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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曼谛悟思第一次尝试和佛教界有一个谨慎的接触和联

络，以下通过问答的形式，谈谈这次联络的初衷。

▸

问：Cico，为什么在当下这个时间，可以做这件事情？

Cico：没有说非得做哪件事情，任何的可能性都可以去尝

试。恰好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大脑整个想法的活动，想到了

跟佛教界联系的可能性，来转化资源，支持这个事情的开

展。

毕竟曼谛悟思也在考虑，能够在中国大陆的某个地方先落

地，那它需要一些资源的支持。而整个佛教界，跟整个中国

的文化、意识活动有很深的融合。所以，如果可能的话，通

过谨慎地接触佛教界，能否转化一些资源来支持、呵护这个

纯粹 但又非常 柔弱 的事情。

问：曼谛悟思是2018年在荷兰萌生的。2023年第一次回大

陆，2024年又两次回大陆，今年3、4月份再回。前两年在

北京、广州、深圳、浙江安吉举办过一些公开活动。

如果是去寺庙或佛学院交流的话，会是什么形式呢？可以谈

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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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o：说实话，此刻想，真的不知道。但是无论讲什么内

容，所触及的根本问题、根本话题没有变化。

如果可以去的话，看似是去跟寺庙、佛学院的人士接触，那

都得放下这些外在标签，无论是有怎样的装束、仪式，或者

是生活方式，放下这些外壳，咱们都是人。

所以，无论是到哪里讲，最终还是能够开启人与人之间真

诚、深入、完整的沟通。

▸

问：其实 Cico 在证悟、理解、探索的前几年，没有读过任

何佛法的典籍，至今也不读。在传播中，有人希望 Cico 解

读《坛经》和《心经》，由此知道了这两部经典在说什么。

那你怎么看待佛经和法的关系？ 

C：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因为很多人接触佛经，而且

接触得很深。大脑和佛经的语言、还有思维体系有很深的融

合。但是，Cico 的亲身证悟、领悟展示了一个人得法得

道，去透彻理解，跟佛经没有关系。

当一个人凑巧接触到很多佛法佛经，但 Ta 去真正领悟、去

完全透彻理解整个大脑、整个心性的时候，或许 Ta 也会发

现这些语言体系都是掣肘，存在局限。

当然，咱这里不是去打击否定佛经。佛经的文字是死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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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鲜活的。一个人触碰法和读佛经是两码事。触碰法意味

着「以身试法」，这跟通过文字语言去读、参悟佛经还是不

太一样。参悟佛经或许能够有助于一个人调整去触碰法，但

也并非必须的东西。

如果一个人能够触碰佛经，能否用好佛经，能否在该放下的

时候放下？

所以，一个人得亲自看到这一点，法不是佛经。触碰法，意

味着理解大脑在发生什么，能够如是地观察、看到、感知到

大脑在发生什么，整个世界在经历什么。

这份理解不是一个语言的理解，而是大脑不被任何的幻象困

住，能够新鲜如初地捕捉到此时此刻大脑、世界在经历什

么。

▸

问：Cico，你的这份确信、确定是从哪里来的？你之前这

样说自己——无门、无师、无派、无名。

C：Cico 不知道。但也正是因为不知道，所以大脑才确

信。

我们这个世界，大脑有太多内容，知道太多了，总是抓住各

种知道的，产生各种自以为是，但大脑反而不确定、不确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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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世界、内容、信息，大脑可以知道，但

能否依然不知道？所以当一个人能够亲自去经历，去发现大

脑不知道的时候，是个怎样状态的时候，或许 Ta 也能够邂

逅这份不可言说的确信。

问：之前你说过这么一句话，「真正禅的传承都是断点爆

破，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心灵发生这样一个突变」。

C：其实跟刚才咱们所谈的是一样的。法是鲜活的，法只能

体现在一个鲜活的生命上，它无法传承。像财产、遗产、文

字、内容、各种相都可以传播传承，但法不能传承。

法需要在一个人身上绽放，所以 Ta 永远是一个点突变。任

何的文字记载，无论是佛经还是各种经典，它可以包含很多

道理，但它无法保存这个法。

法不是文字，一旦落入文字，文字变成静态。一个人可以读

文字，但能否亲自感知到文字指向什么？那个指向的东西永

远是鲜活的，那个鲜活的东西必须焕化在一个人的一言一行

中。这就是为什么禅即法，它永远是个鲜活的。

禅是需要永远在发现中，因为禅是鲜活的，那需要时时刻刻

去触碰它。

但是如果用文字说禅是什么，你看，又变成了文字。可以说

又变成新的经文，但那都是固化的、静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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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自从2018年以来，你一直在用中、英两种语言传播。

在英文当中，你会说这样一句话：「He teaches what he

lives； he lives what he teaches」。你能现场翻译一下

吗？

C：Cico 所说的，是他如实贯彻所做的；他所做的、所贯

彻的，是他分享的。所以说，这里面没有任何的虚假、虚

伪，说的和做的是一回事。

知行合一，意味着整个人的一言一行展现的就是法，法的活

力、法的动态、法的鲜活。

问：Cico 有一个特质，就是不怕问、不怕被问。

无论在英文活动、还是中文活动上，无论参与者提出什么样

的问题，Cico 都能在当下去观察和拆解这个问题，一起在

戳破假象的过程中去触碰真相，对此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C：问和答不是一个言语的交锋，不是说我要去捍卫什么观

点。当一个人去捍卫观点的时候，Ta 一定怕被问，怕被挑

战。

但讲话者没有任何的观点可以去捍卫，因为他没有观点。他

的观察、他的分享都指向内心、大脑的规律，适用于每个

人。当一个人问出问题的时候，这问题背后可能对应着各种

的困惑、大脑的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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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能够去发现这个问题背后，大脑究竟在发生什么。当

一个人能够亲自看到问题的时候，问题解决了，答案自己浮

出水面了。所以这样一个问答、交流是一体的过程，不是说

你挑战我，我去捍卫什么，这不是辩论，所以没有辩论，没

有争执。

一切的问答旨在发现问题，所以没有恐惧，一个完全交融

的、完全融合的交流，充满了关怀，充满了爱，恐惧没有空

间。所以，哪有“怕问”这一说呀？

问：那如果去寺庙、佛学院交流，有人问佛经里的哪句话是

什么意思，那你肯定没读过，你有所了解的只有《坛经》

《心经》。

C：那 Cico 会直接说，放下佛经，问你想问的问题，不要

拿着佛经来遮掩。

佛经不是你写的，不是你说的，放下别人的言语，用自己的

言语，如实地表达自己的困惑，交流，咱们一起去看问题。

所以为什么 Cico 也不断强调——咱们交流是咱俩之间的真

诚交流，不是拿一佛经在那指这个、指那个，那它在妨碍交

流，对不对？

当我们两个人交流的时候，没有佛经什么位置，咱们只用语

言去表述、去观察、去看到问题。

所以你看，我们在真正交流的时候，一定要放下各种的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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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典，放下各种引用，那些都在打岔，而是用自己的语言去

表述，这是最直接的，对不对？

▸

问：Cico 在传播中，没有任何术语，但很多时候会从神经

元、神经回路的视角来阐释整个意识活动的运行，阐释身心

的规律。

这可能也和 Cico 从小到大的学习经历有关，是吧？从小喜

欢科学、数学、生物，然后在荷兰读博期间，也做一些和生

物、计算机、数学、人工智能有关的研究，这都是过去的事

情了。在过去几年的传播当中，发现这还是一个方便法门，

是吧？它确实辅助了一些朋友去理解。

C：其实 Cico 不太喜欢用“方便法门”这个词，因为这些

交流已经非常直接了，直接的都不必用“方便”这两个词

了。它不是一个窍门，它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交流，它需要一

个人完全坦诚，所以咱们可以换个词。

问：好，从神经视角来解禅、来理解心性，还是有它一通百

通的地方。

C：是。为什么不用术语？什么是术语？术语是抽象概念，

神经元不是抽象概念，因为神经元它存在，名字叫神经元，

看似是术语，但不是术语。客观存在的东西，咱们谈论它，

总该有名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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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o 非常介意术语，因为术语在打岔。当一个人费劲去理

解术语的时候，Ta 在妨碍观察自己。

但你看，这整个世界就爱搞术语。各个学科，甚至各种的经

文里面也有很多术语。当一个人把精力投入到理解术语的时

候，Ta 被术语所困，Ta 被术语所对应的整个框架、思维框

架所困。

但一个人如实地观察自己，看到大脑在发生什么，这个不是

术语，也不需要术语。我们只需要简单、平白的语言去指

向，让大脑亲自感知状态和看到问题。

▸

问：Cico，你讲法从来没有备稿，都是在当下即刻的观察

和流露。

C：法是鲜活的，如果备稿，讲的都是死的东西。

问：那有时一讲就一个小时，在线上活动中，再加上问答，

一场下来有3、4个小时。

C：但无论多长时间，那整个过程是鲜活的，对不对？大家

能够听进去，能够感受到它是鲜活的过程。它不是一个在那

看PPT，它不是在那讲一些已经有的文字，在重复，枯燥无

味，那不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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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鲜活的，法不可能无聊，对不对？所以讲法不是传授知

识，非常明确，讲法不是传授知识。

讲法是以心传心，在当下大脑能够即刻看到问题，即刻捕捉

到什么。但如果变成备稿、文字，这又变成了传授知识，总

是跟那个鲜活的东西差一步。那我们能否直接鲜活？

▸

问：当下这个时代，一个人彻底醒悟、转变的挑战是什么？

C：这整个时代，无论是中国、东方，还是西方社会，想法

的活动已经变得极其猖獗，构建太多太多扭曲的思维回路、

框架。

你看那么多人，几十亿人，框在这整个想法所构建的一个非

常小的领域里、位置上，大脑被各种扭曲的回路捆着，这是

妨碍一个人去触碰法，无论称之为什么，或叫理解自己，或

是观察——如实观察的重要因素。

所以，一个人能否走出所有这些想法扭曲？不被任何的想

法、假设、结论、观点劫持。

能否如实地、不通过任何已有的经验、知识、结论去折射，

这变得异常重要，这是关键。所以，完全解套特别重要。无

论一个人处在怎样的环境中，完全的解套。这需要大量的观

察，需要致力于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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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你看，我们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人变得越来越肤

浅，想法的活动像病毒一样蔓延扩张，人完全迷失在整个社

会所构建的想法的体系中。

一个人被整个社会机器完全吞噬，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现

实，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现象。一个人能否亲自致力于走出

一切想法的牢笼，这是关键。

大脑能够从一切想法的扩张中走出来，能量能够释放出来，

才可以领略、触碰这不可言说的鲜活的法。

▸

问：好，关于这份信，Cico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C：想法特别容易停滞。

你看，想法所构建的体系很容易固化下来，能够给人带来一

种所谓的安全感、稳定感。

但法是鲜活的，法存在于不确定中——即大脑不再寻求确

定。一个人要触碰法，Ta 需要经历这个被撼动的过程。

所以，这个内容也希望能够触及到无论在哪个行业，包括宗

教界里面的开明人士、有良知的人士、有深度洞察的人士，

也希望这个讯息能够在未知中建立缘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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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o（张冲和，1986），曼谛悟思创始人，从本科到博

士，曾涉猎数学、计算机、生物和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近

十年旅居荷兰。

2018年，看到任意单一学科无法回应人类的根本问题，他

开始潜心静观，转向对人类意识的彻底探索，随后在荷兰发

起曼谛悟思 / Mindiverse，用中英文阐述心性中能说的部

分。

Cico 结合神经元视角，阐释大脑的运作规律，所谈话题涉

及人生的方方面面，包括自我、想法、爱、欲望、恐惧、时

间、生死和真正的静观等等。

他的整个分享基于对东西方现实的洞察，通过潜心静观和体

证，让这整个分享清晰、明了，富有启发。



曼谛悟思 / Mindiverse 关切的是「人」的彻变——辅助一

个人从以我为中心的视角中解脱出来，让大脑自由、通透、

善，让人生焕发活力。

这样的事情不属于任何领域，也没有任何的依靠和保护，独

立、纯粹也柔弱，所以这样的事情需要触碰真正的善人，能

看到它的价值。

2018年，Cico 在荷兰发起曼谛悟思，在当地办英文活动，

同时在线上发中文内容、办线上活动；2023年、2024年三

次在大陆举办公开活动（北京、广州、深圳、浙江安吉）。

曼谛悟思在荷兰注册有一个非盈利机构，通过在西方社会转

化一点资源，来维持整个事情的运转，让它不落入任何交换

的套路中。但因为在荷兰只有两个人在做，很多事情操办起

来，非常吃力。

尽管通过各种运作，曼谛悟思在荷兰能够维持，但就像一盆

植物，在花盆里能活，但广阔的土壤和空间，才能让它完全

释放生命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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