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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剋毒孔雀》03 筆記 

 

日期：2015.5.2 

康薩仁波切 講授 

 

 

11.聞法力求諸勇士，輪迴林中美孔雀，煩惱五毒樹木邊，毒草養生不愛藥。 

例如在森林中的孔雀，牠們會吃毒，不會想吃藥或好吃的果實。貪著心很強

的人，在觀察事物時，喜歡或不喜歡某種事物，都是依於他們的貪著心來看待，

而不依於事物的實相來觀待。當一個人出生時，首先會對自我產生貪著，之後對

於其他的事物也會產生貪著。就像孔雀一般，我們的內心也有毒，這些毒當中，

最嚴重的就是執著，我們必須想辦法將執著斷除。當人們有很強烈的執著和欲欲

望時，即使在聽法時，也會只想聽他們想聽的法，不會聽他們不想聽的法。事實

上，我們應當是要去聽，甚麼樣的佛法可以利益到我們。 

我們內心的煩惱五毒，其中最毒的就是執著，就像孔雀在森林裡吃各種各樣

的毒一樣，我們必須把這執著斷除。很多人因為執著的關係，在內心裡有許多不

同的希求，希望這些希求都可以實現，如果沒辦法實現，就會感到不開心。有人

因為有強烈的執著，會期待別人說話的方式是自己所想要的。我們經常會忘記一

件事，別人也是人，但是因為太自我中心的緣故，有強烈的執著和貪欲，就會期

待別人做事的方式，正如我們所期待的一般。我們如果沒有辦法試著把內心的執

著斷除的話，即使很認真的在學習佛法，因為執著和貪欲的關係，會讓我們沒辦

法很如法的做事情。 

有些人是在學習佛法、在修行，他們可能想要造塔，或是製作純金的佛像，

在做這些事時要很小心，否則會產生更強烈的執著。第十一個偈頌很明白地告訴

我們，必須想辦法斷除執著。對我們而言，想要斷除執著是很困難的，但是至少

我們可以想辦法減少，這是很重要的。 

 

12.貪行苦海沸騰時，不若隨順貪如他，惟恐貪著行顛倒，以似貪欲剋此毒。 

有時候我們會對一些事物產生欲望或希求，但是都不會仔細的去觀察，這樣

的希求是否是有必要的？例如我們可能一開始買了 iphone4，接著又買了

iphone5、iphone5s…，當我們在買 iphone的時候，沒有真正的去想是否真正需

要這些 iphone，都只是想要買它而去買它。因為貪著的關係，我們不會仔細觀

察是否真正需要這些東西。在印度有一群特殊的團體，他們可以結三、四次婚，

結婚時不需要跟前一任配偶離婚，他們並不會仔細去觀察到底有沒有需要結那麼

多次婚，只是隨著他們的欲望和貪著，就這麼一次再一次的結婚，在印度的法律

中，這群人這樣的行為還是合法的。貪著、欲望讓我們沒有辦法看清楚真相，就

好像瞎了眼一般，所以我們必須要斷除貪著。 

仁波切在南印度色拉寺的住所有個小花園，小花園裡是沒有燈的，仁波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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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建議仁波切說：「我們小花園裡需要一盞燈！」仁波切回答：「這並不重

要！」，但是仁波切的學生告訴仁波切：「隔壁的鄰居們，他們都有裝燈啊！我

們為什麼不能有燈？」他們對於有需要裝一盞燈，產生了強烈貪著、希求的心，

仁波切很難說服他們，仁波切就保持沉默，不再說話了。有一個仁波切的學生，

他想要供養仁波切一盞燈裝在花園裡面，當時有另一位學生，也是位仁波切，他

病得很重，仁波切就告訴想供養燈的學生：「請將想要供養燈的錢來幫那一位仁

波切治病吧！」。以這個裝燈為例，仁波切的學生在內心裡，已經產生很強烈有

需要裝一盞燈的貪著，所以無論仁波切用甚麼邏輯推理來告訴他們：「我們並不

需要這樣的燈」，但是還是沒辦法說服他們，因為貪著的關係，他們沒有辦法判

斷甚麼是對的，甚麼是錯的，甚麼是需要的，甚麼是不需要的。 

在寺院裡，仁波切聽到有些學生要買新的手機，仁波切告訴他們：「為什麼

要買呢？我們不需要智慧型的手機，我所用的手機是很簡單的手機，我也沒有用

智慧型手機呀！我們必須要去克服對於這些不需要的東西的希求心。」其中有位

年少的僧眾告訴仁波切：「仁波切！我們是跟您不一樣的，我們很年輕，您已經

老了！」事實上，智慧型手機是跟年紀無關的，他們想要這種 Samsung GALAXY

的手機，這是基於內心的貪著、欲望而來的，用一些邏輯推理來告訴他們不需要

這些東西，但是沒辦法說服他們。 

仁波切一直在寺院裡學習，仁波切發現欲望、貪著是讓我們沒有辦法好好的

修行的主要根源，所以我們第一個要斷除的就是貪著，就算沒有辦法斷除，也應

該盡力的減少。仁波切在授課或傳法時，從來都不接受供養，仁波切認為接受了

供養，這是一種貪著，這會使得所教授的法就不純淨了。仁波切在越南弘法時，

曾經到過世界銀行教授，當時仁波切告訴他們，在這二十一世紀，有兩樣東西是

不用錢的，一個就是仁波切的教法，另一個就是空氣。世界銀行的人就告訴仁波

切說：「不！在我們這邊，空氣也是要錢的，我們必須要付一大筆錢才能買到乾

淨的空氣。」 

觀察我們每天的日常生活，有時候我們會很希望得到一些東西，為什麼我們

會這麼想呢？因為我們看到別人有就想要有，而不是真正有這個需要。在我們內

心深處是因為別人有這個東西，因此產生強烈的貪著、欲望，就會想得到那樣東

西。的確有時候貪著、欲望，可以給我們有選擇的機會，但是如果沒有很有效的

控制這些貪著、欲望時，這就會造成災難了。 

在今天的印度新聞，有一則很有趣的報導：印度政府會給一些特殊的農夫執

照，讓他們可以種植鴉片。這些農夫發現了一件有趣的現象，有些鸚鵡飛到鴉片

田裡吃鴉片，吃了鴉片後，這些鸚鵡就只想吃鴉片，不想再吃其他東西了，吃了

過多的鴉片，慢慢地這些鸚鵡也就死亡了。農夫們就開玩笑的說，當這些鸚鵡享

受這些鴉片的同時，事實上他們是比較享受著死亡。在生活中，我們要特別注意，

當我們有很強烈的欲望、貪著，就像這些鸚鵡一樣，我們看這些鸚鵡會覺得他們

很笨，他們吃了鴉片後，對於其他的食物就沒有食欲了，都只想著要吃鴉片，因

為只吃鴉片的關係，就慢慢地死亡了。當我們想要一部車或想要買一棟房子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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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們腦海中就只想著這些事情，其他的事情就不會去想了。酗酒的人也是相

同的，給他們其他的食物，他們覺得並不需要，內心裡想要的就只有酒了。 

當我們要斷除貪著時，我們必須要自律，這些自律的原則告訴我們，甚麼是

應該做的，甚麼是不應該做的，就會有個規則可以遵循，即使沒有辦法斷除貪著，

至少可以減少貪著。 

 

13.嗔恨毒花燃放時，不現怒如閻魔敵，惟恐嗔者造障礙，以似嗔恨誅怨敵。 

  嗔恨就像毒花一般，我們必須戰勝嗔恨，否則會產生很多的障礙。當我們觀

察嗔恨時，會發現嗔恨對我們的干擾是很大的。當嗔恨生起時，會干擾我們內心

的平靜，也會影響到家人的開心和快樂。這個偈頌提到第二個毒，就是嗔恨心，

即使沒辦法完全斷除嗔恨心，也要想辦法減少。 

當我們一切都很順利時，就不會有嗔恨心，通常是面臨到困難時，才會產生

嗔恨心。如果有人送你一個手錶或是鐘，帶回家後，發現這鐘不能運作得很正常，

這時候內心並不會太生氣。但是如果這錶或鐘是由我們付錢買來的，回家後發現

不能很正常的運作，這時候我們的內心就會非常的不開心，像這種情況就是逆

境。當逆境出現時，就是我們要去對抗憤恨心的時候，但是往往我們內心會認為：

「我有權利感到生氣呀！有權利憤怒呀！」在這裡我們要探討的並不是我們是否

有那個權利生氣，而是如果生氣會對我們造成很大的傷害。 

在很多年以前，仁波切的脾氣也不是很好，有時候動怒的時候，會將一些東

西打壞。有一次仁波切上完課，有位八、九歲的小朋友跟仁波切說：「當您很年

輕的時候，您是藉由打壞東西來減低您的憤怒情緒。」幾天後，這位小朋友給仁

波切一張小卡片，小卡片裡寫著：「仁波切要多做運動，如果多做運動就可以克

服憤怒的情緒。」可能這位小朋友是藉由做運動來讓自己心情變好。仁波切年輕

時，一不開心就會丟東西、摔東西，這樣的行為連小孩子都覺得是不對的，但是

很多成年人還是這樣子做。在生活中，我們應該去檢視自己，現在的我跟幾年前

的我來做比較，是否嗔恨的心有減少了呢？如果我們在學法之前跟學法之後，憤

恨的心有減少的話，這表示我們的內心更健康了。 

有一回，在仁波切上課時，有人問了仁波切一些好玩、有趣的問題，有些人

對提問的人的性格感到不開心。仁波切就告訴大家一些事：這世界上有兩種人會

認真的來修行佛法，一種是很聰明的人，另一種是內心有點不正常的人，其他的

人聽了聽佛法也不會去做。佛陀的時代，佛陀是位王子，放棄了王位，離開了妻

子、兒子，離開了皇宮，對兩千五百年前的人來說，佛陀一定是瘋了。曾經有位

印度的學者說：「佛陀離開了皇宮到了叢林中，跟一個乞丐離開了街上到叢林中，

這兩者是有差別的。佛陀無論住在皇宮或叢林中，他都可以很自在，但是對於一

個乞丐而言，他在街上或在叢林中，他都是無可奈何、別無選擇的。」在學習佛

法時，要用聰明的方法來學習，我們必須去審視我們內心的狀態，我們都很重視

我們的身體健康，會去建立很多的見解來確立身體是否健康。相同的，我們的心

理狀態也必須去做檢驗。有些人會說，他們沒甚麼事做，所以才來學習佛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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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學習佛法不該是以這樣的心態)。在我們學習佛法時，應當要時時檢視自己內

心的狀態，這些憤恨的心、貪著的心…是否有減少？如果有減少，這代表我們的

學習是成功的。 

嗔恨的毒花開放時，它會帶來具有傷害的氣味。當我們審視我們的內心，會

發現這些嗔恨的心會影響到我們對佛法的修持，這些憤怒的心會影響到我們內心

的平靜。 

如果大家有飲料喝的話，大家就喝吧！仁波切聽到尼泊爾受到震災的影響，

有些人是沒有水可以喝的，就某方面來看，能夠有水喝是一種加持啊！人的心是

蠻奇怪的！有些人會認為：「這算甚麼加持呀！有成千上萬的人都有水喝呀！甚

至有人喝的人比我還好。」這種想法從某方面來看也是對的，但是這樣想會讓我

們覺得開心嗎？如果在喝水時，內心的想法是「有好多人是沒辦法喝到這樣的水」

這樣的想法也是對的，但是以這種想法來喝水，這會讓我們快樂很多。在寺院裡

的出家人，雖然沒有很多的身外之物，但是仍舊可以過得很開心，想要過得開心，

並不在於我們擁有甚麼東西，而是在於怎麼去改變我們內心的想法。 

「不現怒如閻魔敵」－閻魔敵指的是大威德金剛，大威德金剛是顯現出憤怒

相，所以我們也應該對自己憤怒的心、負面的情緒現出憤怒相，我們不應該容忍

這些憤怒的情緒、負面的想法。當心中生起煩惱，例如憤怒的情緒，我們內心總

是認為這樣沒甚麼關係吧！我們不會去想個方法來對治它，我們會去容忍憤怒的

情緒。如果對於憤怒的情緒產生容忍的心，那麼就會產生越來越多的憤怒，最後

就沒有辦法控制它了。 

如果想要去對治我們的憤怒，最好的修持就是悲心。當我們對於某個人產生

憤怒時，如果想要對治憤怒就是應該對這個人產生悲心，這當然是非常困難的

事，但是如果嘗試過一兩次之後，就會變得越來越簡單了。在我們對某人生氣時，

內心要試著去原諒他，這樣才有辦法對他生起悲心，但是通常我們都沒辦法原諒

對方，總認為對方傷害了我們，所以就沒辦法對他生起悲心。 

今天上完課後，試著找出兩三個人，這些人是我們會對他動怒的，我們在內

心去原諒他們，但是不需要口語上去跟他們說：「我原諒你了！」如果這麼去說，

他們可能認為你學習佛法後瘋掉了。有些人可能會認為：「為什麼要原諒他？他

對我的傷害這麼大！」仁波切要我們不需要去問這個問題，只需要在內心裡真正

的去原諒這個人，對他產生悲心，藉由這樣的經驗我們會開始產生不同的感受，

甚至於會覺得開心。當我們去問：「為什麼要原諒對方？」這時候沒有人會給你

答案，只有你自己給自己答案，一旦你回答了這個問題，你真的確定這個答案是

正確的嗎？「為什麼我們要去原諒傷害我們的人？」重點不是要去問這個問題，

而是要試著去做，在內心深處試著去原諒對方，試著做過一兩次之後，我們會發

現"原諒"在我們內心會帶來很強大的力量。這是我們這一次的功課。 

 今天做上師薈供的功德迴向給尼泊爾震災中的受難者，以及所有因為災難

受傷或往生者，兩、三周之後，仁波切會回尼泊爾實際去探視他們有甚麼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