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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一段： 

    次見自身墮於苦海，並見欲從彼中解脫須滅其苦；  

同時也要看到自己是墮於苦海當中，而不是說只是種哲學的分析，三苦、八苦、

什麼苦，分析到最後跟自己沒關，不是的。你要看到自己本身就在苦海當中，同時

看到自己必須要從這當中得到解脫，所以必須滅這個苦。 

下一段： 

    又欲滅苦，了知若未遮止其因苦終不滅，便生“其因為何”之念，由此了知

集諦，故于苦後宣說“集諦”。  

    接著呢，介紹集諦的生起的因緣。就著修行的角度來說，苦諦之後為什麼要觀

察集諦的原因。就是說我們儘量看到苦，同時也看到我們在苦當中，這個時候我們

就很想要滅除這個苦--所以“欲滅苦”，所以了知如果沒有遮止這個苦的因，苦終

究是不會滅的。這個時候我們接著就會去想，“便生‘其因為何’之念””，就會

生起什麼念頭呢？“這個苦的因到底是什麼呢？”那麼有這個念頭生起的時候，了

知集諦，就會去觀察集諦--惑業的這個境界。所以苦後，佛陀會自然地宣說集諦，

這是集諦生起的因緣。 

    其後了知輪回眾苦皆由有漏業生，彼業又由煩惱所生，而其根本即是我執，

便知集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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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方是介紹集諦的內容。前面講集諦是苦諦的因，這個時候觀察集諦，也

就是苦諦的因到底是什麼呢？其後就去思維觀察，了知輪回的眾苦都是由有漏業而

生起的。這是觀察業--惑業苦的這個業。“有漏業”包括有漏的善業和有漏的惡業，

“漏”就是煩惱，然後呢，“彼業又由煩惱所生”，那麼這種有漏善、惡業的生起

又是由惑--煩惱就是惑--這個煩惱所生。這個煩惱指的就是貪嗔癡，因為貪嗔癡而

造作一切的善惡業，這個是從粗到細去分析集諦。 

然後“而其根本即是我執”，這個“其”就是根本，煩惱的根本就是我執。那

我們再反推回去：“有我罪即生”，三界輪回的根本就是我執。所謂“我執”就是

說你認為這個身心——“我的身”、“我的心”，“我現在能夠思維造作的就是我

的心”；這個四大假合稱為“我的身”，你認為這個是“我的身”、“我的心”這

種真實的執著叫做“我執”。 

有我執的話，這是細的；接著就會有粗的，帶動起比較粗的貪嗔癡的煩惱。那

麼我執也好、貪嗔癡煩惱也好，這都是屬於“惑”的境界。那麼有“惑”的這個煩

惱，接著這就會推動“業”，那麼“業”包括善業、包括惡業，那麼這些都是稱為

“有漏業”。“有漏”是有煩惱，依著煩惱所生的業。這個惑跟業就是“集諦”。 

    若見我執亦能滅除，誓願現證斷苦之滅，故于集後宣說“滅諦”。  

為什麼“苦集滅道”，“集”之後會講滅諦呢？若是看到我執——你看到我執

的這個相，你當然就知道“亦能滅除”。你就知道我執實質上就是一種顛倒想，這

種顛倒想透過正理的推斷：比如說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三性四相各方面

的方式去推論，觀察這個“我”不可得，這個時候看到我執也能夠滅除。能夠滅除，

這個時候呢，我們就有信心了，就能夠發起誓願，能夠現證，能夠今生親證斷苦的

http://www.so.com/link?url=http://fodian.goodweb.cn/dict_read18.asp?ID=548&q=%E6%9C%89%E6%BC%8F%E4%B8%9A&ts=1482028248&t=d040b6ddf7b909ecdfe42291cc77453&src=haosouhttps://www.so.com/_blank
http://www.so.com/link?url=http://fodian.goodweb.cn/dict_read18.asp?ID=548&q=%E6%9C%89%E6%BC%8F%E4%B8%9A&ts=1482028248&t=d040b6ddf7b909ecdfe42291cc77453&src=haosouhttps://www.so.com/_blank


上
良

下
因法师 

這個“滅諦”。 

所以在集諦之後，佛陀就會宣說滅諦。或者說誓願現證斷苦的寂滅，這種寂滅

的境界，所以佛陀接著又為我們宣說滅諦。 

這是第一段佛陀講“苦集滅道”的次第的原因。 

第二段：破除對於依此次第講說所產生的問難。這個是一個料簡。                                               

    或曰：“若爾，示苦諦時，便能生起欲解脫心，故於苦諦之後應說滅諦。” 

這個地方有人問說，這樣講的話，佛陀說完苦諦，這個時候就能生起想解脫的

心。既然生起想解脫的心的話，直接跟他講滅諦之後就好了，還要說集諦做什麼？

這個問題，聽起來是蠻有道理的。既然他有解脫的心，就像一個人，他剛來到寺院，

他就很有道心，你還跟他講我執、貪嗔癡煩惱„„介紹這麼多名相幹什麼？他很有

道心，你跟他講這個安住在不生不滅境界的“滅諦”就好了，還講這麼多做什麼？ 

看底下的解釋： 

    無過，因于爾時雖有欲解脫心，欲得息除眾苦之滅，然猶未明眾苦之因，未

見其因定能遮止，是故不念應現證滅，不執解脫為所求故。  

他這樣，就是說“無過”，當然這樣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因于爾時雖有欲

解脫心”，那個時候他雖然也有想求解脫的心，因為看到苦，三苦、八苦，各式各

樣的苦，他也生起想解脫的心；那麼也有“欲得息除眾苦之滅”，他也想得到這種

不生不滅的這種滅諦的境界，他也想得到。 

但是底下有個問題：“然猶未明眾苦之因”。這個時候他如果不知道這個苦的

因在哪裡，而且呢，“未見其因定能遮止”，就是說，因為他不瞭解這個苦的因到

底是什麼，所以他對於這個因，也就是集諦，對於這個“因決定能夠遮止”，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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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不到。因為他連這個因是什麼都不知道，所以他當然也不能夠真正地知道這個因

是能夠可以遮止的。 

那這樣有什麼過患呢？“是故不念應現證滅，不執解脫為所求故。”就是說他

對這個因，他事實上是模模糊糊的；模模糊糊的，所以說他“不念”，他之所以“不

念”就是他沒有這種很堅定的信念“應現證滅”，應當來證這個滅諦。也就是說

“不執解脫”為最終目標、為最終的所求。 

這個也就是說，雖然說沒有錯，他今天見到苦諦，他也會想希求滅諦；但是這

個苦的原因，他如果沒有看到的話，他對於“想證得滅諦”這個心，他不會那麼樣

得強烈。因為就是說，真正的信心不是來自于一時的這種激情、一時的這種很興奮，

不是的，而是要透過智慧。就是說你看到三界的苦，你希望從三界的苦當中得到超

脫，那這個時候不是說“我很想超脫”就能超脫。 

如果說你都不學教理，你不知道這個束縛的因、這個苦的因到底在哪裡，你說

你很想求得解脫，然後你也每天很用功地拜佛、很用功地念佛、修行、修苦行種種

的，但對這個因不瞭解的話，事實上你修行的過程當中是很容易退的，很容易退失

你對於滅諦的追求的心。所以就是說“不執解脫為所求”。 

因為修行當中如果你不瞭解它的“因”的話，你就沒有辦法真正的從“因”去

下手；沒有辦法從“因”去下手的話，“因”就會不斷不斷起現行，縱然你今天修

種種的苦行、種種的加行，讓這個煩惱的“因”暫時遮止。因為修定嘛，修定把煩

惱暫時伏住，但是呢，它總會現行的，早早晚晚總會現行的。就是說你對這個“因”

沒有辦法很有效調伏的時候，這個時候你對這個“果”——這個果上的解脫，也就

不會那麼強烈地作為自己追求目標了。因為它常常現行，你也調伏不了，所以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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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對於這個果的追求慢慢也就不是那麼強烈了。 

所以你今天必須要瞭解它的“因”，而正式去破壞他的“因”，那麼“因”不

斷不斷地破壞，當我們煩惱破除一分，我們自性開顯一分，這種法喜開顯一分，真

實而堅固的法喜開顯出來，你才有辦法真正地去追求不生不滅的這個滅諦。所以這

個就是我們必須要瞭解它這個“因”的道理是在這裡。 

所以必須要學習集諦，你有集諦的時候，你看到它的“因”，然後你就能夠不

斷去破壞它的“因”，你修道求解脫這個信念才會越來越堅固。比如說你今天出家

久了，隨著出家越來越久，然後你的煩惱越來越淡薄，你真正地看到煩惱的“因”，

你煩惱越來越淡薄，這個時候你對於求解脫的心就會越來越強烈。就是你出家久了

之後，你這種想要求解脫的心就會越來越強，你會很堅定地告訴自己，“我一定要

修行，深入地修行，求解脫”，而不會被世間的八法——利、衰、毀、譽、稱、譏、

苦、樂而動搖，不會的。因為可以說你看到曙光了。你透過出家，不斷地修行，你

真地看到這樣的修行真正地能夠滅除我的煩惱；你也知道煩惱行相，你也是真得不

斷地滅除煩惱，這個時候你對於求解脫這個事情，你就會越來越有信心。世間這種

順境的誘惑、逆境的考驗，你的心不會真地放在上面。 

相反的，如果你對煩惱的“因”不瞭解，你只是靠剛剛出家的一種道心、剛開

始的一種衝勁去修，然後你沒有正式對治你的煩惱，只是暫時修定，以石壓草，那

這種煩惱沒有辦法真正的滅除；沒有辦法真正的滅除的時候，它就可能一而再、再

而三地不斷地出現；不斷出現的時候，慢慢地世間的八法對你都會很有影響力——

因為你對修道求解脫這個事情，你沒有真正的信心。沒有真正信心的時候，快樂境

界也好、痛苦境界也好，一來，你心就很容易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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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個就是說，我們為什麼要瞭解滅諦——苦因——滅諦的這個道理就在這

個地方：你才有辦法正對治、才有辦法真正地得到法樂。你得到法樂，你才有辦法

真正地“執著解脫為所求”，真正地把“解脫”這個事情，今生得到“應現證滅，

應求解脫”這個事情當成你今生的一個重要的目標。 

就像一個修行人，為什麼他在山上能夠住幾十年不下山？就是因為他真正地看

到集諦、看到煩惱，然後去破壞煩惱。破壞煩惱當中，慢慢得到法喜、慢慢得到信

心。有了信心之後，對於今生要現證證滅， 今生“應現證滅”，今生要求解脫這

個事情越來越有信心了。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下一段： 

    若執：“應當現證解脫、滅諦。””便念何為趣解脫道，趣入道諦，是故“道

諦”最後宣說。  

這說明“道諦”的生起次第。“若執”，“執”就是說它不是這種煩惱的執著，

而是種堅定的信念。若生起堅定的信念想說應當“現證解脫”，也就是滅諦。這個

時候就去念，“念”就是思維，就去思維何為解脫道，什麼是解脫道呢？“這個滅

諦是很好，那我怎麼樣趣向解脫道呢？”“怎樣趣入‘道諦’呢？”這個時候佛陀

所以就為大眾宣說道諦。 

所以苦集滅道四諦的次第是這樣的。所以佛陀說“知苦、斷集、慕滅、修道”，

苦集滅道四諦就修道的次第來說是這麼安排的。“知苦”讓我們生起希求解脫的心；

“斷集”，解脫心生起的時候，我們要看它的因就是“集”，必須要斷；第三個“慕

滅”，這個是我們未來要追求的目標，所以不生不滅的這個“滅”，我們必須去仰

望——慕滅；那怎麼樣趣向滅諦呢？就是修道。“知苦、斷集，慕滅、修道”，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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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次第必然。 

第三段、透由正理成立必須依此次第。  

    大小乘中多次宣說此四諦法，善逝於此總攝趣入輪回、從彼跳脫之諸要義，

故于修解脫時極為重要，亦是修持關鍵之大總集，故須以此次第引導弟子。   

前面是講理由，次第生起道諦的理由；這個地方是引經典來說，在大小乘的經

典當中，佛菩薩地多次宣說次第的法。其實整個佛法總的就是苦集滅道四諦，就是

說苦集是世間因果，滅道是出世間因果。你看佛陀有時會宣說苦，世間的苦；有時

候宣說種種的煩惱相，或者善惡業的相，這是集諦；有時候佛陀會宣說實相——不

生不滅的理體，是滅諦；佛陀有時候會為我們宣說六波羅蜜，或者宣說四念處種種

的法，就是道諦。所以整個大小乘的經典，總合起來就是苦集滅道四諦。所以懂得

四諦法，就是懂得整個大小乘佛法。 

但是四諦再往上提，苦集就是世間的因果，滅道就是出世間的因果。然後再往

上收攝，世間和出世間的因果不離開我們這念心。所以經典裡面所宣說的道理不離

我們這念心，是這個道理。因為心開展出來就是世間的染汙因果跟出世間的清淨因

果。那麼世間染汙因果就是苦集二諦；出世間清淨的因果就是滅道二諦，所以這是

總攝，四諦法它總攝大小乘所有的法門。 

所以各位不要以為修行四諦只有聲聞人修，其實不是的。就看你怎麼去會這個

四諦法。你看天臺宗講藏通別圓四教，有四種的四諦，所以四諦是總攝整個大小乘

的佛法，這個是個根本。 

所以，“善逝”，就是佛陀，於四諦的法它當中“總攝趣入輪回”，還有“從

彼跳脫之諸要義”。“趣入輪回”就是苦集二諦，“從彼跳脫之諸要義”就是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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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諦。在經典裡面實質上總攝起來就是這四諦。 

所以在修解脫道的時候，四諦法是非常的重要，也是修持關鍵的大總集。就是

說你修持的法門很多、很多、很多，八萬四千法，無量無邊的法，但是總的來說就

不離開四諦，就理上來說不會離開的。 

所以“故須以此次第引導弟子”，說上師引導弟子的時候，必須要以這個四諦

的次第來引導弟子。什麼次第呢？“知苦、斷集，慕滅、修道”。首先引導眾生知

道世間是苦，知道世間是苦，然後他才會生起斷集，乃至慕滅、乃至修道的心，求

解脫的心。所以知道世間是苦，這個基礎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所以我們在教授的時候，不要一下就講很高很高的法，應當先從最基本

的“知道世間是苦”這個事情，去讓眾生去認識，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底下說： 

    若未由思苦諦門中，於輪回起真實厭棄，則求解脫唯成空言，任作何事悉皆

成集； 

這個地方是說明它的重要性，就是說，為什麼這段第二行它說“修解脫時極為

重要”，為什麼？底下解釋，就是說你如果沒有能夠從思維苦諦這個門當中，對輪

回生起真實的厭棄，這個時候，你對於求解脫這個事情就是空言。因為你對於解脫，

就是拉住我們，使我們不能解脫這個因你沒都有生起厭離的時候，這個時候沒有希

求厭離的心，怎麼能夠真正得解脫呢？ 

你對三界還覺得很可愛，你並不認為三界是苦，你每天在那個地方拜佛、念佛，

這個時候就跟修仙的差不多了，很逍遙、很快樂，在這個山上很好，不想下山。因

為山上很清涼、很快樂，然後用功完了之後，身體健康、心情愉快，然後對所有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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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一切：我的身、我的心、我的一切受用，都是很滿意、很貪戀。那這樣子的話

呢，沒有對輪回起真實的厭棄，對輪回當中的這個境界，五取蘊苦也好，或者依報

也好，沒有生起真實厭棄的心，那麼在這個山上修行，說希望得到解脫，這個就只

是空話而已。 

“任作何事悉皆成集”，就是你做什麼事情，不管拜佛、念佛、聽經、聞法、

讀誦經典„„一切一切的都是“集”。集是什麼呢？就跟惑和業相應。當然你這個

業是隨順于清淨的業，是白業和善業；你在山上拜佛、念佛、打坐，乃至聽經聞法，

這個都是成就人天的善業。但人天善業的本質也是跟我執相應的，甚至是跟貪煩惱

相應的，這個時候都是跟“集”相應的。用功的時候身體健康、心情愉快，很貪戀

這個境界，“我很貪戀我的佛堂”；或者在研究經典的時候，非常喜歡研究經典，

很歡喜——只是一個歡喜，甚至貪戀這種眼前的境界的話，這樣的結果就只是跟

“集”相應。 

所以為什麼剛一開始上課時，我們講剛開始的時候，初學，談不上什麼出離心、

菩提心，先學會聽話。不過這個在我們學院可能是不容易，要大家聽話。我們學院

是要求公平、公正、公開，一切都是合理化、制度化。但是各位自己要有覺悟，這

個我就不多說了。 

先要求聽話，在這個聽話當中，慢慢把我執放下。我執放下，這個時候再觀

察„„這個時候把我執放淡，不敢說放下，把我執放淡，我執放淡了之後，這個時

候再觀察三界是苦，這個時候才有辦法真正地跟法義能夠相應。跟法義相應的時候，

你再去修苦集滅道四諦，才有辦法真正地相應。 

不然的話，如果說一切都是滿我們的願、滿我們的心，一切都是很合理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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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這樣的話，你所做的都是跟集諦相應，最起碼跟是我執相應。學院給你最好

的、最滿意的一切、一切、一切，然後呢，這個時候都是跟我執相應。 

所以你看為什麼古德他們在修行的時候，都是不止一年、兩年、或者三年那種

淨人的教育。所謂“淨人教育”就是說在家居士修苦行，一年、兩年，甚至三年，

這樣的磨練之後，然後才讓他出家；出家之後，然後慢慢、慢慢沙彌教育；沙彌教

育完了之後，然後就是比丘教育，這個也是一種必然的次第。 

當然，我們在佛學院是不可能要求這麼樣高標準，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說，我

們如果沒有辦法觀察這種三界真的是苦，真正生起這種厭離的心，這個時候往往還

是跟我執相應的，甚至跟貪嗔癡的煩惱相應的。那麼這個時候做很多很多的用功和

加行，往往還是跟我執相應，就是“任作何事悉皆成集”的這個道理。所以我們必

須自己要有所警醒，就像蕅益大師在《寒笳集》裡面說的“身見重者，宜苦行消

之”。 

就是說你面對順境、面對逆境你都要往道上會，不要說一定要求順境。你要求

全部都是順境的時候，我們眾生的心法爾如是，自然而然地就會生起我執這種貪愛

的心。縱然我們在山上學了很多的經論，或者做了很多的加行，事實上最後都是跟

我執相應的。那這樣子的話，很難成就一個法器——修道的法器。 

所以各位可以多看看《高僧傳》或者高僧大德的開示，回憶一下，就是看看古

代叢林的教育是什麼樣的方式。所以，就是說我們自己要有所覺悟了，知道真正的

傳統教育是怎麼樣的教育，那麼我們學院是給大家一個很廣大的空間、很寬的空間，

不會要求到那麼細，什麼事情都要白師什麼的，不可能的。但是呢，我們要注意在

修學過程當中，不要增長自己的我執，這個要很注意。所以“任作何事悉皆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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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 

然後再來呢: 

    若未由思集諦門中，善加了知輪回根本——諸業、煩惱，猶如射箭未見靶心，

則其修道關鍵已斷，於非解脫三有之道妄執為是，其後必定勞而無果； 

講到集諦。就說你如果沒有在觀察集諦，由思維集諦門當中，而去“善加了知

輪回的根本”——也就是業跟煩惱的話，那有什麼過患？就像射箭，你沒有看到靶

心，你連靶在哪邊你都不知道，你就射、射、射，能夠中到靶心的機率那可以說是

零。 

所以底下合法，就是說“修道關鍵已斷”，這是重點，“關鍵已斷”。就是說

我們講修道，我們要修行、修道，那麼所謂“修道”，或者“修行”的關鍵是什麼

呢？就是要破壞輪回的力量，牽引我們到輪回的力量，也就是集諦，也就是業跟煩

惱，這是個關鍵，你必須要瞭解。 

你說你要得到解脫，你必須要瞭解是什麼力量讓你不能夠得到解脫，對業跟煩

惱的行相要去學習、要去瞭解。如果你對這個不瞭解，只是做種種的加行，那麼這

個時候呢，這個“關鍵已斷”；甚至“於非解脫三有之道妄執為是”。就是說我們

心中有種種的主張：“我認為我應該怎麼樣去修，我才能夠得到解脫”、“我應該

怎麼”、“我應該這樣”、“學院應該提供我什麼樣什麼樣的環境、一個什麼樣的

加行、一個什麼樣的解門的環境„„”，個人的主張沒有辦法放下的時候，很有可

能對於“非解脫三有”的這個道，就是說事實上，你在做這些一切一切“修行”的

時候，都是跟集諦相應的，它本身不是解脫三有的這個道，但是你卻“妄執為是”，

你卻虛妄地執著這個是真實的，這個是應該的、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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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剛才講的那個道家、那個外道，他認為他很逍遙、很自在。但是他就算他

再怎麼逍遙自在，也比不上色界、無色界天的天人，壽命也比不上他們。他們頂多

壽命幾千年，甚至上萬年已經了不起了，色界跟無色界的天人，那個壽命多長啊！

就算色界、無色界的天人他真正的逍遙，那最後還是輪回啊。 

所以對於這種非解脫三有的這個道，卻虛妄執著以為是，“其後必定勞而無

果”。所以為什麼一開始真的要學“聽話”，因為有的很多修行的道理，這個必須

過來人來為我們指點。 

就像以前我剛出家的時候，我師父說我的種種缺點，我根本無法瞭解，是出家

久了才慢慢理解的。但是我師父就要求我們要聽話，但是在這個聽話當中，慢慢、

慢慢地去體會師長所說的開示，而且還必須去實踐，在實踐當中去體會。 

就像有的人，他會認為過午不食是不需要的，因為很多、很多、很多的理由；

但事實上你真正地去持午，過午不食的話，你發現它的利益勝過千言萬語。如果你

剛開始就能夠聽佛的話，佛告訴你要過午不食，出家眾過午不食，就聽佛的話，去

過午不食，剛開始，雖然我們什麼都不懂，但就是老老實照著做，慢慢地你就體會

到了，這個勝過千言萬語。但你認為“不需要過午不食，我怎麼、怎麼、怎麼的”，

這個時候往往就是自己的一個損失。 

所以剛開始要求為什麼要求聽話，因為這個道路我們不清楚，必須有善知識來

引導。在這個過程當中慢慢引導，我們才不會“於非解脫三有之道妄執為是”，我

們就能慢慢把個人的主張放下。因為我們個人主張當中很多是“非解脫三有之道”、

很多是跟我法二執相應的，我們不知道。你能夠透過剛開始的聽話、隨順、和合，

隨順師長、隨順大眾，慢慢地把這種個人主張放下之後，然後慢慢地，“非解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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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道”就會慢慢也放下了。 

那如果相反的呢，“妄執為是，其後必定勞而無果”，做很多的加行，但是可

能，最後往往不是你要的結果，跟解脫無關。 

所以底下總結： 

    若未能知所斷——苦、集，則亦不明息滅彼之解脫，故雖希求解脫，亦唯增

上慢矣。 

說你如果沒有斷除苦跟集，對於不明白“息滅彼的解脫”，就是滅諦的道理，

你不會明白的。因為所謂滅諦，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這個你如果沒

有煩惱慢慢淡一分，或者這個苦，慢慢放下，對苦的執著、煩惱慢慢放下，惑業慢

慢放下，放下一分，你這種自性清淨心才有辦法慢慢開顯一分。如果沒有辦法慢慢

斷除“苦、集”，也就是說你沒有辦法斷除苦、集，當然出世間的因果不可能開展

出來，自性清淨心不可能真正地開顯出來，所以你永遠沒有辦法明白，“滅除彼之

解脫”，也就是這個滅諦，你沒有辦法真正地瞭解。 

那這個時候，縱然做種種的加行、苦行，但是事實上還是跟非解脫道相應。為

什麼？因為你在修的時候，你這個集，你這個我、法二執沒有放下。所以雖然希求

解脫，到最後也是增上慢。就是自以為是：“我做了多少的加行、我懂得多少的經

論、我出家多久、我多大的福報”等等、等等，都是增上慢。 

所謂“增上慢”，就是說“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就是說，他以為他是解脫，

他以為他已經得到解脫了，或者跟解脫相應了，事實上他就可能只是福報比較大而

已。因為不斷地加行，或者不斷地聽聞佛法，他福報大了。福報本身也是一種堪能

性，堪能性也會使你的身心安樂、清淨，但是跟解脫無關，跟真正的解脫三界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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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係的。 

所以你看為什麼《廣論》一開始前面講要親近善知識，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他如果沒有這種經驗、沒有這種體會，真正地放下內在的執著，他不瞭解，他

永遠沒有辦法真正瞭解，所謂“不生不滅，不垢不淨”的“滅”是什麼道理。 

就像最近有個人在網路上他跟我說，他說有一個人“非常非常有善根，然後他

想出家，但是問題是什麼呢？道場都不行”，這個道場不行、那個道場不行，所以

他就不能夠出家。那我就跟他說，他個性如果不改，他對於出家解脫這個事情，夢

都夢不到。他說“我們不是要做夢，我們是要在明白當中去求解脫的”。所以他不

瞭解我說的話，什麼叫“夢都夢不到”。就是說不要說白天你都不知道，晚上做夢

也夢不到。就是說，所謂解脫這個事情，如果個人的習氣、個人的執著不放下的話，

就是蕅益大師講的“夢都夢不到”。縱然他做很大的加行，甚至他認為他有多大的

善根，道場怎麼、怎麼、怎麼樣的不配合他——他永遠就沒有辦法真正地知道什麼

叫做解脫，他不會知道的。就算他所謂他很有善根，他做很多的加行、學了很多的

佛法，就算他認為他有所得，最後只是增上慢而已。這樣的人現在太多太多了。 

好接著往下看： 

    壬二、正修苦諦。 

前面講那麼多，就是告訴我們要認識三界是苦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說這個要

生起也是不容易的，尤其我們住在山上的這個環境。世俗的人他不容易，是因為在

世俗的環境浸泡久了，頭腦混沌了、根鈍了，他很難思維苦諦。而在山上修行久了，

有時候久了很難生起，是因為太安樂了。慢慢修行久了有福報，山上又很清涼，太

安樂的時候，那麼這個時候，對於“三界是苦”這個事情慢慢也淡忘了。雖然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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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但是對於這個苦是淡忘了。 

淡忘結果怎麼樣呢？當你福報享盡或者業障現前，或者重病來的時候就知道了。

就是說雖然我們在山上不斷地修行，但是我們一直不認為世間是苦。當你不認為世

間是苦的時候，自然而然你就會貪著“我的身、我的心、我的衣缽、我的受用”，

一切一切都貪著。都貪著的結果就是，在病苦來的時候起顛倒。所以為什麼很多修

淨土的人到醫院的時候就顛倒？因為他沒有去觀察“世間是苦”的這個本質，所以

念佛也會給讓人帶來很大的快樂、很大的法喜，但是在這個法喜、快樂當中，也同

時不斷地去貪著這個身心。所以當身心敗壞的時候，他就顛倒了。 

所以這個對於修行人來說，修苦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為這種修行修得不錯

的人，到最後，到醫院重病來的時候顛倒的例子太多了。 

當然我們講這個，並不是說我一定不會，我是說至少我們有這種危機意識，知

道說這個事情很重要。而且我們自己看到、聽到太多了，知道這個很重要，所以我

們要有危機意識。 

“正修苦諦”的方法分為二段： 

    對了，我先講一下這個學期我們作業考試的評分方式，我們考試的評分方式就

是，每一周寫一次作業，但是你不用每一周交，每一周寫一次作業，作業內容是什

麼呢？就把這一周（一個禮拜）三堂課的內容整理，你可以全部整理也可以，你可

以選擇主題性的整理也可以。你就注明這是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我們總共才

十周左右，注明第幾周的筆記內容。筆記，我剛剛講有兩個方式，你要是發心好好

學，那麼就把我們一個禮拜三堂課的內容仔細地整理，歸納整理，這是一個方法；

你要不想這麼累也可以，那麼你就找一個主題，比如說我們在講八苦內容，這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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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講八苦，把八苦的內容做個總整理也行。然後在期中的時候交一次，期末考試的

時候交一次，這個是我們這學期的評分方式，就是要交個人的筆記。那這個筆記是

什麼，就是整理的筆記，不是說你聽課的抄錄的筆記，而是你透過聽講之後，你把

經文的內容，綜合經文內容，綜合我講的內容做個整理的筆記。那各位要是對整理

筆記不太清楚，可以請問謙因法師，他會給各位一個圓滿的答覆。 

    就是你要整理筆記之前，我先講個重點，你整理筆記之前，你先不要急著動筆，

比如說我們今天講的這個重點，比如說，四諦它的次第的必然性。次第的必然性，

你先想一想，或者你先看一看那個文，先想想這個內容，它這個內容當中分幾個重

點。想清楚之後呢，再來動筆。那各位慢慢訓練，做這樣的訓練，抓重點的這個訓

練，這對於未來你的學修也都會有很大的説明。 

    我們看到壬二、正修苦諦。分為二段： 

    癸一、思維輪回總苦。癸二、思維輪回別苦。 

    癸一、思維輪回總苦 分為二段： 

    子一、思維八苦。子二、思維六苦。  

    先看到“思維八苦”。 

八苦的內容是什麼？當然我想我們佛學院的同學都應該要會，內容都要把它記

下來。內容記下來之後，甚至八苦的相，各取五相等等的，也能夠發心記下來更好。 

“思維八苦”分為五段： 

    第一段、 依根器的次第而修。  

    修共中士一切所緣法類之時，凡下士時所說共法，此亦應取。  

先看到承接下士道的部分，就是說你要修中士道的“一切所緣法類”。“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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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類”包括：思維輪回苦，輪回總苦、輪回別苦這些的；或者思維集諦、滅諦、道

諦這些的，這個都是中士道所緣法類，四諦的內容。在修這個法的時候，前面下士

道，共下士的時候所說的共法“此亦應取”。就是說，這個時候在修的時候，也應

當要取前面的法來修。就是說，這是就著思維修來說。比如說我們今天觀修思維

修——觀修八苦，觀修八苦的時候，同時也可以配合前面的觀修死無常、三惡道苦、

皈依、業果等等的，配合著修。因為前面是基礎。 

那這麼多法要怎麼修呢？乃至後面還有很多法，上士道還有很多法，中士道、

上士道還有很多法，怎麼修呢？這個就是我們前面跟各位介紹的廣修和略修的差別

的方法。比如說你現在重點在修八苦，中士道的苦諦當中的八苦，這是你的重點；

那麼你在打坐當中思維修八苦，就認真地修。但是你前面那個，包括暇滿、皈依，

暇滿難得、死無常這些的，你就稍微帶過去。稍微帶過去，可是也就根據這個頌文，

誦念過去。我們這個觀修儀軌底下不是都有攝頌嗎，就把前面那個頌文慢慢地念過

去，一邊念一邊隨文入觀。假設你前面都已經這樣，都已經廣修過了，前面廣修過

了，你這樣根據攝頌慢慢念過去的時候，這樣略修，它就能夠帶動那個覺受。 

比如說前面那個皈依，最前面那個暇滿難得——道前基礎的暇滿難得，你曾經

認真地修，然後也在這個修的當中生起強烈的覺受了，曾經廣修過了，那這個時候

你再念暇滿難得的攝頌的時候，或者乃至憶念暇滿難得這個法的時候，這個標題、

這個法的時候，就會多少帶動這個相應的覺受：暇滿難得、死無常、三惡道苦、皈

依、業果„„這樣一路下來。然後，前面我們根據這樣，攝頌念過去，慢慢念過去，

然後到思維中士道的時候，這個八苦，我們現在重點在思維苦諦的八苦，再廣修。

這個叫做“于下士時廣說共法，此亦應取。”因為有那個基礎的時候，你再思維這



上
良

下
因法师 

個八苦，乃至後面的法都會有説明。這個就是廣修和略修的善巧。 

下一段： 

    諸不共之所修法類，若有慧力，應當如下所述而修；  

“不共”的話呢，就是指的中士道不共的法類，“若有慧力”，如果智慧夠的

話的人，“應當如下面的敘述而來修”。就是《略論》後面這一些不共的法義也要

來修。 

然後： 

    倘若慧力微劣，可暫舍置所引經教，唯修當下所示法義體性。  

這差別是什麼呢？就是說，你如果智慧夠的人，當然你憶持力也夠。 

時間到了，那今天講到這裡好了。 

 
聽打:慧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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