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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講 

最尊貴的淨蓮上師講解 

 
  我們繼續看講義。 
  十八不共法，我們講到第六個，無不知已捨。佛有智慧的覺照，應當

捨的時候，祂就會捨，沒有不知而捨。 
  這個「捨」有幾個意思，也能夠說不苦不樂的那個捨受，也可以說佛

念念都能夠做到捨、放下，還有一個意思，就是佛有時候棄捨眾生入禪定，

所以這個時候又當作「棄捨」的意思，所以它有三個意思。 
  像我們眾生沒有智慧的覺照，只對苦受、樂受有覺，對不苦不樂的捨

受卻不知不覺，這就是我們平常一般凡夫眾生來說，因為苦受跟樂受比較

強烈，所以我們就比較容易有感受，苦的時候，覺得很苦，快樂的時候，

也覺得很快樂，但是對不苦不樂的捨受，比較沒有感覺，就是不是痛苦、

也不是快樂的時候，那個其實就在捨受的當下，但是凡夫是沒有什麼感覺

的，是不知不覺的，但是佛對這個捨受，不但能夠知道，而且還知道捨受

什麼時候生起、什麼時候消失，還沒有消失之前叫做住，所以佛對捨受不

但有覺，而且還知道捨受什麼時候生、住、滅，整個過程都知道，捨受生

起了；還沒有消失之前，叫做住；捨受消失了，叫做滅，所以生、住、滅，

念念分明，所以佛念念分明，每個起心動念都清清楚楚，所以每個念頭是

怎麼起心動念的，清清楚楚，不像凡夫糊裡糊塗，想了一堆，也不知道是

怎麼回事，都是事後才後知後覺比較多，可是佛不一樣，祂每一個動念都

清清楚楚，這個念頭是怎麼生起的、怎麼安住、怎麼消失都清清楚楚，所

以每一個念頭它是屬於粗細、還是深淺，佛沒有不知道的，而且祂是知道

以後才捨，像我們要不要什麼，也不是很清楚，什麼時候該捨，也不是很

清楚。所以，第一種解釋，就是捨受，這個「捨」，就是捨受的意思。 
  第二個解釋，就是佛能夠做到念念捨、放下，沒有放不下的時候。這

就說到佛常捨心成就，就是佛已經成就捨心了，能夠做到念念捨、放下，

沒有放不下的時候。像我們心中有很多放不下的時候，也很多的憂慮、牽

掛的事情，活著的時候是這樣，臨終的時候還是一樣，還是沒有辦法捨、

放下，就是你心中的憂慮跟牽掛，這個放不下、那個看不開、這個捨不得，

那佛不一樣，祂念念都能夠捨、放下，沒有放不下的人、事、物。 
  第三個解釋，就是佛經常棄捨眾生入禪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因為

佛常常入定，佛在世的時候常常入定一個月、兩個月，因此就有人懷疑說：

「您老人家不是就是為了度眾生，才來出世的嗎？可是為什麼您又常常棄

捨眾生而入禪定呢？」佛每次棄捨眾生入禪定都有因緣，所以佛不是不知

道而捨棄眾生，祂是很清楚地知道，善觀緣起，知道因緣，什麼時候因緣

是應該棄捨眾生入禪定的時候，祂就棄捨眾生入禪定，並不是不知道而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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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無不知而捨，就是沒有捨的時候是不知道的，祂都是很清楚，看到因

緣是應該要入禪定，祂就入禪定。 
  我們現在解釋有那些情況，佛會棄捨眾生入禪定呢？ 
  首先我們要知道，佛是生生世世都愛遠離行。遠離行，就是遠離紅塵，

不論是出生、得道、轉法輪、或者是涅槃的時候，祂都不是在紅塵當中做

這些事情，祂都是遠離紅塵，而且是在禪定當中完成這些事情的。講到佛

出生，佛出生在那裡出生呢？在園林當中出生，而且是遠離當時的城市，

是在城的郊外，遠離城市、郊外的四十里的地方，就是藍毗尼園，那個是

一個園林，一個樹林當中出生的。為什麼佛的母親會跑到那麼遠去呢？就

是我們知道，肚子裡面懷什麼樣的孩子，那個母親就會受到影響，因為佛

世世常愛遠離行，所以母親在懷佛的時候，她也常愛遠離行，所以就跑到

城郊外四十里的地方生下佛。佛在得道的時候也是，在那裡得道？也在樹

林當中，菩提樹下，祂也是一個人在菩提樹下開悟成佛的，所以開悟成佛

不是在很熱鬧的地方，大家嘻嘻哈哈、吃喝玩樂，然後就開悟了，不是，

那是不可能的，所以佛也為我們示現一個很好的榜樣，是在什麼樣的情況

之下開悟成佛的呢？我們知道開悟成佛一定要入幾禪？一定要入第四禪，

第四禪是捨念清淨，捨念清淨的意思，就是說在第四禪的禪定當中，你是

口鼻呼吸斷，已經沒有呼吸了，是全身毛孔在呼吸，它已經由外在的呼吸

轉成內呼吸，而且沒有起心動念，所以叫做捨念清淨，就是不管你的身體

的呼吸、還是內在的起心動念完全停止了，這種情況之下，才可能開悟成

佛，就是入第四禪捨念清淨這樣的一個狀態之下，所以這樣的一個狀態不

可能在紅塵裡面，很喧嘩的地方、很熱鬧的地方，然後胡思亂想，然後就

開悟，那是不可能的，所以我們講到佛在得道的時候，也是一個人在菩提

樹下，在園林當中，菩提樹下成佛的。初轉法輪的時候也是，初轉法輪在

鹿野苑，那個也是在林中，也是一個人，也不是很熱鬧的地方，鹿野苑原

來是仙人住的地方，所以祂也是在仙人住的鹿林當中來初轉法輪的。最後

入涅槃也是，獨自躺在娑羅林的樹下，然後入涅槃，也是一個人躺在那邊

入涅槃。所以，我們就知道，佛世世常愛遠離行，所以無論是出生、得道、

轉法輪、還是最後的涅槃，都是在林中、樹林當中，不是很喧嘩的紅塵裡

面，那就是第一個因緣，佛為什麼要棄捨眾生入禪定。 
  第二個因緣，就是佛世世常愛遠離行，所以祂一定是遠離憒鬧的地方，

遠離眾生雜語處，有眾生的地方就是很喧嘩，所以一定是遠離很喧囂吵雜

的地方，獨自入禪定，在禪定當中享受第一清淨的法樂，凡夫是在紅塵當

中享受六塵境界的快樂，以為是快樂，其實根本是苦的；佛是獨自享受第

一清淨的法樂，代替我們紅塵俗世的五欲之樂，而且在禪定當中，觀察諸

佛的功德，入禪定，觀察諸佛的功德，還有享受第一清淨的法樂，所以要

入禪定。 
  第三個，佛常常在說法之後，就教比丘要入禪定。佛在說法之後，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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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教比丘要入禪定，就是應該要坐禪，佛這樣子說，祂當然自己也要這麼

做。這個也是另外一個因緣，為什麼佛要入禪定，就是在為弟子說法之後，

就教比丘要坐禪，所以自己也要坐禪。 
  第四個因緣，就是佛很厭惡供養。很厭惡供養的意思是什麼？就是大

功德主供養佛吃一餐飯，可能兩個鐘頭到四個鐘頭，可能一個下午，都在

幹什麼呢？凡夫煩惱重、習氣重，講的都是家庭、事業、子女，講了一個

下午，都在訴苦；要不然就是求功德，供養佛一頓飯，可能求這個、又是

求那個，這個要圓滿，那個世間的要圓滿，所以佛很厭惡供養的原因在這

裡。可是，佛又很慈悲，想要度眾生，怎麼辦呢？祂就入禪定，入定之後，

佛有千百億化身，就用化身去度眾生就好了，就不用供養這件事情，反正

佛能夠有千百億化身，「因以何身得度，即現何身而為說法」，這樣就度完

了，所以不需要再用世俗的那一套，什麼供養、然後說法，有時候會厭煩，

因為常常這樣子的話，反正本來是要度眾生，所以有時候佛就不想接受信

眾的供養，要利益眾生怎麼辦？就是用化身去利益眾生，這是另外一個要

入禪定的因緣，就是為了要度化眾生。 
  第五個，還是看眾生，有的眾生，他是禪定力比較差，可是智慧比較

高，就是缺乏禪定，這樣的情況之下，定少慧多的時候，佛就要以身來示

現禪定來教化他，就是教他怎麼樣坐禪，如果有禪定的輔助的話，他的智

慧開發得可能更快、更圓滿，所以這樣的因緣的時候，佛也要入禪定，去

教化定少慧多的眾生。 
  第六個因緣，就是佛有時候會暫時遠離，而入定。暫時遠離群眾，為

什麼呢？因為如果大眾常常能夠見到佛，他就不會珍惜，反正我隨時想見

佛，就見佛，隨時想問問題，就可以問問題，隨時要求什麼，也都可以去

找佛，他就不知道佛法難聞、佛出世很困難，這種事情他就不會想到這麼

多，他想說反正常常都有機會，所以他就不會珍惜。所以，為了有人常常

見到佛會心生厭想，所以佛不得已，也有時候要暫時遠離而入禪定。 
  第七個，佛為了要對諸天說法，所以要在閑靜處，就是人煙稀少的地

方。佛常常在人煙稀少的地方入定，幹什麼呢？要對諸天說法。為什麼要

在人煙稀少的地方？就怕驚世駭俗，所以佛、菩薩，祂不會去做那個把眾

生嚇到的事情，明天就上新聞了，說在那一個地方放光動地，又看到一些

天人什麼的，不會讓一般的大眾發現這樣的事情，可是佛常常為諸天說法，

為天人說法，但是一般人不會知道，為什麼？因為佛都躲在深山裡面，為

這些諸天說法，這也是另外一個佛為什麼要棄捨眾生入禪定的因緣，就是

要為諸天說法，因為有些天人他的因緣已經成熟了，所以要為這些天人說

法，所以佛就會暫時遠離眾生。 
  第八個因緣，就是佛要為後世作榜樣，所以要入禪定。所有的經論都

告訴我們禪定很重要，禪定的目的是為了開發空性的智慧，所以佛也要自

己以身作榜樣，所以為後世作榜樣，所以要坐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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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個因緣，就是佛自己在轉法輪之後，託付弟子傳法，所以他自己

就入禪定去了。譬如說：佛現在開示什麼是苦、集、滅、道，四聖諦，講

完了，祂就託付大弟子，看是那一位大弟子，你為他們再說一遍，祂就自

己入禪定去了，有時候是因為這樣。 
  第十個因緣，就是佛為了示現兩種道來攝受眾生。佛一般攝受眾生，

就是兩種方式，一個是以禪定，一個是以智慧。佛在大眾當中說法的時候，

是示現佛的智慧圓滿；佛在閑靜處攝心，是示現禪定，所以這兩種方法都

是攝受眾生的方法，以智慧、或者是禪定來攝受眾生，所以要入禪定。 
  最後一個，就是說明佛能夠在一切六塵境界當中，都能夠捨、放下。

像眾生六根面對六塵的時候，就常常會生起不同的覺受，看到喜歡的，就

生喜樂，不喜歡的，就生憂苦，那個沒有特別喜歡、不喜歡的，就是捨受，

就是捨心，所以一般眾生面對六塵境界的時候，不是在貪、就是在瞋、要

不然就是在愚癡的狀態。可是，佛在六塵當中，是自在的，是隨緣自在，

所以面對六塵境界的時候，沒有什麼喜樂、憂苦等等的，祂都能夠捨、放

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即使是捨受生起，祂也很清楚地知道它的生、住、

滅的整個過程，所以沒有一念不清楚的。 
  所以，以上就是種種入禪定的因緣，並不是不知道而捨，是很清楚的

知道之後才捨的，這就是第六個。 
  我們看第七個，是欲無減。十八不共的第七個，是欲無減。這個「欲」，

指的是善法欲，佛對善法欲從來沒有減少的時候，佛為什麼沒有減少的時

候呢？對這個善法欲，那是因為佛很清楚地知道善法的恩德，所以對於怎

麼樣積聚善法的欲，還有對於怎麼修習諸善法的欲，從來沒有減少過。所

以就是說，佛對這個善法欲，不管是怎麼樣來積集善法的這個欲，或者是

怎麼修習善法的欲，從來沒有減少過。 
  可是我們要問：佛不是已經斷盡對一切善法中的欲了嗎？佛已經無欲

了嘛，那祂對善法欲也應該已經沒有欲了，可是為什麼我們還說佛祂對善

法的欲，是沒有減少的時候？聽起來佛好像還有欲的樣子，還有對善法的

這個欲，所以這個道理是為什麼呢？為什麼我們現在要說佛對善法的欲是

無減，從來沒有缺少過呢？沒有減少過？對於這個善法來說，如果我們還

沒有得到這個善法，我們就會說要來求這個善法，沒有善法的時候，我們

要來求善法，看要怎麼來得這個善法；已經得到，我們希望善法繼續增長，

所以對凡夫眾生來講，你在說：「你要累積功德、你要累積善法、你要種善

根……」，講了半天，他就是很執著，他很執著想要得善法，得了之後，希

望善法愈來愈多，為什麼？因為果報愈來愈好，所以他就會對善法產生種

種的執著，對這樣子的人，我們才說要斷盡一切對善法中的欲，就是不要

對善法（產生種種的執著），你在想要得的時候，想要增長善法的時候，產

生種種的執著，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才說：「你就不要執著、對善法不要執

著」，所以這個時候才會說：「要斷盡一切對善法中的欲」。可是，佛已經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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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些欲了，因為佛一切功德已經圓滿具足，所以沒有什麼善法，祂是沒

有得的，或者是沒有增益的，全部都圓滿一切的功德了，佛雖然已經具備

了一切的功德，但是祂這欲心還是不息的，我們剛才說祂對這個善法的欲，

還是沒有減少的時候，是為什麼呢？那還是因為眾生，因為眾生沒有度盡，

所以欲度眾生的這個心，它也是不會息滅的，這個就是佛為什麼欲無減最

主要的原因，還是為了大悲，要利益眾生，所以這個欲它是不會息滅的，

永遠不會息滅。 
  那我們要問了，如果佛欲度眾生的心從來沒有息滅的話，佛為什麼又

要入涅槃呢？祂入涅槃，不是棄捨眾生了嗎？那就要說到度眾生有兩種方

式：一種是現前可以得度的，那就是善根成熟，這一世可以解脫、可以開

悟成佛的，那當然要趕快度；可是還有一類，要入滅之後得度的，就是為

他種下將來度化的因緣，因為有一些眾生，他就是根性很鈍，你怎麼跟他

說，他也不明白，福德不夠的，所以對那個根鈍福薄，知道他這一世不可

能解脫、不可能開悟成佛，對於這樣的一個眾生，就為他種下將來度化的

因緣，就讓他培福就好了。培福的意思，就是讓他修修福、種種善根這樣

就可以了。像在叢林裡面，就是那個大道場，每一個人都有他負責的事，

像那種鈍根福薄的，他喜歡做事情，就叫他去做事情，派給他很忙碌的那

種事，他反正對聽經聞法也沒有興趣，對打坐、修行都沒有興趣，所以他

的師父就不會讓他入經堂、也不會讓他入禪堂，因為他進去就在睡覺，要

不然就胡思亂想，在那邊打妄想，所以師父也要善觀眾生的根器、弟子的

根器，那個喜歡燒飯燒菜、喜歡做菜，就派他到廚房就好了，喜歡為眾生

服務的，就是派他為眾生服務的那些工作就可以了，這就是佛為什麼有時

候還是要入涅槃，就是該度的已經度完了，這一世沒有辦法得度的，祂也

都種下將來得度的因緣，所以祂就可以去入涅槃，也是示現涅槃的意思。 
  第八個，是精進無減。就是佛的精進從來沒有減少的時候，前面講到

欲，現在又說精進，因為有欲，所以你就會推動你去精進的一種動力，所

以先有欲，然後有精進，就是說你有欲了之後，就會很精進地去達到目標。 
  欲跟精進，它到底有什麼差別呢？欲，是剛開始，就是你先起心動念，

所以欲是屬於意業，身口意的意業，就是你先有想要幹什麼的念頭，欲，

就是希望為性，你想要怎麼樣、怎麼樣，希望達到什麼樣的目標，你先有

這樣的念頭，然後你才精進地去完成這樣的目標，所以欲等於是初行，欲

的增長叫做精進，你不斷不斷地去追求，這個叫做精進。所以欲就好比說

我們口渴了想喝水，你先動一個念頭說：「我想喝水」，這個是欲；精進就

好比你用這各種方法去求水，看你是要去買一瓶礦泉水、還是想喝什麼飲

料，你實際上去弄到這個水，這個叫精進。所以，欲就等於是你心中想得

到，精進是進一步去得到，所以欲是屬於意業，精進屬於身、口、意三業；

欲是內在的，精進是外在的，這些就是欲和精進這兩者的差別。 
  現在說到佛的精進，從來沒有減少過，就算是生病、或者遇到惡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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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也不會心生懈怠，就是說佛在度眾生的時候，即使是祂在生病，祂也沒

有說：「我現在病得很重，我要休息三個月，好好來養病」，不會，即使生

病的時候，因緣成熟，應該為眾生說法的時候，即使生病，祂也會為眾生

說法，觀因緣，該說的時候，祂還是會說，不會因為生病，然後祂就不說

法。也不會因為遇到種種的惡緣，然後就不說法，那些惡緣呢？譬如說：

有時候那個偏遠地區，那個地方非常危險，可是請佛過去說法的時候，祂

還是會去，歷經千辛萬苦，跋山涉水，祂也是會到那個非常危險的地方，

因為這中間可能會經過森林，有老虎、獅子、毒蛇猛獸、或者是有一些盜

賊的出沒，可是佛祂都不會因為這樣的一個情況，然後就不去說法。有的

時候，供養的也不是每餐都供養得很好，我們也知道，佛吃了三個月的馬

麥，那個馬吃的飼料，佛當時也吃了三個月，也不會因為每天吃馬的飼料，

祂就說：「你們的伙食太差，我明天要離開了！」也不會，所以供養的不好，

就是吃惡食的時候，祂也不會懈怠，這就是精進無減。或者是天氣太熱、

天氣太冷，祂也是一樣精進地說法度眾生，我們知道佛有背痛的毛病，那

就是在寒冷的地方待太久了，所以祂背部受風寒，常常為背痛所苦，這個

也是因為利益眾生所種下的病因。佛在說法的時候，也不是每個弟子都能

夠依教奉行，都很聽話，所以碰到那種不聽話的、不受教的弟子，佛也不

會很生氣，不會說：「不度了！太難度了！」不會，或者是碰到一些外道在

問難的時候，或者惡口辱罵的時候，佛也一樣不會懈怠，佛都能夠忍受，

不厭倦，身心精進地去度眾生，不休不息，這個就是精進無減。 
  第九個，念無減。念無減的意思，就是說佛的心念沒有不及的，這個

「減」，就是不及，佛的心念沒有不及的時候，就是全部都能夠到達，不管

是佛的神通也好，佛具有六通，而且不但有六通，還有明，像宿命的話，

就有宿命通、宿命明、還有宿命力，前面講的力，所以佛沒有什麼心念不

及的地方，都能夠到達，佛對於過去、現在、未來三世的一切佛法，恆常

都能夠和智慧相應。所以念圓滿，沒有減少的時候，這個就是念無減的意

思。 
  譬如說：佛的宿命力，不但有宿命通、宿命明、還有宿命的智力，宿

命力，所以佛念念都能夠了知，沒有念不及的時候，不像聲聞、緣覺，聲

聞、辟支佛，他們有宿命通、宿命明，但是沒有宿命力，那就是聲聞、辟

支佛二乘，小乘，它有心念不能夠到達的時候，因為像他們宿命的能力，

最多是八萬劫，超過八萬劫以前，他就沒辦法知道，那就是說這個時候，

他的心念是沒有辦法到達的，這個叫做念有減。可是，佛不是，佛是都能

夠到達，無量無邊，不管你多長的時間都能夠到達。聲聞、辟支佛，他們

都是善修四念處，所以心念已經非常的牢固，但是因為他們沒有法空的智

慧，他們只有人空、我空的智慧，但是沒有法空的智慧，所以他們雖然善

修四念處，心念也已經非常的堅固，但是還有不通達的障礙，不通達的障

礙，就是他的心念沒有辦法到達的地方，就是對一切法還有一些執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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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沒有見法空的智慧，所以對一切法還是有執著的、不通達的障礙，那

個就是心念沒有辦法到達的地方；而且也沒有辦法做到念念分別，不像佛

祂念念分別，而且不管是什麼樣的狀況之下，祂都知道每一個心念的生、

住、滅，即使捨受也是，其他也是，都是念念分明，每一念都知道生、住、

滅，可是聲聞、辟支佛沒有辦法做到念念分別，這個就是念有減。佛是以

一切智無礙解脫來守護念，沒有一法是過而不知道的，就是每一法祂都是

念念都能夠了知，都能夠分別，所以佛在念念當中，也都能夠分別它的生、

住、滅三相，這個就是佛有念無減。 
  前面曾經講到「念無失」，現在又講到「念無減」，這兩個到底有什麼

差別呢？念無失，是說念沒有過失，就是說佛沒有失念的時候，我們常常

失念，失念就容易破戒，身口意就容易造下種種的業，一失念，煩惱、執

著、習氣就起來了，就容易造下身口意的業，所以就常常有錯誤的時候，

就是一失念，我們的行為，身口意就會有錯誤的時候，可是佛祂是不會犯

下任何的錯誤，就是因為祂的念無失，就是沒有失念的時候，念念分明，

所以祂的念無失，這個是說明佛的念是沒有任何的過失。現在講的念無減，

這個減，就是不及，就是說佛的念沒有不及的時候，也沒有不及的地方。

譬如說：佛在禪定神通當中，不管是念過去、還是念現在，都沒有不及的

地方，這個就是念無減的意思，不管是念過去、念現在，都是通達無礙，

如果念過去，不能夠通達無礙，或者是念現在，不能通達無礙，這個就是

念有減，佛是念無減，就是祂的心念沒有不能夠到達的地方。 
  第十個，慧無減。就是佛已經得一切的智慧，所以說慧無減。不論是

知過去、現在、還是未來，都沒有任何的障礙，而且前面講的十力、四無

所畏、四無礙智，也都已經圓滿成就，所以說慧無減。就是說佛的智慧沒

有不及的地方，沒有減少的時候，永遠都是智慧圓滿；而且佛從初發心開

始，無量阿僧祇劫，都在修集一切的智慧，佛為我們示現要行一切的布施、

忍辱、精進、禪定這些功德，是為了什麼？最後的智慧。所以前五度是為

了第六度智慧，所以佛在行前五度的時候，這些功德的時候，也都是在助

成智慧，所以說佛的智慧無減；而且佛生生世世，也都在求一切的經書，

就是說世間法的書祂也看，出世間的法，祂也研究，全部通達無礙，所以

不管是世俗法、還是佛法，佛祂都學習，也都能夠了知，同時還從十方無

量諸佛那邊來聞法、讀誦、思惟、學習、問難……等等；而且還為一切眾

生，增益一切善法，破一切無明，使一切眾生都能夠了知一切法是平等、

清淨的，就是因為佛已經得了圓滿的智慧，已經得了慧無減，才能夠為一

切眾生說法，讓眾生能夠積集一切的善法，還有增益一切的善法，破一切

的無明，到達最後的開悟成佛，這個都要靠慧無減才能夠完成的，就是佛

自己本身不論是自利、還是利他方面都能夠圓滿，是為什麼呢？就是因為

佛的智慧已經圓滿，這就是慧無減的意思。 
  第十一個，是解脫無減。就是說佛對兩種解脫無減，就是沒有不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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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對那兩種解脫呢？就是有為解脫、還有無為解脫。什麼是有為解脫

呢？就是無漏智慧相應的解脫，我們稱為有為解脫。什麼是無為解脫呢？

就是一切煩惱、習氣都斷盡了，這個時候達到的是無為解脫。佛對不管是

有為解脫、還是無為解脫，祂都能夠無減，就是完全能夠做到。我們知道，

像聲聞、辟支佛，他們的智慧沒有辦法達到圓滿、無漏的智慧，這個就是

沒有辦法達到有為解脫；聲聞、辟支佛他們的習氣也沒有完全斷盡，所以

也沒有辦法做到無為解脫。像佛祂的智慧，無漏的智慧已經圓滿了，煩惱、

習氣也永遠斷盡，所以才能夠說是解脫無減，不管是有為、還是無為的解

脫都無減。像聲聞、辟支佛，他們沒有漏盡力，他們只有漏盡通、漏盡明，

但是沒有漏盡力，所以是解脫有減，佛祂已經得到漏盡力，所以說祂解脫

無減。 
  第十二個，解脫知見無減。剛才是解脫無減，就是不管是有為解脫、

還是無為解脫都無減，現在是有關於解脫的知見，知和見都沒有不及的時

候，就是不管是有為解脫、還是無為解脫，對於這兩種解脫的知、見都沒

有不及的時候，這個叫做解脫知見無減。就是說佛對於種種解脫，智慧無

量無邊，所以說解脫知見無減，因為佛的智慧無量無邊，所以對一切解脫

當中的知和見，都能夠了知，而且證得，就稱為解脫知見無減。這個知，

就是完全了知，就是說佛祂的智慧已經完全了知怎麼解脫，這樣就好了，

為什麼還要來個「見」呢？知和見，到底有什麼差別？知，就已經是智慧，

已經說到佛的智慧已經圓滿地了知怎麼解脫，兩種解脫，或者是其他的任

何一個解脫，所有的解脫佛都了知，因為智慧圓滿，這樣就可以了，為什

麼還要來一個見呢？解脫知見，所以這個知和見是不一樣的，我們說知的

時候，並沒有包含見，說見的時候，也沒有包含知，所以一定要同時講知

和見，這個智慧才能夠牢固，為什麼呢？這兩個，我們舉例子，譬如說：

我們讀誦經典，任何的經論，你這樣讀過去，你完全了知其中的內容，這

個叫做知，那有沒有證得？沒有啊！你還要再進一步的修證，聞、思、修，

聽聞、思惟、修習，修習之後，你自己證得了，這個時候才叫做見。像人

家跟你講什麼事情，最近大陸很慘，暴風雪，大家都回不了家過年，你聽

了，知道了，這個叫做知，但是你要到那邊親自目睹，這個叫見，到那邊

看，原來是這麼慘，這個叫見。你聽人家說，這個是知，你親眼目睹，叫

做見，這個就是知和見的差別。所以佛對於一切解脫的內容，不但以智慧

了知，而且全部都證得了，這個時候才叫做知見。解脫知見無減，這個「無

減」是什麼意思呢？就是說佛對於解脫的知見盡知、徧知，完全地了知，

而且證得，沒有不足的時候，這個時候就叫做無減，像阿羅漢，他雖然已

經得了解脫知見，但是還沒有圓滿一切的智慧，所以以阿羅漢來說，他是

解脫知見有減。 
  十三、十四、十五，是說一切身業、一切口業、一切意業都隨智慧行，

就是佛一切的身、口、意業，都是先知，然後隨智行。先知，就是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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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然後才隨智慧行，不管是身業、口業、還是意業，都能夠隨智慧行，

佛先以智慧觀察了知，這個智慧觀察是觀什麼呢？佛還是在利益眾生為

主，所以佛先觀察眾生的因緣、根性各方面，先觀察之後，隨智慧行，所

以佛的身、口、意業，一切都是為了要利益眾生，所以先觀察了知之後，

才隨智慧行。像聲聞、辟支佛他們就沒有辦法做到，因為他們有時候身、

口業也沒有智慧的觀察，意業有時候也會陷入無記的狀態，所以我們就不

能說聲聞小乘他們是能夠做到身、口、意隨智慧行，像我們上過「大智度

論」，裡面就曾經講到，那一位大弟子他的瞋習沒有斷，那一個貪愛沒有斷，

即使證到阿羅漢，他們的習氣還在，因為習氣現前的時候，他的身、口、

意就沒有辦法隨智慧行，會隨著他的習氣來行，我們也知道那個叫做畢陵

伽婆磋，有一次要度恆河的時候，他不是說：「小婢女！幫我把水切斷！我

要過河！」那個就是一種習氣的展現，所以當下是沒有隨智慧行的，沒有

先以智慧觀察，沒有隨智慧行，所以他會有過失，有口業的過失，就是叫

恆河的河神，叫她小婢女，這個就是有口業的過失，因為他沒有先以智慧

來觀察，所以他就不能夠隨智慧行。 
  前面說到身無失、口無失、念無失，現在又說身、口、意業隨智慧行，

這兩個有什麼差別呢？前面說的身無失、口無失、念無失，是沒有說因緣，

現在說身、口、意業隨智慧行，是有說到因緣，就是我們剛才講的，佛會

先觀察眾生他的根機、因緣等等的那個狀態，智慧利不利、業重不重、福

德夠不夠，先觀察之後，才說法，所以佛有時候會說善法，可是有時候又

會說善法的自性也是空的，佛在為眾生說善法的時候，那個眾生就會執著

善法，可是剛開始對於那個還會行惡、造惡業，可是想要求好福報的這樣

一個根性眾生，佛要為他們先說善法，先說十善法，然後斷十惡業，等到

他能夠行善之後，他如果想解脫的時候，才為他說一切善法的自性也是空

的，不要執著一切善法，才能夠自淨其意。先諸惡莫作，眾善奉行，然後

自淨其意，才能夠達到最後的解脫，所以這個就說到佛為什麼能夠一切的

身、口、意業都能夠隨智慧行呢？就是要善觀眾生的因緣，所以這個時候

是有講到因緣的，先觀因緣，然後才來說法。像那些五根：信、精進、念、

定、慧，這些還不足夠，這些五根還沒有成就的時候，這樣一個根性的眾

生，因為他們有所得，要求種種的福報、功德，所以這個時候佛就會為他

說種種的善法，因為你只要行善，就能夠有好的果報，所以這個時候佛就

會為他們說種種的善法，怎麼樣捨惡法、行善法，能夠圓滿他的所求；可

是有些人他就不求，不求善法、不求功德，對於這樣根性的眾生，就表示

說他信、進、念、定、慧這五根已經成就了，他只是一心想要解脫，不再

求一切世間種種的圓滿，這種時候佛就會為他說「諸法空無所有」的道理，

讓他能夠解脫，所以這個要觀因緣而說，所以跟前面的身、口、念無失的

情況是不一樣的，這個是要善觀因緣。 
  最後十六、十七、十八，就是佛以智慧知過去、未來、現在，通達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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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佛就是因為有這三種智慧，對於過去、現在、未來三世也能夠通達無

礙，因此才能夠做到一切身、口、意業隨智慧行，就是有知過去、現在、

未來通達無礙的智慧，因此才能夠身、口、意業都能夠做到隨智慧行。 
  這就是佛的十八不共，不共聲聞、緣覺，其他一切，只有佛有的這個

十八不共法，我們已經介紹完畢。 
  今天就到這裡。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切，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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