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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維摩詰經》生命實踐— 

對話AI人工智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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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日：2025-1-9/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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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堂課─架構 

 
 

 
 
 
 
 

  法無行處、無取捨 
無處所，若執， 
非求法也。 

法名無相、無為， 
不可住， 

不可見聞覺知。 
若求法者，於一切法 

應無所求 
     
    
       
              
從 

          

 
主題名稱： 
若行見聞覺知 

－ 
非求法 

 

 般若經典 

 《維詰經．不思議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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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講  

若行見聞覺知－非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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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突發重病－十天痊癒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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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諸苦－業障現前 
 

過去的造作，今生受報 
懺悔業障; 出家一樣要受報。 
發願：永不再犯…這是快速

痊癒的機轉。 

 
 有相培福－基本功 

 

根本智未彰顯：則一切
有相培福，仍停留在量與
數的較量。功德，因而受

限。 
 
 

三施不斷－貴人無數 
 

財施：NT$2541萬，自己
一無所有，全數樂捐救苦。 
法施：教學18年未曾間斷。
天天雲端播出，未曾怨言。 
無畏施：養流浪犬、放生 

 
 
 

 

 

無相修慧－功德根本 
 

《大乘義章》云：”依
智起福．依福起報。” 
一切功德、果報，源於

根本智的彰顯，杜絕邊
行善、邊造惡業。 

徹底痊癒－根本智彰顯 

 
 

出世間法  
 
財/法/無畏施：天天行善 
懺悔：釋放負能量 
誦經/咒/號：接正能量迴
迴向：功德奉獻成大貴人 

 
 

培福：落入量/數較勁
修慧：根本智是金鑰…
昇華思惟→超越二元對
立→與苦和諧統一發展
→能量昇華→圓滿解套 

 培福 
 修慧 

世間法 

救急之法，四處尋找貴
人，但最後無力解套！ 
因為，沒有對治因果！  

世間法：解套現象界結 
出世間法：解套三世因
果的糾纏…這才是正招 

世
間·

出
世
間
法 

︱ 

併
用 

招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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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苦－坊間錯誤法 

 

專注世間法－無力全面解套 
世間法，解決現象界．世間膚淺面，但卻
無力涉入因果解套。但世間諸苦卻是來自
累世自行造作的因，今生必須面對苦果。 

 

只求培福－落入量/數較勁 
 誤以為行善培福，能解套諸苦！殊不知，

其培福之功德有限！因為行善培福受到量/數
計較的束縛。 

 

 

不明無相修慧－不力解苦 
首要深化義理，思惟方能昇華，
做到超越二元對立，直擊終極
真理，此乃解苦核心金鑰。 
 
 

 

釋聖玄‧北京大學/哲學系   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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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相解說： 
見、聞、覺、知 

見聞覺知－名相解說 

 見聞 
覺知 

• 眼識之用為見，耳識之用為聞， 
•鼻舌身三識之用為覺，意識之用為知 

 
六個 
根 
塵 
識 

 

 
•六根：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六塵：色、聲、香、味、觸、法。 
•六識：對上述根塵產生分別的功能。 
•眼識之用為見，耳識之用為聞， 
•鼻舌身三識之用為覺，意識之用為知，又云識。 
 

本心 
見性 

• 本心：意指，見道之心，即超越二元對立之心！ 
• 見性： 是照見心，其超越二元對立的 “清淨覺性”，
亦即心的本來面目，如如不動的特性。 

釋聖玄‧北京大學/哲學系   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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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援引－ 
若行見聞覺知 
－非求法 

《維摩詰經．不思議品》 

      
 
 

維摩經．不思議》#170：若行見聞覺知－非求法…之一 

經
典
援
引 

《維摩詰經．不思議品》云： 
“法名無相，若隨相識，是則求相，非求法也；法不
可住，若住於法，是則住法，非求法也；法不可見、
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
知，非求法也；法名無為，若行有為，是求有為，非
求法也：是故，舍利弗！若求法者，於一切法，應無
所求。” 
 (《大正藏》第14冊，#0475經，頁546上，秦．鳩摩羅什/譯) 

      
 
 

《維摩經．不思議》：若行見聞覺知－非求法…之二 

經
文
釋
義 

法名無相：法稱“無相”，若追求外相，就不是求法行。 

法不可住：法不可執著！若執著法之種種，即非正確求法。 

法不可見聞覺知：法是無法用眼去看、用耳去聽聞、用心
去感知、或用識去了別。如果透過見/聞/覺/知去了別
其覺知與利用，則意謂：停留在現象界的見/聞/覺、知，

法名無為：法乃指向超越世間因果束縛的無為法。如果用
因緣法去追逐被因果束縛的有為法，那就不是在求法。 

若求法者，於一切法，應無所求：舍利弗啊！真正探究終
極法理的行者，對於一切法，不懷執著心。亦即不求出
離；不求生滅；不求貪染；不求修行境界；沒有取捨，. 
不求功德。放下用眼見、耳聞、身受、覺知的求法方式。
想要求法的人，.對一切法應該無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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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解析：金剛經－三句話…之一 

視
頻 

簡
介 

 

《金剛經》啟發人心的三句話： 

1.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2.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
是觀。 

3. 凡所有相，晵是虛妄;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請融入教學主題：若行見聞覺知－非求法 

心得報告第一段，名稱： 

                             無為法 vs. 因緣法 

      
 
 

視頻解析：詳解金剛經－三句話…之二 

金
剛
經 

． 

三
句
話 

︱ 

詳
解 

 

詳解《金剛經》引發人心共鳴的三句話： 

1.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住，意指：執著。行者應時
時超越執著，生起“無住”，超越執著的清淨心。
方能成就解脫，體悟如如不動寂滅的空性。 

2.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
觀：       有為法，意指：由因緣條件所組合。因
緣聚則成，因緣滅則散。 

3. 凡所有相，晵是虛妄;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相，也是由因緣條件所聚合，所以非恆常存在。
所有相存在現象界，行者應該藉由現象界的宇宙
萬象，照見其背後如如不動的空性終極真理。 

綜論：一切指向終極真理的無為法，必然超越見
聞覺知的因果束縛，超越一切相、一切執取。因
為因緣法就是有為法…瞬息萬變、不值得執取。 

      
 
 

心得報告．第一段：無為法 vs. 因緣法…之三 

無
為
法 

vs.  

因
緣
法 

︱ 

詳
解 

 

無為法－簡介： 

1. 無為法：意指，超越因緣造作生滅變化諸法，直
接指向絕對真理，或稱究竟實相。 

2. 無為：意指“無造作”，不是沒有造作，而是指
其造作不靠因緣條件和合而生起或消滅。易言之，
該造作超越因果與生滅的範疇，達到涅槃的境界。

3. 涅槃，代言“無為法”，其超越生滅變異，直指：
解脫的真實境界，超越生滅諸煩惱和生死輪迴。 

因緣法－簡介： 

因緣法，指陳一切現象依賴見聞覺知所形成的因緣條
件而生。因緣法強調：世間法的生滅性，以及與
其它事物的相互依存性。此外，因緣法也強調：
由“因”得”果”，再形成新的 “因”，據此說
明：因果的流轉。 

      
 
 

心得報告．第一段：無為法 vs. 因緣法…之四 

綜
論 

︱
和
諧
與
統
一 

和諧與統一－勝義諦與世俗諦 

     佛法將無為法與因緣法統合為“二諦”－勝義諦與世俗諦，
強調二者相互依存的統一性，以及二者的調和性，如下： 

1. 世俗諦：指向因緣法，藉以認識眾生所處的現象界。 

2. 勝義諦：指向無為法究竟的解脫。 

綜論：透過因緣法見聞覺知到萬法之緣起，能讓行者體證無
為法的終極真理。至於無為法的體證，又讓因緣法彰顯其具
備空性的終極本質。這種和諧統一的認識，促成佛教般若根
本智的兩面：既能在世間行持，又能圓滿出世解脫的境界。 

    易言之，因緣法是無為法的門徑，無為法是因緣法的究竟。
理解二者的區別和聯繫，有助於同時掌握佛教的生命實踐與
根本智的彰顯。在日常生活中，觀察因緣而修持善業培福，
進而超越對善/惡、有/無…等二元對立的執著，據此，體證
不二中道在因緣法與無為法，針對連結上的和諧與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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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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