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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解冤釋結 
近殊法師 2018 年 8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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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講《梁皇寶懺》的第五卷──解冤釋結，

今天開始進入第五卷的讚。《梁皇寶懺》有十卷，

共有十種供養，每一卷開始的部分都有一個供養

讚，第五卷是用果來做供養。 

 

 

我們看到銀幕上的第一句「祇園菓」，祇園，整個名字叫「祇樹給孤獨園」，等

一下我們來看祇園長者的故事。3:50——10:38 影片 

 

 



「祇園菓。滋味甚堪嘗」：祇園裏頭有很

多樹，果的滋味都非常的好，很值得去嚐

一嚐。除了可以用果，也可以用青瓜、紅

柿、阿梨樣、荔枝、龍眼，各類的果或者

瓜。總之，好的東西，我們都把它當成上

好的供品來供養佛菩薩。為什麼荔枝、龍

眼會做供品呢？為什麼荔枝會這麼出名？

這也有一個故事。 

 

以前有一個絕代美女楊貴妃，她生平最喜歡吃的就是荔枝。當時，中國荔枝的產

地在嶺南，離楊貴妃住的京城長安有千里遠。荔枝被摘下來之後，它的顏色就會

變；第二天，它的香氣就會變；第三天，它的味道就會變。以前又沒有空運，保

存上就很辛苦。 

唐朝那時候用什麼方法把新鮮的荔枝送給楊貴妃？「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

荔枝來。」其實是用千里馬，千里馬從這個站跑到另外一個站，另外一個站又準

備另外一匹快馬。就這樣子，一站接著一站，快馬加鞭，把新鮮的荔枝送到楊貴

妃的宮殿。因為那些馬跑得很快，風塵僕僕，楊貴妃看到那個快馬奔來，塵埃都

飛起來了，就知道荔枝已經來了，她就笑了。為了博她一笑，送荔枝給貴妃吃，

就耗盡了很多人力和財力。 

「菴摩羅果世無雙」：庵摩羅果在我們這裏好像沒有，以前在印度的時候有。這

個讚的意思，就是要我們把最好的瓜果奉獻給佛菩薩。 

 

 



 

現在講〈入懺〉。這是第五卷，〈入懺〉的文裏頭很多都跟「五」有關，五眼、

五乘、五根、五力、五蘊、五塵、五寶，這是《梁皇寶懺》非常特別的地方。 

每一卷的入懺文格式都一

樣，分成五段，就是讚佛

功德、莊嚴道場、發露往

昔的業習、虔誠的懺悔、

祈請加被，每一卷都是這

樣的格式。包括出懺，也

是這樣的格式。為什麼每

一卷都有入懺文？為什麼

我們每一次拜懺的時候，

都有一個入懺文？入懺文

的功能是什麼？ 

我們在還沒有進入經文，還沒開始禮懺

讀誦之前，我們的身心都還在外面，還

在玩手機呀、散步啊、聊天啊、去玩啊，

心情很浮躁，還沒有安定下來，身心都

還在塵俗當中，很散亂。入懺文的功能

就是幫助我們把身心安定下來。 

誦入懺文的時候，要隨文入觀，要觀想。

觀想的力量可以把我們的身心帶到懺文

裏頭，可以幫助我們更加專心、更加誠心的去拜懺、禮懺，就不會想到去玩手機，



去散步，去聊天，也不會想到去玩。所以入懺文就有這樣子的一個作用，可以幫

助我們收攝身心，用一個很好的態度去拜懺。 

第一個就是讚佛功德。為什

麼每一個入懺文或者出懺文

都要有一個讚佛功德呢？讚

佛功德，是因為我們要借助

佛菩薩的一種願力。佛菩薩

的願力能夠幫助我們滅罪消

災，無形中得到佛菩薩給我

們的功德。「凈五眼之慈尊。

赫赫現光明之妙相」：佛陀

已經清淨了五眼，現出來的

三十二相是很光明的，很偉

大的。 

第五卷的供養讚是用「果」來供佛。果代表什麼呢？果，代表證聖果的意思。要

怎麼才能證聖果呢？「開五乘之教海。朗朗宣般若之玄音」：我們一定要聽聞佛

法。佛陀用他的慈悲去觀察衆生的根基，分别以五種教法来教化衆生。佛陀用他

非常清晰的音聲，宣說般若的義理。 

「五十五位之聖賢。念念菩提果滿」：這就講到佛修證圓滿了-五十五位的聖賢階

位，成佛了，最後念念成就圓滿的菩提。「五根五力之大士。塵塵解脱因縁」：

對於具足信進念定慧的五根五力的大士，任何塵境都不能障碍他們解脱。「皈依

則增長福田，禮念則銷融罪垢」：為什麼皈依能增長福田？ 

我們看一段影片。31:53——37:24 影片 

所以皈依三寶能夠得到很大的功德。不過很可惜，這一次沒有辦法請到比丘來給

我們做一個皈依的儀式。 

〈入懺〉的時候，一般都是用唱的，但是不要只是唱而已，要能夠隨文入觀。 

接下來我們講莊嚴道場，莊嚴哪裏的

道場？一個是外在的道場，一個是內

心的道場。第五卷是用什麼去莊嚴外

在的道場呢？「燈燭果茗。珍奇妙

供」：什麼是茗？茗，就是茶。還有

一些珍奇的供品，莊嚴的佈置，把這

些獻給諸佛菩薩。再稱讚佛的名號，

至誠皈依，然後誠心的去懺悔，發露

自己的過失，這就是莊嚴道場。 



 

 

我們從無始劫一直到現在，「五蘊」就是我們的身心──色、受、想、行、識。

「迷五蘊」：迷惑我們身心，隨著改變流轉。「五濁」就是劫濁、愛濁、見濁、

煩惱濁、命濁，就是我們這個世間的種種污濁。我們的身心跟隨世間的正報跟依

報流轉生滅。五欲是五根（眼耳鼻舌身）對五塵種種外境的貪著，被塵境蒙蔽而

造了五逆罪。「五逆」是最重的過失──出佛身血、殺阿羅漢、殺父、殺母、破

和合僧，是最重墮無間地獄的罪業。五逆罪還沒受完，對人我有了一種愛憎心，

就起了對待。 

「五法」就是善法。善法沒有辦法入到我們心裏頭。這一些五蘊、五濁、五欲、

五塵、五逆、五法，都是輪迴的因。有了煩惱，就會造業，造了業之後就會受報，

生生世世輪迴不息。所以我們要把往昔所做的業好好的懺悔，好好的發露。 

 

 

 



發露了之後，第四個部分就要虔

誠地懺悔。在入懺文，我一直很

強調要做一個觀想，要隨文入

觀。隨文入觀的時候，可以把我

們比較散亂的心安住在拜懺裏

頭，就不會身體在佛堂裏面拜

佛，可是心是在外面飄來飄去，

很忙碌。 

 

 

懺悔了之後，最後我們請佛加被。 

 

 

 

每一個入懺文之後都會有一個讚。

「四生往返。六道迴旋」：四生，是

指胎卵濕化，指所有的有情衆生一直

在六道裏面來來回回。因為造了種種

的惡業，所以一直糾纏不清。為什麼

我們會一直在六道裏來來回回呢？

「皆由冤對闇相傳」：怨對是什麼？

就是愚癡的一種行為。因為愚癡，我

們造了種種的惡意，也因為愚癡，把我們的心光給蒙蔽了，所以不停的在輪迴。

現在我們請佛能夠哀泯我們，幫我們解冤釋結。冤解掉了，我們的身心就好像山

谷一樣的悠然自得，無障無礙。 

「四生往返。六道迴旋」，我看到這句話的時候，想到一個歷史上很出名的公案。

我們來看一下影片《悟達國師的三世因果》。50:14——54:50 影片 

因果報應真的是絲毫不爽。所以在因地，就是在現在，對我們的言行要非常的謹

慎，因為我們所造作的每一個動作，都是在造這個因，果在以後會形成。明天繼

續講〈出懺〉。 

阿彌陀佛！ 

https://youtu.be/06R3-swkugo

https://youtu.be/06R3-swku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