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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盡煩惱，本
覺慧海，諸樂
小者也是佛子，
證得初果，入
修道位



感覺覺悟的境界真好，但是要覺悟之前，必定要
先斷除諸惡。諸惡既盡，煩惱結使要全部都斷，
這才有辦法，我們的真如與宇宙天體合一。真如
與天體宇宙合一，那個境界又是什麼境界呢？本
覺融會在浩瀚無疆的境界裡，是多麼地遼闊，這
是我們凡夫還無法體會。但是現在的科學就已經
一步一步接近宇宙的空間，讓我們瞭解。瞭解歸
瞭解，就是這樣，在畫面上看到是這樣。依照科
學家為我們分析，我們這個娑婆世界，是在一太
陽系裡，整個宇宙有無數的太陽系，無數太陽系
的世界，我們只不過是其中一個世界而已。





總是我們人生世間這麼的短暫，但是科技發達，
讓我們能夠瞭解，證明科學與佛法是如此接近。
佛陀所覺悟的，這種契合宇宙，那是真如契合宇
宙。真如是我們人人本具，不要輕視我們自己，
我們也能有與宇宙契合的一天。只要我們好好戒
除諸惡，惡盡，煩惱斷，沒有再有無明惑來擾亂
我們的心，到達那寂然的境界。總有一天，剎那
之間，與宇宙天體會合。到那個時候本覺會合起
來，那境界之浩瀚。說到這裡內心就很歡喜，那
境界，無法去描述的境界。



佛陀在這樣的環境中，體會到宇宙萬物，世間生理、
心理、物理，全都包涵在他的本覺慧海中。無事不知
，無法不明，所以一切，他都攝受在他心靈境界。我
們有時候聽醫學在分析，腦細胞是算幾百億個的。所
以說每一個腦細胞它的動作，它的體會、瞭解、分析
等等，與外界，可見我們腦要利用的東西實在是很多
，要體會的道理實在是很多。所以因為這樣，人類可
以發明很多很多，也發現了天地人間很多的奧秘。這
就是人的腦細胞，也是他的本覺真如，這樣分分，一
點點透露出來。這全都是人人本具有，我們若能很用
心，全盤的真如都展現出來，當然就與佛一樣，瞭解
天地宇宙萬物。



一點點的事情，聞聲起舞，惹得人與人之間無法
社會平安。人與人之間，互相連仇結恨，這樣恩
恩怨怨、起起落落。真的是很多的煩惱，這叫做
人生。但是，修行的人已經瞭解了，佛陀不斷勸
說，佛陀不斷解釋，知道了。所以厭棄生死，不
要再來人間生死，因為人間很苦。所以「樂小法
」，只要不要再來人間生死，所以將煩惱斷除，
法入心，用法來除煩惱。



法譬如水，能夠洗滌心靈的垢穢。有接觸到佛法
，有道理入心的人，就不會內心的煩惱蓬蓬颺（
意指滿天飛）。我們在《無量義經》不是說「微
渧先墮，以淹欲塵」。就是「欲」，「欲」會惹
起了很多的煩惱，就是有了煩惱，無明不斷，無
明火就不斷燒。灰塵，灰燼就到處不斷蓬蓬颺，
這就是凡夫。能夠修行的人，就能將欲念壓低下
來。煩惱就因為有法水，就不會這樣蓬蓬颺，他
就會看清楚。





在大地圖上，要看到臺灣，才一點點而已。臺灣
堪不起有社會動亂，在這個地方，就如共乘一艘
船，海浪若大，大家要很冷靜，心要一直虔誠。
心若虔誠，戒慎虔誠，自然台灣社會就能平安。
所以佛陀就是要這樣教育我們，有接觸佛法的人
，雖然是「樂諸小法」，雖然沒想要發大心去利
益他人，但是他安分守己。他境界看得清楚，他
沒有無明，他的無明都斷盡。「戒除諸惡既盡」
，煩惱結使也已斷，所以他煩惱全都沒有，但他
就是要獨善其身，這樣也很難得。



所以「皆從此法化生」，就是將這個法，什麼法？從
鹿野苑開始，「四諦法」，再來就是「三十七助道品
」，連同「十二因緣觀」，這些法都已經入心了。所
以「從此法化生」，化生什麼呢？化生成我們的慧命
。用生命來換慧命，生命，人間短暫，人間無常。無
常先到還是明天都不知道，但是法若入我們心，隨我
們生命，捨此投比，我們的慧命還存在，所帶去的是
慧命、智慧。未來人生，我們所造是福，沒造到惡。
這樣，未來的人生靠著我們慧命成長，靠著我們現在
接觸了佛法，懂道理，能夠很清楚是非分別，來生來
世就不會這樣懵懂。



我們的慧命要從那裡生起呢？「如佛口所生子」，因為我
們法聽入耳根，而進入我們的心，銘刻於我們的心裡，所
以我們懂得很多道理。我們的慧命就是從佛陀的口中這樣
說出來，這位大覺者，應我們根機，說我們聽得懂得話，
我們能接受的法，成長我們的慧命。所以「如佛口所生子
」。這<信解品>裡，我們要相信，佛陀的經典，一直到弟
子互動，一直到這段「窮子喻」，譬喻窮子，這是佛陀的
弟子須菩提體會之後，他懺悔的告白。我過去就是這樣獨
善其身，佛陀所說大法，我沒興趣，要入人群我們很怕。
所以佛陀四十多年間的真實法，我們還徘徊在門外，還沒
有進來。這是須菩提他四位弟子，來到佛前共同表達的心
聲。



其實他們所表達的，裡頭都是法，所以我們光一
個故事要說這麼久。而我們就要用心聽，這就是
覺者的境界。他們能夠用事來譬喻道理，用道理
，用人事來解釋。這種理、事、人、事和道理常
常都要會合在一起。所以人要修行，道理才能明
白。我們若道理明白做事就很圓滿，人事理要三
會合，就要瞭解道理。法譬如水，能夠洗滌我們
的身心，讓我們無明去除，讓我們真如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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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就如眼睛看不到，聞聲起舞，就亂動。這
瞋怒的心，是非不分，瞋怒的心就開始，跟著人
謾罵，到底是對還是不對？大家被他罵的一頭霧
水，而且被罵的人也跟著人喊。這就如大地，有
時我們若聽到蟲鳴，小小的一隻蟲叫起來，哇！
大地的蟲聲都起來。同樣的道理，狗在吠，只要
一隻狗吠，整群都吠，到底是在吠什麼？這就叫
做無明。眾生無明，都是都從諸根，我們對外面
的境界，是非分不清。

攝御諸根，不染外欲



這個欲念一起，不分清楚，就亂放射出去。這也
要，那也要……等等。總而言之，我們的諸根要
好好攝受，要很清楚，很分明，該不該做？該不
該得？該不該講？該不該喊？這，人就要很有智
慧，用智慧。不是只有「我看到」，或者是「我
是聽人家說的」，這樣社會會亂。



佛陀就是要教傳道者，要傳道，法就是要傳。要如何
說法？傳道說法？所以我們要好好專心修行，將法脈
延傳下去，讓大家懂道理。這樣才能去除人生的無明
煩惱，轉人的無明為菩提，轉無明為覺悟。人人若不
覺悟，社會就會亂。「不染外欲」，真的，我們的根
要收攝好，不要到外面亂攀緣。外面亂攀緣，外面所
有的欲念，就一直把我們引出去。外面的聲色、物欲
就一直將我們引出去。要我們培養慈心，要「慈心一
切，無所傷害」。我們要用慈悲心，不要大地的人啊
、物啊，無明一起，人、物全都傷害。這就是不智，
就是無明。



你看山河大地不斷被破壞，大地還是安忍，不然
要怎麼辦？這大地是大家要共住的，大地總是要
堪得受萬物。要在這地方生，要在這地方破壞，
但是，大地還是要這樣忍下來。若是大地反撲了
，就如剛才說的，這地球就是破滅的時候了。大
地要能夠很安穩，容納人人生活，唯有就是我們
人類要好好珍惜。就如同修行者，沙門一樣，我
們若要修行，就要如《阿含經》說的這段文。



《阿含經云》
捨離恩愛，出家修道，
攝御諸根，不染外欲，
慈心一切，無所傷害，
遇樂不欣，逢苦不戚，
能忍如地，故號沙門。



我們要去小愛為大愛，我們的愛，沒染著外面的
欲念，我們要「慈心一切，無所傷害」，對人物
事都不要去傷害，要安忍如大地一樣。因為這是
人間，這叫做沙門。我們若能如此，就是入初果
，「便得進入修道位」。這樣我們就一步一步向
前走，所以「雖欣此遇」。雖然能夠斷見惑，但
是初果的人，見惑斷了，不過思惑還在。思考力
還不夠，所以我們還要再向前前進，佛法還有很
多，我們要深入。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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