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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百法明門論 

第七講 

最尊貴的淨蓮上師講解 

 

  各位居士大德！阿彌陀佛！ 

  我們首先回答問題。這邊有幾個問題，是昨天寫上來的。 

  ［問］淨蓮師父，您昨晚開示關於對於「無色界」親情的貪愛（就是

第一個晚上我們講說欲界、色界、無色界有不同的貪愛，就是分別是欲、

愛、情，無色界是對情的執著，所以他就這樣問說，對於「無色界」親情

的貪愛），我一直在迴向給自己已經往生的父母，最近有一個想法，其實父

母已經成為自己周圍的眾生的一份子，我這樣的惦記他們，愈來愈淡，卻

覺得他們是自己的父母，不應該淡忘，這是不是您所指的「無色界」親情

的貪愛呢？ 

  ［答］是。就是對親人很難割捨的那一份親情的貪愛。 

  ［問］第二個問題是：您提到「能見的功能，就是不生不滅的本性顯

現，需從生滅現象去了悟不生不滅的道理」，使我想起上一次上師來新加坡

主持的「禪三」課程，所講的是不是同樣的道理？從串習呼吸進出、長短、

粗細的觀察，再慢慢觀其生滅及無常等等。這一連串的練習，是訓練我們

的專注力，以這種專注力去觀六根所現的一切現象，從而慢慢觀現象的生

滅與無常，而不做出反應，是不是這樣？這是不是能「真心離一切相，如

實照見一切現象，沒有起心動念，沒有執著」的意思呢？師父請指示！感

恩！ 

  ［答］我們禪三所練習的目的是要證涅槃，證涅槃的條件就是你只要

證到無我，就可以證得涅槃，所以它的目標是見到無我。那無我從那裡見？

從現象界的生滅、無常上面去見，你只要觀察一切現象界，它都是生滅的，

只要是生滅的，它就是無常、就是無我的，因此就能夠證得無我。這個跟

我們第一晚講的，從生滅的現象界，去了悟不生不滅的本體界是不一樣的，

是不同的境界。 

  禪三所練習的那個念住，身念住的修法，你只能證到無我，但是你不

能夠見到不生不滅的那個真心，或者是本體界，我們所謂的真心離一切相，

真心離念，那個是指從妄心回歸真心了，已經破除無明了，所以它的境界

是有差別的，就是一個是破見思惑，我們昨天介紹的見思惑，只能夠破見

思惑，就是觀身念住、或四念住，只能破見思惑，但是塵沙跟無明沒有辦

法破，所以他沒有辦法真正的見到真心，所以它是有境界上的差別。因為

我們昨天講過二乘人，就是聲聞、緣覺乘，他們只斷見思惑，但是沒有破

塵沙跟無明，所以沒有真正的明心見性，沒有明心見性，就是沒有見到真

正自己的真心本性，並沒有見到。 

  ［問］淨蓮上師：我沒有上過師父開示過的有關「不淨觀」的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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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有您纂釋的「不淨觀」這本書。請問我可以以此書為準，依其中指示修

持不淨觀嗎？ 

  ［答］原則上是可以的，如果遇到任何的問題的話，就可以再問我，

原則上是可以的，最好、比較保險的方式，就是等我們不淨觀的 DVD出來

之後，你看了之後再練習，那個就會更正確。之前你可以看，可以開始練

習，你可以先背誦「髮、毛、爪、齒、皮……」三十二個內容，你可以先

把它背誦下來。 

  ［問］還有另外第二個問題：貪愛可以用菩提心對治嗎？譬如遇到使

自己產生強烈欲性的異性時，以這位有欲望的對象，看做是自己過去世裡

的一位慈母，用這樣方法對治有無錯處？ 

  ［答］這樣的觀想方法是正確的嗎？就是把他貪愛的女性，這樣的一

個對象，把她觀成是自己往世的慈母，在顯教裡面是有這樣的說法，就是

把一切眾生觀做是我父，把一切眾生觀做是我母，可以做這樣的觀想，來

對治對他們的貪愛，所以是可以這樣子觀的。 

  ［問］第三個問題：修不淨觀與菩提心，能否兩個法門同時修持？或

是需有先後次序？ 

  ［答］你要同時修也可以。可是如果你沒有出離心的基礎，你的菩提

心很難真實的生起，因為你還有對三界的貪愛，就是沒有真實的生起出離

三界的心，這個時候你發的菩提心沒有辦法很圓滿，是因為你的出離心沒

有生起，所以我們一般說要發菩提心，必須要有出離心的基礎，修不淨觀

是修出離心，尤其是出離貪愛的心，貪愛三界的心，有了出離心生起之後，

你再發菩提心會比較容易，而且發得也比較圓滿，在這個之前，就是我們

出離心沒有生起之前，是不是可以練習發菩提心？也還是可以，只是說它

效果沒有出離心生起之後，所發的菩提心這麼好，可以同時修，可是我們

要知道，出離心是菩提心的基礎，這樣就可以了。 

  問題回答完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進行今天的進度——「隨煩惱」。 

  「心所有法」的第五類，是二十種「隨煩惱」。 

  為什麼稱為「隨煩惱」呢？因為它是隨著根本煩惱來的，所以稱為隨

煩惱。這個隨煩惱，又會因為隨著生起煩惱的方式不同，而有大、中、小

的差別，有大隨煩惱、中隨煩惱、小隨煩惱。 

  小隨煩惱它是個別現起的，所以它的範圍最小。個別現起的，就是有

了這個、沒有那個，不會同時生起，所以它的範圍最小，小隨煩惱一共有

十個，但是它都是個別現起的。 

  中隨煩惱，它是同時現起的，只要你有不善心生起，就是說你有不好

的念頭生起，裡面就同時有無慚、無愧，所以中隨煩惱只有兩個，就是無

慚、無愧，就是說一個人沒有羞恥心，沒有慚愧心，因為沒有羞恥心，所

以我們才會造惡，所以起心動念都是不好的念頭，所以只要你有惡心，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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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念生起來的話，這裡面就一定同時有無慚、無愧。所以我們就知道，

中隨煩惱的範圍又比小隨還要再更擴大，因為小隨是個別現起的，有了這

個、就沒有那個，可是中隨煩惱它是同時現起，只要是惡心，不好的心念

生起的時候，就一定伴隨同時有無慚、無愧。 

  大隨煩惱，它的範圍就更大了，它不但是同時可以現起好幾個，而且

它還跟第七識的四惑相應，還記得嗎？第七識叫做末那識，末那翻成染污

意。染污的意思，就是恆常與四惑相應，那四惑呢？背得出來嗎？我愛（或

者叫我貪）、我見、我癡、我慢。染污意，那個「意」，就是恆審思量的意

思，恆，就是表示說它從來沒有間斷過，所以第七識它恆審思量，執八識

見分為我，而且恆常與這四惑相應，那我們就知道第七識它是我執的來源

是為什麼，就是因為恆常、從來沒有間斷過，念念都有我貪、我癡、我見、

我慢，從來沒有間斷過。 

  所謂的大隨煩惱，就是它就跟這四惑相應，所以我們就知道大隨煩惱

它是最難斷的，為什麼？它跟我們生命一起來的，你天生下來就有，所謂

的劣根性，是與生俱來的，而且恆常跟第七識的四惑相應，所以它的範圍

最廣，而且它可以同時現起好幾個，所以我們就給它一個名稱，就是大隨

煩惱，因為它的範圍是最廣的。 

  我們今天先介紹小隨煩惱，小隨煩惱一共有十個。 

  第一個是「忿」。忿，就是忿怒的意思，就是一種忿忿不平的心理。 

  它是怎麼產生的呢？就是對於現前的情況不滿意，當下、現前碰到什

麼事情，你的心理就產生不滿的情緒，那個就叫做忿怒。可能在任何情況

之下發生，只要有境界現前，能引發你那個不滿的情緒，那個就叫做忿怒。 

  譬如說：你在看電視的時候，前一陣子不是有什麼暴動，然後去鎮壓，

很多人看了就「怎麼可以這樣子！」看到一些比較血腥的畫面，或者是感

覺說比較不人道的畫面，他心中就會湧起那一股氣，就叫做忿怒。所以他

就開始批評，開始說他的意見，什麼不應該這樣、不應該那樣、或者怎麼

可以這樣、怎麼可以那樣……就是這所有的身、口、意業，就是因為這一

念的忿而造下的，這就是忿怒。 

  或者是跟人家意見不相合的時候，講到最後，講到快翻臉，為什麼？

講到最後想要翻臉，就是因為他那個忿怒的情緒已經產生了。或者是父母

親在教導小孩的時候，也常常會有忿怒嘛，對不對？「跟你講了多少遍了，

你就是不聽！」那個也是忿怒。反正眼前當下的那個境界現前，你產生那

個忿忿不平的心理，那個就是忿怒，這個就是有境界來的時候。 

  可是有時候是沒有境界，你心裡面就是莫名奇妙，說不出來的，就是

感覺很煩悶，然後覺得一肚子埋怨，然後看這個不順眼、看那個不順心，

然後就變得不耐煩，對什麼都不耐煩。有的人一起床下來就那個，那個叫

床頭氣兒，他醒過來，就是莫名奇妙，就是心情不好，這個時候人家跟他

講話，他也不耐煩，那個就是他心裡面已經有忿怒產生了，就是忿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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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在心裡面。 

  所以不管有沒有境界現前，當下的那個忿怒的心理生起來的時候，就

是忿忿不平，或者不滿的情緒，或者討厭、排斥，不喜歡、不滿意、看不

順眼、不順心，那些情緒都是屬於忿怒。這是第一個，說明你當下的心情。 

  如果這個忿怒的情緒一直沒有辦法平復的話，就是事情雖然過去了，

但是你的心沒有過去，你還是一直記在心裡面，那個就是到了第二個階段，

就是「恨」的階段，就是你已經懷恨在心了。 

  譬如昨天吵一架，吵完就沒事了，可是你還一直記恨在心裡面，所以

我們常常說那個人會記仇喔，會記恨喔，那個「恨」就是我們現在講的第

二個，就是怨恨。恨，就是怨恨。就是事情雖然過去了，但是他的怒氣並

沒有消，繼續留在心裡面，它就會形成一種怨恨，那股怨恨的心。 

  如果這個情緒還一直沒有辦法釋懷的話，久久不能釋懷，不管是對某

個人、或某件事情，如果一直懷恨在心，或者一直耿耿於懷的話，就是只

要讓他一想到這個人，一想到曾經發生的那件事情，他就身心熱惱起來，

這就進入第三個階段，就是「惱」。所以「惱」，就是熱惱，會讓我們的身

心熱惱起來。 

  所以我們就知道，忿、恨、惱它是有程度上的差別，眼前的那個暫時

的不滿意，那個是「忿」而已；可是事後還依然懷恨在心，這個是已經進

入「恨」的階段；每每想起身心熱惱，那個就進入「惱」的階段。所以經

常忿、恨、惱的話，就容易高血壓，還有那個關節炎，關節發炎，反正一

般身體上有任何疼痛的現象，一般都是跟忿、恨、惱有關，就是瞋恚的果

報。 

  忿、恨、惱是跟瞋相應的，我們剛才說，為什麼叫做「隨煩惱」，因為

它是跟隨根本煩惱來的，隨著根本煩惱來的，忿、恨、惱都是隨著根本煩

惱的瞋，瞋恚來的，所以忿、恨、惱是屬於瞋恚的一分，它是根本煩惱——

瞋恚跟它相應的。 

  所以，瞋恚的果報就是痛，只要你身體有任何的疼痛，那個就是瞋恚

的果報，或者是忿、恨、惱果報現前了，所以關節炎就是痛嘛，關節痛、

關節發炎、高血壓就頭痛嘛，頭暈、頭痛，嚴重一點，如果本來就有高血

壓，忿、恨、惱一現前，身心一熱惱，怎麼樣？就中風了，很多人是因為

高血壓之後中風的，所以中風也是從長時間的忿、恨、惱累積出來的，一

旦碰到一個什麼事情，讓他那股氣又冒上來的時候，直衝腦門就塞住了，

就形成中風。 

  還有，就是各種癌症也是長時間的累積，什麼的累積？忿、恨、惱情

緒的累積，容易得種種的癌症。所以癌症雖然有病理上的原因，但是以情

緒來說，就是說他長時間本來忿怒，但是沒有消失，就常常懷恨在心，恨

意也沒有消失，經常一想到就身心熱惱，不管是曾經覺得自己受委屈、還

是曾經結過什麼怨結，他就是久久放在心裡面，就一直記恨，形成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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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怨結，一直打結、一直打結，就形成癌症。 

  所以癌症其實它真正的心理上的原因是長時間的鬱悶、鬱結所得的結

果。所以我們想要幫助癌症的病人，就是除了應該吃的藥、應該做的化療

之外，就是儘量讓他開心，跟他談心，看看他心中有什麼怨結是沒有打開

的，我們儘量讓他心中的怨結一個一個化開，他的病情就會很快就能夠好

轉，他就不會這邊塞住、那邊塞住，氣血長時間鬱結，就是氣血運行不順

暢，所以它就會這邊累積、那邊累積，長時間就會形成癌症，看它累積在

五臟六腑的那一個部分，它就會形成那個癌症。這就說明他長時間的怨、

恨、惱的那個情緒，累積在身體的那一個部分，不同的部位，也是不同的

忿、恨、惱的情緒所打的怨結在那邊。 

  所以我們就嘗試，看能不能幫他打開他心中長時間累積下來的怨結，

他如果能夠一個一個把它解開，他的癌症就是很快就能夠好起來，這個才

是真正的病根。佛法說「一切唯心造」，你心轉變了，「心能轉物，即同如

來」，這句話是《楞嚴經》上面的話，心能轉物，即同如來。你如果能夠明

白一切因緣所生法，它是生滅無常，自性是空的，你就能夠真正的從心裡

面打開這樣的怨結。 

  所以我們說到忿、恨、惱，都是瞋恚的一分，所以經常忿、恨、惱的

話，一定會障礙慈心的生起，這個是我們前面講過，「瞋心障慈，害障悲」。

忿、恨、惱都是跟瞋恚心相應的，所以它會障礙我們的慈心沒有辦法生起。 

  經常忿、恨、惱的結果，就一定造下很多身、口、意的惡業，那將來

無量無邊的大苦也是自己要受，所以造惡業的結果的苦，都是自己將來都

要承受的。 

  所以怎麼對治呢？除了要深信業果的道理之外，也是要多多思惟空性

的道理，就是當你忿、恨、惱生起來的時候，馬上觀生滅，我這股氣上來

的時候，看著它，它就消失了，等一下要又想到什麼不開心的事情，再看

著它，它又消失了，看它生起、看它消失，說明什麼呢？生滅的、無常啊！

所以忿、恨、惱的情緒是不可得。 

  如果再能夠發菩提心，那就更好了！就是當你忿、恨、惱生起的時候，

怎麼發？現在大家都很會發了，把一切眾生的忿、恨、惱都在我身上成熟，

希望一切眾生都能夠遠離忿、恨、惱的情緒，也可以這樣子來發心。我們

前面也講過，講瞋心的時候講過，這樣消業障最快，累積功德最快，你也

可以把本來忿、恨、惱的情緒，轉為菩提心的力量，所以菩提心的功德就

能夠生起，然後也能夠幫我們消除過去無量劫以來忿、恨、惱的業障。也

是因為你這一念的慈心生起，這一念的菩提心生起，可以消無量劫以來的

業障以外，還有發菩提心的功德。而且同時還能夠見空性，因為當下你明

白忿、恨、惱的自性是不可得的，就能夠進一步去體悟空性的道理，早一

點證到無我。所以，這樣子我們就不怕發脾氣了嘛，發脾氣，搞不好當下

就契入空性也說不定，或者是又可以增長我們的菩提心，繼續增長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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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心。 

  當然，希望能夠有一天做到最好是不要發脾氣，就是修行人要永遠保

持平安喜樂，那種喜樂的心。所以一覺得說自己在鬧情緒，好像想要發脾

氣，就是有那種煩悶的情緒開始生起的時候，就要趕快讓它 stop，不要讓

它進入恨、惱，那個就已經很嚴重了，身心熱惱已經很嚴重，所以我們有

很強的止觀的力量的人，就是他那個覺照的功夫很強的時候，他會很明白

他每一個當下的情緒到底是什麼樣的情緒。 

  有的人是他悶悶的，可是他不知道，人家跟他說什麼，他都不耐煩，

他也不知道他已經開始忿怒了，所以他的抗壓點變得很低，就是一點點事

情就爆，人家說：「奇怪！他為什麼脾氣這麼壞？」其實他平常就很忿怒，

懂嗎？平常就忿怒填膺，沒事的時候，他的心情不是喜樂的，可是他自己

不知道，整天煩煩惱惱的，可是他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脾氣不好，可是修

行人因為他的覺照力很強的關係，所以一有點點心情不好，馬上轉，一覺

得自己鬧情緒……可是真正修行人他是不太會鬧情緒，如果功夫好的話。

所以自己功夫好不好，就看自己會不會無緣無故鬧情緒，就知道自己功夫

好不好，那個沒事情會鬧情緒的，不管有沒有人惹他，他就是心情不好的，

那個就表示他功夫有進步的空間。 

  所以，我們怎麼練習呢？就是你開始覺得心情不好的時候，就趕快修

慈心觀也好、發菩提心也好、還是觀它的煩惱自性也是空的，都可以，就

是我們要趕快把那個煩悶的心情，轉成喜樂，讓自己慈心充滿，你才可以

感染周遭也充滿慈心，你的慈心可以擴展到你周遭的環境，你家裡都是慈

悲的磁場，懂嗎？那要從你的心開始散發出慈悲的力量。 

  所以我們每一天就是要檢查自己的心，是不是充滿了慈悲的力量，就

是喜樂，因為只有當你喜樂的時候，你心情好的時候，才會想說希望別人

也心情好。你自己都很煩惱，你看到誰都很不耐煩，你怎麼可能說我希望

你快樂？我自己都不快樂，我希望幫你除苦，我都苦得不得了，沒有那個

心情給人家快樂，也沒有那個心情去幫人家除苦，因為自己都不快樂，自

己也苦得不得了。所以我們想要讓自己的慈悲心生起，就是要常常讓自己

的心情是一種充滿慈悲的力量，所以你自然就會很關心你周遭的人，他們

自然能夠感染到你那個歡喜心，他也會變得歡喜，你也是真正去關心他的

痛苦，然後想辦法用佛法的智慧來幫他除苦。 

  所以修行人就是高度的警覺，當自己有一點那種情緒產生的時候，就

要把它調，千萬不要讓它進入恨、還是惱，那個就比較嚴重了，因為那個

是長時間的累積。忿，我們剛才講，它只是眼前、當下的不滿的情緒這樣

而已，所以它是比較容易處理，因為它很輕微，只是當下不滿意，對現前

的情況不滿意這樣而已，所以那個不滿意很快就可以調過來。可是它形成

那種仇恨的時候，就比較難了嘛，對不對？就是忿怒一直沒有消，情緒一

直累積、累積、累積，醞釀、醞釀、醞釀，一直到忿怒，那個就比較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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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忿怒，就是懷恨，然後形成怨結、身心熱惱，那當然就更嚴重，那就

比較難解決，所以我們希望在一開始，一點點情緒來的時候，我們就把它

擺平，然後讓自己的心轉念，轉成喜樂、慈悲，這樣應該很快。然後經常

的練習發菩提心，心情不好的時候就發菩提心，希望一切眾生的不開心，

全部在我身上成熟，我希望一切眾生都很開心，這樣很快自己就開心起來

了，然後就真正的可以去讓別人開心，所以發菩提心真的是一個很好的辦

法。 

  這個就是忿、恨、惱。 

  第四個就是「覆」。覆，就是蓋覆。就是當自己犯了錯、或者是破了戒、

或者是造了業之後，把它蓋覆起來，不要讓別人發現，這樣的一個心理叫

做「覆」，就是覆藏。自己做錯了事情，儘量的遮掩，造了業，儘量不要讓

人家發現，破了戒也不敢吭氣。 

  那他為什麼要這樣遮遮掩掩的？然後這樣蓋覆自己的罪性呢？害怕

嘛，怕什麼？怕因此失去了名聞、利養、恭敬，還是什麼地位、權利，要

保護自己既有的名聞、利養、恭敬，還是權力、地位，怕失去，所以他就

用這種蓋覆的心，蓋覆他的罪性，這樣的一個心，覆藏的心，然後來處理。 

  可是他這樣子把它覆蓋起來，不讓人家發現，是真的就沒事了嗎？真

的沒事了嗎？人家沒有發現，就沒事了？不會吧，應該更嚴重吧！不是蓋

起來就沒事了，為什麼更嚴重呢？因為他經常蓋覆自己的罪性，只會讓自

己的罪性愈來愈增加，每天都在蓋覆自己的罪業，罪業只會像滾雪球一樣，

愈滾愈大，為什麼？因為他一犯了錯，一破了戒、或者造了業，他就把它

遮掩起來，這樣的罪性是不是一直一直在增長？自己的習氣、業力不斷不

斷一直在增長，所以它不但不會沒事，而且這樣子遮蓋的結果，不會消我

們的業障，只會讓我們的罪性愈來愈增加，而且我們就是從事修行的話，

也不容易進步，為什麼？因為一犯了錯，你就用覆藏的方法，所以你就不

會很認真的反省，然後改過。 

  所以，為什麼會用這種方式來處理呢？就是因為他不明白業果的道

理，因為愚癡，所以覆是跟愚癡相應的，貪、瞋、癡那個癡，根本煩惱「癡」

相應的。為什麼是愚癡呢？因為最笨的人，才會用這種最笨的辦法。因為

他愚癡到以為可以用覆藏的方式就沒事，可是事實上不是，為什麼呢？因

為他所造的所有的業都要受報，不會因為他覆藏，然後就不要報，所以他

是不明白業果的道理，他才會用覆藏的這種方式來處理，他犯錯的時候，

才會用這種方式處理。 

  有時候，像小朋友偷拿東西，你問他說：「這個東西是不是你拿的？」

他一定打死都不承認，對不對？那就是一種覆藏的心，他為什麼不敢承認？

他承認就完蛋了，對不對？不是挨罵、就是挨打，所以他就嚇得不敢承認，

可是這個偷盜的種子已經種下去，而且業也造了，那將來還是要受報。有

的人他是為什麼要覆藏？就是他怕人家責備、怕犯了錯，然後人家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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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可能就會責備他、或者是埋怨他，所以他也不敢講、也不願意講，可

是我們知道，不講的話，也是會受到果報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麼呢？就是佛法講的「發露懺悔」，它才是最好

的方式。一旦犯了錯、造了業，勇於在大眾前面公開承認：「這個事情就是

我做的！」這樣就不需要覆藏，這個是需要很大的勇氣，但是這種人他消

業障最快、修行最快速，為什麼？他一承認自己的錯，他就馬上改啦，然

後因為他有懺悔，怎麼樣？就能夠消業障，是不是比覆藏要聰明多了？有

智慧多了？所以最笨的人才用覆藏的。發露懺悔才是最好的方法，因為它

讓我們很快地就消除業障，因為你發露、你懺悔了，業障很快就消了，然

後也承認自己的錯誤，然後勇於改過，所以他修行也很快速就能夠成就。 

  所以我們才會說，用覆藏的方式，其實是跟愚癡相應的。它會讓我們

的身心永遠處在不安穩的狀態，因為你覆藏的話，又怕人家發現，哪一天

發現，你可能又要說更多的騙話，然後來圓說你為什麼當初要那樣做，因

為你還是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所以覆藏之後，他的心其實是不安的，

因為一面怕人家發現，萬一被人家發現，他又要講更多的謊話。而且，人

基本上還是有慚愧心的，所以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他的良心就發現了，

他曾經做過的一些錯誤的事，這個時候他就會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懊悔，這

個會讓他良心不安。修定的時候，以前曾經做過的壞事情，全部都會自動

冒出來，因為過去所造的那些惡業它並沒有消失，它全部都回熏到第八識，

成為業力的種子，對不對？所以當你修定的時候，我們那些習氣、業力的

種子會爆發，所以所有年少輕狂，還是曾經做過的那些見不得人、還是不

可告人的那些事情，他就會自己湧上心頭，這個時候心中也是充滿了種種

的悔恨，也是讓我們身心不安，也障礙我們得定。 

  一般造業都是糊里糊塗的時候，頭腦不清楚的狀況之下，做了很多的

錯事、說了很多錯話，就是說錯話都是頭腦不清楚，所以當你頭腦比較清

楚的時候，才會後悔說，為什麼我昨天會那樣子說他？為什麼我昨天會做

那一件事？它實在是錯的很離譜！所以當我們頭腦比較清楚的時候，也會

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悔恨。所以，這些覆藏的結果，都會讓我們身心處在不

安穩的狀態，當然也會造下更多的惡業，因為你不會改嘛，所以原來的錯，

你會一直重複的犯。原來破的戒，因為你沒有發露懺悔，你也沒有想要改

過的決心，所以原來會做的錯事，你還會依然做，依然錯，原來會破的戒，

你還是會繼續地破，原來造的惡業，也會繼續地造，那只會讓惡性不斷不

斷地增加的原因就在這裡，因為你沒有改過，沒有修正自己的心理行為。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第一個，怎麼對治覆藏的心理呢？就是發露

懺悔，這樣消業障最快；第二個，就是趕快修正自己錯誤的心理行為，就

是身、口、意要趕快的修正，這樣修行成就最快，這個才是最好的辦法，

最明智之舉。 

  所以，我們修行人的心應該像皎潔的明月一樣，八月十五的月亮，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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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又圓，應該是這樣，沒有任何的雲霧來遮障。這皎潔的明月，就是比喻

我們自性的光明；那個雲霧，就比喻被覆藏的罪惡。我們越覆藏，雲層越

厚，那個雲霧越厚，越會去把那一輪皎潔的明月去把它遮障，就用這個來

比喻，覆藏的罪性，會遮障我們自性的光明，就讓我們的自性沒有辦法現

前。所以只有不覆藏罪惡，把這些染污的習氣都去掉，我們自性的光明才

可能顯露出來，就是明心見性才比較快，所以我們才會說趕快修正自己的

身、口、意，這樣才成就最快。 

  第五個是「誑」。誑，就是欺誑。就是用各種欺騙別人的方式，來謀取

金錢、或者是其他種種的利益，他是用欺騙的方法。 

  為了要獲得各種利益，他可能必須要整天都在動腦筋，籌劃怎麼來進

行詐騙的事情，所以他所用的方式，一定都是不正當的、不合法的、不道

德的，譬如說：貪污，怎麼樣謀取金錢，就想怎麼樣用貪污的方法；或者

是包庇非法；或者是詐財；做生意的人，就打不實的廣告；偷工減料，就

是想盡種種的辦法來謀取金錢，所以像這樣的謀生的方式，我們就叫做「邪

命」。就是不是正命過活，不是正當的職業，我們稱為邪命。因為他謀取生

活的方式就是用不正當的方法來謀取，所以我們就稱為邪命。 

  他為什麼敢這樣做呢？就是因為不明白業果的道理，所以才會這樣處

心積慮的利用各種計謀來行詐騙的事情。不明白業果的道理，他不知道他

這樣子會有什麼樣的果報，所以他才敢這麼做。可是這樣的結果，是怎麼

樣呢？他如果整天都是這樣子動腦筋，心思詭詐，動腦筋賺錢的話，他只

是在增長自己的貪欲，可是他動腦筋賺錢，那是不是真正的就可以獲利呢？

以業果來看，是不是真的可以獲利呢？可能現實上，他也許真的動那個歪

腦筋，然後賺了不少錢，可能是真的，但是那個錢有沒有什麼果報啊？就

哪一天破財，或者是碰到什麼樣的事情，讓他的財都留不住，因為他是不

正當的造了惡業，然後去賺到的那個錢，所以那個錢也不是真正的獲利，

只是造業去謀取的。所以以業果來講的話，可能將來還要加倍奉還，所以

是得不償失的，所以我們才會說他不明白業果的道理，才會這麼做。 

  那它應該跟什麼相應啊？這樣聽下來，這個誑，欺誑、欺騙，會跟根

本煩惱，哪一個根本煩惱相應啊？他不斷不斷想賺錢是什麼？貪嘛！對不

對？所以它是貪的一分，它是跟根本煩惱「貪」相應的。因為他要謀取金

錢，不擇手段，用盡各種的計謀來謀取到那個錢，所以它是貪欲，只是在

增長自己的貪。所以他每天在動念的時候，怎麼樣去動歪腦筋賺錢，每一

念都種下貪欲的種子，造下貪的業，貪的意業，只是這樣動腦筋而已，就

已經種下貪的意業了；然後還要說很多騙話嘛──口業；還要去做很多欺

騙眾生的事，那就是身業。所以，他笨的以為這樣子可以真正的謀取利益，

事實上是得不償失，這個是什麼樣的行為啊？愚癡的行為，所以它跟根本

煩惱的愚癡相應。所以我們就知道，誑它是貪的一分，還有癡的一分。 

  怎麼對治呢？絕對不要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擇手段來謀取金錢，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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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不要再做這樣的事情；也要慢慢地去除自己的貪欲，不再用欺騙的方

法，要做到誠實正直，不虛偽作假，這樣子來練習。 

  他對利益這麼貪著，是他把「利」看做是真實存在的，對不對？金錢

是真實存在的，所以他才要花那麼多的心思在那個上面，所以要怎麼樣呀？

要觀空啊！他不惜造那麼多惡業，去謀取的那個對象，其實它是生滅、無

常，自性是空的，所以多划不來！那個是假的！為了那個假的，要造那麼

多惡業。所以，觀這些利益的自性是空的，也是一種很好的方法，就可以

同時去掉自己的貪欲之外，也可以把名利心，那種利益的心看得比較淡薄，

這樣才能夠對治這種欺誑的心。 

  第六個小隨煩惱，是「諂」。諂，就是諂媚的意思。譬如說：假裝獻殷

勤，為了要討別人的歡心，或者故意要討好別人，去阿諛逢迎、拍馬屁，

我們常常形容說那個人是馬屁精，那個就是諂，諂媚。 

  諂，它又有諂曲的意思。諂曲，就是心不正直，就是他的心是歪歪曲

曲的。他為什麼要行諂曲這樣的事情呢？還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他

為了謀取自己的利益，所以要對別人打躬作揖、卑言屈膝，這個是身業方

面，他就是做這樣的事情；講的當然都是巧言令色、阿諛奉承的話，對方

喜歡聽什麼，他就講什麼，隨時都要察言觀色、見風轉舵，所以難免就要

打妄語，講一些挑撥離間的話，或者是講一些好聽的話，叫做綺語，他喜

歡聽的話，這個是口業方面；心裡面也是隨時都要動腦筋，想辦法看要用

什麼辦法去讓他感動，打動他的心，這樣子來取悅他。像這種花了很多心

思去取悅別人、迷惑別人，讓別人看不清楚事實的真相，也摸不清楚你心

裡到底是在想什麼，這種險惡邪曲的心，這個就是意業方面。所以我們知

道，這種諂曲的心，會讓我們的身、口、意都造下很多的業。 

  在《瑜伽師地論》裡面，它就教我們要觀察諂曲會有那一些過患，它

還蠻多的，它有十二種過患。我們經常這樣子思惟諂曲的過患，就能夠慢

慢讓我們那個歪歪曲曲、不正直的心，變得正直。因為想要早一點開悟，

有成就的話，就一定要去掉這個諂曲的心，為什麼呢？因為「直心是道場」，

你的心這麼歪曲，就沒有辦法做到直心。直心就是真心，你那個歪曲的心，

就是妄心，所以沒有辦法回歸到真心。所以只有當我們的心是正直的時候，

才是離真心最近，所以你要回歸真心，就很快了，因為本來就沒有跑很遠。

可是你的心九彎十八拐，歪歪曲曲，那麼嚴重的話，那要回歸到真心就要

花很長的時間，可能三大阿僧祇劫不曉得夠不夠？如果一直歪歪曲曲的

話，所以諂曲它也是障礙我們成就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們就要經常來思惟諂曲有什麼過患呢？ 

  第一個過患，由於諂曲這樣的因緣，因此不能夠證得真實的智慧。就

是我們剛才講的，真實的智慧是從正直心來的，可是我們的心諂曲久了，

很難見到真心，不能見真心，我們本有的真實智慧就不能夠證得，我們說

真心離念，真心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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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過患，就是諂曲使我們喪失名譽、地位等等。因為諂曲慣了，

大家都知道這個人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這個傢伙，他會為了自己的利益

去阿諛諂媚別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馬屁精，所以如果公司要提拔，要

升哪一個……譬如有一個主管的缺，他要提拔什麼人呢？大家會不會推薦

他？大家提名、選舉，他不會有任何一票的，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這

樣的人。可是有一種情況之下，大家馬上都想到他，是什麼情況？公司要

裁員的時候，趕快把那個馬屁精裁掉，因為他整天玩花樣，整天在上司主

管的面前打我們的小報告，因為要阿諛奉承主管的關係，專門扯我們的後

腿，這種小人要讓他趕快離開。所以才會說，諂曲會讓我們漸漸地失去了

名譽和地位。你的名聲不好聽，因為大家都在後面叫你什麼、什麼精，名

譽不好聽；地位也很難升，可能升上去，時間一久了，大家知道你是這樣

的人，就馬上把你拉下來了，馬上就降級，所以它會使我們喪失名譽、還

有地位等等。 

  第三個過患是，諂曲也會退失別人對我們的信心。為什麼別人會對我

們沒信心？就是我們是一個完全沒有原則、完全沒有道德、完全沒有是非

觀念的人，就好像牆頭草一樣，隨風搖擺，哪裡有利，就往哪裡倒，所以

這樣的人，我們怎麼可以信他呢？怎麼會對他有信心呢？那一定是沒有辦

法相信，因為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就變了，他會見風轉舵，所以就不可能對

他生起信心。 

  第四個過失是，諂曲也會使我們自己的功德一直在退失，不再增長。

這是因為諂曲使我們的身、口、意不斷造業，所以即使行善，功德也不會

再增長，而且還日漸消失，功德會愈來愈少。就是我們同時在行善，想要

累積功德，但是我們的功德不會再增長，而且一直在減少，為什麼？因為

諂曲使我們造了很多身、口、意業，所以你再怎麼樣想要累積功德都很難，

而且不但不能累積，還一直減少，這個就是諂曲的結果就是這樣。 

  第五個，不但功德一直在退失，智慧也不會增長。所以不管他是怎麼

樣殷勤地來供養、承事善知識，他的功德也一直在退失，智慧也不會增長，

因為有智慧的善知識，不會喜歡阿諛諂媚的弟子，不會喜歡這樣的弟子。

所以就算他親近善知識、聽聞正法，但是他的智慧也不會增長，就是因為

這位弟子，諂曲的弟子，他在親近善知識的時候，他是用諂曲的心來親近。

所以他也不會好好地修行，為什麼？他的心思不會用在法上，他的心思都

用在怎麼去討好上師上面，所以法不入心，他整天想的就是那個諂曲的事

情，怎麼樣去表現自己啊，多有修行，可是都不是，只是做做樣子，虛偽

作假，所以他是不可能有什麼進步的，當然也不可能開智慧。 

  第六個，功德智慧都不會增長，只有一個會增長，就是惡業會增長。

所以第六個，唯一會增長的，就只有惡業。 

  第七個，如果不改正自己邪曲的心，這樣相續的結果，只會使得我們

離善法愈來愈遠，離惡法愈來愈近，離善法愈來愈遠。 



大乘百法明門論(新講)7 12 

  第八個，諂曲也會損害我們的身心，使我們心中常懷苦惱，心非常的

不安穩。因為心邪曲的關係，所以自己的內心就會覺得很空虛、不踏實，

因為你都不是很踏實的在做事情嘛，都是虛偽作假的，只是做一些表面的

功夫，所以你的內心實際上是非常空虛的，不踏實的，所以內心也不會很

安穩，不實在。 

  第九，諂曲只會使得自己苦，也讓別人也苦。為什麼自己也苦，他人

也苦呢？就是因為阿諛諂媚別人，如果事後被揭穿的話，就會引起對方的

埋怨。因為對方一直都被你蒙在鼓裡，以為你是這個樣子，可是有一天發

覺你不是這樣，原來你是一個只會耍心機的小人，他就會開始埋怨你。那

也因為自己被揭穿，心裡也不好過，也是憂愁苦悶，所以才會說諂曲的結

果，不但自己苦，別人也苦。 

  第十個，諂曲的人，不是成為聖賢的法器。就是說善於奉迎的人，他

不是成就聖賢的材料，就是不是那塊料，所以就算他學佛修行，也不可能

有任何的成就的，因為他心不入法，心不入道。 

  第十一個，到了臨終，只有追悔。諂曲一輩子，以為自己善於逢迎，

春風得意，可是到了臨命終的時候，惡業現前，這個時候再追悔已經來不

及了，所以它會讓我們臨終追悔。 

  第十二個，最後一個，死後只有墮惡趣的份。諂媚的人，死後大多數

墮地獄道，都到地獄道去了，所以死後只有墮惡趣的份。 

  所以，如果我們想在修行上早點成就的話，就要想辦法去掉諂曲的心。

怎麼練習呢？開始講真話、做真事，用真心待人，表裡如一。良師益友在

教誨我們的時候，不要心懷怨恨，要心存感激，然後要好好地反省、改過，

這樣才可能有一些成就。 

  一般諂曲心重的人，就是上師在講他的時候，他會很不高興，所以上

師一般也不會講，在這樣的弟子面前，然後直接來跟他講真話，知道他不

能夠接受。因為上師在講他的時候，他會心裡覺得很委屈，為什麼委屈？

因為他所有的心思都用在怎麼樣去討好上師，你看他是多用心啊！可是你

居然說我這個錯、那個錯，真的是好委屈、好冤枉啊！我已經身、口、意

都供養給上師，可是上師都說我錯，不能夠接受。因為上師知道他這個諂

曲的心，是只會障礙他的修行，所以就是試圖想要去戳破他、或者提醒他，

想要告訴他的時候，但是因為他的心邪曲慣了，他已經很習慣那種虛偽作

假的方式，他沒有辦法很真誠的面對自己的習氣、或者是那種煩惱，自己

沒有勇氣去面對，所以上師指正的時候，指出他的錯誤的時候，他一般是

沒有辦法接受，而且還會懷恨在心，所以上師一般都不會直接來說這樣的

弟子。 

  所以我們剛才才會說，有我們的好朋友、同行善知識，或者是教授善

知識在教誨我們的時候，我們一定要虛心地把話聽進去，然後勇於改過，

因為他是在成就我們，希望我們能夠早一點修行有一些結果。要不然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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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覺得說沒希望了，放棄你的時候，那就是已經來不及了。所以，這

個「直心是道場」很重要，因為我們修行就是希望能夠早一點回歸真心，

可是諂曲它就讓我們沒有辦法做到直心。 

  第七個小隨煩惱，就是「憍」。憍，就是驕傲的意思。就是一種優越感，

自己以為很了不起，整天陶醉在這個優越感當中，所以這個憍，是一種驕

傲自大的心理。 

  這個每個人也有，只是驕傲的事情不一樣，所以它有種種不同的憍的

內容，所以每個人都有自己覺得驕傲的事。譬如說：有錢的人，他就會瞧

不起貧窮的人，這個叫做「富貴憍」。看不起窮人，這個就是一種驕傲。 

  出生名門望族，家世顯赫的人，沒事就要誇耀一下他的家世，好煩喔！

這個叫做「族姓憍」。沒事就在你面前說：「我昨天買了一個鑽石，我覺得

好小喔！才二十克拉！好小喔！」。「好煩喔！我開那個跑車，就覺得它不

夠快，好想再換一部更好的！」我們連車都買不起，他跟我說他想要換一

部，這個就是族姓憍。 

  長得好看的人，就會嘲笑那個長得醜陋的人，說：「那個人長得很抱

歉」。這個就是「色力憍」，常常嘲笑那個長得醜陋的人。 

  身體好的人，他也會嘲笑人家說：「你這什麼身體嘛，像病貓一樣，風

一吹就會倒的林黛玉」什麼的……，這個是「無病憍」。 

  那個長壽的人，有時候也難免會倚老賣老一下，這個叫做「長壽憍」。

這個我們常常聽到：「你們年輕人又要怎樣、怎樣」，「我吃的鹽，比你吃的

米還多」還是什麼……這一類的，這個叫長壽憍。 

  年輕的人，他也不甘示弱，他也要瞧不起老人家，說：「你們年紀大了，

都沒有用了，還不是要靠人家照顧」，這個叫做「少年憍」。 

  至於那些學識豐富的人，他也會經常在言語之間，諷刺那個不讀書的、

沒有學問的人，說你們這些不讀書的草包啊！沒料啊！肚子沒墨水之類

的，這個就是「多聞憍」，仗著自己多聞，然後嘲笑別人沒學問。 

  這就是七種憍，這只是歸納，其實還有很多。 

  像那些腦筋好、反應快的人，有些人腦筋動得很快，他就會對那個腦

筋遲鈍、反應慢的人失去耐心，老是嫌他們怎麼那麼笨，怎麼那麼慢啊！

這也是另外一種憍。還有，就是在社會上有名望、有社會地位的人，他在

做事情的態度也好，講話的語氣也好，就是有一股那個想要壓過別人的氣

焰，那個也好討厭。老是喜歡使喚人，或者是認為說你一定要聽我的，就

憑我的社會地位，憑我的名望，你就要聽我的，那股壓倒人的氣勢，那也

是另外一種憍。喜歡寫文章的，畫畫的藝術家、文學家，他也會有另外一

種自命清高、孤芳自賞的那種，那也是一種憍，一種習氣在他的身上，那

個就叫做「憍味」。 

  所以，憍會使人自高自滿、目空一切，總是自我陶醉，想駕凌在別人

之上，因此很難做到謙卑，也會增長許多的煩惱。憍會讓我們生貪、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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癡等等的煩惱。什麼時候生貪呢？就是自己在陶醉自己成就感裡面的時

候，這個時候是跟貪相應的。一直覺得說：「我好了不起喔！我的成就好了

不起喔！」當別人和自己唱反調的時候，就很容易發脾氣，這個時候是跟

瞋相應的。不知道這些引以為傲的事情，只是因緣果報的展現，它是生滅、

無常、無我的，不明白這個道理，這是跟愚癡相應的。所以，憍會讓我們

常生煩惱的原因在這裡。 

  將來會有什麼果報呢？那個越瞧不起人的，身高就越矮，所以它的果

報是生來矮小，天生就比較矮小的，那個就是過去世瞧不起別人，越瞧不

起別人，就長得越矮；還有，就是容易會有五官不全的果報；還有，他容

易生什麼病呢？就是容易得肝病，因為自視過高的人，容易生瞋恚，容易

瞋怒，所以他就容易得肝病。就是脾氣不好，容易發脾氣，只要有一點點

違逆他的意思，他就發脾氣，所以怒傷肝，常常發脾氣的結果，就是肝不

好，容易得肝病。 

  為什麼會有這個驕傲的現象呢？就是因為貪愛執著自己的成就，所以

才會生起這個驕傲的心，所以它是屬於根本煩惱的那一個啊？剛才講了

嘛，貪愛執著自己的成就，就跟貪相應。所以我們就知道，憍是屬於貪的，

跟貪相應的，因為貪愛執著自己以為了不起的成就的事情。 

  我們一般都說憍慢、憍慢，憍跟慢有什麼差別呢？還是有差別。我們

講根本煩惱是貪、瞋、癡、慢、疑，所以慢是屬於根本煩惱，現在講的憍，

是小隨煩惱，所以一個是根本煩惱，一個是隨煩惱。 

  憍，它是由事情而生起的。就是我們剛才講的，自己覺得有什麼值得

驕傲、還有成就感的事情，所以它針對的是你覺得有成就的事情，覺得值

得驕傲的事情，所以憍它是由事情所生起的。慢，是由「我」而生起的，

我慢嘛。一切眾生有「我」，所以就有「我慢」，「我」了不起，所以它是由

「我」來的。一個由事情而起的，一個是由「我」而有的。 

  慢，我們剛才講它是屬於根本煩惱，它是和別人比較以後所生起的高

舉的心，前面講有各種慢，就是跟別人比較之後，不管他比我好、還是比

我差，我永遠覺得自己是最了不起的，所以慢是跟別人比較之後才有的。

現在講的這個憍，它是屬於小隨煩惱，它是沒有和別人比較，它是自己沉

醉在自己的成就感裡面。這就是憍跟慢的不同，有這些不同。一個是由事

情而生起的，一個是由我而生起的。一個屬於根本煩惱，是和別人比較之

後才有的；憍是小隨煩惱，是沒有和別人比較，自己陶醉在自己的成就感

裡面。 

  所以我們就知道，憍慢會障礙我們的謙卑，還會增長很多的煩惱。我

們剛才講貪、瞋、癡，就是因為憍而生起的。所以它不但障礙我們沒有辦

法做到謙卑，而且還不斷不斷地增長煩惱。所以要怎麼來對治呢？就是你

現在的一切的成就，就是過去善業的果報的展現這樣而已。我們有造很多

善業，有造很多惡業，哪一個先成熟，善業先成熟的話，就會讓你一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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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很順利，一些順利的事情，你就會覺得說有成就感，其實是你過去善業

成熟這樣而已。而且，這一切讓你覺得有成就感的事情，其實它是不是真

實存在的？剛才講了各種憍憍憍，都是生滅、無常的，都是無自性的，都

是了不可得的，所以其實也沒有什麼值得憍的。所以，第一個思惟它是善

業的果報的展現，它是生滅、無常、無我的，自性是空的，這樣就能夠對

治憍的心。 

  第八個小隨煩惱，是「害」。害，就是傷害。因為對眾生沒有悲愍心，

所以才會想出或者是做出傷害眾生的事情來。這個害也是跟瞋相應的，所

以瞋心一起來的時候，不曉得他會說什麼話、做出什麼事，不知道，所以

這種互相傷害的事情是每天都在發生的。 

  像我們有時候會想說，像昨天剛吵完架，就會想說好好地折磨他一下，

尤其是夫妻吵架，或者是兩個情人吵架，情人口角，或者是朋友吵架，因

為心裡不痛快，所以就會想說：我一定要你好看，我一定不要先跟你道歉

認罪，我一定要你難過、內疚、後悔，在這個之前，我一定要跟你冷戰到

底、什麼之類的，這個都是害心。就是說你會有這些念頭生起來，就是想

要傷害對方，不要讓他好過，好好地折磨他一下，這個就是害心，這個還

是比較輕微的。比較嚴重的，就是想到仇人的時候，那一定沒有什麼好念

頭，對不對？所以心裡面想的，可能都是怎麼樣去詛咒他，希望他事業倒

閉最好，家庭破碎、子女敗家、死後還要下十八層地獄，最好是沒有一件

順心的事情，這樣子我才順，這個也是害心，就是這些念頭都是害心。或

者是想要怎麼去報復別人，怎麼去逼迫、損害、激怒別人，讓別人產生痛

苦，這些都是害心，怎麼去傷害他。 

  所以，害心使我們沒有辦法做到什麼？大悲心。瞋心障慈，害障悲，

所以這個傷害別人的心，障礙我們的大悲心沒有辦法生起。什麼是悲啊？

就是幫眾生拔苦是悲，所以不但不能夠幫助眾生拔苦，還帶給別人更多的

痛苦，所以它是生起悲心最大的障礙，它是屬於瞋心的一分。 

  那要怎麼對治呢？就是多修悲心來對治。可以思惟一切眾生都可能是

我往世的父母，或者是最親愛的人，在過去他當我父母、或者當我最親愛

的人的時候，可能結了什麼怨結，所以才會這一世變成仇敵，我才會那麼

恨他，然後心裡面生起的都是怎麼想要去傷害他的念頭。所以現在這樣子

來想，一切的眾生都可能是我們往世最親愛的人，或者是往世的父母。一

切眾生也希望能夠離苦得樂，就像我不希望苦降臨到我身上一樣，一切眾

生也都跟我一樣不喜歡受苦，所以對我最親愛的人、還有往世的父母，我

們應該對他生起大悲心，希望能夠幫他們除苦，多修悲心，就能夠去除這

個害心。 

  第九個小隨煩惱，是「嫉」。嫉，就是嫉妒。 

  為什麼會嫉妒呢？就是見不得人好，才會嫉妒。 

  為什麼會見不得人好呢？因為怕被他比下去，被他比下去之後，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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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就會有一些損失，可能是名聞利養、或者是恭敬，就是怕他比下去之後，

我這些就會有所損失。所以我看到別人有成就的時候，我心情就開始鬱悶

起來，整個心都糾結在一起，然後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心裡總是在

想說我應該怎麼來鞏固我的地位，怎麼來繼續獲得我的利益，怎麼讓我的

名聲不受影響，為了讓自己的名聞、利養、恭敬不受影響，可能就會開始

採取一些手段。可能就要挑撥離間，說一些不利於對方的話；或者可能要

設計盤算，做一些阻撓障礙對方的事；再更嚴重一點，可能就會想到怎麼

去傷害對方，所以這些都是和瞋恚心相應的。所以，嫉妒是屬於瞋恚心的

一分，所以它是跟瞋恚心相應的。嫉妒是跟瞋恚相應的，因為嫉妒的結果，

你就會想怎麼樣去障礙他，怎麼去傷害他。 

  什麼樣的人比較容易有嫉妒心呢？ 

  第一種是心胸狹窄的人。因為心胸狹窄的人沒有包容人的肚量，所以

他會見不得人好，一看到別人比他好，他嫉妒心就起來了，就想辦法怎麼

樣背後批評毀謗他。 

  還有一種，就是缺乏自信心的人，容易嫉妒。因為缺乏自信的人，他

沒有安全感，沒有安全感，他就會很害怕失去自己的名聞、利養、恭敬。

所以現在他看到你春風得意，他就覺得倍感威脅，那個威脅感就來了，他

很害怕他苦心經營的一切，會在這剎那之間就被你摧毀了，所以心中就深

懷憂慼，不得安穩。就是因為沒有安全感，他怕你把他好不容易建起的城

堡，在一剎那之間、一夜之間就摧毀掉了，所以他要嫉妒、障礙你，這個

是沒有信心的人，他也嫉妒心很強。 

  還有，就是名利心重、好勝心強的人，也容易嫉妒別人。他看到別人

勝過自己的時候，心中就不是滋味，所以他也會採取一些手段來鞏固、或

者是保護自己。 

  可是這樣嫉妒的結果，你真的就夠讓自己很安全、很穩固嗎？也不見

得，對不對？所以它不但不會使自己更好，反而還會因此造下很多身、口、

意的惡業。 

  那你說，這種人活得快不快樂啊？整天想要嫉妒、障礙別人，他自己

快不快樂啊？自己活得也不快樂，所以他其實也會障礙自己的成就。 

  所以，最好的辦法，看到人家好的時候，應該怎麼辦啊？大家都很會

的──隨喜讚歎，還有功德，不但不會造業，還有功德，還有隨喜的功德，

對不對？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隨喜讚歎。看到別人的好，馬上隨喜讚歎

他的好，這樣就對了，這樣就可以對治。是真的讚歎喔，不是表面功夫，

不是虛偽的、作假的。因為你真實的讚歎他的時候，你真正在讚歎他的當

下，你會不會嫉妒？不會，因為它不會同時存在的，你嫉妒的時候，是不

會讚歎的，你讚歎的時候，就不會嫉妒，所以看到別人好的時候，你趕快

讚歎，你就不會有嫉妒心，所以那個原本有的嫉妒心，就慢慢、慢慢消失

於無形，所以我們就用隨喜讚歎來對治嫉妒的心。這樣不但不會造惡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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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說它跟瞋心相應的嘛，不會造瞋心的惡業，還有隨喜的功德。 

  何況我們修行人說關關要過關嘛，最難過的是什麼關？名關、利關、

恭敬關，要做到關關與我無關，這樣就關關過關。想到這些名關、利關、

恭敬關，還不是虛空中的花朵，對不對？本來沒有，我們清淨的自性當中

本來沒有這些名啊、利啊、恭敬啊，本來都沒有，所以這樣想的話，虛空

中的花朵，本來沒有，很快就安全過關了。 

  最後一個「慳」。慳，就是慳吝。就是吝嗇、小氣，什麼都捨不得，我

們說這個人鐵公雞，一毛不拔，就是慳。 

  慳跟貪有什麼不同呢？我們一般說慳貪、慳貪。慳，是已經有的，捨

不得拿出來，這個是慳；沒有的，想要得到，而且是愈多愈好，這個是貪，

所以慳和貪是不一樣的。一個是已經有的，一個是沒有的，想要愈多愈好。

已經有的，捨不得，這個叫慳。 

  這樣子自私小器，不肯拿出來，會有什麼果報呢？那個錢捨不得拿出

來布施的，就是貧窮的果報；那個有法不肯布施的，不肯法布施的，果報

就是愚癡的果報，簡單來說是這樣。 

  可是在《成實論》的卷十二裡面，它就有說到慳貪會影響後世得到那

一些惡報呢？它有七個惡報，因為慳貪會影響後世的果報： 

  第一個，就是天生眼睛瞎的果報。天生盲眼的果報，就是說他是天生，

不是後天的，從母親胎中出生的時候，他就不能夠見到日月的光明，這個

就是天生眼睛就瞎的果報。 

  第二個，是愚癡的果報。我們剛才講的，因為不肯法布施，就會有愚

癡的果報。愚癡的果報，就是他今天就是想要來親近善知識，聽聞正法，

但是他怎麼聽就是聽不懂，不知道在講什麼，這個就是因為愚癡。所以那

個天生愚癡的，就是對一切法的真實相不能夠了知，所以這一世不管他怎

麼樣聽經聞法，就是不能夠明白經中的義理，這一世所以他會聞法有障礙，

修法會有障礙，因為他天生愚癡性比較重。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果報呢？就

是因為在過去生中有法不肯布施，吝法的結果，就是愚癡的果報。 

  第三個，是生在惡家的果報。就會出生在不信三寶，造作重罪的家庭

裡面。 

  第四個，會在母親的腹中就死亡的果報。就是胎死腹中。 

  第五個，是天生就容易被一切惡物所恐怖的果報。這個就是說，你這

輩子常常會遇到讓你覺得非常恐怖、驚嚇的事情，常常會遇到這一類的事

情，就是把自己嚇得半死，很恐怖的事情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第六個，是善人遠離的果報。奇怪了，這一世碰來碰去，都碰不到好

人，碰到的都是扯後腿的小人、惡人，交的都是損友，讓自己墮落的壞朋

友；一切好人、賢善的人、善知識都離我們遠遠的，沒有辦法親近到真正

的善知識，或者是同行善知識，就是同參道友，都沒有辦法碰到。這個就

是因為過去慳貪、不肯布施，跟大眾結善緣的果報。不肯跟大眾結善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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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報，所以他結的都是惡緣，惡緣到這一世，就是碰到的都是惡緣現前，

就是都是壞朋友。 

  所以我們在佛法裡面，為什麼很重視布施有沒有？六度，第一個就是

布施，布施主要是什麼？就是跟眾生結緣，用布施的方法，跟眾生結緣，

不管是財施、法施、還是無畏施，都是要跟眾生結好緣、結法緣、結善緣，

這樣生生世世就是都能夠遇到善知識，也能夠遇到好的同參道友，交的都

是好朋友，都是善友，會讓自己愈來愈好的、互相幫忙的好朋友，或者是

親朋好友都是好的。 

  第七個，就是會有無惡不做的果報。這個就是說對一切的惡業無所不

做，因此更加深業障，就是這一世更容易造業，造惡業，為什麼？因為慳

的結果就是造下很多的惡業。 

  所以，這個慳，要怎麼對治呢？怎麼做到財施、法施、無畏施？就是

用布施來對治，如果真的很難捨的話，那我們就多多思惟什麼？死無常的

道理，就是多多地念死無常，想到你這些捨不得、小器，想要抓一輩子的

東西，你死的時候，一個都帶不走。抓了一輩子，可是死的時候，就要鬆

手了，所以多多來思惟這些死的時候帶不走的東西。那個帶得走的，要趕

快做，就是只有業帶得走，所以趕快斷惡業、行善業，只有業帶得走，那

個帶不走的，就不要再抓了，就趕快放下吧！也可以多多思惟布施的果報

還有功德，財布施的果報就是富貴，法施的果報就是有智慧。另外，也還

是以空性的智慧來對治，就是你慳貪的這些東西都是生滅、無常、不可得

的，所以趕快放下吧！ 

  十個小隨煩惱都介紹完了，我們剛才一開始的時候講小隨、中隨、大

隨，小隨煩惱它是個別現起的，所以它最容易斷，所以我們修行從哪裡下

手？我們這一次介紹煩惱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詳細地說明根本煩惱的內

容、還有隨煩惱的內容，我們煩惱生起的時候，我們就會很清楚知道說我

這一個是屬於哪一個根本煩惱、還是隨煩惱，對它的內容比較清楚，要不

然平常就是說我很煩惱、煩惱，你是什麼樣的煩惱？然後怎麼對治？也不

是很清楚，所以就變成說修了半天，但是看不到自己的煩惱，然後也不知

道怎麼辦，所以修行很難進步嘛。所以現在明白了每一個煩惱的內容，然

後也知道怎麼對治。 

  那從哪一個下手呢？先從力量比較輕的，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的，

不要從那個恆常與第七識四惑相應，那個是天生就有的，那個就比較難，

而且它是恆常、從來沒有斷過，連睡覺的時候，夢中都有的，因為它是與

生俱來的，那個比較難斷。所以，我們一定是從今天講的這十個小隨煩惱

開始斷，我們可以一個一個檢查，我還有哪一個，然後就用對治的方法，

把它趕快的斷除，因為它是很容易的，因為它是個別現起的，就是有了這

個、沒有那個，它是個別現起的，它不是一下子統統都有，所以它比較容

易。而且它是分別來的，比較容易，不是天生俱生來的，它是我們第六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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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分別來的，所以比較容易。而且它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它不是一直

都有，就是我們說那個第七識相應的四惑，它是一直都有的，而且它是天

生就有的。這個是後天，也是先天先有那個種子啦，可是大部分它現起的

時候，是因為你有分別心它才有的，而且它是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所

以它是比較容易斷，所以我們就從這個比較容易斷的開始下手來修。而且，

它比較明顯、容易檢查，一檢查自己有，就馬上斷，這樣很快就能夠去除

這十個小隨煩惱。 

  明天最後一堂課，我們就介紹剩下的兩個中隨煩惱、還有八個大隨煩

惱。 

  今天到這裡。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