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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内容，这里我先把“法”这个词的含义解释一下。这个

词共有十种不同的含义： 法指知识 法指一切的知识，这是从

梵语“达摩”的许多含义之中取其中之一来对译的，意为“

能持”或“能维持其身体者”。“法”指知识时，适合于所

有的情形，它可以为世人肉眼所见，可能具体实有，并能维

持自体本质的同性。同样，世间所有的现象也都保留着非永

久、即暂时的特性。 法指道路 “法”的第二种含义是指“道

路”。例如要得到“空性”和所有灵感知识，就必须通过各

种不同的“静思观想”之路达到一切皆空的境地。 法指涅 “

法”的第三种含义是指“涅”，远离世间困难，获得正果，

从轮回中解脱。第三种意义的另一种译法是“持归”即救助

脱离轮回之苦。 法指法处之法 “法”的第四种含义是法处之

法，或者说指“意根“即指我们的六官所感受到的所有外界

环境。 法指福泽 “法”的第五种含义是指前世行善业所获取

的“福泽”。“福泽”可以令人奉行佛陀的教义。例如，为

了使“意”潜心于佛法，就有必要将“身”从尘世的烦恼和

物欲中解脱出来；或以诚笃之心境对待佛法，犹如重生；或

从躯体与心智的疾患与愚钝之中走出。这些作法皆有益于佛

法，故称“福泽”。 法指寿命 “法”的第六含义指寿命。珍

惜他人生命或救助他人生命就是延长自己的寿命，甚至可能

延长自己的现世寿命。 法指佛经 “法”第七种含义指佛经，

是佛陀的所述语录。它可以清楚无误地指出众徒所行业力的



正误。 法指未来 “法”的第八种含义是指未来。例如可知何

时生何时死。预知人之未来主要指：婴孩何时诞生，其人何

时寿尽，何时老冉冉将至，何时死亡降临等。 法指确定 法的

第九种含义是确定，指行为品行等的内在规仔的确定。例如

一个僧人，利用自己广博的佛学知识，研究探寻行动的规律

。 法指规范 法的第十种含义指规范。即指一种事物或一组事

物固有的表现方式。例如常传统的习惯，社会集团的惯例（

一个国家或一个阶层的惯例）都可以作为“法”的内容。 上

面列出的“法”的十种含义中，大部分可以理解为“法”就

是佛经（第七种含义）。这是因为，佛经可以除去生死轮回

中所有的不洁和污秽。佛陀教义基本的原则可以归结为“四

谛”。由于奉行佛陀教义的信徒不断增多，“法”的一词的

广泛使用，对“法”一词的理解也就多种多样了。 释迦牟尼

佛在波罗奈斯宣讲的第一种教诫的基本原理是“四圣谛说”

，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 苦谛是四圣谛之首，即所谓

生死轮回之苦。这种恶趣之苦是由生存的紧迫和连续性组成

的。生死轮回可以分为三道是五官所能感受的范围，属于有

形或无形的范围。根据生死轮回之说，生的形态可分为六种

，称“六道轮回”。这“六道轮回”分别是天、非天（阿修

罗）、人、畜牲、恶鬼、地狱，前三种称为三善趣，后三种

称为“三恶趣”。 四圣谛之二是集谛，即所谓业或烦恼。业

有身业、语业、意业。三业可为善业，亦可为恶业、或不变

之常业。①我们所说的“积业“指今生或来世所获之业果；

烦恼则分六大烦恼：无明、贪、嗔、慢、疑、见，还可进一

步分为二十随烦恼。②一切烦恼的根源在于对所有外界存在

的错误认识，即所谓“见“。反之，所有外界存在实质上都



是空无，私欲即从误见而生。 四圣谛之三是灭谛。即所谓“

苦”与“集”（业与烦恼）的灭寂与解脱。 四圣谛之四是道

谛，即所谓引向灭除痛苦，证得涅的正道。道者，道路、方

法、途径。从业及烦恼中走出是脱离轮回的基础，脱离轮回

之苦称之为“解脱”。 简言之，为了脱离轮回之苦，就必须

弄清是什么原因使自己坠入轮回之中，我们在今世的所作所

为、我们所经历的欢娱与痛苦，都是进入下世的业果。因而

，解脱之路的伊始就是透彻地领悟轮回之苦的实质：领悟众

生业力及烦恼的实质。进而脱离罪恶，生出离之心，弃绝尘

世之享，跳出轮回之外。要达到这一最终的目的，就必须信

奉正确的行动准则，用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举止作为处人行

事的基准；应该抛弃恶行、净化意念，使思想上升到一个较

高的层次；最后从根本上斩断导向轮回的业力。我们可以从

佛教展示的诸多修习道路中选择适合个人情况的修习之路，

一旦获得解脱之后，就不再受轮回之道的束缚，除非他自愿

作为菩萨降生。 所有的苦①（或称痛苦）－指轮回之苦被认

为是导致意念（即身、语、意之“意“）不专的唯一原因。

为了摆脱痛苦，必须首先使意念专一。方法是，先检讨、承

认自己意念的偏颇之处，然后以正确的对象作为“意“之所

在。佛法指示的意念所在是唯一供采纳的消除痛苦之法。非

心智的诸如药物等外物是不能长久地消除由意念不专而引起

的痛苦，人必须竭力去除自身引起痛苦的恶业；多行积德之

善业，并使之永存。 培养最高德行的基础被认为是与身、语

、意三者相联系的十善法。②十善法指：戒任何形式的杀生

；戒偷盗；戒淫；戒恶语伤人；戒妄语；戒浮语；戒贪；戒

伤人之欲望；戒谤，如谤三宝（佛、法、僧）。 为了充分地



理解十善法，我再作进一步他说明。当有人违背十善法，他

必须准确地知道，十善法是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的。（行动

之）标准；明辨之智（辨明有意为恶业者与因痴愚而偶为恶

业者）；以身修法，力达目的；修法获得成就。 每个僧人都

要克制乃至丢弃违背十善法之言行，代之于修善业守十善法

的言行。控制自己的意念这是佛陀教义所依之基石。 一个人

所行的业力，可分为善业与恶业，人行善业之最终目的，是

获得善身，善身皆由法组成；但如果一个人行善业的愿望是

获得今世的幸福，那么这些善业就不是教法的所谓的“业“

，不能构成“法”。对所有以教法为本的众生有情都要以他

们信奉佛法动机的纯与不纯作为尺度来进行裁决。 同情、怜

悯、不伤害他人，行平和之道也是佛陀教义的基础。当佛陀

教导我等应该如何行动（即应该信奉何物，应该弃绝何物）

时，佛明确他说，我等所行业力，不论善恶，都有其各自的

缘由。佛不仅喻示我们如何观察无因之果，还指明了因果的

联系，让我们在善恶业中自由选择。 一个人的业果，或善或

恶，必然与其人的利害相关，没有一个人甚至是佛徒或菩萨

也不能用手势去除上世业力的恶果；就是佛陀或菩萨也不能

将他们所获成就移到其他众生身上去。人们无法找到这样的

捷径：逃脱前世的恶业或不劳而获得成果。唯一可取的办法

是信奉佛陀为适应不同心智水平的人们指示不同解脱路径的

教义。一个人如果利用这些方法选择了一条最适合于自己的

修行之路，并以献身精神将所有教义付诸实践，那么他将获

得较高的成就。小乘佛教最高的成就是从生死轮回中解脱，

获得涅；大乘佛教最高的成就是成佛。"#F8F8F8"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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