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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希阿荣博堪布是四川甘孜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的授课堪布，并在自己的家乡甘孜德格玉隆地区建
立了扎西持林闭关中心。
堪布从十三岁起开始接受系统的佛法教育，二十四岁时由当今藏传佛教宁玛派最伟大的上师法王如意
宝晋美彭措授予堪布学位以来，便一直为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僧众传讲显密佛法的诸多课程，培养了大
批僧才。
　  近两三年来，堪布仁波切针对现代人的困惑和烦恼，撰写了一系列随笔，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出发,
按照现代人的生存环境和思维方式,走入人们的内心世界,深入浅出地讲述如何通过佛教的修行, 在生活
中获得喜悦和自在。
2011年，这些文章付梓发行，取书名为《次第花开》。
&quot;次第花开, 花开见佛&quot;是希阿荣博堪布希望通过这些随笔传递给读者的美好祝愿, 希望人们
能在世俗生活的责任和压力中,保持内心的优雅和喜悦。
自问世以来，《次第花开》一直是佛教类书籍中的畅销书。
　  实际上，一位真正的心灵上师的言传身教，甚至只言片语，都能带给弟子深远的启发。
希阿荣博堪布教化众生的足迹可以说是遍布四方，雪域西藏的一座帐篷，都市里的一个茶馆，随时随
处都可以成为堪布为弟子答疑解惑的讲堂。
有感于此，我们整理了目前所能获得的资料，搜集希阿荣博堪布在不同场合的开示，并尽量以系统的
方式编辑这些教言。
其来源既有堪布在藏地各寺庙主持法会的记录，也有日常与弟子们相处时的随机开示，为了满足本书
的完整性，我们也从《次第花开》中选取了一些教言。
另外，堪布仁波切正在撰写《前行笔记》一书，内容陆续发布在菩提洲网站，本书对此也有摘录。
　  非常幸运的是，在本书即将编辑完成之时，堪布仁波切推出最新的开示《生命这出戏》，并对近
期网友及佛子们提出的一些有关佛法的问题予以解答，我们将开示和问答录收编在本书的附录之中。
《生命这出戏》以精辟、优美、极具启发性的文字次第阐述了佛法见行的精华要点，可视为对本书内
容所作的完美总结。
　  佛法浩如烟海，很多人对佛教有兴趣，但常常因为不得入门要领而望洋兴叹，更何况工作生活节
奏紧张，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用来学习。
这本语录体的书，可以供读者在茶余饭后或者等人、乘车的零散时间翻阅，每天读两三条，日积月累
，也许在不知不觉中便能对什么是佛法、如何修行有了大致的概念。
当然，真正要学佛、修行，必须深入学习，进行完整系统的闻思修，有缘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根基意乐
选择适合自己的法门。
　  当您信手翻开《寂静之道》这本书，跃入您眼帘的那几个字、那一段话，恰好能解答您的一个疑
问，或者让您的心灵感受到一缕阳光、一阵清风，这便是我们最大的欢喜。
　  由于我们对佛学的了解还比较肤浅，编辑本书的过程中，错漏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
　  编者　  2012年1月2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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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个浮躁喧嚣、竞争激烈的时代，科技的发展让人们的视野更广阔，然而内心的安宁和幸福感似乎
反而变得遥不可及。
《寂静之道》这本书收录了希阿荣博堪布对现代人的困惑和烦恼所作的开示，从一个佛法修行人的角
度，解读该如何对待宝贵而短暂的生命，如何面对烦恼重重的生活。

　
本书不但涵盖了“生从何来，死往何去”这样的终极命题，也包括了对治负面情绪、处理人际关系这
些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
对于有兴趣了解佛教的读者，这本书里也完整地介绍了因果、缘起等基本理论以及修行的内容、方法
，并解答了在学修佛法的过程中常见的疑问和误区。

　
修行就是修心，完善自我的同时也增长了帮助他人的能力。
《寂静之道》这本书可以说是开卷有益，任何读者都能在其中找到解决自己困惑的方法。
本书采用语录体的形式，便于阅读，也符合当今快节奏生活的阅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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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希阿荣博堪布，1963年生于四川甘孜德格县，是当今藏传佛教宁玛派最伟大的上师法王如意宝晋
美彭措仁波切颇具影响力的弟子之一。
二十余年来，他不辞辛劳地赴海内外各地弘扬佛法，发起、组织规模宏大的放生和其他各类共修活动
，以正式授课、现场开示、发表文章等多种形式接引、指导佛教弟子闻思修持佛法，深受海内外佛子
的尊敬和喜爱。
由部分发表文章结集出版的《次第花开》，自问世以来一直是佛教类书籍中的畅销书。
1995年，在德格玉隆阔建立扎西持林闭关中心，为藏族僧侣开设系统完整的佛教课程，并为在家众提
供各种修行的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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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 四法印　  精神之道　  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科技高速发展、物质丰富多样，但这个时代的
人看上去却并不安乐。
生活富足却不快乐，不是幸福的生活。
　  在我的家乡德格，至今还保持着藏民族传统的生活状态，而且人们非常虔诚地信仰佛教，修持佛
法是生活的主要内容。
在那里，物质条件与大都市相去甚远，但人们的内心很安乐,常常能看到有人边干活边跳舞。
走在夏季的草原上，更是随处可以看见人们聚在一起唱歌、跳舞。
而站在拥挤的城市街头，我很少看到人们发自内心地欢笑，只有一个个匆忙的身影。
　  科技和物质只能满足一些感官需求，无法满足精神需求，解决精神层面的烦恼。
人对物质很容易厌倦，没得到时不甘心，千方百计去争取，一旦满足却又立即生厌。
一个人如果没有更高的精神追求，生活很容易就陷入这种不甘和厌倦的循环，导致内心越来越浮躁、
越来越空虚。
真正的信仰能帮助排遣负面情绪，保持生活的平衡喜乐。
　  也有人把烦恼增多、内心空虚归咎于物质繁荣，其实不尽然。
物质会对人心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关键是人心在作怪。
烦恼多，是因为物质条件改善后内心执着的东西更多了。
内心空虚也是因为物质丰富后有更多逃避痛苦的选择，人们可以更频繁地变换安慰的方式，结果便更
频繁地感受到不满足和挫败。
　  有的人居无定所地过着安宁的日子；有的人却在豪华住宅里一辈子逃亡。
为了追求富足而苦恼或者整日忙碌得忘记去生活的，大有人在。
辛苦操劳一辈子，到头来还是不快乐，而一生却已经过去了。
　  高楼大厦、飞机、网络，这些先进的技术只是为人类的活动提供了便利，对学佛人来说，并不意
味着发达。
在我们看来，社会没有犯罪、众生平等、人们安居乐业，没有烦恼才是发达。
　  在这个幻化游舞的世界当中，金钱和地位没有什么实质的利益，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们的烦
恼与痛苦。
真正能对治这些烦恼与痛苦的只有佛法。
　  许多人没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自己需要帮助，或者不能谦逊地学习别人的成功经验。
每个人的世界观应由自己建立，盲目或被迫接受他人的观点都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但是封闭内心、固
守成见同样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牧民家庭，虽然在我幼年的时候，藏地的寺庙基本都被毁坏了，但我在十一
岁那年听说了札熙寺的哥宁活佛，就很想去拜见。
阿妈一直没答应，因为路远，我年纪又太小。
过了一两年，经不住我反复乞求，阿妈借了一匹马，拜托一位正好顺路的老喇嘛带我去札熙寺。
那个时候，我就坚信自己这一生所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跟随上师学习佛法，寻求终极的快乐和
解脱。
　  我并不排斥其他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也很愿意增加对它们的了解，但我四十几年的人生经历和
见闻让我确信：寻遍整个世界，唯有释迦牟尼佛宣讲的妙法能帮助人们实现永久的安乐。
　  幸福源自内心的安宁。
许多人到了老年才真正开始关注心灵和生命的价值，更多的人，哪怕死亡迫在眉睫，也不去思考自己
的一生何去何从。
然而，无常的脚步从来不会为谁而停止，生命中的痛苦也不会因为谁忽略和回避它而减少一些。
　  希望过安定富足的生活，这一点藏族人与其他的民族并没有区别。
然而，佛陀关于无常和因果的开示给了我们无限的勇气和希望，哪怕目不识丁的藏民也深信因果并无
惧地接受无常，有着世俗教育难以造就的见地和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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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佛教绝对不是迷信, 它一定能真真切切地给众生带来利益。
释迦牟尼佛也不鼓励盲目相信, 他说：&quot;就像金子被加热、切割和打磨一样，你们要好好检视我说
过的话，不要只是出于对我的敬畏而接受。
&quot;　  很多不信佛的人，究其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认同佛陀的教法，而是他们没有机会了解佛法
，所以尽管对痛苦、无常有认识体会，却也无可奈何，不知道人竟然还有可能从痛苦中完全解脱。
　  为了让自己的心获得暂时与究竟的安乐，无论是否接受佛教作为自己的信仰，都应该以开放的心
态去了解佛教。
人生中各种各样的痛苦和烦恼,产生的原因,止息的方法,佛法里都有清晰的解释。
　  日常生活里让人不如意、不开心、痛苦、烦恼的因缘那样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非在愁中即在
病中。
但是，人们总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认为谈论苦是悲观消极或不吉祥的。
痛苦是轮回生命的常态, 如果对痛苦没有正确、深入的认识，就不会有动力寻求解脱。
　  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宣讲了苦、集、灭、道四谛, 首先宣说的就是苦谛。
苦，生命的一切经历都不离痛苦的本质；集，痛苦的成因；灭，痛苦是可以止息的；道，止息痛苦的
方法。
四圣谛解释了什么是轮回、轮回的产生、是否能够结束轮回（即解脱），以及如何解脱。
　  为什么大多数所谓学佛者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想解脱？
因为大家在心底不认为轮回真的那么苦。
解脱之道始于对苦的正确认识，不从正确认识痛苦着手，脱离轮回几乎不可能。
　  六道轮回中所有生命的生存状态都具有苦的特质，这个&quot;苦&quot;不仅包括粗大剧烈的痛苦、
伤害，也包括细微的不适、不如意等等。
当你对苦的深度和广度有了正确认识，远离痛苦就成为一股强烈的意愿，你迫切地想知道到底是什么
造成了生命中无所不在的缺憾--苦。
而只有在你真正明白苦的成因后，才会知道苦是有可能终结的。
于是，你通过各种途径远离痛苦、趣向安乐。
　  在四谛中，集是因，苦是果；道是因，灭是果，但佛陀在宣讲这两对因果时，先讲果再讲因。
因为在实际修行中，是按苦、集、灭、道的顺序，而不是按因果的顺序来修的。
　  身处痛苦中，应该了知自己在痛苦中；痛苦就是痛苦，不要把它误解成别的。
　  佛经上把痛苦分为三大类：苦苦、变苦和行苦。
苦苦，是显而易见、不折不扣的痛苦，比如身体和精神的创伤、病痛、恐惧、生离死别。
对苦苦，人人避之唯恐不及，谁也不会认为它们是别的东西而想去追求、亲近。
　  通常被我们理解为快乐的种种体验和现象是变苦，因其本质为苦，终将由快乐变成痛苦。
相聚是快乐的，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相聚的快乐里隐含着分离的痛苦；恋爱是快乐的，而相爱容
易相处难，恋爱的快乐里隐含着争吵、猜忌、怨恨的痛苦；年轻貌美是快乐的，只是岁月无情催人老
，年轻的快乐里隐含着衰老的痛苦；为人父母是快乐的，可把娇小脆弱的生命抚养成人，要付出多少
精力，提心吊胆、不寝不食，这其中又有多少辛苦；升职加薪是快乐的，不过压力和焦虑也随之升级
。
仔细思量，生活里每一项快乐都含带着日后的痛苦。
　  行苦是一种更深刻也更细微的痛苦，它指的是陷于轮回的众生整个存在状态的无奈和不圆满，身
心受到业力牵制，被种种烦恼束缚。
普通人的生命皆是由烦恼中来，到烦恼中去，全然不得自主地流转、流转。
如果不是亲身遭遇变故、痛苦，一般人很难体会&quot;诸受是苦&quot;的深义。
对痛苦的了解越深入、越全面，我们就越被激励着去实践离苦得乐的方法。
在疾病以及其他的痛苦面前，我们完全有可能保持尊严和从容。
　  现代人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假设，假如投资股票挣了钱, 假如退休了就去周游世界⋯⋯我有时觉得
奇怪，为什么人们不假设有来世, 这并不比假设有明天或有明年更荒谬。
　  常常听到质疑，说&quot;如果有前世，为什么我不记得了&quot;。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寂静之道>>

记忆里没印象的不一定就没发生过，因为不记得就否认其存在，这没有道理。
看不到前世后世并不能证明轮回不存在。
如果经过观察和思考，没有谁能真正否定佛教关于轮回、转世的观点。
　  从古至今还没有哪位圣贤否认过轮回的存在，你也没有必要急于下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
当你说&quot;不相信轮回&quot;时，你的意思其实是&quot;不想相信有轮回&quot;，因为轮回、转世这
些概念听起来太陌生，让你感到束手无策，你甚至连试图了解它的兴趣和勇气都没有。
　  每次听说有人自杀时我心里都难过极了。
死亡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巨大的未知，而未知多大恐惧就有多大! 死亡的过程是极其剧烈的变化，活着
的人根本无法想象四大分离的那种痛苦。
这个世界上没有真不怕死的人，以自杀的方式摆脱现世的痛苦，可以推知他们内心承受着多大的痛苦
。
第一次听说抑郁症时，汉族弟子们给我解释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
在藏地，我从来没听说过谁有抑郁症，也没听说过自杀。
　  也有很多人没来由地相信轮回是件浪漫的事，想当然以为自己来生肯定还是重回人间，甚至能回
到今生今世的种种因缘中，继续一段段爱恨情仇, 这种想法实在是一厢情愿。
　  地狱的寒热、饿鬼的饥渴、旁生的愚痴、非天的争斗、天人的堕落以及人道的生老病死,六道中的
痛苦无量无边,没有任何地方能让我们真正获得安乐，轮回的本质就是痛苦。
　  有人口气大，说不怕下地狱，这是他忘了地狱的痛苦。
人道世界最大的痛苦与地狱里最小的痛苦都无法相提并论，谁也受不了地狱的痛苦，到时候再怎么后
悔也来不及。
　  说不怕地狱的人不信佛，也不信因果。
觉得自己很勇敢很坚强的人，在火旁边多烤一会儿都受不了，还怎么受得了地狱的痛苦? 不用说十八
层地狱，最近的地狱与人间的痛苦都根本不一样，比如无数次地被切开、再长好、再被切开。
　  也许你觉得活命已经够忙的了，哪里还顾得上考虑死后的事。
如果你因为忙于活而顾不上死，那么可以等到活腻味了再思考轮回、生死。
不过，看看周围，多少人都是满怀着对生活的热情筹划，突然间离开这个世界的,你没有理由相信自己
会更幸运。
　  常有人向我诉说事业不顺、婚姻不幸、失眠厌食，希望我给个方法解决这些麻烦，像看医生那样
，得到一系列建议，然后一二三四，按照步骤去做，就可以万事如意。
我大概常常让他们失望，因为我总说：&quot;对生活不要要求太高，好好修行！
&quot;我希望他们少受痛苦，但我更希望他们明白：轮回就是这样充满缺憾。
烦恼无尽的纠缠，这就是生活。
　  身在轮回中，却追求圆满，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迷惑。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认为人生中烦恼不断，是自己做得不够好，如果很努力、很用心，事情一定会有
一个圆满的结果。
可是，不论我们多注重锻炼保养，身体照样会生病、衰老；不论我们多么爱身边的亲人，他们早晚会
与我们分离。
事业、家庭，这一切，总有不如人意的地方。
　  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不欲临,无论贫富强弱，所有人都无可避免要经历这
八种痛苦。
各种各样粗大的、细微的、强烈的、温和的痛苦伴随着我们短暂的一生，你也可以把它们称为压抑、
孤独、怨恨、哀愁、恐惧、贫穷⋯⋯这些东西无论我们现在做得好或不好都会出现在生命中。
　  佛经中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称为娑婆世界，意思是能忍受缺憾的世界。
痴心不改硬要在缺憾的世界里追求完美，会有结果吗？
　  只要有这个身体在，我们就必定经历生老病死；只要心里还有贪执、嗔恨、困惑、傲慢，我们就
必定感受痛苦。
　  人们对痛苦通常持四种态度：有人希望痛苦尽快结束，以为眼下的痛苦结束了今后就会一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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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痛苦的同时不忘享乐，痛苦并快乐着；有人虽然不再惧怕痛苦，但痛苦妨碍了他的修行；有
人拥抱痛苦，在痛苦中找到通向自由的路途。
　  如果能以烦恼为契机去勘悟世间万象的本质，从烦恼入手去实现止息烦恼的最终目的，那么充满
烦恼的人生就是我们解脱的最好机缘。
　  我们自以为经验老到、广闻博学，而绝大多数时候，不过是凭概念和联想在理解世界；我们自以
为明察秋毫，事实上往往只看见想看的，听到想听的。
佛陀教我们以开放的心去观察和倾听，才能真正看到和听到。
可是用清新、开放的眼光认知内在和外部的世界，不仅需要勇气，还很辛苦。
　  有一些成见和误解比较容易纠正，只需要稍稍改变心的习惯，还有一些错误的假设从久远以来流
传至今，已经成为&quot;真理&quot;和&quot;常识&quot;。
我们如果想活得更真一点，有时不得不做个没有&quot;常识&quot;的人甚至是叛逆者。
　  那些舍弃今生的修行人，他们只是拒绝继续生活在谬误里，也不想躲在别人的经验里混日子。
他们觉得受够了捉弄，于是坚决远离这些骗人的把戏，开始真心诚意地去认识和感受万事万物。
　  佛陀说，一切痛苦的根源在于人们对自身及外部世界根深蒂固的误解，执幻为实，没有认识到事
物皆依赖各种内在和外在的条件刹那生灭，不是固有和恒常不变的，佛教里称之为&quot;无我&quot;
和&quot;无常&quot;。
　  无常并非佛陀的发明，他只是指出了一个总被忽视的真相。
佛法不向你承诺安全感或确定性，事实上，它恰恰要打破你对安全的幻想。
　  无常粉碎了我们对安全感、确定性的幻想，当我们意识到自己脚下随时可能踩空时，便本能地想
抓住什么，这就是执着的由来。
而我们想抓住、想依靠的东西本质上却是抓不住、靠不住的，痛苦便由此而生。
　  如果你把痛苦纯粹当作一种负面经历，想方设法要避免它；或者认为痛苦意味着失败，要是自己
能力足够，一切都摆得平，就不会有痛苦，如果你这样想，毫无疑问，当遇到挫折时，你会分外感到
压抑、焦虑和不公平。
　  &quot;我&quot;是一种错觉, 我们的整个生活却建立在这个错觉的基础上。
　  一切痛苦都来自于自己的执着，如果有人让我们痛苦，我们首先应该检视的是自己。
　  无始以来，我们所追求的都是过得更好更快乐，更有安全感，然而，这种追求至今仍没有结果⋯
⋯是时候停下来重新思考了。
如果不纠正两个错误，我们很难得到真正持久的安乐，一个是在缺憾中寻求完美，另一个是只想自己
快乐。
　  要真正止息痛苦，只能从破除我执入手。
无我是佛教最独特也是最深奥的见解，能听闻到无我法门是值得庆幸的。
对真正寻求解脱的人来说，仅在理论上理解无我还不够，要彻底解脱痛苦必须证悟无我。
　  有些事实显而易见，人们却总也认不清，比如说无常。
常听人感叹人生失意，这种挫败感很多时候正是对无常的体验。
　  看看这世界，人们整天忙忙碌碌,无非为逃避无常;苦恼、挣扎那么多, 也无非源自对无常的恐惧。
然而这世上没有一件事物是恒久不变的，所以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必然同时给我们带来不安全感。
　  多数的人往往要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比如遭受突如其来的变故, 才会意识到无常的存在，所以总误
以为是无常带来了痛苦。
要知道，造成痛苦感受的不是无常，而是自己对无常的恐惧。
克服这种恐惧有两个办法，一是熟悉无常，二是了解恐惧的原因。
　  无常的意思是变化。
除了变化，生活中还有什么呢？
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生命中的一切都是无常的。
四季更迭，人事代谢，身体、情绪、思想，无一不在变化之中。
　  无常像一个面貌丑陋、内心温柔的怪人。
不熟悉的人,害怕看见他的脸；了解他的人，能与他愉快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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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常不好也不坏，开心还是伤心，全看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与无常没有必然关系。
佛陀希望我们明了：一切都会耗尽，一切都是无常，毫无例外。
即使是佛陀本人也示现了疾病、衰老和圆寂。
　  如果我们认为某些无常是好的、温和的，可以接受的，某些无常则无法接受，这说明我们并没有
真正领会诸行无常的深意。
说到底，我们还是不够谦卑，不肯彻底放下心中的傲慢和成见去认识无常。
　  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变化起伏，有得有失，这是普遍的，也是自然的。
假使你坦然接受无常是生命的规律，你会放松下来。
　  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中，因此不存在注定不变的命运。
我们甚至要感谢无常，因为它意味着凡事都有改变的可能。
因为无常，我们永远有希望。
　  倘若没有无常，黑夜永远等不到白天，低落的心情永远盼不到阳光灿烂，得病的身体永远不能恢
复健康，离别的人永远不能再相聚，这样的世界想想都很糟糕，不是吗？
　  人的一生中有顺境也有逆境，然而无论何种际遇，如果能转为道用，透过它认识生命的本质，就
都是一生的财富，得失起伏无不是觉悟的契机。
　  有生就有灭，有聚就有散，这不过是事物的平常状态。
坚强或者脆弱，接受或者抗拒，生活都会继续。
　  我们不喜欢无常，因为它总在试图传达另一个让人深感威胁的信息：万事万物，包括我们自己在
内都是&quot;无我&quot;的，没有永恒、固有、实存的性质。
　  这个世界上最陌生的人就是自己，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机会安静下来好好了解自己。
每天早晨在镜子里看到的那个人是&quot;我&quot;吗？
　  人们相信有一个绝对存在的&quot;我&quot;，我的身体、我的想法、我的房子、我的家⋯⋯这只是
由于不了解自己而形成的误解。
　  再美妙的身体也是由三十六种不净物组成，人的肉眼只能看到皮肤这个表层，皮肤的下面是血和
肉，如果没有皮肤，你还会贪恋这样的身体吗？
　  一个人的身体，作为处于连续不断、无穷无尽的逐渐变化中的聚合体，会存在几年、几十年或者
上百年，而思想、情绪、感受等心识却是念念生灭，更不具有常一性。
如果身体不是&quot;我&quot;，刹那变化的心就更不可能是我了。
　  虽然迄今为止的科学发展还没有最终印证佛法中所说的&quot;空性&quot;，但一些研究成果，尤其
是量子力学，已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使人们相信没有实存、常一的我。
原子、电子、质子、中子、微子⋯⋯将某种物质现象如此分解下去，就算分解到最后不是虚空，而是
某种终极微小的单位，这个单位也不可能是&quot;我&quot;。
　  任何时候都不要把&quot;自我&quot;的感受执着为真实。
对自己太执着的话，没法获得解脱。
　  具备无我的见地之后，经过反复观修、体认，我执会逐渐弱化。
佛教中分析和修行的方法都是用来帮助破除执着。
只有当证悟无我时，困扰我们无量劫的痛苦才会当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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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次第花开》和《寂静之道》两本书缘于把理论上的学习用到生活中修行缘于此书的文字。
如书名“次第花开”的隐喻般让每个想活泼泼觉醒的友人在一个个框架中回归自性，有次第有步骤的
在生活中实修，让每一刻都保持觉知，也让深涩的经论哲学平淡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感恩作者：希
阿荣博堪布。
　　——陈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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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的人居无定所地过着安宁的日子　  有的人却在豪华住宅里一辈子逃亡　  我们是一群搭载时间之
车的乘客　  疾驶在生命的单行线上海报：　  　  无法减速，不能回头　  悲喜，聚散，成败　  像路边
的花草，一闪而过　  生活是一场没有彩排的现场直播　  演成什么样都是自己担当　  生命这出戏，短
暂而无法重来　  我们的人生因而要过得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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