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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健財/109.12.27 

一、 課程導讀 

1. 本講的重點有三個。首先是回到文本當下的場景，此室唯有一床。文殊問：

「居士此室，何以空無侍者？」維摩詰有兩個答案。一是：「諸佛國土，亦

復皆空。」二是：「一切眾魔及諸外道，皆吾侍也。」前者是「空」，後者

是「有」，空則一切皆空，有即一切是有。然則，是「有」還是「空」？這

也是不可說，但都說了，為甚麼？這是本章重點之一。 

2. 就 「空」而言，何謂「空」？「空」當於何求？ 

3. 關於「空」，分別而言，仍有所說，知空才懂空，需要有無分別智的空慧，

並連分別亦空，那麼，「空當於何求？」「當於一切眾生心行中求」。為甚麼？ 

4. 就「有」來說，眾魔樂生死，與菩薩之有生有死，是大不相同的。前者是

醉生夢死，後者則是願意捨生取義、殺生成仁。此外，外道是樂於有見，

菩薩則是見無所見，雖同是見，卻有「動」與「不動」之別。雖然如此，

但眾魔與外道卻得成菩薩的侍者，這是甚麼原因？ 

5. 以上是談論空與有，以見空有的關係，以及對生命的啟發。 

6. 其次，文殊問：居士此疾，所生何病？病何形相？ 

7. 維摩詰說：無形無相，非身非心，非四大，非離四大。 

8. 因為眾生之病，是從四大失調而起；而菩薩之病，則是眾生有病而來，然

則，菩薩之病，是「有病」還是「無病」？菩薩因眾生而生病，病情嚴重

嗎？這是本章重點之二。 

9. 問題至此，文殊不禁要問：「菩薩應云何慰喻有疾菩薩？」一個生病的菩薩，

該如何自我療癒？ 

10. 原來，菩薩會生病，也許，病得並不簡單，需要認真面對，並且，「菩薩應

云何慰喻有疾菩薩」？究竟是「誰」對「誰」作關懷？ 

11. 維摩詰的回答，可以分為七項內容： 

○1  身為無常，卻不厭離此身，厭離是病，稱為「憂鬱症」。  

○2  身雖有苦，卻不樂於涅槃，追求涅槃，請問何處是淨土？  

○3  身雖無我，卻以眾生為眾緣所生而樂於說教引導，「無我」不是放棄自己

的熱情與責任。 

○4  身雖空寂，當說空而不空，不說斷滅。斷滅不是空寂。 

○5  懺悔而不懊悔。懺悔是誠心面對當下的自己，懊悔是煩惱於過去。生命當

應常常懺悔而不是懊悔。 

○6  因為自己生病，感同身受，同情眾生之病，當知過去無數劫以來生死之苦，

也念念記住饒益眾生為本懷。生病是增上之因，生病非壞事，不能當作懶

惰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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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想起自己所修的福報，念於正命，不生憂愁與煩惱，精進不斷，以有病

之身，經常為人解憂，治療眾生之病。雖然病得非常嚴重，但生命依然

樂觀與積極，可以幫助別人。 

12. 「菩薩應如是慰喻有疾菩薩，令其歡喜。」一個有修行的菩薩應當如是慰

問告訴生病的菩薩，這是本章重點之三。 

二、 〈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之（二）慰喻病況 

○1  文殊師利言：「居士此室，何以空無侍者？」 

   維摩詰言：「諸佛國土，亦復皆空。」 

○2  又問：「以何為空？」 

   答曰：「以空空。」 

○3  又問：「空何用空？」 

   答曰：「以無分別空故空。」 

○4  又問：「空可分別耶？」 

   答曰：「分別亦空。」 

○5  又問：「空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六十二見中求。」 

○6  又問：「六十二見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諸佛解脫中求。」 

○7  又問：「諸佛解脫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一切眾生心行中求。」 

   又仁者所問：「何無侍者？」 

   「一切眾魔及諸外道，皆吾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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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眾魔者樂生死， 

   菩薩於生死而不捨； 

○2  外道者樂諸見， 

   菩薩於諸見而不動。」 

○1  文殊師利言：「居士所疾，為何等相？」 

   維摩詰言：「我病無形不可見。」 

○2  又問：「此病身合耶？心合耶？」 

   答曰：「非身合，身相離故；亦非心合，心如幻故。」 

○3  又問：「地大、水大、火大、風大，於此四大，何大之病？」 

   答曰：「是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水火、風大，亦復如是。而眾生病，從四大 

   起，以其有病，是故我病。」 

   爾時，文殊

師利問維摩詰

言：「菩薩應云

何慰喻有疾菩

薩？」 

維 

摩 

詰 

言 

： 

「 

○1  說身無常，不說厭離於身； 

○2  說身有苦，不說樂於涅槃； 

○3  說身無我，而說教導眾生； 

○4  說身空寂，不說畢竟寂滅； 

○5  說悔先罪，而不說入於過去； 

○6  以己之疾，湣於彼疾；當識宿世無數劫苦，

當念饒益一切眾生； 

○7  憶所修福，念於淨命，勿生憂惱，常起精進；

當作醫王，療治眾病。 

菩薩應如是

慰喻有疾菩

薩，令其歡

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