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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东 雍

我们生活在科技文明爆炸式的发展时代!

这也是人类文明数千年不遇的奇妙时代!

如果能坐着时光机穿越回 2500 年前的佛陀
时代，我们现在触手可及的科技产品，对古人来
说可以说得上是最为不可思议的大神通显
现! ———只需在手掌大小的物件上按下一组号码
就可以与千里之外的人通话; 不用道场不用寺

庙，大家就可以通过 QQ群、微信群“聚会一处”一起分享佛法，这一切

似乎都如梦幻一般，但又真真实实的存在; 中国紧邻印度，但当年佛法用

了 500 年的时间才传入中国，而如今的互联网可以让信息刹那间穿越了时

空传遍全球; 搜索引擎可以从大数据中挖掘出几乎是无限量的伏藏;

等等。

科技文明，是人类开启了本有的智慧光明，是人类从自性中掘出的
“伏藏”。正因为开启了智慧伏藏，人类才对世间万物的缘起规律有了全新

的认识和掌握，从而运用缘起的规律，创造了当今的科技文明，而科技文

明又带动了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现代科学文明，都是“缘起法”的一部

分，故此与佛法之间完全圆融，甚至可以说就是佛法宝藏，也是我们自性

宝藏的一部分。

现代科学文明已经触及了各个领域: 上至宇宙的演化，人类已经能探

测到 130 亿光年以外的星系; 下至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对人体的作用; 各

行各业各个领域，几乎每天都有重大的科学发现与突破。但唯独对生死、

心灵的认识，科学迄今为止还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轮回转世对科学来讲

更是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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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绚烂的世界，海市蜃楼般的显现，在享受着科学文明、物质文

明带给我们的美好生活时，我们的烦恼和欲望是更加炽盛了，还是得到净

化与提升了? 我们的心是更加容易迷失呢，还是更加智慧超越呢? 我们如

何让自己的心不被禁锢在都市的写字楼里? 如何让我们的心灵超越于快节

奏的世俗生活? 如何让我们不成为名利的奴隶? 解脱之路在哪里?

不满足于科技文明、物质文明的人，会力图挣脱开眼前绚烂多彩的世

界诱惑，寻求精神中的超越与解脱。我想，没有比在佛法宝藏中寻找答案

更为捷径的路了。

六祖曰: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我

们不必都剃光了头发，更不需要都远离都市归隐于山野。佛光普照大地，

佛法就在我们生活中的每时每处。当我们生起出离心的那一刻，我们的办

公室、写字楼、城市，就变成了殊胜的修行道场; 当我们生起菩提心的时

候，我们当下所做的一切，都是利他的菩萨行，世间法也全都成了出世间

法，世出世间圆融无二。生活在红尘中的我们，无须花费力气去寻找，八

风对境会自动应接不暇地轮番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对真修行人来说就是无

上的修行资粮。

佛法是 2500 多年前佛陀留给我们娑婆众生的宝藏，这个宝藏是大门

敞开的、无主人看守的、不收任何版权费的、取之不竭的，任何人都可以

随时走进这个宝藏，谁修谁得。

但是，恰是因为佛法很容易得到，很多人反而不知道佛法的珍贵。就

如空气，我们时时处处毫不费力就可以免费享用着，因此就不知道空气不

可或缺。而佛法在世间的时间，实际上只是昙花一现。末法一过，人类将

生活在无佛法的时代。那就犹如太阳不再发光发热一样，众生再也找不到

解脱的路。

令人欣喜的是，很多人逐渐觉醒，试图从物质文明、科学文明的迷宫

里解脱出来，他们走进了佛法这座宝山。我坚信不疑: 这些人，都是善根

福德深厚、多生多世与佛菩萨结了甚深因缘的人，甚至其中不乏乘愿再来

的佛菩萨。

同时，也令人感到十分惋惜的是，很多学佛人，走进了佛门，也拜过

非常多的师父，但多年之后发现我慢依然坚固，出离心、菩提心和智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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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增长，烦恼依旧。做了大量的供养，参加了多年的放生、荟供，也念

了多年的经咒……为什么我们的心相续没有改变? 生死现前时我们是否对

自己能有把握? 平时谈空说有的高深见地，在生死面前能否真正派上用

场? ……这样思索下来，我们发现，佛法宝藏琳琅满目，其中也充斥着大

量的心灵鸡汤，甚至邪师、驴桩遍布，迷乱了佛子们的视线，让很多佛子

浪费了人生太多宝贵时光。

我们的根器真的很差吗? 我们比不上 2500 年前的佛弟子的悟性吗?

我们比六祖惠能少了什么? 我们这个时代众生真的业障深重吗? 我的回答

非常坚决: 非也! 众生的根器不可思议! 众生的因缘不可思议! 当今时

代，众生的慧根大利!

我们凡夫就不可高攀大圆满吗? 当然可以! 大圆满若不是给凡夫的妙

法，那它没必要传承至人间! 修行到底有没有捷径可走? 当然有!

六祖惠能早在 1300 多年前就狮子吼: “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

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我们自性之中，一切圆满具足，我们一切修行都是为了证悟我们的心性。

我们凡夫众生，烦恼不断，究其根源，是不识自心。自己的本心，本无束

缚。只因自己迷惘，被心生幻境所迷，枉受生死流转。

常有善知识感叹，“末法时代，去圣时遥”。2500 年前，在世人的概

念中，时间很是久远。但从究竟意义上讲，时空只不过是人心中的一个错

觉而已。当你与某一句佛经心心相印，当你读到一个大德的开示并使你醍

醐灌顶之时，那一刹那你就是穿越了时空，佛菩萨乃至大德亲临你面前，

你们已经无二无别。圣人并不遥不可及，圣人并非远在千年前，也并非藏

在庙宇深山，佛菩萨就在我们的身边! 莫向心外求，自性本一切圆满具

足。当你证悟那一刹那，你就是真真正正的佛菩萨!

海水无量，只需一滴便可知其味，无须把海水喝干; 佛典浩瀚，无需

遍览，只须抓住三根本 ( 出离心、菩提心、空性见) ，即可直通彼岸。若

没走对路，任你读遍三藏十二部，依然只是个知解汉; 若能得大善知识指

点，一步一金莲，回归心灵的家园就在不知不觉间。

“前念迷即众生，后念悟即佛。”凡夫与佛菩萨只是迷误之别。我们的

心，太像一个贪玩儿而迷路的孩子，迷失在三界之中无量劫，已经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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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可归。虽然无常之苦时时经受，但好了伤疤忘了疼; 偶尔生起出离之

心，又无缘遇善知识引向菩提; 有缘遇到明眼人，往往又犹疑不决不肯走

路，蹉跎岁月虚耗了人生。其实，佛菩萨已经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清晰的

路。如果我们不肯走路的话，那么有了走出三界的地图又有何用? 就如有

病瞧医生，不肯服药，则病不会自愈。

修行，不是修理别人，而是要改变心相续，让我们见到我们本来的

心。我们心中的五毒，若无方便法来对治，无法变成佛菩萨的心。如果我

们已经有了向导，如果我们已经看到了一条清晰的菩提路，那就迈开大步

走吧，那是一条让我们彻悟宇宙人生真谛的归家之路。终有那一刻，你会

发现: 原来我们的自性即佛，原来《心经》中观世音的境界 “不生不灭，

不垢不净”是真实不虚，你自心中的一切本尊全部显现。

解脱之路，到底怎么走? 2500 年的堆砌，三藏佛典已浩如烟海，上

亿的文字，穷其一生也未必能阅览一遍。所幸历代都有乘愿再来的佛菩萨

帮我们从宝藏库之中梳理提炼。若论当今时代，我们红尘佛子修行解脱、

证悟的捷径，我认为没有比《普贤上师言教》更殊胜的妙法了。《普贤上

师言教》是佛法宝藏中的精华凝结而成，是佛菩萨给我们梳理的修行窍

诀，是万人修万人成就的无上妙法，有缘践行此法的众生，无不即生

成就。

玉不雕不成器，凡夫不实修不会证悟成佛。我们读过太多高僧大德们

的论著、开示，而佛子们践行菩提路、实修过程中的身心变化甘露法雨分

享十分稀有。本书的每篇文章，都是生活在大都市之中的佛子们体悟大圆

满的心髓。可以说，他们是红尘之中的真正的 “大隐”。他们中的每位，

在践行无上菩提的路上，都有了很大的觉受，其自相续也都有了巨大的改

变，乃至有了非常高的证悟。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奇迹! 若论神通，

我认为没有比这更大的神通了! 这绝对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有缘读到本

书的读者，你定会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们带给你的无上加持。

佛菩萨绝非长着三头六臂，更无须两耳垂肩。不破迷，就不能显真。

《金刚经》中佛说: “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

来”，“见相非相，则见如来。”这是佛陀为我们拔除心中的驴桩。佛菩萨

们生生世世，从来就没离开过我们，他一直就在我们的左右，与我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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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不离不弃，只因我们习性故，往往对面不识。各行各业，都有数不清
的佛菩萨，他们带着不可思议的愿力，不住清净涅槃，化现人间，与众生
为伍，世出世间法，用各种方便利益群生。本书中每一篇甘露分享的佛
子，何尝不是菩萨的示现?!

本书真正的作者就是这些生活在大都市、在各行各业做着自利利他事
业的无上菩提行者! 他们是真正的隐士，隐于都市红尘，出淤泥而不染，

转一切对境为无上修行资粮，让红尘成为最好的修行道场!

此书的出版，凝结了很多佛子们的心血，是他们无私的甘露分享，才
让更多的有缘人能读到《回归》。在此我深深地感谢他们，并对他们表示
深深的敬意!

针对佛子们的特点，对他们的修法指导上，本人在修法方面做了一些
裁剪和提炼。若有错谬乃至误导，一切罪过由我来全部承担，并请大德善
知识们多多斧正!

一切供养之中，法供养为最。愿以此书，献给我的根本上师! 是我的
根本上师，让我走上了心印圆满之路! 是我的根本上师的鼓励，让我在生
活中亦师亦友地与这些有缘的佛子们一起践行心印圆满之路!

最后，愿以此书，与一切有缘众生结缘! 愿有缘读到此书的佛子，即
生皆能圆满成就一切世出世间法，自利利他!

2013 年 10 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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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入门

我的入门次第
如意

我在 2008 年 8 月 3 日偶遇我现在的导师的 ( 我称为师父) ，这标志我
的心灵探索之路由此起程，自此，我的人生步入了一片全新的领域。听师
父讲《金刚经》是我第一次听闻有关佛教知识的讲座，也是我学佛修心的
缘起。2008 年 10 月 1 日，在师父的指导下，我正式开始学习佛法。

我在开始学习的头一年半里，几乎完全专注于各种佛法经典之中，现
在回想起来，可以说没走一步弯路。一路行来，步步稳健、直入正见。并
且，在学习过程中一直都心态平稳、目标明确，也从未迟疑过。我能这样
心无旁骛地潜心于佛法学习之中，今天总结下来不外两点: 一是对师父的
信任，二是正确的入门次第。说是二，其实仍是一: 次第也都源于师父。

所以依止一位具德善知识极其重要。

一年来，我也陆续接触过一些对佛法有兴趣的人士和一些初入佛门的
佛子。让我深有感触的是，他们当中不得其门而入的、东扯西拉的、盲修
瞎练的大有人在。没有好的引导者、没有正确的入门次第，这让很多人徘
徊在佛门之外，也让很多初学者绕了不少弯路。

我是幸运的，遇到心灵探索的第一人就是师父，他对我入门教法让我
受益终生。我也曾试着将这个入门次第推荐给其他有缘人，效果也非常
好。今天，我终不敢私怀其璧，欲将师父的教法记录下来，以期利益
来者。

3



一、起步三本书
成就之道始于足下，怎样起步非常关键。我常常看见一些初学者上来

就抱着《金刚经》等大经一通胡看，原因是这些经典太有名了，初入者在

没有善知识的引导下，自然是什么有名就看什么，其实什么也没看懂。于

是，毅力差一些的，被这些“晦涩难懂”的经文吓倒，就此断了慧命; 毅

力好一些的，虽然看不懂也跟着盲念，以为念念就能解脱了，在没有正见

之前再遇到不如法的教育就会跟着渐行渐远了。我曾遇到某先学说 “不用

看懂，每天只管念就行了，关键是念”，我追问 “如果只是念，那我们不

用念佛经了，随便找篇儒家经典来念不就行了”? 此君居然回答 “没错”!

不知这样的空心盲念何时才得解脱?

总的来说，成佛之道就是 “闻、思、修”。闻思得悟，悟后起修。修

的是心，心修好了当下即得解脱。师父教我的也是由浅入深的 “闻、思、

修”之路。

闻思第一步: 入门三本书。在师父的建议下我买回了三本书: 佛传、

弘一大师传、安士全书。这三本都不是佛经，但看完后对佛教就有了一个

基本的了解了。下面分别介绍一下这三本书中我阅读的版本。

《释迦牟尼佛传》 ( 星云大师著) : 佛传有很多版本，但我仍然极力推

荐由星云大师撰写的版本。这本佛传除介绍了佛教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的

生平外，还涉及很多重要的佛学常识及佛教人物，几乎可以说是一本佛学

概要了。这本书我看了将近一个月，看得非常仔细，也很辛苦，一边看一

边想，等把这本书看完想完，我佛法基础的第一块砖就很好地落下了。所

以在这里我对初学者的建议是，虽然有一定难度，但尽量看懂。另外，如

对书中一些玄幻故事和说法不能理解时，可暂且搁置。

弘一大师的传记: 阅读弘一大师的传记，重点在于了解这个耀极一时

的文化名人、富家公子是怎样下决心抛弃华丽的红尘遁入空门的，以及他

至今仍在撼动人心的圆寂过程。

我读过一个版本: 《旷世凡夫弘一大传》 ( 柯文辉著) 。以我的经验，

我并不建议以佛法学习为目的的人去阅读此版本。并不是说这本书写得不

好，相反，从李叔同 ( 弘一法师) 文学艺术成就考古研究的角度来说，这

本书写得颇见功力。作者是位极忠于史料的研究者，对弘一法师入世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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