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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趟绚丽多彩的佛学之旅华靖（北京大学物理系硕士）　　复旦大学的一套南氏国学讲记，一时
间引起了大陆各高等院校中学生们对祖国传统文化重新审视的热潮，南怀瑾的名字被大学生频频的谈
论，其谈论的次数可能快逼近了中学生们对影视明星的谈论次数。
　　这不能不算一个奇迹，因为严格的讲，南氏的儒学著作只能算是正统儒学研究的边缘论述。
虽然承袭了清代国学大师们的儒释道三家通学的风骨，南氏的最大兴趣点显然是在于他的佛学研究。
并且在众家的研究中，是明显有着其独特风格的一支。
这一套讲录则非常完备地再现了南氏的独特风格，是欲求真正了解南怀瑾的人所不可放过的一套书。
　　在《一个学佛者的基本信念》中南氏的风格不由得让人感觉到，他欲求在国学研究的框架里加入
自然科学的研究态度。
自然科学理论本身再美丽或巧妙，都不能影响实验数据作为最终真理之声的绝对地位。
这种实验的最高地位，被南氏引入到了佛学的研究中，他提倡身体力行的研究态度，认为佛学研究中
不能缺少在自身身体上的研究。
从而由此论点为出发，洋洋洒洒为我们揭开了一次令人眼花缭乱的佛学之旅。
文章的主线是普贤菩萨十大行愿，他是佛家修行的入门宝典，同时也是佛弟子应该贯穿一生的修行准
则。
《普贤行愿品》何以有这么高的地位呢？
在南氏的侃侃讲述下，你可以感觉到，原本仅仅只是华丽的文字，一个个生动地活了过来，于是乎观
诵《普贤行愿品》变成了一件如此有趣的事情，本人忍不住来回数十次，仍然意犹未尽。
相信你一定不愿意错过这么有趣的一趟人生经历。
　　而《定慧初修》则可以算是南氏以自我实践为本写下的一份实验报告，报告中详细地记录了实验
的方法、手段。
不能不说南氏是对自我学说的最佳支持者。
书中除了南氏自己的多年禅修实证经验，同时还有他的老师袁焕仙先生对于禅观等法门的简介。
何谓禅宗的修观，参话头，如何修净土宗的念佛观佛法门，都有很好的揭示，并且对大家关心的禅净
双修，提出了自己的调和意见。
　　众所周知，南氏擅长讲述一个个迷人的小故事，而就在你感叹南氏博学的国学功底的时候后，他
已经通过他的小故事妥帖地表达了所欲表达的意见。
在《药师经的济世观》中南氏一如既往地向大家讲述着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而这次他所要表达的意
思则是&ldquo;盲目的信仰就是迷信&rdquo;。
虽然南氏自己说他演讲的对象是出家人，但是我们不妨把这本讲演录看成是一大堆实验数据报告后的
理论总结。
不过如果将他看成是佛教学子的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也并不过分，从此更让我们体会到了药
师经内容的博大，因为所有的内容都是以解释药师经铺衬展开的。
南氏在讲解的缘起一章里，说药师经的文字只要认识字的人都看得懂，但是其中真正的意义，学问最
好的知识分子根本就没看懂过。
如此语句的挑战，相信很多知识分子都会忍不住诱惑来看一看，南氏到底在书里面说了什么？
不得不承认，南氏的讲解的确非常精彩。
读过南氏《论语别裁》的读者，一定会对南氏所提出来的反正统论语解释，忍不住拍案叫好，本来学
术之声就不应该让一个声音独大。
各家言说，精彩纷呈，才是我们渴望看到的画面。
所以不管大家是不是都赞成南氏的意见解释，他解释的精彩还是应该得到公认的。
而对他的解释是正评价还是负评价，相信读完这本书的有心人，一定会有你自己独到的见地。
　　三本书一气呵成，同时不失分立性。
每一本都可以独自拿来阅读，甚至每本书的每一个小节，每一个小故事都可以拿来独自阅读。
作为一个人品上可以得到公认的人，当南氏给你讲述着那些他自己亲自经历的玄奇经历的时候，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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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激起人们很大的好奇心。
相信在读到南氏二十八天不吃食物的辟谷经历的详细报告时，你一定会对自己那个身体的潜力感到极
大的好奇。
南氏的记录又是这么的详细，从他如何从每餐三碗饭的饭量，慢慢的把饭量减到一碗，然后是一口，
最后是减到三颗花生，又如何用茶解馋，直到全然断绝，全都一一描写了下来，而断食后的身心体验
也有详细陈述。
告诉大家最难克服的其实是自己想吃饭的习气，当一旦过了第三天的极限，精神竟然会变得越来越好
。
在书里南氏同时也记录了一个不知道辟谷方法的学生，也学他辟谷，最后进了医院的事实，原来辟谷
也是要讲究方法的！
那么那个方法又是什么呢？
书里类似的小故事还很多。
不能不承认，南氏的很多读者都是被南氏的这些有趣小故事吸引过来的。
总之这一套讲记可以称得上是南氏将儒学研究的功底，结合科学实验的态度，用在佛学追求上的一份
精彩纷呈的系统报告。
有人褒，有人贬，这正是南氏欲给我们带来的一家之言！
　　在中国一谈到宗教，仿佛立即会让人联想到了牛鬼蛇神，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误会！
当代的西方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往往被人等同于一个不道德的人。
以至于信仰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被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老百姓下意识视成可怕的妖魔，最终被那
些有目的的政客彻底地误导。
更进一步，对于确实存在的数亿的宗教信徒，我们如果避而不谈，实在是有点不太明智，与其让一些
邪教来占领信仰的地盘，不如让那些正规的经过几百年的历史考验的教派合理地发展起来。
所以能如此正大光明的来探讨宗教问题，实在是这套书非常大的贡献。
　　2002年12月于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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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原是唐代般若译的《华严经》四下卷中的最后一卷，因其文理俱优，切于日用
，译后不久，便函独成一经，广为流传。
经中主要讲述了普贤菩萨的十大行愿，佛教寺院中每日引磬唱诵的《普贤菩萨十大愿》即源于此。
本书是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有关《普贤行愿品》的讲记。
作者以通俗的口语，对该经的趣大意，特别是一般人不易读懂的偈颂作了别开生面的讲解，并附列了
有关行愿方面的各种资料。
本书中的基本信念即是指行愿而言的。

本书以通俗的口语，对该经的宗趣大意，特别是一般人不易读懂的偈颂作了别开生面的讲解，并附列
了有关“行愿”(修行与大愿)方面的各种资料。
书名中的“基本信念”即是指“行愿”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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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南怀瑾，华夏智业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南怀瑾先生1917年生于浙江温州乐清。
自幼接受传统私塾的严格教育，及至少年时期，已遍读诸子百家，兼及拳术、剑道等各种功夫。
同时苦心研习文学书法，诗词曲赋，天文历法诸学，并深得其精要。
　　青年时代，正值抗战军兴。
南怀瑾先生毅然辞亲远游，曾任教于中央军校，又入华西坝金陵大学，研究社会福利学，以其服务社
会大众。
其时，每逢假日闲暇，胤以芒鞋竹杖，遍历名山大川，寻访高僧奇士。
复于青城山灵严寺，有缘结识名重一时的川北禅宗大师袁焕仙先生，遂拜门墙，竟毅然辞去中央军校
教官之职，追随袁先生左右，潜心研修佛学。
1943年入峨眉山大坪寺闭关修持,闭关三年间，遍阅《大藏经》万万卷，印证个人修持所得，遂至终身
受益无穷。
1945年，远走康藏，参访密宗各派，得到贡嘎活佛等多位著名活佛、高僧的真传，佛法修持更为精湛
，得到白教、黄教、红教、花教等各教派的印证，被承认为密宗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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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讲记
下篇：心闻洞十方，当然获圆通
附录一：普贤菩萨的行愿
大方广佛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
大方广佛华严经净行品
佛说观普贤菩行法经
法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
楞严经普贤菩萨心闻法门
附录二诸佛菩萨的行愿
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十二大愿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
大智文殊菩萨十大愿
大悲观世音菩萨圆通法门与三十二应身
大愿地藏王菩萨之圣德大愿
附录三 发大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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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所以，我们现在还只是在这修行的道路过程中而已，为了证得无上菩提而努力，发愿与释迦牟
尼佛修行时一样，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中上求下化，这就是“一切趣中成宿命”。
如果在六道轮回中来来往往时，不敢作牛、作马，你还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乘行者吗?千万要如此学佛发
愿，“一切趣中”，六道五趣包括天、人、阿修罗等一切趣中，都有佛菩萨转生示现的教化。
佛菩萨所济度的不只我们人而已，所以我们要赶快发愿修菩萨行，转到“一切趣中成宿命”，这样最
后才能圆满佛果。
    谈到宿命，宿命之根和种子，是不会掉失的，就像你们起初学佛，不管是真是假，生生世世下来，
最后总是会发心出家精进修行的。
这就是阿赖耶藏识中，有这学佛的宿命种子存在，没有这种宿命的善根，你要他信佛，他是死也不干
的，不可能走上这条成佛之路。
那么学佛又为何要在六趣中轮转呢?因为在六道中轮转、精进，能够面对种种苦难，磨炼菩萨百忍不隳
的心态，长养解脱烦恼的智慧，或就重重济世利生的殊胜功德，转得愈深，堕得愈深，福德智慧的成
就愈大。
但这种堕落是菩萨的堕落，乃秉承普贤大行的慈悲愿力而来，与一般主夫贪求五欲，作业造罪的堕落
不可同等而喻。
所以所谓“一切趣中成宿命”，是就我们发无上菩提心，在无余趣中修道行道而言。
学佛要修到在六道任何一道中，都晓得出家修持净戒。
出家小一定当和尚，和尚只对人道的出家而说，一切趣中都有发心出家的有情。
狗道也有狗出家的，像一位同学家中，有条狗生了一场大病，他求大悲咒水治好了它，病愈后，便不
再吃荤，这也是一种出家，是心出家，企求跳离畜牲道之苦的初步发心。
这就是“一切趣中成宿命，常得出家修净戒”。
    那么，既然出家讲求的是心，为何我们又要有身的形式出家呢?这是为了在某个修道过程，免除情爱
欲的拖累，专心进修；同时也为了佛的正法，需要有人示现正式的名份角色来住持传续。
出家修持净戒，包括了比丘、比丘尼、菩萨、三昧耶等显密戒律，而其终极的核心是“菩提心戒”。
我们现在讲的《普贤行愿品》正可以作为它的具体表征，行得普贤行便能做到“无垢、无破、无穿漏
”的境界，心中没有一个垢秽的念头，并且一切心行“无破、无穿漏”。
譬如烦恼生起，就是有破漏，有所遗憾。
孔子的门生子夏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这是子夏论为人处事的方便谈法，还是有渗漏之
处。
“大德不逾闲”，根本性的伦理道德不要越轨超过范围，至于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就原谅一点没关
系，一般人道中的标准也只能如此。
其实要做到“大德不逾闲”也颇不容易。
而“无垢、无破、无穿漏”的漏尽通境界，在生命修养的层次而言，乃是臻于没有一点空隙，极严密
庄严的地步，一点小小的戒行都自然而然合于本份，没有丝毫不如法的差错。
以此标准而言，要修得了无漏果，才能算是真正守戒，也才算是真正出家。
    我们若能随时安住佛制的道德净戒中，则可真实体会出寒山诗“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
比伦，教我如何说”那种心行如明月般无垢、无破、无穿漏，昼夜恒常清净无瑕的现量境界。
如现在你们修准提法，心观月轮上崦字，二六时中，刹刹那那毫不丢失，在绵密的观照中，一点念头
来就化开，任何杂想无隙可乘。
月轮上崦字之观想，如果有一时不在，便属渗漏，如果掉了半天，才再想到提起观回，这便早就漏光
了!问问你们自己，像现在修法，一天漏了多少呢?好像是随时都在漏丹中，对不对?唉!要努力啊!要真
正“无垢、无破、无穿漏”，才是常随佛学的出家行。
    天龙夜叉鸠盘荼，乃至人与非人等，    所有一切众生语，悉以诸音而说法。
    上面一偈讲出家行，现在则讲人世行。
“天龙夜叉鸠盘茶”，天是忉利以上欲界、色界、五色界诸天，龙是指龙神，夜义则属修罗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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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于天道与人道之间，勉强叫说是一种勇健怒目能飞腾空中的大力鬼，但并非鬼道众生，另外，鸠盘
荼为一种啖人精气之鬼，以上四者加上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喉罗伽，总称天龙八部
，这些佛学的普通常识大家应该晓得，在此不赘述。
那么谈到人世行，则三界六道中，各类众生的语言都要通达。
这是最初步，而我们呢?人道中各国语言都学不好，怎么还谈得上其他，更谈不到为了宣扬佛道而“悉
以诸音而说法”了。
    讲到这些，表面上与行愿品无啥牵连，其实很有关系。
尤其我一再强调的念诵法更与《行愿晶》息息相关。
我再婆婆妈妈地讲一次，早上容易昏沉的时候，法器的敲打应快些、密集些，念声也要大些，如此精
神振作，妄想减少。
念时要回转来听自己的音声，不是听别人的，一觉昏沉赶紧张眼，密集大声地念，念到相当快时，便
自然由开口念诵转为金刚念诵，心气慢慢就自然合一了。
金刚念诵是唇齿之动轻微，而以舌根弹动，当很平静时，慢慢地念，但不能太慢，太慢就成唱诵了。
又开口念诵眼宜睁开，与外界自然之光融成一片光明，化为无相光，身心俱忘。
现在佛前供了七盏照世明灯，光辉柔和安详，张开眼念是很好的。
    另外关于“唱诵”，每句最后一个字音之拉长，在这字音的平、上、去、人音节之内，以舌头去弹
动，人声的气是往内部下沉，吸气进来，不往外散。
念得如法，喉咙自开，而且因耳通气海，耳根自然向内反闻自性，不往外驰求，心气合一，夫复何
难?!得止得定，早晚成办。
唱诵修好了，气息深长微细，睡时无呼吸声，此即龟息，若一躺床上入睡，人便呼呼大响，那是身心
不调，业气粗重之人。
以道家精气神而言，观想是炼神，念诵是修气，端容正坐为炼精，精、气、神层层升华调和，身心气
质自然转化，所以三业专精的话，成就便快。
你们下座后，要把这些念诵原理细细品味，融会贯通，好处不可言喻。
上戒下德老和尚的唱诵很标准，你们叮以向他学，重要在于“调子”是固定的，要学正确；而“腔”
因各国各地乃至各人环境、背景都不同，可以因人而异。
朱博士有一卷印度人以现代音乐配唱的六字大明咒，非常动人，一听，身心皆忘，俗虑烦恼消失无踪
，所以唱诵之功德不可轻忽。
有日寸你们独自修持，在夜深人静时刻，心中有很大的烦恼感慨，不妨在佛前一站，一首诗、一个偈
子，唱完了它，烦恼没了，万缘也就放下了。
一切戏舞咏曼、诗词歌赋都是给人调节身心用的，古代祖师及一些行者，诗词都作得很好，一面借供
调心，一面方便说法，虽是戏论，也是功德。
    于一毛端极微中，出现三世庄严刹，    十方尘刹诸毛端，我皆深入而严净。
    所有未来照世灯，成道转法悟群有，    究竟佛事示涅盘，我皆往诣而亲近。
    “于一毛端极微中，出现三世庄严刹”，处处皆是佛法，古德云：“青青翠竹悉是法身，郁郁黄花
无非般若”，一毛端极微中含藏三世如来的庄严宝刹，大家相信吗?只要心念一动，任何景象皆可显现
，一个念头可观想成一座高山，此即芥子纳须弥。
这里所言一毛端是最小的吗?——还不是。
这一念最小，随时在第六意识中，这么一提，庄严佛刹即时观成，能如此学佛才算上路。
像西方极乐世界、东方药师佛国等等，一念之间就要观起来，尤其标榜学密者，更应作到。
观不观得起，牵涉到慧力与业力的问题，切莫观不起来，就说本来一切空。
这不是空，是懒，是无能。
须观得起来，而后再空掉它，这就对了。
    学佛的人，不但要能观得“于一毛端极微中，出现三世庄严刹”，还要做到“十方尘刹诸毛端，我
皆深入而严净”。
等于说修持真得利，不但白天明明了了，晚上梦中也能够作主，梦中知道作梦，可以不梦，而梦中照
梦，重重无尽法界，一层一层在一念之间都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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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六根可以并用，不相妨碍，一念可起多种相反的功用而彼此圆融无阻。
“于一毛端极微中，出现三世庄严刹，十方尘刹诸毛端”都能“我皆深入而严净”，这道理在“心包
太虚”、“一切唯心”、“即用即体”、“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上。
严净是庄严清净诸佛国土，不但理上懂得，要事上修到才行。
    今天再给你们讲瑜伽念诵的道理，要搞清楚，好好体会。
现在静下来的时候，并不是叫你参禅。
“心闻洞十方”，进入这三个昧，就不是初心了。
假使能够人，当然获圆通。
文殊菩萨已经说得很清楚，问你自己，云何获圆通?大家正在修学，想证得菩提，就要细心参究。
观音法门从耳根人，到了普贤法门，亦同耳根有关连，闻声在心，这一旨要已透露了《楞严经》是无
上的密宗。
    你看佛说法五处放光，五次放光每次不同。
你念诵的音声只要打通那一轮，都能体会到个中道理的。
不要说我坐在这里，心空一念就好了，万缘不起，那是大昏沉；即使做到完全“空”了，也不过是小
乘的果位，因为你那个空还是意识现量的一个境界。
那么，我说“有”呢?也是意识现量的境界。
所以永嘉禅师告诉过我们：“弃有着空病亦然，还如避溺而投火。
”因此古人再三告诫我们修行的道理：“宁可着有如须弥山，不可落空如芥子许。
”一落了空，转身很难。
    所谓金刚念诵如此——唇齿不动，音声、气脉在里面念，完全融在一片音声气海里，这个里面就是
指你的色壳子。
所以用不着修气脉，气脉自然都震开了。
但是我们念诵不在求气脉震开，在求专一得止，与“都摄六根，净念木相继”，是一样的道理。
不是在那里穷叫唤，我听到你们只在那里吵吵嚷嚷，不是念诵。
现在再来念几遍试试看，看你们懂了没有?    今天好你有一点听懂了。
注意呀!我在场不在场都如此修法，没有不成就的，功德自然圆，自然可以证得菩提。
刚才你们自己也听到了，已经不同了，不是吗?不过你们还没有完全上路。
不完全上路，散乱昏沉便依然如故，这个四大业报之身也就没办法转化。
    要知道这样一口气、一口气的念诵，嘴巴不会发干的，稍微有点感冒，这样一念，出身汗就好了，
都化掉了。
精神不好的，待精气神一充满，当然好了。
乃至肠胃不通也会走通了，心脏不好也会打通了，肺部不清也能清理了，这些都是附带的功能，目的
不在医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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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中国一谈到宗教，仿佛立即会让人联想到了牛鬼蛇神，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误会！
当代的西方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往往被人等同于一个不道德的人。
以至于信仰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被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老百姓下意识视成可怕的妖魔，最终被那
些有目的的政客彻底地误导。
更进一步，对于确实存在的数亿的宗教信徒，我们如果避而不谈，实在是有点不太明智，与其让一些
邪教来占领信仰的地盘，不如让那些正规的经过几百年的历史考验的教派合理地发展起来。
所以能如此正大光明的来探讨宗教问题，实在是《学佛者的基本信念》非常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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