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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为诸菩萨所被深机，说一切法有为，
无为诸法体事。

 甚深微妙法性真如，非凡夫所测名曰甚深，
二乘莫知复称微妙。

 般若理趣即深妙法。理是谓法性道理义理
般若之文所诠。趣谓观照般若意义及目的。



 甚深微妙清净法门，即是对妄显真实相真
如境体。

 世尊初叙所说法门之名，次叙所说理趣之
义，后叙所说法门之德。



 自性洁白，离诸垢染。趣入之道。欲证二
空(人空、法空)要闻此教理，依之修学方可
会真，知何名强名门。此门是何？此门即
是菩萨句义。

 若依此教义而行、证此理者，名为菩萨。
后道满时，名之为佛。

 菩萨，略有三位：一初发心、二修正行、
三证法性。三位皆须依此修学，方可得证，
故名为清净法门。



 欲求菩提，于有情之类起大悲智而起修学，
及求菩提发勇猛者，名为菩萨。



 谓极妙乐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由得于此顺清
净，无分别故悟极妙乐，即无漏智。

 诸见永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五见、六十二
见等地前地上伏断无余离诸相，故言永寂。

 微妙适悦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以法界为苑，
于中游翫故，于此喜悦名法苑乐。证会名得。
如王宫外上妙园苑，游戏其中受胜喜乐。法界
亦尔，求证正证皆生乐故。



 佛学课程第四组   第四组合

 第一组：离幻、悟助、明醒

 第二组：空断、离浊、空智

 第三组：明五、明戒、明学

 第四组：空性、明证 



 非常爱慕之意。比喻凡夫希求爱乐之迷情，如
渴者之求水。

 渴爱者，谓贪欲由渴爱生，故名渴爱。

 有情亦尔，由烦恼，有渴，见不净物谓以为净，
广起贪求，故名渴爱

 「诸有为身，从诸烦恼渴爱所生，亦复如是。」



 上引添品妙法莲华经「渴爱」有渴、欲望、
贪欲、性爱等义，或译为爱，乃十二缘起
之一。

 〔华手经卷七毁坏品、卷八逆顺品、维摩
诘所说经卷上方便品、注维摩诘经卷二〕
（参阅「爱」5457） p5064



 佛陀说：「贪欲难以克服」，贪欲之根能
快速地深植人心，它如毛发般微细的执着，
与猛烈的情欲一样难以除去。

 贪欲即是一种渴爱是导致苦的基本因素。



 有些人认为满足贪欲时在没有违
背根本戒，也不会伤害到他人时，
如:

 享受美食，或在第三戒许可的范
围内满足性欲等此贪欲比较「不
该受到责备」。

 然而，不论是否为戒条所容许，
贪欲所展现出的一切形式仍然是
不善的，因为它们把人们锁在业
力的束缚上，而且必然导致痛苦。

 因此，对期盼纯净与究竟解脱的
人来说，一切的贪欲，无论粗细，
都是障碍。



 所有的贪欲都在追求永恒，
但却无法得到。这是因为
就算贪欲本身可以持续不
断、不稍冷却，其对象却
必然是短暂的。

 当所贪爱的对象消失-这是
必然会有的情况；或无法
得到时-这也是常有的情况，
贪爱者便会感到苦。

 而且当他对所挚爱的人的
欲望消褪或变化时，被爱
者也会感到苦。



 完全断除渴爱，使其湍急之流枯竭，

 如是比丘舍断今生和来世，如蛇蜕去旧皮。



 渴爱是欲望的洪流，流过六道，从最低等
的微生物，到没有粗糙物质的微妙世界。

 渴爱有三种：欲爱、有爱、无有爱。



 「欲爱」是一个强大的漩涡，将每件事物
卷入其中。

 「欲爱」是一切无穷无尽的渴爱，如同妄
想得到满足、实现的无底深渊，尽管它不
断地吸入欲求的对象，却无法得到安适与
平静。

 「欲爱」是狂热且贪得无餍地追逐感官享
受、财产或权力；渴望被爱、羡慕或敬畏。



 人们藉由满足贪欲，就
可以把取诸于外在世界
的事物或他人，变成自
我或我所有的一部分，
成为「我」和「我所」。

 从外在世界不断地掠取，
却永远无法完全地吸收，
仍残留了无法分解的外
来物质，渐渐堆积，缓
慢而深入地改变身心的
结构。



 无有爱是全然绝望的结果，与沈醉于世间的情
况正好相反。

 因为生活的变化而筋疲力竭，便渴望长眠不醒，
以抗议这个世界无法满足希求，而寻求自我毁
灭，就如同丧失理性的报复者想要玉石俱焚。

 在某些情况中，暴力与具破坏力的狂热信念正
是源自于此。

 这种渴爱以其合理化的形式，表现为断见



 有爱是推动生命轮回
的力量，是无休止的
生命之河，它始终朝
向心中所希望的目标，
却从未达到。

 以各种的盼望、想象
来渴望生命的永恒，
这种有爱出现佛典称
为「常见」



 轮回其中的人，一再被自己的幻相所骗，
以为眼前是珍贵的目标，是辛劳工作所预
期的结果。

 在旋转的轮回中，没有最终的目标或目的
地，世间与世间的苦，无法靠踩动轮回踏
板来止息，只有藉由止息无明与渴爱的驱
动力才能达成。



 佛言：「爱欲莫甚于色，色之为欲，其大
无外。赖有一矣，若使二同，普天之人，
无能为道者矣。」



 「色欲障道」，又名「戀色
障道」。

 「戀」就是貪戀。
 「戀」字中間是「言」字，

兩旁是「糸」字，其下是
「心」字，意指兩人有言有
說，這種言說是出於染著的
心，是不清淨的，就像繩子
一樣，把兩個人捆起來。

 「恋色」，不管是男女的色
爱或是同性恋爱，有了这种
色爱、欲爱，都是障道、都
会障蔽我们的心源。



 「欲」，就是五欲七情。譬如，

 眼见色──看到好的东西产生贪爱；

 耳听声──听到很好听的声音，也产生贪爱；
乃至鼻、舌、身，都是一样。

 有了好的音声、好的境界，就会产生贪爱。
各种贪爱当中，最大的过患莫过于「色」。

 此处所说的「色」，不是普通的色尘、不
是普通的物质，而是指男女之情色。



 「色之为欲，其大无外」男女之欲爱只要心一
动，欲火马上就燃起来了，整个身体就不得自
在。

 如果不知道返照、觉悟、惭愧，不知道息灭欲
火，这个欲爱心继续增长，到最后这念心就迷
失掉了。

 一般人说：「色胆包天」，这念心失去了理智，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欲爱的力量很大，能够支配我们的行为、意志，
将来产生的业力，更使我们堕落畜生道、饿鬼
道，乃至地狱道，始终是轮回不已。



 男女欲爱、色爱的过患
一样大，为此使我们的
身心得不到自由、清凉，
无法脱离三界。

 但我们希望成道。有什
么希望成道呢？

 可以用不净观的方法，
来对治色爱、欲爱，不
净观修成就了，心就得
到清凉、得到解脱。



 在佛法当中，除了修禅定以外，还要修智慧，
也就是修观行，例如思惟不净观，九想观、九
孔流不净……假使我们不知道用这些方法来对
治爱欲，勉勉强强把它抑制下来，这只是一种
克制，等到能克制的这念心散乱掉了，这种欲
爱、色爱又会产生。

 因为这种欲爱、色爱不是现在才有，而是过去
生生世世带来的，所以平时就要有这种不净观
觉照，修这种观行。



 「想」，就是思惟。
 例如，看到某个人面貌姣好、皮肤

雪白，心中产生了爱着。已觉察到
自己产生贪爱，想要对治。

 假想这个人在自己的面前，今天看
起来很好，有一天突然死了，或者
是意外死的、水淹死的，或是生病
死的……这是「死想」。

 或是假想这个人死后，肚子慢慢地
膨胀、烂掉，烂到整个面孔都是青
的、瘀的、肿的，这是「青瘀想」。
利用这些观想，就能对治心中的贪
爱。



 依照这个方法思惟，慢慢地观
想，这个人的头发也掉了、皮
肤也腐烂了，慢慢坏、慢慢烂。

 身上化脓，脓当中有污血，又
臭又脏。

 血里面还有虫在吃她的肉，乃
至于蚊子、苍蝇、蛆都来吃，
渐渐吃尽，最后虫也死了、蚊
子也死了，只剩下一堆白骨。

 这一堆白骨，再经过一段时间，
或是埋到土里、或是经过风化，
白骨就变成了灰。

 如此思惟，就称为「九想观」



 无论是观想他人、或是观想自己，一遍、二遍、
三遍、十遍……始终是这样不断地思惟，这就
是专注。

 专注的时候，贪心、爱心没有了，过去所执着
的种种颜色，种种姣好、细滑……都没有了，
最后一切归空。

 如此一来，欲爱、色爱转化，心清净了，就得
到解脱。



 .优填那王的赞叹──性欲的降服方法本则故
事取材自《相应部第三五相应第一二七
经》、《杂阿含第一一六五经》。



 一天，婆磋国优填那王来尊者宾陀罗的住
处拜访，看到瞿师罗园中，有许多刚出家
的年轻比丘，跟随着尊者修学，就好奇的
问：

 婆罗陀阇！为什么这些充满青春活力、欲
望正强的年少比丘，能够来此而安于离欲
的出家生活，而且准备一辈子都过这样的
生活呢？」



 佛陀這樣教導；将所看到的女人想成是自
己的母亲、姊妹、女儿，来防止欲念，这
是对男众来说的。

 同理，对女众来说，就是将男人想成是自
己的父亲、兄弟、儿子。这是一种以同理
心来升华，以调伏欲念的。



 如果升华不成，就要进入更猛利的不净观，如果不
净观也失效，就得从外在戒律的强制，以及内心觉
察的正念双管齐下。

 应当守护六根等感官，约束自己的心念：当看见东
西时，不要执取所见的影像，不让它印在心中长久
不去，更不要挑好看的看，因为，如果对看东西这
件事不予以约束调伏，那么，就会遭到贪爱、忧愁、
苦恼等恶法的侵袭其他的耳听、鼻闻、舌尝、身触，
意识等感官作用也一样。

 这种方法，也称为「六触入处律仪」。



 《杂阿含第四九三经》说，比丘在独修时，
常要以想象完美异性之「净相」，看看自
己还会不会生起性欲，来作自我考验。如
果通不过这样的自我测验，那就不能，也
不敢自称自己已经离了五欲。

 原来，离欲就像逆水行舟，稍一倦怠与疏
忽，便要倒退了，非得时时警惕不可。 



 《杂阿含第五六四经》、《增支部第四集
第一五九经》。另，《增壹阿含第四三品
第五经》。

 以欲爱断欲爱方便法



 尊者阿难住在拘睒弥城东南的瞿师罗园，有一位爱
慕尊者阿难的比丘尼，对尊者阿难有裸露身体的性
暗示，尊者阿难立即转身避开，以示拒绝。

  尊者阿难实时的断然拒绝，使得比丘尼感到惭愧而
向他忏悔。尊者阿难因而对她说：

  「姊妹！我们的身体依赖着食物、爱欲、我慢的支
持，但要断除食物的依赖，还得靠食物，断除爱欲
的依赖，还得靠爱欲，断除我慢的依赖，还得靠我
慢。

 姊妹！我们的身体从男女的性行为而来，但世尊教
导我们，必须断绝任何会导致男女性行为的桥梁。



 姊妹！怎样是依着食物来断除对食物的依
赖？当在进食的时候，要这样思惟：

 进食不是为了享乐，不是为了解瘾，也不
是为了身材的丰满迷人、窈窕美丽，而是
单纯地为了维持身体，为了活命，为了治
疗饥渴之病，为了能达清净圣洁人生的修
行之缘故，



 就像运货的人，以油酯润滑车子，只是为
了运货；皮肤病的患者涂药，只是为了治
病，而不是为了享乐、解瘾、好看与吸引
人，所以，在先前的饥饿感消失后，不要
再贪佞地制造出想吃的感觉，而导致吃得
过饱，应当要自我警觉地保持着不盲目、
健康地生活，待日后清净圣洁的修行成就，
不必再生死流转时，就断除了对食物的依
赖了，这就是依食断食。



 姊妹！是依着爱欲来断
除爱欲？

 当听到某位尊者，或某
位尊者的弟子断除了所
有的烦恼，成就解脱后，
心生向往，爱乐于趣向
解脱的修学，因而日后
修学成就，断除所有的
烦恼而解脱，这就是依
爱断爱。



 姊妹！怎样是依着我慢来断除我慢？当听
到某位尊者，或某位尊者的弟子断除了所
有的烦恼，成就解脱后，心想：那位尊者
可以成就解脱，为什么我不能！因而激发
趣向解脱的修学，日后终于修学成就，断
除所有的烦恼而解脱，这就是依慢断慢。」



 听了尊者阿难的这番教说，这位比丘尼远
尘离垢，得法眼净，起身顶礼尊者阿难之
足，对尊者阿难忏悔说：

  「大德！现在，我对自己刚才的愚痴、不
入流的举动，真诚地表白忏悔，请求尊者
阿难的原谅。」

  尊者阿难见证了她的忏悔，并勉励她应当
防护自己的行为，遵守佛陀所订定的戒律。





 人们常以为身体是我，身体的延续则是生
命，为了维生，人们也努力赚取钱财。

 本经指出身体、生命、钱财三者都是无常
的，都不牢靠。

 如何用不牢靠的东西，求得牢靠的东西呢？



 可以不牢靠的身体来礼拜，
 以不牢靠的生命来持戒，
 以不牢靠的钱财来布施。

 这三者也就是「在家五法」（信戒施闻慧）的
前三法，是信佛、学佛的开始，迈向解脱的途
径；解脱涅盘是不生不灭的，自然极为牢靠。

 与《大宝积经》卷第九十五所说偈子相呼应：
「若人知净信，归依佛法僧，于身及命财，常
念不坚固。知不坚固已，于彼不迷惑，能于身
命财，永得常坚固。」



 添品妙法莲华经卷三（大九‧ 一五四上）：
「彼丈夫受其义已，即行出家，住空闲处，
专守一心，断世渴爱，得五神通。







 这念心转不过来，就不能自度。所以，时
时刻刻要把这念心安住下来。时时刻刻自
我检讨，如果有欲爱、色爱，就要把这念
心转过来。

 有了欲爱的烦恼，要检讨反省，如同生病
要吃药，病才能好；想吃药，先要知道药
方，九想观、不净观就是药方；修九想观、
不净观，就是吃药。



 修行要时时刻刻照顾这一念心。

 一般而言，男女欲爱、色爱的烦恼是最厉
害的。

 自己要检讨，心中起了什么烦恼？是贪的
烦恼？是瞋的烦恼？是贪色、贪名、贪利、
贪吃，或者是贪睡？



 明白了以后，「断欲
去爱」就是修行的根
本。假使不从这个地
方用功，今生修行只
是修一些善法、修一
些福报，只是发了一
些大愿，而没有实践，
将来还是要流转生死。





 虚空藏菩萨是宝
生佛的化身。乃
胎藏界虚空藏院
本尊，大日经疏
曰：虚空不可破
坏，一切物不能
胜他。

 藏则有大宝自在
取之，不受贫困。



 虚空藏菩萨，又云虚空孕。
菩萨名。空慧之库藏，犹如
虚空，故名虚空藏，包藏一
切之功德如虚空，故名虚空
藏。

 胎藏界曼荼罗虚空藏院之中
尊也。虚空藏菩萨专主智慧、
功德和财富。

 因尊上智慧、功德、财富如
虚空一样广阔无边，并能满
足世间一切如法持戒者的善
求善愿，使无量无边众生获
得无穷利益。



 密教胎藏界曼荼罗十二大
院之第十院。位于持明院
下方。以虚空藏菩萨为主
尊，故称虚空藏院。

 此院表悲智合一，包藏万
德，能从众生授一切宝，
兼具智德，而以福德为本。

 此院以虚空藏菩萨为主尊，
故名虚空藏院。对文殊院
之智德而言，此院乃表福
德者；大日如来包藏世出
世间之福德，应众生之愿
望，表自在施与之力用。





 虚空藏菩萨之右手持剑
表智德；左手持莲花表
福德。院内有二十八尊，
中央为虚空藏菩萨，其
左右诸尊复分上下两段
罗列。

 虚空藏院在持明院之西，
以虚空藏菩萨为主，这
是得了地藏耐苦功德的
结果，譬如虚空无有障
碍，又如虚空包含万德，
满一切众生愿。



 虚空藏院院内有二十八尊，
中央为虚空藏菩萨，其左
右诸尊复分上下两段罗列。

 上段为十波罗蜜菩萨，右
方即檀、戒、忍、进、禅
五菩萨之福门。

 左方为般若、方便、愿、
力、智五菩萨之智门。





 而右端千手观音以莲华
部之观音院为因行所生
之果德，左端金刚藏王
菩萨虚空藏院之忿怒尊。
有一百八臂，持各种之
器杖。以金刚部之金刚
手院为因行所生之果德。

 虚空藏院在持明院之西，
以虚空藏菩萨为主，这
是得了地藏耐苦功德的
结果，譬如虚空无有障
碍，又如虚空包含万德，
满一切众生愿。



 左端金刚藏王菩萨以金刚部之金刚手院为因行所生
之果德。另有以千手、金刚藏二尊及其眷属别开二
院之说，以虚空藏为佛部，与两端二尊共于此院表
胎藏界三部之德。



 下段左方则有无垢逝、苏婆呼、金刚针、苏
悉地羯罗、曼荼罗，下段右方为共发意转轮、
生念处、忿怒钩、不空钩等菩萨。



 赞仰佛陀的深广功德，歌颂法宝的无尽秘
藏，那就是佛法的「三德」。



 1.智德：佛陀是大智慧者，所说法宝可以破除
一切无知。

 在时间方面，佛陀可以知道过现未来；

 在空间方面，佛陀可以照见此界他方；

 在众生方面，佛陀可以看清形形色色。

 佛陀是真理的体现者，亲证般若，如大光明聚。
在佛陀之前，没有黑暗、没有愚昧、没有无知，
佛陀是大觉的智者。



 2.恩德：佛陀是大慈悲者，所说法宝是为救济
一切众生。

 在五趣来说，天堂地狱的众生，无一不是佛陀
救度的对象；

 在人间来说，胎卵湿化的有情，无一不是佛陀
慈济的子弟；

 在三界来说，无色无想的行者，无一不是佛陀
化导的目标。

 佛陀是三界的大导师，广施慈悲，如苦海救星。
在佛陀之前，无论是谁，都能得救，都能离苦，
都能得乐，佛陀是慈悲的恩人。



 3.断德：佛陀是大解脱者，所说法宝可以断
除一切烦恼。

 对修持上来讲，佛陀已完成各种行门，所
作已办；

 对断障上来讲，佛陀已无余习，已无烦恼；

 对证果上来讲，佛陀已亲证法身，功圆果
满。佛陀是宇宙间的解脱人，证知实相理
体，如虚空广大无边。在佛陀之前，无论
是谁，都能断障，都能离恼，都能脱苦，
佛陀是无畏的勇者。



 法身德、般若德、解脱
德，是名三德 。

  法身德 ：佛常住不生不
灭的法性身无不周遍。

 般若德：佛的智慧无量
无边，了知人生宇宙的
实相，无所障碍。

 解脱德：佛所证得的最
胜妙法，能够化度一切
众生而自在无碍。



 佛三德：
 一不可转法：:降伏外道殊胜

功德，谓佛正法一切外道不
能退转，降伏彼已显自正道，
以由成就遍金刚智，说甚深
法降伏外道。

 二住于佛住：
 佛所化生殊胜功德，谓住大

悲昼夜六时观世间故。

 三于一切行成就大觉：
 于一切乘所化有情能随所应

示现自身殊胜功德，谓遍了
知一切有情性行差别，如其
所应现自身，故大观自在。





 闻如是：

 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二法与凡夫人，得大功
德，成大果报，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云何为二法？
供养父母，是谓二人获大功德，成大果报。若复供
养一生补处菩萨，获大功德，得大果报。是谓，比
丘！施此二人获大功德，受大果报，得甘露味，至
无为处。是故，诸比丘！常念孝顺供养父母。如是，
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三自归之德。
云何为三？所谓归佛第一之德，归法第二
之德，归僧第三之德。」

 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二    三宝品第二十一



 诸有众生承事佛者，是谓承事第一之德。
以获第一之德，便受天上、人中之福，此
名第一之德。



 涅盘法，于诸法中，最尊、最上，无能及
者。诸有众生承事法者，是谓承事第一之
德，以获第一之德，便受天上、人中之福，
此名第一之德。



 所谓圣众者，大众大聚者，有形之类众生
之中，如来众僧于此众中，最尊、最上，
无能及者。是谓承事第一之德，以获第一
之德，便受天上、人中之福，此名第一之
德。



 祝願一切眾生飲法味水，精勤修習，具菩
薩道；斷世渴愛，常求佛智；離欲境界，

得法喜樂。



 愿我及法界一切因缘众生于无量劫中，能生生世世
信乐，学习，行持，为人解说普贤菩萨十大愿王。
永不舍十大愿王。

 愿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周遍
尽虚空界等微尘诸毫毛端无量佛国土，极微尘数诸
佛世尊，依其威德自在之力于一念中令我此愿遍布
不可思议劫于诸佛国土，永不舍此愿直至成佛。

 虚空不尽，此愿不尽。众生不尽，此愿不尽。诸佛
不尽，此愿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