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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導讀 

1. 何謂道場—光嚴菩薩 

2. 「道場」是學道與修道的地方，一般的理解，即是「寺院」之所在，但寺

院可能只是一個「建築」物，也可能曾經是道場 ，而如今已經不是；或者

說：此一是道場，彼一亦是道場，台灣道場何其多！何處是皈依所在？佛

法何處覓道場？ 

3. 依佛法的知見，所謂「道場」，即非「道場」，意即不要執著「道場」的形

式與外表，而是用「心法」來理解。所謂「心法」，是「心」之所在，「心」

之所嚮往，才是道場之所在，因此，有修行才有道場，沒有修行，便失去

道場的資格。然則，修行是甚麼？修行是藉著佛法的知見，修正自己的身

口意三業，具有修行之種種努力的地方，即是道場之所在；否則，即使是

金碧輝煌的佛殿，仍不是道場，只能說是一座漂亮的建築物。 

4. 興建道場不容易，護持道場也不容易，須對「法」有真正的了解。 

5. 經文共有 32 段話，分別說明道場之所在，以及之所以是道場的理由。但它

的表達與上次定義「菩提」不同，是用「肯定式」的「是」來一一肯定，

那麼，是否具有其中一項的內容，即可稱為道場？而不必全部都具足！ 

6. 「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是以「直心」來定義「道場」，那麼，何謂「直

心」？有答案嗎？這個答案是誰給的？其次，經文說「無虛假故」，何謂「虛

假」？要能思考這些問題，找出道場之所在。 

7. 「布施是道場，不望報故」，它點出有一種「望報」的布施，但真正的布施，

是要三輪體空，以「布施」為「道場」，即藉布施來鍛鍊捨心，凡夫若不能

超越執著，仍是世俗觀念的話，則只是增長無明，不是修行。 

8. 道場是甚麼？一一用佛法來定義，即是說，須合乎佛法才是道場，32 段話

只是舉例的說明，舉一反三，觸類旁通，不可執著。 

9. 注意這個「肯定式」的表達，與「否定式」的表達有何不同？在「肯定式」

的表達中，一一皆是，從「肯定」中入道；在「否定式」的表達中，一一

皆非，從「超越」中入道。但真理是甚麼？真理甚麼都不是，若有「是」

相，或「非」相，都不應著相。 

二、 〈菩薩品〉第四之（二）何謂道場 

佛告光嚴童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光嚴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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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憶念我昔出毘耶離大城，時維摩詰方入城，我即為作禮而問言： 『居士從

何所來？』答我言：『吾從道場來。』 

我問：『道場者何所是？』 

答曰：『 ○1  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 

○2  發行是道場，能辦事故； 

○3  深心是道場，增益功德故； 

○4  菩提心是道場，無錯謬故； 

○5  布施是道場，不望報故； 

○6  持戒是道場，得願具故； 

○7  忍辱是道場，於諸眾生心無礙故； 

○8  精進是道場，不懈退故； 

○9  禪定是道場，心調柔故； 

○10  智慧是道場，現見諸法故； 

○11  慈是道場，等眾生故； 

○12  悲是道場，忍疲苦故； 

○13  喜是道場，悅樂法故； 

○14  捨是道場，憎愛斷故； 

○15  神通是道場，成就六通故； 

○16  解脫是道場，能背捨故； 

○17  方便是道場，教化眾生故； 

○18  四攝是道場，攝眾生故； 

○19  多聞是道場，如聞行故； 

○20  伏心是道場，正觀諸法故； 

○21  三十七品是道場，捨有為法故； 

○22  四諦是道場，不誑世間故； 

○23  緣起是道場，無明乃至老死皆無盡故； 

○24  諸煩惱是道場，知如實故； 

○25  眾生是道場，知無我故； 

○26  一切法是道場，知諸法空故； 

○27  降魔是道場，不傾動故； 

○28  三界是道場，無所趣故； 

○29  師子吼是道場，無所畏故； 

○30  力、無畏、不共法是道場，無諸過故； 

○31  三明是道場，無餘礙故； 

○32  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 

如是，善男子！菩薩若應諸波羅蜜，教化眾生，諸有所作，舉足下足，當知

皆從道場來，住於佛法矣！』 

說是法時，五百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