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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去除煩惱得
到清淨，要修三
無漏學，四聖諦，
十二因緣，五分
法身等菩薩法



如何修行能離諸煩惱垢穢?這就是我們人人要努
力，每天在說的法，其實都沒離開眾生無明、煩
惱、習氣等等。這是我們凡夫日當生活中，無法
將我們的習氣去除，煩惱消滅，所以因為這樣，
每天的法都繞在這當中。除了這些法以外，還有
什麼法可好說呢？因為眾生有煩惱，多少煩惱？
八萬四千煩惱，煩惱如塵沙。那麼多的無明，不
斷塵沙惑煩惱，這樣跟著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讓
我們的習氣一直沒辦法放下清除。



煩惱未除盡，法就無盡，一直要到我們眾生煩惱
盡，法才會盡。因為法本來是體空，無相無形，
回歸自然，還有什麼法呢？就是因為眾生還有煩
惱，法還是隨眾生煩惱生。隨著眾生的煩惱，所
以不得不這麼多法。我們若能離煩惱垢染，自然
就能得到清淨法。清淨法，一切皆空。一切皆清
淨了，五花十色全都沒有，透徹如虛空，那就很
清淨了。



我們要如何才能到達到這麼清淨，回歸清淨法來
？那就要如三乘聖人。三乘，大家知道嗎？聲聞
、緣覺、菩薩，這三乘聖人。雖然說聲聞是小乘
，緣覺是中乘，菩薩是大乘，分成小、中、大。
但是大家開始修行，都是要從煩惱無明去除開始
，所以我們受持，就是要如三乘人。你開始初發
心來聽法，聽法開始就是要成為佛教徒。佛教徒
規矩就是要守五戒十善，知道了，五戒十善。凡
夫不要犯五戒，我們要入佛門。這種入佛門，在
家開始守五戒，那就五戒清淨了。五戒，那就是
殺、盜、淫、妄、酒，這五項我們都要戒除。



戒不殺生，有人就說：「對啊！我就是
不殺生。」但是我們沒有直接殺生，卻
是間接殺，因為我們每天為了口欲，吃
的東西，這口欲，眾生的肉還是在吃。
這眾生要送到你的嘴邊，必定是被殺。
被飼養，被販賣，賣了之後被人殺，才
能送到你的廚房，在你的廚房，才能入
你的口中。所以說來，殺，我們有的人
就說：「沒有啊，我沒殺。」只要你有
吃，你就是間接殺生。這個殺，實在是
不知不覺，雖沒有直接殺，它也有間接
。



盜，偷盜。「沒有啊！我沒有偷拿人家的東西，
我沒有偷，我沒有搶。」是啊，我們不偷不搶，
但是我們做生意，是不是守原則呢？看看，大家
為了利，不顧一切。不論它這個東西，我做的是
什麼生意，只要能賺錢就好。有人所做的生意是
污染人心的生意，所做的事業，這種污染人心、
敗壞風俗等等，不應有的，他就是做。





還有一回他來，我聽到這個訊息，我讚嘆他說：這樣
你不會損失很大？他回答我說：「怎麼會有損失呢？
我這項不做，不影響我的生活，我還有其它的事業在
做，我反而增加。」「你增加什麼？」「我增加心快
樂，我增加多了解一些人生的道理，所以我沒有損失
，我又有增長常識，增長歡喜、增長智慧。」是啊！
他不貪，知道這樣就足夠了，不義之財勿取，這樣才
是真正不偷不盜。有很多人會覺得說，我又沒有去搶
去偷，但是在做事業也要選擇，選擇對人生有利益的
，人生必須用的，在貿易中，當然這樣在賺錢。賺錢
還要會用，不但不貪圖不義之財，還要用愛去付出。
這是在家居士應該要有的。



所以不貪、不殺、不偷盜，還要家庭夫妻規戒，
除了夫妻以外，就不能犯邪戒了。邪淫，對外面
的色欲絕對要戒除，一夫一婦才可以修得家庭和
樂。現在的家庭，有很多高興就來結婚。結婚之
後，那就是婚外又再另名牽引到不應當邪的情，
這就不應該了。所以佛教徒要維持我們人生家庭
的倫理規戒，這也是佛教徒應該有。



除了不邪淫，還要不妄語，要好好守口業。我們人有
時候習氣，心思若不正，講話有時候無形中去傷害人
，這種惡口。惡口從哪裡出來呢？從瞋和癡。這種癡
和瞋，癡就是無明，瞋就是容易發脾氣。若是發起脾
氣來，口不擇言，就罵人，惡毒的話就說很多。像這
樣就是從無明、愚癡開始。既然學佛法了，應該要常
常守好口業，不妄言、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這
就是我們要修行，就是說，佛法的修學者，凡是佛教
徒都要受持口業。



還有不飲酒，因為酒一喝下去，會迷失了我們智
識。有時候，平時看起來這個人形態不錯，但是
酒一喝下去，一喝醉就不顧身分形態了。看到喝
酒的人，看，什麼話都敢講，什麼事情都敢做。
而且整個外表都破壞了，不只是外面這麼不好的
形象，又是再傷害自己身體等等。因為喝酒誤大
事，這也是人生一大要戒的事情。



總而言之，我們如果能學
佛法，就是在我們的人生
道上走起來就很安全，因
為有五戒。戒是戒惡，我
們要防止，止惡，惡的來
時，我們要趕緊停止，我
們也是要預防，不要去做
到，這就是戒。



所以「戒定慧解脫」，我們若好好受持戒、定、慧，
自然我們能夠很安穩自在。守持五戒就能安穩自在，
何況說緣覺、菩薩。緣覺了解道理之後，人間，除了
這些煩惱無明不會犯，無明也去除了。所以緣覺修戒
、定、慧，這是一般佛子都要修。菩薩更不能離開，
菩薩在戒定慧要達到無漏的境界。所以「戒定慧解脫
知見無畏」，這就是到達了「無為無漏法」，這已經
是菩薩的境界了。這就是「聖道諦」，聖人所應該走
的路的真理，就是要到達這樣。我們要守持戒，不論
是五戒，還是戒定慧，我們還要「解脫知見無畏」，
到無漏的境界，這是菩薩的境界。這樣才是真正離煩
惱垢染，才是真正得到清淨。



所以說，人若還未離開這些煩惱，每天法都是一
樣，不斷要我們斷煩惱，回歸真如本性。煩惱未
斷，真如本性就無法真正回歸。尤其是真如，我
們的無明如果沒去除，記得嗎？就是「在纏如來
」，在纏如來這個道理，大家要知道。多久以前
講過了，人人本具真如本性，但是我們的真如本
性被無明覆蓋了，但是我們還是一樣在做事情，
一樣的，外面的事情都會分別等等，只是帶著無
明分別外面的境界。帶著無明分別外面的境界，
那就是表示我們的本性，我們的性，本性就是真
如，還是在煩惱中這樣起作用。



所以我們要很用心，要如何真如在我們生活中，
也應該是第八識在這煩惱意識中，還是隨著我們
日常生活紅塵滾滾，這樣在生活中。所以有人會
認為：真如在那裡？是不是靜靜地在那裡等我們
？不是，是在我們平時生活中。同樣的，我們的
意識跟著我們生活，我們生活中若沒有好好修行
，我們的真如，我們的本性還是在紅塵滾滾中，
無明這樣帶動著它，這就是很危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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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觀五蘊法皆悉空寂」，我們若了解，自然
五蘊就是五陰，這個法就能空寂。因為五蘊我們
無法了解，每天就是障蔽，蘊就是障礙我們的意
思。這「色」，我們看到色就起心動念，障礙了
我們的真如本性的清淨。那就是因為真如本性無
法現前，就是因為有障礙將它遮蔽，看不清楚法
的真如。所以這種障蔽就是五蔭，它會陰覆，就
是亮的地方就將它遮蔽起來，讓他看不到光明。



真如本來是清淨光明，就是煩惱無明陰覆真如的
法性。本來真如是清淨，本來真如是完全沒污染
，清淨本性是智慧。這個智慧受五蔭覆蓋住了，
所以起很多煩惱，叫做五蘊。所以我們學法應該
「一切諸法皆悉空寂」。其實透徹了解，就是空
寂，若不透徹，不了解，就是污穢、污染。







六大又名六界，也還能再說是地、水、火、風、
空、識。地水火風我們常常說，再來就是我們的
意識，再來，在我們的意識中，又是空。空間，
我們光是說地水火風，其實在空氣中，空，在空
氣中一切四大假合成了東西，才用我們的意識去
分別。所以「此六法周遍於一切法界」，所有的
法無不都是在六大之中。我們現在常常說，每天
志工早會都是這樣說，水大不調、火大不調造成
等等，若是一切調和，就沒有這些事情。所以「
此六法周遍於一切法界」。



所以，「以造作有情與非情，故名為大」。就是
我們這些有情眾生不斷去造作，造作不斷去延續
，人延續人、事延續事、物延續物，一直都沒有
離開這六大。所以這就是「非情是五大所造，有
情是六大所造」，這我們要用心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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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是思惟，不生喜樂」。如果這樣想一想，
我還要做什麼呢？什麼都是空寂，無生無滅，無大無
小，無漏無為。這樣想來，我要還做什麼？一切就是
這樣空妙的道理，只要我們能了解，沒有一項我們不
清楚。總而言之，學佛我們要從離煩惱染垢開始。我
們若還有煩惱，法怎麼說都說不盡。離了煩惱，什麼
法都沒有。因為我們心境清淨，一切法歸於本來就沒
有。無形無體，本來自然什麼都沒有，就是因為我們
有無明煩惱。所以我們要好好要用功，脫離無明，清
淨煩惱，一切清淨，這就是三乘聖人所受持的「戒定
慧解脫知見無畏」，這才是我們要修的道路。所以大
家時時要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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