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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們：

在1940年代，巴布濟大師寫了一系列書籍，其中他詳解了人類走
向中心的內在旅程。這個中心便是宇宙形成前所存在的絕對狀
態，也是一切背後的創意泉源。巴布濟也描述了過程中出現的障
礙以及應對這些障礙的辦法。更令人驚奇的是他告訴我們一切多
麼簡單；他慷慨給出解決方案，也奉獻自己來充當嚮導，並用簡
單的圖示讓我們瞭解這個旅程。最深奧的智慧就此突然變得世人
觸手可及。不分文化、年齡以及社會背景，巴布濟歡迎所有前來
拜訪他的人。他的夢想是讓我們所有人在愛中朝著中心前進，並
挖掘作為人類的最大潛能。他憑著自己的親身體驗來引導我們，
以科學的方式以及準確、明晰而簡單的圖形和提示指導大家。

被一束愛之光
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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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個便是二十三圈圖，反映著通往中心的路上需要經過的各
種階段或層次。我們從外面的圓周出發，經過各種輪點，這些輪
點便能勾勒出我們的細體。巴布濟也詳解了這些輪點所在的三個
區域——心區、意區以及中心區。這些便是走向中心的路上所遇
到的階段。假如不熟悉巴布濟的介紹，大家不妨閱讀他就這一議
題的著作，包括《真理初曉》、《皇道瑜伽的功效》以及《走向
無限》。比閱讀更好的做法是親身體驗這個旅程。當然二十三圈
並非真的存在，這些圈圈猶如世界地圖上的經度和緯度一樣，只
是一些方位點。

邁向自由

迷障
(五圈)

自我主義階段
(十一圈)

中心區
(光环七圈）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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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圓周與中心之間有很多濾光片。處於邊緣時，我們的愛呈現外
集型，滿足我們欲望的推拉。譬如，孩子的愛被家長和玩具牽
著，少年的愛被戀愛與友情推動，而成年的愛則被家庭、事業、
體育運動、興趣愛好、財富和電子產品所左右。有時候貪欲、妒
忌、羡慕、競爭以及反感也會主導。在這種情況下，愛轉向佔有
及自我滿足。當這種情況出現時愛就被困住了，如同無法在星系
之間的太空中逃脫黑洞的光線一樣。當我們繼續愛自己的家人、
事業等等的時候，我們也能培養更高的覺知。掌控情緒幫助我們
達成第一步。然後，我們就需要在旅程的不同階段面對自己。

正如哪怕最通透的玻璃都會使光線發

生偏轉，導致被扭曲的視覺效果一

樣，愛之光也會被哪怕最微細的濾光

片扭曲。假如沒有濾光片，我們都將

能夠體驗到源自中心的純愛

在這個內在旅程中，我們是如何被驅動的呢？是在一束愛之光上
被帶走。但是路上不無障礙。存在哪些障礙，如何克服呢？

正如哪怕最通透的玻璃都會使光線發生偏轉，導致被扭曲的視覺
效果一樣，愛之光也會被哪怕最微細的濾光片扭曲。假如沒有濾
光片，我們都將能夠體驗到源自中心的純愛，也就不必經過這種
內在旅程。但人性的特徵就是具有這些濾光片，因此，我們不得
不一步步地通過這二十三圈，在向中心逼近的過程中不斷擴大自
己的容量和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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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旅程從心開始，首先需要跨越心區的五圈。每個階段都與
某個情緒層面的濾光片有關，並從我們的欲望開始。我們隨著時
日所發生的轉化便是放下所有這些濾光片。

路上遇到的濾光片，都是我們很熟悉的事情。比如說與配偶或伴
侶的關係中，我們往往會禁錮彼此。幾百對情侶中，鮮少三、四
對能有享受真愛的福氣。多數都屬于佔有欲。其他濾光片則包括
信念體系，如我們的宗教信仰。這些信念導致對持有其他信念的
人心懷成見，不論這些信念涉及宗教、政治或意識形態。然後還
有我們十分珍重的個人原則，比方說對誠實與正義的需要。儘管
這種原則都很高尚，但如果令人變得獨斷，就會讓我們難以諒解
和放下，總是為自認為正確的事情爭吵。這會製造一種曲解，甚
至讓我們憎恨他人，而這難免導致愛之光偏離通往中心的軌道。

我們的旅程從心開始，首先需要跨越心區的

五圈。每個階段都與某個情緒層面的濾光片

有關，並從我們的欲望開始。我們隨著時日

所發生的轉化便是放下所有這些濾光片。

如果要舉一個通俗文化中的例子的話，《星球大戰》中阿納金·
天行者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阿納金本來有潛力成為讓原力恢復平
衡的絕地武士，是一個和藹慈悲的青年。但後來母親和愛妻之死
讓他懷恨在心，最終他卻陷入原力黑暗面，變成了達斯·維德。

自我便是存在的黑暗面。我們越是遠離位於自己存在中心的光
明，這個影子就顯得越長。那麼是什麼或是誰被自我滿足呢？當
遭受眾人非議時，贊同我們的人就成了我們的摯友！為什麼會這
樣呢？相反，假如我們視同至親的人與我們出現分歧，我們往往
會失去自己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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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欲望要比面對自我容易得多，因為一旦得到滿足，欲望就不
會再起。欲望也許重複出現，但持續時間有限。況且，對事物或
其他感官的滿足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自然的。而自我卻是一個不間
歇的連續體。自我以權力和地位為土壤……甚至只要能夠延展其
存在的任何東西都可以。這個特徵也使我們變得與動物界其他生
物不同。原本應促進進步的元素，似乎與我們意識的擴展背道而
馳。

動植物並沒有這種墜落的危險，但也沒有進一步有意識進化的優
勢。儘管它們的自我堪稱為零，但變得和植物或動物一樣並不能
為我們帶來進化。只有通過變得有浮力，通過認同無形的神性而
與無限的海洋合而為一，我們才能擺脫自我沒完沒了的要求和沉
重。當我們認同外界時，始終會糾纏不清、無力自拔。這就好比
自己製造一個網絡，然後將自己困在其中。

我們總是需要外在以滿足自然或感官方面的欲望；這是對外在的
依賴。這種依賴使我們變為欲望的奴隸。老虎捕殺水牛或小鹿是
出於生存的本能。雄獅在群獅中有六隻雌獅是為了繁殖。這些都
屬于自然，更準確的說屬于外在自然。我們也許擺脫了糖球、炒
飯或披薩的誘惑，但永遠擺脫不了食物的需要。那麼滿足自我又
如何呢？是天生的嗎？這是小我所造，源自內在無形的世界。

要解渴、果腹或滿足性欲都不難理解，畢竟這些都屬于大自然計
劃中不可或缺的成分。難道自我也是大自然的禮物？肚子感覺脹
滿作痛，這是來自內在的信號，提醒你再繼續吃只會製造麻煩。
無必要的事情通常會有警告出現。自我也是不必要的，而滿足不
必要的東西是違背個體健康的，不論是身體、精神、情緒或靈性
方面的健康。

每當我收到提出某種需求的電郵時，我要麼回復，要麼存檔。
當我不回復時，發信人往往會來信詢問：“達濟，您生我氣了
嗎？”他們總是有辦法強迫我回復，希望我說：“不不，我並沒
有生你的氣。”這種交流恐怕毫無意義，實屬浪費大家的時間。
那些需要這種自我溺愛與縱容的人較少能夠深入內在。自我總是
要求外在的嬌慣寵愛，最好由某個相同、同一種類型或自己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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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仰的人為之。

為什麼要同一種類型呢？畢竟在印度國會穿西服打領帶有什麼
用，有誰會羡慕你？又如在辨喜大師或他的師父羅摩克裡希那面
前炫耀鑽石項鍊或金絲襯衫有什麼用？難道他們會羡慕你？相反
你的自我會因他們沒有讚賞而感到挫敗。自我是引領你偏離自己
中心的外圍。站在外緣，要傾聽心聲變得很難；相反，你會更接
近其他人以及他們的意見。這種傾向對一個靈性之人而言是一種
毒害。

自我往往認同集體。比如說，你或許有民族自豪感，認為自己國
家是最好的，甚至去貶低其他國家。科學家和靈修者也有可能變
得心胸狹窄，認為自己的觀點才是正確的。“我知道。我說得
對”這個頑疾或許是我們所面臨最大流行病。這是讓愛之光偏移
的最致命濾光片。

我們越是依附于自己的信念、原則和成見，阻擋愛之光的障礙就
越多，阻止這束光把我們帶到目的地。集體自我尤其危險，因為
其會導致暴民心態。宗教偏執或社會在政治上兩極分化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這些偏見如何釀成仇恨、暴力乃至戰爭。處於這種
環境時，周圍的人往往只會加強我們的執念，而非讓我們另眼看
待事情。這就讓我們變得更加心胸狹隘。

然而，相投合也可以成為我們的朋友，引領我們走向相反的包容
方向。當投合背後真正有愛時就會有這個可能性。然後，我們的
覺知就會擴展，而這便是靈修旅程。我們怎麼知道什麼叫投合
呢？當還是母親子宮中的胚胎時，我們就開始體驗到這種關係。
長大以後我們會遇見其他吸引我們的人。我們開始關懷幼輩、友
愛同輩，對長輩以及指導我們的大師感覺到愛、信任以及信仰。
這一切都是這種情意投合的副產品，而這種投合會隨著我們的
內在旅程而盈虧圓缺。我們會經歷這一切並向自己提問：“愛
誰？”“與誰為伴？”“信任誰？”等等。欣賞會深化為愛，而
最終融化為歸依的狀態。這便是投合成熟，化為虔誠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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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之光的速度比光速還要快。因此，假如能夠去除所有濾光片，
我們轉瞬就能到達中心。當這些濾光片所製造的障礙讓愛之光偏
離中心的時候，我們會多麼的痛苦。有些濾光片是如此高效——
如偏見、嫉妒、貪婪和憤怒等——以至於變得如防核地堡一樣，
不會讓任何東西滲透。它們讓愛之光無法發揮自己的魔力。

最近，我越來越意識到，古印度傳統在這方面可以教我們那麼多
東西，其中《虔誠經》尤其如此。一般而言我們將虔誠理解為“
愛和景仰”，但虔誠比這些還要根本。虔誠是通過心感覺到與萬
物的連接——是我們個體意識與普世的神性意識之間的紐帶。沒
有虔誠，我們的所思所為都少了最為關鍵的熱情與愉悅，也因此
而取法於目的性。虔誠便是我們內在旅程的生命線；是虔誠讓我
們保持與愛之光相連，如果說是虔誠驅動愛之光將十分準確。

欣賞會深化為愛，而最終

融化為歸依的狀態。這便

是投合成熟，化為虔誠的

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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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驅動權勢或個人勝利的語言並非愛的用詞。謙卑、默默無聞
以及開放靈活的言語對自我主義者很陌生，根本無法理解。通往
中心的旅程讓我們一步步穿越一個接一個圈子，然後我們就需要
為適應每個新的環境而奮鬥。這便是為什麼聖人賢士會談到精煉

虔誠是通過心感覺到與萬物的連接——

是我們個體意識與普世的神性意識之間

的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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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養。他們的經驗告訴他們，需要根據靈性地形
的內在環境調整行為的重要性，而愛使這種調整變為可能。譬如
說，我們到達心區第二輪的時候，這是一個充滿平靜、安詳以及
遠離物質世界的神性之地，此時對自己的親友發脾氣是否妥當？
這種粗暴的行為根本無法與第二輪的內在維度相匹配。

在《走向無限》中巴布濟形容了從一個輪點到另一個輪點的進
程。在心的第一輪點，他讓我們充分認識大師在冥想中於我們內
在激活的狀態，然後加以吸收，以便能夠與之合一。通過這個過
程，我們很自然地就會培養有利於深層的投合。到第二個輪點，
他提醒我們，正是我們極度的虔誠驅動我們來到這個維度。可以
說虔誠的程度與我們在第二輪獲得入進的程度成正比。這是投合
更深的層次——虔誠。到第三輪，我們會體驗到真愛之火焰，而
這又會吸引神性恩典並把我們推往旅程的下一個階段。這種深刻
的體驗或投合如此有力，以至於引起中心本身的回應。如此，每
個維度都會疊加於前一個維度之上，而我們則被愛之光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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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不斷拓寬自己愛的能

力，以便使其包攬全世界，這樣

才能培養真正的虔誠。心的這種

真正的慷慨是靈性修習所帶來的

結果。

我們通過人際關係學會愛，這些關係便是愛的訓練場。投合會以
對幼輩和家人的關心而得到表現，在平輩之間這種關心可以深化
為愛。但即便在這裡，自我也會成為攔路虎。如要避免自我所啟
動的分解，自省的紀律必不可少。

雖然投合是培養愛的必要步驟，但也可以化為陷阱。如果在任何
層次上過於執著，我們就會被困在那裡。比如說，當我們只關心
家庭的時候，就沒有辦法讓愛擴展到社群或下一階段去包括全人
類乃至萬物。當愛之河狹窄的時候，我們無法愛所有人。我們需
要不斷拓寬自己愛的能力，以便使其包攬全世界，這樣才能培養
真正的虔誠。心的這種真正的慷慨是靈性修習所帶來的結果。

一般而言，進度是這樣的：從投合到關心，從關心到愛，再從愛
到敬仰。敬仰是極高的修為，讓真正的信仰化為歸依臣服。我們
會經過這些相繼出現的階段。但之後會發生什麼？我們最終會去
到哪裡？虔誠的目的只是幫助我們輕鬆而順利地駕馭愛之光，以
便能夠與絕對者合而為一。在合一中，欲望、情緒以及自我的濾
光片被清除，以至於令軌道變得平坦通暢。讀者也許以為至此我
們已經達到中心，但下面還有很多。只有到達這個合一之境後，
實際的旅程才真正開始！簡言之，放下了自己的欲望，解脫便有
保障；放下了自我，合一即刻就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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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們進入了中心區，而中心區當中有七圈，我們稱之為光環
七圈。我們繼續前進並體驗到最精妙的超意識。在這個區域中，
意識進入本來的樣子。這便是真理之境，超越了欲望、情緒和自
我的圈子。中心區伴隨著自動化階段的開始——即有一種微妙的
覺知告訴我們一切都在自動發生，在任何行為中都沒有“做者”
意識。這種自動化絲毫不費勁並與大自然相同。

等到下一個階段，自動化的意識也會消失。要理解這一點，最好
的比方是想像在過日常生活的同時處於深眠之中。在這種無知的
狀態下行動不會留下任何印痕。不論思想或行動上都沒有思維層
面的投入。

再向前進時，愛之光把我們帶到更接近中心的位置，至此無知進
一步精煉為純身份。至此一切限制都被排除，但這也不是終點，
仍然有潛伏的運動。

一般而言，進度是這樣：從投合到關

心，從關心到愛，再從愛到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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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們就不斷游向中心。巴布濟將中心形容為無動靜的“無限
中的無限”，至此至高形式的讚歎和驚奇會出現。正是這種無動
靜的中心維持著潛伏的運動，使整個宇宙得以存在。

巴布濟也形容了源自中心並一直延伸到中心區外圍邊緣的光，形
成一個“圈”。雖然他用了“光”這個字，但實際上我們無法言
喻，也許正是這種光讓中心區的七圈被稱為“光環七圈”。大家
以為如何？我們比較確定的是，要穿越那個圈並進入中心區的唯
一途徑便是愛之光，而這需要對大師全面的依賴。

帶著由衷的祈禱，

葛木雷什

于甘哈靜園

advancing in lo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