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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正見，不偏空有， 

一切種智，先權後實， 

心性自清淨，諸法唯一心， 

無相無不相，是名為正見。 

 

  用心來了解，什麼是正見？就是不偏空、不偏有，這就是正見，

是行在中道，這樣叫做正見。我們學佛不要執空，更不要有偏有。我

們要知道，學佛，希望我們在正見路上，菩提大直道，一往精進，若

又是偏於空，一切虛妄，就不懂得要再精進了。若是偏於有，執著萬

物有我，永遠是我的，我、我、我貪著的東西永無窮盡。這就是我們

眾生所以煩惱，所以迷惑，一直都是無法斷除。所以我們學佛最重要

就是要了解正見，要有正思、正見、正念、正行等等。才有辦法不偏

於空、不執於有，我們才能真正兩無掛礙，勇往直前。正見，就是我

們人修行無漏的見。「無漏法」，前一段時間也是不斷反覆跟大家提起

「無漏法」，或是「無漏道」。「無漏」的道理，是我們修行者的去向，

所以我們的正念、正知見就是要在無漏法中這樣去實行。無漏道，無

漏道若能往前走，諦，四諦分明。「四諦」分明就是苦、寂、滅、道，

我們的生死來源，就是在苦、集、滅、道。 

 

  有了「苦」，不知苦，不斷複製「集」，集來種種煩惱，我們不覺

知。現在學佛修法，我們了解了，人生苦，真的是苦啊。既然知道苦

的因緣，我們就要好好於「四諦法」再用功。所以「集」，一直從過去

生中不斷累積來，寃家路窄。過去生所集來的，我們現在生雖然在修

行，遇到了，他就開始來討。討這筆債，是長、是短？你欠我，我欠

你？就這樣造成了很多煩惱。所以，要如何滅除了煩惱？那就是要好

好回歸修行所學的法，將法用在我們所了解的。所以該還的就要還，

該受的就要受，像這樣滅除煩惱，不要再去牽纏糾結，我們要好好地

能夠過，怎麼過？慚愧、懺悔，總是這樣不要再覆結，不再反覆再結

下無明的煩惱。所以我們於「四諦法」，知道「集」，過去所結的

「集」，在現在讓我們煩惱不休。所以我們要「滅」，要趧緊滅，不要

再糾結，那就要修行於「道」。所以我們正見就是要念在正，思在正，

修在正等等，八正道我們應該要好好實行。不離開修行的方法，不離

開四諦、十二因緣法，這就是我們要修的，我們所要進行的正知見。 

 

  所以，有這樣的正知見，自然我們就能破外道「有」、「無」等種

種邪見。我們若知道因緣果報，就不必受外道種種不正確的道理來迷



惑我們。你們有聽到嗎？在早上的早會，有沒有聽到在醫做志工菩薩

的分享，或者是醫生說他病人的故事。最近有這樣一個患者，這家

庭，一個孩子，這個孩子十幾歲，就是有腦瘤。開始不知道他是何病

痛，怎會一直無意間就昏過去，帶去看很多醫生，好幾年的時間，求

醫無門，醫生都說看不出、檢查不出來。最後，醫生檢查到那是腦

瘤，尤其已到達很嚴重，開刀也很嚴重，所以他就又再找，受人介紹

就來到大林慈院了。大林慈院醫生看了，「確實現在開刀有較危險，不

過要告訴你，這刀一定要開，要這樣這樣的方法，能夠及時開，應該

是沒問題。雖然動這個刀很危險，但此刻開還來得及。」聽到要開

刀，所以父母就去問神、問卦，「到底，既然要開刀，要去一家醫院來

開呢？」問出來就說，靠近海邊的大醫院。大林慈院沒接近海邊，要

趕緊去找靠近海邊的醫院。 

 

  找到一間真的是靠海邊的醫院，醫師看了，也知道：對啊！要開

刀，可以，我為你開。就這樣開刀了。開刀之後一段時間出院了，這

孩子的症狀並沒有改善。所以過了一段時間還更嚴重，復發了，這樣

又送來我們的醫院。救人為重，生命無價，雖然又拖了這樣長的時間

了，尤其是又動過刀，現在重新再開刀，實在是難上加難。不過，還

是不開不行，這個孩子已經是少年了，從兒童時一直到現在，生命應

該未來還很長，要給他一個很好的生活。所以我們醫院的醫療群，大

家集中起來，這次比上次還更難，現在要如何為他開呢？大家還是以

救人為目標，所以集思廣益，真的再為這位年輕的少年開刀，開了好

幾個鐘頭。 

 

  過去開的，是在一間某大醫院所開的，根本對他一點幫助都沒

有。打開腦顱再重新整理，這樣經過了很長時間的開刀，加護病房團

隊照顧。終於脫離了加護病房，到了普通病房。大家因為付出關心很

多，看到這孩子慢慢在恢復。那一分恢復的效能很好，這個孩子總是

恢復到最佳、最好的程度。所以這就是相信外道，曾經過了很長幾年

的時間去找醫生，找不到病源，來到我們的醫院診斷出，要及時開

刀。那時若能趕緊開刀，恢復的機率會更高，生活品質應該與普通人

沒有不同。但是因為這樣再拖下來，又因為邪見、邪知，再去問神、

問卦，再為他指一條路，所以再繞過那條路，又拖延了時間，腦的組

織又重複開刀，那就是更難了，這樣又拖延一段時間再來整理（醫

治）。想想看，這不就是信不正，因為信仰不正，所以就耽誤了一條

命，或者是耽誤了一輩子的苦難呢？所以，學佛我們要有正知、正

見，若沒有正知見，明明已經接受到了，又來一個煩惱，有漏的煩

惱，邪知邪見的無明又插進來，遺憾的事就發生了。所以，我們破外



道有無等等種種邪見，這叫做正見，我們連不正確的見解也要破除，

這樣我們才叫做正見。 

 

  「無漏道」，那就是戒、定、慧，這常常跟大家說過了。戒、定、

慧，我們若人人守戒、修定、修慧，這條路就是斷三界有漏生死。這

才是真正不偏空、不偏有。在這當中的正道，對的道路向前直走，才

是真正菩提大直道，才能達到一切種智，這一切種智就是佛的智慧。

我們與佛有共同一真如本性，當然就有與佛同等的智慧，卻是我們就

還是在無明中摸索，前面前途茫茫，不知所以然。到底現在的環境、

未來的道路要如何走，我們都還不知道。現在佛陀用他的智慧來指

引，但是眾生根機還是鈍、還是劣，所以小根機，佛陀就要先權後

實。最近都一直說佛陀為眾生觀機逗教，這是眾生的根機，煩惱太多

了，佛陀就要用無量數權巧方便來引導我們。我們要了解，「心性自清

淨，諸法唯一心」。人人的心性，人人都有清淨的真如本性在，我們要

了解，諸法就是在一念心。我們修行就是要修得正知、正見、正念在

這念心中，這念心若偏差，就會走入偏邪的路，剛剛在說的那對夫

妻，不就是嗎？你明明找到救命的路了，但是一念有漏、無明，就會

又再走入迷途，所以這是一念心，諸法唯一念心。 

 

  「無相無不相是名為正見」。一切的道理，我們一直說道理無相無

體，但是我們所看見的東西，都有他的物理，它的道理存在，所以說

「無相無不相」。這些東西不就是一切和合，合成而形成的嗎？不論是

花花草草，都有它種子的道理，這些種子都是不同的種子，所生長出

來的東西。種子還需要土，需要四大因緣來會合，在這空間來成長。

光是這樣，就要有很多因素會合，這些因素若分開了，就沒有相。所

以「無相無不相」，每一樣都是相，我們若能了解這相的源頭，來自各

不相同的物理會合，我們若能了解，我們對這相就不迷了。一切看得

到，眼睛得見的東西，我們若都能了解，就不會被它迷走了。所以前

面的文 

 

經文：「是故迦葉，隨力為說，以種種緣，令得正見。」 

 

  佛陀的智慧，一切種智，隨順眾生的根機。這樣來為我們眾生說

法。眾生是否修行之後堪得受大法嗎？堪得受大法，那就是要為天下

眾生去度化，這就是菩薩勘受。若還未發菩薩心，根機還小，那就不

堪受，所以「隨力為說」。是不是他有心，有力量，願意去承擔這個責

任嗎？所以「以種種緣」，要看因緣，「令得正見」。讓這些人，人人見

解若看開、看透徹，應該就能發大心了。我們人的心之所以打不開，



就是因為我們還被外面的境界、形相把我們遮蔽了。我們這見解若打

得開，自然所看的東西就知道它裡面的道理，就能不執著「空」或者

是「有」，他就不執著了。他就是用空的道理，那就是一切皆空，不必

執著形相，但是他運用妙有來入人群，所以空中妙有，也是真空，一

切真的是真空，但是真空中就是有妙有。這就是我們要看開，才願意

發大心、立大願，乘這個力量，承擔救度眾生的願力，這是佛陀的用

心。下面接來這段文說， 

 

經文：「迦葉當知，譬如大雲，起於世間，遍覆一切，慧雲含潤，電光

晃曜，雷聲遠震，令眾悅豫。」 

 

經文簡釋： 

＊「迦葉當知，譬如大雲」；重頌大雲澍雨，能潤萬物無差。大雲喻佛

應身。 

＊「起於世間」；即隨機緣示現於世間，從真諦起應世法，如雲之生。 

 

  這段偈文所說的「大雲澍雨」，大雲若密集時，就知道雨這樣降下

來。我們看雨下，其實，雨落下時是一條一條，就是這樣以滴成條，

所以這樣遍佈在大地上，能潤萬物。就如這樣雲集、雨下，在這乾旱

的大地，萬物全都受雨的滋潤。「無差」，不論是大樹、小樹，不論是

河、川、溪、池，全都是水能歸納。就如我們現在說現在乾旱了，蓄

水的地方水已經下降了，要供應民生利用水已一直缺了。這時候最需

要的就是下雨，下在集水的水庫裡，這樣民生用水就不用擔心。同樣

的道理，只要有雨下來，集在種種萬物。萬物的水分歸納大地，或者

是從高能往下流，集中到水庫裡，能供應人所利用的，這也需要雨水

下來。同樣的道理，若沒有水下來，遍地乾旱，不論是植物、動物、

人類都不能缺水。所以，大雲澍雨，能潤萬物，全都很平等無差。 

 

  大雲譬喻佛的應身，只要佛陀應身人間，隨機緣示現世間。譬喻

佛陀的一切因緣成熟了，來到人間，經過一切的…。「八相成道」，我

們常常說過，降兜率，入皇宮，就開始出生，開始這樣從小到大，開

始為了追求道理，一路走來。覺悟之後，將真諦的道理，已經具一切

種智了，覺悟了，了解天地宇宙萬物真理，這個真諦。開始他回歸人

間，從鹿野苑開始，就開始展開弘法利生的工作。所以「真諦起應世

法」，就這樣在世間成佛之後，普遍到處去宣導佛法，覺悟之道。這就

像「如雲之生」，雲開始集，看到雲，就如佛的應身來到人間，隨應眾

生需要而施法雨，施法給眾生。 

 



經文簡釋： 

「遍覆一切」；示現慈悲覆蔭三界六道眾生。普化群機，如雲遍覆。 

 

  所以「遍覆一切」，「示現慈悲覆蔭三界六道眾生。普化群機，如

雲遍覆。」如雲遍覆一切，若是乾旱時，抬頭看天，一片是青空無

雲，若乾旱，就會很擔心。若是看到有雲了，天空有雲了，就是表示

既有雲來了，就是有雨能夠遍佈，這就是表示慈悲。佛陀的應身來到

人間，他的慈悲就是普遍，不只是在人間。人間，還有其他世間，我

們所看得到的一切，還有看不到的三界。「三界」就是我們眾生的心

欲，「欲界」，以及所看的，心所貪念的「色界」。甚至連這些色都沒看

到了，不過內心起伏，不平靜的煩惱無明，這叫做「無色界」。離開這

些有形有色的東西，但是內心同樣起伏，我要這個東西，但是這個東

西現在我得不到，這個東西離我很遠了，但是我的內心還放不下，還

是起伏。或者是這個人，他對我不滿，中傷我，加害我，讓我折磨了

很久。這個人和我離開了，我的心、我的恨還在。像這樣，已經無聲

無形了，在我的內心還是煩惱重重，這種就是三界。我們凡夫眾生這

種有為法，常常覆蓋在我們的心去作為。 

 

  佛陀他如一片雲，要來降下雨水，施法雨，讓我們內心的欲與

色，與塵沙無明都去除，這叫做「遍覆一切」。「普化群機」，佛陀一切

種智，正知、正見來引導我們一條正修行的路。「如雲遍覆」，讓我們

的心能接受到法雨來滋潤我們的心，心中的煩惱無明，法水來洗滌，

讓我們去除無明、去除塵沙煩惱，這是佛陀的智慧，也是佛陀的慈

悲。 

 

經文簡釋： 

「慧雲含潤」；智慧身雲，含藏利潤。 

 

應身八相成道，皆隨智慧行，故稱為慧雲，能潤眾生，故曰含潤。 

 

  「智慧身雲，含藏利潤」，這就是佛陀的智慧在他的佛身。我們看

到佛陀於二千多年前，離我們二千多年前，佛陀雖然現出家在僧團

中，與一般人都一樣。其實他含藏法，一切種智，他含藏著。長久以

來，一直跟大家說無央數劫以來，就是不斷累積，來來回回做度生的

因緣，來利潤眾生。這是來來回回，與眾生結一個未來成佛，度眾生

的緣。所以，因緣成熟了，他就應身，「八相成道」。開始因緣成熟

了，他應化在人間，在迦毗羅衛國的皇宮裡出生，經過八相。 

 



  出生，嬰兒、孩童時、少年時，在少年的時期，如何的思考等

等，一直到青年，一直到中年，一直到老年，修行的過程，從太子的

身份，一位年輕修行者到處去學道，到處去吸收天地人間的道理，一

直到最後成佛了，成佛說法等等。這種種身份，應身八相，這樣成道

了。「皆隨智慧行」，這個經過就是隨智慧的行為，「故為慧雲」，這樣

叫做慧雲。要累積很久的時間，才能密雲集合，就是因緣都集合了。

所以降兜率、入皇宮，出生、兒童、少年等等，這都是有相。這應該

就是隨智慧行，這是長久以來不斷上求下化所累積來的，因緣成熟在

這個時候，叫做「慧雲」。「能潤眾生，故曰含潤」，因為含藏了這麼多

的法，所有天地萬物、眾生，尤其是人類的內心世界等等，都能接受

到佛陀的教育，滋潤我們的心地。 

 

經文簡釋： 

「電光晃曜」；喻應身佛即應世人身業，投凡入胎、出生，皆有大光普

照。 

 

智如電光明快晃耀，遍照。 

 

  再譬喻「電光晃曜」，譬喻電光，那就是佛應身。應身佛，應世間

人的身業，同樣的，與世間人同樣的身業。佛陀有生、老、病、死，

同樣的，我們人人都同樣有，投入與凡間的人都一樣。同樣要入胎、

降兜率、入皇宮，投胎、出生，都一樣。這如應身佛，就「電光晃

曜」，在那剎那之間，就開始來到人間。與凡夫同樣的身相出生，「皆

有大光普照」。既然出生在人間，表示人間光明，漫漫長夜黑暗，人間

的黑暗已經露出曙光了，所以「智如電光明快」，叫做「晃耀遍照」。

有了佛出世，自然法就一片光明，因為開啟我們內心的黑暗。佛法就

如一盞燈，千年暗室，一盞燈照進來，千年暗室就全都亮了。就如我

們的無明惑闇，只要有佛法入心，我們的內心就光明起來。道理要如

何接受？要如何將這條路走出去？這給我們一條明朗的道路，佛陀的

出世就如天亮一樣。 

 

經文簡釋： 

「雷聲遠震」；此喻應身佛的口業，具四無礙辯，說法如獅子吼，百獸

皆驚，諸魔攝伏。 

 

法音圓應，如雷遠震。 

 

  「雷聲遠震」，電光閃亮，如太陽慢慢地，光速很快，照耀到我



們，已經光明了。卻是在這裡，「雷聲遠震」，我們要下雨，下雨，因

為氣壓的關係，所以它會有雷聲。人家說「一陣雷，天會響」，一陣雷

響起，很遠的地方都聽得到。「喻應身佛的口業，具四無礙辯」，佛陀

他的口所出的聲音，所說的法，如雷震一樣，不受到任何隔礙，反正

他的雷聲一響，天下到處都聽得到，沒什麼能隔礙他。佛口說法有

「四無礙」，說法如獅子吼。在說法也是聲音宏亮，能讓人人都聽得進

去，聽得到、聽得進去，能夠接受法。佛陀就如眾生中的百獸之王，

在林中，所有的動物就是以獅子為王，就是百獸之王。獅子牠一吼起

來，百獸皆驚。這就是說「諸魔懾伏」，正法能破除邪法，佛的法音能

夠圓融，光明破除我們心靈的惑闇，聲音能破除我們內心的迷惑。所

以他的法音圓，很圓融，能應一切眾生的根機，「如雷遠震」。 

 

經文簡釋： 

「令眾悅豫」；悅豫即歡喜。 

 

應身佛的三業，無有過失，如苦海中的慈航，凡所施為，皆令五趣三

乘眾生歡喜得益。 

電曜：所以放光動眾。 

雷震：所以懾伏惡人。 

蔽日：喻能摧滅外道，皆頌大雲之德。 

 

  「令眾悅豫」，大家聽到了，大家都很歡喜。只要佛法聽得進去，

即使再重的煩惱也能慢慢去除；多一分法入心，就能消一分煩惱。所

以，佛法能接受於內心，就沒有執著，就沒有煩惱。所以「應身佛他

的三業，無有過失」。因為佛，佛的身業與大家都相同，但是他是來領

導眾生走入菩提道。這是三界導師要來引導眾生，他的身行就是清

淨，現這樣的身相，讓大家能清楚。就是身業清淨、口業清淨，當然

意業也是清淨，沒有過失。所以眾生從佛陀的身行，從佛陀的聲音，

從佛陀的智慧，所開啟的法，「如苦海中慈航」，就像在苦海中沉浮的

眾生得到慈航所施的救度。「皆令五趣三乘眾生生歡喜得利益」，這就

是茫茫大海中，只要有看到船，就是能得救了。同樣的道理，駕慈航

來人間度眾生，這是佛陀他所修行，他的一大事。 

 

  「電曜，所以放光動眾」；「雷震」，就是能「懾伏惡人」；「蔽

日」，就是譬喻能「摧滅外道，皆頌大雲之德。」這就是這段偈文，種

種「慧雲含潤，電光晃曜，雷聲遠震，令眾悅豫」，這段文的解釋。所

以「慧雲」就譬喻佛陀的應身人間，電曜，「電光晃曜」就是放光明，

人心在惑闇無明中得了佛法，就是我們的內心就會一片光明。雷聲，



就是佛陀開始說法，能夠將邪見、外道那種不正確的道理，他能將它

消除。讓我們能知道這是偏行、偏道，我們應該要歸回正道，不要再

迷於那種偏迷的信仰。所以要好好正信，不要邪信。這就是「雷震」，

佛陀所說的聲音。 

 

  「蔽日」就是說能將外道的觀念，在我們的心中去除，就像很乾

燥的心，有法雨來滋潤，才不會有一點點的微風吹起，沙就開始飛

揚。這就是用太陽很烈，有雲來遮蔽，讓地下清涼，這就是表示「大

雲之德」。就是佛陀應身人間，具備了很多的德在一起。所以我們學佛

要能了解，了解正見。正見就是不空、不偏，不偏於空，不偏於有，

一切智。佛陀雖然告訴我們，人人本具佛性，我們無法了解。所以佛

陀要開三乘、五乘法，隨我們的根機來引導我們，所以要先權後實。

但是，我們大家更是要清楚，人人本具清淨的本性，那就是真如。這

個心念在修行的過程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很多世間的形相，有相、

無相、無不相，只是要看我們這個心念正了，一切都正。所以期待人

人用心體會，雲與雨對於人間是多麼的重要，就如正法在我們的人心

是多麼迫切，我們要去體會理解。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