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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伏煩惱而運行六度到彼岸 

觀察諸法體性安忍深心不動 

智慧照了人法所顯真如之理 

 

  煩惱啊，每天都是這樣跟大家說，煩惱，就是因為煩惱，所以苦

難斷，人生娑婆堪忍啊！表示就是苦難偏多。這麼多的苦難，一句

話，就是煩惱啊！什麼事情不是因為煩惱而苦呢？因為很多的苦，所

以才稱為煩惱。煩惱製造無明，無明就起於行動，因為行動的累積、

合成，所以造了災秧，很多的災秧構成了人間的苦難，人間受苦，又

回歸叫做煩惱。所以，煩惱成為讓我們日日「煩佬」（臺語音譯，意指

擔憂、擔心）。「煩佬」是已經事成，我們「煩佬」，有的也「煩佬」，

沒有的也「煩佬」。凡夫啊！你的「煩佬」怎會這麼多？人總是這樣，

孩子還沒長大，認真打拼讓孩子長大；孩子讀書，「煩佬」孩子不認

真，「煩佬」孩子考不上理想的學校，「煩佬」孩子是否健康、平安讀

書嗎？畢業了，擔心啊，「煩佬」孩子能找到好的職業嗎？能不能成功

做好事業？能不能建立好的家庭？這還是很久的事，你在「煩佬」什

麼？唉，人總是這樣，這叫做人生，還沒到的事，全都包攬來「煩

佬」，這叫做「煩佬」。 

 

  何謂煩惱呢？煩惱就是貪、瞋、癡、慢、疑，這叫做煩惱。煩惱

是我們眾生累生世的習氣所造成，不斷在複製苦的源頭。若是「煩

佬」，是我們凡夫在日常生活中，還沒到的事情，就先「煩佬」在先。

若是煩惱，就是無明，看見這境界就去造作、去思考、去行動，這就

是苦的源頭。「煩佬」是苦還未到，事先擔心、操煩，操煩就叫做「煩

佬」。同樣二個字寫「煩惱」，也同樣將煩惱叫做「煩佬」，「煩佬」其

實叫做操煩。因為操煩的心很多，所以讓我們心理就會有很多，使我

們心理、生理不健康，這就是「煩佬」太多。煩惱是源頭，「煩佬」是

結果，所以這二字較不同。佛法常常說的煩惱，是說我們的源頭，而

我們平常說的「煩佬」，那就是人間生活中的操煩，所以這叫做「煩

佬」，還是有點不同。 

 

  不論是源頭起點的煩惱，無始以來帶來習氣，或者是我們今生此

世，心靜不下來的操煩、擔心，這些我們都要制伏。我們若是看不

開，永遠都是在操煩；操煩，心不定，我們就沒有一個方向。所以我

們要好好制伏這分，我們平時的操煩、「煩佬」，我們要開始制伏了。

尤其是煩惱，這就是源頭，貪、瞋、癡的源頭，我們在還沒發生之



前，我們就要開始制伏下來。所以不論是開頭或者是結果的煩惱，我

們都要好好用心制伏於未然，不要有貪念一起，瞋怒一發，那就不可

收拾。這種貪、瞋、癡、慢、疑，這就是我們造業的源頭，這就要制

伏。萬一，若事情已成，有很多讓我們很操心，很擔憂，我們見了佛

法，聽了佛法，我們就要趕緊降伏下來。事情已成了，面對現實，這

樣不必再操心很多，因為這也叫做煩惱。這就要好好用心來制伏，制

伏了煩惱，我們才能運行六度到彼岸去。我們煩惱若不制伏，不論是

開頭或結果，這些煩惱、「煩佬」若沒制伏，我們就無法去運行。因為

操煩、煩惱，這種起點、結果，這樣纏住我們，我們怎有辦法好好聽

法呢？我們怎麼有辦法身體力行呢？就難了。所以我們要好好制伏煩

惱，專心立志來運行，運行我們的六度。 

 

  運就是要起動，開始要起動，要發心，我們若沒有起動這念心，

我們就無法運用這樣的法。佛陀教育我們，布施、持戒、忍辱、精

進、禪定、智慧，這是六種工具，從煩惱的此岸，我們要渡過了此岸

而到彼岸去。當中，中間常常一句話形容，「愛河千尺浪，苦愛萬重

波，欲免輪迴轉（，大眾念彌陀）」，我們要虔誠的心去念彌陀。何謂

彌陀？彌陀就是無量壽、無量智慧、無量的功德，這就是「彌陀」。就

是佛心為己心，我們要用無量長久的時間，培養我們這念佛心，起了

佛心才能行佛法。所以，佛陀的教法，我們要為人間眾生付出，那就

是布施，布施同時要持戒，持戒同時要精進，精進同時要忍辱。忍辱

同時要禪定，同時要智慧。這六度不是先後次序，是要同時，無餘

修，無間修，長時修，尊重修。我們尊重佛陀所教法，信受奉行，六

度是要同時運用，所以叫做「運行六度到彼岸」。我們要經過了千尺浪

的煩惱、無明，這種欲念的河，我們要渡過，必定要用這六度四修的

工具這樣過去。 

 

  要過去，這個法，要「觀察諸法體性」。我們平時就是要好好靜下

心來，我們靜下心來觀察世間一切形象。人我是非到底是如何起？我

們要用何種方法來面對？我們如何能寬心，心包太虛？我們要如何能

念純，歸於宇宙虛空，這樣的單純，靜寂清澄？我們要好好來觀察，

細心觀察諸法，眾生煩惱如何起？我們也是眾生之一，我們應該要如

何來修，修行就是要了解一切法的真理。所以觀察就是細心，很微細

的心，很微細的見，見解，這一分很微細。這樣就如一面鏡子，這面

心鏡要常常擦，擦得沒灰塵，很乾淨，自然這面心鏡，我們的見解照

著外面的鏡界都是很分明、很清楚。這就是我們平時要制伏煩惱，注

意在開頭，面對著外面的境界，我們的攤、瞋、癡、慢、疑不要隨著

境界浮現出來。我們要時時制伏它，這就是要戒，我們要常常用戒來



制伏煩惱。它就不去造作，不去造作，就不會惹來了煩惱的因緣，讓

我們「煩佬」糾纏不休。所以，這就是要我們的心鏡要清淨。 

 

  所以「觀察諸法體性」，諸法之體與諸法之性。是啊，體就是看得

到的東西，我們外面所看的形形色色，對待人的時候，看人的態度，

「這個人的態度，對我這樣不敬，我煩惱。」「這個人的態度怎麼教不

好呢？常常對人就是這樣，那個禮儀、動作，應對，怎麼都不會改變

呢？讓我也是『煩佬』啊！」人與人之間，每一個人都不會如我們

意，所以就起煩惱。不高興，就與這個人隔離，無緣了，我們和他隔

離、無緣，他對我們看法就是怨、恨。這種的無緣，我們自己感覺

「我和他隔離、無緣」，這樣單純。但是他對我們就會起一個很複雜，

可能造口業，向別人說：「某某人的態度…」，我們看人家的態度，人

也看我們的態度。「某某人是如何對人苛薄、冷淡等等。」這也是在我

們日常生活中，我們可能無心，卻是對方有意，這樣就會惹成了愛恨

情仇，糾纏不清。今生來世，我們沒有感覺到，對方在背後已經造很

多的口業，對我們不高興，來生來生，同樣的，換他對我們無緣。 

 

  就如佛陀也常常用譬喻來說，哪一位眾生不是我度的因緣，因為

過去我的無心，所以惹起了他的怨，還記得嗎？二比丘，一前一後，

走在前面的比丘看這位婦人的「煩佬」，「這沒什麼，看開就好了。」

就這樣過去了。這位比丘他認為，這就是這樣而已，還有什麼好說的

呢？就這樣而已啊！但是這位婦人她覺得，這位修行者怎麼這樣不慈

悲？我的苦，我需要向人傾訴，要向人說，否則我的心很痛苦，怎會

一句安慰的話都沒有呢？另外後面又一位比丘再來，他就問：「妳是怎

麼了？」「我苦啊！苦在先生才往生，我的希望寄託在孩子，我的孩子

又生病，又忽然間又往生，我苦啊！」後面這位比丘用他的同理心，

「了解了，知道你這樣很苦，但是人生是無常、是苦、是空。」向他

說了一堆的道理，安撫了她的心。拿出一條手帕，「來，將眼淚擦乾，

用著妳開闊的心面對著未來的人生。」這樣，心開意解，感激了。 

 

  這已經是幾百世之前的事情了，現在的釋迦佛、現在的阿難遇到

貧婆，佛陀走在前面，貧婆看見佛，她就是不歡喜，就閃避他。佛陀

回過頭來向阿難說：「阿難，這位老婆婆是你應該要去度的。」果然，

阿難這樣走過去，老婆婆看見阿難就起歡喜心，阿難向他招一下手，

她就來了，恭敬禮拜，聽阿難的話，阿難將她帶來見佛。大家覺得：

怎麼會這樣？同樣看到佛，人人看佛都是歡喜心，受佛度化，是為何

這位老婆婆還要再靠阿難去接引呢？所以佛陀他才會說起了無數世以

前，這二位比丘的故事。將這故事用在現在佛陀在說法，對眾生這種



心態真的很複雜，經過了這樣的解釋，大家清楚了。有時候，我們若

沒注意到，說話無心，或者是態度無意，卻是對有需求的人，他就有

心去接受你態度的冷熱。他對你就有一分不滿，或者是的排斥，這種

的心態。 

 

  所以我們常常說，佛法要用在生活中，生活中的佛法，我們要看

人，人人都像在敬佛一樣，所以叫做「尊重修」。我們要行六度，所以

這六度，我們要走，無餘修、無間修、長時修，還要再尊重修，我們

要對人人起尊重心。所以這種的體性，每個人的形態，外面種種的境

界，我們都要很細心去觀察一切諸法。我們面對著人間事要安忍，要

很安然、安心，要忍耐，忍辱一切，所以要深心，深心就是很微細。

因為堪忍的世間，有很多的無明惹來的「煩佬」，就是從煩惱造成。過

去的煩惱造成在現在讓我們操心，讓我們擔憂，我們必定要安忍，心

要時時「與人無爭則人安，與事無爭則事安」，我們若能「與世無爭則

世安」，這都要經過這一分的忍。因為世間要得堪忍，不必爭，不必

取，我們好好安心自在，這叫做「深心不動」。也叫做我們的思惟修，

就是定心智慧，這樣「深心不動」。「智慧照了人法所顯」，人間世相所

顯現出來的，我們若能經過了「觀察諸法體性安忍深心不動」，自然我

們智慧這面鏡子，內心這面鏡子就很清淨了。照了人與法，人間世相

諸法自然就很清楚，顯現在這面清淨的鏡子中。這就是我們的真如，

真如的道理就是這樣。我們若能去除了開頭的煩惱，與消滅在現在的

操煩、擔心，若能這樣前後「煩惱」降伏將下來。我們運行六度，自

然就能衝過了千浪的愛河、煩惱河，就能渡過了，這就是我們回歸真

如本性。前面的文。 

 

經文：「無四惡道，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道，多有天、人、諸聲

聞眾、及諸菩薩無量萬億，莊嚴其國。」 

 

  未來迦旃延成佛的依正二報，那個國土，那地方就是「無四惡

道」，無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道，所有的就是「多有天、人、諸

聲聞眾、及諸菩薩無量萬億莊嚴其國」。這個國土裡除了國土清淨，多

諸寶物以外，都沒有四惡道。在我們娑婆世界，四惡道是與我們共

在。地獄，看到那些苦難眾生，醫院裡去看一看，醫院中鋸手鋸腳，

或者是開腸剖肚，這與地獄一樣。不過，在醫院是在救人，地獄那個

地方是在刑罰，受這個業，自然下這樣的地獄受苦難。有的人真的苦

啊！活生生的，生命還活著，肢體不全。或者是身體病痛，已經爛與

臭了，還在骯髒的環境中，這樣的環境，這樣的生活，長年累月，就

像處在地獄。「一人亦滿，多人亦滿」，就像這個地獄，單獨一人處在



這麼不乾淨，這樣骯髒的地方，自己身體又是病痛，又是爛了，又

是…等等，周圍都是很骯髒的環境。 

 

  我們慈濟人，菩薩，常常都去清掃，常常去為人沐浴，常常就是

去換藥，常常就是幫忙送人到醫院，這都是從地獄中將他救出來，就

如地藏王菩薩一樣。像這樣的惡道，這就是人間的惡道，就要有菩薩

願意去布施，六度同時行動，去把他救濟出來。讓他離開這個苦難的

人間地獄，讓他離開餓鬼的地獄，讓他離開畜生道的地獄，離開阿修

羅道。看看監獄裡，常常有人去輔導，去轉變他們的心態，轉變了，

歸於人道。人性本善，啟發他們的愛心，轉一個心念，那就成為人間

菩薩。所以，人間，我們這堪忍世界，其實是六道具足，都在這世間

中。但是，在迦旃未來成佛那時候，都沒有這些事，沒有這些地獄、

餓鬼、畜生、阿修羅道，都沒有了，都是善良的人。天與人，這些善

良的人都是歡喜聽法，願意發心行菩薩道，像這樣的人，也是莊嚴這

個國家，人人都是好人。接下來這段文再說。 

 

經文：「佛壽十二小劫，正法住世二十小劫，像法亦住二十小劫。」 

 

  迦旃延成佛以後，他的壽，同樣是十二小劫，正法也是二十小

劫，像法也是。這與前面迦葉尊者、須菩提授記的壽命與法運，正

法、像法，這是「法運」，就是法在運轉的時間，與迦葉與須菩提同

等，所以是迦旃延他將來成佛的境界。下面接下來這段文再說。 

 

經文：「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諸比丘眾，皆一心聽，如我

所說，真實無異。」 

 

經文簡釋： 

「諸比丘眾，皆一心聽，如我所說，真實無異」；頌誡善聽也。佛語真

實，勸令信受。 

 

  這就是佛陀慈悲，為已聞的人再重新說一次，再讓大家記憶深一

點，未聞的人，後面才來的人，再重複一次，讓後來的人也能聽到，

能夠了解。迦旃延將來成佛，他的國土，他的法運到底有多長？迦旃

延所修的行、所得的果，所以就是再重複一次，再說。「諸比丘眾，皆

一心聽，如我所說，真實無異」。佛陀要再重複跟大家說，要真正誠心

來聽，教誡大家、警惕大家，要真正用虔誠的心來聽，我說的話絕對

是真實的，勸令信受。這就是教誡弟子要很用心，相信佛所說，相信

迦旃延未來成佛的過程，要經過八千億佛，要奉事供養，要建塔造



廟，經過這麼久的時間，後面再供養二萬億佛。時間要再經過那麼

長，道心堅固，這樣長時間修行，行菩薩道，所得到這個果就是這樣

的情形。所以叫大家要相信，「勸令信受」，大家要相信佛所說的真實

語，大家要很虔誠接受，要相信。 

 

＊「真實無異」：指所授迦旃延成佛因果，真實如是，不會有所出入，

也決定不增不減。 

 

  「真實無異」。意思就是「所授迦旃延成佛因果」，他所修的因、

所得的果，是「真實如是」，確實是這樣，「不會有所出入」，絕對是這

樣，絕對沒有出入。所以「也決定不增不減」。因為法是這樣，絕對沒

有出入，意思就是說，就是這樣的限量，就是要供養這麼多的佛，還

要這麼長久的時間，絕對是這樣。決定不增不減，不會更多，也沒有

較少，就是要用這麼長的時間走過來，這樣的修行。所以佛陀很慈

悲，說出了迦旃延要那麼久的時間，前面的供養奉事八千億佛，後面

的供養二萬億佛，想想這時間有多長啊！若是迦葉尊者、須菩提，他

們是三百萬億諸佛，很乾脆，一次就是三百萬億諸佛要供養，經過這

樣的時間。但是迦旃延前面是八千億佛，後面是二萬億佛，所以在這

裡就要再向大家叮嚀一下，一定要相信，不增不減，就是這樣，大家

要相信。這是佛陀再向大家警惕，讓大家要提起信心。接下來這段文

說。 

 

經文：「是迦旃延，當以種種，妙好供具，供養諸佛。諸佛滅後，起七

寶塔，亦以華香，供養舍利。」 

 

經文簡釋： 

＊「是迦旃延，當以種種，妙好供具，供養諸佛」；當佛在世身心虔

敬，慇勤修供養。 

＊「諸佛滅後，起七寶塔，亦以華香，供養舍利」；於佛滅後掃灑淨

處，勤修供養。 

 

  迦旃延要供養這麼多佛，這表示時間之長。佛在世時，要用他的

身去供養佛、奉事佛，要恭敬供養佛，這就是用身心虔敬來供養。尤

其是要殷勤，修種種的供養來侍候這八千億佛，佛在世，對每一尊佛

都這樣的態度來供佛；每一尊佛過後，還是要再建塔，以華香供養。

同樣的，佛滅度後要掃洗淨處，莊嚴佛塔，莊嚴佛寺，就是敬師如師

在，敬佛如佛在。用這樣的心情，雖然佛已經入滅了，同樣的，就如

佛還在一樣。這樣建塔，裡面形像等等去清洗，乾淨那個範圍，勤修



供養，這是表示最恭敬的心。迦旃延尊者，他的修行，實在是也很用

心在修，經過這麼長久的時間。說起來，迦旃延尊者在佛世時，他也

是很慈悲。過去迦葉尊者他所修的行就是要修苦行、修梵行，面對的

是貧窮人，去向他托缽，但是須菩提他面對的，就是富有的人，所以

這就是不同的修行方法。但是，迦旃延他不分貧與富，同樣的這個缽

拿出去，什麼樣的人，遇到這個家庭，我就在這個地方化緣，遇到

人，他就向人化緣。 

 

  有一次，就是佛在阿梨提國時，這一次迦旃延他也隨佛在那個地

方停止。有一天，走到外面，也是要托缽的時間，走過溪邊，看到一

位老婆婆，應該是中年以後的老人，坐在溪邊哭，看起來好像很厭世

間，所以他就走近她，用心去安慰。「老婆婆，您到底是為什麼在這裡

哭得這麼悽慘呢？」這老婆婆她就說：「我這一生苦啊！身為賤民，就

是在我的長者家裡工作，當奴婢。從小就是跟著我的父母在這位長者

的家庭，就是這樣跟著他們做，為奴為婢。」「我的父母往生之後，我

還是同樣在這個家庭。這位長者對待奴婢很刻薄，我一生從小到大，

到現在，就是連身體要遮體的一套衣服，看，連要遮體都困難，就是

破了，補了又補，光是要遮體的這件衣服，我都得來困難了。何況三

餐吃飯，都是要吃那種污穢不乾淨、餿了的東西，與一般動物差不了

多少。我這一生苦，苦得我很不想活下去了。」 

 

  迦旃延用很同情的心，耐心聽她述說她的苦難，迦旃延聽了之

後，就用輕聲柔語說：「老婆婆，確實妳的人生苦啊，從父母的時代一

直到現在，這樣的年齡，又是這麼苦，妳怎麼不將妳的貧窮賣出去

呢？」這位老婆婆忽然間聽到這句話，「貧窮可以賣出去？」她抬頭看

迦旃延尊者。「尊者，您剛剛說，要我將貧賣出去？對不對啊？」「對

啊！」就再問：「貧困，世間哪有辦法賣貧困呢？誰要買貧困呢？」迦

旃延就說：「妳賣給我。」她就向尊者說：「我什麼東西都沒有，我要

怎麼賣你呢？」他就說：「妳手上拿著的是什麼東西？」「這是淨水

瓶，是一支罐子，我拿這支罐子就是要來這裡裝水，想到我的苦，所

以我坐在這裡哭。我每天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現在是要來溪邊取

水。」 

 

  迦旃延就說：「是啊！妳這個瓶可以取水，我現在很渴，我的缽是

空的，來，妳取水布施給我，這樣妳就是造福。妳有這樣的機會可造

福，妳哪有窮呢？妳能取水布施給我，妳不窮啊。」這位老婆婆忽然

間聽到，「喔，這樣，這樣的取個水布施，這樣我做得到，這樣我就有

福嗎？」「是啊！」趕緊就用這個瓶子取水。迦旃延就說：「妳要用很



虔誠的心，妳要了解人間本來就是苦，妳要堪受得了這輩子的苦，要

堪忍這一世的苦。時時心中念法，時時念佛，時時有力量能幫助人，

這就是妳的心富。妳有力量，妳富有，妳能供佛及僧，所以這就是妳

能將妳的貧賣出去。」「好，我能常常念佛、念法、念僧，我能堪忍。

這輩子從小到現在老了，都在忍了，我怎會不能忍呢？忍得這一生過

去，業消了，我能時時用水來供佛僧，這個我做得到。」就這樣，就

開始，這位婆婆就這樣賣貧，把貧賣出去了。 

 

  回去之後，她就這樣一直心心念念佛僧，也日日用水供佛僧。有

一天，她就是在工作時，水都倒好了，工作都做好，地上乾淨了，她

就是坐下來時，這樣無病無痛就往生了，這樣，她生在天上。她覺

得：我忽然之間生在天上，這是因為迦旃延尊者指導我、教育我，我

應該要向迦旃延尊者表達感恩。所以這位天人就在迦旃延尊者靜坐

時，來散花、來禮拜、來供養，感恩迦旃延的度化。這就是迦旃延尊

者在佛的僧團中修行，他度化眾生是隨機隨緣，這樣在說法度眾生。

所以，迦旃延他修行的過程不只是斷煩惱、制伏煩惱，又運用他的智

慧，運用他的口才，遇到人就是開始說法。看看這位老婆婆，他就是

安她的心，讓老婆婆能夠忍耐這輩子的貧，這樣過，時時有機會供佛

僧，這樣心就已經清淨了。我們學佛也就是這樣，雖然我們不是要求

天福，最重要的，就是要安忍深心不動，才能得到智慧照了人間與一

切法，顯出我們的真如本性，這是很重要。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啊！ 

 

 

************************************************************* 

 

【註一】《賢愚經》（二七）迦旃延教老母賣貧品第二十六(丹本為 

三十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阿梨提國。時彼國中，有一長者，多財饒寶，慳貪暴惡，無

有慈心。時有一婢，晨夜走使，不得寧處，小有違失，便受鞭捶，衣

不蔽形，食不充體，年老困悴，思死不得。時適持瓶，詣河取水，思

惟是苦，舉聲大哭。時迦旃延，來至其所，問言：「老母！何以悲泣懊

惱乃爾？」白言：「尊者！我既年老，恒執苦役，加復貧窮，衣食不

充，思死不得，以故哭耳。」迦旃延言：「汝若貧者，何不賣貧？」母

言：「貧那可賣？誰當買貧？」迦旃延言：「貧實可賣。」如是至三，

女人白言：「苟貧可賣，我宜問方。」即言：「大德！貧云何賣？」迦

旃延言：「審欲賣者，一隨我語，答言唯諾。」告言：「汝先洗浴。」



洗已告言：「汝當布施。」白言：「尊者！我極貧困，如今我身，無手

許完納，雖有此瓶，是大家許，當以何施？」即授缽與，「汝持此缽，

取少淨水。」如教取來，奉迦旃延。迦旃延受，尋為祝願。次教受

齋，後教念佛種種功德。即問：「汝有住止處不？」答言：「無也。若

其磨時，即磨下臥，舂炊作使，即臥是中，或時無作，止宿糞堆。」

迦旃延言：「汝好持心，恭勤走使，莫生嫌恨，自伺大家一切臥竟，密

開其戶，於戶曲內，敷淨草座，思惟觀佛，莫生惡念。」爾時老母，

奉教而歸，如敕施行，於後夜中，即便命終，生忉利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