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皇寶懺》懺法第十五講 

第四卷／入懺、出懺、總括讚 
恒潤法師 2018 年 8 月 27 日中午講於金佛聖寺 

 

諸佛菩薩，師父上人，各位法師，各位善知識：

大家阿彌陀佛！ 

今天繼續跟大家介紹第四卷。之前，我們講了讚

佛功德，莊嚴道場，為什麼要莊嚴道場呢？就是

去誘發我們內心的恭敬心，虔誠的禮懺拜佛。如

果道場沒有人拜佛修行，莊嚴道場是沒有意義的。

今天繼續講發露往昔的習氣。 

 

「自從遠刦。直至今生」：我們對這四大——地水火風所形成的身體產生執著。

因為無明，起了我、人、眾生、壽者種種的相，顛倒迷惑，犯種種的戒律。身體

身口意做種種貪瞋癡的罪，從迷入苦。就是因為對這個身體貪著，一世天、一世

人、一世地獄、一世餓鬼、一世畜生，生生世世就在六道裏面輪迴。 

「無明惟重惟深。煩惱如膠如漆」：在輪迴當中，我們受種種境界所轉。順境，

我們就開心；逆境，我們就瞋怒。起貪瞋癡三毒，在六道裏面沉淪，無有出期。 

「憑大法之洪宣，仗真詮而解釋」：現在憑佛講的真理，令我們明瞭以後。 

「今則寸心慶快。刻骨銘肌」：起了歡喜心、恭敬心、法喜心，內心深深的感受

佛恩及經典的微妙。 

 



在普賢菩薩十大願裏面，第四個願王——懺悔業障。復次，善男子！言懺除業障

者：菩薩自念我於過去無始劫中，由貪瞋痴發身口意，作諸惡業無量無邊。若此

惡業有體相者，盡虚空界不能容受。在這裏就能看到，如果我們所造的惡業有形

有相的話，虛空都容不下。這個就是講發露往昔的罪業，習氣令我們造罪，罪業

是從習氣而起的。 

 

知道我們所造的罪業以後，聞到佛法，虔誠的懺悔，一定要一心，二心就懺悔不

了了。 

 

最後第五是祈請加被。我們仰叩佛的慈悲，希望蒙佛加被，能夠罪業冰消。 



 

〈入懺〉講完了，現在繼續講〈出懺〉。一開始是〈總括讚〉，講因緣果報。因

為我們迷了，所以受種種的果報。「菩薩畏因不畏果，眾生畏果不畏因。」大家

明白嗎？眾生因為貪瞋癡，遇境起貪愛，是先做了再說，不知道造這個因會有果

報。菩薩不為境所轉，知道這個事情我一做就會受果報，就不會種這個惡因，所

以菩薩是畏因不畏果。 

譬如菩薩造惡，菩薩怎麼會造惡呢？如果這個人他將會殺很多人，菩薩想：「如

果我不把他殺了，我不把他解決了，他以後可能會傷害很多人，會殺很多人，他

自己也會有罪，很多人也會受他的害。我殺了你，寧願我給你還債。」這樣就幫

助了他，也幫助了眾生。這樣做，當然是有不好的果，但是菩薩為了利益眾生，

無畏諸因，他就會做。菩薩不會說：「不行啊，這要受果報的，我不做這件事。」

所以這個道理是講得明明白白的。 

「鐵城從廣遍三千」：在《地藏經》裏面有說「地獄無非是銅、是鐵、是石頭、

是火、鐵城、鐵狗、鐵馬。」就是講地獄裏面苦的地方。「遍三千」，怎麼樣遍

三千呢？《地藏經》裏說無間地獄是最苦的，我們要警惕一下。怎麼樣是五無間

呢？「受苦無間」：你的苦沒有間斷，不斷的受苦。「身體無間」：或者是男人

女人、羌胡夷狄、老幼貴賤，你下到地獄也同樣受這個苦，所以叫身體無間。

「罪器無間」：鷹蛇狼犬，鐵網鐵繩，受這個罪是無有間斷的，這就叫罪器無間。 

「眾生無間」：就是一人亦滿，多人亦滿，所以就是眾生無間。「時間無間」：

這是最慘的，日夜受罪，無有間斷的；不停的，生完又死，死完又生；他方世界

完了，又要生去他方世界去受生。這裏成了，又要回到這裏來受苦，真的是無有

間斷的。他們那裏五百年，才是我們這裏一天，你說有多苦？如果我們做錯事的

話，就受種種的苦，苦趣相連，無有間斷。現在唯有我們「稽首金仙」：稽首，

就是皈依禮拜，金仙就是佛。我們稽首禮佛，才能夠令我們出離煎熬。 

第四地是以焰慧地菩薩來代表第四卷。講因緣果報的話，第四卷的第七、八節—



—顯果報，出地獄，裏面有很多的公案都是講僧眾。因為僧眾一念的貪，就受種

種的果報，地獄果報，就有無量的苦。為什麼《梁皇寶懺》講僧眾呢？因為當時

是在梁朝，這個皇帝非常護持佛法。他怎麼樣護持呢？五里一庵，十里一廟，就

是這樣子。梁武帝就是貪心，他記得過去生因為用帽子蓋一蓋佛的頂，他就變成

皇帝了；所以今生他一定要蓋很多廟，以後這樣就可以得到無量無邊的功德。如

果這樣想，就有一個過失在那邊。 

所以，做功德不能用貪心。因為五里一庵，十里一廟，所以當時有很多出家人，

佛法鼎盛，出家人受很多供養。因為這樣子，寫《梁皇寶懺》的高僧大德就寫了

很多出家人要注意的因果在裏面，用來警惕當時的出家人。恭敬不是不好，恭敬

太多，我們德行不夠，就容易起驕慢心，這是在順的境界裏起了一個業障。自己

德行不夠，很多人叫你法師、法師，結果就以為自己真的是一個大法師，覺得自

己很了不起，好像成佛了一樣，起了一個慢心。 

在香港的時候，有個居士這麼說：「你看！你們法師就是這樣子，被居士寵壞

了。」我真的覺得很慚愧的，真的。供養不是不好，太多供養的話，也不是好事。

太多供養，就令我們起貪心。因為我們還是凡夫，不是聖人，在這裏要很小心。

剛剛講順逆，在逆境，反而很好修行。每個人都罵你，你就覺得，「哎呀！我要

懺悔懺悔。」在順境，就好像開車，開著開著就迷了。覺得那個環境很美的，開

呀開呀，就撞到樹了。所以說，順境不一定是好的。有的時候有一些逆境，反而

可以幫助我們修行。比如說身體，修行要帶三分病，不要以為自己很強壯，不會

死。不知道自己其實快要死了，就放逸了。所以帶三分病，就是隨時警惕我們自

己，身體是會壞的。 

我現在講這個因緣果報，這是上人在《水鏡回天錄》裏面講的。 

在秦朝的時候，有一位叫白起的將軍。有一句話說「一仗功成萬骨枯」，上人也

有說：「一戰功成萬鬼哭。」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一個將軍成功的時候，他的

刀下不知道染了多少眾生的血，才能夠成為一個很成功的將士。為什麼講這個呢？

1986 年我在萬佛城，那個時候舉辦水陸法會，我很有福氣，剛好站在上人旁邊，

上人就說：「哦！很好，那個白起啊，他也超度了！」 

這件事情我記得很清楚，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白起是誰？後來看上人的《水鏡回

天錄》，裏面有記載白起的故事因緣。白起是當時秦朝的猛將，他被派出去作戰，

當時他就詐敗，不是真的敗，是假的，對方的軍隊就追他，結果就進了他的圈套

裏面。白起就把他們圍起來，困在一個地方不能出來，後來斷了糧餉。秦國有一

個很好的神射手，射箭很準的，他就把趙國的主帥趙括射死了。主帥一死，群龍

無首，軍隊就不知道怎麼樣打仗，沒有人指揮，他們就向秦國投降。 

「兩國交鋒，不斬來使。」就是兩國在打仗的時候，如果有使節過去傳遞信息，

都不會斬殺他的，何況人家已經投降，表明立場：我不跟你打了，我歸附於你了，

聽你指揮了。但是白起非常狠心，把那些人全都活埋了。上天有好生之德，白杞



竟然把這幾十萬人就這樣子埋掉。他造這個業，果報真的是不可思議。因為他很

善戰，所以他很驕傲，認為自己功高蓋主，好像比皇帝還要高那樣子，就不聽秦

皇的指令。秦王說：「你怎麼聰明、怎麼厲害、怎麼勇猛，也只是我的一個士兵

而已，我都在你上面的。」就賜給白起一把寶劍，讓他自己自殺死，所以這個結

果也不好。 

白起死後怎麼樣呢？他死了以後就墮三惡道。在唐朝的時候，有一位道英法師，

有一天晚上他看見兩個鬼。這兩個鬼就求法師給他們飲食，於是道英法師第二天

晚上就放蒙山，施食給這些鬼。原來他們不只是兩個鬼，還有秦王帶著三百個鬼

一起來應供，當時裏面有一個鬼就是白起。在唐朝的時候，他就是一個鬼來求飲

食。到了明朝的時候，有一條白色的蜈蚣，有一尺那麼長，被雷劈了，死了以後，

人們看到牠的背上面就寫著白起兩個字。因為他心腸那麼毒，殺了那麼多人，所

以他死了以後就要變成那麼毒的蜈蚣。還是在明朝，當時有一位屠夫殺了一頭豬，

翻開牠的肚皮，肚皮裏面寫著白起兩個字。原來他做完了蜈蚣，又投生做豬。 

到了清朝，在江南一帶有一位女子，十九歲。有一天她忽然患病，快死了。臨死

之前，她就說：「我是秦朝時候的白起，因為殺了很多無辜的人——數十萬，所

以要受無間地獄的苦。現在就算是受了這個女身，我也只能夠活二十年。」所以

這個白起，每一朝、每一代就是不斷的受苦。太上老君的《太上感應篇》這麼說：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禍福、因緣果報是我們自己做

出來的，就算是做頭髮絲那麼小的因，果報也會跟著來的，所以我們要非常的小

心。本來要講那個鬼的，現在不講了，自己看，在懺文裏面。 

現在講〈出懺〉。 

 

讚佛，我們每一次拜懺，前面都是有一個偈頌，都是讚佛的。《華嚴經》說：



「刹塵心念可數知。大海中水可飲盡。虛空可量風可系。無人能說佛功德 。」你

看，佛的功德就是這樣，大海的水都可以喝乾。《金剛經》裏面講：「爾所國土

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

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大

方廣佛華嚴經賢首品》講：「爾時，賢首菩薩以偈答曰：善哉仁者應諦聽，彼諸

功德不可量，我今随力說少分，猶如大海一滴水。」佛的功德，譬如下很多雨，

一滴水裏面眾生的三世因果，佛都可以知道。你看，佛很厲害哦！ 

 

 

我們真的很笨！業重的眾生，沒有佛的智慧，真的很難度。我們進去佛殿的時候

就讚佛：「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

者。」這樣很恭敬的拜下去。讚佛是很好的，讚佛會讓口變好。善待別人是很好

的，最好的就是讚佛。讚歎，不是諂媚，是鼓勵。鼓勵眾生，我們也會有功德。



什麼是諂媚呢？因為你想得到利益，你就諂媚。如果不是為了利己，你鼓勵人家，

希望人家能夠更好，更有信心，隨喜他們一念之功德，就是讚歎。 

「甘露普沾於沙界」：甘露就是佛法，佛的法在恒沙界裏面利益一切的眾生。

「菩提香散於人間」：佛修行的菩提香散入人間，利益眾生。「頂舒白玉之豪光。

體露黃金之妙相」：看到這一句，我就想這是最好的，真的。我們念念念，就會

觀想。我開始講，你就開始觀想，想一想自己就變成這樣子了。其實我們讀熟了

覺得不在意，其實這個文真的很好的，我們可以拿來做觀想。 

「爾時世尊從肉髻中。湧百寶光。光中湧出千葉寶蓮。有化如來，坐寶華中。頂

放十道，百寶光明。一一光明。皆遍示現。十恒河沙。金剛密迹，擎山持杵，遍

虛空界。大衆仰觀，畏愛兼抱，求佛哀佑。一心聽佛。無見頂相。放光如來。宣

說神咒。」我很喜歡這一段，我們念多了，好像就麻木了，其實這個很好想的。

我們念的時候就想一想，以後我也要跟佛一樣。我們要有信心，現在要想，要作

意去想。佛教裏面，身口意三密加持，我們的身很定的、莊嚴的，口念咒，意作

觀想。三密加持，密宗就是三密。 

念咒的時候你就觀想，很專心的念，就不會打妄想。念文殊咒，就想文殊菩薩；

念普賢咒，就想普賢菩薩；念大悲咒，就想千手千眼菩薩就在上面。就這樣子，

佛就在我們這裏，機會就來了。「凡情懇祈，應念現前」：我們是凡夫，沒有智

慧，但是我們用這個誠懇的心去感應佛來現前，應念現前，佛來加被，我們希望

佛來接引我們。佛的慈悲，大弘大慈，哀湣攝受。 

 

 

現在講〈出懺〉裏面的莊嚴道場，用香、花、水、果、飲食、法器和音樂莊嚴道

場。 

 



 

我們做一切的懺悔，都是希望利益一切的眾生。「滿半滿之真詮。學無學之聖

衆」：滿，圓滿就是佛；半滿就是羅漢、辟支佛，小乘的學、無學，阿羅漢與下

三果的聖人，他們都是來利益水陸空的一切眾生，希望他們降慈光來加被我們。 

 

第四卷，四住、四生都是講四大的身體。我們的身體做種種的業，所以有種種的

煩惱。《妙法蓮華經》裏面的菩薩四安樂行，你依著這四個方法去修行，就會安

樂了。我們發四弘誓願來利益多生的父母，能夠得解脫門，累世的冤親債主都能

夠證得菩提。 



 

第四卷已經結束了，怕我們的業障太重很難除，所以再勞眾同求懺悔。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