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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同學，大家好！十八不共法第七條以下六個科目：「欲、
念、精進、智慧、解脫、解脫知見」無減，這六種都圓滿具足，沒
有一絲毫的欠缺，這是自性的果德。但是前面一個字「欲」，如來
果地上還有欲嗎？這個字跟一般凡夫裡面的「愛欲」，名詞相同，
意義完全不一樣。如來果地上離念，沒有念，前面說過，他心裡頭
沒有念。由此可知，這裡面所說的都是果德的究竟圓滿。這個「欲
」是什麼？實在講，是願一切眾生圓成佛道。如果說如來有什麼願
望，如來只有這一個願望，願一切眾生速成正覺。他應化在十法界
，現種種身，說種種法，就是這麼一個單純的目標，這是我們一定
要知道的。所以從這個地方看，這是凡夫、二乘、菩薩統統都沒有
的；沒有，就是都不圓滿，沒有達到究竟圓滿。只有如來果地上才
是究竟圓滿。
　　後面有三條，就是「身、口、意三業」。業是造作。前面講身
、口、意無失，決定沒有過失；這個地方講的身、口、意三業，是
講他的應化。他應化在十法界，他也現身，他也說法，他也有種種
造作，可是應化身「隨智慧行」，跟我們凡夫不一樣；我們凡夫身
、語、意是隨煩惱習氣，隨妄想分別執著，造種種業，人家不是。
這一個例子，就是《華嚴經》上的五十三參。《華嚴經》上五十三
位善知識都是究竟圓滿佛果示現的，他們示現的身分，男女老少、
各行各業，他身語意沒有過失，隨智慧行，不但四相空了，四見也
空了。由此可知，種種示現無非是利益一切眾生。
　　可是有些同學聽了這個說法有疑惑，為什麼？如來種種示現，



有的時候誤導眾生。確實有利益眾生的，也有誤導的。佛有沒有意
思？佛沒有意思。哪些眾生得利益？善根福德因緣具足的得利益。
哪些眾生會被誤導？煩惱習氣深厚的。看到佛的示現，他總是往惡
的那一邊去想，就變成誤導了；如果種種示現都能向善的這邊想，
他就得利益了。佛無心而示現，眾生各個感受不相同，道理在此地
，我們一定要懂得、要通達。
　　佛為什麼在這部經上教導我們一個總綱領、總原則，晝夜常念
善法、思惟善法、觀察善法？不善的行為，我們用這個心去觀察，
是善的。所以大乘經上才說，世出世間法有沒有善惡？沒有。有沒
有邪正？沒有。有沒有真妄？沒有。所有一切相對的都沒有，這些
相對的都是從心想生。你心想善，世出世間沒有一法不善；你心地
不善，世出世間法沒有一樣是善的。都是從心想生，因此祖師大德
們才教導我們「從根本修」。什麼是根本？心想是根本，道理就在
此地。
　　所以我們應當學佛菩薩。看餓鬼、地獄、畜生造作種種不善，
在你心目當中都是清淨業，你就成佛了；他沒有成就，你成就了。
你為什麼會看到這些都是清淨業？因為「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真的清淨了。「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因緣所生法，當體
即空，了不可得」，他怎麼不清淨？確實是清淨的。可惜我們沒看
出來，我們以為它是染污的，其實它是清淨的。然後你才曉得，什
麼叫「性本善」，這三個字的意思你才能稍稍有一點體會；確實本
善，純善無惡。如來果地上純善無惡，一切眾生也是純善無惡，所
以佛說「一切眾生本來成佛」，這一句話是絕對正確，一點都不錯
。過錯在哪裡？過錯不在外境，過錯不在別人。所以我們修行人一
定要記住佛的真誠教誨，外境沒有過錯，別人沒有過錯，諸佛菩薩
、餓鬼畜生、羅剎修羅都沒有過失，都是清淨無為的。過在哪裡？



過我們的念頭錯了，我們的看法錯了，我們的想法錯了。這個道理
深！我們初學佛的人很不容易體會。因為你體會不到，所以你不肯
做。這個「做」在佛法講「修」，你不肯修。你能體會得幾分，你
學著去做，受用無窮！真的是一般所說的心清淨、身清淨。身心清
淨，外面境界清淨，我們才曉得，原來佛住極樂世界，菩薩住華藏
世界。
　　華藏世界在哪裡？就在這裡，跟我們這個世界根本就沒有辦法
分開的，但是各人住各人的境界，你才稍稍能體會得。你沒有這個
思想，沒有這個理念，不肯契入，這個境界你永遠得不到，你永遠
在懷疑，永遠不能現前，這個事情就難了；這一樁事情，佛菩薩再
有能力，別說十八不共法，百八不共法也幫不上你忙，對你也無可
奈何。為什麼？佛幫一切眾生，只能做到「開示」兩個字，只能做
到這裡，佛統統做到了。「開」是跟你說明，「示」是做出樣子給
你看，做示範。在《大方廣佛華嚴經》裡面，前面三分，這是「開
」，跟我們講經說法；末後一分「入法界品」，善財童子五十三參
，「示」，做示範給我們看。我們這些學的人要會悟，要會入。「
悟入」佛幫不上忙，這靠自己；根性利的很快就悟入，根性鈍的就
非常非常困難。
　　利鈍從哪裡分？老老實實講，利根人聽話，百分之百的順從。
善導大師在《觀經上品上生章》裡面所講的，隨順佛菩薩的教誨，
佛菩薩教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教我不可以做我就決定不做，這是
上上根人，這一種人決定能夠悟入。不能隨順佛菩薩教誨，還隨順
自己的煩惱習氣，隨順自己的妄想執著，你永遠不能悟入；別說大
悟，小悟都不可能。讀了佛經怎麼樣？讀了佛經之後懷疑，滿腹狐
疑，這哪能成就？這樣學佛不但不能得利益，反受其害；佛不害人
，是我們自己害了自己，這個道理一定要懂得。



　　最後這三條：「知過去世無礙、知現在世無礙、知未來世無礙
」，這是自性本具般若的德用，十方三世無所不知，沒有障礙。這
一種智慧的能力跟阿羅漢、菩薩不一樣。阿羅漢也能夠知三世，知
過去、知現在、知未來，但是他的時間只有五百年，他能夠知過去
五百年、未來五百年，五百年以上他就沒有能力，他就不知道。
　　《法華經》上有個比喻，是一個公案，是段故事。有一個人發
心想跟佛出家，跟佛出家決定要有善根，沒有善根就沒有法子出家
。佛叫這些大阿羅漢來看：「他有沒有善根？」這些阿羅漢看了都
搖頭：「沒有善根，與佛無緣。」阿羅漢能看五百世，這個人五百
世跟佛都沒有結過緣，他怎麼能出家？佛就說了，他說：「他有善
根，無量劫前」，這「無量劫」時間太長了，阿羅漢、菩薩見不到
，「他是一個樵夫，山上砍柴的，遇到一隻老虎，老虎要吃他，他
爬到樹梢上念了一聲南無佛。」就這一點善根，這一生當中遇到釋
迦牟尼佛，可以出家，佛給他剃度了。這是說明無量劫前佛知道，
別人不知道，菩薩、羅漢都不知道，他有這個能力。總而言之，十
八不共法，包括前面十力、無畏，都是形容如來果地上圓滿的德能
，這個德能是自性本具，圓滿的顯露，一絲毫的欠缺都沒有了。後
面一句做總結：
　　【一切佛法，皆得圓滿。】
　　『一切佛』是講十方三世一切諸佛，都圓滿，沒有不圓滿。依
什麼？依十善業。十善業的功德不可思議！十善業從哪裡下手？《
無量壽經》上教導我們「善護口業，不譏他過」，這就是把下手的
方法教導我們，從不妄語開始。不妄語、不兩舌、不綺語、不惡口
，先從這裡做起，然後再學不殺生、不偷盜、不淫欲，不貪、不瞋
、不痴。深度、廣度隨著自己的修行不斷的擴展，擴展到與自性完
全相應，那就是「性本善」。



　　佛法，諸位都知道，經有四種：教、理、行、果，佛有這四種
經。「教經」，教訓、教誨；「理經」，教誨裡頭包括著真理；「
行經」，你要依教奉行。《十善業道經》是屬於行經。我們常講「
修行」，修行要靠這一部經，這一部經裡面具足一切圓滿的佛法，
我們怎麼能夠疏忽？怎麼能夠輕視它？由此可知，我們自己學佛，
學了這麼多年，毫無成就可言，每天還生煩惱、起無明、造惡業，
這是什麼原因？把十善業道疏忽了，認為這是小小事，這個東西不
需要學的。殊不知這個小小善是成佛的大根大本，一切佛法都離不
開十善。
　　我們常常看到畫的佛像，畫的佛像大概在佛的圓光頂上都寫了
三個字，這三個字有用梵文寫的，也有用中文寫的，也有用藏文寫
的，寫法不一樣，意思、讀音都一樣，這三個字是「唵、阿、吽」
。我當年親近章嘉大師的時候，我也請大師送我幾個字，他老人家
自己親自寫的，他就送這三個字給我，「唵、阿、吽」，他用藏文
寫的。我向他請教這三個字的意思，就是十善業，「唵」是身業，
「阿」是口業，「吽」是意業。十善業道，佛頂在頭上。佛放的光
是什麼光？十善之光，純善無惡。我們要曉得這個道理。末後兩句
，佛勸我們：
　　【是故汝等，應勤修學。】
　　「汝等」，我們今天讀到這部經了，「汝等」這個「等」包括
我們在裡面。這是世尊親口宣揚，『應勤修學』；我們應該勤奮的
來學習，不能夠疏忽。疏忽，那你就錯了。修學十善，你得什麼樣
的果報、什麼樣的成就，完全在你用心。你是用的佛心，諸位要知
道，佛心是平等心，你修十善，你就成佛了。菩薩是六度心，你以
四攝六度修行十善，你是菩薩。你以慈悲喜捨修學十善，天道。看
你用什麼心，你學這個法門，你將來得什麼樣的果報。我們不能不



知道，不能不認真努力修學，否則的話這一生就空過了。好，我們
講到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