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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三 流通分 

乙一 問答修學 

丙一 普明問  

爾時，會中有普明菩薩白佛言：『世尊！菩薩欲學是寶積經者，當

云何住？當云何學？』  

怎麼會到此，才再問這問題呢？ 

這流通分是印順法師的科判，有人問：「佛經為什麼最後都有流通分？」我

說流通分就是廣告上巿的意思。前面講的都是經文，什麼道理、怎麼修行；到

最後就會有菩薩問佛：「這部經當名何等？我等云何奉持？」講完之後，就會說

持這部經有什麼功德利益。末了會有很多天王，出來站台說：「我們一定會護持

研習、誦持這部經的行者。」讓信眾對此經更有信心與意願。 

可是這部經，卻缺少這部分，既未講研習、誦持此經有什麼好處；也沒有很

多天王出來站台。反而還是繼續講修行的問題。但對這問題，我倒覺得問得有

點唐突： 

首先，從前講到這，都沒說這部經是《寶積經》。普明菩薩怎可以直接問佛：

菩薩欲學是《寶積經》者，當云何住？云何學？ 

其次，整經從頭到尾，不都在講這個問題：云何住？云何學？怎麼到最後，

還在問這個問題呢？ 

大《寶積經》實太長，後就把這部分稱為〈寶積經普明菩薩會〉。以普明菩

薩於最後才問這問題，所以印順法師對於將這部經稱為「普明菩薩會」，也不是

很認同。 

丙二 如來答 

丁一 不住相學 

佛言：『菩薩學是經，所說皆無定相而不可取，亦不可著。隨是行

者，有大利益。』  

當云何住或不住呢？相乃無定相，故不可取、不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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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學這部經，主要在掌握一個大原則：一切法，都無定相。所以不可取、不

可著。相信大家聽到這裡，對「性、相」兩門，都應該已蠻確認的。 

所有的現象，包括假名，都是隨緣示現的；所以都非定相，因而不可執取，

不可貪著。以此去修行，會得到很大的益處。 

以「性、相」兩門來看這回答，只是講到不著相，還是偏一邊。何以故？相

雖是不住的，性則住也。所以經典上說，十住、十行，住即住在性理上。 

故見性者，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這是《證道歌》裡的句子。

有證量者，在任何情況，甚至生死交關處，對這個道理還必非常確認而不會迷

惑。所以這是「住」，而非「不住」。 

性是住的，相是不住的，這一定要分得很清楚。 

還有介於其間的行願，初是住於行願，後則非住、非不住。何以故？證無

功用心也。 

還有對學佛的信心與願力，剛開始也是要住，要經常的提醒自己，往這方向

去努力。為何早晚課時，都要稱三皈依呢？皈依不是一次就得了，為何每天都

得複誦呢？就是得不斷地提醒自己，忘掉了就得把它抓回來，而能漸安「住」。 

所以對於行願，初是有住，後則非住、非不住。如果已安住在軌道上，就不

用再提醒了。更高者，已證得無功用心，那當更無住與不住的差別。 

雖很多人都可意會不住，其實住才是更重要的心要。如《金剛經》也是從問

「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而

啟講的。問的是「應云何住」？ 

可是很多人卻只記得「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只記得不住，而不知應云何住。

其實，只是講不住，對很多人而言，反而用不上力。比如禪修，怎麼修呢？不

打妄想就行了；但愈不想打妄想，它偏愈打妄想。 

所以對很多人來講，一定要有方法，讓心安「住」，才有辦法排除妄念，所

以要「住」。從住入門，住於性理，也住於行願，然後才能慢慢消除我們對貪瞋

癡的執著。 

我講完《金剛經》後，很多人跟我反應：「以前人講不住法，都是對大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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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的。而今法師講的，才是對我們這些初入門的較適用。」因為「住」對很多

人來講，反而是比較踏實的。 

丁二 大精進學 

『普明！譬如有乘坏船，欲渡恆河，以何精進乘此船渡？』答言：

『世尊！以大精進乃可得渡。所以者何？恐中壞故。』佛告：『普明！

菩薩亦爾，欲修佛法，當勤精進，倍復過是。所以者何？是身無常，

無有決定，壞敗之相，不得久住，終歸磨滅；未得法利，恐中壞故。』  

「坏船」如手拉「坏」，是用土做的，但未入窯燒過；而只是用太陽曬過，

雖硬一點，其實還不夠堅固。「坏船」只是做成船的樣子，而未經大火燒過，所

以不是很堅固的。 

所以若坐這船欲渡恆河，可能渡嗎？坏船不只不夠堅固，更慘的是，它碰到

水就會慢慢溶化掉。 

答言：『世尊！以大精進乃可得渡。所以者何？恐中壞故。』既這船可能很

快就解體了，所以你要非常精進，才能趁它未解體前，搶到彼岸。 

可是我的看法不是這樣，因為太猛的話，這船可能會壞得快一點。故在《雜

阿含經》上講，修行要像調琴一般，既不能太緊，太緊容易斷掉；也不能太鬆，

太鬆沒有聲音。故要鬆緊適中。 

為過度精進可能造成兩個問題：第一是身體受不了，可能病死。第二是心力

憔悴，過一段時間後，就後繼無力了。 

所以鬆緊要適中。可是云何適中呢？每個人其實都不一樣，所以要善巧去拿

捏。很多人都只會用力，而不會用心；以為那就是精進。其實，精進是用心去

調整最佳的效率。 

佛告：『普明！菩薩亦爾，欲修佛法，當勤精進，倍復過是。』我覺得這標

點可能有問題，宜是「佛告普明：『菩薩亦爾！欲修佛法，當勤精進，倍復如是。

所以者何？是身無常，無有決定，壞敗之相，不得久住，終歸磨滅』」 

為何用坏船做比喻？因為我們的色身，就如坏船一樣，隨時都有解體的可

能。所以要精進，恐未得法利，即中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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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諸法既不常不斷，雖未證法，亦不能以「斷滅」視之！ 

可是這種講法，猶有問題：雖未證法，亦不能以「斷滅」視之！ 

這其實是很多人的問題：如果我這一生參禪而未開悟，便去世了，是否就前

功盡棄呢？其實，逝世了，不會歸零。因為諸法本不常不斷，這輩子雖未悟，

下輩子還是會繼續努力的。 

有人說：不是菩薩，所以有隔陰之迷。就算有隔陰之迷，也不會歸零。如果

這輩子已熏習了很多佛法的善種子，它碰到因緣時，還是會發的。為何有些人

生下來，他的善根即比別人優厚呢？因為他前輩子有修。 

所以善根是修來的，是累生累刧繼續修來的；故這輩子雖未開悟，還是可繼

續努力的。所以如道「未得法利，恐中壞故」，就容易讓人錯覺為：如果未得法

利，就可能一切歸零。歸零是斷滅見，真學佛者不能用斷滅見去看待諸相。 

丁三 為眾生學  

我在大流，為渡眾生斷於四流故，當習法船；乘此法船，往來生

死度脫眾生。 

四流：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 

上面主要是講自度，自己要努力過河；而此是為眾生學，不只自己要過河，

且要做一艘很大的法船，帶眾生過河。 

「大流」就是生死流，不只我在大流，所有的眾生都在大流裡。這流，可詳

細分為四類：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 

無明流，就是眾生的無始無明，從過去到現在，都在無明中。無明是一個標

題，下面乃包含很多邪知邪見，我見、常見、斷見等。從無明而衍生很多的邪

「見」，乃稱為「見流」。 

從見再衍生「欲」，包括貪、瞋、慢等，而稱為「欲流」。最後從貪、瞋、慢，

而造種種業，即稱為「有流」。 

為斷眾生的四種流，所以要建法船。然後再用這法船，於生死流裡度脫眾生。

下面再仔細講：這法船是怎麼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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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菩薩所習法船？謂平等心，一切眾生為船因緣；習無量福，

以為牢厚清淨戒板；行施及果以為莊嚴；淨心佛道為諸材木；一切福

德以為具足堅固繫縛；忍辱柔軟憶念為釘；諸菩提分堅強精進，最上

妙善法林中出；不可思議無量禪定，福德業成善寂調心，以為師匠；

畢竟不壞大悲所攝，以四攝法廣度致遠；以智慧力防諸怨賊；善方便

力，種種合集四大梵行以為端嚴。 

菩薩要建法船，不是為自己；為自己的話，最好像達摩祖師以一葦過江，就

到彼岸去了。這法船，似相當現代的航空母艦，非常大。因為發心為度一切眾

生，所以才建造這艘法船。「謂平等心，一切眾生為船因緣」最初發心是為度一

切眾生。但到最後，乃是「有緣眾生」。因有些人你請他上船，他還不願意呢！

有緣是指和這法相應的眾生，是為船因緣。 

下面的次第，不是很順。所以經文的次第，已調整如講義。 

淨心佛道為諸材木：從信願而啟修學也。 

在古代造船，主要是用木材。「淨心佛道」是指對三寶有信願，而開始修學

的。所以對三寶的信願，是最根本的基礎；就像一定要有木材，才能造船。 

一切福德以為具足堅固繫縛：福德有持戒、布施、禪定。以此福德，而能

使船堅固牢靠。下分述之： 

修學佛法剛開始是從福德啟修的。印順法師在解釋「堅固繫縛」時，說是在

碼頭上一定要有堅固繫縛，才能將船綁在岸邊。 

但我覺得現在是在講云何造船的問題。因此「堅固繫縛」是云何將木材，架

成一艘很好的船。有福德的話，才有辦法將木材，架構成堅固牢靠的船。 

而福德者，乃有布施、持戒、禪定三要素，故下面再分別討論布施、持戒、

禪定的福德。 

諸菩提分堅強精進，最上妙善法林中出：以法為前提而修福慧，譬諸木材，

皆從最上法林中出。 

前說要修福德，但修福德得認定一個原則：要以「法」為前提。為若不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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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前提而修的福德，便都是有漏的。有漏的即不可能堅固牢靠。 

就像木材，要從「最上善法林」中出的，才是最堅固牢靠的。 

習無量福，以為牢厚清淨戒板：習無量清淨戒，以為牢厚板。從相信因果，

而修善斷惡，才能保得人天道。否則便會沉船入三惡道。 

木材，除了堅固外，也要夠厚。厚者，才能堅固，不致破洞沉淪。所以修行

首先得以持戒而斷惡修善。 

修行先不奢望終極目標，而從最基本的著手，即先得不墮落三惡道。如果墮

入惡道，便沒有修行的機會，所以這是我們的下限。不墮三惡道者，就要斷惡。

所以從相信因果，而持戒，而斷惡修善。斷惡能不墮惡道，修善才能升天道。 

行施及果以為莊嚴：再加布施，使資糧更豐富，使船更為莊嚴──即富麗

堂皇。 

善的部分，就是「行施及果以為莊嚴」。布施乃包括財施、法施、無畏施等。

加上布施，才使我們的福德資糧更豐盛。使船更莊嚴、更富麗堂皇。 

忍辱、柔軟、憶念為釘：和合眾緣才能成就。故先以忍辱、柔軟，求得和

諧無礙。再以憶念正法，而能有志一同。 

在造船的過程中，免不了有些不順，不順時，首先要能安忍，以待更好的因

緣時節。其次要柔軟，這是指人和人之間的溝通，以柔軟才能使大眾和諧無礙。 

最後是「憶念」，云何憶念？要憶念正法，才能有志一同。否則只是柔軟、

安忍，就很容易變成苟且度日，而無上進之心。 

這船既是法船，當以憶念法、修行法為導向，才能到彼岸。故以憶念法，才

能有志一同。否則，大家意見各不一樣，這船就很難開了。 

不可思議無量禪定，福德業成善寂調心，以為師匠：以不可思議無量禪定

所成善寂調心，防諸怨賊。以定來降伏內外諸魔。 

意思是用「無量禪定」當做師匠。但我覺得，以禪定而言，乃偏於不動無為，

故都把禪定，稱為不動業。而師匠得去劈材、造船，是偏有為的。因為類比不

太相稱。所以我將之改為「以不可思議無量禪定所成善寂調心，防諸怨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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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定是為了降伏內外諸魔，如謂八風吹不動。故不管是內魔、外魔，都能安

忍不動，安心無為。能不動無為，一切魔難就對你無可奈何了。 

故降魔，並不是去對付它，要跟它作戰，而是心不受影響。如世尊在菩提樹

下，怎麼降魔呢？祂坐在那裡，別人怎麼亂，都不動如山。最後魔沒趣，就自

走了之。你跟它對抗時，即已失禪定矣！ 

善方便力，種種合集四大梵行以為端嚴：修慈悲喜捨，讓眾生更能無畏親

近。 

四大梵行，就是慈悲喜捨四無量心。菩薩要修四大梵行，讓眾生更願意親近，

更願意上船。不然你請人上船，人家還不敢上哩！所以修四大梵行，主要是為

攝眾。 

以智慧力導航，防諸歧途。 

前面已把「無量禪定所成善寂調心」，用為「防諸怨賊」。故此「智慧」，如

導航之舵手。 

 尤其下面講到三十七道品時，都是講導航的作用。導航主要是別誤入歧途，

能在正軌上穩定前進。 

畢竟不壞大悲所攝，以四攝法廣度致遠：以大悲心而行四攝法，既能廣泛

接引眾生，又能致彼上岸。 

以四攝法廣度致遠：四攝法大家都知道是布施、愛語、利他、同事。以四攝

法而能廣度眾生。故「廣度」就是指廣度眾生。「致遠」則始終一貫，必達彼岸

才止。「畢竟不壞大悲所攝」菩薩從始至終，都是以大悲心來攝受眾生的。 

所以前面到這邊，大致可歸納為：以信願、福德而建法船，福德再細分為布

施、持戒、禪定三種。以慈悲、四攝，來接引眾生入船。 

四正念處為金樓觀；四正勤行、四如意足以為疾風；五根善察，

離諸曲惡；五力強浮；七覺覺悟，能破魔賊；入八真正道，隨意到岸，

離外道濟；止為調御；觀為利益；不著二邊，有因緣法以為安隱。 

四念處、四正勤等三十七道品，是指有關修行的部分。是指船造好，要開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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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乃要有智慧才能導航，所以偏說導航的部分。 

四正念處為金樓觀：金樓為居高望遠用，而四念處者乃見性而非觀相也。 

古代的船都是靠眼力導航，看前面後面，水怎麼流，哪邊有礁石。以居高才

能望遠，因此在船上，會有個最高台，當做瞭望用。「金樓」就是居高，「觀」

即望遠也。 

四念處大家都知道：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主要是見

無常、無我、苦、空、不淨之性，而非觀相。 

如果是觀相，相本來就很局限，哪能看得遠。而性是普遍、永恆的道理，才

能看得遠。故要以性為指標，才能確認航向。 

五根善察，離諸曲惡；五力強浮：上以四正勤行、四如意足為疾風；下以

五根、五力為順水。即所謂順水推舟，事半功倍也。 

船要走得快有兩個條件，一是順風，一是順水。以四正勤、四如意足，而為

順風。順風掌舵，當然可以走得更快。 

四正勤即善的要努力去修，惡的要立刻去斷等。四如意足，再加上修定的工

夫，當然就更快了。 

「五根善察，離諸曲惡，五力強浮」：前面把四正勤、四如意足比喻為順風；

此把五根、五力比喻為順水。 

水的問題其實比較複雜，因為不是單純地一條河而已，河裡有急流、迴流、

漩渦，甚至礁石。所以要怎麼控制水道，乃比順風更重要。 

「曲」是迴流。船駛入迴流時很慘！在那邊一直打轉，根本沒辦法前進，花

了很大力氣，它還是在那裡打轉，所以最好遠遠就避開迴流。「惡」更慘的是碰

到漩渦，這船就容易被打翻了。如果觸礁，那也很慘，可能船艙就破洞漏水。

所以最好遠遠就避開這些險惡處，而稱為「離諸曲惡」。有善根者，當早先避開

那些修行的陷阱。 

「五力強浮」：水愈深者，浮力當然就愈大。所以行船，得找既水深又順流

的水道，才能順水行舟，輕捷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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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覺覺悟，能破魔賊：以七菩提分，能破內外之魔。 

七菩提分大致都和禪定有關，所以能破內外之魔。如前說，是以禪定，而能

防諸怨賊，怨賊也就是魔害的意思。內魔如無記、昏沉，或散亂、妄動；外魔

如病患、非人干擾。 

如能好好修禪定，就可避免無記、昏沉，或散亂、妄動等。外魔如病患，修

定時脈如調得好，就比較不會生病。甚至本來有的病，也可慢慢轉好。 

至於非人干擾呢？過去世欠眾生的，所以要修行時，他們就來搗亂，不讓你

修行。事實上，冤家債主力量不會太大的，所以只要安忍些，就捱過去了。那

天魔呢？天魔還看不上你這小子啦！ 

很多障礙，只要能堅忍一段時間，大概都可慢慢捱過去。除非自己信心不足，

或者知見不明，所以先亂了。能夠安忍不動，即能降魔也。 

所以很多人問我有關禪坐的問題，我都說「繼續坐」。當然先稍微解釋一下

再繼續坐，心才更無罣礙。若不清楚而要繼續坐，卻是有疑慮的。但講了，結

論還是繼續坐。坐到「山窮水盡疑無路」，豁見「柳暗花明又一村」。 

入八真正道，隨意到岸，離外道濟：八正道者，從始到終的八個程序。以

此而能精準到岸；而不會誤入外道的碼頭。 

印順法師在解釋八正道時，說是八個不同的航道。我覺得如果是八個不同的

航道，則第一個和第八個是不相干的！可是八正道其實是有次第的，從正見而

能有正思惟，正精進後才有正念和正定，所以當是八個次第。如是各別的道，

你就直接走最後的「正定」，不就很快成道了嗎？但沒有正見，怎可能有正定呢？ 

「入八真正道，隨意到岸」：以八正道後，才能次第到岸。故隨意不是你想

到哪就到哪，而是要遵照因果的法則，才能精準到岸。「離外道濟」，濟就是碼

頭的意思。如果航向非常正確，當就不會靠到外道的碼頭去。 

止為調御；觀為利益：譬如開車，乃要有一、引擎而為動力之來源，二、

方向盤及剎車系統。 

大致而言，所有的修行法門，可歸納為：止為調御，觀為利益。譬如開車，

乃要有：一、引擎而為動力來源。二、方向盤及剎車系統。 



 
 

166

所以「調御」是指方向盤及剎車系統。「利益」是指向目標挺進。而向目標

挺進主要是靠動力，沒有動力就一切免談。 

比如必修無我觀，才能證得解脫。所以「觀」，才得法益。而觀其實是以正

見為導，才可觀也。以修觀做動力，再配合精準的控制系統，才可將此車平順

地駛向目的地。 

「不著二邊」：止是一邊，觀是一邊，不著二邊，才入中道。福是一邊，慧

是一邊，反正都不著二邊，才能契入中道。「有因緣法以為安隱」，要到彼岸乃

要和合眾緣，才能安穩、順遂地到達彼岸。 

所以總結，有三大主題：第一是信願、福德，第二是慈悲，第三是智慧。和

印順法師所說「學佛三要」，乃信願、慈悲還有智慧相當。所有三十七道品，都

是智慧法門。布施、持戒、禪定，是從信願而修的福德。再以慈悲為前提，而

修四攝法，方便接引眾生。這三個加起來，才是成就法船的總因緣。 

大乘廣博無盡辯才，廣布名聞，能濟十方一切眾生，而自唱言：

來上法船，從安隱道，至於涅槃，度身見岸，至佛道岸，離一切見。

如是普明！菩薩摩訶薩應當修習如是法船，以是法船，無量百千萬億

阿僧祇劫，在生死中度脫漂沒長流眾生。』 

建造法船時，不只船要大，且要有足夠的媚力，才能讓大眾有信心、有意願

上這條船。所以既要有廣博無盡的辯才，也要慈悲、仁厚，善解人意。以致廣

布名聞，在大眾中得到非常的信任。 

讓大家願意追隨導師，而一起上法船。「從安隱道，至於涅槃，度身見岸，

至佛道岸」安穩道，即是八正道。從正見啟修的法門，才能真安穩、到彼岸。 

離一切見：初離我見、常見、邪見、邊見等；後離思議、分別、取捨，而

證得能所雙泯也。 

眾生從無明而有很多見，如我見、常見、斷見、邊見。要離這些見，才能正

確修行。修到最後即能離一切思議、分別、取捨，而證得能所雙泯。能所雙泯

當就無一切見，不只惡見沒有，善見也無。 

這船當是「航空母艦」級的大船，而非「一葦過江」的小舟。於是建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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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恐還不能開航；這與前之「必大精進，恐中壞故」似有觝觸。也

與不住相學，似相違遠！ 

如是普明！菩薩摩訶薩應當修習如是法船，以是法船，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

劫，在生死中度脫漂沒長流眾生：各位還記得，我第一本出版的佛書取什麼名

呢？《一葦過江》，而不是「航空母艦」。若「航空母艦」，光建造這條船，就不

知道要建到什麼時候！ 

但現代的山頭，卻都傾向「航空母艦」的修行方式。招引很多信徒之後，廟

就得蓋更大，廟蓋大之後，再去招引更多的信徒來。永遠都在招攬信徒，而少

開示明確的修行法門。所以只是造船，而不曾開航。一為永遠都在忙著造艦。

二為如果開航，就會被人罵是自了漢。 

所以只是建船而不開航，這就變成大乘非常奇怪的行為模式──自未得度，

就要先招攬很多眾生。招來的眾生也都不修行，因又忙著去招攬其它眾生。所

以到最後，竟誰得度了呢？沒有一個得度！這麼簡單的算數也不會算嗎？ 

所以我一直強調，要度的是相應的眾生，而非廣度眾生。尤其在這末法時代，

有善根的人不會太多。所以要把有緣的、有善根的先照顧好，以作為佛教的中

流砥柱。否則貪多嚼不爛，到最後都只在原地打轉。 

這種造航空母艦的思考方式，和前面的「不住相學」，卻是相違背的。也和

第二項「坏船」的比喻相違背。坏船，很快就會解體。故不只要趕快開航，且

得快奔到彼岸。而不能在這邊吆五喝六地請這個、那個上船，結果船還沒開，

就已經解體了。 

這是否真有矛盾？到下面，會再作說明。 

丁四 速疾道學  

又告普明：『復有法行，能令菩薩疾得成佛。謂諸所行真實不虛，

厚習善法。深心清淨，不捨精進。樂欲近明，修習一切諸善根故。常

正憶念，樂善法故。多聞無厭，具足慧故。破壞憍慢，增益智故。除

滅戲論，具福德故。樂住獨處， 身心離故。不處憒鬧，離惡人故。深

求於法，依第一義故。求於智慧，通達實相故。求於真諦，得不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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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求於空法，所行正故。求於遠離，得寂滅故。如是普明！是為菩

薩疾成佛道。』  

第四點和前面所講的又不一樣。前面是講要如何建造法船，以廣度眾生。而

這裡又說：令菩薩早點成佛。下面就講到與此相應的法門。 

諸所行真實不虛，厚習善法：與法相應，才能所行皆真實不虛。 

希望自己所修行的，都能真實不虛。然大前提是要能與法相應，而與法相應

最重要的是能見「性」。因為相是虛無飄渺的，所以見性，才能所行皆真實不虛。 

因而禪宗，都認為見性、開悟，才真開始修行；未見性開悟前，乃還是在盲

修瞎練的狀態。在原始佛教也一樣，要證初果，才能保證不退轉。 

深心清淨，不捨精進：與無我相應，三輪體空，才真清淨。心雖清淨，而

不捨精進，才應中道不二也。 

云何能「清淨」呢？與法相應才能清淨，更重要的是與「無我」相應，才能

真清淨。很多人雖布施、持戒，卻是從「有我」的前提而去行持的，雖努力卻

非清淨。 

但證得清淨後，還要不捨精進。非證得無我，就一切沒事，而落於消極無為。

其實無我，還是可繼續努力，以達於更大的圓滿。所以心雖清淨，而不捨精進，

才能與中道不二相應。 

樂欲近明，修習一切諸善根故：修行當是為能從無明，慢慢趨向明。所以要

修學一切和智慧相應的法門。 

常正憶念，樂善法故：初以憶念無常、無我為正。後以不憶不念而自相應

為正。 

也是要經常「憶念正法」，正法是與無常、無我相應的法。初以憶念為正，

後以不憶不念而自相應為正。剛開始都是要作意起修的，以作意才能把我們的

慣性拉回來。待已安住在軌道上，即無憶念與否的問題。 

破壞憍慢，增益智故：初以謙虛向學而增益知見，後以降伏我慢而證得解

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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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學，都是從「聞、思、修」入門。「聞、思」要從善知識的教授裡，

去聽聞佛法，且要經常地思惟、憶念；甚至得不恥下問。以謙卑、柔和地向學，

而建立自己的知見。 

修者，最重要的就是得降伏我慢。能降伏慢心，才能證得阿羅漢果，而成就

真正的智慧，所以稱為「破壞憍慢，增益智故」。 

除滅戲論，具福德故：能滅戲論，才相應智慧。以智慧待人處事，即具福

德。 

除滅戲論，是智慧法門，為有智慧者，才能離卻一切戲論。既具足智慧，當

然就能與福德相應：依智慧去待人處世，雖無心求福，福德自然慢慢具足。因

為沒有界限，沒有罣礙，做任何事，都能精準有效，當然自能慢慢具足福德。 

樂住獨處，身心離故：身心既離，即非獨非不獨。 

「身心離故」，既身和心都不執著，其實也就沒有獨處與不獨處的差別。所

以雖在眾人之中，猶是獨處，不是得離開眾人才稱為獨處。即《金剛經》所謂：

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不處憒鬧，離惡人故：離開種種憒鬧的場所，也離開很多惡人。 

或問：「若不處憒鬧，云何度眾生？」答云：「為何喧囂憒鬧？只因心中有結。」 

故憒鬧，不是外在環境的憒鬧，而是心中的憒鬧；心有千千結而放不下者，

才有很多憒鬧。若心無結，一切境緣的變化，皆與我無關。以此惡人亦自遠離，

何以故？同類相聚，道不同不相為謀也。如古詩云：結盧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所以問題不是環境憒鬧，而是心中有太多放不下的

情結。 

惡人為何會來找你呢？因為和他相應，才會來找你。以前認識一位信眾，常

跟我講：我到什麼地方去，都會有人請我去喝酒。我說：是誰告訴他們，你已

到這裡來的？所以是自己不甘寂寞，還怪別人！ 

故為自己有很多不好的習慣，所以壞人、惡人，才會親近你。如果你變純淨

了，他們就自然遠離。或者這些壞人，也慢慢轉善，而不會再困擾你了。所以

不處憒鬧，還是可以度眾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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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求於法，依第一義故：如果真要求法，得從世俗諦裡去入第一義諦。即從

一切相中見性，才與第一義諦相應。 

求於智慧，通達實相故：諸法因隨緣示現，本如夢如幻；故以不著相，才是

實相。 

其次，一切相要從種種的因緣和合，才能存在、變化；所以能深入這些相法

的因緣，即稱為通達實相。所以真正的菩薩，不只能遠離對相的執著，且能深

入相法的變化因緣，這樣才能在必要時，做出非常明確精準的抉擇。 

求於真諦，得不壞法故：不壞法者，乃指法性也。 

求於遠離，得寂滅故：心不作意為遠離。證無功用行，為寂滅。 

如是普明！是為菩薩疾成佛道：以上雖講得很多，其實都是漸修法門，云何

能令菩薩疾得成佛呢？ 

還有菩薩是希望疾得成佛，再廣度眾生？還是先廣度眾生，再成佛呢？ 

以上四項，看起來是前後矛盾的。一方面說要精進，恐中壞故，二方面要造

大法船，以廣度眾生，三方面又說要疾成佛道。 

以上四項，我的看法是：1. 以大精進乃可得渡。所以者何？恐中壞故。2. 云

何精進？乃見性而不著相，隨是行者，有大利益。3. 依此能令菩薩疾

得證道。4. 建造法船，度脫眾生。 

我把這四項整理為：初發心時，一定要精進，以大精進乃可得渡。所以者何？

恐中壞故。這是對剛開始學佛的人而言。 

其次，云何精進？乃見性而不著相，隨是行者，有大利益。真正的修行，不

是外求，外求就跟外道、人天法沒什麼差別。而是內銷，從見性不著相去內銷。

掌握這個大原則去修行，才能事半功倍。 

依此能令菩薩疾得證道：我講的是「疾得證道」，而非「疾得成佛」。因為修

行乃為與法相應。當修到身心皆能與法相應時，就稱為「證道」。至於證道後，

是否稱為成佛，便不重要。 

菩薩疾得證道後，才能建造法船，度脫眾生。否則，自己都不清楚不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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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能度眾生呢？ 

   乙二 時眾奉行  

說是經時，普明菩薩、大迦葉等，諸天、阿修羅及世間人，皆大

歡喜，頂戴奉行。 

其實最後這句話，倒比較像流通分，可是非常短。既沒說到諸天聲明要護持，

也沒有明確為此經立名。只有在普明菩薩問時，提到《寶積經》這名字也。 

總之，我覺得《寶積經》只是類編。故「積」就是把很多說法編在一起的意

思。但在編的過程中不夠嚴謹，所以既上下脫序，又前後矛盾者非常多。 

所以我在講經的過程中，花了不少力氣，把它再重新整合。希望大家在思惟

理解上，能夠更順遂。這部經就且講到這為止。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