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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 滅即涅槃 寂滅
寂靜

見思惑
塵沙惑
無明惑

見惑就是五利使
思惑就是五鈍使
塵沙譬喻極細微

度 永滅超度 滅生死因果
度生死瀑流

分段生死
變易生死

生老病死輪迴流轉
思想見解起心動念

眾生自迷色心之後，故小而不大，封滯無明之殼，故礙
而不通，潛伏藏識之內，故劣而不勝。
經過正確的修行就通了，大通。就勝了，智勝。真妙。
修行，要不斷淨化己心，長時修才能淨化。生佛無疑。

滅：是即涅槃滅見思塵沙等無明三種妄惑
度：是度分段變易兩種生死大患永滅超度



解說滅度，修行，
要不斷淨化己心，
長時修才能淨化，
滅三種妄惑，度
分段變易生死



這就是滅度的意思，到底是要滅什麼呢？每天我
們都是這樣說，眾生無明，煩惱迷惑太多太多了
。所以，修行就是要滅除了一切煩惱無明惑。量
有多少呢？就像塵沙一樣，那麼的多啊！這麼多
的無明，就是都在妄惑之中，見思惑塵沙無明，
這三種都是這樣不斷迷妄著我們。其實這三種，
見思、無明、塵沙、妄惑是空幻，偏偏眾生都是
這樣的執著，執著空幻的名利、物質等等，就造
作了很多的你爭我奪，這麼多的事故就這樣不斷
延伸出來。



佛陀教育我們就是要滅，滅就是涅槃。涅槃，那
就是寂滅，也是寂靜的意思。寂靜、寂滅，意思
就是說，一切的虛幻無明、見思、煩惱完全滅除
，這叫做滅。要滅的東西是這麼的多，我們的見
解。道理就是這樣，原來是這樣，要佔有為己有
，這個東西就是我要的，我要的，別人不能來侵
占我。但是你要的願意讓，但是讓後，還是不夠
，你還要再讓得多還要更多，這種的貪之無厭，
無明見解。這種不斷侵佔侵占，以為天下是唯有
我所擁有的，他沒想到天下是眾生共有。



佛陀來人間是度有緣人，哪個地方有緣，與什麼
人有緣，誰就能在那個地方來度化。就如釋迦牟
尼佛，一位貧婆，佛陀就會向阿難說：「阿難，
那位是你應該度的，去吧！你去度她。」這不就
是眾生與佛的緣也有個限量。過去佛陀修行的過
程，疏漏了一個緣，今生成佛了，就是這個緣，
被疏漏掉了。同樣的，他還是無法將她度進來，
後來是要借重阿難，「阿難，貧婆是與你有緣的
。」所以佛法不可思議，因緣實在是很不可思議
。所以，這個因緣從長久來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化城喻品>，我們都要很重視因緣，給我很
長久時間，讓我們去投入人群，讓我們去造福人間，
讓我們去了解眾生相，了解無明煩惱法到底是如何去
對治，這就是增長慧命，要用很長久的時間。所以來
說，滅，就是要滅除一切無明、煩惱、見思等等，實
在是談何容易啊！人世間必定都有界限，這叫做世界
，要有一界限。你要盡你的責任，你要盡你的力量，
責任與力量，各人為了度眾生，各人盡責。我要替這
些眾生負責任，我要盡我的力量去付出，每一個人在
修行的過程都是這樣。我們在做什麼事，這件事是我
要要負責任，我們做這件事，我們要盡我們的力量。
佛法不離世間法。



但是，這世間法要如何才會圓？如何才能圓滿？
才能一切全都清淨，無掛礙、無染污。這就是修
行的難處，那是很難。就是難，我們才叫做修行
。就是這些的難，就是我們在無明複製，我們若
處理不好就是複製無明。佛陀與貧婆，只是這樣
走過去，同樣的道理，一句語言處理不好，「世
間法則，生死就是人生法則，為何哭成這樣呢？
」這樣就走過去了。



阿難處理得很好，這個故事大家都還記得。「妳
的心，我了解，很痛苦，不過，這就是自然法則
，就是這樣過去了，哭，傷害身體。來，這條手
帕讓你將臉上的淚擦乾，放下心這種的煩惱吧！
」這樣，雖然前後都是說自然法則，同樣這個法
，那種溫柔的攝受，與理智地這樣走過去，就是
不同。緣只是差在這裡，差在那溫馨的感受，這
樣這個緣，貧婆就是阿難應度的眾生。這就是處
理中，一點的疏忽。



所以好幾天前，我們一直說六度四修，「無餘修
」很重要，一點都不要讓它疏漏了。修行總是盡
力、盡責任，要盡責任，也要盡力，這是在待人
處事，就是要無餘、無間、長時，還要尊重。所
以，這四修在我們六度行中不能缺少，這樣才能
圓滿，時間要很長啊！說到<化城>，就會覺得時
間怎會這麼長！是啊，要這麼長的是時間。度，
是度分段、變易，分段生死、變易生死。



分段生死就是這樣粗相，生、老、病、死，人人
都是逃不過，在這個分段生死。哪怕是聲聞、羅
漢，佛陀來人間，他也有一段的時間，從生到入
滅是八十年，這一段的時間，這叫做分段生死。
但是，聲聞、緣覺、羅漢他們已經了解道理，他
們很怕，害怕還有來生，這因緣糾纏他們都很清
楚，不再想與因緣糾纏，所以才會想取獨善其身
，不敢再來分段生死，很怕再有下一段的人生，
所以想要度過這分段生死。



不過關鍵是在哪裡呢？變易生死。那就是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見解，見思惑，這麼的微細，起心動念這種
的變易。縱然已經斷了分段生死，聲聞、緣覺，道理
透徹了，卻是那個變易未斷，這見思若還在。什麼人
能斷除見思呢？見思不是斷，那就是要淨化，我們全
都淨化了嗎？我們若將變易，見思淨化了，那就是我
們的真如了，就是我們的本性了。佛陀他的覺悟，遍
虛空法界，宇宙的真諦，那就是天體在我們的思想中
都一概很清楚。所以，這種見思惑若是受污染，那就
是製造煩惱、無明，見思變易，我們的觀念，我們的
思想有淨化了嗎？



我們若全都淨化，我們才是真正回歸虛空法界，
宇宙天體與萬物會合，瞭若指掌，完全清楚了，
就沒有塵沙妄惑，就沒有這些事情了。就是來人
間，就是有一段一段的人間。看，迦葉尊者將來
成佛，壽命雖然很長，但也只是十二小劫而已。
目犍連尊者，他壽命更長，倍數，二十四小劫，
很長、很長，也是同樣有一段。他住世這麼長，
他完全淨化，度無量數的眾生。變易生死，我們
要如何來斷？要如何來淨化？斷了我們的變易生
死，才是真正我們的生命來去是自我掌握，我們
自己掌握得住。



還有未來，佛陀為弟子授記，就是授記在未來要
成佛，未來能成佛，要再覲三百萬億諸佛，還要
再奉侍供養。這很長的時間，時間就是要這麼長
，不過，是否將來能成佛？我們先不要想這麼多
，想我們現在的人生，要如何做，我們人生生命
的價值？我們若這樣專心用功，佛法，我們用在
心中，時間多長，我們不去想這麼多。



到底我們還要再遇到多少佛呢？現前人人無不都
是佛，人人本具佛性，所以我們要在人人生活中
，我們無餘、無間、長時、尊重，這樣互相對待
。這不就是今生即時，我們就是在供養奉事諸佛
？我們若是用這樣，這是我們的本分事，那就不
困難，這要用心去體會佛法。所以，過去大通智
勝如來，他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
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已
經不斷不斷修行，十德具足，十號完成，這是我
們前面說過的經文。







所以，大通智勝佛乃一乘實相之果佛，一乘實相
的源頭，現在只能找到大通智勝佛講《法華經》
那時候，已經很久了。所以這尊佛，此智之體，
太虛為大，無可比擬。這尊佛的智有多大呢？智
體，要告訴我們多大？用太虛來譬喻，太虛，虛
空法界這麼大，無可比擬。這就是大通智勝佛的
智，智慧有這麼大，所以叫做「大通」，通徹了
一切，開闊如太虛，太虛這麼大還比不上大通智
勝佛的智體。若要說他的智體到底有多大？就是
比虛空還要大。



「三千塵點劫數，物種量數，無與等名勝」。來
比，無法用三千塵點劫，塵就是灰塵，三千大千
世界的灰塵，這樣點點滴滴，都把它當作一劫，
一粒一粒灰塵都當作一劫，一個世界、一劫，那
裡面的物種，就像我們現在的世界，我們現在地
球這個世界，所有的物種有多少啊？不論是人種
、動物種、生物種，或者是植物種等等，這些東
西，「三千塵點劫數，物種量數，無與等名勝」
，都沒辦法與大通智勝佛的智，能與他相等論，
所以這是勝。所有一切量數都化作智，空間，那
個智慧還是比它還大。



所以說，大通智勝，他就是乃一乘實相之果佛，
覺就是一切實相，果佛，就是覺的源頭，覺性的
源頭。虛空有多大，他就再超越虛空，有多少的
虛空，他再超越多少虛空，這叫做智慧，我們人
人都應該有。不論你到哪裡的空間，是這樣的空
間，你的眼睛所看到這樣的空間，你再出去到外
面，外面那個空間。你又看到那麼大，又在外面
更上一層樓、二層樓，去看空間。



我們的空間還比這個空間更大，這在我們的見、
思若能全部淨化，不就是我們有無量數的智嗎？
那種的開闊。分段生死、變易生死，無不都是在
見思，見思比空間還要大。既覺悟的覺者，既覺
悟的本性，那就是法的源頭。這就是我們要很了
解，用心去體會這個實相，一乘實相，源頭的覺
性，源頭的覺性就是這樣，這麼開闊。





「首於有物之初」，那是很長久，
從開始以來，我們常常聽到盤古開
天地以來。原來所了解的初成，成
、住、壞、空，從開始成，這個世
界開始有的時候。很多、很多慢慢
進化出來，那個最最初的道理，這
是佛，大通智勝佛的時代，那就是
最原始了。不唯顯大通智勝佛成道
之久，不只是這樣，這也是「正明
諸子受化之深」。





















釋迦佛要告訴我們這麼大，「諸比丘！彼佛滅度
以來甚大久遠」。那尊佛滅度到現在，時間很長
久了，「甚大久遠者」，就是說「此佛去今久遠
之時分」，很長久了。「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
地種」，三千大千世界土地上所有的東西，所有
種種的東西，還有所累積下來的塵沙成土。這些
東西累積成地，將這些東西一樣一樣都變成為土
地，「一切微塵是地大種」，就是土地有多大，
種就有多少。所以「欲譬劫久，故舉大千所有地
種」。為了要譬喻這樣這麼多，所以用這樣的方
法來形容。



地種是「地為四大之一，以能為能藏能生一切之因，
故名為種」。大地它能生長一切，能造作一切，能藏
一切，看看大地所載的東西，能藏一切，能生一切，
這是因，故名為種。大地，互相為因，互相為緣，很
多。地種，那就是「專指大千世界中，地大之質量而
言」。這就是我們要譬喻的，實在是無法用數字來譬
喻，只好用地，將大地所有一切萬物，包括沙土等等
都算作世界，是物量、時間都絕對無法算數出來。所
以，我們學佛真的要用很耐心，要如何才能滅度，到
了真正是靜寂的境界呢？這要看我們是不是時時有在
思惟修沒有？定心來思惟，就要時時多用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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