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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詰所說經》第三十二講 

胡健財/110.4.11 

一、 課程導讀 

1. 非道佛道，煩惱為種，看似真理，其實也是「相對」的講法，在相對中，它是偏於

對「非道」與「煩惱」的肯定，藉此說明真理所在。維摩家業則從世間法中談出世

間之所在，至於本品，則是提出「不二」的觀點。「不二」者，沒有差別，沒有不

同，換言之，萬法不在「非道」與「正道」的「相對」中。 

2. 世俗執著於相對，有煩惱，有智慧，依佛法之見，是錯把「幻有」當作真實。其實，

在煩惱中，獲得智慧；在解脫中，面對煩惱。不以煩惱為煩惱，能從煩惱中解脫——

可見煩惱不完全是煩惱，煩惱中仍有智慧。 

3. 多少、大小、是非、對錯，並非一成不變，相對中，存在著「不二」的關係，因為

多可以變少，少也可以增多，他們的關係是會改變的。因此，當多不為多，少不是

少，大不為大，小不是小，生命從此反省，便有不同的體會。 

4. 「煩惱」是幻有，似有而幻；「解脫」也是依煩惱之幻而立名，二者都不是真實。

懂得二者皆幻，這是智慧。但是，沒有煩惱，何來解脫！既有煩惱，何謂解脫？解

脫與煩惱即幻而空，一掃「有」之障礙，這是「寂滅」。 

5. 入不二法門，是進入沒有差別，沒有不同的世界，法門者，法即是門，門亦是法。

共有 32 項，包括 31 位菩薩及文殊菩薩的發言，最後，則是維摩詰示範，本品分為

三次講解，先談前面十項內容： 

○1  生滅不二：若了法本不生，不生則不滅，請問：「生」是何時有生？生命通常是

不由自主進入一個「開始」，佛教稱為「因緣」，一旦緣生，便有緣滅。緣生則

緣滅，不生亦不滅；然則，如何是「不生」？若了此「不生」，便得「無生法忍」——

安住於「無生」中，進入不二的法門。無生者，沒有生，沒有滅，因為花開是

生，花落是滅，生滅是過程，生滅是相，生滅同時，生即是滅。一切本來如此。 

○2  我與我所不二：「我所」的世界是從「我」的世界導引出來，沒有「我」，便沒

有「我所」的世界。不二法門，是從「無我」中體會。放下「自我」的分別，

例如：有一個喜歡「批評」的自己，便有一個「看不順眼」的世界。凡夫不知

問題是從「自我」產生，以為有一個看不順眼的世界需要自己抱打不平，在相

對中，便被境界所轉，這是紛爭的由來。「無我」的工夫是從「無」中產生：例

如：不要批評、不要建議、不要說話、不要…… 

○3  受與不受不二：諸法因受而得，不受則不可得。在不可得中，沒有取捨，沒有

作行，可見「不受」是工夫。凡夫處在以「覺受」為得，例如：夏天吹冷氣，

讓人覺得很舒服；修行便是不斷放下對「覺受」的執著，以「不受」為「態度」。

不受，是沒有受之「得」，同時，也離開受之「困」。不受：不接受、不承認。

生中有得，受中有得，生命是在不知不覺中，有生、有受、有得。然而，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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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不是得，它是滅；有受之受也不是得，它是失。在生之得中，在受之得中，

我們喪失生命的自由。於是，不生是不隨萬法之生而隨波逐浪；不受是不隨萬

法之受而左右逢迎。要能中流砥柱，立定腳跟；而凡夫往往被萬法表面之生所

欺騙，被自己的覺受所蠱惑。不受——則無取成功，生命永遠保持謙虛，佛教

的語言是「寂滅」——不要驕傲。 

○4  垢淨不二：垢不是淨，淨不是垢。若見垢之實性為空性，空性則不再有淨相的

分別。然則，順於「垢相」之滅而悟道，是對「垢相」不再堅持，當「不好」

的感覺消失之時，便是沒有分別的妄想。例如：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處

處是蓬萊。 

○5  動念不二：念不動時稱為「無念」，不動中，沒有分別的對象，沒有分別的作用，

也沒有分別之心。在沒有分別中，動念不二，通達動者是塵，不動是心——塵

境有動而心不動。 

○6  一相無相不二：萬法歸一，是謂「一相」：萬法歸無，是謂「無相」。諸法一相

是統一心，諸法無相是無心；統一心何以即是無心？可見從集中心到統一心是

過程，從統一心到無心也是過程，過程雖然不同，但要能「平等」看待。入於

平等則是統一心與無心沒有不同：不取於統一心，亦不取無心，不在二者之間

分別與取捨。 

○7  菩薩心與聲聞心不二：菩薩是利他為心，聲聞則自利為懷；標榜利他是大乘佛

教凸顯聲聞佛法之狹隘。但是，在不二的真理中，利他中有自利，自利中有利

他，本無菩薩心與聲聞心的不同。例如：凡夫心既不是菩薩心，也不是聲聞心，

因此，「觀心相空如幻化者，」這是說給誰聽的！「無菩薩心，無聲聞心，」是工

夫。 

○8  善與不善不二：善是十善法，不善是十不善法，在修行中，十善為道，對照十

不善之非，然而，修行以善為善，終必需要放下對善之執著，此即沒有不善，

一切皆善。不起善與不善的分別，在沒有不善之相中通達，稱為「無相」，無善

相無不善而進入不二法門。 

○9  罪與福不二：在凡夫世界裡，有罪與有福是不同，但佛教教導我們：一切皆空。

此即罪性本空，福性亦空；空性沒有不同，則罪福不二。修行是需要這個金剛

智慧「決了」罪福無別之相，換言之，需要更高的視野看待世間所謂的「罪」

與「福」，然則，生命不被現實所困，是決定生命品質的態度。 

○10  有漏與無漏不二：有漏是煩惱，無漏是沒有煩惱，這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一般

的修行是擺脫煩惱，追求沒有煩惱；現在則要求：不著煩惱相，也不住沒有煩

惱相。不著煩惱，則煩惱與我無關；不住沒有煩惱相，則煩惱時，我仍然是自

由。二者皆不著不住，特別是後者，沒有煩惱相，稱為「智慧」，要能不住，這

是工夫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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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上所說，是從字面上說明相對中的兩個世界，它們是截然不同的。但是，相對中

也並非完全相反而不能相通相容。關鍵是：事相之相反，繫乎我們對事相的態度。

例如：困難與容易，將因人而異。那麼，真實的情況會是難者非難，而易者非易，

視乎個人的態度而已，因此，只要在言說上，把這個道理講清楚，在心態上能作調

整，這是「教」的功能。 

7. 其次，31 項問答，只是悟入不二法門的方便言說，是相對中的表達，但有所言說

將是永遠說不完，因此，要進入「不二」的真理，進一步必須體會在「無言無說，

無示無識」當中，超越「語言」的層次才，是進入「不二」之法門。 

8. 然則，說「有」是兩個世界，說「沒有」，是沒有兩個的不同，這都是在「說教」

當中，真理當是更有超越，即超越言說的範圍，一切盡在「默然」，佛法在悟。 

二、 〈入不二法門品〉第九之（一）隨各樂說與默然無言 

   時，維摩詰謂眾菩薩言：「諸仁者！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各隨所樂說之。」 

○1  會中有菩薩名法

自在，說言：「 

諸仁者！生滅

為二。 

法本不生，今則

無滅。 

得此無生法忍。 是

為

入

不

二

法

門

。 

」 

○2  德守菩薩曰：「 我、我所為二。 因有我故，便有

我所。 

若無有我，則無我

所。 

○3  不眴菩薩曰：「 受、不受為二。 若法不受，則不

可得。 

以不可得，故無取、

無捨，無作、無行。 

○4  德頂菩薩曰：「 垢、淨為二。 見垢實性，則無

淨相。 

順於滅相。 

○5  善宿菩薩曰：「 是動、是念為

二。 

不動則無念，無

念即無分別。  

通達此者。 

○6  善眼菩薩曰：「 一相、無相為

二。 

若知一相即是無

相，亦不取無相。  

入於平等。 

○7  妙臂菩薩曰：「 菩薩心、聲聞心

為二。 

觀心相空如幻化

者。 

無菩薩心，無聲聞

心。 

○8  弗沙菩薩曰：「 善、不善為二。 若不起善、不善。  入無相際而通達者。 

○9  師子菩薩曰：「 罪、福為二。 若達罪性，則與

福無異。 

以 金 剛 慧 決 了 此

相，無縛、無解者。 

○10  師子意菩薩曰：「 有漏、無漏為

二。 

若得諸法等，則

不起漏、不漏想。  

不著於相，亦不住無

相。 

如是諸菩薩各各說已。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  

     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時維摩詰默然無言。 

    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 

     說是入不二法門品時，於此眾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