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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离间语）分二：一、公开离间语；二、暗中离间语。 

一、公开离间语： 

公开离间语，一般是指具有权威的人于两人同在的场合，当面以离间语使他们

关系破裂，分道扬镳。比如说：“这个人暗地里对你如何如何谩骂，还明目张胆地

对你迫害，但今天你们俩关系很亲热，怎么会这样呢？”诸如此类直接挑拨离间的

语言，就叫做公开离间语。 

通常而言，这是有权力、有地位的人才做得到的，因为他不怕别人不高兴，可

以当面进行离间。这种现象在生活中也相当多。甚至有些佛教徒，把离间语当作与

人交往的必要手段，根本没想到它有很大过失，挑拨别人的关系还觉得理所当然，

这种做法不合理。如果你以离间语搞破他人的关系，以狡诈手段让他人反目成仇，

今生一切不顺利不说，来世还要堕入地狱，永无解脱的机会。 

《六度经》云： 

以离间语，斗乱亲疏， 

巧诈多端，令心相恨， 

堕于地狱，无有出期。 

所以，大家对因果之理要详详细细思维，看自己所想的、所做的，是否符合因

果规律？如果不符合，自身难免会遭受诸多痛苦。就像人类由于种种行为与天道相

逆，致使在法尔理的作用下，器世界四大不调、灾难频频。同样，如果我们说话、

做事违背因果，自己也必然要承受它的苦果。有些人有点地位就不可一世，把人家

的关系搞破也不当回事，这种行为特别可怕。作为相信因果的人，大家如果做过这

种事，今后要值得深思、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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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暗中离间语： 

本来两人情投意合，如果你跟其中一人说：“你对他倒情真意切、关怀备至，

可是他对你却品头论足、说长道短。”这种在背后挑拨，而令双方各奔东西，就叫

做暗中离间语。 

这种人当面不敢说，背地里却说是道非，破坏别人关系，是特别不好的行为。

我们与道友相处也好、与世人交往也罢，有什么事应直截了当地说，即使对方不接

受，自己也心安理得。所以，如果你对某人有意见，最好是当面提出来，不要私下

说长道短。否则，有些人表面上跟谁都特别好，但背后却弄了很多麻烦事，这是习

气还是愚痴也不好说。人是特别复杂的群体，每个人的根基、意乐、业力都不相

同，交往时发生各种不和，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没有必要去故意挑拨是非。 

在所有的离间语中，要数破和合僧的罪过最严重。 

《五分律》1云： 

众聚和合乐，和合常安隐， 

若破和合僧，一劫地狱苦。 

僧众们和睦相处，会有很大的功德，但若有人在僧众之间制造不和，将于一劫

中在地狱受苦。《五分律》又云： 

众聚和合乐，和合常安隐， 

若和合破僧，一劫生天乐。 

 
1 《五分律》：三十卷。全称《弥沙塞部和酰五分律》，略称《弥沙塞部律》。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二册。系佛入灭

后三百年顷，自上座部系统分出之化地部（弥沙塞部）所传之戒律。据高僧法显传所载，法显于师子国（即斯里兰卡）

携回本书之梵本，刘宋时，佛陀什、竺道生等共同译出。因由五部分组成，故称五分律。其中规定比丘戒二百五十一

条，比丘尼戒三百七十条。据近人研究，此律与南传巴利文律藏在内容上极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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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过来说，若能让不和的僧众重新和合，不但即生中非常快乐，来世一劫中也

会转生天界享乐。 

虽然现在不会有真正的破和合僧，此处的破和合僧，是指破法轮僧。《俱舍论

释》中说，破法轮僧一定要在佛陀在世时才会出现，其他时间不会发生。但在僧众

与僧众之间、上师与上师之间、道友与道友之间挑拨离间，罪过也相当大。如果你

有能力，应该让大家共同为佛法、为众生做事，而不要为个人、为小团体的利益争

执不息，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挑拨密宗上师与弟子之间的关系，或在金刚道友间制

造不和，罪业更是重上加重。我常看到有些人，明明是同一位上师的弟子，却水火

不容、势不两立。前段时间，某个上师的侍者跟我说：“甲居士和乙居士的关系可

能不太好。”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一个人来的时候，另一个人会马上离

开。”用因明的话来讲，这两人叫“互绝相违”或“互不共存”，如同水与火、黑

暗与光明一样，一者存在时，另一者就无法安住。金刚道友之间若是如此，相当不

好。 

听说某寺院的两位大德之间，也有这样的矛盾。每次开会或大众聚会时，一个

人只要去了，另一个人就不参加。当然，这是听别人说的，真实情况如何，我也不

太清楚。如果不是这样，那是别人的无因诽谤；但如果是的话，不管这两位大德是

什么身份，都是他们的错误。既然彼此是同行道友，若连互相说话的余地都没有，

那么见到怨敌时该如何对待？面对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众生，又怎么以大乘精神去度

化他们？这一点的确值得深思！ 

话说回来，关于暗中离间语的过患，《撰集百缘经》中讲过一个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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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集百缘经》云：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城中，有一长者，财宝无

量，不可称计，选择高门，娉以为妇，种种音乐，以娱乐之。足满十月，产一男

儿，身体有疮，甚患苦痛，呻号叫唤，未曾休息。年渐长大，疮皆溃烂，脓血横

流，常患疼痛，因为立字，名曰“呻号”。父母怜愍，设诸方药，虽加疗治，疮无

除愈。年渐长大，闻诸人语：“祇桓精舍，有好良医，善疗众病，能令除愈。”寻

即往至。诣祇桓中，见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光明晖曜，如百千日，心怀喜

悦，前礼佛足，却坐一面。佛即为说五盛阴苦，是疮是痈，如毒箭入心伤害于人，

皆是众病之根本也。时呻号子，闻佛世尊说是语已，深自咎啧，向佛世尊，忏悔罪

咎，疮寻除差，心怀欢喜，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法服

著身，便成沙门。精懃修道，得阿罗汉果。时诸比丘，见是事已，白佛言：“世

尊，今此呻号比丘，宿造何业，初产之时，身有恶疮，脓血横流，甚可恶见？复以

何缘，出家得道？”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解说。乃往

过去无量世时，波罗奈国，有二长者，各悉巨富，资财无量，因相忿诤。其一长

者，大赍珍宝，贡奉与王。王纳受已，谗彼长者：彼人恶心，常怀姧谋，规欲害

我，唯愿大王，听我任意治彼长者。王即然可，寻至其家，执彼长者，系缚搒笞，

楚毒无量，举身伤破，脓血横流，痛不可言。时彼长者，既得免已，深自思惟，有

身皆苦，众恶所集多诸灾祸，甚可厌患。我于彼人，无大怨雠，横见伤毁，乃至如

此。即自思惟，诣山林中，观察有为皆是无常，深悟解空，成辟支佛，视诸怨亲，

心皆平等。念彼长者，加恶于我，将来之世，堕于地狱，受大苦痛，我今当往为现

神变，令彼开悟。作是念已，诣长者前，踊身虚空，作十八变。时彼长者，见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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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深怀渴仰，倍生信敬，即请令坐，为设肴膳种种供养，向辟支佛忏悔先罪。”

佛告诸比丘：“欲知彼时向彼国王谗其长者考掠榜笞者，今呻号比丘是。” 

因此，我们学佛不能只是纸上谈兵，应该对内心有帮助和改变。在座的道友也

想一想，你们在生活中，有没有暗地伤害过别人？如果有，这个果报以后会不会成

熟？其实，倘若没有忏净恶业，百分之百要感受苦果，就像种子播下以后，没有遇

到违缘摧毁的话，肯定会发芽结果的。所以，我们应当反省自己的人生，假如造过

这样的罪业，就一定要忏悔。 

否则，离间语的果报相当可怕。 

《伽陀经》云： 

若爱于两舌，斗乱行嗔恚， 

堕鬼毕舍佐2，头面而丑恶。 

《诸法集要经》也说： 

彼两舌恶报，则堕于地狱， 

念念常烧然，自受其极苦。 

    可见，喜欢讲离间语的人，有些经中说会变成饿鬼，有些说会堕入地狱。当

然，你不信因果就另当别论了，因为不信因果的人什么都不怕，对这些也不会有感

觉，但只要你相信因果，就应该对自己的语言善加观察，尽量说些比较和合的话

语。 

 
2 毕舍佐：类似罗刹的鬼神之一。音译又作毗舍阇、毕舍遮、毗舍遮、臂舍柘，意为食血肉鬼、啖人精气鬼或癫狂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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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两个上师之间、上师与弟子之间，或两个不学佛的人之间、两个部落

之间，一旦发现他们有矛盾，有能力的话，就应想办法去调解，只要能令其和好，

即使出钱出力也值得。要知道，让众生和合的功德相当大。 

《藏传净土法》云： 

恒时若断除，离间拆散友， 

喜爱调和者，彼人生善趣。 

所以，如果别人有误会冲突，你想办法把它化解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其实，关系不太好的人，看他们的眼神、态度就知道。假如一提起这个人的名

字，另一个人马上有种不同的表情，那他们之间就有问题。这一点，我特别会观

察，尽管偶尔也会看走眼，但百分之九十都没错。也不知道是什么业力，你们城市

里的人，很多都不太诚实，表面上似乎对谁都好，背后却是口蜜腹剑。我非常喜欢

《大般涅槃经》的一个教言： 

莫坏善知识，远离恶眷属， 

口常和合语，则生不动国。 

    希望大家能长期行持，不要损害善知识，莫与恶眷属同流合污，以免染上他们

的不良行为，同时跟别人说话时，要多讲慈悲语、柔软语、和合语。 

总之，我们说话一定要注意。有时候两人关系本来不错，有些人一开口就把它

搞破了。而有些人与此不同，也许是有菩提心的缘故吧，话虽不多，但一两句也让

人口服心服，甚至自然生起慈悲菩提心。其实老想着怎么离间别人，这个过失相当

大。倘若你曾在人与人之间制造过矛盾，这确实需要值得忏悔，并发愿以后绝不能

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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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恶语： 

对于相貌丑陋的人，公开宣扬他们的缺点，或对生理有缺陷的盲人、聋人等，

当面称呼为“瞎子”、“聋子”，这都是一种恶语。现在世间上有些人，常根据他

人身体的缺陷起绰号，把别人叫做“跛子”、“矮子”、“大个子”、“塌鼻

子”、“大耳朵”、“瘦子”、“大胖子”等。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一种说话艺

术，但实际上，这种语言的过失相当大。 

《贤愚经》中有则蜜胜比丘的公案，就说明了恶语的可怕果报。在佛陀时代，

有个蜜胜比丘很快证得了阿罗汉果位。众比丘问佛陀他前世的因缘。原来是佛陀有

一次去化缘时，路上遇到一只猴子，它供养佛陀蜂蜜，佛陀接受后它特别欢喜，然

后就蹦蹦跳跳，不小心跳到一个大坑里摔死了。猴子死后转生为人，就是现在的蜜

胜比丘。比丘们又问：“他前世为什么是猴子呢？”佛陀告诉大家：“过去迦叶佛

住世时，他曾是一个年轻比丘，有次看见一位阿罗汉跳跃着过河，就讥讽他的姿势

像猴子，以此恶语的罪业，他在五百世中转生为猴子。” 

可见，我们不仅不能说别人的生理缺陷，就算是嘲笑他人像猴子、牦牛、恶

狗、猪等，也有相当大的过失。十七世大宝法王讲《佛子行三十七颂》时也讲过：

第一世噶玛巴杜松虔巴，因过去在迦叶佛时，取笑一名长得像猴子的比丘，以此恶

业，五百世投生为猴子。之后转生为杜松虔巴时，长得也像猴子，并不好看。他还

未出家前有一女友，因他长得太丑，就抛弃了他。他因此而生起出离心，并发愿未

来要长得好看一点，不然很难度化众生。现在网上也有人说，第十六世、十七世噶

玛巴长相庄严，肯定与前世的发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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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管是佛教徒、还是非佛教徒，不少人对自己的相貌非常执著。如果你长

得比较丑，今生可能没办法了，要改的话，只好去做整容手术，但这要花很多钱，

两三千块肯定不够，因此，你只有发愿来世了。据说第十六世噶玛巴就非常庄严，

生前在美国的时候，许多人执著他的庄严身相，这方面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恶语虽然只是语言上的业，但却能直接影响我们的身体，并损害我们的方方方

面。因此，大家在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人，最好用正知正念摄持自己，千万不要说

恶语。 

    萨迦班智达在《格言宝藏论·观察事业品》中也说： 

伤害他人之恶语，即使怨敌亦勿说， 

否则如同谷回声，立即自受报复也。 

    凡能伤害他人的恶劣言语，即使对怨敌也不要说，否则，就算你让他一时哑口

无言、无地自容，但你所骂他的那些话，就如同空谷的回声一样，最终会成熟在自

己身上。因此，大家在防范恶语方面一定要注意。现在有些人即使学了佛，对这方

面也不在乎。不知是前世业力还是什么原因，他们听这些道理就像听新闻一样，过

了就算了，根本没往心里去，只是当成耳边风，这样学佛没有多大意义。 

此外，凡是指责对方过失，或口出不逊的语言，也都属于恶语。所以，只要让

别人不高兴的话，我们全部要断除。 

《大宝积经》云： 

不求他过失，亦不举人罪， 

离麤3语悭吝，是人当解脱。 

 
3   通“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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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不指责他人的过失，也不举发别人的罪过，远离粗语和悭吝，这种人就会

得到解脱。 

还有，尽管表面不是恶口骂人，但若通过温和的方式，使对方心不愉快，这种

语言也包括在粗恶语中。藏地有一句俗话是：“粗恶之语无多少，欢喜之食无大

小。”粗恶的语言不管说多说少，只要伤了别人的心，就不合理；供养他人的食品

不管是大是小，只要表达了你的心意，就是好的。有些人说话让别人很长时间都快

乐，只是平平淡淡的一句，也令人永远忘不掉，甚至对别人一生有无穷利益，这种

常说柔言软语的人，来世定会转生于天上。 

《正法念处经》云： 

恶口破慈心，智者能舍离， 

常乐说软语，则生于天上。 

有些大德平时说话很有技巧，好像从不得罪任何人，说什么都让别人开心快

乐。而有些人则不是如此，他最好是不说话，不然一开口就得罪人，连他自己都很

苦恼：“不知道我前世造了什么业？一说话就出问题。”可见，人和人虽然长得差

不多，但内在的悲心、说话的善巧还是有很大区别。 

如果你想学习表达方式，《君规教言论·观察语言品》、《华严经》、《法华

经》中讲了很多，但归纳而言，只要相续中有慈悲心、利他心，所发出的声音肯定

对众生直接或间接有利。即使你用粗语在呵斥他人，实际上也能利益不少人，把他

相续中的恶劣种子烧尽无余，再也不容易复发以前的恶习。因此，无论我们说什么

话，内在的悲心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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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尤其在上师、高僧大德等严厉对境面前，千万不能说些乱七八

糟的刺耳语。否则，上师若因此而显现不高兴，甚至示现圆寂，舍弃利益众生、弘

扬佛法的伟大事业，那你会有极大的罪过。 

因此，不管在谁面前，说话都应该要注意。现在的社会上，人们的语言好像没

办法控制，只要有机会，就一直夸夸其谈，这不是很好。我们说话要用正知正念来

观察，该说的要说，不该说的就不要说。有些人在开会商量时，一句话也没有，自

始至终在静坐，这样就不好；而有些人在没有必要时，一个劲地说个不停，讲很多

无关话题，这样也不好。其实，人与人之间基本都靠语言来沟通，因此，懂得说话

的分寸很重要。 

四、绮语： 

绮语的范围比较广泛。例如，婆罗门的咒语等，本来不是正法，却反而认为是

正法；世间的小说、电影，本来对相续没有任何意义，却把它当作调伏烦恼的工

具；或者娼妓的淫秽语言，撩拨贪心的靡靡之音，关于军事、武力、抢劫、盗窃之

类的高谈阔论……这些凡是能引生贪嗔痴的无稽之谈，统统属于绮语的范畴。 

当今这个时代，绮语可以说特别泛滥。无论是电视、电影、网络、报纸、杂

志，里面百分之九十多全充斥着绮语。人们信绮语、听绮语、说绮语，真正的修行

人都没有生存空间了，你要想修行的话，各种违缘就在面前此起彼伏，一天两天还

可以应付，但什么时候才能超越呢？所以我常常会想，密法的窍诀可能最适合现代

人。因为密法的有些教言比较开放，而其他戒律，尤其是别解脱戒，在这个世间，

真的越来越难以护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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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有时候也看得出来。现在的佛教徒中，念咒语、做善事、观修自心的

有多少？寥寥无几。大多数人平时要么是看电视、看电影；要么是天天上网聊天，

在虚妄的世界里又寻找虚妄的世界，除了引生贪心、嗔心以外，从中很难得到有价

值的东西。看看多数人所受的教育，再看看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二者之间有

何关联，相信每个人都比较清楚。在这样的时代中，军事、贪欲、做生意等日益猖

獗，五花八门、与解脱相违的外境也日益增多，修行人接触这些时，心很难不为所

惑，最后只能破坏梵净行，离涅槃越来越远。 

诚如《正法念处经》云： 

多集绮语句，能令心意乱， 

破坏于梵行，妨碍涅槃道。 

《大智度论》亦云： 

有堕饿鬼中，火焰从口出， 

四向发大声，是为口过报！ 

虽复多闻见，在大众说法， 

以不诚信业，人皆不信受。 

若欲广多闻，为人所信受， 

是故当至诚，不应作绮语！ 

除了世间这些绮语以外，尤其要提醒大家的是：别人在念经、诵咒、修法时，

如果你口若悬河地谈论很多令人散乱的话，就会断绝别人行善的资粮，罪过极其严

重。我昨天上课时之所以批评有些居士，原因就在这里。你一个人不愿意听的话，

也没有什么，但影响那么多人闻法，过失确实很大。包括外面听光盘的人也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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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来二十几个人一起听法，大家都非常全神贯注，若有一个人讲话，整个场面

就打乱了，所有人的善根也会以此而毁坏。因此，假如你管不住自己的舌头，还是

非常危险的。 

《诸法集要经·地狱品》云： 

百千功德门，由舌而破坏， 

今受此苦报，何时获出离？ 

《增广贤文》也说：“百病从口入，百祸从口出。” 

有些人似乎没有自控能力，嘴巴一直喜欢“叭叭叭”说，上课的时候说，念经

的时候也说。这样的话，你自己不行持善法不要紧，但旁边的人还是需要修行，不

应该去影响他们。尤其是在外面听课的有些居士，一点规矩都不懂，听了这么多年

的法，行为仍非常不如法，说实话，你还不如不听好一点。你如果实在不想上课，

不听也没什么过失，但你这样影响别人，对自己特别不好，生生世世会对你的修法

起障碍。 

另外，如今世间上有些人，写的小说、编的剧本、撰著的书籍，处处都是绮语

充满。还有所谓的艺术家、歌星、影星，以自己的绮语作品，令成千上万人沉迷其

中，有意义的事情全都耽误了。有时候看一看这个愚痴的世间，不得不承认人类的

盲从。但我们作为修行人，稍微有点智慧的话，以佛教的“仪器”来进行观察，这

些“细菌”还是很容易发现。 

现在人们爱说各种绮语，这些表面上看，好像是自然而然脱口而出，但以智慧

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大多数绮语都是贪心或嗔心所引发。而且在说绮语的过程

中，自他相续萌生了多少烦恼，罪业就会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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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些人看了小说后，召集大家开始讲：“我今天看了一本小说，里面有

个美女，她如何如何动人……”因为他嘴巴特别会说，从而让很多人生起了贪心。

或者有人看了一部电影后，跟众人极力渲染：“我国与他国之间发生战争，当时我

国如何如何……”于是，有人听完后生起了嗔恨心；有人被这个故事所蒙蔽，生起

了愚痴心；还有人自赞毁他，认为自方力量极为强大，生起了傲慢心。因此，许多

烦恼都可以通过绮语而引发。大家也清楚，贪嗔痴等烦恼是不善业，如果这种不善

业通过你的语言产生，那你的语言肯定有过失。 

反之，倘若我们共同学习佛法，息灭相续中的贪嗔痴，这种语言的功德也不可

思议。为什么我每天就算讲得不多，短短一节课也愿意上？就是因为在讲法过程

中，引生烦恼的语言，讲也讲不出来，而所讲的佛法，全是息灭贪嗔痴的教言。这

样一来，至少大家在听课时，能止息不良的分别念，哪怕刹那间你息灭了烦恼，这

也是一种功德。 

经常有人抱怨听课太累，其实学习佛法很有必要，就算你只听了一节课，也跟

听世间的一节课不同。为什么呢？因为佛法的作用，是直接或间接对治烦恼，这样

的教言对人们很重要。现在有些佛友每天看书，不间断听一两堂课，这样的习惯非

常好。退一步说，假如你没有这种闻思修的能力，也可以像麦彭仁波切所言，每天

念诵高僧大德、佛经论典中极具加持的偈颂和发愿文。甚至，你若连这种能力也没

有，则可以选择特别有功德的心咒，如观音心咒、莲师心咒、金刚萨埵心咒等，这

应该没有任何困难。总之，我们要少说点绮语，多念些咒语。 

 一年前的中午，我家来了一位藏族喇嘛，他有 79岁，曾是我父亲的朋友，后

来出家了。他跟我讲了自己二十年的修行经历：当时他共念了三亿遍观音心咒，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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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又在我面前发愿，说还要再念一亿。我问：‘你三亿遍心咒念了多少年？’他

说：‘整整十七年。在此期间，有时候念得多，每天十万遍左右，有时候到拉萨等

地去，就念得少一点。我平时很少跟人接触，还念了一万遍《普贤行愿品》……’

他以前在我家乡炉霍那边，还是很出名的，我父亲常讲他怎么打仗、杀牦牛、偷

盗，所以我印象比较深。他也承认自己年轻时，不太相信因果，没有一个不造的恶

业，二十年前遇到一位上师，后又遇到法王如意宝，让他一心一意念观音心咒忏

悔。 

今天我在门口又碰到了他。他连声音都听不清了，但一直拉着我的手，要我加

持他，说自己若能再活一年多，那一亿遍心咒就完成了。他平时非常精进，晚上睡

得很少，一年半就念了五千多万，如果再有一年多时间，剩下的四千多万就念出来

了。这样的老修行人，真的很了不起！ 

当然，在诵经念咒，或念仪轨、课诵期间，最好不要掺杂一些闲话，否则，华

智仁波切说：“不管念诵了多少，都不会有什么收获。”不过在此过程中，法王如

意宝对看书或探讨法义，不是特别反对，但有些上师连这也不开许。以前我年轻时

特别爱闻思，常一边念咒一边看书，偶尔还跟人探讨一下法义。但一般来讲，不管

是念诵什么，最好从头到尾念完整，中间不要夹杂绮语。特别是在僧众行列中，如

果有一个人废话连篇，那全体僧众的善资都会断送在他手中，而且还会损毁施主所

积的资粮。 

所以，修行比较好的人，从不随便说绮语。《缁门崇行录》中记载：宋朝有位

大通禅师，他平日无论作息，端正严肃，目不斜视，领众三十年从未谈笑（可能跟



103 
 

朗日塘巴差不多）。可见，有智慧和修行境界的人，一般不会说很多废话，而只有

我们没有修行的人，才对无关紧要的世间语言特别感兴趣。 

本来在印度圣地，除了具足功德、远离过患的人以外，其他人没有资格享用信

财，世尊在经典中也没开许过。然而，现在藏地有些人，只是学了《闻解脱》等一

两套密宗仪轨，就觉得万事大吉了（像汉地有些人学了早晚课后，就觉得自己是出

家人了）。这种人刚会念诵，便通过密宗仪轨的方式，肆无忌惮地享用信财。其实

如果他没有灌过顶、不具足誓言，对生圆次第4一窍不通、没有圆满念修，只是随

便念一下密咒仪轨，那就成了苯教5的吟诵，在这种情况下，他享用信财的过患相

当大。 

不管是汉地还是藏地，修行人若要享用信财，至少要有清净的戒律，并时时以

正知正念摄持相续。《戒律花鬘论》中也说：“只有在清净戒律的基础上闻思修行

之人，才能享用信众的财物。”尤其是黑财，就像燃烧的铁丸子，除非你具足生圆

次第双运的铁铸牙齿，否则，普普通通的平常人要享用它，只能是自讨苦吃，焚毁

相续。如颂云：“黑色信财乃是生命之利刃，过分享用斩断解脱之命根。”因此，

如果没有真实的修行境界，享用信财会有极大过患。 

《佛说未曾有因缘经》亦云：“宁割身肉，以用供口，不以邪心受人施也。” 

现在有些人不要说具足生圆次第，就连读诵也不是很流利，只不过是认识词句

罢了。他们在念诵仪轨时，到了最重要的部分——念咒期间，常会打开绮语的“伏

 
4 生圆次第：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之简称，密乘中修习本尊三身为生起次第，修习风脉等为圆满次第。 
5 苯教：古代西藏原始宗教名。创始人兴饶，年代待考。盛行时分本地、外来和窜易三派，黑苯、白苯两支。早期但以

祷神伏魔为人禳病、荐亡为业，及至吐蕃王布德共杰时，干预国政。松赞干布以后，吐蕃王室扶持佛教，佛苯之间斗争

甚为激烈，赤热巴巾因尊佛抑苯被苯教徒所杀，朗达玛尊苯抑佛被佛教徒所杀，成为吐蕃王室趋于分裂灭亡的一个近

因。其后苯教在见、行、修道之法诸方面，产生了众多和佛教相似的经典，晚近渐趋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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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门”，说各种贪嗔的无关语来混时间。比如念完一个仪轨后，紧接着要念金刚萨

埵心咒时，这种人只念了三四遍“嗡班扎儿萨埵吽”，就拉着旁边的人聊天：

“哎，过来过来，我跟你谈一谈最近的新闻。你家里寄钱了没有？……”如此，结

果只会损人害己。 

宋朝有位光孝安禅师，他住在清泰寺时，一天在定中见到两个僧人倚着栏杆交

谈。开始时有天神护卫并谛听；后来天神离去，恶鬼来了；最后恶鬼在一旁唾骂，

还扫掉他们的脚印。禅师出定后追问原由，得知他们刚开始是在讨论佛法；接着叙

旧事、拉家常；最后谈到施主的财物供养，连恶鬼都厌弃了。 

因此，我们作为出家人，一定要想办法断除绮语，默言不语并精进念诵。而作

为在家居士，也应尽心尽力地持咒念佛，少说一些无关竟要的绮话。 

佛陀在《受十善戒经》中讲过： 

若能不绮语，口常出妙香， 

犹如优钵罗6，生处得值佛。 

    因此，大家平时要尽量少说废语，多念些经文，多说有利于众生的语言！ 

 

 
6
 优钵罗：汉译为青莲花，黛花，红莲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