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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日：2024-11-28 

主講人：釋聖玄 

北京大學· 

哲學博士/候選人 

經典教導 
 

《維摩詰經．文殊問疾》 
《佛說大方等頂王經》 

《文殊師利所說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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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課─架構 

 
 

 
 
 

                 
              

 
求法者 

非色受想行識之求 
非三界求 

不執佛、法、生 
求法者 

無見苦求 
無斷集求 

無造盡證修道之求 
 
 
 

     
    
       

          

主題名稱： 
求法者－ 
無見苦求、 
無斷集求 

 

 般若經典 

    《維摩詰經．方便品》 

主講人：釋聖玄   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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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詰經．不思議品》 
第3講 

求法者－ 

無見苦求、無斷集求 

  維摩詰經．不思議品－概說 

不思議解脫 
－終極本質 

無住心－ 
解脫法門 

直覺思惟 
－徹底彰顯 

展示 
－神通變化 

清淨國土  

vs.  

佛國淨土 

    五大特色 

釋聖玄‧北京大學/哲學系   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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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解說： 
求法者－ 

無見苦求、無斷集求 

      
 
 

《維摩經．不思議》：求法者－無見苦求、無斷集求之一

經
典
援
引 

 

 《維摩詰經．不思議品》云： 
“夫求法者，無見苦求，無斷集求，無造盡證修道之
求。” (《大正藏》第14冊，#0475經，頁546上，秦．鳩摩羅什/譯

釋
義 

無見苦求：行者應該超越苦之現象所束縛。 

無斷集求：超越斷除因緣所生的苦因－集，直入體悟：
苦之性本空。 

無造盡證修道之求：應該超越盡一切造作，只為求圓
證菩提的錯誤求法。 

綜論：行者應該隨順因緣，而非盡一切造作，意圖彰顯
證悟菩提之能事。菩提，乃法爾如是，非佛陀或任何行
者所能言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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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經．不思議》求法者－無見苦求、無斷集求之二 

深
度
解
析 

 

 

苦，是因緣所生的現象，由苦因－集所生，無集則無苦。
苦，之所以為有，乃因緣所生，然其性本空，是謂：無

自性。 
集者因緣有，因緣有則無自性，故集亦無自性。 
苦無自性，其當體即是滅，故不須更滅以證實其為有。

淨
印
法
門
經 

《佛說海意菩薩所問淨印法門經》云： 

“諸法不生是苦智，諸法平等是集智，諸法盡義是滅智，諸法無為是道

智。於彼身受心法中，如理隨觀一一法。” 

 (《大正藏》第十三冊，#0400經，頁482下，宋惟淨等譯) 

經典教導：所有的現象（法）不會生起，了悟如今因人的起心動念而生起，
這就是苦的智慧。只有超越因緣所生法去體悟苦之因－集，方能徹悟一切
法皆平等，這就是集的智慧。所有現象終究要滅盡，這是止息－滅的智慧。
就終極真理而言，一切現象不只是有為，同步也是無為，這是道的至上智

      
 
 

《海意菩薩淨印法門經》四諦智－苦、集、滅、道 

淨
印
法
門
經 

《佛說海意菩薩所問淨印法門經》云： 

“諸法不生是苦智，諸法平等是集智，諸法盡義是滅智，
諸法無為是道智。於彼身受心法中，如理隨觀一一法。”
 (《大正藏》第十三冊，#0400經，頁482下，宋惟淨等譯) 

經
典
釋
義 

所有的現象（法）不會生起，了悟如今因人的起心動念而
生起，這就是苦的智慧。只有超越因緣所生法去體悟苦之
因－集，方能徹悟一切法皆平等，這就是集的智慧。所有
現象終究要滅盡，這是止息－滅的智慧。就終極真理而言，
一切現象不只是有為，同步也是無為，這是道的至上智慧。
行者在日常身體、感受和心意識諸法門中，應該如理觀察
每一個現象，及其相應的智慧、解脫－終極真理。 
 

主講人：釋聖玄   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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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AI教學 
－ 

無見苦求、無斷集求、
無造盡證修求 

 

    無見苦求vs. AI啟發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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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背景 
 

“無見苦求” ：意指不
止理解苦的現象，而是深
入苦的根源和超越苦的智

慧。超越「現象」側重本
質。自足     

 

 
 

應用 
 

教育者可以使用 AI 生
成模式，幫助學習者超

越表面的「痛苦經驗」，
更深入理解問題本質。 。 

 
 

AI對應 
 

AI學習，講究數據中學習
模式，但不執著於表象，
而是挖掘深層規律（如深

度學習） 

 
 

 

 

生活例證 
 

透過 AI 模擬災難場景，
學習應如何從根本上預
防苦的產生。 

無斷集求vs. AI 數據持續訓練 

無斷集求 

不中斷地觀察苦因，
以利看清全貌。  

確保不迷失在苦的
現象界。 

 
 

AI對應 

持續更新數據模型，
以適應變化的需求，
不斷優化算法 

幫助學習者養成系
統性探究，以利了
解 “集”的因果關係 

  

現
代A

I 

與
佛
學 

無造盡證修求" vs. AI自我優化 

 

無造盡證修求 
強調「盡」的體證, 來自行為造作，

通過內觀來證悟。本因。 

 
 

AI自我校正與優化 
 通過反覆的模型評估與校正，實現對
目標的漸進式達成，而非一蹴而就 

 

 

應用 
基於 AI 個性化學習，幫助
學習者透過自我反思與校正，
找到屬於自己的解脫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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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AI與佛法整合平台 

 
智慧推薦：AI 根

據使用者興趣，推
薦經文或教義學習。 

 
情境模擬： 提供

虛擬的禪修情境，
讓學習者體驗「苦

集滅道」的各階段。 
 

智慧推薦 + 模擬  
 

自我反思： AI 提供
心情分析與語音日記功
能，鼓勵使用者進行日

常反思和修行日誌記錄。 
 

師徒互動： 平台可引
入佛學導師，通過 AI 
分析，為學習者提供個
性化的指導。 
。 

自我反思+ 互動 

恭祝閤府：妙吉祥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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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釋聖玄   北京大學/哲學系/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