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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拉瑪經》  
有的人翻譯作《羯臘摩經》，這一經在南傳地區來講是非常重要，但在北傳卻很少人知道這一

經，除非你對原始佛法有興趣，有接觸到我們這一本《阿含解脫道》，否則要接觸到《葛拉瑪經》的

機會不多、也很少。《葛拉瑪經》對南傳的修行人而言，幾乎人人都要會背，這個如果以南傳來講，

北傳的《心經》他們沒有背誦，而是背誦《葛拉瑪經》，所以這一經真的很重要。 

《葛拉瑪經》是從巴利增支部裡把它列出來的，當時，葛拉瑪人來見世尊，頂禮世尊之後，跟

世尊談一些話並報告他們的姓名、字號後才坐到一旁，有卡莎佈塌區的人坐在一旁跟佛陀世尊說：

我畢恭畢敬地頂禮世尊。請問世尊：有一些婆羅門和出家人來到卡莎佈塌區，他們都說自己的法是

最好的而看不起別人的法，說別人的法是卑微的，但當別的出家人和婆羅門來到卡莎佈塌區，也是

一樣說自己的法是最好的、讚美自己的法，而看不起別人的法，說別人的法是卑微的。我禮敬世

尊，卻很懷疑在他們之中哪些法是真的？誰的法是謊言呢？ 

佛陀於是就勉勵大家修行信任的一些原則，世尊就說了：葛拉瑪人們！你們的懷疑是對的，你

們是應該懷疑的，這十則非常重要，大家要背誦下來。 

第一、不因為他人的口傳、傳說，就信以為真 

第二、不因為奉行傳統就信以為真 

第三、不因為是正在流傳的消息，就信以為真 

第四、不因為是宗教經典書本，就信以為真 

第五、不因為根據邏輯-就信以為真 

第六、不因為根據哲理-就信以為真 

第七、不因為符合常識-外在推理，就信以為真 

第八、不因為符合自己的-預測、見解、觀念，就信以為真 

第九、不因為演說者的威信就信以為真 

第十、不因為他是導師、大師就信以為真 

這十則真的非常重要，我們下一兩堂會跟大家做更詳細的解析，因為這裡的每一則含意都很

深。後面的【法義分享】：不要盲目迷信、不要偶像崇拜或著重外相。在追求真理的路上，一開始就

要冷靜、理智、求真、求實、求證，這是學佛修行非常重要的原則。 

這一經就是說：在卡莎佈塌地區，常常會有一些宗教師來弘法，當地的人後來很疑惑、很迷

惑，因為這些來此地宗教弘法的人，總是強調他們的宗教是最好、最高、最究竟，而且都不忘打壓

別人，認為別人的法是 no class、是不好的、沒水準。另外一個宗教師來傳法的時候，一樣都會強

調我們的法最好、最高、最快─「徑中徑又徑」。所以他們聽了都很迷惑，奇怪呢！為什麼不同的宗

教、不同的宗派、不同的宗教師來我們這裡弘法，總是強調自己最好，認為別人的不好，佛陀來到

他們這個村莊弘法的時候，當然他們也是會懷疑，是不是一樣老王賣瓜說瓜香，大概也不出這個例

外吧？所以他們也會問佛陀：佛陀啊！我們遇到這個問題怎麼樣來分辨？怎麼樣解決？到底誰說的

才是真的？到底誰說的法是假的？這是很重要的課題，不管是任何宗教、任何宗派，這一經都值得

我們去深思。佛陀就跟他們講出一些原則：你們的懷疑是正確的，大家要保持一種客觀、冷靜、求

真求證的態度，所以佛陀就跟他們講，不因為他人的口傳、傳說就信以為真。 

《阿含解脫道次第》裡面精華、精彩、精髓的地方，是第五章親近善知識的第五節《葛拉瑪

經》。《葛拉瑪經》最初翻譯為《羯臘摩經》，我是在十八年前就看到這一部經，是從南傳的大藏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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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找到，這一部經在北傳來講，不是很多人了解，但是在南傳地區而言，大家都非常的重視，可以

說當沙彌的人、學佛的人，人人必背。這裡面處處都在告訴我們，你要學佛、要修行，必須要秉持

哪些原則？佛陀跟我們交代，你真的要學佛法、要聽聞佛法、要修行，你必須具備哪些的條件？哪

些的心態？ 

從這十條原則裡面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佛教所講的真的都是屬於智慧型的、非常的民主，佛

陀絕對不會很權威的告訴大家絕對不可懷疑，沒有這樣的心態。佛陀非常的民主，跟我們所講的真

理實相，對佛陀而言是如實語。我是在說真理實相，但是在大家還沒有求證之前，你不要盲目相

信，不要因為演說者的權威就馬上信以為真，這樣的話都是屬於盲目跟從、盲目迷信，佛陀不希望

大家是盲目的跟隨者，而是希望大家真的要冷靜客觀、理智、求真求證，這就是佛教的釋迦牟尼非

常吸引我、也讓我非常敬佩的地方。祂有相當大的空間讓我們去求真求證，無限的空間讓我們去求

真求證，非常的民主，鼓勵你要親證到才算，就是這一種民主的作風讓我很敬佩。 

再者，你真正內心裡面的疑結也是一樣，要透過你親證、實修實證之後才算，不要食拾人牙

慧、數他人珍寶，你真的要把這些真理實相變為己有，真正去親證，你內心的疑結才會破除，你內

心的痛苦不安才會真正的掃除，所以原始佛法真的非常的科學、非常的民主，而且完全都是智慧型

的。因為這十點對北傳地區而言，大家比較陌生，一方面這裡面的含意都很深，能夠十點都做到的

人很少、很少也非常不容易。 

這十個守則都是希望我們不要盲目的迷信，而且更深層的就是要破除人類狹窄的思想觀念，破

除人類習以為常的觀念、知見、判斷，告訴我們人類是在二元對立的思惟裡，你要跳脫二元對立的

思惟，才能夠體悟到真理實相是什麼。所以這十個守則、原則，事實上非常的深也非常的重要。 

第一條：不因為他人的口傳、傳說就信以為真。第二條：不因為奉行傳統就信以為真。第三

條：不因為是正在流傳的消息，就信以為真。為什麼這樣呢？ 
現在做個比喻：之前我在大陸地區，只要弘法超過三個禮拜，他們在結束之前都會舉辦一些聯

誼晚會或是感恩晚會，我們台灣也有幾位學員一起過去，百分之九十都是大陸的學員。在感恩晚會

或是惜別晚會的時候，他們會做一些表演，都是由參與的學員主動提供各種自發性的娛興節目表

演，他們有兩次表演過一個節目叫做傳承，常常是引起哄堂大笑，為什麼呢？那個節目是怎麼表演

呢？主持人會邀請在座的十個自願參加表演的人出來，就是表演一些動作這樣而已，然後請其他人

到聽不到、看不到的地方，只有第一位進來裡面，然後主持人告訴他們，我們等一下要表演的是怎

樣就告訴他，跟你講這個內容是什麼意思，然後表演動作給你看，等一下都不可以講話，你只能夠

用表演的，把我所跟你講的這個內容表達出來，也就是你只要把這個動作完整的做出來這樣就好。

比如如果說我愛你，我是怎麼樣形容，愛是怎麼樣形容，愛你那個意思，把那個動作表達出來這

樣，主持人跟第一位講兩、三遍，這樣的動作你會了，再做一遍讓我看看，這樣學起來了。再來開

始要傳承，你不能用嘴巴講、是用動作表演，全場的觀眾大家都在看，之後請第二位進來，由第一

位開始表演動作讓第二位來學習，不能用講的，第二位就開始看他表演什麼動作，然後他就觀摩、

然後學習，學會了再由第二位開始請第三位進來，第三位進來然後第二位再表演，他所學到的姿

勢、技巧、手勢，他再傳給第三位，這樣一次一次在傳的過程會怎麼樣？會失真、會漸漸的變質。 
有些該有的動作在學習的過程、傳承的過程漏失掉了；有些不該有的動作，在這個傳承的過程

加進來，所以慢慢的到了三位、四位之後，就愈來愈離譜了。在場的看得他們這樣就哈哈大笑，為

什麼呢？因為在場的人都知道答案，都知道原來的主題是怎樣，結果看到一代一代這樣在傳在傳，

一直的加油添醋變化，該有的漸漸沒有了，不該有的漸漸加進來了，這樣傳到最後第十位結束的時

候，反正他也會表演一些動作，問題是跟前面的已經差得很多很多，主持人問最後那一位：「你知道

你在表演什麼意思嗎？」「不知道！我不知道！」不知道沒關係，想想看你表演這個動作代表什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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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你知道嗎？他隨便講一個或是講他所理解的，但是跟實際差很多、差很遠，所以主持人就跟大

家講：這就是所謂的傳承，一代傳一代的傳承。因為主持人也看過我們整個解脫道這些課程，就跟

大家講：歷史上的很多的傳承，事實上都是會增增減減、加加減減的變化，這就是佛法由正法、像

法、末法的一個流變過程，所以他會協助大家要好好珍惜，今天空海法師就是協助大家回到最原始

的法味上面來，回到最初的甘露法味來品嘗那個甘露法水。所以當他做這些節目表演的時候，一方

面寓教於樂，大家也獲得很多的體會啟示。 
為什麼佛陀早就有先見之明，早就知道佛法在世間流傳不離世間法，佛陀講的是第一義諦、真

理實相，但是在世間流傳之後，佛陀也清楚的知道，沒多久就會變質，所以祂也早就預判佛法會從

正法、像法而末法，但是一般人不容易了解為什麼會這樣？我們現在已經漸漸告訴大家為什麼會這

樣，印順長老也是一樣，希望把這個流變的過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做一些釐清，讓大家能夠清

楚知道為什麼會變化，我們應該要回到原始佛法上面來，印老有一本書《以佛法研究佛法》，他希望

導回大家到原始佛法來，對後期所演變出來這種種法，我們一樣要給予相當的尊重，因為後來會有

這些佛法的流變，一樣有它流變的因緣，所以大家把整個法的流變弄清楚，這樣就不會落入南北傳

之爭，不會落入大小乘之爭了。 
大家回到法味上來，回到為解脫、為法做見證的核心，剛才所講的那個比喻，現在是說第一代

的主持人，然後跟第一代的弟子來講，就像釋迦牟尼佛跟聲聞聖弟子，第一代有緣親自聽聞佛陀講

經說法調教的人，這算第一代人，主持人直接告訴第一位清清楚楚的意思是怎麼樣、怎麼樣表演，

你學會了嗎？要學到會，學不會再教清楚一點，然後再把動作學正確一點，你要全部都學會，好！

學會了，這樣主持人就把棒交給他了。再來第一位學百分之一百，再來第二代進來學到百分之九

十，已經算不錯了呢！就像以前的傳真機，第一手的原始資料跟傳真或是影印之後的比較，它就會

怎麼樣？失真。它會有幾％的失真，會模糊，第一代的跟第二代的去影印，甚而拿到第四代的去影

印，出來的傳真效果都不一樣，會漸漸的失真。 
所以能夠得到百分之九十的精髓，已經算相當不錯了，再來第三代，我們現在假設用得到 90％

的這種效率來算好了，能夠學到 90％的精髓已經算不錯了，你看一代一代的這樣下來，到第三代剩

下 81％，到第四代 72﹪，一代一代都是這樣傳承下來，他們一樣是「如是我聞」，這裡也是「如是

我聞」，事實上我第一代是親自聽聞佛陀所講的，因為早期都是靠背誦，而第二代的呢？他聽第一代

的一樣「如是我聞」，到了後面這幾代一樣大家不錯都是「如是我聞」，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無意

中，不是有意喔！無意中慢慢的把一些精華、精髓，漸漸的漏失掉了，在這整個流變的過程之中，

加上文化的衝擊交流，慢慢的有些又加進來了，所以來到 54％，就是正法來到像法時期，這樣知道

嗎？這是一個比喻！把它做一些數字讓大家比較容易了解，但這時候的人他們還是不知道，因為他

們一樣代代相傳下來「如是我聞」，到有經典出來的時候，一樣記錄是「如是我聞」、有經典文字。 
現在假設說來到這裡，他們這時候開始有文字可以記載了，文字跟紙張都比較發達的時候可以

記載下來，所以他們一樣是記載「如是我聞」，這時候跟原始法味的落差多少，你不容易覺察到，慢

慢的流傳就會一直折扣、折扣下來，到後來就是從正法、像法，然後來到末法就這樣。 
所以，佛法如果你沒有去實修實證，你光是從「如是我聞」，從師父、師徒這樣口耳相傳，或是

從一些依文解字、光是從一些資料文獻，從一些經典文字上面去鑽研的話，很多的精髓都會漏失

掉。如果你能夠來到實修實證，你就有可能再回到佛陀所指的見法、正法階段，這裡也是讓大家去

體會，為什麼佛陀講：不要因為他人的口傳、傳說就信以為真。是希望大家能夠一方面有所保留，

一方面要進一步去求真求證，這樣知道嗎？ 
因為眾生真的在這流傳、傳法、傳承的過程，你是盡心盡力在做、盡心盡力在學，但在有意無

意之間會漏失掉精髓而你不知道，當然你也不是刻意的，所以為什麼佛教所講的實修實證非常重

要，佛陀希望大家不是停留在迷信的階段，真的要實修實證。你能夠為法作見證，正法才能夠久

在，不要因為他人的口傳、傳說就信以為真，因為很容易以訛傳訛，或是有加加減減、扭曲變化，

所以佛陀鼓勵大家要求真求證，不要別人怎麼說我們就怎麼信，也不是病態的懷疑別人，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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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是在沒有求證之前我們保留。 
第二、不因為奉行傳統，就信以為真。這個傳統就像剛才所講到的傳承一樣，有傳統的味道，

一代一代的這樣傳下來，但是傳下來到這裡面有多少的變質，你不容易清楚知道，在這個傳承的過

程，有時候是為了適應不同時空的環境，而有所方便法的攝取、攝入，但是眾生不知道之後呢？就

變成以方便為究竟，結果在這個傳承的過程之中，把正法慢慢的變為到像法都不知道。所以佛陀希

望大家不因為奉行傳統就信以為真。 
現在講個故事讓大家參考：有個宗教團體每天都要做早晚課，就是透過祈禱、禱告或是靜坐、

感恩，然後來做他們的早晚課，他們是講求那一種寧靜或是那種一起的唱誦、寧靜打坐，他們的早

晚課是這樣。每當他們在做早晚課的時候，有一隻貓就會常常來，反正這個貓也會找人玩，就在旁

邊喵喵的在那裡叫，當然在做早晚課是比較嚴肅的氣氛，不是平常時期可以跟你玩，也沒有時間陪

你玩，在那裡製造噪音是不對的，所以住持就下令規定，以後在做早晚課的時候，把這一隻貓鎖在

大殿門外，不要讓牠進來在門口，這樣那一隻貓才不會到大殿裡面來，讓大家分心或是製造噪音，

最初的動機用意就是希望在早晚課的時候，那一隻貓不要到裡面來製造噪音，引起大家的分心，所

以把這一隻貓關在大殿的門口外面，最初就是這樣。 
慢慢的慢慢經過兩三年之後，那個住持死掉了，那一隻貓還是一樣，照例每天早晚課的時候就

是關在籠子裡面，經過兩三年那一隻貓死掉了，之後怎麼樣呢？團體的住眾因為慢慢的已經養成習

慣，他們不知道說原來住持的用意是怎麼樣，結果這個貓死掉了，我們在早晚課的時候沒有一隻貓

關在門外，這樣不對，所以趕快再去養一隻貓來，準備在早晚課的時候可以關在籠子裡面，這樣知

道嗎？因為以前都有一隻貓在那裡，現在沒有一隻貓好像覺得不對，這個好像是上一代人家交代下

來需要做的，他們都說做早晚課時候要把一隻貓關在外面，現在沒有貓，就趕快再去抓一隻貓來可

以關著。 
早晚課的時候可以把貓關在外面，慢慢的慢慢在流傳之後代代相傳，慢慢的有人他就記錄下

來、敘述下來說，我們這個宗派在做早晚課的時候，有一隻神貓都在門口守護著我們，這一隻神貓

多重要，牠是我們的守護神，這一隻貓的身份地位真的是我們祖傳幾代下來，這是我們這個寺的特

色，這隻神貓慢慢的把牠神化、神化，所以他們這個宗派的最大特色就是在做早晚課的時候，不管

哪個部派、不管哪個地方，你們通通都要關一隻貓在門口，這就是傳承、傳統，這樣知道嗎？ 
我們不是說傳統不好，傳統有很多好的國粹，先人所留下來很多非常高的智慧、文化、精華，

這些我們要珍惜、保留，不但要珍惜、甚至有些還要再繼續加以發揚光大，但是如果有些是流於一

種形式，流於一種儀式、流於一種信仰，這些我們能不能重新冷靜的來檢討分析，到底原因是怎麼

樣？再來，有必要嗎？事實上真的需要這樣嗎？它的效果是怎麼樣？我們能不能重新來檢討來評

估？如果這個事情對現在的聞思修有益助，我們就好好的珍惜，如果沒有，是一些繁文褥節的話，

我們能不能簡化？這樣知道嗎？ 
為什麼早期佛陀帶領大家修行，要修證很快，都是正直捨方便，直接聽聞、直接契入聞思修

證，都很簡單、很單純，沒有那些多餘的繁文褥節，大家就是這樣單純的聞思，然後去求真求證，

沒有那些葛藤，這樣是很快的。大家只要好好的聽聞解脫道，一年、兩年就會有很明顯的脫胎換

骨、成長改變，只要一兩年下來你要見法，處處都可以體悟到活生生的佛法，所以佛陀跟我們叮

嚀：不因為奉行傳統就信以為真。 
第三點：不因為是正在流傳的消息就信以為真。為什麼呢？為什麼不因為正在流傳的消息，就

信以為真？因為一般的眾生在看戲的時候，如果這個戲是屬於敘述真理、平舖直述，像這樣的戲叫

好不叫座，喜歡觀看的人不多，如果這齣戲把它搬弄很多的是是非非、糾纏不清，很多的這些衝突

摩擦愈激烈的對立，就愈吸引人，這一部戲裡面，如果那個壞蛋演得愈入戲、演得愈壞的話，這個

收視率就愈高。所以眾生是喜歡看有內容、有衝突的戲，如果一提到什麼八卦新聞，大家一窩蜂的

就在那裡炒八卦新聞。所以現在的電視新聞報導，慢慢的都走上投觀眾所好，觀眾喜歡那些好奇

的，如果報導一些讓社會安定、人家的孝行、慈悲方面的，這好像變成是一個插曲，收視率就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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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就會這樣。所以惡性競爭情況之下，就會變質、變質，眾生在流傳傳佈的過程，常常因為個

人的好惡而加油添醋，知道嗎？ 
在傳播的過程很容易因為個人的好惡標準而加油添醋，同樣的一件事情兩派人馬，有一派是很

支持、很認同這個人的作為，另一派是很反對、對這個人很反感，同樣一個人出來做這件事情，兩

派人馬在流傳出來之後會不會相同？不一樣的！聽到哪一派，如果你就信以為真的話，那你也只是

聽到片面、片段。所以佛陀叮嚀我們不因為正在流傳的消息就信以為真，這樣知道嗎？ 
在學佛修行的過程很重要，我們學佛就是要開啟智慧，開啟智慧就是能夠清楚正確的明辨是非

好壞，你能夠清楚的認清真理，如果你是盲目的迷信、盲目的信仰，人家怎麼說你就怎麼信，不敢

去求真求證的話，你怎麼樣開啟真實的智慧呢？所以佛法真的是非常民主、非常的科學，佛陀就是

這麼的民主，不怕你去求證，只怕你盲目相信、不去求證而已，唯有你去求真求證之後，你才會從

骨髓裡面、從內心裡面，真正佩服佛陀所講的是真是假。 
當你真正體證到佛陀所講的，完全是正確無誤的時候，這時候不必叫你頂禮，你自然會由衷的

頂禮，所以同樣的，到今天從來沒有要求任何的學員跟空海頂禮，我也不認為我該受人頂禮，我沒

有這樣。因為你要不要頂禮，是隨眾生的認識、認知而定，你對空海所講的法認識了多少，你真的

體悟體證之後，你有相當的震撼，你要頂禮是隨個人誠意的表達，所以我們從來不去要求別人應該

怎麼樣，你沒有對我頂禮，就認為是我慢、傲慢，不這樣界定。 
第四點、不因為是宗教經典書本，就信以為真。你看這一點就是很大的一個當頭棒喝，很大的

一個提醒大家，佛陀就講：不因為是宗教經典書本就信以為真。 
    《葛拉瑪經》的第四條到第八條，這五條條文是非常重要的啟示： 

第四條、不因為是宗教經典書本，就信以為真。 

第五條、不因為根據邏輯就信以為真。 

第六條、不因為根據哲理就信以為真。 

第七條、不因為符合常識外在推理，就信以為真。 

第八條、不因為符合自己的預測、見解、觀念，就信以為真。 

佛陀在《葛拉瑪經》裡面再三的叮嚀我們，我們學佛應該有的心態是怎麼樣？我們要邁向解

脫，應該具備有哪些心態？因為這在佛教界是非常普遍存在的現象，也是一般眾生很容易犯的問

題、毛病，而且這也關係著我們佛教能不能從末法時期，導回到正法時期很重要的關鍵。今天佛教

徒都認為說現在是末法時期，事實上法、解脫道是存在著，問題是大家能不能秉持客觀、冷靜、理

智、求真求證的精神，如果大家可以的話，正法的復興、正法的弘傳就有希望，正法就能夠久住。

以上這五條，是關係著佛教能不能從末法導回到正法時期，也關係著佛教能不能回到智慧型的佛

教、佛法上面。， 

為什麼佛陀叮嚀我們，不要因為是宗教經典書本，就信以為真呢？一般的宗教徒，不管是哪個

宗教，因為每一個宗教都有他們的經典，只要一提到經典，大家就是奉為金科玉律，而不可以推

翻、不可以質疑，但是佛陀希望我們要保留彈性，要保留求真求證的空間，為什麼不要因為有寫上

某某經，然後就信以為真呢？這裡面有很重要的啟示。 

我們現在回到那些智慧者、解脫者還沒有講經說法之前，經典在哪裡？有沒有經典？沒有經典

啊！那些解脫者、智慧者，他們是依據什麼而大徹大悟呢？他們就是看到大自然的真理實相。實相

是什麼？我們很多的宗教徒、很多的佛教徒，一直要去找這個實相，到底實相是什麼？然後在經典

文字堆裡面找實相，很多的實相一經解釋，愈解釋就愈離愈遠、愈迷糊。事實上，實相就是實際存

在的相貌，現在你摸得到、看得到的，以及你所觸及得到的一切人事物，一切的動物、植物，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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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屬於實相，包括虛空也都是一個實相。 

因為實相本身是一部無字天書，一般人看不懂它在啟示什麼，所以有人就認為這個大自然天不

言、地不語，意思就是說這個老天爺不會說話，這個大地大自然不會說話。這一句話是對一半，因

為它沒有以我們實際聽得懂的語言來講，但事實上大自然、天地有沒有在說法？有沒有在啟示？是

有的！中國禪宗就講一句話─「溪聲盡是廣長舌」，那都是在告訴我們這個天地大自然在跟我們講經

說法，問題是它所用的語言不是我們一般眾生所理解的語言，它們是用實際行動來啟示，你看起來

好像沒有語言、沒有文字，因為是一部無字天書，所以一般人看不懂。 

一般人沒辦法體會、沒辦法了解，事實上大自然、實相都有在告訴我們，大自然的運轉法則就

是真理，所以要知道真理就是大自然實際存在的自然率、大自然的法則。它是有一定的法性、法則

在運轉的，但是一般眾生看不到。你所作所為跟這個大自然的運轉法則背道而馳，所以就自討苦

吃。人類的苦是來自於無明，無明就是你對這個實相、對大自然的運轉法則不清楚、不了解，所以

你才會有很多的背道而馳，而構築出一個夢幻世界、顛倒夢想的夢幻世界。 

今天我們修行，就是要來到遠離顛倒夢想，要破除無明，破除無明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對大自然

法則不認識的這一種無知，把它破除掉，來到清清楚楚的認識，這是重點。在人類歷史上能夠出現

少數的幾位，看得懂這部無字天書，這些人我們就稱他為大智慧者、大徹大悟的人，佛陀釋迦牟尼

佛就是其中的一位，我們把佛陀稱為覺者、覺悟者。覺悟者是覺悟什麼？祂就是覺悟這個實相、覺

悟大自然律大自然的法則，當祂們經過聞思修，經過這樣認真的去探討、認真的去實修之後，然後

認真的去思惟、去解析之後，慢慢發現真正大自然的法則是如此的在運轉，但是眾生不知道。 

他們大慈大悲、大徹大悟之後，看到眾生在茫茫苦海裡面，不了解實相、背道而馳，所以那種

慈悲心自然的流露。真正的一個解脫者，他一定是悲心自然流露的，不忍眾生在苦海裡面浮沉，不

忍眾生看不到實相、看不到真理，所以他們就宣說法音。這些整個就把它稱為一個覺悟者所講的法

則，我們稱為覺悟者所講的法，也就是佛法。佛陀所宣說的內容是怎麼樣呢？簡單而言，佛陀所講

的佛法就是真理、就是法則、就是自然律，這只是概論而已，佛陀把歸納為「三法印」及「四聖

諦」。 

「三法印」就是包含無常、緣起、無我，這就是第一義諦。整個佛法的核心、佛陀教育的核心

就在這裡，因為這是第一義諦，你一定要徹證、要了悟第一義諦之後，才能夠真的遠離顛倒夢想。

所以我們所有的學佛、所有的修行，目的都是為了來到體證、了悟第一義諦，但是解脫者他們可以

講出來，他們是透過修行、修證之後才講出來。問題是一般人雖然聽聞了，但這是你的知見、你的

理解，還沒有親證到，你要來親證佛陀所講的這些內容，如果你沒有透過方法、次第、步驟的話，

你還是像「蚊子叮牛角」、「鴨子聽雷」，沒辦法真正的體悟、體證，所以這些覺悟者，像佛陀就大慈

大悲告訴我們一些方法，不只告訴你「第一義諦」，然後再告訴你「世俗諦」。 

「世俗諦」就是八萬四千法門，各種方法、法門及方便法是屬於「世俗諦」，包括行善、慈悲、

六度波羅蜜、打坐、禪定、持戒、布施、忍辱…，都是屬於世俗諦、方便法，讓我們累積各種善

根、善因緣，讓我們把無明的心、把那個污垢那一面鏡子慢慢的擦乾淨，鏡子乾淨才能夠照見到實

相，凹凸、動盪不安的心慢慢寧靜、沉澱下來之後，一顆沒有污染、沒有扭曲的心才能夠來到如實

觀、如實的了解，原來大自然的法則、大自然律就是這樣在運轉，這是不可改變的，它本來就是法

爾如斯的這樣在運轉。 

原來在不了解的時候，就一直常常在構築一個跟實相背道而馳的夢幻世界，難怪自討苦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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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就是這樣從上往下一直流，這就是法性。而我為什麼還一直要希望流水逆流而游呢？大海的潮流

就是這樣在流動，我為什麼還要去改變海洋的潮流呢？所以當你了解真理實相之後，你就會遠離顛

倒夢想，這些都是修行很重要的核心。 

佛陀在世的時候，一方面宣說法音、講經說法，然後協助這些當場來聽聞的人，「聲聞」就是親

臨聽聞佛陀講經說法的這些人，協助他們進行聞思修證，所以大家不是在文字堆裡面鑽研，透過聞

思之後，然後去專精思惟、再去體悟、去求證，去檢驗、去體悟，大家很快的就能體悟到佛陀所講

的真是如實語、不妄語，所以對佛陀非常的敬佩，發現佛陀真的是沒有欺騙我們，所講的都是真理

實相。一方面感恩佛陀，一方面眾生也從無明顛倒的世界裡面醒過來。 

這就是在大家聞法、聞思修證，然後體道。體道、悟道就是體會到大自然的運轉法則，然後逐

漸的扭轉我們錯誤的觀念與行為，這是行道的過程，體道、悟道、行道，漸漸你就能夠「與道合

一」，亦即能夠來到「天人合一」。你的所作所為會跟大自然的運轉法則一致，這就是來到解脫的境

界彼岸、涅槃彼岸的世界，這些都是很重要的觀念、關鍵。 

歷史上事實上就是這樣，這些有因緣可以親自聽聞佛陀現場講經說法的人，我們稱為他們「聲

聞聖弟子」，你能夠有因緣與佛陀在同一時期出世，又能夠聽聞佛陀講經說法，真的要有善根福德因

緣，這些因緣具足之後，你才能夠聽聞佛陀講經說法，但是如果以智慧而言，佛陀還是高於一般這

些聽聞者的智慧。佛陀祂實修實證、親證了之後就是一個獨覺，獨覺之後，然後大慈大悲愍眾生，

出來講經說法協助眾生聞法，然後去求真求證，所以經過佛陀親自指導過的這些弟子，我們可以稱

為「聲聞聖弟子」。 

有修有證的人，我們把他稱為證悟到四果的解脫者，亦即「阿羅漢」。事實上阿羅漢、解脫者跟

佛陀所體悟的內容都是一樣的，都能夠同樣來到遠離顛倒夢想世界。問題是當佛陀大般涅槃之後，

一代一代的「如是我聞」這樣傳下來，這之間會慢慢的打折扣、慢慢的變質。眾生聞法之後，最初

都是透過理解、記憶，因為最初佛陀講經說法、涅槃之後都沒有經典，都只是靠背誦、記憶，雖然

佛陀涅槃之後，有弟子們第一次的結集，問題是第一次的結集，也不是以經典、文字將它寫下來，

都是靠背誦的，大家一起把重點背下來，求真求證檢驗，然後把它背下來。 

最初並沒有所謂的經典，佛陀大般涅槃之後的一、二百年內，雖然有編輯出相應部《雜阿含》，

但沒有實際有形的經典文字，經過三百年以上之後，錫蘭的貝葉經才慢慢出現，人類歷史上可以考

證到有經典實際存在的，是在佛陀大般涅槃之後三百年以上，才真正有經典的形成，在這之前的經

典都是無形的，都是背在大家的腦海裡面。所以經典就是這樣，經過這些後來的弟子的理解、記

憶，然後記錄下來，後來有一些可以書寫的工具，有可以記錄的工具，大家擔心時日一久之後，會

遺漏掉、遺失掉，所以大家就設法用文字把佛陀所講過的那些記錄下來，然後編輯起來，就形成為

經典。 

經典就是記錄佛陀以前所講過，協助眾生去修行、去證悟的那些內容，所以經典事實上就是一

些佛陀當時講經說法的言行錄。但是我們要知道，這個經典事實上就像是一種地圖、尋寶圖，佛陀

找到寶，然後大慈大悲畫出這個尋寶的地圖，告訴我們怎麼去找到那些寶，所以這些弟子們以前是

實際聽聞，後來為了怕漏失掉，然後把它記錄下來、描繪下來，這就形成一個地圖、尋寶地圖，而

這些經典是屬於一種「指月的工具」，尋寶地圖是一個工具，是協助我們去找到寶，這樣知道嗎？ 

尋寶圖、寶藏圖重不重要？是很重要，但是寶藏圖跟實際的寶，哪一個重要？實際的寶才是最

重要。寶藏圖很寶貴是不錯，但重點不是一直停留在經典文字上面，不是一直停留在地圖的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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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如果沒有實際去找那個寶，光只是在文字堆裡面鑽研、在藏經裡面鑽研，而沒有來到實修實

證的話，你都只是一直在研究那個地圖、尋寶圖，你還是在「數他人珍寶」、還是在「望梅止渴」。 

佛陀的目的都是希望透過佛陀的宣說法音、法理、法則，大家逐步的去體悟、體證，然後遠離

顛倒夢想。所以為什麼早期能夠實修實證、證悟的人很多，很快，就是這麼的單純，沒有那些宗派

之爭，也沒有那些宗教的見諍，沒有那些的。大家就是很單純的聞思修證，如果大家能夠回到當初

佛陀所指引、所帶領的那個時代，去求真求證的話，佛陀就跟我們講七年之內，你七年之內至少可

以證到三果，因緣具足的話可以徹證，可以證到阿羅漢果。 

解脫者、大智慧者在這個娑婆世界、在人間，如果幾百年能夠出現一位的話，那已經是很難得

了，真的！在人類的歷史上可以算得出來的並不多，這個大智慧者、解脫者現觀實相、了悟實相之

後，他們所體悟的跟大自然的實相是完全的相符合的，因為他們所歸納出來的真理是禁得起考驗

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也必然如此的，他們所體悟的跟大自然的運轉法則是一致的，也就

是完全徹悟大自然律。 

有的學佛者也許就會認為佛陀是一直強調我們要在五蘊身心裡面觀察，怎麼去看這個大自然法

則？我們的五蘊身心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有的現象，我們五蘊身心一定也是有的，而

且我們的這個五蘊身心本身就是個很精密、很奧妙的小宇宙，所以大自然裡面是含有這種真理，比

如「三法印」，不管從哪個角度去印證，你都可以印證得到。你從我們這個五蘊身心裡面，一樣可以

去體悟「三法印」，從眼前的一花一草一木、阿貓阿狗裡面，都可以去體悟到「三法印」。 

從一切的人事物裡面，你都可以去體悟到「三法印」，因為大自然運轉法則就是「法爾如斯」遍

一切處，是超越時間、超越空間。這些大徹大悟的人所體悟的跟實相，完全是百分之百沒有落差

的，這樣才能夠遠離顛倒夢想，來到竟究涅槃。如果你所體悟的跟真理實相還有落差的話，那就表

示還沒有來到「究竟智」，還沒有來到「究竟涅槃」，這樣知道嗎？ 

前面所述之實相、大自然法則，在人類的歷史上也有一些智慧者體悟、體證到了，但是因為在

不同的國度、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他們用不同的語言來解釋、詮釋，但是眾生被這個名相卡住

了。還有不同的解脫者他們雖然體悟相同的內容，但是他們所詮釋的角度、著重的角度會有所不一

樣，但是眾生沒辦法貫穿、理解起來，好像大自然裡面有體、有相、還有用－－體、相、用。有的

人是著重在「體」的解釋，有的人著重在「相」的解釋，有的人著重在「用」方面的解釋。 

人類歷史上，這些智慧者都有在解釋，問題是眾生就是沒辦法把這些串連起來，當我看到人類

這些智慧者，他們事實上是從不同的角度在解釋相同的這個實相之後，我才發現眾生真的很容易被

一些語言名相卡住，而不容易看到那個實相。同樣一個實相、同樣一樣東西，你用不同名稱來講的

時候，眾生就在那裡見諍不斷。 

智慧者、解脫者他們所體悟的跟實相是一致的，但問題是實相不可說，真的是所謂「言語道

斷」的世界，本來真的是沒辦法完全用語言文字描述，但是不講出來，眾生又不了解，所以還是勉

強的宣說，但宣說就是落入世間法、落入方便法，這樣知道嗎？老子講過「道可道」，「可道」就是

可以宣說出來，「道」講的就是實相，這個實相是不可說，但是勉強宣說、說出來的，跟實相之間是

有落差的，它不是完全相等。 

就像白天照亮我們的太陽，如果我把太陽形容為太陽神阿波羅，把太陽描述為「大日如來」，第

一代的人是可以了解，師父所講的「大日如來」，就是白天高高在上在照的太陽，師父所講的太陽神

就是那個。所以透過那個指月的手指，大家就知道說的是什麼，但是慢慢時間漸漸流傳，把它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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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文字之後，眾生就一直在寺廟裡面去拜一個雕像的「大日如來」，然後再到神宮裡面去膜拜一個

雕起來的太陽神，而真正實際存在的那個太陽呢？眾生看不到、不覺得祂的重要，這裡面有很多的

啟示。其他很多的宗教也是一樣，都會類似有這種問題出現，所以本來講出來的只是一個方便法，

是一個「指月的工具」，協助你透過這些語言名相去看到實相，但是眾生第一代還可以了解，第二代

的漸漸有一半了解、一半不能了解，慢慢能夠了解的就愈來愈少，所以這之間漸漸會有所落差。 

佛陀宣說之後，眾生用個人自己的理解角度來理解佛陀所講的，很多人就認為我知道了、我知

道了，但事實上佛陀知道你所謂的「知道」，不是我真正所要講的那個內容，這裡面還是有落差的。

所以《金剛經》就是在喚醒大家，不要以為你可以那麼輕易就知道佛陀、智慧者他們所講的內容，

佛陀說「微塵即非微塵，是名微塵；說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這都是在喚醒大家：你們所理解

的跟這些大智慧者、大徹悟者，他們所理解的內容是有落差的、不是完全相等。 

為什麼這之間的理解會有落差呢？這些大智慧者、大徹悟者是來到沒有貪瞋痴的世界，沒有我

慢的世界，他們的心鏡，是又平又明又乾淨的一面鏡子，所以他們所看的實相，在他們心裡面是如

實的映現，是沒有染污、沒有扭曲的。智慧者、解脫者他們是如實觀，但是一般的眾生，雖然你很

認真的在聽聞、聞法，但是因為你內心裡面如果還有貪瞋痴、還有無明、還有我慢、還有自卑，如

果你還有這一種心態的話，表示我們的這一面鏡子不夠清不夠明，含有很多的污垢。 

如果你還有貪瞋的話，表示我們這一面鏡子是有凹凹凸凸的，你凹凹凸凸的心鏡不夠清、不夠

明，你所理解的跟那些智慧者他們所理解的、所看的，會相同嗎？不一樣的！會有很大的落差。他

們所看的是很清清楚楚的，而這些聽聞者、後來這些人呢？大家所看的是一個模糊的影像、是一個

概念的影像，所以這之間會有落差，佛陀清楚知道啊！為了讓這個落差縮短、為了讓這個落差消

失，所以就希望大家不要得少為足，在我們要聞思之後，一定要實修實證，把我們這一面鏡子擦拭

乾淨，把這一面鏡子的貪瞋痴去除掉，讓它沒有凹凹凸凸，能夠來到又平又明又淨，止觀雙運、如

實觀，你就能夠了悟真理實相。 

在此，全盤讓大家能夠清楚了解，所有的經典它是記錄，現在所指的是佛教裡面的經典，是在

記錄佛陀所跟我們講的各種方便法以及第一義諦，目的都是為要去體悟、體證大自然、體悟實相，

都是希望大家破除無明，能夠來到「明心見性」，了悟真理實相之後遠離顛倒夢想，所以要知道經典

有它相當重要的目的，我們要讓它來到正確的位置，放在正確的位置上面。 

經典是一個「指月的工具」，協助我們去找到真理、找到寶，有些經典是後來慢慢再結集出來

的，如果經典所記錄的跟實相有落差、有誤差的時候，要以實相為主，這是佛陀勉勵我們的，不要

因為經典怎麼說，然後就完全信以為真，經典很重要是不錯，但是因為經典是在記錄實相，如果這

之間有落差的話，要回到以實相為主。我們珍惜經典，釋迦牟尼佛跟空海都沒有否定經典的重要，

經典有它相當的重要，是個很重要的工具，但是我們要讓它回到正常該有的位置，知道經典是怎麼

樣來的、它的目的作用是怎麼樣，你真正珍惜經典的話，是善加應用它，然後去找到寶。 

佛陀講經說法不是要讓你崇拜，佛陀以及佛教徒所留下來的這些經典，目的不是要讓你膜拜，

目的都是要協助你去找到寶、遠離顛倒夢想，所以我們是要善用這些經典，珍惜尊重然後善加應

用，發揮經典的功能效果出來。如果有衝突、有誤差，我們要客觀冷靜來求真求證，大家可以了解

嗎？因為這是滿重要的一個階段，而且這裡面講出很多的重點，大家要慢慢去體會。 

日本有一位一休禪師很有名，他的智慧真的滿高，在電視曾經播出一部卡通很受歡迎，裡面充

滿了機智，相當不錯。有一次他住在一個佛寺裡面，看到很多人把藏經樓的藏經搬出來，然後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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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上，一休就問他們在幹什麼？那些比丘就跟他講說是在曬藏經、在曬大藏經，因為有些修行地

區的佛寺是在山區比較潮濕，一段期間就要把藏經搬出來曝曬，不然很容易潮濕、發霉，所以天氣

好的時候，大家就把那些藏經閣裡面的那些藏經搬出來，當然一休是知道，但是他是故意問他們：

「你們在做什麼？」他們回答說：「我們在曬藏經！」後來一休也躺在那個廣場上面，他真的就躺下

來喔！人家藏經排在那裡，他就躺在藏經的旁邊，然後四腳攤開躺在地上，那些和尚就問他：「你在

幹什麼？對經典這麼不禮貌！我們在曬藏經，你竟然不幫忙搬，還躺在那裡，你在幹什麼？」結果

一休就跟他講：「你們不是在曬藏經嗎？」「對啊！」，一休說：「我也在曬大藏經！」 

這一句話如果你真的因緣成熟的話，你就會開悟，這就是禪師的禪機，他在提醒你，旁邊藏經

的重要性不如我這個活生生的大藏經，這樣知道嗎？真正活生生的大藏經是在你的五蘊身心裡面，

真正活生生的大藏經是在一切的人事物之中，這樣知道嗎？這個含意很深，我們就是要慢慢協助大

家來看懂這一部無字天書、大地風雲經，所跟我們敘述的什麼叫做「無常法印」？事實上不是天不

言、地不語，而是天地用的語言眾生不了解、看不懂而已，你的智慧程度不夠，你看不懂而已，事

實上整個大自然都在跟我們啟示，你來到海邊看著浪起浪落，你還是看不到「無常法印」，但是一些

心行比較敏銳的人，他們就可以慢慢的體會到浪起浪落，這不是在告訴我人世的變遷嗎？這不是在

告訴我「無常法印」嗎？能夠從浪起浪落裡面就可以去體會什麼叫做無常法印，從那些潮起潮落，

這不就是活生生的無常法印嗎？ 

以前你常常到海邊去散步，為什麼你還沒有看到無常法印呢？因為我們的智慧眼沒有打開，所

以為什麼要聞思？聞思的階段就是協助我們慢慢要去看懂這個活生生的經典，這樣知道嗎？所有的

經典都是一個指月的工具，協助我們去看到活生生的三法印、活生生的佛法。就像佛陀坐在這個無

常法流裡面，跟大家在宣說無常法印，潮起潮落、浪起浪落都一直在告訴我們，什麼叫做大自然的

運轉法則。從古至今，這些潮水沒有停止過，每一個波浪來來去去也沒有完全相同，都不斷的在變

化、變化、流動、流動，大家好好去體會。佛陀是要幫助我們去看到無常法印，結果眾生卻一直在

扣拜這個偶像，這樣就不對！又一直在「見指不見月」。 

實上佛陀是希望我們要去好好體悟三法印，如果你能夠體悟到無常法印，就能夠體會到真正佛

陀所講的涅槃妙法，如果你的心夠細、觀察力夠敏銳的話，眼前的一花一草一木，都是在跟我們講

經說法，你不要說這草菇我無關，一樣啦！一樣你把自己溶入裡面，它就代表你，你就可以去體會

什麼叫無常法印？你本身也都是在無常法流裡面生滅變化。如果是常恆不變化，那小時候國中、高

中時期跟現在怎麼會有這麼大的不同？那都是一直在流動變化的，你看剛才那一朵漂亮的草菇，沒

幾天就變成乾枯、凋萎，旁邊的這些都在告訴我們什麼叫做無常法印？沒幾天、沒多久一樣，愈來

都是這樣愈枯萎掉，這不是在告訴我們無常法印嗎？不是說從昨天是突然變換到現在，它不是突

然，它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變化、變化、變化，所以大家要在大自然法界中去體會什麼叫做無常

法流。 

這是菩提樹葉，我就把它拍照下來，這是最初的嫩葉，我把它摘下來對比，讓大家來看看什麼

叫做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連一片葉子都在跟我們講經說法，就像佛陀在跟我們宣說法印，這

叫一葉一如來。連這一片樹葉，最初嫩的時候是紅色的、鮮嫩的，慢慢的它會變化，除了變大之

外，顏色也不一樣，然後變成成熟的葉、掉落乾燥的樹葉，這不正是在告訴我們什麼叫做無常變化

嗎？所以大家不要把無常認為很抽象，不要這樣研讀了藏經好幾年，還是看不到無常。 

在大乘佛教地區，大家要接觸到其他的經典還比較快也比較容易，但是要接觸《阿含經》真的



 

葛拉瑪經                                                                                                                                        Page 11 of 16 

是很困難、很不容易，一千多年來常常被埋沒、被疏忽，開經偈裡的「百千萬劫難遭遇」講的就是

真正解脫道的《阿含經》，這絕對不是今天空海老王賣瓜說瓜香，我是跳脫宗派、宗教的立場，由衷

誠心誠意的跟大家分享世間智者的法寶。這些智慧之言真的都是能夠幫助我們開悟，幫助我們見

法、解脫，非常實用的解脫道，只是在人類、在人間，你要遇到真正的解脫道，真的是不容易，大

家今天有緣來接觸，但願大家能夠多加珍惜。 

我們今天繼續來跟大家分享 

《葛拉瑪經》的這幾條條文：不因為他人的口傳、傳說就信以為真；不因為奉行傳統就信以為

真；不因為是正在流傳的消息就信以為真。前面已經解析過了，但是我想再跟大家補充一點，上次

有講一個比喻的故事就是傳承，我想不少人對這一則比喻會有很深的體會，我們再進一步解析。 

佛陀傳法的第一代，他們可以百分之百的學習到，因為佛陀是明眼人，了悟真理實相，看到活

生生的佛法，不斷的協助大家去體悟法，縱使你不會的也要教到你會，不了解的也要教到你了解。

大家為什麼當初要證悟很快，因為有佛陀明眼人在調教，大家要學法、見法都很快，所以最初第一

代是百分之百的把佛陀所講的法傳承下來。但是以前時代沒有像現在有這麼具體的書本、經典可以

完整的記錄，佛陀還可以校正你們哪裡是錯了，也沒有這些電子媒體，所以以前都是靠背誦，一代

一代的這樣流傳，一樣大家都是「如是我聞」，第一代他們是這樣，真的他們是「如是我聞」，是實

際聽聞佛陀所講的。 

但是第二代、第三代之後呢？事實上是間接了，因為大家傳承下來一樣都是「如是我聞」，大家

都認為說我是百分之百的傳承下來，但事實上人類的記憶力是有限的，而且最重要是每一個眾生的

慧根、智慧、理解力不同，智慧不一樣、水平不均，你以為你知道，但是事實上你並不是真正的知

道，你以為你已經理解，但是你並沒有完全正確的理解，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 

一般眾生不容易覺察到我們所理解的跟智慧者他們理解的角度有多大的誤差，所以同樣的「如

是我聞」，一代一代一直的傳下來，如果你是百分之百理解，就沒有所謂的「像法時期」，更不會有

「末法時期」。所以正法、像法、末法都是在告訴我們，歷史的事實演變就是這樣，真正正法的精髓

漸漸在流傳的過程之中，一直流失掉很多的精華、精髓，做一個比較具體的數字讓大家參考，一代

一代的這樣傳承，如果你能夠學到百分之九十已經很不錯了，除非能夠出現一位智慧相當高的人，

不是繼承傳統的這一種模式，他是參考傳統，但是又能夠實修實證、講出真理實相，就像說中國歷

史禪宗六祖惠能有相當深的體悟，所以所講出來的內容就是不一樣，能夠講到活的、很深的這些，

如果你只是依樣畫葫蘆，這樣一代一代的傳承、咀嚼、默守成規，這樣你就會一直的折扣、折扣下

來，沒有創意、沒有真正的去體證，這樣會一直折扣下來。 

假設一代一代傳承下來，能夠學到百分之九十就已經不錯了，百分之九十，再來八十一，再來

七十二、六十三，一代一代一直這樣傳下來，慢慢愈到後面就愈少，所留存原來的精髓就愈來愈

少，假設到百分之五十四的時候，就已經不及格、剩下一半，這就是來到「像法時期」，六十分以上

的還算可以、還算及格，解脫還有望，這樣知道嗎？六十分以下就不及格了，就是來到「像法時

期」，然後慢慢、慢慢的愈到後面，就是來到「末法時期」，你所看到的很多經典，就如在茫茫大海

之中，你要能夠掌握到佛法的精髓，確實不容易。 

以前只要看一本佛典，就能夠掌握到佛法的核心，現在卻是看了一百本都不一定掌握到法的核

心。有關大陸學員表演的傳承節目，那時候現場的觀眾都是開懷大笑，笑的東倒西歪，那些在表演

的人也都很認真的在表演，為什麼表演的過程會讓觀眾開懷大笑？因為他們清楚知道正確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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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以及正確的動作是什麼。第一次主持人在跟大家示範動作、講解內容的時候，現場的觀眾都

清清楚楚知道正確的答案、動作、含意內容是什麼，所以當他們看這些學員在表演一代一代傳承表

演，哪些是增加出來的，哪些該有的動作、精神漏失掉了，觀眾是很清楚。他們看到一代一代在傳

承的人，大家不斷的增增減減、增增減減，愈到後面漏失掉愈多，愈增添一些原來沒有的，而且真

正的本質、深義都漸漸喪失掉，所以這些旁觀的人看得開懷大笑，因為他們知道清楚的答案是什

麼。 

一個很重要的結論：如果你真正開悟、真正見法，清清楚楚的知道「三法印」是什麼，看到活

生生的佛法，然後再來看那些還沒有真正見法、用頭腦知解在詮釋、佛法的那些人，他們所講的是

正確還是錯誤，你就很清清楚楚，不只是人、或法師所講的正確與否，你都可以清楚的了解，包括

這一部經典所記錄的是正確還是錯誤，為什麼會有偽經？怎麼去鑑定是偽經？如果你不是明眼人，

你很難鑑定。這個經典講的是究竟法還是方便法，如果你清楚見法的話，你是不是能夠很清楚的分

辨出來？所以為什麼實修實證很重要，你沒有實修實證、見法的話，就沒辦法了解到最原始佛陀所

講的三法印是什麼，真正佛法核心是什麼。 

當你真正的聞思修證俱足之後，就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這個人所講的正確佔多少％、錯誤佔多

少﹪，這個人所講的有沒有見到法，或還只是抽象的空洞的理論，你都可以清清楚楚。如果真的透

過聞思修證上來，十個結一一的解開，來到沒有我慢的情況，那這個人有沒有我慢？有沒有無明？

有沒有貪？有沒有瞋？你都清清楚楚。所以佛陀在後面會跟我們講，真正的善知識是協助你去親

證、去見法，自知自覺自作證。當你真正見法之後，你就能夠清楚的分辨，這樣就不會一直在盲修

瞎練的世界裡面。 

以上所講的這些，沒有針對任何宗派，也沒有針對任何宗教，因為在人類歷史上的流傳、傳承

的過程，是很普遍存在的現象。所以我們真的要認真的去求真求證，佛陀跟我們講：不要因為他人

的口傳、傳說，就信以為真。不要因為奉行傳統，就信以為真。大家要求真求證。 

第四點、不因為是宗教經典書本，就信以為真。這一條對我們當今一般的宗教信徒來講，是很

強的一棒來喚醒大家，不管是哪個宗派、哪個宗教，並不侷限佛教。佛陀希望大家不要因為這個宗

派、宗教所奉行的宗教經典，一提到經典書本，就不敢去懷疑、不敢去求證，佛陀希望大家不要這

樣。因為不是宗教經典書本就完全正確，裡面可能有記錄錯誤的地方，你也要能夠求證出來。再者

因為經典書本對於很多精華、精髓、活生生方面的，宗教經典書本裡面沒辦法記錄。 

第九條、不因為演說者的威信，就信以為真。第十條、不因為他是導師大師，就信以為真。這

兩條同樣非常不容易突破、不容易超越，一般如果你有大師崇拜、偶像崇拜，這樣的話，你這兩條

就沒辦法超越。佛陀希望我們大家：不因為演說者的威信，就信以為真。不因為他是導師、大師，

就信以為真。為什麼呢？ 

現在講一則故事比喻讓大家來參考，裡面有一些啟示深義，大家慢慢去體會。有一位精進用功

的修行者，可能就像廣欽老和尚一樣，很認真、很精進用功，禪定力很好，結果有一段期間，他常

常入了深定，而且又比較久。因為他入深定比較久，結果親戚朋友以為這位修行人死掉了，這麼久

都沒有出來吃飯，沒有看他有任何動作，看他坐的這樣，認為大概已經死掉了，就請法醫來鑑定，

法醫也在他鼻頭摸一摸、手摸一摸，這個人沒有呼吸也沒什麼脈動，認定已經死亡了，所以開出死

亡證明書。 

他們親友就準備幫這一位家屬處理善後，所以請來神父、牧師，也請來法師、道士來幫忙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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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法會已經做了，親友就準備把這一具他們認為的亡者屍體要抬出去，也把他封棺了，準備抬到

墓場去埋葬。正準備要下葬的時候，棺材裡面有敲打的響聲，大家很驚訝的撬開一個縫看看，裡面

被認定為死亡的人說話了，他說：「你們在搞什麼？你們在幹什麼？我還活著、我還沒有死！」這時

候大家嚇到、一群人都愣住，愣住了鴉雀無聲，大家不知道怎麼辦，後來這位全程處理喪葬事宜的

祭師就出來說話了，他說：「喂、喂、喂！老兄！醫生專家都證明你已經死亡了，而且開出死亡證明

書，我們一些神父、牧師、法師都幫你做超度法會了，儀式也都已經做了，他們也認為你已經死

了，我相信專家的話是不會有錯的，我相信這個死亡證明書是沒有偽造的，神父、牧師他們的認定

也不會有錯，而且我們這裡還有死亡證明書，這是具有政府的公信力不容懷疑，裡面沒有造假！」

但是裡面的人說：：可是事實上我還活著！」祭師就回答：「比起那些有名的專家、比起那些有名的

大師，你算老幾？你講話不夠份量，我當然聽信那些有名的大師他們的話，我當然是聽信專家他們

的話，而且我們這個死亡證明書，是政府核定審定的有官印，都沒有偽造，所以是不容懷疑的，這

個證書是有公信力的不容懷疑，我們是認證不認人。」「還有，如果你不躺下去死掉的話，我就拿不

到一筆喪葬費，公權力不容挑戰，我必須執行公權力，對不起！我是依法行事，必須再繼續後面未

完成的工作」所以再繼續把棺材蓋釘上，然後在預定的時辰把他埋葬了，埋葬了之後，大家再很慈

悲的幫他做超度法會，還為他再繼續哭泣、掉眼淚、不捨。 

這個故事裡面有很多的啟示，大家慢慢去體會，你不要以為這個太誇張，我們怎麼有可能這

樣，我們沒有這樣，我們不會這麼離譜。錯了！這種現象相當普遍，我們只能夠點到為止的，希望

大家能夠回來體會佛陀跟我們交代的，大家不因為宗教經典書本，就信以為真。不因為演說者的威

信，就信以為真。不因為他是導師、大師，就信以為真。大家要有求真求證的精神，如果你所拿的

證據、證書經典，跟事實有落差、有差距的時候，請你不要死守著你所握有的觀念知見，請你歸零

重新來，從事實上面來認定，這樣知道嗎？ 

就好像宗教界普遍存在的一個觀念，認為現在是「末法時期」，也就是認為法已經死亡。但是空

海發現沒有所謂「末法時期」，法不但沒有死掉，而且是活生生的活著，每一天、每一個當下都在你

眼前在告訴你，什麼叫做三法印？什麼叫做無上甚深微妙法？法沒有死掉，沒有末法時期，只要我

們回到原始佛法這一種求真求證的解脫道上，就可以印證空海所講的對還是錯。 

第五條、不因為根據邏輯，就信以為真。為什麼呢？人類的邏輯推論觀念是死板的、公式化、

定型化，而實相呢？它是活的，不是死板的，不是固定不變的。我們在黑板有寫的Ａ代表的就是：

是、好、善、對、白，Ｂ代表：非、壞、惡、錯、黑。一般世間的觀念，是非分明、好壞分明，善

惡都清清楚楚，對錯要弄的清清楚楚，黑白也都要弄的清清楚楚。所以很多很有正義感的人，都認

為我是、非、好、壞、善惡分明，這都沒有錯，依一般人的推論、依邏輯的觀念來講，Ａ跟Ｂ之間

它是怎麼樣？Ａ跟Ｂ是不會相等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Ａ跟Ｂ不會相等。對的不會變錯的，好

的不會變壞的，所以對就對，錯就錯。是非、好壞、善惡、黑白都分明，一般的邏輯推論觀念是這

樣。 

但是事實上Ａ跟Ｂ之間，老子講出一個非常深的啟示，Ａ它會變成Ｂ，Ｂ也會變成Ａ，這兩者

是會變化的，會互動、會變化、會交流，不能夠把它絕對劃分開來。依一般人的觀念認為：福就是

好的、善是好的，禍就是不好的，就是壞的；福就是吉的，禍就是凶的，我們把吉凶、好壞都截然

的劃分開來，但是老子喚醒我們：福兮，禍所依；禍兮，福所依。 

世間法兩者是會變化的，你以為得了大樂透、發了一筆橫財，好高興、好快樂！你認為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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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福，但是當你在洋洋得意在炫耀，當你在忘了我是誰的時候，後面隱藏的禍患，你知道嗎？你有

看到嗎？當你居處在位高權重的時候，你認為我官位好大，好威風、好有福報，但只要你被名利熏

心、操守把持不住的話，你很有可能因為貪污案，沒多久而身敗名裂，高官厚位對你來講是好還是

壞？ 

如果我們回到大自然的實相來講，人類是把大自然的實相截然劃分，但是對大自然實相而言，

它是沒有截然劃分開的，整個大自然是包含相反的兩極，然後統一和諧、沒有衝突。為什麼呢？人

類認為的白跟黑是不會交集，白就是白、黑就是黑，但是我們現在來看大自然的情況，白天跟黑夜

有截然劃分開來嗎？你說：有啊！白天跟黑夜不一樣。請問它們的分水嶺、劃分點是在幾分幾秒？

你能夠清楚正確的告訴我嗎？以實際的大自然而言，白天Ａ它慢慢的會轉變到Ｂ，這中間沒有一個

固定的分水嶺，黑夜一樣會慢慢的轉換成為白天，這之間它是完整的一個圓，並沒有斷然劃分開。

但是人類的思想是截然劃分，好就是好，壞就是壞，對就是對，錯就是錯。這個人十年前給我壞的

印象，十年後對人家還是存在著壞的印象，你卻不知道人家早就已經改頭換面、脫胎換骨。所以這

是佛陀喚醒我們，不要因為用邏輯的推理，然後就信以為真，我們要靈活、靈活。 

佛教有一門學問叫做因明學，也就是佛教裡面的論理學、辯論學。以前我在學院的時候也讀過

這方面的課程，這都是在設法講出自己正確的立論，讓自己的立場理論正確，一方面設法去找出別

人的缺點、找出別人的漏洞，然後要駁倒別人的錯誤，這是屬於因明學。表面上看起來好像講的頭

頭是道，我也講的讓你找不出我的缺點、破綻、毛病，因明學就是要訓練這樣。訓練到真的你講出

來，人家找不出破綻、找不出缺點，你可以把對方的缺點找出來，讓他心服口服，你的辯論就贏，

你的佛法知見觀念就贏別人，因明學是訓練一種辯論辯論比賽方面，不是看誰講的有理無理，而是

看表達口才各方面，所以辯論的第一名並不是他所講的理就是最正確，不是這樣。所以因明方面我

是覺得可以重視它、可以參考，但是不要在學了因明之後，反而讓你增長更多的我慢。我們學佛不

是要跟人家辯論，不是要去駁倒別人、駁倒任何人，真正是要回來看到解脫道上最大的敵人，把自

己的錯誤觀念知見推翻掉，才是最重要。 

第六條：不因為根據哲理，就信以為真。為什麼呢？是因為人類很多的哲學觀念、知識知見，

存在的有成熟的一面，但也有不成熟的一面。再來人類的思惟是二元對立，就好像在二度空間，你

沒有來到超越二元對立的時候，很多方面的推理推論、哲理觀念不是很正確的，但人類不容易覺察

到，這很容易被自己所欺騙而不知道。 

就好像有些在電視上很有名的婚姻專家，幫人家解決婚姻上面的困難、困擾，講起來都頭頭是

道，但是後來沒多久，這些婚姻專家是家庭破裂、離婚，我們當然感恩婚姻專家協助我們，提供他

們的觀點讓我們參考，但是當你是婚姻專家的時候，不要忘了！你可能很多的自以為是，讓你增長

我慢而不知道，結果你旁邊的人、你的另一半很痛苦，你能夠解決別人很多問題，但是你解決不了

家人內心實際的問題，有一句話：「有理可以行遍天下，但是走不出廚房」。為什麼呢？對外面、對

一般人，你可以講滔滔不絕的大道理，別人聽起來覺得不錯，很有理、很好，認為你這個人很有智

慧、學問很高，你講的法律條文也都很實用、很實際，別人會謝謝你的幫忙我們，你很快樂！覺得

自己可以到處去幫忙別人解決法律上的問題。但是你家裡的老婆、小孩，看到你卻好像看到閻羅

王。 

你可以講很多的道理給別人聽，但是你在家裡面對實際的柴米油鹽醬醋茶，那不是用一加一等

於二的那種公式去推論，你可以對別人做出很多讓人感覺很慈善、很慈悲，但是家裡面的人及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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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敢吭聲，他們內心的話不敢講出來，因為在家裡面，你有可能很武斷、很霸道、主宰慾很強，

但你不知道。所以我們要回來如實面對我們自己，不要光是講一堆大道理，道理人人都會講，但要

真的做到慈悲對待別人，能不能慈悲善待家人？再來很重要能不能真的慈悲善待自己？你要去救度

眾生，能不能先回來救度自己，非常重要。所以不因為根據哲理，就信以為真，因為道理人人會

講，你要真的做到。 

再來，不因為符合常識、外在推理，就信以為真。為什麼呢？因為一般眾生都習以為常的喜歡

聽一些好話，人家誇讚我們都很喜歡，某個人如果他很擅長於誇讚你、說好話，都是講很多的好話

誇你、讓你很高興，你就會覺得這個人好慈悲、很棒，他真的好慈祥，一般的推論是這樣不錯，但

是你能不能看到這些都只是世間法？你還在世間法裡面的階段，你知道嗎？所以不要停留一直在：

我只喜歡聽人家誇讚我的，只喜歡聽一些好話，你能不能成長到能夠接納逆耳的忠言，而且真正去

欣賞那些講我們缺點的人。 

以前在國中的時候，自己桌上就寫一張座右銘提醒自己：「道吾善者是吾賊，道吾惡者是吾

師。」「道吾善者」：常常講我好、誇讚我的人，一直都在講我好的人，就像我的盜賊。「道吾惡

者」，會指責我、罵我、會說我缺點的人，道吾惡者是吾師，是我的老師。我提醒自己：人家真的會

跟我們講缺點、逆耳忠言的人，他們是真正為我們好的人，真正希望我們改進，而那些總是一直在

誇讚我們、都是講好聽好話，讓你聽的很順耳的人，要知道對方不是要故意陷害你，而是他很容易

讓你忘了我是誰，很容易讓你長養我慢，很容易讓你墮落、退墮不知道，裡面很多的甜言蜜語，很

多的迷魂的那些話語，讓你漸漸的腐蝕、讓你停滯不展，你不容易覺察到，這樣知道嗎？不是別人

有意害你，大家不要聽錯，那是一種自我勉勵、提醒我們自己，不要總是喜歡聽那些誇讚我們的，

不要一聽到人家講我們缺點、講我們不好的，就認為別人是壞人，不要這樣認為。 

不因為符合自己的預測、見解、觀念，就信以為真。一般人都認為我符合自己的預測、見解、

觀念，就信以為真。我眼見為正確，舉個例子來講：以前在研究所讀書的時候，那時候我們每天早

晚都要整理環境，因為我們的教室是在二樓，有一次我在走道上發現一隻蝴蝶，覺得這一隻蝴蝶還

沒有死掉，還是活著，我想牠在走道上可能會被踩踏到，所以我把牠輕輕的放到畚斗上面，然後把

牠面向陽台外面放走讓牠飛，牠有飛走，所以我這個動作是一手拿著掃把，一手用著畚斗往外傾

倒。剛好旁邊比較遠的地方有一位同學看到了，就講：「下面有人呢！你怎麼這樣倒垃圾呢？」從他

所看的角度，認為這個人是在傾倒垃圾，在他的印象中，馬上認為這個人怎麼樣？很差勁、很缺

德，對不對？那個人會認為是親眼所見。 

我們常常認為我親眼所見，我下的論斷就正確，但是你只看到片段，你知道嗎？你看的深度、

廣度不夠、正確度不夠，你有覺察到嗎？你有看到人家在做的動作背後，是隱藏著慈悲跟善行，你

有看到嗎？這方面有很多值得我們去深思。我們在講經說法的時候，有時會引用一些故事、一些比

喻，讓大家有更進一步去思惟，有更寬廣的空間去體悟，有時候一些故事裡面隱藏著很深的啟示，

不要認為我不可能、我不會這樣，如果是電視上演壞人的，就覺得不可能是我、我不會，你愈是這

樣粗心大意，犯錯的可能就愈大。 

現在把《葛拉瑪經》後面的經文再做一個總結，不因為符合自己的預測、見解、觀念，就信以

為真。為什麼呢？因為一般眾生用著凹凹凸凸的心鏡在看外面，你不知道。就好像你習以為常的戴

著有色的眼鏡在看這個世間，你看出去的世間是跟你所戴的眼鏡的顏色一樣， 

但是你所看的顏色是有染污、有扭曲、有變化，但你不知道，所以一個人內心裡面只要還有貪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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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很堅持一個理念、立場，這時候你對事情的看法、判斷就不夠客觀，有失公平、公正，但你不

知道你用一個凹凹凸凸的這一面鏡子看出去，這個實相被你染污、被你扭曲你也覺察不到，因為你

習以為常，你認為這就是正確的，但是你的正確度跟實相方面有很大的落差你覺察不到，所以一般

人很容易被自己自以為是的判斷所誤導，被自己欺騙了而不知道。 

所以才說解脫道上最大的敵人是自己，別人的欺騙都還容易覺察到，自己錯誤的誤導、自己錯

誤的觀念誤導自己，是非常不容易覺察到，因為你就是太習以為常，認為這就是正確，就是這樣。

佛陀喚醒大家：不因為符合自己的預測、見解、觀念，就信以為真。我們很多時候的判斷是錯誤

的，我們很多時候的親眼所見也未必是正確的，因為你看的角度、站的角度不同的時候，所下的結

論不一樣。就像上一節跟大家講，事實上我是在放生，在放一隻蝴蝶。但是從其他學員的立場來

看，那也都是成年人，都是三、四十歲的成年人，不是小孩子啊！但是他們所看到的角度、所下的

論斷判斷，跟實相有很大的落差，他不知道。 

如果他沒有講出來，我沒有跟他解釋的話，在他內心裡就存在著對這個人不好的印象，認為這

個人缺德，因為他有直接講出來說：你怎麼可以在那裡(陽台)倒垃圾？樓下有人！但是當我跟他解

釋：我是在放生，讓一隻蝴蝶飛走，他才說：喔！是這樣喔！所以這也是讓我們大家參考，很多的

時候我們都認為，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聽沒有錯，你認為的百分之百沒有錯，裡面有很多的錯，你

知道嗎？如果沒有覺察到，我們很容易被自己的論斷所誤導，這就是這個世間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

紛紛擾擾、衝突不斷，原因都在這裡，大家好好去體會。 

第九條、不因為演說者的威信，就信以為真。第十條、不因為他是導師、大師，就信以為真。

這兩點真的非常不容易突破，一般來講，我們認為他是博士、專家，某方面的專家、某方面的權

威，而且又加上這個專家或是大師，他給我們保證、又發誓，應該絕對沒有錯，但是佛陀都希望我

們要保留，這樣知道嗎？要親證到才算，你自己要去求證、要親證，所以這十點都是非常重要的提

醒，是我們在學佛修行的路途上，很重要的十個原則，如果你能夠好好去體會，可以避免很多不必

要的錯誤。 

因為你的求真求證，很快就可以見到活生生的法，就能夠為法作見證，就能夠體悟到活生生的

佛法，所以在修行的過程中，不要盲目迷信，不要偶像崇拜或是著重外相。在追求真理的路上，一

開始就要冷靜、理智、求真、求實、求證，你有這種精神，要距離邁向開悟解脫就容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