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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人往經第六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

丘：「我當為汝說七善人所往至處及無餘涅槃。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這「七善人所往至處」，其實這七善人，不是世間一般的善人，而是已經證

得三果的聖人。證得三果後，就能不來也。這不來是說，雖還未證得解脫，還

有下輩子，但不會再到欲界天或人間去投胎、受生。 

於是已證得三果者命終後，將往生何處？就是這部經所講的重點。雖已證

得三果了，但於事相上還有一些差別，把這差別歸為七等： 

佛言：「云何為七？比丘行當如是，我者無我，亦無我所；當來無

我，亦無我所。已有便斷，已斷得捨，有樂不染，合會不著。如是行

者，無上息如慧之所見，然未得證；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 

「無我，亦無我所」：無我之體、我之性、我之相。亦無與我相關的一切。 

這是先說明三果的聖人，他最初是怎麼修的。知道「我者」，一般世間人都

認為有一個我，但是佛法經過理性的思考後，乃確認是「無我」。 

上次已經說過：無我不是什麼都沒有，因為至少各位還在這裡聽經聞法。

然既還在聽經聞法，為什麼是無我呢？無我最重要的是從因緣法去認定的；生

命的存在，生命的示現方式，都是通過種種不同的因緣而存在、而示現的。今

天有講經的因緣，所以各位來聽，這也是因緣示現的一種方式。雖法師同樣講，

但每個人所聽到的其實還不一樣，這乃牽涉到各位過去的緣、現在的緣、跟未

來的緣。因眾緣不同，所以成種種事相的差別。 

所以為何是無我呢？無「我的相」。我們所感受到的我，其實是經常在變化

的，故未有常相、未有自相。那性呢？就眾生的個性而言，其實也是在變化的。

比如結交了好朋友，個性就會變得比較柔善；反之，結交了惡友，個性就會變

壞。住到好的環境、住到不好的環境，對我們的個性都會有些影響。尤其學佛、

聽經聞法，對個性更有深刻的影響。所以從較寬廣的視野來看我們的生命，其

實是沒有個體，沒有自性的，以此而確認是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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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無我非否定現有的一切事相，而是讓我們的心胸、視野更寬廣，更寬

廣後，心能包容更多的存在與變化。以此，一方面可以減少煩惱，二方面真要

修福修慧也比較利落。如果已經確認無我的知見，即於「八正道」中得有正見。 

「我者無我，亦無我所」眾生既以為有我，就有跟我相關的一切，這就稱

為「我所」。現既肯定無我，就沒有跟我相關的一切，故曰「亦無我所」。 

既一切都跟我不相關，那我們心裡上的執著、負擔就會減輕很多。云何現

代人煩惱都很多？因為現代人都太富有了。因為若覺得這是我的、這與我有關，

那我們就會擔心它會有什麼變化。有的愈多，當然負擔就越重。反之，既一切

都不是我的，都與我不相關；心裡上就沒有負擔了。 

「當來無我，亦無我所。」從過去看現在是無我，從現在看未來，亦是無

我，亦無我所。 

「已有便斷」：心中若起執著，警覺已便截斷。 

這已有的有，不是指存有、擁有，而是指心裡起了執著，有了罣礙。所以

「已有便斷」不是指本來有家，現不要家；本有兒女，現不要兒女。而是說不

要因為有而起煩惱；比如很多人對於自己的親人、兒女，都想度他來學佛；結

果你愈勸，他就是不聽你這一套，於是他厭煩、你煩惱，大家都苦也。 

大部分眾生對於自己的親人，都情執很重，因為情執重，所以會有煩惱。

如果我們把他當作一般的眾生──較有緣的眾生；能度就度，不能度的話，尊

重各人的選擇，就沒有負擔、煩惱。 

大部分都是起我跟我所的執著。我應該是什麼？這個跟我相關的這些應該

是什麼？所以我們都很希望順著我的方向去努力，結果它因緣不順，就有很多

的煩惱。 

「已有便斷」所以修行的心要：是覺察到我們心中起了什麼執著？既覺察

到了，就應該想辦法去對治、消除、截斷。 

「已斷得捨」：既截斷已，心即放下無事也。 

如果都已經消除了，就放下無事！都已消除者，貪瞋具斷。所以真會修行

的人，當越修行越輕鬆；因為已把本來很重的擔子，都放下了。故不只心裡越

來越輕鬆，頭腦也當越來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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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過去作過一次演講，講題是〈修行與休閒〉。現代人都強調得休閒，

但休閒不是放下沒事，而是忙著東奔西走，去參加一大堆所謂的「休閒活動」；

結果只是更勞碌不堪爾！ 

現代人都忙著去休閒！所以假日到處交通阻塞，心裡也跟著七上八下，那

曾休閒過呢？所以休閒，最重要的是心中沒有負擔、沒有罣礙。從沒有負擔去

看一切，乃都是休閒！何必再作什麼「休閒活動」呢？放下者，即無事也！ 

「有樂不染」：既不染現世樂，亦不染來世樂。 

問：染不染涅槃樂呢？答：以不染故，得涅槃樂。 

很多人都希望追求快樂，於是有些人會問：「法師！您出家這麼久，覺得快

樂嗎？」我說：「並不覺得快樂！」於是他們都納悶：「法師！您已算是很有福

報了，您都還不快樂，那我們怎麼辦呢？」其實我說的不快樂，跟一般人的定

義是不一樣的。一般人說的不快樂，即是謂心裡負擔很重，既苦悶又憂鬱。而

我說的不快樂，是說根本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同理，有人再問：「法師，您現

在還好嗎？」我說：「得過且過，也不覺得有什麼好、不好。」 

一般人所追求的快樂，其實只是一種覺受；而覺受乃不出無常的本質，故

「快樂」者，乃樂受很快就消失矣！故佛法所追求的不是快樂，而是心安；心

安其實只是沒有負擔。 

沒有負擔，算不算快樂呢？是更深層的「樂」。但這種樂，不是從佔有、從

有所得而爭取到的。相反地，是從對過去、現在、未來的一切，都能坦然去面

對、去承擔，故心裡沒有任何負擔。 

「有樂不染」，這不染者，即是不追求、不迷戀。在人間，人都在追求快樂，

且各有不同追求方式；但從另個的角度去看，那根本不是快樂。 

比如有些人喜歡喝酒，能喝酒時，就覺得很快樂。但對不喜歡喝酒的人而

言，那麼難喝的水有什麼好喝的！甚至喝了還要付錢，不是很愚痴嗎？有些人

喜歡爬山，成天往山上跑。但對不喜觀爬山的人而言，在都會區裡不是很好過

日嗎？為什麼要弄得那麼辛苦；尤其大山，既要很多昂貴的裝備，又有一些危

險，何苦來哉？ 

有些人喜歡追求金錢，但錢其實夠用就好，幹嘛賺那麼多呢？似每個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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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為自己找一樣活下去的理由，或者找些活下去的樂趣。但從另個角度來看，

那都不算什麼。所以如果能把一切別人認為最重要，別人熱心追求者，我都能

平淡視之，那我的負擔，必會越來越輕，以至於消盡。 

對樂的追求，一般人直接追求的就是現世樂。有些人認為這輩子受點苦沒

關係，只要下輩子能夠升天，就值得了，所以追求的是「來世樂」。 

而真正的佛法，既不追求現世樂，也不追求來世樂。反而是要能看破這些

虛妄而放下，放下反能夠安心、自在。 

在佛法上別說有「涅槃樂」，那涅槃樂能不能追求呢？從名相來講，佛法似

在追求涅槃樂。但事實上，既有心追求，那就不是涅槃樂。因為只要有追求的

心，那就有得失、負擔，而非「涅槃樂」矣！ 

因此涅槃樂不是向外追求的，而是把種種追求的心、追求的習氣，慢慢消

掉，消到盡了，就自然能安心自在，這才稱為「涅槃樂」。 

「合會不著」：既愛合不著，亦怨會不著。 

佛法再三說到，人生的苦有：愛別離、怨憎會。喜歡的偏偏得不到，或者

雖得易失，很快就得別離。而不喜歡的卻常跟著來，趕也趕不走，避也避不了。

但事實上喜歡的、不喜歡的，都源於自己心中的期待；因為有了期待，所以才

會分出好跟不好，相應的即好，不相應即不好。如果心中沒有期待，則什麼都

一樣，等而視之。所以當我們心中無期待時，便絕愛別離、怨憎會矣！ 

「無上息跡慧之所見」：能夠以解慧的方式，肯定有解脫與涅槃。 

所以能夠用這樣的方式去觀照我們的心，對修行證果就能有極大的肯定，

相信只要往這個方向繼續去努力，定可以得到解脫。因為解脫不是被別人束縛

住了，而是被自己束縛住了，被自己的觀念、被自己的欲望束縛住了。如果能

把觀念調整好，把欲望降伏了，那束縛也就自然解脫了。所以真正的求解脫，

乃是先求不要把自己束縛住了。 

我從小對會增加自己的束縛者較敏感，所以能繞過不碰。而世間人對很多

情境，往往只看到好處，沒看到壞處，就跳進去了，跳進去就被套牢了。或者

好處看得多，壞處看的少，也一樣勇猛地去追求它。雖追求到了，但等過一段

時間後，更多的壞處慢慢顯現時，你已脫不了身而被套牢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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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現代很多高科技的生化產品，能夠讓你美容、健康。其實以我的習慣，

我不會去做實驗品的，因為現在好處雖很多，但壞處是什麼？不太確認。等五

年、十年後慢慢出現時，已經吃了一大把。等問題發生時，再去發明另一種新

藥吧！於解決問題時，再製造新的問題。其實我們的生命，一向都是這個樣子。

待被套牢時，再去解套；解套時，又帶著新的桎梏。 

所以真正的解脫，是要從消除自己執著作起，執著慢慢消除了，束縛也就

不見了。以此，我們必能肯定：只要往這個方向去努力，定可得到解脫，定可

證得涅槃。 

「然未得證」：雖已證得初果、二果，然未得究竟解脫。 

「往至何所」：於下界命終後，往生至何處？ 

其實未得證，並非完全沒有證得，而是至少已證得二果、三果。二果者，

貪瞋已薄；三果者，貪瞋具盡。但為仍有細微的我慢未消盡，所以未證得不受

後有，還會再往生一次。 

「比丘行如是，往至何所？」那他們命終之後，會到哪裡去呢？各位看講

義，我的重點並不是說明三果比丘會到哪裡去，因為我們連初果都未證得，哪

有閒暇去關心三果的問題。所以我比較重視的是：我們當如何去「調心」？ 

1.譬如燒麥，纔燃便滅。當知比丘亦復如是，少慢未盡，五下分

結已斷，得中般涅槃。 

「中般涅槃」：於欲界死後，即在中有時，得般涅槃。 

這裡有一個專有名詞「中般涅槃」。在佛教的理論裡，眾生都在六道中輪迴，

故這一生死後，如未證得阿羅漢果者，都還會有來生。但從這一生死後，到來

生之間，必會有一段時空的距離，這段距離在較早的佛法裡，並未作較詳細的

描述；到後來才說有一個過度的生命，叫「中有」或「中陰身」。佛教的度亡，

即認定雖仍有下一生，但能在中陰身時，得聽法修行，則下一生可能往生到更

好的善道去。 

因原始佛教並未明確講有中陰身，所以有些人並不認同中陰身的說法。對

於這個問題，我的看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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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以世間法的電腦做比喻──若眾生的業識像硬碟裡的資料，則這一生是

甲主機的資料，下一生則變成乙主機。於是資料云何從甲電腦複製到乙電腦呢？

如果是即時的且距離不遠，原則上是可以直接對傳的；如用紅外線或藍芽等。

但如果這兩個電腦距離很遙遠，或者時間也相差有七天、二十一天、三十五天，

無法直接對傳，那怎麼辦？我們大概都會用一種中介，比如說隨身碟、光碟等；

反正就是先把資料複製到中介裡，然後再複製到另外一個電腦去。如果複製進

去後，這個中介就可以不要了。 

於此中介者，乃比喻「中陰身」也。必藉著有形的質體，才能將業識暫存

一下，並轉給新的生命。用電腦的比喻，即軟體必依附硬體才能儲存、複製也。 

從這個角度來看，一個人如果一生修善，品位非常高，故很快就生天去了，

可能不需要經過中陰身的過程。同理，如果造的惡業很重，也直接下地獄去了，

而不需經過中陰身的過程。但是界於兩端者，拖延的時間會比較久，比較久者，

即會經過中陰身的階段。所以我並不是說一定有中陰身，也不是說定無中陰身。

主要是看業識的差別。 

「五下分結已斷」：故不再於人道或欲界天裡受生。 

「少慢未盡」：我慢斷盡，才證解脫。少慢未盡，還未解脫。 

「纔燃便滅」：此我慢，非為我見故，而是為業習故。譬如妄念，起已即覺，

覺已則除。 

「譬如燒麥，纔燃便滅。」第一種狀況是一個修行人在臨命終前，其實已

修得很好了；但為我慢未盡，故對生命的意識還是存在的。在很快進入中陰身

時，因在中陰身，較沒有身體的障礙，故其感官會比生前靈敏，思辨也會比生

前利落。 

當發覺已變成中陰身時，因為生前的知見都還在，他可以很快修法而證得

涅槃。為什麼呢？因為既生前就已證得三果，這時身體的障礙又比人間少很多；

故只要提起正見，很快啟修，即能在中陰身中，直接證得涅槃。 

關於「五下分結已斷」，如前已述。云何「纔燃便滅」？就像麥片，一下子

就燒掉了。這表示雖我慢的習氣還在，但只要一現形，便很快警覺到了；警覺

到了即刻消除，而不需要再刻意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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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妄念，對修定修得好的人而言，起已即覺，覺已則除。 

2.譬如鐵洞燃俱熾，以鎚打之，迸火飛空，上已即滅。當知比丘

亦復如是，少慢未盡，五下分結已斷，得中般涅槃。 

「上已即滅」：不只動心，而且妄念完全浮現了。待浮現了，才警覺；覺已

則除。 

第二種如打鐵店的火星：「以鎚打之，迸火飛空，上已即滅。」鐵燒得紅紅

的，拿出來放在砧板上，用鎚一打，就火星四散。但火星在迸飛上去還沒掉下

來以前，就已息滅了。 

這個跟前面只有一點點差別，云何「上已即滅」？說到動心起念，就修定

而言，會發覺打妄念還是可分作幾個層次：第一是心動了，但妄念還未完全呈

現。就像大海裡起了一個泡泡，這泡泡慢慢上升，上升到水面時，才會「啵」

地一聲，掀起一片浪花。從初冒泡到變成浪花時，這妄念才完全現形。若在起

冒泡時，就警覺到心已動了；即可將之克除。 

所以心雖已動了，但起的是什麼念頭，則不是很清楚。於是只有心動，但

還不至打妄想。這是第一種狀況：起已即覺，覺已則除。 

至於第二種，乃妄想已完全浮現。就像泡泡，已升至水面，並「啵」地一

聲，掀起一片浪花。等到妄念打過了，才警覺到：已打妄想了。於是妄想隨即

消失，以此而能證得中般涅槃。 

3.譬如鐵洞燃俱熾，以鎚打之，迸火飛空，從上來還，未至地滅。

當知比丘亦復如是，少慢未盡，五下分結已斷，得中般涅槃。 

「從上來還」：不只打了此妄念，又牽扯了其它的妄念。譬如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又如蕃薯藤，到處蔓延。 

「未至地滅」：然在未採取行動前，便打消念頭了。 

第三、譬如火星，迸飛空中，從上還落，未至地面，就息滅了。這鐵燒得

紅紅的，乃比喻眾生的業識，就像火一般，猛烈地在那邊燃燒。以鎚打之，即

喻碰到境界。至於火星飛散，則喻妄想紛飛也。 

第三層次者，火花未落地前就息滅了。以未至地面前就息滅了，故猶能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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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得中般涅槃。 

剛才講到打妄念，有的人打了一個妄念，還不夠仍繼續打，於是一個妄念，

又牽扯其它的妄念，譬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那為什麼說在未落地前就息滅了？如果只是打妄想，都不會造太重的業。

何以故？未採取行動也。就如到百貨公司亂逛，看這、看那都很喜歡，東想、

西想到最後，卻剎板：「還是不買吧！」那就沒事了！ 

還沒有到地，就是還未受生。以第一、二、三種都是在未到地面前就已息

滅了，故稱為中般涅槃。 

4.譬如鐵洞然俱熾，以鎚打之，迸火飛空，墮地而滅。當知比丘

亦復如是，少慢未盡，五下分結已斷，得生般涅槃。 

「墮地而滅」：雖隨妄想而採取行動，但馬上反悔。 

「得生般涅槃」：於欲界死後，即在色界初受生時，得般涅槃。 

佛法裡說眾生有四種生──卵生、胎生、溼生、化生。我們人是胎生的，

從母親懷胎而受生，剛生出來時形體小小的，既發育不全，心智也不靈光。要

慢慢長大，到二十歲才稱為「成人」。不只身體已發育完全，心智也成熟了。所

以才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這是講胎生。 

第四種是生般涅槃，已經到色界受生了。色界天根本沒有男女的欲望，所

以不可能卵生、胎生，而是直接化生。然因為是化生的關係，所以出生時，身

心即已完全成熟，甚至無隔陰之迷，就可繼續修行，以至證得解脫果。 

故「墮地而滅」者，像有些人打了妄想還不夠，並已經採取行動；但在採

取行動的當下，就很快後悔了。於是雖造了語業、身業，因很快就反悔了，所

以還不會太嚴重。 

5.譬如鐵洞燃俱熾，以鎚打之，迸火飛空，墮少薪草上，若煙若

燃，燃已便滅。當知比丘亦復如是，少慢未盡，五下分結已斷，得無

行般涅槃。 

「墮少薪草上，燃已便滅」：隨習而造業，但不久即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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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行般涅槃」：於色界受生後，不必加行，即得般涅槃。 

這火星不只已掉落地面，且又把其它的薪草燒起來了。不只已在色界受生，

並且又造了其它的業。這裡有「得無行般涅槃」，云何為無行呢？即不需要刻意

去努力。 

若要經過人的作意、努力，則稱作加行。所以我們剛開始學佛時，都需要

加行。因為對佛法還很生疏，既需要不斷地提起道心去聽經聞法，也要經常地

返照自己的念頭，看起的是善或惡，善的云何保任？惡的云何對治？都需要不

斷地作意、努力，故稱為加行。 

如果努力過一段時間後，已經相應而不用再提，即可自然上路，便稱為無

行。所以無行般涅槃的境界比行般涅槃高。 

6.譬如鐵洞燃俱熾，以鎚打之，迸火飛空，墮多薪草上，若煙若

燃，燃盡已滅。當知比丘亦復如是，少慢未盡，五下分結已斷，得行

般涅槃。 

「行般涅槃」：於色界受生後，得再加行，才得般涅槃。 

云何「加行」？其實加行者，即減行也──減少自我意志的造作。 

這「行般涅槃」即是還需要再努力修行，才能證得涅槃。各位注意「云何

加行？」，其實是減行也。 

為什麼呢？因為佛法的修行，不是加法而是減法，從斷盡我見、減少我們

的貪、瞋、慢去努力。加法的修行就像蕃薯藤一般，既不斷地蔓延出去，又常

糾結在一起。而減法的修行則像剝芭蕉一樣，愈剝愈少，以至於剝盡。愈剝愈

少，就能證得初果、二果、三果。以至於剝盡，便能證得四果。 

譬如野火燒不盡，云何能滅？一者、去薪，二者、噴水。去薪者，避免境

界的誘惑。噴水者，加強智慧止觀的能力。 

世間常把生命比喻作火，所以一般人都是希望自己的火越來越旺。但以佛

法的思考方式，這火應越來越小，小到最後就息滅。 

那火云何能越來越小，以至息滅：一者、去薪，即指避免境界的誘惑，而

能不再造業。二者、噴水，加強智慧、止觀的能力，而能制心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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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說修行像牧牛；但減法的修行卻非將牛養得越來越胖，而是得越來越

瘦，瘦到最後沒有能力吃草了，瘦到最後竟死了。死者，我愛、我慢全銷盡也。 

7.譬如鐵洞燃俱熾，以鎚打之，迸火飛空，墮多薪草上，若煙若

燃；燃已便燒村邑、城郭、山林、曠野。燒村邑、城郭、山林、曠野

已，或至道、至水、至平地滅。當知比丘亦復如是，少慢未盡，五下

分結已斷，得上流阿迦膩吒般涅槃，是謂第七善人所往至處。 

於色界受生後，得再加行，才能從初禪，漸上至色究竟天，而般涅槃。 

譬如車速很快，故雖已關油門，已踩煞車；仍得衝得老遠，才能停車。 

這「得上流」是指到色界最高層的阿迦膩吒天，或稱為色究竟天。這是說

不只在色界天受生，而且要慢慢修行，才使境界慢慢提升，提升到最後得在色

究竟天證得般涅槃。這就像車子，車速很快，所以雖關油門、踩煞車，它還是

得衝得老遠，最後才慢慢停下來。 

以上雖把從證得三果到最後證得無餘涅槃，分七層次講，但事實上如已證

得三果了，哪還有這麼多分別呢？ 

就修行而言，如果真往佛法的方向去努力，差異應會越來越小。為什麼呢？

比如要到涅槃城，住在城外靠東邊者，其要進城，得往西行；住在城外靠西邊

者，其要進城，得往東行。所以兩者最初的距離一定很遠，但越走則會越來越

近。至於進城後，差別更少矣！所以從證得三果後，到般涅槃前是否有這麼多

差別呢？ 

就算有，也不重要。因為能證得初果，就已無大問題了；更何況能證得三

果，還會有什麼問題嗎？ 

一般人都把修行講得很複雜，故要證初果，便很不可思議了；何況要證三

果，更覺得天地懸隔。但若把握減法的大原則，雖不是很快就成就，但方向其

實是很單純的：減得越多，負擔就越少；減得越多，就越能安心自在也。 

云何無餘涅槃？比丘行當如是：我者無我，亦無我所；當來無我，

亦無我所。已有便斷，已斷得捨，有樂不染，合會不著。行如是者，

無上息跡慧之所見，而已得證。我說彼比丘不至東方，不至西方、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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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北方、四維、上下，便如現法中息跡滅度。」 

「於現法中息跡滅度」：於現世中，證得涅槃，故不受後有也。 

這「慧之所見」不只在思惟上已確認方向了，而且已經證得解脫道、證得

阿羅漢果了。 

「我說彼比丘，便於現法中息跡滅度。」修行證果在原始佛教中，並非那

麼艱難遙遠。有很多人在一生中，就能證得阿羅漢果。其怎麼證的？還是一樣，

從證初果去消除我見；於二果貪、瞋淡薄；三果貪、瞋具斷；四果完全消除我

慢的習氣，以此而證得解脫道。息跡：乃指不受後有也。 

佛說如是經已，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城喻經第三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

丘：「如王邊城七事具足，四食豐饒，易不難得。是故王城不為外敵破，

唯除內自壞。 

如是若聖弟子亦得七善法，逮四增上心，易不難得。是故聖弟子

不為魔王之所得便，亦不隨惡不善之法，不為染污所染，不復更受生

也。云何聖弟子得七善法？ 

很多人都說，修行的過程中，其實是蠻孤獨的。孤獨的情況就像在王國中

邊境上的城市，因為離首都很遠，所以很多情況都得自己去面對、處理。但是

如能做到「七事具足、四食豐饒」，便能自保而不容易被外敵所攻破。 

「唯除內自壞」，經文裡並未講到為什麼會自壞？於邊城中可能是守將叛

變；於修行中可能是業障現前。 

「如是若聖弟子亦得七善法，逮四增上心，易不難得。」這把七事具足比

喻得七善法；四食豐饒比喻得四增上心。四增上心其實就是初禪、二禪、三禪、

四禪；這樣就能在修行上得不退轉。 

「是故聖弟子不為魔王之所得便，亦不隨惡不善之法，不為染污所染，不

復更受生也。云何聖弟子得七善法？」下面主要是說明，云何得到七種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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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王邊城造立樓櫓，築地使堅，不可毀壞。如是聖弟子得堅固

信，深著如來，信根已立。終不隨外沙門、梵志，若天、魔、梵及餘

世間。是謂聖弟子得信樓櫓，除惡不善，修諸善法也。 

「樓櫓」，古代供守兵瞭望敵軍動靜所搭無頂蓋之高臺。 

為何以「信」為「樓櫓」呢？信者，守信。信如何能守？居高臨下，遠觀

四方，而能應對得所也。 

這樓櫓乃古代供守兵瞭望敵軍動靜所搭無頂蓋之高臺。因能看得遠，所以

是否有敵人來襲，可非常清楚。清楚有什麼好處？能作好應對的準備。 

那為什麼會把信比喻為「樓櫓」呢？信是守信，要守住這個城鎮。但如何

守呢？居高臨下而能應對也。故真正的信，不是我相信了，就一切安然。而是

要經過理智的思惟、判斷才能確認的。 

比如我說這部電腦是最好的，你相信嗎？除非你已看過硬體的資料，再上

網去比較功能、價錢，全部查清楚了，最後才能確認它是不是最好的。所以經

過越多的比較，才能得到最大的肯定。 

所以佛教的信跟外道的信是不一樣的；一般外道的信，只能夠信，不能夠

疑。為什麼？因為如果起疑的話，就無解了。你只能信上帝，相信祂造天地萬

物；如果你反問：「上帝造天地，那上帝是誰造的？」不能問這個問題，因為這

一問下去，就沒完沒了。所以很多宗教，都只是不斷地強調「信」，一信再信，

如此而已！ 

而佛教的信，不只是信，且還有解、行、證也。所以佛教有謂「三量」─

─聖言量、比量、現量。聖言量是經典上所講的，我們先認定它是真的。其次，

比量是經過我們用思惟去推演、判斷而確認那應是真的。 

就比量而言，我們不必認定經典上所講的，即非信不可。因為得從已知道、

已肯定的道理去對照。若相應才接受，不相應則不接受。 

比如佛教都說有淨土，尤其淨土宗更是如此確認。但我相信有淨土嗎？相

信！為什麼？因為佛在《阿彌陀經》上如是說嗎？其實，我認定有淨土，非以

聖言量而相信，乃是以「比量」而確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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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佛教都認定「隨業往生」，故修天道業者，能往生天道；修人道業者，能

往生人道。因此若修的是淨土業，即能感應到淨土的果。一個人修是個人的淨

土，很多人修是共業所成的淨土──如俗謂的「同類相聚」。 

故這與相信憑佛力即得往生淨土的說法大不相同。至於所往生的淨土，是

否如《阿彌陀經》所說的那麼莊嚴殊勝？有多莊嚴殊勝，是共業所感，非定相

也。這是用「比量」而肯定的淨土。 

第三是現量，現量是已實驗證明了。如果在推理上已可以接受，其實還是

無法全信；除非經過實驗證明，才能完全確認。所以通過聖言量的「信」、比量

的「解」與現量的「行、證」，我們對佛法的信心才能越來越落實。 

所以佛法的信，是經得起懷疑、經得起挑剔、經得起驗證的。如俗謂的「只

怕不識貨，不怕貨比貨」。世間的書我們也是看了很多，云何最後還是相信佛法

最高明呢？因為別無更好的選擇！ 

但這話可不是隨便人都能講，除非你真的已看過很多書，才能得到這樣的

肯定。所以云何把信比喻作「樓櫓」呢？從居高臨下，看透世間種種的哲學、

宗教、藝術等，來確認佛法是最高明的，以此信心就會非常堅固。 

然很多人的信，卻是「鴕鳥主義」──迷信、盲信，與智慧全不相應矣！ 

但很多人的信卻不是這個樣子，而是「駝鳥主義」；只相信一部經典，只相

信一種說法，至於其它的都不敢去碰。為什麼？怕碰了，原來的信心就會受摧

殘。故表面上信心好像很堅固，其實是非常脆弱的。 

現代西方的文明科技慢慢進步，進步到最後，唯越來越相信佛法。為什麼

呢？也是為「只怕不識貨，不怕貨比貨」而已！ 

2.如王邊城掘鑿池塹，極使深廣，修備可依。如是聖弟子常行慚

恥，可慚知慚：惡不善法，穢汙煩惱，造生死本，受諸惡報。是謂聖

弟子得慚池塹。 

「掘鑿池塹」：以鴻溝為界，而使惡法不染身。 

第二種善法乃是「慚」也，一般常說「慚己、愧他」。慚者，像一般人所講

的潔身自好，不希望我受惡法所染而去造惡，所以把「慚」比喻作護城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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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護城河，所以敵人不會一下子就攻進城了。因為有慚恥，所以惡心、惡事

不會恣情而胡為。 

以慚主要是對「己」，但只是對己，其實是不夠的。為什麼呢？因為在對己

的當下，我見、我執可能還在。潔身自好者，以我是很尊貴的，所以不作這、

不作那。雖行為是很端正，但我見、我慢卻如高山。 

所以慚恥，不是對我，而是對法。我們既學佛，既了達道理，就要使自己

的行為跟這道理相應。因為這道理是普遍性、永恆性的原則，所以我們依這法

則來立身處事，就不會有我見跟我慢的瓜葛。因此以護城河為喻者，乃為守護

法，而非守護我也。 

3.如王邊城周匝通道，開除平博。如是聖弟子常行羞愧，可愧知

愧：惡不善法，穢污煩惱，造生死本，受諸惡報。是謂聖弟子得愧平

道。 

「開除平博」：開通、除礙、平坦、廣大。 

「得愧平道」：雖一心修行，還得與眾生互動往來。如邊城者，得靠四方補

給也。故於互動往來中，當保持著平等、和諧、互惠的大原則，而不可

損他利己也。 

第三種善法則是「愧」也。不做對不起別人的事，這稱為「知愧」；在經文

裡，卻以「通道」作比喻。 

云何以「通道」作比喻？人活著還是要跟很多眾生互動、往來。故非以隔

絕故，而不做對不起別人的事。 

如每個人都有一個家，家都有牆與外面隔絶，以護安全；但不管怎樣，總

還是要開門窗的。因為我們還是要進出，不可能只守在裡面而不跟外界往來，

不跟外界往來大概就會死翹翹。所以既得跟外界往來，希望結的是善緣而非惡

緣。 

就像這邊城雖造了牆，挖了護城河，但還是要有門能夠進出；因為既裡面

的人得出來辦事，外面的物質也才能供應進來。於與眾生互動中，保持著平等、

互惠的大原則，就能使大家相敬如賓，相得益彰。這是講到慚與愧，一方面要

保持界線，二方面又要互動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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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王邊城集四種軍力──象軍、馬軍、車軍、步軍。如是聖弟

子常行精進，斷惡不善，修諸善法。恒自起意，專一堅固，為諸善本，

不捨方便。是謂聖弟子得精進軍力。 

「精進」：「斷惡不善」──惡者，須捨離。「修諸善法」──善者，須修習。 

第四種要修的善法就是精進。但精進其實還分二大項：一是斷惡，一是修

善。惡的我們從生下來，甚至從過去生以來，就有很多不好的習氣、行為；既

不好，就得不斷地去斷除。反之善者，須修習，把它養成好習慣，這乃以精進

而來斷惡修善也。 

故此之「軍力」，不只須消極地與惡作戰，也包括積極地建設善類。 

云何把精進比喻為軍力呢？其實兵，不只是消極的與敵人作戰，並且還要

積極的建設。我們知道，兵除步兵、炮兵外，還有工兵。工兵卻不是去打仗的，

而且得作一些有形的建設。 

其實作戰，卻非跟別人作戰，而是與自己作戰。何以故？與妄想雜念，與

習氣業障掙扎故。 

云何說修行像作戰呢？其實不是跟外面的敵人作戰，而是跟自己的習氣、

妄想作戰。有人問我：「稱靜坐、禪坐，都可以。為什麼又叫做打坐呢？」我說：

「打坐大概就是類似打仗吧！」因得經常跟身體作戰、跟妄想作戰。所謂作戰，

其實乃是掙扎；有時候「理」雖知道了，但為習氣還是很重，要很努力才能把

自己從造惡的邊緣拖回來，所以是很掙扎！ 

故經典上有謂：修行就像一人與萬人戰。這萬人是什麼呢？是別業跟共業。

人間共業的力量非常強，修行的方向雖跟共業不同，但共業的力量往往會把我

們拉回去。所以修行就像火箭，火箭要射出太空，它的後勁要非常足！不然的

話很快就會被地心引力拉回去，這地心引力即喻指眾生共業的力量。 

尤其若自己的習氣跟眾生的共業牽扯在一起時，有時候自己清楚了，想捨，

但眾生不讓我捨。有時候自己就不太清楚，因為跟眾生共業，眾生以為對的，

我就也以為對。故如果不經常看經典，不經常接觸善知識，就會被共業的力量

拖陷，就像泥沼一樣，越陷越深。 

以上主要是說，精進者斷惡修善。而作戰者，既跟自己的習氣作戰，也跟



 41

眾生的共業作戰。 

「恒自起意」：得經常提起「精進」修行的正志。 

「恒自起意」，要不斷提起修行的正志、修行的正念，才能像火箭一樣，直

衝天去，而不會被地心引力拉回來。如果火箭想休息一下，那立刻就會栽到地

面去了。 

5.如王邊城豫備軍器──弓、矢、鉾、戟。如是聖弟子廣學多聞，

守持不忘，如聚博聞。所謂法者：初善、中善、竟亦善，有義有文，

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如是諸法廣學多聞，翫習至千，意所惟觀，明

見深達。是謂聖弟子得多聞軍器。 

將「多聞」比喻為兵器，我覺得並不妥當；以我的思惟，應類似於工具。 

如俗謂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必須先準備好各式各樣的工具，

待臨場時，才方便運用。 

同理，我們於生活中、於修道中，也必須先準備好各式各樣的「知見」，待

臨場時，才方便運用。 

而這些知見，乃從「多聞」中去求得也。 

第五種善法是多聞。精進是努力去做，但要做什麼？就得有多聞的基礎，

才能明白。 

但把多聞比喻作兵器，我就覺得不是很妥當。為什麼呢？常言：活到老，

學到老。人活著，要不斷地充實自己的知識學問；但充實知識學問，卻不是為

了要跟別人競爭。這雖是現代人習慣的思考方式，但是這樣的思考方式其實是

非常辛苦的，因為到處為敵。 

要去體認：既學習就是樂趣，也學習能增長我們奉獻的能力。所以我把多

聞比喻為工具，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身邊備齊各類不同的工

具，在各種場合中都能發揮得淋漓盡致，這既修福、也修慧。 

大乘有謂「法門無量誓願學」，即此也。 

6.如王邊城立守門如將，明略智辯，勇毅奇謀；善則聽入，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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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禁。如是聖弟子常行如念，成就正念，久所曾習，恒憶不忘。是謂

聖弟子得念守門如將。 

「善則聽入，不善則禁」：這其實是較呆板的處理方式。高明者，乃善於「迴

向」也。 

第六種善法是正念。主要是處理我們的念頭，怎麼處理呢？像守城門的大

將，在城邊守著，每個進出大門者都要檢查，既檢查你身上的證件，也檢查你

帶的東西；合格的就放行，不合格的就禁止。 

同理，一個修行好的人，對自己念頭的返照能力要非常敏銳。念頭一起，

就覺察到我現在起的是什麼念頭？是合法？還是不合法？是善、是惡、是無記？

合法的，就讓它呈現；不合法的，就得克制消失。 

其實對於念頭，有的時候雖不是很好，但還要讓它呈現，呈現後，再去改

善。因為如果只是不讓它呈現，很多時候只是壓抑而沒辦法根除。 

云何「迴向」？迴惡向善，迴染向淨。如俗謂的「化腐杇為神奇」。 

所以在佛教裡，常說「迴向」，云何迴向呢？回到正法的方向。雖是惡的，

但把它迴向到善；不合法的迴向成合法的，就像所謂的「化腐朽為神奇」。 

故我們對於週遭的緣，乃有四種對應方式：1.攀緣 2.絕緣 3.隨緣 4.化緣。 

第一是攀緣，很多學佛的人口口聲聲說：「我們不要攀緣」。其實我們不可

能不攀緣，為什麼呢？很簡單，你肚子餓了，要不要吃飯？要！吃飯其實何非

攀緣。每天要去工作，工作其實也是攀緣。但我們不攀惡緣，而要攀善緣，尤

其是法緣。 

像各位今天來這邊聽法，說白一點也是攀緣；但我們攀的是法緣，欲從聽

經聞法中，增長福慧。既活著，就得跟很多緣互動，故不可能不攀緣。但要攀

的是善緣、法緣。 

第二種剛好相反，絶緣。不好的緣，就不要去碰。比如壞朋友、有毒的食

物等，不正當的場所也不去。 

第三種隨緣，其實主要是講心態。比如好的緣，我們想去攀，可是不能太

勉強；太勉強，就會變成負擔、煩惱。反之，雖是惡緣如果斷得太絕，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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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彈太大，自己也會受傷。短時間隨順一下，再慢慢調整化除，這稱為隨緣。 

第四是化緣，化緣就是前面所講的「化腐朽為神奇」。在佛教裡常聽到化緣，

但聽到了都覺得忐忑的，為什麼？眾以為若法師來跟你化緣，即是要錢。其實

真正的化緣，是把惡緣化成善緣、染緣化成淨緣。比如若因誤解而起爭執，能

將誤解消除而迴歸和樂，即是化緣。將閒閒的時間拿去作公益，也是化緣。把

多餘的錢財拿來布施、供養，以修福修慧，都是化緣也。所以化緣，是要自己

去化，而非別人來跟你化緣。 

唯有利害的人，才能什麼緣都能化，都能把它化成好緣、法緣；而不需要

絕緣。我們既還在人間，還在跟很多人互動往來，所以當善用「化緣」的思考

方式。既一方面能趨近於解脫，也二方面能使自己的福德、智慧越來越圓滿。 

7.如王邊城築立高牆，令極牢固，泥塗堊灑。如是聖弟子修行智

慧，觀興衰法，得如此智；聖慧明達，分別曉了，以正盡苦。是謂聖

弟子得智慧牆。 

「堊」：音惡，意為白色的土。 

以牆來比喻智慧，這是很奇怪的。因為智慧者，善於抉擇也。明辨是非，

抉擇取捨。 

事實上，就佛法的修行而言，乃應「拆牆」，而非「造牆」。何以故？無我

者，即無牆也。 

第七種善法是智慧，然而將智慧比喻作高牆是很奇怪的。為什麼呢？因為

真正的智慧就像剛才所講的，要在很高的地方觀看四方，才能善於做抉擇、善

於做統合。 

事實上，佛教的修行法門卻非叫我們去築牆，而是要我們去拆牆。因為每

個人的我見，就是一道很深、很厚的牆；雖然我們也會挖幾個小洞，看看外面

的風光，甚至偶爾出外轉一轉，但本質上都築著非常深厚的牆。 

但諸法既是緣起的，是緣起法即無限也；從因緣法出發，必連結至無限。

所以從無限的因緣法去看，當去拆牆，而非築牆。要把人跟人之間的對立、衝

突慢慢消除掉，才能使我們的心胸更開放，使我們有更大的包容能力，以此才

能跟解脫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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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放眼看整個世界大勢，也是這個樣子，當拆牆而非築牆。以前美

國跟蘇聯死對頭，冷戰了幾十年，沒有人得到好處，現在大家變聰明了，不要

再冷戰了。以前東德跟西德也是死對頭，現在也慢慢統一了。 

過去看過一本書，是講經營策略的，主題也是一樣，當拆牆而非築牆。現

在有很多學校、公司，也慢慢把牆拆了；沒有完全拆掉，還留個樣子，但至少

內外的界限，非過去那麼分明了。 

如孫子兵法曰：「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

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伐謀者，即是用仁政來治國，故能「仁者無敵」也。 

故修行者，能以「無我」的知見來修行，云何有敵？云何有魔呢？ 

故真正高明者，不是要去跟人家作戰、爭執，而是能夠跟別人雙贏互惠。

所以不管是在世間過活，還是以佛法修行，能夠用無我的知見來跟眾生互動，

才是最高明的。其消極的可以解除煩惱，積極的可以增加福德智慧的資糧。所

以用無我的知見來修行，不會有什麼敵人的，因為內外本來就是一體的。 

所以這部經，以王邊城的攻守作比喻，其實已經犯了蠻大的錯誤──自我

中心。以保護這個城為經營策略的重心，其自我中心的執著是不容易破除的。 

如王邊城水草樵木，資有豫備。如是聖弟子離欲、離惡不善之法，

有覺、有觀，離生喜樂，逮初禪成就遊。樂住無乏，安隱快樂，自致

涅槃也。 

如王邊城多收稻穀及儲畜麥。如是聖弟子覺、觀已息，內靜、一

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逮第二禪成就遊。樂住無乏，安隱快樂，

自致涅槃也。 

如王邊城多如如如及如如如。如是聖弟子離如喜欲，捨無求遊，

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空，逮第三禪成就遊。

樂住無乏，安隱快樂，自致涅槃也。 

如王邊城畜酥油、蜜及甘蔗、糖、魚、鹽、脯肉，一切充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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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安隱，制外怨敵。如是聖弟子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

樂、捨念清淨，逮第四禪成就遊，樂住無乏，安隱快樂，自致涅槃。」 

關於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的境界與覺受，我不詳細說明。何以故？一、

諸說不同故。二、此為共外道法，故學佛者，當求「從定發慧」也。 

其實，於經文只是說到初禪、二禪、三禪到四禪的名相，但是對證得初禪、

二禪、三禪到四禪的境界，乃語焉未詳。而我也不準備詳細說明，為什麼呢？ 

因很多人在修定的過程中，都急切地問：「我現在這種境界到底是初禪？還

是二禪？」我說：「我也不知道。但可以確認，沒有入定。」因為既還有我、還

有種種覺受，就表示未入定也。 

所以重點在知道我現在的關卡為何？在關卡為何，又能過關斬將，心才會

越來越定。 

其次，初禪、二禪、三禪、四禪乃是共外道的，一般外道如認真修定也是

會有四禪的成就，但是四禪的成就跟是否解脫，卻沒有必然的關係。 

因為解脫的重點在智慧，而非定力。這部經很奇怪，說到第四禪成就後，

即「樂住無乏，安隱快樂，自致涅槃。」好像不用再修觀，即可自致涅槃。 

以此最重要的分野──佛教認定得「從定發慧」，才能證得解脫。所以很多

人唯認真修定：「我知道佛法最重要的是智慧，但是為得從定發慧故，我還是要

好好修定，才能有智慧啊！」 

從定發慧，要有什麼定才能發慧呢？事實上，不見得要很深的定。 

問：是否必須有定的基礎，才能發慧呢？ 

答：眾生根器不同故，亦無定說。然就算得「從定發慧」，其實也不需要太

深的定──未到定時，即可修觀矣！ 

有些人的定力不很深，即能發慧。如《六祖壇經》所述，惠能一聽《金剛

經》就很快覺悟了，有些人禪坐了很多年還是不覺悟哩！但就止觀法門而言，

非得修到很深的定才能修觀。也有些人修定不成就，修觀卻容易得力。 

就原始佛教的修行法門，其實是「從慧修定」也。如「八正道」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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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原始佛教而言，卻不是從定發慧，而是從慧證定。如八正道首先是正見、

正思惟；正見、正思惟就是慧的力量，慧的前提，到最後才是正念、正定。所

以是以正見為基礎來修的定，才是正定。 

雖說「定慧等持」的定，是四禪的證量。但我們卻不必等到四禪成就了，

再來修觀。其實，於「未到定」時就可以修觀。觀慧增長時，定力也會同時增

長的。定力既增長，觀慧乃更能成就也。最後，乃完成「定慧等持」的解脫境

界。 

佛說如是經已，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其實，我並不相信，這部經會是佛說的。何以故？以守城作比喻，難逃「自

我中心」的思考模式。尤其竟將「精進與多聞」，比喻為「軍力與兵器」，實在

是「有爭三昧」而非「無諍三昧」！ 

前再三說到：越修行的人是越輕鬆，因為能安於當下，而無貪、瞋、慢的

負擔。所以越修行，當是越輕鬆，而不是到處疑神疑鬼、到處有敵人。 

因此佛經，尤其是後期的經典，其實多不是佛陀原說的，而是經過統合、

彙編的方式，故不見得天衣無縫、非常圓滿。這也就說，我們當用更寬廣的角

度去看佛經，雖表面上沒有那麼虔誠，但實際上才是更踏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