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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出版前言克里希那穆提1895年出生于印度，13岁时被通神学会收养，这个学会认为克里希那穆提就是
它一直宣扬的“世界导师”。
克里希那穆提很快成长为一位强有力的、坚定的、与众不同的导师，他的谈话、著作不是关于某种具
体宗教的，也不是针对西方或东方的，而是关于整个世界的。
他坚决否认别人强加给他的救世主形象，并于1929年解散了围绕他而建立的大规模的、富有的组织，
并宣布真理是无路之境，无法通过任何形式化的宗教、哲学或教派发现。
克里希那穆提终其一生都拒绝别人强加给他的所谓的导师地位。
他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大批听众，但并不自封权威，不收弟子，总是以一个个体的身份同另外一个个体
交谈。
其宣讲的核心论点是世界的根本转变只有通过个体意识的转变才能实现。
他一直都在强调有必要了解自我，了解宗教和民族主义对人类心灵的约束性与分裂性的影响。
他总是强调开放心灵的必要性，因为“脑部空间蕴含着无法想象的能量”，这似乎是他创造性的源泉
以及能够产生广泛影响的关键。
他坚持在世界各地发表演讲，直至1986年逝世，时年90岁。
他的谈话、对话、日记和信札已被收集整理为60余本书，这套书就是根据其留下的浩繁的资料编纂而
成。
这套书中，每一本都集中探讨一个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且亟待澄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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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心灵导师、给一代又一代大师级人物以灵感源泉的思想者——克里希那穆提，经典
系列文集重装推出！
《论自由》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克里希那穆提为你透彻解析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如何获得真正的
自由。
如果你我能发现自由并活出自由，就会变成富有创造力的人！

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
但自由是什么？
又有谁能说得明明白白？

克里希那穆提在《论自由》中，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探讨了自由的真意。
自由就是没有恐惧。
当你不再恐惧时，当你的心里充满爱时，自由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
试图摆脱某种事物而获得自由，或刻意去追求自由，都无法让你得到真正的自由。
一个总想依赖的心灵是不可能自由的。
你会发现只有自由的心才是谦和的，谦和而自由的心才有能力学习。

自由是一种无限的空间。
当空间不够的时候，暴力一定会出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自由>>

作者简介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自由>>

书籍目录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自由>>

章节摘录

自由是一种心性浦那 1958年9月21日自由当然有好几种：有政治自由，有知识赋予的自由（当你知道
如何做事时，也就是掌握了知识时，就有了一定的自由），有富人的自由（他们可以周游世界），有
能力赋予的自由（你可以写作、表达自我、清晰地思考）。
除此之外，还有摆脱了某些事物之后获得的所谓自由：摆脱压迫后的自由，摆脱嫉妒之心后的自由，
摆脱传统后的自由，摆脱了名缰利锁后的自由等等。
还有经过一番努力之后获得的自由：我们希望在接受训练或努力奋斗之后过上美好生活并享有彻底的
自由。
因此，能力赋予的自由、摆脱某种事物之后得到的自由以及经过努力获得的自由—这些都是我们所熟
知的，却只是我们对于外界刺激、外界问题、外界挑战的反应而已，难道不是吗？
当你说“我想消消气”时，这只是你对怒气的一种反应，而不是彻底摆脱了怒气。
你希望通过奋斗和训练之后过上美好生活，这只是对以前生活状况的反应。
所以，请仔细听我讲，因为我接下来要讲的内容你们可能不太习惯，理解起来可能有点儿难度。
有一种自由是无须摆脱某些事物就存在的自由，是没有缘由、自然而然的自由，那种状态就是自由。
你们看，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自由往往是由意志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吗？
我想自由、我想学一门技术、我想变成一个专家、我想学习，这些都会给我们带来所谓的“自由”。
于是，我们就把意志力作为实现自由的手段，不是吗？
我不想贫穷，因此我运用我的能力、我的意志力等一切手段让自己变得富裕。
我很空虚，于是我运用意志力让自己不空虚。
我们认为可以运用意志力让自己变得自由，但恰恰相反，意志力不会带来自由。
正如我一直指出的那样，摆脱某种事物之后获得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
如果你在努力让自己不生气，我不是说你不能这样做，只是说这样获得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
我可能已经摆脱了贪欲、狭隘、嫉妒以及其他很多不良的东西，但我仍然不自由。
自由是一种心性，这种心性不是你苦苦求索或认真分析就能得到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看到，我们一直要求的自由只是要摆脱某种事物，比如摆脱悲伤，这不是真
正的自由，但并不是说悲伤是无法摆脱的，而是说我们对于摆脱悲伤的要求只是对悲伤的一种反应，
因此不会让你真正摆脱悲伤。
我说清楚了没有？
我因为种种原因而悲伤，所以我必须不再悲伤。
希望不再悲伤的欲望来自痛苦。
我为丈夫、为儿子、为了什么事情而难过，我不喜欢这样，我想摆脱困境。
所以追求自由的想法只是一种对现实状况的反应，而不是什么自由。
我们只是渴望一种不同于现实状态的理想状态。
那些由于资金充裕而能够周游世界的人不一定是自由的，聪明而高效的人也不一定是自由的，因为那
些其实都只是一种反应。
我们能不能用这种反应来学习并获得自由、解放呢？
我必须了解这种反应，我必须明白主观努力与意志力都无法带来自由。
正如欲望和自由相互矛盾一样，意志力和自由也是相互矛盾的。
欲望总是会受到约束的，所以无法带来自由。
你或许能从经济上获得舒适，吃好、穿好、住好，你认为这就是自由。
要知道，这些只是实现自由的基本的、必需的条件，而不是自由的全部内涵。
自由，是一种心灵状态，是一种心性。
我们要探索的就是这种心性。
没有这种心性，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多么努力地培养性格，都不会给你带来自由。
让认知超越词语本身的含义孟买 1958年12月3日在任何形式的交流中，正确理解词语都非常重要，在
处理抽象而非常复杂的问题时尤其如此，因为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理解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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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为理解方式不同，所以在应对人生中复杂、微妙的问题时麻烦就非常多。
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不偏离字典上列出的词义，但又有自己的发挥，拓展词典规定的词义，词语就会非
常有意思。
比如“自由”这个词，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想法、要求、压力和担忧来理解。
如果你充满野心，就会按照自己的预期去理解，以便能实现自己的野心，满足自己的欲望；对于一个
遵循传统的人而言，“自由”却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词语；对于沉迷于幻想、欲望的人而言，“自
由”则意味着可以无所顾忌地继续沉迷下去。
所以，词语在我们生活中的意义非比寻常。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了解词语的意义多么深奥。
上帝、自由、美国、印度、基督徒等词语不仅触动我们的神经，而且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听到这些词
语，我们就会有某些反应。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如果你们意识到了，就会知道让自己的心灵摆脱某些固有看法
真的不容易。
在同你们讨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之前，我认为我们应该先慎重而清醒地了解词语及其意义，但同时
让自己的认知超越词语本身。
我们不妨睁开眼睛看看当今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
凡是有专制政权的地方，就没有自由；凡是教会等宗教组织力量比较强大的地方，也没有自由。
虽然它们也使用“自由”这个词，但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都不会给予别人自由。
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凡是人口过于密集的地方，自由肯定会陨落，这是不可避免的；凡是组织力
量太强的地方，凡是大众传媒影响力太强的地方，也没有自由。
那么，看到上述种种现象，像我们这样的个体又该如何理解“自由”这个词呢？
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被各种组织包围的社会里，在这个社会里，技术人员非常重要，人们的心灵也变
成了某种技术、方法或规章的奴隶。
所以，我们所谓的自由究竟处于哪个层次、哪种深度呢？
辞职、离开办公室不是自由，因为你从此失业了；如果你开车时逆行，也不算自由，因为警察会找上
你，你的自由就会受到限制。
你为所欲为，发了一笔横财，国家就会控制你。
我们周围到处都是制裁、法律、传统以及各种强制力、控制力，所有这一切都会妨碍人们享有自由。
所以，作为一个人，如果你想弄明白这个真真切切的问题，那又该从哪里着手呢？
或许你丝毫不关心这个问题（恐怕大多数人都不关心），我们所关心的只是每天的面包、家人、琐事
、嫉妒、抱负，而不是更加广泛的、更加深刻的问题。
仅仅关心问题该如何解决并不会自动地解决问题。
也许你找到了一个立竿见影的办法，但这个办法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对于这一点，我们都清楚。
所以，“自由”这个词，究竟应该从哪个层次、哪种深度来理解呢？
当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词语只代表着“名”，名与实并不总是一致的。
比如，“真理”这个词并不一定表示真理。
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仅仅听到这个词就满足了。
我们没有超越这个词本身，去深究这个词背后的实情到底是什么样子。
请考虑一下是不是这样。
“穆斯林”这个词使你无法看清楚代表着这个词的那些人。
你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就会产生紧张的反应和紧张的心理，在你的内心催生出种种观念、信仰和成见
。
但如果我们可以进行深入的思考，就会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结论，即必须把词语及其指代的内容区别
开来。
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很大一部分误解都是由于我们在词语理解上出现了偏差。
所以，对于你和我这两个个体而言，建立正确的沟通方式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我们才能同时准确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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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对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当你爱着某个人的时候，你们两人之间的沟通毫无障碍，对方总是能立
刻理解你的真实意思。
同样，如果你我之间也能这样沟通，就能探讨之前提到的那个复杂的问题。
建立畅通的沟通方式，难处就在词语这一关。
如果我们要彼此沟通、分享和探讨问题，就必须先突破词语这一关，正确地理解词语本身的含义。
我们都知道，思考的过程其实是记忆的一种反应，就像机器在工作一样。
所以，我们会问：“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希望我能讲清楚，你们也能懂得自由的真谛。
如果我所有的心灵是时间的积累，完全是由传统、文化、经验、限制、家庭背景、种族、信仰所形成
的，只能在已知领域中起作用，那又有什么自由可言呢？
如果我所有的举动都在自己心灵的范围之内，我心中充满过去和记忆，这种心灵又如何能超越自我？
对于这种心灵，“自由”这个词毫无意义。
你们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不论是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反正我知道自己的生活很狭隘。
我一直生活在焦虑、挣扎、恐惧、痛苦和悲伤之中。
于是我说，我要自由，我要静下心来，我要摆脱束缚。
大家都有这样的要求。
在身外，我们处在暴政之下，毫无自由—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在心灵上，我们同样毫无自由。
在这个所谓的民主国家里，你们或多或少享有一些身外的自由，但你们的内心却是囚犯。
正因为如此，你们才会追问“什么是自由”。
宗教组织或社会组织的力量越强大，大众传媒的效率和手段越高，冲突和动乱就越多。
我们总是同环境和自己作斗争。
斗争永不停止，又产生矛盾和痛苦。
“我妻子不爱我”、“我爱上了别人”、“人总是要死的”、“我信的是这个，不是那个”⋯⋯混乱
和不安，犹如大海在翻腾。
你们见过大海吗？
有时候，大海风平浪静，空气似乎屏住了呼吸，海面上倒映着满天的繁星，一切显得那么静谧，世界
一片太平。
然而，平静的海面之下却是暗流涌动。
实际上，海洋如此辽阔，永远不可能平静。
海水永远在涌动，从不停止，稍有动静就会打破海面的安宁、静谧。
我们的心灵也是如此，永远不可能彻底平静。
正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才会说：“给我平静吧，神啊，保佑我吧，我要摆脱这种痛苦，我想知
道人能否获得永远的宁静与幸福。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为此奋斗不息，惶惶不可终日，永远都处在矛盾和紧张之中。
这个欲望和那个欲望冲突，勃勃野心会使我们遭受挫折和空虚，想满足欲望的念头又使我们笼罩在挫
折的阴影下。
然而，仅仅描述我们所处的状态是没有用的—我们要了解它，是不是？
处在迷惑、混乱、痛苦、哀伤的状态时，处在快乐已经逝去的状态时，我们偶尔会仰望天空，惊呼：
“多么美丽，多么壮观啊！
”我们有时也会感觉到爱。
但这种感觉是转瞬即逝的，永远处在变化之中。
于是我们会在内心中说：“难道平和的心灵都不能持久吗？
”于是人们开始祈求上帝，祈求真理，祈求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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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宗教都鼓励信徒探索永恒的状态。
每一种宗教都宣称存在一种永恒理念，宣称这是一种福祉，信徒必须追求，并且可以循着一条路径追
求得到。
它们宣称，从混乱到现实是有路可循的。
各位，你们知道吗？
从你们开始追求永恒的那一刻起，你们就必须寻找到达它的路径：一种信仰、一个方法、一套制度或
一种修炼。
然而，在我看来，既没有永恒的状态，也没有可循的方法。
没有什么方法能使你发现现实。
看透思维的本质孟买 1958年12月14日思考当然是肤浅的，它只是人的记忆对外界的一种反应。
记忆的内容都是历史经验，因此，记忆是经验的集合。
记忆对人的思维具有限制作用，是思维赖以存在的基础，人的思维在应对挑战时会受到记忆的束缚。
思维永远受制于这种思维的集合，因此，我们的问题就来了：人的思维有自由吗？
因为人们只有在自由中才能静下心来客观地观察，才能有所发现，只有在一种没有强迫、没有迫切需
求、没有社会压力的自然状态下，才有可能真正有所发现。
要想观察自己在想什么以及为什么会这样想，要观察你的思维的起源与动机，就必须在自然的、自由
的状态下，因为任何因素的影响都可能导致你的观察失真。
对于所有的思维而言，只要遭到某种因素的强迫，只要遭到压力，就必然会失真。
那么，思维到底能不能使人和心灵自由呢？
思维是人们发现真相的必要条件吗？
这些都还是问题。
自由一般有两种：第一种是摆脱了什么事物之后获得的自由和自我实现的自由，另一种就是纯粹的自
由，仅仅是自由。
大多数人要的自由都是前者，要么摆脱了时间的逼迫，要么摆脱了亲人的束缚，要么是自我实现、自
我表达。
我们关于自由的所有想法都没有超出这种狭隘的自由，即摆脱什么事物之后的自由和有所希冀就能实
现的自由。
但两者都只是一种反应而已，不是吗？
两者都是思维的结果，都是某种形式的内在压力或外在压力的结果。
在追求这种狭隘的自由的过程中，人的思维也被限制住了，思维要摆脱专制，要摆脱腐朽的政府，要
摆脱某种关系，要摆脱焦虑情绪，希望让自己自由，取得一番成就。
因此，我们总是认为自由就是摆脱什么或成就什么，这两种形式的自由其实是非常肤浅的。
那么有没有一种自由不是记忆的反应呢？
在这种自由中，不涉及从一种状态转变到另外一种状态。
人的思维能理解这样一种自由的理念吗？
如果你只是摆脱了什么，这种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你因为有所成就而觉得自由，这也不是真
正的自由，因为你总是会被焦虑、恐惧、沮丧和悲伤包围。
思维能让人的心灵获得自由，使人不再悲伤和焦虑吗？
当然不可以，因为真正的自由不是思维创造的，就像爱不是由思维创造的一样。
真正的自由只是一种存在的状态。
如果人的心灵告诉自己“我必须自由”，就无法进入这种状态。
所以，探索了各种思考方法之后，我们是不是就能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
思维能发现生活的真正意义并发现真理吗？
如果要发现真理，是否必须先完全暂停思维？
换种说法：你正在追求着什么，不是吗？
如果你是所谓的宗教人士，你所追求的事物就是你所说的上帝。
你也许在追求更多的金钱、更多的幸福，或者你追求的是更多的美德或实现自己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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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所追求。
那么我们所说的追求是什么意思呢？
追求意味着你明白自己在追求什么，如果你追求的是心灵的平和，这就表明你过去曾经体验过这种状
态，现在想重新找回，或者你只是想到了这个词，这不是一种事实，而是你的思维创造出来的结果。
所以，追求意味着你已经知道或者曾经体验过你所追求的事物。
如果你说你正在追求上帝，说明你已经知道什么是上帝，或者你的记忆已经把“上帝”这个概念投射
给你了，让你相信世界上有上帝。
因此，思维会迫使你追求思维本身创造出来的事物。
思维是肤浅的，是很多历史经验积累的结果，而且这些经历形成了你思维的基础，你的思维基于此创
造出了一个理念，然后你就会追求这个理念！
在追求上帝的过程中，你会有自己的想法，你已经有了经验，这些经验智慧促使你更加努力地去追求
你的思维、你的经验基础所创造出来的理念。
所以，追求仍然是你思维的运动。
如果你处于冲突和混乱中，为了逃避这种混乱，思维开始告诉你心灵肯定能实现平和，肯定能获得永
久的福祉，然后思维就开始迫使你去追求这些。
其实，这就是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事情。
当我们不能理解这种痛苦的生活和无休无止的混乱时，就会想到逃避，追求永久福祉。
其实这都是人的心灵所想、所投射出来的，思维会告诉你：“我必须请别人帮我达到那种状态。
”之后，人们就开始遵循某种方法、制度或进行某种修炼。
思维创造出了问题，就通过各种方法逃避问题，以期达到某种永恒的状态。
因此可以说，思维追求的就是自己创造出来的理念，是自己投射出来的想法。
因此，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心灵能否搁置思维，从另一个角度来面对日常的经验？
这并不意味着忽略历史经验的积累。
技术人员、桥梁建造者、科学家、职员等职业的存在当然有必要，但是当我们意识到思维不能解决我
们面临的问题之后，我们的心灵能否暂时搁置一下思维，从其他角度观察问题呢？
思维会让你不安、焦虑，从而渴求得到解决方案。
你们有没有尝试过停止思维、搁置思维，而是直接观察问题呢？
你们按照我所说的去尝试一下。
听我的话，直接去观察问题，要平和而客观地去观察，不要急躁。
你有很多问题，包括人际关系问题、家庭问题、工作问题、责任问题、社会问题、环境问题、政治生
涯问题等等，有的很迫切，有的很遥远。
随便挑出来一个问题分析一下。
你一直都在急躁地看问题，你的思维总是在说：我必须解决它，我该怎么办呢，这个正确还是那个正
确啊，这种事情值得尊敬吗，那种事情不可能吗？
如此等等。
你一直带着这种不安的思维去研究问题，无论你用的是什么办法，都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反而导致问
题越来越多。
这就是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事情。
所以，你还是搁置思维再去看问题吧。
思维是经验积累的结果，也是我们的记忆对外界问题和挑战的反应。
那么，你能否暂时搁置思维，让你完全放松、没有压力呢？
这不只是说一句“我不思考”那样简单。
仅仅靠说是做不到的。
焦躁的心灵只不过是在思维的限制下对外界的反应，它以积累起来的历史经验为基础，无法解决问题
或帮助你理解问题。
如果你发现了这个事实，就会明白无法以思维为工具去解决我们的问题。
请让我再换个方式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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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无论人能做什么，似乎都有相应的机器也能做到。
人类已经发现，人脑能做到的，机器也能做，而且效率还很高，未来一二十年内这一点还会不断得到
完善。
机器可以作曲、可以作诗、可以翻译，还可以用化学方法制造药品，让人镇定、平和、摆脱焦虑、消
除烦恼。
那么，你知道结果会怎样吗？
机器会接管你的工作，而且有可能做得更好吗？
药品能使你心灵平和吗？
假如有一种药，吃了可以使你的内心异常平和，因此你不必再受遵纪守法、受人控制、感到压抑等问
题的困扰了，那些鼠目寸光的人，那些卑劣、肤浅和狭隘的心灵也不会再有什么焦虑，从而获得了心
灵的平和。
但这种心灵仍然是卑劣、狭隘的，不是吗？
卑劣的人，虽然他思考的是上帝，膜拜的是一尊又一尊神，说的尽是些虔诚的话，低声说了很多祷告
词，但他的心灵仍然是卑劣的。
我们大多数人就属于这种情况。
那么，人如何才能搁置总是肤浅、卑劣、狭隘的思维，不再狭隘，从而获得自由呢？
这种自由不是摆脱什么事物，也不是有所成就的自由。
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个问题。
你们知道，我们可以不断地向好的方面发展自己，比如，可以变得更加善于思考，不断提高自己，变
得更善良、更慷慨等等，但这种改变都是局限在“自我”的范围之内，是“自我”在成功、在变化。
我可以确定，这个“自我”是经验、记忆的积累，所以问题在于怎么化解、打破“自我”的限制。
我说的“怎么”，不是指方法，而是指探索。
所有的方法都是思维在起作用，都受到思维的控制，或者所谓的方法只是用一种思维替代另一种思维
。
因此，如果你有的只是方法、制度、戒律，就无法探索。
思维只是记忆的结果，是经验积累的结果，因此是有限的，追求真相、上帝、真理、完善以及美只是
思维的反应，这种反应是在应对现实过程中产生的改变现实、改善未来的想法。
对未来的追求创造了时间。
意识到所有这些之后，我可以肯定，必须把思维搁置起来。
肯定有某种思维无法捕捉和记忆的全新事物，完全不可知和不可识别的事物。
思维总是浮躁不安的人怎么能理解这种状态呢？
要理解它只是时间问题吗？
如果你去思考它，那么明天就能理解它吗？
如果你有问题，你知道思维会如何研究它、分析它，把问题分解开来，从而深入地研究。
不过可能还是得不出结论，因为永远都会有由此而来的焦虑。
但是，如果放弃思维、远离思维，又会因为思维脱离了问题，问题不再压迫心灵，有意识或无意识地
，反而会产生答案。
你们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们能不能看穿思维的这一本质呢？
你们知道自己非常崇拜知识分子，他们有很多知识，而知识不过是词语和想法的积累，因此，知识分
子的层次仍然很肤浅。
你们发现没有，如果有人常说“这个我懂”，你就会在本能上被他吸引。
所以，如果你明白了这一切，问题就来了：思维能搁置起来吗？
如果这个问题你想明白了，接下来我们进一步讨论的时候你就懂了。
我们面临的问题多种多样，有上帝、美德和人际关系的问题，有冲突、工作和缺钱的问题，有贫困、
饥饿和走投无路的问题。
这些问题，你没有办法逐一解决，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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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从集体角度解决问题，而不是逐个解决，不然你永远不能把它们解决掉。
因为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似乎与其他问题没有联系，但你解决了一个问题，只会引起其他问
题。
任何问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个问题都与其他问题存在或深或浅的联系。
所以，你在分析问题时必须全面理解。
但思维无法全面理解，因为思维本身就是片面的、破碎的。
那么怎样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呢？
你不能孤立地去解决问题，不能通过抽象的知识去解决问题，不能从累积的记忆中寻找答案，不能通
过去庙里烧香、酗酒、纵欲等解决问题。
要了解问题必须全面考虑问题，但只有搁置思维才能做得到。
当人的心灵完全平静下来，没有任何活动时，人就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
当湖水平静的时候，你能看得很深，能看到水里的鱼和水草，能看到水草的摇曳。
与之类似，当心灵完全平静的时候，你看问题，也能看得非常清楚。
这种状态只有搁置思维时才能实现。
搁置思维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发现它的意义，发现它破碎、分裂的本质。
看清了本质，心灵自己就会平静下来，这种平静不只是意识的平静，还有更深层次的平静。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了解自己。
如果你不去观察，或者你带着一颗被固有知识羁绊的心去观察的话，就无法了解你自己。
要了解自己，你必须首先是自由的，然后才不会只从表面看问题，从思维无法达到的深度来应对每一
个问题、每一个挑战。
真正自由而平静的心灵不会颓废、死亡、腐朽，依靠吃药、作息、自我催眠而实现平静的心灵则会颓
废、死亡、腐朽。
平静的心灵是完全活跃的心灵，心灵内部每一个未受践踏的角落都会光明起来，心灵以这个光明的核
心为基础对外界问题做出应对，而且不会产生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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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他进入我的屋内时，我禁不住对自己说：“这绝对是菩萨无疑了”。
    ——纪伯伦(Kahlil Gibran，1883-1931)    克里希那穆提是我知道的唯一能完全摒弃自我的人，和他相
识是人生最光荣的事！
    ——亨利·米勒(Henry Miller ，1891-1980)    他(克里希那穆提)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人类。
    ——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    克里希那穆提，虽然并未标榜任何信仰，或者自
创某种教法，但若以佛法看审视他的发心和言行，正如以下几位尊者所评价的那样，他是当之无愧的
一代中观大师。
    ——胡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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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克里希那穆提系列文集:论自由》编辑推荐：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心灵导师、给一代又一代大师级人物
以灵感源泉的思想者——克里希那穆提，经典系列文集重装推出！
《克里希那穆提系列文集:论自由》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克里希那穆提为你透彻解析什么才是真正的
自由，如何获得真正的自由。
如果你我能发现自由并活出自由，就会变成富有创造力的人！

Page 1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自由>>

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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