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说稻杆经讲记第7课（1）回顾 

 

1.内缘起当中的六界是什么： 

*佛教将物质分为地水火风空界这六界。六界就是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精神。精神和肉体的一个组合体叫

作人； 实际上除了地水风火这些东西以外，到底什么是我，到底什么是人，我们也找不出来。其实就是

这些东西，除了这些东西以外没有我。 

 

2.六界当中的地界，它是不是我呢？自我是什么呢？ 

*没有信仰的人，都认为有一个自我的存在，我是存在的，这叫作我执；除了佛教以外，其他的宗教都认

为有一个自我的存在；*唯一就是佛教认为这些都站不住脚，如果进一步观察，以客观公正的心态去看，

然后得到结论：不是自我而是无我。佛教在这一点上面绝对地尊重真理。 

 

3.当下的我是什么： 

如果六界都不是我，那我还会是什么呢？不可能有我!所谓自我，只是意识创造的一个抽象的概念，而

不是具体的东西。如果有一个自我的话，也许是我们的意识。很多人也觉得身体不是自我，但是意识

有可能是自我。但意识也不是自我。因为意识它也就是一瞬间一瞬间生灭，灭又生，生了又灭，这样

的连续的东西，都不成立，何况是自我。 

 

4.中观的二谛：胜义谛、世俗谛 

中观当中讲，实际上有没有二谛呢？没有二谛。只有一个胜义谛，世俗谛是暂时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保

留的一个观点、一个结论，不要完全否定，因为有必要，先暂时保留。简单地说就是科学家在实验室

不是用肉眼，是用显微镜。回到自己的家，不是用显微镜来看他家里的这些，是用眼睛看，这就叫作

二谛。所以，佛教讲无我时，是追求真理的时候。佛教讲有我时，就是保留我们感官权威性的时候，

也就是正常生活的时候，不否定现实，像人天佛教，或者是在积累福报的时候。所以这两个要分开，

我们就知道了到底是什么。 

 



                                       

    

 

 

                   佛说稻杆经讲记第7课（2） 

 

1）“何者是无明”。 “于此六界。起于一想．一合想．常想．坚牢想．不坏想．安乐想．众

生．命．生者．养育．士夫．人．儒童．作者．我．我所想等，及余种种无知，此是无明。” 

* 什么是无明呢？六界，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 

 

* “起于一想，一合想，常想，坚牢想，不坏想，安乐想，”这些，还有“众生、命、生

者，养育、士夫、人、儒童、作者、我、我所想等”及于种种无知，此是无明。这些上面

没有加“想”这个字，都要加“想”。 

 

* 无明是什么呢？ 

一想，无明盲目地对身体产生了一个的想法，其实如果分析，就可以分为很多个体。想就

是观念，观点。一想是什么？我们已经讲过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可以至少先分六个不同的物

质，就是六界。六界相互没有关系，六个都是不同的物质，各自都是不一样的物质，完全

不相干的物质。但是我们的无明很迷茫，它盲目地认为这些都是一个，是我的身体，我的

身体就只有一个身体，我不会有两个、三个、五个身体，只有一个身体，所以它就产生了

一个一想，一想就是一个身体。这些都是我的身体，它不会这么去分析，它非常简单地、

盲目地把这么多的东西认为是身体，就是一个身体。到底它有没有一个身体？什么叫身

体？分析的话，它就会发现，原来不是一个，原来有这么多的物质。先是六个，六界，然

后再分析的话，不止六个，几百几千都可以这样分解。实际上是这么多的东西，但是它就

盲目地认为，这些所有东西认为是一个，就是我的身体，或者是我，主要是我。这些是

我，就是我的精神，刚才我们讲的六界，它就认为这些是我，就这么叫作“一想”。 

 

一合想，认为所有的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就是我，这就是一合想。其实组合以后，也没

有产生什么新东西，所有成分，都各不相干，只是一种堆积和聚集而已。比如说，一辆汽

车的零件都是不一样的零件，当把车拆下来以后，变成不同的零件。组合以后，就认为是

一辆车，对上千个零件，就产生了一个观念----汽车。这就是一合想。 

 

常想，认为一个人从婴儿到衰老，自始自终都是一个人，所以会说，“当他年轻时”、

“当他衰老时”等等，除了衰老等变化以外，一个人本身是不变的，就是张三李四等等，

这就是常想。古印度有一种外道，即使从逻辑上根本找不到，却不愿承认，故而认为自我

是不可思议的。。无论内在的精神，思想情绪、三观等等一直在变化。还是外在的身体，



也纷纷秒秒在变化。所以，这种恒常的想法是无明。变化无常的物质和精神上，不存在一

个不变的自我。 

 

坚牢想，认为一切都是稳定的。一栋楼，每一天、每一年都是如此，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变

化无常的真相。布朗运动早就证明，世上没有恒常稳固。哪怕植物的花粉，都在朝着一个

方向运动。砖头、石头、煤炭等等都是一样。世上没有静止坚固的桌子，所谓的稳定，只

是我们的眼睛看不到而已。错觉让我们产生了坚牢想，这就是无明。 

 

不坏想，就是说它最终也不会坏掉的。比如外道就认为我们现在有自我，这个自我最后也

不会坏掉，它会去天堂，到了天堂以后它也会存在，它始终都存在。所以它是不坏，这叫

作不坏想。不坏想就是不灭的，这种不坏想也是错误的，根本没有自我，也不可能有不坏

的自我，这种观念也是无明。 

 

安乐想，认为轮回是幸福的，看不到苦苦‘明显的痛苦。变苦，幸福快乐消失变化后的痛

苦。没有之前的幸福，就没有后面的痛苦。幸福快乐时，常人看不到痛苦的结局，以表面

现象将其判定为幸福。所以当他在过幸福快乐生活的时候，他就认为这个是快乐、安乐，

但是隐藏在它背后深处的这些东西他都没有发现，也是看了它的表面然后判断它是幸福。

就像我们的视觉看到这个桌子的表面，然后我们断定它是静止一样。这个“安乐想”也是

无明，是错误的。 

 

以此类推，众生、命、生者、养育、士夫、人、年轻者、我、我所想等各种想法、观念，

以及各种愚蠢无知的想法，都是无明。“养育”是自我的另外一个不同的名称，“士夫”

也是人的意思。比如说早期的时候，丈夫也就是大丈夫，小丈夫，也就是普通的人叫作丈

夫，然后“士夫”，这些都是自我的称呼，自我的名称。 

 

“及余种种无知” 

除了这里提到的这些以外，还有各种各样愚蠢无知的想法，都叫作无明。所以佛教讲的无

明，跟我们世俗人讲的聪明是不矛盾的。佛教的无明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聪明，我们

生活当中的聪明，实际上是无明。聪明是在表面上，从现实生活的层面讲的。无明不是这

个层面，是更深层次的，从这个层面去讲的，这两个层次不一样，所以不矛盾的。聪明，

同时它可以是无明。无明在现实生活的层面讲，它可以是很聪明的，比如说有些人很聪

明，这个聪明它建立在什么上？它基础是什么？基础就是无明，所以这两个不矛盾。我们

现实生活当中，建立在各种各样执著上面的所有的这些观念，实际上从深层次的角度来讲

都是无明。比如说我们的眼睛，正常情况下看到的这些所有的东西，从显微镜的角度来

讲，全部都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静止的；然后我们看到的都是这样的一整体

的。显微镜看没有静止的东西，也没有一整体的东西，都是原子分子。所以从显微镜的角

度来讲，我们的眼睛正常情况下看到的都是错误，都是错觉。但是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

讲，不是错觉，这两个不矛盾。所以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聪明，跟佛教讲的无明，不矛

盾。原因就是这样。所以这些“想”都是无明。“及余种种无知”，还有更严重的无明。



比如说认为不存在善恶因果，不存在前世、来世，这样的无明是比较粗大的无明，比较严

重的无明。聪明不是智慧 

 

2）找到无我智慧 

* 无明是十二缘起的开头，就像火车头一样。因为有了火车头，所以几十个车厢都跟着它

走，我们有了无明，后面所有的缘起都跟着无明走，所以无明是我们轮回的源头。因为有

了这样的无明，然后就产生了后面所有的十二缘起。如果无明不存在，后面的这些都不会

出现，所以无明是轮回的源头。 

 

* 所以我们学佛修心、想解脱的话，我们必须要去找一个能够破坏无明的东西，而且对无

明的破坏力量很强的，杀伤力很强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可以把无明消灭、破坏，然后

后面的十二缘起都会停下来。火车头不动了，那么后面的这些都不会动。同样，我们把无

明消灭了，轮回它就不会再流转。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智慧。什么样的智慧呢？我们

前面提到的，比如说我想、一想、一合想。一想对立的是什么？一合想的对立的是什么？

最后就是乃至我想和我所想，这一切对立的东西是什么？比如常，常对立的是无常，我对

立的是无我等等，要找到一个这样的智慧。那么当我们的心里无明比较占上风的时候，它

的力量、势力比较强的时候，不会产生与它对立的，像智慧这类的东西都不会出现。然后

我们的心里通过闻思修开始有跟一想、一合想、常想，跟这些东西对立的智慧产生的时

候，产生而且逐渐逐渐地有势力，力量比较强大的时候，一想、一合想、常想乃至我想、

我所想，它都可以减弱，最后就能够消灭。所以我们想解脱的话，就必须要找到无我智

慧。像《入菩萨行论》的智慧品里面也讲过了六度，六度当中除了智慧以外的其他的五度

都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智慧，都是为了智慧而诞生，都是为了智慧而存在。也就是说

布施、持戒、安忍等等这一切都是为了智慧。为什么都是为了智慧呢？因为智慧才能够断

除无明，断除了无明才能够解脱。所以我们最终要找到的就是智慧。我们一再地强调，佛

教徒需要找到的就是两个，一个是智慧，另外一个就是慈悲，除了智和悲这两个字以外，

没有大乘佛教。 

 

3）智慧来自于闻思修行 

* 现在我们知道了最终需要的是什么，最终需要的就是智慧。因为智慧才能够解决十二缘起的来

源、源头。有了智慧，轮回从源头上就解决了。没有智慧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一切都跟轮回没

有任何冲突，永远都不能解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智慧。但是智慧不会从天而降，智慧需要有产生

智慧的这些因素，《稻秆经》一直都在讲缘起，一切都要靠因缘，智慧也不例外。要拥有智慧，

智慧也需要因缘，智慧的因缘是什么？一个就是闻思修，闻思修就是智慧的因缘；另外一个福资

粮，比如说布施、持戒、安忍，这些也需要。这些因缘都具备了之后就会产生智慧，然后这个智

慧就可以消灭烦恼，最后就可以解脱。所以最终大家必须要想一切办法证悟。在实际的实践的过

程当中，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要证悟、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前提条件就是有出离心、菩提

心。所以为了出离心我们要去修四前行，四加行；为了菩提心要修五加行，五加行当中不仅仅是

菩提心的内容，包含的内容更多一些。修五加行和四加行，四加行和五加行这些都修完了以后，

这个因缘就基本上具备了。在这个基础上再去闻思修，然后就会证悟，然后才可以明心见性。明



心见性以后，我们这里讲的一想、一合想、常想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断掉了，断掉了以后十二缘起

会停下来，停下来了这个就叫作解脱。 

 

* 所以十二缘起当中的第一个是无明，实际上我们所有的功夫就是为了消灭无明，追求一个超凡

的智慧。比如科学、哲学等等所有的这些世俗的学科，从世俗的角度来讲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成

果，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他们没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他们很聪明，很有智慧，但是他们的

这个聪明实际还停留在佛教讲的无明这个状态当中，他还没有突破无明，他是很聪明、很了不

起，但是他就是没有突破无明的层面，还停留在无明的层面，所以科学技术还有哲学的这些思

想，从世俗生活的角度来讲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不能让我们解脱，因为它还在无明的层

面，还没有超越这个领域和范围。世俗的聪明可以是无明，不矛盾，因还没有超越这个范围。

要找到一个完全可以突破、超越无明的层面的话就是无我，证悟空性的智慧，无我的智慧才能

够超越、突破。这个就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烦恼。 

 

 

 

 思考题： 

1. 什么时无明？ 

2. 怎样正确理解聪明和无明？ 

3. 智慧来自于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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