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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序并导读(修) 

业，是佛陀教法的核心，也是这个世界运作规则

的真相。但是，诚如佛陀所说：世界因无明而盲目。

要如实知见业因业果的运作，如实知见生命受到业所

支配的残酷实相，先要学习如何可以不盲目。那么，

我们首先需要做一件事──点燃内心的智慧之光。换

句话说，我们需要净化心，学习戒与定，直到产生明

亮的智慧之光。 

一颗透过良好训练的心，无事不办。也就是说，

心透过正确的禅修训练能展现极高的素质与能力，极

其强而有力；能让我们学习知见诸法，如实照见实相

与圣谛。 

这样的生命才是接近不盲目的。因为，能够了知

善也了知恶，知见业因业果、洞察无常、苦、无我、

不净；终于有能力可以清楚知见什么是无明，以及无

明的可怕。而出现在生命流中种种因错见常、乐、我、

净的幻象也将因智慧逐渐内住而远离。净化的生命，

使真正的智慧得以内住；而以观智根除烦恼，则使得

生命安稳寂静。 

尊者的开示中开章明义指出，我们所居住的这个

世界与社会结构，是一个由对立面共存共构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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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业链锁的生命结构。 

当我们此刻迎接快乐，下一刻或明天可能要接受

愤怒、哀伤来敲门。当我们从外界受到肯定与赞赏，

必然也要准备接收讥毁、讽刺、挑剔、指责与否定，

还有怀疑。这可能产生自我们本身的错误与不足，也

可能是来自外界本身的不善，诸如嫉妒和其他瞋恨的

心态。 

无论是行善或行恶，有情众生的生命存有是正受

到业因业果的力量宰制，而我们以心去体验和反应一

切外境的呈现，是被业链锁的奴隶。但是，芸芸众生

因盲目而造业。因此，在我们的生命流之中时而为天、

时而为人；时而为饿鬼、畜生、修罗，以及地狱众生。

一期又一期的生命反复不停地随业流转，而毫无厌

倦；因为，无明使我们忘了过去一切。而不具正念与

智慧，则使我们对于发生在眼前的一切都无从警觉。 

所以，我们跟着烦恼与境界笑、跟着哭，跟着沾

沾自喜、跟着自负，以及自我否定。无力了知内住生

命流与我们相互依存的烦恼和无明，也无法从对立共

构的世界中解脱。 

因此，借着《内住弟子》这本小篇幅的佛法开示，

对于“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将会产生更深刻的

心灵印象。 

佛陀曾经说过，“惭”与“愧”不仅仅是世间美



- iii - 

德，它也维系着世间良知。所以，尊者的短篇开示对

当代社会并不仅仅具有宗教和心灵修为这两个层面

上的意义而已，它更具有唤醒世间良知的正面意蕴。 

愿这本小册子能成为芸芸众生的心灵良友；能成

为大众生命之流的善业资粮；能成为正在追寻法宝的

旅人，一本智慧的指南。在佛法仍然住世的今天，我

们应该珍惜智者的鞭策。 

愿教法久住，慈心祝福世间！ 

 
Sayalay Khemānandā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写于斯里兰卡正直寺 

修改于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Angulgamuva Dhammika Ashramaya, Sri La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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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住弟子 

对立共存的世间八法 

我想以《相应部》中的一部经典《内住弟子经》

为大家开示佛法，经名Antevāsika 0

1的意思是“关系密

切的共住弟子”。假如我们把“弟子”放在世间八法

中，它应被归属在哪一法中？你们知道什么是“世间

八法”吗？这八法是指：得与失；荣与辱；乐与苦；

毁与誉。假如，我们将“关系密切的共住弟子”这个

概念比对这八法中的其中一对，这个概念应归属于

“荣与辱”这一组。 

何谓“弟子” 

有老师即有学生；有比库即有弟子。“荣与辱”

意谓着随众多或随众少。学生们与弟子群，是老师与

比库的追随者。假如，老师与比库拥有众多学生与弟

子，他们将会非常开心。你们难道不想要一大群弟子

吗？所谓的“弟子”，在这里是指“关系密切的弟子”，

                                             
1
  Antevāsika 的意思是与导师共住的“弟子”或“学生”，直译为“内

住者”。在汉译南传大藏经中，可参见《相应部四‧新旧品‧第 150

经‧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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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与导师共住的“近住弟子”。 

“拥有许多和你亲近的弟子好不好呢？”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由于我拥有与我密不可分的近住弟子群，所以我

了解，无论是否拥有弟子群的好处与坏处。 

我感觉，今晚在此的大多数人都希望拥有关系亲

近的弟子群，或者是拥有住得很近的弟子们。当佛陀

提到“关系亲近的弟子”时，可曾提到“随众多”或

“随众少”？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深思这个问题。 

今晚，我将与大家分享，佛陀谈及“弟子”的真

正意涵。 

首先，我将为你们诵念一段经文： 

“Anantevāsikamidaṃ, bhikkhave, brahmacariyaṃ 
vussati. Anācariyakaṃ santevāsiko, bhikkhave, bhikkhu 
sācariyako dukkhaṃ, na phāsu viharati. Anantevāsiko, 
bhikkhave, bhikkhu anācariyako sukhaṃ phāsu 
viharatī’’ti. 

“诸比库，梵行生活不应有关系亲近之共住弟

子，也不应有关系亲近共住的导师。诸比库，有着

关系密切共住之弟子与关系密切共住之导师的比

库，将会活得痛苦、不宁静。诸比库，没有关系密

切共住之弟子以及导师的比库，将会活得快乐、宁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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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世尊大慈大悲的教导。假如佛陀说，我们

应锻炼在梵行生活中无有关系亲近的弟子与导师，会

不会引起你诸多怀疑？这是什么意思？真是难以即

刻理解佛陀教导的真正意涵。令人犹如坠入五里云雾

之中，百思不得其解。 

请再聆听一次佛陀所说的话语： 

“诸比库，梵行生活不应有关系亲近之共住弟

子，也不应有关系亲近共住的导师。诸比库，有着

关系密切共住之弟子与关系密切共住之导师的比

库，将会活得痛苦、不宁静。诸比库，没有关系密

切共住之弟子以及导师的比库，将会活得快乐、宁

静。” 

佛陀同时也说道：“要脱离像风车般轮转、痛苦

的轮回，就要完全依靠善友、善师、善知识。” 

假如佛陀说：“一个修习梵行的人，若不与亲近

弟子相伴，也不与亲近师长相随，将得以活在宁静之

中。” 

那么，这两句经文陈述，如此看来是自相矛盾的。

这看起来就像是个谜，不是吗？ 

所以，我们必须透过“关系密切的弟子 2”以及

“关系密切的导师 3”这两组概念，确实地找出佛陀

                                             
2
  亦可译为“近住弟子”。 

3
  亦可译为“内住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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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诲的真正意涵。我们也必须定位出自己正过着什么

样的生活。 

检视我们的心 

是时候重新检视我们正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以及

内心已成型的思考模式。今晚正好是二○○八年元旦

前夕，我感到这是一个最好的时刻，进一步在这件事

上深刻反省。这也正是我今晚想要宣达这个佛法开示

的原因。 

此刻，在每个众生的心中都存有贪、瞋、痴；同

样地，嫉妒、悭吝、傲慢也存在我们的内心里。在场

的每一个人，全都拥有这些烦恼。每当我们看着什么

的时候，心里所想着的是“非常喜欢”或是“不喜欢”。

在我们心中生起的是恶、是不善，如枷锁般铐住我们。

我们的感官、记忆、想(概念)、以及感觉，因为唤起

了这些不善法而变得忙碌不堪。 

这些烦恼居住在我们的生命中。既然，这些烦恼

盘据在我们生命里；那么，就称之为“关系密切的共

住弟子群”。 

内住生命流的弟子与导师 

佛陀说：拥有如此关系密切弟子群的人，生命将

走向痛苦悲凄。透过感官，这些被如是称为关系密切

的众弟子：贪、瞋、痴、嫉妒、悭吝、傲慢——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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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们，也掌控着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说，假如我们的生命拥有这样

的弟子群和师长群，生命将永无宁日，绝无可能活得

安宁详和。 

我们可以拥有物质丰厚的财产，或许也可以变得

资产匮乏。这两者中，哪一个是你想要选择的？通常，

很自然地想选择物质丰厚的财产。 

同样地，假如要在“随众多”与“随众少”之间

选择，你的选择将会是“随众多”，不是吗？ 

称誉与讥毁、富裕与贫穷，假如给你一个选择的

机会，我肯定你只会选择比较喜欢的。从没有人想要

不好的那一个。世人只管想要荣誉，而不想要不名誉。 

无论世人是否想要或不想要，世间八法永远与人

类的存有如影相随。也就是说，人类的存有总是紧紧

相系着世间八法。无论何处以及无论何时，“富与穷”、

“随众多与随众少”、“誉和毁”，当其中任何一组出

现时，与之相对的“快乐”及“哀伤”这一组也将相

伴生起。 

那是因为我们拥有“导师”，所以关系密切、共

住的“弟子”也与之同在。 

当我们得到所喜所爱，诸如财富、荣耀、名望，

我们感到欢喜；当我们得到不喜欢的一切时，我们则

表现出无比哀伤，悲痛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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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快乐幸福，则必然有痛苦不幸。如果你得

到喜乐，必然也得准备迎接哀愁。犹如与你关系密切

的“亲密弟子”如影相随，无从幸免。因此，凡是拥

有“导师”者，必定有“弟子”相随；他们绝不可能

只生活在快乐幸福中，却避开痛苦与不幸。 

再陈述得更清楚一点：拥有烦恼就像是负债累

累。 

拥有烦恼即是负债 

如是，烦恼的存在犹如债台高筑。你将不断处于

债主随时来向你催讨欠债的恐惧中。 

“贪”的存在非常像负债沉苛，只要你尚未摆脱

贪，就余留未付清之欠款。这就好像债权人向欠债的

人收回欠款，所以烦恼会召唤你偿还欠款。 

“我多想要这些东西啊！”——这就是“贪”要

求你偿还欠款。 

“喔，我多想珍藏住这些东西……”——这就是

“贪”在向你讨债。 

因兴奋而感受到心跳的悸动；渴望、思慕想得到

某人，则侵蚀了我们的心。 

想与某人长伴相随、想听某人的声音；或为了人

与物而衣带渐宽，日渐憔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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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感官而贪求，垂涎别人所有。 

寻求别人对我们的理解；期望功成名就，群众拥

戴追随。 

以上这些种种感觉以及渴望，都是基于生命存有

着“贪”。 

“贪”，以这样的形式贯穿人类的生命旅程，终

生内住于生命，如影随形。所以，凡是带着贪爱的生

命全都将被束缚，进而偿债。 

此外，被瞋恨填满的心，犹如有债务在身正等着

偿还。除非一个人没有瞋，否则将永远有还不完的债。

“瞋恨恼”会紧逼着你，就像债权人向借贷者逼讨债

务。 

满心忧郁、悲恸与哀伤，感到焦虑、不满足。 

指控他人、责备、折磨，以及彼此残杀。 

众生以傲慢及残忍彼此相虐； 

带着妒恨，挟怨报复； 

恃强凌弱、胁迫、恐吓、威逼他人…… 

为什么会出现以上这种种行为和感觉？这些全

都是因为人类向“瞋恨(烦恼)”借了债，因此使得自

己深陷烦恼债中。换句话说，他们有关系亲近的弟子，

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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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嫉妒、悭吝、傲慢自负，也同样是好像借了

巨额贷款。假如你尚未根除这些烦恼，将始终是处于

负债的状态——有债要还。 

“他(她)已经超越我了，让我怒不可遏！如何才

能击败他(她)、打击他(她)、毁掉他(她)的成就？” 

“我厌恶大众都关注他(她)、搜寻着他(她)的一

切资讯，何不让群众都只关注我？！” 

“大家都怎么看待我呢？他们怎么定位我？” 

“我无法容忍别人这样讲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

‘我’是谁！” 

“你谁呀你？！还让我‘应该要’顶礼恭敬！” 

凡是带着这些瞋、嫉的不良心态和思想，以及傲

慢自负的人，铁定是要还债的。只要你还有债务在身，

债权人就会追着你要偿还债务。 

业债累累的生命实相 

我们每一个人都累积了很多“业债”。有些是善

的业债，有些是不善的业债。 

从事善行，发下善愿，也是一种欠债赊帐的形式。 

假如你曾经许下心愿，希望能实践服务以利益大

众；当业果成熟时，你将能如愿以偿为大众服务，利

益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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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是你自己曾经发下的心愿，“服务人群，

利益大众”将会是善的。 

可是无论如何，债务就是债务，无从回避躲债。 

我们的菩萨以四大阿僧祇劫以及十万大劫的时

间，精勤奋斗来圆满波罗蜜，就只是为了使有情众生

的心，能够由迷转悟。诸佛或被授记的菩萨们，他们

自身所承受诸如此类不平凡的业债是不可思议的。然

而，如是作如是受；这是他们自己过去发下的诸多心

愿，所以还是得要清偿所有债务。他们已为此而做好

准备；毕竟，诸如此类的业债皆为培育善因。 

可是，因为造下不善行所要偿还的业债是数不清

的，无有尽头。诸不善业债，可以是极为严苛的折磨、

难以承受的险峻情境；甚至是，生死一线的殊死境遇。 

假如我们研读菩萨 4生命轮回里的早期经历，将

可以看到在这些不成熟的生命存有期中，由于心智的

修行未成熟，他仍怀有贪、瞋、痴、悭、嫉、慢等诸

多烦恼。 

这些烦恼，置他于恶的业债之中。即便是在他体

证佛果之后，直到最后一刻，五蕴完全熄灭的无余涅

盘来临为止；他都必须要完全偿还曾经欠下的恶业之

债。 

简单来说，根本就是无路可逃，佛陀的背痛、头

                                             
4
  指释迦牟尼佛尚未成佛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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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腹泻就是在偿还过去的恶业之债。 

菩萨的某一个过去世，曾经是一位知名的摔角选

手。尽管当时他已经因为年老而退休，傲慢和自负却

让他错认自己是万中选一，是全国唯一有能力保持住

国家荣誉的人。所以，他走进摔角竞技场中，摔断了

对手的背部。如是，即使是最后一生成佛时，他仍旧

要为过去曾造下的恶业之债付出代价，为极其严重的

背痛受苦。 

我们的菩萨在另一个过去世中，曾经居住在一个

渔村里。有一次，他的亲属捕了一条鱼，然后打鱼的

头来杀鱼。当时，我们的菩萨在旁观看，在观看杀鱼

的过程时起了欢喜的心意。由贪欲引生的“赞叹杀”

的心，带来了恶业的债，使得佛陀在成佛的那一世里

要承受头痛之苦。 

菩萨仅仅只是在观看屠宰时生起少许的欢喜心，

并没有实际参与屠宰的过程。这彰显出即便只是内心

默许不善行，也将置生命于业债之中——为“不善心

之造作”付出代价。 

试着想象一下，由观看拳击赛、斗牛时所引生的

不善业，那不善心的强度有多少！观众们狂啸、为搏

杀拍手叫好；鼓动选手们上前去战斗、去伤害对手、

去殴打对方，而且有时是双方互杀。 

他们心里期待这一方赢，而另一方输。 

真是十分骇人而令人毛骨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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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使人极其惊恐而颤栗！ 

如此造作不善时，正累积着庞大的不善业债。你

期待参与这样的活动吗？只要还有这些烦恼(内住生

命流的亲近弟子)，你将无时无刻遭逢恶业的代价。

你无从逃脱！所以，要当心。 

在另一个过去生中，心智修行尚未成熟的菩萨，

曾经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内科医生。 

有一次，他治疗一位腹泻的病患，这位病人贪婪

吝啬。当他康复时，变得狡诈而不情愿支付治疗费用。

虽然说，医师精湛的医术是为了恢复病人的健康、救

病人的命，但是菩萨的愤怒和自负却使他给了这个贪

吝的病人强力腹泻剂，导致病人死亡。 

由愤怒和自负产生的恶行，使得菩萨在地狱受苦

无数生。即便是在成佛的那最后一期生命，佛陀仍然

要苦于腹泻，以此清偿过去欠下的业债。这是起因于

过去的不善业。 

有业即有债 

生命就是如此，处于不停的借贷，不停的还债。

假如拥有这“内住生命流的弟子”，那也就拥有“业”

的存在；假如有“业”，那就有“债”要还。 

拥有烦恼，正是陷入欠债的境遇。这些“业债”

我们能在今生全部偿还吗？这是不可能的。这些业债

将从今生流转到下一期生命，所以必须严正看待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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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假如你正在培育善业，将会付出相对应的业债；

假如你正在培育恶业，同样地也将付出相对应的业

债。 

我们这些比库正在做什么呢？我们也同样正在

付自己的业债！而这些是善的业债。 

但无论如何，债就是债，都一样。 

可以这么说，业债一共有四种形式： 

清偿旧债。比如说：回报父母。 

透过放贷。比如说：从事慈善救济，布施亲友、

帮忙做事累积福报；抚养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将来也

回报我们。这些也是一种业债的形式。 

向未来借贷：这是由于造作不善行。 

我们完全清偿了赊贷，从债务中解脱。 

现在可以这么说，大家都在偿还欠下的借款，也

同时在放贷借款。还债和放贷的循环是无止尽的，只

会是陷入更深的业债之中。 

当你们彼此带着瞋心讲话，那正是开始陷入债务

中；当你嘲笑着另一个人，就又陷入更深的债务中；

当你以傲慢待人，那就是债上加债了。 

我们的菩萨，有一次嘲讽和指责一位圣者，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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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者已经圆满了对真谛的修行。因为这个过去的不善

业，即使是他成佛时，仍旧要受苦于讥讽和指控。他

必须还清他欠下的业债，无从回避。 

这正是为什么佛陀在证悟时说道： 

“人们生来在口里含着一把劈砍的利刃；愚痴的

人，以口出恶言来劈碎自身。” 

从过去到现在，我们有多频繁以与生俱来的利刃

来劈碎自己呢？也许你已经劈砍自己太多次了！ 

做得愈多，就欠得愈多，将来要还的！ 

赊帐欠款，表示你毫无选择地将来要偿还借贷，

这是必然的。 

赊欠，就犹如我们发誓要在今生偿还过去生已经

累积的借贷。 

我们现在苦于承受别人的控诉、嘲笑、侮辱，都

是在还自己欠下的债务。 

我们比库正在还着自己的债，在家的男居士们、

女居士们、尼师们，以及其他人……每一个人都正

在还着自己的业债，无一幸免。当你正在还着你的业

债时，不要觉得痛苦而苦着一张脸。试着在偿还业债

时带着微笑！ 

毕竟，这是你自己揽在身上的，必须要亲自偿还。

假如，还着业债时皱着眉头、一脸怒容；那你就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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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须一直去还永远也还不完的业债。 

我不想要再造作出更多的业债了，付清已经欠下

的业债之后，只想从业债的结构中解脱而自由。我现

在告诉大家这些话，是希望大家也能有相同的善愿—

—不要再有任何业债，从业债当中解脱而得到自由。 

犹如疾病的烦恼 

内住生命的烦恼——共住弟子，也像非常可怕的

疾病。每当你生病时，就感觉不幸和痛苦，身与心都

感到消沉、疲惫……，糟透了。当烦恼，如贪、瞋、

痴盘据你的心，掌控着心；然后你不加思考，毫无节

制的添加燃料滋长烦恼，你将会为此剧烈地受苦。这

情形就像你苦于极为严重的重症。 

所以可以这么讲，一个有烦恼的人就像是一个病

人。我们可以这么说吗？ 

每当我们看着万事万物，感到合意、可爱、喜欢、

想要、渴爱、贪求……，贪欲征服了我们的心，淹

没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受贪欲折磨。每当指控、责

怪，或者说敌意、恶意是针对着我们，我们的身体会

因狂怒和瞋恨而发抖颤栗。如是苦恼是极严重的。 

同样地，当自负与傲慢生起，开始彼此藐视、相

互看轻，我们感觉如何？内心是觉得清凉安宁，还是

炽热躁动？我们当然会变得炽热躁动，焦躁不已！犹

如我们已经开始生病了。这正是为什么可以说：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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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恼的我们，好比受苦于疾病的病人。 

人类身体上的疾病可以透过发达的医药传统治

愈；但假如是由烦恼引生的疾病，则只能服用由佛陀

处方的药来治疗。 

这个药方，是三圣学。这三学即是戒、定、慧。

这三学是为了治疗由烦恼引生的苦恼或折磨。不密集

修习以培育戒、定、慧，任何人都绝不可能从“烦恼

病——关系密切的共住弟子”中解脱。 

似牢笼般的禁锢 

更进一步说，性质为恶的烦恼，即称之为：“内

住生命流，与我们关系密切、共住的弟子”；它极像

一个生命的牢笼。 

在我们的世界里有许多监狱，也有许多人被逮捕

关在监狱里。如是被俘、被监禁、被掌控，遭受巨大

的苦痛与折磨。被俘、被监禁、被掌控的人们，其自

由已经被囚禁取代；他们不再有能力左右自己，必须

服从他者的命令，被烦恼的锁链捆绑住。而像马车夫

似的烦恼，正驱役着他们的生命。这正是“烦恼似牢

笼”的理由。 

贪欲和渴爱的生起，象征一个人已经落入贪婪的

牢笼。一个已经陷入如是牢笼的人，必须依照“贪婪

意志”而行动。就像弓箭手拉弓射箭击中目标；当贪

欲炽盛，我们会四处搜寻，找出所有贪欲的目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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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已经成为欲望牢笼里头真正的俘虏。 

当我们射箭击中锁定的目标时，会怎么做？当我

们发现贪欲的目标时，又会怎么做呢？是赊帐（挂帐）

还是变得负债累累？ 

生命的存在危机四伏，处处是险境，是如此的不

安全。一旦落入牢狱，其人将被束缚，听令于典狱长

的命令；如是生存。 

当一个人感到不满足或不满意，直到他有能力报

复、作出回敬对方一记的相应行为，或者寻求复仇；

可以说，其人已经被束缚在瞋恨中。 

愤怒或瞋恨，使一个人被束缚或被囚禁成为俘

虏。在愤怒和瞋恨的监狱中，被禁锢的人没有自由；

其人必须服从典狱长的指令。 

烦恼的锁链，已经吞没了你的自由，不仅仅只是

今生束缚着你。我们已经制造了许多债务，未来无数

世的生命里将要偿还。每一期新生命的存在，都提供

了一脚踩进烦恼牢狱的机会。 

被禁锢关押在瞋恨的牢狱里，就有如去还债和赊

更多的帐一样。被“烦恼病”折磨的人们，正是拥有

内住生命流、与我们关系密切之“共住弟子”的人。 

被烦恼病折磨，可以视为是活在监狱里。监狱里

的罪犯，尚可期盼获释之期；但是只要还有烦恼，禁

锢在烦恼牢狱里的囚犯，却无法预见重获自由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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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恼的牢狱是一个极可怕的地方，弥漫了痛苦、

不幸与哀凄。这正是佛陀说： 

“与关系密切的弟子共住之导师，无人能活在宁

静详和中，只能活得辛苦与苦恼。” 

被业链锁的奴隶 

诸苦恼也同时将我们变成奴隶。 

你想做主人还是奴隶？大家肯定是希望成为主

人。 

你或许可以试着做主人；然而，我们确确实实地

是个奴隶。假如，要显示出像奴隶般听从烦恼命令的

人们，我们必须指出——那就是拥有内住生命流，与

导师关系密切的共住弟子之人。 

一个无法自制与自治的人，以及只能屈从于烦恼

命令的人，被称之为“奴隶”。 

假如回顾我们日复一日的生命流程，我们将会看

到大多数的生命和时光都活在受烦恼支配的情境之

下。 

这样看来，我们仅仅只是奴隶。 

通过许多生命存有的不同形式，有着数不清受烦

恼奴役的例子。要阐明这一点，我将告诉大家一位我

们禅林的禅修者，他在生命流中如何受烦恼支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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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恼奴役的原因。 

探索缘起，如实知见“业”的宰制 

要有能力去探索这个生命流的原因，你必须去看

你的过去世。我们有一些禅修者，已经成功地看到自

己的过去生，而我想要分享他们探索到的经验。 

这个禅修者，他当时正在学习禅修，而且已经修

习到缘摄受智——观照分析生命流因缘果报的观智。

在他观照完自己某一个过去生之后，感到非常哀伤。

所以，他想要告诉我，跟我分享他的经验。 

他是先写下来，然后递交给我。后来，当我们碰

面时，我问及这件事；他泪流满面。 

他感到沮丧和心碎，我则迟疑着到底是什么样内

住生命流与之共住的弟子、以及是哪一种类型的烦

恼，在过去生中曾经奴役他、支配他、折磨着他。 

在我分享这个故事之前，让我先为你们读这封信

——它原先的译稿。 

这份笔记，真是既严肃又有深度，信是这么说的： 

“当业支配、奴役着生命的时候，必须将马车拉

到山顶，在那里装载货物；拉车上山时步步艰辛，每

一步都苦痛万分。然后，再将马车拉回山脚。在山顶

上满载货物之后，下山的回程又必须更加小心谨慎，

因为马车加上货物满载的重量产生无比的压力和张



- 19 - 

力。” 

大 家 知 道 这 到 底 是 怎 么 回 事 ？ 发 生 了 什 么 事

呢？我会接着描述他已经探索到的部分。 

他看到在某一个过去世里，自己曾经是一匹拉车

的马。但是，在这个过去世之前，曾经是一位漂亮的

女人。但她不是亚洲人，应该是西方人或中东人。 

这位美女拥有内住生命流、关系密不可分的共住

弟子——她，是赌博的奴隶。 

这位美丽的女人热衷于赛马，过去善于豢养经

营，拥有许多马匹为她比赛。虽然当时她家产非常富

裕，可实际上她的行为却是正在负债，并且因此而积

累了业债。 

你们知道吗？她当时为了赛马饲养着马匹。 

当一匹马在比赛时，必须竭尽全力狂奔，向前方

冲刺。 

当一匹马竭尽全力向前狂奔时，马匹的肌肉在屈

伸的动作之间，会产生极大的压力和张力。而且，在

这样的比赛之后，是极度的筋疲力竭。大家或许可以

想象一下，一匹马在这样比赛之后会有多疲累！ 

这位美女在她所饲养的马匹中，特别偏爱其中一

匹马。而且，沉溺于观看马匹在狂奔时刻，腿部肌肉

动作的屈伸所展现出的张力和拉力——她的心为此

感到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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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马匹赢得比赛时，她是狂喜不已，非常执着

马匹。 

虽然，在那一生中这位美女非常富裕；但是很不

幸地，在她临死那一刻，她忆念起她的马匹。然后，

大家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吗？在紧接着的下一

期生命，她马上投生为一匹马。 

由于过去生沉溺于赛马，导致马匹筋疲力竭所欠

下的业债，现在要开始偿还。 

所以，作为一匹马的时候，必须要拉车到山顶；

然后，拖着满载货物又沉重的马车，回到山下。 

如是周而复始，一趟又一趟——费劲地拉车上

山，再疲惫不堪的满载下山。 

那正是业债要求必须偿还的方式——承受极度

的苦恼、受伤与疼痛！这些疼痛呈现在所有的马蹄、

肩膀，以及肌肉群。 

一定还有其他人也有相同的经验——头上的角

受伤疼痛、背部痛、颈部痛……，业债以各种不同

方式的逆境或困境，出现在生命流中。 

共存共住的生命苦旅 

与“内住生命流，关系密不可分的亲近弟子”相

伴，也像正走在一趟既漫长又艰辛的旅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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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正进行着一趟艰辛的旅程时，总是感到非常

疲惫。当我们正走在这样一趟横度沙漠的旅程时，总

是存在着补给品耗尽的危机，例如水和食物。要成功

地横越荒漠沙海，一点都不简单。凡是能良好自治而

成功横越者，可以被称之为是“拥有善业的人”。 

同理，要成功地横度轮回的沙漠，也是一点都不

简单。拥有善业，具有良好自治与自制者，得以成功

地横越轮回的沙漠；而拥有恶业者，则是被烦恼操控

的人。 

他们生命存有之境遇，是被驱使和跟随漫长且迂

回的旅程，横越着毫无尽头的轮回的沙漠。 

只要我们还持续拥有贪、瞋、痴等烦恼：喜欢与

不喜欢、幸福与哀愁、富有与贫穷、愉悦和痛苦……；

只要尚未停止享受感官贪愉，将会为这令人疲惫不堪

的旅程写下一连串序言，烙下无尽的生命篇章。 

而且，保留这些烦恼愈久——内住生命流，关系

密不可分的弟子与导师……，将会一遍又一遍，一遍

又一遍，周而复始不断的使我们重新投生；假如，你

是计划着要不断受苦的话。 

寂静与自由：从业债中解脱 

当我们随心所欲地得到我们所渴望得到的，我们

会觉得快乐；当我们得不到心里想要的，我们会感觉

糟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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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富裕时，感觉很棒；当我们贫穷时，感觉

很糟。不管发生什么，遭受到什么；我们是被链锁住，

同时去接收与承受事情相对立的两面。所以，我们可

以说是永远活在一个悲苦的世界里。 

与内住生命流，关系密不可分之共住“弟子”相

伴的生命，是由“导师”所操控的生命境遇。这意谓

着，我们需要去活出一个自由的生命，从导师之于弟

子的关系中解套，从相伴相随、对立面共生共存的世

界中解脱。惟有如此，我们才能活得快乐、安稳祥和，

生命得以全然寂静安宁。 

你还想要持续累积，然后一遍又一遍的偿还业债

吗？你还想要继续漫游在这疲惫不堪、迂回曲折，总

是看不到尽头的轮回苦旅吗？你还想要在未来无数

期的生命里，成为烦恼牢狱的俘虏吗？你还想要受苦

于由“烦恼”所引生的可怕疾病吗？你还想要成为这

些内住于生命，关系与我们密不可分之共住“弟子”

的奴隶；一世接着一世，一生又一生，永不见自由解

脱之日吗？ 

假如你不想要，那么你必须确定：从过去到现在

此刻，还完了累积至今的业债之后，已不再赊欠。 

的确，我是想要建议大家“不要回家去还业债”。 

毕竟，大家来到这个禅林，不就是希望不要再累

积更多的业债、从中解脱出来，不是吗？ 

我希望大家都能从业债中解脱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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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根除内住者 

我们修行的真正目的是根除烦恼，而这些烦恼就

像债务一样等着偿还；如脚镣一般，铐住我们的脚踝；

将我们禁锢在监狱的单人囚房，如同地球上其他的疾

病使我们受到感染。 

内住于生命之流的烦恼，就如同与我们关系密不

可分的共住弟子，驱使我们成为它的奴隶。共住弟子

之于我们，犹如导师的掌控，拥有主宰权；这将陷生

命于永无宁日之境，不得安稳。 

这正是为什么佛陀说：有亲密共住之弟子及导师

者，必将活得辛苦与不幸。 

那也正是佛陀说：假如我们关心我们的福祉、我

们的健康安乐；应回避生命里的乐与愁。 

假如，来到面前的是喜乐；那么哀愁必将尾随而

至。 

假如，这是幸福；忧伤与不幸必定在某处等待。 

你绝无可能只拥有其中的一个，而不要对立面的

另一个。你可知道是为什么吗？是因为存在着——内

住于生命流、关系密不可分、共存共住、亲近的“弟

子”。 

这正是为何佛陀说： 

“其人拥有关系亲密之近住弟子——关系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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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导师者，生命将会过得苦恼、痛苦、哀伤。其人修

行，若无关系亲密之近住弟子——关系亲密的导师

者；将得以如是得到真正的喜乐、真正的满足，能活

在安稳、详和、与宁静之中。” 

生命安稳与自由的唯一之路 

所以，为了能实践没有“亲密共住之弟子与导师”

的生命，我们应该密集修持三圣学——戒、定、慧。 

对任何人来说，这是清偿所累积的业债，唯一的

一条道路；是唯一一条治愈烦恼病的道路；是唯一一

条避免落入烦恼牢狱、成为阶下囚的道路；是唯一一

条能够让我们成为主人，不再是奴隶的道路。 

这是唯一一条，能让我们安全横越荒漠沙海般的

轮回，生命不再有“亲密共住之弟子与导师”的道路。 

愿你们都能成功地根除烦恼，从“亲密共住之弟

子与导师”的世界中解脱。 

 

善哉！善哉！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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