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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我們不要
癡迷、不覺、
疑惑、不信，
不求解脫，這
樣就搞錯方向



我們稍微瞭解，瞭解我們自己，是不是還在痴
迷中？還是在佛法中？在一知半解中？或者是在
半信半疑中？有什麼樣的疑，什麼樣驚惶的地方
沒？或者是信解還沒有很深？我們自己要常常自
問自己，我們已經學佛了，也在聽法。聽法到底
我們有沒有很精進？若有精進，我們就會知道，
凡夫本來就是痴迷。我們就是因不甘願做痴迷的
凡夫，所以才想來修行。要修行，我們就要專心
一志。真正要有「信解」，我們若沒有信解，信
心不深，常常就在「半疑信中」。這樣我們學佛
，實在是徒然，白白浪費了人生的時間。



不過若沒學佛，更可怕！我們不知佛法之前，隨著
業力輪轉，在「六道輪迴」。地獄、餓鬼的可怕，人
間苦難偏多，不知覺中造業、惡行，這樣一輩子比一
輩子更強烈。我們若想到，古時候的人，人倫道德，
社會家庭、大小次序，還有廉恥，維持在人與人之間
。現在的人，越來越沒有「大小次序」。現在的人，
人口越來越多。現在社會、家庭關係，越來越混亂。
這樣眾生的業力，是不是越造越多？越造越重呢？想
到還是很怕。難得人身，難聞佛法，要趕緊把握，要
精進，不要半路停下來。停下來，比向前精進更加累
，所以要用心。



一眼之龜，植浮木孔

難得人身，難聞佛法，
要趕緊把握，要精進，
不要半路停下來。停下
來，比向前精進更加累
，所以要用心。



No. 現象 沒有 有些 有 填寫及得分說明

1 一知半解 請誠實面對自己，針對十個
簡易問題作答。我在學佛及
聞法時，是否有題目中描述
的現象。請勾選沒有、有些、
有，三分量表。
沒有得0分，有些得5分，有
得10分。加總之後即為你的
愚痴指數，愈低愈好。太高
就要自我警惕，好好用功。
這只是一份快篩量表，細部
的愚痴要透過長期的修行，
可以自覺，直到得無漏大智，
祝福您。

2 半信半疑

3 心有不安

4 信解不深

5 浪費時間

6 不求解脫

7 不夠精進

8 不夠專心

9 獨善其身

10 不夠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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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讓人很慨嘆！來到富有的家庭裡，反過
頭來「會怕」。甘願想，想說要再回去，再回去
那貧窮的地方。就是沒有佛法等等，「甘願要再
在去做凡夫」，這真的人間都是這樣。看「竊作
是念」，這意思就是說，我們常常跟大家提醒，
人人本具佛性，真如在我們人人的內心，很深的
埋覆，很多的無明煩惱，將我們覆蔽住。所以說
「機中潛藏理性」，我們的真如本性，就是這樣
深藏埋覆。



其實這真如的本性，就是說「理性」，它應該
「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潛伏於波濤之內」
。這是多麼強有力，其實他被隱藏著，假使能夠
讓他的真如啟發出來。就像釋迦牟尼佛覺悟了，
他的心、腦、觀念，與天地宇宙而合一，「大覺
慧海」在那個地方啟開了。所以與天地宇宙合一
，這不就是，心有辦法上到天地宇宙間去，飛騰
於天地宇宙間。這是我們的覺，我們心靈的本覺
，真如本性與天地宇宙合一。













「不如往至貧里」，還是要再回去貧里的所在
，貧困的地方，還是願意過著流浪的境界。「譬
喻空諦理，不含萬德」，一切皆空。最近都一直
跟大家說，既然都空了，我就不願跟眾生結緣，
才不會因緣再來跟我牽拖。萬般帶不去，又是這
因緣再來拖，所以他們守在空理中，所以不含萬
德。因為沒在人群中去造福人群，沒有與眾生結
緣，所以就「不含」，就沒修萬德。很多啦，在
人群中付出種種，這善就沒有做到，這就是「譬
喻四見」。



很多的見解，就是「常樂我淨」，執常、執樂、
執我、執淨，這種四見是顛倒。你沒有辦法行菩
薩道，起了顛倒心，以為這樣小小的解脫，就可
以永遠解脫嗎？不是喔，我們要解脫，佛陀是跟
我們說「大涅槃」，不是「生死的涅槃」喔，是
要大涅槃！但是小乘的人就執在，只要不跟人結
緣、攀緣這樣而已，所以「有四見之境」。「二
乘之行只為自了」，自己自了漢，「所以無化他
之功德」，很多的力量，修小乘法無法體大乘法
。











涅槃
涅槃又名泥洹、涅槃那、滅度、寂滅

『智論』: 涅名為出，槃名為趣，謂永出諸趣生死。

玄奘法師將涅槃譯為「圓寂」
具足一切福德智慧叫做「圓」
永離一切煩惱生死叫做「寂」

斷見思惑，出分段生死 (阿羅漢) 有餘涅槃

斷塵沙惑，出變異生死 (菩薩) 有餘涅槃

斷無明惑，究竟寂滅，無有遺餘 (佛) 無餘涅槃



涅槃出自梵語，正音波利暱縛男，又名泥洹，
或涅槃那，譯為滅度、寂滅之意，滅度－滅除
煩惱，度脫生死；寂滅－寂靜體性，煩惱滅除
。
『涅槃』巴利文 Nibbana、梵文 Nirvana，源
於動詞 Nibbati，「被吹滅」或「被熄滅」，
佛教引申為熄滅貪、嗔、痴，離去渴愛。
『智論』: 涅名為出，槃名為趣，謂永出諸趣
生死。



玄奘法師將涅槃譯為「圓寂」，
具足一切福德智慧叫做「圓」；
永離一切煩惱生死叫做「寂」，
莊嚴解脫，回復圓明寂照之真心。
便是涅槃境界－圓寂。
圓寂此義較被人們接受及採用，「圓寂」一詞，除
斷滅一切煩惱，更含概著成就一切福德之高尚情操
，因此，每當高僧離逝，人們都冠以「圓寂」一詞
以示歌頌。當然，這都是人類的思維概念，是為眾
生說的方便法，仍然執著於老死、病死、壞死、死
亡、圓寂……等語句，又何謂究竟解脫呢！



﹝出大智度論﹞
〔一、有餘涅槃〕，謂見、思煩惱已斷，尚餘現受
色身未滅，是名有餘涅槃。（見、思煩惱，即見、
思惑，於意識起諸分別，曰見惑；於塵境起諸貪愛
，曰思惑。）
〔二、無餘涅槃〕，謂見、思二惑與所受五眾之身
，俱得滅盡，無有遺餘，是名無餘涅槃。（五眾即
五陰，謂色受想行識也。）
FROM:【明，一如《三藏法數》】



有餘涅槃
1．依小乘的說法，阿羅漢惑業已盡，生死已了，而身體
尚在，名有餘涅槃，或有餘依涅槃，言其生死之因雖盡
，但還餘有漏的依身在，待到依身亦亡，則名無餘涅槃
，或無餘依涅槃。
2．依大乘的說法，菩薩變易生死之因盡，叫做有餘涅槃
，要到變易生死之果盡，獲得佛之常身後，才叫做無餘
涅槃。
3．就大小相對說，小乘的無餘涅槃，因尚有惑業苦之殘
餘，故叫做有餘；至於大乘的無餘涅槃，因究竟而無殘
餘，故叫做無餘。
FROM:【陳義孝《佛學常見辭匯》】



﹝出金光明經玄義﹞
梵語涅槃，華言滅度。
〔一、性淨涅槃〕，謂諸法實相之理，不可染，不可淨。不染
，即不生；不淨，即不滅。不生不滅，名性淨涅槃。（諸法實
相者，十界因果之法，本來離虛妄相，相相皆實，故名實相。
不可染、不可淨者，謂實相之理，惑不能染，智不能淨。不染
即不生者，既無惑染，豈有法生。不淨即不滅者，既非智淨，
豈有法滅。是故名為不生不滅。）
〔二、方便淨涅槃〕，方便猶善巧也，智既契理，即照群機，
照必垂應，機感即生，此生非生；機緣既盡，應身即滅，此滅
非滅。不生不滅，名方便淨涅槃。（此生非生者，謂機感即生
，心常寂滅也。此滅非滅者，謂緣盡即滅，應用常興也。）



涅槃
涅槃又名泥洹、涅槃那、滅度、寂滅

『智論』: 涅名為出，槃名為趣，謂永出諸趣生死。

玄奘法師將涅槃譯為「圓寂」
具足一切福德智慧叫做「圓」
永離一切煩惱生死叫做「寂」

斷見思惑，出分段生死 (阿羅漢) 有餘涅槃

斷塵沙惑，出變異生死 (菩薩) 有餘涅槃

斷無明惑，究竟寂滅，無有遺餘 (佛) 無餘涅槃

(無漏的智慧)

(生死涅槃)

(大涅槃)



所以這樣「衣食易得」，以為這樣較快，這
就是我們人間顛倒，顛倒的人生。我們要趕緊
向前精進，這種譬喻修福修慧。我們一定要趕
緊身體力行，要不然只是在得到「有餘涅槃」
。但是我們所要得的是無漏，「無漏的智慧」
，不是有漏的小智，有餘的涅槃。我們必定要
用心，不要再貪著在這種小乘的範圍。所以我
們要時時多用心。

愚痴 小乘
有餘
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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