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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二日，全台正傾灌著梅姬颱風所挾帶的豪大

雨，許多縣市紛紛宣布停止上班上課，其中也包含了台北

縣石碇鄉中，位居台灣地理位置上號稱「最高學府」的華梵

大學。雖然雨未停，雖然風無止，雖然落石也止不住腳步，

然而大崙山上有二世卡盧仁波切到訪華梵大學，演講「光與

熱」，於是那個下午就變得亮了、暖了。

第一世卡盧仁波切是一位不可思議的實修上師，他的佛

行事業遍及西康、衛藏（前藏），直到印度、不丹、錫金與

尼泊爾。一九七○年以後更多次前往亞洲、歐美等地傳法，

是早期於西方國家轉動藏傳佛教法輪的仁波切。第一世卡盧

仁波切圓滿其佛行事業後，於一九八九年圓寂，其轉世第二

世卡盧仁波切在一九九○年誕生。在九歲之前，仁波切由雙

親照顧，一九九八年父親往生之後，由波卡仁波切給予二世

卡盧仁波切修持上以及佛法上的教授。為了延續上一世卡盧

仁波切的願力―弘揚實修的教法，波卡仁波切開始興建香

巴噶舉閉關中心，卻在閉關中心尚未完工之際，波卡仁波切

突然圓寂。

二世卡盧仁波切於二○○八年，圓滿了三年三個月的嚴

格閉關，出關後的卡盧仁波切開始他的弘法教化步履，十月

二十一日才剛圓滿了韓國弘法行程，便即刻抵達台灣，次日

蒞臨華梵大學，分享佛法。以下是仁波切的演講記實：

生活與佛法

今天來到這麼莊嚴宏偉的大學裡，跟各位分享佛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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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位這麼燦爛的笑容，心中也自然生起了歡喜心。佛法與生活應該同

步、同時的學習，而不是斷然分開的。如果能夠把佛法與生活結合，對

於佛法將能夠有進一步的了解。今天的講題就圍繞在「生活與佛法」，

同時我也會分享個人在生活、以及修持上的經驗。

我得到了上一世卡盧仁波切的轉世認證，也因為上一世卡盧仁波切

的名號，讓我得到所有法友弟子們的尊敬，然而坦白說，我自己並不太

相信這件事，為什麼呢？因為上一世卡盧仁波切是一位偉大的菩薩，具

有非常高深的證悟，如果說我是仁波切的轉世的話，這些佛法的道理應

該在一出生，就自然而然的明白了悟，但是事實上我還是需要透過很多

的學習、很多的努力。但是無論如何，今天我有了這樣的一個名號，我

要盡我所能來利益一切眾生，我也會特別以自己的心得來分享佛法，以

自己的經驗與修持來利益大家。

佛法無分別

在座的各位，每個人都有一些期望，有些人想得到建議，有些人

想來聽聽，到底我說些什麼道理。本來今天是一個佛學講座，但不如說

是佛法的分享會更為恰當。首先我想分享的是，我來自於印度，穿著與

此地不同的僧服。有的人看到這身打扮會認為：啊，這是金剛乘，這是

很高層次的佛法；或者認為金剛乘、大乘是有分別的，我認為並不是這

樣子。之前在韓國的時候，有人就認為：「你們是藏傳的佛教徒，我們

這邊有韓國的佛教徒。」我看到這樣的情況認為並不正確，我一直在努

力，想促成佛教徒們呈現融合、共同的情景。為何如此呢？因為我們都

是在學習佛法，而佛法是佛陀所教授的，從教法上並不能作分別，真正

會去分別的是人的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因緣，對於佛法便有不同的了

解與體悟。我們平常所謂的金剛乘、大乘、小乘等三乘教法，事實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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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所宣說的教法，眾生因為過去不同的因緣。產生了對佛法不同層次

的瞭解，所以才有這樣的區別，事實上三乘佛法的整體精髓是無異的，

都是佛所宣說。台灣的寺廟裡有佛像，佛教徒要做頂禮、祈請；同樣

的，在印度一樣有寺廟，佛教徒仍要對裡面的佛像做頂禮、祈請。雖然

頂禮的人、頂禮的地點有所不同，但同樣都是為了眾生，盡可能發心利

益他們，追求共同的目標―證悟成佛，這樣的道理，內涵是沒有分別

而一致的。至於為何會有這些分別呢？可能是有些人，他存著私心，說

這個宗派、這個傳承好像有所不同，或者說只有自己的是正確的。事實

上，我們都希望能夠從輪迴之苦中解脫，能夠得到永恆的安樂，這個

結果是一樣的，所以我們共同追求的佛陀、正法、僧伽三寶，無論在基

礎、修證、結果上都是共同的。

如果我一來就強調：啊！我的宗教、我們這個金剛乘如何如何，

這樣就是在做一個分別了。我希望大家能夠瞭解佛法是共通、融合，沒

有分別的。不管我們是哪邊的佛教徒，我們都是追隨佛、法、僧三寶在

修持，所以說不要看到仁波切穿著不同的服裝，就認為代表了不同的教

理。我們要用「心」去體會，所有的傳承都是佛陀所宣說的，如果我們

不去瞭解心的層面，只因形象、造型，或僧服的不同而作區別，那麼這

樣的學識、常識是不足的，甚至是愚蠢了。佛教徒就都是追隨三寶的修

行人，我們應該了悟這一點。

有些人聽到金剛乘就被吸引，但其實我們都是一樣的。我並不是在

鼓吹：「我們都是一樣，所以你們都來當我的弟子！」而是要表明不論

金剛乘、大乘、小乘，最重要的是追隨上師、追隨三寶。有時候我們會

聽聞到所謂「不共」這樣的形容詞，但事實上有很多共同的基礎，共同

的核心，是我們所應該瞭解的，就像我們所說的菩提心，我們所受承的

三乘戒律，在家的、出家的、男眾的、女眾的戒律等等，以及我們知道

的慈悲心、愛與關懷，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共」的內容。

幸福人生的關鍵字─光與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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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美好的

無論工作或家庭都是好的，我們也應該盡量去用心經營，讓我們的生

活能夠延續、支持下去。不要因為自己接觸了佛法之後，看到其他人就去

鼓吹、勉強別人，說這一切都是在輪迴裡面，一切都是無常。我們講了很

多所謂無常的道理，告訴別人所謂的輪迴，但是我們是不是真的瞭解了輪

迴？我在韓國的時候，問了大家一個問題：「什麼是輪迴？」有的人回答：

「生跟死就是輪迴」我又問：「輪迴在哪裡？」有人回答：「輪迴就在我

們的世間。」事實上這樣的體會是很有限的。如果我們說世間是輪迴，可

是世間就是我們所存在的世界，世界給我們水、空氣、暖熱等等生存的條

件，怎麼可以說世界是輪迴呢？有人會問，卡盧仁波切你到底在說什麼？

怎麼說我們的世界不是輪迴呢？那到底什麼才是輪迴呢？其實，我們自

己才是輪迴，輪迴是由我們自己所創造產生的，但也必須靠我們自己去結

束，讓輪迴走到盡頭。無明、嫉妒等等種種的煩惱，這些才是真正造成輪

迴的原因。我們有時候會覺得我有無明，我有貪瞋癡煩惱，但是這個我並

不是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是「佛性」。我們會覺得現在的我，真的有貪

瞋癡煩惱，也因為貪瞋癡煩惱，讓我們無法認清自己的佛性。因為我們隨

著貪瞋癡煩惱，沒辦法自我控制，所以才產生了輪迴；也因為我們沒辦法

控制這些煩惱，所以我們希望可以離苦，但是卻無法真正得到苦的結束。

無常的另一面

談到輪迴，就會想到無常。我們通常都害怕無常，但其實並不需

要害怕，很多無常是好的，有些無常也帶來了快樂。什麼是無常？無常

就代表「一直在改變」。我們常常說有生就會有死，至於什麼時候死卻

無法預測，我們對於無常的瞭解往往停留在這個層面。然而，有些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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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恆常，但這個恆常如果變成一直保持同一個觀念，對於形象產生執

著，這樣的話就變得很無聊，因為如果都是一樣的話，就沒有變化，所

以說改變有時候是會帶來快樂的。比如我們都希望有一個更好的未來，

這就需要靠改變，由此可知因著無常的本質，我們的未來才有改變的希

望。所以無常會帶來痛苦，但有時候也帶來了快樂。那麼到底是什麼原

因造成了快樂跟痛苦呢？主要是因為業力，我們要相信業力，然後再從

業力中著手，從無常中離苦得樂。

修持為要

既然我們不希望痛苦，我們就必須要修持，沒有修持是無法離開痛

苦的。以我自己為例，我平常話講得太多，修持得太少，常常到各地去都

是在講話，但自己做得很少，也因為講話而失去了許多修持的機會。如果

想要真正的瞭解佛法，必須由修持做起，沒有修持很難真正了悟。即使我

們從別人的開示、演講、教學中得到了佛法的內容，但是我們是否真正了

悟呢？這是很困難的，為什麼呢？因為這些內容，是老師以他們自己修持

的經驗，傳授給我們，並不只是從書上看一看加以轉達。老師是靠修持、

體驗，從內心裡了悟道理，才能夠與我們分享，因此我們也必須透過修持

來獲得這些經驗。當我們心裡想要幫助別人，卻沒有修持，那麼要利益別

人是很困難的。做為初學者，書籍經典有助於我們了悟佛法，但是除此之

外，還要更上一層樓，更進一步的修持。至於修持，首先有一個重點，就

是找到一位具格的老師，然後跟老師學習，這是極為重要的。

宗教必須快樂

宗教的意義是能夠給人們帶來快樂，如果不能給人們帶來快樂，

幸福人生的關鍵字─光與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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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是真正的宗教，而快樂則有「暫時的」與「永恆的」。宗教不能只

是相信，如果只有相信，卻不能帶來快樂的話，這樣就變成了迷信。真

正的宗教是要人們得到快樂。至於得到快樂的方法是「捨棄慾望」。有

慾望就無法快樂，這說來容易做來難，平常一個儀軌或經典，我們可以

花兩個小時讀完、看完、念完，可是真正要完全瞭解內容含意，卻需要

一年又一年的長時間。有時候我們看到一句佛理，可以延伸到數十種道

理，如果我們沒有平時的修持，看到一個字、一句話，就只能瞭解表面

上的字義。

更深層的愛

佛教常提到下一生，但是並不該凡事只寄託於未來，反而眼前的事

情都沒照顧好。我們首先就是要做一個快樂的人，然後有一個快樂的家

庭，如果家庭裡沒有愛與關懷，家庭就不會和樂。如果我們有很強的關

懷和愛，不論外面發生什麼事情，都可以光明面對，因此我們要盡量的

去關愛我們的家人。但是這樣的關愛必須沒有貪著、慾望，如果我們要

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瞭解更深的層面。我們從佛法上可以知道，這種愛

是可以擴及到所有眾生，也就是對所有眾生都懷有「慈悲心」。

我們跟別人分享佛法、教學或講道理時，必須觀察對象理解的程度、

根器、喜好。如果給一般人太深奧嚴肅的道理，他反而不能接受。對於所

有的眾生，我們要像家人一樣去利益他們，這其中不能帶有自私之心―

想要因此而更有名氣或賺更多的錢，而是必須以一種無私的心，去利益慈

悲眾生。平常我們要好好的過家庭生活，持續我們的工作。

對於佛法有更深入瞭解的人可能會出家，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修

持。大致可以分成三種：一種是過平常生活的一般人；一種是知道輪

迴，但還沒有捨棄輪迴的人；還有一種是完全斷除輪迴了，出離一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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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來做修持的人。當我們在分享佛法時，要小心依照對方的程度來分

享，這樣的話才能對他有幫助，不然的話我們講的他不關心，這樣反而

無法讓他得到佛法的利益。有些人到佛法中心（道場）就是想要得到自

在、歡樂、放鬆，如果一開始就對他說什麼好、什麼不好，該修什麼、

哪個又不能做，反而會讓他更迷糊，因為他們並不是依這樣的目標而來

的。對這樣的對象我們應該保持關心與愛心，這也是很重要的修持。

對佛法的尊重

雖然我們說要保持世間的愛與關懷，但我們對佛法還是要尊重。現

代人可能自己解釋佛法，甚至自己創造佛法，用自己的方式來講佛法，

這都是不恰當的。我們應該對佛尊敬，保持高於我們之上。如果要把佛

法講得簡單一點，就是不去傷害眾生，禮敬三寶，如此一來，修持便有

個簡單的重點。

有時候我們會認為佛教徒就有佛教徒的傳統，其實佛教沒有所謂

的傳統，國家文化才有傳統，而佛法都是從心做起，所以並不是要以傳

統來勉強別人，要求家人朋友一定要遵照這樣的傳統。我們先要做好自

己，不要刻意突顯自己有何不同，其他人都要照我的意思做才是對的。

我們該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真的讓別人感到歡喜，真的去瞭解別人，對

眾生施以更宏大的關心、愛心、慈悲心。眾生會感到舒服，自然他們就

會喜歡跟我們親近，進而瞭解為什麼我們有這樣的改變？我們是為何才

有這樣關懷別人、愛別人的力量？然後自然對佛法產生歡喜。如果不是

這樣，一旦我們到寺廟做修持，回到家裡就變得怪怪的，這個也不行、

那個也不行，他人就會說「都是去了那個地方才害了你」，反而因此遠

離佛法。 （待續）

文章大標為本社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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