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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菩提书院来说，传灯是一个重要项目，可

以说，是书院发展的核心内容。因为书院所做的

一切，都是为点灯和传灯服务的。

其中，三级修学属于点灯的过程。通过闻思

修，驱除无明，点亮心灯。两千五百年前，佛陀

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发现一切众生都有觉悟本

性，都有自救能力。所以，这盏灯不在别处，就

在每个人心中，是我们本自具足的觉性。这一发现，

给世间带来了光明，给众生带来了希望。

佛陀成道后说法四十五年，广转法轮，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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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化，就是为了将这盏智慧之灯传递下去，照亮

世间，唤醒众生。可以说，佛陀就是娑婆世界传

灯的第一人。在佛陀涅槃后的千百年来，祖师大

德们继承这一使命，使佛法薪火相续，流传至今，

给无量众生带来利益。无论这个世间多么黑暗，

只要这盏觉悟之灯还在，我们就能看清方向，找

到弃暗投明的道路。

作为佛陀的弟子，作为佛法的得益者，我们

应该学佛所言，行佛所行，在点亮内在心灯的同时，

也要点亮芸芸众生的智慧心灯，让他们从中受益，

直至解脱。这是佛陀出现于世的唯一目的，也是

每个佛子尽未来际努力的终极目标。

在座的每一位，在社会不同岗位，从事不同

工作。所有这些环境，都可以是传灯的场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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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与我们有缘的众生，都可以是传灯的对象。而

我们为此所做的一切，只要发心纯正，方法恰当，

都将成为菩提资粮，成为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

增上缘。

一盏灯到无尽灯

或许我们现在的能力还很微弱，既没有多少

说服力，也没有什么感染力，但关键是，我们有

没有这样的愿力？能不能认识到点灯和传灯对每

个生命所具有的价值？

西园寺经常举办传灯法会，有时风雨交加，

在这种情况下，点灯并非易事。即使点亮，也可

能很快就被吹灭。但只要我们灯灯相传，汇聚成

灯的海洋，就无惧风雨了。一盏灯灭了，会有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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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盏，乃至一盏又一盏灯来点亮它，护持它。

正如《维摩诘经》所说的那样：“无尽灯者，

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夫一

菩萨开导百千众生，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于其道意亦不灭尽，随所说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

是名无尽灯也。”

一盏灯的光明是微弱的，短暂的，随时可能

熄灭。而当一灯点燃百盏、千盏、万盏灯时，就

能光光互映，照彻大千。传灯所要做的，就是把

佛法之光传递出去，让更多众生与佛法结缘，于

佛法受益；让更多众生成为修学路上的伙伴，相

互增上，彼此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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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灯的意义

众生千差万别，但从生命源头来说，无非迷

与悟两种状态。迷了就是凡夫，悟了就是圣贤。

在佛经中，也称之为明与无明。

凡夫的生命是以无明为基础，由此带来无尽

的烦恼、惑业和轮回。在十二因缘中，就是以无

明为始，演化出整个轮回之链。所谓无明，就是

看不清生命真相，看不清世界真相。因为看不清，

就会对自我和世界产生一厢情愿的误解。进而对

喜欢的贪著不舍，对讨厌的心生嗔恨，每天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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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著和嗔恨中烦恼着，纠结着，轮回着。

在今天这个时代，高度的物质文明，使人类

欲望空前膨胀。这种被纵容的渴求和执著，又带

来种种不良情绪和烦恼，形成迷惑的生命泥潭，

使我们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在物欲的肆意冲击下，

世界变得日益喧嚣，人心变得越发混乱。

而这喧嚣和混乱的双重冲击，又迫使人们去

反思，去寻求，去探索——生命的出路究竟在哪

里？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心理学，关注

各种灵学及宗教。虽然这些方法也能给人带来慰

藉，带来某种程度的帮助，但都不能对生命真相

作出究竟解答。

我们非常幸运，有缘听闻佛法，有缘进入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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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的引导和氛围，可以帮助我们走出迷惑，走

向觉醒。想一想，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的？

现世的一切努力，所获得的都是暂时利益。财富

再多，地位再高，离开这个世界时可以带走什么？

而在争取和享用这些世间利益的过程中，还可能

造作种种恶业，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副作用。

反之，参加书院学习，参与传灯事业，是给

生命带来究竟的意义，永久的意义。因为我们所

开发的，是生命内在的无尽宝藏。它不会消耗资源，

却可以使我们成为充满正能量的人；它不会破坏

环境，却可以为更多人营造良好的心灵环境。

大家来参加传灯培训，对传灯的重要性想必

已有所认识。这种认识能达到什么程度，是取决

于我们对佛法的受益程度。可以说，我们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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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益有几分，对传灯的认识就有几分。否则，可

能只是一时热情，难以持久。

作为传灯的骨干，我们不仅要有分享的热情，

更要努力修学，调整心行。惟有自己真正从佛法

得益了，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而那种发自内

心的分享，也才会具有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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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在现代的传播

佛法的核心就是修学和传播，这也是菩提书

院的两大重点。作为今天的佛子，我们应该如何

继承佛法，传播佛法？

佛教传入中国后，虽然有过高僧辈出的鼎盛

时期，但明清以来逐渐衰落。尤其是经历文革摧残、

又在经济浪潮中恢复起来的当今教界，自身的状

态并不理想。一方面，是缺乏完整有效的修学体系；

一方面，是缺乏堪能引导的善知识。而与之对应的，

则是社会对佛法与日俱增的需求。



12 1�

因为大家开始发现，佛法并不只是烧香、拜佛、

求保佑，更不是以往所认为的迷信，而是可以从各

方面为人生提供智慧指南。从大处说，包括人生

观、世界观的建立；从小处说，包括如何看待财富，

如何与人相处等等，佛陀都有着精辟的阐述。

另一方面，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多数人已

不再有生存之忧，但心理问题却开始浮出水面。

目前，各类心理疾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不分行业，

不分老幼，已成为困扰现代人的重大隐患。针对

这个情况，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相关治疗机构。但

这些治疗只能解决异于常人的一些问题，并未涉

及人类共有的贪嗔痴烦恼。事实上，只要贪嗔痴

还在，病根就没有消除，就还有发病的可能。所以，

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在于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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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自古即有“心学”之称，不论什么宗派，

都是从对心的认识，到解决心的问题，最终认识

心的本来面目。可以说，对心理问题有着全面、

细致的治疗方案，而且是被无数人实践过的有效

方案。

但是，佛法从传统一路走来的过程中，尚未建

立适合当代的传播体系，使得这一宝藏远远没有发

挥应有作用。尤其是大陆佛教，虽然这些年已有一

些探索，可针对社会需求来说，仍是杯水车薪。如

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从佛教来说，不能完成化世

导俗的使命；从大众来说，不能享有这一取之不尽

的智慧资源，于双方都是莫大的损失。

所以，我们要做好佛法在现代的传播工作，

让不了解佛法的人，有渠道了解佛法；让想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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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人，有机会走入佛门；让已经走入佛门的人，

有次第地踏上修学之路。

发菩提心，自利利他

中国佛教属于大乘，是以利益一切众生、帮

助一切众生走向觉醒为目标。而明清以来，佛教

受禅宗和净宗的影响，在修学上偏于自了，对菩

提心重视不够，从而使大乘精神严重缺失。

事实上，菩提心的修行非常善巧，它不仅是

一种慈悲的修行，同时也是一种智慧的修行。

为什么我们具备佛性，却依然是凡夫？就是

因为我执，因为贪著，因为自我的错误设定。只

要有一分我执，有一分自我保护，就会有一分烦恼，

有一分不得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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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菩提心，就意味着放弃所有的贪著，放弃

所有的自我保护，只是根据众生的需要来奉献自

己。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执自然会随之弱化，

而建立在我执上的烦恼也会随之瓦解。

正是在菩提心的统摄下，自利和利他才能完

美地结合在一起——因为无条件利他，而能究竟

自利。所以，要彰显大乘佛教的精神，必须大力

提倡菩提心教法，这是众生的需要，也是我们自

身的需要，因为“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

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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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供养中，法供养最

对于一个发起菩提心的学人来说，什么才是

对他人究竟的帮助？

《金刚经》中，以七处校量来说明法布施的功

德。如“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

人所得福德……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

偈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乃至“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

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

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



1�

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

为人解说”，等等。

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比不上法布施；

每天三次以恒河沙之多的身体布施，依然比不上

法布施。此外，《普贤行愿品》等众多大乘经典中，

也一再告诉我们：“诸供养中，法供养最。”

如果认识不到般若智慧的价值，我们可能感

觉这些比喻过于夸张，难以理解。当我们真正意识

到佛法对人生的作用，就会觉得，无论怎么比喻

都是不为过的。因为再多的七宝布施，乃至生命

布施，所得到的只是外在福德，是暂时的，有限的。

而修习佛法，以及引导更多人修习佛法，可以帮

助我们超越轮回，走向解脱，这才是对生命本质的、

究竟的改善。什么价值更大，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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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这么有意义的事，却长期为人忽

略。很多信众热衷于盖寺院、建大佛，以此培植

福德。这固然值得随喜，但我们要知道，寺院的

意义，不在于有多么堂皇的建筑，而在于住持和

传播正法；佛像的意义，不在于有多么伟岸的尺度，

而在于让弟子们以佛陀为榜样，见贤思齐，精进

修学。

无论是寺院还是大佛，都是因为有法，才能

起到化世导俗的作用，才能具备安定人心的力量。

所以我提倡的是，把寺院建到每个众生心里。这

就需要推动整个教界的传灯意识，让每个佛弟子

都能认识到传灯的意义，都能以传灯作为不可推

卸的使命。

传灯的过程，也是自我成长的过程，并且是



1�

一个快速成长的过程。因为我们是在直接运用所

学，而运用又能反过来检验所学，这就促使我们

不断思考，从而加深对法义的认识和领悟。

传灯模式的建设

具备传灯意识之后，还需要与之配套的模式，

才能顺利开展工作。虽然传灯是一项最有意义的

事，但如果方法有偏差，也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

甚至适得其反。尤其是代表书院传灯，更要有相

应规范，才能统一到三级修学，而不是凭个人经

验发挥，依个人理解演绎，最终又导致修学的混

乱与无序。

基督教能够传遍世界，一方面是因为基督徒

有很强的传教意识，另一方面，是得益于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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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教方式。基督教非常重视布教学的研究和建设，

不仅形成了完善的结构体系，还有很多具体的实

施细则，为传播基督教提供了高效的操作流程。

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

其实，佛教并非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佛典中

就记载了很多佛陀和弟子们布教的案例，历代祖

师也有相关事迹传世，但要让这些经验在今天发

挥作用，还需要总结归纳，形成一套可以复制的

规范化模式，并以现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呈现。

自菩提书院创立以来，我们一直非常重视传

灯的建设。通过传灯委一年多的努力，基本模式已

经成形。未来需要做的，就是在各地的落实运用。

希望大家接受培训后，认真理解这套模式的精神，

然后根据实际条件，把这套模式贯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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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灯工作的开展，是探索的过程，也是建设

的过程。虽然我们有了基本框架，但在具体操作

过程中，还需要根据实际操作效果，对模式作进

一步的完善。进而，不断在这个框架中补充内容，

在纵向深化，在横向扩展。

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些实践，能够推动佛教“弘

法布教学”的建设，让更多有心参与弘法的人，

在这个平台上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使佛教早日

形成适合当代的传播模式。

在这充满无明和贪嗔痴的世界，多一盏智慧

之灯，就少一分痛苦；多一盏觉悟之灯，就少一

分对立；多一盏菩提之灯，就少一分黑暗。愿我

们时时点亮心灯，处处传递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