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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们：

在1940年代，巴布济大师写了一系列书籍，其中他详解了人类走
向中心的内在旅程。这个中心便是宇宙形成前所存在的绝对状
态，也是一切背后的创意泉源。巴布济也描述了过程中出现的障
碍以及应对这些障碍的办法。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告诉我们一切多
么简单；他慷慨给出解决方案，也奉献自己来充当向导，并用简
单的图示让我们了解这个旅程。最深奥的智慧就此突然变得世人
触手可及。不分文化、年龄以及社会背景，巴布济欢迎所有前来
拜访他的人。他的梦想是让我们所有人在爱中朝着中心前进，并
挖掘作为人类的最大潜能。他凭着自己的亲身体验来引导我们，
以科学的方式以及准确、明晰而简单的图形和提示指导大家。

被一束爱之光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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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便是二十三圈图，反映着通往中心的路上需要经过的各
种阶段或层次。我们从外面的圆周出发，经过各种轮点，这些轮
点便能勾勒出我们的细体。巴布济也详解了这些轮点所在的三个
区域——心区、意区以及中心区。这些便是走向中心的路上所遇
到的阶段。假如不熟悉巴布济的介绍，大家不妨阅读他就这一议
题的著作，包括《真理初晓》、《皇道瑜伽的功效》以及《走向
无限》。比阅读更好的做法是亲身体验这个旅程。当然二十三圈
并非真的存在，这些圈圈犹如世界地图上的经度和纬度一样，只
是一些方位点。

迈向自由

迷障
(五圈)

自我主义阶段
(十一圈)

中心区
(光环七圈）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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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圆周与中心之间有很多滤光片。处于边缘时，我们的爱呈现外
集型，满足我们欲望的推拉。譬如，孩子的爱被家长和玩具牵
着，少年的爱被恋爱与友情推动，而成年的爱则被家庭、事业、
体育运动、兴趣爱好、财富和电子产品所左右。有时候贪欲、妒
忌、羡慕、竞争以及反感也会主导。在这种情况下，爱转向占有
及自我满足。当这种情况出现时爱就被困住了，如同无法在星系
之间的太空中逃脱黑洞的光线一样。当我们继续爱自己的家人、
事业等等的时候，我们也能培养更高的觉知。掌控情绪帮助我们
达成第一步。然后，我们就需要在旅程的不同阶段面对自己。

正如哪怕最通透的玻璃都会使光线发

生偏转，导致被扭曲的视觉效果一

样，爱之光也会被哪怕最微细的滤光

片扭曲。假如没有滤光片，我们都将

能够体验到源自中心的纯爱

在这个内在旅程中，我们是如何被驱动的呢？是在一束爱之光上
被带走。但是路上不无障碍。存在哪些障碍，如何克服呢？

正如哪怕最通透的玻璃都会使光线发生偏转，导致被扭曲的视觉
效果一样，爱之光也会被哪怕最微细的滤光片扭曲。假如没有滤
光片，我们都将能够体验到源自中心的纯爱，也就不必经过这种
内在旅程。但人性的特征就是具有这些滤光片，因此，我们不得
不一步步地通过这二十三圈，在向中心逼近的过程中不断扩大自
己的容量和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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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旅程从心开始，首先需要跨越心区的五圈。每个阶段都与
某个情绪层面的滤光片有关，并从我们的欲望开始。我们随着时
日所发生的转化便是放下所有这些滤光片。

路上遇到的滤光片，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事情。比如说与配偶或伴
侣的关系中，我们往往会禁锢彼此。几百对情侣中，鲜少三、四
对能有享受真爱的福气。多数都属于占有欲。其他滤光片则包括
信念体系，如我们的宗教信仰。这些信念导致对持有其他信念的
人心怀成见，不论这些信念涉及宗教、政治或意识形态。然后还
有我们十分珍重的个人原则，比方说对诚实与正义的需要。尽管
这种原则都很高尚，但如果令人变得独断，就会让我们难以谅解
和放下，总是为自认为正确的事情争吵。这会制造一种曲解，甚
至让我们憎恨他人，而这难免导致爱之光偏离通往中心的轨道。

我们的旅程从心开始，首先需要跨越心区的

五圈。每个阶段都与某个情绪层面的滤光片

有关，并从我们的欲望开始。我们随着时日

所发生的转化便是放下所有这些滤光片。

如果要举一个通俗文化中的例子的话，《星球大战》中阿纳金·
天行者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阿纳金本来有潜力成为让原力恢复平
衡的绝地武士，是一个和蔼慈悲的青年。但后来母亲和爱妻之死
让他怀恨在心，最终他却陷入原力黑暗面，变成了达斯·维德。

自我便是存在的黑暗面。我们越是远离位于自己存在中心的光
明，这个影子就显得越长。那么是什么或是谁被自我满足呢？当
遭受众人非议时，赞同我们的人就成了我们的挚友！为什么会这
样呢？相反，假如我们视同至亲的人与我们出现分歧，我们往往
会失去自己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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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欲望要比面对自我容易得多，因为一旦得到满足，欲望就不
会再起。欲望也许重复出现，但持续时间有限。况且，对事物或
其他感官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自然的。而自我却是一个不间
歇的连续体。自我以权力和地位为土壤……甚至只要能够延展其
存在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这个特征也使我们变得与动物界其他生
物不同。原本应促进进步的元素，似乎与我们意识的扩展背道而
驰。

动植物并没有这种坠落的危险，但也没有进一步有意识进化的优
势。尽管它们的自我堪称为零，但变得和植物或动物一样并不能
为我们带来进化。只有通过变得有浮力，通过认同无形的神性而
与无限的海洋合而为一，我们才能摆脱自我没完没了的要求和沉
重。当我们认同外界时，始终会纠缠不清、无力自拔。这就好比
自己制造一个网络，然后将自己困在其中。

我们总是需要外在以满足自然或感官方面的欲望；这是对外在的
依赖。这种依赖使我们变为欲望的奴隶。老虎捕杀水牛或小鹿是
出于生存的本能。雄狮在群狮中有六只雌狮是为了繁殖。这些都
属于自然，更准确的说属于外在自然。我们也许摆脱了糖球、炒
饭或披萨的诱惑，但永远摆脱不了食物的需要。那么满足自我又
如何呢？是天生的吗？这是小我所造，源自内在无形的世界。

要解渴、果腹或满足性欲都不难理解，毕竟这些都属于大自然计
划中不可或缺的成分。难道自我也是大自然的礼物？肚子感觉胀
满作痛，这是来自内在的信号，提醒你再继续吃只会制造麻烦。
无必要的事情通常会有警告出现。自我也是不必要的，而满足不
必要的东西是违背个体健康的，不论是身体、精神、情绪或灵性
方面的健康。

每当我收到提出某种需求的电邮时，我要么回复，要么存档。
当我不回复时，发信人往往会来信询问：“达济，您生我气了
吗？”他们总是有办法强迫我回复，希望我说：“不不，我并没
有生你的气。”这种交流恐怕毫无意义，实属浪费大家的时间。
那些需要这种自我溺爱与纵容的人较少能够深入内在。自我总是
要求外在的娇惯宠爱，最好由某个相同、同一种类型或自己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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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仰的人为之。

为什么要同一种类型呢？毕竟在印度国会穿西服打领带有什么
用，有谁会羡慕你？又如在辨喜大师或他的师父罗摩克里希那面
前炫耀钻石项链或金丝衬衫有什么用？难道他们会羡慕你？相反
你的自我会因他们没有赞赏而感到挫败。自我是引领你偏离自己
中心的外围。站在外缘，要倾听心声变得很难；相反，你会更接
近其他人以及他们的意见。这种倾向对一个灵性之人而言是一种
毒害。

自我往往认同集体。比如说，你或许有民族自豪感，认为自己国
家是最好的，甚至去贬低其他国家。科学家和灵修者也有可能变
得心胸狭窄，认为自己的观点才是正确的。“我知道。我说得
对”这个顽疾或许是我们所面临最大流行病。这是让爱之光偏移
的最致命滤光片。

我们越是依附于自己的信念、原则和成见，阻挡爱之光的障碍就
越多，阻止这束光把我们带到目的地。集体自我尤其危险，因为
其会导致暴民心态。宗教偏执或社会在政治上两极分化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偏见如何酿成仇恨、暴力乃至战争。处于这种
环境时，周围的人往往只会加强我们的执念，而非让我们另眼看
待事情。这就让我们变得更加心胸狭隘。

然而，相投合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引领我们走向相反的包容
方向。当投合背后真正有爱时就会有这个可能性。然后，我们的
觉知就会扩展，而这便是灵修旅程。我们怎么知道什么叫投合
呢？当还是母亲子宫中的胚胎时，我们就开始体验到这种关系。
长大以后我们会遇见其他吸引我们的人。我们开始关怀幼辈、友
爱同辈，对长辈以及指导我们的大师感觉到爱、信任以及信仰。
这一切都是这种情意投合的副产品，而这种投合会随着我们的
内在旅程而盈亏圆缺。我们会经历这一切并向自己提问：“爱
谁？”“与谁为伴？”“信任谁？”等等。欣赏会深化为爱，而
最终融化为归依的状态。这便是投合成熟，化为虔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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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之光的速度比光速还要快。因此，假如能够去除所有滤光片，
我们转瞬就能到达中心。当这些滤光片所制造的障碍让爱之光偏
离中心的时候，我们会多么的痛苦。有些滤光片是如此高效——
如偏见、嫉妒、贪婪和愤怒等——以至于变得如防核地堡一样，
不会让任何东西渗透。它们让爱之光无法发挥自己的魔力。

最近，我越来越意识到，古印度传统在这方面可以教我们那么多
东西，其中《虔诚经》尤其如此。一般而言我们将虔诚理解为“
爱和景仰”，但虔诚比这些还要根本。虔诚是通过心感觉到与万
物的连接——是我们个体意识与普世的神性意识之间的纽带。没
有虔诚，我们的所思所为都少了最为关键的热情与愉悦，也因此
而取法于目的性。虔诚便是我们内在旅程的生命线；是虔诚让我
们保持与爱之光相连，如果说是虔诚驱动爱之光将十分准确。

欣赏会深化为爱，而最终

融化为归依的状态。这便

是投合成熟，化为虔诚的

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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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驱动权势或个人胜利的语言并非爱的用词。谦卑、默默无闻
以及开放灵活的言语对自我主义者很陌生，根本无法理解。通往
中心的旅程让我们一步步穿越一个接一个圈子，然后我们就需要
为适应每个新的环境而奋斗。这便是为什么圣人贤士会谈到精炼

虔诚是通过心感觉到与万物的连接

——是我们个体意识与普世的神性意识

之间的纽带。 

人格的需要——修养。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需要根据灵性地形
的内在环境调整行为的重要性，而爱使这种调整变为可能。譬如
说，我们到达心区第二轮的时候，这是一个充满平静、安详以及
远离物质世界的神性之地，此时对自己的亲友发脾气是否妥当？
这种粗暴的行为根本无法与第二轮的内在维度相匹配。

在《走向无限》中巴布济形容了从一个轮点到另一个轮点的进
程。在心的第一轮点，他让我们充分认识大师在冥想中于我们内
在激活的状态，然后加以吸收，以便能够与之合一。通过这个过
程，我们很自然地就会培养有利于深层的投合。到第二个轮点，
他提醒我们，正是我们极度的虔诚驱动我们来到这个维度。可以
说虔诚的程度与我们在第二轮获得入进的程度成正比。这是投合
更深的层次——虔诚。到第三轮，我们会体验到真爱之火焰，而
这又会吸引神性恩典并把我们推往旅程的下一个阶段。这种深刻
的体验或投合如此有力，以至于引起中心本身的回应。如此，每
个维度都会叠加于前一个维度之上，而我们则被爱之光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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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不断拓宽自己爱的能

力，以便使其包揽全世界，这样

才能培养真正的虔诚。心的这种

真正的慷慨是灵性修习所带来的

结果。

我们通过人际关系学会爱，这些关系便是爱的训练场。投合会以
对幼辈和家人的关心而得到表现，在平辈之间这种关心可以深化
为爱。但即便在这里，自我也会成为拦路虎。如要避免自我所启
动的分解，自省的纪律必不可少。

虽然投合是培养爱的必要步骤，但也可以化为陷阱。如果在任何
层次上过于执着，我们就会被困在那里。比如说，当我们只关心
家庭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让爱扩展到社群或下一阶段去包括全人
类乃至万物。当爱之河狭窄的时候，我们无法爱所有人。我们需
要不断拓宽自己爱的能力，以便使其包揽全世界，这样才能培养
真正的虔诚。心的这种真正的慷慨是灵性修习所带来的结果。

一般而言，进度是这样的：从投合到关心，从关心到爱，再从爱
到敬仰。敬仰是极高的修为，让真正的信仰化为归依臣服。我们
会经过这些相继出现的阶段。但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最终会去
到哪里？虔诚的目的只是帮助我们轻松而顺利地驾驭爱之光，以
便能够与绝对者合而为一。在合一中，欲望、情绪以及自我的滤
光片被清除，以至于令轨道变得平坦通畅。读者也许以为至此我
们已经达到中心，但下面还有很多。只有到达这个合一之境后，
实际的旅程才真正开始！简言之，放下了自己的欲望，解脱便有
保障；放下了自我，合一即刻就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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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进入了中心区，而中心区当中有七圈，我们称之为光环
七圈。我们继续前进并体验到最精妙的超意识。在这个区域中，
意识进入本来的样子。这便是真理之境，超越了欲望、情绪和自
我的圈子。中心区伴随着自动化阶段的开始——即有一种微妙的
觉知告诉我们一切都在自动发生，在任何行为中都没有“做者”
意识。这种自动化丝毫不费劲并与大自然相同。

等到下一个阶段，自动化的意识也会消失。要理解这一点，最好
的比方是想象在过日常生活的同时处于深眠之中。在这种无知的
状态下行动不会留下任何印痕。不论思想或行动上都没有思维层
面的投入。

再向前进时，爱之光把我们带到更接近中心的位置，至此无知进
一步精炼为纯身份。至此一切限制都被排除，但这也不是终点，
仍然有潜伏的运动。

一般而言，进度是这样：从投合到关

心，从关心到爱，再从爱到敬仰。



庆祝 

葛木雷什·巴特尔先生

六十六岁华诞

2021年9月28日

然后我们就不断游向中心。巴布济将中心形容为无动静的“无限
中的无限”，至此至高形式的赞叹和惊奇会出现。正是这种无动
静的中心维持着潜伏的运动，使整个宇宙得以存在。

巴布济也形容了源自中心并一直延伸到中心区外围边缘的光，形
成一个“圈”。虽然他用了“光”这个字，但实际上我们无法言
喻，也许正是这种光让中心区的七圈被称为“光环七圈”。大家
以为如何？我们比较确定的是，要穿越那个圈并进入中心区的唯
一途径便是爱之光，而这需要对大师全面的依赖。

带着由衷的祈祷，

葛木雷什 
于甘哈静园

advancing in lo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