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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思念關心
孩子，可是孩
子還是一樣，
還沒有覺悟，
不認識父親



看來大家應該差不多清楚了；我們這段經文一直在說
，幼稚的孩子離開了父親，在外面流浪，父親也一直
在找孩子，孩子到底去哪裡？年、月、日，隨著日子
不斷消逝，父親年紀也漸漸老邁，孩子到底在哪裡？
父親還是沒捨去孩子的心念，還是在找孩子！但是孩
子，從幼小的時候，就離開家庭，這一念貪玩的心，
出去就不知回來的路。在外面放蕩，在外面什麼事情
都做，什麼樣的朋友都交，所以離開了家庭。外面的
環境很複雜，所以經過了一十、二十至五十歲了，五
十歲也已快進入到老年的時候，中年已過，將進入老
年的時候。



所以，有一回佛陀遊化諸國，羅陀跟在佛陀的身邊，
忽然間問佛陀，「佛啊，是為什麼，眾生的名叫做眾
生？」佛陀看著羅陀，你不知道為什麼眾生的名字叫
做眾生嗎？是啊！我還不知道，人就是人，佛陀，為
什麼將他稱為眾生？佛陀就開始向他說，眾生就在我
們每一個人的人生，就是依著種種的會合，在人間生
活，這是其中人間的眾生。羅陀就問，就是人，人就
是在人間生活。佛陀就說，你知道，人類在生活中，
具足了五蘊，色受想行識。這五項就是在生活中，眼
見色起貪愛，愛恨情仇，這是因為眼根與外面境界會
合，因為這樣的欲，生起了種種追求，造種種業。



這種的生活，就是因為有這些貪愛感受，「求得
」，或者是「失」，得失心的感受。所以生起了
「怨、恨、仇」，這就是感受。因為有感受生起
，就造種種的業；有了感受，所以有行動，身體
的行動，口的造作，身體的造作，言語的說話，
「綺言、兩舌，妄語、惡口」等等。所以這就是
因為感受，表達出行動，語言惡善的口業，身體
善惡的造作。所以很多很多的惡業，就是從「身
、口、意」產生。所以，識，因為所造作的一切
，歸納在「識蘊」裡。



眾生就是迷，這個「識」，就是由他所造作的善
惡業，歸納在「識」的裡面。就因為這樣「萬般
帶不去」，這樣「識業」隨身。因為這樣的「生
死、死生」，就是從五蘊所生起的種種人我是非
，愛恨情仇，這樣交連不休。所造作，所產生的
善惡，生生世世在這個業識中，周而復始。一輩
子過了之後，再造作，還是這樣，經歷了無數生
死，這叫做「眾生」。人生如果懂得「五蘊」，
五蘊的道理若能清楚，自然就可以防非止惡。那
就是要在教理中，來約束我們的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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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吵架對你們有什麼好處？沒有好處
！現在（事情）過後，大家還是不是好
朋友？大家互相看了一下，其中有年紀
大一點的人就回說，是啦！是啦！大家
都還是好朋友。大家趕緊靠過來，手牽
著手圍在一起，我們以後不要為這種沒
有用的東西，沒價值的東西計較。阿伯
說，是呀！「人生最重要的是懂道理」
。你們若吵架，父母生氣就是不孝。大
家在玩，彼此就要用功，要去了解道理
，這樣對你們才有所得。大家看到阿伯
，歡喜了！感恩阿伯的指導。

典故摘自：《雜阿含經．
卷第六（一二二）》
出現在《阿含經》的佛陀
侍者，計有尊者優波摩、
尊者羅陀、尊者彌醯、尊
者那伽波羅，以及尊者阿
難等五位，其中，以尊者
阿難侍佛時間最久。



被五陰纏縛的就是眾生
經歷無數生死叫做眾生
九界有情通通叫做眾生
一切有情的動物為眾生
集合眾緣所生名為眾生





很慶幸！已經漸漸靠近，「到父城求衣食」，在求衣
食。過去離這個城到遙遠的地方，那就是凡夫啦！在
四生、六道流浪，慢慢有了善業累積，有善知識的指
引，慢慢與佛結緣，這個緣，越來越成熟，所以我們
會漸漸到父城。到父親所住的地方，來這個地方求衣
食，就是在這個地方求法。現在所求的，那就是「莊
嚴衣、道糧食」。昨天說過，「八正道」與「三十七
助道品」，那就是我們已經慢慢接近了佛法。所以「
以道為糧，滋養我們慧命。以戒為衣，讓我們有莊嚴
衣。讓我們行為防非止惡，我們的身行，所造作的一
切，那就完全在人生軌道上」。這樣慢慢接近佛法，
在佛法的道路中走，這樣就是到佛城求衣食。





父親一直掛念孩子，日
思夜念，日夜都在想念
孩子。父親的心永遠沒
離開小孩，父親還是在
他的本地裡，卻因「孩
子一念心動」，這就是
比喻「五陰俱生」。





「五蘊就是五陰」，因
為五陰一動起來，「一
念無明生三細」，所以
動起了五蘊，所產生起
來「具足了五十惡」。
我們之前說過，因為看
到色，開始起心動念，
十惡業就開始。「一個
蘊生十惡，五個蘊生五
十惡」，所以五十惡。





在華嚴會的境界裡，他覺悟的那境界「靜寂清澄」
，所現前的是「諸天菩薩境界」，但是這成佛的心
念，那個時候也無法向「諸大士說」，那種成佛的
境界。因為「菩薩」無法體會到覺悟的境界，何況
天「天人」也無法體會。





聲聞緣覺

後來他還是要向人間說法，但是也無法向「二乘人」說，聲
聞、緣覺也無法體會。所以這就是「大乘法」，還無法向不
瞭解的人說，那怕初發意的菩薩，他也無法向他說，那個成
佛的境界。「若沒有走在大乘菩提道中，絕對是無法體會」
，所以叫做「未曾向人說如此事」。但是人人本是「大乘之
子」。每個人就是「這個法的種子」，本來就是大乘法的種
子。但是他還無法向二乘的人說，人人本具有。





「但自思惟，心懷悔恨」。佛陀
心懷一直要跟大家說，人人都可
以成佛，因為人人都有成佛的本
分，都有這顆種子在，這顆種子
名稱叫做「一乘實法」。

不過佛陀的內心耿耿於懷，每次
若在講法時，不只是在《阿含》
、《方等》、《般若》，就一直
抱著《華嚴》覺悟境界的心懷，
要來向大家宣說。所以佛沒離開
他的本位，就是華嚴初覺悟的境
界，永遠沒有離開。







這是佛陀對待眾生（的心情）
，如來從無始以來，就一直關
懷眾生。如來從過去一直到現
在，就像父親在思念孩子。也
知道孩子人人含有大根機，因
為人人本具佛性，他也知道，
佛陀時刻的心也都在眾生。所
以說「父每念子」，因為知道
眾生皆有佛性，只是眾生很「
頑固難化」，但是佛也沒有捨
離眾生，所以「父每念子」。









眾生的源頭就在五蘊中，因為這樣，又歷眾多生
死，故名為眾生。「佛陀」就是為「十法界」，
十法界除佛之外，就是九界。「九法界有情，完
全都叫做眾生」。眾生流浪在生死中，所以佛陀
就要很辛苦來來回回，但是還是常住在他的境域
中，佛陀覺悟，華嚴境域中。但是眾生還是來回
六道，但願眾生可以慢慢開始求法，已經入城了
。希望我們不要已在城中，又再脫離，這要看人
人是不是「用心守護這個城」。城內有父親在，
要趕緊跟父親會面，體會我們「本來面目」，這
就要我們時時多用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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