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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掀開經本第三十三面，倒數第四行看起，就是偈頌的第三首
：
　　【常行生死業。捨離解脫因。虛受於信施。是名眾務過。】
　　『行』是說的日常生活起心動念，言語造作。『生死業』就是
貪瞋痴，三毒煩惱增長，這是六道生死輪迴的業因，這屬於生死業
。『解脫因』，「解」當作動詞講，把煩惱解除，「脫」是脫離輪
迴生死，這個因，佛給我們講的就是戒定慧。人能夠持戒，雖然不
能超越輪迴，但是決定不墮三惡道，從三惡道裡面解脫，脫離三惡
道生三善道。如果定有了功夫，功夫淺的能夠解脫欲界，他生到色
界、無色界；如果定功深的他就能夠超越六道輪迴。若是開智慧了
，因戒得定，因定開慧，慧能斷無明，破一品無明，證一分法身，
不但六道解脫，十法界他也解脫了，他證得一真法界。所以諸位要
曉得，戒定慧是解脫之因。
　　世尊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經，後人把它分類編成一部叢書，我
們叫它做《大藏經》，《大藏經》的分類就是依三學為分的，戒學
、定學、慧學，在《藏經》的名稱叫做經律論，經是定學，律是戒
學，論是慧學。由此可知，諸佛如來一切教誡都不離戒定慧，換句
話說，諸佛菩薩的教誨就是解脫因。這個人常行貪瞋痴慢，捨離戒
定慧三學，那就是『虛受信施』，在家信徒的供養你是虛受了。下
面一首說：
　　【樂受諸財寶。不得生憂惱。】
　　這個地方念破音字，念樂（音耀）受，意思也很圓滿，「樂」
是喜歡、愛好，愛好得到這些財寶，不得就生憂惱，得到了就喜歡



，得不到他就憂慮，就煩惱了。
　　【住於下劣行。是名眾務過。】
　　『下劣行』就是貪瞋痴慢煩惱行。
　　【是人多愛染。往來婬女家。如鳥入樊籠。是名眾務過。】
　　這首裡面的含義很深很廣，『多愛染』，意思就是你內有煩惱
，『往來淫女家』，意思就講外面有誘惑，內有煩惱，外有誘惑，
那就可憐了，必定是迷墮惡道，『入樊籠』，樊籠就是指的三惡道
，很容易墮三惡道。
　　【常憂嘆家業。恆懷熱惱心。出言人不信。是名眾務過。】
　　因為喜歡經營許多事務的人，他念念都是家業，出了家，出了
家也是家業。有時候我們會聽到這些法師們在一起聊天的時候，都
說你家裡最近怎麼樣了？他不說你那個道場，你家裡現在怎麼樣了
？最近香火盛不盛？他問這些，你家裡，貪家業，把道場當作自己
的家。興旺當然歡喜，如果說信徒少了，供養少了，香火少了，他
就生煩惱。這樣的人『出言』，人能夠信受的自然不多，這都是喜
歡經營這些事務的過失。
　　【不受尊者教。違矩而輕賤。】
　　『尊者』，上從諸佛菩薩，下至自己的老師，不願意受尊者的
教誨，『違矩』就是犯規，不守清規，『而輕賤』，對於佛祖的教
誨、寺院的清規他不尊重，輕視。
　　【毀犯清淨戒。】
　　這也是眾務過。
　　【其心多憶想。勤營於世業。】
　　他一天到晚所想的都是世間的事業，與出世間了生死毫不相關
。
　　【不能修智斷。是名眾務過。】



　　大小乘的修行要把它分類，從總綱領上來說，不外乎一個是智
、一個是斷，這兩大類全部都包括了，一個是智德、一個是斷德。
智德就是看破，斷德就是放下，斷一切煩惱，開無量的智慧，斷煩
惱開智慧，這個把所有的行門都包括了。他不能修，天天想著世間
事業，把這個事情忘掉了。
　　【貪心恆熾盛。樂著於諸味。】
　　『貪心』像猛火一樣，那麼樣的旺盛，『熾盛』就是旺盛，這
是形容、比喻。喜歡、執著於他經營的許多事業裡面，他對這個有
味道，換句話說，這個味就是名聞利養，貪得之味，他著這個味。
　　【曾無知足心。是名眾務過。】
　　就是貪而無厭，永遠不知足，愈做愈多，愈多他愈歡喜，走上
這麼一條路上去了。
　　【得利生歡喜。無利便憂惱。貪吝無仁心。】
　　沒有得到的希望貪得，已經得到的放不下，吝是吝嗇，放不下
。沒有仁慈之心，只顧自己，不想別人。這都是眾務過。
　　【惱害無慈愍】
　　這是對一切眾生，令一切眾生生煩惱，傷害一切眾生，沒有慈
愍心。
　　【增長諸惡業。愛蔓相纏縛。】
　　這裡面就是恩恩怨怨，討債還債，生生世世沒完沒了，他造的
是這個業。
　　【是名眾務過。遠離於師長。親近惡知識。擯斥持戒人。是名
眾務過。】
　　師長對他是正面的教誨，與他的志趣相違背，所以他不會親近
師長，不會親近善知識。我們諺語裡常講「物以類聚」，凡是常常
在一起的，總是志趣相投，他才會聚在一起。遇到持戒、精進修行



的人，跟他志趣不相投，他就要擯斥了。
　　【晝夜無餘想。唯念求衣食。不樂諸功德。是名眾務過。】
　　晝夜所想都是想物質的享受，『衣食』是代表物質的享受，他
求這個，不知道修學功德。
　　【常問世間智。不樂出世言。耽愛於邪說。是名眾務過。】
　　他常常言論之間都是世智辯聰，凡是斷煩惱、增智慧、了生死
、成佛道這些話他聽不進去。如果跟他講現前的名利，這是邪說，
他非常歡喜。怎樣得到大名，如何得到暴利，他喜歡這個，也就是
所謂他講求現實，來生，來生還沒有到，他不著急，他要的是現前
利益。
　　【自恃知眾務。輕慢諸比丘。猶如狂醉人。是名眾務過。】
　　自己仗著自己的世智辯聰，仗著自己的才幹，經營世法許多事
業，在世間話來說的確是很了不起，很能幹的人，對於出家修行人
他輕慢，沒看在眼裡。這個人猶如狂人，猶如醉人，失去了理性。
可是這些人諸位必須要知道，他接觸信徒的時候也裝模作樣，讓你
看起來他有德、有修、有學。也非常慈悲，也勸你念佛求生淨土，
可是他自己不幹，勸你要深信因果，他自己不信因果。拿佛法這些
東西當作博取名聞利養的工具，佛法變成他的工具，他這個罪業，
前面經上講的必定墮阿鼻地獄，時節之長我們無法想像得到的，這
是前面已經說過了。
　　【常伺求他短。不自見其過。輕毀有德人。是名眾務過。】
　　常常找別人的短處，對人人身的攻擊，他不見自己過，天天去
挑剔別人的過失。『輕』是輕視，『毀』是毀謗，對於有德有能的
人他輕視、毀謗。
　　【如是愚癡者。無有善方便。輕慢說法者。是名眾務過。】
　　這些愚痴之人，他有方便，他沒有『善方便』，他那個方便是



邪方便、惡方便，他方便法子也多得很。對於說法的人，當然說法
說的是諸佛菩薩的教誨，這些話在他聽了，不但聽不進去，聽了覺
得很煩，很難以接受。如同過去歷史所記載的，清朝初年，宮廷裡
面提倡讀《無量壽經》，皇帝帶著這些臣子、嬪妃每天念《無量壽
經》。到慈禧太后的時候，把讀經廢除，不念了，在我們想想《無
量壽經》是講到大概都是慈禧太后的毛病，她聽了難受，你們每天
都說我的毛病，就不准念，所以就不念了。這一點關係清廷的興衰
，不能說沒有關係。所以凡是搞這些事情的人，他雖然也講經也讀
經，都做些表面工作，實際上他不相信。
　　【如是下劣業。具足諸過失。何有智慧人。愛樂而修習。】
　　像這種『下劣業』，下就是六道，劣就是三途，三途六道的事
業，裡面過失無量無邊，哪有真正智慧的人喜歡幹這個事情。
　　【清淨殊勝業。具足諸功德。是故有智人。愛樂常修習。】
　　這是從反面來看，諸佛菩薩的教誨，大乘佛法是『清淨殊勝業
』，教我們不但了生死，而且超越十法界，無比的殊勝，所以『具
足諸功德』，一個有智慧的人自然喜歡學習。
　　【若樂下劣業。智者當呵責。】
　　要是喜歡搞六道輪迴的，諸佛菩薩一定會責備他，會教訓他。
　　【如人捨多財。貪求於少分。】
　　這底下舉個比喻說，譬如有個人，捨多財，貪求少分，古人有
比喻，譬如拿一塊黃金去買一塊糖來吃，這個就是你付出的太多，
你得到的太少。
　　【是故明智人。當捨下劣業。】
　　一個真正有聰明智慧的人，決定不會幹六道輪迴的事業。
　　【應求勝上法。諸佛常稱歎。】
　　『勝』是殊勝，『上』是最上，殊勝最上之法，那就是念佛求



生淨土，必定一生圓滿菩提，這是諸佛常稱歎的。我們看底下長行
文。
　　【爾時彌勒菩薩。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彼諸菩薩捨離殊勝精
進之業。而乃發起下劣之事。當知是人。甚為少智覺慧微淺。】
　　彌勒菩薩聽佛這一番話之後，非常感慨的說，這些菩薩初發心
都很難得，心都很真誠。不幸的是他內有煩惱，外有惡緣，使他捨
離殊勝的佛法，去搞世間的名聞利養。所以說這些人他沒有智慧，
他才有這種行為。請看經文。
　　【佛告彌勒菩薩言。彌勒。我今實言告汝。】
　　這個地方『實』是個關鍵的字，我們要特別留意，真實的告訴
你。
　　【若有菩薩不修諸行。不斷煩惱。不習禪誦。不求多聞。我說
是人非出家者。】
　　這是佛告訴我們出家的四樁事，如果這四樁事情都沒有，那就
不是出家人。這四樁事也都是講的原則，修行，修正自己的思想、
見解、行為，這叫修行，行是行為。行為無量無邊，佛把它分做三
大類，身、語、意，身體的造作叫身業行為，口裡面的言語叫口業
行為，意裡面的念頭叫意業行為。行為有了錯誤，把它修正過來，
這叫修行。我們有沒有在做？當然修行不是簡單的，先要知道自己
的過失，知道自己過失就叫覺悟，叫開悟。把自己的過失改正過來
，那叫修行，要真幹！
　　第二要斷煩惱，要除習氣，煩惱習氣是我們生生世世修學大乘
不能成就最大的障礙，所以一定要斷煩惱，一定要斷習氣。
　　『禪誦』包括無量的行門，在整個佛法裡，古大德將它分作兩
大類，宗門、教下，禪是宗門的修學總綱領，誦是教下修行的總綱
領，禪宗之外其他的九個宗派都是從讀誦經典下手的。所以這兩個



字就把無量法門都包括在其中。
　　『多聞』我們前面曾經說過，它有兩個意思，初學的菩薩，此
地講的初業菩薩，初業菩薩的多聞要重複多聞，我們常講一門深入
，重複的多聞。為什麼？幫助你斷煩惱，幫助你修諸行，一定要一
門深入。佛法的修學，經上常常用樹來做比喻，《華嚴經·行願品》
裡面就是用樹做比喻。樹你看根長出來是一個，樹幹是一個，那是
本，這一門，深入之後它才發枝條，才花果茂盛。佛法修學是這個
樣子的，到你智慧開了，那個時候就廣學多聞，就不是一門。一門
深入反覆多聞是修定，是修根本智，這個諸位必須要知道，我們現
代人修學，可以說根本的錯誤就是不知道修根本智希望得後得智，
哪有這個道理？我這棵樹，我不要根不要本，我要那些枝條、要那
些花果，你到哪裡去要？不可能的，有根本智而後才有後得智。
　　《華嚴經》善財童子示範給我們看，他在文殊菩薩會上得根本
智，文殊是他的老師，一門深入，也就是成就戒定慧，三學成就了
，慧得到了。得到之後，老師叫他出去參學，參學就是廣學多聞，
那個時候學東西快，一接觸就明瞭就通達。如果你開悟之後，你真
正開悟了，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說的這部《大藏經》，四十九年
所講的，你要多少時間把它全部通達？龍樹菩薩曾經表演給我們看
，三個月，全都通達了。我們說老實話，三百年你也沒有辦法通達
，人家三個月全部通達，為什麼？因為他有根本智，所以一接觸就
通達。沒有得根本智，世尊所講的一切法，真的，三百年你也不能
開悟。
　　所以『不求多聞』，多聞有兩個意思，初學的菩薩一門重複多
聞，這個裡面的確具足戒定慧三學。重複是戒，方法，佛法叫薰修
，不斷的薰修，長時間的薰修，這就是戒。一門心得定，心定於一
，他不胡思亂想，不向外攀緣，他得定。你每次的聞法，或者是每



次讀誦，必有悟處，這個我們常常講叫小悟，不一定在哪幾句當中
有一點悟處。可是這種悟你也不必歡喜，你也不必趕快把它記下來
，沒用處的，那就又迷惑了。為什麼？明天還有悟處，後天更有悟
處，你記它幹什麼？所以不必去記，不必說怕忘了，如果你開了悟
永遠不會忘記；你還會忘掉，你沒開悟，你還是迷惑顛倒。所以清
淨心要緊，根本智要緊，這是出家人四樁事情。在家修學，真正是
發菩提心行菩薩道，也是這四樁事情，不過在家人還有事業，就是
前面講的他還有眾務；出家人沒有眾務，專門幹這四樁事情。再看
下面經文。
　　【彌勒。若有勤修智斷行者。智出生者。智成就者。】
　　這個地方說了三句，這三句都是講腳踏實地真正用功的人。『
勤修』兩個字一直貫到第三句，就是「勤修智斷行者，勤修智出生
者，勤修智成就者」，勤修是貫到下面這三句。『智斷行者』功夫
淺，在宗門裡面講觀照，這是觀照得力了，能斷煩惱。『智出生者
』，就是講照住，煩惱斷了之後智慧就現前，自性裡面本具般若智
慧現前，這是智出生。『智成就』是照見，你看《般若心經》觀自
在菩薩「照見五蘊皆空」，那是成就了，照見。觀照、照住、照見
三個層次，功夫不一樣，智斷是三賢位的菩薩，智出生是圓初住的
菩薩，智成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薩，這是功夫三個不同的層次。如果
在念佛法門來講，智斷行者就是功夫成片，淨宗真的可以得到，修
學其他的門到觀照、智斷行者是相當不容易得到的，但是念佛人功
夫成片跟這個境界是相同的。智出生是事一心，得定了；智成就是
理一心，慧開了。
　　【不作世業營眾務者。我說是人。住如來教。】
　　不作世間這些事業，不搞這些，這是如來真實的弟子。但是諸
位要必須瞭解一個事實，佛法傳到中國來之後，跟印度原始的佛教



面貌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古印度的佛教確實如佛所教，出家人不
做眾務，他們的生活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他托缽，他什麼事情不
要做，睡覺哪個地方大樹蔭涼，晚上到那裡打個坐，這一夜就過去
了，他什麼也不要做。可是佛教傳到中國來之後，這種生活方式就
沒有了，因為出家人是中國帝王聘請他來的，所謂是帝王師。哪有
皇帝老師，叫他外面去討飯，去外面樹底下睡覺，那人家不是把這
個皇帝罵死了！所以給他蓋的房子、居住的房子是宮殿式的，跟帝
王家一樣的，飲食起居都有人伺候，都有人照料，這是剛剛到中國
來。
　　以後寺院多了，出家人也多了，那怎麼辦？只好自己要幹事，
你自己有房子，你總不能不打掃，你總不能不管理，於是這些事情
就來了，就麻煩來了。所以百丈大師說「一日不做，一日不食」，
就要做事了。雖做事，做的本分的事情，事務儘量減少，這是個原
則。所以道場多大？有多少人建多大的道場，絕對不會很大的道場
裡面很少人住，沒有。不是先設計道場然後再去找人，不是的，先
看有幾個人，我們需要多大的地方。一般都是建一個佛堂，寮房是
隨時增加，多幾個人再加一間，所以很大的叢林寺院都是幾十年，
一、兩百年逐漸擴充的，人多了才需要。不是像現在，先畫圖設計
建多大規模，不是的！可見得古時候中國這些出家人雖做眾務，但
是儘量減少，這是我們要曉得的。
　　【若有菩薩。樂作世業。】
　　喜歡做這些世間事業。
　　【營於眾務。】
　　營是經營。
　　【為所不應。】
　　就是做他不應該做的事情。



　　【我說是人住於生死。】
　　這個人依舊搞生死輪迴的事業。
　　【是故菩薩不應親近。】
　　在家出家的菩薩都不應該去親近他。下面舉一個例子。
　　【彌勒。若有菩薩。多營眾務造七寶塔。】
　　他造了多少？
　　【遍滿三千大千世界。如是菩薩。不能令我而生歡喜。亦非供
養恭敬於我。】
　　佛在此地說了這麼一樁事情，使我們連帶想起來，在中國歷史
上，梁武帝大概很多同修們都知道他，他是佛門的大護法。以帝王
之尊護持佛法，他造寺廟，造四百八十座寺廟，都是很有規模的，
不是小廟。度僧十餘萬人，每個道場都要住人，都他供養，供養十
幾萬出家人，蓋了四百八十座寺廟。達摩祖師來了，他誇耀他的功
德，我對佛法護持，我的功德大不大？達摩祖師說並無功德，跟佛
此地講的一樣。『不能令我而生歡喜，亦供養恭敬於我』，為什麼
？你幹的是世間事情，你幹的是六道生死邊的事情，要明白這個道
理。這是修世間有漏福報，確實並無功德，他哪來的功德！
　　【彌勒。若有菩薩。於波羅蜜相應之法。乃至受持一四句偈。
讀誦修行為人演說。是人乃為供養於我。何以故。諸佛菩提從多聞
生。不從眾務而得生也。】
　　這個『諸佛菩提』就是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諸佛
所以成佛之法，不是從眾務生的。梁武帝蓋的不要說是四百八十所
廟，這個地方講了，你蓋的廟遍滿三千大千世界也沒用處，也不能
幫你了生死出三界。我們看看梁武帝，然後回頭再看看《無量壽經
》講的世饒王，阿彌陀佛的前身。世饒王幹真的，捨棄王位出家，
梁武帝蓋四百八十座廟，度幾十萬人出家，自己不肯出家。這兩個



人天上天下不能相比。世饒王出家了，真正他聞法開悟，他明瞭了
，捨棄王位出家，他要成佛，他不要修福，成佛的福德無量無邊，
福在其中。這是我們深深要反省的。所以佛在此地讚歎，一切大乘
經上都是這麼讚歎，要與般若波羅蜜相應，這個意思就是要有高度
的智慧。『乃至受持一四句偈』，著重在受持，受持是你真正做到
，那個功德就無量無邊，真正做到這是根本。
　　『讀誦修行為人演說』這是薰修，在日常生活當中，處事待人
接物，不斷的薰修。佛說這個人是真正供養佛陀，真正恭敬佛陀，
為什麼？他能夠如教修行。下面說出原因，『何以故，諸佛菩提從
多聞生』，多聞就是指讀誦、修行、演說，是從這個地方生的，『
不從眾務而得生也』。所以梁武帝修那麼大的福德，依舊是糊塗，
依舊是沒有智慧，這都是事實，不從眾務而得生也。特別在我們現
代這個時代，科技發達，所以道場不需要大，愈小愈好，小容易維
持。今天弘法可以用錄音帶、錄影帶，可以利用國際網絡，把佛法
送到每個人家裡面去，還要什麼道場？道場不要了！道場不要了眾
務就沒有了，你一心才能在道上。
　　【彌勒。若有菩薩勤營眾務。】
　　這是很勤奮，拼命的來做這些世法的事業，像建七寶塔、建道
場都是世法的事業，喜歡幹這個。
　　【令彼讀誦修行演說諸菩薩等營於眾務。】
　　那個真正想修行的人他障礙他，他不讓他修行，也要叫他幫助
他來經營這些事業。
　　【當知是人。增長業障無諸福利。】
　　這個障礙修行人的人他增長業障，他得不到福，得不到利益。
　　【何以故。如是所說三種福業。一切皆從智慧而生。】
　　這個地方講的『三種福業』就是讀誦、修行、演說，就是指這



三種，這是從智慧而生的。
　　【故彌勒。營事菩薩。於彼讀誦修行演說諸菩薩所。不應障礙
為作留難。】
　　你是喜歡搞這些佛教事業，遇到真正有修行的人，你不應該障
礙他，不應該為難他。
　　【讀誦修行演說菩薩。於修禪定諸菩薩所。不應障礙為作留難
。】
　　同樣一個道理，讀誦修行演說這些菩薩們，對於一個真正修禪
定的菩薩要恭敬，不能夠障礙他，也不能夠為難他。經的意思我們
要通達明瞭，讀誦修行演說的功夫淺，修禪定的功夫深，這個修禪
定是廣義的，不是狹義的，不是專指禪宗參禪的人，所有大乘方法
都叫修禪定。你看我們淨宗念佛，世尊在《大集經》上稱讚念佛是
「無上深妙禪」，我們念佛的人不曉得自己在修禪。你要真正如經
所說，發菩提心一向專念，那就是此地勤修禪定的菩薩，發菩提心
一向專念。
　　何以見得？實在講例子太明顯了，諸位看倓虛法師在佛七裡面
跟我們講的故事，現在我們從錄音帶整理出來，已經寫出文字，複
印在《念佛論》的後面。他講諦閑法師早年一個徒弟，做鍋漏匠的
，中年出家，不認識字，沒有讀過經，也沒有聽過經。人非常老實
，諦閑法師只教他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叫你老實念，念
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一直念下去準有好處。他自己也不
曉得什麼好處，他居然就老實念，念了三年站著往生，諦閑老和尚
往生都不如他。諦閑老和尚是讀誦修行演說的菩薩，他那個老實念
佛就是修禪定的菩薩，他的成就在諦閑法師之上。這不是很明顯的
嗎？所以這個地方就教你，對於真正修行的不能輕視，不能障礙，
不能夠為難他，他的成就超過弘法利生的這些菩薩。



　　諦老那個徒弟走的時候預知時至，沒有生病，站著走的，死了
以後還站了三天，等他師父來替他辦後事。倓虛法師是讀誦修行演
說的菩薩，倓虛法師走的時候生病，他也很想將來能夠坐著往生。
他那些徒弟講，師父，恐怕你不行！他發脾氣，誰說我不行？你們
把我扶起來。大家把他扶起來，坐了，他果然是坐著走的，扶起來
坐著才走的。可是比起鍋漏匠差遠了，這就曉得，這個叫修禪定，
真修，一心一意專修的。所以這個不一定是參禪，他的意思是廣義
的，不是狹義的。大家讀了這個不要以為「念佛不行，我還是參禪
去吧」，那你就壞了，你就把意思錯解，這不是「願解如來真實意
」，錯解了。我們看底下經文。
　　【彌勒。若一閻浮提營事菩薩。】
　　『一閻浮提』就是現在我們所謂是全世界，全世界的這些『營
事』，經營事業的這些菩薩：
　　【於一讀誦修行演說菩薩之所。應當親近供養承事。】
　　那真有福報，所以你不能夠輕視他，不能夠為難他。這個是真
正修，但他的功力淺，他不是一心專修。
　　【若一閻浮提讀誦修行演說諸菩薩等。】
　　這一層一層來比較。
　　【於一勤修禪定菩薩。亦當親近供養承事。】
　　因為真正修行人，他這一生決定圓滿成佛，這個還得了嗎？不
是普通菩薩能比的！
　　【如是善業。如來隨喜。如來悅可。】
　　這些菩薩果然能夠這樣做法，佛看到歡喜，佛看到點頭，承認
這個是好事情。
　　【若於勤修智慧菩薩。承事供養。當獲無量福德之聚。】
　　『勤修智慧』的菩薩就更高、更難得，也更為稀有了。什麼叫



勤修智慧？與般若波羅蜜完全相應，無論他修學哪個法門，譬如修
學念佛法門，雖然發菩提心一向專念求生淨土，但是他的生活，他
處事待人接物與般若波羅蜜完全相應。這就是勤修智慧的菩薩，這
個念佛人往生不是凡聖同居土，也不是方便有餘土，決定是實報土
往生，為什麼？因為他念佛他是理念，他與般若相應是理，他得一
心不亂是理一心不亂，不是事一心。這就是我們講的，《金剛經》
與《無量壽經》融合成一起，那就是勤修智慧的菩薩。對於這個菩
薩『承事供養』，那就得無量無邊的福德。
　　【何以故。智慧之業無上最勝。超過一切三界之行。是故彌勒
。若有菩薩發起精進。於智慧中當勤修習。】
　　智慧難，太難了，難的原因我們的業障、習氣太重。般若裡面
第一個條件就教我們破四相，我們依然還執著我相、人相、眾生相
、壽者相，與般若就不相應。經上說得很清楚，「若菩薩有我相、
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非什麼菩薩？非勤修智慧菩
薩，不是這一類的菩薩，這一類菩薩在所有一切菩薩當中最為殊勝
。你要能破四相，你才與般若相應。不能破四相，一心念佛像那個
鍋漏匠一樣的，那是勤修禪定菩薩，那個也了不起。再等而下之的
，不是一心專修的，沒得禪定的，那就是此地講的讀誦修行演說的
菩薩，這在菩薩裡面是第三等的。我們自己一定要曉得。「眾務過
」就講到此地，底下一段是「略說戲論過有二十」。
　　【爾時彌勒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善說初業菩薩樂於憒鬧世
話睡眠眾務過失。】
　　這佛說了四樁過失，也都講得相當詳細。
　　【世尊。云何名為戲論中過。若觀察時令諸菩薩當得住於寂靜
無諸諍論。】
　　彌勒菩薩在此地又為我們請法，請教世尊為我們說出戲論的過



失。
　　【佛言彌勒。初業菩薩。戲論過失。無量無邊。我今略說有二
十種。】
　　什麼叫『戲論』？前面說過世話，世話裡面有世間的正論，像
我們今天所講的哲學，哲學在世話裡頭，不在戲論裡，科學也在世
話裡頭，不在戲論裡；換句話說，世話裡面幫助我們安住在三善道
，不至於墮落在三惡道。而戲論則不然，戲論往往是墮落三惡道的
業緣，就是助緣，過失自然是無量無邊。佛在此地也把它歸納，給
我們說了二十條。
　　【云何名為二十種過。一者於現在生多諸苦惱。】
　　所謂「戲論」簡單的講，裡面沒有真實義的這些言論，我們常
常講開玩笑的話，那是標準的戲論，說起來叫大家聽起來哄堂大笑
。詩詞歌賦絕大多數都是戲論，這些世界名著，像我們中國四大小
說，這大家知道的，《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
西遊記》，都是戲論，在佛法裡面講這是戲論。你看到很熱鬧，但
是沒有實益，你什麼利益都得不到。諸位由此而推，你就瞭解戲論
範圍是多麼廣，這些東西對我們沒有好處。但是世間人需要，需要
什麼？需要娛樂，戲論多半滲透在娛樂之中，不知不覺染成這些習
氣，所以『於現在生多諸苦惱』。現在這個唱歌歌詞裡面，看電視
，電視內容都是戲論，你眼所見的、耳所聞的都叫你動感情，都叫
你生七情五欲，這就是多諸苦惱。
　　【二者增長瞋恚退失忍辱。】
　　『忍辱』是耐心，常常接觸這個，人的耐心失掉了，變成心情
暴躁，很容易發脾氣，很容易動瞋恚心。因為戲論不知不覺的它影
響你，它在那裡引誘你。
　　【三者為諸怨對之所惱害。】



　　縱然這一生當中我們做人很慈悲、很善良，沒有跟人結冤仇，
你怎麼能知道你前生，你多生多世之前沒有跟人家結怨對、冤家對
頭？這些冤家對頭生生世世不會放過你的，他不是佛菩薩，他不會
饒恕你的。沒有找來，換句話說，他沒有機會，若有機會必然報復
，這個事情非常麻煩。所以世出世間聖賢教導我們，冤家宜解不宜
解，就是應該冤要解除，萬萬不能夠結怨，結怨麻煩很大，就是生
生世世報來報去沒完沒了。因為好戲論的人心裡頭沒有正見，容易
被這些怨對給他機會，他來找麻煩。
　　【四者魔及魔民皆生歡喜。】
　　佛看到悲傷，魔看到歡喜，為什麼？你要墮在魔一類裡頭。
　　【五者未生善根皆悉不生。】
　　你善根不可能發現。
　　【六者已生善根能令退失。】
　　縱有善根慢慢也會退轉。
　　【七者增諸鬥諍怨競之心。】
　　喜歡搞鬥爭，好強，爭勝。
　　【八者造作地獄惡趣之業。】
　　這就造三惡道的業，
　　【九者當得醜陋不善之果。】
　　這八個字連在一起境界就很深很廣，包括的方面也是無量無邊
。
　　【十者舌不柔軟言詞謇澀。】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講語無倫次，說話顛三倒四，意思含糊，不
能叫人家聽得很清楚。
　　【十一者所受教法不能憶持。】
　　縱然他學東西，學東西常常忘記，記不得，他也做不到，『持



』是做到，『憶』是能夠記住，他記不住他也做不到。
　　【十二者於未聞經聞之不悟。】
　　看經也好，聽經也好，初接觸的時候不會開悟的，他業障、習
氣深重。
　　【十三者諸善知識皆悉捨離。】
　　不為善知識所攝持，他自己也不願意親近善知識。
　　【十四者諸惡知識速當值遇。】
　　『值遇』就是遇到，他所遇到的，很容易遇到、很容易接近的
是惡知識，也就是說，與他的習性相投。
　　【十五者修行於道難得出離。】
　　『出離』是講出三界了生死，非常困難，無論修學哪個法門，
即使念佛法門也不能往生。念佛法門諸佛菩薩都說這叫易行道，所
有大乘無量無邊法門，這個法門容易成就，最容易成就他都不能成
就。
　　【十六者不悅意語數數常聞。】
　　這就是他不喜歡的，不如意的事情，不如意的言語他會常常遇
到，因此他常生煩惱。
　　【十七者在在所生多諸疑惑。】
　　『在在所生』就是我們一般講生生世世，不是這一生。由此可
知，他疑根多深，貪瞋痴慢的習氣多重！
　　【十八者常生難處不聞正法。】
　　『難處』就是八難三途，沒有機會聽聞正法。
　　【十九者修行白法多有障礙。】
　　『白法』是善法，偶爾他也很想修善，修善有障礙。
　　【二十者於所受用多諸怨嫉。】
　　這個『受用』我們一般講生活，或者是工作，常常招人怨恨、



招人嫉妒，這都是戲論中過失所造成的。
　　【彌勒。是為菩薩耽著戲論二十種過。】
　　今天時間到了，我們長行就講到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