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次第廣論 

第五十五講 

［中士道 5］ 
（思惟集諦） 

最尊貴的淨蓮上師講解 

 

  我們今天討論：為什麼有煩惱？煩惱是怎麼來的呢？ 

  煩惱是怎麼來的呢？因為有「我」，才有煩惱，所以煩惱是薩迦耶見來

的，是壞聚見來的，是我見來的，這三個都是同樣的。 

  因為有我，才有我貪。誰在貪呢？我在貪，我喜歡的我就貪，所以有「我」

之後才有貪，貪不到就瞋。因為有「我」，就有你、有他，所以我就要跟你、

跟他比較，比較的結果，誰最厲害？我最厲害，所以就產生了慢。因為有

「我」，才有我存在、不存在的問題，就是我們昨天討論的，落在兩邊，有

邊或者是無邊，我是永恆存在的，是落在有邊；我死了以後就沒有了，那個

是落在無邊。為什麼要討論這個問題？就是因為有「我」，我才要討論我的

存在跟不存在的問題，所以這個邊執見也是由我來的。因為有「我」，為了

消我的業障，為了斷我的煩惱，為了自我的解脫，所以我要持一大堆戒律，

守一大推禁忌、規則，就希望能夠達到這樣的目標。可是，偏偏你就是弄錯

了，產生了戒禁取見，忙了半天、修了半天，都沒有辦法達到這樣的目標，

所以你的戒律、你的禁忌、你的規則都變成了戒禁取見。因為有「我」，我

不相信因果輪迴、不相信四諦、三寶……等等所有佛法的內容，所以就有了

疑、還有邪見。 

  所以這一切的煩惱、根本煩惱，都是由「我」來的，有我見、薩迦耶見、

壞聚見，不管用什麼名稱，都是以為有一個「我」的真實存在。所以我們可

以說，一切的煩惱的根本就是我見，這個薩迦耶見就是一切煩惱的根本，因

為一切的煩惱都是從它生出來的。 

  可是，我們要進一步問：這個「我見」是怎麼來的呢？為什麼會有薩迦

耶見、壞聚見呢？為什麼？因為不明白，那個叫做無明。因為無明，不明白

一切法本來無我，所以他就以為有我、有法，以為我是真實存在的，以為一

切因緣所生法是真實存在的，因此產生了我見，產生了我執、法執。我見又

是從無明來的，所以一切煩惱的根本是無明，因為有無明，才產生我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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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我見，才產生了一切的煩惱，所以一切煩惱的根本是因為無明。這就是

為什麼有煩惱，因為有無明，才會產生一切的煩惱。 

  可是這些煩惱，如果沒有種種因緣牽動的話，它會不會生出煩惱的現行

來呢？一切法既然是因緣所生，煩惱也是因緣所生，雖然有煩惱，可是如果

沒有種種因緣牽動的話，它是不會生起現行的。所以我們又要進一步去找，

發生煩惱的原因有哪些？我們知道煩惱發生的原因之後，我們才知道怎麼樣

來斷煩惱，或者是怎麼樣找出斷煩惱的方法，或者是對治的方法，來徹底解

決煩惱這個問題。 

  煩惱發生的原因有六個： 

  第一個，是煩惱的種子。因為有種子，它才會生起現行，如果沒有煩惱

的種子，你外緣不管怎麼誘惑、怎麼牽動，它也不會發生煩惱，因為你沒有

種子。內在的種子、外緣的牽動，這樣內外相應，它才會生起煩惱。你如果

內在的煩惱種子已經完全清淨的話，你外緣不管怎麼樣牽動，它沒有種子生

現行，所以為什麼會發生煩惱的原因，第一個就是因為你還有煩惱的種子。 

  這些煩惱的種子它在什麼地方呢？它藏在哪裡？藏在我們的第八識裡

面，而且是蠢蠢欲動，我們過去所有薰習的煩惱的種子，全部含藏在我們的

第八識裡面，但是它不是很安分的就在那邊不動了，不是，它在裡面是一種

跳躍式的，一種跳動的，一有外緣，它馬上就生起現行，速度非常的快，是

因為它在裡面就已經不安分了。所以你的定慧力如果很高的話，你在定中可

以看到你阿賴耶識裡面那個蠢蠢欲動的種子，你就可以看得見。可是一般我

們是沒有辦法看得這麼深入的，因為它是一種內緣的，它是在內在的一種狀

態，定力高的話，就可以看得見它那種不安的狀態，在裡面跳動的那種狀態。

所以只要一有外緣，它馬上就生起作用。為什麼這麼快？就是因為它在裡面

不安分，不是一種安定的狀態，所以它遇到不同的緣，就會生起不同的煩惱。

遇到喜歡的境界，就生起貪煩惱；遇到不喜歡的境界，就生起瞋煩惱；沒有

特別喜不喜歡的境界，就是跟愚癡無明相應。 

  我們八識田裡面這些煩惱的種子，它到底怎麼來的呢？我們又要問了，

它是本來就有的呢？還是別人給你的呢？還是它自然有的呢？還是怎麼

樣？每一個煩惱的種子，都是你自己把它種下去的，每天都在種。譬如說：

我發一個脾氣、生一個氣，這時候就種下一個瞋煩惱的種子；或者是我見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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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別人好，這個時候就種下一個嫉妒的種子；或者是我瞧不起別人，這個時

候就種下一個慢的種子。每一個種子，含藏在我們八識的種子，都是我們自

己種下去的，過去種了很多，每天還繼續地種，它的力量愈來愈強的原因就

在這裡。所以我們發脾氣的時候不能怪別人，因為種子都是你自己種下去

的，都在你自己的八識田裡面含藏著，因此你就不能說：「都是你惹我，我

才生氣！」如果你沒有瞋恚的種子，你會生氣嗎？他怎麼惹你，你也不會生

氣呀！所以，一個大前提，就是你還有煩惱的種子，這個是重點，不然外緣

怎麼牽動，它不會現行，問題還是我們自己煩惱的種子沒有清淨。 

  我們如果想要斷煩惱，怎麼辦？有這麼多煩惱的種子，怎麼辦？所以我

們每天的修行，就要從這邊下手，你每天的修行，能不能讓你煩惱的種子慢

慢地減少？還是你一面修，煩惱的種子還繼續一直增加，你的每一個念頭都

有這樣的觀照嗎？你都很清楚的看得見你每一個當下，你是在增長你的煩

惱？還是在減少你煩惱的種子呢？你是不是很清楚呢？這是第一個，為什麼

會發生煩惱？是因為你還有種子。你一切的修行，是不是都在消滅這個種

子？都在清淨這個種子？你是不是在做這樣的修行、或是這樣的法門、或者

是這樣的事情？你是不是都在做清淨你煩惱種子這樣的一個修行呢？做這

樣的功課呢？如果是的話，你有把握我今天的煩惱種子比昨天減少了，那你

今天就是有進步，每天都有進步，總有一天，所有煩惱的種子都能夠完全的

淨除，那當然是圓滿究竟成佛的時候。 

  第二個煩惱發生的原因，是外面的境界。我們剛才講了，裡面有種子，

有外面境界的誘惑、或者是牽動，你才會生起煩惱，所以內在有煩惱的種子，

外面還有種種的境界的牽引，才會生起煩惱。所以，第二個生起煩惱的原因，

就是外面的境界。如果沒有外面的境界，再多的煩惱的種子也沒有機會現

行，所以外面的境界，是發生煩惱的所緣；煩惱的種子，是發生煩惱的所依。

現在外面的境界，是發生煩惱的所緣，遇到順心的境界就引發貪煩惱；遇到

不順心的境界，就引發瞋煩惱；沒有特別順心、不順心的境界，就是愚癡的

煩惱。 

  那你想，既然都是外面的問題，我就收攝六根，我的六根都不要用，不

要面對六塵境界，這樣應該很安全吧？可是這樣你怎麼過生活？你不要看、

不要聽，為了不要引發煩惱，我就是統統把外面六塵境界全部都斷光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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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麼生活？沒辦法。所以我們不可能把外面所有的境界都遮斷，都不去攀

緣，這是不可能做到的。我們每天要面對六塵境界，怎麼辦呢？修止觀，用

定慧的力量。 

  所謂的定力，就是你面對境界的時候不動心，境界來了就來了，沒有我

貪愛難捨的境界，也沒有我很排斥、很討厭的境界，這樣我就不會引發貪愛

跟瞋恚了，對不對？什麼樣的境界來，我全部很勇敢的面對，然後我的心不

動，我就不會生起貪愛或者是瞋恚，這個就是面對境界心不起，不動心，這

個是靠定力，定力的攝持就可以做得到。首先，你的心要先調好，先平等無

分別才可以做得到，沒有耽著難捨的境界，也沒有討厭、排斥的境界，所以

你的心如果一直安住（剛才所謂的定力，定就是不分別），可以安住，你的

心可以安住不動，在平等無分別這樣的一個狀態，這個叫做定力。所以面對

境界來的時候，你的心還是不動，還是平等無分別，沒有什麼貪、瞋、喜不

喜歡，都一樣，了了分明，知道什麼境界，這樣就好了。 

  如果來不及的話，沒關係，還有慧觀，把它觀破，就算你貪愛或者是瞋

恚的煩惱生起的話，趕快用智慧去觀破它，觀破它什麼？貪愛跟瞋恚它都不

是永恆存在的嘛，它都是生滅無常、無自性的，自性是空的，就是無自性的。

所以貪愛跟瞋恚，包含一切的煩惱，它都不是真實存在的，因為它是生滅的、

它是無常的，所以它也是留不住的。你也不用擔心說我的煩惱這麼多，沒有

關係，你只要看著它，它叫消失了，因為它沒有辦法永遠存在，你只要起強

烈的、或者是高度的警覺性看著它，它就消失了，留不住的，這個就是智慧

的觀照。我們靠定力的扶持，伏不住的話，還是生煩惱，沒關係，我們再用

智慧的觀照，觀破它，它是無自性的，它不是真實存在的，它就消失了。 

  所以我們平常日常生活當中，就是用止觀的力量，用定慧的力量，讓我

們六根面對六塵的時候，不生起煩惱，即使生起煩惱，我們也一樣去照破它，

讓煩惱不會影響到我們，不會繼續地造業；不會造業，就不會受報。所以是

第二個，外面的境界我們不怕，六塵境界儘管來，我們有定慧力的攝持，能

夠讓煩惱不生起。 

  第三個，煩惱發生第三個原因，是惡友的雜染。就是交到了壞朋友，看

你交到什麼朋友，就跟他一起做同樣的事情。所謂的惡友，就是會讓你、或

者是教導你、或者是影響你去追求名利，會不斷引發你生煩惱、造業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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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都算是惡友。譬如說，你有一群玩馬票的朋友，見面就談馬票的事情，如

果你認識很多玩股票，或者你自己在玩股票，見面就是在談股票的事情。如

果你跟貪欲重的人交朋友的話，在一起都是做貪欲的事情；跟嫉妒心強的人

在一起的話，不知不覺你的嫉妒心也變得很強，因為在一起都是在談這一類

的事情，做也是做這一類的事情；整天跟吃喝玩樂在一起的人，就是做吃喝

玩樂的事情；喜歡抽菸、喝酒、打牌、吸毒的人，跟這些人在一起，那你當

然也是跟著抽菸、喝酒、打牌、吸毒。所以交什麼朋友，你就跟他一起雜染，

就是做同樣的事情、造同樣的業，生同樣的煩惱、造同樣的業。 

  反過來，如果我們交的都是同參道友、同行善知識、善友，碰在一起就

談論佛法修行的事情，看到別人精進，自己也很慚愧，趕快斷惡修善，不然

會被人家趕上，也不好意思再繼續造惡業了，然後慢慢也能夠生起出離三界

的心，甚至解脫、開悟、成佛，就是往正道上面走，這個就是交善友，就是

走一個正道光明的路。交到惡友，走的就是墮落黑暗的道路，一個沉淪的道

路。所以交到惡友的雜染，也會讓我們有很多生起煩惱的機會。所以第三個

原因，就是惡友的雜染。 

  第四個，是受言教的影響。因為親近的是惡知識、邪師，所以你聽聞的

都是邪法的言論，還有教導，所以你修了半天，不但不能夠消業障，不但不

能斷煩惱，更不可能解脫證果，這一世的修行就是白忙一場。更嚴重的，還

是種下了很多邪法的種子，它會影響我們生生世世都不得解脫。所以不是這

一世的影響而已，它會影響生生世世，一直到你哪一天聽聞正法，才能夠轉

變，不然你就一直錯下去，為什麼？因為每一個邪法的種子，就是種到你的

八識田裡面，成為未來的種子，你有錯誤的知見，邪知邪見，就永遠邪知邪

見下去，一直到聽聞正法，你才有機會轉過來。所以不是說我聽一聽就算了，

我聽一聽沒有關係，聽一聽就全部都種到你的八識田裡面，它影響的不是這

一世，而是生生世世，想要清淨業障、斷煩惱、證果，永遠都不可能，怎麼

辦呢？多多親近善知識，聽聞正法，種下正法的種子，這樣才可能正確地消

業障、解脫、或者是證果。這是第四個。 

  第五個，是串習力。我們每天都不斷不斷地在串習，時間久了，它就會

形成一股力量，那個就叫做習氣。像我們都知道要斷惡修善，可是有時候做

不到，為什麼？就是那個煩惱的習氣的力量太強了，所以你想斷惡修善，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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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不答應，你一點辦法都沒有。你看到喜歡的，想不貪很難，對不對？好喜

歡！不生起貪愛很難，這個時候就是你貪愛的習氣在作主；你看到不順眼

的，想不發脾氣、不生氣也很難，對不對？因為這個時候是瞋的習氣在作主；

你想不動壞的念頭、不說錯話、不做錯事情也很難，因為都是煩惱的習氣在

作主，這個就是串習力。這所有煩惱的習氣，都是你自己每天不斷、不斷，

每一分、每一秒、時時刻刻都在串習它，所以它的力量愈來愈強，煩惱就愈

來愈難斷，因為力量太強了。 

  怎麼辦呢？還是修止觀，用定力把煩惱的習氣伏住，然後再用慧力把它

觀破。用定力伏住的意思，就是你面對順心的境界的時候，你不生貪煩惱；

不順心的時候，就不會瞋煩惱；沒有順不順心的時候，就不會生癡煩惱，這

個就是有定力的攝持，用定力來伏住它，不讓煩惱現行。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你的心安住在平等無分別當中，安住得很好的時候，不管什麼境界來，它都

不會生煩惱。用慧力觀破的意思，就是知道煩惱的自性也是空的，它是生滅

無常的，當你用這個智慧觀照的時候，你看著它的時候，當下它就消失了。

當貪愛生起來的時候，你看著它，它就消失了。可是如果當下你做不到，面

對貪愛的境界，你就耽著難捨，你就繼續在串習你貪愛的種子。同樣的，你

瞋恚心起來的時候，你看著它，有智慧的觀照，知道它是無常生滅的，它就

會消失。可是你氣不過，回去愈想愈氣，你每一念的生氣，就是串習它一次，

氣一下，就串習你瞋恚的習氣，就串習一次，看你氣多久，你就是串習多久，

所以我們所有煩惱的習氣，就是我們長時間的累積，長時間把它串習出來

的，這個就是串習力。所以，怎麼對治呢？就是用止觀的力量，平時提高警

覺，用止觀的力量伏住它、觀破它，不讓它繼續串習，我們這個煩惱的習氣

就能夠一直、一直在減少，而不是每一天都在增加，每一剎那都在增加。 

  煩惱發生的第六個原因，是非理作意。非理作意，就是煩惱生起的時候，

我們沒有用止觀、或者是定慧力來伏住它、或者是斷它，反而非理作意，繼

續地串習增長它。譬如說，你在發脾氣的時候，舊愁新恨湧上心頭，愈想愈

氣，這個時候就一心只想怎麼報復、怎麼傷害對方。為什麼會有這樣的結果？

就是非理作意。怎麼辦呢？就是你要如理作意，碰到事情來的時候如理作

意，而不是非理作意。 

  如理作意有很多方法，所有佛法的正思惟都能夠幫你如理作意。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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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有人惹到你，你很生氣的時候，你可以這樣子如理作意，我們剛才講了，

你為什麼會起瞋恚心？就是因為你還有瞋恚的種子沒有斷，所以你怎麼可以

怪說別人惹你生氣呢？如果你沒有瞋恚的種子，應該不會生氣，所以我們應

該先懺什麼？先懺悔自己瞋恚的習氣、瞋恚的種子還在，瞋恚的習氣還很

重，因為我還有瞋恚的習氣，還有瞋恚的種子，我今天才會被你惹惱。沒有

關係，我先懺悔，我的瞋恚的習氣還這麼重，那麼容易發脾氣，瞋恚的種子

還在。我也可以懺悔，我修了半天功夫太差，竟然沒有定力、也沒有慧力，

沒有止觀的力量，才會發脾氣，你也可以這樣子如理作意。這個是用懺悔來

如理作意的方法。 

  我也可以說，今天他為什麼會這樣子為難我？就是因為我過去可能跟他

結過怨，今天才會有這件讓我非常惱怒的事情發生，沒關係，我就懺悔我過

去所造的惡業，希望能夠清淨過去的業障，消除和他結的怨仇。這個是以業

果來如理作意，因緣果報，我相信因果，我今天會碰到這樣的事情，一定是

過去我造的惡業，現在受報了。所以深信業果的話，它也是一個如理作意非

常好的方法，一碰到事情，就是一定「如是因，如是果」，我今天一切的順

心，都是我過去的善業成熟了；我今天一切的不順心，都是我過去的惡業成

熟，就是這麼簡單，跟誰都沒有關係，是我自作自受，我過去造的業，現在

成熟了，就是這樣而已，所以很快就過去了，什麼心結也打開了，也不會再

跟他結怨了，就是自己造的嘛，現在受報了，心甘情願、理所當然，它是一

個很好的如理作意的方法，明白因果的道理。 

  我也可以用智慧的觀照，觀照瞋恚它也是無自性的，它留不住的，它是

生滅無常的，所以你所有的憤怒、仇恨的這些情緒，它也是生滅法，它會過

去的，你這樣用智慧觀照它的時候，它很快就消失了。 

  你也可以想說，本來無我、無人、無眾生，那到底是誰在生氣呢？好奇

怪，不是沒有我嗎？那誰在生氣？不是沒有你、沒有他嗎？無我、無人、無

眾生，一切法本來無我的，那是誰在生氣？我現在是在氣誰呢？氣哪件事

情？那件事情也是無常生滅的，也是無我的呀！這也是如理作意，這個就是

用無我正見來如理作意，所以就氣不起來了，沒有一個我在生氣，也沒有我

氣的對象，也沒有生氣的那件事情，當下就化空了，這個就是如理作意的效

果，非常好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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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可以，只要是佛法的智慧，你全部都可以拿來如理作意，很快煩

惱就能夠息滅了，你用空性的智慧來觀破它的話，那不止是息滅而已，連煩

惱的種子都能夠清淨。凡是會讓我們愈來愈煩惱的，那個就是非理作意的結

果；能夠讓我們的煩惱慢慢減輕、伏住，甚至連種子都清淨的，這個就是靠

如理作意。 

  以上我們所說的這六種，就是煩惱發生的原因，和如何修對治的方法，

就是斷煩惱的方法，我們每天就是這樣修，總有一天就可以斷除煩惱。 

  斷煩惱既然這麼重要，如果不斷的話，它到底有哪一些過失呢？如果我

們不斷煩惱，它到底有什麼過患？ 

  首先，煩惱一生起的時候，我們的心馬上就不能夠安靜了。昨天講的，

什麼是煩惱？讓我們的身心相續處在不寂靜的狀態，它就叫做煩惱。所以只

要煩惱生起，不管哪一種煩惱，我們當下的心就沒有辦法安住，沒有辦法安

靜。像我們貪愛的心一生起來的時候，我們整個心就被貪欲淹沒了，這個時

候什麼聞思修、戒定慧，統統都丟到一邊去了，萬緣放下，先滿足我的貪欲

再說。這種情況，就好像說一個人已經餓了很久很久，這個時候你跟他說什

麼，他都聽不進去，他說：「你都不要跟我講這些，我這時候只要好好地填

飽肚子再說。」那個貪欲的欲望的情況，就跟這個一模一樣，你那個貪欲如

果不滿足的話，什麼事情都沒有辦法做的，這個就是煩惱的過患，煩惱一生

起來的時候，就被煩惱淹沒了。 

  瞋心起來的時候也是一樣，你發脾氣的時候，忿、恨、惱、嫉、害的時

候都是，整個身心熱惱，這時候佛法也根本就沒辦法進去。一個人在生氣的

時候，佛法是進不去的，你就是拿一本經起來誦，誦了半天也不知道在誦什

麼，你這時候想讀經，讓自己的心平靜下來，讀了半天也不知道在讀什麼，

也是讀不下去。你說持個咒、念個佛，可是一面持咒、一面念佛，口在念，

可是心裡面胡思亂想。我們就知道，一個人當他煩惱生起來的時候，佛法是

沒有辦法進去的，所有的修行都完蛋了，什麼戒定慧，統統都沒有辦法做到。 

  我們會破戒，煩惱熾盛就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我們破戒有好幾個原

因，一個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煩惱熾盛，就是我們的煩惱太強了，那個

力量太強了，那個串習的力量、習氣太強了，所以很容易破戒。沒有辦法持

戒的原因，就是因為煩惱一來，你就破戒了。當你有煩惱的時候，你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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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定，對不對？所以沒有持戒、沒有禪定的話，你也不可能有智慧，所以戒

定慧就毀了嘛。 

  只要你還有煩惱，你帶著煩惱修行，你就別想成就，是不可能的，就是

根本就沒有辦法契入，最主要是我們的心沒有辦法契入佛法所說的境界當

中，是進不去的，被煩惱擋住了，習氣擋住了。所以煩惱生起來的時候，不

但佛法沒辦法進去，而且還不斷地造業，生煩惱就造業，造惡業的結果，不

但傷害自己、傷害別人，有時候還會傷害大眾，只會讓自己生生世世有受不

完的苦報這樣而已。造業就受報、就受苦，不斷地造惡業，就不斷地受報、

受苦。所以帶著煩惱修行，永遠不可能解脫證果，只會讓善法不斷地退失，

讓我們的惡名昭彰，讓我們受到上師、護法、聖者的呵責，只會讓我們臨終

的時候憂惱悔恨而死，死後一定墮地獄，這就是煩惱的過患。修了一輩子結

果，就會生在八難處，很難再得到這個暇滿的人身，煩惱也常常使我們患得

患失，就是沒有得到的，想盡辦法想要得到，得到的，又害怕失去，所以我

們的身心永遠都處在大憂苦當中，這些就是煩惱的過患。 

  講了半天，煩惱有這麼多過患，可是我們卻把它當作我們最好的好朋

友，每天悉心的照顧它，百般的呵護，所以它的力量就愈來愈強，終於到了

失控的地步，就是我們沒有辦法控制它，我們反而成為煩惱的奴隸。就是我

們剛才講，你貪起來的時候，你沒有辦法作主，是貪在作主，瞋起來的時候，

是瞋在作主，習氣在作主，你一點辦法都沒有的。表面上，煩惱好像可以帶

給我們歡樂，可是實際上，它卻是損害我們最多的大怨敵。 

  外面的怨敵不可怕的，外面的你再怎麼結怨，你再多的冤親債主，什麼

怨敵、惡友，都不會讓你下地獄；可是煩惱這個大怨敵，能夠在一剎那之間，

就把你丟到無間地獄的大猛火當中燒烤。瞋心就是地獄的業因，所以你每次

發脾氣的時候，起瞋火的時候，當下就已經下了地獄，當下身心熱惱，但相

對地獄的苦，那只是很小很小的苦；可是死後墮地獄，被猛火燒烤的時候，

就不是這麼小的苦而已。所以，外面的這些怨敵不可怕，最可怕就是煩惱這

個怨敵，它讓我們生煩惱、造業，這個業都要受報的，都要受無量無邊的苦

報。所以，我們真正的敵人不在外面，是我們自己的煩惱，是我們最大的怨

敵。而且外面的怨敵，他是短暫的、一時的，你可能過幾天跟他賠個罪，兩

個人又和好如初了；可是煩惱這個怨敵，卻是永久的，生生世世都如影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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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跟著我們的。 

  可是像這樣傷害我們最多，使我們吃最多苦的大怨敵，我們卻可以百般

的忍讓它，心中不會生起一點點的忿恚心，就是忿、恨、惱、瞋恚，我們不

會對我們的煩惱起一點點的瞋恚心，不會的。可是我們在修行上一點點身心

上的小苦，我們就會起瞋恚心，這個就叫做該忍的不忍，不該忍的反而忍了，

這個是大顛倒！為什麼會這樣呢？就是沒有認清實際上我們最大的怨敵，是

我們的煩惱。我們在明白了這些煩惱所造的過失之後，才會把煩惱當作是我

們最大的怨敵，然後想辦法徹底地把它斷除。斷除的方法，就是我們剛才講

的那六種方法，煩惱發生的六種原因，六種對治方法，那個就是徹底消滅我

們這個大怨敵——煩惱的方法。我們每天每天這樣子修，我們的煩惱慢慢、

慢慢地就能夠斷除。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裡。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切，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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