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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海与极乐》

书籍目录

上编 主题论――走向心灵的深处
中编 人物论――冲破肉体的枷锁。
下编 结构论――实现生命的圆满
第十章　美猴王与十二璧卦
第十一章 孙悟空与《大丹直指》
第十二章 唐三藏与《还原篇》――八十一难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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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海与极乐》

精彩短评

1、都忘了，只记得不好看。
2、还是很不错的
3、《西游记》绝不是一部简单的游戏之作，虽然书的内容有待商榷，还是很佩服作者。
4、小学二年级买的⋯⋯
5、有一段用《易》來解釋猴子隱去“石”字，取名“美猴王”，很有意思。
6、当代“西”学开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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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西游记》第一回开篇即说：“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此即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西
游的历程在于“释厄”，也就是“解除灾难”；而此书的要旨在于让人明白“造化会元功”。“造化
”好理解，也就是创造化育，一切的自然发生；“会元”则是返本归元，是相对于“造化”的逆行，
具体的例如后天凡人明心达性的自我修行。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绝大多数读者只将《西游记》当作
滑稽书或好玩的神话故事书来读，看妖精打架、看神仙斗法、看呆子八戒如何撺掇师父修理猴哥、看
愚师唐僧如何倒霉⋯⋯只觉得有趣！哪还记得这师徒几人缘何走到一起或偶尔想想他们为何必须一路
同行——一个也不能少！       天蓬元帅在天上喝酒想也不是头一遭了，为何独独那一次“酒醉意昏沉
，东倒西歪乱撒泼”？为何会撞入广寒宫去调戏嫦娥？嫦娥既“相接”为何又“不依从”、“心不悦
”呢？第十九回“云栈洞悟空收八戒”中，八戒说：“你这诳上的弼马温，当年撞那祸时，不知带累
我等多少⋯⋯”——“我等”指哪一干人？悟空又是如何“带累”了他们？八戒、沙僧落入红尘之后
，为何都曾伤生吃人？西行路上，为何总是沙僧牵着白马？唐僧为何一再迁就八戒而不喜悟空？大闹
天宫时连观音也奈何它不得的孙悟空在保唐僧取经途中为何有那么多山穷水尽、无可奈何之时？而总
要求助于观音？什么样的问题是观音也解决不了的？如来智慧和观音智慧的差别在哪里？⋯⋯     诸如
此类的问题，答案也尽在《西游记》一书中。只是一般的读者未曾深想或不能辨明罢了。《苦海与极
乐》一书紧扣《西游记》原著，将一个一个问题和答案理顺给我们看。如此，先已觉得《西游记》有
趣的读者便能尝到趣中之趣，更加要拍案叫好！     然而《苦海与极乐》并不是一本滑稽书，它也决不
将《西游记》当作滑稽书来解读。作者以其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功底和人文情怀旁征博引，又面面不
离《西游记》原著的情节和文字，让儒者从中看到“易”，让道者从中看到“修”，让释者（佛教、
禅宗）从中看到一段一段接济学人的公案。正如石猴率领众猴进到那水帘洞中，《苦海与极乐》一书
亦为我们探明了《西游记》掩映在文字这道水帘之后的福地洞天。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读过《西游记》
原著，这一回你都可以藉着《苦海与极乐》走一回西游的心路历程、参一回大千世界的造化会元，你
的眼界、心灵、世界也许从此不一样。——这不正是《西游记》开宗明义的那句话吗？而从这个角度
，不也更能体现《西游记》这部奇书对于时人现世的价值和意义吗？
2、（转载李安纲《苦海与极乐--西游记奥义》第一章“怎样读《西游记》”部分。全书很精彩。李安
纲的性命修行说，这个角度不该被忽视了。）　　　　　  1.�儒教的角度先说儒教。儒教在发展的过程
中，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宗旨，因而特别重视周易八卦和阴阳五行的学说。　　  首先，儒教尊奉
圣人伏羲、文王和孔丘，而《易经》正是伏羲所画、文王所演、孔丘所撰，因而就自然成为儒教的经
典，而且居于群经之首。《西游记》受《易经》的影响极深，以致于它的结构也依之而形成。比如开
宗明义的第一回“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就依照《易经》的“乾坤交变十二卦”来布
局。汉代传《易》，已将地支、十二月与《易》中的十二卦相配，称作“十二消息卦”或“璧卦”，
因为阳六，阴六，组成了一个升降圈，形状圆如玉璧，即：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
、观、剥、坤。　　   石猴进水帘洞，是《复》；“高登王位”，君临众猴，是《临》；“三阳交泰
产群生”，“朝游”、“暮宿”，“春采百花”、“夏寻诸果”、“秋收芋栗”、“冬觅黄精”，正
是《泰》；“忽然忧脑”，害怕死亡，正是《大壮》；他听老猴之言，发心要去学长生之道，正是《
夬》；他离开众猴去修道，群猴无王，正是《乾》；他乘着“天风”来到南赡部洲，但却找不到知音
，正是《姤》；一心参访“仙佛神圣之道，毫不松懈，正是《遁》；他看南赡部洲的人“更无一个为
身命者”，找不到仙道，正是《否》；他到西牛贺洲的灵台方寸山，“登上山顶观看”，去做仙山的
客人，正是《观》；碰见一樵子，说他只一人，侍奉一个老母，正是一阳五阴的《剥》；祖师洞前，
见洞门紧闭，正是《坤》；等到门开，便见到祖师，又是“一阳来复”的《复》卦。这第一回就是一
阴阳消长的周期，已经暗示出生命的规律，由此可见作者的良苦用心。掌握了这一布局线索，则《西
游记》的版本之争即可一目了然。许多人认为朱鼎臣的《唐三藏释厄传》和杨致和的《西游记传》是
百回本《西游记》的祖本，但祖本的每一回应该明显地体现“十二璧卦”的结构次序。歌德曾说过：
“内容人人看见，形式对于大多数人是一秘密。”抄书的人不明白作者的伏线，往往把重要的环节抄
录了。比如百回本完整地依照十二璧卦排列，写到了火候，朱本和杨本都将《剥》卦中的几句重要话
省掉了：樵夫道：“我一生命苦，自幼蒙父母养育于八九岁，才知人事，不幸父丧，母亲居孀。再无
兄弟姊妹，只我一人，没奈何，早晚侍奉。如今母老，一发不敢抛离。却又田园荒芜，衣食不足，只
得斫两束柴薪，挑向市廛之间货几文钱，籴几升米，自炊自造，安排茶饭供养老母，所以不敢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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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剥》卦由上《艮》下《坤》组成，《艮》为少男，《坤》为老母。《剥》云：“不利有攸往
。”因而神仙在旁，也不去修行。“八九岁”是少男，“只一人”象征一阳，“老母”象征五阴，正
为一阳五阴的《剥》卦。“田园”二句，正是剥落衰败之意。丢了这一段，就不成其为《剥》了。所
以，朱本与杨本一定是在百回本之后的抄改本而已。　　　 其次是阴阳五行。这是中国人的宇宙观和
生命观，《西游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任何事物都有阴、阳两个
方面，有天堂，就有地狱；有玉帝，就有王母；有如来，就有观音；有悟空，就有八戒。事物之间的
联系，其规律就是五行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在。方位、味道、脏腑、声音、季节、颜色、感
官、人事等，都可以划分为五行范畴。西方为金、土、阳、雷、男，所以西天如来为丈六金身，有丹
砂至宝，在灵山上，住大雷音寺，现男相；东方为木、水、阴、潮、女，因此南海观音呈杨柳妙相，
有净瓶甘露，在南海上，住潮音洞，现女相。　　   孙大圣(一)与杨二郎(--)的赌斗，便是阴阳相交而
争胜。以至阴阳合道，便有太上老君的太极圈打出，降了大圣。而取经途中，唐僧所代表的三藏：金(
火)、木(水)、土即是悟空、悟能和悟净。悟空被称“金公”，既是金，又是火，因为火能克金，故为
金之公；金公二字相合，就是“铅”。悟能被称“木母”，既是木，又日水，因为水能生木，故为木
之母；水即是“汞”。道家修炼，想铅汞化合，阴阳交媾，却得有土相助；悟净即是净土。土能使金
木相交，仿佛媒婆一样，因而沙僧被称作“黄婆”。金、木、土三家会合，就是西游的目的；待到第
八十九回“金木土计闹豹头山”，三家合睦后，也就到了西天。这“三藏”缺一，都到不了西方。　
　　2.�道教的角度 再说道教。其宗旨是长生不老，白日飞升，因此先发展起来的是巫术与符 。由于达
不到目的，接下来便是延命却期的炼养驻颜之术。魏晋六朝时代是外炼铅汞、服食刀圭的外丹术。虽
说能改变生理上的某些状况，但并不能长生不老，反而会向汞中毒。于是才有了道教史上的革命，即
唐宋之际的内丹术。钟离权和吕洞宾将外丹改为内丹，即通过体内阴、阳化合，修炼精、气、神，而
使阳神出窍，脱壳飞升，与宇宙同体，合理地解释了“长生不老”。经过张伯端、白玉蟾、周无住等
人努力，更把心性为金丹；至全真教王重阳、丘处机、尹志平等人，更使儒、释、道三教合一，金丹
大道便完全成熟了。《西游记》中所表现的，正是金丹大道成熟时期的产物。　　　 首先，《西游记
》的回目里，就有很多金丹大道的名词术语。如：灵根、大道，妙理、元神，弼马、齐天，八卦炉、
五行山，万寿山、五庄观，尸魔、三藏，外道、元神，婴儿、金木，金丹、故主，刀圭、木母，法身
、车力，脊关、车迟，水火、炼魔，金山兜洞、主人公，鬼孕、黄婆，神狂、道昧，二心、一体，阴
阳窍、大道真，阴神、道德，姹女、婴儿，镇海寺、黑松林，求阳、护道，丹头、本性，圆大觉、体
天然，木母助威、金公施法，玉兔、灵元，方脱壳、见真如，等等。如果说，作者用这些金丹术语，
只是为了滑稽，那就大可不必；所以由回目中的字眼，再加上文本中的诗词，完全可以断定该书的内
容和主旨，写的就是金丹大道。吕洞宾传的《灵宝毕法》，到丘处机的《大丹直指》，再到他的徒子
尹志平的高足——一位精通佛道的儒士所撰写的《性命双修万神圭旨》，三教合一的金丹大道便完全
定型。《西游记》就产生在这部《性命圭旨》之后，而且也同它一样不署撰人；其内容则完全一样，
无非一是理论，一是文学而已。也可以说《西游记》就是《性命圭旨》的艺术体现。因此，我们以假
定它们的作者是一个人，或者至少是气味相投，境界相契的朋友。　　 《性命圭旨》分元、亨、利、
贞四卷，元集是总说，其余三卷则专讲修道过程，分为三个层次：亨讲炼精，利讲元气，贞讲还神，
与《西游记》的前七回孙悟空一段和后九十回唐三藏一段正好吻合。元集中的《三圣》圣、仙、佛为
三教之祖，正是孙悟空修行的三层次：齐天圣、太惭仙、斗胜佛。《大道说》所讲中与一的关系，乃
《西游》之总旨；猴大圣为一，水帘洞为中，一在中中，即为“申”字；申字配猴，为心猿孙悟空，
悟空乃修行之大道。而《性命》、《死生》二篇，是修行之关键，也是《西游》一部之关节。《邪正
》说又是修道之入门法眼，与祖师与悟空一段对话相同；悟空一路所除之妖邪，又是作者接契觉悟读
者的“棒喝”。至于《尽性了命》，先有悟空尽性，再是保唐僧了命；《降龙伏虎》乃收拾铅汞，为
悟空之拿手戏；《三家相见》“身心意是谁分作三家，精气神由我合成一个”，猪(身、精)、猴(心、
神)、沙(溻、气)三家(藏)由相斗到相合，乃取经中的主要内容；《和合四象》，谓金、木、水、火，
友、虎、鱼雀的和合，也即猴、猪，铅、汞的和合；《取坎填离》还是铅汞交媾，谓猴猪相合，靠沙
土为媒婆；《九鼎炼心》是说悟空，《八识归元》说悟能，《五气朝元》谓猴猪怪龙人五圣成真。　
　   亨集讲炼精化气，分三步：一、涵养本原救护命宝。“涵养本原”指石猴入洞为王，“灵根育孕
源流出”；“救护命宝”指西行求法，“心性修持大道生”。“退藏沐浴”是悟空得法，“悟彻菩提
真妙理”；“玉液炼形”是悟空东归灭魔王，“断魔归本合元神”。二、安神祖窍翕聚先天，谓悟空
由水帘洞(祖窍)之中入龙宫而得金箍棒(先天元气)，“四海千山皆拱伏”；其中“法轮气穴众妙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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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悟空由水帘洞进入“窈冥界”(气穴) 之“众妙”，“九幽十类尽除名”。　　　 利集讲炼气还神
，分三步：一、天人合发采药归壶，谓孙悟空上天做“弼马温”，嫌官小又回水帘洞(壶)，“官封弼
马心何足”；其中“聚火载金”，即谓众天神围攻花果山。二、乾坤交媾去矿留金，谓悟空与天神赌
斗，要做“齐天大圣”，“名注齐天意未宁”；其中“卯酉周天”，谓他在齐天府时周游诸天。三、
灵丹入鼎长养圣胎。孙悟空偷桃、偷丹，是“灵丹入鼎”，“乱蟠桃大圣偷丹”；被诸天神围困，是
“长养圣胎”，“反天宫诸神捉怪”。其中“火候崇正”，谓观音赴会，令木叉去放火，即“内观起
火”，“观音赴会问原因”。贞集讲炼神还虚，分三步：一、婴儿现形出离苦海。观音推荐二郎与悟
空赌斗，是“小圣施威”，“婴儿现形”；被太上老君金钢套击中天灵，被捉上天界，即是“降大圣
”，“出离苦海”。其中“真空炼形”，即在天宫由火部分神放火烧而使悟空锻成“金刚之躯”。二
、移神内院端拱冥心。太上老君将悟空领入“八卦炉”(八片颅)中去锻炼，即“移神内院(头颅)”；
而悟空蹬倒炉，是“阳神出现”，“八卦炉中逃大圣”。如来佛伸开右手，悟空收了椿，站在佛祖手
心，便是“端拱(手)冥心”。三、本体虚空超出三界，谓佛祖一掌把悟空打出天界，即是“超出三界
”，“三界”指天、地、人三界。悟空由人界打到地界，又打到天界，被如来压在五行山下，即是“
五行山下定心猿”。而“毗卢证果”则谓佛祖回西天而造经，即“我佛造经传极乐”。　　　 唐僧西
天取经，也同悟空修道的过程一模一样，都是《性命圭旨》的艺术文化。为什么悟空和三藏都要到西
天去呢?西天为何会有法和经呢?这就是丹道学中的抽坎填离之说，伏羲八卦，乾南坤北，离东坎西。
离中虚，坎中满，将坎之中阳爻抽出，填入离之中阴爻处，使离中阴入于坎中阳，则离为乾，坎为坤
，便是后天返先天，丹道之事毕矣。坎配西方，其中阳爻便是法是经。悟空西去求法，而将坎阳带回
东方而成道；唐僧西去取经，而将坎阳带顺东土而圆满。正是张伯端《悟真篇》中所说的：取将坎位
心中实，点化离宫腹内阴。从今变成乾康体，潜藏飞跃总由心。 　　　 3.佛教的角度 再次说佛教。佛
教的总旨，是明心见性，以至心性俱泯而为佛做为祖。《西游记》的作者不仅深通佛学，而且大有发
展。第一回开宗明义，便是“明心见性”四字。石猴认源流，找到花果山水帘洞。花果山是“仙桃常
结果”，且在宇宙中心，所以是心山；水帘洞中有铁板桥，桥下水冲击石窍倒挂流出而形成水帘，这
是人心的“心”字；乚为桥，氵为水。跑到西天，回头是岸，见到“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是
“明心”。因为“灵台”是心，“方寸”是心；“斜月三星”也是心。所以猴王这个心山心洞里的心
猿心，拜见了心山心洞里的菩提心，可见这位菩提祖师即是猴王自己的菩提(觉悟)心。　　　 祖师要
猴王走走看，为他从身上取姓，便是“见性”，因为猴王硬要把“姓”说成“性”。为他父母姓什么
，这是要问他的本来面目，体现了“一阐提人皆有佛性”、“众生有性”的大乘佛学思想。说他是树
上长的，则体现了“一切草木，皆有佛性”，“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禅宗
思想。猴王回答，是石头里长的，又体现了“佛性遍在，安弃墙壁瓦石”的赋予一切物质以佛性的彻
悟思想。取姓为“孙”，尽管有丹道学的意义，但“悟空”二字，却彻头彻尾是佛教的宗旨。所以这
第一回“心性修持大道生”，就是禅宗核心的八个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佛教认为“三
界唯心，万法唯识”，“心生法生，心灭法灭”。悟空要学变化，祖师说他没腮(心思)不能学，他说
有嗉(心术)可准折。有思虑便会有变化，变由心生，所以“七十二变”乃是人心之功能，人人皆有；
而斤斗之云，则是念头的翻腾。“念”字从今从心，当下之心便是念。一念之间，便有十万八千里之
路。西方极乐世界离我们只有十万八千里。一念善时，便一斤斗到了极乐世界；一念迷时，即一斤斗
回到了秽土若海。因此，西天不在身外，净土只在心田，与六祖《坛经》一脉相承。　　   佛教还认
为“即心即佛”、“心佛皆妄”，所以心猿孙悟空就成了斗战胜佛。猪八戒心中有佛，所以成不了佛
；唐三藏忘了佛时，便成了佛。“旃檀功德佛”乃供人崇拜的偶像，当不得真；“斗战胜佛”方是真
佛，乃你我众人之心。说《西游记》作者不懂佛学的主要有一点，即把《心经》说成了《多心经》。
因为《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般若波罗密多”是“智慧到彼岸”的梵文音译，“多”字不能与“心
经”联系。但这正是作者的智慧处，《西游记》本是一部寓意深长的文化小说，绝对不能拿事实去套
。“多心”不如Z“一心”，“一心”不如“无心”。第七十九回“寻洞擒妖逢老寿”中，悟空在大
殿上剖开胸堂，滚出了一大堆如“利名”、“好胜”、“杀害”等心来，就是“多心”。等将这“多
心”灭去而成为“一心”时，就离“灵山”不远了。所以第九十三回中就成了《心经》和《般若心经
》而没有“多”字。等到“无心”了，便成佛而“紧箍”自然退去。　　　 其实，《摩诃般若波罗密
多心经》本是大智慧到彼岸的大乘佛教的核心经典，而《西游记》却把它改造成大智慧到彼岸的心性
法门，于是便将观自在(世音)菩萨与孙悟空心猿联系在了一起。《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主人公唐
三藏，到《西游记》中让位给了孙悟空，第一回到一百回，孙悟空一人贯穿始终；所以，《西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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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心经》，是人类实现自我、走向圆满的心路历程。唐僧作为人类的一员，其修道的开始，便是
收伏心猿而使“心猿归正”(十四回)；然后是打杀六贼，由心执法，使“六贼无踪”(同上)。“六贼
”即《心经》所谓的“眼耳鼻舌身意”，他们是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身本忧、意见欲
，又代表“喜怒爱思忧欲”的“六欲”。感官的六根，与外界的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相接而产生六欲
或六识。六识用事，日益戕贼本性，使心神外驰；侍心神归来，自然要先杀六贼。六贼一死，则“意
马”必然“收僵”(十五回)。必猿戴箍而牢拴，意马收缰而不逸；心意合一，坚定有移，便是修心炼
道的保证。之后，情识(八戒)被擒服，本性(悟净)被收复，这一行五众：心、性、情、意、神已然合
一，“一体拜真如”的使命才真正开始。　　　 心有真、妄，即为“二心”，它使天地不宁，即“二
心搅乱大乾坤”(五十八回)。万缘难伏，唯有如来寂灭之心，才可打杀妄心，而真一不二。人有七情
：喜怒哀惧爱恶欲，即是盘丝岭盘丝洞中的七个蜘蛛精，牵缠难断，竟罩住了唐僧和八戒，只有悟空
心无挂碍，将“那丝绳都搅断”，一棒“把七个蜘蛛精尽情打烂”(七十二回)。儒家为防止七情六欲
，而提倡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能九思，则为圣，因而九十回出了个“九灵元圣”的九头狮子，住在竹节山九曲盘桓洞。有思有虑，
就难得自在，到不了“何思何虑之天”的极乐世界。要到“金木土”三兄弟传授门人，丢掉各自看家
宝贝，一把火将盘桓洞烧成“乌焦破瓦窑”，才会“顿脱群思”“无忧无虑来佛界”。最后只有“悟
空”成了佛，悟空就是“吾心空”；心无其心时，心即是佛。因此，一部《西游记》说的就是修心过
程，所取的佛经即是《心经》。深奥艰难的佛学精髓，就这样轻松愉快地被演绎出来。多少人参悟佛
学，但却将《西游记》失之交臂，难怪张潮的《幽梦影》会感叹它“是一部悟书”。 　　　 4.人体的
角度 《西游记》中最有趣的是人物和国度，学者们总要把它们当真去考证，结果都不得其门而入。其
实，它们都是真实的，只不过是限于宗教和修行的领域而已。有些人物和国度用了现实中的，但却经
过了改造(并不仅仅是艺术上)，如观音、老君、玄奘、大唐、印度等；大部分人物和国度都是作者的
创造，如牛魔、八戒、白龙、红孩、火焰山、荆棘岭等。但是，所有的人物和国度都必须为主题服务
，而且以金丹大道为尺度。说到底，内丹学的丹道，以人体为本，研究性命双修，所以一切人物和国
度都与人体部位和生命因素相统一。先说孙悟空，他居住在花果山水帘洞，是心猿居心窝，乃天造地
设的家当。他进洞称“美猴王”，是来自于《易经．坤文言》的六句话：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
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水帘洞为“黄中”，而人之野心“猿猴
”收归其中，便称为“美”；一在中里为“申”，是“猴王”。所以美猴王会身体(四肢)畅美，而且
要大干一番事业，以至于美到极点而为圣、成仙、做佛。这美猴王的祖考不是印度的哈努曼，也不是
古代的巫癨祁，而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易经》。　　　  再说道教神仙的祖师太上老君。他的身份既
不是老子，也不是仙祖，而是元(太)始(上)祖(老)气(君)，是宇宙构成的本原。他住在三十三天外的离
恨兜率宫。三十三是两个三，迭在一起为乾()，是人之头；他的八卦炉，即人的头颅，上有八片顶阳
骨。道教修炼以下丹田为鼎，以上丹田为炉，炉与颅通。“离恨天”，是因为《老子》说“吾所以有
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离恨就是离患--弃壳升仙、阳神出窍，离开身体而进入虚
空自在。但肉体首、尾、腹三界的形成，靠的是元始祖气，所以老君便承担保护它的责任。住在兜率
宫，本是梵文，谓弥勒佛的内院，与老子没任何关系。但丹道学将上丹田称做“内院”，用兜率取其
音为“堵塞”。“堵塞宫”就坐落在内院之上的头顶百会穴，堵塞天门，即不让阳神出窍，则肉体不
死，所以老君要拖住不让他离开。因为悟空是元神，老君是元气，元气留恋元神，则人不死；一旦元
气枯竭，则神离身死。因而，丹道学讲神气相依，性命双修。　　   再说佛教的两位教主如来和观音
，他们也同老君一样，成了两种智慧--如来寂智和妙观察智的象征和人格化。佛教的精髓是人生最大
的智慧，所以重在于悟，实际解决的是世界观和人生观。观点和角度变了，结果自然不同，所以才有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感觉。佛家和道家都把观察的方向朝内而不是朝外，反观内
照，所以有观心法门。观音菩萨又称观自在，是因为反观内照，照见了“五蕴皆空”，所以“度一切
苦厄”。(见《心经》)《西游记》中，凡是孙悟空遇到灾难时，不是观音及时出现，就是他去求助于
观音，而观音基本上总能帮他解决。如十七回“收伏熊罴怪”、“甘泉活树”(二十六回)、“慈善缚
红孩”(四十二)、“救难现鱼篮”(四十九)、“现象伏怪王”(七十一)等，悟空无法以外驰之心对付危
难时，只好去求助于自己的本心南海潮音洞(心田)中的妙观察智慧，以反观内照。待照见一切皆空，
心无挂碍时，便“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就度过了一切灾难苦厄。这种心智来自于自
心的中层，是通向深层的道路。但也有解决不了的灾难，那就得靠如来佛的寂灭之智，是大自在的智
慧。在“殄灭妖猴”时，如来来过天堂，因为观音解决不了，他还有心；“二心搅乱”时，观音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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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不了，只有见如来，如来是无所从来、无所从去，本性寂灭，使悟空和假悟空二心俱灭，方始进
入涅?安乐。“群魔欺本性，一体拜真如”中，在“狮驼”即“师他”，谓以外道为师而迷却本性，还
需如来之智，寂灭心智，本性灵明，自然过了难关。　　　 至于地名国度，更有妙处。道家修丹，讲
周天火候，阴降阳升。“坎源山水脏洞”指肾脏，“黑风山黑风洞”指肾脏，“福陵山云栈洞”亦指
肾脏，“衡阳峪黑水河”是肾脏，“祭赛国金光寺”是肾脏，“碗子山波月洞”也是肾脏，“黑松林
镇海寺”亦是肾脏，“隐雾山折岳连环洞”为肾脏，“天竺国”也为肾脏；凡此之处，人物黝黑，象
肾之色；中有宝贝，乃为元气。“花果山水帘洞”为心脏，“两界山”亦为心脏，“慈云寺”为心脏
，“给孤园布金寺”亦为心脏；凡此之处，人皆不是色红，便是女子，有猴、孩等。其他地名，都可
以五脏六腑、阴阳周天相求。唐僧西去共行五个周天。　总之，如能从传统文化和宗教修炼的角度来
读《西游记》，自然会有一番悟境，而有益于人生价值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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