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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煩惱免疫學」這個題目本身可能有爭議性，因為把「現代免疫學」的觀念

用在佛教處理煩惱的態度上，這有相當大的爭議空間。不過，任何一種語言與名

詞的產生，事實上都是在傳達某些訊息，所以，我傾向從比較寬鬆的尺度和思考

角度來定這個題目。 

  「現代免疫學」認為，如果我們輕度接收外在病菌的時候，身體就會自動產

生一種抗體，透過這種抗體，我們對這一類的病菌就有抵抗力或免疫力，從這個

原理，我個人發現它跟大乘佛教所說的「不斷煩惱而證菩提」之間有非常高度的

相似性，所以，我在此試著用《煩惱免疫學》這個名詞來說明大乘佛教所說的「不

斷煩惱而證菩提」是怎麼一回事。 

  《維摩詰經》的第八品〈佛道品〉討論到「如來種」的問題，當我們把成佛

比喻為種樹的時候，那麼，成佛的種子又是什麼呢？經文是這樣講的： 

    於是維摩詰問文殊師利：何等為如來種？ 

    文殊師利言：有身為種，無明、有愛為種，貪、恚、癡為種，四顛倒為種，

五蓋為種，六入為種，七識處為種，八邪法為種，九惱處為種，十不善道

為種；以要言之，六十二見及一切煩惱，皆是佛種。 

這是個大膽、具挑戰性的表達，也就是說，所有一切煩惱說到最後，它都是我們

成佛的種子，這和一般人學佛的態度，在表達上顯然有很大的差異存在。 

  一般人學佛就是要斷煩惱，即使煩惱是無盡的，斷煩惱變成學佛很重要的動

機，甚至是很重要的動力；就是因為要斷煩惱，所以必需努力修各種法門，然後

想辦法用所修成的法門把煩惱給斷了。而《維摩詰經》的表達是不一樣的，這些

貪、瞋、癡、四顛倒等煩惱，統統都是我們成佛的種子。 

  在《維摩詰經》中我們看到三個非常重要的比喻，首先是蓮花和淤泥的關係，

經文說到： 

高原陸地，不生蓮華；卑濕淤泥，乃生此華。 

那就是說，如果你在沒有煩惱的地方，智慧就生不起來，就好比蓮花一定要在卑

濕淤泥之中，才有它成長的資糧。 

  經文中的第二個比喻： 

殖種於空，終不得生；糞壞之地，乃能滋茂。 

這個比喻說明，虛空裡面是沒有辦法種植任何東西，只有在堆著排泄物的地方，

營養最豐富，蓮花才能滋茂，種子才會發芽。 

  第三個比喻是以要到大海中才能得無價摩尼寶珠為例，所謂： 



不入煩惱大海，則不能得一切智寶。 

這很明顯的告訴我們，要得到智慧寶就必須深入煩惱海。可見智慧寶和煩惱海之

間，有著不可分割的關係。 

  《維摩詰經》的表達，對修大乘菩薩道來說，是一個蠻重要的提示。我們是

否能接受這樣的一個表達，甚至拿來作為修行上努力的方向呢？ 

  什麼叫做智慧？當我們有煩惱，然後有能力去解決煩惱，這就是智慧。所以

當我們談到智慧的時候，事實上，是在談那個解決煩惱的智慧，那麼，如果智慧

可以解決、處理煩惱的話，那就表示煩惱並非不可解，重要的是，你是不是已經

成就這樣的智慧來對治、處理煩惱。 

  另外，《大般若經》還有一段很重要的表達： 

是故菩薩應作是念；貪瞋癡等相應之心，於大菩提雖為障礙，而能隨順菩

提資糧。 

就我們要去成就無上正等正覺來說，貪瞋癡的煩惱習氣，和這些從貪瞋癡的煩惱

習氣所生起的煩惱念頭，它是個障礙。但是，它也是得到大菩提之前所需要的，

跟追求大菩提所需要的資糧並不違背，甚至於是成佛的本錢。如果從這個角度來

說的話，煩惱變成是我們成佛不可缺少的條件。《大般若經》說： 

所以者何？貪瞋癡等能令生死諸有相續，助諸菩薩引一切智，謂菩薩眾方

便善巧起諸煩惱受後有身，與諸有情作大饒益。如是煩惱能助菩薩，令證

無上正等菩提。 

經文所表達的第一個訊息是，因為有煩惱你才會輪迴。什麼叫後有生？就是你下

輩子生命的資糧，也就是說，如果沒有煩惱就不會輪迴，如果不輪迴，那麼要成

佛的資糧就不能成就。當我們談到這個地方就涉及到一個很重要的課題，那就是

傳統所謂的大乘與小乘的問題，在小乘思想中，斷了煩惱、證了涅槃就什麼事都

了了，就所作已辦不受後有了，不再有輪迴的問題了，可是在《大般若經》所表

達的不是這種思想，它是說，正是因為你有很多煩惱你會繼續輪迴，所以你成佛

的資糧可以在輪迴中不斷完成、實現。跟這個相反的： 

非諸聲聞獨覺作意，由彼作意障大菩提，亦礙資糧令不圓滿。 

所以這種菩提道的努力的方向，跟聲聞獨覺的動機是不一樣的，因為聲聞獨覺急

著要斷煩惱、證涅槃，反而障礙了成佛的實現，成佛的資糧都不具備、不圓滿。

這樣講的原因是： 

滿慈子！諸菩薩眾求大菩提，為度有情，披精進鎧，久住生死，作大饒益，

不應速斷煩惱作意。 

菩薩為了要成就菩提資糧、展開菩薩道無限成長的歷程，所以不要急著去斷煩惱

作意。這段話真正要表達的是，你現在沒有能力去斷這麼多煩惱，那麼，就忍耐

吧！不要一天到晚背著這麼多的煩惱，因為初學佛的人什麼困難的事情都是肯去

承擔的，如果真正用功，漸漸的消微深入、得到禪定的覺受，就發現自己是不可

愛的人，因為初學佛時下很大決心，要斷粗煩惱比較容易，例如說話粗魯、發脾

氣等等，所以習氣暫時有些轉變，等到學佛到用功更深的地方才發現，累劫以來



在八識心用的大倉庫中存了好多細煩惱，不知道該怎麼辦，有時候在行菩薩道的

時候會覺得洩氣、挫敗，所以佛告訴我們，煩惱是速斷不來的，要忍受、接受它。

接著經文所表達的是： 

由此作意，現在前時，令諸有身，民時相續，依之引攝布施、淨戒、安忍、

精進、靜慮、般若波羅蜜多，及餘無量無邊佛法皆得圓滿。 

藉著因煩惱而感受的痛苦刺激我們去追求六波羅蜜的修持，最後會發現，原來六

波羅蜜就是所需要的法藥，六波羅蜜的法藥可以慢慢轉變習氣，所以佛在《大般

若經》所傳達的訊息是，因為有煩惱受生的因緣而成就了無量無邊的佛法。接著

看經文： 

如是煩惱相應作意，順後有身，助藉菩薩引發無上正等菩提；未證菩提，

不應求斷，乃至未坐妙菩提座，於此作意，不應永滅。 

這就是說，在沒有達到最後成佛的境界之前，你甚至不要急著去斷煩惱。下段經

文說到： 

是故菩薩摩訶薩眾，若起煩惱，現在前時，不應於中極生厭惡。 

這就是之前談到我們學佛一段時間後，對自己的起心動念越來越了解，就發現怎

麼作不了主，總是在貪瞋癡裡面打轉，而對自己產生厭惡，我想，很多人都會經

歷這個階段，佛因此告訴我們： 

滿慈子！諸菩薩眾於諸煩惱起有思想，作是思惟：我由彼故，引發種種菩

提資糧，令速圓滿，故彼於我有大恩德。 

煩惱是我們學佛路上最大的恩人，所有的修行資糧由煩惱的刺激而來，就像年輕

人剛進社會時，眼睛長在頭頂上，慢慢的經由挫折、磨練，就越來越成熟。 

所以者何？如餘善法於我有益，應愛重之；煩惱亦然，不應厭惡。 

好的修行方法要尊重、珍惜，可是，煩惱是更值得我們珍惜的。 

如是菩薩方便善巧於諸煩惱及彼境界，亦深愛敬，如佛世尊。 

也就是說，煩惱跟佛一樣是我們重要的老師，從煩惱身上學到如何降伏它後，它

就會現出真正的面目，原來它就是佛。 

  接著《大般若經》有一段深入的表達： 

所以者何？是諸菩薩方便善巧作是思惟：由諸有結，未永斷故，我能修行

布施、淨戒、安忍、精進、靜慮、般若波羅蜜多，及餘無量無邊佛法皆得

圓滿，因斯引發一切智智。 

要有清楚的自我覺知，觀照自己的起心動念，這是修行的重點，不要將煩惱當作

敵人，因為真正的煩惱在我們自己，簡單的說，要不是我們那麼在乎，有什麼煩

惱可以將我們打倒，所以，要對煩惱存著感恩的心經文接著談到： 

若如是菩薩方便善巧，以結攝受所依有身，若時若時，由結攝受有身相續，

爾時爾時，布施、淨戒、安忍、精進、靜慮、般若波羅蜜多，及餘無量無

邊佛法，漸次圓滿。若時若時，布施、淨戒、安忍、精進、靜慮、般若波

羅蜜多及餘無量無邊佛法，漸次圓滿。 

就在煩惱不斷的生起、靠近的時候，六波羅蜜的智慧也跟著在慢慢的成熟、增長



了。在修行當中，煩惱和六波羅蜜的比例慢慢的就不一樣了。下段經文說到： 

爾時爾時，令諸有結漸次衰減。 

所以煩惱就慢慢沒有力量、越來越衰減了。經文接著談到： 

若時若時，令諸有結漸次衰減。爾時爾時，漸得鄰近一切智智。 

然後我們的智慧跟佛越來越接近，一行禪師常說，一般人都是 part-time 

Buddha，當我們念念分明時，這一念心跟佛是沒有兩樣的，不過這是偶爾的，只

有佛念念分明的功夫已經彌漫在整個生命中，成為人格的全部，所以佛是

full-time Buddha 而在學佛的過程中，我們要從 part-time Buddha 慢慢的跟佛

越來越像，這就是功夫在進步，當煩惱的力量衰減，我們就跟佛更接近了。 

若時菩薩證大菩提，爾時所依身、結俱盡，所作已辦，不須身結，如已入

城，車無復用。如是煩惱於大菩提雖為障礙，而於能引菩提資糧有能助力。

是故菩薩乃至未坐妙菩提座，不永滅除。若得菩提，一切頓斷。 

這段經文表達說煩惱並不等於菩提，但是會刺激思考、讓身體作出一些回應，而

且，若是以六波羅蜜作出回應，那麼，煩惱的力量慢慢就衰減了；相對的就有智

慧，菩提資糧就圓滿了。 

  接著要探討的是在生活中面對煩惱的態度，一般來說煩惱和智慧是對立的，

但若以大乘佛教所說的「不斷煩惱而證菩提」來看，我們應該要「貴重」煩惱，

我的一位中醫師朋友建議面對疾病的態度要「與病共存」、「與病為友」，這是很

有啟發性的，把病痛當做貴賓般招待，那麼它就不容易發作，而且身體會慢慢康

復；面對煩惱也是一樣，這些與生俱來的習氣要先跟它和平共存，然後了解它，

從能夠覺知它的地方去做功夫，而不是對抗它，這樣才有辦法去轉煩惱，也就是

在生活中面對煩惱採取不對立的態度。只有在自我覺知的過程中，煩惱才會被轉

化成菩薩，而不是沒有任何努力與改變就能證菩提。 

  如何讓「化煩惱為菩提」成為具體的修行方法，從技術的層面來看，以「觀

空」、「觀緣起」的方法來落實，從「觀空」當中去化解煩惱；不要急於對行為貼

標籤，而是在念頭起來時觀照它的緣起，慢慢會發現貪瞋癡、煩惱是無自性的，

不是那麼可怕的，在不斷的深觀煩惱同時也具備「觀空」的智慧。 

  六波羅蜜是我們面對煩惱最好的支撐力量，「不斷煩惱而證菩提」尤其需要

禪波羅蜜的支撐，在這裡提供三個簡單的方法作為參考，首先談到「觀呼吸」，

其中的要領是專住、感覺、快樂的呼吸，在生活中不斷練習後，念力、覺知力會

增強，這樣，「不斷煩惱而證菩提」才會變成很實際、可以體驗的事情。同時，

一位德國的免疫學家強調，「觀呼吸」的練乃是可以增強免疫力的。 

  第二個方法是作「散步禪」，善財童子五十三參中的吉祥雲比丘就是修這個

法門，法光佛學文化研究所的創辦人如學法師常提到的「照顧足下」也是「散步

禪」，它與一般的散步最大的差異在於多了專注和覺知。 

  最後建議大家修「茶禪」，因為每天都要喝水，在喝水時如果都很專注、有

感覺，這對於觀照自己情緒的起伏，一樣非常有幫助。 

  這三個方法表面上跟修行好像沒有關係，但是它們能增強你的念力與覺知，



只有如此，你面對煩惱的能力才會增強。如果沒有時間去練習這些方法，生活得

非常緊張，那麼，對煩惱就沒有免疫力了。 

  最後以八個字來做為大家面對煩惱時用功的方向，就是「即起即觀，即觀即

斷」，有一個煩惱起來時就觀照它一下，不要去審判、發展它，保持在知道上面

就好，如此，煩惱沒力量了，就在這個當下，煩惱衰減下去、化為菩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