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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利使

The Five Afflictions

五利使為佛教的詞語，是十使當中的五種；使，就是煩惱的意思。十

使分為五鈍使、五利使。前者為粗煩惱──即很明顯、很大塊、很大條，

為貪、嗔、癡、慢、妒；後者為細煩惱──這是相對於粗煩惱而言，比較

細小，比較不容易察覺，有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粗煩

惱──五鈍使 (貪、嗔、癡、慢、妒 )，一般人較易了解與掌握，因此不在
此討論，本文僅探討一般人較不易察覺的細煩惱──五利使。

首先，先解釋「見」。見的意思是「觀念」，而不是看見。身見的意

思就是：有身體的觀念；而這個觀念會呈現出很多不同的樣貌，根本上來

看，其實都是身見。例如：佛法常說的我執，跟身見其實是同一件事。此

外，當探討一件事物，或一個哲學問題，到最後都會問一個問題：它的本

體是什麼？它的體性是什麼？人們之所以會這麼問，都是因為有身見。

第二個，邊見。邊見是什麼？用科學的名詞來說，就是「邊界條件」

（Boundary Condi t ion）；也有其它的說法：基本假設、設定、前提。任
何一門科學的發展，首先要做的就是定出邊界條件，然後才能往下推演，

發展延伸出理論。例如：寫電腦遊戲軟體，就是要先定出邊界條件，然後

才能往下把程式寫出來。又如平面幾何：假設兩條平行線在無窮遠處不會

相交，或是會相交，就發展出歐氏幾何與非歐氏幾何。這些邊界條件、公

設、假設就是科學的基礎；不但是基礎，同時還限制了後面的發展！它們

所導出來的體系是什麼，根本就受到前面這些基礎條件的限制。

邊見不見得盡是上述那麼高深，它其實就充斥在人們日常生活的週

邊的。例如：早年小學生是兩個人共用一張桌子，小學生會在桌子中間畫

一條線──那意味著你不可以靠過來、我不可以靠過去。如果人類沒有邊

見，就不會生出這一條線來。還有，地球上每個國家都有國界，地球本身

並沒有國界，這些國界都是人劃出來的，人類為什麼會要劃出國界？因為

人有邊見。

第三，邪見。邪見就是不正確的觀念。什麼叫做正確？什麼叫做不正

確？不接受三世因果的，就是不正確的觀念；合乎三世因果的，就是正確

的觀念。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是不相信因果、不接受因果的。那些否

定因果、與因果抵觸不合的觀念，就是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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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見取見。見取見就是根據一個觀念產生另外一個觀念。學術、

哲學、科學的領域裡面，見取見是非常多。例如：某甲相信一個觀念：生

命有因果報應輪迴；因此，衍生出一個觀念是：此生要多行善積德，來世

才有更多的福報。又如：某乙相信另一個觀念：人沒有來世，只有此生，

死後什麼都沒有了；因此，衍生出的觀念是：人生要及時行樂。

第五，戒禁取見。何謂戒禁取見？就是根據一個戒條、戒律、禁忌、

原理、自己所信奉的金科玉律，再產生的見解、觀念。譬如：根據不可殺

生這個戒律，產生了一個「要吃素」的觀念，這就是戒禁取見。近代西方

科學根據牛頓力學，可以精確地推算預測日蝕、月蝕的時間；其更深遠的

影響，乃是大機械宇宙觀──我們的世界是一個唯物、一切受自然法則主

宰的世界。這樣的觀念不僅挑戰了基督在西方世界的地位，也影響了人們

對人的看法，更改變了人對生存環境的態度與作為。

這五項全都是細煩惱。可是，一般人並不會認為那些是煩惱，反而覺

得它們真是頭頭是道、充滿了智慧的義理，求學上進也都是努力地學習這

些東西，學得愈多愈有學問。為什麼佛法會說這些是煩惱呢？

要解這個問題之前，首先來看這些細煩惱是怎麼生出來的。以邊見為

例說明。邊見是怎麼生出來的？它本來是一個無形無相的觀念，後來變成

了桌子上的一條線。從「十二因緣」來看，它是從無明經行、識、名色、

六入、觸、受、愛、取，這麼一路滾下來，到「有」這個地方──便具體

地呈現在物質世界了。

這樣一條線有什麼重要性呢？只是一條線，並沒有什麼問題；問題之

所以會發生，乃是人們對它的執著。執著有輕有重，輕的是染，重一點的

是黏；黏到後來，會變成固體一樣的堅固，完全接合，不但把人黏著，還

將人綑綁起來。所以執著是有很多層次的。只要有執著，就是煩惱。

當人一有執著的時候，這個執著會產生的影響是非常複雜而龐大的。

因為執著上面會加執著；另外的執著跟這個執著結合起來，又會產生另外

一種執著。所以執著會產生無量無邊的執著，變得非常的龐大。當人有這

麼多執著的時候，人就會被這些執著制約、控制。

人們有著巨大的、網絡一樣的、各式各樣的執著。每一個人都會從他

的執著裡作出反應──他的執著被挑戰了，他就要維護他的執著，就要採

取作為，做出各式各樣的行動。那些行動叫什麼呢？造業。就像國與國之

間的邊界如果不清楚，則必然會引發血腥衝突以爭奪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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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這些觀念，但是沒有執著，那就產生不了巨大的反應，因此，

細煩惱也沒有、粗煩惱也沒有。當人沒有執著的時候，心靈還是會運作

的；只是沒有那些千千萬萬的執著在影響。所以，是不是煩惱，就是看有

沒有執著。

為什麼佛法說這些是煩惱？就是要人們用覺性看清楚那一層一層束

縛著自己心靈的執著──貪、嗔、痴、慢、妒、身見、邊見、邪見、見取

見、戒禁取見；一旦透過修練，將這些束縛變成了「被知」，不再執著，

心靈便能獲得自由，解脫自在！

梁乃崇

圓覺文教基金會

台北‧台灣

﹝蘇莉華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