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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掀开经本第二十一面，最后一行看起。
　　【弥勒。初业菩萨既出家已。未得慧力而欲得者。是法应舍。
是法应修。何以故。弥勒。彼诸菩萨既出家已。未得慧力而欲得者
。不舍利养。不修少欲。未生慧力当令出生。已生慧力能令增长。
无有是处。不舍愦闹。不住寂静。未生慧力当令出生。已生慧力能
令增长。亦无是处。不舍世话。不观实义。未生慧力当令出生。以
生慧力能令增长。无有是处。初夜后夜。耽著睡眠曾不觉悟。系念
思惟不舍众务。好诸戏论。於出世道不能修行。於诸众生不生慈念
。未生慧力当令出生。以生慧力能令增长。无有是处。】
　　这一段里面，佛给我们说出有十一种是严重的障道法。前面说
过，在末法时代，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如果有这十一种法里面一
、二种，你的修学就不能成就。何况是具足这十一种，那当然就更
不可能了。因此我们要特别留意，一定要把这些毛病习气统统改正
过来，我们所求才能够满愿。
　　此地举的例子是求开智慧，「初业菩萨既出家已，未得慧力而
欲得者」，这一句就是求开智慧。我们智慧没有开，希望自己能开
智慧，唯有智慧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一点一定要清楚要明白。定
功可以伏烦恼，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开智慧。智慧开了之后
，就能够转烦恼为菩提。所以把烦恼化做菩提，这是智慧的力量。
　　想开智慧，弥勒菩萨替我们启请，哪些法应舍、哪些法应修？
舍就是放下。看看佛教我们放下的这些法，我们有没有放下？佛教
我们修学的那些法，我们有没有修学？
　　这十一法里面，第一个是「不舍利养」，第二个是「不修少欲



」。名闻利养，佛在此地屡次的宣示，由此可知这是病根，决定不
能够沾染的。可是在现代的社会，特别是在台湾与东南亚一带，利
养之丰富，可以说是世界之冠。我们常常听说，其他国家地区都到
台湾来了。到台湾来目的何在？台湾的利养丰富。而不知道利养的
害处，为什么？增长贪心，增长悭吝。
　　烦恼里面，佛给我们说，根本烦恼有六个「贪、瞋、痴、慢、
疑、恶见」，这是六个根本烦恼。六个根本烦恼再归纳就是三毒，
贪瞋痴三毒。三毒再要归纳就是一个「贪」，所以「贪」是所有一
切烦恼的最原始的根本。利养就是增长贪心的，所以佛把它看得这
么重。只要这一条不断，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不会成就。不但不能
成就，学的是佛法，到最后都变成妖魔鬼怪了。怎么变成的？因为
悭贪而变成的，学佛到最后都变成魔了。所以佛在这个经上第一句
话，就教我们要舍利养。
　　舍利养一定要修苦行，要修少欲。黄念老在大陆上说，我没有
听到，他的学生告诉我，他没到台湾来过。他说：「台湾没有出家
人，台湾没有佛法，台湾的佛法是假的。」他为什么这样说？实在
讲我们读了这一部经，对他的说法多少可以明白一点。台湾的出家
人，谁能把利养舍掉？谁肯修苦行？所以他说今天的佛法在中国大
陆。大陆上这些修行人，我也没有去访问过，但是听说了。我在新
加坡，李木源居士率领一个很大的一个团体，有七、八十人到大陆
去参访，专门访问佛教，大概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在内地看到真
正修行人，他们对於佛法的恭敬，令人叹为观止，所以深受感动。
　　经书都是顶在头顶上的，这样恭敬。他们的经书很不容易得到
，不像我们这边太多了，得到太容易。生活之清苦，穿的衣服补了
再补，吃的东西是自己种的，非常辛苦。他们去的时候，想送他们
一点钱，人家不收；想送他们几件的衣服，他们也不收。他说他们



的生活过得很好。外面人看的苦不堪言，他说他过得很好。问他要
什么？要经书、要录音带。录影带他们不要，因为他没有电视不能
收看。这些东西送给他，他当宝贝看待！
　　所以新加坡这个团体回来之后，非常惭愧。本来认为自己修得
很不错了，跟他们一比，天壤之别，这个恭敬心才真正生起来。
　　他们所做到的，就是能够舍利养，能够修苦行，对於物质生活
绝没有贪求的意念。他们的道场也不希望别人去参观，对外也不开
放，这是真正清修！
　　如果不舍利养、不修少欲，佛在此地说「未生慧力当令出生，
已生慧力能令增长，无有是处」。无有是处就是没这个道理！你想
开智慧，没有这个道理！有一点智慧，想能够不退转，也没这个道
理。
　　第三，不舍愦闹。第四不住寂静。再看底下经文。「不舍愦闹
，不住寂静，未生慧力当令出生，已生慧力能令增长，亦无是处」
，也没有这个道理。所以，居住修学的环境要安静。我们是凡夫，
凡夫一定会受外面境界影响，因此道场的所在、居住的所在不能不
选择。可是在现前这个社会，我们想选择太难了。人口太多了，到
处都是闹区，到哪里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找不到了。台湾这个岛
这么小，人口这么多，所以选择一个安静的地方，实在是相当不容
易。可是这一点很重要，总要懂得闹中取静，离开愦闹的场所；对
自己清净心有妨碍的那些热闹场所，要知道离开。
　　第五，不舍世话。第六，不观实义。你要想开智慧，也没有这
个道理。「世话」，世间的言论，我们不能没有。因为一天到晚要
与大众相处，总不能不说话！这一些言论要知道愈少愈好，非必要
说的，统统都不要说。为什么？妨害清净心，这个要舍，尽可能的
去舍。



　　前面说过，世话的含义很广。除舍这个，还要修，修什么？要
观实义。「实义」就是我们常讲的诸法实相，宇宙人生的真相。真
相不会观，你就念《金刚经》，《金刚经》念不懂，你就听讲解。
我们有很详细的《金刚经》讲解的录音带，你仔细去听，听懂了，
你就会观了。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自自然然你就能放下，对於你
修学会有很大的帮助。
　　第七，「初夜后夜，耽著睡眠曾不觉悟」。这一个烦恼习气，
我们总得要把它改过来，要克服自己的困难，那就是少睡眠。佛在
此地的标准，教我们睡眠是四小时，中夜睡眠。初夜不能睡眠，初
夜是晚上六点到十点钟，大概不会睡了。后夜是清晨二点到六点，
正好睡的时候，佛说这个不可以。所以睡眠在中夜。如何能够做到
？中夜睡眠就是晚上十点钟睡觉，二点钟就要起床了。实在不行，
不行就是烦恼太重。睡眠不够就没有精神，尽可能把睡眠的时间缩
短。一般世间人也提倡早睡早起，身体好！所以晚上十点钟睡，如
果二点钟不能起来，四点钟起来也算不错了，这已经是打了折扣。
所以要认真去学习，克服我们的烦恼习气。睡眠是昏沈、是不觉悟
。
　　第八，「系念思惟不舍众务」。「系念思惟」，你心里面牵挂
、忧虑的事情太多了。你牵挂什么事情？忧虑什么事情？众务，这
个世间事情太多了，这一些事情都不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换
句话说，它不能帮助你断烦恼、不能帮助你开智慧的这一些事情，
都叫「众务」。众是众多的事业，要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
事不如无事，不要去找事。佛教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生事找事就
是攀缘，这个对於我们修学决定有妨碍。
　　第九，「好诸戏论」。戏论里面的范围也非常之广。
　　第十，「於出世道不能修行」。出世就是超越六道轮回，你不



能够修习。
　　第十一，「於诸众生不生慈念」。你对待众生没有慈悲心。也
许你听了：「我们对众生很有慈悲心，我又吃长素、又放生，遇到
人家有苦难，我都去救济，怎么不慈悲呢？」佛的眼光，你不慈悲
，你没有慈悲心。什么叫慈悲？帮助众生脱离三界、脱离六道轮回
，那才叫慈悲。搞来搞去，他还在搞六道轮回，你的慈悲在哪里？
这个意思一定要懂得，不能了脱生死、不能出离轮回就不慈悲。佛
法修学目标在此地。
　　你犯了这么多的过失，是「未生慧力当令出生，已生慧力能令
增长，亦无是处」。这十一条犯一条，你的烦恼不会断，你的智慧
不会开，你想出离三界不可能！何况这十一条统统都有，这怎么得
了！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要努力克服自己的业障、习气，一定要
把它改过来。再看下面经文：
　　【弥勒。是故菩萨。未得慧力而欲得者。应舍诸法。当须舍离
。应修诸法。当须修习。何以故。菩萨智慧从因缘生。若无因缘终
不能生。因缘和合尔乃得生。】
　　「弥勒，是故菩萨，未得慧力而欲得者」，没开智慧，想开智
慧。
　　「应舍诸法，当须舍离」。佛在前面讲你应该舍的那些，你必
须要舍离。
　　「应修诸法，当须修习」。佛教你哪些地方要修的，少欲要修
的、寂静要修的、观实义要修的，教我们要修的，真干！认真去学
习。
　　「何以故？菩萨智慧从因缘生，若无因缘终不能生，因缘和合
尔乃得生」。智慧虽然是本性与本来具足的，可是现在烦恼、业障
盖覆著，如果不修学，没有这个缘，自性的智慧德能不会现前的，



这就是经论里面常讲的「佛法因缘生」，离不开因缘。因没有问题
，我们都有，现在重要的就是缘，缘就是断恶修善。佛教给我们哪
些要断的，我们认真去断；哪些要修的，认真去修，这是缘。这一
段把重要的纲领总提出来了，下面经文给我们一桩一桩分析它的过
失，这才晓得佛为什么教我们要舍、要离。请看经文：
　　【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为利养中过。若观察
时。能令菩萨乐於少欲不生热恼。佛言弥勒。初业菩萨当观利养。
生贪欲故。当观利养。坏失正念生瞋恚故。当观利养。念其得失生
愚痴故。当观利养。能生高下嫉妒心故。当观利养。於亲友家悭吝
耽著生诳惑故。当观利养。成就爱味生谄曲故。当观利养。舍四圣
种无惭愧故。当观利养。一切诸佛所不许可。数习憍逸生高慢故。
当观利养。於胜福田起於轻慢为魔党故。当观利养。众恶根本诸善
坏故。当观利养。多所贪著犹霜雹故。当观利养。於亲友家瞻候颜
色生忧恼故。当观利养。爱物损坏忧心乱故。当观利养。於四念处
多所忘失白法羸故。当观利养。於四正勤多有退失。能令一切他论
胜故。当观利养。自言已得神通智慧违背生故。当观利养。先后得
失怨憎生故。当观利养。互相瞋嫌说其过恶多觉观故。当观利养。
为於活命营诸世业。计度思惟安乐减故。当观利养。乃至禅定解脱
三昧三摩钵底。心如淫女能退失故。当观利养。舍离智断。堕於地
狱。饿鬼畜生。阎摩罗界。诸恶道故。当观利养。与提婆达多乌陀
洛迦同於法住。堕恶道故。】
　　弥勒菩萨代我们启请。佛教给我们要舍利养，利养的过失到底
有哪些？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佛教我们舍，有
时候我们不甘心，一定要求佛把这个利害得失为我们说清楚说明白
，我们明了之后，想一想这是应该要舍的，才舍得甘心情愿。
　　「若观察时，能令菩萨，乐於少欲，不生热恼」。观察就是明



白了，对於利养的过失真的明了了。明了之后，菩萨就能舍了，才
喜欢少欲，喜欢过一个清苦的生活。世间人以为清苦，在他并不以
为清苦，他的日子的确过得很自在。为什么？他里面没有烦恼。什
么是烦恼？贪瞋痴是烦恼。他生活里面不生贪瞋痴。不生贪瞋痴，
那生什么呢？生智慧！什么时候你在生活当中不生烦恼，决定生智
慧，智慧就开了。所以「不生热恼」的反面就是生智慧，这是弥勒
菩萨为我们代请的。
　　第一，「初业菩萨当观利养，生贪欲故」。利养生贪欲，利养
增长贪心。只要「贪」烦恼增长，那个「痴、慢、疑」什么烦恼都
起来了。像一棵树，这是根！利养是什么？灌溉。在树根上天天灌
溉，那个树就会长得很茂盛！这是什么树？烦恼树、生死树，麻烦
可大了。你怎么可以用这个东西去灌溉它？
　　第二，「当观利养，坏失正念，生瞋恚故」。贪著利养的人，
得失心很重，看到别人得的比他多，他就嫉妒、瞋恨，这个大烦恼
就生起来了。当然正念没有了，哪里会有正念！什么是正念？我们
也举例说明。大家都是修净土的，修净土的人正念就是佛号，忆佛
念佛这是我们的正念。贪心重的人，早把佛号丢得干干净净了，「
生瞋恚故。」
　　第三，「当观利养，念其得失，生愚痴故」。就是刚才说的得
失心很重，一天到晚在这个地方计较，愚痴！你看这个前面三句，
贪瞋痴！你要不舍利养，你的贪瞋痴三毒烦恼会天天增长。
　　第四，「当观利养，能生高下嫉妒心故」。贪瞋痴底下就是慢
，这是傲慢！
　　第五，「当观利养，於亲友家悭吝耽著，生诳惑故」。为了贪
图利养，你所熟悉的亲友、斋主的家里面，你的心常常牵挂著他们
。为什么？贪图他的恭敬供养。你把清净心忘掉了，你的心里充满



了贪瞋痴，你把正念忘掉了。佛也不念了，念谁呢？念那些有钱有
势力的信徒，常常想著他、念著他，希望把他身上的钱念到我这儿
来，你念这个。怎么个念法？到最后就不择手段，用种种方法欺骗
他、迷惑他，这就造了重的罪业，果报就是三途。
　　第六，「当观利养，成就爱味，生谄曲故」。「爱」是贪爱、
贪恋，没有办法放下了，就好比是中了毒，有毒瘾，麻烦大了！心
是谄曲，歪歪曲曲，心不正直。
　　第七，「当观利养，舍四圣种，无惭愧故」。什么叫「四圣种
」？佛当年在世教导出家弟子，要知足常乐、要修少欲。这是说在
物质生活，我们要尽量的简单。物质生活里面，最重要的饮食、卧
具、衣服，这是不能缺少的。佛教弟子们，这三样东西要用什么样
的心态来求呢？随所得，也就是随缘而不攀缘。托钵只能托七家；
七家都托不到，今天就不要吃了。你托到第八家、第九家，贪心！
所以佛规定托钵只能七家，不可以到第八家去托。衣服，所谓粪扫
衣。卧具，睡觉时候的铺盖，非常简单。这是三衣一钵，这叫「随
所得」。目的在哪里？治贪，对治贪念。这是三个。第四条，喜欢
修、喜欢断，就是此地讲的，哪些应该修的、哪些应该断的，他们
对佛的教诲非常欢喜，依教奉行。这是对治放逸、对治懈怠，这四
法叫「四圣种」。贪著利养的人，这四样都忘得干干净净，没有惭
愧心。
　　第八，「当观利养，一切诸佛所不许可，数习憍逸生高慢故」
。这是利养之害。利养是一切诸佛都不许可的，一切诸佛都不会赞
成的。换句话说，贪著利养就是违背一切诸佛的教诲；不仅是释迦
牟尼佛一个人。这里面的毛病，「数习憍逸生高慢故」。
　　第九，「当观利养，於胜福田起於轻慢，为魔党故」。这是利
养的大害。胜是殊胜。最殊胜的福田，他轻慢、轻视了。什么是最



殊胜的福田？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无比殊胜的福田，一生了生死、
出三界，成佛作祖！一生当中可以做到，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跟它
相比。贪著利养的人不求往生，没有这个念头。贪图世间五欲六尘
的享受、贪图世间的富贵，这就是成魔了，跟魔一党。
　　第十，「当观利养，众恶根本，诸善坏故」。当然三善根没有
了。三善根是无贪、无瞋、无痴。他是贪瞋痴天天增长，所以善根
断掉了。善根断了之后，所生出来的是众恶，无量无边的恶行，造
作恶业。
　　第十一，「当观利养，多所贪著，犹霜雹故」。「霜雹」是比
喻。不舍利养，一定是多所贪著。
　　第十二，「当观利养。於亲友家瞻候颜色，生忧恼故」。这是
贪图利养的人，也就是我们平常讲察颜观色，看人家脸色，怎么样
巴结人、讨好人。
　　第十三，「当观利养，爱物损坏，忧心乱故」。贪著利养的人
，他喜欢的那些东西损坏了，他的心里面就忧虑，生烦恼，得失心
太重了。
　　第十四，「当观利养。於四念处多所忘失，白法羸故」。「四
念处」是佛教人修学智慧，所依的基本法。四念处是讲正确的观念
、智慧的观念：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所以
，四念处是修慧。贪著利养的人，把佛这些教训忘得干干净净。「
白法」就是善法，善法一天一天的退失了。「羸」就是退失，善法
退失了。
　　第十五，「当观利养，於四正勤多有退失，能令一切他论胜故
」。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是大小乘佛法共同修学的科目，都
退转了。「他论」是外道。与外道相处，你抵不过别人。
　　第十六，「当观利养，自言已得神通智慧，违背生故」。这在



现前我们也常常遇到，为了贪图利养，诈现异相，炫耀自己有神通
，炫耀自己开悟了。这个智慧就是一般讲开悟了。他开悟了，他有
神通了。这一些言行，完全是违背佛陀的教诲。「违背生故」，用
这种方法来骗取众生的恭敬供养。这个造作罪业就重了。这是犯大
妄语，没有得而说得到。
　　第十七，「当观利养，先后得失，怨憎生故」。这一句里面指
争名夺利。为了争名夺利，当然就产生许多的怨憎。这些怨憎要不
舍，祸害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第十八，「当观利养。互相瞋嫌，说其过恶，多觉观故」。这
是彼此的斗争。斗争最初多是从言语上互相说过失。「多觉观」，
觉观就是杂念、妄想。粗念叫「觉」，细念叫「观」。此地用在这
个地方的意思，觉就是杂念，观就是妄想。
　　第十九，「当观利养，为於活命营诸世业，计度思惟安乐减故
」。「安乐」是学佛人正常的享受。轻安、自在，身心没有忧恼，
这是正常的享受。这种享受他没有。他为了生活，「营诸世业」，
营是经营，跟世间人没有两样，所造的都是世间营利的事业。诸位
要细细去观察，你就会明白了。「计度思惟」，计是天天在计划、
在衡量，怎样才能得多的利益，天天想这些，所以他的心不清净。
轻安、自在、安乐他没有了，这种享受他得不到！
　　第二十，「当观利养，乃至禅定解脱三昧三摩钵底，心如淫女
能退失故」。这是讲修学的功夫不能成就。第一个，他不能得禅定
，他不能得解脱。「禅定、解脱」在此地是广义的，并不专门指参
禅的。我们念佛人，经上讲的「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禅定。
所以这个意思是广义，通一切大小乘佛法；也就是说你不能得定。
解脱是对烦恼说的，你不能断烦恼、不能了生死。「三昧」是梵语
，翻成中国意思是正受，正常的享受。正常享受里面没有烦恼。你



充满了贪瞋痴慢，所以这个享受跟凡夫没有两样。「三摩钵底」也
是梵语，意思也是定，也叫做等持。实际上，《无量寿经》上讲的
「清净、平等」，就是三摩钵底的意思。你的清净心、平等心不能
现前。下面佛说了个比喻，「淫女」就是比喻不定，你所修学的功
德很容易退失，保不住！
　　第二十一，「当观利养，舍离智断，堕於地狱、饿鬼畜生、阎
摩罗界，诸恶道故」。这一条是从果报上说的。果报太可怕了，因
为你造作这一些业障，将来必定堕三恶道。换句话说，因为不舍利
养，你眼前所贪得的非常有限。纵然你贪到了，你能享受几年呢？
就让你享受一百年吧！你可以活二百岁，可以享一百年的福，那个
地狱罪报的时间多长，我们在前面看过；造作这个恶业，堕地狱，
以人间的年数来算的时候，佛说要一千八百万年！真正是得不偿失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怎么肯干这一些恶事？
你才晓得利养之害，不是佛这样给我们分析，我们怎么会晓得。贪
图不得，太可怕！
　　第二十二，「当观利养，与提婆达多、乌陀洛迦，同於法住，
堕恶道故」。提婆达多是一个人，世尊当年在世，这个人专门跟释
迦牟尼佛作对，嫉妒释迦牟尼佛。他就是不舍利养，最后是堕阿鼻
地狱。乌陀洛迦是恶鬼名，他作恶所受的果报跟提婆达多是同类的
。如果我们不舍利养，世尊的意思是你跟提婆达多跟乌陀洛迦是「
同於法住」，你们是同一类的，将来也是堕阿鼻地狱，就是这个意
思。
　　下面佛从反面为我们说明，如果把利养舍掉，你得多少种利益
？贪著利养的过失，我们晓得。舍离利养的利益，我们也要明了。
　　【弥勒。初业菩萨。如是观察利养过失。乐於少欲。不生热恼
。何以故。弥勒。少欲菩萨。於一切过皆悉不生。堪为诸佛清净法



器。而不系属在家出家。住於真实最胜意乐。不为卑下亦不惊怖。
离诸恶道堕落畏故。无能映蔽舍耽味故。众魔境界得解脱故。一切
诸佛之所称赞。诸天及人亦当爱羡。於诸禅定而不染著。住边际故
。其心质直无有谄曲。於五欲中亦不放逸。见其过故。如说修行能
住圣种。同梵行者亦当爱乐。弥勒。若有菩萨智慧聪敏。於此功德
能如是知。以胜意乐当舍利养。以胜意乐住於少欲。为断贪爱而发
起故。】
　　「弥勒，初业菩萨，如是观察利养过失，乐於少欲，不生热恼
」。这一句是总说。「如是观察」，像佛前面所讲的一桩一桩的过
失，你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自自然然就能够舍利养，自
然就能够喜欢少欲，不生烦恼！
　　「何以故」？以下是别说，佛给我们说了十四句，十四种利益
。
　　第一，「少欲菩萨，於一切过皆悉不生」。「少欲菩萨」，我
们现在一般人说，生活简单清苦的这一些修行人。生活是愈简单愈
好！现在看到生活很清苦，他一切过失悉皆不生，他没有过失，这
就不是凡夫。凡夫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他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
有过失。才知道所有一切过失从哪里生的？从贪欲生的。他把这个
贪断掉了，贪瞋痴就断掉了。
　　第二，「堪为诸佛清净法器」。这个意思是说，他是一切诸佛
教诲的对象，他能够接受佛法，诸佛菩萨都喜欢教他。为什么？他
能接受，他的心清净，清净心能够接受大法。
　　第三，「而不系属在家出家」。於在家出家，他的心都清净，
都不染著！
　　今天有许多同修来问：「学佛要不要出家？」
　　我说：「不必要出家。在家修行一样成佛作祖！」



　　他说：「那为什么你要出家？」
　　我说：「我在世间这许许多多行业当中，我喜欢这个行业！」
　　这是正确的理由。出家是一个行业，是什么行业？牺牲奉献的
行业，世间五欲六尘的享受，我们统统舍弃了。弘法利生是没有条
件的，是不能跟人家讲代价的。我讲一座经，你们对我要恭敬供养
多少，那就变成生意买卖了，那就有条件的了。无条件的牺牲奉献
，这个很乐，很快乐！我自己的生活很简单，就一个人，吃饱了、
穿暖了就够了，什么都不要了。
　　你们今天供养我的这些钱，我跟诸位同修说，我修到什么程度
呢？钱对我没有用了。我这一次在外国住了一年多，一块钱都没有
花过，没有用钱的地方。银行给我的信用卡好多张，我有四、五张
金卡。没用过，从来没有开过张！所以钱对我已经没用了。这个很
自在、很快乐！你们是为没有钱烦恼，我现在人家送给我钱，我生
烦恼。送来干什么？做什么用好？这是确确实实不系於心，不牵挂
在家出家，你才真正得自在。
　　第四，「住於真实最胜意乐」。你的心地真诚、清净、平等、
慈悲，法喜充满，这是真快乐，自在、快乐。
　　第五，「不为卑下亦不惊怖」。你的心神永远是安稳的，没有
恐怖。任何巨大的灾变，你遇到也不惊不怖。为什么？能够不为外
境所转。《金刚经》上讲：「不取於相，如如不动。」就能做到这
一条了。
　　第六，「离诸恶道，堕落畏故」。一般人怕堕恶道，少欲知足
的人决定不堕恶道。即使不学佛，不求往生，在六道轮回，他也不
堕三恶道。凡是堕三恶道的人，欲望太多了，贪瞋痴慢太重了，才
会堕三恶道。没有贪瞋痴的人，怎么会堕三恶道！
　　第七，「无能映蔽，舍耽味故」。他的智慧、他的德能没有人



能够障碍他。「映蔽」是障碍他的意思。为什么不能障碍呢？因为
他没有任何嗜好，没有任何的贪著。世间人能够操纵一个人，能够
控制一个人，必定有把柄落在人手上。哪些是把柄？总不外乎名闻
利养。你有贪著，他抓到了，他就可以用这个控制你。你怕死，他
用死来威胁你。你死都不怕，他对你无可奈何了。你贪财，他用财
来控制你。我不要财了，那财也不能控制你。只要你有所贪爱，有
所耽著，你就会被妖魔鬼怪控制，他就能障碍你。你能够舍弃一切
利养，妖魔鬼怪对你也无可奈何了，也不能障碍你。
　　第八，「众魔境界得解脱故」。从魔境里面他不能障碍你，你
在魔境里面自在了。「解脱」就是自在的意思。
　　第九，「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你的心行与诸佛菩萨相应，所
以得佛护念。「称赞」就是护念的意思。
　　第十，「诸天及人亦当爱羡」。诸天善人对你爱护羡慕。
　　第十一，「於诸禅定而不染著，住边际故」。虽然得禅定也不
染著禅定，也不贪爱禅味，这才能生智慧。如果对禅定生染著，得
禅定不能开智慧。为什么？他住在禅定里面，有所住了。而佛在《
般若经》上告诉我们：「应无所住。」无所住是空有两边都不住。
凡夫住有，贪著利养就住在利养里，贪著禅定就住在禅定里。所以
，空有两边都不能住。两边都不能住，这叫「住边际」。「边际」
就是两边不住！
　　第十二，「其心质直无有谄曲，於五欲中亦不放逸，见其过故
」。这一条很重要。「质直」就是真诚。他的心真诚，没有谄曲。
与大众相处，在五欲六尘当中，他也能够恭敬、谨慎而不放逸。「
放逸」就是很随便。他并不随便，他很恭敬、很谨慎。为什么？知
道五欲六尘的过失，所以他不贪著！
　　第十三，「如说修行能住圣种」。他能够依著佛的教诲去做。



「能住圣种」，前面讲的四圣种：衣、食、卧具、能够随缘而不攀
缘；佛教他断的，他很喜欢去断，佛教他修的，他也很乐意去修，
这就是住圣种。
　　第十四，「同梵行者亦当爱乐」。这是跟与他在一起修梵行的
人非常喜欢他，也非常赞叹他。
　　佛在这里总共说了十四种利益，远离利养的利益有这么多。
　　佛把利养的过失为我们说了二十二种，前面讲了二十二种的过
失。远离利养过失的利益，佛又给我们说了十四种。这才告诉弥勒
菩萨说，实在讲告诉弥勒就是告诉我们大家。「若有菩萨智慧聪敏
，於此功德能如是知」。对於利养的过失与舍离利养的利益，你都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一定是以最殊胜的意乐、意愿，喜欢舍利
养。
　　舍利养，就是我们讲的放下，你真的能放得下。为什么能放下
？看破！如何看破？知道利养的害处，知道舍利养的好处。你知道
是看破，舍掉是放下，你真的肯把它放下了。放下之后，你才「以
胜意乐住於少欲」，对於简单的这种生活方式，你才会喜欢。简单
的生活方式，没有累赘，真正得自在！不但个人修行要明了，我们
大众在一块修学也要懂得。
　　我们讲经说法三十多年了，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到二十
年才有这个图书馆。很多同修知道，我讲经说法二十年才有这个图
书馆。二十五年才有杭州南路的基金会，都是自然成就的，我们没
有说我要去建一个道场，自自然然成就的。外国的道场也是如此，
都是自然成就的。成就之后，同修们一天比一天多了，有许多人来
给我讲，我们要找个地，建个庙，盖大一点！我统统不赞成，为什
么？贪著利养。
　　庙盖大了，财产多了，出家人也多了。他为什么出家？看到这



个财产可以继承，那个味道不一样！我今天这个道场这么一点点大
，什么都没有，他来出家，大概是好心，没有恶意！如果这个道场
大，他要来出家，我就会想到，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出家？是不是想
到这来争夺财产。为什么？利欲会增长人的贪心、会贪增长人的烦
恼。那个道场建起来，叫许多人来斗争，岂不造阿鼻地狱的罪业吗
？所以任何人到我面前来说要建道场，我一概拒绝，我绝对不干这
个事情，这个事情不是一桩好事情。
　　如果他讲：法师，你要慈悲，弘法利生。弘法利生在现代这个
时代，不需要道场。现在需要国际网路，需要这个。我们这个东西
在此地讲了，一上网路，全世界每一家电脑一打开，他都看到、都
听到，这多自在！所以要道场干什么？我们现在的图书馆已经嫌太
大了。所以这个国际网路做得非常之好，我们的录音带、录影带、
在印的经书已经流通到全世界了。科技进步，要利用科技的传播，
将佛法带到每一个人的家庭。我相信十年之后，每一个人随身都有
电脑，无论在那个地方，一按钮，我们的画面就出来了。你还要建
道场干什么，所以真省事！一点都不要操心。
　　即使做这些科技的工作，我也不操心，谁愿意做谁拿去做。我
这些东西没有版权，谁喜欢做都可以。还有人做的时候要来问问我
，同不同意？我同意个什么，尽来找麻烦的。你们喜欢做就做，不
要再来问我，不要去找这个麻烦，厌烦这些事情。给你讲了没有版
权，你还来找我干什么？还要徵求我同意干什么？这不叫故意找麻
烦嘛！若不是故意找麻烦，就是文字看不懂。所以你必定喜欢少欲
，喜欢简单的生活，愈简单愈自在，愈简单愈少烦恼！「为断贪爱
而发起故」，「发起」是菩萨殊胜志乐，他一定发起这个。
　　底下这一段是弥勒菩萨为我们启请，观察愦闹的过失，也有二
十。



　　【尔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为愦闹中过。若观察时
。菩萨独处闲静不生热恼。】
　　观察就是彻底的明了，知道愦闹当中的过失。愦是昏愦，一般
人讲糊里糊涂。在热闹的环境里面糊里糊涂，这叫「愦闹」，对於
修行产生很大的障碍，他让你迷惑颠倒，不能帮助你觉悟。前面这
个利养是增长贪瞋痴的烦恼，愦闹是增长无明，都是麻烦事情。菩
萨明白之后，他就能够「独处闲静」。
　　修行人，念佛人，许多同修到外国去住了几天，就发现太寂寞
太无聊了，就住不住了，赶紧要回台湾，台湾热闹！台湾的亲戚朋
友多，今天在一起张家长，明天在一起李家短，天天讲废话，他以
这个为乐，以此为人生乐趣。到外国去了，没人跟他讲话，邻居是
外国人，言语不通；又不会开车，自己儿女工作也很忙，一天到晚
叫你一个人坐在家里，你就觉得很无聊了。这就是这一条所说的，
你不能够安於闲静。如果你明白这一条，喜欢过一个很安静的修学
生活，实在讲国外的环境比我们国内好。我们看经文：
　　【佛言弥勒。初业菩萨应当观察。愦闹过失有二十种。若观察
时。能令菩萨独处闲静不生热恼。弥勒。云何名为乐於愦闹二十种
过。一者不护身业。二者不护语业。三者不护意业。四者多饶贪欲
。五者增长愚痴。六者耽著世话。七者离出世语。八者於非法中尊
重修习。九者舍离正法。十者天魔波旬而得其便。十一者於不放逸
未曾修习。十二者於放逸行常怀染著。十三者多诸觉观。十四者损
减多闻。十五者不得禅定。十六者无有智慧。十七者速疾而得非诸
梵行。十八者不爱於佛。十九者不爱於法。二十者不爱於僧。弥勒
。是为菩萨观於愦闹二十种过。】
　　「佛言弥勒，初业菩萨应当观察，愦闹过失有二十种。若观察
时，能令菩萨独处闲静不生热恼」。不生热恼就是不生烦恼。诸位



要知道这个话的意思，不生烦恼就生智慧，这是一定的道理。
　　「弥勒，云何名为乐於愦闹二十种过？一者，不护身业。二者
，不护语业。三者，不护意业」。一开端「身语意」三业犯过失了
。《无量寿经》上，佛教给我们念佛人，修行最重要的三个总纲领
也是三业。「善护口业，不讥他过」，你不护语业，天天讲人家的
是非长短。「善护身业，不失律仪」，你不护身业，律仪全废了。
「善护意业，清净无染」，你不护意业，你的烦恼污染天天增长。
这是愦闹对我们的伤害，对道业上的障碍。这三条摆在前面。
　　「四者，多饶贪欲」。他能够助长贪欲。
　　「五者，增长愚痴。六者，耽著世话」。与大众接触，一切言
谈都是六道轮回的业障，这是世俗的言论。前面跟诸位说得很清楚
，世俗言论的范围很广，凡是不能够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的思想、
言论都是属於世话。所以，世话里面有正论、有邪论。邪论是堕三
恶道，正论是三善道。儒家的教学是正论，但是他不能帮助你了生
死、出三界，所以它是世话，它不是佛话。
　　「七者，离出世语」。「出世语」是佛教给我们了生死、出三
界。今天我们所修学的就是佛教导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他把佛的教
训舍离了。「离」的意思也很深。我们大家天天念佛、天天诵经、
天天想求生净土，其实我们是耽著世话，离出世话。因为我们没有
真干，虽然念佛，你自己想一想，你一天念几点钟的佛，说几点钟
的废话？这两个一比较，一天念两个钟点佛，说二十个钟点的废话
，你想一想你的果报在哪里？这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
这个离的意思就很深长。
　　「八者，於非法中尊重修习」。你天天也在修、也在学，你学
的是些什么东西？学的是「非法」。非法指的是什么？增长三毒，
增长世务，你天天干的是这个，增长贪瞋痴！贪瞋痴的念头没有减



少，身增长杀盗淫，口增长妄语、恶口、两舌、绮语，你对这些法
很尊重，很认真的在学习；你也有这个意思。外面环境也如此，你
看看哪个地方没有这些诱惑？电影、电视不必说了，连报章、杂志
上，所有一切广告都是贪瞋痴这些诱惑，十恶业的诱惑。里面有烦
恼，外面有诱惑，这还得了！你尊重修习，这不是修西方净土，这
个是修三恶道。
　　「九者，舍离正法」。三宝、三学、六度这是正法。把这些东
西忘掉了，不认真的学习；而对於三毒、十恶，他很认真的在学，
这就错了。过失都是愦闹中过。
　　「十者，天魔波旬而得其便」。因为你有这些把柄在魔王的手
里，魔就控制你。你只要被魔控制了，你的善心很不容易生起来，
你想做善事也很不容易成就，魔来障碍！
　　「十一者，於不放逸未曾修习」。不放逸就是恭敬、谨慎，无
论是对人对事对物，你的恭敬心、慎重的意愿很难生起来。
　　「十二者，於放逸行常怀染著」。轻慢、随便、马虎，这是不
应该的。不应该的常常有，常常犯。
　　「十三者，多诸觉观」。觉观在此叫杂念、妄想，都是妨害清
净心。佛门里面常常用觉观多少来判断定功的浅深。定功深的人，
觉观就少；定功浅的人，觉观就多。觉观就是他里面有杂念。杂念
过，定功当然就浅；杂念愈少，定功就愈深。所以讲四禅八定，这
个定怎么分的，功夫怎么分浅深，用觉观。
　　「十四者，损减多闻」。多闻是要勤学。喜欢愦闹的人必定耽
误学业。
　　「十五者，不得禅定」。喜欢热闹与定、与清净心决定有妨碍
。
　　「十六者，无有智慧。十七者，速疾而得非诸梵行」。这是贪



，现在人讲求新、求变、求快，这是现代人所谓科学的精神。在佛
法里面，「速疾而得」，这不是梵行、不是清净行。纵然你得到了
，你的心不能清净。
　　「十八者，不爱於佛。十九者，不爱於法。二十者，不爱於僧
」，这是违背了三宝。我们一入佛门，先受三归，「归依佛、归依
法、归依僧」。他把「佛、法、僧」丢得干干净净，搞热闹去了。
　　「弥勒，是为菩萨观於愦闹二十种过」。这是世尊把染著愦闹
的二十种过失为我们说出来了。
　　下面是重颂，佛再将这个意思重复，以偈颂再说一遍。偈颂里
面，不但说愦闹，而且也说到前面所讲的利养。重颂的目的是希望
大家能够牢牢的记住，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提起自己的正念，
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