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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同學，大家好！昨天我們介紹過如來果地上的十種特殊的
能力，今天再接著看「無畏」。「無畏」就是沒有畏懼，略說有四
種。第一種是「一切智無所畏」。佛與大眾講經說法，大眾包括九
法界眾生，佛說他是一切正智之人。如果沒有真正證得一切正智；
「一切正智」要用我們通俗的話來說，世出世間過去未來無所不知
，而且這個知是決定正確而沒有錯誤的；這樣的話一般人不敢說，
世間的聖人也不敢說這個話。佛敢說，由此可知，佛確確實實證得
究竟圓滿的智慧。而且佛告訴我們，這種究竟圓滿的智慧是一切眾
生自性裡頭本具的，不是從外面來的；換句話說，人人皆有。為什
麼我們的一切正智喪失掉？佛告訴我們，並沒有喪失，而是迷失了
。如果喪失，那就不能恢復，迷失了可以恢復；只要破迷，你的智
慧能力就恢復。這是事實真相，也給我們帶來圓滿的信心。
　　現在我們很想破迷開悟。我們從下午答覆問題，許許多多同學
都提出來：要怎麼樣斷煩惱，怎樣才能夠有把握往生西方世界，證
得圓滿的佛果？這一類的話我們聽得很多，由此可知，大家確確實
實有這個願望。我們的業障始終不能突破，原因在哪裡？要用什麼
方法才能突破？這都是大家迫切關心的問題。印光大師說得好，他
教導我們，常常想到「我要死了，我就要死了」；如果我們有這個
念頭，諸位要知道，這個念頭是正念。「死了以後決定墮地獄」，
如果我們天天想這個問題，天天提醒自己，印祖說：你念佛不懇切
自然懇切了，不相應自然相應了。為什麼？你真能放得下。我們今
天的業障不能突破，原因在哪裡？放不下。為什麼放不下？不知道



死期將至，不知道三途恐怖，沒有把這個事情認真去想想。當然，
一般年輕人很難想像這個問題。年老了，六十歲以上，在工作崗位
上退休了，這個意識比較強一點。為什麼？他已經老了，接近死亡
，這個問題他才會認真的來看待它。年輕人是疏忽掉了，你跟他講
，他不相信，「來日方長」，所以功夫不得力。
　　印祖，那是西方世界大勢至菩薩再來，大勢至菩薩久遠劫就成
佛了，他是示現做樣子給我們看的，我們要懂得。他自己小佛堂裡
面只供一尊阿彌陀佛，牆壁上寫一個大字，「死」字。這就是教我
們怎樣斷愛欲，怎樣達到一心專念。生到西方極樂世界，決定一生
成就，你能夠恢復自性裡面的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本有家
珍，不是從外來的。
　　第二種是「漏盡無所畏」。「漏」是煩惱的代名詞，佛可以說
世出世間所有煩惱斷盡了。不是在如來果地上，就是等覺菩薩要說
這個話，也是大妄語。為什麼？他還有最後一品生相無明沒斷，你
怎麼可以說你斷盡了？第三「說障道無所畏」，障道是一切世間障
礙正道、障礙佛法，佛知道。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區，不同的眾
生，由於迷惑顛倒，把佛法看錯、看偏了，以為這是邪法，障礙佛
法的傳播，破壞佛法的僧團，阻止人修行，佛沒有一樣不知道，這
其中的業因果報，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經論裡頭又常說，譬如
佛跟我們講的法運，釋迦牟尼佛的法運一萬二千年：正法一千年，
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是在末法第二個一
千年的第一個世紀，往後還有九千年。所以佛法裡頭沒有說世界末
日，但是這個世間法運有興衰、有起伏。
　　我初學佛，章嘉大師跟我說，佛法法運在現前這個階段是衰、
走下坡，會不會起來？會起來。法運的興衰是在修學的人，不在法
。法哪裡會有興衰？法哪裡會有生滅？沒有，在人。某一個時期人



心向善，佛法就興；某一個時期人心向惡，佛法就衰。人要是好善
厭惡，佛法是最善的，大家都願意修學；如果人要是反常，好惡厭
善，學佛的人少，佛法就衰了。我們看看現前這個社會，確實社會
一般大眾喜惡厭善。你跟他講些善的，他搖頭，他不相信，他不願
意接受；你跟他講殺盜淫妄，他歡喜。所以在這個時代，法運衰了
。會不會興起？會，肯定的。人在這個時候，他一定受很多災難，
到災難受夠的時候，他覺悟了，他才曉得這個路錯了，他會回頭，
回頭佛法就興了。所以佛菩薩大慈大悲，眾生縱然造滅佛的事情，
佛也不會捨棄他，佛還是要救度他。佛永遠是慈悲的，決定沒有分
別執著，永遠是平等的，這個只有佛與法身菩薩才能做到，一般人
做不到的。
　　第四個是「說盡苦道無所畏」。佛在講經說法裡面，說「盡苦
道」。「苦」，三惡道苦，六道輪迴苦；「盡」是在這裡頭受盡了
、脫離了，永遠脫離了。佛菩薩永遠脫離了惡道，他還來不來惡道
？他還來，常來。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境界，他來，他不受苦。說
「不可思議境界」，他來，他住一真法界，跟我們不一樣；我們住
六道輪迴，他住一真法界。這是什麼原因？大乘經裡面這一種訊息
很多。佛跟我們說，每個人的境界都不一樣，每一個眾生的境界都
不相同，所以法界無量無邊。「十」是代表無盡，每一個人有他自
己的法界，有他自己的境界。
　　法界從哪裡來的？是從心想生的。不要說無量眾生有無量法界
，一個眾生，我們自己這一個人就有無量法界。我很虔誠在念佛，
佛法界現前；我念大悲觀世音菩薩，菩薩法界現前；一念貪瞋痴，
三惡道的法界現前。就是一個人在一天當中，從早到晚就無量無邊
法界；不是從外頭來的，是自己心裡變現出來的。《華嚴經》上說
得好：「唯心所現，唯識所變。」「識」就是心想，所以「一切法



從心想生」。所以佛教我們專門想善，不要去想惡，道理在此地。
　　這是《大智度論》裡面講的「四無所畏」。《俱舍論》裡頭也
有，也說「佛四無畏」：第一個是「正等覺無畏」，第二個是「漏
永盡無畏」，第三個是「說障法無畏」，第四個是「說出道無畏」
。《俱舍論》的意思跟《智度論》可以說完全相同。
　　下面是「十八不共法」。這些名詞術語，略說說就可以了。十
八不共法前面三條是講「身、口、意，無失」，永遠沒有過失，這
是凡夫、二乘、菩薩都做不到的，到純善無過，性德圓滿現前。第
四、第五、第六，偏重在心上講的。第四、「無不定心」，我們知
道如來果地上他那個定境叫「寂滅定」，清淨寂滅，永遠住在大定
當中，「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菩薩要到八地才能到這個境
界，八地叫「不動地」，不退轉了。由此可知，七地以前，「定」
有的時候還會失掉，失掉就是退轉，但是時間很短，他能夠再恢復
；八地菩薩就不會了，如來果地究竟圓滿。
　　第五、「無異想心」，異想是妄想。真心離念，決定沒有念頭
，佛法裡面常講「正念」，正念無念。對一般初學人來說，方便說
「正念無邪念」；換句話說，正念還是有念，他沒有邪念。這是什
麼人？這是法身大士，法身大士也是佛，分證位佛，他們沒有邪念
。如來果地上正念、邪念都沒有，那才叫「正念」。正跟邪是相對
的，六祖說得很好，「相對的是二法，二法就不是佛法」，我們套
六祖說話的模式，「邪法正法是二法，二法就不是佛法，佛法是不
二法」。真心永遠沒有念，那才叫正念，但是他自自然然能與十法
界一切眾生感應道交，眾生有感他就有應。
　　為什麼他沒有念他會應？法爾如是，自自然然。所以這種境界
，佛祖說法說到沒有法子好說了，稱為「不思議解脫境界」；這是
真的，善惡兩邊都要捨。兩邊捨，為什麼我們現在還要斷惡修善？



我們沒有到如來境界，我們不斷惡修善就決定墮三惡道，所以一定
要這麼做。諸佛到這個世間來示現，他也這麼做，自自然然這麼做
，你要問他為什麼？做給迷惑顛倒眾生看的，做個榜樣給他看。這
就叫「大慈大悲」，這就叫「教化眾生」，實在講，他自己不需要
這麼做，他表演給別人看，就像唱戲一樣，舞台上表演。在如來果
地上倒駕慈航，所以他沒有異想，「無異想」就是邪正兩邊都沒有
。
　　第六、「無不知捨心」，世出世間一切法決定沒有執著，世出
世間一切法統統放下了。等覺菩薩還沒有，如來果地上完全放下了
。為什麼？等覺菩薩還執著那一品生相無明；他還分別執著，他要
不分別執著，他就證得圓滿的佛果。所以要放下！你放下得愈多，
你的境界就愈高，在佛法講，你的果位就愈殊勝。佛在《金剛經》
上講「法尚應捨，何況非法」，那個「法」是指佛法，佛法尚且要
捨。「捨」就是不執著。所以這個「捨」，我們千萬不要錯會了意
思，我們真的要捨了，不學了，那就糟了；這個「捨」是我們要學
，但是不可以執著，我們捨妄想、捨分別、捨執著就對了。這是大
乘佛法常講的破立同時，沒有先後。好，時間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