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經　題

佛說八大人覺經

佛者，是古印度梵文佛陀Buddha的音譯

簡稱，意譯為覺，覺者是對宇宙間一切事相、

一切理論，都已徹底覺察、了悟的人；這就

是所謂的「自覺」。能自覺者，也就具有了智

慧，但只具有智慧尚非圓滿，還要修福德，必

須福慧雙修，要福德與智慧兩者具足時，才能

稱為「兩足尊」。我們在受三皈依時，不是曾

隨師念過：「皈依佛、兩足尊；皈依法、離欲

尊；皈依僧、眾中尊。」嗎？這兩足指的就是

福足與慧足，福慧具足，就是自覺、覺他、覺

行圓滿的佛陀！如果只有智慧而無福德，或只

有福德而無智慧，都不能稱為兩足尊，也不能

稱為佛。

但福德要怎樣去修得呢？修福德必須要

有對象，對象就是一切眾生。因為眾生都在迷

途中受苦，沒有智慧，所以不知出路，我們要

把修得的智慧普遍地施給眾生，使他們也獲得

智慧，才能找到光明的覺路，出離黑暗痛苦的

迷途。這樣去作一分的德，就有一分的功；有

一分的功，就得一分的福；福德就是這樣修得

的。這就是大乘菩薩的自覺、覺他；一直修到

福慧具足、覺行圓滿時，就是佛。

在本經上所稱的「佛」，是指釋迦牟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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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八大人覺經講記》（一）

（Sakyamuni），也就是我們佛教的教主─本師釋迦牟尼佛。釋迦

是種族的名稱，譯為「能仁」，牟尼譯為「沉默」，「釋迦牟尼」意

指釋迦族的聖人，在此即指釋迦釋尊。佛出生於二千五百多年前（據

推斷為公元前五六五─四八五年間，與我國儒家聖人孔老夫子同一時

代）的四月初八日，但南傳佛教的考證為五月月圓日，約合我國夏曆

的四月中旬。佛出生在古印度北部的迦毘羅衛國（即今尼泊爾南部的

藍毘尼園），為淨飯王的太子，二十九歲出家（但一說為十九歲），

三十五歲十二月初八日成道。成道後的四十九年中，沿恆河邊緣，遍

歷印度各地，講經說法三百餘會，八十歲的二月十五日在拘尸羅那城

娑羅雙樹下進入涅槃（佛的涅槃並不是常人所說的死，意為滅度亦即

圓寂，這就是佛所證之「不生不滅」的最高境界）。

這本經是釋迦牟尼佛早期所說的一部經。

「說」字也可作悅字講，時機因緣成熟的時候，就是暢悅本懷

而為說法的時候。譬如我這次來講這部經，如果沒有徐秀華居士父

女發心興辦光壽學苑，如果不是王老師炯如發心每週為大家講佛

法，也不會有這講堂。即使有了講堂，如果沒有各位居士來聽講，佛

法講座也無法開辦成就，這就叫做時機因緣不成熟。現在有了這些

基本的好因緣，再加上我每年冬令返台，承蒙各位邀約，講一些初機

佛法，今年我選了這部《佛說八大人覺經》與大家共結法緣，這些都

是促成我這次在這裡暢悅本懷而為各位演說本經的時機因緣。

「八」字是一個數字，本經從第一而至第八，共分八節的意

思。「大人」是指辦大事的人，辦些什麼大事呢？賺鈔票嗎？做大官

嗎？在世間法來說，升官發財都算是大事，但在佛法來說「生死事

大」，我們生從何來？死往何去？這才是一件大事！而大乘佛法更

不僅以了脫生死為足，自己的生死了脫後，還得去度化一切眾生也

了脫生死。所以說，「佛以一大事因緣示現于世」，所謂大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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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眾生的生死和度化這兩件大事。所以要成佛，也必須自覺覺他，

覺行圓滿時才能成佛。「覺」者，依廣義是指覺悟宇宙人生一切事

理；依狹義則指覺知、覺悟本經中所說的八則修行的方法。「經」是

指路徑，即成佛的道路；也可以說是線，因為線能連貫、貫串一切文

字、真理。我曾在泰國見到比丘們端坐一排誦經時，從第一位到最

後一位，在合掌的姆指和食指間，牽著一條長線，可能就是要把所

誦的經文一字一字連貫串起來。梵文「修多羅」，意譯為契經。也就

是說，經是契合機宜，契合真理的寶典。

貳、譯　人

後漢沙門安世高譯

後漢是朝代名，在東漢桓帝時約公元一四七─六七年間；沙門

是梵文音譯，意為「勤修佛道，息滅煩惱」，「煩惱」是指貪、瞋、

癡等惱人身心的三種病毒。這位沙門的名字叫做安世高。「安」是指

他是安息國人（又名波斯、即今日的伊朗，昔日之佛教國，今已為回

教國家矣。），名清，字世高，出身是一位王太子，其後讓位於叔即

出家修行。他博通經論，遊化四方宣揚佛法，於漢桓帝時至洛陽，來

華二十餘年中，精研漢文後譯經二十餘部，為早期佛教譯師之冠。

參、經　文

甲、總標―即本經的緣起

為佛弟子，常於晝夜，至心誦念，八大人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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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弟子分七眾：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

優婆塞、優婆夷等七類，國人見了剃光頭髮的出家眾，男的多稱和

尚，女的則稱尼姑，這些稱謂都不正確。所謂「和尚」本是印度梵

音，漢譯為吾師，在大的叢林寺院中只有住持寺院的方丈，才有資

格稱為和尚，其他出家僧眾以各人的職司，各有專門的稱呼，如講

經說法的稱「法師」，當家師父稱「監院」，打擊銅磬和木魚的師

父稱「維那」和「悅眾」等等各有其職稱。在佛門七眾弟子中，受

過二百五十大戒的男眾出家人即為比丘；受過五百大戒的女眾出家

人即比丘尼。沙彌和沙彌尼是指受十戒的男眾和女眾的出家人；式

叉摩那是準備要出家做比丘尼的學法女；優婆塞是受過五戒的在家

男居士，優婆夷是受了五戒的在家女居士。若依廣義來說，這七眾

佛弟子就是早期佛教所謂的僧團（今日我們佛教徒對出家人通稱為

「法師」，也是一種尊稱。）。本經上說，這些佛的弟子們，要經常

在白天或晚上，以至誠虔敬的心去誦念這本《八大人覺經》，在佛

教徒中也有以本經作為早晚課誦的。

乙、分條別明（正宗分）

一、苦空無常無我覺

第一覺悟：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生滅變

異，虛偽無主；心是惡源，形為罪藪，如是觀察，漸離生死。

本經從這裡開始分成八條，一一分別說明。一般經叫做正

宗分，也就是說言歸正宗的意思。這分列為「一」的小標題是說

明這一節是有關苦空無我無常的覺悟。然後就是經文中第一覺

《佛說八大人覺經講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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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世間無常。所謂「世」是指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三世；

「間」是指的時間與空間。何謂無常？萬物遷流變易，是無法永

久存在的。「世間」又分為有情世間和器世間，有情世間是說有

情感的生命現象，如人類和一切動物類的生老病死等，都說明了

有情世間的無常。器世間是說沒有情感的一切物質現象，小的如

家具房屋，大的如山河大地乃至宇宙中的許多星球等。在大地震

動時，家具房屋乃至山河大地都被震得倒塌崩裂，天空的流星等

都說明了器世間的無常。這些現象都不能常住世間，故名無常。

生命現象中的有情世間分作「生、住、異、滅」四個階

段，「生」是從父精母血因緣和合而出生；「住」是從出生到死

亡間的一個階段；「異」是在這個階段的生長中，不斷的發生

了疾病和逐漸老化等的變異；「滅」就是最後每個人都難以逃

避的死亡。這就叫做無常！再說物質現象中的器物世間也分為

「成、住、壞、空」四個階段，譬如建造房屋必須有磚瓦、木

材、鋼筋、水泥等，以及人腦或電腦的設計等，所謂眾緣和合而

「成」，然後才有一座房屋；「住」也就是建好的房屋從成到空

的一個存在的階段；「壞」是成到空之間所遭遇的人為因素，或

為天然的災害所破壞，但任何一件器物即使沒有以上災害的破

壞，一樣也會自然淘汰，終於成為一堆廢物，最後都難免不變成

空，這就是無常！至於「生住異滅」中的「住」和「成住壞空」

中的「住」，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因為在「住」的階段中，即已

不斷地在消蝕和變異中，所以只有成壞空和生異滅；事實上只有

生與滅，連異和壞也可簡略去，因此，所謂一切法，皆名為「生

滅法」。

我們台中市的忠孝路上有一座城隍廟，廟裡有兩個無常鬼，

一個穿白袍戴白帽的叫白無常，一個穿黑袍戴黑帽的叫黑無常，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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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鬼好像衙門裡的差役，專門抓壞人去陰間報到，所以人們聽說無

常鬼到都會害怕，因為大家心虛、怕死！其實白無常是象徵白天無

常，黑無常則象徵黑夜無常，人們心裡有鬼才怕鬼，黑白無常只不

過要我們時時刻刻提高警覺，人的生命是無常的，白天剛過、黑夜

也隨著閃過去，接著一天兩天過去，一月兩月過去，一年兩年過去，

所謂光陰如箭、日月似梭，時間真的過得太快了。我剛到台灣時才

二十七歲，今年已八十四歲了，這就說明了時間的無常，我們都在

剎那剎那中過去了。人也從青年進入中年、老年，接近了死亡的邊

緣，這就是無常啊！黑白無常為我們一天二十四小時中，借壁間時

鐘敲打著，要人們不要浪費光陰，一旦白了少年頭，空悲切啊！他告

訴我們世間一切皆無常，要我們利用無常的時空，去作利益世人的

事，否則一旦老死來臨，一無所成，虛度一生，豈不可惜！

我們信佛念佛的人不怕鬼，因為我們心裡有佛。阿彌陀佛有一

個別號，叫做「有常大士」，極樂世界又名「有常世界」。我們娑

婆世界苦、空、無常、無我，沒有常樂我淨，所以我們要念佛求生

有「常樂我淨」的極樂世界。再說我們娑婆的國土危脆，經不起颱

風、地震、洪水等天然災害的摧殘，加上人與人間的爭權奪利，和

現代盛行的劫持人質、勒贖金錢，如紐約東西貿易大廈的兩座大樓

在九一一為恐怖分子劫機後撞倒，台灣的九二一大地震等等，都死

傷無數，前者是人為的災禍，後者為天然的災難，這兩者都說明了

國土危脆，器世間和有情世間的無常，造成這空前的浩劫，令人不

勝唏噓驚嘆！

再就本經所說的「四大苦空、五陰無我」來說，四大是指地水

火風，五陰是色受想行識，這都是指有情世間的生命現象，無論是

人是物，都離不開這四大五陰的結合而有。地大是指我人身上的硬

體，如指甲骨骼等；水大是指人體內的血液水分等；火大指人身的

《佛說八大人覺經講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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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溫；風大則指人體內的呼吸系統。所以我人身體的組合就靠這四

大假合、缺一不成。假如缺了地大，一身軟骨站都無法站立；缺了

水大，貧血乾癟，似一枝枯木；缺了火大，體溫下降身體冰冷失溫；

缺了風大，停止了呼吸，豈再能生存？所以說四大缺一不可呀！若

四大不調和時就會生病，如地大不調即成癱瘓；水大不調則腫脹不

適；火大不調體溫忽高忽低都是病；風大不調我國人叫傷風，日本

人叫它風邪，重感冒矣。所以四大雖是假合，也必須調和才不會生

病。四大是假合而有，有即有苦，所謂八苦交煎（生老病死、求不

得、怨憎會、愛別離、五蘊熾盛等苦）。人生一出世呱呱落地時，嬰

兒無不苦呀苦呀地叫著，卻沒有哈哈大笑的，這種從母胎中痛苦地

來到人間的記憶，我們長大後早已忘了。我們出生後就一直往死亡

之途上去，有的沒多久就夭折，有的青少年時期死亡，讓白髮人送

黑髮人，不論是善終或遭橫死，只是時間的長短而已，無人能免一

死！連秦始皇也怕老死，所以派徐福東渡去找不老不死的藥，現在

日本聽說還留有一座徐福廟為證。

四大是苦，一旦四大分離即空無所有。再說四大假合的人身是

苦的話，也有人聽了不信。我在紐約講本經的時候，就曾遇到過一

位聽眾對我說：「我這一輩子從未覺得有苦，因為我有的是錢，生

活上的享受要甚麼就有甚麼，精神上也不感覺有甚麼苦，丈夫兒女

都對我很好，每天看看電視，打打麻將，那裡來的苦呢？」我對她

說：「那是您的福報，不知是那一世修得來的。」我又問她：「您

有沒有生過病？」她說什麼人都會生病，生了病吃點藥就好了。我

又問她：「有沒有聽說過有腫瘤和血癌、腦癌或愛滋病等絕症？如

果有人患了這些病您說怕不怕？苦不苦呢？」她連忙說：「怕怕！

有了這些病當然苦呀！希望這些病別找上我！」我告訴她，報載在

河南省有一個愛滋村，全村的人因貧窮賣血，而幾乎都感染上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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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病，已經死亡數百人，每年還不斷地在死亡中；即使沒感染的村

民，要想外出找工作，也沒人敢錄用，真太可怕了，我連想都不敢

想！

至於色受想行識叫做五陰，又名五蘊，一切有情眾生都是色、

受、想、行、識，五種積聚而成的生命。色就是指四大，屬於物質現

象；受想行識是我人的思想，屬於精神現象，這兩種現象合起來就

是人。雖然是人，但都沒有能自主的「我」，卻有我執，因為所執之

我，生滅無常、不斷的變異，是虛偽無主的，換句話說是沒有絕對

自主能力的我。俗語所謂「身不由己」，自己作不得主，所以說五蘊

無我。且試找一找看，色蘊中的「地水火風」四大裡有沒有能自主的

我？受蘊是精神上的感受，其中也找不到自我；想蘊是思惟，在思想

中也找不到能自己作主的我；行蘊是思想的運行，在其中也無法找

到自我；識蘊是指的認識或識別的意思，其中也無法找到能自己作

主的主人翁。例如四大不調就生病，如果有「我」，就能自我作主不

生病，這才是真「我」。事實上，我們連自己不生病都作不了主，所

以本經上說「生滅變異，虛偽無主」啊！

人生受苦，苦從那裡來的呢？本經上說：「心是惡源，形為罪

藪。」原來我人的心是作惡的來源，而我人的身形則為罪惡的庫

藏。所以我們要學佛念佛，把一句佛號放在心上，就無法再作惡

了！將我人庫藏罪惡的身形，去禮佛拜佛，這才是一條解危機、了

生死的途徑啦！所以本經在這第一節最後說：「如是觀察，漸離生

死。」要這樣的觀察才能離開生死呀！ （待續）

二○○四年十月、十一月講于台中光壽學苑及菩提仁愛之家

本文轉載自菩提仁愛之家出版之《佛說八大人覺經講記》

《佛說八大人覺經講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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