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靈認識 

 

佛法是對靈性的深層認知，當下間這個能思巧、能感覺，能認知的「我」，

到底又是誰？生命中一切相關經歷中，這個主角又是什麼的一回事？還有更多問

題我們曾經思索過，同時亦會刻意地迴避它們。姑勿論你想面對抑或迴避，這些

問題將會陪著我們成長，經歷過無數次的生命週期。直至一天，在生命歷程中遇

上些事情，讓我們稍稍停步，也許可重新誘發起這個相關思維。倘若具備多些條

件，可能會作進一步探討，如果條件仍未足夠，多半如以往般，按鍵點選「略過」

而從不會點選「下一步」。 

 

 

 佛法當受限於宗教化的視線中時。會被忘却及忽略它超越宗教的特質，甚至

被丟進「不科學」的籃子裡。佛法與科學，像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但這不過是某

種情況下之錯覺，實質上縱使是兩個不同題目，但彼此間皆存有很多共通特點。

正如兩者均以邏輯分析為基礎來確立論據，同時彼此皆不主張盲從附和，主張強

調研究人員、修行人需親自作出探索與開發，不可以把他人成果作為自己成果。

同樣基於因果關係的邏輯，科學家重於研究這個物質世界的因果效用；而佛法修

行則不否認這的基礎上，則更加著重對內心靈性領域的因果關係。縱使在輪迴轉

世的看法上產生分歧，但時至今日，現代科學亦未能有十足理據來否定它，反而

却更加誘發這課題之研究，甚至在西方科學發達國家之研究員，增加對生死問的

探索。 

 

 

 輪迴觀念，在佛法思想的指導下，是指一個由先前業報所獲得的存在狀態，

在生住異滅的循環週期中完結，而在它尚未終結之前，由這個心靈意識，在利用

這個身心組合所結集造成的另一種存在形式受用之身，將會是身心組合下一站，

即進入另一種業力所生起的心境。而這個心識，並非如外道見地指一個獨立存在

而永恆不變的靈魂，進演一個蟬過別枝的過程。 

 

 

 身，心這個組合，包括這個由很多微細物質、細胞等聚合而成的「身」；而

「心」則是概括感覺、思想、情緒和意識的一切情感與認知的活動，這有形「身」

與無形「心」的結合就是目前我們存在的狀態。當這個人「身」能持續的條件完

全失去時候，身心便失去相連，這個身心分離狀態，通常俗稱為死亡。而「心」

這個非物質條件所構成的識，並沒有因為物質肉體之失去所有功能而消失，這具

延續特性的心識，將繼續它的歴程。 

 

 



 要體會這個心識的延續並不困難，正如我明天的心，是相續今天的心，而目

前一刻的心亦從前一刻的心的相續，換言之無論是目前、兒時又抑或在母胎中時

我的心都是相續不斷，內心靈性領域的心識，在因果關係機制下，無法定出它第

一因與最後果，這樣「存在」流轉的循環就是輪迴轉生，這狀況不會在它被受干

擾打斷之前而終止。 

 

 

 實踐佛法就是心靈的淨化過程，由於暫時無法認知我們心的本來真貌，所以

被局限起來，局限於當下此期生命中的角色，而無法認知心本身是不受限制，正

如海上的浪花生起之後，一直認知自己為浪花及它心中眼底之一切，就失去認知

自己本質與海水之關係。由於這種無知、污染及矇蔽，所以很多理由導致未來處

境中之覺受每況愈下。佛教對輪迴之描繪，是指其存在狀態的覺受是痛苦，但並

非指生命就是痛苦，而是指必須「認知」輪迴生命中的痛苦和構成這些痛苦的源

頭與機制，從而提供各式各樣的有效對治方案，這就是靈性的淨化，這淨化之重

要性是讓未來獲得更好狀況，順應於心相續的特性，就能把這原先持續相續的痛

苦覺受，轉化為持續的遠離痛苦覺受。 

 

 

 由於心之相繼延續之特性，所以要保持心的鍛鍊是非常重要。這種持續修行

與鍛鍊，是確保在未來中仍維持運作。尤其在每期生命之間的空隙，因為這階段

是兩期生命之連繫。倘若平日的鍛鍊有功，這一刻的受用就會來得更顯著。因為

佛法這門心靈科學對生命的認知是有徹底而合邏輯方法，這一切都是付予生命更

有意義，只要這機制持續，則表示干擾與終止輪迴痛苦得以持續，直至終極徹底

自由。 

 

 

 輪迴轉生，在科學領域中仍未被驗證，但在佛法的內容中則具足豐富教授，

彼此間之見地雖有不同，但無必要作比較與批判，正如早前所提，科學研究針對

的覆蓋範疇與佛法是有相對差異。輪迴概念中涉及前世今生，一般情況下在科研

數據中，是無法顯示前生經歷。而佛法對生命的宏觀角度下，並非以具體數據來

談論，而是引領對這個問題之思維路向。佛教以理性層面來看待它，更清晰簡單

直接地反映現實，因為這個所謂相對的現實世界領域中，被我們相對心所認知的

一切現象，都是基於三種特性：一是被遮蔽「無明」，二是依他而生「緣起」、三

是安立假名「概念標籤」。在這三種特性互動干擾的作用下，就是形成目前這個

相對的現實世界。 

 

 

當處其中，對這個身心之組合尤其心的本來真面目，被經歷每期生命的經驗



與習性所遮蔽，因此對前生所經歷的無法回憶，佛法觀點與修行重點並非在於獲

取這追憶前事之能力，而強調我們的心如何被遮蔽與欺騙。所以我們應自主命運，

善用及把握此生，不造惡業及從輪迴痛苦中重獲自由之決心，只須開發我們的心

力與智力去衝破這些習性的蔽障，無必要刻意地追溯前生事，正如這句名言：欲

問前生事，今生受者是，欲問來生事、今生作者是。當一個人不知前生事並沒有

任何遺憾；倘若知道又未必能為今生帶來好處，往往造成了今生的一大障礙。這

種失憶是源自於無明習性之障礙，因為這些煩惱與習性，加上自出娘胎以來一直

被教導的訊息，已充積了本來清淨無染的本來狀態。「污染」，問題並不在於這些

所謂污染物，而是我們無論在情感上或認知上對它們的那份主觀執著，在這種的

被遮蔽狀態下。就算連現世日常生活中也經常地忘帶鑰匙、某重要文件放在那裡，

又或者今早出門上班時有否把大門鎖好…‥。甚至過去某年某時段所發生過的事，

這種暫時失憶也是經常發生，那何況更遠的前生？ 

 

 

 佛法之修行，是一種淨化心靈過程，只要按正確指導，心靈便達至某程度淨

化。這暫時失憶的康復是可能的。過去及現在無數達至真修證量的上師們具有這

種能力，正是印證達至圓滿覺位的佛陀，所開演的一門獨特之心靈科學。由於佛

法之普及，現今有不少科學家對生死輪迴這題目有極大興趣，甚至已展開研究。 

 

 

佛法是解脫生死輪迴痛苦的一門應用科學，無論對身、心、靈性內容博大精

深。我們之所以信任及追隨這真理，是深信真的有人通過這大道而達至終極成就，

正如釋迦牟尼佛之成道，以及藏傳佛教開山祖師蓮華生大士所親證不生不滅金剛

身，這解脫生死輪迴，跨越宇宙時空的自在力，足以印證這門真理大道，無論是

佛陀所教，以及蓮師的一切心髓指導，同樣為我們提供了與衪們同一成果之教本

藍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