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游记》读书会（二）

（ 2012-8-24 ）

六耳猕猴是感召来的

读了“真假美猴王” 的故事，让我感悟颇深。齐天大圣虽说野性十足，很难管束，但他对师父忠心耿耿，
一路上为师父披荆斩棘，降妖除魔。但在《西游记》第五十六回中，他鲁莽之下，虽说是惩恶扬善，但却
连杀数名强盗，的确令人不忍目睹⋯⋯。气得唐僧一怒之下，将他赶走。还狠下心念紧箍咒，“把大圣咒
倒在地，箍儿陷在肉里有一寸来深浅⋯⋯”。

齐天大圣满怀闷气，无处可去，只好找菩萨诉苦。菩萨的一番话，说得太好了：“唐三藏奉旨投西，一心
要秉善为僧，决不轻伤性命。似你有无量神通，何苦打死许多草寇！草寇虽是不良，到底是个人身，不该
打死，比那妖禽怪兽、鬼魅精魔不同。那个打死，是你的功绩；这人身打死，还是你的不仁。但祛退散，
自然救了你师父，据我公论，还是你的不善。”

没想到就在师徒不和的时候，出现了六耳猕猴。他打倒师父，抢走行李，在水帘洞无法无天⋯⋯。这个假
悟空竟然连菩萨、玉帝、龙王、阎王和唐僧都无法分辨，最后还是佛祖为大家道出了原委。真是 “人有二
心生祸灾”，正如真假美猴王打到如来佛祖处时，佛祖的那句话：“汝等俱是一心，且看二心竞斗而来也。
” 如果悟空对师父不生二心，感恩师父当日把自己从五行山下救出；如果悟空能够醒悟自己不该杀生，向
师父认错；如果悟空不摆弄自己的功劳，觉得师父离了自己就无法通往西天，又怎么会感召来六耳猕猴？

人心都有善和恶的一面，一个善念即是佛，一个恶念就是魔。内邪往往会招来外魔，六耳猕猴为什么恰好
在师徒不和之时出现，这个故事给每个修炼者上了一课。

（ 中国 ）   秦 耘 

 

看 “真假美猴王”

五十六回中，齐天大圣打死、打伤了盗贼，导致唐三藏非常伤心和恼怒。当时的齐天大圣脾性过于顽劣，
两次都将盗贼打死，师父生气地逐他出门。盗贼是应该受到惩罚，但当时的齐天大圣慈悯心还不够，盗贼
有罪，但不至于致其死罪。

齐天大圣自认为委屈，离开师父去观世音菩萨那里后，出现了假的美猴王。他们二人为了比拼真假，打至
南海，又打到天宫，打到冥府，最后到了如来佛祖那里，方辩出假的美猴王是六耳猕猴。

由此想到：首先，齐天大圣忘记了自己担负着团队中重要的使命，任重而道远。即使依他当时的脾性，感
到这样的惩恶方式是对的，也应该忍辱才是。而不是感到自己受了委屈，就轻易把师父丢下，放弃了在西
天取经的路上，保护师父的使命。

我认为：遭遇假猴王是取经路上，九九八十一难中的一难。在修行路上，各种苦难都有可能会出现。同时
也证明了，正邪两面，始终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无论何时，宇宙高维生命始终在看护着我们，保
护着修行者。

因齐天大圣的离去、团队的不和谐，给假猴王乘虚而入的机会。所以团队的和谐团结是非常重要的。齐天
大圣顺着自己的性子行事，导致了后来出现这样的磨难。

看了这段，结合自己的修行之路，更加坚定了信念。在修行的路上，无论碰到何种磨难，要坚定地去完成
使命。任何时候，碰到事情应从大局出发考虑，随性行事，最终会影响整个团队的成功。

如今谱写新西游记，我们面对的困难也许会很多，但不能忘记自己的使命，不可轻言放弃。忍辱，对于我
个人而言，也是最难修的课程，只有过了这一关，才能成就使命。修行路上，只要确定所做之事是替天行
道，相信高维生命始终会看护着我们，帮助我们完成新西游记的谱写之行。

（ 中国 ）    谢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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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凶狂丹不熟，神无定位道难成

修行路上，我一定要时刻看住自己的心念，观自心，特别是有外界干扰时，我们一定要谨记大同师尊的教
诲。若真能做到心不动，念不起，那真是人生最大的享受。让我们生活在祥和快乐的世界里，去感染身边
的人，去感动更多的人，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早日觉醒，投身 “三救”。切不可一失足成千古恨，给大家
造成许多麻烦，让许多人为我们劳心费力。

所以我深刻地感受到，修行的路上，我们不会一帆风顺，会不断地碰见问题。随着解题答卷的进行，我们
也一直在往上走。也许路越走越艰难，但我绝不会退缩。我要好好忏悔，好好修行，听从师尊的教导，把
我所有的光和热毫无保留地奉献出去，帮助家人、身边的人、所有有缘众生、甚至生命。在修行的道路上，
我要时刻小心，如履薄冰，切不可有闪失。好好做人，好好做事，不怕吃苦，克服万难。在大同师尊的带
领下，早日回归宇宙家园。

（ 中国 ）   杨 晓 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