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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怀瑾先生答问集》是二○○○年之后，南怀瑾先生与学生之间对话的记录整理本，分为《有
关宗教》、《有关学佛》、《有关修行》、《有关打坐》、《有关人生》五章，“‘信’与‘悟’是
什么关系”、“普通人修行学佛，需要什么条件”、“到止的境界之后，这就算得定吗”、“晚上打
坐时，想睡怎么办”、“人如何做到‘随遇而安’”等九十五则答问，慧言解答修行次第、人生迷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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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有关宗教　什么叫做宗教？
　世上的宗教是怎么看世间的？
不同宗教的看法有所差别吗？
　中国和西方的宗教观点是共通的吗？
　中西方宗教的观点，在同一个地球上，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异？
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这种差距？
是地理或人种的关系吗？
　如果说真理只有一个，那到底什么是真理？
　西方的学术界，考古学找不到印度教的源头，是真找不到源头吗？
　“信”与“悟”是什么关系？
何谓迷信？
　宗教如何追寻生命的究竟？
　中国没有古老的宗教，中国文化又是怎么讲宇宙的起源？
第二章　有关学佛　“佛学”与“佛法”是否有差别？
　学佛、修菩萨道，需要什么资格吗？
　最近有很多年轻人学佛，这是好现象吗？
　学佛的人，最基本的修养是什么？
　学佛的目的是什么？
　学佛时，“戒律”的意义在哪里？
　初步学佛，应不应从大乘的“度人”观点着眼？
　要如何走大乘的路线？
　那要如何体会大乘佛的境界？
　有句话说，烦恼即菩提，烦恼如何成为菩提？
　佛教如何解释宇宙的演变？
”　佛教中的五大——地、水、火、风、空，彼此之间有没有互相的关系？
　诚心学佛，就会有好的果报吗？
　真有人可以没有“嗔”念吗？
　学佛第一步要学什么？
　应如何看待“迷信”？
是否应该破除迷信？
　禅宗的“参话头”是什么用意？
　普通人修行学佛，需要什么条件？
　佛法是求究竟的法门，那怎么会有那么多种修证方法？
　关于做人、做事、学佛、修行等各种方面，有没有一个通用的要点？
　学佛的人是否应该只拜佛，除了佛之外一概不拜？
　学佛应向何处求法？
　学佛的人是否应该拿佛的标准称量别人？
第三章　有关修行　若要讲求从小乘方法求证，基本应先做到哪些？
　何谓“四禅”？
　四禅八定属于“共法”，在修证佛法时有那么重要吗？
　四禅会受火、水、风、地的干扰，若想对治的话，非得修白骨观不可吗？
　不管从哪一种定境去修，最后是否应该要达到灭尽处定，才算是有定的境界？
　禅定与修证的关系为何？
　“禅那”就是思维修？
　佛对修行方法的“息”讲了多少？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南怀瑾先生答问集>>

　佛如何谈修定？
　何谓修定的“止”？
　那么，止在什么地方？
　到止的境界之后，这就算得定吗？
　要达到“止”的境界，是否没有一定程序？
　所谓人定、得定，是否就与外隔绝，一切不知？
　要怎么达到发而皆中？
　说到佛也骂人，都发了火了，这不算动念吗？
　那凡夫的喜怒哀乐起来之后，要得中节，就只能做节制了？
　有看到过一句话，就可以解释这个，“心不住相，不著声闻缘觉境界，虽现尘劳，心恒清净”，就
是说虽然他发怒，但心恒清净。
是否可这样解释？
　修定的好处——十六特胜，该如何入手以达到这个境界？
　这十六特胜是什么呢？
　现在这个时代，人类和社会进步的形态都不同，如何做功德，才能真正服务社会大众？
　针对目前的世界和社会状况，做功德时，有没有哪一方面要特别注意、特别强调的？
　根据我所观察到的，很多在社会上做慈善业的基金会，他们的观念主要是“与恶相抗”，跟不好的
、坏的东西或人对抗、作战。
无形中形成了对立，是一种愤怒性的观念，您对这有什么看法？
　在念咒的时候，气用完了，再吸进来时，肺部觉得不能吸了，可是又还感觉意犹未尽。
这个时候再吸气，脑子里就觉得好像快要昏倒了一样，该不该放掉？
　我在修行的过程中，有时候能量会比较强，这时候就自然会知道一些事情，会收到或放出去一些讯
息，会变得非常清楚，而不用文字沟通。
可不可以说明在修行上，这一方面的过程是什么原因？
　修行人想精进修道，应该吃生的食物吗？
　有些男性因为修行禁欲，又练很多硬的功夫，又打拳，结果一个晚上勃起好多次，下不去，该如何
对治？
　念咒子时是不是应该把气导向小腹？
　修定应该要什么都不想、什么都忘记吗？
　这二十年当中佛教慢慢复苏，现在佛教蛮发达的。
可是有许多人不信因果，甚至有许多年轻出家的人，真的也都不信因果，这样如何是好？
　身边没有任何欲望根源来诱惑自己，是不是就能断除一切魔障？
　出家人受人家的供养，应如何看待这些供养才不致滥用、犯戒？
第四章　有关打坐　打坐时的“气”、“息”，指的是什么？
　睡着时的呼吸会缓慢而变浅，也是属于“息”的境界吗？
　那胎儿也处于“息”的状态吗？
　在打坐时，心和息的关系为何？
　打坐修炼时，应该要“气沉丹田”吗？
　打坐时，应如何让自己静下？
　静坐时，应如何“数息”？
　数息时的一呼一吸，呼气时用鼻子或嘴巴都无所谓吗？
　那么“数息”对修定而言意义何在？
要数到什么程度？
　数完息，心定下来之后呢？
　晚上打坐时，想睡怎么办？
　打坐的时候，感觉呼吸愈来愈静，愈来愈慢，嘴巴和骨头好像都很有活力，上颚也感觉很有生命力
，这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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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人自觉功夫做得好时，性欲就会冲动？
　有些朋友七天禅七下来，单盘还好，如果是双盘的话，就有便秘现象，这是怎么回事？
”　有人练习打坐引起了某些毛病，如果不管它、不吃药，一直练习打坐下去可不可以？
　打坐时，脚会发酸、发冷，有没有什么可吃的药？
　修行打坐时，身体酸痛、难过，静不下来，该怎么处理？
　修持打坐可得身体上的喜乐，这样的喜乐可以一直追求下去吗？
第五章　有关人生　老师对“养生送死”的看法是什么？
　居于上位，该如何应对下层的埋怨？
　按照阴阳五行的说法，到了成熟了就必然走向反面，如果人的生命延长，那么人的成熟也会延后吗
？
　什么是中国人的教育观念？
　您对目前教育的看法？
　谈教育问题，在我的看法，成人的榜样甚至比教育重要。
现在主流的教育制度缺乏了“敬”这个观念。
孩子们不懂，他们不尊重别人，也不　尊重自己。
很多事情他们不明白，他们需要成人的帮助。
学校只是个让他们聚集的地方，但教育并没有反映到生活之中。
对不对？
　人如何做到“随遇而安”？
　常看见一些年纪大的人，明明可享清福，却不快乐，为什么？
　人做好事时，可以学会不记在心上，但遇到痛苦（即不好的事）却很难忘掉，为什么？
　我女儿总说：“我要追求完美。
”人追求完美，好或不好？
　真正的“福报”是什么？
　人在世上，如何看“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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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问：什么叫做宗教？
一个人痛苦、烦恼的时候，想到要去拜一拜，这就是宗教心。
而宗教，就很难讲了。
拿世上五大宗教来讲，宗教是可以把你的情绪、思想控制在一个范围，而你会得到安慰、起了信仰心
，那个就是宗教。
宗教的情绪一切众生都有，在碰到困难、遭遇不可知而感到怀疑时，想找个依赖，想把情绪、智慧都
投进去，那个投注依靠的目标，就是宗教。
问：世上的宗教是怎么看世间的？
不同宗教的看法有所差别吗？
如果讲宗教的话，所有的宗教看宇宙、看整个世界，是悲惨的、悲观的。
所有的宗教对宇宙看法是悲惨的，对人生的看法是痛苦的。
因此所有的宗教都说物理世界、人生世界是悲惨的，想人生是痛苦的，要想免除痛苦，寻出一个快乐
途径。
而在这个物理世界是找不到的。
所以基督教、天主教有天堂，道教也有天堂，伊斯兰教也是有个天堂。
只有离开这个物理世界，到了天堂，才能寻得人生的究竟。
佛教，也有天堂，还有比天堂更好的极乐世界，都不在现实的人世间。
所以我说，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鼓励人类死了以后不要怕，死了以后再找极乐世界。
为什么所有的宗教这样看？
因为所有的宗教都站在殡仪馆门口看，可怜呐，今天又抬进了二十个，后天又看到五十个。
但在宗教文化里头，只有一个宗教文化特别——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不站在殡仪馆看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都站在妇产科门口看，咦，又生出一个！
所有宗教是每天晚上看，看到日落西山，地球都暗了，看到人都抬去死了。
只有中国文化思想，在早晨看太阳天天都上来，而且站在妇产科门口看，随时都有新的生命生出来，
生生不已。
宗教看世界都悲观的，而中国文化是乐观的，生生不已，而且敢提出其他人不敢提的——人可以长生
不死。
修炼到有了结果，像道家的观念，修到神仙，可与天地同寿，跟宇宙同等的寿命；日月同寿，跟日月
一样长久。
问：中国和西方的宗教观点是共通的吗？
西方人笑中国文化没有宗教。
我说你们完全不懂。
中国文化比你们早有宗教。
你们西方人讲的宗教，什么叫宗教？
有个上帝，有个不可知的力量存在着，这个不可知的力量叫做“第一因”。
世界上的事都有个原因的，这个“第一因”代表的就是上帝。
我们中国文化同样有。
上，指上面；帝，指有个本体的东西存在，不是人格化的。
在西方，一个人若是悲观失望了，就叫上帝，但上帝是不容易找到的。
我们有宗教——祖先，信祖宗。
我的父母、我的祖父、我的祖宗一路上去，我的祖宗上面的就是上帝。
所以我们由人的理想到上帝，是有一条桥梁走得通的，透过我的祖先，就能到达上帝那里。
下面呢，由我起，到子孙万代。
旁边呢？
家庭、社会、同胞、民族，所以我们是完整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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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啊，一个人直接叫上帝，中间没有桥梁，那是丁字架，还差一点。
问：中西方宗教的观点，在同一个地球上，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异？
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这种差距？
是地理或人种的关系吗？
没有差异，原始宗教的真理只有一个，没有两个。
因为到了各地以后，人情、风俗、语言不同，后面的人解释两样了。
跟宗教教主不相干。
所以我在美国的时候，有美国人跟我讲一个笑话：我这里大家都信基督教、天主教，《圣经》到处摆
，如果耶稣现在再来，翻开《圣经》，一看都会生气的： “我当时没有讲过这个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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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怀瑾先生答问集》：南怀瑾先生讲述南怀瑾讲演录南怀瑾与彼得·圣吉——关于禅、生命和认知
的对话庄子諵哗(上)庄子諵哗(下)人生的起点与终站答问青壮年参禅者老庄中的名言智慧论语中的名
言南怀瑾谈生活与生存南怀瑾谈性格与人生南怀瑾谈心兵难防南怀瑾先生答问集南怀瑾谈领导的艺术
与说话的艺术南怀瑾先生推荐你能活得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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