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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利用《金剛經》來修行(23-6) 
       --第二十品 離色離相分                       釋善祥 阿闍黎  主講 

                                          (2009.04.26講於 法爾禪修中心) 

 

四、金剛經經文解釋 

第二十品 離色離相分 

   (三)解釋名詞 

      4.見 

  (2)凡夫之見（續） 

 

言見者有四，謂四見，即四種見解，經論中有諸種分類： 

 

➁針對諸種外道之分類，以「四句分別」判別之，稱為外道四見、外道四執。

即外道妄計一切法為一、為異、亦一亦異、非一非異等四執；或妄計邪因邪果、

無因有果、有因無果、無因無果等四執；或計世間常、世間無常、世間亦常亦無

常、世間亦非常亦非無常等四執。        

 

回過來看這個「凡夫之見」。凡夫之見這裡在講的都是好的見執著，或者現

象界的執著。我們要知道凡夫之見，那個見是堅決的去執著，最重要是內在的習

氣毛病，你執著這個習氣毛病一定死掉的，修也修不來。你執著習氣毛病不斷的

話，你就是三惡道苦都脫不了，不要講說修行！談到這邊的話已經談到對事情的

看法，事情看法因為不正確，所以變成一種執著，這個是觀念的錯誤。如果對自

己的習氣毛病的執著，那個更糟糕，沒有辦法轉。所以這個見是接觸以後、看到

以後、聽到以後，變成一種主張、意見、執著，都是不好的，所以才有那麼多見。 

 

「外道之見」，外道之見還不錯，只是觀念錯誤而已，起碼他們也認真的在

修心，當然是不究竟，沒有把道理搞懂。我們要了解不要光學這個見，是要去除

這個見，更重要的是內心裡面的自己認為好壞的這種心要見，知見要拿掉，不要

去執著，堅決的不放，那這個就是累劫修都沒有辦法。雖然在講這個見，我們要

盡量的去客觀。很多人談到別人都是非常清楚，但是在講別人之間，自己也不會

覺得自己有什麼執著，常常我們犯這種見的毛病，所以不客觀。現在在講這個執

著，堅執的見，這種最好是能夠客觀，盡量學客觀。 

 

中午我們還在談，懂是一回事情，不做又一回事情，明明陷入世間的這種執

著，轉不出來。所以這個就是說，為什麼有的人聽了就能轉，有人聽了就轉不來？

有的人聽歸聽就做不到？這就是智慧！智慧累劫修沒有錯，但是今生接觸到佛

法，你要認真的去轉，就是轉得很辛苦也要一下子把它轉過來，轉過來一下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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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什麼事情都沒有。那很軟弱，沒有力氣、沒有力量去轉，這就是你習氣很重，

習氣又重又沒有力量轉，那你就沒有辦法。學佛法那麼多，哪一句能夠讓你牢記

在心，好好利用，該轉就要轉。上一次講到「四見」第二個，尾巴一段。 

 

   計世間常、世間無常，去推想，去思惟，世間一切現象都是永遠不變的。比如

說人死了他想一定會出生做人，因為看一個一個都來再出生，所以他認為人世間

就是這種樣子。如果你沒有修到阿那含四禪天的境界，看不到因果，你就會認為

人死了一定是出生，所以我們說被殺死了，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如果那麼好，

大家無所謂。問題是死掉以後不曉得到哪裡去了，六道裡面輪到哪一界都不知道！

或者沒有神通的時候看到世間事，永遠都是這樣子。 

 

比如說世間很常，世界很常，認為我這世界都不會滅，永遠都是這樣的。像

這種事情，自己本身不能夠透徹了解，會把世間的一切現象看成是永遠不變的叫

作常。或者世間無常，沒有一樣世間事都是永遠的。人一出生就開始在變，長大，

然後壯年，然後衰敗，然後死亡，世間無常。有的是高官顯要當不了幾天官又下

台了，有的是家境很好，過不了幾代就衰敗了，這樣可以看出世間是無常，所以

他認為世間是無常。 

 

有的人說世間不是絕對的，有常、有無常，比較久遠的看不清楚就說常，常

常看到變化的就是無常。甚至於最後一種，也不是非常，也不是非非常，沒有定

論。這個就是說不管你起哪一種學說、意見，都沒有辦法圓滿說法，但是以前修

行人都喜歡辯論。所以你要懂得這些，然後抓住以為是正確，或者不抓住一法，

跟人家辯，有時候硬說也要強辯，這種立論以佛法來講都是不對的。不管是世間

常、無常，都是因緣法。 

 

世尊告訴我們的，諸法都是因緣而生的，這個緣要留多久有它的一定性，你

如果沒有辦法轉這個緣，果報就是隨它的因緣，多久就多久。這個跟你內心熏習

的種子深或淺，很有關係。如果你的習氣毛病比較淡薄，也許一件不痛快的事情

幾秒鐘就過去了，心裡面疙瘩一下就沒有；如果你習氣毛病很重就抓很久。抓多

久？一周、一個月、一年或者十年都不一定，甚至下一世再來。因為你沒有斷掉，

所以下一世再來，重演一次。就是這個緣非常重要，所以你要能夠脫黏。 

 

從這裡面不是學這些理論，你要仔細去思惟這中間佛法是最圓滿的說法。因

緣果報是隨你的因緣在轉。你要陷進去，裡面就有因緣果報；你要超越它，因緣

果報就現不起，後面的聖人都是這樣子。我們講緣起法，好的、壞的都看這個緣

的長久，如果你不執著世間一切相，這個緣起自然就滅，這樣就很自在，也沒有

什麼好要多久，壞的要多短，連這種心都沒有的話，你就自在，所以心不動，這

樣你就能夠超越因緣法，才能得到聖人的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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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的知見就是不執著在有為、無為上，這些論見理論上講是可以，事實上

修行就不執著這些就好了。這個世間常、無常、非常、非無常，或者也不是常，

也不是無常，這些都是一種理念而已，都不對的，所以叫作外道，沒有真正的體

會到現象界裡面的事情。所以，緣起很重要。 

 

➂三論宗認為外道、毘曇(薩婆多宗)、成實、大乘等四宗，皆執著於有所得之

見；亦即認為三論宗以外之諸宗，悉為未盡理之權教。 

 

第三個所講的也是外道的知見。三論宗認為外道、毘曇(一切有宗)、成實、大

乘這四宗，皆執著有所得之見。外道；一切有宗，就是說一切法都是有的；或者

是成實論，這唯識裡面的；或者大乘法，這四個，有的是外道，有的後面寫三個

佛教的宗派，這四種對於一切修行也好、一切法也好，都有所得之見，執著有所

得。他不知道有所得執著的話，變成你的一種知見，你就解脫不了。所以認為三

論宗以外的諸宗都是不盡理想的方便教。「權」就是方便教，就是你的智慧不夠，

所以方便跟你講一個方法讓你去做，叫做權教。沒有辦法克服內在的習氣，就方

便法教你一個有為法，去把你的習氣把它斷掉。或者是讓你去了解義理，去思惟，

然後從裡面去解脫出來。 

 

有的佛法不是說無為，也不是說沒有方法，有時候方便講，讓你去學習。有

的人要想通了才會出來，你叫他放下，不要執著，他做不到。比如說兩個人在吵

架，在互相的生氣，或者在怎麼樣，你想這件事發生，然後你就氣氣氣，氣到最

後，氣不起來了，氣不起來就不氣了，氣這個沒有用，執著這個沒有用！會不會

這樣？就像你愛一個人一樣，愛到最高點的話，覺得沒有意義，愛有什麼意思呢？

我以前怎麼那麼笨，怎麼一直要愛他，他哪裡有什麼好？所以有的人愛到最後就

沒有感情，沒有感情就解脫出來了。你恨也是可以這麼去做，你把它想恨恨恨，

恨到最高點的時候，恨的沒有意思，我為什麼要恨他？這就是智慧不夠的人在用

的一些方便法。那十二因緣觀也好，四聖諦也好，就是教你這種，有一個方法去

裡面去思惟、去解脫出來，所以這些都是有為法範圍。 

 

你說修行當然有一些境界，所以就有所得。沒有境界又說沒有進去修行的境

界，有一點境界你能夠不執著它，慢慢就超越了。所以「有所得」是前面的一段，

如果你要真的學佛法就是一切法無所有不可得，這樣的話，你就能夠慢慢的成為

菩薩的知見。其實這些「見」懂得話，把它導入正規的，佛法就是等於在最後點

鐵成金一樣。你修世間禪、修外道禪，修到最高段的時候跟你講佛法，怎麼才是

對，結果你就懂了！ 

 

世尊示現也是這樣子，這些婆羅門教的修到一個境界，跟你講你修到這裡已

經卡死在這裡了，沒有辦法真正解脫，所以跟你講真正的佛法。懂了以後，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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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成就了。每個智慧不同，所學的佛法不同。學到《金剛經》、《大般若經》

已經大學的程度，不能說過程之間不能夠去理解，或者是理解了又放不下，執著

一定是這樣、一定是那樣，這樣就沒有辦法解脫。最高目標懂了，你在學過程之

間，當然就體會、放下，體會、放下。所以他說三論宗以外都是一些方便之教。

三論宗以前講過，有三個論，以這個為宗派的。 

 

➃見取見梵語 dṛṣṭiprāmrś。乃執著於身見、邊見、邪見等非理之見。全稱見

等取見。略稱見取。 

 

最後一個，見取見，這是錯誤的道理。因為「見」，如果好的看進去，很執

著也是見；不好的，懂了，很執著，那更是邪見。見如果僅止於是了解，面對那

個境界，這樣是每個人都可以看、可以聽，但不要變成一種執著，如果執著以後

就變取見，所以叫「見取見」。 

 

一般簡略講，執著比較重的就是三個：「身見」，執著這個色身為我，執著

這個肉體為我。「邊見」，就是執著有為、執著無為，靠一邊站都不對，我們要

求中道觀。那什麼中道觀？跟我們中國講的中庸之道有一點不一樣。中道觀就是

說不執著空也不執著有，抱著這種沒有執著的心性去面對一切法，這是實相觀、

中道觀。如果你落於修到空你就認為空是最好的，因為空可以得到涅槃，可以得

到心安靜。所以煩惱痛苦的人就要學空觀，把它空掉。對自己的習氣不要讓它執

著，就空掉了；對外在看到的，好的、壞的，也不要執著，就空掉了。如果是空

一直否定一切的話，那變成空的執著也不行。世間一切因緣果報都會現，世間相

也是一直現，所以有為現象還是存在的，不因為你學空了然後就沒有。你心裡面

可以空，外境都是一樣的，世間常、無常一直在變化的，所以不能有執著哪一邊，

這「邊見」。 

 

「邪見」，如果你說事實上是有這麼一個境界、一個現象，然後你執著它說

這是最後的、這是最圓滿的，這也是一種邪見。如果是不對的道理，你抓著，那

更是邪中之邪的見。所以邪見也有分等級，你說過程之間修行有很多境界，你中

間取你的境界認為是最好，那當然是邪見。但這個境界不是說沒有，是有；有的

根本沒有那個境界，你自己胡思亂想，想成一個念頭、一個思維，然後就執著說

這個是最真實的，其實都是不對的！ 

 

所以，這個身見、邊見、邪見是沒有真理的知見，非理之見，不能夠回歸到

空無，這就非理。我們修行就是要先證得理諦，理諦就是空相，然後再來發揚，

用你的有為之心來度眾生，這事相。所以理跟事兩個在學佛法上是同時存在的。

修行是先去掉事的執著，進入理的空理，然後再回過來用空理再來玩世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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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你玩文字也可以玩，經典裡面所懂的透徹的話，你就可以辯論了，辯

論也是一種玩文字遊戲。或者語言文字，你說不要說，因為佛法不是用嘴巴講，

佛法是要修證的，但是你要降伏外道，有時候又要講，要講就利用你正確的思惟

知見來破解一些外道的不正確的見解，這個還是要你去做有為之事，所以這事相。

事相不是說世間的一切相，這裡的事相是你修行到一個境界要讓眾生得利益的，

所說所做的一些事相。修行人就是在轉世間的一切相，這當然要做的。如果你不

能轉世間相，有時候你很無奈，很多都是隨業力生老病死，你說你要度他，也解

決不了他生老病死，這個信心就會大打折扣。 

 

所以學到空理，自己能力又有限，到最後怎麼樣？只有藉諸佛菩薩的法身來

行走江湖，這就要進入密教就是這樣子。走入密法的話就是實際上的大乘佛法，

就讓大家能夠學到陀羅尼門，學到手印，學到一些儀軌，然後幫眾生解決苦難。

如果不是真的壽命該盡，有你幫忙都會化解；如果真的壽命該盡，他福德不錯，

也有諸佛菩薩的這些法來化解它。所以這些呢是不是後面，所有的有、所有的事？

所以，修行上理先證得，事再培養你的功夫，還是要去學。 

 

那還沒有成就以前，那種事事物物，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那種真的是不值

去探討，那個都沒有意義的事情。所謂「事」不是你世間常、無常那種事，菩薩

不講這種沒有意義的事情，哪個好、哪個不好，哪個事情對、哪個事情不對，這

是沒有意義的事情，也沒有說你一定要怎麼樣。菩薩要度眾生用事相，製造一些

事來幫助他。我們要學的是這個，不是學世間裡面哪個對、哪個不對。世間裡面

不能絕對講哪一個對、哪一個不對，什麼事都是因緣果報的現象，都是互相牽扯，

恩恩怨怨，都是這些事情。有緣來相會，相會不是愛就是恨，世間事就這樣。那

我們修行也知道不要落入世間事裡，最後我們也要能夠修得心地解脫。 

 

所以不正當的知見要拿掉，你說我身見拿掉了，但一句話就拿掉嗎？不是！

你說這肉體是不是你的？這很現實的，你說不是我的，它病痛不聽話，你說不是

我的？要用它當然還是你的，但不要被它控制。如果說想入滅的人，那真的就不

一定要治病，反正你就爛嘛，你爛嘛，我看你爛，爛到最後我走了，那很好啊！

你要用它，暫時要用它，你就要照顧它。這兩個要分清楚。 

 

所謂「身見」是你還沒有悟以前，把身體執著是我、是我、是我，這種毛病。

你悟了以後，你還是要利用它，所以還是要照顧它，但是觀念上不一樣。它是一

個肉體，你要怎麼運轉，讓它維持能夠運轉。那要讓它怎麼運轉？用哪一種中藥？

用哪一種方便法讓它血氣通？但是你的知見還是說這個就是肉體，這不是真的

我。那「邊見」，空、有兩邊。「邪見」是不正當的知見，或者是不完美的境界

執著為真，這些都是見。這些應該還有很多，講不完，後面還有好幾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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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稱「見等取見」，見了以後執著，知道了以後執著，就變作”取見”。比如說

我們要修須陀洹果，裡面有一個戒禁取見。”戒禁”就是用戒律來禁止身體不能做這

個、不能做那個，然後你變成一種執著，見取見。這修聲乘的阿羅漢，當然要很

執著戒律，所以出家眾二百五十戒、三百四十八戒等等的比丘、比丘尼戒律，如

果你真的守得沒有欠缺的話，你一定會成為阿羅漢道，你這個心就非常柔和、非

常柔軟，不會去傷害到眾生，不會讓眾生起煩惱。 

 

如果是大乘佛法在講——這個戒律，因為你是大乘行者，所以第一個目標是

要度眾生為第一個戒，叫菩提心戒。你發菩提心就是要誓度眾生，如果失去度眾

生的機會，那你就是最大的破戒，就失菩提心。其它的次要的戒你犯了，犯了就

懺悔，不要再犯就好了。 

 

有的人不知道這個戒律是什麼意義，他變成一種執著。出家眾沒有智慧的還

是會這樣子。你說這維他命 A 眼睛吃了會好，或者是肺不好的也可以幫助肺部。

然後他看一看：「這個是什麼？深海魚油裡面的維他命 A啊？魚肝油的維他命 A，

這個不行、不行！」他只看到魚，他沒有看到藥，變成一種執著，這就標準的戒

禁取見。這樣規範你自己嗎？沒有，越讓你自己心慌意亂。有的老太婆出門，現

在可能比較沒有，沒有那麼死心眼，早期二、三十年前，這些老太婆在守戒的話，

出門這個鍋自己帶，用你們的鍋老是那個葷的什麼都一起煮，把我的清淨心都煮

亂了！她不知道你不吃葷是戒殺，這主要的目的，不是說你碰不了葷。 

 

如果你體性清淨碰不了葷，那有時候是這樣，但這也是一種執著。如果是說

自性開顯了，那訓練他去接受這種不清淨的食物，他吃久了也沒有關係了。當然

過去大家修行人福報好，世尊在的時候大家都是吃托缽來的東西，裡面油油膩膩，

葷的一大堆，照吃不誤，他們德行好，可以受用。所以每個事情你要了解世尊制

定戒律的意義在哪裡，不要變成一種執著。本來規範你的正規正見變成一種執著，

這就「見取見」，有時候簡單稱是「見取」。 

 

依《俱舍論》所載，「見」分五染污見、世間正見、有學正見、無學正見等

八種。五染污見指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世間正見指生得慧、

聞慧、思慧、修慧等有漏慧；有學正見指有學身中之各種無漏見；無學正見指無

學身中之各種無漏見。蓋俱舍宗以此等皆為慧之性，先審慮而後決度，故稱為見。

其中，五染污見為不正見，其餘皆屬正見；前者係由上舉見之四義及二義，故稱

為見。 

 

下來我們看《俱舍論》裡面所記載的，「見」分五染污見，什麼叫五染？後

面有講。第二個是「世間正見」，世間的正見一執著也是一種見。「有學正見」，

還在學習，還沒有證到阿羅漢以前，還沒有證到八地菩薩以前，所學習的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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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見。「無學正見」，已經證到阿羅漢或八地以上的菩薩，祂們所學習到的正見。

這五加三就八種見，你都可以見，但不要變成一種執著。所以世間的正見到有學

位的時候，就變成一種執著，有學位的正見到無學位的時候是不是變成一種執著，

同樣的無學位以後到如來位，如來看這些也變成一種執著。 

 

五污染見以外，好的方面依每個境界不同所現的知見，都是階段性的，我們

要懂。哪個人在執著哪一個階段認為對，是他們的知見，那是他們的程度就在那

裡。比如說世間人他認為說善行非常重要，沒有善行就表現不出你的慈悲心，所

以天天去做幫助別人的事情，那都是世間的正見，世間人的正見。你到解脫的人

說你學這個幹嘛？你做這些好事就有好報，你要去受報呢！所以要學無學，要學

不執著，那個又不對了。所以哪個境界如果超越它的話，你就不會再去執著你過

去所認為對的，因為你已經更高層次看了，看清楚。 

 

階段性的正見不代表是永遠的，等到你全部學過了佛法，也證到最後了，你

就很清楚了，哦這小學生知道的數學，九九乘法；這是初中生知道的 ABC英文；

這高中三角數學；這大學裡面更進一步的種種的課程，你都懂。但是那個是小學

生、初中、高中他們要學的正見，這樣講你就很清楚了，所以也沒有什麼對、不

對，哪種料子就是要學哪一種法。你全部都懂它的話，你也不要去講它們好壞。 

 

所以這密法上面對不相契機的人講不對的佛法也算是犯戒，這個尤其在密法

上面。你這個是很粗淺的人，你跟他講很深的密法，那你就是犯戒。你說這個密

法很好、很高深，比如說我們講的這個菩提心印、懺悔印很好，這個人根本都是

離的太遠了，你一直要把它教給他去學這個法，這個在〈大隨求陀羅尼懺悔印〉

這一部經裡面講，你就是犯了戒！所以相當的程度給他適當的法，這是師父、上

師應該的責任。如果不是這個料子，你硬是給他很深的法，你這個是不對的！就

像這幾個正見，都是正見，但是如果你學到最後大菩薩境界的話，這些還是方便

講，不是究竟。 

 

那「五染污見」剛剛已經提了幾個了，全部把它列出來。(1)身見。(2)邊見就

空無跟有為兩邊的知見。(3)邪見，不正當的事實或者正當的事實，你認知一點點

或者一半，或者百分之九十九也一樣，你一直執著它就不對，這就邪見，所以邪

見裡面還分很多的細部。(4)見取見，你一看到、一接觸以後變成一種執著就見取

見。守戒的人變成對戒律抱著死腦筋，這是(5)戒禁取見。 

 

我剛剛講的你守戒律，你不知道說吃素就是戒殺，你就很怕吃到葷，你不知

道你戒殺的意義在哪裡。戒殺就不去殺害眾生的命，不去危害眾生的命，只是這

樣而已啊！並不是說你一滴滴油都不能去沾到，這油水都不能沾到。如果你開悟

的話，我講那個自性是清淨的，是沾不了葷沒有錯，所以你吃到它就不舒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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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吐，吐出來那就沒辦法，你吃不下，表示你那時候還執著那種清淨。等到慢慢

慢慢的菩薩道，淨、不淨都是一體平等的時候，你就不會很排斥。但是無形中你

久不吃雞鴨魚肉，久了已經變成一種潛在的執著，你光看到就會害怕，不要說吃，

吃了吃不下那是吐出來。所以這個就是說每個人智慧開顯到哪裡。如果你學密法

比較好，就是葷的也好，人家既然布施了你就吃，但吃你知道怎麼去化解這個障

礙，把它超度就好了，順便把它度走。 

 

所以釋迦牟尼講到後來大家因緣成熟就開始要叫這些人不要再吃眾生肉了，

不要再吃葷了，就開始講幾部經都在講這個不食眾生肉，因為大家已經慢慢的修

到一個境界，所以能夠不吃肉那當然是最好。那如果真的要吃，比如說有時候生

病不吃不行，你要做大事，要弘揚佛法，然後身體又不行，又需要營養來補充，

或者是你吃一個藥要藥引子用到葷的這些眾生的東西，你要不要用？沒有用它就

不能夠發揮功用，用了它又犯了戒，那怎麼辦？都有方便的咒語或什麼去化解。

這些到你學到圓滿的時候，自利也可以利他，當然這每個人的因緣不同。 

 

像我剛開始在學佛的時候，那時候小孩子還小，都要帶他們出去吃飯，那時

候三十年前那個素的不是很流行，有是有，不多。學到一個咒語，很簡單幾個字，

一上到葷的餐館，面對這些就唸了，唸完就吃了。這個要菩薩給你，菩薩允許你

吃肉，祂會教你這個咒。我也不能隨便教，到現在都還不讓我去教一個人這個咒

語，只有我會持。我碰到葷的我一定要持這個咒。 

 

每個人他接觸的範圍很廣的話，方便化解這個環境之間的障礙就有很多咒

語。如果你修你自己，那自己管好就好了，不吃就不吃嘛，就不會去碰到什麼葷

的食物，反正你就是守戒很嚴格嘛，那這個是小乘的自我修行，比較容易成就。

你要接觸很多的大眾，這些事情太多了，不可能去遵守的一板一眼的，那你就不

要動了。人家看你這麼一板一眼，戒律嚴謹，跟你學有限，只能高層次的這些人，

或者很執著的人，戒禁取見的這些人，他要修戒律嚴謹，這個戒香可以飄進虛空

無量世界，這些聖人可以。但是你菩薩你要接觸很多，高高低低的，小學生、幼

稚園什麼什麼都要。你不能強迫說：「你要學佛就要吃素，不然你不要學了！」

還沒講完就再見了，下一次他不來了！那怎麼辦啊？所以不能這樣子，要看每個

人的根基適合怎麼教法。所以這五種叫作污染見，是不好的，叫作污染見。你說

戒禁取見不是很好嗎？很好，因為你太執著所以變不好，這就污染，被好的東西

污染。 

 

「世間正見」是指什麼？生得慧、聞慧、思慧、修慧等有漏慧，生得慧就是

你一生下來就有那個智慧，這簡單講起來你說遺傳，遺傳是比較一種不圓滿的說

法，我們說佛法講的熏習。你今生做菩薩這種智慧，是你累劫修佛法所得到的智

慧，所以你一出生的時候它就具足。有的人出生他人就非常安定，非常的不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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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愛哭也不愛鬧，我們說這個小孩很好養，這是過去熏習的，無形中剛出生

不久他智慧就在現出來，他可以控制自己的習氣。這種人當然不多，但是也有，

一出生下來心性就很好，明明餓了他也不哭還笑嘻嘻的。然後你說小孩子三小時

要餵一次奶，時間到了就固定餵他，餵他他就吃，你超過時間忘記了他也不會哭，

像這種心性已經控制得很好；不然一般小孩子，肚子餓了他就哭，你慢一點他就

不吃了，就哭得更厲害了，騙都騙不了，這是過去熏習來的餓的習氣。所以你自

己回想你自己，過去的習性怎麼樣。 

 

今天有人打電話來，他說：「我如果打坐到心都不起心動念，我覺得很害怕、

無聊、不習慣。」我說：「你這個愛講話嘛，你這個愛動念頭嘛！」他說：「對

啊！」你現在要改啊！為什麼？因為你太愛講話、太愛動腦筋，所以回到空寂，

寂滅為樂那種快樂，你從來沒有去體會過。那我們都不講話，這樣靜靜的沒有念

頭，非常舒服，怎麼會不習慣呢？很多人都這樣子，所以從幾個人講話就知道他

的心性怎麼樣。這過去你是有熏習的，但是這種智慧，寂滅為樂的這種智慧慢慢

沒有，一代又一代，一世又一世，你再來投胎要行菩薩道也會退轉。因為沒有碰

到佛法的話，出生在好的地方、出生在不好的地方，就沒有接觸到佛法，所以當

然又迷失掉。現在今生我不錯又碰到了，碰到趕快再找回來，這生得慧很重要。 

 

我常常看幾位同學鑽牛角尖，其實轉一下過來就過來了，不是很簡單嗎？就

像兩尺寬的河，跳一下就過去了！他不是，他就在那裡鑽牛角尖，去找一個很大

的船要來渡，搞了半天不知道在幹嘛！這很簡單的事情為什麼轉不過來？這生得

慧就不見了！你說他過去沒修行嗎？過去大家都在一起修行過，怎麼越修越退步

呢？有的智慧那麼高，有的智慧這麼差呢？所以生得慧要把握，如果退失了趕快

再找回來。今生如果再重新修，才一世呢，要修起碼七次，我說你唸一個咒起碼

二十七次以後才能夠背得熟。 

 

第二個慧，世間慧裡面是聽聞，聽了以後你能夠記住，然後再能夠思惟。不

是光聽，你們光聽都不去思，思了以後又不去做，所以後面講這幾個都沒有。聞

思修這個名詞不是連在一講的嗎？聽了，我說你那個死腦筋，你那個鑽牛角尖的

心，你這個執著不好的人的心，為什麼不能去想：「我為什麼要這麼執著？」「誰

在執著？」 

 

網路上最近來了一個真的是門外漢在學佛法，「我常常看到觀，那是誰在觀？

怎麼觀？然後要觀什麼？」人家都會這麼問，你怎麼不知道自己反省自己，誰在

執著這個雞毛蒜皮的小事情？是誰？你問一問嘛，到底是誰？自己問自己。你說

也不是真的我，那不是真的你，是誰？你要告訴自己是你自己的一念無明，那一

念無明為什麼要讓它永遠這麼無明？有沒有辦法來把它轉？要想啊！你們不是這

麼在想，你們是想什麼？這個人、這件事、這句話多可恨啊！想一次恨一次，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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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恨一次，你想的是這些！這個不是慧，這是自陷入痛苦，這是沒有慧的思。

講得很簡單，聞思修不知道唸幾萬遍了，聞思修入三摩地、聞思修入三摩地，你

不知道怎麼去想。 

 

你學過英文，三個 w，是誰？是什麼事情？是哪個時間？加一個 how，怎麼

去化解？what、when、who、how，這也是佛法。你哪一件事情陷在裡面痛苦，

你拿起來想，想到最後，我為什麼會執著這個？是誰在執著？不是你真的我，你

真的我是不會執著的，它是會覺知，是有智慧的，是沒有煩惱的；是你那個無明，

而且不是一點小無明，是大大無明。所以你聽了以後要去想，如果你不聽也能夠

想最好，這是上等智慧的。那聽了以後要去想，想，離不開人事物，離不開這個

主角跟對方之間的關係，那怎麼去解出來？這思。如果懂了就要修！  

 

這一次在看《解深密經》要上網的，大阿羅漢第十三個功德相是什麼？大忍

辱柔和心。什麼叫作「大」？根本都連一點脾氣都沒有，這大忍。你有大忍的心，

你心當然柔和。修到阿羅漢是在修這個啊，不然阿羅漢是在修什麼？不然如來是

在修什麼？這才是真正在修行！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如何把這個心柔軟，不要倔

強，不要好鬥爭，不要去好比來比去。什麼都好，像麻糬一樣。麻糬如果冰凍太

久也不行，又變硬，要隨時保持一個熱烘烘的麻糬，拿起來軟綿綿。人家看你修

的好不好是在修這個，不是看你懂得很多、佛法會講。 

 

你軟我是比你更軟，你硬我比你更硬，這是翻過山頭就是這樣，要軟就很軟，

你如果很好，我對你很好；你如果很硬的話，我比你更硬。這是什麼？只是一面

鏡子而已。所以你是不好就現一個不好的樣子給你看，因為我的心是照到你不好

的一面，不是我不好，是你不好。你硬我用硬的，你如果很好的，從來沒有被我

罵過，你說那個人怎麼不罵？他已經那麼軟麻糬了，你還要罵他什麼？已經夠軟

了！要罵的都是那個個性很強的，個性強大概都是認為智慧比較高，其實那種智

慧是邪知、邪見、世間智。你要智慧高，分辨看清楚然後放下，看清楚放下，這

才是真正佛法的智慧。你看清楚了而放不下，那是世間裡面的邪慧，知道嗎？ 

 

佛法是告訴你說要清清楚楚知道，但是看了就不要看進去，就放下、放下、

放下。我們說菩薩派了一個阿木來考你們，你們這些被考倒的都是還要再努力，

要聞思修入三摩地，一個一個考。有的說要考到哪一個時候？考到你們都成佛大

概這個阿木也成就了，大家都成佛了！所以這個懂了吧？生得慧、聞思修慧，很

重要。如果你不知道去思惟的，你如果轉不過來就要思惟。你光持咒有什麼用？

持咒幫不了你，菩薩已經幫不了了，因為你深根蒂固的那個死腦筋已經釘在那裡，

那個佛號、咒語熏不進去，你的心就是那麼一點點，然後塞滿了污穢，這佛號怎

麼再熏進去？熏不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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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是把你的心量再擴大，然後把污染的地方擺在角落一點點，然後再塞

進來咒語，塞進來佛號，才可以把這污染融合掉。現在你不是，你這個心已經那

麼小，然後塞住你那污穢，那好的東西進不來。所以我看你們為什麼修那麼辛苦

就是這樣子！這些還好的呢，所以叫作有漏慧，因為還不夠圓滿，是有為法，還

有果報的，這有漏慧。 

 

再來講「有學正見」，指有學身中之各種無漏見，我還在學習解脫這種正見

之間，有學嘛，所以還在學有為法，有為法裡面，在有為的身體上、心理上，它

有一種知見，這叫作無漏智慧，無漏智慧知見。這是我們本來就俱足的，佛也俱

足，我們凡夫也俱足，為什麼它不顯？它沒有現出來？就是你太偏向於有為這方

面的執著，所以無漏智慧顯不出來。 

 

你在世間禪定現的真如種種功能，你很執著它，執著它就會受報，所以會升

天，會升到欲界天、色界天、無色界天，就是這樣子。你如果菩薩種性的話，在

有學位之間看到一句話，無漏見馬上建立，看到一件事無漏見馬上顯示出你無漏

的功用，講起來又分別見了。所以十四歲那個小朋友：「我現在在修忍辱，我修

得很辛苦，為什麼這個忍辱那麼難修？」十四歲而已，你們也有五六七八十，都

有歲數了，都人家的五、六、七倍，人家十四歲就在修這個！「怎麼修忍辱啊？

為什麼人家罵我，我心不甘願？」他不是生氣，他是覺得委曲就想哭，人家是這

樣而已，你們是吵來吵去！我們大部分的人，被罵你覺得委曲，然後就會流淚、

愛哭。愛哭的心其實比較柔軟。所以他還在說我用《金剛經》裡面在觀無為，觀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無常觀，才十四歲人家也

在修這個法。這樣講起來，這個無漏見每個人都有，但是你做不到，所以要用有

為，文字、語句，來熏習你的無漏智慧現出來。 

 

你如果不去用有為法的這種方法來誘發出你的無漏見，你就不做聞思修的工

作。光聽，表面聽是聽，都沒有去做，所以你那個沒有煩惱的智慧就起不來，被

你的妄想習氣左右的這個自性，清淨的心就起不來。我高中看到這個「若以色見

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打坐也好，世間相也好，這些法

不能用有為法去求，所以修無為法。修無為法之間，你自然無漏知見就現出來了，

你沒有煩惱的智慧就現出來。雖然有學，但是他拿到正確的佛法，變成一種正見

來誘發出無漏的智慧。 

 

所以說，你哪一個境界，你要用什麼有為法來誘發出你根本的圓滿功德相，

這是必然的。不是說你好高騖遠，我一學就要學如來法，不然我就要學菩薩法，

但是你那個三腳貓的心怎麼去學這個法？所以這個是因果的關係。你如果是智慧

不夠，就是從世間正見、有學正見，然後無學正見，這麼一步一步學上來。學到

有學正見，你就說以前世間正見這一部分，聞思修慧這些都是暫時用一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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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到無學正見的話，無為法現了，無漏功德自然現起了，所以你以前學的又放下

了，不必用了。如果不必要教後學的話，我這些都擺在倉庫裡面，知道嗎？所以

每個階段都有它的必然性，你都要懂。 

 

再來講到「無學正見」是指無學身中之各種無漏見，就是不必學了，為什麼

不必學？因為他心裡面已經清淨了，心清淨了像麻糬一樣，你這個人還要再學什

麼？你說有啊，還沒成佛。對，沒有錯，要學慈悲心，學擴大你度眾生的能力，

學很多的神通變化。無神通的菩薩很多，你要成為大菩薩你沒有神通不行，你要

真正成就阿羅漢，你沒有神通也不行。那時候要不要學？還是要學。雖然講無學

位，就是說你不必再學一些有為法來斷你內心的毛病，因為你內心已經清淨了、

柔和了，但是你要學的是度眾生的智慧、口才、辯才，然後怎麼誘發起神通，這

部分還是要學，所以佛法你永遠學不完的。無學身中，就是說他心裡面所作已辦，

我要斷內心習氣的這些方法、工作都做完了，叫「所作已辦」。所作已辦的人祂

是無學位的阿羅漢或者八地以上的菩薩，祂當然是現起各種無漏見。無漏就是圓

滿的功德，祂這種智慧就現起。 

  

這裡講的俱舍宗以此等皆為慧之性，智慧要從哪裡起？從慧性起，這個性是

什麼？就是產生一切法的根本，這是中文翻的。你今天在唸咒語的 svabhāva就是

自性。自性是從自己面對因緣才產生出來的，那現在你要產生智慧要從哪裡來？

從你的慧性生起。那你的無漏慧從哪裡起？就是你原來俱足的無漏性那裡發起無

漏智慧。這無漏智慧發起，你對一切面對的有為法之間，你自然就沒有煩惱。不

必學，只是把它開發出來而已，這是慧性。能夠產生慧性的當然要學到空，空性

之中裡面隱含了很多的慧性，慧性裡面產生了無量的無漏智慧，所以上面所講的，

不管是世間正見、有學正見、無學正見，都是由你的慧性發起 

 

那如果發起以後，先審慮而後決度，先去思惟，一個事情你思惟錯誤，然後

決定，把它下結論，然後變成你一種見解，這個見解就有對錯，不對的就是邪見，

不對的就是習氣毛病讓它更發作。如果你思惟對了，決定就是正確的，變成一種

過程之間修行的見解，這個見解就有世間的見解，有學位的見解，無學位的見解，

到最後你都不執著的話，就是成菩薩。階段性你要走過路，沒有錯，你總是要抓

一個法渡過去，要找一條船渡到對岸去；渡過去以後，知道了就不要再執著這些

正見，不然就變成一種見，不好的見。雖然正確的見，你太執著也變不好的見。 

 

其中，五染污見為不正見，其餘皆屬正見。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

禁取見，都是不正確的，叫不正見。那後面的世間正見、有學正見、無學正見皆

屬於「正見」。 

 

前者係由上舉見之四義及二義，故稱為見，這思惟過程之間是這麼，我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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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講的觀視、決度、堅執、深入，這四個意義來判斷你這個見怎麼成立。你學

了這四種，一種不好的，三種算好的，都變成一種見。到菩薩的時候，這些都只

是一個名相，不能去執著。大略的見你已經有概念了，現在要講好多經典上的各

種見，讓大家更了解修行就是破解你這個凡夫之見。 

 

經論中多依推度之義，將「見」分為二見、七見、十見等各種類別。 

 

用你的推理，用你的想法、思惟，將這個「見」分為兩種、七種、十種，後

面還有很多種，各種類別。我們先看二見。 

 

➀二見：有見與無見，或斷見與常見。此乃五見中之邊見。 

 

一談到二見，經典常常講的就是兩種，有跟沒有，有見、無見，或者是斷見、

常見。「有見」就是說一切法都是有，你生活起居所現的一切因緣，你說沒有，

沒有天天都在發生。你說聖人修到一個境界，不受這些因緣法所影響，所以顯然

有一個無見在證到這個境界。哪一個是對？你一執著就不對，你不執著兩個都對。

世間有為法、世間相都永遠在，沒有錯，但你要修不執著。不執著要怎麼修？先

觀它無嘛，你不學無見你就做不了有見能夠容納它。所以有見、無見，不是說我

們對它了解就好，我們從這裡面去修學，一切有為法是有見，我要怎麼學到無見，

不執著。學到無見了，你要行菩薩道又要回過來有見，才能夠跟眾生在一起，才

能夠運轉。所以見只要不變成一種絕對的執著，都是認知而已。 

 

那「斷見」呢？就是說什麼都沒有了，或者什麼都永遠不變，是常，所以斷

見、無見。修到空觀的人他說：你看！因緣果報我修到都不黏的時候，它都沒有

我辦法，所以一切法都沒有！這就證到阿羅漢了，如果對佛法沒有繼續學習的話，

多聞多聽的話，就變成這種毛病。《金剛經》我們今天誦了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者不要有斷滅相，斷滅相就是否定世間一切相，否定你心裡面起滅起滅那

個相。我們說心裡面起滅起滅是假的不要理它，不要理它是你功夫不好，所以告

訴你不要理它。因為你起心動念都執著為真，你又看不清楚這個念是真的、是假

的，你會把不正確的念看成是真的，有的人會發這個毛病。因為很多事情，百分

之五六十跟你的心念都好像沒有相違背的，是對；但是百分之三四十，它有可能

是妄想，有可能是當下那個時間是對的，過了一秒鐘以後就不對了！為什麼？一

切法無常！ 

 

我常常跟你講，不要太執著你那個心念是對的。比如說你感覺一個念頭，你

周圍之間眾生哪個人，對你一個念不好，不好是你當下 3點 41分 30秒那個時候

不好，然後他 3點 41分 30秒以後已經擺平他內心對你不好的念頭，再來就是好

的了，結果你抓住剛剛那個 3點 41分 30秒，噹一下，那時候的現象為現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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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一執著你對嗎？這不對！所以我意思在講什麼？時間跟空間之間所發生的事

情都一直在變動，你不要執著那個點就是對的。所以很多人為什麼會神通失靈就

是這樣，比如說預知未來哪一年哪一月國家發生什麼大事幹什麼啦，到最後連一

個事也沒有！那你是錯誤嗎？也不能說是錯誤。那為什麼沒發生？人家做很多的

福德在轉國家的命運，到時候沒發生。所以為什麼叫你不要有常見，不要有斷見，

就是這樣子！ 

 

我們還沒有到釋迦牟尼佛那種什麼事情都知道的時候，你心裡面那個妄想起

來你要放下，你不要認為我感覺這樣就是永遠都是這樣，這樣你會得罪很多人就

這樣。當下那個人氣你一下沒有錯，但是過了他也就沒事了，結果你就知道他氣

你一下那個念「他在生我的氣！」，最後人家早就不再生氣了，你還在「他在生

我的氣、生我的氣！」一年以後還在「他在生我的氣！」那你這個哪裡對啊？你

那個什麼通啊？變成狗屁不通的通！所以不要太相信你的直覺就是這樣子！ 

 

你不相信直覺還有一個好處，真的就是真的，那不真的不執著，欸，沒事啊。

很多人常常犯了這個，執著起心動念都是真的，因為有好多事情都是真的；好多

事情都是真的，不見得都是時間、空間不會改變，因為諸法因緣在這麼攪和的時

候，很微妙的。為什麼你可以解脫？因緣果報的因有來啊，冤親債主有來啊，為

什麼你到最後沒有發生不好的？這中間就在運、在轉，在轉之間，到最後結果沒

事。結果沒事，你能說原來我了解錯誤？不是你了解錯誤，是真的有那回事情，

到最後是圓滿結束。解脫的人、學佛的人就是這樣子，要轉命不是認命。所以你

很直覺相信你的心的話，就是斷見；如果全否定也是斷見，因為你懂得一半，你

知道佛法一半，你不懂得佛法後面的因緣還在轉。 

 

「常見」就是說永遠事情都這樣，是空無才是真正的常。但是空無之間因緣

來了，它又現起法相了，所以表示這個常也不是斷，它會起法嘛。如果有為法這

個也不是常，因為緣滅它也沒有了。所以你執著有見、無見、斷見、常見這些都

不對。這二見就是所謂五見之中的邊見。上面所講的五染汙見。 

 

 ➁四見：依業所見不同，又作一水四見。譬如一水，本無有異，蓋因天、人、

餓鬼、畜生果報不同，故於一水而見有四相分別之異。四者即： 

 

天見是寶嚴地，謂諸天福德殊勝，其所見水，悉成琉璃眾寶莊嚴之地。 

人見是水，謂世間之人所見之水，清濁雖異，而皆是水。 

餓鬼見是膿血，謂由宿世慳貪，罪障深重，墮餓鬼中，長劫不聞漿水之名，既因

饑渴所逼，望見河水，意欲飲之，速趨岸傍，皆是膿血。 

魚見是住處，住處，即窟宅。謂魚以水而為住處，潛躍游泳，不見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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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四種見，依業所見不同，這上面已經講過了，依你的果報不同，然

後你看一個東西，同樣是一個東西，它所現的境不同。所以我說你們看到某甲，

我說他不錯，這個好人；那某乙說他看他不好，為什麼不好？因為以前兩個上一

世就有格格不入的因緣，所以當然心裡面直覺就不好。這是業力，我在講心。 

 

如果現在果報上的，這裡舉看水。這個水，四種果報的人看起來就不一樣。

同樣是水為什麼別人看的會不一樣？確實也是這樣。我們要看經典才知道他們會

有看不同的樣子。又作一水四見，一個水有四種看起來不一樣的東西現。譬如一

水，本無有異，水就是水嘛，誰不知道是水，但是如果你是天神，看水又是一個

樣子；你是人，看水又是一個樣子；你是餓鬼，看水又是一個樣子；你是畜牲的

話，看水又不一樣，所以叫作一水四見。 

 

這個天神在看這個水，它是像水晶一樣的透明、清澈、光亮。我們看到水就

是風來會吹動、會飄；然後污染水進去就變污染的，沒有攪和的話它是清的；太

陽一照，裡面如果有這些菌類、藻類的話，就變青苔，綠色的，會變，這是我們

人的認知。 

 

底下有講，這四種人，看一境現四種相。 

 

天見是寶嚴地，天神看到這個水，就像非常寶貝莊嚴的一個地一樣，因為天

福德殊勝，所見水悉皆成為琉璃眾寶莊嚴之地。 

 

人見水，世間人所見之水，清的就清的，濁的就濁的，依你所看的說不同，

但都是水。 

 

餓鬼看到水想喝，一喝就變膿血，因為它慳貪，所以連水也不能喝，想喝就

變膿厚的水。如果你有修佛法的話，膿厚的水照喝嘛，偏偏它們害怕，業障深重，

看到膿血哪個人喝得下去？釋迦牟尼佛也一樣，最後要入涅槃的時候，果報去喝

到污濁的水，水就是水嘛照喝，沒有分別心，果報了解了就照喝。這個餓鬼不行，

因為它宿世慳貪，非常的慳吝，一毛不拔，罪障深重，所以墮到餓鬼道中，長劫

不聞漿水之名，很久的時間沒有聽到什麼漿水的名字，一看到水就是膿血，皆因

饑渴所逼，望見河水，明明一條河在流，是水嘛要喝嘛，如果走到岸邊要喝了，

一看怎麼都是一條膿厚的血在流一樣，那怎麼喝得下去，業力關係，看到都是膿

血。 

 

那這水對魚眾生來講，它只是一個住的地方，所以牠說這個水就是我的家，

把它看成是我的家，不是我們要喝的。所以魚以水為住處，潛躍游泳，不見水相，

在房子裡面玩來玩去，從來沒有看到這是水，那是牠的家，所以不見水相。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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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力差別有這麼樣子，這個都是依個人的因果報應不同。 

 

此外，非佛教之錯誤見解，有四見、六十二見（梵網經所說）等。另有四見，

乃網羅一切外道之說，即所謂四句分別。如：世界是常住、世界是無常、亦常住

亦無常、非常住非無常等四者，此皆錯誤之見解。又主張邪因邪果、無因有果、

有因無果、無因無果等四種錯誤之見解，亦稱四見。 

 

此外非佛教之錯誤的見解，有四見，也有六十二見。六十二見在《梵網經》

裡面所說的。《梵網經》就是出家人所講的戒律，世尊講的戒律在這一部經裡面，

大部分都在這裡面。你如果沒有去受出家戒看這一部經，你會很心不安，你這樣

做也錯，那樣做也錯，到處都是犯戒，你就不知道怎麼活下去。但是《梵網經》

裡面就是說，天上的這些天神也一樣，犯了六十二種偏見，變成執著，所以變「見」，

見就是執著嘛。每個人都可以看，看完了如果不執著，就不是一個見。所以有四

見、六十二見。不能全部去講這個，你有興趣自己去看。 

 

另有四見，乃網羅一切外道之說，即所謂四句分別。下面所講的，世界是常

住，把這個世界看成是一個永遠不變的存在。如果你有那麼大的神通觀這個世界

可以多久以後會滅亡，那已經是如來的境界，因為這個時間很長，因為看不到，

所以會認為我們這個世界是永遠的存在。或者世界是無常。或者是亦常住亦無常，

這世界無常就會滅，看哪一邊，常住是神通不夠大，無常就是神通夠大，一下子

這個世界滅了、沒有了，所以因緣滅就滅了，他就執著沒有。常、無常都是偏見。

因為你這邊世界滅，這些人的因緣果報又在另一個時空又冒出一個世界出來，所

以生生滅滅都是一切因緣法的原則。非常住非無常。這四種論說，講這個其實都

是強辯，沒有意義的事情。你懂得一個因緣起一切法那就好了，管它無常，管它

是多久，都是錯誤的見解。 

 

又主張邪因邪果、無因有果、有因無果、無因無果等等四種錯誤的見解，這

上面已經說明過了，都不對的。修行人你說有因有果，對真正得到果位的人就不

見得適用。為什麼？因為他已經不被因緣所迷亂，不被它所左右，所以他可以解

脫出來，所以你說果，它沒有現。我剛剛講的，你真的冤親債主來了，你卻保住

你的一顆心不跟它相應，到最後該發生的事情沒有發生，這個果沒有嗎？不是沒

有，是轉了。有的是轉沒有了，有的是轉到下一世，到底完結了沒有？這個戲還

沒演完，這一世冤親債主如果不甘願，沒有你的辦法，認了，沒辦法，下一世再

來，你下一世再碰到它，還是要受它的果報，它還來找你。所以佛法不去講說逃

避這個因果，希望說這個冤親債主跟我共修，然後你也悟道、我也悟道，你不要

瞋恨心、怨心那麼重，永遠都放不下，然後你也解脫痛苦，我也不再受你的果報，

這樣大家圓滿了，佛法是講這種圓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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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外道，我們道家、符咒仙這些，不是真正道家，是符咒仙，你如果講道

家就有一點污辱道家，道家以前也是打坐修行的，世間禪的。這些畫符、弄鬼神、

驅鬼神那一種，你雖然今生解決了，但不代表來生還會解決，雖然一下子解決了，

不代表永遠都解決，所以這個是不圓滿。我們佛法就是說冤親平等，都有痛苦，

他要來找你麻煩他也很痛苦，被這個怨恨心驅使，所以要來找你算帳；那你被它

捉弄你也很痛苦，所以這兩個都是痛苦。只有佛法才可以圓滿解決，兩造都解脫，

你們要學這種佛法。那到底冤親債主怎麼解脫？佛菩薩當然如果干預的話比較好

解決，但是沒有真正讓它出一點氣也不行，所以結果就是你要去面對苦痛，要修

忍辱，讓它捉弄一陣子，然後又不會成就真的果報，病，病三天、五天好了，一

個月好了，病給他高興嘛。 

 

你們大概也有經驗，有的根本不知道，有時候冤親債主來捉弄你，然後你給

它捉弄了，你也明明知道它在捉弄你，然後你說你高興就好，你也不要氣得跳腳，

你也不要說這個事情為什麼這樣子。比如說：它讓你跌倒，摔了一跤，你明明知

道有人在搞鬼，走好好的會摔跤？不是被人家踹一腳就是它用什麼東西來擋你。

無風不起浪，你們認為這是倒楣摔跤，一個人走路走的好好的為什麼會摔跤？就

是人家來踢你一腳，人家從背部踢你，你就摔下去，人家拐你一下你就跌倒。你

也真正有感覺，你說你高興就好，它心裡面也覺得不好意思，你受業報也受得很

高興，反正我在還債。 

 

總結一句話，以德行服人，用你的道德行為來感化它。如果菩薩說四兩撥千

金把你的業力化掉了，它不甘願的話，它還會再來。如果你這麼忍耐、忍耐，讓

它去欺負，讓它去怎麼樣，然後你也明明知道它在欺負你，你說你高興就好，它

聽多次以後，慢慢也覺得算了，心平氣和。佛法在解脫障礙都是柔軟的心在解脫，

不是說你大悲咒會背，你哪一個咒語背得強強滾就把它打倒，不要有這個心。用

這個咒語去幫別人可以，幫自己倒不必要，就是用你的德行來降伏它最根本。今

天要出坡，講到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