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問  何謂般舟三昧？請談談您修般舟三昧的情形。  

    般舟三昧就是佛立三昧。《摩訶止觀》裡提到四種三昧，常行三昧、常坐三昧、半行半

坐三昧、非行非坐（隨自意）三昧。般舟三昧即常行三昧，行法的規定是，一天之中除了

吃飯和大小便時可以坐下外，其他時間都不可以。  

    在修行般舟三昧的 90 天中，經行、站立、拜佛、跪讀法語。大半時間是在站立和經行念

四字或六字阿彌陀佛佛號。有時沿佛的第一相到三十二相，每相隨緣念佛號數聲，再有時

則不緣相而只是誠心念佛。  

    修般舟三昧非常辛苦，第一次行了兩、三天時，已經感覺不行而生退心，但是心想這是

自己要修行的法，也跟護關者說了，就這樣放棄太沒面子，於是仍不顧死活地衝過去了。

關房裡有大繩子讓自己在太累時可以趴一趴或抓住。經櫃及桌腳尖銳處都用寶麗龍包覆，

以免太累太睏精神不濟時跌倒碰撞受傷。 90 天是很辛苦的，但是一旦通過，日後不論修行

與做事都更能耐苦任勞。至於殊勝的境界自己倒是沒有。我們不能打妄語，有就是有，沒

有就是沒有。  

問  法師曾經提過，其他宗教不能真正解決生死問題，頂多升天或做人，唯有佛教可以真

正解決生死問題，請談談佛教生死觀。  

    佛教有小乘、中乘、大乘。小乘又稱聲聞乘，修苦集滅道四諦法──知苦、斷集、慕

滅、修道，具足厭離心，想離開人世間的憂愁苦惱境界，獲得解脫入涅槃。所以小乘初果

就可以斷見惑的八十八品。經二果、三果到四果阿羅漢，更將思惑（八十一品）都去除乾

淨，見思惑亦即見思煩惱，是招感我們得到三界苦果的原因。我們能了解三界苦果叫做

「知苦」，而招感三界苦果的原因是惑業，起惑造業。惑就是煩惱，煩惱主要是見思煩

惱。到四果阿羅漢就斷了見思惑，了脫了分段生死。所以知苦斷集，集諦包括惑業，惑是

煩惱，業是有漏善惡諸業，有漏是有漏洞，如杯子有漏洞裝不滿一般。  

    我們為何得人世間種種苦惱果報？是因為過去所做善惡諸業。有人過去造的業比較好，

所以現在果報就比較好；每個人的果報體都不同，享受的環境也不同。這是因為過去所做

善惡諸業不同，所招感的就不同。如愚癡、智慧、長相的莊嚴或醜陋、生長環境等，每個

人都不同，即使同一父母所生的也不相同。由於過去所造諸業不同，而招感不同的果報，

這就是集諦。我們要如何了斷苦集二諦，就要慕滅修道，也就是羨慕寂靜而得不生不滅清

淨無為的涅槃境界。  

    要想達到涅槃境界必須修道。如何修道達涅槃？主要以戒、定、慧三無漏學來息滅貪、

瞋、癡的煩惱。戒、定、慧開展出來包含三十七助道品，濃縮歸納即為戒、定、慧三無漏

學。三十七助道品是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  

    整個佛所說的經律論三藏聖教，經藏詮釋定學、律藏詮釋戒學、論藏詮釋慧學。這是指

主要偏重來說，其實經藏中也涵蓋戒慧之學，律藏中也包含定慧之學，論藏中也有戒定的

內涵。所以小乘的聖者就可以經由修戒定慧三無漏學，滅除見思煩惱，了脫分段生死，出

離三界生死苦海得解脫。而做人與升天都還在六道範圍之內，是六種凡夫。天、人、阿修

羅都是凡夫，地獄、餓鬼、畜生更不用說了，都是六凡的眾生，又稱六凡法界。而四聖是

四種聖人，聲聞、緣覺、菩薩、佛，稱四聖法界。  

    聲聞是了脫分段生死、超越三界生死苦海的，小乘就能辦到。  



    緣覺屬於中乘，修十二因緣法，十二因緣是什麼呢？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

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

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一個流轉、一個還滅。他比聲聞的境界高一

點，除了斷除見思煩惱外，也可以滅除部分見思煩惱的習氣。緣覺成就的果位是辟支佛，

聲聞成就的果位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四果就是阿羅漢，才真正了脫分段生死。這

以上所說是小乘、中乘。  

    大乘就是菩薩，菩薩是發菩提心，廣修六度萬行，是難行能行、難捨能捨、難忍能忍，

將福德智慧修行圓滿成為福慧兩足尊，就成佛。  

    通常成佛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又稱三大無數劫，修滿三大阿僧祇劫後再經百劫種相

好，然後才成佛，成為福慧兩足尊。  

    成佛的階段也有不同，有藏教佛、通教佛、別教佛、圓教佛的區別，到圓教佛是最殊勝

的。除了斷盡見思惑外，塵沙惑、無明惑也斷盡，見思煩惱、塵沙煩惱、無明煩惱也完全

去除了。小乘的聖人只去除了見思煩惱，成佛則將三種煩惱完全去除，成就圓教佛是最高

無上的，將所有的分段生死、變易生死，兩種生死都了脫，將所有煩惱都滅除了。  

    所以小乘的阿羅漢即能了脫分段生死，這就不是其他宗教趕得及的，其他宗教無法真正

了脫分段生死，無法斷除見思煩惱。唯獨佛法才真正了脫生死，是很有內涵的。  

    學佛必須很艱苦地去修行。聲聞、緣覺都必須要有出離心，而菩薩要成佛除了要有出離

心，更要具足大悲心。菩薩要發心度化眾生，沒有不度眾生而能成佛的，所以菩薩要度化

有緣的眾生，等福德智慧圓滿、福慧兩足尊後才能成佛。所以菩薩更偉大，大乘佛法更可

貴。這是其他宗教所不及的。  

問  艱苦修行一定要出家嗎？  

    隨個人根性，隨自己的意願。因為佛弟子有在家眾，也有出家眾。在家眾叫外護，   出家

眾叫內護。在家眾是護持出家眾的，因為出家眾放下世間一切生產事業，不可從商、不可

做農、不可做賺錢的工作，出家後就將生命交付給佛門，交付給護法龍天。在家眾可以從

事正當的職業，護持出家師父的四事供養：衣服、飲食、臥具、湯藥。出家眾則要專志於

弘法利生，首先好好的修行並深入藏教，解行兼備才具足弘法利生的能力，並且要以此為

本分事。  

    因為出家眾專心修學聖道以弘法利生為家業，其他世間的產業都不做，生活都由在家眾

發心供養，所以有內護、外護的區別。在家眾也可以好好修淨土法門、念佛往生之後得蓮

華化身，都具足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也是無量光無量壽，乃至也可以成佛。  

    淨土法門不論在家、出家都可以修，其他如閱讀經典，在家眾也可以的，但是出家的環

境比較殊勝，因為沒有世俗的雜染。放下世緣、辭親割愛，將父母、妻子、兒女的親情恩

愛割捨了，為了完成弘法利生的大業，把小我捨去，以救助眾生的慧命。所以出家師父們

也是盡大孝，像釋迦至尊出家是所謂「大孝釋迦尊，累劫報親恩」。最初做太子的他，放

棄王位的繼承，為了解決人類生老病死的痛苦，尤其死的痛苦，為了自己和幫助眾生了脫

生死、成就聖道，乃至於成佛，所以先割捨小我來完成大我。而出家修行得正果成佛後，

回來度化他的父母。佛陀也曾經到天上說法，度化他的母親摩耶夫人。  

問  請問您認同業障病的說法嗎 ? 



    應該是有這種情形的。普通醫藥治不好，所以要好好懺悔、拜懺。  

    放生是救濟眾生生命，也可以滅除一部分，但主要是靠懺悔。有些人對放生很有感應，

放生者能得長壽。  

    有如是因則有如是果。入佛門的人要深信因果，不敢隨意造業，努力奉行善法。而且要

「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這樣就會改變日後的命運。所以命運是操縱在自己手裡

的，別人影響不到。造大善或造大惡都是在改變命運。造大惡的話會使本來好的命運變

壞，造大善的話則會使本來不好的命運轉為好的。所以轉運是操之在我，要深信因果，佛

家的因果是通三世的，「欲知過去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想要知

道過去業因如何，今生所享受的就是；想要知道未來的果報怎樣，今生所努力造作的就

是。所以我們能深信因果後，就能誠心敬意止惡行善，身口意三業表現的大大小小的惡業

都不敢做，大大小小由身口意三業表現的善法都努力去做。而且我們要深信不疑，做得純

正。作為一個在家佛教徒要有正信，要深信因果，真正護持佛法。  

 

問  您曾經說過持戒要緊的目標是輕重等持，請和尚再為我們開示「輕重等持」和「開遮

持犯」的義涵。  

    輕重等持的意思是不論輕戒或重戒都以平等心守持，不因為是小小的輕戒而隨便放逸懈

怠忽視，也不會只持重戒。我們必須知道，佛制定輕戒是為了保護重戒，輕的戒都小心謹

慎防護守得好，重戒一定犯不到。輕戒隨便懈怠忽視的話，就容易犯重戒。犯了重戒就等

於斷頭罪，不能再矯正，恢復很困難，必須靠拜大乘的懺悔法，種種瑞相現前才真正滅

罪，所以我們要輕重等持。  

    開遮持犯的開遮，是指每一條戒裡頭講到何種情況可以開緣，何種情況要遮止不可以開

緣。犯就是犯戒，例如說不殺生戒，你偏偏去殺生就是犯戒了，殺人是犯重戒，殺普通畜

生是犯輕戒，假如輕戒守得好，比如畜生都不敢殺，又怎會殺人呢？持就是持戒，意指每

一條戒都持得好。  

問  佛法說恭敬心、真誠心、無私的心、清淨不染奉獻犧牲的心，但是很多在家眾在道場

時與同參道友相處融洽親切，卻無法將同樣的態度帶回家中或職場，換了場合情境或遇到

利害關係時，經常做不到，請問應如何轉化修為？  

    要「善用其心，悉會於道」。如何做呢？舉例說明，好比到淨房去時就發願，「大小便

時，當願眾生，去貪瞋癡，蠲除罪法」。所以在那個時段你即使是到不好的地方，心還是

清淨的。  

    再舉例，比如托缽乞食的時候托空缽，「若見空缽，當願眾生，其心清淨，空無煩

惱」。托空缽本來要沒飯吃挨餓的，應當很苦惱，但是當下一發願，心境就轉變了。不單

單是為自己，也願法界眾生的內心意業都很清淨，一點煩惱也沒有。因為空缽和空無煩惱

是相應的。空缽是空的，空無煩惱也是空的，把它們連結起來，就把不好的想到好的地方

去了，所以當下心境就轉變了，這就是善用其心，完全會歸於佛道。  

    再舉例，比如別人打我們，普通沒修養的人就會打回去。但是我們佛教徒的修行人不如

此。「若遇打時，當願眾生，打倒煩惱，成無上道」。你看好不好？遇到任何境界都這樣

「善用其心，悉會於道」，還會有逆境嗎？逆境當下變成好的境界了。逆境就成為修道的



增上緣。與人相處一旦遇到不如意，就可以這樣當下轉變心境，佛法之妙，就在於此。  

    所以真正能領會佛法、體會佛法，依照佛法的義趣遵行的話，每天都會很安和。  

    我們要了解佛法的可貴，能夠親近三寶、皈依三寶是最可貴殊勝的，是值得慶幸，是萬

劫難逢的，我們不要錯過這個機會。在佛門裡好好修行，將來都可以成道。  

（陶蕃震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