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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經典專題– 9

《佛說八大人覺經》



為什麼要學《八大人覺經》？





《八大人覺經》內容在說什麼？



八 八種

大人 菩薩

覺 覺悟

經 道



《八大人覺經》的特色



 ☞ 這部經的內容及其精神，
   多半講述個人應覺悟、應修行的內涵，
   幾乎與《佛遺教經》一致，
   所以常被視為具有原始聖典特色的小乘經典。

 ☞ 然而在經文中又有菩薩常念菩薩布施，
   發大乘心等文句，
   總結又說如此八事，乃是諸佛菩薩大人之所覺悟，
   令諸眾生覺生死苦，
   這些內容，有著大乘菩薩的修行內涵，
   因此也被當作大乘經典。



講述《八大人覺經》的因緣



 ☞ 上人歷年講述的經典，
   以《法華經》、《藥師經》
   與《八大人覺經》這三部，為深入次數最多者。

   其中以篇幅而言，《八大人覺經》最短，
   且每當 上人提及此經的時候，
   都是有鑒於世間天災人禍頻繁，
   希望人人警醒覺悟，
   這樣的用心，值得我們珍惜與深思。



上人開示

我總是覺得來不及啊！
想到佛陀兩千多年前的說法，
提醒眾生─
人人要提高警覺，人生無常，國土危脆。
這都是佛陀在《八大人覺經》裡面所說的話，
同時每一部經典，無不都是提醒我們─
要時時有警覺，要及時反省，
就算是點滴的小善，我們也要做。



佛說八大人覺經       後漢沙門安世高譯

為佛弟子。常於晝夜。至心誦念八大人覺。

第一覺悟。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

生滅變異。虛偽無主。心是惡源。形為罪藪。如是觀察。

漸離生死。



人生之所以有諸般苦惱，
是因為真假顛倒，
把假的看成真的去爭執、計較；
把真的看成虛妄的，
而不用心體會，
這就是顛倒人生。

��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佛說八大人覺經       後漢沙門安世高譯

第二覺知。多欲為苦。生死疲勞。從貪欲起。少欲無為。

身心自在。



因為心多貪欲，
也因此造成了人生種種的業，
這些業就像一條繩子一樣，
把我們牢牢地綁住，
困在六道中難以解脫。

��問：為何團團轉？
��答：因為繩未斷。



人們何以不能締造一個幸福快樂的人生呢？
大都因為捨不得付出（貪）；
不但不能捨，反而還要爭（瞋）。
為什麼要爭？
只因為我們不明真理（癡）。



佛說八大人覺經       後漢沙門安世高譯

第三覺知。心無厭足。惟得多求。增長罪惡。菩薩不爾。

常念知足。安貧守道。惟慧是業。



人，總是為了追求名、利、權勢
而勞碌終生；
對於情愛亦是貪求不厭，
每於私情欲愛纏綿不休中，
生出萬般痛苦，
不能解脫。



菩薩的感情是廣大無邊際的，
能包容宇宙，
無限量地愛一切眾生，
但卻絲毫不求眾生感情的回報。



佛說八大人覺經       後漢沙門安世高譯

第四覺知。懈怠墜落。常行精進。破煩惱惡。摧伏四魔。

出陰界獄。



所說的少欲，
並不是什麼都不做不管，
什麼都不求不爭，
而是對善的、有益眾人的事，
都要積極去做、去求進展，
不要為日常生活的事物、是非
患得患失，
因而痛苦、失意、消極。



四魔是指

一、天魔
二、死魔
三、煩惱魔
四、五陰魔



佛說八大人覺經       後漢沙門安世高譯

第五覺悟。愚癡生死。菩薩常念。廣學多聞。增長智慧。

成就辯才。教化一切。悉以大樂。



眾生常流轉於愚癡生死中，
愚癡是不明道理，
醉生夢死，
只知追求享受，
造諸惡業。



說法辯才有

一、法無礙
二、義無礙
三、辭無礙
四、樂說無礙



佛說八大人覺經       後漢沙門安世高譯

第六覺知。貧苦多怨。橫結惡緣。菩薩布施。等念怨親。

不念舊惡。不憎惡人。



布施除了「財施」以外，
還要注重「法施」與「無畏施」。
「法施」
就是精神教育；
「無畏施」
則使眾生消除恐慌，
離開罪惡的險道。



佛說八大人覺經       後漢沙門安世高譯

第七覺悟。五欲過患。雖為俗人。不染世樂。常念三衣。

瓦鉢法器。志願出家。守道清白。梵行高遠。慈悲一切。



五種欲念：

一是財利物欲
二是男女色欲
三是名利權欲
四是美味食欲
五是懈怠睡欲



把名利權欲換作無代價的付出、
隨分隨力付出精神力量、
把事業的精神換成志業的精神、
把男女間的愛換成普利眾生的愛、
把迷情換成覺情、
把懈怠換成精進、
把貪眠換成工作、
把美味換成粗茶淡飯來修行。
轉五欲為功德，就是修行。



佛說八大人覺經       後漢沙門安世高譯

第八覺知。生死熾然。苦惱無量。發大乘心。普濟一切。

願代眾生。受無量苦。令諸眾生。畢竟大樂。



佛陀教育眾生要自救之前，
必須兼具救人的善念；
要發心，
需發菩薩心，
菩薩心就是「大乘心」。



佛說八大人覺經       後漢沙門安世高譯

如此八事。乃是諸佛菩薩大人之所覺悟。精進行道。慈悲

修慧。乘法身船。至涅槃岸。復還生死。度脫眾生。以前

八事。開導一切。令諸眾生。覺生死苦。捨離五欲。修心

聖道。若佛弟子。誦此八事。於念念中。滅無量罪。進趣

菩提。速登正覺。永斷生死。常住快樂。



前面所說的八種修行覺悟的事項，
無非是要開導一切眾生，
讓大家知道生死的無常，
覺悟生死的痛苦，
知道學佛就在了脫生死。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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