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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見歡樂人，當願眾生，常得安樂，樂供養佛。

解：這首偈是說得法喜的人，學佛真正得到受用，必定常生歡喜

心、法喜充滿。怎樣才能得受用？從外緣上來說，社會風氣有影

響；從自己本身上來講，習性。一般的社會風氣好，自己本身又好

學，才真正能夠得到法味。東方自古以來，教學的方法是一門深

入，長時薰修，教學就是一本書，這本書沒有學完不能學第二本，

思惟純一，具足戒定慧精神。聖賢教育確實與心性相應，與大自然

法則相應，所以愈學愈快樂，尤其是讀佛書。

古人常講讀書樂，讀書之樂樂無窮。這些話是真的，不是假

的。『歡樂人』，真正的快樂，除非讀書及認真學習之外，得不

到。首先要排除障礙，物質的欲望是障礙，要「格物」，物是物

欲，捨棄對物質的欲望，專注在精神上的快樂，這就是所謂孔、顏

之樂。孔老夫子、顏回，他們物質需求非常淡薄。

『常得安樂，樂供養佛』，安樂是果報，清淨平等是因緣。

「樂供養佛」，樂是愛好，一切眾生皆是佛，「樂供養佛」就是普

度眾生，幫助一切眾生覺悟，是真供養；起心動念、言語造作不離

這個。

經：見苦惱人，當願眾生，獲根本智，滅除眾苦。

解：疏（清涼大師的《華嚴經疏鈔》）：「若得見道無分別根本智，則斷惡

道業無明故。三途若滅，則三苦八苦亦皆隨滅。死及取蘊，直至

金剛後根本智，則能永斷。」「斷惡道無明」，惡道是三惡道，

惡道業無明，無明就是迷惑，大乘教裡面講的貪瞋癡。金剛智，

指 堅 固 不 壞 之 智 體 ， 為 大 圓 鏡 智 之 別 名 。 「 金 剛 後 根 本 智 」 ，

《華嚴疏鈔》云：「金剛無間道根本智」，「取正體無分別智名

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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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苦惱人』很多，佛告訴我們，有四件事是保不住的：一 「常

必無常」，世法無常，剎那剎那生滅，物質有生滅，靈性沒有生滅；靈性是

《楞嚴經》上講的六根根性，見聞覺知，這個德能永遠不會喪失。「見道無

分別根本智」是見道位的無分別智，阿羅漢、菩薩所證得的，分段生死（就是

六道輪迴的生死）沒有了，脫離六道輪迴。沒有六道分段生死，但其上還有變易生

死。見道無分別智，圓教菩薩第七信就得到，七信、八信、九信到十信，有

很明顯的變易生死；到破一品

無明，證一分法身，那才是真

正的大乘見道。「金剛後根本

智」則是無上正等正覺，永斷

生死。

二「富貴必定貧窮」，為

什麼？富貴是在貧窮時積功累

德所得的果報，享福的時候忘

了種福，所以福享盡又回到貧

窮，永遠在循環。三「合會必

定別離」，愛別離苦，再親愛

的夫妻、父子、朋友一定有生

離死別。死了之後也不可能在

一起，為什麼？各人的業不相同。而真正能夠永遠在一起的，只有念佛求生

淨土。四「身體強健必定有老死」。要趁身體健康的時候真正發憤用功，到

老的時候來不及。

這是佛教導我們的四樁事情，我們必須要明白，要時時刻刻提高警覺。

經：見無病人，當願眾生，入真實慧，永無病惱。

解：見到無病人，也就是身體健康的人，引發菩薩的大願：『入真實慧，永

無病惱』。疏：「入真實慧，永無病惱者，此有二種：一約入真見道之慧，

三界六道輪迴圖（引用自CBETA電子佛典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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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身病之苦惱，及煩惱病。」「二約金剛心慧，頓斷一切諸煩惱病，及習氣

隨眠，證極圓滿真實勝義，諸惑永亡。」「真實慧者即根本智。」

「無病惱」就是無過失，在處事待人接物，永遠沒有過失，永遠不會

犯錯誤，其先決的條件是回歸到自性的中心─入真實慧。唯有真實智慧，

才能達到究竟圓滿的解決問題。無量無邊的智慧、德能、相好，自性本來具

足，真的是「但以妄想分別執著而不能證得」。

永無生死就是大涅槃。涅槃有四樂：一、離一切世間苦，得出世間大

樂。二、遠離憤鬧，生活在清淨寂滅。三、智慧開，於一切法悉知悉見。他

契入性淨涅槃境界，所以他的真誠、清淨、平等、正覺、慈悲心永遠不離，

念念相應，這叫入真實慧。四、身如金剛，永不壞樂。

凡夫修行容易退心，怎樣才能夠天天有進步，不至於退轉，佛說有四種

緣，最容易使修行人退轉：一對於佛法半信半疑。二自己有很深的成見，貢

高我慢，批評佛法。三嫉妒別人的利養。四對一切菩薩沒有恭敬心、沒有信

心。修行人如何能不退轉？真因是宿世的善根深厚，今生又遇到善緣，最重

要的是尊師重道及好學，成功的希望就很大。

經：見疾病人，當願眾生，知身空寂，離乖諍法。

解：疏：「四大乖違成病，知空，則永無所乖。」四大指的是細胞。細胞有

四個性質，縱然分析到基本的粒子，還是這四種性質：一地大，地代表它是

物質。二水大，代表它含有水分。三火大，就是它有溫度。現在科學裡面不

講水火，講帶電，帶陽電就是火大，帶陰電就是水大，它確實是帶電體。而

且它是動的，不是靜止的，所以有新陳代謝，週期不長，有新陳代謝的動態

就叫做風大。身體的細胞若都能隨順性德，身體一定健康，不會有病，如果

乖違性德就生病。

「一切法從心想生」，妄想分別執著完全是乖違自性，所以成病。違是

違背，乖是乖離，不守自性。佛教我們勤修戒定慧，戒定慧是隨順自性，是

健康的。乖違自性中最嚴重的是貪瞋癡慢疑惡見，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苦口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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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勸告我們，善中之善，無上的善念就是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佛法講內

學，所以一個人身體若不舒服、有病，應當認真反省：為什麼會得病？一定

是「乖違性德」，犯了錯誤。找到原因，改正錯誤，就能使病變細胞恢復正

常。

向上一著，『知身空寂』，達佛菩薩的境界，所有一切『乖諍』之法全

都沒有，徹底擺脫了，這就是真實智慧、根本智現前。法身菩薩們，看到一

個生病的人，回光返照，生起這樣的願心，願一切眾生都能夠通達明瞭諸法

實相，隨順性德，『離乖諍法』。

經：見端正人，當願無生，於佛菩薩，常生淨信。

　　見醜陋人，當願眾生，於不善事，不生樂著。

解：這兩首偈可以合起來看。人的相貌，命相家常講「相隨心轉」，真正高

明的人，見到一個人的相貌、音聲、動作，就知道這個人是否賢愚、善惡，

及其吉凶禍福，一目了然。這不是特異功能，全是本能，保持長時間心地的

清淨、真誠，心平氣和，就有這種能力。

『於佛菩薩，常生淨信』，淨是沒有懷疑。於佛菩薩的存心、言說、舉

止、行為，常生淨信，如教修學，才能得端正相。具足十善、三皈五戒，相

貌自然端正，如再能常思惟佛菩薩的教誨，誦經念佛，求生淨土，生到西方

極樂世界，端正相好與佛沒有兩樣，到極樂世界就報得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下一首『見醜陋人』，醜陋是不善業的果報，人都希望自己容貌端正，

莊嚴美好，不喜歡醜陋。這不是上天注定的，也不是閻羅王注定的，是業

力所變現；造善業，相貌自然端莊，心行不善，相貌自然變醜陋。菩薩發弘

願：『於不善事，不生樂著』，樂是愛好，著是執著，沒有愛好、沒有執

著，也不生煩惱，這樣才能夠放下七情五欲，恢復真誠清淨平等正覺慈悲。

希望自己在一生當中修行有結果的人，不能一天不聽經，不能一天不念佛，

才能保得住。必須時刻提高警覺，斷一切惡、修一切善。在今天，除聖賢的

教誨及經教，幾乎很難找到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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