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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詰所說經》第四講 

方便品第二 

近育法師 2025 年 3 月 29 日下午講於金佛聖寺 

 

大家阿彌陀佛！歡迎大家一起來研究《維摩詰經》。我們先把上一次第

一品的〈佛國品〉稍微的復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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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國品〉可以說是整部《維摩詰經》的綱要。法會一開始的時候，阿

難尊者就讚歎與會的三萬二千菩薩的修德。菩薩的修德是什麼呢？簡單

的講，就是菩薩以修「菩提心」為根

本，做自利利他的事情。接著，〈佛國

品〉中寶積長者和五百長者各獻了七

寶蓋，供養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就

用神力，把五百個寶蓋就合成了一蓋，

整個三千大千世界裡頭的山河大地、

日月星辰，甚至諸佛的說法，都在這個

寶蓋當中顯現出來。寶積長者看見佛

的神力以後，他就忍不住讚歎了佛的

功德。 

接下來，寶積長者於是請問佛陀：「菩薩應該要有什麼淨土之行？」也就

是說，我們要具備什麼清淨的菩薩行才能得生淨土？佛陀就為他說了十

七種得生淨土的清淨行。總括而言，就是【心淨則佛土淨】。 

一聽到這個的這時候，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就想：說

【心淨則佛土淨】，那麼釋迦牟尼佛在當菩薩的時候，

他的心一定不清淨，所以才感得娑婆世界是個穢土。 

舍利弗這麼一想的時候，螺髻自在天王跟他講：「仁者 ，

是你心有分別、高下，所以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一個高高

低低，有砂礫、荊棘、高山、平原這種種不同的；但是

我來看，娑婆世界就像我住的自在天宮一樣清淨。」佛

對舍利弗說：「這就好像同諸天的天人共食一頓飯，每

一個人吃下去的感覺都不會一樣的 ；也就說每一個人的業報不同，所以

看到的國土清淨的程度也不一樣。」於是佛陀就用他的神力把娑婆世界

穢土變成了淨土，舍利弗也終於明白了所謂 「心淨佛土淨 ，心淨則無處

不淨」的道理，如果我們心淨的話，到了每一個地方都是很清淨的。 

這是第一品〈佛國品〉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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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今天要講的是〈方便品〉。〈方便品〉有三個主題：第一，

就是讚歎維摩詰居士的根本德；第二，就是讚歎維摩詰居士的方便德，

就是他隨身隨處都可以來開導眾生的方便德；第三，就是維摩居士以方

便現身生病，然後要來教化眾生。 

 

歎「方便德」有兩個，為什麼叫方便呢？「方」是方法，「便」是便宜，

就是看事情的實際情況來做出一個適當的方法。讀過《法華經》的人也

知道，《法華經》也有〈方便品〉，現在《維摩詰經》也有〈方便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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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來說明佛菩薩善用權巧的方法教化眾生。示現生病，生病有三個主題，

等一下看經文的時候就會知道了。 

《六祖壇經》中有這麼一句話︰「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

提，恰如求兔角。」意思是說一個人要修行、悟道、成佛，都不能離開

世間。所以《維摩詰經》就有這兩句話說：【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毗耶

離】，說維摩詰居士本是金粟如來，就是為了要度化眾生的關係，所以就

用善方便來居住在娑婆世界毗耶離城。又有一句話講說：【其以方便現

身有疾】，維摩詰居士自己現身生病來方便說法，說什麼法呢？給眾生

方便說種種解脫煩惱的方法。另外鳩摩羅什法師也讚歎說：「維摩居士

的方便辯才，世尊常常會讚歎。」就是維摩詰居士的辯才無礙，智慧深

廣，我們在接下來的十三品中都會見識到這位維摩居士他的方便、他的

智慧。基於這三個理由，所以這一品就把叫做〈方便品〉。 

1. 讚歎維摩詰的根本德 

 

我們要進入第一個主題，主角維摩居士現在就出場了。經文就說： 

【爾時，毗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已曾供養無量諸佛，

深植善本，得無生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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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要來請問同學，到底這個 【供養無量諸佛】 ，供養佛對我們有什麼

好處？我們常常以為：我現在努力信、願、行，然後往生的時候就可以

到西方極樂世界去。到西方極樂世界就可以喝咖啡、翹著腳，什麼事情

都不用做了，極樂嘛！可是在經文裡怎麼說？《阿彌陀經》裡說： 「其土

眾生，常以清旦，各以衣裓，盛眾妙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即以食時 ，

還到本國 ，飯食經行。」記不記得？看起來他們也很忙，不但要上早課，

還要到各處去供養諸佛，回來以後飯食經行。我們想一想，供養諸佛有

什麼好處？ 

果華要不要跟我們說說？你覺得我們來供養佛有什麼好處？其實佛需

不需要我們供養？需不需要我們拿這個水果、我們把我們這個飯菜去供

養？需不需要？不需要！果華，你認為我們為什麼要供養諸佛？有什麼

好處嗎？ （周果華：利益身心。）怎麼利益身心啊？利益誰的身心？是

我們自己的身心嗎？ （周果華：對法身慧命有好處。）非常好！我就發

現我們三年的佛學課程下來以後，大家都變成武林高手了！還有沒有人

要說，你覺得我們供養諸佛有什麼樣的好處？ 

剛剛果華說供養諸佛，是利益我們的身心，對法身慧命有好處，對我們

的現身也有好處。其實佛菩薩看我們這些水果 ，就很像天人吃我們的這

個飯菜 ，簡直就很像廁所裡頭那個味道，一點都不香的！他接受的是我

們的什麼？誠心。佛菩薩是接受我們的誠心，不是接受我們這些粗食。

所以剛剛果華說的，這是利益我們的身心，對於我們的法身慧命尤其非

常的重要！ 

所以下面講了一句話， 【深植善本】以後，就可以【得無生忍】。有沒有，

你看到那個「得無生忍」？維摩居士已經「無生」，無生就不會滅。在

《心經》裡講「不生不滅，不垢不淨」 ，所以我們要得到不滅，首先要不

生。維摩居士得到不生不滅的忍，這個「忍」，不是忍耐的意思，是智慧

的意思，所以維摩詰居士已經得到不生不滅的智慧了。 

接下來我們看這個經文。剛剛在複習第一品〈佛國品〉的時候，我們說

阿難尊者讚歎與會三萬兩千菩薩的修德，寶積長者也讚歎佛的功德，現

在我們來看看這位維摩居士的功德。大家請合掌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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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才無礙，遊戲神通；逮諸總持，獲無所畏；降魔勞怨，

入深法門；善於智度，通達方便，大願成就；明了眾生心之

所趣，又能分別諸根利鈍，久於佛道，心已純淑 ，決定大乘；

諸有所作，能善思量；住佛威儀，心大如海，諸佛咨嗟！ 
弟子、釋、梵、世主所敬。】 

經文是不是很熟悉？我們在〈佛國品〉的時候介紹佛的功德、菩薩的功

德，你看！維摩居士幾乎都已經具足了佛菩薩的功德。接下來我們看第

二個主題。 

2. 歎方便德 

 

第二個主題 ，就是讚嘆維摩居士的方便德。你看！【欲度人故，以善方

便 ，居毗耶離 。】現在請看圖右上邊的經文，你有沒有看到 【六度】？

看到了嗎？布施在哪裡？（有人說：第一句）第一句，請唸一下，（有人

說：「資財無量，攝諸貧民」。）非常好！（有人說：「奉戒清淨，攝諸毀

禁」。）很好！（有人說：「以大精進，攝諸懈怠」，這是精進。）妳看到

精進。（有人說：「以忍調行，攝諸恚怒」，這是忍辱。）很好！（有人說：

「一心禪寂，攝諸亂意」，這是禪定。最後一句是「以決定慧，攝諸無

智」。）非常好！所以這就是維摩詰居士用六度來度化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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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看下半部 ，【雖為白衣，奉持沙門

清淨律行 ；】雖然維摩居士現身是一個在

家居士，可是他所行所做其實就是一個

出家人的功德，所以他【雖處居家，不著

三界】 ，他也有妻子兒女，但是他卻是修

的清淨行。【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為味】 ，

他也有飲食，但是卻是以禪悅為食。 

2. 歎方便德：(1)和光同塵之方便 

 

我們接下來看，維摩居士的 「方便德」有兩個小主題，先看第一個主題，

就是他「和光同塵的方便」。說維摩居士可以百無禁忌的參與一切世俗

的活動，比如去遊樂場、卡西諾 （Casino ，賭場）、酒館，他都可以對不

同的人去隨順教化他們。 

現在我要請大家做一件事情，是維摩居士的名片。接下來我會分別來講

他「和光同塵」的舉動，你要幫他設計一張名片，它上面會有什麼職稱。

我們就把他叫做「雷淨名」，俗家姓雷 ，叫雷淨名。我們現在要幫他設計

一個名片，把他怎麼樣「和光同塵的方便」分別介紹給大家。在同時你

就仔細想一想，這張名片 title （頭銜）有他的職稱，他會有一些什麼樣

的職稱？ 



8 

 

 

這位維摩詰居士 ，他 【若至博奕戲處 ，輒以度人】 ，如果去賭場，或者去

娛樂場所，他都是方便去教化度人。大家看一下左手邊圖，這個是敦煌

莫高窟的維摩詰經變圖，有沒有看到在酒館中有六個人在飲酒作樂？在

唐朝的時候會有一些藝伎，或吹奏音樂，或翩然起舞。 

那麼經上又說【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 ，他也會去

研究外道的典籍，但是他是去跟外道論師作辯論，因為他的辯才無礙，

所以很多人因為這樣子而改信佛。 

又說他是一個非常【一切見敬，為供養中最】 ，他是人家打從心裡就非常

樂意供養的這樣一個長者。因為維摩詰居士自己對待一切人 ，都是以最

尊敬的心，他沒有看不起任何人，都是以法在供養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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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說，維摩詰居士 ， 【執持正法，攝諸長幼】，不論男女老幼，他都以

善法來度化他們 ； 【一切治生諧偶，雖獲俗利，不以喜悅】，他也能跟合

夥人一塊做生意，做生意也往往都能夠賺大錢。為什麼？因為他都能夠

跟合夥人和樂相處，雖然賺大錢，但是他也不沾沾自喜。然後他【遊諸

四衢，饒益眾生】，他外出遊玩，隨時隨地都去利益別人，幫助眾生。 

 

接下來，【入治政法，救護一切】，他做地方父母官，他就會盡其所能地

來救護一切人 ； 【入講論處，導以大乘】，以前在印度常常會有很多人聚

集在一起辯論，維摩詰居士就會到人家辯論的地方 ，參與辯論，然後用

大乘法、用決定大乘開導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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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了當父母官來救護一切，我很喜歡「父母」官這兩個字，因為當官

的人可以像父母這樣對待孩子的時候，他就肯定會竭其所能的去幫助這

個百姓。 

在古今中外所有做官裡頭，其實我最佩服的一個人

就是宋朝的范仲淹 。在范仲淹兩歲的時候，爸爸就

死了，媽媽沒有辦法養大他，只好帶著他改嫁。稍

微長大以後 ，他知道這麼一件身世之後 ，就告別他

媽媽，寄住在佛寺裡苦讀。也因為在佛寺的因緣，

所以他就有機會聽聞正法。他長大以後就做官了，

因為他住在佛寺，有聽聞佛法的關係，所以他就會

樂善好施；凡是他做官所到之處，一定會帶動當地的老百姓信奉三寶。 

入仕後的范仲淹 ，他捐出了他大部分的錢財，成立了一個現在所說的「基

金會」，創立了「義田」去幫助族裡面最貧困的人。他的老家在蘇州，又

在蘇州買了幾百畝地蓋房子，成為了所謂的「義宅」，就是沒有錢的人可

以到那裡去住。他在義宅裡興辦「義學」，就是專門供小孩子來學習的。 

後來范仲淹被貶到故鄉，有一天，一位風水先生介紹蘇州南園一塊最著

名的風水寶地給他，說這塊地會給他們范家一個接一個出狀元，一個接

一個出高官。他們家人知道以後 ，高興地不得了，催促范仲淹趕快把「南

園」買下來蓋房子。可是范仲淹卻說：「與其富貴一家，不如富貴一方」，

說是與其我們范家的人一個一個

出高官，倒不如捐出來給天下的

人都能夠富貴起來！所以他當下

就把南園這塊寶地捐出去，就蓋

了「府學」，在這裡創辦學校。 

 (圖: 蘇州中學府學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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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蘇州府學牌樓) 

影響所及，蘇州這些富商大戶

也紛紛效仿，興辦學校，普遍

全國，都造成了這樣的一個風

氣。當年范仲淹創辦的蘇州府

學，當然就人才輩出，就是現

在蘇州中學的前身。不曉得在

座的有沒有蘇州人，或者是在中國知道這所蘇州中學。所以從蘇州府學

追溯到現在的蘇州中學也已經一千多年了，它還是中國培養人才的地方，

據說從蘇州中學出來的院士就有 50 幾位。 

我相信 ，維摩詰居士做父母官的時候，也會像范仲淹這樣子，不僅僅是

一個政治家，同時也是一個教育家 、一個社會學家 、一個軍事家 。無論

做什麼事情，他都會利益到百姓。 

 

【入諸學堂，誘開童蒙】 ，維摩詰居士也到小學去，他可以當小學的啟蒙

老師，到處人家都非常歡迎他。【入諸淫舍，示欲之過】 ，甚至他還出入

青樓妓院，去教化這些妓女們，教她們怎麼念佛、誦經，跟她們講慾望

的過失。【入諸酒肆，能立其志】 ，還去酒館，跟那些酒徒交朋友，去提

升他們的志向，讓他們重新燃起對生活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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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詰居士的名片 

 

現在來了，我們這一個名片是「雷淨名」──這位維摩詰居士的名片。

現在我們看了他的「方便德」以後，請問，他的名片上的職稱，您覺得

會有什麼？Henry （徐偉明），以你這樣子讀過維摩詰居士的經歷，您覺

得他的職稱會有什麼？（徐偉明 ：社會活動家。）社會活動家，所以他

是對於衣食不豐的人，他可能會幫他們申請住宅，會幫忙他們的衣食住

行通通無缺，無憂無慮。還有沒有人要說？ 

（居士 1：市政顧問。）非常好！市政顧問，很好！有沒有人還有什麼

想法？（居士 2 ：社工人士。）非常好！社工人士。很好！還有沒有人？

（居士 3 ：教育家。）為什麼？你看到什麼？（居士 3 ：他能感化人。）

真的是很不容易，他可以到酒館去，又可以到妓院去，他自己本身的定

力、福德一定非常夠，他才能夠去感化別人。非常好！ 

所以我們的這個「雷淨名」──維摩詰居士的名片就有了。剛剛大家有

講，講得非常好。維摩居士可能是「淨名有限公司的 CEO （執行長）」，

對不對？他也是個政治家，可能是我們（加拿大）BC 省的省長；他也

是個企業家 CEO ；他也是剛剛說的教育家；那個 Social Worker （社工），

他也可以是心靈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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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覺得，這些職稱的核心是什麼？我們在第一個投影片就講，維摩詰居

士的 「根本德」就是決定大乘 。所以這些職稱的核心應該是：決定大乘 。

「決定大乘」，讓我們想到了《六祖壇經．機緣品》的一段話 （法無四乘，

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 ，

《六祖壇經》裡面就說，其實就有唯一一乘，但是你勉強要說四乘 。最

上乘是什麼呢？最上乘的行者，他是 「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

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 ，這就是最上乘，這個就是決定大乘。

所以維摩詰居士，他已經是一個決定大乘的行者，是金粟如來的化身。 

2. 歎方便德：(2)方便現尊貴身隨類化導 

 

接下來，我們要看維摩詰居士 「方便德」的第二個小部分。維摩詰居士

現身在各個行業裡面，他是他們的領導者，然後方便來度化眾生。在看

經文的時候，等一下我會分別來說，但是您同時想一下 。我們在第一品

〈佛國品〉的時候就介紹了菩薩的十七個淨土行 ，哪十七個？大家讀過

〈佛國品〉還稍微有印象的話，您想一想看 ：維摩詰居士在方便度化眾

生的時候，他用了哪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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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長者 ，長者中尊，為說勝法】：長者就是豪門大戶 ，維摩詰居士如

果出現在豪門大戶裡頭 ，總會是他們的領袖 ；這些豪門大戶因為對於世

間法比較執著，所以維摩詰居士就會為他們說解脫的勝法。 

【若在居士，居士中尊，斷其貪著】：維摩詰居士如果出現在居士裡 ，他

會受到尊敬。現在我要請你看看這個人，他是 Amazon（亞馬遜）的以

前 CEO ，是貝佐斯 （Jeff Bezos） ，他是居士裡面最有錢的 。請問，如果

維摩詰居士教導貝佐斯，應該會教他什麼呢？斷貪。 

【若在剎利，剎利中尊，教以忍辱】：維摩詰居士如果出現在剎帝利中，

他會受到剎帝利的尊敬，所以就會教他們忍辱。 

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維摩詰居士無論在每個行業裡面，他都是那個行

業的佼佼者；他在他們當中，看他們執著在哪個地方，他就會點撥他們。

在第八品的〈佛道品〉裡就說：「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這個是給

大家一個提示，我們在第一品〈佛國品〉裡面，講了十七個菩薩的清淨

行。給大家一個提示一下。 

 

 

請問《佛國品》介紹了菩薩十七淨土行，維摩居士在方便度化眾生時，具備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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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王子，王子中尊，示以忠孝】：如果維摩詰居士現身在王子當中，

他會是最令人尊敬的，那麼維摩詰居士會教導他們什麼呢？教導他們忠

孝。因為王子是人民的表率，所謂上行下效，王子如果又忠又孝的話，

所以就會起到很好的帶頭作用。 

【若在庶民，庶民中尊，令興福力】：庶民，就是士農工商、一般的老百

姓。維摩居士如果出現在平民百姓中，他會是受到平民百姓的尊敬，現

在我要請問大家，我們也是一般的平民百姓，維摩居士會教導我們什麼？

親潤，你猜猜看？同一時間大家也請想想看，如果維摩居士現在就在我

面前，他會教導我的執著是在哪裡，還會教導我什麼？ （鄔親潤：對初

學佛法弟子，首先要深信因果，諸惡莫做，眾善奉行。對有一定基礎的

弟子來說，就要回到自性，見到大圓鏡智。）深信因果。非常好！就是

對一個初初入佛門的人 ，應該要先教他深信因果；接著再教導他解脫的

道理。親潤講得非常好，大家都講得非常好！所以首先就是要深信因果，

為自己修福修德。 

好，這個是回家的功課：今天如果維摩居士他現身在我面前的話，他會

教導我什麼？也就是說我到底是執著在哪裡？維摩居士會點撥我什麼？

這個回去自己想一想看。 

如果維摩居士就在我面前，他會教化我什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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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們看了維摩詰居士這麼樣的尊貴、有智慧，他無論在任何階層裡

面，他都是那個階層的佼佼者，他跟人家做生意，也會賺大錢，所以他

幾乎就是人生的勝利組合。有沒有人羨慕？羨慕，對不對？ 

尊貴的因緣 

 

維摩居士這麽尊貴，我們來看，上人說我們一個人如果要尊貴，其實有

幾個原因。上人說：人尊貴有五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當然就是要普遍做布施 ，對任何人都布施，都有一種慈悲

心。其實上人常常講說，還要普及到所有的萬物。因為布施，所以自然

就會有好的果報。 

第二個原因 ，就是要恭敬父母師長 。因為不恭敬父母師長，就會有貧賤

的果報；所以要恭敬父母師長，才能生尊貴家。 

第三個原因 ，就是要恭敬禮拜三寶和一切的長者。因為尊敬別人，所以

果報就是別人尊敬我們，我們才會尊貴，因果就是如此。 

第四個原因 ，就是要忍辱 ，忍辱就會高貴，因為我們願意屈下，願意柔

和謙下，別人也會對我們柔和謙下，我的果報就會尊貴。所以要忍辱，

沒有瞋恚，不生氣。上人就說：誰罵你一頓，你要歡歡喜喜，一點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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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沒有，要忍耐；有人打你，更要修忍辱行，沒有瞋恚，不發脾氣。所

以要得到好的果報，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第五個原因 ，就是要博聞經律 ，多多聽經，所以聽經聞法是很重要一個

事情，多多學習戒律。 

這是五種尊貴的原因，上人說：要是單有一種，只要有這五種裡面的單

有一種，都不會生到貧窮下賤的家庭去 ；當然完全具備這五種，那就更

好了。所以這五個，就是讓我們很尊貴的一個很重要原因。 

3. 方便現身有疾而興教化 

好，我們講了兩個，現在我們要看最後一個主題，就是維摩居士「方便

現身有疾」。其實我們在講〈懸談〉的時候，就有請問大家一個問題，這

維摩居士或者是佛菩薩，他們會不會生病？東方，妳覺得師父會不會生

病？（趙東方：會！）會呀！釋迦牟尼佛會不會生病？他示現到娑婆世

界來度化我們眾生，他會不會拉肚子？（趙東方：會。）他會。他拉肚

子的時候，會不會痛？他心臟病的時候，會不會痛？（趙東方 ：心不會 。）

他心不會痛。他身體會不會痛？（趙東方：會。）會痛，所以那個醉象

的石頭砸在他腿上面的時候，他還是會痛。現在維摩居士為了度化我們

的關係，所以他示現生病，他會不會痛？他身會痛，心不會痛；他身體

還是會痛。所以他現在為了要度化我們，他就演出了「生病」的戲碼。 

我們在剛剛第二個主題就說，維摩詰居士「和光同塵的方便」，他會到小

學去，他也會到青樓妓院去，他也會到外道辯論的地方去，也會到賭博

場、遊樂場去，他到每個地方去方便度化他們。我們又在第二個小主題

說，維摩詰居士現身尊貴的方便；他如果在居士群裡面，他就會是居士

群的頭頭；他如果現身在剎利、國王中 ，他就會是他們的領袖。他跟士

農工商、國王大臣，跟每一個階層的人都非常的好。 

現在他生病了，生病的消息就傳開來了，所以就有很多人來探病了，有

居士、婆羅門、王子、還有百官等眾都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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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家看右邊這個維摩詰經變圖，您是不是看到有不同身份的人？這

個畫家真的是很了不起，他們的神情各各不相同。有沒有看到這個婦女，

她手上拿的什麼？我猜想，她家裡頭剛好出筍子，所以她就去挖筍子。

這就很像我們小時候把家裡頭我們認為最尊貴的去送給長輩。或者是她

親手做幾個包子來探病 ，有沒有？所以濃情蜜意就栩栩如生，在這個畫

裡頭就展現開來了。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這個「敦煌石窟唐代復原窟」，唐代復刻出來的莫高

窟石窟的維摩經變圖，影片大概只有三分鐘(37:21~39:16)。 

 



19 

 

 

 

 

接下來我們要看〈方便品〉的第三個主題「方便現身有疾而興教化」，就

是維摩詰居士方便來示現生病，然後藉著他生病，來教化凡夫 。我在一

開始的時候就有提大家一個問題，我說第二品〈方便品〉 ，是維摩詰居士

來度化、來治凡夫的病。第三品是〈弟子品〉 ，就是以佛陀十大弟子為代

表，所以維摩詰居士來治聲聞弟子的毛病。第四品是〈菩薩品〉 ，是維摩

詰居士來治菩薩的病。請問大家，我們凡夫的毛病是什麼？我們凡夫最

最珍貴的是什麼？是不是我們的身體？是啊！所以我們在市面上常常

看到很多的養生產品，有沒有？有沒有看過養心產品？沒有！所以我們

常常講說，在 Amazon（亞馬遜）你什麼都可以買得到，是不是？只有

智慧買不到，開悟買不到。對吧？所以老子有句話講說：「人之大患，在

吾有身。」 

所以這第一個，維摩詰居士就教我們觀什麼？「觀身無常」。因為我們一

般凡夫最執著的就是這個身體，所以經文一開始就說【是身無常、無彊、

無力、無堅、速朽之法，不可信也！】就告訴我們說，我們的身體不可

以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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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幾個禮拜有一個西雅圖的佛友，她來跟我們住，方便看醫生。她說

她年輕的時候，拼死拼活拼經濟，現在退休了、六十幾歲了，一大半以

上的錢都拿來看病，錢都給醫生了。有沒有人感同身受？常常不是這裡

痛就是那裡痛，就要去看針灸啊。這個身體可不可靠？不可靠！我們身

體裡面最堅固的是什麼？牙齒、骨頭，這個最堅固。但是牙痛的時候，

你能不能叫它不要痛？沒辦法！所以我們常常就聽說「牙痛不是病，痛

起來要人命」，對不對？你沒有辦法去控制它。我們這個骨頭，尤其年紀

大了，骨質疏鬆，一跌倒，這個身體就四分五裂了。 

這個身體 ，它根本就像十個譬喻裡面，是如夢、如幻、如影……，真的

是一點都不可靠的，它是無常的。這是說「觀身無常」的十個譬喻。 

如聚沫 如泡 如燄 如芭蕉 如幻 

如夢 如影 如響 如浮雲 如電 

 

 (2). 觀身無我—八喻  

再接下來，我們看第二個小主題──「觀身無我」。 

維摩詰居士說 ，我們身體就像 【是身無主，為如地 ；是身無我，為如火 ；

是身無壽，為如風 ；是身無人，為如水 ；是身不實，四大為家；】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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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圖表，有沒有看到：地、水、火、風四大？其實我們身體就是地水

火風四大的假合。 

無主 無我 無壽 無人 不實 空 無知 無作 

如地 如火 如風 如水 四大 離我我所 如草木瓦礫 風力所轉 

 

【是身無主，為如地】，鳩摩羅什法師曾經解釋說，我們的身體就很像

「地無常主，強者得之。身亦無主，隨事而變。」這個土地，是不是有

錢有勢的人會拿走？所以土地經常在那個地方不斷的變遷主人，有錢有

勢的人拿走它。 

我們這個身體也像土地一樣，隨業流轉，強者先牽。我們造了什麼業，

強者先牽 ，所以這一輩子是人的身體，有沒有辦法保證下一輩子還是人

的身體？沒有辦法保證 ，對不對？有可能是一個螞蟻的身體，也有可能

是一個天人的身體。所以身體就很像土地無主一樣，強者先牽 ，常常是

有錢有勢的人把土地給買走了。 

接下來我們再看，【是身無作，風力所轉】：風是怎麼樣？是不是有時候

風吹過來？有時候風是靜止的？所以僧肇法師就說我們身體像風一樣，

它是動靜無常的 。所以他的譬喻非常有趣的，很巧妙的把身體脆弱、沒

有辦法做主、四大假合的情況，非常美妙的詮釋出來。可是我們的毛病、

眾生的毛病、凡夫的毛病，就在我們不知道這個身體、這個色身是假的，

就產生很大的愛戀、執著，因為我們認為它是實有的，我們不認為它是

四大假合的。 

所以七佛的第三位，毘舍浮佛的傳法偈說：「假藉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

因境有。」就是說我們這個身體其實是一個假合，我們認為它是實有的

時候，就在生死裡面執著住了，就沒有辦法不死。現在維摩詰居士要告

訴我們怎麼樣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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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講下一個階段之前，先跟大家分享這個。這位

維摩詰居士，在中國收了一群粉絲圈，我不知你

們有沒有被圈粉了，我自己要變成維摩居士的粉

絲了。現在我們來看這個鐵粉，維摩詰居士最頭

號的粉絲，你知道是誰嗎？唐朝的王維，他的字

就叫「摩詰」，人稱「摩詰居士」。 

 

這個鐵粉是誰呢？王安石。王安石寫了一首詩，我們大家來看看，就是

剛好非常符合我們剛剛介紹的維摩詰居士，他方便示現生病，然後來教

化眾生的這個，他就寫了一首詩，說： 

身如泡沫亦如風，刀割香塗共一空； 

宴坐世間觀此理，維摩雖病有神通。 

他說「身如泡沫」，就是剛剛講的這身體很像聚沫、水泡一樣，沒有辦法

去執持、保持它；「亦如風」，很像風一樣，這就像僧肇法師說的我們身

體像風一樣，它是動靜無常的。 「刀割香塗共一空」，他就說我們的身體

不管你是用刀去割它，或者是塗上香油，不管是舒適也好，或者痛苦也

好，它的本質上都是空的，沒有必要為這個身體去愛憎和取捨。「宴坐世

間觀此理」，所以維摩詰居士，他深深地知道這個道理。「維摩雖病」，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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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他示現生病，但是他卻是「有神通」的，他已經深得這個解脫的方法，

因為他明白了這個道理。這是宋朝宰相王安石，他研讀佛經，對《維摩

詰經》的一個感受。 

(3). 觀身不淨及苦。是身如丘井—《淨名經》七喻 

 

我們來進入第三個小主題。復習一下剛剛講的，第一個是「觀身無常」。

第二個，「觀身無我」。現在我們要來看第三個小主題 ，是 「觀身不淨」，

以及「觀身是苦」。 

我們的身體是不是九孔常流不淨啊？有沒有會流眼屎、流鼻涕、大小便，

有沒有？如果我們幾天不洗澡，即便塗上香水，是香的還是臭的？如果

一天不刷牙，一開口，人家會不會退避三舍啊？很臭！所以我們這個身

體其實是污穢充滿的，九孔常流不淨。 

您知道佛教史上的第一個譬喻嗎？ 【身如丘井】這個譬喻 ，是釋迦牟尼

佛為波斯匿王講的一個故事；現在維摩詰居士引用它來說明「觀身不淨」

及「觀身是苦」。 

這個故事是說：有一人得罪了國王，他就畏罪潛逃。逃走了以後，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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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命令一隻喝醉酒的大象去追他，這個人在驚慌之中 ，不小心就掉到一

個枯井裡 。他一掉到這個井暗中 ，還在井的半空中的時候，他發現井底

下有一條吐毒氣的惡龍 ，旁邊還有五條毒蛇 。大家在聽故事的時候，請

稍微想一下，這跟我們的身體有一些什麼樣的關係？ 

他就掉在半空中，所以他在情急之下，隨手抓住了一把草不放，這樣子

就免於掉到這枯井裡頭去。他正在慶幸沒有被惡龍一口吃掉，可偏偏在

這時候，他發現有黑、白兩隻老鼠一直不斷地啃咬他手抓的草，眼看著

草就要被咬斷，他就會掉到井底命喪黃泉。就在恐怖萬狀時，這個井的

上面有一棵樹，樹上有個蜂窩，蜜蜂就在這個地方產蜜，蜂蜜就一滴一

滴地滴下來，剛好就滴到這個人的口裡，哇！他覺得甜滋滋的，真是非

常好。 

所以他一吃這個蜂蜜的時候，他整個人就全部忘記了――如果老鼠把草

咬斷，他掉下去就會被毒龍吃掉 ；如果這個人從井中上來，在那個井外

面還有一隻醉象，這隻大象就守在枯井的旁邊，隨時就用象鼻襲擊他。

他這個蜜一吃，都忘記了這麼一回事，甚至他想：哎呀，我在這裡多好！

還有蜂蜜吃，我不要出這口枯井了。 

請問，釋迦牟尼佛為波斯匿王說這個故事，是在說什麼道理？這個「枯

井」，就很像我們人的生死 ； 「醉象」代表無常； 「毒龍」代表惡道 ； 「五

毒蛇」代表五陰 ； 「腐草」是命根，所以緊抓不放；「白黑二鼠」代表白

月與黑月，比喻我們的命光日日月月不停地流逝。 

那麼，這個「蜂蜜」是代表什麽？有沒有人可以猜猜看「蜂蜜」代表什

麽，你覺的？已經面臨生死關頭的這個人，嚐到蜂蜜的時候他就忘記了

一切。「枯井」就很像我們人的生死，你認為這個「蜂蜜」是代表什麽？

我們人在這個世界上，會為了什麼事情忘記了生死大事？ 

阿蓮，妳覺得這棵樹上蜂蜜這樣滴滴下來，妳認為它是代表什麼？這個

人甚至都不想離開這個井了。 （江蓮影：蜂蜜代表世間的享樂……）阿

蓮，妳認為這個蜂蜜代表是我們世間上的這些五欲之樂的享樂，因為享

樂了，所以就不想要離開生死了。非常非常好，我就發現大家那個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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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的佛學洗禮，大家的想法都變了。還有沒有人分享什麼？ 

（鄔親潤：滴下來的蜂蜜，就像人間的情愛，這輩子愛不夠，還要三生

三世 。）說的非常好！的確，因為我們是從情欲這個地方來的，就在情

欲這個地方很難過關，所以就常常看到或者聽到旁邊很多人會說：「我

下輩子還要嫁給你！」他說要「永結同生，三世不渝」。 

還有沒有人想要分享？吳敏，妳要不要說什麼？（吳敏：五欲我們還耽

著，美的東西，山川河流。）所以要不要今生是最後一個生啊？還是要

下輩子跟 Henry 再共修？（吳敏：還是不要了。能去西方國土比較保險。）

是的是的！ 

「蜜滴」代表五欲之樂，所謂 「得蜜滴而忘怖畏」 ，比喻眾生耽於財色名

食睡的五欲之樂，而忘記生老病死之苦。所以〈佛國品〉所詮釋的，就

是 「心淨佛土淨」 ，希望大家都有這個清淨行，不要耽於享樂，這個世間

怎樣還是有很多的束縛、很多的煩惱。 

(4). 當樂佛身 

 

所以這已經告訴我們，我們的色身這麼樣的不可靠，那我們應該要怎樣？

維摩詰居士講應該要「樂佛身」。什麼是「佛身？維摩詰居士說：「佛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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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即法身也」。「法身」是什麼呢？還記不記得就是上一講〈佛國品〉的

時候（3 月 9 日），我有給大家一個圖： 

 

這個圖就是那個大大的、圓圓的虛線這「空性」，它可以無限展開的，我

把它叫做「○」；「○」是可以無限展開的，那個就是「空性」，那個就是

「佛身」，那個就是「法身」。法身就是「○」，「○」就是「不死」，會死

的就是十八界。十八界，就是我們的六根對六塵產生六識的這個十八界，

十八界也會死。 

我們人一聽到這個「死」，沒有一個人喜歡，幾乎每一個人都怕死，所以

提到死，大家都不喜歡。所以我們就要明白怎麼樣「不死」，就要回到那

個「空性」。剛剛講，會死的是十八界──是我們的信息。我們都把這個

信息當作是我，執為是我，這是痛苦的來源。 

所以這個「空性」是可以含容一切，是無限的展開；它可以無限的展開，

所有好的、不好的、不好不壞的，全部都在這個大「○」裡面包容的。

我們現在要做的一個事情是，我們原來都是把這些好的、不好的、不好

不壞的小水泡──在上一堂課 （3 月 9 日）我

拿《楞嚴經》裡的「大海」，比喻是我們不生

不滅的「法身」，可是我們就執著那個水泡，

「是我的這個水泡最好！最大！最美！我的

比你的還要來得漂亮！」因為有這樣子的執著，

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歸於大海。 

其實這個水泡──剛剛講「空性可以含容一切」，但只要我們把這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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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執著是「我」、「我的」這種的概念放下，立刻馬上就歸於大海；水泡

歸到大海，就是不生不死。 

所以維摩居士就是要教我們這個方法，他就說法身怎麼樣得呢？【從無

量功德智慧生】。現在要請大家合掌來唸這一段，您來看看是不是跟第

一品〈佛國品〉很熟悉、很相似？我們看： 

【從無量功德智慧生，從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生，

從慈、悲、喜、捨生，從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

進、禪定、解脫、三昧、多聞、智慧

諸波羅蜜生，從方便生，從六通生，

從三明生，從三十七道品生，從止觀

生，從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

生，從斷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

從真實生，從不放逸生；從如是無量

清淨法，生如來身。】 

所以「無量清淨法」，就是我們在〈佛國品〉菩薩的十七清淨行裡邊講的

「六度萬行」 。有沒有看到經文中，一直不斷的出現六度，一直不斷的出

現的慈、悲、喜、捨？所以我們知道維摩詰居士方便來度化眾生，他的

基本的核心就是慈、悲、喜、捨「四無量心」，他外現是什麼？是「四攝

法」。 

菩薩在度眾生最好、最快的方法，就是「四攝法」。有沒有人可以告訴

我，是哪四攝？有沒有人記得？（有人說：利行、同事。）「利行」 。 「同

事」，是不是他要在王子身、就是王子之尊，就會教化他忠孝。在教化人

的時候，語言要怎樣？（有人說：愛語。）要「愛語」、要柔軟，還有一

個最讓人家歡喜的是什麼？（有人說：布施。）「布施」。非常好。把 「四

攝法」再重複一次：布施、愛語、利行、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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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在度化眾生的時候，他的內心是慈、悲、喜、捨，他外現的就是四

攝法。所以菩薩教導眾生，就是「五分法身」：從戒生定 ，從定生慧 ，有

了智慧就會解脫，就有解脫知見。 

你發現這一些，其實在〈佛國品〉裡也是這樣子講，在〈方便品〉裡也

是這樣子講，所以要得到清淨國土，就是要成就這些的無量清淨法。 

 

聽了維摩居士講的這些道理之後，最後維摩居士說：要想證得佛身 、成

佛，要想斷一切眾生病者 ，一定要發心──大家一定要發心。所以維摩

長者為看病的人 「如應說法」 ，說什麼法？說 「心淨國土淨」的法，說無

量清淨法 ，「令無數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所以發菩提心很

重要。 

第二品在這個地方結束了。 

．維摩詰菩薩從妙喜國轉生娑婆世界 

維摩居士他是從妙喜國來──我們在第一講的時候就跟大家說過，維摩

居士因為在娑婆世界度化的這個因緣快要結束了，他要回到他的妙喜國

了，所以他就示現生病。我在第一講跟大家說，這部經非常具有可看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AD%E6%91%A9%E8%A9%B0%E8%8F%A9%E8%96%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8%91%E5%A9%86%E4%B8%96%E7%95%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8%91%E5%A9%86%E4%B8%96%E7%95%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8%91%E5%A9%86%E4%B8%96%E7%95%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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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釋迦牟尼佛右手召請了文殊師利菩薩，文殊師利菩薩也是古佛再來

的，是龍種上尊王如來；然後左手又召請了維摩居士，維摩居士就是金

粟如來。所以他是從妙喜國來，一起來共同演出一場大戲度化眾生。 

 

大家請看 ，這就是妙喜國。右邊這張圖的上方 ，妙喜國也是一樣有清淨

的池子，池底有金沙。池子周圍有樹，樹上掛著衣服，從這個圖畫裡可

以想像，應該是：思衣就會得衣。右下方畫的是一位比丘，妙喜淨土那

裡的出家人 ，到了吃飯的時間，一想應該吃飯了，他的缽裡很自然而然

就會充滿了食物。 

再看左邊的圖，妙喜淨土的房子都是自然現成的──不是像我們現在要

去買磚，好像我們對面要蓋文殊閣，就要請建築師來畫圖，還要去買鋼

筋、買水泥等等這些東西──妙喜淨土的屋舍就會自成、渾然天成。 

所以這個妙喜國的房子都是自然天成的。人們吃的食物都不必自己煮，

就是你心裡想到了，就會直接變現在你的面前，只要吃下兩三口，就會

心滿意足，感到飽足。 

有兩部經，一部是《月上女經》，是來講述維摩居士的女兒月上；另外一

部經是《善思童子經》，是講維摩居士的兒子善思。《月上女經》記載，

維摩居士夫人名金姬，說是非常賢惠端莊，恭敬三寶，深信因果。兒子



30 

 

善思，相貌很莊嚴，才智兼備，聽說曾經與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作辯

論，心無所懼。我們如果有因緣的話，說不定哪一天可以來講講這部經。 

女兒叫月上，在經典裡面說她身上非常光潔，所以叫作「月上」。而且她

的身上有異香，通達佛理，也是辯才無礙 。她長得非常好看，毗耶離城

的青年就對她非常非常的愛慕，都想要追求她 ；但是她就用佛理告訴他

們，就說這個慾愛是很不可靠的、污穢的，所以帶領他們一起去皈依佛

陀。說是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東土維摩──傅大士 

 

這個是印度的維摩詰居士，現在來看看我們中國也有兩位維摩詰居士

「維摩詰」，一位是南朝的傅大士，另一位是唐朝的龐蘊居士。 

第一位是南朝梁武帝時候的這個傅大士 （傅翕，字玄風）。興法師之前來

金佛寺時也有幾次介紹傅大士的詩。聽說傅大士 16 歲的時候就結婚，

有妻子（劉氏女妙光） ，還有兩個兒子 （傅普建 、傅普成） 。他跟梁武帝

有非常精彩的故事，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上網去看一下。 

傅大士，他有 〈還源詩〉十二首 ，都在闡釋「空性」的道理。喜歡禪坐 ，

或者喜歡空性道理的人 ，可以去看一下這個 〈還源詩〉 。你看看，這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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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你會不會覺得他的意境好像感覺有點無厘頭？但這就是要破我們的

執著。 「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空手怎麼把鋤頭？步行怎麼騎水

牛？騎水牛怎麼步行？ 「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大家可以去琢磨

一下他到底是講的什麼樣的義理。 

‧東土維摩──龐蘊 

 

龐蘊居士大家就比較熟悉，他是唐朝的人，他與傅大士並稱為東土的維

摩居士 。也就是說，第一、他們都很有錢 ；第二、他們都很有智慧，而

且都開悟了。 

其實六祖惠能大師在入滅之前，曾經就預言：在禪宗法脈裡，會出現兩

個菩薩，一位出家，就是馬祖道一禪師；一位在家，就是龐蘊居士。 

龐蘊居士，因為他們家世世代代就是書香門第，所以他跟一般人一樣，

小的時候閉門苦讀，希望通過科考，取得功名。有一次，他進京去趕考，

就碰到一位和尚，這個和尚會看相，然後就跟他說：「你呀！被官選上，

不如被佛選上。」意思就是說，你現在進京趕考，要考取功名，「被官選

上」，你被皇帝選上；「不如被佛選上」，你還不如來研究佛法，那你可以

開悟，可以得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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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這麼被點醒之後，初參石頭希遷禪師 ，當然

也是有所得。後來他就在馬祖道一禪師的座

下 ，參學了三年，然後他就開悟了。龐蘊居士

開悟以後，因為他們家很有錢――東土的維摩

居士，都市很有智慧、很有錢、很尊貴的――

他就把所有家產，全部通通丟到湘江裡頭去。 

說到這個地方，曾經有一位居士就問我：「我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現在社會這樣的動亂，經濟這樣不好，他幹嘛不把

這些錢拿來救濟貧困的人？幹嘛把它丟到江裡頭去？」有沒有人也有這

樣想法？他為什麼要把他的所有資產、金銀財寶全部丟到江裡去，不是

把它拿來救濟一些貧困的人更好嗎？ 

龐居士就說：「好事不如無事 。」做善事，不如無事。聽懂了？做善事，

你可能贏得一個善的美名，我連這個美名都不要了。所以他就帶著家人，

就是妻子，還有一對兒女，去過著隱居的生活了──躬耕的生活、種田，

就編編一些竹籃子拿到市場上去賣，過著最基本的生活，但是一家人其

實都在禪境上都有所領悟的。 

有一天龐居士就歎了一口氣，他說：「難！難！難！十擔芝麻樹上攤。」

修行就是這麼難，難！難！難！要把十擔的芝麻攤在這個樹上，怎麼攤？

修行真的很難！真的不容易！ 

他的太太龐婆在旁聽見了，就說：「易！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百

草頭上，就是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每一個地方都是 「道」 ，都是法身

的顯現。說得是不是？都是法身的顯現，因為所有都是──記不記得我

剛剛說：這個「○」、這個「空性」，它可以展現開來，它可以無限大，

所有好的、不好的、不好不壞的 ，全部都在裡面展現開來，我們只要把

執著的那個水泡一放下，就會歸於大海了。就這麼簡單！龐說，就這麼

簡單。 

他閨女聽到了，就說：「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吃飯睏來睡。」佛法就在

日常生活裡面，就是這樣，沒什麼難和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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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一家人，其實互相之間就是很好的修行道友，在禪理上都有領悟。 

有一天 ，龐蘊居士就覺得自己的時間到了，預知時至，所以他就去跟他

的閨女講：「今天的太陽怎樣怎樣？」閨女就跑出去看，回來跟他講：

「今天 ，天狗吃日──日蝕。」龐居士說： 「真的嗎？」就出去看，回來

一看，閨女坐化了。所以他就說 ：「我被閨女騙了！」本來他要入滅的，

閨女先他入滅了，他就延遲了七天。閨女是坐化，他臥化。 

當龐婆看見老的也走了，小的也走了，她就去田裡面跟兒子講：「老的也

走了，女兒也走了。」你看他兒子怎麼樣？他兒子「嘎」的一聲，拄著

鋤頭，站著就走了。所以一家人的工夫都這麼了得 ，坐的、臥的、立的

都入滅了。就只剩下龐婆 ，將兒子火化後，她就怎麼樣？在史上是說龐

婆就不知所蹤了。在不知所蹤之前，她就說了一句偈： 「坐臥立化未為

奇，不及龐婆撒手歸；雙手撥開無縫石，不留蹤跡與人知。」就是坐的、

臥的、立的都有了，她就自自在在的撒手走了，怎麼走的？她雙手就撥

開石頭縫，也走了。石頭縫能撥開嗎？龐婆就不知所蹤了。所以一家人

的禪的境界都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這個是中國的兩位維摩居士，介紹給大家。 

我們下個禮拜和下下個禮拜是法會，所以我們要到四月的第二個禮拜才

講經。因為第三品是〈弟子品〉，講的是教化佛陀的十大聲聞弟子，所以

我就在這個同時跟大家提一個問題，請大家想一下：大乘佛法跟小乘佛

法的修習、修行上面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好，今天我們就講到這個地方。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