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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o l d e n  L o t u s  M a g a z i n e

開 卷 語

佛學

實用非凡！

小可以強身健體

淨美心靈

大可以悲智俱融

生死自在

所以～

佛學

可以成為

顯學！

佛法

可以成為

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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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菩薩生日快樂！

   TO：本月壽星佛菩薩

藥師佛

11月08日（農曆9月29日）

達摩祖師

11月14日（農曆10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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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佛   蔡承訓敬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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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佛菩薩誕辰紀念專文

學習佛菩薩的示現

藥師佛

藥師佛又稱「藥師琉璃光如來」，為東方淨琉璃世界教主。藥師佛在因地修行菩薩道時，

發十二大願度眾生，其中一項大願是：「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眾病逼切，無救無

歸，無醫無藥，無親無家，貧窮多苦。我之名號一經其耳，眾病悉得除，身心安樂，家屬資具

悉皆豐足。」因此，藥師佛又被稱為「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

應病與藥以外，藥師佛深切的明白眾生修行路上的種種障難，因此慈悲的發願要幫助眾生

解除這些障難，使眾生能安心的行大乘菩薩道直到成佛。例如如果有眾生因為貧窮，滋生器物

及衣食不足，不能安心辦道，藥師佛發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以無量無邊智慧方便，令諸

有情皆得無盡，所受用物，莫令眾生有所乏少。」、「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飢渴所

惱，為求食故造諸惡業。得聞我名，專念受持，我當先以上妙飲食飽足其身，後以法味，畢竟

安樂而建立之。」以及「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貧無衣服…，若聞我名，專念受持，

如其所好，即得種種上妙衣服，亦得一切寶莊嚴具，華鬘塗香，鼓樂眾伎，隨心所翫，皆令滿

足。」此外，藥師佛不僅照顧了眾生的身也照顧了眾生的心，如果有眾生墮於外道或聲聞獨覺

小乘法中，藥師佛也要予以救拔：「願我來世得菩提時，令諸有情，出魔罥網，解脫一切外道

纏縛，若墮種種惡見稠林，皆當引攝置於正見，漸令修習諸菩薩行，速證無上正等菩提。」

正是這種不忍眾生苦的大慈大悲，永遠對眾生燃燒著熾熱的大愛，才有佛菩薩令人動容的

願行，所以我們也要學習佛菩薩偉大的發願，立定方向，精進勇猛的修行。

文／黃連盛    美學設計／風景畫

每一個佛菩薩的誕生

都有其甚深的度眾因緣

因此佛菩薩的示現

是眾生最好的學習典範

本月要學習的是藥師佛及達摩祖師的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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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摩祖師

達摩祖師，南天竺人，原名菩提多羅，是南天竺香玉王的第三子，從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

長者學法，成為印度禪宗第二十八代祖，而禪法隨著達摩祖師傳到中國，因此達摩也是中國禪

宗的初祖。

當大師來到中國以後，面見了當時篤信佛教的南朝皇帝梁武帝，梁武帝造寺、度僧、寫

經，護持佛法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皇帝僧。見到達摩祖師就問：「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

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想想，如果是一般人，大概會先客套回答幾句中聽的話，而且畢

竟是皇帝嘛，多少給一點面子！沒想到達摩祖師實在是對梁武帝有更深的期許，劈頭就直接

答：「並無功德。」武帝難以置信再問：「何以無功德？」，達摩祖師解釋說：「此但人天小

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武帝又問：「如何是真功德？」，祖師答曰：「淨智

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沒想到達摩祖師

竟答：「廓然無聖。」武帝又問：「對朕者誰？」，祖師曰：「不識。」梁武帝因為太在意自

己的功德與面子，不但錯失了明師與妙法，也錯失了護持正法的機會，這給了我們很大的警惕

─永遠都不要拿世間法那一套禮數來面對出世法。

第一義諦與世俗諦的區別，顯現在這一段千古流傳的對話中。可見達摩祖師根本不為世俗

一般想法葛藤所拘，直心的傳達出禪法的精髓，實在是偉大修行人的典範。人身難得今已得，

佛法難聞今已聞，要學梁武帝，還是要學達摩祖師？要當世俗人，還是要當出世的修行人？這

中間沒有任何模糊地帶，答案當然是要當出世的修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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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摩祖師   蔡承訓敬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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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專題企劃

解脫練習─放下為要!

專案企劃/新月流泉   美學設計/天人集  校對/朱靜珍

─專題結構大綱─

第 0 章 ~

前言序曲

第一章~

解脫之義

第二章~

放 下 → 解 脫

第三章~

放下世法

第四章~

放下有為法

第五章~

放無可放 解脫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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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成就

難以一蹴而成

所以需要不斷的練習

　　　　　　　練習‥‥‥

而其中最重要的練習是

─放下！

放下世法

放下一切惡行

放下所貪戀的種種事物

放下

放下

不斷的練習放下‥‥‥

總有一天

放無可放

就終於修練成一個

輕鬆自在

無束無縛

的自由解脫人了‥‥‥

序曲前言

放下萬緣‧一心向道!



〝解脫練習─放下為要〞第一章─ 

解  脫  之  義

解脫之義，一言以蔽之，就是從煩惱

束縛中解放出來。

以究竟而言，就是超脫三界，到達圓

滿的涅槃覺境。

所以，解脫＝涅槃＝成就。

一般而言，通往解脫的法門有三種，

即空門、無相門、無願門，茲整理成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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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即所謂的〝三解脫門〞，廣義而言，是一而三、三而一的一件事，亦即空＝無相＝

無願。

但不論是空、無相、無願，以事實而言，都不是一蹴而成之境界，所以不妨善巧為之，

不希冀一步到家，就從〝放下〞開始練習吧！

三解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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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放下是通往解脫之路呢？

可以引禪宗公案為例～

嚴陽尊者問趙州：

一物不將來時如何？

州云：

放下著

者云：

一物不將來

未審放下個什麼

州云：

看你放不下！

嚴陽遂大悟

一般來說，禪宗公案可大分為二類，

一類是對話內容或動作完全不知所云，一

類是文以載道。

但不論不知所云或文以載道，絕對不

能缺少的就是禪師與被點撥者在剎那間有

了共通的語言─對於空的了悟！

此二類公案，大抵可簡化為下表～

二類公案橫式：

〝解脫練習─放下為要〞第二章─ 

放 下 → 解 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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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的公案例如～

僧問趙州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州云：

庭前柏樹子

此類公案充分顯露禪宗直指人心的痛

快作風～一個僧人正經八百的請教趙州和

尚，他老人家卻答得風馬牛完全不相關；

表面上看來簡直八竿子也打不著悟道這回

事；但事實上以一個開悟的過來人禪師而

言─舉足皆是道場，觸目無非正覺！時

時刻刻處處地地皆是解脫妙境，所以無論

怎麼答都是對的，因為重點永遠在於背後

的─空性！

不過禪師也會適時適機的〝文以載道

〞正經八百起來，也就是說，不只語言背

後直指禪師的了悟空性，語言本身也負載

著修道訊息，對於〝文字般若〞型的修行

人而言，這是契機的開悟方式！

而〝放下〞之公案，正是此類型之公

案，同樣的趙州大和尚，此次不再老頑童

般的你問西來他答北；而是順著參問者的

理路下去，最後予以驚天一擊，遂又造就

了一個與聖人比肩齊步的悟者！

所以，透過此公案，我們可以充分

的了解，〝放下〞不論以〝文字般若〞或

〝實相般若〞而言，都是可以通往解脫的

康莊大道，我們不妨放心放馬上路，多多

練習馳騁奔騰吧！

115



〝解脫練習─放下為要〞第三章─

放  下  世  法

如果已經是一個修行人

卻還十分的留戀世法

一點也放不下

那就是一件非常矛盾與荒謬的事

為什麼呢？

因為所謂的修行人

就是已經知道出世法的好

才願意離開世法

進而好好去修行的

所以既已願意離開

卻又留戀放不下

這樣的狀況

當然是矛盾與荒謬

尤其是已經修行多年

一旦遇到世法的強大誘惑

                或催逼

就立即放棄了出世法

投向了世法

甚至做出了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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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

這樣的作為

經典早已有生動的描繪

～愚人食自吐

而世法如糟粕

也是經典中耳熟能詳的譬喻

如果把已經吐出的糟粕

再全部吃回去

這個畫面

實在是太不堪了

所以佛菩薩真的是

不忍心我們做出這樣的愚行

一直諄諄的告誡我們

不只世法如糟粕

並且  世法如幻啊！

而世法為什麼如糟粕呢？

因為世法的內涵

最誘人的亦莫過於名、利、權

然而無論我們多麼汲汲營營的

努力追求

甚且算幸運的有所斬獲

到頭來也是一場空

甚至被名韁利鎖所牢牢綑綁

失去了人生的自由與快樂

至於世法如幻

更是本質與現象皆為成立

對本質而言

無論外相多麼風華成功

皆如幻似化

就直接觀察世法外相亦然

數十年光陰匆匆而過

一切都宛若大夢一場

          虛幻不實

所以啊！

苦海無邊

回頭是岸

放下世法吧！

最起碼

最起碼

放下對於世法的流連忘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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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練習─放下為要〞第四章─ 

放  下  有  為  法
一  切  有  為  法

如  夢  幻  泡  影

如  露  亦  如  電

應  作  如  是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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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多數修行人朗朗上口

著名的金剛經四句偈

由佛陀用短短的一首偈子

就已充分說明〝有為法〞之定義

是的

一切的有為法

只要是有為法

皆如夢

    幻

    泡

    影

    露

    電

虛幻不實

所以

不但要放下世法

還要總而括之的

放下一切一切的有為法

而進一步說明有為法的話

就是─

與空性本質無關者

即為有為法

所以

從來就是心在修行

因此

所謂的放下有為法

就是在我們的內心

深切了知

這一切一切的外相

只要與本質無關無涉

皆為夢幻泡影露電

那麼

既然如此虛幻

所以

當然通通都要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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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練習─放下為要〞第五章─

放無可放 解脫成就

從空放下

或有箇恁麼不恁麼總不管

亦無明亦無暗

亦不放亦不收

且道如何

到頭霜夜月

任運落前溪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

好一個～

到頭霜夜月

任運落前溪

是的

誠如圓悟佛果禪師的修証開示

放下放空

只管一切從空放下

那麼到最後

放至  無明無暗

      不放不收

的無分別境

即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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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放無可放

      空有雙泯

的解脫境界！

世尊於是問阿難言

我於近日已為汝說

一切諸行皆悉無常

合會恩愛必歸別離

汝今何故猶生悲濃

復次阿難

汝從往昔

侍我至今

左右執事進止去來

及通賓客皆得宜節

又復見汝身口及意

皆悉清淨無有瑕穢

汝獲福利不可稱計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阿難不應作此悲濃

所以者何

不久當得到解脫處

─大般涅槃經

是的

誠如佛陀睿智的開示～

一切諸行

皆悉無常

合會恩愛

必歸別離

所以啊！

在這諸行無常的三界

一切都要練習放下

因為一切的一切

到最後  必歸別離‥‥‥

而且要聽從佛菩薩的教導

放下世法

放下有為法

放下放下

不斷的練習‥‥‥

那麼終將有一天

        有一世

也如同圓滿的佛陀一樣

─

到解脫處！！！

121




	001 開卷語
	002 刊名出處
	003 編輯名錄
	004 金色蓮花15年
	005 結構大綱
	006-009 目錄
	010 問候卡
	012-013 健康之泉
	014-020 長壽俱樂部
	021 花間禪茶
	022-024 佛說佛醫經
	028-029 紙上藝廊-前言
	030-039 紙上藝廊
	040-041 模擬大師
	042-044 佛菩薩生日快樂
	042-047 佛菩薩生日快樂
	048 修行座右銘
	049 意境之畫
	052-053 愛心花語
	054-083 愛護生物-天空羽翼
	084-085 心朵行善團
	086-087 清心小語
	088-091 修行心語
	092-097 大般若經
	098 素食一族
	099 弘一大師_護生畫集今賞
	100-109 素食美畫
	110-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