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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四念處跟大家報告到觀心無常。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
心無常、觀法無我，反過來就是常樂我淨，一般講常樂我淨，不淨
當中有清淨，苦當中有真樂。所以我們念《彌陀經》，「無有眾苦
，但受諸樂」，無常當中有個常。我們現在有三際，是生滅心，無
常。但是我們無常當中有個常住真心，無我當中有個我，所以觀不
淨，你就看到清淨；你觀苦，你知道是苦，你就知道要去追求真樂
；觀無常，你就發現真常；觀法無我，你就可以找到真正的我。我
們現在這個虛妄相，我們現在是活在虛妄不實的情況，所以要觀，
重點在這個字，觀。這個觀，所有佛法，八萬四千法門，無量法門
，離不開這個字。你看我們淨土也不例外，《佛說觀無量壽佛經》
，還是要觀。我們持名念佛，也是出在《十六觀經》。你懂得作觀
，深入這個觀，隨文作觀，隨文入觀，老和尚要求我們做「三時繫
念」要隨文入觀。如果你不能入觀，你修學就沒有味道，沒有法味
。修學沒有法味，你就覺得枯燥無味，很容易退心。這個概念我們
要先知道。
　　觀心無常，《金剛經》裡面講的三心不可得，江味農老居士《
金剛經講義》，他這一科，這段的註解，後面還有這段，我們再把
它介紹出來。「蓋真心無名無相，唯一空寂。說為真心，亦非心也
，但假名耳。古德所以云：說似一物即不中也。」真心沒有名，也
沒有相。我們講一個真心，不就一個名出來了嗎？一個真心，一個
妄心，那不就有名了嗎？但是你講一個真心、妄心，那個名還是怎
麼樣？虛妄的，還是我們人給它假設設定的，所以這個叫做言說相
、文字相。《大乘起信論》馬鳴菩薩跟我們講，你讀誦大乘經典要



離名字相、離言說相、離心緣相，你才能看到真實的。我們現在就
是被名字相、言說相、心緣相，被它轉了，所以真的在我們眼前，
但是我們就只看到虛妄的，這個問題就是出在我們著了這個相。
　　真心無名無相，所以說唯一空寂。空，寂是寂滅，它本來就是
不生不滅的。寂就是說，這個東西它本來就是存在的，你講一個滅
，為什麼會有滅？比如說我們人會死，為什麼會死？大家知道嗎？
答對了，因為有生，所以你才會死。如果沒有生，怎麼會死，就沒
有了。死就是滅，生滅，所有一切萬事萬物都是一個生滅，滅了又
生、生了又滅就這個現象。真心空寂，空是了不可得，三心不可得
，你抓不住，你得不到。寂就是不生不滅，它本來就存在。所以我
們大乘佛法講不生不滅，它的理由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真心本
不生，本不生就是說，它本來就存在。好像這個東西，它本來就有
的，不是原來沒有，後來生出來有了。本來沒有，現在生出來有了
，那個就會滅。本來就有的，它就不生，本來有的就不生。它不是
沒有，然後再生出來。如果沒有，生出來，那當然就會滅。真心這
個東西，它是本來就存在的。所以密宗觀「阿」，阿彌陀佛的阿，
「阿字本不生」，叫你觀那個，就是叫你悟入。所以現在很多人學
密，都學得變外道，變邪魔外道，不懂這個他就學得變外道。其實
佛法，大乘法，不管哪個宗派，都是叫你悟入真心。所以密宗觀阿
字本不生，就是你的自性本來就存在的，本來就沒生。沒生，它怎
麼會滅？它就不滅。
　　我們現在看到生滅的現象，佛告訴我們，那不是你本來的面目
，是你看到的相。這個相在生滅，鏡子有沒有生滅？這個相一下子
這個來了，一下子這個去了，來就生了，這個相就出來，對不對？
你走了相就沒有了，沒有是不是滅？這個鏡子有沒有生滅？你這個
相從哪裡出來？從鏡子，比喻我們的真心。大家從這裡去體會，因



為經典都用鏡子、水、月亮來做比喻，讓我們去體會佛說的真實義
。古時候都是用銅鏡，用銅的，現在用玻璃的，但是照是一樣的。
我們看這個是真心，這個裡面相有生滅，來來去去的。這個鏡子有
沒有來去？沒有，不來不去，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你現相之後它
還是一樣，相消失了它還是這樣，是不是？這就比喻我們的真心。
這樣大家有沒有體會到一點？你常常用經典這一句來照鏡子，當你
照鏡子就想到這句經文，你觀久了，你就會開悟。觀，你就要觀。
所以會修行的人，你說哪個地方不能修行，大乘法，任何地方都可
以修，都是你修行的地方，但是你要會作觀。
　　所以在一、二十年前，老和尚叫我去印一些貼紙，就像這個透
明的，它有黏性的，黏在電視的角落，不影響畫面的。裡面有字，
上面有字，旁邊空白，你貼上去也不影響畫面，透明的，但可以黏
上去。做了很多，大部分都是用《金剛經》的經文，比如說「凡所
有相，皆是虛妄」。老和尚說做這個，大概這麼大，圓圓的，貼上
去。我說師父，做這個幹什麼？人家不是都做阿彌陀佛，貼在牆壁
，貼在電線桿。他說這個貼電視的。我說貼電視？老和尚說，這個
要讓他們看電視的時候，就讓他們去修行了。看電視，不要隨著電
視裡面的喜怒哀樂，心隨著他們轉。看電視，看到這些畫面，就要
看到這句經文，「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如果能夠這樣觀起來，
你不被那個劇情轉，你看電視就在修。但是你要提得起來，提得起
觀照的功夫，提不起觀照，你還是被它轉。你觀照功夫得力，你轉
它；你觀照功夫不得力，你被它轉，我們被它轉，就是這樣。所以
這個觀，用功就是在這個地方用。
　　那天有個同修問我，我們念《三時繫念》，「但向塵中了自心
」。這句話的意思，但向塵中了自心，就是這個，這樣就是六根接
觸六塵，你眼睛看到的、耳朵聽到的、鼻子嗅到的、舌頭嘗到的（



吃東西）、身接觸的、心裡想的，六根對外面的六塵，你六根在對
外面六塵當中產生六識，你要轉識成智，根塵相對，你轉識成智，
那就叫做但向塵中了自心，是這樣了的。但是你對這個觀的理論不
深入，我們想了就不能了，沒辦法，因為我們功夫不得力。這個真
心，「說為真心，亦非心也」，也不是心，你不要再執著有個真心
，有個妄心，你這個念頭一起來又是妄。「古德所以云：說似一物
即不中也。」心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東西？你說像一樣什麼東西？
不中就是不對，說不上來。所以真的說不上來，真的「言語道斷，
心行處滅」，說不上來。凡是能夠說的，都是名字相、文字相，都
這個相。但是你也不能沒有文字相、言說相，這個是指路的。禪宗
有個《指月錄》，手指，經典就像手指，這個手指指向月亮，月亮
在那邊。現在佛就叫你，月亮在那邊，你看那邊，月亮在那裡，叫
你去看那個月亮。你看到這個，要順著這個方向，看上去就看到了
。你不能看到這個，這個就是月亮，不會看的，這個就是月亮，不
對，這個是手指，不是月亮。他是叫你說，你看我這個手指，從這
個手指的方向看過去，那個就是月亮。不懂的人，他就執著在這個
文字，就比如說，看到手指，他把手指認為是月亮，就錯了。所以
禪宗有一部書叫《指月錄》，祖師大德的語錄。所以心我們要觀，
才能夠體會得到。「但假名耳」，講一個什麼真心、妄心，真心、
妄心都是名字，假的。這個名是假的，就像指月一樣，好像路標一
樣，但假名。所以說似一物即不中也。
　　「由是觀之。此科亦具兩重不一不異。」這一科，是哪一科？
大家回答一下。哪一科？他說三心了不可得。對，答對了，但現在
沒有獎品。對，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就
是這一科。這一科就是說這一段，這一科的經文，他都有分段，一
段一段的。他段，段段可以獨立、可以銜接的。所以此科，過去心



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亦具兩重不一不異。你過
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那是不一，過去不是
現在，現在不是過去，現在也不是未來。我們前面講過了，過去不
是現在，不是未來；現在不是過去，不是未來；未來不是過去，不
是現在。那是不一，不一樣，不一就是不一樣。那不異，不異就是
沒有兩樣，這樣大家懂不懂？不一就是說不一樣，不異就是沒有兩
樣。我們再用這個鏡子比喻，大家看看，看看大家，每個人臉不一
樣，對不對？不一樣是什麼？不一，對不對？你的臉跟他的臉不一
，不一樣。但是這個鏡子一樣不一樣？鏡子有沒有差別？鏡子就這
個，沒有差別，它不異。但這裡面現出來的相，是不一。你要從這
個不一看到這個不異，你就見到真心。這樣大家有沒有體會一點？
　　所以這科經文，亦具兩重不一不異，它是有兩重意思，你不能
只看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那是不一，我
們只看到這一重。但這個不一當中，它有個不異的，你也要看出來
。就是這個不一當中，它有不異的，虛妄當中，它有個真的。就像
這裡講的，不見四苦，無常無我，但是這個當中有常樂我淨。你不
能單單只看一面，你要看一體兩面。如果不是一體兩面，那佛跟我
們講這個，毫無意義。你說不淨，不淨就不淨，本來就不淨。如果
沒有淨，跟我們講一個不淨，有沒有意義？沒有意義。講那個沒有
意義，那個叫戲論。你觀察到不淨，淨就顯出來。就好像我們看這
個，不一，你看出這個不一當中的不異，那就看到真相。但是我們
現在只是看到不一，沒有看到不異，我們現在還停留在這個不一的
階段。
　　所以下面再跟我們解釋，「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是為不
一」。過去、現在、未來不一樣，過去就是過去，現在就是現在，
未來就是未來，不一樣，不是一樣的，那個就是不一。「皆不可得



」，過去、現在、未來是不一，是不一樣的，但是這個一樣不一樣
？皆不可得，都一樣！是不是？你講過去、講現在、講未來，你都
得不到，這個一樣。這樣大家懂了嗎？皆不可得，「是為不異」，
都得不到，那就沒有兩樣，都是得不到，這叫不異。
　　所以接著下面我們再看《講義》，「又復遷流心與常住心，不
一也」。我們現在這個心是叫遷流心，剎那生滅，這個叫遷流心。
遷流心就有過去、現在、未來，生生滅滅，滅滅生生，遷流心。這
個遷流心當中有個常住真心，它從來就不動的。現在我們講一個遷
流心，講一個常住心，不一樣。遷流心是動的，常住心是不動的。
但是重點還是在這個經文，現在遷流心跟常住心，也是怎麼樣？不
可得。你妄心跟真心都是不可得，這個是一樣的，當下空寂。所以
蕅益大師在開示講，真心妄心，你去找來給我看，不管講真的，講
妄的，你去找，找不到。二祖講，覓心了不可得。「知其不可得」
，真跟妄都一樣，是不是？「而當下即空寂」，真妄當下就空寂，
空寂就是常住真心，「則不異矣」。所以不可得是一句關鍵性的經
文，不可，你講真的、講妄的都不可得。真的妄的不一樣，但是不
可得都是一樣，都是不可得。所以當下即空寂，則不異矣。
　　然後「合之上科所說，共為四重」。上科就是上面講的這一科
，一共可以分為四重義理，就是三心不可得，真妄不可得，不一不
異也都不可得，分為四重。「當知佛之委曲說此四重者，開示修觀
之方便也。」佛講了這個四重，他有他的道理，但是我們要真正能
夠體會到佛說法的真實義，他說真實的意義在哪裡。就像《指月錄
》講，你要真正知道他這個手指是指向哪裡？所以我們開經偈常常
念，「願解如來真實義」。不能錯解，不能誤解，不能曲解，要正
確的理解。說這個四重，是開示修觀之方便。我們一般讀《金剛經
》，只是讀，不懂得去作觀，不懂得依照經文講的真實義去提起觀



照功夫，就是說我們會念經，但是不會依照經文裡面教我們的理論
方法去修。修就是在這個，關鍵在這個觀，每一部經都有這個，大
乘經、小乘經都離不開這個。
　　就像老和尚拿那個貼紙給我貼，也送給人家去貼，那貼了，它
的作用是什麼？叫我們修觀。大概四年前，有一次在澳洲布里斯本
，在澳洲淨宗學會，吃過早餐，我陪老和尚去散步。一面走，他說
你知道現在我在做什麼嗎？我說不知道，師父在做什麼？在散步。
他說，我現在在修華嚴的法界觀，現在樹木還有鳥，這些就是融入
整個法界。我說師父你會修，我也不會修，我只是跟你散步，我不
知道怎麼修，怎麼去觀。老和尚他入了華嚴，他有很多大乘經典的
基礎，其實他有很多大經大論的基礎。《金剛經講義》，我早年就
聽他老人家講過，他是照這個原文一字不漏的講，那時候也沒有錄
音帶，大概三十幾年前，連錄音都沒有，講過就沒有了，後來慢慢
有了錄音帶。最近這一次在新加坡、在美國講的《金剛經》研習報
告，那是節錄，這個《講義》的重點節錄的。以前我是聽過完整的
，一字不漏這樣講，後來他就再做節錄。
　　早期我聽他老人家講《楞嚴》。其實他有講《大乘起信論》、
《楞嚴經》、《圓覺經》，在台灣有個圓覺寺，辦大專佛學講座講
《圓覺經》，講《圓覺經》我也去聽過。所以我就想到金剛寺，金
剛寺我們就要找《金剛經》來跟大家講一講。肯定以前這個寺院也
是有講過《金剛經》，所以才叫金剛寺。這是我的推論，應該也不
會錯。其實他有很多大經大論，就是說他現在入華嚴容易。大家現
在搞了半天，要入華嚴，聽了半天，還是不會起觀照。為什麼？一
切經皆是《華嚴》眷屬，方方面面它都講到。但是你還是要有一些
其他經來做補助，因為佛講的理是一個，真理只有一個。兩個，那
就有一個不是真的，只有一個。一個是什麼？我們剛剛才講過，不



異，不異就是沒兩樣。所以真理只有一個，但是言說，每個眾生根
器不一樣，他講的語言就很多種。講了這麼多是不一，叫你入進去
的都是不異。好像我們這個講堂好幾個門進來，門不一樣，進來都
一樣。外面的門不一，進來是不異，就是這樣子，這樣大家有沒有
稍微體會一點？
　　佛委曲說此四重者，開示修觀之方便。因為我們凡夫沒有一個
方便，我們無從下手，沒有辦法下手，所以需要方便。這個方便很
重要。「方便云何」，什麼叫方便？意思就是說，什麼叫方便？「
先觀河沙等器界根身諸法之不一」，先叫我們去觀察，你去看外面
恆河沙等器界，器就是我們這個環境，器世間，用個器來代表，這
一切都叫器。器界，界它有個界線。根身，就是講我們整個身心世
界，身體、心。我們這個身體，外面整個環境，自己、別人，整個
環境，我們看到眼前這一切是什麼樣？諸法不一，個個都有差別。
這個是茶杯，這個是毛巾，這個就是什麼？不一，不一樣。我們看
到這些相，它是不一的，千差萬別，是不是？但這個不一從哪裡來
？
　　諸法之不一，「而銷歸於眾生同具而無異之心」。銷歸，歸就
是回歸的意思，我們講皈依三寶。銷歸，回歸眾生同具而無異之心
，就是我們現在能見能聞的這個心。這個心，我們還用這個鏡子來
講好了，大家比較容易有點體會。這個就代表心，每個人都有個鏡
子，我們每個人都是一樣，這個鏡子是一樣的。這個心，它是不異
的，我們剛才講過，你看到這個現相也是千差萬別，可以現很多相
。相當中千差萬別，不一樣，不一，但是這個心（就是這個鏡子）
，它是一樣的，它沒有兩樣。那你是用這個心，我也是用這個心，
大家都是用這個心，用這個心沒有兩樣，你回歸到自心就沒有兩樣
。但外面看的是都不一樣，但是回歸到自心就不異，都是心現的，



都離不開這個心。就像鏡子裡面境界相很多，可以現種種相，但鏡
子是一個，它沒有動、沒有變。但是它那個相，你胡來胡現，漢來
漢現，中國人來現中國人，外國人來現外國人，這個不一樣，但是
鏡子一樣。說明我們的心就像這個鏡子，但這個相不一樣，不一樣
是在一樣的當中，都是離不開我們這個心，所以你要從這裡去觀。
這是先觀察我們外面這個身心世界，回歸，這個都是我們心現的。
就像這個鏡子，我們的心就像這面鏡子，鏡子裡面的相從哪裡來？
鏡子現的。我們的心是一樣，回歸過來，就銷歸於眾生同具而無異
之心。我們跟一切眾生同樣具有這個無異之心，這個心沒有兩樣。
所以三世一切佛，共同一法身，就是這個道理。
　　進一步，這是第一重，先觀這個，觀外面這個。然後第二重，
「既而進觀心念有若干種之不一，而銷歸於諸心所不異之皆非是名
」。這是《金剛經》的經文，他講一個皆非是名，是不異。我們再
進一步觀察我們內心的念頭，我們的念頭一樣不一樣？想過去、想
現在、想未來，千頭萬緒，千差萬別，從早到晚那個妄念不曉得有
多少？這個念頭一下想這個，一下想那個；一下想東，一下想西，
一樣不一樣？不一樣，沒有一個念頭完全一樣的。所以進一步，「
既而進觀心念有若干種之不一」，若干種就很多種。我們心裡起心
動念這個念頭，喜怒哀樂愛惡欲，這個種種念頭，也都不一樣。但
這個不一樣，從哪裡來？那個源頭，銷歸於諸心所不異之皆非是名
，還是從你那個沒兩樣的產生的。所以這個妄心千差萬別，從哪裡
出來的？從真心出來的。真心你要回歸到這邊來，你不要又去想一
個真心、一個妄心，那又沒有真正體會到佛講的真實義。皆非，都
不是。現在講是，是名，就是。你從這個皆非是名去參，大家去參
，你去體會，諸心所不異之皆非是名，這是第二重。大家現在有聽
懂就聽懂，聽不懂沒關係，聽不懂就是要你提起疑情去參。聽不懂



，這是什麼？你才會進一步去體會。你體會到了，那就是你的了，
你自己悟的。但不要悟錯了，那個悟，音是一樣，不要錯誤那個誤
，就不對，要開悟那個悟。
　　「更觀心之所以皆非者，由有三際遷流之不一也。」更進一步
，觀心之所以皆非，皆非都不是，我們用白話講，都不是，叫做皆
非，都不是。我們現在起心動念，這些亂七八糟的妄念，那不是你
的真心，那個都皆非。為什麼皆非？「由有三際遷流之不一也」。
為什麼？你一直在變化，無常，就是這個觀心無常。這個無常就是
一直變。為什麼叫無常？因為它一直動，它不是常住在那個地方，
無常。為什麼叫他觀這個心無常？因為這個心過去、現在、未來，
過去、現在、未來就是一直生生滅滅，生生滅滅，這樣一直動，好
像流水一樣，一直流，一直流，它沒有停下來的，所以叫無常。
　　這個大家應該可以多少理解一點，我們心為什麼叫它無常？就
是因為它有三際遷流之不一，過去、現在、未來像流水一樣，一直
動。所以這個不一樣，過去、現在、未來都不一樣。「則銷歸於三
際不異之不可得。」銷歸，銷是消化，把它消化掉；歸就是回歸，
你消化回歸於三際不異之不可得。它那個重點就在這個，不可得。
這個三個字，你會了，你就通了。所以佛法說真的，說難也不難，
你真搞懂了，一、二句你就開悟了。所以《金剛經》佛跟我們講，
你為人家演說一四句偈，勝過你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去布施，《
金剛經》用比喻。四句偈就是四句經文合起來叫一首偈，比如「凡
所有相，皆是虛妄」，還有「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這都是《金剛經》的話，這四句經文合起來就叫
一首偈，就叫四句偈。你看「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
電，應作如是觀」，有為法就是有生有滅的叫有為法，不生不滅的
叫無為法。所以唯識學裡面，把這個有為跟無為，它的定義在這個



上面，凡是會有生滅變化的，那都列入有為法。沒有生滅變化的，
比如說我們看到虛空，三千年前是這樣，三千年後還是這樣，那個
叫做無為；但是那個無為還是有為當中的無為，還不是真無為。
　　如夢，它這個字是貫下來的，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就
是如同，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切，有為法，有生有滅的，就像我們作
夢一樣。我們大家都有作夢的經驗，有好夢，有惡夢。但是不管好
夢惡夢，你醒來都沒有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境界也是一樣，有
順境有逆境。我們現在這些境界就跟作夢一樣，好不好都是夢一場
，有的做個好夢舒服一點，做了惡夢比較難受一點，但是統統是夢
，統統是假的。大家知道夢是假的，幻是變化，好像變魔術一樣。
魔術變得像真的一樣，我們大家都知道那是變魔術，他的技巧很高
明，但是不是真的，大家知道不是真的。現在變魔術，我有一次到
北京老舍茶館去喝茶，人家請我去喝茶。那個變魔術的，不曉得他
怎麼變，他身上沒有拿東西，他就拿個釣竿到一個洋人小姐的身邊
，釣一條魚起來跳來跳去，那個洋小姐就叫起來。奇怪，身上就沒
有拿東西，怎麼一釣，魚從沒有就能出現一條魚。這個手法，他那
條魚藏在哪裡？我們知道一定要藏在哪裡？我就去看。那就是幻，
變魔術。那個外國的變魔術，我跟你講，我有一次到西班牙，看那
個電視，變魔術的小姐，她就一個套子套下去，等一下起來不一樣
的人，套下去又不一樣的人，那個機關不曉得安在哪裡？變得非常
的逼真，但是我們知道那是幻。大家看魔術都知道，心裡有個底，
那是魔術，那不是真的。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切，就像變魔術一樣，
如幻。如泡，就是水中的水泡，水泡出現的時間不長，它就又回歸
到水了。如影，我們一般說太陽照射下來有個身影，我們知道那個
身影不是真的。現在有這個錄像，你看錄像裡面就是影，電影、電
視，影，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露就是露水，晚上那個露水，早上太陽出來，一
照射那個露水就化掉、就沒有了，它存在的時間非常短暫。如電，
好像閃電一樣，打雷，一閃，就沒有了，如電。這一切有為法，就
如同夢，如同變化的魔術，如同水中的水泡，如同電影（影像），
如同露水，如同閃電，佛勸我們，應作如是觀，重點還在一個觀字
，你有沒有如是去觀？我們從現在開始要去觀。這個觀成有什麼好
處？你在這個境界裡面，就得到解脫自在，心就得到解脫自在，不
管好的、不好的，你都如如不動。我們活在這個世間，好的不好的
就像演戲一樣，那個演戲的演員，他不會把那個戲當真，他知道這
是演戲。但是演的時候，該演什麼角色，他還是演什麼角色。你看
佛在這個世間，他也有喜怒哀樂，有時候也發脾氣罵徒弟，罵他的
學生，他在表演！因為他知道這些是假的，但是這樣對大家有幫助
。這個是假的。
　　說到真的，如如不動。這個都是假的，你好的不好的，昨天的
事情不都過去了嗎？昨天的事情，過去心不可得。昨天發生的事情
，今天存在不存在？沒有了，你去找，沒有了。你去想一想，昨天
好的、不好的，都不可得。那好不好是不一樣，好跟不好當然不一
樣，不能夠好就是不好，不好就是好，那不一樣就是不一樣。但是
那個不可得是不是一樣？一樣。比如說，昨天有人他家辦喜事，好
事；昨天他家有人辦喪事，不好。到今天，那一些可得不可得？沒
有了，好事也沒有了，惡事也沒有了，不可得都一樣的。佛是教我
們去觀那個不可得的，那個你通了，你就懂了，你在什麼環境，你
都很自在，隨緣度日。如果你不會觀，那就有得受了。不會觀，我
們現在就是不會觀，都迷在這上面，所以煩惱很多，分別執著。所
以這個重點，大家記住「不可得」！你常常每天這樣去參，你也會
開悟。真的你會用，佛法真的你會用，不用多，一句、二句你就夠



用了，成佛就有餘了。佛為什麼講那麼多？因為眾生的根器太複雜
，太多，他是恆順眾生，隨喜功德。不然說真的，那一句佛號就夠
了，講那麼多幹什麼？眾生分別執著，佛有個比喻說，像黃葉止啼
，拿一片黃色的樹葉，小孩子哭、鬧，來，逗他，讓他不哭就好了
，其實弄那個黃葉是騙騙小孩子。比喻說講經說法，我們眾生分別
執著，佛就隨順你，你要聽什麼法，就給你講。
　　「當知不異者，如義也」，就真如。所以重點在這裡，大家注
意聽，「步步由不一觀不異，則步步趨向真如矣。」如義就真如，
真如本性。你從那個不一樣的，你去看那個一樣的。大家現在會不
會看？我講了半天，會看的舉手？都沒有人舉手，還不會看。這個
還是要學的，不學不行！不然我們這個觀心無常怎麼去觀？我們現
在看到這些不一樣的，就是你步步由不一，你去觀那個不異的，你
就會開悟了。比如說，人家讚歎你一句，你很高興；人家罵你一句
，你很難過，不一樣，讚歎跟罵你是不一樣。但是那個不可得是一
樣的，讚歎你也不可得，罵你也不可得，一下子就過去了，也找不
到了。你這樣從所有的事物，這個是茶杯、這個是毛巾，這個不一
，但是都不可得，你得不到它，你這樣就會開悟。我們現在問題出
在哪裡？出在這個得，不可得當中，我們硬要去得到它，你就生煩
惱，你就起執著，你就執著了。你想得到它，這只是你的妄心。我
錢得到了，你得到什麼？我錢很多，我晚上抱了一堆錢，抱在身體
上，壓著睡覺。壓著睡覺，你就得到了嗎？沒有，你睡過去就像死
人一樣，連你這個身體給人家抬走，丟在河裡面，你也不知道，你
得什麼？你抱在身體睡覺，你都不可得了，何況放在銀行？那不過
一個本子跟一個數字。說實在，你只是暫時有支配使用的權利而已
，你得到什麼？你吃能吃多少？吃飽了，再吃下去，你就撐死了。
你能得什麼？不可得！到晚上都要死一次，就知道這個是不可得的



。當知不異者，如義也。不異，沒有兩樣，不可得沒有兩樣，好的
不可得，不好的也是不可得。所以步步由不一觀不異，則步步趨向
真如矣。
　　「即復深觀遷流心常住心」，再進一步，你再深觀，深就深入
去觀察。我們這個觀就是由淺而深，不斷的深入，你要深觀，它才
起作用。你進一步深觀，我們現在這個遷流之心，過去心、現在心
、未來心，跟這個常住真心是不一樣，遷流心跟常住心是不一樣的
。遷流心、常住心，遷流心是生滅的，常住心是不生不滅的。遷流
心跟常住心，「雖曰不一」，不一樣，遷流心跟常住心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生滅，一個是不生滅的，那個不一，不一就是不一樣，「
不過性相之異耳」。「則離相會性，而銷歸於本無可得之大空，尚
復何異之有。」如果你能這樣觀，「則寂寂明明，明明寂寂，一念
不生矣。一念不生，而實相生矣。豈非一超直入之修功哉，妙極妙
極」。你會這樣修，就妙極妙極。你不這樣修，就不妙不妙。
　　「若能依此義以修觀行，一日千里」，如果你能依照這個義理
來修觀行，你一天當中好像千里馬跑了一千里，那個修行進步非常
神速、快速，「尚何待言」。「當知四重之義，即是步步除分別執
著，亦即步步無我。迨至一念不生。人我法我，尚復何存乎。真無
我之妙法也。」你體會到無我了，那個我就叫做真我，常樂我淨的
我。你看到那個無常，當中有個常的。今天時間差不多了，就講到
此地。明天我們就進入第四個單元，觀法無我。我們下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