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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序言

一、無量法門，如何擇定修行起點？

1.《佛法綱要》，是八萬四千法門的總綱

2.涵括四聖諦，六波羅蜜與「四弘誓願」

3.是修行的入門起點，也是成佛的圓滿終點(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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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聖諦

1.指苦諦、集諦、滅諦、道諦，是佛陀所悟到的

四種真實道理

2.是佛陀所講第一堂佛法課，也是所有佛弟子必

修的第一堂課

3.基礎佛法以四聖諦為總綱，做為生死流轉與還

滅的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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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波羅蜜

1.指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波羅蜜

2.又稱六度，「度」指超越苦與煩惱

3.以六種波羅蜜為修行方法，破除人我執與法我執

，斷除分段生死與變異生死，度越至涅槃彼岸

4.以六度統攝一切行，故名六度萬行

5.六度，大小乘經典皆有此名，重點在是否願發無

上菩提心(p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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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弘誓願＞

1.「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

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

2.是成就三世一切諸佛的通願，是欲成佛者必發

的誓願

3.從初學到成佛，毋忘於心，提醒自己，要度眾

生，斷煩惱，學法門，在度化眾生中消解自我

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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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掌握＜佛法綱要＞

1.體會四聖諦真理ㄧ分，便斷除煩惱一分

2.實修六波羅蜜方法一分，便靠近彼岸一分

3.牢記＜四弘誓願＞一分，便靠近佛道ㄧ分

4.身心煩惱一分一分斷除，智慧光芒一分一分

顯露，直至圓滿無礙(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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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四聖諦，對自己生命的苦厄，厭離此苦，極想超脫

2.六波羅蜜，以不怕挑戰的胸懷，對他人受苦，憫念

而樂意協助

3.二者具有共同特點：啟發眾生，實証空性，不論是

我空、法空，皆是完成解脫，趣証涅槃的不二捷徑

4.完成二者的動力來源：＜四弘誓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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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願心是檢視的重點指標，修行常遇種種煩惱和刁

難，如逆水行舟，願力是乘風破浪的強力划槳，

不捨此方便，則有直升佛道的保証

6.三者的關係，《教觀綱宗》有云：「三大乘佛

國…從初發心，緣四諦境，發四弘誓，即名菩薩

，修行六度」(p08)

七、「師父廣演幽微之際，但願眾生長迷頓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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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轉法輪

(一)此是「苦」的事實；苦果定有其苦因，名為

「集」，此是滅苦之「道」；此是苦「滅」

的涅槃

(二)苦宜滅，集宜斷，道宜修，滅宜証

(三)苦已滅，集已斷，道已修，滅已証

五比丘弟子都全証得阿羅漢果（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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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法的基礎

(一)依戒而住

1.戒律：在家眾的戒，出家眾的戒

2.戒律：健康清淨的生活規範

(二)依法為師

1. 依「三法印」為依歸

2.「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

寂靜」



《四聖諦》講記摘要

11

(三)以解脫為目的

1.觀十二因緣出生死流轉，破執而離苦

2.觀十二因緣，覺悟人的生命是如何形成，同

時也能覺悟到人的生命之虛妄，便可從執著

的煩惱之苦，而得解脫

(四)以四聖諦為總綱

1.四聖諦是生死流轉與生死還滅的指導原則

2.一切大、小剩佛法，無非圍繞著眾生的生死

及解脫的問題，故皆依四聖諦為根源(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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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苦諦

(一)無常變壞的依正二報，使眾生造業受苦

(二)苦的層次有三等

1.苦苦：一切現象變化無常，不是自我能掌控的

，故苦

2.壞苦：一切現象，不能持久，故名為壞

3.行苦：一切有為法，都在生住異滅，造作遷流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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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苦的種類有八項

1.生、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

、五蘊熾盛苦

(四)苦的四相

1.即四法印，証了四法印，即得解脫，即得涅槃

2.四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有受皆苦、涅

槃寂靜(空)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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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諦

(一)

1.引集苦果的原因

2.眾生在世間，是由果報的「種子識」牽引而來

3.現前生命，僅是無量生死過程中，一個小小的

片段，凡夫在一生一生的生死流轉中，繼續造

業，又繼續受苦報(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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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諦以「業」為正因

1.集是集合，集合了苦的因及苦的緣，因就是業，

緣則是煩惱，有了集諦，就必須接受苦的果報

2.業有：善業、惡業、非善非惡業，業以「思」

為體，能發動根本意志，形成身、口、意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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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諦以「煩惱」為助緣

1.沒有煩惱，便不會造業；「思」如果跟煩惱不

相應，就不會造成煩惱業，也不會變成集諦

2.煩惱分做三類

(1)根本煩惱第一類：貪、嗔、癡（三毒）、慢

、疑等五個稱修惑或思惑，要到修道位

（1、2、3果）才能分分地斷，至証無學道位

（阿羅漢）才全部斷盡

(2)根本煩惱第二類：惡見，又名見惑，初果見

道位即可斷盡

(3)枝末煩惱：由根本煩惱衍生出來的種種煩惱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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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諦由煩惱的惑，造生死的業，再招致無常的

苦，有了生死的業因，招致生死的果報

4.集諦即是十二因緣的「有」

(1)這一生造了種種的業，因此「有」了業力，

準備下一生再去受報

(2)「有」即為「隨增、隨著、順著業力而增上

生死的果報。(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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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滅諦

(一)斷有漏的苦因、苦果，而得無礙自在的解脫道
(二)滅諦即是實証無我的空性

1.實証空性，了生脫死，証得阿羅漢位

2.什麼叫作實証無我的空性?

(1)緣生緣滅

(2)無常

(3)所以任何事物現象，都隨緣變動，諸法的自

性即是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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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生已盡」是已出離三界的生死

「梵行已立」是應修身、口、意三業，已經圓滿

「所作已辦」是應斷的煩惱，已經全部斷除

「不受後有」從此不再接受任何善惡果報

(三)滅諦，從十二因緣逆觀成就與滅觀成就

1.順觀，講有，緣無明所以有行，緣行所以有識

…緣生所以有老死，知道順觀，就曉得生死之

苦怎麼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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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逆觀，講無，因無無明，故行亦無，無行故識

亦無....無生故老死亦無

3.如何得逆觀成就? 首由無明著手，無明是沒有

智慧，知見不正，起煩惱心，造種種業，八正

道第一項目正見，要以正見開啟無我的智慧，

破煩腦的無明，無明滅，老死滅，生滅滅已，

証涅槃登阿羅漢果位。(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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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滅諦即是涅槃

1.斷盡煩惱，解脫生死，即為涅槃

2.涅槃即是寂滅，煩惱不動是寂，煩腦不起是滅

(五)滅諦即是無學位

1.修四諦，証初果，即入見道位，歷二、三果名

有學位

2.斷三界惑盡，証真諦之理，登阿羅漢果位，名

為無學位方真正解脫自在，進入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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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諦

(一)由八正道統合為戒、定、慧，由戒、定、慧

衍為六波羅蜜，乃至一切佛道品法，都是道

諦

(二)道諦，具體基礎是八正道，修持八正道，滅

除苦因，苦果

(三)八正道

1.正見：依三法印知四聖諦，明十二因緣，依

正見對四聖諦、十二因緣起信心，叫做正信

2.正志（正思惟）：思惟四聖諦之理，不起三

毒，意業清淨，面對苦果，知道苦因，不斷

思惟如何修道滅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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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業（行）：遠離五惡行，受持五戒，身、口、

意三業清淨行

4.正語：遠離口業四種惡行

5.正命：遠離不正當的謀生方式

6.正勤：修四正勤

7.正念：修四念處，念是指方法而非妄念，有方

法，心念就會止於一境，六念為基礎修四念住

，由修四念住而進入「正定」

8.正定 (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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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一) 四聖諦十二因緣的關係

1.苦諦，苦的事實：識、名色、六入、觸、受、

生、老死等七項

2.集諦，苦的原因：無明、行、愛、取、有等五

項

3.逆觀十二因緣，就是道，滅二諦

(二)四聖諦與三法印的關係

1.「諸行無常」及「諸法無我」，便是離苦、斷

集、修八正道的三種聖諦

2.「涅槃寂靜」，便是苦滅聖諦(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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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麼叫作波羅蜜

(一)

1.波羅蜜：從煩惱的娑婆世界，度脫至永無痛苦

的涅槃

2.只要是無漏的佛法，都稱做波羅蜜，無漏就是

無我、無私的

3.佛法主張，以度人來度自己才是最可靠的方法

，六度就是在度自己，可是著手的方法都是在

度他人

4.以六度來破除二種我執，而斷二種生死之此岸

，度越至二種涅槃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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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有兩種：

(1)對我們身體、生命的執著，生命就是我們起

煩惱的根源，斷除了我執，智慧才能出現，

稱「我空」、「人無我」

(2)不再害怕生死的現象，能出生死而不厭離生

死，稱為「法空」、「法無我」

6.生死，也有兩種：

(1)分段生死：一生一生的投胎出生，然後死亡

，一段一段的生與死，這是普通的凡夫

(2)變異生死：初地以上的菩薩，他的功德每一

地都在變，法身慧命不斷地在成長，稱變異

生死，一直到成佛，變異生死也就結束了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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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布施波羅蜜

(一) 

1.有相布施：有目的，以自我利益而布施①通常希

望得到好的名聲②現在布施，希望將來得到回報

③因宗教信仰，這一生布施，等著到天 國享受

2.無相布施：只為了布施而布施，布施之後還要做

「三輪體空」

3.布施與無相，無為相應，即為解脫道

4.布施與菩提心相應，即為菩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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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種布施

1.財施：金錢、物質、時間，知識，身體。

2.法施：用佛法來布施①緣起法及因果法②生死

法是有漏因果，解脫法是無漏因果

3.無畏施：使恐懼害怕的人，不再害怕。

(三)龍樹菩薩《大智度論》，布施可對治慳貪，除

卻貧窮(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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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戒波羅蜜

(一)聲聞戒

1.屬於色法，在受戒時，身、口二業有發顯之表色

2.依四大而生，以身、口爲緣，有防非止惡功能

3.色法是物質，當身體死亡，戒體沒有，戒不存在

4.以出離心為主，斷除欲望而出三界

(二)菩薩戒

1.屬於心法，受戒時，有發動思之心所，此心所之

種子相續，有防非止惡的功能，依於表色而起作

用，實屬心法

2.心法，直至成佛，都是存在，可以此生受了，下

一生再受，增上受戒使心再次熏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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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十善戒及三聚淨戒兩種戒品

三聚淨戒：①攝律儀戒②攝善法戒③攝眾生戒

----饒益一切有情

4.三聚淨戒，對治惡業，清淨身心

5.以出離心為基礎，以菩提心為根本

6.在家的出離心，指雖有眷屬、財產，但要觀空

，用這些暫時擁有的資源，來利益眾生

7.出離心跟菩提心相應，沒有出離心，菩提心發

不起來

8.菩薩戒是以利益他人來做為利益自己的方法

(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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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忍辱波羅蜜

(一) 

1.《大般若經》稱安忍，是安於忍耐，對治瞋恚

，使心安住

(二)三種忍

1.耐怨害忍：①以無瞋為性，對怨家及傷害我們

的人修忍辱行

②讓自己和對方不受傷害

③是成熟諸有情之轉因

2.安受苦忍：①以精進為性，對苦楚困境，修忍

辱行

②是菩薩成佛之因

3.諦察法忍：①以慧為性，審諦觀察諸法

②一切現象都是空，無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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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精進波羅蜜

(一)

1.精進對治懈怠，生長善法

2.精進是要發大願，不發願，精進心提不起來

3.《大智度論》身精進，如法致財，而用於布施

心精進，斷慳貪、瞋恚之惡心，

而不使得入

4.精進者當發菩提心，發了願，自然不會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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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種精進~《成唯識論》

1.被甲精進

(1)被寶甲而不怖畏種種難行，難行能行，願

力無窮

2.攝善精進

(1)勤修一切善法，而永不疲倦

3.利樂精進

(1)勸化眾生，永不疲倦

(三)三十七道品中，七個項目都有精進

1.修四念住，就用四正勤來修

2.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都有精進

(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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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禪定波羅蜜

(一)禪定對治亂意，攝持內意

(二)四類禪

1.外道禪，欣上厭下而修者

2.凡夫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

3.小乘禪，入初果見道位，為悟我空，偏真之理

而修者

4.大乘禪，亦名三昧，為悟我、法二空所顯之真

理而修者

5.最上乘禪，①又名如來禪、祖師禪，即中國禪

宗頓悟法門，默照、話頭都屬之

②頓悟自心，本來清淨，此心即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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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禪定與七加行位

1.①七加行位，又名七方便，乃三賢、四善根，

合稱

②修此而發無漏智，因定起智，以智斷惑，

以無漏智証得聖果

③需先有漏之方便道；

(1)身心遠離，身離惡友，心離不善

(2)喜足少欲，飲食衣服少欲知足

(3)住四聖種 a.衣服、飲食臥具喜足

b.樂斷煩惱，樂修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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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賢位為外凡，四善根為內凡

①外凡為散善，惟在欲界

②內凡為定善，必起色界之定

3.三賢外凡位

①五停心是修止(奢摩地)

②四念住是修觀(毘婆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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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四善根內凡位

①煖法：修了總相念住，後所生之善根

②頂法：煖法上品後念，所生之善根

③忍法：生於頂法上品之後念

④世第一法：生於上忍後念之善根，世間有漏

法中無超於此，觀智者，故名世地一，此位

僅是一剎那，必生無漏智，入於見道位，離

凡夫位而入聖位(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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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般若波羅蜜

(一) 

1.用無常、空、無我的觀點，來看一切事物

2.般若波羅蜜就是無相、無我、無念、無心

3.能用般若看世間的人事物，就可對治自己的煩

惱，同時也能幫助眾生離苦得樂，就是慈悲

4.前面五種波羅蜜，都由般若波羅蜜所攝受，沒

沒有般若，前五度也只是修世間有漏善法，而

非無漏解脫的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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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論

(一)《解深密經》六波羅密分兩類：

1.前三度為「饒益有情」類：由布施故，有情攝

受資具；由持戒故，不行損害逼惱有情；由忍

辱故，能忍彼之損害逼惱利益有情

2.後三度為「對治煩惱」類：由精進故，未斷煩

惱永伏勇猛精進諸善品；由靜慮故，永伏煩惱

；由般若故，永害隨眠。

(二)施、戒、忍三度是增上戒學；禪是增上心學；

般若是增上慧學；精進通以上三學。

(三)六波羅蜜就是福德資糧，及智慧資量之根本。

(四)六波羅蜜是菩薩道，福慧圓滿就是佛果(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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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

1.＜四弘誓願＞是初發心菩薩的必要條件，發菩

提心就是發行菩薩道的願心

2.＜四弘誓願＞是一切諸佛都須發的願，是通願

3.＜四弘誓願＞是四個成佛的基本條件，學佛，

必須要度眾生、斷煩惱、學法門。前三句如鼎

之三足，缺一不可，其中任何一句圓滿，則四

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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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眾生無邊誓願度

(一)「度」的根本意義是超越苦海，故稱「超渡」

(二)

1.眾生包括一切有情眾生

2.佛度有緣人，了解佛法且實際修持，發自內心

需要佛法，有強烈的信心去追求，才是真正有

緣

3.有緣人中，最難度的莫過於親眷、師長，「先

以欲鈎牽，後令入佛道」。

4.學佛的人要訓練自己像磁鐵一樣，吸引眾生成

有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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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光發光，普照一切

1.為廣度眾生，便需要修行。

2.僅為自己溫飽忙碌者是下等人，為自己身心安

樂的自在是中等人，無相無我者是上等人，所

以未發度眾生願，僅為自己出離，至多是中等

人

3.佛陀，見眾生有生老病死等各種苦及災難，為

了解救在苦難中的眾生，所以捨身發願出家修

行，尋求方法救濟眾生，所以在還未修行前就

要發願

4.因此，發＜四弘誓願＞，捨我度眾，是學佛者

的基本教育，也是修禪者的基本條件(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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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煩惱無盡誓願斷

(一)向下心的煩惱：由內而外分四個層次

1.內心的衝突和矛盾：存在有兩個主觀想法，或

前念後念對立，發生感情和理智的衝突

2.身心的衝突和矛盾：身心衝突，癥結在於心，

或身不由己產生煩惱，放不下身心，多會產生

怨懟，遷怒的情緒

3.我與人的衝突：把別人當成對立的對象，建立

自己和他人之間的衝突

4.人與自然的環境的衝突和矛盾，自然環境變化

固然影響人，但是煩惱多是從內心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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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向上心的煩惱:可分三個層次

1.修人天壽法的煩惱：為自己的利益而求佛法，企

求脫離難關， 這種希望解決的心本身也是煩惱

2.修小乘出離法的煩惱：對生死感受殷切，體會生

命的無常精進努力，上求解脫之道

3.修持大乘法的煩惱：行菩薩道，在世間將煩惱的

阻力轉為助緣

(三)以願心為指標

1.心嚮往修行，此生結束，來生一定會再繼續修行

，如果還做不到這樣的程度，就要發願，願除煩

惱、願度眾生、願學法門、願成佛道，願心就是

指標(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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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門無量誓願學

(一)盡未來際皆勤學

1.所謂「法門無量誓願學」，不是同時用很多法

門，乃是因不同的煩惱，用不同的方法對治，

即「煩惱無盡誓願斷」，也是因不同根器的眾

生，用不同的方法教導，即「眾生無邊誓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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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辨別正法與邪法

1.煩違背因果不明因緣，一定不是正法

(三)無漏正法是目標

1.正法分有漏法和無漏法

2.有漏法是世間善法，持五戒十善，求人天福報

，果報享盡，善因便消失，如水缸有漏，水終

將流失

3.無漏，是種福不求福報，行善不求報

4.修行以有漏正法為基礎，以無漏正法為目標

(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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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佛道無上誓願成

(一)

1.從凡夫到成佛的過程，時間上是長遠的，福德

智慧也是漸增，直到佛的究竟圓滿

2.未成佛之前是行菩薩道，成佛之後，更是全面

性的行菩薩道

(二)正道是不違背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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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道有內外層次

1.太虛大師分為：①五乘共法②三乘共法③大乘

不共法三層次

2.八地以上即是大乘不共法，所以說「佛道無上

」，其他的人天道、小乘道、菩薩道、都是有

限，有上

(四)在凡夫地的修行中，分辨何為成佛的正道，

才是最重要的課題 (p133)


	投影片 1: 禪悅的人生  《佛法綱要》摘要
	投影片 2: 《佛法綱要》摘要
	投影片 3: 《佛法綱要》摘要
	投影片 4: 《佛法綱要》摘要
	投影片 5: 《佛法綱要》摘要
	投影片 6: 《佛法綱要》摘要
	投影片 7: 《佛法綱要》摘要
	投影片 8: 《佛法綱要》摘要
	投影片 9: 《四聖諦》講記摘要
	投影片 10: 《四聖諦》講記摘要
	投影片 11: 《四聖諦》講記摘要
	投影片 12: 《四聖諦》
	投影片 13: 《四聖諦》
	投影片 14: 《四聖諦》
	投影片 15: 《四聖諦》
	投影片 16: 《四聖諦》
	投影片 17: 《四聖諦》
	投影片 18: 《四聖諦》
	投影片 19: 《四聖諦》
	投影片 20: 《四聖諦》
	投影片 21: 《四聖諦》
	投影片 22: 《四聖諦》
	投影片 23: 《四聖諦》
	投影片 24: 《四聖諦》
	投影片 25: 《六波羅蜜講記》摘要
	投影片 26: 《六波羅蜜講記》摘要
	投影片 27: 《六波羅蜜講記》摘要
	投影片 28: 《六波羅蜜講記》摘要
	投影片 29: 《六波羅蜜講記》摘要
	投影片 30: 《六波羅蜜講記》摘要
	投影片 31: 《六波羅蜜講記》摘要
	投影片 32: 《六波羅蜜講記》摘要
	投影片 33: 《六波羅蜜講記》摘要
	投影片 34: 《六波羅蜜講記》摘要
	投影片 35: 《六波羅蜜講記》摘要
	投影片 36: 《六波羅蜜講記》摘要
	投影片 37: 《六波羅蜜講記》摘要
	投影片 38: 《六波羅蜜講記》摘要
	投影片 39: 《六波羅蜜講記》摘要
	投影片 40: 《四弘誓願講記》摘要
	投影片 41: 《四弘誓願講記》摘要
	投影片 42: 《四弘誓願講記》摘要
	投影片 43: 《四弘誓願講記》摘要
	投影片 44: 《四弘誓願講記》摘要
	投影片 45: 《四弘誓願講記》摘要
	投影片 46: 《四弘誓願講記》摘要
	投影片 47: 《四弘誓願講記》摘要
	投影片 48: 《四弘誓願講記》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