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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觉经 

第二十讲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现在是在出世间法当中，这个出世间法， 
  现在讲到第二个——「四无所畏」。因为书上没有，所以我们就要看讲

义。为什么要看讲义呢？因为这个是佛法的名相，一定要弄清楚。因为我

们学佛修行，追求的就是出世间法，而不是世间法。所以，出世间法有那

些内容呢？从小乘的声闻、缘觉，他们为什么能够证果？他们已经具备了

那些功德或智慧？或者是一直到成佛，佛具备有那些功德智慧？跟小乘有

什么差别？我们要弄清楚，因为我们今天是要学佛，学佛的话，就是以佛

为我们修行的榜样，所以这些内容要先弄清楚，然后依照这个目标来修正

自己的身、口、意，达到最后不管是证果、还是成佛的目标。所以，为什

么我们要补充这个内容的目的，就在这里。 
  什么是「四无所畏」呢？这个就说明佛有四种无所畏的精神。这些无

所畏的精神是怎么达到的？祂是怎么做到？就是心中没有任何的畏惧，那

就是因为智慧的缘故。因为佛的智慧已经圆满成就，所以能够做到没有丝

毫的畏惧。 
  佛在那些情况之下没有畏惧呢？ 
  第一个，佛在说：「我是一切正智人」的时候，没有畏惧。意思就是说：

「我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我们都不敢这样说，对不对？只有佛敢这么

说。祂在说：「我是一切正智人」，一切，就是不管是佛道、还是外道，没

有一个人的智慧是超过我的，而且我是真正有正智慧的人，而不是邪知邪

见，所以只有佛敢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畏惧。因为佛已经正知一

切法，所以不怕别人说：「我不知一切法」。祂敢这么说，也不怕别人批评

说：「佛祂其实也不是真正一个有智慧的人」，或者说：「祂也不是一切法都

能够了知」。祂是正知，不是邪知，只有佛是正知一切法，外道是邪知，所

以敢说这个话的人，只有佛，因为祂智慧已经圆满成就，所以祂敢说祂正

知一切法，是真正有智慧的人。这是第一个无所畏。 
  第二个无所畏，是佛在说：「我一切漏尽、一切习尽」的时候，没有畏

惧。一切漏尽，意思就是说三界一切的烦恼，佛已经完全断尽了，连习气

都没有，所以祂敢说这句话，说：「我一切的烦恼已经断尽了，连习气也都

断尽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祂心中没有丝毫的畏惧。那就是因为佛一切

的烦恼都已经断尽，习气也已经断尽，所以就不怕别人批评祂说：「我的漏

未尽、习未尽」，就不怕别人批评说：「我的烦恼没有断尽、我的习气没有

断尽」，就不怕别人这么批评。我们就很怕，因为我们的烦恼也都在，习气

也都在，我们心中有所畏，也很怕别人批评我们还有什么习气，这个习气

很重、那个习气很重，或者这个烦恼还在、那个烦恼也没少，所以我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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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这样的无所畏，第二种也没有。 
  第三种，佛在说：「我说一切障道法」的时候，没有畏惧。因为佛对一

切障道法已经如实了知，所以祂不怕别人说：「我说的障道法，不能障涅盘」。

那些是障道法呢？障道法，就是障碍得证涅盘的那些内容，叫做障道法，

障碍我们不能得道、不能证涅盘、不能证果的那个法，叫做障道法。所以，

佛会说那些是障道法，我们把这些障道法都去除了，我们才能够证果、才

能够证涅盘、才能够解脱。所以，佛在说这些障道法的时候，也不怕别人

批评说：「你说的这些法，不是障道法，我还是行这些内容，我也一样可以

得圣道」，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佛祂在说一切障道法的时候，是没有丝

毫的畏惧。 
  那些是障道法呢？一切的有漏业，有漏，就是跟烦恼、我执相应的，

烦恼、执着相应的，都叫做有漏，不管你是善法、还是不善法，都是有漏

的。有漏的意思，就是说即使你行一切的善法，因为你有烦恼跟执着，也

一样在三界当中，只是有人天果报，所以只要执着没有去除，跟烦恼相应

的，就一定还在三界当中，这个都是属于有漏的，不管是善、不善，都是

属于有漏业。还有，一切烦恼，也会障涅盘。一切有漏业，就是你行的业

都是在三界当中轮转的，所以不可能证涅盘。一切烦恼也是，因为有我执，

所以生种种的烦恼、造种种的业的结果，就是堕三恶道，所以一切的烦恼、

还有恶道报障，这些都是障道法。诸有漏业、一切烦恼、恶道报障，因为

已经堕恶道了，当然就没有办法证涅盘，所以恶道报，就是得到三恶道的

果报，这种障碍都是障道法。 
  像我们行布施的时候，如果是为了世间的利益求功德，反正你是为了

三界，不管什么样的利益，是在欲界、色界、还是无色界，只要是为了世

间的利益来行布施、持戒等等的，或修十善道，或者修禅定的时候，禅定

是为了要开发空性的智慧，趣向解脱道，如果你不是为了这个目标，而耽

着在种种的禅定境界当中，求神通、感应，这些也都是障道法。所以，不

善、及有漏善，都能够障碍解脱，不善，就是堕恶道，有漏善——人天果

报，都是障道法，不能解脱。所以，佛在说这些内容的时候，祂心中没有

丝毫的畏惧。 
  第四个，佛在说：「我所说圣道，能出世间，行是道，能尽诸苦」的时

候，没有畏惧。因为佛已经行圣道，已经尽一切的诸苦，所以不怕别人说：

「行我所说的圣道，不能出世间，不能尽诸苦」。出世间，就是解脱，佛在

说解脱道的时候，不管是四圣谛，苦集灭道四圣谛，或者是十二因缘，这

个都一定是能够解脱的，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佛在说这些解脱的圣道的时

候，是一定能够让众生得解脱、证涅盘，所以祂在说这些解脱道的时候，

这些圣道的时候，祂心中没有丝毫的畏惧，所以祂也不怕别人批评说：「祢

说的这些圣道，我按照这些圣道来行的话，也没有办法证涅盘、或者是解

脱」，是一定可以得证的，所以，佛的心中没有丝毫的畏惧。一定能尽诸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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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只要在三界轮回当中，只有苦，没有快乐，所以一切的苦，就是包

含三界当中的苦，不管是八苦、六苦、三苦，三界当中一切的苦，怎么断

尽呢？只要解脱，就能断尽。怎么解脱呢？行圣道。所以，佛为我们说种

种的解脱道，就是能够出三界，能够证涅盘。 
  所以，这就是佛的四种无所畏。 
  第一跟第二个无畏，是显示佛祂自己的功德已经圆满具足。第一个，

是「我是一切正智人，我正知一切法」，这是表示佛祂自己的功德已经圆满

具足。在说第二个无畏的时候也是，「我已经断尽一切的烦恼跟习气」，所

以也是显示自己的功德具足。 
  第三跟第四个无所畏，是显示利益众生具足。因为第三、第四都是佛

为众生说法，那些是障道法？这些障道法去除之后，你就可以行什么样的

圣道，然后断尽一切的苦，所以，第三、第四个无畏，是显示利益众生具

足。 
  第一跟第三个无所畏，是说「智」；第二跟第四，是说「断」。第一和

第三个无畏，是说「智」。第一个是「我是一切正智人」；第三个，说一切

障道法，祂怎么知道那些是障道法？就是因为祂已经得解脱，已经有了圆

满的智慧，祂才知道那些是障道法。所以，第一和第三无畏，是说智；第

二和第四，是说断。第二个无畏，是说断尽一切的烦恼跟习气；第四个，

是说断除一切的苦。 
  这就是这四个无所畏，它们之间的差别。 
  我们凡夫除了这四个都有畏惧之外，还有很多其它的畏惧。我们到底

在怕些什么呢？ 
  有些人是怕出生低。当时印度是首陀罗，就是贱民，生在贱民的阶级，

他就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所以在大众当中，他是有所畏惧的。因为首陀

罗就有规定，那些职业是首陀罗他们做的，譬如：抬死人、除粪、养鸡、

养猪，还有打猎，捕鱼、打猎，都是贱民他们的职业，还有屠杀、卖酒，

所以当时只要从事这些职业的贱民，他们是心中有畏惧的，在大众当中他

们都觉得出生很卑微。这是第一种，出生低会让人觉得有畏惧。 
  第二个，是生弊处。就是你出生的地方，可能是生在穷山恶水当中，

或贫穷落后的地方，所以有人问说：「你是那里来？那一国来的？」如果那

个国家是贫穷落后的，讲的时候就是声音很小、很自卑，这个就是生弊处，

在大众当中心就有怖畏，觉得他来的那个地方不是很富裕的国家，或者是

很风调雨顺。像如果说：「我美国来的！」就很自豪，或者是那个很兴盛的

国家，他就不会有畏惧的心。 
  第三个，是相貌丑。相貌长得丑陋，或者是身材太瘦、太胖，脚太短、

头太大，反正他的外型让人家看了就是不喜欢，不喜欢亲近他，不喜欢跟

他结交朋友，像这样的人，他在大众中也是会有自卑感，也是多所怖畏，

要不然现在各种美容不会这么盛行，生意不会这么好，就是有些人觉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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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子不够高、还是下巴不够长，就是要做种种的美容，那表示他对他的相

貌，他是有所怖畏的，所以他才要做这些动作。 
  第四种，是无威仪。行住坐卧，没有威仪，所以他在大众中多怖畏，

心中有种种的怖畏。就是说很多人的场合，尤其是那种比较正式的场合，

他就不知道他的手要放那里、脚要放那里，就是因为他平常就是行住坐卧

没有什么威仪，就是我们所谓的坐没坐相、走没有走的样子，就是缺少威

仪的人，他在大众中也是不知所措，这也是心中有怖畏。 
  第五，是粗恶语。就是可能声音不好听，有的人声音听起来就不是那

么悦耳；或者是讲话会结结巴巴的，老是觉得他讲话会打结、还是舌头会

打结，不是那么流利，他心里面也会自卑；或者是讲话颠三倒四的，讲了

一堆，不知道他重点在讲什么，颠颠倒倒的，一直重复同样的话题、同样

的内容；不然就是讲得太快，咬字不清楚，讲得太快，听不清楚他在讲什

么，所以就不耐烦，听几句之后，就会不耐烦；不然就是太慢，旁边听得

人急得要命，他还在那边一字一句的慢慢说，吞吞吐吐的；不然就是话太

多，太聒噪的人也不是很讨人喜欢；话太少的，也不是很喜欢，问他有没

有意见，他都闷不吭声的那种人，也是不太好相处，所以话太多、话太少；

或者是不善表达，老是他想的，说出来就不是那个意思，不善表达，像我

们想的跟说的，到底你能够表达几分？有的人只有两、三分，有的可以七、

八分，八、九分就算不错，因为你想的是起心动念，可能想很多，可是你

说出来的，可能只是很少的部分，可能还会说不清楚，就是会有这样的障

碍，这就是不善表达；善表达的，可能又言语轻浮、要不然就是尖酸刻薄

等等，这些都是语业的过失。所以，像这些讲话会有过失的人，他在大众

中，他也不敢乱讲话，就是因为他心中有怖畏，他也会考虑这个、担心那

个，不晓得这句话讲出去会有什么后果，所以他心中有所怖畏，就是因为

他口业不是很清净。 
  所以，一般人很畏惧的事情，大概就是这个五大类：出生低、生弊处、

相貌丑、无威仪、粗恶语。 
  这四种无所畏当中，有次第吗？是不是先第一个、再第二个，它是不

是有互相的关连性？它是有的。 
  一定是要先圆满智慧，所以第一个无所畏当中，是因为佛是真正有智

慧的人，所以祂能够了知一切法，就是正知一切法，所以，第一个无所畏，

是显示佛能够了知一切法，正知一切法。 
  因为正知一切法，所以才有第二个，知道怎么样断尽一切的烦恼跟习

气的方法，佛也了知，而且也做到了。所以，有了第一个，然后有第二个

——知一切法，故我漏尽。因为正知一切法，所以我就知道怎么让一切的

有漏都除尽的方法，我也能够了知，也能够证得。 
  第三个无所畏，就是因为已经能够了知一切漏尽，一切烦恼都已经断

除，习气也断除了，所以我就知道是那些障道法，让我不能够得证涅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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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知道，也是要证到以后，我才知道那些是障道法。所以，第三个无所

畏，是因为漏尽的缘故，所以知道那些是障碍漏尽的法，障道法是那些内

容。你没有证得涅盘之前，你是不知道那些是障碍涅盘的法，一定是你证

得之后，才会了知。所以，第三个，是因为漏尽的缘故，所以才知道那些

是障碍漏尽的法。 
  第四个无所畏，是要断除这些障道法，然后才说要行那些圣道可以尽

诸苦。所以，第四个无所畏，就是只要你断除了这些障道法，就能够行圣

道，证得涅盘。 
  如果我们以世间的法来作比喻的话，第一个无所畏，就好比一个药草

师，他为我们显示一些药草，这些药草是治头痛、那个是治胃痛、那个是

治肾结石，所以，第一个无所畏，等于是药师为我们显示一切的药草，就

好比佛正知一切法，就是药师为我们显示一切的药草。第二个无所畏，就

是显示了这些药草，就告诉我们什么药就是能够治什么病，等于是为我们

显示一切病灭，就是说你吃了那些药草，这个药吃了以后，就可以治头痛

等等的，第二个无所畏，就好比是知道这些药草之后，我就知道怎么样来

除病，有那些病，要吃什么药。第三个，好比禁忌，那些药草，它有它的

禁忌，你吃了这个药，就什么不可以吃，或是你要注意什么样的内容，要

不然就没有那个药效，所以第三个等于知禁忌，知道你吃什么药草，需要

什么禁忌，这个禁忌就好比障道法，你只要行障道法，就是障涅盘、不得

解脱。第四个无所畏，就是为我们显示，你只要知道禁忌之后，这些禁忌

不要犯，你就是吃什么药，就能够治好什么病，是一定有这样的效果，就

是行圣道，可以证得涅盘解脱，所以你服了什么药，你的病就可以好。 
  所以，第一个无所畏，等于是说佛有一切种智，一切的智慧都已经圆

满成就了。因为一切智慧圆满成就，所以就有第二个无所畏，断除一切的

烦恼跟习气，所以第二个无所畏，等于是说佛已经没有一切的烦恼和习气

了。第三个无所畏，等于说法无谬失，佛说法没有任何的错误、或者是过

失。第四个无所畏，等于是说除去了这些障道法之后，就能够得证涅盘，

所以就等于是知禁忌之后，你只要服药，病就会好，所以把这些障道法除

去，然后再正确地行圣道，就一定能够证得涅盘。 
  这就是「四无所畏」的内容。 
  出世间法的第三个，是四无碍智。 
  什么是「四无碍智」呢？就是说佛的智慧，在缘四种境界的时候，都

没有任何的滞碍，叫做四无碍智。 
  那四种境界呢？这四种境界，就是法、义、词、乐说，这四种。佛的

智慧在缘这四种境界的时候，是没有丝毫的滞碍。 
  什么是法、义、词、乐说呢？ 
  举个例子，譬如：我们说大地。地，是名称，它是名字，这是法。地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就是硬硬的，所以坚相，就是地的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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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怎么样来形容地的状况，就说它是很坚硬的一个状态，所以地的坚相，

就是义。你要怎么说？就用言语说，所以，以言语说地，它就是词，就是

我们要用词来形容地的状态。对这三种，不管是法、还是义、还是词，都

乐说自在的时候，我们就称为乐说，就是你要说明地的名字；地它是坚的，

它是坚硬的相；还有用言语来说地的这个用词，这三个都能够乐说自在，

能够自在的说，不会有任何的滞碍，我们就称为乐说无碍。 
  所以，我们就知道，法是名字，佛对一切法的名字都能知能说，没有

丝毫的滞碍，就称为「法无碍智」。我们刚才说，佛是正知一切法，因为祂

正知一切法，所以祂当然对一切法的名字都能够知道，也能够说，不会有

丝毫的滞碍，这个就叫做「法无碍智」，就对一切的法的名字都能知能说，

没有丝毫的滞碍，就称为法无碍智。 
  义，就是义理。佛对一切法的义理，也通达无滞，就称为「义无碍智」。 
  所以，我们就知道法跟义的差别，在于说「法」是说诸法的自相，「义」

是说诸法的别相。自相，就是像地水火风，这个是诸法的自相；坚湿暖动，

这就是诸法的别相。所以，法跟义，它的差别，就在说明法的自相、还有

别相的差别而已。 
  在了知一切法的名字和义理之后，要如何对众生说法呢？如何对众生

说一切法的内容？那就是要以言词分别说明，让众生了解，所以词，就是

言词，你了解一切法的名字、还有义理，要用种种的名词为众生说，众生

才会明白，所以佛以种种言词说一切法，不管是法的名字、还是义理的时

候，是没有丝毫的滞碍，就称为「词无碍智」。 
  而且，在为众生说法的时候，还能够随众生的根性，他所好乐的法来

说，自在无碍，就称为「乐说无碍智」。就是祂已经通达前面的法、义、词

之后，祂才能够自在的说，不但能够自在的说一切法的不管是名字、还是

义理、还是言语方面，都没有丝毫的滞碍，还能够随众生不同的根性，说

不同法，这个叫做「乐说无碍」。 
  好乐信心的人，就为他说信根，上一堂说有五根、五力。五根：信、

精进、念、定、慧。所以，好乐信心的人，我们就为他说信根；好乐精进

的人，我们就为他说精进根；好乐勤念的人，我们就为他说念根；好乐摄

心、喜欢修禅定的，就是好乐摄心的人，为他说定根；喜欢动脑筋、分析

事情，好乐智慧的人，为他说慧根，这是以五根来举例子。其它一切的善

根，也都是同样的道理，佛会观众生的机，应机说法，没有丝毫的滞碍，

叫做乐说无碍。 
  我们是四个都没有，我们也不能够了知一切法的名字、义理，表达也

是有障碍，说不清楚就是有障碍，也不能够观众生机，所以现在说的这四

种无碍智，就是说佛的圆满智慧所显现的一种情况，就是祂有四种无碍的

智慧。 
  我们前面说了十力、四无所畏，现在又说四无碍智，我们都是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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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智慧。佛的智慧，它内在如果有十力，就是我们上一堂讲的佛有那十

力，智慧就是方便智，得了根本智之后，方便智就是十力的内容，内在有

十力，外在所显现的，我就会无所畏，无所畏惧，这样应该就已经够了，

为什么还要再说这个四无碍智呢？那是因为有的人虽然无所畏，但是他在

大众中说法的时候，却有滞碍，所以就必须要再说四无碍智。法无碍智跟

义无碍智，是指对一切法的了悟的智慧，对一切法，就是佛祂是正知一切

法，你了悟了一切法，你才能够说清楚它的名字、还有义理，这个就是法

无碍智跟义无碍智，你一定要了知一切法。有了这样的智慧，还要应机说

法的智慧，你不但要了知，你不能说我知道，可是我说不清楚，我不知道

怎么表达，不知道怎么样观机，也不知道怎么样说，那就是没有词无碍智

跟乐说无碍智。所以，词无碍智跟乐说无碍智，主要是指应机说法的智慧。

前面两个，是说对一切法了悟的智慧；你要怎么表达、怎么为众生说，还

要应机呢？那就需要词无碍智、还有乐说无碍智。有了这四种无碍的智慧，

在大众中说法，就能够无所畏惧，开演无尽、度化众生。所以，除了前面

所说的十力、四无所畏之外，现在所说的四无碍智，也是非常重要的。 
  出世间法的第四个，是十八不共法。 
  什么是「十八不共法」呢？就是十八个佛独有，不共声闻、缘觉、菩

萨的法。前面所说的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智，声闻、缘觉、菩萨都有

分，就是有少分，但是不圆满，只有佛是最圆满，但是他们也都有，只是

不圆满，所以有少分。可是现在要说的十八不共法，声闻、缘觉、菩萨却

是无分，他们是一个都没有办法圆满的做到，只有佛有，不共声闻、缘觉、

菩萨，所以叫做「不共」。一共有十八个，所以就叫做十八个不共法。 
  那十八个法呢？ 
  第一和第二个，是说明身无失、口无失。就说明佛祂的身业是没有任

何过失，口业也没有任何的过失。佛怎么能够做到身、口业都没有任何的

过失呢？那就跟祂持戒清净有关，因为佛于无量阿僧祇劫以来，都是持戒

清净的，所以身业跟口业就没有任何的过失。而且，佛已经拔除罪根因缘

和习气，所以身、口业也没有任何的过失。 
  我们为什么会有过失？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拔除罪根的因缘，而且还有

种种的习气，贪习、瞋习、愚痴等等的，有所畏，有种种怖畏，这些的习

气都还在，所以我们的身业跟口业没有办法清净。 
  罪根的因缘有那些呢？ 
  就是贪欲的因缘，所以我们只要贪欲还在，不管你是欲界的贪、色界

还是无色界的贪，只要你还有一念的贪，就有这个罪根因缘，让你的身、

口业有任何的过失。佛因为祂的贪欲的因缘已经除尽，刚才说一切的烦恼

跟习气都除尽，所以祂的身、口业才能够清净，我们没有办法清净，就是

因为我们贪欲的因缘，让我们身、口业有过失，这是第一个罪根的因缘。 
  第二个就是瞋恚的因缘。只要还会发脾气、会动怒，忿恨恼嫉害，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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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还有这个，我们的身、口业就会有过失。所以，瞋恚因缘，是第二个罪

根的因缘。贪欲的习气、瞋恚的习气也是同样的道理。 
  第三个就是怖畏的因缘。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有种种的怖畏，因为这

些怖畏的因缘，也让我们的身、口业会有过失，因为心中有种种的怖畏，

所以我们可能要覆藏，可能要打妄语，就是因为我们心中害怕，我们不敢

把我们的那些缺点，把它显露在众人的面前，就怕他们批评说：「这个人还

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是心中有种种的畏惧，所以就要戴上一副假面

具，这个会让我们的身、口业有种种的过失的因缘，就是从怖畏来的，因

为我担心、我害怕，所以我就有种种遮掩的动作跟话语。 
  第四个是愚痴的因缘。因为不明白一切法本来不生不灭，所以我们会

以为「我」是真实存在，一切法是真实存在的，就是不能够见到诸法的实

相，所以才会执着一切人、法是真实存在的，也会让我们造种种的罪业。

所以愚痴的因缘，也是罪根的因缘，因为愚痴，不明白诸法的实相，才会

起我执跟法执，而造作种种的身、口业，让我们身、口业有种种的过失。 
  这四个就是罪根的因缘，除非你这四个都没有了，罪根的因缘、还有

习气都没有了，你的身业跟口业才可能完全的清净。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佛一切的身、口业都是随智慧行，所以祂不

会有任何的过失。 
  第三个，念无失。就是佛心心念念，也不会有任何的过失。就是说明

佛的意业也都完全清净了，不会有任何的过失。为什么可以做得到呢？就

是因为佛念念都在什么？不管是四念处、还是在任何的正法上面，祂都是

正念当中，没有失念的时候，所以祂的意业不会有过失。我们意业为什么

会犯呢？就是因为失念，失念就跟烦恼相应、跟执着相应，然后就造业，

先造意业，所以我们的意业不会清净，念念跟贪、瞋、痴相应，佛念念跟

无贪、无瞋、无痴、还有十一个善根相应，念念都跟善根相应，所以祂的

意业不会有任何的过失，念念都在从小乘的四念处，一直到大乘一切的三

昧，都是跟正法相应的，所以祂意业不会有任何的过失。而且，佛随时在

甚深的禅定当中，祂的意业当然也不会有任何的过失，因为心不散乱。我

们胡思乱想，心散乱，当然意业就会跟贪、瞋、痴烦恼相应，就会有种种

的过失。佛善修甚深的禅定，心不散乱，因此念无失。而且，佛也善断欲

爱还有法爱，心不贪着，就是已经没有我执跟法执了，我们因为有我，所

以念念跟我贪相应，对法有执着，所以念念对法的执着的贪爱相应，因此

意业会有过失。佛善断欲爱和法爱，心不贪着，所以念无失。而且佛一切

的意业也随智慧行，所以念没有任何的过失。 
  第四个，无异想。无异想，就是没有第二个想法，都是在同样的想法

当中。佛为什么没有异想呢？就是祂对一切的众生已经没有分别了，所以

祂不会有第二个想法，念念都是怎么想来利益众生，没有对象的差别，所

以佛没有怨、亲的差别，不会说讨厌的人我不度，喜欢的人我才度，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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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差别；佛也没有贵、贱的差别，不会看你的出生高贵，有钱、有地位

的人，我才度，就是大功德主要先度，出生贫穷下贱的人，我就不度，所

以没有贵、贱的差别；也没有恭敬、不恭敬的差别，不会说恭敬我的人，

我才度，那个傲慢、贡高我慢的，不恭敬我的人，我就不度，不会有恭敬、

不恭敬的差别；也不会有爱、憎的差别，不会说这个是好学生，都能够依

教奉行，都能够听话，这样的人我喜欢，所以我就度；那个不听话，传了

很多法，他一个都不修，没有依教奉行的，我就不度，佛不会这样子。所

以，佛不会对像舍利弗、弥勒菩萨，这些能够顺佛法行的人贪爱，不会对

这些好的弟子产生任何的贪爱，也不会对像提婆达多，每个人都很讨厌的

提婆达多，或者是当时的六师外道，像富罗那六师外道，还有种种邪见的

人，佛也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憎恨，对好弟子没有贪爱，对那些不能够好好

修行的，包含外道邪见的人，祂也不会产生任何的瞋恚，所以佛也没有爱

憎的差别。佛对一切众生没有分别，没有怨、亲、贵、贱、恭敬、不恭敬、

爱、憎等等的差别，所以，我们说佛无异想。 
  佛对于一切的众生，还有一切的法，也没有丝毫的贪爱跟执着。为什

么可以做得到呢？因为佛了知一切法的真实相，什么是一切法的真实相？

就是一切法无我，从本以来，不生不灭，我们看的是生灭法，所以我们有

分别、执着，佛看的一切法、一切众生，都是本来没有生灭的，因为悟到

无生法忍，知道一切法本来无生的道理，无生就无灭，本来清净，就好像

涅盘一样，本来清净，本来没有生灭。佛是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

所以祂对一切的众生、还有一切的法无异想，知道一切众生、一切法是本

来没有生灭、清净，就像涅盘一样的清净，叫做无异想。 
  还有，佛不行诳法，常入不二法门。常入不二法门，这个不二法门，

就是说明诸法的实相。入不二法门，就是入诸法实相门，在一切法无我当

中，就是明白一切法本来无生，无生就无灭，本来没有生灭，这样的一个

实相当中是没有任何的对立。只要有对立，有相对，就有相异，现在说佛

无异想，这个无异，就是不二的意思。异，就是二法；二法，就是邪道；

邪道，就是诳法，在诸法空相里面，一切法不二；不二，就没有相对；有

相对，就是有相异；有相异，就有二；有二，就是诳法。所谓的诳法，就

是欺诳我们的，让我们生烦恼、执着、造业的法，为什么我们会生烦恼、

执着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是有分别的，有分别，就有相对，有苦乐的相

对，有生灭的相对，有断常的相对，一切相对，只要分别，它就有相对，

有相对，我们就会生烦恼跟执着，我们不喜欢苦、喜欢乐，就是有相对，

只要安住在诸法实相当中，就不会有任何的相对，这个时候就能够入不二

法门，不二法门就是指在空性的智慧当中，是没有任何相对立的这样一个

观念。 
  佛也常观谁可度，所以心无异想。佛每天都在观，一日一夜，二十四

小时当中，祂有三时，就是没有不在观的时候，一日一夜各三时，祂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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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一切众生谁可度，就是说佛随时都在观察那一个众生可度，祂不会让可

度众生的因缘让它错失，不会，佛随时都在观那一个众生他是可度的，这

个也是另外一个佛无异想的解释。没有其它的想法，念念都在想怎么利益

众生。要怎么利益众生？那就要先观，要先观机，那个众生他现在度化的

因缘成熟了，赶快去度化他，不要错失良机，所以佛无异想，一心一意都

在想怎么去度化众生，千万不要错过了好的时机，这个也是佛无异想。 
  所以，一共有四个：第一个，是说佛对一切众生没有分别，所以叫做

无异想；第二个，是佛观一切众生及诸法，从本以来，不生不灭，常清净

如涅盘，这是第二个无异想；第三个，佛不行诳法常，入不二法门，这是

第三个无异想；第四个，佛常观谁可度，所以心无异想。 
  第五个，无不定心。这个定，就是一心不乱叫做定。像我们为什么不

能够见诸法的实相？就是因为心散乱，心一散乱，就是有生灭，只见到因

缘所生的生灭法，没有看到一切法本来不生不灭的实相，见不到，就好像

说平静无波的水，你才可以看得到水面所映出来的影像，我们的散乱心，

就好比余波荡漾，那个水波一直荡漾，从来没有停过，所以你从来也看不

清楚一切法的真实相，因为水波从来没有停过，只有等水波停的时候，你

才能够见到一切法的真实相，就用这个水波来比喻你的心是定心、还是散

乱心，所以我们见不到诸法实相，就是因为我们的心都是散乱的。佛不一

样，佛没有不定的时候，叫做无不定心，心都是安住在诸法实相当中，因

为定心当中，才能够见清楚一切法的真实相貌，见到一切诸法的实相之后，

佛的心就是安住在诸法实相当中。既然可以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当然他

的心就不会再散乱，所以佛是没有散乱的时候，都是在定心当中这个叫做

无不定心。 
  我们就要问：佛如果常在定中，没有不定的时候，祂怎么为大众说法？

佛当时也是游行诸国，到处游行说法，祂常常在定中，没有不定的时候，

祂怎么游行诸国，怎么为众生说法呢？我们就要这样问了。 
  像声闻人，他入定之后，就没有办法说法，但是佛在定中是可以说法，

为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祂安住在诸法实相当中，所以佛就能够在定

中说法，在定中游行诸国，就是因为佛安住在诸法实相当中，没有退失的

时候，安住在诸法实相当中，祂用的就不是像我们用的前五识、第六识、

第七识、第八识，就不是用这个八识，因为八识是生灭法，是有分别的，

佛就是转八识成四智，所以佛是用四种智慧来游行诸国、来度化众生，没

有散乱的时候，都是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用智慧来说法，所以祂

没有不定的时候。声闻人是因为他没有圆满的智慧，所以他也经常的会起

种种的疑惑。声闻人，他对于像四谛、苦集灭道，他是深信不疑，但是因

为他还有法执，所以他还对很多其它的法会生起种种的疑问，只要他心中

有疑，心就散乱，所以我们说声闻小乘，他们没有像佛一样的定心，无不

定心，这个声闻人是没有的，是因为他还会常常起疑，对一切法起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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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我们说声闻小乘，他虽然证得果位，像四果阿罗汉，但是他还有习气，

他种种的习气没有断，也会让他的心动荡，使他的心散乱，因此也没有佛

的无不定心的道理在这里。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