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424《靜思妙蓮華》慎思理相 照物無染 (第 1399集)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假名字稱為相，成住壞終是空；慎思三理四相，實無恆住定相；無

體相故無量，如虛空無障礙。 

⊙無障礙：謂真如性體，於一切諸法，圓融通達，悉無障礙。 

⊙「如虛空，無所有性。一切語言道斷，不生、不出、不起。」《法華

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無名、無相，實無所有，無量、無邊，無礙、無障。」《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無名：法身之體遍一切處，而不可以名字詮顯。如佛菩薩菩提覺

道，圓智懸空，照物無染。 

⊙無相：為無我、人、眾生、壽者，虛妄之相。謂真理之絕眾相，非

無如實圓鏡本清淨照物，物移鏡空。 

⊙《無量義經》云：無量義者，從一法生。其一法者，即無相也。 

⊙以分別故有相，以分別相故有名，法體離於能、所故非名相所能

到，故曰無名無相。 

⊙對於無相之語有造作者，則是虛假之相。可見可現之法，即為有

相。凡有相者，皆是虛妄。 

⊙實無所有：法身清淨，照體獨立。實無前境所有之相。妄法遂於實

相，以語言道斷名相不及故，一切上均無所有。 

⊙無量、無邊：法身之體遍虛空界，而不可以數目度量。無有三世之

相可得，為無量無邊。 

⊙無礙、無障：離一切煩惱障，為無礙；體性虛空，無有質礙。如風

於空，無所礙故。無障：體性無染，離一切所知障。無明體相，本自

不有，故本無煩惱障。 

⊙自性清淨，過惡不生，則無業障。生死本空，不受後有，則無報

障。 

⊙無量無邊：虛空不可窮極，是實相之廣大。無礙無障：虛空不可分

辯，是實相之通達為三觀中之空觀。 

 

【證嚴上人開示】 

假名字稱為相，成住壞終是空；慎思三理四相，實無恆住定相；無體

相故無量，如虛空無障礙。 

 

假名字稱為相 

成住壞終是空 

慎思三理四相 



實無恆住定相 

無體相故無量 

如虛空無障礙 

 

用心，世間一切一切，都是在「假名字」，假名相。「張三」、「李四」，

這是一個名稱，這個名稱都一樣都在人的身體上。「張三」這個人，和

「李四」這個人，有同一人嗎？假名字相，不同人！是啊，因為要分

別，所以，才有「張三」、「李四」的名稱，回歸一句就是「人」。人都

用假名字來執著，什麼人是什麼人？是對、是錯？都是在這個假名字

在起分別相。同樣，物資，所有的物質，它樹木，同樣一個名字，都

叫做「樹」。樹，常常說過了，樹的本身，它就已經有好幾個名字，從

種子一直到了一棵樹，從一棵樹再變成了用具，這個名相，一路來都

是不斷，隨著環境而變相。假名字給它，這是我們應該很清楚、很了

解。這些道理，我們若能了解，「假名字」和「相」，我們若了解了，

是不定名、不定相，但是我們還要去追究它的理。道理同樣「成住壞

空」，到最後還是空，到那個空，就是一切一切假名字相，最終就是歸

於空，空了。 

 

所以，「慎思」。我們真正學法，要修行，要了解道理，我們必定要心

時時都要很靜，好好謹慎，詳細來思考，思考世間一切萬物，都沒有

離開「三理四相」。人的生理有生、老、病、死，天地萬物有成、住、

壞、空，我們的心理，就是有生、住、異、滅，這就是「三理四相」。

這「三理」，天地萬物，它的貴賤，也是人去分別，是貴或是賤呢？水

很充分之時，我們日常生活離不開水，水很充足，我們沒有感覺，水

對我們人的生命，對這個大地萬物的生機，是多麼重要啊！它很充足

的時候，沒人會感覺水是貴重。到了四大不調了，水大不調，天不降

雨，人無節制地用水，人沒有理智，去砍伐山林，自然山地破壞了，

人類用水不節制，天不降雨了，這全都是循環。 

 

我們若好好細細慎思，這全都是連貫，我們的大地，「成」、「住」，在

當它全都具足，人類、物資全部具足，生態完成，四季都是這樣，這

麼的順暢在運轉，是在「住」世。久來，經過了多少劫波，時間這樣

不斷地過，人類不斷增加，人的心態不斷不斷濁氣污染，染污的心就

是貪欲，貪欲不斷產生，就向著大地去心存要取得，大地就受災殃

了，那就是被破壞了。破壞在「住」劫，不斷一直進入到「壞」劫，

破壞它，污染它，整個大乾坤，就這樣不斷累積污濁的氣，大地就不

斷受損、受破壞。雖然要經歷長時間，長時間累積到「壞」劫，最最

嚴重的時候，那終是「空」，它就是「空」了。所以，在「壞」劫的時



間，我們都不懂要節制，本來物資住世，同樣和我們人一樣，很順

暢，非常的單純，四季這樣的互相地輪轉。 

 

所以「四大」，本來是這麼的單純，但是人類的破壞，「四大」就開始

不調，破壞，真的是破壞。所以，山林已經被破壞了，人類不懂得節

制，所以大地物資那就會缺了。 

 

就像緬甸，在那個蒲甘城的大地震，從緬甸的慈濟人、馬來西亞的菩

薩，這樣會合到蒲甘城。看了之後，那個蒲甘城原來在一千多年前，

蒲甘國的國王，他信佛，就一直用心建塔，一直提倡建塔，國庫也用

在建塔。要建塔，要燒磚，燒磚就要磚窯；磚窯就要用火來燒，用土

做土坯，用土坯才經過火燒，這樣做瓦、做磚。不斷一直建，那個城

整個都是在建塔。 

 

蒲甘城的整片的山林，砍柴當木炭，燒木炭來燒磚，一直一直山林被

砍伐，之後，塔是已經一直起來，但是，樹，那個森林的樹都已經砍

光了。慢慢地，那裡的水，地層的水，一直一直就是沒有了，因為水

資源是來自森林，雨水若來的時候，從樹木，大地的物這樣吸收，吸

收到地，地層，再水源回歸水脈；水脈再提供給人類的生活，這本來

大自然的循環，人類將大自然的循環破壞掉了。想想看，這樣是

「住」而「壞」，終止於「空」。現在的蒲甘城，那個地方，已經人不

能住，幾百年來，城是建好了，興盛一時，沒水的時候，那就不是人

類可以依止的地方，都整個遷走了。 

 

現在，那些塔已經荒廢掉了，幾百年前延續下來，在照顧塔的一群

人，世代都在那裡照顧塔，變成了他們的名稱，叫做「塔奴」。現在整

個村都是乞丐村，這個乞丐村衍生於那些顧塔，幾百年來，一直延續

下來。已經孩子都，早就沒有讓他們讀書，都是乞丐孩子。在那個地

方就是，人家若來觀光時，就是在那裡在乞討。這就是長久來破壞環

境，破壞生態，人的生活由這樣在轉變，整片的大地都是乾，現在也

一樣。 

 

現在的問題，這塊土地完全都是乾枯的，草木不生，已經就是叫做乞

丐村，整個村，這些孩子，已經世代都沒有讀書了。這個時候慈濟人

接觸了，因為這個因緣接觸了，希望能夠去將它轉變生態，先要對

人，孩子要怎麼樣能夠讀書。所以，現在在那個地方，考慮，已經找

到土地。而我們要在那塊土地上，為他們建一個學校，這是馬來西亞

和緬甸的菩薩的，發心立願，要去將它完成。 



 

所以「住」，有住人的地方就有這樣的問題，破「壞」；破壞了之後，

生態轉變了，就成為「空」。蒲甘城已經完全是廢城，一個大地震，已

經倒將近五百座的塔，所以，一片都是荒廢掉了，不就是一場空呢！

所以，我們要很，「慎思三理四相」。所以「實無恆住定相」，就是今何

在啊？實在就是無恆住的定相，人總是這樣起顛倒心。 

 

「無體相故無量」，所以無量。我們人間，很多很多沒辦法去分析的，

那些體相、名字，沒辦法去分別。其實「如虛空無障礙」，一切皆空，

看得開，什麼都沒有障礙，我們人間就是心看不開，我們的障礙很

多，我們若能夠循規蹈矩。有時候集眾在講話，不斷地呼籲，我們的

規則，人人若守規則，哪一個地方有障礙物呢？人人若守規矩，哪一

個地方，有還要再叮嚀的事情呢？都不用。人人以戒為制度，以愛為

管理，是要自己的道業，要自己的心，要定住自己的心，才有辦法

「慎思三理四相」，我們才有辦法能了解，「實無恆住定相」。我們才真

正能夠無體相，我們的心態，「心包太虛，量周沙界」，這樣如虛空無

障礙了。我們大圓鏡智，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照物不偏差。照物

無偏差，但是無礙我們的心鏡，應該若這樣，就能通達。 

 

無障礙： 

謂真如性體 

於一切諸法 

圓融通達 

悉無障礙 

 

所以能夠「無障礙」，就是「真如性體」，我們自己的心性要顧得好，

「於一切諸法」，就「圓融通達，悉無障礙」。我們要聽法、要了解，

道理要能體會，真正我們要好好用心去體會，我們必定要認清，道理

的三理四相，要真正通達。若能這樣，我們就圓融通達，我們的心

鏡，大圓鏡智，照物物來，物去鏡空，我們若能這樣，所以「悉無障

礙」，我們的心都沒有障礙，沒有煩惱，沒有顛倒，這是多麼逍遙自

在。 

 

所以說，如前面的經文這樣說：「如虛空，無所有性。」 

 

如虛空 

無所有性 

一切語言道斷 



不生 不出 不起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虛空就是這樣一片空啊，虛空多大啊？沒有辦法去測量，天外的天

際，恆星，星河，雖然有這麼多的星球在空中，每一顆星球，周圍都

是空間，這個空有多大，無法測量，無邊際，沒有底，無法看到天，

到底它的盡頭是多高？沒有，沒辦法測量。它到底有多深？沒有，科

學家在地球上，在虛空中說有發現到黑洞，這個黑洞，黑洞在哪裡？

離我們多遠？生成什麼樣呢？實在是天文地理，真正是無窮盡。所以

我們應該知道，那就是虛空都是一片虛，就是虛，沒有實體的東西，

那叫做「虛」，那就是空，空無邊際。所以因為這樣，在虛空中，它本

來就沒有性，沒有什麼性，就是空，一個空間，性，是這些一切萬

物，就是有這樣、這樣的道理，有成住壞空，有地水火風空，這都是

它的性，地、水、火、風，四大終歸於空，風有風的性，火有火的

性，但是它終歸還是空。火性，散在我們的身體上也有火性，有溫

度，這就是熱度，熱度就是火性。「哇！身體怎麼都冷冰冰？冷冰冰就

是硬掉，硬掉是什麼呢？死了，就是脫離了火性，人生這個身體就沒

有了，溫度沒有了，四大中一大消失，那就是歸於空。他的性，火性

沒有永恆住在我們的身裡。 

 

同樣，每一項東西，都是因為有四大會合，才有物質可完成。所以每

一項物質，都沒有它的「住」性，因為它四大和合，四大中其中一大

離開了，這四大不成，物質就壞空了。同樣的道理，所以你要說它是

火性，它是風性，它是水性，這了不可得，我們的身體有水性在，是

暫住，一輩子在，我們的身體要吸收水分，「要多喝一點水哦！」水若

沒有了，身體就乾了，變成什麼呢？木乃伊，這就是已經都沒有了。

這個水分，有常常在我們的身裡嗎？就是這樣跟著我們的呼吸，幾十

年，它不調和時，身體就是病了，這叫做壞。所以說來無住性，性無

常住，所以很多就要去解釋，一切言語道斷，光是要說一個火，就要

和大家說很久，要說水，分析到頭來無窮盡，因為任何一項東西，都

有無窮盡的道理，但是都有無窮盡的空，無定相、無定性，就是全都

沒有。所以「一切言語道斷」，要如何來分析，分析到來真的是，無法

完全大家都能清楚了解，要靠我們用心，要慎思用心才有辦法，用心

去體會。 

 

所以「一切語言道斷」，沒有用心，法無法入我們的心，我們無法體會

什麼叫做四相，我們沒有辦法。因為我們的「理」沒有通達，「相」我

們就無法了解，所以要慎思三理四相，這是很重要。所以「不生、不



出、不起」，其實這些東西，原來就是天地之間，本來就有的東西，在

這個空中，沒有增減，說它缺水，是真的缺嗎？實在是沒有缺，沒有

缺就是要大家要反省，如何讓它這樣循環再調整，大地是被破壞的。

你看，哪有缺呢？常常在鬧水災，水哪有缺呢？是不順調，叫做不調

和，沒水的地方都沒水，水一來就是水災，看，多少的水災，你說它

有缺嗎？沒有缺，但是是不調和，所以我們要很用心去體會。所以

「一切言語道斷，不生、不出、不起」，我們前面解釋過。 

 

其實接下來我們再看這段經文：「無名、無相，實無所有，無量、無

邊，無礙、無障。」 

 

無名 無相 

實無所有 

無量 無邊 

無礙 無障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虛空，虛空就是空啊！你還要說它是什麼名呢？除非國家語言不同，

又有語言有它的相和名稱。但是總而言之，要讓我們了解的，就是

空，空就是無相，全都沒有。在這個空間裡「實無所有」，「空」就是

「虛」，「虛」就是「空」，空實在是「無有」，因為它無常住，所以它

就是有的東西無常住，所以因為這樣「實無所有」。這「實無所有」，

卻是大地有「無量、無邊，無礙、無障」，因為我們這個大空間，真的

是，你說它有什麼，什麼都沒有；但是它有啊！有無量無量的東西。

你說它能夠測量嗎？也沒有辦法測量。有邊際嗎？也沒有辦法邊際。

總而言之，無礙，無障礙的虛空的裡面，這個形色的相很多，分析到

頭來，真的再歸於空，道理就是這樣在循環。我們若認清楚虛空無邊

際，我們就能夠了解「有」的東西，再長久的時間，就是都是暫時。 

 

其實世間，我們這個地球，繞著太陽轉，地球在自轉，時間在過，所

以地球的時間，和其他星球的時間是不同。要算時間，我們所在講的

「劫波」，長時間，用「劫」來算的時間，它也有窮盡，到頭來也是沒

有。但是虛空沒有動，它就是一樣，一片的虛空就是沒有不同。這顆

地球若滅掉了，虛空猶在虛空，所以這個「生滅」，與這個「空」都無

礙，無障、無礙。所以，看，「無名」，這是我們的「法身之體遍一切

處」。 

 

無名： 



法身之體遍一切處 

而不可以名字詮顯 

如佛菩薩菩提覺道 

圓智懸空 

照物無染 

 

我們要回過來說我們自己，每一個人，我們都有法，人人具足。幾天

前不是說，佛陀所覺悟，就是覺悟眾生都具有的法，只是我們眾生迷

在法中。佛陀覺悟了，他所覺悟的，和眾生是一樣，沒有不同的法。 

 

佛陀在這個法中而覺悟了，我們凡夫是在這些法中而迷了，都是受這

個世間物質所迷掉。所以世間萬物的體相，我們應該要很透徹，「三理

四相」要很了解；卻是我們就是被外面這些境界，那些物的體相把我

們誘引，迷了我們的心，所以我們在這個法中迷了。因為這樣，我們

就「不可以名字詮顯」。到底要向大家如何解釋呢？在這麼多天地萬物

間，形色、名相這麼多，想要向大家講到清楚，要準備這些道理都來

不及。不要說什麼，每天就是要向大家，講幾分鐘的話，我也是同樣

要準備，都是來不及。準備得到這一項，無法包含到那一項。這項本

來與這項的道理，應該要表達，但是來不及，時間也不夠，也無法將

這些，全都能夠準備起來，向大家講到清楚。要說到清楚，一項就能

夠講一輩子。何況萬法，要如何去分析到清楚呢？所以「不可以名字

詮顯」，沒有辦法，這就要靠大家聽、吸收，去體會、去了解。 

 

「佛菩薩菩提覺道」，就像「圓智懸空，照物無染」。那就是大圓鏡

智，就像在這大虛空裡，懸在虛空中，照種種的物體，都收攝在鏡子

裡面。鏡子裡面有這麼多的形象，但是與這面鏡子，一點點都沒有關

係。「照物無染」，這些東西都和它沒有關係，就像一面鏡子，放在這

裡，看大家，等一下大家若下講堂去，這面鏡子是空的。所以，「物移

鏡空」。物若移轉了，這面鏡子還是空的，同樣它還是清淨，它不會受

到物將它染著到。所以，「無相，為無我、人、眾生、壽者，虛妄之

相」。 

 

無相： 

為無我、人 

眾生、壽者 

虛妄之相 

謂真理之絕眾相 

非無如實 



圓鏡本清淨照物 

物移鏡空 

 

應該大家都清楚了，不要著相，不要有我、有人、有眾生、有壽者，

自己一直執著在這個相裡。老也不要認老，總是要做就對了。想到

老，年邁體弱，年邁體衰，這力衰退。不要這樣想它，若想下去，「人

就是老了，我就是沒有辦法了」。就是不能想老，我常常也會想：唉

呀，老了！自己都自己反省，警惕自己，不能想老，還有很多事情要

做，很多法要講，我們自己要趕緊，但是，還是講不完的法，同樣還

是做不完的事，但是盡心力，做就對。但是無法不老邁，沒有辦法，

總是自己的心態，要有這分要顧好自己的心。修行要顧好自己的行儀

規矩，就不用再讓人叮嚀了。知道自己的規矩，知道自己的行儀，這

是希望大家要慎思。 

 

「謂真理之絕眾相」。真理，就不用在那裡論相了，不用在那裡美、

醜，都不用了，沒有什麼樣的人、我、壽者，等等形象，全都沒有，

破我相了，那就沒有這些是非。但是，雖然我們絕眾相，「非無如實，

圓鏡本清淨」。眾相都把它破掉，但是，不是全都沒有，有如實。真正

「如實」就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回歸了，我們讓它清清淨淨，就像

圓鏡一樣，本清淨照物，物移鏡空。我們本來就是要學這樣，學，我

們是非清楚，學，我們入人群而不染著，學我們對萬法能夠了解明

朗，這樣沒有染著。所以，法，在法中能夠鑑照萬物，會有辦法有這

個功能，有這個良能，但是不受萬物，來污染到我們的心。覺得這個

東西我也愛，那個我也愛，所以每項愛，你就是染著到了。愛就是付

出，不是貪為己有。所以要用心去體會，所以「物移鏡空」，這才是我

們的真理。 

 

《無量義經》云： 

無量義者 

從一法生 

其一法者 

即無相也 

 

所以，《無量義經》，你們常常在讀，那就是「無量義者，從一法生，

其一法者，即無相也」。一法是什麼呢？是我們的真如本性，我們的法

源。剛才說，眾生心具足萬法，所以，無量是從一法生。那個根源，

我們的真如本性，「其一法者，即無相也」。我們的真如在哪裡？拿來

給我看看。就是拿不出來啊！鏡子能夠照物，是什麼能夠照物呢？這



些東西怎麼會跑去那裡呢？在那個地方拿不出東西來，這也是要去思

考。東西離那面鏡子是這麼遠，卻是鏡子照得到物，要向鏡子裡面拿

東西出來，就是拿不出來，東西就是在這裡。這就是這些東西，沒有

常住的東西，沒有常常在的東西。 

 

還記得向你們說過，一面鏡子、一隻狗，八面鏡子變九隻狗。到底是

一隻，還是九隻？那隻狗在吠那八面鏡子，到底是八面鏡子裡面都有

狗？這個狗一直吠：「你怎麼在裡面？你出來啊、你出來啊！」但是吠

不出來。這同樣的道理，我們若知道，鏡中那個就是我，那就是很清

楚，那是有影無相，若能夠了解，「相」在我自己，我自己終歸於

「空」，也一切都是空。若能夠了解，其實哪有什麼相呢？我們自己的

身相都破除不了，我們還想要破外面的相，真的是很顛倒。 

 

以分別故有相 

以分別相故有名 

法體離於能、所 

故非名相所能到 

故曰無名無相 

 

所以，「以分別故有相」。因為就是去分別，有人、我、眾生、壽者

相，有這樣的分別。那隻狗就是分別，「怎麼還有你？怎麼還有你？怎

麼還有你？」就是在那個地方在分別。所以因為這樣，才有這麼多的

相，這些相都是從我們的心產生。「以分別相故有名」。所以張三李

四，人就是這樣。同樣是一個人，怎麼命這麼多名字？同樣一個東

西，它的源頭、過程，就有這麼多的相，就有這麼多的名字，這都是

分別出來的。「法體離於能、所，故非名相所能到」。這個法體就是離

於能、所，因為人間就是有相對，所以有能、有所，有我能夠用的東

西，所用的東西，我能夠付出，布施的人，有所接受的人，有所需要

的人，有供應，能供應的人，有能接受的人，同樣，這叫做「能、

所」，有應用、有被用，同樣的道理。所以，應該說到透徹來，是無

名、無相。 

 

對於無相之語 

有造作者 

則是虛假之相 

可見可現之法 

即為有相 

凡有相者 



皆是虛妄 

 

「對於無相之語有造作者」。對這個無相的這個語言，要如何將它變成

「有」？其實這些東西是原來，那個相，我們要用語言將它表達出

來，這「則是虛假之相」。假名字相，這個東西真的是這樣？我們用臺

語說，用國語說，用日語說，用英語說，這個名稱都各不同；同一項

東西，有各種的語系不相同。所以，在那裡在爭，爭來爭去，和這個

東西一點關係都沒有。因為它是假，你要給我什麼名字，都是假；你

要叫我什麼，都是假。所以，就是它是「虛假之相」。我們若要用語言

去將它造作，定這個東西的名相，這個相將它造一個名字，這都是虛

假。「可見可現之法，即是有相」。看得到的東西，這些法，都是有相

的東西；有相，必有壞，這全都叫做假名字相。「凡有相者，皆是虛

妄」。這都是虛妄。 

 

實無所有： 

法身清淨 

照體獨立 

實無前境所有之相 

妄法遂於實相 

以語言道斷 

名相不及故 

一切上均無所有 

 

所以，「實無所有」，就是「法身清淨，照體獨立」。其實，法身很清

淨，這鏡子自己很獨立，大圓鏡智，人人本具的真如。張三李四，各

人有各人的想法，各人有各人的一面鏡子，同樣的道理。所以，「實無

前境所有之相」。其實，這個「境」，有到哪裡去，他有這樣的境界；

沒有去過的人，沒有這樣境界。其實，有和沒有，和那個境界一點關

係都沒有，所以「實無前境所有之相」。你說有，我說沒有，因為我沒

有去。其實，那個地方在那裡，不是有、不是沒有；總是對沒有去的

人，就是沒有，有去的人，就是有，同樣的道理。 

 

所以，「妄法遂於實相」，將這個法，在那個相「以語言道斷」，用這個

語言，你說這是這個東西，我說這是這項的名稱，這樣在那個地方議

論，全都是虛假。你要把它叫什麼名字，人就能夠改名，東西哪裡不

能改名呢？都可以改名。所以，這個名既然可以改，那就是全都是虛

假。尤其語言體系不同，所以「一切(上)均無所有」。這都是虛假相。

「語言道斷名相不及」。因為這個名相，要將它分析到清楚，真的是無



法分析。所以這種空無邊際，也是法無邊際，但是你硬是要將一個

法，將它扣在一個相的上面，實在是說不通。要用簡單的方法來解釋

一項，也不很周全。所以，這種「語言道斷」，這種的名相，這實在是

來不及去解釋；而解釋之後，這些東西還是，還沒有，很完全的道理

分析出來。總而言之，很多。「無量、無邊，法身之體遍虛空界」。 

 

無量、無邊： 

法身之體遍虛空界 

而不可以數目度量 

無有三世之相可得 

為無量無邊 

 

這個法身之體是遍虛空界，所以天地萬物是很多很多，因為空間很

大，要放什麼東西，無窮盡；所以遍虛空界。「而不可以數目度量」。

沒有辦法用數目去度量。「無有三世之相可得」。三世，不是只是，過

去生、現在生、未來生，其實剛才說的話，現在說的，還不斷的未

來。我現在說的未來，每一句就是移往未來，這移，不斷在遷移，這

就是無法去測量，所以「三世之相不可得」，沒有辦法住在過去，若一

直停在過去，就沒有現在；一直停在現在，就沒有未來。所以，這個

三世之相是沒有辦法，沒有三世之相，就「為無量無邊」。這就是我們

要很了解。所以，「無礙、無障，離一切煩惱障」，沒有礙。 

 

無礙、無障： 

離一切煩惱障 

為無礙 

體性虛空 

無有質礙 

如風於空 

無所礙故 

無障： 

體性無染 

離一切所知障 

無明體相 

本自不有 

故本無煩惱障 

 

我們若去除煩惱，就無所障礙。「體性虛空，無有質礙」。這虛空，就

是沒有物質會去障礙它。「如風於空」。風在空中，對空中是一點點都



沒有障礙。同樣的道理。所以，空，是什麼都不會去損害到它，因為

它空。所以我們的心無欲，物質就不會障礙我們的心。 

 

所以，「無障」，那就是「體性無染」。我們的體性、我們的真如，其實

清淨如大圓鏡一樣，所以「離一切所知障」。東西在那個地方，什麼名

稱，什麼相，和這面鏡子一點都沒有關係，物移鏡空了，沒有關係。

所以，「無明體相」，沒有很明體的形相存在。所以，「本自不有」，本

來就沒有，「故本無煩惱障」。所以，「自性清淨，過惡不生，則無業

障」。 

 

自性清淨 

過惡不生 

則無業障 

生死本空 

不受後有 

則無報障 

 

我們自性本來清淨，就不會去犯過失，就不會造惡業，自然就沒有惡

生，就沒有惡業的業障。所以，「生死本空，不受後有」。生和死，本

來就是空，說要入涅槃，就是進入寂靜的境界，無生滅的境界。這個

不生滅，我們就要練得我們對境不生心，這就能夠不生滅。所以，我

們「不受後有，即無報障」，就沒有報，未來的果報是什麼。 

 

無量無邊： 

虛空不可窮極 

是實相之廣大 

無礙無障： 

虛空不可分辯 

是實相之通達 

為三觀中之空觀 

 

「無量無邊：空不可窮極，是實相之廣大」。這無量無邊，沒辦法去測

量，因為這樣，空，虛空是不可窮極，沒有辦法來邊際。所以，「無礙

無障」，那就是「虛空不可分辯，是實相之通達，為三觀中之空觀」。

所以一切皆空。請大家要慎思，要用心去體會，體會我們真正，假名

字相，假名稱為相，成、住、壞，總是空。要認清楚，我們要好好慎

思，「三理四相」，其實沒有永遠在的。大家要時時慎思，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年 3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