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維摩詰所說經》第六講  

《維摩詰所說經》第六講 

胡健財/109.9.20 

一、 課程導讀 

1. 〈方便品〉記述維摩詰巧用「方便」，藉「生病」為名，大談得病的原因，

以及不再生病的道理。對凡夫而言，生病只是受苦，現在卻是病人向問病

的人說法，要大家看清楚這個會生病的肉身，應該發心學佛啊！  

2. 經文舉出十個比喻，聚沫、水泡、陽焰、芭蕉、幻術、夢境、影子、回響、

浮雲、閃電，藉此暗示身體的虛幻不真。然後細數此身之無主、無我、無

壽、無人、不實與空虛，說明此身四大為家，沒有「我」之存在，也沒有

「我的」存在。因此，這個身體是甚麼？它是無知、無作、不淨、虛偽、

災難、老病與當死，……只是五陰、十八界、六入所合共而成。  

3. 肉身是如此不可依，應該速離；所追求者，應是永恆的法身。 

4. 法身是從佛法的智慧而生，經文指出 14 項的內容，這些內容通過它的名

目，了解它的意涵，有助建立我們對佛法的知見。唯有捨彼就此，方能斷

一切眾生所生之病。 

5. 觀身是苦是修慧，勤修智慧是解脫苦海的關鍵，此即以小乘佛法為基礎，

再以大乘佛法為重心，融通小大，出世而入世，入世而超世，關鍵是以「度

眾」為目的，這是「發心」之重要，因此，「當」發菩提心，學佛應時時

刻刻檢查自己的菩提心是否仍在。假如沒有發起「菩提心」，仍不走在這

條學佛之路上，仍是佛法的門外漢。 

二、〈方便品〉第二之（二）示疾度眾 

其以方便，現身有疾；以其疾故，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婆羅門等，

及諸王子，並餘官屬無數千人，皆往問疾。 

其往者，維摩詰因以

身疾，廣為說法：「諸仁

者！是身無常、無強、無

力、無堅，速朽之法，不

可信也！為苦、為惱，眾

病所集。諸仁者！如此

身，明智者所不怙： 

○1  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 

 

 

 

 

○24  是身如毒蛇、如怨賊、如空聚、陰界諸入所

共合成。」 

「 諸 仁 者 ！ 此 可 患

厭，當樂佛身。所以者何？

佛身者，即法身也。 

○1  從無量功德智慧生， 

○8  從三十七道品生， 

 

○14  從如是無量清淨法生如

來身。 

諸仁者！ 欲得 佛

身，斷一切眾生病

者，當發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心。」 

如是，長者維摩詰為問諸病者，如應說法，令無數千人，皆發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