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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公上人九秩晉三嵩壽感言 

釋昭慧 

仁者嵩壽，先知孤寂 

  農曆三月十二日，是上印下順導師九秩晉三嵩壽佳期。凡我領受長老法乳 

        深恩之弟子門生或私淑艾者，都不禁馨香祝禱，祈老人久住世間，法輪長轉！ 

  印老人在佛教思想史上的開拓，是前所未有的，這已是佛教界與學界的定論。他以「本質的佛法」與「流變中的佛

法」為研究主軸，其結論幾乎推翻了所有傳統佛教（包括漢傳、南傳與藏傳）的偏執，但也不以任何承傳與宗派自居，

而公允地肯定了各種思想與行門的相對歷史意義。 

  思想卓絕，也就命定了「高處不勝寒」，所以他不但受質疑於自己所尊敬的老師（太虛大師），更受抵制於同時代

的佛教界。歷史證明：先知很難不被誤解於當世。所以老人的孤寂，彷彿也是「先知的宿命」吧！ 

前人播種，後人豐收 

  差堪告慰於老人者，雖然「至德難為繼」，但是，近三十年來，他的思想已被廣大的華人佛教徒研究奉行，部分並

已被傳譯為英、日文版，蜚聲國際。他所提倡的，具足菩提願、大悲心與法空慧的「人間佛教」，雖然難免被附庸風雅，

錯解誤用，但是無可否認的：台灣佛教近年的疾速復興，也與佛弟子們走出山林佛教，走入廣大社會，展現欣欣向榮的

氣象，積極勇健地實踐「人間佛教」有絕大關係。大概是悲心有餘，空慧不足，所以許多以「人間佛教」為實踐目標的

團體，所行已然變調，甚至日趨俗化，但可以肯定的是：「人菩薩行」不祇是大乘經中的高遠理想，那是一條可以走得

下去的漫漫長路！而印老人所抉擇的大乘精義，就是菩薩行旅中，令吾人不致歧路亡羊的指針。 

心靈自由，海闊天空 

  有人以其內部刊物自吹自擂，指稱導師思想「困境」云云，許多人向筆者反映，認為應予嚴詞駁斥，我的看法是：

那種夜郎自大的吹噓，充其實也不過是「歷史的泡沫」，理它，豈不是抬舉了它嗎？更何況，此君寫作經常是夾纏不清，

又臭又長，學術價值既然不高，放他一馬算了。 

  此君識淺，見印公之門人及私淑艾，多行世間十善或是學南傳禪法，就以為那是印公思想的「困境」使然，其實，

正因為印老人有「學尚自由，不強人以從己」的心胸，使得從學者以一切善法為師，所以心靈海闊天空，在我看來，那

正是老人「緣起」智慧的多面向之展現而已。 

  以弘誓師生為例：性廣法師去年到緬甸帕奧學習南傳禪法歸來，更是對老人著作在止觀方面的重點提撕，讚不絕口，

而且因學禪觀而有了行菩薩道時「依住堪能性，能成所作事」（成佛之道偈頌）的信心。筆者近年也略學南傳禪法，但

護法護生的實踐，及以佛法知見回應世間之言論，業已受到社會與教界之肯定，其源頭活水還不都是印老人的深廣智慧？

吾人何嘗因為是印老人之門生而走入「困境」？反而在學印公思想之後，眼界大為開闊，不再拘於傳承家法，一切善法

皆成學道資糧；這種能耐的培養，才是印公智慧的精華所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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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感恩幕後英雄 

  大家都知道要感恩印公導師，卻鮮少想到要感恩一群默默而無微不至地照料印老人的人——明聖、慧琛、慧璨、達

聞、如淨、達貞……等諸位師父。其實，公平而言，倘若無有華雨精舍眾師父的辛苦照料，以印老人孱弱的身軀，又如何

可能住世至今，嘉惠佛子？ 

  要感恩的不祇這些，吾人從印公著作中採擷智慧果實的同時，不宜忘懷：當年印老人著作的出版，幕後功臣正是性

瀅、慧潤、依道、心如等諸尼法師。還有，本年度老人壽誕之期，老人全部著作之光碟正式發行。此一光碟的出版，是

佛教文化史上的大事！同樣的，光碟的出版，是一件浩大工程，幕後有妙雲蘭若的慧理法師指導，德智法師主事，蘭若

諸尼眾用了四年光陰逐字鍵入，一群隱名佛弟子（乃至基督徒）共同合作於軟體設計、光碟畫面設計等諸事宜。一片光

碟在手，攜帶查索都方便許多，在享受這莫大的方便之時，請讀者別忘了常懷感恩！ 

如優曇華，難遭難遇 

  還有一點忠告：光碟之出，若只存諸網站，那也不過是資料（data）而已；若只因論著之需而作查索，那也只不過

是資訊（information）而已；若只為佛學程度之提昇而閱讀，那也只不過是增廣知識（knowledge）而已；印公著作之

精華在於智慧（wisdom），須於懇切認真逐句研磨中始能得之！讀者宜視為瑰寶，並珍惜大思想家之不世出，如優曇華

之難遭難遇，切莫因資料之易取，資訊之易索，知識之易得，而生起輕忽之心。否則縱使光碟在手，印公智慧對你而言，

還是會「遠在天邊」的！ 

  八七、四、一 於雙林寺，時禁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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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大毘婆沙論》劄記論師的佛陀觀（三） 

釋悟殷 

         參、佛語（言教） 

一、轉法輪 

  據《異部宗輪論》記載，大眾部等主張：「諸如來語皆轉法輪」，而有部則主張「八支聖道是正法輪」
19
。 

  關於法輪的問題，《大毘婆沙論》卷一八二，論中以相當大的篇幅分別：何謂法輪？何故名法輪？何種情況是轉法

輪等等，並介紹相關或引申而來的問題。如說： 

  云何法輪？答：八支聖道。若兼相應隨轉，則五蘊性，此是法輪自性。（大正 27.911中） 

問：何故名法輪？答：此輪是法所成，法為自性，故名法輪。如世間輪，金等所成，金等為性，名金等輪，此

亦如是。有說：此輪於諸法性，能簡擇極簡擇，能覺悟極覺悟，現觀作證，故名法輪。有說：此輪能淨聖慧法

眼，故名法輪。有說：此輪能治非法輪，故名法輪。非法輪者，謂布刺拏等六師所轉八邪支輪。（大正 27.911

中） 

 

  問：何故名輪？輪是何義？答：動轉不住義是輪義；捨此趣彼義是輪義；能伏怨敵義是輪義。由斯等義，

故名為輪。（大正 27.911中） 

  《大毘婆沙論》解釋了法輪以後，就針對大眾部的「諸如來語皆轉法輪」，和自宗主張的「八支聖道是正法輪，非

如來語皆為轉法輪」，展開精采的論辯。大眾部認為：「諸如來語皆轉法輪」，故「法輪語為自性，一切佛語都是法輪。

若謂聖道是法輪者，則菩提樹下已轉法輪，何故至婆羅尼斯方名轉法輪？」（大正 27.912 中）所以，佛陀的一切語言，

都是轉法輪。例如：佛陀問阿難：外面是否下雨？阿難聽了，即精進用功。 

  婆沙論者（有部）則認為「八支聖道是正法輪，非如來語皆為轉法輪」，所以「法輪是八支聖道，若兼相應隨轉，

則五蘊性，此是法輪自性」（大正 27.911 中）。亦即：「法輪體但是聖道，非佛語性。若是佛語者，則應菩提樹邊為商

人說法，已名轉法輪，何故後至婆羅尼斯國，乃言轉法輪耶」？故知：在婆羅尼斯度五比丘，爾時「令他身中有聖道起，

方名轉法輪。法輪，聖道為體，故說齊阿若多憍陣那見法，名佛轉法輪。」（大正 27.912 中） 

  而且佛的言教（身口意），有時是善，有時是無記。阿毘達磨、素怛纜藏，多分是善；毘柰耶藏，多分無記。如世

尊說：門應關閉，衣缽應置竹架龍牙，如此都是無記。又若為教化而說，應知是善；若為餘事說，應知是無記。所以叫

阿難往觀下雨否？園中何故高聲大聲？這些都是無記（大正 27.659 中）。況且世尊問阿難外面是否下雨，是為解阿難睡

夢心故（77 下），所以不能說是法輪。 

  其後，《大毘婆沙論》就著佛初轉法輪，初轉法輪地等等，繁複的加以推理闡釋，這些不過是論師善於分別的風格

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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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的說明，可知大眾部和有部之間的歧異。而以有部婆沙論者的「法輪是八支聖道」來說，可演申為：若佛弟

子不以八正道自行化他，即是破法輪了。 

二、如義不如義 

  世尊說法是如義？是不如義？《異部宗輪論》分二種來說：一、世尊說法是否都如義？二、經典是否都是了義說？ 

  首先，世尊說法是否都如義？大眾部主張「世尊所說無不如義」；有部認為「世尊亦有不如義言」
20
。其次，經典是

否都是了義說？大眾部說：「佛所說經皆是了義」；而有部說：「佛所說經非皆了義，佛自說有不了義經」
21
。 

  關於世尊說法是否都如義？此「義」，有二種解釋：一、是真實不虛，又合乎義理，任何責難，都動搖不了他的立

論。二、是義利（利益），佛所說法，對眾生都有益處——為饒益眾生而說。 

  一、真實不虛，合乎義理： 

  如經說： 

  如來從昔夜覺無上正盡之覺，至於今日夜於無餘涅槃界當取滅訖，於其中間，若如來口有所言說，有所應

對者，彼一切是真諦不虛，不離於如，亦非顛倒，真諦審實。若說師子者，當知說如來。所以者何？如來在眾，

有所講說，謂師子吼。一切世間，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如來是梵有，如來至冷有，無煩亦無熱，

真諦不虛有。（《中阿含》，大正 1.645中） 

  世尊說法不僅如法如義，真實不虛，亦合情合理，外界的任何折難，都動搖不了。如經中記載，摩揭國那羅聚落刀

師聚落主，受尼犍子外道慫恿，以「蒺藜論」問難世尊，欲令世尊「不得語，不得不語」，經世尊善巧說明，刀師聚落

主皤然省悟，歡喜懺悔而去
22
。由此可見：佛所說法，都是如義——如法如義，合情合理，真實不虛。 

  二、義利、利益： 

  如經說： 

  我今出世成佛，十號具足，我今「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

安隱快樂」（《中阿含》，大正 1.496上)。又說：「如來應等正覺，為大醫王，成就四德（如實知苦集滅道

四聖諦)，療眾生病」（《雜阿含》，大正 2.105上--中）。 

如此，說明了佛陀出世說法，都是為了饒益眾生，對眾生都有大利益。 

  有部認為佛陀說法非皆如義，因為佛陀說話，有時是善，有時是無記。如問阿難天下雨否？園中何故大聲喧嚷？門

應關閉，衣缽應置竹架龍牙等，這些都是無記（大正 27.659 中；
23
），所以「世尊亦有不如義言」。 

  雖然如此，但有部也認為世尊說法，皆能令有情獲大利益
24
。不過，世尊說法有時是方便說，是有餘說（有別意趣），

不能依文釋義。如說「殺父、殺母」，是說除貪愛母、殺煩惱父，並不是真的殺害父母，若果殺害父母，則犯五無間罪

了
25
。 

  以上，是關於佛陀說法如義或不如義的問題。其次，將探討佛陀所說經典是否了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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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了義」，有二種說法：一、依言教說：一句話說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沒有一點含糊不清，即是「了義」。

二、依義理說：一個道理已顯示得徹底究竟，沒有絲毫保留，是為「了義」；若所顯義理，並未徹底究竟，還可再發揮，

是「不了義」。此下依第二（「究竟義」名「了義」）而作分辨。 

  《異部宗輪論》說：大眾部主張「佛所說經皆是了義」；有部則主張「佛所說經非皆了義，佛自說有不了義經」
26
。

據窺基法師的說法，大眾部主張「諸如來語皆轉法輪」，又勸人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教等，故知「佛所說法都是了義」，

都是真實不虛。經中說殺害父母等，乃因有情長因恚、愛生，說二結為父母，此皆契合正理，所以佛所說經皆是了義
27
。 

  有部以佛自說應「依了義不依不了義」，故以為亦有不了義教。因為有時經中詮釋義理，並不完全，故有阿毗達磨

之出；而「一切阿毘達磨，皆為解釋契經」（大正 27.236 中）。又經典有應時、應機的方便，不能依文而解，若彼「經

是不了義，是假施設，有別意趣」（大正 27.431 下），經典內容或現觀次第違義時，則「應求此經意趣」，不可「輒迴

此經文字」
28
。 

        有關佛所說經典是了義或不了義的問題，大眾部和有部不同主張的癥結點還是在於：一、大眾部主張「諸如來語皆

轉法輪」，「世尊所說無不如義」，當然「佛所說經皆是了義」了。二、有部主張「八支聖道是正法輪，非如來語皆轉

法輪」，「世尊亦有不如義言」，所以「佛所說經非皆了義，佛自說有不了義經」了。 

  大乘佛法時代，如龍樹、無著等，對於經典之了義與否，亦有精闢的解釋。如龍樹菩薩說： 

        佛經有二義：有易了義，有深遠難解義。如佛欲入涅槃時語諸比丘：「從今日應依法不依人，應依義

不依語，應依智不依識，應依了義經，不依未了義。」依法者，法有十二部，應隨此法，不應隨人。依義者，

義中無諍好惡罪福虛實，故語已得義，義非語也。如人以指指月，以示惑者，惑者視指而不視月，人語之言：

「我以指指月，令汝知之，汝何看指，而不視月？」此亦如是，語為義指，語非義也，是以故不應依語。依智

者，智能酬量，分別善惡，識常求樂，不入正要，是故言不應依識。依了義經者，有一切智人佛第一，一切諸

經書中佛法第一，一切眾生中比丘僧第一，布施得大富，持戒得生天，如是等是了義經。如說：「法師說法有

五種利：一者大富，二者人所愛，三者端正，四者名聲，五者後得涅槃。」是為未了義。云何未了？施得大富

是為了，了可解；說法無財施而言得富，得富者，說法人種種讚施，破人慳心，亦自除慳，以是因緣得富，是

故言未了，是多持經〔者〕方便說，非實義。（《大智度論》，大正 25.125上--中） 

  龍樹菩薩以佛經有「易了義」，和「深遠難解義」，說明世尊為應機設教的方便，故佛經有了義說和不了義說；因

此龍樹立了四種悉檀，通攝當時的佛說
29
。而無著菩薩亦有相同看法，如說：「復有四種意趣，四種祕密，一切佛言應

隨決了。」
30

 

  這兩位菩薩，應是有見於當時佛教流行的現象，故爾提出抉擇貫攝所有經教的方法，若佛教學人能善解其義，定能

維護佛法的純正，以及僧伽清淨的形象。而大眾部的說法，則易流演至「一切世間真實善語，微妙好語，皆入佛法中」

（大正 25.66 中）的結論，乃至把世尊應機設教的方便，也都當作真實，如此，則後期大乘佛法流於「佛梵一如」，也

不是沒有軌跡可循的！ 

三、一音說法 

  《異部宗輪論》說：大眾部主張「佛以一音說一切法」；有部則認為「非佛一音能說一切法」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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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部的婆沙論者舉《毘奈耶》中，世尊為四天王說法事為例：佛先以聖語說四聖諦，四天王中，二天王得解，二

天王不解。佛更為二天王以南印度邊國語言說四聖諦，二天王中，一得解，一不解。佛復作蔑戾車語說，時四天王盡得

解（大正 27.410 上；
32
）。所以，有部認為：「非佛一音能說一切法」，佛陀說法時，是視與會大眾的語言不同，而以

各種語言說法的。又佛陀善識機宜，知眾生的「意樂」不同，所以能以不同語言說法教化。何況「世尊雖有自在神力，

而於境界不能改越，如不能令耳見諸色，眼聞聲」（410 中）等。 

  依有部的說法，可見佛陀是語言專家，擅長各種語言，而且佛陀言語捷利，聲韻無過，詞辯第一，「一剎那心能起

一語，一剎那語能說一字」（大正 27.72 中）。所以說法時，能依著與會大眾的地域不同，而以各種語言說法，大眾因

此各得領解
33
。 

  大眾部的「佛以一音說一切法」，由於文獻所提有限，不大明白其意旨，但或許可以由鳩摩羅什法師的解釋，得到

消息。羅什云： 

  如以一音，而眾生隨意所聞，或有聞佛音聲，崇濡微妙，如迦陵頻伽鳥、白鵠之聲，如獅子吼聲，如野牛

王聲，如大鼓之聲，如大雷聲，如梵王聲等，種種不同。有於音聲中，或聞說布施，或聞說持戒、禪定、智慧、

解脫大乘等，各各自謂為我說法。（《大乘大義章》大正 45.125下） 

  這是說，世尊為大眾說法時，與會的大眾，隨各人的欲樂、根機，聽到的各各不同，似乎世尊專為自己說法似的。

這樣，和《婆沙論》所引的「伽他」相通。如： 

  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皆謂世尊同其語，獨為我說種種義。（大正 27.410上） 

    《婆沙論》中，解釋「一音」的含義是： 

  一音者，謂梵音。若至那人來在會坐，謂佛為說至那音義；如是礫迦、葉筏那、達刺陀、……博喝羅等人

來在會坐，各各謂佛獨為我說自國音義，聞已隨類各得領解。又貪行者來在會坐，聞佛為說不淨觀義；若瞋行

者來在會坐，聞佛為說慈悲觀義；若癡行者來在會坐，聞佛為說緣起觀義；憍慢行等，類此應知。（大正 27.410

上） 

        依於此義，世尊說法時，雖然用一種語言說法，但是與會的大眾，每個都是當機眾，世尊好像專為他而說法

似的。雖然《婆沙論》未明說此是大眾部義，不過依據窺基法師解說大眾部的「佛一音說一切法」
34
，和婆沙論者所引「伽

他」相同，所以「伽他」也許正是大眾部的說法。 

  總之，佛陀是否「一音說法」？大眾部和有部之不同在於：大眾部認為：佛陀以「一音」說法，與會大眾聽到的是：

「世尊用我的語言，專為我說法。」而有部則認為：佛陀是語言學專家，通曉各種語言，說法時，是視與會大眾之不同，

而以各種語言說法。印度幅員廣闊，方言眾多，世尊通曉各種語言，律典中除了上面所引之《十誦律》外，尚有類似記

載。如阿槃提的億耳，從西南邊地來禮敬世尊時，以阿槃提語讚誦經典，世尊云： 

  善哉比丘！汝善讚法。汝能以阿槃地語聲讚誦，了了清淨，盡易解。比丘！汝好學，好誦！（《十誦律》，

大正 23.181中） 

  我弟子中，捷疾解悟，億耳第一。（《僧祇律》，大正 22.41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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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人批評：「我諸聖者不閑聲韻，逐句隨文，猶如瀉棗，置之異器」（大正 24.223 上），世尊仍只叮嚀弟子：

「聽隨國音讀誦，但不得違失佛意。」（大正 22.174 中；955 上）。如佛說「聽隨國音讀誦」，可見當時佛教界未有統

一語言。雖不敢確定世尊通曉印度全部的方言，但最起碼是通曉數種語言。 

四、如來答問不待思惟 

  大眾部中，和「佛一音說一切法」有關的，尚有「如來答問不待思惟」；「佛一切時不說名等，常在定故，然諸有

情謂說名等，歡喜踴躍。」（大正 49.15 下）「如來答問不待思惟」，這是說：世尊回答問題時，都不須經過思惟，就

能自然而然任運的解答問題。「佛一切時不說名等」，是說世尊「常在定」中，所以一切時中，世尊都未有說法，也未

思惟「名（句、文）等」，然而眾生卻都認為世尊在說法，而且是經過精思熟慮，方為他們說法而「歡喜踴躍」。 

  不過，有部則有論師認為：「佛過去無量劫前，應得滅度，所以經於三無數劫修習百千難行苦行，但為利他。夫利

他者，必於名身、句身、文身，皆得善巧；以善巧故，能為他說蘊、處、界等，令得涅槃，究竟饒益」；「佛善達名、

句、文身，能為眾生說法無盡」；「於名等，唯佛善知」
35
。雖然也認為佛「善達名、句、文身」，但並不認為「如來答

問不待思惟」。 

  總上四項，是佛陀語言（言教）的相關問題，接下來要探討的是佛陀的智慧。 

 ～未完待續～ 

註釋 

註 19：《異部宗輪論》，大正 49.15 中；16 下。 

註 20：《異部宗輪論》，大正 49.15 下；16 下。 

註 21：《雜阿含》卷三二，摩揭陀國那羅聚落的刀師聚落主，受尼犍外道的慫恿，問難世尊。作蒺藜論，「令沙門瞿曇

不得語，不得不語」。 

1.問世尊常願諸家福利具足增長否？若是否定，則與凡夫無異；若肯定，何故飢饉災荒之年，遊行人間，帶領千二百五十

比丘，千優婆塞，五百乞殘食人，從城至城，從村至村，捐費世間？如大雨雹，雨已乃是減損，非增益也。世尊答：我

憶九十億劫以來，不見一人施一比丘有盡有減。由長夜好施，真實寂止，致招富有，多錢財、眷屬、僕從。而由九因緣

令人損減福利：王所逼、賊所劫、火所焚、水所漂、藏自消減、抵債不還、怨憎殘破、惡子費用、以及無常。（《雜阿

含》，大正 2.230 中--下） 

2.問：世尊不常欲安慰一切眾生，讚歎安慰一切眾生耶？若否定，則與凡夫有何異？若肯定，常欲安慰一切眾生，何故或

為一種人說法，不為某一種人說法？世尊答：譬如農夫耕田，先耕土壤肥澤之上田，次耕中田，後耕貧瘠之下田。世尊

亦如是，比丘、比丘尼是肥澤上田，優婆塞、優婆夷是中田，諸外道異學、尼犍子輩為下田，此等上中下田，我都常為

彼演說正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開示顯現。然彼眾等，於我善說法中得一句法，知其義者，

亦復長夜以義饒益安隱樂住。（《雜阿含》，大正 2.230 下--231 下） 

3.蒺藜論，即是兩難問題，如人魚骨哽在喉嚨，吐不出，也吞不下，非常難過，所以說「令沙門瞿曇不得語，不得不語」。

（大正 2.230 中） 

註 22：1.問：佛教當言善耶？無記耶？答：或善，或無記。云何善？謂佛善心法所發語言乃至語表。云何無記？謂佛無

記心發語言乃至語表。（大正 27.65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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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問：於佛教中，何者善？何者無記？答：a.阿毘達磨、素怛纜藏多分是善；毘奈耶藏多分無記。如世尊說：門應關閉，

衣缽應置竹架龍牙，如是等言，皆無記故。b.佛教若為所化說，應知是善；若為餘事說，是則無記。如世尊告阿難陀言：

汝往觀天，為雨不雨？園中何故高聲大聲？如是等言，皆無記故。c.佛教若用功說，應知是善；若任運說，是則無記。

d.佛教力無畏等所攝受者，應知是善；力無畏等不攝受者，是則無記。（大正 27.659 中） 

註 23：世尊說法非全無因，或少因故。……世尊永離無義言故，所說稱量，必饒益故。依田、依器，雨法雨故，有大因

緣乃說法故。由此世尊所有言說，皆使有情獲大利樂。（大正 27.173 下） 

註 24：1.問：頗有比丘殺母得大福，不得罪耶？答：有。愛名為母，若殺得大福，不得罪也。 

2.問：頗有比丘殺父得大福，不得罪耶？答：有。漏名為父，殺得大福，不得罪也。（《十誦律》卷五二，大正 23.381

中） 

註 25：《異部宗輪論》，大正 49.15 下；16 下。 

註 26：《異部宗輪論述記》，卍續 83.225 上。 

註 27：如契經說：佛告比丘：此苦聖諦我昔未聞，於此法中如理作意，由此便生眼智明覺。此苦聖諦慧應遍知，我昔未

聞乃至廣說。……此苦聖諦我昔未聞等，顯未知當知根，此苦聖諦慧應遍知等，顯已知根，此苦聖諦慧已遍知等，顯具知

根。集滅道諦各顯三根，應知亦爾。 

大德法救作如是說：「我思此經，舉身毛豎，以佛所說，必不違義，定有次第。今此契經，越次第說具知根，後復說未

知當知根故。非佛獨覺及諸聲聞，得有如是觀行次第，具知根後如何復起初無漏根？若捨此經，必不應理，佛初說故；

以五比丘而為上首，八萬諸天聞此所說，皆證法故。若欲不捨，復違次第，故思此經，舉身毛豎。」（大德不捨經，但

迴經文） 

阿毘達磨諸論師：「不應輒迴此經文句，過去無量諸大論師，利根多聞過於大德，尚不敢迴此經文句，況今大德而可輒

迴！但應尋求此經意趣。」（大正 27.410 下--411 上） 

註 28：《大智度論》，大正 25.59 中--60 上；《印度佛教思想史》，pp.126--127。 

註 29：《攝大乘論本》，大正 31.141 上。 

註 30：《異部宗輪論》，大正 49.15 中；16 下。 

註 31：《異部宗輪論》，大正 49.15 中；16 下。 

註 32：《十誦律》：四大天王與無數眷屬來禮佛陀，聽佛說法。爾時「佛以聖語說四諦法苦集滅道，二天王解得道，二

天王不解。佛更為二天王以馱婆羅語說法……是二天王一解一不解。佛復作彌梨車語……四天王盡解」（大正 23.193 上）。 

註 33：問：佛以聖語說四聖諦，能令所化皆得解不？設爾何失？ 

答：1.佛以聖語說四聖諦，能令一切所化有情皆得領解。問：若爾，何故後二天王聞聖語說而不能解？答：a.世尊隨四天

王之意樂而說。四大天王意樂有異，為滿彼意，故佛異說……。b.世尊為破疑，欲顯於諸言音皆能善解。……佛以種種語

言說法，顯於諸方言音，皆得自在。c.所化根性不同，有依佛不變形音而得受化者，佛若變形音說法，彼即不懂；依佛轉

變形音說法者，若佛不變形音，彼即不懂。是故世尊以三種語，為四天王說四聖諦。（大正 27.410 上--中） 

2.佛以一音說四聖諦，不令一切所化有情皆得領解。世尊雖有自在神力，而於境界不能改越，如不能令耳見諸色，眼聞聲

等。問：若如此，如何通釋「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皆為世尊同其語，獨為我說種種義」？答：a.不必須通，

非三藏故。諸讚佛頌，言多過實。如分別論者，讚說世尊心常在定，善安住念，及正知故；又讚說佛恆不睡眠，離諸蓋

故。如彼讚佛，實不及言，前頌亦然，故不須釋。b.如來言音，遍諸聲境，隨所欲語，皆能作之。佛若用至那國語，勝

在至那國中生者，乃至若用博喝羅語，勝在彼國中生者。以佛言音遍諸聲境，故彼伽他作是說。c.佛語輕利，速疾迴轉，

雖種種語，而謂一時。佛用至那語已，無間復作礫迦國語……乃至復作博喝羅語。以速轉故，皆為一時。如旋火輪，非輪

輪想。前頌依此，故亦無違。d.如來言音雖有多種，而同有益，故說一音。（大正 27.410 中--下） 

註 34：佛經多時修習圓滿，功德神力非所思議，以一音聲說一名字，令一切有情聞法別解，除自塵勞。即由一音中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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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法故，令諸聞者皆別領解麤細義故。（窺基《異部宗輪論述記》，卍續 83.442 下--443 上） 

註 35：《大毘婆沙論》，大正 27.7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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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念處禪觀（五） 

     

性廣法師 開示 

陳 玉 芬 整理 

時間：八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禪七第二日之三） 

地點：雙林寺  

         心的特性是攀緣，法的特性是生滅。生滅的法，來了就走！可是當它生起時，心卻開始攀緣它，與之糾纏不清，

它就成為障礙，引生更多的煩惱。諸法生起的當下，心保持正念正知，不與污染相應，那麼它來了就走，生起了就滅去，

對你是不會有干擾的。 

         以上弘誓通訊第三一期（1998 年 2 月）刊登， 標為「四念處禪觀之四」。 

不與純一不雜，勤行不退 

  「精進」是什麼？「精」者純一不雜，「進」者勤行不退。「純一不雜」，用之於安般念的修持時，就是不要被身

上任何苦受、樂受的感覺所吸引，一直念住於呼吸，靜靜的覺知，靜靜的觀察；「勤行不退」就是，你不能只練習一分

鐘、十分鐘，或只是一小時，你一天也是如此，兩天也是如此，三天也是如此，十天、一年都是如此。那麼，所累積出

的正念正知的力量，就會無限的強大，能封鎖所有的妄念，徹底的摧毀所有的煩惱。 

  煩惱若不以正念正知去對治，不但不會自己走掉，有時反而會越來越強烈。一個人若心念能時時放在正念正知中，

不與境相相應，那麼所有的覺受——無論是苦受或樂受，都只是他觀察覺知的對象，不會再是起愛著、瞋惱心，進而造

作身口意三業的因緣。比如覺知腳痛時，只是靜靜的觀察，不起瞋惱心，也不生起意欲排除痛楚的念頭而移動雙腳。 

  我們也應該慶幸，並給自己打打氣，能夠聽聞佛法，也能有機會修持，反覆練習面對煩惱、超越煩惱的能力，這是

何等幸運的事！不至於臨到了四大分離的時候，對病苦的瞋惱、對生命的執著都湧了上來，人也都以經躺在醫院裡了，

一切準備、練習的機會都沒有，就要面臨考驗，那是多麼悲慘的境況呀！所以大家能夠在這裡修持就是福報，好好把握

反覆練習以對治煩惱的機會！所有的感覺都有一個特性：生起了就會消失，不理會它，不與它相應，就不會成為你的障

礙！請大家記住這個原則。 

萬法緣起，無常故苦 

  接下來我們開始每天例行的佛法開示。釋迦牟尼佛應化在娑婆世間，他觀察到眾生生命中的許多苦難，為了尋找出

離苦得樂的方法，離開王宮，以無比的智慧與精進之力修持，終於達到究竟解脫的境界。佛陀證道以後，剛開始時並不

想說法，他內心懷疑，他所體悟到的法，有誰能瞭解呢？佛陀所顧慮的，並非佛法太艱深而不能理解，而是它太單純了，

以致於令人難以相信！但是因佛陀的慈悲心，他終於決定說法，向眾生指出一條解脫的方法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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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實觀世間萬法的存在皆是因緣而起（純粹只是條件聚合而生滅），所以是無常（不會永遠常住不變）、無我（沒

有主宰操控者）的，若能真實了知苦、集、滅、道這四種真諦（真理），就能通往解脫的道路。 

  「苦諦」是對這個世間實觀後所得的結論。此中的「苦」，並不是我們一般認為的痛苦而已，而是「無常故苦」，

是因為不能了悟，並坦然接受萬事無常變化的實相；心中總是渴望那本來就會變化的事物不要變化，本來就會趨向死亡

的生命常存不滅，是這一份愚癡焦渴、緊捉不捨讓我們痛苦。有人說佛法太消極、太悲觀了！怎麼會呢？實際覺觀諸法

實相，則不進退失據；放捨焦著愚癡，故徹底解脫苦難，這與悲觀、樂觀一點都扯不上關係。 

  世間是苦，苦從那裡來？無非是從眾生對於自身的錯誤執取而來。佛法指出：眾生寶愛珍視，錯執為「我」的身心，

不過是五蘊——五種質素，依緣而生的短暫聚合而已（蘊者，積聚；同類相聚義）。五蘊是色、受、想、行、識，人的

身體，就是這五種物質與精神的組合。 

五蘊和合，構成生命 

  「色蘊」指所有物質的組合。物質的特性是有體積而佔據空間；人體中的骨骼、肌肉、臟腑等器官，都是有質礙、

佔有空間的，這些都是物質的聚合——色蘊。「受蘊」，受是感受，對於境界而生起種種苦樂的情緒。比如當我們專心

觀察鼻下人中處空氣的進出時，會因氣息接觸皮膚而產生感覺，粗糙短促的呼吸會產生不舒服的感覺，綿密細長的呼吸

常伴隨愉悅的感覺，這就是受蘊，它的特質是「領（受接）納」境界而生起苦受、樂受、捨（不苦不樂）受等的覺受。

「想蘊」，「想」的定義是「取像」，是我人的認識作用；認知境界時，心攝取境相而構成概念，進而安立種種名言。

「行蘊」，「行」的定義是「造作」，即心的意志作用，觸境引生心思（思心所）的審慮、決斷，而發以身、語的行為。

「識蘊」，「識」是對於境界明了識別的功能；前面所說的受、想、行三蘊，雖然也是內心因應於境界所起的反應活動，

但是它們也是被識所了知的（這在回憶、反省的觀察中得知），所以若嚴格的說認知功能，應就是指「識蘊」。 

  我們就用同學在禪修的真實經驗作比喻：在禪堂中每一位同學都有一個座位，不可能一個位子的空間能同時坐著兩

位同學，這是因為眾生五蘊中色蘊的特質。當同學們靜坐一段時間以後，有些人的腿開始痛、麻，情緒也因之而開始起

伏—這是（苦）受蘊。你感覺疼痛的部位像針在刺，火在燒；但那只是心對於境界的攝取構相，進而安立名言，並不是

真實的針和火讓你痛苦，這是想蘊的作用；也有時因為攝心得力，產生輕鬆舒適的樂受，覺得自己的身體開始膨脹飄浮

起來了；這也是受蘊和想蘊的作用。 

觸境生思，審慮決斷 

  而心的「行蘊」是如何運作的呢？當覺知腿痛時，心中立刻生起一堆亂七八糟的想頭（想蘊）︰「啊！好痛喔！這

種要人命的姿式不好，再這樣坐下去，腳會斷掉的！氣血不通，我的腳會殘廢的！腳這麼痛，怎麼能只是觀察而不移動？

管它，先挪挪腿，舒展一下再坐。」於是你移動身體，試圖讓腳舒適，這就是「行蘊」——觸境引生心思的審慮、決斷，

進而發為身、語的行為。境相是客觀的存在，因之而生起的情緒、認知和處理方式，則因人而異，這不同之處的關鍵，

在於每個人過往不同的業習所致。 

  為什麼一個人在禪修中遇到了身心的痛苦時，會生起「完蛋了！要死掉了！」的心念呢？為什麼又總是趨樂避苦，

一點苦也不能承擔呢？這就是個人的業習！這種人的個性大都習慣將情境誇大，凡事往壞處想，形成心中的憂慮，這是

他過往行業的累積。而有些人對於禪修中的身心困頓，是這樣處理的，他會說︰「啊，很好！聽說越痛就是越有進步。」

雖然痛苦很強烈，但是他生起歡喜心，因為他認為這是進步的象徵，或正是觀察的好機會，這是凡事都往好處想的樂觀

個性。我也曾經教過一個學生，在禪修中使盡無比的蠻力，咬緊牙關與腿痛搏鬥，連我在「敬畏」之餘，要他稍做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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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都不肯。這是多麼堅毅剛強的業習呀！所以境況是什麼，並不是最重要的，將我人面對境界、因應境界的處理方式導

向淨善，才是重要。 

  五蘊中最後是「識蘊」，我們內心的活動與作用是非常複雜的，前面所說的受、想、行，佛法稱之為心所（造作）；

而內心的統覺作用，稱之為「心」，「心」從認識境界的了別作用而言，稱之為「識」，識是受、想、行蘊的統覺。 

生滅循於自然法則 

  在生死中輪迴的眾生，就是這五蘊在運作。五蘊是誰的？沒有智慧的人會說：「是我的。這是我的身體，我在痛；

這是我的情緒，我正高興；我能思考，我能行動，是我！是我！」真是這樣嗎？你應當暫時放下想當然爾的慣性思考業

習，靜心下來觀察。回想看看，從早上坐到現在，身體是不是出現過各種不同形式的覺受？疼痛的部位是否也轉移了許

多地方？心裡是不是浮現起各式各樣的念頭？就只是一天，就已經發生了那麼多的變化，出現那麼多的花樣，你直接覺

知到了色身與心念是無常的事實！ 

  而身心的這些變化，是誰在主導呢？是你嗎？那又為什麼當你要你的心念只是專注於呼吸，不要再有別的思慮時，

它老是不聽你的話呢？在禪修中，你可以觀察到身體與心念中，任何覺受、任何想頭的生起與滅去，都會循著一個自然

的軌則——緣生則聚，緣滅則散，並不受你的操控，這就是法無我的真諦。可惜一般人都不願意靜心觀察，老是覺得有

一個常恆不變的我，而這些不必要的無明妄想與顛倒執著，就是我們產生痛苦輪迴的根源。 

正念正知，不做揣測 

  不但對於生命的根源，有如此錯誤的認知與執取，就連日常生活中的人事因緣，也都是以慣性的無明愛執來認知與

經營。比如說你曾經與某人有過不愉快的相處經驗，你很不喜歡他，早上到了辦公室，眼睛隨意一瞄，只是一個影子閃

過，你的念頭起了：「這個壞蛋！」你連他的臉都還沒有看清楚咧！「他就是這樣不懷好意，哼！討厭！」然後掉頭避

開。你怎麼知道他現在是善意還是惡意啊？你只是在反芻過去不愉快的記憶而已，又何嘗將當下的事實真象看得清楚明

白呢！這種僵化、固定的成見，成為心智觸證真理的最大障礙。 

  有些同學禪修，會有這樣的毛病：他老是覺得自己坐不好。當靜坐時間到了，他拖著疲憊、沮喪、抗拒的心走進禪

堂，心想：「唉！又要開始了，又要痛了。苦啊！苦啊！」他都還沒有開始坐呢！怎麼知道等一下會痛？這就是因為心

念沉溺在過去的回憶，而遠離了當下。有時候也可能連續坐了幾支好香，迫不及待地想：「靜坐時間趕快到啊！這下又

可以『享受』一番了！真好！」他都還沒坐咧，怎麼知道等一下會很好？這也是陷溺在過去的回憶，而遠離了當下的心！ 

  一個正念正知，念住當下的心，不對未來做任何預先的揣測，也沒有任何的成見。休息時間到了就休息，用功時間

到了就用功，不瞻前顧後，不顧此失彼，不對修行的前途與進度妄加揣測，亂下判斷。 

期在遠離顛倒夢想 

  大家不要看到蒲團就害怕，它不會咬你，上一枝香痛，並不代表下一枝香還會是一樣的痛；曾經有過的好情況，也

還會有變化，禪修不在追求眼、耳、鼻、舌、身、意的新奇境界，而是訓練我們面對當前境界，遠離顛倒夢想，如實正

觀。如果我們對修行的前途能不揣測、不憂慮、不貪求，那麼每一支香都是全心面對的新境界。 

  我可以提供自己的靜坐經驗與大家分享，剛開始的時候都不死心，靜坐時身邊預備很多的蒲團，有高的有矮的，有

硬的有軟的，有圓的有方的，當坐著坐著，腿痛起來了，這時我就想：「唉！換那個比較矮的蒲團，坐起來就不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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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太高，坐起來不舒服！」可是我還有點意志力，不會馬上換蒲團，我就告訴自己：「下一支香，我一定要換那個蒲

團，這個不好，不能坐，太痛了！」等到下一支香，換了一個蒲團，剛坐下來：「唉呀！這就對了嘛！早應該這樣的。」

可是一陣時間過去後，腳的另一個部位開始疼痛起來了：「怎麼會這樣呢？喔！可能是方的蒲團會壓到大腿外側，方的

不好、會痛，下一枝香換圓的蒲團好了！」雖然不甘心，但我還有一點自制力，換蒲團的頻率是以一枝一枝香為周期，

沒有馬上換；如果馬上換，那就更精采了。 

  這是我過去的經驗，靜坐時身邊總會多放幾個蒲團和墊腿的毯子，換來換去，改來改去，花樣百出，但也都舒服不

了多就久。長久的靜坐經驗終於累積了一個心得：各式各樣的蒲團，有各式各樣的痛法，痛法會有不同，但會痛則是必

然。我死心了，不再千方百計調整姿勢，調換蒲團了。 

  這下還會不會痛呢？剛開始時當然會痛，但是發現到一個現象：以前痛點的變化，都以為是因為常更換姿勢和蒲團

所引起，現在安住於一個姿勢、一個蒲團，只要能不被痛楚所干擾，以堅強的念住力繼續修持，時間夠久，就會發現：

身心的變化有它緣生緣滅的自然軌則，不理它，痛點也就兀自的生滅變化，而終究解除，為了趨樂避苦而干涉它，不但

不能避苦，只是又從中增長顛倒夢想而已！游泳也是一樣，一個人掉入水裡，越掙扎就越往下沉，當他全然放鬆時，自

然會飄浮上來，可是這麼簡單的要領，對於沒有學習過游水的人只是個空洞的理論而已，落水時要能不慌張而保住性命，

還是要靠平日練習的功夫。 

不以煩惱「加柴助燃」 

  眾生的業果，來自對於境界的不能全然放捨，反而是千方百計、想盡辦法追求，或避免一時感官的苦樂覺受，不去

清醒的覺知當前實際的境況，心被一種迫切想要逃避痛苦的焦灼熱惱所包圍；當前的痛苦，再加上想像誇大的痛苦幻象、

避苦求樂的瞋惱貪求，那也就怪不得苦上加苦，永世輪迴而不得解脫了！如果能在面對困境時，只是觀察，只是覺知，

不以煩惱「加柴助燃」，不再添加燃料的火堆，當所有應燃燒的都燃盡以後，火就會自然熄滅的！ 

  請大家將心安靜下來，不對修行的前途生起莫名的妄想，好好的覺知色、受、想、行。佛說：「這些都是無常變化

的，只因一念揀擇挑選的心，在癡心妄想中產生痛苦；明明是會生老病死的生命，卻希望他不死，明明是會變異的境界，

卻認為它不會變化，痛苦就由此而生！」 

放捨執境，清涼自在 

  《阿含經》中有一個故事說：釋尊初成道後，在去鹿野苑度化當年追隨他的五個侍者途中，遇到一個發狂焦慮，痛

苦不堪的年輕人，原來他在尋找背離他而逃走的妻子。這青年已經在路途上發狂奔走多日，焦渴與勞頓，使他非常的疲

憊。佛陀對這年輕人說：「你這麼慌亂痛苦的樣子，一定是有甚麼心事吧？」年輕人回答：「是啊！我痛苦極了！」「為

什麼呢？」「我太太拋棄我，跑掉了！」「哦！你認為是因為你太太拋棄你了，所以你才痛苦的嗎？」「是啊！他不要

我了！」佛陀說：「不對！是因為你的心害怕失去，是這一種想要擁有的心，讓你痛苦！」 

  年輕人這幾日的心情，一直膠著在失去所愛的熱惱中，乍然聽到全然不同的說法，一時也傻了眼，呆呆地望著佛陀。

佛陀慈祥地對他說：「來，年輕人！你坐下，你坐下來，先不去擔憂思慮任何事；靜靜的觀察，只是靜靜的觀察自己的

呼吸。」這年輕人感受到佛陀散發出來的慈悲和安祥，狂亂癡迷的心得到撫慰，他順從地坐下來，閉上眼睛，靜靜的觀

察自己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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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每一個生起的念頭，都只是靜靜的覺知，靜靜的看著它生起，靜靜的看著它滅去……，心能放捨對於境相的追逐，

就沒有什麼能讓你痛苦。」隨著佛陀的教導，這年輕人在放捨焦著，靈光一現的剎那，遠離悲苦，感受到這許多日子以

來所沒有過的輕鬆。年輕人嘗到了一點點清涼的法味，他終於知道：「原來不執著，能放捨的心是這麼的清涼自在！」 

  「是的！焦灼的心產生憂悲惱苦，原因就是如此而已，再也沒有其他！」聽了佛的開示，這個年輕人非常高興，表

示願意歸依清淨的佛法，佛又為他說了人天正行的五戒，年輕人頂禮佛陀，歡喜的離開了！ 

歸依真義，遠離妄執 

  歸依三寶，並不是不勞而獲的只冀望三寶的保佑，而是學習正確的方法，明暸苦的真相是什麼。在這之前，我們的

心要能有安靜下來以便於觀察覺知的能力，這時你才能親見法的真相——無常、苦、空、無我；你能夠觀察到法的實相，

就能遠離所有的煩惱與妄執，這是歸依的真義！ 

  所以你們在這裡禪修時，不要去想還剩下幾天才能結束，偷偷的翻月曆，偷偷的數日子；不要去想下一支香的情況

是會如何；也不要不舒服了就偷看時間：「哎唷！還有四十五分鐘！哎唷，還有三十分鐘！」這裡的作息，都有揵鎚的

指揮，聽鐘聲、鼓聲，起板、安板；聽鈴聲進禪堂，聽板聲就到齋堂吃飯，其它的都不管。不必去理會現在是早上、中

午還是晚上？現在是星期幾？還剩下幾天？人生難得有萬緣放下來用功的福報，就讓自己的心靜下來，不去思前想後，

只是正念正知，覺知當下。你越能夠這樣子做，就越遠離焦灼、痛苦和攀緣的習氣，也就能夠嘗到點滴離執的清涼。 

內外交感，互為表裡 

  接下來再提醒大家，靜坐時不要愁眉苦臉，當我看了你們一臉的愁苦相時，都會覺得實在太對不起大家了，安排了

這麼一個局面害你們來受苦。 

  我不是喜歡看你們的笑臉，而不喜歡看你們的苦臉，而是要提醒大家：我們的身心是互相影響，內外交感的，一個

面部肌肉輕鬆祥和而帶著微笑的表情，與一顆安祥愉悅的心互為表裏。 

  不相信的話，可以試試看：當你面部表情僵硬而緊繃時，也會感覺心情連帶的產生了負面的情緒；若是面帶微笑，

也會感覺到心情的輕安鬆弛。所以雖然大家都只是靜靜地坐在這裏，但是一位有經驗的老師，可以從學生微細的面部表

情中覺察到潛微的情緒反應。所以才會建議大家「以身轉境」，為自己創造一個適於修行的身心環境。 

  有一個耳熟能詳的說法：一個人在二十歲以前的面貌是父母的影響——這也可以意會作是個人過往的業習因素；當

二十歲到四十歲之間，則是一個轉換的時期；而四十歲以後，我們的面相就要自己負責了。如果你見了人老是翻白眼，

那麼四十歲過後，難保當別人見到時，你眼睛的眼白不會不多過黑眼球呢，因為你習慣了嘛！又比如你見了人老是撇著

嘴巴，因為撇著習慣了的關係，以後便不自覺養成一個見人老是撇嘴的習慣。 

  現在大家已經意會到了這件事的重要，以後就要常提醒自己：要面帶笑容，當遇到任何困難或令人不悅的情況時，

都提醒自己：「先靜靜的觀察，永遠用一種輕鬆、清醒、慈和的耐心，去接受、了解當前的一切。」那麼四十歲以後，

無論你在人生的旅途中經歷了多少磨難、艱難和挫折，你所散發出來的永遠會是寧靜的生命氣質，面貌也會有祥和、安

穩的氣象！ 

  記得我曾經見過一位老人，初次見面時就因他面容中所顯露的愁苦而印象深刻，後來斷續的知道了他早年所受的苦，

也就更印證了我對他的初次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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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的面相，讓人看了討厭或煩燥，這是為什麼？大部份的原因是：他心中累積的一些煩惱，不知不覺的外射於

身語二業，也聯帶引起別人的情緒反應。 

三苦皆是眾生自招 

  佛清楚的指出，眾生所有的苦，都是自己去招感來的。我們應該循著佛陀的教導來發現這個實相。諸法有一個共同

的特性，就是不安定，不恆存，它不可能永遠保持在一個固定的型態和模式。 

  這個「法的理則」不是一個抽象的理論，而是能從實修的過程中，親自體會與驗證。比如在靜坐時，當痛的感覺強

烈生起時，若痛感已經干擾了禪思，這時先不要移動身體，可以將注意力轉移去觀察痛的部位，當你能安靜的觀察時，

會發覺痛點與痛覺也是在變化中。苦的本質是什麼？無常！ 

  經中將「苦」大分為三類：「苦苦」——苦受的本身是苦；如身體的病痛，當然是不舒服不愉快的感受。「壞苦」，——

當快樂的境界或感覺得而復失時，凡夫心中常會生起執著愛戀，追悔好景不常的痛苦情緒。「行苦」，這對於粗心的人

較難體會，因眾生趨樂避苦的習性，對於前二種苦所引生的，強烈而波動的情緒較明顯易知，而行苦是指眾生在念念生

滅，在時間的遷流變化中，感受到萬事變動不居所生的苦感，它是較隱微難知的。 

  苦受，我們是如此真切的感受著。眾生都在受苦，而不能見苦的真相——無常；而四聖諦中的苦諦，就是認知身心

全然是苦，這是沒有辦法改變的事實，接著再清楚的觀察、認清它，然後以智慧來證得苦的無常相。如此，就能夠親見

苦受的本身是苦，樂受引生壞苦，覺知念念生滅、無常、相續，進而覺知到「法」遷流變化，無常無我的真義。這樣的

體悟就是現見苦（的真）諦，不只是停留在聽聞或思維的階段而已！ 

諸法敗壞不安之相 

  一般的苦惱眾生，都在白白的受苦、吃苦，而不能見苦諦；阿羅漢聖者，面對一切境界，只是覺知，觀察，在法的

無常變化中見苦諦。雖然我們現在的境界太淺，但是也可以以意念的正念正知轉化心境，不再像過去一樣，碰到不如意

的境界時，就馬上以貪瞋癡來與境界相應，造下更多更深的罪障，而要成為一個有智慧的人，當困難來的時候，鼓勵並

提醒自己：世間的一切都是無常敗壞不安之相，不要貪執，不要染著！更要注意遠離顛倒夢想，在苦難中培養出智慧、

耐心和慈悲——看著自己因過去的無明所招感的苦報，耐心的覺知，進而超越它。 

  而也因為自己曾經對於苦的體會是這麼的深刻，觀察得這麼清楚，所以也就更能夠體會眾生的苦，更能生起徹骨徹

髓、無量無邊的，愍念眾生的悲心。所以苦就只是一個情況和現象，但是你到底是要讓它苦上加苦，輪轉生死呢？還是

要讓它成為覺悟解脫的關鍵？這就要看我們自己的用功囉！ 

  今天我們的禪修功課就到這裏結束，希望今天晚上對於法的講解，以及一些修持方法的提醒，對各位同學有實際的

幫助。好好的休息！明天是全新的一天，不要對明天抱持任何幻想，而應該用全新的心情來開始一天的修持，只要不瞻

前顧後，顧此失彼，那麼你會覺得，其實不是那麼的困難。明天的功課還是修習安般念，繼續把自己的心，訓練得更專

注、更調柔！希望大家都能夠在三寶的清淨與光明中，對於法有更深刻的體會，早日能夠離苦得樂，究竟解脫！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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