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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致居士  記錄  

  

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家晚安！  

    

    我們打佛七，就要明白打七的目的和志向。打念佛七當中，是以禮佛、念佛為主，因此

我們把禮佛、念佛的意義也都講過了。講完打念佛七，一轉眼之間，今天已經是第六天，

明天佛七就要圓滿了，令人感覺時間過得真快！  

    在佛七之中，有的地方，在下午或晚上做晚課時，都有三皈依，三皈依之前，應該念「是

日已過」，這是普賢菩薩警眾偈，每天每天都要警覺我們無常迅速。警眾偈云：「是日已

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大眾！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慎勿放

逸！」今天就把這首偈子的意思，大概地解釋一下。  

    「是日已過」是說這一天我們念佛，或是把所有的工作已經做完了。這一天工作做完了叫

做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就是說我們的生命已經減少了一天。好比我們要是可以活八十

歲，或者五十歲，那麼這一天過去了，表示在八十歲或五十歲的時間之中，這一天已經沒

有了，我們的生命又減少了一天。這樣過一個月減少了一個月，過一年就減少了一年，這

一個月、一年都是由一天一天的減少起，所以叫「命亦隨減」。  

    前面是說明我們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減少，下二句是譬喻。「如少水魚，斯有何樂？」譬如

魚兒，在水裡快樂悠游，不知道水是一天天的減少，無常是一天天的將近。尤其在沙灘上

的淺水，經太陽的曝曬，很快就乾了，而沙灘上的魚兒，在這時候，只有感到將近於死的

痛苦，根本沒有興趣感覺有所快樂。這是譬喻我們的人生，拿我來講，再過一個多月就八

十歲了，八十歲以後，還有多少日子可過呢？生命一天一天地減少，已經減少八十年了，

還有幾多日子可以再減少呢？因此在這老命殘孱的時候，還有什麼快樂可言呢？  



    「大眾」，是我們佛七之中，所有參加的人都包含在裡面叫大眾。  「當勤精進」，應當

殷殷勤勤，精進用功的在這裡念佛。那又要精進到什麼程度呢？就應該「如救頭然」般地

緊急猛進。  

    「如救頭然」，這也是一個譬喻，好像我們的頭，已經被火燒著了，假使不趕快來救的

話，那麼我們的生命就很危險了。  

    「但念無常，慎勿放逸！」這一句是拿法來配合。我們應該要用精進不懈的心，修行用功

的心，來思惟這個「無常」：人身有生老病死的無常，心念有生住異滅的無常，山河大地

有成住壞空的無常，人生、宇宙諸法都有生住異滅的無常。要是時時刻刻想到「無常」二

字，不可貪圖安逸，而荒廢了我們的修行辦道，應該要勤懇謹慎地，不可有絲毫的放蕩鬆

懈。所以我們要趕快精進勇猛的念佛。假使在這佛七之中，能夠達到一心不亂的境界，那

往生就絕對有我們的份了。  

    普賢菩薩警眾偈，是任何一個道場，在晚課時都要念的警誡詞，甚至在佛七之中，也有每

天都要念的。我們每天聽到警眾偈，就可以警覺到：生命一天天流失減少的可怕，醒悟無

常迅速的可懼，因而能夠警惕自己，更加的努力修行，更加的用功辦道，精進不懈，切莫

放逸！  

  

回答問題  

  

    問：念佛號念至無念時，請問這時當依止什麼而念？  

    答：如果你覺得自己心裡頭沒有念，這個「覺得」已經就是念了，並不是真的無念。常聽

人家說：「提起正念！」什麼叫正念呢？「無念為正」。要是真正達到無念的境界，那是

一種天然性德，好像這水杯、桌子，它是自然無念，而不是勉強抑制無念。自己感覺到無

念，這已經不是無念的境界。  

    楞嚴經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為法塵，分別影事。」「所見」眼識，

「所聞」耳識，「所覺」即鼻識、舌識、身識之三識，「所知」即第六意識。「內守幽

閒」，就是縱然消滅一切六識所有粗重的分別，意地之中內守，幽暗閒靜之境，猶為分別

法塵影子之識。「法塵影事」，就是緣念過去的，已經落謝的五種塵境之影相。或者就是

前五識現不緣境，第六意識那種思前想後，千思萬慮，粗的妄想暫時休止了，但是意識微

細念頭還是繼續著，只是所念的境界特別微細，我們的心比較粗，覺察不到而已。我們普

通一邊說的無念，可能也是這樣的情形。就像佛所說的，第八識的微細之念，如同急流

水。水流得很急，但是看不到它的流，並不是無流。我們的念也是一樣，那個微細的念頭

是特別的微細，而「心粗境細」很難察覺得到。就好像二乘聖者聲聞、緣覺，佛尚且不敢

跟他們說第八識微細境界，更何況我們凡夫眾生呢？  

  

    問：通過身禮佛，口念佛號，心觀想佛號，收攝六根，令六識專於一境，久而久之可得功

夫成片，乃至一心不亂嗎？  

    答：這個理由是對的，是「都攝六根，淨念相繼」的意思。「都攝六根」其實就是六識，

眼、耳、鼻、舌、身、意，連意識都能收攝歸來，那的確是不容易。生起分別的是第六



識，能夠六根全攝，六根不生六識，當然就沒有分別妄想了，這叫「都攝六根，淨念相

繼」的境界。但是那個時候還是有念，並不是無念。只是攝歸一心專於一境，在一境上轉

動，而不轉向其他的境界，這叫一心不亂，並不是完全無念。也可以說心一境性了。  

  

    問：第七識的我執，是在這一心不亂的當下被破除？或是在這一心不亂之後若干時候被破

除？  

    答：破除我執，並不是達到一心不亂就可以破除，這是不同的。破除我執，一定要有禪定

的功夫，沒有禪定的功夫，不一定能夠破除我執。因為我執是屬於第七識所執著的，我們

念佛到一心不亂的境界，是把第六意識粗的妄想，由於攝心專注相對於一境，而被克制抑

止不生起，其他境界，不能再擾亂搖動我們心念，這個時候叫做一心不亂。但是我的執

著，不是這樣的情形就可以破除的。佛告訴我們持戒、習定、修慧，要修禪定的功夫時，

產生我空的智慧，才能明白我空的道理，有了我空的道理，還需要禪定、智慧雙雙運用、

契證我空真如理性，才能破除我執。不是單單我們所說的，明白道理了，第六識妄想不

起，就可以破除的，不是那麼容易。不過，也可以講「分別的我執」是暫時休息了，一心

不亂的境界過去了，還是會起分別的。至於「俱生的我執」，根本是談不到。  

  

    問：我執破除之後，第七識還存在作用嗎？  

    答：破除我執我們暫時不談。其實第七識就是一個功能作用。由於第六識生起的妄想煩

惱，驅使我們身口二業做善做惡，造作之後的善惡種子，就收藏在八識田中。當種子遇

緣，就生起現行，而在這現行上，又薰成新的種子，再次藏收在八識田中，就這樣地種子

生現行、現行薰種子，循環無有休止。  

    第七識又名傳送識，它把造作後的善惡種子，傳到八識田中，又把執藏於八識田中的種子

傳送出來，所以叫傳送識。實際上它並沒有本質，只有傳送和執著的功能。我已破除，功

能何用？  

  

    問：功夫成片和一心不亂有什麼區別？在三業行為上又有何表現？  

    答：功夫成片和一心不亂的境界是一樣的。好像坐禪、參話頭成片，和念佛達到一心不

亂，二者的境界是相同的。  

    功夫成片，只是看到他一心一意地在那兒念佛，口裡念佛，身體端坐，心裡專注觀想，好

像他念佛很有功夫的樣子。這身口二業是可以表現出來，他似乎很清淨自在，毫無煩惱；

但是他心裡頭的功夫，只有他自己才能察覺，別人是看不出來的。譬如作善作惡，我拿刀

想殺人，是表達心裡的意思，我有殺心；恭敬拜佛是表達我心裡有這善心。殺人是惡，拜

佛是善，善惡可以把它表現出來，但是你心裡，沒表現於身口，別人很難看出你的功夫

的。所謂：「禪和子不開口，諸佛難下手。」  

  

    問：當臨命終時，弟子最怕有障礙，可能面臨病苦，或是冤親債主現前，我該如何處理？

弟子每天早晚課時，都向諸佛菩薩祈求慈悲攝受，「願我臨終無障礙，彌陀聖眾遠相迎，

速離五濁生淨土，迴入娑婆度有情。」這樣可以嗎？或者還有其他方法不受障礙？  



    答：臨終時候有障礙是很難免的。我們臨命終時，是亂識生起的時候，那個時候最難有所

把握。什麼叫亂識生起呢？我們將要命終時，四大分散，那時候又有死又有生，過去、現

在、未來林林總總的妄想同時生起，凡是過去所造之業，也同時現出。這時看你那一種業

力重，此業的力量就最強，這一強有力的業，其餘諸業則弱，我們第八識就做不了主，因

而就隨業力強者而去受報。所以昨天講念佛的功夫：在靜中的地方功夫有十分，在動中的

地方只有一分﹔在動中的地方有十分，在睡覺中只有一分﹔在睡夢中有十分，臨命終時才

有一分，這時候有什麼辦法嗎？  

    我們講一個故事：有位屠夫名字叫張善和，他一生殺豬、殺羊、殺雞等不計其數，殺業深

重。當他臨命終時，一生所殺害的生命，統統現形要索他的命，他當時很害怕，就要他的

妻子，去請一位念佛的法師。師父來了之後，就問他情形，他就把平時所殺眾生，現在現

形向他要債要命的狀況告訴他。這位法師就告訴他，若怕隨業墮惡趣，就應該一心一意稱

念南無阿彌陀佛。張善和畏懼害怕，自己因隨惡業將墮地獄，所以把全部的精神力量，聚

集在這一聲佛號之上，而心中了無妄想。念了十多聲後，他向法師說：「要命的畜生都離

開了！」法師告訴他，還要更精進專心念佛，他又念了十幾聲佛號後，又向法師說：「法

師啊！阿彌陀佛已經現前來接引我了！」法師說還不行，還是繼續念，接著在念了十多聲

佛號後，他就安詳平和的往生了。所以臨終助念很重要，假使害怕臨終有障礙，平時要多

多同人結善緣，臨命終時，由於平時結的善緣多，大家才有緣來幫你助念，再加上你一生

一世都在念佛，將使你能帶業往生。  

    假如有懂佛法的善知識，在你臨命終時，把你一生所做的功德，一生所念的佛號向你提

起，引發你念佛的正念，使你平時種於八識田中，念佛的正因生起，因而除去障礙。如張

善和，假使他臨終時，沒遇到這位法師，那他就很苦了。所以唯有平時多結善緣，及臨終

助念，是比較妥當的方法。  

  

    問：曾讀過一首懺悔偈：「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心亡罪滅兩俱空，是則名

為真懺悔。」請問要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將心懺？第二和第三句的含義是什麼呢？  

    答：這個偈子是屬於無生懺的道理。  

    「罪從心起將心懺」，我們的身口，只是作善作惡的工具，如因作善而生天，在天上享受

快樂的，是這個心去享樂，而不是這個身體能夠跟我們生到天上去享樂。若我們做惡事，

在我們八識田中，有惡業種子感到地獄的果報，而受到地獄的苦惱，不是我們這個身體去

受苦惱，因為我們的身體，在我們死了之後，埋在土裡，或火燒掉，它已失去任何作用。  

    由此可以知道，作善作惡的主人，是我們的心，不是身口，身口只是工具而已。所以佛告

訴我們，造一切罪，都是從我們心而生起的。罪是從心而生起，那麼懺罪，還是要我們生

起慚愧懺悔心，然後在佛前如法的去懺悔。懺悔是善事，也還是要以心為主，所以懺悔不

是於心外拿什麼來懺，而是「罪從心起將心懺」能造之心若滅，所造之罪亦亡，能所俱

空，名真懺悔。能所即是二三句之含義。  

    「心若滅時罪亦亡」，假使我們了達，我們的心是由八識心王及五十一個心所和合而成

的，雖然它是作善作惡的主人，但是他也無自體性可得，所以殺人也好，拜佛也好，都是

隨因緣而生起的。我們的心造善造惡，既是隨因緣而生，亦是隨因緣而滅，這「隨緣生



滅」即是無常空、無自性空，他的自體是畢竟不可得。就如前天講過的念佛七一樣，什麼

是佛七的自性呢？時間是？地方是？大眾人是？都不是佛七！他的自性是畢竟空寂了不可

得。但也因為它是畢竟空的，在時空、大眾和聚才能組成這個佛七。假如它不是空，而是

實在有的，實在有即是常住不變，既已有了常住不變的佛七，我們還能再打佛七嗎？心法

亦如是呀。  

    論中說：心是因緣所生法有四句偈：「眼識九緣生，耳識唯有八，鼻舌身三七，後三五三

四」。眼識要九種因緣才能生起，耳識只要八種，鼻、舌、身三識，七種因緣生起。「後

三」即六、七、八三識，六識五緣生，七識三緣生，八識四緣生。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

空。心空罪亦空，懺罪即懺心。心若不生，罪由誰造？直悟諸法無生，名無生懺。  

  

    問：在念佛聲中，眼睛看著佛相，心中記著佛相，口中念著佛號，耳朵聽得清清楚楚，再

傳入意念之中。由此反復不斷，都很清楚明瞭，在念念之中，突然覺得自己的心不見了，

感覺空空洞洞的，但是還是很清楚明白自己在念佛。請問這是什麼境界？是好？是壞？  

    答：這不是什麼境界。只是我們口裡念佛，念得清清楚楚，耳朵聽佛號，聽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你說你感覺自己的心不見了，其實「你感覺心不見了」這個感覺就是心，並不

是心真的不見了。心若真無，身成死屍。  

    這個境界是好境界，不是壞境界。我們念佛人應該這樣。口裡念佛號，耳朵聽佛號，心裡

觀想佛號。這是正常的念法，能夠這樣念佛是最好的。則是妄念暫不起用，似覺無心而

已。  

  

    問：請問法師，和尚之稱謂，是否同於在家、出家？及其代表之意義。  

    答：和尚是印度語，翻為華語叫做力生。就是他有力量能夠生起你的道心，你依他而能夠

生出道力。出家人稱為和尚，好像我們的剃度恩師，都稱為和尚。剃度恩師就這個意思，

他有力量令你生起修學佛道的心，稱為和尚。在家人假使你真的有這個力量也可以稱之。

不過一般在家人，很少稱這個名稱的。如果你真是有這個生起別人修學佛道的力量，意義

方面，和這名稱相同。但是應不應該這樣稱呼，現在在家人之中，還沒有聽到這樣的稱

呼。或者父母與子取名和尚，是有的。  

  

    問：佛道的智慧為分別法相、懂得法性，何謂分別法相、懂得法性？  

    答：分別諸法的事相，懂得諸法的理性。  

    諸法，「法」是人生宇宙，天地萬物，如我們的身體，我們的心，世間所有的一切法，統

統叫法。「諸」是多的意思。「諸法」是包含所有一切的法。  

    每一種法，都有它的名稱、相狀、眾緣、理性。譬如一個房子：「房子」是它的名稱﹔四

方形，長方形，圓形等是它的相狀；由沙子、石子、木料、人工等種種條件組成，是它的

眾緣，眾多因緣和合而成，叫做房子；房子是因緣所生，除了眾緣的成住壞空，無「常住

獨立」房子的自性可得。其餘一切諸法，亦復如是。  

    人身也是如此，比如我名稱道海，非太高矮、不大肥瘦、皮膚黃色、眼珠黑色，為身相

狀。四大五根、五臟六腑、四肢百骸，種種因緣和合組成，是身眾緣。此身因緣所生的，



無獨立常住身性可得，只是眾緣的生老病死。物理、生理如是，心理亦然。八種識心，因

緣所生如前所說。（眼識九緣生等）相狀、眾緣是諸法的事相，畢竟空寂是諸法的理性。

分明辨別其事相，了悟通達其理性。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就講到這裡。佛七之中到了現在，講話的因緣已經結束了，到了明

天四點半鐘，就是大迴向，再也沒有講話的因緣、講話的時間。在這一次佛七的講話之

中，前後次第也不能夠完全如法，請各位蓮友，要慈悲原諒我。最後恭祝佛七蓮友們，同

生淨土！見佛聞法！共成佛道！  

（ 2002 年於澳洲雪梨華藏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