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到哪裏？講到這處嗎？解(癸二)出離那裏，想出離的就有兩條路，是嗎？一條

就是(丑一)無生的路，一條是(丑二)有相的路。無生的路，修空觀；有相的路，念

佛、觀想佛的形狀，密宗都是有相的路。不過很難說一定是無生，一定是有相，無生

固然是無生，有相都有無生的，譬如念佛，所謂實相念佛就是無生，是嗎？

他念佛的時候，念 念 ，他觀空，屬於無生。密宗都是有着 着

相，但是他(們)入觀的時候，譬如他們觀空，觀 阿 字(如畫面)，

觀本尊的字母，觀空呢，他們又變了無生。不是絕對的(有相)，大

致是這樣分。他講了無生，有相。「言有相者。」

聽眾：「講了。」

羅公：「講了嗎？」

那麼現在(口誤，應為上一講)，辛一、辛二。辛二就具舉作業，辛一就汎論根

器，汎論根器，辛二就具舉作業，辛三就正勸淨業。講完(辛一、辛二)之後，正式勸

人們修淨土的業，淨業，又分二的，壬一、壬二。壬一，直勸了，壬二，引經，引經

勸。直勸及引經勸，現在我們看看它。壬一，直勸。「幸各以根驗教。契者當行。自

委業深。位居不退。未勞取相。願生西方。行淺之徒。未免流浪。無生要證。始得出

離(口誤，離應為纏)。口誦無生。作者非一。據其證者。百無一人。欲得無生。要由

勝境。所以求無生見佛。用作證緣。久住閻浮。常逢善友。雖聞正法。說者是凡。日

夜恒聞。未證理故。」幸者的意思即是希望，希望這些修行的人，「各以根驗教」，

用你(們)的根，來到與經教比對。如果你的根是深的，你就適合那些無生的教，適合

修無生的；如果你的根是淺的，你就適合那些有相的教了。

用你的根來跟那些教對勘。「契者當行」，契者合也，那一樣合你的，你就應當

1



依它來修行。如果你「自委業深」，自己覺委，委即是委實，自己確確實實知道自己

的業，慧業很深的，「位居不退」了，你不會再退墮的，這樣就「未勞取相」，你不

需要取一些有相的，去「願生西方」了。未勞依有相之教，去冀生西方了。但是，如

果反過來，「行淺之徒。未免流浪」，你會在三有處流浪，在生死輪迴處流浪無依。

這樣，你一路要流浪，但是「無生要證。始得出纏」，你一定要證到無生，這個無生

者指真如，無生忍。

一定要證得無生忍，證到真如之後，然後出離這個煩惱障的纏縛。這個纏者，束

縛，生死輪迴的束縛。一般人怎樣呢？「口誦無生」，經常只是口講無生，(但)「作

者非一」，他所做的就很複雜的事，他不是依 修這個無生行。口口聲聲着 (說)無生，

然後做這樣，又修那樣，很多。「據其證者。百無一人」，真真正正能夠有得體驗，

證者，體驗到的一百個都無一個，現在指百無一人，一百萬都無一個。在香港，不只

一百萬個佛教徒，有誰人證無生？無的，我看恐怕無了。你們誰人敢說有？無了，我

看恐怕無了。

「欲得無生。要由勝境」，我們想證真如，想得無生忍，一定有好的、殊勝的環

境讓我們修行。「所以求無生見佛。用作證緣」，所以我們為了要求無生，我們希望

見到化身佛，希望他能夠指導我們，就去證得無生的殊勝的緣，殊勝的增上緣。如果

不是(求生淨土)，即是如果去求生淨土，就見到佛，佛是我們將來證無生的增上緣來

的。

如果我們不去(淨土)，「久住閻浮」，閻浮者，是我們這個南瞻部洲，久住閻

浮，我們這個世界。「常逢善友」，縱使我們時時逢到善友，見到善友，亦說雖然遇

到善友，聞到正法，雖然是聞到正法，但是到底都是差一點的。「說者是凡」，向你

說法的，多數都是凡夫。「日夜恒聞」，恒者常也，常常聽，常常聽，「未證理

故」，你未曾證得真如理。說者亦未證得真如理，你聽的，你自己亦未曾證得真如

理。這段就是直勸，勸他生淨土的。[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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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引經來到證了，壬二，引經來證。「維摩經云。終日說法。不能令人證滅修

道。即是戲論。非求法也。設使來生。遇善友。起今因。還為戲論。不如求生淨土。

且絕輪迴。登入寶林。一聞正語。塵妙法忍。應念圓明。」引《維摩經》來到勸，

《維摩經》有一句話，說那些人終日說法，說來說去都不能令人證到這個滅諦。滅

者，涅槃的別名，不能令人證涅槃，亦不能令人修八正道等，那些無漏道。這樣整天

講，「即是戲論」，都是笑話來的。戲論者，虛妄不實在，「非求法也」。這處就是

《維摩經》的，下面來到講了。

「設使來生。遇善友。起今因」，到我們今世常常講，常常講，修行又不容易

證，今世做的，來生又重新現過，又是一樣不證。縱使你碰到善友，引起今世所種下

的，所熏習到的因，種子，那套熏起，引起上來的種子，今世不行，來世再現起，一

樣會是戲論，「還為戲論」，所以很危險。「不如求生淨土」，生了(淨土)再算，不

是說生即刻見性，先生了。「且絕輪迴」，先絕了這邊有漏界的輪迴。「登入寶林。

一聞正語」，聽到佛所說的法，就「塵妙法忍。應念圓明」，好似塵沙一樣那麼多

的，微妙的法忍。對於法，法指佛法，忍者智也，對佛法的瞭解的智，叫做法忍，塵

妙法忍。去到「應念圓明」，智很多，很圓滿明淨。[分段]

壬一、壬二合起，即是辛三，正勸淨業。辛一、辛二、辛三合起來，就釋了，已

經解釋了，是嗎？(辛一、辛二、辛三)合起來是庚二。庚一、庚二。辛一、辛二、辛

三就是庚二。庚一、庚二合起來，即是己二，是嗎？己一、己二合起來，即是戊一。

是嗎？戊一就是通疑，戊二就是結勸了，結束本段的文，結束本段了，就再勸人修淨

業。結勸，八個字而已。「詳此兩緣」，詳者，這個詳是動詞，詳細研究，詳細思慮

上文所講的兩條，一條是無生，一條是有相，「勿煩猶預也」，猶預者疑惑。不需要

煩惱去疑惑，你可以結勸了。[分段]

那以上就是乙五，第五章，讀完了第五章。乙五，第五章，引《勝妙定經》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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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那些空宗的論去解答，因為那些大乘經和空宗的論，《勝妙定經》和空宗的論，就

主張人要修無生，既然要修無生，那我們又念佛？念佛是有相的。他解答，無生是一

條路，有相又(是)一條路，解答了。這處，這本書把所有問題都解釋得很合理，所有

淨土的問題，都被他講得很合理。所以那些人就說他講得那麼圓滿，那些人就懷疑

它，不是窺基大師造的。窺基大師火氣很大的，怎會講得那麼圓融呢？等於你們聽了

之後，說不會是羅先生講的，羅先生火氣很大的，不會講這些的，一樣，怎料我真的

會講這些。那些人說講唯識的人不會講淨土，那些人活該落地獄，那些講我的，快點

去懺悔。

不是(懺悔)的話，真的，五百劫後，他都不超生，亂講說話。唯識宗不知幾多講

淨土的書，而且講得最透徹，所以有些人講唯識不講淨土，這類人活該了。第二類活

該的，就是(說)唯識的人不講修行，這類人更活該，他們都不知道菩薩戒，瑜伽菩薩

戒，唯識宗的菩薩戒，(唯識宗)最講究戒。修定，人人以為修定，就天台宗才修，殊

不知修定，是唯識宗最講究。《解深密經》〈分別瑜伽品〉講修定的，(唯識宗)更加

之講慧。如果以前講過，快些去懺悔，不是的話，你小心五百劫都不得超生，真的。

[分段]

第六章，引《涅槃經》的疑問了，解答人們根據《涅槃經》所產生的疑問。分二

了，丙一、丙二。丙一引經，然後丙二，通疑。通字，真是用得(不太好)，通字是通

的，不過為何他不用釋疑？引經、釋疑這樣便好了？是嗎？他要用通字，這個日本

人，這些修辭真是，釋疑這樣最好了，是嗎？他用通字，我(依)照他一樣，「費事」

(不想)改他。現在我們先看引經，丙一，引經。「第六涅槃經云。阿難厄魔。文殊往

救。大品經云。魔王變作佛等。人不能知。優婆麴多經云。魔變作佛。尊者頂禮。」

即是總共引三本經來提出疑問，他提出疑問的中心，你會不會念阿彌陀佛，臨死

的時候，那個魔王化作阿彌陀佛那樣來接你，你便被魔王接了去？是嗎？佢叫你去，

怎樣算呢？提出這個疑問？你有甚麼證據？《涅槃經》都說那些魔會變作佛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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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一他來，怎麼辦？《大品經》亦是這樣說，是嗎？《大品般若經》。還有一件故

事，這個第五代傳法的……不知道第五代，還是第六代？

祖師是優婆麴多，那個時候，那個魔，他叫那個魔，他知道他是魔，(優婆麴多)

問(魔)：「我未見過佛，我出生出得較遲，你是魔就命較長，你又見過佛。你可不可

以模仿佛的樣子，變作佛。你見過佛，變出來讓我見一見，讓我看一下佛的樣子。」

魔於是走去樹林裏，一會就變釋迦佛的樣子，就走出來。優婆麴多見到佛的樣子走出

來，就(向他)頂禮。那個魔王說：「我不是，我是魔來的。你就向我來到叩頭頂

禮？」有一件這樣的事，優婆麴多就是這樣講：「我知道你是魔，不過你裝成佛那樣

子，我禮那個佛而已。現在我不是拜你這個魔。」有一件這樣的事。

你看看，第一是《涅槃經》。《涅槃經》說，阿難被魔所厄，厄者困也，被魔所

困。這個厄魔是被動語，passive voice，為魔所困。釋迦佛就叫文殊菩薩去救他，

文殊菩薩去到念一個咒，救了阿難出來，有一件這樣的事。這樣，《涅槃經》，你看

這個注那處，〈憍陳如品〉，你自己查，如果你要想知道這個詳細的故事，你就找一

本《涅槃經》〈憍陳如品〉，在這品裏面。這樣，阿難修行都不錯的，就被魔困了，

還要文殊菩薩去救他才搞好。那你說，萬一那個魔變了阿彌陀佛來見你的時候，你怎

麼辦呢？第二本經了，《大品般若經》，鳩摩羅什譯的那本《大品般若經》，一百卷

的。

《大品般若經》是怎樣說呢？那些魔會變成佛的樣子，他說那些菩薩，地前菩薩

和那些不是常常修行六波羅蜜的菩薩，都不能知道他們是魔來的。如果你修般若，就

不怕了，《大品般若經》就是這樣的說。「大品經云。魔王變作佛等」，會變成佛，

會變成大菩薩的樣子，「人不能知」。優婆麴多經，無這本經的，你看藏經，無一本

經叫做優婆麴多經。窺基法師時時在別的經處，他就會懶，「哩哩拿拿」(匆匆忙忙)

的，他又說是這本，(但其實)無這本經，這本不是叫做優婆麴多經，這本叫做《付法

藏因緣傳》。《(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這本小乘的論，有講這一件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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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付法藏因緣傳》)是傳記來的，這本不是佛說的經，傳(記)來的，《付法

藏因緣傳》。《付法藏因緣傳》是逐個逐個，由迦葉尊者一直講到師子比丘為止。當

講到優婆麴多的時候，就講這一件故事。這樣窺基法師，他就忘記了《付法藏因緣

傳》，一下子就優婆麴多經這樣。那些古代的大德，有時候都是這樣邐迤(口誤，應

是 簁，音 西，意為不嚴謹俹 乸 )。六祖有時候，六祖引經，會引錯了第二處，窺基法

師又是的，窺基法師很多次引經，引了第二本，他明明是這本，他又說第二本。因為

為何？他讀經讀得多，他又聰明，他又費事查，一看到那本經，他就先寫了。(這故

事是)《付法藏因緣傳》講的。

「優婆麴多經云。魔變作佛」，講優婆麴多尊者見到他(魔)變了佛，就(向他)頂

禮。這一件故事，你看這一件故事，這處將《付法藏因緣傳》抄了出來，你看看。

《涅槃經》的就不用看了，你看這處，後面那頁，你看看，你看「大品經」，那邊就

是第一、二、三、四、五、六，第七行，「大品經」，《大品般若經》裏面有一品叫

做〈夢誓品〉。這品又怎樣講？---

「文曰。菩薩摩訶薩」，這些菩薩，「不久行六波羅蜜」，如果他們不是常常修

行六波羅蜜，「乃至未入菩薩位」，或者他們低至都未見道，未證真如，他們會為那

些惡魔所撓亂，惡魔所撓亂的。他叫他一聲，釋迦佛叫須菩提，須菩提，惡魔會化作

菩薩身，說種種事，替菩薩預記，授記，本來你未見道，說你見道；未登第八地，又

說你登了第八地，騙你，為你授記。

那些菩薩一聽聞了(魔)替自己授記，就會深生歡喜而起驕慢，「謂我已得」，說

你已經得了。便「輕毀他人」，會這樣。《大般若經》這樣講，即是大品般若。另

外，《付法藏因緣傳》，「付法藏傳第二卷」，廣說麴多的事跡，現在窺基法師就稱

它做「麴多經」。優婆麴多就是佛滅後，第一百年的時候，一個得六神通的阿羅漢，

當時他在一個傳法處主持佛法，他這處沒有詳細講到，你查一查就知道了，我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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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那個魔皈依他，這處應該有他的。

那件故事是這樣的，那個魔王走來見優婆麴多，優婆麴多正在說法，他(魔王)就

在散花來搞亂人們，又拿一頂寶冠來獻給優婆麴多，阻礙他說法。優婆麴多知道他

(是)惡意來的，於是，就走去拿那些死狗的腸臟，狗的死屍，那些腸臟、五臟，就將

狗的五臟就變成一條瓔珞，很美的。他說既然魔王這麼好，你來，你就送一頂寶冠給

我，我就替你戴上瓔珞，親自替他(魔王)戴在頸處。魔王見到條瓔珞這麼漂亮，就很

歡喜了，作禮而去，就走了。怎知他一行去，行到半路，優婆麴多將神通收回，那個

魔王見到原來是臭的狗屍體來的，趕快「 」掹 (摘掉)下來，(但)弄來弄去，弄不掉，

黏著。(魔王)就去四天王天那裏，就叫那些天人替他「 」，天人說無辦法「 」，掹 掹

黏得很緊。

於是(天人)又勸他，你都是作惡作得多，你還是回去優婆麴多那裏，請他來替你

弄好，我們替你「 」不到。於是，他回去掹 (優婆麴多那裏)，說我願意皈依你，你現

在替我「 」走那些東西。於是，優婆麴多替他弄好。他掹 (魔王)真的皈依了。魔是這

樣的，他這邊皈依你，另一轉臉就不同了，就不是了，魔對釋迦佛都是這樣。優婆麴

多說：「我就請你做一件事，你變個佛給我看看。」這樣的故事，(魔王)會變佛的，

叫他變佛給他看。好了，(以上)引了這三本經了。[分段]

於是，就舉出懷疑了。通疑了，現在解釋，丙二，通疑。通疑又分兩段，丁一、

丁二。丁一就提出他的疑，然後丁二就通它了。看他提出的疑問了，「疑曰」。現在

丁一。「阿難果證預流。尚被魔撓。佛令文殊往救。然得本心。又魔能化佛身。為人

說法。淺行菩薩。皆不覺知。尊者麴多。道窮無學。見魔變作佛。不免歸依。今欲想

彌陀。臨終見佛。此皆魔境。豈可依憑。所見若真。特為要藥。如逢魔像。虛入邪

決」。這個(決)一定是涂字，三點水，一個涂字。現在我們就這樣寫，這個(途)是俗

字來的。正字，這兩個(涂、塗)就是正字，這個(途)俗字。這個決字，一定是這個(涂)

或者那個(塗)，是嗎？那些人抄寫錯誤，亦通，勉強解個決字亦通，但不好，「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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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㩿 (不通順)。是嗎？那個聲調亦不好。「疑情未除。定希會說」，這裏一段了。

疑又怎樣？阿難在當時已經在小乘那四果之中，已經證到預流果了，小乘經就說

他只證到預流果，但是大乘經就說阿難未出世之前，已經是初地菩薩。不過，他示現

一個預流果的人而已，怎樣也好，總之，是有這個人的。那他證到預流果了，預流果

是甚麼？預流果是這樣，眾生無始以來，你的生命都帶 兩種煩惱，一種就叫做所知着

障，障礙你成佛的，不障礙你成羅漢，但障礙你成佛的；另外一種叫做煩惱障，障礙

你得涅槃的。

所以，你想說免生死輪迴得涅槃，就一定要斷煩惱障，所知障斷不斷都不要緊，

你想成佛的就要斷所知障，你說我都不用成佛的，就不用斷所知障的。這兩種都叫做

煩惱了，如果單稱煩惱，就連所知障和煩惱障在內，如果(煩惱)加一個障字，就單指

煩惱障。煩惱障就以我執為首，以及一切與我執有關那些貪瞋癡等煩惱，一堆那樣圍

繞 我執，這堆叫做煩惱障。所知障就以法執為首，以及圍繞 這個法執的一大堆貪着 着

瞋癡等煩惱，成一個集團叫做所知障。所知障和煩惱障，都又各分兩種。

所知障分兩種，煩惱障亦分兩種。一種分別起的，就叫分別的所知障、分別的煩

惱障。一種與生俱來的，叫做俱生的所知障、俱生煩惱障。所知的分別煩惱障，一定

要甚麼？相信了一些邪教，或者起了邪的思維，起了邪的思想，然後才會起的。分別

的，即是思想、思慮。俱生的就不是，與生俱來的。這樣，如果小乘的人就要斷除煩

惱障。

煩惱障有兩種，一種叫分別的煩惱障，一種就是俱生的煩惱障。當你由開首修

行，一直讀經教，修行戒定慧，修行到把所有分別煩惱障，無了(斷除)，完全剷除。

這樣，你就見道了。見道就無了分別煩惱障，不執有個我，不執有實我。俱生的我

執，俱生的煩惱障，當你在定中的時候，暫時不起了。那時候，你就叫證到預流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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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流果，無了分別煩惱障，聖人那堆裏，有你的席位，這就叫預流果。不論你入

定、出定，都無分別煩惱障。入定的時候，如果你那個無漏智起，連俱生煩惱障都縮

(不起)。一出定，俱生煩惱障又來作怪，你出定(時)，雙腳都未曾到地，俱生煩惱障

即刻起。那些叫做預流果了。他一樣會打架的，你得罪他，他一樣會跟你打過，因為

為何？他們無分別煩惱而已，那些俱生煩惱他還有的。你一踩到他，他都不用思考，

「哎啊！豈有此理！」。是嗎？[分段]

好了，他(阿難)就證到預流果，他證到預流果，尚且被那些魔阻撓，要佛命文殊

菩薩去救他，然後恢復他本來的心態，本心者本來的心態。他(被)迷惑了，「然得本

心」，然後得到，不是說得到甚麼本心，舊時說得本心，這個本心者，本來的心態，

即是未被迷的心態。以上就是依據《涅槃經》。第二，下面了，「又魔能化佛身。為

人說法」。那些「淺行菩薩」，行者業也，那些修行修得淺的菩薩，即是指那些地前

菩薩，未證真如那些菩薩，那些淺行菩薩都不能夠覺知。這處一句就指甚麼？《大品

般若經》。

下面了，就指甚麼？《付法藏因緣傳》。「尊者麴多。道窮無學」，窮者盡也。

修道修到盡了，盡甚麼？阿羅漢果，無學了，他叫做無學了，他已經可以入涅槃了，

不用再學斷煩惱障了，叫無學。他「見魔變作佛」，他不免都走去頂禮、皈依。「豈

可依憑。所見若真」，你日後死的時候，說見到佛來接你，你怎樣？豈即是難道，難

道你見到那個佛的樣子，你就可以說依靠他？

以為憑證？以為佛來？你又憑這樣見到佛的樣子，以為真佛？「所見若真」，

「豈可依憑」？如果「所見若真」，就「特為要藥」，如果真的見到他，真的阿彌陀

佛，真正是好的藥了。「如逢魔像」，如果他是魔變的，「虛入邪涂」，你就白白走

了一條邪路。根據三本經，覺得見到佛都未必一定可靠。「疑情未除。定希會說」，

會即是合也，希望你會合這三本經所講的道理，來到解說。[分段]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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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二)就是通，通分兩段。通又分二，戊一、戊二。戊一就是標舉，標舉大旨。

然後，戊二就是釋，解釋了，詳細解釋。現在(戊一)先標，「通曰」，現在解通它

了。「大覺權形。神像挺拔。魔雖矯亂。其像懸殊。累劫勤修。勝因圓 」，圓著，着

這個應該是著字，他造了一個 字，那個著作的著字，跟這個着 (着)通用的。「果成萬

德。相好超奇。豈有弊魔。輒能倫擬。」即是說，他答得很籠統，是嗎？他說魔不會

化得這麼好的，這句話都靠不住的，這樣的說法。不過，不怕的，他後來答了，這些

十方諸佛跟護法的加持，不會讓他(魔)變得到的，不讓他變，變不到的。你叫他變，

他變到。你不叫他變，他變不到。「大覺權形」，權形怎樣？釋迦牟尼佛是化身佛，

是權宜化現之形，如果他是真佛，就無相，是嗎？真佛是無相的，那個法身佛就是無

相的。

這個化身佛是假佛，權即是假，假的。權形的神像都很挺拔，挺者飆起，與眾不

同的。「魔雖矯亂」，搞亂即矯亂，矯即是偽裝，偽裝來到搞亂。「其像懸殊」，不

同的。因為佛「累劫勤修。勝因圓著」，勝因，修三大無量劫，修六度萬行的勝因，

他很圓滿，很顯著，所以然後「果成萬德。相好超奇。豈有弊魔。(輒能倫擬)」，就

能夠，輒者就也，即刻就能夠倫，倫者類也，跟他一類可以模擬，擬即是模仿。[分

段]

這樣，我們再看看。戊二釋，釋就分三，我們講多少少。三，己一，己二，己

三。己一，略辨勝劣，簡略地辨別佛怎樣勝，魔怎樣劣。然後，庚二，不是，搞錯，

戊二就是釋，釋就分二，是嗎？搞錯。釋就分二，己一、己二。己一，徵，假設一個

問的，就是徵。然後，己二，然後再釋。己一是徵問，「何者」，為甚麼？己二，釋

了。釋就分三，庚一、庚二、庚三。庚一，略辨勝劣。然後，庚二，(廣通諸文)我先

寫了它出來，廣即是詳細，通就是解通，諸文是那三本經的經文，廣通諸文。然後，

庚一，庚二，廣通諸文。然後，庚三，舉喻結勸，無錯。庚三，舉喻，講一個譬如來

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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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兩個庚三。

羅公：不是，哪裏？

聽眾：麴多經那處用結成作三。

羅公：結成。是嗎？

聽眾：結成是麴多經。

羅公：舉喻結勸才是。無錯，它四個字的，(庚三)舉喻結勸。[分段]

那我們看庚一，略辨勝劣。「如來體嚴紫磨。相具炳然。皎若明珠。光踰萬日。

魔王設變。眾相不成。事等劣夫。方乎貴宰。」這些都是咬文嚼字而已，舉不出一些

具體實例，是嗎？其實是多餘的。如來體很莊嚴的，形體很莊嚴的，顏色很像紫金

的，磨光的紫金，即是紫磨金的色。「相具炳然」，三十二相具備，炳然(即)很光華

的。「皎若明珠」，皎即是潔，那些光的潔白好似明珠一樣。

「光踰萬日」，光超過上萬的日，一味得描寫，無具體的。所以，「魔王設變。

眾相不成」，他變不到那麼好的相。等於甚麼？等於一個劣夫想扮一個宰輔，是嗎？

宰相級的，叫一個世俗的，那些粗人劣夫，叫他扮一個宰相級的人，不(相)似的。這

個講法就不得具體的，是嗎？[分段]

庚二，就好些了。庚二就廣通諸文。廣通諸文就很長的，兩頁，好了，第二日才

讀得到了。廣通諸文留在第二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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