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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佛教的物种起源说

1. 佛教的物种起源说

1.1. 一、轮回的起源

1.1.1. （一）总结

• 佛教对于生命的开始、物种的起源如何解 释的呢？

• 显宗并没有确切的答案。显宗认为，轮回既没有 开始，也没有终结。如同
十二缘起中所讲的一样，在十二缘起的最后 是老死，老死结束之后，又是

无明，就这样周而复始、轮转不息。

• 密宗对于这个问题却有着非常具体而确切的解答，但此处不讲密 宗的实际
观点，而只向大家介绍一些不显不密、亦显亦密的中立观点，以便使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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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此有一些浅显的了解。

1.1.2. （二）建立佛教的观点

1.1.2.1. 轮回的起源用一句话就可以准确地加以概括，那就是 “远在天边，近
在眼前”

• 远在天边：我们每个人都在轮 回中经历过无数次生死，除了佛陀之外，没
有任何人可以统计出我们 转生轮回的次数，正因为轮回的漫长遥远，所以

说是 “远在天边 “
• 近在眼前：因为每个众生在每一次生死、每一天的深度睡眠、每一个念头
的产生 与消失之际，都经历了轮回的开始与结束，所以，又可以说轮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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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始是 “近在眼前”。

1.1.2.2. 从最远的轮回开始讲

• 1. 佛教认为，在凡夫人所能感受到的外在世界与 六道众生尚未产生之前，
既不是轮回，也不是涅槃；既没有佛，也没 有众生。

• 2. 佛教认为，在这个没有佛、没有众生、没有轮回、没有解脱、没 有山河
大地、没有任何星球、没有时间概念、没有东南西北上下等方 位的，非常

宁静的空间中，只存在着如来藏的光明。

• 3. 如来藏的光明是佛的境界，已经超越了凡夫感官思维的范围。我们的语
言来描绘如来藏，就只能说它是光明，因为它一尘不染、清明纯净，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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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污垢、烦恼与执著。因此，生命的起源是如来藏，物种的起源也是

如来藏。

1.1.2.3. 第一个念头哪里来

• 虽然本基如来藏是清净无垢的，但由于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产生 过轮回，也
没有经历过修行，所以具有某种非物质的、产生执著的可 能性或者能力。

• 这种可能性，佛教称之为习气或者种子。因为这种习气的存在，所以在如
来藏中随时都可能产生第一个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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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第一个念头从哪里来的这个说法的证据（从近的轮回开始讲）

• 除了因车祸、暴病等而突然死亡的情况之外，每个人的死亡，都会经历一
系列的程序。因为人体具有独特的气脉明点，依靠与其相应的意 识，就可

以感受到其他五道众生所不能感受到的特有程序，在这些 程序结束之后，

所有的人都会昏厥，这才是死亡的最边缘

• 在从昏厥中苏醒过来之后，就会进入轮回尚未开始之时 的、既非轮回也非
涅槃的境界。

• 进入的这个光明的境界就是如来藏

• 修行人在进入这个状态之后，就可以利用这个状态进行修行。无垢光尊者
说过，无论这个空间存在的时间是一小时、两小时，此时的境界与佛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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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是完全一样的。

• 佛的境 界、轮回尚未诞生之前的境界，以及死亡之后从昏厥中苏醒过来的
境 界三者是完全一体的。

• 虽然凡夫也能在片刻当中处于这 种境界，但因为没有修行，就不能阻止烦
恼的产生，而只能让这种境 界停顿一会儿，其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轮回，

并产生新的中阴身。中 阴身的第一刹那，就是在这个境界中产生的。

• 由此可见，这也是一种 轮回的开始。这种轮回的开始，与生命诞生初期轮
回之始的境界、过程是毫无差别的。

• 证据：就是有些修行人在把握 住这个机会之后，就可以处于这个状态中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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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不出来，这也就是我们 所讲的属于上等破瓦的法身破瓦

1.1.2.5. 找到证据的方法

• 看西藏的修行人是如何修 行的
• 很多西藏的修行人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修行当中，经过了千锤 百炼，修
行境界也日臻圆满，在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际，他们深知：虽然在其
他时候也存在解脱的空间，但只有在死亡之时，这种 空间才是最明显的。

在这种境界来临之际，如果能好好把握，就有可能于这种境界中获得成就。

• 死亡对于这些修行人而言，非但不是不愿接受的可怕灾 难，反倒是个稀有
难得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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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 从更近的轮回开始解释

• 就是每个昼夜的二十四小时所经历的轮回始末

• 在白天的一切活动都结束之后，就会进入深度睡眠，在深度睡眠当中，又
有可能经历类似于前面所讲的空间——粗大的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识 已经消
失，但细微的阿赖耶识却没有中断。

• 之后，这个空间会随着梦境的出现而结束。

• 如果整夜都处于梦境当中，那么这种位于深度睡眠之中的状态就不会出现。
这也是一种轮回的开始。这种轮回的 开始，我们几乎每个晚上都会经历，

所以说它是 “近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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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 从离我们最近的轮回的解释

• 就是一个念头的产生

• 每个人在每一刹 那都会产生千奇百怪的念头，这些念头从产生到消失的过
程也许是一 秒、两秒，乃至百分之几秒、千分之几秒，虽然时间极其短暂，

但其 间也经历了一次轮回的始末。

• 我们心中产生了一个比较强烈的嗔恨心，无论这个嗔恨 心持续多长时间，
当它最终在没有任何去处的情况下结束时，假如又 产生了一个忌妒心，则

在嗔恨心的结束与忌妒心的产生之间，也存在 着一个光明空间。修行人白

天所修的光明，就是这种每个念头之间的，最原始、最古老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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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 小结

• 这些轮回的开始，既不可能 用任何仪器来测量，也不可能用世间逻辑来推
理，只有通过修行人自己 的内证才能找到。一旦能找到这种开始，也就找

到了轮回诞生的初始。

1.1.3. （三）讲述他人的观点

• 所谓 “上帝造人”，以及 “有机分子产生生命，大脑产生意识” 的 所谓轮回
开始，以及物种起源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猜测而已。到目 前为止，既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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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人可以直接地感受到这一切，也没有任何人可以 用某种仪器来证实

这一切。

• 科学是无法驳倒上帝造人之说的。相信科学与同时相信 神并没有冲突。我
认识很多相信神的科学家。

• 笛卡儿创立了二元论
• 诞生了神经科学
• 关于世界与人生的种种解释就这样不断地推陈出新，却始终没有 一种学说
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如果这些证据是直观的感受，从世 俗谛的角度而

言则不可能被驳倒。佛所讲的理论就是不但有直接的感 受，也有逻辑的推

理。当然，这种逻辑不是普通的逻辑，而是佛教所 特有的、极其深奥的逻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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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二、依佛言教，斩断轮回

1.2.1. 斩断轮回的原理

• 每个人只要能按照佛陀 的指点去锻炼，依照佛陀的方法来控制无明，轮回
就会露出原有的本 来面目。如果能断除大部分的烦恼，就可以显露出大部

分的空间，这 就是密宗与禅宗所说的 “开悟” 或者 “明心见性”。用这种方
法来寻找 轮回的开始，应该说是非常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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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如何利用佛教的物种起源理论来获得解脱呢

• 修光明、修大圆满或者其他的藏密都可以

• 就必须想方设法地获得证悟

• 证悟的基础，就是出离心、菩提心等加行修法，如果没有这些基 础，要想
获得证悟，纯粹是异想天开。衡量加行是否修完的标准，就 是观察自己相

续中是否具备出离心与菩提心。在所有的加行修完之后，就可以开始大圆

满的修法，之后就有可能证悟。

• 证悟并不是万事大吉的最终结果，之后还要经过一些阶段。在这种基础上，
如果今生的修行始终没有太大的进步，就可以等待中阴的 来临，这样才会

有一些把握。如果根本没有开悟，却自不量力地妄想 通过中阴法门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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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脱，就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 如果自己能够努力，这个目标也并不是达不到的。在开 悟之后，解脱也就
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1.2.3. 小结

• 以上的观点，是成千上万的拥有高度智慧的人，在佛陀的指导下，于我们
自己的实验室里反复研究、实验的结果，它超越了人类有史以 来的一切物

种起源之说。

• 说既可以当成一个常识来了解，也可以作 为一个修法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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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问题

• 导致轮回的第一个念头从哪里来? 请解释
• 斩断轮回的原理是什么？
• 有的修行人可以昼夜连续不断地处于光明境界 当中，这个如何能过做到？
• 自己是否关注佛教的物种起源，又是处于什么具体目的？
• 对于轮回的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自己是否清晰理解？
• 如来藏光明是怎么样的状态？为什么说它是生命和物种的起源？
• 对于物种起源，佛教外的有哪些观点，又应如何看待？
• 学习本期法义，自己在修行的信心和动力方面有哪些受益？应该如何学以
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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