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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目標 

1. 「金墮不淨處喻」的內容與寓意為何？ 

2. 金墮不淨處，若理解為：金子掉進馬桶裡，您會撿回來嗎？ 

二、 課程內容 

1. 真金墮不淨處，比喻如來藏與煩惱的關係。這是說：如來藏含藏在身心之內，名

為「佛性」，不淨處者，身心是也。 

2. 身心之不淨，共有四個講法，稱為「四顛倒」。第一個顛倒是以身之美好為清淨，

不知其為不淨。 

3. 凡夫於此身心執著，以為世間的健康、美麗、青春、富貴等，一切之美好，盡是

永恆，不知世間有限，更以為金錢、權勢、名利、學歷、學問等，可以帶來更多

的美好，極力追求身之光榮，忽略生命的經營，以世間財富為重，漠視生命財富

的儲蓄，這是生命的顛倒。 

4. 須觀此身之不淨，源於自身，稱為「觀身不淨」。 

5. 但是，觀身不淨不是片面執著身體是污穢，而是不執著於它表面的美好，即是知

道它的無常，觀照它的無常，超越它的無常。 

6. 大乘的觀點是：有生有滅，不是無常；不生不滅，才是無常。前者是相對法，在

生滅中，談其變遷，變遷是無常。凡夫在變遷中，悟其不真，即是解脫。 

7. 但是，大乘教法以為：生命假如不掉進「常」中，便不會因為顛倒而沈淪，這個

「常」見，是人生的大謬。 

8. 那麼，生命「為甚麼」會掉進顛倒之中？這是「金墮不淨處喻」需要省察之所在。

換言之，金墮不淨處，法身慧命藏在肉身之中，該如何實踐真正的自我？ 

9. 顛倒是說：誤以外在的東西為真實，忽略內心世界的感受，因此，觀受是苦，是

要知道受的變化，苦是敗壞的結果，不是片面地講苦，以吃苦為真理。 

10. 其次，凡夫執著自我，不懂自己的心沒有一刻不在變化；盼望成功，卻不知自己

要的是甚麼？不但如此，凡夫的觀念非常頑固，不知放下自己的觀點，所以處處

與人對撞，它的顛倒是片面執著於「有」或「無」，例如：有車、有房、有權，有

幸福？還是：無憂、無愁、無病、無災，是幸福？您追求哪一種幸福？執著的話，

稱為「法中有我」。您有這方面體會嗎？ 

11. 那麼，生命該何去何從？如來藏的教法是怎麼教導我們？是本講要學習的所在。 

三、 文本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