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彌陀經的意義治療法門（一） 
    二○○一年七月講於香雲寺教師佛學研習會 

鄭振煌◎主講 

謝雅玲◎整理 

道光法師、各位老師：阿彌陀佛。 

        道光師父再度邀請我來這裡親近師父，同時跟各位老師學習。師父打電話

給我的時候，沒有指定任何題目，但是我知道師父一輩子在提倡淨土念佛法門，

因此，我也就嘗試來學習淨土法門。 

       剛剛在樓上師父花了將近一個小時跟我談話，好像醍醐灌頂一般，師父說他

經常問自己，也經常問別人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還有多少時間可活？」

第二個問題是：「將來死後往哪裡去？」第三個問題：「死的時候是怎麼死的？」

這三個問題確確實實太重要了，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可活，沒有人知道！無常迅速。

雖然台灣人民的平均壽命七十多歲，但是，很有可能我們就是沒有到達平均壽命

的人，下秒鐘一氣不來就走了。到底是怎樣走法？又往哪裡去呢？這就很值得我

們一起來探討。 

人生三問 

        我們知道人除了生理、心理層面外，更重要的還有一個生生不息的生命。

這個生生不息的生命，在沒有開悟成佛前，永遠都在世間流轉。成了佛以後的生

命雖然也在世間，但卻不是隨業力流轉，而是懷著弘法利生的大悲願來到世間，

他們已經解脫生死和一切束縛。任何壓力與煩惱對他們來講，都再也不是壓力與

煩惱，二者表相一樣，可是意義卻不同。凡夫都是來還債酬業，因為過去世造作

了很多的善惡業，如果是善業還有點人天小福報，但是沒有智慧的人來到世間，

就把過去所累積的福報耗損完了，因為沒有再投資、再積聚資糧，將來又會到三

惡道去，如果是造惡業就是來受苦酬業。 



        一九九六年世界衛生組織提出「憂鬱症必將成為二十一世紀十大死亡原因」

的警告。憂鬱症目前在台灣十大死亡原因榜上還沒有名，但是我們發現愈來愈多

人患有憂鬱症。根據一個多星期前的報導，台灣已經有四十多萬民眾患有明顯的

憂鬱症，這些不定時炸彈一旦爆炸，不僅對自身生命甚至對社會的安定都將構成

威脅。這些憂鬱症患者因為無法知道生命的意義和生命的現象，他們對自己的前

途命運以及所生存的環境感到茫然無知，這就是無明，不能夠真正了解人生到底

所為何來。師父剛剛提醒我們：「要經常問自己還有多少時間可活？」這個問題

決定於我們過去和現在的業力，再加上有沒有修行。有修行的人會提起正念，因

此走路就不會跌倒，開車不會跟人相撞，不會做壞事。正念提起會多行善事，結

善緣，這可以改變我們過去世所做業力的影響。如果修行不夠，同時沒有正知正

念，那麼過去的業力再加上現在的業力就會使壽命減短。「死的時候是怎樣的死

法？」能夠安詳自在的死嗎？還是很痛苦的死？是在很多人的焦慮、自己的混亂、

醫護人員的急救下離開人間嗎？「離開後又往哪裡去呢？」可以保證下輩子還能

得人身、聽聞佛法修行嗎？所以，我們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我們將來是怎麼

死法？死後往哪裡去？」今天預備用三個小時來跟各位老師分享「阿彌陀經的意

義治療法門」。 

憂鬱症知多少 

        我們經常讀誦《阿彌陀經》，也聽過很多相關的開示，道光師父更是大力

倡導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現在就從意義治療的角度來談《阿彌陀經》。 

        首先介紹意義治療法，它的創始人是猶太裔傅朗克教授 V.E. Frankle ，他

是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的精神醫學專家。為什麼他會提出意義治療法？根據醫學專

家研究，人類生理的疾病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源自心理，心理有病便使得身體機轉

產生障礙。為什麼會有憂鬱症？憂鬱症是來自不了解自己、不了解環境，因而產

生恐懼、不安和執著，心理的壓力太大，身體必然產生疾病。心理疾病的產生是

因為沒有「空性」智慧，沒有將自己本來具足的如來智慧德相顯發出來。 

        現在諸位老師看到了這裡有本書。（手持書本搖動）對不起，我要說您們

跟我一樣都是凡夫，我們都只注意到無中生有、無常的事物。無常的意思是會變



化。諸位看到了這本書，是因為我故意晃動這本書，所以你們就只看到書，卻沒

有注意到鄭振煌這個人。那是因為書是無常變化的，會引起大家的注意。再舉一

個例子，本來這塊黑板上沒有白點，畫上白點後，現在諸位就只見到無中生有的

白點，黑板這麼大反而不會注意它。白點比起黑板來比例那麼小，諸位卻會去注

意它。我們凡夫，只會注意生滅無常的事物，卻不會去注意「覺醒」——我們原

本具足圓滿的佛性。凡夫就這樣子，我們的生死煩惱是在本來如虛空般的佛性中

忽然起了妄念，就好像大海裡面起了水泡，忽然之間，因為因緣所生、因為我們

妄想，只注意到無常變化的東西，只注意到那個不真實的東西、虛幻的東西、無

中生有的東西，沒有回歸到自己的佛性。 

如來輪涅不二 

         如果一個人成佛了，他就是如來，他是如來如去，是輪迴涅槃不二，他是

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無一切分別差異相的，因為他已經證到

了一切諸法的本性，已經證到了一切諸法的常樂我淨的基礎面，我們一切眾生所

共有的佛性，所共有的基礎，那是「涅槃寂靜」。因為涅槃寂靜，所以它不生滅、

不動搖、不垢淨、不增減，就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了，我們卻只注意無常的東西，

只注意會變化、會生滅的東西，我們就以為那些生滅變化的東西是真實的了，我

們就會去注意它，執著它。 

       唯識學說，心有五遍行的作用，從觸、作意、受、想到思五個階段。第一個

階段「觸」，就是接觸，透過眼、耳、鼻、舌、身五官去接觸外境。接觸外境以

後，我們就起了「作意」。作意就是我們把注意點放在某處，比如說我剛剛這麼

一搖動書，諸位就只注意到這個生滅的東西，只注意到變化無常的東西，而沒有

注意到我。其實搖這本書的人也是滿可愛的，但大家卻只注意到這本書，在搖動、

在生滅的書。黑板那麼大，本來就已經存在的，本來是寂靜涅槃的，不動搖的，

我們沒有注意到，我們卻只注意到無中生有的白點。無中生有就是假的，不是真

實的，我們只注意到無中生有的白點。我們如果是成佛者，就能夠證得不可思議

的「不二」法門，那個不生不滅、不來不去、不一不異、不動不搖、不增不減、

不垢不淨的佛性。我們如果有智慧，有因緣，就能夠像佛陀一般，證得「緣起性



空」的諸法真理，我們當下就成佛了。所以，佛陀最終極的治療法門，就是成佛，

就是證得緣起性空。但能夠有這種根器的人，畢竟太少了，能夠見到不生滅、常

樂我淨佛性的人，畢竟太少了。因為無始以來的業力習氣，使得我們只會注意生

滅動搖的東西，我們不會去注意常樂我淨、涅槃寂靜的佛性。因此，佛陀就開示

了八萬四千法門，來治療我們眾生的心病。 

  

佛是大醫王 

        佛陀是大醫王，他不只是要治療我們身體的病，他更知道身體的病百分之

九十以上都是源自心理的病，心理的病在貪瞋癡慢疑和不正見，這些根本煩惱會

引生隨煩惱，包括小煩惱、中煩惱、大煩惱等種種煩惱心所。煩惱哪裡來的呢？

煩惱來自心，這是迷失靈性的緣故。大乘佛教稱靈性為佛性，我們沒有證得佛性，

所以會起煩惱心。我們沒有證得本不動搖、本不生滅、本無來去、寂靜涅槃的佛

性，才會把「作意」放在生滅的現象之上。我們是有情眾生，透過眼耳鼻舌身去

接觸外境，所以五遍行的第一個是觸，第二個是作意，問題在我們總是把注意點

放錯，我們都把它放在會生滅、無常、變化、虛妄、假有的東西之上，我們沒有

把我們的意、心、念放在本自圓滿具足、常樂我淨的佛性之上，因此我們才輪迴

痛苦啊！作意以後，我們就會有受，就是覺受的受。順合我意的，由於業力、分

別心的作祟，我就高興；不合我意的，我就煩惱瞋恨；既不順我意，也不逆我意

的，就覺得無聊，平淡無奇。種種的感受就如此來了。一有受，就會有想，就開

始去分別。分別這個是我的，我喜歡的，或不是我的，我不喜歡的。再來呢，就

是思，也就是產生執著、攀緣，或逃避的心理，產生恐懼、貪愛的心理。《維摩

詰經》裡面說過一句話，我們凡夫的病都是來自於攀緣。攀緣什麼？攀緣色、聲、

香、味、觸、法，攀緣財、色、名、食、睡，攀緣種種虛妄的東西。 

  

攀緣是苦因 

        什麼叫攀緣？會引起我們注意的，我們就將本來跟我們無干的扯上關係。

所以《維摩詰經》告訴我們，眾生的病，主要的原因就是攀緣。菩薩也會生病，



菩薩只要有肉體，還是會生病，但菩薩的病是「眾生有病，故吾有病」。菩薩的

病，不是真的病，只是為示現一個法門給眾生，告訴眾生要注意，我們生理的病

主要是來自心理，心理的病則來自沒有證得佛性，沒有把本來具足的、圓滿的、

常樂我淨的佛性，整個顯發出來。因此我們就產生分別心，有了分別心就開始攀

緣執取。一執取呢，愛取有，有取生，生老死就緊接著輪迴了。如果從治療的角

度來看，佛陀是大醫王，而大醫王最根本的治療辦法，就是讓眾生去體證我們本

自圓滿具足的佛性。你只要體會到緣起性空，當下就成佛。體會到世間一切會生

滅的都是虛妄的，我們只要放下，不攀緣，不執著，就可以得到解脫，來去自在

無礙，當下成佛。 

        可是絕大部分的眾生，沒有佛陀的利根，即使是佛陀，成佛也要花三大阿

僧祇劫的時間，一點一滴的修，示現在六道之中，廣結善緣，積集福德、智慧資

糧，最後才示現在尼泊爾覺悟成道。所以從相對的角度來看，佛陀提供這麼多法

門，是要治療我們的心病，也就是治療我們的分別妄想心，治療我們的貪瞋癡慢

疑，要讓我們去體證到常樂我淨的佛性。 

        我們現在把題目縮小到《阿彌陀經》來，我引用傅朗克這位心理醫學家的

觀點，他提出「意義治療法」。傅朗克醫師是猶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

納粹德國拘禁在集中營裡長達七年之久。很多猶太人在集中營裡面死亡，而傅朗

克先生沒有死，他覺得他不應該死在集中營，他覺得人生還有使命存在。這就好

像中國大陸在文化大革命時代，紅衛兵拘禁了很多出家人，強迫出家人還俗，把

出家人也關到集中營、勞改營，下放到邊疆去勞改。一般人受不了這種折磨，忿

忿不平，心裡不甘心，因此就生了病，提早結束生命。可是很多修行人一路走過

來，因為這些修行人能夠以空性的心、大慈大悲的心、菩提的心、沒有分別的心，

來看待一切遭遇。他們知道一切都是因果，知道當時所受的迫害，只不過是假的、

虛妄的現象，現象是有，但是自性空不可得。這一輩子我殺你，下一輩子你殺我，

這一輩子我鬥爭你，下一輩子你鬥爭我，他們知道如果要化解這麼大的怨，就必

須要以慈悲心、以智慧來看待一切遭遇。因此，他們就從集中營存活過來了，他



們在勞改營裡面磨練自己的信心，實踐大乘的六波羅密法門。 

  

意根可以不受限制 

        傅朗克教授也是這個情況，眼看著很多猶太同胞死在集中營裡，可是他心

中吶喊：「我不應該這樣子就死了，我如果是這樣的死，人生太沒有意義了，我

的人生應該還有使命在，我的使命就是啟發世界人類的良知良能，讓我們的世界

多一分溫馨，多一分和平。」他發現在集中營裡飲食沒有自由，說話沒有自由，

眼、耳、鼻、舌、身都沒有自由，可是意根還是有自由。我的眼、耳、鼻、舌、

身，你可以限制、束縛、折磨我；但是我的意啊，也就是我的念頭、意識，你無

法限制。我們眼、耳、鼻、舌、身的功能是很有限的，在這個地方我們所能看到

的，有一定的距離，不能夠看到牆壁外面的東西，不能夠聽到遠處的聲音。唯識

學講我們的眼根想要發揮看的功能，必須要有九種因緣，要九種因緣都具足才能

看到東西，耳、鼻、舌、身也都是如此，受到很多很多的束縛。納粹德國可以限

制我的眼、耳、鼻、舌、身，但是限制不了我的意根、我的起心動念。我可以做

無邊際、非常自由自在的思想。 

        傅朗克雖然不是佛教徒，他是心理治療師，他了解到意根、意識是可以不

受限制的。好像我們現在身在這裡，但想起高雄、美國的事情，剎那成行。我們

要想起昨天的事情、前天的事情、十年前的事情、二十年的事情，一下子就過去

了。如果我們是有宿命通、天眼通、天耳通的人，我們可以在瞬間就了解到多少

輩子以前的事。 

 

開悟就是超越分別 

        我們的心可以不受限制，好像佛陀在開悟的當天晚上，就把前輩子、多少

輩子生生世世以來的現象整個觀出來，因為他的意根已經超越了眼、耳、鼻、舌、

身，五根再也不是界。界，佛經裡面說有十八界，我們的眼有眼界，所以我們的

眼受到限制；耳，有耳界，凡夫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有界限，色、身、

香、味、觸、法都會構成界限，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都會構成



界限。一旦我們開悟，這些界限就整個拆除掉，沒有界限了。為什麼我們能夠開

悟？因為我們的意根能夠超越一切分別，能夠證得不可思議的不二法門，證得佛

性。傅朗克也是如此發現生存的意義，他說納粹德國可以把我拘禁在監獄裡，可

以限制我的眼耳鼻舌身，但限制不了我的思想。我可以嘴巴說一些配合的話，但

是我怎麼想，你不知道。我要發現生存是有意義的，也就是說當一切都沒有自由，

眼耳鼻舌身都不得自由，都被控制的當下，唯有意根是可以自由的，是可以超越

的，可以得到生存的意義。 

        只要我們能夠找出生存的意義，就不會患「憂鬱症」，就不會恐懼，不會

攀緣，不會貪得無厭，不會貪瞋癡慢疑。我們因為不了解自己，不了解世間的無

常變化其實是虛妄的，是假的，是沒有什麼值得好留戀的。我們應該就路還家，

回到自己本源處的佛性，在究竟涅槃、常樂我淨的佛性裡面，才能夠真正的身心

安住。但我們眾生卻只注意到會生滅的東西，只注意到無常、無我、苦的東西，

不想去安住在常樂我淨的佛性。傅朗克在集中營裡就這樣的思維，他說德國納粹

希特勒可以關住我的眼耳鼻舌身，但是限制不了我的思想，我發現了我的生存是

有意義的。我們如果發現生存的意義，就不會憂鬱，不會有種種煩惱，如果我們

大家都能夠去除這種恐懼感不安全感，就真的解脫了。 

 

發現存在的意義 

        戰後傅朗克將他在集中營裡的思維整理出來，檢討自己為什麼能夠度過集

中營的煎熬？為什麼能夠克服納粹德國的迫害，而不像其他人死於納粹德國的逼

迫？原來就是發現了存在的意義，也就是說，他有他的使命感。 

        我們為什麼會有恐懼感？會有憂鬱症？那是因為我們找不到人生的意義，

我們糊裡糊塗不知道人生所為何來？佛法告訴我們，「人身難得今已得」。我們

最大的人生意義就是修行，所謂「修行」就是不要攀緣執著虛妄無常的東西，能

夠證得佛性，圓滿顯現自己的自性。 

        傅朗克寫了一本書《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詳述只要發現能夠肯定存

在的意義、存在的價值，人就不會頹廢，就不會自殺，真會自殺、憂鬱、精神分



裂的人，是因為不能夠接受現實，對現實感到徬徨，發現不到存在的意義，人生

有那麼多的逼迫，生活在恐懼之中，所以憂鬱症就來了，心理疾病就來了。心理

疾病一來，生理的疾病就來了。傅朗克從在集中營裡的體會，發展出「意義治療

法」的理論。他又寫了另外一本書叫做《從存在主義到精神分析》，嘗試給心理

疾病的患者，賦予他們生命的意義，從存在裡面去發現，我們存活在世間不只是

吃喝拉撒、爭名奪利，不只是在「擁有」而已。很多有錢人或是地位很高的人，

如果沒有發現生命存在的意義，是很痛苦的，即使擁有的很多，壓力也很大，憂

鬱症也很嚴重。反之，一個發菩提心大悲願的修行者，像出家師父們身無分文，

但是他們卻無限的快樂，因為他們從有限的生命裡，發揮出無限的功能，弘法利

生，幫助眾生去體證自己的佛性。 
他們存在的最大意義，就是利用有限的壽命來引導眾生修行開悟的動力。（未完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