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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示修行的次第，
修行的方法與注
意事項，告訴我
們真如本性在那
裡，在虛空法界



修行，就是要斷除煩惱。煩惱斷除，我們的心才
能清淨無染著。無染著的的心才能定，定而生慧
。戒、定、慧是三無漏學，這是我們平時修行者
修行不可缺少。人生總是在人間堪忍世界，事事
都要提高警覺，要如何才不會受煩惱無明來染著
我們心，方法只有一項─六度行。你甘願付出、
布施，同時你還要修戒行。修戒行，還要堪得忍
辱，忍辱行堅定，才有辦法精進。精進是我們修
行不退轉的道路，這樣我們的心才有辦法專而定
，定才有辦法啟動智慧。



所以說，斷除諸煩惱，這是我們必定要修的行。
心要時時清淨，時時都要掃除煩惱，境界無明著
我們心，我們一定要時時掃除，才有辦法戒、定
、慧無漏。所以這要修的是無量數劫，時間不是
短暫的三五年，不是一輩子就有辦法都去除。這
種無明煩惱是累劫這樣不斷累積而來的，我們的
無明佔滿了我們的心地，這不是一輩子有辦法掃
除的。就如我們的垃圾，如果囤積很多，骯髒，
平常不去整理，要好好整理時，不是一天兩天的
事，必定要耐心地每天每天整理。



做一個工程也是一樣，你要有一充足的空間，你
要從小變大，把它從舊變新，這也都要經過幾年
的時間，拆除它、清理它、去挖地基，再來重新
建築。一件工程，到達我們的理想，我們所要住
的我們的空間，也要有時間來重新整理。何況說
我們的心宅，我們的真如本性呢？我們原來就有
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是在哪裡呢？在虛空法界。
否則，我們從我們的內心要往哪裡找呢？



我們醫學院有多少無語良師在那地方等待，要如
何解剖，要找出他的器官，器官之中有沒有如來
本性？清淨本性，我們在世時的這個時候，我們
自己找不到。往生之後，經過了解剖、解剖，器
官六腑都在，但是在這個身體上要找出真如是什
麼，求不可得啊！就是要在現在，盡虛空、遍法
界的真理，無不都是我們清淨如來的本性。清淨
如來本性，那就是無染的智慧。所以說清淨無染
的智慧，我們必定要如何讓我們的心宅清淨。心
宅又是在哪裡？清淨本性在哪裡？



《無量義經》你們常常在誦，這種清淨這心性到
底是從哪裡來，菩薩從哪裡來？從佛宅中來。佛
宅在哪裡？心宅在哪裡？其實，就是要我們好好
自我建設，我們心量有多大，你的智慧就多大。
你的心量若能遍虛空法界，虛空法界的真理入我
們的心來，心無限量。無限量的界址，無限量的
境界，無限量的法都能入我們的心。這種無限量
的境界，要一片清淨而定，這不是一生一世，要
無量數劫修。



要修什麼呢？修福、修慧。福，是要入人群中，
去與眾生結福緣，在滾滾芸芸眾生中去尋覓，覓
出了煩惱，煩惱要用何種方法來除？解剖學不就
是為了，眾生若有病，到底病因、病源在哪裡？
就要從人的身體中去找，這就是有形。在煩惱無
明中去找，去找出了煩惱的根源。若是回歸到病
理，就就是用智慧，從無形去體會，去尋尋覓覓
病的道理。



病理是看不到，經過解剖才有辦法知道，原來他
的病是出在哪裡？或者是要經過長久的研究，不
是肉眼看得到，就不只要用顯微鏡，是要用（電
子）顯微鏡，很微細微細這樣去尋尋覓覓，找出
他的病菌，那個菌實在是很微細，不是我們肉眼
看得到。道理比有形的菌更微細。所以說，道理
，我們要修，就要用長時間，要去修福慧，在芸
芸眾生中修福，增長智慧，這就是修行的最後身
。



修行的過程要從聲聞由緣覺，開始時要從耳根聞法，
了解了法的道理要再用心思惟修。好好思惟，好好長
期的時間來修行，要修什麼行呢？四諦、十二緣、六
度，這樣要一層一層向上不斷進步，收入了我們的思
想、見識，見識入我們微細的思惟修。見識是要看外
面的東西，聽外面的聲音，再慢慢離開那境界在腦海
中，本性覺海好好去思惟。這個思惟修，修在無漏，
戒、定、慧。所以，四諦、十二緣、六度，不離戒、
定、慧。這樣多管齊下，從聽來之後思惟，身體力行
去體會，這全都要同時，這樣才有福、有慧。到了最
後身，就是聲聞、緣覺去除煩惱都清淨了。



佛陀還要再鼓勵我們，要再進一步，不只是獨善其身
，還要轉小為大。本來佛經就有分大小乘，不得不說
，不得不將小乘大乘分得分明。獨善其身就是小乘，
聲聞、緣覺，是在自己的修行中，那個煩惱無明去除
的層次，就是為自己要斷生死。斷生死不要再來人間
，受因緣果報牽引來人間，再深的佛法，無非也是這
樣。所以，佛陀希望我們知道了道理，我們不要再結
不好的緣，要清清楚楚結好緣，我們要在芸芸眾生中
去體會煩惱無明的來源、道理。預防自己不要再犯了
無明，由不得自己隨著外面境界這樣牽引我們，讓我
們好好地訓練，訓練得了我們自己。



所以，法，虛空法界的道理，由我們自己清楚了解。
分段生死，我們會知道要如何來，法隨著我們的意來
人間，若能這樣就是為眾生來。佛陀，諸佛菩薩都是
為眾生來，為一大事因緣來，為苦難眾生來。這是諸
佛菩薩歷劫，長久的時間，無量數劫所修的福慧。一
直經過了同樣是聲聞、緣覺，行菩薩六度行，這樣到
最後身，這種斷分段生死。菩薩要進修，就是塵沙煩
惱要如何去除？塵沙煩惱在哪裡？就是在芸芸眾生中
。你不入芸芸眾生中去，你怎有辦法斷塵沙無明惑呢
？塵沙無明惑這樣磨過來，鍛鍊過來，這樣經過這種
的菩薩行，入人群去增長慧命，這就是「思惟修無漏
證二乘無學果」。



在這當中，二乘無學果才叫做最後身。這最後身之後
，還有進步，那就是菩薩。完全清淨，不怕眾生污染
，你污染不到他。所以常常一句話說，蓮池中的蓮花
，蓮花是因蓮池中污泥，因在池中的污泥，所以讓蓮
花盛開，污泥池是因蓮花盛開而美化。所以，芸芸眾
生，五濁惡世，是因為菩薩來人間，承佛陀的教法這
樣來教導眾生，來淨化人間。這就是我們要用心修行
，去除煩惱，清淨定慧無漏，這必定要用長久的時間
，要用我們很微細的智慧來思惟修，修無漏行。這一
定在我們凡夫，想要修行，都不離開這些法。





到了佛陀的晚年，目犍連已經知道，佛已經宣布
了，就是講了《法華經》之後，就要入涅槃了，
所以他和舍利弗二人就是不忍心在佛入滅的時刻
，他有去向佛陀要求，要在佛涅槃前，他們要先
取滅度，佛陀也默許了。所以說，佛陀在涅槃這
期間，舍利弗與目犍連已經提前入滅了，所以二
人前後(入滅)。



目犍連那時候向佛陀告假要出門時，舍利弗在目
犍連出門後就向佛陀說：「佛陀不是知道目犍連
此去就……」佛陀就說：「是啊，人生去來皆有
因緣，這就是目犍連最後他的最後身，最後往生
時還了這場捕魚，一個網撒出去是多少的生命？
身體被打碎，這是償還，還了過去生不知多久多
久以前所造的業。這樣長久的時間，還是同樣要
受報，這就是最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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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在世，教育弟子，也有這樣的兩極端，也有
的是跟他說了，他就糾正過來。有的是跟他說了
，「我就是要這樣」，要這樣，也是隨他去。總
而言之，學佛，我們就是要很清淨，真正要重視
因緣果報觀。在僧團中不是沒有是非，同樣的，
他是如何修行，就有人如何的批評。同樣的，在
佛的時代，小事，消息也傳得很快。



看，舍利弗和目犍連玩個遊戲，先到及後到的得
失，他們兩個人是很自在的好朋友，外人卻在那
裡議論紛紛。你們想，過去的時代，佛陀的僧團
就有這樣的情形，社會就有這樣了，何況是我們
現在呢？所以我們應該修行總是，法一切皆歸於
空，要如何讓真如本性能時時用在我們的日常生
活中，這才是我們修行的方向。所以大家要時時
多用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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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eptune-it.com/

奈普敦智慧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