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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佛的人都知道業障很可怕，業障有共業、有別業，別業能消
，共業也能消，要懂得消業障的理論與方法。實際上整個佛法，也
就是為了這樁事情，業障消除就成佛了，共業消除了就是一真法界
。由此可知，共業跟別業是同時消除的，而消除的理論，就是真心
本性裡面，本來沒有業障，別業、共業都沒有。業障是從無明，是
從妄想、分別、執著裡面生出來的，所以《金剛經》上教我們要離
四相、要破四見，四相四見破除了，別業、共業都消了這才能夠圓
成佛道。圓成佛道是恢復自己圓滿的智慧、圓滿的德能，得大自在
，這就是圓滿的成就。這些要靠自己真正用功、真正肯幹，像夏蓮
居在《淨語》裡面提出來，要真幹，不肯真幹得不到這個效果；換
句話說，你不可能有這個成就。真幹就是在日常生活當中，在工作
裡面，在處事待人接物之中認真去修，修什麼？離四相。《般若經
》上說離四相，淨宗裡面就是講修「一心不亂」，四相離了就得一
心，有四相絕對得不到一心。真實用功、真正用功，怎麼個用法？
我們要很清楚、很明白，無論在什麼境界裡面修自己的清淨心。
　　《金剛經》最後那個兩句，是修行的總剛領，「不取於相，如
如不動」。那個外面境界相，好相也好，壞相也好，順境也好，逆
境也好，統統不取。所有境界統統不取，外面境界是平的，心是清
淨的，內裡面如如不動，這個不動就是沒有分別、沒有執著。一有
分別你就動心，有執著那個心動得更厲害，那就錯了。所以真正修
行，就是在一切境界當中，修這個不分別、不執著、不起心、不動
念，修這個，這叫真修。這樣的修學心才會清淨，心清淨一分智慧
就透出來，煩惱就少一分。如果不知道這種修行的綱領，想去找什



麼環境那都是假的。換句話說，送你到西方極樂世界，你也不能成
就，你不懂得修學方法。換句話說，你不能把分別心捨掉，你有分
別、有執著，你就是凡夫，不但大乘佛法你沒有分，連小乘佛法也
沒分。這是大家在《金剛經》看得很清楚，小乘須陀洹證得須陀洹
果，也不著是念我證須陀洹，沒有這個念頭，沒有這個分別執著，
小乘初果都已經離分別執著了。所以《金剛經》這個兩句話，的確
是修行的總綱領，你要有分別、有執著，小乘初果都得不到。正因
為如此，所以我們大家生生世世修行，都在六道裡頭搞生死凡夫。
什麼原因？修了這麼多、這麼長的時間，在《無量壽經》、在《金
剛經》上我們看到，我們對於這個淨土能夠深信、能夠生歡喜心，
都是過去生中曾經供養無量無邊諸佛如來，現在還落得這個樣子，
這麼淒慘，原因是什麼？分別執著沒有捨掉。為什麼捨不掉？認為
這一切萬法是真的，認為我是實有的，錯在這裡。
　　所以《金剛經》講得徹底，三心不可得，就是說你能分別、能
執著的心沒有，外面的環境是因緣所生法，「當體即空，了不可得
」。你能夠分別執著的心不可得，外面境界也不可得，可見得你那
個分別執著，佛告訴你妄想，純粹是妄想。雖然念佛，雖然修行，
天天打妄想沒用處，抵消掉了，所有一切的功行全部都消除掉，所
以你只是生煩惱不生智慧。幾時你自己已經覺察到，我生智慧，不
生煩惱，那你的功夫就得力，你修行上軌道功夫得力了。生智慧，
不生煩惱，生清淨心，不生分別心，這是功夫得力的樣子。從這個
樣子上，就可以檢點我們用功如法不如法，修學有沒有成效，那就
能夠檢點出來了，好像讀書檢查成績，檢查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