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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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真理》是克里希那穆提探索真理的集大成之作。

“我认为真理是无路可循的，你不能通过任何宗教派别或方法而达到它。
既然真理是无限、不受任何制约、无路可循的，当然也就不需要人为组织了。
没有任何组织有权力强制人依循特定的道路。
如果那样做，真理就会变成僵固的教条，同时也会变成那些懦弱之人和不满足之人的玩物。
”
“真理无法屈就于人，人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亲近它。
高山无法自动移到你的脚前，你必须不畏艰险地穿越山谷、攀过悬崖峭壁，才能到达山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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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真理》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
“真理是无路可循的，一旦你追随某人，你就远离了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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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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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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浦那，1948年10月3日圣雄甘地墓，1949年1月23日拉贾蒙德里，1949年11月20日孟买，1950年3月12日伦
敦，1952年4月23日在圣雄甘地墓对学生的谈话，1952年12月31日孟买，1953年2月8日浦那，1958年9
月10日《真理与真实》摘录，1975年5月18日萨嫩，1975年8月1日《真理与真实》摘录，1976年7月25日
布洛克伍德公园的对话，1979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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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浦那1948年10月3日问：你曾说过记忆并非完整的体验。
我对你前些时候所说的话存有记忆，并且印象清晰。
你从何可知这些并非完整的体验？
请详加解释。
克：我们所指的记忆是什么？
你上学学到了满脑子的事实、知识与技术。
如果你是个工程师，那么应用记忆中关于工程方面的知识你就可以造出一座桥。
这是事实的记忆。
另外还有心理的记忆。
比如说，你对我说了一些令人愉快或者不悦的话，而我记住了它，等到下次再遇到你的时候，我将带
着这些记忆与你相处，凭着记忆中你说过或不曾说过的话。
所以记忆有两个层面，心理的或事实的。
它们总是相互关联，因此不容易界定清楚。
我们皆知事实的记忆在作为谋生工具方面，是不可或缺的。
但心理的记忆是否必要？
是何种因素保存了心理的记忆？
是何种因素令人记住了耻辱或者赞美？
为何人们保存某些记忆，而排斥其他的呢？
显然，人们保存愉悦的记忆，排斥不愉快的记忆。
若你用心观照，你将明了痛苦的记忆比那些愉悦的更快被忘记。
而不管你从任何层面来看心灵，或者用任何名字来称呼它，它本身就是记忆；心灵是过去的产物，它
建立于过去，这就是记忆，一种受限制的状态。
现在我们总是以记忆来面对生活，来面对全新的挑战。
挑战总是崭新的，然而我们的反应却总是老旧的，原因是它来自过去。
所以不倚赖记忆的体验是一回事，而以记忆去体验又是一回事。
也就是说，挑战总是全新的，但我们总是用一贯的方式来应付它。
因此，会发生什么结果？
我接收了新事物，却无法理解它，因为对新事物的体验受到过去的制约。
所以，对新事物的了解总是片面的，从来没有完全了解。
而只有对事物有全然的了解，才不至于使记忆留下伤痕。
当挑战来临时，它经常是全新的，而你却用旧有的方式迎接它。
旧的回应方式限制了对新事物的理解，于是认识遭受扭曲，而有了偏差。
因此新的体验纳入旧的认知方式，强化了旧的体验。
这可能显得有些抽象，但若你略微深入，并仔细探究，并不难理解。
今天的世界局势之下，除非有新的思考方式，否则不足以处理不断出现的难题。
我们无法这么做，是因我们总是用被过去制约的心，以及各种国家、地域、家庭或宗教等根深蒂固的
偏见去应付今天与将来。
也就是说，先前的体验阻碍了我们正确认知新的挑战，导致我们持续地培养并强化记忆，所以无法了
解新的事物，乃至于无法全然地面对挑战。
只有当人有能力以全新、鲜活的方式，抛弃旧日偏见面对挑战时，心灵才得以富饶，并结出丰硕的果
实。
发问者提到：“我对你前些时候所说的话存有记忆及清晰的印象。
从何可知这些并非完整的体验？
”若你对一件事只有一个印象、记忆，那显然是不完整的体验。
如果你理解了我所说之言，悟出其中真理，那真理就不单单是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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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并非记忆，因为它总是全新的，它本身不断在变化。
你对我前些时候所说的话存有记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我的话当作指引，但却未全然了解。
你想深入了解，所以便会有意无意地将其保存下来。
但若你全然了解，也就是全然明白其中的真理，那么你将发现关于它没有任何记忆存在。
我们的教育就是记忆的培养与强化。
所有的宗教修行与仪式，阅读和知识，全都是记忆的强化。
这些有何意义？
为何我们总是抓着记忆不放？
我不知你是否曾注意到，若你变老，你会惦记着过去，缅怀它的喜悦、痛苦；如果你还年轻，你会期
待未来。
我们为何会有这样的行为？
记忆为何变得如此重要呢？
显而易见，这都是因为我们不能全然地活在当下。
我们不断地将现在当成一种手段，一种达成未来目标的手段，所以当下就显得无足轻重。
而我们无法活在当下的原因是我们不停地将现在当作通往未来之路。
因为我无时无刻不想着成为某某，所以就无法全然认识自我，而认识自我——当下的我究竟为何，则
与记忆无关。
相反，记忆是了解真相的障碍。
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唯有在心灵不被记忆之网套住时，才会有新思想或新感觉来临。
在两种思绪、记忆之间存在着间隔，而当那间隔可以维持下去时，便产生了一种不再是记忆的新状态
。
我们拥有记忆，并培养记忆，将它视为延续自我的一种手段。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不停止培养记忆，“我”与“我的”就变得非常重要。
于是我们背负着“我”和“我们”，让记忆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假如你没有记忆，你的财产、你的家庭、你的观念就不会这么重要；因此为了强化“我”与“我的”
，你继续浇灌着你的记忆。
可是你若静心观察，将会发现两个念头之间、两种情绪之间，有个间隔。
在这个非记忆产物的间隔内，存在着脱离“我”与“我的”的非凡自由，并且这个间隔是超越时间的
。
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来看问题。
确定无疑的是，记忆就是时间，不是吗？
我的意思是，记忆创造了昨天、今天和明天。
昨日的记忆造就今天，并形成明天。
也就是说，过去通过现在创造了未来。
其中时间历程相续不断，这正是我们的意志力造成的。
记忆就是时间，透过时光流逝，我们企求达成目标。
今天我是个小职员，但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与机运，将来我会成为经理、老板，所以我一定需要时间
。
基于同样的心理，我们宣称：“我将证悟实相，我将得见上帝。
”因此，我需要时间来了解，这表示我必须培养记忆，强化记忆，借着练习、训练，去实现，去获得
，去成为某人，而这一切都意味着时间的相续不断。
因此透过时间，我们企求超越时间；透过时间，我们梦想着永恒。
你能这样做吗？
你可以经由记忆，即时间的产物，在时间之网内捕捉永恒吗？
超越时间只能在记忆止息时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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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能明白这项事实——经由时间，则无法超越时间，那么我们就可以深入探讨记忆这个问题。
技术知识的记忆是必要的，但心理记忆维持“自我”、“我”与“我的”，给予认同感与自我延续感
——却不利于理解生命与真相。
如果你可以看清其中的真相，错误就消失了，那么就没有昨日记忆的心理残留了。
当你初次看到美丽的夕阳或田野中美丽的树木时，你全然地陶醉于美景，于是你带着重温旧梦的渴望
回头找它。
当你这么做时会发生什么结果？
全无陶醉可言，因为这是昨天落日的记忆正催促着你，赶着你，令你快点回来。
昨天的你不带一丝记忆，只有发自内心的赞叹，是直接的反应，但今天的你却渴望再一次捕捉昨天的
体验。
也就是说，记忆正干扰着你享受夕阳时光，因此你不再陶醉，不再有那纯然与丰富的美了。
再比如说，你有个朋友昨天对你说了什么，不管是侮辱或赞美之言，你都储存于记忆之中。
而带着那记忆，今天你又遇到了这位朋友。
其实，你所遇到的并不是你的朋友——你带着昨天的记忆，而它干扰着你。
记忆不断地包围我们与我们的行动，因此我们不再有新奇与新鲜感。
这就是记忆使生命枯萎、呆滞与空虚的缘故。
记忆强化了“我”与“我的”，因此我们生活在对他人的敌意中。
通过现在的行动，记忆有了生命，也就是我们在当下赋予其生命；但若我们拒绝赋予其生命，则记忆
将消逝无形。
因此对事实与技术知识的记忆显然是必要的，但保存心理的记忆将妨碍我们对生命的了解，以及心灵
相互间的交流。
问：你曾说当意识静止时，潜意识将会自己出来。
潜意识是否为一个层次较高的存在呢？
而我们是否有必要释放出所有隐藏在迷宫般的潜意识内的东西，以寻求自我解脱？
我们又该如何去做呢？
克：我不知道我们之中有多少人晓得潜意识的存在，以及我们意识的不同层次。
我想大部分的人只知道它与日常生活有关，是整天活动、喋喋不休的表面意识。
我们不知道那隐含于其他层次意识的深度、重要性及其意涵。
只有在偶然间，经由梦、暗示等途径，人们才能意识到另有其他层次的意识存在。
我们都太忙了，以至于日常生活、娱乐、色欲、虚荣心占满了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只看到表面意识。
多数人把生命浪费在追求权力、政治或个人的成就与地位上。
现在，有人问道：“潜意识是否为一个层次较高的存在呢？
”这是要解答的第一点。
在我们思考的过程之外，是否有另一个层次较高的存在呢？
无疑，只要思考的过程还存在，它就可以被分为较高或较低的层次，但却没有一个更高的存在，或永
恒的存在能避免无常的变动。
所以我们必须仔细探讨这个问题，以了解意识的重要性。
我曾经说过当你心怀疑问而苦思难解时，你经常会在清晨醒来时恍然大悟。
当意识寂然不动时，隐藏于内的潜意识就开始运作，着手解决问题。
所以，你一觉醒来时，答案就揭晓了。
可以肯定的是，这意味着隐藏的潜意识在你睡觉时并不休息，无论何时它都不停地运作。
虽然表面意识或许会沉寂，其他不同层次的无意识层面却正埋首解决问题，并且自然地将它本身投射
到清醒的表面意识上。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那是高层次的存在吗？
显然不是。
你指的“高层存在”是什么呢？
你指的是超越时空的灵性存在，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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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被思想占据，所以这个你所能设想的一定不是灵性存在——它是思想的一部分，它脱胎于思想，在
思想的范畴之内。
不论你称它什么，它仍是思想的产物；因此，它是思想的产物，不是灵性存在。
下个问题是：“我们是否有必要释放出隐藏于迷宫般的潜意识内的东西，以寻求自我解脱呢？
我们又该如何去做呢？
”如我所说，意识有许多不同层次。
首先，最外层的是表面意识，在表面意识之下存有记忆，因为若没有记忆的话，就没有任何行动。
在这之下存在着实现、成为、完成的各种欲望。
如果你再深入探索，将发现一种全然否定、不确定及空虚的状态。
这些全部都是所谓的意识。
那么，只要实现、成为、完成的欲望存在，各个不同层次意识中的“我”与“我的”，就一定会被强
化。
而只有当我们能了解欲望实现的历程，各层次意识的空寂才会出现。
也就是说只要实现、成为、完成的欲望存在，记忆就会被强化，而通过记忆产生行动，行动则会进一
步制约心灵。
我希望你对这些事情感兴趣，如果不然，也不要紧；但我仍需继续下去，因为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经觉
察到这个问题。
生命不单是一层意识而已，它也不仅是一片树叶或一根树枝，生命是一个全然、完整的历程。
在我们领会生命的美妙、伟大、哀伤、痛苦及喜悦之前，必须明了其全部历程。
为了放空潜意识，这打开存在与意识之谜的钥匙，我们必须明了它由什么组成；我们必须觉察不同形
式的制约，例如种族、家庭、团体的记忆等等。
现在我们可以着手分析这些记忆，抓住每一个反应、记忆，并解开它，全然融入其中，然后加以破解
。
然而如此一来，一个人可能要耗掉难以计数的时间、巨大的耐心与持续的注意力。
当然这个难题也有其他破解方式。
任何曾稍稍想过这个问题的人，对于针对反应进行分析、追踪并破解的历程，一定相当熟悉。
这种方式必须对每一个反应分析，如果没有完整分析一个反应，或者在分析中遗漏某个环节，你就必
须从头开始，并且耗费许多时间在这个无效的分析历程中。
所以必然有个不同的方式可以释放全部的记忆，这样心灵才能时时刻刻保持清新。
这要如何进行呢？
你了解问题所在吗？
问题是这样的：我们习惯以旧记忆、旧传统、旧习惯来面对生活，我们以昨天面对今天。
那么，人可以不理会昨天而专注于今天、专注于当下吗？
这是个新的问题，不是吗？
我们都知道旧的方法是通过练习、训练等手段一步步分析每个心理反应，然后加以破解，而这一法门
离不开时间这项因素。
然而以时间作为破解制约的手段时，很明显它只会强化这个制约。
假如我将时间当成解放自我的手段，在每个历程中，我将持续受到制约。
那我该怎么做呢？
既然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我必须找出新的方法。
也就是说，人可能当下就自由吗？
没有了时间这个只不过是记忆的元素，人就能重生吗？
我所说的重生、转化，绝对是在当下，不是明天，转化只有从昨天解脱出来才会发生。
人们如何从昨天解脱呢？
此刻，我谈到这个问题，请问你的心中正起何种变化？
当你明了心灵必须保鲜，昨天必须放下，你的心灵会如何应变？
当你瞥见其中的真相，你的心境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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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了解现代画，显然你无法运用古典艺术方面的积累。
当你认清这一点，你该怎么办？
当你企图了解一幅现代画时，应抛开任何古典艺术的积累——挑战是全新的，你要领悟不能通过昨天
的视角来了解新的挑战。
看清其中的真理，那么昨日就消失了，昨日的种种将彻底净化。
你必须认清这个真理：昨天不能诠释今天。
只有了悟真理才得以彻底解除制约，而了悟这个真理需要高度的专注，只要稍稍分心，就无法达到高
度的专注。
然而我们所谓的分心究竟是什么？
如果你从几个兴趣中选择一个，并专注于其中，那么任何引导你分散注意力的其他兴趣，就会导致分
心。
为何你仅选择了一个兴趣，而放弃其他的呢？
你选择兴趣的原因是它比较有利可图，所以你的选择是基于利益、想获得利益的欲望。
而当你有所求时，任何使你的思绪脱离主要兴趣的分心，你都必须对抗。
除了本能的欲求之外，你有任何主要兴趣吗？
我质疑的是你是否有个主要兴趣。
若没有，你将不会分心，你只是生活在一个不需要兴趣的状态。
要认识真理的人必须高度专注，而只有在毫无选择时，才可能会全然地专注，绝不会分心。
生命就是一场活动，而我们必须了解这整场活动的全貌，不要把它切割成兴趣与使人分心的事。
我们必须如实观照万事万物，看清真相或假象。
当你看清真相，心灵就能从昨日的束缚中解放。
这你可以自己试验。
想了解有关国家主义的真相，而且不拘泥于赞成或反对的框框，你必须深入其中，了解争议的所有意
涵。
不预设支持或反对的立场，认清问题所在，看清国家主义的谬误，这样才能从整个国家主义的问题中
解放出来。
所以只有认清真相才能自由，而要认清真相需要高度地专注，这意味着你必须投入全部身心来看清、
了解。
圣雄甘地墓1949年1月23日或许你们之中大部分人已追随过某位老师或上师，无论他在喜马拉雅山，或
在街口转角处，你们都可以向他们寻求指引。
但为何你需要他？
你对他的需求显然不是因为物质上的原因，除非他答应改天介绍一份好工作给你。
因此，可以推论你对他的需求源自心理上的目的。
为什么呢？
很明显，你需要上师，你说：“我现在一片混乱，我不知如何活在世上，事物自相矛盾，我要面对混
乱、悲惨的局面，面对死亡，面对腐化、颓废、分化的事物，我需要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做。
”这不就是你投向上师的原因吗？
你说：“觉得一片混乱，我需要一个上师，帮助我净化所有的纷争，消弭所有的冲突。
”所以你的需要是心理上的。
你不可能对你老板如上师一般，因为他只与物质生活有关，你对他只期待物质上的满足，而你对上师
则期待心理上的满足。
你对需求这个词有什么看法？
我需要日光，我需要食物，我需要衣服以及庇护所；同样，我是不是需要个上师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得找出是谁在我的周围及身上弄了这一堆麻烦。
如果我必须对这混乱的局面负责，那么我就是唯一能收拾这局面的人。
这意味着我自己必须搞清楚所有的状况。
然而你们之中绝大多数人都在寻找一位上师，请求他将你从混乱中解救出来，或为你指引一条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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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视状况指导你如何应对。
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啊！
世上的一切都是假的，我必须找到真理。
”而上师说：“我已证得真理。
”所以你投向他，与他分享真理。
混乱的状态能假手他人收拾，不论他是多么高明的人吗？
可以肯定的是，混乱的状况源于我们与外界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洞察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与社会
的关系、与财产的关系、与所有观念的关系等等。
而真有人能为我们提供对这些关系的理解吗？
或许有人可以为我们指出来，但是我们还是得自己弄清楚这些关系。
你对这有兴趣吗？
我不敢肯定，因为你只是正在看着某人做某事。
当你提出一个问题，你可以感受到专注倾听及回答的重要吗？
你不觉得生命相当重要，而必须彻底了解吗？
你若是为了肯定自己寻求上师的努力，或者是为了强化“上师是必要的”信念而专心倾听，那么以这
种方式，我们永远无法找到真理。
向你的内心探索，问自己为何需要上师，如此才可找到真理。
这个问题牵涉到很多事情。
似乎很多人认为上师可以引导他们走向真理，就如同有人可以指引你到车站一样。
这意味着真理是静止的，但它真的是这样吗？
或许你希望它是，因为真理若是静态的，则将皆大欢喜，至少你知道它是什么，可以紧紧抓住它。
所以实际上你所追求的是满足感。
你希望获得安全感，希望得到上师的认可，希望上师对你说：“你做得很好，继续下去。
”你渴望来自他的心理慰藉，渴望他亲切地拍拍你的肩膀。
因此你投向的是一个可以满足你需求的上师。
这就是有这么多上师和门徒的原因。
这表示你们并不是真的在追寻真理。
你想要的是满足后的喜悦，而给你最大满足感的人，你就叫他上师。
这种满足感不仅是精神上的，是肉体上，也是心理上的。
当上师出现时，你有种极度平和、静谧的感觉，并感受到深深地得到理解。
换句话说，你想要的是一个伟大的父亲或者母亲，他或她能帮你克服困难。
你曾在树下安静地坐着吗？
在那儿，你将找到极其平和的感觉，你也将感受到被理解！
换句话说，在极度宁静的人面前，你也变得宁静，而你将这份宁静归功于你的老师。
你将荣耀的花环挂在他的颈项上，而踢走你的仆人。
因此，当你说“我想寻找一位上师”，以上所说的事情全都不言而喻，不是吗？
而上师，他担保你的解脱，于是就成为你的“需求品”。
现在我们已知混乱存在于关系中，那么为何我们需要他人帮助我们了解这混乱呢？
你或许会这么说：“你在做什么？
你不是正扮演着我们的上师吗？
”我绝对不是扮演上师，因为，首先我不会给你们任何满足感，我也不会告诉你每一天、每一刻应该
做什么，我只是指出某些东西给你看。
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予理会。
这是你的选择，不是我的。
我不会收受你任何东西，不管是你的崇拜、你的奉承或者讽刺。
我说这是事实，随你接受或拒绝。
然而你们绝大部分的人，会由于无法在其中获得满足感而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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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些真有诚心的人、认真探求真理的人，将从我所说的话中汲取充分的养分。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吧！
想要了解这种关系，必须觉察它，而不是逃避它，要看清关系的全部内容。
真理离我们不远，它近在咫尺；它就在每片树叶之下，在每个人的微笑、眼泪中，每个人说的话、他
的感情和想法都包含着真理。
但是我们必须挖掘它，因为它被埋得很深。
想挖掘它就必须先要发现什么是错误的；当你知道什么是错误的并避开它，真理就会显现在你眼前。
所以真理无时无刻都存在——它需要被人发现，而不是被人相信、引用与公式化。
但是为了看到真理，你的心一定要非常柔软、警觉。
而很不幸，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想变得柔软、灵敏和警觉，而只想借着咒语和仪式让自己沉睡。
我们总是用很多方式让自己的心灵酣睡！
很明显，我们需要一种特定的环境、气氛与孤独——不是刻意追寻或避免寂寞——而是一种特定的孤
独，在这种孤独之中要充满专注；这种孤独与专注只在你有麻烦、有大问题时才存在。
如果你有朋友、有能帮助你的人，你可以去找他；但是如果你把他当作你的上师，显然是不成熟的，
是幼稚的，就像想抓住母亲的围裙一样。
当我们有困难时，我们的直觉总是会去寻求某人——例如母亲、父亲，或荣耀的神父——你称之为大
师或上师的人。
但是如果这位上师是称职的，他会告诉你从行动，也就是关系中了解自己。
的确，你比上师更重要，你也比我更重要，因为这是你的生活、你的痛苦、你的奋斗、你的挣扎。
你的上师，或我，或某人可能没有这些烦恼，但是这对你有什么价值？
你对上师的崇拜，对自我了解而言是不好的。
这其中有特别的原因。
你越尊敬一个人，就越显得不尊敬其他的人。
如果你对上师谦卑有礼，对你的部属却不屑一顾，那么你的尊敬便微不足道。
这些都是事实。
我知道或许你们大部分的人不喜欢这些被点出的事实，因为你们的心灵只希望得到安慰，它已经被伤
害得很深了。
你们的心灵陷入麻烦和不幸之中，它一直祈求：“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请给我一些希望、一些慰藉。
”只有绝望的心灵才能发现真相，只有完全不满足的心灵才能跳入真相之中，那不是一颗满足的心、
一颗高尚而被信仰蒙蔽的心灵可以接触到的。
所以，你只有在关系中才会开花，在爱中才会开花，而不是在竞争中。
但是我们的心灵正在枯萎，而且我们的心灵已经被头脑的产物填满了，所以我们拿别人的创作来填补
自己的心灵。
因为我们没有爱，所以我们企图从上师或其他人的身上得到它。
爱是一种无法靠寻找所能得到的东西。
你不能买到它，你也不能借着奉献自己而得到它。
只有自我不存在的时候，爱才存在。
当你在追求满足，而且逃避、拒绝了解你自己混乱的关系时，你只是在强调自我，因此，爱也被否定
了。
你是否已经被我的声音与话语催眠了？
的确，我所说的一定困扰着你！
如果你不觉得困扰，那一定有什么不对了。
因为有人正在攻击你整个的思考系统，以及你简单的思考方式，而且这种困扰是令人非常疲惫的。
要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
或许，你很可能会说：“我知道，那就是商羯罗、佛陀等人说过的。
”这句话显示你已经读过太多的东西了，而把听到的内容驱逐到头脑的冷宫，不再理会。
这样处理你听到的东西很容易，但这意味着你只是听其音，而没有会其意，因此这会造成你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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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须经过很多探索才能拥有平和，你和我正在做的就是为了探索心灵中什么是真实的和错误的。
探索会耗费能量、精力，它就像做挖掘这样的体力劳动一样费力。
但是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只习惯于聆听，只是享受当旁观者的乐趣，观察别人在玩什么游戏，因此是
不会疲累的。
旁观者从不会疲累，因为他们没有参与这个游戏！
你不是旁观者，而我也不是那个玩游戏的人。
你不是在这里听我唱歌。
你和我正要做的是听我们自己心里的歌，而不是听别人的歌。
许多人习惯听别人唱歌，所以他们的心灵是空虚的，而且他们总是空虚的，因为他们的心里装满了别
人的歌。
那些不是你的歌，你只是一部留声机而已，依照你的心情来换唱片；你也不是音乐家，但是我们每一
个人必须是音乐家，尤其是处在痛苦和麻烦中时。
我们必须以歌来改造自己，也就是说要释放所有填满心灵的头脑的产物。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心灵的创造物，而且辨别那些创造物的虚伪。
之后，我们不会再用这些东西填补心灵。
这时候，心灵被放空——没有被那些灰烬填满，头脑随之平静，然后就出现了一首歌，一首无法被破
坏或扭曲的歌，因为它不是头脑的产物。
拉贾蒙德里1949年11月20日问：你说上师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我如何在没有明智的帮助和指导下发现
真理？
而且，通常这样的帮助和指导只有上师能给予我们。
克：这个问题是问上师是否必要。
真理能经由别人的帮助找到吗？
有些人说可以，而有些人说不可以。
我们想要知道这其中的真相，而不是以我的意见反对别人的意见。
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也许能也许不能。
你是否应该有上师，并不是观念上的问题，无论这个观念是多么深奥、博学、流行或世界性的。
唯有实际探讨，才能真正找到这个问题的真相。
首先，我们为什么要有上师？
我们说我们需要上师是因为我们感到困扰，而上师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他会指出真理是什么，会帮助我们了解真理，他比我们知道更多有关生命的事，他的行为就像父亲一
样，指导我们的人生。
他有很多经验，而我们只有一点点；他会借着他的经验帮助我们，解决种种问题。
也就是说，基本上因为你感到困扰，所以你去找上师。
很明显，如果你非常快乐、没有问题，如果你完全了解生命，你就不会去找任何上师。
我希望你理解这一事实的重要性。
你寻求一位上师，是因为你感到困扰。
你希望他为你指引生命的方向，澄清你的困扰，发现真理。
因为你感到困扰，而且你希望他会回答你的问题，所以你选择可以满足你需求的上师。
也就是说，你就你的需求选择你的上师；你选择他是因为他会给你快乐，而且你的选择完全依你的满
足感而定。
你不会选择一个对你说“一切要靠自己”的上师。
你选择他只是依据你的偏见。
因为你选择他只是依据他给你带来的满足感，所以你不是寻找真理，只是摆脱困扰，而这条路被误认
为寻求真理之路。
让我们先审视“上师能解决我们的困扰”这个想法。
有其他人能解决我们自己制造的困扰吗？
你认为其他人也一样制造了各种层面的痛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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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内在或外在的。
其实这只是我们缺乏自知之明的结果。
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冲突、反应、痛苦，所以我们去找上师，请他帮助我们摆脱困扰。
我们只能在当下的关系中了解自己，而这种了解本身就是一种引导。
如果不了解这个关系，无论上师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因为如果我不了解我与财产、与别人、与思想的关系，又会有谁能解决我内心的矛盾呢？
为了要解决这种矛盾，我必须了解我自己，那表示我一定要了解关系中的自我。
要了解自我，是不需要上师的。
如果我不了解自己，找上师是没什么用的，正如同政治领袖被那些困惑的人选出来，而政治领袖自己
往往也是迷惑的，我也是在同样的状态下选择了上师，即我在自己的困惑下选择了他，因此，就像那
些政治领袖，他也一头雾水。
所以重要的是找出为什么你需要上师，而不是我是否正确，或那些说“你需要上师”的人是否正确。
上师是为了各种不同的目的而存在，但这与我们的话题无关。
如果身边有上师说你一直在进步，你会觉得很满足，但是要找出你为什么需要上师的真正原因，这里
有一个关键。
即使别人能指出一条路给你，即使你有上师的指导，你还是要自己完成所有的工作。
但因为你不想面对事实，你就把此事推到上师的身上。
当你已经开始了解自己时，你就不需要上师了。
没有上师、书或典籍能让你了解自己，只有当你开始关心关系中的自我时，你才能了解自己。
存在即关联，不了解关系就会产生痛苦、纠纷。
不了解你与财产的关系，是造成困扰的原因之一。
如果你不了解你与财产的正确关系，那必定会有冲突，在社会中的冲突也一定会增加。
如果你不了解你和妻子、孩子之间的关系，别人如何帮助你解决因这些关系产生的矛盾？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思想、信仰等方面。
因为你对与财产、思想的关系感到困扰，而寻求上师的指导，如果他是真正的上师，他会告诉你去了
解你自己。
你自己是所有误解和困扰的来源，而且，只有当你从关系中了解你自己时，你才能解决矛盾。
你不能经由别人那里发现真理。
那你要如何才能做到呢？
的确，真理不是静止的东西，它没有不变的所在，它不是终点、目标。
相反，它是活生生的、动态的、警觉的。
它怎么会是一个终点呢？
如果真理是一个令人厌烦的论点，那它就不是真理，它只是一个意见而已。
真理是未知的。
一直在追求真理的心灵是永远无法发现它的，因为心灵装满了已知的东西，这是由过去和时间带来的
结果——这些是你自己能观察到的。
心灵是已知的工具，因此，它不能发现未知，它只能从这个已知移到另一个已知。
当心灵在寻求书中陈述的真理时，这种“真理”是自我的投射，此时心灵只是在追求已知的东西，一
个比以前的已知更令人满意的已知。
这种寻求真理的心灵，只是在寻求它自己的投射，而不是真理。
毕竟，理想是自我的投射，它是虚幻的、不真实的。
真相就是真相，不是虚假。
一个寻求真理、上帝的心灵，是在寻求已知。
当你思考上帝的时候，上帝只是你思想的投射，是社会影响的结果。
你只能思考那已知的东西，不能思考未知的东西，不能专注于真理。
你自认为看到未知的东西，其实那只是自我投射的已知。
所以上帝或真理是不能被想象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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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只是思考它，它就不是真理。
真理不能被追寻得到，它会自动走向你。
你能追求的只是已知的东西。
当心灵不再被已知的东西折磨、影响时，真理就会自动显现出来。
真理在每片叶子里、每滴眼泪中，它无时无刻都会出现。
没有人能引导你得到真理，任何人引导你，都只能引导你得到已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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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克里希那穆提系列文集:论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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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真理》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克里希那穆提探索真理的集大成之作！
真理是无路可循的，一旦你追随他人，你就远离了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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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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