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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解脫亦稱八背捨，此淨潔五欲，捨染著心，持八背捨，修繫念

思惟，發無漏智慧，斷三界見思惑煩惱，背捨無明，證羅漢果，轉名

八解脫。」 

⊙「佛於天人大眾之中說是法時，六百萬億那由他人，以不受一切法

故，而於諸漏心得解脫，皆得深妙禪定。」《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七》 

⊙「三明、六通、具八解脫。第二、第三、第四說法時，千萬億恆河

沙那由他等眾生。」 

⊙宿命明、天眼明、漏盡明，以上三者在阿羅漢叫做三明，在佛則叫

做三達。 

⊙六通：三乘聖者所得之神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

神足通、漏盡通。 

⊙八解脫亦名八背捨。捨此淨潔五欲著心，發無漏智慧，斷三界見思

惑盡，證羅漢果，即轉名八解脫。 

⊙淨潔五欲者：若欲界：色聲香味觸，即名粗弊五欲，名為不淨。若

色界、無色界：色聲香味觸，即名淨潔五欲。 

⊙無漏智慧者：謂二乘等由此智慧斷除惑業，不漏落生死。 

⊙第二、第三、第四說法時，千萬億恆河沙那由他等眾生：其數量之

多，喻千萬億恆沙數之多，聞法之眾。 

⊙初說四諦、十二緣法時，六百萬億那由他得道，說是法時，聞法得

悟者轉多於前。 

 

【證嚴上人開示】 

「八解脫亦稱八背捨，此淨潔五欲，捨染著心，持八背捨，修繫念思

惟，發無漏智慧，斷三界見思惑煩惱，背捨無明，證羅漢果，轉名八

解脫。」 

 

八解脫亦稱八背捨 

此淨潔五欲 

捨染著心 

持八背捨 

修繫念思惟 

發無漏智慧 

斷三界見思惑煩惱 

背捨無明 

證羅漢果 



轉名八解脫 

 

我們一段時間，一直在說四諦、十二(因)緣。我們更要了解十二(因)

緣，從一念無明生，就一直十二(因)緣，緣到老死憂悲苦惱，不斷這

樣輪迴，不斷這樣無明，也是不斷這樣憂悲苦惱。 

 

生、老、病、死，人間就是這樣過一生，過無量無數劫。這無量數劫

以來，就是這樣不斷輪轉，苦或不苦呢？真是苦不堪！ 

 

因為無始以來，生命就是這樣不斷在輪轉，這個生死，佛陀智慧透徹

了解，要來向我們說，如何才能解脫生死輪迴，從不得自己隨業牽

引，一直到如何能再還滅回來，一切由我自己來主宰人間。主宰，就

是由我自己來，不是由不得自己隨著業力轉。由我自己來，就如菩薩

來人間，是為了要救度眾生，是他覺性不忍眾生苦，他來的目的就是

救度眾生。 

 

你要救度眾生，必定要回歸自我的覺性。我們若是還有無明，永遠都

無法回歸自己，清淨的覺性。所以佛陀來人間的一大事，就是教育我

們要如何回歸，要如何解脫，由不得自己，這個無明，需要解脫這十

二因緣，這叫做「還滅門」，再反回來，過去是由無明這樣牽引我們，

現在我們要滅除，滅除這個緣，無明緣行。 

 

我們日常的生活中，就是在無明中，緣著這個無明在行動，所以，因

無明來行動，所造作的十有八九都是錯誤，我們的觀念、思惟，多數

都是錯誤。這就是我們的人生，從「無明」這樣緣「行」，我們一切行

為的錯誤，要如何才能還滅回去？ 

 

從憂悲苦惱，向上再去滅，滅除「有」；「有」要滅，因為有「愛」，就

是「愛」，而「愛」就是因為感受來的，這樣再往上一一滅除，一直到

「無明」源頭。我們若滅除了無明，才有辦法回歸我們清淨本性，這

個時候才叫做解脫。 

 

「八解脫亦稱八背捨」。八背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都隨著這五

欲，根、塵，根，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這個根向外面去

緣，外面的，色、聲、香、味、觸、法等等，我們的起意，這就是有

染，就是被染著了，這是欲界的眾生。我們日常生活所接觸的一切，

都是有染著的，我們現在就是要去體會，要如何來滅除有染著的觸。

根塵所接觸，從接觸的感受，承著染著的愛，去造作種種「有」的業



力，這樣我們來生、死，這就是有染著，由不得自己。 

 

我們了解了，修行不要受這些東西所染著，修行很簡單，生活，生活

也很簡單。佛世時三衣一缽，足夠了，這樣就能度過一生。這輩子好

好修行，這輩子不受身外物將我們污染，這已經是在修行。所以我們

了解三界，三界，欲界我們去除了，這些種種的欲，我們去除了，色

界、無色界，將欲愛已經看淡了，所以這叫做「淨潔五欲」，這五欲都

淨化了，這稍後會再詳細解釋。 

 

「捨染著心，持八背捨」。我們要捨除這個染著。我們人人的無明一生

出來，貪、瞋、癡、驕慢、懷疑，這就是我們人間，由不得自己的習

氣。我們現在全都要一一將它捨去，捨去了人間一切習氣的染著，我

們要用心來持八背捨。八背捨，就是已經將這些世俗習氣，我們一一

都將它去除了，背了它，向背。 

 

就如常常說「皈」，佛教的皈依，那就是反黑歸白。凡夫所向的，那就

是欲，我們現在已經了解了，凡夫的貪、瞋、癡，一切的欲念，生起

了貪、瞋、癡、驕慢、懷疑等等的習氣，我們現在將它反過來，這叫

做背捨。將這種煩惱、無明違背過去，不要再隨著煩惱、無明，追著

它走，我們背過來，反背過來，不要再隨順煩惱，無明去，我們棄

捨，我們反過來就是光明，清淨、潔白這條道路。這就是要持，捨去

這些染著的心，持八背捨，那叫做「八解脫」。 

 

我們要修，好好地修持，我們要「繫念思惟」，對的事情，我們要堅

持，過去的錯誤、習氣，我們要棄捨，我們要時時「發無漏智」。我們

若能這樣，這種無漏智慧就產生出來了。常常說，少一分的無明，減

少一分無明，就多一分的智慧。我們的慧命要從無漏中，我們所修的

法，收進來，我們就不要再讓它漏掉了，因為我們念念不忘，所聽進

來的法，這叫做「修繫念思惟」。我們要常常繫念，常常思惟，這個法

不離心，我們才不會常常在五欲中，起貪心，起瞋恚心，起癡念，起

驕慢、懷疑的心，這我們都要一一背捨。好好繫念，我們才有辦法發

無漏智慧，要發心修習無漏智慧，我們才能斷三界。 

 

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過去一段，一直說三界。我們應該還記

得，所以「斷三界見思惑煩惱」。我們在三界，最嚴重的是欲界，若到

色界，這個欲已經減輕了，但是還有思想中的愛，只是在思想中。到

了無色界，他完全就是在少分的煩惱，還未去除。所以「斷三界見思

惑煩惱」。 



 

「背捨無明，證羅漢果」。這是聲聞、緣覺，一定要修的過程，也就是

修行者必定要修這些法。我們若不修這些法，十二因緣不斷延續下

去，永遠我們都是，由不得自己受業牽引，這樣生死難了，永遠都是

這樣。所以我們必定，要從解脫的法門要好好用心，所以「背捨無

明，證羅漢果」。 

 

八解脫也就是八背捨。我們去除這些無明煩惱，所以名叫做解脫，叫

做八解脫。修行也就是這樣。 

 

佛陀在世時，有一位叫做劫波比丘，有一天來問佛陀：「佛一直希望眾

生的心，要得善解脫，世尊！云何比丘心，得善解脫呢？」到底要怎

麼樣，才會得到善解脫呢？這樣來問佛。佛陀很歡喜，劫波有將法收

入心。不很清楚，懂得問，這就是表示法有在心中，不清楚才懂得

問。所以佛陀很歡喜，就說：「很好，懂得這樣問，我趕緊告訴你。」 

 

「劫波，你應該要好好反觀自照，不斷思惟，好好去看，看我們自己

的心，觀察我們自己的心。我們的六根，對著外面的形形色色，一切

的事物，你好好用心觀察，甚至還要觀察在過去，或者是過去、或者

是未來、或者是現在，或者是我們的內心、我們的身體。你要好好觀

察，好好想。」 

 

「你若能好好去想，還能了解體會，之後你就會發現到，你如何在日

常生活中，受、想、行、識，從內外的事物觀察，一直觀察到我們的

內心，懂得觀身不淨。在日常互相接觸的，還是回歸到能夠體會到無

常，在這個無常觀，去了解識，我們的意識。在無常中，從內外一切

觀察，很細、很粗，很美、很醜等等這些東西，心一直緣過來，我們

就知道，過去、現在、未來，都是很多的無常，我們的心也無常，這

樣不斷緣著外境，內外境界，粗的、細的、美的、醜的等等，這一切

不就是無常嗎？回歸在意識中，色、愛等等，受、想、行、識都去體

會。這若能體會這些事情，這樣就是叫做『心善解脫』。了解嗎？」 

 

佛陀一連串跟他說這麼多，我們日常生活，從外面的境界一直思惟觀

想，一直到我們自己的，身心境界等等，一直到意識，一直到接觸到

受與愛等等，這些事情若都了解，一切都是無常。這樣收納下來，所

造作的，你若能透徹了解，這叫做「心善解脫」。 

 

諸位，我們是不是心善解脫了呢？八解脫只有八項，我們了解了嗎？



外面的五欲，那些染著，我們去除了沒？三界，見思惑，我們到底清

楚了沒？只是這麼簡單，我們清楚嗎？佛陀向劫波所說的，世間形形

色色，一直到我們自己的身心，這都是一樣，無不都是在日常生活

中，這樣在緣這些境界。所以我們要好好用心，若能了解，我們才有

辦法還滅，滅這個緣。從無明一直緣下來，到老病死，憂悲苦惱，再

由不得自己，帶業再來，像這樣，一連串，要如何再回歸還滅回去，

滅盡一切這些無明煩惱，這我們就要很用心去思惟。 

 

前面經文這樣說，「佛於天人大眾之中說是法時，六百萬億那由他

人」，很多人，「以不受一切法故」，已經背捨了那些無明，有染著的

欲，「而於諸漏心得解脫，皆得深妙禪定。」 

 

佛於天人大眾之中 

說是法時 

六百萬億那由他人 

以不受一切法故 

而於諸漏心得解脫 

皆得深妙禪定 

《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七》 

 

漏，諸漏心已經解脫了，那些漏、煩惱無明，都得到解脫，所以「皆

得深妙禪定」。我們讀到這段(經)文，我們對八背捨會更清楚。 

 

接下來(經文)就說，「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八解脫就是八背捨，

再接下來說，「第二、第三、第四說法時，千萬億恆河沙那由他等眾

生。」 

 

三明 六通 

具八解脫 

第二 第三 

第四說法時 

千萬億恆河沙 

那由他等眾生 

《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七》 

 

「三明六通，具八解脫」。三明六通就是阿羅漢所具之德。因為他們已

經修，修起了過去一切，三明六通，三明六道還記得嗎？三明是宿命

明、天眼明、漏盡明，這大家應該都記得。這過去，我們都一直說



過，也解釋過了。「天眼明」，是明白自己，或是他人一切未來世事，

這叫做「天眼明」。我們已經很清楚了，佛法聽這麼久了，應該了解

了，了解自己或是他人未來的事情。 

 

「宿命明」，因為我們知道過去是什麼業，我們來到今生此世，我們應

該清楚，不必埋怨。我們過去就是造這樣的業，結這樣的緣，所以我

們帶來今生此世，是好命、是歹命，人生是過得快樂自在，或者過得

一輩子受苦，煩惱不斷，這都是過去生所造作的因緣。我們知道過去

是這樣，所以我們今生不必埋怨。我們這輩子能再遇到佛，佛法能入

我們的心，我們了解了，所有過去的業，我們應該要斷、要盡。 

 

「願消三障諸煩惱」，過去所造作，今生的障礙，我們要好好用心，欠

債還債，人家障礙我們，我們就要用什麼樣修行的風度，來回報他

呢？有人對我們怎樣，我們豈能再驕傲嗎？有佛法在身邊，我們豈能

再懷疑嗎？我們明明知道貪瞋癡不可有，我們的貢高驕傲的心，豈能

再存著？因為人家對我們不滿，就是我們太貢高、我們太驕傲，我們

自己要好好放下身段來，如何與人結好緣。 

 

貪、瞋、癡，常常在說，知道了。但是貢高、驕傲，我們常常不知覺

中，有時候對人說話就是不客氣，惡言惡語。我們修行不就是要軟言

善語嗎？卻是我們這一項，常常沒有注意到，所以常常態度，或者是

語言，常常得罪人，這再重新結不好緣，這都在不知覺中。這是我們

的心眼不明白，我們就是還有無明存在。 

 

天眼明。天眼就是心眼。我們自己的心眼、觀念，還對自己不清楚，

對別人也不清楚。別人有習氣，我們也是同樣有習氣。別人可以沒有

修行，我們不能沒有修行。所以我們要知己知彼，知彼要知己，因為

我們是修行者，所以我們要自己要明白。 

 

我們也要明白他人，別人的習氣是這樣，我們是修行，是不是如何先

改變自己的習氣，才有辦法去改變他人？所以，這就是明白未來世

事，這輩子你怎麼和他結不好緣，來生就是這樣。所以要修行，修行

要「漏盡明」。漏盡，那就是我們要好好修行，希望我們能接近菩薩，

行菩薩道。行菩薩道才能接近、回歸如來的本性，斷除一切的煩惱，

這樣才能真正走在覺道上。斷盡一切煩惱，就是要接近，接近菩薩，

接近佛所教法，我們要身體力行，才有辦法斷除，這個(得)漏盡明，

(見思惑)一切漏盡。 

 



這就是我們「宿命明、天眼明、漏盡明」，這樣才能到阿羅漢。「在阿

羅漢叫做三明，在佛就是叫做三達。」 

 

宿命明、 

天眼明、 

漏盡明 

以上三者 

在阿羅漢叫做三明 

在佛則叫做三達 

 

六通三達，這是佛陀他的境界。若是阿羅漢就是到明白，但是還未(完

全)通達；到佛的境界，那就是通達。前面我們也已經詳細解釋過了，

這些法這段時間有解釋。 

 

六通： 

三乘聖者 

所得之神通 

天眼通、天耳通 

他心通、宿命通 

神足通、漏盡通 

 

六通呢，那就是三乘聖者所得的神通。就是天眼通，也就是天眼明，

還有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盡通。」 

 

現在要天耳通很容易。看，靠科技就有辦法，從這個地方傳到西部、

傳到全球，沒有秒差，所以天耳通。 

 

佛陀的時代，他就已經體會到，這種人間的三理四相，物理、生理、

心理，一切都透徹了解。從這些物理形態如何會合，如何將它分開；

分開一切皆空，會合一切皆有。這是佛陀的覺，他的覺悟宇宙之間。 

 

他心通，就要到佛的境界了，要不然就是要修行，修到真真正正的智

慧，你在想什麼，我了解，但是我們現在凡夫就無法了解。不過，現

在的醫療也可以，有一種催眠術，讓你睡著，讓你自己說出了，你內

心在想什麼，這現在的科技慢慢接近了。 

 

接下來，宿命通，也是宿命明。知道過去、現在、未來，我們能了

解。神足通，神足通，現在到底是你來我去呢？一段時間，每天每天



都和尼泊爾(視訊)，他們回來，我去，這是靠現在的科技，能看到

他、聽到他的聲音，這不就是神足通嗎？千萬里之遙，來去瞬間就到

達，這就是佛陀的覺性通達。漏盡通，也是叫做漏盡明。這全部叫做

六通。 

 

三明六通，「八解脫」，剛剛大概說過了，也叫做八背捨。 

 

八解脫亦名八背捨 

捨此淨潔五欲著心 

發無漏智慧 

斷三界見思惑盡 

證羅漢果 

即轉名八解脫 

 

「捨此淨潔五欲著心」。我們凡夫還有污染的五欲，占為己有，但是我

們現在都要將它捨去，不只是沒有這種欲念占有心，連思想中，我們

也沒有想要，我們的思想，連這個東西，我們都沒有起愛的心，感受

取著。你若是感受起了愛，自然就會去取，就有了，這個有感受就有

愛，就會去取，就會有，這樣不斷不斷。所以連這種的，觸、受、

愛、取、有，這樣的觀念都沒有了，所以叫做「淨潔五欲著心」。 

 

五欲不著於心，完全捨，捨這些淨潔五欲著心，那就是色界；雖然有

這些物質形式，但是連這些心都不執著了，都沒了，全部棄捨。所以

已經「發無漏智慧」，我們的心，我們的無漏智慧，已經開始已經成長

起來，自然我們就能，「斷三界見思惑盡」，都完全盡了。見思惑盡叫

做無漏，無漏的智慧，有了無漏的智慧，自然就能斷除三界的見思

惑，完全盡，自然就證阿羅漢果，聲聞、緣覺的果位，這叫做八解

脫。這已經背捨無明之後，我們得到解脫。 

 

再次清楚來解釋「淨潔五欲」。意思就是說，若欲界的色、聲、香、

味、觸，這是粗弊的五欲，這很粗，一說就知道，你貪色，看到東西

就想取，聞到味道就想口欲、想吃，這都是很粗的東西，這種欲界凡

夫，這個欲粗弊。 

 

我們說過了貧窮子譬喻，長者他將珍珠瓔珞寶貝先捨棄，著起污垢的

衣服，去接近他的孩子。那就是在佛的境界，他這樣再來人間，與人

間同樣的生活。人間同樣有五欲，貧窮子就是貪著在五欲中，父親就

是要去找孩子回來，就是要與孩子走同樣的路，才能找到孩子回來。



同樣的道理。所以五欲，色、聲、香、味、觸，這都是粗弊的五欲，

所以「名為不淨」，在人間這些五欲就是不淨。 

 

淨潔五欲者： 

若欲界： 

色聲香味觸 

即名粗弊五欲 

名為不淨 

若色界、無色界： 

色聲香味觸 

即名淨潔五欲 

 

所以色界，若是色界、無色界的，色、聲、香、味、觸，是潔淨的五

欲。因為就是這些東西，他們不需要了，欲念，男女之間的欲，通通

都不需要了，所以這叫做潔淨。但是修行，連潔淨的五欲都背捨，都

不要了，連這個思想也沒了，所以這叫做淨潔，捨淨潔五欲著的心，

都捨去。 

 

無漏智慧者： 

謂二乘等 

由此智慧斷除惑業 

不漏落生死 

 

「無漏智慧」。那就是「二乘等」，二乘，聲聞、緣覺，就是由這個智

慧，「斷除惑業，不漏落生死」。因為有這些智慧，所以他斷除見思

惑，沒有漏掉智慧，自然就不會漏，漏，這個漏就是一切煩惱。沒有

一切煩惱，自然就不會落入生死中。就是沒有無明，讓我們墮落在生

死中，沒有為了無明，將我們拉到生死中。 

 

所以三界就是，欲界、色界、無色界，這大家很清楚了，「第二、第

三、第四說法時」。 

 

第二、第三、 

第四說法時 

千萬億恆河沙 

那由他等眾生： 

其數量之多 

喻千萬億 



恆沙數之多 

聞法之眾 

 

意思就是說，大通智勝佛說法，從第一次開始轉法輪，就已經有千萬

億人來了，何況無數；一二三四，表示是無數次，從初次轉法輪開

始，就一直無數次不斷說法。所以「其數量之多」，譬喻「千萬億恆沙

數之多」，這是聞法的人，聽法的人愈來愈多。說法，無數次的說法，

能聽到法的人愈來愈多，所以叫做二三四次，表示很多，開始不斷一

直說法，聽法的人就，「千萬億恆河沙那由他」，就是無數，很多的眾

生。 

 

初說四諦 

十二緣法時 

六百萬億 

那由他得道 

說是法時 

聞法得悟者 

轉多於前 

 

所以說，「初說四諦、十二緣法時」，就已經有「六百萬億，那由他(得

道)」。「說(是)法時，聞法得悟者」，愈來愈多。 

 

從第一次開始說法，就有六百萬億那由他，何況無數次不斷不斷說。

就如我們開始講《法華經》，「如是我聞」那一天開始，一直到現在，

天天，每天這樣說，每天說、每天聽，每天就是愈來愈增加，同樣的

意思，所以聽法的人愈來愈多。 

 

學佛，說法就是從佛陀開始。佛陀的說法，就是從過去無量劫以前，

多久呢？大通智勝佛的時代。大通智勝佛的時代，到底又是多久？塵

點劫。塵點劫，這個塵、點，塵就是恆河沙。 

 

過去有一位法師，老法師去過印度，去到了印度，當然他就會去走恆

河沙，走恆河沙，他就收恆河沙，帶回來，他就用罐子，小小的罐

子，裝了一罐的恆河沙，就跟我說：「我去過印度佛的出生地，我走過

了恆河，我在那裡帶一些沙回來，我也送你這罐沙。」我拿到那罐

沙，心就想：「這罐沙這麼小罐，我若要來一一地算，哪有辦法？根本

沒辦法。那個沙是那麼細，要如何算起呢？光是手指這樣沾起來，貼

在沙上，沾在手指這些沙我都沒辦法算，要如何去算，那罐小瓶子裡



面的沙呢？」 

 

但是佛陀的譬喻是塵沙劫。佛經中都是用塵沙劫，一塵一沙一劫。就

是一塵，就是小小這樣很細的灰塵，與沙土，塵比沙還細叫做塵。

塵，像是我們的椅子桌子，或者是，幾天你沒擦，你用手來摸一下，

桌子一痕，就是有塵起來，那叫做塵。沙比塵粗一點。所以，這就是

要用塵沙，來譬喻數字，實在是沒辦法，所以才說「若算師，若算師

弟子」，數不能盡。 

 

所以這是佛陀要告訴我們，我們人人本具佛性，從無數劫、塵沙劫的

以前，大通智勝佛(性)人人本具，人人與大通智勝佛，大通智勝佛通

我們現在的凡夫，凡夫心通大通智勝佛的心，「心、佛、眾生三無差

別」。這麼多的法，到底我們要從何學起呢？就像八解脫，八解脫我們

若透徹了解，八背捨，無明完全背除，去除，這樣我們就「還滅門」，

就能回歸回來，到佛清淨的本性。我們若好好用心，修行是在日常生

活中，沒什麼困難，只要我們要時時好好多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