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蕅益大師－總結 

近康法師講於2016年8月17日／金佛聖寺 

 

諸佛菩薩，師父上人，各位法師，各位蓮友：阿彌陀佛！ 

 

這裡是近康繼續跟大家介紹蕅益大師。今天是「盂蘭盆節」的正日，我們

不要忘了，要念念感恩我們的父母、感恩我們的師長跟感恩佛恩。蕅益大

師還曾經誦《地藏經》結百日壇，結百日壇念五百萬句的〈滅定業真言〉

，就為了要超度他的父母。 

 

所以蕅益大師在他一生的修行裡面，他把他所有的修行的功德，修行的加

行，他都沒忘記說要報佛恩、報父母恩、報師長恩。在這個月當中，我們

都是念《地藏經》，大家有空呢，希望大家都能夠同沾法益。 

 

蕅益大師的《靈峰宗論》裡面有很多的法語，都是鼓勵我們後學的修行人

。看了這些法語，很能夠激勵我們在這路上不怕困難，一直往前進。今天

跟大家介紹幾則蕅益大師的開示。 

 

他開示我們一個修行人，必須要具備很重要的三個內涵。 

 

 

第一個，我們真的是要為這個「生死大事」來作修行，也就是必須要具備

深切的生死心，不貪戀世間、不求人天的福報，必須要厭離娑婆，才有可

能了脫生死。厭離娑婆並不是說討厭這個娑婆世界，我們人間的義務必須

要盡的，我們還是要盡到我們的責任。但是在這人事塵間裡面，我們盡義

務，但是不執著。這個不執著就是厭離娑婆。有了厭離娑婆這個心呢，才

會有出生死的那個心，生死深切的心才能夠出來。 

 



 

 

所以蕅益大師說，如果我們沒有生死心以了脫三界的苦，即使我們志向有

多麼的遠大，力量有多麼的大。也就是我們在修行當中，勵志要自己成佛

做祖，或是做了很多的功課，精進不懈，但是所做的這些修行力量都只不

過是來生的，所謂的來生的人天福報而已。絕不可能是出離三界，或是成

佛。 這個差別在哪裡呢？成佛跟人天的福報差別在我們修行上面是不是

有真實深切的生死心，就是要有這個出離心、菩提心。 

 

第二個，修行還必須要具備什麼條件呢？要具足剛骨。就是我們在修行當

中，雖然我們有一個目標，但是必須要有堅定的心志，這樣才不會在修行

道路當中遇到磨難就起了退心。 

 

第三個，必須還要開發我們的見識。開發見識，就必須要聽經聞法，要明

白道理。這樣子我們所做的修行才不會走錯路，也才不會盲修瞎煉。 

 

我們看到這個具足剛骨，實踐中在我們的修行的力道上面；開發見識，是

指在解的上面。 這就是蕅益大師給我們修行人必須要具備三個主要的內

涵。 

 

蕅益大師說， 我們為什麼會有無量的煩惱呢？有這麼多的無明呢？雖然

我們有很多的煩惱，但是煩惱都不出三種： 

 

「一者戀世間，不知世間苦」，第一種煩惱這個病，就是貪戀這個世間，

不知道這個世間的苦，我們就是把世間的五欲當成是快樂的。那麼人世間

都是苦嗎？真的都是苦。沒有快樂嗎？有沒有快樂？暫時的。對，暫時的

，不能說沒有，就像我們現在吃飯是覺得好好吃啊！世間的苦是指這個世

間是無常的，我們沒辦法永遠的保有它的美好。是不是這樣子呢？再怎麼

心愛的眷屬還是一定要離開。再多的財富，死神一到，你什麼也帶不走。

所以世間都是苦，因為無常。 

 

「二者雖知苦，苟且自因循」，第二種煩惱這個病，也聽聞到佛法，也知

道這個世間是苦，因為一切都是無常的。即使好的境界也不能永久，是暫

時的。但是也知道要修行，但是卻沒有辦法去對治五欲的快樂。所以也是

修行，但是力道不夠，一天混一天。也聽經聞法，也做自己的功課，但是

還是在世間裡面。就是即使聽聞到佛法，知道修行，但是還是得過且過，



沒有拿出勇猛的心。 

 

「三者雖勇猛，得少便為足」，第三種種煩惱這個病，就是他也有修行，

也很有悟道，有一個正確的目標勇往前進。但是問題在哪裡呢？得到一點

點境界，就得少為足，可能頂多就是出了三界，證了阿羅漢，只是自利而

已，沒有辦法做廣大利他的普賢行。 

 

所以蕅益大師說：「以此三病故，長夜在生死；或復出生死，亦墮權小乘

。」「這三種的障礙，使令我們很難趨向無上的菩提。」就是很難趨向成佛

之道。蕅益大師說：「真有這三種病，但是依照佛所說的道理，他給我們

末法的眾生三帖藥。」 

 

第一帖藥，「一者怖生死，對治根本病，念念如救頭，莫復存餘想」，我們

一定要怖畏生死。我們知道印光大師是大勢至菩薩來的，他床頭都掛了一

個字，哪個字，大家知道嗎？（有人回答：死。）對！都掛了個「死」字

。所以他每天的日子都想如救頭燃。這個死，其實隨時都在我們身邊的。

它有多靠近我們呢？只要我們一口氣吸不來，就跟大家再見拜拜了，對不

對？我想我們修行上面會進進退退，就是我們都認為死離我們非常的遙遠

，但是當真正面對到生死的時候，心態是怎麼樣？因為平時就沒有做一些

準備，真的遇到生死時候，怎麼樣？六神無主，非常的害怕。所以我們在

平常裡面就要對治根本的病，也把這個死，就像如救頭燃一樣。千萬不要

說：「我現在還很年輕，那個死還離我非常的遙遠。」 

 

第二帖藥，「二者奮剛勇，降伏愛見魔，五欲不能牽，八風不能動」，就是

奮剛勇，降伏愛見魔。我們有修行，並且還能夠提起深切的生死之心，但

是還必須具備勇猛剛毅的心。就是對我們的六親眷屬不能太執著。我們看

到很多公案，很多修淨土的念佛人，一生裡面也很用功，修福修慧。但是

臨終的時候，就是被六親眷屬所罣礙。如果我們能夠降伏這種六親眷屬這

種牽掛，世間的五欲不能牽絆我們。 

 

第三帖藥，「三者開正見，遠離諸邪曲，根選擇圓通，現生成正覺」，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要有正知正見，我們有正知正見以後，就可以遠離一些邪知

邪見，不會走錯的路。這個正知正見，必須是大乘佛法的正知正見。 

 

我們這三個要都具備了呢，還必須要有其他的因緣，「唯有明師友，名為

真實救」，就是要有明師，還要有同參道友。明師可以指點我們方向，同

參道友會互相切磋，幫我們離開三界的生死。 

 

蕅益大師這三帖藥方，總結就是：「但以生死心，勇猛不退心，廣大弘遠



心，親師習正法，必能親悟入，知我言不誣。」生死心要切，勇猛心才能

夠不退，然後還要有廣大的弘遠心、且必須要有正知正見。這三種功德的

成就是「親師習正法」，要親近善知識，聽聞正法很重要。所以影響我們

最大的其實是善知識。 

 

在五天裡面，這個禮拜天介紹「蕅益大師」，我們提到蕅益大師12歲的時

候有寫文章，誹謗佛法，就是在他所親近的「善知識」裡邊聽聞的不是正

知正見。蕅益大師因為他有誹謗佛法的因緣，所以他在一生的修行裡面，

他做了很多的懺悔。我們知道他戒律持得很嚴，所以他對戒律的經典是很

有研究，他知道毀謗佛法罪是很大的，要墮落大地獄裡面的拔舌地獄。所

以他一生裡面就做了很多的加行懺悔，希望能夠把這個罪懺掉。所以誹謗

佛法的後果是很嚴重。 

 

有個公案講說有一個婆羅門師父帶了一個小徒弟，當然他的小徒弟要和他

一起學婆羅門的教義，但是這個小徒弟很笨呀，老師跟他講了好多遍，他

還是聽不懂；他用什麼方法跟他講，他還是都聽不懂。有一天這個師父講

了一半就跟他講：「我講了好幾次了」，講著講著，脾氣就來了，他就拿棒

子打他的小徒弟。不過這個小徒弟也很聰明呀，看師父要拿棒子打他，他

就趕快跑。就這樣一個人跑，一個人追，跑到森林裡面。在這個森林裡面

剛好有一個修行人在打坐，打坐的修行人是一個證阿羅漢果的人。我們知

道打坐入定他什麼都可以看得到，對不對？是證果的人。因為這位婆羅門

師父不知道他小徒弟的前因後果，所以打坐的這個修行人就有點看不下去

，看到師父追，弟子跑，他實在看不下去，就出來調停。 

 

他就跟這位師父說：「你為什麼要打他呀？」師父就說：「唉，我這個徒弟

很笨啊！我教我們的教義，教了好幾年他也聽不懂。我把他打一打，看看

他會不會開了智慧。」然後證果的修行人就跟他的師父講說：「你知道嗎

？你這個教義是他寫的啊。」也就是說師父教他的那部論是他這位小徒弟

過去生所寫的。那我們就知道為什麼他要阻止他的師父打他的小徒弟。因

為這部論是他寫的，你憑什麼打他？這是他寫的。 

 

我們看到或者覺得很疑惑，這部論是小徒弟寫的，他為什麼對這部論都不

知道呢？而且還非常愚癡？就是他前世的時候，跟佛弟子辯論的時候誹謗

佛法。就是因為他輕慢佛法，所以他有這個罪障，有這個業障，所以使得

他今生變得非常的愚癡。即使聽聞佛法，也法不入心。所以我們要很注意

日常生活裡面，我們不要隨便誹謗佛法；我們的不正知，也是誹謗佛法的

一種。 

 

今天跟大家介紹幾則蕅益大師勉勵我們後人一些鼓勵的話跟方法。 



 

想跟大家做一個結語，就是有人請問蕅益大師：「什麼是修學的最主要的

法要？」蕅益大師說：「最主要的法要莫若念佛。」 

 

什麼時候念佛呢？大家請看白板，看到那個小沙彌講什麼嗎？ 

 

 

什麼時候憶佛念佛？（有人回答：下雨的時候。）答案是不對的。只有站

著念佛，那你們不可能到西方極樂世界。我馬上就可以給你授記。下雨天

對我們來說是逆境，對不對？順境念佛當然是很容易啊。就是說，不管處

在順境或逆境，何時何地都要把阿彌陀佛牢牢地掛在心上。 

 

今天給大家看一個影片。我們看到一隻小鳥會念佛，我看到這個短片的時

候，我覺得不可思議，因為這隻鳥念佛的聲音非常清楚。大家等一下可以

聽到它們在念佛，這是一隻斑文鳥。 

 

各位聽清楚了嗎？很清楚，對不對？很不容易啊，一隻斑文鳥能夠念阿彌

陀佛念得那麼清楚。希望鼓勵大家，也鼓勵我自己要念佛。不管順境、逆

境，常常要憶佛念佛。 

 

阿彌陀佛！明天繼續為大家介紹紫柏大師，希望大家能夠抽空回來共修，

誦《地藏經》以外，還能夠聽聞佛法，把這個正知正見深植在我們的腦海

里，而且這個種子生生世世都會帶動我們的。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