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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法師、居士菩薩們，大家好！ 
今天我們有因緣在此同聚一堂，說實在的，這是有緣千里來相會。如果大家對於

佛法求真求證下功夫的力道不夠，我們要同聚一堂的這種因緣就不容易具足。今

天我們能夠在此同聚一堂，也是因為大家的發心、精進用功。這是非常好的現象，

讓我們彼此鼓勵，也謝謝你們的精進用功。真的，不容易喔！有緣千里才會來相

會。正因為你們有在精進用功，散發出這樣的一個磁場，所以我們才會相會。 
空海這兩、三年來，已經到過大陸三次，這次是第四次到大陸各處弘法，跟大家

分享互動。空海每一次的分享互動，都是以復興佛教為核心重點，希望佛教的水

平能夠提升，希望更多的人能夠聽聞到「智慧型的佛法」。因為，只要「智慧型

的佛法」能夠大大地開展，整個佛教的素質、水平，也會跟著大大地提升。為什

麼呢？因為「智慧型的佛法」，是在開啟智慧，幫助眾生開啟智慧，而不是迷信。

只要我們的心靈能夠淨化、智慧能夠開啟，不管我們到哪裡，心淨，佛土自然就

會清淨。 
一個社會如果正法普及，不但能夠發揮很強大淨化人心的作用，也能促進社會的

安定、促進社會的祥和。因此，真正的正法如果能夠復興，對於社會的和平、世

界的和平，那是幫助非常大的。而真正的解脫法，即是在幫助我們每個人的內心

達到和平、祥和。我們說要追求涅槃彼岸、追求淨土、追求極樂世界，通常那都

只是一個形容、一個描述。真正具體來說，其中的深義，講的就是一個人的心境，

要人的內心真正達到非常祥和、和平。 
一個人的內心如果是真正的慈悲，不論到哪裡，都會把這個慈悲││真誠真心的

那一種愛心，迴向給一切眾生。如果你的內心真正慈悲，你到哪裡，都不會跟人

家起衝突；如果你的內心真正是和平的，你到哪裡，都會是和平的，你會帶給家

庭和平，帶給團體和平，帶給單位和平，也會帶給這個社會和平。 
大乘佛教很重視「菩薩道」，「菩薩道」是利他。這也意謂著世界要和平，也是要

從我們每個人的身心開始做起。記得！世界要和平，是要從我們每一個人的和平

開始做起。如果我們每個人的內心能夠真正祥和、和平，就能夠把這種磁場散發

出去，而這正是佛教所講的迴向。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的內心真正充滿了愛，很

自然的就會把這種愛的磁場，迴向給世間。這一點都不迷信喔！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自己，真正的佛法絕對不是迷信。佛教本來就是覺悟的宗教，

本來就是真理的宗教，佛教是在開啟智慧啊！什麼叫做「開啟智慧」呢？也就是

了悟真理實相。一般眾生為什麼常常會在苦海裡面浮浮沉沉？主要就是因為對於

宇宙的運轉法則不了解，對於大自然的運轉法則不了解，對於身心內外的真理實

相不了解……。 
對實相不了解，佛教把它叫做「無明」。在「無明」的情況之下，我們的很多作



為都會跟真理實相背道而馳。所謂的「背道而馳」，就是一般所講的顛倒夢想。

佛經裡面稱為「顛倒夢想」，指的就是我們的認知、我們的觀念，跟實際大自然

的運轉法則是相反的，這就叫做「背道而馳」，叫做「顛倒夢想」。在這種情況之

下，我們很多的所作所為，表面上會自認為得到很多、抓到很多，但是，事實上

我們的煩惱卻是越多，憂悲苦惱也是越多。 
佛法、佛陀、佛（釋迦牟尼佛的名號），不要把他想得很虛很玄，其實他只是一

個聲音的音譯。「佛陀」，本來的原意是指覺醒者、覺悟者，是一個醒過來的人；

是一位覺悟了身心內外、宇宙的真理實相的人。當你了悟了真理實相、了解了大

自然的運轉法則之後，還會背道而馳嗎？不會的。 
所以真正的佛法，我們所稱為的「佛法」，就是說佛││覺悟者，他體會到大自

然的運轉法則之後，所講出來的法則就叫做「佛法」。大家先要把「佛法」搞清

楚、弄清楚。所謂的「佛法」，不是很玄很虛啊！只是覺悟者當他了悟了身心內

外、宇宙的真理實相之後，所歸納出來的大自然的運轉法則，就叫做「佛法」。

有沒有迷信？一點都不迷信。不但合乎科學，而且是超科學的。 
「佛法」所詮述的都是真理實相，翻開原始佛法《阿含經》來看，《阿含經》就

像中國文化史上的《論語》。《論語》是一本孔子的言行錄，但它卻不是孔子所著

作，而是弟子們記錄下來的。事實上，「言行錄」是非常忠實，比較接近原貌的

一個實相的記錄。佛經裡面最早期的四部《阿含》，以及南傳的五部《尼該亞》，

都是在記錄早期佛陀弘法（45 年）的整個過程。它也是一部「言行錄」，對實際

的聞、思、修、證來講，是很貼近、很具體、很親切的。 
如果大家有心慢慢深入地去了解，就會發現這部「言行錄」裡面，它所記錄的，

所講的，所敘述的，都是在描述我們身心內外的真理實相。像我在學佛的過程中，

因為從高中時期就開始不斷地探討真理實相，想要了悟生命的意義，以及宇宙的

真理實相。因此下過很多的功夫去探討，至今已三十幾年。期間我個人都是秉持

著一種求真求證的態度，別人跟我講什麼大道理，在我還沒有證實之前，我不否

定，也不盲從迷信。我能夠證悟到，我就信以為真；我還沒有證悟到，我就保留。

我是保留喔！不是否定，不是盲目迷信。 
每個人都要有無量的空間，接納不同的看法，接納不同的理論，但是要承認它為

「真」之前，我們必須去求真求證。空海在一路學佛成長的過程，都是秉持這種

求真求證的精神。當後來我有更深的體會之後，一樣從不同的角度，包括從科學

家的角度，從近代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的角度來求證，如果我所體悟的是真的，

一定可以禁得起科學家的考驗，科學家的檢驗、求證。 
當我慢慢再去體會：原來佛經裡面的《心經》、《金剛經》是這麼的深奧！不過，

我所體會的跟一般人所體會的，卻有很大的出入。我想：「如果我體會的是真的，

一定可以從科學的角度來檢驗。」因此，在一九九九年到二○○○年的兩年期間，

我又從不同的角度，不斷地去檢驗、去求證，也找出近代的天文、物理來檢驗，

到底佛經裡面所講的是不是合乎科學？ 
愛因斯坦五十年前所提出的「相對論」，近代的一些天文物理學家、化學家，又



再更進一步的往前推進，於是我找出最近一、二十年來更進一步的發明與發現。

當我找出最近一些天文物理學家的新發現之後，讓我驚訝的是，這些世界一流的

頂尖科學家，竟然是在證明釋迦牟尼佛所發現的「三法印」正確無誤。近代的天

文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他們最近所發現的，都在證明二千五百年前，釋迦

牟尼佛就已經提出來的「三法印」││無常、緣起、無我。 
這也讓我更加佩服佛陀的智慧之高！佛經裡面蘊藏著這麼多人間的智慧珍寶，真

的是處處都可以開啟我們的智慧。包括近十幾年來，美國發射哈伯太空望遠鏡到

地球的外空，拍攝整個宇宙的實相。在哈伯太空望遠鏡還沒有上軌道之前，人類

的天文學家都是站在地球上觀測，南京紫金山的天文台是世界非常有名的，但是

人類還是站在地球上觀測。因為有大氣層的隔閡，所以不管儀器多麼精密，所觀

測到的還是非常的有限。 
美國偉大的天文學家││哈伯，他早就提出構想：將來有一天，要把巨大的太空

望遠鏡送到外太空去，在沒有大氣層的干擾情況之下，可以更加清楚、更加如實

的解開宇宙的奧妙。早在二、三十年前，天文學家就有這樣的構想，在十五年前

實現了，終於哈伯太空望遠鏡送上了外太空。但是送上去之後，沒多久，它的功

能有些失常，沒辦法正常的對焦。於是美國又發射太空梭上去，專門為了要修護

哈伯太空望遠鏡。要知道，光是哈伯太空望遠鏡，就要耗資美金好幾十億啊！這

些成本都是非常巨大的。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都是為了要幫助人類了解真理實相啊！這些科學家們

不斷地求真求證，就是為了要幫助人類打開宇宙觀。當哈伯太空望遠鏡，不斷地

將遠在十億光年之外的銀河系、星雲、雲河的變化，清晰的拍攝回來，很多天文

學家才像是大夢初醒。人類以前對於宇宙、天文的了解，真是很有限啊！正如有

一句話說：「井底觀天」。 
五十年前的天文學家，可以說還是像「井底觀天」。當哈伯太空望遠鏡幫助人類

打開宇宙的視野之後，那些天文學家不得不重新來過。以前認為地球就是宇宙的

中心、地球是不動的，現在這些都被推翻掉了！哈伯太空望遠鏡把遙遠的宇宙、

整個宇宙的情況，不斷地將資訊蒐集過來。我們也有一系列關於哈柏太空望遠

鏡，它所拍攝的宇宙實相照片。在我們整個課程裡面，曾經播放過一些幻燈片介

紹，譬如太陽系的緣起是怎麼樣產生的？地球是怎麼產生的？這都是從科學的角

度去求證。 
當我看到哈伯太空望遠鏡所傳回來的那些資料的時候，很震撼啊！佛陀早在兩千

多年前就已經將「三千大千世界」講出來了。佛教裡面所講的「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現在的「宇宙觀」。一個「小千世界」，我們可以理解為就像一個太陽系；一

個「中千世界」，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一個銀河系。而「三千大千世界」呢？那

是整個宇宙啊！同時佛陀也很簡潔、扼要地講出：「諸行無常，諸法無我」。這樣

的名相，大多數的佛教徒都曾經聽過，也都可以了解。但要知道喔！那不是頭腦

裡面的概念、知見；不是名相；不是哲學家所思索、探討、推理、想像的概況，

所講的都是真理實相啊！ 



在《阿含經》裡面，佛陀所講的都是宇宙的真理實相，以及我們身心內外的真理

實相。翻開經文，佛陀處處都在講「無常法印」，然後慢慢地再講到「無我」。最

深的就是「無我法印」。這些名相很多人都了解，很多人都聽過，很多人也都以

為：「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像前幾天有一個人跟我講（有時候他也有在教

課）：「某某經典裡面講說體悟「無我」，那算是很簡單、很粗淺的一種體悟境界

而已嗎？」我跟他說：「不是這樣的！理解，你是可以理解。但是『無我』，不是

讓你光停留在理解。『無我』，是要你真正做到。」 
我們整個生命的成長、整個心靈的成長，甚或任何宗教的終極目的，所要到達的

涅槃彼岸││真正展現出那種解脫涅槃彼岸的世界││一定是來到「無我」的世

界。「無我」，不是一般眾生所講的「斷滅啊！幻滅啊！沒有我啦！什麼都沒有了！

生命意義就沒有了！……」絕對不是那回事。 
由於文字、語言有它的侷限性，許多的真理實相，是沒辦法用語言、文字來形容

的。這也就是說，很深的那一部分、活生生的那一部分、精髓的那一部分、靈魂

的那一部分，是沒辦法用語言、文字來描述的。那個核心，那最重要的部分，沒

辦法用語言、文字描述出來。就以《大藏經》來看，《大藏經》有一百冊，非常

龐大。然而，不管藏經再怎麼多、再怎麼珍貴，這些也都只是僅供參考的資料、

寶藏圖、地圖而已。真正活的那一部分、精髓的那一部分、靈魂的那一部分、核

心的那一部分，縱使翻遍所有的藏經、翻遍所有的經典，那個活的那一部分，在

經典文字裡面是找不到的。 
經典、語言、文字，它只能夠做部分的敘述、記錄、描述，這就好像說我們蘇州

為了幫助不了解整個蘇州市區情況的人，或是幫助外地人了解蘇州的情況，於是

我們畫出蘇州的地圖。但是，不管地圖畫得再怎麼詳盡，跟實際的蘇州會不會是

完全相同？不會的。地圖只是在幫助我們了解蘇州；地圖只是幫助我們實際在走

的時候不會迷路，而經典的功效也就在此。 
經典是幫助我們了悟真理實相，蘇州不是裝在地圖裡面，各位也不是住在地圖裡

面，你們是住在實際的蘇州裡。這是實相喔！經典的可貴呢？就在於它是一個寶

藏圖，尋寶的地圖。寶藏圖跟實際的寶，會不會相等？不相等啦！我們不是否定

經典的重要，經典就像尋寶的地圖，如果你要尋寶，沒有寶藏圖，在茫茫的大海

之中，你要怎麼尋找？很不容易啊！ 
如果你碰到了，有時候也許是「瞎貓碰到死老鼠」，偶然的機會讓你碰到了。但

是通常多半還是需要透過有經驗的人，把他們尋寶的過程記錄下來、留傳下來，

讓我們參考，讓我們有路可尋。因此，這張尋寶的地圖也就變成很珍貴了。 
要知道喔！所有的佛經、所有的經典，正是佛陀以及那些聖弟子，他們所走過的

解脫之路，記錄下來告訴我們：「邁向解脫的路徑要怎麼樣的走？」所有的經典

就像是蘇州的地圖，是在給我們指路。如果我們沒有正確的認識清楚，沒有看到

實相，而一直執著在文字上面，這樣就很可惜！就像你一直在研究寶藏圖，覺得

寶藏圖很重要，只是在珍藏寶藏圖、研究寶藏圖，而沒有實際去尋寶，這樣你還

是很貧窮啊！ 



所以很重要的是，要知道經典是尋寶的地圖啊！那是透過有經驗的過來人，告訴

我們怎麼樣去尋找到真正的寶？真正的佛教，絕對不是空談。「佛法」是很實際

的把寶在哪裡告訴我們，然後畫出地圖，教我們要怎麼去走，怎麼去做，就能夠

找到寶。 
佛教講往生西方淨土、往生極樂世界，有的宗教講生天堂。佛教跟其他宗教不一

樣的地方，就在於佛陀不但告訴我們終極目標是怎麼樣的一種情況、一種世界，

而最重要的是把那個方法、那個次第、那個地圖，清楚的告訴我們，這就是佛法

珍貴的地方。為什麼三藏經典，我們稱為是非常重要的寶典？因為它可以幫助我

們了悟真理實相，幫助我們開啟智慧，幫助我們找到生生世世，一直在尋尋覓覓

的終極目的。 
《阿含解脫道次第》這本書把四部《阿含》裡，佛陀在不同的場合跟弟子們介紹

解脫的次第、步驟，摘錄重點歸納、整理，彙整出一個解脫道的次第。這個「解

脫道的次第」不是空海所獨創的，也不是空海所發明的，卻是我們要去尋找那個

「寶」的方向、次第、步驟。全書分成三十六章，加上前面的第○章，總共三十

七章。這也剛好符合佛教所講的三十七道品。 
全書三十七章，就是解脫道的次第、步驟。至於一步一步怎麼走？一步一步怎麼

做？舉個例子來講，就好像我們現在準備要興建一棟幾十層樓的高樓大廈，是不

是事先要有設計藍圖。這樣，才不會盲蓋亂蓋。而且當我們準備要蓋大樓的時候，

是不是需要先整理地基？要不要把一些違章，或是雜亂的建築清除？這也就是我

們目錄裡面的第○章，要「歸零」啊！把我們心靈裡面的那些違章建築，或是雜

亂的那些建築，要把它去除掉。「歸零」就是讓我們重新開始，不要帶著成見，

不要帶著過去的那些觀念、知見，重新來過。「歸零」很重要啊！ 
大家可能聽過的一個比喻，就像一位老師父要倒甘露水給你，你必須要先怎麼

樣？觀世音菩薩要倒甘露水給你；老師父要倒甘露水給你，你的第一個步驟就是

先要把你的瓶子清淨。如果你的瓶子是裝得滿滿的，甘露水有沒有辦法倒進來？

倒不進來的。 
如果我們裝填很多過去的觀念知見，真正智慧型的法寶，是沒辦法倒進來的。再

說，如果我們內在裝填了很多的毒素、污垢，就算甘露水能夠倒進來，我們這個

水能清淨嗎？還是沒辦法清淨啊！所以一開始第○章，就是「歸零」，讓我們不

要帶著成見，讓我們回歸赤子之心，讓我們的心靈來個大掃除、大清洗。我們不

是盲目的迷信，而是重新來！給自己無限的空間、無限的保留，對於不了解的，

不要否定它，我們保留它；進一步地，我們去求真、去求證，千萬不要用過去的

觀念、知見來接觸新的東西。 
事實上，講「新的東西」，那是因為《阿含經》的解脫道，在大乘佛教地區來講，

是普遍被忽略了，被漠視了。大家在這裡還可以聽到《阿含經》，到其他的地方，

如果問：「大家有沒有聽過《阿含經》？」沒有幾個人啊！但是，如果問：「聽過

《金剛經》的舉手？」大家都會舉手。大家對大乘的經典可以說耳熟能詳，卻把

《阿含經》都認為是小乘的。然而，事實上絕對不是這樣的。 



《阿含經》是最純、最初的原始佛法。現在，我們把很多過去所聽聞來的《阿含

經》的一些觀念、知見放下，重新來！不帶成見，對於是非、好壞，我們暫時不

要下論斷，保留無限的空間。如果你能夠保留無限的空間，你就有無限的可能。

你學佛到今天，如果還沒有親證，還沒有親自喝到甘露水，這很可惜啊！我們常

常把佛法的一些精華、精髓，都只是當做一種知見││停留在腦海中的知見││

而沒有去求真求證。這樣，很可惜啊！ 
空海鼓勵大家先要聞、思，再來就要落實於修證上。要知道！所有的聞、思，都

是在幫助我們打基礎，幫助我們建立起正見。但是，不能光僅止於此喔！如果你

光停留在聞、思的階段，就會變成只是在裝填一些知見而已，我們一定要進一步

去實修啊！經過聞、思、修之後，你才能夠「證」啦！以尋寶來講，前面的尋寶

階段，就像是行前教育，向大家介紹、告訴大家哪裡有危險，哪裡是可以走的方

向，哪裡是不妥當的方向，先來一個行前教育。再下一步，就要實際去尋找了。

這是「修」的階段。 
第三步「修」的階段，就是實際去找、實際去做。怎麼樣實際去找呢？我們有「四

念處」的禪修開示，就是告訴大家第三個階段，如何一步一腳印地實際去尋找，

而這就是禪宗所講「明心」的過程。如果沒有透過「明心」的過程，你沒辦法「見

性」。「見性」就是見到寶啦！挖掘到寶啦！「明心」，有方法、有次第、有步驟，

我由衷的希望大家不要把南、北傳分開，也不要在那裡一直劃分大乘、小乘。劃

分那些對我們而言，沒有什麼意義啊！幫助也不大。 
現在，對大家來說最重要的是要開啟智慧，要解脫自在。對空海而言，我對大、

小乘都完全兼容，完全包容，融為一體。在我的內心世界裡面，沒有大、小乘之

分，只有我們的心量是大，還是小而已。這裡要強調的是，我們不要輕易的去界

定別人的心量是大、是小，我們只問自己：「我現在的心量到底是大，還是小？」

如果我們的心量小，容納不了不同的看法、見解、意見，那我們就是實實在在的

小乘、小心量。如果我們能夠包容不同的看法、意見；能夠接納異己，那是我們

的心量廣大。當你的心量真的很廣大，這樣，才叫做真正「大乘」的人。所以，

大、小乘不是從經典上去論斷，也不是去界定別人，而是問我們自己：「我的心

量到底是大，還是小？」 
「四念處」不僅幫助我們一步一腳印地開發我們的明覺、開發我們的覺性。同時，

也告訴我們解脫的道路，它的次第、步驟怎麼去走？當你真正一步一腳印地去

走，實際去禪修、去做了之後，再就是來到證悟。「證悟」的階段，那是實際的

挖到寶、實際的得到寶。 
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你們每個人都擁有無盡的寶藏，只是放在哪裡？你忘了！

你遺失了！你把它藏在哪裡？你忘掉了！時間久了之後，你認為自己很貧窮，於

是不斷地向佛菩薩祈求。但是，我要告訴各位：「每個人跟諸佛菩薩都同樣的富

有，這叫做『眾生皆具如來佛性』。知道嗎？」每個人原本擁有的寶藏，都跟諸

佛菩薩一樣，只是你知道或不知道而已，只是你有沒有發覺到而已。那些解脫者、

佛陀，就是發現到那「本自具足」的寶藏，像六祖大徹大悟之後，他發現「何期



自性，本自具足」，就只是發現那「本來具有」的無盡寶藏。 
今天有因緣，空海非常高興跟大家做分享、回饋，希望大家都能夠早日發現到你

「本自具足」的無盡寶藏。謝謝！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