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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心要今說 (十二) 

授課教師: 見額法師 

地點: 佛陀教育基金會 

日期: 12/10/2021 

正文  

假觀者，破塵沙惑1，證道種智，成解脫德。 

 

一、二種「假」 

1、俗假、生死假：見假、思假 

2、妙假、建立假 

*《金光明經玄義拾遺記》卷五 (宋 四明知禮)：「假有二種：若在空後，

即建立假；若在空前，即生死假。」 

 

二、空觀與假觀的關係 

1、空觀為假觀的必要基礎，以免流俗之弊。 

2、見真諦後，不住涅槃城，發大菩提心、大悲誓願，行善巧方便、大精

進力。 

*《摩訶止觀》卷六：「菩薩本不貴空而修空，本為眾生故修空。不貴空

故不住，為益眾生故須出。」 

3、空觀與假觀皆觀諸法如幻如化，然而空觀重在體知諸法的寂滅無生

相，無所有、不可得，假觀則重在善知諸法的假有生起相，猶如宛然存在

的夢事。 

 

三、假觀別名 

1、從空出假觀 

2、從空入假觀 

 

1 塵沙惑又稱作「不染污無知」。有塵沙惑雖會障阻化導眾生，但不能潤

澤三界中的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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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訶止觀》卷六：「從空入假名平等觀者。若是入空，尚無空可有，

何假可入。當知此觀為化眾生，知真非真，方便出假，故言從空。分別藥

病，而無差謬，故言入假。」 

 

四、何謂假觀：知病、識藥、授藥 

1、知假病 (見假、思假等八萬四千煩惱)，識假藥 (八萬四千法門)，授假

藥 (善觀因緣，巧用妙假，隨眾生機緣、世間因緣以度眾)。 

2、知病，如諸聖眾看破世間假相、無諸邪見，則不迷不惑，不執不住。

識藥，如神農藥師嘗百草、菩薩學五明，須付出心力廣學多聞，才能破塵

沙惑。授藥，如耆婆神醫、佛陀無上醫王，能善治眾生身病、心病，隨緣

隨力導利眾生。 

3、應病授藥2：依眾生根機、病症不同，授世間法藥3、出世間法藥4或出

世間上上法藥5。 

4、乳藥喻： 

1)《大般涅槃經》卷 2：「王言：汝等不應於我而生瞋恨，而此乳藥，服

與不服，悉是醫教，非是我咎。爾時大王及諸人民，踊躍歡喜，倍共恭

敬，供養是醫。一切病者，皆服乳藥，病悉除愈。……如彼大醫，善解乳

藥，如來亦爾。」 

2)《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我如良醫，知病說藥，服與不服，非醫咎

也。又如善導，導人善道，聞之不行，非導過也。」 

 

五、如何修假觀 

1、靜中修：知病、識藥 

 

2 《摩訶止觀》卷六：「病相無量，藥亦無量。……欲治一病，一藥即足；

欲為大醫，遍須諸藥。」 

3 如：五常（仁義禮智信）、三歸、五戒、十善、四禪八定、四無量心。 

4 如：戒定慧、四念處、八正道、一行三昧等八萬四千法藥。 

5 菩薩授「即中藥」，以治上上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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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空觀基礎上，深知一切緣起法如幻如化，了不可得，但為假名假相─

─明辨真諦；雖諸法無生，一切皆空，卻又是暫時存在的假有──明辨俗

諦。 

2) 雖知諸法不可得，還起大菩提心，認肯諸假法的妙功德，行無量慈心。

3) 起無量悲心，推己及人，我在苦中，無邊眾生亦苦。 

4) 見一種惑，即知有無量惑業；觀一種苦，即見無量苦相；觀一眾生喜

樂，即願無量眾生皆喜樂。又，深知一切惑業苦等皆如幻假有。 

 

2、動中修：授藥 

1) 人生如夢：時時提醒自己，一切世間假法如夢如幻如化。 

2) 觀諸緣起法的善功德，正思惟，保持積極正向的心態。 

3) 常存感恩心：知福培福。 

4) 修方便隨緣止6：隨緣盡分，盡分隨緣，心安然自在不動、平等無礙，

動靜一如。 

5) 行六度，令煩惱脂消、功德肉肥7：善用諸緣起法，以慈悲、智慧化度

眾生。 

6) 發救度眾生之心：知空不住空，知幻不住幻。以無所得為方便，我如幻

人，發如幻菩提心，運如幻法門，度如幻眾生，得如幻功德。 

7) 以普現色身三昧，隨緣現形度眾。8 

 

 

6 《摩訶止觀》卷三：「隨緣歷境，安心不動，名隨緣方便止。」 

7 《大智度論》:「思惟觀空、無常相故，雖有妙好五欲，不生諸結。譬如

國王有一大臣，自覆藏罪，人所不知。王言：『取無脂肥羊來，汝若不得

者，當與汝罪。』大臣有智，繫一大羊，以草穀好養；日三以狼而畏怖

之，羊雖得養，肥而無脂。牽羊與王，王遣人殺之，肥而無脂。王問：

『云何得爾？』答以上事。菩薩亦如是，見無常、苦、空狼，令諸結使脂

消，諸功德肉肥。」 

8 凡夫菩薩可先修同事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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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題 

本週挑一天，開啟自心於動中修假觀的模式，一整天於六作（行住坐臥語

作）之中，細觀所見所聞的人事物皆如夢如幻如化，並生起感恩心、慈悲

心，隨緣利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