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007《靜思妙蓮華》降伏四魔 安隱成道 (第 997集)（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七） 

 

⊙「佛大威力能降伏四魔，折伏攝受眾生造業因，悲智圓融稱大雄世

尊，佛具萬德世所尊重故。」 

⊙四魔：煩惱魔、五陰魔、死魔、天魔。 

⊙「身體及手足，靜然安不動，其心常憺怕，未曾有散亂，究竟永寂

滅，安住無漏法。今者見世尊，安隱成佛道。」《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

七》 

⊙「我等得善利，稱慶大歡喜，眾生常苦惱，盲瞑無導師，不識苦盡

道，不知求解脫，長夜增惡趣，減損諸天眾。」《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

七》 

⊙我等得善利，稱慶大歡喜：我等遇佛聞法信解，得大善益交相稱

慶，心大歡喜見佛聞法，故曰得善利。 

⊙善之一字，即教理行果無漏之法，聞教悟理，依理修行，依行證

果，此等善利，必能克就，故云得。 

⊙眾生常苦惱：眾生在迷，常懷苦惱。沉輪六道，恆為三障所煎，故

常苦惱。 

⊙盲瞑無導師：如生盲人，冥然莫睹。不遇知識開示，故無導師。 

⊙盲瞑：自無智眼曰盲，妄境如夜曰瞑，一切眾生迷法迷人，心境俱

昏，故曰瞑。 

⊙不識苦盡道，不知求解脫：不能識別滅盡諸苦究竟之道，不知求覓

出離解脫，滿腔迷晦，雖厭苦，不識盡苦之道，忍受生死，不求解

脫。 

⊙長夜增惡趣：長如夜間迷冥造業，增長惡報，以業惑果，生惡趣

多，天眾轉減，三界長夜，如夢如醉。 

⊙六道唯人天屬善，眾生造業，墜惡趣者多，故增；生善道者少，故

損。 

⊙減損諸天眾：即減少善道眾生之意；惡趣增多，故善道減少也。 

 

【證嚴上人開示】 

「佛大威力能降伏四魔，折伏攝受眾生造業因，悲智圓融稱大雄世

尊，佛具萬德世所尊重故。」 

 

佛大威力 

能降伏四魔 

折伏攝受 

眾生造業因 



悲智圓融 

稱大雄世尊 

佛具萬德 

世所尊重故 

 

大家應該內心人人對佛的尊重，佛是因為已得大威力，能降伏四魔，

這我們應該知道。經過了長時間修行，任何一尊佛，大通智勝佛如

是，釋迦牟尼佛也是，無量無數佛都一樣，要成佛的過程，要歷盡了

很多人生的考驗，因為，入人群、度眾生，要經過了一番很強烈的淬

鍊過。這是我們常常在說，修行就是這樣修過來，沒有經過這番的苦

修、鍛鍊，如何能成為精純的器物呢？修行就是要這樣。 

 

所以說來，能夠成佛，那就是非常難得，就是要先降伏四魔。四魔，

應該大家能知道了，那就是煩惱魔、五陰魔、死魔、天魔。這四種

魔，我們要經得起考驗。 

 

四魔： 

煩惱魔 

五陰魔 

死魔 

天魔 

 

煩惱魔，這就是我們平時說的，煩惱、無明如何降伏。我們要了解，

人間事物、人我是非等等，要如何去降伏這些煩惱呢？人生事物若看

不開，煩惱絕對無法去除，人我是非若不清楚，我們永遠都是糊塗，

道理哪有辦法，在我們的面前現前呢？道理(不明)我們永遠都是凡

夫，因為是，是非分不清，所以才叫做凡夫，凡夫心就離不開煩惱。 

 

除了煩惱魔困擾著我們，又有五陰魔。五陰，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色、受、想、行、識。光是一個「色」，形形色色，不論是在聲音，不

論是一切形色，日常生活中，就已經讓無明在我們的周圍，看這件不

歡喜、不順眼，聽那件事情，逆我的心，也不順意，光是在色與聲，

我們就已經日常生活喜怒哀樂，還是在這個聲與色之中。何況「受」，

這個感受，感受來讓我們的內心，不斷造作一切，相印在心裡，在心

中，蘊釀在我們的思，思考。 

 

我們昨天不是說過了嗎？我們還有八識、九識。前面的六識，就是一

直緣著外面的境，境界的形相在我們的心，在我們的心，我們選擇了



我們所執著的，就放在我們的心田，在我們的心田裡，那就是去造

作，造作，心，用心計較。用心計較是用什麼識呢？就是第七識，用

心計較。因為我們的第六識已經用，外面的景象印在我們的心裡，執

著放在我們的第七識，我們用心計較，去耕作，然後就是採取於行

動，在行動是貪，去貪，做出了很多利己不利人的事情，結果，那個

果就是歸納，歸納在哪裡呢？阿賴耶識；這就是已經業已成，歸納在

第八識。 

 

所以我們日常生活，前六識在外面這樣緣，內心這樣造作，行動出

去，在外面這樣完成了。是惡緣，你去侵別人的需要，去破壞別人的

利益，來利益自己，這樣就惹人怨了，結惡緣。這個不好的緣，就變

成了因，不好的因，收入在我們的(第八)識裡，這是一種結果，所以

在阿賴耶識，就是含藏著林林總總，我們所造作一切。 

 

這就是我們的心魔。我們自己的煩惱魔與五蘊魔，我們自己在造作，

結果一輩子結束了，那就是往生了。這種自然法則，一輩子造作不知

多少，結果死魔還是來臨了。什麼帶得去呢？雙手空空，所帶的是

業。我們結多少的惡緣呢？我們侵佔了多少人的利益，損害別人的利

益來利益自己，所自己利益的，到底到最後，還不是同樣兩手空空

嗎？卻是滿滿的業，隨著我們去了。 

 

「去」就是來生。來生的依報，正報、依報在什麼家庭？在什麼父

母？在什麼房子？到底我們未來的人生，所遭遇的因緣果報，誰來替

我們受呢？還是自己要受。就是像這樣，自己又再受很多的煩惱無

明，苦報，一方面苦報現前，一方面還是煩惱無明再複製，就是這樣

不斷。這就是人生，這叫做凡夫，這叫做我們的魔，我們內心的魔，

就是這樣一直產生出來。 

 

若是有人有幸，有了好的因緣，造作善事，做好事，生在天上。有的

人做好事，是沒有希望有什麼樣的回報，因為有聽到佛法，付出無所

求，願意付出，這樣在做，卻是很想修行，在修行中卻是遇到的就是

天魔，天魔來困擾我們，來壞我們的善事。覺得我應該這樣做，不過

外面的境界一來，起心動念，半途而廢，這就是天魔。外面的魔，天

魔來擾亂我們，讓我們的內心起了無明，自斷善業。 

 

其實，這個善，本來就在我們平時在做，但是只因為一點點的無明，

人為所造作，這樣困惑我們的心，這樣我們就斷掉了。這也能說自己

的心魔，也能叫做天魔，自然界，自然就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阻擋了



你的善事，因緣啊！這就是我們在修行中，會遇到的事情。 

 

就如釋迦佛，他修行過程很辛苦啊！靜坐時，一直心都很恬靜、很

靜，好好在思惟，起一念心，與天下眾生同為一體，成佛的目標就是

要度盡眾生，滅除眾生的苦難。這悲心一起，智慧浮現，在這個時間

悲智會合，這當中，就是天魔出現了，開始一直在擾亂，困擾了這念

很靜寂的心，浮現出很多境界來誘惑，這種的擾亂，困擾這念心。 

 

所以，那時候，用他的定力去降伏那一分，在內心浮現出來種種的境

界，不論什麼樣的境界，是魔軍，用了很恐怖的形態，出現在他的腦

海、心靈中，很多可怕的形態，已經出現在他的面前，他趕快加強他

的淨念、正念，因而魔軍消退。又再現出輕柔的美女，音樂等等，舞

姿，這種很美的境界在他的面前，這種幻覺已經浮現在面前了，趕快

提高警覺，幻化的境界，他用正念、正思惟再降伏。總而言之，在那

種靜寂中，悲智交合之時，很多的境界現前，所以要用正思惟、正

知、正見、正念等等，趕緊將它降伏，一一降伏消退，心完全再次靜

下來。 

 

所以常常告訴大家，靜坐，有時候坐到心很靜的時候，就會浮現幻

覺，這幻覺境界若現前，只要你起一念歡喜的心，這個境界就這樣，

印在你的心版裡，這種幻覺會常常出現。幻聽，好像耳邊有人在說

話，幻聽，好像有人在叫他，有人現出了什麼樣，這都是幻覺，精神

就像錯亂掉一樣。平時看起來正常，有時候他就說：「有人在跟我說

話。」「有人在叫我。」像這樣，這是很危險的。常常都認為以幻為

真，這種幻覺來擾亂他的心，這叫做走火入魔。 

 

所以說，道理若還沒有很清楚，不要貪著靜坐中的境界，我們要很小

心。但是你要很了解道理分明，必定要去體會，體會真理，真理要從

哪裡來呢？煩煩擾擾中，很多煩惱無明在我們的面前，是非分不清，

這已經成為我們的習氣。所以常常說，修行，沒什麼好修，就是要去

除我們的習氣。 

 

我們若是執著在，修行就要在那裡打坐、要在那裡……等等。其實，

修行到了最透徹時，就是這樣說，「挑柴運水無不是禪」，不論你吃

飯、喝茶，無不是禪，舉手動足無不是禪。禪的道理其實沒什麼，就

是能調伏我們的心。我們在日常生活，挑柴運水，既然無不是禪，我

們就不必再浪費時間，我們就是去造作就對了，待人接物，將事理分

清楚、了解，道理都了解了，人人心中都是一尊佛。 



 

真如本性，人人都有，所以我們應該要很用心去體會，要如何來降

伏，我們凡夫日常中的四魔。四魔常常擾亂我們的心，煩惱魔、五陰

魔、死魔、天魔，這都常常擾亂我們，所以我們要如何去降伏？ 

 

所以佛陀已經是折伏，覺悟了，「折伏攝受眾生造業因」，自己覺悟之

後，已經降魔，四魔，在大覺者全都降伏，回歸回來，那就是降伏攝

受，降伏了自己的心魔，將這個道理要說給大家知道，讓人人也懂得

修行，也了解四魔，永遠都是在困擾我們的人生，所以來分析很多道

理，讓我們知道眾生造業的因，我們平時應該如何造作，對人付出，

無所求，自然彼此感恩，互愛、結好緣。眾生中為何起無明呢？用感

恩心來學，來了解，增長慧命，這就是造善業因。 

 

自己已經覺悟，再教眾生，來教化眾生清楚道理，修善因，要防止惡

的因，這就是降伏眾生的惡念。「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這樣來教導

我們。「悲智圓融」，自己的心念折伏之後，再教導他人預防，有這四

魔的現前，所以這樣教育我們，所以稱為大雄世尊。悲智既圓融了，

自利利他，自己降伏四魔，再教導眾生提高警覺，也這樣降伏，這是

悲智圓融，自覺覺他，這種稱為大雄世尊。這應該要很大的力量，很

大的勇氣，才有辦法這樣的過程過來。 

 

所以「佛具萬德，世所尊重故」。稱為世尊，所以這是佛的德，已經具

萬行。佛德具萬行，我們也能學佛這樣走過來，我們也是一樣，能夠

自覺覺他。佛陀是人間現相來教導我們，道理是這樣走，釋迦佛這樣

走得過來，我們跟著他的腳步同樣這樣走，要很久，自然具萬德。在

這世間，我們所有要修的悲智圓融，慈悲心、智慧行，成就一切眾

生，這叫做，佛具萬德。就是覺悟的人要具足萬德，是世間所尊敬。

這我們應該清楚。 

 

前面的經文說，「身體及手足，靜然安不動，其心常憺怕，未曾有散

亂，究竟永寂滅，安住無漏法。今者見世尊，安隱成佛道。」 

 

身體及手足 

靜然安不動 

其心常憺怕 

未曾有散亂 

究竟永寂滅 

安住無漏法 



今者見世尊 

安隱成佛道 

《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七》 

 

這樣的過程，在身與心，要經過了很長久的時間來歷練，一直到心很

恬靜淡泊，已經回歸寂靜清澄，心都沒有散亂了，這樣「安住無漏

法」。所有的善法都集中起來，沒有錯謬，叫做無漏。就是這樣，要經

過很長久的時間來修行。 

 

現在，就是「今者見世尊，安隱成佛道」。這是表示大通智勝佛的時

代，一坐十小劫，終於已經成佛了。這十小劫之中，天人，天啊、

人，諸天都來護法，大家應該記得，在那個地方守護，終於，過了這

個長時間，已經覺悟，悲智會合了，這樣已經成正覺了，覺悟了，大

家很歡喜。 

 

下面(經文)再接下來說，「我等得善利，稱慶大歡喜，眾生常苦惱，盲

瞑無導師，不識苦盡道，不知求解脫，長夜增惡趣，減損諸天眾。」 

 

我等得善利 

稱慶大歡喜 

眾生常苦惱 

盲瞑無導師 

不識苦盡道 

不知求解脫 

長夜增惡趣 

減損諸天眾 

《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七》 

 

這麼歡喜，就是諸天來護法，終於看到成佛了，所以這些諸天護法都

是很高興。高興什麼呢？「我等得善利」。既然佛成正覺，道理都已經

會合起來，大家很歡喜，這就是遇佛。 

 

諸天要遇到佛也不容易，雖然天壽很長，卻是世間能成(就)佛，要經

過幾大阿僧祇劫？光是大通智勝佛，想，到底他經過多久，是無始塵

點劫。所以天人雖然壽長，要等佛出世也不簡單！所以大通智勝成佛

了，天人都很歡喜。所以說「我等遇佛，聞法信解」，開始佛覺悟了，

能說法了，我們大家應該能信能解，就「得大善益」，絕對得到利益，

所以大家都很歡喜。 



 

我等得善利 

稱慶大歡喜： 

我等遇佛聞法信解 

得大善益交相稱慶 

心大歡喜見佛聞法 

故曰得善利 

 

佛能出現人間，是多麼不簡單的事情啊！天人都歡喜，何況人間呢？

「見佛聞法，故(曰)得善利」。大家就說「我等得善利」，大家很高

興，因為能得善利，是見到佛，將能聽法了。 

 

善之一字 

即教理行果 

無漏之法 

聞教悟理 

依理修行 

依行證果 

此等善利 

必能克就 故云得 

 

「善」，這個善字，即是「教理行果」，也能說「教理行證」。那就是佛

陀說教，這個教的內容，包含了天地宇宙萬物的真理，將無為法，用

有為形相來教導，讓人人懂得身體力行，知道修行的方法。知道修行

方法，自然依教奉行，那就是體驗到了。 

 

我們常說：「你是很有福呢！」「哎呀！我很煩惱，我很多都不如

人。」「來，你，我們一起做，我們一起去看(照顧戶)。」「原來有

人，比我更苦的人，我這樣的付出，幫助到對方了。看到他受到苦

難，我比他有福多了，我能幫助他，他能解除了困難，看到他解除困

難，我高興。」這就是「教理行(果)」，將無形的道理，教我們身體力

行去體會出來，這就是道理。 

 

所以「無漏之法」，我們若了解之後，我們能身體力行，道心堅固，

戒、定、慧。我們要如何，戒除錯誤的事再複製，我們要如何了解無

明煩惱，不要再惹這些無明煩惱。這種戒，戒諸惡，我們要趕快，

定，定心在善行，所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我們的心向善要決

定，決定這條善的方向，這個道要走。這就是善，智慧，用悲智雙



運，這無漏法，這樣的道理我們能不漏失，好事不漏失。 

 

「聞教悟理」，聽教法，體悟這個道理。依這個道理去修行，體悟到、

了解了，「教理行證」，能證這個果，這就是善利。若能這樣，絕對能

克服一切的困難。雖然修行是很辛苦，只要我們依教奉行，絕對克服

困難，成就一切的果，善果一定是成就，所以叫做「得」。所以，「我

今得善利」，意思就是說，佛若出現人間，他就開始會說道理讓我們了

解，了解道理之後，我們會身體力行，身體力行就，能真正去體會。

所以「眾生常苦惱」。 

 

眾生常苦惱： 

眾生在迷 

常懷苦惱 

沉輪六道 

恆為三障所煎 

故常苦惱 

 

眾生時時在迷，煩惱無明，這就是叫做眾生，所以所懷著的就是苦、

煩惱。過去的業已經引來了，眼前，今生此世就是這樣的惡因惡緣，

又不了解道理，還不斷在製造這種人生的苦，像沉淪在六道，這樣一

直沉下去，輪迴在六道中，都不覺不知，對道理不了解，就是這樣來

來去去，就是都在六道，是由業牽引我們，永遠都是在受三障所煎

熬。 

 

「三障」是什麼呢？是，三障，煩惱(障、果報障、業障)等等。貪、

瞋、癡，這些無明不斷這樣障礙我們，不斷這樣在複製著，這樣在煎

熬。來生人間，受這樣的果報，還能表達出來，若入畜生道呢？有苦

難言啊！若入地獄道呢？根本就是苦而無間，真正連要喘氣哀叫都

苦，沒辦法。這真的是苦不堪，叫做「常苦惱」。 

 

「盲瞑無導師」。 

 

盲瞑無導師： 

如生盲人 

冥然莫睹 

不遇知識開示 

故無導師 

 



就是因為盲了，就像眼睛都看不見一樣，這種暗，一片黑暗。這種沒

看到，很黑暗，前途茫茫，要怎麼走呢？常常都很驚惶，很怕，患得

患失，很多都是很盲目。到底我怎麼做才是正確的道理？我怎麼做才

是真正對自己有利益？這種實在是人間，平常人人都是這樣。這種不

知何去何從，又沒辦法遇到貴人，「不遇知識開示」，沒辦法遇到貴人

來牽引我們，所以叫做「無導師」，沒人來為我們引，誘引正確的道

路。盲瞑就是「自無智眼曰盲」，自己沒有智的眼目。 

 

盲瞑： 

自無智眼曰盲 

妄境如夜曰瞑 

一切眾生迷法迷人 

心境俱昏 

故曰瞑 

 

我們雖然有兩隻眼睛，但是我們所看到的，都是誘惑我們的色，所以

自己就是這樣，在外面一直被誘惑出去，這叫做沒有智眼。看不清

楚，知識、見解全是錯誤的，這都叫做沒有智眼，盲。 

 

「妄境如夜曰瞑」，這種虛妄的念頭很多，好像夜晚，晚上一樣，一直

就是看不清楚境界。這種的觀念偏差等等，這都是叫做「夜瞑」，像夜

晚一樣。 

 

所以「一切眾生迷法迷人」，對法不清楚，對人更無法了解。這也很

苦，到底誰才是我真正的知音？到底什麼樣的人，才能幫助我做好

事？這到底是誰？才是我真正的貴人呢？自己無法清楚。所以迷法，

要怎麼做？誰能跟我一起做？這種「迷法迷人」。「心境俱昏」，心與境

界都是這樣迷迷茫茫了，故曰「盲瞑」。這不就是我們眾生的日常，就

是這樣嗎？ 

 

「不識苦盡道，不知求解脫」。這種無法分別，不能識別，所以無法了

解什麼是道。這條路我走得對不對呢？自己都無法了解，一直都在凡

夫的境界，這種「盲瞑無導師」，前途茫茫。這種「盲智」，自己的心

智已經盲掉了。 

 

不識苦盡道 

不知求解脫： 

不能識別 



滅盡諸苦究竟之道 

不知求覓出離解脫 

滿腔迷晦 雖厭苦 

不識盡苦之道 

忍受生死不求解脫 

 

「不能識別，滅盡諸苦究竟之道」。我們已經不知這條路要怎麼走，在

這個生死道上，如何才能解脫？在六道輪迴中，要如何我們才能踏上

了正確，不會再迷了，不會再踏入陷阱，永遠脫離三途？ 

 

我們最起碼在人道中，我們能聽法，我們能修行。但是，有幾個人能

聽法呢？有多少人認識佛、佛教，認識正法，到底有多少人？是不容

易啊！所以「不知求覓出離解脫」，因為不知佛法，他怎會知道，如何

解脫的道理呢？不知。雖然都是這樣，整個心裡都是迷與暗，就是這

樣迷暗，看不清楚前途。 

 

所以，雖然知道，知道苦，「我不要還在這個苦難中了。」我們常常聽

人說：「我很不想做人。」「你不要做人，要做什麼呢？」有的人說：

「我看到貓讓人很疼愛，我寧願去當貓、當狗，主人很疼惜我。」我

們難道甘願這樣嗎？有的人就是苦得甘願去當畜生。但是，他沒有想

到，人間苦短，佛法難聞，應該要求取一條，真正的人間正道。光是

在那裡厭苦，不想要求離苦的正確方法，這就是迷啊！ 

 

所以「不識盡苦之道，忍受生死」。甘願在，要不然就要當貓，要不然

就要當狗，他不知還有地獄的苦，不懂得要求，如何才能脫離所有苦

難的道。所以「不識盡苦(之)道」，不懂，不懂這個道理，所以一直耽

戀在，這種娑婆世界裡，讓我們無法脫離。 

 

這就是不求解脫的人，因為他不懂如何能有一條路，讓我們脫離生死

輪迴，讓我們能知道不要帶業來，我們發願能再來人間，修佛法，入

人群度眾生，他們不知道有這條路。所以不知有這條解脫之道，所以

他們不求解脫，是不知求，不是不求，不知道要求，不是不求。說來

我們實在很有，有幸，能夠聽到這樣的法。 

 

「長夜增惡道」。若不想要求佛法，永遠永遠長夜就是，就是增加惡

道。因為世間人愈造愈多的業，愈造愈惡的罪業，惡道愈來愈增加。

地藏菩薩「地獄未空，誓不成佛」，這種願實在是太渺茫了。地獄會愈

來愈增加，因為現在的人不就道理，沒有道德的心，所以愈來惡道會



愈增加。世間愈惡，地獄會愈多。 

 

所以「減損諸天眾」，因為善道已經減(少)了。來生人間，可能在人間

道上，不懂得要做善事，一直互相殘殺，變成人間也(如)地獄。看

看，多少逃難的人，本來富有，一夕之間變了，變得他要逃難，一無

所有，長途跋涉，風霜雪凍，苦不苦呢？人間，即使在人間，也像在

地獄一樣。可能地獄太滿了，人間，現在苦難的人是很多啊，就不必

說到地獄。 

 

所以這種「長夜增惡趣」。因為造罪造惡的人愈來愈多了，所以這種惡

趣，惡的道路一直走過去，所以「減損諸天眾」，諸天眾自然就減損

了。 

 

 

長夜增惡趣： 

長如夜間迷冥造業 

增長惡報 

以業惑果 

生惡趣多 

天眾轉減 

三界長夜 

如夢如醉 

 

「長如夜間迷冥造業」，都不知道道理，一直造業。「增長惡報」，愈來

愈多，「以業惑果，生惡趣多」，天眾自然就減少了，「三界長夜」，就

「如夢如醉」。 

 

六道唯人天屬善 

眾生造業 

墜惡趣者多 

故增 

生善道者少 

故損 

 

「六道唯人天屬善」。除了人與天以外，都是墮惡道的人，畜生、地

獄、餓鬼，這都是造惡的人。所以墜落惡趣者多，所以叫做「增」；生

善業者少，所以「損」，叫做「減損諸天眾」。 

 



減損諸天眾： 

即減少 

善道眾生之意 

惡趣增多 

故善道減少也 

 

所以我們學佛要用心，不要「加減聽」、「加減過」。其實，人間減少了

善道，善的人愈來愈少，惡的人愈來愈多，這樣的世間，難道好過

嗎？所以我們要好好用心，用心在如何來折伏魔，我們的心魔，心魔

自己自我降伏，才有辦法(以)道來度他人。要時時多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