可能發生的事。

因為感到懷疑和懷有希望，所以我們就有了憤怒、貪欲和無知。

這三種負面情緒會產生十惡行：三身行、四語行、三意行。

身體所造的三種惡行是：

1. 殺生，無論殺的是人或旁生。

2. 偷竊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即：不與取）。

3. 不道德的性行為（即：邪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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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語言上的惡行是：

1. 說謊（即：妄語），即帶有欺騙的動機，某件事沒有發生

卻說它發生了，或者某件事發生了卻說沒有發生。

2.分裂的言論（即：離間語），無論是與配偶還是兄弟姐妹，

在其他家庭狀況中抑或在社區、社會或國家中，都會造成麻煩或

不和諧。如果你製造爭論或者導致一些人不喜歡另一些人，那就

是在製造分裂。

3. 刺耳的言論（即：惡語），包括責罵、辱罵、謾罵，以及

帶著傷害他人的動機而造的其他言論。

4. 閒聊（即：綺語），包括閒聊戰爭及其他負面或不愉快的

事情。作為佛法踐行者，我們不應閒聊關於戰爭或他人的問題、

痛苦或其他負面的事情，因為這會加重憤怒。我們也不該參與談

論會增加貪欲的閒言碎語，例如男人談論女人或女人談論男人。

三種心意上的惡行是：

1. 貪心，就是想要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無論是房、車還是其

他不屬於自己的任何東西。

2. 害心，指希望某人發生不好的事情，例如希望他們腿斷、

生意失敗、死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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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錯誤的觀點（即：邪見），這包括不信佛、不信法、不信

僧，特別是不信佛語。

怎樣才能斷除這十種惡行呢？惡行是通過智慧克服的。反之，

若缺乏智慧，我們就無法擺脫惡行。

我們傾向於認為自己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認為自己是穩定的，

不是瘋狂的。你也許這樣想你自己，但如果仔細審視你的心，就

會發現你所做的大多數事情，皆由你的憤怒或欲望引起，而不是

因為你一切皆在控——你對某事或某人微笑，是因為你喜歡他；

又或者，你不喜歡他，所以你帶著厭惡心去回應。

這些反應和情緒造成了自己所有的想法。同樣，我們的心充

滿了永不止息的念頭。我們認識到『進入自己覺知的事物數量是

有限』的。舉例而言，現在你在聽我說話，你可能會想『哦，是，

這是好的，這是真的』；但同時，還有吊扇產生的噪音，你可能

會短暫地注意到它並想『啊，這裏有一個風扇』。很多事情都在

我們的心中充斥著，儘管我們未必意識到它們或關注它們。

如果你認為自己的心已在你掌控中，那可以自己檢查一下。

現在是上午 11 點 54 分，有人能告訴我今天下午 2 點整他們會想

什麼嗎，或者，也許是一周後——這並不重要。如果你能告訴我

2 點鐘你的心裏會閃過什麼念頭，那我會說你控制了自己，或者

說你控制了你的心；但如果你不知道答案，無法告訴我，那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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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說你沒有控制自己和你的心。也許你會注意到一朵花，或者

看著一些食物，或者想到餐館，你的心中可能會發生著各種各樣

的事情。我們無法真正知道自己會有什麼感受。

無論在輪迴中發生什麼，皆是通過我們的心而被經歷、體驗

到的，『我們的心』即我們如何思考、如何感受。一切事物皆由

自心而生，這就是為什麼佛陀的教導，都是關於內心的控制或內

心的訓練。為了控制自己的心，你必須先瞭解它。在你可以開始

訓練心之前，你必須瞭解它是如何運作的。這在任何情況下都是

一樣的：如果想解決一個問題，那你首先需要瞭解它，識別它，

理解它。

佛陀的所有教導，都是旨在達成目標的方法（即：方便），

無論是本尊儀軌、儀式，還是像今天這樣的灌頂。我們說自己的

目標是證悟、成佛等等，當我們說這些話時，歸根結底是想要被

喚醒，想要獲得理解、知識或智慧，這是我們的目標。一旦我們

獲得了其中一些，即使是以一般的方式，我們的心也會變得更加

穩定。我們不會那麼興奮、悲傷或快樂，而是會體驗到更多的穩定。

想像一下你在看一部以前從未看過的電影，因為還不知道這

個故事，所以看到有趣的部分會笑，看到悲傷的部分會哭，你會

經受到各種不同的情緒；然而，若看第二、三、四次同一部電影，

你就不會那麼興奮了。一旦熟悉了心，你就會只是看著它。基本上，

這就是你開始瞭解自心時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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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外部世界的方法就是瞭解你自己。明白你的心，你就會

明白一切，你就更加能夠保持穩定。即便在這個二三十人的房間

裏，如果我試圖瞭解你們每一位，也需要很長時間，我不知道要

多少年；但如果我試著去瞭解自己，這會更容易。假如有人試圖

征服困擾自己的整個外部世界，這會是困難的；但，此人若轉而

調伏了自己的心，那他就會成就善妙之事，與調伏整個世界一樣。

如果我快樂，世界就是一個快樂的地方；若我悲傷，世界就

是一個悲傷的地方。同理，當一個人快樂時，他周圍的人也會快樂。

你可以在你的朋友身上明白這一點。如果你的其中一位朋友是悲

傷的，那其他人也會有同樣的情緒，變得不太快樂了。我們會感

知他人的感受且參與其中。過去，我對藏族和喜馬拉雅群體談話

時，我會以視同一個群體的方式，來告訴他們一些事情：『你們

應該彼此友善，你們應想想社會，你們該作為一個團體做這或那。』

但後來我意識到，像一個群體一樣思考是非常困難的——我們都

是個體。舉例而言，假如你和家人一起去商場，孩子們會想去遊

樂場，你的妻子會想去你不想去的商店，等等。每個人都想要不

同的東西。

如果你決定吃飯，有人會想要義大利菜，其他人會想要漢堡。

即使在一個小家庭裏，控制自己的心使之與社會同步，也是極為

艱難的；在更廣大的社會層面上，要做到這一點是多麼困難啊。

我想，在寺院或比如比瓦巴樓的層面上，若每個人都盡力而

為，盡力在自己的所及範圍內行事，這會是一個更容易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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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告訴人們想想社會，那麼，我們永遠不知道其他人在想什麼，

或者他們心中裝著什麼，或者他們可能想要什麼，所以這會是極

度困難的。

出於這個原因，我才一再強調覺知自心如何運作的重要性。

生氣的時候，你應該總是盡力找出生氣的原因。假設有人說了一

些激怒你的話，也許當你審視這些話語時，會找不到生氣的充分

理由，這是克服憤怒的一種方法。像這樣去思考並審視這裏那裏

的小情緒反應，看起來像是小範圍的短期解決方案；但是，我們

必須在這個層面上運作。我們以這種方式訓練來趨向目標——學

著越來越長時間地保持穩定和平靜心態的目標，這就是我們踐行

佛法的運作方式。

每一個佛法踐行、每一次儀軌、每一場儀式法會的踐行，都

從『我』與『世界』開始。我們當中的一些人做儀軌，而另一些

人是不做的——例如，你的孩子就不做儀軌，但他們會念誦祈禱

文。每當我們踐行佛法時，都需要記住，我們是為了一切有情眾

生在做這些的——這意味著輪迴中的每一位眾生，不僅僅是人類，

也無論動物、地獄眾生還是天人——這就是我們所有的佛法踐行

如何涵蓋『我』與『世界』。

重要的是要明白，如果沒有『我』，就沒有可以體驗的世界，

這就是為什麼當你瞭解自己時，就可以對自己有一些控制，從而

以此方式控制整個世界。佛法踐行中『方法（即：方便）』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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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是以無量的慈悲為基礎的。沒有慈心，就無法踐行悲心；

沒有悲心，就不會獲得福德；沒有福德，就無法證悟、覺醒或成佛。

今天是文殊菩薩的灌頂。文殊菩薩是諸佛一切智慧總集化現

的一尊佛，正如觀世音菩薩是諸佛一切大悲的總集化現，金剛手

菩薩是諸佛一切力量的總集化現。智慧是必要的，因為沒有智慧，

你就無法學習或理解任何事情；如果無法獲得理解，你就無法做

任何事。這非常重要，正如我剛才所解釋的，這是因為佛陀教法

的基礎是悲心的踐行。

我剛才告訴你們十種惡行，以及我們為何會基於負面情緒而

造惡。若我們明白了這一點，就會明白為什麼我們一而再、再而

三地做這些事情，犯下錯誤並羈留在輪迴中。我們都知道吸煙對

自己不好，但我們當中一些人卻吸煙；我們都知道喝酒對自己不

好，但我們有些人依然喝酒；我們都知道超速駕駛是危險的，但

即便如此有時還是會這樣做。

從這裏你可以看出，僅僅知道某件事對或錯是不夠的，我們

需要去訓練、去實踐以改變自己。通過練習與踐行佛法，我們會

更容易控制自心並保持情緒穩定。就像從事烹調的人需要練習才

能成為廚師，從事運動的人需要訓練才能成為運動員一樣。在這

個世界上，無論一個人想要實現什麼，他們都需要練習。要獲得

證悟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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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訓練對小事的悲心。如果你在新聞或街上看到一些事

情，譬如動物互相打架或人們爭吵，或若看到有人處於痛苦中，

都應該對他們生起悲心。想著你為他們感到難過，或者，你可以

念咒語。如果不念咒語，那就只是懷著悲心想『願他們不打架』

或者『願這個正在痛苦中的動物或人免於痛苦』。

當自己沒有痛苦時，這會更容易做到。若你在沒有痛苦、苦難、

不滿時能夠這樣訓練自己有悲心，或說習慣於悲心——這是更恰

當的詞，那在遇到痛苦、苦難或感受不滿時，就更容易在當時控

制你的心。每當有人對你做出傷害你的行為時，你可以懷著慈悲

心去思考『對方正在犯下過失、造惡業』來克服這種情況。你該

想『我為因憤怒而造下那麼多惡業者感到難過』，這樣我們就能

克服困難。

你可以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嘗試瞭解情況。你對情況瞭解得

越多，你的情緒化反應就會越少。舉例而言，若有人叫你『雞』

或『狗』，你的第一反應就是生氣；但若你仔細想一想，無論此

人叫你多少遍『雞』或『狗』，都不會把你變成雞或狗。你可以

練習理解：他們生氣只是因為他們完全被自己的負面情緒控制了。

若你能夠在無人對你大吼大叫的時候，提前思考且訓練你

的心，那麼，當有人對你大吼大叫時，處理這種情況就會容易得

多——其實這是他們在客服呼叫中心的培訓方式。很多人打電話

是因為他們很生氣，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會大聲叫囂，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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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會。這種情況發生時，呼叫中心職員會訓練他們的心去想一

些有趣的事情。他們就是這樣處理難纏顧客而不生氣的——他們

不能對顧客還以大喊大叫。我們應該這樣做，因為生氣和報復對

我們而言是一件壞事。

我們一定不能忘記，如文殊菩薩、觀世音菩薩、金剛手菩薩

等一切諸佛、本尊都是來引導我們，為我們展演法道的。然而，

他們並不能把我們帶到佛果，或者簡單地讓我們證悟。很多人告

訴我他們的佛法踐行情況，我感覺到他們認為只要做了儀軌或閉

關，就會在某天致使文殊菩薩出現在他們面前，然後他們就會證

悟——不是這樣的運作方式。文殊師利會加持你，但不能像給禮

物般使你證悟，這是你必須為自己做的事情，沒有其他人能讓你

證悟或覺醒。

當人們告訴我，他們希望有一天文殊師利會到他們身邊，他

們會見到文殊師利時——顯然他們有很強大的信心，他們百分之

百地相信文殊師利——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我還是感覺這種態度

缺乏對自己的信心、信念。人們在不相信自己的時候卻要求別人

相信他們。當然，當我要求師兄弟姐妹以這種方式相信他們自己

時，重要的是他們不要太過頭、走極端。你不應因為你的導師對

你說『你必須相信自己』，就認為自己強大或重要。你需要知道

自己的局限（即：所能所不能）。

相信自己，相信法教。你所做的儀軌，念誦的咒語，所做的

練習、踐行、閉關、儀式——所有這些事情，對你作為精神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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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言，都應有意義。我覺得人們想太多了，他們認為自己只是

簡單的普通人，他們做什麼真的不重要——這就是我認為很多佛

法踐行者需要對自己更有信念、更有信心的地方。正如我一開始

所說的，一切都與你的心有關——你『怎麼想』和『行為舉止如

何』。獲授法教一百次的人，也已聽聞了一百次『法教最重要的

部分是動機』；如果沒有正確的動機，如果有人認為『我的努力

或我的練習、踐行並不重要』，那就會缺失了一些東西，這就是

我所相信的。

舉例而言，你失去摯愛時，無論失去的是父母、孩子、寵物

還是其他人，你都會感到非常悲傷，你會哭泣，你會經歷所有與

哀悼有關之事；然而，當你最終承認且接受他們已經逝去之時，

你就不再哭泣，停止哀悼了。一開始，面對失去，你的心無法接

受亡者已逝，所以會悲痛。這向我們展示了心的力量與瞭解自心

之重要性，這就是為什麼相信法教很重要。你越重視法教，它們

就越具義；法教對你越具義，它們就會變得越有力；法教越有力，

對每個人就越有助益。

 [ 灌頂 ]

就此我們圓滿了灌頂。雖然灌頂已經圓滿，但這僅是你佛法

踐行的開始。如同這樣想：如果你想從這裏去往巴賽隆納，你需

要一輛車。好，現在你就有了這輛車。獲授加持不是結束，而是

開始。從現在開始，為了達至證悟的境界，你必須踐行佛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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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接受指導的目的是學習一些可以在生活中使用的東西，無

論是用於工作還是你想做的其他事情。上學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

去學校。同理，獲授佛陀教導的整個目的，就是要踐行它們。

獲授了文殊菩薩的加持，並不意味著你不能練習其他本尊踐

行。你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本尊踐行，例如，你可以有文殊菩薩、

金剛手菩薩、觀世音菩薩、蓮師及其他等等的踐行。本尊有很多，

你可以踐行全部本尊；但要記住，本尊的存在是為了加持你、引

導你、激勵你改善提升自己。

基本而言，佛教是一種生活方式。我們學習教法並不只是為

了思考它們，我們學習佛法的踐行就是要去做的。我們要時刻銘

記於心：佛法是為日常生活所用的，踐行佛法的目的是為了過上

更好的生活。

我無需再說一遍，關心你所愛之人——你的鄰居、親戚、無

論你身在何方的身邊人——以愛與慈悲心與他們相處極為重要；

但我認為，同時保持平衡亦很重要。我想這也是佛陀教法的一面

向。我們必須明白，任何事情太多了對我們就無好處。藥多了會

成毒。若你試圖練習太多太快，則可能無法消化這一切。你可能

無法這樣練習。試圖表現出太多的愛、太多的關懷、太多的其他

練習，皆不可取，這就如同吃太多、睡太多或跑太多一樣。無論

是你的工作、你的佛法踐行、你的家庭，都需要保持平衡。從長

遠來看，這會使其可持續，同時你會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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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應該尊重他人。以前有人問我：『我如何與其他人尤其是

非佛弟子相處？』我想答案就是——尊重。如果你尊重他們，那

在家人、朋友之間，在社會裏及其他任何地方，都能與佛弟子或

非佛弟子一起生活。你應該尊重每個人的信仰，無論他們相信什

麼，那都是他們的選擇。你有你的選擇，他們也有他們的選擇。

記住，正如你希望自己幸福安康一樣，每一位也都如此。我們想

要的是同樣的東西，也都在追求同樣的東西。

我們是第 41 任薩迦赤千法王的學生，他總說，每種宗教都

各有其美；他強調，每種宗教都談論慈悲心、愛與尊重。我們不

應該看不起別人，認為自己的宗教最好。我們必須明白，這種『佛

教最好』的感覺，已經意味著『自我』在作祟了；再者，如果你

不能尊重別人，那別人亦無理由尊重你。

如果做到這兩點——保持平衡且以慈悲心尊重他人——那我

相信我們能獲得更快樂的生活、更健康的人際關係。如果你和每

個人都有良好的關係，就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如果你和某些

人的關係不好，那就無法這般做了。某些地區、某些地方你不去，

就會有更多的問題。如果你認為自己像其他人一樣，想要在生活

中幸福快樂，這是好的；但如果你以負面評判去思考『嗯，我喜

歡蘋果，為什麼此人不喜歡蘋果呢』，那你就沒有尊重他人和其

選擇，他人可以喜歡草莓或巧克力或隨便什麼。無論對於一個社

區、一個家庭抑或一個社會而言，盡可能尊重他人並找到平衡，

這樣生活就會變得更加容易，這樣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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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一切都是按照自己的計畫和期待進行。你應該牢記某些

準則，但隨後你必須根據個人、團體或社會來調整自己的行動計

畫。你不能到哪兒都帶著一成不變的心態。

最後，我還想再補充一點。你可能會想，我剛說的一切聽

起來都極好、極為合理，但是你也必須相信它們。你可能認為這

位導師既具智慧又完美，他說了所有的好事，所以他一定是飄浮

在空中的。嗯，我也是佛法踐行者，我也在努力。當我感受情緒

時，我也會嘗試去思考它們，思考我在感受什麼以及我的導師曾

說過的。我也是一個初學者，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理解這一點

是重要的。我並不是說我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準，完全不是這樣。

但我相信你必須根據自己的喜好和傾向，將這些教導變成你自己

的。做飯的時候，當然應該根據自己的口味——鹽、油、調味料

的量——來烹調。例如，你不應該僅僅因為別人喜歡甜的就把菜

肴做成甜的——並不是這樣操作的。

我們都想生活在一個完美的世界裏，但完美的世界並不存在。

有一個關於濕婆和雪山女神的故事。濕婆是印度教的神，根據印

度教的說法，整個世界都是濕婆創造的。

他的妻子雪山女神看到富人和窮人、戰爭和各種苦難等世間

所有的問題，就問丈夫：『若你創造了世界，為何不創造一個完

美的世界，讓每個人高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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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婆對她說：『好吧，我們一起下到凡間，就會明白了。』 

他們騎著水牛下凡了。他們牽著水牛走，遇到一些人批評道：

『多麼愚蠢的夫婦！他們有一頭水牛，卻不騎。』 

濕婆說：『噢，好，好。我會騎水牛的。』 

他們繼續趕路，又遇到其他人說：『真是個狠心的丈夫！他

騎在水牛上，妻子卻在地下走路。』 

濕婆說：『嗯，好主意。』 

隨後，他攜同妻子雪山女神騎上了水牛。他們繼續前行，又

遇到了其他人，他們道：『如此狠心的夫婦！他倆都騎在那頭可

憐的水牛身上。他們是多麼無情又殘忍。』 

濕婆說：『嗯，說得好。』 

他下了水牛，讓妻子繼續騎，後來遇到人說：『多狠心的妻子！

丈夫步行走路，她卻騎在水牛上。』

經歷這一切之後，雪山女神說道：『我現在放棄了！你不可

能讓所有人都幸福。我們嘗試騎馬、不騎馬、你騎、我騎，總有

人不高興。你無法讓這個世界成為完美世界。』就這樣，他們回

到了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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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說的是，我們必須根據情況調整自己，這是基於我自己

的觀察與瞭解。這是我想與大家分享的個人觀點，就像我今天已

與大家分享的一切一樣。概括而言，當我們有爭執時——無論是

夫妻之間、親子之間，還是其他關係，這種情況發生，是因為我

們重視自己，我們是自私的人。此外，我們想像自己瞭解他人。

妻子想：『我的丈夫會這樣做，或者想要這樣，或者像這樣。』

丈夫對妻子亦有大同小異的看法。父母會想『我的孩子會有這樣

那樣的行為』或者『他們會做這做那』，所有這些都是想像。你

希望有人做這做那，或者說這說那，在所有這些情況下，當他人

沒有說，或者沒有做到與你想像一致的事情時，你就會感到失望，

同他們爭論。但問題是，對方看不見你的想法，你也看不到他們

的想法，他們不知道你所想像、期望、希望或懷疑的是什麼。

通常，在家庭裏、在社會中，這類問題非常普遍。然而，正

如我所說，完美的世界並不存在，所以我們必須相應地調整自己。

我們可以調整自己的行為、說話的方式等等。我認為這是我們可

以過上更好生活的一種方式。

當然，假如認為僅僅祈禱佛陀或文殊師利，一切就會自然發

生，這是錯誤的。事實並非如此。是的，你必須祈禱，必須獲得

啟發，閱讀指示且理解法道，之後，你必須自己去做。做的時候，

你會遇到障礙，或者隨便你怎麼定義它們。你必須努力克服這些

事情。僅僅因為你已開始追隨佛陀，並不意味著現在就不會有任

何不愉快的事情發生在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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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我們作為佛弟子而言，痛苦、苦難或不滿可成為一

種禮物或珍貴之事。沒有痛苦、苦難或不滿，就沒有佛法；沒有

所遇到的問題，就沒有機會應用解決方案。這樣，我們的痛苦、

苦難或不滿，就成為佛法踐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當然，踐

行佛法的方法有很多，但我知道一些佛法踐行者其實在為自己祈

求受苦。他們為何這樣做呢？因為當惡業耗盡，一切都百分之百

清淨的時候，這就是獲得證悟或覺醒的時候了。每個人都積累了

惡業，如果我們想惡業清零，那受的苦越多越好。減少我們惡業

的天平端之唯一方法，就是通過惡業的耗盡，這就是業因果法則

的運作方式。因此，我們受的苦越多，過去的惡業就會消除得越多；

而且，這種情況發生時，我們會有更多的機會積累福德和踐行慈

悲心等等。

如果沒有疼痛、痛苦、苦難或不滿，就沒有機會踐行慈悲心。

如果無人對你尖叫、大喊大叫，就沒有機會對他們踐行愛、理解、

耐心。我並不是說你應該去找那些會對你尖叫的人，但通常而言，

對方給你帶來的問題越多，你自己克服這些挑戰且踐行佛法的機

會就越多。

重要的是要明白，痛苦、苦難或不滿並不全是負面的，不要

這樣想。每天二十四小時、每週七天，每時每刻都有積累功德的

機會。假設你在閉關，儘管在那時意味著你不與他人來往，但並

不是說你無機會以這種方式（即：以他人為對象）來積累功德。

你可以想像或觀想你在做的一切——吃飯、睡覺或其他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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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為了他人，你應該想你在將這些東西迴向給全世界——我們

所說的『迴向功德』也是一回事。

我今天給你們的灌頂來自《成就法總集》。我是從第 41 任

薩迦赤千法王那裏獲授的，我很高興能將之傳遞給你們。

現在，我們念誦迴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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