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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健財/112.2.19 

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  

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 

◆ 問題討論： 

1. 佛的回答何以先從第二個問題開始？ 

2. 度眾之後，卻是沒有眾生得滅度的理由為何？ 

◆  論述： 

1. 須菩提問如何降伏煩惱，佛說應從度眾中實現。首先，一切眾生，我都

能不分種類而滅度之，這是一個大願的行為；但是，何謂「度眾」？  

2. 以佛法的觀念與方法幫助眾生度過困難，解決困難，稱為「度眾」。  

3. 首先，「眾生」是誰？包含胎生等九類眾生皆是，但實際上，許多與我們

有緣的眾生，如家人、朋友，我們是否在佛法的道路上互相扶持？自己

是否有幫助更多的有緣人來學佛？學佛是要有佛法的觀念。學佛者，信

仰三寶，勤修三無漏學，菩薩道則更以六度為懷，行於布施。 

4. 其次，滅度無數無量無邊的眾生之後，卻沒有眾生被我滅度，這是由於

菩薩不著相的緣故：不著四相，不著六塵相，不著眾生相。著相的話，便

不配稱為「菩薩」。 

5. 菩薩不著眾生相，這是無人相，隨時把對方放下，但能放下嗎？我相甚

深，但放不下，也不要互相傷害。 

6. 無餘涅槃與有餘涅槃相對而說，後者雖斷煩惱，但業報之身仍存，尚未

解脫飢寒老病之苦；前者指無學羅漢捨身悟入法性，則身滅心滅，出生

死海。 

7. 涅槃之義甚深，凡夫無法依文解義，「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一語，

是用小乘佛法的觀念來說，意即這是最高層次的解脫。 

8. 不但如此，度眾而能放下度眾之相，功成而不居功，這是大菩薩，做人

的道理也是如此，滿招損，謙受益，事情做完，便是告退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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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上是第三分的內容及其討論。 

10. 菩薩度眾是以「布施」為主要著力點，布施有三種：財施、無畏施、法

施，各有各的作用與價值，不必強分高下。 

11. 佛接著說，菩薩對於佛法的實踐，是基於不執著的精神而來，因為不執

著六塵之相而布施，功德是如虛空一般廣大，不可估量。  

12. 不住相布施，是要我們以不執著的心而行善，所謂「不住相」或「不執

著」，仔細地說，可分四個方面， 

○1  不是貪求別人對自己示好，而是隨時隨地，把握機會布施； 

○2  不是吝惜所有，捨不得給予對方； 

○3  不是分別心作祟，對於喜歡的人便多給，討厭的人便不給他； 

○4  不是妄想布施的功德，整天想著「布施的人有福」。 

13. 以上四點，應以直心，歡喜地付出，不貪求現實的好處，不吝惜自己的

所有，不分別對象的親疏愛僧，不妄想未來的福報，是真布施。 

14. 其次，不執著，不著相的功德是很大的，喻如「虛空」。「虛空」有廣大、

深遠、不壞之義。廣大是遍一切處；深遠是既深且遠；不壞是無物能摧。 

15. 那麼，心如虛空，廣大深遠，不容易被環境所打敗，須知這不是一個比

喻而已，在工夫上，您是如何做到的？ 

16. 然則，不妄想未來的福報，卻又喻如「虛空」，道理為何？一退一進之間，

是否這就是般若的智慧呢！ 

17. 這就是以「無住」為安住自己的心，能如是，不住一切相而行於布施，才

是「如所教住」：如其所教，不住而住。 

18. 所謂「不住而住」，即是以不執著為安住的要領，但這仍是相對的說法，

在相對的說法裡，用這個不執著態度來面對，這是相對的空。 

19. 生命如何才能見「無常」而證無我？證無我的話，當知真理中沒有功德

之相。功德者，即非功德。以非功德為真理，則超越功德之相，是真布

施。 

20. 結論：發心度眾，可以降伏煩惱，應以不執著的心做布施的事業，能如

是，布施的功德如虛空一般廣大深遠，這是佛陀的教誨，應該記住。 

布施不住於六塵 

福德喻如虛空廣 

無相布施難估量 

應以無住為安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