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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藏族文化中的佛教象征符号》内容包括：藏族的思想精髓概说、象征符号是什么？
它们如何影响我们？
藏族文化中九组著名的象征符号、八吉祥徽、八瑞物、七种象征王室权力的珠宝——七政宝、轮王七
近宝、七珍宝、六长寿、五妙欲、和谐四瑞、对抗不和谐的三种胜利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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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扎雅·罗丹西饶活佛，1936年出生，六岁时被认定为活佛转世灵童，学习佛学五部大论，后在印
度从事广泛的佛学研究，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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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汉文版序/扎雅罗丹西饶前言藏族文化中的佛教象征符号藏族的思想精髓概说世俗谛胜义谛象征符号是
什么？
它们如何影响我们？
藏族文化中九组著名的象征符号一、八吉祥徽宝伞金鱼宝瓶妙莲（荷花）右旋白海螺吉祥结胜幢金轮
八吉祥徽的一般意义八吉祥徽是如何应用的二、八瑞物铜镜牛黄乳酪长寿茅草木瓜右旋白海螺黄丹（
朱砂）白芥子八瑞物是如何应用的？
三、七种象征王室权力的珠宝——七政宝金轮宝神珠宝妃子宝大臣宝大象宝绀马宝将军宝七政宝是如
何应用的？
曼荼罗与曼荼罗的奉献七政宝的其他用法四、轮王七近宝五、七珍宝六、六长寿七、五妙欲三界五妙
欲是如何应用的？
八、和谐四瑞九、对抗不和谐的三种胜利标志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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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藏族文化中的佛教象征符号　　藏族的思想精髓概说　　作为藏文化的基础，佛教的教义，尤其
是在过去的20年中，在许多出版物上出现并受到关注。
在此，我只能讲解有限的几个重点。
佛教是一系列旨在结束苦难的讲解和实践方式。
佛教实践者通过道德伦理行为达到这个目的——控制行为，不做任何危害众生的事情——即使是最微
小的昆虫，以及通过心一境性的修定洞察事物的本质。
　　如果有人提问，和西方思想比较起来，什么是藏传佛教思想的独到之处?我马上会想到的是有关现
实的不同观念。
藏民对他们自身和世界有独特的想法，对现实的起源和个体在其中的位置有独到的看法。
　　尽管佛教一直归于世界宗教的范围，但是它是不是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还是未确定的问题。
在这里，我要着重指出，准确地说，当考虑现实的概念时，我们很小心地不去用“宗教”这个词，以
不给人留下我们谈论的是信仰而不是知识的错误印象。
　　世俗谛　　根据我们的认识，在时问和空问中作为一成不变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映入我们眼帘中
的任何现象、任何物体都由其瞬问的本性构成，在物质和非物质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即刻消逝。
总的来说，就是“原因与条件”（因缘）。
具体如下：（1）分立的组成成分，包括直至瞬间组成中的最小的微粒和亚微粒；（2）组合或形成以
及与之相对应的独立的物体随之而来的分裂的过程；（3）更进一步，作为感知主体的观察者；（4）
掌握、识别和命名的感知过程。
因此，没有事物，根本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让我们将手放在上面，然后说：“这是真正的事物的本质，
这是桌子的桌子本质，这是树的树本质，这是汤姆的汤姆本质。
”　　诸法附有条件性，并且彼此相互依存，如在前言中提到的一样。
描述这一现象，藏文用语是“丹智”。
十分有趣的是，这个词由“丹”意为“支持，基础”和“智”意为“依赖，条件性”组成。
对熟悉佛教术语的人来说，“丹”是指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基于众多因缘和合生，即依附于原因和条件
；而“智”是彼此相互依存，而后形成的无则不生的关系。
这样一来，仅用两个音节（即“丹智”）就足以表明，这里并不是诸法不存在，诸法的确存在，但却
不是按照我们想象的方式存在。
相反，它们依附于条件而存在，也就是说它们自身的存在是无法成立的。
这就是著名的空性学说，佛教教义的要点之一。
这种对于观察事物方式的简单的描述，几乎无法说明实际经验中事物变化的结果，尽管如此，我还要
对此做一些说明。
　　组成我们这个现实世界——当然也包括我们自身——物质与非物质因素的松散的结构，全方位地
持续变化着。
这种改变的过程以及现实的组成自身都可以受到来源于我们感知的影响。
假设我们现在的感知能力是有限而肤浅的，就还存在许多未被发现的东西。
由于现实本身没有一种与之俱来的存在，所以它不能限制（人们的）这种发现。
这种扩展了的感知将会向我们展示更广阔的现实的视野。
这种思考会导致更大程度的好奇心和开放，其结果就是我们固有意识的自我束缚的局限，也许将第一
次受到轻微触动。
　　如果我们能继续坚持下去，我们将会通过不断的实践学会对事物存在的直接感知；如果这是一个
需要争取的目标，那么又会有一个必然的问题——现在我们如何感知事物?人们很容易想到的答案是：
任何一种事物，通过印象和感知的刺激向我们展示出来的事物，都将即刻优先于其他一切的，被归为
可能的三类——乐受、苦受和舍受。
此三受对我们自身的不同影响分别是符合自我的，就是令人愉陕的乐受；危害自我或是让人不舒服的
则是苦受；除此两者外，其他都是中性的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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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惊奇的是，无论事物有多庞杂，是乐是苦立即被三受判断。
　　当然，这种行为我们已操练了几十年，我们十分看重自身和自身的幸福——这是我们所有快乐的
集中点——这使我们感到莫大的动力，快速而确定地去判断我们的感觉。
　　在现实中，这种简单的分类有很高的错误比例，但在一生当中，我们却可以毫无困难地向自己隐
瞒这个事实。
紧随着不同分类的感受，我们自身行为的表现是，自动攫取“乐受”，试图破除“苦受”，而不顾大
部分“舍受”的存在。
这种程序使事物对我们自身和行为产生了很大的操纵力。
我们一直被它们奴役着，而且这种束缚没有终点，我们经常会碰到不能拥有但却极度渴望的令人快乐
的东西，和无法避开的危害我们的令人不快的东西，一次又一次，我们痛苦地发现完全掌握这一规则
是不可能的。
所以，尽管在意于幸福和快乐，但这种令人感到沮丧的过程却只带给我们痛苦。
悲剧性就在于我们如同木偶一般，丝毫不了解“怎么样和为什么”。
实际上，只要这种痛苦的根源“无知”存在，我们就永远也无法改变痛苦的现状。
　　如果回到佛教诸法性空的观点，并将其应用到我们自身，就会有一个令人惊异的发现：自我，我
们一直为之焦虑并不顾一切代价想要取悦的也仅仅是一种条件性的、毫无自身独立存在的现象，和我
们感知到的其他现象毫无二致。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要疯狂地去分类?为什么让事物对我们有如此大的操纵力?我们一旦通达
空性，就会消除无知，从而我们就结束了一切愚蠢的举动。
我们仍然能生存下去，同样，面对美好事物感到愉悦，为失去感到痛苦，但疯狂追逐和被追逐的紧张
不安却远离我们，我们放弃了去控制诸法的强烈冲动，学会了在顺应诸法的潮流中没有任何阻力。
十分讽刺的是，正是这种不受束缚的态度，使得我们的影响力得以成倍地增长。
而这种夸大的自我意识控制了我们能量的发挥，将它消灭了，我们会感觉好得多，也能成就得更多。
　　领悟空性是根除一切无知和盖障最有力的武器。
它断绝所有对事物本身的错误认识过程，实际上是对一切现实的过分看重；消除了在“我”和“其他
的世界”之间一切人为的界限，就结束了我们的孤立。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通达空性是迅速的、及时的，并且是最终逃避痛苦的唯一手段。
　　这些认识也回答了那些由于对空性纯抽象的理解而引起的问题：“如果我们在现实中确实无自我
的存在，那么它是否变得无益、令人厌烦、毫无价值呢?”　　当我领悟到自我的空性时，我不就成了
没有感情的机器人了吗?答案是这样的：一方面，如上文已提到的，通过究竟般若通达空性才会消除无
知，和一切与之相伴的痛苦根源。
至于对现实自身的理解，当我们去考虑现实的另一方面时，就会得出另一种答案，与之俱来的存在的
非存在性和可能的无限存在性这两者意义是相同的。
　　我们感受到的一切现象，尽管有无数的方面和形式，都仅仅是微小的一部分——一个瞬间感知到
的表现——从属于具有各种可能性的现实，这种现实具有无数种表现形式，每种表现都可能在任何时
候，在依赖性存在中显现出来。
以上提到的任何一种影响因素（组成、过程、感知主体、感知过程）的任何变化都会导致“新渠道的
形成”，甚至试图去理解和估计我们自身和周围现象的潜力，这种变化都会彻底地改变生命的状况，
在素质提高的道路上前进一步。
　　在此，“素质”（特质）指的是什么呢?在藏语中，有一个词“具”，意为“精华”——汁液（甘
露）和精力或者是“内容”。
这个词原来用于描述植物或食物的“特质”，但在移觉后也用于指生物、环境、能源等等纯粹的“特
质”。
在藏语中，用“容器和内容”来指整个世界。
世界是由，而且仅仅是由生物和为之创造的环境组成的观念——正如“丹智”的含义——仅两个音节
就扼要地表达出来了。
　　不是从西方的视角，我想从藏民的视角举几个例子说明“具”的方式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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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说，完整的未被破坏的，具有某种力量的土地充满了“具”。
如果我们屈服于这种力量，就可以从那里汲取“具”，感到活力、幸福和纯洁流入我们体内，另一方
面，原子能电站因其特殊性有着大量的能源——却几乎没有“具”；忠诚和热情的人、处于激励生存
状态的人散发出大量的“具”，而挤在下班火车上的疲倦的工人只有很少的“具”；只是两句匆匆、
自言自语式的谈话不具有很多“具”，而真正的、深刻的、基于同情和关怀的交流却是所能找到的对
“具”的最丰富的表达之一。
　　这个世界普遍缺少“具”，人们遭受种种痛苦却不知其原由。
也许他们发现尽管从外表上看，生活中的一切都很不错，但实际上，生活却平淡、乏味，令人不满。
如果他们对生存“质量”的渴求不能得到满足，当所有替代性的满足消失时，诸如沮丧一类的精神上
的困扰就会出现。
因此，最明智的事情就是提高质量来丰富生活，对我来说，这是适合并且需要在东、西方思想中建立
联系的一个方面。
如果西方世界迫切地需要“具”，需要真正的个人和社会生活的质量，就必须准备去除关于自身和现
实中僵化、旧有、有限的观念，建立一种立足于对“具”的认知和强化的、新的、宽泛的、现实的观
念，避免对现存“具”的破坏。
所有这一切都以感知和理智力量的增长为前提，并只能通过精神方式获得。
智力活动固然重要，但是单纯的哲学思想的构建和对宗教训诫虔诚的接受都不可能帮助我们在这方面
有所进步。
经验表明，修心和冥想静修最有助于获得更深刻的知识。
由于积极因素或单纯的“质”与现象、人以及事物变化的过程有关，所以“具”既不是普遍存在的，
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东西。
理智的贫乏就会导致“具”的削弱甚至完全消失，但也可以通过感知、崇敬得以创造和加强。
在基本上以精神为导向的文化中，很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让我们再回到藏区，人们普遍地赞同藏族文化包含了高度集中的“具”，即使并不将藏族文化体
系理想化，即使再苛刻一些，普遍来讲，任何一种宗教传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但事实仍然是，
几乎所有的藏族人都有一种对于“具”的主观经验，这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据他们的感知，单纯的“质”存在于藏族社会体系中，存在于它主要的代表中，首先存在于它的宗教
基础中。
也许有人会认为——无论他将藏族人看作是落后的愚昧的民族或是将其看作一个精神文化高度发达的
民族——藏族的主观态度，不是多愁善感的，也不刻意掩饰他们自身体系的缺陷，而是完全、毫不动
摇地以“具”来塑造和深入生活根本。
多年以来，他们始终能牢牢保持自己民族的特征，这种决心是如此强烈，以致去过藏区的旅游者都经
常提到并评论它。
　　如果在一个特定的群体中，他和周围的或远或近的人共同分享“具”的感受，这种强大的群体观
就会发展起来，同时一种根深蒂固的一致的价值观念也会产生。
“具”产生的原因和结果远远超越日常事物的范围。
如上所述，它们是真正的灵性，而不是虚假虔诚的结果。
我经常希望能在整个范围内了解并表达这种复杂的事物，这就是为什么在一开始，我认为藏区的种种
现象不能单纯以“宗教”一词来解释的原因。
尽管宗教和宗教的实践可能充满了“具”，但不是必须如此。
　　即便是藏族，其中也只有少数人理解——依此方式理解佛法，其性空观决定现实的存在，以及诸
法中纯粹“质”的感知和强化之间的关系。
与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周围也是如此，存在着范围广泛的宗教理论和实践活动，从简单的民间信仰直
到与最深邃的洞察力相联系的修习和认知。
　　胜义谛　　抛开世俗谛，对素质的认识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
不同文化和教义的精神体系，包括藏传佛教，都指明用感官捕捉到的真理只是世俗谛之一。
相信我们可以将注意力从已知的世俗谛中转移，将意识向远处延伸去感知其他的现实，甚至带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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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特征在它们之问移动。
怎样才能学会这样做呢？
　　为了不使自己负担过重，迷失方向，在世俗谛的基础上，我们知道要接近另外一个真理，一个已
被我们严格定义和精确描述的真理，为此，我们需要和一些已经深入其中并可以指导我们的上师密切
合作，上师和修行者充分利用和描述象征符号相关的胜义法非此即彼的现实。
修行者开始时也许只能理解和诠释在极有限的世俗谛的范围之内所提供给他们的种种暗示和一些信息
，这不要紧，经过一些帮助和努力，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其他不同的理解，对胜义谛的直接和有效的
感知。
达到这种境界的方法详述在印藏佛教的密教经典中。
　　是否真的存在这种真理，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结果最后如何，只能根据个人的经验来回答
。
如果没有直接进入的途径，那么即使最精彩的描述也毫无用处，相信与否都同样无法令人满意。
但如果我们创造所需的条件，以正确的目的继续冥想修炼，那么，不管开始我们是否能设想到有不同
的真理——我们肯定已达到了意识中更细微的层面，并学会了不同感知的方式。
在一段时间后，密宗的真理将成为毫无疑问的事实。
　　假设障碍可以克服，胜义法的存在也可以接受，但始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当我们自身在世俗法
中很快乐时，为什么还要费力去探索其他的现实或法?佛教徒马上会考虑到这是因为这个世俗谛太狭窄
、有限，令人不满和充满痛苦。
在密宗中，因为法则不同，人们可以享有更多的自由。
首先，通过意识的扩展，再通过密宗修习得到的巨大帮助，我们有机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随着人们的前进，道路变得越来越陡峭和危险，与终点距离越来越短，但无论如何，每个人必须亲自
经历这条道路上的每一段，其运行过程中根本不存在魔法或其他任何代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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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藏族文化中的佛教象征符号》荟萃藏族文化中最具特色的象征符号。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藏族文化中的佛教象征符号>>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