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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坐。 

我們剛剛講到海龜，我看那個動物片介紹：海龜它們的習慣，還是業力吧，

就是要在距離海邊有段距離的地方產卵，然後從海裡到岸邊一段距離產卵。產

卵之後呢，就剛剛講的，小海龜有的要努力突破那個殼，出來。突破殼之後，

它們也習慣就是突破殼之後，就趕快往海裡走。不是走，往海裡跑。因為一邊

跑的時候，一邊就海鳥很多，那種軍艦鳥一大堆，海鳥來抓它。所以呢，雖然

出殼的海龜可能很多，但是能夠活的跑到海裡去的就有限。這個也是“生即伴

隨眾苦”，在生的時候就同時有眾苦同時生起的。這是生苦的第一個定義。 

這個八苦，各分五門。這個內容各位要是想看詳細的，可以看《廣論》。

比如說你今天要修觀察修，你想要知道詳細的，除了參考我們上課講的內容之

外，你也可以參考《廣論》的內容，然後來觀察修。這第一個。 

二、生即伴隨粗重，故為苦性。生時伴隨生、住、增長煩惱之種子故，不

能安住於善，亦不如欲自主而轉。 

這個所謂“伴隨粗重”，這個“粗重”在很多經論裡面，它代表的就是煩

惱。我們今天怎麼來的？我們是伴隨著煩惱而來的。就像五種不淨觀當中講的：

種子不淨。為什麼我們會來？就是伴隨著煩惱而來的。除非你是法身大士，乘

願再來，那是另當別論。只要輪回當中的眾生，都是伴隨著煩惱。只是煩惱的

輕、重不同，所以會有六道的升沉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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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介紹“生時伴隨生、住、增長煩惱之種子故。”生的時候伴隨著生長

煩惱、安住煩惱乃至煩惱的增長。這個代表煩惱從生起到安住——“安住”就

是說它這個已經堅定了，極其堅固了，乃至於煩惱的增長。我們看十二緣就知

道無明緣行、行緣識„„等等的，就是有煩惱的無明。我們過去生的煩惱的無

明推動種種的行，善的行或者惡的行，善惡的造作，所感召到今生的識、名色、

六入、觸、受的果報，這個惑業苦。所以我們生的時候，都是伴隨著煩惱而來

的。 

就像我們人道眾生來說好了，我們人道眾生有很多人在投生的時候，是看

到父母在做交合的事情，這個時候內心起了貪愛的煩惱。那麼起貪愛煩惱呢，

因此伴隨著這個煩惱而來投生的，所以生的時候是伴隨著煩惱。而且伴隨的煩

惱還不是說一點點的，是伴隨著煩惱的生成，乃至於煩惱的安住、乃至於煩惱

的增長的種子——這個都是指的都是種子，從生成到安住、到增長。生的時候，

就伴隨煩惱種子而來的，所以“不能安住於善”，因為我們生的時候就是伴隨

著煩惱種子而來的，所以當我們生出之後，自然而然就不會安住於善。 

所以你看我們凡夫眾生，幹壞事不用人家教。但是做好事情，就要不斷地

勸勉、鼓勵，做好事的功德。但做殺盜淫妄的事情都不用人家教，自己就會，

這個與生俱來就會。為什麼呢？因為這個本來種子就是不清淨。種子不清淨，

就是他本身就是帶著煩惱種子一起而來的。 

所以不能安住於善業，所以“亦不如欲自主而轉。”“不如欲自主而轉”

就是說，他在修善業的時候，無法如欲，沒有辦法自在地修善。你不要說很簡

單的，你今天要修止觀打坐，打坐的時候，不是昏沉，就是散亂，這個就是“不

如欲自主而轉。”那麼這個主要因為我們伴隨著粗重，也就是伴隨著煩惱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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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這個是第二個，“生苦。”我們去想這個生，就帶著一大堆煩惱的種

子而來的，所以本身就註定，就是要苦的。 

三、生為眾苦之所依處，故為苦性。受生三界，依此因緣，遂增老、病、

死等諸苦。 

這個生是“眾苦”，就是生老病死乃至八苦，未來這個八苦——八苦所依

處，所以稱為“苦性”。就是說因為你有生才苦。就像老子說：“吾所以有大

患者，為吾有身。”就是因為有這個身，才會有種種過患、苦惱而生起。所以

這個生，本身就是個苦器。所以“依此因緣”，依著受生三界的因緣，所以會

有老、病、死的苦，因此而生起。它是未來眾苦的依止處，是個苦器。 

四、生為煩惱之所依處，故為苦性。受生輪回，便於貪、嗔、癡境生起三

毒，諸多煩惱由種種門逼惱身心，令其身心極不平靜，是故唯苦，不住安樂。 

生是煩惱所依處，怎麼說呢？你只要受生輪回，便在貪、嗔、癡的境界上

“生起三毒”。什麼叫貪、嗔、癡的境界呢？就是這種對於快樂的境界生貪、

痛苦的境界生嗔、不苦不樂的境界生癡，這個叫做貪、嗔、癡的境界，生起貪、

嗔、癡的三毒。所謂“境界”，本身就是這種樂受境界、苦受境界、不苦不樂

的境界，在這個境界上就生起貪、嗔、癡的三毒。然後呢，還有諸多的煩惱，

因此有種種門“逼惱身心。”有這個受生的身心，所以也會引發未來種種的煩

惱來逼迫身心，令這個身心“極不平靜”，“唯苦，不住安樂”。所以我們生

出來之後，它是未來的煩惱的依處。 

前面講的是眾苦的依處、苦惱的依處，這個是講的內在煩惱的依處。這個

是指的是生出來之後。 

五、生為不隨所欲而離別之法性，故為苦性。一切生之最終皆不出死，此

亦非為所愛，又此令其唯受眾苦。應數思維此等諸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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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呢，第五點事實上就告訴我們：有生就有死，所以應知是苦。它說“生

為不隨所欲而離別之法性。”所謂“不隨所欲而離別之法性”，這麼一長串，

主要講的就是什麼呢？死亡。因為死亡是不隨所欲的，而且是離別的，對不對？

就是讓我們的心跟我們的身離別的，跟我們今生的果報體離別的。不隨所欲，

離別的死亡這個法性，那麼故為苦性。 

底下解釋：一切生的最終皆不出死。有生就有死，必然的。前面我們觀察

死無常，我們也很清楚，甚至可能有的人思維觀察，也生起相應的覺受，真的

是生命是無常的。所以呢，“此亦非為所愛。”這個就是解釋“不隨所欲”，

這種死亡沒有人習慣的。除非你對淨土的信念很強：“我死了之後可以往生淨

土，歡喜”但這種人畢竟少數。大部分的人一提到死，臉都變了，都變色了。

所以“非為所愛”，也就是不隨所欲的。 

“又此令其唯受眾苦”，這個“此”就是說死亡。我們後面講到死苦，因

為死亡會讓我們受種種的眾苦。所以思維生苦從五門，五門當中包括一開始的

出生，就伴隨眾苦，也包括一開始出生伴隨著煩惱而來，這個一開始剛剛出生。 

再來觀察，因為有生，所以有外在種種的苦惱，還有第四個因為有生所以

會有內在種種的煩惱，這個是眼前的；再講到未來，因為有生，所以會有死亡

因而生起。你把它分析一下，這樣就比較好記。從前、中、後，前面兩個因為

有生所以伴隨眾苦，因為有生所以伴隨粗重的煩惱，這是前；中間呢，因為有

生，所以有外在的眾苦，還有內在的煩惱依之而起，它是個苦器，煩惱的器，

裝盛煩惱的器皿，這是中間；就後來說，因為有生，所以會有未來的死亡的苦

在等著你。這是從初、中、後三門來觀察生苦，開展就是五門了。 

丑二、思維老苦分二： 

一、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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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五：一、盛色衰退。腰曲如弓、頭白猶如艾花、額如砧板，佈滿皺紋，

由此等令容光失色，成非所愛。 

“老苦”，第一個就是“盛色衰退”，就是外在的原本年輕的時候種種莊

嚴的相貌，稱為“盛色衰退”。然後比如說“腰曲如弓”，你看老人家腰挺不

直，年輕腰都很直，老了挺不直的。因為氣衰了，脊椎骨也無力了，挺不直了。

再來呢，“頭白猶如艾花”，頭髮白了，這“艾花”就是種白色的花。所以在

法尊法師翻譯的，就直接翻譯成白花，白色的花，發白如雪。“額如砧板”，

砧板是什麼呢？一條條，砧板，佈滿了皺紋。那麼由此令“容光失色，成非所

愛”。這個我們大概消個文就可以了。因為這個是你要去打坐觀察修去體會的，

你體會才有辦法有真正的覺受。 

二、氣力衰退。坐時猶如重袋斷繩、起身如同拔舉樹根、口齒不清、步行

遲緩。 

就是說他這個氣衰了，這個“氣力”包括內在的氣都已經衰了。所以他坐

下來的時候，像我們年輕人坐下來時候，慢慢坐下來，因為這個腿還有力量。

老了時候坐下來，腿沒有力量了，就這樣“嘭”一下就坐下來，像“重袋斷繩”。

像很重的袋子突然繩子被切斷，“嘭”掉下來。所以你看老人家坐下來，都要

扶著這個桌子，慢慢、慢慢地坐下來。起來的時候，就扶著桌子慢慢、慢慢地

起來。因為他如果不扶的話，可能坐下來就掉下去了，“如重袋斷繩”。“起

身如同拔舉樹根”，好像你要拔樹根，給拔起來要很用力，起來的時候，要扶

著桌子很用力，要很用力地起來，這個就是“氣力衰退。”還有“口齒不清”，

也是這個氣衰了，所以講話的時候，講都講不清楚了。“步行遲緩”，走路就

走不動了，那麼這個是老，第二個。 

三、諸根衰退。眼等不能明見色等、忘念熾盛，由此等令念等之力衰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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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根”就是六根，六根都衰退了。包括什麼呢？“眼等不能明見色等”。

這個指的是眼、耳、舌、鼻、身五根都衰退了。眼睛看不清楚、耳朵聽不清，

乃至舌根，你吃什麼都沒味道，那實在是沒什麼意思。然後呢，“忘念熾盛”，

就是說很容易忘記，忘念這個事情是很熾盛的，轉頭即忘。前面你給他介紹這

個人叫做某某，過一會再跟他講，這個人叫什麼？忘記了，很快，忘念熾盛。

那麼因此呢，“由此等令念等之力衰減”。這個“念”就是意根的力量，念力—

意根的力量。“等”就包括所有六根的力量，都衰退了。眼根不清楚、耳根不

清楚等等，乃至意根也無力了，這是老，六根都衰退了。 

四、受用境界之力衰退。飲食等難消化，無法受用種種妙欲。 

就是說你這個受用，一切美好的受用，包括飲食等等的美好受用，都很難

以消化。比如老人家很多東西，要吃東西都很注意。有的像粽子，或者麻糬、

麻糍，那個都不能吃的。吃下去，可能就是要動手術了——因為長時間消化不

了，動手術了。所以這個難以消化，“無法受用種種妙欲”，這種美好的飲食

等等的無法受用了。就是說年紀大了他能夠受用的境界就很有限，不能夠受用

這麼多美好的境界。所以你看像那有錢的人，他有錢是有錢，可是他到了年紀

大的時候，他實際上很多他是受用不了的，那個錢對他就是一個數字的感覺而

已了。 

五、壽命衰退。壽多減盡，漸趨於死。應數思維此等諸苦。 

壽命大多已經滅盡。比如說人，差不多現在活個八十歲算不錯了。那我們

可能在座的人，大多數的人已經過了一半，已經超過一半。所以壽命已經漸漸

地滅盡，而且漸漸趨向於死亡。既然趨向於死亡了，怎麼樣呢？身心是恐怖的、

是不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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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老人家，在他面前——除非是信佛的——那老人家面前你絕對不能提

到“死”這個字，這個字非常忌諱。為什麼老人家都喜歡讚歎他：老人家長命

百歲啊！那大家也知道，不可能長命百歲，但是還是希望這樣的讚歎。因為年

紀越大越趨向死亡，他自己知道，那越害怕。 

尤其像老了“諸根衰退”，就像《涅槃經》講的“老來無三昧”。所以趁

現在我們大家身心都還強健的時候，要趕快修，包括修止、包括修觀。修止，

增加念的力量，念力的力量。到了老來的時候，這個念不會衰退太多。包括修

觀，因為老來就算你老來念力沒有那麼衰退，但是你要修觀也不比年輕的時候。

所以年輕的時候，或者趁現在這樣，中年吧，這個年紀還比較輕的時候，慢慢

練習修觀，不然年紀再大，你觀不來了。因為為什麼？耗神。你現在修就覺得

耗神，你到老了根本修不來，更是耗神，所以趁現在打下這個基礎。你打下這

個基礎的時候，未來縱然我們後面講病跟死的時候，你也就不怕了。不然一到

病跟死的時候，我們都會慌，大多數人都會慌。 

看第二段的總攝要點。 

關於“老苦”的總攝。 

慬哦瓦雲：“死苦雖烈，歷時尚短，然此老苦極為強烈。” 

他把老跟死作個比較。死苦雖然很痛苦，但是死苦是一瞬間的，叫“歷時

尚短”，死亡就那麼一刹那就過去了，但“老苦極為強烈”，就是說它這個苦

是強的，而且拖很久的。這個第一個，主要講的是說老的苦它是很強烈的。 

第二段： 

噶瑪巴雲：“年老漸至，故稍可忍；倘若一時頓至，實無法可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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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老苦”，它這個強烈怎麼個強烈呢？你年老，還好是慢慢至，慢

慢老的，所以我們會慢慢習慣，所以好像不覺得那麼樣子的苦。但如果說這些

前面講的包括盛色衰退，乃至壽命衰退„„，一下子突然來了，那麼這個實無

法可忍，實在是沒有辦法可以忍耐。那這個時候，可以感受很苦。比如你今天

好好的，明天突然氣力衰退、諸根衰退，那那個感受就很強烈了。而且“老苦”，

它拖得時間比“死苦”還長。而且那個苦不見得比“死苦”還好受。所以，這

個地方總攝說“老苦”，讓我們從這個地方去觀察。 

再看： 

丑三、思維病苦。 

分五：一、體質變壞。身軀瘦弱、皮膚乾枯等。 

也從五門觀察。第一個，“體質變壞”。體質變壞包括什麼呢？身體變瘦

弱，病了，身體自然瘦弱；或者“皮膚乾枯”，沒有光澤了。這就是內在的身

體變壞了，這是個苦，這個就不用說了，我相信各位都很有經驗。 

看第二個、 

痛苦、憂惱增長，並多住於此中。身中水等諸界不均、多寡失衡，故其身

受苦逼，由此令心生起憂惱而度晝夜。 

痛苦，還憂惱增長。“痛苦”是身，“憂惱”是心。等於說因為我們生病

了，所以身、心的痛苦，還有這個憂惱不斷地增長。而且呢，“多住於此中”——

大多是住於痛苦和憂惱當中。為什麼呢？底下解釋：因為“身中水等諸界不均”。

“等”就包括地、水、火、風，這個四大本來是個平衡點，達到個平衡。但是

病的時候，四大就失調，四大失調就叫不均；“多寡失衡”，多跟少失去平衡。

因為四大不調，那麼多少，或太多、太少，所以呢，“其身受苦逼”。那麼自

然而然，四大不調就引發種種的痛苦，這個是講到身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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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由身的痛苦呢，“會令心生起憂惱。”為什麼會憂惱？因為我們都貪

愛色身，我們最貪愛的色身居然病了。因為病的後面，可能等的是一個死，“我

害怕、憂惱”。就算這個病不會死人，但是呢，整天病呐，身體不舒服，然後

包括身體不舒服，包括我們對色身愛著的心，這個時候，我想“我的身體一直

一直在變壞，怎麼好呢？”那這個時候擔心、憂惱而度晝夜，這個就是前面講

的“痛苦、憂惱增長，並多住於此中。”如果沒有正念的人就是這樣子。 

看第三段、 

不能受用悅意之境。若雲：“諸悅意境有害於病。”則其不能隨欲享用，

亦不能作所欲之行。 

一切悅意的境界，有沒有我們喜歡的，五欲的境界、快樂的境界都不能受

用。譬如說底下解釋說，醫生告訴你這些悅意的境界有害於病，就不能夠隨意

享用：譬如說醫生跟我們說，我們現在咳嗽，咳嗽呢，所有的你喜歡吃的瓜類，

西瓜、哈密瓜„„所有冷的飲食都不能吃。如果說過去非常喜歡吃這類食物，

這個時候就必須要忍耐，不能吃，“不能隨欲享用”。那麼同時“不能做所欲

之行”，比如說，這個人喜歡旅遊，到處旅遊，但是呢，病了，他就不能夠到

處去旅遊了，就整天在家裡養病。這是第三個，你所悅意的境界不能受用。 

看第四個，相反的： 

雖非所欲，然須受用非悅意境。必須勉強受用非悅意境之藥品或飲食等；

亦須借助火燒、刀割等猛烈療法。 

非所欲的這些治療方法，然後必須受用這些非悅意境。底下解釋，就是說

“必須勉強受用非悅意。”你不喜歡的藥品，藥品沒有一個好吃的，那麼藥品

或者飲食。比如說這種飲食，對於你身體健康有幫助，你就必須要強迫自己去

吃。同時更甚至的要“借助火燒”，像針灸的這個灸，溫灸或者拔罐，拔火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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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我想各位都有經驗，我們大家都有經驗，那個拔火罐、火燒很痛苦。或刀

割，開刀，或者針刺等等的猛烈療法。那這都是非所欲的，必須要去受用。為

了身體的恢復，就變得要勉強自己去受用了。 

第五個呢、 

終於命離。見病無法療愈，便生痛苦。仔細思維此等諸苦。 

前面講了身的痛苦，這個地方第五個講了心的痛苦。“終於命離”，就是

說看到這個病很重的，無法痊癒，這時候內心會恐懼，甚至有人會憤怒。什麼

叫憤怒呢？“我學佛學這麼久，或者我用功這麼精進，怎麼我會得到這種病呢？”

憤怒，或者內心沒有依靠。因為平常也不好好修止、也不好好修觀，心中一天

過一天。等到病來的時候，心中對三寶沒有信心，這是最可怕的。對三寶沒有

信心的時候，整個就開始煩惱、憂愁、恐懼、怨天尤人，反正所有的負面情緒

都跑出來了。這個時候是最可怕的，就我們修行人來說是最可怕的。因為在這

煩惱當中如果死掉了，來世絕對是三惡道。所以各位有機會去醫院看看那些重

病的病人，回來我們都會警惕自己，回來真的要好好修止、修觀，好好拜懺、

好好積功累德、多培福。 

我們不敢說我們臨終沒有障礙，雖然我們我們也回向，也希望“願我臨終

無障礙”，但這個實在不敢保證。但能夠保證的是什麼呢？就是你心中的正念。

就算有障礙生起了，比如今天得了癌症，你心如何自處？對不對？你說得癌症，

醫生告訴我們我這個病很嚴重了，第四期了，你心還能不能夠安得住，你對阿

彌陀佛的信心能不能夠生起。我是覺得這個時候，我們都好好想一想。 

大你看像梁 0 那個病，比如說今天是我們，不是他，我們想一想，我們什

麼感覺，我真的能夠自在嗎？真的佛號這種信願心能夠提起來嗎？如果我們現

在就提不太起來的話，我們那個時候就不要奢望，你也不要對助念太過於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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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活著的時候就不太想念佛，或者心也提不太起來，你怎麼能夠奢望在臨終

那麼痛苦的時候，別人助念，你還能夠提起正念呢？所以我們如果說現在正念

提不太起來，想想未來如果得病，得重病了，那麼更提不起來。那這個時候我

們就會生起危機意識，危機意識你就鼓勵自己，不能天天摸魚、打混，要好好

用功，要多積功累德、多培福、多懺悔業障，這個絕對是對的。 

接著看到： 

丑四、思維死苦。 

分五：遠離
一
資財、

二
親屬、

三
朋友、

四
身體四種可愛盛事，

五
臨命終時將受猛

厲痛苦、憂惱。 

先看到這裡。這五點，前面四點就是包括：遠離資財：我們可愛的財富；

第二個，我們可愛的親屬，我們所愛的人；第三個，我們所愛的朋友；第四個，

最主要的，我們所愛的身體，這四種可愛的盛事。 

就像前面死無常觀的時候，觀察：死的時候除佛法外，餘皆無益：財富無

益；第二個，眷屬無益，眷屬就包括親戚和朋友，眷屬無益；第三個，身體無

益。 

要遠離這四種的時候是很難過的。各位可以靜下心來去想一想，比如說你

特別執著資財，或者你特別執著眷屬，還是你特別執著你這個色身。你就你特

別執著的這一點，你去想一想：假設你現在就要死了，然後呢，你被強迫馬上

要放下這些你所愛的境界，你什麼感覺？你不要告訴我你沒感覺。你沒有感覺，

那是因為你沒有好好想，你好好想你會有感覺的，你會覺得內心不安的。不安，

這個時候就知道，哦！原來我們對這個境界是這麼樣地貪著。那這麼貪著，這

個時候就要好好地修了。要常常去提醒、常常去思維觀察，“當我現在馬上要

遠離我最貪愛的這個境界，我什麼感覺？”你常常去想這個的時候，你就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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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現法、安住在當下、安住在學院的這些解行的功課安排當中，就不會打妄

想了。想這個、想那個，想過去、想現在、想未來„„不會想那麼多了。因為

最現實的問題就是死亡，這是最現實的問題，其他都是浮雲呐。 

第五個，還有“臨命終時將受猛厲痛苦、憂惱”。“痛苦”指的是身，“憂

惱”指的是心。“身”就是四大分離的時候，有的人他可能會像生龜剝殼一樣

的地痛苦——當然不是每一個人呐，有的人他會有這樣的痛苦。我也不敢期望

說我們今天出家多久，我面臨死亡一定沒有痛苦，這個不敢說。玄奘大師臨終

的時候都還痛苦呢，他在臨終前都還面臨這個身體的痛苦呢，那何況是我們。

所以呢，就是這個不敢期待。就是說，我們心中的正念，這是可期待的。 

當然一方面多積功累德，也是對的。可以減少臨終的障礙，身的痛苦。還

有心的憂惱，就是前面講的遠離資財、親屬、朋友、身體的這時候內心的極大

的憂惱，這個各位要去感受一下。 

意未厭惡彼諸苦前，應數思維。 

內心還沒有厭惡這些苦之前，生老病死這些苦之前，應當數數思維。這個

思維的話，最好就是在寂靜的心當中去觀察修。前面先念佛，或者持咒也行，

念佛、持咒，先修止。大部分的時間修止，然後呢，後面留一點時間，稍微百

分之十或者二十的時間來修觀。而且是數數地思維觀察，“應數思維”。 

然後呢： 

前四者為痛苦之理，觀見將離彼等而生痛苦。 

前四者就是說資財、親屬、朋友、身體，這個是內心痛苦的道理。因為為

什麼呢？“觀見將”你就是說在臨終的時候，觀察將離開彼等，因此內心就生

痛苦。這是解釋為什麼內心會憂惱、痛苦的原因。 

接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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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五、思維怨憎會苦。 

“怨憎會苦”就是說所謂的不是冤家不聚頭，聚在一起往往就是過去結怨

的。 

分五：譬如僅遇怨敵，
一
即生憂苦、

二
畏其治罰、

三
畏懼惡名、

四
畏苦惱死、

五

違背正法，故畏死後恐墮惡趣。應當思維此等諸苦。 

譬如僅僅是遇到怨敵，遇到冤家的時候，那麼怨憎會苦是什麼呢？有五點： 

第一個，“即生憂苦”。不用說什麼彼此互相傷害，你看到他就不高興，

這個就是說即生憂苦。 

第二個，“畏其治罰”。害怕這個冤家治罰你，害怕冤家來傷害你，用他

的力量來傷害你。 

第三個，“畏懼惡名”。就是說害怕他給你加上種種的惡名，他在外面說

你壞話，那麼叫畏懼惡名。 

第四個，“畏苦惱死”。“畏苦惱死”就是說，害怕他不斷不斷逼迫你，

逼迫到你一生的苦惱而死，叫畏苦惱死。這個地方法尊法師的翻譯他翻譯成“以

苦逼命中而不知”。就是說你害怕被他一直逼迫到死為止，這樣子叫“畏苦惱

死”。 

第五個，“違背正法”。“違背正法”就是說怨憎會，碰到冤家的時候，

不僅他會傷害你，有時候我們也會做傷害他的事情——報復，或者作一些不好

的，造就一些不好的惡業，這叫違背正法。違背正法所以“故畏死後恐墮惡趣。”

我們知道這個是惡業，而且我們心中不平，我們也造了。比如譭謗他或者傷害

他等等的。我們這個時候知道，我們造了惡業，我們說我們會害怕死後墮入惡

趣，這是第五個。所以“應當思維此等諸苦。” 

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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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六、思維愛別難苦。 

反過來的愛別離。 

分五：遠離己最愛之親友等時，
一
心生悲痛、

二
語發怨歎、

三
傷害自身；

四
念

彼境之功德，因貪戀故，令意苦惱；
五
失去彼之資財。應當思維此等諸苦。 

遠離我們最愛的親朋好友的時候，有五點的痛苦去觀察： 

第一個，“心生悲痛”。內心很悲傷、痛苦，這個不用講，就是可以理解

了。 

第二個，“語發怨歎”。內心痛苦，當然口中就會發出種種愁歎的聲音，

唉聲歎氣。 

第三個，“傷害自身”。就是說你跟你所愛的人遠離的時候，如果說你本

身心中又沒有正念的話，世俗的人碰到愛離別苦、很苦的時候，有的人吃不下

飯、有的人睡不著覺，甚至有人殘害自己，自殺都有，這叫傷害自身，痛苦至

極。看不到對方，跟對方不在一起，就活不下去。像這種古代很多這種小說，

從《羅密歐與茱麗葉》，到中國很多、很多的小說，《孔雀東南飛》，一大堆

都在講這個愛別離苦，傷害自身。 

第四個，“念彼境之功德”。“彼境”就是對方——你所貪愛的人的功德。

“功德”當然指的不是佛法的功德，就是說他的優點。想他多麼多麼的好，容

貌多麼的好、內心多麼多麼的好、個性多麼多麼的好„„念彼境的功德。因為

你常常去憶念、去貪愛他的功德，所以“因貪戀故，令意苦惱。”因為貪戀的

原因，所以內心不斷地加持，越來越苦惱。 

第五個，“失去彼之資財”。就是說，比如說夫妻或者父子等等的，當然

大家財產是共用的。父母會給孩子財產，或者夫妻財產共用的等等的。因為愛

別離，當然資財就沒有了，這種共用就沒有了。所以叫“失去彼之資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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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些苦，應當數數思維。所以我們要是對眷屬貪愛的時候，你就多想

想這些。這個眷屬包括你在家的眷屬（世俗的眷屬）、包括佛法上的眷屬，都

包括在內。要是貪愛心生起的時候，多想想愛別離苦，這個時候就想辦法把貪

愛心放下。 

丑七、思維所欲求不得苦。 

分五，如愛別離。所欲求不得者，務農秋實不成、經商未獲利等，於其所

欲，雖勤追求，然未得故，灰心憂苦。 

分五點，如愛別離。就是說所欲求不得苦跟愛別離苦一樣，心生悲痛、語

發怨歎等等的一樣。 

底下接著定義，什麼叫“所欲求不得呢”？這個叫求不得苦，怎麼定義呢？

譬如說務農的人，秋天本來要收成，但這個秋實卻沒有成就。可能被蝗蟲吃了，

可能氣候不調、缺水，結果無法結果等等的，求不得苦。或者“經商未獲利等”，

想賺錢卻得不到等等。包括我們一切一切的，想祈求得到的都得不到，這個都

是求不得苦。 

所以只有無求，才無苦。只要凡事有所求，就有所苦。 

當然對無上菩提的追求，那個是種願力，這個不是，這個以外。 

所有世間的一切聲名、地位、權勢、五欲„„所有一切、一切的祈求，它

都是苦因。你想離開世間的苦，只有放下對世間的這種追求。所以“於其所欲，

雖勤追求，然未得故”，所以內心灰心，還有憂苦。這是求不得苦。 

丑八、總之，思維經說五種取蘊為苦之義分二： 

這個五取蘊苦，或者有地方會說五蘊熾盛苦，這是八苦的第八個。我們在

講五取蘊之前，我們先介紹這個五蘊的基本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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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蘊，就是色、受、想、行、識，這各位都知道。色是色法，受、想、行、

識是心法。那麼五蘊這個本身呢，它是通於染淨的。染的話，從地獄的眾生有

地獄的五蘊；清淨，佛陀有佛陀清淨的五蘊。所以五蘊本身，它本身、本質不

能說是苦，它本身就是個果報的顯現。從地獄到佛，都有五蘊的顯現，它通於

染淨的。 

但是“五取蘊”，或者我們會有時候說成“五陰”，那這個就是苦。因為

五取蘊就是對五蘊身心當中的一種取著。這種五蘊身心當中這種取著的心，所

以感召到未來染汙的身心、染汙的五蘊，這種取著，本身它就是苦，或者稱為

五陰。 

五陰的話，五佛是沒有五陰的，佛只有五蘊，沒有五陰。 

因為“陰”是什麼呢？陰是“覆蓋”的意思。像陰天，天氣陰，陰天，烏

雲密佈，覆蓋著整個天空，所以陰是覆蓋的意思。五陰，就是九法界眾生，從

地獄到菩薩，它有五陰。 

但是佛是沒有五陰的，佛只有五蘊。 

那五陰也好、五取蘊也好，它的本質就是苦。因為這個是跟煩惱相應、跟

取著相應的，所以它的本質是苦的。關於五取蘊的苦，這個比較複雜，後面剩

下三分鐘講不完。我們今天課就先講到這個地方好了。 

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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