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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美猴王” 点滴感悟

我们当地的部分园友围绕 “真假美猴王” 这一话题，展开了讨论。以下是内容概述，笔者记录下来，与
大家分享。当然，正如看哈姆雷特，一万个人看，会有一万种不同的感悟。

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合起来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吃苦受难、修炼求道的凡人。

 正气与大爱

如果与凤凰园修炼的终极目标、基本要求对照着看，唐僧在整个团队中是个 “掌舵” 的，其一心一意赴
西天取经的念头颇似 “三救” 理念。这是大修行之水源，之根基，是动摇不得的。

唐僧的心，对应的是 “慈悲大爱”；孙悟空的心，对应的是 “浩然正气”。他俩还都有 “宇宙技术”：
悟空的水平自不必说；唐僧则有菩萨赐予的 “紧箍咒”，相当于核武器的威力，要么不用，一用就能彻底
解决问题。从取经的整个过程来看，沙和尚的那颗心，正气、大爱总体较为平衡，爱憎分明、品行宽厚，
妖怪什么的基本都能辨得清，可惜宇宙技术欠了点火候，妖魔鬼怪要是来头大一点，往往就不是人家的对
手了。至于八戒，固然也有其优点，但他的心几乎就是凡夫俗子求道之心的典型集合。除了好色之外，他
身上最令人难以容忍的缺点就是喜欢煽风点火，取经路上的好多麻烦事，其实就是他敲边鼓撺掇出来
的 —— 顺带说一句：凤凰园内部是绝不能允许这种修炼者存在的！最后提下白龙马，白龙马是龙族，
还是个太子，很高贵的，但他却心甘情愿当唐僧这具肉身凡胎的坐骑，万水千山艰难跋涉，无怨无悔，危
难时刻还能助一把力，实属不易。其实白龙马是在修 “谦卑” 和 “忍辱”。

“正气”、“大爱” 是一对阴阳，在修炼过程中，要时刻保持动态平衡才好。三打白骨精那会儿，唐僧爱
心泛滥，不辨是非，我们如果把他看成是 “爱心” 压倒了 “正气” 的话，那么在 “真假美猴王” 这段故
事里，悟空不听师父苦口婆心的规劝，滥杀无辜，完全是 “正气” 压倒了 “大爱”，变质为一股凶蛮霸
气。徒弟与师父对着干，本来天然的 “一人一心”，现在出现了裂缝，接下去还会是什么⋯⋯？

再说六耳猕猴，我们猜想这厮当年与孙大圣其实也是融为 “一猴一心” 的，是一个完整的个体生命，是
在共同承受了日精月华之后，同时从石卵中爆出来的。后来孙猴子追随须菩提祖师修道，可能在修行的过
程中，潜移默化，自觉不自觉地把灵魂深处不好的信息、能量逐步排掉、排掉⋯⋯但被排出去的这一团
“负信息”、“负能量” 并没有在宇宙中消失，它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什么方式，投胎于六耳猕猴体内，
与孙悟空构成了一对事实上的阴阳关系。比如：孙大圣后来大闹天宫，名震十方三界，而六耳猕猴却是个
冷门偏僻物种，冷门到居然连菩萨都不晓得，只好请出佛祖他老人家才能解决 —— 这或可算是一对阴
阳；又比如：孙大圣是火眼金睛，眼力好，那六耳猕猴就是听力强 —— 可能又是一对阴阳吧。这些似
乎都不是偶然的。

且说六耳猕猴 “听” 到了唐僧师徒之间的 “裂缝”，这里不仅仅是特异功能神通的问题，可能还暗合了
某种天意：西天取经自始至终的这段历程其实是一段预先编制好的计算机 “程序”，是一定要 “运算”
完成的，团队中的每个角色都有其必须承担的使命。既然现在代表正信息、正能量的孙悟空走了，那么负
面的猕猴来填空当替身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因为这对阴阳是全息对应的，只不过有善恶之分而已。这是理
由一。理由二：以当时孙悟空的修行层次来看，还不够纯善。他好比是太极图中那白色的半边，里头还有
一点 “黑”，追根溯源，是他在须菩提祖师那里因炫耀功夫而被赶出山门前，尚未修炼净尽的灵魂深处的
杂质。而观世音菩萨要他保护唐僧取经，其实是赐予了悟空一个 “补课” 的机会。本来这只猴子只要老
老实实在须菩提祖师那里精进修行，再努一把力，努两把力，也许很快就功德圆满了，不想因把持不住自
己 “阴” 的念头，后来只好在 “阳” 的千山万水艰难跋涉，一路斩妖除怪，吃尽千辛万苦，甚至几次险
些丧生殒命，方始了债。说白了，阴的方面修不好，在阳的方面就得费大力气去抵消，且过程中还会有不
必要的波折，这是需要我们修炼者引起警觉的。再看六耳猕猴，也不是完全的纯恶：尽管它自组 “假团
队” 去取经，是为了扬名立万，动机低级，但毕竟还算是认可、尊重佛经价值的，知道度生是件善事。这
好比是太极图黑色半边内的一点 “白”。以其故也，站在天道运行的角度观照当时的情况，“负” 的临
时顶替 “正” 的，并非毫无道理；或者也是神的安排，是神出的一道考题。

六耳猕猴的 “六耳” 对应的似乎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虽有分别心，但也已是很高的功夫
了，不料又冒出一个地藏菩萨帐下的 “谛听”，“听” 破其来历，这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强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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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强中手！“六耳” 丧命，肇始于 “一听”，此所谓 “吓死胆大的，淹死会水的” —— 你某个方面
有优势有能耐千万别得瑟，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必定存在同样方面比你更强的。作为凤凰园的修炼者，我
们应该从中悟出点什么。最强的自然非佛祖莫属。《西游记》中并没有说他老人家是靠什么手段认出猕猴
本相的。佛祖只是 “即离宝座，对大众道⋯⋯”。佛祖根本没有提前去刻意观察什么，好像无识，但结果
却是无不识。佛祖融诸识为一，一入虚空，非识非非识，所以十方三界无所不照，不用观察，自然明了。
这才是超级顶尖功夫呢！结论：“六” 不如 “一”；“一” 不如 “无”。这也是提请亲人们需要再往深
处悟一悟的。

接着佛祖怎么说？“汝等皆是一心，且看二心竞斗来也。”。佛祖并没有说：“且看二猴竞斗来也。” 佛
祖的这句话是有潜台词的，也许可以这样解读：“汝等皆是（一命）一心，且看二心（一命）竞斗来
也。”

这段故事的结果是以悟空一棒子把猕猴打死了事。我们认为，妖魔鬼怪也是生命，打死固然爽利，但也暴
露出悟空的灵魂深处仍然潜藏着较深的 “魔性”：在师父面前杀生且不说，到了佛祖与诸菩萨跟前，还是
劣性难改，“不像个修行人的体段”。难道当场借助神力，尝试感化妖魔，转恶为善，不是更好的结局么？
这一棒子虽然把身外的 “魔” 解决了，但身内的 “魔” 却显露出来，难怪后来过火焰山时，又要多吃许
多苦头了。

顺便再说一下，如果唐僧、悟空师徒当初在即将出现 “裂缝” 前，意识到团队本是 “一心”，各自都能
忍一忍，弥合缝隙，也许就可避免六耳猕猴趁虚而入，就可免去 “真假” 之争，就可循着天道既定的时
辰，“准点” 抵达火焰山，那么接下去斗牛魔王、铁扇公主，恐怕就会减轻不小的难度吧？

凤凰园在今后的修炼过程中，会不会也出现 “真假” 不分的情况？如果出现了，能不能及时意识到？如
果意识到了，能不能用最好的办法解决？这真是一道摆在全体亲人们面前难以回避的考题啊。

（ 中国 ） 苏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