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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西方 

吉噶康楚仁波切开示 

经过这么多年，我对西方的佛教的

观点已经改变了。此时我抱着十分

积极和乐观的态度。这并不意味着

我从前就持怀疑或不确定的态度，

而是说，经历时日后，我更加确信

了。目前看起来，在西方树立圣教

法幢，具有极大的可能性。基于我

个人的经验，我已对此愈加确定——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定。 

这些年以来，西方人对佛教的兴趣有着持续的增长。这样的兴趣可能是一个非常

正面的信号：人们对佛陀教法的真义产生了解和建立联系。随着人们越来越多的

领略佛法，人们读更多书，听更多课，并有更多各界人士接触到了佛教，而他们

中有很多人以前对佛法认识不多。当他们了解佛法并运用到生活中时，他们发现

佛法很有意义。并不单是个人，同时也有很多不同佛教团体对学习和修持佛法有

真正的兴趣。如果我们观察不同佛教团体的动向，不论是上座部佛教，禅宗，还

是藏传佛教，都是很棒的。在西方树立法幢，建立佛法，许多工作已被付诸实行。

但总体来说，我认为尚有更多工作亟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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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已接受了许多佛法教授，并引进了许多法门，但很大程度上仍表现在外在

的形式和结构上。在西方建立佛法的真髓，仍然需要花很多时间，这并且将取决

于人们如何运用已经教授给他们的东西，及如何感恩佛法的源头。 

为了令佛法在西方深度扎根，具备参考和指路灯作为灵感和鼓励的来源非常重

要。如果我们考察西藏，中国，日本，斯里兰卡或泰国的人民，我们知道，他们

付出了惊人的时间，精力和无私奉献，才将佛法从圣地印度引进到他们的本土。

当我们研究历史时，我们看到，他们的工作，委身及所历艰辛仍是难以比肩的。

从虔信，委身，奉献及克服挑战的程度而言，都让人难以望其项背。确实，如今

许多西方人具备虔信和克服挑战的能力，但必不可少的是：需要从全球性的层面

而不只是个人层面来加强我们的努力。 

另外，由于我们正在尝试建立能超越任何自我观念的佛法，审察我们的努力是至

关重要的。对佛法来说，结果取决于付出的努力是否出于真心，还是更多的出于

自私。我们的努力，是否仅为了一己的私利，还是对他人也有帮助？为了在西方

树立圣教法幢，我们必须真正审察我们的动机，及我们如何学习，修持和教授佛

法。审察我们的动机，以及检视我们学习，修持及教授佛法的方法，是极为必要

的。能否在西方建立佛法，非常关键的一点在于：以开放和批判性的头脑来展现

佛法的智慧，而不是走到各种世间法的歧途上去。 

同时我们也必须审视我们的组织。即使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组织，看似建立了纯正

的佛法体系，并乐于行善，但也可能在本质上被个人的自私动机所影响。在这种

情况下，这个组织将不复将纯正而永续的佛法发扬光大，也因此将不复广利众生。

它也许只能存在一代，而即使在一代里也会有很多变数。因此我们必须付出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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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包括个人层面以及集体层面——以超越自私动机的方式来学习和

修持佛法。 

佛法在西方能否兴盛，也取决于像世界环境这样的外缘。它需要稳定，和平及经

济发展的世界环境。如果有战争，饥荒，破坏的情况，或者如果治理体系由民主

制度变为较激进和狂热的制度，这些都会对人们产生影响。正如同机缘曾在圣地

印度，西藏，中国，日本，韩国，缅甸，泰国和斯里兰卡等地以绝妙的方式成熟

一样（佛法和纯正的传承至今仍在这些地区继续盛行），当殊胜的机缘成熟时，

圣教法幢必将在西方建立。 

道途中的挑战 

这条道途中有许多挑战。这些挑战，或者说魔，并不是西方所独有的；魔的所作

所为正是不可或缺的佛法教导。波若波罗蜜多心经中有许多教导——关于挑战

和来自魔的障碍，以及当修习佛法的个人或团体试图创立善行事业时，魔如何显

现。了知如何克服魔障，将取决于佛法行人和团体。在圣地印度和其他佛法广为

弘扬的国家，已有许多修行者成功地克服了魔障。他们未向魔屈服，而是做到了

终生真心修持佛法，并获得了伟大成就，利益自身和他人。而这也必须在西方发

生，这点极为重要。 

我们个人和群体致力于修行，如果希望最终成就善果，就必须付出不懈努力，理

解佛法，并将获得的领悟付诸实修。同时我们也必须致力于清除那些阻碍我们证

得内在佛性的覆障。这样做的话，我们不仅利益了自己，也极大的利益了他人。 

法教及实修传承之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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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要在西方建立法教和实修传承的法脉传薪，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这

些领域已有所发展，而且人们已从中受益。但为了将这些法教翻译成各种西方国

家的语言，仍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要建立法教传承法脉，在广泛的佛法教授中，必须持有真正的传承法脉意识；否

则佛法将面临被随意解释的境况——而我们各人的解释，未必能做到和佛陀言

教或者经典一样如法。从传承法脉接受法教传授，可以防止这个弊端，并使我们

长养知识；而这种知识远胜于单靠阅读或诠释书本得来的知识。 

在藏文中，有三个术语很重要：Chepa，tsöpa和 tsampa。Chepa意为 “教

授 ”， tsöpa意为“ 辩论 ”， t sampa意为“著述”。伟大的大班智达们

已写下了诸多佛法论著，并被各佛教国家的大译师们译成各国文字。如今我们必

须不加任何个人诠释的将这些教言可靠无误的传递到西方。这将是无价之宝。与

此同时，为了更真切的理解这些教言，及理解其与有志于解脱之路的人们的关系，

大量的讨论是亟需的。这种讨论是真切的理解这些教言及其与佛法行人之关系的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必须著论。著论必须本

着根据佛教经典而造论的原则。由此，我们便能对世界做出真正的贡献。 

要建立实修传承法脉，必须通过觉悟见，修，行的法教后来进行传递。通过我们

的个人经验，我们必须全然理解我们接受的所有法教。唯有那时，我们自己的证

悟才是真实的，才等同于被传递给我们的证悟。通过如此展现或持有这种证悟，

我们才能真正从轮回苦海中解脱，并实现利益众生的宏愿。通过许多人的不懈努

力——投入一生修行佛法以成就具义人生，假以时日，我们便能真的做到建立

实修传承法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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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实现证悟是一个非常私密的过程，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我们的

真诚和虔信的程度，极大的影响了我们对法教的理解及如何将其转化为自身经

验。如果没有虔信，那就只是简单的信息交换而已。若是如此，我们在接受或学

习法教时，就不会有真心，不会有对我们所受的法教有真正的感恩，也不会对我

们的心灵和人生起真正转变。因此，虔信必须自然产生，且极为重要。 

虔信的文化 

对每人都以保持自己的个性和骄傲为本的现代人来说，虔信是很有挑战性的。对

一方面想学习，另一方面又丝毫不放弃自我观念的人们来说，虔信是很有挑战性

的。 

因此，拥有一个能真正支持虔信的文化将十分重要——此处并非仅指肤浅的或

流行文化式的崇拜，而是从佛陀时代延续至今的虔信。在圣地印度本身，在佛陀

的戒律和其他所有法教中，都有虔信的传统。在所有佛法流传和修行传统已真正

扎根的地区，都存在虔信的文化，并有许多虔诚的个人的事迹。通过亲近老师，

并以全心虔信依师教导而修行，已经有很多人获益并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

例子，对其他人来说是一个鼓励。真的存在“ 证据” 表明虔信的作用！ 

尽形寿受持佛法 

佛法不是一项业余爱好或者兼职的修习。它不像进入学校或大学，最后拿一个学

位。佛法是终生的投入，需要做终生的打算。我们需要尽形寿献身命，受持佛法，

并通过修行，找到我们所尊崇的具义人生的意义。不管我们遇到怎样的挑战，我

们都必须应付自如，面对每一个挑战，并超越它。只有如此，最终才有利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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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们闭关，并真如往昔的修行人一般精进修持，那么我们获得的成就将与往昔

修行人所获的完全相同。 

目光长远 

确实，时代变化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变化了——但从在我们的生命中建立佛

法这个方面来说，一切都未曾改变。这是因为，作为个体的人，和我们各种各样

的造作及覆障，在现在和过去都并无二致。我们生活的内容也许有些改变，但我

们的本性不曾改变。因此，从我们应如何受持佛法及从覆障中真正获得解脱这个

方面来说，一切都未曾改变。往昔的大师们如何行持，如今我们也应该照样行持。

过去他们发现了极好的善巧方法来行持佛法，今天我们应对此感恩和付诸实行这

些方法。一方面，现代化对所有宗教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并不只是佛教；但从

另一方面来说，现代化可以为佛法提供很多支持。因此我们没法将自己是二十一

世纪的现代人拿来作借口。如果我们这些 “ 现代人 ” 想让修行适应我们，以

我们自身的方便为本，而非以纯正的佛法为本——那么这将演变成我们自己的

方便佛法，而非拥有二千五百年传承法脉的佛法。 

佛法在西方还很新鲜，稳固树立法幢也将需要时间，并将取决于那些促成佛法在

其他国家盛行的因缘是否在西方也同样具足：个人，佛教团体，老师，以及吉祥

顺遂的世界环境。如果这些因缘都具足的话，佛法将在西方盛行，也将影响许多

人的人生，并对全世界的福祉作出巨大的贡献。 

西方世界拥有强势的全球性政治和经济力量。如果佛法能在西方盛行，那么佛法

的真髓——服务一切众生——也将会实现。通过佛法的弘扬，人类的未来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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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更美好。我说这些，并非因为我是佛教徒或者因为我在佛教哲学熏习中长大；

而是我们可以实实在在的看到许多历史证据，从而证实这种说法。 

我衷心的希望，佛法在西方的兴盛，能够在本世纪及未来数个世纪成就。我们必

须目光长远；当我们考虑全人类及什么能给全人类带来福祉时，若只考虑几个世

纪，委实是目光短浅。科学技术已为人类的进步和舒适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然

而，如果人类的精神要以纯正而积极的方式发扬光大，那将取决于佛法——非

但有佛法之名，更有佛法之实——在这个世界的兴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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