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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基础  

 

第七讲 四圣谛-苦谛 

讲解：曲望格西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友们，大家上午好！ 

那今天我们所上课的就是四圣谛。在佛教的修行、所修的一切的

道次第，反正就是基道果的部分，全部都是归纳为四圣谛当中。那当

然可以从一方面来讲的话，四圣谛是一个佛教的宏观架构，又是一个

核心；不了解四谛，那修行就很难成功的。那四谛法轮，释伽牟尼佛

初转法轮的当时也是开始就说的四谛。这是我们对于人间而言，释伽

牟尼佛所宣说的法当中，最初的、一开始就是对于人间的所化机宣说

了四谛法，当然是它非常、非常地重要的。 

对，那第一个我解释就是四圣谛中间加了一个圣者的“圣”，为

什么叫圣谛呢？那“圣”就是圣者嘛。那这种四谛十六行相部分的话，

现证它的补特伽罗，达到了圣者以上的境界者才能现证它，所以四圣

谛十六行相称它为“圣者谛”，就是这个意思。那当然了，每个后面

都加了一个“谛”——苦谛、集谛、道谛、灭谛，大概就是谛谛。这

个“谛”字为什么加？谛的意思是无有颠倒、事实的情况，圣者他们

如所看到般的、实际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加了一个“谛”，就是这

个意思。四圣谛，就是这个意思。 

好，那首先大概就是释伽牟尼佛示现了成道之后，四十九天就没

有在人间宣说法；四十九天之后，那就是有了转法轮的对境——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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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开示、宣说了四谛法，就是这个。那简单来讲的话，世尊初转法

轮的当时他怎么讲的？他说：“知苦断集、修道证灭。”就是这个意

思。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个，世尊当然是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

“你们都是一个追求幸福快乐者，你们都是不想要领受痛苦者，那么

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们，先一定要了解苦谛。”就是这个意思。第二

个，苦谛是从哪来的？苦谛是依靠集谛而来的。那这样的话，你不想

领受痛苦的话，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断除集谛才对的，这是一个合理

的话，知道吧？我们都是一个追寻幸福快乐者，那么这样的话，从我

们的角度来去看，当然我们先一定要了解苦谛，那你不想（要）这个

苦谛的话，苦谛是从何到来？依靠什么样的因素导致所产生者？这些

都是我们应该要去追寻的部分。“我不想领受痛苦，但是我也不愿意

去寻找它的因素——它依靠什么样的因素导致所产生的。”那这样的

话，你永远都是领受痛苦、没办法解脱啦，就是这个嘛。 

第三个阶段就是说“修道”，如果你想要断除集谛的话，无因无

故消失烦恼是不可能的，集谛是不可能的，那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断

除集谛呢？他说“修道就可以了”。那我们去实修道，修道是为了断

除集谛而修的，就是这个。那如果你修道的话，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呢？如果你彻底断除、修道彻底断除烦恼——集谛的部分的话，就能

得到灭谛，这个灭谛就是断除烦恼的灭谛，可以说是一个解脱，断除

烦恼的灭谛称之为解脱，解脱就是它，真正的解脱就是它，对。 

我们希求解脱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是不是希求解脱，

我不知道。有些人真正需求解脱；有些人不知道解脱是什么。对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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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讲的话，解脱是一个抽象，只是一个概念上、分别上的一个显现

而已，但是确实不知道解脱是什么。其实这个怎么讲呢？之前我跟大

家讲过了，我们人人都想要学习佛法、实修佛法、实践佛法，但是大

部分人不知道怎么去学、怎么去下手去做，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没

有有效地修持，就不能得到杰出的结果，这也是合理的，就是这个嘛。

我们都是、大部分人都是如此这样的情况，这是我们大家的问题。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们学佛者怎么去学的？第一个是今天我

们所了解的、要了解的就是苦谛。你看苦谛是依靠集谛而来的，所以

你不想苦谛，必须要斩断集谛才对的，这是一个正确的看法；那你没

有任何的方法，没有任何的击中要害的一个对治的话，也不能断除烦

恼。那利用什么样的工具来对治才能够斩断烦恼？具有这种能力的法

是什么？就是一个道谛，用道谛来断除烦恼、集谛才对，所以我们修

道谛的原因就是这个。 

好，那么这样的话，第一个，染污品方面的因果关系是什么？集

谛跟苦谛是染污品的因果的关系；清净品方面的因果的关系是什么？

道谛跟灭谛。道谛，修道的情况下就能得到灭谛；灭谛是依靠修道谛

而得到的，所以这也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因果关系，原因是什么呢？灭

谛就是一个常法，不是一个无常，所以我们不能说真正的一个因果的

关系，但是比较相似。你得到、想要得到灭谛的话，必须要修道才能

够得到灭谛，灭谛就是灭了任何一种所断，才能所得到的一个就是离

系果，这个离系果——灭谛的定义、性相嘛，就是这个。好，那这样

的话，染污品方面是我们流转轮回的过程；清净品就是修道才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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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谛，灭谛也是依靠道谛而来，就是这一个清净品的详细的因果关系。

这样的话，平时我们提到的就是十二缘起也包含在集谛跟道谛这两个

意思跟内容当中。 

世尊在离菩提迦耶大堂不远的地方。他很多学生的簇拥下，他到

了一个稻田。当时，稻田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他把一把稻草举起来，

告诉大家说：“有了种子也好、其它的因素也好，就有这个结果。”

开始就讲了十二缘起，就是这个。十二缘起都是一个前面前面，后面

后面是因果的关系，六因六果这些都是缘起，当然是六因当中的无明、

行、识、爱、取，这些都是一个前前后后也因果的关系。先有了无明

——动机，再有了行——业，行就是业。有业才有种子，种子催发的

基础，有识（四声），那当然内地的念法是识（二声）。那即将生命

的临终时，又有了爱、取、有；爱取有就是爱取两个是一个属于贪心

的部分。我们即将结生的那一刻的第六识，可以说是一个“有”；再

来就会产生了六果；六果是“生”缘起开始就到“老死”缘起之间有

六果，就是这个嘛。所以我们三界当中的六道众生，不中断地透由六

因，而不由自主地三界之中流转。这个流转的过程当中，还是值遇到

很多的灾害、痛苦、罣碍、忧愁等等，所以这些都是十二缘起、全部

都是苦谛的部分。 

那我们再来讲的话，苦谛是什么样的才叫做苦谛呢?苦谛的定义的

话：业与烦恼导致所产生的有漏的蕴，这叫做一个苦谛的定义。那这

样的话，其实虽然有经典当中有记载的部分，有一点点有所不同的说

法是什么？过去的一些大成就者他们认为清静的器世间也好、情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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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好，这都是一个苦谛。那器世间是什么？器世间就是我们安住的处

所——这个世间。举个例子来讲的话：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也

有地狱、畜生、恶鬼、人、天等这些都是一个，那个欲界的天、欲界

的人、欲界的畜生、欲界的地狱还有恶鬼等等，这些众生安住的处所

都是叫做器世间。那色界的话，色界有就是十七天；十七天安住的处

所有十七界，这都是一个色界，大概就是这个。那无色界的话，大概

是有十界嘛。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些都是有些人说这个也是苦，属

于是苦谛。好，那么这样的话，这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其实实际上

来讲，我们自己和安住的处所，业力上有一定有关系的，就是这个。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苦谛是什么呢？业与烦恼导致所产生者，这样

的话包含了器世间。大部分人的说法就是：业与烦恼导致所产生的有

漏的蕴；这样的话，那排除了器世间。一定是它就是说任何一个众生

相续具有的业与烦恼导致所产生者，这叫做一个有漏的蕴；这个有漏

的蕴称之为苦谛。那例子是什么呢？事例就是我们现在个人拥有的五

蕴：色、受、想、行、识这些都是苦谛，又是轮回。我们自己拥有的

五蕴是一个苦谛又是轮回。那么这样了解了以后，依次类推，同理可

证，那这样的话，畜生的五蕴也是轮回又是苦谛；色界天的有漏的五

蕴是苦谛，又是轮回；无色界的天的一个五蕴也是苦谛又是轮回。那

这样的大概就是我们了解了嘛，好，就是这样的比较好的。 

那今天我们谈的就是苦谛的部分，先了解苦谛是什么样的才叫做

是苦谛。那在这当中，不仅仅是我们的五蕴。在这当中，我们相续具

有的忧愁、苦恼、罣碍、急躁，还有六根本烦恼、二十四烦恼等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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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烦恼、所有烦恼的种子，这些都是一个属于苦谛的，那好好去想

嘛。 

其实我们这样子，实际的行动来去老老实实地去实事求是、理性

学佛的时候，才感觉到其实我们在现在五浊恶世的修行的方式、学习

方式，绝大多数都是一个倾向与流于形式，没有学到真实的一个法义，

或者是一个佛法的精华、心要。那我的嘴巴比较直啦，但是我老老实

实说、直接说，知道吧？虽然是忠言逆耳、良药苦口。虽然实话讲的

人，就是得罪很多人吧。对，讲实话的人（笑），还是我们要听的人

也是不想听，大部分人不想听实话，知道吗？这是我们的毛病、最大

的过患。 

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又有什么样的现象呢？我跟

你讲我们比较喜欢听实话或者是一个假话的时候，也许很多人不以为

然，知道吗？那我举个例子来告诉大家，你就知道了。在我们日常生

活当中，你跟别人相聚也好，一开始碰到的时候、相见的时候，你招

呼或者是就是问好，跟他讲什么呢？你跟他讲：“哦哦，好久没有看

到你，你越来越年轻，好漂亮!越来越优秀。”这样的话，他高不高

兴？肯定会绝大多数人很高兴的。但是这是一个假话嘛，知道吗？不

可能越来越年轻吧，知道吧？人就是一天比一天老，人就是一刹那比

一刹那老，越来越接近死亡无常。这是谁也无法挡的、防不胜防的。

这种的变化情况下，你还是跟他说越来越年轻、清秀，讲的很多甜言

蜜语的话。其实不止是他人而已，我们自己的话也是人家跟你说：“你

现在越来越英俊、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漂亮！”大概就是我们一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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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时候，心里特别高兴吧。但是嘴巴讲就是说：“哎呦，没有，

没有了，哪里有。”但是你嘴巴讲的跟心里想的不一样的。嘴巴有就

假装客气一下嘛，内心就很高兴嘛。好，这是一个例子。 

那另外一个，如果别人、任何一个人跟你讲说：“哎，你最近就

是看起来越来越老。”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说的时候，你心里高不高

兴？其实有点不舒服的。实际上都是实话吗？或者假话？这是一个实

话。“你一天比一天老。”他说的也对的。之前看到、现在看到，之

间有几个小时，或者是若干的刹那，或者是一个月、一年，有相隔吧。

那这样的话，你一定会老了，知道吧？当然是我们不喜欢听。这是一

个例子。我们轮回当中的众生的过患就是这个——对自己有利的、对

自己有好处的，就是还是有不以为然的；对自己有伤害，不仅是、不

只是伤害，还是有欺骗性等等的话，我们还是相信、容易接触，知道

吧？轮回的过患就是这个。 

那我们学佛者要有什么样的心态？我们是一个理性的学佛者。理

性学佛者，就是一个完全一定要透由无有颠倒的知识来去推理、找证

据，一定要寻找基本的真相、事实的情况。你这样子找到的话，其实

表面上看起来跟人家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你身处内心的世界跟人家

完全不一样的，知道吗？那我们就是看不出来吧。有些人认为说：“你

看学佛也没什么，不学佛一生也很开心啊。”你看别人游山玩水、逍

遥自在，表面上看起来就是那个穿个西装、还有打领带，那打扮得漂

漂亮亮这样过去的时候，你觉得表面上看起来好高兴啊、很开心嘛，

对不对？当然是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面子、顾自己的面子、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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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对？装开心就是这个。那你就是开不开心，坐下来谈一两个小时

的话，全部都透露出来的，就是这么一个世界的现象。 

那我们一般人追求也是表面上的，自己做的也是表面上的，羡慕

的对象也是表面上的。那你生活，之前我也许在这儿当中提到过了，

我们现在的生活错觉当中生活，黑暗当中寻找自己该需要的，知道吧？

如此，我们自己意识形态、先入为主的心态，来去学佛，大概就是这

个。那你学不到真正的佛法的精华心要了，就是这个。好，这些都是，

其实挖出来讲的话，真的是一天也讲不完了、太多了。我们每一个人

的思想上也好、过生活的方式也好，不正确的太多了。那这样的情况

下，就像是我们生病的时候，吃错药的一样的，不但没有对治好，反

而是反效果，或者是一个副作用出现了。 

我们都是，现在轮回当中的大部分的众生是如此的现象，大概就

这个嘛。那你看你就是实事求是、理性学佛，那么这样去尽自己力所

能及去修行、听闻、修行、思维的话，其实是跟人家内心的世界截然

不同的、绝对不同的。你看，我们就是只有你信仰佛教，（从）有信

仰的这个开始，就有一点过生活的方式，也是有一点有所改变，有一

点跟别人不一样的。这是我们突显出来的一个证据，就是这个嘛。那

何况是内心真正的一个学到佛法，改变了自己，那更不用说嘛，就是

这个，这的的确确是这样子。 

OK，那我们就是怎么去学习，或者怎么去认出苦谛来，大概就是

苦谛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就是苦谛的定义、苦谛是什么，大

概就是这个初步的，就是讲的就是大概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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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再来我们总结起来的话，这样的话你们就是有一种概念，这个

比较好。总结起来的话，苦谛是什么样子的？苦谛，就是当然是我们

三界之中的六道众生的五蕴集；还有就是我们所有的烦恼、生老病死

的情形，全部都是一个属于是苦谛。 

好，那这样子的话，你看我们五蕴当中的身体，身体也是苦谛嘛。

知道吧？那你今生的身体也是苦谛，你今生的色、受、想、行都是一

个苦谛——往昔所累积的业与烦恼导致所产生者，就是这个。那再也

不想流转轮回，就是再也不想投生如此这样的轮回当中的话，那我们

就是解脱轮回嘛，追求解脱轮回。那么解脱、追求解脱轮回的时候，

我们修什么才能解脱轮回？那我们修道谛就可以了、道次谛就可以了，

修道次谛才能你得到解脱的。 

那我们就是一个问题来了——那么这样的话，真正的释迦牟尼佛

告诉我们如何去修行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知苦断集、修道证灭。”

这是一个简单的，但是概括了所有的修行的内容，就是这个嘛。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我不想领受痛苦，我不想非由自主地堕入

轮回当中领受痛苦，那我想要脱离轮回。”好，一定要有希求解脱之

心。那么这样的时候，我们修道嘛，那所修的道在哪里？所修的道是

什么？那不了解，你怎么去修？这些有没有思维过了？那连这些都不

知道的话，那我跟你们讲，无上瑜伽续的道次第有那个身远离、语远

离、双运、光明等等，这些就是无上瑜伽续的道次第，你想要修，你

连基础的道次第都不知道的话，那你怎么去修的？这是大家都一定要

好好地去（理解），实事求是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是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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骛远嘛，其实真的这是很离谱的，知道吗？我们自己想要幸福过生活，

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值遇到这么多的灾难，或者是一个不愉

快的事情在发生，就是这个嘛。大多数人不知道这是一个轮回的过患，

依靠着任何一种烦恼，若干的烦恼而产生，大部分人看不到的。就是

问题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修道才可以解决嘛。 

那另一个地方，我跟你们讲，其实古代的时候也是知足长乐，满

足之心要有。这不是口头上讲，其实满足是内心去满足的，不是说表

面上客气——“我满足满足”，其实内心不满足，嘴巴满足也没有用

了，它的效果不会出现的。这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你满不满足？你

能不能满足？你能满足的话，现有的生活条件也好，现有的条件让你

满足、能满足的话,这个真正的发自内心去满足知足的，就是这个，

知道吗？那这种的知足也好、满足也好，这种的结果是依靠着什么样

子的思想而产生的？这是我们大家都一定要好好思维一下。你知道真

实的轮回当中的我们生活的条件，你生在于这个轮回,有什么目的；

你过生活当中不可缺或的条件是什么，那你的食衣住行他的作用是什

么，这些它的本质、体性，它的用法都是彻底了解的话，那就是这个

促使你去满足，就是没什么大问题的。你关于这些没办法去思维、不

了解，这样的话，那你满足是跑到嘴唇上去了，发自内心（满足）没

办法的。你有始以来拥有的好高骛远的这种心态一直旺盛，你跟着它

走，你心里永远都是不满足，嘴巴就是一直满足吧。这种的表里不一

的状态下，你心里打击很大，知道吗？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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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讲。现在我们轮回的现象是什么？其实我

们国王也好,下面的乞丐也好,尤其是现在 21 世纪当中,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人——上面的人也好、有权利的人也好、下面的没有权利的人

也好,但是我们穿的跟吃的几乎都是一样的,哪有差别？没有差别，几

乎都没有。还是有些地方，（虽然）我们就是没有什么权利、没有什

么，地位很低的，当然是我们吃的穿的比他们还是好得很，好得多了,

知道吗？好，那我们这个事实的情况我们不会去想，我们大概就是表

面上去想什么呢？应该是我永远都是好高骛远,我们自己现有的条件

没办法让自己满足。虽然是你吃得饱，穿得暖，条件也可以的，没有

问题的，但是还是不满，那就是一定要遵循希望能够什么什么，追求

太多了——那就是有一辆车，只有一般的一辆车，你就还是不满足，

又要名车。那讲到名车跟一般的车，如果你一般的车到不了的地方，

只有名车才可以到得了，有没有这种地方？没有嘛，知道吧？以前我

们坐拖拉机也是很舒服的，后来就是坐名车也却没有什么感觉，知道

吧？ 

人的内心的深处去安立的方式不同，所以当下你的领受是有所不

同的。你不要说“我就是奢侈的生活让我开心”，真的是不一定。这

不是这个外在条件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内心思想差别的关系。

开名车、住帝堡，没有痛苦吗？那我们就是以大部分人的想法来讲的

话，应该是几乎都没有什么痛苦的，他们已经得到解脱了，他们已经

投身极乐尽头了，知道吧？我们的概念当中，大部分人概念就是这样

子——表面上看起来好庄严、好舒服的样子，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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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看，我们就是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学佛者也好、那个教授也

好、开示者也好，那开示者他们有没有奢侈的生活？其实我们这个一

定要研究一下，知道吧？不仅仅是一般人而已，如果你是一个出家人，

你生活非常奢侈——开名车、身上有就是几万几万块的这种奢侈品，

那这样的话，这是什么征兆，你们知道吧？我们无明到什么样的程度，

连这个都不知道？ 

佛法上的导师也好、上师也好，这些都是把一般的信徒、信仰佛

法者，把他们引导到永远不变、快乐的一个康庄大道。你自己生活也

没办法满足，你也过奢侈的生活，需要奢侈品，这样的事是不是一个

真正的出家？我真的发自内心怀疑！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吧？也许。跟

人家说“要满足啊”这么讲，自己就是永远都是比别人好，好到好得

多了，吃的也好、穿的也好，知道吧？这也是一个，其实有很多问题

了。其实我们古代的、过去的祖师大德，看他们的历史，真正的一个

出家、理性学佛、完全对于佛法精通的一个人的话，好的出家的话，

他完全不准许这些的，完全不准许。看他生活的方式就知道，知道吧？

那我们不是，我们一般的脑子里面他的名字高就好了，对不对？比如

说，就像跟我一样的。我举例来讲，我是格西拉然巴——博士学位者，

名字就是名字而已啊，但是我所作所为不符合这样的话，你名上贴了

一个标签——博士。这个博士，没有得博士、得博士，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没有吧。那我们连这个都不能去分辨的。一般人怎么想的？“哦，

他就是过去的历史很有什么成就……”他讲了很多这种，来呼吁大家，

大家就是完全是乱揣臆、乱成一团吧。“那时候他是地位很高，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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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就是什么什么。”讲了这些的话。不需要看那么多，知道吧。以前

故事什么样什么样，另外一回事；现在他做什么，我们现在看就知道

了。不要看他说什么，一定要看他做什么。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一个

方式。我说的对错，你们想想看，知道吧。那很多人有这种一个高大

至上的名——活佛、菩萨、法王等等什么的名义，那他们怎么去过生

活的？他们对众生有什么贡献的？他们如何去带领众生？这些都是

我们一定要警惕自己、提高警觉，一定要好好地去观察一下，就是这

个。 

这是我永远的提醒大家。当然是包括我，你们也就是一定要观察

我。现在就是我们天涯若比邻，网络发达的时代，人在哪里，做什么，

几乎都可以看得到的，知道吧？但是我就是从来没有跟你们讲过“我

是……”，我永远都是，“我自己跟你们同等的、一样的”这样的心

态来对待的。只是我有一点专业，学过的东西，帮帮大家。对，就是

只是上上课，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其他的思想。 

好，那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吧。今天我们四圣谛当中苦谛的部分大

概就是讲完了。那你今天这里面不断地去思维一下，好好地思维的话，

你就有了对于苦谛的一个正确的看法，这样比较好的。那我们就这个

之后就是讲集谛，再来就是道谛，再来就灭谛。这个讲完之后，我重

复还是讲苦谛四个行相、集谛四个行相、道谛四个行相、还有灭谛四

个行相，所以四圣谛十六行相。我们大概了解这些的话，我相信人人

都有一个佛法的宏观架构的了解，这样子就是我们非常好的，对我们

来讲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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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今天其实讲得没有那么顺畅。为什么？还是喉咙不太好，嗓

子不太好，晚上有课。大概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文字由善友根据格西音频整理，如有错谬，欢迎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