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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入心多用心
體解苦因不犯因
秉慈契悲知滅道
走向善道心安穩

苦因集諸眾生造諸惑業
而受生死逼迫沉溺苦輪
菩薩秉慈契悲滅不善法
導向善處令彼道心安隱

如何去除無明？

用清水洗除
(法水/慈悲喜捨)

用火燒盡除
(正定/三昧之火)

碾碎無明種
(自覺/自轉法輪)

世尊轉法輪

擊甘露法鼓

度苦惱眾生

開示涅槃道

人間菩薩



眾生的苦何來？
如何滅？如何導
向善處，修行於
道。這就是世尊
轉法輪，度眾生



苦啊！人生苦還是不苦呢？真的是苦。苦是因集
，集是來自眾生，很多很多的眾生所造作的惑業
。惑就是無明，很多的無明來自於一念惑，就是
道理不清楚，所以造作很多的不善事。因為這樣
，所以受生死逼迫，沈溺於苦輪中。真的是生死
由不得自己，如何來生，不知來自何處。什麼時
候往生，也不知往何去向。既不知將來，也不知
趣向。



在這當中，人與人之間愛恨情仇，愛的，偏偏愛
別離的苦。恨的、怨的，偏偏聚集在一起，愛恨
情仇啊！造這些情，又是因為情而起了怨，起了
仇，才互生互殺。這樣的人生矛盾的事情多多，
很多啊！這麼多的矛盾苦難事都是由不得自己，
這就是惑，無明、惑。所以受了生死逼迫，很苦
，由不得自己這樣一直沈溺下去。所沈溺的地方
就是我們最不如意、最苦難、最不想要的地方，
偏偏就是這個業力這樣牽引過去，不由自己的苦
啊！





眾生的共業，眾生的惑，不知自己在受苦，也不
知是為何，造成苦的源頭，那個點也不知為何？
本來是一念貪欲占有，造成了破碎，這種不得停
歇下來的戰爭，造成這麼多的苦難，造苦的結果
是什麼呢？結果人人還不是在「沈溺苦輪」嗎？
所以說來，人生苦還是不苦呢？唯有需要菩薩，
人間需要菩薩。「菩薩秉慈啟悲」，秉承著佛陀
的慈悲教化，了解人間應該要用愛的力量來度化
眾生，希望人人啟動了自心，創造人間的福業，
人人來造福。



這需要教育，所以秉慈。看看諸梵天王，從八方
、上、下，這樣來到大通智勝佛的道場，就是要
請佛轉法輪。希望大覺者能夠將人間這些苦難如
何起因的這個法，希望大覺者能夠清楚如何才能
消弭這樣的苦難。這種集與苦的源頭，希望開示
如何才能滅除苦。佛陀就開始要如何向大家分析
，苦的來源就是因為集，集的源頭起自一念心。



一切唯心造，我們的心王、心所，人人的心所法
。這念心，心王，它一起動念，緣著這境界，吸
收了一切的欲。欲念一起動，就會造成了很多的
占有，取不得就動瞋怒，怨恨情仇就這樣起了。
苦難已造成，那就是要「啟悲」，起動大家的悲
心，好好地來「滅不善法」。不善法要如何滅呢
？也是要從一念心。所以這念心需要大覺者來教
化。所以「滅不善法」，才有辦法將人人「導向
善處令彼道心安隱」。總是需要佛陀覺者轉法輪
。要不然，眾生一直善念減少，惡念增長了，善
道也減少，諸天眾減少了，諸惡道增長。



這種眾生生死逼迫，沈溺苦輪，一直惡道眾生增
長起來，所以需要菩薩。菩薩要不斷上求佛法，
也要向下度苦難眾生，這就是菩薩上求下化。上
求下化的菩薩，必定要秉承佛的大慈這道理，聞
法、說法，度化眾生，必定要入人群中。人群中
的苦難，必定要啟動悲心，這念悲心啟動，才有
辦法誓願力量入人群。否則，大家認為：我獨善
其身，我了解佛法，我自己斷生死，自了生死。
這樣，芸芸眾生還是不斷惡道增長，善道減少，
這樣的人間就不堪設想了。



所以，佛就是為了人間的苦才會來人間，無始劫
以前，大通智勝佛，就是無始的無始以前，其實
是我們人人本具無始以來這一念善念，只是惑業
使我們遠離了。無始劫的時間遠離去了，現在就
是要釋迦牟尼佛重新來啟動。所以，啟動悲心，
我們就要秉承佛的慈心，這樣來啟動悲心，行菩
薩道，入人群中去滅不善法。人的人心偏差錯誤
，我們若能用法入人群中，先拔苦，復為說法，
這樣才有辦法將人導向善處，讓人人「就有道而
正焉」。



孔夫子說，人人，還是要將他帶向有道，就是有
道德的方向走。道，就是幾天前所說的「明德」
，也就是我們說的道心，我們要將人人導向我們
的本性、道心。這條路走過去，他就安穩了，回
歸到我們的真如本性。法，就是這麼的簡單，塵
點劫無始以前，我們本來就有，只是迷失了，拉
長了時間。現在我們就要以釋迦牟尼佛所說的法
，我們要用心信受，這樣我們才有辦法「就有道
」，來正我們的方向。所以「就有道而正焉」，
這是孔子的話。在佛法是要引導向善處，能夠走
入我們的正道，在安穩的路上走。



若看到這段文，不由自己就會一直想到那些難民
，到底他們在路上走，是安穩嗎？方向正確嗎？
這樣偷渡，未來的前途又是如何？真的是心很不
忍。照顧得到的，約旦、土耳其，那些地方，他
們逃到那個地方，我們知道那裡的人雖然是難民
，還有人在關心，我們知道那裡的人已經安頓下
來了。但是，他們的前途茫茫，還是沙漠中的帳
篷，還是不穩定的偷渡客。這樣的苦還是一樣存
在，雖然生命是安定了，但是生活還是受盡苦難
折磨。



所以剛才所說的，就一直就在腦海中覺得人生的
苦，苦來自集，什麼樣的方法能夠消滅掉他們的
苦呢？要如何才能讓他們安頓在安全的地方，讓
他們能夠身心安穩？只是能嘆無奈！只好要不斷
將愛的種子，正確的方向，在人與人之間，不斷
去傳愛的力量，要不然，其他實在是沒辦法，所
以需要法輪大轉。



















所以「時諸梵天王而說偈言」。那時候的梵天王
，就是還有「微分惑未盡，心所未得安穩」。「
心所」，就是我們的心王還未安。什麼叫做「心
王」呢？就是緣外境，就是我們這念心，為所欲
為，這種叫做「心王」。我最大，我要的、我要
佔有的，攀很多的惡緣，牽引很多的煩惱無明，
這叫做「心所」。



心所就是未得安，心所，就是心王還未安，還有
起心動念，還有思想緣外面的境界。這在色界中
，雖然他造福生為梵天王，但是要如何斷除「心
所法」？心還會有攀緣的心，這叫做微分的煩惱
，叫做「微分惑未盡」。就是心王不死，自然生
死未斷。「故未得究竟法度」，這就是過去很長
的時間，無佛出世，他們還無法得到究竟的法度
。所以「未令脫離生死」，這是梵天王他們的心
聲。



《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和《大乘百法明門論》整理出來的體系〔51類心所法〕，大乘佛教通常採用
此分類。
心所法（51）
遍行心所（5）作意、觸、受、想、思
別境心所（5）欲、勝解、念、定、慧
善心所（11）信，精進，慚，愧，無貪，無瞋，無癡（英語：Amoha），輕安，不放逸，行捨，不
害
煩惱心所（6）貪、嗔、癡、慢、疑、不正見
隨煩惱心所（20）
忿（英語：Krodha (Mental factor)）、恨（英語：Upanāha）、覆（英語：Mrakśa）、惱（英語
：Pradāśa）、嫉（英語：Irshya）、慳（英語：Mātsarya）、誑（英語：Śāṭhya）、諂（英語：
Maya (Buddhist mental factor)）、害（英語：Vihiṃsā）、憍（英語：Mada_(Buddhism)）（小
隨煩惱，10）
無慚（英語：Āhrīkya）、無愧（英語：Anapatrapya）（中隨煩惱，2）
掉舉（英語：Auddhatya）、惛沈（英語：Styāna）、不信、懈怠、放逸、失念（英語：
Muṣitasmṛtitā）、散亂（英語：Vikṣepa）、不正知（英語：Asaṃprajanya）（大隨煩惱，8）
不定心所（4）惡作（英語：Kaukritya）、睡眠（英語：Middha）、尋（英語：Vitarka）、伺（
英語：Vicāra）
《瑜伽師地論》於隨煩惱心所，別說邪欲、邪勝解，總成五十三法。《成唯識論述記》說邪欲、邪
勝解雖是隨煩惱，但體性乃屬「別境心所」之欲與勝解，通善、惡、無記三性，因此在隨煩惱中略
而不說。









「世尊轉法輪，擊甘露法鼓」，佛的法輪轉，才
有辦法摧滅煩惱；輪若轉，才能碾碎無明殼，完
全將它碾碎，無明的種子才能消滅。所以摧轉滅
除煩惱，就是這輪一轉，才有辦法碾，碾碎，將
種子摧破，將它碾破，讓它碎，這樣，種子才不
會再現前。「能除焦熱」，這種心的煩惱才能夠
去除。「名為甘露」，這就是甘露。



我們的慧命就是因為煩惱無明的火在燒，使我們
的慧命不得成長。現在有法能如甘露，甘露就如
不死之藥，就如露水一樣。這就是在警惕我們，
眾生迷茫昏迷，用這甘露水讓我們能甦醒過來，
名叫做「甘露法鼓」。「使將死者聞其聲不死，
已死者復甦」。我們的真如本性，我們的慧命，
希望能趕快復活，能讓我們的慧命成長起來。「
將死者凡夫，已死者闡提也」。「闡提」就是造
很多惡業，能將他救拔起來。





「度苦惱眾生，開示涅槃道」，從地獄苦難中，將他
救拔起來。犯很多戒，造很多惡，將他救拔開示，好
好為他們開示。「度苦惱眾生，開示涅槃道」，就是
「轉法輪，擊法鼓，皆為眾生開示天人寂滅之路」。
路就是道，這條路，希望佛陀能夠開示這條路，給眾
生，對眾生開示，對天人也是同樣，能夠「寂滅」。
寂滅，就是斷生死。常常說「寂滅」，那就是斷生死
。為眾生、為天人「擊甘露法鼓」，讓大家醒過來，
讓大家能夠知道，慧命要成長，法要究竟了解，這樣
才能除滅眾生的苦難。很多的法，我們都要時時多用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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