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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理忠、惟 軍事拘仁

t雙線:(E(灣盡量經》懿: r縣念法而不念，不B信念畫在而念，總名錢不正思

維﹒」也因為道錢，激三灣來益發傘，~看倍增，是﹒

無位據說話是之用軍E﹒鯽騙自瞞馳雞鴨餘，然而. t.踏上離不闋的

思鱗或認鯽，谷場捌膨響了.f.lt們的也種濁trt與昌在常飄II!﹒換句話緣，如何將禮堂

給醫有的認知，_像或正宮會的認絢 e 是M!，終于灣核經常用心之處方，呀，否則所

圓的鐵站長，只不過停鬱毯踏踏'"當﹒來飽線點三樂與法相11 ﹒如此即J適齡其他

的修行經驗了。

還激發想到正瓷全世界鳳"的奧林匹曳漣動會上，通手們響樂的錢瑰，以

及對自發婊子，量高的要余時，都通"幟臘人銘刻際﹒不管是否有.e崩茅 .m份

努力以赴約魄力，已在道團由樂土名垂不朽了﹒領班路糟佛看何像有看領似道動

員的暢銷與寡頭起，想必純金的修道路撒也會會F不可言喻的泡皺了，.

邀刻會都鞠內容，償要推蕩的是正在新單獨卡留戀的第九屆校友所續寫的

樹卡佛教見周缸，以，學的心韌哪有兩傳佛眉之-胡蘭卡佛教，雞身屆六緣

份錢化臨總書車仍有犧唱t-憾事事佛教發膩的領況。

接種是邀前了第九扇努且堅定，職姆和第二屆女E棚曼法都寫御卜續大適宜

貨真趟家及求學函，雖有-線鐵﹒笑次，是學防質次，辦夠穴，掌管年佛學:J!令哩哇

報導，以及2第三居第二次校友**當前簡單話，為題錢又峰會預﹒

法雖拘留分，刊也海衛胎艙，層層士的信函，續續溫祭蠻司聖節詞，的《餌l!t

述的〈四) .哥哥哥，也獲導胸印法都歡觸多買!尉詞典大JJ分箏，來後頁l風涼，

微粉《中肉含﹒獨鐘經》的歸還作單E ﹒

校友會由新任含義租車法師及到會接線縣法卸的帶領下﹒關獻了全新的氣

象，而組絡組也因開國法飾的if個﹒又盧新fr:了-些認聾，秒鐘濾份給繁校友

，做這憊的刊物，白臉償地辦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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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蘭卡佛教見聞 遊瞬間)
人生當中，總是滿懷無數的顧望和憧憬，也有說不盡、數不清

的無奈與感慨。回首來時路，走過的足跡早已隨風而逝，從未想過

為自己留下一絲一毫的回憶。想想，在這如彈指般短暫而瞬息萬變

的生命之流中，究竟能記錄些什麼，又能留下些什麼?對人事上種

種喜、怒、哀、樂的情獻，每每深鎖在腦海密匣裡﹒再者，深知自

非文思泉湧、妙筆生花之屬;也因如此，就不曾存有將之抒發於外

的念頭。這次因昔日學友「慈悲」的邀約，希望能將在斯里蘭卡留

學期間所見間的風俗民情與個人的心路歷程等，付諸筆墨，與同好

分享。幾經思量，答應開毆那塵封已久的舊日思緒，把烙印在內心

片斷的回憶，化為文字。或許這未能起著任何鼓勵的作用﹒但至少

是一片真心的流露。

斯里蘭卡 (Sri Lanka) (以下簡稱為「蘭卡J J '位於印度洋
與太平洋之間，風景秀麗，資產豐寓，享有「印度洋上的珍珠」、

「寶石之國」、「紅茶之國」之美譽。根據歷史記載，蘭卡是佛示

寂後佛法最初傳入的地方，現今仍為南傳上座部佛教的主要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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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佛教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直至 自動離開。或許牛兒們知曉法令規定不

今日，仍為蘭卡人民主要信仰的宗教。 得任意傷害牠們吧!再者，由於是農業

當然，一如世事變幻無常，教法的流 社會的關係，形形色色的自然環境生態

傅，歷經千載，亦如法浪般地興衰起
並未遭受大量的闖關、破壞一一蘭卡實

伏。西元前第三世紀至西兀十一世紀之
為風景優美的國家之一。

間，蘭卡的政治環境與社會生活安定， 蘭卡是一個佛教國度，絕大多數人

人民得以自由信奉佛教;但從十二世紀 篤信佛教，佛塔和寺院比比皆是，處處

到十八世紀，因為國勢衰徽，常受到外 可見。在人民的心目中，佛寺、佛塔、

族侵略，國家的政權和經濟都遭受破 菩提樹是最神聖的地方，拜佛、禮塔和

壤，而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安，同時也損
見僧時，都必須將鞋子脫掉;對於法師

害了佛教﹒直到1753年以後，幾近絕誠
則需合掌跪下敬禮一一即使身為總統也

的佛教方始漸漸復興。
不例外。通過對菩提樹和佛塔的崇敬，

使佛教溶入日常生活中，成為不可分割

筆者目前暫居於一所禪修中心，座 的一部分。其次，團體以出家眾為核心

落於首都可倫坡第七區。當地有很多外 以及對戒律的尊重，至今仍然是此處佛

國大使館，環境純淨而明媚，生活寧誼 教的特色。另外，在蘭卡，僧人可在政

且安定﹒人民性情溫和，熱忱好客，溫 府、學校及其他社區部門任職;有些在

文儒雅﹒蘭卡是農業圍家，主要農作物

為稻米、椰子、橡膠、及茶葉等。基於

農業機械化程度尚未普及，牛是多數農

民耕作的最佳伙伴，無論是在颺風下

雨、酷暑嚴寒之時﹒也因如此，牛車牛

群穿梭在大街小巷，乃司空見慣的情

景。有趣的是，晚上在黑暗的道路上開

車，經常會遇到成列的牛群行走於路

中，這時，即使用方向燈照射或是猛按

喇叭，牠們依然故我，如如不動，駕駛

者往往無計可施，只得耐心地等待牠們 1 ... Vatadag Temple - Polonnaru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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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的大學中獲得博士學位，因而僧

團中的著名學者或學問僧層出不窮。接

間，蘭卡的佛教徒為了能夠復興佛教，

僧侶積極涉入政治，廣造輿論等，持續

不斷地反對西方外來的宗教文化與殖民

的侵略，因而有些便被冠上政治比丘或

政治和尚之稱﹒

在這佛化的社會裹，僧俗間有著密

切的互動。就在家信眾方面，將護持三

寶、供奉僧團視為責無旁貸的義請與職

守。蘭卡人口僅約二千萬，然寺廟大大

小小則合計有五千多所。丟面使僧眾衣食

無虞'每一寺廟所在地區，信眾都會自

行安排、協調，每日輪流由一戶人家準

備上好的飲食等獻供於僧圈，誠心誠

意，從不言援。附帶一提，蘭卡的僧侶

有別於泰國、緬甸，無需出外托僻乞

食，一切都由信眾送至寺院。

僧侶們平日也常接受住家招待午

餐，叫做「檀那 J (House Dana) 

奉獻「檀那」的施主及其家族，均需身

著白色的衣服。雖然施主具有一定的地

位，但為了表示對僧賣的誠敬，必親手

獻上椰汁、咖哩飯及其他的供養品，並

不時向法師們鞠躬行禮，將心意表露無

遺。目睹此一場景，深深激盪內心深

處。此不禁讓人想起:修學佛法應如稻

俗成制﹒如0期

穗一般，越趨成熟之際，必然越往下

垂，更顯謙卑，而決不是顯出趾高氣

揚、不可一世之態﹒

佛寺多分布在城市與鄉村間，構成

佛教徒的宗教活動的中心﹒寺院通常有

定期講經，舉辦周日佛學班，為信徒灌

輸正信的佛教思想。而僧侶把在家信眾

心靈的提昇當作義器和責任，為在家眾

排憂解難、扶危濟困，使其精神怡悅。

例如為其婚喪嫁娶、生日慶典、店鋪開

張等，盡心盡力地實行『法布施」。更

確切地說，僧團承擔起社會的思想教育

工作。或許過去曾誤解，認為南傳出家

人對社會、眾生漠不關心，只求自度;

但是從以上這種種看來，實有必要重新

定位、修正了!

值得一糙的是，蘭卡的僧人很善於

「說法 J '而且是極為普遍的一一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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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所曾接觸的其餘國家都來的廣泛，幾 有所牽連，而將佛教與其餘神教混雜在

乎每位法師都能勝任。由於比丘為在家 一起加以紀念、慶祝。唯獨五月月團日

居士說法的傳統在蘭卡是非常盛行，甚 的Wesak節，才看不到佛教與印度教、

至不需特別加以培訓，沙彌們可透過觀 神教混同;在蘭卡人民的心目中，五月

摩其他年長比丘說法而學會其中技巧。 月圓日已成為單純紀念佛陀的節日。這

有時在一天中即有數次的機會:居士到 聯想到中國民間的信仰，也是佛、懦、

寺廟供養齋食時;僧眾外出應供時;或 道三教交互融合一一諸如格義佛教;或

在葬禮儀式上;或逢初一、十五與宗教 是供奉佛陀的同時，也祭拜財神爺、土

節日;乃至周日佛學班，及其電視、電 地公等的神祇﹒相較而言，只不過祭奉

台的弘法節目等等。因此從受沙彌戒 的對象不同而已。

起，自然而然將對居士說法此一義務深
在這人生地不熟的國度，能順利地

植於意識之中。許多蘭卡比丘深信:
安頓，真的要屬謝當地長老法師們多方

「諸供養中，法供養最.J ·唯獨「法」
面的給予幫忙。對這一切殊勝的因緣，

才能真正地讓一切有情離苦得樂。
也讓人深切地區E念三賣的加持力!離開

每月十五日這月圓之際，是蘭卡佛 自己熟悉的環境，遠赴這風景秀麗的實

教的重大節日一-PoyaDay (意為齋戒 島，接觸與過去的生活、文化、風俗完

日〕。這一天是國定假日，且禁售酒 全不同的情境以及陌生的人、事、物。

肉，電影院等娛樂場所全都休業。舉國
初到此地，確實有些不適應，猶如斷線

上下的佛教徒，闡家大小身穿素白色的
的風箏，飄揚在那無垠的天空一樣。但

套裝，到各各寺院聽輕、禪修。
回首反觀，卻也因為自己擁有太多太多

而深戚慚愧。戚恩一切的因緣，但求調

關於蘭卡佛教，還有一點值得說
適自我身心以融入新的環境，而非寄望

明:在許多地方存有佛教和印度教相混 外界來順應個人一一這是對自己的期

舍的圖像。佛教徒在尊崇佛陀的同時， 許﹒或許未來需要面對更多的挑戰，然

也崇拜印度教的各種神祇圖像﹒據說: 而，能有這些考驗都是必須戚恩與珍情

為了來世，人們禮敬佛陀;為了眼前消 的!正所謂「玉不啄不成器 J ·種種的

災得福，則崇拜印度神祇。其他許多節 考驗，必將成為未來人生中不可或缺的

日〔如新年等〕都與印度教及當地神教 寶貴經驗，.

005 



有時會被居士問: r法師，您為何要出

家啊? .J聽間有老和尚曾這接回答: r我是

因為走投無路，沒飯吃才出家呀! .J或許有

人認為這是低層次的答案，但個人欣賞「走

投無路」這一句﹒出家的因緣各人有異，可

是我相信一般善良和自主的出家動機，是感

受到世間的無常苦惱、不圓滿和無奈，而欲

尋求一條自救救人的出路，奈何在世俗中找

不到此出路，所以捨俗出家，期望開展人生

新的領域﹒有人又會問: r既然出家這樣清

高和有希望，為何某些甚至優秀的出家人會

還俗呢?是否另有出路或此路不通? ! .J 

《大智度諭》裡偈云: r譜法因緣生，是法

說因緣;是法因緣盡，大師如是說。」世間

的一切寶康散生誠、無常變遷，經常受著各別

和共同的「因緣業力」所支配﹒「因緣甚

深微妙 J ·非大智者能測;只要心懷正信

佛法，實踐中道菩薩行，無論出家在家，

亦可自度度人矣!

諸
法
因
緣
生
，
是
法
說
因
緣
;
是
法
因
緣
畫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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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八年多前，從香港天台

精舍上暢下懷恩師出家不久，便

幸運地被接納成為福嚴的學

生;初進福嚴山門，便有一

種清新脫俗的厲覺。四年跟

隨師長、同學的學習，不

覺在晨鐘暮鼓，四時變化

的「悲欣交集」中渡過口

f 
哩，

~ 

為最會訊﹒第20期



所謂「悲」者，是屬到苦而欲拔除的心

態。在學習上個人最早面對的苦，是語

言問題、世俗習氣、以及對佛法義理的

膚淺認識。香港口音的國語和寫作方

式，相信亦曾帶給師長、同學們若干程

度的疑惑與娛樂!僧團生活，是著重紀

律、團體的合作和互相體諒包容;過慣

都市生活而中途出家的我，遇上溫文爾

雅和具威儀的師友，才發覺自己語言行

為的租糙，在此有重新學習生活的厭

覺。有一次恃著世法知見，質疑一位同

學「緣起為佛法核心教義」的議論，後

來才知道是自己的淺薄無知，人家的修

養讓我三分，還自以為是學識過人，辯

才無礙!將自己的慢心稍為放下，便驚

覺身邊同學的行持和對佛法的認知，比

自己強得多了。但有時弱者的挫敗顱，

也可以轉化成不服輸的意志，不是有人

說過「無敵是最寂寞」嗎?所以只要如

實觀照自己的不足並想改進，便會有很

多事情要做，大概再沒有時間，老是糾

撞在顧影自憐或孤芳自賞的妄想中而嵐

到「寂寞」了﹒

「有善根因緣才能出家，有福報才

可以在福嚴修學J ·正當陶醉於此勉勵

語時，無常逆境又再次敲門，自己雙眼

因眼壓過高而需要在新竹醫院動手術，

校友訊息

定實法師簡介

只此情況已給學院師生帶來不少麻

煩......。在趕論文、考試季節的深宵寒

夜，同學們撐著疲憊的身體，多次開車

送我到醫院的急症室求醫;在我接受手

術的前後，他們自發輪流日夜相陪，老

師學長們的探望和關懷慰問，令我在身

心苦惱的當下，獲得適切的支持。一次

對病咻旁陪伴的同學，於我帶給他們的

麻煩深表歉意，豈料他反而安慰我說:

「是你的遭遇，令我們有機會實踐菩薩

的互助精神! J 此話令我深受戚動，覺

得自己真的有福報和榮幸，能夠有鋒與

福嚴的人間菩薩同修共學;「將此身心

奉塵剃，是則名為報佛恩」的信念種

子，被師長、同學們的慈悲所激蕩，露

了一絲準備萌芽的裂縫。我除了廠恩之

外，還有何話可說!因而在「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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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亦引發出同參道友的「欣」惰。

在福嚴的學習時光裡，除了老師和

學長們的教導令我獲益良多外，我從第

九屆本班岡窗的行持上，確實學到不少

東西和在恩惟上受到敢發。我們的班裡

台灣本地生佔多數，其他有來自馬來西

亞、星加坡、香港、緬甸和泰國的岡

學，年齡少、青、壯年但備。除佛法義

理的研習外，個別同學的行門有唸佛拜

佛、誦經誦戒、靜坐種行或綜合性的修

行方式;東、西單小佛壁，塔院和後山

步道，是大家課餘用功之處。此外，廚

藝園林、書法攝影、電腦編輯設計、電

器修車、運動球類、法器唱誦等等，在

行的同學也不缺乏，真可謂「入得廚

房，出得殿堂」。但最令我印像深刻

的，是大家能夠自律自省，尊師重道，

以及和衷共濟、互相關懷包容、乃至貢

獻個人時間，不辭勞苦，為師長和大眾

服麗的無私行為。六浪羅蜜多的氣息，

在這班同學身上是容易厭受得到的;我

相信，這是由於大家深受印公導師「人

• 

為法會訊.如0期

間佛教菩薩行」的信念所影響。當然，

未圍成佛道之前，煩惱依然會間歇性地

呈現;我們並非完美，但能夠依佛法盡

力而為，改善自己，幫助他人﹒「六和

敬」的精神，我想第九屆的同學大體上

是做到了。

「世間無常，國土危脆 J '繼五月

初吹襲緬甸的風災，奪去當地數以萬計

人的生命和家園後，五月十二日下午，

農曆四月初八本師釋迦牟尼佛聖誕，中

國四川北部發生大地霞，同樣奪去數以

萬計人的生命和家園......。患難見真

惰，從各方媒體的報導中，見聞大批救

援人員不顧自身安危，趕赴地震災區搜

救遇難者，各地政府、民間亦自發組織

輸送救援物資，令這天災人蝸頻仍的五

濁惡世，延續了「人間有情」的光

芒... ... 0 r 三界如火宅，火宅生紅

蓮﹒」當無數的眾生仍然困於火宅中，

菩薩道的修學者，應作出何種慈悲明智

的計劃和抉擇呢......? ! 



校友訊息

如壘法師簡介

客過

溪水無心束流去，山峰無礙白雪趣 ，

只因君心情念生，何關囊鎖典霧凝。

塵勢雖覆摩尼寶，其光依舊常寂照 ，

客持離去無依戀，明月都峰獨逍遙 。

電話鈴響了，遠方傳來親切又熟悉的聲

音，原來，是副會長環慧法師打來的電話，

要我火速的寫一篇自傅，說是會訊要刊登

半
生
歲
月
畫
過
客
﹒
獨
留
塵
影
映
識
田

的。我想，這麼快就輪到我啊!也好，借此

因緣，再度回首往昔事，雖現實已無痕跡可

尋，然而八識種子可深藏不放，仔細往內尋

如
螢
倍
帥
簡
介

找，仍是歷歷如眼前。話說我修學佛法的因

009 

緣，回想起來，其實平凡無奇。然而已過半

神寄託之處，因為先祖是奉

百的人生，當沉靜回恩時，就像電影情節般

再度湧現，於心中掠過後，更確認識心含藏

我出生在一個山上人家，那是彰化縣

社頭鄉的一個山坡上，父親開墾一大片

的果圈，母親和六個孩子，就一起

生活在這山上的圈子里，那是家

父從田中小鎮搬到此。我在家

中排行老五，長兄大我十五

歲，當然苦差事是輪不到我

的，算是好命吧。家中供有

地藏菩薩畫像，那是二老精

落謝影廬的不可思議。



。1。

佛的，雖不是很正統，但這是當年台灣

佛教的情況，以齋教居多，龍華齋教是

當時最興旺的一支吧，先祖便是那支的

傳人。因此，在他留下的遺物中，有相

當多佛教經典，如金剛經、普門品、解

深密輕、六祖壇經、二課合解、禪門日

誦等等。

當時，我年紀尚小，每天早上隨著

父親聽收音機，是賢頓和尚講經吧，就

這樣跟著聽了多年，一直到外出求學才

停下。也曾隨著兄長去看過李麗華主潰

的觀世音傅，時年六歲。那場電影的故

事，便烙印在那小小的心靈裡，對觀音

的事跡，充滿嚮往與敬仰。十九歲時，

因工作之便，與寺廟往來頻繁，就在那

年皈依佛門。而內心深處著實嚮往出家

的生活，是因我喜歡那寬闊清淨的環

境，每每走到那裹，總有頓脫塵勞的厭

覺，舒暢無比。我不知佛法是什麼，但

是我愛上那襄素雅清淨的環境，就在這

種因緣下，不顧家人反對，二十歲便踏

上出家之途，依止上智下照法師出家去

了。

我依止的道場，是經懺起家的，出

家那年，因環境所需，學會了許多經懺

儀軌，然而內心開始充滿疑惑，疑惑出

為法制﹒如0期

家修行，就只是為活人誦經祈福，為亡

者誦經超渡嗎?又自己尚不知修行是何

物，無福無德，什麼都不清楚，內心又

充滿煩惱之人，真能為人祈福，為人超

渡嗎?內心爭扎薯，又苦無對策。那

年，一位就讀慈明佛學院的大師兄回常

住來，他看我年紀還輕，不忍、我耗生命

於這種環境中，他拿了xx院長的「參學

瑣談」給我，並勸我去求學。我讀 「參

學瑣談」後，就一直想見這位作者，經

師兄安排引介，終於在慈明寺和其華院

長見面了﹒幾度和真華院長信函往來，

述說了求學的心頤，就在院長安排之

下，來到福嚴接受教育，那年我二十一

歲。同年求戒於台北松山寺，得戒和尚

便是當年大家崇敬的印公導師。而福嚴

佛學院，我←住就是六年，完成初、中

級佛學，現在回想起來，能在純樸又具

正知見的福嚴修學，廠到自己真是最幸

運的人了。

福嚴佛學院在當年，有「台彎最高

學府」之稱，我在那襄修學期間，當時

都是一流而又有專研的教師授課，課程

內容安排完整有序，奠定我的佛法基

礎。在學院裹的師長風範，又是相當嚴

鐘樸質而莊嚴，同時建立了我樸質人生

的觀念。還記得入學之初，導師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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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壘法師簡介

看大家，當時，導師為全院師生閱本 消除，始知學院生瀝'亦只是修學佛法

薯，而我，對這位長得又高又瘦，仙風 的一程，而非終點﹒

道骨的和尚，充滿好奇，不斷注意著他
「佛陀到底要告訴我什麼?佛陀的

的一切行止﹒他的開示中，過丹江口音實
本懷是什麼......? .J面對現實興修行的

在太重了，我根本聽不懂他說啥，唯一
衝突，使得我不得不再重新出發去探

聽清楚的一句話，那就是: r學佛的
討，二十八歲那年，再度整裝到台北修

人，要吃得住苦，耐縛住寂寞。」就只
學阿會經。終於在阿會法義中，解開了

這旬，植入了我的心坎裹，從此一生學

佛的生瀝中，就是依這話舉行去。的
不少心中迷惑，每讀阿含經時，有如親

確，求道過程中，苦與寂寞是必然出現
受佛陀教示般的親切，常被佛的悲慰世

的。我想:這應也是老人家的生命經驗
人胸懷，厭動淚下。然而台灣佛教，畢

過程吧!後來讀了導師所著「平凡一
竟是傳承大乘佛法，而阿舍的樸素，與

生」時，終於明白。而我歷經這三十年
大乘經典的華麗與深廣內容，我無法明

的修學，也真的嚐試過這苦與寂寞的心
白，在內心深處，依然衝突薯，這問題

境，而這般心境，就在不斷修學，不斷 困擾我很久，不得不再從實際禪觀中去

生命提昇的過程中消彌融化，轉成無限 領會。三十五歲那年，又開始踏入尋訪

清淨安穩與法喜了。 善知識的另一程，三十八歲，進行禪

在學院期間，儘管學了不少教義與
修，從阿含經的無常法義入禪觀中，去

理論，然而對佛法，卻始終有說不出的
體會從「觀無常」中違心解脫，初嚐

失落與煩惱縈繞，那就是:佛法雖好，
「放下」的滋味了，也才明白阿含教

對我個人，卻無法將它與現實生命結
法，亦有直觀頓入的法門，並非只有想

合。也就是「要如何將佛法完全融於生 像中的次第化。四十二歲那年，赴往美

命，透過生命力，而能完全實麓，表現 國弘法時，隨緣參加動中禪，於過程

於日常行事中，達到內心的釋懷與豁 中，才明白導師為何會說. r大乘經是

遠。」那經中背後所顯的實義是什麼? 阿含輝的深化廣化」。而大乘法義，也

在學期間，我一直沒有明白，我只是在 到我四十五歲那年，由借團經文殊章，

文字字羲上意解而己，我的疑惑並沒有 才豁然開解。

。11



出家至今三十年的歲月里，就只為

不斷探討內心深處來回應佛經所談，我

覺得:佛是「從禪出教」說法利眾生，

也就是從「本住法」流出一切教法，後

代學人，只有從「倍教悟宗 J ·透過深

入禪觀中去領會經義，那才是真正能令

正法久住。佛法稱『內學J ·是不假外

求的，記得導師曾對同學們開示道:

「佛法就是在說明我們這個身心。」是

的，是我自己沒將導師這話領會到，才

枉受千般苦楚的往外追，真是冤枉!

回首來時路，一切已無痕跡，獨留

識回做記憶。半生歲月是過客，除影塵

外，又何曾留下一片雪彩?而今，只一

事要傲的，就是「將此身心奉塵剎，是

則名為報佛恩。」為佛教、為眾生盡己

綿薄之力，以報佛恩!

醒悟

葉落花謝方知秋，滿地枯枝獨自愁 l

虛度歲月 1良生死，雲遮霧罩不見溝!

忽闇如來憨眾瘓，五濁示現同事攝，

撥雲現月導正道，殷勤演說妙法事。

聞法歡暢心悲喜，法味清涼潤澤伊，

從此無道甘露味，永劫不懈勤f學習。

又:

讚釋尊

佛陀出世蓮托足，九龍吐水沐金身，

入相成道方便示，菩提座下降魔群 。

本處無為寂滅場，~度有情三味出，

弘化恆河兩岸行，演說妙法龍天喜。

道法流佈滿人間，唯與實義方歸痕。.

第十-屆

大學部同學畢業7
2008年6月29日

第十一回大學部同學畢業了!

校友會真甜地祝福

繼續念研究所的同學

費大心深入三寓，

回常住服務的同學能學以致用，

讀正法久住世間，用J濟有情!



第三屆第二次搬到矗靈|

A 開幕式的三賈歌

A 會長送紀念品給住持照慧法師

編輯組

2008年9月25日(星期四)於雲

林縣古坑鄉祥雲寺主辦福嚴校友會

第三屆第二次年度大會，當天出席

的校友計有140位，而其華長老、慈

忍法師、妙音法師、竟中法師、淨

慧法師及慧禮法師等師長均出席盛

會。由於是日上午九時正開始報

到，所以遠地的校友有些已於前一

天抵達古坑。攘知副會長為了提早

就緒一切，更提前兩天進住祥雲

寺，精神讓人廠動﹒

時至九時半即告進行各屆同學

會聯誼，一小時內的流程，除了彼

。13



此慰問之外，重要的是針對下午大會的

兩項提案事先進行討論，收集每屆的意

見。爾後十時半則在大殿前拍全體照，

緊接著就是常住供養豐盛的午齋時間

了。

飯後休息片刻，中午一時進行幹

都會議，各組集合并協商上午所收集的

意見，由會長綜合及統籌相關資訊，並

開放幹部們各自表述，事後再提呈大會 A 中午的幹部會議

。14

來作最後決議。

下午二時正，大會特別邀請了真

華長老和祥雲寺住持照慧法師致開幕

詞，老院長細述福嚴人要知福嚴事之

後，住持和尚尼深表歡迎校友們的蒞

臨，希望大家把這裡當著是自己的家。

再者，就是會長致嵐謝詞，其後則陸讀

進行各組幹部的會務報告，分享這一年

來的用心。

A 女眾校友合影

俗成制﹒如0期

A 真華長老講開示

A 男思校友向慈忍老師禮座時攝於慈光寺大殿



A 莊嚴的祥雲寺全景

過後，由會長主持議題的討論，

很快地就通過下次大會的地點與時間，

大眾議決下一次校友大會暨佛法研習營

訂定於2009年 10月 6日至8日(農曆8月

18日至20日，週三至週四，三天兩

夜) ，地點為高雄縣鳥松鄉圓照寺，至

於流程的細節，未來再作規劃與公佈。

第一屆學長兼圓照寺住持的敬定法師，

在大眾中表示竭誠歡迎校友們的普照。

..生會上的書星公

校友訊息

第三屆第二次校友大會報導

中場茶敘半小時，於四時正擋鑽

進行下半階段的聯誼節目。其中包括慶

生會(凡的歲或以上，或農曆8月出生

者)及手語比賽，在滿堂歡笑聲，加上

副會長嵐人的致謝詞後，大眾在歡悅與

厲恩的氛圍中期待下一次的再見。時近

五時，當恢復場地的工作完成後，大家

彼此祝福，踏上歸程回.

.廈生會上切蛋糕的歡笑
。IS



佛學營響備小組整理

印順導師曾指出: r 中國佛教如不以適應青年的法門，引導他們來學佛，等於

自願走向沒落。弘揚人間佛教，攝化的當機，應以青年為主。」值1)有鑑於此，今年

仲夏. r福嚴佛學院」與「費同女眾佛學院」共同舉辦第一屆大專佛學夏令營一一

「活出佛力」。為籌辦此次活動，院方特將此活動編入年度課程行事曆中，希望藉

此活動因緣，也能讓佛學院學生能發揮平日所學，接引青年學子學佛。

今年度大專佛學夏令營一一「活出佛力 J ·營隊活動可分為兩個階段:一為七

月一至三日的幹部研習會，讓參與活動的人員能夠更熟悉各項活動細節。另一為七

月三至六日(四天三夜)的大專佛學營。其重要活動課程記事如下:

為法制﹒如0期

七月三日

當天下午二時，來至各地參

與本次佛學營的青年學子，陸續

抵達壹同寺辦理報到，報到後隨

即由各隊輔導法師協助安單。下

午四時，由營導師(淨照法

師)、副營導師(性空法師)、



營主任(祖蓮法師)、副營主任(閱尊

法師)共同主持開營典禮，為營隊活動

揭開了序幕。典禮結束後，由振教法師

偕同幾位壹同寺的法師講解上殿及過堂

規矩。用完藥石畢，學員以採分組的方

式展開佛寺巡禮，分別造訪福嚴佛學院

大殿、印順導師紀念室與壹同寺幾個具

代表性的地點。課程緊接著由長叡法

師，在福嚴大殿指導學員靜坐與散播慈

心觀因而晚間的重頭戲 迎新晚

會，則於下午八點由營導師(淨照法

師)歐燈後，自太鼓伴隨著高空煙火揭

開整個迎新晚會的序幕，晚會由兩位經

驗豐富的主持人(陳振國、陳俊宏)以

活潑風趣、自彈自唱的方式進行，讓整

場晚會氣氛熱絡不已毫無冷場﹒

七月四日

清晨五點二十分，大殿前響起陣

陣的飯聲，響亮鐘聲劃破沉寂的夜

晚，在嚴的梵H貝聲繪繞著大殿內外，這

校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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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象徵著開始充實的一天。用完早齋

後，只見學員手持掃具以矯健的身

手，將壹同寺內外打掃的整潔無比。當

天上午上純下因法師以佛法的知見引導學

員「如何樂活? J 如何將佛法應用在日

常生活中一一無住無求。下午由唯識專

家一一陳一標老師來「談天說識話其

實 J '陳老師生動活潑的教學方式及精

彩的授課內容，讓學員對唯識及佛法有

進一步的認識。晚上課程則安排富有生

命教育的勵志影片，觀賞完畢後由各組

進行討論與心得分事，只見學員爭先恐

後侃侃而談，熱絡的氣氛讓學員縱然回

到寮房，依然討論著方才的電影情節。

七月五日

「叩、叩、叩叩... ••• J 響亮的扳

聲催促著學員趕緊起身盟說，準備上殿

作早課。當日的課程首先由上寬下謙法師

講演「活出智性心靈的饗宴J ·法師深

入淺出、與學生互動密切的授課方



式，讓學員在上課中無不在享受一場豐

盛的心靈饗宴。此外，專精生命教育的

紀潔芳老師，以生動的影音教材及真人

實事的生活案例，敢發學員在人生當中

如何珍惜生命?如何「回歸生命的本

質 J ?紀老師精采的教學內容，更是贏

得一致的讚賞。「才藝表演」與「無盡

燈」晚會，在營隊當中是不可或缺的課

程節目，卻也隱喻著在營隊的最後斗固

夜晚。在「才藝表演」晚會上，只見每

個學員使出渾身解數，手語、舞蹈、話

獻、樂器表演......等十八股武藝紛紛上

場，台下觀眾的反應更是熱烈。當晚的

重頭戲一一「無盡燈之夜J '營導師從

佛前接出象徵智慧與光明的無盡燈，並

傳遞給現場所有的人，在主持人的引導

下，每個人手持燭燈誠心供佛，並祈求

『人心淨化」、「社會祥和」、「遠離

兵厄 J 0 接下來學員致謝詞，每個無不

道出這幾天內心廠激之意，更有學員激

俗成制﹒如0期

動落淚，在現場充滿嵐恩與依依不捨的

氣氛，則令大家為之動容。

七月六日

清晨時分，大殿中的鐘聲依然響

亮，莊嚴的梵日貝聲依然撩繞，但不同的

是管隊活動已經是最後一天了。當天第

一堂課一一「真才實學」﹒則透過輕鬆

的競賽方式來考驗學員用功的程度與所

學的成果。緊接著由營導師及營主任、

副營主任和學員舉行「心靈捕于」的座

談會，師長們也藉此向學員們作最後的

呵嚀與勉勵。十點許，營導師為超過半

數的學員在大殿中舉行皈依，而皈依儀

式隆重莊嚴。下午二時，於課堂舉行結

營典禮，典禮中頭發獎狀給表現優異的

同學，也致贈精美禮品給這群辛勤的工

作幹部。典禮完畢後，輔導法師及工作

幹部隨即在壹同寺山門前，歡送這批學

佛青年及未來的活動幹部，並互相承諾

明年再見!在這一片溫馨與再見聲

中，也為本屆大專佛學營劃下圓滿的句

點。

印順導師曾期勉學佛的青年，應

確立「淨化自我」與「利濟人群」兩大

目標。(詮2)本次活動課程規劃亦遵循這

兩大方針。「淨化自我」方面，則禮請



校友訊息

大專背年佛學夏令營報導

學有專精的法師及專家來授課，分為「基礎佛學」與「生命教育」兩大課程。在

「利濟人群」方面，今年培養的青年幹部，日後將成為推展佛教事業的中堅份

子，舉辦相關的文教公益活動，讓更多青年學子加入「利濟人群」的行列。亦承如

導師所說: r 人間佛教的動向，主要是培眷青年人的信心，發心修菩薩行。」以及

「適應廣大的青年群，人菩薩為本的大乘法，是唯一契機的了! J 值3)這也都在凸顯

接引青年學佛的重要性 o.

【詮釋】

註1: {佛在人間} .印頤導師薯，新竹，正聞出版社 · 2伽年10月新版一劇 · p.1l5 • 

註2 : {青年的佛教}﹒印顧導師薯，新竹，正闖出版社· 2例沁年10月新版一刷· p.10-

p.12. 

註3: {佛在人間} p.115 • 



慧樹居士:

來函及供養，均收到。為法精進，為慰!所問

四點，略答如下:

1. r 領群特 J '異譯作『耕陀羅 J ' 指卑賤

者，婆羅門自以為高貴，而以釋尊為卑賤階級，故

佛回道德與業力，以說明貴賤 。 「不以所生故 J ' 

不以世間種性階級為貴賤也。

2. 自由意志與環境決定，依佛法說 ， 均為相對

而非絕對的。境影響心，心亦影響境，其義決定。

緣起所生法，為無自性之緣起，有相對的影響而非

絕對的決定。故佛法說，一切從緣起 ， 依因緣而

有，並不等於因緣。依因緣而有，可說被決定的 ;

寫
給
慧
樹
居
士
的
信

印
順
導
師

並不等於因緣，所以又有能動性 。 張澄基對佛法無

我說，缺乏理解(他是主張大我的 ) 。我是「主

宰」義，但眾生心目中的主宰 ， ( 直覺中 ) 自然而

想為實有的、獨存的、不變的主體 ，為 「我見」的

根源。佛法說「無我 J '是無此薩迦耶見，而不是

否定世俗中有「假我 J (相對 的、 緣起的主宰作

因果關係，有世間的合法性 ， 故

可以成立世間 因果 ，分辨文理的

人類之情識是虛妄的，對究竟真

實相說。就虛妄法說，則有世俗的

用)。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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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也是違反世俗諦的)正，修行的

正軌。

要有「佛性」才能成佛，落入本

有論。然佛說原生有佛性，對一部分

原生的根性 ， 有誘導為善發心的良好

作用。依佛法說，是『為人生善悉

檀」。

3. 世間生物結構之精妙，每為神

學者用作有神論之理由。然神是否實

存，無可誰明，故不宜以有神論解

說。佛法說 r :業力不可思議 J .然可

得少分之詮明。去口禽獸之毛色豔麗

者，其眼能見種種顏色，如佳能見灰

黃或黑，則毛色亦為灰黃典灰黑。又

如昆蟲多有保護色 ，其顏色與環境色

態相近。同顛而生於不同環境，則其

色也變異。此科學家所證明者。只是

心受環境之影響，而心要求適應環

境。經言 : r 心種種故色種種 J .如

說此為神所造，誰能信耶?

4. 世間法有善有惡，惡是有漏，

善亦是有漏，故世間善事不能究竟，

有創作用。實則世間法均如此。如開

一河藥，水道暢通，農田受益，然人

鵲法融示

印販導師寫給黨樹居士的信

可能落水而死，亦可能過大雨 ，堤崩

而成大災。故世間之善惡、利弊 ， 皆

為相對的，然世間固不能無善惡與利

弊也。以金錢施予騙子，騙子自身為

惡，而施與者之心行是善，但缺乏智

慧為人所欺耳。善惡的原則是確定

的 ， 無智慧則善力亦小 ， 故儕法重智

慧，以智慧導行，乃為更正確。 .

此致，即請

法安

印順合十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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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坐

《解脫道上) (四)

第十五萬E 輔鵲糞

第十六章草種難步的方法

草士益牽頭國農車轉

第十八章揖五十軍

第十五車糟動支

[書。

有五 r"動XJ 包岫鷗訟g吟唱æl) : 

信

﹒倍(叫做}

﹒鷥食(appibidba、哪恤郎，少勵

﹒饋Jl(lIII!ayi'啦，鱗傷〉

﹒章，進{棚ddhavi珈}

'''(p阻孟}

草草佛教從而霄. r僧a 怕她革"糟思，是單單佛她的信心、或者激直在街三，庸

的信心.fI事弟子的 r倚a 應是涅盤的，以 r.J (明dera刷diag)~聲禮。而且，

'事且終于的 r僧J 並不與自由隸，厲的紛紛相衡樂﹒因此，道個僧不是fU當﹒它是

以智慧夠很益的 r ftt J . 

緝拿佩﹒軍量。a



"鐵般頭問

《肉'.ll.上) (1.'1) 

r億a 被調轉]t-切惡毒藍藍的事童子﹒依據詮釋蠻的辦".績是因為制撒輔倍以

及組濃輸迴海智麗的決心﹒不動的信 (JJJ不聲聲灣倍) .得u聖勞頓~果時，才會生忽

[8勾﹒必擔僧三蠻的不動呵，心﹒是頭流穆斯晨，害的特色之一﹒

在十九個 r治一切章是心」心所之中. r {曹』排在第一位，也獨在一切營心以:a

與事會心相應約啥~心之中勸。它能夠斯拉加@事犯na)笑他相1/1.心F漪，車t像是縣看臨重

玉的事，*w珠一一老串串此，珠:f&入*'中，能自國泥土和*'絮說，塵，淨化*'寶:鬧事摸

地. r俏』也能法體會心的艙..﹒

《吾吾綠綠》如此給泌 rMJ : r...-t'華約信 • A:AII1t 、結1t、 a1t、1t、1t

殺、信J每一一沌.tt.U峙的信獄. J <1也〉相反自1iJ. r媛J 數人停留在J&(池，如同æ臣

中豎立險機〔哪!I:f!!錢不了〕﹒

健康

在此，錢越是為身、心智平泌的狀態﹒它包含「費醫稍J (句pih孟晶凋「總會』

(appã1añka) .為了身鏈，嗨. B慨用合宜的食物﹒而，修型音只E買賣E能夠消化、吸收

食物. ..算是處於錢，鍵的狀態﹒

鸝實

脫貧(無ii) .是指戰蠻地線台獨修的進單是﹒源修哥哥與事，飾的樹係說如同病人

與S醫生的，麟. [83]1捕人.iEÐ奮地向習醫生2萬述他的症狀時，醫生村証書富裕闕，悔，

為添他蠟吃什麼食物，又濃濃兔什麼食物﹒因此，務修含淚不能不誠歡囡yivi) • 

精進

r粉:lIJ 是-切成誠的根本，可分2詩三書畫:

• r袋I1Jf.J (包圍bha-dh真叫:關蛤努力的，費遠.

• r的樣界J t組蛤hama-dl區區叫:加強努力的，帶進﹒

• rJ路UJ (pa!蛤øma-dhl1U) : .向成功的弱，越﹒側

直坐一一



如同圍丁清除那些對值物有害的雜草與昆蟲，你也當無時無刻地付出精進，去

除煩惱和五蓋因

慧

「慧」在此則是指了知名色生滅現象的「生滅智 J (U也.yabbaya-品加)。臨〉

第十六章五種進步的方法

[85] 

今日，我要告訴你們五種有助於修

行進步的方法，或者，說是避免煩惱生
F 

起的方法。我們的身上有眼、耳、鼻、 <

舌、身、意六根，佛陀說:

ìtk. 

眼見色時，不取其相、也不取其細相。因為若未防護自民板，貪、憂、諸惡不善

法將侵害他，所以他守護眼根，作眼根的防護。耳聽聲峙，不取其相...鼻嗅香

峙，不取其相...苦嚐味時，不取其相...以身作觸，不取其相 ...意如法峙，不取

其相，也不取其細相。因為若未防護意根，食、憂、諸惡不善法將侵害他，所

以他防護而行，守護意根，作意根的防護。髓的 [86J

因此，若不守護諸根(即在所緣生起時，未觀照它們) .禪修者將成為貪、脹、

痴的獵物。就像浸濕的衣服必須陳乾才能再穿著使用，且即使陳乾，也可能還有異

味殘留，同樣的，若將心浸入煩惱中，心會變濕、變臭、變鈍。

如果心不保持警醒，喜、樂就不會生起。若無喜、樂. (修奢摩他時)將不能獲

得定力. (修耽婆舍那時)無法培養真正的智慧。如果無定(samã曲i) ·心就不得寂

靜;如果耽婆舍那未生起，道、果也就不會生起。道、果不生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就是未能善護諸根。關於防護諸根. (彌蘭陀王間經) (詮7)說:

Cak凶umãssaya由ã andho • 

他雖有眼，卻如盲人;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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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獻示

《解脫道土}} (四)

盲人不能見物，他不在乎外相之色。禪修時，若你仍四處張望，你的修行就會

中斷，且無異於主動邀請貪、瞋煩惱，你將見不到法。事實上，你可以不需要閉上

眼睛而防護你的眼根。耳根也是如此:

sotavã badhiro ya也磊，

他雖有耳，卻如聾人;

當然，你會聽到聲音。但如果你關注那聲音，修行就會被打斷，因此必須克制

自己。聾人對聲音不屬興趣，不在乎。當你能守護住眼、耳兩根時· [87J就是很好

的進展。

聰明博學的人，會想談論他們所懂的事情，去比較、論理。但是，在禪修時，

最好像啞子，不顯露自己的才智。所以，禪修者應禁語，遵守指導而不要譯辯。因

此說:

paññavãssa ya1也.ã mügo • 

他雖有智，卻如啞子;

愛詩論的人到處都有。有一固，我碰到一位禪修者，他對巴利三藏文獻極為熟

詣。每次小參的時候，他總會突然插話，指出書中的記裁。於是，我便告訴他一個

故事一一有一位婚禮主持人，工作非常稱職。但當他自己當新郎的時候，他卻跑到

主持人的位置，讓新郎的位置空薯。賓客對這個情形廠到很荒謬，因為他在此時沒

有待在正確的位置。說完這個故事後，我告訴那位禪修者應回到正確的位置，他應

該清楚自己是學生還是老師。

所以，禪修者當學生時，他的行為應該就像個學生，要服從老師的指示，這樣

他才能學到東西﹒沒有必要賣弄。要像一隻貓，牠平時必須把爪子藏住，到恰當的

時間才顯露出來。

同時，禪修者應像個生病而虛弱的病人，放慢動作，仔細觀照，否則他將不會

進步。因此說:

balavã dubbaloriva • 

他雖強健，卻似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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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觀照一切的厭受與動作，是很重要的事﹒禪修者如果動作像個身手矯健的人，

速度很快，將不能專注地觀照。 [88J當你從遠處看某物的時候，該物會顯得模糊不

清;同樣的，若禪修者不貼近去觀照所緣，所緣也會顯得朦朧不明。如果泛泛地觀

照，你將會漏觀一些所緣。所以，你的觀照要綿密不絕;而且你要像病人般放慢動

作，運用你的精進、念與定力。如此，你會穿透所緣，見到實相。此時，你將會獲

得〔不動的〕僧，

若是日常活動，如洗澡、用餐等，你的動作可以如常。但是，獨處時，請放慢

動作並仔細觀照，否則你的修行將會失敗。所以，為了不讓修行失敗，我勸你們要

放慢動作。

那先尊者在《彌蘭陀王間經》中提到，禪修者應連用公雞的五個特質:

大迦梅延尊者曾這麼說:

叫也雖有眠，卻如盲人;

他雖有耳，卻如聾人;

他雖有智，卻如啞子;

他雖強健，卻似無力;

有事生起峙，他睡臥於死床。」

「有事生起 J '意指禪修者心中生起 r (苦〕受 J (feelings) 。來禪修中心修

行，禪修者和家人、朋友分離，遠離平日的娛樂，對他們而言，這並不容易。再

者，他們還被要求應收攝諸根。如此他們因身業、意業受到限制而廠到苦。但是，

唯有不顧身、命的人，才能成功克服障礙。當那些苦受生起時，禪修者應像個死

人。 [89]噴墓中的死人被碰觸時，不會有任何厭覺，也不會抱怨，同樣地，禪修者

應當像具屍體，耐心地忍受修行的種種艱辛。這〔內觀修行〕是一趟冒險的旅程，

如果成功，將使禪修者有能力去面對一切可能發生的世事。有人也許會認為佛陀教

導的修行道路太過嚴苛而殘酷。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我們不是要把禪修者推向無

意義的終點或死亡，只是，為了獲得至上的安樂，人們必須有所構牲。因此書中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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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ha at也.e samupp個血， saye也amatasã抖kaQ1.

有事生起時，他睡臥於死床。

針對公難的第五個特質，那先尊者說:

佛法敢示

《解脫道上)) (四)

大王!公雞雖被土塊、棍棒、鐵鍾攻擊，也不捨棄自己的家。同樣的，大王 l

行瑜珈(yoga) 的禪修者，即使在裁作衣裳、修草屋令、種種作務，誦或令誦(渡

轟提木又)之時，仍不應捨棄「如運作意」。大王!如理作意即是禪修者自己的

家(geha) 0 大王!應如此是公灘的第五個特質﹒大王 l 做為天中天的世尊曾

說: r 諸比丘 l 什麼是比丘的行處 (goc缸a) 、自己父傅的領地 (sako pettiko 

visayo) c益的 ?J 一一正是四念處。(都)

第十七章頑固與束縛

[91] 

我想說一段話，來提醒所有的

禪修者。事實上，我近來一直想談

這個主題，現在是時候了。

心的頑固

「心的頑固 J ·在巴利語稱為“ceto幽la" ，字面意是「心的荒地J '也就是

指多棘的或瞥扭、挑剔的心。它的本質是「疑J (vicikicchã)和「瞋 J (dosa) 。

有五事令心頑固，讓人無法在修行上用功:

.疑佛(Bu個ha)

﹒疑法(Dhamma)

.疑僧俗曲曲a)

﹒疑戒、定、慧三學(Si幽幽)

﹒對同梵行者(Sa扭曲macã血)起瞋惠(蛀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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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者在修行時，可能會生起這樣的想法. r此法

是真實的嗎?能帶給我利益嗎? J 這麼想時，他將不會

付出徹底的努力，因此他的修行也就不會為他帶來利

益，即使有一些成果， [92J也不究竟。這是世間的「定

貝。 J (niyãma) 。

在此， r信」是重要的。如果你要彎曲一根竹子，

應先浸泊或用火烤，使它變柔軟。否則，彎曲時它可能

會斷裂。同樣的，若缺乏「信 J ·輝修者的心將變得僵

硬、頑固，因而不可受教。

從小未受佛教文化說禮的人，很難對佛陀生起信

心，這是可以理解的。我也無意強迫這些人﹒但是，他

們仍然可能接受佛法、信仰佛法，因為法是客觀的。一

旦生起信心，就必然會獲得利益。如果禪修者真誠且勤奮地努力，他甚至會願意冒

著生命危險，以達到他所希求的目標。所以， r信」是很重要的。

相信戒、定、慧三學，也很重要。若對三學沒有信心，禪修者將會意興闌珊，

不會竭盡全力;相反地，若對三學有信心，禪修者將能在修行上精勤努力、全力以

赴﹒成功地防護身、口業行時，他會對「戒」生信。成功地控制心，他會對「定」

生信﹒當他繼續努力，他會了知名色法，那時，他會對「慧」生信，並告訴別人

「了知聖諦是件奇妙的事情」﹒如此，他會了解到三學的殊勝與利益。至於一直抱

持懷疑的人，佛陀說，他們無可救藥。就此，有一個例子。

佛陀證等覺之後不久，來到了鹿野苑，也就是五比丘所在的地方。由於大慈

(Mahã-metta) 、大悲(Mahã-kan耶a)之心使然 [93] ·佛陀打算向他們初轉法輪。五人

見到佛陀自遠處走來時，他們彼此討論說: r賢友!這個喬達摩沙門正走了過來，

他已放棄努力，回頭過奢侈的生活。我們不要禮敬他，或向他間好，也不要幫他拿

衣齡，只需替他單備一個位置，如果他願意的話，他可以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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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敢示

《解脫道上)) (四)

當佛陀逐漸走向他們時，五人卻未依循之前的協議，紛紛上前迎接佛陀。有人

迎向前去問候他、拿佛的齡，另一個拿佛的僧衣，第三個為他舖座，第四個拿水為

他洗腳，另一個則準備腳凳。於是，佛陀便坐在他們準備好的位置﹒這時候，五比

丘還是直呼佛陀的名字，用著『朋友啊! J (Ãvuso)這攘的稱謂。

佛陀表示自己已見法，希望五比丘聽他說法，然而五人並不相信佛陀的話。佛

陀說了三次相同的話，但他們都不相信。他們那時對「佛」、「法」仍不具信心(那

時候還沒有「僧圖 J )。

此時，佛陀改變他說話的方法，他對五人說，自己以前和五人一起在鬱卑羅森

林修行時，從未像現在這樣說過自己見法，甚至也從未暗示自己見了什麼異象

(vision) 。這時，佛陀的慈悲似乎廠化了五比丘，五人開始仔細傾耳聆聽佛陀的言

說。於是，佛陀便轉動法輪，為他們說法﹒在初轉法輪的第一天，阿若慵陳如

(Kon晶晶a)便證成『預流者J '之後其他四人也陸續成為聖者。 [94J最後，在佛陀

說完《無我相經) (Ana倒a幽甜甜U伽)時，五個人都證得阿羅漢果。

為何五人一開始不相信佛陀呢?這就像有名的醫生治療一個對他沒信心的病

人，因為病人還不了解醫生，即使那病人曾聽過醫生的盛名。然而，只有在病人開

始接受治療，發現效果令人滿意之後，他才會真正信任醫生，也才會相信醫生對其

他病人的治療效果。

因此，我們知道有兩種「信J :基於可靠的陳述而生起的「信J '以及基於親

身經驗而生起的「信」﹒

同梵行者

同梵行者，是指與你一起學習、修行的人，可以指你的比丘道友，或只是與你

一起禪修的禪修者。同梵行者共有七種，即比丘(bhi蛤hu) 、比丘尼(bhik岫uni) 、式

叉摩那(sik凶amãnã) 、沙彌 (sãmaT)era) 、沙彌尼(sãmaT)eñ) 、優婆塞(upãsaka) 、優

婆夷(upãsik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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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禪修者若對這些人有所不滿、生氣或埋怨，只是讓自己受苦而已，故應該以寬

容的心去除這些情緒。否則的話，禪修者將無機會在佛法(buddhasãsana)上有所進

步。(陸的

[95J 

心的束縛

心的束縛(cetasovinibandhã) ，會束縛住禪修者，非但使他不能讀得道、果，還

會讓他放棄修行。心的束縛共有五種:

.貪愛欲樂.

.貪愛自己的身體。

﹒貪愛他人身體，或其他外物。

﹒生活奢侈，如:好吃、好睡、好躺臥.

.希望投生天界。借助

有這五種束縛的人，不會顧求於佛法上有所進步。換句話說，他們不願意幸福證

得道、果、涅槃而努力，放棄了證悟的希望。他們被稱為“世蛤hi伽dhura" ，即

『棄捨責任的人」。由於懶惰，由於未戒除應戒之事、未修習應修之事，他們被稱

為一pamã也池函" , r放逸住者」。

第十八章魔王十軍

[97J 

在欲界裡，人們追逐厲官欲樂，認

為它們是真正的快樂，因而忽略「正

法 J t 虛度一生。事實上，自無始輪迴

以來，人們便已享受著這樣的欲樂，一

直至今日仍不顧將之捨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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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敢示

《解脫道上)) (四)

今日比丘們遠離世俗享樂而出家(無論是短期或盡形書) .修習正法，以遠離不

善業行。他們可說戰勝「魔王 J (Mãra. 殺手)的〔第一支〕軍隊。『魔王」

(Mãra)有兩個定義:

﹒殺「德 J (開a)者

﹒殺「命」仰的者

當禪修者修行耽婆舍那(vipassanã)時，他們實際上是在與邪惡的魔王軍隊作

戰。魔王共有十支軍隊:

欲

.欲(kãma)

﹒不喜(ara世)

﹒飢渴(khuppipãsã)

.渴愛(taQhã)

﹒昏沉與懶惰(包na-mi“ha) [98J 

.恐懼(bhirü)

﹒疑 (vici垣cchã)

﹒虛偽與頑固(ma凶旭、也ambha)

﹒利得、稱讚、恭敬(1ãbha 、 siloka 、 sakkãra)

﹒自讀、毀他(a伽尬mp.sanã 、 paravambhanã)借助

欲有兩種:

﹒『事欲 J (va他噓ãma) :屬官的所緣對象。

﹒『煩惱欲 J (kilesakãma) :貪愛著嵐官所緯對象的欲望。

有五種感官對象，或稱『五欲索 J ·即色、聲、香、味、觸。對於家人、財

產、事業、朋友等「事欲」的貪愛，即是魔王的第一支軍隊。通常，眾生很難擊敗

這支軍隊。就我自己而言，我沒有家人，所以沒有可執著的家人。雖然世人可能會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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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無家人而傷心，但是比丘能輕易克服這種悲傷。在這裡的比丘和禪修者已經辭親

割愛，放下世俗的營窮和享樂﹒他們現在修行正法，將能夠證得有尋、有伺的〔耽

婆舍那〕初禪。如此，他們能夠戰勝魔王的第一支軍隊。

宣
固

不

捨棄習以為常的廠官享受後，禪修者

可能會覺得密集禪修 (kammatthãna ·業

處)有點無聊。禪修之時，他或許會廠到些

許的不快樂。雖然他戰勝第一支魔軍

[99J ·但如果他尚未嚐到法味，他也許會

覺得所處的森林或道場很無趣。這種情況

便稱為『不喜J (arati) 。

對此，禪修者需要變成「不喜」的相反，即需成為一個好樂正法、樂於修行的

人(abhirati) 。當比較嚴官所帶來的欲樂與修行的法樂之時，禪修者會發現後者遠勝

於前者。這個比較能幫助禪修者成為好樂正法者﹒

發現正確的方法，並因遠離五蓋而生起喜、樂、定時，禪修者開始了解法的殊

勝，因此成為在某種程度上的好樂正法者。稍微了解法的殊勝，就能激起對法的一些

熱忱。如果禪修者不夠努力，他就看不到法的殊勝。對禪修者而言. r 好樂」

(ab恤咄)是→固珍貴的成就。經典說: 一Pabb可i能m 尬。· ãvuso ·油恤詞也尬E益" , 

意思是說:賢友!出家而好樂(正法)是困難的。(註l仿

一旦禪修者進入「耽婆舍那初禪J (也e 晶st vipassanã jhãna) ·他會變得好樂修

行，因為他已體驗到法的殊勝性。當他進入到「耽婆舍那二禪 J ·他的覺照會變得

更清楚，定力也更強而有力，因此體驗更微妙的「喜 J (因定而生的喜樂)。

與厭官快樂相比，他會發現法樂更殊勝，法樂不僅是「善 J (kusa1a)而己，是

r (增)上善 J (adhikusala) 。關於這一點. (法句經》第三七四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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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to yato sammasati ' 

凶andhãna耶 udayabbay~;[100J

labha位 pltipãmo.ij缸n ﹒

缸na個睡個:q:t víjãna個耶.

每次觀見

諸蘊的生減峙，

他便獲得喜、悅

對智者而言，這就是〔通往〕無死(涅槃) (之道〕。位15)

佛法敢示

《解脫道上)) (四)

在這個階段，他對法的熱d沈會增強，遣將支持他繼續邁向更高的雕婆舍那智。

對於這遠離欲樂的法樂， (法句經》第三七三頌說:

suñ直ãgãr~ pa咐他assa， san恥i前assa bhi國也lunO;

amãnusl rati hoti, s個lDlã 曲anuna.:q:t vipassato. 

入空曠處、平靜己心、

正觀諸法的比丘，享受過人的喜悅目

雖然禪修者不應該執著『喜J (Plti) ·但是「喜」能令人好樂修行正法。因此，

就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喜」是善的。為什麼呢?如前所說的，禪修者戰勝第一支

魔軍，開始修行耽婆舍那時，他會廠到某種「不喜J (缸a尚屬覺，若他厭受得到修法

的喜悅，他會對自己說. r還不錯嘛! J 如此，他能夠克服第二支魔軍﹒

克服內觀修行道上的重重障礙，就如同在戰場上作戰。禪修者依其能力將會與

敵人進入攻防戰，乃至游擊戰。如果他的力量夠強大，就會採取攻式;如果他的力

弱，就會暫時有計劃而善巧地撤退。 [101]

飢渴

擊敗第三支魔軍後，禪修者對布施者所供養的任何資具都屬到滿意。但是，他

仍然可能懷念過去所享有的物品回這會將他帶到另一個戰場，而魔王的第三支軍隊

便在那裡等待著他，這支軍隊稱為「飢、渴」仙.uppipãs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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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者因為現在得不到他以前常享用的酸、甜、辣等食物，他會懷念它們的滋

味。因此，他的心中未能靨足，無法集中心力好好地修行。然而，不管道場提供什

麼食物，禪修者都必須接受，所以他們可能難以克服這支魔軍。

但是，如果禪修者是容易滿足的人，他會輕易戰勝這支魔軍。除非為了符合

「食物適宜.J (bh吋ana-sappãya)條件，而必須有另外的要求，否則，禪修者正依賴他

人的供養才能在此修行，他應該對所獲得的一切事物廠到知足。

在佛世時，曾有六十位比丘在森林中修行。名為瑪蒂卡瑪塔(Ma也ama包)的老婆

婆負責照顧他們的飲食、資具。有一天，瑪蒂卡瑪塔在做家務並一邊修行時，證得

阿那含果及神通(abh迪亞ã) 0 她心想她的兒子們(她便是如此稱那些比丘)是全職的修

行者，應已證得某些聖智﹒所以，她以神通力觀照那六十位比丘的修行進展﹒令她

訝異的是，他們全未證得任何的智慧(自早a) 。她也看出他們缺少「七合宜.J (註助中

「食物合宜」的條件。所以，她為每人準備了適合他們的食物，那些比丘對食物廠

到很滿意，且因食物的改善而見到了「法.J 0 [102]最後，他們皆成為阿羅漠。這個

故事顯示，禪修中心裡的廚房工作有多麼重要。

在此，我想談論一下「素食主義」。有些人認為吃素才是道德的﹒在上座部佛

教(四eravã也)裡，並沒有「吃素能助禪修者更快或更容易見到法」的思想。佛陀並

未完全禁止「吃肉」。提婆達多(Dev甜a伽)曾要求佛陀立下戒律禁止食肉，但佛陀

思考了這事的利、弊後，回拒他的要求。在佛陀時代，一般人們吃菜也吃肉﹒比丘

必須依托辭而食，他們沒辦法知道哪一家吃素，哪一家不是。而且，他們必須接受

在家眾所給興的任何食物﹒如果佛陀立下這條戒律而禁止肉食，這將會影響比丘們

的修行。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如佛陀所教的方式進食，思惟食物的不淨，不去執

著任何的食物。不一定得吃素才能修行。

無論如何，如果你能只吃素食，那是很好的。但是，對於那些身體機能已被制

約成需要吃肉、代謝動物性蛋白質的人而言，他們可以保持原來的飲食習慣。如果

他們的飲食突然變成只有豆類、蔬菜，他們的胃可能會廠到不舒服，因此無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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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適宜」的條件。

在佛陀時代，教團裡有(吃素的)婆

羅門和其他(未吃素的)人，佛陀必須考

慮到這個事實。類似的情況就像汽車的

引擎'它可以靠汽油或柴油運作。

[103]我們不能在被設計成使用汽油的引

擎裡加入柴油。反之亦然。所以，只要

佛法敢示

《解脫道上)) (四)

是符合佛制的淨肉，是可以吃的。這件事告訴我們，我們無法做每一件想要做的事

情，只能做對大眾最有利益且合宜的事。如果規定是大眾不能遵守的，那就沒有效

果。(編者按:大乘佛法與上述看法有些不同，請讀者明辨。)

渴愛

當禪修者嚐到法的真正滋味時，他就站穩上風，能戰勝第三支魔軍一一飢渴;

否則，他會貪愛慣常的資具、食物(pariyes組詢。hã ·尋求愛)。在此，精進的努力是

需要的，如此禪修者方能擺脫第三支魔軍。飢渴，使禪修者面對第四支魔軍一一渴

愛。

昏沉與懶惰

當我們無法阻止飢渴與對厭官欲樂的渴愛時，我們會精疲力竭，頭腦變遲鈍，

失去活力，最後成為第五支魔軍，即「昏沉與懶，情」的受害者。

原本不容易入睡(或患失眠症)的人，也許在打坐不久之後，就開始昏沉，甚至

前額碰觸到地上或東倒西歪，威儀壤失。這時候，心變得渾濁、遲鈍，缺乏精進

力。這就是昏沉與懶惰。禪修者很難克服這個狀態。 [104J

《增支部》佳的說到目體連尊者在為更高的道果努力時(那時是預流者) .遇到

昏沉與懶惰的問題。佛陀必須教導他一些方法、策略，幫助他擊敗這第五支魔軍。

如果連預流者都難以克服昏沉懶惰，我們能期待凡夫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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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禪修者可以提起精進，結合喜樂的體驗，讓心恢復活力。如此動員

所有的精進力，他將能夠克服昏沉與懶惰。或者，他可想像一個需要動員所有精進

力的情境， (如此也能克服昏沉〕。

恐懼

禪修者必須盡全力去克服昏沉與懶惰，

否則在森林或禪修中心時，他可能會生起畏

懼。

如果他尚未見到法，與禪修老師

(國mmatthãnãcariya)小參時，甚至面對其他

禪修者時，他也會屬到不自在。他就像未做

功課的學生，不想見老師、同學﹒禪修者這

時就是遭遇到 r.畏懼 J '或者，更恰當地

說，是「懦弱」一一第六支魔軍﹒

相反地，如果禪修者在修法上有不尋常的經驗，他會急著想向禪師報告。如果

這種情況發生在晚間，他可能會很亢奮，以至於造成修法的障礙(至少那天晚上可能

如此) 0 [105] 

疑

如果禪修者見到法，他就不難克服畏懼﹒如果未見到法，他可能會浪費他的時

間頻頻思惟著自己的失敗。然後，他會開始懷疑自己的努力，這讓他遭遇第七支魔

軍一一「疑 J (vicikicchã) 。

依據詮釋害的說法“Ubhayapak:尬歸祖包間早amukhena vicikicchã vañc侃.. (r疑」

偽裝成理性恩惟而行騙) ，他。被「疑」所欺騙的人會反覆地亂想。此時，禪修者需

接受禪師的指導。接受指導之後，他能夠去除懷疑，激起信心，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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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敢示

《解脫道上)) (四)

虛偽與頑固

到達某個階段，禪修者會體驗到奇妙的法﹒這時，他變得很自滿，甚至會想

「我是多麼了不起!我已證得很高的成就，不是嗎!也許禪師也未修到這個階

段 I J 如此，他遭過第八支魔軍一一虛偽輿頑固。

若這個心態不嚴重，就不難克服。只要禪修者持續努力，他會體驗到更勝的

法，並進而改善他的態度和行為，因而顯得可敬而令人印象深刻。這將會為他帶來

供養、讚歎和恭敬· [106]也就是第九支魔軍。

利得、稱讀、吾吾敬

這種情形較少發生在禪修中的行者身上。辯才無礙，善於指導、說法的禪修老

師，通常較容易濃得供養、稱讚和恭敬。

受到這樣的恭敬供養，禪修老師可能會走向迷途。若未精通耽婆舍那修行的教

理知識(bahussuta '多聞) ，他會說出「幸自似法 J '也就是假而似真的佛法(dhamma

pal祉õpaka) 。

即使在如緬甸這樣上座部佛教興盛的國家，還是有人為了追求名聞利養而講說

「相似法」。因此，充足的教理知識(多聞)是很重要的。我們應記住這點。

初學寫字的學生，在無格線的空白紙上寫字峙，字會忽上忽下，不工整。同樣

地，木匠也需要一條線(sutta)才能裁出筆宜的木塊。

法的領域裡也是如此。修行戒、定、慧的行者需要一些經線(sutta)單則，如此

才不會偏離佛典所建立的正道。否則的話. r相似法」就會出現 。

所以，下例的偈頌提到兩種道路: [107] 

Añ卸趾 lãbhõpanisã. aññã 且bbãnagãm且i;

evametatp. abh迪亞ãya， bhikkhu buddhassa sãvako ; 

sakkãraIp. nãbhinandeyya. vivekam扭曲晶haye. (詮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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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獲取利養的方法、-走過往涅槃的道路，

了如此，比丘一一即佛陀的弟子，

應該不喜樂他人的恭敬，應帝修遠離。

充分了解通往涅槃的道路，以及通往輪迴、惡趣的道路之後，比丘，即勇於奉

行世尊慈悲教導的真佛弟子，將不會貪愛信眾的布施，他不會因為未得到信施供養

而生起貪心，也不會因得到供養而厲到高興。

相反地，為了獨處，他會到安靜的地方修習止、觀，直到他有所成就﹒怎樣才

是個好弟子(聲聞)呢? (清淨道諭》膛的說:

Bhagavato ovãdãnusãsanÎIp sakkaccarp.閻明ntiti sãvakã. 

他恭敬聽闖世尊的會I1示、教識，故為「聲闇」。

(巴利語「弟子J (聲聞)的字面義就是聽聞者。 )[108]

《清淨道論大疏鈔》解釋“sa蛤accarp. s聞組副 sãvakã" (恭敬聽間，故為「聲

聞 J ) : 

Yathãnusittharp patipajjanena kiccasiddhito ariya-bhãvãvahaJll savanarp 

sakkaccasavanarp. nãma.值21)

若聽聞後，依所聞而行道，因此成就應作之事而引生聖果。這種聽聞名為「恭

敬聽聞」

自讚、毀他

由於他人的恭敬、禮拜，他開始高估、讚揚自己，同時貶低他人﹒這也是禪修

老師會面對的戰役。

如此魔王共有十支軍隊. (經集) (Su伽血pãta)的第438到441偈儷泣)說:

"kãmã te pa1h個打倒， dutiyã arati vucc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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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個血i vicikicchã 筒， makkho 也ambhote a他amo"

IILãbho siloko sakkãro, micchãl叫dho cayo y.晶。;

yo cattãna.tp samukk組pse， pare ca av，吋ãnati."

IIEsã namuci te senã，k旬hassãbhipp油面前

na ruup. asiiro jin剖. jetvã ca labhate su幽am."

〔魔王! J 
「欲」是你的第一支軍隊，第二稱為「不喜 J • 

你的第三支軍隊是「飢渴 J ·第四名為「渴愛 J ' 

第五是「昏況懶惰 J ·第六叫作「恐懼 J ' 

第七是「疑J '第八是「虛偽典頑固 J ' 

還有利得、讚歎、恭敬典不正當方式獲得的名聲，

〔最後是〕讚歎自己、提毀他人。

魔王!這些就是你的軍隊，邪惡者的武器。

若非英雄，無法戰勝它;

但，戰勝則獲得快樂。 .

【註釋】

註1 :臺參考《增支部) (ANIII65) • 

註2 :指八欲界唯作心、五色界唯作心、四無色界唯作心﹒

佛法敢示

《解脫道上)) (四)

註 3: (法集諭) (Dhs 10-11):Yã 伽凶tp samaye saddhã sad也h個孟 okappan矗 abhippasãdo

saddhã saddh詛.driyatp saddhãbal缸p.-i曲.tp. tasmitp s祖祖.ye saddhindriyatp hoti • 

註4 :參考《清淨道諭) (Vism131) 、《相應部) (SNV66). 

註5: (增支部) : r 他有慧. (即〕他具有達至生穢的、聖的、能穿遁的、正向苦盡的

慧 J (AN III 65: Pafifiavã ho世， udaya他agãminiyã pafi血.ya sam祖nãga切缸iyãya

nibbedhikãya s血unã du國油出layagãm凶yã) 0 (增支部注) : r 達至生誠的:能到

達，即能夠辨別生和攝的。藉此指『生滅智』。聖:清淨的。能穿透的:能穿透以前

未能穿透的貪蘊等。正向苦盡的:以彼分斷除煩惱故苦誠﹒趨向此苦之攝的﹒如是，

以這些句子說耽婆會那慧 J (Mp m 27: U也.ya他ag旭i且iyã說 udayafica a他afica g祖tUIJl

paricchindi個ql s缸na吋lãya. Etena pafi直ã-叫akkhat;la-pariggãhak缸p. udayabbayafiã:r;wp 

vu忱aIJl. Ariyãyãti parisuddhãya. Nibbed凶kãyãti anibbiddhapubbe lobhakkhandhãda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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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世bbijjhiω.IJl samatthãya. Sammã du臨h幽hayagãminiyãti tadañgavasena kilesãn缸p

pamnattã yaIp duk恤aIP坦y闕，個ssa duk恤閑sa khayagãminiyã. lti sabbehipi imehi padehi 

vipass祖ãpaññãvab也itã) 。

註6 :見{清淨道論> (Vism20-22) 、《相應部> (SNIVI78) • 

註.7: (彌蘭陀王間經》個1367) .亦見《長老偈》個501) 。

註8: (清淨道論大疏鈔> : r 自己父傅的嶺地:屬於自己父親，即正等覺儕陀所有，為佛

陀所發現、所顯示的領地 j (Vi個﹒酬 1 45: Sako pe尬。 visayoti a恤o pitu 

sammãsambuddhassa sanl旬ko， tenadi柚o dassito 開 visayo) • 

註9 :見{彌蘭陀王間經》個1367-368) 。

註10: 恨的(DNIII238) 、《增支部> (創III248) • 

註11: 原英譯本中，之後還接了『禪修者若不戒除應戒除的不善行，不持守應持守的正行，

他就被稱作『放逸住者.1 j 這一段文。但這句和下段文的最後一句重覆，所以今刪﹒

註12 :參考《長部> (DNIll238-239) 。

註13: 參考《經集> (Sn436-439) • 

註14: (相應部> (SNIV260) 。

註15: (法句經注》解釋: r每次觀見:於三十八種所緣裡作業時，以種種方式觀察;或

者，在飯前等諸多時間之中，於自己所喜歡的時間裡觀察;或者，在自己所喜歡的業

處裡作業觀察。生激:五蘊的三十五種生，與三十五種激﹒害、恤:觀察輯蘊的生誠

時，讀得法喜與法悅﹒無死:在名色法與其因緣清楚顯現時所生起的喜、棍，對智者

而言，就是無死，因為它們能導向無死的涅槃 J (Dhp-a II 375咕: Yato yaωsamm甜甜誼

atthatÌJpsãya ãrammaJ;lesu kamma.rp karonωyenayen越ãrena， purebhattãdisu vã kãlesu 

yasmÌQl yasmÌQl att祖ã abhirucite kãle, abhirucite vã ka血matthãne kammat1l karonto 

sa血m個ati. U曲yabbay祖.ti pañanna.rp 姐姐.dhãnaql pañcavisatiyã lak恤at;lehi u也yat1l

pa翻兩組yã eva ca lak岫問世 vayaql. Pitipãmq封叫 evat1l恤組dhãnaql 叫ayabbayarp

sammasanto 曲amma-pitÌlJ1 dhammap直mojjañca labhati. Amatanti taJP sappaccaye 

nãm訂üpe p祉ate hutvã upa柚ahante upp祖naql pitipãmojj問1 amatanibbãn晶ampãp位副a

vijãna個.IJl pat;lc,iitãnaql amatamev副 a他0) 。

註16: (清淨道論> (涓細126-128) 。

註17: (增支部) (訓N85品) • 

註18: (導論注> (Nett-a90). 

註19: (法句經) (Dhp75) • 

註.20: (清淨道論) (Vism2 18) 。

註.21: (清淨道論大疏鈔) (Vism-mht 1278) 。

註22 :此為緬甸版的編號; PTS版則是436-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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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道，匕》已正汰出版了!
班迪達禪師著﹒溫宗聖譯的《解脫道上) .已由台

北市內觀禪修中心籌備處於2008年6月正式出版，並與大

眾結緣。所以. (福嚴會訊》也已徵得溫老師的同意，這

期的刊出將是最後一次的轉載，若有興趣深入暸解班迪達

禪師的開示內容者，請您跟下述的「索書處」聯絡，謝

謝!

. 索書處

。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314號5樓之1 電話: 02-27007028 

。 覺明寺，台北縣新莊市豐年街51巷17弄1號 電話: 02-22032363 

~也 《福慧隨身書》歡迎索取似月3

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於2008年5月發行了《福慧隨身書) .乃繼《印順導

師法語(一))之後不同系列的口袋書，以推廣導師思想、普及化為宗旨，已發行了

四冊，分別是: No.OOl (生死大事) • No.002 (從心不苦做到身不苦》

No.003 (談修學佛法) • No.004 (佛教的財富觀) .基金會歡迎索取，並且徵詢

流通處，相關資訊請與基金會聯絡

財團怯人印順文教基金會

30268台灣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28巷7號

電話: 886-3-5551830 
傳真: 886-3-5537841 
Email: 抖nshun.tw@msa.hinet.net

郵撥帳號: 19147201 
戶名: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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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生
成
悟
詩
詞
篇

1.;.常 c+灰) 20050619 

開印法師

(曾任第八屆教串串主任及教師)

晨曦才露晚霞來，一日光陰似情催。

不獨人寰朝複暮'心心生減已幾回。

戈壁遊記 (一先) 20050620 

孤僧浪跡在天涯，一蛛沿途望古煌。

故國高昌依舊在，誰來直敘事當年 p



說Jt榜 (新聲新頓，六豪) 20050624 

僧海茫茫聖道迢，重山妙境最難薯。

于年公案低徊處，切忌瞳仁眺太高。

不線索 (泉、冬) 20050630 

詩情畫意樂融融，自得陶然味正濃。

夜靜窗前修格律，斟言酌句不離京。

i:靜月色 (七陽) 20050705 

老看書椏上街翩舞，夜望江湖冷似霜。

拂面清風枕邊過，禪林一覺倍空源。

佛法敢示

人生成悟詩詞篇

夸夸;用朽 (七陽) 20050706 

孤村瘦馬橫僵臥，古道昏鴉乘夕陽。

姑菌不經年又月，南柯何必笑黃葉 P

;無

(註) r朝菌不知晦朔，總站不知春秋。」語出《莊子) r逍遙遊」篇。

~i全 ~p 公 (新聲新韻，押入寒) 20050626 

一代宗師辭世矣，弘揚正法在人間。

兩邊刺透新方便，正本清源大伙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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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析《中阿含﹒漏盡經》

的知理作意
f 釋開仁(叫I

一、《中阿含﹒浦盡經》的經義

二、有部對《漏盡經》的詮釋

三、瑜伽師對《漏盡經》的詮釋

一、《中阿含﹒漏盡經》的經義

在古老的契經中，有不少「正思惟」的用詣，實是「如理作意」之翻譯，

在漢文及上下文脈的意義來說，很難評論其有大錯。然而，假如追溯其字誨，

有的經文若改用「如理作意」的翻譯，也許會更能凸顯經文要詮釋的義理，因

為若全將契經中的「如理作意」翻譯成「正思惟 J t 會與八正道之一的正思惟

相混淆，這在詮釋的角度而言就不盡理想了。據了解，如《中阿含》第51 、

52 、 53 、 54 、 55等經的經文，均將yo剖so manasiãra翻為正恩J推。(詮1)今舉《中阿

會﹒ 10. 漏盡經》來解釋如理作意的內涵。(也〉

為法制﹒第20期

此經世尊告諸比丘說:

以知、以見，故言者漏得畫。非不知、非不見也。云何以知、以見，故諸漏

得盡耶?有正思惟、不正忠惟。(詮3)

言下之意，即表達了佛法絕不認為斷煩惱是偶然的情況下發生的，它是

「以知、以見」才能讓詣漏得盡。 G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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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析《中阿含﹒獨畫經}}的如理作意

繼而，世尊更提到唯有透過如實知、見正反兩類思惟，始能達至獨盡。按著世

尊先開示不正恩惟'爾後才說出正思J惟，如世尊說:

尺，夫是人不得開正法，不值真知識，不知聖法，不調御聖法，不知如真法

位5) 。不正思惟者，未生欲渴而生，已生便增廣;未生有漏、無明漏而生，已

生使增庸。正思惟者，未生欲漏而不生，已生使減;未生有漏、無明漏而不

生，已生使滅。不知如真法故，不應念法而念，應念法而不念。以不應念法而

念，應念法而不念故，未生欲漏而生，已生使增廣;未生有漏、無明漏而生，

已生便增廣。(詮6)

由斯得知，三漏(欲漏、有漏、無明漏權7) )的生起與否，決定於恩惟(作

意)的正確或錯誤。假如有正思惟的人，它能讓未生的三漏不生，己生除誠。不正思

惟者，則翻此應知。

世尊說到就因為凡夫沒有如實知見，所以「不應念法而念，應念法而不念.J • 

攸關此語，誠如《瑜伽師地論》卷11所說的: r不如理而強作意，其如理者而不作

意;總說，比二，名不正思惟。」權的

其次，世尊在《漏盡經》中說到「有七斷漏、煩惱、憂厭法 J ·這分別是有漏

從「見(包ssana) 、離(pariV3:封組a) 、護 (SaqlV缸a) 、用(patisevana) 、除 (vino曲曲)、

忍(“趾vãs祖a) 、思惟(bhãvanã) J 斷七項。在非理作意的內容上，顯示出最重要的

就是第一項有漏從見斷，因為我見致使凡夫無法見法，所以此項末端世尊即開示能

體現者就是斷三結得初果位。如云:

云何有漏從見斷耶?

尺，夫惡人不得聞正法，不值真知識，不知聖法，不調御聖法，不知如真法，不

正思惟址，使作是念:

我有過去世?我無過4;;世?我何因過去世?我云何過去世耶?

我有未來世?我無未來世?我何因未來世?我云何未來世耶?

自疑己身何謂是?云何是耶?今此眾生從何所來?當至何所?本何國有?當何

固有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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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生從何來，死往何去的疑惑，為普遍性的有漏見。而比照《清淨道論》的

話，能解除此三世疑惑的智慧，最淺顯的即名為法住智;偉10)但若從紐文脈絡來

說，則應指出世間的涅槃智。延續上段問題的提出，凡夫會因此而生六種見，如經

說:

彼作女U;是不正思惟，於六見中(1)隨其見生而生真有神， ο)此見生而生真無

神， (3) 此見生而生神見神， (4) 此見生而生神見非神， (5) 此見生而生非神見

神， (6) 此見生而生此是神，能語、能知、能作、教作、起、教起，生彼彼處，

受善惡報;定無所從來，定不有、定不當有。是謂見之弊，為見所動，見結所

繫，凡夫惡人以是之故，便受生、老、病、死苦也。(註11)

由引文得知的六種見，實己包含見所斷結(又名見惑)的最重要內涵。有關此六

種見的說明，接下去將引用有部論師及瑜伽行派之詮釋來討論。

接薯，世尊繼續開示第二乃至第七項的內容，按照經文前後脈絡來說，斷見惑

後應該緊接著就是要斷修惑。其中，第二項有漏從護斷，意指守護六根門，莫對本

質不淨的一切而妄生淨顛倒，如此則能使得自己煩惱不生。(詮12)

第三項有漏從離斷，所指是遠離惡劣的野獸、環境、惡朋友等，因為假如修行

人與其岡處共住，除了會讓人生疑惑之外，亦會使得自己累生煩惱。值助

第四項有漏從用斷，意思是對於衣服的使用要以護身為冒;飲食只要求令身久

』官、、-

想、

、J

住安隱無病;住處但為疲倦得止息

及靜坐的緣故;湯藥但為除病惱、

攝御命根、安隱無病故。由斯可

知，此為有漏從用斷。位叫

第五項有漏從忍斷，說明的內

容:一者是不論遇到什麼困難皆不

捨精進，要得到心所追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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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析《中阿含.~看畫經}}的如理作意

才可以捨棄精進。二者縱使有惡意之內外法所逼迫，皆應堪忍，莫令生煩憂。(註

15)第六項有漏從除斷，若生欲念、意念、害念三惡尋思應速疾斷除，免生煩憂。(詮1份

最後第七項是有漏從恩惟斷，簡單說就是要修習七覺支，依於離、無欲與滅盡

的質素，趣至出世間道。值17)當然地，能夠如此圓滿七項內容，是為漏盡諸結，得

苦之邊際。(註18)

二、有部對《漏盡經》的詮釋

在未正式討論上述所言六種見之前，先來談談有部論師對《漏盡經》不如理作

意能令三漏生，生已增廣的理由作討論，如《大昆婆沙論》卷47說:

如契經說，:「往由非理作意起故欲漏、有漏、無明漏，未生者使生，已生者倍

復增廢。」

問: r有爾所煩惱生;邁爾所煩惱識。一剎那後必不住故，云何而說三漏生已

倍增廣耶? J 

答: r依下中上漸增說故。調下品生已為中品緣;中品生已為上品緣，故作是

說。

復次，依等無間緣，說倍復增廣。謂下品煩惱生已，與中品為等無間緣;中品

煩惱生已，與土品為等無間緣，故作是說。

復次，依同類、遍行固，說倍復增廣。謂下品煩惱生已，與中品為二因;中品

煩惱生已，與土品為二因，故作是說。

復次，依取果、典果，說倍復增廣。謂下品煩惱生已，能取、能與中品果;中

品煩惱生已，能取、能與上品果，故作是說。」

尊者世友作如是說. r非煩惱多，說倍(復)增廣，依復生已，不復還墮未生位

中，故作是說。

復次，依復生已，不復還墮未來世中，故作是說。

復次，依數數生，故作是說。謂一煩惱生己，復起非理作意。不依對治，使生

第二，復生第三乃至百千，故作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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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依漸猛利，故作是說。謂下煩惱生已，復起非理作意，不依對治，使生

中品，復生土品，展轉增盛，故作是說。

復次，依隨境轉，故作是說。謂隨緣一色等境界，煩惱生已，由彼復起非理作

意，不依對治，史緣聲等生諸煩惱，故作是說。」

大德(註19)說曰. r依一有中，纏多行故，說倍(復)增廣。謂具縛者，從無間獄

乃至有頂煩惱皆等，自地煩惱無增減故。然有現行、不現行

者。若起非理作意，不依對治便數現行，若起如理作意，依

對治者便不現行。故作是說。_J (詮2油)

有關契經不如理作意的詮釋，外人詰難說「有如此的煩惱生，即有如此的煩惱

滅 J ·且一剎那後必不住故，怎麼契經中可以說「三漏生己倍增廣」呢?其中，有

部正統論師一一迦濕彌羅論師有四種主張:第一，依煩惱的下中上品漸次增上而言

由下晶煩惱生己，轉增為中，乃至轉為上品煩惱之意。第二，依等無間緣說。

即前念的煩惱正誠之時，有力能牽、能引後念煩惱生起。此處「無間 J ·即沒有間

斷之意。男外，下品煩惱能增上成中晶煩惱，是因為當下品煩惱生起之時，對於後

念煩惱能為種子一一給予同類(詮21)、遍行(詮22)二「因」之力。即由同為一類雜染法

故，所以能倍復增廣。反之，約果法而言，當下品煩惱現在生時，即能成為彼未來

煩惱之種一一能引未來令其果法生起，故說有取果用。如就後時的中晶煩惱，當其

(果法)生起之時，先前下品煩惱(因體)即能以「正與彼力，令其生等 J (註23)的力量

影響於他 與果。(註24)如此，則可見昆婆沙師以緣法能給予緣生法「因」

「緣」、「果」三種力量的角度，來詮釋一念煩惱能增長之原由。

其次，世友尊者則以為非約煩惱的多一一下中上品的增上而論倍復增廣，而應

該是約煩惱生起之後，絕不還墮未生位、未來世中而言增廣。這可由尊者的解釋而

明其理。此中，依數數生而言增廣，其意思是:若有一煩惱生己，而不加以對治，

而行非理作意，則必然會讓第二煩惱生起，如再不對治，則繼續引起第三、第

四... ，乃至百千萬的煩惱生起。依漸猛利，意思也同於上個理由，不過此處就煩惱

展轉增盛一一下品增為中品，中晶轉為上晶而言。依隨境轉，則由眼為例，說明若

為系會訊﹒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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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析《中阿合﹒講盡經》的如理作意

眼對色作出非理作意，其他根門也會逐漸隨境成染。由此可知，世友尊者認為契經

中的煩惱增廣，是約煩惱生起即相續不絕而言之。不斷絕之原因，即是非理作意!

對於此，大德法救則認為契經中「倍復增廣」的意思'並不是煩惱的增多、加

重，而是約常常現行而言。因為從無間地獄乃至有頂地中具縛的有情，不管生於三

界九地內之何處，煩惱的少多皆是相等的，其原因是: r 自地煩惱無增減故」。依

此見解，關於煩惱的除、遣，那如理作意就即顯得重要!因為如理作意生，對治道

即能轉起，煩惱鱷即不現行。若如理作意無間數數生起，煩惱對治道即能不斷，對

於三界的煩惱即說能:未生者令其不生。

總觀上文，前念煩惱不僅能引後念煩惱心起，且會增廣，此即「隨增」煩惱的

作用。倍復增廣，可說即隨眠「隨增 J (詮25)之意吧!

也許我們會懷疑，為何如理作意能令煩惱纏不現行，難道不需要與定相應的修

慧嗎?其實，對於聞思慧力的闡述. (大昆婆沙論》卷的有云:

問:如何得知未離下染不得生上?

答:下地煩惱障礙土地諸功德故，未得土地根本功德不生彼故。若執唯伏下地

煩惱即得上生，諸以欲界聞思慧力伏煩惱者，技應不生三界九地。聞思慧

力能伏三界九地煩惱，令不起故。非修慧力伏諸煩惱，令不現行，勝闇思

慧。以聞思慧分別諸法，伏諸煩惱，勝修慧故。(註26)

由上知悉，昆婆沙師認為欲界的聞思慧

力能鎮伏三界九地的煩惱，其理由乃是因為

聞恩慧力能總、別觀諸法自相、共相一一

「真實作意」於諸法，故對於法的自體與所

緣能觀見其原本面目，斷增益及損滅之愚

昧。(詮27)當然，伏不是斷，而且不夠徹底，

所以才會促使進修與定相應的修慧，甚至於

無漏慧。

-‘社』、

七、伊『、

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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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此外， (大昆婆沙論》在卷138雖有引用此蘊，

但目的並非在解經。(詮28)反而在卷199引出六見的內

容時并加詳細的分析一一實際上是為解釋〈發智

論》的原文，如《大昆婆沙諭》卷199說:

(1)【發智論】曹有此見: r諦故，住故，我有

裁。」此進執見常見攝，見苦所斷。

諦故者，謂實義故。住故者，謂法兩故。

我有我者，謂我恆有。此造軌見常見攝者，顯往自性。見苦所斷者，顯彼

對洽，廣說如前。復等起云何?謂有外道或因不正尋思...乃至廣說。

(2) 【發智論】費有此見: r諦故，住故，我無我。」此邊執見斷見攝，見苦所

斷。

諦故，住故安目前釋。我無我者，謂我當無。

問:此正法中亦說，無我而非惡見，彼外道亦說無我何故名惡見耶?

答:此正法中於無我(之)空行聚見空無我，說言無我，故非惡見。往外道

於無我生行眾中妄謂有我，但說「援我當、來不有_j ，故是惡見。

此邊執見斷見攝者，顯復自性。見苦所斷者，顯彼對治，廣說如前。復等

起云何?謂有外道或因不正尋思...乃至廣說。

(3) 【發智論】請有此見: r我觀我，眼、色即義。」此有身見，見苦斷。

我觀我者，謂有外道執我過內、外法故，眼見色時，謂我觀我，眼根及色

俱即我故。

(4) 【發智論】請有此見: r我觀無義，眼即我，色為軍具。」此有身見﹒見苦

斷。

我觀無我者，謂有外道以自民是不共，又是內法故，執之為我。色與此相

違，但是我眾具故，眼見色時謂「截觀於無我」。

(5) 【發智論】請有此見: r無我觀我，色即我，眼為軍具。」此有身見，見苦

所斷。

為法制﹒第20期



佛法融示

徹析《中阿合﹒鴻章經》的如理作意

無我觀我者，謂有外道，現見世間大地諸山經久不異，謂「與我理相應，

使執為我。」眼與此相違，但是眾具故，眼見色時，謂「無我觀我。」

問:何故不說，「無我觀無我_j ? 

答:以一切法實無有我，若說無我觀無我者，便是正見，故此不說。

問:若有外道，執耳聾等是我非餘故，眼見色時說，無我觀無我，此豈正見

耶?

答:彼執耳聲等是我，誰是惡見，若說，無我觀無我，即是正見，是故不

說。

此中，詩有身見者，顯彼自性。諸見苦所斷者，顯彼對治，廣說，女目前。等

起差別，亦如前應知。

(6) 【發智論】詩有此見. r此是我，是有情、命者、生者、養育者，補特伽

暈、意生、儒童、作者、教者、生者、等生者、起者、等起者、語者、覺

者、等領受者，非不曾有，非不會有，於彼搜處追善惡棠，於往往處受果

異熟，捨此處嘍餘蘊。」此邊執見常見攝，見苦所斷。(部9)

此邊執見常見攝者，顯彼自性。見苦所斷者，噸位對治，廣說如前。等起

差別，亦如前應知。......

問:云何建立如是六見? ...... 

答:此中以所依、所緣故建立六種。

問:豈不己說應成十八或三十六耶?

答:不繭!所以者何?此中總依覺、所覺，根、根義，有境界、境界

(之)差別行相而建立故。若依相續剩那差別則有無量，今略說商所。

儘30)

對於《發智論》的六種見，昆婆沙師作了相關註釋，今簡明如下:



從《發智論》的原文可了知， (1) (6)屬於邊執見的常見攝; (2)則屬於邊執見的

斷見攝;至於(3) (4) (5)均為有身見所攝。此六類見總標示為「見苦所斷 J D 

在昆婆沙師的說明中，見苦所斷所指的就是見道中，斷見惑(苦諦下)之煩惱，

以欲界為例，如《大昆婆沙論》卷22說: r欲界見苦所斷心有十種:謂五見、疑、

愛、毒、慢、不共無明相應心。.J (註31)也就是一般說的十隨眠: r貪，膜，癡﹒

慢，疑，有身，邊，邪，見取，戒禁取」。而見苦所斷之後就不再出現的隨眠，就

是「有身見」及「邊見(攝得常斷二見) J 。換句話說，此六種見，若歸納起來，

(1) (2) (6)是邊見· (3)(4)(5)為有身見。

若按印順導師的考察. (雜阿含》中雖常以三句(或四句等)來分析我見，但統

攝起來不過是二見: r色是我」等於即蘊我， r色異我」是離蘊我，末句「相在」

則亦屬離蘊我。(註32)由此觀之，層於常見所攝的(1) (6) ，也許可以對應離蘊我，因

為常見一一身誠後，還有我在輪迴﹒如，此二見所云的. r捨此蘊，續餘蘊 J ' 

「我但有」之說。至於屬於斷見的(2) ，則或許是即蘊我，為斷見一一我即是身，身

體為無常一敗壞了，我就一死了事，沒所謂的後世。此與第二見，執「彼我當、來

不有 J '而於現世蘊體的「無我空行眾中，妄謂有我」相似。位叫

至於亦屬於離蘊我的「相在J '導師亦有說明. r如說色蘊，若執我的量大，

那就色在我中;如執我的量小，那就我在色中(若我與蘊同量，沒有大小，則必是

即蘊我了)。對這不即蘊而不離蘊的執見，佛陀破之，蘊不在我中，我也不在蘊

中，所以說不相在。.J (包4)

如(3)的「我觀我」為「執我遍內、外法 J ·我即遍一切 我與世界合一，包

容了一切。而(4) r我觀無我」搞的「執內法為我，外法是我眾具J ;我唯是眼，外

法是我所(眾具) ，我是縮小了。至於(5)的「無我觀我 J ·又將我擴大至眼以外的

一切法... .而將眼視為我所﹒

其中，更有趣的是，外人對於《發智論》的(2)和(5)均出現反問昆婆沙師為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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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我」也有過失。昆婆沙師對於(2)的無我義分辨說:佛法談無我是在『無我之空

行眾見空無我 J '沒有實在的來見者可言，與斷滅見不岡;值的而對於(5)的「無我

觀我J '因外人受到否定後反問道:何不乾脆說「無我觀無我 J ?論主則說此乃正

見，外人的見解雖相似無我而實際上還是有我的。誠如導師所言: r分析有情為五

蘊，一合相的我執雖可不生。受假) ，但色等各蘊還是實有，我執仍有安立的據點，我

執仍舊破不了才樹毆) 0 J 卸的也因為這樣，外道沒有斷見惡的智慧，唯佛法才有。

三、瑜伽師對《漏盡經》的詮釋

《瑜伽師地論》對於《漏盡經》的詮釋相當周詳，於此經對應的摩阻理迦，如

卷的云:

若於諦智增上如理及不如理不如實知，不能盡漏;與此相遣，如實如故，能盡

諸誦。當如此中，間不正法，不為寂靜、不為調伏、不為涅槃所起諸智，名不

如理。聽聞正法，與上相遣，當知如理。權的

此處說明，假如對於聖諦智增上慧學的內容能如實知，就能盡諸有漏;相反

地，如果對此之如理〈指聞正法乃至為涅槃所起諸智)和不如理，皆不如實知的話，

則不能盡漏﹒

接著瑜伽師認為不盡諸漏的有情，第一個

理由是因為住於惡法，對三寶沒有仰信，沒有

依法修行的正見﹒第三個理由是因為此人有邪

勝解，如說:

又即於彼諸惡說法昆奈耶中，聞不正法，

起邪勝解一一於不如理生起如理顛倒妄

想;於不如理不如實知是不如理。又於聽

聞正法如理不如實知是其如理。種:38)

有邪勝解者，會將非理的道理誤認為是如

理的，甚至對於非哩，或如理的道理則無法識

\令

14 
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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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它的對錯。也猶如無明的意義，無明即不明，但不止於無所明，是有礙於智慧的

迷蒙。無明屬於知，是與正智相反的知。從所知的不正說，即邪見、我見等。僅到

誠然，我們可能繼續要間，到底那些觀念又是行者所應該避免去思議的呢?

〈瑜伽師地論》卷25有云:

云何忠、正法?謂如有一，即如所聞、所信正法，獨處空間，遠離六種不應思

處:謂思主義我，思議有情，思議世間，思議有情業呆異熟，忠言蟲靜處者、靜處

境界，思主義諸佛、諸佛境界。但正恩惟'所有諸法，自相、共相。(詮40)

不該思議之處有六: (1)我; (2)有情; (3)世間; (4)有情業果異熟; (5)靜慮

者、靜慮境界; (6)諸佛、諸佛境界，相對的，該思惟處，直指諸法的自相和共相。

此外，論又云:

由不知故，於諸所有惡說、惡解、有縛、無脫，不應思惟顛倒法中，不能解了

而故忠惟;於諸所有善說、善解、有脫、無縛，應可思惟無顛倒法，所謂契經

及應頌等，乃至廣說，不能解了而不思惟。如是亦名非理作意。由此作意，不

為佳的寂靜，不為調伏，不為涅槃，故名非理。權位)

凡夫的習性，就是由於未能如實知聖諦智增上慧學的內容，故而於『不應思惟

顛倒法中，不能解了而故思惟;應可思惟無顛倒法，不能解了而不恩惟J '這些總

名為非理作意。也由於這種作意不為寂靜、調伏和涅槃的韓故，所以名為非理的作

意。

相關於此，論繼續說道:

又復聽聞不正法故，依三言事增上緣力，顯示過去、未來、現在計我品類。即

由如是增上力故，於三世境起不如運作意思惟'謂於過去分別計我，或有、或

無;未來、現在，當知亦圖。位43)

諭義更表示了此類非理的作意，會促使眾生由於對三世境起非理作意，故計著

我於三世是有、是無。此處顯示的我見妄執，不止於現世，上述論中的「三言

事 J '由《瑜伽師地論》卷19得知乃指三世事。(詮44)如理作意有情流轉於三世中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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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真實的我可得，那所見又是什麼呢?針對

此. (瑜伽師地論》卷24討論到疑蓋的時候有說

到: 計三次 山
如理忠惟去、朱、今世，唯見有法，唯見有 ~電報 l!;!i

" \ 'iìY 事，如有烏有，如無為撓。唯觀有固，唯觀 、凶 , , 

有果，恃無事不增不益，於實有事不毀不 符
f當

謗，於其實有了知實有，謂於無常、苦、

堂、無我一切法中，了如無常、苦、堂、無

我。以能如是如理思惟﹒便於佛所無患無

疑，餘如前說。於法、於僧，於苦、於禁、

於滅、於道，於因及因所生諸法，無惑無疑，餘如前說。(詮45)

在瑜伽師的修行觀念中，對有情自體作三世的觀察時，必定要見所謂的有情、

眾生、我，只是法法的相續流轉一一唯有諸法滋潤諸法，唯有諸行引發諸行，即所

謂有其因必有彼果。能如此的觀察，故能知什麼是有的(蘊等法是有的) .什麼是無

的(我是無的) ，對法不作增益或損滅之執，正知法性的如實面貌。且從因果的關係

中了知:彼諸行因所生故，線所生故，本無而有，有已散滅，故體是無常;是無常

故，即是生、老、病、死法，是憂、悲、惱、苦法，因是生法乃至是惱法故，則為

苦;由是苦故，體不自在，隨緣而轉其力贏劣，定無有我一一無常、苦、空、無我

之道理。若能如此知、見，當對於三寶、四諦、緣生、蜂起法性等之疑惑，蕩然無

存﹒

接著《瑜伽師地論》又云:

往既如是不如正理作意思惟，或緣所取事，或緣能取事;此不如理作意思惟﹒

或即諸行分別有草地，或離諸行分別有我。權的

從引文能了知，凡夫於緣「能、所」二取之事中，若有不如正理作意思惟，那

就會在諸行(蘊等)當中，或者是離諸行之中，分別有我而別別計著。首先，要說明

在諸行中執著有我的錯誤見解，論文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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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緣所取事分別為我，或成常見;由此見故，作是思惟. r我有其我 ， 於現法

中是實、是常。」或成斷見;由此見故，作是思惟. r我無其我，於現法中是

實、是常。」若緣能取事計有我見，分別為我，作是思惟: r我今以我觀察於

我.J ;或謂我我先有今無﹒作是思惟: r我今以我觀察無我。」或復既緣能取

之事，計無我見，於現法中，以其無我分別為我，件是思惟:「我今以其無

我，隨觀昔曾有我。」佳的

綜上諸行中執著有我而言，可以理解瑜伽論主將此我見從能所二取中來剖析，

概要歸納如下:

「我有其我，於現法中是實、是常」一一常見

「我無其我，於現，法中是實、是常」一一斷見

「草地今以我觀察於我_j ; r幸免今以草地觀察祭司見_j ; r我今以其無我，隨觀昔曾有草地」

遁倫針對上述的詮釋是，即蘊我中含有五見，而離蘊我則為一見，共成六見。遁

倫認為第一於所取事(五取蘊〉分別為我，有常、斷三見，此不贅言。至於在能取事

(心)中分別為我者則有三見:首先是計著能綠的心為我，且此心為值常不變的。因此

當以後念心，緯前念心時. ~I嘴覺以為是我在觀察於我。再者，若計著能取心是我，能

據事為斷，即會生起:我今以我觀察無我之見，故觀察時，以為今時無我﹒然，有一個

我能觀，故以為先時我已存在。雖然割著能取之事為無我，生無我見，但無明的眾生是

不能以無我觀察無我的(此即正見)。對於我，還是要有一個立足點才能安心，因此

『以其無我分別為我 J ·反對過去還是曾經有我的存在，即成「我今以其無我，隨觀

昔曾有我」之見。綜合此即蘊計我共有五見，再加上離蘊計我的一見，共成六見。(的8)

有關離諸行計著有我之說，論云凡夫所計離蘊我的異名有『能作者、等作者，

能起者、等起者，能生者、等生者，能說者，能受者、等受者、領受者 J (詮49) ·其

內容於此從略。文末則云: r或有乃至壽量減盡而使夭喪，能捨此蘊，能續餘蘊。

若異此者，既無有我，云何得成如上所說諸所作事!是名第六不如正理作意思惟所

攝見處。」

摟上可知，昆婆沙師與瑜伽論主對此契經皆有辨別六種見，今將此內容的經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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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作一對照:

《中阿含﹒漏盡經》 《發智論》 《瑜伽師地論》

(1)隨其見生而生真有神 諦故，住故，我有我 我有其我，於現法中是寶、是常

(2)此見生而生真無神 諦放，住故，我無我 我無其我，於現法中是寶、是常

(3)此見生而生神見神 我觀我... 我今以我觀察於我

(4)此見生而生神見非神 我觀無我... 我今以我觀察無我

(5)此見生而生非神見神 無我觀我... 我今以其無我，隨觀音曾有我

(吋此見生而生此是神，能語、 有情、命者、生者、養育者， 能作者、等作者﹒能起者、等起者，能生者、

能知、能作、教作、起、教起... 補特伽羅、意生、儒童... 言學生者，能說者，能受者、等受者、領受者

順此. (瑜伽師地論》釋道:

習行如是諸邪行者，於現法中未現前漏，令起現前;既現前已，令依下品起其

中品，令依中品起其土品:由此為固，生起當來老病死等一切苦法。如是當

知，由於女，理反不如理不實如故，造作苦諦、集諦雜諱。借助

造作苦諦與集諦的因錄，由上文得知乃根諒『於如理及不如理不實知」的轉

故，而促使煩惱未生者生，已生者令增廣一一由下晶煩惱起中品，由中晶生上品，

乃至一切苦法均由此而漸次茁扯。

由上了知，六種見非一般凡夫所能輕易破除的，故〈瑜伽師地論〉針對契經的

深義一一有漏從見斷，繼續開演能盡諸漏的如理作意，如云:

與此相遣，聽聞正法，起正勝解一一於其如理無不如理顛倒妄想;於其如理如

實丁知是其如理，廣說乃至於應忠惟無顛倒法能正忠推。

(見斷)由此因緣，於三世行并其所取及以能取，如

實隨觀無我、我所。當於聖諦入現觀峙，於見所斷

所有諸漏，皆得解脫。(詮51)

如果修行者能於所闊的正法起如理的勝解，如實了

知正理與非理，藉此可覺知三世無我的正見，並能盡斷見

惑，而達至「三結盡;身見、戒取、提三結盡已，得須陀

洹」等，入聖流類。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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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薯，論主躍續分辨契經所說的有漏從「離、護、用、除、忍」斷的內容，而

將修惑斷盡，如諭云:

(修斷)得此事已，於上修道所斷諸竭，為令無餘永斷減故，精勤修習四種因

緣。何等為四?-、善護身故;二、善守根故;三、善住念故;傲的四、如先

所得出世間道，以達世闖出沒妙慧多修習故。善護身者，謂正安住，遠避惡

象，乃至廣說，如〈聲聞地〉值54) 。由遠避故，於盡諸漏無有障礙。善守根

者，謂正安住，於諸可愛現前境界、非理淨相，能正遠離，如理思惟後不淨

相。善住念者，謂住四處:一者、安往思擇受用衣服等處。二者、安往能正除

遣處靜現行惡尋思處。三者、安往能正忍受 [1J發勤精進所生症，倦、 [2J疏惡﹒

不正淋漏等苦、 [3J他矗惡言所生諸苦、 [4J界不平等所生苦處。四者、安住於

所修道，依不放逸，無雜住處。

由正安住如是四處，名善住念。.ft由如是善護身故、善守根故、善住念故、如

先所得出世間道善f學習故，於修所斷所有諸漏皆能解脫，及隨證得最極究竟。

(註，55)

雖則說論與經所說的次第稍有前後的不同，但無礙於其所詮之深義。首先，論

說到若行者斷了見惑，繼而想斷除修惑的話，應該要修習四種因。第一是「善護

身 J J 所謂懂得善於保護身的人﹒意思乃指遠離惡獸、惡知識等，讓自身隨順善士

勇往直前。第二是「善守根 J J 意指善護守六根門，對外塵的雜染不受其影響，能

護根律儀，正知而住。第三是「善住念 J J 這項若比照契經是指除『用、除、忍」

三項，一者是對於衣食住藥的生活費具能善於安住，即為契經的有漏從『用」斷;

二者是對於欲毒害三惡尋思、能斷除，即為契經的有漏從「除」斷;三者則再細分為

四項:一是對於懈怠為善之心能以精進對治，二三四乃指對於身心及外界一切惡劣

因緣生起忍辱之意志，不為之動容，安住自心，即為契經的有漏從「忍」斷﹒

當然地，行者由於能完成這些修所斷惑，加上斷見惑時所善修習的七覺支，必

定水到渠成盡斷修惑，完成漏盡果位。除此之外，同卷更有廣釋「放逸」之內涵，

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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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放逸?謂略而言，若邪思惟，若邪尋思，若邪戲論，是名放逸。

當如若於不應思處而強思惟'名邪忠惟。謂或思惟. r我於過去世為曾有邪〈聾

的? _J乃至廣說。可?未來世，於內猶豫，我為是誰?誰當是我?今此有情從

何而來?於是沒已當往何所? _J值的或思世間，謂世間常，乃至廣說;如是或

謂世間有邊，乃至廣說。或思有情，謂命即身，乃至廣說。或思有情業呆異

熟，謂妄忠惟:此作此受，乃至廣說。(註58)或復思惟諸靜處者靜處境界，或思

諸佛諸佛境界:如來滅後若有若無，乃至廣說。彼由世俗、膳義善巧，於是一

切，二因緣故不應思惟:一、非思推所緣境故;二、由其事無所有故。若有思

求非忠境事，或有思求無所有事，如是一切皆無所得，唯有令心轉增迷亂。若

於此中，不如正理強思惟者，雖有一頰，由宿因力，或起厭離、或起厭離相應

作意，緣實境界，於其中間暫蘭現行，而復於彼見為過息，生不實想。如是思

惟世間等法，能引無載。(詮59)

邪尋思者，當知即是欲尊尋思。

邪戲論者，復有六種:謂顛制戲翰，唐捐戲論，幸事競戲論，於他分別勝劣戲

論，分別工巧養命戲論，耽染世間財食戲論。佳的

如是一切，總名放逸。為欲斷除此放逸故，如來親自為教講者，為堪受化捕特

伽羅，闇已達能斷諾放逸。(詮61)

由上述可見，真正所謂放逸的內容，實包括了「邪思惟，邪尋思，邪戲論」三

者，而此與上所言諸有類同，今此不再贅述。

四、結語

透過《瑜伽師地論》輿《大昆婆沙諭》對《漏盡經》的詮釋，經義顯得尤其完

整，也表達出修行者必然要經過如理作意的階段，如經上說. r以知、以見，故諸

漏得盡。非不知、非不見也﹒云何以知、以見，故諸漏得盡耶?有正思惟、不正思

惟﹒」也由此觀之，諸漏得盡的親因線，乃指有正思惟、不正思惟為分別，將世尊

聞恩修的修道次第﹒完整的顯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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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契經的用語中，我們應該可以理解正思惟或如理作意的重要性。然而，亦應

補充昆婆沙師的一項觀點就是:欲界的聞思慧力雖然能鎮伏三界九地的煩惱(因為

聞思慧力能分別諸法自相、共相，斷所緣愚及自體愚的緣故) .可是伏畢竟不是

斷，而且不夠徹底，所以才會促使行者進修與定相應的修慧，甚至於經壞、頂、

忍、、世第一法引發無漏慧，以便真正能將煩惱值連根拔起。 .

【註釋】

註 1 :今列舉〈中阿含﹒ 51 .本際經》卷 10(大正 1 • 487c) :正思惟。對應A.y， p.113 
(λhãra) : yoniso m扭扭扭扭.此外，相關研究請參考印順導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

成) • pp.735-737. (四部阿舍之巴漢對照網站資訊

http://jinglu油eta.orglsu伽Ipita尬.htm)

註2 :對應的經典有: (中阿含﹒ 10. 漏盡經》卷2 <七法品> (大正1 • 431cI3-432c28) : M.I, 

p. 8: Sabbãsava-Sutta ( (中部﹒一切漏經) (漢譚甫傅一· pp.7-13) ) ; (增壹阿含﹒第

6經〉卷34伏正2 • 740a25-741b16) ;何支部) <六集﹒大晶 .58經> (漢譚甫傅二

三· pp.122-125) ;安世高譯《佛說一切流攝守因的伏正1 ' 813a-814b) 。男參〈雜阿
含經》卷26(704經)(大正2 • 189盼: r若不正恩准者，未起貪欲...瞋忌、睡眠、掉梅、

提蓋則起，已超...(五)蓋重生令增廣﹒」印順導師編《雜阿合經論會偏(中)) • pp.99-

102 ; p.106 • n.3 .或《相應部) (五)(漫譯南傅一七· pp.243-244)之 r (三四)非如

理 J ;但.255)之 r (三五〉如理 J ;其內容皆以五蓋輿七覺支為主﹒(或八正道，如

p.170 、 173 、 175 、 177等)

註3: (中阿含﹒ 10. 漏盡經》卷2(大正1 • 431c) 。此段，安世高的異譯本譯「知」為
「智 J ·譯「漏』為「流」。

註4 :佛法以智為導，故佛於經中常有類似的說明。請參閱《相應部) (一二) <因鋒相應〉

(日譚甫傳一三· p.42; 漢譚甫傳一四. p.34): r [爾峙，世尊曰: ]諸比丘!我依知、
見說漏之誡畫，非不知、不見而說。請比丘!如何如、如何見為漏之誡盡耶?色如是

如是，色之無如是如是，色之誠如是如是;受如是如是......想如是如是;行如是如

是;讀如是如是， ......諸比丘!如是如、如是見.~漏之滅畫。詩比丘!滅畫之時，

看見說於滅之智為有緣而非無緣。」又《相應部) (六) <諦相應> (日譯南傅一六下，

p.360; 漠譚甫傅一八， p.331): (雜阿會經}卷8(225種)(大正2 ' 55b22-30): r 爾

時，世尊告言者比丘:裁不說，一法不知、不斷而究竟苦邊。云何不說一法不知、不斷而

究竟苦連?謂不說自民不知、不斷而究竟苦邊。若色、眼誠、眼觸、眼觸因緣生受，內

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後一切不說不知、不斷而究竟苦邊，耳、鼻、苦、身、意

亦復如走。」

註 5 :不知如其法: man個k訂閱iye dhamme na-pp句ãnã組組J.aIlasikar閻王ye 曲amme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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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吋ãnãti(不知應當思惟之法，亦不知不應當恩惟之法) • 

註6: (中阿含﹒ 10. 漏盡經》卷2(大正1 • 431c-432a) 。此段，異譯本《增壹阿含經》將
「不應念法而念』的「念」譯為『恩惟』﹒

註7 :菩提長老說:在三捕中有無明攝和在蜂起的無明，根攘註釋書解釋是單說無明指的是

現世的無明，而無明浦則指前一世(或更前)的無明。(詳閱菩提長老(2006): < (正見
經}中十二支緣起> (香光莊嚴》第87期· pp.68-69 • ) 

註8: (瑜伽師地論》卷11(大正30 • 330c) • 

註9: (中阿會﹒ 10. 漏盡經》卷2(大正 1 • 432a13-20) 。男參見: TheM耐rale Length 

Discourse ofthe Buddha, p.92 : “W揖 lin 也.ep個t?~值 Inot 姐也.ep趟。Whatwasl 旭 the

past? How was 1 姐也.e past? Having be四1 what, what did 1 become 且也ep甜t? Sha11 1 be 扭

曲efu旬re? Sha11 1 not be 凶 thefu個re? What sha11 1 be 扭曲efu個時? How shall 1 be in the 

future? Having been what, what sha11 1 become 扭曲 future? Or else he is 詛W缸dly

perplexed about the present 也.US: Am I? Am 1 not? What am I? How am I? Where has this 

being come from? Where will it gO?" 此外，亦可參印順導師{性空學探頭) • pp.44-

47對《雜阿含》 ο73經): r云何為我?我何所為?何法是我?我於何在? J 四旬之詳

細解釋。覺音(1998): (清淨道論) • p.563亦云: r過去 J :我於過去世存在嗎?我

於過去世不存在嗎?我於過去世是什麼?我於過去世是怎樣(的狀態) ?我於過去世

從什麼至什麼? r 未來 J :我於未來世存在嗎?我於未來世不存在嗎?我於未來世將

是什麼?我於未來世將是怎樣(的狀態) ?我於未來世將從什麼至什麼? r 現在」

我是存在的嗎?我是不存在的嗎?我是什麼?我是怎樣(的狀態) ?而此有情(我)

從處而來?他將至何處去?

註10: (滑淨道論) • p.562 :以把握名色之緣，而越度了關於(過去、現去、未來 ) 三世的

疑過所建立的智，名為度提清淨(亦名法住智、如實智等)。

註11: (中阿含﹒ 10. 漏盡的卷2伏正1 • 432a20-27) 。對應巴利本之前五見的中譯為 :

(1)真有神(A他ime 繭的:有麓的真我﹒ (2)真無神(NIt恤ime 甜甜) :無有我的真

我﹒ (3)神見神(A伽nã va attã呵 sa呵ãnãmiti) :我由其我覺知其我。 (4)神見非神

(A伽nã va ana抽血d sa呵ãnãmi世) :我由其我覺知非真我﹒ (5)非神見神(組抽血.ã va 

a幅叫 sa吋ãnami組) :我由非真我覺知真我。

註12: (中阿會﹒ 10. 誦盡經》卷2(大正1 • 432b6-13) 。

註13: (中阿含﹒ 10. 攝盡經〉卷2(大正1 • 432bI3-21) 。

註14: (中阿含﹒ 10. 漏盡經》卷2(大正1 • 432b21-c5) 。

註15: (中阿含﹒ 10. 漏盡經》卷2(大正1 • 432c5-13) 。

註16: (中阿含﹒ 10. 誦盡經》卷2(大正1 • 432cI3-16) • 

註17: (中阿含﹒ 10. 漏盡經》卷2(大正1 • 43216-21)。

註18: (中阿含﹒ 10. 漏盡經〉卷2(大正卜 432c2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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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9 :大德:法救論師﹒其舊譯為儕陀提婆﹒

註.20: (大昆婆沙論》卷47(大正27 ， 246a) 。

註.21: (大昆藝沙論》卷18(大正27 • 90b27-29): r 問:何故名同類國?同類是何義?答:

種類等義是同類義，界、地等義是同類義.~類等義是同類義。」

註.22: (大昆婆沙論》卷19(大正.27 • 96a20-22): r 問:何故名進行困?進行是何義?答:

過為困義走進行義。復次，能邊緣義走過行截。復次，過隨增義走過行壘。」

註.23: (順正理論》卷18(大正29 • 438al1-12): r 言與呆者，謂此諸因，正與彼力，令其生

等﹒」

註24 :請參考演培法師(1998): (偎舍論頌講記) (上) • p.404: r取果」正指呆體實成的當

體，相當於那賣料困;「輿果」是指實現其呆的作用，相當於那動力因;凡是因，可

說都舍有這二種作用。此外，請參考楊白衣(1989): (阿峨違磨俱舍論要義) • 

pp.232-233: r 同頸因」指前念的因對於復念的果，如果是同一類的法，即名為同類

因。「遍行因」搞過一切的雜染法，而能生起煩惱的原因，即名為過行圓。

註25: (順正理論》卷49(大正妞. 616b12-15): r 言隨增者，請諸隨眠於此法中隨往增

長，即是隨縛，增婚滯義。如衣有潤，塵隨住中;如有潤田，種子增長。」

註.26: (大昆婆沙論》卷的(大正27 ， 355a) 。

註27: (大昆婆沙論〉卷1(大正27 • 3b8-13): r 殊勝思所成慧，謂不淨觀、持息念等;以

純學j 、總觀諸蘊故。...發起殊勝聞所成慧，分別諸法自相、共桐，建立諸法自相、共

相，害實物是及所緣起，以於諸法不增識故。』

註.28: (大昆婆沙論》卷138(大正27 • 7l3c) 0 ( (編盡經》的經名在玄堤的翻譯為《防諸漏

經) ) 
註29: (大昆婆涉論}卷137(大正27 • 707a) :有情者，請諦義、勝壘，有情不可符，非實

有艦。然於界處益中，假想施設，說為有情. [木/泰]落 (nara) ·意生(m組吋a) ·儒童

(mãnava) .養者(po~a) .精特枷聶(pudga1a) .命者 Giva) .生者。iantu) .故名有情。

註30: (大昆婆抄論》卷199(大正27 • 994a-c); (發智論》卷20(大正詣· 1028盼。此外，

亦可參考水野弘元(2000 .惠敏譯): (佛教教理研究) • pp.138-139 • 

註31: (大昆婆沙論》卷22(大正27 ' 1l 1a) 。

註32 :印順導師《性空學探頓) • p.39 。

註33 :此段說明詳參印順導師《佛法概論) • pp.63-64 。

註34 :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 • pp.39-40 • 

註35 :佛法中的「無常」亦有相同的說明，詳參印順導師《寶積經講記) • p.l01 0 

註36 :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 • p.40 ·此外，可參考三假的說明 ， 如即順導師 《成佛之

道) (增注本) .即.344-345.

註37: (瑜伽師地論》卷的(大正30 ， 840b吋﹒

註38: (瑜伽師地論》卷95(大正30 • 840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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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9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 'p.80. 

註40: (瑜伽師地論}卷25(大正30 ' 419aI7-22) .另參:韓清淨(1998): (瑜伽師地論科

句搜尋記彙編) (二) , p.866: r 由思議草地若有、若無，或二過失故。由忠告雖有情、

思喵世間，三過所隨故。由有情業、處、事等難恩故。由果異熟二作者非定故。由靜

處者及諸佛境界無譬、自在故﹒」楊郁文(1994): (阿會要略) 'pp.137-139 0 此

外，相關資料有: (增童阿會鱷》卷18(大正2 ， 640a4-8) 、卷21(大正2 ， 657a19-

b27)說到四種不可思義: (大方便佛報恩鱷}卷l(大正3 • 128a15-17)說到六種不可

思義。《大智度論》卷30(大正訝· 283c17-19)說有五事不可思議﹒

註41: (大正藏》原作「欲.J ·今依前文輿校勘改作「為.J (欲=為【宋】【元】【明】

【宮】【聖】【知】伏正30 • 840d • n. 5) ). 

註42: (瑜伽師地論》卷的伏正30 • 840c) 。

註43: (瑜伽師地論}卷的(大正30 ， 840c) 。相關資料，請參閱: (瑜伽師地論}卷87(大

正30 • 785c5-14): r 又由三分，當知建立薩迦耶見以為根本一切見趣:一、由前際

俱行故，二、由後際俱行故，三、由前後際俱行故。前際俱行者，調如有-作是J思

惟:我於去世為曾有耶?為曾無耶?曾為是誰?云何曾有?後際俱行者，謂如有一件

是思。惟:現於來世為當有耶?為當無耶?當為是誰?云何嘗有?前後際俱行者，謂如

有一作是思惟:裁曾有誰?誰當有我?今此有情來何所從?於此沒己去何所至? J 此

外. (瑜伽師地論》卷95(大正30 • 8科c28-845a3): r 當知若於不應息處而強思+長，

名邪思推。謂或思惟:裁於過去世為曾有邪?乃至廣說﹒於未來世，於內猶豫，蓮足為

是誰?誰當是殺?今此有情從何而來?於是沒已當往何所? J 

註44: (瑜伽師地論》卷 19伏正30 • 386cI5-16): r 若於過去、未來、現在三種言

事...... 0 J 另參見卷81(大正30 • 752c6-8) 。

註45: (瑜伽師地論》卷24(大正30. 412b-c) 。此與〈雜阿含》卷 10(262經) (大正2.

67a16)之「不復見麓，唯見正法」意義相通﹒

註46: (瑜伽師地論}巷的伏正30 • 840c) • 

註47: (瑜伽師地論}卷95(大正30 ' 840c-841a) .此外，可參考《瑜伽師地論科句搜尋記彙

編) (四) • p.2788韓清淨認為:緣能取事，分別為我。或依我見，或依無我，有其三

相﹒

註48: (瑜伽諭記}卷24上伏正42 • 853b) • 

註49: (瑜伽師地論》卷95(大正30 • 841a): r 又復由於不如正理比度作意，離於諸行分別

有我 o .ft謂如是所計實戳，或自能作風後有葉，名「能作發_j ;.或他令作，名「導作

者」。或自能超現法士用，名「能起者_j :或他令起，名 r;等起者」。或自己作後有

業故，或他令作後有業故，成果異熟，名「能生者_j :.或自能起現士用故，或他等起

現士用故，得士用果，名「寧生者」﹒或由自見，或由他見，隨起言說;如是或由自

閣、覺、知，或由他閱、覺、知，隨起言說，名「能說者」﹒或於妻子及奴婷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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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隨其所處，施設教粉，令住其處，如是亦復名「能說者」。或復當來業果已

生，名「能受者_J ;或於現法諸士夫果，已現等生，名「等受者」。或於過去彼彼生

中，造作種種善、不善葉，今於現法續受種種技果異熟，名「領受者_J ;或有乃至壽

量減盡而使夭喪，能捨此蘊，能績餘蘊。」此外，關於「神我』十六種異名之解說，

詳見《大智度論》卷35(大正25 ' 319b27-cI4) 。

註50: (瑜伽師地論》卷95(大正30 ' 841b) 0 

註51: (瑜伽師地論〉卷的(大正30 ' 841吟。

註52: (中阿含. 10. 漏盡經》卷2(大正1 ， 432位8-b6) 。

註曰:此三項，另可參見《瑜伽師地論}卷91(大正30 ， 815b6-8 ; 816cI4-17) 。

註54 :參見《瑜伽師地論》卷24(大正30 ' 415c5-9) 0 

註55: (瑜伽師地論》卷的(大正30 ' 841b-c) 。

註56 :邪=耶【宋】【元】【明】【宮】(大正30 ' 845d ' D. 1) 。

註57: (雜阿含》卷16(407經)(大正2 ' 108c28-109bI8) 。另參見《瑜伽師地論》卷87(大正

30 ' 785c5-14) 。

註58 :參照《雜阿含》卷12(300經)(大正2 ·的c3-16) 。

註59 :以上另參見《瑜伽師地論}卷10(大正30 ' 330b28-c4) ，卷25(大正30 • 419a18-21) , 

卷64(大正30 • 654cl0-655al)等。

註60 :以上男參見〈雜阿會經》卷16: (411經)(大正2 ， 109c7-10) ; (412經)(大正2 ' 

109c22-27) ; (413經)(大正2 • 110a3-5) ; (414經)(大正2 • 110a19-21) ; (415經)(大

正2 ' 110b5-10) 。

註61: (瑜伽師地論》卷的(大正30 • 844c-845a) 0 

《福建造場網絡，上的法會訊處》

帶V 自20昨至2008年期間，轍佛學院的網站上(崎://www.fuyan.org.tw ) r授課
Il~yr 講義」方面增加了《中阿含經》、《雜阿含經》、《十住昆婆沙論》等新編講義，

I r福嚴推廣教育」則增加「印度佛教史」講義﹒

而台北的慧日講堂網站上 (h句://www.lw曲時.tw) r 慧日佛學班」已將過去兩

年四期的課程講義全掛在網上，計有〈大智度論}、《成佛之道》、《妙雲集導讀》

及〈淨土學論集}等。另外， r 佛學語音下載 J ·也陸續掛上網站

(h'句://video.lw晶.org.twl) .歡迎下戰。

福慧道場秉持印公導師重視慧學為先導的佛學教育，期許讓更多的眾生達至「淨 l 
治身心，利濟有惰，弘揚正法」的旨意，為正法久住世間盡一分心力。 ι!再聽

4品進會訊﹒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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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毒品頭之編組名成
協會長穆灣法師 (3)會長組建法師 (7)

穗. > 本海法!Ili (11) 

"扇窗區 〉 泌持法!Ili (12) 

.. 蘭巴 > 1IIIt法盟章 (1)

.艙，單 > • Jl:種訟法lIIî (1) 

2輯-~聲:鐘韓E法1IIî'貨攤tt;曲直 I !醫三屆:如曹擅自帽、氫怨誰lIIî

銀三層:海灣浪錫、聽溜滋曲事 l 禦回唐:鐵般槍自層{粉、質和自哥仲}﹒站鑽誰都編〉

錢蓋層:女灣法1IIî'_弘~1IIi 1 .六層:乞食畫畫飾、海心法.

'的語:踹為騙、糊糊 I MiVi: DIIt棚、爛爛

，唐九草草:爽，錢，臣、錢行曲直都 1 .十盾:值錢畫畫飾、錢緣續銜

，聽主11:111悟錢錫、錢鐵車昌都

ìi!i1!lM > l!. ft : II!態獸，帶。) .組長 2續灣滋a臨終}

常，該!Ili(自}妞11:法紛紛〉法講法紛紛}笨，拉姆〈的練身罷法紡〈的

肉學法!Ili(吟蠻聲法ØIî(紡織廠法.(紛議織法.(1的自治法.(11)

詞 l!.f是:灣糖訟，事。〉

通圖『法師仰視酸法師的仁盟f法圖書ω

會饋訟fIj(份大鐘泌飾。的會翁滄fIj (11) 

.. > 11 A: 斑血法Mi (7) 

掙鑽法都 (2) .. 法衍。〉

元當訟都: (7) 激弘訟歸 (8)

錢繽紛 〉 鈕 ，聲:給紗訟締。〉 眉目，且最: lMt泊，睡{的

幫苟滋Mi (1) 11滋滋ØIî (2) 擔當法.(3) ø滋!Ii (~) l革命滋!Ii ($) 

a糟法Mi(的區區法ØIî(吟次鷥滋!Ii(紛紛搶滋悔恨}﹒總滋!Ii (11) 

仍有增月22白，軍指微肉念數司眼，食法是何層念接讀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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