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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5年，阿姜查(Ajahn Chah，1918一1992)与少数弟子在泰国东北部的偏远森林中建立了一座寺院
。
他们过着和两千五百多年前佛陀时代的比丘一样简单的森林苦行生活，阿姜查的慈悲风范与直接而清
楚的教学风格，吸引了无数在家与出家弟子前来，而寺院也在泰国与西方各地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
。
直接呈现佛法的教学风格　阿姜查去除佛教概念的神秘因素，将佛法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几乎所有
听过的人都能了解。
他教导村民如何处理家庭生活与经济事务，也会告诉他们修行以证悟涅粲的观念。
他可能以一种激励人心而非说教的方式，指导一个初次来访团体基本的戒律，温柔地提醒他们注意自
己的行为，并为他们注入他那深具感染力的喜悦。
然而，他也可能严厉地斥责当地出家人与在家人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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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英译者保罗．布里特节录自阿姜查以泰语与寮语讲述的150卷以上的录音带中的教导。
那些谈话的对象包括出家或在家二众，地点有阿姜查的寺院、泰国、英国与美国各地。
在本书中，阿姜查以非常简单与朴实的风格，谈论内观诸法的三个特徵：无常、苦与无我，并且提出
有力的对治法，让我们可以克服对「改变」的恐惧，包括放下执着、活在当下与从事禅修。
    阿姜查的教法是以无常为基础，作为修习正念的初始焦点。
它是打开大门的钥匙，使人得以进入正法，带领心看见经验的其他面向。
无常是建立在“身心诸法皆为无常”的事实上的。
要了解这个洞见，应从我们所经验的一切事物的不确定性开始，这是阿姜查的教学与训练所强调的重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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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阿姜查·波提央（Chah Phothivan，1918-1992），近代泰国最著名的法师之一。
9岁出家，20岁正式受戒为比丘。
1946年通过最高级正规佛学课程考试后，开始托钵行脚，寻师访道。
 
    1948年，他在森林中与20世纪伟大的森林禅师阿姜曼相遇，获得重要的启发，改变了他的修行方法
。
1954年回到家乡吴汶省巴蓬森林，追随者日多，于是有了著名的巴蓬寺。
2002年，在泰国境内与世界各地，巴蓬寺的分院共计超过两百座。
 
    阿姜查的修行方式有两大特色：头陀行与禅定体验，两者都是延续迦叶尊者重视苦行的精神而来。
他的教导方式简明深远，吸引了不少西方人士前来受教。
其中包括杰克·康菲尔德（Jack Kornfield）、保罗·布里特（Paul Breiter）、阿玛洛比丘（Ajahn
Amaro）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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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03�“生’’与“有”　　经上说“生”是苦，但它不只是指从此世死亡并转生来世，那扯太远了
，“生”的苦当下就在发生。
在根、境、识接触时认出“生”与“有”　经上说“有”是“生”的因，“有”是什么呢?任何我们执
取并赋予意义的事，即是“有”。
每当我们视任何事为自己或他人，或属于自我所有，而不正知它是世俗惯例时，那即是“有”。
每当我们执著某件事为我或我所有，而它之后发生变化时，心便受到影响而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反应。
自我经历快乐或痛苦的感觉，即是“生”。
一旦有“生”，苦便随之而至，因为一切事物都必然会变化与消失。
　现在，我们有“有”吗?我们觉知这个“有”吗?举果园中的果树为例。
果园主人若不觉知自己，觉得那真的是他的果园，他可能在每棵树中出生为虫。
贪爱“我的”果园与“我的”果树，即成为占有那里的虫。
若有几千棵树，他就会变成几千次虫，这即是“有”。
当树被砍倒或遭遇任何伤害时，虫即受到影响，心被动摇而带着焦虑受生。
然后有“生”之苦、“老”之苦等。
你们觉知此事发生的方式吗?　　嗯，家里或果园中的那些对象还是有点遥远，就看看坐在这里的自己
。
我们是由五蕴与四大所组成，这些有为法被指称为一个自我。
你看见这些有为法与名称的实相吗?你若未看见它们的实相，就会有“有”，为了五蕴而欢喜或悲伤，
然后你受生，一切痛苦亦随之而来。
这个转生就发生在现在、当下。
　　这杯子现在破了，我们就在现在感到难过；这杯子现在没破，我们现在对它感到高兴。
事情就是如此发生，盲目地难过或高兴，你唯一的下场就是毁灭。
要想了解这点，你无须眺望远方。
当你注意自己时，便会知道是否有“有”，无论是否真的相信“我”或“我所有”的指称，重点是贪
取。
这个贪爱是虫，正是它造成“生”。
　　由于贪爱色、受、想、行、识，我们执取乐与苦，因而被迷惑与受生。
它发生在根、境、识接触时，眼睛一见到形色，它当下便发生。
这是佛陀希望我们去看的，在“有”与“生”通过五根发生时认出它们。
我们若觉知它们，就能放下，放下内在的五根与外在的五境。
这可以在当下看见。
它并非在此生死后才发生，而是在当下眼睛见色、耳朵听声、鼻子嗅香、舌头尝味时发生。
你和它们一起受生吗?在“生”发生时，觉知它们，并看清它们。
执著茶杯便是拥有痛苦前任僧王有次到中国旅行，有人送他一个很漂亮的茶杯。
从未见过那种东西，心想：“啊!这里的人对我真有信心，所以才会送这漂亮的茶杯!”但当茶杯到了
手上时，他立即陷入痛苦中。
我应把它放在哪里呢?哪里才是安全的存放处所呢?他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它会被打破。
　在他拥有茶杯之前，他很好；一旦有了它，他开始希望在返回泰国之后对人们炫耀它。
他把它放进袋子里，并不断告诉每个人要小心以免打破杯子：“嘿，请小心!”他到每个地方都小心翼
翼。
他拥有的只是痛苦。
先前，这痛苦并不存在，如今拥有茶杯之后，他却忧心忡忡。
　然后他搭机返回泰国。
当抵达时，他警告群众：“小心，不要打破杯子!你们在家人，注意，这里有易碎品!”这情况一直持
续，因为执著杯子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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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很久以后的某一天，一个沙弥拿起它的时候，不慎手滑将它打破。
僧王如释重负：“啊，我解脱了!这些年来真痛苦。
”佛陀在觉悟前，如此寻思推求有黑暗，就有光昵有热，就有7厶有生与死，也必有超越生与死的状
态。
他不好高骛远，就只思维这么多。
他真心诚意地根据这见解修行，不走捷径。
　　不管有多么快乐，都是依赖外在事物，它并非自由的快乐，或不依赖任何外在事物的快乐。
我们依赖什么?依赖拥有、娱乐、名誉、赞赏与财富。
我们依靠这一切事物，就如依靠一根腐烂的老树干。
在靠得过久之后，它破碎瓦解，我们也随之跌倒，这便是世间的快乐。
　　当心开始了解一切事物在本质上都是不确定时，贪爱与执取的问题便开始消散与瓦解。
若我们了解这点，心便会开始松开并将事物放下，不贪恋事物，而执取也会随之结束。
当它结束时，人们必将证法，这已是最后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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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无常》是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南传佛教大师力作，简明亲切地传达南传佛教内观诸法的精髓
，帮助人们克服对“改变”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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