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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八解脫又稱為
八背捨，可以發
無漏智慧，出生
死，斷三界見思
煩惱，證羅漢果



我們一段時間一直在說四諦、十二緣，我們更要
了解十二緣，從一念無明生，就一直十二緣，緣
到老死憂悲苦惱，不斷這樣輪迴，不斷這樣無明
，也是不斷這樣憂悲苦惱。生、老、病、死，人
間就是這樣過一生，過無量無數劫，這無量成劫
以來就是這樣不斷輪轉。苦還是不苦呢？真是苦
不堪。因為無始以來，生命就是這樣不斷在輪轉
這個生死。



佛陀智慧透徹了解，要來向我們說，如何才能解
脫生死輪迴，從由不得自己隨業牽引，一直到如
何能再還滅回來，一切由我自己來主宰人間。主
宰，就是由我自己來，不是由不得自己隨著業力
轉。由我自己來，就如菩薩來人間，是為了要救
度眾生，是他的覺性不忍眾生苦，他來的目的就
是救度眾生。



你要救度眾生，必定要回歸自我的覺性，我們若
是還有無明，永遠都無法回歸自己清淨的覺性。
所以佛陀來人間的一大事，就是教育我們要如何
回歸，要如何解脫，由不得自己的這個無明，需
要解脫十二因緣，這叫做「還滅門」，再反回來
。過去是由無明這樣牽引我們，現在我們要把它
滅除，滅除這個緣，無明緣行。我們日常的生活
中，就是在無明中，緣著這個無明在行動，所以
因無明來行動，所造作的，十有八九都是錯誤。



我們的觀念、思惟，多數都是錯誤，這就是我們
的人生，這個「無明」這樣緣「行」，我們一切
行為的錯誤。要如何才能還滅回去？從憂悲苦惱
向上再滅，滅除「有」，「有」要滅，因為有「
愛」，就是「愛」，而「愛」就是因為感受來的
，這樣再往上一一滅除，一直滅到「無明」源頭
，我們也把它滅除了，滅除無明，才有辦法回歸
我們清淨本性，這個時候才叫做解脫。



還滅門

這樣再往上一一滅除，一直滅到「無明」源頭，
我們也把它滅除了，滅除無明，才有辦法回歸我
們清淨本性，這個時候才叫做解脫。



八解脫亦稱八背捨
此淨潔五欲

捨染著心，持八背捨

修繫念思惟
發無漏智慧，斷三界見思惑煩惱

背捨無明，證羅漢果
轉名八解脫



八解脫亦稱八背捨

此淨潔五欲

捨染著心，持八背捨



八背捨 八解脫 心境簡單譬喻形容 破

1 內有色相外觀色 內有色想觀諸色解脫 還有欲但看開了 色

2 內無色相外觀色 內無色想觀外色解脫 內外完全看開了 色

3 淨背捨身作證 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 身，真正清淨了 受

4 虛空處背捨 空無邊處解脫 心，不受限了 想

5 識處背捨 識無邊處解脫 識，無分別心 識

6 無所有處背捨 無所有處解脫 時空人，不執著了 行

7 非有想非無想處背捨 非想非非想處解脫 無色，一切放下了 想識

8 滅受想背捨 滅受想定身作證具足住 身心念，不起妄想 受想

《靜思妙蓮華》三明六通 住八解脫 957集-20150606開示 (授記品第六)



八解脫(原文) 境界 八解脫(白話)

1.內有色想觀諸色解脫 背捨
五欲
清淨

1.物質思惟還在基本上看開了

2.內無色想觀外色解脫 2.內在外在完全看開了

3.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 3.真正清淨能做到了

4.空無邊處解脫 四無
色定
無色
界四
天

4.心量大到不受限了

5.識無邊處解脫 5.無我無分別心了

6.無所有處解脫 6.隨處自在不執著了

7.非想非非想處解脫 7.三界人事相一切放下了

8.滅受想定身作證具足住
滅受
想定

8.五蘊皆空不起妄想能做到了

《靜思妙蓮華》三明六通 具八解脫 1047集-20151002開示 (化城喻品第七)



修繫念思惟
發無漏智慧
斷三界見思惑煩惱

背捨無明，證羅漢果
轉名八解脫



八解脫(原文) 境界 八解脫(白話)

1.內有色想觀諸色解脫 背捨
五欲
清淨

1.物質思惟還在基本上看開了

2.內無色想觀外色解脫 2.內在外在完全看開了

3.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 3.真正清淨能做到了

4.空無邊處解脫 四無
色定
無色
界四
天

4.心量大到不受限了

5.識無邊處解脫 5.無我無分別心了

6.無所有處解脫 6.隨處自在不執著了

7.非想非非想處解脫 7.三界人事相一切放下了

8.滅受想定身作證具足住
滅受
想定

8.五蘊皆空不起妄想能做到了

《靜思妙蓮華》三明六通 具八解脫 1047集-20151002開示 (化城喻品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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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在世時，有一位叫做劫波比丘，有一天來問
佛陀，說問說：「佛一直希望眾生的心要得善解
脫，世尊！云何比丘心得善解脫呢？」

五蘊
色受想行識

四念處
身念處，觀身不淨
受念處，觀受是苦
心念處，觀心無常
法念處，觀法無我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比丘名劫波，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却
住一面，白佛言：「如世尊說，比丘心得善解脫
。世尊！云何比丘心得善解脫？」
爾時，世尊告劫波曰：「善哉，善哉，能問如來
心善解脫。善哉，劫波！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當為汝說。劫波！當觀知諸所有色，若過去、
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
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悉皆無常。正觀
無常已，色愛即除。色愛除已，心善解脫。



如是觀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
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好、若醜，若
遠、若近，彼一切悉皆無常。正觀無常已，識愛
即除。識愛除已，我說心善解脫。劫波！如是，
比丘心善解脫者，如來說名心善解脫。所以者何
？愛欲斷故。愛欲斷者，如來說名心善解脫。」
時，劫波比丘聞佛所說，心大歡喜，禮佛而退。
爾時，劫波比丘受佛教已，獨一靜處，專精思惟
，不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後有，心善解脫，成
阿羅漢。 《雜阿含經》第22經



先說明兩個重要法義，思惟和繫念不亂。
思惟有三種層次：

1．思念、想念、憶念。
2．以各種知見，推求、判斷其義理，進而認識瞭解。
3．透過智慧觀察。

繫念不亂也有三種意思：
1．一直想沒有離開過。
2．心得決定，不懷疑、不動搖。
3．專念不散制心一處，乃至一心專念。





















但是佛陀的譬喻是塵沙劫。佛經中都是用塵沙劫
，一塵一沙一劫，就是一塵，就是小小這樣很細
的灰塵，與沙土，塵比沙還細叫做塵。塵，就像
我們的椅子桌子幾天你沒擦，你用手摸一下，桌
子出現一痕，手就沾了灰塵，那叫做塵。沙比塵
粗一點，所以這要用塵沙來譬喻數字，實在是沒
辦法。才會說「若算師，若算師弟子」，數不能
盡。



所以這是佛陀要告訴我們，人人本具佛性，從無
數劫、塵沙劫前，大通智勝佛人人本具。人人與
大通智勝佛，大通智勝佛通我們現在的凡夫，凡
夫心通大通智勝佛的心，「心、佛、眾生三無差
別」。這麼多的法，到底我們要從何學起呢？就
像八解脫，八解脫我們若透徹了解，八背捨無明
完全背除，去除，若這樣我們就「還滅門」，就
能回歸到佛清淨的本性。我們若好好用心，修行
是在日常生活中，沒什麼困難，只要我們時時好
好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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