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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如戲 亦如過客 

假名字相 依報緣牽 

父執愛子 緣盡耽著 

情繩纏綿 癡愛成迷 

 

這就是凡夫，凡夫不瞭解人間的真相。在世俗人間來來去去，只幾十

年時間而已。時間分秒間流逝，累積是年、月，「年」在過也是很快，

只在短短幾十年間。這幾十年間，當人的兒子，開始在人間學習，長

大成家立業，求財、求子，一輩子開始就是打拼，得到財，得到子。

這種「守護執著」，一輩子勞勞碌碌，愛恨情仇，就在這當中不斷累

積，就像在舞台上演出的戲一樣。有的人演得很精彩，轟轟烈烈；有

的人是一場教育人生的戲劇；有的是兇險殘暴，那種驚心動魄的一場

戲。但是這場戲，總有結束的時候。人生就像這齣戲，長短不知道。

就如在路上走的過客一樣，有人「匆匆忙忙」，哇！走的很快，這樣子

一下就過去了。在這條路上，沒有看到什麼，瀏覽到什麼。但有的人

就在這條路上，「留戀不去」，但再怎麼樣「還是過客」。不過人都沒有

體會到這點，在這世間，「過客」是一名字。「舞台如戲」也是一名

稱，在舞台上所演出的，是我們的情愛、我們的仇恨、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父母、我們的最愛，男男女女、卿卿我我，什麼樣角色都有，

那些都是名稱。父母的名稱、愛人的名稱、孩子的名稱，親屬等等，

各有名稱，各有分別。在路上走，遇到人打招呼，這是「過客」。所走

過的地方，就只是這樣過，不是我們家庭（一員），就這樣就過去了。

這都是「路」（過客）和「家」（家人），「過客」打招呼，和「家裡面

的人」等等，名稱都不一樣。 

 

所以「依報緣牽」，光是這樣一個過路，在某種的因緣相遇到。有時候

這樣遇到認識的人，說不定就牽引進來這個家庭，牽引進這劇場中，

成為你戲中、生命中很重要的角色，也說不定，這都是依報緣牽。我

們受業所牽引，來到這個人間，不管是父母所生、兄弟相聚，或者是

與生命中牽連到的人，或者是我們要延續下去的，這都是依著我們的

因緣，這樣牽引過來。就如父親疼子，這個父親不知道，人間到底是

如何，但是世俗的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總是一世，一代要傳

一代，有孩子的時候很歡喜。多子多孫叫做「福祿壽」，盡求愛等等，

但是緣盡了，還是貪著，不捨啊！緣若盡了就離開，不管是生離或死

別，都是苦不堪！人間就是這樣，用情用繩索將我們纏住，纏綿不

休，這都是癡愛成迷。這都是人間凡夫俗子的一場戲，有的戲演得很



精彩，不過都沒有離開愛恨情仇，轟轟烈烈，但是能夠多久呢？ 

 

  就像佛經中有一段的故事，佛在世的時候，王舍城裡，有一位大

長者，他是婆羅門種族，是一位很有錢的長者。他老來得子，生了一

個兒子很可愛，小時候就是人見人愛，父親疼這孩子，就像父親愛自

己的生命一樣。但孩子七歲時，無病無痛，突然間有一天，呼吸停

止，就這樣往生了。這個父親（感到）痛徹骨髓，那種的痛讓他「死

去活來」。他這樣疼兒子，兒子去世了，自己昏了過去，醒來還是抱著

孩子再哭。哭到再昏過去，驚醒起來還是繼續哭，過了幾天，這個孩

子還被他抱在懷中，不肯放棄。很多人都來勸，孩子的身體快爛掉

了，要發臭了，放棄吧！放棄吧！但怎樣勸他都不願放棄，後來親戚

朋友不管他如何執著，還是從這父親身上，將孩子抱過來，把孩子埋

了。 

 

  這個父親很痛苦，因孩子離開他的身邊。他說，「我一定要把他找

回來，我一定要把我的兒子帶回來。」每天在家中啼哭。有一天他

想，我這樣啼哭，孩子也不會回來。我應該要出去找，所以就出門

了，天涯海角，要去找他的孩子。有一回來到一叢林，是婆羅門梵志

在修行的地方。他就去問、去求，梵志修行清淨。你跟我說，我的孩

子在哪裡？要如何才能將我的兒子找回來？梵志聽了他的敘述，因對

孩子的執著，久久停留在那個地方，就是只想找兒子回來。梵志被他

纏到沒辦法，就跟他說，你往南走，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有河，大

河中間有一個小島。那個地方每一年，有一些仙人都會從那地方經

過，停留在那小島。你若要找你的孩子，閻羅王會經過那裡，你去找

閻羅王討回你的孩子吧！這父親覺得，只要能找回自己的孩子，不管

是哪裡，閻羅殿我也要去。 

 

  他就這樣沿路一直走，到處詢問：閻羅殿在哪裡？平常的人覺得

說，看這個人穿著這樣體面，難道是精神錯亂嗎？閻羅殿就是死去的

人去的地方，活的人要怎麼去閻羅殿呢？但就是問不出來！ 

他就再問：南方一直走有河嗎？到底南方一直走，那條河在哪

裡？有人就向他報路，往南一直就是。果然一直走經過了很多天，有

一條大河，遠遠看過去有一小島，很多人從那地方經過，這就是（梵

志）所說仙人所在。 

老父：哪一位是閰羅王呢？ 

其中有一位問：你找閻羅王有什麼事情嗎？ 

老父：你是不是閻羅王？我要我的孩子，請把我的孩子還我。 

這位閻羅王就說：看你找孩子這樣殷切，好吧！有一個叫『遊樂園』



的地方，你去找，那裡有很多孩子，若他要跟你回去，你就將他帶回

去。父親聽到很歡喜，閻羅王要放人，他就又再向前，果然裡面有一

個園區，裡面有很多孩子，認出了他的孩子，趕快抓著孩子。 

老父：來我們趕緊回去，你知道你這一走，父母親就是多麼痛，那種

痛徹心扉，你知道還是不知道？日思夜盼，茶飯不想，你知道這是多

痛苦，無法形容。來，我們回去吧！ 

這個孩子看到父親，就把手甩開。很憤怒的形象，臉發怒的說：父

親，你這個無知愚癡的老翁，我只不過是在你家當過客而已，我還有

我未來的父母，你要帶我去哪裡？這樣把他推開，他就這樣走掉了。

父親在這一大群孩子中，要怎麼找？心頭所聽到的，「是愚癡的老

翁」。孩子不回去，我這個愚癡的老翁要去哪裡？後來就想，有一尊

佛，常常聽佛在人間，有求必應，我應該去找佛。於是回王舍城，到

佛陀的祗園精舍。見到佛，從他內心那分找孩子的心向佛陀說，（好不

容易）看到他的孩子，孩子卻說，他是愚癡的老翁，也這樣述說出

來。 

佛陀就說：你確實是愚癡老翁，人生就像是過客，來人間只是一場的

緣，受業牽引，緣長緣短，都是你們過去生的緣。「緣盡、緣滅、緣

散」，既然緣盡、緣滅、緣散，也世人間一段的路程，凡夫就是在這段

路程，來來往往，就像這樣的愚痴，貪著那個愛，所以業力就越造越

多，不顧一切，這種追求都是苦。 

 

  佛陀就開始跟他分析，「苦集滅道」。這樣向這位「求子不得，愚

痴老翁」解釋。終於聽清楚了，是啊，一輩子庸庸碌碌，錢賺很多又

能怎樣？有孩子很歡喜，也是短暫的七年。七年的時間孩子往生，想

盡辦法，用盡了生命，經歷到閻羅殿，還被孩子罵，罵我是愚癡老

翁。這難道是我這輩子的目的嗎？佛陀所說苦集滅道，有道理！所以

他醒悟過來，成為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擁護佛法。瞭解人間不過是一

場戲，不過是過客而已。只不過依這個緣，名稱不同，生生世世，愛

恨情仇，這樣不斷牽連著，心痛、心苦，就因為人的關係。所以做父

親，為什麼這樣執著呢。緣盡了！還要再貪著什麼呢？佛陀開示後，

他瞭解了。要不然，情的繩子這樣纏迷著，癡愛成迷，人生就是這

樣。佛陀苦口婆心，為我們不斷地開示，但我們還是這樣。 

 

  就像須菩提等，譬喻他們過去，過去那種「幼稚無知，捨父逃

逝」。其實在十、二十至五十歲，在這六道中，不斷輪迴。一直到受盡

了苦難，好不容易才遇到佛法。但遇到佛法，還沒辦法真正開啟這心

門，接納大乘佛法，所以心裡自己很懺悔、懊惱。同時向佛陀告白，

告白他的心態，像是一幼稚的孩子，這樣無知，捨離了本來清淨的佛



性，沈迷在五道裡面。就像剛剛所說，那位長老在找孩子，哪怕孩子

死了，找到閻羅殿，也要去找。這種執著的人生，也是經歷過，這麼

的無知。這種「背覺合塵」，在這「煩惱、無明、塵沙惑」裡面，經歷

了「四生五道」。這些都經歷過，所以表示「窮困」。哪怕來到人間有

這個因緣，有這難得因緣聽聞佛法，還是自己內心的法沒很充足，表

達自己的後悔。前面所譬喻，是在凡夫境界，在五道四生裡面，都經

歷過了，現在已經得遇佛法。所以現在開始，內心的法（昨天說過

了），欠缺了「七聖財」；要「信」、要「精進」，要時時有懺悔心，要

「慚愧」。我們要知道，不要以為求到一點法，就很「自大」。我們要

時時慚愧，我們所求的法還不夠，我們對人人要尊重。人人在我們的

心中，都是一本大藏經。我們若能從人人所經歷的，做為我們的借

鏡，「如一面鏡子，如一本書」，若能夠這樣縮小自己，尊重他人，這

樣可以吸收到很多法。所以現在開始，就是要求法的時刻，下面再說 

 

經文：「馳騁四方，以求衣食。漸漸遊行，遇向本國。其父先來，求子

不得，中止一城。」 

 

經文簡釋： 

「以求衣食」；為貧窮所困著缺衣乏食，喻為生死煩惱所逼迫，甚求解

脫。 

 

  「馳騁四方，以求衣食」，就是要求得能活命，冷的時候需要衣服

穿，肚子餓的時候需有飯吃。「以求衣食，漸漸遊行，遇向本國，其父

先來，求子不得。」好好用心聽，須菩提他們就這樣說，就像是被

「貧窮所困」。就像用「繩子把他綁住」，所欠缺的就是這些；「欠衣服

穿、欠飯吃」，這譬喻「生死」。以修行者來說，還是一樣在生死中。

我們雖然在修行，雖然知道，不可起貪欲。要去除欲念，但我們煩惱

未除，同樣還是在「生老病死」中。這些煩惱、塵沙無明還沒有去

除，生死我們都還是很怕，何時會病？何時會死？這都還是在生死

中，我們現在就是要求。求得去來自在，求得斷除種種煩惱，再來人

間是乘願來。乘願人間，就是要入人群度眾生，這是無煩惱的生死。

不過我們現在還有煩惱的生死，所以生死煩惱，我們還是很怕。我們

法還沒入心，要如何去？如何來？都是隨業安排，所以我們還會煩

惱。 

 

  所以「為生死煩惱所逼迫」，一旦病來的時候，誰不會煩惱？病來

的時候，真是苦不堪，要怎麼治病？要有正確的方向，有病要正式找

醫生。但有的人會怕，很多人就會給他很多意見，逃避了正確的治



療，延誤了治病的時間，到了病真正發作的時候，那就來不及了。我

們現在常聽到，有人要去治病，有人就說不要！你若是開刀，你若

是…等等，就沒辦法治了。你還是去找秘方，還是找那種….等等，什

麼樣都有。我們應該知道，若有人生病，現在科學這麼發達，要循正

途去檢查。過去是因醫學很不發達，只有中醫、巫醫；中醫在中國，

是華人祖先所傳下來，這是世界所沒有。唯有中國，有這種「精髓」。

古代中國看病用藥是這樣，醫生只要把脈，就可以分辨出，我們身體

是火較盛，還是濕氣較重，最起碼他能把出這樣的脈。在佛經理面，

《藥師經》也是這樣說：「天下無不是藥」。有種種的藥，只要你懂得

藥性，對症下藥。但「連華陀在世，也無法治療真有病的人」，所以過

去的人常說：「真病無藥醫，真藥醫假病」。 

 

  現在科學發達，真病靠著儀器檢查，檢查出來是最真的。也有辦

法看到裡面的內臟，看有沒有起什麼樣的變化，趕快及時割除掉。這

樣應該還有機會恢復健康，但是有的人明明可以，趕快把它拿掉，卻

趕緊去找、去吃漢藥（民間偏方）。是啊！中藥有很多可讓我們精神很

好，體力恢復。但是那個病，已經是真正的病，是不是可以割除掉？

不可能！因會被誤導成，我現在身體已很有元氣，它可能讓你增加了

力氣，但真正的病還是隱藏著，病隨病發展，人就只是害怕，以為這

樣就可以，耽誤了治病的機會，這樣的人也很多。不過要怪什麼呢？

業力啦！本來就找到可趕緊治病，只是有人跟我們說一下，身體是自

己的，我們就準備這樣做。無奈！過去社會科學未發達，無奈的事情

很多。現在科技發達，應該可以趕緊治療。 

 

  但是生命；顧著生命要做什麼呢？「利益人群」，為了要利益人

群，所以要顧好生命，「要利益人群，要求佛法」。將生命顧好，要趕

快把握健康精神好，還有體力可做事情的時候，讓佛法清楚入心、懂

得道理，（懂得）這樣的法。「七聖財」，這個「法」，我們要好好「精

進」，我們要好好「用心信仰」，要懂得「信」，要怎樣「慚愧」，要怎

樣去「忍辱」，在人間、在人群中如何忍，要怎樣入人群，而不受人群

影響我們的正念，這都是我們要修行的地方。所以「為求衣食」，就是

「要求這些法」，「七聖財」我們要豐富起來，要不然我們還是被「生

死煩惱所逼迫」。想要求解脫，這個時候須菩提等，現在最需要，雖然

是老邁。但是現在已經聽到真實的妙法，他們現在要趕緊求，求解

脫。要怎麼樣脫離生死的方法，在生死中去除煩惱。該治療的要治

療，生死中，要怎樣讓未來有所依正，不要受業牽引。再來時，是我

們自己自願心來，就是為度眾生來，要度眾生就要準備好，我們自己

心中要有法。現在有因緣接受法，要趕緊法入心，這樣才能夠「漸漸



遊行」。 

 

經文簡釋： 

「漸漸遊行，即喻始覺」；謂本覺心源之體，從真起妄，若能返妄歸真

名始覺。因是漸漸薰習既久，由聞思慧心，漸漸生善名始覺。 

 

  「漸漸遊行」，就是表示，在六道，四生五趣中，慢慢有這因緣成

熟了。所以他漸漸遊行，就是譬喻「始覺」。開始啦！我們人人本具真

如、人人本具佛性。現在接觸到佛法，開始因為人人本覺的「心源之

體，從真起妄」。我們本來與佛同等，人人本具的佛性，就是因為煩惱

無明，所以「本覺的心源之體」，將這真如本性，慢慢就生起了妄念，

外來的煩惱不斷累積進來。所以讓我們真如本性，煩惱無明不斷生

起。若能「返妄歸真，這樣叫始覺」。我們過去的煩惱，一層一層趕緊

減少，過去我們習氣不好，趕緊改過。改過我們的習氣，去掉我們的

煩惱，這樣就漸漸回歸我們的本覺。這表示我們在修行，我們已往回

家的路程接近，這叫做始覺。開始要再接近我們的「本覺」。瞭解了，

瞭解過去原來一念無明，流落在生死中，現在知道了，要趕緊看要如

何去除生死無明煩惱，這就是我們修行的目標。「因」是漸漸薰習，開

始修行的路，不是這樣簡單，要很長久的時間，不斷在佛法中薰習。

所以「法界蒙薰，…誠意方殷」，爐香讚不都是這樣念，我們拿出誠

意，我們的信仰要誠意，打從內心的誠心來薰法香，所以「漸漸薰習

既久」。 

 

  須菩提等他們從無始劫以來，與佛有緣，生生世世隨佛修行，這

若在《本生經》差不多都是佛陀與這些弟子的故事。所以聽法一定要

用心聽，「要聞思修，才能得智慧」。「慧」就是心、佛、眾生都平等，

就是眾生的心與佛已貼近，所以「漸漸生善，名為始覺」。開始修行

了，不計較，人人之間退一步海闊天空。對眾生的習性，我們就要

忍。大家都有佛性，只是人人有他的習氣，我們瞭解道理，所以我們

要退一步。「我們的習氣要改，要改的人是我們，要修行的是我們自

己」。所以我們寬人一吋，就心包太虛，所以漸漸生善。我們的心培養

善念，這叫做「始覺」。開始瞭解善惡，因為「一十是天堂，二十是人

間」，人間有善、有惡，可造十善業、造十惡業。所以我們慢慢將十惡

業去除，十善業增長，這就是漸漸，這樣就叫「始覺」。 

 

經文簡釋： 

「遇向本國」；本國即本覺，一切眾生，自性清淨，離諸妄念，故名本

覺。 



 

  「遇向本國」，「本國」就是「本覺」。如來清淨本性人人本具，所

以本國就是我們的本性、本覺，人人都有成佛的覺性在。所以「一切

眾生，自性清淨」，本來大家的自性都是清淨，都是因為後天的人間世

事迷惑我們。看看孩子初生時，多純真！現在的小菩薩「人之初，性

本善」，我們就能證實，人的本性都是清淨。我們修行就是要「離諸妄

念，妄想」。人生就像一場戲，人生就如過客，我們要很清楚。不要在

人群中「生出非份的妄念」，若有非份的妄念，就像那位父親，一直要

去找兒子，找到閻王殿去，再來被兒子罵「愚癡老翁」，這就是妄念。

所以「本覺」，我們要離開妄念，就慢慢能回歸本覺，清淨本性才是我

們的本覺。 

 

＊「無漏法性地」：始覺漸漸增上，趣向於究竟覺，名遇向本道。 

 

  「始覺是漸漸增上」，我們開始瞭解的事，做善的事，要一直增

加，求法的心；道心，我們要加緊求法的道心，善事我們不要放棄，

「聞法行善」，這是七法財的「最根本」。所以，「始覺漸漸增上，趣向

究竟覺」。「究竟覺就是本覺」，這樣叫做「遇向本國」，開始慢慢向著

我們原來清淨真如的本性接近。 

 

＊「年幼：捨父逃逝，喻背真逐妄。至五十：遇向本國，喻返妄歸

真。」 

 

  所以下面的文就說，「年幼，捨父逃逝」，這是須菩提等，譬喻自

己過去在很長久時間，經五趣四生，好不容易才能隨佛修行，但在這

期間還是「執在小乘」，這叫做「捨父逃逝」。意思就是「背真逐妄」，

真實的，被我們違背掉，就是向這妄念，人間假相去追逐，在四生五

道，就是這樣「背真逐妄」。多久了？經歷了「五十」，就是善、惡

道，慢慢才有這機會，向著佛開始「返妄歸真」。「遇向本國」就是已

經瞭解那些都不是真的，一輩子在六道中造種種的業，造六道四生的

業，現在知道了。漸漸知道了，開始「返妄歸真，回歸真如本性。」 

 

經文簡釋： 

「其父先來，求子不得，中止一城」；喻佛本教子以大乘，故於大乘中

求之；求之不得，乃示現應化於三界。」 

 

 

＊「其父」：喻佛慈愍不捨眾生。 



 

＊「先來」：佛念眾生，出入三界，示生示滅，由來以久。 

 

＊「求子不得」；佛由本跡之應化身，雖先來已化導此輩眾生，教化大

心；而眾生自退，流落於六道生死，故曰求子不得。 

 

  「其父先來，求子不得，中止一城」，孩子已開始慢慢向本國來，

孩子的父親呢？孩子離開後，父親也一直在找孩子。但這父親一直

找，來到這個地方，已經來到這城中。這是「譬喻佛本來教子以大

乘」，如佛陀教導弟子，本就用大乘法，希望人人能瞭解大乘法。所以

佛陀永遠就是在大乘法中，永遠都在這城中。希望所說的話弟子能接

受，但是弟子對大乘法沒興趣。所以「求之不得」，所以他就要現「應

化於三界」。因為佛陀教導眾生，已經很久很久了，從無始劫以來，生

生世世。但眾生就是無法接受，所以佛陀不得不示現人間，或者是示

現五道四生，這樣在三界中。佛陀是應化示現，所以「其父」就是譬

喻佛，「佛慈愍不捨眾生」。「先來」就是「佛念眾生」，出入於三界，

佛陀是為眾生出入三界，倒駕慈航啊！所以「示生死」或者是「示入

滅」，生在人間八十歲，示入滅。這已經很久了，不是這次而已，是生

生世世都是如此。是因緣成熟，這回（名稱）叫做「釋迦牟尼佛」，

「化成佛的相，化入滅的相」等等，來教導我們。其實佛陀的本性，

來來回回人間，但是眾生無法體會。這種「求子不得」，所以不得不

「本跡示化人間」。先來已經化導這些人（此輩眾生），已經很久了。

只一期待，期待人人能發大心，眾生自己退掉（發心），就如〈序品〉

五千人禮佛而退，自己沈淪六道生死，這就是「求子不得」。 

 

  學佛真的要用心，佛陀的慈悲愛心，偏偏我們一念無明，在六道

輪轉，偏偏要做那位癡迷的老父，無知的老翁。我們應該要好好面向

我們的真如本性，漸漸接近，要時時多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