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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葉當知，譬如大雲，起於世間，遍覆一切，
慧雲含潤，電光晃曜，雷聲遠震，令眾悅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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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示何謂正見，
體會正見，有正
見才有正法，正
法在我們的人心
是多麼迫切重要



用心來了解，什麼是正見？就是不偏空、不偏有
，這就是正見，是行在中道，這樣叫做正見。我
們學佛不要執空，更不要有偏有。我們要知道，
學佛，希望我們在正見路上，菩提大直道，一往
精進，若又是偏於空，一切虛妄，就不懂得要再
精進了。若是偏於有，執著萬物有我，永遠是我
的，我、我、我貪著的東西永無窮盡。這就是我
們眾生所以煩惱，所以迷惑，一直都是無法斷除
。所以我們學佛最重要就是要了解正見，要有正
思、正見、正念、正行等等。



才有辦法不偏於空、不執於有，我們才能真正兩
無掛礙，勇往直前。正見，就是我們人修行無漏
的見。「無漏法」，前一段時間也是不斷反覆跟
大家提起「無漏法」，或是「無漏道」。「無漏
」的道理，是我們修行者的去向，所以我們的正
念、正知見就是要在無漏法中這樣去實行。無漏
道，無漏道若能往前走，諦，四諦分明。「四諦
」分明就是苦、寂、滅、道，我們的生死來源，
就是在苦、集、滅、道。



有了「苦」，不知苦，不斷複製「集」，集來種
種煩惱，我們不覺知。現在學佛修法，我們了解
了，人生苦，真的是苦啊。既然知道苦的因緣，
我們就要好好於「四諦法」再用功。所以「集」
，一直從過去生中不斷累積來，寃家路窄。過去
生所集來的，我們現在生雖然在修行，遇到了，
他就開始來討。討這筆債，是長、是短？你欠我
，我欠你？就這樣造成了很多煩惱。所以，要如
何滅除了煩惱？那就是要好好回歸修行所學的法
，將法用在我們所了解的。



所以該還的就要還，該受的就要受，像這樣滅除
煩惱，不要再去牽纏糾結，我們要好好地能夠過
，怎麼過？慚愧、懺悔，總是這樣不要再覆結，
不再反覆再結下無明的煩惱。所以我們於「四諦
法」，知道「集」，過去所結的「集」，在現在
讓我們煩惱不休。所以我們要「滅」，要趧緊滅
，不要再糾結，那就要修行於「道」。所以我們
正見就是要念在正，思在正，修在正等等，八正
道我們應該要好好實行。不離開修行的方法，不
離開四諦、十二因緣法，這就是我們要修的，我
們所要進行的正知見。



所以，學佛我們要有正知、正
見，若沒有正知見，明明已經
接受到了，又來一個煩惱，有
漏的煩惱，邪知邪見的無明又
插進來，遺憾的事就發生了。
所以，我們破外道有無等等種
種邪見，這叫做正見，我們連
不正確的見解也要破除，這樣
我們才叫做正見。



「無漏道」，那就是戒、定、慧，這常常跟大家說過
了。戒、定、慧，我們若人人守戒、修定、修慧，這
條路就是斷三界有漏生死。這才是真正不偏空、不偏
有。在這當中的正道，對的道路向前直走，才是真正
菩提大直道，才能達到一切種智，這一切種智就是佛
的智慧。我們與佛有共同一真如本性，當然就有與佛
同等的智慧，卻是我們就還是在無明中摸索，前面前
途茫茫，不知所以然。到底現在的環境、未來的道路
要如何走，我們都還不知道。現在佛陀用他的智慧來
指引，但是眾生根機還是鈍、還是劣，所以小根機，
佛陀就要先權後實。



最近都一直說佛陀為眾生觀機逗教，這是眾生的
根機，煩惱太多了，佛陀就要用無量數權巧方便
來引導我們。我們要了解，「心性自清淨，諸法
唯一心」。人人的心性，人人都有清淨的真如本
性在，我們要了解，諸法就是在一念心。我們修
行就是要修得正知、正見、正念在這念心中，這
念心若偏差，就會走入偏邪的路，剛剛在說的那
對夫妻，不就是嗎？你明明找到救命的路了，但
是一念有漏、無明，就會又再走入迷途，所以這
是一念心，諸法唯一念心。



「無相無不相是名為正見」。一切的道理，我們一直
說道理無相無體，但是我們所看見的東西，都有他的
物理，它的道理存在，所以說「無相無不相」。這些
東西不就是一切和合，合成而形成的嗎？不論是花花
草草，都有它種子的道理，這些種子都是不同的種子
，所生長出來的東西。種子還需要土，需要四大因緣
來會合，在這空間來成長。光是這樣，就要有很多因
素會合，這些因素若分開了，就沒有相。所以「無相
無不相」，每一樣都是相，我們若能了解這相的源頭
，來自各不相同的物理會合，我們若能了解，我們對
這相就不迷了。一切看得到，眼睛得見的東西，我們
若都能了解，就不會被它迷走了。



















「令眾悅豫」，大家聽到了，大家都很歡喜。只
要佛法聽得進去，即使再重的煩惱也能慢慢去除
；多一分法入心，就能消一分煩惱。所以，佛法
能接受於內心，就沒有執著，就沒有煩惱。所以
「應身佛他的三業，無有過失」。因為佛，佛的
身業與大家都相同，但是他是來領導眾生走入菩
提道。這是三界導師要來引導眾生，他的身行就
是清淨，現這樣的身相，讓大家能清楚。



就是身業清淨、口業清淨，當然意業也是清淨，
沒有過失。所以眾生從佛陀的身行，從佛陀的聲
音，從佛陀的智慧，所開啟的法，「如苦海中慈
航」，就像在苦海中沉浮的眾生得到慈航所施的
救度。「皆令五趣三乘眾生生歡喜得利益」，這
就是茫茫大海中，只要有看到船，就是能得救了
。同樣的道理，駕慈航來人間度眾生，這是佛陀
他所修行，他的一大事。





「電曜，所以放光動眾」；「雷震」，就是能「懾伏
惡人」；「蔽日」，就是譬喻能「摧滅外道，皆頌大
雲之德。」這就是這段偈文，種種「慧雲含潤，電光
晃曜，雷聲遠震，令眾悅豫」，這段文的解釋。所以
「慧雲」就譬喻佛陀的應身人間，電曜，「電光晃曜
」就是放光明，人心在惑闇無明中得了佛法，就是我
們的內心就會一片光明。雷聲，就是佛陀開始說法，
能夠將邪見、外道那種不正確的道理，他能將它消除
。讓我們能知道這是偏行、偏道，我們應該要歸回正
道，不要再迷於那種偏迷的信仰。所以要好好正信，
不要邪信。這就是「雷震」，佛陀所說的聲音。



「電光晃曜」；喻應身佛即應世人身業
，投凡入胎、出生，皆有大光普照。
智如電光明快晃耀，遍照。

「慧雲含潤」；智慧身雲，含藏利潤。
應身八相成道，皆隨智慧行，故稱為慧
雲，能潤眾生，故曰含潤。

「雷聲遠震」；此喻應身佛的
口業，具四無礙辯，說法如獅
子吼，百獸皆驚，諸魔攝伏。
法音圓應，如雷遠震。

「令眾悅豫」；悅豫即歡喜。應身佛的三業，無有過失，如苦海中的
慈航，凡所施為，皆令五趣三乘眾生歡喜得益。電曜：所以放光動眾
。雷震：所以懾伏惡人。蔽日：喻能摧滅外道，皆頌大雲之德。



「蔽日」就是說能將外道的觀念，在我們的心中
去除，就像很乾燥的心，有法雨來滋潤，才不會
有一點點的微風吹起，沙就開始飛揚。這就是用
太陽很烈，有雲來遮蔽，讓地下清涼，這就是表
示「大雲之德」。就是佛陀應身人間，具備了很
多的德在一起。所以我們學佛要能了解，了解正
見。正見就是不空、不偏，不偏於空，不偏於有
，一切智。佛陀雖然告訴我們，人人本具佛性，
我們無法了解。



所以佛陀要開三乘、五乘法，隨我們的根機來引
導我們，所以要先權後實。但是，我們大家更是
要清楚，人人本具清淨的本性，那就是真如。這
個心念在修行的過程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很多
世間的形相，有相、無相、無不相，只是要看我
們這個心念正了，一切都正。所以期待人人用心
體會，雲與雨對於人間是多麼的重要，就如正法
在我們的人心是多麼迫切，我們要去體會理解。
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啊！



雲與雨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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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法在我們
的人心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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