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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当第⼀颗原⼦弹在美国
德州的沙漠上空引爆，发出耀眼光
芒，升起巨⼤的蘑菇云时，⽬睹此
景的原⼦弹之⽗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说道：“现在我成
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他所
引⽤的，正是印度《薄伽梵歌》中，
上师克⾥希纳（Lord Shri Krishna）
揭示给阿朱纳（Prince Arjuna）王
⼦的“毁灭者”形象。他同时说过：
“《薄伽梵歌》是现存语⾔中，最
美的哲学诗。”

1948年1⽉30⽇，当⼀位印度狂热教分
⼦向印度之雄⽢地胸膛开枪时，⽢地才
刚刚结束⽣平第14次绝⻝，徒步前往
道场，准备向信众讲述《薄伽梵歌》。
他曾这样评价过《薄伽梵歌》第⼆章：
“即使其他诗⽂都遗失了，光是这⼏句
诗⽂就⾜以教导⼈如何过⼀个圆满的⼈
⽣。”

著名的《⼀个瑜伽⾏者的⾃传》
作者尤迦南达（Paramahansa
Yogananda, 现代第⼀位前往⻄
⽅传教的印度贤者，他的这本
书也是乔布斯每年都会读⼀遍，
第⼀部下载且唯⼀⻓留在他⾃
⼰iPad内的经典著作。）认为：
上师克⾥希纳就是印度的基督，
⽽《薄伽梵歌》就是印度的
《福⾳书》。



本⼈并⾮宗教信徒，因历史证明，宗教易沦为权⼒和利益的⼯具。

宗教的经典却是需要认真研读的，因其中包含着古⼈的智慧，只是
部分教义同样因为统治和⾦钱的⼒量⽽有所歪曲。

但如果全世界不同宗教的经典都在重复论述⼀些相同或类似的哲理，
那么这些重复论述的哲理，是不可不察的。

这些经典中包含且不⽌于佛教的《⾦刚经》、《⼼经》、《华严
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的《道德经》，基督教的《圣
经》，伊斯兰教的《可兰经》，印度教的《摩诃婆罗多》、《吠陀
经》、《奥义书》以及今天特别要讲的这部《薄伽梵歌》。

这是⼀本可与《道德经》⽐肩的必读神作。



薄伽梵歌讲了⼀个什么故事？

《薄伽梵歌》出⾃史诗《摩诃婆罗
多》（Mahabharata），全书⼗⼋
章，共七百⾏诗句。《摩诃婆罗多》
叙述同为俱庐族的持国王
（Dhritarashtra）百⼦与般度
（Pandu）五⼦，兄弟之间为争夺
王权⽽进⾏的⼀场战争。

战争在俱庐之野进⾏。由于持国王眼不能视，
毗耶娑愿意赐给他视⼒，让他看到战争的情况。
但持国王不忍亲眼看到亲族间的杀戮，毗耶娑
遂将灵视的⼒量赐予他的⼤⾂⼭佳亚，由⼭佳
亚将战况叙述给持国王。《薄伽梵歌》叙述的
就是开战前，阿朱纳王⼦请担任驭者的上师克
⾥希纳，将⻢⻋驾⾄双⽅阵营之间，以让他观
察战场局势。当阿朱纳看到彼此为敌的双⽅阵
营⾥，都是⾃⼰的亲戚朋友时，突然感到灰⼼
丧志，不禁质疑起这场战⽃的意义究竟为何？
由此引出克⾥希纳向他道出有关⽣命的意义与
宇宙本质的奥义。

在这场对话之后，接着的就是
为期⼗⼋天的战争，战况空前
激烈，双⽅死伤惨重。持国王
⼀⽅全部罹难，般度⼀⽅也⼏
乎只剩下般度五⼦存活。



俱庐之战是历史上的战役，同时也是⼼灵
的战场。是善恶的抉择： “这些憎恨我⼜
残酷的⼈，是⼈类的渣滓，我判他们不断
地轮回于悲惨邪恶之中。” 《薄伽梵歌》
中的般度五⼦，代表的是我们认同的个性，
⽽持国百⼦正是我们所不认同的阴影。不
论认同与否，都是⼩我的⼀部份。⼩我既
是造化所为，所以也是虚妄⽽不永恒的。
克⾥希纳在《薄伽梵歌》中⼀再地提醒我
们：应平等看待⼀切⼆元对⽴的事物：好
恶、成败、荣辱、冷热等皆然；从内在舍
弃，不执着，并时时专注于⾄上。

总结来说，《薄伽梵歌》有两个主要
启示：第⼀是舍弃与⾂服。舍弃是放
下对外在事物、内在欲望与感官感受
的执着；⾂服则是更进⼀步放下⾃我，
将⾃⼰交给上主，全然地接受上主为
我们所作的任何安排， 终寻求与上
主的合⼀。“但当以⽆执着与⽆所求之
⼼为之。这就是我的最终判决。”

第⼆个启示是克⾥希纳在这场对话的
后对阿朱纳说的：“阿朱纳啊！上帝

住在所有众⽣的⼼中，是他的奥秘⼒
量，使得众⽣如同在轮圈中轮回往复。
尽你所有的⼒量⻜向他，并且⾂服于
他。藉着他的恩典，你将证得⽆上平
安之境、达⾄永⽣的住所。我向你保
证：你是我所挚爱的。



“有三条真理是绝对的，不可能消失，但却可能因为⽆法⾔表⽽保持
沉寂：

⼀、⼈的灵魂不朽，他的未来将有⽆限潜⼒与⽆限光明。

⼆、产⽣⽣命的⼒量在我们⾃⾝内外。它超越了⽣死，永远明善。
它⽆形，⽆声，⽆味。但想感知它的⼈却能够感知它。

三、每个⼈是⾃⼰命运唯⼀的主⼈，是⾃⼰欢乐痛苦唯⼀的决定者，
是⾃⼰⽣命的酬劳及惩罚的唯⼀裁判官。

这些真理，象⽣命本⾝⼀样伟⼤，却简⽽⼜简，如⼈ 简单的⼼。
⽤这些真理去满⾜饥渴吧…”

《⽩莲之歌》
Mable Collins,1890

《薄伽梵歌》的实⽤智慧在证道学《⽩莲之歌》中得到了总结





在《薄伽梵歌》开篇看到阿朱纳灰⼼丧志后，作为阿朱纳的灵性导师，克⾥希纳开始对阿朱纳做了⼀连串
有关⼈⽣与宇宙奥秘的开示。这⼀章的副标题虽是数论瑜伽，但实际上可说是整部《薄伽梵歌》的概论。
克⾥希纳在这⼀章中揭示：我们的⾝体、⾝外的世界，以及所有的⾝体与情绪的感受等，都是造化之幻象；
我们的本来⾯⽬ - ⾃性，也就是灵魂 - 才是永恒的。因此，我们应善尽此俗世之职责，既不冀求也不回避；
并且应超越所有的苦乐成败，以⽆执着之⼼为之。

本章 后的⼗⼋节是《薄伽梵歌》 常被引⽤的句⼦。⽢地认为这些诗句是《薄伽梵歌》的精华：即使其
他诗⽂都遗失了，光是这⼏句诗⽂就⾜以教导⼈如何过⼀个圆满的⽣活。

总论/
第⼆章：明辨之
理：数论瑜伽

The Philosophy of  
Discrimination : 
Samkhya Yoga



本章精华
13.“ 因为灵魂居此⾁⾝经历幼年、壮年与⽼年，终究它也会换到另⼀具⾝体。智者对此从未有过疑问。”

17.“ 神圣的灵魂遍及我们所⻅的⼀切，是不灭的，没有任何东⻄可毁灭圣灵。”

18.“ 圣灵是永恒、不可毁灭、不可思量的，然则作为其居所的⾁⾝却是全然有限的。因此，战⽃吧，勇者！”

19.“ 认为圣灵会杀，或会被杀，都是⽆知。圣灵既不杀，也不被杀。”

20.“ 它⽆⽣、⽆死；过去如是，未来亦如是。圣灵从未出⽣、是永⽣、历久永续，却⼜是最古⽼的；⾁体死时，圣
灵并不随之死亡。”

22.“ 正如⼈会抛掉破旧⾐袍、换上新⾐，同样圣灵也丢弃破旧⾁⾝，换上新的⾁⾝。”

24.“ 它⼑枪不⼊，⽔⽆法淹之、⽕⽆法烧之、⻛也⽆法⼲之。它是永恒、⽆所不在、不变、不移，且是 为古⽼
的。”

27.“ 因为有⽣必有死，正如有死必有⽣。因此，⽆须为不可避免之事悲伤。”

30.“ ⽆须为这些将⼠忧⼼。⼈内在之圣灵是不灭的。”

31.“ 你应善尽你的职责。对战⼠⽽⾔，没有⽐⼀场正义之战更适得其所。因此，阿朱纳，⽆须犹豫不决。”

32.“ 得到此机会的兵⼠是有福的。此机会已为你开启天堂之⻔。”

37. “ 若死，你将上天堂；若胜，则安享俗世之王国。因此昆蒂之⼦啊，起⽽战⽃吧！”

38. “ 平等看待苦乐成败。准备好作战，你将不会招致罪业。”



43.“ 他们只听从欲望的驱使，建造⾃⼰的天堂，并设计极其复杂的规则来确保⾃⾝的快乐与权⼒；如此的唯⼀结
果是在此世界轮回投胎。”

45.“ 根据吠陀经⽂所述，⽣命的组成要素有三，即造化三性。阿朱纳啊！提升⾃我并超越它们，超越所有⼆元对
⽴的感受，坚定于真理，⾃世俗的纷扰中解脱，并且中定（专注）于⾃性（⼤我）之中。”

47. 你有⼯作的权⼒，⽽⽆享有成果的权⼒。勿让⾏动的成果成为你的动机，也勿执迷于不⾏动。”

48.“ 不论做什么事，⼼念要专注于⾄上、放下执着，并同等看待成败。灵性即意味着泰然平静。”

49.“ ⾁⾝的⾏动远逊于理智专注于⾄上。你当仰赖于纯然智慧。唯有⽬光短浅者才会为报偿⽽⼯作。”

51.“ 圣哲们依纯然理智的引导，弃绝了⾏动的果实，并⾃轮回的枷锁中解脱；他们达到了⾄福之境。”

53.“ 倘若你的理智为各种神圣的经⽂所困惑，仍能毫不骚动地安⽴于对‘⽆限’的⾄福沉思中，那么你已证得灵性
（⾃我了悟）之境。”

54.阿朱纳问：“ 主啊 ！我们怎么认出谁是已证得纯然理智的圣⼈，谁已臻⾄⾄福之境，以及谁的⼼念是静定的？
他的⾔⾏以及⽣活⼜是如何的呢？”

55.克⾥希纳回答：“ 当⼈抛弃了⼼中的欲望，并全然满⾜于⾃性（⼤我），他就确然已成就最⾼境界。”

56.“ 于苦中⼼保平静、于乐中欲望不兴，不执着于嗔怒于畏惧，这样的圣哲就是⾝处最⾼境界。”



57.“ 不论⾝处何地，或与何⼈相处，都不会有所执着眷念；善恶都接受，对⼈也⽆好恶，这样的⼈就是融⼊于‘⽆限’之中。”

58.“ ⾃外界感官对象的吸引中，收摄⾃⼰的感官，犹如乌⻳将四肢收回壳中⼀般，这样的⼈已经证得圆满成就。”

59.“ 对⾃我节制的⼈⽽⾔，尽管冀求的欲望仍在，但感官的对象已离他⽽去；对已⻅到真理的⼈来说，则是连这些感官的欲
望都完全消失了。”

61.“ 抑制所有的感官，⻅顶的沉思于我，如是战胜感官者终将达⾄圆满之境。”

62.“ ⼼念系于感官对象，就会为之所吸引；吸引⼒发展成为欲望，⽽欲望则滋养了嗔怒。”

63.“ 嗔怒引发妄念，妄念引发失忆；由于失忆，理智将受损，⽽理智的丧失将导致毁灭。”

64.“ 但克⼰⾃制的灵魂，处于感官对象中，既不执着，也不嫌恶，他将赢得永恒的平安。”

65.“ 得平安，则免于不幸，因为⼼得平安，就能正确明辨。”

66.“ ⽆法专注者，不能有正确明辨。⽆法专注，就⽆法静坐冥想；⽆法静坐冥想，必⽆法希冀平安；⽽没有平安，⼈怎么会
有幸福呢？”

71.“ 摒弃欲望，⽆所冀求地活于世间，不拥有任何他称之为⾃⼰财产的事物，且⽆有骄傲，这样的⼈达于平安之境。”

72.“ 阿朱纳啊！这就是⾃性（⼤我），也就是⽆上圣灵（梵）的境界。⼈⼀旦达到此境界，就永远不会失去。即使是临命终
时，他仍然稳⽴此境，且将与永恒合⼀。”



观⾃在菩萨，⾏深般若（三摩地）波罗蜜多时，照⻅五蕴皆空，度⼀
切苦厄。

舍利⼦（灵魂），⾊不异空，空不异⾊；⾊即是空，空即是⾊。受、
想、⾏、识，亦复如是。

舍利⼦（灵魂），是诸法空相，不⽣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
故空中⽆⾊，⽆受、想、⾏、识；⽆眼、⽿、⿐、⾆、⾝、意；⽆⾊、
声、⾹、味、触、法；⽆眼界，乃⾄⽆意识界；⽆⽆明，亦⽆⽆明尽；
乃⾄⽆⽼死，亦⽆⽼死尽。⽆苦、集、灭、道，⽆智亦⽆得。

以⽆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三摩地）波罗蜜多故，⼼⽆罣碍。
⽆罣碍故，⽆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三世诸佛，依般若（三摩地）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故知般若（三摩地）波罗蜜多，是⼤神咒，是⼤明咒，是⽆上咒，是
⽆等等咒，能除⼀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三摩地）波罗蜜多咒，
即说咒⽈：“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 ⽞奘法师译， 般若波罗蜜多⼼经

《⼼经》与《薄伽梵歌》的异曲同⼯之妙
-把舍利⼦理解为灵魂，把般若换为三摩地



1. 灭除野⼼；但要像那些有野⼼的⼈⼀样⼯作。

2. 灭除对⽣命的渴望；但要像那些渴望⽣命的⼈那样尊重⽣命。

3. 灭除对舒适的欲望；但要像那些为快乐⽽活的⼈⼀样快乐。”

4. 灭除所有的分离感；灭除对感觉的渴望；灭除对进步的渴求。

5. 只渴求内在的东⻄；只渴求超越你的东⻄；只渴求不可及的东⻄。

6. 因为在你之内有世界之光---唯⼀可以洒向道路上的光。如果你不能
在内⼼感知到它，那么在其他地⽅寻找必是徒劳。它是超越你的；因
为当你达到它时，你已经失去了⾃⼰。它是不可及的，因为它永远在
后退。你将进⼊光明，但你将永远⽆法触及那⽕焰。

《道路之光》
by Mabel Collins

《薄伽梵歌》与证道学《道路之光》的异曲同⼯之妙





克⾥希纳把这个世界，或者说我们的娑婆世界，⽐喻成⼀颗上下颠倒的菩提
树。这颗枝叶交错的树，其形象有如我们的神经系统，其错综复杂的神经细
胞，⾃脑部延伸⾄全⾝，接收来⾃⾝体感官的信号。犹太教的神秘教派卡巴
拉(Kabbalah)，以及创⽴于⼗九世纪中叶的巴哈伊教(Baha'i Faith)，都有类似
的⽣命之树的⽐喻。

克⾥希纳在本章中说道：

“我那永恒⾃性的⼩⼩⼀部分 - 也就是此宇宙的所有⽣命 - 悠游于源⾃造化的
六根（⼼是其中最后者）之间。”

有些⼈对于上主将他“⼩⼩⼀部分”变成我们的⽣命感到困惑，因为⾃性（灵
魂）既从上主“分离”出来，那⾃性岂⼜能与上主的永恒⾃性等同呢？克⾥希
纳既说他是⾃性，也说他超越⾃性，这岂不⽭盾吗？显然，⽂字语⾔是有限
的，⽽头脑也是同样有限的。了解全息影像的朋友可能容易理解⼀些：因为
全息影像的每⼀部分都记录了物体上各点的光信息，故原则上它的每⼀部分
都能再现原物的整个图像，也许这就是克⾥希纳所要表达的意思。

宇宙真相/
第⼗五章：上主
The Lord God



本章精华
1.克⾥希纳续⾔：“此⾮凡世界，既⽆常⼜永恒，犹如⼀颗菩提树，但其根源（种⼦）在上，达于⾄上；其枝⼲交
错往下，深植于尘世。众经典（圣经、薄伽梵歌、道德经等）就是其叶⼦。了解此说法者，是真知者。”

2.“它的枝⼲往上下⼗⽅伸展，从造化三性中萃取养分；它的芽是感官对象；他的根部则深植⼟中，依循造化之律
则，左右着⼈的⽣死轮回。”

3.“除⾮以不执著的利斧，将这株深扎于尘⼟的树从根斩断，否则于此尘世，其真正形象 - 不论是源头或是终尾 - 都
是不可知的，其⼒量也同样地不可解。”

4.“在它的背后，就是道之所在，只要找到它，就不⽤再回来 - 那是远古以前，创造此宇宙的原初上帝之所在。”

5.“⽆有骄傲与妄念，克服了对感官事物的喜爱；舍弃欲望、专注于⾃性，不再被苦乐等⼆元对⽴的感官感受反复
煎熬；如此之智者证得永恒之境。”

7.“我那永恒⾃性的⼩⼩⼀部分 - 也就是此宇宙的所有⽣命 - 悠游于源⾃造化的六根（⼼是其中最后者）之间。”

8.“⾄⾼上主进⼊或离开⼀个⾁⾝，是他将这些感官（六根）聚集并携带着踏上旅程，就如同⻛吹拂过花朵，也会
带⾛其⾹⽓⼀样。”

10.“⽆明者不明了：⽣就是他临在，死就是他离开；他们也不知道是他在体验由造化三性⽽来的快乐。唯有慧眼才
能看清这⼀切。”



11.“精进之圣⼈在内在找到他，但愚昧者则不然，因为他们不
论多么努⼒，都⽆法控制⾃⼰的意念。”

12.“当知晓：照亮世界的太阳之光、⽉亮之光、以及⽕焰之光，
全部都⾃我⽽⽣。”

15.“我为众⽣所衷⼼爱戴；记忆、智慧与明辨能⼒都来⾃于我。
我就是众经典中所要了悟的“他”；是我启发了经典中的智慧，
⽽我了解其中所揭示的真理。”

16.“造化有两⾯：⼀是会毁灭的，另⼀是不会毁灭的。所有尘
世之⽣命皆属于前者，⽽不变易的元素（圣灵/灵魂）则属于
后者。”

17.“但⽐所有这些都更⾼的，是我 - 是⾄⾼上帝、绝对⾃性、
永恒之上主，我遍布⼗⽅世界，也维系着所有⼀切。”

18.“那超越永恒与⾮永恒的是我 - 经典与圣哲称我为⽆上⼈格、
⾄⾼上帝。”



Weiwei⽼师 2023年讲义-《⾃然的多重境界讲解》



《物质的本质》——这是⼀场于1944年在意⼤利佛罗伦萨举⾏的演讲，收录于⻢
克斯·普朗克学会历史档案馆的Va部⻔，普朗克⽂件中的第1797号⽂档；

德⽂原⽂为
Als Physiker, der sein ganzes Leben der nüchternen Wissenschaft, der Erforschung
der Materie widmete, bin ich sicher von dem Verdacht frei, für einen Schwarmgeist
gehalten zu werden. Und so sage ich nach meinen Erforschungen des Atoms 
dieses: Es gibt keine Materie an sich. Alle Materie entsteht und besteht nur durch
eine Kraft, welche die Atomteilchen in Schwingung bringt und sie zum winzigsten
Sonnensystem des Alls zusammenhält. Da es im ganzen Weltall aber weder eine
intelligente Kraft noch eine ewige Kraft gibt—es ist der Menschheit nicht gelungen, 
das heißersehnte Perpetuum mobile zu erfinden—so müssen wir hinter dieser Kraft 
einen bewußten intelligenten Geist annehmen. Dieser Geist ist der Urgrund aller
Materie.
作为⼀位物理学者，我将⼀⽣奉献于纯粹的科学研究和物质的探求，因此可以肯
定地说，我并⾮空想家。我的原⼦研究让我得出这样的结论：物质本⾝是不存在
的。所有物质的形成与存在，仅仅依靠⼀种⼒量，这种⼒量让原⼦粒⼦保持振动，
并把它们聚合成宇宙中最微⼩的太阳系般的结构。然⽽，在⼴阔的宇宙之中，既
没有发现智能的⼒量，也没有发现永恒的⼒量——⼈类⾄今未能创造出⻓久梦寐
以求的永动机。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存在于这股⼒量背后的，必须是⼀位具
有意识的智慧之灵。这位智慧之灵，便是所有物质存在的根本所在。

⻢克斯ꞏ卡尔ꞏ恩斯特ꞏ路德维
希ꞏ普朗克，德国物理学家，量
⼦⼒学的创始⼈。以发现能量
量⼦获得1918年度的诺⻉尔物
理学奖。以之为名的普朗克常
数于2019年被⽤于重新定义基
本单位，此外还有以之为名的

科学奖座、机构和学会。



宇宙真相/
第⼗章：
神圣显化
The Divine 
Manifestations
在这⼀章中，克⾥希纳更进⼀步地向阿朱纳揭示所有⼀切都来⾃于他：这不仅仅是包含有形与⽆形的宇宙
与众⽣，也包含不具实体的语⾔、概念等。所有⼀切原本就是上主想要显化的念想。也许这就是圣经所讲
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以及《道德经》所讲的“⼀⽣⼆，⼆⽣三，三⽣万物”，甚⾄我们所熟知
的“宇宙⼤爆炸”理论（The Big Bang Theory）。

克⾥希纳在这⼀章中，以列表的⽅式，向阿朱纳揭示了他神圣⾯向的⼀部分。因为其中所提到的⼈事物颇
多与印度的传统或历史有关，所以对多数⼈⽽⾔较难有深切地感受。这⼀章的重点之⼀，或许是提醒我们
以 ⾼的上主，作为我们静坐冥想的对象吧。



本章精华
2.“不论是神学导师或是伟⼤的苦⾏者，都不知道我从何⽽来，虽然他们都是从我⽽来。”

3.“知晓我是⽆⽣、⽆死、宇宙之主，这样的⼈已去除迷惑，从所有想象得到的罪业中解脱。”

4.“聪明、智慧、不惑、宽恕、真实、⾃制、宁静、苦、乐、⽣、死、畏与⽆畏；”

5.“不伤害（⾮暴⼒）、泰然平等、满⾜、苦⾏、布施、名誉与失败，所有种种众⽣的特质，全部是从我⽽来。”

6.“七⼤先知、⼈类的始祖 - 古⽼的四位，以及法典设⽴者，皆由我的旨意⽽诞⽣、直接从我⽽来。⼈类是⾃他们
繁衍⽽来的。”

7.“能够正确了解我显化的荣光，以及我的创造能⼒的⼈，毫⽆疑问地会证得圆满平安。”

8.“我是⼀切万有的源头，万物皆由我流出。因此，智者以坚定不移的诚⼼敬拜我。”

9.“他们⼼念专注在我，⽣命融⼊我，并且彼此相互启迪，总是感到满⾜与喜悦。”

10.“总是以虔诚与爱⼼敬拜我的⼈，我赐予他们明辨的能⼒，来引导他们到我这⾥。”

20.“阿朱纳啊！我是⾃性，安置于所有众⽣的⼼中；我是启始、是⽣命，也是他们所有⼀切的终尾（尽头）。”

42.“但所有这些细节于你有何⽤？阿朱纳啊！我只⽤我⾃⼰的⼩⼩⼀部分就维系着这整个宇宙。”



“这副全息图是绝对者的镜像，虽位于时间和空间之外，却仅⽐⽆限现实更为接近⼀步。绝对者是所有存在
（即⼀切现实）的真正发动者。此外，这种永恒的⾃我意识或⾃我观念，源⾃⾃我意识，其⽬的是去揭示⼀
个模型——这个模型基于时间与空间的演进，以及对绝对者的理解，以达到与之的合⼀与反映。这种思想模
型完美地体现了绝对者的实质或“圣灵”的灵性。 后，对于全息图这⼀描述，作为创造与进化的表现形式，
并⾮新创也⾮原创。它作为宇宙的象征，在⼏乎每⼀个宗教体系中都有不同的⻛格化表示，⽆论是东⽅或⻄
⽅的传统。不论是在希腊世界中受欢迎的螺旋迷宫，还是其印度版的⽣命之树，亦或中国通过四⼤⼒量的螺
旋。其核⼼意义是相通的。神秘主义者们，⽆论来⾃何⽅，似乎都已经在相同的螺旋形态中识别出了普遍的
全息图，并将这种直觉性的知识融⼊了他们从古到今的宗教⽂献之中。“

2003年美国中情局释放出的其在1983年由美国⻔罗研究所进⾏的⼀系列意识和出体实验

CIA官⽹报告下载地址：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ument/cia-rdp96-00788r001700210017-4



宇宙真相/
第⼗⼀章：
宇宙景象

The Cosmic 
Vision

在这⼀章中，克⾥希纳赐予阿朱纳灵视，看到普通⼈⾁眼所看不到的宇宙景象。上主展示给阿朱纳的景象，不只是
灿烂荣耀的⽆上形象，其四射之光芒远超过⼀千个太阳；同时也呈现了作为毁灭者的形象，⽆情的吞噬了双⽅阵营
的将⼠。

“就在这灵视中，阿朱纳看到宇宙，虽有着各种样貌，但全部都融⼊'⼀'- 也就是上主 - 之中。”

⼀些⼈认为这是克⾥希纳赐予阿朱纳的恩典，让他体验到Samadhi（梵语三摩地，即⼊定状态）。但也有⼈认为这
种灵视的境界并不是了悟或开悟：开悟伴随着的是与⾄上的合⼀、⾃我感的消失，但阿朱纳在此看到宇宙的样貌后，
却惊骇不已。

但要怎样才能了悟或者开悟呢？在第九章中，克⾥希纳告诉我们应把所有⼀切作为对上主的供养，⾏为的过程中不
求回报，如此⾏为就不会伴随着业⼒， 后他对阿朱纳说：“成为我的⼯具吧！”在本章 后，他更进⼀步说：

“每⼀⾏为都是为我⽽作，以我为 终的⽬标，唯独只爱我⽽不憎恨任何⼈，我 亲爱的孩⼦啊！ 只有这样的⼈能
了悟我！”



本章精华
7.“阿朱纳啊！且看那整个寰宇，不论是会动或不会动的事物，以及任何你想
看到的东⻄；所有⼀切全部活在我之内，成为⼀体！”

8.“但因为⽤⾁眼⽆法看到我，我且赐你灵视，瞧！现在你可以⼀窥我王国的
璀璨荣耀了。”

13.就在这灵视中，阿朱纳看到宇宙，虽有着各种样貌，但全部都融⼊“⼀”-
也就是上主 - 之中。

15.阿朱纳道：“全然的上帝啊！在您⾥⾯，我看到造化诸神、世间各种⽣物、
坐于莲花座上的造物主（梵天）、诸圣哲，以及闪亮的天使们。”

16.“我看到您有⽆限形象，仿若处处皆是数不清的脸、眼与四肢；分不清哪
⾥是头、哪⾥是中间、哪⾥是尾。宇宙之主啊，您的形象是⽆处不在的！”

17.“我看到您戴着皇冠，⼿持权杖与铁饼（武器）；光芒四射，宁我难以直视：您是如此闪耀。犹如熊熊烈⽕般耀
眼，像烈⽇般璀璨炫⽬，不可思量。”

18.“你是不朽的，是唯⼀值得认识的，是宇宙的⽆价宝库，是永恒⽣命的不朽守护，也是永⽣的圣灵。”

19.“⽆起始、⽆中间、亦⽆尽头，您的⼒量⽆限，您的臂膀含纳⼀切，⽇⽉是您的眼睛，您的脸庞散放着献祭的
⽕焰，光芒遍洒寰宇。”



25.“我看到您许多骇⼈的嘴，彷如世界毁灭时的熊熊⽕焰，让我不知
⾝在何处，⽆处得安息。主啊！您是宇宙的归宿，求您怜悯！”

30.“您仿佛吞噬了⼗⽅，以 焰⽕舔舐了世界。您的荣光填满了整个宇
宙，您的剧烈光芒压得宇宙毫⽆招架之⼒。”

32.克⾥希纳答：“我示现给你的，是我作为毁灭世界的毁灭者形象，
其⽬的就是毁灭。你纵然努⼒，所有集结于此战⽃的战⼠都仍难逃⼀
死。”

33.“束紧腰带，起⽽战⽃吧。征服敌⼈并享受王国的荣华。我已判定
了他们的命运。成为我的⼯具吧，阿朱纳！”

47.克⾥希纳答：“我挚爱的朋友啊！只有透过我的恩典与⼒量，你才
能够⻅到这璀璨、遍及⼀切、⽆限、太初的景象。除你之外，从来就
没有⼈⻅过。”

52.克⾥希纳答：“想要像你之前看到的我的这些样貌，是困难的。即
便是 有权⼒的⼈求之也徒然不可得。”

54.“只有透过努⼒不懈的诚⼼才能⻅到我、认识我：阿朱纳啊！也唯
有如此才能与我合⽽为⼀。”



炽天使为旧约圣经中所记
载的六翼天使，是 ⾼级
的天使：

“我⻅主坐在⾼⾼的宝座上，
他的⾐裳垂下，遮满圣殿。
其上有炽天使侍⽴，他们
各六只翅膀，两只翅膀遮
脸，两只翅膀遮脚，两只
翅膀⻜翔，嘴中呼喊着，
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这
呼喊声，整个圣殿的根基
都震动了起来，使得圣殿
内充满了烟云。”

九种位阶的天使形
象，其中上三级依
次为炽天使，
座天使和智天使

《以⻄结书》第⼀章中对智天
使的描述
“只⻅狂⻛⼤作，⼀⽚巨⼤的
云彩从北⽅飘来，伴随着⽕光
与闪电，随后在⽕光中⼼慢慢
的显现出了四个活物的样⼦。
这四个活物⻓得都⼀模⼀样，
从外表上看它像是⼈，但⼜不
是⼈。他们有着四张脸和四只
翅膀，这些翅膀都是相互连接
着的，两只向上伸展，两只覆
盖着⾝体，在他们的翅膀下是
⼈的⼿。⽽四张脸则是从四只
翅膀的列阵中央伸出来的，⼀
张是⼈脸，⼀张是⽜脸，⼀张
是鹰脸，⼀张是狮⼦脸。”

座天使更像是⼀类载具或
道具:

《以⻄结书》第⼀章中，
在4⽉5⽇当天，除了智天
使以外，以⻄结还看⻅了
⼀种更为怪异的天使，那
便是座天使。座天使⻓得
就像是四个叠加在⼀起的
⻋轮，每个⻋轮都有轮毂，
有辐条，但上⾯都⻓满了
眼睛。⼀个座天使会⻓有
上百只眼睛，这些眼睛是
⼀种意象，象征着座天使
有着洞悉万物的能⼒。

与《薄伽梵歌》相印证，古代经典中对于天使的描述





灵魂是什么/
第⼋章：⽆上圣灵

The Supreme 
Spirit

在这⼀章中，克⾥希纳谈论到两个主题：⼀是世界的⽣灭，另⼀是⽣命的轮回。
关于第⼀个主题，克⾥希纳说这个世界有⽣有灭，循环不已，众⽣亦然；这与佛
经所说的成住坏空、轮回循环是⼀致的。

关于第⼆个主题，克⾥希纳的话或许可以看成是印度教版本的《阿弥陀经》。他
说我们在临命终时，⼼不论系念在哪个世界，就会去到那⾥。因此，只要在临终
时唯独想着上主，⽽且就以这样的念头离开⾁⾝，我们就会到达上主的⽆上住所。

释迦摩尼佛也在《阿弥陀经》中说：

“舍利弗。若有善男⼦善⼥⼈，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若⼆⽇、若三
⽇、若四⽇、若五⽇、若六⽇、若七⽇，⼀⼼不乱，其⼈命终时，阿弥陀佛，与
诸圣众，现在其前。是⼈终时，⼼不颠倒，即得往⽣阿弥陀佛极乐国⼟。”

佛教净⼟宗所修持的，就是以颂持阿弥陀佛为主的念佛法⻔。



本章精华
1.阿朱纳问道：“万物之主啊！⼈们称之为⽆上圣灵的，究竟是什么？什么是⼈的灵性本质？什么是律则？何谓物
质？何谓神性？”

3.克⾥希纳答道：“‘⽆上圣灵（梵）‘是⾄⾼、不灭的⾃性，他的本质就是灵性意识。诸世界是由圣灵的显化所创
造与维系着的，这个显化即称为律则。”

4.“物质是由各种⽆常的形象所构成的。神性就是⽆上⾃性。你族中 尊贵的⼈啊！启发⼈们⼼中献祭精神的，正
是我本⼈，⽽今以⼈类的形象站在你⾯前。”

5.“不论何⼈，只要在临终时唯独想念着我，⽽且就以这样的念头离开⾁⾝、继续前⾏，这样的⼈必然会认识我。”

6.“临命终时，⼼不论系念在哪个世界，那⾥就会是他的去处。”

7.“因此时时静坐冥思于我，并且抗争；只要⼼念与理智都坚定专注于我，你就确然会来到我这⾥。”

8.“⼼不逸散、经常恒坐冥思者， 臻于⽆上圣灵之境。”

9.“但凡静坐冥思于那⽆所不在、古⽼、既⼩于原⼦却⼜是所有⼀切的统领者与维系者、不可思议、闪耀如⽇且超
越⿊暗之所能及的上主；”

10.“离开⾁⾝时，能⼼念坚定不移并充满虔敬，藉由静坐冥想于双眉之间所聚集的所有⽣命能的⼒量，此⼈将证
得⽆上。”



11.“现在我将简要地解说经典中所宣说的不朽的⽬标，这个⽬标是当神秘主义者（灵修者）从热情中解脱时所证
得的境界，也正是为了这个⽬标，让他们安于遵守其禁欲的誓⾔。”

12.“关闭⾝体的孔窍，将意念的⼒量拉回到⼼中，并藉由静坐冥想的⼒量，将其⽣命能凝聚于脑部。”

13.“复颂那象征永恒的⾳节‘Om’，总是系念着我，如此当他离开⾁⾝、继续前⾏时，就会达⾄⽆上圣灵之境。”

15.“如此来到我这⾥的伟⼤灵魂，⽆须再经历俗世⽣活的悲惨与死亡，因为他们已获得圆满成就。”

16.“⼗⽅世界，包括整个造化，来来去去，有成有坏；但阿朱纳啊！凡来到我这⾥的⼈，就不再有轮回转世。”

17.“了知寰宇之⽇与夜者，知道创世的⼀个⽩天是⼀千个循环（周期），⽽创世的⼀个夜晚也是同样⻓的时
间。”

18.“当⽩⽇来临时，万物⾃“未显现”中陆续显化，⽽当⿊夜降临时，⼜归复于“未显现”之中。”

19.“当宇宙的夜晚降临，⼀再于此世界轮回的同⼀群众⽣，将会消失湮灭，然后于破晓时刻再重新出现。这是
注定如此的。”

20.“因此真相是：存在⼀‘永恒的未显现’，是超越于‘未显现的创世圣灵’之上的，⽽即使所有众⽣毁灭，他也依
然永存不灭。”



23.“阿朱纳啊！我现在要告诉你，当神秘主义者（修⾏者）离世时，什么情况不会回来，什么情况需再回来。”

24.“如果认识⽆上圣灵（梵）的圣哲在夏⾄来临前的六个⽉、在⽉亮渐圆的那半个⽉、在⽩画、于⽕与光明中离世，
那么他会达⾄⽆上。”

25.“但如果是在冬⾄来临之前的六个⽉、在⽉亮渐亏的那半个⽉、在夜晚、于昏暗中离世，那么他只能到达⽉光，
且需再转世。”

26.“这两条离开世界的光明与⿊暗道路⼀直都是并存的。踏上前者，就不需回来；选择后者，则需回来。”

27.“阿朱纳啊！了知这些道路的圣者⽆有迷惑。因此终⽣不断地冥想静坐吧。”



“对于这位奇异⽣物，他诞⽣于呼吸之中，由朽坏的⾁体构成，却⼜拥
有不朽之⾝，具备着可怕⽽神圣的⼒量，未来将为他准备着什么？他
将创造出什么样的奇迹？他最伟⼤的成就，他的巅峰之作会是什么？

早在很久以前，他便认识到，所有可感知的物质都来源于⼀种极为微
细、填充着整个空间、难以想象的基本物质——阿卡莎或发光以太—
—它受到赋予⽣命的普拉那或创造⼒的作⽤，不断地在永⽆⽌境的循
环中创造出所有事物和现象。
这种基本物质，被投⼊到⾼速旋转的微⼩漩涡中，变成了粗糙的物质；
当⼒量衰减，运动停⽌，物质便消失，返回到基本物质的状态。

⼈类能控制这⼀⾃然中最宏伟、最令⼈敬畏的过程吗？他能否驾驭她
那永不耗尽的能量，让它们在他的指令下执⾏所有功能，更甚⾄——
他能否精炼他的控制⼿段，仅凭借他的意志⼒就能操控它们？”

作者：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New York American》——
1930年7⽉6⽇

尼古拉·特斯拉-《⼈类最伟⼤的成就》



灵魂是什么/
第⼗三章：
物质与灵魂

Matter and 
Spirit
本章是很特殊的⼀章。在多数中英译本中，都把本章命名为“场与场的知晓者”(Field and knower of the field)。但“场”
这个字实际上是相当现代的⼀个字眼（尤其是从物理学的观点来看：像是磁场、重⼒场等），因为“场”描述的是物
质、能量、时空，乃⾄层层⼼智所扩展出来的连续体(Continuum)。⻄⽅的物理学⼀直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才
把物质与能量视为是不可分别的事物；但《薄伽梵歌》早在5000年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看法，甚⾄更进⼀步把物质
与灵魂视为⼀体：两者只是造化展现的不同⾯向罢了。

爱因斯坦⽣命 后的⼏⼗年都将⼼⼒投⼊在“ 统⼀场论”的研究上，尝试寻找⼀个统⼀的理论：含纳、解释宇宙所有
的作⽤⼒（强⼒、弱⼒、万有引⼒、电磁⼒等），但并未成功。统⼀场理论⾄今仍然是物理学的待解之谜，更不⽤
说要解释⼼灵（意识）的⼒量了。从更宽⼴的⻆度来看，如果抛弃⾃性（灵魂）的存在，仅仅局限于唯物、机械的
眼光，恐怕是永远得不出 终的答案。



本章精华
1.克⾥希纳答：“阿朱纳啊！⼈的⾁⾝是⾃性的活动场所；⽽那了知诸物质活动者，圣哲们称之为⾃性（灵魂）。”

2.“我是⽆所不在的⾃性（灵魂），嬉戏于物质的活动场所；有关物质以及那⽆所不知的⾃性（灵魂）的知识，就是
智慧。”

10.“专注于我，⽽且唯独我，对我虔诚不移；喜好独处，对社交漠不关⼼；”

11.“不断渴求关于⾃性的知识，并且思考有关伟⼤真理的教诲 - 此即为智慧；所有其余的，皆是⽆明（愚昧）。“

15.“‘它’在众⽣之内，却⼜在众⽣之外；既静且动；细微不可辩；遥远却⼜总是在近旁。”

16.“既是所有众⽣内不可分割的⼀部分，却活⽣⽣地在众⽣之外；‘它’是万物的维系者，是造物主，也同样是毁灭
者。”

17.“‘它’是众光之光，⾮⿊暗所能触及。此⼀⼤智慧，是唯⼀值得知晓的， 也是智慧唯独所能教导的。‘它’是⼀切众
⽣⼼中的当下。”

18.“⾄此我已简要地告诉你何谓物质，什么是值得去了悟的⾃性，以及何谓智慧。献⾝于我的⼈会了解，⽽且也必然
会进⼊我之内。”

19.“当知造化与上帝都是没有起始的；⽽⼈们品⾏与其内在之三性不同，全是源⾃造化。”



20.“造化是造出因果的律则；上帝则是承受以及享有⼀切苦乐的源头。”

21.“住于造化中⼼的上帝，体验由造化所造的三性；⽽他与三性间之因缘，决定了他所住的⾁⾝是善或恶。”

22.“因此在⼈的⾁⾝中住着⽆上的上帝，他能看⻅、允诺、维系、享受，是⾄⾼的上帝，是⾄⾼的⾃性。”

23.“有些⼈藉由静坐冥想其内在之⾃性⽽了悟⾄上，有些⼈藉由单纯的理解（智慧之道），⽽有些⼈则是透过正⾏（正确的⾏为
及⾏动）。”

25.“不论是会动或不会动的事物，但凡有⽣命在其内，都是物质与圣灵（灵魂）的共同产物。”

27.能于众⽣中⻅到⾄⾼上主，于腐朽的事物中⻅到不朽，这样的⼈才是真正的看⻅。”

28.“在⼀切万物中都能⽆有分别地看到上主，其⾏动作为不但不会损及其属灵的⽣命，反⽽会引导他到⾄福的境界。”

29.“了解⼀切都只是造化的律则将⾏动导向结果，⽽⾃性从来就⽆为，这样的⼈是了知真理的。”

30.“看到形象各异的⽣命皆来⾃于‘⼀’，⾃他⽽⽣⽽⻓，这样的⼈必然会寻得绝对者（上主）。”

31.“王⼦啊！⽆上圣灵是⽆始的，也⽆三性，⽽且是不朽的；‘它’虽然在⾁体之内，但‘它’并不作为，也不被作为所影响。”

32.“正如虚空，虽⽆所不在，但因其精微之本质⽽能不受影响；⾃性亦然，虽存于形象各异的⽣命中，仍保有其纯然本性。”

33.“犹如太阳普照⼤地，上主之光也同样遍及寰宇。”

34.“因此具慧眼的⼈能看出物质与圣灵（灵魂）的分别，并了知⽣命如何从造化的律则中解脱，他们证得⽆上。”



Weiwei⽼师证道学讲义-《⼈的进化》



宇宙循环周期/
第九章：
科学之最与奥秘之最

The Science of  Sciences 
and the Mystery of  
Mysteries

在这⼀章中，克⾥希纳再次揭示他是⼀切的源头，也是所有⼀切。因此⼈们不论⼼中祈求什么，也都会有他的允诺。
所以⼈即使⾏善布施，也读经祭祀，但如果这些背后的驱使⼒量依然是私欲，那么其回报也就只是⼈天福报。即使
是往⽣后得享天堂荣耀，⼀旦福报⽤尽，仍须⼀再经历⽣死轮回。

为此，克⾥希纳揭示了有名的两句诗⽂：

“不论做什么、吃什么、献祭或者布施什么，或者修何苦⾏，都把它们作为对我的供养。”

“如此你的⾏为就不会伴随着结果，不论是好的或不好的；藉着舍弃的⼼，你将会来到我这⾥，并获得⾃在解脱。”



许多宗教都强调供养的重要性，但“⽆我”布施才是供养的真谛。例如，佛教常常强调供养三宝（佛、法、僧）
的功德利益，但《⾦刚经》指出，唯有⽆执着的布施、供养，⽅能有不可思量的功德。相对的，如果是存着利
益⾃⼰的⼼⽽⾏供养，那么就只能获得有限的福报，此间之差别不可不慎。

我们⼀般⼼⽬中的供养，当然是认为⾃⼰拥有的有价值的东⻄，才拿来做供养。但是真正对上帝的供养，是将
所有的⼀切，不论是好的或不好的，包括苦难，都献给上帝 - 这才是供养的真正意义。因为所有⼀切的⾝⼝意
都是对上主的供养，因此就是⽆我，也就⽆有“业障”；因着对上主绝对的信⼼，加上不执著的舍弃之⼼，主也
允诺我们必然能够与他合⽽为⼀。这就是本章所说的科学与奥秘之 。

本章精华
4.“我遍及整个世界，但我的形象是不可⻅的。所有⽣物的⽣命本质（存有）都在我内，然⽽我并不为其所
限。”

5.“尽管如此，他们并⽆意识到是住在我内。虽然我 - ⽆上⾃性 - 是⼀切万有的因与维系者， 但我仍在这⼀切之
外 - 这就是我的神圣权柄。”

7.“阿朱纳啊！每个宇宙循环周期结束时，所有众⽣都会回归到造化的国度之中，也就是我的⼀部分；⽽在下
⼀周期之始，我会把他们再度送出。”



8.“藉造化之初，我⼀再将所有众⽣送出 - 不论他们是否愿意，因为他们都是由我的旨意所管辖的。”

9.“但我的这些⾏动并不会束缚我。 我仍然在外，⽆有执着。”

10.“在我的引领下，造化创造出所有会动与不会动的事物。阿朱纳啊！宇宙就是如此周⾏⽽不殆。”

25.“低等神祗的信众归于低等神祗，祖灵的敬拜者归于祖灵；崇拜⿊暗邪灵者也必将⾛向邪灵；因此同样的，敬拜
我的⼈会来到我这⾥。”

26.“不论⼈供养我什么，但凡⼀叶、⼀花、⼀果，或⽔，我都接受，因为那是以虔诚与纯净的⼼供养的。”

27.“不论做什么、吃什么，献祭或布施什么，或者修何苦⾏，都把它们作为对我的供养。”

28.“如此你的⾏为就不会伴随着结果，不论是好的或不好的；藉着舍弃的⼼，你将会来到我这⾥，并获得⾃在解
脱。”

34.“将⼼念系于我，把你⾃⼰奉献给我，为我献祭，⾂服于我，以我为你渴望的对象，那么你就必然会与我 - 也就
是你的⾃性 - 合⽽为⼀。”



灵魂的功课/
第七章：知识与体验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爱因斯坦说过：“信息并不是知识，经验才是知识的唯⼀来源。（Information is not knowledge. The only source of knowledge is 
experience.）”

本章的标题是知识与体验，原分别是指梵⽂Jnana与Vjnana。前者是指知识，后者则是经由亲⾝体验、了悟并转化为⾃⼰的经
验智慧。

这就好⽐我们常常讲的“懂得了许多的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因为光是通过阅读或者粗浅的了解并不能将知识转化为
⾃⾝的智慧。别⼈所讲的道理，即使正确⽆⽐，若没有经过⾃⼰亲⾝的痛苦体验过程，也是⽆法被⾃⾝认可并接受的。这也
就是Ray Dalio常常讲的“痛苦+反思=进步”。

在这⼀章中，克⾥希纳揭示他是所有⼀切的源头 - 造化来⾃于他，⽽不变的灵魂也是他，他既是世界的创造者，也是世界的
毁灭者。因为⼀切都来⾃于他。所以⼈即便是崇拜低等神祗，只要有信⼼，仍会有结果，因为这些神祗也都来⾃于他，即使
这样的⼈是⽆明的。唯有全⼼全意敬拜⾄上的⼈，才可以到达⾄上的⽆上居所。



本章精华
1.克⾥希纳道：“听清楚了，阿朱纳！ 我现在就告诉你， 如何通过静坐冥想，全⼼奉献于我，皈依我，⽽全然圆
满地认知我。”

4.“地、⽔、⽕、⻛、以太（空）、⼼念、理智与个性，是我显化的造化⼋性质。”

5.“这是我的低等性质，但勇⼠啊！当知我更⾼等的性质 - 正是我的⽆上⽣命，在维系着这个宇宙。”

6.“它是孕育所有众⽣的⼦宫，因为我既是创造诸世界、也是毁灭诸世界的那⼀位。”

7.“阿朱纳啊！没有⽐我更⾼的了；所有⼀切犹如串连成线的珍珠⼀般，皆系于我。

14. “的确，这显化于造化三性的神圣幻象（Maya，意指我们的娑婆世界），是难以超越的。只有完全地奉献于
我，⽽且唯独奉献于我的⼈，才能做的到。”

16.“阿朱纳啊！崇拜我的⼈分属不同的阶段：⾸先是受苦难者，再来是冀求知识者，然后是渴求真理者，最后是
获得智慧者。”

17.“已得智慧、⽆⽌息地静坐冥想于我，⽽且唯独只奉献于我的智者，是所有这些⼈当中 优秀的，因为我是被
这些智者所挚爱着，⽽他们也是我所挚爱的。”



18.“尽管这些⼈都有⾼贵的⼼，但唯有智者，我把他们视为我的⼤我；因为智者总是与我处于平安之境，将我
作为他们的 终⽬标。”

19.“经过许多世，智者终将能如我所是地去了悟我。能够⽆处不⻅上帝，如此开悟之⼈的确是⾮常难得。”

21.“但尽管敬拜形式各异，只要供奉者有信⼼，那么因着信⼼，这些敬拜也都会有我的保证。”

26.“阿朱纳啊！我知晓过去、现在、未来⼀切的众⽣；但他们并不认识我。”

27.“英勇的阿朱纳啊！⼈们活在虚幻的世界中，被冲突对⽴的感官绚烂所迷惑，因好恶的情感⽽迷惘。”

28.“但对于⾏事正直的⼈⽽⾔，他们的罪业已经消解，不被冲突对⽴的情绪所迷惑，他们以坚定的决⼼敬拜
我。”

29.“皈依我，致⼒于从⽣⽼病死循环中解脱的⼈，他们了悟⽆上灵魂- 也就是他们⾃⼰的真正⾃性 - ⽽于其⾃
性中，所有作为皆⾃得圆满。”

30.“凡是于世间⽣命中以及⼀切献祭中看到我，以纯净神性⻅我，其内⼼稳定，他们住在我之内，即使是在临
命终时，亦复如是。”





造成分别的原因/
第⼗四章：
造化三性

The Three 
Qualities

本章讨论塑造内在⼼理世界与外在物质世界的基本⼒
量 - 造化（Law of Nature）的本质，也就是造化三性。
克⾥希纳在这⼀章中，简短地为阿朱纳解说这三种属
性⼒量的差别，在稍后第⼗七与第⼗⼋章中，则进⼀
步从信念、献祭、理智、职责，甚⾄是饮⻝与修⾏等
多⽅⾯，说明造化三性消⻓所呈现的不同⾯貌。

克⾥希纳虽指出处于造化中的我们⽆法逃脱造化三性
的影响，但他更强调的是：我们当了解，这三性的消
⻓变化，不论⾼低，都是造化律则的所为。我们应当
接受来到我们⾯前的所有⼀切，不论苦乐；也平等对
待所有众⽣，不论尊卑亲疏或敌友，如此⽅能超越造
化的束缚。当然，更重要的，是时时刻刻地专注于上
主；藉由⼀切供养上主的⽆我奉献，我们能了脱⽣死，
与永恒上主合⼀。



本章精华
1.克⾥希纳续⾔道：“现在我将为你揭示那超越知识的智慧，圣哲们通过证得此智慧⽽臻⾄圆满之境。”

2.“圣哲们智慧俱⾜，并了悟我的神圣，因此在每次宇宙重塑的循环周期伊始，他们不⽤再⽣；同样地当宇宙消散
解离时，他们也不受影响。”

3.“王⼦啊！永恒的宇宙是我的⼦宫，我在其中洒下种⼦，众⽣于是从中诞⽣。”

5.“纯真、热情与⽆明是⾃造化律则⽽来的三性质。他们束缚了众⽣内在的⾃由圣灵。”

6.“⽆罪的⼈啊！三者中，纯真是洁亮、强壮⽽坚韧的，因其对幸福与开悟的渴求⽽把⼈束缚住。”

7.“热情，由对享乐与执着的欲望所驱使，因其对⾏动的喜爱⽽把灵魂束缚住。”

8.“⽆明（愚昧），是⿊暗的产物，以环环相扣的愚⾏、懒惰与昏睡来蒙蔽众⽣的感官。”

9.“纯真带来快乐，热情带来骚动，⾄于那迷惑智慧的⽆明，则导致失败的⼈⽣。”

10.“王⼦啊！当纯真战胜热情与⽆明，纯真就显现；当热情战胜纯真与⽆明，热情就显现；⽽当⽆明战胜纯真与热
情，⽆明就显现。”

16.“⼈们说善⾏的果实是⽆暇且满覆纯真，热情的结果是苦难，⽽⽆明的结果是⿊暗。”



17.“纯真带来智慧，热情带来贪欲，⽆明则是带来愚昧、沉迷与⿊暗。”

18.“当纯真占优势时，⼈会进化；若热情占优势，他不进也不退；若⽆明占优势，则会迷失。”

19.“⼈⼀旦了解了⼀切都是造化三性之所为，此外别⽆其他，并能体认到那超越这⼀切的存在（上主），那么他就证
得了我的神圣本质。”

20.“当灵魂超越了造化三性 - 也就是物质存在的真正肇因，那么他就从⽣死与⽼苦中解脱，将狂饮不死的⽢露。”

21.阿朱纳问道：“我的主！超越了造化三性的⼈，有什么可辨认的特征呢？他们的⾏为如何？他们是怎样⽣活才能超
越三性的呢？”

22.克⾥希纳答：“王⼦啊！不论三性何者出现，他们不逃避；⽽没有时也不追寻。”

23.“维持⽆分别的态度，不为三性所骚动，了悟⼀切皆为三性所为，并保持宁静。”

24.“接受所有到来的苦乐，中定于⾃性（灵魂），⼟⽯与⾦⽟对其⽽⾔⽆异，⽆有好恶，坚定不移，对毁誉漠不关
⼼；”

25.“同等看待荣辱，爱朋友也爱敌⼈，舍弃所有主动⾏为，这样的⼈就是超越造化三性的。”

26.“以坚定不移之道⼼服侍我，且唯独我，这样的⼈将克服造化三性，⽽且与永恒合⼀。”



造成分别的原因/
第⼗七章：
信仰三别

The Threefold 
Faith

在这⼀章中，克⾥希纳从⼈的三性（纯真、热情与⽆明）谈
论他们在信仰上的不同。这⾥的信仰（梵⽂Shraddha）并不指
宗教上的信仰，反⽽是指根植我们⼼中，⽽我们未曾有疑惑
的信念（Beliefs）。这些信念由价值观、偏⻅等等构成。以近
代⻄⽅⼼理学的⽤语来说，所有构成我们潜意识的内容（包
括个⼈潜意识与集体潜意识），都是我们的信念与信仰。驱
使我们⽣命的动⼒，主要来⾃于潜意识，⽽不是意识。这就
是为什么克⾥希纳说：⼈是由其信仰（信念）所造就的。

⼈因造化三性（纯真、热情与⽆明）的不同，因此其信念有
很⼤差异。这表现在宗教上是指信仰、⻝物的偏好、献祭、
苦⾏、布施等等。克⾥希纳所说的苦⾏，并不是折磨⾃⼰的
⾝体，⽽更是泛指⾝、⼝、意上的洁净与修持。



本章精华
2.克⾥希纳答道：“⼈⽣⽽具有⾃造化三性之⼀⽽来的信仰 - 也就是纯真、热情与⽆明。现在且听我诉说。”

3.“⼈的信仰遵循着他的本性。⼈天⽣就是充满信仰的。事实上，⼈就是他的信仰造就的。”

4.“纯真者敬拜上帝，热情者敬拜财富与神通之诸神，⽆明者则敬拜死神与⾃然界的低等神祗。”

5.“未依经典之指示⽽修持苦⾏，被虚伪与⾃⼤奴役；以及被欲望与热情之⽕控制的⼈，“

6.“这样的⼈是⽆明的。他们折磨⾝体的器官，也骚扰了住在他们内在的我。当知他们是邪恶的信徒。”

7.“正如献祭、苦⾏与布施的⽅式各有不同，⼈们享⽤的⻝物也分为三类。且听它们有何分别。”

8.“延⻓寿命，并能增进纯净、活⼒、健康、喜悦与幸福的⻝物是可⼝、宽恕、实在，并令⼈愉悦的。这是纯真者
所喜爱的。”

9.“内在由热情所⽀配的⼈喜欢苦、酸、咸、过热、⾟辣以及⼜⼲⼜焦的⻝物。这些⻝物造成不快、悔恨与疾病。”



10.“⽆明者喜爱腐坏、不营养、腐臭、不洁的⻝物，以及他⼈与不洁净者所吃剩的⻝物。”

11.“如果献祭是依循经典的指示，不贪图其回报，⽽是内⼼认定是职责所在，那么这样的献祭就是纯真的。”

12.“雅利安⼈之杰啊！如果是为了其结果，或者是为了⾃我炫耀⽽⾏献祭，这样的献祭就是热情的产物。”

13.“违反经典指示，没有诵经，也没有布施⻝物或钱财，⽽且也没有信仰，这样的献祭是⽆明的产物。”

14.“敬拜上帝与师⽗，尊敬祭师与经师；纯真、正直、节制，与⾮暴⼒（⽆伤害）- 所有这些都是‘⾝’（⾝体）的
苦⾏。”

15.“⾔语上不伤⼈、真实，且宜⼈⽽有益，且恒常研读经典 - 这是‘⼝’的苦⾏。”

16.“沉着、仁慈、静默、⾃制与纯净 - 这是‘意’（意念）的苦⾏。”

17.“以信⼼执⾏此三类苦⾏，且不考虑其果报，可算是真正的纯真。”

18.“苦⾏若是伴随着虚伪，或是为了⾃我炫耀、媚俗或虚荣⽽⾏，这样的苦⾏来⾃热情，其结果必然是可疑⽽短
暂的。”

19.“依妄念⾏苦⾏，伴随着巫术，或者是带给⼰⾝或他⼈的折磨，这样的苦⾏可说是来⾃⽆明。”



20.“布施⽽不思回报，⽽是以因时、因地、因⼈之所需⽽责⽆旁贷的信念为之 - 这样的布施是纯真。”

21.“若是为其所带来的果报，或是为求回报，或是⼼有勉强 - 这样的布施真可说是来⾃热情。”

22.“布施的时空不当、对象不对，或⼼存不敬或蔑视 - 这样的布施是来⾃⽆明。”

23.“Om，Tat，Sat是永恒神圣的三圣号：吠陀经典、仪式、献祭，皆⾃此⽽出。”

24.“因此了解圣灵者在进⾏经典所述的献祭、布施与苦⾏时，总是由颂持‘Om’开始的。”

25.“⼼求解脱者在⾏献祭、苦⾏或布施时，会以颂持‘Tat’（意思是‘那’）开始，⼼中没有果报之念。”

26.“‘Sat’意指实相，也就是⾄善，⽽且阿朱纳啊！它也是⽤来表示具有⽆⽐功德的⾏为。”

27.“坚定于献祭、苦⾏与布施也同样称之为‘Sat’，所以任何唯独为上主⽽作的⾏动作为也同样称为‘Sat’。”

28.“不论是献祭、苦⾏、布施，或从事所有任何事宜，如果是没有信仰⽽为之，就称之为‘Asat’（意指不真
实），因为那是‘Sat’对⽴⾯。阿朱纳啊！这样的⾏为毫⽆意义，不管是如今或未来。”





如何修⾏/
第三章：
⾏动之道：
Karma瑜伽

The Path of  
Action: 
Karma Yoga

克⾥希纳在这章中提到灵性的两条道路：⾏动之道（亦即Karma Yoga）与智慧之道（也就是Jnana Yoga）；本章
谈论前者，⽽后者则是下⼀章的主题。

Karma⼀词常被译作“业⼒”，事实上这个词指⾏为、⾏动。当⼈们迷失于造化之中，则其任何⾏为，不论是⾝、
⼝、意，都必然承担后续的结果；这是因果的规则，也就是“业⼒法则”（Law of Karma）。⼀般⼈认为坏的⾏动才
有“业障”，事实上任何⾏动，不论好坏，都有其相应的后果，也就是造化⽤来将我们束缚在三界⽣死轮回的“障
碍”。

《奥义书》说：“⼈依欲⽽成，因欲⽽有意向，因意向⽽有业，因业⽽⼜果。”可⻅追究根源，因果业⼒是来⾃于
欲望、来⾃于对⼩我的认同（我执）。克⾥希纳说，欲望源⾃于造化三性之⼀的热情，再透过感官、⼼与理智的
⼀起运作⽽摧毁智慧、蒙蔽灵魂。克⾥希纳也在本章中说：“ 正如⽕被烟雾遮蔽、镜⼦为灰尘覆盖、婴⼉为⼦宫
所包裹，宇宙也是笼罩于欲望之中。”



克⾥希纳说，⾏动之道（Karma Yoga）就是正确的⾏为，也就是正⾏。正⾏也称正业，是佛教重视的⼋正道之⼀；
在佛教经典中，正⾏意指合理的⾏为，包括不杀⽣、不偷盗、不邪淫等。但在本章中，克⾥希纳再次强调并不是
回避⾏动就可以回避因果业⼒，因为只要是⾝在造化中，就会受到造化三性的影响。

译⽂中，⾏动、⾏为、作为可视为同义词。另外，我们有时把⾏动（Action）与不⾏动（Inaction）译为“为”与“⽆
为”，或“动”与“静”。不难发现，《薄伽梵歌》中有颇多思想与⽼⼦相同。

在稍后的章节中（包括第五、第九、第⼗⼀章），克⾥希纳⼀再强调唯有将所有⾏为作为献祭，供养上帝 - 时时
刻刻专注于上主的⽆我⾏为 - 才是真正的解脱之道；这便是Karma Yoga的真正含义。



本章精华
3.克⾥希纳答道：“ 正如我已说过的，这个世界有⼀条双重道路。⽆罪者啊！对静坐者⽽⾔，那是智慧之道；对
于⾏动者⽽⾔，则是⾏动之道。”

4.“ 没有⼈可以借由摒弃⾏动⽽获取⾏动上的⾃由；也没有⼈能光靠静坐就臻⾄圆满。”

8.“ 依职责所在去做吧，因为依职责⽽为优于⽆为。⼈如果保持不动，连要维持⾁⾝都不可能。”

9.“ 于此世界，⼈们为⾏动所束缚 - 除⾮将⾏动作为献祭。因此，阿朱纳啊！以⽆执着之⼼为之，仅以献祭为
之。”

10.“ 太初，当上帝以他⾃⼰为献祭创造众⽣，他对众⽣说：‘藉由献祭，你们得以昌荣繁茂，也满⾜你们所有的
欲望。‘”

15.“ 所有⾏为的源头是永不毁灭的⽆上圣灵，⽽在献祭中，⽆所不在的圣灵将会亲临。”

16.“ 所以如果⼀个⼈⽆助于献祭之轮的运转，反⽽过着罪恶的⽣活，只是享受感官的满⾜，阿朱纳啊！这样的
⼈只是徒然活着。”

17.“ 相反地，静坐沉思于⾃性（⼤我）的灵魂则满⾜于侍奉⾃性（⼤我），并安住于⾃性（⼤我）之内；对他
⽽⾔，不再有什么事是需要他去达成的。”



18. “ 为或⽆为，他皆⽆所得。其福祉不依赖于俗世众⽣之作为。”

19.“ 因此善尽你的职责，不去在意结果，因为尽职⽽不执着者，将证得⽆上之境。”

27.“ ⾏动是造化内三性的产物。只有被个⼈⼩我迷惑的⽆明者，才会说：‘我是作为者。‘”

28.“ 但是壮⼠啊！正确了解三性与⾏动之关系的⼈，不会执着于⾏动，因为他们知道所有⾏动都只是他内在三性
的作⽤与反作⽤（反应）的结果罢了。”

30.“ 因此，将你的⾏动⾂服于我，意念专注于绝对者（⼤我），将⾃⼰从⾃私中解放出来，不期待报偿、⼼不扰
动，起⽽战⽃！”

31.“ 总是遵循我的戒律⾏事、信⼼坚定，且⽆有疑虑，这样的⼈也都免于⾏为的束缚。”

36.阿朱纳问：“ 我的主！请告诉我，是什么导致⼀个⼈犯罪，甚⾄是违反其意愿⽽仿佛是被迫去做的呢？”

37.克⾥希纳说：“ 是欲望、是嫌恶，⼆者皆源⾃热情（情感）；欲望消耗并腐蚀⼀切，是⼈ ⼤的敌⼈。”

41.“ 因此，阿朱纳啊！⾸先是控制感官，然后斩断欲望，因为后者满是罪业，是知识与智慧的毁灭者。”

43.“ 所以，⼤⼒⼠啊！知晓他是超越理智的，并且藉由他的帮助，降服你个⼈的我执，消灭你的敌⼈，也就是欲
望 - 不论这会是⼀项多么艰⾟的挑战。”



H.P.布拉⽡茨基-《证道学要诀》



如何修⾏/
第五章：⾏为之舍弃
The Renunciation of  Action

在前⼀章 后两句诗⽂中，克⾥希纳谈到了为了静坐沉思⽽舍弃⾏动的
智者，其⾏为不受束缚；他因此⿎励阿朱纳遵循智慧之道（Jnana Yoga），
以智慧破除⽆明。这⼜意味着依智慧之道⽽舍弃⾏动也是克⾥希纳所赞
同的，但这似乎与⾏动之道（Karma Yoga）所倡导的正⾏有所抵触。阿朱
纳因此在本章中，对此⼆者间的分别，提出他的疑问。



本章中所谈的⾏为之舍弃（也可译作“出离”），也就是印度传统所说的“桑亚萨”（Sannyasa）。印度⼈将
⼈的⼀⽣分成四个理想化的阶段，即“四住期”：学徒期、家居期、林隐期与弃世期（Sannyasa；也译作
“云游期”）。

第⼀阶段始于“⼊道/印⼼”（Initation）（也因灵性传承所不同⽽译作“点化”或“灌顶”），也就是接受了师
⽗或者是⽼师的认可之后成为徒弟，学习师⽗传授的⼀切。

第⼆阶段进⼊婚姻⽣活，开始善尽个⼈的家庭与社会责任。

第三阶段是的当⼀个⼈完成了他的家庭社会责任后，进⼊森林成为隐者，将更⼤的⼼⼒投⼊灵性修持。

到了第四阶段，林隐者再次回到社会，但却不是回到原来的家庭，⽽是作为苦⾏者或者托缽僧（成为“桑
雅⼠”(Sannyasi)），居⽆定所；灵性修持仍是其⽣命重⼼，但这⼀次却不是避世，⽽是某种形式的⼊世。
或许林隐期是外在的舍弃，⽽弃世期才是真正的舍弃吧！

对于阿朱纳的问题，克⾥希纳回应说：正⾏较舍弃⾏动佳，但实际上却强调两者是不可分的；重要的是
内在，⽽不是外在的⾏为。专注、⽆有执着，将⼀切作为献祭献给⾄上，则不论外在是有所为或⽆为，
都能于⾃性中证得平安，与上主合⼀。



约瑟夫·坎⻉尔-《英雄之旅》



本章精华
2.克⾥希纳答道：“ 舍弃⾏动与正⾏之道，⼆者皆可使你臻于⾄境；但两者中，正⾏之道较佳。”

3.“ ⽆好亦⽆恶，⼼不为⼆元对⽴所动，并且能轻易地从束缚中解脱，这样的⼈才是真正的苦⾏者。”

5.“ 经由智慧所达到的境界，同样可以藉由正⾏来达成。视⼆者为⼀者，是了知真理者。”

6.“ 壮⼠啊！没有专注，舍弃是艰难的。总是静坐沉思于⾄圣（上帝）的圣哲，不需⻓久岁⽉即可臻⾄绝对之
境。”

10.“ 将所有⾏动献给圣灵，完全⽆个⼈之执着，这样的⼈被罪业所染指的程度，⼀如莲花被⽔所沾湿的程度 -
微乎其微。”

11.“ 圣哲之作为不带激情，总是将⾝、⼼、理智，甚⾄是感官，作为其灵魂净化的⼯具。”

12.“ 弃绝了⾏为的果实（所带来的结果），他赢得了永恒的平安。⾄于不认识灵性的⼈，为欲望所驱使，执着
于他们所认为的⾏动所带来的好处，反⽽与之纠葛缠结。”

13.“ 打从内⼼就舍弃所有⾏动作为，克⼰⾃制的灵魂于其九窍之城中 - 也就是此⾁⾝ - 享得极乐；既⽆所为，也
未引发其他之作为。”

14.“ 宇宙之王并未对⾏为、因由、或者因缘果报，订下什么规则。所有种种，都是造化在运作使然。”



17.“ 他们静坐沉思于⾄圣（上帝）、对⾄圣有坚定信⼼（道⼼）、专注于⾄圣，并于⾄圣中失去⾃我，罪业也于智
慧中消解；他们将不再回来（不再轮回）。”

20.“ 了悟并活在绝对之境，其⼼不动、不乱；不为乐喜，不为苦悲。”

21.“ ⼼不冀求与俗世接触，其⾃性与永恒合⼀，这样的圣哲于其⾃性中寻得幸福，并享有永恒极乐。”

22.“ 外在关系所带来的欢乐伴随着痛苦；这种欢乐有始也有终。智者对此并不感欣喜。”

23.“ 在离开此⾁⾝前，就学会了不受欲望与嗔怒的诱惑，这样的⼈是圣⼈，⽽且也是幸福的。”

24.“ 于⾃性中⾃得其乐，并寻得平安，从⽽使其⾃性光辉显露，这样的圣哲证得永恒极乐，⾃⾝成为圣灵。”

25.“ 罪业洗清、分离感消失、征服⾃我，⽽且只寻求众⽣之福祉，这样的圣哲回归于永恒的圣灵。”

26.“ 了悟⾃性、控制⼼念，且⼼中⽆有欲望与嗔怒，如此之圣⼈⽆处不⻅永恒极乐。”

27.“ 摒除外在事物、凝视于双眉之间，以⿐调均呼⽓与吸⽓。”

28.“ 控制感官、意念与理智，⼼念致⼒于解脱，⽆有欲望、恐惧与愤怒，这样的圣哲得永恒之⾃由解脱。”

29.“ 知晓到我是欣然接受所有苦⾏与献祭之供养的，是诸世界的强⼤统治者，⽽且也是众⽣之友，这样的圣⼈达到
了永恒平安之境。”



如何修⾏/
第四章：
智慧之道：
Jnana瑜伽

The Path of  
wisdom: 
Jnana Yoga

本章的标题是Jnana Yoga，但克⾥希纳在本章中谈论的，并不仅限于此；关于Jnana Yoga的内容，实际上也分
布在不同的章节（包括第六章）。Jnana的字⾯意思是知识（Knowledge），所以Jnana Yoga也是知识之道。但
这⾥所说的知识不是关于世间的知识，⽽可说是⼀种“ 真知 ”(gnosis），也就是智慧，但⼜不只是世间的智慧。
这种智慧，根据《⼈的宗教》作者史密斯所⾔：“ 不如说是⼀种直觉式的辨识⼒，具有转化的⼒量， 终把能
知者转变为真知者。”因此“ Jnana Yoga是特别提供给有强烈内省倾向的灵性追求者⽽设的，它是透过知识⽽与
上帝合⼀的途径。”可⻅Jnana Yoga所说的智慧，是超越头脑、⼼智层次的了解，⽽且是深切地体认到耶稣所
说的“ 与⽗为⼀ ”的全然觉知。

史密斯进⼀步说：“ Jnana Yoga据说是通向开悟 短的途径，也是 陡峭的路。它需要理性与灵性作罕⻅的结
合，因此只适合极少数⼈。”的确，这是⼀条 容易让⼈“ 误⼊歧途 ”的路 - 我们很容易因为有了很多的知识，
⽽误以为⾃⼰已经了解或开悟，但可能我们所了解的知识并⾮真知，被误导⾄迷途。



在本章中，克⾥希纳揭示了⼀项奥秘：它 - 上主之圣灵 - 虽然住在所有的众⽣之中，但也能直接以⾁体形式显现于
世间，⽬的是为了维护世界的秩序。

这是上主⽆限的爱：尽管了解⼀切皆是造化所为，所有的苦难都是虚妄的， 但出于对众⽣⽆尽的爱， 上主仍示现
于尘世，引导众⽣⾃幻梦中苏醒。克⾥希纳更进⼀步说：

“ 每当灵性衰退、物欲横⾏ ...... 我就会转世降⽣。”

⽼⼦，释迦牟尼佛，耶稣，克⾥希纳等先知也许就是同⼀导师的不同化⾝。

灵性导师很多，或许也都能带领徒弟到达某种开悟的境界， 但直接来⾃“ 源头 ”的明师，⽆疑地是具有 ⼤的⼒量
- 包括慈悲、爱与智慧，能带领徒弟早⽇“ 回家 ”。这样的信仰似乎是印度教与基督教特有的。佛教（尤其是⼤乘或
⾦刚乘）虽然也仰赖佛菩萨或者上师的⼒量，但却认为众⽣的⾃性与佛菩萨其实是⼀样的。坦⽩说，要去辨别何
为真并没有实质上的意义。⼀⽅⾯是因为语⾔⽂字是有限的，⽽另⼀⽅⾯，则是因为我们每个⼈都以⾃⼰有限的
眼光看世界，所以只能以⾃⼰的理解去了解⼀位上师。因此更真切的问题或许是：当⼀位真正了悟⾃性的师⽗站
在⾯前时，我们能认得出来吗？如果我们被世间的概念与知识所蒙蔽，恐怕是上帝站在我们⾯前也不认得！

Jnana Yoga所说的正是这种明辨的真知，但是这种真知却不是可透过⽂字传达的。克⾥希纳在这章中，除了再次说
明我们应超越⾏为结果的束缚、⽆有执着外，还强调智慧的⼒量。不执着，意念专注中定，虚⼼服侍师⽗，向师
⽗学习，⽽且不论是任何形式的⾏为与动作，都应将之作为献祭⽽不求回报 - 如此我们将能于⾃性中寻得智慧。



本章精华
1.克⾥希纳说：“ 此⼀永恒道理，我曾教给太阳王朝的创⽴者维⽡思旺(Vivasvat)，维⽡思旺传给法典的创⽴者摩奴
(Manu)，摩奴再传给⽢蔗王(King Ikashvaku)！”

3.“ 我如今所揭示给你的，正是此⼀相同的古⽼道途，因为你是我的信徒、我的朋友。这是⽆上的秘密。”

4.阿朱纳问：“ 我的主！维⽡思旺先您⽽⽣，您怎么能够把这个道理告诉他？”

5.克⾥希纳回答：“ 我⼀直以来，⼀再转世；阿朱纳啊 ！你也⼀样，只是我知道我所经历的⽣⽣世世的⼀切，但你
不知道你的。”

6.“ 我⽆起始。虽然我是不朽的，也是所有存在的众⽣之王，然后，藉由我⾃⼰的意愿与⼒量，我让⾃⼰示现于⼈
间。”

7.“ 每当灵性衰退、物欲横⾏，阿朱纳啊 ！我就会转世降⽣。”

8.“ 为了捍卫正义，摧毁邪恶，并建⽴上帝的国度，我世世代代不断降⽣。”

9.“ ⼀个⼈⼀旦了悟有关我的诞⽣与⽣命的神圣真理，他就不再转世；⽽当他离开此⾁⾝时，他将与我合⽽为⼀。”

15.“ 何为‘为’，何为‘⽆为’？智者亦有所疑惑。但我将为你解说⾏为（⾏动）之道，了解了它，你将⾃免于恶。”



17.“ 辩明何为正确的⾏动、何为错误的⾏动，以及何谓不⾏动（⽆为），是必要的，因为⾏为（⾏动）的法则不可
思议。”

18.“ 能⻅动中之静、静中之动者，为上智者。尽管他有所为，仍是圣⼈。”

19.“ 如此之⼈，智者称之为圣哲，因为其所有作为皆⾮由欲望所驱使；⽽且其⾏为也被智慧之⽕所净化。”

21.“ ⽆有期待，⼼⽆放逸，⽆有贪欲，仅有⾝⾏。尽管尤为，⼼⽆染着。”

22.“ 满⾜地接受所有来到他⾯前的，⼼中⽆有抗拒；超越⼆元对⽴，⽆有钦羡，⼼不落于成败；尽管有所作为，但
不受结果成败之束缚。”

23.“ ⽆有执着，⾃在，意念中定于智慧，以献祭之⼼⾏事，这样的⼈⾏事不留痕迹。”

24.“ 对他⽽⾔，献祭本⾝即为圣灵；圣灵与供养为⼀，是圣灵将⾃⼰献祭于⾃⼰的⽕焰之中，⽽尽管有所作为，他
于上帝是合⼀的，因为在⾏动当中，他的⼼始终未曾偏离上帝。”

25.“ ⼀些圣哲将献祭供养诸神祗，⽽有些圣哲（已了悟⾃性者），则以⾃⼰为献祭，供养于永恒者（上帝）的祭
坛。”

26.“ 有些⼈将⾝体感官献祭给克⼰⾃制之⽕；另有⼀些⼈则将他们与外界事物的接触，供养给感官的献祭之⽕。”



27.“ 还有⼀些⼈，将其所有活动，包括呼吸的维⽣功能，献祭给由智慧所点燃的克⼰⾃制的灵性之⽕。”

28.“ 另外还有⼀些⼈以财富、苦⾏与静坐沉思作为献祭。持戒之僧侣则舍弃其经典修持，甚⾄是其灵性⼒量，来作
为供养。”

29.“ 有些⼈修持⽣命能量的控制，控制上⾏与下⾏⽓这些细微⼒量的运作，藉此将上⾏⽓献祭给下⾏⽓，也把下⾏
⽓献祭给上⾏⽓。”

30.“ 另外有⼀些⼈节制饮⻝，将他们的俗世⽣命献祭给灵性之⽕。所有这些⼈都了解献祭的主旨；藉由献祭，他们
的罪业都得以洗净。”

32.“ 以圣灵故，种种献祭皆可如此⾏之。当知所有这些都需仰赖⾏动。了解了这点，你就可得⾃由。”

33.“ 阿朱纳啊！智慧之献祭优于所有物质之献祭，因为⾏动的顶点总归是开悟。”

36.“ 即使你罪业深重，你仍将可以依此智慧之筏渡过⼀切罪业。”

41.“ 然⽽对为了静坐沉思⽽舍弃⾏动，挥智慧之剑劈开疑虑，且始终稳⽴于⾃性的⼈⽽⾔，是不被其⾏动所束缚
的。”

42.“ 因此，以智慧之剑破除你⼼中因⽆明⽽起的疑虑，遵循智慧之道，奋起吧！”



如何修⾏/
第六章：
静坐与克⼰⾃制：
禅定瑜伽

Meditation 
and Self  
Control: 
Dhyana Yoga

本章的主题是禅定瑜伽，也就是Raja Yoga。史密斯在《世界宗教》中说，在印度Raja Yoga被认为是“通向重新整合的皇家(Raj)之
路”，因为它“带领⼈到令⼈⽬眩的⾼度（境界）...... 乃是⼀条通过⾝⼼试验⾛向神的路”。

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奥义书》，“感官是向外的，⼈们因此朝外⾯的事物看，⽽看不到内在的存有。只有少数聪明⼈对外⾯的
东⻄闭上眼睛，⽽看到内在⾃性的光辉。”

本章谈禅定瑜伽，但内容与前⼀章也都有些关联。在前⼀章中，克⾥希纳虽然告诉阿朱纳正⾏要⽐舍弃⾏动佳，但也强调两者
是不可分的。在这⼀章的开头，他更直接说舍弃就是正⾏。

克⾥希纳接着谈论冥想静坐之道，⽽这也是前⼀章 后三节谈论的。除了对冥想静坐姿势与场所有简单的建议外，他强调我们
应克⼰⾃制、⽣活中道，如是持续专注的精进修⾏，终将会带来灵性的果实。

本章的后半段，阿朱纳问及多数修⾏⼈会遇到的问题：我们如何降服纷⻜的意念（⼀如须菩提在《⾦刚经》中向释迦摩尼佛请
教如何降伏其⼼）？克⾥希纳建议应持续修持与舍弃，如此学到克⼰⾃制，将终能证得开悟；即便⽆法修习禅定之道，他也保
证只要⾏正道 - 尽管偶有过失 - 就永不坠恶道。



本章精华
1.克⾥希纳道：“尽责任⽽为，不考虑后果者，才是真属灵与真苦⾏；仅仅遵循礼仪或回避⾏为者，则都不是。”

2.“阿朱纳啊！事实上，舍弃就是所谓的正⾏。⼀个⼈只要还没有舍弃所有欲望，就称不上是属灵的。”

3.“对追求灵性静坐之境界的圣哲⽽⾔，修⾏是唯⼀法⻔，⽽当他证得这些境界，他仍必须藉由不缀的克⼰⾃制来
维持其等级。”

7.“对克⼰⾃制、已证得平安之境者⽽⾔，其⼼灵不为冷热、苦乐、荣辱所动。”

8.“⼼中只冀求智慧与灵性的洞⻅、克服感官，⽽且看待⻩⾦与粪⼟⽆⼆，这样的⼈是真圣⼈。”

9.“不偏颇地看待所有的⼈ - 不论是爱⼈、朋友或是敌⼈，是冷漠者或⼼怀敌意者，也不论亲疏、善恶。”

10.“灵性修持者当不懈怠地练习集中意念，过隐退避静⽣活，孑然⼀⾝，控制意念与品⾏，⽆有欲望、⽆有财物。”

11.“选定⼀处圣所后，当以坚定姿势坐于座上，座位不太⾼也不太低，上⾯铺上草席、⿅⽪与布。”

10.“如是坐定，意念专注，收摄⾝体机能与观照感官；他当如是修持静坐冥想以净化其低等天性。”

14.“⼼保平静，⽆有畏惧，遵守独⾝誓⾔，控制意念并专注于⼤我，他当在沉思于⼤我中失去⾃我。”



15.“如此意念恒常与我交流，念头降服，他将证得平安之境；此平安之境来⾃于我，⽽且终将为他带来解脱。”

18.“当完全控制住意念，中定于⾃性，且⽆有任何尘世之欲望，那么此⼈是真属灵的。”

19.“战胜意念并融⼊⾃性的智者，有如⼀盏屹⽴不倒的灯，因它有遮蔽，不为四⽅的⻛所动。”

20.“于此，⼀切天性，不论⾼低，皆被⾃性的光所悉⻅；⼈将安住于⾃性之中，享有满⾜；藉着与⾄圣的合⼀，⾝体机
能收摄了，⼼灵也寻得安息。”

22.“⼀旦寻得，他将了悟再也没有如此宝贵的宝藏了。⽽且⼀旦得到，就再也没有任何不幸可以扰动得了他。”

27.“意念平和、激情平息、⽆有罪业，且与绝对者（上帝）合⼀的圣哲，⽆上的喜悦是属于他的。”

28.“⽆有罪业，恒常安住于永恒之境，如此之圣⼈⽆需费⼒即享有经由了悟⽆限者（上帝）⽽得来的⽆上喜乐。”

29.“证得所有⽣命之⼀统性者，于众⽣中⻅到其⾃性，也在其⾃性中⻅到众⽣，⽽且能以不偏颇的眼光看待万物。”

30.“能在万物中看到我，⽽且也能在我中看到万物，这样的⼈我永远不会离弃，⽽他也永不会失去我。”

31.“了悟⽣命之⼀统性，并崇拜万物中的我，这样的圣哲不论境遇如何，总是活在我⾥⾯。”

32.“阿朱纳啊！不论外在形式是苦是乐，处处皆能从中看到与其内在相同的⾃性，这样的⼈是完美的圣⼈。”



36.“⼈如果不知如何克制⾃⼰，就不可能证得了悟；然⽽对通过适当⽅法⽽努⼒学习⾃制的⼈⽽⾔，证得了悟是有
可能的。”

37.阿朱纳问道：“主啊！倘若⽆法克制⾃⼰，也⽆法做灵性沉思；虽⽆法证得圆满成就，但却保有信⼼（道⼼），
这样的⼈会怎样呢？”

38.“我的主 ！如果既⽆法克制⾃⼰，也⽆法灵修，那他是不是就毫⽆希望，⽽将在灵性道路上迷失，有如浮云般⽆
所凭靠呢？”

40.克⾥希纳答 : “我挚爱的孩⼦啊 ！ 不论此世或来世，他都不会招致灭亡。⾏正道者，不会招致厄运。”

41.“居于正义之⼈的⾏列，且已⾏之多年，尽管偏离了灵性道路，之后仍将转⽣在纯洁、良善且富⾜的家庭之中。”

42.“⼜或许他会⽣于智慧的圣者之家，虽然这样的转世是很难得的事。”

43.“之后他前世的体验将会复苏，⽽藉此之助，他将较以往更殷切更努⼒地去达到圆满。”

44.“不知不觉地，他会重回到他过去世的修⾏路上。所以尝试去了悟灵性意识的⼈，绝对是优于那些只是谈论它的
⼈。”

45.“灵性修持的⼈在殷切努⼒下，如此经历许多世，罪业消解，终将证得圆满，达⾄⽆上（上帝）。”

46.“智者（瑜伽修⾏者）胜于苦⾏者，也胜于学者与⾏动者，因此阿朱纳啊 ！当⼀位智者（瑜伽修⾏者）吧。”



如何修⾏/
第⼗⼆章：
奉爱之道：
巴克提瑜伽

The Path of  
Love: Bhakti 
Yoga

本章的主题是“奉爱之道：巴克提瑜伽”。《世界宗教》的作者史密斯说：巴
克提瑜伽的⽬的是引导那潜藏在每个⼈⼼中的爱朝向神（上帝）。因为⽣命
的推动多出⾃情感⽽少发⾃理性，⽽充满在⼈⼼中的各种情感、情绪中，爱
是 强烈的（以“第四道”的⽤语来说，就是多数⼈是倾向“情感中⼼”的），
因此相对于其他的修⾏道路，奉爱之道有 多的追随者。

奉爱之道，也称虔诚瑜伽，是透过全⾝⼼奉献、信⼼与爱⽽了悟上帝的⼀条
道路，也是克⾥希纳所赞赏的，他在本章结尾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喜爱我所教导的灵性智慧，信⼼永远不坠，整个⼈
专注于我，这样的⼈确实是我最挚爱的。”

这条信⼼与爱⼼的道路也是其他主要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所重视的。主耶稣
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有永⽣。（约翰福⾳6:47）”；《哥林
多前书》中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 ⼤的是爱。
（13:13）”在《严华经》中，释迦摩尼佛也说：“信为道源功德⺟，⻓养⼀切
诸善根。



但是对于⾝处造化之中的众⽣，要怎样才能有爱呢？因为爱的本质就是“合⼀”，所以必须有“⼆”，才能“合⼀”。
⺟亲与孩⼦为⼆，所以才能有爱。我们（众⽣）与上帝合⼀，所以才能有爱，有合⼀的渴望。这也正是何以本
章⼀开始阿朱纳就对克⾥希纳提出是否应以具有“Personal”（⼈格化）的上帝来认识他的主要原因。

上主⽆处不在、⽆形⽆相，但对有限的众⽣⽽⾔，却必须将⼼中⽆限的上帝具体化，才能有爱。的确，克⾥希
纳在本章中说的很清楚：

“但如果将注意⼒放在寻找绝对与不具⼈格的上帝的⼈，会遭遇到较⼤的困境。因为对于拥有⾁⾝的⼈⽽⾔，要
以我是没有⾁⾝的⽅式来了悟我是困难的。”

然⽽并不是每个⼈都能够轻易地⾏奉爱之道。从灵性的⻆度来说，这恐怕与⼈过去⽣⽣世世的因果业⼒有关；
从⼼理学的⻆度来看，则认为与⼈⽣命初期（婴⼉时期，或甚⾄是在⺟胎中）的经验（尤其与⽗⺟的经验）有
绝⼤关系。在我们成⻓的过程中，与⽗⺟的关系是 接近于“⽆条件”的，⽽这种经验也 贴近我们与上帝的关
系。（当然严格来说，所有的“关系”都是“替代品”，都是Karma设计来取代上主⽆条件的爱的赝品。）然⽽世间
的⽗⺟却不是完美的上帝，因此如果⼀个⼈在⽣命的初期⽆法经验到相当的安全与信赖，在其深层潜意识中，
将也不容易与上帝有这样的爱与信赖的关系（这也是造化业⼒使然）。

尽管如此，克⾥希纳在本章中，强调我们应不断地练习将⼼念与理智坚定地系于他。皈依他，遵照他的教理，
克⼰⾃制，并从⼼去舍弃⼀切，如此我们仍可享有他所赐予的平安。



本章精华
2.克⾥希纳答：：⼼念恒常系于我，总是以坚定不移的信⼼（道⼼）与专注来敬拜我，这样的⼈是 佳的。”

3.“有些⼈认知我是永不毁灭、⽆法命名、未显化、⽆所不在、不可想象、原初的、永远不变以及永恒的，他们
以如是态度敬拜我。”

4.“他们克制感官，同等看待⽣命中的所有境遇，⽽且为所有众⽣的福祉⽽⼯作，这样的⼈确然会来到我这⾥。”

5.“但如果将注意⼒放在寻找绝对与不具⼈格的上帝的⼈，会遭遇到较⼤的困境。因为对于拥有⾁⾝的⼈⽽⾔，
要以我是没有⾁⾝的⽅式来了悟我是困难的。”

6.“诚然，有些⼈以⾏动⾂服于我，冥想我，敬拜我，静坐沉思时唯独专注于我，在想法上对我毫⽆保留。”

10.“假如你不够坚定，⽆法修持专注，那就对我现⾝服侍吧：让所有的⾏为都是为我⽽作，那么你依旧可以达到
你的⽬标。”

11.“假如你过于软弱，连这都做不到，那么就皈依于我、寻求与我合⼀，并且藉由全然的克⼰⾃制，舍弃所有⾏
为的果实。”

12.“知识优于盲⽬的⾏动，静坐冥想优于仅仅拥有知识，⽽对于⾏动果实之舍弃则⼜优于静坐冥想。只要有舍弃，
就有平安。”



13.“对所有众⽣⽆憎恨，亲切⽽慈悲，不⾃私、不骄傲，在苦乐中都保有平和宁静，⽽且是宽容的。”

14.“总是满⾜、⼼念中定、克⼰⾃制、果断，把情感与理智都献给我，这样的信徒是我挚爱的。”

15.“不伤害世⼈，也能不为世⼈所伤害，⽽且不为喜怒或畏惧所动，这样的⼈是我所挚爱的。”

16.“不期待什么、纯真、警醒、⽆分别、不受⼲扰，舍弃所有的主流⾏动，这样的⼈是我所挚爱的。”

17.“超越快乐与憎恨，⽆悲亦⽆求，好运、坏运都相同，这样的⼈是我所挚爱的。”

18.“对敌友都⼀视同仁，荣辱、冷热、苦乐都等同接受，不迷恋任何事物。”

19.“对毁誉⽆有分别，享受静默， 满⾜于所有命运，没有固定住所，⼼不动摇，⽽且诚⼼满满，这样的⼈是
我所挚爱的。”

20.“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喜爱我所教导的灵性智慧，信⼼永远不坠，整个⼈专注于我，这样的⼈确实是我最
挚爱的。”



⾏动瑜伽皇道瑜伽

智慧瑜伽 奉爱瑜伽

斯⽡⽶·维⻙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
⼜译辨喜

1863年1⽉12⽇—1902年7⽉4⽇，印度教
哲学家，在瑜珈与吠檀多哲学⽅⾯俱有相
当⼤的影响⼒。他也是罗摩克⾥希纳的弟
⼦与罗摩克⾥希纳机构的创办者。

瑜伽修⾏最好的参考资料-由Weiwei⽼师翻译的《⼋⽀瑜伽》

其次可参考辩喜（Swami Vivekananda）的瑜伽系列





修⾏的⽬的/
第⼗六章：神圣与邪恶

The Divine and Demoniac 
Civilization

在这⼀章中，克⾥希纳以罕⻅的强烈⼝吻，批评邪恶品质。他叙述的这些邪恶品质，很贴切地描述了主导
⽀配今⽇世界的唯物主义与资本主义思维。这种唯物的、不可知论者的思维是危险的，因为在他们的眼中，
只有⾁眼可⻅的物质世界才是真实的，灵性则是虚⽆缥缈、痴⼈说梦；对他们⽽⾔，⽣命是没有意义的，
因⽽可悲地⾃⽢堕落于物欲的享受之中。

除了这种“粗糙”的邪恶品质外，克⾥希纳还提到另⼀种较微细的邪恶品质，也就是“我慢（傲慢）”。修⾏
的陷阱之⼀就是当有⼀些灵性体验或⼼得，就⼼⽣我慢，认为⾃⼰⽐其他⼈⾼等。这种⾃命不凡的我执，
同样导向堕落与⽣死轮回，不可不慎。



本章精华
1.克⾥希纳续⾔道：“⽆惧、清净⽣活、⽆间断地专注于智慧、喜舍、克⼰⾃制、有献祭精神、常习经⽂、
苦⾏、真诚，”

2.“⽆伤害（⾮暴⼒）、真实、⽆怒、舍弃、知⾜、直率、慈悲对待众⽣、不贪、谦逊有礼、坚定，”

3.“英勇、宽恕、刚毅、纯真、⽆有憎恨与虚荣；阿朱纳啊！这些都是拥有上帝品质的⼈所具备的。”

4.“虚伪、傲慢⽆礼、残酷以及愚昧，都是⽣⽽邪恶的⼈所拥有的⾮上帝品质。”

5.“上帝品质导向解脱，⾮上帝（邪恶）品质通往束缚。王⼦啊！别担忧，你是有上帝品质的。”

6.“所有众⽣分两类：神圣的与邪恶的。我已描述了前者，现在我将说明后者。”

7.“邪恶者既不知如何作为，也不知如何舍弃。他们既不纯真也不真实。他们不了解正确的⾏为准则。”

8.“他们说宇宙诞⽣于意外 - 既⽆上帝也⽆⽬的可⾔。⽣命是性的结合所创造的，仅仅是淫欲的产物罢了。”

11.“热衷于邪恶的诸种作为，⾄死⽅休；视欲望的满⾜为 ⾼⽬标，其他皆视⽽不⻅；”

12.“他们深陷于各种空想之中，成为热情与愤怒的奴⾪，并且积聚不义之财，只是为了迎合其感官欲望。”



13.“今天我要得到这个，明天我要满⾜另⼀个欲望；这个钱财是我的，其余的不⽤多久也会是我的。”

14.“我杀了⼀个敌⼈，其余的我也要杀掉；我是值得享有这⼀切的，我是万能，我是完美、有权势、⼜快乐
的；”

15.“我富有，出⾝好，谁能与我相较？我会献祭，我会给予，我会付出 - 但我享受这⼀切。这些⼈就是如此
地被⽆明蒙蔽。”

16.“他们被冲突的想法所惑，陷于欲望的罗⽹，且沉迷于热情，因⽽堕⼊恐怖的地狱之中。”

17.“⾃负、固执、⾃恃富有、傲慢⽆礼，他们⾃命不凡，蔑视礼法。”

18.“他们吹嘘权势且极度⾃负，为贪淫与嗔怒所左右，这些邪恶之⼈厌恶在他们内在的我，因为我也在众⽣
之内。”

19.“这些憎恨我⼜残酷的⼈，是⼈类的渣滓，我判他们不断地轮回于悲惨邪恶之中。”

21.“通往地狱之⻔有三：贪、嗔与淫。他们会毁灭⾃性，要避开他们。”



修⾏的⽬的/
第⼗⼋章：出离⼼

The Spirit of  
Renunciation

这场神圣的对话到这⾥终于进⼊了尾声。这⼀章从阿朱纳询问舍弃与放弃两者的分别开始，⽽克⾥希纳的回答则包含好⼏个
不同的主题，可说是为这整场对话做了总结。

克⾥希纳⼀开始就谈论舍弃（Renunciation，或译为出离，也就是梵⽂的Sannyasa）与放弃（Relinquishing; Abandonment，也
就是梵⽂的Tyaga）这两者的区别。阿朱纳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多少与印度的灵修传统有关：因为传统思维⾥，倾向于认为修
⾏者应该像僧侣般放弃所有外在的⼀切。

主的答复是，真正的“放下”是内在的，也就是应以⽆执着与⽆所求之⼼⾏事。

克⾥希纳从造化三性（纯真、热情与⽆明）的不同，谈论职责、内在的理智与信念、以及修⾏道路上的不同。例如，以知识、
⻅解⽽⾔：纯真者⻅到与众⽣为“⼀”、没有分别；热情者⻅到与众⽣为“异”、各不相同；⾄于⽆明者，则只看到⾃⼰，没有
别⼈。因此在理智上，纯真者有明辨能⼒，热情者分不清对错，⽽⽆明者则颠倒是⾮。
在这个对话的终尾，克⾥希纳⼀再地向阿朱纳保证：

“......你是我所挚爱的。”
这其实也是上主对我们的保证 - 彷如上主在我们的⽿边轻声提醒 - 因为我们原本就是他的⼀部分。

后，克⾥希纳再⼀次提醒我们⾂服：善尽⾃⼰的职责，全⼼全意地专注于他、敬拜他，将所有⼀切⾝⼝意供养他，如此我
们就有了上主的 终保证。（这⾥的他，其实应指我们内在的他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的⾃性/灵魂）



本章精华
1.阿朱纳问道：“伟⼤的主啊，我想知道舍弃与放弃有何不同。”

2.克⾥希纳答：“圣哲们说舍弃意味着弃绝所有源⾃欲望的⾏动作为；⽽放弃则是⾂服于⾏动作为的结果（果
报）。”

5.“献祭、乐善与苦⾏是当为⽽不应舍弃，因为他们净化了渴望的灵魂。”

6.“但当以⽆执着与⽆所求之⼼为之。这就是我的最终判决。”

7.“放弃义务所在的⾏为是不对的；如果误解⽽置之不顾，那就全然是⽆明的结果。”

8.“若因畏惧⾝体受磨难可能带来的痛苦⽽回避⾏为，这就是依热情⽽⾏事，所以舍弃的好处不会显现。”

9.“履⾏义务，仅因为相信那是该尽的责任，没有任何世⼈的欲望或冀求任何回报 - 这样的舍弃就是出于纯真。”

10.“臻⾄纯真的智者，没有疑惑，拥有⾃我克制的精神，他们不会因⾏动所带来的痛苦⽽退缩不前，也不会因⾏
动所带来的快乐⽽⼼存冀求。”

12.“对⽆法舍弃所有欲望的⼈⽽⾔，⾏动的结果（果报）有三种：善恶，或者善恶兼具。但对于舍弃者，则没有
果报。”



19.“知识、⾏动与作为者因造化三性⽽各有歧异。且听我道来：”

20.“在所有众⽣中⻅到不可毁灭的‘⼀’、在个别的⽣命中⻅到没有分别的‘⼀’，这样的知识真可谓是纯真的知识。”

21.“认为形象各异的芸芸众⽣为各⾃分别的⽣命 - 这样的知识来⾃热情。”

22.“但盲⽬地执着于⼀想法，彷如其涵盖⼀切，没有逻辑思维，看不到真理，也没有洞察⼒，这种知识的根源是⿊
暗（⽆明）。”

23.“依义务⽽为，没有私⼼与关⼼，⽆好亦⽆恶，亦不思虑其后果，这样的⾏动是纯真的。”

24.“但即便在⾏动中付出最⼤的⼼⼒，如果作为者志在满⾜其私欲，内在充斥着个⼈的虚荣，那么这样的⾏动可说
是源⾃热情。”

25.“依妄念⽽为，既不在意其灵性意义，也不考量⾃⾝的能⼒或是⾏动可能带来的伤害，这样的⾏为可说是⽆明下
的产物。”

26.“若⼈既⽆情绪也⽆个⼈虚荣之⼼，反⽽是拥有勇⽓与信⼼，并且不在意成败，那么他的⾏为就是出于纯真。”

27.“冲动、贪婪、冀求回报、粗暴、不单纯、⼼回荡于悲喜之间，这样的⼈的内在是为热情所⽀配了。”

28.“若此⼈优柔寡断、卑鄙、顽固、不诚实、凶恶、懒惰、沮丧、拖延 - 这样的⼈可以说是在⿊暗（⽆明）中。”



29.“理智与信念也分为三类，视造化三性何者主导⽽定。阿朱纳啊！我将⼀⼀为你细说分明。”

30.“了知⽣命的⽣与灭，知晓当为与不当为之别，并能明辨畏与⽆畏、束缚与解脱 - 这样的理智是纯真的。”

31.“分不清对错，也不知当为与不当为之分别 - 这样的理智是被热情所掌控的。”

32.“阿朱纳啊！⾄于被⽆明所遮蔽的⼈，以⾮为是，颠倒看待事物 - 这样的理智是由⿊暗（⽆明）所统辖的。”

33.“藉着信念与稳固的专注⼒，使得⼼念、维⽣系统（能）与感官都得以得到控制 - 阿朱纳啊！这就是纯真下的产
物。”

34.“总是牢牢地抓住仪式，看重⾃我的利益与财富，为的是后续能为⾃⼰带来什么 - 这样的信念来⾃热情。”

35.“⽽倔强地执着于错误的理念、畏惧、悲伤、消沉与虚荣，这样的信念是⽆明的产物。”

36.“再听听三种不同的快乐。第⼀种是⽇益增加，解救⼈于悲惨中。”

37.“⼀开始彷如毒药，但后来却犹如⽢露 - 这样的快乐是纯真，因为它是⾃智慧⽽来的。”

38.“另⼀种是使感官沉迷于感官对象中，所以⼀开始有如⽢露，但终了却像是毒药 - 这样的快乐来⾃热情。”

39.“⾄于那源⾃于懒惰、昏睡与愚昧，⾃始⾄终只是在麻痹感官者 - 这样的快乐出于⽆明。”



45.“每个⼈只要勤奋地善尽其职守，就可证得圆满。对于时时留意⾃⼰职责的⼈，如何可达到圆满，且听我为
你述说。”

46.“藉由将所有⾏为奉献给上帝 - 他是所有众⽣的源头，并且充满所有的事物 - ⼈将可达⾄圆满。”

47.“尽⾃⼰的职责 - 不论是做的多不好，也总⽐去做别⼈的职责来得好，不论后者做得有多好。按照本性所揭
示的去履⾏⾃⼰的职责，这样的⼈永远不会有罪业。”

49.“全然⽆执着之⼼，战胜⾃我，欲望也消除，如此之⼈藉由舍弃，臻⾄⾏为⾃⾏圆满、没有留下业⼒种⼦的
圆满解脱之境界。”

50.“我现在将简短地说明臻⾄圆满的⼈如何寻得永恒圣灵 - 也就是⽆上智慧的境界。”

51.“总是由纯然理智所指引，勇敢地节制⾃我，舍弃感官的对象，并且弃绝执着与憎恨。”

52.享受独处、简朴、⾝⼝意在完美的控制下，融⼊于静坐沉思之中，这样的⼈得到了解脱 - 总是充满着舍弃之
⼼。”

53.“弃绝了⾃私、权⼒、傲慢、嗔怒与欲望，⽆拥有属于⾃⾝之物，并且内⼼达到了平安之境，这样的⼈堪能
加⼊永恒圣灵之⾏列。

54.“⽽当他与永恒合⼀，⽽且他的灵魂了知那来⾃于⾃性的恩典，他⼼中不再感到有欲望与悔悟，对所有众⽣
⼀视同仁，并且得享由献⾝于我⽽来的⽆上恩典。”



61.“阿朱纳啊！上帝住在所有众⽣的⼼中，是他的奥秘⼒量，使得众⽣如同在轮圈中轮回往复。”

62.“阿朱纳啊！尽你所有的⼒量⻜向他，并且⾂服于他。藉着他的恩典，你将证得⽆上平安之境、达⾄永⽣的住
所。”

64.“只是再听我 后⼀句话 - 那 深邃的秘密：你是我所挚爱的，你是我的朋友，⽽且我是为了你的福祉⽽说的。”

65.“献⾝于我、敬拜我、将所有⼀切供养我、顶礼我，如此你必然会来到我这⾥。我向你保证：你是我所挚爱的。”

66.“弃绝所有的俗世职责，唯独⾂服于我。不要焦虑；我将赦免你所有的罪业。”

67.“对于没有修持苦⾏的⼈，不能够去爱，不愿意聆听，或者对此嘲笑的⼈，不要将这些话语告诉他们。”

68.“但对于将这个伟⼤奥秘教导于我的信众的⼈，这就是最⾼的奉献，⽽且他必然会来到这⾥。”

70.“研读我们此⼀灵性对话的⼈，我向你保证，必然也会因此⽽在智慧的祭坛上向我礼拜。”

71.“是的，只要以信⼼与⽆怀疑之⼼聆听此教诲，他也能免于恶业，并提升⾃⼰到有道德者藉由德⾏所能达到的境
界。”

阿朱纳答：“主啊！我已不再迷惑。永恒不变的主啊！藉着你的恩典，光明已现眼前，疑惑已离我⽽去。⽽今我站
在您⾯前，愿遵您的旨意⽽⾏。”



“有三条真理是绝对的，不可能消失，但却可能因为⽆法⾔表⽽保持
沉寂：

⼀、⼈的灵魂不朽，他的未来将有⽆限潜⼒与⽆限光明。

⼆、产⽣⽣命的⼒量在我们⾃⾝内外。它超越了⽣死，永远明善。
它⽆形，⽆声，⽆味。但想感知它的⼈却能够感知它。

三、每个⼈是⾃⼰命运唯⼀的主⼈，是⾃⼰欢乐痛苦唯⼀的决定者，
是⾃⼰⽣命的酬劳及惩罚的唯⼀裁
判官。

这些真理，象⽣命本⾝⼀样伟⼤，却简⽽⼜简，如⼈ 简单的⼼。
⽤这些真理去满⾜饥渴吧…”

《⽩莲之歌》
Mable Collins,18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