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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健財/2022.5.29 

一、 課程目標 

1. 「弊物裹金喻」的內容與寓意為何？ 

2. 如在路上看到發票，您會撿起來嗎？ 

二、 課程內容 

1. 「弊物裹金喻」與「金墮不淨處喻」似乎很相似，但是，同中有異，即作為金子

的如來藏，在這裡是說它被「弊物」所包裹，早已經被決定了，如是，被決定

的金子，如何可以重新被認識，是這個譬喻的寓意所在。 

2. 這個不同，即金子掉進馬桶，您可以考慮金子的價值再決定是否撿起來，但是，

一張兩百萬的發票在路上，未必有人會看懂它的價值所在。 

3. 因此，這個譬喻說明了不同的假設，即我們是否認清楚煩惱非煩惱，而是佛性。

即是說，看到這是一張中了獎的發票，是不容易的事；現在，佛跟我們保證，煩

惱是佛性，面對煩惱時，就必定有信心與決心轉煩惱為智慧，為甚麼？ 

4. 因為在理論上，我們已經預設「佛」是具有神力的佛，是可以信賴的。 

5. 其次，「得天眼者，見弊物中，有真金像，即為出之，一切禮敬」，這是說，通過

修行，我們也可以藉此肯定煩惱非煩惱，因此，找到出路，即是解脫。 

6. 「弊物」在這個譬喻裡，是作為一個「包裝」物的存在，是要凸顯金子的存在

而貶稱它，事實上，它無所謂「弊」與「不弊」，因為它是身體的本身，但是，

身體從來就不只是身體而已，它有各種身份與裝飾，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7. 然則，假如以上所說是有些道理的話，我們再看這個「弊物」是甚麼？即：性別、

種族、階級、貧富、知識、修行，這些項目與內容是否即是與「弊物」有關係？ 

8. 其次，一般以為「弊物」是指習氣與業力所造成的煩惱，若是如此，是否與上

述的議題有關，而必須瞭解與面對？ 

9. 修行即是運用佛法的智慧來面對自己的問題，因此，您是否看到自己身上的各

種包裝，若是「弊物」，阻礙著您對真正的自己之認識！那麼，修行究竟該如

何處理這些「弊物」？而修行觀念是否也是一個「弊物」的存在？ 

10. 通過本講的譬喻，您是否知道自己的「弊物」是甚麼？而且，是否具有方法認

識它，面對它，處理它，放下它，因而實踐真正的自己。 

三、 文本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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