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说稻杆经 第 8 讲 

无明—— 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执着，错误地把这个世界当作一个真实不虚的世界；

把自己和其他人，动物当作一个真实不虚的生命来看。对内对外的错误观点导致

无明。 

无明是轮回的源头，原动力，只有破坏这个原动力，轮回才能停止。 

无明犹如虚空，它的来源于佛性，如来藏。 产生无明的两种可能： 

1， 当下明白这是无明，这是错觉，立即证悟。 

2， 不知道这是错觉，便走上漫长的轮回。 

缘起法为什么不多不少十二个？ 

其实可以有很多，一百或几百，也可以只有两个：因果。 

无明·行 —— 前世；生老死—— 下一世；其他八个是现世。 

十二缘起法意义在于覆盖了人的前世，现世和来世，整个过程用十二缘起法就可

以完全解释。重点在于我们自己要不要证悟空性，即使做许多善事，也不能停止

轮回，只会过的好一点，这是人天乘，不需要修四加行，五加行，不要发菩提心。

暂时的福报可以几千几万年有很幸福的生活，但还是在六道轮回里面。 

人身难得是指我们有条件从轮回中醒来，可以追求断无明，这才是难得的意义所

在。其他五道没有这个机会。 

十二缘起法 互为因，互为缘，看似矛盾，实际不矛盾。 

上师建议我们学习一点佛教的因明，因为形式逻辑有许多漏洞。因明是非常严密

的逻辑推理思路，思维方式非常有用，还可以用于我们生活工作学习等所有事情。 

 

思考题： 



1， 怎样才能破除无明？ 

2， 人的根基不同，就像果树上结了许多果子一样。大部分人都只追求

感官的快乐，刺激；今生遇到脱离轮回的佛法，我们应该怎样珍惜？ 

3， 理解了十二缘起法，了解了生命的真相是什么？ 

 

佛说稻杆经 第 8 讲 （二） 

佛为了度化众生，用善巧方便之法门，先讲了没有因果的法，没有轮回，没有善

恶等等，许多人在里面可以学到一点点，思考一下，可以因此去探索生命，追求

真理。 可以说是先随顺众生。 

第一层面：每个人都具有佛性。佛性第一个念头是非常非常细微的意识，佛性产

生了光，意识就看到了光，然后把它当作一个真实的外界的东西，并产生了执着，

把内外分开了，产生了我—— 我就是一个生命，外面就是一个世界，内外不相关。 

这就是无明发展到这样子的地步。  然后开始没有烦恼。但并不是通过修行打坐去

消灭烦恼。 而佛性随时随地都会产生烦恼，因缘具足就打破佛性的平静。 

修行好的人就是证悟，见到了如来藏，感受到了佛性。就是突破云层直接进入虚

空。明心见性。证悟的人在佛性中和轮回之间穿梭来回，他们知道怎样超越，怎

样回来所有过程以及发生的事情。 

第二层面：进一步观察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因果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没有

因果。犹如虚空，彼诸幻法。谁见到缘起，谁就见到法—— 八圣道，只有一地菩

萨才可以证得的法。  

无明是于境界起贪瞋痴。 这里的境界是指眼耳鼻舌身意感官到外境，以为是真实

不虚，所以产生贪瞋痴——所有烦恼的根源。 

无明产生行——造业。而业把我们的意识投身到下一世：人，动物…… 

识——是我们这一次生命的开始，只有意识进入父母精卵，才能形成生命。 



五蕴—— 色受想行识 （很多东西堆积在一起） 

四蕴——色受想行 是相互依赖 如果没有意识，仅仅父母的精卵结合不能成为一个

身体。 

色——父母的精卵结合的物质，是可以看见的。 

名——受想行，看不见，但实际存在。 

十二缘起法的四个法基本上如上所说。无明是轮回的根源，只有破除无明才能证

悟。 

思考题： 

1， 怎样才能破除无明？ 

2， 学习了十二缘起法，如何理解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 

3， 断除无明了，就是断除轮回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