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作者 
《亚瑟斯集塔》的作者是个

圣人。虽然从小被剥夺了世

俗教育的权利，但是，在灵

性导师古儒的指点下，经过

长时间的冥想和禅定，他最

终获得了灵性视野。虽然把

写作看作是通往至福之路上

的障碍，但是，他接受了创

作此书的挑战。至尊存在曾

经向他启示说，除了《亚瑟

斯集塔》外，他脑海中所有

预先灌输的偏见和思想都已

消除。为了提高自己的修

行，他也曾试图通过冥想将

《亚瑟斯集塔》的影响彻底

消除，但是，在两种欲望的

冲突中，对本书的创作欲望

占了上风，因此，《亚瑟斯

集塔》问世了。对于作者所

有的一切概念性的错误，至

尊存在对它们进行了更正。

随着本书的问世，我们衷心

地希望作者的座右铭“内心

的和平”成为“每一个人最

终的和平”。 

 

 

多年以来 
对《博伽梵
歌》真正的、
永恒的注释 

 



 



 



 



  
 

 

 

 

 

 

 

 

                                            
 

 

 

以至诚的敬爱 

 

奉献 

给 

永恒的、受祝福的、崇高的 

瑜珈大师 

尊贵的教师帕玛南德先生 



 



 



 



 



 



  
 
 
 
 
 
 
 
 
                                             
 

《集塔》是全人类的“圣经” 
 

 

马哈西·维德·维亚斯 --- 克利须那时代 

  

 在马哈施·韦达·维亚斯之前，历史上没有出现任何以文

字形式记载的宗教原则。后来，四部《韦达》以文字的形式诞生

于世，从而开创了智慧和知识史上的新传统。《婆罗玛苏特

拉》、《摩呵婆罗多》、《博伽瓦谭》和《集塔》宣称说，“克

利须那将《奥义》中的所有精华浓缩、汇编入《集塔》，为减轻

人类的悲哀作出了贡献。”由此可见，《集塔》是《韦达》和

《奥义》全部精华的汇编，《集塔》的存在为疯狂的人类提供了

感知至尊存在的理论原则和途径，提供了获得最终和平的手段。

圣人们认为，《集塔》是智慧的论述，全人类都应该把它作为自

己的人生哲学。 

 

 从以下诗句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集塔》的本质： 

 

,da 'kkLrza nsodhiqrz xhre~，,dks nsoks nsodhiqrz ,oA 

,dks earzLrL; ukekfu ;kfu，dekZI;sdks rL; nsoL; lsok AA 

 

 

 

 

 

 

 

 

 

 

 

 

 

 

 

 

 



 

 

 

 

 

 

                                                                                                            

     

 

 

 

 这句话的意思是：由岱瓦克之子、主克利须那启示的圣经

只有一部，值得效仿的灵性实体只有一个---人的灵魂。只有灵魂

是永恒的。“噢姆”是《集塔》中建议的唯一的圣名吟诵方式。

“阿尔诸那啊，‘噢姆’是永恒之灵性存在的圣名，吟诵 ‘噢

姆’，同时对我进行反思吧。”为灵性存在服务是唯一的达摩。 

 

 先知们曾经说过，神圣的创世者是上千年以来唯一的普遍

真理。他们也曾经说过，有些人常常向主祈祷，希望主帮助他们

实现自己的物质和精神愿望，他们也会对主感到敬畏，但是同

时，他们也在崇拜其他的神。对于上述概念，只有《集塔》给予

了清晰的描述，为灵性的人们指引了方向（参考《亚瑟斯集

塔》）。如果您想感知灵性的真理，请阅读《亚瑟斯集塔》。 

 

 《集塔》被公认为宗教经典，但是，它不属于任何宗教或

者宗教教派所有，而是集普遍智慧于大成的宗教遗产，是印度灵

性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因此，它应该被视为国家文化的代表。 

 



  
 
 
 
 
 
 
 
 
                                             

达摩原则 
 

1． 每个人都是上帝之子： 

“存在于物质躯体中的不朽灵魂是我的一部分，是他的存在

吸引了物质的五种感官和作为第六感官的思想。”        15/7 

 全人类都是上帝之子。 

 

2． 人类身体的作用 

“虔诚的婆罗门们和出身高贵的圣人们就更是如此，他们将

实现最终的赦罪。因此，你也应该放弃这卑微的、易逝的凡人身

体，全心地从事对我的奉献。”                   9/33 

 “居于人类身体之中的你如果崇拜我，哪怕无法得到金钱

和物质方面的舒适，最终还是会得到更多。因为这样的崇拜是赋

予全人类的权利。” 

 

3． 人类分为两类 

“帕萨啊！这个世上有两种存在：一种如同神明，虔诚而圣

洁，另一种则如同恶魔，邪恶而狡诈。我已详尽地给你解释了神

圣的品质。现在我要向你讲述邪恶的品质。”            16/6 

 人类分为两种：有高贵而崇高心灵的“岱瓦”（神圣的）

及性格邪恶的“阿苏拉”（恶魔）。在整个被创造的世界中，再

也没有属于其他类别的人。 

 

4． 通过上帝的帮助实现每一个愿望 

“那些研习韦达诸经、  畅饮神圣甘露、排除一切罪恶的

人，那些通过雅格亚崇拜 我、追求天堂般存在的人， 将会因他

们的美德而得到回报，在天堂中享受神仙般的快 乐。”   9/20 

 

 

 

 

 

 

 

 

 

 



 

 

 

 

 

 

                                                                                                            

     

 

 “通过对我的崇拜，人们就可以获得到达天堂的通路。”

因此，由于至尊存在所施予的恩惠， 人们能够实现一切愿望。 

 

5． 向至尊存在寻求庇护以消除一切罪恶 

“ 即使你是罪人之首，在登上神授智慧的方舟之后，你

也能立渡苦海。”       4/36 

即使是最罪大恶极的人也能因为拥有了神授智慧而臻达

至尊存在的境界。 

 

6． 知识 

“恒常地处于阿迪亚特姆和对至尊之灵的感知之中是唯一

的知识，除此之外的其它皆属无知。”     13/11 

 真正的智慧包括向神圣智慧的献身和对永恒智慧的直接感

知，除此之外的一切都属于无知。 

 

7． 每个人都有崇拜的权利 

“即使是罪大恶极的人，如果能够持之以恒地崇拜我、对

我奉献一切，他仍然算是圣人，因为他坚定不移。因而，他很快

就会变得公平正直，达到永久的和平。所以，琨缇之子啊，我的

崇拜者永远不会遭到毁灭，对此，你应该深信不疑。” 9/30-31 

“如果一个罪恶深重的恶人能够以一心的虔诚和全无杂念

的心对我进行崇拜，他一定能够转化成为一个崇高的灵魂，他的

内心定将获得永恒的和平。”因此，一个崇高的灵魂就是一个将

自己完全奉献给至尊存在的灵魂。 

 

 

 

 

 

 

 



  
 
 
 
 
 
 
 
 
                                             
 

 

 

8． 在神圣路途上播下永恒的种子 

 

“无私行动的种子一旦种下，即使得不到精心培育而开出

崇高的精神之花，也可以免除人类对生死轮回的恐惧。”   2/40 

 如果在行动时以自我灵魂的实现作为目标，那么哪怕是不

大的行动也能够将灵性寻求者从生死轮回的恐惧中解救出来 

 

9． 至尊存在的居所 

“阿尔诸那呀！至尊主居于每个人心中，指导着众生的行

动，而众生却坐在玛雅这座物质能量的机器之上。巴茹阿特啊！

全心全意地皈依他吧！靠他的恩赐，你会得到超然的平和，臻达

至尊无上的永恒居所。”         18/61-62 

 至尊之主永远居住于每一个有生命的存在的心中，因此，

人应该彻底放弃一切、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主，这样，他们就能达

到最终的至福。 

 

10． 雅格亚 

“还有些人通过控制思想和感官实现自知自觉，把一切感

官及生命呼吸向知识瑜珈（自我控制）之火供奉。有些人偏好呼

吸之法，他们练习反呼为吸，反吸为呼，还有人停止呼吸，以最

终达到无呼无吸、呼吸平和。”          4/27,29 

信徒们将自己的感觉及生命呼吸也献祭给瑜珈之火。灵魂

的禅定者牺牲自己的呼吸，有些人反呼为吸，有些人反吸为呼，

更有人停止呼吸，以实现调息之法（普茹阿亚纳玛）。这一整套

的过程就是“雅格亚”，实行“雅格亚”的行为就是“羯磨”或

“即定的行动”。 

 

 

 

 

 

 

 

 



 

 

 

 

 

 

                                                                                                            

     

 

 

 

 

11． 雅格亚的实行者 

“库鲁的俊杰呀，那些已经品尝了神圣甘露的瑜珈师们已

经臻达永恒之境，而那些不奉行雅格亚的人甚至无法在现世快乐

地生活，更何况下一世呢？”              4/31 

对于一个没有任何“雅格亚”心态的人来说，在转世轮回

的过程中降生于人世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每一个降生于人世的

灵魂都应该实行“崇拜冥想”（雅格亚）。 

 

12． 主是可见的 

“我亲爱的阿尔诸那啊，只有依靠完全而坚定不移的虔诚

奉献，崇拜者才能直接窥见我的这一形体，认识其本质，甚至最

终与其成为一体。”             11/54 

 如果能够以赤诚的心对主进行奉献，一个人就能轻易地感

知和了解主并臻达主的境界。 

“有人视‘自我’为奇迹，有人把它描述为奇迹，有人听

其为奇迹。更有人听说之 后，仍全然不知。”           2/29 

 只有开明、顿悟的圣人能够感知灵魂。 

 

13． 灵魂是真实而永恒的 

“个体灵魂不可摧折，不能溶解，烧不毁，烤不干。灵魂

永存，不变不动，永恒如 一。”            2/24 

 唯有灵魂是真实、永恒的。 

 

14． 创造者和他的创造物都是易逝的 

“整个物质世界，从最高级到最低级的世界，全是生死轮

回不休的苦海。琨缇之子 啊，那些到达了我的居所的人，就将永

远不再投生于物质世界。”             8/16 

 

 



  
 
 
 
 
 
 
 
 
                                             
 

 

 

 

 从婆罗门创世主到他的创造物，还有各种恶魔，都是悲哀

满怀、短暂的、必死的。 

 

15． 对众神的崇拜 

“有些人为他们的天然本性所驱，从精神世界堕落，只追

求世俗的享乐。他们遵循所谓的传统，崇拜一些所谓的神，却背

离了我——他们唯一的主。”             7/20 

无知者因对肉欲的渴望而失去了洞察力，因此，他们盲目

地遵从当代流行的传统与规范、崇拜其他的神。 

“为了追求物质财富的拥有，有些人崇拜其他的所谓的

神，其实他们真正崇拜的是我---众神之主。因为无知，他们没有

遵循即定的崇拜方式。”    

 那些崇拜所谓的众神的人，由于无知，并不了解他们真正

崇拜的对象是至尊存在这一事实，因此，他们的崇拜将是徒劳

的。 

“那些不遵守经典的规定、盲目地进行自我禁欲和苦修的

人，他们的人性中充满欲 望、眷恋和对权力的渴望，并且充满了

虚 伪 与 自 负 ， 他 们 不 仅 折 磨 自 己 体 内 的 各 种 器 官 ， 

而且折磨居于他们灵魂之中的‘我’。这样的人无知而且具有恶

魔般的性格。”             17/5-6 

 具有美德的人也常常崇拜主之外的所谓众神，因此，这些

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邪恶的特性。 

 

16． 卑贱之人 

那些放弃了经典中指定的雅格亚实施方式、不按照经典指

示进行崇拜的人是残酷、罪恶、卑贱的。 

 

 

 

 



 

 

 

 

 

 

                                                                                                            

     

 

 

 

 

17． 即定的程序 

“如果他的灵魂能够脱离肉体的束缚，吟诵着噢姆---神

圣的字母组合，将我铭记在心，他必将实现最终的赦罪。” 8/13 

 “噢姆”是永恒之主的象征，因此，受到启迪的圣人们指

出，人们在进行崇拜和冥想时应该吟诵“噢姆”，同时把至尊存

在牢记心中。 

 

18． 宗教经典 

“无罪之人哪，我已经将这最为精妙的知识传授给了你。

巴茹阿特啊，一旦掌握了它的本质，人就能够获得智慧并成功地

完成他的一切责任。”             15/20 

 

 《集塔》是宗教经典 

“因此，经典是至高的权威，它对人们的责任作出了规

定，如果你精心研究经典，就能依照经典的指示行动。”   16/24 

 宗教经典是人们履行或者不履行职责的基础，因此，崇拜

者们应该按照《集塔》中指定的方式履行自己的职责。 

 

19． 达摩 

“不要悲伤，因为我将使你摆脱一切罪恶，因此，你应该

放弃其它一切职责，直接皈依到我的门下。”          18/66 

 放弃所有世俗的困惑（将自己完全奉献给我），执行即定

的行动以臻达至福，这样的行为才是真正的达摩。如果能够做到

这一点，一个人哪怕是罪大恶极，由于他的坚定不移，他仍然可

以算为圣人。 

 

 

 



  
 
 
 
 
 
 
 
 
                                             
 

 

 

 

 

 

20． 臻达之所            

“因为永恒之主、不朽的生命、不灭的达摩、还有最终的

至福都居于我之内。”             14/27 

克利须那是不朽之主、永恒的生命、不灭的达摩和至尊目

标的居所。也就是说，圣人是一切福佑的居所。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有与《集塔》相同的本质） 



  
 
 
 
 
 
 
 
 
                                             
 

自远古时期至今的所有圣人先知曾
经宣扬过的神圣启示（按年代顺序
排列） 
 

 

“冈嘎达奢哈拉”（1993 年）是个吉利的日子，这一天，印度教

哲人阿德嘎达南德先生在自己居所的入口处树立了一块纪念匾

额，上面刻有下列内容： 

 

• 韦达圣人（纳拉彦·苏克塔，远古时代） 

存在于每一点灰尘中的至尊存在是唯一的真理，臻达“内尔

瓦纳”的唯一方式是掌握它的含义。 

 

• 拉姆（罗摩衍那，上百万年前的特瑞塔时代） 

渴望达到至福却又不向至尊存在祈祷的人只能算是不学无术

之人。 

 

• 瑜珈大师克利须那（集塔，5200 年前） 

主是唯一的真理。冥想是臻达至尊之境的唯一通路，只有白

痴才会进行盲目的偶像崇拜。 

 

• 摩西（犹太教，3000 年前） 

如果你不把信任寄托于主，而是寄托于一些人造的偶像，主

是不会感到快乐和满足的。开始向主直接祈祷吧。 

 

• 先知琐罗亚斯德（拜火教，2700 年前） 

你的一切悲哀都来源于你心中的邪恶，那么，对阿呼玛孜德

进行冥想，驱除心中的邪恶吧。 

 

• 哲人马哈维尔（耆那教，2600 年前） 

灵魂就是真理；通过虔诚的苦修，你在这一世就可以认知关

于灵魂的真理。 

 

 

 

 

 

 

 



 

 

 

 

 

 

                                                                                                            

     

 

• 佛祖（马哈帕日尼尔纨·苏塔，2500 年前） 

象所有早先的圣人一样，我已经臻达了最崇高无上的境界---

“内尔瓦纳”。 

 

• 耶酥基督（基督教，2000 年前） 

只有通过祈祷才能获得神性。转向我吧，这样你也将成为上

帝之子。 

 

• 穆罕默德（伊斯兰教，1400 年前） 

“La lll – Allah Muhammad –ur Rasul - Allah” ---除了无

处不在的上帝，世上再也没 有任何值得人吟诵的祈祷文。穆

罕默德是真正的圣人。 

 

• 阿迪·山卡拉查亚（1200 年前） 

世俗的物质生活是毫无意义的，创世主是世上唯一真实的存

在。 

 

• 圣人卡比尔（600 年前） 

只有拉姆之名是一切的根本，其它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初

始、过程和结束无非是对拉姆之名的吟诵，是一切事物之中

最崇高的。 

 

• 古儒纳亚克（500 年前） 

“噢牟卡”是唯一真正的存在。 

 

• 哲人达亚南德·萨拉斯瓦缇（200 年前） 

对永恒、不朽之主进行祈祷；“噢姆”是全能之主的圣名。 

 

• 哲人帕玛南德（1911－1969） 

全能之主将仁爱施予了人类，敌人从此成为朋友，不幸变成

了幸运。主是无所不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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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相信《集塔》这部著作人尽皆知，无需多作解释。迄今为止，已

经出版了成百部注释本，其中五十余部为梵语版。但是，河流虽

多，终将归入大海，多部不同的注解只有一个出处，那就是《集

塔》。有人可能会感到困惑，为什么对于同一部著作会有那么多

不同的观点和争论呢？注释者常常说，尽管真理是唯一的，但是

如果有十个不同的听众，每个听众都有他独特的理解方式，那么

就有了十种不同的解释方法。而我们对于言论的理解取决于言论

是否属于物质自然之属性，即萨特瓦（伦理道德及善）、拉扎斯

（激情及精神上的盲目性）及塔玛司（无知及黑暗）的范畴。既

然我们无法超越我们的能力去理解这些属性以外的事物，那么在

对“圣主之歌”《集塔》的重要性的理解方面有些争议，也就是

自然而然的事了。 

 “疑惑”一向是人类的大敌，其原因不仅仅在于人类对同一客观

事物有不同的理解，而且在于同一原则在不同时期的阐述方式往

往不同。很多现存的对《集塔》的注解都有一定的真理性，但是

如果把其中最公正最准确的注解与其它的混淆在一起，即使是世

界上最有智慧的人恐怕也很难分辨清楚。因为识别真理的工作往

往艰难，谬误又难免会披上真理的外衣。《集塔》不同版本的注

解都不约而同地宣称其各自的真理性，而事实则不然。因此，即

使真正出现了一些好的版本，人们也往往难以分辨。 

《集塔》之含义难于理解的根源之一也在于克利须那是个瑜珈大

师，是个开明 

 

 

 

 

 

 

 



 

 

 

 

 

 
                    

 

圣士。世上除他本人之外，只有阿尔诸那才有能力领悟其中的真

理。阿尔诸那是一个伟大的智者，有着独特的洞察力，当克利须

那向他宣讲神性之实质的时候，他逐渐达到了克利须那所讲授的

精神的终级境界。人类的思想往往无法完全以语言表达，其中很

大一部分要靠面部表情及肢体语言的帮助，甚至要靠所谓的意味

深长的沉默来表示，而剩余的部分则要视真理探求者的领悟力及

执着与否了。因此唯有和克利须那一样的圣人才能真正了解《集

塔》所要传达的信息，因为这样的圣人曾走过与他相同的精神之

路，并且有着同样崇高的地位，有着同样的洞察力及感知力；他

无需从圣书中转载原文，因为他理解并能阐示其文的实质及价

值；其本人作为先知，他不仅仅能够洞察其文的本质，而且能够

教导、指引并赋予他人洞察之力。 

 

我亲爱的导师、敬爱的帕玛南德 • 吉 • 马 哈拉扎就是这样一

位圣人。这本《亚 瑟斯·集塔》无非是本文作者对他的言论的记

录，而不是作者本人的见解。本文包含着动态的、以行为为导向

的任何一个真理寻求者都应该遵循的原则，而那些不遵循这些原

则的人只能在无意义的人生的迷宫中盲目地打转。克利须那认

为，为了避免盲目，一切信徒都应该求助于圣人的指点。他要求

信徒们求助于圣人的指点，通过圣人无瑕的言行来汲取知识。他

还曾多次明确指出，他所启示的真理亦曾被其他的先知所启示。 

 

 

 

 

 



 
 
 
 
 
 
 
 
 
                                            

 

 

 

梵文版的《集塔》清晰而易懂，在耐心而仔细地阅读其句法及字

源之后，每个人都可以掌握其大概，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明白每

个字的含义。例如，克利须那在解释“行动”的概念时使用了模

棱两可的词语，他说，真正的“行动”是雅格亚的实行。他还

说，瑜珈师们执行雅格亚的方式各有不同，有的人控制普冉（内

呼），有的人控制阿磐（外吸），还有的人既控制普冉，又控制

阿 磐，以此来实现呼吸的平衡。众多的圣人通过控制自己的感官

来实现自我控 制。因此，雅格亚就是对呼吸的反思。如上所述都

是《集塔》中的记载，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固执地相信：雅格亚

包括吟诵“斯瓦哈”和向神坛的火中投入燕麦、油菜籽、黄油等

物。 

 

 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来解释对《集塔》真正含义的种种

误解呢？ 即使 绞尽脑汁，我们能够把握的也不过是一些表面的

原因。在从出生到逐渐成长的整个过程中，人类继承祖先遗留的

各种遗产，如住宅、店铺、土地和财产、等级和荣誉、牲畜、家

用电器等等，同时，他们也继承各种习俗、传统、宗教信仰与祭

祀仪式等等。在成长的过程中，孩子观察父母、兄弟姐妹及邻居

的言行举止和崇拜方式，因此，家族的 信仰、习俗、惯例也深深

地刻在他的脑海之 中。如果他的父母祖先崇拜某种神，他也吟诵

同一个神的名字；如果他的祖先 

 

 

 

 

 



 

 

 

 

 

 
                    

 

崇拜某种鬼魂或幽灵，他也吟诵同种鬼魂或幽灵的名字。因此，

有些人崇拜席瓦，有些人以克利须那为心中的神，还有些人崇拜

其他的众神。 

 即使拥有《集塔》之类的神圣经典，这样的崇拜者们也无

法理解其中的真正含义。因为，对任何人来说，要放弃祖先的财

产是非常容易的，但是，要超越祖先的传统习俗和信仰方式却是

极为困难的。人们往往在传统的习俗和信仰方式的基础上对《集

塔》中蕴含的真理进行注释：如果宗教经典与传统习俗一致，那

么，它就是真正的真理，如果二者不一致，人们往往歪曲宗教经

典来适应自己的需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集塔》的真正含义

无法为人所掌握。只有智者和圣人拥有常人所没有的智慧与灵

性，他们因此能够超越传统，能够真正理解《集塔》中的真理。

因此，只有依靠智者和先知的帮助和指点，常人才能够认知真理

的真正面目。对于这一点，克利须那在书中进行过反复强调。 

 《集塔》是超越一切个人、等级、集团、学校，或者任何

宗派、国家和时期的，是普遍的、属于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和

民族、男人和女人都应该掌握其中蕴含的真理。但是，道听途说

不应该成为人寻求真理的基础。在《集塔》的最后一章中，克利

须那说，仅仅是倾听神圣知识也会对人类大有裨益。但是，人类

不应该因倾听而感到满足，他们还应该将其付诸于实践、将灵性

知识完全融入自己的行为和存在之中。因此，在对《集塔》的理

解中，我们应该 

 

 

 

 



 
 
 
 
 
 
 
 
 
                                            

 

 

 

摆脱一切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概念，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窥见灵性

的光辉。 

 书籍是引导读者进入知识殿堂的路标，所以，把《集塔》

简单地当作神圣的书籍是远远不够的。有人说，一旦掌握了《集

塔》中的真理，人就算是掌握了《韦达》的真理---关于主的真

理。在《广林奥义》中，亚格那瓦克雅说， 

《韦达》是“永恒之主的呼吸”，它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据说，圣人维施瓦米特拉曾经全神贯注地进行反思与苦

修，婆罗门创世主深深被他感动，于是向他现身说，“从今天起

你将是个圣人（瑞施）。”但圣人并没有因此而满足，而是继续

进行苦修。过了一段时间，婆罗门创世主与其他的神一起现身，

说，“从今天起，你将是个尊贵的圣人（拉扎施）。”圣人的目

标还是没有实现，他继续孜孜不倦地进行苦修。又过了一段时

间，婆罗门创世主与更多的神（崇高品德的象征）重现，说，

“从今天起，你将是个最崇高的圣人（马哈施）。”维施瓦米特

拉回答说，“我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已经能 够完全控制自己感官的

婆罗门圣人。”于是，他又继续进行修行。又过了一 段时间，婆

罗门创世主再次现身，说，“从现在开始，你是一个真正的婆罗

门圣人。”维施瓦米特拉万分喜悦地说，“如果我已经成为婆罗

门圣人，那么，让《韦达》成为我的新娘吧。”于是，《韦达》

中蕴含的一切神圣的知识与智慧在他的心中牢牢地生了根。 

 在《集塔》中，克利须那还说，整个世界就象一棵永恒不

灭的菩提树，主是树的根，高高在上，树的众多枝条从根上向下

延伸。如果崇拜者能够以弃绝的利斧砍断心中的众多枝条，只保

留主的存在，那么，他就算是认知了《韦 

 

 

 



 

 

 

 

 

 
                    

 

 

达》的真正含义。“韦达”意味着对物质自然的摒弃和对主的感

知，这种灵性的顿悟是主赐予的礼物，因此，它是超越“自我灵

魂”的。圣人已经与至尊之灵融为一体，成为至尊之灵的化身和

代言人，他们是超越“自我灵魂”的。他们的言辞中所蕴含的真

理深奥无比，因此，仅仅靠着对字面含义的理解，灵性的寻求者

是无法理解其中的真正含义的。只有通过无私行动之道、将个体

自我完全融入主的存在，他们才能把握其中的真正含义。 

整部《韦达》记载着一百多位圣人先知的言辞。在后来的

整理过程中，许多关于社会秩序和组织方面的规则又得到了补

充。人们相信，这些社会规范是由圣人先知们制定的，因此，虽

然这些规范并非达摩----灵性义务的实现， 人们还是常常盲目地

遵守这些规范。在当今的物质社会中，有许多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假装与权力阶层的人物有密切的关系，并因此而顺利完成他们需

要完成的工作。《韦达》中规范的制定者们也是如此，他们利用

先知受到的尊重和爱戴来维持自己的生计。幸运的是，《奥义》

中记载了《韦达》中所有的圣人先知上千年前的启示。这些启示

既不是宗教教条，也不是制度，而是对宗教崇拜的反思及永恒真

理之领悟的记录。《集塔》就是《奥义》中重要启示的归纳，是

其中不朽之本质的精华。  

 所有领悟了真理的先知都是这精华的具体体现。世上的人

们把这些先知们话语的汇编称为宗教经典，然而，一些教条主义

者和盲目遵循宗教教条的信 

 

 

 



 
 
 
 
 
 
 
 
 
                                            

 

 

 

 

徒认为，只有他们所信仰的宗教经典中记载的才是真理。因此，

有些伊斯兰教徒认为《古兰经》是最后一部关于真理的启示，类

似的启示再也不会出现。还有些人认为，如果不信仰上帝之子耶

酥基督，人类永远也无法进入天堂。人们常说，“这样的先知或

圣人今后再也不会出现了。”其实，他们不明白，他们所有的不

过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旧式思想，所有的圣人和先知们感知的真

理都具有相同的本质。 

 由于它所具有的普遍性和一般性，《集塔》超越了任何其

它类型的宗教经典，并且可以成为衡量宗教经典和真理的标准和

准绳。然而，正如前面指出 的，几乎所有的宗教经典中都充满了

各种关于世俗生活及宗教仪式和习俗方面的论述，有些经典还对

人们份内或者份外的事多加揎染，以此来吸引人们的注意。不幸

的是，人们常常为此所惑，把这些肤浅的观念当成达摩的本质，

却忘记了一点---各种行为规范、宗教仪式和关于物质生活的原则

都是随着时间、地点和情况的改变而改变的，因而是短暂的、易

变的。这正是各种宗教冲突和团体冲突的根源所在。而《集塔》

却超越了一切世俗、短暂的观念，向人们展示了实现自我完美和

最终赦罪的动态方式，这正是它的独特之处。《集塔》中没有一

句关于物质生活及天堂和地狱方面的阐述，而是着重强调了灵魂

如何才能到达不朽的境界、从生死轮回的枷锁中解脱，并要求信

徒们为心灵内部的战争时刻做好准备。 

所有的圣人先知都有他们自己最喜爱的语言表达方式。在

《集塔》中， 

 

 

 



 

 

 

 

 

 
                    

 

 

瑜珈大师克利须那选择了诗句体，并且对行动（羯磨）、雅格

亚、瓦恩、瓦恩山卡、战争、领域（克奢特茹）、智慧或洞察力

（格彦）等等重复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在印第文和英文的译著

中，我们都严格遵循了这些词的原意，并且在适当的地方提供了

相应的解释。这些词语以及它们独特的含义都是《集塔》的独特

与吸引崇拜者之处，我们在本书中将一再读到，因此，我们将这

些词语简要定义如下： 

克利须那 ： 他是个瑜珈大师，瑜珈的专家，一个杰出

的宗教导师。 

真理 ： 只有灵魂和自我才是真实的。 

萨纳坦 ： 意思是“永恒的”，灵魂和主都是永恒

的。 

萨纳坦达摩 ： 能使信徒与主融为一体的行为。 

战争 ： “战争”意味着人类头脑和内心拥有的完

全不同、截 然相反的、神圣与邪恶两种冲

动之间的冲突，其最终结果 是两种冲动的

共同消亡。 

克奢特茹 ： 意思是“领域”，即上述战争发生的场所-

---人的身体，是 由头脑和感官组成的。 

格彦 ： 即“知识”或者“洞察力”。对主的直接

感知就是知识。 

瑜珈 ： 即超越世俗的眷恋和排斥、臻达至尊之灵

的境界。 

格彦瑜珈 ： “智慧”或“洞察”之道。崇拜和冥想是

行动，依靠自己 

 

 

 



 
 
 
 
 
 
 
 
 
                                            

 

 

 

 

  的能力进行行动就是智慧之道。 

尼施卡玛-羯磨-瑜珈 ： 无私行动之道，即完全放弃自我、依

靠灵性导师的 帮助进行行动。 

克利须那启示的真理 ： 克利须那所启示的真理与以前的先知

已经感知的、以后的先知将要感知的

真理是相同的。 

雅格亚 ： 一种崇拜和冥想的过程。 

羯磨 ： 意思是“行动”，“行动”即对雅格

亚的执行。 

瓦恩 ： 即行动（即定的崇拜方式）的四个阶

段，不是各个 社会阶层的名

称，而是同一个崇拜者在进行灵性崇

拜时所经历的不同阶段。 

瓦恩山卡 ： 崇拜者因感到困惑而偏离了灵性之

途。 

人的分类 ： 由于物质自然的属性，人分为两类，

即神圣的和邪 恶的，或者正义的与

非正义的，他们受到本能的驱 使而

进步或堕落。 

众神 ： 众神代表人类内心正义的冲动或愿

望，使灵魂能够 

 

 

 

 



 

 

 

 

 

 
                    

 

 

  臻达至尊之主的崇高境界。 

阿瓦塔 ： 意思是体现或人形化，这种体现是内

在的，而不是 外在的。 

维茹阿特－达珊 ： 该词可以理解为“至高存在的视

野”，这是存在于 圣人内心的、主

所授予的本能。 

至尊之主 ： 即崇高的目标，因为只有主才是人类

崇拜的目标。只有通过伟大圣人先知

的指点，崇拜者才能臻达 主的境

界。 

 

  需要指明的是，只有在读到第十三章时，读者才能清楚地

了解克利须那的形态----他是个已经成功地实现灵性目标的圣人

（瑜珈大师）。从第二章开 始，读者开始理解到，“永恒”与

“真理”具有相同的本质和含义。作者在第四、十一、十六和十

三章中解释了“战争”的性质及战争发生的地点。 

 

  从第三章和十三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感知就是智

慧（格彦）。第六章清楚地介绍了瑜珈的意义，在随后的章节

中，作者又从不同的角度对瑜 

 

 

 



 
 
 
 
 
 
 
 
 
                                            

 

 

 

 

珈的概念进行了解释。在第三章和第六章中，作者解释了智慧之

道的定义和性质。第二章是关于无私行动之道，第三章和第四章

有关于雅格亚的详细解释。 

  在第二章第 39 句中，作者第一次提到了行动（羯

磨）。读到第四章时，读者就会明白“行动”的含义：“行动”

即崇拜、禅定或冥想。第三章提供了对瓦恩山卡的解释，第四章

澄清了阿瓦塔的概念。在第三、四章中，作者简要地介绍了瓦恩

的四个阶段，但是，直到第十八章中，他才详细地解释了这一概

念及其本质。在第十六章中，人被分成正直与邪恶的两类。在第

七、九、十和十一章中，作者对主那巨大、无所不在的形态有所

触及。在第七、九和十七章中，作者对除主之外其他众神的虚幻

性进行了阐述。在第三、四、六和十八章中，作者指出，真正的

崇拜之所不应该是寺庙、神殿等崇拜场所，而应该是崇拜者的心

中。对于那些没有足够的时间通读《集塔》全书的读者来说，只

要读完一至六 章，他就可以掌握全书的精髓。 

  我在前面的书中已经提到，读了《集塔》之后，

读者虽然无法获得任何改善物质、世俗生活方面的实用技巧，却

能够在灵性生活的战斗中取得胜利。《集塔》中的战斗并不是你

死我活的物质战斗，而是心灵内部的精神战争。《集塔》中发生

在达姆克奢特茹和库鲁克奢特茹的、虔诚与非虔诚、正义与非正

义的战争，《韦达》中印德拉与维瑞塔之间、知觉与无知之间的

战争，《普冉》中神与魔鬼之间的战争，以及《罗摩衍那》和

《摩呵婆罗多》中拉玛和拉 

 

 

 



 

 

 

 

 

 
                    

 

 

万、考若夫与潘督瓦之间的战争，都具有相同的性质。 

  这场“战争”又发生在何处呢？书中的达姆克奢

特茹和库鲁克奢特茹不是指具体的地理位置。 

  通过克利须那与阿尔诸那的对话，作者指出，人

类的物质身体就是战争发生的场所，在人的身体中，正义和邪恶

的种子渐渐发芽，然后逐渐长成桑斯卡。五种元素、个体自我、

理性、未经展示者、十种感官、思想、五种感官对象、以及欲

望、仇恨、喜悦和痛苦、智慧和毅力共同组成人类的身体。人类

的行动受到自然界三大属性萨特瓦、茹阿扎斯、塔玛斯的驱使，

因此，离开了行动，人类是无法继续生存的。自从亘古时代以

来，人类就在不断地经历出生、死亡、再出生的过程，这一过程

发生的领域就是库鲁克奢特茹。经过伟大灵性导师的指点，灵性

寻求者一旦踏上真正的崇拜之路，并且在这条路上不断进 

步、离至尊之境越来越近，库鲁克奢特茹（行动之域）就转变为

达姆克奢特茹（正义之域）。 

  人的身体、头脑和心灵中永恒存在着神圣正义的

与魔鬼般邪恶的两种不同本能。品德的化身潘督和忠诚的象征绲

缇都是神性的组成部分。正义的品质在人的内心觉醒之前，由于

灵性知识的缺乏，人可能会出于责任感而行动，但是，严格说

来，由于缺乏善性，他对自己的责任没有任何认识，因而他的一

切行动没有任何价值。例如，对绲缇来说，在她与潘督的结合之

前，卡恩是她唯一的所有，卡恩穷其一生与潘督瓦战斗，是潘督

瓦最强大的敌人。因此，卡恩是与灵魂中的神性相敌对的力量，

是传统习俗的象征。由于卡恩的存在，人固执地坚守错误的见解

和主张、坚持错误的习俗和宗教礼节。然而，一旦神性在 

 

 

 



 
 
 
 
 
 
 
 
 
                                            

 

 

 

 

 

心中觉醒，人心中达摩的特性就逐渐得到发展，这些特性包括：

阿尔诸那，虔诚奉献的化身；毕穆，深厚之爱的象征；纳库，象

征着有节制的生活；萨戴 瓦，真理的追随者；萨缇亚克，美德的

象征；喀西之王，人类圣洁本性的象 征。潘督瓦总共有七个阿克

沙乌赫尼，即瑜珈的七个阶段，在经历了这七个阶段之后，崇拜

者才能最终臻达至尊之主的境界。 

  与潘督瓦军队为敌的库鲁克奢特茹拥有十一个阿克沙乌赫

尼，即人的十种感官和心意。库鲁克奢特茹是邪恶的象征，它的

十一个阿克沙乌赫尼包括：督瑞塔拉施特剌，虽然拥有把握真理

的能力，却自甘堕落、陷于无知之境；甘德哈瑞，陷于感官享乐

而无法自拔；杜尤丹，世俗欲望的象征，对物质世界有着无尽的

依恋；杜沙山，邪恶灵魂的化身；卡恩，灵魂之神性的背离者；

毕士摩，幻想、妄念的象征；卓纳察亚，行为双重性的象征；阿

石瓦塔玛，过度依恋的象征；维卡恩，软弱的化身；克利帕察

亚，代表着真理探求者在自我实现前的 怜悯行为；维督茹，象征

着渴望灵性实现的、陷入无知的灵魂。 

 如前所述，在人的物质身体（战场）之中，两股截然相反

的本能不断冲突、斗争，由于物质本能的存在，人们错误地相信

物质自然的真实性，并因此堕落而重新降生为低等的物质形态。

由于灵性本能的存在，人类认识到至尊存在的真实性，并逐渐臻

达至尊境界。在灵性导师的指引下，灵性寻求者的灵性 

 

 

 



 

 

 

 

 

 
                    

 

 

 

本能不断增强，物质本能不断得到削弱。一旦物质本能的邪恶本

性被完全消 除、人的思想得到完全控制，不但思想将不复存在，

连神性也将失去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一旦臻达至尊的境界，

人将与至尊存在融为一体，其神性和魔性都将不复存在。 

 

 为了改善整个世界的状况，先知们使用了多种比喻来形容

微妙、抽象的概念，因此，《集塔》整部书充满了具有象征意义

的语言。在第一章中，作者列举了三十多个名字，各自代表不同

的意义，其中，一打以上都是主的不同称号，有一半以上的名字

只在第一、二章中出现过一次就不再出现，只有阿尔诸那和瑜珈

大师克利须那两个人物贯穿全篇。阿尔诸那并不是一个有血有肉

的个体，而是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虔诚奉献。 

 

 在本书的开头，阿尔诸那错误地把家庭传统当作“永恒的

达摩”，并为“永恒的达摩”的丧失而悲哀。但是，克利须那向

他指出，悲哀与不决是无知的产物，只有灵魂才是永恒的、不灭

的。他认为，阿尔诸那应该勇敢地进行战斗，因为身体是易灭

的、转瞬即逝的。但他没有说明阿尔诸那是否应该只杀考若夫

人。潘督瓦军队的人不也是“肉身”并且必死的吗？如果人的肉

身都是必死的，阿尔诸那又到底是什么人呢？克利须那在保护谁

呢？难道他不是在保护 

 

 

 



 
 
 
 
 
 
 
 
 
                                            

 

 

 

 

 

不真实、不存在的肉身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不也是同样的无

知吗？难道不是他自己说只考虑到物质身体的人是无知而且缺乏

洞察力的吗？但是，我们已经从书中得知，阿尔诸那不过是虔诚

奉献的象征。 

 阿尔诸那是虔诚、忠诚的学生，克利须那是关心学生、无

比亲切的导 师。一个出色的教师总是时时刻刻与学生同在，保护

他的灵魂，使其不受物质世界的污染，直至目标的实现。阿尔诸

那因为不了解达摩的真正含义而感到困惑，因此，他请求克利须

那对他进行指点和支持。学生在灵性之路上需要灵性导师的指引

这一主题贯穿全篇。 

 我的恩师常常对他的学生说，“肉体是物质的，所以，对

我来说，你的肉体无论居住在哪里都无所谓，但是你的精神一定

要时刻与我同在。每天早晚你都应该吟诵拉玛、席瓦、噢姆等双

音节词，并在心中反思我的形态。如果你能够时时刻刻把我的形

态牢记心中，我就会在你的心中深深地扎根、为你驾驭灵性的战

车。”一旦我们的灵魂与灵性导师的形态融合，他就时时刻刻与

我们同在，时时刻刻指点我们最终到达灵性的终点。 

 在第十一章中，亲眼目睹了克利须那的神圣光芒之后，阿

尔诸那受到震憾并请求他的原谅。克利须那原谅了阿尔诸那，恢

复了他仁慈、亲切的形态，并解释说，在整个世界上，无论是过

去、现在，还是将来，阿尔诸那是唯一一个见过他这一形体的崇

拜者。也就是说，至尊之灵的形体只对阿尔诸那显现。 

 

 



 

 

 

 

 

 
                    

 

 

 

如果这样的话，对常人来说，《集塔》不是毫无意义了吗？克利

须那不是说 过，很多圣人都受到雅格亚智慧的启迪而到达了他的

境界吗？他的话到底有什么含义呢？“阿尔诸那”象征着虔诚的

爱，也就是说，只有那些信念坚定、以绝对虔诚的爱向主奉献、

心中没有任何杂念的人才能真正地认知克利须那的本质，才能感

知他的形体，最终实现与他的融合。正如高斯瓦密·突希达斯所

说的，没有爱的信徒永远也无法臻达主的境界。如果没有虔诚的

爱，即使祈祷千次、行善万次，或者终身苦修，崇拜者还是无法

臻达主的境界。 

 在第十一章的最后，克利须那又向阿尔诸那解释说，“我

亲爱的阿尔诸那啊，只有依靠完全而坚定不移的虔诚奉献，崇拜

者才能直接窥见我的这一形体，认识其本质，甚至最终与其成为

一体。”由此可见阿尔诸那的象征意义。 

 无论克利须那和阿尔诸那、甚至摩呵婆罗多之战在历史上

是否真正存 在过，《集塔》中所记载的战争都不是一场实际的血

腥战争。当阿尔诸那濒临战争的边缘时，两方的军队已经准备好

战斗，他却失去了斗志，是克利须那极力劝说他勇敢地参加战

斗。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克利须那仅仅赋予了他的朋友兼信

徒的阿尔诸那战斗的勇气呢？对于这个问题，只有再三仔细阅读

《集塔》之后，读者才能找到答案。 

 

古茹普尔尼玛 

1983， 7，24    宗教教师 阿德嘎达南德 

 



 

 

 

 

 

 
                   

    

 

 

第 一 章  

幽 柔 寡 断 及 悲 痛 之 瑜 伽 
 

1． “督 瑞 塔 拉 施 特 剌 王 说，‘桑 捷 啊，我 的 

儿 子 们 和 潘 督 的 诸 子 聚 集 在 库 鲁 之 野
1
 

达 摩 克 奢 特 茹 跃 跃 欲 战， 他 们 到 底 做 了 

些 什 么 呀？’”  

 

督 特 塔 拉 施 特 剌 是 无 知 的 象 征； 桑 捷 是 自 

制 的 化 身。 无 知  产 生 于 物 质 化 和 注 重 外 观 的 心 

灵。督 瑞 塔 施 特 剌 的 心 灵 自 幼 陷 于 黑 暗 之 中，  并 

且 生 来 双 目 失 明，看 和 听 完 全 依 靠 桑 捷， 因 为 桑 

捷 是 自 制 的 化 身。  虽 然 他 明 白 只 有 上 帝 是 真 实 

的， 但 是 由 于 无 法 克 服 他 的 无 知 和 对  杜 尤 丹 的 

沉 迷， 他 只 能 永 远 陷 于 考 若 夫 ——  邪 恶 势 力 和 

罪 恶 欲 望 ——  而 不 能 自 拔。 

  人 类 的 肉 体 是 个 战 场。 如 果 人 心 充 满 了 神 

性， 人 身 自 然 会 转 化 成 达 姆 克 奢 特 茹（达 姆 的 领 

域），但 是 如 果 人 心 充 满 了 魔 鬼 般 的 邪 恶 力 量， 

人 身 就 会 堕 落 成 库 鲁 科 奢 特 茹。 “库 鲁” 的 意 思 

是“ 做”， 是 个 祈 使 词。 正 如 克 利 须 那 所 说 的，

“ 如 果 人 类 被 源 于 普 拉 克 利 提（自 然）的 三 种 属 

性
2
 所 驾 驭， 他 们 就 会 被 迫 行 动 ； 没  有  行  为  

他  们 甚  至  无  法  多  存  活   

Y•VamÓQ-> CdmM 
Y_©j{Ã{ Hw$Èj{Ã{ g_d{Vm `w`wÀgd:$& 
_m_H$m: [m S>dmÌM°d oH$_Hw$d©V gßO`$&&1$&& 

1． 达 摩 之 域 。 达 摩 不 仅 是 道 德 品 质 及 善 行，而 且 是 使 某 种 事 物 

或 者 存 在 成 为 “ 自 我” 的 必 要 特 性。 

2. 撒 特 瓦， 塔 玛 斯 和 剌 札 斯 是 所 有 物 质 个 体 或 存 在 的 三 种 属 性 

或 必 要 性 质。撒 特 瓦 是 美 德 或 善 行； 塔 玛 斯 是 无 知 或 黑 暗； 剌 

札 斯 是 欲 望 或 道 德 的 缺 乏。 
 

 

 

 

 

 

 



 
 
 
 
 
 
 
 
 
 

 

 

 

一 秒 钟。”  美 德、 无 知 和 欲 望 迫 使 人 类  实 施 

行 动。 行 为 是 肉 体 生 存 的 必 要 条 件， 所 以 即 使 

在 睡 梦 中 行 为 也 不 会 终 止。 这 三 种 属 性 束 缚 

着 人 类, 使 他 们 远 离 神 的 层 次 而 降 低 到 低 等 生 

物（如 虫 类） 的 层 次。 只 要 物 质 世 界 和 其 属 性 

继 续 存 在， 库 鲁 就 会 存 在。 因 此，  在 前 世 或 者 

普 拉 克 利 提（自 然） 基 础 上 发 展 形 成 的 生 死  轮 

回 就 是 库 鲁 科 奢 特 茹， 而 将 人 类 引 向 最 高 精 

神 实 体 —— 上 帝 的 正 义 行 为 之 域 则 是 达 姆 克 

奢 特 茹。 

 

为 了 找 出 库 鲁 之 地， 考 古 学 家 们 在 旁 遮 

普、 喀 西 和 普 拉 亚 格 进 行 研 究 工 作。  实 际 上

《集 塔》 的 作 者 本 人 已 经 通 过 克 利 须 那 指 出 了 

他 圣 诗 中 战 场 的 发 生 地。 他 说，“ 阿 尔 诸 那 

呀， 人 的 肉 体 本 身 就 是 个 战 场， 那 些 了 解 这 场 

战 争 本 质 的 人 就 能 够 取 得 精 神 上 的 最 终 胜 利 

而 健 康 地 成 长。” 他 还 进 一 步 描 述 了 这 一“战 

场” 的 结 构、 行 动 范 畴（包 括 十 种 知 觉 器 官
3
）、 

主 观 及 客 观 精 神、 自 我、 五 种 元 素
4
 及 三 种 属 

性。 人 的 肉 体 是 个 战 场、  赛 场 或 竞 技 场。 这 是 

一 场 潘 督 之 子 与 督 瑞 塔 施 特 剌 之 子 之 间 的 战 

争， 也 是 一 场 神 圣 与 邪 恶 之 间 的 战 争。 

 

当 人 类 向 圣 人 请 求 指 引 之 时， 两 股 相 反 

之 力 之 间 的 冲 突 开 始 显 现。这 个 战 场 属 于 那 些 

能 够 了 解 其 本 质 的 人， 而 且 是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战 争。 整 个 人 类 历 史 是 个 战 争 的 历 史，  但 这 

些 战 争 不 过  是 一 些 一  报 还  一 报  

 

 
3． 十 种 感 觉 器 官： 五 种 感 觉 器 官， 五 种 行 为 器 官。 

4.  基 本 物 质。 
 

 

 

 

 

 

 

 



 

 

 

 

 

 
                   

    
 

的 战 争， 而 其 中 的 胜 利 者 不 过 是 寻 求 永 久 性 

的 征 服 而 未 得 的 失 败 者。 真 正 的 胜 利 之 根 源 

在 于 其 征 服 的 客 体、 在 于 感 知、 在 于 超 越 自 我 

而 与 无 上 之 神 合 而 为 一， 这 才 是 真 正 的、永 无 

失 败 的 征 服， 这 才 是 真 正 的、 超 越 生 死 界 限 的 

超 度。 

 

 只 有 通 过 圣 人， 那 些 堕 落 在 无 知 深 渊 中 

的 灵 魂 才 能 够 感 知， 因 为 只 有 圣 人 才 能 够 真 

正 控 制 精 神 及 感 官， 才 真 正 了 解 战 场 上 的 战 

况。 

 

2． “ 桑 捷 回 答 说，‘当 杜 尤 丹 王 看 到 潘 督 瓦 军 

队 已 列 好 阵 形 时， 便 走 上 前 去 跟 他 的 老 师 

卓 纳 察 亚 说，” 

 

卓 纳 察 亚 与 双 重 行 为 同 义。  人 类 与 灵 性 

是 相 悖 离 的， 但 是 当 灵 性 的 曙 光 到 来 之 时， 他 

们 的 心 中 自 然 会 升 起 感 知 无 上 之 神 的 欲 望， 

并 渴 求 伟 大 的 教 师 或 圣 人（古 儒）
5
 的 帮 助。 在 

两 股 敌 对 力 量 之 中， 这 种 感 悟 是 踏 上 灵 性 之 

路 的 第 一 步， 而 引 导 人 类 走 上 最 终 的 卓 越 的 

是 尤  给 施 瓦 克 利 须 那
6
， 瑜 珈 的 专 家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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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古 儒 是 梵 语 的 译 语， 意 思 是“ 杰 出 的 教 师”。 在 印 度 教 中， 这 

样 一 个 教 师 的 作 用 是 双 方 面 的， 一 方 面 他 的 职 责 当 然 是 解 释 

经 典，  但 另 一 方 面 他 有 更 重 要 的 职 责， 即 以 他 自 己 的 生 活 为 

他 人 树 立 榜 样。 

6. 在《 集 塔》 这 部 经 典 时， 有 一 点 对 于 著 作 的 理 解 非 常 重 要， 即 

克 利 须 那 是 半 人 半 神 的（维 施 奴， 即 梵 天 或 婆 罗 门， 意 思 是 无 

上 的 神 灵， 克 利 须 那 是 维 施 奴 的 第 八 个 化 身）。 

7． 瑜 珈： 能 够 使 自 我 与 无 上 的 神 灵 合 为 一 体 的 存 在。 尤 给 施 瓦 

是 精 通 瑜 珈 的 人。 
 

 

 

 

 

 

 



 
 
 
 
 
 
 
 
 
 

 

 

 

杜 尤 丹 王（他 是 世 俗 欲 望 的 象 征， 对 物 质 

世 界 有 着 无 尽 的 依 恋） 走 向 他 的 老 师。 对 世 俗 

事 物 的 过 度 眷 恋 是 一 切 不 幸 的 根 源，  诱 使 人 

类 远 离 精 神 宝 藏， 因 此 被 命 名 为 杜 尤 丹。 只 有 

精 神 才 是 永 恒 的， 眷 恋 是 瞬 间 即 逝 的， 它 诱 使 

人 类 陷 入 物 质 世 界 的 深 渊 而 无 法 自 拔。 但 是 

另 一 方 面 它 也 为 人 类 的 启 蒙 提 供 动 力 和 源 

泉， 因 为 若 没 有 了 眷 恋， 世 间 将 只 剩 下 完 美 的 

神 而 无 其 他。  

所 以，杜 尤 丹 王 看 到 潘 督 瓦 的 军 队 已 经 

列 好 阵， 就 走 上 前 去 跟 他 的 老 师 卓 纳 察 亚 说： 

3． “您 看， 我 的 老 师， 潘 督 之 子 的 大 军 阵 法 

森 严， 这 都 是 您 那 智 慧 之 徒 朱 帕 德 之 子

（ 敦 斯 塔 兑 穆 纳） 的 功 劳 啊。” 

敦 斯 塔 兑 穆 纳 是 朱 帕 德 之 子， 是 个 坚 定 

不 移 的 虔 诚 信 徒， 他 珍 视 普 遍 的、 恒 久 不 变 的 

真 理。 他 是 伟 大 的 教 师，能 够 引 导 世 俗 的 灵 

魂， 使 他 们 忘 我 的 境 界 中 向 神 圣 的 精 神 境 界 

逐 步 转 变。“要 坚 定 的 不 是 控 制 的 手 段，而 是 一 

个 人 的 信 念。” 
现 在 咱 们 再 来 详 细 地 检 视 一 下 潘 督 瓦 的 军 

队 吧。 

4．“军 中 诸 多 勇 敢 善 战 的 英 雄，游 尤 丹、 维 拉 

特 还 有 朱 帕 德， 个 个 都 可 以  比 得 上 阿 尔 诸 那 

和 毕 穆，… …” 

  这 里 的 军 队 指 的 是 由 善 于 引 导 和 指 点 人 

类、使 他 们 更 接 近 无 上 之 神 之 境 界 的 人 组 成 的 

军 队，毕 穆 是 感 情 坚 定 的 象 征， 阿 尔 诸 那 是 虔 

诚 的化 身， 萨提 亚 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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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赋 予 了善 的 美 好 品 质， 而 维 拉 特 和 朱 帕 德 则 

象 征 着 在 信 仰 之 路 上 的 坚 定 不 动 摇。 

 

5． “ 还 有 那 天 下 无 双 的 敦 士 塔 凯 图、 柴 奎 

坦、 喀 西 之 王、 普 茹 吉 特、 坤 提 博 伽 和 赛 碧 

亚……” 

 

敦 士 塔 凯 图， 尽 忠 职 守， 坚 定 不 移； 柴 奎 

坦， 能 够 驾 驭 他 四 处 游 荡 的 思 想 全 心 集 中 于 

无 上 之 神；  圣 城 喀 西 的 国 王 是 神 圣 的 象 征； 

普 茹 吉 特， 能 够 战 胜 一 切 世 俗 势 力； 坤 提 博 

伽， 以 其 值 得 嘉 奖 的 行 为 战 胜 各 种 欲 望； 还 有 

赛 碧 亚， 品 德 高 尚。 

 

6． “ 更 有 无 畏 的 亚 德 曼 纽、  孔 武 有 力 的 乌 特 

摩 伽、邵 巴 德 茹 和 兆 帕 笛 的 五 个 儿 子，  个 个 都 

是 勇 士。” 

 

亚 德 曼 纽 生 性 好 战 且 性 如 烈 火；乌 特 摩 

伽 拥 有 为 达 到 神 圣 之 境 放 弃 一 切 的 决 心； 邵 

巴 德 茹， 苏 芭 德 茹 之 子， 拥 有 因 正 义 之 心 而 生 

就 的 无 畏 的 思 想；兆 帕 笛 的 五 子 分 别 是 亲 切、 

美 丽、 热 情、 平 静 及 坚 定 的 象 征。  

  就 这 样 杜 尤 丹 向 他 的 老 师 列 举 了 潘 督 军 

队 的 勇 士 们， 他 们 都 代 表 着 一 些 极 为 重 要 的 

道 德 原 则。欲 望 与 自 我 的 灵 性 是 背 道 而 驰 的， 

然 而 无知（眷 恋 或 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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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却 是 推 动 人 类 灵 性 实 现 的 动 力。 

 

杜 尤 丹 对 他 自 己 的 军 队 只 一 略 而 过。  假 

如 这 是 一 场 真 实 的、 外 部 的 战 争， 他 可 能 会 详 

细 地 描 述 一 番 他 的 军 队。 但 是 他 并 没 有 细 提， 

因 为 他 们 是 被 征 服 者。 

 

7． “ 我 最 尊 贵 的、再 生
8
 君 王 呀，  让 我 再 向 您 

一 一 列 举 我 军 中 的 杰 出 将 领 吧。” 

 

如 果 这 是 一 场 实 际 意 义 上 的、 外 部 的 战 

争，“ 最 尊 贵 的 再 生 君 王” 这 个 词 用 于 一 个 率 

领 千 军 万 马 的 将 军 非 常 不 确 切。 实 际 上，《集 

塔》 对 于 与 生 俱 来 的、  相 互 对 立 的 欲 望 之 间 

的 矛 盾 进 行 了 详 细 描 述， 也 对 卓 纳 察 亚， 即 双 

重 性 的 行 为 进 行 了 描 述。 在 物 质 世 界 中，  创 

造 物 与 主（上 帝）哪 怕 有 最 轻 微 的 隔 离， 双 重 性 

也 会 存 在。 然 而， 要 克 服 这 种 物 质 的 双 重 性 的 

强 烈 欲 望 也 是 来 源 于 教 师 卓 纳 察 亚。 是 不 完 

整 的 知 识 为 创 造 物 灵 性 的 开 启 提 供 了 钥 匙。 

 

  现 在 让 我 们 来 看 看 这 些 欲 望 的 将 领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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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再 生” 是 精 神 的 再 生 或 唤 醒， 是 自 我 改 进 及 反 省 后 才 可 能 达 

到 的 境 界。 

 

 

 

 

 

 

 



 

 

 

 

 

 
                   

    

8．“ 还 有 尊 贵 的 殿 下 您， 毕 士 摩 和 卡 恩， 战 争 

中 的 克 利 帕 维 克 特， 阿 石 瓦 塔 玛 和 维 卡 恩， 以 

及 梭 摩 达 提（卜 利 施 拉 瓦， 叟 摩 达 提 之 子）。” 

 

  战 场 上 的 主 将 领 是 卓 纳 察 亚 本 人， 他 象 

征 着 双 重 的 行 为； 还 有 武 士 之 祖 毕 士 摩，幻 

想、妄 念 的 象 征。偏 离 完 美 之 境 是 妄 念 的 根 源。 

因 为 整 个 军 队 毁 灭 后，妄 念 还 继 续 存 在， 寿 命 

最 长， 所 以 是 武 士 之 祖。 卡 恩 和 毕 士 摩 类 似， 

也 是 自 我 之 神 性 的 背 离 者， 是 克 利 帕 察 亚。 克 

利 帕 察 亚 代 表 着 真 理 探 求 者 在 自 我 实 现 前 的 

怜 悯 行 为。 上 帝（主） 是 怜 悯 的 源 泉， 圣 人 圆 寂 

后 将 进 入 同 一 种 境 界。 但 是 在 自 我 实 现 之 前， 

如 果 真 理 探 求 者 为 怜 悯 及 妄 念 所 扰 而 无 法 自 

拔， 与 神 之 境 界 越 离 越 远， 那 么 他 所 面 临 的 只 

有 毁 灭。 席 塔 就 不 得 不 为 她 的 怜 悯 之 心 负 出 

多 年 在 兰 卡 苦 修 的 代 价
A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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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   席 塔 是 神 若 穆 之 妻， 是 史 诗《罗 摩 衍 那》 的 主 要 角 色。  若 穆 之 

母 凯 卡 伊 将 他 流 放 到 森 林 去 苦 修， 他 尊 从 了 其 母 的 意 旨。 席 

塔 希 望 若 穆 带 一 只“ 金 鹿” 给 她， 若 穆 为 了 满 足 她 的 愿 望 去 追 

鹿， 但 是， 为 了 保 护 她， 告 诫 她 无 论 外 界 有 什 么 样 的 诱 惑 都 不 

要 离 开 她 的 小 屋， 直 到 他 回 来。 若 穆 走 后， 兰 卡 的 魔 王 拉 万 看 

到 席 塔 独 自 在 家， 为 强 烈 的 欲 望 所 驱， 来 到 小 屋 前 假 扮 化 斋 

的 圣 人 引 诱 席 塔 成 为 他 的 妻 子。 席 塔 立 刻 万 分 怜 悯 地 跑 出 小 

屋 拿 出 高 山 草 旬。 拉 万 马 上 拐 走 了 席 塔， 被 俘 的 席 塔 不 得 不 

在 兰 卡 生 活 数 月。 如 果 席 塔 当 初 听 了 若 穆 的 告 诫，没 有 付 出 无 

用 的 怜 悯 之 心，始 终 不 出 小 屋， 她 随 后 所 经 历 的 数 月 的 折 磨 和 

苦 痛 是 可 以 避 免 的。 

 

 

 

 

 

 

 



 
 
 
 
 
 
 
 
 
 
 

 

 

维 士 瓦 米 卓 的 堕 落 也 是 由 于 他 的 软 弱。 

马 哈 西 • 帕 坦 扎 利， 格 言 警 句 家， 也 曾 经 表 示 

过 类 似 的 看 法。 他 说，“ 通 过 静 修 得 来 的 道， 

当 然 也 是 得 道， 但 它 也 会 带 来 欲 望、 愤 怒、 贪 

婪 和 妄 念 而 成 为 得 道 之 路 上 的 强 大 障 碍。”高 

斯 瓦 密 •  突 希 达 斯 曾 说 过，“嘎 儒 德 呀，多 样 性 

是 玛 亚
9
 (幻 像) 建 立 的 障 碍。当 我 们 力 图 解 开 自 

然 之 道 的 不 解 之 谜 时， 多 样 性 就 会 歪 曲 事 实 

而 防 碍 我 们 成 功。 得 道 当 然 振 奋 人 心， 但 是 人 

心 还 是 会 被 种 种 诱 惑 所 唤 醒。” 

  虚 幻 的 玛 亚 以 多 种 方 式 迷 惑 人 心。 它 给 

人 带 来 成 功， 带 来 数 不 清 的 财 富， 甚 至 会 把 人 

类 变 成 圣 人。 这 样 的 成 功 来 临 时， 即 使 是 死 人 

也 会 复 活。 但 是 如 果 真 理 探 求 者 把 这 样 的 成 

功 视 为 自 己 真 正 的 成 就， 那 么 他 所 面 临 的 将 

只 有 灭 亡。 千 万 种 弊 病 会 充 满 他 的 大 脑， 他 在 

灵 性 之 路 上 的 进 程 变 缓，  更 会 远 离 正 义 之 路 

被 世 俗 事 物 所 扰。 在 灵 性 之 路 上， 在 目 标 的 达 

到 还 遥 遥 无 期 之 时，仅 仅 真 理 探 求 者 的 怜 悯 行 

为 就 会 使 他 的 整 个 军 队 崩 溃。 因 此 在得 道 之 

前， 他 需 要 时 时 警 惕 怜 悯 行 为 的 危 害。 当 然， 

怜 悯 是 圣 人 的 品 质， 但 是 在 最 终 得 道 之 前， 怜 

悯 是 防 碍 得 道 最 强 大 的 敌 对 力 量。 因 此 阿 石 

瓦 塔 玛 是 过 度 依 恋 的 象 征， 维 卡 恩 是 软 弱， 卜 

利 施 拉 瓦 是 困  惑 和 混 乱。 

9． “ 还 有 其 他 一 些 技 艺 精 堪、 配 备 精 良 的 勇 

士 也 都 愿 意 为 我 效 命 沙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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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玛 亚：幻 像，错 误 地 把 不 真 实 的、 物 质 的 世 界 当 成 是 真 实 的, 并 且 

认 为 物 质 世 界 与 无 上 的 神 界 是 截 然 分 开 的。 

 

 

 

 

 

 

 

 



 

 

 

 

 

 
                   

    
 

杜 尤 丹 向 卓 纳 察 亚 表 示，其 他 的 勇 士 也 

决 心 为 他 效 命 沙 场， 但 是 他 没 有 一 一 列 举。 而 

后 杜 尤 丹 又 指 出 了 两 个 军 队 的 设 防。 

 

10． “ 我 方 实 力 强 大， 加 上 毕 士 摩 的 防 卫
10
， 

更 是 难 以 战 胜， 而 他 们 虽 然 有 毕 穆 的 防 卫， 毕 

竟 还 是 难 以 取 胜。” 

 

  杜 尤 丹 的 军 队 由 毕 士 摩 协 助 防 卫 是 所 向 

无 敌 的， 而 由 毕 穆 充 当 防 卫 的 潘 督 瓦 的 敌 军 

部 队 却 是 可 以 轻 易 征 服 的。 杜 尤 丹 对 模 棱 两 

可 的 双 关 语“ 阿 —— 帕 亚 珀 塔 穆”“ 阿 帕 亚 珀 

塔 穆”
11
 的 运 用 本 身 就 表 现 了 他含 糊 不 清 的 想 

法。 因 此 我 们 需 要 仔 细 研 究“ 毕 士 摩” 和“ 毕 

穆” 各 自 象 征 的 意 义。 随 后 杜 尤 丹 又 发 表 了 他 

对 形 势 的 最 后 看 法。 

 

11．“因 此， 你 们 应 该 各 自 守 卫 好 你 们 各 自 的 

战 略 要 点， 全 力 以 赴 地 保 护 毕 士 摩。” 

 

  杜 尤 丹 要 求 他 的 所 有 将 领 守 卫 好 各 自 的 

据 点， 全 力 保 护 毕 士 摩。 如 果 毕 士 摩 安 全， 考 

若 夫 必 然 会 安 全， 因 此 考 若 夫 的 将 领 们 更 重 

要 的 任 务 是 保 护 毕 士 摩， 而 不 是 与 潘 都 瓦 的 

军 队 作 战。 这 一 点 有 些 令 人 疑 惑， 如 果 一 个 军 

队 的 防 卫 连 自 己 都 保 护 不 了 的 话，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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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 古 印 度 教 的 战 略 战 术 中， 每 个 军 队 除 了 有 一 个 将 军 之 外， 

还 有 一 个 智 武 双 全 的“ 防 卫”。 

11． 这 里 可 能 有 两 种 意 思 完 全 相 反 的 解 释， 其 一 是“ 阿 帕 亚 珀 塔 

穆”， 意 思 是“ 不 足 的， 不 适 当 的” 或 者“ 无 限 的”； 另 一 是“ 帕 

亚 珀 塔 穆”， 意 思 是“ 足 够 的、 适 当 的” 或 者“ 有 限 的”。 
 

 

 

 

 

 

 



 
 
 
 
 
 
 
 
 
 
 

 

 

他 怎 么能 算 一 个合 格 的防 卫 呢？ 更 令 人 不 解 的 

是 考 若 夫 也 完 全 依 赖 他。 这 当 然 不 是 一 场 实 

际 的 战 争。毕 士 摩 象 征 着 幻 想、 妄 念， 是 一 切 

邪 恶 欲 望 的 根 源， 只 要 它 还 存 在， 邪 恶 就 继 续 

存 在。 更 准 确 地 说，“无 敌” 这 里 指 的 是 难 于 征 

服， 而 不 是 无 法 征 服。 正 如 高 斯 瓦 密 •  突 希 

达 斯 所 说 的，“ 世 上 最 难 征 服 的 无 非 是 物 质 世 

界， 能 够 征 服 物 质 世 界 的 人 才 是 真 正 了 不 起 

的 英 雄。” 

 

  一 旦 妄 念 不 复 存 在， 无 知 及 对 物 质 生 活 

的 过 度 眷 恋 也 会 迅 速 消 失。 毕 士 摩 的 灭 亡 将 

是 由 希 望 赐 予 的。 妄 念 与 欲 望 等 义， 因 此 欲 望 

一 旦 死 亡， 妄 念 也 将 不 复 存 在。 圣 人 卡 比 尔 曾 

清 楚 地 说 过，“欲 望 是 一 切 出 生 及 假 象 的 根 

源，  而 欲 望 也 是 物 质 世 界 的 创 造 者，因 此 一 切 

欲 望 征 服 者 必 然 无 法 被 征 服。” 

 

能 摆 脱 妄 念 的 人 是 永 恒 的。 欲 望 是 假 像 

及 物 质 世 界 的 起 源。 卡 比 尔 认 为，“从 私 欲 解 

脱 出 来 的 人 与 无 上 的 神 是 合 一 的， 因 此 他 永 

远 也 不 会 堕 落。” 起 初， 有 很 多 不 同 的 欲 望 存 

在， 但 到 最 后， 只 有 他 对 神 的 渴 求 才 是 永 恒， 

这 一 渴 求 一 旦 实 现， 他 将 不 会 再 有 别 的 欲 望 

和 渴 求。 如 果 除 上 帝 之 外， 还 有 更 高 的 存 在， 

人 当 然 还 要 追 求 更 高。  但 是 如 果 他 已 经 达 到 

了 最 高 的 理 想 境 界， 他 的 欲 望 也 会 消 失。 这 就 

是 因 希 望 所 导 致 的 毕 士 穆 的 灭 亡。 因 此 有 了 

毕 士 摩 作 防 卫， 杜 尤 旦 的 军 队 是 无 敌 的。 只 要 

妄 念 继 续 存 在， 无 知 就 存 在， 妄 念 消 失， 无 知 

就 自 然 会 消 失。 

 

   由 毕 穆 防 卫 的 潘 督 瓦 的 军 队 可 以 轻 易 击 

败。 毕 穆 是 感 情 的 象 征。“ 上 帝 居 于 感 情 之 

中。” 克 利 须 那 曾  

 

 

 

 

 

 

 

 



 

 

 

 

 

 
                   

    
 

把 这 种 感 情 称 作 虔 诚。献 身 精 神 是 对 完 美 无 瑕 

境 界 的 渴 求， 它 是 正 义 的 守 护 神。 一 方 面， 它 

加 强 人 对 无 上 之 神 的 认 识， 而 另 一 方 面 一 个 

人 今 天 的 虔 诚 和 执 着 可 能 会 变 成 明 天 的 彻 底 

否 定。 今 天 我 们 赞 美 圣 人 的 德 行， 明 天 我 们 可 

能 会 因 为 看 到 他 享 受 美 味 而 抱 怨 不 休。  既 使 

我 们 爱 戴 之 人 身 上 有 一 丝 瑕 疵， 我 们 的 虔 诚 

之 心 可 能 也 会 为 之 动 摇。 正 是 出 于 这 个 原 因， 

毕 穆 防 卫 的 潘 督 瓦 的 军 队 可 以 轻 易 被 击 败。马 

哈 西 • 帕 坦 扎 利 曾 经 说 过，“ 只 有 经 过 长 时 间 

的 冥 想 和 拥 有 从 不 间 断 的 虔 诚 及 敬 畏 之 心， 

人 们 才 会 有 坚 定 的 信 念。” 

 

  下 面 咱 们 再 来 听 听 战 士 们 的 号 角 是 怎 

么 吹 响 的 吧。 

 

12．“ 于 是， 杜 尤 丹 满 心 欢 喜 地 看 着 他 的 武 士 

之 祖、 考 若 夫 王 朝 的 元 勋 毕 士 摩 吹 响 了 雄 狮 

般 嘹 亮 的 号 角， 宣 布 战 争 的 开 始。” 

 

  考 若 夫 的 将 士 们 清 查 兵 力 后 吹 响 了 号 

角。 考 若 夫 部 队 的 元 勋、 武 士 之 祖 毕 士 摩 吹 响 

了 雄 狮 般 嘹 亮 的 号 角， 这 让 杜 尤 丹 满 心 欢 喜。 

雄 狮 代 表 着 血 淋 淋、 原 始 的 自 然 状 态。在 寂 静 

之 中，即 使 身 在 森 林 之 外，我 们 听 到 狮 吼 也 会 

吓 得 心 惊 胆 战、 冷 汗 直 流。 恐 惧 是 自 然 的 属 

性， 而 并 非 上 帝 的。 毕 士 摩 是 妄 念 的 代 表， 一  

 

 

 

VÒ` gßOZ`›hf™ Hw>Èd•’: o[Vm_h:$& 

qghZmXß odZ⁄m{¿M°: eL≤>Iß X‹_m° ‡Vm[dmZ≤$&&12$&& 
 

 

 

 

 

 

 



 
 
 
 
 
 
 
 
 
 

 

 

 

旦 妄 念 获 胜，   我 们 就 会 为 失 去 物 质 世 界的 恐 

惧 所 包 围， 这 是 妄 念 唯 一 的 用 处。 因 此 放 弃 物 

质 世 界 是 自 我 实 现 的 唯 一 选 择。  对 世 俗 的 眷 

恋 就 好 象 是 海 市 蜃 楼 —— 仅 仅 是 无 知 的 幻 想， 

考 若 夫 对 此 亦 无 法 反 对。 在 考 若 夫 一 方， 数 十 

个 号 角 一 齐 鸣 响， 而 这 响 亮 的 号 角 所 能 唤 起 

的 却 只 有 恐 惧。 

13. “顿 时， 海 螺 声、 铜 鼓 声 响 成 一 片， 喧 嚣 异 

常。” 

  毕 士 摩 的 号 角 吹 响 之 后， 一 时 之 间， 号 

角 声 与 铜 鼓 声 连 成 一 片， 而 他 们 所 传 达 的 信 

息 除 恐 惧 之 外， 别 无 其 他。  

  这 时， 代 表 正 义 之 愿 望 的 潘 督 瓦 已 与 无 

上 之 神 融 为 一 体，瑜 珈 信 徒 克 利 须 那 首 先 宣 

战。 

14． “ 另 一 边， 克 利 须 那 和 阿 尔 诸 那 安 坐 在 白 

马 拉 起 的 巨 大 战 车 上， 也 吹 响 了 来 自 天 国 的 

号 角。” 

  考 若 夫 军 队 吹 响 号 角 之 后， 安 坐 在 由 白 

马（白 色 象 征 着 完 美 无 瑕）拉 起 的 雄 伟 战 车 上 

的 克 利 须 那 和 阿 尔 诸 那， 也 吹 响 了 他 们 的 号 

角。“天 国”  指 的 是 物 质 世 界 以 外 的 另 一 个 世 

界。 克 利 须 那 的 讯 息 是 一 个 许 诺，许 诺 着 一 个 

非 世 俗 的 存 在，这 个 存 在 超 越 了 一 切 人 的 和 神 

的 世 界，甚 至 超 越 了 为 生 与 死 的 恐 惧 所 笼 罩 的 

整 个 宇 宙（布拉 穆 洛 克）
12
。他的 战 车 不 是 由 金、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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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印 度 教 关 于 三 个 世 界 的 思 想： 穆 瑞 特 尤 洛 克 （ 尘 世，即 人 类 的 

世 界）， 德 维 洛 克 （ 天 堂， 即 神 的 世 界） 及 布 拉 穆 洛 克 （ 婆 罗 

门 的 世 界， 婆 罗 门 是 神 中 最 受 尊 敬 的， 但 他 们 却 不 能 永 生）。 

 

 

 

 

 

 

 



 

 

 

 

 

 
                   

    
 

 

和 木 所 制， 而 是 水 晶 的。不 仅 仅 是 战 车， 其 它 

的 一 切 都 是 水 晶 制 成 的， 他 所 传 达 的  讯 息 自 

然 也 是 水 晶 般 透 明 的， 即 宇 宙 中 只 有 一 个 上 

帝。 他 的 这 个 讯 息 是 为 了 在 人 类 和 上 帝 之 间 

搭 起 一 座 直 接 沟 通 的 桥 梁。 但 是 他 是 如 何 实 

现 的 呢？ 

 

15． “ 何 利 施 克 什 （克 利 须 那） 吹 起 了 他 的 海 

螺 潘 弛 占 亚， 达 南 杰 德（ 阿 尔 诸 那） 吹 响 了 德 

维 都 特， 而 功 绩 显 赫 的 维 瑞 廓 达
13
 （毕 穆） 吹 

起 了 彭 德 茹。” 

 

  洞 察 人 类 一 切 奥 秘 的 何 利 施 克 什（感 官 

之 神） 吹 起 了 潘 弛 占 亚， 这 是 他 在 宣 告 他 的 意 

图： 约 束 与 话 语、 触 摸、 外 形、 味 觉 及 嗅 觉 相 

对 的 五 个 感 官， 并 将 一 切 欲 望 转 化 成 纯 粹 的 

奉 献； 控 制 野 性 的 欲 望， 将 其 驯 顺 成 忠 诚 的 信 

徒。 这 是 他 赐 予 人 类 的 礼 物， 这 是 来 自 神 的 礼 

物。 克 利 须 那 是 个 瑜 珈 信 徒， 是 个 完 美 的 导 

师。 正 如 阿 尔 诸 那 在《集 塔》 中 所 说“ 主 啊， 我 

是 您 的 信 徒。” 只 有 完 美 的 导 师 才 能 够 令 我 们 

放 弃 世 间 一 切 给 予 我 们 感 观 快 感 的 事 物， 并 

把 我 们 的 全 部 身 心 转 向 无 上 的 主。 

 

  达 南 杰 德（财 富 的 征 服 者） 是 由 于 其 虔 

诚 的 爱 而 被 提 升 到 绝 高 的 神 之 境 界。 这 种 虔 

诚 是 对 渴 望 的 事 物 的 一 种 温 柔 的 爱， 其 中 包 

括 分 别 时 的 痛 苦 及 偶 而 的 清 醒 与 泪 水。 一 个 

真 正 的 信 徒 心 中 应 该 只 有 对 神 的 渴 望 而 别 无 

他 求。 达 南 杰 德 是 极 端 虔 诚 的 化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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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维 瑞 廓 达 是 按 字 面 意 思 翻 译 的， 意 思 是 狼 腹 是 永 远 无 法 满 足 

的； 同 样 的， 一 个 虔 诚 信 徒 的 爱 神 之 心 也 是 永 远 无 法 满 足 的。 

 

 

 

 

 

 



 
 
 
 
 
 
 
 
 
 

 

 

 

 

世 上 有 两 种 财 富， 一 种 是 外 来 的 财 富， 这 种 财 

富 是 肉 体 存 在 所 必 需 的， 但 它 与 自 我 的 实 现 完 

全 无 关， 另 一 种 财 富 是 永 恒 的， 是 自 我 的 实 现，  

是 肉 体 与 精 神 合 而 为 一 的 财 富。《广 林 奥 义》 

中， 雅 格 纳 瓦 科 亚 曾 教 导 他 的 妻 子, 麦 揣 雅 问 

道，“ 主 啊， 如 果 整 个 地 球 上 的 宝 藏 都 归 我 所 

有， 我 是 否 能 够凭 这 些 宝 物 而 获 永 生 的 境 界 

呢？” 圣 人 回 答 说，“ 不， 没 有 人 能 够 凭 借 着 财 

富 获 得 永生。” 

  功 绩 显 赫 的 毕 穆 吹 起 了 他 的 彭 德 茹， 彭 

德 茹 的 意 思 是  感 情。 人 的 心 灵 既 是 感 情 的 源 

泉， 又 是 其 归 宿。 因 此 毕 穆 又 被 称 为 维 瑞 廓 

达， 意 思 是 心 胸 开 阔。 如 果 你 对 一 个 孩 子 产 生 

了 依 恋 之 情， 感 情 主 要 来 源 于 你 的 心 灵，  孩 

子 只 不 过 是 这 种 感 情 的 一 种 表 现。 感 情 是 深 

不 可 测 的， 也 是 威 力 无 比 的， 感 情 就 是 毕 穆 所 

吹 的 号 角， 因 此 它 被 命 名 为 鼓 德 茹。 感 情 虽 然 

威 力 无 穷， 它 只 有 通 过 爱 才 能 表 现 出 来。高 斯 

瓦 密 •  突 希 达 斯 也 认 为， 神 的 无 所 不 在 就 是 

通 过 爱 来 表 现 的。 

16．  “琨 缇 之 子 俞 迪 斯 提 尔 王 吹 起 了 海 螺 阿 

南 特 维 杰， 纳 库 和 萨 黛 瓦 各 自 吹 响 了 苏 皋 示 

和 玛 尼 普 施 帕 克。” 

  俞 迪 斯 提 尔 王 吹 响 了 海 螺 阿 南 特 维 杰

（ 永 不 停 止 的 征 服）， 琨 缇 是 忠 诚、 尽 职； 俞 

迪 斯 提 尔 是 达 摩（ 与 生 俱 来 的 虔 诚）。 如 果 一 

个 人 对 于 达 摩 忠 诚， 阿 南 特 维 杰  也 会 为 他 带 

来 战 胜 自 我、 与 无 上 之 神 合 一 的 喜 悦。 在 战 场 

上 坚 定 不 动 摇 的 是 俞 迪 斯 提 尔： 他 不 为 自 我 

与 物 质 世 界 以 及 肉 体 与 精 神 之 间 的 矛 盾 冲 突 

所 动 摇， 最 终 战 胜 了 一 切 矛 盾 成 为 胜 利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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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 库，  意 思 是 约 束
14
， 吹 起 了 号 角 苏 皋 

士。 克 制 的 能 力 越 强， 邪 恶 的 势 力 就 越 弱， 正 

义 的 力 量 则 更 强。 萨 黛 瓦， 真 理 的 追 随 者， 吹 

起 了 名 为 玛 尼 普 施 帕 克 的 号 角。 圣 人 们 曾 把 

呼 吸 形 容 为 珍 贵 的 红 宝 石。“ 把 珍 贵 的 宝 石 浪 

费 在 无 聊 的 饶 舌 上 是 多 么 可 惜 呀！”  其 中 布 

道 中 的 一 种 是 品 德 高 尚 的 人 关 于 道 德 的 演 

讲， 而 真 正 的 神 圣 的 精 神 布 道 则 是 内 在 固 有 

的。 对 克 利 须 那 来 说， 只 有 自 我 才 是 真 实 的，

永 恒 的。 真 正 的 布 道 是 能 够 抵 挡 一 切 外 来 的 

诱 惑 而 不 为 所 动， 只 与 自 我 同 在。 这 种 对 真 理 

的 执 著 只 有 通 过 不 断 的 反 省、 冥 想 和 三 昧 才 

能 实 现
15
。 与 真 理 同 在 的 时 候， 一 个 人 获 得 的 

喜 悦 越 大， 他 就 越 能 够 更 好 地 控 制 他 的 每 一 

次 呼 吸、精 神、 以 及 影 响 自 我 的 各 种 器 官。 一 

个 人 能 够 完 全 控 制 外 来 诱 惑 之 时 也 就 是 他 真 

正 完 全 沉 浸 于 最 终 真 理 之 时。 真 正 的 布 道， 应 

该 象 好 的 乐 器 一 样， 为 自 我 之 歌 提 供 完 美 的 

伴 奏。 

 

  真 正 的 宝 石 是 坚 硬 无 比 的， 而 呼 吸 之 宝 

石 却 比 鲜 花 还 要 娇 嫩， 因 为 鲜 花 开 过 之 后 很 

快 就 会 凋 谢，失 去 了 呼 吸 的 人 类 却 连 一 秒 钟 也 

无 法 存 活。 但 是 如 果 人 类 是 自 我 的 真 正 追 求 

者，它 会 引 导 人 类 控 制 每 一 次 呼 吸 并 最 终 实 现 

最 高 精 神 目 标。除 此 之 外，另 无 他 法，虽 然 说 每 

一 种 行 为 都 能 将 人 类 引 向 最 终 精 神 的 完 美 境 

界
16
。 桑 捷 又 说： 

 

 
14.  在 瑜 珈 哲 学 中， 思 想 的 约 束 是 八 个 冥 想 步 骤 中 的 第 二 步。 

15.  三 昧， 整 个 身 心 和 思 想 完 全 与 神 同 在。 

16． 完 全 超 脱 的 状 态， 超 脱 于 物 质 世 界， 完 全 放 弃 世 俗 欲 望。 
 

 

 

 

 



 
 
 
 
 
 
 
 
 
 

 

 

 

 

 

17－18.  “尘 世 之 王 啊， 喀 西 之 王、 与 神 同 在 的 

勇 猛 的 弓 箭 手 希 刊 迪、  不 可 战 胜 的 敦 斯 塔 兑 

穆 纳、维 拉 特 和 萨 提 亚 奎、 朱 帕 德 和 兆 帕 笛 诸 

子， 还 有 邵 巴 德 茹 之 子 力 大 无 穷 的 阿 毕 曼 玉， 

也 都 吹 起 了 他 们 各 自 的 海 螺。” 

 

  圣 城 喀 西 象 征 着 神 圣， 居 于 身 体 之 中。 

一 个 人 如 果 能 够 抵 御 物 质 世 界 的 诱 惑， 完 全 

超 脱 于 尘 世 之 外， 他 自 然 会 与 神 成 为 一 体。 这 

样 灵 肉 合 一 的 身 体 就 是 圣 城 喀 西， 无 上 之 主 

居 于 其 中。 

 

  希 刊 迪 的 意 思 是 拒 绝 配 戴 饰 嘉 和 苏 特 拉 

( 传 统 上 印 度 教 徒 配 戴 的 圣 物)。 有 些 人 认 为 

只 要 他 们 剃 光 了 头、 丢 掉 苏 特 拉、 并 放 弃 了 点 

火 就 算 超 凡 脱 俗 了。 但 是 他 们 是 错 误 的， 实 际 

上， 饰 嘉 代 表 一 个 要 实 现 的 目 标，苏 特 拉 代 表 

前 世 的 善 行( 桑 斯 卡)
18
。 只 要 与 神 合 一 的 目 标 

没 有 实 现，桑 斯 卡 的 束 缚 就 保 持 完 整， 在 最 后 

目 标 还 未 实 现 之 前， 真 正 的 摆 脱 俗 世 是 不 可 

能 的。 在 最 终 目 标 实 现 之 前， 人 类 只 能 是 漫 长 

行 程 中 的 旅 客。 只 有 完 全 与 神 合 一， 并 且 完 全 

摆 脱 世 俗 虚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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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饰 嘉 是 头 顶 的 一 绺 头 发，  苏 特 拉 是 印 度 教 徒 配 戴 的 圣 环。 根 

据 史 诗《 摩 诃 婆 罗 多》 记 载， 希 刊 迪 以 诡 计 娶 了 何 兰 亚 瓦 曼 的 女 

儿， 为 了 避 免 给 她 岳 父 家 带 来 灾 难， 她 入 侵 了 她 父 亲 都 帕 德 的 王 

国， 并 与 一 个 亚 克 沙 交 换 了 性 别。 随 后 由 于 毕 士 摩 拒 绝 与 女 人 交 

战， 希 刊 迪 在 摩 诃 婆 罗 多 战 争 中 成 功 地 杀 死 了 他。 

18．  此 词 有 数 义： 完 美， 神 圣 的 宗 教 仪 式， 等 等。 
 

 

 

 

 

 



 

 

 

 

 

 
                   

    
 

 

 

心 的 纠 缠， 人 类 才 能 完 全 摆 脱 妄 念。 毕 士 摩 是 

妄 念 和 自 我 欺 骗 的 象 征， 是 希 帕 迪 最 后 成 功 

地 杀 死 了 他。 希 帕 迪 代 表 反 省、 冥 想 者 所 必 须 

具 有 的 独 一 无 二 的 品 质。 敦 斯 塔 兑 穆 纳， 有 着 

坚 定 不 移 的 信 念， 他 相 信 宇 宙 中 信 仰、 永 恒 之 

神 的 存 在； 维 拉 特， 有 超 常 的 洞 察 力， 他 能 清 

楚 地 察 知 上 帝 的 存 在， 是 神 圣 之 美 德 的 主 要 

组 成 部 分； 萨 提 亚 奎 代 表 的 是 诚 实， 诚 实 是 保 

护 人 类 永 不 堕 落 的 重 要 品 德， 并 促 使 人 类 选 

择 精 神 而 放 弃 物 质。 

 

  朱 帕 德， 是 尽 忠 职 守、 始 终 如 一、 坚 定 不 

移 的 象 征， 其子 各 自 代 表 怜 悯、 慈 爱、 至 美、 精 

神 依 靠， 都 是 英 勇 无 比 的 勇 士， 在 战 争 的 获 胜 

中 取 得 了 不 可 替 代 的 作 用； 长 臂 的 阿 毕 曼 玉， 

“ 手 臂” 象 征 着 行 动， 如 果 人 的 思 想 中 没 有 任 

何 恐 惧， 其 臂 自 然 可 以 延 伸。 

 

  至 此 为 止， 桑 捷 向 督 瑞 塔 施 特 剌 解 释 了 

潘 都 瓦 的 将 士 们 是 如 何 吹 响 他 们 海 螺 的， 每 

一 个 将 士 都 有 他 各 自 的 特 长， 因 此 桑 捷 一 一 

详 细 列 举 了 他 们 的 情 况。  

 

19．“响 亮 的 海 螺 声 响 成 一 片，响 彻 了 天 地 之 

间，震 得 督 瑞 塔 施 特 剌 的 将 士 们 胆 战 心 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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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 彻 云 霄 的 海 螺 声 震 得 督 瑞 塔 施 特 剌 的 

众 子 肝 胆 惧 裂， 而 潘 督 瓦 的 军 队 却 毫 发 无 伤。 

神 赐 的 精 神 食 粮（玛哪） 潘 弛 占 亚 是 真 正 的 知 

识， 是 对 永 恒 之 神 的 认 识， 是 邪 恶 的 毁 灭， 是 

虔 诚 的 精 神。 因 此 当 潘 弛 占 亚 吹 响 的 时 候， 非 

正 义 的 考 若 夫 的 军 队 只 能 是 肝 胆 惧 裂， 元 气 

大 伤。 一 旦 战 争 获 得 胜 利， 一 切 的 无 知、 愚 蠢 

将 停 止 存 在。 

20－22. “ 正 当 敦 斯 塔 兑 穆 纳 之 子 已 列 阵 严 整、 

炮 弹 待 发 之 时， 我 王 啊， 绲 缇 之 子 阿 尔 诸 那 高 

举 印 有 哈 奴 曼（ 印 度 猴 神） 标 志 的 战 旗， 对 何 

利 施 克 什 说：“ 阿 驰 禹 特（克 利 须 那） 啊， 请 将 

我 的 战 车 停 放 在 两 军 之 间， 这 样 我 可 以 观 察 

两 军 的 战 况， 了 解 在 这 场 大 战 中 我 要 与 谁 交 

兵。” 

  桑 捷， 自 我 克 制 的 体 现， 特 别 提 出 潘 督 

瓦 的 军 队 除 拥 有 其 他 的 杰 出 将 领 之 外， 更 拥 

有 以 猴 神 为 旗 舰 的 阿 尔 诸 那。 哈 奴 曼 是 完 全 

摆 脱 俗 世 缠 扰 的 象 征， 阿 尔 诸 那 就 是 要 向 世 

俗 宣 战 以 达 到 完 全 不 为 俗 物 所 动 的 境 界。 有 

些 经 典 著 作 的 注 解 者 认 为 猴 子 的 标 志 是 和 旗 

帜 如 风 般 的 颤 动 紧 密 相 连 的， 但 这 种 解 释 方 

式 并 不 确 切， 因 为 战 旗 上 的 标 志 不 是 普 通 的 

猴 子， 而 是 猴 神 哈 奴 曼 本 人。 他 是 灵 性 的 象 

征，  对 他 来 说，世 俗 的 荣 誉 与耻 辱 没 有 任 何 意 

义。 超 脱 于 尘 世 就 是 对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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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 事 物 及 物 质 享 乐 的 超 然。 因 此，以 超 脱 俗 世 

为 座 右 铭 的 阿 尔 诸 那，恳 请 克 利 须 那 将 其 战 车 

列 于 两 军 阵 前。 然 而 他 的 恳 请 是 皈 依 者 对 其 

主 的 祈 祷， 而 不 是 将 军 对 士 兵 的 命 令。 但 是 他 

为 什 么 要 将 战 车 停 于 两 军 阵 前 呢？ 

 

  阿 尔 诸 那 想 观 察 两 军 战 况， 了 解 他 的 战 

争 对 手。 

 

 

23．“ 让 我 看 看 是 谁 在 这 里 参 战， 是 谁 要 取 悦 

于 心 肠 狠 毒 的 督 瑞 塔 施 特 剌 之 子 杜 尤 丹 的 欢 

心。” 

 

  阿 尔 诸 那 想 看 看 是 谁 仅 仅 是 为 了 博 取 杜 

尤 丹 的 欢 心 就 不 顾 一 切 地 挑 起 战 争， 杜 尤 丹 

在 这 里 代 表 的 是 对 物 质 世 界 的 特 别 眷 恋。 

 

 

24－25. “ 巴 茹 阿 特 的 后 裔 啊， 何 利 施 克 什 按 照  

古 达 凯 沙
19
 的 要 求 将 他 那 举 世 无 双 的 战 车 驶 

入 了 两 军 之 间， 停 在 了 毕 士 摩、朱 纳 及 其 他 诸 

王 面 前， 说 道，‘普 瑞 萨 之 子（阿 尔 诸 那）
20
啊， 

看 那 些 在 库 鲁 之 野 严 阵 以 待 的 军 队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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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征 服 睡 眠 的 人。 

20.  普 瑞 萨 是 琨 缇 的 另 一 个 称 呼， 他 也 被 称 作“ 婆 萨”， 任 何 与 婆 

萨 类 似 或 以 婆 斯 夫 为 词 根 的 词 都 含 有“ 尘 土 制 成“ 的 意 思。 
 

 

 

 



 
 
 
 
 
 
 
 
 
 

 

 

 

 

 

这 里“独 一 无 二” 或“举 世 无 双” 的 战 车 既 

非 金 银 所 制， 亦 非 任 何 凡 俗 材 料 所 制， 它  象 

征 着 与 真 理 及 自 我 的 融 合， 象 征 着 完 美 与 无 

瑕。 

 

26－1/28. “ 在 两 军 之 中，婆 萨 看 到 的 尽 是 亲 戚 

同 族， 叔 伯 们、 祖 叔 伯、 老 师、 舅 父、 兄 弟、 子 

孙、 朋 友、 岳 父 及 祝 愿 者。 他 满 怀 悲 戚 地 说：” 

 

   婆 萨 以 其 凡 夫 俗 子 之 身 造 成 了 战 车
21
。

这 里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婆 萨 看 到 的 尽 是 亲 戚 同 

族 们。根 据 学 者 们 的 所 作 的 研 究， 摩 诃 婆 罗 多 

战 争 中 的 两 军 总 共 有 18 辆 战 车， 象、 马 及 赤 足 

的 士 兵 总 共 大 约 6.5 亿。 也 就 是 说， 这 6.5 亿 人 

全 部 都 是 阿 尔 诸 那 的 亲 戚 同 族， 这 尽 乎 是 不 

可 能的。 实际 上 这 里 的 军 队 所 指 的 并 非 实 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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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据《 卡 达 奥 义 书》 记 载， 死 神 对 纳 奇 凯 特 说，“须 知 肉 身 是 战 

车， 自 我 是 骑 手， 智 慧 是 御 车 者， 思 想 是 缰 绳。” 

 

 



 

 

 

 

 

 
                   

    
 

意 义 上 的 军 队， 而 是 思 想 及 内 心 的 战 争 及 军 

队。 想 到 要 和 他 自 己 的 同 门 作 战， 他 万 分 悲 

哀。 

 

2/28－30. “ 阿 尔 诸 那 说 到，‘看 到 我 的 亲 朋 好 友 

个 个 都 杀 气 腾 腾， 我 不 禁 四 肢 发 软， 口 舌 干 

燥， 身 体 颤 抖， 汗 毛 竖 立 ， 冈 迪 瓦（ 阿 尔 诸 那 

的 箭） 从 我 手 中 滑 落， 我 全 身 发 烧， 并 且 无 法 

站 立， 不 知 所 措。” 

 

  看 着 他 的 族 人 们 准 备 自 相 残 杀， 阿 尔 诸 

那 顿 时 不 知 所 措、 心 情 沉 重。 他 全 身 发 抖、 无 

法 站 立。 

 

31．“亲 爱 的 玛 达 瓦（克 利 须 那）啊， 我 从 这 场 战 

争 中 只 看 到 不 祥 的 征 兆， 而 看 不 出 杀 害 自 己 

的 亲 族 有 什 么 好 处。” 

 

  阿 尔 诸 那 从 临 近 的 战 争 中 只 看 到 凶 兆， 

而 没 有 任 何 好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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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哥 文 达 呀， 在 战 争 之 后， 王 国、 快 乐、 甚 

至 生 命 本 身 对 我 们 有 什 么 用 处 呢。” 

 

  阿 尔 诸 那 的 全 族 人 都 在 战 场 上。 因 此 即 

使 战 争 胜 利 或 者 甚 至 整 个 王 国 都 属 于 他， 对 

他 来 说 也 无 任 何 意 义。 他 解 释 说， 

 

33． “ 我 们 期 望 得 到 这 些 岂 不 都 是 为 了 我 们 

的 亲 人 吗， 而 这 些 亲 人 们 却 在 战 场 上 厮 杀。” 

 

  阿 尔 诸 那 的 亲 人 们 都 聚 集 在 战 场 上， 准 

备 厮 杀。 阿 尔 诸 那 觉 得 于 心 不 忍， 因 为 他 所 做 

的 一 切 都 是 为 了 这 些 亲 人 们： 他 的 财 富 是 他 

们 的，  他 的 王 国 也 是 他 们 的。 但 是 现 在 看 着 

这 些 人 面 临 着 死 神， 他 觉 得 一 切 都 失 去 了 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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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5.“ 我 们 的 老 师、 父 辈、 子 侄、 祖 辈、 舅 

父、 岳 父、 孙 辈、 姻 亲 及 其 他 亲 戚 朋 友 都 准 备 

抛 弃 一 切 和 我 厮 杀 时，即使 他 们 要 杀 死 我， 我 

又 怎 么 忍 心 杀 害 他 们 呢？ 摩 杜 苏 丹
22
（克 利 须 

那） 呀，即 使 用 三 个 世 界 来 跟 我 交 换， 我 也 不 

愿 意 跟 他 们 交 战。 

 

  在 战 场 上 即 将 被 杀 害 的 都 是 阿 尔 诸 那 的 

亲 人， 因 此 他 告 诉 克 利 须 那，即 使 用 三 个 世 界 

来 跟 他 交 换， 他 也 不 愿 意 跟 他 们 作 战。 

 

  如 我 们 前 面 提 到 过 的， 一 个 军 队 有 65 千 

万 人， 并 且 这 些 人 全 部 是 阿 尔 诸 那 的 亲 人。 这 

些 人 到 底 是 谁 呢？ 阿 尔 诸 那 是 虔 诚 的 化 身， 他 

所 面 临 的 进 退 两 难 的 困 境 是 每 个 信 徒 在 朝 圣 

（巴 詹） 之 路 上 都 会 面 临 的。 因 为 每 个 人 都 希 

望 由 尊 敬 和 崇 拜 而 达 到 最 高 的 实 在， 但， 在 有 

经 验 的、 出 色 的 教 师 的 引 导 下， 当 他 逐 渐 领 悟 

到 人 的 肉 身 和 神 圣 的 自 我 之 间 矛 盾 的 真 正 本 

质 及 他 的 精 神 战 争 的 敌 人 之 时， 他 既 希 望 他 

的 亲 人 朋 友 安 全 快 乐， 又 希 望 接 近 神 之 境 界。 

如 果 要 他 作 出 大 义 灭 亲 的 抉 择， 他 会 变 得 困 

惑 和 无 所 适 从。 

 

 
AmMm`m© : o[Va : [wÃmÒVW°d M o[Vm_hm :$& 
_mVwcm : Ìdewam : [m°Ãm : Ì`mcm : gÂ]p›YZÒVWm $&&34$&& 
EVmfi h›Vwo_¿N>mo_ øZVm{@o[ _YwgyXZ$& 
Ao[ Ã°cm{∑`amOÒ` h{Vm{: qH$ Zw _hrH•$V{$&&35$&& 

 
22. 摩 杜 苏 丹 是 维 识 奴 的 另 一 个 称 号， 是 印 度 教 中 三 位 一 体 神 的 

第 一 神， 意 思 是“魔 鬼 摩 杜 的 杀 手”、“ 骄 傲 的 毁 灭 者” 

 

 

 



 
 
 
 
 
 
 
 
 
 

 

 

 

 

 

 

 

我 的 恩 师 帕 茹 阿 姆 汗 斯
23 • 帕 玛 南 德 先 生 

曾 经 说 过，“ 成 为 一 个 真 正 的 萨 都（禁 欲 者） 和 

死 没 有 什 么 差 别。” 就 是 说， 他 在 这 个 世 界 上 

不 应 有 任 何 世 俗 的 牵 挂。 但 是 如 果 他 在 这 个 

世 界 上 还 有 亲 人， 他 会 很 难 超 脱 于 尘 世。 只 有 

那 些 能 够 真 正 超 脱 的 人 才 是 胜 者。 这 个 世 界 

无 非 是 眷 恋 的 延 伸， 如 果 没 有 世 俗 牵 挂， 就 无 

眷 恋 可 言。克 利 须 那 说，我 们 所 知 的 世 俗 世 界 

也 不 过 是 精 神 世 界 的 延 伸， 那 些 能 够 抵 御 世 

俗 世 界 诱 惑 或 困 扰 的 人 等 于 是 征 服 了 整 个 宇 

宙， 他 在 第 19 篇 第 5 章 中 说，“ 那 些 头 脑 长 期 

处 于 平 衡 的 人 甚 至 能 够 征 服 整 个 宇 宙。” 头 脑 

或 者 心 态 的 平 衡， 只 有 通 过 完 全 超 越 骄 傲 才 

能 实 现， 而 完 全 超 越 了 骄 傲 也 就 自 然 超 越 了 

对 物 质 世 界 的 过 度 眷 恋，若 骄 傲 不 复 存 在 了， 

自 我 自 然 会 处 于 一 种 纯 净 状 态。 只 有 以 这 种 

方 式 才 能 获 得 灵 魂 超 度 及 至 福（婆 罗 玛 瓦 司 

萨）， 而 灵 魂 超 度 及 至 福 是 超 越 生 死 界 限 的。 

因 此 那 些 达 到 这 种 境 界 的 人 是 不 为 我 们 所 在 

的 这 个 物 质 世 界 所 局 限 的。 

 

  阿 尔 诸 那 不 是 唯 一 感 到 迷 惑 的 人。人 人 

心 中 都 会 有 爱， 有 爱 自 然 就 有 眷 恋， 而 有 眷 恋 

的 人 自 然 就 会 感 到 迷 惑。 人 类 的 意 识 常 为 其 

亲 人 所 占 据， 他 常 常 会 以 为 他 的 虔 诚 能 够 使 

他 的 亲 人 们 幸 福 快 乐， 并 渴 望 着 与 他 们 分 离 

他 的 所 有。 但 是 如 果 他 的 亲 人 们 都 背 弃 了 他， 

他 又 到 何 处 去 寻 找 幸 福， 而 即 使 获 得 了 幸 福 

又 有 何 用 呢？ 这 就 是 阿 尔 诸 那 的 处 境。 至 此 为 

止，他 

 

 

23． 作 者 的 导 师。 帕 茹 阿 姆 汗 斯 是 个 对 最 高 等 级 禁 欲 者 的 荣 称， 

是 个 能 够 靠 冥 想 完 全 控 制 其 感 官 的 人。 

 

 

 



 

 

 

 

 

 
                   

    
 

 

 

 

 

 

 对 幸 福 快 乐 的 理 解 仅 仅 限 于 获 得 王 国 或 者 进 

入 天 堂 之 幸 福 快 乐， 是 局 限 于 三 个 世 界 之 内 

的，  而 三 个 世 界 之 外 的 现 实 是 否 存 在， 他 则 

一 无 所 知。 

 

36. “扎 纳 丹
24
( 克 利 须 那) 啊， 从 屠 杀 督 瑞 塔 施 

特 剌 众 子 之 中， 我 们 能 够 得 到 什 么 快 乐 呢？  

如 果 杀 死 这 些 恶 徒， 罪 恶 就 会 降 临 到 我 们 的 

头 上。” 

  督 瑞 塔 施 特 剌 的 意 思 是“傲 慢 或 放 荡 的 

国 度”
25
, 杜 尤 丹 —— 痴 迷 的 象 征——即 生 于 此。 

阿 尔 诸 那 和 克 利 须 那 会 因 杀 死 此 类 人 而 感 到 

快 乐 吗？ 考 若 夫 军 队 是 邪 恶 的， 但 是 潘 督 瓦 的 

军 队 若 杀 害 他 们 也 会 因 此 而 犯 罪。 通 常 人 们 

把 以 不 正 当 手 段 获 取 利 益 的 人 称 为 恶 人， 其 

实， 最 恶 的 恶 人 是 那 些 防 碍 了“自 我” 之 实 现 

的 人。 因 此，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来 讲， 性 欲、 愤 怒、 

贪 婪 及 过 度 痴 迷 是 防 碍“自 我” 之 实 现 的 最 大 

元 凶。 

 

37． “因 此 我 们 是 不 应 该 杀 死 督 瑞 塔 施 特 剌 众 

子 们 的， 玛 达 瓦 啊， 如 果 我 们 杀 死 自 己 的 族 

人， 又 怎 会 快 乐 呢？” 

  考 若 夫 军 队 的 将 士 被 视 为 族 人， 这 不 是 

很 奇 怪 吗？ 他 们 不 是 战 场 上 的 仇 敌 吗？ 其 实，

肉 体 上 的 姻 亲 关 系 是 与 无 知 密 切 相 关 的，因 为 

只 有 有 了 眷 恋， 这 些 

 

 

 
oZhÀ` YmV©amÓQ->mfi: H$m ‡roV: Ò`m¡OZmX©Z$& 

[m[_{dml`{XÒ_mZ≤ hÀd°VmZmVVmo`Z:$&&36$&& 
VÒ_m›Zmhm© d`© h›Vwß YmV©amÓQ->m›Òd]m›YdmZ≤$& 
ÒdOZß oh H$Wß hÀdm gwoIZ: Ò`m_ _mYd $&&37$&& 
 

24． 克 利 须 那 的 另 一 个 称 呼， 意 思 是“ 因 繁 荣 及 自 由 而 被 人 崇 拜 

及 乞 求 之 人”。 

25. 即“督 瑞 塔”（ 放 荡）＋“ 拉 施 特 剌”（ 国 家）＝ 督 瑞 塔 拉 施 特 剌 
 



 
 
 
 
 
 
 
 
 
 

 

 

 

 

 

 

 

 

 

关 系 才 有 意 义， 而 眷 恋 一 旦 消 失， 这 些 姻 亲 纽 

带 亦 会 随 之 消 失， 因 此 即 使 是 敌 人， 阿 尔 诸 那 

也 视 为 姻 亲。 世 上 如 果 没 有 无 知 及 痴 迷， 家 庭 

一 词 将 早 已 消 失，然 而 矛 盾 的 是， 也 是 无 知 激 

励 着 人 们 渴 求 知 识。 

 

38－39. “ 扎 纳 丹 啊， 这 些 人 利 欲 熏 心 而 认 识 不 

到 杀 亲 灭 友 是 一 种 罪 过， 而 我 们 明 知 是 罪 恶 

之 行， 又 怎 能 明 知 故 犯 呢？” 

 

  由 于 傲 慢 与 贪 婪 而 偏 离 正 义 之 路， 考 若 

夫 人 对 他 们 所 犯 下 的 毁 灭 家 庭、 背 弃 亲 朋 的 

罪 恶 视 而 不 见， 阿 尔 诸 那 认 为 他 们 不 应 该 犯 

下 同 样 的 罪 过。 这 里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他 认 为 克 

利 须 那 也 要 犯 下 同 样 的 错 误， 因 此 他 在 间 接 

地 责 怪 克 利 须 那。 

 

 

`⁄fl`{V{ Z [Ì`p›V cm{^m{[hVM{Vg:$& 
Hw$cj`H•$Vß Xm{fß o_Ã–m{h{ M [mVH$_≤$&& 38$&& 
H$Wß Z k{`_Ò_mo^: [m[mXÒ_mofidoV©Vw_≤$& 
Hw$cj`H•$Vß Xm{fß ‡[Ì`X≤o^O©ZmX©Z$&& 39$&& 

 



 

 

 

 

 

 
                   

    
 

 

 

 

 

 

 

 

40． “ 家 族 一 旦 崩 溃， 其 永 恒 的 优 良 传 统 必 

失，  剩 下 的 家 人 必 然 会 做 出 种 种 反 宗 教 之 

事。” 

  至 此 为 止， 阿 尔 诸 那 一 直 视 家 族 传 统 为 

永 恒（ 萨 纳 坦） 之 达 摩， 并 且 相 信 一 旦 家 族 传 

统 失 去， 族 人 必 会 做 出 种 种 违 反 道 德 之 事。 

 

41． “ 克 利 须 那 啊， 罪 恶 一 旦 泛 滥， 妇 女 们 便 

会 受 到 玷 污 而 失 其 贞 洁， 这 样 的 事 如 果 发 生， 

维 施 尼 的 后 裔（ 克 利 须 那）啊，  种 族 不 纯 的 后 

代 （瓦 恩 三 卡） 就 会 出 生。” 

  一 旦 家 族 被 邪 恶 的 乌 云 所 笼 罩， 妇 女 会 

失 去 贞 洁， 家 族 内 便 会 等 级 混 交， 血 统 混 杂。 

阿 尔 诸 那 认 为 这 是 妇 女 失 去 贞 洁 的 后 果， 而 

克 利 须 那 却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我 只 求 达 到‘自 

我’ 之 境， 而 除 此 之 外 我 别 无 他 求。 我 不 停 地 

冥 想 并 进 行 自 我 克 制， 并 鼓 励 他 人 也 效 仿 我 

的 做 法。 但 这 些 不 过 是 我 的 手 段 而 不 是 目 的， 

只 要 目 的 达 到， 你 用 何 手 段 并 不 重 要。 但 是 如 

果 我—— 一 个 老 师 都 弃 手 段 而 不 顾， 我 的 跟 随 

者 自 然 会 效 仿， 他 们 会 变 得 迷 惑 而 无 所 适 从， 

最 终 走 向 消 亡。” 缺 乏 真 正 的 成 就， 他 们 只 会 

盲 目 炫 耀， 假 装 他 们 是 完 美 的， 这 就 会 造 成 混 

乱， 奖 赏 和 惩 罚 的 界 限 就 会 消 失。 这 种 混 乱、 

迷 惑 就 是 瓦 恩 山 卡， 而 教 师 正 是 这 一 切 的 罪 

魁 祸 首。 因 此 一 个 理 想 的 教 师 一 定 是 他 人 的 

榜 样。 

 

 

 

 
Hw$cj`{ ‡UÌ`p›V Hw$cY_m©: gZmVZm:$& 
Y_} ZÓQ>{ Hw$cß H•$ÀÒZ_Y_m}@o^dÀ`wV$&&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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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 种 族 及 阶 级 混 杂 必 为 家 庭 及 破 坏 家 庭 

传 统 的 人 带 来 地 狱 般 的 生 活， 而 他 们 的 祖 先 

也 会 因 为 失 去 了 饭 水 的 供 奉 而 堕 落。” 

  瓦 恩 山 卡 的 一 个 特 征 就 是 使 家 庭 及 破 坏 

家 庭 者 堕 入 地 狱， 而 祖 先 们 也 因 失 去 了 饭 水 

的 供 奉 而 失 去 他 们 天 堂 般 的 家 园。 

 

43． “就 这 样， 由 于 破 坏 家 庭 传 统 者 的 恶 行 而 

导 致 的 种 族 的 混 杂，整 个 家 庭、 甚 至 种 族 世 世 

代 代 的 达 摩 化 为 乌 有。” 

 阿 尔 诸 那 认 为， 家 族 传 统 是 不 变 的、 永 

恒 的，瓦 恩 山 卡 的 邪 恶 破 坏 这 些 传 统。克 利 须 

那 却 认 为， 唯 有“自 我” 才 是 不 变 的、 永 恒 的 

“萨 纳 坦 达 摩”
26
。 阿 尔 诸 那 认 为， 如 果 人 无 法 

了 解“ 萨 纳 坦 达 摩” 的 本 质， 他 会 误 把 传 统 或 

是 什 么 其 它 的 当 作 其 本 质， 但 克 利 须 那 对 此 

嗤 之 以 鼻， 认 为 只 是 妄 念 罢 了。 

 

 

gâ>am{ ZaH$m`°d Hw$cøZmZmß Hw$cÒ` M$& 
[Vp›V o[Vam{ ¯{fmß cwflVo[ S>m{XH$oH´$`m:$&& 42 && 
Xm{f°a{V°: Hw$cøZmZmß dU©gâ>aH$maH°$:$& 
CÀgm⁄›V{ OmoVY_m©: Hw$cY_m©ÌM emÌdVm:$&& 43 && 

26． 萨 纳 坦 是“ 永 恒”。“ 萨 纳 坦 达 摩” 可 被 解 释 为 使 所 有 事 物 及 

存 在 充 满 活 力 并 促 使 他 们 进 行 自 我 实 现 的 不 变、 永 恒、 神 圣 

的 原 则。 萨 纳 坦 也 是 全 能 的 神（ 上 帝） 及 表 现 神 的 特 性 的 那 些 

品 质。 表 现 神 特 性 的 品 质 是 萨 纳 塔 摩 达 摩。 



 

 

 

 

 

 
                   

    
 

 

 

 

 

 

 

 

44. “ 克 利 须 那 啊， 我 听 说， 破 坏 家 庭 传 统 的 

人 永 远 住 在 地 狱 之 中。” 

 

  破 坏 家 庭 传 统 的 人 永 远 住 在 地 狱 之 中， 

阿 尔 诸 那 这 样 听 说。 而 且 他 相 信， 被 毁 灭 的 不 

仅 仅 是 家 庭 及 其 传 统， 连 不 变 的、 永 恒 的 达 摩 

也 一 同 被 毁 灭 了。 因 此 他 把 传 统 等 同 于 萨 纳 

坦 达 摩。 他 说， 人 尽 皆 知， 失 去 了 达 摩 的 人 会 

永 生 在 地 狱 中 受 难。 但 他 也 仅 仅 是 道 听 途 说 

罢 了。 

 

45． “唉， 仅 仅 为 着 转 瞬 即 逝 的 权 力 的 诱 惑， 

我 们 竟 然 准 备 去 杀 害 自 己 的 亲 人 同 族 而 犯 下 

不 可 饶 恕 的 罪 行！” 

 

  连 智 者 都 会 为 了 权 力 的 诱 惑 去 杀 害 自 己 

的 亲 人， 这 是 多 么 令 人 遗 憾 啊！ 这 时 候， 阿 尔 

诸 那 不 认 为 自 己 的 知 识 比 克 利 须 那 欠 缺。 所 

有 真 理 追 求 者 在 真 理 探 寻 之 初 都 会 如 此 认 

为。 圣 人 佛 陀 说 过， 人 只 有 一 点 点 知 识 时， 会 

认 为 他 已 获 得 了 知 识 宝 库 的 所 有， 而 他 所 拥 

有 的 知 识 越 多， 他 则 越 认 为 自 己 愚 蠢。 阿 尔 诸 

那 正 是 如 此。 他 无 所 顾 忌 地 劝 说 克 利 须 那， 说 

他 们 罪 恶 的 行 为 不 会 有 任 何 结 果， 并 且 自 信 

地 认 为 他 们 的 动 机 无 非 是 世 俗 的 权 力 争 夺 罢 

了。 最 后， 他 又 说， 

 

 

CÀgfiHw$cY_m©Umß _ZwÓ`mUmß OZm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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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 我 宁 愿 放 下 武 器， 不 作 任 何 抵 抗， 任 由 

督 瑞 塔 拉 施 特 剌 众 子 在 战 场 上 杀 死 我。” 

 

  他 认 为 这 样 的 死 是 幸 运 的， 并 且 历 史 上 

会 写 下 他 这 个 为 避 免 战 争 而 牺 牲 自 己 的 无 私 

的 英 雄 的 名 字。 人 类 常 常 会 为 了 挽 救 其 弱 小、 

无 辜 的 孩 子 的 生 命 而 牺 牲 自 己； 人 们 旅 行 海 

外 住 着 豪 华 的 宾 馆， 可 两 天 之 后 他 们 就 开 始 

怀 念 他 们 被 抛 弃 的 家 中 陋 室。 这 就 是 眷 恋 的 

力 量。 

 

47. “ 桑 捷 说 道，‘说 罢 这 般 话， 阿 尔 诸 那 就 颓 

然 扔 掉 手 中 的 弓 箭， 坐 到 战 车 上。’” 

 

  换 句 话 说， 阿 尔 诸 那 退 出 了 肉 体—— 即 行 

动 之 域——与 内 在 的 自 我 之 间 的 战 争。 

   

Í    Í     Í 
 
 

《集 塔》 是 对 克 晒 特 拉－ 克 晒 特 拉 哥 雅 之 战 争 

的 调 查：  该 战 争 是 行 动 的 肉 体 与 灵 魂 之 间 的 

战 争， 而 这 一 灵 魂 永 远 感 知“ 无 上 之 神” 并 与 

其 合 一。 作 为 一 首 颂 歌， 它 试 图 解 释 上 帝（主） 

的 光 辉。 颂 歌 的 范 围 是 一 个 战 场：  有 双 重 的、 

相 反 的 欲 望 的 人 的 肉 身 组 成 了“ 达 摩 克 奢 特 

茹” 及“ 库 鲁 之 野”。 正 如 我 们 读 到 的，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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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详 细 描 述 了 战 争 双 方 各 自 的 结 构、 力 量 基 

础 方 面 的 特 点。 海 螺 声 表 现 了 他 们 各 自 的 英 

勇 及 意 图。 他 们 的 部 队 人 数 有 大 约 65 千 万 人， 

但 是 数 字 只 是 象 征， 实 际 上 部 队 的 人 数 是 无 

限 的。 自 然 中 有 两 股 力 量， 它 们 在 行 动 之 域 中 

相 反 相 乘。 第 一 股 力 量 是 总 是 在 寻 求 “自 我” 

的 实 现 及 与 神 的 合 一 的 内 涵 的 灵 魂， 而 另 一 

股 力 量 则 是 总 是 为 物 质 世 界 所 充 满、 为 邪 恶 

的 欲 望 所 充 斥 的 外 露 的 灵 魂。 头 一 种 使 得 自 

我 沉 醉 于 最 崇 高 的 达 摩， 而 第 二 种 却 只 沉 陷 

于 物 质 世 界、 远 离 无 上 之 神 而 无 法 自 拔。 灵 性 

寻 求 者 的 第 一 步 就 是 获 得 崇 高 的 品 德 以 征 服 

邪 恶 的 欲 望。 

  在 生 活 的 战 场 上， 我 们 往 往 看 到 我 们 的 

家 人 朋 友， 而 他 们 往 往 也 是 最 先 被 毁 灭 的。 世 

界 不 过 是 眷 恋 的 延 伸 而 已。 对 家 庭 的 眷 恋 是 

灵 性 寻 求 者 达 到 理 想 境 界 之 路 上 的 第 一 个 障 

碍， 当 他 发 现 他 首 先 要 与 他 的 亲 人 朋 友 分 离 

并 假 装 他 们 从 未 存 在 过 时， 他 将 受 到 强 烈 的 

震 撼， 而 且 试 图 找 出 一 条 退 路。 阿 尔 诸 那 正 是 

这 样 做 的。 他 把 家 庭 传 统 当 作 “永 恒 的 达 

摩”， 认 为 达 摩 一 旦 丧 失， 妇 女 自 然 会 堕 落， 

给 家 族 带 来 无 穷 灾 难。 由 于 知 识 和 智 慧 都 是 

有 限 的， 他 急 于 保 护 被 他 当  



 
 
 
 
 
 
 
 
 
 

 

 

 

 

 

 

 

 

成 “永 恒 的 达 摩” 的 传 统， 恳 求 克 利 须 那 指 点 

要 他 杀 害 亲 人 的 原 因。 他 甚 至 把 克 利 须 那 当 

作 罪 犯。 最 后 他 索 性 扔 掉 弓 箭， 当 了 逃 兵。 换 

句 话 说， 他 是 在 拒 绝 进 行 一 项 伟 大 的 事 业， 在 

这 事 业 中， 他 需 要 常 年 作 战， 以 灵 性 挑 战 物 

质， 以 虔 诚 挑 战 不 虔 诚， 以 神 性 之 力 挑 战 邪 恶 

之 力。 

 

  有 些 注 释 者 把 本 章 定 名 为 《阿 尔 诸 那 维 

沙 德 之 瑜 珈》。“维 沙 德” 意 思 是 悲 伤， 阿 尔 诸 

那 是 软 弱 的 虔 诚。 悲 伤 既 是 信 徒 保 持 “永 恒 之 

达 摩” 的 动 力， 又 是 其 工 具， 曼 奴 就 是 这 样 

的， 印 度 教 徒 认 为 他 既 是 人 类 的 模 范， 又 是 父 

亲 的 典 范。 高 斯 瓦 密 •  突 希 达 斯 说 过，“ 我 的 

生 命 之 路 上 没 有 上 帝 的 爱， 所 以 我 的 心 中 充 

满 悲 哀。” 当 人 无 法 决 断 时， 他 就 会 感 到 悲 

哀。  阿 尔 诸 那 对 瓦 恩 山 卡 感 到 担 忧， 他 也 为

“ 永 恒 之 达 摩” 的 安 全 感 到 担 忧， 因 此 本 章 命 

名 为“桑 捷 维 沙 德 之 瑜 珈” 是 很 适 合 的。 

 

至 此《博 伽 梵 歌》 第 一 章 结 束， 从 而 结 束 了 克 

利 须 那 及 阿 尔 诸 那 间 的 对 话“ 桑 捷 维 沙 德 之 

瑜 珈” 或“ 幽 柔 寡 断 及 悲 痛 之 瑜 珈”， 宗 教 教 

师 阿 德 嘎 达 南 德 的 注 释“ 亚 萨 斯 集 塔” 的 第 一 

章 也 告 此 结 束。 

 

哈 瑞   呜 牟   嗒 特    撒 特 



 

 

 

 

 

 

                                                                                      
  

 

 

第 二 章  

对 行 动 之 求 知 
 

 第 一 章 中， 作 者 以 序 言 的 方 式 呈 现 了 灵 

性 寻 求 者 的 疑 惑。 参 加 战 斗 的 两 方 包 括 考 若 

夫 及 潘 督 瓦 部 队， 但 唯 有 阿 尔 诸 那 充 满 了 疑 

惑。 他 是 灵 性 寻 求 之 路 上 虔 诚 的 信 徒。是 他 对 

神（ 上 帝） 的 爱 使 得 他 作 好 物 质 与 精 神 之 战 的 

准 备， 而 这 战 争 的 初 始 阶 段 是 爱。 我 的 恩 师 曾 

经 说 过，“ 须 知， 当 一 个 人 的 生 命 中 有 厌 倦 和 

泪 水 时， 即 使 那 个 人 只 是 在 过 一 般 的 家 居 生 

活
1
， 他 对 无 上 之 主 的 爱 业 已 开 始， 而 此 种 感 

情 是 如 此 的 强 大 以 至 于 他 的 喉 咙 常 常 被 哽 

塞。” 生 活 中 的 千 丝 万 缕 都 是 与 爱 相 关 的： 达 

摩， 克 制，还 有 感 情。 

 

 对 家 庭 的 眷 恋 往 往 是 横 在 灵 性 寻 求 第 一 

阶 段 的 一 大 障 碍。 人 人 都 渴 望 达 到 肉 体 与 灵 

性 的 合 一，一 旦 他 们 得 知 自 己 需 要 割 舍 与 家 庭 

的 纽 带， 他 们 就 变 得 无 所 适 从。 他 继 续 遵 循 各 

式 各 样 的 传 统， 并 且 为 他 的 痴 迷 找 寻 种 种 借 

口 和 理 由， 阿 尔 诸 那 就 是 这 样， 他 固 执 地 说 家 

族 惯 例 是 永 恒 的 达 摩， 战 争 会 破 坏 永 恒 的 达 

摩 并 且 破 坏 家 庭 及 优 良 的 文 化 传 统。这 并 不 是 

阿 

 

 

1.   嘎 哈 斯 提 亚:  四 个 阶 段 中 的 第 二 阶 段。 在 传 统 的 印 度 教 徒 生 

活 中， 有 四 个 阶 段， 其 它 三 个 阶 段 为 布 拉 穆 查 亚、 纨 普 拉 斯 

萨、 和 三 亚 斯。 

 

 

 

 

 

 

 



  
 
 
 
 
 
 
 
 
 

 

 

尔 诸 那 的 个 人  见 解， 而 是 他 在 寻 求 圣 人 导 师 

的 帮 助 之 前 所 继 承 的 传 统 教 条 罢 了。 

   由 于 对 各 自 传 统 的 坚 持， 人 们 划 分 出 各 

种 宗 教、 教 派、 大 大 小 小 的 各 种 团 体 及 等 级， 

有 时 候 甚 至 到 令 人 难 以 想 象 的 程 度： 有 些 人 

压 扁 鼻 子， 有 些 人 刺 穿 耳 朵， 还 有 人 因 为 被 人 

触 摸 或 者 使 用 了 被“ 污 染” 过 的 食 物 和 水 而 失 

去 了 他 们 的 达 摩。 但 这 一 切 不 是 由“ 不 可 触 摸 

者” 或 是 非 印 度 教 徒 造 成 的。 这 一 切 怎 能 一 昧 

地 责 怪 他 们 呢？ 恰 恰 相 反， 该 责 怪 的 倒 是 那 些 

以 达 摩 之 名 宣 传 妄 念 之 人， 还 有 那 些 听 了 他 

们 而 被 他 们 误 导 的 盲 目 的 受 害 者。 

   佛 陀 时 代 有 一 派 人 叫 做 凯 士 卡 穆 保
2
 

派， 他 们 保 留 着 留 发 的 习 俗， 他 们 把 头 发 留 

长， 把 它 们 当 成 毯 子 来 用， 并 以 此 作 为 完 美 的 

标 准。 有 人 认 为 象 牛 那 样 生 活 是 非 常 虔 诚 的， 

更 有 人 以 狗 的 方 式 生 活 及 行 为。 但 凡 此 种 种 

都 只 是 愚 昧 的 习 俗， 而 与 信 仰 上 帝 无 关。 克 利 

须 那 的 时 代 也 不 例 外， 当 时 也 存 在 着 各 种 分 

裂、 流 行 着 种 种 愚 昧 的 习 俗， 阿 尔 诸 那 就 是 其 

中 的 受 害 者。 从 他 的 论 述 中 我 们 可 以 很 清 楚 

地 看 出 当 时 人 们 的 思 想 趋 向， 例 如， 他 认 为 战 

争 摧 毁 永 恒 的 达 摩、 产 生 瓦 恩 山 卡 及 种 族 和 

阶 级 的 混 杂、 等 等。 于 是， 瑜 珈 信 徒 克 利 须 那 

对 他 说。 

1． “ 桑 捷 说，‘ 看 到 他（ 阿 尔 诸 那）满 怀 悲 恻、 

泪 盈 满 眶、 心 情 沉 郁， 摩 督 苏 丹 说 了 以 下 一 番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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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凯 士 卡 穆 保” 按 字 面 翻 译 意 思 是“ 发 毯”。 

 

 

 

 

 

 



 

 

 

 

 

 

                                                                                      
 

 

 马 都 苏 丹 对 眼 中 充 满 泪 水、 心 中 充 满 不 

安 的 阿 尔 诸 那 说： 

 

2．“ 主 说，‘ 阿 尔 诸 那 呀， 在 这 危 险 之 地， 你 

怎 么 能 染 上 这 怯 懦、 不 光 彩 的 绝 望 之 症？” 

 

  克 利 须 那 用 “维 沙 姆” 一 词 表 示 阿 尔 诸 

那 和 他 二 人 当 时 所 处 的 地 点， 该 词 意 思 是“ 困 

难” 或“ 危 险”， 也 有“ 独 一 无 二”、“ 无 以 伦 

比” 之 意。 克 利 须 那 很 希 望 了 解 在 这 紧 要 关 

头， 阿 尔 诸 那 为 什 么 会 变 得 既 缺 乏 灵 性 又 无 

知（阿 格 延）
3
。 他 们 所 处 的 环 境 是 独 一 无 二 

的， 因 为 它 是 灵 性 之 界 中 神 性 与 非 神 性 的 战 

争。 为 什 么 克 利 须 那 称 阿 尔 诸 那 的 观 点 为 灵 

性 方 面 的 无 知 呢？ 阿 尔 诸 那 不 也 说 要 无 条 件 

地 保 护 不 变 的、 永 恒 的 达 摩 吗？ 是 不 是 只 有 消 

除 了 灵 性 方 面 的 无 知 才 能 真 正 保 护 不 变 的、 

永 恒 的 达 摩 呢？ 克 利 须 那 认 为 是 的。 永 恒 的 达 

摩 无 法 提 供 通 向 天 堂 的 路 径。 在 正 义 之 路 上 

的 坚 定 不 移 者 是 “阿 雅”， 在 印 度 教 经 典 中， 

“阿 雅” 指 那 些 对 达 摩 虔 诚 不 二 者。 克 利 须 那 

又 说， 如 果 为 一 个 人 的 家 庭 而 牺 牲 不 算 是 无 

知 的 话， 那 么 圣 人 都 会 去 牺 牲 自 己 了。 如 果 家 

庭 传 统 才 是 最 终 的 现 实， 圣 人 们 一 定 会 以 此 

作 为 通 向 天 堂 及 超 度 的 阶 梯。 米 拉 为 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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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阿 格 延： 人 们 无 知 的 相 信 他 自 己 与 上 帝 是 各 自 独 立 的 实 体、 

只 有 物 质 世 界 才 是 真 正 的 存 在 的 一 种 信 仰。  

 

 

 

 

 

 



  
 
 
 
 
 
 
 
 
 

 

 

 

神 圣 之 爱 唱 起 颂 歌 时， 人 们 宣 称 她 精 神 失 常， 

连 她 的 婆 婆 也 将 她 视 为 家 庭 的 毁 灭 者， 时 至 

今 日， 没 有 人 再 记 得 她 的 婆 婆， 但 整 个 世 界 的 

人 都 在 怀 念 米 拉，毕 竟， 有 谁 会 去 记 得 一 个 只 

关 心 自 己 家 庭 的 人 呢？ 克 利 须 那 对 阿 尔 诸 那 

说： 

3． “   婆 萨 啊， 不 要 对 怯 懦 屈 服。 普 阮 塔 普 之 

子 啊， 站 起 来 将 你 心 中 的 软 弱 驱 除 开 吧。“ 

  克 利 须 那 鼓 励 阿 尔 诸 那 不 要 无 能 软 弱

（克 莱 必 亚 穆）。 一 个 无 能 的 男 人 是 没 有 男 人 

气 概 的 男 人， 而 所 有 的 男 人 都 只 作 自 认 为 是 

有 男 人 气 概 的 事。 在 田 地 里 夜 以 继 日 工 作 的 

农 民 试 图 以 其 力 量 证 明 其 男 人 气 概， 有 人 在 

生 意 场 上 尽 显 男 子 气 概， 更 有 人 以 乱 用  武 力 

来 证 明 其 男 子 气 概。 但 有 讽 刺 意 味 的 是，大 多 

数自 认 一 生 尽 显 男 儿 气 概 的 人 不 懂 得  它 的 真 

正 含 义，  因 而 最 终 两 手 空 空。 只 有 了 解 自 我、 

实 现 自 我 的 人， 也 就 是 说， 只 有 了 解 灵 魂 及 其 

神 圣 本 源 的 人 才 是 真 正 的 男 人。 在 《广 林 奥 

义》 中， 嘎 吉 向 亚 格 纳 瓦 奥 克 雅 讲 述 说， 一 个 

男 人 如 果 对“ 精 神” 一 无 所 知， 那 么 他 即 使 生 

理 上 是 个 男 人， 也 不 能 被 称 为 真 正 的 男 人。真 

正 的 男 人 （普 茹 士） 是 自 我， 而 男 人 气 概 （抛 

茹 士） 是 努 力 了 解 自 我。 这 就 是 克 利 须 那 劝 告 

阿 尔 诸 那 不 要 向 软 弱 无 能 屈 服 的 原 因， 因 为 

那 不 是 他 的 真 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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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真 正 的 他 应 该 是 令 人 生 畏 的 征 服 者。 他 应 

该 振 奋 精 神， 准 备 战 斗， 应 该 摆 脱 对 物 质 社 会 

的 痴 迷 眷 恋。 阿 尔 诸 那 问 道： 

 

4． “ 阿 尔 诸 那 说，‘ 摩 杜 苏 丹， 敌 人 的 征 服 者

啊， 象 毕 士 摩、 朱 纳 这 样 的 人 只 能尊 敬， 我 怎 

能 在 战 场 上 用 弓 箭 射 向 他 们 呢？” 

 

  阿 尔 诸 那 称 克 利 须 那 为 摩 杜 苏 丹， 骄 傲 

之 魔 的 毁 灭 者， 并 向 他 询 问。 正 如 前 面 所 述， 

卓 纳 察 亚 是 双 重 行 为、 是 不 敬 神 的 行 为。 但 对 

这 种 双 重 行 为 的 察 觉 也 为 精 神 上 的 成 就 提 供 

动 力。 这 是 卓 纳 察 亚 作 为 教 师 的 出 色 之 处。 毕 

士 摩 是 妄 念 的 象 征。 如 果 我 们 远 离 正 义 之 路， 

而 在 妄 念 之 路 上 徘 徊， 孩 子、 家 庭、 族 人 都 似 

乎 与 我 们 相 连。 “属 于 我”、 “是 我 的” 这 样 的 

思 想 就 是 妄 念 的 媒 介。 有 妄 念 的 人 崇 拜 各 种 

各 样 的 人： 崇 拜 这 个， 因 为 他 是 父 亲； 崇 拜 那 

个， 因 为 他 是 祖 父； 崇 拜 那 个， 因 为 他 是 教 

师。 但 一 旦 达 到 了 精 神 的 最 高 境 界， 他 将 会 发 

现， 世 上 并 无 教 师、 学 生 可 言， 而 唯 一 存 在 的 

只 有 “自 我”，掌 握 了 无 上 之 神 的 “自 我”。 

 

  若“自 我”真 正 痴 迷 于 主， 世 上 就 不 存 在 

教 师 或 学 生。 教 师 教 授，  学 生 吸 收， 之 后 教 师 

及 学 生 的 距 离 就 会 缩 短。 克 利 须 那 说，“ 阿 尔 

诸 那， 你 即 在 我 内。” 阿 尔 诸 那 与 克 利 须 那 成 

为 相 同 的，老 师 与 学 生 的 存 在 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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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学 识 融 为 一 体。 但 阿 尔 诸 那 还 远 离 此 种 境 

界。 

 

5． “ 我 宁 愿 乞 讨 为 生， 乞 求 施 舍， 也 不 愿 杀 

害 我 的 师 长， 如 果 我 杀 了 他 们， 我 在 这 个 世 上 

的 一 切 喜 悦 与 财 富 都 会 沾 上 血 腥。” 

 

  阿 尔 诸 那 宁 愿 乞 求 别 人 的 施 舍， 也 不 愿 

杀 害 他 的 老 师 们。“乞 讨” 在 这 里 不 指“ 乞 讨 粮 

食”（ 以 求 生 计）， 而 是 指 恳 求 圣 人 赐 予 好 运。 

食 物 是 唯 一 的 可 以 永 远 缓 解 灵 魂 之 饥 饿 的 主

（ 上 帝）
4
。 阿 尔 诸 那 所 乞 求 的 是 继 续 服 侍、 

跟 随 圣 人 而 无 需 与 其 家 人 分 离。 我 们 其 他 的 

人 不 也 是 一 样 的 吗？ 我 们 都 希 望 能 够 达 到 灵 

性 的 最 高 境 界 而 无 需 破 坏 家 庭 中 爱 的 纽 带。 

但 世 事 常 常 不 能 两 全 齐 美， 人 若 希 望 达 到 灵 

性 境 界 就 要 作 出 牺 牲。 

 

   在 玛 吉 西 姆 • 尼 卡 亚 的 《达 摩 纳 达 亚 德》 

一 书 中， 佛 陀 称 乞 讨 得 来 的 食 物 为 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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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奥 义 书》 中 多 处 发 现 此 种 观 点。 《塔 提 瑞 亚 奥 义》 中 说 道，

“ 以 食 物 为 神（ 梵 天） 来 崇 拜 者 可 获 得 一 切 物 质 实 体。 一 切 存 

在 均 以 食 为 本， 以 食 为 生. 

 

 

 

 

 

 

 



 

 

 

 

 

 

                                                                                      
 

 

  杀 死 了 老 师 们， 他 能 得 到 什 么 好 处 呢？ 

除 了 从 杀 人 溅 血 中 获 得 的 感 官 上 的 快 感 及 物 

质 上 的 财 富 之 外， 他 还 能 得 到 什 么 奖 赏 呢？ 他 

似 乎 相 信 对 上 帝 的 爱 只 能 为 他 增 加 物 质 享 

乐， 因 此 在 战 争 之 后， 他 能 够 获 得 的 只 能 物 质 

快 乐。 他 继 续 辩 论 说： 

 

 

6． “ 我 真 不 知 如 何 是 好—— 征 服 他 们？ 还 是 被 

他 们 征 服？ 即 使 是 杀 了 我 们 的 敌 人—— 督 瑞 塔 

拉 施 特 剌 众 子， 我 们 也 会 感 到 痛 不 欲 生。” 

 

 阿 尔 诸 那 感 到 惘 然， 不 知 何 种 行 动 才 能 

为 他 带 来 最 后 的 荣 耀。 无 论 他 说 什 么 都 似 乎 

只 是 出 于 无 知。 他 不 知 他 该 杀 死 敌 人 还 是 让 

敌 人 杀 死 他。 因 此 他 又 问 克 利 须 那： 

 

 

7． “ 现 在 我 的 头 脑 里 只 有 对 软 弱 的 怜 悯 同 情 

和 对 责 任 的 惘 然， 我 请 求 你 指 引 我 如 何 做 才 

能 有 利 于 我 的 荣 誉， 因 为 我 是 你 虔 诚 的 门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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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心 充 满 怜 悯、 头 脑 充 满 疑 惑， 他 请 求 

克 利 须 那 给 予 他 指 点， 因 为 他 认 为 既 然 他 是 

克 利 须 那 的 门 徒， 克 利 须 那 就 有 职 责 指 点 他。 

 

  他 需 要 的 不 仅 仅 是 指 点， 他 也 需 要 支 

持。 他 象 一 个 需 要 帮 助 的 搬 运 工， 克 利 须 那 不 

仅 要 帮 他 将 载 重 物 放 上 他 的 脊 背、 与 他 同 行， 

更 需 要 扶 助 他 以 防 滑 倒。 

 

  此 时 的 阿 尔 诸 那 对 克 利 须 那 的 屈 服 是 

完 全 的。 在 此 之 前 他 曾 经认 为 自 己 与 克 利 须 那 

是 平 等 的， 甚 至 他 在 某 方 面 还 超 越 了 克 利 须 

那， 但 现 在 他 完 全 听 任 他 的 驾 车 者 克 利 须 那 

的 支 配。一 个 出 色 的 教 师 总 是 时 时 刻 刻 与 学 生 

同 在， 保 护 他 的 灵 魂 不 受 物 质 世 界 的 污 染， 直 

至 目 标 的 实 现， 不 然 的 话， 学 生 可 能 会 半 途 而 

废。 阿 尔 诸 那 又 说： 

 

 

8． “ 这 使 我 感 官 疲 惫 的 悲 伤 啊， 即 使 是 获 得 

盖 世 无 双 的 王 国， 或 者 给 我 至 大 的 权 力 让 我 

统 治 天 神， 悲 伤 也 无 法 消 除。” 

 

  如 果 他 的 悲 伤 无 法 减 轻， 那 么 即 使 是 拥 

有 一 切 又 有 什 么 用 处 呢？ 他 请 求 退 出 战 争， 因 

为 如 果 给 他 统 治 王 国 或 者 天使 的 权 力 作 为 奖 

赏， 倒 不 如 不 让 他 参 与 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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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桑 捷 说，说 到 这 里， 睡 眠 的 征 服 者 及 敌 人 

的 毁 灭 者 阿 尔 诸 那 对 哥 文 达
5
（ 克 利 须 那） 说 

他 不 会 作 战， 便 陷 入 了 沉 默。” 

 

  阿 尔 诸 那 的 思 想 方 法 一 直 为《 普 冉》
6
 左 

右，《 普 冉》 包 含 有  与对 宗 教、 献 祭 仪 式 及 所 

施 恩 惠 的 享 有 等 相 关 的 规 定。 在 这 些 著 作 中， 

天 堂 是 最 高 的 精 神 目 标。 但 随 后 克 利 须 那 教 

导 阿 尔 诸 那 说 这 些 著 作 中 的 观 念 是 错 误 的。 

 

10．“ 巴 茹 阿 特（ 督 瑞 塔 拉 施 特 剌） 啊， 然 后 何 

利 施 克 什 脸 上 挂 着 微 笑， 对 坐 在 两 军 阵 前 满 

腹 悲 伤 的 阿 尔 诸 那 说 了 以 下 的 话。” 

 

  克 利 须 那， 人 心 秘 密 的 知 晓 者（ 即 何 利 

施 克 什）， 微 笑 着 对 阿 尔 诸 那 说： 

 

11． “ 主 说， 你 口 吐 智 慧 之 言， 可 心 中 却 为 不 

值 得 的 事 而 悲 伤。 智 者 不 该 为 生 者 悲 哀， 也 不 

为 死 者 哭 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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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克 利 须 那 的 众 多 头 衔 之 一， 意 思 是“ 护 牛 者” 或“ 牧 牛 人”。 

6．  古 老 的 宗 教 论 著 书 名， 该 书 据 说 有 18 章、 由 维 亚 斯 所 作， 全 部 

关 于 印 度 教 的 神 话 传 说 据说 都 包 含 在 该 书 内。 

 

 

 

 

 



  
 
 
 
 
 
 
 
 
 

 

 

 

 

 克 利 须 那 认 为 阿 尔 诸 那 所 言 象 智 者， 而 

所 为 却 不 象 智 者， 因 为 他 不 了 解 真 正 的 现 实。 

真 正 的 智 者 不 会 为 生 者 或 死 者 悲 伤， 因 为 他 

们 自 己 也 最 终 会 灰 飞 烟 灭。 

 

12． “ 从 前 你、 我、 甚 至 这 些 国 王 从 未 停 止  过

存 在， 将 来 我 们 也 不 会 停 止 存 在。” 

 

  出 色 的 教 师 及 他 们 虔 诚 的 信 徒 是 永 恒 

的， 即 使 那 些 象 征 着 不 正 当 的 激 情 及  丧 失道 

德的 国 王 们 也 是 永 恒 的。 这 里 克 利 须 那 不 仅 仅  

一 般 地 强 调 了 瑜 珈 的 永 恒 性，  还 特 别 强 调 了 

它 在 将 来 的 存 在。 他 解 释 为 什 么 不 应 该 为 死 

者 伤 怀， 

 

13． “有 躯 体 的 灵 魂 经 历 童 年、 青 年、 老 年 的 

变 化， 躯 体 死 亡 时， 灵 魂 会 进 入 另 一 躯 体， 智 

者 决 不 会 为 此 变 化 所 惑。” 

 

  人 的 肉 体 慢 慢 变 老、 死 亡、 不 断 变 化、 转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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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灵魂、 自我 却 是 永 恒 不 变 的， 只 要 灵 魂 与 无 

上 之 神  的 合 一 没 有 完 成， 肉 体 就 会 不 断 的 转 

换。 

 

14. “绲 缇 之 子 啊， 感 官 与 物 体 接 触 会 带 来 冷 

热和 快 乐 痛 苦的 交 替，巴 茹 阿 特 啊， 要 学 会 容 忍 

它 们， 因 为 他 们 都 是 短 暂 即 逝 的。“ 

 

  快 乐 与 痛 苦 的 交 织、冷 热 的 交 替 都 是 短 

暂 的、 转 瞬 即 逝 的，阿 尔 诸 那 应 学 会 不 为 其 所 

动，而 他 却 恰 恰 相 反，轻 易 地 被 感 官 快 乐 所 动 

摇。 家 庭、老 师 都 代 表 着 感 官 的 眷 恋，眷 恋 的 起 

因 是 短 暂 的、即 逝 的。因 此 克 利 须 那 劝 告 阿 尔 

诸 那 放 弃 感 官 快 乐 而 不 为 其 所 动。灵 性 寻 求 者 

对 冷 与 热、快 乐 与 痛 苦、荣 誉 与 不 幸 的 忍 耐 全 

仗 他 们 付 出 的 精 神 努 力。《集塔 》 是 人 思 想 中 

内 在 冲 突 的 外在 化。 而 这 种 冲 突 是 由 于 自 我 对 

神 的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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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而 与 肉 体 之 间 的 冲 突， 是 一 种 神 圣 之 力 战 

胜 邪 恶 之 力、 实 现 了 与 神 的 合 一 之 后 力 量 变 

缓 的 冲 突。 毕 竟， 如 果 不 虔 诚 之 根 已 除， 神 圣 

之 力 会 以 谁 为 战 斗 对 象 呢？ 因 此《 集 塔》 是 思 

想 内 部 冲 突 的 影 像 化。 克 利 须 那 又 说： 

 

 

15． “ 人 中 俊 杰 阿 尔 诸 那 呀， 不 为 苦 乐 所 忧、 

稳 如 泰 山、 泰 然 自 若 者， 必 定 能 够 畅 饮 永 恒 之 

杯 中 的 甘 露。” 

 

 在 灵 性 之 路 上 坚 定 不 移、 在 痛 苦 快 乐 面 

前 镇 定 自 若 者 必 定 能 够 有 认 识 无 上 之 神、 达 

到 永 恒 之 福。 阿 尔 诸 那 曾 以 为  如 果 他 参 加 战 

争， 他  会 得 到进 入 天 堂 的 门 票 或 统 治 世 界 的 

奖 赏， 而 克 利 须 那 则 告 诉 他 ，他 将 得 以 畅 饮 甘 

露， 什 么 是 甘 露 呢？ 

 

 

16． “真 理 的 洞 察 者 已 探 知 了 真 理 的 奥 秘： 不 

真 实 之 物 不 会 持 久， 真 实 之 物 永 不 凋 谢。” 

 

  不 真 实 的 东 西 没 有 任 何 存 在，  既 不 存 在 

当 然 无 法 使 其 终 结； 而 真 实 的 东 西 则 永 远 存 

在， 无 论 是 过 去、 现在 还 是 未 来。阿 尔 诸 那 又 问 

克 利 须 那，是 不 是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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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他 是 神  的 化 身， 所 以 才 这 样 说， 克 利 须 那 

说 不 只 是 神， 那 些 认 知 了 与 无 上 之 神 合 一 的 

人 类 灵 魂 之 真 正 内 涵 的 圣 人 们 也 洞 察 真 实 与 

非 真 实 之 间 的 差 别。 也 就 是 说， 《集 塔》 中 的 

克 利 须 那 是 先 知 者， 他 能 够 洞 察 现 实 之 本 质。 

到 底 什 么 是 真 实 与 虚 幻， 什 么 又 是 正 确 与 错 

误？ 

 

 

17． “ 须 知 遍 及 整 个 宇 宙 的 ‘精 神’ 是 不 朽 

的、 不 变 的， 无 人 能 够 使 之 毁 灭。” 

 

  在 宇 宙 间 无 处 不 在 的 事 物 是 无 法 摧 毁 

的。 那 么 这 种 不 朽 的 甘 露 姓 甚 名 谁 呢？ 

 

 

18． “ 巴 茹 阿 特 啊， 起 来 战 斗 吧， 因 为 灵 魂 的 

外 表—— 肉 身 是 可 以 轻 易 毁 灭 的， 而 内 在 灵 魂 

则 是 不 朽 的、 永 恒 的。” 

  克 利 须 那 让 阿 尔 诸 那 起 来 战 斗， 因 为 人 

的 肉 体 是 瞬 时 的， 而 精 神 与 自 我 却 是 不 灭 的。 

 

 克 利 须 那 给 阿 尔 诸 那 的 命 令 是“战 斗， 因 

为 肉 体 是 必 死 的”， 但  文 中 没 有 说 明阿 尔 诸 那 

是 否 只 应 该 杀 考 若 夫 人 。潘 督 瓦 军 队 的 人 不 

也 是“肉 身” 并 且 必 死 的  

 

 

AodZmoe Vw Vo¤o’ `{Z gd©o_Xß VV_≤$& 
odZme_Ï``Ò`mÒ` Z H$o¸ÀH$Vw©_h©oV$&&17$&& 

A›Vd›V B_{ X{hm oZÀ`Ò`m{∑Vm: earnaU:$& 
 AZmoeZm{@‡_{`Ò` VÒ_m⁄w‹`Òd ^maV$&&18$&& 

 

 

 

 



  
 
 
 
 
 
 
 
 
 

 

 

 

 

吗？如 果 人 的 肉 身 都 是 必 死 的， 那 么 克 利 须 那 

在 保 护 谁 呢？ 难 道 他 不 是 在 保 护 不 真 实、 不 存 

在 的 肉 身 吗？ 如 果 是 这 样 的 话， 他 不 也 是 同 样 

的 无 知 吗？ 难 道 不 是 他 自 己 在 以 后 的 3.13 中 说 

只 考 虑 到 物 质身 体 的 人 是 无 知 并 缺 乏 洞 察 力 

的 吗？阿 尔 诸 那 又 到 底 是 什 么 人 呢？ 

 

  如 第 一 章 中 所 说 的， 阿 尔 诸 那 是 虔 诚 之 

爱 的 化 身。 无 上 之 神 就 象 忠 诚 的 驾 车 者， 总 与 

他 的 信 徒 同 在， 他 就 象 一 个 朋 友 一 样 引 导 信 

徒 走 上 正 路。 人 的 肉 身 不 过 是 件 衣 服， 供 灵 魂 

居 住， 而 居 住 其 内 的 是“自 我”， 当 人 的 身 体 被 

弃 时， 灵 魂 只 需 另 外 寻 找 一 个。 

 

  桑 斯 卡， 即 人 前 世 所 修 的 善 行，成 为 人 

身 体 的 真 正 基 础。 桑 斯 卡 栖 于 人 的 思 想 之 中， 

头 脑 的 平 静、 不 变、 坚 定、 以 及 最 后 的 桑 斯 卡 

的 消 亡 均 为 同 一 过 程 的 不 同 方 面。 桑 斯 卡 的 

最 后 解 体 标 志 着 肉 体 存 在 的 消 亡， 这 就 要 求 

人 类 对 无 上 之 神 的 崇 拜。 克 利 须 那 把 这 种 崇 

拜 称 做 行 动（羯 磨， 即 因 果 报 应 或 业 报） 或 无 

私 之 行 动。 在《集 塔》 一 书 中， 他 曾 多 次 力 促 阿 

尔 诸 那 进 行 战 斗， 但 全 诗 中 没 有 一 处 提 到 这 

场 战 争 是 实 际 上 的 流 血 之 战。 他 所 说 的战 争 是 

正 当 的 欲 望 与 不 正 当 欲 望 之 间、 虔 诚 与不 虔 诚 

之力 量 之 间 的 战 争， 是 人  

 

 

 

 

 



 

 

 

 

 

 

                                                                                      
 

 

 

 

 

思 想 内 部 的 战 争。 

 

19. “认 为 自 我 会 杀 人 者 或 者 自 我 会 被 杀 者 都 

是 无 知 的， 因 为 自 我 既 不 会 杀 人， 也 不 会 被 

杀。
7
” 

 

  这 二 者 都 不 了 解 自 我 的 真 正 本 质， 因 为 

自 我 既 不 会 杀 人， 也 不 会 被 杀。 

 

20． “自 我 从 未 出 生 过， 也 从 未 死 亡 过， 从 未 

存 在 过， 也 从 未 停 止 过 存 在， 真 正 的 自 我 太 始 

无 生、 亘 古 常 存、 永 恒 不 变，  既 使 身 体 毁 灭 他 

也 永 不 毁 灭。” 

 

  自 我 是 灵 魂 之 内 之 神， 既 不 会 出 生， 也 

不 会 死 亡， 他 所 经 历 的 看 似 死 亡 的 状 态 只 是 

一 种 身 体 的 变 换 而 已。 自 我 只 能 是 自 我， 因 为 

他 无 生、 持 久、 永 恒、 且 原 始， 身 体 的 死 亡 及 

分 解 无 法 使 自 我 消 亡。 如 果 一 个 人 是 永 恒 之 

达 摩 的 追 随 者， 那 么 他 就 是 自 我 的 信 徒。 

 

 

` EZß d{oŒm h›Vmaß `ÌM°Zß _›`V{ hV_≤$& 
C^m° Vm° Z odOmZrVm{ Zm`ß hp›V Z h›`V{$&&19$&& 
Z Om`V{ o_´`V{ dm H$XmoMV≤ Zm`ß ^yÀdm ^odVm dm Z  ^y`:$& 
AOm{ oZÀ`: em˚dVm{@`ß [wamUm{ Z h›`V{ h›`_mZ{ eara{$&&20$&& 

7．  爱 默 生 是 美 国 先 验 论 哲 学 家、 诗 人， 他 曾 在题 名 为 “婆 罗 门”

（1857） 的 诗 中 借 用 这 个概 念， 诗 中 这 样 写 道： 

如 果  残 酷 的杀 人 王 认 为 他 杀 了 人。 

或 者 被 杀 者 认 为 自 己 被 人 杀， 

他 们 却 不 知 道 那 精 妙 之 道 

我 坚 守、 经 历、 并 一 再 重 复 的。 

 

 

 

 

 



  
 
 
 
 
 
 
 
 
 

 

 

 

 

自 我 与 婆 罗 门（上 帝、 梵 天） 同 义， 人 类 又 是 谁 

呢？ 人 类 是 永 恒 之 达 摩 的 崇 拜 者。 你 我 都 是 自 

我 的 崇 拜 者， 但  如 果 我 们 不 熟 悉 通 向 永 恒 真 

理 的 灵 性 之 路， 不 习 惯 追 随 自 我 直 至 其 与 无 

上 之 神 合 而 为 一， 那 么 我 们 的 一 切 将 是 转 瞬 

即 逝 的。 我 们 渴 望 最 后 的 赫 免、 渴 望 与 神 的 接 

近， 但 若 盲 从 传 统 习 俗 而 把 错 误 的 传 统 当 作 

是“萨 纳 坦 达 摩”， 我 们 将 永 远 无 法 实 现 与 神 

的 合 一。 

 

  无 论 是 在 印 度 还 是 其 它 国 家， 灵 魂 都 是 

相 同 的。 如 果 一 个 人 洞 察 自 我 的 真 实 本 质、 有 

明 确 的 最 终 目 标， 并 且 急  切 地 想 踏 上 自 我 与 

无 上 之 神 合 一 之 路， 那 么 无 论 他 是 基 督 教 徒、 

穆 斯 林、 犹 太 教 徒， 还 是 任 何 其 他 教 徒， 他 都 

将 是 不 变 的 及 永 恒 的。 

 

 

21． “  婆 萨 之 子 啊， 一 个 懂 得 灵 魂 不 毁 灭、 无 

生、 永 恒、  永 不 改 变 之 人， 怎 么 能 杀 人 或 是 使 

人 被 杀 呢？” 

 

  克 利 须 那 称 阿 尔 诸 那 为  婆 萨， 因 为 他 

以 自 己 的 尘 世 之 躯 为 战 车， 并 准 备 放 弃 一 切 

跟 随 真 神。 他 懂 得 灵 魂 不 灭 的 道 理， 因 此 不 会 

成 为 杀 人 者。 

 

 

 

d{XmodZmoeZß oZÀ`ß ` EZ_O_Ï``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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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就 象 人 脱 下 旧 装， 换 上 新 装 一 样， 灵 魂  

也放 弃 老 而 无 用 的 旧 身， 进 入 新 的 躯 体。” 

 

  灵 魂 拒 绝 使 用 旧 的 身 体、 进 入 新 的 身 

体， 就 象 人 扔 掉 旧 装 换 上 新 装 一 样。 

 

 

  如 前 所 述， 身 体 依 赖 于 桑 斯 卡， 桑 斯 卡 

是 前 世 所 修 的 德 行。 如 果 桑 斯 卡 已 被 耗 尽， 自 

我 就 需 要 舍 弃 旧 身。 除 桑 斯 卡 之 外 世 上 不 再 

有 一 丝 生 气； 桑 斯 卡 就 是 身 体，自 我 根 据 其 桑 

斯 卡 另 寻 新 的 身 体。《歌 者 奥 义》 说，“ 一 个 人 

首 先 是 意 志。” 是 他 前 世的 坚 定 意 志 决 定 他 下 

一 世 的 为 人， 因 此 人 的 身 体 是 由 其 自 己 的 意 

志 决 定 的。 死 亡 不 过 是 物 质 上 的 一 种 转 换 而 

已， 自 我 是 永 生 的。 克 利 须 那 又 进 一 步 强 调 了 

灵 魂 的 不 灭。 

 

 

23． “自 我 火 不 能 烧， 水 不 能 湿， 风 不 能 蚀， 也 

永 远 不 会 为 任 何 武 器 所 刺 穿。” 

 

  武 器 无 法 刺 穿 自 我， 火 烧 不 坏 自 我， 水 

浸 不 湿 它， 风 也 蚀 不 透 自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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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个 体 灵 魂 不 可 摧 折， 不 能 溶 解， 烧 不 

毁， 烤 不 干。 灵 魂 永 存， 不 变 不 动， 永 恒 如 

一。” 

 

 阿 尔 诸 那 曾 认 为 家 庭 传 统 是 永 恒 的， 战 

争 会 摧 毁“ 萨 纳 坦 达 摩” 本 身。 但 克 利 须 那 指 

出 了 他 的 错 误， 说 只 有 自 我 才 是 永 恒 的。 若 我 

们 无 法 掌 握 自 我 及 其 目 标， 我 们 永 远 也 无 法 

把 握“ 萨 纳 坦 达 摩”。 印 度 就 曾 为 此 付 出 过 沉 

重 的 代 价。 

 

 中 世 纪 时 大 约 一 万 二 千 人 入 侵 印 度， 迄 

今 为 止， 他 们 的 人 口 已 达 28 千 万。 而 这 28 千 万 

人 口 中 的 绝 大 部 分 是 改 变 了 信 仰 的 印 度 教 

徒。 是 我 们 在 食 物、 触 摸 方 面 对 各 种 禁 忌 的 固 

执 坚 持 使 他 们 转 变 了 信 仰， 他 们 的 信 仰 转 变 

本 身 就 是 我 们 与“萨 纳 坦 达 摩” 失 去 接 触 的 见 

证； 也 是 对 于 禁 忌 的 愚 蠢 坚 持 使 得 印 度 国 家 

分 裂、社 会 失 去 和 谐， 并 带 来 其 它 种 种  社 会 问 

题。  这 一 切 都 与 达 摩 无 关， 而 只 在 于 对 传 统 

愚 蠢 的 坚 持。 

 

 

A¿N>{⁄m{@`_Xm¯m{@`_∑c{⁄m{@em{Ó` Ed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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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海 密 尔 普 地 区 一 个 村 庄 里 曾 居 住 着 

五 六 十 个 有 教 养 的 刹 帝 利 种 姓 的 家 庭， 但 现 

在 所 有 人 都 变 成 了 穆 斯 林。 难 道 有 人 用 枪 炮 

指 着 他 们 的 头 逼 他 们 改 变 信 仰 吗？ 当 然 不 是。 

事 情 是 这 样 的： 有 一 天 晚 上 几 个 穆 拉 藏 在 村 

里 唯 一 的 一 眼 井 附 近，  因 为 他 们 知 道 第 二 天 

早 上村 里 的 婆 罗 门 卡 穆 阚 迪
8
 会 第 一 个 来 井 边 

洗 澡。 果 然 不 出 所 料， 第 二 天 一 早， 穆 拉 们 抓 

住 了 他 并 将 他 的 嘴 堵 了 起 来。 然 后 就 在 婆 罗 

门 的 眼 前， 他 们 从 井 里 汲 了 水， 喝 了 一 些 后， 

将 剩 余 的 水 和 一 块 吃 剩 的 面 包 一 起 倒 回 了 井 

里。 婆 罗 门 看 得 目 瞪 口 呆， 却 无 能 为 力。 最 后 

穆 拉 们 把 婆 罗 门 锁 在 了 一 间 屋 子 里。 

  第 二 天 穆 拉 们 恭 敬 地 以 双 手 交 放 于 胸 

前， 要 求 他 吃 些 东 西， 婆 罗 门 突 然 大 怒， 说 

道，“ 你 是 个 亚 瓦 那
9
， 我 是 个 婆 罗 门， 我 怎 么 

能 吃 你 的 食 物 呢？” 穆 拉 们 回 答 说, “ 尊 敬 的 

先 生， 我 们 非 常 需 要 象 您 这 样 的 智 者。” 随 后 

婆 罗 门 就 被 释 放 了。 

 他 回 到 村 子 里， 发 现 人 们 还 和 以 前 一 样 

地 用 着 井 里 的 水， 他 内 疚 地 飞 步 行 走 着。 当 人 

们 问 及 原 因 时， 他 告 诉 了 人 们 发 生 过 的 事。 人 

们 顿 时 不 知 所 措， 问 道，“现 在 咱 们 该 怎 么 办 

呢？” 婆 罗 门 回 答 说，“ 能 怎 么 样 呢， 我 们 已 经 

失 去 了 我 们 的 达 摩。” 

 那 个 时 代 的 人 们 通 常 是 没 有 受 过 教 育 的， 

多 少 世  

 

8.  《韦达经》中宗教信仰与礼仪相关部分的学者. 

9.  原意是爱奥尼亚人(希腊),现用于表示外国人、异乡人或者非印度教徒的意思． 

 

 

 

 

 

 



  
 
 
 
 
 
 
 
 
 

 

 

 

纪 以 来 女 人 们 及 所 谓 的“不 可 触 摸 者” 被 剥 夺 

了 学 习 的 权 利。 吠 舍 们 相 信 赚 钱 是 他 们 唯 一 

的 达 摩； 刹 帝 利 们 沉 醉 于 吟 游 诗 人 所 唱 的 颂 

歌 之 中，相 信 只 要 他 们 主 人 的 剑 光 一 闪， 整 个 

德 里 都 会 天 摇 地 动， 荣 誉 来 自 肌 肉 之 力， 学 习 

与 读 书 是 无 用 的， 并 且 认 为 达 摩 与 他 们 毫 无 

关 联。 由 于 上 述 种 种，达 摩 成 了 婆 罗 门 的 独 门 

所 有， 渐 渐 地， 他 们 不 仅 仅 把 自 己 当 作 法 律 的 

制 定 及 解 释 者， 甚 至 认 为 自 己 是 正 确 与 错 误、 

真 实 与 虚 幻 的 最 后 仲 裁 人。印 度 在 中 世 纪 时 期 

的 道 德 与 精 神 标 准 就 这 样 日 趋 堕 落。 而 具 讽 

刺 意 义 的 是， 在 古 代 印 度， 各 个 阶 层、 等 级 的 

人 甚 至 包 括 妇 女 都 必 须 学 习《韦 达》， 不 同 派 

别 的 圣 人、 灵 性 导 师 们 还 常 常 组 织 关 于《韦 

达》 的 讲 解 与 辩 论 活 动， 统 治 者 们 常 常 严 厉 惩 

制 那 些 乱 用 达 摩 为 借 口 之 人。 

尽 管 如 此， 对“萨 纳 坦 达 摩” 的 无 知 还 是 

广 泛 存 在。 正 是由 于 上 述 原 因， 村 子 里 的 人 们 

有 的 象 吓 坏 的 绵 羊 一 样 缩 到 自 己 的 角 落 里， 

有 的 一 想 到 他 们 已 失 去 达 摩 就 浑 身 战 栗， 有 

的 甚 至 自 杀， 还 有 一 些 虔 诚 的 信 徒 由 于 他 们 

错 误 的 观 念 而 选 择 了 其 它 的 出 路 成 了 穆 斯 

林。 直 到 今 天， 村 里 的 穆 斯 林 们 还 象 印 度 教 徒 

一 般 地 隆 重 庆 祝 他 们 的 婚 礼， 因 为 他 们 都 曾 

是 虔 诚 的 印 度 教 徒。 

 我 们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出， 这 场 灾 难 的 起 因 

是 印 度 教 徒 们 相 信 如 果 喝 了 被 穆 斯 林 教 徒 触 

摸 过 的、 受 了 污 染 的 水， 他 们 就 会 失 去 他 们 的 

达 摩。 达 摩 就 象 一 支 勿 忘 我， 被 人 触 摸 之 后 就 

会 萎 缩。勿 忘 我 经 触 摸 后  

 

 

 

 

 

 



 

 

 

 

 

 

                                                                                      
 

 

 

还 会 迅 速 恢 复 原 状， 而 该 村 的 达 摩 却 逐 渐 消 

失、 永 不 复 原 了。 不 仅 仅 是 达 摩， 他 们 的 拉 

玛、 克 利 须 那、 还 有 上 帝 也  连 同 达 摩 一 起 消 

失 了。 对 他 们 来 说， 他 们 曾 认 为 是 永 恒 的 力 量 

已 永 不 存 在 了。 而 事 实 是， 死 去 的 只 是 他 们 相 

信 的 愚 蠢 的 习 俗 而 已。 

 

  真 正 永 恒 的 事 物 是 强 大 的、 无 法 征 服 

的， 手 臂 不 能 扭 曲 它， 烈 火 不 能 焚 烧 它， 水 不 

能 浸 透 它， 世 俗 之 物 无 法 触 动 它。 

 

 类 似 的 错 误 习 俗 在 阿 尔 诸 那 的 时 代 也 存 

在 过， 而 很 显 然 他 就 是 其 中 一 个 受 害 者。 他 眼 

泪 汪 汪 地 向 克 利 须 那 抱 怨 家 庭 传 统 习 俗 永 恒 

之 本 质， 相 信 战 争 会 毁 灭 “萨 纳 坦 达 摩” 并 将 

其 所 有 亲 人 送 入 地 狱。 克 利 须 那 教 导 阿 尔 诸 

那 说 只 有 自 我 才 是 真 正 永 恒 的。 他 接 着 说： 

 

 

 

 

 



  
 
 
 
 
 
 
 
 
 

 

 

 

 

25. “自 我 目 不 能 视， 感 官 无 法 感 知， 凡 人 无 法 

了 解， 是  永 恒 不 变 的， 阿 尔 诸 那 呀， 知 道 了 这 

些， 你 就 不 应 该 悲 伤。” 

 

  自 我 是 无 法 为 感 官 所 掌 握 的， 是 超 越 人 

们 感 知 与 思 想 的， 是 永 恒 的。 思 想 及 意 志 存 在 

时， 他 也 存 在， 但 他 永 远 超 越 人 们 的 理 解 力。 

因 此 人 们 的 思 想 需 要 被 克 制。 克 利 须 那 教 导 

阿 尔 诸 那 说, 不 真 实 之 物 永 远 不 存 在， 而 真 实 

之 物 则 永 不 会 消 失。 自 我 是 真 实 的， 并 且 具 有 

不 变、 持 续、 永 恒、 无 法 感 知 等 特 性。 只 有 先 

知 者 才 能 真 正 了 解 自 我 的 真 正 本 质。 在 第 18 章 

中， 克 利 须 那 宣 称 只 有 无 上 之 神 是 真 实 的。 神 

之 信 徒 只 有 通 过 克 制 思 想 才 能 够 感 知 神 并 与 

神 为 一。 一 旦 感 知、 认 识 了 神， 他 会 发 现 自 己 

具 有 与 神 相 似 的 特 性， 发 现 自 我 的 真 实、 永 恒 

及 完 美 性。 这 种 自 我 是 超 越 人 类 思 想 的， 他 将 

永 无 变 化。 克 利 须 那 又 以 简 单 的 逻 辑 解 释 了 

阿 尔 诸 那 思 想 内 部 的 矛 盾。 

 

26． “ 力 大 无 穷 者 呀， 即 使 你 以 为 自 我 常 生、 

常 灭， 也 不 应 该 悲 伤。” 

 

  即 使 自 我 是 常 生 常 灭 的， 阿 尔 诸 那 也 不 

该 为 其 悲 伤。 

 

 

AÏ`∑Vm{@`_oM›À`m{@`_odH$m`m}@`_w¿`V{$& 
VÒ_mX{dß odoXÀd°Zß ZmZwem{oMVw_h©og$&&25$&& 
AW M°Zß oZÀ`OmVß oZÀ`ß dm _›`g{ _•V_≤$& 

VWmo[ Àdß _hm]mhm{ Z°dß em{oMVw_h©og$&&26$&& 
 

 

 

 

 



 

 

 

 

 

 

                                                                                      
 

 

 

 

27． “有 生 必 有 死， 死 后 必 再 生， 这 是 无 法 回 

避 的， 你 不 应 为 此 悲 伤。” 

 

 生 死 之 圈 是 永 远 无 法 避 免 的， 悲 伤 只 是 

徒 劳。 

 

28． “巴 茹 阿 特 啊， 所 有 生 物 生 前、 死 后 均 无 

身 体， 身 体 不 过 是 生 死 两 事 件 之 间 的 产 物 罢 

了， 何 必 为 此 而 悲 伤 呢？” 

 

 所 有 的 生 物 在 生 死  轮 回 之 外 均 无 身 体， 因 

此 也 是 不 可 见 的。生 物 在 生 死 范 围 之 内 虽 居 身 体 

之 形， 但 其 生 命 不 过 是 其 整 个 生 命 中 极 小 的 一 

部 分， 何 必 为 这 种 变 化 而 心 碎 呢？ 但 是 究 竟 是 谁 

能 够 真 正 探 知 自 我 呢？ 克 利 须 那 回 答 说： 

 

29．“有 人 视 自 我 为 奇 迹， 有 人 描 述 其 为 奇 迹， 

有 人 听 其 为 奇 迹。 更 有 人 听 说 之 后， 仍 全 然 不 

知。” 

 

  克 利 须 那 曾 说 过， 只 有 开 明 的、 顿 悟 的 

圣 人 能 够 感 知 自 我。 他 进 一 步 解 释 说， 只 有 极 

少 数 的 圣 人 能 够 直 接 地、 而 非 间 接 地 洞 察 自 

我； 只 有 洞 察 自 我 才 能 描 述， 因 此 更 少 数 的 圣 

人 能 够 描 述 自 我； 或 者 也 有 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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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数 圣人 能 够 听 到 自 我， 因 为 只 有 达 到 一 定 精 

神 境 界 的 人 才 能 听 而 闻 到 自 我； 另 有 些 人 听 

到 自 我 而 不 闻， 是 因 为 他 们 无 能 进 入 精 神 之 

境。 

 

 

30. “巴 茹 阿 特 啊， 自 我 居 于 身 体 之 内 而 永 远 

不 会 受 到 损 害， 因 此 你 无 需 为 任 何 有 生 命 之 

物 感 到 忧 伤。” 

 

 阿 尔 诸 那 不 应 为 有 生 命 之 物 之 凋 谢 感 到 

悲 伤， 因 为 身 体 不 过 是 个 外 壳， 而 居 于 其 内 的 

自 我 永 远 不 会 受 到 任 何 损 害。 

 

  但 是 如 何 才 能 认 识 及 实 现 自 我 呢？ 整 部

《集 塔》 之 中 只 提 供 了 两 种 答 案， 其 一“无 私 行 

动 之 道”( 尼 施 卡 姆 羯 磨 瑜 珈)， 其 二“智 慧 之 

道”（季 延 瑜 珈）。 瑜 珈 信 徒 克 利 须 那 说： 

 

 

31． “你 自 己 作 为 刹 帝 利 ， 有 一 定的 责 任， 你 

该 知 道 没 有 什 么 比 本 着 宗 教 原 则 而 战 对 你 更 

适 合 的 了， 不 要 再 犹 豫 不 决 了。” 

 

 考 虑 到 他 自 己 的 达 摩， 阿 尔 诸 那 则 更 不 

应 该 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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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因 为 为 虔 诚 而 战 是 刹 帝 利 的 职 责。 在 此 之 

前 我 们 曾 重 复 多 次“自 我 是 不 变 的”、“自 我 是 

永 恒 的”、“只 有 自 我 才 是 真 正 的 达 摩”， 那 么 

什 么 是 自 我 （斯 瓦 达 摩） 的 达 摩 呢？自 我 才 是 

唯 一 的 达 摩，虽 然 可 能 每 个 个 体 驾 驭 达 摩 的 能 

力 各 有 不 同， 这 种 能 力 则 源 于 人 的 脾 性， 这 种 

脾 性 被 称 作 斯 瓦 达 摩 或 继 承 的 达 摩。 

 古 代 的 圣 人 们 把 灵 性 之 路 上 的 寻 求 者 按 

照 其 先 天 能 力 分 为 四 个 等 级， 即 首 陀 罗、 吠 

舍、 刹 帝 利 和 婆 罗 门。 第 一 阶 段 所 有 的 寻 求 者 

都 是 首 陀 罗， 因 为 他 们 的 知 识 缺 乏。 他 们 常 常 

花 很 长 时 间 崇 拜 无 上 之 神， 却 依 然 无 法 领 悟 

其 中 真 谛， 无 法 割 舍 与 世 俗 世 界 的 联 系。 在 这 

一 阶 段， 他 们 在 灵 性 之 路 上 的 导 师 会 帮 助 他 

们 培 养 其 品 德 情 操。 然 后 他 进 入 第 二 等 级—— 

吠 舍。 他 开 始 精 于 支 配 并 保 护 其 感 官。 激 情 与 

愤 怒 对 感 官 不 利， 识 别 力 与 自 我 克 制 虽 然 对 

其 有 利， 却 无 法 消 除 物 质 世 界 对 它 的 诱 惑。 崇 

拜 者 渐 渐 进 入 第 三 等 级， 他 的 身 心 逐 渐 变 得 

强 壮， 并 开 辟 出 通 向 自 然 界 三 属 性 之 路。 这 是 

刹 帝 利 生 就 的 特 性。 崇 拜 者 渐 渐 获 得 毁 灭 自 

然 世 界 及 邪 恶 之 力 的 能 力， 这 也 是 战 争 阶 段 

的 开 始。 在 此 之 后， 崇 拜 者 逐 渐 进 入 婆 罗 门 的 

等 级， 寻 求 者 渐 渐 能 够 控 制 思 想 及 感 官，并 有 

能 够 控 制 思 想 和 感 官、 不 中 断 的 反 省、 简 单、 

感 知 及 知 识 等 的 特 性， 这 些 特 性 在 他 身 上 逐 

渐 变 得 完 美， 他 距 离 真 神 也 越 来 越 近， 最 后， 

他 不 再 是 婆 罗 门 而 与 无 上 之 神 合 而 为 一。 

 

 

 

 



  
 
 
 
 
 
 
 
 
 

 

 

 

 

 

 在 维 戴 哈 之 王 扎 纳 克 举 行 的 牺 牲 仪 式 

上，玛 哈 施 • 雅 格 纳 瓦 科 亚 在 回 答 乌 沙 斯 特、卡 

候、阿 茹 尼、乌 达 拉 克 及 嘎 吉 的 问 题 时 说， 婆 罗 

门 是 直 接 实 现 了 自 我 的 人。居 于 各 种 生 物 体 内 

的 自 我 在 内 部 统 治 一 切。 自 我 是 内 部 的 统 治 

者， 而 太 阳、 月 亮、 土 地、 水、 大 气、 火、 星 辰、 

太 空、 天 空、 甚 至 时 间 都 处 于 自 我 统 治 之 下。 

自 我 是 不  朽 的， 是 永 不 消 失 的 现 实。 在 现 有 

的 物 质 世 界， 即 使 人 们 供 奉 祭 品、 举 行 牺 牲 仪 

式 或 者 进 行 苦 修 千 年 ， 但 对 现 实 无 所 领 悟， 

他 们 也 是 无 法 获 得 真 谛 的， 因 为 一 切 都 是 转 

瞬 即 逝 的。  

 阿 尔 诸 那 是 刹 帝 利 等 级 的 朝 圣 者。 什 么 

是 刹 帝 利 呢？ 人 们 通 常 把 刹 帝 利 及 婆 罗 门、 吠 

舍 和 首 陀 罗 定 义 为  四 个 由 出 生 决 定 的 社 会 等 

级。  它 们 组 成 了 四 个 社 会 划 分， 但 这 并 非《集 

塔》 中 所 下 的 定 义。 克 利 须 那 在 这 里 定 义 了 刹 

帝 利 的 职 责。 在 后 文 中， 关 于 四 个 社 会 划 分 的 

概 念 及 低 阶 层 的 人 如 何 进 入 高 一 级 的 阶 层 方 

面 的 话 题 还 有 叙 述。 

 克 利 须 那 说 他 设 立 了 四 个 等 级 划 分， 但 

并 不 是 说把 人 分 成 了 四 个 等 级，  而 是 按 人 生 

就 的 品 性 而 把  

 

10.  《广林奥义》书． 

 

 

 

 



 

 

 

 

 

 

                                                                                      
 

 

 

 

 

行 动 分 成 了 四 类。我 们 就 来 看 看 他 是 怎 么 划 分 

的： 正 确 的 朝 圣 方 式 可 以 使 人 从 最 低 的 无 知 

的 等 级 升 到 渐 次 的 激 情 及 道 德 盲 目， 然 后 是 

美 德  并 逐 渐 拥 有 高 尚 的 品 质。这 样 每 个 个 体 

可 以 通 过 培 养 内 在 品 性 逐 渐 将 自 己 提 高 到 婆 

罗 门 的 等 级， 随 后 他 获 得 无 上 之 神 的 特 性 而 

与 神 合 而 为 一。 

  克 利 须 那 指 出 即 使 一 个 人 生 为 首 陀 罗， 

但 如 果有 积 极 的 朝 圣 态 度， 他 也 会 因 此 而 升 到 

最 高 境 界， 但 如 果 只 是 盲 目 地 模 仿 高 等 级 朝 

圣 者， 那 么 他 所 面 临 的 将 只 有 毁 灭。 阿 尔 诸 那 

是 刹 帝 利， 他 的 职 责 是 战 斗， 因 此 克 利 须 那 提 

醒 他 幽 柔 寡 断 及 悲 痛 不 应 是 刹 帝 利 的 风 格。 

他 说： 

32． “  婆 萨 呀， 那 些 刹 帝 利 是 多 么 幸 运 啊， 这 

样 的 战 事 不 求 自 来， 天 堂 星 宿 的 大 门 正 向 他 

们 敞 开。” 

 只 有 最 幸 运 的 刹 帝 利 才 有 机 会 加 入 正 义 

之 战， 以 获 得 进 入 天 堂 的 机 会。 刹 帝 利 朝 圣 者 

能 够 征 服 物 质 的 三 种 属 性。 幸 运 的 刹 帝 利 有 

机 会 加 入 正 义 之 战 是 因 为 他 了 解 物 质 与 精 神 

之 战 的 真 正 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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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世 俗 的 战 争 中，永 恒 的 胜 利 者 永 不 存 

在， 因 为 它 们 只 是 通 过 伤 害 他 人 获 得 满 足 的 

一 种 行 为， 是 永  无 休 止 的 报 复 与 反 报 复 之 

战。 真 正 有 意 义 的 战 争 是 物 质 与 精 神 的 战 争， 

因 为 只 有 这 样 的 战 争 才  能 产 生 真 正 的、 永 不 

失 败 的 胜 者。 

 

33． “ 如 果 你 不 加 入 这 正 义 之 战， 你 必 将 失 去 

你 的 荣 誉 及 自 我 之 达 摩， 并 为 此 招 致 罪 过。” 

 

 如 果 阿 尔 诸 那 不 加 入 这 场 物 质 与 精 神 之 

战， 他 将 失 去 其 生 就 的 行 动 及 作 战 能 力， 陷 入 

永 无 休 止 的 死 亡 与 投 生 之 圈 而 不 能 自 拔， 并 

将 永 远 为 其 蒙 羞。 

 

34． “ 世 人 将 永 远 谈 及 你 的 臭 名， 而 对 一 个 倍 

受 尊 敬 的 人 来 说， 恶 名 比 死 亡 更 加 可 怕。” 

 

 人 们 会 永 远 谈 论 他 的 软 弱。 朝 圣 者 会 因 

旁 人 的 看 法 而 小 心 从 事， 这 会 帮 助 他 们 在 灵 

性 寻 求 之 路 上 进 步， 因 为 对 一 个 卓 有 盛 名 的 

人 来 说 恶 名 比 死 亡 更 为 可 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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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连 那 些 素 来 仰 慕 你 声 名 的 伟 大 将 领 也 会 

因 您 的 胆怯 与 临 阵 脱 逃 而 蔑 视 你。” 

 

 战 场 上 的 勇 士 们 会 认 为 他 是 战 场 上 的 胆 

小 鬼 而 轻 视 他。 这 些 战 场 上 的 勇 士 们 是 谁 呢？ 

他 们 也 是 灵 性 之 路 上 不 懈 追 求 的 人， 而 他 们 

在 战 场 上 的 敌 人 则 是 那 些 一 昧 追 求 感 官 快 乐 

及 物 质 享 受 的 人。 另 外， 

 

 

36． “ 你 的 敌 人 将 用 恶 毒 的 语 言 诋 毁 你， 讥 笑 

你 的 无 能。 还 有 什 么 比 这 更 令 你 痛 苦 呢？” 

 

  阿 尔 诸 那 的 敌 人 会 用 恶 毒 的 语 言 对 他 

进 行 诽 谤 中 伤， 一 点 瑕 疵 就 足 以 毁 坏 一 个 人 

的 名 声， 更 何 况 是 狂 风 骤 雨 般 的 袭 击 呢？ 难 道 

还 有 什 么 比 这 更 令 人 痛 苦 的 吗？ 因 此 克 利 须 

那 又 说： 

 

37． “ 起 来 战 斗 吧！ 如 果 战 胜 了 你 将 无 比 荣 

耀， 如 果 战 死 了， 你 将 进 入 天 堂。” 

 

 如 果 阿 尔 诸 那 战 死 在 战 场 上， 他 将 会 升 

入 天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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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 帝 同 在， 他 对 除 自 我 之 外 的 世 俗 物 质 的 欲 

望 也 会 减 弱； 也 会 拥 有 神 的 品 质。 如 果 战 胜 

了， 他 就 会 进 入 灵 性 的 最 高 境 界。 

 对 该 段 文 字 通 行 的 解 释 是： 如 果 阿 尔 诸 

那 战 死 了， 他 就 会 进 入 天 堂， 但 如 果 战 胜 了， 

他 将 得 到 世 俗 的 物 质 奖 赏。 但 是 相 信 读 者 都 

记 得， 阿 尔 诸 那 曾 经 再 三 地 告 诉 克 利 须 那， 即 

使 三 个 世 界 的奖 赏 也 无 法 让 他 杀 死 他 的 亲 人。

可 见，阿 尔 诸 那 是 个 超 越 凡 俗 的 人， 他 只 求 真 

理 而 不 求 物 质。 因 此， 克 利 须 那 教 导 他 说， 即 

使 身 体 在 战 争 上 战 死，而 因 此 无 法 达 成 灵 性 目 

标， 他 也 能 够 达 到 最 高 境 界 并 与 无 上 之 神 合 

一； 而 如 果 他 战 胜 了， 他 也 将 达 到 神 的 崇 高 境 

界。 因 此 无 论 战 胜 与 否， 阿 尔 诸 那 终 将 达 成 其 

灵 性 目 标。 

38. “ 如 果 你 不 计 苦 乐， 不 计 得 失， 不 计 成 败， 

为 战 而 战， 那 么 你 永 远 都 不 会 招 致 罪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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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利 须 那 要 求 阿 尔 诸 那 不 计 苦 乐、 得 

失、 成 败， 准 备 战 斗。 如 果 加 入 战 争， 他 的 精 

神 境 界 将 会 升 华 到 顶 点； 而 即 使 战 死， 他 也 能 

够 达 到 灵 性 之 路 的 终 点 而 无 所 遗 憾。 

 

39． “至 此 为 止， 我 所 传 授 给 你 的 均 为 知 识 之 

道； 从 现 在 开 始， 我 要 讲 授 的 是 行 动 瑜 珈——

‘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它 可 以 帮 助 你 摆 脱 行 动 的 

束 缚 及 其 后 果。” 

 

 什 么 是 知 识 之 道 呢？  其 本 质 就 是 灵 性 寻 

求 者 对 自 己 的 性 格 作 出 一 定 估 价 后， 按 照 自 

己 的 能 力 进 行 战 斗， 战 胜 或 战 死 他 都 会 进 入 

灵 性 的 最 高 境 界。 因 此 知 识 之 道 或 智 慧 之 道 

就 是 灵 性 寻 求 者 在 了 解 自 己 生 就 的 性 格 之 后 

在 行 动 之 道 上 稳 步 前 进。 

 

 人 们 常 常 有 一 种 理 解， 即 知 识 之 路 上 没 

有 也 不 需 要 战 争、 知 识 不 涉 及 行 动。 我 们 常 常 

自 我 安 慰 着“我 是 完 美 的”，“ 我 受 了 启 迪”， 

“我 就 是 上 帝 的 一 部 分”， 并 且 把 这 些 当 作 事 

实 去 相 信。 但 瑜 珈 信 徒 克 利 须 那 认 为 这 不 是 

知 识 之 道。“ 知 识 之 道”上 人 们 的 所 做 所 为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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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私 行 动 之 道” 上 的 所 做 所 为 极 为 相 似， 二 

者 基 本 的 差 异 在 于 人 们 态 度 的 差 异: “知 识 之 

道” 上 的 寻 求 者 对 形 势 作 出 一 定 的 估 计 后 才 

行 动，  他 依 赖 的 是 自 我； 而“无 私 行 动 之 道” 

上 的 寻 求 者 则 将 自 己 完 全 托 付 在 无 上 之 神 手 

中， 他 依 赖 的 是 信 仰。 

 

 因 此 克 利 须 那 说“无 私 行 动 之 道” 能 够 帮 

助 阿 尔 诸 那 摆 脱 行 为 的 束 缚 及 后 果。 虽 然 没 

有 正 式 解 释， 克 利 须 那 在 这 里 第 一 次 提 到 了 

“羯 磨”。 他 继 续 描 述 其 特 点： 

 

 

40． “无 私  之 行 动  的 种 子 一 旦 种 下， 即 使 得 

不 到 精 心 培 育 而 开 出 崇 高 精 神 之 花， 也 可 以 

免 除 人 类 对 生 死 轮 回的 恐 惧。” 

 

 即 使 不 完 全 的 无 私行 动 也 可 以 使 人 类 免 

于 折 磨，这 就 迫 使 人 类 对 此 进 行 反 思 并 遵 照 行 

事。克 利 须 那 教 导 阿 尔 诸 那 播 下 无 私 行 动 之 种 

子 ， 因 为 种 子 一 旦 种 下 是 永 远 无 法 消 失 的， 

自 然 世 界 没 有 任 何 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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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将 其 摧 毁。 即 使 物 质 世 界 暂 将 其 光 芒 掩 盖， 

日 久 天 长， 这 颗 种 子 一 定 会 结 出 神 圣 的 果 实。 

 

  克 利 须 那 认 为， 即 使 是 最 罪 孽 深 重 的 人 

也 可 以 为 知 识 的 方 舟 所 解 救， 因 为 无 私 行 动 

之 种 一 旦 播 下， 决 不 会 弃 人 类 于 灵 性 之 路 之 

半 途 而 不 顾， 一 定 会 引 导 人 类 达 到 精 神 的 最 

高 境 界。 因 此，  对 于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人 们 哪 怕 

只 遵 守 一 点 点， 也 终 将 踏 上 灵 性 之 路 的 光 荣 

归 途。 

 

41． “库 鲁 南 丹 啊， 在 这 条 道 路 上 的 人 意 志 坚 

定， 目 标 专 一， 而 无 知 者 的 智 慧 则 如 杂 草 丛 

生， 多 头 乱 绪。” 

 

 专 心 于 无 私 之 行 动 的 思 想 是 一 元 化 的， 

这 是 因 为 无 私 之 行 动 及 其 后 果 是 一 元 化 的——

灵 性 上 的 发 展 是 其 唯 一 的 结 果， 而 这 种 靠 与 

世 俗 世 界 势 力 斗 争 而 得 来 的 灵 性 的 发 展 是 一 

项 伟 大 的 事 业。 这 项 事 业 及 坚 定 不 动 摇 的 行 

动 的 目 标 也 是 一 元 化 的。 有 人 宣 传 多 元 化 的 

目 标 及 行 动， 克 利 须 那 认 为 那 些 人 不 是 真 正 

的 朝 圣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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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3. “为 欲 望 所 驱 使 的 人 认 为 上 天 堂 是 他 们 

今 生 唯 一 的 目 标， 他 们 使 用 虚 伪 的 言 语 描 述 

各 种 宗 教 礼 仪， 因 为 他 们 相 信 这 些 有 助 于 世 

俗 享 乐 及 权 力 的 获 得； 他 们 过 分 执 着 于《韦 达 

经》 的 美 丽 辞 藻， 因 为 这 些 辞 藻 向 人 许 诺 行 动 

将 得 到 回 报； 这 些 人 都 是 无 知 的 而 且 没 有 任 

何 洞 察 力。” 

  这 些 贪 婪 的 人 们 盲 目 听 信 于《韦 达》 的 

许 诺， 认 为 天 堂 是 人 生 的 最 高 目 标， 并 且 除 此 

之 外 别 无 其 它。 他 们 设 计 出 各 种 各 样 的 仪 式 

礼 仪， 鼓 吹 说 它 们 可 以 让 人 升 入 天 堂、 给 人 带 

来 世 俗 权 力 及 物 质 享 乐 等 种 种 好 处。 他 们 沉 

迷 于 物 质 之 梦 而 不 能 自 拔， 盲 目 相 信《韦 达》 

是 最 终 的 权 威。虽 然 自 称 相 信 上 帝， 他 们 真 正 

崇 拜 的 不 过 是 以 上 帝 为 名 的 种 种 仪 式 而 已。 

那 么 这 种 种 作 为 不 也 是 行 动 吗？ 不， 克 利 须 那 

认 为 这 些 不 是 真 正 的 行 动， 但 他 对 何 为 真 正 

的 行 动 并 没 有 明 确 提 及。 他 只 说 无 知 者 的 思 

想 因 为 被 分 散 而 乱 无 头 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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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那 些 人 对 感 官 享 乐 和 荣 华 宝 贵 过 分 执 著 

并 为 其 痴 迷， 他 们 因 此 而 缺 乏 洞 察 力 并 无 法 

虔 诚 为 主 服 务。” 

  轻 易 为 花 言 巧 语 所 惑 的 人 沉 迷 于 感 官 

享 乐 与 世 俗 权 力 而 无 法 自 拔， 他 们 因 此 而 失 

去 行 动 及 认 知 上 帝 的 能 力 以 至 于 无 法 达 到 灵 

性 之 界。 

  既 然 如 此， 什 么 人 会 听 这 些 不 智 者 之 言 

呢？ 他 们 也 是 为 感 官 享 乐 与 世 俗 权 力 所 惑 之 

人， 他 们 因 此 缺 乏 行 动 的 决 心 而 无 法 实 现 自 

我 与 无 上 之 神 的 合 一。 

  关 于 被 误 解 的 原 文 之 原 意， 克 利 须 那 

说： 

 

45． “《韦 达 经》讨 论 的 仅 仅 是 物 质 自 然 的 三 种 

形 态。 阿 尔 诸 那 呀， 你 应 当 超 越 这 三 种 形 态， 

摆 脱 一 切 世 俗 苦 乐 的 束 缚， 只 集 思 想 于 永 恒， 

不 为 利 益 和 安 全 而 焦 虑 不 安， 以 此 献 身 于 内 

在 的 自 我。” 

 《韦 达 经》 只 对 自 然 的 三 个 属 性 作 了 阐 

述，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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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 诸那 却 应 该 超 越 此 种 界 限。克 利 须 那 引 导 阿 

尔 诸 那 将 自 己 从 世 俗 的 痛 苦 与 欢 乐 中 释 放 出 

来， 专 注 于 不 变 的、 永 恒 的 现 实， 这 样 他 才 能 

将 自 己 完 全 贡 献 给 内 在 的 自 我， 他 也 将 因 此 

超 越《韦 达》、 实 现 与 神 的 真 正 合 一 而 成 为 真 

正 的 婆 罗 门。 

 

46． “而 最 后 的 赫 罪 之 后，《韦 达》 将 非 你 所 

需， 正 如  面 临 无 边 无 垠 大 海 的 人 不 再 需 要 池 

塘 一 样。” 

 

 一 个 被 大 海 围 绕 的 人 将 不 再 需 要 一 个 小 

小 的 池 塘， 一 个 获 得 了 无 上 真 神 知 识 的 婆 罗 

门 也 不 再 需 要《韦 达》。 就 是 说， 真 正 感 知 了 上 

帝 的 人 而 超 越 了《韦 达》 的 人， 是 个 真 正 的 婆 

罗 门。 

 

 克 利 须 那 鼓 励 阿 尔 诸 那 成 为 婆 罗 门。 刹 

帝 利 和 婆 罗 门 等 是 按 生 就 的 品 质 而 进 行 的 阶 

层 划 分。 但 他 们 的 本 来 的 划 分 是 以 与 行 动 有 

关， 而 不 是 由 出 生 决 定 的 社 会 阶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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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 你 有 权 利 履 行 责 任， 但 没 有 权 利 享 有 其 

成 果， 因 此 你 既 不 应 该 对 渴 望 任 何 报 酬， 也 不 

可 因 无 报 酬 而 不 履 行 责 任。” 

 阿 尔 诸 那 不 应 该 对 其 行 动 期 待 任 何 后 

果， 也 不 应 因 此 而 消 极 行 动。 

   到 本 章 的 第 39 句 为 止， 克 利 须 那 一 直 

使 用“行 动” 一 词， 其 原 词 为“羯 磨”， 意 思 是 因 

果 报 应 或 业 报， 它 既 包 括 行 为 也 包 括 其 带 来 

的 结 果，虽 然 没 有 指 出 什 么 是 羯 磨 及 如 何 履 

行， 但 他 对 其 特 点 进 行 了 解 释： 

(a) 他 向 阿 尔 诸 那 指 出， 只 要 履 行 “行 

动”，就会 摆 脱 行 动 的 束 缚。 

(b) “行 动” 的 种 子 或 者 初 始 欲 望 是 不 

可 毁 灭 的， 一 旦 开 始， 自 然 之 力 无 

法 将 其 终 止。 

(c) 在 “行 动” 的 整 个 过 程 中 不 存 在 任 

何 缺 陷， 因 为 它 永 远 也 不 会 置 人 类 

于 物 质 享 乐 及 世 俗 财 富 的 诱 惑 中 而 

不 顾。 

(d) 即 使 是 不 完 全 地 按 照 羯 磨 之 道 为 人 

行 事， 人 类 也 能 够 从 生 死 之 恐 惧 中 

解 救 出 来。 

  但 迄 今 为 止， 克 利 须 那 还 不 曾 对“ 行 动” 

下 出 任 何 定 义。 至 于 行 羯 磨 之 道， 他 在 第 41 句 

中 指 出： 

(e) 行 羯 磨 之 道 的 主 动 性 及 其 做 法 都 是 

一 元 化 的， 即 行 为 人 只 有 一 个 最 终 

目 标。 那 么 是 不 是 说 忙 于 多 种 多 样 

活 动 的 人 并 不 曾 真 正 踏 上 主 的 朝 圣 

之 道 呢？ 克 利 须 那 认 为 各 种 各 样 的 

活 动 并 非 真 正 的 行 动。这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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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有 洞 察 力 之 人 的 精 力 被 分 化 成 许 多 部 

分， 他 们 因 此 而 常 常 介 入 各 种 各 样 不 必 

要 的 仪 式 中； 他 们 并 不 是 真 正 的 朝 圣 

者， 他 们 常 常 用 花 一 般 的 语 言 描 述 各 种 

仪 式， 人 们 因 此 受 到 诱 惑 而 中 毒。 

 

 在 第 47 句 经 文 中 克 利 须 那 告 诫 阿 尔 诸 

那， 应 该 行 动 而 不 祈 求 结 果， 同 时 也 不 应 该 因 

此 而 对 履 行 羯 磨 之 道而 失 去 信 心。 这 句 经 文 通 

常 被 解 释 为： 做 你 想 做 的 事， 但 不 要 期 待 一 定 

有 结 果。 其 实 迄 今 为 止， 克 利 须 那 只 是 叙 述 了

“行 动” 的 特 点。他 在 第 3、4 章 回 答 了什 么 是 “无 

私 之 行 动” 的 问 题。 

 

 克 利 须 那 回 到 了 原 先 的 话 题： 

 

48． “ 阿 尔 诸 那 呀， 你 应 该 摆 脱 对 一 切 事 物 的 

眷 恋， 一 心 一 意 地 行 事（致 力 于 行 动） 而 不 计 

较 成 败， 这 样 的 精 神 平 衡 就 叫 做 瑜 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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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尔 诸 那 应 致 力 于 行 动， 但 什 么 样 的 行 

动 呢？ 克 利 须 那 指 的 是“无 私 之 行 动”。 精 神 平 

衡 就 是 瑜 珈。 贪 婪、  痴 迷、期 待 行 为 带 来 结 果 

都 是 破 坏 精 神 平 衡 的 因 素， 因 此 我 们 不 应 该 

渴 望 行 为 的 结 果。 在 不 期 待 结 果 的 同 时， 我 们 

应 积 极 介 入， 而 不 应 因 此 而 消 极 行 动。 我 们 应 

专 心 于 瑜 珈 的 修 练， 以 求 自 我 之 灵 魂 与 无 上 

之 神 的 合 一。 

 

  瑜 珈 因 此 是 精 神 的 最 高 境 界， 但 它 也 是 

最 初 始 阶 段， 因 为 它 是 我 们 行 为 的 目 标。 精 神 

平 衡 也 被 称 为 瑜 珈。 成 败 与 得 失 或 者 其 它 的 

任 何 事 物 都 无 法 破 坏 人 的 精 神， 这 种 平 衡 状 

态 就 是 瑜 珈。 在 这 种 精 神 状 态 下， 人 类 能 够 彻 

底 驱 除 欲 望， 因 此 它 又 叫 做 “无 私 之 行 动”； 

又 因 为 它 要 求 人 类 行 为 作 事， 因 此 也 被 叫 做

“行 动 之 道” ； 因 其 促 成 自 我 与 主 的 合 一， 因 

此 也 被 叫 做 瑜 珈。 因 而“无 私 行 动 之 道” 就 是 

“知 识 之 道”， 反 之 亦 然。 

 

 

 

 

 



  
 
 
 
 
 
 
 
 
 

 

 

 

 

49. “正 确 的 行 动， 远 远 不 如 正 确 的 思 想。达 南 

扎 亚 呀， 求 助 于 瑜 珈 之 道 吧， 因 为 那 些 为 结 果 

而 行 动 者 无 异 于 精 神 贫 民。” 

 克 利 须 那 告 诫 阿 尔 诸 那 踏 上 寻 求 精 神 平 

衡 的 知 识 之 道， 因 为 贪 求 结 果 之 行 为 远 离 灵 

性 之 路， 那 些 一 昧 追 求 结 果 的 人 会 缺 乏 辨 别 

力。 即 使 灵 魂 的 欲 望 能 够 被 满 足， 他 也 需 要 身 

体 来 享 受 那 种 欲 望。 如 果 生 死 之 圈 持 续 不 断， 

最 后 的 解 救 怎 么 可 能 实 现 呢？ 一 个 灵 性 寻 求 

者 甚 至 不 应 该 渴 求 赫 罪， 因 为 赫 罪 意 味 着 对 

激 情 的 完 全 超 越， 如 果 他 时 时 想 着行 为  的 结 

果， 他 平 静 的 朝 圣 之 心 就 会 被 打 扰 从 而 影 响 

灵 性 的 实 现。 因 此 一 个 瑜 珈 信 徒 应 该 保 持 心 

绪 的 平 静、 思 想 的 平 衡。 

  克 利 须 那 也 把“知 识 之 道”（ 给 延 纳－ 羯 

磨－ 三 亚 斯 瑜 珈）解 释 为 统 觉 机 能（Buddhi） 或 三 

克 亚 瑜 珈。 他 曾 向 阿 尔 诸 那 解 释“  洞 察力” 的 

特 性 及 其 与“知 识 之 道” 的 关 系， 并 试 图 以 此 

启 迪 他。 事 实 上， 两 者 唯 一 的 差 异 在 于 态 度 的 

差 异：“知 识 之 道” 上 的 寻 求 者 对 形 势 作 出 一 

定 的 估 计 后 才 行 动， 他 依 赖 的 是 自 我； 而“无 

私 行 动 之 道” 上 的 寻 求 者 则 将 自 己 完 全 托 付 

在 无 上 之 神 手 中， 他 依 赖 的 是 神， 因 此 这 也 被 

称 为“泰 然 之 道” 或“智 慧 之 道”。 克 利 须 那 认 

为 阿 尔 诸 那 应 该 踏 上“知 识 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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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 从 事 奉 献、 服 务 的 人， 能 令 自 己 在 今 生 

今 生 摆 脱 一 切 因 果 报 应。 因 此 瑜 珈 是 一 切 活 

动 的 艺 术， 努 力 修 习 瑜 珈 吧。” 

  禁 欲 的 灵 魂 今 生 能 够 摆 脱 神 圣 的 与 罪 

恶 的 行为， 他 们 以 超 脱 的 态 度 看 待 二 者。 因 此 

阿 尔 诸 那 应 该 力 求 获 得 精 神 的 平 衡， 而 这 精 

神 之 平 衡 来 自“知 识 之 道”。 

  世 上 对 行 动 的 态 度 主 要 有 两 种： 或 者 付 

出 努 力 后 求 回 报， 或 者 既 无 回 报 亦 不 努 力。 但 

瑜 珈 信 徒 克 利 须 那 认 为 这 两 种 态 度 都 束 缚 行 

动， 只 有 对 唯 一 的 主 的 朝 拜 才 是 真 正 的 行 动。 

在 这 一 章 里 他 仅 仅 提 到 了 行 动， 在 第 三 章 第 

九 句 经 文 中 他 给 行 动 下 了 定 义， 第 四 章 中 他 

详 细 地 阐 述 了 其 特 性。 我 们 应 该 虔 诚 地、 超 脱 

世 俗 地 行 事， 同 时 应 该 不 求 行 事 之 结 果； 无 私 

之 行 动 是 正 确 的 行 动 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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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伟 大 的 圣 贤、智 者 们 藉 着 对 主 的 奉 献， 摆 

脱 了 物 质 世 界 中 各 种 活 动 结 果 的 束 缚， 他 们 

因 而 脱 离 了 生 死 的 轮 回 而 到 达 完 美、 永 恒 的 

境 界。” 

 

 智 者 们 能 够 完 全 摆 脱 行 动 结 果 的 束 缚，

被 从 生 死 轮 回 圈 中 解 放 出 来 而 最 终 达 到 完 

美、 永 恒 的 境 界 而 与 主 合 而 为 一。 

 

  在 这 里 智 慧 的 运 动 被 分 成 三 种： 第 一 种 

是 靠  洞 察 之 道（见 31－39 句 经 文） 而 产 生 两 种 结 

果—— 精 神 的 富 有 及 最 终 的 福 佑； 第 二 种 是 以

“无 私 行 动 之 道”（39－51 句）， 它 使 得 人 们 实 现 

与 无 上 之 主 的 完 美 合 一 从 而 摆 脱 生 死 轮 回 的 

纠 缠。 这 两 种 是 瑜 珈 信 徒 的 行 为 之 道。 第 三 种 

是 无 知 之 道， 人 们 忙 于 各 种 各 样 繁 忙 的 活 动 

而 陷 入 无 休 止 的 生 死 轮 回。 

 

  阿 尔 诸 那 的 眼 界 仅 仅 局 限 于 三 个 世 界 

及 神 界 的 至 高 境 界， 因 此 他 不 愿 意 加 入 战 争。 

克 利 须 那 劝 导 他 通 过“无 私 之 行 动” 而 达 到 不 

朽 的 境 界。  

 

52． “当 你 的 智 慧 成 功 地 穿 越 痴 迷 之 沼 泽 之 

时， 无 论 是 有 价 值 还 是 没 有 价 值 的， 你 都 能 听 

了 无 动 于 衷、 做 到 完 全 超 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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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果 阿 尔 诸 那 能 够 完 全 跨 越 眷 

恋、 痴 迷 之 林， 那 么 任 何 世 俗 事 物 都 无 法 将 他 

打 动， 他 将 能 完 全 摆 脱 世 俗 的 纠 缠、 超 然 于 世 

外， 做 到 虔 诚 不 二。 

 

 

53． “ 当 你 的 思 想 不 再 为《韦 达》 的 华 丽 辞 藻 

所 困 扰， 而 是 稳 处 于 自 觉 的 神 定 时， 你 便 能 获 

得 神 圣 的 知 觉。” 

 

 一 旦 阿 尔 诸 那 的 思 想 被 从 《韦 达》
11
 自 相 

矛 盾 的 教 义 中 解 救 出 来， 他 就 能 实 现 精 神 的 

完 美 平 衡 而 达 到 最 终 的 不 朽 状 态。《韦 达》 无 

疑 能 够 指 点 人 类， 但 它 自 相 矛 盾 的 教 义 常 常 

使 得 信 徒 困 惑 而 无 法 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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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韦 达 经》 的 第 一 部 分 以“ 作 品”（ 施 茹 提） 著 称， 主 要 由 赞 美 

诗 及 对 各 种 宗 教 仪 式 的 指 点 和 说 明 组 成； 第 二 部 分“知 识”

（ 斯 姆 瑞 提） 主 要 是 奥 义 书， 涉 及 到 对 主 的 感 知 及 神 圣 真 理 

的 最 高 层 次。 

 

 

 

 

 

 

 



  
 
 
 
 
 
 
 
 
 

 

 

  当 阿 尔 诸 那 能 够 靠 冥 想 来 控 制 其 不 安 的 

思 绪 从 而 进 入 恒 久 不 变 的 状 态 时， 他 将 达 到 

永 恒 的 瑜 珈 之 境。 这 自 然 激 起 了 阿 尔 诸 那 的 

好 奇 心。 他 问 克 利 须 那： 

 

 

54． “阿 尔 诸 那 问 道：‘克 利 须 那 啊！  感 知 融 于  

这 样 的超 然 之 中 的 人 有 何 特 征？ 他 怎 样 说 话？ 

用 什 么 语 言？ 他 如 何 安 坐， 又 怎 样 行 走？’” 

 

 一 切 疑 惑 全 解 的 灵 魂 处 于 三 昧 状 态， 其 

全 部 身 心 都 集 中 在 对 无 上 之 主 的 崇 拜； 而 那 

些 处 于 精 神 平 衡 的 人 则 实 现 了 对 无 上 之 主 的 

领 悟、 与 永 恒 之 实 在 的 合 一。 针 对 阿 尔 诸 那 的 

问 题， 克 利 须 那 回 答 说， 

 

 

55． “ 主 答 道，‘一 个 人 如 果 能 放 弃 一 切 欲 望、 

净 化 心 意， 只 在 自 我 之 中 寻 求 快 乐， 便 可 以 说 

他 已 经 处 于 纯 粹 的 超 然 知 觉 之 中 了。’” 

 

 若 一 个 人 能 够 放 弃 一 切 欲 望， 通 过 对 其 

自 我 的 冥 想 与 反 省， 而 实 现 灵 魂 的 满 足， 就 算 

心 意 平 衡、 坚 定 不 移。 而 自 我 的 理 解 只 有 完 全 

摆 脱 了 激 情 才 能 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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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 处 三 重 苦 中 而 心 意 不 惊， 临 安 乐 而 不 为 

所 动； 远 离 激 情、 畏 惧 和 愤 怒， 这 才 是 心 坚 意 

定 的 智 者。” 

  一 个 人 如 果 能 够 不 为 心 志 之 苦 及 世 俗 

之 忧 所 扰， 放 弃 一 切 世 俗 享 乐， 克 服 激 情、 恐 

惧 及 愤 怒 等 感 情 的 困 扰， 就 可 以 算 是 有 洞 察 

力 的 哲 人 了。 克 利 须 那 又 指 出 智 者 的 其 它 特 

征： 

 

57． “ 在 物 质 世 界 中， 若 能 不 痴 迷 于 俗 物， 既 

不 因 成 功 而 欣 喜 若 狂， 又 不 因 失 败 而 万 分 悲 

伤， 就 算 是 有 平 衡 的 心 意 了。”  

  有 稳 定 心 智 的 哲 人 能 够 完 全 免 于 对 事 

物 的 迷 恋， 不 受 成 败 的 影 响， 这 样 的 幸 运 者 就 

能 够 接 近 主 的 境 界， 而 不 幸 者 则 将 沉 迷 于 对 

世 俗 事 物 的 迷 恋 而 离 主 越 来 越 远。 智 者 既 不 

为 一 时 的 成 功 而 欣 喜 若 狂， 也 不 为 一 时 之 失 

败 而 垂 头 丧 气。 

 

58． “犹 如 龟 鳖 将 四 肢 收 回 壳 内， 一 个 身 处 物 

质 而 仍 能 控 制 感 官 的 人， 就 可 以 说 是 有 平 衡 

的  感 知。” 

 如 果 一 个 人 能 收 敛 其 感 官， 将 其 控 制 于 

思 想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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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就 象 是 龟 类 收 缩 四 肢 一 样， 他 就 算 是 有 不 

轻 易 动 摇 的 心 神。 当 危 险 远 离 时， 龟 类 又 重 新 

伸 展 四 肢， 一 个 心 意 平 衡 的 哲 人 是 不 是 也 会 

放 松 其 感 官、 重 享 世 俗 欢 乐 呢？ 

59． “感 官 的 享 乐 可 以 控 制， 但 对 感 观 的 事 物 

的 喜 好 会 仍 然 存 在。 人 若 能 以 更 高 品 味 的 体 

验 来 放 弃 感 官 享 乐 活 动， 便 能 专 注 于 对 主 的 

感 知 之 中。” 

 人 的 感 官 可 以 控 制， 但 欲 望 却 无 法 灭 

除， 对 世 俗 事 物 的 眷 恋 也 会 因 此 而 长 存， 但 瑜 

珈 信 徒 可 以 因 其 对 神 的 爱 及 感 知 而 控 制 一 切 

欲 望。 

 真 正 的 智 者 不 会 象 龟 类 一 样， 等 危 险 远 

离， 又 重 新 伸 出 感 官 的 四 肢。 一 旦 他 的 感 官 枯 

萎， 他 的 前 世 所 遗 留 的 影 响 与 意 念 也 将 不 复 

存 在。由 于 对 主 的 感 知 及 对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的 遵 循， 他 对 一 切 世 俗 之 物 的 眷 恋 将 熄 灭 而 

不 再 复 燃。 尽 管 如 此， 他 对 这 些 事 物 的 记 忆 及 

想 象 继 续 存 在， 这 些 只 有 通 过 对 主 的 感 知 才 

能 消 除。 

  我 最 敬 爱 的 恩 师 帕 玛 南 德 先 生 常 常 引 

用 他 自 己 生 活 中 的 例 证。 在 弃 家 之 前， 他 曾 听 

到 过 三 种 来 自 天 堂 的 声 音， 我 们 问 他 为 什 么 

只 有 他 听 到 了， 而 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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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 没 听 到， 他 回 答 说 他 也 有 过 同 样 的 想 法。 但 

突 然 灵 光 一 现， 他 顿 时 明 白 在 此 之 前 的 七 个 

轮 回， 他 都 曾 是 禁 欲 者。 在 前 四 个 轮 回 中， 他 

打 扮 并 装 备 得 象 圣 人 一 般 四 处 游 荡： 前 额点 着 

檀 香 的 朱 砂， 身 体 涂 着 草 木 灰， 配 戴 着 禁 欲 者 

带 的 水 壶。 尽 管 装 扮 得 象 圣 人， 他 却 对 瑜 珈 一 

无 所 知。 但 后 三 个 轮 回 中， 他 曾 是 个 真 正 的 圣 

人， 因 此 在 当 前 的 这 一 轮 回 中，前 世 的 瑜 珈 之 

道 在 他 身 上 觉 醒。 在 上 一 个 轮 回 中， 尽 管 最 后 

的 解 放 在 望， 他 的 欲 望 还 继 续 存 在。 他 可 以 严 

格 控 制 自 己 的 外 在 身 体， 但 内 在 激 情 仍 存， 所 

以 他 还 需 要 再 经 历 一 个 轮 回。 在 这 个 轮 回 中， 

主 已 将 他 从 一 切 欲 望 中 解 救 出 来， 用 两 个 响 

亮 的 耳 光 使 他 得 到 了  洞 察 之 道，把 他 变 成 了 

一 个 真 正 的 哲 人。 

 同 样 地， 克 利 须 那 也 说， 一 个 人 可 以 约 

束 其 对 感 观 事 物 的 眷 恋， 但 只 要 他 不 达 到 最 

后 的 灵 性 之 界， 欲 望 将 仍 旧 存 在。  高 斯 瓦 密 • 
突 希 达 斯 也 说 只 有 对 主 的 虔 诚 之 爱 才 能 把 心 

中 的 欲 望 彻 底 消 除。 

  克 利 须 那 接 着 谈 到 彻 底 置 身 于 欲 望 之 外 

的 困 难： 

60－61. “ 阿 尔 诸 那 呀， 感 官 非 常 顽 固， 容 易 冲 

动 急 躁， 即 使 一 位 竭 力 想 控 制 感 官 的 智 者， 也 

会 被 感 官 掳 走 心 神。 因 此 抑 制 感 官， 把 心 神 专 

注 于 我， 这 样 的 人 才 可 谓 有 坚 定 的 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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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驯 顺 的 感 官 能 够 诱 使 有 洞 察 力 的 心 神 

沉 沦。 因 此 如 果 阿 尔 诸 那 能 够 完 全 控 制 其 感 

官， 以 瑜 珈 之 道 及 虔 诚 之 爱 装 备 自 己， 他 就 能 

够 庇 护 于 化 身 为 克 利 须 那 的 主， 征 服 其 感 官。 

克 利 须 那 解 释 了 在 朝 圣 之 路 上 应 避 免 的 事 项 

及 人 们 在 灵 性 寻 求 之 路 上 的 责 任。 仅 仅 靠 征 

服 及 禁 止 之 力 是 远 远 不 能 驯 顺 感 官 的， 除 此 

之 外， 人 们 还 需 要 对 主 的 虔 诚 及 不 断 的 冥 想， 

否 则， 不 幸 将 降 临 到 他 们 的 头 上： 

 

62． “一 旦 心 思 为 感 官 对 象 所 占 据， 依 恋 就 会 

产 生， 有 依 恋 贪 欲 则 生， 有 贪 欲 则 有 嗔 怒。” 

 

  沉 迷 于 物 质 享 乐 的 人 自 然 就 会 产 生 痴 

迷， 而 痴 迷 是 欲 望 的 源 泉， 欲 望 一 旦 产 生 若 无 

法 满 足， 愤 怒 就 会 产 生。 

 

63． “嗔 怒 导 致 幻 念， 幻 念 造 成 记 忆 迷 乱； 记 

忆 迷 乱， 智 慧 便 失； 智 慧 一 失， 乃 重 堕 物 质 泥 

潭。” 

 

 迷 惑 与 无 知 由 愤 怒 产 生， 永 恒 与 暂 时 的 

差 异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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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被 混 淆。 克 利 须 那 说， 人 在 愤 怒 之 中 时， 就 

无 法 做 出 理 智 的 决 定， 记 忆 的 混 乱 会 削 弱 灵 

性 寻 求 者 的 虔 诚 之 爱，而 识 别 力 的 失 去 则 使 人 

距 离 主 越 来 越 远。 

 

 在 这 段 文 字 中， 克 利 须 那 强 调 了 超 越 物 

质 束 缚 的 重 要 性。 朝 圣 者 的 心 神 应 该 全 部 集 

中 于 与 灵 性 实 现 相 关 的 事 物， 如 其 在 朝 圣 之 

路 上 放 松 了 警 惕， 他 自 然 会 为  世 俗 的 事 物 所 

诱 惑， 而 后 对 该 物 的 眷 恋 之 心 自 生， 欲 望 也 自 

生。 欲 望 的 无 法 实 现 造 成 愤 怒 的 产 生， 以 至 于 

无 知 将 最 终 导 致 识 别 力 的 缺 乏。“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也 叫 做“智 慧 之 道”， 因 为 人 需 要 时 时 刻 刻 

把 欲 望 拒 之 于 思 想 的 门 外。 

 

 这 是 痴 迷 于 物 质 享 受 者 的 结 局， 那 么 那 

些 完 全 控 制 和 掌 握 了 心 神 与 思 想 的 灵 性 寻 求 

者 又 如 何 呢？ 

 

64． “一 个 人 如 果 能 够 摆 脱 一 切 执 著 和 厌 憎， 

遵 守 对 自 由 的 规 范 限 制， 控 制 感 官， 就 能 够 获 

得 主 的 彻 底 恩 宠。” 

 

 

amJ¤{fod`w∑V°ÒVw odf`moZp›–`°¸aZ≤$& 
AmÀ_dÌ`°od©Y{`mÀ_m ‡gmX_oYJ¿N>oV$&&64$&& 

 

 

 

 



  
 
 
 
 
 
 
 
 
 

 

 

 

 

 

 掌 握 了 灵 性 实 现 方 法 的 圣 人 对 “自 我” 

与 无 上 之 主 有 本 能 的 感 知 力， 他 们 因 此 能 够 

征 服 感 官 的 诱 惑 而 达 到 最 高 境 界 的 平 静。 对 

这 样 的 智 者 来 说， 他 们 不 需 要 任 何 来 自 外 界 

的 束 缚。 

 

65． “ 有 了 如 此 的 平 和 心 绪， 灵 性 寻 求 者 就 会 

满 足 而 心 乐 慧 定。” 

 

  有 了 主 的 佑 护， 朝 圣 者 的 一 切 悲 伤 失 望 

自 然 会 消 失， 他 的 识 别 力 也 将 日 益 增 强。 此 

后， 克 利 对 那 些 未 达 到 圣 人 境 界 的 人 作 了 描 

述。 

 

66． “一 个 人 如 果 没 有 灵 性 的 成 就， 就 不 会 有 

超 然 的 智 慧 和 稳 定 的 心 绪。 心 绪 不 稳， 怎 能 平 

静？ 没 有 平 静， 谈 何 幸 福？” 

 

  不 进 行 反 思 冥 想 的 人 就 无 法 拥 有 “无 私 

行 动” 的 智 慧， 这 样 的 人 即 使 是 向 主 奉 献 其 爱 

心，他 在 主 的 面 前 也 会 感 到 其 不 完 善 之 处。 这 

样 的 人 怎 会 有 平 静 和 幸 福？ 无 知 自 然 不会 有 虔 

诚 之 心，无 虔 诚 之 心 自 然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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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有 平 和 的 心 绪，没 有 平 和 的 心 绪 自 然 就 不 会 

幸 福。 

 

 

67． “ 如 强 风 卷 走 水 上 的 船 只，  如 果 心 绪 集 

中 在 一 个 只 求 物 质 享 乐 的 感 官 上， 人 的 智 慧 

也 会 被 这 感 官 掠 走。” 

 

  如 果 人 在 灵 性 寻 求 之 路 上 不 够 坚 定， 哪 

怕 是 一 个 寻 求 感 官 享 乐 的 感 官 也 可 以 控 制 他 

的 智 慧，正 好 象 飘 荡 的 小 船 会 被 风 吹 得 离 目 的 

地 越 来 越 远 一 样。 因 此 人 需 要 有 对 主 的 无 休 

止 的 虔 敬 之 心。 

 

 

68． “ 因 此， 臂 力 强 大 无 穷 的 人 啊， 能 约 束 感 

官 而 不 为 感 官 所 控 制 的 人 必 有 稳 定 的 智 慧。” 

 

 能 够 克 制 感 官 而 不 为 其 所 控 的 人 是 有 稳 

定 心 绪、 恒 久 智 慧 的 人。“ 手 臂” 属 于 行 动 之 

领 域。 虽 然 主 是 无 手、 无 脚、 无 形、 不 可 见 的， 

他 却 被 称 为“ 臂 力 无 穷 的 人”（玛 哈 芭 护）。  因 

此，容 主 于 心 中 而 与 主 合 一 并 向 往 崇 高 之 灵 光 

的 人 也 是“臂 力 无 穷 的 人”。 这 就 是 这 个 称 呼 

对 克 利 须 那 的 重 要 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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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众 生 的 黑 夜， 正 是 真 正 的 朝 圣 者（瑜 珈 信 

徒）清 醒 的 时 刻； 而 众 生 醒 来 纵 情 享 乐 之 时， 

便 是 圣 人 的 黑 夜。” 

 

 对 于 普 通 生 物 来 说， 超 越 人 类 经 验 的 神 

灵 就 象 是 黑 夜， 因 为 他 既 不 为 眼 力 所 见， 又 不 

为 思 想 所 知； 而 对 于 灵 性 已 启 的 人， 他 则 象 白 

昼 一 样 清 楚 自 现， 因 为 他 们 能 够 感 知 并 领 悟 

那 不 可 知 者。 灵 性 寻 求 者 能 够 通 过 反 省 沉 思 

和 感 官 控 制 来 平 静 自 己 的 心 绪， 从 而 接 近 主 

的 境 界。 

 

 只 有 圣 人， 因 为 领 悟 了 小 我 与 大 我 的 区 

别，才能 够 不 为 欲 望 所 动， 成 功 地 把 握 主 之 存 

在， 并 身 处 世 俗 世 界 而 不 为 之 所 惑。 我 们 现 在 

就 来 看 看 圣 人 的 行 为 举 止 是 怎 样 的。 

 

70． “ 海 洋 能 够 纳 百 川 之 水 而 依 然 波 平 浪 静； 

同 样， 只 有 不 为 滔 滔 不 尽 的 欲 望 之 流 所 扰 的 

人 才 能 心 平 气 和， 而 试 图 满 足 这 些 欲 望 的 人， 

则 永 远 无 法 拥 有 平 和 的 心 境。” 

 

 大 海 永 远 充 满 了 水， 但 它 依 然 是 那 么 平 

静， 没 有 激 荡， 也 不 会 满 溢。 察 觉 了 自 我 与 无 

上 之 主 的 人 也 是 如 此， 他 能 够 容 纳 一 切 世 俗 

诱 惑 于 心 中 而 不 偏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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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 性 之 道。 他 因 专 注 于 对 主 的 领 悟 及 与 主 的 

合 一 而 放 弃 对 物 质 享 乐 的 渴 求。 

 

  汹 涌 的 河 流 奔 向 大 海， 途 中 卷 走 一 切 事 

物—— 庄 稼、 人、 动 物， 及 住 所—— 但 入 了 海 的 

河 水 却 无 法 使 大 海 增 长 一 分， 而 大 海 也 平 静 

如 往 常。 欲 望 就 象 江 河 入 海， 永 不 休 止 地 涌 向 

圣 人， 圣 人 却 能 专 注 于 他 的 活 动， 不 为 感 官 欲 

望 所 扰。 他 因 为 满 足 于 对 主 的 奉 献， 能 象 大 海 

一 样 保 持 稳 定， 因 而 享 有 完 全 的 平 和。 在 这 句 

经 文 中， 克 利 须 那 回 答 了 阿 尔 诸 那 的 若 干 问 

题， 诸 如 圣 人 如 何 言 谈、 如 何 端 坐、 如 何 行 

走， 只“大 海” 二 字 概 括 了 圣 人 的 一 切 特 征。 他 

象 大 海 一 样 不 为 任 何 规 则 所 束 缚， 他 能 自 我 

控 制， 因 而 达 到 永 恒 的 平 和。 

 

71． “ 放 弃 所 有 感 官 享 乐 的 欲 望， 不 为 欲 望 所 

扰， 抛 弃 拥 有 之 念， 消 除 假 我。 这 样 的 人 才 能 

获 得 真 正 的 平 静。” 

 

 达 到 无 欲 境 界 的 人 就 能 够 不 为 感 官 享 乐 

而 欲、 而 求， 从 而 完 全 超 越 自 我， 实 现 最 终 的 

平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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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 阿 尔 诸 那 呀， 这 就 是 灵 性 和 神 圣 的 生 命 

之 道， 得 之， 人 就 不 再 感 到 困 惑。 即 使 是 临 终 

时 才 进 入 这 样 的 境 界， 人 也 能 进 入 神 的 国 

度。” 

  这 就 是 容 主 于 心 中 的 人 的 境 界， 欲 望 之 

流 不 停 地 涌 入 他， 他  还 象 大 海 一 样 依 然 平 静 

如 波， 只 专 注 于 对 主 的 感 知。 

  有 人 认 为《集 塔》 至 第 二 章 可 算 结 束， 但 

我 认 为 如 果 行 动（ 羯 磨， 或 业 报） 所 蕴 含 的 内 

容 能 够 以 列 名 单 的 方 式 解 释 清 楚， 那 么 可 以 

说 这 章 是 本 书 的 结 尾。 这 章 里 克 利 须 那 要 求 

阿 尔 诸 那 听 他 解 释“无 私 行 动 之 道”， 因 为， 如 

此 阿 尔 诸 那 便 可 被 从 物 质 生 活 的 束 缚 中 解 脱 

出 来。 他 只 有 行 动 的 权 利， 而 没 有 期 待 行 动 结 

果 的 资 格， 同 时， 他 也 不 能 失 去 行 动 的 热 情， 

他 必 须 时 时 刻 刻 准 备 行 动， 如 此 他 就 可 以 获 

得 对 自 我 与 主 的 最 高 层 的 理 解， 从 而 达 到 永 

生 的 平 静。 这 是 到 目 前 为 止 克 利 须 那 所 解 释 

的， 但 他 并 没 有 为 行 动 下 明 确 的 定 义。 

  实 际 上， 通 常 为 人 们 所 知 的 名 为“智 慧 

之 道（或 智 慧 之 瑜 珈）” 并 不 是 一 个 章 节， 更 确 

切 地 说，这 是 评 论 者 的 创 作， 而 不 是《集 塔》 诗 

作 者 的 创 作。 这 并 不 令 人 惊 讶， 因 为 我 们 只 能 

根 据 自 己 的 理 解 对 一 本 著 作 作 出 注 解。 在 这

“章” 里， 克 利 须 那 详 细 解 释 了 行 动 的 好 处、 

在 行 动 时 应 该 警 惕 的 事 项、 已 通 过 感 知 完 全 

领 悟 了 自 我 与 主 的 圣 人 的 特 点， 并 藉 此 唤 起 

了 阿 尔 诸 那 的 好 奇 心 并 回 答 了 他 的 部 分 问 

题。如 果 阿 尔 诸 那 要 明 白 什 么 是 现 实， 他 必 须 

明 白 只 有 自 我 才 是 不 变  

 

 

Efm ]´mÖr pÒWoV: [mW© Z°Zmß ‡mfl` oZ_w¯oV$& 
pÒWÀdmÒ`m_›V-H$mc{@o[ ]´ÖoZdm©U_•¿N>oV$&&72$&& 

 

 

 

 



 

 

 

 

 

 

                                                                                      
 

 

 

 

 

的、 永 恒 的。 有 两 条 通 向 现 实 之 路， 即 智 慧 之 

道（或 知 识 之 道） 和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知 识 之 道 

是 对 形 势、 自 己 的 能 力 及 决 心 作 出 适 当 的 估 

计 后 作 出 行 动， 而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则 是 把 自 己 

完 全 托 付 在 主 的 手 中 作 出 行 动（ 也 被 称 作 虔 

诚 奉 献 之 道， 即 巴 克 绨 马 格）。 高 斯 瓦 密 •  突 

希 达 斯 也 曾 对 这 两 种 方 式 作 出 过 描 述， 他 说：

“ 我 有 两 个 儿 子， 长 子 是 个 有 辨 识 力 的 人， 次 

子 只 是 个 孩 子， 但 他 对 我 虔 诚 地 侍 奉， 就 象 个 

仆 人 服 侍 主 人 一 样， 不 求 任 何 回 报。  但 两 个 

儿 子 都 必 须 面 对 同 样 的 敌 人， 即 激 情 与 愤 

怒。” 

 克 利 须 那 也 曾 说 过 类 似 的 话， 他 说 他 有 

两 种 朝 圣 者， 一 种 是 知 识 之 道 的 信 徒， 另 一 种 

是 虔 诚 之 道 的 信 徒。 依 靠 虔 诚 之 心 的 信 徒（或 

无 私 之 道 的 信 徒） 从 主 那 里 寻 求 庇 护， 完 全 依 

靠 自 己 对 主 的 信 赖， 而 知 识 之 道 的 信 徒 则 寄 

希 望 于 自 己 的 智 慧， 对 自 己 的 能 力 及 形 势 作 

出 恰 当 的 估 计 后 才 作 出 行 动。 但 这 两 种 信 徒 

有 共 同 的 目 标 及 共 同 的 敌 人， 即 愤 怒、 欲 望、 

不 虔 诚。 

 

 

至 此《博 伽 梵 歌》 第 二 章 结 束， 从 而 结 束 了 克 

利 须 那 及 阿 尔 诸 那 间 的 对 话“ 羯 磨  吉 格 亚 

萨” 或“ 对 行 动 之 求知”， 宗 教 教 师 阿 德 嘎 达 南 

德 的 注 

 

 

 

 



  
 
 
 
 
 
 
 
 
 

 

 

 

 

 

释“ 亚 萨 斯 集 塔” 的 第 二 章 也 告 此 结 束。 

 

哈 瑞   呜 牟   嗒 特    撒 特 



 

 

 

 

 

 

                                       
  

 

 

 

 

 

 

 

第  三  章  

加 速 敌 人 的 灭 亡 
 

 在 第 二 章 中， 克 利 须 那  教 导 阿 尔 诸 那 

说， 自 己 所 谈 到 的 知 识 是 与“ 知 识 之 道” 相 关 

的， 这 里 的 知 识 当 然 指 的 是 阿 尔 诸 那 应 该 战 

斗。 如 果 他 胜 利 了， 他 将 进 入 至 高 无 上 的 境 

界， 而 即 使 他 失 败 了， 他 也 将 进 入 天 堂 而 与 众 

神 为 伍， 也 就 是 说， 无 论 是 胜 还 是 负， 他 都 只 

会 获 得 而 无 损 失。 克 利 须 那 然 后 又 解 释 了 这 

种 知 识 与“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的 关 系， 这 种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将 使 得 阿 尔 诸 那 从 行 动 的迷 惑 解 放 

出 来。 他 还 暗 示 了 这 种 道 的 特 征， 告 诫 阿 尔 诸 

那 在 采 纳 这 种 行 动 时 应 该 遵 从 的 规 范。 阿 尔 

诸 那 应 该 无 私 地 进 行 各 种 活 动， 不 求 任 何 结 

果 和 回 报， 但 同 时 他 在 行 为 时 又 必 须 投 入 全 

部 的 身 心 和 热 诚， 这 样 他 在 行 为 时 就 不 会 有 

任 何 束 缚。 虽 然  沿 着无 私 之 道 前 行 的 最 终 将 

会 是 赦 罪， 阿 尔 诸 那 却 认 为 他 在 这 条 道 上 预 

见 不 到 自 我 的 延 续 性。 

  阿 尔 诸 那 认 为 知 识 之 道 比 无 私 行 为 之 

道 更 简 单、 更 易 行， 并 且 认 为 克 利 须 那 也 认 为 

知 识 之 道 远 远 超 越 了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但 他 不 

明 白 克 利 须 那 为 何 违 心 地 催 促 他 杀 害 自 己 的 

族 人。 这 种 疑 问 是 很 正 常 的。 如 果 我 们 知 道 有 

两 条 路 都 通 向 同 一 个 地 点， 当 然 会 走 不 危 险 

的 那 一 条。没 有 任 何 疑 问 的 寻 求 者 不 是 真 正 的 

真 理 探 寻 者。 因 此 阿 尔 诸 那 转 向 克 利 须 那。 

 

 

 

 

 

 

 

 



  
 
 
 
 
 
 
 
 

 
 

 

1. “ 阿  尔 诸 那 说，‘ 扎 纳 丹 啊， 如 果 您 也 认 为 

智 慧 之 道 比 行 动 之 道 更 胜 一 筹， 凯 沙 瓦 呀， 您 

为 什 么 还 要 让 我 参 加 这 场 可 怕 的 战 争 呢？’” 

 

 “ 扎 纳 丹” 是 对 自 己 的 人 民 慈 悲 为 怀 的 

人， 阿 尔 诸 那 希 望 克 利 须 那 能 对 他 进 行 指 点。  

在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上 既 要 不 求 回 报 与 结 果 地 行 

动， 又 要 满 心 热 诚、 丝 毫 不 能 放 松 与 懈 怠， 他 

对 此 感 到 困 惑 而 不 解。 

 

   克 利 须 那 也 向 他 许 诺， 如 果 他 沿 着 智 

慧 之 道 走 下 去， 胜 利 时 ，他 会 在 主 前 获 得 荣 耀 

与 一 席 之 地， 即 使 失 败， 他 也 将 与 众 神 为 伍。 

因 此， 他 认 为 智 慧 之 道 比 行 动 之 道 简 单 易 行。 

他 乞 求 克 利 须 那， 

 

2． “ 您 模 棱 两 可 的 话 令 我 迷 惑 不 解， 请 您 告 

诉 我 怎 样 行 动 对 我 最 有 益。” 

 

  克 利 须 那 所 说 一 切 的 目 的 就 是 为 了 驱 

散 阿 尔 诸 那 的 犹 豫 不 决 与 困 惑 不 解， 然 而 他 

所 说 的 一 切 使 得 阿 尔 诸 那 更 加 糊 涂。 克 利 须 

那 对 他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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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主 说，‘ 无 罪 孽 者 （ 阿 尔 诸 那）呀， 以 前 我 

曾 向 你 解 释 过 两 条 控 制 和 认  识 自 我 的 途 径， 

一 种 人 倾 向 于 通 过 经 验 性 和 哲 理 性 思 辩 来 认 

识 自 我， 另 一 种 人 则 通 过 奉 献 及 服 务 达 到 他 

们 的 目 的。” 

“ 以 前” 在 这 里 不 是 指 过 去 的 时 代（ 比 如 

黄 金 时 代 或  特 瑞 塔 时 代
1
）， 而 是 指 的 上 一 章 

里 克 利 须 那 提 到 过 的 两 条 途 径， 其 中 一 条 是 

智 者 的 智 慧 之 道， 另 一 条 是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但 

无 论 人 选 择 哪 一 条， 他 都 需 要 行 动， 因 而 行 动 

是 其 中 的 基 本 要 素。 

 

4． “ 单 是 避 开 工 作， 人 无 法 达 到‘ 无 为’ 的 最 

终 境 界；如 果 放 弃 进 行 中 的 工 作， 他 也 无 法 达 

到 神 般 的 完 美。” 

  人 是 无 法 离 开 行 动 的： 如 果 不 开 始 工 

作， 他 将 永 远 也 无 法 达 到“ 无 为” 的 最 终 境 

界； 如 果 放 弃 正 在 进 行 的 工 作， 他 也 无 法 实 现 

神 圣 的 目 标。 因 此 无 论 选 择 哪 条 路， 他 都 要 辛 

勤 工 作。 

 

            通 常， 灵 性 的 寻 求 者 到 了 这 种 紧 要 

关 头 就 开 始 寻 找 捷 径 或 是 逃 脱 之 途， 认 为 如 

果 不 行 动 就 会 成 为“无 私 行 动 者”。 克 利 须 那 

深 知 这 一 点， 因 此 而 不 断 提 醒 阿 尔 诸 那。 更 有 

些 错 误 地 认 为 行 动 与 他 们 无 关，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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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印 度 教 思 想 中， 世 界 有 四 个 时 代， 即 萨 提 亚， 特 瑞 塔， 德 瓦 

帕， 和 卡 利（ 即 现 世）。 第 一 个  及 最 后 一  个 时 代 又 分 别 被 称 

作“ 黄 金 时 代” 及“ 铁 时 代”。 

 

 

 

 

 

 

 

 

 



  
 
 
 
 
 
 
 
 

 
 

为 他 们 是 有 智 慧 及 洞 察 力 的 人。 然 而 真 正 有 

智 慧 的 人 不 会 产 生 如 此 想 法， 因 为 拒 绝 行 动 

的 人 永 远 也 达 不 到 主 之 境 界。 

 

5．“ 人 类 是 源 于 自 然 的， 因 此 离 开 了 行 动， 任 

何 人 也 不 能 存 活 哪 怕 是 一 秒 钟 的 时 间。” 

 

  离 开 了 行 动， 人 类 无 法 生 存 甚 至  一 秒， 

这 是 由 自 然 的 三 种 属 性 所 决 定 的， 只 要 自 然 

及 其 属 性 还 继 续 存 在， 人 类 就 无 法 离 开 行 动 

而 生 存。 

 

  在 第 四 章 第 33 和 37 句 中， 克 利 须 那 指 

出， 所 有 行 动 都 会 停 止 存 在 而 成 为 智 慧，  这 

里 的 智 慧 是 指 人 类 因 对 无 上 真 理 的 反 思 而 得 

来 的 智 慧。 这 种 智 慧 使 得 人 类 对 自 我 有 真 正 

的 认 识 并 最 终 与 无 上 之 精 神 合 而 为 一， 这 种 

智 慧 之 火 也 使 得 一 切 行 动 停 止 存 在。 他 的 意 

思 是 说， 如 果 瑜 珈 超 越 了 物 质 世 界 的 三 种 属 

性， 如 果 反 思 能 够 使 人 类 因 对 主 的 直 接 认 识 

而 使 自 我 消 亡， 行 动 就 会 停 止 存 在。 但 在 此 之 

前， 人 类 将 无 法 摆 脱 行 动 的 束 缚。 

 

6． “ 自 欺 欺 人 的 伪 君 子 只 能 强 制 地 遏 制 其 感 

官， 而 其 心 神 却 继 续 被 感 官 物 质 占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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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哈 特 瑜 珈： 这 样 叫 是 因 为 这 种 瑜 珈 练 习常 常  给 人 一 种 身 体 会 

被 伤 害 的 感 觉， 例 如 以 一 条 腿 站 立、  紧抱 双 臂、 吸 入 烟 雾， 等 

等。 
 

 

 

 

 

 

 

 

 



 

 

 

 

 

 

                                       
 

这 些 所 谓 的 智 者 深 陷 于 物 质 世 界 

而 无 法 自 拔， 他 们 无 知 地 认 为 感 官 可 以 从 外 

部 靠 哈 特 瑜 珈
2
 来 控 制。 这 些 自 封 的 智 者、 实 

际  的 无 知 者 在 克 利 须 那 的 时 代 也 存 在。 克 利 

须 那 认 为 这 样 的 人 都 是 狡 诈 之 徒。 

 

7． “ 相 反， 以 虔 诚 的 心 神 控 制 感  官， 以 完 全 

超 脱 的 心 态 无 私 地 行 动 的 人 却 是 值 得 嘉 奖 

的。” 

 

  真 正 的 超 人 能 够 用 内 在 的 力 量 控 制 其 

感 官， 他 以 无 欲 无 求 的 精 神 履 行 他 的 职 责， 心 

神 也 能 够 完 全 超 越 激 情。 而 常 人 虽 然 明  白 自 

己 有 应 尽 的 职 责，  却 不 清 楚 这 种 职 责 的 实 质 

所 在。 这 也 正 是 阿 尔 诸 那 的 缺 陷 所 在， 克 利 须 

那 正 帮 他 克 服 这 一 缺 陷。 

 

8． “ 履 行 指 定 给 你 的 职 责 吧， 因 为 这 远 远 超 

过 无 所 作 为， 靠 无 所 作 为 甚 至 无 法 维 持 肉 体 

的 存 在。” 

 

  阿 尔 诸 那 应 该 履 行 其 应 尽 的 职 责， 履 行 

职 责 远 胜 于 无 所 事 事， 因 为 如 果 我 们 履 行 哪 

怕 是 一 小 部 分 的 职 责， 也 可 以 将 自 己 从 生 死 

轮 回 圈 中 被 解 救 出 来。 因 此， 履 行 精 神 职 责 是 

一 个 更 好 的 抉 择。 如 果 我 们 整 天 无 所 事 事， 既 

使 依 靠 着 不 同 肉 体 的 生 死 循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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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也 无 法 完 成 精 神 之 旅。 这 里 的 精 神 之 旅 

常 常 被 译 为“ 对 物 质 躯 体 的 维 持”， 但 这 是 一 

种 什 么 样 的 维 持 呢？ 我 们 难 道 仅 仅 是 物 质 的 

躯 壳 吗？ 那 以 普 茹 士 之 名 为 人 所 知 的 灵 魂、 实 

现 了 的 自 我 不 正 是 靠 数 不 尽 的 生 命 轮 回 在 进 

行 他 的 物 质 旅 程 吗？ 正 如 衣 服 旧 了 要 换 新 的， 

在 我 们 所 存 在 的 世 界 上， 从 最 低 等 的 到 最 高 

级 的 生 物 婆 罗 门 创 世 主
3
 都 处 于 不 断 的 变 化 

中， 灵 魂 也 不 断 地 以 生 死 轮 回 的 方 式 进 行 他 

的 旅 程。 其 中， 行 动 正 是 促 成 旅 程 完 成 的 催 化 

剂， 靠 着 行 动， 人 类 真 正 的 自 我 才 能  从 无 休 

止 的 轮 回 中 被 解 放 出 来。 在 第 四 章 第 16 句 中， 

克 利 须 那 告 诉 阿 尔 诸 那：“ 这 种 行 动 能 够 将 你 

从 束 缚 着 整 个 世 界 的 邪 恶 中 解 救 出 来。” 因 

此， 在 《集 塔》 中， 行 动 是 解 放 世 界 的 工 具。 

 

  然 而， 到 底 什 么 是 应 尽 的 职 责 始 终 是 个 

疑 问， 克 利 须 那 开 始 回 答 这 个 问 题。 

 

9． “  对 ‘雅 格 亚’ 的 实 行 是 唯 一 的 行 动， 人 

类 所 进 行 的 其 它 种 种 行 动 都 不 过 是 物 质 束 缚 

罢 了， 所 以， 琨 缇 之 子 啊， 解 放 自 我， 全 心 全 

意 向 主 尽 你 应 尽 之 责 吧。” 

 

  对 主 的 冥 想 与 沉 思 是 唯 一 真 正 的 行 动， 

那 些 使 人 类 精 神 集 中 于 主 的 行 动 也 是 行 动， 

其 它 种 种 均 为 世 俗 羁 绊。  值 得 我 们 注 意 的 

是， 克 利 须 那 再  一 次 地 告 诫 阿 尔 诸 那， 只 有 

进 行 真 正 的 行 动， 他 才 能 从 世  

 

 

 

;KkFkkZRd.kks·;= yksdks·;a deZcU/ku% A 
rnFkZa deZ dkSUrs; eqäl³~x% lekpj AA 9AA 

3．印 度 教 中 神 圣 的 三  位 一 体 神 中 最 古 老 的 一 个， 人 们 认 为 是 他  

负 责 创 造。 

 

 

 

 

 

 



 

 

 

 

 

 

                                       
 

 

 

上 的 邪 恶 中 真 正 解 脱 出 来。 “雅 格 亚” 的 实 现 

就 是 行 动， 这 一 行 动 只 有 超 脱 一 切 的 人 才 能 

实 现。 

   如 果 对“ 雅 格 亚” 的 实 行 是 行 动 的 话，

“ 雅 格 亚” 到 底 是 什 么 呢？ 在 回 答 这 个 问 题 之 

前， 克 利 须 那 首 先 简 单 地 介 绍 了“ 雅 格 亚” 的 

起 源， 只 有 在 第 四 章 里， 他 才 明 确 解 释 了 什 么 

是“ 雅 格 亚”。 

  让 我 们 先 看 看 克 利 须 那 所 提 到 的 行 动 

的 另 一 个 方 面 吧： 行 动 是 指 定 的 应 尽 职 责， 通 

常 人 们 以 行 动 之 名 而 进 行 的 种 种 活 动 并 不 是 

真 正 的 行 动。 

 “ 行 动” 一 词 首 先 出 现 在 第 二 章 中， 关 

于它 的 特 征 及 应 注 意 的 问 题 我 们 已 经 很 清 楚 

了， 但 是 我 们 对这 种 行 动 的 特 质 却 不 甚 明 了。 

在 第 三 章 中， 克 利 须 那 说， 任 何 人 没 有 行 动 都 

无 法 生 存， 因 为 人 既 然 生 于 自 然， 他 就 必 须 行 

动。 克 利 须 那 还 告 诫 阿 尔 诸 那 尽 其 应 尽 之 行 

动、 应 尽 之 责。 但 他 到 底 应 该 履 行 何 种 职 责， 

进 行 何 样 行 动 呢？“ 雅 格 亚” 的 实 现 是 行 动， 

但“ 雅 格 亚” 又 是 什 么 呢？ 

   正 确 理 解“行 动” 的 内 涵 是 帮 助 我 们 理 

解《 集 塔》 的 钥 匙。 全 人 类 都 在 进 行 各 种 各 样 

的 活 动， 有 人  

 

 

 

 

 

 



  
 
 
 
 
 
 
 
 

 
 

 

 

 

种 田， 有 人 作 贸 易， 有 人 是 高 官，有 人 是 佣 人， 

有 人 自 称 是 知 识 分 子， 有 人 靠 出 卖 苦 力 过 活， 

也 有 人 进 行 社 会 服 务， 还 有 人 服 务 于 国 家， 但 

这 些 都 不 是 真 正 的 行 动。 克 利 须 那 解 释 了“ 雅 

格 亚” 的 起 源。 

 

10．“  在 凯 尔 帕—— 自 我 实 现 
4
 过 程 ——之初， 

万 物 之 主 普 茹 阿 扎 帕 提• 婆 罗 门 创 造 了 一 代 一 

代 的 人 和 ‘ 雅 格 亚’， 并 向 他 们 许 诺 ‘ 雅 格 

亚’ 会 给 他 们 带 来 他 们 渴 望 的 一 切。” 

 

普 茹 阿 扎 帕 提
5 • 婆 罗 门 是 掌 管 创 世 之 

神， 他 创 造 了 人 类 及“ 雅 格 亚”， 并 教 导 说， 人 

类 的  发 展 要  靠 对“ 雅 格 亚” 的 实 施。 这 个“ 雅 

格 亚” 就 是 主 指 定 的 行 动，对“ 雅 格 亚” 的 实 施 

就 可 以 帮 助满 足 人 类 认 识 永 恒 之 主 的 渴 望。 

 

  那 么， 创 世 主 又 是 谁 呢？ 是 婆 罗 门 吗？ 

而 婆 罗 门 又 是 谁 呢？ 他 是  人 们 传 说 中 的 四 头 

八 眼 的 神 吗？ 克 利 须 那 说， 神 是 与 众 不 同 的， 

是 人 所 无 法 想 象 的。 那 已 经 感 知 了 无 上 之 主 

并 与 其 成 为 一 体 的 圣 人 及 人 类 之 父 就 是 普 茹 

阿 扎 帕 提， 而 因 对 主 的 感 知 而 产 生 的 智 慧 就 

是 婆 罗 门。 主 是  通 过 圣 人 向 人 类 传 达 信 息 

的。 

 

 

lg;Kk% iztk% l`‘V~ok iqjksokp iztkifr% A 

vusu izlfo’;/oes’k oks·fLRo’Vdke/kqd~ AA 10AA 
4. 这 一 词 通 常 被 解 释 为 1000 个 时 代， 总 共 4.32  亿 年 的 人 类 历 史； 

凯 尔 帕 的 另 一 个 意 思 是 一 种 治 疗或 健 康 恢 复 过 程（ 卡 亚 凯 尔 

帕）。 因 此 在 这 里 凯 尔 帕 指 自 我 认 识 的 整 个 过 程。 

5. 创 世 神 的 另 一 个 称 号， 一 个 真 正 的 禁 欲 者。 他 也 是 个 帕 提、 主  

及 救 世 主。 他  是 掌 管 沉 思 冥 想 之 神。 他 就 象 个 那 君 主， 他 的 

信 徒 是 他 的 臣 民。 因 此 普 茹 阿 扎 帕 提  在这 里 是 指 完 美 的 人、 

上 帝 的 信 使。 

 

 

 

 

 



 

 

 

 

 

 

                                       
 

 

 

 

通 往 灵 性 的 旅 程 一 旦 开 始， 人 类 的 智 慧 

就 逐 渐 增 长。 在 旅 程 之 初， 人 类 的 智 慧 获 得 完 

全 是 因 为 对 主 的 感 知， 这 时 它 被 称 国 婆 罗 门 

维 特； 渐 渐 地， 因 为 对 主 认 识 的 加 深， 人 类 内 

心 存 在 的 恶 念 被逐 渐 征 服， 这 时 的 智 慧 叫 作 婆 

罗 门 维 德 瓦； 到 了 更 高 的 阶 段，智 慧 变 得 更 加 

高 尚 及 纯 净， 它 就 叫 作 婆 罗 门 维 德 瓦 瑞 延， 拥 

有 如 此 智 慧 的 圣 人 甚 至 能 够 将 他 人 引 入 灵 性 

之 途； 而 智 慧 的 最 高 阶 段 是 婆 罗 门 维 德 瓦 瑞 

施 特， 到 了 这 一 阶 段， 主 的 精 神 如 神 圣 的 洪 

流， 象 水 晶 般 清 澈 的 流 水 通 过 智 慧 涌 涌 而 出。 

拥 有 这 种 智 慧 的 人 已 进 入 神 的 国 度， 与 创 万 

世 的 主 合 而 为 一， 而 他 们 的 头 脑 及 心 神 就 叫 

作 普 茹 阿 扎 帕 提。 他 们 将 自 己 从 违 反 自 然 之 

法 的 活 动 中 解 脱 出 来， 由 此 而 创 造 了 对 沉 思 

冥 想 或 崇 拜 主 的 过 程 一 无 所 知 的 自 我。 对 人 

类 的 创 造 不 过 是 按 照“ 雅 格 亚” 的 精 神 赋 予 人 

类 完 美 罢 了。 在 此 之 前 人 类 社 会 是 无 知 且 混 

沌 的。 桑 斯 卡 始 终 存 在， 但 在 圣 人 赋 予 人 类 完 

美 之 前， 它 是 混 乱 的、 畸 型 的， 而 按 照“ 雅 格 

亚” 的 原 则 对 桑 斯 卡 的 改 造 就 是 崇 拜 的 行 为。 

  在 卡 尔 帕 之 初， 圣 人 创 造 了 人 类 及“ 雅 

格 亚”。“卡 尔 帕” 也 含 治 疗 病 痛 之 意, 但 只 是 

对 物 质 身 体 的 治 疗， 而 将 整 个 世 界 从 病 痛 中 

解 救 出 来 才 是 真 正 的 治 疗， 灵 性 崇 拜 就 是 这 

种 治 疗 的 灵 药。 

  因 此 与 主 同 在 的 圣 人 们 将 灵 性 的 卓 越 

及“ 雅 格 亚” 赋 予 了 形 状， 并 指 点 人 们 按“ 雅 

格 亚” 行 为 作 事， 如  

 

 

 

 



  
 
 
 
 
 
 
 
 

 

 

 

 

 

 

此 他 们 就 会 繁 荣 昌 盛。 但 这 里 的 繁 荣 昌 盛 并 

不 是 物 质 上 的，  而 是 精 神 上 的， 即 人 类 可 以 

通 过 对“ 雅 格 亚” 的 实 施 实 现 他 们 对 主 的 渴 

望。 这 样 我 们 自 然 就 面 对 一 个 很 逻 辑 的 问 题， 

即“ 雅 格 亚” 以 何 种 方 式 将 人 们 引 向 灵 性 的 最 

终 目 标， 是 直 接 的 还 是 间 接 的。 婆 罗 门 又 说： 

 

11． “ 若 你 们 以 雅 格 亚 的 方 式 敬 神， 神 也 会 对 

您 百 般 提 携， 这 是 你 们 实 现 终 极 目 标 的 唯 一 

办 法。” 

 “ 以 雅 格 亚 的 方 式 敬 神” 意 思 是 说 培 养 

那 些 神 圣 的 愿 望， 这 也 是 神 提 携 人 类 的 方 法， 

这 样 人 类 就 会 达 到 他 们 灵 性 旅 途 的 终 点， 而 

再无 他 求。 我 们 进 入 雅 格 亚 越 深（后 来 雅 格 亚 

被 解 释 为 朝 圣 的 方 式）， 我 们 的 心 灵 就 越 神 

圣。 无 上 之 灵 是 唯 一 的 主，  所 有能 够 促 使 人 类 

接 近 主 的 愿 望 都 是“ 神 圣 的 宝 藏”， 因 为 他 们 

使 得 人 类 离 主 越 来 越 近。 这 才 是 真 正 的 精 神 

财 富。 他 又 说： 

 

12． “ 如 果 你 们 按 雅 格 亚 向 神 朝 圣， 无 需 你 们 

要 求， 神 也 会 替 你 们 达 成 心 愿； 而 那 些 随 意 享 

用 了 神 的 馈 赠 却 无 所 付 出 的 人 与 盗 贼 无 异。” 

   要 想 接 近 主， 按 雅 格 亚 行 事 是 唯 一 的 

出 路， 那 些 既 想 接 近 主 又 不 想 作 任 何 牺 牲 和 

付 出 的 人 与 盗 贼 无 异， 他 们 最 终 什 么 也 得 不 

到。 而 那 些 接 近 了 主 的 人 又 会 得 到 什 么 呢？ 

 

nsoku~ Hkko;rkusu rs nsok Hkko;Urq o% A 

ijLija Hkko;Ur% Js;% ijeokIL;Fk AA 11AA 
b’VkUHkksxku ~fg oks nsok nkL;Ur s;KHkkfork%A 

rSnZÙkkuiznk;SH;ks ;ks Hkq³~äs Lrsu ,o l% AA 12AA 

 

 

 

 



 

 

 

 

 

 

                                       
 

 

 

 

13. “ 对 主 虔 诚 不 二 的 朝 圣 者 会 远 离 各 种 罪 

恶， 因 为 他 们 的 食 物 是 神 赐 予 的； 而 那 些 因 物 

质 的 需 要 而 备 制 食 物 的 人 摄 入 的 只 有 罪 恶。” 

  雅 格 亚 一 旦 完 成， 剩 下 的 就 只 有 主 的 存 

在
6
。 克 利 须 那 曾 说 过 类 似 的 话： 那 些 依 靠 雅 

格 亚 生 存 的 人 将 会 最 终 与 主 合 而 为 一。 那 些 

只 畅 饮 主 赐 予 的 甘 露 的 圣 人 将 会 远 离 各 种 罪 

恶 及 生 死 轮 回 的 折 磨。 圣 人 吃 饭 是 为 了 自 由， 

而 罪 恶 者 吃 饭 是 为 了 肉 体 的 生 存， 他 所 摄 入 

的 将 只 有 邪 恶。 他 可 能 也 曾 唱 过 圣 歌， 也 曾 知 

朝 圣 之 道，目 标 却 只 有 一 个， 即 肉 体 的 生 存 和 

物 质 的 获 得。 他 可 能 也 会 得 到 他 所 渴 望 的， 但 

他 会 发 现， 自 己 的 起 点 就 是 终 点， 从 始 至 终 没 

有 前 行 一 步。 难 道 还 有 什 么 比 这 更 大 的 损 失 

吗？  肉 体 最 终 将 不 复 存 在， 他 又 能 享 乐 多 久 

呢？ 因 此， 即 使 是 进 行 朝 圣， 这 样 的 人 也 只 会 

获 得 罪 恶。 

  这 样 的 人 也 许 不 会 毁 灭， 但 他 们 会 永 远 

停 滞 不 前。 因 此 克 利 须 那 一 再 强 调 无 私 行 动

（朝 圣） 的 重 要 性。 至 此 为 止， 他 已 告 诉 我 们 

对 雅 格 亚 的 实 施 会 带 给 人 们 最 高 的 荣 耀， 圣 

人 们 也 因 此 而 产 生， 但 这 些 圣 人 们 又 为 何 要 

承 担 创 造 和 改 造 人 类 的 任 务 呢？ 

 

 

;Kf”k’Vkf”ku% lUrks eP;Urs loZfdfYc’kS% A 

HkqŒtrs rs Ro?ka ikik ;s ipUR;kRedkj.kkr~ AA 13AA 

6． 食 物 是 主 的 最 低 表 现 形 式。 主 为 食 物 的 思 想 惯 穿《 奥 义 书》 全 

书。 在《 普 拉 施 那 奥 义》 中，  圣 人 皮 帕 莱 德 说，“ 食 物 是 普 冉

（ 原 始 的 能 量） 和 茹 阿 宜（ 形 状 的 赋 予 者）。 由 食 物， 种 子 生； 

由 种 子， 万 物 生。” 根 据《 泰 提 瑞 亚 奥 义》“   由 婆 罗 门（ 主），  

太 苍 生； 由 太 苍， 气 生； 由 气， 火 生； 由 火， 水 生； 由 水， 土 地 

生； 由 土 地， 植 物 生； 由 植 物， 食 物 生； 由 食 物， 人 生。” 

 

 

 

 

 



  
 
 
 
 
 
 
 
 

 

 

 

 

 

14. “ 众 生 靠 五 谷 而 活， 五 谷 赖 雨 水 而 长， 雨 水 

因 雅 格 亚 而 降， 而 雅 格 亚 则 源 于 行 动。” 

 

15． “ 众 生 应 知， 行 动 源 于《 韦 达》， 而《韦 达》 

又 是 无 上 之 灵 的 产 物， 因 此， 无 处 不 在、 永 恒 

不 灭  的 主 永 存 在 于 雅 格 亚 中。” 

  一 切 生 物 都 因 食 物 而 生 存， 食 物 是 主 自 

身 的 表 现。 食 物 因 雨 水 而 生， 雨 水 来 自 主 仁 慈 

的 云 端。 如 果 我 们 今 天 对 主 朝 圣， 明 天， 主 就 

会 还 我 们 以 仁 慈， 所 以， 我 们 说雅 格 亚 能 够 造 

雨。 如 果 仅 仅 靠 着 对 所 谓 的 神 偶 然 的 祭 祀 和 

供 奉， 靠 着 燃 烧 谷 类 和 种 子， 人 们 就 能 召 来 雨 

水， 为 什 么 沙 漠 始 终 是 荒 原？ 因 此 雨 水 是 主 仁 

慈 的 倾 泻， 是 实 施 雅 格 亚 的 结 果。 

  克 利 须 那 告 诉 阿 尔 诸 那， 这 里 所 说 的 行 

动 源 自《 韦 达》。《 韦 达》 是 与 主 一 体 的 圣 人 的 

声 音， 它 来 源 于 永 恒 不 灭 的 主
7
。 神 圣 的 灵 魂 

启 示 了《 韦 达》 中 的 真 理， 但 主 与 这 些 神 圣 的 

灵 魂 同 在， 这 些 灵 魂 只 是 替 主 传 递 信 息 的 信  

使， 因 此， 我 们 说《 韦 达》 是 主 的 声 音。  因 为 

这 些 灵 魂 能 够 凭 借 雅 格 亚 控 制 自 己 的 物 质 欲 

望， 所 以 主 通 过 他 们 显 现 自 己， 向 人 类 传 达 信 

息。 因 此， 全 能 的、 无 所 不 在 的、 永 恒 不 灭 的 

主 总 是 与 雅 格 亚 同 在， 雅 格 亚 是 唯 一 通 向 主 

的 途 径。 克 利 须 那 对 阿 尔 诸 那 说， 

 

 

vUuköofUr Hkwrkfu itZU;knUulEHko% A 

;Kköofr itZU;ks ;K% deZleqöo% AA 14AA 
deZ czãksöoa fof) czãk{kjleqöoe~ A 

rLekRloZxra czã fuR;a ;Ks izfrf’Bre~ AA 15AA 
7．  《 广 林 奥 义》 中：“ 一 切 知 识 及 一 切 智 慧， 就 是 为 我 们 所 知 的 

瑞 格 韦 达、 亚 朱 韦 达 及  其 它 种 种， 都 来 源 于 永 恒 的 主。 它 们 

是 主 的 呼 吸。” 

 

 

 

 



 

 

 

 

 

 

                                       
 

 

 

 

16. “ 帕 萨 啊， 那 些 不 遵 从 圣 书 中 确 立 的 规 定 

的 人， 必 定 过 着 罪 孽 深 重 的 生 活； 那 些 只 为 感 

官 满 足 而 活 着 的 人， 只 是 在 虚 耗 生 命。” 

 

  那 些 只 求 享 乐 的 人， 不 按 圣 书 中 指 定 的 

方 式 生 存， 不 注 重 灵 性 的 培 养， 他 们 最 终 不 过 

是 虚 耗 生 命。 

 

  克 利 须 那 要 求 阿 尔 诸 那 及 全 人 类 履 行 

规 定 的 职 责， 这 一 职 责 就 是 依 雅 格 亚 的 原 则 

行 动。 他 还 解 释 了 雅 格 亚 的 特 征 及 来 源。 雅 格 

亚 源 于 行 动， 行 动 源 于 圣 书《 韦 达》，《 韦 达》 

由 圣 人 所 启 示。 这 些 圣 人 已 尽 除 个 人 的 自 负 

与 骄 傲， 已 与 主 合 一。 因 此， 主 启 示 了《 韦 

达》， 圣 人 是 主 的 信 使。 那 些 只 求 感 官 享 乐 的 

人 只 是 在 浪 费 生 命。 瑜 珈 信 徒  克 利 须 那 说， 

 

 

 

 

,oa izofrZra pØa ukuqorZ;rhg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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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然 而， 对 于 那 些 一 生 追 求 自 知 自 觉、 在 

自 我 中 寻 找 快 乐 与 满 足 的 人 来 说， 已 经 别 无 

他 求。” 

 

  全 心 感 知 主， 全 然 满 足 于 对  自 我 的 感 

知， 这 样 的 人 不 再 有 任 何 责 任 需 要 履 行， 因 

为， 自 知 自 觉 是 他 的 终 极 目 标 。 一 旦 灵 魂 那 

不 朽 的、 无 法 摧 毁 的 本 质 被 感 知， 人 就 不 再 需 

要 其 它 任 何 行 动。 灵 魂 和 主、 自 我 与 无 上 之 灵 

是 同 义。 

 

18． “ 自 知 自 觉 者 履  行 赋 定 责 任 时 并 无 所 

求， 也 不 会 因 任 何 理 由 而 不 履 行 责 任， 无 需 依 

赖 任 何 其 它 生 物。” 

 

  自 我 是 持 续、 永 恒、 不 变、 不 可 毁 灭 的，  

如 果 人 已 感 知 了 灵 魂， 快 乐 且 满 足， 他 还 有 什 

么 需 要 追 求 呢？自 知 自 觉 者 除 了 对 主 的 感 知 

外， 再 不 必 履 行 任 何 赋 定 的 职 责， 无 需 托 庇 于 

任 何 人。  既 然 他 已 经 达 到 了 最 高 境 界， 何 必 

追 求 其 它 呢？ 

 

19．  “因 此， 人 应 把 行 动 当 作 一 种 责 任， 不 要 

执 著 于 行 动 的 结 果。 因 为 只 要 履 行 职 责， 无 私 

者 便 能 臻 达 至 尊。” 

 

 

;LRokRejfrnso L;knkRer`Ir”pekuo%A 

vkReU;so p lUrq’VLrL; dk;Z u fo|rs AA 17AA 
uSo rL; d”rsukFksZ ukd”rsusg d”pu A 

u pkL; loZHkwrs’kq df”pnFkZO;ikJ;% AA 18AA 
rLeknlä% lrra dk;Za deZ lekpj A 

vläks ãkpju deZ ijekIuksfr iq#’k% AA 19AA 

 

 

 

 



 

 

 

 

 

 

                                       
 

 

 

 

 

  为 了 达 到 这 一 境 界， 阿 尔 诸 那 必 须 解 脱 

自 己， 履 行 应 尽 的 职 责， 因 为 无 私 者 只 有 通 过 

无 私 的 行 动 才 能 感 知 主 的 存 在。 

 

20． “ 象 扎 纳 卡 那 样 的 国 王 就 靠 履 行 赋 定 的 

职 责 达 到 了 最 终 的 完 美 境 界。 因 此， 为 了 教 化 

大 众， 你 应 该 尽 你 应 尽 之 职。” 

 

  这 里 的 扎 纳 卡 不 是 指 米 提 拉 国  王， 而 

是 父 亲—— 生 命 的 给 予 者 的 另 一 种 称 呼。 瑜 

珈， 即 个 体 灵 魂 与 至 尊 精 神 得 以 统 一、 罪 恶 得 

以 赦 免 之 道， 就  是 扎 纳 卡。 所 有 精 通 瑜 珈 之 

道 的 圣 人 都 是 扎 纳 卡。 这 些 拥 有 真 正 智 慧 的 

圣 人 以 臻 达 至 尊 为 目 标， 通 过 行 动 达 到 了 最 

终 的 理 想 境 界。“ 最 终” 在 这 里 的 意 思 是 对 代 

表 至 尊 神 的 实 体 的 感 知。 所 有 的 圣 人， 包 括 扎 

纳 卡 在 内， 都 靠 雅 格 亚（ 即 行 动） 的 实 施 实 现 

了 最 终 的 认 识 与 感 知。 在 实 现 了 他 们 的 终 极 

目 标 之 后， 他 们 以 人 类 的 利 益 为 己 任，  阿 尔 

诸 那 也 应 如 此。 

 

  克 利 须 那 曾 经 说 过， 对 伟 大 的 灵 魂 来 

说， 在 实 现 终 极 目 标 之 后，  即 使 行 动 他 也 将 

无 所  得， 不 行 动 他 也 将 无 所 失。 但 是， 为 了 人 

类 世 界 的 利 益 及 其 秩 序 的 维 持， 圣 人 们 继 续 

执 行 他 们 的 职 责。 因 为： 

 

21． “ 伟 人 的 一 举 一 动， 众 人 都 会 效 仿； 伟 人 

以 模 范 行 动 制 定 的 标 准， 整 个 世 界 都 会 遵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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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 人 的 所 说 所 作， 众 人 都 会 效 仿， 因 此 

伟 人 们 应 当 以 身 作 则， 为 众 人 树 立 榜 样。 在 下 

面 的 诗 句 中， 克 利 须 那 无 疑 地 将 自 己 与 其 他  

伟 人 们 作 比 较。 

 

22． “ 帕 萨 啊， 在 三 个 世 界 之 内， 我 没 有 任 何 

赋 定 的 责 任， 也 没 有 任 何 我 没 有 完 成 的 事， 但 

是， 我 仍 然 从 事 我 份 内 的 职 责。” 

 

  象 其 他 圣 人 一 样， 克 利 须 那 也 没 有 任 何 

未 完 成 的 工 作。 在 三 个 世 界 之 内， 他 没 有 任 何 

未 就 的 职 责， 但 他 仍 然 履 行 自 己 的 职 责。 

 

23． “ 因 为， 如 果 我 未 能 勤 勉 地 完 成 份 内 之 

事， 帕 萨 啊， 所 有 人 都 会 效 仿。” 

 

  如 果 他 行 动 不 够 谨 慎， 众 人 都 会 效 仿， 

他 将 为 众 人 树 立 一 个 坏 的 榜 样。 

 

24． “ 如 果 我 不 履 行 份 内 的 职 责， 整 个 世 界 都 

会 分 崩 离 析， 我 也 会 成 为 瓦 恩 山 卡  的 原 因 所 

在， 并 因 此 毁 灭 人 类。” 

 

  如 果 他 不 谨 慎 从 事， 不 仅 整 个 世 界 都 会  

陷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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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 沌， 他 也 会 成 为 瓦 恩 山 卡 的 罪 魁 祸 首 并 因 

此 毁 灭 全 人 类。 如 果 他 不 谨 慎 履 行 职 责， 全 人 

类 都 会 效 仿 他， 社 会 也 会 因 此 而 崩 溃。 圣 人 们 

已 经 达 到 了 最 高 境 界， 当 然 不 会 有 任 何 损 失， 

众 人 却 会 因 此 失 去 踏 上 灵 性 之 途 的 机 会。 因 

此 伟 大 的 灵 魂 都 会 为 众 人 树 立 榜 样。 人 类 的 

思 想 是 摇 摆 不 定 的， 欲 望 很 容 易 滋 生， 朝 圣 之 

心 却 不 易 培 养， 如 果 圣 人 不 履 行 职 责， 众 人 能 

够 轻 易 找 到 借 口， 放 弃 灵 性 之 路。 因 此， 圣 人 

将 会 成 为 瓦 恩 山 卡 的 原 因。 

  阿 尔 诸 那 认 为， 如 果 妇 女 们 失 去 贞 操， 

社 会 等 级 就 会 混 乱。 在 第 一 章 中， 他 深 深 地 被 

这 个 问 题 所 困 扰。 克 利 须 那 则 向 他 指 出， 只 有 

不 履 行 职 责， 瓦 恩 山 卡 才 会 产 生。 瓦 恩 山 卡 就 

是 人 类 的 误 入 歧 途， 离 主 越 来 越 远。 如 果 圣 人 

们 不 履 行 应 尽 的 职 责， 瓦 恩 山 卡 就 会 出 现。 

  妇 女 的 贞 洁 及 等 级 的 纯 粹 是 社 会 秩 序 

的 表 现。 父 母 的 道 德 出 轨 对 子 女 的 行 为 及 对 

主 的 朝 圣 并 不 产 生 任 何 影 响， 因 为 任 何 个 体 

都 要 靠 自 己  来 拯 救。 哈 奴 曼、 维 亚 斯、 瓦 谁 施 

特、 纳 茹 阿 德、 舒 克 代 夫、 卡 比 尔 和 基 督 耶 酥 

都 是 真 正 的 圣 人， 但 他 们 获 得 的 社 会 尊 重 是 

值 得 怀 疑 的。克 利 须 那 认 为，人 类 的 身  

 

 

 



  
 
 
 
 
 
 
 
 

 

 

 

 

 

 

 

体就像是衣服，灵魂常常会舍弃旧的、更换新的身体，同时继承

他们前世所修得的桑斯卡（善行及恶行）。一个新生灵魂的桑斯

卡与他的父母完全无关，因此，一个女人的贞节与否与瓦恩山卡

的诞生完全无关。 瓦恩山卡是人类灵性的消失及人性的堕落。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一个圣人只顾履行自己的

职责，而不去引导人类踏上灵性之路，他就会成为导致人类灭亡

的罪魁祸首。认识到上帝的存在的人才算是真正的活着的人，而

那些只顾物质享乐、偏离灵性之路的无异于死人。因而，那些不

顾人类灵性发展的圣人无疑是人类的毁灭者，他将是暴力的工

具。而真正的非暴力就是发展自我的灵魂，同时也指点他人踏上

灵性发展的道路。《集塔》中的观点是，肉体的死亡不过是身体

的变换而已，其中不存在任何暴力。克利须那教导阿尔诸那： 

 

 

25． “巴 茹 阿 特 啊， 无 知 的 人 行 动 时 才 会 过 分 

注 重 结 果， 智 者 行 动 的 目 的 是 为 了  引 导 人 们 

走 上 正 途。” 

 

  智 者 与 无 知 者 的 行 动 可 能 会 完 全 相 同， 

但 他 们 行 动 的 目 的 却 绝 对 不 同， 智 者 行 动 的 

目 的 是 为 了 启 发 和 诱 导 人 们 走 上 灵 性 之 途。 

有 些 人 可 能 通 瑜 珈 之 道 并 懂 得 行 瑜 珈 之 法， 

但 他 们 仍 然 是 无 知 的。 知 识 是 直 接 的 感 知，  

既 使 我 们 对 主 有 些 许 的 不 虔 诚，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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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也 会 与 我 们 常 在； 只 要 无 知 存 在， 人 们 就 会 

过 分 注 重 行 动 的 结 果。 无 知 的 人 行 动， 智 者 也 

同 样 行 动，  无 知 的 人 行 动 是 为 了 结 果， 而 智 

者 付 出 同 样 的 劳 动 与 诚 心， 却 怀 着 决 然 不 同 

的 动 机。 

 

26． “ 无 知 的 人 注 重 行 动 的 结 果， 智 者 决 不 可 

要 求 他们 不 去 行 动， 因 为 这 样 会 乱 其 心 神、 扰 

其 心 志； 相 反， 智 者 应 引 导 他 们 全 心 信 任 主，  

以 更 加 虔 诚 的 态 度 去 行 动。” 

 

 一 个 有 学 识、 已 感 知 主 的 智 者 应 该 行 动 

起 来，让 那 些 为 感 官 满 足 而 工 作 的 愚 昧 之 人，

学 会 如 何 行事，如 何 做 人，如 何 正 确 履 行 主 所 赋 

予 他 们 的 职 责， 而 不 应 该 使 用 不 正 确 的 方 法， 

减 弱 他 们 的 虔 诚 之 心。 

 

  就 是 因 为 这 个 原 因， 尽 管 已 经 年 迈， 我 

的 恩 师 还 常 常 凌 晨 两 点 起 床， 先 咳 嗽 以 提 醒 

他 人， 继 而， 又 大 声 喊 着，“ 你 们 这 些 世 俗 之 

人 啊， 起 床 吧！” 然 后， 他 又 会 说，“ 你 们 真 以 

为 我 在 睡 觉 吗？ 我 不 过 是 在 全 心 调 整 我 的 呼 

吸 罢 了。 我 躺 在 床 上， 是 因 为 我 年 纪 已 大， 坐 

着 对 我 来 说 很 痛 苦。 但 你 们  非 常 年 轻 而 且 身 

强 力 壮， 所 以 应 该 坐 直 腰 杆， 凝 神 呼 吸， 直 到 

你 们 的 呼 吸 连 绵 不 断、 顺 畅 异 常， 就 象 是 一 股 

清 流， 没 有 任 何 间 断， 你 们 的 心 神 也 能 够 集 

中， 杂 念 丝 毫 不 能 影 响 你 们。 这 是 真 心 朝 圣 者 

的 责 任。 至 于 我 的 呼 吸， 它 已 经 稳 定 并 均 匀 的 

如 同 翠 竹 一 般。  ”  所 以， 若 要 教 导 他 人， 圣 

人 先 要 以 身 作 则。“ 一 个 真 正 的 教 师 应 该 以 自 

己 的 行 为 教 育 他 人， 而 不 是 说 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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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一 个 智 者 的 职 责 应 该 是 不 仅 仅 自 

己 虔 诚 行 动， 还 要 敦 促 其 他 的 皈 依 者 全 心 凝 

神 沉 思。 对 于 皈 依 者 来 说， 无 论 是 遵 循 智 慧 之 

道 还 是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他 都 应 该 以 完 全 的 虔 

诚 之 心 对 主 朝 圣。 克 利 须 那 随 后 给 行 动 者 及 

行 动 的 动 机 下 了 定 义。 

 

27． “ 一 切 行 动 均 因 自 然 的 三 属 性 而 起， 但 自 

负 无 知 之 人 却 以 为 他 本 人 才 是 一 切 行 动 的 起 

因。” 

  从 灵 性 之 途 的 开 始 直 到 终 极 目 标 的 实 

现， 一 切 的 行 动 机 制 都 是 源 于 物 质 自 然 之 属 

性， 而 物 质 自 然 又 源 于 至 尊 主， 那 些 充 满 自 负 

与 虚 荣 的 人 却 认 为 主 是 一 切 的 施 行 者。 

 

28． “ 臂 力 无 穷 的 人 哪！ 那 些 认 识 了 灵 性 真 

理， 深 明 自 然 属 性 中 精 神 与 物 质 区 别 的 人， 是 

不 会 放 纵 自 己 去 追 求 物 质 满 足 的。” 

  已 认 识 “最 终 要 素” 的 智 者 懂 得 分 辨 自 

然 属 性 与 行 动 属 性 的 区 别， 也 明 白 地 认 识 到 

这 些 属 性 沉 迷 于 对 自 我 的 感 知， 并 不 关 心 他 

们 的 行 动。 

 “ 要 素” 在 这 里 并 不 是 指 五（ 或 二 十 五） 

大 元 素， 而 是 指 至 尊 主。 用 克 利 须 那 的 话 来 

说， 主 是 唯 一  的 元 素， 除 他 之 外 世 上 不 存 在 

任 何 现 实。 超 越 了 物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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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然 属 性 的 智 者 能 够 根 据 自 然 的 属 性 察 知 各 

种 不 同 行 动 之 间 的 差 别。 在 各 种 品 质 中，如 果 

无 知（ 塔 玛 斯） 主 要 支 配 人 类 行 为， 人 类 就 会 

表 现 出 懈 怠、 麻 木 及 不 负 责 任； 如 果 激 情（ 茹 

阿 扎 斯） 占 主 导 地 位， 人 类 表 现 出 权 威 及 对 朝 

圣 的 执 著； 如 果 善 良（ 萨 塔 瓦） 占 主 导， 人 类 

表 现 为 精 力 集 中、 凝 神 沉 思、 思 想 连 贯、 简 单 

及 积 极 向 上 的 态 度。物 质自 然 的 属 性 是 可 以 转 

变 的， 只 有 得 道 的 圣 人 或 智 者 才 能 对 行 动 的 

性 质 明 察 秋 毫。这 些 属 性 通 过 不 同 的 方 式 对 行 

动 产 生 影 响。 

29． “ 愚 昧 无 知 的 人 为 物 质 自 然 的 形 态 所 迷 

惑，  投 身 于 各 种 物 质 活 动 中， 并 且 过 于 注 重 

行 动 结 果， 但 智 者 不 应 该 因 此 而 破 坏 他 们 的 

信 仰。” 

   无 知 的 人 错 误 地 沉 溺 于 物 质 自 然， 满 

脑 子 装 的 都 是 物 质 的 称 谓。 智 者 不 应 该 使 他 

们 失 去 勇 气， 而 应 该 鼓 励 他 们 踏 上 灵 性 寻 求 

之 路， 因 为 只 有 这 样， 他 们 才 能 实 现 行 动 的 最 

终 目 标。 遵 循 智 慧 之 道 的 灵 性 寻 求 者 应 该 对 

自 己 的 能 力 及 各 方 面 情 况 作 出 适 当 估 计， 应 

该 认 识 到 自 己 的 应 尽 职 责 是 主 的 恩 赐。 相 反 

地，如 果 错 误 地 认 为 自 己 是 一 切 的 源 泉， 他 就 

只 会 成 为 虚 荣 与 无 谓 狂 妄 的 牺 牲 品。 那 些 遵 

循 无 私 行 动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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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的 灵 性 寻 求 者 只 需 将 自 己 的 一 切 托 付 给 

主， 听 主 的 指 点 进 行 行 动。 由 于 其 坚 定 的 信 

念， 他 并 不 会 盲 目 地 自 大 与 虚 荣， 却 会 坚 定 不 

移 地 继 续 灵 性 之 路， 尽 心 尽 职 地 履 行 自 己 的 

职 责。 克 利 须 那 说， 

 

30． “ 因 此， 阿 尔 诸 那 啊， 你 应 该 将 自 己 全 部 

托 付 给 我， 放 弃 一 切 欲 望、 自 怜 及 心 中 一 切 忧 

愁 与 苦 痛， 振 作 起 来 准 备 战 斗 吧！” 

  克 利 须 那 教 导 阿 尔 诸 那 控 制 自 己 的 各 

种 私 心 杂 念， 一 切 只 管 听 从 主 的 安 排， 完 全 不 

受 期 望 与 幻 想、 遗 憾 及 苦 痛 的 限 制。 如 果 一 个 

人的 思 想 不 受 其 它 限 制， 完 全 沉 浸 于 对 主 的 信 

任 与 感 知， 心 中 没 有 任 何 欲 望， 行 动 时 不 顾 个 

人 私 利， 失 败 时 没 有 任 何 遗 憾， 他 就 不 会 被 任 

何 内 心 冲 突 所 困 扰。 人 心 中 的 冲 突 都 是 由 不 

正 当 的 欲 望 所 致， 人 的 意 志 与 欲 念 的 战 争 是 

真 正 的 战 争。 克 利 须 那 再 次 强 调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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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那 些 根 据 我 的 指 示 而 履 行 责 任、 虔 诚 遵 

从 我 的 教 导 的 人， 可 以 摆 脱 功 利 性 活 动 的 束 

缚。” 

  如 果 能 够 免 于 各 种 幻 念 的 束 缚， 虔 诚 朝 

圣 的 灵 性 寻 求 者 就 能 完 全 遵 从 克 利 须 那 的 指 

示， 并 最 终 实 现“ 无 为” 之 道。 克 利 须 那 的 这 

一 教 诲 不 只 是 针 对 印 度、 穆 斯 林、  或 者 基 督 

教 徒， 而 是 面 向 全 人 类 的。《 集 塔》 中 的 战 争 

指 的 是 人 类 内 心 中 的 战 争， 是 人 心 中 物 质 与 

精 神、 智 慧 与 无 知、达 姆 克 奢 特 茹 与库 鲁 科 奢 

特 茹 之 间 的 战 争。 人 类 越 是 反 省 自 己 的 行 动， 

人 心 内 不 正 当 的 欲 望 及 冲 动 就 越 会 与 正 直 愿 

望 发 生 冲 突 而 引 起 战 争， 因 此， 对 人 心 中 恶 念 

的 克 制 就 成 为 本 部 颂 歌 中 战 争 的 焦 点，那 些 能 

够 以 信 念 克 服 幻 念 的 人 行 动 时 就 会 完 全 摆 脱 

来 自 各 方 的 束 缚。 而 那 些 在 这 场 战 争 中 畏 缩 

不 前 的 人， 则 会： 

 

32． “ 那 些 出 于 嫉 妒、 对 这 些 教 导 不 予 理 会、 

不 加 遵 从 的 人， 可 谓 愚 昧 无 知， 他 们 必 将 陷 于 

痛 苦 与 不 幸。” 

  那 些 不 遵 从 克 利 须 那 所 训 的 人， 由 于 内 

心 一 片 空 白， 对 自 我、 至 尊 的 主、 对 灵 性 的 茫 

然 无 知， 从 而 失 去 进 入 灵 性 最 终 境 界 的 机 会。 

既 然 如 此， 人 类 为 什 么 会 屡 次 犯 此 错 误 呢？ 克 

利 须 那 对 此 作 了 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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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人 人 都 按 自 己 的 天 然 本 性 行 事， 智 者 也 

是 如 此， 抑 制 又 有 什 么 用 呢？” 

 

  一 切 存 在 都 有 其 固 有 的 属 性 并 依 这 种 

属 性 而 行 动， 拥 有 主 所 赋 予 的 感 知 能 力 的 圣 

人 也 是 如 此。 常 人 固 守 自 己 的 行 动， 圣 人 则 固 

守 自 我。 世 上 每 个 个 体 都 按 照 自 身 固 有 的 属 

性 行 为， 这 是 任 何 人 都 无 法 改 变 的 真 理。  所 

以， 有 些 人 虽 然 知 道 主 所 赋 予 自 身 的 职 责， 却 

不 去 遵 照 执 行， 因 此 他 们 也 无 法 克 服 欲 望、 私 

利 和痛 苦 失 落。 克 利 须 那 还 指 出 了 另 外 的 原 

因。 

 

34.  “ 人 不 可 受 制 于 对 物 质 的 依 恋 ， 因 为 它 们 

是 灵 性 感 知 之 路 上 最 强 大 的 敌 人。” 

 

  吸 引 与 排 斥 的 情 感 都 是 与 对 感 官 享 乐 

的 追 求 密 不 可 分 的， 人 类 绝 对 不 能 为 其 所 支 

配， 因 为 它 们 是 灵 性 之 路 上 最 终 摆 脱 行 动 束 

缚 最 大 的 绊 脚 石。 这 个 绊 脚 石 的 存 在 是 与 对 

感 官 享 乐 的 追 求 密 不 可 分 的， 是 人 类 内 在 的 

障 碍。 因 此， 《集 塔》 中 所 提 到 的 战 争 是 人 类 

思 想 内 部 的 战 争， 是 正 义 与 邪 恶、 智 慧 与 无 知 

的 战 争，人 类 的 心 灵 就 是 战 场。 一 旦 人 类 真 正 

的 自 我 与 至 尊 之 主 合 为 一 体， 人 类 就会 全 身 涣 

发 着 虔 诚 的 光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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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类 的 心 灵 之 战 可 能 会 持 续 很 长 时 间， 因 此， 

有 些 人 可 能 会 盲 目 地 模 仿 他 人 的 做 法， 克 利 

须 那 为 此 提 出 了 警 告： 

 

35． “主 所 赋 予 一 个 人 的 达 摩 对 那 一 个 特 殊 个 

体 来 说 总 是 最 好 的， 即 使 他 在 行 善 之 时 遭 到 

毁 灭， 也 强 过 盲 目 效 法 他 人 的 做 法， 因 为 盲 从 

只 能 带 来 危 险。” 

  如 果 有 两 个 人， 一 个 人 已 在 灵 性 之 路 上 

摸 索 了 十 余 年， 而 另 外 一 个 却 刚 刚 启 蒙， 两 个 

人 的 进 展 自 然 会 有 差 别。 如 果 新 的 信 徒 盲 目 

效 法 老 信 徒， 他 所 面 临 的 将 只 有 毁 灭。 因 此， 

克 利 须 那 说， 即 使 品 质  要 逊 一 筹，对 每 个 特 殊 

个 体 来 说， 他 自 己 的 达 摩 始 终 都 是 最 好 的。 一 

个 人 的 达 摩 就 是 他 天 生 的 行 动 能 力， 因 此， 为 

履 行 自 己 职 责 而 死 去 是 非 常 幸 运 的。  因 为 灵 

魂 是 不 会 死 的，一 旦 灵 魂 找 到 了 新 的 肉 体， 他 

将 继 续 自 己 前 世 未 完 成 的 旅 程。 肉 体 的 变 换 

不 过 象 是 服 装 的 更 换， 外 表 虽 然 变 了，内 在 却 

是 不 变 的。 

  在 灵 性 之 路 上， 盲 目 效 仿 他 人 的 事 例 屡 

见 不 鲜。一 个 天 堂 般 的 声 音 曾 经 指 点 我 的 恩 师 

到 安 绥 亚
9
 定 居， 他 照 做 了。 安 定 下 来 之 后， 很 

多 圣 人 智 者 曾 经 经 过 他 的 居 所。 其 中 一 个 人 

看 到 我 的 恩 师 的 赤 身 裸 体 丝 毫 不 能 减 轻 他人 

的 爱 戴 之 心， 深 为 感 动， 就 依 样  

 

 

Js;kULo/keksZ foxq.k% ij/kekZRLouf’Brk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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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印 度 马 迪 亚 邦 的 一 个 圣 地， 作 者  恩 师  就 居 住 在 此。 安 绥 亚  

是 圣 人 阿  特 瑞  夫 人 的 名 字， 此 名 象 征 着  伟 大 的 贞 洁 及 妻 子 

的 奉 献。 



  
 
 
 
 
 
 
 
 

 

 

 

 

 

 

 

 

 

 

画 葫 芦， 不 光 扔 掉 了 禁 欲 者 用 的 拐 杖 和 水 壶， 

还 把 自 己 脱 得 一 丝 不 挂， 然 后 就 走 了 出 去。 回 

来 后， 他 看 到 恩 师 与 一 群 人 交 谈 并 训 斥 他 们

（ 恩 师 为 了 他 信 徒 的 进 步， 常 常 会 以 训 斥 的 

方 式 引 导 他 们， 因 为 将 他 们 引 入 正 途 是 他 的 

职 责）。 这 个 人 于 是 又 开 始 模 仿 他， 但 是， 其 

他 人 却 把 他 赶 了 出 去。  

 

  两 年 后 他 回 到 了 这 个 地 方， 他 看 到 恩 师 

坐 在 一 块 厚 厚 的 床 垫 上， 并 且 有 人 为 他 打 扇， 

他 就 自 己 去 找 了 一 块 木 制 的 坐 垫， 并 雇 了 一 

群 人 为 他 打 扇， 每 逢 星 期 一， 人 们 开 始 成 群 结 

队 地 涌 来， 要 求 他 表 演 奇 迹。 如 果  有 人 祈 求 

要 生 个 儿 子， 他 收 50 卢 比， 女 儿 则 是 25 卢 比， 

一 个 月 之 后 人 们 就 将 他 视 为 骗 子 并 赶 了 出 

去。 这 就 是 盲 目 模 仿 他 人 的 后 果。 

 

  那 么 什 么 是 一 个 人 自 己 的 达 摩（斯 瓦 达 

摩） 呢？ 第 二 章 中， 克 利 须 那 曾 给 它 下 了 定 

义， 并 让 阿 尔 诸 那 为 他 自 己 的 达 摩 而 战。  对 

一 个 刹 帝 利 来 说， 没 有 什 么 比 为 荣 誉 而 战 更 

荣 耀 了。  从 生 就 的 本 性、 继 承 的 达 摩 方 面 来 

说， 阿 尔 诸 那 是 一 个 刹 帝 利。 克 利 须 那 告 诉 阿 

尔 诸 那， 对 一 个 真 正 虔 诚、 对 至 尊 主 有 所 感 知 

的 婆 罗 门 来 说，《韦 达》 中 所  训 就 象 是 带 一 个 

洗 浴 者 到 污 水 潭 那 么 不 适 合。 但 克 利 须 那 还 

是 鼓 励 阿 尔 诸 那 学 习《韦 达》 以 成 为 一 个 婆 罗 

门。 由 此 可 见， 继 承 的 达 摩 是 可 以 改 变 的。 

 

 圣 人 把 行 动 之 道 分 为 四 种： 最 低 级、 中 

等、 好、 最 佳。 克 利 须 那 称 他 们 为 首 陀 罗、 吠 

舍、 刹 帝 利 和 婆 罗 门。 行 动 之 道 总 是 从 最 低 级 

起 步， 但 随 着 灵 性 方 面 的 发 展， 同 一 个 寻 求 者 

可 能 会 逐 渐 成 为 一 个 婆  



 

 

 

 

 

 

                                       
 

 

 

 

 

 

 

 

 

罗 门， 并 且， 将 与 主 成 为 一 体， 而 所 谓 的 婆 罗 

门、 刹 帝 利、 吠 舍 及 首 陀 罗 也 将 不 复 存 在， 唯 

一 存 在 的 唯 有 纯 粹 的 智 慧 和 恒 久 不 变 的 至 尊 

精 神。 这 样， 他 将 超 越 一 切 等 级 及 一 切 界 限。 

正 如 前 面 所 述， 克 利 须 那 所 指 的 四 个 等 级 并 

不 是 就 出 生 而 言， 而 是 针 对 行 动 所 言。 那 么， 

行 动 的 基 础 又 是 什 么 呢？ 

 

  前 面 已 经 提 到， 这 种 注 定 的 行 动 叫 作 雅 

格 亚， 雅 格 亚 的 实 施 就 是 一 个 人 以 虔 诚 之 心 

做 瑜 珈 并 进 行 冥 想， 控 制 其 呼 吸 及 感 官。 一 个 

人 应 该 以 其 天 生 的 才 能 为 根 本 进 行 灵 性 寻 

求， 这 就 是 继 承 的 达 摩。 如 果 盲 目 地 效 法 他 

人， 他 将 面 临 极 大 的 恐 惧， 因 为 这 就 象 是 一 个 

小 学 水 平 的 学 生 坐 在 大 学 课 堂，  不 仅 无 法 毕 

业， 恐 怕 他 连 简 单 的 字 母 表 都 会 忘 得 一 干 二 

净。 

 

36． “ 阿 尔 诸 那 说， 瓦 什 乃 雅（ 克 利 须 那） 呀， 

人 们 既 使 不 愿 为 恶， 却 身 不 由 己， 是 什 么 力 量 

在 驱 使 他 呢？” 

 

  人 类 为 什 么 会 做 出 违 背 自 己 意 志 的 罪 

恶 行 为 而 不 遵 从 克 利 须 那 的 教 诲 呢？ 克 利 须 

那 对 此 做 出 了 回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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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 至 尊 主 回 答 说，‘  是 色 欲 和 由 此 而 生 的 

愤 怒 啊。 色 欲 是 永 远 无 法 满 足 的， 它 是 这 个 世 

界 上 吞 没 一 切 的 元 凶。’” 

  色 欲 和 愤 怒 使 人 沉 迷 于 感 官 享 乐 而 永 

远 无 法 满 足， 因 此 克 利 须 那 指 点 阿 尔 诸 那 警 

惕 这 两 种 最 危 险 的 敌 人。 

 

38．  “正 如 火 势 为 浓 烟 阻 挡， 明 镜 被 尘 土 覆 

盖， 胎 儿 为 子 宫 包 裹， 色 欲 会 蒙 蔽 人 类 的 智 

慧。” 

  正 好 象浓 烟 的 存 在 使 得 烈 火 无 法 燃 烧， 

尘 土 使 得 明 镜 无 法 显 现， 子 宫 将 胎 儿 包 裹， 色 

欲 和 愤 怒 一 旦 存 在， 人 类 将 永 远 无 法 感 知 主 

的 存 在。 

 

39． “ 绲 缇 之 子 啊， 连 智 者 的 辨 别 力 都 会 因 色 

欲 的 缘 故 而 削 弱 或 消 失，  欲 望 象烈 火 般 无 法 

满 足 ， 蒙 蔽 人 的 感 知 能 力。” 

  在 这 一 句 中， 克 利 须 那 将 敌 人 的 范 围 从 

先 前 的 两 种 缩 小 到 了 一 种， 即 色 欲， 因 为 愤 怒 

由 色 欲 而 生， 色 欲 是 一 切 罪 恶 的 根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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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 色 欲  高 居 于 感 官、 思 想  及 理 性， 并 因 

此 而 控 制 人 类、蒙 蔽 所 有 生 物 的 感 知 能 力， 使 

得 他 们 陷 入 迷 惑。” 

 

  归 根 结 底， 我 们 的 感 官、 心 志 及 智 力 是 

一 切 的 根 源， 色 欲 以 它 们 为 媒 蒙 蔽 智 慧 之 眼 

并 迷 惑 灵 魂。 

 

41． “ 因 此， 巴 茹 阿 特 后 裔 中 的 俊 杰（ 阿 尔 诸 

那） 啊， 你 要 先 节 制 感 官 然 后 再 消 灭 智 慧 的 大 

敌——欲望。” 

 

 主 认 为， 阿 尔 诸 那 一开 始 便 应 节 制 感 官，

这 样 才 能 抑 制 头 号 的 罪 恶 大 敌——色 欲。 既 然 

这 个 敌 人 是 内 在 的， 我 们 发 起 的 战 争 也 应 该 

是 内 在 的、 精 神 的。 阿 尔 诸 那 应 该 抑 制 其 感 官 

及 思 想， 围 击 不 道 德 的 欲 念， 进 而 消 灭 这 个 大 

敌。 

 

  控 制 感 官 及 思 想 是 极 为 艰 难 的， 克 利 须 

那 因 此 对 阿 尔 诸 那 进 行 了 指 点。 

 

42． “ 思 想  超 越 感 官；  理 性 超 越 思 想； 灵 魂 

则 超 越 一 切， 最 为 强 大 而 难 以 捉 摸。” 

 

  人 类 毕 竟 不 是 全 然 无 助 的： 依 靠 思 想 他 

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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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制 感 官， 依 靠 理 性 可 以 控 制 思 想， 依 靠 灵 魂 

可 以 控 制 一 切， 因 为 灵 魂 才 是 人 类 真 正 的 “自 

我”。 

 

43． “ 因 此， 臂 力 无 穷 的 阿 尔 诸 那 呀， 灵 魂 超 

越 物 质 的 一 切， 你 应 该 用 你 的 理 性 智 慧 控 制 

你 的 思 想， 战 胜 人 类 的 大 敌—— 色 欲。 

 

  有 了 灵 魂 这 个 最 强 大 的 武 器， 阿 尔 诸 那 

可 以 控 制 他 的 理 性、 思 想 及 感 官， 并 最 终 控 制 

欲 望。 

 

 Í Í Í Í Í 
 

  《 集 塔》 的 部 分 注 解 者 将 本 章 命 名 为

“ 羯 磨 瑜 珈”（ 行 动 之 道 或 行 动 瑜 珈）， 但 我 

认 为 这 个 名 字 并 不 确 切。 克 利 须 那 在 第 二 章 

中 提 到 了 行 动 一 词， 并 详 细 解 释 了 它 的 重 要 

性。 本 章 中 他 将 行 动 一 词 定 义 为  对雅 格 亚 的 

实 施。 雅 格 亚 是 主 所 赋 与 的 职 责， 除 此 之 外 的 

各 种 行 动 都 只 是 物 质 的 牵 绊。  

 

  本 章  叙 述 了 雅 格 亚 的 起 源、 其 实 施 包 

括 的 范 围 以 及 特 性。 克 利 须 那 再 三 地 强 调 了 

实 施 雅 格 亚 的 重 要 性， 因 为 雅 格 亚 是 主 赋 定 

的 职 责。 那 些 对 雅 格 亚 不 加 理 睬 的 人 过 于 注 

重 世 俗 享 乐， 他 们 只 是 在 虚 耗 生 命； 圣 人 们 则 

因 对 雅 格 亚 的 遵 从 到 达 了 灵 性 之 路 的 终 点， 

他 们 因“ 自 我” 而 喜 悦， 因“ 自 我” 满 足，  因 为 

 

 

,oa cq)s% ija cqn~/ok laLrH;kRekRekuekReuk A 

tfg ”k=qa egkckgks dke#ia nqjklne~ AA 43AA 



 

 

 

 

 

 

                                       
 

 

 

 

 

 

 

 

 

“ 自 我” 就 是 一 切。 在 得 道 之 后， 他 们 继 续 在 

灵 性 之 路 上 前 行， 继 续 扶 持 后 进 的 灵 性 寻 求 

者。 克 利 须 那 本 人 就 是 这 些 圣 人 之 一， 尽 管 他 

已 达 到 灵 性 的 最 高 境 界， 却 并 不 因 此 而 满 足 

和 停 滞 不 前， 而 是 继 续 为 人 类 的 灵 性 发 展 服 

务。 因 此， 他 是 一 个 真 正 的 瑜 珈 信 徒， 真 正 的 

禁 欲 者、 圣 人， 真 正 的 瑜 珈 导 师。 在 这 一 章 

里， 克 利 须 那 再 三 地 指 示，在 帮 助 其 他 灵 性 寻 

求 者 时，  圣 人 们 不 应 该 削 弱 他 们 行 动 的 热 情 

及 信 仰， 因 为， 一 旦 热 情 被 削 弱， 寻 求 者 们 将 

会 停 止 行 动， 这 将 带 来 毁 灭 性 的 危 害。  在 正 

确 的 行 动 中， 人 类 需 要 发 动 精 神 之 战，摒 弃 一 

切， 将 全 部 身 心 集 中 于 自 我 和 至 尊 之 灵。 克 利 

须 那 说， 一 个 人 的 灵 性 寻 求 之 路 一 旦 开 始， 他 

将 会 遇 到 种 种 精 神 方 面 的 障 碍 及 敌 人，  比 如 

欲 望 和 愤 怒、 吸 引 与 排 斥。 人 类 为 克 服 这 些 障 

碍 而 作 的 努 力 就 是 战 争， 渐 渐 克 服 这 些 障 碍 

在 灵 性 之 路 上 越 走 越 远 直 到 终 点 就 是 战 争。 

  这 一 章 也 着 重 强 调 了 圣 人 及 智 者 对 他 

人 起 到 的 指 点 作 用。即 使 不 承 担 指 引 他 人 的 任 

务， 他 们 也 没 有 任 何 所 得 及 所 失， 因 为 他 们 已 

经 达 到 了 最 高 境 界， 但 是， 为 了 全 人 类 的 利 

益，  为 了 为 他 人 树 立 榜 样， 他 们 继 续 服 务 于 

人 类。 本 章 虽 然 提 到 了 对 雅 格 亚 的 实 施 就 是 

人 类 应 尽 的 职 责， 但 对 于 希 望 达 到 最 高 境 界  



  
 
 
 
 
 
 
 
 

 

 

 

 

 

 

 

 

 

 

的 灵 性 寻 求 者 应 该 做 的， 本 章 中 没 有 提 及， 因 

此， 作者 认 为 本 章 不 应 命 名 为 “行 动 之 道”。 

  在 第 二 章 中， 克 利 须 那 鼓 励 阿 尔 诸 那 去 

战 斗， 因 为 人 的 肉 体 是 生 命 短 暂 的、 可 以 毁 灭 

的， 这 是《 集 塔》 中 所 给 的 唯 一 一 个 战 斗 的 具 

体 原 因。 在 随 后 的 章 节里， 克 利 须 那 说 战 争 是

人 类 得 到 好 结 局 的 唯 一 方 式。 他 还 告 诉 阿 尔 

诸 那， 他 所 赋 予 的 知 识 就 是“ 智 慧 之 道” 所 要 

求 的 知 识， 即 阿 尔 诸 那 需 要 战 斗， 因 为 无 论 战 

胜 还 是 战 败， 阿 尔 诸 那 都 只 会 有 得 而 无 失。 在 

第 四 章 中， 他 要 求 阿 尔 诸 那 用 洞 察 力 之 剑 割 

掉 心 中 的 不 决， 因 为 只 有 这 样， 他 才 能 在 瑜 珈 

之 途 保 持 坚 定。 从 第 五 章 直 到 第 十 一 章， “战 

斗” 一 词 没 有 在 文 中 出 现。 第 十 一 章 中， 他 对 

阿 尔 诸 那 说， 他 已 将 敌 人 消 灭， 阿 尔 诸 那 只 需 

尽 享 胜 利 的 喜 悦。 

  在 第 十 五 章 中， 克 利 须 那 将 世 界 与 神 圣 

的 菩 提 树 作 比， 指 示 阿 尔 诸 那 用 摒 弃 之 斧 将 

树 砍 断， 并 由 此 达 到 灵 性 完 美 之 境。 在 此 之 

后， 书 中 再 没 有 关 于 战 争 的 描 述。 关 于 战 争 的 

详 尽 描 述 尽 在 第 三 章， 克 利 须 那 提 到 了 战 争 

的 不 可 避 免 性、 拒 绝 战 斗 者 的 下 场、 敌 人 的 名 

字、 战 士 的 能 力、 及 毁 灭 敌 人 的 决 心， 在 本 章 

的 最 后 诗 句 中， 他 还 描 述 了 灵 性 寻 求 者 所 需 

的 勇 气。 



 

 

 

 

 

 

                                       
 

 

  

 

 

 

 

 

 

至 此《博 伽 梵 歌》 第  三 章 结 束，从 而 结 束 了对 至 

尊 主 的 感 知、 瑜 珈 之 学 及 克 利 须 那 与 阿 尔 诸 

那 间  题 为“ 沙 特 茹－ 维 纳 沙 － 普 茹 阿 纳” 或 

“ 加 速 敌 人 的 灭 亡” 的 对 话 ， 宗 教 教 师 阿 德 

嘎 达 南 德 的 注 释“ 亚 萨 斯 集 塔” 的 第 三 章 也 告 

此 结 束。 

 

哈 瑞   呜 牟   嗒 特    撒 特 

 



  
 
 
 
 
 
 
 
 
                                            

 

 

 

第  四  章  

阐 明 雅 格 亚 之 道 
 

 第 三 章 中，  克 利 须 那 指 出， 只 要 听 从 他 

的 指 示， 摆 脱 幻 念 的 困 扰、 虔 诚 为 主 服 务， 人 

类 就 会 摆 脱 行 动 的 束 缚。 瑜 珈（ 知 识 及 行 动 瑜 

珈） 之 道 能 够 将 人 类 从 行 动 的 奴 役 中 解 救 出 

来。  在 第 四 章 中， 克 利 须 那 点 明 了 瑜 珈 的 创 

建 者 及 发 展 的 不 同 阶 段。 

 

1． “  主 说，‘ 是 我 创 建 了 这 不 朽 的 瑜 珈 之 

道， 然 后 将 它 传 给 了 太 阳 神 维 瓦 斯 瓦 特， 维 瓦 

斯 瓦 特 传 给 了 玛 奴， 玛 奴 又 传 给 了 伊 克 斯 瓦 

库。” 

 

  在 凯 尔 帕 之 初， 是 他 将 关 于 瑜 珈 的 知 识 

传 给 了 太 阳 神（ 象 征 着 正 直 的 愿 望）， 之 后 又 

由 玛 奴（象 征 着 心 灵）传 给 了 伊 克 斯 瓦 库（ 象 征 

着 抱 负）。 克 利 须 那 是 瑜 珈 修 行 者， 因 此， 是 

与 至 尊 主 合 为 一 体 的 瑜 珈 修 行 大 师 创 建 了 瑜 

珈 之 道， 赋 予 了 它 生 命。 太 阳 代 表 了 对 主 的 感 

知 之 路
1
， 主 是“ 给 予 他 人 光 明 的 光 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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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普 拉  施 那 奥  义》中 说：“  智 者 对 他（ 主） 有 所 感 知， 主  没 有 

具 体 形 态， 他 光 芒 四 射、 无 所 不 知， 赋 予 世 界 光 明。 他 就 象 是 

太 阳 的 万 丈 光 芒， 无 处 不 在。” 

 

 

 

 

 

 

 



 

 

 

 

 

 

    
 

 

  瑜 珈 是 永 恒 的。 在 前 面 的 章 节 里， 克 利 

须 那 曾 经 说 过， 瑜 珈 一 旦 开 始， 将 永 无 止 境， 

直 到 达 到 完 美 之 境。 医 药 可 以 治 愈 人 身 体 的 

疾 病， 对 主 的 朝 拜 则 可 以 治 愈 人 灵 魂 的 疾 病， 

朝 圣 之 路 的 开 始 也 就 是 治 疗 的 开 始。 奉 献 与 

冥 想 的 行 为 也 是 圣 人 的 创 造， 对 瑜 珈 全 无 概 

念 的 原 始 人 类 只 能 躺 在 无 知 的 黑 暗 中， 是 圣 

人 给 他 们 带 来 了 光 明 及 完 美。  

  克 利 须 那 将 瑜 珈 之 道 传 给 了 太 阳 神。  

如 果 一 个 已 经 感 知 并 实 现 “自 我” 的 圣 人 对 信 

徒 只 要 看 上 一 眼， 哪 怕 只 是 一 瞥 而 过， 瑜 珈 这 

一 生 命 之 源 也 会 被 源 源 不 断 地 被 注 入 幸 运 信 

徒 的 心 灵。 一 切 生 物 的 生 命 都 是 由 太 阳 赐 予。  

光 芒 就 象 是 人 类 的 生 命 及 呼 吸， 所 以，至 尊 之 

境 的 到 达 也 只 能 通 过 节 制 呼 吸 来 实 现。 虔 诚 

的 信 念 一 旦 注 入 人 类 的 脑 海， 完 美 的 种 子 就 

在 人 的 心 中 生 根 发 芽， 就 这 样， 神 将 这 一 智 慧 

传 给 了 玛 奴。 种 子 一 旦 发 芽， 认 知 圣 人 的 愿 望 

自 然 就 油 然 而 生， 而 后， 人 类 就 渴 望 愿 望 的 达 

成， 这 样， 玛 奴 又 将 瑜 珈 之 道 传 给 了 伊 克 施 瓦 

库。 

 

 

 

 

 

 



  
 
 
 
 
 
 
 
 
                                            

 

 

 

2． “ 这 门 深 奥 的 学 问 就 这 样 世 世 代 代 流 传 下 

来，那 些 圣 王（儒 阿 扎 西
2
） 们 也 是 以 这 种 方 式 

学 到 这 门 学 问 的。 然 而， 时 光 流 逝， 这 门 学 问 

已 经 面 目 全 非， 即 将 失 传。” 

 

  瑜 珈 之 道  经 世 世 代 代 流 传 下 来，  使 千 

千 万 万 信 徒 从 低 级 渐 渐 发 展 到 刹 帝  利 等 级， 

随 后 成 为 达 官 贵 人。 那 些 能 够 达 到 这 一 境 界 

的 人 因 此 能 够 拥 有 强 大 的 权 力， 但 他 们 也 常 

常 遭 受 毁 灭 的 厄 运。 而 克 利 须 那 的 虔 诚 信 徒 

和 亲 密 朋 友 将 摆 脱 这 种 命 运。 

 

3． “  今 天， 我 就 将 这 门 科 学 传 授 给 你， 因 为 

你 既 是 我 的 虔 诚 信 徒， 又 是 我 的 朋 友， 应 该 了 

解 这 门 超 然 科 学 的 奥 秘。” 

 

  阿 尔 诸 那 是 个 刹 帝 利， 因 此 也 将 面 临 毁 

灭。 但 这 并 不 是 说 在 这 一  阶 段， 瑜 珈 的 魔 力 

已 经 尽 失， 而 是 瑜 珈 信 徒 们 常 常 受 到 世 俗 之 

物 的 诱 惑。 克 利 须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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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读 者 们 需 要 注 意，对 于 儒 扎 阿 西 一  词， 世 人  常 常有 很 多 误 解。 

据 说 ， 如 果 刹 帝 利 信 仰 虔 诚 并 生 活 简 朴， 他 将 会 得 到 回 报 而 

被 提 升 为 儒 扎 阿 西， 就 好 象 婆 罗 门 被 提 升 为 婆 罗 门 阿 西。 但 

实 际 上， 主 傺 创 造 过 婆 罗 门 和 刹 帝 利， 也 从 未 创 造 过 犹 太  教 

和 基 督 教。 这 些 都 是 社 会 秩 序 的 一 部 分。  在 这 里，儒 扎 阿 西 是 

指 四 个 精 神 境 界 之 一， 这 些 境 界 是 由 信 徒 的 内 在 品 质 决 定 

的， 而 非 其 阶 级 或 出 生。 这 种 解 释 是 正 确 的， 不 然 的 话，《 集 

塔》 就 成 了 专 属  特 定 等 级 的 著 作。 

 

 

 

 

 

 



 

 

 

 

 

 

    
 

 

 

现 在 就 要 把 这 门 深 奥 的 学 问 传 授 给 阿 尔 诸 

那， 因 为 他 既 是 他 的 虔 诚 信 徒， 又 是 他 的 忠 实 

朋 友。 

 

   只 有 把 主 放 在 心 中， 主 才 能 不 断 对 他 

进 行 教 诲， 他 的 朝 圣 之 途 才 算 真 正 开 始。 因 为 

如 果 主 深 居 他 心 中， 主 就 能 时 时 刻 刻 检 查 他 

的 行 动、 指 点 他、 当 他 遇 到 困 难 时 支 持 他， 只 

有 如 此， 他 才 能 控 制 自 己 的 思 想， 不 然， 他 将 

永 远 缺 乏 足 够 的 勇 气 与 主 动 性， 永 远 经 受 考 

验， 永 远 无 法 实 现 灵 性 的 最 终 目 标。 

 

  我 的 恩 师——我 心 目 中 的 主——  曾 经 说，

“ 哈！ 有 几 次 我 险 些 失 足， 幸 好 主 拯 救 了 我。 

主 教 导 我……” 我 会 问，“ 老 师， 主 可 以 交 谈 

吗？” 他 说，“ 当 然 了， 他 可 以 象 你 我 一 样 不 停 

地 交 谈 数 个 小 时。” 这 令 我 感 到 很 难 过， 因 为 

我 不 知 道 主 如 何 交 谈。 过 了 一 会 儿， 他 说，

“ 你 担 什 么 心 呢？ 主 也 会 跟 你 交 谈 的。” 现 在 

我 才 明 白， 他 所 说 的 全 是 事 实。 如 果 信 徒 们 遇 

到 了 难 解 的 问 题， 主 会 象 朋 友 那 样 替 他 们 解 

决， 这 样 他 们 就 可 以 安 全 度 过 灵 性 之 路 上 的 

难 关。 

 

4． “ 太 阳 神 出 生 早 过 你， 我 怎 能 相 信 是 你 将 

瑜 珈 传 授 给 了 他 呢？” 

 

  克 利 须 那 出 生 于 可 知 的 年 代， 而 太 阳 神 

却 在 不 可 知 的 年 代 出 生， 但 他 却 说 是 他 将 呼 

吸 之 法 传 给 了 太 阳 神， 这 让 他 怎 能 不 怀 疑 呢？ 

克 利 须 那 解 答 了 他 心 中 的 疑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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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主 说，‘ 阿 尔 诸 那， 克 敌 者 呀， 你 我 都 经 

历 过 无 数 次 生 命， 我 全 部 都 能  记 得， 而 你 却 

不 能。” 

  克 利 须 那 和 阿 尔 诸 那 都 经 历 过 无 数 次 

生 命，阿 尔 诸 那 对 此 没 有 丝 毫 记 忆， 但 灵 魂 感 

知  者（ 克 利 须 那） 却 记 得 一 清 二 楚。 克 利 须 那 

的 出 生 也 与 众 不 同。 

  获 取 灵 魂 与 获 取 身 体 是 截 然 不 同 的。 克 

利 须 那 的 显 现 是 肉 眼 看 不 见 的。 他 是 无 生 无 

死 的、 神 秘 莫 测 的、 永 恒 的， 却 出 生 于 凡 夫 俗 

子 的 身 体。 

  即 使 居 于 凡 夫 俗 子 的 身 体， 灵 魂（ 主） 

也 能 够 对 最 终 的 本 质 有 所 感 知。 迄 今 为 止， 阿 

尔 诸 那 始 终 认 为 克 利 须 那 是 个 凡 人， 所 以 他 

才 谈 到 最 近 的 生 命。 克 利 须 那 果 真 是 凡 人 吗？ 

6． “ 虽 然 无 生 无 死， 但 作 为 万 世 之  主， 我 依 

靠 阿 特 姆－ 玛 雅 的 神 秘 力 量  显 现 我 自 己。” 

      克 利 须 那 无 生 无 死， 无 所 不 在， 当 他 以 阿 

特 姆－ 玛 雅
3
 的 力 量 控 制 人 类 对 物 质 的 眷 恋 

时， 他 就 可 以 显 现 自 己。 玛 雅 有 很 多 种， 道 德 

上 的 无 知 使 得 人 类 接 受 物 质 世 界 的 现 实， 从 

而 导 致 其 以 低 级 和 下 等 的 形 态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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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 伟 大 的 诗 人 突 希 达 斯  对 史 诗《 罗 摩 衍 那》 的 译 本《 罗 摩  柴 

瑞 塔  玛 纳 斯》 中， 突 希 达 斯 对 玛 雅 作 了 如 下 定 义：“ 如 果 我 和 

这 些 是 我 的， 那 么 你 和 那 些 就 是 你 的。” 这 个 概 念 就 是 玛 雅， 

一 切 生 物 都 是 它 的 牺 牲 品。 这 个 概 念 有 双 重 含 义， 一 是 无 知， 

一 是 启 蒙。 前 者 使 得 一 切 生 物 陷 入 生 死 轮 回 的 恶 性 循 环 中， 

而 后 者 是 德 行 的 源 泉，  它 的 生 命 与 活 力 完 全 来 自 其 内 在 的

“ 主”。 启 蒙 的 过 程 被 称 作 维 迪 亚－ 玛  雅， 由 于 它  将 个 体 灵 

魂 和 主 统 一 起 来， 也 被 称 为 瑜 珈－ 玛 雅； 又 因 为 它 帮 助“ 灵 

魂” 实 现 其 最 高 的 荣 耀， 也 叫 作 阿 特 姆 －玛 雅。 如 果 一 个 瑜 珈 

信 徒 拥 有 能 同 时 照 看 上 千 信 徒  的 能 力， 他 所 拥 有 的 这 种 能 力 

也  叫 作 阿 特 姆 －玛 雅。 在 这 里 取 最 后 一 重 含 义。 

 

 

 

 

 

 

 



 

 

 

 

 

 

    
 

 

生 是 其 中 的 一 种， 还 有 一 种 是 克 利 须 那 称 之 

为 瑜 珈－ 玛 雅 的，  这 是 自 我 之 玛 雅， 它 能 够 向 

人 类 提 供 通 向 主  之 殿 堂 的 通 路， 并 帮 助 人 们 

感 知 至 尊 主 的 存 在， 就 是 依 靠 它 的 帮 助， 克 利 

须 那 才 得 以 征 服 物 质 自 然 的 三 种 属 性 而 现 

身。 

 

  人 们 常 常 认 为，  只 要 主 投 胎 到 一 个 新 

的  物 质 身 体， 他 们 就 可 以 感 知 到 主 的 存 在。 

但 克 利 须 那 认 为， 这 样 的 事 是 不 存 在 的。 主 并 

不 拥 有 物 质 身 体。 只 有 通 过 瑜 珈－ 玛 雅， 他 才 

能 控 制 自 然 物 质 的 三 种 属 性 并 使 自 己 现 身。 

但 这 样 的 现 身 又 会 带 来 什 么 样 的 后 果 呢？ 

 

 

7． “ 巴 茹 阿 特 的 后 裔 啊， 每 当 正 义（ 达 摩） 衰 

落， 邪 恶 盛 行， 我 便 降 临。” 

 

  克 利 须 那 对 阿 尔 诸 那 说， 每 当 宗 教 衰 

落， 反 宗 教 盛 行， 每 当 虔 诚 之 人 无 法 安 全 到 达 

信 仰 的 彼 岸， 他 就 在 人 间 现 身。 每 当 虔 诚 的 信 

徒 无 法 在 灵 性 之 路 上 继 续 前 进， 看 不 到 到 达 

终 点 的 希 望 时， 主 就 会 降 临。 也 就 是 说， 主 只 

对 那 些 忠 诚 不 二 的 信 徒 现 身。 

 

  那 么 现 身 后 的 主 到 底 做 些 什 么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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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为 救 助 虔 信 者、 铲 除 恶 徒、 重 建 宗 教 原 

则， 一  个 年 代 又 一 个 年 代 之 后， 我 就 亲 自 降 

临 人 间。” 

 主 以 救 世 主 的 身 体 降 临 人 世。 每 隔 一 定 

的 年 代， 主 克 利 须 那 都 会 现 身 消 除 正 义 之 路 

上 的 各 种 障 碍， 巩 固 宗 教 的 地 位。 

  克 利 须 那 所 说 的 “时 代” 并 不 是 指 历 史 

年 代， 而 是 指 人 类 道 德 的 起 伏、 兴 衰 与 盈 亏， 

是 人 类 心 灵 要 经 历 的 达 摩 和 不 同 阶 段。 高 斯 

瓦 密• 突 希 达 斯 在《 罗 摩－ 柴 瑞 特－ 玛 纳 斯》 中 

对 此 进 行 过 描 述。 每 一 个 人 心 中 都 会 经 历 达 

摩 的 不 同 阶 段， 并 不 是 由 于 无 知， 而 是 由 于 玛 

雅 的 神 秘 力 量。 这 就 是 本 章 第 6 句 中 所 提 到 的 

阿 特 姆－ 玛 雅。但 人 类 又 怎 么 知 道 自 己 正 在 经 

历 的 是 什 么 阶 段 呢？ 当 美 德 与 善 良 常 驻 人 们 

心 中， 激 情 与 无 知 都 被 控 制， 一 切 恐 惧 都 已 化 

解， 心 中 没 有 任 何 排 斥， 心 中 充 满 了 喜 悦， 人 

就 已 进 入 黄 金 时 代。 如 果 黑 暗（ 塔 玛 斯）、 激 

情 和 道 德 盲 目（ 茹 阿 扎 斯） 控 制 人 类 行 为， 而 

仇 恨 和 矛 盾 支 配 人 类 行 为， 朝 圣 者 则 在 经 历 

铁 的 时 代（  卡 利 俞 戈）。 如 果 无 知、 懈 怠 及 懒 

散 支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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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类 行 为， 达 摩 的 铁 时 代 就 已 来 临。 在 

这 个 时 代 里， 人 们  常 常“ 令 止 禁 行”。 达 摩 的 

这 些 不 同 阶 段 及 其 起 伏 兴 衰 都 是 由 其 天 然 属 

性 所 决 定 的。 有 些 人 称 这 些 阶 段 为 四 个 时 代， 

还 有 些 人 称 它 们 为 四 个 等 级（ 瓦 恩）， 更 有 人 

把 它 们 称 作 灵 性 寻 求 中 的 四 个 级 别， 即 杰 出、 

好、 中 等、 差。 但 无 论 什 么 阶 段， 主 总 是 与 灵 

性 寻 求 者 同 在。 

  因 此 克 利 须 那 说， 只 要 灵 性 寻 求 者 能 够 

积 极 培 养 各 种 正 义 愿 望 ， 无 论 生 死 怎 样 轮 

回， 只 要全 心 全 意、 一 心 得 道， 他 们 都 可 以 成 

为 圣 人。  而 那 些 邪 恶 之 徒 也 将 生 生 世 世 无 法 

摆 脱 前 世 的 罪 恶， 因 为 再 次 投 胎 时， 他 们 前 世 

犯 下 的 罪  也 将 与 他 们 同 在。 因 此， 克 利 须 那 

不 断 地 在 人 间 现 身， 以 扶 助 正 义、 毁 灭 邪 恶、  

巩 固 达 摩。 

 

9． “ 阿 尔 诸 那 啊， 人 若 能 了 解 我 不 断 降 临 的 

目 的 及 行 动 的 本 质， 兑 去 旧 的 躯 壳 后， 他 就 将 

再 也 不 会 降 生 于 这 个 物 质 世 界 而 晋 升 到 我 永 

恒 的 居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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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人 是 无 法 了 解 主 的 降 生 及 行 动 的， 他 

的 逐 渐 显 现、 对 邪 恶 的 毁 灭 及 对 达 摩 的 巩 固 

是 远 远 超 越 凡 人 想 象 的。 只 有 那 些 已 了 解 真 

正 现 实 的  圣 人才 能 够 感 知 他 的 心 意，之 后， 这 

种 感 知 将 生 生 世 世 与 主 同 在。 

  如 果 只 有 先 知 者 才 能 察 知 主 的 显 现， 那 

么 为 什 么 千 千 万 万 的 凡 人 都 在 等 候 他 的 降 临 

呢？ 难 道 我 们 都 是 先 知 吗？ 世 上 有 很 多人， 他 

们  将 自 己 笼 罩 在 圣 人 的 光 环 下， 声 称 自 己 是 

圣 人， 并 有 不 同 的 代 理 为 他 们 作 宣 传、 为 他 们 

的 圣 人 身 份 提 供 证 据， 但 他 们 只 是 披 着 圣 人 

的 外 衣 而 已， 因 为 克 利 须 那 说， 只 有 实 全 实 美 

的 人 才 能 感 知 主。 那 么， 先 知 到 底 是 什 么 样 的 

人 呢？ 

  在 第 二 章 中， 克 利 须 那 曾 经 说 过， 无 论 

是 过 去、 现 在， 还 是 未 来， 非 现 实 永 远 无 法 存 

在， 而 现 实 则 永 远 不 可 能 不 存 在。  先 知 已 与 

最 终 现 实 合 而 为 一， 灵 魂 才 是 最 终 的 现 实。 一 

旦 灵 魂 与 至 尊 之 灵 合 为 一 体， 他 在 至 尊 中， 至 

尊 也 在 他 中。 因 此， 只 有 那 些 感 知 了 “自 我” 

的 人 才 能 够 察 知 主 的 显 现。 换 名 话 说， 主 在 朝 

圣 者 心 中 显 现 他 自 己。 起 初， 朝 圣 者 无 法 理 解 

这 内 在 的 讯 息， 一 旦 察 知 了 至 尊 真 理， 他 将 获 

得 先 知 先 觉 及 理 解 的 能 力。 

  克 利 须 那 说 过， 他 的 显 现 是 内 在 的、 不 

明 显  

 

 

 

 

 

 

 

 



 

 

 

 

 

 

    
 

的、 光 辉 的， 那 些 窥 见 他 光 辉 的 人 将 与 

他 合 一、 同 在。 但 事 实 恰 恰 相 反， 人 们 按 照 想 

象 做 出 神 像， 把 它 们 当 成 主 来 崇 拜； 他 们 认 为 

他 居 于 天 堂。 但 这 并 不 是 真 正 的 现 实。 真 正 的 

现 实 是， 如 果 人 们 完 成 他 们 份 内 的 职 责， 他 们 

也 会 拥 有 克 利 须 那 般 的 光 辉。 克 利 须 那 是 人 

们 可 能 成 为 的， 是 人 类 的 将 来。 一 旦 我 们 达 到 

了 完 美 境 界， 我 们 将 真 正 了 解 克 利 须 那。 

 

10．“ 远 离 执 著、 恐 慌、 嗔 怒， 时 时 思 念 我， 托 

庇 于 我。 因 为 对 我 的 感 知， 过 往 许 多 人， 纷 纷 

得 到 净 化， 并 因 我 而 了 解  永 恒 的 含 义。” 

 

  过 去 有 许 多 人， 因 为 他 们 的 一 心 一 意、 

完 全 超 脱 一 切 而 摆 脱 了 激 情、 恐 惧  与 愤 怒  的 

困 扰，  因 智 慧 和 苦 行 而 得 到 净 化， 从 而 臻 达 

主 的 境 界。 在 邪 恶 当 道 之 时， 有 些 人 心 中 充 满 

了 悲 伤， 这 时 克 利 须 那 就 会 变 换 自 己 的 形 态， 

进 入 他 们 的 心 中。 只 有 这 样 的 人 们 才 能 认 知 

他 的 存 在。 

 

11． “ 帕 萨 啊， 人 们 皈 依 我， 我 也 接 受 他 们， 

因 为 我 知 道 这 些 智 者 将 会 追 随 我 的 步 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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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利 须 那 根 据 信 徒 的 虔 诚 程 度  对 他 们 

进 行 奖 赏 和 扶 助， 信 徒 又 因 为 他 的 奖 赏 和 扶 

助 对 他 进 行 朝 圣。正 义 之 人 知 道  其 中 的 奥 秘， 

因 此 更 加 奉 献 他 们 满 心 的 虔 诚，  遵 从 他 的 指 

示。 

 

  主 将 他 的 恩 惠 赐 予 虔 诚 信 徒 们， 为 他 们 

御 车 并 与 他 们 共 同 作 战； 与 他 们 一 同 前 进 尽 

显 自 己 的 荣 耀； 奋 起 毁 灭 邪 恶 的 力 量 并 引 导 

人 们 发 现 真 正 的 现 实。 这 就 是 主 对 信 徒 的 爱。  

有 主 作 为 他 们 的 御 车 者， 信 徒 们 旅 途 中 的 每 

一 步 都 有 他 的 指 点， 并 因 此 而 进 步。 有 了 主 的 

指 点， 他 们 因 此 知 道 自 己 已 经 行 驶 了 多 远， 知 

道 每 一 步 应 该 采 用 的 策 略 和 目 标， 并 最 终 得 

以 与 主 合 一。 所 以， 对 主 的 朝 圣 与 虔 诚 奉 献 靠 

的 是 信 徒 们 的 努 力， 而 若 没 有 主 的 扶 助， 信 徒 

永 远 也 无 法 完 成 他 们 的 漫 长 旅 程 而 到 达 胜 利 

的 终 点。 

 

12． “渴 望 着 自 己 的 行 动 能 够 结 出 胜 利 的 果 

实， 人 们 就 对 多 个 所 谓 的 神 进 行 崇 拜，  因 为 

他 们 以 为 能 够 很 快 得 到 功 利 性 的 结 果。” 

 

 克 利 须 那 曾 经 教 导 阿 尔 诸 那 履 行 自 己 的 

职 责，实 行 雅 格 亚，向 主 朝 拜，即 向 主 奉 献 自 己 

的 呼 吸，并 控 制 自 己 外 露 的 感 官，最 终 接 近 主 

之 境 界。行 动 的 真 正 含 义 是 对 主 的 崇 拜，本 章 

对 此 会 有 更 详 细 的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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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种 行 动 的 结 果 是 与 主 合 一、 与 主 同 

在、 实 现 最 终 的 目 标。 

  在 第 三 章 中， 克 利 须 那 提 出， 如 果 阿 尔 

诸 那 要 培 养 正 义 的 愿 望， 就 需 要 实 行 雅 格 亚 

并 对 各 种 各 样 的 神 进 行 朝 拜， 这 样， 不 但 正 义 

的 冲 动 会 不 断 增 强， 他 也 会 在 灵 性 之 路 上 不 

断 进 步 而 到 达 胜 利 的 终 点。 克 利 须 那 还 强 调 

说， 如 果 信 徒 们 跟 随 他 的 步 伐， 即 使 过 于 注 重 

行 动 的 结 果， 他 们 也 会 因 为 不 断 经 营 自 己 心 

中 正 义 的 愿 望 而 加 快 前 进 的 速 度。 在 这 里

“ 快” 意 味 着 什 么 呢？ 是 不 是 说 只 要 一 开 始 灵 

性 之 路， 我 们 马 上 就 能 到 达 终 点 呢？ 克 利 须 那 

说， 人 只 能 一 步 一 个 脚 印 地、 逐 渐 地 登 上 灵 性 

的 顶 峰， 没 有 一 个 人 能 够 从 山 脚 下 一 步 跨 到 

山 顶。 

 

13． “ 虽 然 我 按 照 人 的 本 性 及 行 动 创 造 了 四 

个 等 级（ 瓦 恩）——  婆 罗 门、 刹 帝 利、 吠 舍 和 首 

陀 罗， 我 是 一 切 的 创 造 者， 但 你 应 该 视 我 为 不 

变 的、 无 为 的。” 

  既 然 克 利 须 那 是 四 个 等 级 的 创 造 者， 是 

不 是 说 他 将 人 类 划 分 成 了 四 个 按 出 生 划 分 的 

阶 级 呢？ 实 际 上， 他 从 未 将 人 类 按 出 生 的 阶 级 

进 行 过 分 类， 这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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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类 是 建 立 在 天 然 本 性 基 础 上 的。 生 物 或 者 

存 在 的 本 性 是 个 权 衡 标 准 和 准 绳。 如 果 愚 昧 

无 知 在 人 性 中 起 着 决 定 作 用， 其 表 现 形 式 就 

是 懒 散、 嗜 睡、 不 负 责 任、 厌 恶 工 作、 及 明 知 

不 对 却 又 无 法 控 制 的 邪 恶 冲 动。 有 的 人 胸 怀 

无 比 的 热 情 静 坐 两 个 小 时， 虽 然 身 体 是 静 止 

的， 思 想 却 早 已 神 游 天 外， 大 脑 纺 织 着 各 种 各 

样 的 梦。 这 样 怎 么 能 算 是 对 主 的 朝 圣 呢？ 对 于 

这 个 问 题， 唯 一 的 解 决 办 法 就 是 求 教 于 圣 人、 

智 者， 请 他 们 将 自 己 引 入 灵 性 的 正 途， 因 为 他 

们 可 以 帮 助 控 制 消 极 思 想、 巩 固 灵 性 发 展。 

 

  随 着 愚 昧 和 无 知 的 渐 渐 消 失， 茹 阿 扎 斯 

对 他 的 控 制 渐 渐 被 削 弱，好 的 品 行（ 萨 特 瓦） 

在 人 麻 木 的 心 中 渐 渐 苏 醒，能 力 也 渐 渐 增 强， 

灵 性 寻 求 者 进 入 了 第 二 等 级—— 吠 舍。 在 这 一 

阶 段， 他 吸 收 了 更 多 的 美 好 品 德， 对 感 官 的 控 

制 能 力 也 随 之 增 强， 他 因 此 在 正 义 之 路 上 越 

走 越 远， 茹 阿 扎 斯 的 影 响 越 来 越 弱， 塔 玛 斯 的 

影 响 则 日益 增 强， 他 又 因 此 进 入 第 三 等 级—— 

刹 帝 利 。 他 变 得 英 勇 过 人、 沉 浸 于 行 动 的 喜 

悦、 永 不 后 退、 能 够 控 制 自 己 的 各 种 情 感、 在 

自 然 的 三 属 性 中 勇 敢 开 出 道 路， 他 的 行 动 更 

加 得 到 净 化， 萨 特 瓦 成 为 行 动 的 主 导， 多 种 好 

的 品 德 在 他 的 心 中 深 深 扎 下 了 根， 他 对 思 想 

和 感 官 有 极 好 的 控 制 力、 一 心 一 意、 纯 净 如 

水、 全 心 全 意 地 进 行 静 坐 和 冥 想， 信 仰 更 加 坚 

定， 并 且 能 够 与 主 交 谈、 倾 听 主 的 声 音。 这 时 

他 到 达 了 第 四 种 境 界——  婆 罗 门。 一 旦 与 主 成 

为 一 体， 他 就 既 不 是 婆 罗 门， 更 不 是 刹 帝 利、 

吠 舍 和 首 陀 罗。 因 此 对 主 的  

 

 

 

 

 

 

 



 

 

 

 

 

 

    
 

 

朝 拜 是 唯 一 的 行 动——   主 所 指 定 的 行 动。 这 

四 个 等 级 是 由 克 利 须 那 所 创 造 的， 而 他 却 让 

阿 尔 诸 那 视 他 为 无 为 者， 这 又 是 为 什 么 呢？ 

 

14． “ 我 不 受 行 动 的 影 响， 也 不 追 求 行 动 的 结 

果。 无 论 是 谁， 只 要 他 明 白 了 这 一 真 理， 便 不 

再 受 到 行 动 的 束 缚。” 

 

  克 利 须 那 不 受 行 动 结 果 的 影 响。 在 前 面 

的 章 节 里， 他 曾 说 过， 凡 是 能 够 促 成 雅 格 亚 的 

实 现 的 行 为 都 是 行 动， 而 那 些 品 尝 了 雅 格 亚 

智 慧 之 甘 露 的 人 将 与 主 成 为 一 体。 因 此 行 动 

的 最 终 结 果 就 是 臻 达 至 尊 主 的 境 界。 克 利 须 

那  已 经 达 到 这 一 境 界， 他 已 与 主 融 为 一 体， 

他 即 是 主， 主 即 是 他， 他 已 达 到 无 欲 无 求 的 境 

界。 

 

15． “ 古 代 所 有 解 脱 了 的 灵 魂， 都 深 知 我 的 超 

然 特 性， 并 依 此 而 行 动， 因 此， 你 也 应 该 如 此 

来 履 行 自 己 的 职 责。” 

 

  古 代 那 些 渴 望 得 到 超 度 的 灵 魂 都 依 照 

此 法 行 动， 他 们 都 得 到 了 最 后 的 超 脱， 从 此 不 

再 受 到 行 动 的 控 制， 因 此 如 果 我 们 依 此 而 行， 

也 会 得 到 解 脱， 因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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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 通 向 胜 利 的 唯 一 途 径。 

 

 至 此 为 止， 克 利 须 那 已 经 着 重 描 述 了 对 

行 动 的 执 行， 但 我 们 始 终 不 知 道 行 动 到 底 是 

什 么。 在 第 二 章 中， 他 描 述 了 行 动 的 特 征， 使 

人 类 摆 脱 生 死 轮 回 的 恶 性 循 环 就 是 其 中 之 

一； 他 也 介 绍 了 实 施 行 动 时 应 该 注 意 的 事 项。 

但 他 始 终 没 有 对 行 动 下 明 确 的 定 义。 他 在 第 

三 章 中 阐 述 了 行 动 的 重 要 性， 即 无 论 人 类 选 

择 智 慧 之 道 还 是 行 动 之 道， 行 动 都 是 一 项 基 

本 要 素：  如 果 摒 弃 行 动， 人 永 远 无 法 成 为 智 

者； 如 果 不 履 行 自 己 的 职 责， 人 永 远 也 无 法 从 

行 动 中 得 到 解 脱。 因 此， 阿 尔 诸 那 应 该 行 动 起 

来， 履 行 自 己 的 职 责， 控 制 自 己 的 思 想。 履 行 

职 责， 指 的 是 对 雅 格 亚 的 实 行。  

 

16． “ 行 动 与 静 止 本 质 上 到 底 有 什 么 差 别， 连 

智 者 也 困 惑 不 解。 现 在 我 就 告 诉 你 什 么 是 行 

动， 懂 得 了 它， 你 就 可 以 超 脱 于 各 种 邪 恶 与 不 

幸。” 

  到 底 什 么 是 行 动， 什 么 又 是 静 止 呢？ 连 

博 学 多 闻 的 智 者 都 无 法 解 释。 克 利 须 那 即 将 

向 阿 尔 诸 那 解 释 其 中 的 差 别， 一 旦 把 握 了 这 

些 差 别， 阿 尔 诸 那 就 可 以 从 世 俗 生 活 的 枷 锁 

中 被 解 脱 出 来。 克 利 须 那 再 次 强 调 了 行 动 的 

重 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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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行 动 的 内 涵 是 错 综 复 杂、 令 人 费 

解 的， 因 此， 人 类 非 常 有 必 要 对 行 动 与 静 止 的 

特 性、本 质 以 及 什 么 是 有 价 值 的 行 动 有 正 确 的 

认 识。” 

 

  了 解 什 么 是 行 动、 什 么 是 静 止、 什 么 又 

是 有 价 值 的 行 动， 这 对 人 类 来 说 是 至 关 重 要 

的。 有 些 注 释 者 将“ 维 卡 玛” 一 词（ 此 文 译 者 

将 其 翻 译 为“ 有 价 值 的 行 动”） 翻 译 为“ 被 禁 

止 的 行 动” ， 但 笔 者 认 为，“ 卡 玛” 的前 缀 “ 维
4
” 的 意 思 是 价 值 或 优 秀。 

 

  关 于 行 动 与 静 止 的 含 义， 在 以 下 的 诗 句 

中， 我 们 将 会 有 所 解 释。 

 

18． “ 于 行 动 中 见 静 止， 于 静 止 中 又 见 行 动， 

这 样 的 人 才 是 智 者， 这 样 的 人 才 是 行 动 的 实 

干 家。” 

 

  行 动 即 崇 拜。  智 者 和 已 成 就 的 行 动 者 

在 行 动 中 见 静 止， 也 就 是 说， 他 们 既 虔 诚 地 崇 

拜 主， 同 时 又 相 信， 自 己 是 非 行 动 者， 因 为 是 

自 己 内 在 的、 天 生 的 本 性 促 使 自 己 行 动。  认 

识 到 这 一 点 的 人 才 是 智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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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本 译 本 中， 词 前 缀“ 维” 均 作 “优 秀” 解。 

 

 

 

 

 

 



  
 
 
 
 
 
 
 
 
                                            

 

 

因 为 他 们 既 付 出 行 动、 履 行 自 己 的 职 责， 同 时 

又 对 行 动 不 追 求 任 何 结 果。 

 

  总 的 来 说， 崇 拜 就 是 行 动。 人 类 应 该 行 

动， 应 该 履 行 自 己 的 职 责—— 崇 拜， 但 同 时 又 

应 该 认 识 到 行 动 中 的“ 无 为” 性， 认 识 到 自 己 

不 过 是 一 个 工 具， 真 正 的 行 动 者 是 背 后 隐 藏 

的 属 性。 只 有 这 样， 人 类 的 行 动 才 能 持 久， 世 

间 的 美 好 才 能 持 久。 我 的 恩 师 曾 经 说 过，“ 主 

成 为 我 们 的 御 车 者， 控 制 并 且 指 导 我 们， 只 有 

这 样 才 是 真 正 的 崇 拜。” 尽 管 崇 拜 的 负 担 完 全 

由 朝 圣 者 承 担， 真 正 的 崇 拜 者 却 是 至 尊 主， 因 

为 是 他 常 在 朝 圣 者 身 侧， 扶 持 他， 教 导 他， 鼓 

励 他。 如 果 主 不 进 行 最 后 的 审 判， 我 们 将 永 远 

无 法 得 知 主 通 过 我 们 做 了 些 什 么。 主 会 不 会 

将 我 们 留 在 灵 性 的 荒 野 流 浪 呢？ 那 些 对 主 存 

有 完 全 信 任， 听 从 主 的 指 点 行 动、 相 信 自 己 是 

真 正 的“ 无 为 者” 的 灵 性 寻 求 者 是 真 正 的 智 

者；他 理 解 现 实 的 含 义， 是 个 真 正 的 瑜 珈 信 

徒。 

 

  让 我 们 回 顾 一 下 行 动 及 雅 格 亚 吧。 克 利 

须 那 认 为， 通 常 以 行 动 为 名 的 种 种 行 为 并 不 

是 真 正 的 行 动。 行 动 是 指 定 的 职 责， 是 对 雅 格 

亚 的 遵 守， 除 此 之 外， 任 何 所 谓 的 行 动 都 不 过 

是 凡 世 间 的 物 质 束 缚 罢 了。 从 克 利 须 那 对 雅 

格 亚 特 性 的 描 述 中， 我 们 可 以 看 出， 雅 格 亚 是 

一 种 特 殊 的 崇 拜 方 式， 它 引 导 信 徒 们 向 主 的 

境 界 稳 步 前 进。 

 

 

 

 

 

 

 



 

 

 

 

 

 

    
 

 

 为 了 实 施 雅 格 亚, 人 类 必 须 控 制 自 己 的 

感 官 与 思 想，  培 养 虔 诚 的  心 意。 克 利 须 那 指 

出， 许 多 瑜 珈 信 徒 能 够 成 功， 是 因 为 他 们 在 静 

坐 时 呼 吸 平 稳， 不 时 吟 诵 主 的 圣 名， 因 此 才 能 

控 制 自 己 的 思 想 铲 除 各 种 丝 心 杂 念 的 困 扰。 

这 样， 他 们 才 能 与 至 尊 主 合 为 一 体。 这 就 是 雅 

格 亚， 雅 格 亚 的 实 施 就 是 行 动， 行 动 的 真 正 含 

义 是“ 崇 拜”，“ 崇 拜” 意 味 着 神 圣 的 爱 及 对 瑜 

珈 的 练 习。 

 

19． “ 智 者 说， 如 果 一 个 人 的 行 动 能 够 完 全 超 

脱 于 欲 望 与 结 果， 并 用 知 识 之 火 燃 烧 它 们， 那 

么 这 个 人 就 可 以 算 是 圣 人 了。” 

 

   上 一 句 诗 中， 我 们 谈 到， 如 果 一 个 人 能 

够 在 “有 为 ”中 “ 无 为”， 他 就 可 以 算 是 有 完 

美 行 动 的 智 者 了。 这 一 句 中 说 到， 如 果 一 个 人 

能 够 控 制 自 己 的 欲 望， 他 的 灵 性 就 可 以 算 是 

取 得 了 胜 利。 因 此， 行 动 是 能 够 使 人 类 的 思 想 

免 于 欲 望 的 束 缚。 克 利 须 那 说， 如 果 一 个 人 的 

行 动 有 好 的 开 端， 渐 渐 的， 他 的 行 动 就 变 得 越 

来 越 高 尚， 他 的 思 想 将 摆 脱 各 种 欲 望 及 不 决 

的 束 缚， 当 他 的 思 想 中 不 含 一 丝 欲 望 之 时， 就 

是 他 真 正 实 现 了 对 主 的 感 知 之 时。 因 履 行 主 

指 定 的 职 责、 沿 主 指 定 的 行 动 之 路 前 行 而 得 

来 的 直 接 来 自 主 的 知 识 是 真 正 的 知 识， 是 使 

自 我 与 至 尊 主 合 一 的 知 识， 一 旦 人 们 心 中 燃 

烧 着 这 种 知 识 之 火， 他 将 永 远 摆 脱 行 动， 他 将 

到 达 灵 性 寻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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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终 点。 一 旦 获 得 了 这 种 智 慧， 人 类 将 不 再 需 

要 行 动。 这 样 的 知 识 是 完 美 的 知 识。 

 

20． “ 放 弃 对 一 切 行 动 结 果 的 执 著， 永 远 满 

足， 永 远 傲 然 独 立 于 世 外， 这 样 的 人 虽 然 从 事 

种 种 事 务， 却 并 不 注 重 结 果。” 

  超 然 于 世 外， 满 足 于 永 居 神 之 境 界， 不 

求 行 动 之 结 果， 与 主 永 远 合 一， 这 样 的 圣 人 虽 

然 积 极“ 有 为”， 却 永 远“ 无 为”。 

 

21． “在 行 动 时 能 够 完 全 控 制 思 想 和 感 官， 摒 

弃 物 质 享 乐 之 心， 虽 然 有 为 行 动， 他 的 精 神 却 

是 无 为， 这 样 的 人 就 不 会 受 到 罪 孽 的 影 响。” 

   一 个 对 思 想 与 感 官 有 完 美 控 制、 摒 弃 

一 切 世 间 享 乐、 完 全 自 由 的 人， 他 的 物 质 身 体 

看 似  有 为， 他 却 是 真 正 的 无 为 者， 因 此 他 永 

远 也 不 会 为 罪 恶 所 困 扰。 他 永 远 完 美， 因 此 永 

远 超 脱 于 生 死 轮 回。 

 

22． “  不 求 得 失， 自 然 满 足， 无 喜 无 忧， 不 怀 

嫉 妒， 成 败 不 惊， 这 样 的 人 虽 介 于 行 动， 却 永 

远 不 受 束 缚。” 

  如 果 一 个 人 能 够 不 求 任 何 得 失， 满 足 于 

自 然 得 来 的 好 处， 既 不 欢 天 喜 地， 也 不 悲 伤 满 

怀， 没 有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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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消 极 情 感， 成 败 不 惊， 他 将 不 会 为 行 动 所 

困。 因 为 所 求 的 目 标 已 经 达 成， 他 没 有 任 何 追 

求， 也 不 在 乎 成 败。 这 样 的 行 为 就 是 雅 格 亚。 

克 利 须 那 说： 

 

23． “  如 果 人 能 克 服 对 物 质 的 眷 恋， 坚 定地、 

彻 底 地 吸 收 主 的 神 圣 知 识，按 雅 格 亚 的 方 式 向 

主 朝 圣， 他 将 获 得 完 全 的 精 神 自 由， 他 的 行 动 

也 将 成 为‘ 无 为’ 之 为。” 

 雅 格 亚 的 实 行 就 是 行 动， 直 接 关 于 主 的 

知 识 才 是 真 正 的 知 识。 一 个 人 如 果 以 牺 牲 的 

精 神 行 动， 沉 浸 在 神 授 知 识 的 海 洋 中， 他 就 能 

从 行 动 结 果 的 束 缚 中 解 脱 出 来； 他 将 不 再 注 

重 行 动 的 结 果， 因 为 神 圣 目 标 的 实 现 对 他 来 

说 再 也 不 是 遥 遥 无 期， 而 是 指 日 可 待， 因 此， 

他 们 的 行 动 中 再 也 不 含 任 何 自 私 的 因 素， 而 

成 为 完 全 的“ 无 我”。 

 

24． “ 供 奉 贡 献 即 是 主， 祭 品 即 是 主， 献 祭 仪 

式 中 圣 人 献 祭 时 的 火 焰 是 主， 最 终 神 圣 目 标 

的 实 现 自 然 也 是 主。” 

  已 摆 脱 各 种 束 缚 之 人 的 雅 格 亚 是 主， 他 

供 奉 的 祭 品 是 主， 他 献 祭 时 的 圣 火 也 是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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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 圣 者 的 最 终 目 标 也 是 主。 也 就 是 说， 

虔 诚 的 灵 性 寻 求 者 是 完 全 无 我 的， 他 不 拥 有 

任 何 事 物， 只 为 他 人 的 利 益 服 务。 

 

  这 些 就 是 已 实 现 目 标 的 圣 人 的 一 些 特 

征。 但 对 于 一 个 刚 刚 踏 上 灵 性 之 途 的 朝 圣 者 

来 说， 雅 格 亚 又 有 哪 些 特 征 呢？ 上 一 章 中， 克 

利 须 那 曾 经 鼓 励 阿 尔 诸 那 履 行 自 己 的 神 圣 使 

命， 他 说， 这 种 神 圣 使 命 或 神 圣 职 责 就 是 雅 格 

亚 的 实 施（3.9）， 除 此 之 外 的 一 切 都 是 物 质 上 

的 束 缚，真 正 的 行 动 应 该 是 使 人 类 脱 离 物 质 世 

界 的 各 种 枷 锁 的。 因 此， 阿 尔 诸 那 应 该 摆 脱 一 

切 束 缚， 全 心 为 实 现 雅 格 亚 而 行 动。 但 是， 克 

利 须 那 也 提 出 了 一 个 新 的 问 题， 即： 什 么 是 雅 

格 亚， 应 该 如 何 正 确 实 行 雅 格 亚？ 

 

25． “ 有 些 瑜 珈 师 培 养 自 己 高 尚 的 愿 望 以 实 

行 雅 格 亚， 而 有 些 则 向 火 神  进 行 祭 祀。” 

 

  这 一 句 诗 中 克 利 须 那 叙 述 了 初 入 灵 性 

之 途 者 实 行 雅 格 亚 的 方 式。 他 们 认 真 地 实 施 

雅 格 亚， 即 培 养 及 增 强 自 己 本 质 中 高 尚 的 品 

质。 值 得 我 们 注 意 的 是， 婆 罗 门 一 直 教 导 人 们 

以 雅 格 亚 祭 神， 因 为 他 们 心 中 的 高 尚 愿 望 越 

多， 他 们 在 灵 性 之 路 上 前 进 得 就 越 远， 离 终 点 

也 就 越 近。 因 此， 新 信 徒 实 行 雅 格 亚 的 目 的 是 

培 养 正 义 之 心、 正 直 之 愿 望。 

 

 

X°d_{dm[a{ `kß `m{oJZ: [`w©[mgV{$& 
]´˜mæmd[a{ `kß `k{Z°dm{[OwàoV$&& 25$&& 

 

 

 

 

 

 



 

 

 

 

 

 

    
 

 

 

 本 书 的 第 十 六 章 前 三 句 诗 将 对 正 义 的 神 

圣 性 有 非 常 详 细 的 描 述。  克 利 须 那 说，我 们 每 

个 人 心 中 都 有 正 义， 我 们 应 该 珍 惜 这 种 情 感 

并 且 将 它 们 唤 醒， 因 此， 他 让 阿 尔 诸 那 不 要 悲 

伤， 应 该 利 用 这 些 正 义 的 情 感， 他 将 满 足 于 对 

克 利 须 那 的 爱 并 最 终 接 近 克 利 须 那 之 境。 当 

然， 邪 恶 也 是 人 性 的 一 个 方 面， 它 的 存 在 致 使 

人 们 转 世 投 生 为 低 级 的 生 物 形 态； 因 此 人 们 

在 祭 祀 时 常 常 将 其 作 为 祭 品 献 给 火 神。 这 就 

是 雅 格 亚 及 其 开 端。 

 有 些 人 实 行 雅 格 亚 时 在 他 们 心 中 向 心 中 

的 神 献 祭， 这 就 是 他 们 心 中 神 圣 的 火 焰， 主 的 

化 身。 克 利 须 那 还 说，他 就 是 人 心 中 的“ 阿 笛 

雅 格 亚”，是 祭 品 的 供 奉 对 象，他 也 是 瑜 珈 信 徒 

及 杰 出 的 瑜 珈 师。其 他 的 瑜 珈 信 徒 向 他 们 的 导 

师 献 祭 以 消 灭 自 己 心 中 的 邪 恶。  

 

26． “ 有 些 人 将 听 觉 及 其 它 感 官 作 为 祭 品 献 

给 自 我 控 制 之 火，  其 他 人 将 言 语 及 其 它 感 官 

对 象 作 为 祭 品 献 给 感 官 之 火。” 

 有 些 瑜 珈 信 徒  将 自 己 行 动 的 器 官——  

眼、 耳、 鼻、 舌、 皮 肤—— 献 给 自 我 控 制 之 火， 

也 就 是 说， 他 们 控 制 自 己 的 感 官、 牺 牲 自 己 的 

感 官 享 受， 这 里 的 火 是 具 有 象 征 意 义 的， 因 为 

它 能 使 一 切 物 质 化 为 灰 烬， 因 此 起 到 净 化 的 

作 用； 有 些 信 徒 将 自 己 的 感  觉——   视、 听、 

闻、 味、 触 觉——  献 给 感 官 之 火； 他 们 将 自 己 

的 物 质 欲 望 升 华 为 高 尚、 神 圣 的 情 感。 

在 这 个 世 界 上，人 类 要 独 自 完 成 主 所 赋 

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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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命， 并 不 断 面 对 来 自 各 方 的 挑 战， 依 靠 感 官 

之 火 的 帮 助， 他 将 各 种 向 他 袭 来 的 诱 惑 净 化、 

升 华 为 神 圣 的 情 感。 阿 尔 诸 那 就 是 一 个 例 子。 

他 在 静 坐 冥 想 时， 耳 间 忽 然 响 起 了 轻 快 的 乐 

曲， 当 他 抬 头 仰 望 时， 发 现 圣 女 乌 瓦 诗
5
 就 在 

他 的 面 前。 一 切 世 俗 的 男 人 都 被 她 的 美 所 吸 

引， 而 阿 尔 诸 那 的 眼 中 却 只 有 一 个 慈 祥 的 母 

亲， 那 激 起 人 欲 望 的 靡 靡 之 音 也 变 得 渐 渐 模 

糊 并 埋 藏 在 他 的 感 官 之 中。 

这 里 的 感 官 之 火 也 是 取 其 象 征 意 义， 一 

切 物 质 到 了 火 中 都 会 化 为 灰 烬； 人 们 心 中 一 

旦 燃 起 灵 性 之 火， 一 切 外 来 感 官 诱 惑 都 会 被 

神 圣 的 灵 性 之 火 烧 成 灰 烬。 一 旦 对 感 官 享 乐 

失 去 兴 趣， 外 界 的 物 质 诱 惑 将 再 也 无 法 将 他 

吞 噬。 

 这 句 诗 中 的“ 其 它” 是 指 同 一 灵 性 寻 求 

者 的 不 同 状 态。 这 个 词 并 不 是 指 不 同 的 雅 格 

亚 形 式， 而 是 同 一 信 徒 的 不 同 思 想 状 态。 

 

27． “ 还 有 些 人 通 过 控 制 思 想 和 感 官 实 现 自 

知 自 觉， 把 一 切 感 官 功 能 及 生 命 呼 吸 功 能 向  

知 识 瑜 珈（ 自 我 控 制） 之 火 供 奉。” 

  到 目 前 为 止， 克 利 须 那 一 直 谈 到 雅 格 

亚，  我 们 可 以 发 现 通 过 目 标 的 不 断 调 整 而 产 

生 的 对 神 圣 灵 感 的 培 养、 对 感 官 功 能 的 控 制 

及 对 各 种 感 觉 官 能 的 回 避 的 逐 渐 发 展 过 程； 

信 徒 们 将 他 们 的 感 觉 官 能 及 生 命 之 呼 吸 作 为 

祭 品 献 给 瑜 珈 之 火。这 种 节 制 一 旦 融 入 自 我 之 

中， 呼 吸 及 感 觉 就 渐 渐 变 得 平 静， 那 些 刺 激 人 

类 欲 望 的 洪 流 也 渐 渐 被 自 我 埋 藏， 由 于 雅 格 

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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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  子。 

 

 

 

 

 



 

 

 

 

 

 

    
 

 

 

 

实 行， 对 主 的 感 知 也 将 得 以 实 现。 

 

28． “  有 些 人  牺 牲 自 己 的 物 质 所 得  以 实 施 

雅 格 亚， 有 些 人 对 自 己 进 行 身 体 虐 待， 有 些 人 

举 行 瑜 珈 祭 祀 仪 式， 更 有 些 苦 行 者 以 学 习 经 

典 著 作 的 方 式 实 施 雅 格 亚。” 

 

  很 多 人 牺 牲 自 己 的 物 质 所 得 以 示 自 己 

的 虔 诚， 他 们 向 圣 人 捐 献 钱 财 物 资， 这 就 是 财 

富 雅 格 亚。 财 富 雅 格 亚 就 是 以 捐 赠 财 富 的 方 

式 为 人 类 服 务、 帮 助 那 些 偏 离 了 正 途 的 人， 这 

种 方 式 能 够 削 减 信 徒 的 桑 斯 卡， 减 轻 他 们 的 

罪 过。 有 些 人 虐 待 自 己 的 身 体 和 感 官 以 遵 守 

律 法， 这 是 雅 格 亚 的 低 中 级 阶 段。 为 了 获 得 更 

多 的 灵 性 知 识， 处 于 首 陀 罗 阶 段 的 信 徒 经 历 

各 种 折 磨 来 服 务 于 圣 人， 吠 舍 捐 赠 财 富， 刹 帝 

利 削 弱 性 情 中 的 激 情 及 愤 怒 以 修 练 自 己， 婆 

罗 门 拥 有 与 主 合 一 的 能 力。 这 些 雅 格 亚 的 不 

同 阶 段 都 是 由 人 的 天 性 决 定 的。 

 

  我 的 恩 师 曾 经 说，“ 为 了 目 标 的 实 现 而 

对 自 己 思 想、 身 体、 及 感 官 进 行 的 修 练 就 是 苦 

修。 人 类 要 强 制 性 地 对 它 们（ 思 想、 身 体、 感 

官） 进 行 约 束， 因 为 它 们 有 时 可 能 会 偏 离 正 

轨。” 

 

  有 些 人 实 行 瑜 珈 雅 格 亚。 灵 魂 常 常 在 自 

然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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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世 界 中 游 荡， 将 灵 魂 与 主 统 一 起 来 就 是 瑜 

珈。 第 六 章 23 句 对 瑜 珈 下 了 明 确 的 定 义。 一 般 

来 说， 瑜 珈 就 是 两 个 个 体 的 会 合。 那 么 笔 与 

纸、 盘 子 与 桌 子 的 会 合 算 不 算 是 瑜 珈 呢？ 当 然 

不 是。 因 为 上 述 物 体 都 由 五 种 基 本 元 素 构 成， 

因 此 它 们 不 是 两 个 个 体， 而 是 一 个。 自 然 与 自 

我 是 两 个 截 然 不 同 的、 各 自 独 立 的 个 体， 因 

此， 属 于 自 然 范 畴 的 灵 魂 与 属 于 “自 我” 范 畴 

的 主 的 会 合， 自 然 与 “自 我” 的 相 融， 是 真 正 

的 瑜 珈。 实 行 牺 牲 瑜 珈（ 雅 格 亚） 的 信 徒 与 苦 

行 僧 们 以“ 自 我” 为 目 标， 因 此 他 们 实 行 的 是 

知 识 雅 格 亚。 他 们 按 照 八 步 瑜 珈 法 中 所 述 之 

法 进 行 修 练， 其 中 包 括 节 制 自 己 的 行 为、 行 宗 

教 之 礼、 按 规 定 的 坐 姿 打 坐、 控 制 呼 吸 使 其 平 

和、 节 制 思 想 与 物 质 感 官、 沉 思 自 省、心 中 只 

有 主 的 存 在。 有 些 人 自 学 各 种 经 典， 因 为 他 们 

希 望 了 解“ 自 我”。 但 阅 读 经 典 不 过 是 感 知

“ 自 我” 的 第 一 步 而 已。 克 利 须 那 对 知 识 雅 格 

亚 实 行 者 进 行 了 指 点： 

29． “ 有 些 人 偏 好 呼 吸 之 法， 他 们 练 习 反 呼 为 

吸， 反 吸 为 呼， 还 有 人 停 止 呼 吸， 以 最 终 达 到 

无 呼 无 吸、 呼 吸 平 和。” 

  “自 我” 的 反 思 者 将 自 己 的 呼 吸 作 为 牺 

牲， 有 些 人 反 呼 为 吸， 有 些 人 反 吸 为 呼， 更 有 

人 停 止 呼 吸， 以 实 现 调 息 之 法（ 普 茹 阿 亚 纳 

玛）。 

 克 利 须 那 称 呼 吸 之 法 为 普 冉 － 阿 潘， 而 

圣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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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陀 则 称 之 为 阿 纳 潘。 普 冉 是 吸 气， 阿 潘 是 呼 

气。凭 得 来 的 经 验，圣 人 们 认 为， 吸 气 时 我 们 也 

一 同 吸 入 欲 望， 而 呼 气 时 我 们 也 一 同 排 出 欲 

望。 有 些 人 以 自 己 的 “普 冉” 为 祭 品， 不 从 物 

质 环 境 中 吸 收 任 何 欲 望， 而 有 些 人 以 “阿 潘” 

作 祭 压 制 一 切 心 中 的 欲 望， 以 这 种 方 式， 人 们 

净 化 自 己 的 心 灵、 抵 制 各 种 欲 望。  如 果 呼 与 

吸 达 到 平 衡， 人 们 的 呼 吸 就 得 到 了 控 制， 这 就 

是“ 普 茹 阿 纳 亚 玛”， 调 息 之 法。 一 旦 达 到 了 

这 种 境 界， 人 们 将 不 再 有 任 何 欲 望，思 想 也 因 

此 达 到 最 高 境 界。 

  古 代 很 多 圣 人 都 曾 经 练 习 过 此 法，《韦 

达》 中 也 有 所 提 及。 玛 哈 茹 阿 扎 先 生 认 为， 主 

只 有 一 个 名 字， 却 有 四 种 吟 颂 方 式， 即： 白 卡 

瑞， 玛 笛 亚 玛， 帕 施 延 提， 及 帕 茹 阿。 白 卡 瑞 

就 是 可 显 现 的 或 听 得 到 的， 意 思 是 说 当 发 音 

时， 我 们 自 己 及 周 围 坐 的 他 人 都 能 清 楚 地 听 

到； 玛 笛 亚 玛 即 发 音 时， 因 为 在 喉 咙 中 发 音， 

只 有 说 话 者 听 得 到， 朝 圣 者 达 到 更 高 的 层 次 

时， 他 不 再 需 要 以 口 发 音， 因 为 这 个 名 字 已 成 

为 其 呼 吸 的 一 部 分。 他 的 思 想 只 是 个 旁 观 者， 

在 一 旁 观 察 呼 吸 的 进 行。 这 个 阶 段 就 是 帕 施 

延 提。 

  在 帕 施 延 提 阶 段， 人 的 思 想 象 是 个 旁 观 

者。 到 了 下 一 个 阶 段， 人 的 思 想 不 再 需 要 担 任 

监 督 角 色， 因 为 这 个 名 字 已 被 刻 在 人 的 记 忆 

中， 已 成 为 人 的 一 部 分， 他 不 再 需 要 吟 颂 这 个 

名 字， 也 不 再 需 要 倾 听， 但  

 

 

 

 



  
 
 
 
 
 
 
 
 
                                            

 

 

 

 

 

吟 颂 的 声 音 永 远 在 他 心 中。 这 一 阶 段 是 “阿 扎 

帕” 阶 段， 即 无 需 吟 颂 阶 段。 有 些 人 认 为， 他 

不 需 要 经 过 前 三 个 阶 段， 就 可 以 直 接 到 达 这 

一 阶 段， 这 种 想 法 是 错 误 的。“ 阿 扎 帕” 的 意 

思 是 实 际 的 吟 颂 没 有 发 生， 心 中 的 吟 颂 却 在 

继 续。 一 旦 达 到 这 一 境 界， 人 的 言 语 再 没 有 任 

何 变 化， 因 为 他 已 与 主 融 为 一 体。 这 就 是 帕 茹 

阿 阶 段。 

  在 这 一 句 诗 中， 克 利 须 那 让 阿 尔 诸 那 留 

意 自 己 的 呼 吸， 而 在 后 面 的 部 分 他 还 会 强 调 

吟 颂 “ 呜 牟” 的 重 要 性。 实 际 上，在 从 白 卡 瑞 

进 步 到 玛 笛 亚 玛、 帕 施 延 提 及最 后 的 帕 茹 阿 的 

整 个 过 程 中， 信 徒 已 经 完 全 控 制 了 自 己 的 呼 

吸， 及 至 达 到 最 高 境 界， 他 已 不 再 需 要 吟 颂， 

而 只 需 要 观 察 自 己 的 呼 吸， 因 此， 在 与 阿 尔 诸 

那 交 谈 时， 克 利 须 那 没 有 提 到 普 冉－ 阿 潘， 而 

只 让 阿 尔 诸 那 “ 吟 颂 主 的 名 字”。 

 思 想 与 呼 吸 是 紧 密 相 连 的。 一 旦 信 徒 将 

全 部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自 己 的 呼 吸 上， 伟 大 的 名 

字 已 经 融 入 他 的 呼 吸， 外 部 的 物 质 世 界 再 也 

无 法 在 他 的 心 中 激 起 波 澜。 雅 格 亚 最 终 带 来 

了 胜 利 的 结 果。 

 

 

 

 



 

 

 

 

 

 

    
 

 

 

 

 

30． “ 明 白 雅 格 亚 之 真 谛 的 人 严 格 控 制 自 己 

的 呼 吸， 以 呼 吸 奉 献 于 呼 吸， 以 生 命 奉 献 于 生 

命， 他 们 的 罪 恶 也 因 此 而 洗 清。” 

  我 的 恩 师 玛 哈 茹 阿 扎 曾 经 说 过， 瑜 珈 信 

徒 的 饮 食、 坐 姿 及 睡 眠 都 应 该 稳 定， 控 制  饮 

食 与 感 官 享 乐 是 必 需 的。 许 多 伟 大 的 瑜 珈 师 

都 严 格 信 守 这 些 原 则， 从 而 也  实 现 了 最 终 的 

目 标， 在 自 己 的 每 一 次 呼 吸 中，他 们 都 能 听 到

“ 呜 牟” 这 个 伟 大 的 名 字， 靠 雅 格 亚 的 实 行，

他 们 毁 灭 了 自 己 的 罪 恶。 克 利 须 那 又 谈 到 了 

雅 格 亚 带 来 的 结 果。 

31.  “  库 鲁 的 俊 杰 呀， 那 些 已 品 尝 了 神 圣 甘 露 

的 瑜 珈 师 们 已 臻 达 永 恒 之 境， 而 那 些 不 奉 行 

雅 格 亚 的 人 甚 至 无 法 在 现 世 快 乐 地 生 活， 更 

何 况 下 一 世 呢？” 

  雅 格 亚 能 够 带 来 神 圣 的 甘 露， 其 直 接 收 

益 是 智 慧 的 获 得。 那 些 奉 行 雅 格 亚 的 人 将 与 

主 融 为 一 体， 因 此， 雅 格 亚 是 一 种 能 够 使 崇 拜 

者 与 主 融 为 一 体 的 行 为。 克 利 须 那 说， 如 果 人 

不 奉 行 雅 格 亚， 即 使 在 目 前 的 世 界， 他 都 将 无 

法 获 得 快 乐， 而 到 了下 一 世， 他 也 只 能 重 生 为 

低 等 的 生 物， 因 此， 奉 行 雅 格 亚 是 人 类 的 必 

需。 

32． “各 种 不 同 的 雅 格 亚 都 是为《  韦 达》所 定, 

都 是为 了 适 应 不 同 的 职 责，你 若 能 奉 行 它 们 的 

指 引， 就 可 获 得 解 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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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 达》  对 雅 格 亚 的 不 同 步 骤 进 行 了 描 

述。 灵 性 目 标 实 现 之 后， 主 以 圣 人 的 身 体 显 现 

自 己， 圣 人 的 思 想 因 此 成 为 主 的 工 具， 因 为 是 

主 在 通 过 他 的 身 体 传 达 自 己 的 信 息。 

 克 利 须 那 对 阿 尔 诸 那 说， 一 切 雅 格 亚 均 

来 自 行 动， 如 果 他 明 白 这 一 点， 就 能 够 超 脱 于 

物 质 世 界 的 各 种 束 缚。 也 就 是 说， 行 动 就 是 有 

助 于 雅 格 亚 实 现 的 行 为。 

 在 有 利 于 灵 性 发 展、 控 制 感 官、 节 制 物 

质 生 活 的 情 况 下， 从 事 于 贸 易、 服 务 及 政 治 行 

业 的 工 作 对 人 类 是 没 有 害 处 的。 但 是 事 实 往 

往 相 反， 因 为 雅 格 亚 是 唯 一 使 人 类 接 近 主 之 

境 界 的 活 动。 

 事 实 上， 各 种 形 式 的 雅 格 亚 不 过 是 帮 助 

人 类 进 行 反 思 的 各 种 过 程， 它 使 主 显 现 在 人 

类 面 前。 雅 格 亚 是 主 指 定 的 帮 助 人 类 到 达 灵 

性 终 点 的 必 经 之 路， 而 有 助 于 雅 格 亚 实 现 的 

行 为 就 是 行 动。 因 此， “行 动” 的 真 正 含 义 是 

“崇 拜”。 

 通 常 人 们 认 为， 人 类 所 进 行 的 各 种 活 动 

就 是 行 动。“无 私 行 动 之 道” 就 是 不 考 虑 任 何 

私 利 或 没 有 任 何 自 私 动 机而 进 行 的 活 动。 有 些 

人 认 为出 售 进 口 布 料 纤 维 并 获 取 利 润 是 行 动， 

有 些 人 认 为 出 售 本 国 生 产 的 产 品、 服 务 国 家 

是 无 私 的 行 动。 人 们 在 进 行 各 种 活 动 时 如 果 

有 虔 诚 服 务 之 心、 不 考 虑 经 济 上 的 得 失， 就 是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例 如， 在 不 计 较 个 人 得 失 的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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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在 战 场 上 战 斗 和 参 加 选 举 都 算 是 无 私 的 

行 动， 但 这 些 行 动 无 法 给 人 们 带 来 精 神 上 的 

满 足。 克 利 须 那 说， 履 行 神 圣 的、 主 定 的 职 责 

是 唯 一 的 行 动， 行 动 是 雅 格 亚 的 实 施， 而 雅 格 

亚 则 是 牺 牲 自 己 的 呼 吸、 控 制 感 官、 对 至 尊 主 

的 反 思、 进 行调 息； 物 质 世 界 不 过 是 精 神 世 界 

的 延 伸 而 已。 

  简 单 地 说， 物 质 世 界 由 精 神 延 伸 而 来， 

人 类 应 该 牺 牲 变 换 莫 测 的 世 界 并 将 其 作 为 祭 

品 奉 献 给 主。 一 旦 人 的 思 想 受 到 控 制， 人 类 自 

然 就 能 控 制 物 质 世 界。 因 雅 格 亚 而 得 来 的 知 

识 使 人 类 接 近 主 之 境 界， 过 去 的 圣 人 们 都 靠 

奉 行 雅 格 亚 到 达 了 灵 性 世 界 的 终 点。《韦 达》 

中 所 提 到 的 雅 格 亚 的 不 同 形 态 不 过 是 崇 拜 的 

不 同 阶 段 而 已。 

  为 了 奉 行 雅 格 亚， 人 们 常 常 建 立 一 个 神 

坛、 点 上 圣 火、 吟 诵 斯 瓦 哈、 向 圣 火 内 撒 入 谷 

物 及 油 籽， 这 些 难 道 不 是 雅 格 亚 吗？ 雅 格 亚 对 

此 进 行 了 回 答： 

 

33． “ 普 冉 塔 普 啊， 以 智 慧 作 为 牺 牲 比 以 物 质 

献 祭 要 高 上 百 倍， 因 为 智 慧 是 一 切 行 动 的 顶 

点。” 

  智 慧 雅 格 亚， 就 是 靠 苦 行、 自 控、 信 仰、 

及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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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实 现 对 主 的 感 知，  最 后 一 切 行 动 都 融 于 智 

慧 之 中。 因 此， 智 慧 是 最 高 层 次 的 雅 格 亚。 

    

  与 以 物 质 为 牺 牲 的 方 式 相 比， 智 慧 雅 格 

亚 使 人 直 接 感 知 主
6
， 因 此 是 最 好 的 崇 拜 方 

式。即 使 建 立 千 座 神 坛、 点 万 次 圣 火、 捐 无 数 

钱 财， 我 们 在 灵 性 方 面 的 进 步 也 远 远 小 于 智 

慧 雅 格 亚 的 所 得。 克 利 须 那 说， 真 正 的 雅 格 亚 

是 对 物 质 生 活 的 节 制 及 对 感 官 及 思 想 的 控 

制。 难 道 这 些 是 可 以 从 寺 庙、 清 真 寺 及 教 堂 中 

学 得 到 的 吗？ 难 道 是 可 以 靠 到 圣 地 朝 圣 与 圣 

河 中 沐 浴 得 到 的 吗？ 克 利 须 那 说， 只 有 一 种 方 

式 能 使 人 达 到 这 种 境 界——  对 现 实 的 感 知。 

 

34． “ 以 赤 诚 之 心 皈 依 灵 性 导 师， 询 以 疑 难， 

不 耻 下 问， 全 然 服 从， 这 样 你 就 能 获 得 神 圣 智 

慧。” 

 

  阿 尔 诸 那 应 该 以 满 心 尊 敬 之 情 投 师 于 

灵 性 导 师 门 下， 因 为 这 些 导 师 自 身 已 实 现 了 

灵 性 目 标， 因 而 能 在 如 何 实 现 对 主 的 感 知 上 

对 他 进 行 指 点。 他 应 该 有 满 腔 赤 诚 之 心， 因 为 

只 有 这 样， 他 才 能 实 现 最 终 的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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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普 拉 施 那 奥 义》 中 的 圣 人 皮 帕 拉 第 说， 那 些 渴 望 后 继 有 人 

并 以 物 质 作 为 牺 牲 的 人， 只 能 到 达 月 亮（ 茹 阿 益） 的 世 界， 并 

且 还 将 再 次 投 身 于 世， 但 那 些 以 挚 诚 之 心 靠 苦 修、 自 制、 信 仰 

及 智 慧 崇 拜“ 自 我” 的 人， 将 胜 利 到 达 太 阳 的 世 界（ 普 冉）。 

 

 



 

 

 

 

 

 

    
 

 

 

 

 

 

 

  阿 尔 诸 那 不 是 正 站 在 主 克 利 须 那 的 面 

前 吗？ 如 果 是 的 话， 为 什 么 克 利 须 那 让 他 去 找 

圣 人 作 为 导 师 呢？  现 在 阿 尔 诸 那 是 与 主 在 一 

起， 但 有 一 天 他 会 与 主 分 离， 那 时 他 会 感 到 困 

惑， 因 此， 他 还 是 需 要 一 个 灵 性 导 师。 

 

 

35． “ 潘 督 之 子 啊， 你 一 旦 得 到 了 神 授 的 智 

慧， 就 永 不 会 再 堕 入 虚 幻 之 中， 对 物 质 世 界 产 

生 眷 恋， 因 为 你 会 清 楚 地 看 到 你 自 己 的 存 在， 

还 有 我 的 存 在。” 

 

  一 旦 受 到 灵 性 导 师 的 指 引， 阿 尔 诸 那 将 

不 再 对 物 质 世 界 产 生 依 恋， 因 为 他 将 清 楚 地 

看 到 自 己 的 存 在， 并 将 与 主 融 为 一 体， 成 为 主 

的 化 身。 

 

 

36． “ 即 使 你 是 罪 人 之 首， 一 旦 登 上 神 授 智 慧 

之 方 舟， 你 也 能 立 渡 苦 海。” 

 

  如 果 有 人 认 为， 即 使 我 犯 更 多 的 罪， 最 

后 也 能 得 到 超 度。  克 利 须 那 的 上 述 诗 句 并 没 

有 这 样 的 含 义。 这 是 他 对 人 类 的 鼓 励 之 言：即 

使 是  罪 人， 神 授 知 识 也 能 帮 他 最 后 到 达 灵 性 

的 终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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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 正 如 熊 熊 火 焰 焚 木 成 灰， 阿 尔 诸 那 呀， 

知 识 之 火 也 能 把 一 切 物 质 行 动 烧 成 灰 烬。” 

  这 句 诗 向 我 们 介 绍 了 知 识 所 带 来 的 效 

益， 即 人 一 旦 登 上 知 识 或 者 对 主 之 感 知 的 最 

巅 峰， 不 但 心 中 的 一 切 不 正 义 的 念 头 都 将 化 

为 灰 烬， 就 连 反 思 自 省 也 不 再 适 用。 因 为 反 思 

是 达 到 目 标 的 工 具， 既 然 最 高目 标 已 经 达 到， 

还 要 工 具 何 用 呢？  这 种 对 主 的 感 知 是 在 何 处 

发 生 的 呢？ 它 是 一 种 外 部 现 象 还 是 心 灵 中 的 

变 化 呢？ 

38． “ 在 这 个 物 质 世 界 上， 这 种 超 然 的 灵 性 知 

识 至 为 崇 高， 它 能 够 净 化 一 切， 一 旦 人 在 行 动 

之 途 达 至 完 美 的 境 界， 他 内 心 深 处 必 将 感 觉 

到 这 种 知 识 的 存 在。” 

  一 旦 瑜 珈 信 徒 的 瑜 珈 修 练 进 入 成 熟 阶 

段， 一 旦 超 然 知 识 融 入 他 的内 心——  他 的 “真 

我”， 他 将 不 再 有 任 何 其 它 需 要。 

39． “ 献 身 于 灵 性 知 识 并 对 感 官 有 所 控 制 的 

虔 信 者， 必 然 能 够 得 到 这 门 知 识， 并 必 将 达 到 

至 高 的 灵 性 平 和。” 

  只 有 拥 有 坚 定 的 信 念、 不 动 摇 的 决 心、 

及 对 感 官 的 控 制， 信 徒 才 能 实 现 对 主 的 感 知。 

如 果 其 内 心 没 有 任 何 对 主 的 渴 望，即 使 有 一 千 

个 智 者 对 他 进 行 指 点， 他 也 永 远 无 法 达 到 灵 

性 的 终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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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外，  如 果 没 有 坚 定 的 决 心， 仅 仅 信 念 

也 是 远 远 不 够 的。 信 念、 决 心、 及 对 感 官 的 控 

制 是 同 等 重 要 的，  只 有 这 样， 信 徒 才 能 达 到 

最 后 的 完 美 之 境。 一 旦 获 得 了 这 种 超 然 知 识， 

他 将 永 远 保 持 平 和 的 心 境。 

 

40． “ 那 些 愚 昧 而 无 信 仰 的 人， 怀 疑 启 示 的 圣 

典， 因 此 将 无 法 获 得 对 主 的 感 知； 他 们 沉 沦 堕 

落， 因 此 无 论 是 现 世 还 是 来 世， 都 无 任 何 快 乐 

可 言。” 

 

   如 果 一 个 人 对 雅 格 亚 无 知、 没 有 信 仰、 

远 离 正 义 之 途，  无 论 是 今 生 还 是 来 世， 他 都 

将 无 任 何 快 乐 与 平 静 可 言。  

 

41． “ 达 南 杰 啊， 以 奉 献 之 心 行 动、 不 注 重 行 

动 结 果， 并 以 超 然 知 识 消 除 了 一 切 疑 虑 的 人， 

将 不 再 为 业 报 所 束 缚。” 

 

  如 果 信 徒 将 自 己 完 全 奉 献， 听 从 主 的 训 

示 行 动 而 不 注 重 任 何 结 果， 因 对 主 的 感 知 而 

消 除 了 一 切 疑 虑，  他 将 再 也 无 法 为 行 动 及 业 

报 所 束 缚。 克 利 须 那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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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 因 此， 巴 茹 阿 特 啊， 起 来 战 斗， 以 知 识 

武 装 自 己、 以 瑜 珈 为 武 器， 砍 断 你 心 中 因 无 知 

而 产 生 的 疑 虑 与 不 决 吧。” 

阿 尔 诸 那 必 须 起 来 战 斗， 但 他 的 敌 人—— 

疑 虑 与 不 决—— 是 内 在 的、 而 不 是 外 在 的。 在 

奉 献 及 反 思 之 路 上， 激 情、 疑 虑、不 决 等 各 种 

障 碍 是 很 自 然 的。 要 与 这 些 思 想 内 部 的 敌 人 

作 战 并 将 之 克 服， 一 个 人 需 要 以 雅 格 亚 为 武 

器 将 其 摧 毁， 这 就 是 阿 尔 诸 那 所 要 进 行 的 战 

斗， 而 战 斗 之 后， 将 会 是 永 久 的 胜 利 及 平 和 的 

心 境。 

 
 在 本 章 的 一 开 始， 克 利 须 那 就 说 是 他 将 

瑜 珈 的 知 识 传 授 给 了 太 阳 神， 太 阳 神 传 给 了 

玛 奴， 玛 奴 又 传 给 了 伊 克 施 瓦 库， 随 后， 这 种 

知 识 渐 渐 发 展 到 了 王 公 贵 族 的 阶 段。伟 大 的 教 

师 克 利 须 那 是 这 种 知 识 的 创 建 者， 他 是 不 生 

不 灭、 无 法 轻 易 为 人 感 知 的。 一 个 已 实 现 了 的 

圣 人 也 是 永 恒 不 灭 的， 他 的 物 质 身 体 不 过 是 

一 个 暂 时 的 居 所， 而 正 是 这 样 的 圣 人 将 知 识 

一 代 一 代 传 了 下 去。 这 样 的 圣 人 对 信 徒 只 要 

看 上 一 眼， 哪 怕 只 是 一 瞥 而 过， 瑜 珈 这 一 生 命 

之 源 也 会 被 源 源 不 断 地 被  注 入 信 徒 的 心 灵。

“ 将 瑜 珈 之 知 识 传 授 给 太 阳 神” 的 象 征 意 义 

是 将 每 一 个 人 心 灵 中 暗 藏 的、 未 被 认 知 的 神 

圣 光 辉 唤 醒。 一 旦 被 唤 醒，这 种 神 圣 光 辉 便 永 

驻 人 的 心  间， 成 为 坚 定 的 信 念。 

  太 阳 神 维 瓦 斯 瓦 特、 玛 奴 及 伊 克 施 瓦 库 

象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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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人 类 的 始 祖。 维 瓦 斯 瓦 特 代 表 未 受 到 神 圣 

启 示、 灵 性 未 被 唤 醒 的 原 始 人 类， 是 圣 人 在 他 

们 的 心 中 种 下 了 奉 献 之 种。 种 子 一 旦 种 下， 人 

类 的 心 灵——  玛 奴—— 自 然 就 会 产 生 对 主 的 求 

知 欲 望， 而 后， 这 种 欲 望 被 转 化 为 强 烈 的 渴 望 

（ 即 伊 克 施 瓦 库）。 强 烈 的 欲 望 一 经 产 生， 人 

类 的 灵 性 发 展 步 伐 也 随 之 加 快。 经 过 前 面 两 

个 阶 段，心 中 充 满 了 对 主 感 知 的 强 烈 渴 望， 信 

徒 就 进 入 第 三 阶 段， 这 时， 瑜 珈 开 始 对 人 类 显 

现。这 一 阶 段 也 是 极 为 关 键 的 阶 段， 因 为 这 时 

的 瑜 珈 处 于 随 时 可 能 被 毁 灭 的 危 险 境 地， 但 

主 与 圣 人 无 时 无 刻 不 与 信 徒 同 在。 

 

  前 面 我 们 说 过，克 利 须 那 不 生 不 灭， 无 

所 不 在， 在 以 阿 特 姆 玛 雅
3
 的 力 量 控 制 人 类 对 

物 质 世 界 的 眷 恋 时， 他 就 可 以 显 现 自 己。 那 么 

显 现 之 后， 他 又 做 些 什 么 呢？ 从 一 切 的 初 始，

他 就 不 断 地 在 人 世 投 生 以 保 护 那 些 有 灵 性 发 

展 潜 力 的 信 徒、 毁 灭 邪 恶 者。 他 的 出 生 及 行 动 

是 形 而 上 的，  是 只 有 智 者 才 能 感 知 的。 由 于 

卡 利 俞 戈（ 邪 恶 盛 行） 的 存 在， 主 开 始 显 现 自 

己， 但 他 只 对 虔 信 者 显 现， 初 入 灵 性 之 途 的 人 

无 法 感 知 他 的 存 在。 我 的 恩 师 曾 经 告 诉 我 们， 

主 向 信 徒 施 予 恩 慧， 当 他 与 信 徒 并 行 并 成 为 

他 们 的 御 车 者， 无 时 无 刻、 随 时 随 地， 他 都 在 

与 信 徒 交 谈 并 提 供 他 的 灵 性 支 持。 随 着 灵 魂 

不 断 得 到 净 化， 信 徒 渐 渐 对 主 有 所 感 知， 他 也 

将 得 以 了 解 真 正 的 灵 性 现 实。 正 如 克 利 须 那 

所 说 的， 他 只 为 那 些 超 脱 于 生 死 轮 回 圈 的 智 

者 所 感 知。 

 

  克 利 须 那 还 提 到 了 主 之 显 现 的 形 式。 他 

的 显 现 不 是 外 在 的， 而 是 存 在 于 虔 信 者 的 心 

中； 行 动 既 无 法 将 他 束 缚， 也 无 法 束 缚 灵 性 实 

现 者。  



  
 
 
 
 
 
 
 
 
                                            

 

 

 

 

 

 

 

 

 

一 旦 明 白 了 这 一 真 理， 那 些 已 踏 上 灵 性 

之 途、 渴 求 超 度 的 虔 信 者 就 能 够 达 到 主 的 境 

界， 与 主 融 为 一 体； 只 有 雅 格 亚 可 以 帮 助 信 徒 

达 到 主 的 境 界。 克 利 须 那 继 而 描 述 了 雅 格 亚 

的 性 质 及 即 将 带 来 的 结 果。 为 在 知 识 之 道 上 

渐 行 渐 远， 克 利 须 那 建 议 阿 尔 诸 那 寻 求 灵 性 

实 现 者 的 帮 助； 他 应 以 满 心 虔 诚 与 恭 敬、 虚 心 

求 教、 坦 诚 无 “邪”； 知 识 的 获 得 是 内 在 的、 而 

不 是 外 露 的， 只 有 虔 诚、 坚 定、 能 够 控 制 自 己 

感 官、 心 中 没 有 任 何 疑 虑 与 不 决 的 信 徒 才 能 

获 得 这 种 知 识； 阿 尔 诸 那 及 全 人 类 应 以 摒 弃 

之 剑 当 作 武 器， 进 行 战 斗， 以 割 断 心 中 的 不 

决； 这 种 战 争 是 心 灵 内 部 的 冲 突， 而 不 是 外 部 

的。 在 这 一 章 中， 克 利 须 那 还 描 述 并 解 释 了 雅 

格 亚 的 形 式、 性 质 及 结 果。 

 

 

 

至 此《 博 伽 梵 歌》 第 四 章 结 束， 从 而 结 束 了对 

至 尊 主 的 感 知、 瑜 珈 之 学 及 克 利 须 那 与 阿 尔 

诸 那 间  题 为“  雅 格 亚 羯 磨－  斯 帕 施 提 卡 冉” 

或“ 阐 明 雅 格 亚 之 道” 的 对 话 ， 宗 教 教 师 阿 德 

嘎 达 南 德 的 注 释“ 亚 萨 斯 集 塔” 的 第 四  章 也 

告 此 结 束。 

 

哈 瑞   呜 牟   嗒 特    撒 特 

 



 

 

 

 

 

 

    
  

 

 

 

 

 

 

第  五  章  

至 尊 之 主： 雅 格 亚 的 受 益 者 
 

  在 第 三 章 中， 阿 尔 诸 那 问 克 利 须 那，

“ 主 啊， 既 然 您 也 认 为 智 慧 之 道 更 胜 一 筹， 为 

什 么 还 要 让 我 参 加 这 场 可 怕 的 战 争 呢？” 他 认 

为， 智 慧 之 道 比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更 胜 一 筹， 因 为 

无 论 是 战 胜 还 是 战 败， 他 都 只 有 得 而 没 有 失。 

但 是 他 现 在 明 白 了 无 论 选 择 哪 一 种 方 式， 行 

动 都 是 其 中 的 要 素。 在 进 行 选 择 之 前， 他 提 出 

了 新 的 问 题。 

 

1． “ 阿 尔 诸 那 说，‘ 克 利 须 那 啊， 您 向 我 解 释 

了 通 过 弃 绝 而 行 智 慧 之 道 和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但 是 我 请 您 明 确 地 告 诉 我， 到 底 哪 一 种 方 式 

于 我 更 有 益 呢？” 

 

  阿 尔 诸 那 希 望 克 利 须 那 对 他 加 以 指 点， 

这 是 非 常 自 然 的。 如 果 我 们 知 道 有 两 条 路 线 

都 可 以 到 达 同 一 个 目 的 地， 当 然 会 问 哪 一 条 

路 更 易 行。 克 利 须 那 回 答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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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主 说，‘ 靠 弃 绝 行 智 慧 之 道 和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都 可 以 助 你 得 到 解 脱， 但 是 二 者 当 中，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更 易 行， 因 而 略 胜 一 筹。” 

 

  既 然 两 种 方 式 带 来 同 样 的 效 果， 为 什 么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更 胜 一 筹 呢？ 

 

3． “  臂 力 无 穷 的 阿 尔 诸 那 呀， 既 不 嫉 妒， 也 

不 渴 求， 这 样 的 人 才 是 真 正 的 三 亚 斯， 才 能 克 

服 事 物 的 双 重 性 和 物 质 束 缚， 达 到 彻 底 的 解 

脱。” 

 

  无 论 是 选 择 智 慧 之 道 还 是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如 果 一 个 人 能 从 爱 与 恨 的 情 感 中 超 脱， 他 

就 是 真 正 的 三 亚 斯， 就 将 从 生 死 轮 回 的 恐 惧 

中 解 脱 出 来。 

 

4． “   只 有 无 知 的 人 才 会 认 为 行 动 之 道 与 智 

慧 之 道 有 本 质 的 区 别。 真 正 的 智 者， 会 从 二 者 

中 择 其 一 而 臻 达 主 之 境 界。” 

 

  只 有 无 知 的 人 才 会 认 为 这 两 种 方 式 有 

区 别， 因 为 二 者 的 最 终 目 标 是 相 同 的， 即 臻 达 

主 之 境。 

 

 

 gß›`mg: H$_©`m{J¸ oZ:l{̀ gH$amdw^m°$& 
 V`m{ÒVw H$_©gß›`mgmÀH$_©`m{Jm{ odoeÓ`V{$&& 2$&& 
 k{`: g oZÀ`gß›`mgr `m{ Z ¤{pÓQ> Z H$m∂S>joV$& 
 oZ¤©¤m{ oh _hm]mhm{ gwIß ]›YmÀ‡_w¿`V{$&& 3$&& 

 gmßª``m{Jm° [•WΩ]mcm: ‡dXp›V Z [p S>Vm:$& 
 EH$_fl`mpÒWV gÂ`Jw^`m{od©›XV{ \$c_≤$&& 4$&& 

 

 

 

 

 

 

 



 

 

 

 

 

 

    
 

 

5． “  认 识 到 二 者带 来 相 同 的 结 果 ，  并 且 智 

慧 之 道 与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是 同 一 事 物 的 不 同 方 

面， 这 样 的 人 才 算 是 认 清 了 事 物 的 本 质。” 

 

 无 论 采 纳 智 慧 之 道 还 是 行 动 之 道， 虔 信 者 

都 会 得 到 相 同 的 结 果， 因 此， 智 者 会 认 识 到 二 者 

的 相 同本 质。 如 果 二 者 都 能 将 信 徒 引 向 同 一 个 终 

点， 那 么 克 利 须 那 为 什 么 认 为 行 动 之 道 更 胜 一 

筹 呢？ 

 

6． “臂 力 无 穷 之 人 啊， 没 有 无 私 的 行 动， 绝 除 

尘 缘 是 万 万 不 可 能 的； 但 是 凭 着 对 主 的 信 仰， 

人 却 可 以 很 快 与 主 融 为 一 体。” 

 

 如 果 心 中 没 有 无 私 之 心， 人 就 无 法 真 正 地 

绝 除 尘 缘、 抛 弃 一 切， 因 此 如 果 没 有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智 慧 之 道 也 是 不 可 能 实 现 的； 而 若 能 无 私 行 

动， 虔 信 者 很 快 就 能 够 达 到 完 美 之 境。 

 

 很 显 然 地， 无 私 行 动 也 是 智 慧 之 道 上 不 可 

或 缺 的 条 件， 因 此， 智 慧 之 道 与 行 动 之 道 有 着 相 

同 的 要 素， 也 就 是 雅 格 亚， 即“ 崇 拜”。 这 二 者 的 

差 别 不 过 是 信 徒 心 态 的 不 同 罢 了。 行 智 慧 之 道 

的 人 先 对 自 己 的 能 力 作 一 个 适 当 的 估 计 然 后 行 

动， 而 行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的 人 则 将 自 己 完 全 交 给 

主。 因 此， 前 者 就 象 是 一 个 为 考 试 而 自 学 的 学 

生，而 后 者 则 象 是 参 加 学 校 课 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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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二 者 都 有 同 样 的 导 师 进 行 指 点， 都 参 加 

同 一 个 考 试， 都 获 得 同 样 的 证 书， 他 们 唯 一 的 

不 同 是 心 态 的 不 同。 

 克 利 须 那 曾 经 说 过， 激 情 与 愤 怒 是 人 类 的 

强 敌， 并 鼓 励 阿 尔 诸 那 与 它 们 战 斗 并 将 其 摧 毁， 

阿 尔 诸 那 认 为 做 到 这 一 点 非 常 困 难。 克 利 须 那 

接 着 说， 感 官 在 身 体 之 上，思 想 在 感 官 之 上，理 性 

在 思 想 之 上，“自我” 则 超 越 一 切， 是 一 切 行 动 之 

源。把 握 自 己 的 优 势 并 按 自 己 的 能 力 行 动 是 智 慧 

之 道；将 自 己 交 付 在 主 的 手 中、 听 从 主 的 命 令、 

依 主 的 指 示 行 动是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智 慧 之 道 与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的 本 质 是 相 同 的。克 利 须 那 还 鼓 励 阿 

尔 诸 那 集 中 精 神、 反 思 主 的 存 在、 起 来 战 斗， 这 

样 他 就 能 从 一 切 眷 恋 及 悲 伤 中 彻 底 解 脱 出 来。 

  克 利 须 那 在 本 句 诗 中 强 调 了 同 一 事 物 

的 不 同 方 面， 他 说 无 私 行 动 是 一 切 的 根 本， 绝 

除 尘 缘 及 扬 善 除 恶 都 离 不 开 无 私 行 动。 有 人 

会 坐 着 安 慰 自 己，“ 我 就 是 主， 纯 净 且 英 明。 

对 我 来 说 一 切 行 动 及 束 缚 都 不 存 在，我 表 面 上 

的 行 恶， 也 不 过 是 我 的 感 官 在 依 它 们 的 本 性 

作 祟 罢 了。”对 克 利 须 那 来 说，这 是 不 可 接 受 

的， 因 为 即 使 对 他——万 能 之 主 ——来 说， 行 动 

也 是 必 需 的。 行 动 是《 集 塔》 的 根 本， 没 有 行 

动， 就 没 有《 集 塔》。只 有 通 过 行 动，  绝 除 尘 缘 

才 成 为 可 能， 对 主 的 感 知 才 成 为 可 能。 克 利 须 

那 接 着 谈 到 了 无 私 行 动 之 人 的 特 征： 

7． “ 以 奉 献 精 神 工 作、 灵 魂 纯 净、 控 制 自 己 

的 心 意 和 感 官， 这 样 的 人 为 众 人 所 爱， 亦 爱 众 

人； 他 虽 介 于 行 动 之 中， 却 永 不 受 行 动 束 

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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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得 无 私 行 动 之 真 谛、 通 瑜 珈 之 术 的 

人， 能 够 控 制 自 己 的 感 官， 他 的 思 想 及 感 情 变 

得 纯 净， 并 已 与 主 融 为 一 体； 他 虽 然 介 入 行 

动， 却 能 保 持 超 然； 他 的 一 切 都 纯 净 无 瑕， 因 

为 他 已 与 主 融 为 一 体； 他 的 灵 性 目 标 已 经 实 

现， 因 此 他 再 无 所 求 并 不 再 注 重 行 动 的 结 果。 

这 就 是 已 达 至 尊 之 境 的 圣 人、 智 者。 

 

8－9． “已 获 得 神 授 知 识 的 人， 虽 然 也 看、 也 

听、 也 嗅、 也 食、 也 行、  也 触 摸、 也 呼 吸、 也 放 

松 或 抓 紧， 但 内 心 却 很 清 楚，自 己 是 个 无 为 

者，在 行 动 的  不 过 是 他 的 感 官 而 已。” 

 

 一 个 获 得 对 主 感 知 的 人 不 再 有 任 何 实 

质 上 的 行 动。表 面 上 的 他 看 似 在 行 动， 实 际 上 

是 他 的 躯 体 和 感 官 在 根 据 各 自 的 需 要 而 进 行 

不 同 的 活 动。 因 为， 对 于 一 个 臻 达 神 圣 境 界 的 

人 来 说， 除 了 对 主 的 感 知、 与 主 的 亲 近 之 外， 

还 有 什 么 更 值 得 追 求 呢？ 对 他 来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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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目 标 已 经 实 现， 再 也 没 有 任 何 其 它 的 事 

物 值 得 他 追 求 与 摒 弃。 

 

10． “ 如 果 能 够 履 行 职 责 而 无 所 眷 恋， 将 一 切 

奉 献 给 至 尊 主， 人  就 不 再 受 罪 业 影 响， 就 象 

莲 叶 不 沾 尘 水 一 般。” 

  莲 花 生 长 于 污 泥， 但 莲 叶 却 总 是 漂 浮 于 

水 中； 日 日 夜 夜 水 波 起 伏， 莲 叶 却 总 是 保 持 干 

燥。 正 是“ 莲 花 出 于 污 泥 而 不 染”， 同 样， 已 与 

主 融 为 一 体 的 人， 虽 然 介 身 于 行 动，却 不 为 行 

动 的 结 果 所 束 缚。 

 

11． “ 智 者 放 弃 其 感 官、 思 想、 理 性 及 身 体 对 

物 质 的 执 著 及 追 求， 只 是 为 净 化 自 我 而 行 

动。” 

圣 人 会 放 弃 因 感 官、思 想、 理 性 及 肉 体 而 

产 生 的 各 种 物 质 欲 望， 专 注 于 灵 魂的 净 化。 一 

旦 实 现 了  与 主 的 融 合， 人 的 灵 魂 将 融 入 一 

切， 他 将 因 此 视 一 切 为 自 我 的 延 伸，不 再 为 自 

己 而 行 动， 而 是 为 其 它 存 在  的 净 化 而 行 动； 

他 的 思 想、 理 性 及 物 质 感 官 虽 则 行 动， 他 的 灵 

魂 却 永 远 处 于无 为 与 恒 久 的 宁 静； 他 虽 看 似 有 

为，  实 际 上 却 是 无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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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坚 定 奉 献 的 灵 魂 达 到 至 纯 至 粹 的 平 和， 

因 为 他 可 为 我 牺 牲、 不 计 较 任 何 行 动 的 结 果； 

而 一 味 贪 求 行 动 结 果 的 人，必 将 为 物 质 所 束 

缚。 

 

 那 些 行动 不 求 结 果、 却 受  到 主的 保 佑 与 

祝 福 而 得 到 结 果 的 人 将 最 终 实 现 心 灵 的 宁 

静； 而 那 些 还 在 灵 性 旅 途 继 续 跋 涉 的 人 却 因 

过 于 注 重 行 动 结 果 而 始 终 无 法 实 现 他 的 心 灵 

渴 望， 他 的 心 灵 也 因 此 始 终 充 满 渴 望 而 为 行 

动 所 束 缚。 我 的 恩 师 曾 经 说 过，“记 住 我 的 话 

吧，即 使 主 与 我 们 近 在 咫 尺，如 果 我 们 没 有 到 

达 灵 性 终 点，他 与 我 们 的 距 离 也 是 远 如 天 

涯。”即 使 我 们 明 天 就 要 到 达 主 的 境 界，今 天 的 

我 们 还 是 愚 昧 无 知 的 。 

 

13． “那 些 能 够 完 全 控 制 自 己 的 心 灵 与 思 想 并 

以 灵 性 指 挥 行 动 的 人，将 快 乐 地  居 于 九 门 之 

城
1
，因 为 他 既 不 行动 也 不 迫 使 他 人 行 动。”  

 

 那 些 能 够 实 现 完 全 自 控 的 人， 超 越 自 己 

的 物 质 身 体、思 想、理  性 及 物 质 自 然 的 本 性，常 

居 于 自 我 之 中，既 不行 动 也 不 会 迫 使 他 人 行 

动；他 已 实  现 自 我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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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 的 身 体 被  称  作 九 门 之 城，九 门 即 嘴、耳、眼 等 等。 

 

 

 

 



  
 
 
 
 
 
 
 
 
 

 

 

 

 

常 居 于 自 我 之 境，已 经 完 全 控 制 自 己 的 物 质 欲 

望；他 因 此 既 不 需 要 行 动 也 不 需 要 影 响 他 人 的 

行 动。  

   

 在 另 外 一 段 话 中，当 克 利 须 那 说 主 既 不 

行 动 也 不 令 任 何 行 动 得 以 实 现 时，他 的 话 表 达 

了 同 样 的 含 义。主 永远 通 过 受 人 尊 敬 的 灵 魂 显 

现 自 己， 身 体 不 过 是 灵 魂 的 暂 时 居 所， 无 上 之 

自 我 与 个 体 自 我 是 一体 的， 无 上 之 自 我 通 过 个 

体 自 我 行 动。 因 此， 与 主 合 一 的 自 我 虽 则 看 似

有 为， 却 实 则 无 为。 

  

 1 4 ．   “主 既 不 创 造 行 动、不 创 造 行 动 之 因，

也 不 创 造 行动 之 果；但 他 将 活 力 赋 予 自 然， 自 

然 就 是 行 动 者。” 

 

 主 既 不 为 行 动 创 造 动 力，不 创 造 行 动 本 

身，也 不 创 造 行 动 的 结 果，所 有 的 一 切 均 因 物 

质 自 然 的 本 性 所 起，由 物 质 自 然 所 创 造。物 质 

自 然 的 三 种 属 性， 即 塔 玛 斯、 茹 阿 扎 斯、萨 特 

瓦 ，使 得 人 类 产 生 或 者 神 圣 或 者 邪 恶 的 行 动。  

  

   人 们 通 常 认 为 是 主 使 得 行 动 产 生 或 令 其 

完 成，是 他 使 得 我 们 产 生 病 痛 或 是 痊 愈。 但 克 

利 须 那 说， 主 既 不 创 造 行 动 也 不 创 造 行 动 的 

结 果，是 人 类 因 其天 然 

  

  

Z H$V©Àdß Z H$_m©oU cm{H$Ò` g•OoV ‡^w:$& 
Z H$_©\$cß gß`m{Jß Òd^mdÒVw ‡dV©V{$&& 14$&& 

 

 

 

 

 



 

 

 

 

 

 

    
 

 

 

 

本 性 而 自 行 产 生 行 动。那 么 为 什 么 人 类 说 是 主 

造 就了 一 切 呢？ 

 

15． “至 尊 主 也 不 承 担 任 何 人 的 活 动， 无 论 是 

罪 恶 的 还 是虔  诚 的。 然 而， 人 类 感 到 迷 惑 ， 这 

是 因为 他 们 的 知 识 为 无 知（玛 雅）
2
的 黑 云 所 笼 

罩。” 

 

 全 知 全 能 的 主 既不 接 受 我 们 的 罪 过， 也 

不 接 受 我 们 的 正 义 行 为， 但 人 们 无 知 地 认 为主 

成 全一 切 并 接 受 一 切。  

 

16． “但 是， 知 识一 旦启 发 了 人 类、 清 除 了 无 知 

的 黑 云， 一 切  就 会 跃 然 于 他 的 眼 前， 如 同 白 

昼 的 太 阳 般 照 亮 一  切。”  

 

 思 想 一 旦 为 自 我 的 知 识 所  武装， 人 类 将 

获 得 真 正 的 智 慧， 其 灵 魂 中 无 知 的 黑 云 将 被 

永 久 地 驱 开， 就 好 像 阳  光 拨 开 重 重 云 雾、 使 

得 蓝 天 重 现 一 般 。 主  就  是 阳 光，他 给 予 一 切 

生 物 光 明， 他 是 一 切 光 明 的 源 泉。  

 

  

ZmXŒm{ H$Ò`oMÀ[m[ß Z M°d gwH•$Vß o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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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伊 士 瓦  就 是 与 玛 雅 （即 不 断 发 展 的 经 验 主 义 的 世 界）  或 者 普 

遍 的 无 知  相 关的 至 尊 主  ； 个 体 的 人 就 是 与 个 体 无 知 相 关 的 

神。 至 尊 主 与 个 体 的 人 之 间 的 差 别 是： 主 控 制 玛 雅， 而 人 却 为 

玛 雅 所 控 制。 摘 自《 曼 图 加 奥 义》。 

 

  

 

 



  
 
 
 
 
 
 
 
 
 

 

 

 

17． “当 理 性 与  思 想 全 都 专 注 于 至 尊 之 主 时，

人  就 能 通 过 完 全 的 知 识， 彻 底 清 除 心 中 的 疑 

虑， 从 而 在 解 脱 之 途 中，勇 往 直 前。” 

 

 拥 有 真 智 慧 的 人 将 自 己 完 全 奉 献 给 主， 

他 的 全 部 思 想 与 理 性 将 为 神 圣 知 识 所 占 据， 

从 一 切 物 质 追 求 中 解 脱 出 来， 获 得 真 正 的 超 

脱。 他 们 就 是 潘 迪 特 —— 拥 有 深 奥 学 问 与 神 圣 

智 慧 的 人。 

 

18． “受 到 神 圣 启 示 的 谦 恭 学 者，凭 着 真 知 以 

同 等 的 眼 光 看 待 一 切 生 物， 无 论 是 婆 罗 门 、 

劣 等 人， 还 是 牛 、 大 象 、 猪 狗 动 物 。 ”  

  

 这 些 圣 人 已 经 得 到 神 圣 智 慧， 他 们 的 罪 

过 已 经 被 智 慧 洗 清， 并 不 再 受 到 生 死 轮 回 的 

困 扰； 无 论 是 婆 罗 门、 劣 种 姓 人， 还 是 猪 狗 牛 

动 物， 他 们 都 一 律 平 等 地 对 待， 因 为 他 们 知 道

这 些 不 过 是 外 表，内 在 的 本 质 才 是 最 重 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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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 利 须 那 曾 是 个 牧 童，并 牧 过 牛，如 果 他 

以 尊 敬 的 态 度 谈 论 这 种 生 物，我 们 不 会 觉 得 奇 

怪。但 他 不 但 没 有 这 样 做，恰 恰 相 反，在 他 的 谈 

话 中，他 只 是 把 牛 与 其 它 生 物 同 等 对 待。由 此 

我 们 可 以 看 出，牛 的 宗 教 地 位 不 过 是 无 知 的 人 

们 因 经 济 的 需 要 而 对 其 所 作 的 无 谓 的 抬 高 而 

已。在 前 面 的 章 节 中，克 利 须 那曾 经 说 过，无 知 

者 的 思 想 总 是 “如 杂 草 丛 生，多 头 乱 绪”。 

  这 一 句 诗 提 到 了 两 种 圣 人： 一 种 拥 有 完 

美 知 识， 另 一 种 拥 有 灵 性 知 识。 一 般 来 说， 各 

种 事 物 都 至 少 有 两 个 发 展 阶 段， 即 初 级 或 最 

低 级 阶 段 和 最 终 或 高 级 阶 段。 对 主 的 崇 拜 也 

是 如 此。 崇 拜 的 低 级 阶 段 就 是 初 始 阶 段，  最 

高 级 阶 段 就 是 崇 拜 者 即 将 获 得 行 动 结 果 的 阶 

段。 例 如， 婆 罗 门的 最 低 阶 段 是 萨 特 瓦 阶 段， 

这 时， 信 徒 开 始 逐 渐 获 得 智 慧、 灵 性 崇 拜 的 态 

度、 及 使 他 离 主 越 行 越 近 的 品 质， 他 开 始 积 极 

控 制 思 想 和 感 官，  开 始 能 够 直 接 感 知 并 坚 定 

地 反 思 自 省； 一 旦 信 徒 逐 渐 变 得 完 美， 自 我 与 

主 融 为 一 体， 他 就 达 到 了 婆 罗 门 的 最 高 阶 段。 

这 样 的 信 徒 就 可 以 算 是 有 完 美 的 知 识 了。 他 

将 不 再 为 生 死 轮 回 所 困， 并 因 对 神 圣 “自 我” 

的 感 知 而 平 等 地 看 待 一 切 生 物。 克 利 须 那 对 

最 高 阶 段 有 如 下 的 描 述： 

 

  

 

 



  
 
 
 
 
 
 
 
 
 

 

 

 

 

19． “ 心 意 平 和 纯 净 的 人， 已 经 从 生 死 轮 回 圈 

中 解 脱 出 来。 他 们 象 梵 天 一 样 毫 无 瑕 疵， 且 永 

居 梵 中。” 

   一 旦 达 到 这 种 境 界， 人 就 不 再 属 于 物 

质 之 圈， 尤 其 是 生 死 轮 回 之 圈。 只 要 人 继 续 为 

物 质 所 困， 为 躯 体 所 困， 他 就 仍 是 个 受 限 制 的 

灵 魂； 一 旦 变 得 心 境 平 和， 他 就 从 受 限 制 的 生 

命 状 态 中 解 脱 出 来。 死 后 他 将 再 也 不 用 投 生 

到 物 质 世 界， 而 是 进 入 灵 性 的 天 空， 与 主 融 为 

一 体。 只 有 在 征 服 了 内 心 的 敌 人 之 后， 他 才 可 

能 进 入 这 一 境 界， 而 要 征 服 敌 人， 他 就 必 须 严 

格 控 制 思 想 和 感 官。 

 

20． “ 遇 乐 不 喜， 逢 忧 不 悲， 无 困 无 惑， 且 感 

知 梵 天， 这 样 的 人 已 永 居 主 的 境 界。” 

  这 样 的 圣 人 能 够 超 越 爱 与 恨 的 一 切 困 

扰： 但 凡 是 凡 俗 之 物， 他 得 之 不 喜， 失 之 不 

忧； 他 持 之 以 恒， 心 中 没 有 任 何 疑 虑； 他 已 获 

得 关 于 神 圣“ 自 我” 的 知 识， 并 永 居 梵 中。 

 

21．“ 这 样 的 解 脱 者 不 为 物 质 感 官 快 乐 所 吸 

引， 尽 得 灵 性 快 乐。 因 为 他 专 注 于 至 尊 奉 献，  

因 而 能 臻 达 梵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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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个 人 如 果 能 够 彻 底 地 舍 弃 物 质 世 界 

所 带 来 的 快 乐， 就 能 够 进 入 灵 性 的 极 乐 世 界， 

他 的 真 正 自 我 将 与 主 团 聚， 与 主 共 享 欢 乐。 

 

22． “ 来 自 感 官 物 质 的 欢 乐 是 转 瞬 即 逝 的， 是 

一 切 痛 苦 的 源 泉， 因 此， 绲 缇 之 子 啊， 有 智 慧 

的 人 不 会 渴 求 这 样 的 欢 乐。” 

 

  物 质 感 官 快 乐 起 源 于 与 物 质 的 接 触， 这 

些 不 过 是 过 眼 烟 云 而 已，  它 们 只 会 使 人 类 在 

生 死 轮 回 圈 中 挣 扎。 而 且 人 类 的 物 质 躯 壳 本 

身 就 是 短 暂 的， 终 将 归 于 尘 土。因 此， 彻 悟 的 

智 者 决 不 会 陷 入 物 质 的 泥 潭 而 无 法 自 拔。 

 

23． “ 在 离 开 现 世 躯 体 之 前，  一 个人 若 能 经 受 

住 物 质 感 官 的 冲 动， 控 制 欲 望 和 嗔 怒， 那 他 就 

是 真 正 的 瑜 珈 信 徒， 永 世 快 乐。” 

 

  只 有 不 屈 从 于 肉 欲 的 人 才 是 真 正 的 人， 

即 使 临 时 居 于 物 质 肉 体 之 内， 他 也 会 克 服 激 

情 与 冲 动、 实 现 无 私 的 行 动 从 而 最 终 得 以 解 

脱， 他 将 臻 达 主 的 天 国 而 永 生 快 乐。 但 是 这 种 

快 乐 只 有 靠 现 世 的 修 行 才 能 获 得， 所 以， 圣 人 

卡 比 尔 要 求 他 的 信 徒 们 靠 现 世 的 努 力 来 获 得 

下 世 的 解 脱。 因 为， 在 物 质 躯 壳 毁 灭 之 后， 无 

论 人 类 怎 样 努 力， 都 终 将 是 徒 劳。 克 利 须 那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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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说 过， 那 些 在 现 世 战 胜 欲 望 与 愤 怒 的 人 才 

是 无 私 行 动 者， 才 会 获 得 永 世 的 快 乐。 欲 望 与 

愤 怒、 热 爱 与 仇 恨 都 是 人 类 灵 性 的 大 敌， 它 们 

终 将 被 战 胜 而 得 到 毁 灭。 

 

24． “  了 解 自 我、 内 心 幸 福、 快 乐、 详 和 的 人  

将 会 臻 达 至 尊，并 获 得 最 终 的 至 福。” 

 

   内 心 详 和 快 乐、 为 来 自 自 我 的 灵 光 所 

照 耀 的 人 是 真 圣 人， 他 将 与 主 合 而 为 一， 最 终 

到 达 极 乐 世 界。 

 

25． “ 那 些 因 对 主 的 感 知 而 摆 脱 了 一 切 罪 恶 

的 人， 那 些 心 中 不 存 疑 虑、 纯 净 如 水 的 人， 那 

些 执 著 寻 求 灵 性 发 展、 一 心 造 福 众 生 的 人， 终 

将 在 至 尊 处 得 到 永 世 的 平 和。” 

 

    一 个 人 如 果 知 道 至 尊 主 是 万 物 之 源，   

罪 恶 就 会 被 洗 清， 疑 虑 就 会 消 除， 就 会 完 全 奉 

献 自 我 而 为 全 人 类 服 务， 为 一 切 生 灵 造 福； 对 

众 生 的 怜 悯 将 成 为 他 的 天 性，灵 性 的 感 知 将 成 

为 他 自 我 的 一 部 分 并 助 他 抵 御 感 官 欲 望 的 诱 

惑， 他 将 最 终 融 入 至 尊 主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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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那 些 远 离 嗔 怒 及 物 质 欲 望、 自 觉 自 律 并 

对 主 有 直 接 感 知 的 人， 必 能  寻 求 到 那 平 静、 

至 尊 的 自 我。” 

 

 克 利 须 那 再 三 地 强 调 了 无 私 行 动 者 的 特 

征 及 天 性， 以 此 来 鼓 励 阿 尔 诸 那、 激 发 他 的 热 

情， 并 通 过 他 带 动 其 他 的 信 徒。 为 了 总 结 自 己 

的 论 述， 克 利 须 那 在 本 章 即 将 结 束 的 时 候， 又 

回 到 凝 神 于 呼 吸 的 重 要 性。 

 

27－28.  “ 旨 在 解 脱 的 超 然 主 义 者， 摒 弃 一 切 

外 在 的 感 官 物 质， 将 眼 神 集 中 于 双 眉 之 间， 呼 

吸 停 滞 于 鼻 孔 之 内， 就 这 样 控 制 住 心 意、 感 官 

和 理 性， 从 而 远 离 欲 望、 恐 惧 和 嗔 怒。 常 处 此 

境 之 人 将 永 远 得 到 解 脱。” 

 

 克 利 须 那 要 求 阿 尔 诸 那 注 意 超 脱 俗 世 物 

质 享 乐 的 必 要 性， 并 提 醒 他 将 眼 神 集 中 于 双 

眉 之 间。 在 这 里， “眼 神 集 中 于 双 眉 之 间” 不 

只 是 说 要 集 中 注 意 力， 而 且 指 瑜 珈 信 徒 在 笔 

直 端 坐 的 时 候，双 目 应 集 中 于 与 双 眉 中 心 垂 直 

的 一 点 上， 而 不 应 该 四 处 游 走。 眼 神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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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在 鼻 尖 上 之 后，还 应 该 凝 神 自 己 的 呼 吸， 比 

如 什 么 时 候 吸 入、 摒 气 的 时 间、 等 等；注 意 摒 

气 的 时 间 不 应 该 超 过 一 秒 钟， 而 不 应 该 勉 强 

拖 长； 在 呼 吸 时 圣 名 应 该 常 响 在 我 们 耳 畔。 这 

样， 思 想 一 旦 集 中 在 呼 吸 上， 呼 吸 自 然 就 会 变 

得 持 续、 均 匀、坚 定， 思 想 及 心 神 也 不 再 会 为 

外 界 的 物 质 世 界 吸 引 而 产 生 私 心 杂 念；思 绪 继 

而 变 得 稳 定， 象 清 流 般 汩 汩 涌 出， 持 续 不 断。 

因 此， 能 够 控 制 呼 吸 的 人 也 能 够 控 制 他 的 感 

官、 思 想、 及 理 性， 将 自 我 从 欲 望、 恐 惧、 和 愤 

怒 中 释 放 出 来， 完 全 超 脱。 克 利 须 那 接 着 解 释 

了圣 人 在 灵 性 实 现 和 完 全 解 脱 后 的 归 所 及 做 

为。 

29. “ 一 个 完 全 实 现 了 对 我 的 感 知 的 人， 知 道 

我 是 一 切 雅 格 亚 献 祭 和 苦 修 的 最 终 受 益 者； 

知 道 我 是 全 部 世 界 的 至 尊 主， 知 道 我 是 众 生 

的 无 私 施 恩 者。  这 样 的 人 必 然 达 到 最 终 的 平 

和 之 境， 远 离 物 质 痛 苦 的 折 磨。” 

  一 个 得 到 最 终 解 放 的 人， 知 道 克 利 须 那 

是 一 切 行 为 的 接 受 者， 知 道 他 是 众 生 的 赐 福 

者 和 祝 愿 者。 克 利 须 那 说， 瑜 珈 信 徒 的 吸 入 呼 

出 之 雅 格 亚 和 苦 行 禁 欲 都 是 为 了 实 现 对 他 的 

感 知。 如 果 能 够  通 过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将 自 己 从 

欲 望 的 洪 流 中 解 放 出 来， 信 徒 将 最 终 实 现 对 

克 利 须 那 的 感 知， 获 得 神 授 知 识。 这 就 是 内 心 

的 和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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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本 章 的 开 始， 阿 尔 诸 那  提 出 了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与 智 慧 之 道 哪 一 个 略 胜 一 筹 的 问 

题， 并 恳 请 克 利 须 那 给 他 解 释。 克 利 须 那 解 释 

说， 二 者 的 最 终 目 标 是 相 同 的， 无 论 选 择 哪 一 

条 道， 信 徒 都 必 须 实 行 雅 格 亚 之 道； 但 是，只 

有 靠无 私 行 动 之 道， 信 徒 才 能 彻 底 摆 脱 物 质 欲 

望 的 折 磨， 因 此，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更 胜 一 筹。 克 

制 不 只 是 一 个  手 段， 而 且 是 终 极 的 目 标。擅 于 

克 制 的 人 是 无 私 行 动 者， 是 真 瑜 珈 信 徒， 他 拥 

有 主 的 品 质； 他 既 不 行 动， 也 不 迫 使 他 人 行 

动， 一 切 生 物 的 行 动 都 源 于 自 然； 他 是 先 知， 

是 潘 迪 特， 因 为 他 能 够 感 知 主 的 存 在。 主（ 克 

利 须 那） 是 实 行 雅 格 亚 的 最 终 结 果， 呼 吸、 圣 

名 及 各 种 净 化 仪 式 最 终 都 将 融 入 主 中； 主 是 

信 徒 实 行 雅 格 亚 后 达 到 的 和 平 之 境， 是 信 徒 

最 终 的 归 宿。 

 

 

至 此《 博 伽 梵 歌》 第 五 章 结 束， 从 而 结 束 了对 

至 尊 主 的 感 知、 瑜 珈 之 学 及 克 利 须 那 与 阿 尔 

诸 那 间  题 为“  雅 格 亚  •  博 克 塔 •  玛 哈 普 茹 

沙 斯 塔 • 玛 黑 施 瓦 茹 阿 哈” 或“  至 尊 主： 雅 格 

亚 之 受 益 者” 的 对 话 ， 宗 教 教 师 阿 德 嘎 达 南 

德 的 注 释“ 亚 瑟 斯 集 塔” 的 第 五  章 也 告 此 结 

束。 

 

哈 瑞   呜 牟   嗒 特    撒 特 



  
 
 
 
 
 
 
 
 
         

 

 

 

 

第   六  章  

禅 定 瑜 珈 
 

  每 当 人 世 间 以 宗 教 律 法 的 名 义 出 现 太 

多 不 同 的 惯 例 和 习 俗， 不 同 方 式 的 崇 拜 和 祈 

祷， 不 同 的 教 派 和 组 织， 伟 大 的 灵 魂 就 会 降 生 

人 世， 铲 除 邪 恶 的 分 支， 团 结 人 类， 加 强 人 类 

对 唯 一 的 主 的 信 仰， 拓 宽 通 向 他 的 行 动 之 途。

在 本 章 的 一 开 始， 克 利 须 那 又 一 次 地 强 调 了 

行 动 的 重 要 性。 

  在 第 二 章 中， 他 鼓 励 阿 尔 诸 那 进 行 战 

斗， 因 为 对 刹 帝 利 来 说， 战 斗 是 最 有 利 的 途 

径； 即 使 在 战 争 中 被 打 败， 他 也 会 达 到 神 的 增 

界， 胜 利 更 是 会 为 他 带 来 最 终 的 福 佑。 克 利 须 

那 进 一 步 说， 他 也 向 阿 尔 诸 那 指 明 了 智 慧 之 

道 的 原 则， 即 进 行 战 斗； 智 慧 之 道 不 是 不 行 

动， 因 为 在 旅 途 之 初 虽 然 是 靠 灵 性 导 师 的 鞭 

策 与 鼓 励， 之 后 的 一 切 都 要 靠 信 徒 自 己 对 能 

力、 利 弊 及 形 势 的 估 计， 而 这 一 切 都 离 不 开 行 

动。 

  在 第 三 章 中， 阿 尔 诸 那 认 为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比 智 慧 之 道 更 为 危 险 且 不 易 实 行。 克 利 须 

那 指 点 他 说，无 论 哪 一 种 方式， 行 动 都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条 件； 如 果 不 

 

 

 

 

 

 

 



 

 

 

 

 

 

    
 

 

开 始 行 动， 一 个 人 永 远 也 无 法 达 到“ 无 为” 的 

境 界， 如 果 放 弃 正 在 进 行 的 活 动 而 半 途 而 废， 

他 也 无 法 实 现 最 后 的 解 脱； 无 论 是 智 慧 之 道 

还 是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对 雅 格 亚 的 发 展 都 是 必 

要 的。 

   在 第 五 章 中， 阿 尔 诸 那 又 提 出 了 智 慧 

之 道 与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孰 优 孰 劣 的 问 题。 克 利 

须 那 指 出 说， 二 者 并 没 有 根 本 的 差 别， 它 们 有 

着 共 同 的 目 标；但 是，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较 智 慧 之 

道 略 胜 一 筹， 因 为 如 果 没 有 无 私 的 行 动， 任 何 

人 都 无 法 实 现 他 的 最 终 目 标， 因 此， 二 者 的 差 

别 只 是 信 徒 心 态 上 的 差 别。 

1． “    主 说，‘一 个 人 不 执 著 于 行 动 的 结 果， 

只 是 尽 自 己 的 职 责 本 分， 而 另 一 个 人 却 轻 易 

放 弃 自 己 的 职 责， 那 么， 当 然 第 一 个 人 才 是 瑜 

珈 信 徒。” 

  克 利 须 那 认 为， 只 有 积 极 行 动 而 不 苛 求 

任 何 行 动 结 果 的 人 才 是 真 正 的 瑜 珈 信 徒，  而 

那 些 轻 易 中 断 行 动、 半 途 而 废 的 人 是 永 远 也 

不 可 能 成 为 瑜 珈 信 徒 的。 人 世 上 有 各 种 各 样 

的 活 动， 但 只 有 雅 格 亚 才 是 真 正 的 行 动。 雅 格 

亚，即“ 崇 拜”， 就 是 到 达 至 尊 主 的 境 界。 对 雅 

格 亚 的 实 行 就 是 行 动， 而 实 行 雅 格 亚 的 人 就 

是 瑜 珈 信 徒。克 利 须 那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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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阿 尔 诸 那 啊， 你 要 记 住， 瑜 珈（ 无 私 行  

动） 与 弃 绝 （ 智 慧）乃 是 同 等 道 理。 若 不 弃 绝 

感 官 享 乐 的 欲 望， 人 将 永 远 也 无 法 成 为 瑜 珈 

师。” 

  弃 绝 就 是 瑜 珈， 因 为 如 果 不 弃 绝 物 质 欲 

望， 任 何 人 也 无 法 成 为 一 个 真 正 的 瑜 珈 师。 也 

就 是 说， 无 论 是 选 择 智 慧 之 道 还 是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人 都 要 牺 牲 自 己 对 物 质 的 渴 求。 虽 则 看 

似 简 单， 要 做 到 牺 牲 物 欲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 

3． “ 对 初 习 瑜 珈 之 人， 无 私 行 动 是 其 手 段； 

对 已 在 瑜 珈 中 得 到 晋 升 的 人， 弃 绝 物 质 欲 望 

乃 是 手 段。” 

  对 一 个 希 望 实 现 无 私 行 动 境 界 的 思 想 

者 来 说， 行 动 是 唯 一 的 途 径； 一 旦 行 动 将 这 个 

思 想 者 提 升 到 较 高 的 境 界， 曙 光 已 现 的 时 候， 

弃 绝 一 切 欲 望 就 成 为 他 的 手 段。 

4． “  弃 绝 一 切 物 质 欲 望， 既 不 追 求 感 官 享 

乐， 也 不 从 事 功 利 性 活 动， 这 样 便 已  在 瑜 珈  

中 获 得 晋 升。” 

   在 这 一 阶 段， 人 既 无 任 何 物 质 欲 望， 更 

无 需 行 动， 因 为 最 高 目 标 既 然 达 到， 还 有 什 么 

可 以 追 求 的 呢？ 既 无 所 追 求， 他 也 不 再 有 任 何 

职 责， 更 不 必 再 注 重 行 动 的 结 果。 这 就 是 弃 绝

（ 三 亚 斯）， 这 就 是 瑜 珈 的 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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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ÈÈjm{_w©Z{`m}Jß H$_© H$maU_w¿`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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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灵 魂 既 可 以 是 一 个 人 的 朋 友， 也 可 以 

变 成 他 的 敌 人。 要 努 力 提 高 灵 魂 的 境 界 还 是 

任 其 沉 沦 都 取 决 于 他 自 己。” 

 人 的 职 责 是 拯 救 自 己 的 灵 魂， 而 不 是 使 

灵 魂 堕 落， 因 为 灵 魂 既 可 以 是 他 的 朋 友， 也 可 

以 是 他 的 敌 人。 克 利 须 那 解 释 了 灵 魂 如 何 会 

变 成 朋 友， 如 何 又 会 成 为 敌 人。 

 

6． “  如 果 人 能 够 控 制 自 己 的 思 想 和 感 官， 灵 

魂 就 是 他 的 朋 友； 反 之， 就 是 他 的 敌 人。” 

  对 战 胜 了 思 想 及 感 官 的 人 来 说， 灵 魂 是 

朋 友； 对 那 些 无 法 控 制 思 想 及 感 官 的 人 来 说， 

灵 魂 是 敌 人。 

  在 第 五 句 和 第 六 句 诗 中， 克 利 须 那 一 再 

地 强 调， 一 个 人 的 灵 魂 要 靠 自 己 来 拯 救。 灵 魂 

是 个 朋 友， 因 此， 他 不 应 堕 落 沉 沦。 灵 魂 既 是 

人 类 唯 一 的 敌 人， 又 是 唯 一 的 朋  友。 如 果 他 

能 够 控 制 自 己 的 思 想 和 感 官， 他 的 灵 魂 和 自 

我 将 是 个 朋 友， 将 他 提 升 到 至 高 的 境 界； 如 果 

他 无 法 控 制， 他 的 灵 魂 则 会 成 为 他 的 敌 人， 使 

他 降 生 为 低 等 生 物， 并 为 他 带 来 无 尽 的 折 磨。 

人 们 常 常 说，“ 我 就 是 灵 魂”， 并 因 此 没 有 任 

何 忧 虑； 他 们 从《 集 塔》 中 引 用 各 种 证 据， 证 

明 武 器 无 法 刺 穿 “自 我”、 烈 火 无 法 燃 烧“ 自 

我”、 狂 风 无 法 使 自 我 消 亡， 因 而， 不 灭 的、 恒 

常 的、 万 能 的 主 就 是 我。 可 是， 对 于《 集 塔》 中 

所 说 的 灵 魂 会 使 人 类 降 生 为 低 等 生 物， 他 们 

却 视 而 不 见。 幸 运 的 是， 人 类 的 灵 魂 仍 然 可 以 

被 拯 救。 下 面 的 诗 句 说 明 了 什 么 样 的 灵 魂 是 

人 类 的 朋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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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征 服 了 思 想 与 感 官 的 人 已 经 实 现 心 灵 

的 宁 静 平 和， 无 论 是 悲 喜、 冷 热， 还 是 荣 辱 都 

对 他 没 有 任 何 影 响。 这 样 的 人， 主 将 永 远 与 他 

同 在、 一 体。”  

  对 不 受 冷 热、 悲 喜 及 荣 辱 的 影 响 而 满 足 

于 自 我 的 人， 主 将 永 居 他 的 心 中；  只 要 征 服 

了 思 想 与 感 官， 他  就 会 达 到 永 恒 的 平 静 和 安 

宁， 灵 魂 也 将 完 全 得 到 解 脱。 

 

8． “ 一 个  瑜 珈 师， 如 果 能 满 足 于  直 观 知 识  

和 神 授 知 识， 虔 诚 而 坚 定 不 移， 克 服 感 官 的 诱 

惑，视 万 物 如 一、 平 等 对 待 一 切， 就 可 以 算 是  

实 现 了 对 至 尊 主 的 感 知 。” 

  这 样 的 人 已 经 到 达 瑜 珈 修 练 的 巅 峰。 对 

主 的 感 知 和 因 此 而 获 得 的 神 圣 启 迪 就 是 知 

识。 在 信 徒 和 至 尊 主 之 间 哪 怕 有 极 短 的 距 离， 

信 徒 也 不 算 受 到 神 圣 启 迪， 而 只 能 算 是 徘 徊 

在 无 知 的 黑 暗 中。 这 里 的“ 直 观 知 识”（ 维 格 

亚 那）
1
 是 指 关 于 至 尊 主 如 何 通 过 万 事 万 物 行 

使 职 责、 如 何 于 万 物 中 显 现 自 己、 如 何 指 引 迷 

失 的 灵 魂、 如 何 预 知 过 去、 现 在、 未 来 的 知 

识。 虽 然 从 始 至 终 有 主 陪 伴 左 右， 但 是 初 习 瑜 

珈 者 还 是 无 法 感 知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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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七 章 中 有 本 词 的 另 外 一 个 完 全 不 同 的 注 释 方 式。 

 

 

 

 



 

 

 

 

 

 

    
 

 

 

 

的 存 在， 只 有 那 些 已 到 达 瑜 珈 修 练 巅 峰 的 人 

才 能 感 知 主 履 行 职 责 的 方 式。 这 就 是 维 格 亚 

那。 克 利 须 那 继 续 说， 

 

9． “ 平 等 地 对 待 一 切 人， 无 论 是 朋 友 还 是 敌 

人， 无 论 是 热 情 者 还 是 冷 漠 者， 无 论 是 中 立 者 

还 是 妒 嫉 者 ，无 论 是 正 义 者 还 是 邪 恶 者。 这 样 

的 人 才 是 出 色 的 瑜 珈 师。” 

 

  实 现 了 对 主 感 知 的 圣 人 平 等 而 公 正 地 

看 待 所 有 人。 上 一 章 中， 克 利 须 那 提 出， 有 神 

授 知 识 和 辨 别 力 的 圣 人 会 以 同 样 的 态 度 对 待 

一 切 生 物， 无 论 是 婆 罗 门、 劣 种 姓 人， 还 是 

猪、 狗、 牛、 动 物， 本 句 诗 是 对 此 的 进 一 步 阐 

述。 平 等 看 待 一 切 生 物 的 人 不 注 重 事 物 的 外 

表，他 所 看 到 的 不 过是 同 等 的 人 类 在 灵 性 之 路 

上 的 不 同 发 展 阶 段。 

 

  在 下 面 的 五 名 诗 中， 克 利 须 那 描 述 了 瑜 

珈 的 正 确 修 练 方 法、 修 练 的 地 点、 修 练 者 的 坐 

姿、 进 食 或 娱 乐、 睡 眠 或 清 醒 的 规 则 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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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在 让 我 们 来 对 前 面 的 内 容 作 一 下 回 

顾： 在 第 三 章 中， 克 利 须 那 初 步 提 到 了 雅 格 

亚， 并 解 释 说 雅 格 亚 就 是 应 履 行 的 职 责； 第 四 

章 中， 他 解 释 了 雅 格 亚 的 特 征 及 定 义： 雅 格 亚  

即“ 崇 拜”， 就 是 信 徒 为 了 到 达 至 尊 主 的 境 界 

而 进 行 的 各 种 努 力； 第 五 章 中 他 进 一 步 对 雅 

格 亚 的 定 义 进 行 了 描 述。 但 是 他 是 在 本 章 中 

才 第 一 次 提 到 了 瑜 珈 的 修 练 方 法。 

 

10． “  瑜 珈 修 练 者 应 该  严 格 控 制 自 己， 在 一 

个 僻 静 的 地 点 练 习 瑜 珈， 控 制 他 的 思 想、 身 体 

及 感 官， 并 进 而 驱 除 一 切 欲 望。” 

 瑜 珈 修 练 者 在 练 习 瑜 珈 时 应 该 选 一 个 僻 

静 的 处 所 独 居， 集 中 全 部 身 心， 控 制 感 官、 身 

体 及 思 想，  并 驱 除 脑 海 中 与 物 质 相 关 的 各 种 

思 想。 

 

11． “  他 应 该 选 一 个 干 净 的 地 方， 在 地 上 铺 

上 库 沙 草
2
 或 者 鹿 皮， 然 后 再 铺 上 软 布 做 成 座 

位。 座 位既 不 应 该  过 高， 也 不 应 该 过 低。” 

瑜 珈 练 习 者 应 该 把 练 习 的 地 面 清 扫 干 

净， 然  

 

 

`m{Jr `wƒƒmV gVV_mÀ_mZß ahog pÒW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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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库 沙 草：  人 们 称 它 为 圣 草， 是 印 度 教 宗 教 仪 式 中 的 必 需 品。 

 

 

 

 

 



 

 

 

 

 

 

    
 

 

 

后 用 软 布 和 库 沙 草 或 鹿 皮 做 一 个 座 垫。 木 制 

的 木 板 也 可 以， 但 是 无 论 座 位 由 什 么 材 料 做 

成， 都 应 该  结 实， 并 且 既 不 能 过 高 也 不 能 过 

低。 我 的 恩 师 一 直 用 一 个 五 英 寸 高 的 座 垫， 有 

一 天， 信 徒 们 给 他 找 来 了 一 个 大 理 石 的 座 位， 

在 试  坐 了 一 次 之 后， 他 说：“ 不 行， 这 太 高。 

苦 行 者 不 能 坐 得 太 高， 不 然， 他 有 可 能 会 变 得 

骄 傲。 当 然， 他 也 不 能 坐 得 太 矮， 因 为 那 会 使 

他 觉 得  自 卑。” 然 后 他 就 叫 人 把 座 位 放 回 了 

树 林 里， 之 后， 他 再 也 没 有 提 起 过。 由 此 可 

见，过 高 或 过 低 的 座 位 会 影 响 修 练 者 的 心 态。 

 

12. “ 瑜 珈 师 应 坐 于 其 上， 修 练 瑜 珈， 集 中 精 

神、 控 制 感 官， 以 此 而 净 化 心 灵。” 

  下 面 一 句 诗 是 瑜 珈 信 徒  的 坐 姿： 

 

13． “ 身 体、 头、 颈 应 挺 得 笔 直， 两 眼 应 凝 视 

鼻 尖， 而 不 应 左 顾 右 盼。”  

  在 禅 定 的 过 程 中， 练 习 者 应 该 挺 直 头、 

颈、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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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体， 使 其 坚 定，双 眼 所 视 的 方 向 应 与 鼻 子 成 

一 条 直 线， 而 不 应 左 右 张 望。 

 1 4 ．   “ 然 后 节 制 欲 望、 恐 惧， 使 内 心 平 静 

如 水， 思 想 得 到 控 制 却 保 持 警 醒， 将 自 己 完 全 

交 给 ‘我’。” 

  人 们 常 常 认 为， 节 制 欲 望 或 者 是 禁 欲 主 

要 指 的 是 节 制 色 欲。 但 是，根 据 经 验，圣 人 们 认 

为， 人 们 的 思 想 常 常 被 眼 中 所 视、 耳 中 所 听、 

身 体 所 触 摸 的、 及 其 它 的 各 种 物 体 所 困 扰， 因 

此， 如 果 思 想 得 不 到 控 制， 真 正 的 禁 欲 是 不 可 

能 的。 一 个 真 正 的 禁 欲 者（ 布 茹 阿 姆 查 瑞） 是 

努 力 感 知 至 尊 主 的 人。 布 茹 阿 姆 查 瑞 是 举 止 

似 婆 罗 门 的 人， 即 行 雅 格 亚 之 人。 在 实 施 雅 格 

亚 的 过 程 中， 他 控 制 自 己 的 感 官 与 思 想， 减 少 

其 对 物 质 世 界 的 感 触， 集 中 精 神 全 心 禅 定 ， 

反 思 主 的 存 在。 一 旦 精 力 全 部 集 中 于 主， 他 对 

外 部 的 物 质 世 界 就 再 也 没 有 任 何 印 象。  如 果 

物 质 的 记 忆 尚 存， 他 的 精 力 就 不 可 能 完 全 集 

中 于 对 主 的 反 思； 相 反 的， 如 果 思 想 被 主 所 占 

据， 他 的 身 体 就 不 会 再 产 生 任 何 欲 望。 因 此， 

瑜 珈 修 练 者 应 该 全 心 禅 定， 反 思 主 的 存 在， 把 

自 己 完 全 奉 献 给 主。 

15．  “ 不 断 地 修 练 自 己， 控 制 身 体、 思 想 及 行 

为， 全 心 禅 定， 这 样 的 瑜 珈  师 就 能 够 到 达

‘ 我’的 国 度。” 

 

 

‡em›VmÀ_m odJV^r]´©˜Mmnad´V{ pÒWV:$& 
_Z: gß`Â` _p¿MŒmm{ `w∑V AmgrV _À[a:$&& 14 && 
`wƒƒmfi°dß gXmÀ_mZß `m{Jr oZ`V_mZg:$& 
emp›V® oZdm©U[a_mß _ÀgßÒWm_oYJ¿N>oV$&& 15 && 

 

 

 



 

 

 

 

 

 

    
 

 

 

 

 

  一 个 瑜 珈 信 徒 应 该 思 考 主 的 存 在， 并 控 

制 思 想 以 实 现 最 崇 高 的 心 灵 平 和 和 宁 静。 在 

下 面 的 两 句 诗 中， 克 利 须 那 指 出 了 物 质 纪 律 

以 及 控 制 饮 食 娱 乐 的 重 要 性。 

 

16． “  阿 尔 诸 那 啊， 吃 得 太 多 或 太 少， 睡 得 太 

多 或 太 少， 都 不 可 能 成 为 瑜 珈 师。” 

  对 一 个 瑜 珈 师 来 说， 适 度 的 饮 食 及 睡 眠 

是 必 需 的。 

 

17． “ 只 有 那 些 饮 食、 睡 眠、 锻 练 和 行 动 都 适 

度 的 人 才 能 够 修 成 瑜 珈。” 

 饮 食 过 度 让 人 觉 得 懒 散、困 乏 及 大 意；斋 

戒 会 使 人 缺 乏 活 力；这 二 者 都 会 影 响 瑜 珈 修 

练。我 的 恩 师 认 为，信 徒 应 该 对 饮 食 有 所 控 制，

不 应 吃 得 过 饱 或 过 少。适 度 的 娱 乐、身 体 锻 练 

也 是 必 需 的，因 为 它 们 可 以 使 人 的 精 神 松 弛，

减 少 疾 病 的 发 生。恩 师 常 常 对 我 们 说， 瑜 珈 师 

应 该 有 四 个 小 时 的 睡 眠， 其 它 的 时 间 都 用 于 

禅 定。 但 一 般 的 说， 睡 眠 的 多 少 是 因 人 而 异 

的， 修  

 

 

  

ZmÀ`ÌZVÒVw `m{Jm{@pÒV Z M°H$m›V_ZÌZV:$& 
Z MmoV ÒdflZercÒ` OmJ´Vm{ Z°d MmOw©Z$&& 16 && 
`w∑VmhmaodhmaÒ` `w∑VM{ÓQ>Ò` H$_©gw$& 
`w∑VÒdflZmd]m{YÒ` `m{Jm{ ^doV Xw:Ihm$&& 17 && 

 

 

 



  
 
 
 
 
 
 
 
 
         

 

 

 

 

 

练 者 应 该 有 足 够 的 睡 眠 以 保 持 充 沛 的 精 力。 

 

18． “  瑜 珈 师 修 练 时 如 能 控 制 心 神、 摒 弃 物 

质 欲 望、 安 处 超 然 境 界，  就 可 谓 已 坚 定 地 处 

于 瑜 珈 境 界  之 中。 ”  

  

  一 旦 能 够 用 无 私 的 行 动 来 训 练 自 己、 思 

考 主 的 存 在， 瑜 珈 修 练 者 便 能 摒 弃 一 切 欲 望、 

常 处 瑜 珈 状 态 之 中 。  

 

19. “ 正 如 灯 在 无 风 的 地 方 不 再 飘 忽 晃 荡， 一 

旦 心 神 得 到 控 制， 瑜 珈 修 练 者 就 能 恒 常 地 处 

于 对 超 然 自 我 的 观 想 之 中。” 

 

  在 没 有 风 的 地 方， 火 焰 是 稳 定 的； 思 想 

得 到 控 制 的 人 将 常 处 瑜 珈 状 态。 这 里 的 灯 和 

火 焰 是 个 比 喻。 

 

20． “ 在 对 主 有 直 接 感 知 的 完 美 境 界 中， 他 满 

足 于 ‘自 我’， 在 ‘自 我’ 中 品 尝 快 乐。” 

 

 

 

`Xm odoZ`Vß oMŒm_mÀ_›`{dmdoVÓR>V{$& 
oZ:Ò[•h: gd©H$m_{‰`m{ `w∑V BÀ`w¿`V{ VXm$&& 18 && 
`Wm Xr[m{ oZdmVÒWm{ Zß{JV{ gm{[_m Ò_•Vm$& 
`m{oJZm{ `VoMŒmÒ` `wƒOVm{ `m{J_mÀ_Z:$&& 19 && 
`Ãm{[a_V{ oMŒmß oZÈ’ß `m{Jg{d`m$& 
`Ã M°dmÀ_ZmÀ_mZß [Ì`fimÀ_oZ VwÓ`oV$&& 20 && 

 

 

 

 



 

 

 

 

 

 

    
 

 

 

 

  只 有 经 常 而 持 续 地 练 习 瑜 珈 的 人 才 能 

达 到 这 种 境 界， 不 然 的 话， 人 永 远 也  无 法 控 

制 自 己 的 思 想。  一 旦为 瑜 珈 所 控 制，人 的 思 想 

及 理 性 就 完 全 沉 浸 于 对 主 的 反 思 中 而 停 止 物 

质 的 存 在， 崇 拜 者 就 能 够 通 过“ 自 我” 来 感 知 

主 的 存 在， 并 沉 浸 在 “自 我” 的 欢 乐 之 中。 在 

臻 达 的 那 一 刻， 他 感 知 了 主， 同 时 也 发 现“ 自 

我” 拥 有 了 主 的 特 征。 主 是 永 恒、 不 变、 不 可 

知、 活 力 常 存 的， “自 我” 也 逐 渐 拥 有 了 这 些 

特 征。 但 是 只 要 欲 望 继 续 存 在， 我 们 就 无 法 拥 

有“ 自 我”。 因 此， 崇 拜 者 应 该 快 乐 生 活、 满 足 

于“ 自 我”， 因 为“ 自 我” 才 是 他 真 正 的 自 己。 

 

21． “ 一 旦 感 知 了 主， 他 就 能 以 纯 净 的 心 灵 感 

知 自 我， 并 永 恒、 坚 定 地 处 于 感 知 自 我 的 欢 乐 

之 中；” 

 

  臻 达 至 尊 之 境 后， 瑜 珈 信 徒  将 因 他 的 

坚 定 而 永 世 常 存 并 永 远 处 于 这 种 状 态。 

 

22． “ 在 这 种 状 态 下， 他 明 白 自 己 已 在 主 处 得 

到 最 终 的 心 灵 宁 静， 从 此 以 后， 任 何 忧 愁 都 无 

法 将 他 动 摇。” 

 

  一 旦 在 主 的 居 所 获 得 永 世 的 心 灵 和 平， 

瑜 珈 师 将 从 一 切 悲 伤 与 忧 愁 中 得 到 解 脱 。 

 

 

gwI_mÀ`p›VHß$ `ŒmX≤]wo’J´m¯_Vrp›–`_≤$& 
d{oŒm `Ã Z M°dm`ß pÒWVÌMcoV VŒdV:$&& 21 &&  
`ß c„‹dm Mm[aß cm^ß _›`V{ ZmoYHß$ VV:$& 

`pÒ_p›ÒWVm{ Z Xw:I{Z JwÈUmo[ odMmÎ`V{$&& 22 && 

 

 

 

 



  
 
 
 
 
 
 
 
 
         

 

 

 

23． “  以 无 比 的 决 心、 坚 定 的 信 念、 和 永  不 

厌 倦 的 态 度 修 习 瑜 珈， 而 不 为 世 俗 世 界 的 苦 

痛 所 动 摇 ， 这 是 人 的 职 责。” 

 

彻 底 超 脱 于 物 质 世 界 的 吸 引是 瑜 珈； 经 

历 最 终 的 至 福 是 瑜 珈； 臻 达 最 终 要 素（ 主）  还 

是 瑜 珈。 只 有以 绝 大 的 耐 心 和 持 之 以 恒 的 决 心 

修 练 瑜 珈 的 人 才 能 够 臻 达 瑜 珈 之 境。 

 

24． “ 要 摒 弃 一 切 物 质 欲 望 和 世 俗 眷 恋， 这 样 

思 想 就 能 在 各 个 方 面 控 制 住 所 有 的 感 官。” 

 

  牺 牲 一 切 物 质 欲 望、 世 俗 眷 恋 和 享 乐、 

并 控 制 思 想 是 人 的 职 责。 然 后： 

 

25． “   他 应 该 依 靠 理 性 摒 除 一 切 私 心 杂 念， 

将 思 想 专 注 于 主， 从 而 逐 步 臻 达 解 脱 之 境 。” 

 

 人 的 思 想 一 旦 受 到 控 制， “自 我” 将 与 至 

尊 的 灵 魂 融 为 一 体。 一 个 初 习 者 在 刚 刚 开 始 

时， 应 该 将 自 己 的 注 意 力 专 专 注 于 主， 只 有 这 

样， 他 桀 骜 不 逊 的 思 想 才 能 渐 渐 受 到 控 制。 

 

 

Vß od⁄mX≤ Xw:Igß`m{Jod`m{Jß `m{JgßokV_≤$& 
g oZÌM`{Z `m{∑VÏ`m{ `m{Jm{@oZod© UM{Vgm && 23 &&  
gßH$Î‡^dm›H$m_mßÒÀ`∑Àdm gdm©Ze{fV:$& 
_Zg°d{p›–`J´m_ß odoZ`Â` g_›VV:$&& 24 &&  
eZ°: eZ°È[_{X≤]wX≤‹`m Y•oVJ•hrV`m$& 
AmÀ_gßÒWß _Z: H•$Àdm Z qH$oMXo[ oM›V`{V≤$&& 25 && 

 

 

 

 

 

 



 

 

 

 

 

 

    
 

 

 

26． “  他 应 该 将 飘 忽 不 定 的 思 想 收 回， 将 全 

部 身 心 奉 献 给 主。” 

 

  飘 忽 不 定、 变 化 无 常 是 思 想 的 本 性， 瑜 

珈 信 徒  必 须 控 制 思 想， 而 不 能 反 受 其 控 制。 

人 们 常 常 认 为， 修 练 瑜 珈 时，思 想 应 该 随 意 游 

荡 于 自 然 之 中， 因 为 主 也 是 自 然 的 创 造 者。 但 

是 克 利 须 那 认 为 这 是 个 误 解，《 集 塔》  中 没 有 

任 何 类 似 的 阐 述，修 习 者 严 格 控 制 自 己 的 思 想 

才 是 正 确 的 方 法。 

 

27．“ 那 些 思 想 专 注 于 ‘我’ 的 瑜 珈 师， 真 正 得 

到 了 最 完 美 的 超 然 快 乐。 他 超 越 各 种 情 欲 、物 

欲 、 邪 恶， 思 想 平 和 安 宁， 与 主 融 为 一 体。” 

 

  这 是 快 乐 的 极 致， 因 为 这 种 快 乐 来 源 于 

与 主 的 合 一。 只 有 内 心 完 美 和 谐、 尽 除 邪 恶 和 

情 欲、  道 德 盲 目 得 到 控 制 的 人 才 能 实 现 这 一 

境 界。 

 

28.  “  如 此 ，常 修 习 瑜 珈 的 瑜 珈 师 将 在 对 主 

的 全 心 奉 献 中，  得 到 最 完 美 崇 高 的 快 乐。” 

 

 

`Vm{ `Vm{ oZÌMaoV _ZÌMßMc_pÒWa_≤$& 
VVÒVVm{ oZ`Â`°VXmÀ_›`{d deß Z`{V≤$&& 26 &&  
‡em›V_Zgß ¯{Zß `m{oJZß gwI_wŒm__≤$& 

C[°oV em›VaOgß ]´˜^yVH$Î_f_≤$&& 27 && 
`wƒOfi°dß gXmÀ_mZß `m{Jr odJVH$Î_f:$& 
gwI{Z ]´˜gßÒ[e©_À`›Vß gwI_ÌZwV{$&$&& 28 && 

 

 

  这 里 的 重 点 是 尽 除 罪 恶  和 持 续 的 奉 

献， 因 此 崇 拜 是 必 要 的。 

 

 



  
 
 
 
 
 
 
 
 
         

 

 

 

29. “   臻 达 瑜 珈 之 境 的 瑜 珈 师 能 够 平 等 地 对 

待 众 生， 因 为 他 既 在 众 生 中 看 到‘ 自 我’， 也 

在 ‘自 我’ 中 看 到 众 生。” 

 

   瑜 珈 使 得 修 习 者 在 万 物 中 看 到 自 我 灵 

魂 的 存 在， 也 在 自 我 的 灵 魂 中 看 到 万 物 的 存 

在。  下 面 的 诗 句 解 释 了 这 种 感 知 的 优 越 性。 

 

30． “ 知 道 我 在 万 物 中， 万 物 在 ‘我’（ 瓦 苏 德 

瓦）
3
 中， 这 样 的 人 既 能 认 知 我， 也 能 为 我 所  

认 知 。” 

 

  那 些 能 在 万 物 中 感 知 主 之 存 在 的 人 也 

能 为 主 所 感 知， 这 就 是 瑜 珈 修 习 者 与 主 的 关 

系。 由 于 对 主 的 感 知， 他 将 获 得 最 终 的 赦 罪。 

 

31． “  那 些 思 想 平 衡 的 瑜 珈 师 敬 慕 我 的 存 

在， 尊 我 为 万 物 之 灵，因 此 将 恒 常 地 居 于 ‘我’ 

的 境 界。” 

 

 

 

gd©^yVÒW_mÀ_mZß gd©^yVmoZ MmÀ_oZ$& 
B©jV{ `m{J`w∑VmÀ_m gd©Ã g_Xe©Z:$&& 29 &&  
`m{ _mß [Ì`oV gd©Ã gd™ M _o` [Ì`oV$& 

VÒ`mhß Z ‡UÌ`o_ g M _{ Z ‡UÌ`oV$&& 30 && 
gd©^yVpÒWVß `m{ _mß ^OÀ`{H$Àd_mpÒWV:$& 

gd©Wm dV©_mZm{@o[ g `m{Jr _o` dV©V{$&& 31 && 

3．  瓦 苏 德 瓦 的 后 裔， 尤 指 克 利 须 那。 

 

 

 

 



 

 

 

 

 

 

    
 

 

 

 一 旦 认 识 到 个 体 灵 魂 与 至 尊 之 灵 的 统 一 

性，瑜 珈 修 习 者 将 超 越 万 物， 感 知 那 约 束 万 物 

的 统 一 存 在。 他 的 眼 中 将 再 无 其 它， 唯 有 主 的 

存 在。 

 

32． “ 阿 尔 诸 那 啊， 完 美 的 瑜 珈 师 视 万 物 为 一 

体， 以 平 和 而 超 然 的 态 度 对 待 快 乐 与 悲 伤。” 

 

 一 旦 认 知 了 “自 我”， 瑜 珈 修 习 者 也 将 认 

识 到  普 遍 的“ 自 我” 就 是 个 体 的“ 自 我”， 认 

识 到 自 己 与 他 人 没 有 任 何 不 同，  并 因 此 而 平 

等 地 对 待 万 事 万 物， 这 样 的 人 才 是 完 美 的 瑜 

珈 师。 

 

33． “ 阿 尔 诸 那 说，‘ 玛 都 苏 丹 啊， 您 所 描 述 

的  超 然 状 态， 对 我 来 说 似 乎 不 太 可 能， 因 为 

心 神 和 思 想 总 是 不 安 不 稳、 变 化 无 常， 无 法 常 

处 智 慧 之 道。” 

 

  阿 尔 诸 那 觉 得 希 望 顿 失、 茫 然 无 助， 因 

为 他 的 思 想 总 是 变 化 无 常， 无 法 集 中  精 神 进 

行 禅 定。 

 

 

AmÀ_m°[Â`{Z gd©Ã g_ß [Ì`oV `m{@Ow©Z$& 

gwIß dm `oX Xw:Iß g `m{Jr [a_m{ _V:$&& 32 && 
 `m{@`ß `m{JÒÀd`m ‡m{∑V: gmÂ`{Z _YwgyXZ$& 

 EVÒ`mhß Z [Ì`o_ MƒMcÀdmpÀÒWqV pÒWam_≤$&& 33 && 

 

 

 

 

 



  
 
 
 
 
 
 
 
 
         

 

 

 

34． “ 它 总 是 变 化 无 常、 难 于 控 制、 且 势 力 强 

大， 我 觉 得 控 制 思 想 甚 至  比 控 制 狂 风 还 要 困 

难。” 

  阿 尔 诸 那 认 为， 控 制 思 想 就 和  控 制 狂 

风 一 样 困 难， 而 且 是 近 乎 不 可 能 的。 克 利 须 那 

说， 

 

35． “ 主 说，‘ 臂 力 无 穷 之 人 啊，  要 驾 御 这 躁 

动 不 安 的 心 神， 无 疑 非 常 困 难， 但  靠 着  弃 绝 

和 持 之 以 恒 的 努 力， 却 有 可 能 实 现。” 

  要 控 制 不 安 的 思 想 及 心 神 的 确 是 非 常 

困 难， 但 是 靠 着 毅 力 和 摒 弃 物 欲 却 是 可 能 实 

现 的。 禅 定（ 阿 毕 亚 斯） 就 是 付 出 持 续 的 努 力 

使 思 想 集 中， 弃 绝 就 是 摒 弃 对 一 切 物 质 的 欲 

望 和 眷 恋。 

 

36． “ 我 确 信， 无 法 控 制 思 想 的 人 必 定 无 法 到 

达 瑜 珈 之 境， 而 一 个 能 够 控 制 自 己、 积 极 努 力 

的 人  则一 定 能 实 现 这 一 境 界。” 

  瑜 珈 之 境 并 不 象 想 象 的 那 样 遥 不 可 及。 

一 个  

 

 

 Mƒƒmcß oh _Z: H•$ÓU ‡_moW ]cdX≤ —T>_≤$& 
 VÒ`mhß oZJ´hß _›`{ dm`m{nad gwXwÓH$a_≤$&& 34 &&  
 Agße`ß _hm]mhm{ _Zm{ XwoZ©J´hß Mc_≤$& 

 A‰`mg{Z Vw H$m°›V{` d°amΩ`{U M J•̄ V{$&& 35 && 
 Agß`VmÀ_Zm `m{Jm{ XwÓ‡m[ BoV _{ _oV:$& 

  dÌ`mÀ_Zm Vw `VVm e∑`m{@dmflVw_w[m`V:$&& 36 && 

 

 

 

 

 

 



 

 

 

 

 

 

    
 

人 只 要 常 常 训 练 自 己， 控 制 自 己 的 思 想 

及 感 情， 就 可 能 实 现 这 一 境 界。 因 此， 阿 尔 诸 

那 不 应 该 放 弃 努 力。 

 

37． “ 阿 尔 诸 那 说，‘ 克 利 须 那 呀， 有 些 人 由 

于 凡 心 俗 念的 困 扰 而 无 法 到 达 瑜 珈 的 圆 满 境 

界， 他 们 又 将 如 何 呢？” 

  并 不 是 所 有 的 瑜 珈 修 练 者 都 幸 运 地 实 

现 最 终 的 目 标， 因 为 躁 动 不 安 的 心 神 是 他 们 

最 大 的 敌 人。 

 

38． “ 臂 力 无 穷 的 克 利 须 那 呀！ 这 样 失 去 目 标 

的 迷 惘 之 人 会 不 会 在 灵 性 和 物 质 方 面 都 遭 到 

毁 灭， 象 浮 云 般 消 失 呢？” 

  天 空 中 的 一 小 片 浮 云 既 无 法 组 成 大 片 

的 云 层， 更 不 能 形 成 降 雨， 片 刻 之 间， 一 阵 微 

风 就 可 以 将 其 吹 散。 迷 惘 的 瑜 珈 修 习 者 就 象 

这 云 一 般， 他 会 不 会 遭 到 毁 灭 呢？ 他 会 有 什 么 

样 的 结 局 呢？ 

 

39． “ 克 利 须 那 呀， 我 请 求 您 帮 我 解 除 这 个 疑 

虑。 除 了 您， 再 也 没 有 其 他 人 能 解 决 这 个 疑 虑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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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利 须 那 解 释 说， 

40． “ 帕 萨， 我 的 兄 弟
4
 啊， 这 样 的 人 无 论 在 

这 个 世 界， 还 是 在 灵  性 世 界， 都 不 会 面 临 毁 

灭 的 厄 运， 因 为， 行 善 之 人 永 远 也 不 会 遭 受 苦 

痛 的 折 磨。” 

 我 们 前 面 已 经 说 过， 阿 尔 诸 那 也 叫 帕 

萨， 是 因 为 他 以 自 己 的 凡 夫 俗 子 之 身 为 战 车以 

实 现 他 的 目 标。 克 利 须 那 说， 一 个 在 瑜 珈 之 途 

持 之 以 恒 的 人 是 不 会 毁 灭 的。 那 么， 他 将 面 临 

什 么 样 的 结 局 呢？ 

41． “虽 然 偏 离 了 瑜 珈 之 途， 但 是 多 年 之 后， 

正 义 之 人 会 积 累 水 晶 般 的 品 质 而 投 生 到 品 质 

高 贵、 值 得 敬 重 的 正 义 人 家， 或 显 贵 的 商 贾 之 

家。” 

 变 化 无 常 的 思 想 为 感 官 享 乐 诱 惑 而 偏 离 

瑜 珈 之 途， 之 后， 他 却 会 在 高 贵 的 世 界 里 重 享 

曾 经 追 求 过 的 快 乐， 这 是 多 么 矛 盾 啊！ 主 就 这 

样 解 答 了 他 的 疑 问。 

42． “ 或 者， 他 会  成 为  有 极 高 修 养 的 瑜 珈 家 

庭 的 成 员， 但 是， 这 样 的 出 生 是 极 为 罕 见 

的。” 

 

  

 [mW© Z°d{h Zm_wÃ odZmeÒVÒ` o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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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梵 语 词 是“ 塔 塔”， 意 思 是 “爱”。 

 

 

 

 

 



 

 

 

 

 

 

    
 

 

  在 灵 性 之 途 上 偏 离 了 的 灵 魂 即 使 不 出 

生 在 正 义 之 家 或 富 贵 之 家， 也 将 成 为 瑜 珈 之 

家 的 一 员。 生 于 正 义 之 家 的 孩 子 自 幼 就 会 获 

得 灵 性 的 教 育，  因 此 即 使 不 出 生 于 瑜 珈 之 

家， 他 也 将 被 有 成 就 的 瑜 珈 师 收 为 门 徒。 卡 比 

尔、 突 希 达 斯、 瑞 达 斯 等 都 曾 被 卓 有 成 就 的 瑜 

珈 师 收 为 学 生。 这 样， 前 世 修 得 的 善 行 就 能 够 

进 一 步 得 到 增 强。这 里 所 说 的 成 为 瑜 珈 之 家 的 

一 员， 并 不 是 说 成 为 瑜 珈 师 的 后 代， 而 是 指 他 

的 门 徒。 因 为 对 已 经 超 脱 的 瑜 珈 师 来 说，  学 

生 和 子 女 都 是 平 等 的， 学 生 就 是 他 的 真 正 子 

女。 

 

  只 有 那 些 有 桑 斯 卡（ 前 世 修 得 的 善 行） 

的人 才 能 得 到 卓 有 成 就 的 瑜 珈 师 的 眷 顾 而 被 

收 为 门 徒。 比 如，我 的 恩 师 本 可 以 使 千 万 人 成 

为 哲 人， 但 他 没 有 这 样 做， 而 是 自 己 出 钱 把 一 

些 慕 名 而 来 的 人 送 回 家， 并 写 信 对 他 们 的 家 

人 进 行 劝 导。 有 时 候 ，有 些 慕 名 而 来 的 人 受 到 

他 的 拒 绝 后， 会 采 取 极 端 的 手 段， 甚 至 结 束 自 

己 的 生 命。在 得 到 有 人 自 杀 的 消 息 之 后， 他 

说，“ 我 虽 然 知 道 他 很 伤 心， 但 没 有 想 到 他 会 

自 杀。早 知 如 此， 我 还 不 如 收 他 为 徒 了， 收 他 

为 徒 能 有 什 么 害 处 呢？ 大 不 了 他 继 续 做 他 的 

异 教 徒 罢 了。” 但 恩 师 并 没  

 

 

 

 

 

 



  
 
 
 
 
 
 
 
 
         

 

 

有 为 此 而 动 摇， 而 是 择 优 选 择 有 灵 性 潜 质 的 

人 作 为 门 徒。 他 只 收 了 六 个 学 生， 在 每 收 一 个 

学 生 之 前， 他 的 脑 海 里 都 有 一 个 声 音 在 对 他 

说，“ 今 天 会 有 一 个 前 几 世 在 瑜 珈 之 途 遭 受 挫 

折 的 人， 他 已 经 在 黑 暗 中 摸 索 了 好 几 个 轮 回。 

今 天 他 来 的 时 候， 你 应 该 接 收 他， 将 神 授 知 识 

传 授 给 他， 并 帮 助 他 继 续 他 的 灵 性 旅 程。” 他 

所 接 收 的 学 生 都 是 优 选 的， 日 后 也 都 成 了 有 

名 的 哲 人。 

43． “ 每 一 次 投 胎 到 一 个 新 的 生 命， 他  都 会 

带 着 前 世 修 得 的 善 行 （ 桑 斯 卡）， 为 最 终 的 完 

美 而 继 续 努 力。” 

  在 每 一 次 的 新 生 命 中， 前 世 修 得 的 善 行 

都 会 与 他 同 在， 如 此， 他 便 继 续 努 力， 臻 达 主 

之 境 界。 

44． “ 虽 然 他 还 会 为 感 官 物 质 所 诱 惑， 但 前 世 

修 得 的 善 行 使 他 离 主 越 来 越 近， 他 对 瑜 珈 的 

求 知 使 他 能 够 超 越《 韦 达》 中 所 许 诺 的 物 质 回 

报。” 

  如 果 他 诞 生 于 高 贵 或 者 富 贵 之 家， 即 使 

为 感 官 物 质 所 吸 引， 前 世 修 得 的 善 行 也 会 使 

他 离 主 之 境 界 越 来 越 近， 因 此， 即 使 不 需 付 出 

太 艰 辛 的 努 力， 他 也 能 够 超 越《 韦 达》 所 述 的 

境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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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 瑜 珈 师 竭 诚 修 行、 进 行 禅 定， 心 灵 和 思 

想 逐 渐 得 到 净 化。 在 累 世 修 行 之 后， 他 将 消 除 

所 有 的 罪 过， 达 到 最 终 的 完 美 境 界。” 

  只 有 经 历 数 次 生 命 的 修 行 者 才 能 达 到 

最 终 的 完 美 境 界。 那 些 勤 奋 修 练 瑜 珈 的 人 能 

够 摆 脱 一 切 不 虔 诚 的 想 法， 实 现 最 终 的 至 福， 

这 就 是 臻 达 主 境 的 方 式。 通 过 瑜 珈 的 修 练、 累 

世 的 禅 定 和 卓 越 的 瑜 珈 师 的 指 点， 起 初 变 化 

无 常 的 思 想 逐 渐变 得 平 静， 最 后 修 练 者 将 实 现 

最 终 的 赦 罪 并 与 主 融 为 一 体。 克 利 须 那 说 过， 

瑜 珈 的 种 子 一 旦 种 下， 将 永 远 不 会 遭 到 毁 灭。 

因 此， “集 塔” 适 用 于 任 何 人， 无 论 是 男 人 还 

是 女 人， 老 人 还 是 孩 子。 这 就 是 主 克 利 须 那 的 

意 见。 

46． “ 瑜 珈 师 比 苦 行 者、 智 慧 者、 还 有 渴 求 行 

动 结 果 的 人 都 要 伟 大，因 此， 库 儒 南 丹 啊， 你 

应 该 成 为 瑜 珈 师。” 

  克 利 须 那 认 为  瑜 珈 师 或 无 私 行 动 之 人 

胜 过 苦 修 者、  智 者 和 行 动 者， 因 此，  阿 尔 诸 

那 应 该 成 为 一 个 瑜 珈 师。 现 在 让 我 们 来 看 看 

苦 修 者、 智 者 和 行 动 者 各 是 什 么。 

  苦 行 者 就 是 那 些 对 身 体、 思 想 和 感 官 进 

行 艰 难 的 苦 修 和 禁 欲 以 塑 造 瑜 珈 的 人， 他 们 

还 远 远 没 有 达 到 瑜 珈 如 泉 涌 般 在 体 内 流 动 的 

境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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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动 者 是 那 些 已 经 对 自 己 应 尽 的 职 责 有 

所 了 解 并 付 诸 于 行 动 的 人， 但 是 他 们 既 没 有 

对 自 己 的 能 力 或 形 势 作 出 估 计， 也 没 有 足 够 

的 诚 心。 

  智 慧 者 就 是 行 智 慧 之 道 的 人， 他 们 得 到 

有 成 就 的 瑜 珈 师 的 指 点， 对 自 己 作 出 全 方 位 

的 估 计， 然 后 实 行 雅 格 亚， 这 样 的 人 对 自 己 的 

成 就 与 否 负 全 部 责 任。 

  瑜 珈 师， 即 无 私 行 动 者， 将 自 己 的 一 切 

奉 献 给 主， 全 心 全 意 地 实 行 雅 格 亚， 主 对 他 们 

的 成 就 与 否 负 全 部 责 任； 由 于 他 拥 有 坚 定 的 

信 念， 即 使 失 败 他 也 不 会 气 馁， 因 为 他 知 道 主 

会 支 持 自 己。 

  苦 修 者 对 自 己 进 行 瑜 珈 的 训 练； 行 动 者 

知 道 行 动 的 必 要 性， 因 此只 为 行 动 而 行 动。 这 

二 者 有 可 能 会 失 败， 因 为 他 们 既 没 有 无 私 行 

动 者 的 虔 诚 之 心， 也 没 有 智 者 对 自 己 的 适 当 

估 计。 行 智 慧 之 道 的 人 已 经 了 解 实 现 瑜 珈 的 

途 径， 并 对 自 己 的 优 势 及 能 力 有 所 估 计。 瑜 珈 

师 将 自 己 的 一 切 交 到 主 的 手 中， 对 主 有 坚 定 

不 动 摇 的 信 仰。 这 二 者 都 会 到 达 灵 性 寻 求 的 

终 点， 但 是 瑜 珈 师 较 智 慧 者 更 胜 一 筹。 

 

 

 

 

 



 

 

 

 

 

 

    
 

 

 

47．  “我 认 为，那 些 常 居 ‘自 我’、 满 足 于‘ 自 

我’、 并 以 超 然 的 虔 诚 之 心 敬 仰 我 的 瑜 珈 师 是 

最 杰 出 的 瑜 珈 师。” 

  克 利 须 那 视 无 私 行 动 者 为 最 优， 因 为 他 

们 完 全 奉 献 自 己， 全 心 敬 仰 至 尊 主。 崇 拜 是 一 

种 秘 密 的 个 体 行 为， 行 动 者 应 该 全 心 地 付 出。 

� � � � � 

  在 本 章 的 开 始， 克 利 须 那 给 三 亚 斯 和 瑜 

珈 师 下 了 定 义， 三 亚 斯 就 是 那 些 履 行 自 己 应 

尽 职 责 的 人， 瑜 珈 师 也 是 履 行 职 责 的 人； 只 有 

那 些 愿 意 牺 牲 物 质 欲 望 的 人 才 能 成 为 三 亚 斯 

或 者 瑜 珈 师； 希 望 成 为 瑜 珈 师 的 修 练 者 必 须 

尽 自 己 应 尽 之 责 雅 格 亚， 并 靠 持 之 以 恒 的 行 

动 消 除 一 切 欲 望。 弃 绝 就 是 摒 弃 各 种 物 质 欲 

望。 

  克 利 须 那 指 出， 灵 魂 既 可 能 获 得 拯 救， 

也 可 能 遭 到 毁 灭。 对 那 些 已 经 征 服 了 自 己 的 

感 官 和 思 想 的 人 来 说， 灵 魂 和 “自 我” 是 他 的 

朋 友； 而 对 那 些 无 法 控 制 感 官 和 思 想 的 人， 灵 

魂 和“ 自 我” 则 是 敌 人。 人 应 该 努 力 拯 救 自 己 

的 灵 魂。 

  克 利 须 那 还 描 述 了 瑜 珈 师 的 生 活 方 式： 

在 修 练 瑜 珈 时， 修 练 者 应 该 找 一 个 干 净、 僻 静 

的 地 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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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 维、 鹿 皮、 或 者 库 沙 草 做 成 座 垫； 在 修 练 的 

过 程 中， 他 的 饮 食、 娱 乐 和 睡 眠 应 该 保 持 适 

度。 一 旦 完 全 受 到 控 制， 桀 骜 不 逊 的 思 想 就 象 

无 风 处 的 灯 火 一 样， 稳 定 而 不 动 摇。 修 练 成 功 

的 瑜 珈 师 能 够 完 全 消 除 心 中 的 各 种 物 质 欲 

望、 享 受 永 久 的 灵 性 快 乐， 并 实 现 最 终  的 赦 

罪。 成 功 的 瑜 珈 师 将 平 等 地 看 待 一 切 生 命 和 

存 在， 得 到 永 久 的 心 灵 平 静。 克 利 须 那 承 认， 

控 制 思 想 是 一 项 非 常 艰 难 的 任 务， 却 不 是 不 

可 能 的， 因 为 即 使 修 练 者 付 出 不  太 艰 辛 的 努 

力， 在 经 过 数 世 的 禅 定 之 后，  也 能 达 到 完 美 

的 境 界。 完 美 的 瑜 珈 师 超 越 苦 修 者、 行 动 者 和 

智 慧 者。 因 此 阿 尔 诸 那 应 该 努 力 修 行 以 成 为 

一 个 成 功 的 瑜 珈 师。 

 

 

至 此《 博 伽 梵 歌》 第 六 章 结 束， 从 而 结 束 了对 

至 尊 主 的 感 知、 瑜 珈 之 学 及 克 利 须 那 与 阿 尔 

诸 那 间  题 为“ 阿 博 亚 斯  瑜 珈” 或“   禅 定 瑜 

珈” 的 对 话 ， 宗 教 教 师 阿 德 嘎 达 南 德 的 注 释

“ 亚 瑟 斯 集 塔” 的 第 六  章 也 告 此 结 束。 

 

哈 瑞   呜 牟   嗒 特    撒 特 

 



 

 

 

 

 

 

    
  

 

 

 

 

 

 

第  七  章 

完 美 的 知 识 
 

前面的六个章节已经涉及到了《集塔》中所包含的所有重要问

题：有关于无私行动之道及知识之道的详尽阐述；行动及雅格亚

的特性、表现方式及后果；瑜珈的含义及其结果；还有神圣启示

及瓦恩山卡；运用大量的篇幅强调了主的崇拜者为人类的利益而

宣战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克利须那将要论述的是一些

相关的补充性问题。 

 

 在第六章最后的诗句中，克利须那指出，最优秀的瑜珈师

是那些将“自我”完全交付给主的人。那么“将‘自我’完全交

付给主”又意味着什么呢？很多瑜珈师都得以到达至尊的境界，

但他们还是不尽完美，到底什么样的境界才是绝对完美的境界

呢？克利须那说道： 

 

1． “主说，‘帕萨啊，你听我说，如果全心求助于我、专心修

习瑜珈，你就会认识到只有我才是一切存在中唯一完美的灵

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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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利须那阐述了崇拜者要达到主之境界需要具备的基本条

件，即：如果阿尔诸那渴望拥有神授知识，他必须一心一意地修

练瑜珈，将自己完全托付给主。克利须那也再次强调了完全了解

主之特性的重要性。克利须那说， 

 

 

2． “ 我将向你完全传授这门知识，在掌握了这门知识之后，在

这个世上你将无需再掌握其它知识。” 

 

克利须那即将给予阿尔诸那神圣的启蒙，他称这种知识为

“维格雅那
1
”。所谓知识，就是在达到至尊境界之时，因履行雅

格亚而到达的不朽（阿姆瑞塔 — 塔特瓦）境界。对主之本质的

直接感知就是知识。名为“维格雅那”的知识，就是关于主在万

事万物中如何显现自己的知识，是关于主以何种方式指挥人类行

动、指挥“自我”克服重重障碍而臻达至境的知识。 

 

 

3． “在千万人之中，可能只有一人追求完美；而在那千万追求

完美的人之中，可能只有一人能够真正了解我的本质。” 

 

 只有少数人希望追求完美，能够真正了解主之本质的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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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第六章第八句中关于“世界”的解释。 

 

 

 

 

 

 

 



 

 

 

 

 

 

    
 

 

更是少之又少。那么这种基本本质又在何处呢？是以肉体的形式

固定于一处，还是无所不在的呢？ 

 

4． “我是整个自然世界及其八个部分——土、水、火、气、以

太、精神、理性、假我——的创造者。” 

自然及其组成部分是由克利须那（主）所创造的，它们属于

低级自然。 

 

5． “臂力无穷的人啊，这个自然是低级的、无知觉的自然，但

在它背后，是我的有知觉、有生命的自然在赋予整个世界活

力。” 

自然及其八种成分是主的低等自然，但除此之外，还有他的

有知有觉的高等自然在给予整个世界以活力。个体的灵魂也是

“自然”，因为它是与主的低等自然相关联的。 

 

6． “须知，一切生命与存在均来源于这两种自然，而我既是它

们的创造者，又是世界的终级目标。” 

   有知的或是无知的自然是一切生命和存在的源泉。主是整

个宇宙的根源，因为世界既由主而创造，也因主而遭到毁灭。只

要自然继续存在，主就既是创造它的源泉，也是毁灭它的力量。 

世界的起源及毁灭——有时人们也称之为“世界末日”——

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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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一直困扰着人类，几乎所有的圣典都尝试着解释过这个问题。

有人坚持说世界末日到来之时，整个世界都会被洪水淹没；有人

说地球太接近太阳的时候，太阳会将其烧毁；有人称之为“最后

的审判日”，并认为世界末日到来之时，一切生物与存在将受到

主的审判；还有人认为世界末日是循环出现的，是因某种特殊原

因而产生的。然而，克利须那认为，自然是无始无终的，虽然它

一直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却从未被完全毁灭过。 

 

 根据印度神话的记载，玛奴曾经经历过“世界末日”，当

时，他和十一位圣人将船系于鱼翅、越洋过海、在喜马拉雅山之

顶找到了庇护所
2
。在一部名为《圣典博伽瓦谭》

3
的书中，也曾

经有过圣人穆瑞刊杜对“世界末日”的描述。他当时居住在喜马

拉雅山北部的普士帕德茹阿河岸。 

 

 在《圣典博伽瓦谭》第十二部的第八、九章中，邵那克及

其他的圣人曾告诉过苏特（维亚斯的学生）， 马刊德亚先生曾在

菩提叶上看到过巴姆坤德（刚出生不久的维施奴）。但是，据我

们所知，巴姆坤德出生之后，地球从未遭水淹过或被毁灭过，马

坎德亚亲眼所见的“世界末日”应该怎么解释呢？ 

 

 苏特解释说，马刊德亚先生曾向主表达过要亲见主之玛雅

（幻境）的愿望，主深为马刊德亚的虔诚祈祷所感，就达成了他

的愿望。一天，正当他全神静坐进行禅定之时，眼前忽然出现了 

 

 

 

2．  这里所指的是维施奴十个化身之一的玛特斯亚·阿伏塔。在七世玛奴统治期间，整个世界

腐败不堪，地球因此被洪水淹没，除玛奴及另外十一个被化身为大鱼的维施奴所救的圣

人之外，世上一切生物都葬身于洪水。整个故事当然只是象征意义。 

3． 《普冉》的第十八章。我在前面章节中已经提到，人们认为该圣典及《摩呵婆罗多》都是

玛哈施·维亚斯的作品。 

 

 

 

 

 

 



 

 

 

 

 

 

    
 

 

 

一幅画面：如塔般的巨浪狂怒地向他涌来，为了自救，他东奔西

逃。天空、太阳、月亮及所有的一切均为洪水淹没。这时，他眼

前突然出现了一颗巨大的菩提树，在一片树叶上有一个婴儿。马

刊德亚连同气体一同被婴儿呼入体内，就在那里，他发现自己的

寺院、整个太阳系、甚至整个宇宙都在婴儿的体内完好无缺。不

久后，他又随气体被呼出了婴儿体外。当他睁开双眼时，发现自

己完好地坐在寺院里的坐位上，刚才所见到的不过是个幻境罢

了。 

 

 由此可见，圣人们只有在历经多年的虔诚祈祷之后才能达

到超越一切的境界，这种境界是他灵魂的一种感知，灵魂之外的

一切都如往常。因此，“世界末日”就是主在瑜珈师心中的显

现。一旦信徒到达灵性之途的终点，世间的一切就不再对他产生

任何影响，他们的心中将只剩下主的存在——这就是“世界末

日”。“世界末日”是超越一切语言的，是个体灵魂与主的完全

合一。 

 

7． “达南杰呀，世间没有比我更高的真理，整个世界因我而联

为一体，如同线系珍珠一般。” 

 

主是唯一的真理，整个世界是因为主才成为有机的整体。瑜

珈信徒只有通过完全牺牲自我、将自我托付给主，才能明白这个

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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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琨缇之子呀！我是水之甘味，我是日月之光，我是韦达曼

陀中最神圣的音节噢姆
4
；我是以太中的回音（沙巴德）

5
和男人

的刚毅。” 

主是一切存在及一切知识；他是《韦达》圣典的源泉
6
。他

是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的伟大存在。 

 

9． “我是土壤原存的芬芳，也是火中的热量；我是给予一切存

在以活力的超然灵魂，也是一切苦修中的赎罪苦行。” 

 主是无所不在的，他存在于土壤中、火焰中、万事万物之中。 

 

10． “阿尔诸那啊！要知道我是一切存在的源头，是智者的智

性，强者的英武。” 

 主是一切存在的种子和基础，他也是： 

 

11． “巴茹阿特之杰啊，我是强者中的无私之源，又是促使众生

认知主的渴望。” 

主是强者中正义愿望的根源，使他们排除心中的欲望。世上

之人都想成为强者，有人诉诸武力，有人甚至使用原子武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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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印度教徒视音节“噢姆”为主的象征，神圣的象征。 

5． 关于“自我”及“至尊之灵”的知识，是超越一切语言和认识的。 

6． 《广林奥义》： “它们（《韦达》）是不朽之主的呼吸。” 

 

 

 

 

 

 



 

 

 

 

 

 

    
 

 

 

克利须那说，只有他才是使人类超越一切欲望或者沉迷的能量。

他也是万物中有利于达摩的渴望，是唯一的达摩。能够容纳万物

的“不朽之灵魂”是达摩。克利须那曾经鼓励阿尔诸那踏上感知

主之路。对主的渴望也是克利须那所赋予信徒的礼物。 

 

12. “要知道，一切自然的属性，无论是善良、情欲还是愚昧，

都是我的能量的展示。我既是万物，又独立存在。我既不在物质

自然形态中，物质自然形态也不在我之中。” 

 

 自然的一切属性，无论是无知、情欲、还是善良的美德都

源于至尊之主。然而，主却不存在于它们之中，它们也不在主之

中。 

 

 尽管如此，正如人类肉体的饥渴是因其灵魂所至，同样，

自然虽然源于主，主却不为自然的属性及活动所影响。 

 

13． “整个世界都为自然的三种属性所惑；他们却不知道我超越

这些形态，我才是唯一不朽的本质。” 

 

 人类为自然世界的三属性所诱惑，因而无法感知其背后永

不毁灭的唯一真理。因此，哪怕只拥有些微的物质属性，人类也

无法感知主的存在，因为他们的头脑将为这些属性所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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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神圣的瑜珈-玛雅由这三种属性组成，难以克服，但全

心皈依我的人却能轻易跨越、臻达至境。” 

 

 主的神圣玛雅极难为常人理解，但那些虔诚敬主的信徒却

能领悟。这个玛雅是神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应该焚香向它

祈祷。相反，我们应该将其战胜。 

 

15． “那些无知而愚不可及的人最值得鄙视，因为他们是邪恶之

徒，并且拥有恶魔般的品质，他们为玛雅所幻，因而不会皈依

我。” 

 

 拥有魔鬼品性的人为玛雅所迷，沉迷于肉欲和愤怒而不能

自拔，他们不会朝拜至尊之主。在下一句中，克利须那谈到了崇

拜者。 

 

16． “巴茹阿特之杰啊，有四种人对我进行朝圣：期待物质回报

者，精神郁闷者，好问者和渴求感知我者。” 

 

 这四种人包括了所有信徒，他们是：第一种人期待所作所

为能为他们带来好的将来，他们是“为自我利益而行动”的人；

第二种人皈依主是为了缓解自己的悲哀；第三种人渴望直接感知

至尊之主；最后一种是智者和已经实现的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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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财富和欲望的满足是主向人类提供的、维持

肉体使其不至灭亡的手段。克利须那说他是手段的创造者，但这

种手段指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而是包含着更深的含义，即精神

财富。因为，精神财富才是真正的宝藏。 

 

 当朝圣者不断寻求物质的满足时，主会鼓励他努力获得精

神财富，因为他知道精神价值才是真正的价值，只有精神价值才

能够真正满足信徒的心灵渴求。 

 

 克利须那认为，他的信徒分为四种：有些人心中充满悲

伤，有些人希望全面了解主，有些人依靠感官获得神授知识。其

中层次最高的是最后一种人。 

 

17． “这些人中，那些以不动摇的决心爱我并崇拜我的有识之士

最为优秀，他们对我是笃爱至深，我对他们也是钟爱备至。” 

 

 在所有信徒当中，那些因感知而受到启迪、并且因此对主

全心进行奉献的信徒对主的爱最为纯粹。这种爱是相互的，因为

主也对他们付出更多的爱，并且： 

 

18． “各类崇拜者都是慷慨奉献的灵魂，因为他们都虔诚地崇拜

我，但我认为，那些已经实现的智者与我——他的最终目标——

是完全等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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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利须那认为所有的崇拜者都“慷慨奉献”，那么他们是

不是曾经向主作出过贡献呢？主是不是会因信徒的崇拜而受益

呢？信徒会给予主他所不拥有的吗？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

的，因为，主才是最慷慨、最崇高的，他愿意拯救一切堕落的灵

魂。克利须那认为，虽然主和信徒们都是慷慨奉献的，但是，那

些已得到神授知识的人与他是等同的，因为他们视主为最高目

标，因此，主在他内，他也在主内，主与他已合为一体。 

 

19． “在历经数世的生生死死之后，真正以知识崇拜我的人会皈

依我，认识到我是万原之源。这样的灵魂是极为少见的。” 

 

 得到神圣启迪的智者是不多的。这样的智者不盲目崇拜任

何外在的实体（即瓦苏德瓦），他们在个人的“自我”中感知主

的存在。克利须那把这些具有超常识别能力的人称为先知，认为

他们象稀世珍宝一样罕见，只有他们才能够指点人类社会。因

此，全人类都应该崇拜至尊之主，因为他才是一切的赋予者。 

 

20． “有些人为他们的天然本性所驱，从精神世界堕落，只追求

世俗享乐，他们遵循所谓的传统而崇拜一些所谓的神，却背离

我——他们唯一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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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者因对肉欲的渴望而失去了洞察力，他们无法认识到得

到神圣启迪的圣人、成就的瑜珈师和主所具有的真正的价值。为

他们的本性所驱，或为他们前世赚得的德行（桑斯卡）所驱，他

们盲目地遵从当代流行的传统与规范、崇拜其他的神。 

 

21．“是我使这些贪婪的崇拜者在他们所谓的信仰之路上坚定不

移。” 

 

对于那些出于对物质回报的渴望而崇拜其他的所谓的神的信

徒，主还是赋予了他们坚定的信念，令他们的信念坚定不移。 

 

22．“拥有了坚定的信念，这些崇拜者就虔诚地崇拜他所选择的

神，并藉此达成他渴望的目标，实际上，这些获得全部由我赐

予。” 

 

 这些崇拜者虽然将虔诚奉献给没有价值的所谓的神，他还

是能够得到他渴望的目标，这全是主的赐予。因此，主也是物质

享乐的给予者。追求低俗享乐的崇拜者也能够得到他所渴望的物

质回报，那么是不是说，他的崇拜方式是正确的呢？对此，克利

须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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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但是这些困惑者得到的回报是有限且易逝的，因为他们只

能到达他们崇拜的神的居所，而那些崇拜我的信徒却能认识我、

感知我。” 

 

无知者得到的回报是物质的，是有始有终的，因此也是易灭

的、暂时的。 

 

 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享乐明天就会逝去，包括低等生物和神

在内的整个自然世界都是变幻无常的、易逝的，因此，崇拜他神

的信徒得到的回报也是不长久的。那些崇拜主的人却能到达主的

居所，实现永生的和平。 

 

 克利须那曾经要求阿尔诸那通过实行雅格亚在心中培养众

神——心中正义的愿望。好运是随着人们心中正义愿望的增强和

增加而产生的。通过在灵性之途上不断进步，信徒最终将实现对

主的感知并达到至尊的和平。这里的“众神”代表神圣的愿望，

它们是最终赦罪的手段。 

 

 信徒心中的正义就是“神”。创世之初时，这种“神”是

内在的，随着一个又一个世纪的逝去，人们逐渐把它形象化和外

在化，制造了各种偶像，设计了各种“羯磨刊达”
7
，但是，真

理却渐渐消失了。在本章中，克利须那在第 22 和 23 句中第一次

尝试纠正了这种错误的概念：他在《集塔》中第一次提到了“其

它的神”，以这种方式，他强调性地指出：这些所谓的神的是不

存在的，实际上，是主在一直支撑着各种信仰并令它们坚定，也

是他一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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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韦达》中关于各种宗教典礼及牺牲仪式部分的专家。 

 

 

 

 

 

 

 



 

 

 

 

 

 

    
 

 

信仰作出奖赏及鼓励。这些所谓的“众神”、崇拜者及他们得到

的回报都是易逝的、物质的，只有缺乏鉴别力的无知之徒才会崇

拜没有真实存在的“众神”。 

 

24．“缺乏智慧、无法全面认识我的人认为我是完美的、超越人

的头脑及感官的，并因此认为我的显现是身体的显现。” 

 

 在前面的诗句中，我们已经解释过缺乏洞察力的人对主的

完美与伟大只有模糊的概念，他们认为主是以人形出现的，也就

是说，克利须那居于人体，是个瑜珈师、尤给施瓦、瑜珈的主。

那些有能力将瑜珈传授给他人的瑜珈师称为尤给施瓦。以正确的

方式崇拜主的智者最终也会达到尤给施瓦的境界，他们虽以人形

出现，却永远与无形的主同在。但无知者却把他们视为常人。在

下面的诗句中，克利须那解释了他们为什么无法认知以常人身体

形式显现的超常灵魂。 

 

25． “我为我的瑜珈-玛雅所隐藏，不向所有人显现我自己，因

此无知之人无法感知我的存在。” 

 

  对常人来说，主藉以运转整个物质宇宙的力量——玛

雅——就象一张厚厚的帷幕，主就藏在帷幕的后面而无法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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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瑜珈-玛雅之外，主的面前还有另外一层帘子将其隐藏。只有

通过持续不断的瑜珈修练，崇拜者才能窥见帘子之后的主。因

此，那些无知者是无法窥见主的真面目的。起初，阿尔诸那也视

克利须那为常人，得到启迪之后，视野得以扩大，他开始向主乞

求。 

 

26． “阿尔诸那呀，我了解过去、知道现在、能占卜将来，我洞

察一切生物，却无人能认识我。” 

 

 他又接着解释说： 

 

27． “巴茹阿特啊，世上的一切生物都被吸引与排斥、喜悦与悲

哀之间的矛盾所迷惑而陷入无知的状态。” 

 

 物质自然中数不尽的双重性迷惑了众生，使他们无法感知

主（克利须那）。那么是不是说世界上没有人能认知主呢？克利

须那说， 

 

28． “那些今生前世仅以虔诚行事而彻底根除了恶行的人，就不

再为双重性所困惑而坚定不移地为我服务。” 

 

 崇高品德、有价值的行为、注定的行动、或雅格亚之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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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的生命终结，使人免于邪恶及矛盾的欲望，并使人类得到最

终的拯救。 

 

 很显然，克利须那认为，得到一位已经成就的老师的指点

是唯一感知主的途径，只有这样，崇拜者才能出色地完成精神及

行动方面的职责。 

 

29． “只有那些在我处寻求庇护以脱离生死轮回之圈的人才能成

功地获得关于主、神授智慧及行动的知识。” 

 

 关于主以及个体灵魂与普遍灵魂的关系的知识为信徒提供

达到最终灵魂解脱的途径。另外， 

 

30． “明白我是万物（阿迪布特）、万神（阿迪岱瓦）及雅格亚

（阿迪雅格亚）之灵，并能全心奉献于我的人最终总能认知

我。” 

 

 那些感知了克利须那的人，最终一定能够感知赋予万物、

万神及雅格亚活力的至尊之灵；那些全心奉献克利须那的人也会

最终认知与克利须那一体的主，并永远居于主的境界。在 26-27

句中，克利须那说：人因无知而无法实现对他的感知；一旦消除

了妄念，人一定能够认知克利须那、认知主，并认识到他与个体

灵魂、物质宇宙及完美行动的等同性，认识到万物、万神及雅格

亚之灵的完美本质。所有这一切的原初就是先知——已认知了真

理的人。 

 

  

Oam_aU_m{jm` _m_molÀ` `Vp›V `{$& 
V{ ]´˜ Vo¤Xw: H•$ÀÒZ_‹`mÀ_ß H$_© MmoIc_≤$&&29$&& 
gmoY^yVmoYX°dß _mß gmoY`kß M `{ odXw:$& 
‡`mUH$mc{@o[ M _mß V{ odXw`w©∑VM{Vg:$&&30&& 

 

  

 

 

 

 



  
 
 
 
 
 
 
 
 
                                            

 

 

 

 在本章中，克利须那指出，那些能够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他

并以无私行动之道行事的人就已经完全实现了对他的感知。但这

样的人是千万人里挑一的。那些能够直接感知他的人不把他看作

普通的肉体，而把他看作无所不在的至高精神。自然及其八种成

分不过是他的低级、无知无觉的自然，而付诸整个世界以活力的

是他的有知有觉的高等自然。万事万物皆因这两种自然的相联与

变化而产生。克利须那是万物之源，是他创造了日月的光芒和人

的勇气，他是强者的无私勇敢，也是虔诚信徒的神圣渴望。他鼓

励阿尔诸那消除一切欲望、唯独保留感知他的欲望，因为这是他

的赐福。 

 

 克利须那还指出，无知者常常认为他与常人无异，并因此

无法实现对他的感知。唯有通过持续不断的禅定与反省，真理的

寻求者才能洞悉他的真实本质。 

 

 他有四种崇拜者，即：渴望回报者、悲伤者、渴望知他

者、智者。真正的智者在经历数世的修练之后，最终能够感知真

正的他，并与他合而为一，而那些为事物的矛盾性与双重性所迷

惑的人永远也无法实现对他的感知。那些能够遵照主的旨意履行

职责（即对主的崇拜），不为双重性所惑、全心进行禅定的人不

但能够完全实现对他的认知，也能同时获得关于主、完美行动及

雅格亚的知识。 

 

 

 

 

 

 



 

 

 

 

 

 

    
 

 

 

 他们常居于克利须那之中，因而能时时刻刻将他铭记在

心、永不忘记，因此，本章可以说是关于主的完美知识的论述，

所以，本章命名为“完美的知识”。 

 

 

 

至此《博伽梵歌》第七章结束，从而结束了关于对至尊主的感

知、瑜珈之学及克利须那与阿尔诸那间名为“萨玛格茹阿·格彦”

或“完美的知识”的对话，宗教教师阿德嘎达南德的注释“亚瑟

斯集塔”的第七章也告此结束。 

 

哈瑞 呜牟 嗒特 撒特 

 



  
 
 
 
 
 
 
 
 
                                            

 

 

 

 

 

第  八  章 

臻达至尊 
 

 在第七章的结尾处，克利须那说,虔诚奉献的瑜珈信徒能

够消除一切罪过并认知无所不在的主。可见，行动使得人类获得

关于至尊之灵的知识。能够感知他的人也能感知无所不在的主及

阿迪岱瓦、阿迪布特、阿迪雅格亚、完美行动及阿迪亚特玛
1
。 

 

 阿尔诸那问道， 

 

1． “阿尔诸那说，“指点我，至尊的存在啊，给我解释什么是

婆罗门创世主、阿迪亚特玛、行动、阿迪布特和阿迪岱瓦吧。” 

 

 阿尔诸那请求克利须那对他进行启迪。 

 

2． “摩杜苏丹啊，谁是阿迪雅格亚，他如何居于肉体之中，那

些能够控制思想的人又是如何最终实现对你的认知的？” 

 

 谁是阿迪雅格亚，他又是怎样居于身体之中的呢？很显

然，雅格亚的实行者是居于人身体之中的灵魂。克利须那对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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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第七章 29 – 30 句的注释。 

 

 

 

 

 

 

 



 

 

 

 

 

 

    
 

 

诸那的问题一一作了解答。 

 

3． “主说，‘永不毁灭的是至尊之灵（婆罗门创世主）；如果

他以身体的形式显现，就是阿迪亚特玛；与生物的物质身体发展

的相关活动就是行动。” 

  

至尊之主是无法毁灭、永恒不朽的存在；对“自我”坚定不

移的虔诚奉献就是阿迪亚特玛。在阿迪亚特玛之前的阶段由玛雅

所统治，但信徒如果能坚定地虔信主及“自我”，就能达到阿迪

亚特玛的巅峰，最终融入至尊的灵魂“自我”。行动的至高点就

是个体存在对个人意志的自动放弃，因为个人意志是一切善与恶

的根源，一旦个人的意志完全消失、人的思想成为主行动的工

具，行动就因而失去了必要性。这也就是克利须那前面所提到的

完美的行动。因此，真正的行动使一切欲望停止存在，它意味着

崇拜和沉思自省，是雅格亚所固有的。 

 

4． “一切为生死轮回所局限的万物是阿迪布特；至尊之灵是阿

迪岱瓦；而我，无与伦比的人之俊杰啊，则是以人形出现的阿迪

雅格亚。” 

 

阿迪布特是世俗生物之圈，是一切易逝、易灭的欲望，是一

切生物的本原。至尊之灵是超越物质自然的，是众神、正义愿望

的创造者。瓦苏德瓦，即克利须那，是超越肉体的阿迪雅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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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雅格亚的实施者。也就是说，居于人体之内而不显现的超然灵

魂就是阿迪雅格亚。克利须那曾是个瑜珈师，是一切供奉的享有

者，一切雅格亚最终都将奉献给他，这也是至尊灵魂的最终实

现。克利须那回答了阿尔诸那的六个问题，在以下的诗句中他解

释了他是如何为人所知并在此后永远不为人所忘怀的。 

 

5． “那些忽视自己的物质身体而只求将我铭记于心的人无疑已

经臻达我处。” 

 

 这也就是说，如果人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思想，完全忘却

自己的肉体，心中只有克利须那的存在，那么他就算是已经与主

融为一体了。 

 

 物质身体的死亡并不是最后的终结，因为肉体是生生世世

不断轮回转换的。真正的终结是生死轮回的终结，是灵魂与肉体

的分离，只有行动才能使它的实现成为可能。即使人的物质身体

还没有停止存在，通过控制自己的思想、使思想与“自我”融为

一体，人也会减少自己的物质性、使自己更加灵性化。克利须那

曾经说过，只有通过生生世世的修行和禅定，智者才能最终实现

与他的合一。实现之后，他们就会永居他中，他也永居他们之

中。但这个过程是靠人生前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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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克利须那所描述的物质身体的真正死亡，因为在此

之后，灵魂再也不会投生于新的肉体。人们所理解的通常意义上

的死亡不过是灵魂的再度降生而已。 

 

6． “一个人如果能将我铭记于心、直至死亡，他就能到达我

处。” 

 

克利须那认为，如果一个人在一生中都只注重物质享乐，即

使在临终之前把主铭刻于心，他也无法到达之尊之境，因为人在

临死之前，只会记住自己一生中所做过的事。因此，要达到灵性

之途的终点，他必须持之以恒地进行修练与反思，只有这样，肉

体消亡之后，他才能进入主的天国。 

 

7． “因此，如果你能将思想与智慧全部奉献给我，并不断地战

斗，履行你即定的职责，无疑你将最终认知我。” 

 

 人怎样才能一心二用，既一心一意地进行禅定，又进行战

斗呢？这和战场上的战斗类似：战士一边射箭，同时大声喊着众

神的名字。但铭记（信徒在心中不断吟诵着圣名）还有更深层的

含义，克利须那解释到： 

 

8． “帕萨啊，只要常记我于心中，持之以恒地进行瑜珈禅定，

控制自己的思想，不偏离正途，他必能窥见主的崇高光辉。” 

 

 瑜珈修练和对主进行反思是同义。克利须那谈到的将主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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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于心要求修练者拥有瑜珈精神、思想得到完全控制，这样他才

能将自己的精力全部集中于主的存在。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信徒

就已臻达主的居所。他的头脑中即使还有极少的物质念头，他的

铭记都不算完美。那么，既不能分散丝毫的注意力，又要进行精

神战斗，这怎么可能呢？这种战斗又是什么性质的呢？信徒为了

将全部心神集中在对主的反思，努力消除一切物质欲望、排斥一

切对物质的眷恋和克服一切愤怒、热爱及仇恨的念头，这种努力

就是战斗。这就是《集塔》中所述的战斗的性质。 

 

9． “人应该这样铭记至尊之主：他是全知全能的；他既是万事

万物的本原又是终结；他是统治万物的最高灵魂；是深奥中的最

深奥者，超越一切思想；他充满着知觉的光芒，永远无法为无知

者所掌握。” 

 

 主是超越人的思想和想象的。只要人的思想继续为私欲所

占据，主就永远不会对他显现。只有关于“自我”的思想停止了

存在，人对主的认知才能实现。第七句中，克利须那谈到了崇拜

者对他的反思，现在他谈到了崇拜者对主的反思。 

 

10． “如果他能借助瑜珈之力，将生命之气灌注两眉之间，一心

一意，全然奉献并把至尊主铭记于心，他就必能臻达至尊主的居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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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崇拜者能够借助瑜珈之力坚定不移地将主铭记于心，

并靠履行即定的职责使关于自我的思想融入主的存在，将生命之

气集中在两眉之间，排除内心一切欲望及外部诱惑的干扰，他一

定能够最终感知主的光辉。也就是说，如果人能够从物质自然的

三种属性中解脱出来，心中只有“自我”的存在，他就能感知主

的存在。这就是克利须那在第五、六章中花大量篇幅阐释过的瑜

珈之道。 

 

11. “我现在就向你解释这种被精通《韦达》的人称为不朽的最

终境界，它是信徒通过持之以恒地行动以及节欲才能实现的。” 

 

 正如第六章第 14 句的注释中所述，节欲不仅仅是对色欲

的克制，还包括排斥思想中的一切与外界世俗事物相关的欲望、

集中精力对主进行的感知。持之以恒的禅定是真正的节欲，因为

依靠它的帮助，人类可以实现对主的感知，进而达到最终的赦

罪。依照此法修练的人才是真正的禁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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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关闭所有感官之门，将意念集中于心，将生命之气贯注于

头顶，便已进入瑜珈之境。” 

 

 这里克利须那又重复强调了通过排斥欲望对感官进行完全

控制的重要性。意念必须集中于心和“自我”，因为崇拜和禅定

是内心、而不是外部的修练。将生命之气灌注于眼眉之间、全心

修练瑜珈是练成瑜珈的基本条件。 

 

 

13． “如果他的灵魂能够脱离肉体的束缚，吟诵着噢姆——神圣

的字母组合，将我铭记在心，他必将实现最终的赦罪。” 

 

 那些已经获得神授知识的智者一定能够最终达到理想的崇

高境界。克利须那是个瑜珈师，因此他劝诫阿尔诸那吟诵噢姆—

—主的象征，并全心感知主的存在。我们应该注意，克利须那并

没有让阿尔诸那吟诵自己的名字。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克利

须那被人们逐渐神化，人们开始吟诵他的名字。虽然他们也得到

回报，但这种回报与他们所付出的虔诚是成正比的。克利须那曾

向阿尔诸那指出，是他使崇拜者持之以恒并增强他们的信念，也

是他决定他们应得的回报。 

 

 也许人们还记得，三位一体神之一的席瓦，即瑜珈的创始

人，坚持吟诵“拉玛”，因为这象征着无所不在的主。圣人卡比

尔不断吟诵的也是音节“拉”和“玛”。克利须那却鼓励人们吟

诵“噢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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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主有很多不同的称号，但只有那些能够增强人们信念的名字

才值得吟诵。克利须那一再地提醒崇拜者，认为他们不应该吟诵

那些迷惑信徒、使信徒相信多神论的名字；所谓的众神不过是故

事中的虚构。“噢姆”独一无二的特性就在于：它象征着居于每

一个“我”之中的无上至尊，因此，在追求真理之路上，寻求者

们不应该四处寻求外在的所谓的“主”。 

 

 尊敬的马哈拉扎先生也曾经不断地提醒信徒，要求他们在

吟诵“噢姆”、“拉玛”、或者“席瓦”之类的圣名时把他的形

象铭记在心：在把他的形象直观化的同时，应该把他们所敬的神

铭记在心。因此，在进行禅定时，信徒们应该想象他们导师的形

象。无论信仰的是罗摩、克利须那、内心摆脱一切欲望和感官享

乐的隐士，还是其他的任何存在，我们只能通过实际的经验才能

感知他们的存在。这种经验是通过有成就的教师的指点才能获得

的，因为，只有他们的指点才能帮助我们克服物质世界的诱惑。

在修练之初，我也曾经将一幅巨大的克利须那像挂在室内，但经

过恩师的指点，我的修行不断加深，克利须那的像也渐渐从我的

脑海中消失了。 

 

 瑜珈的初习者虽然常常吟诵神的名字，却始终无法跳出传

统、摆脱他们所继承的信仰与偏见，不愿吟诵以人形出现的圣人

的名字，而崇拜一些虚幻的神。克利须那对此是不赞成的，他认

为这是不虔诚的表现。关于崇拜的正确方式，正如前面讲过的，

信徒应该经过某个圣人或先知的指点，以纠正自己谬误的信条、

树立正确的信仰。因此，克利须那认为，思想因对圣名“噢姆”

的吟 

 

 

 

 

 



  
 
 
 
 
 
 
 
 
                                            

 

 

 

 

诵和对主的铭记而得到控制并最终融入主的存在。 

 

14 “瑜珈师只要虔诚奉献，不偏不离，常记我于心，就能认知我

而不费吹灰之力。” 

 

 只要对克利须那虔诚不二，心无他物，持之以恒，将他铭

刻于心，信徒就能轻易地实现对他的感知。克利须那又解释了这

样做的益处。 

 

15． “那些已经成就的智者，一旦臻达最高境界，将永远脱离生

死轮回的苦海。” 

 

 在达到至高的精神境界之后，人将不再受到生死的束缚。

克利须那又谈到了再生之圈。 

 

16． “整个物质世界，从最高级到最低级的世界，全是生死轮回

不休的苦海。琨缇之子啊，那些到达了我的居所的人，就将永远

不再投生于物质世界。” 

 

 圣典中关于不同等级世界的概念是一个比喻。世上既不存

在所谓的地狱，也不存在所谓的天堂。只有虔诚正义愿望的人类

本身就是天堂中的神，同样，为不虔诚和邪恶欲望所驱的人类本

身也是地狱中的魔鬼。克利须那的族人阚斯、石漱普和巴纳苏尔

都有魔鬼般的性格。神仙、人类、半人类世界都是具有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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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克利须那坚持说，在物质身体死亡之后，“自我”灵魂、思

想和五种感官都会根据前世的桑斯卡随灵魂进入新的肉体。 

 

 众神是美德的象征，虽然人们认为他们是不朽的，但是其

实他们也与人类一样面临死亡的危胁。在世俗世界，没有比虔诚

的毁灭更大的损失。无论是高等世界还是低等世界，都是受磨难

的世界。只有人类能够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并藉此实现自己的

最高目标，永远脱离生死轮回的苦海。通过履行即定的职责，人

类不但可以成为神，而且可以修练成为三位婆罗门创世主之一的

创造之神。然而，如果无法控制并使自我的思想融入主的存在，

进而实现对主的感知并与主合一，即使克利须那也无法脱离生死

轮回之圈。《奥义》也阐述了同样的真理。《卡索帕尼沙德》

说，凡人也能够不朽，也能够摆脱心中的一切束缚、实现对至尊

之灵的直接感知。 

 

 那么婆罗门创世主是不是也终有一死呢？在第三章中，克

利须那曾经说过，普茹阿扎帕提·婆罗门不过是个工具，主通过

他来显现自己；是他创造了雅格亚。现在，他又说，即使神圣如

婆罗门创世主也无法脱离生死之圈，他到底想说明什么呢？ 

 

 实际上，那些已经成就的圣人并不拥有天生的婆罗门般的

思想，他们是因为善行和美德才获得了“婆罗门”的称号。他们

并非生为婆罗门，而是靠持之以恒的修行而达到了最高的精神境

界，因此而被称为婆罗门。 

 

 普通人的灵魂及思想不是婆罗门，因为只有进入崇拜之途 

 

 

 

 

 



  
 
 
 
 
 
 
 
 
                                            

 

 

 

 

 

之最高阶段的崇拜者才能算是婆罗门。我在第三章
2
中曾经指

出，学者们把崇拜之途分为四个等级，即婆罗门维特、婆罗门维

德瓦、婆罗门维德瓦瑞延、婆罗门维德瓦瑞施特。婆罗门维特就

是那些刚刚进入神授（婆罗门维德亚）知识殿门的思想与灵魂；

婆罗门维德瓦是那些在灵性之路上取得一定进步的信徒；婆罗门

维德瓦瑞延的思想已经更加纯净，他们能够指点他人并将他人引

入灵性之途；婆罗门维德瓦瑞施特是处于最后阶段的信徒，他们

的思想充满了神授智慧、停止了其本身的存在并且已经与主的思

想成为一体。 

 

 思想（婆罗门）一旦拥有天堂般的光辉，它的整个灵魂存

在都为之所唤醒、充满了光明；如果充满了无知的黑云，它则无

知无觉而且迟钝。人们常常称这两种状态为白天与黑夜或者光明

与黑暗，其实，它们不过象征着处于不同状态的思想罢了。 

 

 即使在充满着神圣光芒的婆罗门般的思想中，神授智慧的

光明和无知的黑暗两种状态也同样存在，玛雅也依旧占统治地

位。如果神授智慧占主导地位，无知的黑云就会慢慢消失，最终

目标逐渐显现；如果无知占主导地位，思想就会陷于黑暗之中，

人类的灵性之途也将处于停滞状态。 

 

 

 

 

2． 见第 3章第 10 句的注释。 

 

 

 

 



 

 

 

 

 

 

    
 

 

 

 

 

 人心中善与恶、无知与智慧的界限一旦消失，有知有觉与

无动于衷的区分一旦不复存在，人类对永恒、永不毁灭的主的认

知就会成为现实。 

 

 一个已经对主的存在有所认知的灵魂已经经历并超越了所

有的四个阶段。他的思想不再为自我所占据，而是充满了神圣的

光辉，他的思想已经成为主显示的工具；同时，属于他自我的思

想仍然存在，因为他也对其他的信徒加以指点、巩固他们的信

仰。他的思想变得坚定而不动摇，因为他现在已经在永恒的境界

赢得了自己的位置，并永远从生死轮回之圈中得到解脱。但在达

到这一境界之前，只要为自我所占据的个体思想仍旧存在，他就

依旧是婆罗门且仍需继续在生死轮回的苦海中挣扎。 

 

17．“婆罗门的一天或者一夜相当于人类的一千个世纪（雅

嘎），能够明白这一点的瑜珈师已经完全掌握了时间的本质。” 

 

 在本句中，日与夜是智慧与无知的象征。为主的智慧（婆

罗门维特）所充实的思想就是婆罗门，已经达到婆罗门维德瓦瑞

施特境界的思想是婆罗门境界的巅峰。如果智慧的光明主导人的

思想，瑜珈师就离主的境界越来越近，他的思想也洋溢着神圣的

光辉；反之如果主导人的思想的是无知的黑夜，思想就为种种冲

突的欲望所迷惑。这两种状态是黑暗与光明的极至，一旦超越这

两个极至、主的最终本质为思想所知，智慧和无知的界限就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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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复存在。明白这一点的瑜珈师就算掌握了时间的真正本质。 

 

 往昔的智者常常把人的内心世界命名为思想或者理性。渐

渐地，思想又慢慢被分为四类，即思想、理性、思维及个体自

我。人的思想既可以象白昼般充满智慧的光辉，又可以象黑夜般

为无知的黑云所笼罩。凡人的世界是以黑暗的形式存在的，一切

生物都处于麻木无知的状态，因此他们也无法感知主的神圣光

辉。只有通过瑜珈，他们才能驱除无知的黑暗，向主的神圣王国

迈进。 

 

 高斯瓦密·突希达斯在他注释的《罗摩衍那》中说，如果

尽做恶事，即使是充满智慧光辉的思想也会重新陷入无知的状

态；相反，如果是美德的化身，人类的思想就会洋溢着智慧的光

辉。如果最终的精神目标得以实现，思想中智慧或无知的界限就

将不复存在。 

 

18． “婆罗门的白昼之始，众生从混沌状态得以显示；夜晚降临

时，万物又重新回到混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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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白昼——即智慧——的到来，一切生物从他们的混沌状

态中被唤醒，然后无知的黑夜又使他们重回混沌状态。他们虽然

存在于世间，却无法感知至尊之灵的存在。 

 

19． “白昼重新到来时，众生又重新从睡梦中惊醒，帕萨啊，当

黑夜再度降临，众生又恢复混沌状态；就这样反反复复，周而复

始。” 

 

 只要人的思想继续存在，智慧与无知的循环就会存在；只

要这种循环继续，崇拜者就无法感知主的存在、成为主的化身。 

 

20． “在未经显现的婆罗门之外，还有永恒的、未经显示的主，

即使整个宇宙遭到毁灭，他也会永远存在。” 

 

 一方面，思想是没有得到感知的婆罗门，无法为感官所感

知；另一方面，在思想之外，存在着永恒的、永不毁灭的主。无

论思想是处于智慧的光明，还是重新陷入无知的黑暗，主都始终

存在。只有臻达主的居所后，这种智慧与无知的交叠才会停止。

只有实现了对主的感知，人的思想中“自我”才能停止存在，剩

下的只有永恒的、未经显现的主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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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那未经显现的、永不毁灭的主，那被称作最终的赦罪的，

还有那一旦为人类所感知，就永远将人类从生死轮回之圈解脱

的，就是我至高无上的居所。” 

 人们称永恒的、不朽的境界为终极目标的启迪（或臻

达）。克利须那说，“这是我最终的居所，人类一旦臻达，就将

永远脱离物质世界及生死轮回的苦海。” 

 

22． “帕萨啊，主存在于万物之中，他的精神弥漫整个宇宙。只

有通过虔诚奉献，人类才能到达他的境界。” 

 坚定而不动摇的奉献是指人的头脑中除了主的存在而别无

他物的状态。克利须那说，人类即使拥有如此的虔诚，还是无法

脱离生死之圈的束缚。 

 

23． “巴茹阿特的俊杰啊，我现在就对你进行启迪，告诉你瑜珈

师何时会再诞生，何时能够达到不再重生的境界。” 

 只有那些永远为智慧之光所笼罩的灵魂才能永远脱离生死

轮回之圈。 

 

24． “在月盈的半个月中，在太阳运行于北方的六个月中的白日

吉时，在光明中，或在光明的火焰的照耀下，瑜珈师的肉体如果

死亡，他就能臻达至尊。” 

 火焰是主光辉的象征，正如白昼是智慧的象征。月盈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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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象征着纯洁无瑕。太阳呈上升趋势运行的六个月代

表着辨别力、弃绝、克制、平静、勇气和理性六种美德。一旦受

到神圣智慧的启迪，智者就能够超越物质自然之圈、臻达主的境

界，因此，他们将不再降生于俗世。但是那些虔诚万分、却无法

实现对主感知的崇拜者又将如何呢？ 

 

25． “那些渴望到达最高境界的瑜珈师如果在光线暗淡的黑夜

中、月亏的半个月、或者是太阳向下运行的六个月中离世，就只

能到达光辉暗淡的月亮
3
，并再生于人世。” 

 

 但是如果信徒灵魂中雅格亚的神圣之火为烟雾所笼罩，无

知的黑夜统治其思想，他的灵魂为欲望、愤怒、贪婪、妄念、虚

荣及恶念等六种恶习所统治，他就将再度诞生于俗世。 

 

26． “世上有两种离开俗世的方法，一者是通向主的光明之路，

再者是通向阴间的黑暗之路。踏上前者的人将达到再不重生的境

界，踏上后者的人则无法脱离生死轮回的苦海。” 

 

 这两种途径都是永恒不变的，崇拜者因崇拜所修得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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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圣人皮帕拉德在《普拉施纳奥义》中说：万物之主创造了普冉（首要之气，即阳气）和

腊伊（阴气）。普冉是太阳，腊伊是月亮，是给予生命的物质。 

 

 

 

 

 

 

 



  
 
 
 
 
 
 
 
 
                                            

 

 

也不会成为虚无。那些在智慧的光明中离去的人实现最终的赦

罪，而那些在无知的黑夜中死去的灵魂还将返回、再度诞生于俗

世。这种生死轮回将一直反复出现，直到无知的黑夜不复存在。 

 

27． “帕萨啊，你应该常处瑜珈之中，因为一个真正的瑜珈师深

知这两种途径的本质，绝不会为其所迷惑。” 

 

 真正的瑜珈师明白，即使无知中死去，他所修得的德行也

不会成为虚无。因此，阿尔诸那应该常处瑜珈之中，将自己完全

奉献给对主的崇拜之中。 

 

28． “一旦深知这个奥秘，瑜珈师就会超越一切《韦达》所述的

回报、牺牲仪式、苦修及慈悲，达到最终的赦罪。” 

 

 瑜珈师如果对主进行反思，常处瑜珈之中，他就能直接感

知至尊之灵，超越经典中许诺的回报与惩罚的境界，永远得到解

脱。人们把这种对至尊之灵的直接感知叫作“韦达”，即主的直

接启示。人一旦认知了那未经显示的本质，世上就不再有任何需

要他认知的事物，《韦达》也将不再有存在的意义；雅格亚，即

即定的职责，也不再成为必须；苦修——控制自己的感官和思想

并实行苦修——也不再必要，因为回报、牺牲、苦修、慈悲的目

的是到达主的居所，这一目标一经实现，各种手段就失去了存在

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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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已经实现对主的感知的瑜珈师已经实现了最终的解

脱，因此，他是超越一切的。 

 

 ÍÍÍÍÍ 
 

 在本章的一开始，阿尔诸那就提出了七个问题，即：至尊

之灵、阿迪亚特玛、完美行动、阿迪岱瓦、阿迪布特、阿迪雅格

亚的本质各是什么，人类如何才能实现对他（克利须那）的感知

并世世代代永生不忘。克利须那对这些问题一一作出了回答。世

上唯一不朽的存在是主。阿迪亚特玛是使人类实现对主的感知的

虔诚奉献，是使人类充满“自我”之神圣光辉的智慧。完美的行

动是将人类从其天然本性中解放出来的行动，是能够消除一切欲

望的行动。 

 

阿迪布特就是一切易逝、易毁灭的欲望。至尊之灵是阿迪岱

瓦，阿迪雅格亚是居于人体之内而不显现的超然灵魂。克利须那

就是阿迪雅格亚，因为他是一切供奉及一切雅格亚奉献的对象。

阿迪雅格亚是居于人体之内的。克利须那还回答了如何实现对他

的感知的问题。他说，如果信徒心中只有主的存在、心无丝毫杂

念直至死亡，他就必定能够实现对主的感知。然而只有在物质生

命结束之前，为这一目标付诸的努力才是有效的，否则，克利须 

 

 

 

 

 

 

 

 



  
 
 
 
 
 
 
 
 
                                            

 

那永远也无法获得他经生生世世的努力才获得的神圣智慧，他也

永远也不可能完美。真正的终结是生死轮回的终结，因为只有如

此，他才能真正与主融合为一体。 

 

 时时刻刻将克利须那铭记于心是实现灵性目标的唯一途

径，因此，阿尔诸那必须进行战斗并将克利须那铭记于心。战斗

就是信徒在集中全部心神对主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为消除一切物

质欲望、排斥对物质的一切眷恋和克服一切愤怒、热爱及仇恨的

感情而进行的努力，是《集塔》的中心所在。欲望、愤怒、眷

恋、憎恨都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只有进行精神战斗、彻底消灭这

些敌人，最终的精神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克利须那要求阿尔诸那吟诵“噢姆”，并同时将他——瑜

珈大师——铭记于心，因为这才是实现对主的感知唯一的途径。 

 

 克利须那还提到了生死的轮回。他说，整个宇宙，无论是

最低级的生物，还是婆罗门，都受生死轮回的限制；但是即使一

切生物都遭到灭亡，他的崇高、未经显现的存在以及信徒修得的

善行也不会终结。 

 

 修练瑜珈之人有两种修练方式：其一，修习者拥有完美智

慧的光辉和六种美德，时时刻刻处于上升状态，没有任何缺陷，

最终实现完全的赦罪而逃脱生死轮回之圈；其二，在其物质身体

离开物质世界之前，修习者的思想如果有丝毫的不完美和无知， 

 

 

 

 

 

 

 

 

 



 

 

 

 

 

 

    
 

他也需要再度经历转世投胎的折磨；相反，如果穷其一

生，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即认知主的存在，并为此而努力，他就将

永远得到解脱。 

 

 因此，即使是不完美的崇拜者也能够实现灵性的崇高目

标。克利须那鼓励阿尔诸那说，信徒的努力生生世世都会与他同

在，直到最终赦罪的实现。两条路都是永恒的、不会毁灭的，明

白这一点的瑜珈师已经掌握了时间的真正本质。因此，阿尔诸那

应该成为瑜珈师，因为瑜珈师能够超越《韦达》中所许诺的回

报、自罚、雅格亚和慈悲的境界、实现最终的解脱。 

 

 在本章中，克利须那数次提到了崇高的目标，即臻达主的

居所，他称主为未经显现的、永不毁灭的、永恒的。因此，本章

命名为“臻达至尊”。 

 

 

 

至此《博伽梵歌》第八章结束，从而结束了关于对至尊主的感

知、瑜珈之学及克利须那与阿尔诸那间名为“阿克沙·婆罗门·瑜

珈”或“臻达至尊”的对话，宗教教师阿德嘎达南德的注释“亚

瑟斯集塔”的第八章也告此结束。 

 

哈瑞 呜牟 嗒特 撒特 

 

 

 



  
 
 
 
 
 
 
 
 
                                            

 

 

 

 

 

 

 

 

第  九  章 

为神圣启迪而努力 
 

 在第六章中， 克利须那对瑜珈之道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瑜珈之道就是雅格亚的实行。雅格亚是一种帮助崇拜者实现对主

的感知的行为，这种行为以整个有生及无生的世界作为对主所作

的牺牲。克制自我的思想并向主奉献整个自我是认知“不朽之存

在”的唯一途径，能对主奉献整个自我的人就是一个真正受到神

圣启迪的人、一个实现的圣人、一个已经与主融为一体的杰出瑜

珈师。个体“灵魂”与宇宙普遍“灵魂”的统一就是瑜珈。雅格

亚的行为叫做行动。克利须那在第七章中说，履行雅格亚的崇拜

者既实现了对主的感知，也掌握了完美行动、阿迪亚特玛、阿迪

岱瓦、阿迪布特和阿迪雅格亚的本质。 

 

 在本章中，他对精通瑜珈之道的伟大灵魂下了定义。他认

为，这样的灵魂虽然行动，却是非行动者。另外，他还对那些崇

拜其它的所谓的神的瑜珈修练者提出了警告，指出，这样的崇拜

是灵性之途的巨大障碍。 

 

 

 

 

 

 

 



 

 

 

 

 

 

  

1． “主说，‘无罪之人哪，现在我要就这门神秘的知

识对你进行指点，并释之以例证。一旦掌握了这门知识，你将永

远从这物质世界的苦海中得到解脱。” 

 

 克利须那将以一个已经实现的伟大的灵魂为例，对阿尔诸

那加以指点，解释自己控制万事万物、对人进行启迪、与“自

我”并肩战斗的方式。一旦掌握了这些知识，阿尔诸那将永远脱

离悲苦的物质世界。 

 

2． “这门知识是知识之王，是最神秘者，最神圣者，最慈悲

者，它极易实施，并永不毁灭。” 

 

这里的“知识”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知识，而是神圣的知识，

是使人实现最终赦罪的知识。在信徒的灵性之途上，如果他自以

为是、高傲自大，那么他的知识就是不完全的、就是以知识为面

纱的无知，因为只有神授知识才是神圣的启迪，才是有益于人类

的。它是一切“神秘教义”
1
之王，因为只有那些瑜珈修练到达完

美境界、能够解开智慧与无知之谜的瑜珈师才能获得它；它对人

类大有裨益，信徒一旦拥有它，能够立刻得到回报。但是这并不

是说，如果我们在此生品德高尚，下世立刻就能得到回报，这样

的 

 

 

 

 BXß Vw V{ Jw¯V_ß ‡d˙`mÂ`Zgy`d{$& 
 kmZ odkmZgohVß `¡kmÀdm _m{˙`g{@ew^mV≤$&&1$&& 
 amOod⁄m amOJw¯ß [odÃo_X_wV__≤$& 

 ‡À`jmdJ_ß YÂ`™ gwgwIß H$Vw©_Ï``_≤$&&2$&& 
 

1. 这是“奥义”的其中一个含义。《奥义》中所含的知识是神秘的，因为只有那些精神上

有所准备的人才能接受并受益于它。 

 

 

 

 

 

 

 



  
 
 
 
 
 
 
 
 
                                            

 

 

回报只是盲目的。这种神圣知识是永远存在、不受时间限制的。 

 

 克利须那在第二章中对阿尔诸那说过，瑜珈之种子一旦种

下，就永远也不会消失。即使是不完全地实行瑜珈之道，人类也

能大大受益于它，并最终得到解脱。第六章中，克利须那教导阿

尔诸那说，一旦踏上行动（瑜珈）之道，哪怕是仅行数步，信徒

也会生生世世受益于因那数步所修来的德行，他所修得的桑斯卡

将生生世世伴随他、与他同在、得到积累并使他最终到达至尊的

居所而得到灵魂的彻底解脱。对一个信徒来说，明白这一点是极

为重要的。在本章中，克利须那对此再次进行了强调。 

 

3． “帕冉泰葩啊，那些对这种知识有所怀疑的人，将无法到达

我处，他们将因此重返物质世界，再度投生。” 

 

 瑜珈之种子对瑜珈修练者是有益的，但那些不完全的瑜珈

修练者将反复经历生死轮回的折磨，不能到达克利须那的居所。 

 

4． “我以未显现的形体，遍及整个宇宙，众生尽在我中，我却

不在它们之中。” 

 

 克利须那以未经显现的形体存在于世，他无所不在，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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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物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已经实现对主感知的圣人已经

与未显现的主合为一体，因此他们同处于一个境界之

中。 

 

5． “然而万事万物又不在我之中，这就是我的奥秘；虽然我是

众生的创造者，虽然我无所不在，我却不是它们的一部分，因为

我是一切的创造者。” 

 

然而众生又不在克利须那之内，因为它们是易逝的，是物质

自然的一部分。他虽然创造万物、支持万物的生长与发展，他的

“精神”却不在它们之中，这就是克利须那瑜珈的伟大。 

 

6． “你应该知道，众生都在我之中，正如强风虽无所不至，却

总处于天空之下。” 

 

强风虽然强大，却永远处于天空之下。同样地，克利须那包

容万物，却不受万物的影响。在下面的诗句中，克利须那解释了

瑜珈的作用。 

 

7． “琨缇之子啊，在每一劫之末，众生都臻达并融入我的本性

之中；在另一劫之初，我再度将它们创造。” 

 

 一旦被重新创造，万物众生就变得更加完美，以前处于无

知无觉状态之中的变得有知有觉。“劫”既有“时间之圈”的意

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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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深的含义：即更好的转变。在每一劫的初始，克利须那创造

众生，然后众生通过修练渐渐消除心魔、最终与主合为一体，目

标就算实现，一劫就算结束。崇拜的初始阶段是每一劫的开始，

崇拜的成就、目标的达成、以及灵魂的彻底解脱是每一劫的结

束。因此，克利须那说，众生融入他的存在之内。 

 

 那么，那些已经与主成为一体的圣人又有什么特性呢？他

独特的个体特性还是否存在？克利须那在第三章 33 句中曾经说

过，一切存在都有它们自己本来的特性，这些本来的特性是众生

行动的基础。那些已经直接感知主的圣人也不例外。他们的本来

特性就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与生活方式。在每一劫之末，众生也获

得这些圣人的特性。 

 

8． “众生都无助地依照自己的本性行事，我也因此根据它们的

行动对它们不断地进行塑造。” 

 

 克利须那按照自己的特性不断地对万物进行塑造，使万物

渐渐拥有他的特性，最终臻达他的居所。克利须那本身是否受到

物质活动的束缚呢？ 

 

9． “达南捷呀，一切活动都无法束缚我，我永远超越一切物质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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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第九句曾经提到过，圣人的行动方式是超

越世俗的，本章的第四句说，圣人是不向众生显现他对万物的控

制方式的。本句中，克利须那再次对此进行了强调，他是不受任

何行动束缚的。他已经与主合为一体，因而他超越万物，不受任

何行动与欲望的限制。 

  

 上面所述就是圣人的自然之属性与生就之本性之间的关

系，那么玛雅按照克利须那的本性所创造的又是什么呢？ 

 

10． “琨缇之子啊，我的玛雅在我的指挥下控制一切，塑造了有

生与无生的万物，并使整个世界象转动的车轮，不断地被毁灭，

又不断地被创造。” 

 

 玛雅（有生及无生自然的三种属性）受到克利须那的控

制，对有生及无生的世界加以塑造，这是较低级的劫，也正是依

靠此劫的力量，自然世界得以不断地重复被毁灭和被重新创造的

过程。这种由自然所控制的低级的、不断变化、不断毁灭的劫，

是玛雅在克利须那的指挥下控制的。第 7 句中所述的劫是与圣人

的诞生相关的，其中，圣人是行为者。在本句的劫中，自然是行

为者，由于自然受克利须那的指挥对万物进行创造，物质世界的

一切因此而具有易逝的特性。 

 

11． “那些受妄念控制的人不了解我的真正存在，他们被我的凡

人形体所迷惑，认为我不过是凡人世界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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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无法认识克利须那真正本质的无知之人，认识不到他

与至尊之主的等同性，认为他与常人无异，因而只是凡人。他们

看到的只是他的外表，却无法了解他伟大的灵魂。 

 

12． “无知者就象邪恶的灵魂，处于黑暗的状态之中，因此，他

们寻求解脱的希望、行动及其所得到的知识，终将是虚无。” 

 

 这样的无知者的希望、行动及获得的知识都将是徒劳的。

他们躺在无知的狭谷里，拥有魔鬼般的特性，并且由于这些特

性，他们受到外表的迷惑，认为克利须那不过是个凡人。这里

“魔鬼”指的是思想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与社会阶级或等级无

关，拥有这种特性的人无法掌握克利须那的本质。 

 

13． “帕萨啊，伟大的灵魂受到神性的护佑，因而不会受蒙蔽。

他们知道我永恒而不会毁灭的特性，所以全心地投入对我的奉献

之中。” 

 

 因为受到虔诚信念的护佑，智者们明白克利须那是万事万

物的源泉，是永恒的、未经显现的，所以他们排除一切杂念，虔

诚对他进行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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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这些伟大的灵魂一心一意地吟诵我的圣名、歌颂

我的美德，为实现对我的认知而积极努力；他们对我顶礼膜拜，

永远以奉献的精神崇拜我。” 

 

 把握了真理的人坚定地执行奉献之道，对克利须那伏首称

臣，永远处于对他的反思之中。他们全心全意地吟诵他的圣名，

把他铭记于心而一刻不敢懈怠。 

 

15． “有些人认为我就是一切，并以格彦-雅格亚的方式，把我

当成至尊之灵进行崇拜；有些人在自己心中培养我的特性，使自

己与我等同，对我进行崇拜；有些人视我为主人，自己为仆人；

还有其他人以全然不同的方式崇拜我。” 

  

掌握了真理实质的人通过洞察之道或智慧之道对他进行崇

拜。有些人排除心中的一切杂念，将自我融入克利须那，以“无

私行动之道”的方式崇拜他；还有其他人以不同的方式崇拜他。

实际上，这些不过是同种精神原则（即雅格亚）的不同阶段而

已。克利须那本人就是雅格亚的实行者。如果没有圣人先知的指

点，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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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亚是不可能成功实现的。只有在圣人先知的指导下，信徒们才

能看清自己在灵性之途中的进展。 

 

16． “我就是行动，我就是雅格亚，我是目标的实现，是治病救

人者，是神圣的祈祷，是祭品，是神圣的火焰，是祭祀之礼。” 

 

 克利须那是使行动成功的人，因为主是鼓励崇拜者进行崇

拜的最高存在，崇拜者的最后实现是主赐予的恩惠。克利须那也

是雅格亚，即即定的崇拜之法，因为那些得以品尝主所赐予的神

圣甘露的人最终将与主融为一体。克利须那也是祭品，因为是他

给信徒们以决心。他也是使整个物质世界脱离苦海的良药，是神

圣的祈祷。他还是神圣的火焰，因为他使一切物质欲望燃成灰

烬。 

 

 在本句中，克利须那重复使用了第一人称：“我

是……”，进而强调了他与个体“自我”的同一性，是他赋予他

们灵感，使他们成功地执行雅格亚。我的恩师马哈拉扎先生曾经

一再地教导我们，一旦有主作为自己战车的驾驭者，崇拜者的崇

拜之路就算开始。我们可以闭住双眼进行禅定，但是如果我们无

法排除干扰、全心融入主的存在、由主监督“自我”的灵性发

展，我们将永远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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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达到崇拜的终点。因此，他说，“如果你眼中只有我

的存在，我将给予你一切。” 

 

17． “我是整个世界的创造者、保护者，也是行动的回报者；是

宇宙之父、宇宙之母和全宇宙的始祖；我是神圣、永不消失的音

节噢姆；我还是《瑞歌韦达》、《萨摩韦达》和《亚诸尔韦

达》。” 

 

 克利须那支持着整个世界。他是向世界供应食物的“父

亲”，是生养的“母亲”，是一切生物的始祖。他也是神圣的音

节“噢姆”，因为“噢姆”意味着“自我灵魂”与主的相似性

（阿哈姆+阿卡茹阿=噢姆卡茹阿）。 

 

 他也是瑜珈的三个不同部分：瑞歌，即祈祷；萨摩，即思

想的平衡；亚诸尔，即即定的职责，它使得“自我”与主的合一

成为可能。 

 

18． “我是崇高的目标，是维系者，是万物之主，是善良与邪恶

的创造者，是万物的居所和庇护所，我是万物的施恩者却不求任

何回报，是起始和结束，我还是永不毁灭的原初能量。” 

 

 克利须那是最终的赦罪，是人人希望达到的崇高目标。他

是万物之主，他控制一切、无所不知。他既是万物的创造者，又

是万物的毁灭者。他是至高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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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我是燃烧的太阳，也是造雨的云朵。阿尔诸那呀，我既是

不朽，也是死亡。灵与物，两者都在我之中。” 

 

 他是太阳，给予万物光明。但很多人都视他为虚幻，他们

为生死轮回所束缚，因此，克利须那也是众生命运的裁决者。 

 

20． “那些研习韦达诸经、畅饮神圣甘露、排除一切罪恶的人，

那些通过雅格亚崇拜我、追求天堂般存在的人，将会因他们的美

德而得到回报，在天堂中享受神仙般的快乐。” 

 

 有些崇拜者虔诚地按照规定的三种方式——瑞歌、萨摩和

亚诸尔——进行崇拜，从暗淡的月亮汲取光芒，消除自己的罪

恶，按规定的雅格亚崇拜克利须那，同时，他们也寻求回报、渴

望到达天堂。这样的人会得到回报，但他们始终无法从生死轮回

之圈中得到解脱。因此，他们将进入印德拉
2
的天国，享受神仙

般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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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他们享受了天堂中的极度欢乐、耗尽了自己虔诚

活动的成果之后，就会重返物质世界。因此，那些依韦达所述原

则行动、寻求回报的人，终将无法摆脱生死轮回之圈。” 

 

 这样的崇拜者虽然按祈祷、思想平衡、虔诚奉献的方式实

行雅格亚，但由于渴望回报，他们将无法摆脱物质世界生死轮回

的苦海。因此，在人类的灵性之途上，物质欲望的缺乏是最重要

的因素。 

 

22． “对那些以坚定不移、永恒不变的信念、无私地崇拜我，时

刻将我铭记在心的瑜珈信徒，我仔细地加以保护。” 

 

 克利须那把保护虔诚的信徒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如此，

有些人还是因为无知而崇拜其他的神。 

 

23． “为了追求物质财富的拥有，有些人崇拜其他的所谓的神，

其实他们真正崇拜的是我——众神之主。因为无知，他们没有遵

循即定的崇拜方式。” 

 

 这里，克利须那再次提到了其他的神。在第七章的第 20-

23 句中，他指出，为贪婪之念所驱的人崇拜其他的神，但这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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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神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他才是一切的施予者和支持者。这样

的信徒虽然能够得到回报，但他们的回报是短暂的、易逝的。真

正的瑜珈信徒不追求任何回报，他们得到的回报是永恒不灭的。 

 

 在本章的 23-25 句中，克利须那反复强调了其他神的不存

在性及信徒对这些所谓的神的崇拜的虚幻性。克利须那接着又

说： 

 

24． “我是雅格亚的享有者，是雅格亚的大师，那些无知的人却

认识不到这一点，因此，他们还要经历再度降生于世、受尽折

磨。” 

 

 克利须那是雅格亚的享有者，因为信徒所奉献的一切牺牲

都融入他的存在之中。无知者却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因此将遭

到毁灭。他们将因为无法认知克利须那的真正本质，而永远也无

法实现灵性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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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崇拜众神的，到达众神的境界；崇拜祖先的，到

达祖先的境界；崇拜鬼魂和精灵的，便到达它们的境界；那些崇

拜我的，就可以永远居于我的境界之中。” 

 

 那些崇拜所谓的众神的，到达的只能是幻境；那些崇拜祖

先的，无法逃脱过去的阴影而永远停滞不前。那些全心全意崇拜

克利须那的，最终将臻达他的境界，永居他的居所，并与他合为

一体，他们的心中将永无悲哀。 

 

26．“如果崇拜者以虔诚的爱对我进行奉献，哪怕是一片叶、一

朵花、一个水果、一滴水，我都会接受。” 

 

 只要崇拜者拥有虔诚之心，他奉献的任何事物都是虔诚和

尊敬的象征。因此， 

 

27． “琨缇之子啊，你应该将你的一切行动，无论是吃饭、供

奉、施舍，还是苦修，全部奉献给我。” 

 

 阿尔诸那的一切行动，事无巨细，都应该是以到达克利须

那的居所为目标，克利须那也将全心地保护他的瑜珈修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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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如果你在行动之时牺牲自我，以弃绝之道行事，必定能够

摆脱行动结果的束缚，到达我处。” 

 

在上述三句中，克利须那系统地阐述了成就的方式及其结

果。他提到的三种方式是：首先，以完全的虔诚之心向他奉献祭

品，即使是一片叶、一朵花、一个水果、一滴水，他都会愉快接

受；其次，虔诚地行动，行动时牺牲自我；最后，完全弃绝，放

弃自我。这样，阿尔诸那必定能够从行为结果的束缚中“解放”

出来，到达克利须那的至高境界。 

 

29． “我既不厌恶，也不偏袒。对万事万物，我都平等对待。但

对于那些以虔诚的爱对我进行奉献的人，他既在我之内，我也在

他之内。” 

 

 在克利须那面前，众生是平等的。但是他和那些虔诚奉献

的人有一种特殊关系，他们的心中和思想中充满着克利须那的存

在，并与他成为一体。 

 

30． “一个人即使是罪大恶极，如果他能持之以恒地崇拜我、对

我奉献一切，他仍然算是圣人，因为他坚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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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是罪恶之人，如果能够时时刻刻将克利须那铭

刻于心，尊敬他、崇拜他，相信他是唯一的主，他也无异于圣

人。虽然他暂时还无法成为圣人，但只要持之以恒，假以时日，

他必将成为圣人。因此，整个人类，无论是什么阶级都有崇拜的

权力。 

 

31． “因而，他很快就会变得公平正直，并达到永久的和平。所

以，琨缇之子啊，我的崇拜者永远不会遭到毁灭，对此，你应该

深信不疑。” 

 

 如果虔诚奉献，即使是邪恶之人也会变得善良正直，与万

能的主合而为一，而且崇拜者所付出的努力永远也不会付诸东

流，即使物质身体遭到毁灭，他在来世也会继续上一世未完成的

道路，最终实现至尊的和平。因此，无论是善良之人，还是邪恶

之人，都应该虔诚地对主奉献一切，以求实现最终的目标。 

 

32． “无论是妇女、吠舍，还是最低等级的首陀罗，只要托庇于

我，都能达到至高的目标。” 

 

 在本书的第十六章第 7-21 句中，克利须那对恶魔般的特

性下了定义，他说，那些不遵守神定的原则、仅仅为自欺欺人而

作名义上的祈祷的人是最卑劣的。“吠舍”和“首陀罗”不过是

通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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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性之途中的不同阶段而已。妇女常常遭到不公平的对待，她

们和所谓的吠舍及首陀罗与他人一样，都有平等的修练瑜珈的权

力。《集塔》中的教义是针对整个人类而言的，是不按行为与出

生等级进行划分的。 

 

33． “虔诚的婆罗门们和出身高贵的圣人们就更是如此，他们将

实现最终的赦罪。因此，你也应该放弃这卑微的、易逝的凡人身

体，全心从事对我的奉献。” 

 

 对于婆罗门和刹帝利阶段的信徒来说，成功就在眼前。婆

罗门也是精神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崇拜者已

经拥有主的全部特性，很快就能实现与主的合一。他们和平安

宁，谦卑有礼，愿意时时刻刻听从主的教诲。处于刹帝利阶段的

人，前世的虔诚和苦修使他们在今世成为圣人，他们有成功的气

质、权威，并拥有不轻易退缩的决心。无消多说，处于这一瑜珈

修练阶段的瑜珈师已经成功在即。因此，阿尔诸那也应该放弃这

悲惨、易逝的凡人身体，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主。 

 

 在本句中，克利须那第四次提到了四个瓦恩，即婆罗门、

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在第二章中，他说过，进行战斗是最适

合刹帝利的崇拜方式。在第三章中，他又说道，即使是为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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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摩而死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第四章中，他又说，他就是四

个瓦恩的创造者。正如我们前面所解释的，这四个瓦恩是对修练

者的行动以继承的本性为基础进行的分类。实行雅格亚是人类即

定的职责，那些实行雅格亚的人就属于这四个阶段。首陀罗是那

些初入灵性之途的人，他们拥有不完全的知识；一旦获得某种特

别的能力并积累了一定的精神财富，他就进入吠舍阶段；一旦获

得了征服自然的三种属性的能力，他就到达第三个阶段——刹帝

利阶段；进入婆罗门阶段后，他将拥有主一般的特性。 

 

 另外，对于那些拥有主般崇高智慧的妇女的故事，整部

《奥义》中有多处记载。人们曾经以《韦达》中名为《著作》的

部分为基础制订了各种法律，对崇拜的条件和崇拜者作出了种种

无谓的规定，但即使是这些法律也无法否认克利须那曾多次强调

男女在灵性发展方面平等性的事实。 

 

34． “把我时时刻刻铭记在心，在我处寻求庇护，对我全心全意

奉献、顶礼膜拜，崇拜我，全然专注于我，你必将臻达我的居

所。” 

 

 对于阿尔诸那和任何崇拜者来说，他们如果渴望感知永恒

不变的至尊之主，就必须排除一切杂念、做到心中只有克利须那

的存在，并坚定不移地奉献、持之以恒地进行禅定，以满心的虔

诚吟诵他的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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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章的一开始，克利须那告诉阿尔诸那，他即将解释的

是关于主的神秘智慧方面的知识，一旦拥有这些神秘智慧，阿尔

诸那就能脱离这个悲惨的物质世界；拥有了这些智慧，他就能从

物质世界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这种智慧是一切智慧之王，是真正

的智慧，一旦拥有它，人们就能实现对至尊之灵的感知。它也是

“神秘的教义”，因为它，主高深莫测的光辉才得以显现。 

 

 这种智慧卓有成效、便于修练、一旦拥有永不消失。即使

是灵性之途上的小小进步，也能将人类从生死轮回的恐惧中解脱

出来；人因修练瑜珈而修得的德行永远都会与他们同在，无论是

今生，还是来世。 

 

 克利须那还列举了瑜珈的伟大：瑜珈将人类从悲哀中解脱

出来，瑜珈超越物质世界的热爱与厌恶。瑜珈就是与主的最崇高

本质合一，瑜珈的极致就是臻达主的境界。克利须那是伟大的瑜

珈师，是万物的创造者及支持者而永远超越万物；他永远处于至

高无上的主的境界，已经与主成为一体。正如强风吹过天空却无

法影响天空的光明，万物居于克利须那之中，克利须那却永远超

越万物的掌握。 

 

 在每一劫的开始，克利须那塑造万物；在每一劫的结束， 

 

 

 

 

 

 



 

 

 

 

 

 

  

万物获得他的本性——瑜珈大师的未经显现的存在。这

样的圣人一旦实现了对主的感知，将永远超越变换不定的物质自

然的属性，将常居“自我”、为人类服务。 

 

 克利须那是万物的创造者，他使一切存在的本性得到完

善，玛雅则在他的指挥下对有生及无生的万物进行创造。这也叫

作劫，在每一劫中，万物的物质身体和属性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

中。自然分为两部分，即智慧和无知。无知是邪恶和悲哀的根

源，为无知所束缚的人类也将为时间、行动和自然的属性所束

缚。瑜珈-玛雅是智慧之玛雅，其创造者是克利须那；是它创造了

自然世界。行善是主的本质。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易逝的、变换不

定的，只有努力实现对主的感知，人类才能真正获得永恒、到达

完美的境界。 

 

世上的劫有两种：其中一劫属于物质之圈，是自然在主的指

挥下对不断变化的物质、身体及时间的控制；第二种劫属于更高

层次的灵魂之圈，圣人们使人类的灵魂得到净化，并使万物处于

有知的状态。这一劫的开始是崇拜过程的开始，其结束则是崇拜

过程的完成，是物质世界一切不幸的终结，是万物融入主的存

在。 

 

根据各种圣典的解释，每一劫包含四个世纪（亚格），在每

一劫的结束之时，万物融入主的存在，这就是“世界末日”。但

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解释。“亚格”也有“二”的意思。如

果我们无法到达至尊主的境界，“亚格·达摩”
3
就会继续存在。

高斯瓦密·突希 

 

 

3. 见第四章第 8句的注释。 

 

 

 

 

 

 

 



  
 
 
 
 
 
 
 
 
                                            

 

 

达斯在《罗 摩－ 柴 瑞 特－ 玛 纳 斯》中对此进行过描述。如

果仇恨与矛盾、无知与懈怠支配人类的行为，朝圣者就处于卡利

俞戈阶段，这时他不对主进行崇拜、不拥有神圣知识。随着崇拜

过程的开始，崇拜者进入另外一个世纪——德瓦帕，这时，他的

茹阿扎斯渐渐得到发展、塔玛斯渐渐消失，在崇拜者心中不时还

可以看到萨特瓦的痕迹；他的情绪不断转换，时而喜悦，时而恐

惧。在第三个世纪——特瑞塔，崇拜者以雅格亚的方式进行修

练，他个性中茹阿扎斯的势力变得虚弱，萨特瓦变得强大，他靠

控制呼吸来控制圣名的吟诵。一旦他心中的一切欲望和冲突彻底

消失、只剩下萨特瓦的存在，他就进入了第四个世纪——萨特亚

各。这时，他的思想处于永久的和平与安宁，他变得近乎完美，

并且常处瑜珈。 

 

 了解“亚格·达摩”不同阶段的人才算是真正的智者，他

们能够克制不正当的欲望、控制自己的思想、全心虔诚。他们的

思想一旦受到控制并真正融入主的存在，劫就不复存在，这就是

真正的“世界末日”，因为整个自然都完全融入主的存在之中。 

 

 克利须那说，那些无知的人无法感知到主的存在，他们认

为他存在于凡人的身体之中，因而只是凡人而已。值得讽刺的

是，每一个时代的圣人和先知都受到过这种对待：因为真正本质

不为世人所了解，他们的肉体受尽各种折磨。出于无知，这样的 

 

 

 

 

 

 

 



 

 

 

 

 

 

  

人被圣人的凡人身体所迷惑，认为他们与凡人无异。他

们声称自己是虔诚的信徒，并认为自己是“无私行动者”，事实

上，他们不过是言行不一致的愚人。能够了解圣人与先知的真实

本质、时时刻刻把他们铭记在心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 

 

 信徒的行动方式——即虔诚奉献方式——有两种。第一种

是智慧雅格亚，选择这种方式的信徒对自己的能力作出适当的估

计，然后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灵性之途上不断努力；另外一种是无

私行动之途，这样的信徒视主为主人，视自己为奴仆，他将自己

完全托付给主，依靠主、完全信赖主。尽管选择的方式不同，他

们的成就、作出的牺牲、实施者、信仰和灵药都只有一个，即克

利须那，克利须那是崇拜者的崇高目标。 

 

 这种雅格亚是通过祈祷和祭祀仪式及祭祀程序等方式实施

的。有些崇拜者采纳同样的方式，但由于其对物质回报的渴求，

他们只能到达印德拉的王国，在那里尽享欢乐、耗尽自己虔诚奉

献的成果之后，再重新降生到物质世界。由于他们的欲望，他们

最终无法到达理想的王国。因此，彻底排除一切欲望是实现最终

目标的重要条件。那些没有任何欲望的人，将全部身心奉献给对

主的崇拜，心中没有任何杂念和欲望，他们也将永远受到克利须

那的保护，在他的王国中尽享永恒的和平。 

 

 为贪婪之念所驱的人崇拜其他的神，但这些所谓的神实际 

 

 

 

 

 

 

 



  
 
 
 
 
 
 
 
 
                                            

 

 

上是不存在的，克利须那才是一切的施予者和支持者。有些人被

贪婪之念所盲目，他们无法理解众神的虚幻性和克利须那的真实

性，因此，他们到达的只能是幻境。 

 

 克利须那还说，雅格亚的奉献行动极易实行。无论崇拜者

奉献的是什么，哪怕是一滴水，只要付诸全部的虔诚，他也会愉

快接受。他让阿尔诸那向他奉献全部的虔诚、彻底排除一切物质

眷恋、全心奉行瑜珈之道，由此获得最终的赦罪。 

 

 在克利须那面前，万物都是平等的，他既不厌恶，也不偏

袒。然而，那些对他虔诚奉献的人，能够最终融入克利须那的存

在，克利须那也将在他们之中。一个人哪怕是罪大恶极，只要把

自己完全奉献给克利须那，他也能实现与至尊之灵的融合、达到

最终的和平。克利须那真正的崇拜者是不朽的，是永远也不会遭

到毁灭的。无论是首陀罗、堕落之人，还是土著人，无论是男人

还是女人，无论是善良者还是邪恶者，只要虔诚奉献，他们一定

能够最终实现与主的融合。 

 

 在本章中，克利须那主要讨论了神授智慧的问题。神授智

慧是一切智慧之王，它一经唤醒，必将使人类受益。 

 

 

 

至此《博伽梵歌》第九章结束，从而结束了关于对至尊主的感

知、瑜珈之学及克利须那与 

 

 

 

 

 

 

 



 

 

 

 

 

 

  

阿尔诸那间量为“拉扎维德亚·杰格瑞提”或“为神圣启

迪而努力”的对话，宗教教师阿德嘎达南德的注释“亚瑟斯集

塔”的第九章也 

告此结束。 

 

哈瑞 呜牟 嗒特 撒特 



  
 
 
 
 
 
 
 
 
                                            

 

 

 

 

 

 

 

 

 

 

第  十  章  

主之荣耀 
 

 在上一章中，克利须那向阿尔诸那介绍了一切智慧之王—

—神秘、绝对的知识。在本章中，他又继续了这一话题。既然已

经解释过了，本章为什么要重复同一个话题呢？因为，真理的寻

求者在臻达至尊境界之前都是不完美的，随着他对主之存在理解

的加深，自然的属性在他身上也越来越少，新的视野在他眼前不

断出现。没有一个灵性导师的帮助，这种在灵性之途上的发展是

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在个性中即使有一丝一毫的不完美，崇拜者

也无法实现最终的目标。阿尔诸那正是这样一个寻求灵性发展的

克利须那的信徒，因此，克利须那又对他进行了教诲。 

 

1． “主说，‘臂力无穷之人哪，你继续倾听我神秘、威力无穷

的教导吧，因为你是我热爱的信徒，我的话语对你将大有裨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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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论是众神还是伟大的圣人，没有人知道我的起

源，因为我是一切存在的创造者和本原。” 

 

 在早先的章节中，克利须那曾经说过，他的本原和行动都

是天堂般的存在，是超越凡人掌握的，因此，即使是众神和圣人

也无法感知他的存在。同时， 

 

3． “了解我无始、永恒、作为整个世界的至尊的本质，凡人中

只有这样的智者才能摆脱一切罪恶。” 

 

这样的人才能称作真正的智者。换句话说，对无所不在、永

恒之主的感知是解救人类的唯一途径。这样的成就也是克利须那

赐予的礼物： 

 

4-5． “意志、知识、不疑不惑、宽恕、真诚、感官与思想的控

制、苦与乐、生与死、恐惧与无畏、不诉诸武力、平静、知足、

苦修、慈悲、名誉、荣辱 —— 一切生物的不同属性，都由我一

人创造。” 

 

对理想的执著、知识、奉献、对感官与思想的控制、内心的

痛苦与欢乐、理想实现时的完全融入、对主之神圣力量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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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然的无畏、高尚而不堕落的行为、心灵的平静、满足、为实

现理想进行的苦修、对自我的牺牲、荣辱与谦卑——这一切都是

神圣的品质，是克利须那的创造。 

 

6．“七大圣贤
1
、四大圣贤、玛奴和其他的人类始祖，都因我的

意志而塑造。” 

 

七大圣贤是瑜珈的七个不同阶段，它们包括：善良的愿望、

辨别力、精神的净化、对真理的执著、公正无私的品质及灵性之

途中取得的进步，四大圣贤是思维、理性、思想和个体自我。七

大圣贤与四大圣贤都是克利须那意志的产物，也就是说，它们都

是因为执著于对克利须那的感知这一目标而产生的。 

 

7．“那些已经掌握了我崇高的本质及瑜珈神圣实质的人，一旦通

过禅定与我融为一体，必能拥有我的特性。” 

 

那些通过了解瑜珈的神圣之处及克利须那之荣耀的人将与他

合而为一，常居他的境界。这是无可置疑的。瑜珈师受到控制的

思想就象灯火一般坚定而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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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们认为这七大圣贤是名为“乌斯拉-玫赭”星座中的七大星辰，象征着瑜珈的七个步骤。 

 

 

 

 

 



 

 

 

 

 

 

  

 

8． “我是一切灵性世界和物质世界的根源，一切智慧都来源于

我。完全认识到这一点的智者，才能虔诚为我奉献，全心全意地

崇拜我。” 

 换言之，克利须那也是瑜珈之道的创造者。瑜珈师的一切

灵性努力都是克利须那的赐予。 

 

9． “将思想专注于我，倾其一生为我服务，与他人谈论我的伟

大、相互启迪、并从中得到满足与快乐，这样的人，我会时刻与

他同在。” 

 那些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克利须那而心无他物的人能够恒常

感知他的圣道。他们高声赞美他的荣耀并以此为满足，因此，他

们必将常居克利须那的境界。 

 

10． “对于那些坚定不移地以爱心向我奉献的人，我也赐予他们

对瑜珈的启蒙，使他们臻达我的境界。” 

 崇拜者对瑜珈的理解也是主所赐予的礼物。关于克利须那

般的圣人和灵魂导师如何将瑜珈智慧赐予崇拜者，下面的诗句中

将进一步有所阐述。 

 

11． “我对他们显示我的仁慈，存在于他们的心中，并以智慧的

光明，为他们驱除无知的黑暗。” 

 

 
Ahß gd©Ò` ‡^dm{ _Œm: gd™ ‡dV©V{$& 
BoV _Àdm ^O›V{ _mß ]wYm ^mdg_p›dVm:$&&8$&& 
_p¿MŒmm _X≤JV‡mUm ]m{Y`›V: [aÒ[a_≤$& 
H$W`›V¸ _mß oZÀ`ß VwÓ`p›V M a_p›V M$&&9$&& 
V{fmß gVV`w∑VmZmß ^OVmß ‡roV[yd©H$_≤$& 
XXmo_ ]wo’`m{Jß Vß `{Z _m_w[`mp›V V{$&&10$&& 
V{fm_{dmZwH$Â[mW©_h_kmZOß V_:$& 
Zme`mÂ`mÀ_^mdÒWm{ kmZXr[{Z ^mÒdVm$&&11$&& 

 

 

 

 

 

 



  
 
 
 
 
 
 
 
 
                                            

 

 

克利须那时时刻刻与崇拜者的灵魂一起战斗，作他的御车

者，共同摧毁灵魂上的无知与愚昧。一旦拥有圣人作他的灵魂导

师，有圣人帮助他控制心神与思想，有圣人保护他、使他不受物

质自然属性的污染，崇拜者的崇拜之路才算真正开始。也就是

说，在崇拜之路的初始阶段，主通过一个已经实现的圣人对他加

以指点。 

 

一旦崇拜者内心深处对神圣智慧之启迪的渴望被唤醒，他的

行为会在四个方面受到影响。首先，他的呼吸受到影响。在呼吸

的同时，他的脑海里产生许多从前没有过的问题，例如：他的思

想何时才能融入主的存在，现在他的进展如何？他的思想何时才

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何时又偏离了正途？主使他产生身体的反射

并以这种形式回答他的问题。身体的抽搐与反射是与他的呼吸密

切相关的，如果他的思想偏离了正轨、走了神，主会以这种方式

不断向他输送信号，但是，这种信号只有最虔诚的信徒才能感觉

到。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肌肉的抽搐等现象常常会发生，但

这种抽搐多数与上面所述的瑜珈经验无关，而是与人们内心互相

矛盾的欲望密切相关的。 

 

 还有一种影响以睡梦的形式表现出来。常人常常因为各种

各样的欲望而做梦，但是，一个真正的崇拜者的睡梦却是主对他

进行神圣指示的工具。 

 

  

 

 

 

 



 

 

 

 

 

 

  

上述两种经验都是普通的初习者常有的经验，以一

个圣人为导师、信赖他、并为他作出奉献都足以产生这些经验。

如下所述的两种经验只有真正的瑜珈修练者才能经历。 

 

 第三，他将经历深沉的睡眠状态。当今，整个人类都处于

睡眠状态，因为我们的灵魂为无知的黑夜所笼罩，并处于无知无

觉的状态。我们在物质世界所做的一切都是梦境。“深沉的睡眠

状态”是指崇拜者对主的记忆如潺潺流水般常年不断、对主的印

象如镌刻般深刻，他将一切都奉献给了主，而自己就象一个“有

生命的灵魂”。在这种状态中，他的心灵深处充满了和谐和喜

悦，并能洞察一切。我的恩师常常对我们说，对主的敬爱和崇拜

之火一旦在信徒的心中雄雄燃烧，主就象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

用信徒的坚定信仰和对主的崇拜治愈他灵魂深处的病痛。 

 

 最后，灵魂的唤醒使他进入呼吸极度均匀的状态。这时，

他与他所崇拜的神完全等同。一旦进入这种状态，无论是坐是

卧，是梦是醒，他都能预知将来，变得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

的肉体与灵魂成为一体。要达到这种状态，崇拜者必须得到圣人 

 

 

 

 

 

 

 



  
 
 
 
 
 
 
 
 
                                            

 

先知的指点，如此，智慧之光才能助他驱散灵魂深处无知的黑

暗。阿尔诸那说， 

 

12-13． “阿尔诸那说，‘所有伟大的圣贤
2
如纳拉达、阿西

塔、兑瓦拉、维亚斯
3
都向我证实，说你是光芒四射的存在、终

极目标、至纯至粹者，你是永恒、超然的世界本原，是无生无死

的存在，是无所不在的主；现在你又亲自向我宣布了同样的真

理。” 

 “光芒四射的存在”和“无生”是主的代名词。阿尔诸那

一一列举了伟大圣贤的名字，纳拉达、阿西塔、兑瓦拉、维亚斯

都描述过主的伟大存在。 

 

14． “凯沙瓦啊，我相信，刚才你所告知的一切都是真理，无论

是众神还是恶魔，都无法理解这些真理。” 

 

15． “至尊之主，万物之源，众生之主，众神之神，宇宙之主

啊，的确只有你自己才能真正认知你自己的存在本质。” 

 

                             

                       [aß ]´˜ [aß Ym_ [odÃß [a_ß ^dmZ≤$& 
                       [wÈfß emúVß oXÏ`_moXX{d_Oß od^w_≤$&&12$&& 
                       Amh˛ÒÀdm_•f`: gd} X{dof©Zm©aXÒVWm$& 

AogVm{ X{dmcm{ Ï`mg: Òd`ß M°d ]´drof _{$&&13$&& 
gd©_{V—Vß _›`{ `›_mß dXog H{$ed$& 
Z oh V{ ^Jd›Ï`p∑V® odXwX}dm Z XmZdm:$&&14$&& 
Òd`_{dmÀ_ZmÀ_mZß d{ÀW Àdß [wÈfm{Œm_$& 
^yV^dmZ ŷV{e X{dX{d OJflVV{$&&15$&& 
 

2． 为人所崇拜的圣贤如阿特瑞、毕瑞古、普拉斯特亚和安吉拉斯等等。 

3． 蚩冉吉维斯或不朽的圣贤之一。人们认为，他是现存版本《韦达》的编撰者和《摩呵婆

罗多》、第十八部《普冉》、《婆罗摩苏特拉》和其它一些著作的作者。 

 

 

 

 

 

 



 

 

 

 

 

 

  

 只有众生的创造者和众生之主克利须那及获得神

圣启迪的圣贤才能了解这一真理。 

  

16． “因此，关于你存在于万事万物中的光辉方面，只有你才能

对我进行启迪。” 

 

17． “伟大的瑜珈导师呀，我如何才能持之以恒地对你的存在进

行反思、禅定，应该以何种方式崇拜你呢？” 

  

 怎样才能认知克利须那，如何对他进行反思，以何种方式

将他铭记于心，这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阿尔诸那。 

 

18． “佳纳尔丹啊，请你再次描述你瑜珈的神秘力量和你的崇高

与伟大，因为我还不曾品尝你语言的甘露。” 

 

 克利须那在本章的开始对此已经有过简要的描述，阿尔诸

那要求他再次详细进行介绍，因为他的好奇心还没有彻底得到满

足。另外，他希望再次倾听克利须那的话语，因为他永远也不会

感到厌倦。这就是主和圣人先知神圣语言的力量。 

 

 只要崇拜者还没有最终到达主的境界，他对主不朽本质的

渴望就继续存在。相反，认为自己已经知晓一切的想法恰恰证明   
 

d∑Vw_h©Ò`e{f{U oXÏ`m ¯mÀ_od^yV`:$& 
`mo^od©^yoVo^cm}H$oZ_mßÒÀdß Ï`mfl` oVÓR>og$&&16$&& 
H$Wß od⁄m_hß `m{qJÒÀdmß gXm [naoM›V`Z≤$& 
H{$fw H{$fw M ^md{fw oM›À`m{@og ^Jd›_`m$&&17$&& 
odÒVa{UmÀ_Zm{ `m{Jß od^yqV M OZmX©Z$& 
^y`: H$W` V•pflVoh© l• dVm{ ZmpÒV _{@_•V_≤$&&18$&& 

 

 

 

 

 

 



  
 
 
 
 
 
 
 
 
                                            

 

 

他的一无所知，他的灵性进程必将受到阻碍。因此，崇拜者必须

时刻聆听主的教诲，并将他们付诸于实践。 

 

19． “随后，主说，‘好吧，现在我就对你讲述我荣耀的力量，

因为我的显示是无穷无尽的。’” 

 克利须那随后向阿尔诸那列举了他的一些突出品质。 

 

20． “古达凯沙啊，我是居于众生内心的超然灵魂，是众生的开

端、过程及结束。” 

 

21． “我是阿迪提
4
诸子中的维施奴，是万种光芒中的太阳，是

众风之神玛瑞契，是群星中的月亮。” 

 本句中所拉到的阿迪提和其它的超然存在常常被人们当成

是克利须那的一些内在本质。 

 

22． “我是《韦达》之中的《萨摩韦达》，是众神中的印德拉，

是感官中的思想，是各种存在之中的知觉。” 

 在《韦达》中，克利须那是《萨摩韦达》，因为他吟唱圣

歌使人心境平和；在众神之中，他是印德拉，在感官之中，他是

思想，因为只有通过对思想的控制，人类才能感知他的存在；他

也是赐予众生感觉官能的神秘力量。 

 

  
 h›V V{ H$Wo`Ó`mo_ oXÏ`m ¯mÀ_od^yV`:$& 
 ‡mYm›`V: Hw$È l{ÓR> ZmÒÀ`›Vm{ odÒVaÒ` _{ $&&19$&& 
 Ah_mÀ_m JwS>mH{$e gd©^yVme`pÒWV:$& 
 Ah_moX¸ _‹`ß M ^VmZ_›V Ed M$&&20$&& 
  AmoXÀ`mZm_hß odÓUw¡`m}oVfmß aodaßew_mZ≤$& 
  _aroM_©ÈVm_pÒ_ ZjÃmUm_hß eer$&&21$&& 
  d{XmZmß gm_d{Xm{@pÒ_ X{dmZm_pÒ_ dmgd:$& 

 Bßo–`mUmß _Z¸mpÒ_ ^yVmZm_pÒ_ M{VZm:$&&22$&& 

4． 神的统称，只在宇宙毁灭时才散发光芒的十二个神（太阳）。 

 

 

 

 

 

 



 

 

 

 

 

 

  

23. “我是茹德拉
5
中的山卡，魔鬼和亚克沙

6
中的库伯

尔
7
，瓦苏

8
中的火焰，群山之中的苏麦茹。” 

 克利须那是茹德拉中的山卡。“山卡”可以解释成疑惑和

不决完全消除后的思想状态。“库伯尔”、“火焰”和“苏麦

茹”都是对瑜珈之道一种比喻，都是瑜珈词汇。 

 

24． “帕萨啊，要知道，在祭司之中我是祭司之长布瑞哈斯帕

提；将领之中，我是斯刊德
9
；水系之中，我是海洋。” 

在众祭司之中，他是众神之师布瑞哈斯帕提，是神圣之宝藏

的创造者；众将领之中，他是有生及无生世界的毁灭者卡提克

亚。 

 

25． “我是伟大圣哲之中的布瑞古，是众音节中的噢姆，是雅格

亚中的扎帕雅格亚（祈祷），是静止物体中的喜马拉雅山。” 

 克利须那是伟大圣贤中的布瑞古
10
；在音节之中，他是至 

 

 

 

È–mUmß eßH$a¸mpÒ_ odŒm{em{ `jajgm_≤$& 
dgyZmß [mdH$¸mo_ _{È: oeInaUm_h_≤$&&23$&& 
[wam{Ygmß M _wª`ß _mß odo’ [mW© ]•hÒ[oV_≤$& 
g{ZmZrZm_hß ÒH$›X: gagm_pÒ_ gmJa:$&&24$&& 
_hfuUmß •̂Jwahß oJam_ÒÂ`{H$_ja_≤$& 

`kmZmß O[`km{@pÒ_ ÒWmdamUmß oh_mc`:$&&25$&& 
 
5． 掌管十种感官和思想的十一个神的统称，是比席瓦和山卡（众神之首）低一级的神。 

6． 半神，库伯尔的随从。 

7． 财富之神。 

8． 组成人类身体的八个神。 

9． 卡提克亚的另一种称呼。 

10．由第一世玛奴所创造的人类始祖之一。 

 

 

 

 

 

 

 



  
 
 
 
 
 
 
 
 
                                            

 

 

尊之灵的象征“噢姆”。雅格亚是使崇拜者到达至尊境界的崇拜

方式，是对至尊之灵的铭记和对圣名的吟诵。经过了吟诵圣名的

前两个阶段，即有声吟诵的阶段，崇拜者开始进入雅格亚的吟诵

阶段，这时，吟诵既不在口中、喉中，也不在心中，而是和他的

呼吸成为一体，成为他本身存在的一部分。这种吟诵是动态的，

是行动的一种。克利须那也是静态物体中的喜马拉雅山，冷静、

平衡、坚定。 

 

26． “在树木之中，我是榕树阿施瓦萨；圣人之中，我是纳拉

达；甘达尔瓦
11
中，我是契特拉茹阿萨

12
；在完美者之中，我是

圣人卡皮拉
13
。” 

 

 克利须那是树木中的榕树阿施瓦萨。自然世界就象一棵榕

树，其根（主）生长在地面之上，分枝（自然）生长于根而延伸

到地面。他是圣人之中的纳拉达，将全部心神集中于呼吸中的神

圣韵律。他是甘达尔瓦中的契特拉茹阿萨，是主对崇拜者直接显

现的独特境界；是完美者中的卡皮拉。 

 

 

 

AúÀW: gd©d•jmUmß X{dfuUmß M ZmaX:$& 

J›Ydm©Umß oMÃaW og’mZmß H$o[cm{ _woZ:$&&26$&& 
 

11． 半神人之一，音乐之神。 

12． 甘达尔瓦之王的名字，卡沙亚帕妻子穆尼所生的十六子之一。 

13． 圣人之一，人们认为他是三克亚派哲学的创建者。 

 

 

 

 

 

 



 

 

 

 

 

 

  

27． “要知道，我是骏马之中降生自甘露的乌契柴施拉

瓦；是象之中的艾拉瓦特
14
；是人类中的君主。” 

 

 物质世界中的一切都是易逝的，只有灵魂永远不会遭到毁

灭，因此，克利须那是降生于炼海中的甘露的乌契柴施拉瓦。马

象征着有规律的运动，因此，克利须那是思想为寻求真理所做的

有规律的运动。伟大的灵魂也是人类的君主，对人类一无所求。 

 

28． “我是武器之中的瓦治茹
15
，乳牛之中的卡姆德奴

16
，促使

万物降生的卡姆德瓦
17
，和蛇中之王瓦苏奎

18
。” 

 

 克利须那是武器中的威力最无穷者；是乳牛中的卡姆德

奴。这里的卡姆德奴不是为人类提供美味牛奶的普通乳牛，而是

圣人瓦施斯萨的座骑。“乳牛”象征着感官，崇拜者一旦能够成

功地控制自己的感官，他的感官就成为他的“卡姆德奴”，帮助

他即刻到达主的天堂。 

 

 克利须那也是促使万物降生的卡姆德瓦，但这种克利须那 

 

 

 

C¿M°: ldg_úmZmß odo’ _m__•Vm{X≤^d_≤$& 
E{amdVß JO{›–mUmß ZamUmß M ZamoY[_≤$&&27$&& 
Am`wYmZm_hß dO´ß Y{ZyZm_pÒ_ H$m_YwH≤$$& 
‡OZ¸mpÒ_ H$›X[©: g[m©Um_pÒ_ dmgwoH$:$&&28$&& 

14． 印德拉的大象座骑。 

15． 印德拉的武器霹雳，传说它是由圣人达迪契之骨制成的。 

16． 天堂中产生一切欲望的天堂之牛。 

17． 印度神话中的爱神，克利须那和茹克米倪之子。 

18． 一条名蛇的名字，万蛇之王，传说是卡沙亚帕之子。 

 

 

 

 

 

 

 



  
 
 
 
 
 
 
 
 
                                            

 

 

创造的新生命指的不是孩子的出世，而是新形势的出现和人类的

灵性发展。克利须那在众蛇中是卡沙亚帕
19
之子瓦苏奎。 

 

29. “我是那嘎蛇中的奢施那嘎
20
，水生生物中的瓦茹那

21
，人

类始祖中的阿亚玛
22
，统治者中的亚玛拉贾

23
。” 

 

 克利须那是蛇中的“奢施那嘎”。奢施那嘎并不是真正的

蛇，《圣典博伽瓦谭》曾对它的形状有过详细的描述。奢施那嘎

是主的维施纳韦（维施奴）之力的形体表现，它离地球的距离为

三万岳詹
24
，地球象一粒芥菜籽般的被轻置于其头部，换言之，

这种力就是使各种星球按正常轨道运行的引力，是固定地球位置

的永恒之力。克利须那也是水中生物之王瓦茹那，人类的始祖阿

亚玛，和统治者中的亚玛拉贾。 

 

 

AZ›V¸mpÒ_ ZmJmZmß dÈUm{ `mXgm_h_≤$& 

o[V•Um_`©_m MmpÒ_ `_: gß`_Vm_h_≤$&&29$&& 
 

19． 在印度教的神话中，他在创世的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而，人们也常常称之为

“普茹阿扎帕提”。 

20． 传说中一条名蛇的名字，有一千个头，是维施奴的睡榻，支撑着整个世界。 

21． 海洋之神。 

22． 已逝的祖先之王。 

23． 死亡之神，人们认为他是太阳神之子。 

24． 距离单位，相当于八至九码。 

 

 

 

 

 

 



 

 

 

 

 

 

  

30． “我是岱缇雅（恶魔）中的普茹阿拉德
25
，计算器

中的时间，万兽之王狮子，飞禽中的嘎茹达
26
。” 

 

 在恶魔之中，克利须那是普茹阿拉德。普茹阿拉德象征着

爱和喜悦。信徒一旦为主所吸引、有到达主之居所的渴望，即使

恶魔般的本能还不时困扰他的内心，他也终将实现对主的感知，

克利须那正是这种灵魂的融合。他也是计算时间者的时间；走兽

中的万兽之王，因为他就象万兽之王雄狮，统治着瑜珈之林；是

飞禽中的嘎茹达。嘎茹达意味着智慧。对主的感知在思想中一旦

得到发展，崇拜者的思想就成为主的媒介；如果他的脑海中充满

着世俗的欲望，他的思想则成为蛇，不断地把他的灵魂拖向生死

轮回的深渊。嘎茹达是维施奴的媒介，如果媒介充满着神授的智

慧，人的思想也很快将会成为众生之主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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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帕德姆普冉》一书中，恶魔黑冉亚·卡施普之子，由于在前世是个婆罗门，因此，虽然

生为恶魔之子，他对维施奴的虔诚奉献依然没有改变。 

26． 飞禽之王，是维施奴的媒介，拥有白色的脸颊、鹰钩鼻、红色的翅膀和金色的身体。 

 

 

 

 

 

 

 



  
 
 
 
 
 
 
 
 
                                            

 

 

31． “我是净化物中的风，是战士之中的拉玛，是鱼群之中的鲨

鱼，是河流之中的巴吉茹阿斯恒河
27
。” 

 

 在战士之中，克利须那是不可战胜的拉玛。拉玛即欢欣鼓

舞的人，瑜珈大师则因智慧而欢欣鼓舞，因为他们所崇拜的主给

他们发送的每一个信息都令他们欣喜若狂。克利须那还是鱼群之

中的鲨鱼和河流之中的恒河。 

 

32．． “阿尔诸那啊，在一切创造物之中，我既是开始和结束，

又是中间的过程；我是一切科学之中关于灵魂的科学，是辩论者

中的仲裁人。” 

 

 在一切知识之中，克利须那是关于万物之主的智慧，是通

向至尊灵魂的智慧。世上的多数知识都由玛雅所控制，为欲望、

怨恨、时间、行动、性格以及物质自然的三种属性所驱使，但他

驱使人类由受物质世界奴役的物质状态走向灵性世界的精神状

态。这种智慧叫作阿迪亚特玛。克利须那也是一切以至尊之灵为

主题的争论的最终仲裁人。 

  

33． “我是字母中的元音‘阿卡’
28
，是合成词中的德旺德瓦

29
，是易逝时间中永恒的玛哈卡拉，是支持和创造万物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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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恒河的名称之一。 

28． 组成神圣音节“噢姆”三个音中的第一个。 

29． 四个主要合成词中的第一个，在合成词中，一个词通常由两到三个词组成。 

 

 

 

 

 

 

 



 

 

 

 

 

 

 克利须那是神圣之“噢姆”中的第一个音，也是不

灭的、永恒的时间。时间是不断变换的，克利须那是不变的、永

恒的，他代表的是使人类通向永恒之主的时间。他也是无所不在

的至尊灵魂。 

 

34． “我是死亡，毁灭一切；我是未来一切创造的根本；我是女

性中的克尔提
30
——生命力、言语、记忆、意识、坚韧与忍耐、

宽容等一切女性品质的象征。” 

 

 在第十五章的第 16 句中，克利须那提到，世上有两种存

在（普茹沙）：易毁灭的和永恒的，能够孕育其它存在并最终归

于死亡的是易毁灭的、世俗的存在，不朽的“宇宙之灵魂”是永

恒的存在。如果生命力、言语、记忆、意识、坚韧与忍耐、宽容

都是女性所拥有的品质，男性是否也需要这些品质呢？这些品质

是男性和女性都需要培养的。 

 

35．“在神圣经典的颂歌中，我是《萨摩韦达》；在诗歌中，我

是嘎亚特蕊
31
；在月份中，我是阿格拉哈彦

32
；在季节之中，我

是万物复苏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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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是七神之一的妻子，女性品质的象征，也是主之光辉的表现。 

31． 含有 24 音节的韦达诗律，也是印度教徒每天早晚吟诵的神圣诗句。 

32． 阴历阿格拉哈彦月，大致相当于阳历 11-12 月间。 

 

 

 

 

 

 

 

 



  
 
 
 
 
 
 
 
 
                                            

 

 在神圣的供吟唱的韦达经典（施茹提
33
）中，克利须那是

使人心灵平静安宁的《萨摩韦达》。是诗韵中的嘎亚特蕊
34
。值

得注意的是，嘎亚特蕊既不是咒语，也不是护身符，而是一种自

我批判和反省的祷文，通过吟唱这样的祷文，信徒能够直接达到

最终的赦罪。在灵性之途中的很多问题是崇拜者无法依靠自己的

智慧解决的，因为他常常无法判断自己的对错与是非，因此，他

需要嘎亚特蕊——克利须那——的指点。克利须那也是月份中的

阿格拉哈彦。 

 

36． “我是赌徒中的千王之王，是名人中的俊杰，是征服者中的

征服者，是意志坚决者的决心，是虔诚者的美德。” 

 

 在本句中，“赌博”一词象征着物质自然的基本特性——

自然是个赌徒和骗子。为了从自然的矛盾性中得到解脱，以外在

的表现掩饰心灵深处对主的虔诚也是一种“欺骗”行为，当然，

在这里使用“欺骗”一词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掩饰行为是保护

崇拜者的灵性进程所必需的。真正的崇拜者应该“大智若愚”—

—虽然内心充满了神圣的智慧，他的外表却象一个迟钝的巴茹阿

特——疯狂、眼瞎、耳聋、且愚蠢，他虽然洞察一切，却好象视

而不见；虽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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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韦达》的一章，名为“施茹提”，意思是因启迪而为人所知。 

34． 祈祷文的内容如下： 

 

 

 

 

 

 

 



 

 

 

 

 

 

 闻一切，却似乎听而不闻。崇拜的行为应该是个人的、

秘密的，只有如此，崇拜者才能在与自然的赌博中取得

胜利。克利须那是胜利者的胜利，也是意志坚决者的决心，是动

态的思想，也是品质高尚之人的光芒和启迪。 

 

37． “在维施奴的后裔中，我是瓦苏德瓦；在潘督瓦兄弟中，我

是达南捷；在圣哲之中，我是维德维亚萨；在诗人之中，我是舒

克茹阿查亚
35
。” 

 

 克利须那是维施奴后裔中的无所不在者瓦苏德瓦，是潘督

瓦中的达南捷。潘督（潘督瓦之父）是虔诚的象征，是品德高尚

的人。灵魂自我的实现是世上唯一永恒的财富。克利须那是圣哲

中的维亚萨，因为他能够解释完美的含义。诗人乌施纳（舒克茹

阿）在《韦达》中有“卡维亚”的称号，他能利用自己的智慧指

引人的灵魂、使其到达主的居所，因此，克利须那是诗人中的乌

施纳。 

 

38． “我是对暴君的镇压，是追求成功者的明智，是对秘密而言

的沉默，是受启迪者的智慧。” 

 

39． “还有啊，阿尔诸那，我是孕育一切存在的种子。没有我玛

雅的存在，一切有生的或者无生的生物都将无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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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恶魔阿苏尔的老师，如果阿苏尔在战争中死去，他老师有魔力的话语就可以使其复生。 

 

 

 

 

 

 

 

  



  
 
 
 
 
 
 
 
 
                                            

 克利须那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因为一切都被赋予了他的

某种特性。 

 

40． “帕冉塔葩啊，我神圣的光芒永无止境，我对你说的只是我

神圣海洋中的一个水滴而已。” 

 因此，阿尔诸那应该视一切存在所拥有的崇高、光芒四射

和慈悲的特性为克利须那的品质。 

 

41． “你要知道，一切光辉美丽的创造都来自我的光芒。” 

克利须那总结说， 

 

42． “你无需知道太多，阿尔诸那啊，你只要记住，我是永恒存

在的。在我的伟大力量中，我只运用了其中极小的一部分，就创

造了整个宇宙。” 

 克利须那一一列举了他的一些伟大品质和创造，但这并不

意味着，阿尔诸那及崇拜者应该崇拜他所创造的一切事物。崇拜

者们常常对各种各样的物体进行崇拜，以显示他们对主的虔诚，

克利须那的列举正是为了纠正这种错误。 

 
� � � � � 

 

 在本章中，克利须那再次重复了他在前面章节中对他亲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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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阿尔诸那进行的教诲，因为，在灵性旅途中，崇

拜者每一分每一秒都需要导师的指点。克利须那说，他是众神和

圣人先知的创造者，因此，连神和圣人也无法了解他的本原；只

有那些已经到达主之境界的人才能了解他真正的存在。 

 

 世上的精神和物质的一切：一切神圣的精神财富——洞察

一切、智慧、对感官和思想的控制、满足、精神苦修、慈悲、荣

耀——等等，获得这些精神财富的方式七大不朽圣贤或者瑜珈的

七个步骤及四大品质，还有对克利须那的一切奉献，都是克利须

那的创造。但靠崇拜者一人之力是无法获得这些财富的，他需要

一个灵性导师的指点。 

 

 那些了解克利须那本质的人以一心一意的虔诚崇拜他，把

自己的思想、理性、乃至整个灵魂都奉献给他，与他人分享崇拜

他的快乐。克利须那也赐予这些崇拜者以瑜珈之道，使他们最终

到达他的处所。他存在于他们的灵魂深处，以智慧的光明为他们

驱除内心无知的黑暗。 

 

 阿尔诸那深信，克利须那是完美、永恒、光芒四射、没有

起始、无所不在的，因为包括克利须那本人在内的所有古今圣贤

都对此作出了证明。他也深信，无论是众神还是恶魔都无法察知

他的真正本质；只有他才能指点崇拜者到达灵性旅途的终点。因 

 

 

 

 

 

 

 

 



  
 
 
 
 
 
 
 
 
                                            

 

此，阿尔诸那要求克利须那再次描述他的崇高与伟大。崇拜者对

至尊之主的求知常常一直持续到其最终目标的实现，然后才能完

全得到满足，因此，阿尔诸那渴望了解克利须那的心情是可以理

解的。 

 

 克利须那向阿尔诸那总结了他在八十一个方面的伟大力

量，其中有些是依靠瑜珈的修行可以获得的内在的品质，还有一

些是他的神圣光辉。最后，克利须那又说，崇拜者不应该试图了

解关于他的每一个细节，相反，他只需要明白，三个世界都充满

了他的神圣光辉。 

 

 克利须那在本章中向阿尔诸那解释了他的种种特性，尽管

如此，他的崇拜者还是不可能完全了解他的本质，因为，崇拜者

要靠自己的精神努力才能在灵性旅途上不断进步。 

 

 

 

 

至此《博伽梵歌》第十章结束，从而结束了关于对至尊主的感

知、瑜珈之学及克利须那与 

阿尔诸那间名为“维布提·瓦南”或“主之荣耀”的对话，宗教教

师阿德嘎达南德的注释“亚瑟斯集塔”的第十章也告此结束。 

 

哈瑞 呜牟 嗒特 撒特 

 



 

 

 

 

 

 

    
 

 

 

 

 

 

 

 

 

第  十一  章  

无所不在的显现 
 

 在上一章中，克利须那简单地向阿尔诸那列举了他的一部

分杰出特性，阿尔诸那因此认为自己已经对克利须那有了全面的

了解，他的妄念因此可以完全得到消灭。在本章中，他希望克利

须那对他前一章所阐述的进行更实际的描述。俗话说，“耳听为

虚，眼见为实”，可见，所听与所看之间有极大的差别。当阿尔

诸那直接站在主的面前、倾听他的教诲时，他会因畏惧而浑身颤

抖、乞求主的宽恕。一个受到神圣启迪的圣人是不是还怀有对主

的畏惧和求知欲呢？ 

 

1． “阿尔诸那说，‘你仁慈地把这些无比神秘的灵性知识传授

给我，聆听了你的教诲，我疑惑尽消。’” 

 

 克利须那向他解释了至尊之灵与个体灵魂的关系，阿尔诸

那听后疑惑顿消，内心充满了智慧的光明。 

 

 
AOw©Z CdmM 

_XZwJ´hm` [a_ß Jw¯_‹`mÀ_gßokV_≤$& 
`Œd`m{∑Vß dMÒV{Z _m{hm{@`ß odJVm{ __$&&1$&& 

 

 

 

 

 

 

 



  
 
 
 
 
 
 
 
 
 

 

 

2． “眼如莲花的人哪，我已经仔细聆听了你对众生显隐的讲

述，认识到你永不毁灭的荣耀。” 

 

 他完全相信克利须那所述的真实性，但是， 

 

3． “我的主啊，你的存在本身和你的描述完全属实，但是，至

高的存在啊，我希望对你的神圣光芒直接有所了解。” 

 

 对耳中所听到的，他不感到满足，因为他更想亲眼看到他

的宇宙形体。 

 

4． “我的主，伟大的瑜珈师啊，如果可能的话，请向我展示你

那永恒的形体吧。” 

 

 阿尔诸那是克利须那器重的学生，因此，克利须那很愿意

把阿尔诸那的祈祷变成现实，向他显现自己的宇宙形体。 

 

5． “主说，‘我亲爱的帕萨啊，你注意看清我成千上万种显现

吧，它们形体繁多，五彩斑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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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巴茹阿特啊，看我这些不同的显现吧——阿迪提

1
，茹德

拉，瓦苏
2
，阿施维兄弟

3
，玛茹特

4
，以及其它的种种显现，这

所有的一切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7． “古达凯沙呀，在此处，你能够在我的形体之内窥见有生及

无生世界的一切。” 

 

但是，阿尔诸那迷惑地揉着双眼，看不到任何事物。克利须

那又说， 

 

8． “既然你无法以肉眼看清我的存在，我就赐予你神圣的视

野，有了它，你就能够看清我的光芒和瑜珈之道的伟大。” 

 

克利须那将神圣的视野赐予了阿尔诸那，瑜珈大师维亚斯
5
也

赋予了督瑞塔拉施特剌的御车者桑捷同样的视野，因此，阿尔诸

那能够领悟桑捷所领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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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 X{h{ JwS>mH{$e `¿Mm›`X≤ –ÓQw>n_¿N>og$&&7$&& 
Z Vw _mß e∑`g{ –ÓQw>_Z{Z°d ÒdMjwfm$& 
oXÏ`ß XXmo_ V{ Mjw: [Ì` _{ `m{J_°úa_≤$&&8$&& 

 

1． 印度神话中名为“阿迪提亚”的众神之母 

2． 神的名字。 

3． 众神的医生，一共两人，被视为太阳神的双生子。 

4． 玛茹特是风神，但该词的复数用来表示“众神”。 

5． 在第一章中，桑捷是双目失明的督瑞塔拉施特剌的耳目，也就是说，无知者通过智者感

知一切。 

 

 

 

 

 

 

 

 



  
 
 
 
 
 
 
 
 
 

 

9．“桑捷（对督瑞塔拉施特剌）说，‘说罢，我王啊，主就向阿

尔诸那显现了他至尊、无所不在的形体。” 

 

瑜珈大师也叫尤给施瓦，是管理和掌握万物的主（哈瑞）
6
。

“哈瑞”是能够消除罪恶和把自己的形体赋予他人的人。克利须

那向阿尔诸那显现了他无所不在、光芒四射的存在。 

 

10-11． “阿尔诸那在他的宇宙形体里看到了无数张嘴，无数双

眼睛和无数的奇妙显现。这形体佩戴着许多天神的饰物，高举着

神圣的武器，戴着天神的花环，穿着天神的衣装，身体上喷洒着

神圣的香水，还有许多令人惊叹不已的奇特景象。” 

 

 桑捷也向督瑞塔拉施特剌描述了这一奇观。 

 

12．“即使有千万个太阳在天空中同时升起，其光芒也无法与至

尊之主的光芒相比拟。” 

 

13． “随后，潘督之子（阿尔诸那）在克利须那的形体中看到了

众神之王，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世界。”  

 

 

 Ed_w∑Àdm VVm{ amO›_hm`m{J{úam{ hna:$& 

 Xe©`m_mg [mWm©` [a_ß Í$[_°úa_≤$&&9$&& 
 AZ{H$d∑ÃZ`Z_Z{H$mX≤^wV-Xe©Z_≤$& 
 AZ{H$oXÏ`m^aUß oXÏ`mZ{H$m{⁄Vm`wY_≤$&&10$&& 
 oXÏ`_mÎ`mÂ]aYaß oXÏ`J›YmZwc{[Z_≤$& 

 gdm©̧ `©_`ß X{d_Z›Vß odúVm{_wI_≤$&&11$&& 
 oXod gy`©ghÚÒ` ^d{⁄wJ[XwoÀWVm$& 
 `oX ^m: g—er gm Ò`mÿmgÒVÒ` _hmÀ_Z:$&&12$&& 
  VÃ°H$ÒWß OJÀH•$ÀÒZß ‡od^∑V_Z{H$Ym$& 

 A[Ì`X≤ X{dX{dÒ` eara{ [m S>dÒVXm$&&13$&& 

 

6.  至尊之主、维施奴和其他众神的称号。在本文中，“哈”意味着“拿走”或者“剥夺”。 

 

 

 



 

 

 

 

 

 

    
 

 

 

 

 

 阿尔诸那能够看见克利须那之内的全部世界，这证明了他

对克利须那的虔诚。 

 

14． “阿尔诸那被眼前的景象所征服，他对克利须那俯首作揖，

双手合十，开始向至尊主祷告。” 

 阿尔诸那在此之前也曾向克利须那祷告，但是看到了克利

须那的神圣显现，他变得更加虔诚。 

 

15． “阿尔诸那说，我亲爱的主啊，我在你的躯体中看到所有的

神和各种不同种类的生物。我看到了婆罗门创世主坐在他的莲花

宝座之上，还有马哈岱瓦和所有的圣人和神蛇。” 

 这是阿尔诸那获得的直接的感知，而不是他头脑里的幻

想，这是瑜珈大师赐予他的神圣礼物。 

 

16． “宇宙之主啊，在你的躯体里，我看到众多手臂、腹部、眼

和口，你的形体无边无际，无限延伸。无所不在的圣灵啊，在你

之中，我看不到开端、中间和终结。” 

 

17． “在我的眼里，你配戴着皇冠，手持杵杖和查克拉
7
，如雄

雄燃烧的火焰和太阳一般光芒四射，不可测度。” 

 克利须那的光芒是如此耀眼，简直盲人眼目；他的存在如  
  
 VV: g odÒ_`modÓQ>m{ ˆÓQ>am{_m YZßO`:$& 
 ‡UÂ` oeagm X{dß H•$VmƒOoca^mfmV$&&14$&& 
 [Ì`mo_ X{dmßÒVd X{d X{h{ gdm™ÒVWm ^yVrode{fgßKmZ≤$& 

 ]´˜U_reß H$_cmgZÒW_•ft¸gdm©ZwaJmß¸ oXÏ`mZß$&&15$&& 
 AZ{H$ ]mhˇXad∑ÃZ{Ãß [Ì`mo_ Àdmß gd©Vm{@Z›VÍ$[_≤$& 
 Zm›Vß Z _‹`ß Z [wZÒVdmqX [Ì`mo_ odÌd{úa odúÍ$[$&&16$&& 
 H$aroQ>Zß JoXZß MoH´$Uß M V{Om{amqe gd©Vm{ XrpflV_›V_≤$& 

[Ì`mo_ Àdmß XwoZ©ar˙`ß g_›Vm‘rflVmZcmH©$⁄woV‡_{̀ _≤$&&17$&& 
7．  一种锋利的、锯齿状的碟式武器，维施奴的主要武器。 

 

 



  
 
 
 
 
 
 
 
 
 

 

 

 

 

 

 

此深奥难懂，超越人的思想。但是阿尔诸那能够窥见他的光芒，

因为他已经将自己的感官完全奉献给了主。 

 

18． “你是阿克沙，永不毁灭的主，是至尊的灵魂目标，是整个

宇宙的栖息之所，是永恒之达摩的维系者，是全宇宙的至尊灵

魂。” 

 克利须那也是普遍的、永恒的、未经显现的和永恒不灭

的。一旦个体灵魂的终极目标得以实现，个体存在也将实现与主

的最终融合，因此，这些品质也是个体灵魂的品质。 

 

19． “你既没有开始和结束，也没有中间，你的荣耀无边无际。

你拥有无数的手臂，你的双眼如同日月。你的脸颊如火焰般光

明，照亮整个宇宙。” 

 阿尔诸那说主的双眼一只象太阳，一只象月亮，对此，我

们该如何理解呢？我们不应该照字面的含义去理解，而应该取其

蕴含义。这句话的意思是：他的双眼既象太阳般明亮，又如月亮

般平静，既光芒四射，又平静如水。“日月”是具有象征意义

的。 

 

 

 

Àd_jaß [a_ß d{oXVÏ`ß Àd_Ò` odúÒ` [aß oZYmZ_≤$& 
Àd_Ï``: emúVY_©Jm{flVm gZmVZÒÀdß [wÈfm{ _Vm{ _{$&&18$&& 
AZmoX_‹`m›V_Z›Vdr`©- _Z›V]mh˛ß eoegy`©Z{Ã_≤$& 

[Ì`mo_ Àdm XrflVh˛Vmed∑Ãß ÒdV{Ogm odúo_Xß V[›V_≤$&&19$&& 

 

 

 



 

 

 

 

 

 

    
 

 

 

 

 

20． “至尊的存在啊，天地之间的全部空间都因你而充实，三个

世界都对你神圣的形体充满了畏惧。” 

 

21． “所有的神都皈依你、融入你的存在，他们中有的合掌祈

祷，口中赞美着你的圣名和你的荣耀，那些灵魂已经成就的圣贤

和实现的智者则高声为你吟唱韦达颂歌。” 

 

22． “茹德拉、阿迪提诸子、瓦苏、萨迪亚
8
、维施瓦

9
诸子、

阿施维兄弟、玛茹特、阿格尼、祖先们、甘达瓦、亚克沙、恶

魔、还有完美的圣贤，都惊奇地看着你。” 

 

 众神、阿格尼、甘达瓦、亚克沙和恶魔们都惊奇地看着克

利须那无所不在、包容一切的形体，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他的存

在、掌握他的本质。克利须那说过，世俗者只能感知到他的凡人

形体，并视他为凡人，就连众神都无法认知他与至尊之主一体的

本质。因此，他们都惊奇地看着他。 

 

 

 
⁄mdm [•WÏ`m{naX_›Vaß oh Ï`mflVß Àd`°H{$Z oXeÌM gdm©:$& 
—ÓQ>dmX≤^wVß Í$[_wJ´ß Vd{Xß cm{H$Ã`ß ‡Ï`oWVß _hmÀ_Z≤$&&20$&& 
A_r oh Àdmß gwagßKm odep›V H{$oMX≤̂ rVm: ‡mƒOc`m{ J•Up›V$& 

ÒdÒVrÀ`w∑Àdm _hof©og’gßKm: ÒVwdp›V Àdmß ÒVwoVo^:[wÓH$cmo^:$&&21$&& 
È–moXÀ`m dgdm{ `{ M gm‹`m odÌd{@oÌdZm° _Èdúm{Ó_[mÌM$& 
J›Yd©`jmgwa og’gßKm drj›V{ Àdmß odpÒ_VmÌM°d gd}$&&22$&& 

8． 居于天堂的一类神和存在。 

9． 一类神的统称。 

 

 

 



  
 
 
 
 
 
 
 
 
 

 

 

 

 

 

 

23． “臂力无穷的人哪，看着你巨人般的身体、众多的口、眼、

臂、股、足、腹部以及长长的獠牙，一切生物都惊慌失措，我也

是如此。” 

 

 克利须那和阿尔诸那都是“臂力无穷的人”，即行动范围

超越物质自然的人。克利须那已经达到完美的境界，实现了至尊

的精神目标，阿尔诸那的灵性旅途才刚刚开始。他惊奇地看着克

利须那的宇宙形体，心中充满了对主的恐惧。 

 

24． “维施奴啊，看到你光芒四射的巨大形体和你无数的显现，

看着你张开的大口和闪光的巨眼，我心惊胆战、勇气顿失，再也

无法保持沉着冷静。” 

 

25． “众神之主啊，看着你可怕的獠牙和如火焰般明亮的脸颊，

失去了方向而无法保持平衡的我乞求你的仁慈。” 

 

26． “我看到，督瑞塔拉施特剌诸子和其他众王毕士摩、卓纳察

亚、卡纳、我方的众将军，还有一切……” 

 

 

 
Í$[ß _hŒm{ ]h˛d∑ÃZ{Ãß _hm]mhm{ ]h˛]mhˇÈ[mX_≤$& 
]hˇXaß ]h˛XßÓQ->mH$amcß —ÓQ≤>dm cm{H$m: ‡Ï`oWVmÒVWmh_≤$&&23$&& 
Z^: Ò[•eß XrflV_Z{H$ dU™ Ï`mŒmmZZß XrflVodemc Z{Ã_≤$& 
—ÓQ≤>dm oh Àdmß ‡Ï`oWVm›VamÀ_m Y•qV Z od›Xmo_ e_ß M odÓUm{$&&24$&& 
XßÓQ->mH$amcmoZ M V{ _wImoZ —ÓQ≤>d°d H$mcmZcgofi^moZ$& 
oXem{ Z OmZ{ Z c^{ M e_© ‡grX X{d{e OJofidmg$&&25$&& 
A_r M Àdmß Y•VamÓQ->Ò` [wÃm: gd} gh°dmdoZ[mcgå°:$& 
^rÓ_m{ –m{U: gyV[wÃÒVWmgm° ghmÒ_Xr`°ao[ `m{Y_wª`°:$&&26$&& 

 

 

 

 



 

 

 

 

 

 

    
 

 

 

 

27． “……生物，都涌入你长满獠牙的口中，众多头颅在你的齿

间倾刻化为粉末。” 

 

28． “人世间的斗士们涌入你燃烧的口中，如同江河之水涌入大

海。” 

 

 不驯的江河之水终归要涌入海洋，愤怒的战士们也无助地

涌入主的口中。他们虽然勇敢刚毅，但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因此，他们无法与主抗争。 

 

29． “所有的一切都全速冲入你的口中，好象飞蛾扑向炽烈的火

焰而遭到毁灭一般。” 

 

30． “你以燃烧的巨口吞没了一切，你以你的光辉照耀着整个宇

宙，以炽热的光线将自己显现。” 

 

 一切不正当的欲望都一一被主消灭，随后，崇高的品质就

融入至尊的灵魂。阿尔诸那看到考若夫斗士们和他自己的战士在

克利须那的口中遭到毁灭，因此，他乞求道： 

 

 

 
 d∑ÃmoU V{ Àda_mUm odep›V XßÓQ->mH$amcmoZ ^`mZH$moZ$& 

   H{$oMo¤cΩZm XeZm›Va{fw gß‘Ì`›V{ MyoU©V°ÈŒm_mL>°:$&&27$&& 
   `Wm ZXrZmß ]hdm{@Â]wd{Jm: g_w–_{dmo^_wIm –dp›V$& 

 VWm Vdm_r Zacm{H$dram odep›V d∑Ã `o^od¡dcp›V$&&28$&& 
                   `Xm ‡XrflVß ¡dbZß [VΩ∂Sm odeo›V Zmem` g_•’d{Jm: & 
                   VW°d Zmem` odeo›V bm{HüÒVdmo[ d∑ÃmoU g_•’d{Jm: &&29&& 
                   cm{oc¯g{ J´g_mZ: g_›Vm Îcm{H$m›g_J´m›dXZ°¡d©coÿ:$& 

      V{Om{o^am[y`© OJÀg_J´ß ^mgÒVdm{J´m: ‡V[p›V odÓUm{$&&30&& 

 

 

 

 



  
 
 
 
 
 
 
 
 
 

 

 

 

 

31． “至尊的存在啊，我对你的特性一无所知，希望了解你的本

质，因此，我对你俯首称臣、全心祈祷，请你告诉我，居于这可

怕形体之中的你到底是谁。” 

 阿尔诸那希望全面了解克利须那的意图和本质，因为他对

主一无所知。 

32． “主说道，‘我就是摧毁一切的时间（卡拉），我要摧毁世

间的一切，即使你不愿战斗，敌方的军队和一切战士也将遭到摧

毁。” 

 他又说， 

33． “因此，起来战斗吧，去赢得你的荣耀！征服我的敌人，去

享受富足的王国吧。他们已经被我杀死，而你，萨维亚萨沁
10
，

不过是名义上摧毁他们的工具而已。” 

 在前面的章节中，克利须那一再地说过，主既不是行动

者，也不驱使他人行动，人们因为受到妄念的驱使，愚蠢地认为

主是一切行动的促成者。在本句中，克利须那又说，是他消灭了

他的敌人，阿尔诸那不过是工具而已。因此，我们需要对克利须

那的本质特性进一步加以解释。他即是虔诚奉献，是行动者，又

是人类灵魂的御车者。 

 这是本书中克利须那第三次使用“王国”一词。在本书的

开 

 

 

             Amª`moh _{ H$m{ ^mdmZwJ´Í$[m{ Z_m{@ÒVw V{ X{dda ‡grX$& 
           odkmVwo_¿N>mo_ ^d›V_m⁄ß Z oh ‡OmZmo_ Vd ‡d•oŒm_≤$&&31&& 
           H$mcm{@pÒ_ cm{H$j`H•$À‡d•’m{ cm{H$m›g_mhVw©o_h ‡d•Œm:$& 
           F$V{@o[ Àdmß Z ^odÓ`p›V gd} `{@dpÒWVm: ‡À`ZrH{$fw `m{Ym:$&&32&& 
           VÒ_mŒd_woŒmÓR> `em{ c^Òd oOÀdm eÃyZ≤ ^wL≤>˙d am¡`ß g_•’_≤$& 
           _`°d°V{ oZhVm: [yd_{d oZo_Œm_mÃß ^d gÏ`gmoMZ≤$&&33$&& 

10． 阿尔诸那的另一个称号，他因左右手均能射箭而因此得名。 

 

 

 

 

 



 

 

 

 

 

 

    
 

 

 

始，阿尔诸那不愿意参加战斗，并说，即使让他统治地球上最富

有的国度或者成为印德拉王国的神，他也不愿杀害自己的亲人。

克利须那劝他起来战斗，因为如果取得胜利，他将臻达至尊之主

的境界，即使失败了，他也将获得天堂般的存在。但在本句中，

他却说敌人已经被摧毁，阿尔诸那不过是赢得理想国度的工具而

已。克利须那是不是要给予阿尔诸那物质的奖赏呢？事实并非如

此。克利须那所许诺的奖赏是臻达主的境界，是与主的融合，这

种融合是消灭一切物质欲望的结果，这种融合是唯一的成就、瑜

珈的最高境界。 

 

34． “不要畏惧，卓纳察亚、毕士摩、扎亚挝萨、卡纳以及其他

的战士早已被我毁灭，尽管去战斗吧，你必将摧毁你的敌人。” 

 

克利须那早已将敌人消灭，这证明他是个行动者，那么在第

五章 13-15 句中，他为什么又说主是个非行动者呢？不仅仅如

此，他在随后的章节中还提到五种衡量美与恶的标准，即：动

机，媒介（思想），工具或方式（感官及性格），努力或运用

（欲望），天意（前世的行为）。那些认为主是唯一行动者的人

是无知而且受蒙蔽的。这又如何解释呢？ 

 

 
–m{Uß M ^rÓ_ß M O`–Wß M H$U™ VWm›`mZo[ `m{YdramZ≤$& 

_`mhVmßÒÀdß Ooh _m Ï`oWÓR>m `w‹`Òd O{Vmog aU{ g[ÀZmZ≤$&&34$&& 
 

 

 

 

 



  
 
 
 
 
 
 
 
 
 

 

 

 

 

物质自然与至尊之灵之间是有界限的，如果物质自然对行为

的影响占主要地位，万物普遍存在的无知（玛雅）就是驱动力。

如果崇拜者能够超越自然的影响，他就能进入主的行为之域，

主、受到神圣启迪的圣人、至尊灵魂、崇拜的对象、或者个体灵

魂就成为其驱动力，崇拜者的一切行为都将受到主的指点。一旦

经过这个阶段，主就成为他的御车者，深居于他的内心深处，指

点他在灵性旅途中前进。 

 

 我的恩师常常说，“注意啊，直到崇拜者对他的自我‘灵

魂’有所意识、主开始与他并肩作战，他的崇拜之路才算正式开

始。因此，他的任何行为都是来自主的礼物，他将遵照主的指示

行事，他的成功也是将是主的仁慈恩赐。主将以崇拜者的双眼视

物，对他进行指点，使他最终与主融合为一体。”正因为有主与

他并肩作战，阿尔诸那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35． “桑捷继续说，‘听罢凯沙瓦
11
这番话，阿尔诸那大受感

染，他双手合十，以极度的尊敬和谦卑，对克利须那说。’” 

 

 桑捷已经看到过阿尔诸那刚才看到的。督瑞塔拉施特剌虽

然双目失明，如果他克制自己的思想，他也能看和听。 

 

 

  EV¿Nw>Àdm dMZß H{$edÒ` H•$VmƒOocd}[_mZ: oH$arQ>r$& 
  Z_ÒH•$Àdm ^y` Edmh H•$ÓUß gJX≤JXß ^rV^rV: ‡UÂ`$&&35$&& 
 

11． 维施奴（主）的另一个称呼。 

 

 

 

 

 



 

 

 

 

 

 

    
 

 

 

36． “阿尔诸那说，‘何利施凯沙啊，听到你的圣名，人们欢呼

雀跃，高声赞美你的名字和光辉，恶魔惶恐万分、四处逃避，圣

人则以无比的虔诚对你五体投地，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37． “伟大的灵魂、众神之王和宇宙中的原初能量啊，你是永不

毁灭的至尊灵魂，你超越世上的一切存在与非存在，他们又怎能

不崇拜你呢？” 

 阿尔诸那如此说是因为他对主的形体有了直接的感知，这

种感知是内在的，并引导他最终实现对至尊灵魂的认知。 

38． “你是无穷尽的、原初的主，永恒的灵魂，是这个世界的最

终栖息地。你是先知，应为一切存在所认知，你也是最终的目

标，并且无所不在。” 

39． “你是风，是死亡（亚姆拉扎）之主，是火焰，是造雨之神

（瓦茹纳），是月亮，是众生的创造之主，你还是婆罗门创世主

的本原，我千万次地对你俯首致敬。” 

 他继续高唱对克利须那的颂歌， 

40． “永恒不灭的主啊，你的威力无边无际，你是无所不在的

主，宇宙间的一切存在都在各个角落里对你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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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诸那再次对克利须那俯首作揖，乞求主的原谅： 

 

41-42. “我请求你宽恕我先前的所有不敬，我冒昧地称你为‘克

利须那’和‘亚达瓦’，永无谬误之人啊，我曾多次失敬于你，

在我们休息时的玩笑中，在同床而卧、同坐同食时，独处时或是

在他人面前，我把你当成我亲密的朋友，并因为对你荣耀本质的

无知而轻率地对待你。” 

 阿尔诸那请求克利须那原谅他的一切过错，因为他深信作

为人类之父、最值得敬重的人类导师克利须那一定会宽恕他的所

作所为。 

 

43． “你是有生和无生世界之父，是至高无上的灵性导师，最值

得敬重之人，你拥有如此的光芒，三界之内还有谁能比你更加伟

大？” 

 

44． “因此，我最敬重的主啊，我俯身跪在你的脚下，乞求你的

仁慈。我请求你宽恕我对你的冒犯，如同父亲容忍儿子、朋友容

忍朋友、丈夫容忍妻子一般。” 

 阿尔诸那深信克利须那是宽容一切的。但他到底有什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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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呢？如果不称之为“克利须那”，他又应该如何称呼呢？难道

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才是对的吗？另外，克利须那属于亚达瓦家

族，因此，阿尔诸那称他为“亚达瓦”也是没错的。然而，阿尔

诸那认为他对克利须那的称呼是错误的。  

 

 在前面的章节中，克利须那已经清楚地解释了禅定之道。

他也在第八章的第十三句中要求阿尔诸那吟诵“噢姆”并对他的

存在进行反思。阿尔诸那应该吟诵神圣的音节，同时把克利须那

的形象铭记于心，因为“噢姆”既代表未经显现的至尊存在，也

象征了已经实现对主感知的圣人。因为获得了对克利须那的直接

感知，阿尔诸那明白，克利须那既不是他的朋友，也不是亚达

瓦，而是已经与主融合为一体的伟大灵魂。 

 

 在整部《集塔》中，克利须那在五个地方重复强调了吟诵

“噢姆”的重要性。崇拜者在祈祷时，口中应该吟诵“噢姆”，

而不是克利须那的名字。情绪化的崇拜者常常创造出各种各样的

吟诵方式，有的人因为由“噢姆”的吟诵所产生的争议而沮丧，

有的人恳求圣人的帮助，还有人为了尽快融入克利须那的存在而

吟诵“茹阿德哈”
12
。虽然这一切都是出于对克利须那虔诚的

爱，但信徒的祈祷常常过于感性化。如果我们真正尊敬他、爱

他，就应该按他的命令行事。虽然他的形体没有显现，但是他的

存在与我们常在一起。如果我们不遵守他的教诲，《集塔》的学

习对我们来说将毫无用处。那些学习《集塔》并依其指示行事的

人会获得神圣智慧和雅格亚，并实现灵魂的至高追求。 

 

12． 一个牧牛童的名字，他深为克利须那所爱，因此，这种爱被当作是个体灵魂与至尊灵魂

一体的象征。 

 

 

 

 

 

 



  
 
 
 
 
 
 
 
 
 

 

 

 

 在进入禅定之时，人们常常无法将克利须那铭记在心，因

此，很多人吟诵茹阿德哈的名字。但是，连茹阿德哈自己都无法

与克利须那成为一体，她又怎能在灵性之途上指点我们呢？因

此，我们应该牢记克利须那的教诲，吟诵圣名“噢姆”。当然，

茹阿德哈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应该为主付出象她一样虔诚

的爱。 

 

 阿尔诸那称他的朋友为“克利须那”，因为这是他的名

字。在崇拜的过程中，有很多信徒也象他一样，出于挚爱之心而

吟诵自己导师的名字。很多信徒向他们的导师提出这样的问题，

“老师啊，在禅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吟诵你或克利须那的

名字，却必须吟诵‘噢姆’呢？”其实，克利须那已经很明确地

解释过这个问题，在成功地完成灵性旅途之后，圣人也将与主融

合为一体，他的名字也与主的圣名完全一致。 

 

 阿尔诸那乞求克利须那原谅他的错误，克利须那立刻原谅

了他。 

 

45． “你赐与我这无比的荣耀，令我看见你的宇宙形体，我欢喜

万分，但也惊慌失措，因此，请垂恩于我，再次向我显示你至尊

之主的慈悲形体吧。” 

 

 

 

A—ÓQ>[yd™ ˆofVm{@pÒ_ —ÓQ≤>dm ^`{Z M ‡Ï`oWVß _Zm{ _{$& 

VX{d _{ Xe©` X{dÍ$[ß ‡grX X{d{e OJofidmg$&&45$&& 
 

 

 

 

 

 

 



 

 

 

 

 

 

    
克利须那向阿尔诸那展示了他包容一切的形体，阿尔诸那既

欣喜又恐慌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在此之前，阿尔诸那曾经认为

自己在某些方面胜于克利须那并且以此为傲，在亲眼见到了他的

宇宙形体之后，他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在上一章中，克利须那向

他描述了自己的万丈光芒，他就以为自己已经成为了智者，但

是，真正的智者是不会惊慌失措的。亲眼见到主的形体是一种独

特经验，将对崇拜者产生独特的影响。因为在理论上学习和聆听

了灵性知识，他还需要获得关于真理的知识。阿尔诸那亲眼目睹

了至高的真理——主的形体，他因此而又惊又喜，他的灵魂受到

了震撼。 

 

46． “无所不在的千手之主啊，先前，我看到你头戴皇冠、手持

权杵和查克拉，请你再次对我展示那四臂的形体吧。” 

  让我们再来看看克利须那的四臂形体。 

 

47．“主说，‘阿尔诸那啊，我以我的瑜珈神力向你展示了我至

高无上的宇宙形体，在你之前，从未有人亲眼见过这无限辉煌灿

烂的形体。” 

 

48． “库鲁中的人杰啊，世上除你之外，任何人都无法见到我无

限的宇宙形体，因为无论是靠学习《韦达》、实行雅格亚，还是

靠慈悲善良的行为，或者是严格的精神苦修，都不可能使人们见

到我的这一形体。” 

 

 

 
 oH$aroQ>Zß JoXZß MH´$hÒV- o_¿N>mo_ Àdmß –ÓQw>_hß VW°d$& 
 V{Z°d Í$[{U MVw^w©O{Z ghÚ]mhm{ ^d odú_yV}$&&46$&& 
 _`m ‡gfi°Z VdmOw©Z{Xß Í$[ß [aß Xoe©V_mÀ_`m{JmV≤$& 
 V{Om{_`ß odú_Z›V_m⁄ß `›_{ ÀdX›`{Z Z —ÓQ>[yd©_≤$&&47$&& 
 Z d{X`km‹``Z°Z© XmZ°Z© M oH´$`mo^Z© V[m{o^ÈJ°´:$& 

EdßÍ$[: e∑` Ahß Z•cm{H{$ –ÓQw>ß ÀdX›`{Z Hw$È‡dra$&&48$&& 

 

 

 

 

 

 

 



  
 
 
 
 
 
 
 
 
 

 

 

 如果只有阿尔诸那才能感知主是绝对事实的话，《集塔》

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前面的章节中，克利须那也曾经多次地

指出过，那些能够将全部身心集中于他、消除心中一切欲望、恐

惧和愤怒、用智慧净化自己的圣人们最终实现了对他的感知。在

本句中，他又肯定地说，除了阿尔诸那之外，任何人无论是在过

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无法感知他的宇宙显现。那么，阿尔诸

那到底是谁呢？他难道不是我们一样的凡人吗？在《集塔》中，

他是虔诚之爱的象征，因为拥有了这样的爱，他能够排除内心一

切的杂念，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因此，只有他才能见到主的宇

宙形体，也就是说，只有那些履行即定的崇拜职责的人才能认知

主。 

 

49． “看了我可怕的显现之后，你惶恐不安，迷惑不解。现在，

你可以恢复你心灵的平静，以虔诚的崇拜之心观看我的四臂形

体。” 

 

50． “桑捷说，‘说罢，主瓦苏德瓦又恢复了他早先的形体，以

安慰惊恐失色的阿尔诸那。” 

 

51． “随后，阿尔诸那说，‘扎纳丹哪，看到你仁慈的人形，我

的心情已经恢复了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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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诸那请求主重新展示他的四臂身体，但他又能在这凡

人形体中看到什么呢？“四臂”或“千臂”一般用来形容那些实

现最终灵魂目标的圣人。“臂”是行动的象征。人的手臂既有外

在的、又有内在的功能，这就是“四臂”。克利须那四臂所握的

贝壳、查克拉、权杵及莲花都具有象征意义，它们各自代表对真

正理想的肯定（贝壳）、臻达之圈的开始、感官的控制、及行动

的完成。所谓的“四臂”的克利须那不过是圣人物质和精神行为

的象征。 

 

52． “主说，‘你所见到的我的形体极难看到，即使是众神也渴

望目睹我的这一形体。” 

 

 这一亲切、和蔼的形体非常罕见，连众神都渴望一睹其风

采。也就是说，人类无法真正领悟圣人的含义。我的恩师就是这

样一个圣人，很多人却视之为疯子，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感受到他

的伟大，也只有这极少数人真正实现了他们的灵魂目标。因此，

克利须那说，即使是众神也渴望一睹他的“四臂”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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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你所看到的四臂形体，是连学习《韦达》、进行苦修、布

施，甚至崇拜，都无法看到的。” 

 

 下面是唯一的途径： 

 

54． “我亲爱的阿尔诸那啊，只有依靠完全而坚定不移的虔诚奉

献，崇拜者才能直接窥见我的这一形体，认识其本质，甚至最终

与其成为一体。” 

 

我们在第七章中说过，知识最终也将转变为彻底的奉献。在

前面的诗句中，克利须那说过，只有克利须那才能窥见他的形

体，也就是说，只有靠绝对的虔诚和专一的奉献，崇拜者才能直

接认知他的形体，并最终与其融合为一。 

 

55． “阿尔诸那啊，谁能为我而行动（玛特卡玛）、虔诚地为我

奉献（玛特帕玛）、完全超脱于物质（桑格瓦吉塔）、慈悲为怀

而胸中没有任何恶意（尼尔维茹阿-萨傅布特舒），谁就能认知我

并臻达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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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实现灵魂的完美与最终的超脱的四个基本要求是玛特卡

玛、玛特帕玛、桑格瓦吉塔和尼尔维茹阿-萨傅布特舒。“玛特卡

玛”意味着即定的职责——雅格亚——的执行，“玛特帕玛”是

指崇拜者托庇于克利须那并向他全心奉献。要执行即定的职责，

崇拜者必须摆脱一切世俗事物和行为后果的束缚、超脱一切，这

就是桑格瓦吉塔。尼尔维茹阿-萨傅布特舒是指对万物没有邪恶之

心。能够做到上述四点的崇拜者必定能够在心灵的战场上获胜、

臻达克利须那的境界。克利须那认为，阿尔诸那已经实现了对他

的感知。他在《集塔》中所进行的战斗是精神上的，是他在灵性

之途中与各种不正当欲望如吸引与排斥、愚味与邪恶、欲望与愤

怒所进行的战斗，战斗的最终结果是对物质的完全超脱、至尊境

界的最终到达。 

 

� � � � � 

 

在本章的一开始，阿尔诸那对克利须那承认说，听了克利须 

那的一番谆谆教诲，他的妄念全消。他要求克利须那向他展示自

己的无限光芒。克利须那愉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克利须那将他的宇宙形体向阿尔诸那显现，并告诉他，他

可以在自己的形体内看到七大圣贤
13
以及以前的众多圣贤，还有

婆罗门创世主和维施奴。阿尔诸那将他的目光集中在无所不在的

主的形体上。克利须那又对阿尔诸那说，他可以在他的形体上看

到整个有生和无生的世界以及他所希望看到的一切存在。 

 

 克利须那又继续列举了他的显现，但是阿尔诸那的肉眼无

法看到主的任何显现。虽然整个宇宙的存在都在他的眼前，他却

只能看到克利须那的凡人身体。克利须那随后赐予了阿尔诸那神

圣的视野，阿尔诸那终于得以看到主伟大的显现，能够直接感知

主的存在。为主的光芒所震撼和恐惧的阿尔诸那乞求主的宽恕。 

 

 阿尔诸那称他的朋友为“克利须那”、“亚达瓦”及“朋

友”，并为此乞求主的原谅。其实他的称呼没有错，因为这些都

是灵性寻求者对至尊无上之主最初的称呼。他们中有的人以外表

或形体来 

 

 

 

 

13． 即玛瑞契、中吉茹阿斯、普嘎特亚、普拉、克茹阿萨七大圣贤，他们也代表瑜珈修练的

七个步骤，如果能够完全掌握这七步，瑜珈修练者就能成功。 

 

 

 

 

 

 

 

 



 

 

 

 

 

 

    

称呼他们的灵性导师，有的以导师的杰出特性来称呼，还有的人

视他们的导师与自己等同。他们无法了解圣人先知的真正本质。

但是，得以了解克利须那的真正形体之后，阿尔诸那认识到，克

利须那既不是黑皮肤也不是白皮肤，既不属于任何家庭也没有任

何朋友，他是无法为任何人所理解的。只有那些克利须那选中的

人才能认知他。 

 

 本章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对“克利须那”这一圣名

的吟诵。在第八章中，克利须那已经说过，崇拜者在进行禅定

时，应该吟诵象征着永恒之主的神圣音节“噢姆”。“噢姆”是

克利须那的内在本质，是遍及整个宇宙的本质。崇拜者应该吟诵

这一神圣音节，并同时牢记克利须那的形体，因为这二者是崇拜

者祈祷与禅定成功的关键。 

 

 阿尔诸那请求克利须那重新向他显示四臂形体，克利须那

却向他显现了他的凡人身体。“臂”是行动的象征，“四臂”象

征着圣人先知灵魂的手臂向外在的物质世界的延伸。 

 

 克利须那还解释说，在整个世界上，无论是过去、现在，

还是将来，阿尔诸那是唯一见到他的形体的崇拜者，因为“阿尔

诸那”象征着虔诚的爱，也就是说，只有那些信念坚定、以绝对

虔诚的爱向主奉献、心中没有任何杂念的人才能真正地认知他的

本质，才能感知他的形体，最终实现与他的融合。正如高斯瓦

密·突 

 

 

 

 

 

 

 

 



  
 
 
 
 
 
 
 
 
 

 

希达斯所说的，没有爱的信徒永远也无法臻达主的境界。如果没

有虔诚的爱，即使祈祷千次、行善万次，或者终身苦修，崇拜者

都无法臻达主的境界。 

 

 在本章最后的诗句中，克利须那提出了臻达至尊的四个条

件，即：执行雅格亚（即定的职责），完全依靠主、以全部身心

向他奉献，从物质世界和回报中超脱，对万事万物心怀仁慈。由

此可见，本书中提到的战争并非是物质世界中的血腥战争。崇拜

者如果能够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主、心中只有主的存在而别无他

物、完全控制他的思想与感官、心中没有任何邪恶的念头，他就

不需要进行任何外部的战争，他所进行的战斗是靠完全弃绝的利

剑斩断一切物质的欲望与念头，进而取得最终的精神胜利。 

 

 

 

 

至此《博伽梵歌》第十一章结束，从而结束了关于对至尊主的感

知、瑜珈之学及克利须那与阿尔诸那间名为“维施乌茹帕·达珊·瑜
珈”或“无所不在的显现”的对话，宗教教师阿德嘎达南德的注

释“亚瑟斯集塔”的第十一章也告此结束。 

 

哈瑞 呜牟 嗒特 撒特 

 



 

 

 

 

 

 

  

 

 

 

 

 

 

 

 

 

 

第  十二  章  

奉 献 之 瑜 珈 
 

 在第十一章中，克利须那一再向阿尔诸那强调，无论是过

去、现在，还是将来，阿尔诸那都是唯一一个见到他宇宙形体的

人。也就是说，无论是苦修、雅格亚，还是慈悲，都无法使崇拜

者接近并感知至尊之主，通向主之境界的唯一途径是坚定而不动

摇的虔诚奉献之心。因此，阿尔诸那应该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克利

须那并将他铭记在心；他应该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克利须那。克利

须那的话自然使阿尔诸那产生了一个问题，即遵循无私行动之道

和智慧之道的信徒中，哪一种更为优秀。 

 

 这是阿尔诸那第三次提出同一个问题。克利须那认为，通

向主之境界的这两条途径中，无论哪一条路都离不开行动，行动

是其中必要的因素。 

 

 然而，如果一个人强制性地控制自己的感官，却还是无法

排除对物质的眷恋，那么，他只能算是个自大的骗子，而不能称

为智者。因此，阿尔诸那应该执行雅格亚——即定的崇拜职责。

既然行动是智慧之道和无私行动之道中必须的因素，那么，这二 

 

 

 

  

 

 

 



  
 
 
 
 
 
 
 
 
                                            

 

 

者中又有什么区别呢？选择无私行动之道的信徒以虔诚的爱和无

比的信赖将自己完全托付给主，并完全按主的命令执行雅格亚，

而选择智慧之道的信徒则依靠自己的力量执行雅格亚。 

 

 在第五章中，阿尔诸那向克利须那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即：为什么他有时称赞智慧之道的行动，有时却称赞无私行动之

道的行为，二者之中哪一个更胜一筹。克利须那回答他说，二者

之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帮助崇拜者达到他的最终目标，但是无私

行动之道比智慧之道略胜一筹，因为，即使选择了智慧之道，如

果没有无私行动的动机，崇拜者也还是不可能真正获得神圣启迪

的。 

 

 在本章中，阿尔诸那又一次提出了同一个问题，他想知道

在选择两种方式的信徒中，哪一种更为优秀。 

 

1． “阿尔诸那问道，‘在瑜珈修练之中，哪种人更加优秀，是

那些以虔诚之心崇拜你已经显现的形体的，还是那些对你永恒不

灭、未经显现的灵魂进行反思的呢？” 

 

有些人以完全的虔诚将自己托付给克利须那，信赖他、崇拜

他，有些人居于自我之中，靠一己之力对未经显现的主进行反

思。既然这二者都是克利须那规定的崇拜方式，那么，它们之

中，哪种更胜一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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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说，‘我认为，心意专注于我已经显现的形

体，崇拜我，信仰永远超然笃信，这样的崇拜者就是最完美

的。” 

 

3-4． “但那些控制全部感官，崇拜我未经显现、超越感官、无

所不在、不可理解、平和安宁、永无变化、固定不移、没有形

体、永不毁灭之存在的人，他们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平等地对

待众生、服务于众生，这样的人，最终也能到达我处。” 

 

主的这些品质也是克利须那的品质，但是， 

 

5． “心意执著于主未经显现形体的人，要想进步，困难重重。

因为，他们的自以为是防碍他们取得灵性的进展。” 

  

这样的崇拜者以他们的社会等级或才能为傲，无法摆脱物质

世界的束缚，因此，灵性目标的实现对他们来说更为困难。 

 

 克利须那是与主成为一体的杰出灵性导师，未经显现的主

已经在他体内显现。他认为，选择智慧之道的崇拜者不寻求灵性

导师的帮助，而是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了解自己的优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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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也将认知自己未经显现的灵魂；他认为，这样的人容易错误

地相信自己就是至尊灵魂、至尊灵魂就是他们自己，他们常常会

盲然地漫游在充满悲哀的物质世界，并进入灵性的死角。 

 

6-7． “帕萨啊，而对于那些崇拜我，将一切奉献给我、心无旁

物、侍奉我、观想我、心意专注于我的人，我将很快拯救他们脱

离生死轮回的苦海。” 

 克利须那接着解释说， 

 

8． “只要你将心意专注于我，将你的全部智慧与理性奉献给

我，毫无疑问，你必将常驻于我。” 

 克利须那完全了解阿尔诸那的弱点，因为阿尔诸那曾经说

过，对他来说，控制自己的思想如同控制强风一般困难。 

 

9． “达南捷呀，如果你不能做到心无旁物、将全部心意专注于

我，那么，就进行奉爱瑜珈的修练（阿毕亚斯瑜珈）吧。” 

 “修练”是指对自己游离的思想一刻不放松地进行控制并

将其固定于某一目标。如果阿尔诸那无法专注，他就应该培养对

克利须那的渴望，克利须那一旦成为他的唯一渴望，他将很快实

现对他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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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果你不能完成奉爱瑜珈的修练，那么，就努力

为我工作，这样，你也能够达到完美的境界。” 

 

11． “然而，如果连这一点也无法实现，那么你就应该弃绝一切

行动的结果，完美地控制你的思想，安处于我的瑜珈之中。” 

 

如果克利须那无法为克利须那努力工作，他就应该一心行

动、不求任何行动结果，不计较得失，将自己完全奉献，在圣人

先知处寻求庇护，这样，他就能够实现最终的灵性目标。 

 

12． “因为，比修练更高级的是知识，比知识更高级的是观想与

禅定，弃绝行动的结果则比禅定更高一级，如能弃绝，心灵便会

达到永久的和平。” 

 

 比控制思想的修练更好的是智慧之道；比智慧之道更好的

是禅定；比禅定更好的是对行动之结果的弃绝。如果能够弃绝，

阿尔诸那就能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集中在对理想目标的实现上，并

能很快实现最终的和平境界。 

 

 克利须那认为，如果崇拜者能够完全信赖主的指点，那么

无私行动之道比智慧之道的崇拜者更胜一筹。虽然二者都能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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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对主的感知，但对选择智慧之道的崇拜者而言，他需要完全

承担成败得失的负担，因而其灵性发展之路上充满了更多的荆

棘，阻碍着其目标的实现。选择无私行动之道的信徒的一切负担

由主来承担，他只需完全听从主的指点，因此，依靠对行动结果

的弃绝，他将很快到达灵性的终点。 

 

13-14． “热爱众生、对万物怀有仁慈之心，超脱一切，不骄傲

自大，苦乐如一，宽厚容忍，善于自律，在瑜珈之路上坚定不

移，以坚定的信念坚信于我、奉献于我，这样的人我很钟爱。” 

 

15． “不置人于困境，不为别人所困扰，在苦乐、恐惧和焦虑中

均能保持平静、态然如一，这样的人我很钟爱。” 

 

克利须那珍爱那些既不困扰他人、也不为他人所困扰、在任

何感情与情绪中都能态然自若的人。 

 

 崇拜者不应该在言语上或行为上伤害他人的感情，同时，

他们也不应该为他人的言谈举止所伤。无论他做什么，他的思想

都应该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地集中于至尊之主，他应该保护自

己、使自己不受诽谤与攻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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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超脱于物质欲望，纯粹、敏捷，不偏不倚，从痛

苦的情感中得到解脱，已经达到‘无为’之境，这样的

人我很钟爱。” 

 超脱于物质欲望的人是纯粹的人，他精于崇拜之道，胜不

骄、败不馁，心境平和而远离痛苦，不注重行动的结果。 

 

17. “既不欣喜若狂，也不嫉妒失落，既不躁动不安，也不犹心

忡忡，弃绝一切行动，这样的人，我很钟爱。” 

 这是奉献的至高境界，他的一切行动都恰到好处，既不缺

乏虔诚奉献的精神，又不拥有邪恶的品质。 

 

18-19． “对敌友皆一视同仁，对荣辱、冷暖、苦乐、毁誉皆超

然不惊、保持平衡，远离物质世界的一切，心灵平静、事事满

足，不计较物质居所，一心从事奉献服务，对这样的人，我十分

钟爱。” 

 

20．“遵行这一不朽的道路，从事奉献服务，彻底投入、满怀信

心，以我为最高目标，对这样的人，我极为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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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章的总结句中，克利须那补充说，他钟爱那些以他为

庇护所、努力培养一切上述品德的崇拜者。 

 

� � � � � 
 

 在上一章中，克利须那一再向阿尔诸那强调，无论是过

去、现在，还是将来，阿尔诸那都是唯一一个见到他宇宙形体的

人，因为，只有对主绝对奉献、虔诚不二的崇拜者才能看见他，

了解他的本质，与他融合为一。也就是说，如果至尊之主是被认

知的存在，阿尔诸那就是坚定而不动摇的虔诚奉献。 

 

 在本章的一开始，阿尔诸那就再次向克利须那提出了选择

无私行动之道和智慧之道的两种崇拜者哪种更加优秀的问题。克

利须那对此做出了回答，他说，两种信徒都能最终实现对他的感

知，因为他既是已经显现的形体，又是未经显现的形体，因此，

无论选择哪一种，信徒都能达到灵性的终点。然而，对选择智慧

之道的信徒来说，他们的路上将布满荆棘，阻碍着灵性目标的实

现；他们更容易为自我所束缚，更容易自以为是、自视过高，灵

性的实现对他们来说更为困难。因此，阿尔诸那应将自己的一切

奉献给克利须那，把他牢固地铭记在心、时刻不忘，这样，他就

能从黑暗的物质世界中得到解脱。因此，无私行动或无私奉献之

道是实现对主感知的最佳途径。 

 

 阿尔诸那应该把他的整个思想全部集中于克利须那。如果

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他应该修练奉爱瑜珈；如果无法修练奉爱

瑜珈，他应该为克利须那而行动。雅格亚是唯一的行动，因此， 

 

 

 

 

 

 

 



 

 

 

 

 

 

  

无论成功与否，他都应该持之以恒地行动。但是，如果

他无法做到为主而行动，他就应该超脱于一切行动的结果、寻求

一个圣人先知的指点，并常居于至尊灵魂之中，达到至尊的和

平。 

 

 随后，克利须那一一列举了他所钟爱的崇拜者。克利须那

钟爱的崇拜者应该热爱众生、对万物怀有仁慈之心，超脱一切，

不骄傲自大，在瑜珈之路上坚定不移，以坚定的信念向克利须那

奉献；纯粹、敏捷，从痛苦的情感中得到解脱、达到‘无为’之

境；既不置人于困境，也不为别人所困扰，在苦乐、恐惧和焦虑

中均能保持平静、态然如一；对敌友皆一视同仁，对荣辱、冷

暖、苦乐、毁誉皆超然不惊、保持平衡，远离物质世界，心灵平

静、事事满足，不计较物质居所，一心从事奉献服务。 

 

克利须那在第 11-19 句中一一列举了他所钟爱的崇拜者应该

具有的品质，最后，他总结说，他最钟爱那些遵行不朽的道路、

从事奉献服务、彻底投入、满怀信心、以他为最高目标的崇拜

者。由此可见，全然奉献自己、一心一意地履行即定的崇拜职责

是最好的崇拜方式。克利须那要求阿尔诸那寻求圣人先知的帮

助、寻求他的帮助，因为这些圣人先知已经实现了对主的感知、

拥有了主的特性，因此，他们能够指引他实现最终的灵性目标。 

  

 在本章中，克利须那指出，“奉献”是崇拜的最佳方式，

因此，本章命名为“奉献之瑜珈”。 

 

 

 

 

 

 



  
 
 
 
 
 
 
 
 
                                            

 

 

 

 

至此《博伽梵歌》第十二章结束，从而结束了关于对至尊主的感

知、瑜珈之学及克利须那与阿尔诸那间名为“巴克提·瑜珈”或

“奉献之瑜珈”的对话，宗教教师阿德嘎达南德的注释“亚瑟斯

集塔”的第十二章也告此结束。 

 

哈瑞 呜牟 嗒特 撒特 

 



 

 

 

 

 

 

    
  

 

 

第  十三  章  

行动之域及行动之域的通晓者 
 

 在《集塔》的一开始，督瑞塔拉施物剌问桑捷，他的儿子

和潘督诸子们在库鲁之野达摩克奢特茹做了些什么。但是迄今为

止，克利须那还没有对此作出任何回答。在本章中，克利须那清

楚地解释了战场所在的地点。 

 

1．“主说，‘绲缇之子啊，人类的身体就是战场（克奢特茹），

明白这一点的人（克奢特茹阿格亚）就可以算是智者。这样的人

能够真正了解战场的本质，他们的灵性发展已经进入了成熟阶

段。’” 

 

 克奢特茹阿格亚并不介入行动之域，恰恰相反，他对它进

行控制。 

 

 人只有一个身体，怎么可能有两个行动之域----库鲁科奢

特茹和达摩克奢特茹----呢？在人的身体内存在有两种截然不同

的原始本能，即引导人臻达至尊之灵和最崇高的达摩的灵性本能

和误导人类、使人类相信物质世界真实性的不虔诚的、邪恶的本

能。人类的心灵如果充满了神圣的灵性本能，他的身体就是达摩

之域（达摩克奢特茹）；反之，如果心灵为邪恶的力量所控制，

他的肉体就是库鲁科奢特茹。当人类向圣人请求指引的时候，两

股相反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开始显现。随着灵性的发展，灵性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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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渐渐增长，邪恶的本能渐渐得到控制。一旦人心中邪恶的欲望

完全消除，灵性寻求者的最终灵性目标---对主的认知---就会实

现，他的灵性本能也将完全融入主而不复存在。克奢特茹阿格亚

就是与主融合后的“自我”。 

 

2．“巴茹阿特啊，你要知道，我是一切行动之域的全知的‘自

我’（克奢特茹阿格亚）；对我来说，关于克奢特茹、克奢特茹

阿格亚、变化的自然及‘自我’的本质的学问就是知识。” 

 

直接感知了行动之域本质的圣人认为，那些掌握了行动之域

本质的人就是克奢特茹阿格亚。在本句中，克利须那宣称，他就

是克奢特茹阿格亚。 

 

3．“现在，请仔细听我描述这个行动之域的来源及实质：它的构

成、变化、因何而来，还有克奢特茹阿格亚及其优势和能力。” 

 

 行动之域及生死轮回之圈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因此，

它们也是不断变化的。克奢特茹阿格亚能够控制行动之域，对

此，历代的先知都曾经有过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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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至尊之灵的知识，早先的众多先知在不同的经

典著作中都有过阐述。” 

 

 也就是说，《吠檀多》、伟大的圣人、婆罗门苏特拉，以

及克利须那都阐述了同样的观点，克利须那的观点与其他圣人先

知们都是一致的。 

 

5-6．“简言之，人类多变、短暂易逝的物质肉体是五种元素、个

体自我、理性、未经展示者、十种感官、思想、五种感官对象、

以及欲望、仇恨、喜悦和痛苦、智慧和毅力的综合。” 

 

克利须那向阿尔诸那解释了肉体的组成，他说，人的身体是

五种元素（土、水、火、以太、气）、个体自我、理性与思想

（本句中的未经展示者即思想）等八部分以及十种感官（眼、

耳、鼻、皮肤、舌、味觉器官、手、足、生殖器官、肛门）、心

意、五种感官对象（形状、味道、气味、声音、触觉）、欲望、

仇恨、痛苦和欢乐、知觉、勇气等各种成分的总和。人的身体也

即克奢特茹，在体内产生的善行与恶行就是桑斯卡。只要这些组

成部分继续存在，人的身体就会存在。 

 

 我们再来看一下克奢特茹阿格亚所拥有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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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傲慢自大、不伤害他人、宽容、言辞与思想一致、虔诚奉

献、纯净无瑕、坚定不移，对身体、头脑与感官的控制……” 

 

 荣辱不惊、不贪慕虚荣、不愿伤害别人（阿赫因萨），这

些只是克奢特茹阿格亚众多特性中的一小部分。“赫因萨”就是

使灵魂堕落的暴力行为，“阿赫因萨”就是使灵魂升华的非暴力

行为。因此，“阿赫因萨”不仅仅意味着不使用武力，还有很多

其它的含义，其根本在于不愿对他人造成伤害。执著于灵性发展

的人自然也会积极帮助他人促进灵性发展。因此，阿赫因萨、慈

悲、言辞与思想的一致、虔诚服务于他人、纯净、坚定不移、对

身体、头脑与感官的控制，另外： 

 

8． “不追求享乐、不自满自傲、时时刻刻对生老病死痛进行反

思……” 

 

9．“超脱于家庭和妻子儿女的羁绊、不执迷不悟、心境平和、悲

喜如一……” 

 

10．“执著于对我的奉献、心无杂念、乐于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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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全部思想对克利须那或者其他的先知进行反

思，心无杂念、乐于隐居与独处，还有： 

 

11．“恒常地处于阿迪亚特姆和对至尊之灵的感知之中是唯一的

知识，除此之外的其它皆属无知。” 

 

阿迪亚特姆即对主支配一切之特性的认知，对至尊之灵、最

终本质的直接感知而产生的知觉是唯一的知识。在第四章中，克

利须那说过，那些完成了雅格亚职责并因此得以品尝知识之甘露

的人最终将与至尊、永恒的主融为一体。在本句中，他又说，对

至尊之灵本质的把握就是知识，其余皆属无知。 

 

12．“现在，我要向你传授关于无始无终之主的知识，有了这种

知识，你将品尝到永恒的滋味。” 

 

 克利须那要向阿尔诸那传授至尊之主的知识，一旦拥有这

种知识，他将实现永恒。至尊之主既没有起始，也没有结束；既

没有存在，也没有非存在；他是一个实体，崇拜者将最后融入他

的存在。一旦融入了主的存在，崇拜者就再也不会对其它事物有

所感知，因为他所感知的将只有主的存在。因此，主既不是存

在，也不是非存在，他是崇拜者唯一的感知对象。 

 

 

 
A‹`mÀ_kmZoZÀ`Àdß VŒdkmZmW©Xe©Z_≤$& 

EV¡kmZo_oV ‡m{∑V_kmZß `XVm{@›`Wm $&& 11 && 
k{`ß `ŒmÀ‡d˙`mo_ `¡kmÀdm_•V_ÌZwV{ $& 

AZmoX_À[aß ]´̃  Z gŒmfimgXw¿`V{ $&& 12$&& 

 

 

 

 

 

 

 



  
 
 
 
 
 
 
 
 
                                            

 

 

 克利须那继续解释了这一伟大灵魂的特征： 

 

13．“他的眼耳手足无处不在，因为他在宇宙万物中都有存

在。” 

 

14．“虽然了解一切感官对象，他却没有感官；虽然是万物的支

持者和创造者，他却超脱于自然的属性之外；他是自然一切属性

的归属。” 

虽然不拥有感官、不执著、超越事物的一切属性，但是，他

是一切属性的支持者和享有者。 

 

15．“他存在于一切有生及无生的事物，既生气勃勃，又静若处

子。他是如此微妙，因此而不为万物所感知，他距离万物既远若

天涯，又近若咫尺。” 

 他无所不在，既静若处子、又动如脱兔；他微妙得让人无

法感知，超越人的头脑与感官。 

 

16．“他值得为人所知；他虽然完整如一，却在万物之中有万种

形态；他既是万物之父和万物的支持者，又是万物的毁灭者，” 

 本句阐明了一切外在的现象和内在的本质：外在的人的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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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内在的灵魂的觉醒，外在的对瑜珈的修练和内在的对瑜珈的

坚持，外在身体的变化及内在灵魂的融入。这些都是至尊存在的

特性。  
17.“他是一切光明的源泉，因此他永远远离黑暗；他是知识的化

身，因此应该为全人类所知；他居于人类的心中，因此，只有通

过知识，人类才能把握他的存在。” 

 知识就是因直接感知而产生的认识，它使人认知主的存

在。主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因此只有通过内心的反思和瑜珈之

道，人类才能把握他的存在。 

 

18．“一旦掌握了克奢特茹、知识和主的本质，我的信徒就能达

到我的境界。” 

 在下面的诗句中，克利须那用“自然”和“灵魂”代替了

“克奢特茹”和“克奢特茹阿格亚”。 

 

19．“你应该知道，物质自然和人类的灵魂都是无始无终的。一

切具有自然三种属性的物体，还有眷恋和厌恶等一切不良的感

情，都诞生于物质自然。” 

 

20．“据说，一切行为和行为人都来源于物质自然，一切痛苦欢

乐都来源于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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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行为和行为人都来源于自然，一切痛苦和欢乐都来源

于灵魂。洞察力和超脱是善行的根源，欲望和愤怒是恶行的根

源。 

 

21．“物质自然中的灵魂享受物质的欢乐，因此，他们无法摆脱

自然三属性的束缚。正是由于自然的三属性，他们以高等或低等

的形态不断地重新降生人世。” 

 

 也就是说，只有摆脱自然三属性的困扰，人类才能最终从

生死轮回之圈中得到解脱。 

 

22．“灵魂虽然居于身体之中，却超越身体之外。他是旁观者，

是授与者与享受者，是伟大的主，是至尊之灵。” 

 

 灵魂居于人的心中。无论身体是行善还是行恶，灵魂都不

受到任何影响，因为他只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如果人以正确的

方式崇拜主，他的灵魂就进入更高的层次，成为授与者。如果能

在灵性之途上更进一步，灵魂就成为享受者，享受雅格亚、苦修

等一切供奉。然后，他将成为伟大的主----自然的主人。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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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某种属性在他的心中依旧存在。随着进一步的修练，他开

始拥有主的特性，这时，他变成了至尊之灵。因此，灵魂虽然居

于身体之内，却超越于身体之外。 

 

23．“无论他的行为举止如何，只要掌握了灵魂、自然和三种属

性的真正本质，他就永远不会再度降生人世。” 

 

 这就是最终的赦罪。克利须那认为，对主和自然的本能领

悟是摆脱生死轮回之圈的唯一途径，接下来，他又对瑜珈之道进

行了强调。 

 

24．“有些人在自己的内心进行反思，有些人通过智慧瑜珈，还

有些人通过行动之道，实现对至尊之灵的感知。” 

 

 有些人通过观想和反思，在自己的心中感知至尊之灵；有

些人对自己的能力做出估计，通过智慧瑜珈或桑克亚瑜珈感知至

尊之灵；还有些人通过无私行动之道感知至尊之灵。本句中强调

的主要感知方式是反思，智慧之道和行动之道是反思和崇拜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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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还有些人对上述方式都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全心聆听、从

伟大的灵性导师那里汲取灵性知识，他们最终也能够成功地跨越

生死的界限。” 

 

 我们也可以从伟大的灵性导师那里寻求帮助。 

 

26．“巴茹阿特的俊杰啊，你要记住，无知无觉的克奢特茹和有

知有觉的克奢特茹阿格亚是一切活动或者静止生物的源泉。”  

 

27．“能在一切活动和静止的存在中窥见永恒不灭的主的存在，

这样的人，可谓有真知灼见。” 

 

 能够在一切生物中窥见主的存在的人才算是掌握了真理的

本质。克利须那在第八章中解释了同样的观点，他说，达到行动

的至高点之后，人的行动就再也没有善与恶之分。在本句中，他

说，那些能够在一切活动和静止的存在中感知到主的存在的人已

经真正认知了真理。 

 

 

 

A›`{ Àd{d_OmZ›V: l•Àdm›`{‰` C[mgV{ $& 
V{@o[ MoVVa›À`{d _•À`wß lwoV[am`Um: $&& 25 $&& 
`mdÀgßOm`V{ qH$oMÀgŒdß ÒWmdaOL>__≤ $& 
j{Ãj{Ãkgß`m{JmŒmo’o’ ^aVf©^ $&& 26 $&& 
g_ß gd}fw ^yV{fw oVÓR>›Vß [a_{Ìda_≤ $& 
odZÌ`ÀÒdodZÌ`›Vß `: [Ì`oV g [Ì`oV$&& 27 $&& 

 

 

 

 

 

 

 



 

 

 

 

 

 

    
 

28． “如果能够在一切存在中感觉到主的存在，他的

‘自我’就不会堕落，因此，他将实现最终的至尊目标。” 

 时时刻刻视‘自我’为主的一体之物，他的‘自我’就永

远不会堕落，他也终将获得最终的赦罪。 

 

29． “一切活动都产生于物质自然，‘自我’是个‘无为’者，

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才是真理的认知者。” 

 他认为一切活动都产生于物质自然，只要自然继续存在，

各种活动就会依旧存在；他明白，灵魂是‘无为’者，因此，他

能够把握真理的本质。 

 

30． “如果他不再为各种存在的物质形态所迷惑，视一切事物为

至尊之灵的延伸， 那么，他就算是真正认知了主。” 

 如果他视一切存在为至尊之灵的延伸，他就会臻达主的境

界，认知至尊之灵。 

 

31． “他明白，不朽的至尊灵魂超然、永恒，而且超越各种物质

形态；他是个‘无为’者，不被物质世界所污染；他既没有起

始，也没有结束。” 

 对此，下一句中有所解释： 

 

 

 
g_ß [Ì`o›h gd©Ã g_dpÒWV_rÌda_≤$& 
Z ohZÒÀ`mÀ_ZmÀ_mZß VVm{ `moV [amß JoV_≤$&& 28 && 
‡H•$À`°d d H$_m©oU oH´$`_mUmoZ gd©e:$& 
`: [Ì`oV VWmÀ_mZ_H$Vm©aß g [Ì`oV$&& 29$&& 
`Xm ^yV[•WΩ^md_{H$ÒW_Zw[Ì`oV $& 
VV Ed M odÒVmaß ]´˜ gÂ[⁄V{ VXm $&& 30 $&& 
AZmoXÀdofiJw©UÀdmV≤ [a_mÀ_m@`_Ï``: $& 
earaÒWm{@o[ H$m°›V{̀  Z H$am{oV Z ocfl`V{$&& 31$&& 

 

 

 

 

 

 

 



  
 
 
 
 
 
 
 
 
                                            

 

32． “天空虽然无处不在，却永不受到污染，同样，躯体中的灵

魂既不是行为者，也不受到污染，因为他超越了自然的一切属

性。” 

 

33． “正如太阳照亮整个宇宙那样，躯体中的灵魂也以知觉照亮

整个躯体。” 

 

34． “那些以智慧之眼看到克奢特茹与克奢特茹阿格亚的区别，

又知道如何从物质自然中得到解脱的人，就能最终臻达至尊之

所。” 

 

 那些能够辨别物质与灵性、知道如何从物质中解脱的人能

够认知主的本质。也就是说，智慧就象眼睛，依靠它，人类能够

把握克奢特茹和克奢特茹阿格亚的本质。 

� � � � � 

 在《集塔》的一开始，作者就提到达姆克奢特茹和库鲁克

奢特茹，但是我们始终也不了解它们到底在何处。在本章中，克

利须那对此进行了解释：克奢特茹就是人类的物质身体，知道克

奢特茹是人类身体的人就是克奢特茹阿格亚。 

 

 克利须那指出，身体是由自然及其八个组成部分、未显现 

 

 
`Wm gd©JVß gm°˙Â`mXmH$meß Zm{[ocfl`V{ $& 
gd©ÃmdpÒWVm{ X{h{ VWmÀ_m Zm{[ocfl`V{ $&& 32 $&& 
`Wm ‡H$me`À`{H$: H•$ÀÒZß cm{H$o__ß aod:$& 
j{Ãß j{Ãr VWm H•$ÀÒZß ‡H$me`oV ^maV$&& 33$&& 
j{Ãj{Ãk`m{a{d_›Vaß kmZMjwfm $& 
^yV‡H•$oV_m{jß M `{ odXw`m©p›V V{ [a_≤$&& 34$&&$&& 

 

 

 

 

 

 

 



 

 

 

 

 

 

    
 

的自然、十种感官、思想、五种感官对象、欲望、贪念

和情欲组成，只要这些组成部分还继续存在，身体就会以某种形

态继续存在。善良或者邪恶的种子在物质身体的领域一旦种下，

就会逐渐成长，最终转化成桑斯卡。能够成功地超越物质身体对

灵魂的控制的人就是克奢特茹阿格亚。他拥有崇高的品德，因而

能够控制克奢特茹对灵魂的影响。 

 

 本章对克奢特茹阿格亚的概念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克奢特

茹包含的领域十分广阔。“身体”一词虽然简单，包含的内容却

很广泛，随着整个宇宙中物质自然范围的延伸而延伸。因此，它

是使生命充满活力的原则和基础，离了它，任何事物都无法生

存。因此，本章主要介绍了克奢特茹和克奢特茹阿格亚的概念。 

 

 

至此《博伽梵歌》第十三章结束，从而结束了关于对至尊主的感

知、瑜珈之学及克利须那与阿尔诸那间名为“克奢特茹和克奢特

茹阿格亚维巴格瑜珈”或“行动之域及其知晓者”的对话，宗教

教师阿德嘎达南德的注释“亚瑟斯集塔”的第十三章也告此结

束。 

 

哈瑞 呜牟 嗒特 撒特 



  
 
 
 
 
 
 
 
 
                                            

 

 

 

 

 

 

 

 

 

第  十四  章  

物质自然的三种形态 
 

 在前面的章节中，克利须那详细地阐述了知识的本质和特

性。在第四章第 19 句中，他说，如果一个人的行动有好的开始，

他的行动就会变得越来越高尚，他的思想就会摆脱各种欲望及不

决的束缚，当他的思想中不再含任何欲望之时，他因对主的感知

而获得的就是知识。在第十三章中，他将“知识”定义为：在到

达真理寻求之途终点时所获得的对至尊之灵的理解。真正的知识

既不是逻辑辩论，也不是对神圣经典的机械背诵，而是对真理的

把握。因此，只有那些以智慧之眼看出克奢特茹与克奢特茹阿格

亚的区别，又知道如何从物质自然中得到解脱的人，才能获得真

正的知识。 

 

 在本章中，克利须那将对崇高的智慧作进一步的解释。他

要对已经阐述过的问题进行重复、强调，因为只有对宗教经典进

行不断的回顾，崇拜者才能在灵性导师的帮助下真正理解它的含

义，在灵性寻求之路上不断前进、尽快臻达至尊之所。 

 

 

 

 

 

 



 

 

 

 

 

 

    
 

 

 记忆，是一个恒常地记录头脑中各种印象及影响的胶片，

如果灵性方面的感知在人的头脑中不够清晰，人的脑海中就刻上

物质自然的痕迹，悲哀就会主导人的心灵。因此，崇拜者应该时

时刻刻提醒自己，把自己的灵性目标牢记在心，因为，人的记忆

是短暂的，即使今天还有强烈的灵性渴望，明天可能就会将其置

之于脑后。所以，我的恩师常常说，“你应该每天至少使用一次

念珠，以此来巩固对主的感知。” 

 

 当然，这是针对灵性寻求者而言的，灵性大师们是不同

的，他们时时刻刻为灵性寻求者指引方向，并以自己的行为为他

们提供榜样。克利须那就是这样一个大师，阿尔诸那则是他的学

生，时时刻刻需要克利须那的指引和支持。因此，克利须那对阿

尔诸那说，他将再次向他讲授至高无上的知识。 

 

1．“主对阿尔诸那说，‘让我再次向你宣说这门至高无上的智

慧，它是一切智慧之王。正是因为掌握了它，圣人们才能臻达至

高无上的完美境界。’” 

 一旦掌握了这至高无上的知识，人类就将不再需要任何其

它类型的知识。 

 

2．“那些通过掌握这种神圣智慧得到安慰、臻达我的境界的人，

既不会在创世之初重新降生，也无需在世界末日来临之时恐

慌。” 

 一旦获得了神圣智慧，在神圣智慧中得到慰藉，得以臻达 

 

 

 [aß ^y`: ‡d˙`mo_ kmZmZmß kmZ_wŒm__≤$& 
 `¡kmÀdm _wZ`: gd} [amß ogo’o_Vm{ JVm:$&& 1 && 
BXß kmZ_w[molÀ` __ gmYÂ`©_mJVm:$& 
gJ}@o[ Zm{[Om`›V{ ‡c`{ Z Ï`Wp›V M$&&2$&& 

 

 

 

 

 

 



  
 
 
 
 
 
 
 
 
                                            

 

 

至尊之境，他的物质身体就将失去其本身的物质意义，而只是以

灵魂居所的形式存在，因此，无论是重新降生，还是死亡来临都

无法威胁他的存在。 

 

3．“巴茹阿特啊，物质自然是我的原始特性，是一切生物诞生的

源泉，是我在其中孕育了感知的种子，众生才得以塑造。” 

 克利须那的物质自然由八部分组成，是众生的物质源泉，

他在其中孕育了感知的种子，众生因此才能在无知觉和有知觉的

结合之中诞生。 

 

4．“绲缇之子啊，这个物质自然是万物之母，而我则是播撒种子

的万物之父。” 

 克利须那和物质自然是万物唯一的父母。无论生物的根在

何处，只要无知觉和有知觉进行交汇，生物就会诞生。那么，既

然如此，有知觉的灵魂为什么要受到无知觉的自然的束缚呢？ 

 

5． “臂力无穷之人啊，物质自然的三种特性（萨特瓦、茹阿扎

斯、塔玛斯）将永不毁灭的灵魂束缚于身体之内。” 

 

6． “无罪之人啊，在这三种特性之中，萨特瓦使人得到净化和

启迪，使人渴望欢乐与知识。” 

 萨特瓦是善良的特性，它使灵魂产生对欢乐和知识的渴 

 

 
__`m{oZ_©hX≤]´˜ VpÒ_›J^™ XYmÂ`h_≤$& 
gß^d: gd©^yVmZmß VVm{ ^doV ^maV$&&3$&& 
gd}`m{oZfw H$m°›V{` _yV©`: gÂ^dp›V `m:$& 
Vmgmß ]´˜ _h⁄m{oZahß ]rO‡X: o[Vm$&& 4$&& 
gŒdß aOÒV_ BoV JwUm: ‡H•$oVgß^dm:$& 
oZ]‹Zp›V _hm]mhm{ X{h{ X{ohZ_Ï``_≤$&&5$&& 
VÃ gŒdß oZ_©cÀdmÀ‡H$meH$_Zm_`_≤$& 
gwIgL>{Z ]‹ZmoV kmZgL>{Z MmZK$&&6$&& 

 

 

 

 

 

 



 

 

 

 

 

 

    
 

望。因此，萨特瓦也是一种束缚。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

的，欢乐之源在于对主的崇拜，知识之本在于对至尊之灵的直接

感知，因此，如果崇拜者还没有到达至尊之境，他就会受到萨特

瓦的束缚。 

 

7．“绲缇之子啊，茹阿扎斯诞生于欲望与愚昧。它是欲望的体

现，因此，受到它的束缚，灵魂会对物质产生眷恋并渴求行动的

结果。” 

 

8．“巴茹阿特啊，塔玛斯的存在使得万物产生幻念，它因无知而

诞生，能够使灵魂轻 率、懒惰，陷入昏睡状态。” 

 

 塔玛斯使灵魂懒惰而陷入昏睡。这里的“昏睡”并不是指

通常意义上的睡眠。克利须那在第二章第 69 句中指出，对灵魂来

说，物质世界以及因其产生的短暂的物质欢乐就象是黑夜，由于

受到塔玛斯的束缚，人类深陷黑夜中，而对光芒四射的主无动于

衷。这就是因塔玛斯而产生的昏睡状态。 

 

9．“巴茹阿特之子哟！萨特瓦使人渴望快乐；茹阿扎斯使人受制

于行动；而塔玛斯则遮蔽了知识，使人疯狂。” 

 

 萨特瓦将灵魂引至最终的至福，茹阿扎斯使人受制于行

动，塔玛斯则使人终日忙碌、无所作为。克利须那说： 

 

 

 
aOm{ amJmÀ_Hß$ odo’ V•ÓUmgL>g_wÿd_≤$& 
Vofi]‹ZmoV H$m°›V{` H$_©gL>{Z X{ohZ_≤$&& 7$&& 
V_ÒÀdkmZOß odo’ _m{hZß gd©X{ohZm_≤$& 
‡_mXmcÒ`oZ–mo^ÒVofi]‹ZmoV ^maV$&& 8$&& 
gŒdß gwI{ gßO`oV aO: H$_©oU ^maV$& 
kmZ_md•À` Vw V_: ‡_mX{ gßO`À`wV$&& 9$&& 

 

 

 

 

 

 



  
 
 
 
 
 
 
 
 
                                            

 

 

10．“巴茹阿特啊，如果茹阿扎斯和塔玛斯受到控制，萨特瓦的

特性就会在灵魂中显现；如果茹阿扎斯和萨特瓦受到压抑，塔玛

斯的特性就会逐渐增长；如果塔玛斯和萨特瓦得到牵制，茹阿扎

斯的特性就会变得显著。”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哪种特性占了上风呢？ 

 

11．“如果头脑和感官中处处洋溢着智慧与感知的光芒，萨特瓦

的特性就在成长。” 

 

12．“巴茹阿特的俊杰啊，如果茹阿扎斯的势力变得强大，人的

灵魂就会被贪婪、功利、不安、渴望感官享乐等种种欲望所控

制。” 

 

13．“库鲁南旦啊，一旦塔玛斯占了上风，无知的黑暗、不愿履

行职责、轻率、愚昧就会主导人的灵魂。” 

 如果塔玛斯占了优势，人就会变得无知、缺乏灵性、不愿

履行崇拜的职责，人的头脑就会为各种无谓的思想所占据，沉迷

于物质世界之中。 

 了解这些特性又有什么益处呢？ 

 

 

aOÒV_ÌMmo^^y` gŒdß ^doV ^maV$& 
aO: gŒdß V_ÌM°d V_: gŒdß aOÒVWm$&&10$&& 
gd©¤ma{fw X{h{@pÒ_›‡H$me C[Om`V{$& 
kmZß `Xm VXm od⁄mo¤d•’ß gŒdo_À`wV $&& 11$&& 
cm{^: ‡d•oŒmamaÂ^: H$_©Um_e_: Ò[•hm$& 
aOÒ`{VmoZ Om`›V{ odd•’{ ^aVf©^$&& 12$&& 
A‡H$mem{@‡d•oŒmÌM ‡_Xm{ _m{h Ed M $& 

V_Ò`{VmoZ Om`›V{ odd•’{ Hw$ÈZ›XZ$&& 13$&& 

 

 

 

 

 

 



 

 

 

 

 

 

    
 

14．“在萨特瓦主导灵魂之时，如果他的身体死亡，灵

魂就会达到圣哲们纯净的王国。” 

 

15．“死亡之时，如果茹阿扎斯主导灵魂，他就会诞生为人，并

且受制于行动；如果在死亡时灵魂为塔玛斯所驱使，他就会诞生

在没有智慧的动物王国。” 

 

因此，人类应该努力发展萨特瓦的特性。 

 

16．“行动为萨特瓦所支配的人善良正义，为茹阿扎斯所支配的

人就悲哀，为塔玛斯所支配的人则无知。” 

 

 人在行动时，如果萨特瓦支配他的灵魂，他就快乐、有智

慧、弃绝；相反，如果茹阿扎斯或者塔玛斯支配其灵魂，他就悲

哀或者无知。 

 

17．“知识源于萨特瓦，贪婪源于茹阿扎斯，轻率、幻念和无知

源于塔玛 斯。” 

 

 为这些特性所支配的灵魂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呢？ 

 

 

 
`Xm gŒd{ ‡d•’{ Vw ‡c`ß `moV X{h^•V≤$& 
VXm{À_odXmß cm{H$mZ_cm›‡oV[⁄V{ $&&14 && 
aOog ‡c`ß JÀdm H$_©goL>fw Om`V{$& 
VWm ‡crZÒV_og _yT>`m{oZfw Om`V{$&&15$&& 
H$_©U: gwH•$VÒ`mh˛ gmpŒdHß$ oZ_©cß \$c_≤$& 
aOgÒVw \$cß Xw:I_kmZß V_g: \$c_≤$&& 16$&& 
gŒdmÀgßOm`V{ kmZß aOgm{ cm{^ Ed M$& 
‡_mX_m{hm° V_gm{ ^dVm{@kmZ_{d M$&& 17$&& 

 

 

 

 

 

 

 



  
 
 
 
 
 
 
 
 
                                            

 

18.“如果常处于萨特瓦之中，他们就会晋升至更高的神的世界；

如果满足于茹阿扎斯，他们就只能停留在人的境界；如果坚持塔

玛斯，他们就会堕落到最低等的世界。” 

如果用萨特瓦支配自己的行为，生命之流就会朝着超越一

切的、至尊无上的主飞越，灵魂就会渐渐臻达至纯至净的境界。

如果以茹阿扎斯指导自己的行为，灵魂将无法弃绝并无法获得智

慧，他虽然不会以低等形态重生，却会生生世世为生死轮回之圈

所纠缠。无知和不道德的人用邪恶的塔玛斯指挥自己的行为，他

们只能以低等的动物形态再度降生。 

 

19．“在一切行为之中，自然的三种属性是唯一的行为者，至尊

之灵的本质超越自然的一切属性。能够了解这一点的灵魂必会臻

达我的境界。” 

 万物并不是活动的进行者。他们被迫活动，因为他们都受

物质自然某种属性的驱使。除非一个人能够得到灵性权威的帮

助，否则，他将永远也无法了解自己真实的状态。跟真正的灵性

导师在一起，他们可以看到自己实际的地位。有了这样的理解，

他们就能臻达克利须那的境界，不受自然的物质形态控制。 

 

20．“这些物质特性就好象草上之菌，那些能够超越这些特性、

超越物质躯体、从生死轮回的苦海中获得解脱的灵魂就能获得最

终的至福。” 

 

 
D$‹d™ J¿N>p›V gŒdÒWm _‹`{ oVÓR>p›V amO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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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从这三种属性中超脱的灵魂就能够品尝不朽的甘露。 

 

21.“阿尔诸那说，‘主啊，请您告诉我，一个已经超越三种特性

的人有何特征，他以何种方式生活，又如何超越了这些属

性。’” 

 克利须那对他的问题作出了回答。 

 

22．“主说，‘对那些由于萨特瓦、茹阿扎斯和塔玛斯而产生的

灵感、眷恋和幻念，保持中性的态度，它们出现时不厌烦、消失

时不渴求……’”  

 

23．“在物质属性的作用中泰然自若，毫不动摇，始终保持中立

和超然的态 度，醒悟到只是诸种形态在活动……” 

 

24．“稳处自我之中，等同地看待快乐和痛苦；以同等的眼光看

待一堆土、一块石头或是一块金子；对理想的和不理想的，一视

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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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稳定沉着，在褒扬贬责，荣誉耻辱面前从容不迫，态然处

之；平等地对待敌友；舍弃一切物质活动——这样的人已经超越

了自然的三形态。” 

 

 在 22－25 句中，克利须那描述了超越物质属性的人所拥

有的特性。在下面的诗句中，他解释了获得解脱的方式。 

 

26．“全心进行奉献服务，坚定而不动摇，就能超越物质自然的

形态，到达主的境界。” 

 

 如果能够以臻达至境为唯一的目标，以坚定的信念全心地

奉献，把一切世俗记忆和影响抛在脑后，虔诚地履行崇拜之责，

崇拜者就能超越三种物质属性，实现与主的合一。 

 

27．“因为永恒之主、不朽的生命、不灭的达摩，还有最终的至福

都居于我之内。”  

 

 克利须那是不朽之主、永恒的生命、不灭的达摩和至尊目

标的居所。也就是说，圣人是一切福佑的居所。如果崇拜者希望 

 

 

 

 
 

                     _mZm[_mZ`m{JÒVwÎ`ÒVwÎ`m{ o_Ãmna[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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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达至尊之境、寻求与主的合一，他们就必须从伟大的

先知处寻求帮助，只有这样，他才能实现最终的灵性目标。 

 

� � � � � 

 

在本章的一开始，克利须那就对阿尔诸那说，他将再次讲

授这种至高无上、作为一切智慧之王的知识。正是因为掌握了

它，圣者才能臻达高无上的完美境界。那些通过掌握这种神圣智

慧得到安慰、臻达至境的人，既不会在创世之初重新降生，也无

需在世界末日来临之时恐慌，因为他们的物质身体将失去其本身

的物质意义，单纯以灵魂居所的形式存在。 

 

 克利须那指出，由八部分组成的物质自然是他的原始特

性，是一切生物诞生的源泉，是他在其中孕育了感知的种子，众

生才得以塑造，在无知觉和有知觉的结合之中得以诞生。因此，

物质自然是万物之母，他则是播撒种子的万物之父。 

 

 物质自然的三种特性萨特瓦、茹阿扎斯、塔玛斯将永不毁

灭的灵魂束缚于身体之内。如果头脑和感官中处处洋溢着智慧与

感知的光芒，萨特瓦的特性就在成长；如果茹阿扎斯的势力变得

强大，人的灵魂就会被贪婪、功利、不安、渴望感官享乐的种种

欲望所控制。一旦塔玛斯占了上风，黑暗、不愿履行职责、轻

率、愚昧就会主导人的灵魂。在身体死亡之时，如果人的灵魂由

萨特瓦所支配，灵魂就会达到圣哲们纯净的王国；如果茹阿扎斯 

 

 

 

 

 

 

 



  
 
 
 
 
 
 
 
 
                                            

 

 

主导灵魂，他就会诞生为人，并且受制于行动；如果灵魂为塔玛

斯所驱使，他就会诞生在缺乏智慧的动物王国。这三种属性是万

物诞生的真正原因。因此，人应该时时刻刻用萨特瓦支配自己的

灵魂，在灵性之途中不断前行。 

 

 随后，阿尔诸那提出了他的疑问，即：一个已经超越三种

特性的人有何特征，他以何种方式生活，又如何超越了这些属

性。克利须那一一列举了超越者的特征，并描述了超越的方式，

至此，第十四章结束。 

 

 

 

至此《博伽梵歌》第十四章结束，从而结束了关于对至尊主的感

知、瑜珈之学及克利须那与阿尔诸那间名为“绲特拉亚·维博哈

格·瑜珈”或“物质自然的三种特性”的对话，宗教教师阿德嘎

达南德的注释“亚瑟斯集塔”的第十四章也告此结束。 

 

哈瑞 呜牟 嗒特 撒特 



 

 

 

 

 

 

    
  

 

 

 

 

 

 

 

第  十五  章  

至尊存在之瑜珈 
 

 各宗教的先知都曾以不同方式的比喻对世界的性质作出过

解释：有人说它是世俗生活的森林，有人说它是易逝存在的海

洋，有时人们说它是世俗生活的深渊，有时人们将它比作动物之

蹄。当然，这些不同的解释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它们都把物质

世界与感官等同，都认为物质之洋终有一天会枯竭。瑜珈大师克

利须那也曾把世界比喻成“树”和“海洋”。在第十二章第 16、

17 句中，他说，那些为他所钟爱的信徒将迅速从世俗的深渊中得

到解脱。在本章中，他把世界比喻成一棵巨大的菩提树。 

 

1．“主说，‘整个世界就象一棵不朽的菩提树，主是它的根，生

长于地面之上，物质世界是其分枝，从根部向地面延伸，韦达中

的诗句是树的叶子。明白这一点的人，就可以说是了解了《韦

达》的含义。” 

 

 不朽的菩提树就象是我们生存的世界，主是根，长在地面 

 

 

 
 D$‹d©_yc_Y: emI_ÌdÀWß ‡mh˛aÏ``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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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物质自然是其分枝，从根部向地面延伸。物质之树终将归

于尘土，灵性的世界之树却是永恒的。克利须那认为，世上有两

种不朽事物，即永恒不灭的世界及超越物质世界的永恒不朽的至

尊之灵。《韦达》就象这世界之树的叶子。那些能够领悟世界本

质的人就是《韦达》的专家。 

 

 与那些仔细研究了圣书的人相比，那些能够认识到世界与

菩提树之相同本质的人才是真正掌握了《韦达》的人。韦达中的

诗句象菩提树叶一样，能够激发人心中的美好的愿望，激发人心

中的上进心，指引迷途的灵魂，把他们引上正途。 

 

2．“受到物质自然三属性的滋养，这棵树的枝杈向高低各处延

伸。感官对象是新生的嫩枝，而受到人类活动束缚的根则向人的

世界伸展。” 

 

 感官是树的分枝，受到了自然三种属性的滋养，它们向各

处伸展，并伸入土壤，发出新芽。新芽在低等生物中生长，超越

它们的世界，向神和创世者的境界延伸。其它一切生物都为了感

官享受的目的而诞生，只有人类受到崇拜之责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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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个世界的人们无法感知这棵树的真正形体，谁也不知道这

棵树终于哪里，始于哪 里，根基又在何处。然而，人必须意志坚

定地以弃绝为武器，砍倒这棵根深蒂固的树。 

 这棵世界之树的存在不是永恒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人们

常常认为至尊之主存在于这棵树的根、《韦达》是它的叶子，这

样的迷信观念是错误的，因此，人类应该用弃绝的利斧将这棵树

砍断。 

 但是，是主亲自播下了这棵树的种子，人类又怎能将它砍

断呢？实际上，所谓的“砍断”指的是靠弃绝超越物质自然的领

域。 

 

4．“然后你要把自己完全奉献给至尊之主，追求自己的灵性目

标，一旦到达后永不返回。因为，至尊之主是万物的始源，一切

世俗的生命都因主的存在而降生。” 

 怎么才能实现与主合一的灵性目标呢？克利须那说，完全

放弃自我是灵性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崇拜者应该抱着“我因主

而存在，受万能之主的支配”的信念，完全奉献自我，在克利须

那那里寻求庇护。 

 

5．“那些完全超越虚荣、妄念和盲目痴迷的人，永处至尊之境的

人，完全弃绝物质欲念的人，不为喜悦悲哀的矛盾性迷惑的人，

能够到达永恒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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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完全放弃自我、向至尊之主寻求寄托，崇拜者才能消

除心中的虚荣、妄念、痴迷、欲望，才能不受苦与乐的矛盾性的

迷惑，才能够臻达永恒的境界。 

 

6．“我至高无上的居所无需靠日月照耀，也不用火焰照明。到了

那里的人将永不重返这个物质世界。” 

 

 一旦到达了永恒的居所，崇拜者将再也不会降生物质世

界。 

 

7．“存在于物质躯体中的不朽灵魂是我的一部分，他的存在吸引

了物质的五种感官和作为第六感官的思想。” 

 

8．“正如风总是携带着芬芳，在放弃旧的、进入新的躯体时，作

为躯体之主的灵魂总是携带着感官与思想。” 

 

 感官和思想与灵魂一同进入新的躯体，这证实了阿尔诸那

早先关于祖先因失去饭水的供奉而从天堂堕落的想法是错误的。

那么，在进入新的躯体之后，灵魂又将如何？五种感官和思想又

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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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灵魂对思想以及听、视、触、味、闻五种感官进行

控制，并且因此对事物有所感受。” 

 

 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有感受事物的能力。 

 

10．“只有那些拥有智慧之眼的人才能洞察灵魂的存在，那些受

物质自然三种属性所惑、沉迷于物质享受的无知之徒是感受不到

灵魂的存在的。” 

 

11．“瑜珈大师能够掌握至尊灵魂的真正本质，而那些灵魂尚未

得到净化的人，即使努力，也无法察知 他的存在。” 

 

 由于不懈的努力，瑜珈大师能够控制自己四处游荡的思

想，感知灵魂的存在，感官与思想没有得到净化的无知之徒却无

法感知。因此，持之以恒的冥想和反思是控制思想、感知灵魂的

必要条件。 

 

12．“驱散整个宇宙之黑暗的太阳、月亮、甚至火焰的光芒，都

来源于我的光辉。” 

 

 接着，克利须那指出了智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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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我无处不在，用强大的能量支持一切生物；我如同月亮，让

万物得以畅饮营养的蜜 汁。” 

 

14．“我是火焰，既有普冉，又有阿潘。我存在于一切生物体

内，消化四种食物
1
。” 

 

 在第四章，克利须那谈到了几种不同类型的火焰：知识

（19 和 37 句）、神圣（25 句）、克制（26 句）、感官（26

句）、瑜珈（27 句）和普冉－阿潘（29－30 句）之火。知识是各

类火焰的综合。克利须那是体内的火焰，接受并消化四种食物，

这四种食物因四种吟诵方式而产生，它们是白卡瑞、玛笛亚玛、

帕施延提和帕茹阿（吟诵是通过内吸外呼进行的）
2
。 

 

 克利须那认为，主是唯一的食物，一经摄入吸收，人类的

灵魂将充满活力，永远不会感到饥饿。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把向

体内摄取的养分称作食物，实际上，只有主才是真正的食物。这

种食物的获得要通过白卡瑞、玛笛亚玛、帕施延提和帕茹阿的四

个吟诵阶段，有些智者称它们为名称、形态、显现和居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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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种食物即巴克沙亚、博之亚、雷亚和晁斯亚，咀嚼过的食物是巴克沙亚，未经咀嚼而

直接下咽的食物即博之亚，舔食的食物是雷亚，吸入的食物是晁斯亚。 

2. 见第四章第 29 句的注释。 

 

 

 

 

 

 

 

 



 

 

 

 

 

 

    
 

初，崇拜者只是在口中吟诵圣名，渐渐地，主的形态开

始在崇拜者的心中显现，然后，崇拜者开始通过呼吸感知主在宇

宙的存在方式及操纵万物的方式，这就是显现阶段。因此，真正

的显现是对主的存在和操纵方式的感知。最后，崇拜者到达最高

的阶段：他居于主的心中，并常居主的境界；他已经与主成为一

体，因此，他口中的吟诵虽然停止，心中的吟诵却永远继续。 

 

 就这样，崇拜者以普冉和阿潘为武器，渐渐到达吟诵的最

高境界，主的食物也为他所接受，并渐渐地吸收。 

 

15．“我居于万物心中，一切记忆、知识和克服困难的勇气都因

我而产生。只要学习《韦达》著作，人类就能够了解我的真正意

义。我是《维丹塔》的编纂者，我精通一切韦达经典。” 

 

 克利须那存在于万物的心中，他无所不在。本句中的“记

忆”指的是对已经忘怀的主之本质的回忆。记忆、知识、克服困

难的勇气都是克利须那赐予人类的礼物。《韦达》既因他而得到

创作，也因他而得到毁灭，因为，一旦实现了与主的一体，崇拜

者将不再需要《韦达》。克利须那也是《韦达》的知晓者。在本

章的开始，克利须那说，整个世界就象一棵不朽的菩提树，主是

它的根，生长在地面之上，物质世界是其分枝，生长于根而延伸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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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韦达中的诗句是树的叶子。明白这一点的人，就可以说是

了解了《韦达》的含义。克利须那把自己与其他的《韦达》学者

相提并论，说，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掌握了《韦达》真意的人，也

就是说，他是个真正的瑜珈大师。 

 

16．“世上有必死的和不朽的两种存在：万物的躯体都将归于尘

土，而万物的灵魂则是永恒不灭的。”  

 

 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感官与思想、拥有坚定的感官之躯的

人，是永恒不灭的；那些必死的凡人虽然今天仍旧存在，但他总

有一天要化为尘土。 

 

17．“但是还有一种比它们更高的存在，那就是存在于三个世

界、支持其它两种存在的永恒的主和至尊之灵（伊士瓦）。” 

 

未经显现的主、永恒不灭的至尊之灵是无法用语言形容

的，他代表着朽与不朽的物质世界之外的终极存在。克利须那就

是这样的一种存在。 

 

18．“我超越一切易灭的（物质身体）和不朽的（灵魂）存在，

我最为伟大，因此世人和《韦达经》都称我为至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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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称为至尊的存在，他不仅超越了趋于毁灭

的、变换莫测的克奢特茹，甚至超越了不变、永恒、坚定的灵魂

世界。 

 

19．“巴茹阿特啊，那些无所不知的人能够感知我作为至尊存在

的本质，他们总是全心全意地崇拜我。” 

 

 这样的崇拜者是与克利须那一体的。 

 

20．“无罪之人哪，我已经将这最为精妙的知识传授给了你。巴

茹阿特啊，一旦掌握了它的本质，人就能够获得智慧并成功地完

成他的一切责任。” 

 

 克利须那把这最为隐秘的知识传授给了阿尔诸那，阿尔诸

那因此而熟知其本质。 

 

 克利须那传授的知识是神奇的、最为隐秘的，因为只有他

的忠实信徒才能获得这门知识，才能完全吸收它并从中获益。克

利须那虽然也将这门知识记在圣书中并向全人类显现，但是并非

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和掌握书中的含义。但是对阿尔诸那来说，克

利须那已经向他倾其所有，没有任何保留。 

 

 包括克利须那在内的所有的圣人都有相同的本质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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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克利须那也曾经对他的忠实信徒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不

要怀疑，我就是诞生于特瑞塔的拉姆，我也是德瓦帕的克利须

那，我是他们神圣的灵魂，我拥有他们的形态。如果你希望到达

他们的境界，那么，以我为榜样吧。” 

 

 我的恩师也曾对我们说，“你应该知道，我不过是上帝的

信使。真正的圣人先知都是那无所不在、超越一切、永恒不变的

至尊之主的信使，正是通过这些信使，上帝的指示才能够得到传

达。”耶酥基督曾经要求受折磨的人们寻求他的帮助，因为他将

向他们传达他的父亲上帝的指示。
3
在古兰经苏拉书的第二部中，

安拉指示说：“看吧，我们通过你---我们的信使，好消息的传递

者---向人们传达真理。”我的恩师也曾以相似的语言描述自己的

地位。他从未赞同，也从未反对过任何见解和教条，但是，他常

常教导那些渴望超脱的信徒，“注意观察我的形体。如果你希望

臻达至尊境界，那么把我的形态牢记在心，专心进行冥想吧，不

要迟疑。”许多人对此都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恩师通过自己的

经验和言行，甚至是训斥，使那些人放弃了怀疑的态度，使他们

对他的信心不断增强。他的确是个杰出的智者。 

 

� � � � � 

 

 

3． 古兰经苏拉书第二部分 116 句：“他们说：安拉给了自己一个儿子。荣耀的安拉啊！天

堂和世上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 

 

 

 

 

 

 

 



 

 

 

 

 

 

    
 

  

在本章的一开始，克利须那把我们生存的世界比喻成一棵

菩提树，主是它的根，生长于地面之上，物质自然是其分枝，生

长于根而延伸到地面。世界之树的分枝和根来源于至尊之灵，它

们无处不在、遍布整个世界。 

 

 在一个传说中，有一天，一个婆罗门坐在他的莲花宝座

上，猜测着自己的诞生之所。他进入了自己出生的莲花茎部并在

里面越走越深，但是却始终无法找到自己出生的 地方。失望到极

点的他回到了莲花宝座，逐渐进入了冥想状态，控制了自己的思

想。渐渐地，他发现至尊之灵就是自己的根源。主称赞了他，对

他说，虽然他无所不在，但是，人们在内心深处就能够发现他的

存在，只有那些在心灵深处对他进行冥想的人才能感知他的存

在。 

 

 这里的婆罗门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他代表在瑜珈修练过程

中渐入佳境的状态。时时刻刻把至尊之主铭记在心、拥有神圣知

识的心意就是婆罗门。莲花出于水和污泥而不受到污染，因此寻

求灵性实现的思想虽然无法集中、四处游荡，但是一旦坐在完美

的宝座上、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感官，这个思想就能实现对主的

感知、到达灵性的崇高境界。 

 

 世界就象一棵树，其根和分枝四处延伸。这棵树象征着世

俗的羁绊。因此，克利须那要求阿尔诸那用弃绝的利斧把这世界

之树砍断，这样他才能到达灵性的永恒境界、永不重返物质世

界。 

 

 随后，克利须那又解释了砍断这棵树的方法。他说，那些

完全超越虚荣、妄念和盲目痴迷的人，永处至尊之境的人，完全

弃绝物质欲念的人，不被喜悦悲哀的矛盾性迷惑的人，能够从一 

 

 

 

 

 

 



  
 
 
 
 
 
 
 
 
                                            

 

 

切冲突中解放自己，到达永恒的国度。他说，他至高无上的居所

无需靠日月照耀，也不用火焰照明。到了那个境界的人将永不重

返这个物质世界，但是要想实现这种境界，崇拜者必须拥有坚定

的信念。 

 

 在放弃旧的、进入新的躯体时，作为躯体之主的灵魂总是

携带着感官与思想，就好象风总是携带着芬芳一样。如果他的桑

斯卡受到萨特瓦的驱使，他的灵魂就会达到圣哲们纯净的王国。

如果茹阿扎斯主导桑斯卡，他就会诞生为人，并且受制于行动；

如果桑斯卡受到塔玛斯的支配，他就会诞生在没有智慧的动物王

国。无知的人是永远也无法窥见这一真理的，因为他缺乏神圣的

智慧。仅仅依靠好的记忆是无法获得智慧的，智慧要通过不断的

修练和虔诚的心意才能获得。 

 

 克利须那又说，驱散整个宇宙之黑暗的太阳、月亮、甚至

火焰的光芒，都来源于他的光辉。他无处不在，用强大的能量支

持一切生物，如同月亮一般，让万物得以畅饮营养的甘蜜。他还

说，他是火焰，既有普冉，又有阿潘，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消

化四种食 物；人们通常称作食物的不过是物质身体所需的营养而

已，不是真正的食物，主才是真正的食物，一旦摄入，人类的灵

魂将充满活力，永不感到饥饿。 

 

 克利须那又说，他存在于万物的心中，无所不在，记忆、 

 

 

 

 

 

 



 

 

 

 

 

 

    
 

 

知识、克服困难的勇气都是他那赐予人类的礼物。他是知识的源

泉，是值得人类感知的唯一对象。一旦实现了对他的感知，崇拜

者们将与他成为一体。他也是《韦达》的知晓者，是众多认知了

《韦达》所蕴含的真理的圣人。 

 

 在本章结束之前，克利须那把世界上的生物分成了三种：

所有的物质身体都是必死的、转瞬即逝的，但是如果某个身体内

的灵魂有着坚定、不动摇的思想，他就会逐渐达到永恒的境界，

也就是说，虔诚而坚定的灵魂是永恒的。在这两种存在之外，还

有超越一切的主，唯一的主。克利须那和至高无上的主是一体

的，是永恒不灭的。 

 

 以上就是克利须那在本章中向阿尔诸那传授的知识，但是

这种神圣知识不是崇拜者能够轻易得到的，只有付出艰辛努力、

坚定不移的人才能得到这种知识。 

 

 

至此《博伽梵歌》第十五章结束，从而结束了关于对至尊主的感

知、瑜珈之学及克利须那与阿尔诸那间名为“普茹施塔玛·瑜

珈”或“至尊存在之瑜珈”的对话，宗教教师阿德嘎达南德的注

释“亚瑟斯集塔”的第十五章也告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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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六  章  

辨别神圣与邪恶之瑜珈 
 

瑜珈大师克利须那陈述问题的方式非常独特：为了引起听

者的兴趣和注意，他总是首先阐明问题的独特性，然后再进一步

进行解释。例如，在阐述“行动”这一问题时，他就使用了这种

方式。首先，他在第二章中鼓励阿尔诸那勇敢地行动；在第三章

中，他要求阿尔诸那履行即定的职责；然后他又解释了“行动”

的性质，并提出“行动”就是雅格亚的实行；接下来，他又解释

了雅格亚的来源及性质；在第四章中，他运用多种方式从不同的

角度列举了雅格亚的性质。这样，行动的意义就清楚地表现在读

者的面前：行动就是依靠对感官和思想的控制来实现的瑜珈式的

禅定、冥想和崇拜。 

 克利须那在第九章中以类似的方式解释了神圣和邪恶的两

种人性。他首先强调了两种人性的本质，然后解释说，人性邪恶

的人认为，克利须那虽然已经臻达至尊境界，但是却拥有凡人一

般的形态，因此，这些人视他与凡人等同；那些拥有神圣性的人

全心全意、虔诚地对克利须那进行反思。在本章中，克利须那继

续解释了这两种人性。 

 

1．“主说，‘无所畏惧，心地纯净，坚定不移地培养灵性知识，

乐善好施，自控自律，履行雅格亚之责，精心研究《韦达》；坚

持苦修；正直坦率……” 

 无所畏惧，拥有至纯的心灵，为探索真理不懈追求，完全 

 

 

 A^`ß gŒdgßewo’km©Z`m{JÏ`dpÒWoV: & 
 XmZß X_ÌM `kÌM Òdm‹`m`ÒV[ AmO©d_≤ &&1$&& 

 

 

 

 

 

 



 

 

 

 

 

 

  

奉献自我，控制思想与感官，实行雅格亚，把听觉和其

它感官当作祭品献给自我控制之火，将言语和其它感官对象作为

祭品献给感官之火，通过控制思想和感官实现自知自觉，把一切

感官功能和生命呼吸的功能向知识瑜珈（自我控制）之火供奉，

对灵魂进行反思、苦修，控制思想和感官，以此来达到最终的灵

性目标和思想与心灵的一致。如上所述都是虔诚信徒的特征。 

 

2．“不诉诸暴力，诚实可靠，不嗔怒，怡然弃绝，安静平和，不

求全责备，不吹毛求疵，怜悯众生，不贪婪，儒雅持重，谦逊和

蔼，坚定不移……”  

 

 不诉诸暴力能使灵魂得到拯救，暴力则会使灵魂堕落。克

利须那曾经说过，如果他不虔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瓦恩山卡就

会出现，整个人类就会遭到毁灭。至尊的主是灵魂真正的瓦恩，

瓦恩山卡是偏离了灵性崇拜之途、迷失在物质自然丛林中的人。

花言巧语或者取悦于人的言辞并不是诚实。瑜珈大师克利须那曾

经说过，真实的存在永远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消失；灵魂才是

真实的，他本人才是真实的。一个虔诚的信徒还应该具有不嗔

怒、牺牲自己的一切利益、完全奉献自我、行动时不追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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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完全超脱、不犹豫不决、对万物慈悲为怀、不违背灵性原则

行事、不沉迷于感官享受、儒雅持重、坚定不移等特性。 

 

3．“生气勃勃，宽容大度，坚韧不拔，思想和行为纯净无瑕，远

离嫉妒，不慕虚荣---这些超然的品质都属于秉赋神圣本性的圣

人。” 

 

 只有主才是荣耀的、光芒四射的，因此，那些以主为心中

的明灯来照亮自己灵性旅途的人拥有主的特性。一见到佛祖，安

古利茂的身心立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因为佛祖的伟大也对安

古利茂产生了影响。克利须那对阿尔诸那说，圣人的其它特征还

有宽容、平静、心地纯净、不嗔不怒、不欺骗他人。克利须那总

结的二十六种超然品性是成熟的瑜珈信徒所具有的特征，但是这

些特性也是每个人的潜在本性，即使最邪恶的人也有能力控制自

己的邪恶本能，踏上灵性的征途。 

 

4．“帕萨啊，骄傲，自大，自满，嗔怒，苛刻，无知----这些则

是邪恶的本性。” 

 

 以上是神圣与邪恶之人所具有的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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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超然的品质有助于解脱，邪恶的品质则造成束缚。

潘督之子呀，不要担心，因为你生来就具有神圣的品质”。 

 

 阿尔诸那生来就拥有神圣的品质，因此，他必将到达灵性

的彼岸，臻达克利须那的境界。 

 

6．“帕萨啊！这个世上有两种存在：一种如同神明，虔诚而圣

洁，另一种则如同恶魔，邪恶而狡诈。我已详尽地给你解释了神

圣的品质。现在我要向你讲述邪恶的品质。” 

 

 世上有两种存在，一种是神圣的，一种是邪恶的。当一个

人的心灵为神圣的冲动所驱使，他就具有神圣的特性，相反，如

果他的心灵为邪恶的欲望所支配，他就象恶魔般邪恶。接下来，

克利须那要向阿尔诸那描述恶魔般的品质。 

 

7．“邪恶的人常常在神圣与邪恶的两种冲动之间犹疑不决，他既

不纯净，也不诚实可信，而且缺乏正直的心意。” 

 

 拥有邪恶品质的人不辨是非黑白，缺乏纯真的心灵和正义

的行为，不知真理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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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他们说，这个世界不真实，没有什么基础，而且也没有神的

存在。这个世界不过是因为男女性关系而产生；除了性关系，再

没有其他原因。” 

 对他们来说，人诞生的唯一目的是感官与肉欲的享受。 

 

9．“失落了自己而又缺乏智慧的邪恶之人，以这样的信念为行为

的指针，他们因此而行为乖戾，祸害别人，毁灭整个世界。” 

 错误的信仰使他们既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整个世界。 

 

10．“傲慢、狂妄、淫乱，沉迷于难填的欲壑，他们因此而无

知、邪恶，而且终生为恶念所驱。” 

 他们无知且欲壑难填，寄托于错误的信仰、沉迷于错误的

宗教实践而不能自拔。 

 

11．“他们相信，追求感官满足是人类文明的根本需要。因此，

他们的焦虑永无休止，至死不休。” 

 对他们来说，世上除了物质享受与肉欲的满足，别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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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因此，他们把欲望的满足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 

 

12．“他们受到无尽的欲望的束缚，又沉缅于色欲和嗔怒，为了

感官满足，不惜以非法的手段谋取物质财富。” 

 物质的绳索只需一条就足以致死，而束缚邪恶无知之人的

绳索有成千条。 

 整日沉迷于肉欲和嗔怒，为了物质欲望的满足，他们不惜

诉诸于非法手段。 

 

13．“他们总是有这样的想法：今天我攫取了这些，明天我还要

更多；虽然已经有了这些财富，但是我还要继续获得。” 

 

14．“结果了这个敌人之后，将来更多的敌人会因我而遭到灭

亡。我就是主，我拥有无上的权力。” 

 不仅认为自己是完美、强大、快乐的，他们还因自己的物

质财富和出生而骄傲自大，狂妄无比。 

 

15．“由于无知的蒙骗，他们认为：我富有而出生高贵，谁能与

我匹敌？我会实行雅格亚，会略施布施，我也将在至福中生

存。” 

 他们受到无穷无尽妄念的蒙蔽，这种蒙蔽的根源在于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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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知。但是，既然无知，他们又为什么会举行雅格亚，并且救

济穷人呢？克利须那在第 17 句中预言了他们的下场。 

 

16．“众多的焦虑使他们茫然无措，幻觉的密网将他们牢牢束

缚，他们过分沉迷于感官享乐，并因此而跌入物质的地狱。”  

 

 关于地狱的性质和特征，克利须那会在后面谈及。在下一

句诗中，克利须那对愚人看似虔诚神圣的行为作出了评价。 

 

17．“他们自命不凡，轻簿无礼，陶醉于财富和虚名。他们有时

会神气十足地作些名义上的献祭，根本不遵照任何规范守则。” 

 

 他们为物质财富和世俗名利所扰，自以为是。他们借雅格

亚的名义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和典礼，却不遵照克利须那制定的崇

拜方式行事。 

 

18．“他们任由自己被虚荣、力量、骄傲、色欲和嗔怒所支配，

视我为他们的敌人，亵渎了真正的宗教。” 

 

 圣典中说，将主时刻铭记在心就是雅格亚。那些偏离正

道、只在名义上执行雅格亚的人背离了主的意志，主终将对他们

作出惩罚。但是有一些人不断地背离主的意志，却获得了主的赦

罪，这又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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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性好嫉妒、危害世界的人是最低等的人类，我令他们沉醉

于物质存在之洋，使他们不断轮回、不得超生。” 

 

 那些不根据圣典的指示进行崇拜的人凶暴残忍，是低等、

堕落的人类。克利须那曾经说过，这样的人将在地狱中不断轮

回，永世不得翻身。在本句中，他对地狱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

即：他们将永远诞生为恶魔般的人，永远无法摆脱邪恶的本性。 

 

20．“绲缇之子啊，这些愚昧无知的灵魂无法认知我的存在，他

们将永生永世诞生于邪恶的种族之中，成为连邪恶、堕落之人都

厌恶至极的人类。” 

 

 这就是地狱。下面咱们再来看看地狱的来源。 

 

21．“色欲、嗔怒和贪念是通向地狱的三扇大门，它们使灵魂遭

到毁灭，因此，正直的人们应该戒除这些邪恶品性。” 

 

色欲、嗔怒和贪念使人堕落，因而是一切邪恶行为的开

端。 

 

22．“绲缇之子啊，避开这三扇地狱之门，从事有利于灵性发展

的活动，就能逐渐到达至尊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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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远离这三扇地狱之门，崇拜者才能正确履行他的灵性

职责，得到灵性的回报，臻达至境，与克利须那融为一体。 

 

23．“而漠视经典训谕，任意妄行的人，既不能达到完美境界，

也不能获得快乐幸福，更不能达到至高无上的目的地。” 

 

 本句中提到的经典就是《集塔》，克利须那在第十五章第

20 句中称之为“一切知识中的最神秘者”。如果不遵照完美经典

中的训令，崇拜者就无法实现最终的赦罪。 

 

24．“因此，经典是至高的权威，它对人们的责任作出了规定，

如果你精心研究经典，就能依照经典的指示行动。” 

 

 在第三章第 8 句中，克利须那要求阿尔诸那履行他即定的

责任。他强调了即定责任的重要性，指出，雅格亚就是行动和即

定的责任。雅格亚是一种特殊的崇拜方式，实行雅格亚能够帮助

人类控制思想与感官，从而最终臻达永恒之主的境界。在本章

中，他说，欲望、嗔怒、贪念是通向地狱的大门。只有远离这三

种邪恶，崇拜者的崇拜行动才能真正开始。相反的，人在物质的

深渊之中陷得越深，他的欲望、嗔怒和贪念就越多并且越难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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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一旦摆脱了这三种邪恶的纠缠，人履行即定职责的

道路就算正式开始。那些不履行即定职责的人既不会有任何成

就，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因此，阿尔诸那应该依照《集

塔》中的指示行为。 

 

� � � � � 

 

 在本章的开始，克利须那详细地解释了持续不懈的瑜珈修

练者所具有的二十六种神圣的品性和冲动，它们是：无所畏惧，

心地纯净，坚定不移地培养灵性知识，乐善好施，自控自律，履

行雅格亚之责，精心研究《韦达》；坚持苦修，正直坦率，不诉

诸暴力，诚实可靠，不嗔怒，怡然弃绝，安静平和，不求全责

备，不吹毛求疵，怜悯众生，不贪婪，儒雅持重，谦逊和蔼，坚

定不移，生气勃勃，宽容大度，坚韧不拔，思想和行为纯净无 

瑕，远离嫉妒，不慕虚荣。 

 

 随后，克利须那又指出了无知、骄傲、虚荣、冷酷等各种

邪恶的品质。他还告诉阿尔诸那，超然的品质使人得到解脱，邪

恶的品质则将人束缚、使人堕落。同时，他肯定地说，阿尔诸那

生来就具有神圣的品质。 

 

 接着，克利须那又列举了世上的两种存在：虔诚圣洁的与

不虔诚而邪恶的。如果一个人的心灵为神圣的冲动所驱使，他就

具有神圣的特性，相反，如果他的心灵为邪恶的欲望所支配，他

就象恶魔般邪恶。 

 

 克利须那又描述了邪恶之人拥有的种种品性：邪恶的人常 

 

 

 

 

 

 



  
 
 
 
 
 
 
 
 
                                            

 

 

常在神圣与邪恶之间犹疑不决，既不纯净，也不诚实可信，而且

缺乏正直的心意；他们不辨是非黑白，缺乏纯真的心灵和正义的

行为，不知真理为何物；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不真实，没有什么

基础，而且也没有神的存在，这个世界不过是因性欲而产生，除

了性欲，再没有其他原因。查瓦克
1
就持类似的见解，这样的人并

不仅止他一个。这样的人傲慢、狂妄、淫乱，沉迷于难填的欲壑

之中，无知而且邪恶，终生为恶念所驱，既毁灭自己，也祸害整

个世界；他们贪心不 足，因此而伤害了一个又一个人；他们过分

沉迷于感官享乐，因此而跌入物质的地狱；他们自命不凡，轻簿

无礼，陶醉于财富和虚名，有时会神气十足地作些名义上的献

祭，根本不遵照任何规范守则；他们视克利须那为他们的敌人，

亵渎了真正的宗教。克利须那认 为，冷酷残暴的人降生的唯一目

的是毁灭人类世界。阿尔诸那不是也发了誓，并且杀害了扎亚德

茹阿萨
2
吗？既然如此，他不也是主的敌人吗？克利须那明确地

表示了阿尔诸那的地位：他生来具有神圣的品质。 

 克利须那还说，这些邪恶的人将永生永世诞生于邪恶的种

族之中，连邪恶、堕落的人都会对他们感到厌恶，他们将堕入地

狱、永世不得翻身。那么，克利须那又对“地狱”一词下了什么

样的定义呢？他说，这些邪恶的人将不断降生为最低等的人类。

灵魂的堕落就是地狱；色欲、嗔怒、贪念是通向地狱的三扇大

门，它们使灵魂遭到毁灭。人类越是沉迷于世俗的物质世界，越

是追求世俗的财富，地狱的三扇大门对他们来说，就具有越大的

吸引力。只有避开这三扇地狱之门，从事有利于灵性发展的活

动，崇 

 

1. 一个苏菲派的哲学家，鼓吹粗俗的无神论及唯物主义。 

2. 杜尤旦的内兄，因侮辱了卓帕迪而受到潘督瓦军队的侮辱，是杀害阿毕曼玉事件中的主

角，最后为阿尔诸那所杀。 

 

 

 

 

 

 



 

 

 

 

 

 

  

拜者才能逐渐到达至尊之境。只有远离三扇地狱之门，

崇拜者才能正确履行他的灵性职责，得到灵性的回报，臻达至

境，与克利须那融为一体。经典是至高的权威，它对人们的责任

作出了规定，经过精心学习和研究，崇拜者们就能依照经典的指

示行动。 

 

 在本章中，克利须那详尽地描述了人性中神圣与邪恶的不

同方面。 

 

 

至此《博伽梵歌》第十六章结束，从而结束了关于对至尊主的感

知、瑜珈之学及克利须那与阿尔诸那间名为“辨别神圣与邪恶之

瑜珈”的对话，宗教教师阿德嘎达南德的注释“亚瑟斯集塔”的

第十六章也告此结束。 

 

哈瑞 呜牟 嗒特 撒特 



  
 
 
 
 
 
 
 
 
                                        

 

 

 

 

 

 

 

第  十七  章  

信仰的三重性之瑜珈 
 

 在上一章的结尾，克利须那明确地指出，只有弃绝了欲

望、嗔怒和贪念，崇拜者才能真正开始他们的崇拜之途。经典是

至高的权威，每当崇拜者在崇拜的途中遇到了困难，它就象指路

的明灯，为他们指明方向。《集塔》就是这样的经典，是神圣智

慧的代表。其它的经典虽然存在，但是只有《集塔》能够为崇拜

者提供最为系统、直接的灵性之门。 

 

 从前面的章节中，阿尔诸那已经知道，支配人性的是萨特

瓦、茹阿扎斯，亦或是塔玛斯，是由人的出生性质所决定的。因

此，在本章中，阿尔诸那要求至尊之主对那些违背经典的人的状

态进行描述：他们到底是萨特维凯，还是茹阿扎斯依或塔玛斯

依？他们是正义的、充满情欲的，还是恶魔般的？ 

 

1．“阿尔诸那说，‘克利须那啊，有些人虽然进行崇拜，却从不

遵循经典中的指示，他们具有什么样的品质呢？是萨特瓦，茹阿

扎斯，还是塔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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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澄清阿尔诸那的疑问，克利须那将信仰分成

了三类。 

 

2．“主说，‘请听我说，按其天生品质的不同，灵魂的信仰也分

为三类：善良的、充满情欲的、和盲目的。’” 

 

 在第二章中，克利须那曾经对阿尔诸那说过，瑜珈中所规

定的两种崇拜方式---无私行动之道和智慧之道---具有相同的本

质，那些虔诚进行崇拜的人具有专一的目标，全心全意地为主服

务，那些无知的人却将自己的精力分散到不同的事物，或者设计

出各种仪式和典礼，或者执著于华美的词藻，因此而无法专一地

进行崇拜。在本章中，克利须那以不同的方式指出，不遵照经典

指示进行崇拜的人有三种。 

 

3．“巴茹阿特啊，人的信仰是由他们天生的品质决定的，一个恭

敬虔诚的人的信仰也是恭敬虔诚的。” 

 

 人类的天然本性决定了他们的信仰，人是由信仰塑造的，

因此，人的本性和他的信仰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

的问题：我是谁？我是什么？有人说“我们”是灵魂。克利须那

认为：人的本性决定人的信仰。 

 

《集塔》为人们提供一种灵性视野，指明什么是真正的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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珈。另一个瑜珈大师马哈西·帕坦扎利也为我们提供了他的瑜珈

哲学，即：瑜珈就是对思想的完美控制。他说，一旦能够完美地

控制思想，人们的物质身体和活动及其内在灵魂的活动就能够真

正达成一致、融为一体。他认为，一个人的灵魂与他本身的偏好

是一致的。在本章中，克利须那肯定地认为，人天生具有信仰的

能力和品性，人的本性和他的信仰是一致的。 

 

4．“善良的人崇拜众神；充满情欲和道德盲目的人崇拜亚克沙和

恶魔；愚昧的人崇拜鬼 魂。” 

 

5－6．“那些不遵守经典的规定、盲目地进行自我禁欲和苦修的

人，他们的人性中充满欲望、眷恋和对权力的渴望，并且充满了

虚伪与自负，他们不仅折磨自己体内的各种器官，而且折磨居于

他们灵魂之中的‘我’。这样的人无知而且具有恶魔般的性

格。” 

 

 灵性的无知使灵魂变得虚弱，雅格亚为灵魂提供原动力。

阿尔诸那的问题至此得到了解答：那些使自己灵魂堕落的无知、

麻木的人具有恶魔般的品质。 

 

 正直善良的人按照经典的指示进行崇拜；为欲望所驱的人 

 

 

`O›V{ gmpŒdH$m X{dm›`jajmßog amOgm:$& 
‡{Vm›^yVJUmßÌMm›`{ `O›V{ Vm_gm OZm:$&&4$&& 
AemÒÃodohVß Km{aß Vfl`›V{ `{ V[m{ OZm:$& 
XÂ^mhßH$magß`w∑Vm: H$m_amJ]cmp›dVm:$&& 5$&& 
H$e©`›V: earaÒWß ^yVJ´m__M{Vg:$& 

_mß M°dm›V: earaÒWß Vmp›d’`mgwaoZÌM`mZ≤$&&6$&& 

 

 

 

 

 

 



 

 

 

 

 

 

  

崇拜亚克沙和恶魔；无知的人向鬼魂和幽灵祈祷。克利

须那认为，种种自我折磨的所谓苦修不仅伤害自己的身体，也对

深居灵魂之中的至尊之主造成伤害；不按照经典指示所进行的所

谓的“苦修”不但无法帮助灵魂在灵性之途的进步，反而使其离

至尊之境越来越远。也就是说，无论崇拜的对象是众神，还是恶

魔，以上述方式进行崇拜的人都是邪恶的。因此，崇拜者应该以

至尊之主为唯一的崇拜对象。 

 

7．“雅格亚、苦修、布施、食物都按照个人的特性分为三种。仔

细聆听吧，我现在就要向你解释你这些分类。” 

 

 本性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类型的食物，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实

行雅格亚、苦修和布施。 

 

8．“善良之人偏爱的食物味美、幼嫩、耐饥，它能增加人的寿

命，纯化人的存在，增加力量，有益于健康，令人感到快乐而满

足。” 

 

 善良的人偏爱那些有助于健康，能够强身健体、增加智

力、益寿延年的食物。 

 

 由此可见，一切的可食之物都是好的、有益的：奶制品未

必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完美，洋葱和大蒜也未必能够激发人的性

欲。 

 

 

 

 

AmhmaÒÀdo[ gd©Ò` oÃodYm{ ^doV o[´`:$& 

`kÒV[ÒVWm XmZß V{fmß ^{Xo__ß l•Uw$&& 7 && 
Am`w: gŒd]cmam{Ω`gwI‡roVoddY©Zm:$& 

aÒ`m:pÒZΩYm pÒWam ˆ⁄m Amhmam:gmpŒdH$o‡`m:$&& 8$&& 

 

 

 

 

 



  
 
 
 
 
 
 
 
 
                                        

 

 

 

 关于什么样的食物能够有助于健康、增强智力、益寿延

年，不同地区的人们因所处的气候环境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持有

不同的看法。在某些地区，大米被视为主食；有些人偏爱那些麦

面制成的面包类食品；有些人依靠香蕉和马铃署过活；还有些人

则以羊肉、鱼肉，甚至青蛙、狗肉、马肉、骆驼肉等动物食品为

食。欧洲和美洲国家的人虽然喜食牛肉和猪肉，但是他们在学术

和智力方面的发展及经济上的进步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集塔》说，美味、幼嫩、营养丰富的食物是萨特维克。

食物没有虔诚不虔诚之分，只有好与不好之分。那些有助于健

康、增强智力和体力、益寿延年、有天然风味的食物是好的食

物，那些适应于相应的地理位置、时期和气候条件、为人们提供

所需营养的食物也是好的食物。也就是说，区分食物好坏的不是

食物的材料本身，而是它的烹制方式。 

 

 对一个放弃了家庭、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的桑亚斯来说，

酒肉类的食物可能导致他们偏离灵性之途、不利于灵性的进步，

不适于他们食用。因此，进行苦修的隐修者应该牢记克利须那在

第六章中关于食物的教诲，只食用那些有助于灵性发展的食品。 

 

 

 

 

 

 



 

 

 

 

 

 

  

 

9．“苦涩、太咸、太热、辛辣、粗糙、含酸性的食物给人带来悲

哀、焦虑和病痛。这样的食物为充满情欲的人所偏爱。” 

 

10．“愚昧迟钝之人偏爱于那些半熟、平淡无味、发臭、腐烂变

质和残羹剩饭类的食 物。” 

 

 在下一句中，克利须那开始谈论雅格亚的话题。 

 

11．“全心奉献、不求回报的崇拜者按照经典的指示进行雅格亚

祭祀，因为这样的祭祀方式有助于灵性的发展。” 

 

第三章中，克利须那向阿尔诸那明确指出，“‘雅格亚’

的实行是唯一的行动，人类所进行的其它种种行动都不过是物质

束缚罢了，所以，琨缇之子啊，解放自我，全心全意对主尽你的

应尽之责吧。”真正的行动能够将灵魂从物质世界的苦海中解救

出来。在第四章中，克利须那以多种方式对雅格亚行动进行了解

释，但是，从根本上来说，雅格亚就是那种使人臻达至尊境界的

行为。控制呼吸、禅定、反思、控制感官等等实行雅格亚的多种

方式构成了雅格亚。克利须那列举了雅格亚的十四个步骤，这十

四个步骤使崇拜者能够最终臻达主的境界。总而言之，雅格亚是

一种独特的冥想反思过程，通过实行雅格亚，崇拜者能够实现与

主的融合。 

 

 

 
H$Q≤>dÂccdUmÀ`wÓUVr˙UÍ$jodXmohZ:$& 
Amhmam amOgÒ`{ÓQ>m Xw:Iem{H$m_`‡Xm:$&& 9$&& 
`mV`m_ß JVagß [yoV [`w©ofVß M `V≤$& 
Cp¿N>ÓQ>_o[ Mm_{‹`ß ^m{OZß Vm_go‡`_≤$&&10$&& 
A\$cmH$moL>jo^`©km{ odoY—ÓQ>m{ ` B¡`V{$& 

`ÓQ>Ï`_{d{oV _Z: g_mYm` g gmpŒdH$: $&& 11 $&& 

 

 

 

 

 



  
 
 
 
 
 
 
 
 
                                        

 

 

 

 克利须那指出，根据经典中的规定，那些不求任何回报的

崇拜者以完美的方式实行雅格亚，他们视雅格亚为自己的责任，

努力控制自己的思想。 

 

12．“巴茹阿特中的无敌者啊，那些实行名义上的雅格亚、或者

为求得某种回报而实行雅格亚的人充满了情欲。” 

 

有些人为了升达天国或获得某些物质利益，也举行献祭和

各种仪式。这样的献祭和仪式属于情欲形态的范畴。 

 

13．“完全违背圣典的指示，既无法唤醒内心的神性、又无法控

制自己的思想，虽然勉强实行，但完全不具有任何献身精神，这

样的雅格亚是邪恶、充满魔性的。” 

 

 既不按圣典的指示进行祭祀，无法控制思想，既没有牺牲

精神、又不愿向主奉献自我，这样的雅格亚是主眼中最低形态的

雅格亚。 

 

 在下面的诗句中，克利须那开始解释苦修的含义。 

 

 

 

Ao^gßYm` Vw \$cß XÂ^mW©_o[ M°d `V≤$& 
B¡`V{ ^aVl{ÓR> Vß `kß odo¤ amOg_≤  &&12$&& 
odoYhrZ_g•ÓQ>mfiß _›UhrZ_XojU_≤ & 
l’modaohVß `kß Vm_gß [naMjV{$&&13$&& 

 

 

 

 

 

 



 

 

 

 

 

 

  

 

 

14．“躯体的苦修包括：崇拜至尊主，敬奉两次降生人世的灵性

导师，如同尊敬父母一样尊敬长辈，纯洁、正直、贞洁朴素、不

诉诸暴力。” 

 

 人类的物质躯体常常因各种欲望的诱惑而动摇，因此，用

自我的灵魂控制物质躯体、使其贞洁就是躯体的苦修。 

 

15．“言语的苦修包括：说话真诚、心平气和，悦人益人，诚

实，说话时牢记《韦达》的指示，把至尊之主时刻铭记在心。” 

 

 约束自己的言辞使其平静、宽慰、使其不具有物质的特性

而具有主的特性即为言语的苦修。 

 

16．“态度和蔼、安宁、坚定，平静地进行禅定，心灵纯净，就

是心意的苦修。” 

 

 真正有价值的苦修是躯体、言辞和心意苦修的综合。 

 

17．“崇拜者以无私的精神和坚定无比的信仰进行躯体、言辞、

心意的苦修，不渴求任何回报，这才是真正的苦修。” 

 

 下面是具有茹阿扎斯（情欲）性质的苦修。 

 

 

X{do¤OJwÈ‡mk[yOZß em°M_mO©d_≤ & 
]´̃ M`©_qhgm M earaß V[ C¿`V{$&& 14 && 
AZw¤{JH$aß dm∑`ß gÀ`ß o‡`ohVß M `V≤ $& 
Òdm‹`m`m‰`gZß M°d dmL≤>_`ß V[ C¿`V{$ && 15$&& 
_Z: ‡gmX: gm°Â`Àdß _m°Z_mÀ_odoZJ´h: $& 

^mdgßewo’naÀ`{VŒm[m{ _mZg_w¿`V{ $&& 16$&& 
l’`m [a`m VflVß V[ÒVpÀÃodYß Za°:$& 

A\$cmH$moL>jo^`w©∑V°: gmpŒdHß$ [naMjV{ $&& 17$&& 

 

 

 

 



  
 
 
 
 
 
 
 
 
                                        

 

 

 

 

18．“那种为了赢得他人的尊重、敬意、羡慕，或者为了炫耀而

进行的苦修具有茹阿扎斯的性质，这样的苦修既不稳定，也不持

久。” 

 在下一句诗中，克利须那谈到了最低形态的、具有塔玛斯

性质的苦修： 

 

19．“那种完全出于愚蠢的固执和为了伤害他人而进行的苦修具

有邪恶的性质。” 

 如上所述，凡是有助于躯体、心意和言语的发展、使人臻

达至尊的苦修形态是有价值的；那些出于某种目的而进行的苦修

是有情欲性质的；那些完全与经典中的指示相悖、对他人造成伤

害的苦修是邪恶的。 

 以下是关于施舍的阐述。 

 

20.“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出于慈悲之心、向应得之人进行布

施，而且不期望任何回报，这样的布施是善良的。” 

 不甘心情愿、期待回报或者出于某种其它目的而进行的施

舍具有情欲的性质。 

 

 

 

gÀH$ma_mZ[yOmW™ V[m{ XÂ^{Z M°d `V≤$& 
oH´$`V{ VoXh ‡m{∑Vß amOgß Mc_Y´wd_≤ $&& 18$&& 
_yT>J´mh{UmÀ_Zm{ `À[rS>̀ m oH´$`V{ V[:$& 
[aÒ`m{ÀgmYZmW™ dm VŒmm_g_wXmˆV_≤ && 19 && 
XmVÏ`o_oV `‘mZß Xr`V{@Zw[H$mnaU{$& 
X{e{ H$mc{ M [mÃ{ M VX≤mZß gmpŒdHß$ Ò_•V_≤$&& 20$&& 

 

 

 

 

 



 

 

 

 

 

 

  

 

21．“进行布施时期冀回报，贪求结果，勉勉强强，斤斤计较，

这样的布施具有情欲的性质。” 

 

 对被施舍人没有任何尊重、甚至怀有鄙视之心，在不适当

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的施舍是最卑劣的。 

 

22．“在不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向不应得的人布施；或者布施给

适当的人，不但没有丝毫尊重之心，反加以鄙薄，这样的布施是

恶毒的。” 

 

 尊敬的马哈茹阿扎先生曾经一再地告诉我们，“你们应该

记住：向不适当的对象布施的人是不值得尊重的。”同样地，克

利须那认为，不求任何回报地以慷慨之心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进

行的布施是最有价值的；心甘情愿却希求某种回报而进行的布施

是有瑕疵 的；没有任何尊重、向不适当的人进行的布施是值得鄙

夷的。崇拜者在布施时心中不含任何欲望、完全寄信任于主，表

明他已将自己完全交给了主，因此，这样的施舍是崇高的。 

 

 在下文中，克利须那向阿尔诸那讲了噢姆、塔特和萨特的

意义。 

 

 

 

`Œmw ‡À`w[H$mamW™ \$c_wo‘Ì` dm [wZ:$& 
Xr`V{ M [nap∑cÓQ>ß V‘mZß amOgß Ò_•V_≤$&$& 21$&& 
AmX{eH$mc{ `‘mZ_[mÃ{‰`ÌM Xr`V{$& 
AgÀH•$V_dkmVß VŒmm_g_wXmˆV_≤$&&22$&& 

 
1. 音节“噢姆 ”，是至尊之主的象征。这一神圣的音节又名“普拉纳夫”，即词或声

音。该词代表了无所不在、超越一切、永恒不变的主，所有的“韦达”、雅格亚及一切

生物都因主而存在。“塔特”的意思是“它”，象征着至尊之主。“萨特”的意思是真

理，它是不随时间、地点和因果关系影响的。 

 

 

 

 

 



  
 
 
 
 
 
 
 
 
                                        

 

 

 

23．“从创世之初，噢姆、塔特、萨特这三个音就一直用来象征

婆罗门、《韦达》和雅格亚的创造者---至尊的存在。” 

 噢姆、塔特和萨特象征着至高无上的主，它们使我们把主

时时刻刻铭记在心，把我们引向至尊之境。至尊之主是婆罗门、

韦达诸经和雅格亚的创造者，也就是说，婆罗门、韦达诸经和雅

格亚都因“噢姆”（婆罗门创世主的象征）而诞生。 

 

24．“因此为了臻达至尊之境，在进行祭祀牺牲、布施、赎罪苦

修时，韦达的信徒总是以吟诵噢姆作为开始。” 

 “噢姆”的吟诵使崇拜者将至尊之主时刻铭记在心，因

此，那些全心爱戴主的信徒总是以神圣音节的吟诵开始他们的崇

拜之途、灵性之旅。 

 克利须那又介绍了“塔特”的含义。 

 

25．“一个人如果渴望达到灵性的最高境界，就应该在进行雅格

亚祭祀、赎罪苦修和布施时使用塔特，其目的是使人摆脱物质回

报的束缚。” 

 “塔特”象征着对主的完全献身精神，也就是说，在进行

雅格亚祭祀、布施和苦修时，崇拜者应该完全信任主、口中吟诵

“噢姆”。 

 下面是“萨特”的含义。 

 

 
< VÒgoXoV oZX}em{ ]´˜UpÒÃodY: Ò_•V:$& 
]´m˜UmÒV{Z d{XmÌM `kmÌM odohVm: [wam$&& 23$&& 
VÒ_mXm{o_À`wXmˆÀ` `kXmZV[: oH´$`m $& 
‡dV©›V{ odYmZm{∑Vm: gVVß ]´˜dmoXZm_≤ $&& 24$&& 
VoXÀ`o^gßYm` \$cß `kV[: oH´$`m:$& 
XmZoH´$`mÌMododYm: oH´$`›V{ _m{jH$moL>jo^: $&& 25 $&& 

 

 

 

 

 

 



 

 

 

 

 

 

  

26．“帕萨啊，‘萨特’既象征着真理和美德，又象征

着有利于灵性发展的行为。” 

 

 在《集塔》的开篇章节中，阿尔诸那曾经说过，只有家族

传统才是真实而永恒的。对此，克利须那认为，阿尔诸那是错误

观念的牺牲品，并对他说，真实的事物永远不会消失，不真实的

事物也永远不会有真实的存在。那么，“不会有真实的存在”又

意味着什么呢？克利须那说，只有灵魂是真实的，是永恒而无法

感知的，一切物质躯体都趋于毁灭，这就是至高的真理。 

 

 在本句中，克利须那解释说，“萨特”是至尊存在的另一

个称号，它象征着真理和完美。他还说，“萨特”一词仅用于崇

拜者的灵性旅途真正开始并正常发展之时，用于崇拜者拥有坚定

的信仰之时，用于崇拜者相信灵魂是最崇高的真实存在之时，用

于灵性发展已经进入正途之时。 

 

27．“雅格亚、苦修、布施等一切使人臻达至尊的努力都是真实

的，因此，它们都是‘萨特’。” 

 

 只有为臻达至尊采取的行动才是真实的，雅格亚、布施和 

 

 

 

 

gÿmd{ gmYw^md{ M goXÀ`{À‡`w¡`V{ & 
‡eÒV{ H$_©oU VWm g¿N>„X: [mW© `w¡`V{ $&& 26 $&& 
`k{ V[og XmZ{ M pÒWoV: goXoV Mm{¿`V{$& 
H$_© M°d VXWu`ß goXÀ`{dmo^Yr`V{$&& 27 && 

 

 

 

 

 

 



  
 
 
 
 
 
 
 
 
                                        

 

 

赎罪都是臻达至尊之途的重要组成。最后，克利须那说： 

 

28．“帕萨啊，如果心中没有对至尊之主的信仰，无论是献祭、

布施、还是苦行，都难以持久，无论是今生还是来世，这些行动

都将毫无用处。” 

 

 没有信仰和尊敬而实行的祭祀、施舍和苦行都是不真实

的，因为无论是在此生还是下个世界，它们都无法给我们带来任

何益处。信仰和自我献身的结合才是真正的崇拜。 

 

� � � � � 
  

 在本章的开始，阿尔诸那要求克利须那在以下方面对他进

行指点：不遵循经典中的指示而盲目进行崇拜的人的信仰具有何

种性质；什么样的信徒会崇拜鬼魂和幽灵；他们的信仰是道德的

还是冲动、无知或者是邪恶的。按其天生品质的不同，灵魂的信

仰也分为三类：善良的、充满情欲的、盲目的。善良的人崇拜众

神；充满情欲和道德盲目的人崇拜亚克沙和恶魔；愚昧的人崇拜

鬼魂。那些不遵守经典的规定、盲目地进行自我禁欲和苦修的

人，无知而且具有恶魔般的性格，他们的人性中充满欲望、眷恋

和对权力的渴望，并且充满了虚伪与自负，他们不仅折磨自己体

内的各种器官，而且折磨居于他们灵魂之中的至尊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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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章中，克利须那第三次提到了众神。在第七

章中，他解释说，那些受到欲望的诱惑而失却判断力的人崇拜众

神。在第九章中，他说，那些为了追求物质财富的拥有而崇拜其

他所谓的神的人真正崇拜的其实是永恒不变的主。出于灵性的无

知，这些人不按照正确的方式进行崇拜，因此，他们所做的灵性

努力只是徒劳的。在本章中，克利须那明确地指出，这样的崇拜

者是最低层次的崇拜者。 

 

 随后，克利须那又讨论了四个相关的话题，即：食物，雅

格亚，赎罪，布施。食物分为三类：善良的人偏爱那些有助于健

康，能够强身健体、增加智力、益寿延年的食物；充满情欲的人

偏爱有刺激性、有害于健康的食物；愚昧迟钝的人偏爱半熟、平

淡无味、发臭、腐烂变质的食物。 

 

 雅格亚也分为三类：全心奉献、不求回报的崇拜者按照经

典的指示、以完全的奉献之心进行有助于灵性发展的雅格亚祭

祀；那些为求得某种回报而实行的名义上的雅格亚具有情欲的性

质；实行时完全违背圣典的指示、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勉强实

行而不具有任何献身精神，这样的雅格亚是邪恶、充满魔性的。 

 

 崇拜至尊之主，以虔诚之心尊敬灵性导师、完全听从他的

教诲，不伤害他人、持之以恒、正直、实行非暴力是躯体的苦

修；诚实可信、心平气和、悦人益人是言辞的苦修；排除一切杂

念、全心全意地为灵性目标的实现而进行的苦修是心意的苦修。

只有综合了躯体、言辞和心意三种苦修全部优势的苦修才是最完

美无缺的。 

 

不同类型的布施具有不同的性质：善良的布施是在适当的 

 

 

 

 

 

 

 



  
 
 
 
 
 
 
 
 
                                        

 

 

时间和地点、出于慈悲之心、不期望任何回报、向应得之人进行

的布施；进行布施时期冀回报，贪求结果，勉勉强强，斤斤计

较，是充满渴望、具有情欲性质的；在不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向

不应得的人布施，或者布施给适当的人，不但没有丝毫尊重之

心，反加以鄙薄，这样的布施是恶毒的。 

 

 接着，克利须那解释了“噢姆”、“塔特”和“萨特”的

特征：它们都能够唤醒人们内心深处对主的记忆。按照经典中的

指示，如果要臻达至尊之境，在进行祭祀牺牲、布施、赎罪苦修

时，韦达之信徒必须首先吟诵“噢姆”。“塔特”象征着至尊之

主。只有完全奉献自己，崇拜者才能胜利地完成自己的崇拜职

责；只有灵性发展进入了正轨，“萨 特”才能显现自己。“萨

特”一词仅用于崇拜者的灵性旅途真正开始并正常发展之时，它

也包括雅格亚、苦修、布施等一切使人臻达至尊的各种行为。信

仰是臻达至尊之境的必要条件，因为，如果心中没有对至尊之主

的信仰，无论是献祭、布施、还是苦行，都难以持久，并且无论

是今生还是来世，都毫无用处。 

 

 因此，在本章中，克利须那主要阐述了与信仰相关的问

题，并且在全书中第一次详细地对“噢姆”、“塔特”和“撒

特”进行了解释。 

 

 

至此《博伽梵歌》第十七章结束，从而结束了关于对至尊主的感

知、瑜珈之学及克利须那与阿尔诸那间名为“信仰三重性之瑜

珈”的对话，宗教教师阿德嘎达南德的注释“亚瑟斯集塔”的第

十七章也告此结束。 

 

哈瑞 呜牟 嗒特 撒特 



 

 

 

 

 

    

  

 

 

 

 

 

 

 

 

 

第十八章  

弃绝之瑜珈 
 

 在最后一章的前半部分中，克利须那回答了阿尔诸那提出

的一部分问题，在后半部分，他对全书进行了总结。在第十七章

中，克利须那对食物、苦修、雅格亚、施舍和信仰进行了分类和

解释。在本章中，他将谈到弃绝的不同形态和分类：人类行为的

目的何在，是什么促使人类行动，等等问题。另外，他以自然之

框架为基础，再次进一步解释了人的四类。 

 

 在本章中，阿尔诸那希望克利须那就弃绝和牺牲的不同形

态对他进行启迪。 

 

1．“臂力无穷之人、何瑞施凯沙、感官之主和恶魔的终结者啊，

我想了解弃绝和牺牲的目的和原则，请对我加以启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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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绝，即完全的放弃。在弃绝的状态下，包括个人的意志及善行

在内的一切都停止存在。阿尔诸那希望了解两个问题，即：弃绝

及牺牲各自的本质。克利须那说， 

 

2．“主说，‘多数学者认为，完全放弃一切物质活动就是弃绝，

放弃一切活动的结果就是牺牲。” 

 

3．“有些学识渊博的人宣称，一切业报活动都应该放弃；然而，

也有其他智者认为，祭祀牺牲、布施、赎罪苦修永不该放弃。” 

 

 下面是克利须那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 

 

4．“巴茹阿特的俊杰啊，现在听我说明我对弃绝所下的定义。人

中之俊杰啊，弃绝可以分为三种。”  

 

5．“人们不但不应该放弃，反而应该进行祭祀牺牲、布施、赎罪

苦修等活动，因为，它们能够拯救智者。” 

 

 克利须那的定义包含四层含义：首先，人们应该放弃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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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活动；其次，应该放弃任何行为的结果；第三，他们应该

牺牲一切行动；第四，他们不应该放弃雅格亚、施舍和苦修。由

此可见，人们可能对同一个问题有成千种不同的看法，而在众多

的看法当中，只有一种看法是正确无误的。 

 

6．“帕萨啊，我坚定地相信，这些活动都应进行、不应放弃，但

是，人们不应该执著，不应该企求任何结果，而是应将其视为职

责去履行。” 

 

7．“这些必要的行动是不应该放弃的。由于观念的错误而认为弃

绝就是放弃一切行动，这样的想法是愚蠢的。” 

 

 克利须那认为，雅格亚的实行是唯一即定的、必需的崇拜

行动。他多次地强调了雅格亚的重要性，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

醒人们、使人们不偏离崇拜之途的正道。人们应该放弃世俗的物

质活动，而不应放弃即定的崇拜行为，那种放弃即定之职责的弃

绝是带有愚蠢性质的弃绝，那些放弃了即定职责、压抑了神圣冲

动的人只能降生为低等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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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面的诗句中，克利须那解释了具有茹阿扎斯性质的牺

牲。 

 

8．“凡是认为即定职责给人带来忧愁、或者因为害怕肉体将要受

到折磨而放弃赋定职责的人，他们的弃绝都带有情欲的性质，这

样的举动永远不会将他们引向灵性的升华。” 

 因为害怕肉体的痛苦而放弃崇拜的人是轻率、精神上盲目

而不顾后果的，他的牺牲带有情欲的性质，因此，这样的牺牲永

远也无法将他引至至尊境界。 

 

9．“阿尔诸那呀！因为它是自己的即定职责因而履行它，弃绝所

有物质的联系以及对一切结果的执著，这样的牺牲才是正确

的。” 

 崇拜者应该放弃其它一切活动，执著于自己的即定行为。

下面，克利须那将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牺牲才是有价值的。 

 

10．“睿智的弃绝者在道德方面完美无瑕、没有任何疑惑，他们

既不因某种活动的不祥而感到厌恶，也不因某种活动的吉祥而执

著。” 

经典中为人们指定的活动是唯一一种吉祥、有益的活动，

其它的任何活动不仅是不祥的，而且将人们束缚于物质世界。真

正睿智的信徒，对给身体带来麻烦的人或事，全无厌憎之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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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身体的事也不刻意执著。他在适当的地点和适当的时间工

作，并不害怕履行责任将产生的任何麻烦。这样一位处于超然之

中的人，可谓最睿智的人，他们的心中不存在任何疑惑。 

 

11．“对一个居于物质身体之内的灵魂来说，真正放弃全部物质

活动是不可能的，因此，那些弃绝了行为结果的人就可以算作真

正地实行了弃绝。” 

 

 “居于物质躯体内的灵魂”指的不是人类能以肉眼看到的

物质身体。克利须那认为，作为自然的三种属性，品德（萨特

瓦）、情欲（茹阿扎斯）和愚昧无知（塔玛斯）使灵魂受困于物

质身体，因此，只要这些属性继续存在，灵魂就世世代代受到物

质身体的束缚。所以，完全放弃一切物质行为是不可能的，只要

弃绝了行为的结果，就可以算作是真正的弃绝。 

 

12．“贪婪者的行为将有三种结果：他冀求的、不冀求的和混合

的结果，即使在他死 后，这三种结果仍会继续累积。真正的弃绝

者将不再受到行为结果的束缚。” 

 

 即使在贪婪者死后，他的行为也会继续产生结果，并将伴

随他生生世世。恰恰相反，桑亚斯---真正的弃绝者---的行为，

永远不产生任何结果，这样的弃绝才是最高层次的、完全的弃

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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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有益和无益行为之结果的讨论至此结束。在下面的诗

句中，克利须那开始讨论引发正义与非正义行动的各种原因。 

 

13．“臂力无穷的人啊，现在你就听我解说，桑克亚
1
 所提出的

导致一切行动得以完成的五个原因。” 

 

14．“它们是：行动的发出者、不同的中介或方式、为行动所付

出的种种努力、坚持到底的决心、以及天意。” 

 

 心意是行动的发出者，善良与邪恶的倾向是行动的中介。

善良的行为要求行为人具有良好的辨别力、不眷恋的决心、平和

的心境、坚定的自我控制、牺牲的精神及持之以恒的冥想，色

欲、嗔怒、愚昧、厌恶、贪婪则只能导致邪恶行为的产生。“天

意”即桑斯卡，是灵魂在前世行为的结果。 

 

15．“人在行为时无论是遵循还是违背经典的指示，人的思想、

言辞和身体发出的行动都因这五种原因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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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桑克亚是印度教六大哲学体系之一，因其列举的二十五种塔特瓦而得名，其主要目的是

通过掌握前二十四种塔特瓦的知识使第二十五种塔特瓦从世俗的物质存在中解脱出来。 

 

 

 

 

 



 

 

 

 

 

    

  

 

16．“因此，因为拥有不全面的知识，认为‘灵魂’是唯一的行

为发起者，不考虑到这五种要素的人，既不明智，也不具备任何

辨别力。” 

 

 因为‘灵魂’与主是等意的，因此，本句中隐含的意思

是：至尊之主不是行为的发起者。 

 

 在第五章中，克利须那强调说，主既不为行动创造动力，

不创造行动本身，也不创造行动的结果。那么为什么人们说是主

造就了一切呢？那是因为人们的知识总是为无知的黑云所笼罩。

任何行动都由上述五种原因引起，但是无知的人却认为主是一切

行为的发起者。只有通过知识，笼罩人类的无知的黑云才会得到

清除，一切才会跃然于眼前。 

 

 主和自然之间有着一条清晰的界线，如果灵性寻求者处于

自然的范畴之内，为三种属性所支配，主就不是行动的发起者，

而只是行动的旁观者。如果寻求者能够以坚定的信念控制物质的

支配，向主的领域逐渐靠拢，主则将与他同在，时时刻刻保护他

的灵性发展。 

 

17．“如果他的思想纯净而没有瑕疵，思想不感到迷惑，即使杀

了人，他也不会是真正的杀人者，不会受到行动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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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利须那说这句话的目的并不是给人颁发杀人执照，它的

含义是：一个真正得到解脱的人仅仅是至尊之主的工具，因此，

这个人即使伤害别人，也是出于无私和对主的奉献精神在履行自

己的职责和使命。一个把主时刻记在心中的人既不会做任何邪恶

之事，也不会毁灭世界，因为整个物质世界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存

在的意义。 

 

18．“知识、获得知识之道、知者是三个促使行动产生的因素；

行为、动因、行为者这三个因素形成了行动的基础。” 

 

 无所不知的知者、获得知识之道及认知的对象是激发活动

的因素。克利须那曾经说过，他是唯一值得认知的对象，因此，

只有一心一意地向主奉献、拥有一个具有完美知识、能够引导崇

拜者踏上灵性知识之途的灵性导师，崇拜者才能获得上述三个基

本条件，臻达至尊。只有具备了行动所需的一切条件，如心意的

专一、智慧的获得、对物质世界的冷淡、心境的平静、自我控

制，等等，崇拜者的行动才能真正开始。在前面的章节中， 我们

曾经提到过，对那些达到了灵性发展最高境界的大师来说，无论

是继续行动还是停止一切行动，他都既不会有所得，也不会有所

失，但是为了其他崇拜者的灵性发展，他们选择了继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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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行动和行动者都分为三类。 

 

19．“根据桑克亚哲学，知识、行动和行动者都分为三类，现在

就听我一一说明。” 

 

下一句是关于灵性知识的特性。 

 

20．“能够在芸芸众生的各种存在中看到完整的灵性本性，在分

裂中看到完整，这种知识就是完美的知识。” 

 

 这样的知识就是直接的感知，一旦拥有了它，一切物质自

然的属性都将不复存在。 

 

21．“如果在不同的躯体之中看到截然不同的实体，那么这种知

识就是富有情欲特性的。” 

 

22．“那种执著于物质身体，视其为唯一的真理，丝毫没有理性

作为基础的知识是愚蠢的。” 

 

 这样的知识中不含有任何智慧的因素，因此崇拜者认识不

到对主的感知才是唯一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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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出于责任，无所执著、无爱无恨、不求任何回报的活动，

就是完美的。” 

 这种即定的行动就是崇拜和冥想，它能够将灵魂引向主的

境界。 

 

24．“然而，受自我的驱使，努力追求一己之欲望的满足，行动

时追求回报，这样的活动是属于情欲范畴之内的。” 

 崇拜者虽然执行即定的行动，但他怀有自我的虚荣心，追

求物质的回报，因此，这样的活动在精神上是盲目的。 

 

25．“行动时完全出于无知和愚昧，不顾后果，迷失自我，伤害

他人，这样的行动是无知的、没有受到任何神圣启迪的。” 

 这样的所谓行动没有遵循经典的指示，因此，只是妄念而

已。 

 

26．“割断对物质自然的眷恋，抛弃虚荣，热忱坚定，坚韧不

拔，生机勃勃，不计较成败得失，以这种方式履行职责的人是完

美的。” 

 这样的行动者是超越了物质自然束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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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行动时追求物质回报，热衷于享受行动的成果，贪婪嫉妒，不纯

洁，受痛苦与欢乐情绪的影响；这样的行动者是充满情欲的。” 

 

28．“从事活动时常常违反圣典的训示，物质至上，虚荣自负，欺骗侮

辱他人，好吃懒做，时常心情抑郁，脾气乖戾，遇事推诿，这样的行动

者是愚昧的。” 

 这是愚昧行动者的特征。各种行动者所具有的品质至此结束，

克利须那接着讲述了判断力（理性）、决心（坚定不移）及喜悦所具有

的特性。 

 

29．“达南捷啊，根据物质自然的三种属性，理解力、决心和喜悦也分

为三种，现在，请听我仔细地向你解释。” 

 

30．“帕萨啊，能够分辨本质与现象，有价值与无价值的，恐惧与无

畏，以及什么能够带来束缚，什么能够使人解脱，具有如此判断能力的

理性是完美的。” 

 也就是说，拥有正确清晰理性的人能够掌握神圣与邪恶、黑

白、善恶之间的基本差别。 

 

31．“帕萨呀，如果无法分辨宗教与非宗教的生活方式，正直与邪恶的

行动，这样的理性是受到情欲迷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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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不分善恶、不辨黑白、歪曲事实，这样的理性是愚昧无知

的。” 

 在第 30－32 句中，克利须那把理性分成了三类。了解自

己的职责，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理性是道德的、完美

的；不十分了解正直与邪恶之间的区别及真理的标准的理性是受

到情欲支配的；以恶为善、以易逝为永恒、以白为黑的理性是无

知的。 

 关于理性的讨论至此结束，在以下的诗句中，克利须那解

释了决心的分类。 

 

33．“通过修习瑜伽，决心变得坚定、百折不挠，能控制心意、

生命和感官的活动，这样的决心是善良而完美的。” 

 瑜珈是冥想与禅定的过程。在冥想时如果思想神游四方，

精神不能集中，物质欲念扰乱心灵，这样的冥想就可以算作道德

出轨。一个人如果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向至尊灵魂奉献，将心意、

生命和感官活动专注于至尊，这样的人就进入了冥想状态中。这

种决心是坚定而完美的。 

 

34．“贪婪之人执著于物质回报，贪得无厌地寻求物质满足和感

官享受，这样的决心是充满情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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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人的决心和意志是以世俗回报、财富的获得

和感官的享受为目标的。 

 

35．“执著于懒惰、恐惧、焦虑、悲哀、自大等情绪中不愿自

拔，这样的决心是愚昧无知的。” 

 

36．“巴茹阿特的俊杰啊，现在听我向你解释三种不同形式的快

乐。如果常居于快乐之中，你就能摆脱一切痛苦。” 

 

 快乐是灵性寻求者所向往的，是通过将身心集中于灵性目

标和不懈的努力实现的，因此，有了这种快乐，一切悲哀都将消

失。 

 

37．“开始时犹如毒药，但终了时却美如甘露，唤醒人走向自

觉，这样的快乐是完美无瑕的。” 

 

 只有将身心集中于灵性目标，通过不懈努力，悲哀才能终

止，快乐才能实现。但是正是为了获得这种快乐，普茹阿拉德被

绞死，米拉被灌下毒药而死。要获得这种快乐，崇拜者必须遵守

众多规范，坚定地控制心意和感官，让心意专注于自我。所有这

些程序都很困难，苦若毒药，但如果成功地遵循着规范到达了超

然的境界，就会品尝到真正的甘露。 

 

 

 

`Wm ÒdflZß ^`ß em{Hß$ odfmXß _X_{d M$& 
Z od_wƒMoV Xw_}Ym Y•oV: gm [mW© Vm_gr $&& 35$&& 
gwIß pÀdXmZt oÃodYß l•Uw _{ ^aVf©^$& 
A‰`mgm–_V{ `Ã Xw:Im›Vß M oZJ¿N>oV $&& 36$&& 
`ŒmXJ´{ odfo_d [naUm_{@_•Vm{[__≤$& 

VÀgwIß gmpŒdHß$ ‡m{∑V_mÀ_]wo’‡gmXO_≤ $&& 37$&& 

 

 

 

 

 

 

 

 



  
 
 
 
 
 
 
 
 
 

 

38．“那种因感官享受而得到的快乐，虽然开始时美如甘露，结

束时却如同毒药。这样的快乐是具有情欲性质的。” 

 

 从感官享受中获得的快乐开始时美如甘露，但是一旦继

续，它将使人们堕入物质的地狱，生生世世轮回而永世不得翻

身。 

 

39．“而那种因懒散、怠惰、和自我的困惑得来的快乐是无知

的。” 

 

 一个在懒惰和昏睡中得到快乐的人，必定处于黑暗和愚昧

的形态中。对于处在愚昧形态中的人，一切都是幻觉。 

 

 克利须那接着列举了自然属性的范围。 

 

40．“无论是在俗世还是天堂，世上没有任何存在能够完全摆脱

物质自然的三种属性。” 

 

 一切存在，无论是婆罗门创世主还是最低形态的昆虫，都

是短暂、必死、受物质自然三种属性（萨特瓦，茹阿扎斯，塔玛

斯）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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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句中，克利须那第四次谈到了众神。从克利

须那在第七、九、十七章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克

利须那认为，众神都会受到物质自然三种属性的影响，那些崇拜

众神的人实际上是在崇拜易逝、非永恒的事物。 

 

 在《博伽瓦谭》的第三部分中，在圣人苏克拉与九位瑜珈

大师的辩论中，苏克拉说，渴望男女之爱的人应该崇拜桑克拉神

及妻子帕瓦蒂，渴望身体健康的人崇拜阿施瓦尼·库玛斯，渴望

胜利的人崇拜印德拉神，渴望物质财富的人崇拜库伯尔，但是，

渴求最终的赦罪和灵性的实现的人应该崇拜主纳拉亚那。 

 

因此，为了实现最终的赦罪，崇拜者应该把无所不在的主

常记心中，并从已经获得灵性实现的导师那里寻求帮助。 

 

人的内心深处总是有两股力量，一股是神性的，另外一股

是恶魔性的。神性的力量使人具有感知至尊存在的能力，因此而

叫作“神性”。这股力量仍然会受到物质自然三种属性的影响。

如果这三种属性的影响得到平息，崇拜者的内心会变得极度平静

安宁，他也将实现“无为”而不再有任何需要履行的职责。 

 

在这里，克利须那再次谈到了人的四种分类（瓦恩）。 

 

41．“受到不同物质形态本性的影响，婆罗门、刹帝利、吠舍、

首陀罗的职责也彼此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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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来具有的能力及性格即为瓦恩：婆罗门的本质善良，

既拥有纯净的心灵，也具备冥想和崇拜的能力；首陀罗的人性为

无知、懒散和怠惰所支配，他的人和他的崇拜方式都是疯狂的。

刹帝利的人性受到善良和情欲的共同支配，吠舍的人性则受到无

知和情欲的共同支配。 

 

 这是克利须那在本书中第四次谈到瓦恩的问题。在第二章

中，他说，“对一个刹帝利来说，没有什么比本着宗教原则而战

更适合的了”（第 31 句）。第三章中，他说，主赐给一个人的达

摩对那一个特殊的个体来说总是最好的，即使他在行善之时遭到

毁灭，也强过盲目效法他人的做法，因为盲从只能带来危险（第

35 句）。在第四章中，他说，他是四个等级的创造者。那么，是

不是说他将人类划分成了四个按出生划分的阶级呢？当然不 是。

克利须那说，这个划分是建立在天然本性基础上的，生物或者存

在的本性是个权衡标准，是个准绳。他将“行动”定义为使人臻

达至尊之主境界的一种手段，“崇拜”是使人接近主、到达主的

行为。也就是说，对至尊存在进行的冥想是真正的行动，瓦恩正

是这种行动的四个阶段。 

 

42．“自我克制，控制感官，纯洁、持之以恒、慈悲、正直、虔

诚，拥有真正的智慧，对神圣之存在有直接的感知，这些是婆罗

门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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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婆罗门的本性相适应的职责是：控制心意，抑

制感官，心灵纯净无瑕，禁欲，宽容大度，正直，目标专一，对

至尊存在有所感知，聆听内心中主发出的声音并按主的指示行

事，等等。拥有了上述所有特性、行动已经融入主的存在的所有

崇拜者都是真正的婆罗门。 

 

43．“英勇崇高，决断有力、足智多谋、在战场上勇不可当、慷

慨大度、具备领导才能。这些都是刹帝利的天然品质。” 

 

 刹帝利的品性有：勇猛果断，坚韧不拔，实现神圣的辉

煌，善于冥想，在与物质世界的战斗中勇往直前、毫不退缩，放

弃世俗的一切，整个心灵充满了对至尊存在的爱。 

 

44．“吠舍的天生职责是从事耕作、饲养牛群、经营商业；首陀

罗的职责是为他人提供服务。” 

 

 进行农业生产、饲养牛群、从事商业，这些是与吠舍的品

质相符的职责。为什么要特别对牛群提供特殊保护呢？在本句

中，“牛群”是感官的象征，对牛群的控制即对感官的控制。对

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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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要通过洞察力、不眷恋物质世界、克制和坚定不移才能实

现。灵性的获得是世间真正的财富，一旦获得了这种财富，它将

永远与我们同在。知识是世间所有财富中的最珍贵者，因此“贸

易”就是知识的获得。在“农业耕作”中，人的身体是耕作所需

的土壤；人在前生前世所积累的善行，即桑斯卡，是播下的种

子；“农业耕作”就是通过对至尊存在的冥想来保护前世播下的

种子并使其茁壮成长。高斯瓦密·突希达斯曾经说过，那些精耕

细作、以无比的耐心培育种子的人充满了神圣的智慧，而愚蠢的

人则粗心大意、半途而废。因此，简单地说，保护感官、积累灵

性财富、不断对至尊存在进行冥想是吠舍的职责。 

 

 克利须那认为，无所不在的主是雅格亚的最终目标和结

果，能够摘取灵性之果的人能够摆脱一切罪恶，要靠冥想才能播

下灵性的种子。保护灵性的种子、使其发芽、茁壮即为“农

业”。韦达经典指出，作为至尊之灵的主是唯一的食物。一旦成

功地完成冥想之责，灵魂将得到彻底的解脱。 

 

 首陀罗的职责是为处于高层次的崇拜者提供服务。“首陀

罗”常常被理解为“低等人”，其实，它的真正含义是“不具备

足够知识的人”，“处于崇拜最低阶段的人”。首陀罗的职责是

为其他处于高级阶段的崇拜者提供服务，通过服务，他的心中逐

渐产生神圣的冲动，他将逐渐进入吠舍、刹帝利和婆罗门的阶

段，并最终超 

 

 

 

 

 

 

 

 



 

 

 

 

 

    

 越“瓦恩”（物质自然的属性）、与主融为一体。也就

是说，瓦恩包括低等、中等、好、优秀四个必经的灵性发展的必

然阶段。 

 

45．“如果依照自己的本性和职责行事，每一个人都可能变得完

美无瑕。现在请仔细聆听，这一切如何才能成为可能。” 

 

“完美”即灵性的最高目标---对主的认知。早先克利须

那曾经说过，要想达到最终目标，阿尔诸那必须开始他的崇拜行

动。 

 

46．“主无所不在，是一切生物的起源。履行主赋予的责任、崇

拜主的存在，这样，崇拜者就能达到完美的境界。” 

 

 只有履行自己的即定职责，崇拜者才能逐渐到达主的崇高

境界，因此，他应该时刻将主铭记在心，尊敬他、爱戴他，在灵

性之途中逐渐前进。在第 6 句中，克利须那说，在弃绝了行动的

结果之后，崇拜者应该实行雅格亚、施舍、进行苦修。在本句

中，他从不同的方面对同一个问题进行了强调：只有将自己完全

奉献给主，崇拜者才能逐渐到达完美的境界。 

 

 

 

Òd{ Òd{ H$_© `o^aV: gßogq’ c^V{ Za:$& 
ÒdH$_©oZaV: ogo’ `Wm od›XoV V¿N•>Uw $&& 45$&& 
`V: ‡d•oŒm^y©VmZmß `{Z gd©o_Xß VV_≤$& 
ÒdH$_©Um V_‰`¿`© ogq’ od›XoV _mZd: $&& 46$&& 

 

 

 

 

 

 



  
 
 
 
 
 
 
 
 
 

 

 

 

47．“履行自己的职责，哪怕是做得不够完美，也胜过履行别人

的职责而做得完美无瑕。因为，如果根据自己的本性而履行赋定

的责任，就永远不会受到罪恶业报的影响。” 

 

对每个特殊的个体来说，即使品质稍逊一筹，自己的职责

也始终都是最好的，因为它是最适合的。修行较低的信徒常常把

自己与修行较高的信徒比较，并以自己的职责为耻。其实，哪怕

是为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死去也是非常光荣的。灵魂是不会死亡

的，一旦居于新的肉体之内，灵魂就将继续自己前世未完成的旅

程。肉体的变换不过象是服装的更换，外表虽然改变，内在却保

持永恒不变。因此，只有通过履行自己的赋定职责，最终的灵性

目标才能实现。 

 

48．“就象火总是为烟雾所笼罩一样，每个行动都会有瑕疵。但

是，琨缇之子呀！即使行动充满缺点，一个人也不应该放弃他的

即定职责。” 

 

 无论是初入灵性之途的首陀罗，还是已经接近旅途终点的

婆罗门，任何人的行动都会有瑕疵，都有可能受到物质世界的污

染，因为他们尚未达到完美的境界。但是，即使如此，他们也应

该继续行动，不应该放弃，因为，只要继续努力，总有一天，他

会与主融为一体，成为完美的化身。 

 

 

 

 
l{`m›ÒdY_m} odJwU: [aY_m©ÀÒdZwpÓR>VmV≤$& 
Òd^mdoZ`Vß H$_© Hw$d©fimflZm{oV oH$pÎ]f_≤ $&& 47$&& 
ghOß H$_© H$m°›V{` gXm{f_o[ Z À`O{V≤$& 
gdm©aÂ^m oh Xm{f{U Yy_{Zmoænadmd•Vm: $&& 48$&& 

 

 

 

 

 

 



 

 

 

 

 

    

  

 

49．“自我控制，对物质世界不执著眷恋，不贪图物质享受，没有任何

欲望。这就是弃绝的最完美境界。” 

 前面我们已经解释过，“弃绝”就是完全的自我牺牲，它是灵

性寻求者放弃所拥有的一切、到达行动之终点时所处的一种精神境界。

换句话说，“弃绝”即“‘无为’境界的实现”。 

 

50．“琨缇之子呀！好好聆听，让我简单地向你说明，那些已经达到这

种完美境界的人，是怎样臻达至高无上的完美境界、认知至尊存在

的。” 

 

51．“以智慧净化心灵，坚决控制自己的灵魂，不贪图感官享乐，既不

眷恋亦不憎恨，” 

 

52．“深居幽僻之地，少食，控制躯体、心意和言语，常处禅定状态，

超脱一切。” 

 

53．“放弃自我、权力、对物欲的向往、色欲和嗔怒，不眷恋，平静恬

然。这样的人必定达到主的境界。” 

 

 

 
Ag∑V]wo’: gd©Ã oOVmÀ_m odJVÒ[•h:$& 
Z°ÓH$Â`©ogq’ [a_mß gß›`mg{ZmoYJ¿N>oV $&& 49$&& 
ogo’ß ‡mflVm{ `Wm ]´̃  VWmflZm{oV oZ]m{Y _{$& 
g_mg{Z°d H$m°›V{` oZÓR>m kmZÒ` `m [am $&& 50$&& 
]wX≤‹`m odewX≤‹`m `w∑Vm{ Y•À`mÀ_mZß oZ`Â` M$& 
e„XmXrp›df`mßÒÀ`∑Àdm amJ¤{fm° Ï`wXÒ` M && 51$&& 
odod∑Vg{dr cødmer `Vdm∑H$m`_mZg:$& 
‹`mZ`m{J[am{ oZÀ`ß d°amΩ`ß g_w[molV: $&& 52$&& 
AhßH$ma ]cß X[™ H$m_ß H´$m{Yß [naJ´h_≤$& 
od_w¿` oZ_©_: em›Vm{ ]´̃ ^y`m` H$Î[V{ $&& 53$&& 

 

 

 

 

 

 



  
 
 
 
 
 
 
 
 
 

 

 

 

54．“处在这种超然境界的人，时常处于对至尊存在的冥想之

中，他既不会悲伤，也不会渴求；对每一生物，他都一视同仁。

在他的心中，只有对我的全心奉献。” 

 

 这样的信仰必定会有好的结果。 

 

55．“由于拥有超越一切的信仰，他能够了解我的本质，融入我

的存在。” 

 

 一旦臻达主的境界，崇拜者不但能够感知主的存在，而且

还将被赋予主的特性：他的灵魂将成为无法毁灭、永恒不朽、普

遍存在的。 

 

在第二章中，克利须那曾经说过，自我的灵魂是真实、不

灭、永恒、难以描述的，只有拥有同样品质的人能够了解自己灵

魂的本质。因此，一个问题就很自然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什么是

对本质的感知。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人列出了五个甚至二十五个

之多的原则，但是，从第十八章克利须那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

楚地看出他的观点：主是唯一崇高、卓越的本质，能够感知他的

人就是有洞察力的人，冥想和崇拜是掌握真理、了解主之本质的

唯一途径。 

 

 在第 49－55 句中，克利须那明确地指出，崇拜者必须采 

 

 

 

 

]´˜^yV: ‡gfimÀ_m Z em{MoV Z H$mL≤>joV$& 
g_: gd}fw ^yV{fw _X≤^p∑V® c^V{ [am_≤ $&& 54$&& 
^∑À`m _m_o^OmZmoV `mdm›`ÌMmpÒ_ VŒdV: & 

VVm{ _mß VŒdVm{ kmÀdm odeV{ VXZ›Va_≤ $&& 55$&& 

 

 

 

 

 



 

 

 

 

 

    

  

 

 

纳弃绝之道。在下面的篇幅中，他将对通过弃绝之道和智慧之道

到达至尊的“无为”境界的方式进行简要的描述。崇拜者的虚荣

心、权力欲、色欲、嗔怒、自大、愚昧等来源于物质自然的特性

一旦受到控制和减弱，洞察力、不眷恋、自我控制、意志坚定、

冥想等神圣的特性得到增强，他就能够与至尊存在融合为一。这

就是超越一切的信仰，一旦拥有了这样的信仰，崇拜者就能够把

握真正的灵性现实的本质，拥有感知主和主的光芒的能力。换句

话说，婆罗门创世主、现实、主、至尊之灵、自我都是同一个概

念，认知其中的任何一种就等于了认知了全部。 

 

 因此，《集塔》一书清楚地为瑜珈信徒指明了到达“无

为”之境的道路：只有通过实行智慧之道（也即洞察之道或者弃

绝之道）及无私行动之道，通过执行即定的职责（冥想），崇拜

者才能臻达“无为”之境。 

 

 在强调了崇拜及冥想的重要性之后，在下面的诗句中，克

利须那回顾了“奉献”的概念。 

 

56．“我的虔诚奉献者虽然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物质活动，但是依

靠我的恩典和保护，他能到达永恒不灭的居所。” 

 

 牺牲自我是实现“无为”之境的必要条件。 

 

57．“在一切活动中依靠我，永远在我的保佑下工作。在实行智

慧之道的同时，全然知觉我。” 

 

 

 

gd©H$_m© `o[ gXm Hw$dm©Um{ _X≤Ï`[ml`:$& 
_À‡gmXmXdmflZm{oV emÌdVß [X_Ï``_≤ $&& 56$&& 
M{Vgm gd©H$_m©oU _o` gß›`Ò` _À[a:$& 
]wo’`m{J_w[molÀ` _o¿MŒm: gVVß ^d $&& 57$&& 

 

 

 

 



  
 
 
 
 
 
 
 
 
 

 

 

 

 

 

 阿尔诸那应该将自己的一切活动奉献给主，完全依靠主的

慈悲，向主寻求庇护，把全部身心交给主。“瑜珈”意味着完

成、联合，意味着一切悲哀的结束和主之境界的臻 达。 

 

58．“如果时刻把我铭记在心，你必将因我的恩赐而跨越物质自

然的种种障碍。然而，如果你不听从我的教诲，只是狂妄自大地

行动，你必将遭到毁灭。” 

 

 如果把自己的全部心意集中于对克利须那的感知，阿尔诸

那就必定能够攻克心意和感官的堡垒。高斯瓦密·突希达斯曾经

说过，肉欲享乐的微风吹过心意和感官的堡垒之时，连天使般的

存在都无法把堡垒的大门紧闭而不得不留些间隙。由此可见，心

意和感官是难以攻克的堡垒。但是如果把思想完全集中于至尊之

主，阿尔诸那的心意和感官是能够得到控制的。 

 

59.“如果不按我的指示办事，不作战，你必定会被误导。你的本

性注定了你必须要进行战斗。” 

 

60．“你现在受到物质本性的迷惑，不愿照我的指示行事。但

是，琨缇之子呀！你的本性之职决定了你必须行动。 

 

 他的本性会驱使他接受职责的挑战。 

 

 

 

_p¿MŒm: gd©XwJm©oU _À‡gmXmŒmnaÓ`og$& 
AW M{Œd_hßH$mamfi lm{Ó`og odZL≤>˙`og $&& 58$&& 
`XhßH$ma_molÀ` Z `m{ÀÒ` BoV _›`g{$& 
o_œ`°f Ï`dgm`ÒV{ ‡H•$oVÒÀdmß oZ`m{˙`oV $&& 59 && 
Òd^mdO{Z H$m°›V{` oZ]’: Òd{Z H$_©Um$& 
H$Vw™ Z{¿N>og `›_m{hmÀH$naÓ`Ò`dem{@o[ VV≤ $&& 60 && 

 

 

 



 

 

 

 

 

    

  

 

 

 

 

61．“阿尔诸那呀！至尊主居于每个人心中，指导着众生的行

动，而众生却执著于玛雅这座物质能量的机器。” 

 

 但是，如果主就在我们心中，我们又为什么对他的存在视

而不见呢？这是因为，我们的物质身体受到玛雅强大力量的驱

使。玛雅的物质体系是我们灵性发展中的障碍，由于它的存在，

我们在物质世界的生死轮回中不断地反复。那么，我们又能在何

处寻求庇护呢？ 

 

62．“巴茹阿特啊！全心全意地皈依他吧！靠他的恩赐，你会得

到超然的平和，臻达至尊无上的永恒居所。” 

 

 因此，一切生物都应该皈依恒久居于他们心中的至尊存

在。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够摆脱物质存在的一切痛苦。靠这样的

皈依，人不仅将从今生的所有痛苦中得到解脱，而且将最终到达

至尊主的境界。 

 

63．“至此我已向你解说了最机密的知识。你应该好好深思，然

后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克利须那传授的知识是真正、唯一的真理，也是臻达的唯

一途径。 

 

 

 

B©Ìda: gd©^yVmZmß ˆ‘{e{@Ow©Z oVÓR>moV$& 
^´m_`›gd©^yVmoZ `›ÃmÍ$T>moZ _m``m $&& 61 && 
V_{d eaUß J¿N> gd©^md{Z ^maV$& 
VÀ‡gmXmÀ[amß emp›V® ÒWmZß ‡mflÒ`og emÌdV_≤ $&& 62 && 
BoV V{ kmZ_mª`mVß Jw̄ mX≤ Jw¯Vaß _`m$& 

od_•Ì`°VXe{f{U `W{¿N>og VWm Hw$È $&& 63 && 

 

 

 



  
 
 
 
 
 
 
 
 
 

 

 

 

 

 

 

64．“因为你是我非常亲近的朋友，所以我才向你讲述这最为机

密的知识。仔细聆听吧，你将从中获益。” 

 

 克利须那将再次对阿尔诸那进行启迪。因为主总是与灵性

寻求者同在，阿尔诸那是克利须那亲爱的学生，所以，克利须那

毫不气馁地对他进行教诲。 

 

65．“时常想着我，成为我的奉献者，崇拜我，礼赞我。这样你

必到达我。我向你作出保证，因为你是我亲密的朋友。” 

 

 主就在他的心中，因此，阿尔诸那应该向主寻求庇护，仔

细聆听主的话语。随后，克利须那又向阿尔诸那解释了什么是真

正的自我牺牲。 

 

66．“不要悲伤，因为我将使你摆脱一切罪恶，因此，你应该放

弃其它一切职责，直接皈依到我的门下。” 

 

 阿尔诸那应该放弃一切物质的念头，全心全意地在克利须

那处寻求庇护。这样，他的灵性导师就会逐渐提升他的灵性境

界，使他摆脱一切罪恶，因此，他不应该过于注重自己在灵性发 

 

 

 

 
gd©Jw¯V_ß ŷ`: l•Uw _{ [a_ß dM:$& 
BÓQ>m{@og _{ —T>o_oV VVm{ d˙`mo_ V{ ohV_≤ $&& 64 && 
_›_`m ^d _X≤^∑Vm{ _⁄mOr _mß Z_ÒHw$È$& 

_m_{d°Ó`og gÀ`ß V{ ‡oVOmZ{ o‡`m{@og _{ $&& 65 && 
gd©Y_m©›[naÀ`¡` _m_{Hß$ eaUß d´O$& 

Ahß Àdm gd©[m[{‰`m{ _m{jo`Ó`mo_ _m ewM:$&& 66 && 

 

 

 



 

 

 

 

 

    

  

 

 

 

 

展中的进程，而应该仔细聆听导师的教诲，以导师为榜样。所有

的圣人都这样说过。看似为全世界的人提供的圣典，实际上，是

真正的“秘密的教义”，其秘密之处在于，只有那些在灵性方面

有特别潜力的人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才能从中受益。阿尔诸那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下面一句中，克利须那解释了有价值的信徒

所具备的特征。 

 

67．“这门机密的知识（《集塔》）永不可以向那些不苦行、不

虔敬、不从事奉献服务的人解说，也不可向诽谤我的人解说。” 

 

 《集塔》一书不是为诽谤、不尊敬克利须那的人准备的。 

 

68．“那些对我虔诚奉献、将这门神秘的知识传授给我的崇拜者

的人必将回归于我。” 

 

 克利须那又谈到了那些传播这门神秘知识的人。 

 

69．“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现在、过去，还是未来，没有一个

人比他与我的关系更为亲密的了。” 

 

 那些向其他崇拜者传授神秘知识、有坚定信仰的人是克利

须那最亲爱的人，因为他们是神圣祝福的源泉，是他们引领他人

到达灵性的终点。 

 

 
BXß V{ ZmV[ÒH$m` Zm^∑Vm` H$XmMZ$& 
Z Mmewlyfd{ dm¿`ß Z M _mß `m{@‰`gy`oV $&& 67 && 
` B_ß [a_ß Jw̄ ß _X≤^∑V{Ódo^YmÒ`oV$& 
^p∑V® _o` [amß H•$Àdm _m_{d°Ó`À`gße`: $&& 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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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我相信，一个人如果能够仔细地阅读和研究我们之间这些

神圣对话，就可算是以雅格亚智慧崇拜我了。” 

 

 “雅格亚智慧”是指能够令人获得智慧的知识。这种智慧

是靠对主的直接感知获得的。 

 

71．“只要心无恶念、虔诚聆听，就会远离罪恶，到达虔诚者居

住的正义世界。” 

 

 只要能够做到仔细聆听、心无恶念，崇拜者就能达到崇高

的灵性境界。 

 

 在第 67－71 句中，克利须那表示，向值得的人传授《集

塔》中的教义是极为重要的。聆听神秘教义能够在崇拜者的心中

激发臻达至尊之境的强大动力，那些向他人宣传圣典的人是克利

须那最亲密的人。 

 

 最后，克利须那问阿尔诸那是否理解并吸收了他的教诲。 

 

 

 

A‹`{Ó`V{ M ` B_ß YÂ`™ gßdmX_m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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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mdmZZgỳ ÌM l•Uw`mXo[ `m{ 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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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帕萨啊！你是不是用心聆听了我的话语？你的愚昧和迷惑

现在驱散了吗？” 

  

73．“阿尔诸那说：阿弛俞特啊！由于你的恩赐，我恢复了辨别

力，所有的疑惑和无知已经一扫而光，并且随时准备按照你的训

令行动。” 

 

 阿尔诸那被彻底说服了。然而，在不久之前，当他站在两

方阵前时，看着军中自己的众多亲友，他曾经说过，“哥文达

啊，杀害了自己的亲友之后，我们怎能获得快乐？这样的战争会

彻底摧毁家族传统，祖先也会因为失去了饭水的供奉而堕落，种

族混杂也会出现。自认为是智者的我们却心甘情愿地犯下罪过。

我宁愿放下武器，不作任何抵抗，任由考若夫军队在战场上将我

杀死。” 

 

 实际上，《集塔》是由阿尔诸那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问题贯

穿始终的。在第二章第七句中，他说，“我请求你指引我，采用

什么样的崇拜方式我才能最终到达至尊之境呢？”在第二章第 54

句中，他说，“感知融于这样的超然之中的人有何种特征？”在

第三章第 1 句中，“如果您也认为智慧之道比行动之道更胜一筹

的话，凯沙瓦呀，您为什么还要让我参加这场可怕的战争呢？”

第 36 句，“人们虽然不愿为恶，却往往身不由己，是什么力量在

驱使他呢？”第四章第 4 句，“太阳神出生早过你，我怎能相信

是你将瑜珈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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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了他呢？”第五章第 1 句，“克利须那啊，您向我解释了通过

弃绝行智慧之道和无私行动之道，但是我请您明确地告诉我，到

底哪一种方式于我更有益呢？”第八章第 1、2 句，“指点我，至

尊的存在啊，给我解释什么是婆罗门创世主、阿迪亚特玛、行

动、阿迪布特和阿迪岱瓦吧。谁是阿迪雅格亚，他如何居于肉体

之中，那些能够控制思想的人又是如何最终实现对你的认知

的？”第十章第 17 句，“哥文达啊，我如何才能持之以恒地对你

的存在进行反思、禅定，应该以何种方式崇拜你呢？”第十一章

第 4 句，“我的主，伟大的瑜珈师啊，如果可能的话，请向我展

示你那永恒的形体吧。”第十二章第 1 句，“在瑜珈修练之中，

哪种人更加优秀，是那些以虔诚之心崇拜你已经显现的形体的，

还是那些对你永恒不灭、未经显现的灵魂进行反思的呢？”第十

四章第 21 句，“主啊，请您告诉我，一个已经超越三种特性的人

有何特征，他以何种方式生活，又如何超越了这些属性。”第十

七章第 1 句，“克利须那啊，有些人虽然进行崇拜，却从不遵循

经典中的指示，他们具有什么样的品质呢？是萨特瓦，茹阿扎

斯，还是塔玛斯？”第十八章第 1 句，“臂力无穷之人啊，我想

了解弃绝和牺牲的目的和原则，请对我加以启迪吧。” 

 

 在《集塔》中，阿尔诸那不断地向克利须那提出问题，问

题得到解答后，他说，“哥文达啊，现在我随时准备按照你的训

令行动。”当然，所有上述问题不仅仅是阿尔诸那个人的疑问，

而是全人类的。最后，当一切问题都得到了解答之后，阿尔诸那

的疑问一扫而光。 

 

 在第十一章中，克利须那向阿尔诸那显示了自己的宇宙形 

 

 

 

 



 

 

 

 

 

    

  

 

 

 

体，然后说，“我亲爱的阿尔诸那啊，只有依靠完全而坚定不移

的虔诚奉献，崇拜者才能直接窥见我的这一形体，认识其本质，

甚至最终与其成为一体。”在本句中，他关心地询问阿尔诸那，

他的全部问题是否得到了解答。阿尔诸那说，他的全部疑问都已

消除，并准备按克利须那的指令行动。 

  

74．“桑捷说：这就是我听到的两个伟大的灵魂---克利须那和阿

尔诸那之间神秘而崇高的对话。” 

 

 从本句中，我们可以看出，阿尔诸那也是个崇高的灵魂，

一个瑜珈大师，灵性寻求者，而不是个杀人机器。 

 

75．“由于维亚斯的恩赐，当克利须那亲自向阿尔诸那讲述时，

我直接从这位瑜珈之主那里听到了这些最神秘的对话。” 

 

 桑捷认为，克利须那是瑜珈之主。也就是说，他既是个瑜

珈大师，也拥有向他人传授瑜珈的能力。 

 

76．“王啊！每当回忆起克利须那和阿尔诸那之间这番奇异而神

圣的对话，我就感到快乐，每一时刻都激动不已。” 

 

 如果能够把这神圣的对话牢记在心，因此而感到满足，其

他的崇拜者也同样能象桑捷一样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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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王啊！每当记起主克利须那神妙的形体时，我就感到无比

惊奇和喜悦。” 

 

 其他的崇拜者也能够经历同样的喜悦。 

 

 下面是全书的总结： 

 

78．“哪里有玄秘之主克利须那和勇不可当的弓箭手阿尔诸那，

哪里就一定有富裕、胜 利、超凡的力量和道德。这就是我的看

法。” 

 

 阿尔诸那的弓箭是冥想和对感官的控制，这种冥想和控制

是以灵性最高境界的到达为目的的。克利须那和阿尔诸那出现在

哪里，哪里就有胜利、主的光芒和坚定不移的信 念。 

 

 伟大的射手阿尔诸那不再是普通人类中的一员。《集塔》

是对阿尔诸那所在的名为德瓦帕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历史

事件的戏剧化描述。阿尔诸那的时代虽然结束了，但是，他对主

的真理的感知并没有结束。在书中，瑜珈大师克利须那三番五次

地强调过，他恒久地居于人的心中，在所有人的心中。阿尔诸那

象征着虔诚的奉献，只要崇拜者拥有虔诚奉献的精神，他就会拥

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和决心，能够永远在物质与灵性的战斗中取得

胜利。灵性境界的臻达是不受时间、地点和人物的限制的，是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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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的、永恒的。只要生物继续存在，主就继续存在于万物的心

中，因此，只要拥有虔诚奉献的精神，崇拜者就一定能达到阿尔

诸那的境界。 

 

� � � � � 
 

 在第十八章的开始，阿尔诸那请求克利须那就弃绝和牺牲

的相同和不同点对他加以启迪。克利须那解释说，很多人认为，

完全放弃一切物质活动就是弃绝，放弃一切活动的结果就是牺

牲；有些学识渊博的人宣称，一切活动都是有瑕疵的，因此一切

活动都应该放弃；然而，也有其他圣者认为，祭祀牺牲、布施、

赎罪苦修这类的灵性行为永远不应该放弃。克利须那本人认为，

祭祀牺牲、布施、赎罪苦修使人具有超强的洞察力和智慧，因

此，人们不应该放弃。真正的弃绝是不懈地进行祭祀牺牲、布施

和赎罪苦修，同时放弃所有邪恶的冲动，只有这样的弃绝才是真

正完美的。带有某种物质目的的牺牲具有情欲和道德盲目的性

质，为了欺骗自我而进行的牺牲则是邪恶的。 

 

 在行为时人无论是遵循还是违背经典的指示，人的思想、

言辞和身体发出的行动都因五种原因而产生：行动的发出者心

意、不同的中介或方式、为行动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坚持到底的

决心、以及人在前世修得的善行或恶行（天意）。由于这五种原 

 

 

 

 

 



  
 
 
 
 
 
 
 
 
 

 

 

 

 

因的存在，一切活动才得以存在。然而，有些人认为，完美的主

是行动的发出者，有这种信仰的人既没有成熟的判断力，也不知

真理的真正本质，他们的知识总是为无知的黑云所笼罩。只有人

类拥有了真正的灵性知识之时，笼罩人类的无知的黑云才会得到

清除，灵性的一切才会跃然于眼前。 

 

 主和自然之间有着一条清晰的界线，如果灵性寻求者处于

自然的范畴之内，为三种属性所支配，主就不是行动的发起者，

而是作为旁观者在一旁观看。如果寻求者能够以坚定的信念控制

物质对自己的支配，向主的领域靠拢，主则将与他同在，时时刻

刻保护他的灵性发展。阿尔诸那和桑捷就属于后者。为了实现最

终的赦罪，崇拜者应该把无所不在的主常记心中，并从已经获得

灵性实现的导师那里寻求帮助。 

  

克利须那在本书中第四次谈到了瓦恩的四种分类。自我克

制，控制感官，纯洁、持之以恒、慈悲、正直、虔诚，拥有真正

的智慧，对神圣之存在有直接的感知，是婆罗门所具有的特性。

英勇崇高，决断有力、足智多谋、在战场上勇不可当、慷慨大

度、具备领导才能，是刹帝利的职责。吠舍的职责是保护感官及

提高自己的灵性境界，首陀罗的职责是为他人提供服务。“首陀

罗”是指没有受到神圣启迪的人，这样的人可能会看似专注地进

行冥想，身体处于完全静止状态，但是，他们的思想可能早已神

游四 

 

 

 

 

 



 

 

 

 

 

    

  

 

 

方。对这样的崇拜者来说，为达到高一阶段灵性发展的人提供服

务是最适合的。“首陀罗”常常被理解为“低等人”，其实，它

的真正含义是“处于崇拜最低阶段的人”。通过这样的服务，他

们的德行逐渐得到积累，他的冥想也逐渐进入正途，他的心中逐

渐产生神圣的冲动，并逐渐达到吠舍、刹帝利和婆罗门的阶段。

这里的四个等级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由家庭出身所决定的人的

社会地位，而是在人的本性的基础上对人的崇拜行动所进行的阶

段的划分。瓦恩是衡量人“行动”能力的标准和准绳。 

 

在解释现实的本质时，克利须那许诺说，他将向阿尔诸那

说明，那些已经达到完美境界的人，是怎样臻达至高无上的完美

境界、认知至尊之存在的：一个人如果能够以智慧净化心灵，坚

决控制自己的灵魂，不贪图感官享乐，既不眷恋亦不憎恨，深居

幽僻之地，少食，控制躯体、心意和言语，常处禅定状态，超脱

一切，放弃自我、权力、对物欲的向往、色欲、嗔怒，不眷恋，

平静恬然，这样他就必定能够达到主的境界。 

 

一旦拥有了这样的能力，崇拜者的虚荣心、权力欲、色

欲、嗔怒、自大、愚昧等来源于物质自然的特性就能受到控制和

减弱，洞察力、对物质的不眷恋、自我控制、意志坚定、冥想等

神圣特性得到增强，他就能够与至尊存在融合为一。一旦拥有了

这样超越一切的信仰，崇拜者就能够弃绝一切物欲，专心地以臻

达主的境界为目标，把握真正的灵性现实的本质，拥有感知主和

主的光芒的能力。 

 

 克利须那进一步说，作为最终现实的主居于一切存在的心

中。但是，有些人受到玛雅的诱惑，在物质世界不停地游荡。因

此，阿尔诸那应该将自己的一切活动奉献给主，完全依靠主的慈 

 

 

 

 

 



  
 
 
 
 
 
 
 
 
 

 

 

 

 

悲，在主那里寻求庇护，把全部身心交给主。如果能够放弃一切

物质的念头，全心全意地寻求克利须的庇护，阿尔诸那就能摆脱

一切罪恶，使自己的灵性境界得到提升。同时，他也应该把这门

神秘的知识传授给其他的崇拜者。最后，克利须那问阿尔诸那是

否理解并吸收了他的教诲。阿尔诸那说，他所有的疑惑和无知已

经一扫而光，随时准备按照指示行动。 

 

   一直仔细聆听克利须那与阿尔诸那谈话的桑捷最后进行了

总结。他说，克利须那是至尊的瑜珈大师和瑜珈之主，阿尔诸那

也是个崇高的灵魂和瑜珈导师，每当想起两位圣人神妙的形体

时，他就感到无比的惊奇和喜悦。他还说，哪里有玄秘之主克利

须那和勇不可当的弓箭手阿尔诸那，哪里就一定有富裕、胜利、

超凡力量和道德。当今的物质世界不断变换，唯有至尊的主是永

恒不变的。如果我们把克利须那和阿尔诸那当成是德瓦帕这一特

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历史人物，对我们来说，他们就失去了存在的

价值，《集塔》也失去了它的意义。事实是，克利须那是瑜珈之

主，阿尔诸那是虔诚奉献的圣人，他们一直存在于过去，也将永

远存在于未来。克利须那曾经说过，他就是万能的、无所不在的

至尊存在的化身，他存在于所有人的心中，所有人都应该请求阿

尔诸那般的圣人的帮助，寻求他的庇护。 

 

 

 

 

 



 

 

 

 

 

    

  

 

 

本章详细阐述了“弃绝”的性质和特征。“弃绝”就是完

全的牺牲自我，它是灵性寻求者在放弃他所拥有的一切、到达行

动之终点时所处的一种境界，因此，对自己的能力作出适当估

计、在隐居中生活、专注于即定的职责是其中的必要条件。也就

是说，“弃绝”与“‘无为’境界的实现”是等意的。 

 

 

至此《博伽梵歌》第十八章结束，从而结束了关于对至尊主的感

知、瑜珈之学及克利须那与阿尔诸那间名为“弃绝之瑜珈”的对

话，宗教教师阿德嘎达南德的注释“亚瑟斯集塔”的第十八章也

告此结束。 

 

哈瑞 呜牟 嗒特 撒特 



  
 
 
 
 
 
 
 
 
                                            

 

 

 

 

结束语 

经典的注释者常试图标新立异，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一

点：无论怎样标新立异，真理的本质始终无法改变。报纸上刊载

的内容都是最新的，但是报纸一过了期，就往往失去了存在的意

义而成了一堆废纸。真理却并非如此，它是永恒的、不变的，如

果一个人试图改变或修改真理，那么说明他对真理是一无所知

的。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先知和圣人们都阐述了同样的真理。克利

须那在《集塔》中所阐述的正是这样的灵性真理。 

 

 与常人相反，圣人们勇于挑战并超越盲目的习俗和错误的

传统，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从人类的灵性发展之初，很多看似

真理的传统就存在过，只有那些真正了解真理本质的圣人，如拉

玛、马哈必尔、佛祖、耶酥、穆罕默德等等，才能辨别真理与谬

误，向他人解释真理的含义，鼓励人们勇敢地追求真理。可叹的

是，在这些先知们过世之后，他们的信徒们往往走上信仰的歧

途，开始对出生地、死亡地等等与圣人相关的物质特性进行崇

拜，盲目地把这些伟大的灵魂偶像化。 

 

 

 

 

 

 



 

 

 

 

 

 

                                                                                           
 

 

 这些看似真理的谬误在克利须那的时代也存在过。克利须

那也曾经反对过这些错误的传统并纠正了这些传统，履行了自己

作为先知的职责。在第二章 16 句中，他不是对阿尔诸那说过“真

理的洞察者已探知了真理的奥秘：不真实之物不会持久，真实之

物永不凋谢”吗？同时，他也承认，他不是以主之化身的身份来

说这些话，而只是重复强调了其他先知们曾经一再阐述过的真

理。他对克奢特茹（作为行动之域的人的身体）和克奢特茹阿格

亚（那些能够控制物质身体、灵性正在成熟发展的人）的解释与

其他先知对此的理解相一 致。 

 

 真理是一体的、永恒的、不变的，因此，所有的先知也都

是一体的---他们都是主的代表。在第四章中，克利须那对阿尔诸

那说过，是他将永恒的瑜珈之道传授给了太阳神维瓦斯瓦特。但

是，克利须那出生于可知的年代，而太阳神却出生于遥远的不可

知年代，对此，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克利须那回答说，他和阿

尔诸那都经历过无数次生命，阿尔诸那对此没有丝毫记忆，但作

为灵魂感知者的克利须那却记得一清二楚；他已经把握了自我灵

魂的本质、实现了对主的感知，因此，他是伟大的瑜珈导师。他

已经到达了永不逝灭的、用语言无法形容的精神境界。耶酥、穆

罕默德、纳那克等其他的先知对真理的阐释与克利须那在《集

塔》中的阐释是一致的。 

 

 

 

 

 

 



  
 
 
 
 
 
 
 
 
                                            

 

 

 所有的圣人都是一体的：他们都能够认知主的本质，并且

拥有共同的灵性目标；在达到最终目标之后，他们的灵魂都变得

纯净无瑕，而身体只是灵魂的居所。他们达到目标的方式可能不

尽相同，但是他们都实现了对主的认知。 

 

 无论他生于东方还是西方，是黑人还是白人、贫穷还是富

贵，无论他属于何种宗教，这样的圣人总是超越一切现存的传统

习俗，将主视为最终的、唯一的目标，在通向主的灵性之路上孜

孜前行，并最终臻达主的境界。因此，他们的教义是超越等级、

阶级、肤色和贫富的。正如第 15 章第 16 句中指出的，世上只有

两种存在，即易逝的和不朽的存在，所有的肉体都是易毁灭的，

只有灵魂才是不灭的。 

 

 遗憾的是，圣人的信徒们往往发展自己狭隘的教条，他们

有的人称自己为犹太教 徒，有的人称自己为基督教徒、穆斯林教

徒、或者印度教徒。真正的圣人是超越集团、等级和一切物质界

限的，是面向全人类的。 

 

 因此，无论出身或者等级如何，圣人先知们都是值得全人 

 

 

 

 

 

 

 

 



 

 

 

 

 

 

                                                                                           
 

 

类尊敬的。他们是主的代表，任何对他们的诽谤和诋毁都是对主

的诽谤和诋毁。圣人先知们拥有智慧和洞察力，只有他们才能使

人类在灵性发展方面受益，因此，他们是全世界的施恩者。 

 印度历来就存在着一个历史悠久的改换宗教问题。改换宗

教就是放弃先前的宗教，皈依新的宗教。宗教的改换在社会上产

生的反响是如此的巨大，它甚至危胁到整个国家的存亡。因此，

只有解放思想、从客观的角度看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问题的

起源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我们应该思考并试图回答下列问题：

谁应该对这种大规模的宗教改换负责？宗教改换者在转换宗教后

是否有了更好的转变？我们知道，主是唯一的，达摩也唯一的，

那么，人们是否能够真正地改变宗教信仰呢？在所谓的宗教信仰

改变之后，他们的称谓和生活方式有所变化，但这是否意味着他

们信仰了一个新的主呢？ 

 宗教改换对作为永恒真理（萨纳坦达摩）之摇篮的印度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这种耻辱，人们即使将头悬梁也不为过，

但是，头悬梁也无法解决问题，我们应该仔细思考、追根究原。  

 中世纪时期，由于穆斯林的大规模入侵，印度教徒们错误

地相信，如果他们接受外族人的一把米或者喝他们的一口水，自

己的达摩就会丧失。由于这种信仰的存在，成千上万的人夺取了

自己的生命。他们并不了解达摩的含义，但是，却愿意为达摩献

出生命。物质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无法污染永恒、不灭的灵魂，

他们又怎么可能因为触摸而丧失自己的达摩呢？事实上，真正遭 

 

 

 

 



  
 
 
 
 
 
 
 
 
                                            

 

到毁灭的并不是达摩，而是错误的信仰。在费柔兹图格拉克王朝

统治期间，巴雅那的卡吉穆曾经给苏丁制定了一条法律：印度教

徒没有坚定的信仰，因此，穆斯林有权向印度教徒口中吐口水，

以此来拯救印度教徒。就这样，有的人向一个印度教徒口中吐口

水，改变了一个人的信仰，有的人向水井里吐口水，改变了成千

上万人的信仰。但是，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残暴的统治，

而是在于印度教社会本身。 

 那么，那些改变了宗教信仰的人是否获得了真正的达摩

呢？当然没有，他们的信仰没有根本地得到改变，改变了的只不

过是生活方式而已。他们是幻想的可悲的牺牲品，是无知使得他

们忽视了幻想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了改造落后、无知的民

族，穆罕默德制定了一系列的社会秩序，以此来约束人们在婚

姻、离婚、遗产继承、借贷、誓约、赎罪，以及职业和生活等方

面的行为。在各种规定中，他禁止了偶像崇拜、通奸与私通、偷

盗、麻醉剂的服用、赌博、各种不合法的婚姻等等。但是这些规

定并不是达摩，而是改造人类行为和社会秩序的一系列措施。 

穆罕默德在社会方面的教义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但是，人们却常

常忽略他的与达摩相关的观念。他说，安拉对人的每一个行为负

责：哪怕是呼吸时没有虔诚地把安拉时刻铭刻在心，安拉也会谴

责和惩罚他。在日常生活中，又有多少人能够按这条原则行为处

事呢？他还说，人类不应该伤害任何人和事物，哪怕是野兽，他

们也不应该伤害，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听到安拉的声音。但是在

后来的宗教实践中，伊斯兰教徒们把这条原则局限于麦加的大清 

 

 

 

 



 

 

 

 

 

 

                                                                                           
 

 

真寺：在这里 ，教徒们不能拔一束草，屠杀一头野兽，或者伤害

任何人。由此可见，穆斯林们也被种种误解所误，没有真正理解

伊斯兰的教义。实际上，大清真寺是怀念先知穆罕默德的纪念

碑。 

 在伊斯兰教的历史上，只有塔布瑞孜、曼索尔和伊克保能

够真正理解伊斯兰的真正含义，因此，他们曾经受到宗教狂热分

子和偏执狂的百般折磨，受尽迫害。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曾被指

控为试图宣扬无神论，并因此被毒死；在耶酥时期，耶酥赐予无

知的人以智慧的光明，却因此在安息日受到折磨并被钉死在十字

架上。即使在当代的印度，这种状况依然存在，圣人们常常因对

真理本质的了解而被指控为危害信仰，而那些所谓虔诚的宗教信

徒则常常对宗教的真正本质视而不见。 

 瓦施斯萨、舒克拉查亚、克利须那、佛祖、摩西、耶酥、

穆罕默德、圣人拉姆达斯、达亚南德等先知们熟知经典上所记载

的各种社会方面的教义，他们因此才能够规范人们的社会生活和

行为。这些教义是针对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而定的，而人

类社会在各个时期所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这就决定了这些社会

教义的非永久性，因此这些教义也不是真正的达摩。 

 社会上的种种邪恶极大程度地危害了真正的宗教实践，而 

 

 

 

 



  
 
 
 
 
 
 
 
 
                                            

 

 

先知们为根除社会的种种邪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先知们

所制定的社会秩序并不属于达摩的范畴，这些社会方面的教义只

能够满足一两个世纪的社会需求。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不同的

社会面临的社会问题不同，这就决定了这些社会教义的短暂性和

易逝性。在锡克教建教之初，宗教领袖古儒勾宾德·星将以剑为

特征的功夫组织列为教内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由于社会意识的

变化，这一项教义已经不再适用。耶酥曾经以驴为座骑，并禁止

他的信徒盗驴，但是，今天人们不再以驴为交通工具，因此，这

项原则也就失去了意义。在《摩呵婆罗多》和《博伽瓦谭》中，

克利须那既有关于最终真理和灵性之本质的教义，也有以当时社

会的需要为基础的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如果我们无法认识到灵性

教义与社会教义的区别，按照社会教义的原则进行灵性的发展，

我们一定会感到无比困惑。令人难过的是，大部分的信徒过于注

重社会教义部分的原则，他们不但常常引经据点，引用这些教

义，还往往在社会行为方面走上极端。因此，先知们关于行动的

概念被他们歪曲，变成了完全的自我欺骗，包括《韦达》、《罗

摩衍那》、《摩呵婆罗多》、《圣经》和《古兰经》在内的各种

宗教经典都充满了无知和因无知而产生的偏见。 

先知们涉及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克奢特茹，即内部行动之

域。人们常常认为，行动之域有两种，即外部的和内在的，这其

实是一种误解。根据先知们的阐述，行动之域只有一种，但是由 

 

 

 



 

 

 

 

 

 

                                                                                           
 

 

 

于个人的喜好不同，信徒们对此往往有不同的翻译，这就造成了

这个概念的多元化解释。只有在臻达克利须那的境界之后，他们

才能正确理解其中的真正含义，才能正确理解《集塔》和克利须

那所述的一切。 

 衣食住行及社会行为都是人类生来就有的本能，因此，历

史上的各种宗教都是关于灵性发展的，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启示是

关于人类生活外部各种现象的。在这方面，克利须那又能做出什

么规定呢？比如说，在女孩数量多于男孩的社会，一夫多妻制占

主流，而在男孩数量多于女孩的社会，一妻多夫制则会成为主

流；人口数量偏低的国家会鼓励人民多生育并实行奖励政策，人

口数量偏高的国家则会鼓励人民计划生育并对多生育的家庭进行

惩罚。印度的韦达时代曾经有过一对夫妇应生育至少十个子女的

规定，但在人口过度膨胀的今天，这项制度显然不符合社会的需

求。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集塔》中完全没有关于物质生活和

财富方面的阐述。在第九章 20-22 句中，克利须那说，“那些研

习韦达诸经、畅饮神圣甘露、排除一切罪恶的人，那些通过雅格

亚崇拜我、追求天堂般存在的人，将会因他们的美德而得到回

报，在天堂中享受神仙般的快乐。”也就是说，主会满足崇拜者

的一切愿望，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 的。但是，崇拜者在短暂

地享受天堂般的快乐之后，还将重新降生到物质世界。由于他们

坚定不移、永恒不变的信念和对主无私的崇拜，他们得到主的保

护并永 

 

 

 



  
 
 
 
 
 
 
 
 
                                            

 

 

远不会遭到毁灭。人类即定的精神职责是在内心发生的一种灵性

的转变，既然如此，在人身体之外建设寺庙、清真寺等各种所谓

的崇拜之所、进行无谓的偶像崇拜又有什么意义呢？印度教徒应

该是萨纳坦达摩之永恒真理的寻求者，萨纳坦达摩是由于永恒

的、不灭的主在人类内心的觉醒，由于它的存在，人类能够认知

“自我”的意义。印度教的祖先曾经孜孜不倦地寻求真理，并且

向全世界的人类传播了他们远见卓识的启示；他们能够超越本民

族的传统和偏见，在永恒真理的寻求之路上探索、成功，因而是

萨纳坦达摩的真正信徒。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印度教徒渐渐

成为错误观念的牺牲品，并且由于对欲望的沉迷而陷入了谬误的

误区。克利须那曾经一再对阿尔诸那提出警告，他说：诸如众神

之类的实体是不存在的，他们不过是人类的想象，只有主才是实

际的存在，因为是主一直支持人类的信仰、对他们进行惩罚或者

奖励；主是无所不在的，他使人类的信仰世世代代延续下去；因

此，崇拜虚幻存在的神的信徒是无法获得最终赦罪的；那些崇拜

所谓的众神的，到达的只能是幻境，那些崇拜祖先的，无法逃脱

过去的阴影而永远停滞不前，这些人都是无知的代表。克利须那

还说，这样的所谓的崇拜不仅仅对人类的灵性发展无益，而且对

存在于他们内心的主产生巨大的危害，因此，这样的崇拜是不正

当的、邪恶的；主才是真实的存在，因此，人类应该全心奉献于

主、不再有其它的灵性渴求。人类真正的崇拜之所应该在于他们

的内心深处，但是，他们往往无法理解这一点而盲目地崇拜石

头、水等毫无价值之物。 

 

 

 



 

 

 

 

 

 

                                                                                           
 

 

《集塔》和《韦达》的主要区别在于，物质财富的问题在《集

塔》中只是间接提及、偶然涉及，而非其主要论述方向。《韦

达》是灵性寻求者在灵性寻求旅途中的里程碑，但是，在达到最

终灵性目标之后，对寻求者来说，《韦达》就不再有存在的意

义。正如克利须那在第二章 45 句中所说的，《韦达》讨论的仅仅

是物质自然的三种形态，阿尔诸那应当超越这三种形态，摆脱一

切世俗苦乐的束缚，集心意于永恒，不为利益和安全而焦虑不

安，以此献身于内心的自我。在 46 句中，他又说，最后的赦罪之

后，阿尔诸那将不再需要《韦达》，正如面临无边无垠大海的人

不再需要池塘一样。他还提到，真正实现了对主感知、超越了

《韦达》的人，是个真正的婆罗门。在第八章第 28 句中，他说，

一旦把握了主的本质，瑜珈师就会超越一切《韦达》所述的回

报、牺牲仪式、苦修、布施，达到最终的赦罪。也就是说，只要

还没有到达灵性旅途的终点，即定的雅格亚职责就不算完成。在

第十五章中，他还说，主就好象一棵菩提树，作为分枝的整个世

界都从根部汲取养分，能够明白这一点的瑜珈信徒就算是了解了 

《韦达》的本质；然而要获得这种知识，光靠书本知识是没有用

的，崇拜者必须以伟大的圣人先知为师，只有这样，他才能窥见

灵性的光芒，因为，这些先知是一切知识的源泉。 

 《集塔》认为，世上只有一个主的存在。然而，世世代代

以来，印度教徒们一直在供奉一些虚幻的神；佛教徒们虽然非常

重视克利须那的教义，但他们也走入了崇拜的误 区，雕刻了佛祖

的神像而致力于盲目的偶像崇拜，却忽略了灵性导师阿南德的话 

 

 

 



  
 
 
 
 
 
 
 
 
                                            

 

 

 

 

“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崇拜那些还处于存在状态的事物。”以上

这一切都足以证明，宗教信徒们对达摩的真正本质一无所知。 

 

 但是，寺庙、清真寺、教堂、圣地、偶像、纪念碑等等各

种神圣的崇拜之所并非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它们最主要的意义就

在于使人们把过去时代的所有先知铭记在心，使人们把他们的理

想和成就牢记在心、永生不忘。这些圣人先知中既有男性，也有

女性。扎纳克的女儿席塔是个女性婆罗门，在她父亲的影响下，

她开始进行严格的苦修。虽然在当世成功并没有眷顾她，但是，

在下一世，她上一世的苦修得到了回报，她得以与主拉姆团聚、

成为主的妻子，并被尊为完美和永恒的象征。米拉诞生于皇室家

庭，对主的虔诚信念在她的心中渐渐觉醒，经过不断的努力，她

最终胜利地到达了灵性发展的终点。人们建造了各种神庙和纪念

碑纪念她，并以她为虔诚的榜样。无论是米拉、席塔，还是其他

的圣人，都是在灵性发展方面的理想典范。 

 

 当然，出于对先知们无比的虔诚和热爱，信徒们很自然

地、不可抗拒地被先知的遗物所吸引和征服，因为这些遗物使信

徒们将他们牢记在心、给信徒们以启迪，并指引他们在灵性旅途

上继续前行，一步步地向先知们的境界靠拢。这是真正的崇拜。 

 

 

 



 

 

 

 

 

 

                                                                                           
 

 

 

恰恰相反，盲目地相信仅仅依靠供奉树叶和鲜花就可以到达最终

目标的态度是绝对不可取的。 

 至于从宗教典范那里获得智慧或者树立纪念碑以纪念这些

典范，无论我们以何种形式来命名这些纪念场所，是修道院、寺

院、庙宇，还是清真寺、教堂、僧院，只要我们真正关注的是其

灵性方面的意义，它们就有一定的价值。去这些场所朝圣时，我

们思考的应该是灵性方面的问题，例如：它们纪念的是什么人、

什么事，这个人曾经有过哪些成就，他为此经历过哪些苦难、最

后又如何实现了目标，等等。如果对我们的灵性发展没有任何启

迪，而只能令人们盲目地遵循一些即定的教条，这些场所不但没

有任何存在的意义，还会给人们带来无穷的灵性危害。 

 对印度教徒来说，音节“噢姆”，也叫“普拉纳瓦”，表

示至尊的存在，是主的象 征。韦达作品指出，无论是过去、现

在，还是未来，“噢姆”都是唯一真实存在的事物。“噢姆”象

征着无所不在、全能的、永恒不变的主，世上的一切信仰、崇高

的存在、《韦达》、雅格亚、一切言辞、回报，还有动态或者静

止的一切，都由这个音节而诞生。在第七章第 8 句中，克利须那

说：“我是……神圣的音节噢姆。”第八章第 13 句中，他又说，

“如果他的灵魂能够脱离肉体的束缚，吟诵着噢姆——神圣的字

母组合，将我铭记在心，他必将实现最终的赦罪。”在第九章第

17 句中，他说， “我是整个世界的创造者、保护者， 也是行动

的回报者；是宇宙之父、宇宙之母和全宇宙的始祖；我是神圣、

永不消失的 

 

 



  
 
 
 
 
 
 
 
 
                                            

 

 

 

音节噢姆；我还是《瑞歌韦达》、《萨摩韦达》和《亚诸尔韦

达》。” 第十章中，他称自 己为音节中的“噢姆”和字母中的

元音、噢姆中的第一个音“阿卡”。在第十七章第 23、 24 句

中，他说，“从创世之初开始，噢姆、塔特、萨特这三个音就一

直用来象征至高无上的存在，所有的婆罗门、韦达、雅格亚都诞

生于这个存在。”“因此《韦达》的信徒为了接近至尊，在履行

即定的职责，即雅格亚、布施、赎罪苦修之前，总是以‘噢姆’

的吟诵开始。”由此可见，克利须那认为，虔诚地以先知为导师

并吟诵“噢姆”是信徒在崇拜与禅定时必须做到的。 

克利须那是个先知，是伟大的灵性导师，是瑜珈的授予

者。他认为，要想获得灵性知识、实现最终的赦罪，信徒必须以

先知为导师，不然的话，即使到千万个圣地朝圣，他也无法实现

对主的感知。在第四章第 34 句中，他认为，灵性导师已经实现了

对主的感知，能在灵性发展方面对阿尔诸那进行指点，因此他要

求阿尔诸那以赤诚之心皈依灵性导师，询以疑难，不耻下问，全

然服从，这样他就能获得神圣智慧。在第十八章中，他又强调了

寻求灵性导师的重要性：“知识、获得知识之道、知者是三个促

使行动产生的因素；行为、动因、行为者这三个因素形成了行动

的基础。”由此可见，克利须那认为，灵性导师是行动得以实现

的首要条件。 

 

 



 

 

 

 

 

 

                                                                                           
 

 

 

 

关于妄念的问题，书中常有涉及。《集塔》阐明了这些错误观念

产生的原因。在第二章第三十九句中，克利须那对阿尔诸那说，

智慧之道和无私行动之道都可以帮助他摆脱行动的束缚，并超越

行动的结果，哪怕只遵循少许行动或者智慧之道，人们也终将在

灵性之路上殊途荣归。这两种方式都只有一种行为（即坚定不移

的行动）、一种决心、一个方向。但是无知者的智慧就好象是杂

草丛生，多头乱绪，他们设计出各种各样无用的仪式和礼节，却

美其名曰“行动”。真正的行动是主所确定的崇拜行动，行动的

实施能够使人摆脱物质世界的苦海。因此，阿尔诸那应该将自己

奉献给真正的行动。 

 人即定的行动只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崇拜、冥想或禅定，

但是同一种行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即智慧之道和无私行

动之道。行智慧之道的人先对自己的能力作一个适当的估计然后

行动，他了解自己灵性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和每一个进展。行无私

行动之道的人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他的灵性导师、听从导师的指

点，因此，无私行动之道又叫奉献之道。值得注意的是，行这两

条道的崇拜者都离不开灵性导师的帮助和启迪，二者唯一的区别

在于，前者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行动，而后者则完全

依靠灵性导师的指引达到目标。因此，克利须那说，这二者的实

质是相同的，因为二者都拥有共同的目标---实现最终的赦罪，能 

 

 



  
 
 
 
 
 
 
 
 
                                            

 

 

 

 

够了解二者之相同本质的灵性寻求者就算是掌握了真理的实质。

无论踏上哪一条路，灵性寻求者都需要消灭自己的欲望，这样他

们就能达到同一个目标---实现对主 的感知。 

 主所指定的行动就是雅格亚。在第三章第 9 句中，克利须

那向阿尔诸那明确指出，“‘雅格亚’的实行是唯一的行动，人

类所进行的其它种种行动都不过是物质束缚罢了，所以，琨缇之

子啊，解放自我，全心全意地对主尽你应尽之责吧。”真正的行

动能够把灵魂从物质世界的苦海解救出来。在第四章中，克利须

那以多种方式对雅格亚行动进行了解释，但是，从根本上来说，

雅格亚就是那种使人臻达至尊境界的行为。控制呼吸、禅定、反

思、控制感官等等实行雅格亚的多种方式构成了雅格亚。克利须

那说过，雅格亚是灵性的，而不是物质的，也就是说，对主的崇

拜应该是精神上的，而不在于物质供奉的多少。真正的雅格亚是

对物质生活的节制和对感官和思想的控制，真正的智慧是完成雅

格亚的职责之后所达到的对主永恒不灭之本质的感知状态。正是

由于拥有了这种超常的感知，瑜珈大师才能够最终实现与主的融

合，这一目标一旦实现，他的灵魂得到彻底的解脱，一切行动都

与神授智慧融为一体，因此他将不再需要行动。 

 

 

 



 

 

 

 

 

 

                                                                                           
 

 

 

 

《集塔》一再强调了雅格亚---行动---的重要性。在第六

章的一开始，克利须那就将雅格亚定义为“即定的职责”。在第

十六章中，他又说，只有在完全消灭了心中的欲望、嗔怒和贪念

之后，崇拜者的雅格亚行动才算是真正开始。在第十七、十八章

中，他又着重强调了这一职责的价值及其正义性。 

 

 然而，不幸的是，尽管克利须那一再强调，世人们还是固

执己见，他们认为，世俗的活动就是行动，只要在行动时做到无

私、不注重行动的结果就行了，没有任何放弃行动的必要。他们

错误地认为，只要在履行灵性职责时有强烈的责任感，行动之道

就能达成；只要有对主的献身精神，弃绝之道就能实现；只要完

成向一切生物供奉祭品、为祖先祭水、向火祭祀以满足维施奴、

吟唱“斯瓦哈”等“五大祭祀”，雅格亚就得到了执行。如果克

利须那没有对雅格亚职责作出明确的解释，信徒们会把按照自己

的意愿随便进行的供奉都算作雅格亚。虽然智慧和理性提醒人们

按宗教经典的要求进行崇拜，但是，由于祖先遗传下来的各种传

统和习俗的存在，人们还是拒绝执行克利须那的指示。人们可以

轻易地放弃物质财富，却无法消除思想中和心中的偏见。 

 

 显然，弃绝律己是实行雅格亚的一个必要前提，那么，在 

 

 

 



  
 
 
 
 
 
 
 
 
                                            

 

 

 

最后的感知、完全的弃绝 到来之前，是否存在其它的阶段呢？从

克利须那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他的时代曾

经存在着一个教派，他们洋洋自得、自吹自擂，认为自己不仅不

实行点火仪式，而且甚至放弃了禅定，因此已经到达了弃绝的阶

段。对此，克利须那肯定地说，世上没有一种特定的实行智慧之

道或者奉献之道的方式，真正的弃绝是个人意志的彻底停止存在

和欲望的彻底消除，在此之前，不可能有真正的弃绝。在众多的

章节中，他指出，仅仅靠不点燃火焰和停止各种行为是无法实现

真正的弃绝、成为瑜珈大师的。 

 

 一旦能够掌握雅格亚和行动的实质，我们也能够轻易地理

解《集塔》中的其它概念：战争，行动的四个阶段，瓦恩山卡，

智慧之道，行动瑜珈，等等。在本书的开始，阿尔诸那不愿意进

行战斗，甚至放弃他的弓箭以示抗议。通过向阿尔诸那传授关于

行动的知识，克利须那不仅使他认识到战斗的重要性，并且说服

他履行自己即定的职责。但是，《集塔》全书中没有任何关于血

腥战争的叙述，因为从第二、三、十一、十五章中，我们可以看

出，行动不是物质意义上的战争，而是一种灵性行为，是通过冥

想和禅定使思想和感官得到控制，从而履行既定的职责。事实

上，阿尔诸那在书中所面临的难题是每一个人在灵性寻求之路上

都会遇到的，他的痛苦与犹豫不决既存在于历史的过去，也存在 

 

 

 



 

 

 

 

 

 

                                                                                           
 

 

 

于当代社会。当人们试图控制思想、集中整个心神时，他们会很

容易被欲望、愤怒和对物质的痴迷困扰，因此，与它们作战、彻

底消除它们对思想的影响就是战争。靠物质战争获得的和平和安

宁是转瞬即逝的，靠灵性战争获得的和平和安宁却是永恒的、不

灭的。 

 这是真正的和平，之后，人的心灵再也不会起伏不定，这

种和平只有在完成即定的崇拜职责之后才能实现。克利须那将这

种崇拜分成四个瓦恩：首陀罗是那些初入灵性之途的人，他们拥

有不完全的知识；一旦获得某种特别的能力并积累了一定的精神

财富，他就进入吠舍阶段；一旦获得了征服自然的三种属性的能

力，他就到达第三个阶段——刹帝利 阶段；婆罗门阶段是崇拜的

最高阶段。一旦实现了与至尊之主的融合，崇拜者将不再是婆罗

门。“瓦恩”的意思是“形态”，人的形态不是物质身体，而是

其内在的性格特征。在第十七章第 3 句中，克利须那对阿尔诸那

说：“巴茹阿特之子啊，人的信仰和他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人

的本性是值得尊敬的，因此，人和他的信仰是一体的。”也就是

说，人的信仰造就其性格，信仰以性格为基础。更准确地说，瓦

恩是衡量人“行动”能力的标准和准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为了保护自己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特权，人们渐渐遗忘或者

抛弃了他们的信仰，开始用出生决定人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仅改

变了瓦恩的含义，使其成为社会等级的同义词，而且也扭曲了

“行动”的真正含义。在《集塔》中，克利须那说，他才是四个

瓦恩的创造者。纵 

 

 



  
 
 
 
 
 
 
 
 
                                            

 

 

 

观世界，类似的等级制度仅仅存在于印度，是不是说克利须那仅

仅将印度人划分成了四个由家庭背景决定的等级呢？我们可以在

《集塔》中找到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在第四章第 13 句中，克利

须那说，“我以人的本性和他们的行动为基础创造了四个等

级。”显然，这种划分是以崇拜的行动、而不是以人的出生阶层

为基础的。一旦理解了行动的真正意义，我们会很容易把握瓦恩

的含义。 

 瓦恩山卡就是那些偏离了即定“行动”之道的人。灵魂真

正的瓦恩是至尊的主，因此，瓦恩山卡就是偏离了灵性崇拜之

途、迷失在物质自然的丛林中的人。克利须那曾经说过，对伟大

的灵魂来说，在实现终极目标之后，即使继续行动他也将无所

得，不行动他也将无所失，但是，为了人类世界的利益及秩序的

维持，圣人们继续执行他们的职责。他自己就是如此：他已经达

到了灵性的最高成就，但是他仍然勤勉地完成他的份内之责，引

导信徒走上灵性之途。因为，如果他不履行份内的职责，整个世

界都会分崩离析，整个人类都会遭到毁灭（第三章第 22-24

句）。如果他不谨慎地履行职责，全人类都会效仿他，社会也会

因此而崩溃。众人将轻易地找到放弃灵性之路的借口，因此，圣

人将会成为瓦恩山卡的根源所在。 

 在第一章中，阿尔诸那认为，如果战争不得到禁止，家庭

就会崩溃、优良传统就会消失，瓦恩山卡（私生子）就会产生，

祖先也会因为失去了饭水的供奉而从天堂堕落。对于这些看法， 

  

 



 

 

 

 

 

 

                                                                                           
 

 

 

 

克利须那反驳了阿尔诸那。在第十五章第 7 句中，他强调说：

“居于物质身体之中的不朽的灵魂是我的一部分，那些为思想和

五种感官所控制的人则居于物质自然之中。”他认为，人们向祖

先供奉饭水，正是证明了他们在灵性方面的愚昧和无知，因为灵

魂放弃老而无用的旧身，进入新的躯体，就象人脱下旧装，换上

新装一样。因此，物质的供奉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灵魂蜕去旧的躯壳之后，立即换上一个新的身体。几千年

前逝去的祖先的灵魂躺在某个未知的地方，等待着享用他们后代

的供奉，并因无法得到这些供奉而堕落，这样的想象除了无知之

外，又能算作什么呢？ 

  

 阿尔诸那对瓦恩山卡和祖先灵魂的堕落感到的焦虑使我不

由联想到罪恶与虔诚、品德高尚和品德败坏、正义与非正义的问

题。克利须那认为，那些因灵性的无知而陷入物质的深渊、欲望

无法得到满足的人是最大的罪人。也就是说，贪婪是最大的罪

过，因感官和思想而产生的欲望和嗔怒是一切罪恶的源泉，即使

洗浴千次，人类灵魂深处的罪恶与肮脏也无法得到清除。 

 

 



  
 
 
 
 
 
 
 
 
                                            

 

 

 

 在第四章第 34 句中，克利须那要求阿尔诸那虔诚地为灵

性导师服务，并把圣名记在心中，不断地吟诵圣名、进行禅定，

这样他的心神和感官就会得到控制；他应该以赤诚之心皈依灵性

导师，询以疑难，不耻下问，全然服从，这样他才能获得神圣智

慧，才能消除自己的罪过。 

 

 在第十三章中，克利须那又以不同的方式对同一个问题进

行了强调，他说，那些从雅格亚中汲取精神食粮的圣人能够消除

一切罪恶，而那些沉迷于物质享乐的人将永远与罪恶为伍。我们

知道，雅格亚就是通过禅定和冥想从物质世界的影响与束缚中解

脱灵魂的过程。雅格亚实现之后，人的心中应该只有主的存在。 

 

 虔诚、正义的崇拜者能够摆脱罪恶并终止生死轮回之圈，

以无比的决心崇拜和敬仰至尊之主。在第七章第 29 句中，克利须

那说，“只有那些在我处寻求庇护以脱离生死轮回之圈的人才能

成功地获得关于主、神授智慧及行动的知识。”那些感知了克利

须那的人，最终一定能够获得对赋予万物、万神及雅格亚活力的

至尊之灵的感知；那些全心奉献克利须那的人也会最终认知与克

利须那一体的主，永远居于主的境界。因此，虔诚能够使灵魂超

越生死之圈、驱除心中的罪恶、认知永恒的真理、永居真理之

境，罪 

 

 



 

 

 

 

 

 

                                                                                           
 

 

 

 

恶则使灵魂永居凡人的生死之圈、永生为灵性的缺乏和无知所困

扰。 

 在第十章中，克利须那说，那些了解他无始、永恒、作为

整个世界的至尊本质的智者能够摆脱一切罪恶。也就是说，对无

所不在、永恒之主的感知是解救人类的唯一途径。 

 总而言之，罪恶使人陷入生死轮回之圈而永世不得超生，

虔诚使灵魂逐渐臻达至尊之境并获得神圣的感知。虔诚能够在人

的心中培养正直、诚实、尊重妇女的美德，因此，它是 认知主的

唯一途径。 

 人们常常把罪恶和地狱联系在一起，有人把地狱想象成无

底的深渊、阴间、地府，那么，到底什么是地狱呢？在第十六章

中，克利须那详细叙述了无知的种种特征，他说，人们常常受到

种种物质现象的误导，被物质世界的假象所迷惑，沉迷于感官快

乐之中，最后终于堕入地狱。在第 19 句中，他清楚地解释了地狱

的特征：“性好嫉妒、危害世界的人是最低等的人类，我把他们

投掷到物质存在之洋中，使他们不断轮回、不得超生。”那些胸

怀嫉妒，心藏恶意的人将永远堕入低等生物之圈并永世不得超

生。在随后的诗句中，他又说，色欲、嗔怒、贪念是通向地狱的

三扇大门，每一个聪明的人都应该摒除这些，因为它们导致了灵

魂的堕落。 

 

 

 



  
 
 
 
 
 
 
 
 
                                            

 

 

 

 总结了《集塔》中一些重要的观点之后，我要对《集塔》

关于“达摩”的阐述进行一些简要的论述。克利须那说，不真实

的事物没有任何存在，而真实的事物则永远存在。主是唯一真

实、永恒、不灭、不变的存在，他超越一切思想，无法为人所感

知。行动是人能够控制自己的思想、逐渐臻达至尊之境的一种状

态，把这种状态变成现实就是达摩。在第二章第四十句中，克利

须那说，“无私行动的种子一旦种下，即使得不到精心培育而开

出崇高精神之花，也可以免除人类对生死轮回的恐惧。”因此，

对行动的执行就是达摩。 

 克利须那在灵性寻求者的灵性能力的基础上把行动分成了

四类：初入灵性之途、拥有不完全的知识的人处于首陀罗阶段；

同一个崇拜者一旦在灵性之路上变得坚定，就进入吠舍阶段；一

旦获得了征服物质三种属性的能力，他就到达第三个阶段——刹

帝利阶段；婆罗门阶段是崇拜的最高阶段。一旦实现了与至尊之

主的融合，崇拜者将不再是婆罗门。 

 在第十八章第 46 句中，克利须那对斯瓦达摩下了定义，

斯瓦达摩就是行动时遵从主所赐予的本性。主赐给一个人的达摩

对那一个特殊的个体来说总是最好的，即使他在行善之时遭到毁

灭，也强过盲目效法他人的做法，因为盲从只能带来危险。对每

个特殊个体来说，即使比别人的稍逊一筹，自己的达摩也始终都

是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对一个首陀罗来说，如果他不首先培

养自己的灵性能力，而只是盲目地执行刹帝利的职责，那么他将

面临误入歧途、走火入魔的危险。他应该脚踏实地地培养自己的

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因为他获得的灵性成就会永远跟随他，

只要不断努力，他终将臻达永恒的境界。 

 在最后一章第 47 句中，克利须那又强调说，履行自己的 

 

 

 



 

 

 

 

 

 

                                                                                           
 

 

 

 

职责，即使做得不够完美，也胜过履行别人的职责而做得完美无

瑕。也就是说，达摩就是牢记自己的职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禅

定。 

 那么，究竟谁能够真正拥有灵性的达摩呢？克利须那说，

如果能够一心一意地真心崇拜他（克利须那），即使是罪大恶极

的罪人也能够臻达主的境界、与主和达摩融为一体。 

 最后，克利须那要求阿尔诸那放弃其它一切的所谓责任、

全心崇拜他，因为将整个身心奉献给主的信徒是主虔诚的信徒。

达摩就是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主，就是灵魂逐渐臻达至尊境界的过

程。在臻达至尊境界、与主融为一体、灵性渴望实现之后，先知

们所实现的灵性的感知是整个宇宙唯一的现实。因此，灵性寻求

者应该托庇于这样的先知，以他们为灵性导师，只有这样，他们

才能实现最终的赦罪。 

 达摩是一种神圣的职责，也是通过控制思想和感官实现自

知自觉，把一切感官及生命呼吸向知识瑜珈（自我控制）之火供

奉的行为。通过目标的不断调整，神圣的启迪逐渐得到培养，感

官和各种物质欲望得到控制。这种节制一旦成为自我的一部分，

呼吸及感觉就渐渐变得平静，那些刺激人类欲望的洪流也渐渐被

自我埋藏。雅格亚的施行使对主的感知成为可能。 

 《集塔》为人类提供真理的明灯，用灵性的光芒照耀人 

 

 



  
 
 
 
 
 
 
 
 
                                            

 

 

 

类。世上没有任何一种宗教会教导人们放任自我，纵情声色，沉

迷于欲望、嗔怒和贪婪之中而不能自拔。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是

物质享乐的专家。在古代，人们习文练武，文有《韦达》，提高

人们的灵性素养，武有弓箭和权杖护身。但是在科技发展的今

天，由于拥有各种自动化的武器，人们不再需要这些。为了求

雨，古代的人们常常进行雅格亚祭祀，到了今天，人们只需要求

助于现代化的技术；过去，庄稼主要依靠雨水，当代，人工灌溉

和所谓的“绿色革命”得到普及。对于上述这一切，克利须那的

看法如何呢？他说，由于受到物质自然三属性的影响，人类的物

质生活根据客观环境的不同而变化，正是这三种属性决定了物质

生活形态的不同。人类关于物质世界的知识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

的，但是，在宇宙中存在着一种超越物质知识的、不变的现实，

它超越人类的感知而永恒地独立存在着。人类常常认识不到这种

现实的存在，正如书中的阿尔诸那，他失去了对这种崇高现实的

记忆，是克利须那的教诲唤醒了这种记忆。其实每个人都渴望臻

达至境，但他们常常感到迷惑，因为无知的黑云是如此的厚重，

以至于遮挡了人们的灵性视线。是深知人类内心深处秘密的瑜珈

大师克利须那拨开了黑云、用《集塔》将灵性的光芒赋予了人

类。他的语言是如此的简洁、直接、浅显易懂，任何读者都能毫

不费力地掌握其中深藏的含义。在《集塔》中，克利须那解释了

臻达 

 

 



 

 

 

 

 

 

                                                                                           
 

 

 

 

至尊之境的各种途径，这是他赐予人类的最珍贵的无价之宝。

《集塔》覆盖了灵性知识的各个方面，虽然同样的灵性知识也存

在于《韦达》和《奥义》中，但是，《集塔》是“主之颂歌”，

是一切灵性知识的综合。 

 

 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隐居的生活、对感官的控

制和持之以恒的反思和禅定是实行即定职责的必要条件，《集

塔》对苦行者来说无疑是有用的，但是对普通人来说，它又有什

么用处呢？这种看法当然是不对的。《集塔》是针对每一个人而

言的，它不仅能够指点灵性寻求者到达至尊之境，也能够帮助那

些希望踏上灵性之路的人。 

 

克利须那曾经说过，无私行动的种子一旦种下，即使得不

到精心培育而开出崇高精神的花朵，也可以使人类脱离生死轮回

的苦海。在第四章第 36 句中，克利须那说，“即使你是罪恶之

首，登上神授智慧的方舟之后，你也能立渡苦海。”这里的罪恶

之首又是谁呢？是那些持之以恒进行反思禅定的、还是那些还未

踏上灵性寻求之路的人呢？在第六章中，阿尔诸那询问克利须那

说，“克利须那呀，有些人由于凡心俗念的困扰而无法到达瑜珈

的圆满境界，他们又将如何呢？”克利须那回答他说，这样的人虽

然 

 

 



  
 
 
 
 
 
 
 
 
                                            

 

 

 

犹豫不决，但是他们无论在这个世界，还是在灵性世界，都不会

面临毁灭的厄运，因为，行善之人永远也不会遭受苦痛的折磨。

由于拥有桑斯卡，这样的人或者出生在正义或者富贵之家，或者

成为瑜珈之家的一员，经历数个生命的修行之后，将达到最终的

完美境界。上述所有的诗句都是针对普通人而言的。在第九章

中，克利须那说，“一个人即使是罪大恶极，如果他能持之以恒

地崇拜我、对我奉献一切，他仍然算是圣人，因为他坚定不

移。”即使是罪恶之人，如果能够时时刻刻将克利须那铭刻于

心，尊敬他、崇拜他，相信他是唯一的主，他也无异于圣人。即

使他暂时无法成为圣人，只要持之以恒，假以时日，他必将成为

圣人。无论是妇女，还是被无知者称之为吠舍和首陀罗的人们，

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基督教徒，或者是其他宗教的信

徒，甚至是有罪之人，全人类都有崇拜的权力。因此，一个普通

人也有崇拜的权利，他会一步一个脚印地在灵性之路上前行，直

到到达最后的终点。 

 因此，《集塔》既适用于虔诚的苦修者，也适用于普通

人，它是适用于全人类的。有很多象马哈施·帕坦扎利这样的圣

人曾经对获得至福的方式下过定义，但这种定义是纯粹灵性的，

绝不包括社会方面的教义在内。克利须那则只向自己的跟随者传

授了灵性的知识。他曾一再地对阿尔诸那说，他是自己亲爱的学

生，为了他的利益，向他传授了这既神圣又神秘的知识。最后， 

 

 



 

 

 

 

 

 

                                                                                           
 

 

 

 

克利须那说，阿尔诸那应该向合适的人传授《集塔》中的教义，

如果没有遇到合适的人选，他必须耐心地等待，直到发现合适的

人选为止。这种神圣知识是通向灵性彼岸的唯一路径，因此，向

值得的人传授是极为重要的。 

 圣典和各种纪念碑及崇拜场所一样，使人们将故去的圣人

们铭记在心。从各种圣典中，我们可以对克利须那称之为“即定

的职责”的行为有更深的了解，进而按照指定的方式进行修练。

有时，我们可能会突然间忘记圣典中的记载，这些圣典的存在可

以帮助我们重新恢复记忆。当然， 如果我们拥有这些圣典的目的

只是在上面堆上一堆大米、谷物、檀香之类的杂物，这些神圣的

书籍就失去了它们存在的意义。《集塔》这样的神圣书籍象一个

标杆，指引我们踏上正确的灵性之途，为我们提供支持，直到灵

性目标的实现。 

 在本书中，作者试图将克利须那灵性启示真正的内涵展现

给世人，故将本书命名为《亚瑟斯集塔》。《集塔》自成体系，

对使灵魂获释的所有方式都详细地给予了阐释，每一个要点都清

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尽管如此，作为一本灵性书籍，还是有人

可能无法完全掌握其中深藏的含义。因此，如果对书中的任何一

部分有疑问，崇拜者应该寻求一位灵性导师的帮助。 

OM  SHANTI ! SHANTI !! SHANTI !!! 



  
 

 

 

 

 

 

 

 

                                            
 

谦卑的呼吁 
 

 

《亚瑟斯集塔》一书的意图是为读者提供瑜珈大师克利须那在

《博伽梵歌》中所作的神圣布道，其中包含着对永恒居于崇拜者

心中的至尊灵魂的描述。 

 

读者应该注意，在对《集塔》的理解中，不应该持愤世嫉俗的态

度，否则，就会失去目标、在灵性之途中迷失方向。通过对《集

塔》的学习，哪怕是仅仅理解了书中的一小部分，整个人类也可

以从中大大受益，从而在精神方面获得最大的幸福。 

       

 ---- 阿德嘎德南德 



  
 
 
 
 
 
 
 
 
                                             

录音磁带中每一章的序言 
 

 

1． 《集塔》一书包含着克利须那向人类传达的全部灵性知识，

是对至尊之灵的伟大敬献，是向全人类发出的灵性邀请。

《集塔》特别强调了一心追求世俗生活的人们灵性发展的重

要性。书中说，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男人还是女人、品德

高尚还是罪大恶极、出身高贵还是低贱，任何人都有获得拥

有神圣知识的权利。 

 

2． 宗教经典一般有两个目标：其一是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和文

化，这样人们就可以继续追随祖先们的足迹；其二是保证人

们能够获得最终的、永久的和平。 

 

 《罗摩衍那》、《圣经》、《古兰经》等宗教经典就是以上

述两个目标为中心的。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对物质生活的过

高追求，人们往往过于注重经典中社会方面的教义。在创作

《摩呵婆罗多》时，圣人维德·维亚斯既包括了社会又包括

了灵性方面的教义。但是，《集塔》没有任何物质生活方面

的阐述，也没有任何对社会教义及宗教仪式和规范的强调和

解释，其目的是为了强调灵性教条的重要性。 

 

 

 

 

 

 

 

 



 

 

 

 

 

 

                                                                                                            

     

 

3． 《集塔》是超越一切个人、等级、集团、学校，或者任何宗

派、国家和时期的，是普遍的、属于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

和民族、男人和女人都应该掌握其中蕴含的真理。 

 

 《集塔》是属于所有人的灵性书籍，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

难道这不是一种巨大的荣幸和祝福吗？ 

 

4． 耆那教的先知马哈维尔先生和他的同时代人先知佛祖释迦牟

尼都是感知了主的圣人，在各自的宗教教义中，他们都曾用

自己的语言表现了《集塔》中的基本要旨。 

 

 “灵魂是唯一的真理，自我实现只有通过对感官与思想的完

全控制才能完成。”这是《集塔》一书所传达的要旨。 

 

 佛祖在他的教义中重新强调了《集塔》的要旨，他说，只有

灵魂才是普遍的、永恒的。 

 

 《集塔》中不仅仅包括了佛祖所阐述的上述灵性真理，还包

括所有宗教经典中所包含的主的唯一性、祈祷、忏悔、苦修

等其它灵性方面的教义。《亚瑟斯集塔》包含了《集塔》中

的一切内容。因此，我们也以磁带的形式出版了《亚瑟斯集

塔》，以使全人类从本书中所体现的灵性教义中受益。 

 

5． 在印度流传着这样一个传奇故事，故事说：古希腊伟大的哲 

 学家、智者阿里士多德曾经要求亚历山大大帝从以众多的灵 

 

 

 

 



  
 
 
 
 
 
 
 
 
                                             
 

 

 性大师而闻名于世的印度为他带回一本《博伽梵歌》以供研

究和学习。 

 

 先知摩西、耶酥及一部分苏菲主义的圣人都曾在他们自己的

宗教中解释过，主是最终的真理，这一真理也正是《集塔》

一书所阐述的。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别，众多宗教先知的教

义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从本质上来说，所有的宗教都宣传了

同样的灵性原则。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集塔》无疑是属于

全人类的宗教经典。 

 

 阿德嘎达南德先生解释了《亚瑟斯集塔》的本质，以此为全

人类的灵性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纪坦白先生以磁带的形

式出版了此书。 

  

6． 全世界的各种宗教都可以看成是对《博伽梵歌》的共鸣，马

哈维尔、佛祖、纳那克，卡比尔等众多先知都在各自的教义

中阐述了《博伽梵歌》的灵性本质。因此，身为耆那教徒的

纪坦白先生认为，对于渴望自我实现的灵性寻求者来说，以

磁带的形式出版《亚瑟斯集塔》是非常重要的。 

 

7． 上千年以前，《博伽梵歌》出现于世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

众多的宗教和宗教经典分散人们的注意，因此，印度的人们

只是研究和遵守《韦达》和《奥义》中的规定。后来，《博 

 伽梵歌》被视为唯一包含了《奥义》基本本质的经典。 

 

 

 



 

 

 

 

 

 

                                                                                                            

     

 

 

 与阅读经典相比较，聆听经典总是更令人受益良多。磁带清

晰的发音和抑扬顿挫的节奏使人的注意力更容易集中、更便

于理解。这也是我们以磁带的形式出版《亚瑟斯集塔》的目

的。 

 

 这些磁带也将对孩子们大有裨益，他们可以从中学习关于至

尊存在的文化，在《博伽梵歌》的文化氛围中茁壮成长。 

 

8． 不知主为何物的家庭是一个灵性的坟墓。在当今的世界，人

们忙于各种世俗事务，没有时间进行崇拜和冥想。因此，如

果《博伽梵歌》中的知识能够到达世界上每一个角落，主向

人类传达的神圣信息将被传播到世界各地，灵性的种子将在

世界各地生根发芽。 

 

9． 我们应该注重孩子的教育，这样他们将来才有可能拥有高尚

的品质。人们常常认为，崇高的品质能够保证人们拥有一个

象样的生活，同时也能够帮助人们解决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

问题，但是很少有人把崇高的品质与至尊之主联系到一起。 

 很多人拥有大量的物质财富，所以看不出对主的崇拜能给自

己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然而，所有的物质财富都终将有消失

殆尽的一天，人死的时候，任何物质财富都将毫无用处。因

此，对全人类来说，在此生中最重要的事应该是向至尊存在

不断努力，在灵性旅途中不断前进。 

 

 



  
 
 
 
 
 
 
 
 
                                             
 

 

 

10． 世界上任何一种现存的宗教和教派都是由宗教先知创建，然

后又由他们的追随者发展壮大的，那些圣人们进行冥想的地

点自然就成了各种圣地、修道院、寺庙、教堂等等。在这些

地点周围，人们常常以宗教为名进行各种活动。先知们都是

被遵崇到至高的境界，但是，没有一个人是靠自己或者信徒

的力量成功的。因此，所有的达摩都是由真正的圣人和先知

创立的。 

 

 《集塔》是一部真正的宗教经典。它是由瑜珈大师克利须那

向人类传达的主的教义。我们将先知、瑜珈大师克利须那和

虔诚信徒阿尔诸那之间的神圣对话以磁带的形式出 版，以

方便灵性寻求者的研究和学习。 

 

� � � � � 



《集塔》一书中包含了对一整

套动态的冥想系统的详细描述

，该系统帮助人们实现自我，

不仅仅是印度的灵性源泉，也

为世界其他主要宗教提供了重

要灵性依据。该书的观点是：

至尊的存在是唯一的，通往灵

性实现的路是唯一的，主的慈

悲是唯一的，最终的结局也是

唯一的。详情请参阅《亚瑟斯

集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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