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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什么根性  自己心里要有数

我喜欢养金鱼。
刚毕业，捧的是铁饭碗，一周才四节课，闲疯了，就染上了这个嗜好。从一个

小玻璃缸开始，一点点升级。后来到处奔波，可无论单身时候住出租屋，还是自己
有了房子，都要想方设法养几条鱼。

养鱼的乐趣，自然是赏鱼，这是表面上的。背后还有一层乐趣就是“折腾”，
折腾什么呢？过滤、充氧、灯光、加温……各式各样的器材，都是为了给鱼儿成就
一个让它们生活得舒适的环境。对于一个生命体，尤其是和哺乳动物不同的水生
动物，营造一个适宜生存和繁衍的小环境，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考验的不
仅是耐心和细心，还要有包容心，要放下自我，学会像一条鱼一样思考，这就和养
猫养狗不一样了。所以说，一样的养宠物，养鱼有时候会显得复杂了一些。那些玩
草缸、养海水鱼的玩家，更是要投入很多精力和金钱。你想象一下，在大西北，腾
一间房子，养一大缸海水鱼，屋里屋外那种对比，很有些奇幻的感觉吧。年轻时，
我也很羡慕那种玩法，很有一种人定胜天的自豪感。只是那种纯粹人造的生态系
统很脆弱，维持其运作成本很高，稍有差池，就会团灭，对于养鱼的人来说，那就
是一场噩梦。电视剧《三十而已》中那个“陈养鱼”就是因为丈母娘为省钱断了鱼
缸的电，一缸鱼团灭，一步一步走向离婚的。

去年回到乡下，老岳父帮我找了一口大水缸，放在小院里。我又鼓捣了一套简
单的沼泽过滤系统，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现在已经达到了生态平衡状态，鱼、
水生植物与微生物之间良性互动，除了喂食和续水，基本上不用操什么心。入夏
后雨水多了，连续水都省了。

文|觉民

Photo: Tara Winstead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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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花也是一样，在农村小院里地栽露养，就是比城里阳台上盆栽好养。阳光
照耀、空气流通、雨水滋润，这些植物必需的生存条件，大自然中是天然具备的。
即就是说到人，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养”，一方面是“培养”，不同地域
上的人，由于环境的不同、生存方式不同、地理气候不同，导致思想观念和文化
性格特征也不同。另一方面是“滋养”，合适的水土环境对人身体的影响是正面
的。华人的文化基因中有安土重迁的一面，从养生的角度来说，是有道理的。

我是土生土长的西北人，西北地界空气干燥，好不好的先不论，身体是适应
了，估计五脏六腑的运行机制也是根据这种环境来设定的。前些年在九江，冬天
阴冷潮湿，夏天闷热溽潮，在湿、寒、热、蒸的轮番折磨下，身体出了许多问题。
看我时不时病殃殃的样子，当地的朋友就给我支招怎么适应南方山里的生活，什
么用电热毯烘、电吹风扫，后来用了除湿机，虽然室内环境改善了，可一出门还是
到处湿答答的，整个人都快发霉了。有懂医术的就告诉我应该怎么食疗，怎么药
疗，我自己心里知道，回到西北，啥疗都不疗，这些毛病就都没了。

天南地北的，你说哪儿好？各有各的好。站在个体养生的角度，每个机体都有
自己的特点，阴阳、寒热、燥湿各有不同，尽量避开容易让自己生病的自然环境，
保养身体的难度才会小很多。

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佛教圈里那些发愿“生生世世在娑婆世界度众生”的
人，自己是什么根性，心里没有点数吗？一般来说，发这种愿的人，要么是对极乐
世界的特质还不了解，要么是对自己凡夫的特质还不了解。当然，也有可能是对
两方面的特质都不了解。

极乐世界的特质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是没有三恶道之缘，第二是不退转。
单就这两点，就是成就最终解脱的两大利器。

至于自己的特质，从觉悟与解脱的角度来而言，可以说，到现在还背着张人
皮在三界混的人，都是诸佛菩萨N多劫来慈悲救拔剩下的“渣渣”，是最难度化解
脱的那一批人。与其在这个世界按下葫芦浮起瓢，手忙脚乱，进一退二地折腾，
还不如求生极乐，走上一条从光明走向光明的大道呢？难怪古德曾经一针见血地
点出，心慕佛道却不求生西方的人是“非愚即狂”。

养鱼、种花、养生都是一个道理，修行解脱也是一理，选择合适的环境，借助
外缘的帮助事半功倍，否则跟自己较劲，辛辛苦苦有了点消息，却一不小心就被
阎王爷给断了电。  

极乐世界的特质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是没有
三恶道之缘，第二是不退转。单就这两点，就是成
就最终解脱的两大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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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追寻生命的意义，在初始时是非常强
大的动力，促发对生命的思考，对未知的

求索。如果没有这一个引子，人生会陷入得过且
过的麻木，失去灵知灵觉的显发。渐渐走过这
一重，凡事思考意义，一直求索未知，会成为继
续深入的障碍，甚至是最大的障碍。

众生都在“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第一层
本能中活着，当生命中有一种“看山不是山，看
水不是水”的疑情与思考出现，应该立刻跟随
它，尽一切努力，去寻找“为何山不是山，水不
是水”的答案。思考与求知将为我们掀开本能
的面纱，袒露一些从前未及之境，获得一些原
来如此的惊喜。

可是，如果一直沉陷于思辨与求索中，不仅
会失去第一层“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俗常快
乐，亦根本无法再上一层。有人卡在“山不是山、

如何解救我们被“卡壳”的人生
水不是水”的尴尬与兜转中，有一种上不得、下
不去，悬在半空的失重与分裂。有人反将思辨与
求索视作本来，彻底蒙住了“智慧”的眼睛。

此时，唯有放下一切的思考，一切的意义，
一切的求索，觉知“无意义”才是“意义”，领悟
当下就是永恒，看一朵花，就是一朵花，它不代
表什么；赏一朵流云，就是一朵流云，它不向哪
里去。如此大概，才能走向“看山还是山、看水
仍是水”的第三层，融入浑然天成、法尔如是
的世界。好似绕了一大圈，又回来了，但此时的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却是彻底的打开、
无限的容纳，站稳脚跟的踏实，滴流入海的无
垠。此为离一切名、离一切相、离一切义、离一
切种子习气。

可要真正进入这一层，对于一个彻底依靠
着名、相、义、种子习气生存的凡夫来说，实在
太难太难，难于上青天。连上到第二层也不曾
想过的人，不知其难倒也罢了，但在第二层的
人，实在辛苦无奈可怜，只因这样一卡，不知卡
了多少劫。从第一层，辛辛苦苦爬到第二层，
一经生死迷局，又被打入第一层。想必我们千
生万世，都是如此过来，每当从茫茫业海中，碰
到那一只刚好可供脑袋冒出的木板口，得以喘
息，赶紧向上一层，可又卡在第二层一直卡到
死，生死一浪打来，又沉了底。

为何佛陀千经万论同宣净土，历代祖师苦
口婆心勤劝念佛。念佛的奥秘，愈修愈喜，愈修
愈深，愈修愈能体悟，唯念佛才能帮助我们一
念跨越，念念脱困。当一念名号单提，就是无
思无虑，就是念念无为，念念清净，念念与佛心
链接，就是离一切名、离一切相、离一切义、离
一切种子习气。

其实念佛最大的利益，并非于第二层向第
三层的攀登，而是将三层的统一，三层的总持。
不论身在哪一层，凡肯念佛，就一网打尽，悉引
净土，悉使成佛。所以历代祖师异口同声，凡真
知念佛好处者，无有不念的。 

文|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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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大师和陶渊明是忘年交，陶渊明脚
跛，常乘坐竹辇去东林寺拜见大师，

二人常常宴坐倾谈。慧远大师欣赏陶渊明
欣赏到什么程度？一力邀请陶渊明加入白
莲社，因陶公好酒不舍，大师甚至还特许他
可以饮酒。

这与玄奘大师度弟子窥基如出一辙，
窥基贪恋红尘，要他出家得随带一车酒，一
车肉，一车美女，玄奘大师竟然点头应许，
于是窥基带着三辆装满酒肉美女的马车浩
浩荡荡前来出家，到了寺院门口，钟声一
响，窥基立时宿世缘醒，红尘梦断，挥手令
三车离开，步入空门，成就一代大师。

可惜陶渊明没有窥基法师的经世深修，
他终究还是不肯加入白莲社，只愿留在世间
做一逍遥散人，却不知此间一点小逍遥怎
比得出世大逍遥。最终虽成就了世间千古虚
名，却错失了解脱大利。不知陶渊明知晓与
否，慧远大师对他的厚爱却是另一个人求也
求不来的，那个人的文名绝不亚于陶，甚至
在当时文章书法的声名高超于他，那就是山
水诗人谢灵运，宋文帝称他的文章和墨迹为
二宝，谢公自负：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
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那时
的陶渊明，只怕是入不了他的眼的。

可是这样的谢灵运想要加入白莲社，
却被慧远大师婉拒，理由是谢灵运“面与身
戾”，“无令终（善终）之相”，劝他“多行阴德，戒饬三年”（持戒修德三年），可惜这位自负的诗人
没能听进去如此忠言，还反驳道：“学道在心，安于貌焉”？

谢灵运最后的结局果如慧远大师所言，无令终之相，49岁便因谋反罪被斩首。现在想来，他
27岁一见慧远大师，就倾慕佩服之极，随学其后，屡屡赋诗赞叹，但那份倾佩到底有几分真诚？只
怕慧远大师早已一眼堪破，将大德箴言置之脑后，一意撷取苦果自食，连慧远大师这样的高僧也
只能徒叹奈何！

从慧远大师对陶渊明和谢灵运加入白莲社迥异的态度来看，一个人是否堪为法器，与此人心
性优劣，能否远名利淡世情大为相关，其他都可不论。这对我们当今自诩修行的人来说，亦为警
钟。虽然此二公得遇大善知识，却仍因各自因缘未能得度，不知各自沦落于何时何境，但以远公那
样的慈悲，以及与他们之间的深因厚缘，又怎会放开救拨他们于苦海中的手呢？  

成就千古虚名  错失解脱大利 文|笑然

《白莲社图》，绢本设色，纵92厘米，横53.8厘米，南京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