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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因緣不思議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66  

~ 

P.84 

無 
1.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

死，亦無老死盡 

1.1經文釋義 

1.2因緣 

1.3十二因緣 

1.4觀十二因緣 

 

1.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1.1經文釋義： 

      無十二因緣，亦無十二因緣盡。不執生死有，亦不執生死無。 

  1.2因緣 

    1.2.1兩類因緣觀： 

1.2.1.1以空間現象講因緣，是物質關係的； 

1.2.1.2以時間現象講因緣，是精神生命的。 

    1.2.2佛法講因緣以精神為主，以物質為副 

      1.2.2.1《心經》中的因緣觀 

1.2.2.1.1是以空間及時間、精神和物質的交互運用，說明因緣生滅的宇宙觀與人 

          生觀。 

1.2.2.1.2其中所講十二因緣，是從時間過程看三世流轉 

       1.2.2.2《阿含經》中的因緣觀 

         1.2.2.2.1是就時間講的，著重於精神層面的生與滅。 

       1.2.2.3《中觀論》中的因緣觀 

1.2.2.3.1並重於空間和時間之生滅有無的討論 

         1.2.2.3.2是根據早期的《阿含經》裡所講的五蘊法，即是精神和物質的綜合 

    1.2.3有因才有果，每個果位緣自於因位，以因為果位所緣而稱因緣。  

       1.2.3.1十二因緣觀，是分成十二個階段，說明人的生命，何去何從。 

         1.2.3.1.1每一階段，都是果，又都連接著前因和後果。 

         1.2.3.1.2果緣於因：現階段的果，必從上階的因而來，稱為果緣於因。 

         1.2.3.1.3因果關係：前因製造後果，此果位又變成下一後果的前因，又造後果 

         1.2.3.1.4因緣關係：促成因果產生的關係就是緣，果緣於因，所以稱因緣關係。  

  1.3十二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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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 

  1.3.1三世十二因緣 

      1.3.1.1過去世：無明、行、識 

       1.3.1.2現在世：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 

       1.3.1.3未來世：生、老死     

  1.3.2無明，行，識－過去世 

      1.3.2.1「無明」：無始以來眾生煩惱的根本，稱為無始無明 

         1.3.2.1.1佛教是無始的宇宙生命論，眾生在地球未開始前，已於他方世界生生死 

                   死 

         1.3.2.1.2眾生都有佛性有成佛可能，但由無始以來因根本的無明煩惱而流轉生死。 

         1.3.2.1.3無明即是沒有智慧而引生煩惱 

         1.3.2.1.4煩惱的心理現象，以貪嗔癡的三毒為基礎。 

       1.3.2.2「行」：眾生貪嗔癡的心理活動，反應成為身口意的三種「行」為 

         1.3.2.2.1業力：行為產生業力，業力是行為完成後所留下來的心理及精神力量。 

         1.3.2.2.2從生到死的過程中，每一個行為都會有這種力量餘留下來。 

       1.3.2.3「識」：業力的結合就是「識」 

         1.3.2.3.1識不是固有的，因業力的結合而有，會在這一生或下一生現行變成果報。 

         1.3.2.3.2對未來而說，是果報的因，又名為「種識」。 

       1.3.2.4無明、行、識，對這一世、對未來世而言都是因，生命因此而一世一世的流 

               轉不息 

  1.3.3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現在世 

      1.3.3.1「名色」：由識入胎，直到六根齊全為止的住胎階段 

         1.3.3.1.1人類在母親受孕的那一刻，就是這一期生命的開始。 

         1.3.3.1.2「名」是前世帶來的業力 

         1.3.3.1.3「色」是由父精母卵成孕後的胎質。 

       1.3.3.2「六入」：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在胎中漸漸完成 

         1.3.3.2.1出生後六根的功能與六識合一，再與色、聲、香、味、觸、法的六塵作 

                   用。 

         1.3.3.2.2與六塵發生攀緣作用，便有煩惱的情緒影響，所以稱為六入。 

       1.3.3.3「觸」：出生後以六入的身，立即與母體外的環境接觸 

         1.3.3.3.1如果不接觸，六入便不會造業，也不受報。 

       1.3.3.4「受」：有五種 - 苦、樂、憂、喜、捨 

         1.3.3.4.1捨受又可分成兩類：不苦不樂，不憂不喜。 

  1.3.3.5「愛」：受了以後，產生貪與嗔的反應 

         1.3.3.5.1對於合意的起貪愛，對逆意的起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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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6「取」：經過愛瞋的過程後，產生爭取與抗拒的反應 

       1.3.3.7「有」：經過一生的身心活動，必然留下業力，又有了下一世受報的原因。 

  1.3.4生，老死－未來世 

      1.3.4.1「生」：未來世的出生 

       1.3.4.2「老死」：有生必有死，從生到死的過程，便是老。 

  1.3.5十二因緣在說明生死流轉及生死還滅的過程 

      1.3.5.1如《雜阿含經》中所說： 

               「此起故彼起，如無明緣行、行緣識，如是廣說，乃是純大苦聚集。」 

               「此滅故彼滅，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如是廣說，乃至純大苦聚滅。」 

       1.3.5.2無明在即有煩惱起，即有生老病死苦，若滅無明，煩惱亦滅，便離生死苦海。    

  1.4 觀十二因緣 

  1.4.1十二因緣本身就是苦，會觀十二因緣，就可以達到滅苦的目的 

  1.4.1.1「此起故彼起」 - 就是生死流轉  

1.4.1.1.1有無明煩惱就會造業，造了業就要受苦報，受報時又再造業，造了業又 

受苦報。 

       1.4.1.2「此滅故彼滅」 - 就是還滅生死 

         1.4.1.2.1無明煩惱滅，生死苦報就不見，不再造生死業，就不受生死果報的苦， 

                   便是自在解脫的人。 

  1.4.2觀無明 

      1.4.2.1無明是煩惱的根本，所以要觀無明 

         1.4.2.1.1無明去掉，如同搗破了賊窩山寨，群賊也就沒有地方聚集藏身。 

       1.4.2.2無明是假想的名詞，其實並沒有這個東西 

  1.4.2.2.1無明雖是假的，如果自我執著不除，無明也會如影隨形的跟著我們。 

  1.4.2.3無明也是煩惱的種子，遇緣則起，不遇緣則隱伏。 

         1.4.2.3.1用觀的方法，使得無明沒有發芽生長的機會： 

           1.4.2.3.1.1用氣球作譬喻時，把無明當氣球觀想 

1.4.2.3.1.2用種子做譬喻時，把無明當種子觀想 

    1.4.2.3.1.3氣球譬喻自我執著，可以練習淡化自我及放下自我。 

    1.4.2.3.1.4種子譬喻外在的誘因，可練習拒絕及看透那些誘因，警惕自己不要 

接受誘因困擾。 

           1.4.2.3.1.5誘因：使我們產生貪慾心、嗔恨心、驕慢心、妒嫉心、懷疑心等現 

象的人事物。 

           1.4.2.3.1.6我的本身也是個假象 

           1.4.2.3.1.7「我」是念念不斷的在變，而被貪、被嗔的對象，也時刻的在變動。 

    1.4.2.3.1.8譬如男女相戀，人會變老、貪愛的念頭也在變，所以愛的對象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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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本身是假的，愛也是假的，執著本身也是假的。 

1.4.2.4「無無明」：如果認清「緣」，就會不起煩惱，無明就不存在，這就是「無無 

明」。 

         1.4.2.4.1要得解脫就要不起煩惱，不起煩惱，生死的苦報也就沒有著力點。 

       1.4.2.5「亦無無明盡」：菩薩為了度眾生，在生死中來來去去，因為來去自在，不以 

為苦，所以也不執著要斷除無明。 

  1.4.3觀行 

    1.4.3.1「行」以心為主、身為從 

  1.4.3.1.1心以貪嗔癡慢疑等為我的反應，產生身及口的行為動作，構成造業事實。 

       1.4.3.2起心動念時，當觀照是否與貪嗔癡慢疑等煩惱我執相連相應 

1.4.3.2.1如果是就構成「行」在造業，不是就不是「行」，不在造業。 

       1.4.3.3發覺有了貪嗔癡慢疑等的煩惱，要觀心的動機及所產生的後果 

         1.4.3.3.1以慈悲心發動身口二業度化眾生，就能轉黑業的行為白業的行，再轉為  

                   無漏業的菩薩行。 

  1.4.3.3.2明知自己造惡業，當立即痛徹懺悔，發願改過修善 

  1.4.3.3.3累犯而無悔意的身口意三業惡行，所造的惡業所受果報較沈重 

  1.4.3.3.4因此起了煩惱就當觀照懺悔，漸變成為正知見的正行而變成無明滅行滅。 

  1.4.3.4禪修者要觀照自己的起心動念處 

  1.4.3.4.1發現煩惱心將起時，最好不讓它出現，若已出現時要讓它停止。 

         1.4.3.4.2如果不能停止，要以念佛、禮拜、持咒、數呼吸等方法來轉移它。 

  1.4.4觀識 

  1.4.4.1識的產生是因為我的執著，誤將無明煩惱執著為我 

         1.4.4.1.1識的存在：行為構成業力，再累積聚合為識，行滅識就滅。 

  1.4.4.1.2以外在為我：例如以貪為我，向外把環境據以為我 

  1.4.4.1.3以內在為我：把自己的身體，自己的思想、觀念等價值判斷執著為我。 

  1.4.4.2能夠不執著我，便不起煩惱、不造業，也就沒有識了。 

  1.4.4.2.1觀外在的環境例如眷屬、財富、權勢、名望等，乃至自己的肉體，原 

            來不是我，將來也不是我。 

    1.4.4.2.2觀內在的價值判斷，也是虛幻的，當然也不是我。 

  1.4.4.2.3一切財產、地位、功勞、學問、名望、影響力，都像波浪水泡，幻現幻

滅，並沒有真正的我。 

  1.4.5三世十二因緣是由煩惱的我執所形成，如果沒有煩惱，不起我執，便 

無無明、無行、無識。 

      1.4.5.1沒有過去世的無明、行、識，就沒有這一世的名色、六入、觸、受、愛、取、

有，沒有這一世的業力，也就不會有來世的生及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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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大乘菩薩尚需救度眾生，既無無明盡，亦無老死盡。 

      1.4.6.1大乘菩薩雖已無無明亦無老死，而眾生尚需菩薩救度，菩薩還是要在生死中 

普度眾生，所以既無無明盡，亦無老死盡。 

  1.4.7在有生有死的眾生群中，不起煩惱，沒有執著，才是大解脫、大自在。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85  

~ 

P.92 

無 2. 無苦、集、滅、道 

2.1經文釋義 

2.2四聖諦 

2.2觀四諦 

 

2.無苦、集、滅、道 

2.1經文釋義 

    瞭解苦、集、滅、道的意義，觀照苦、集、滅、道的事實，進而超越苦、 

    集、滅、道的範圍。 

2.2四聖諦 - 苦、集、滅、道 

    2.2.1四聖諦是從十二因緣產生，觀十二因緣及四聖諦皆能出離生死苦海 

    2.2.2「無苦、集、滅、道」是大乘菩薩的精神，不住於生死也不離生死 

        2.2.2.1不住生死是得解脫，不離生死為度眾生。 

      2.2.2.2小乘聖者苦已滅、集已斷、道已修、滅已證，便是「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不再進入生死。 

    2.2.3四聖諦的內容 

        2.2.3.1苦：生老病死、求不得、愛別離、怨憎會、五蘊熾盛苦 

2.2.3.1.1生老病死是三世十二因緣的流轉生死，也是《阿含經》中說「此有故 

彼有，此起故彼起」的生死之苦。 

   2.2.3.1.2從出到死亡之間，有貪生怕死、你爭我奪的苦，衍生出求不得苦、愛 

別離苦、怨憎會苦、五蘊熾盛苦。 

2.2.3.2集：聚集受苦的原因，就是由於造就種種業因，才感受種種苦果。 

2.2.3.2.1以整體的項目而言，即是身三業、口四業、意三業，總共十業。 

2.2.3.2.2不論是惡業或善業，都要受果報。享福的當時，福報就逐漸減少，叫 

          做壞苦；造惡業受苦報，叫做苦苦。 

2.2.3.2.3修行的行為是集善業，如果以有我之心，集了善業也有業感。 

2.2.3.2.4學佛的人，當以不求回饋的心，來做利益眾生的事，便是無相行。 

2.2.3.2.5如《金剛經》所說：「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到 

此程度，就沒有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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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3滅：滅苦與斷集，使受苦的原因不再發生 

         2.2.3.3.1 即使已集的苦因未消，苦報仍得去受，但已證無我的人，不會厭苦， 

便等於無苦。 

2.2.3.3.2一邊滅苦，一邊不再製造苦的業因，不但滅了苦，也斷集。 

2.2.3.3.3凡夫雖知要滅苦斷集，唯因業重障多，無法不造生死業，所以需要修 

行的方法，便是修道、斷集、滅苦。  

2.2.3.4道：修道可以幫助漸漸地達成斷集滅苦的目的 

2.2.3.4.1道的總則是戒、定、慧，並稱三無漏學 

2.2.3.4.2「戒」：不當做的不做，應當做的不得不做，使得苦的原因漸漸斷絕， 

                苦的結果樂意的接受，苦就愈來愈少。  

     2.2.3.4.3「定」：使得浮動的情緒心，獲得安定、平靜，不再自惱惱人，不再製 

                     造苦因，若在定中，自然不會犯戒。 

     2.2.3.4.4「慧」有漏慧及無漏慧兩種 

       2.2.3.4.4.1有漏慧是以自我為中心的知識、見解、智慧。 

       2.2.3.4.4.2無漏慧是無我的智慧，斷煩惱、度眾生、離苦、救苦都是無漏慧。 

2.2.3.4.5大乘菩薩道，有四攝、六度，基礎是五戒、十善業道。原使佛教有八 

         正道。都是戒定慧三無漏學的衍生。 

  2.3觀四諦 

  2.3.1觀苦 - 知道是苦，這個苦的本身，就沒有那麼苦了。 

   2.3.1.1終日煩惱而不知是苦，也不知道苦的原因，更不知道如何脫苦，才是真正 

           的苦不堪言。 

   2.3.1.2知道是苦，可以面對他，接受他，處理他，苦就可以減少了 

2.3.2 觀苦集 - 明瞭苦因及其從何而來 

   2.3.2.1若能自觀己心，會發現苦因不從外來，是自我中心的煩惱產生。 

        2.3.2.2如此，便不會怨天尤人，苦的感受，又少了一些。 

        2.3.2.3知道自己造苦因，必須接受苦果，所以能夠坦然接受現實，又能不敢再造 

                苦因。 

2.3.3觀滅苦 - 受苦、苦集都是因緣法，既是因緣法，能生必能滅 

   2.3.3.1能如此觀苦，就能避免受與集苦，知苦、知集，就能修道、斷集、滅苦。 

2.3.4觀滅苦之道 - 時刻注意自己的身口意，是否與戒定慧三無漏學相應 

   2.3.4.1常常檢點自己的言行心向，是否與驕傲、嫉妒、貪欲、怨忿、瞋怒、懷疑 

等煩惱相應，有則改之，無則避免，那便是修道。 

2.3.5大乘菩薩道的觀點 - 超越四聖諦法才是徹底的大自在 

   2.3.5.1修行苦、集、滅、道四聖諦法，還不夠究竟，所以要說無苦、集、滅、道。 

   2.3.5.2這是大菩薩的智慧所證境界，不僅沒有苦受與苦集，連滅苦斷集都不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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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無修無證的無事真人。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95  

~ 

P.101 

無 3.無智亦無得 

3.1經文釋義 

3.2智 

3.3得 

3.4觀無智亦無得 

 

3.無智亦無得 

  3.1經文釋義   

    3.1.1 無智 

          小乘聖者將實證四聖諦的無漏智，認為是真正的智慧。大乘菩薩的 

解脫自在，既無四聖諦，也用不到無漏智。 

    3.1.2無得 

          凡夫眾生有聖智聖果可得，到了真正得大自在大解脫時，是無智無 

          得，才是佛菩薩的體驗。 

  3.2智 

    3.2.1梵語－若那 jnana，主要指自利利他、斷煩惱、離諸苦的抉擇力。 

    3.2.2原始佛教所說的智，主要是觀苦、集、滅、道四聖諦 

      3.2.2.1對世間有漏之因果及出世間無漏之因果，能夠如實知見。 

3.2.3小乘的論書如《阿毘達磨發智論》、《大毘婆沙論》、《成實論》等 

     3.2.3.1有一智、二智、三智、四智、五智、六智、七智、八智、十智、四十四智、 

七十七智等說法。 

  3.2.4大乘的《楞伽經 》說智有三種： 

     3.2.4.1外道凡夫，執著一切諸法之有無者為世間智 

     3.2.4.2小乘聖者，虛妄分別自相同相者為出世間智 

     3.2.4.3諸佛菩薩，觀一切諸法不生不滅，離有無二見者為出世間上上智。 

  3.2.5《大般若經》第九〈大明品〉，亦謂智有三種： 

    3.2.5.1一切智，知諸法總相 

     3.2.5.2道種慧〈智〉，知二道乃至無量道門 

     3.2.5.3一切種智，能盡知一切諸法的總相別相 

  3.2.6《雜阿含經》卷十五，第三七九經記載： 

    3.2.6.1佛陀為五比丘初轉法輪：「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此苦集，此苦滅，此 

            苦滅跡道聖諦，本所未曾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即是依四聖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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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得法眼淨的意思。 

3.3得 

  3.3.1得的觀念 

    3.3.1.1凡夫未知佛法者 --- 希望求得名利物欲的滿足。 

     3.3.1.2初知佛法者 ------- 希望得到功德和福報。 

     3.3.1.3深知佛法者 ------- 希望求得佛法、智慧、解脫、聖果。  

     3.3.1.4禪宗的行者 ------- 希望求得開悟，明心見性。 

3.3.2小乘佛法有緣覺果及聲聞四果可得，大乘佛法有菩薩及佛果位可得 

    3.3.2.1為了果位而修行，是有為的，得凡夫果，也是有漏果，最高能達到小乘聖者 

             果位。      

     3.3.2.2發願取證果位而不是僅為果位修行菩薩道就會得到大乘聖果 

3.3.2.2.1例如釋迦世尊是為了解脫眾生苦厄而出家修道，是為度眾生而不求果位 

 3.3.2.3真正證聖果的人不會把果位當作一種自我來執著。 

3.3.3真正得大自在的大解脫時，就會發現無智無得，才是佛菩薩的體驗。 

3.4觀無智亦無得 

    3.4.1煩惱產生時要反觀自己，知道自己有煩惱而無智慧。 

  3.4.1.1因為沒有智慧才會產生煩惱。 

  3.4.1.2只要有痛苦的煩惱或得意的煩惱，都不是智慧。 

  3.4.1.3疲倦思休息，病痛思醫藥，饑思食，渴思飲等，都是生理上需要的自然現象， 

不算是煩惱。 

3.4.1.4追求虛榮及虛名浮利，而產生貪、嗔、嫉妒等心念時，才算是煩惱。 

3.4.2有煩惱的感覺時，就要觀察 

  3.4.2.1凡是自我中心在，都是有漏智，應當捨棄我執，才可轉有漏智為無漏智  

  3.4.3有了無漏智，尚須觀照，是否已經超越煩惱與智慧的相對觀 

  3.4.4當能夠觀煩惱不起，智慧亦無用處，才是真正的自在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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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題目 

1. 何謂因緣？ 

2. 《阿含經》中緣起論的基本觀念是什麼？與心經中的十二因緣有何關連？ 

3. 十二因緣是生死的相續關係，請說明由無明至老病死十二階位的內容。 

4. 十二因緣中，「受」的內容有五種，是指那些？ 

5. 十二因緣中，在過去世的「行」，包括那些段落的因緣？ 

6. 十二因緣中，「有」是指什麼？ 

7. 十二因緣是苦因及苦果，請說明觀十二因緣與四聖諦的關連。 

8. 觀「無明」體會無明及我皆是假想的名詞與假象，請說明之。 

9. 觀「行」體會行以心為主，身為從，初犯及累犯與有無悔意所受果報相同嗎？ 

10. 觀「識」體會識的產生是因為我執，請說明之。 

11. 形成三世十二因緣的主要根源為何？十二因緣中由何處截斷較易入手？  

12. 為什麼大乘菩薩既無無明盡，亦無老死盡？ 

13. 四聖諦中，「苦」有那些分類？ 

14. 四聖諦中，「集」以整體的項目而言，是指那些？ 

15. 四聖諦中，「道」的總則是指什麼？ 

16. 滅苦之道的觀法是指什麼？ 

17. 為何要觀四諦？大乘菩薩道的觀點是什麼？ 

18. 何謂有漏智與無漏智？ 

19. 「得」的觀念有那些？ 

20. 小乘佛法與大乘佛法的果位有何不同？ 

21. 如何觀無智亦無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