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執行長會宗法師、副執行長淨旭法師、各位法師、各位男女居士：大家午安。阿彌陀佛！  

  

    今天是僧伽醫護基金會歲末感恩法會的拜懺。拜懺的意思就是懺悔，懺就是懺除我們過

去所有的業障，悔就是悔改，未來更不再造諸多的業障。懺悔其實是我們至誠懇切地禮

佛、念佛、稱念佛的名號；古來大德曾說「念佛一聲福增無量，禮佛一拜罪滅河沙」。那

怎麼樣才能「禮佛一拜罪滅河沙」呢？因為在造惡業的時候，是利用我們的身、口、意三

業；做諸多善事，也還是運用我們的身、口、意三業而造諸善業。在七佛的偈子中，有一

個四句偈說：「起諸善法本是幻，造作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

性。」  

    從這偈中，可以知道：善業是從我們的身、口、意三業中生起、造作。惡業也是從我們

的身、口、意三業中，生起。由於意業起了貪、瞋、癡三毒，三毒趨役使我們的身業，就

會造作殺、盜、婬等種種惡業，三毒趨役使我們的口業，就會造作妄言、綺語、兩舌、惡

口等種種惡業。反之，造作善業也是經由我們的身、口、意三業，譬如今天參加法會就是

修習善業，身業的修習就是恭敬禮拜諸佛菩薩、口業的修習就是稱念諸佛菩薩的聖號、意

業的修習就是觀想諸佛菩薩的功德，這樣就造作了諸多善業。  

    過去造諸惡業本是幻，現在造諸善業也是幻。幻是幻化，是假有、不是真實有的。我們

過去造諸惡業已經過去了，我們現在造的諸善業，在今天的法會圓滿之後也要過去。什麼

理由呢？從無到有是「生」，從有到無是「滅」。我們今天的法會以前沒有，從今天早上

開始，它就「生」起來了，到了今天晚上全部圓滿之後也沒有了。但善與惡的行為所留的

習種會在八識田中。如今天至誠禮拜諸佛菩薩留下的善法之因會在八識田中。而殺盜婬也

會在八識田中留下習氣種子，將來待緣成熟會受果報。所以惡業是我們必須要懺除的，這

就是所謂「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今對佛前求懺悔」。因

為這四句懺悔偈的意思，大家很容易明白，我就不談它了。  

    再談我們拜佛的時候，會有一種觀想，這種觀想法就如禮佛觀想偈，共有六句偈——

「能禮所禮性空寂，感應道交難思議，我此道場如帝珠，藥師如來影現中，我身影現如來

前，頭面接足皈命禮。」什麼是能禮呢？能禮就是我們能禮佛的人，所禮的就是佛菩薩。

由於我們的身、口、意三業和佛的身、口、意三業差別太大，那是佛的身、口、意三業是

完全清淨、一點染污都沒有，而我們的身、口、意三業，完全是由染業所造成的，今生來

受果報。  

    雖然佛的三業和眾生的三業有淨染的不同，但是佛和我們的三業都是「性空寂」的。什

麼叫做「性空寂」的？我們來說個比喻：今天的法會是因緣所生、眾緣和合而組成的，所

以有比丘眾、比丘尼眾、近事男眾、近事女眾，時間、地處等，即是眾緣組成法會，除了

眾緣之外，實無主體自性可得，名曰自性空寂。從早上開始到晚上圓滿，它沒有一定的中

心自體可得。在時間方面，法會是變化無常的生滅法；在空間方面，它是由四眾弟子共同

組合起來的助緣，幫助成就拜懺的法會。在時間方面，法會是無常時的，比如我們拜佛的

時候，一字一字的念、一佛一佛的拜、一段一段地唱誦，這一字、一句、一段乃至整部懺

完畢，都是無常的。這是說明法會無常空的道理。所以法會在空間方面，明它是眾緣和

合、四眾組成，主體自性不可得。在時方面，沒有常住不變的體性可得。所以在橫、豎、



時、空，名叫性空寂。法會的事相，名叫幻有，法會的理性，稱性空寂也。所以不但法會

是無常無性，任何一個家庭也是父母子女組成時間無常空間主體；社會、國家也是眾緣和

合、幻化假相。變化無常的生滅法就是所謂「主體性質畢竟空寂」，畢竟不可得。所謂

「空」是指空的道理。  

    又以我們每個人的身體來說，在父母生我以前，世上沒有我，我死了以後，世上也沒有

我。我們的身體是假借父母因緣和合而生，出生之後，日子一天天、一個月一個月、一年

年地過，過去了就是無常。以我個人來說，我今年八十三歲，過去一年年、一個月一個

月、一天天在呼吸之間一剎那的過了八十三年，這是個無常歲月，有生必有死。  

    我們的心是由虛妄眾多的心王心所構成的，心雖然無形無相，但是它可以驅使我們的身

體造諸善業和惡業，可以驅使我們的口說好話和罵人。可是這個心也是一念一念的生、

住、異、滅的，當我們的身體沒有了，心也跟著離去了。所以說「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

惡業亦是幻」。  

    佛經上說：佛陀曾經和外道辯論，外道執著身心中有個「我」，是常住不變──「今生

我是一個人，來生我還是一個人，這個人是一世一世無窮無盡地活下去。」佛陀一口就把

這話否決了，佛陀主張「無我」，如果有生生不息的「我」，這是個錯誤的觀念。由於人

的貪、瞋、癡煩惱驅使身、口、意三業，造諸善業和惡業，也就是三毒驅使三業，到六道

之中輪迴。如果身外有個常住不變的「我」，那麼身體就不是「我」了；如果身內有個常

住不變的「我」，那麼身體有生、老、病、死的無常，什麼是常住不變的「我」呢？心也

是因緣和合而生，心每起一念都是生、住、異、滅，也不是常住不變的「我」，全世界的

萬事萬物都會成、住、壞、空。因此，我們學習佛法應該破除「我」的執著，破除之後，

才會體認到每個人都是「畢竟空」，而體現出人人平等。這是佛法的基本道理。  

    我們拜懺時要好好體認「能禮所禮性空寂，感應道交難思議」的意義，了解懺悔功德的

重要，懺悔之後，過去所造的惡業，以後不要再犯。六句偈中的後四句：「我此道場如帝

珠，藥師如來影現中，我身影現如來前，頭面接足皈命禮。」這是形容禮拜觀想的身心形

狀，不論阿彌陀佛也好、釋迦牟尼佛也好、藥師佛也好、日光菩薩也好、月光菩薩也好，

一代一代的佛弟子都是這樣的觀想。若能做到這一點，就能體解每位佛弟子的身心及諸佛

菩薩的身心都是自性空寂的。這樣禮拜觀想，滅罪最多，增福最廣。希望大眾，能這樣的

觀禮佛念佛，智慧開發，功德無量，阿彌陀佛！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一日於台中國光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