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

無所不在

無處不彰

在薈翠的山中

在清澈的水中

心  悟空

山亦非山

水亦非水

無山亦無水

一切皆─空

詩／靈運翩翔    美學設計／鄭秉忠

封面．空之境─山水空一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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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本空‧萬法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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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慧知見系列之一

   佛法不共的智慧 ─空

█ 空慧知見系列之二

   真正的修行

█ 空慧知見系列之三

   大乘空義

█ 空慧知見系列之四

   究竟覺的重要

空慧知見
E m p t i n e s s  V i e w

建立正知見

邁向解脫成就！

口述／郭韻玲    整理／賴信仲    美編／彭聖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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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藏十二部到底在說什麼？佛陀說法到

底要教導我們什麼？可以一言以蔽之，

就是─空。

「空」是佛法不二之理，怎麼說呢？就

是我們看世界上的所有宗教，其實都是

在勸人為善，都充滿了愛心，都希望我

們能夠去幫助別人，做很多的好事，

這樣不但利益了別人，也利益了自己，

所有的宗教在教導我們去愛別人的這方

面都是很好的。但如果我們是一個很有

知見、甚至是一個很聰慧的人，我們遇

到了佛陀，我們就會折服，為什麼呢？

因為佛法提供的是不二的、不共的智慧

─「空」的大智慧，這是佛法最珍貴

的地方，也是三藏十二部要教導我們的

地方，佛陀教化這麼多年，也就是要教

導我們了悟空性，這就是佛法與其他宗

教不共之處。因為佛法不但教導我們

要愛人如己，甚至愛人過己、服務眾

生，佛法更教導了我們空的大智慧，而

「空」，是其他宗教所沒有提及的，這

就是佛法可貴之處，這就是佛陀偉大之

處。

空慧知見─

佛法不共的智慧

─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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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是萬事萬物的本質，森羅萬象背後的

本來面目，是我們一切修行的重心，也

是心的本質。但無論我們用再多的文字

語言來描述它，最終還是必須要證悟，

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的修，至於如何修

呢？當我們對於無形無相的「空」還難

以把捉時，其實還有另一條路，就是從

「有」入手；「空」是智慧，「有」是

慈悲，也就是在我們一切的歷緣對境當

中，都要保持善良慈悲，這就是我們用

「有」的法門來修行，而慈悲其實也是

我們每個人都需要修的。

佛法的慈悲，是與空相應的慈悲，如同

金剛經的開示：「以無我、無人、無眾

空慧知見─

真正的修行

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意思是說我們要與

空相應的行一切善，就是在做一切好事

的時候，都是不能執著的，當我們有執

著時，其實已經離善越來越遠了。比如

說，我們愛別人應當是沒有目的，也是

不求回報的，但如果我們很執著，這時

剛好遇到了有惡緣的人，自己又不懂整

個緣起法的話，那麼就可能因此而退

轉。所以，一切都是因緣所生法，而在

這因緣變化遷流當中，離不開的就是空

性；因此，我們一定要修行空性，才算

是真正的在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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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一個大乘菩薩道行者，一定要把

「空」當成必修的法門。那麼，為什麼

一個菩薩要了悟大乘空義，要證得究竟

覺呢？因為我們從達摩祖師的公案就可

以看的非常清楚，當他見到梁武帝時，

梁武帝問達摩祖師，自己的功德是不是

很多？達摩祖師回答他：「沒有功德可

言。」甚至跟他說，他所做的功德只是

人天小果。以達摩祖師這樣修行圓滿的

大師而言，他為什麼要否定梁武帝的功

德呢？其實，他並沒有否定梁武帝的功

德，他只是告訴梁武帝這麼一個事實。

那麼，為什麼梁武帝的功德是人天小

果？因為如果還沒有了悟空慧，只是

空慧知見─

大乘空義

在行善，那麼所得到的果報最多就是升

天，而天界也還在六道輪迴當中，尚未

解脫三界受生的巨大痛苦與束縛；所以

達摩祖師真正要教導梁武帝的是究竟

覺，也就是能夠究竟解決我們生命問題

的大智慧。

此外，所謂的「福慧双修」，先修福再

修慧，修一切的福，就是為了修慧；修

慧，了悟以後，還是要服務眾生。如同

禪宗著名的十牛圖，最後的階段還是要

提籃下山，也就是要去服務眾生，把個

人的了悟，拿來幫助眾生，這才是大乘

空義的完整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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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經中之王～法華經中的開示─

「三界如火宅」，我們仔細想想，人

生都是要經歷很多苦的，光是所謂的八

苦：生、老、病、死、怨憎會、愛別

離、求不得、五陰熾盛等種種苦，都是

苦不堪言；生命是苦，而我們所依存的

這個世間，更是眾苦煎迫的火宅，這是

我們完全無法辯駁的真相與事實。所

以，我們要先接納真相，然後追尋佛

陀所開示的─「三界火宅，速求脫

離」。那要怎麼才能脫離呢？就是要有

空性的大智慧。

一個佛經中很有名的故事，當帝釋天的

壽命福報快要享盡時，開始顯現了天人

五衰之相（頭上花萎、不樂本座、天衣

污垢、天身穢臭、腋下生汗），而且他

空慧知見─

究竟覺的重要

也看到自己即將投生至驢胎中，這是很

可憐的，雖然非常不願意，但也沒有辦

法。然而帝釋天也很聰明，他立即想到

要去禮拜佛陀，最後由於禮拜的功德而

免於墮入畜牲道，依然能夠在天界裡享

受天福。

從這個故事當中，我們應正確的學習與

認知到，三界不久長，即使天福也終有

享盡的一天，帝釋天雖然聰明，藉由禮

拜佛陀的功德而暫時免於墮入惡道，

但如果沒有佛法空性的教導，最終還是

很難解脫的。由此可見，如果沒有了悟

空性，是無法出三界的，再進一步說，

如果我們真正愛眾生的話，就應該要給

予究竟的利益，也就是要教導眾生究竟

覺，澈底解決三界輪迴的重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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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修課程系列之一─

   觀空練習

█ 實修課程系列之二─

   慧觀練習

█ 實修課程系列之三─

   念空靜坐

實修課程
P r a c t i c e  E m p t i n e s s

只有實修

才能實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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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空練習─

觀全身如廣大虛空
《實修》

觀全身如廣大虛空

《說明》

羅馬只有一個

卻有千百條路

可以到達！

同理

空的狀態只有一個

而指稱它的名稱

卻可以有千百種

例如

空、勝義、第一義諦

不執著、無為法、

無漏

‥‥‥

所以

無論對哪一個名稱

有所〝領悟〞的話

都可以

順藤摸瓜

循指見月

到達〝羅馬〞─空

空實在太重要了

所以

無論如何

都要想辦法

認得它

然後再也不要離開它！

空

是最終的答案

因為是宇宙一切森羅萬物象的本質

空

是最美的境界

因為自由自在  無憂無慮

空

是最高的証量

因為可以超凡入聖  解脫輪迴

所以

大家一起發願

早日悟空！

早日証果！



放下一切的妄念

心的本質

就真相大白

妄念止息

當體即空

請維持這樣的狀態

越久越好

放下

放下一切的感受

不論多麼逼真

都只是妄念

放下

放下一切的想法

不論多麼有理

都只是妄念

放下

放下一切的情緒

不論多麼愉悅

都只是妄念

放下

放下一切的好惡

不論多麼難捨

都只是妄念

放下

放下一切的理念

不論多麼崇高

都只是妄念

一切的一切

都是妄念

慧觀練習 ─

放下一切的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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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訣

身放鬆

息調柔

心念空

姿勢提示

雙盤、單盤、散盤、

坐在椅子上皆可、以雙盤佳。

背脊打直、

但是盡量放鬆→背鬆而直

有無座墊蒲團皆可，以舒適為原則。

心法提示

直接觀空、念空、念佛號、念咒語、參

話頭‥‥‥皆可，以直接契入空性為

佳，保持專注在心法上，越久越好。

※其實，所有的靜坐方法，都必須以空

為地基，這樣才是真正的實修靜坐，

也才能真正的成就！

PS：由於課程主修內容是一致的，故文

字內容並不會改變，而延伸學習則

會不斷更新，特此說明。

實修課程系列之三─

念空靜坐
練習／大家一起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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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念空經句

今十五大淨，　　夜明如日光。

求尊作何方？　　不著在何處？

尊今在王舍，　　教授摩竭人，

一切見斷苦，　　洞視是現法。

從苦復苦生，　　斷苦不復生，

徑聞八通道，　　無怨甘露欲。

今往具禮敬，　　即是我所尊，

行意學以作，　　一切有無止。

寧有憎愛不？　　所念意乃隨。

意堅於行住，　　已止無所有，

憎愛無所在，　　念空無所隨。

寧貪不與取、　　寧依無惱害、

寧捨有真行、　　寧慧無所著。

捨貪不與取，　　愍哀及蠕動，

斷念不邪著，　　覺痛當何親？

寧守口不欺，　　斷嫉無麤聲。

守正不讒人，　　無念鬪亂彼，

守口心不欺，　　不嫉麤聲斷。

守行何讒人？　　悉空彼何亂？

寧不染愛欲，　　意寧淨無穢，

所著寧悉盡，　　在法寧慧計。

寧度至三活，　　所行悉已淨，

一切斷不著，　　寧至無胎世。

三活諦已見，　　所行淨無垢，

行法悉成就，　　從法自在止。

尊德住悉善，　　身口悉已止，

尊行定樹間，　　俱往觀瞿曇。

真人鹿𨄔腸，　　少食滅邪貪，

疾行問度法，　　斷痛從何脫？

觀瞻如師子，　　恐怖悉無有，

佛所頭面禮。

—佛說義足經

相關延伸～

念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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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若系經典之一～

   心經

█ 般若系經典之二～

   金剛經

█ 般若系經典之三～

   大般若經

空慧經典
E m p t i n e s s  S u t r a s

般若空慧．成就必修

心經、金剛經、大般若經

全套般若系經典

一次具足．圓滿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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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系經典之一─

    玲瓏心清涼意～

心  經
講經／釋迦牟尼佛   譯／玄奘大師   優美散文解讀／郭韻玲

前言：智慧晶瑩

心經

是以智慧著稱的經典

短短的經文

就把般若空慧闡釋得相當明晰

如果一個修行人想〝深入經藏，智慧如海〞的話

事實上

能夠把一部心經讀得通透

也就能夠掌握住佛法心要了

心經

到底在說什麼呢

以出世間智來看

心經就是說明了

如何究竟解脫的方法

以世間智來看

心經也說明了

該如何〝身處紅塵心不染〞的方法

故不論是入世、出世

心經都是我們心的皈依

現在

我們就一字一句來讀這部偉大的般若經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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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子，是諸法空相

接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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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經的重點主旨也不外乎是要說明〝一切本空〞。

站在空的立場而言，

不論一切的外相呈顯什麼，它的本質終究還是空，

所以，「空相」是指一切都是空的相貌。

空如同一個最千變萬化的演員，

他可以化各種不同的妝，

他可以演各種不同的角色，

但無論如何，他還是他，

並不會因為化妝的不同，

或是角色的不同而有所改變。

「空」亦然，無論空的相貌如何的不同，

空的本質，穿透這些外相紛雜之後，

空畢竟還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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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系經典之二─

    明明白白澈悟心～

金 剛 經
講經／釋迦牟尼佛   譯／鳩摩羅什法師   詮釋／文華智慧

前言：智慧清澈

金剛經

也是般若經典中重要的經典

此經充分說明了什麼是不執著：

“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金剛經從首至尾從不同的角度來闡述這個主旨

清明的

告訴我們—

不執著的大智慧

如最澄澈的泉水

洗淨了生命中

種種煩惱的塵垢

還給了心

一個明淨的天空

本篇章採取擷取經文重點

的方式來解讀

現在

就讓我們流浪的心

依靠

這顛撲不破的真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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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故

須菩提

一切諸佛

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皆從此經出

須菩提

所謂佛法者

即非佛法

須菩提

於意云何

須陀洹能作是念

我得須陀洹果不

須菩提言

不也

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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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

何以故

須陀洹

名為入流

而無所入

不入色聲香味觸法

是名須陀洹

須菩提

於意云何

斯陀含能作是念

我得斯陀含果不

須菩提言

不也

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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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再度轉折，

足見此經之層層剝開、

殊勝曼妙。

在肯定中，

再予以否定。

立意也不外乎

要破盡眾生的一切執著，

因為

當你認定

什麼屬於什麼時，

當下已不屬於什麼。

因為妄念變現、

心念流轉，

故當你認定這就是

最高、最好、最大、最美．．．時，

你已經離開

最高、最好、最大、最美．．．

很遠很遠了。

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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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智慧如海

  世尊把般若門的心法及實修法門，全部在大般

若經中宣說無遺，例如般若正念的真實境界，以及

各種修行般若的實證方法，都鉅細靡遺的於經中宣

說，是想深入經藏的佛子，最需要研讀的經典。

  因為，「大悲為上首，方便為究竟」，如果沒

有智慧，是不可能究竟度眾的，於此虛幻的世間，

人們早已習於以假為真的顛倒世界，如果要說明完

全背道而馳的真實法界，確實是十分困難的一件

事，而說明，更是需要有真實的證量，作為辯才無

礙的度眾基石。大般若經，正是一個有志以大智慧

及辯才度眾的菩薩道行者，於難行難忍的菩薩道

上，不論自度或度人，都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寶典。

  而由於大般若經以現代的人眼光來看，實在太

長—總共600卷，每天讀通1卷，也要花上二年的

歲月。在講解此經時，更要有長期奮鬥的勇氣與毅

力，其實，不論講者或聽者，皆需具備這樣不畏路

遙的磅礡氣勢，方能克竟全功。

  不過，我們實在應該想回來，如果能有幸講完

或聽完這樣智慧如海的經典，實在是過去生功德福

報的累積啊！

願釋迦牟尼佛賜予我們智慧的開展！

願十方三世諸佛菩薩賜予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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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次刊出文章，為郭韻玲老師

講解大般若經十餘年的錄音整理版本中

的第九講，本講講於1993年7月1日。〕

般若系經典之三─

大般若經講記

講經／釋迦牟尼佛    譯經／玄奘大師    講解／郭韻玲    美編／慈訓瓔珞    錄音部份整理／林雪雲

實況錄音紀錄版～

第十一講：第九品 無住品（卷37）

大般若經講記  結構

一、開場

    （一）祈請加持

    （二）釋迦心咒

    （三）開經偈

二、講解經文

    （一）佛陀經文

    （二）郭老師講義文字

    （三）郭老師口頭說明

三、感恩與迴向

    （一）感恩

    （二）唱頌釋迦聖號

    （三）迴向



■ 開  場

一、.祈請加持：

     請大眾合十跟著一起唸：

     祈請釋迦牟尼佛加持 三遍

二、唱誦 釋迦心咒：

　　請大眾合十，一起唱誦釋迦心咒三

分鐘：

    DeYaTa  Om  MoNi  MoNi 

    得呀他  嗡  牟尼  牟尼

    MaHa  Moni  SaGa  MoNiYa

    摩訶  牟尼  釋迦  牟尼呀

    SuHa

    蘇哈

三、開經偈

    請大眾合十，一起唸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大般若經講記

第九品  無住品

進入大般若經第九品無住品，也是卷

36、37，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已上到第

九品了，我們先來看講義。

「無住品」主要是說明般若波羅蜜多的

主旨「無住」，即對一切都不執著之

意。

【佛陀經文】

爾時具壽善現白佛言。世尊。我

於菩薩摩訶薩及於般若波羅蜜

多。皆不得不見。云何令我以

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之法。教誡教

授諸菩薩摩訶薩。世尊。我於諸

法。不得不見若集若散。若以此

法。教誡教授諸菩薩摩訶薩。或

當有悔。

 P203Ⅰ欄2~7行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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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師講義文字】

此段經文開宗明義說明：「諸法，不

得不見若集若散」。這是善現菩薩的

證量，也是一切證入空性修行人的體

悟。這種體悟，是難以說明的，用有

限的語言文字，是沒有辦法完全描述

出來，而且因為語言文字的可變性，

甚至有時不但沒有讓人理解，反而產

生了誤解而憂悔不已。故善現菩薩才

說：「云何令我以般若波羅蜜多相應

之法，教誡教授諸菩薩摩訶薩。」但

是，這是從「無可得」的角度來說明

般若波羅蜜多；然而以人間的角度而

言，還是需要透過語言文字的媒介，

才能明白甚深道理，至少也能作為一

個中間的橋樑，故本品還是由善現菩

薩辯才無礙的演示般若波羅蜜多的主

旨─無住。

【郭老師口頭詮釋】

無住品，顧名思義，主旨就在講無

住，大家看了經文就知道講了很多無

所住、無住、不應住等等，繞著這個

主題在發揮，所以我們仔細看大般若

經，其實結構是相當嚴謹，從不同的

角度來闡釋般若波羅蜜多，在前面都

非常井然有序地從緣起品講盛會，然

後世尊開始再講很多很多，現在這兩

品都是善現菩薩在表述，他的證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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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好的，所以他講得相當的深入，

這就是老師和學生之間一個完美的演

出，這一品講所謂的無住，我們一言

以蔽之的話，就是對一切都不執著的

意思，但是很多語言文字，因為人類

的思想太複雜，語言文字已經表達很

多很複雜的層次，但是事實上還有很

多很多意在言外或超越語言文字，

例如諸法實相，事實上真的是超越語

言文字，但是因為我們又沒有別的選

擇，我們還是要靠語言文字來了解很

多，起碼它是一個媒介，它是一個工

具，但是所有在提醒我們的，都是我

們在用這些工具的時候，不要被這些

工具所束縛了。

在第一段開宗明義的時候，所有的經

文，像大般若經有很多品都是這樣，

一開始就會把重點告訴我們，在這一

品也是一樣，在第一段我們就會看到

主旨，說諸法不得不見，若集若散，

用這種方法來說出般若的重點，但是

善現菩薩在講很多他的體悟，用語言

文字描述出來的時候，因為語言文字

的可變性，因為語言文字的侷限，也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不同的，他的理解

力，他的想法，和他的思想，通通不

一樣，所以他講的是這樣的意思，可

是事實上有些人會聽不懂，甚至弄擰

了意思，所以他這裡有講就是說，若

以此法教誡教授諸菩薩摩訶薩，或當

有悔，但是不管怎麼樣，還是要說，

所以佛陀說他49年沒有說法，但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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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他還是說了4 9年，這裡也是一

樣，雖然會擔心產生誤解，或者讓有

些根器不夠的，會產生憂悔，但是還

是要說，畢竟就像蓮花池裡頭，有些

蓮花雖然含苞，但是有些蓮花已經開

了，再多一點雨水的滋潤，那麼它就

會盛開，所以我想該說的還是要說，

該做的還是要做。

【佛陀經文】

世尊。我於苦集滅道聖諦。不得

不見若集若散。云何可言。此是

苦聖諦乃至此是道聖諦。世尊。

是苦聖諦等名皆無所住亦非不

住。何以故。苦聖諦等名義既無

所有故。苦聖諦等名皆無所住亦

非不住。

 P203Ⅲ欄2~7行

【郭老師講義文字】

此段經文，充份表現出善現菩薩的思

路清晰以及方便善巧。他承接本品

開宗明義所言「不得不見、若集若

散」；以此為出發點，自我反問，緊

接思路一轉，馬上道出更深一層的詮

釋─無所住、亦非不住。再翻轉一

層自問「何以故」，最後再把「無所

有」與「無所住、亦非不住」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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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更終究的答案，可謂峯迴路轉、

柳暗花明，令人拍案。故知般若波羅

蜜多固然是難以言詮，但對於擁有

辯才的大菩薩而言，還是能夠極巧妙

的以人類有限的工具，作出超越的演

出，令人讚歎。

本段提及苦、集、滅、道四聖諦，此

為佛教最基本的道理，值得深入探

討：

四聖諦＝四真諦＝四諦。

四聖諦：四諦為聖者之所見，所以稱

為「聖諦」。

四真諦：四諦的道理真正，所以稱為

「真諦」。

提及四諦的經文～

大智度論說：「佛為五比丘，初開甘

露門，說四真諦法：苦、集、滅、道

諦」。（於波羅奈附近的鹿野苑初轉

法輪）。

涅槃經說：「我昔與汝等，不見四真

諦，是故久流轉生死大苦海，若能見

四諦，則得斷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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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名

相
說  明 延  伸

１

苦

聖

諦

三界生死的果報，畢竟苦

患，無有安樂之性，此理決

定真實，所以稱之為「苦聖

諦」。

三  苦

①苦苦：一切苦緣所生的苦。

②壞苦：樂境壞時所生的苦。

③行苦：一切有為法，無常遷動的苦。

２

集

聖

諦

關於苦之生起或根源的真

諦。
三渴愛

①欲愛：感官享受的渴求。

②有愛：生存的渴求。

③無有愛：不再存在的渴求。

３

滅

聖

諦

滅為「滅無」之義，生死因

果滅，證入涅槃。

即苦的止息

法界次第說：「滅以滅無為義，結義既盡，則無生死之累，

故名為滅」。

４

道

聖

諦

無漏的三學，可以到達涅槃

的正道。即導致苦止息的途

徑。

三  學

①戒

②定

③慧

八正道

①正見

②正思

③正語

④正業

⑤正命

⑥正勤

⑦正念

⑧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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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師口頭詮釋】

其實修行是這樣，要與生命產生關

聯，能夠對我們生命產生轉化，我想

佛法之所以可貴，是因為它是真正非

常認真的、清楚的在面對我們所擁有

的這個生命，提出了很多的看法，可

是我們是不是當聽到佛陀在說什麼的

時候，是不是也要很認真的去思考、

去明白，而不是他說什麼，嗯！好像

就是這樣，有些時候啦，當然信心清

淨即生實相，真的佛說什麼就相信什

麼，已經很好了，真的太好了，可是

問題就是說，我們常常會去想一些事

情，尤其在於根本生命的問題，比如

說，佛家說生命是苦的，我們有時候

是會這樣子同意，可是有時候又不是

很同意，那怎麼一回事呢？所以我們

現在不妨來調查一下，覺得人生確

實是苦的不妨舉手，大部分都舉手，

不過也有人沒有舉手，為什麼？如果

生命不是苦的，那是什麼，佛陀講人

生八苦，生、老、病、死、怨憎會、

愛別離、求不得、五蘊熾盛，這都是

苦，講出來也實在讓我們沒有辦法反

駁，而且我們在講四聖諦的時候，如

果還沒有深入佛法的時候，馬上有人

說不會啊！有的時候也很快樂啊！對

呀！他馬上告訴你壞苦，你雖然很

樂，跟家人相聚，跟好朋友相聚在一

起，聊天喝茶，人生一大樂事，可是

曲終人散的時候，有點離情依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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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的時候很美，可是花會謝，當然詩

人是很美的，化作春泥更護花，還是

很美，可是那是另外一種觀察。

有人思考邏輯很有意思，跟一般人是

不太一樣的，但是我們就是需要聽

不同的聲音，想想為什麼人家會這

樣子想，就會發現每個生命都是千

差萬別，但是佛法真正產生意義是對

你而言，譬如佛陀說了些什麼，那麼

你認為是怎麼樣，當然我們在一個信

的立場來講，佛法還會信忍辱，信心

清淨，即生實相的立場，我們是都信

沒有錯，可是問題就是說對你生命到

底產生什麼樣的感受，譬如說有人敢

講出來不苦，確實，你就知道說為什

麼他沒有舉手，再聽認為人生是苦的

講法，我們就會發現他們講的都非常

有道理，那麼我們會發現當每一個生

命，每一個剎那他說出的答案，只要

是他剎那真實的，就是值得尊重的，

而且都是他們深入去體會的，只是有

的人會覺得沒像他說的那麼苦，真的

有這麼苦嗎？一分一秒都活不下去

了，真的是這樣嗎？其實真的關鍵在

角度的問題，金剛經最高指導原則，

為什麼說法無定法，因為確實是一切

都在變動，一切因人、因事、因地、

因物都不同，不能說哪一個是最對

的，他這個角度出發，他是對的，因

為如果從現在存有的生滅生命去看的

話，真的把它看透、看清楚的話，確

實是苦不堪言啊！人生苦海無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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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家常常講的話，所以以苦的立

場，有人是對的，他做了一個非常非

常深入的觀察，他的觀察力相當的深

入，相當的敏銳，他對他整個的生命

有很深刻的感受，這確實是苦啊！但

是有人說不苦也對，有些事情確實是

很苦啊！可是我們如果換了一個角

度，我想會有很多的修行人不斷的

修，不斷的修，因為其實每個人都是

歷劫修，無量劫以來的修，只是從今

生面對你的生命，開始信佛，開始面

對修行的時候，才是真正的開始在修

行，可是真正開始修行的時候，就會

遇到很多的問題，就會遇到很多的障

礙，也許沒有去修行，可能還沒有很

多的障礙，因為他非常的深入、非常

的認真的在修行，所以會發現很多的

障礙，很多的狀況，這也是生命的實

相，可是當我們拼命的修、拼命的

修，修的很辛苦、很辛苦的時候，當

我們發現有一天你看到這個色身的時

候，會受不了，為什麼，它真的髒得

一塌糊塗，亂七八糟，我想學醫的也

上過解剖學，人體打開是很難看的，

修行人有時候也不用打開，可是當你

看到的時候也會受不了，好髒喔！，

沒有一個地方不髒，怎麼活的下去

啊!我每天跟一個髒的臭皮囊，我還

睡得這麼香，這怎麼回事啊！怎麼活

的下去呀！修行到底什麼時候才能成

就啊！生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為什

麼會存在，那為什麼會有痛苦，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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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又在哪裡，到底做對了，還是

做錯了，世間法重要，還是出世法重

要，到底該跟哪一個？因為我們的念

頭遷流不息，剎那生滅，這是最重要

的根源，但是我們不斷的修，歷經了

千辛萬苦，有一天可能會非常的氣

餒，然後可能會說，佛菩薩啊！到底

是怎麼一回事，我實在不明白我已經

這麼的辛苦，幾乎不要說體無完膚，

但是已經好像心力交瘁，這是外表看

不出來，所以剛剛有人講的是非常深

刻的狀況，他還是很健談、很有學

問，別人還蠻羨慕的，怎麼可能，原

來他說的是整個的狀況，那麼我們會

很深層的去面對佛菩薩說，真的快要

修不下去了，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走下

去，生命這麼的茫然，到底該循著那

一條路，真的不知道，請您說明為什

麼會有苦，為什麼會有這麼無意義的

輪迴，既然輪迴是苦，到底是誰發明

這個惡作劇，好殘忍喔！眾生為什麼

這麼可憐陷入這種狀況，這是怎麼一

回事呢？尤其我們又看到森林裡弱肉

強食的狀況，哇！獅子、惡虎撲羊也

就活生生把牠給吃掉，這森林怎麼那

麼恐怖，如果我們又看到南京大屠殺

的紀錄，看到納粹殺人的那種紀錄，

怎麼一個人間地獄啊! 這到底是怎

麼一回事啊！可是佛菩薩電光石火那

一剎那，可能會告訴你一個訊息，孩

子啊！其實沒有苦，也沒有樂，都由

你那一剎那去體會的，就是這樣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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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你就明白了，可是這個明白確

實很難，可是聰明的你們啊！聽得懂

的，只是還沒有完全懂而已，所以就

是看什麼角度，所以我們會讀經的人

是這樣的，不讓自己去擾動自己，看

了佛陀說苦，就相信佛陀所說，佛陀

跟你說也沒有苦，也沒有樂，金剛經

講得很清楚，法無定法，所以我們真

的會讀經的，就是不要去鑽牛角尖，

說這個是佛陀說，為什麼那個又這樣

子講呢？這個戒律是這樣，為什麼到

那邊又不一樣了呢？奇怪這到底是怎

麼一回事，我們聰明的話，把這些都

放掉，因為一切都是參考，你就看，

你就聽，就是這樣，打入你內心的

話，就讓它打入，沒有打入內心，你

進不去，它進不來，隨它去，就這

樣，沒什麼好執著，也沒什麼好必須

要怎麼樣的，所以就尊重你剎那生滅

變遷，有時候會覺得人生苦啊！可是

有時候又會覺得人生還是蠻好的，蠻

樂的，這個樂讓人家體會到常樂我淨

是不可能的，清淨之樂，因為有時候

有些事情你會非苦非樂。

對於人生不苦的想法，都牽涉到層次

的問題，每一種想法都牽涉到微妙的

轉變，如果是比較一樣二分的話，如

果比較算是良好轉變的話，微妙轉變

的話，就是說它真的是盡份隨緣，對

於妄念生滅等等，已經有所掌握、瞭

解、隨緣，另外一種就是微妙轉變的

時候，就會變得不是很深入的觀察，

當然希望你是屬於比較隨緣的，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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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好的，語言文字確實是有限的，用

兩個角度來看當然希望是屬於好的角

度，真的我們要學習的其實就是這

樣。

每一個人對苦樂的看法牽涉到時間變

化問題，還牽涉到每個人感受不同的

問題，所以事實上確實所謂的苦行，

也不一定是苦行，就比如說我們這裡

很多人在修八關齋戒，甚至是長期在

修的，對有些人來講，這是一件很苦

的事情，可是當修習慣的時候，會發

覺很樂，晚上不吃飯好樂，因為很清

淨，省了很多能量，可以做更多的事

情，可是不是每個人都覺得是這樣，

所以每件事情因緣都非常複雜，它還

牽涉到階段性，修到最後可能覺得很

樂，可是剛開始可能還是很苦，所以

它還有變化、時間的問題，另外還有

情緒的問題，業障的問題，都可以牽

涉到苦，譬如說我們情緒不好的時

候，情緒不好你很難去把它歸納是

什麼，很難歸納是得或是失，可是它

就是苦，是很苦，不少文學家都是很

苦悶的，可是他很聰明，於是他可以

把他生命的苦悶描寫出來，然後完成

很多的作品，我們以前列舉過李白，

他是一個苦悶的生命，可是他用美麗

的文字，很精準的來描寫他的苦悶，

可是苦還是苦，情緒的苦，所以為什

麼牽涉到為什麼要討論，事實上我們

一直在變，每一個階段想法都不太一

樣，如果這段時間比較順的話，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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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覺得很苦，但當業力催逼，那時

候還是很苦。為什麼苦，因為一直在

變化，好不容易心情好了，像出太陽

一樣，沒多久又下雨了，其實沒有辦

法定下來，我們最好不要去發願，我

從今開始永不再發脾氣，聽起來很偉

大也很好，也值得鼓勵，問題是這種

願講講就好了，不要太認真，因為萬

一你哪天又發作了，這就是一種預

設，可能我們對整個生命真的不是很

了解，我們以為不發脾氣是好的，問

題是能夠嗎？維持情緒平穩是好的，

問題是做得到嗎？一定要讓情緒平

穩，大家都是喜歡情緒平穩的人，可

是做得到嗎？如果發了這樣的一個

願，很困難，豈不是另外找一個自己

苦自己的理由。但也並不是任由自己

作一個情緒不好的人，而是要務實的

不斷改進，而不是自我束縛。

佛法是讓我們自己看自己很清楚，為

什麼情緒波動會帶來苦，就是被控

制，沒有自主權，其實很多都是心念

的問題，佛法的核心就是談到心念，

很多苦事實上是我們察覺到，所以

苦，很多是第二念的問題，譬如經文

一再提到憂悔的問題，這是很重要的

一個重點，因為我們常常在做什麼事

情的時候，當下不是苦或樂的問題，

譬如發起脾氣的時候，當然不是苦或

樂的問題，就是發脾氣，當情緒不

好的時候，也不是苦也不是樂，反正

就是情緒不好，可是當發過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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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有點反省力，開始有點動念的時

候，你發現苦了，開始不安了，然後

好像失落什麼，可是又描述不清楚，

對那種狀態沒有辦法去掌握，沒有辦

法去說清楚，事實上這就是佛法試著

要去釐清的部份，不清楚不明白，可

是就很不安，譬如說情緒不好了，對

某某人發飆過了，很不好意思，當場

也不會呀，反正很痛快嘛，造業的時

候很痛快，受報的時候就很痛苦，就

是這樣子做完了，做完以後，念頭起

來的時候就開始不安了，其實苦往往

不是當下，是過了以後才開始苦，所  

以真的一切的源頭，還是要看到我們

心念的問題，我們常常對我們所說的

事情，不肯定，或是聽到的事情，就

算做了好事，就像經典所講的聞空，

根器好的人，福報好的人，他是法喜

輕安，可是有的人聽到了，當下他可

能會接受空的狀態，可是過一段時間

他又會動念，第二念，他就是硬要想

到其他地方去，例如斷滅空等等，他

就可能很憂悔、懼怖，恐懼。所以苦

樂的問題、歸根究底還是要談到我們

的心念，我們常常在妄念變現，妄念

流轉，妄念生滅，所以才會覺得有苦

樂。

【郭老師講義文字】

苦，是生命的實相，此是佛陀的如實



48

觀察，是每一個修行人必須認清的

事實─不論願意或不願意。因為如

果對生命的真相沒有實在的觀察、了

解、明白，便不會積極的尋求生命的

解脫。唯有完全甚深知苦了，才有可

能完全努力去止息，故「人生是苦

海」的正知見必須鞏固的建立，才能

不再留戀這無常的世間，才能真正生

出出離心，繼而勇猛精進，直至出三

界為止。

偉大的釋迦牟尼佛，照見苦的原由就

是執著。一切的痛苦，都來自於執

著、不肯放下。執著於名利的人，如

果不能擁有名利，就會痛苦不堪；執

著於婚姻的人，如果獨身，就會不知

該如何快樂自在的活下去……一切的

一切，原本都可以自在的擁有或不擁

有，但是只要有了執著，得與失就變

得不輕鬆、不自在、不一樣了。而事

實上，一切都是無常，一切都是幻

有，得與失的本質一如─如果完全

明白了，就是一個離開苦的人，就是

一個苦已止息的人。

苦已止息，就是涅槃的境界，就是出

離三界，就是一個完全自由的人，

因為一切都已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一切都已水落石出，一切都已圓滿具

足，甚至連苦或樂的對立也完全沒有

了─因為事實的真相是：根本沒有

苦，也根本沒有樂，一切的苦或樂都

只因心而有，心不再分別，則苦樂也

冰銷雪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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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師口頭詮釋】

人生是苦海的正知見必須鞏固的建

立，又說沒有苦也沒有樂，所以你就

會發現到底要相信那一段呢？所以學

佛的人要非常的靈活，非常的聰明，

他就像做運動的運動家，他到哪都很

靈活，不執著，我們要真正的舉一反

三的學，很多話都是意在言外，很多

但書都是這樣寫出來的，可是你聰明

的話，都會把但書考慮進去，當娑婆

就是苦海的時候，我們必須明白是站

在因地，但是千真萬確的這裡有講但

書的部份，如果真正聰明的讀佛經，

聰明的讀一切的講義、一切書的話，

那麼很多但書要明白，因為語言文字

真的是有缺陷，根本就沒有辦法把所

有但書都寫出來，所以這要考慮的很

清楚，在因地的時候，確實是苦海

無邊，因為我們被妄念綁得死死的，

所以有的觀察是沒有錯的，千真萬確

的，觀察入微的，如果沒有這麼甚深

觀察的話，可能沒有這個勇氣、這個

辦法，真正想出離這個世間，會覺得

它不夠苦，不夠苦到你受不了，勘

忍，好厲害，以苦為樂，苦中樂，還

作的蠻好的，但若以因地觀察確實是

苦，這是沒有話講，但是學佛的人就

是從因地中已經看到果地了，雖然還

沒有學完，還沒有証入，可是他明白

了，很奇怪這是一種微妙的明白，他

不是証入，可是他明白，果地的狀況

是無苦無樂，確實是如此，說它是無

苦無樂也可以，說它是清淨之樂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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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但是說清楚你就明白了，佛菩薩

可以告訴你一定是這樣，他可以出三

界，對我們而言還是苦，既然色身是

幻有壞有，以實相的角度來看是幻有

沒有錯，可是我們在夢中夢的人，確

實是真真實實感受到就是這麼真實，

所以虛與實之間很微妙，那麼很多人

修行出了一點狀況，就是虛與實之間

沒有掌握好，因地與果地之間沒有分

好，還沒有悟空，就以為我已經不用

做事情，因為一切本空，那就大錯特

錯了，對我們善惡世界來講，對因地

三界眾生來講，苦是真的是苦，不去

做事情，不去六度萬行，不可能解脫

這個苦，這個枷鎖牢牢綁在身上，沒

有看到，沒有看清楚，沒有辦法打開

的，用盡一切辦法，用盡一切力氣，

用盡一切時間生命，不這樣子做是沒

有辦法的，可是當你就是在因地，不

要講果地的話，說一切本空，那我們

還修什麼，振振有詞我還需要去度什

麼，攝眾論就講說，實無眾生可度，

也對呀，那我幹嘛去做，我坐在這邊

就好啦，我放光啊。但你放光還是沒

有釋迦摩尼佛的光大，所以沒有辦

法，還是要靠色身拼命去做，所以這

是佛法很微妙的地方，可是確實是非

常重要的地方，因為很多人真的但書

沒有搞清楚，因地與果地沒有搞清

楚，然後就在那邊決定他的行為，那

麼真的讀經一定要讀到重點，金剛經

說不執著、放下，無我相、無人相、

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為一切善，修

一切善法，即得涅槃，這中間的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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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的過程，要去修一切善法，

不是不要去修，只是不執著的心去修

而已，要搞清楚行和心是不同的，心

態是無修，可是行是修，就是這樣差

別很大，第一義是沒有差別，千萬不

要老是把自己站在果地來看，那就是

錯謬，那就是一個差之毫釐、失之千

里，知見沒有搞清楚就會差別很大。

【佛陀經文】

世尊。諸法因緣和合。施設假

名。菩薩摩訶薩及般若波羅蜜

多 。 此 二 假 名 。 於 五 蘊 不 可

說。……於四念住乃至八聖道支

不可說。……何以故。如上所說

諸法集散。皆不可得不可見故。

 P205Ⅰ欄3~19行

【郭老師講義文字】

此段經文，善現菩薩說出「諸法因緣

和合、施設假名」的重點。萬法皆

是因緣所生，並無實體可言，一切的

一切，都是因緣的聚散生滅，花開是

因為有花開的因緣，花落也是因為有

花落的因緣；一切人間的悲歡離合，

亦復如是。而指稱萬法的「名」，更

是抽象的「替代」，並非實體，故不

論任何假名，包括「菩薩摩訶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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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波羅蜜多」在內，皆「不可

說」，而且遍一切處不可說，無論是

在五蘊、四念住、八聖道支……皆不

可說。為什麼呢？誠如經文再次說明

「諸法集散，皆不可得不可見故」。

經文提及「五蘊」，今製表說明之。

蘊（新譯）＝陰（舊譯）＝眾

陰：積集的意思。

眾：眾多和聚的意思。

提及五蘊的經文～

毘婆尸佛經說：「五蘊幻身，四相遷

變」。

最勝王經說：「了五蘊宅悉皆空，求

證菩提真實處」。

【郭老師口頭詮釋】

這裡說到「五蘊幻身，四相遷變」，

我們講的四相就是生住異滅，所謂

「五蘊幻身」實相來講確實是幻身，

尤其我們來觀察它生住異滅過程的時

候，會發現確實是這樣，「了五蘊宅

悉皆空，求證菩提真實處」，我想這

句話相當令人感動，有些經文真的令

人看得很舒服，會記在內心深處，我

們在因地在三界的人，真的要明白，

以第一義來看的話，我們看起來這麼

千真萬確的一個身體，事實上它真的

是一個空，本質是空，不要說別的，

我們常常看到過往今來沒有一個人存

下來，生死這麼真實的一個身體，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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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消雲散，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所以

五蘊宅它就是借住的住宅而已，我們

的身體，就是借來的房子借用一下而

已，所以我們在了解這個以後，我們

真的要好好的求證菩提真實處，我們

要去明白這一切如幻的背後，到底什

麼是真實，很多哲學，去追尋什麼，

其實也是曉明人生的真諦，去明白生

命的真相到底是怎麼樣，但是很多哲

學家講了很多，也都沒有提到最後的

答案，那麼佛法所提到的當然有很多

很多的答案，可是真正的答案，還是

要靠自己去明白，靠自己去證入，所

以要求證菩提真實處，願我們大家都

好好地求證，好好真正的明白菩提真

實處，有的人對於生命的真相，真的

是非常想明白，否則他會覺得他死不

瞑目啊！不知道為什麼來這個世間，

又不知道為什麼就走了，這一切到底

是怎麼一回事啊！它是哲學的開始，

也是學佛的開始，但是只有佛法可以

告訴我們真實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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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師講義文字】

序 名相 說明 歸納

1 色蘊 總括五根五境等有形相的物質。 身

2 受蘊 對境而承受的心之作用。

→心

心
所
有
法

即
心
所

3 想蘊 對境而想像的心之作用。

4 行蘊
造作於有為法的因緣，遷流於三世，稱為「行」。此指其他

對境關於嗔貪等善惡一切的心之作用。

5 識蘊 對境而了別識知事物的心之本體。     } 心
王

五蘊，即五種積集，包括了身心的

一切，故分析到最後，發現在五蘊中找

不到一個所謂的「我」。故「無我」的

觀察，可以從對五蘊的觀察即可得到，

因為身體細胞時時刻刻都在變化，找不

到一個固定不變的東西，而心的作用更

是千變萬化、生滅迅速，也找不到一個

固定不變的東西，既皆屬無常，則也

沒有一個常我，既無常我，也就是「無

我」，故五蘊即無常、苦、空、無我。

【郭老師口頭詮釋】

當我們發現苦，可是我們是可以超越

證入的，佛法就是我們的階梯，就是

我們的天梯，我們經由它超越這個苦

樂，那麼真正的源頭就是要找到心，

心超越了，苦樂就超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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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經文】

世尊。如上所說五蘊等名無處可

說。如是菩薩摩訶薩及般若波羅

蜜多名亦無處可說。如戒定慧解

脫解脫智見名無處可說。如是菩

薩摩訶薩及般若波羅蜜多名亦無

處可說。如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

獨覺如來及彼諸法名無處可說。

如是菩薩摩訶薩及般若波羅蜜多

名亦無處可說。世尊。如一切若

有名若無名皆無處可說。如是菩

薩摩訶薩及般若波羅蜜多名亦無

處可說。所以者何。如是諸名皆

無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是諸

名義既無所有故。是諸名皆無所

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依是義

故。於諸法不得不見若集若散。

云何可言。此名菩薩摩訶薩。此

名般若波羅蜜多。世尊。我於此

二若義若名既不得不見。云何令

我以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之法。教

誡教授諸菩薩摩訶薩。是故若以

此法教誡教授諸菩薩摩訶薩。必

當有悔。世尊。若菩薩摩訶薩聞

以如是相狀說般若波羅蜜多時。

心不沈沒亦不憂悔。其心不驚不

恐不怖。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決定

已得住不退地。以無所住方便而

住。

 P205Ⅰ欄倒數10行～Ⅱ欄11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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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師講義文字】

善 現 菩 薩 再 說 明 名 相 的 「 無 處 可

說」。「不可說」是不可用言語說清

楚，「無處可說」是指沒有什麼可以

說。二者意義雖有微細差異，但最重

要的還是善現菩薩所提供的答案：

「諸名皆無所住亦非不住」，意思是

說一切的名相，只是名相，並沒有什

麼「無所住」或「非不住」的問題，

而最後的答案是：「無所有」。這裡

是點出空性的核心意義：一切本空，

一切本不生，一切了不可得─這是

諸法實相。

但是，這樣的「相狀」，對於某些人

而言，是令心沉沒、憂悔、驚恐、

懼怖的，為什麼呢？是因為大多數的

人，都已經太習慣於有，也太執著於

有，空到底是什麼？根本無從把捉，

一旦聞空，他會馬上陷入不知該如何

適應如此巨大思想改變的狀態，變得

無所適從。因為，對他而言，實體是

千真萬確的，是他緊緊把捉不放的對

象，一旦這個被緊緊抓住的對象，被

告知是什麼也沒抓住時，第一個嚴重

的失落感便會油然而生，繼而是患得

患失、忽信忽疑、恐懼不已的種種反

應都會產生。就好比一個安坐於此地

的人，突然有人告訴他說，他所坐的

地方，是一個空洞的地方，完全沒有

東西可以依憑，已經飄盪在沒有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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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沒有方所的虛空之中，他乍聞之

下，一定會大驚失色，因為他已經依

賴他的座椅很深了，他也依賴這塊土

地的承載力很深了，最重要的是：他

已經依賴他一切的感官很深很深了。

【郭老師口頭詮釋】

談到生命比較屬於收穫的部份，固然

在努力過程當中是有苦，可是收獲的

剎那還是蠻樂的，那麼我們談到失的

部份，當親人永恆離開的時候，以人

間的角度來看，禮儀已經做得相當的

完美，相當的成功，你是一個非常孝

順的孝子，但是明明生命的選擇，或

是生活方式的選擇，不一定順應他就

是最好的選擇，當然某個角度有這樣

一個兒子，他也會蠻滿意的，有人曾

經寫過一篇文章，他懷念他的父親，

最傷感的一部份，就是他父親走了，

他才信佛，他的感傷是他沒有辦法跟

他父親分享這個生命的經驗，對他而

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對有人而

言，是把該做的事情都做的很好了，

可是對他父親而言，到底什麼才是最

重要的，全部都聽他的，不一定就是

最好的，譬如他喜歡吃什麼東西，也

許對他而言，可能不是很健康，就是

說以得失來講，已經很積極，因為走

了母親，對父親特別的孝順，事實上

是從失落當中學到了教訓，就是說我



58

們失去我們最親愛的人，那麼趁著我

們擁有親愛人的時候，好好對待他，

你已經實踐，這個做的已經相當好，

只是說在很多細微部份，可能慢慢

的去體會，當然限制他很好，那表示

你有在做，但是還有其他的部份，可

能孝順還有很多層次，已經做的很好

了，再怎麼用寬廣的角度來看，我想

不妨有空的時候再思索一下。

這裡有提到我們常常看習慣於什麼，

這個習慣的改變會讓我們陷入一種憂

悔的狀況，這裡講的就是說因緣和合

以後，如果他是一個執著心比較強的

人，那麼真的是會患得患失，忽信忽

疑，恐懼不已，很多事情我們都沒有

辦法真正的瞭解，一定要設身處地，

很多事情好像是隔岸觀火，這種經驗

是沒有辦法轉移的，常常有人說歷史

已經發生了多少次的寶貴教訓，可是

我們人類到底學到了什麼呢？好比說

我們在上一代看到了很多東西，看到

了很多的教訓，可是我們下一代到底

學到了什麼，可見經驗確實是很難完

全轉移到我們身上，很多事情都需要

親身去體會才明白，因為表面上看起

來，你聽到空，或者聽到什麼東西，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反應呢？很奇怪，

事實上真的是這樣，我們想想我們所

把持的觀念好了，我們曾經所教育的

一些觀念行為，想想真的是對的嗎？

很難說，當佛經告訴你完全不同東西

的時候，如果對原來的東西相當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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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那麼沒有辦法接受的絕對沒有

辦法接受的，所以為什麼我們上次練

習不立一切見，就放掉一切知見的包

袱，放掉一切的一切，因為很多生

命的實相，是相當讓人很難接受的，

當明白很多的時候，如果有很多原來

知見沒打破的話，會很慘，說得誇張

一點是這樣，因為會排斥受不了，摻

著強烈的批判，那麼我們講輪迴好

了，事實上以整個輪迴的觀點，我們

講眾生顛倒，為什麼這樣子說，以今

生來看，大家都是次序凜然，所謂的

倫常都是很清楚的，可是事實上我想

大家都知道的，我們認真去觀察，如

果相信因果輪迴的話，孫兒娶祖母，

大家都聽過吧，牛羊座上坐，六親鍋

中煮，這是眾生顛倒的相，那麼所以

如果真的明白的話，因果輪迴實相混

亂，孫兒怎麼可以娶祖母，太離譜了

吧！可是這個輪迴就是這樣，那麼你

為什麼會覺得顛倒呢？是它本身顛

倒，但是我們先不要談顛不顛倒的問

題，我們先講道德，以人間道德來講

我們先不談輪迴，孫兒娶祖母太可怕

了，那是因為我們站在人間的觀點來

看，我絕對不是說這可以，我們只是

在探討一個觀念，以人間觀點來看這

個輪迴太顛倒了，可是以輪迴的觀點

呢？都是事實，只是說今生他不是這

個角色，是屬於社會的，可是真的這

樣子看這個輪迴一轉，這是輪迴的實

相，可是這個輪迴不會因為你接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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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受而不一樣，也不會輪迴沒有

了，我們像是鴕鳥，躲在沙裡頭，什

麼都沒看到，可是輪迴就是這樣，所

以我們不能預測一切的事情，因為法

界太深，生命太深，你為什麼要加上

一個混亂呢？難道不能把它當作角色

的轉換和學習嗎？換個角度就不一樣

了，但是最好就是沒有角度，萬一哪

個角度你通不過，為什麼我要這樣子

學習，我可以不要這樣子學習，所以

會明白我們真的不能有任何的見解，

因為法界太深，很多事情如果綁在那

邊的話，萬一有一天發現真相，會受

不了，會痛苦萬分，甚至會抓狂，因

為有時候，有天眼的人看到人間一些

現象，是超音波匪夷所思的，所謂人

際關係根本就不是那麼一回事，我們

講比較接近的，就是可以去休息，你

換一個角色，不要說別的，如果你真

正仔細去看，你今生是一個男的，如

果你真的看到你是女的，我們相信你

會受不了，我怎麼能夠適應那種生

活，可是你已經適應幾十年了，我們

人類真的是奇怪的動物，最可怕就是

積非成是，我們以前常常舉的例子，

就是我們讀過的教科書，地上有個窪

洞，人走過去一段時間就很順，那天

補起來，就會覺得奇怪怎麼高起來

了，這就是積非成是。可是我們常常

習而不察，所以一切的知見都是可變

的，不是可靠的，不是有固定範圍

的，所以切勿輕易去批判任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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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有時候會大錯特錯，法界太深

了，所以為什麼有時候叫秘密，因為

當沒有準備到完整程度，不能去看到

秘密的，會受不了，更是有時候它是

必須要發生就會發生，譬如說學佛的

人講的，善現菩薩講，有時候空蘊來

的時候有些人會憂悔不已，可是他照

講，沒有辦法，該做的時候就是要

做，該講的時候就是要講，就像佛陀

曾經度一個弟子，讓他剃度出家，在

一個休息的農舍裡頭，然後佛陀幫他

剃度，沒有缽，叫他去找，他就出

去，結果出去以後，就被牛給撞死

了，這個故事有很多的涵義，比較單

純的人看就是發生這個故事，可是如

果比較喜歡東想西想的人就會說，佛

陀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您神通這麼

厲害為什麼要讓他去撞死呢？不要讓

他撞死啊！從人間來觀察，事實上他

是升天，所以千萬不要相信我們所看

到的一切，也不要相信我們一切的知

見，有時候都會騙人的，就是自己把

自己騙得很慘，自己把自己綁的要

死，等到真正遇到實相的時候，對你

而言，就是相對實相更高一層實相，

都沒有辦法上去，受不了的，修行的

方法有很多很多種，如果知見太深的

話，也許很高的修法沒有辦法接受

的，會覺得那是很離譜的事情。所以

你說怎麼辦，請問你要相信什麼，趁

早把一切都拋掉，就是真正在學佛，

不然會很苦，這個念頭綁你自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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綁自己都不知道，都是自己綁自己，

真的不立一切見，當還沒有明白真正

實相的時候，怎麼能說他不是這樣子

的呢？所以一切都放下，我們才有辦

法接受一切，只有這樣才能慢慢明白

什麼是實相，不用說別的，光造重罪

會下地獄就嚇死人了，憂悔不已，

憂悔的時候，什麼事都不用做了，

已經離開空性很遠了，已經沒有活在

當下了，可是如果巨大的衝擊他就是

憂悔，沒有辦法控制，當憂悔來的時

候就是憂悔，所以我們真的趁早準備

好，最好的準備就是沒有準備，最好

的角度就是沒有角度，最好的立場就

是沒有立場，最好的知見就是沒有知

見，法無定法，法都沒有定法了，還

有什麼法，金剛經講的好清楚，法者

筏也，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有好的

東西都已經是可以放掉了，何況是障

我們修的妄念，妄念很可怕，它無形

無相，可是它像蜘蛛絲一樣，像最尖

銳的鋼絲一樣，把我們捆的緊緊牢牢

的，妄念就是這樣，難道知見不是妄

念嗎？沒有見解，沒有妄念，沒有見

解不代表沒有學問，這是兩回事，對

世間法你還是很聰明，冰雪聰明，可

是最冰雪聰明就是最沒有看法，一切

都是隨緣，都要回到佛法，一切都是

因緣的展現，像剎那生滅的變遷，我

們為什麼會不安，我們為什麼會恐

懼，說你不知道又怎麼樣，沒有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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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誰敢說他知道，算命算的再準也

一樣，微細不知道，大趨勢知道好

了，但是趨勢也會改變，諸行無常，

所以真正的是一切恐懼不安來自於這

邊，沒有人知道，真的不知道下一刻

到底會怎麼樣，下一刻世界會怎樣，

這樣子不斷的遷流，所以我們恐懼不

安，但是就是因為恐懼不安，才要出

來，所以才要修啊！要離開這個恐懼

不安，就是離開妄念，離開一切的見

解，才是自由的人，才是真正可以接

受一切的人，才是真正可以擁有一切

的人，所以我們才在唸無上甚深微妙

法，百千萬劫難遭遇，但是真正等了

百千萬劫遭遇的時候，真的承受的了

嗎？當妄念跑出來以後，你只好承受

不了，再好的法，再高的法，拿到手

上，妄念跑出來，你只好承受不了，

所以不要辜負啊！百千萬劫才開花的

因緣，一切的痛苦來自於妄念，沒有

了妄念，當下就自由，當下就承擔，

因為如何能空中佈網？最重要的都是

因為依賴感官太深太深，真的是這樣

不自覺，那麼我們就要從自覺開始，

真的不怕念起只怕覺遲，還是會有妄

念的，因為妄念其實就是業力，它先

變成妄念才會忘形，錯誤的行為，如

果我們從止息妄念，就不會有錯誤的

行為，所以要止息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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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師講義文字】

所以，聞空而不驚怖憂悔者，是大根

器者，誠如經文所言：「已得住不退

地，以無所住方便而住」。這樣的修

行人，於般若波羅蜜多已經不會再退

轉，將不斷的鞏固、深化、廣化，而

且以「無所住」為方便善巧，安住於

一切生住異滅的現象之中，故「無所

有」是空性的本質，「無所住」是空

性的妙用，能夠兼顧，必能不斷提昇

證量，直趨涅槃。而且愈是能「無所

住」，愈是能「住」，為什麼呢？無

所住即不執著，住是執著，但有時卻

指稱擁有的狀態，像此句「住」不退

地之「住」，就是擁有或安住之意。

故知唯有「捨」，才是真正「得」；

唯有真正「放下」，才能真正「擁

有」；唯有「不住」，才能「住」。

因為一旦「有所住」，執著的力量就

產生了，而執著是屬於生滅法，既然

有生，則必定有滅，可是一旦改變成

「無所住」，就已經離開生滅法，既

沒有生，則必定沒有滅，不生不滅，

則是常樂我淨，才是真正的擁有、獲

得、安住……。就如同一個人非常在

意另一個人，可是如果他愈在意，他

就會愈令這個人遠離他，因為在意就

是生滅法，生滅法衍生出來的必定還

是生滅法。因為在意，所以時時刻刻

看緊他，因為看緊，所以管他，因為

管他，又摻雜了占有慾，就會讓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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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受不了，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

等到這個人有一天實在忍耐不住了，

就會遠離他，不再跟他在一起了。而

相反的如果不在意，由於不在意是不

會再衍生任何了，已是不生不滅，則

與別人的關係，一切都是隨緣而過，

因為任何人都不可能因我們的〝在

意〞而永遠留在我們的身邊，一切的

聚散，都像那海浪與海鷗的相遇，既

有合，則必有分，所謂：「月有陰晴

圓缺，人有悲歡離合」，生滅就是相

對，相對就是生滅，唯有不再落入相

對，則就停止了生滅。

【郭老師口頭詮釋】

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其實修行人跟一

般人始終沒有什麼太大差別，它的

差別是在於覺，生老病死悲歡離合，

這是人生一定會遇到的一個狀況，修

行人遇到生老病死悲歡離合愛別離，

難道不會悲傷的掉眼淚嗎？難道不會

痛苦嗎？修行人也是會，只是覺察離

開的能力很強，跟修證的程度有關，

當愛別離的時候也會流淚、難過，可

是他很快就看開了，很快就出離了，

那麼修的愈好，出離的時間愈快，

因為妄念就是業力，我們所造的一

切種子，八識田中都在，因緣和合它

就出來，突然發生事情，有時候在心

念發生，有時候就真正起現行，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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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就是心念太快了，電光石火之間，

妄念出來的時候，如果我們不去覺察

的話，它第一念就起現行，心中起了

一個嗔念，然後就開始罵人，要不就

打人、吵架，嗔念開始，所以念頭起

來的時候，察覺它，那就是覺，鍛鍊

久了，就越來越熟練了，練就一把慧

劍斬妄念，越用越熟練了，方法就越

來越靈活，就是這樣要修，好好的訓

練，這是最重要的訓練，也是最根本

的訓練，就是面對心念，所謂的斬是

沒有對立，無斬之斬。

我們越想擁有，就越要放下，就如涅

槃亦如是，如果想成就，我們越要放

下，才能真正的成就。

【佛陀經文】

爾時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世尊。

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摩訶

薩。不應住色。不應住受想行

識。何以故。世尊。色色性空。

受想行識受想行識性空。世尊。

是色非色空。是色空非色。色不

離空。空不離色。色即是空。空

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

故世尊。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諸菩

薩摩訶薩。不應住色。不應住受

想行識。……

世尊。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

摩訶薩。不應住意界法界意識界

及意觸意觸為緣所生諸受。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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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世尊。意界意界性空。乃至

意觸為緣所生諸受意觸為緣所生

諸受性空。世尊。是意界非意界

空。是意界空非意界。意界不離

空。空不離意界。意界即是空。

空即是意界。法界乃至意觸為緣

所生諸受亦復如是。是故世尊。

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摩訶

薩。不應住意界。乃至不應住意

觸為緣所生諸受。

 P205Ⅱ欄11行～P206Ⅱ欄2行

【郭老師講義文字】

般若波羅蜜多的本質是空，方便善巧

的妙用是「無所住」，故金剛經才

說：「應無所住」，此段經文也異

曲同工的說明：「不應住」。無論

是色、受、想、行、識……無論是意

界、法界、意識界、意觸、意觸為緣

所生諸受……，皆不應住。為什麼

呢？因為，一切不離空，空不離一

切，一切即是空，空即是一切，因為

一切的本性空。

其 實 ， 「 無 所 住 」 也 就 是 「 不 應

住」，只是用稍微不同的角度來說

明，「不應住」的語氣比「無所住」

更強烈些，多了提醒的深意。但是，

修行人是常常需要被提醒的，我們總

是像個愛玩的孩子，由於不懂事，還

高興的在已經燃燒起來的房子內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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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高彩烈；然而佛菩薩就好比已經看

清楚這一切的大人，不斷的叫喚著：

「快出來呀！房子已經著火了，不要

再玩了，孩子們！」可是由於我們玩

得太認真，根本對於大人的呼喚置若

罔聞。關心我們的大人只好再大聲一

點說：「快快逃出來啊！火已經快燒

到你們了，再不逃走就要被燒到了

啊！快跑出來啊！孩子們！」於是有

些聰明的孩子聽懂了，就乖乖的聽從

大人的指示，走一條最快最安全的路

離開火宅。

【郭老師口頭詮釋】

我們現在做五分鐘的靜坐觀想，全身

放鬆……

觀想很有意思，其實就是心念，這是

一個念力的世間，修行當中會有很多

的狀況，不管看到什麼，都是參考，

很多都是過去生修行境界的一種顯

現，但是不執著就是了，只是參考，

講出來也許讓大家互相去觀摩，互相

去學習，所以會發現生命是一切的可

能。

【佛陀經文】

世尊。若菩薩摩訶薩無方便善巧

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我我所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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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纏擾故。心便住諸字。住諸字

所引。若一言所引。若二言所

引。若多言所引。由此住故。於

諸字作加行。於諸字所引作加

行。由加行故。不能攝受般若波

羅蜜多。不能修行般若波羅蜜

多。不能圓滿般若波羅蜜多。不

能成辦一切相智。

 P208Ⅲ欄倒數4行～P209Ⅰ欄4行

【郭老師講義文字】

方便善巧實在太重要了，一個修行般

若波羅蜜多的大乘菩薩道行者，如果

沒有方便善巧，便沒有辦法度盡一切

有緣眾生，因為每一個眾生的根器、

習氣、業障都不一樣；如果只有一種

度眾的方法，就只能度有限的眾生，

而不能廣結善緣、廣度群倫了。故

一個菩薩道行者，除了要不斷長養慈

悲、鞏固空性以外，更要不斷的遍學

一切法門，鍛練各種方便善巧，而方

便善巧的最高指導原則就是金剛經所

說：「法無定法」。只要這句話完全

通達了，就已經抓到方便善巧的主旨

了，方便善巧是因時、因地、因人而

作出天時、地利、人和的對治方法；

但一切都僅供參考，因為只要是利益

眾生之事，都可去作，而作的過程與

結果就真的需要各種方便善巧，例

如同樣是辦弘法活動，一個懂得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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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巧的菩薩道行者就會充份的運用一

切的時間、人力、物力、財力等等，

將活動辦得有聲有色，結果也能因而

度很多的眾生；而一個較不懂得運用

方便善巧的菩薩道行者，雖然他的發

心絕對是正確的、良善的、值得推崇

的；但是如果他不懂得運用方便善巧

管理一切的資源，那麼，他的菩薩道

業能夠度的眾生一定有限，功德福報

也就有限了。

此段經文就是充份指出方便善巧的不

可或缺，因為不能方便善巧，就表

示不夠通達靈活，不夠通達靈活就表

示主觀意識見解太強，主見太強就表

示這位菩薩道行者，雖然在修般若波

羅蜜多，可是卻被「我、我所執」纏

縛干擾。一旦我執強大，則心便容

易「住」於一切，遇到人就執著於

人，遇到事就執著於事，遇到法就執

著於法，如同經文所列舉的色、受、

想、行、識，眼、耳、鼻、舌、身、

意處，色、聲、香、味、觸、法處，

眼處、色界、識界、眼觸、眼觸為緣

所生諸受，耳界、聲界、耳識界、耳

觸、耳觸為緣所生諸受，鼻界、香

界、鼻識界、鼻觸、鼻觸為緣所生諸

受，舌界、味界、舌識界、舌觸、舌

觸為緣所生諸受，身界、觸界、身識

界、身觸、身觸為緣所生諸受，意

界、法界、意識界、意觸、意觸為緣

所生諸受，地、水、火、風、空、識

界，四諦，十二因緣……可以說，遇

到諸法，都易執著於諸法。此段經文

引用的「諸字」也就是文字，即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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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種，原無任何可執之處，但貪執

之人，不但執著於文字本身，斤斤計

較、食古不化，連文字引伸出來的道

理，也跟著執著不放，由於執著─

即「住」，則又衍生出許多執著，就

是經文所說的「加行」；而我們都明

白真如本性是法爾具足，不須多增，

更不須少減；多增的加行，就是畫蛇

添足、疊床架屋、頭上安頭、踵事增

華，完全是自己找自己不必要的麻

煩。既然是自己找自己許多麻煩，當

然就離般若波羅蜜多很遠了，當然也

就無法按照攝受→修行→圓滿→成辦

的次第去完成般若波羅蜜多的完整修

行了。故知方便善巧，確實有其舉足

輕重之位置，宜於一切人、事、時、

地、物中善巧觀察、學習、反省、改

進，則能愈來愈方便善巧，漸漸掌握

運用之奧妙了。

【郭老師口頭詮釋】

我們的自性其實很明白，可是我們就

是要聽從妄念的嘮叨，那就很麻煩

了，明明就是很單純的一件事情，我

們就是橫加了很多枝節出來，那就是

自尋煩惱，每一個人的狀況不同，觀

想的時候，每個人看到的都不太一

樣，因為每一個人的証量都不同，

每一個人的業障也不一樣，每一個人

恢復的也不同，所以也沒有必要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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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高下，沒有看到不代表不好，很

難說，因為每一個人恢復的次第都不

一樣，當你覺得你明白的時候，就是

這樣，不要再想是這樣嗎？為什麼要

如如不動，就是這樣，很多時候看到

的境界都是真的，但是我們不執著於

它，看到就是看到，就這麼簡單，所

以說學佛很困難，說穿了也很簡單，

就是要你做一個原原本本的你，做一

個很自然而然，不要再加很多的東西

上來，畫龍點睛很好，畫蛇添足就很

不好。一切善的品質就會越來越在你

身上展現，活出原來的你，沒有什麼

好增加的，真的我們都增加太多了。

【佛陀經文】

何以故。世尊。色不應攝受。受

想行識不應攝受。色既不應攝受

便非色。受想行識既不應攝受便

非受想行識。所以者何。本性空

故。乃至一切陀羅尼門不應攝受

一切三摩地門不應攝受。陀羅尼

門既不應攝受便非陀羅尼門。三

摩地門既不應攝受便非三摩地

門。所以者何。本性空故。其所

攝受修行圓滿般若波羅蜜多亦不

應攝受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既不

應攝受便非般若波羅蜜多。所以

者何。本性空故。如是菩薩摩訶

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應以本

性空觀一切法。作此觀時。於一

切法心無行處。是名菩薩摩訶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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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攝受三摩地。此三摩地微妙

殊勝廣大無量。能集無邊無礙作

用。不共一切聲聞獨覺。其所成

辦一切相智亦不應攝受。如是一

切相智既不應攝受便非一切相

智。所以者何。以內空故。外空

故。內外空故。空空故。大空

故。勝義空故。有為空故。無為

空故。畢竟空故。無際空故。散

空故。無變異空故。本性空故。

自相空故。共相空故。一切法空

故。不可得空故。無性空故。自

性空故。無性自性空故。

 P209Ⅰ欄19行～Ⅱ欄10行

【郭老師口頭詮釋】

世間法和出世法是要調配的，因為越

修的話會越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

或得到很多很多的訊息，或看到很

多很多的東西，就如同因地和果地

要分清楚一樣，我們畢竟是活在這個

人間，說明是以人間為主，當然以修

行場合來講，如同看到佛一樣，不管

看到什麼，看到就是看到，因為很多

事情要更深一層去了解，才知道怎麼

一回事，目前來講，看到就是看到，

不管他，沒有看到就是沒看到，就這

樣，因為修行層次太複雜了，而且一

定要以人為本，以人間生活為主，我

們常常在修證當中，接到很多很多的

訊息，難免有時候會不太清楚，這是

過程，就如同天眼恢復到一定狀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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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要很小心，有時候是大幻化，

根本看到的就是幻化現象，所以能執

著什麼，不要全然相信所看到的，若

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看到的，全

然只是參考，譬如說真的對什麼有好

處的事情，如果也沒有違犯人間部分

的話，就何樂不為呢？去做就是了，

事實上人最怕的就是變動來變動去，

為什麼苦，因為我們念頭變化太快、

太迅速，其實這真的是苦，有人觀察

到細微處這真的是苦，有時候要不要

去做某些事情，我們也會在那邊苦，

要不要做，到底要不要做，做好了，

不要，不要，還是不要做，這樣很苦

喔！想了半天不知道到底要怎麼辦？

就如同看到那個像，到底是不是佛？

例如看到一個金光的佛，全身金色的

佛，他到底是釋迦摩尼佛還是阿彌陀

佛，他到底是不是佛？你管他，他就

是佛，或者不是佛，也沒關係，看到

了佛就這麼單純一件事情，就是看到

了發生這件事情而已，就不管他了，

那麼以修行的經驗來講，就是說如果

有什麼訊息的話，只要沒有違反什

麼，屬於善的，就做，就這麼簡單，

不用想太多，很多事情想多了，自己

還沒有走出去就被困住了，所以為什

麼出世法難，出世間很難的，成就很

難，光是這個訊息的選擇，要不要有

時候就很困擾，可是真的我們還是有

原則的，基本上以人道為主，其他道

的現象參考就可以了，看到就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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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看到就沒看到，如同觀想時候看到

一樣，看到太陽就看到太陽，沒看到

太陽就沒看到太陽，都一樣好，個人

證量顯現不同，就是這樣都很自然，

隨緣展現。

【郭老師講義文字】

善現菩薩再接再勵，說明「住」的不

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後，再說明「不

應攝受」。「不應攝受」與「不應

住」亦有雷同之處；但「攝受」比較

強調受到染著的意思，既不能執著粘

住於諸法，當然更不能受到諸法的

染著。而如果能夠作到「不攝受」

便是真正明白「本性空」的究極真

理。並且一個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大

乘菩薩道行者，明白「本性空」後，

即應以此觀去觀照一切萬法，方能不

受染著。若能於此觀遍一切處，則是

「於一切法心無行處」。是的，心無

行處，當一切以空觀觀照時，心就像

自由自在的行雲流水，雲過天際不留

影，水入汪洋不留痕；當心的妄念已

經止息，就是一沒有妄念軌迹的人，

也就是一個不受後有的人，他不再受

到業力軌道的牽扯，他已完全掙脫了

一切的羈絆。

這樣的境界，叫作「菩薩摩訶薩無所

攝受三摩地」。既「不攝受」一切

諸法，當然就是「無所攝受」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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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安住於「無所攝受」，即「無所攝

受三摩地」。既能安住，則能生出一

切微妙善法，而且能發揮無邊無礙的

能力，因為他已經完全沒有妄念的障

礙，一切都與清淨的自性相應，自然

而然、隨緣化現、自在無礙。

【郭老師口頭詮釋】

跟大眾分享是一種美麗的承擔，當一

個人心的妄念止息的時候，那麼他

不再受到業力軌道的牽扯，你說沒有

命運嗎？其實是有命運的軌道，命運

就是業力所形成的，可是佛家絕對不

是宿命觀，是可以改變命運的，當我

們努力，我們積極，我們就可以改變

命運，這裡有提到如果完全沒有妄念

的障礙，那麼一切都與清淨的自性相

應，那麼一切都可以自然而然隨緣化

現，自在無礙，所以當一個人行菩薩

道或做好事的時候，或做一切事情的

時候，如果沒有妄念的障礙，是很好

的狀態，那才是最好的狀態，妄念的

障礙真的是很大的，當我們看清楚了

這一點，我們才知道修行的重要，我

們都是被妄念耍得團團轉，妄念止息

了，一切就自在無礙。

【佛陀經文】

何以故。世尊。是一切相智非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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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修得。所以者何。諸取相者皆

是煩惱。何等為相。所謂色相受

想行識相。乃至一切陀羅尼門

相。一切三摩地門相。於此諸相

而取著者。名為煩惱。若取相修

得一切相智者。勝軍梵志。於一

切智智。不應信解。何等名為彼

信解相。謂於般若波羅蜜多深生

淨信。由勝解力。思惟觀察一切

智智。不以相方便。亦不以非相

方便。以相與非相俱不可取故。

是勝軍梵志。雖由信解力歸趣佛

法名隨信行者。而能以本性空悟

入一切智智。既悟入已。不取色

相。不取受想行識相。乃至不取

一切陀羅尼門相。不取一切三摩

地門相。何以故。以一切法自相

皆空。能取所取俱不可得故。如

是梵志。不以內得現觀而觀一切

智智。不以外得現觀而觀一切智

智。不以內外得現觀而觀一切智

智。不以無智得現觀而觀一切智

智。不以餘得現觀而觀一切智

智。亦不以不得現觀而觀一切智

智。所以者何。是勝軍梵志。不

見所觀一切智智。不見能觀般

若。不見觀者及觀所依處。是勝

軍梵志。非於內色觀一切智智。

非於內受想行識觀一切智智。非

於外色觀一切智智。非於外受

想行識觀一切智智。非於內外色

觀一切智智。非於內外受想行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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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一切智智。亦非離色觀一切智

智。亦非離受想行識觀一切智

智。乃至非於內一切陀羅尼門觀

一切智智。非於內一切三摩地門

觀一切智智。非於外一切陀羅尼

門觀一切智智。非於外一切三摩

地門觀一切智智。非於內外一切

陀羅尼門觀一切智智。非於內外

一切三摩地門觀一切智智。亦非

離一切陀羅尼門觀一切智智。亦

非離一切三摩地門觀一切智智。

何以故。若內若外若內外若離內

外皆不可得故。是勝軍梵志以如

是等諸離相門。於一切智智深生

信解。由此信解。於一切法皆無

取著。以諸法實相不可得故。如

是梵志。以離相門。於一切智智

得信解已。於一切法皆不取相。

亦不思惟無相。諸法以相無相法

皆不可得故。如是梵志。由勝解

力。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實相法

中無取捨故。時彼梵志。於自信

解。乃至於涅槃。亦不取著。所

以者何。以一切法本性皆空不可

取故。世尊。菩薩摩訶薩般若波

羅蜜多亦復如是。於一切法無所

取著。能從此岸到彼岸故。若於

諸法少有取著。則於彼岸非為能

到。是故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

羅蜜多時。不取一切色。不取一

切受想行識。以一切法無所取故

乃至不取一切陀羅尼門。不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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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三摩地門。亦以一切法無所取

故。是菩薩摩訶薩。雖於一切色

一切受想行識乃至一切陀羅尼門

一切三摩地門。若總若別皆無所

取。而以本願所行四念住乃至八

聖道支未圓滿故。及以本願所證

佛十力乃至一切相智未成辦故。

於其中間終不以不取一切相故而

般涅槃。是菩薩摩訶薩。雖能圓

滿四念住乃至八聖道支及能成辦

佛十力乃至一切相智。而不見四

念住乃至八聖道支。及不見佛十

力乃至一切相智。何以故。是四

念住即非四念住。乃至八聖道支

即非八聖道支。及佛十力即非佛

十力。乃至一切相智即非一切相

智。以一切法非法非非法故。是

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

時。於一切法雖無所取。而能成

辦一切事業。

 P209Ⅱ欄10行～P210Ⅰ欄15行

【郭老師講義文字】

善現菩薩最後說出本品的結論：「一

切相智非取相修得」。是的，一個

菩薩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證入一切相

智，也就是佛智。但是所謂的究竟

成就者，雖已悉知悉見一切相，卻對

一切相已完全沒有了取著；故善現菩

薩語重心長的說出這個結論，並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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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將取相定義為「煩惱」；因為一旦

「取相」，則妄念必定接踵而至，那

麼妄念繼而就引發各式各樣的煩惱出

來了；而煩惱一旦產生，就離空性很

遠了。故一個有志修梵行的菩薩，不

取一切相，因為他「以一切法自相皆

空，能取所取俱不可得故」。既有能

取則必有所取，這還是在相對的境

界，而絕對的境界裡是能所雙泯，根

本已無能取、所取的分別與對立。那

麼，能夠如是信解奉行的大乘菩薩道

行者，就是身體力行的在修「諸離

相門」，而且「於一切智智深生信

解」，並且由此信解，「於一切法皆

無取著」，為什麼呢？因為「諸法以

相、無相法，皆不可得」，進而「於

一切法不取不捨」，因為「實相法中

無取捨」。

【郭老師口頭詮釋】

思辯能力很強是好事情，可是如果隨

著妄念東問一個問題，西問一個問

題，就不是好事情了，所以為什麼禪

宗有棒喝，棒喝下去還有什麼妄念

嗎？打就是打嘛，也不用去想為什麼

要打，所以學佛就是把一切不好的抖

落，思辯能力很強沒什麼不好，就是

妄念不好，多餘的東西把它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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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師講義文字】

有志修梵行的菩薩，不取一切法，甚

至涅槃亦復如是，因為「一切法本

性皆空，不可取」，而且唯有如此

─「於一切法無所取著」，才能夠

從此岸到彼岸。故在修證的過程中，

能夠一直與「不取一切法」相應，則

可以「成辦一切事業」為什麼呢？因

為「一切法非法、非非法」，諸法的

本質即空，空性已離開一切的言詮、

界定、說明、闡釋……如果能夠安住

於這樣絕對的境界，則一個行菩薩道

的人才是一個真正在行菩薩道的人，

因為他的「菩薩事業」完全沒有任何

妄念的干擾或障礙，度眾只是度眾，

行菩薩道只是行菩薩道，清清淨淨、

無染無著；那麼，心境如是，所行亦

然，皆如透明、澄澈、無瑕、無垢的

水晶，在偉大菩薩事業路途上，放出

萬丈的光芒，光照法界，嚴淨佛土。

■ 感恩與迴向

一、感恩：

　　請大眾一起唸

   “感恩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三遍

二、聖號唱誦：

    請大眾一起唱誦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聖號 

     三分鐘

三、迴向：

　　請大眾一起唸

　 “謹以此功德 迴向法界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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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經各品綱要

第一品 緣起品(卷1～2)

主要就是說明整個法界如何欣喜的迎接這個宇宙大事─釋迦牟尼佛要宣講大般波羅蜜

多。

第二品 學觀品(卷3～4)

充份說明一個大乘菩薩道行者該如何修行大般若波羅蜜多。

第三品 相應品(卷4～7)

主要是說明與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的種種現象以及成就。

第四品 轉生品(卷7～9)

主要是說明各種修行因緣以及感召的轉生處所果報的差別。

第五品 讚勝德品(卷10)

主要是說明參加法會者對於般若波羅蜜多的讚頌。

第六品 現舌相品(卷10)

主要是說明世尊現廣長舌相，以及十方佛土睹此瑞相而紛紛前來聽經的盛況。

第七品 教誡教授品(卷11～36)

主要是佛陀藉著要善現大菩薩為諸菩薩摩訶薩講授般若波羅蜜多，宣講名相不可得的

般若波羅蜜多真實義。

第八品 勸學品(卷36)

是敘述善現菩薩與舍利子藉由巧妙的一問一答，凸顯學習般若波羅蜜多的利益及重

要。

第九品 無住品(卷36～37)

主要是說明般若波羅蜜多的主旨〝無住〞，即對一切都不執著之意。

第十品 般若行相品(卷38～41)

主要是說明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的重要性，是修行般若不可或缺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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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品 譬喻品(卷42～45)

主要是說明有方便善巧及善友所攝，聞般若波羅蜜多，不會驚、恐、怖，反之則會。

第十二品 菩薩品(卷45～46)

主要是說明菩薩句義就是沒有句義，因為一切句義皆空無所得。無所得故，句義亦無

所得，故無句義可言。

第十三品 摩訶薩品(卷47～49)

主要是說明摩訶薩的定義以及菩薩摩訶薩的種種檢定方法。

第十四品 大乘鎧品(卷49～51)

主要是說明六度波羅蜜如六輛大車，能載修行者到達菩提大道。

第十五品 辯大乘品(卷51～56)

主要是說明什麼是大乘相以及發趣大乘的種種。

第十六品 讚大乘品(卷56～61)

主要是說明大乘的功德無量無邊。

第十七品 隨順品(卷61)

主要是說明大乘與般若，悉皆隨順，無所違越。

第十八品 無所得品(卷61～70)

主要是說明一切法無所得。

第十九品 觀行品(卷70～74)

主要是說明菩薩修行般若觀諸法時，於一切皆不受、不執、不著。

第二十品 無生品(卷74～75)

主要是說明菩薩修行般若觀諸法時，見一切無生，因為畢竟淨的緣故。

第二十一品 淨道品(卷75～76)

主要是說明當菩薩明白般若時，必安住於常不捨離一切有情大悲作意。

第二十二品 天帝品(卷77～81)

主要是說明什麼是菩薩般若以及為什麼菩薩應住、應學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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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品 諸天子品(卷81～82)

主要是說明諸天子聽不懂般若，善現菩薩再為之深入宣說的經過。

第二十四品 受教品(卷82～84)

主要是說明有那些人能夠信受甚深、難見、難覺的般若，包括了住不退轉地的菩薩，

已見聖諦及漏盡的阿羅漢以及種過深厚善根的善男子、善女人。

第二十五品 散花品(卷84)

主要是說明諸天人散花供養釋迦牟尼佛、善現菩薩及諸菩薩、僧眾等的莊嚴殊妙，以

此緣起探討花不生及一切法不生的般若智慧。

第二十六品 學般若品(卷85～89)

說明善現菩薩智慧甚深，不壞假名，而說法性。

第二十七品 求般若品(卷89～98)

說明修行般若當於大菩薩的開示中求，並以佛陀為依歸。

第二十八品 歎眾德品(卷98)

說明菩薩所行般若是大、無量、無邊波羅蜜多，能夠證得無上正等菩提。

第二十九品 攝受品(卷98～103)

說明菩薩應於般若如說而行且不遠離。

第三十品 校量功德品(卷103～168)

說明般若的功德無量無邊，甚至供養般若經典的功德，比供養佛陀舍利還要殊勝廣

大。

第三十一品 隨喜回向品(卷168～172)

說明一個菩薩應如何以無所得為方便，善巧修好隨喜回向法門。

第三十二品 讚般若品(卷172～181)

廣為讚歎般若是一切世出世間成就的根源，菩薩應以般若為導的修習六度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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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品 謗般若品(卷181)

說明毀謗及不敬般若的惡業果報，以及為何會謗般若的原因。

第三十四品 難信解品(卷182～284)

說明甚深般若難信難解的原因，以及正確與清淨的信解與相應之道。

第三十五品 讚清淨品(卷285～287)

說明什麼是畢竟清淨的意義，以及一切法清淨的真正涵義。

‥‥‥



86



87

穿越幻相  證得實相

發大願  出三界

遠離分別意識

行善  必能成就

諦聽法音
L i s t e n i n g  D h a r m a

法音宣流／如幻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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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盡一切善法，

以大量白色的種子

取代黑色的種子，

方能成就。

悲智雙運，

紅白菩提，

心輪交會，

慈悲智慧，

融為一體，

放出萬丈金色的光芒，

萬丈無邊，

照亮下三途

無量無邊苦難的眾生。

善男子、

善女人，

諦聽！

諦聽！

三界流浪，

辛苦備嚐，

輪迴路險，

此路崎嶇。

三界眾生，

皆為大幻化網牢牢網住，

幻相逼真，

難以出離。

穿越幻相，

體證實相，

一切都是心意識變現，

業境逼真，

幻化逼真，

一切如幻，

醒覺於幻相，

穿越幻相，

證得實相，

方能出三界。

遠離幻相，

出離幻相，

為盡一切善法，

自得八識田清淨，

清淨意識，

是名成就。

諦聽法音─

穿越幻相  證得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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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

善女人，

諦聽！

諦聽！

三界有如牢獄，

三界眾生皆在牢獄中，

受盡苦楚。

菩薩摩訶薩，

發願出三界，

發願帶領有緣眾生

永遠離開

如牢獄般的三界。

三界流浪，

苦楚備嚐，

難有出期，

頭出頭沒。

無始劫以來，

流浪三有，

生離死別的眼淚，

流的比大海還要深，

比大海還廣，

如此生離死別的眼淚，

還要流下去否？

甚深思惟，

智者不為。

三界幻相，

必須出離，

出離三界的幻相，

掙脫大幻化網的

牢牢捆綁，

出離三界。

菩薩摩訶薩，

發大心，

發大願，

成佛大願，

菩提大願，

誓與眾生共成佛道。

揮慧劍，

斬情絲，

斷愛染，

出三界。

發大願，

出三界，

丈夫自有沖天志，

不出三界誓不休。

諦聽法音─

發 大 願   出 三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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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染污識，

遠離第七意識，

遠離分別意識。

斷染污，

清淨無染，

是名真修行人，

是名真菩薩，

是名真正愛眾生。

善男子、

善女人，

諦聽！

諦聽！

行善、行善，

身、語、意，

皆須行善，

修盡一切善法，

自然成就，

八識田自然清淨無染，

自然證得清淨意識。

第九識是清淨意識，

阿摩羅識，

無一顆黑色的種子，

全部清淨。

染污意識，

染污眾生，

非但不能利益眾生，

反會害眾生。

菩薩摩訶薩，

甚深思惟，

多生多劫的發願－

世世常行菩薩道，

因為願力，

因為善根感召，

才能行菩薩道，

服務眾生。

卻因染污識，

非但不服務眾生，

卻障礙眾生成就，

障礙眾生出三界，

於心何忍，

妄造無邊業，

難以成就，

何苦來哉？

枉費學佛人身寶，

消耗暇滿的人身，

何苦來哉？

一期生死，

匆匆而過，

業境台前，

悔之晚已，

切莫如此的愚癡，

甚深思惟！

清淨的菩薩道，

唯有清淨意識運作，

方能究竟利益眾生，

諦聽法音─

遠 離 分 別 意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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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大成就，

出三界。

六道輪迴，

無有出期，

可悲可憫，

智者不為。

解脫至樂，

難描難繪，

自由自在，

永離三界。

為盡一切善行，

方能開悟，

若是為惡，

離空日遠，

難以開悟證果，

白費虛擲得來殊為不易的

學佛人身寶，

甚深思惟！

善男子、

善女人，

牢記八識田中，

成就的關鍵，

在於行善，

行善、行善、行善，

必能成就。

善男子、

善女人，

諦聽！

諦聽！

人身寶得來不易，

是由十善業的累積，

方得一世的人身寶，

學佛人身寶，

更加得來不易，

必須過去生出家苦行、

服務眾生，

方能感召學佛人身寶，

得來甚為不易，

應當善用學佛人身寶，

自度度人、

自利利他，

發大願，

披大乘鎧甲，

作眾生的依怙。

莫再造惡業，

造惡業，

必定種大量的黑色種子

入八識田，

八識田中黑色種子

一旦種入，

將來必報，

無人能救、

無人能代受，

即因即果，

因果一如，

知因即知果，

甚深思惟！

何苦來哉？

應知因果必報，

黑色種子，

可怖可畏，

菩薩畏因，

眾生畏果，

因即是果，

果即是因，

因果不二，

因果一體，

種因必得果。

菩薩畏因，

眾生畏果，

因果一如，

種因必得果。

修盡一切善法，

是唯一成就之路，

修盡一切善法，

方能開悟證果；

永斷輪迴，

自由自在。

空有雙泯，

諦聽法音─

行善  必能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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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示之一～

   為什麼要修行

█ 開示之二～

   業

█ 開示之三～

   遠離錯覺

█ 開示之四～

   包容

善知識開示
B u d d h i s t  F r i e n d ’ s  T e a c h i n g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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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要修行？因為每個人都有這

個生命，這個生命如何讓它過的更好？

修行的動機其實也就是這麼簡單，就是

要把我們擁有的這個生命研究通透，活

得很正確、活得很幸福，所以我們要常

常深思與反省，我們為什麼要修行？以

及我們在修什麼？如果我們已經是一個

修行人，那麼這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這也是過去福報的感召才能學佛，要知

道，得一個人身寶都要十善業的感召，

善知識開示─

為什麼要修行？

而學佛的人身寶更是得來不易，由此可

見，行善真的是非常重要。

「天不生佛陀，萬古如長夜。」我們一

旦得遇佛法，就一定要把捉到重點，我

們到底在學什麼？我們到底該怎麼修，

才是一個真正的修行人，才是真正修對

了方向。

而「空」，就是我們要修的，因為

「空」是解脫的妙方。

口述／郭韻玲    整理／賴信仲    美編／李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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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種下了種子

一定發芽

業

即如是

如果種了一顆玫瑰的種子

開放的

必將是美麗的玫瑰

如果種了一顆敗壞的種子

開放的

必將是敗壞

黑業

如同最沉重的烏雲

會帶來

傷害的狂風暴雨

白業

如同最和煦的春天

會帶來

成長的欣欣向榮

善知識開示─

業

業

如同影子

在陽光下

永遠跟隨著你

業

如同一個最公正

的法官

給予每一個人公平對待

沒有人能離開

業力的強大束縛

唯有佛法

能夠幫助離開

息滅貪嗔癡

勤修戒定慧

便能掙脫

業之牢籠

但不論

黑業或白業

它的本質都是

空

故為善時

只是為善

並不斤斤計較

白業到底累積了多少

但是

白業與黑業

畢竟有

差異

請

努力造白業

努力消黑業

才是正確的學習佛法

文／郭韻玲    美編／秀英



我們的眼睛

看盡了天下繁華

我們的耳朵

聽盡了宇宙音聲

我們的鼻子

嗅盡了奇香異味

我們的舌頭

嚐盡了苦辣酸甜

我們的身體

受盡了冷暖澀滑

我們的心意

遊遍了三世十方

當眼、耳、鼻、舌、身、意

同時運作

更是變化萬千、迷離攝魄

像一張綿綿密密的幻化網

將我們牢牢網住

於是

我們為了這些幾可亂真的

得失寵辱、悲歡離合、憂愁苦惱……

認真的笑

認真的哭

也認真的在意得不得了

但是

為了並不真實的假象

如此真實的發諸身口意

善知識開示─

遠離錯覺

是否是一種不明智呢？

所以

深深的體認這個事實吧！

—一切都是幻相

—一切都是錯覺

既然  感覺錯誤了

那麼  遠離這一切的錯覺

這就是醒覺！！

這就是開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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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韻玲    美編／秀英



如果  心  像虛空一樣    那麼  有什麼還容不下呢？

如果  心  像針眼一樣    有什麼容得下呢？

心    可以如虛空  也可以如針眼

慈悲的人  選擇像虛空

智慧的人  也選擇像虛空

因為  心量廣大  一切廣大

包容得了別人  就包容得了自己

包容不下別人  就包容不了自己

因為  在芸芸的眾生裡  自己也是眾生之一

心如虛空  就可以包容一切

佛的心

      就是包容一切的心

善知識開示─

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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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韻玲    美編／李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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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探索
E x p l o r e  C o n s c i o u s n e s s - o n l y

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

撰文／文華智慧

 

█ 唯識最重要之論～

   瑜伽師地論

（一）論之部   

（三）唯識實修

█ 本期實修～

   觀黑色種子消失

（二）唯識名相

█ 本期刊出～

   之五：舌  識



論之部─

      唯識最重要之論～

瑜伽師地論
宣說／彌勒菩薩    記錄／無著菩薩    梵譯中／玄奘法師    解讀／郭韻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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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發起身業語業

若能離欲

若離欲退

若斷善根

若續善根

若死

若生

等

謂

分別所緣

審慮所緣

若醉

若狂

若夢

若覺

若悶

若醒

論  文：

    卷第一

    本地分中

    意地

    第二之一

又

諸意識

望餘識身

有勝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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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

分別所緣

由七種分別

謂

有相分別

無相分別

任運分別

尋求分別

伺察分別

染污分別

不染污分別

有相分別者

謂

於先所受義

諸根成就

善名言者

所起分別

無相分別者

謂

隨先所引

及嬰兒等

不善名言者

所有分別

任運分別者

謂

於現前境界

隨境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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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恚分別

無害分別

或

隨與一信等

善法相應

或

威儀路

工巧處

及諸變化

所有分別

如是等類

名分別所緣

任運而轉

所有分別

尋求分別者

謂

於諸法觀察尋求

所起分別

伺察分別者

謂

於已所尋求

已所觀察

伺察安立

所起分別

染污分別者

謂

於過去顧戀俱行

於未來希樂俱行

於現在執著俱行

所有分別

若欲分別

若恚分別

若害分別

或

隨與一煩惱

隨煩惱相應

所起分別

不染污分別者

若善

若無記

謂

出離分別



解  讀：

繼上期研讀了卷第一的〝本地分中意地第

二之一〞的意地，本期讓我們再接再勵的

繼續研讀下去。

本次要研讀的重點是論文接下來提及的

〝諸意識望餘識身有勝作業的～分別所

緣〞。

來看一下整理好好的表格，有助於了解

─

諸意識望餘識身有勝作業～

序 項目

一 分別所緣

二 審慮所緣

三 醉

四 狂

五 夢

六 覺

七 悶

八 醒

九 能發起身業語業

十一 能離欲

十二 離欲退

十三 斷善根

十四 續善根

十五 死

十六 生

所以，很清楚了；此勝作業只有15項，即

分別所緣、審慮所緣、醉、狂、夢、覺、

悶、醒、能發起身業語業、能離欲、離欲

退、斷善根、續善根、死、生。

至於這十五項的詳細內容是甚麼，就讓我

們接著繼續研究下去。

首先，我們要研究的是勝作業的第一項：

分別所緣那麼，按照論文所說明，分別所

緣共有七種不同的分別，可以整理成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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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所緣有七種分別～

序 項   目

1 有相分別

2 無相分別

3 任運分別

4 尋求分別

5 伺察分別

6 染汙分別

7 不染汙分別

所以，很清楚了，分別所緣共有7種，即～

（1）有相

（2）無相

（3）任運

（4）尋求

（5）伺察

（6）染汙

（7）不染汙

至於這七種分別的詳細內容，請看更進一步

的整理表格如下─

分別所緣的七種分別之詳細內容～

相對

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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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項  目 內  容 總  結

1 有相分別 於先所受義

諸根成就

善名言者

2 無相分別 隨先所引

及嬰兒等

不善名言者

3 任運分別 於現前境界

隨境勢力

任運而轉

4 尋求分別 於諸法觀察尋求

5 伺察分別 於已所尋求

已所觀察

伺察安立

6 染汙分別 於過去顧戀俱行

於未來希樂俱行

於現在執著俱行

若欲分別

若恚分別

若害分別

或

隨與一煩惱

隨煩惱相應

7 不染汙分別 若善

若無記

謂

出離分別

無恚分別

無害分別

或

隨與一信等

善法相應

或

威儀路

工巧處

及諸變化

所起分別

所有分別

所有分別

所起分別

所起分別

所有分別

所起分別

所有分別

如

是

等

類  

名

分

別

所

緣



這樣的表格整理，是有助於調分縷析與增加

了解；接著就來研究詳細內容。

所謂的〝有相分別〞，是諸根成熟能善曉名

言的人，對於先前率爾心位所受的境界所起

的分別作用。

所謂的〝無相分別〞，是像嬰兒、幼兒、智

力不夠等、不善於名言的人，隨先前的率爾

心所引之境所有的分別作用。

所謂的〝任運分別〞是其無所為而任其勢能

自然而轉的現前境界所有的分別作用。

所謂的的〝尋求分別〞，是在對於一切萬事

萬物觀察尋求中所起的分別作用。

所謂的的〝伺察分別〞，是對於已經尋求與

觀察的對像，建立起伺察的機制而所起的分

別作用。

所謂的的〝染汙分別〞，對於過去有所眷

戀，對於未來充滿了憧憬，對於現在充滿了

執取；也就是不能好好的全心的活在當下，

而對於過、現、未三世所有分別。例如貪欲

的分別作用、生氣的分別作用、損言的分別

作用；或著與一樣煩惱或多個煩惱產生相應

而所起的分別作用。

所謂的的〝不染汙分別〞，有善與無記兩

種。例如想離世間法的思量分別、沒有嗔心

的思量分別、無任何加害之意的思量分別；

又或者與一個善法或多個善法相應；抑或者

對於行住坐臥等舉止之道、一切技藝工巧以

及神通變化而有所思量分別作用。

以上所說，就是所謂的〝分別所緣〞。

整個瑜伽師地論，幾乎篇篇都相當艱澀難

懂，不過只要我們有耐心、有決心的一直研

讀下去，總會越入佳境的！

106



論  文：

    卷第一

    本地分中

    意地

    第二之一

〔接上期〕

云何

審慮所緣

謂

如理所引

不如理所引

非如理非不如理所引

如理所引者

謂

不增益

非真實有

如

四顛倒

謂

於無常常倒

於苦樂倒

於不淨淨倒

於無我我倒

亦

不損減

諸真實有

如

諸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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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

無施與等

諸邪見行

或

法住智

如實了知

諸所知事

或

善清淨

出世間智

如實覺知

所知諸法

如是

名為如理所引

與此相違

當知

不如理所引

非如理非不如理所引者

謂

依無記慧

審察諸法

如是

名為審慮所緣

〔論文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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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讀：

本次要研讀的重點是論文接下來提及的

〝諸意識望餘識身有勝作業的～分別所

緣〞的〝審慮所緣〞。

先來複習一下整理好的表格，有助於了解

─

諸意識望餘識身有勝作業～

序 項目

一 分別所緣

二 審慮所緣

三 醉

四 狂

五 夢

六 覺

七 悶

八 醒

九 能發起身業語業

十 能離欲

十一 離欲退

十二 斷善根

十三 續善根

十四 死

十五 生

所以，很清楚了；此勝作業只有15項，即

分別所緣、審慮所緣、醉、狂、夢、覺、

悶、醒、能發起身業語業、能離欲、離欲

退、斷善根、續善根、死、生。

至於這十五項的詳細內容是甚麼，就讓我

們接著繼續研究下去。

上期，我們研究過的是勝作業的第一項：

分別所緣。

接著，我們就來繼續研究第二項：審慮所

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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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項  目 內  容 總  結

1 如理所引 （1）不增益非真實有

     如～

     四顛倒：

     1 於無常、常倒

     2 於苦、樂倒

     3 於不淨、淨倒

     4 於無我、我倒

（2）不損減諸真實有

     如～

     諸邪見：

     無施與等諸邪見行

（3）法住智

     即～

     如實了知

     諸所知事

（4）善清淨出世間智

     即～

     如實覺知

     所知諸法

2 不如理所引 與以上相違

就是

不如理所引

3 非如理

非不如理所引

就是

依無記慧

審察諸法

審慮所緣有三種～

序 項   目

1 如理所引

2 不如理所引

3 非如理

非不如理所引

至於這三種分別的詳細內容，請看更進一步

的整理表格如下─

審慮所緣的三種所引之詳細內容～

如

是

等

類  

名

審

慮

所

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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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表格整理，是有助於調分縷析與增加

了解；接著就來研究詳細內容。

所謂的〝如理所引〞共有四項內容，（1）

不增益非真實有，論文針對〝不增益非真實

有〞所做的舉例說明是不增加四顛倒。

而四顛倒的內容就是 1 對於無常與常產生

了顛倒；像世間法屬於無常，但世人卻因為

執取世樂，所以產生了對於無常世法的錯覺

與顛倒想；而且反而對於其實是常的出世

法，卻產生了相對的錯覺與顛倒，所以這樣

的顛倒是離譜與嚴重的，是屬於非常不利於

修証出三界的狀態。

 2 對於苦與樂產生了顛倒；像世法本質由

於是生滅法，所以其實是苦的；而出世法的

本質是不生不滅的永恆，但由於修行的表面

看來相當的枯燥與無趣，例如靜坐，對於一

般沒有興趣或沒有耐性的人，外表看來只是

呆呆的坐在那裡，實在無趣極了；一旦嘗試

靜坐，卻又心猿意馬、妄念紛飛，根本靜不

下來，完全無法久坐；所以明明是通往成就

的康莊大道，在顛倒夢想的人看起來，那就

是苦極了的苦差事；而對樂極必生悲或總有

一天會失去的無常世法之樂，由於可以滿足

短暫的五欲感官之樂，就認賊作父、迷頭認

影的誤以為這就是快樂；而被及時行樂的謬

見所誤導；於真實的苦與樂，產生了嚴重的

偏差與錯覺，這亦是極不利修行的狀態。

 3 對於不淨、淨產生了顛倒；我們的肉身

是四大假合，充滿了各種膿痰血瘀之種種不

淨；但眾生往往惑於外相，對於明明不淨之

色身卻產生了淨之顛倒幻相；甚至迷惑而造

業，所以不論對自他之業報身皆不宜有顛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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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否則對於修証極為不利，而佛法為對治

眾生對於此毒身的執取，善巧的提供了所謂

的不淨觀以破除執著，所以偉哉佛陀，總是

用盡各種方法，幫助我們出離各種幻像遍真

的顛倒夢想啊！

 4 對於無我與我產生了顛倒想法；因為一

切的本質為空性，所以我亦不會例外；因此

以本質而言，並無所謂的一個我可言，但眾

生執著於外相，對於我見產生了最大根深蒂

固的執取，所以這是最難破除的顛倒夢想，

所以放在四顛倒之末。例如佛陀就在解深密

經中深刻的開示過我們：「阿陀那識甚深

細，一切種子如瀑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

彼分別執為我。」而事實上這段經文的主旨

大義，佛陀也曾在其他經典中開示過；足見

此段開示之重要。

所以很清楚了，經過論文的說明，我們明白

了所謂的不增益非真實有；接著來了解什麼

是（2）不損滅諸真實有，即遠離一切的邪

見，例如不施與等等一切種種邪知邪見與邪

行。

至於如理所引內容之（3）法住智，顧名思

義，法住智即安住於法的智慧，即完全如實

的明白了知一切所知之事，這是相當遍一切

時處的智慧，對於成功的菩薩道，是極為有

利的狀況。

如理所引內容之（4）善清淨出世間智，就

是八識田完全清淨，完全沒有任世法染著的

出世間大智慧；即完全如實的覺察了知一切

所知諸法；如果與前者比對，就會發現細微

的不同，而這細微的不同，即是智慧更上一

層樓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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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實了知    如實覺知

諸所知事    所知諸法

所以，如理所引這四項內容，是一層一層往

上升的智慧狀態；第一層是不增加不好的智

慧，第二層次是不滅少好的智慧，第三層次

是安住於法的智慧，第四層次是美善清淨無

染的出世間大智慧。

接下來的不如理所引，要了解就非常簡單

了，就是與以上相反的狀態就是〝不如理所

引〞了。由於是與四種智慧相反，想當然耳

是愚痴魯鈍的生命狀況，是對修行不利的狀

況，明智的話，當然就要想辦法遠離之。而

且所謂〝如理所引〞的〝如理〞，即合乎法

理，當然就是對的生命方向；而〝不如理所

引〞的〝不如理〞，即不合乎法理，當然也

就是屬於不對的生命方向，這是高下立判的

一件事啊！

至於非如理、非不如理所引，即依憑無記

慧，思量觀察一切的萬事萬物。而所謂的

〝無記〞，即是不好不壞、不高不下、不是

不非‥‥‥的狀態，所以無善也無惡，是屬

於不會造業的狀況，就是既不會造白業，也

不會造黑業，所以對於業而言，是無作用力

的狀況，不會在生命的軌跡留下任何業的印

記，故名之為〝無記〞；那麼也就是不落入

有無兩邊，既不思善、也不思惡，以中觀的

角度去思量觀察一切林林總總的事事物物。

以上所說，就是所謂的〝審慮所緣〞。

整個瑜伽師地論，幾乎篇篇都相當艱澀難

懂，不過只要我們有耐心、有決心的一直研

讀下去，總會越入佳境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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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識

名相之部──

之六～

114

本期要認識的名相，是

〝舌識〞。

名相解釋

梵語：jihva-vijbana

巴利語：jivha-vibbana

舌識即是以舌根為所依，

以味境為所緣，而產生

「味」之了別作用，稱為

舌識。

舌識是五識（眼識、耳

識、鼻識、舌識、身識）

之一，六識（眼識、耳

識、鼻識、舌識、身識、

意識）之一，十八界之一

（眼根、耳根、鼻根、舌

根、身根、意根之六根＋

色境、聲境、香境、味

境、觸境、法境之六境＋

眼識、耳識、鼻識、舌

識、身識、意識之六識＝

十八界）。

【注：本名相資料整理自

佛光大辭典】



■  觀想的意義

修行修心，〝是心作佛，心即是佛〞，

當我們的心如是觀想，亦即真實境。

■  觀想的方法

以心而觀，如心眼而視，例心中浮現熟

悉家人的面容，可謂鉅細靡遺，觀想亦

如是。

■  本次觀想主題～

觀想黑色種子消失了

■  理論依據

八識田中同時並存好與壞的種子，（種

子說見佛名句─〝阿陀那識甚深細，

一切種子如瀑流〞。即可略知一二）好

的種子是白色的，壞的種子是黑色的，

菩提願的種子是金色的；故若要清淨八

識田，直接觀想黑色的種子消失，是唯

識的實修方法，亦是直接的修行方法。

■  觀想開始

觀想

八識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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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的種子

消失了

消失了

消失了

‥‥‥

實修之部─

唯識觀想法～

觀黑色種子消失

Ps：由於唯識觀想是固定修法，故每期內容皆雷同；但為方   

    便實修，每期皆重複登出，只有更換圖片，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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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空相應
A s s o c i a t e d  w i t h  P r a j n a

三藏十二部

主旨精華

█ 與空相應～

   三藏十二部的主旨精華─空

 

█ 與空相應～

   三藏十二部，一言以蔽之─空



三藏十二部的主旨精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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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空相應／心志和泰

以釋迦牟尼佛說法為主的三藏十二部，

把三千大千世界的成住壞空、把小乘與

大乘、把所有經律論，都詳盡的描述於

其中，而我們都知道，這麼多的面向，

這麼多的篇幅，其實都是要來幫我們了

解空，因為眾生的根器各不相同，所以

佛陀與高僧大德善巧的將所有法教，以

不同的面向，完整的展現出來，全部都

在三藏十二部之中，真的要時時感恩佛

菩薩與善知識，因為如果不是有這樣的

教導，是很難了解到真正的精髓，也就

是這個空；如同法語所言，「三藏十二

部的主旨精華─空」，而修行就是要

了悟空啊，空可以帶來生命重大的改

變，可以說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而空到底有多重要，如同法華經的劇

本，文殊菩薩的教導：

與空相應─

空之法語／文華智慧

三藏十二部的主旨精華

─空

「一切的外相

皆為虛妄

唯有悟空

方能穿越虛妄的外相

到達一切的本質

自由解脫

了知一切」

由此，我們就可了知空的重要，是值得

我們花全部的精神來學習，到達一切的

本質，這正是我們努力修行，所想了悟

的空啊！



三藏十二部，一言以蔽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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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空相應／泰然安隱

佛法真的太偉大，充滿了智慧寶藏，

給了我們的生命光明，這是可以解脫

輪迴的妙法，達成自利利他的途徑。

三藏指的是經、律、論，十二部即是

將佛所說的內容分為十二類，可以說

是記載了佛陀與高僧大德一切的法

教，講的都是修行的根本，也就是

空義。而修行就是要讓我們的生命，

從歧路回到正途，導正我們的顛倒夢

想，但最終都是需要了悟空，因為這

才有可能真正的不再迷失。修行歧路

多，如果沒有善知識的協助，想要深

入三藏十二部真的不容易，所以說起

來，善知識的教導真的相當重要；重

點是證量，如果沒有證量，單從字面

上要來了解，真是難上加難。如同大

般若經，共有六百多卷，有了善知

識，才有可能在最短的時間了解，並

且有系統的整理，所以在閱讀經藏之

餘，也要抱著感恩的心，感恩偉大的

佛陀、感恩諸佛菩薩、感恩善知識，

因為有了他們，我們才有機會一睹這

美好的狀態─空。

空之法語／文華智慧

三藏十二部

一言以蔽之

─空

與空相應─



讀者按讚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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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解脫的關鍵就在於對「空」的了悟，本書對此正知見做深入而全面的探討，實在是現

代人研究佛理的一本好書。

空慧雜誌提供了知見與實修的結合，並且深入淺出，讓即便是剛學佛的人也能看得懂，對

於老參也助益良多，是相當好的一本佛教刊物。

一拿到這本雜誌就愛不釋手，一整個晚上都法喜充滿睡不著覺。

看到空慧雜誌中寫的「身放鬆、息調柔、心念空」的靜坐口訣，非常受用。

空慧是一本很有深度的雜誌。

看到空慧雜誌非常歡喜，從沒有一本雜誌都是在寫空慧，有這麼多空慧的知見跟文章都集

合在這裡。

讀空慧雜誌，更明白許多道理，令人豁然開朗。

閱讀了空慧雜誌的內容，覺得都是相當實修的方法，讓我體會到學佛更需在實修方面下功

夫，才能夠真實地獲得利益。

讀了這本雜誌，就知道總編輯在佛法方面下了很多的功夫，才會有這樣子的內容呈現。

在讀完空慧雜誌之後，會讓人感覺很輕鬆，體會到很多煩惱其實都是多餘的，都可以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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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真的很棒。

很感激空慧雜誌給我的開示。郭老師的法語雖然重覆又重覆但不是累贅是重點說明，如長

者的叮嚀，這正是重心所在。

──一位司機先生

空慧很難明白，要講清楚不容易，有了這本雜誌如獲寶。

文華智慧的法語簡單而直扣人心，後學看經典也有一段時間，像這簡單而扣人心弦的不多

見。

明心見性，自心空慧，郭老師從自心發出的空慧般若。這個是文字般若。照片拍得很美。

這個般若真是不是普通人可以明白。如果人還是有私，物質太重，會看不進去

現在知道空慧才覺得這是本來面目從這裡方可以斷煩惱輪迴。

郭老師他用的文字好好。本身清淨才能用這個文表達出來，也很慈悲。空慧是心靈的滿

足。

一般靜坐的人都不容易找到一個由粗至細、從繁入簡的方法，這個身放鬆、息調柔、心念

空，一個初基至久修亦可運用的好方法。

看到空慧高興的晚上睡不著覺，沒有看過一本書以空慧這兩個字做主題，一般都是在一篇

文章裡看到這兩個字，這本雜誌實在太好了。

──讀書會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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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慧美

駱俊吉

駱麗娟

謝憲宏

以上按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空慧的學習與探討

以通俗的型態  

雜誌的媒介形式  達到傳達  空慧 

以簡入繁  由繁至簡

期待讀者能  了解到空慧的義理

並且達到空慧的  悲智圓融狀態

讓空慧  走入平常生活之中

不論  行  住  坐  臥

每分每秒的安住在  空慧的狀態

進而更能理解  看清  三界如幻

不再執著於現象界

被現象牽著走

正所謂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當下承擔  直接契入

並且  念茲在茲的  保任

從世間的層面來看 

空慧  

契合  

正確光明的人生態度與處事方向

從出世法的角度  來看 

空慧

讓人有了  修行的基礎   

在觀照覺察之下  

看清這一切如幻  只是心王的遊戲 

我們不要讓自己身心都陷下去  

保持客觀中立的態度

進而讓生命層次提高  

八識田不再隨意隨著種子變現 

果中生因  因果循環

今世  未來世  

直到有一天  解脫輪迴之苦

不論何種角度  萬變不離其宗

與  空慧  相應  的慈悲

才是真正  慈悲智慧的圓融狀態

與 空慧  相應  才能真正無染著

正確的去愛我們身邊的親友 

甚至一切有緣眾生

空慧  

絕對值得我們身體力行的

當下契入

並保任之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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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攝影／鄭秉忠



菩薩清涼月，遊於畢竟空；垂光照三界，心法無不現。
               ─ 華嚴經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 心經

猶如蓮華不著水，亦如日月不住空；諸惡趣苦願寂靜，一切群

生令安樂。
          ─ 普賢行願讚

身色煌煌，喻于天金；意不著愛，志如虛空。
          ─ 梵摩渝經

於一切行法寂滅，證得真空，愛滅離欲；於無生涅槃，得入成

住，信樂之心。
          ─ 廣義法門經

縱視而不耀，如觀空中月；自身光照耀，如日奪燈明。
          ─ 佛所行讚

我已解脫彼世間，如虛空風不可縛。
          ─ 本行集經


	001
	002
	003
	004-005
	006-007
	008-009
	010-011
	012-015
	016-017
	018
	019
	020-021
	022-023
	024-027
	028-031
	032-081
	082-085
	086-087
	088-091
	092-093
	094-097
	098-099
	100-113
	114
	115
	116-117
	118-119
	120-121
	122
	123
	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