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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今天是第三個晚上的佛法講座，深深感恩兩位師父、吳主席、李弘法主任、

顏先生、副主席、各位幹部，這幾天來對我無微不至的照顧，也感恩諸位大德給

我如此鼓勵，更感恩第三天降下甘霖，這是一種祥瑞的徵兆。 
佛經裡面經常說，佛在開示的時候，大地震動，天降甘霖。這不是因為我做了兩

三天的演講，所以降了甘霖，而是師父們、菩薩們的誠心感動龍天護法，降下甘

霖。今天晚上要報告的題目還是顏師兄出的考題，叫做「開啟人生智慧的大門」。 
佛教是人生的、智慧的宗教 
佛教是很殊勝的宗教，跟其他宗教不一樣，因為佛教是人生的宗教，是智慧的宗

教。其他宗教幾乎不算是人生的宗教，而是人死的宗教，是鬼神的宗教，只有佛

教才算是真正的人生宗教。這一句話怎麼講呢？因為其他宗教都是在人死的時候

才真正能派上用場。佛教卻是讓人們在生著、活著的時候，就可以領受最究竟的

意義。即佛教的戒、定、慧、解脫自在、證涅槃、成阿羅漢、成菩薩、成佛，都

是在人「生」的時候得到的。這跟其他宗教不一樣，其他宗教不可能讓人還生著、

還活著的時候，達到其宗教信仰目的。 
諸位想想看，其他宗教都是什麼？人生是很苦、很無奈的，儘管再怎麼努力，在

人們還活著時，都沒辦法達到宗教的目標；只有死時，人們的夢想，宗教的目標

才會達到。因為那時神才會來救贖；人死了，神才會來救度，讓信徒達到宗教的

目的。佛法不是這樣，佛法所說的證涅槃、解脫自在、成阿羅漢、成菩薩、成佛，

都是人還活著的時候達成的。固然，西藏佛教有中陰救度法，可以讓一個生前沒

有辦法證得究竟真理而成佛開悟的修行者，在中陰或臨終時有機會達到最終成佛

目的。但這是異方便、是聖方便，不是一般佛法的修行道。所以佛法是人生的，

絕對不是人死的，雖然人死時我們會有助念、誦經超度。沒有錯，這是一種大慈

大悲的表現。實際上開悟成就都是在人活著的時候。 
佛法是人生的宗教、人本的宗教，不是神權的宗教，跟其他宗教是不一樣的。其

他宗教教主、造物主是高高在上的，所有眾生沒有辦法達到跟神、造物主、教主

同等的地位。佛祖卻不然，他說眾生皆可成佛，眾生平等，眾生皆有佛性。從佛

成道的過程，我們就可以知道，佛教是人生的宗教，而且是徹徹底底在人間成就

的。所以《阿含經》才會這麼說：「佛生在人間，成道在人間，終不在天上。」

諸位大德非常有福報，善根具足，能夠在人生的這個階段，來聽聞佛法，修持佛

法，掌握到佛法的殊勝。 
佛法也是智慧的宗教，跟其他宗教不一樣，其他宗教強調「信」，信仰的「信」。

佛教也強調「信」，但是佛在《羯臘摩經》裡明白的告訴我們，不是在修持一開

始就要信。不要輕易相信老師所說的話、宗教聖典上的話、傳統所說的話、大多



數人所說的話；而是要將我們所聽聞的話，經過自己思維、體驗、經驗、證明，

證明所聽的話、所讀的經文、所讀的聖典是真實不虛、確有其事，我們才相信，

同時信受奉行。 
學佛的人想要得解脫是靠智慧，「信」是一個開端，「信」是透過聽聞、思維、修

持而產生的堅定信念；佛只指示一條路，想要覺悟、成就，還得自己去走這條路，

佛沒有辦法代替我們走這條路。好像肚子餓，要自己吃飯，別人不能代替我們吃；

口渴，要自己喝水，別人不能代替我們喝水。中國有一位禪師，當有人問他，什

麼是道，什麼是禪的時候，這位禪師說：「道就在大小便之間，我要去大小便！」

那位問的人很奇怪，我問你神聖無比的道，你卻跟我說道就在大小便之間，而且

馬上走人，要去大小便，這好像不太尊重佛道。但是那位禪師看了看他說，「道」

是要自己走的，就好像大小便，是要自己去排解的，任何人都代替不了。佛法是

人生的、是智慧的，從這個角度來看，完美的人生就要努力修持戒、定、慧，唯

有「慧」才能夠究竟解決人生的苦痛。 
每一個人都想離苦得樂，很想得到快樂，可是所作所為卻是導致苦的因；很想快

樂，但是所做所為、所言所行、所思所想，都是將來會造成苦的身、口、意業，

這就沒有人生的智慧。想要快樂，偏偏我們所做的是苦的行為，說的是苦的語言，

起心動念是苦的念頭。比如吸毒、不好的習慣、瞋恨、發脾氣，這些都會讓我們

產生苦。口口聲聲說我想快樂不想苦，但所做的、所說的、所想的卻會讓我們苦，

為什麼會讓我們苦？因為鑽牛角尖，念頭轉不過來，心跳不出來，所想的都是貪、

瞋、癡、慢、疑。貪、瞋、癡、慢、疑就是苦的原因。想快樂卻偏偏造作苦因，

怎麼可能得到快樂呢？這種人，就是沒有人生智慧。有人生智慧的人曉得，喜歡

快樂但快樂不是憑空降下來的；快樂一定要有快樂的種子、快樂的因。沒有快樂

的種子、沒有快樂的因，怎麼可能得到快樂？這才是人生的智慧。 
第二點，人生的智慧是什麼？有的人追求快樂，但所追求的是依賴外面的東西、

人事物讓我快樂。依賴外面的人讓我快樂，意思就是說，喔！拜託，我的先生、

太太、父母，請你讓我快樂吧！朋友，請你讓我快樂吧！或是老師，請你讓我快

樂吧！依賴外面的事物、東西，比如說，想吃美味的東西讓我快樂吧！想看美麗

的景色讓我快樂吧！想聽別人恭維我的話、讓我高興的話、讚美我的話，想聽這

些聲音。企盼所聞是香的、所吃是美味的、所接觸都是柔軟的。這是沒有人生智

慧的。 
為什麼是沒有人生智慧的？父母親固然可以給我們快樂，但父母親不可能陪我們

一輩子；先生、太太不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時、分分秒秒都跟我們在一起。何況我

們的配偶也有情緒，情緒一來也會讓我們痛苦。兒女、朋友、師長都不可能一天

二十四小時都維持穩定的情緒，不可能像佛陀一樣吉祥如意、解脫自在，他們也

有煩惱。好吃的東西吃多了也會膩；好聽的聲音聽久了也許就會懷疑，你是在討

好我，諂媚我，講話言不由衷，可能別有企圖，而心生懷疑。這是沒有人生智慧

的。如果想要依靠外面的人、事、物來讓自己得到快樂，這是辦不到的。 
因為外面的人、事、物都是無法掌控的，一切都是無常。人是無常，事物也是無



常，如果想要依靠外面的人、事、物來讓自己快樂，一點人生智慧都沒有。人生

智慧是靠自己的能力才有的，也就是要靠自己戒、定、慧的佛法修持才能獲得。

修行者都知道「戒」真的會讓自己快樂，因為戒規範自己的身、口、意業，什麼

該做，什麼不該做。把戒守好，就不會去造苦的因，自然心安理得；戒守得愈多，

在佛教裡面的地位就愈高。所以諸位看到，為什麼出家師父的地位高於在家，出

家師父是我們的老師，因為他們守的戒比我們多。不見得師父的學問比我們好，

不見得師父的智慧比我們高，但他們的戒守得比我們多，比我們清淨，因此他們

足以當我們的老師。光是這個戒，我們在家人就比不上了。 
修行者修「定」，修定是只有樂沒有苦的。初禪有覺有觀，離生喜樂，善心一境

性；二禪無覺無觀，定生喜樂；三禪離喜妙樂。世間最快樂的是進入第三禪，第

三禪的快樂絕對不是外界的人、事、物所能夠給我們的。擁有再高的地位，來自

別人的讚美都是無常的，只有自己在定中才是最快樂的。因此，如果想要仰賴外

在的人、事、物讓自己得快樂，這是沒有智慧的，諸位朋友千萬要有這種智慧。

智慧來自內心，快樂也是來自內心，唯有依靠自己才能夠真正快樂。因為一天二

十四小時我們都跟自己在一起，一天二十四小時我們都可以修行，如果一天二十

四小時我們都安住戒、定、慧之中，自然就快樂無比。 
快樂是大家的目標，但如果只追求這一世的快樂，這是沒有人生智慧的。生命一

直在輪轉，除非證阿羅漢，進入無餘涅槃，否則生命是一直延續下去的。生命並

不只是這一世，生命從無始的過去世一直輪轉、輪迴到這一世，而且這一世修行

如果沒有成就，就會繼續輪迴下去。因此，如果只追求這一世的短暫快樂，是沒

有人生智慧的。要知道，這一世的短暫快樂雖然重要，但未來更重要，因為我們

有無窮的未來世，無窮的未來世比起這一世，其數量可說大得多了。如果只為這

一世的短暫快樂，不曉得惜福、培福，不曉得種善根快樂的種子，這一世的福報

享用完，未來世一定痛苦不堪。因為用完銀行的存款就要負債，那時候會很痛苦；

如果只是追求這一世的快樂，而不知道惜福、培福，多種未來的快樂因，是沒有

人生智慧的。 
如果求這一世的快樂，也求未來世的快樂，但仍不知道追求究竟的、永恆的快樂，

人生的智慧也不夠圓滿。為什麼？即使未來世很快樂，能夠到天堂去享福，但把

存款用完、福報用完，還是會墮落到下三道去受苦的。因為天道是六道之一，天

道也是在輪迴的。天道固然非常快樂，但是天道、天使的壽命有一定，福報用完，

仍然要受苦。如果只是追求未來的快樂，而不知道追求究竟永恆的快樂，這樣的

人生智慧也是不夠圓滿。 
諸位朋友應該知道，追求永恆的快樂是什麼？就是心得解脫，心遠離了貪、瞋、

癡、慢、疑、煩惱障、所知障，整個淨化，乾乾淨淨。此時，心處在任何境界之

中，都是常樂我淨、安詳自在。若有人想追求究竟永恆的快樂，但找不到或走錯

路，也是人生智慧不夠的。有很多修行者，一樣在追求究竟永恆的快樂，很可惜

沒有走上正路。為什麼呢？因為永恆究竟的快樂，有永恆究竟的因緣，若想得到

永恆究竟的快樂，必須找到永恆究竟快樂的因緣；若沒有找到因緣，就像《楞嚴



經》所說的：「煮沙欲成飯，一無是處。」修行如果沒有走上正路，沒有選對法

門，就好像到沙灘拿回來一大鍋沙子煮，煮一天、兩天，一年、兩年、十年，煮

過來煮過去，沙子能夠煮成飯嗎？永遠不能，因為沙子不是飯的因。追尋究竟永

恆的快樂，而沒有找到正法、正確的方向，也是沒有人生智慧的。 
如何開啟人生智慧的大門 
第一步驟：親近善知識。我們如何才能找到人生智慧的大門？《大乘本生心地觀

經》這麼說：如果想要找到人生智慧的大門，想要得到快樂和成就，有四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親近善友，也就是親近善知識。諸位朋友，修行的第一步，一定要

找到善知識，如果沒有找到善知識，就好像以盲導盲，大家相率跳到火坑去受苦。

善知識是過來人，是戒、定、慧具足，能夠告訴我們該如何修、思維、該走哪一

個方向、該選用哪一種法門。或許我們一直都在尋找善知識，若是福報不夠，所

碰到的不僅不是善知識，很可能還是惡知識，惡知識會引導人們走到惡的方向

去。諸位朋友都很有福報，能夠加入正法的佛教團體，親近善知識，這是諸位累

世以來薰習佛法的善根所使然。 
什麼叫做善知識？最早的善知識是佛陀。佛陀已經入涅槃，想要跟佛陀對話，想

要聽佛陀親自開示，已經辦不到了。但佛陀說法的紀錄都保留在三藏十二部裡

面，換言之，要多研讀三藏十二部經。佛陀，想親近他已不可得，我們親近觀世

音菩薩可不可以？非常好；文殊菩薩可不可以？非常好；地藏菩薩、普賢菩薩、

虛空藏菩薩等諸大菩薩，都是善知識，都可以幫助我們。可是很多人，眼睛都被

泥巴黏住，在台灣有一句比較粗俗的話「眼睛給屎糊到」，就是眼睛被大便、被

糞便遮住。為什麼？觀音菩薩明明在我們眼前，我們都看不出來。哪裡是觀音菩

薩？你又不像觀音菩薩長得那樣莊嚴。我們看不出觀音菩薩、文殊菩薩、大勢至

菩薩、地藏菩薩、彌勒菩薩，我們的眼睛都被糞便、都被泥巴給蓋住了，我們都

是以肉眼批判人家。家裡的父母親、配偶、兒女、長輩、師長、諸位朋友，都是

大菩薩應化來的。即使他對你不好，看起來是很討厭的人，都是我們最好的上師。 
昨天晚上我已經報告過，一位真正的修行者，他不會被境界所轉，能藉著任何境

界修行，對自己再不好的人，都把他思維、觀想成是教我的上師，因為他給我修

行的機會，難道不是嗎？大菩薩處處都是，只不過我們是狗眼看人低，是用肉眼

在批判，都看不到大菩薩的作為。這些菩薩是僅次於佛的善知識，若親近不到這

些大菩薩，那麼，我們來親近阿羅漢，阿羅漢也是善知識。阿羅漢就是已經斷除

見思惑、證涅槃的修行者。但要親近阿羅漢也沒有那麼容易，因為大部分阿羅漢

都在叢林裡，在禪院裡，我們沒有辦法二十四小時跟隨著他，但至少要心嚮往之，

要時常去親近他們，去想到他們。如果說阿羅漢不可得，至少三果二果一果，或

是須陀洹向的修行者，都是很好的善知識。如果說連這些也不可得，至少有禪定

功夫的、有智慧的也是我們的善知識。如果說這些不可得，修戒、守戒守得好的

都是我們的善知識。如果說守戒清淨的仍不可得，團體的師父、領導師父、團體

的蓮友、師兄們，大家一起在努力，也都是我們的善知識。 
親近善知識太重要了，因為善知識可以引導我們，以他的經驗來指示我們如何



做。判斷善知識的標準，當然就是前面所說的，大徹大悟，覺悟者的佛；不然就

是發菩提心的菩薩；不然就是證涅槃的阿羅漢；不然就是三果二果一果；不然就

是已經很誠懇的、老實的在修行路上的人；不然就是蓮友、佛友們，只要他是友

直、友諒、友多聞（孔子所說益友有三，損友有三）都是我們的善知識。 
諸位朋友至少要親近一位善知識，最好能夠找到一位善知識當作您慧命所皈依的

人。有什麼問題，無所不談，私人的問題，再大的困難，都可以向你的上師、你

的根本上師、善知識來請教，如此獲益會更大。否則，若不能以這種心來親近善

知識，就很難得到善知識的指導。因為現在的社會已不一樣，過去的社會，人際

的互動、干擾比較少；而現在大家都是忙碌往外奔逐、散亂的，想要得到真正師

父的指導是很不可得的，所以諸位尋尋覓覓的當下，最好的方式，您決定哪一位

上師值得你信賴，可以引導你，就好好的跟隨他。親近善知識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起步。 
第二步驟：聽聞正法。前面講過佛已經入涅槃，想跟他學習已不可得，雖然他留

下了三藏十二部，可以讓我們研讀，可是諸位大德一定要知道，「佛法無人解，

雖智不能知。」也就是若沒有人解釋，雖然你很有智慧，還是不能了解「經」裡

的意思。因為「經」、「律」、「論」所說的，都是佛陀、菩薩、祖師大德的修行經

驗，不是第六意識所想出來的，這跟世間的學問不一樣。世間的學問、哲學是想

出來的，科學是用第六識去研究分析、蒐集資料、實驗所得到的結果。但是第六

意識、實驗的工具是有缺陷的，實驗的過程可能產生誤差，得到的結果也不可能

永遠可靠，所以聽聞正法很重要。 
聽聞正法當然是聽聞善知識、大德們的開示。很多人以為去聽經，浪費時間，倒

不如自己看書，自己讀經就好，根據經上面所說的來修，修禪定或持咒。對不起，

這是人家的經驗紀錄、修行經驗，每一個人的因緣、根機不一樣！佛陀、祖師、

大德們根機非常好、智慧非常高，像我們業障這麼重、這麼愚癡的人想要走他們

的路，可以辦得到嗎？很難，我不敢說辦不到，但一定是很難。因為我們的智慧

不如佛陀，不如大菩薩，不如祖師們。祖師們的修行經驗談、佛陀的經驗談，都

留在三藏十二部裡面。如果以為靠自己的第六意識來讀經、模仿就可以成就，那

一定出差錯。因為佛法是很深的，大多不是文字表面的意義，唯有善知識、過來

人才能夠開示正法，指導修行。v（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