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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好，阿彌陀佛。我們今天接著四念處，昨天我們講到
觀心無常，今天是第四個觀法無我。我們還是以江味農老居士他在
《金剛經講義》的註解，我們來學習。
　　四念處，第四個「觀法無我」。這個法就是一切萬事萬物，心
法、色法統統包括在裡面，在我們現前這一切法當中無我。佛為什
麼要講一個無我？如果我們沒有我的執著，那佛講無我就沒有必要
，沒有意義。所以講一個無我，就是破除我們執著一個我的錯誤觀
念。我們首先要把這個法，這個法是一切萬法，一切萬法就是萬事
萬物，我們心理，精神的方面，物質的方面，佛經就用法這個字做
一個總的代名詞。一切萬法，你眼睛看得到的，耳能聽得到的，鼻
嗅香，舌嘗味，身覺觸，意知法，統統都包括在裡面。我的意思是
主宰跟支配。我們可以主宰的，可以支配的，可以擁有的，這個才
能真正說是我。如果我們主宰不了、支配不了，我們也得不到，這
個就不能說我。好像我們這個身體，這個是我的身體，當然我可以
控制它，我可以去支配它。但事實上，我們沒有辦法控制它。如果
可以控制，誰都不願意老、不願意生病、不願意死。如果是我可以
主宰，那我叫這個身體永遠不要老，永遠不要生病，永遠不死，這
樣才叫有我。但現在事實怎麼樣？沒辦法，我們不想老，它偏偏老
，不想生病，它偏偏會生病，不想死，還得要死，一點辦法都沒有
，很無可奈何。所以佛就跟我們講，我們現在這個情況無我，我們
這個身體是在所有萬法當中的一個。我們的身體都做不了主，我們
這個身外之物，就是我所有的這一切，那更沒有主宰，你也得不到
它。



　　昨天我們講三心不可得，這裡要補充昨天三心不可得一點，就
是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這裡要補充說明
一點。因為講這個《般若經》，自古以來，自從宋朝以後講的法師
就比較少。《般若經》不太敢講，為什麼？怕講錯了，給聽眾造成
誤會、造成誤解，這個問題就嚴重了。造成什麼誤解？著空。我們
一般人著有，執著一個有。把《般若經》的意思聽錯了，變成去著
空了。最嚴重的就是斷滅空。空，什麼都沒有，像現在講的無神論
，什麼都沒有，斷滅。什麼都沒有、不可得，那也不用斷惡修善，
也不用做好事，因為都不可得，就怕產生這個誤解。所以我們昨天
講的那個不可得，也不可得。你如果執著一個空，你還是有得，你
得一個不可得。所以那個不可得也不可得，一空到底，那才是般若
真正的意思。這個大家要聽清楚，這個錯下一個字的轉語，就要墮
五百世野狐身，這不是開玩笑的。一個關鍵字錯了，大家學錯了，
那我這個因果就大了，恐怕不只五百世，恐怕五千世、五萬世，那
個問題嚴重。所以這個不好講，所以人家乾脆不要講。
　　但是江味農老居士，在《金剛經講義》也特別提到這個，他說
現在修行都怕談般若，淺談般若。淺就是輕描淡寫的講一下，很淺
顯的，帶一下，淺談；怕談，就是根本都不敢去談，不敢去講般若
這個事情。江老居士在《講義》也跟我們講，其實這個也不正確，
因為佛法的中心就是在般若，沒有般若就不是佛法。古大德又跟我
們講，寧願著有如須彌山，也不可以著空如芥菜子。可見得，你著
了空，比著有問題更嚴重。著有，他還會去做一些事情，斷惡修善
。但是著空，什麼都沒有，他幹什麼事情都可以，反正都沒有。做
好人，還不是一樣，做壞人，還不是一樣，那我為什麼一定要做好
人？為什麼一定要做好事？我現在幹一些壞事，先來享受享受，反
正到最後都空。這個觀念叫斷滅見，在古代印度就有，人死了如燈



滅，什麼都沒有了，哪有什麼六道輪迴，他不相信，不相信輪迴，
不相信因果，著空，斷滅空，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的。他什麼事情
都幹得出來，殺父殺母，他都幹得出來，五逆十惡都幹得出來，那
造極重的惡業，果報都在阿鼻地獄。
　　另外一種常見，就是說人死了還是再來做人，那條狗死了還是
做狗，那條豬死了還是做豬，那條牛死了還是做牛，牛永遠是牛，
狗永遠是狗，豬永遠是豬，人永遠是人，他承認有這個輪迴，但是
不會變的，這個也錯了。不一定的，看你造什麼業，那也是錯誤的
。所以過去有一些人，幹一些壞事，被抓去判死刑，他就覺得說沒
有什麼關係，我死了，二十年後，我又是一條好漢。那就是執著常
見。二十年後又是好漢嗎？恐怕變一條狗。六道輪轉，互相變換，
事實上是六道輪迴。所以我們老和尚也講，「萬法皆空，因果不空
」。所以我們昨天講三心不可得，你要真會了，不可得也不可得。
　　佛講這個《金剛經》，其實江老居士他把歷朝歷代所有註解《
金剛經》的都蒐集了，可以說集《金剛經》註解的大成。你不講般
若，你不能深入佛法，你在佛法修學上得不到法喜，而且效果有差
，所以這個也不能避開不談，還是要談。但是江老居士講，談要圓
談，要深談，要面面觀，你才不至於有偏差，不至於有錯誤。這個
我們必定要知道。所以這個《金剛經》，其實佛也是怕我們墮到空
裡面去，所以他就勸我們要發願，滅度無量無邊眾生，胎卵濕化眾
生統統要度他們入無餘涅槃，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又說，持戒修
福，對這個經能夠生起信心清淨，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
　　一部《金剛經》它不墮空，不是說像我們昨天聽，如果誤會了
，都不可得。不可得，什麼都不要做了，飯也不要吃了，不都一樣
嗎？都不可得。紅燈跟綠燈一樣，開義師現在開車，紅燈就當作綠
燈走，不可得，反正撞到了也不可得，能行嗎？這不是天下大亂嗎



？這個意思不能錯會。那個不可得就是你不要去執著，但是你在這
個事相上，你還是要遵照這個事相的一個自然法則去做，你不可以
顯得跟人家不一樣，怪怪的。你看《金剛經》怎麼發起的？佛一般
講經，有一些經，像《無量壽經》，他放光動地，然後發覺，佛怎
麼放光，請問佛什麼原因，然後佛再把這個原因說出來，講了一部
經。《金剛經》沒有放光動地，他是什麼？佛每一天都要去城裡托
缽（好像這個城裡托缽，是出家人他就是托缽）。這個意思引申就
是所有的，包括在家居士，他每一天為了生活都要去工作謀生，要
懂這個意思。出家人他沒有做營利事業，他是教學，所以他每天為
了吃，他還是每天要出去，除了生病，別人可以托給你。就像我們
世間人工作，你天天要上班，你要有一份工作來謀生，你生病了，
當然要放假，佛弟子也是這樣。托缽完了，回來之後怎麼樣？去城
裡面，在都市裡面、城裡面去托缽，回來吃過飯，然後洗腳，就像
我們回來要洗身體、洗澡。洗好之後，心收一收，打坐。很平常，
跟一般出家人沒有什麼兩樣。被須菩提看出來，世尊的般若智慧都
運用在日常生活當中。就在日常生活當中，這一切點點滴滴顯露無
遺，被須菩提看出來，所以這個經須菩提來啟請的，佛才講一部《
金剛經》。
　　他一開始就是示現給我們看，跟一般人生活沒有兩樣。其實佛
他金剛不壞身，他可以不用吃，但是他來到這個世間，「佛法在世
間，不壞世間相」。他也可以不要吃，他也可以住在這裡，跟我們
現在在一起，活了三千多年，他也可以這樣，我們讀《無量壽經》
都知道。但是佛在哪個地區、哪個世界，那個眾生的各種情況，他
一定是跟他一樣，這個叫佛法在世間，不壞世間相。在哪個地區，
他一定跟他們一樣。這個地區、這個時代的人壽命多長，他也差不
多是那個壽命，他也會生病，他也需要吃飯。他不是示現一個從來



不生病，然後他也不用吃飯的。那這些眾生還敢去學嗎？不敢，我
們跟你不一樣，你可以做得到，我們做不到，大家信心都沒有了。
示現跟我們一樣，我們就有信心，跟我們一樣，你可以，我也可以
，是不是這樣？所以佛到極樂世界去，到華藏世界，當然他就不一
樣，因為那邊的人大家都是以禪悅為食。如果你在那邊再弄個三餐
、五餐，那不是人家看了也很奇怪，又跟人家不一樣？所以他到哪
個世界、哪個地區，一定是恆順那個世界，不會去壞那個世間相。
所以那個不可得，大家不要錯會意思！不可得，什麼都不要做，飯
也不要吃了，洗澡也不用洗，不可得，不能錯會。你照常要這樣做
，但是你做的當中，你不可得，這樣就對了。好像佛天天要去托缽
，但他心沒有罣礙，沒有罣礙就不可得。我們天天在讀《心經》，
沒有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就沒有了。
我們現在為什麼有恐怖顛倒妄想？得，把你心那個得，你要看破放
下，那你就跟觀自在一樣，得大解脫、大自在。所以這個我們要深
究。
　　所以蕅益大師跟我們講，五夏專精戒律，不是說只有在戒律方
面，戒律要深入，這個四念處也要同步的深入，你才能學到真正的
佛法。所以蕅益大師不但是我們淨宗九祖，他也是當代的律師，他
以《占察經》占到清淨輪相，他得了比丘戒，他是明末清初一代的
律師。我們近代，民國初年，弘一律師對他非常尊崇。
　　這些道理，我們都必定要了解。三心不可得，我們要常常觀心
無常，就是從這個三心我們要常常去面面觀，我們要常常提醒自己
。特別我們出家人在五觀堂，天天念，「三心未了，滴水難消」，
我常常記得這句話。我們出家人接受居士的供養，過去心、現在心
、未來心皆不可得，我們還沒有了，沒有明了，就吃了人家一滴水
都很難消化，這個都有帳目，有帳目。如果三心了了，石頭來吃都



會化掉。可見得，這是一個關鍵，觀心無常。從《金剛經》三心不
可得去觀心無常是最直接的，現在又有江味農居士的《講義》幫助
我們深入。
　　所以那個不可得也是不可得，一空到底。我們每天做《三時繫
念》大家都有念懺悔偈，後面都有個四弘誓願，第一願就是什麼？
「眾生無邊誓願度」，《金剛經》要講的就是這個。為什麼發這個
願？就怕你落到空裡面去。空，什麼都沒有，那度什麼眾生？佛預
防你墮空的，先把你墮空的這個堵起來，叫你先去度眾生。度眾生
，有，有眾生可以度，但是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你要去度眾生，但
是實際上沒有眾生可以度。沒有眾生可以得度，你要不斷的去度眾
生。你從這個法相，有眾生得度是法相，無眾生可以度，是叫我們
法相跟非法相都不執著，不要落在二邊。我們現在凡夫就是說，一
個有，一個空，你給他講空，他就執著這個空，講有，他就執著這
個有，他總是要執著一邊。《金剛經》跟你講，叫你二邊都不能執
著，那就對了。所以般若不好講的地方也是在這個地方，就是你在
有當中，你去看破那個空；在空當中，你要建立有，空就是一法不
立。
　　我們老和尚講了兩句話是最好的一個寫照，「萬法皆空，因果
不空」。因果不空就有，萬法皆空，因果不空，是一不是二。你不
要給它分成二邊，它是一體的。就是在這個有當中，看到它的空；
空當中，顯出這個有。好像我們電視機一樣，電視螢幕是空，就是
因為它是空，才能現出有。好像這個房子如果沒有空空的，你能進
來嗎？塞得滿滿的，你能走得進來嗎？為什麼有這些星球的存在？
因為有太空。從這個物相，我們可以體會到，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空不異色，色不異空。有是從空顯出來的，空也是從有顯出來，
你沒有一個有，哪來一個空，對不對？所以空有它是一，不是二。



大家好好從這個地方去體會，你不能偏到一邊去，偏到一邊就錯了
。它空有是有當中有空，不是什麼都沒有了那個空，這個一點都不
能錯會，錯會了，那就失之毫釐，失之千里。這個我們要很細心去
體會。所以你看電視螢幕，它如果沒有空，它怎麼能顯那個相？你
用報紙把它貼得滿滿的，它那裡顯得出來？顯不出來，它一定要空
。所以有是從空來的，空顯示有，有也顯示空，空有不二，這個就
是佛法。
　　我們今天講這個觀法無我，一切萬法沒有主宰、沒有支配，這
個是我們現前的情況。這個我，我們來看看《金剛經講義》，這句
是「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這是《金剛經》講
的四相。無，在這個字「無」，沒有我，沒有人，沒有眾生，沒有
壽者。我們來看註解：「是故者，承上起下。蓋欲釋成無法名菩薩
之故，乃申明佛說一切法無我之理也。佛說一切法無我人眾壽。當
知眾生之見，無非分別。分別便有能所對待。約能見言，便是我；
約所見言，便是人；能所之見差別叢生，是為眾生。此約橫言也」
，橫的方面來講。「能所之見，繼續不斷，是為壽者。此約豎言也
。」我們先看到這一段。
　　前面，是故是承上起下，是承接上面經文下來的。下面是給我
們解釋無法名菩薩，就是無四相才能叫菩薩這個緣故，也申明佛說
一切法無我的道理。佛說一切法無我人眾生壽者。「當知眾生之見
，無非分別」。我們眾生就是一個分別、一個執著。有分別，便有
能所對待。對待，我們現在講，對立。世間人講，我們人都活在相
對的世界，相對論。那個相對論就是一個能、一個所，相對。那這
個相對的從哪裡來？從分別來的，分別。所以你一有分別，便有能
所對待，這個對立就出來了，有能有所，有我、有人、有他對待。
「約能見言，便是我」。我是什麼？現在我能夠見的，我能夠去見



，這個是我。我能夠體會的，我能做的，我能享受的，這個就是能
見。我能夠聽到、我能夠見到、我能夠做的、我能夠享受的，這個
就是我，這個叫能見。能夠見的，便是我。「約所見言，便是人」
。我現在我站在這裡，我能見，我能見到你們。那你們在我眼中就
是什麼？所見。所見是什麼？所見便是人。所以這個我能見的，是
我相；所見的是對立的，我所見到的世間相。所見到的，「能所之
見差別叢生，是為眾生」。能見所見的，差別很多，千差萬別。萬
事萬物這一切，宇宙萬有這一切，我們能見所見的這一切那麼多，
差別叢生，是為眾生。這個差別叢生，我們現代的話講，宇宙萬有
，萬事萬物，這個就是眾生相出來了。
　　「此約橫言」，橫言就是說，廣的方面來講，有我有人，有這
一切山河大地，種種的，這是約橫言，橫的來講。「能所之見，繼
續不斷」，我能見，我所見的，這個見解、這個看法繼續不斷，我
們從來沒有停過，這個能所對立，這些知見、見解繼續不斷，「是
為壽者，此約豎言也」。我們從無始劫以來，從來沒斷的，這個我
相、人相、眾生相，從來沒斷的，從來沒斷就叫壽者相，此約豎言
也。橫言空間，這個橫是空間，十方，空間。這個豎是三世，時間
，壽者是講時間。一個是講空間，橫是空間，豎是時間，叫壽者相
，合起來就是整個時空，三世十方，整個時空。
　　我們接著看下面的《講義》：「分別妄心，多不勝數。以能所
橫豎收之，罄無不盡。」我們分別這個妄心是多得沒有辦法去數，
我們數也數不清的。但是我們以能所橫豎，能見所見，橫的豎的，
空間時間，收是給它包含起來，收就是給它收在一起，以能所橫豎
收起來；罄無不盡，都不出這個範圍。我們這個分別妄心再多，也
不出能所橫豎這個範圍。也就是說，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都是這個範圍，所以罄無不盡。



　　「本經所以於種種見種種相中，獨舉此四為言也」。佛講經說
法，他總是抓住一個綱領來講，不然要講的太多了、太多了。講得
太多、太複雜，我們理不出一個頭緒，聽眾他也聽得糊里糊塗。所
以佛講經就是善巧方便，一個主要重點給我們說出來。本經所以於
種種見種種相中，這個見跟相很多，單獨舉此四為言也。為什麼單
獨只有舉出這四種？因為這四種一舉起來，都包含在裡面，能所橫
豎，統統包含了。所以《金剛經》講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這個四種，就是這個道理。講了這個四種，所有都包括了，都包
含在裡面。
　　「然分別起於著我」，為什麼會起分別？分別也是起於執著一
個我起來的。「故開之為四」，你把它展開來說明，就是這四種：
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分開來說。合起來講，「合之則惟
一我見而已」。這四種，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你給它合
起來，給它濃縮起來講，那只有一個我見，合之則惟一我見而已。
這四種就從我見分出來的。下面講的是重點，「殊不知一切法本來
無我，無差別也。」一切法沒有自體。我們也常常用這個來比喻，
你說這個是毛巾，它自己會說我是毛巾嗎？我們現在叫它是毛巾，
我們說這條是毛巾，這怎麼建立的？從我，我去給它設立的，我就
從分別來的。我們給它分別，這個是毛巾，這個顏色是黃色的。它
自己會說，我是黃色的嗎？它會不會講，我是黃色的，我叫毛巾？
大家懂不懂這個意思。它有沒有我？它沒有。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出在我們那個心，我們人去給它分別，去給它設定。它沒有，你擺
在那裡，它也不叫毛巾，它也不會說我是。這個就叫分別。分別進
一步，執著，那問題就大了。所以你真的會了，知道這個無我，你
就沒有煩惱。所以這個一切法無我。一切法本來無我，無差別，它
沒有差別的。境界它沒有差別，差別是起於我們在分別執著那個心



。那個境界它也不會說，我是長的，我是短的，我是黑的、白的，
好的、不好的，青的、黃的，沒有，它沒有，這一切都是我們分別
心出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眼前看到這一切法，本來就無我，無差別也。佛
在經上講的種種名詞，讓我們去體會這個意思。我們大家都讀《無
量壽經》，《無量壽經》經題「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
。如果你知道這個一切法本來無我無差別，那就是經題什麼？就平
等了！沒有差別就平等了，是不是？我們《無量壽經》念得那麼多
了，我們有沒有去體會這個意思，什麼叫平等？一切法本來無我無
差別，就平等了。它本來就平等，境界本來就平等，清淨平等，重
點我們要去覺，我們要覺悟，要明白這個道理。境界它沒有差別，
沒有差別它就是平等的。境界它也沒有好、沒有壞，沒有長、沒有
短，沒有是、沒有非，也沒有青黃赤白，它沒有這些，所以境界是
平等的。這些都從我們的分別心起來的，我們人分別見解去給它設
立的。
　　「此佛說句，含義甚多」。所以說，佛說這句經文包含的意義
甚多，很多。江老居士在這裡給我們註解，「當作兩種讀法以明之
」。這段經文，應當作兩種讀法來給我們說明。第一個，「說字斷
句」。斷句，就到這裡是一句，佛說。這個是說這個字是斷句。下
面是佛所說的，「謂一切法無我之理，為佛所說也」。一切法無我
，這個道理是佛為我們大家所說的。「凡一切法，皆是緣會則生，
生即無生。蓋所謂生者，不過緣會之幻相耳。安有實法。故曰生即
無生」。我們天天在念《三時繫念》，都有念，「悟則生滅皆無生
，迷則無生皆生滅」，就這一段，有沒有？我們不是每天在念嗎？
我們念了半天，到底有沒有搞懂？我們生還是生，無生還是無生，
我們還是搞不懂，所以我們要這些註解來幫助我們。我們畢竟不像



六祖那樣的根性，一聽就馬上頓悟成佛。頓不了，我們用漸的總可
以，我們來漸悟。
　　所以為什麼說一切法無我？你要講個道理，你道理講不通，那
這個不成立。「凡一切法，皆是緣會則生」。這一切法怎麼生出來
？緣會，就是因緣聚會它就生了。大家有沒有體會這個緣會則生這
個道理？因緣，就是各種條件，它聚會起來，那就生出這些現象出
來。我們今天坐在這裡，我們今天坐在這一會，這也是生。我們為
什麼會搞在一起？這個當中說來話長，對不對？你一直給它追，是
不是各種因緣湊合起來，我們坐在這裡，是不是這樣？本來我是只
有來一天，現在變七百天，這怎麼搞的？緣會則生。老和尚他要息
災，硬要我把一些行程取消，然後通知各地方大家來共襄盛舉，就
這樣的因緣，護國息災的因緣，我們生了這個法會。
　　你再從一個例子當中，你去以此類推，舉一反三的去類推，你
哪一樁事情不是緣會則生？我們從早到晚，你每一樁事情都是緣聚
緣散、緣聚緣散。好，我們現在八點到九點，這段時間緣會了，會
就相會在一起，這個生了，是不是？我們這個學習，《金剛經講義
》這一會生了。等一下時間到了，怎麼樣？散了，散了就各走各的
，對不對？那你仔細想一想，我們從早到晚不都是這樣嗎？你哪一
樁事情離開這個？緣聚緣散，緣聚緣散，一下聚，一下散，一下聚
，一下散。你有固定在一個地方的嗎？你固定在一個地方還是緣聚
緣散，它只是一個時間的長短而已，還是緣聚緣散。所以就是因為
這個道理，緣會則生，所以生當中它就是無生，它只是一個緣的聚
會生出來這個相。但是當它生出這個相當中，實際上它是無生，如
果沒有這些因緣，它不會生出這個現象。所以「生即無生」，生滅
皆無生。你覺悟之後，你看到這些生滅，這個生滅當中有個不生滅
的，你看到了。「悟則生滅皆無生，迷則無生皆生滅」，就是這樣



，這個道理。
　　「蓋所謂生者，不過緣會之幻相耳。安有實法。故曰生即無生
」。蓋是一個語助詞，所謂生者，不過是緣會之幻相，你因緣聚會
產生這個幻相出來。安有實法，哪裡有一個實際上你可以得到的？
沒有。等一下時間到了，這個緣散就沒了，你抓不住的，沒有一個
實法。安有實法，沒有一個實法。所以基於這個現象，才說生即無
生，正當生當中就是無生。「此佛常宣說者也」，這個道理是佛常
常在宣說的。當我們看這個註解，也要注意它這個用詞，常宣說。
常宣說就是什麼？常常重複的在講。常常宣說，常常重複的講，為
什麼要常常重複講，常常宣說？什麼道理？因為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要不斷的重複，不斷的提醒，怕我們忘記了，所以常宣說者也
。
　　你體會到「生即無生，那有我人差別乎。當知凡有我人差別者
，病在凡夫之取著。一切法中，安有此事。故前云：若心取相，則
為著我人眾壽也。若其不取，則無能無所，一相不生矣。然則菩薩
曰我當滅度眾生，便是取著六度之法。便我人對待，四相宛然。此
凡夫耳。豈名菩薩。故有法名為菩薩，決無此理。」這是跟我們講
什麼叫菩薩，真正菩薩，他的條件是什麼。所以生即無生，哪有我
人差別？本來這一切，生即無生，哪裡會有我跟人這樣的差別。為
什麼現在有差別？「當知凡有我人差別者，病在凡夫之取著」。我
們現在問題出在一個取，一個著。取就是你要去得到他、你要去控
制他、你要去佔有他，執著這是我的，取跟著。實際上，一切法我
們能取能著嗎？實際上我們也無法取得，你也執著不到它，你也佔
有不了它，這個著就是佔有。我們昨天講這個三心不可得，你得不
到它的。
　　在得不到這個當中，我們一個錯誤的念頭，想要取，想要著，



得不到想要去得到，問題出在這個執著。「一切法中，安有此事」
。一切法當中，沒有這個事情。「故前云：若心取相」，則為著我
人眾生壽者。「若其不取，則無能無所，一相不生矣」。如果我們
不取，你不取這個相，這個能所它就沒有了。這個能所就是我們去
取那個相，認為有我有人，實際上它是平等的，沒有，實際上是沒
有。在沒有當中，我們起了妄念，認為是有，去執著。我們錯就是
錯在這個地方，這個是非常關鍵的地方，我們要細心來體會。我們
現在就是取相，取了這個相。你取了相，你就起了執著，著了我相
、人相、眾生相、壽者相。若其不取，則無能無所，一相不生矣。
我們現在學《般若經》，學觀法無我，重點就是在這個地方，你不
要取相。但是什麼叫不要取相？《金剛經》講的，「不取於相，如
如不動」。我們現在學，就是學這個「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你
不取相，你自然就如如不動，你也不要刻意，我不取相，然後要怎
麼讓自己如如不動，不需要。你只要不取於相，就自然如如不動。
那我們現在為什麼動得這麼厲害？你取了相。我們就是心隨相轉，
我們現在凡夫就是這樣。我們現在學，就是學一個不取於相，不要
取著。你要不取著，我們不是上根的人，不是佛這麼一講，我們就
不取了。因為我們不是上根的人，所以要廣學。夏蓮居老居士講，
「廣學原為深入」。要廣泛的來學習，廣學原來是為了幫助我們深
入的，一門深入。所以我們要講得多一點、要學習多一點，幫助我
們把取相執著慢慢的減輕、淡化了，到最後做到不取於相。
　　「然則菩薩曰我當滅度眾生，便是取著六度之法。便我人對待
，四相宛然。此凡夫耳。豈名菩薩。故有法名為菩薩，決無此理。
」這段是跟我們講，菩薩講我當滅度眾生，菩薩修六度萬行，要度
無量無邊眾生，讓眾生得到滅度。菩薩這樣便是取著六度之法，為
什麼說取著？我能夠度，你們是我所度的，這個就取著。我度你們



，著了，四相就出來了。我能度，你們是我所度的，是人相；接下
來，這些差別就是眾生相；這個念頭不斷，叫做壽者相，你的見解
不斷，叫壽者相。這樣不是菩薩，「便我人對待，四相宛然，此凡
夫耳」，就是凡夫，不是菩薩，不是真的菩薩。菩薩要滅度無量無
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這句通了，那就全通了。你要去度無
量無邊眾生，但是實際上沒有眾生得滅度，就是沒有我相、人相、
眾生相、壽者相。你每一天在度眾生，實無眾生得度者，你這樣才
能夠入般若，才是真正佛法。如果不這樣，為什麼叫凡夫，大家知
道嗎？如果有眾生，我度了很多，那些人都是我度的，那就增長什
麼？增長我慢。那我能度，你是被我所度，這個就有高下差別，不
平等。我比你高，你是被我度的，那我相有沒有出來？你還差我一
等，你是被我度的，我比你高。是不是人我高下之分就出來了，不
平等了，那不是凡夫是什麼？
　　所以，你修六度，不能取著。比如說六度，我們現在凡夫總是
會著，著了，你修得再怎麼大，都是六道的有漏福報，修得比較好
是人天福報。比如說我們布施，我們拿錢，我是能夠拿錢的，我們
布施給哪一個，那是我所布施的對象，能所就出來了。我布施多少
給他，我布施多少給這個道場，我能布施的，他是我所布施的，對
立了。有這麼一個相，就不平等了。這個當中問題煩惱就很多了。
為什麼？大家可以想一想，我們常常有這個念頭：我常常布施供養
這個道場，這個道場為什麼沒有對我特別好一點？我現在看到護法
都是這樣，那些大護法都這樣。大護法，你可不能得罪，你對他可
不能得罪，得罪，不護持了。這些大護法，要多聽聽《金剛經》，
四相宛然，你修布施，便我人對待，錢我拿的，你們要聽我的，對
不對？他著了相，那是凡夫。你雖然修布施，你要修布施度，但是
我們凡夫，你修的還是人天福報，修的好一點是人天福報，其實人



天福報還不一定。如果你有貢高我慢這個心，爭強好勝的心去修布
施，還不是人天福報，是什麼？阿修羅。阿修羅的特性是什麼，大
家知道？鬥爭、好勝、好強，比你強。這樣的心態去布施，當然不
是菩薩，是阿修羅。阿修羅修得好的，有天道阿修羅，人道也有阿
修羅，畜生道也有，鬼道也有；修要成佛的，變成阿修羅去了。我
們舉一個布施，持戒、忍辱統統是同樣的道理，你著了這個相，很
容易就變阿修羅了。
　　戒律持得精嚴，那你看到不持戒的，你就瞧不起他，我戒律比
你精嚴，我相、人相，是不是這樣？你看到那個不持戒律的，你就
輕視他。我經聽得很多，我懂得比你多，你都沒有聽經，你都不懂
，我聽得比你多，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又出來了。我參禪
，你們都沒有參過，你不懂得什麼叫禪，我能參禪，你們都不懂得
參禪，我比你強。所以蕅益大師在《寒笳集》講，參禪、聽經、持
戒，還有修福，做大護法，他說修到最後去當什麼？不是當菩薩，
是當阿修羅，就變這樣。所以這個般若不能不講，這個差別很大。
同樣是這樣修，結果不一樣。為什麼不一樣？你用的心態不一樣，
結果就不一樣。所以你要修人天福報，還不能用爭強好勝、貢高我
慢的心去修福，這樣才能得人天福報。為什麼他只得人天福報？他
還有四相沒破，還有我能夠布施，還有個我所布施的心，像一般世
間善人這樣。但是他要做到純善，沒有貢高我慢，五戒十善這樣的
心修，可以得人天福報。你要超越三界，你一定要離四相。同樣修
布施，修六度，事相上一樣，一樣是做這些事情，事相上沒有兩樣
，但是用心不一樣，他的果報不一樣，結果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