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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一脈 從佛陀到玄奘  穿越古今的人生正見 系列講座 

--- 第七場 --- 

講座內容：《玄奘文化千年路》第 6集影片導讀─譯經大業 

生命特急件—不識實相，為何枉度人生 

日期：2022/11/06  

地點：臺南市 國立臺灣文學館 1樓演講廳 

1 譯經和官話演變的關聯 

(主持人) 

各位台南的鄉親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非常歡迎您參加 

由正覺教育基金會所辦理的 

〈千年一脈從佛陀到玄奘〉的系列活動 

活動一開始 

首先我們要感謝臺灣文學館 

讓我們能夠在這個既典雅 

又有西洋風味的建築裡面辦活動 

今天這一場講座 

本來是訂在 9月 24號 

因為疫情的關係延到今天 

但是我們到了現場 

喔 覺得我們府城的鄉親 

真的是非常熱情啊 

踴躍參與 讓我們十分地歡喜 

我們台南的鄉親朋友 

請你舉起你的右手 

跟我們揮揮手 

喔 好多喔 

好 手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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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更難得的是 

我們有很多從外縣市 

台中、台南、嘉義、高雄來的 

我們外縣市的朋友也請舉起手 

跟我們揮揮手 

喔 怎麼也那麼多 

是不是有來自海外的朋友呢 

那我們現在還先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 

〈玄奘文化千年路〉的系列活動 

在兩年前 2020年 

我們正覺教育基金會製播了 

玄奘文化千年路的影集 

總共有七集 

2022年也就是今年 

我們舉辦了千年一脈 

從佛陀到玄奘的系列講座 

由北而南 

我們一集一集的為大家導讀 

在導讀結束之後 

我們還跟大家聊一聊 

有關生命科學的議題 

前面幾集 老師們替我們導讀 

發現了玄奘大師 

他在戒日王的支持下 

以十八天的無遮辯論大會 

懾服與會的大眾 

獲得了大乘天以及解脫天的讚譽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的 

邀請到了我們的財團法人 

二重港侯氏宗祠董事侯世惠老師 

來為我們進行今天的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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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來到了第六集 

這一集玄奘大師回到了中國 

開始了石破天驚的譯經大業 

導讀之後 

侯老師將為我們帶來專題演講 

生命特急件—不識實相為何枉度人生 

讓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歡迎侯老師 

(侯世惠老師) 

好 謝謝大家喔 

基本上這次疫情是大家共業 

那沒辦法 

共業中有別業 

該做的生活 日常生活還是要做 

今天我們講這個題目 

我覺得很有意義 

玄奘的文化千年路 

等一下我們又要講的是 

生命特急件—不識實相為何枉度人生 

我們一樣一樣來說 

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切入 

因為玄奘菩薩他懂得太多了 

所以我看從各個角度來介紹 

大家比較有趣味性喔 好 

我們開始來做這個導讀 

那導讀呢 

翻譯的話很重要的就是信、達、雅 

其中有一部分是音譯 

那音譯時 就是因為它可能含意 

在我們中土文化 漢文裡面 

沒辦法很完整地顯示出來 

所以這個語言的能力就變成很重要 

玄奘菩薩算是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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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到天竺之前 在長安 

他就開始學習這些外來的語言 

包括他要經過這個西域喔 

西域那個地方 

就在新疆 阿富汗這個地方 

那時候 那些語言都要學習一點 

所以我們從這個部分來切入 

好 那很歡迎大家來到文化古城 

我們台南府城 

以前我們台南人都認為說 

我們這邊人跟人家不一樣 

小時候喔 

我阿媽(祖母)  你知道吧 

她說 高雄 那是楚地所在 

我說 沒有啊 我們也很鄉下啊 

她說 沒有 沒有 我們不一樣 

他們老一輩喔 

他們的想法 

講法是跟我們不一樣的 

現在因為台灣各地 

都已經發展起來 

所以相對就沒有這種感覺 

沒有這個府城的感覺 

這個府城這兩個字也看不太出來 

那我們今天從語言這方面來切入 

你要知道古代的人 

他是講什麼的語言 

那這個在佛經裡面都可以顯示出來 

等一下都會引證給大家知道 

所以我們可以跟古人對話 

用同樣的語言跟他對話 

這個台南人 這個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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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存得最完整 而且最正宗的 

講「正港」 

這個 我們現在唸都是 12345678910 

就是現在的語言嘛 

那你知道唐朝的語言是什麼嗎 

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  

有沒有 大家應該就回憶起來了 

那日本現在就いち に 有沒有 

都是唐朝這個語言 

我從這邊來開始 

那漢朝的音它是怎麼唸呢 

我唸了大家都會馬上知道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有沒有常常在用 

都有 都有 

所以這個語言的東西 

在這個宗教的傳承裡面是很清楚的 

若大家搞不清楚 

跟大家恢復這個古老的記憶 

好 那介紹一下這個河洛話 

河洛話就是漢朝官方的語言 

它的字是漢字 

漢人講漢字當然叫作漢音啊 

也就是我們台語的語音 語言 

語言的音 

那這個唐音 就是到唐朝的時候 

唐朝的時候 那個皇帝講什麼話 

你要食我的俸祿 

你要讓我 聽得懂嘛 

所以那時候官方語言就是唐音 

等一下會介紹 

為什麼會這樣演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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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唐朝的官話 

那是漢字 因為五胡亂華之後 

胡人講漢音 他會有一個腔調 

所以就變了 

像我們各省的話 

在講我們這個 現代北京話 

是不是都會有腔調 

其實台南人會有腔調 

台北也有腔調啊 

那如果外省的話 

腔調又更濃喔 

所以那時候是五胡亂華之後 

隋唐的時候統一天下 

所以那時候的音 

在東晉之後就開始用胡人的(口)音 

因為統一全中國的是北方(人) 

就是隋朝、唐朝都是在北方 

那東晉時候是偏安到江南來了 

所以北方的這些語言已經變了 

就變成唐朝音 

就是胡人講的漢語 

好 那這個就以後變成讀音 

讀音就是讀書 

因為有科舉的問題 後面會講到 

隋朝有科舉 

然後到唐朝開始 

尤其到宋朝 當官百分之百要科舉 

那它標準的官話 

就是已經用唐朝的官話了 

所以現在我們台語 

把兩個音通通納入 

納入的話就混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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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如果新的名詞都是用唐音 

那一般的語言就用河洛話 

好 那北京話是現代的語言 

這個語言是清朝的官話 

滿洲人他講唐音 

他會有一個腔調 

所以外國人說是滿大人話 Mandarin 

你們懂英文的話就知道 

這個就是現在的北京話 

那這個語言跟政權有關係 

原來的政權是什麼語言 

那後面的人會繼續沿用 

腔調走一點 走一點 就走掉而已 

基本那個腔調還是在的 

像剛剛那個壹  

壹的前面是一 

一和壹是不是很接近 

對啊 壹之後改作 1 

是不是又很接近 

對啊 它是這樣演變的啦 

我們從一個 1就好 

我們的河洛話叫一嘛 

到唐朝變成壹 

到那個滿清的時候 

講唐朝的語話就變成 1 

那個是有一個連貫性 

等一下會跟大家證明 

好 那下一個我們就開始來講 

這個台南地區這個歷史 

這也大家(知道) 

這個是臺灣文學館喔 

所以來這邊也介紹一下我們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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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這個鄭成功 

鄭成功在 1661 年來(台) 

這時剛好我的祖先(隨軍) 

我們二重港侯氏宗祠 

那是他登陸的地方 

他們後勤補給比較早到 

我們侯氏祖先是鄭成功的補給 

等於副司令 副將 

那就登陸在二重港的東邊 

登陸在那邊時 

是農曆 3月 11 

三月十一 

所以現在 300 多年來 

每一年都一定要到那邊去祭祀 

就是飲水思源從那邊登陸的 

這個現在稱 

學甲香 學甲十三莊 有沒有？ 

就是在紀念登陸的時間 

那鄭成功到鹿耳門這邊 

因為要等到潮水啊 

所以就比較慢一點 

我們二重港北門是在台南的北邊嘛 

所以叫北門嘛 北邊的門戶 

所以我們那邊比較早登陸 

那從這個時間來算 

1661永曆 15 年 

到現在 2022年 

大概是 360 年 361 

剛好是 6個甲子 

很有意義喔 今天來講這個 

覺得冥冥之中也是 

你看啊 鄭成功那時候還很帥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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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成功 39歲 

39歲就因為水土不服(病逝) 

他來台一年 

那個台灣這邊的氣候跟他故鄉(不同) 

鄭成功跟我是同樣是南安人 南安 

我們從小就背族譜喔 

我國小的時候爸爸就叫我背族譜 

祖籍就要背起來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十八都後頭鄉 

所以那時候開放探親的時候 

79年 1990年我就跑回去南安去找 

還被我找到耶 

還真的找到喔 

好 這個很有趣 

所以後來的族譜 

我是從我們現代做到宋代 

族譜都是全部我做的 

而且是用電腦程式下去做 

就 3萬多筆資料 

大概 現在喔 

以前用 DOS 現在用 Windows 

大概不到 5 秒鐘就跑完了 

所以現在速度很快 

這個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那這個玄奘跟我們台南特別有緣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台南有一個 

南鯤鯓的代天府李府千歲 

大王爺 叫作什麼 

叫作李大亮 

等一下往後看你就知道 

欸 這個有一段故事在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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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唐玄奘在跟李大亮 

在唐朝的時候 

他們兩個就有交集啦 

所以這個有福報的人 

他會相輔相成 

不管是增上緣 

或是逆增上緣 

都是角色扮演啦 

這個 來 再看這個 

這個南鯤鯓廟在我們北門這邊 

它是台灣王爺總廟 

以前整個台灣地區 

所有的廟都是他管轄 

那他 60年就出巡一次 

全省的 全省 

所以他這個廟 

等於說 (管)民間這些廟 以前都這樣 

但是現在就不一樣了 

有的都各搞各的 

以前不是  

他是全省都是屬於他管轄的範圍 

他的廟地大概 25公頃 

停車場不算 25公頃 

規模非常大 

然後那個遊客 香客 大概一年 

觀光局統計大概一千多萬人 

有一千多萬人 大家可能不知道 

那這個(廟)呢 

前廟是我們福建地區的習俗 

前廟後寺 前面是廟後面就是寺 

供奉觀世音菩薩、文殊、普賢 

我們這邊的廟都「前廟後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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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以前這裡 在管理這個(寺廟) 

都是出家眾在管理 

以前都是這樣 很奇怪喔 這個 

我們這個地區都是這樣 

所以嚴格說起來 

這個王爺的廟 

它不是宗教 

它是一個民間信仰 

所以每一樣都拜 

你可以給他保庇 他就給你拜 

就是 那這個南鯤鯓王爺總廟 

這個在全省為什麼這麼有名呢 

它有國運籤 你知道嗎 

它每年正月初一就抽一支籤 國運 

準確度百分之百 

沒有一次不準 

它一年只抽一支籤 

像今年喔 哇 非常準確 

有興趣上網去看一下 很好玩喔 

好 那下一個 

這個南鯤鯓的主神 

他的主神就是李大亮 

大家都叫得較親 叫大王爺嘛 

那這個是 

聽說啦 聽說啦 

聽有的人說 他修行得不錯 

就已經進一步在修禪定啦 

但是我沒有神通 我不知道 

但是據說啦 

這個 有定力的人去參觀一下 

看看是不是這樣 去驗證一下 

我不是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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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唐玄奘去天竺取經的  

貞觀三年 就在 629 

西元 629 

那李大亮那個時候 

是在當涼州都督 

涼州都督就是你要出中土 

一定要經過現在的甘肅玉門關 

那甘肅古代叫作涼州 

那涼州都督 

等於他們地區的司令 司令官 

他在任期內是在 627 到 634 

所以唐玄奘出關是不是落在他手裡 

他在第二年啊 

所以你如果看電影 

有一部叫作 大唐玄奘 

它就有一個情節就是 

這個李大亮跟唐玄奘的對話 

被他抓回來 

那個很好玩喔 

因為有版權的問題所以不能引用 

那個 那個誰啊 

玄奘菩薩是誰在主演 

好像是黃曉明 

那個帥哥有沒有 

欸 不錯 

有空上網去看看 

那裡面有一句話叫作 

李大亮就說 

本都李大亮奉皇上旨意鎮守 

有沒有 涼州 

就跟他有一個對話啦 

所以他們這個有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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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你看兩個人發展都不錯啊 

唐玄奘 在佛教是第一位 

就是什麼 唯識證量最高的 

所以那個是很高的地位 

然後這個神界部分 

台灣排第一的 還是李大亮啊 

所以 以前他出巡到哪一個地方 

哪一個地方的所有的廟 

通通要接受他的管理 

所以那個早期是很嚴格 

現在已經沒有這個盛況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要了解 

因為現在要講千年的這些文化嘛 

所以這個歷史上要大概知道一下 

尤其比較著重的就是語言的部分 

比如說遠的不說 

我們從最 現在的信史 

就是有信 

比較有能夠徵信的這個 

從西周開始 

西周然後東周 就是春秋戰國 

這些官方一直延續 

語言變化不大 

因為你看秦始皇統一六國的時候 

秦始皇本來就是周朝的 

一個諸侯而已 

所以他一定跟皇帝要講官話 

對不對 

所以這個語言是一樣的 

然後漢朝劉邦 蕭何 

他們本身就是秦朝的官吏 

劉邦是當亭長 他一定會官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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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蕭何也是縣裡面 沛縣的官員 

所以他們這個語言都是沒有變 

都沒有變 

一直到西晉的時候 

這個曹操的魏朝 

到司馬懿的西晉 到東晉 

這邊全部都是講漢語 

那漢語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河洛話啦 

河洛在哪裡 就是洛陽 

洛陽 所以以後就叫作洛陽正音 

洛陽雅音 

所以 從這邊一直到唐朝 

因為唐朝比較強盛 

所以我們這邊把它隔開 

你看這邊這樣 

兩個一相加 

從西元前 1110年到這個 660年 

我們的河洛話是官方語言 

每個音都有字 

那個有 1700多年 

那為什麼後來變成(音字)對不起來 

因為唐朝太強盛了 

他統治了這邊 你看啊 

從(西元)600 多一直到明朝 

都是講唐朝的語言 

因為科舉的問題 

大家一定要學他的語言 

要不然你考不上 

所以你看這邊 唐語就變成很強 

很強勢後 

欸 這個河洛話 

就在民間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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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文字就脫節了 

這後面會講到 

那到清朝 這個滿清 努爾哈赤 

本來就是在李成梁手下做事 行走 

所以你看 他也會唐語 

但是唐語不標準 

但是最起碼認真聽還是聽得懂 

所以從滿清之後 

就是明朝滅亡之後 1644年之後 

就講我們現代的語言 

這個大致 這邊講比較久一點 

那後面就再看 

我們看看各朝代它是怎麼講呢 

河洛話 

河洛話就是我們台語的語音 

那這個語音 四書五經 

四書五經是什麼時候 

四書五經是在什麼時候呢 

四書五經是不是在春秋戰國的時候 

孔子是春秋戰國嘛 

在東周那邊 

所以四書五經 

是用那時候的白話文寫的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讀不懂 

所以就叫作文言文 

那你如果會講河洛話 

那你看那個孔子、孟子 

他們的對話 

你就覺得很好玩 

孔子啊 我們講孔子ㄗㄨ 

這是什麼 這是唐朝音啊 

那請問啊 如果我們河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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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說孔子這兩個字呢 孔啊 

有沒有很親切 

子路、子由就是阿路啊、阿由啊 

我們大家是不是現在都在講 

桌子、椅子 

是不是桌啊、椅啊 

對啊 都有啊 

所以你如果會河洛話 

你看四書五經解決很多問題 

這個你看 

然後你看曹操啊 

曹操文學很好啊 

曹子建我們看了 

哇 這個很佩服啊 曹子建啊 

曹子建台語怎麼說 曹阿建 

阿建啊 對不對 

我們現在台南人常常在用的啦 

這個都是我們的語言 

那關公啊 諸葛亮啊 

他們吵架的話 

講的也是我們這個河洛話 

對啊 都有啊 都有啊 

所以你看 這些語言的時候很好 

那看佛經翻譯 

在鳩摩羅什那個時候 

他是五胡亂華過來 

但是五胡亂華那時候沒有全部統一 

所以有大部分的地區講的是河洛話 

所以鳩摩羅什翻譯的東西 

都是河洛話 

等一下我會舉證 

所以我們現在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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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妙法蓮華經》、《阿彌陀經》 

都是用河洛話 

都是用河洛話 

宗教要傳承 

絕對不會給你寫文言文讓你讀不懂 

一定要讓你一讀就懂 

那因為我們現在已經用 

用現在北京話在讀 

所以就覺得有些話不懂 

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好 那你看禪宗公案 

禪宗最流行的就在唐朝跟宋朝 

那唐朝官方是講唐語 

民間都是講河洛話 

所以你看看啊 

這個禪宗公案 

記得臨濟義玄 

臨濟宗最強盛嘛 

臨濟義玄破參的時候 

對他的師父講一句 什麼啊 

他的師父是黃蘗禪師嘛 

他說黃蘗(佛法)無多子 

黃蘗無多子 

你現在看不懂嘛 

來 我跟你翻譯 

河洛話要怎麼講 

黃蘗無多ㄗㄨㄟ啊  

多嘛 多少ㄗㄨㄟ ㄐーㄜ嘛 

多少就多少ㄗㄨㄟ ㄐーㄜ啊 無多子 

意思說他的師父不過爾爾而已啦 

你看這個臨濟 看多調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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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為這樣啊 

所以他的法就跟人民很親切啊 

所以你看現在都是臨濟宗 

百分之九十幾的 

現在的禪宗 都是臨濟宗 

所以這個也有它的好處 

在弘傳的話 

反而它弘傳得最廣 好 

然後唐朝的時候 

有唐詩 有宋詞 

那個時候都是為了科舉當官啊 

這些都是當官 

蘇東坡啦 李白啦 

他們用的都是唐音 

所以你如果現在在唸這個唐詩 

如果沒有押韻 

用現在的話來唸  

北京話沒有押韻 

你用閩南語台語保證押韻 

所以你如果聽到的是破音字 

以前有破音字 現在已經沒有了 

像滑稽(ㄍㄨˇ ㄐㄧ) 

現在改作滑稽(ㄏㄨㄚˊ ㄐㄧ) 對不對 

那滑(ㄍㄨˇ)咧 滑是不是 

那個滑 是不是骨頭的骨 

台語講滑倒ㄍㄨ ㄉㄜ 是不是骨 

那個音都沒有跑掉啊 

所以造字那時候 

是照我們現在在講的河洛話 

這是沒有錯 絕對沒有錯 

好 那後面會講 

那如果是清宮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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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講的皇額娘啊 

這個就台語的 阿娘(母親)嘛 

我們講阿(ㄚ)彌陀佛 

他們講阿(ㄜ)彌陀佛嘛 有沒有 

對啊 那個就音跑錯了啊 

あいうえお那個 aeiou 那個是母音 

全世界的人類都是這個五個母音 

好 所以你看啊 

你去看中間 那個皇額娘 

你會搞不清楚 

我跟你講 

你就叫皇帝嘛 

他叫阿娘嘛 對不對 

就是這樣 (皇阿娘) 

然後末將喳 有沒有 

講末將在ㄗㄞ啦 

古早沒有說 有 

點兵點將就是說 在 我在了 

已經在這邊了 所以在 

在 他們就變成 

這個滿洲人就講喳 有沒有 

音就跑掉了 

跟人家這樣講 

然後我們現在再回來講這個 

我們這個千年宗教 

可以傳承歷代的文化記憶 為什麼 

現在世界的宗教 

動不動都是上 1000年、2000 年啊 

有沒有 對啊 各個有名的宗教 

佛教、道教、基督教、回教 

乃至其他猶太教 

他們都是傳承幾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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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經過各個朝代 對不對 

經過各種不同的語言 

但是 這個經典的東西有沒有變 

沒有變 尤其是中土 

因為我們這個字是單獨有意義 

你要讀什麼音都沒關係 

所以你看我們的漢字 有沒有 

日本人有沒有拿我們的漢字去用 

有啊 但是它讀音不一樣啊 

但是意義有沒有一樣 一樣啊 

我國小的時候翻看 

我那個二哥跟日本的女朋友在寫信 

我還看得懂呢 

因為有很多漢字嘛 對不對 

當然不是百分之百懂啦 

這個很好玩喔 

好 那這個佛教的譯經 

這個一定用當代的語言譯嘛 

對不對 

但是那個字沒有變 

你要怎麼讀都沒關係 

所以我們這個漢字有一個很好 

各個朝代 

一千多年的意思到現在有沒有變 

都沒有變 

那你讀音不一樣沒關係 

你怎麼讀都沒關係 

所以這個 

好 那我們想要尋找這個古老語言 

你要從河洛話的印記啊 

那河洛話印記 講得最正港的 

就是我們台南人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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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啊 真的 所以 

台南人也很辛苦 

從小就要學三種語言 你知道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保留的最完整的喔 

好 這個慢慢來看 

覺得從這個角度來說 

你看我們現在講話 

是不是跟古代這些人 

是不是同一個鼻孔出氣  

有沒有 講的都一樣啊 

現在如果我們穿越時空 對不對 

你跟曹操講話 

他絕對聽得懂 你也聽得懂 

對不對 這個很奇妙 

語言的東西 

懂得越多 是不是越好 

所以我們菩薩五明是不是有一個 

對不對 有一個叫作什麼 

有一個是內明 

還有一個因明 

還有一個聲明嘛 

這個語言能力啊 

要不然怎麼弘傳呢 

那這個 大家要知道的就是說 

在秦始皇的時候 書同文 

在統一六國 

為什麼 

因為各地的方言很多 

除了你是當官員 

大家都講的是河洛話 

但是地方有地方的各種語言 



【千年一脈-從佛陀到玄奘】玄奘文化系列講座 第七場 第 22 頁  共117頁 

因為種族很多嘛 

他是慢慢擴充版圖 

所以在這個官方語言 

它全部都一樣 

所以在當官的文書上 

就是這個語言文字是一樣 

但是各地語言不同 

但是文字一定同 

所以你現在如果寫一封信 

給外省地的人 

你那個文字人家看不懂 

第一個就是錯別字 

第二個就是你不會寫字 

就自己造字 

這個因為 

秦始皇這麼凶 對嗎 

你給他私造字 他不放過你 對不對 

所以從秦始皇到現在 

各個地方都有語言 你看看啊 

客家話 也都有字啊 

客家話後面會講到 

客家話是唐朝的語言 唐朝 

有同學問我 我才上網去查 

我聽那個廣東歌 

都是唐朝的語言 都是唐朝 

所以那個 每個群族 

其實都有保留他們那個時代的語言 

那我們現在來說 漢字呢 

每一個字都可以讀出三種聲 語言 

才算是這個人是懂語言 

那你讀不出來 自己就亂造字 

那是你自己懂啊 別人不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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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寫信給別人 人家也看不懂啊 

所以隨便抓出一個字 

像剛剛那個 12345678910對不對 

三種音啊 

那個字都一樣啊 

我們三種音都讀得出來 

後面會有舉例 

那你看 

北京話就是現在所謂的普通話啦 

或者我們叫國語啦 

那清朝就是滿人去講唐音 

唐朝的音 

然後唐音 

就是我們閩南語叫作讀音 讀冊音 

那個是唐朝 

這個五胡亂華 

這個胡人去講這個漢語  

跑出來音走掉 腔調 

那河洛話就是台語的語音 

就是我們語言 我們在講的話 

好 那這個漢朝 漢人講漢語 

當然就是本來叫作他們的音 

好 那這個各個朝代 

大概也讓大家知道 

河洛話是漢人漢語 

大概西元前 1100年到 

這個唐朝成立(西元)618 

這個河洛話 

河洛話是當官的語言 

已經有 1729年 

你看久不久 

所以每一個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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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都是根據河洛話造出來的 

但是後面(世) 

到後面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朝代改變 

科舉的問題  

好 那後面再講 

你看它歷經西周、東周 

就是春秋戰國 

秦、漢、魏、晉都是講河洛話 

很長的 

好 然後唐朝 它是胡人講漢語 

胡人 五胡亂華之後的事情 

其實呢 

我們漢人自己臉上貼金啦 

(唐王朝)他們漢人的血統到底有多少 

我是一直打問號 

你有聽過荒唐沒 

荒唐窩囊宋嘛 

人家在罵人荒唐嘛 

他們那個男女關係很亂 有沒有 

為什麼 那個是胡人的血統嘛 

胡人本來就是這樣啊 

所以你看 (華夷之分)這個一定有它的原因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夷狄 

外面的這些夷狄 如果入中原 

學習中原文化 

就把他當成是漢人了 

那時候也是有容乃大啦 

所以你看這個民族才會一直壯大 

現在講歷史還是把它講出來 好 

那他呢 他的朝代(唐音) 

你看它流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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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官方語言是有一千多年 

從 618到 1644 就是 

到明末清朝建立(止) (明朝滅亡) 

那他隋、唐、宋、元、明 

這個剛好都是科舉 都是科舉 

所以他就  

後來就跟文字跟(唐)語言都一起推廣 

那現在北京話 

就滿人在講這個唐朝的語調 

然後它是從 1644年到現在(2022) 

大概是 375 年 

也是這樣(語音) 

這樣大概就一個傳承下來 

好 下一個 

那這個漢語我們大概 

我們在講的 講什麼呢 

阿媽(祖母)的話啦 

我小時候 我阿媽跟我講 

欸 我在講 我們講的是什麼 

收音機講的不同 

他說 沒啦 咱們這叫作河洛話 

我說 啊 咱們是什麼人 

他說 河洛人 

我聽沒 我小時候聽不懂呢 

我阿媽纏小腳 她會吟詩喔 

不會作對 會吟詩 吟得很好聽 

非常好聽喔 

纏小腳嘛 

走起路來搖搖擺擺 你知道喔 

很漂亮 嗯嗯 對對 

我阿媽很愛美喔 

到後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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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讀書的時候呢 

國小的時候 

說我們是閩南人 

我們講的是閩南語 對不對 

然後推行國語 

你講閩南語就要罰 

拿一個牌子給你掛起來 

我要說國語 對不對 

大家有印象吧 

好 所以到現在呢 

又開始又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現在叫作台語 對不對 

喔 這個就一直演變下來 

我祖母那一代喔 

她不知道什麼叫作台灣 

什麼閩南 她都不知道 

她只知道她是河洛人 河洛人 

嗯 很奇怪喔 那個年代喔 

好 那你看這幾個字來看 

這兩個字現在唸呢 

這個是穩 這個是隱 

但是用台語來讀都是同一個音 

這是穩ㄨㄣ定 這是隱ㄨㄣ居 

是不是都是穩 

對啊 這是雞 這是溪 

喔 北京話我們就不讀了 

這個是呢 如果用北京話 

這個是工 這個是江 

用台語來講 這是一工ㄍㄤ 工作 

啊 這也是江ㄍㄤ 長江 

是不是都同音 對啊 

這個 我們現在講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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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叫何 對不對 

你看這兩個字怎麼讀 奈何 

你回頭來讀 阿奈 

要阿奈呢 若何 

咱們這說颱風 是不是叫風颱 

嗯 這是什麼 這是何奈 這是何若 

這個都有 每一個字都有 

好 這個 一大早 

一大早 台語要怎麼說 

一太早 

以前這個大跟太 

太太的太 兩個是同一個字 

喔 所以一太早 走音去了 

一太ㄊㄞ早 走音變一 ㄊㄠ早喔 

這個 好早 台語怎麼讀 

好早 ㄍㄠˇ ㄏㄠˇ 

是不是音沒有跑很遠 

啊 這個自己 這個怎麼讀 

倒裝句 

己自ㄍㄚ ㄉㄧ 自 政治 

只要是自ㄗ 治ㄓ 都讀作ㄉㄧ 

政治是不是政治ㄐㄧㄥ ㄉㄧ 

對啊 所以這個是自 

這字ㄐㄧㄚ家 是不是讀作 家ㄍㄚ 

對 ㄐㄧ及 也讀 家ㄍㄚ 

我及你去看電影  

我及ㄍㄚ你去看電影 

對啊 那個及喔 

ㄐㄧ 及 跟ㄐㄧㄚ 家 

都是同一個(河洛)音 

那這個家后ㄍㄟ ㄠ (妻子) 

因為皇帝的老婆叫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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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老婆叫作王后 

那家 以前家叫作諸侯 

諸侯叫作家 

老百姓還不算家 所以叫作家后ㄍㄟ ㄠ 

好 那這兩個字怎麼讀 

大官(公公)怎麼讀 

大官ㄉㄚ ㄍㄨㄚ 大官ㄉㄚ ㄍㄨㄚ 

宋朝的皇帝叫作官家 

就是這兩個字 

如果你家的神主牌拜拜 

你若去給他神主牌打開 

你們的祖先若是名一個字的 

後面加入的那字一定是加一個官 

男生 一定會幫你加一個官 

因為 他要湊好字 吉祥 

生老病死苦  一定要生或是老 

嗯 所以他要湊字 好 

這個大家ㄉㄚ ㄍㄟ (婆婆) 

喔 這個 對啊 這個都有字 

這兩個字呢 新婦ㄒㄧㄣ ㄅㄨ(媳婦) 

新婦到滿清的時候 

新ㄒㄧㄣ 那個ㄣ就沒有了 

變 ㄒㄧˊ媳 變媳婦 有沒有 

新婦ㄒㄧㄣ ㄅㄨ 好 

食物 ㄐㄧㄚ ㄇㄧ 

咱們是不是倒轉讀 

叫作ㄇㄧ ㄐㄧㄚ 

乞食(乞丐) 有沒有 

乞食 ㄎㄧ ㄐㄧㄚ啦 乞丐 

這個時辰怎麼讀 

時ㄒㄧ 辰ㄒㄧㄣ是唐朝話 

河洛話是什麼 ㄒㄧ ㄓ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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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多一個提手旁 

是不是振作的振 

多一個雨字旁 

是不是震動的震 

時辰就是這兩個字 百分之百 

喔 好 

事情 ㄉㄞ ㄐー 

唐朝音呢 是事情ㄕㄨ ㄐㄧㄥ 

ㄕㄨ ㄐㄧㄥ 是不是走音 

變成 ㄕ ㄑㄧㄥ 有沒有 

事情 ㄉㄞ ㄐー這個說起來講 

這個 事呢 以前主要是ㄕㄞ 

咱們那個駛車 駛車 

駛車ㄕㄞ ㄑㄧㄚ 喔 

對啊 唐朝音就是事 

我們說大使 

你若說叫作大使 

大使館嘛 對啊 大使館ㄉㄞㄕㄞ 

我們是不是都說大使 

所以說這個使 你看啊 

從駛ㄕㄞ 變成事ㄉㄞ 事情ㄉㄞ ㄐー 

走一個音去喔 

啊情呢 情ㄑㄧㄥˊ 

情ㄐㄧㄥˊ 事情 

那個ㄥ拿掉是不是ㄐㄧˇ 有沒有 

這個讀作唐音可以推斷出來喔 

觸怒 怎麼讀 

不知道喔 

這字呢 

這字我們叫作觸到 唐讀音觸 

喔 咱們的色聲香味觸法 對不對 

色聲香味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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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字呢 

這個如果變一個犬字旁 怎麼讀 

獨啊 獨嘛 

所以這個字觸讀作 獨ㄉㄨ著 

不是觸到啊 ㄉㄨ著 

啊觸怒呢 兩個字怎麼讀 

觸怒ㄉㄨ ㄋㄢ 有沒有文雅啊 

台語喔 我們河洛話 

連罵人都罵得很文雅 

啊現在亂寫一通呢 對不對 

怒 怒ㄋㄡ對不對走音去叫作ㄋㄢ 

觸怒ㄉㄨ ㄋㄢ喔 

好 這個呢 這兩個字怎麼讀 

唬弄ㄏㄡ ㄋㄤ 

我們那個弄獅 是不是弄 

對啊 弄獅啊 就是弄ㄋㄤ啊 

喔 就唬弄 ㄏㄡ ㄋㄤ 唬弄喔 

啊現在沒有辦法啊 網路發達 

大家寫一些火星文嘛 對不對 

以後就變成 

都變成 變成正確的啦 

就沒辦法 

好 咱們舉這個例子 

咱們河洛話翻譯 

汝居在位置 對不對 

漢語 唐音怎麼讀 

汝ㄌㄨ 居ㄍㄧ 在ㄗㄞ 位ㄨㄧ 置ㄉㄧ 

河洛話呢  

汝ㄌㄧ 居ㄎㄧㄚ 在ㄉㄧ 置ㄉ 位ㄨㄧ 

兩個倒裝 有沒有 

ㄉ一 那個一就沒有了 變成ㄉ 

有沒有 



【千年一脈-從佛陀到玄奘】玄奘文化系列講座 第七場 第 31 頁  共117頁 

每個音都有字啊 

這個文雅不文雅 

有啊 以前我們常講 

汝ㄌㄧ 居ㄎㄧㄚ 在ㄉㄧ 置ㄉ 位ㄨㄧ 

那是經常的啦 

所以每一個 

每一個河洛話都有字 

來 這個呢 

公工 北京話都一樣 唐音一樣 

但是咱們這裡就公ㄍㄤ 

公ㄍㄤ母 牛公ㄍㄤ 

有沒有 

都有啊 

然後這字 公ㄍㄤ 呢 

這拿掉 走一個ㄍ音 叫作ㄤ 

老公就是 老ㄤ啦 

有沒有公婿 公ㄤ 婿ㄕㄞ…… 

有沒有 嗯 公子標 ㄤ ㄚ ㄆㄧㄠ 

有沒有 都有 都有字喔 好 

啊這個母 北京話叫作母ㄇㄨ 

唐音叫作母ㄇㄧㄜ 母喔 

河洛話叫作 母ㄇㄜ 

喔 老母嘛 對不對 喔 

母 這邊也會變成什麼 

這是老公ㄤ嘛 才會變老母ㄇㄛ嘛 

諸母 你若是在佛經 

《瑜伽師地論》我在去年才讀到 

他翻成諸母邑 

唐朝的是諸母邑 

諸母就是諸母ㄓㄚ ㄇㄛ 

因為這字(母)讀作ㄇㄛ 

這字(諸)讀作ㄓ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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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諸 讀作ㄓㄚ 

ㄓㄨ諸 ㄓㄚ 

諸母ㄓㄚ ㄇㄛ 

這個在我們《瑜伽師地論》裡面就有 

你去搜尋一下 諸母邑 

那就 斧 

以前 斧 呢 

這邊先跟大家講 

河洛話有ㄅ的 B音 沒有ㄈ的 F音 

沒有 F音 沒有捲舌音 

到唐朝呢 

他都把它 B 弄成 F音 

好 這邊來 

父夫斧 都叫斧ㄈㄨ 

這唐音叫作斧ㄈㄨ 

這個 斧頭ㄈㄨ ㄊㄧㄜ 

啊咱們河洛話叫作斧頭ㄅㄛ ㄊㄠ 

是不是 是不是斧ㄅㄛ 對 

啊父呢 

又另外一個讀音 叫作父ㄅㄝ 老父 

有沒有 是不是都是跑一點跑一點 

語言就是因為以前文盲很多 

所以都會跑掉一點 

好 那這個呢 

這個諸呢 就諸ㄓㄨ 

這個演變 變成諸ㄓㄚ 

對嗎 諸夫ㄓㄚ ㄅㄛ 

諸夫ㄓㄚ ㄅㄛ就是很多人哪 

一般對男人的通稱啊 

所以這個夫 父 夫 

這些呢都是 

諸父ㄓㄚ ㄅㄛ諸母ㄓㄚ ㄇㄛ喔 好 然後呢 講到這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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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的說文解字 

它標準的有邊讀邊 無邊讀中間 

河洛話一定對 

因為那個 它那時候的 

我們有六書 

就是象形 

轉(注)(假)借 

啊什麼 形聲 指事 會意 

還有一個什麼 好像六個 

好 那 所以這個呢 有邊讀邊 

無邊讀中間 一定是對的 

用我們這個河洛話 

這個漢字呢 

它不是拼音文字 

所以各地方方言都可以用 

我跑到越南去喔 

他們看到漢字用他們越南讀喔 

然後呢 你到韓國去有沒有 

現在已經改了 

以前韓國很多漢字啊 

對啊 到日本去 也是啊 

他們雜誌 我印象中 

我以前學日文好像就叫雜誌ざっし 

雜誌ざっし是雜誌嘛 

嗯 他們還是讀這個音的喔 

好 這個也讓大家知道 

所以呢這個 台語呢 

河洛話傳承千年 

大概一千七百多年 

那唐朝之前呢 

所有的官方語言都是河洛話 

每個音都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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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 這一定有字 

要不然他政令怎麼傳達 

它都有字 

然後呢 漢字跟漢語 

就是河洛語是為什麼要分道揚鑣 

因為唐宋之後呢 

唐語是官話 

啊你喔 它是用科舉取士 

然後這個都是用漢字  

已經讀成唐音了 

所以呢 這個影響就非常大了 

好 那再加上 

我們這個私塾 有沒有 

我等讀漢文 

這個漢語、河洛話和漢字脫節 

因為呢 這個漢學 漢私塾 

裡面教的 都是漢文跟唐音 

因為 為了考試嘛 

所以都已經在日據時代 

都已經教的都是這樣 

那古人呢 文盲都居多 

他跟字沒有辦法相關 

那沒有相關的話 

很多人就說河洛話 

有音無字啦 

其實 它當了將近 1700多年的官話 

怎麼會沒有字呢 

喔 所以大家 台南人很幸運 

這 3個音都還是保存得很好喔 

今天的話回去自己看一看 好 

那這個梵語呢 

現在反而在佛經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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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佛經於東漢到現在 

已經一兩千 將近 2000年了 

你看啊 從梵音 

它梵語裡面 

它有巴利文來對照漢字 

很多字可以對照出來 

那個朝代講什麼語言 

因為梵音它到現在沒有變啊 

好 那鳩摩羅什呢 

他是東晉的時代 

就是五胡十六國的時代呢 

他是講河洛話 

等一下我會舉例給大家 

他是講我們台語的語音 

和我們說的都一樣啦 

嗯 我們現在若看到鳩摩羅什 

都會通 嗯 好 

那唐玄奘呢 

他是唐朝的語言嘛 

所以是我們現在的讀音 

比如我們說 大學ㄉㄞ ㄏㄚ 唐音 

大學 大學ㄉㄞ ㄏㄚ 

我們說大學ㄉㄨㄚ ㄜ 小學ㄒーㄜ ㄜ 

有嗎 大家有聽過嗎 

對啊 都有啊 

好 所以呢 

你從這個梵音巴利文 

跟河洛話、唐音北京話 

就來對照一下 

佛陀 叫 Buddha 

Buddha 咱們的河洛話叫作什麼 

佛陀ㄅㄨ ㄉㄜ音有沒有接近最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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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到唐朝呢 變成 佛陀ㄈㄨ ㄉㄛ 

是不是音又跑掉一點了 

然後到北京話現在怎樣 

佛陀ㄈㄛ ㄊㄨㄛ 是不是又越來越遠 

所以你要持咒 

你看那個咒是哪一個朝代的 

最好用那個朝代的音去讀 

放心 咱們台南人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 3 種音都會 喔 

那 阿賴耶 

阿賴耶 他以前呢 

他翻作阿梨耶 

為什麼這樣翻 

因為它是河洛話 

梨 古時讀作梨子ㄌㄞ ㄚ 

跟後來唐朝翻譯賴 

是不是一樣 

對啊 但是唐朝這個梨呢 

它不讀作賴ㄌㄞ啊 

它讀作梨ㄌㄧ啊 

梨山ㄌㄧ ㄕㄢ嘛 梨山ㄌㄧㄝ ㄕㄢ嘛 

有沒有 對啊 

所以離去 離開之後 

(我們)離開叫作離去ㄌㄞ ㄎㄧ 

對嗎 啊他們(唐音)叫作離ㄌㄧ啊 

咱們現在說 刀子很利 

刀阿很利ㄌㄞ 

你放重利ㄌㄞ 利息太多有沒有 

你放重利ㄌㄞ 重利嘛 

對啊 這以前都常常聽 

現在不太說了喔 

所以你看這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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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話是讀作梨ㄌㄞ 

唐音讀作梨ㄌㄧ 

啊所以因為音已經跑掉了 

跟唐語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玄奘 唐玄奘 

又把祂翻成 阿賴ㄌㄞ耶 

是不是更接近梵語 

他若用這個讀作 阿梨ㄌㄧ耶 

是不是音跑掉了 

喔 所以是有這個原因喔 

所以現在來講這個呢 

就可以證明說喔 

玄奘菩薩為什麼要去天竺再取經 

因為有的音譯已經跑掉了 

他們很難領會到這個(音) 

好 那我們就看這個 

唐玄奘他去西域 

取回來經典 來譯經 

那當然啦 他能力那麼強大 

都希望他從政啊 他不要喔 

不忘初心 方得始終啦 

他才會有成就喔 

好 那這個玄奘菩薩 

他的證量很高啊 

所以他如果用他的現量來翻譯經典 

會不會更準確 

他知道啊 

他知道怎麼翻才正確啊 

那他語言能力很強啊  

他中文很強啊 

在印度辯論 人家辯不過他 

除了理之外 他語言也是很通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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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梵音也沒有問題 

所以他的證量高 

他翻譯的經典最準確 

最準確的話 

對這個正法的弘傳 

會不會有很大的幫助 

對喔 好 

2 《玄奘文化千年路》第 6 集影片導讀─譯經大業 

來 我們再看這個整個檔案 

(影集播放) 

這個一般人不瞭解 

玄奘菩薩他出家求道啊 

對他來講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以前的人常常在講說 

參禪啊 非將相所能為啊 

因為那個要找自己內心的這個 

不生不滅的如來藏 

那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 

不是你當大官啊 

當大將你就可以找到 

沒有優惠 眾生都是平等平等 

喔 所以這個是要用一輩子 

然後累世的東西去印證的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啊 

所以玄奘菩薩是再來人嘛 

所以他當然知道他來投胎 

是為了要弘傳佛法 護持佛法 

這是他的願力 

所以你看啊 唐玄奘到處呢 

他走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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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語言通達 

所以各地的風俗習慣啊 國土狀況 

他都把它記錄下來 

後來就有一部根據他的論述 

來講述這個大唐西域記 

那就可以 

現代人瞭解 

古代一千多年的西域怎麼狀況 

所以就保持一個很好的文化記錄喔 

那這個呢 你看就是西域的東西 

都保持在大唐西域記 這部經裡面 

 

(影集播放)  

這個譯經喔 

對整個後世的人 

想要修習佛法 學習智慧的法門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喔 

那鳩摩羅什他來翻譯的經典 

他是等於譯那個意義 

那玄奘呢因為他貫通兩邊的語言 

就是印度天竺這邊語言 

還有就是 等於梵音這邊 梵文 

然後我們中土 

他的文化底子也很高 

然後自己又有證量 

所以他譯出來的經很精準 很準確 

就是能夠充分表達那個現量 

所以這個譯經的功德 

是非常大的喔 

好 那這個一般大家都知道 

不識本心 學法無益 

那個本心是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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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是這樣啊 

我以前是學佛 

我都問人家 

啊我要來學佛呢 

啊你 我知道啦 

佛祖在菩提樹下開悟嘛 

啊你跟我說 佛祖悟到什麼 

大家都也不會說 

我要學這項而已 

你這項不懂 我怎麼學 

所以我是拖到 40歲才開始學佛 

30幾歲就開始在看佛經 

看懂不懂 

不懂 不懂才好啊 

不懂才會想要去學習啊  

那如果自以為是都懂 

就不會去學習喔 

所以這個如來藏 

一切法都是如來藏 

所以你要先找到如來藏  

要不然你就會誤會啦 

你用第六識的觀念去解釋第八識 

那一定張冠李戴喔 

那就越差越遠啦 

(影集播放)  

玄奘菩薩是為了《瑜伽師地論》 

他早就知道有這部經 

是整個佛法濃縮 講得非常詳細 

那我們看《瑜伽師地論》 

瑜伽現在讀作瑜伽嘛 

那梵音是怎麼讀 

Yoga嘛 應該是這樣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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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如果用唐音是怎麼讀 

瑜伽ㄖㄨ ㄍㄚ 那個加減的加ㄍㄚ 

對啊 咱們河洛話叫加減ㄍㄝ 

他說加減嘛 

加 所以只要有一個加的 

都是讀作加ㄍㄚ 

那加跟 yoga是不是最接近 

喔 這個大家參考 

那這個呢 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 

一般人都知道 

都知道這個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 

那大家要知道 

祂到底是怎麼生起啊 

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 

聽了很爽 很高興啊 

問題 用得起來嗎 

用不起來 那是結果 

重點你要知道 

為什麼三界是唯心啊 

萬法唯識是怎麼來的啦 

你要去瞭解祂怎麼樣 

要知道祂是 

直接生、間接生、輾轉生 

祂到底怎麼生才重要 

佛法輸贏在這 生死在這啊 

你如果沒有 你自己去看 

看了佛經 好不好 很好 很高興 

對對對對 都是對 

為什麼是對 不知道 

沒有親證 就是你沒有方法 

那這個呢 

等一下會一步一步講下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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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那大家都知道呢 

如來藏祂有各種不同的名詞 名稱 

因為祂的功能不一樣 

所以呢 祂在一般來講 

如果八個識一起講 

祂就叫作第八識 

那如果一般的話就說如來藏 

如來藏 如來啊 

如來 你知道 

就是我們常常說 如來嘛 

到後來就又有真如 

以前的人很喜歡用這個如 

用得非常貼切 

所以好像我們的《阿含經》 

它只寫一個如 

那個都是有實際的意義喔 

那個翻譯都非常精準 

你破參之後 你才知道 

你現在聽懂沒有用 

因為你不能現觀 

祂為什麼是這樣 

好 所以這個如來藏 

這個很貼切的 

如來這兩個字很貼切 

那阿賴耶是用音來翻譯 

那無垢識呢 

你成佛就無垢啦 

還有異熟識等等等一大堆 

你看我點了很多點 

表示這個祂在不同的用途 

就有不同的稱呼 

就像每個人在家叫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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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作家長會叫作家長會長 

在公司叫董事長 對不對 

是不是很多名稱 同一個人 

一樣的道理 就是它用途不一樣 

來作一個解說 

好 我們都知道 

五位百法裡面 

這個八識心王 是一切最勝故 

那一般人不(會) 

把五位百法 等一下會 show出來 

五位百法 show 出來 很好用啊 

但是為什麼是這樣 

為什麼是這樣 

關鍵在這邊 

一切最勝故 與此相應故 

二所現影故 三位差別故 

四所顯示故 如是次第現 

重點是在哪裡啊 

一切最勝故 

祂為什麼一切最勝 

為什麼與此相應 

為什麼啊 

重點是在這邊 

五位百法要背起來不難 

字背起來不難 

但是你要知道 

祂到底為什麼 後面會講到喔 

(影集播放) 

大家都知道  

玄奘菩薩最重要的 

去西方取經的目標 

就是《瑜伽師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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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這部論是根本大論 

等於整個佛法把它濃縮之後 

把它作出一部論 

論是在解釋經 

經是佛所講的叫作經 

佛之外的人講的叫論 

那論裡面 包羅萬象的 

就是《瑜伽師地論》 

所以它又叫作根本大論 

就是這個原因 

你大概所有的疑問 

都可以從《瑜伽師地論》裡面 

可以找出來 

它有 660法 

我們五位百法才百法 

它是有 660 法 

所以講得更精細喔 

然後為了這些後面的人 

喜歡第八識、第九識、第十識 

亂講一通 

有些增益執、損減執 

所以玄奘菩薩乾脆就訂出一個規矩 

叫作《八識規矩頌》把它定規矩 

就是總共只有八個識 對不對 

然後前五識 然後第六意識 

第七識、第八識 

《八識規矩頌》有空拿出來看一看 

你會覺得 哇 真好 

你想要破參呢 你不看 不研究 

我看 也難啦 

看的不見得會 

那不看呢 是一定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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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 好 那第八識 

祂要不要你修、要不要你證 不用 

來 這邊就跟你定義很清楚 

第八識是本來 

祂不是別人生的 

祂本來就有的 

祂是有自性 

就是性(用) 就是性能 祂有功能 

祂有作用的 不是沒有作用的 

然後祂是清淨的體性 

祂沒有雜染 

所以不用你把祂 不用修 

祂本來就是這樣的 

好 所以就清淨了 

然後祂本來就是涅槃的 

涅槃就不生不滅的 

所以我們修的都是第八識裡面 

含藏的雜染啊 

第八識既然這四個定義 

已經定下去了 

你知道啊 

我們修行 不是在修第八識 

是在修前七識 這些煩惱 

第八識有沒有煩惱 沒有煩惱啊 

然後第七識的煩惱很少啊 對不對 

然後第六意識煩惱是不是最多 

祂最具足啊 因為祂最忙啊 

祂接觸的最多 

所以這個都有相互關係的 

(影集播放) 

一般來講喔 

我們中土都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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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所以 

那西方的語言就不一樣 

他會告訴你答案 

然後再教你 because 

有沒有 再解釋嘛 

那這個就是他先要把宗旨先建立 

開宗明義就讓你明白 

才來解說 

所以你看啊 

他們這個就因明學 

他們邏輯觀念很強 

我們就講了 前面講了一大堆 

後來才告訴你答案 

我跟你講 

這些學生大家 

小學生都聽得頭昏腦脹 

老師才告訴他答案 

老師應該把答案告訴他 

再來告訴為什麼 為什麼 

是不是這樣學習會比較快 

所以你看啊 

咱們佛教界 

一開始就在立宗旨、建法幢 

宗旨要先 

開宗明義就定出來 

然後才解釋它的原因 

所以這個就靠因明學 

你看後面這邊 

因明學的重點就 

宗、因、喻、合、結 

一般我們用到宗因喻就很好用了 

開宗明義先告訴你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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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再告訴你原因 

為什麼這樣 

頂多 多一個譬喻就很好啦 

後面再作一個合啦 結論啦這個 

這個其實中土也有 

這個因明學就是邏輯 

現在叫邏輯 

古代作文也有起承轉合 

起承轉合尤其是八股文 

第一個叫作破題 

你開宗明義就要把它對 

你一對的話 (才行) 

文不對題就完蛋了 

我們民國 63年(1974)大學聯考 

我們那一屆國文考題很辛苦 

一半的人零分 

那個題目我沒有背起來 

大致上 荀子的嘛 

吾嘗終日之所思(口誤，而思矣) 

不如須臾之所學也 

這個題目一破題錯就統統錯啦 

所以一半的人是零分喔 

然後那一屆最高分是二十四分 

我也以為我是零分 

我在那天放榜  

我就從底下看起 

看到沒有 

我就說 啊 

人家說你考到哪裡 

我說沒考上 

失魂落魄地走回家 

回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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欸欸欸 阿叔 阿叔 你考上欸 

我說哪有可能 

因為我把作文當零分你知道嗎 

我一直以為我文不對題啊 

因為我破題就說 

學而不思則罔 

思而不學則殆 

我用這樣破題啊 

我們最高分二十四 

我竟然拿二十一點三 

突然從落榜跑上去了 

我這個告訴大家就是說 

開宗明義非常重要 

你先搞清楚 

譬如說佛經你不要隨便看過 

不管是鳩摩羅什翻譯 

還是唐玄奘翻譯 

他每個字都有 

用詞遣字非常精準 

非常精準 

尤其是五位百法這些啦 

包括這些如來藏 

他為什麼翻譯成如來藏 

為什麼不翻譯其他名稱 

那個都是有很精準的用意 

那個就已經有立宗了 

已經跟你立宗 

我在舉例是增加趣味性 

不是在吹氣球 

(播放影片) 

好 大家都知道 

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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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後面呢 

這個就是佛陀在菩提樹下 

祂開悟 

祂所證的就是這個 

奇哉 奇哉 

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 

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 

若離妄想執著呢 

就一切智啦 

無師智啦 等等等 

自然現前 

這讓我們聽了就很興奮 

這樣我們才有一個目標 

是不是有一個宗旨 

對啊 我們學佛要有一個宗旨 

要知道如來的智慧德相 

如來就是如來藏 

祂的智慧德相 

就是祂的功能啦 

如來藏有什麼功能 

要把祂觀察到、找出來 

這個就透過宗跟教 

宗呢 就是宗門 

就是功夫法門 

這個就是事 

事須漸修 

那教門就是理可頓悟 

理論上這樣一聽是不是就懂了 

懂沒有用啊 

在哪裡 不知道 

所以佛法厲害在這邊 

經 每個人都可以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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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呢 

這個參禪證悟的方法 

就是不公開 

就是不公開 

這個後面還會談到這個 

那是有原因的 

一般像玄奘菩薩 

他能夠實證如來藏 

他來譯經 

他在譯經的時候 他就坐道場 

什麼叫道場 

如來藏啦 

一切法都是祂生的 

請問祂是不是道場 對 

所以你看玄奘菩薩他的現量來譯經 

他這個信、達、雅 

他都能夠具足 

最重要是這一點 

經論是拿來印證用的 

不是拿來網路討論啦 

你再諍贏沒有用啦 

對不對 

我們兩個諍說賺一百萬 

不是諍贏就有一百萬 

沒有用啊 

一樣的道理 

你要有現量 

這佛法是拿來實踐用的 

拿來驗證用的 

不是拿來在那邊討論 

討論作學問沒有用啊 

所以你看一般的法師碰到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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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看古早的故事 

法師若遇到禪師 

總走(跑)到(頭髮)尾子直去 

為什麼 你沒有功夫嘛 

對不對 花拳繡腿 

那個都有原因 

但是法師有法師的功能 

不是說他不對喔 

是那個階段 

你如果想要親證 

你一定要透過禪宗 

那禪宗之後 

你要用唯識 

就是唐玄奘的這個唯識 

來能夠把各種功能差別 

又搞得更清楚 

那再換過來 

你如果唯識這部分先讀 

讀不懂沒關係啊 

你對你參禪有沒有幫助 

非常大的幫助 

你如果讀五位百法之後 

你要參禪就更容易啦 

那後面會舉例 

(影片播放) 

那這個導讀的部分 

大部分就是導讀的部分到這邊結束 

後面這個有一個結論 

就是稱讚我們玄奘菩薩的證量 

跟他的品行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影片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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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大概就唸一下 

大家這個國文程度都很高 

大家都知道 

一心清淨謝榮祿 

不預政事絕功名 

胸懷大志入譯場 

一十九年開法藏 

一寺百眾齊問道 

暢宣種智勝妙義 

種智就是功能 

就是你五蘊十八界 

就是譬如眼識、耳識、鼻識 

祂有什麼作用 有什麼功能 

這個很重要喔 

好 然後 九識增見從此盡 

佛性紛爭自平息 

因為玄奘菩薩他有證量 

可以很具體地來說 

點撥道昭化東瀛 

曉諭群賢真見道 

真見道就是破參明心 

也就是這個道昭 

在他手下明心 

然後到日本去弘傳 

燈燈無盡立宗門 

宗門就是禪宗叫作宗門 

照破千古大乘師 

大乘有時候叫大乘 

大乘都沒關係 

其實他們唸的都不對啦 

大乘啦 河洛話最準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講這個親民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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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命特急件—不識實相，為何枉度人生！ 

這個今天的主題 

是生命特急件 

為什麼不識實相 

為什麼枉度人生呢 

這個是有一個很重大的一個因緣 

就是佛以一大事因緣降生於世 

祂幹什麼 

開、示、悟、入嘛 

要開示悟入什麼東西 

其實就是如來藏 

所有一切法都是如來藏 

我們色身都會生生滅滅 

但是如來藏都前後連貫 

那連貫呢 

我們修行成果 

都是含藏在如來藏裡面 

所以你看 

我們想要了生脫死 

了解怎麼生 

怎麼來投胎 

那脫死 我們死亡的時候 

怎麼樣脫離這個身體去死亡 

也就是生從何來 死從何去 

這個答案當然是如來藏啊 

但是你知道沒有用啊 

你要現觀才能夠說你是真的找到了 

你如果能夠識得這個如來藏 

這個實相 

實相就是如來藏 

才知道生死輪迴的本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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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是這樣 

後面都會講到 

一一來看 

這個最明顯呢 

唐玄奘就把整個我們的身心世界 

我們把祂分為八個識 

那八個識 把祂定規矩 

第八個識是什麼狀況 

第七識是什麼狀況 

第六識是什麼狀況 

前五識是什麼狀況 

他會一一講得很清楚 

這後面還會繼續再解說 

那這個大家最關心的 

我們怎麼去投胎 

《八識規矩頌》就講 

界地隨他業力生 

三界九地你要投胎到哪裡去 

隨祂去 隨哪一個去 

隨著業力去 

哪一個隨著業力去 

第八識 

你死後剩下第七識、第八識 

第八識會不會作主 

不會 祂不作主 

所以祂本來自性清淨涅槃啊 

有清淨 都沒意見 

那結果呢 

第七識意根 

意根祂是現識 

現識祂會跟這個業力 

含藏這些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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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就會現起 

現起 如來藏就去投胎 

所以去投胎的是第八識 

但是第八識不作主 

所以祂就隨著業力 

所以隨祂很好 

這叫隨緣 

有的說 有啦 

我來學佛 我隨緣啦 

你搞錯了啦 

上求下化 

你要學習佛法 

你要上求 要用求的 

你要度眾是 

你法給人家是隨緣嘛 

那如來藏呢 

哇 真好 都是隨緣 

隨祂去 

所以上天下地 

祂都沒有意見 

但是你隨著你的業力 

哪一個業力重就會先現起 

現起的關鍵在哪裡 

在意根啦 

意根又叫現識 

好 後去來先作主公 

就是如來藏第八識 

祂是最後離開我們這個色身 

那最先來投胎的就是如來藏 

如來藏就是第八識 

在受精卵的時候 

祂來了 叫作受精卵 



【千年一脈-從佛陀到玄奘】玄奘文化系列講座 第七場 第 56 頁  共117頁 

祂沒有來 

那就是沒有受精(之)卵 

沒有受精卵就不能變成胎兒 

所以如來藏是第一個來 

祂是最後一個離開身體 

所以祂是我們身體的什麼 主公 

第八識才是 

這個人都以第八識來作標準 

祂已經來投胎了 

所以我們的一生 

是這一輩子投胎到下一輩子投胎 

叫作一輩子 

包括中陰身都是屬於這一輩子 

所以我們在生死輪迴的時候 

全部都是依第八識如來藏而定 

祂投胎到哪裡 

他就哪一界 

投胎到畜生 你就是畜生 

投胎到天界 就是天人 

所以你看看第八識 

祂能夠含藏什麼的種子 

然後祂能夠隨著你的業力去投胎 

好 所以第八識是主人翁 

也就是生從何來、死從何去 

都是第八識 

死了到哪裡去 第八識 

那第八識投胎到哪裡去 

你就變成天人 或者是畜生道 

六道輪迴都是第八識 

以祂來作標準 

祂到哪一道 就是你是哪一道 

好 那意識能不能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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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啦 

那這樣每個人都來投胎作有錢人 

對不對 

沒有辦法 

死掉的時候 這個前六識都滅了 

你沒有這個能力 

沒有這個能力 

就只有意根跟如來藏 

如來藏是執行業力 

那就靠這個第七識來作主 

會促使第八識流注這些種子 

然後投胎到相應的地方去 

「相應」要特別留意喔 

好 所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呢 

主人翁都是我們第八識 

這個三界九地 

大家基本上都知道 

就是無色界、色界跟欲界 

這個天道就是四空定、四禪 

這些都是 

這些都要靠定力 

定力它不是戒律的問題喔 

這個等一下後面再講 

然後欲界這邊就包括有六欲天 

天道、阿修羅道、人道 

畜生道、惡鬼道、地獄道 

大家學佛 一定要三界觀念 

一定要搞得非常清楚 

要不然你佛經看不懂 

這個是最基礎的 

你怎麼去三界哪一界 

你怎麼去後面會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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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何尋找這個如來藏的蹤跡 

我想要找如來藏 

不生不滅的如來藏 

能生起萬法的如來藏啊 

那怎麼找呢 

要有方法的喔 

今天現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這樣 

我們《瑜伽師地論》裡面 

就有一個佛法的架構 

它寫得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裡面 

所以能夠看《瑜伽師地論》的 

就直接看 

看不懂是正常 

看得懂的話誤會一場 

所以學佛還是要虛心啊 

你知道我們現在的位階嘛 

對不對 

哪有那麼容易 

所以佛法架構先搞清楚 

就像地圖 一張地圖 

然後我們才能夠去做 次第修 

次第修有三無漏啦、六度啦 

小乘、中乘、大乘 

小乘相當於小學 

中乘就中學 

大乘就大學 

所以你要明心就等於大學的錄取啦 

明心喔 找到第八識喔 

那現在我們台灣都是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什麼 大乘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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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沒有明心 你看大乘的經典 

你會不會誤會一場 

都是誤會 

都是用第六意識的觀念去看第八識 

完全都不對喔 

那這個呢 

要釐清佛法架構 

當然就只有依據《瑜伽師地論》 

這是最完整的 

那如果沒有辦法這麼完整 

後面有一個比較簡單的 

跟大家介紹 

那你看 我們要次第 

一定要小乘、中乘、大乘次第修 

腳步會很穩 

那你這樣破參的話呢 

你那個智慧容易發起 

那小乘就依現象界來說 

那一般來講 

現象界背起來沒有用 

什麼叫現象界 

來 來 告訴大家 

就是色、受、想、行、識啦 

我們這個身體 又叫作名色 

名是精神體 

還有一個就物質 對不對 對啊 

那你這個色 這個物質體 

怎麼會產生識 

好 我們隨便講 

我們有眼根 

外面有色塵 

顏色嘛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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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怎麼樣能夠了別呢 

就透過這個受、想、行、識 

我們這個眼根是不是色法 

對啊 是色啊 

就是那個物質 

那個色 也是物質啊 

那這個物質跟物質 

那中間怎麼會變成識呢 

其實呢 

這個都是有如來藏在裡面運作 

但是我們就看到表面 

在三界中運作的部分 

所以你看 

為什麼五蘊比十八界重要 

它這邊有函蓋 

你這個根塵相觸 

透過受跟想跟行 

你才會產生識 

受就是領納 

領納到那些資訊了 

然後再去想 

想就是了知 

了知更細  

就是繼續去了知更細 

然後你才能知道那個是青黃赤白 

這個有沒有很重要 

很重要喔 

大家學佛很多人都沒有留意這一點 

你說背起來沒有用 

「小乘依現象界」我知道 

知道是什麼 

就是在講這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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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後來才加上去喔 

覺得不加上去 

大家可能不了解喔 

好 那這裡面就是說 

因為小乘用現象界來觀察 

那所以用四聖諦 

苦、集、滅、道 

苦集滅道 四聖諦很好啊 

問題怎麼用 

我告訴大家最簡單的 

無常、苦、空、無我 

就是無常 

因為無常所以是苦 

是不是 

後面就統統解決了 

我以前參禪就喜歡 

就無常無常 

對啊 看到的都無常 

看自己無常 

什麼都無常 對不對 

那個貪 貪愛就會比較 

漸漸會捨掉 

不牢靠啊 

永浴愛河 

問題愛情都不永靠 都不永浴嘛 

對不對 

不牢靠啊 

所以想一想 

這個也不可靠 

所以就對這一些執著貪愛會減輕 

那斷三界煩惱 

怎麼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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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你就貪、瞋、癡、慢、疑 

貪 問題都在貪 

你貪減少了 

你就貪不到就不會去生氣 

對不對 

你貪為什麼那麼貪 

因為我搞不清楚它是無常 

對不對 

非要得到不可 

要不然就生氣 

划不來 

那如果能夠斷這個貪瞋癡慢疑 

他就能夠證阿羅漢 

貪瞋癡慢疑是在貪哪裡 

是貪三界的東西啦 

我喜歡三界 我就離不開三界 

是不是這樣 

你要移民到國外 

就是我覺得外面比較好 

我才要離開 

要不然我就是住得好好的啊 

是不是 一樣的 

我覺得貪三界非常好 

我就不想離開 

不想離開你就出不了三界 

阿羅漢尋死尋活 

我就不要住三界 

對不對 他都不要 

都不要 他就可以出離 

你以為講一講就斷貪嗎 

沒有 你要實際上要做到 

做到你就要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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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自己教育自己 

這個都是無常  

所以不可愛 是不是 

所以無常就是苦 

苦就是因為大家去貪啊、集啊 

貪就會有集嘛 

所以這個就要苦集滅道 

我們大概講一下 

因為終究不是上課 

如果這個要講的話 

可能要講了十堂課還講不完 

那中乘呢 

它又更進一步 

它有十二因緣 

它除了色受想行識 

它也是在現象界 

但是它除了色受想行識之外 

還有作意、觸、受、想、思在裡面 

好 你注意看 

十二因緣裡面 

前面無明、行、識 

這個是說過去世 

那我們這輩子從哪裡開始 

從名色 

名色知道嘛 

就是開始有我們的受精卵 

就是有物質 

就是有色 

名就是精神體 

(色)有物質 就是從受精卵開始 

第八識、第七識已經開始進去啦 

然後開始有六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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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六入的時候才能夠有觸 

請問 我們看到東西 

我們眼珠能看到東西嗎 

現在科學知道了 

是視覺神經嘛 

對不對 

所以麻痺(醉)的話 

把你麻痺掉 你就看不清楚啦 

你睡著了 眼睛還在 

把它撥開看得到嗎 

看不到 

睡著了 後面收音機他(耳)聽得到嗎 

聽不到 

所以表示了別的是在這邊 

在腦部 叫作勝義根 

以前叫作(不可見有對) 

這個十二因緣它已經講到這個部分 

然後這個怎麼運作呢 

為什麼你能夠了別呢 

就是因為你有觸 

然後有受 

受之後呢 

這個受的境界 

愛就是因為你有想 

了知你才會有愛 

所以重點在後面這個愛、取、有 

一般要斷都是從愛取有這邊斷 

你如果能夠從受這邊斷當然很好 

從觸這邊斷很好 

一般人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你看 

一修就是修斷貪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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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斷煩惱 

是不是貪瞋癡 第一個就是貪 

都是從這邊斷 

斷了就斬斷啦 

它就不會這樣流落又去循環 

對不對 

所以你看 

沒有愛的話 

這個有愛 已經沒有 

從這邊斷掉的話 

就沒有後面「取」跟「有」 

那這個就不會有下輩子的 

生、老、憂、悲、苦惱 

對不對 

所以十二因緣它是從這邊斷 

還是要斷煩惱 

所以它一樣的 

就從斷煩惱 

那這個當然啦 

如果從十因緣來看就是識 

從識這邊開始斷 

你就是要有入胎識 

有沒有 第八識有進去了 

你才能夠生起這一輩子 

這個也讓大家知道一下 

同樣都是斷煩惱 

為什麼它叫中乘 

它比小乘又更厲害一點 

因為它已經有講到 

五遍行的這個部分 

觸作意受想思 

這個五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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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我們再講 

那這個大乘佛法就分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般若 

它就是總相 

第二個就是唯識 

唯識它這邊就細分得更多了 

觸作意受想思就五遍行 

第八識就是透過五遍行 

才能夠遍生起萬法 

這個是最重要的 

第八識不能(無心所而生法) 

所以祂有心所有法 

這個後面會講 

所以你看它兩個 

就是有不一樣的部分 

大乘實相、現象統統要觀察 

所以叫作大 

我小學的東西不會 

我哪裡叫作大學 是不是 

所以你現象界也要觀察 

那實相界能夠觀察 

你就含攝兩個法 

這個般若空 

就是本來自性清淨涅槃 

祂本來就是清淨 

清淨當然就是空 

唯識呢 

它重點是在 

你如來藏如何能夠生起萬法 

這個才是重要 

這個才是重要 

那這個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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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常聽到 

我們常常聽到外面在講一句話 

《華嚴經》叫什麼 

有一句什麼 

現在想不到 

大概沒有機緣跟大家講 

就是說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 

這只是一個理 

是一個現狀 

但是祂到底怎麼生 

這個才是重要 

你才能夠觀察到祂 

你只有知道那個理論沒有用 

好 下面告訴大家 

有沒有 直接生六根 

我們受精卵 

是不是先出生我們的身體 

那我們身體就有六根 

眼、耳、鼻、舌、身 

有沒有 

包括大腦 都有啊 

然後間接生六塵 

你要觀察東西 你就會接觸 

那這些接觸的時候 

我們能去觀察外面的東西嗎 

沒有 我們是在內相分 

那外面的東西如何跑到內相分來 

是如來藏幫我們把外相分 

轉成內相分 

就是內六入 

內六入啊 

是這樣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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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叫信息 

它不是一朵花 

就把一朵花跑到腦筋裡面 不是 

是把那個資訊傳到裡面去 

然後我們腦神經 

就是勝義根 

有沒有 視覺神經去接觸它 

那這些功能都是如來藏 

直接生、間接生、輾轉生 

所以你看 

根、塵相觸 

根、塵相觸產生識 

請問誰生 

還是如來藏幫他生 

勝義根不能生起這些眼識啊 

這個觀念要先建立 

要不然你佛法學不好 

很多你會根跟塵 兩個就能產生識 

不是這樣 

那是方便簡單說 

沒有第八識統統不行 

要不然你看 

睡著了 講過了嘛 

你眼睛張開 

它還是沒有辦法產生識 

耳朵 睡著了耳朵還在 

音樂還是聽不到 

從這邊你就知道 

佛法的厲害就在這個部分 

那一般來講就用五位百法 

五位百法來說明 

五位百法 大家背起來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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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會用 

你這個心王透過心所 

才能夠產生色法 

然後這個三個運作 

才會心不相應行法 

然後無為法 

這張表就最重要的東西 

沒有寫出來 

心王 一切最勝故 

這邊心所 

與此相應故 

就是心王透過心所法 

才能夠產生色法 

所以這色法就是 

二所現影故 

有沒有 

所以如來藏是透過心所 

如來藏第八識透過五遍行 

然後把外相分轉成內相分 

就是外六入、內六入 

然後才讓我們勝義根裡面的 

眼耳鼻舌身(根) 

去面對這個色聲香味觸法 

然後才會產生色法 

這個影像 

然後裡面看的跟外面看的是一樣 

所以我們開車看到危險就知道轉彎 

對不對 

如果是不一樣的話 就撞上去啦 

這個都是如來藏幫我們提供 

然後這一切 

五位百法全部都是如來藏所生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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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時間沒有那麼多 

沒辦法細說 

那這個為什麼要叫作「得」呢 

為什麼叫心不相應行法 

三位差別故 

這三個在運作的時候會有得(之現象) 

為什麼「取」不是呢 

取得嘛 

取得是兩個是合在一起的 

這個大家弄一個功課回去看看 

想一想 為什麼這樣 

那為什麼這個「方」 

時間、空間 

時間、數量 

為什麼它是心不相應行法 

明明我們都在用 

這邊有幾個人(數) 為什麼 

回去想一想 

這個問題很深喔 

所以這張表 

是要我們一直修到什麼 初地 

現在我們沒有初地 

看不懂正常 

再跟大家安慰一下 

這個經是普傳的 

但是方法呢 

佛陀另外別傳 

叫作什麼 

傳佛心印 教外別傳 

教外 不在教科書上 

方法掌握在另外一個方法 

那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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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常在講 

千里尋明師 萬里求口訣 

你經典看沒有用啊 

像一般山、醫、命、相、卜 

你不是他的門人 

你拿到他的書 

你看得懂嗎 

看不懂 

因為古代沒有專利權 

大家會偷師嘛 

偷學 你知道嗎 

偷學 你不是他的(人) 你沒有用 

譬如風水上 

一房山 

二房案 

三房四房左右看 

背起來沒有用 

什麼叫山 

什麼叫案 

不知道 對不對 

只有風水的書籍就這樣 

那一樣 佛法比它更厲害 

哪裡沒有保密的手法呢 

有 有有有 

就是靠什麼 

教外別傳 

所以你佛經要看得懂的關鍵在哪裡 

大乘佛法 你沒有明心一定看不懂 

看得懂 跟你打包票都是誤會一場 

所以你如果佛經看得懂 

你公案應該看得懂 

公案是教外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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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可以用佛經來印證 

都是一模一樣 

絕對不騙人 

佛不騙人 

所以呢我們如果不識得 

這個不生不滅的實相就枉度人生 

因為我們不知道主體 

到底什麼才是真的我 

所以參得禪 

參得禪 

河洛話參得禪 

證得這個實相 

你就知道真妄 

這個第八識才是真嘛 

我們的五蘊十八界是這一世要用的 

妄是什麼 

台語說怎樣 

妄用 妄用嘛 

不牢靠嘛 

這輩子讓你用而已 

對不對 

所以怎樣 

我們就錢夠了 

然後我們就不用走險路 對不對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我們如果說衣食無缺 

不用再去奮鬥 

還是說我們有冗 

我們就加減來學佛 

這才是我們的根本 

那你如果破參之後 

要轉依實相的如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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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轉依 

我們都聽老師說轉依轉依 

怎麼轉依 

轉依如來藏本來自性清淨涅槃 

祂是清淨體性 

祂有沒有貪瞋癡慢疑 

沒有啊 

你這樣貪瞋癡慢疑 

那不是你嘛 

不是你 你何必那麼計較 

那如果計較會得 

大家都要計較 

我也很想要賺錢耶 

沒辦法啊 

股票買 它就是要落啊 

對不對 

所以那個跟福報有關 

人如果也會強求 

大家也要強求 

你如果強求得到 

會怎麼 透支 

你跟銀行借錢 

不是搶劫喔 

跟銀行借錢 另一天要還 

對不對 

所以這個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所以我們既然找到第八識如來藏 

轉依祂 

我們就不會因一世的這個五蘊身 

只有一世 

不要去追逐現象這些五欲 

財、色、名、食、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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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說富貴就是這樣 

財色名食睡 每一樣都好 

對不對 

但是過分的追求就沒有必要了 

我們這方面滿足了就好 

所以不要過分的追逐 

去造惡業 

重點是不要去造惡業 

夠用就好 

那你想想看 

我們將來到各地去投胎 

都是「界地隨他業力生」 

我們造的惡業 

那這個投胎就到三惡道去 

划不來 還是要還 

這個《八識規矩頌》 

都幫你定下來了 

想要投胎的時候 

人前六識都已經斷滅了 

那如果沒有斷呢 

你捨得離開嗎 

離不開 

這個身體很好用 

我這一世 大有錢人 

不要走 不要走 

不行 你斷滅掉了 

是不是第七識第八識 

就跟著業力在走了 

對啊 所以你看看 

這個厲害不厲害 

如果沒有這樣還走不了 

所以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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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在往生的時候 

會比較快 有的比較慢 

那如果一個金孫沒回來 

拖好幾日喔 

就等到金孫回來看一眼 

眼睛才閉 

人家說 死目才願閉 

有沒有這種現象 

有 古代的人很多 

現在比較沒有 

以前交通不便 

他掛心啊 

就是那個意志力很強 

這個意根還不甘願死 

那你入胎的時候 

前六識都已經滅了 

若沒滅 我就說啊 

大家都要找有錢人 

對不對 看門框比較大 

門檻比較高的 

以前說門戶嘛 

門當戶對 

那這個就是說 

你如果是想要說比較簡單的 

就是佛法架構 

大概就是這樣分 

從這個佛法裡面的福跟慧 

那比較簡單的 

這個不是很精準的 

但是對大家學習佛法 

整個佛法架構起來 

你次序就不會亂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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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是十幾年前 

這個是我首創的 

聽說網路很多有這個 

跟大家報告 

這個是我原創的 

這個是教學 

我為了教學把整個佛法架構摘錄 

但是這個沒有很精準 

跟大家講 

這個六度是互攝 

但是 把所有佛法名相把它弄起來 

佛法就包括修福、修慧 兩足尊 

這個福呢 

三界裡面的法都是福 

出三界的 能夠出三界的才是慧 

對不對 

所以四禪八定你怎麼修都是福 

出不了 

那福裡面呢 

我們把它 你看戒、定 

戒、定裡面都是福業 

因為它在三界裡面 

那當然這個也可以用到這邊 

那是另當別論 

我們都講一般 

可以聽得懂喔 

那慧的話就分成三種 

這個裡面又分 

那大乘法 

這小乘是戒定慧就可以了 

大乘 因為要成就廣大的福德 

要修福跟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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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它在 

要有一個布施 

等於它的前行 

它的加行 

持戒要持得好 

你要布施 

你若是很貪的人 

貪都貪不來了 

持戒怎麼會持得好 不會 

那你願意去幫忙別人 

對不對 

你那個貪就比較低 

貪比較低 

那個戒才持得好啊 

持得好呢 

你想要有禪定 

你若是氣噗噗的 

什麼都要干涉 

有沒有 

你怎麼會有定力 

所以你要先有忍辱 

要能夠安住 

忍辱是安住 安忍的意思 

你有安住的話 

你才能夠繼續前進 精進 

對啊 你不是安住在那裡定定而已 

你還要一邊安住 一邊往前走 

你的定力才會成片 

定力 人家說禪定 

才會成片 

制心一處就是成片 

那你有成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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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能夠成片 參禪 

你這個般若才能夠現起 

才能夠找到啊 

日也參 夜也參 遲早讓你參到 

參不到至少也有定力 對不對 

一定這樣 

好 那你看一看 

你如果是持戒呢 

頂多持五戒就到人身 

那你十善呢 

就到欲界天 

那你想要到色界、無色界 上不去 

一定要修禪定 

初禪就有初禪天 

這個理上大家都知道 

就知道你修哪一個法會走到哪裡去 

你有一個目標 立宗旨 

知道你這個可以走到哪裡去 

好 那這個慧就有三乘 

就有小乘、中乘、大乘 

那小乘剛剛有介紹了 

中乘介紹了 

菩薩道這邊介紹一下就好 

要參禪 明心找到第八識 

你才知道般若這個總相是在講什麼 

譬如你找到一輛車 

知道 這個叫作般若總相 

然後唯識 

就是說每一輛車 

車的方向盤有什麼功能 

輪胎有什麼功能 

就是有各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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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這個是悟後要起修唯識 

然後才有這個方廣可以度眾 

圓滿我們的華嚴世界 

那個很重要的次第 

這個架構讓大家知道 

那這個三無漏 

剛剛已經都有講過了 

那你因為透過修行 

你才會相應往生到你的地方去 

你壞事就不會做 

我們說 好事多做一些 

壞事少做一些 

我們就投生到善處去 

這樣才能叫作修行 

好 那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就是 心如工畫師 

能畫諸世間 

五蘊悉從生 

然後呢 無法而不造 

前面那兩句聽起來很舒服 

沒有用 

後面這個才是厲害 

那為什麼後面都不講呢 

五蘊悉從生 

你如果遇到學生比較那個的 

欸 老師 

五蘊都從祂生 怎麼生 

完蛋了 

所以後面都不傳 

然後呢 無法而不造 

所有的法都是第八識造作出來的 

怎麼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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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看 

前面都那個 

我剛剛在想的就是想這個 

講到這邊 可能要讓你們知道 

它就跑出來 

因為我不會背書 

是昨天剛好有人問我問題 

我剛好看到這一句 

今天就現買現賣 

這個很好啊 

剛好大家有這個因緣 

好 所以這個 

我因為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出現三次 

有的人說你重複了 不要 

我說沒關係 

我從不同角度講 

好 各位去看看 

所以你看看啊 

第八識祂是主人翁 

能夠含藏各種業種 

持各種業種 

你所造的業 祂都把你保存著 

所以好事、壞事逃不掉 

逃不掉 

好 那這個你看 

修行裡面 

小乘阿羅漢 中乘緣覺呢 

都是第八識獨住的狀況 

前七識都斷掉了 才叫作涅槃 

那大乘法呢 

就是現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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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習一下 

現觀什麼 

實相界跟現象界 

實相就是第八識 

現象界就是第八識所生起的前七識 

都叫作現象界 

那就成就世間法、出世間法 

出世間法就只剩第八識 

世間法就是八個識都具足 

所以修行要在哪裡 

人間最好修行 

那修福修慧就自利利他 

一直到成就佛道 

那就台灣這個由來 

我們大概知道 台灣就是依唐音 

它有各種名詞 

這個大員大苑臺員ㄉㄞ ㄨㄢ 

這個也是大灣ㄉㄞㄨㄢ大灣ㄉㄨㄚㄨㄢ 

唐語叫作大灣ㄉㄞ ㄨㄢ 

是不是台灣 

對 就是這樣 

那今天應該這邊是完了嘛 

好 謝謝 

(主持人) 

謝謝侯老師精采的演講 

我們恭請老師回座休息 

非常感謝侯老師精闢的解說 

帶我們看到 

玄奘大師翻譯經典大義的意義 

又帶我們看到 

第八識如來藏是生死的本際 

讓我們再次用熱烈的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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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我們的侯老師 

4 為未來世的生命銀行存款 

接下來 我們要進行的是座談 

這個階段啊 

我們替大家邀請到三位老師 

三位老師都是我們正覺教育基金會 

非常資深而且優秀的講師 

首先 讓我們以熱烈掌聲 

歡迎我們的主講老師 侯世惠老師 

再次回到了講台上 

第二位 我們有請我們的工程博士 范曉雯 范老師 

第三位是高苑科大電機系副教授 王俊超博士 

哇 三位老師都是生命科學的專家 

將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精采內容呢 

讓我們以熱烈掌聲歡迎三位老師 

接下來我們就將主持棒 

交給我們的王老師 

(王俊超老師)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各位朋友來參加這次這個 

第七場 第六集的這個導讀 也就是 

〈玄奘文化千年路〉的第六集導讀 

那我們這一場的講題哦 

親民講座就是「生命特急件」 

不識實相 為何枉度人生 

那我們在這邊座談 

也是以針對這個題目 

來作題目的一個切入點 

那因為現在問題 

各位朋友正在撰寫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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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在這邊我先提出一個問題 

來請教兩位老師 

希望兩位老師可以幫我們 

來作一些答覆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 

既然生命我們一直會延續下去嘛 

那請問 如何作一個 

跨越到未來世的生涯規劃 

可以讓自己未來世 

一世比一世過得更好 

那我們請兩位老師來幫忙作答覆 

那我們首先就請侯老師 

(侯世惠老師) 

一般來講 

我們從佛法裡面 

它是一個很完整的一個教育體系 

那我們先談 

大乘佛法就先有一個六度 

那六度要修到什麼時候呢 

要到初地 

初地以後 

初地、二地、三地 到十地 

才有十度 

那前六地還是六度 

可見六度這個法是非常圓滿的 

那既然呢 

這一個很好的法 

表示我們可以每一世 

都往這個方法來做 

絕對不會有問題 

而且可以累積福跟慧兩個 

那六度呢 大家都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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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 持戒 忍辱 精進 禪定 般若 

那為什麼是這樣 

剛剛有講了大概一個次第 

大概講了一下 

那布施 人人最喜歡啊 

為什麼 

不是人人喜歡布施 

是人人喜歡被布施 

所以人家說 

世間若要人情好 

捨卻錢財不要還 對不對 

哦 這個是最好 

所以你看布施度 

那布施當然又分三個 對不對 

就是財施、法施、無畏施 

那所以會加上慈悲 

慈 就是與樂 

給予快樂啊 

悲 就是拔苦 

他在困難的時候 我們去幫助他 

所以你看看 

兩樣都要做啊 

眾生要讓他高興 

他能夠活 

生活才能夠圓滿 衣食無缺 

衣食足而知榮辱 

那學佛你資糧要夠 

所以布施度是首先 

然後 布施之後就持戒 

持戒有好處你知道嗎 

你不會害人 

自己管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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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是戒自己 不要戒別人 

你不要說 

你犯了五戒 

人家犯五戒干你什麼事 

你自己管好自己 

所以人家就不會怕你 

所以持戒有這個好處 

然後 布施就是開源 

持戒就是節流 

經營一個企業一定要開源節流 

這個公司才能夠成功 

那你沒有客戶 沒有收入 

你在那邊節省大半天也沒有用 

是不是 

所以布施度很重要 

讓我們累積廣大的福德 

然後呢 這個持戒 

就讓我們少造惡業 

就不會減損 

那布施持戒 然後忍辱 

忍辱就要安住 

那一般的人不能安住 

你什麼事情都沒辦法成就 

人家說 

一暝全頭路 爬起來沒半步 

胡亂想 對不對 

心不安住 

心不安住 你就跳來跳去 

你就沒辦法有一個專長 

那你當然沒辧法發揮世間法 

那學佛亦復如是 

布施、持戒、忍辱 再來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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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就是你這個專業之後 

你在安住之後 

你還要有一個精進 

所以人家說 

你成功 99% 的努力 對不對 

一分的天才 

所以努力比什麼都重要 

如果天下能夠有不勞而獲 

誰都要不勞而獲嘛 對不對 

問題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學佛 

你看啊 也是一步一腳印 

所以你看啊 精進 

然後才有禪定 

禪定是已經成片了 

就已經定了 

譬如說我們在修定 參禪 

初學者是不是要多提 

把那個 比如「念佛是誰」 

要把它提起來 

或者是憶觀世音菩薩 

斷了就要多提 

你不要把它拉回來 

你就重新提起來就好了啊 

你拉回來是不是多一個動作 

不要這樣做 

你就直接再提就好 

那老參就要多疑啊 

參禪要疑啊 

念佛是誰 為什麼是 

念佛是誰呢 

要把它參究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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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參 它會變點、線、面 

這數學大家都學過 

你日也想 夜也想 

遲早它會成片 

為什麼 

我們會不會成片 

輸贏在哪裡 

意根啊 就是「都攝六根」嘛 

什麼叫作都攝六根 

意根接受了 

請問前六識是不是都是(依)意根 

祂是祂(們)的俱有依嘛 

當然都是第八識生 

不是意根生前六識哦 不是 

第八識生第七識 

不夠用 再生第六識 

第六識不夠用 才再生前五識 

是不是這樣 

你睡著了不用那麼多啊 

所以那個前五識是不是都不用了 

對啊 

所以是因為不夠用才一直往下做 

所以你看 

我們在修禪定也是一樣 

意根接受了 

那因「日也參 夜也參」 

那意根會不會接受 會 

我們小學生開始訓練 

開頭那樣零零落落 

你要抬頭挺胸 

頭要注意 對不對 

胸要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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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下腹 對不對 

是不是覺得很難 

習慣了會不會難 不會 

我們開車初學 

開車是不是這樣手忙腳亂 

你看我們開車開久了 

一邊聽收音機呢 對不對 

騎腳踏車還放雙手呢 

還可以吹口哨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那已經習慣了 

意根本來就有那個習性 

那你要透過意識 

不斷的熏習衪 訓練 

久而久之 你就成片 

定力就起來了 

那定力之後呢 

你要破參是不是容易 

你一天參個一分鐘兩分鐘 

人家一天參八個鐘頭 

乃至人家一天參二十四小時 

哪一個會先破參 

一定是成片的人嘛 

所以你看啊 

那我們在累積福德亦復如是 

你就福德在不斷的繼續累積 

那遲早呢 

你就有福 

你就會有慧的機緣 

福跟慧就會成就啊 

我告訴你 

你找到的都是善知識 

為什麼 



【千年一脈-從佛陀到玄奘】玄奘文化系列講座 第七場 第 89 頁  共117頁 

因為你種的福夠 

福夠的話 

自然而然大家會喜歡你 

你跟法就會相應 

好 以上報告 

(范曉雯老師) 

不知道大家 

在座觀眾朋友們有沒有聽過 

一位流行歌手薛岳的 

「如果還有明天」 

這是他病重以前所發表專輯 

《生老病死》裡面的一首歌 

那其中有一段歌詞是 

如果還有明天 

你想怎樣裝扮你自己 

如果沒有明天 要怎樣說再見 

大家有沒有印象 

如果我們以佛法 

三世輪迴觀點來看的話 

有幾個問題我們可以正視 

也就是說 

如果生命會延續 

我們都有下一世的話 

那麼我們要怎樣裝扮自己 

那裝扮自己不是 

在自己的臉上塗塗抹抹 

或去整型就好了 

而是說我們要怎麼樣讓自己的 

福德智慧越來越好 

那麼自然我們的 

下一世的身心相貌 

也會越來越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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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有智慧 

那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沒有下一世 

那麼對酒當歌 及時行樂 

甚至作奸犯科 

有什麼不可以呢 

反正人死了什麼就沒有了嘛 

但是今天侯老師也跟我們講了很多 

因為我們不會死 

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不會死的 

第八識實相心 

祂會把我們所造作的 

種種的善惡業種儲存起來 

就有下一輩子的 

因緣果報的出生以及顯現 

所以呢 很多人很怕死 

但是我們真正要怕的是什麼 

我們死不了 

這一世死了以後 

下一世一定會再出生 

那麼如果造作了惡業的話 

下一世就受苦無窮了 

所以怎麼樣規劃 

跨越未來世的一種生涯 

這個形成善的循環就非常重要了 

所以如果希望未來自己有好的父母 

好的配偶 好的子女 

那我們應該怎麼辦啊 

這一世 

是不是先從這一世開始做起 

就先孝順父母 

善待自己的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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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於自己的配偶 

疼愛子女 好好教導子女 

那麼我們如果希望下一世 

賺錢不要那麼的辛苦 

那麼這一世是不是就好好努力工作 

不要貪取非分之財 

那甚至把自己所賺取的財物 

願意去分享給他人 

那麼也就是說 

我們除了規劃未來世的生涯之外 

事實上從現在世就要開始做起 

因為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要怎麼收穫就要怎麼栽 

但是這個眼界是放到三世來看 

這個是不變的三世的因果的定律 

那麼以修學佛法觀點來看的話 

如果我們希望有智慧 

那麼我們自己這一世 

就要讓自己有智慧 

也要幫助他人有智慧 

那麼就要發願 

要跟隨善知識 

要修學正法 

這個也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如果希望自己有福德呢 

我們就要不吝惜的 

付出自己的種種的 

財力、物力、體力、時間 

還有種種的專長 

同時還要給眾生很多的 

鼓勵、安慰、關愛 

還有智慧的語言來幫助他們 



【千年一脈-從佛陀到玄奘】玄奘文化系列講座 第七場 第 92 頁  共117頁 

那麼在跟眾生共事當中 

也要以同理心來引導他們消除煩惱 

甚至幫助他們可以開始修學佛法 

那同時在利益很多眾生的過程當中 

我們還要去檢視 

到底我們的心地有沒有夠純正 

不求回報 

那麼在這個過程 

也要去檢討說 

有沒有哪些沒有做好的 

我們可以做得更完善 

因為更完善的話 

就會讓自己的福德更圓滿 

而且以第八識修學佛法 

第八識的這個正法來看的話 

依這個正知見來修學 

這個目標才不會錯誤 

相信第八識就是我們每個人的 

生命的實相 

祂是實相心 

祂是永恆不壞的心 

這樣的知見不能夠偏差 

不能夠偏差而因此深信因果 

那麼就可以避免 

自己未來世被不正見引導 

心行產生偏差 

而有種種的貪、瞋、無明的境界現起 

那麼同時呢 

因為依止於第八識如來藏修學 

而不斷的檢討自己 

有哪裡需要再去修正 

再去改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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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儘量不要去造作 

傷害眾生的事情 

同時儘量的把善業淨業的種子 

種到第八識如來藏當中 

打好下一世善因的基礎 

形成善的循環 

這個就可以做好橫跨未來世的規劃 

那麼一旦我們做好規劃 

不斷每一世的努力之後 

每一世彼此都可以 

很歡喜的互相說再見 

因為我們都不會死 

我們的第八識不會死 

所以我們也會再相遇 

就繼續再以這樣的善的因緣 

大家互相再相遇 

再繼續生命規劃當中的 

解脫與成佛之道 繼續前進 

(王俊超老師) 

我們非常感謝兩位老師的答覆 

侯老師有提到 

就是以六度 

就是布施 持戒 忍辱 精進 禪定 

以及智慧 

除了自利利他之外 

又可以修集自己未來世的福德 

這樣子我們未來世的每一世當中 

一世會比一世更好 

那我們范老師有講到 

對眾生可以布施財物 

出一些勞力 

與眾生廣結善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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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給眾生一些關愛 

溫柔語 或者是鼓勵安慰語 

或者是智慧語等 

可以跟眾生來廣結善緣 

那也深信因果 

與這個善知識結下深的因緣 

那這樣子呢 可以自利而利他 

其實如來藏 

就像是一間永不會關閉的生命銀行 

那我們眾生累世以來的福德資糧 

就好像是 

這個生命銀行裡面的這些存款 

那眾生無量世以來 

我們不能只是提出來用而已 

把這樣的資糧提出來使用之外 

我們應該要再存入更多的 

這樣的福德資糧 

讓這個生命銀行 

未來世每一世之中 

他的資糧越來越多 

也就是存款越來越多 

那未來世 

我們一世過一世會更加好 

那要存入這樣的生命銀行 

裡面的存款 

所使用的方法 

那就是廣行六度 

以及廣結善緣 

以及跟眾生之間互相自利利他 

這個就是讓我們 

這個生命銀行未來世的存款 

也就是福德資糧的存款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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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未來世 

我們一世一世一定會過得更好 

這個是我們第一個題目 

5 助念的必要性 

第二個題目 

我們在彙整之後 

有朋友提到 

佛教中對於剛往生者 

有一個助念的儀式 

請問這個助念背後的道理 

以及實際的效果如何 

我們來請問兩位老師 

我們請侯老師 

(侯世惠老師) 

佛教來講 

往生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 

因為你在往生這個階段 

有中陰身現起的狀況 

那中陰身現起 

你是六道的哪一道 

大概就已經確定了 

然後你會跟相應的 

投胎到那一道去 

那現在一個問題 

我們這輩子不可能盡幹壞事 

我們也有做好事 

問題你在往生的時候 

你現起的是什麼狀況 

你會相應 

那你當然在要去世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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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這個身體很好用 

用了一百年 

捨不得啊 

捨不得 你要跟他開示 

那開示 你別人跟他講 

你也沒有比我厲害 

我為什麼要聽你的 

你跟他說這是佛說的 

所以就開始念經 

阿彌陀佛 

他不敢裝傻 聽 

乖乖去往生 對不對 

要不然啊 

你看《佛說阿彌陀經》 

你不要只唸 阿彌陀經 

你要說 佛說的 對不對 

我們是《佛說阿彌陀經》 

給他威嚇一下 

這佛祖說的喔 

他會信受嘛 

佛有很大的威德力 

依台南人來講 

家家戶戶都是掛佛祖彩畫 

對不對 觀世音菩薩坐中間 

你看 咱們台南人 

跟佛陀講得多親啊 

佛祖呢 那我們的祖先耶 

是不是就會很親 

所以你就會信得進去 

所以你看這個跟他助念的話 

他的善業會相應先起來 

你在那邊念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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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敢在那邊想那些 

殺、盗、淫、妄、酒的事 

我看不敢 對不對 歹諧 

咱們在那邊打坐 

坐下去 這樣你看我們的心海翻騰 

妄想紛飛 

會不會覺得很慚愧 

會啊 控制不了啊 

大家的念力在那邊幫你助念 

咱們會順著大家的念頭跟著走 

跟著走 那時候 

我們的善念一定先起 

先起 你(善)中陰身就先起來了嘛 

中陰身是我們這輩子 

我們這個五陰身的微細物質所組成的 

所以越早的話 

他的身體越好用 

你第一個七 

你第一天趕快走(去投胎)  

一定是最好的 相應嘛 

我說「相應」這兩個字要注意喔 

你這邊什麼心行 

你就到哪一個地方去 「相應」 

你看啊 

我們好事壞事做那麼多 

相應的部分 

好事先起來 

你就投胎到好的地方去 

所以助念變成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然後大家也不會 

生起一些雜七雜八的念 

就是很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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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所以最好是在往生之前 

但是有的不是啊 

很難搞啊 

你幫他助念 他不要死啊 

你又跑回家 

明天又病危又去是不是 

所以變成有的(病)人都已經確定(死亡) 

才開始助念 

那當然效果就會比較差一點 

你看正常人中陰身是大概 

八個鐘頭就已經都起來了 

然後也可以去往生了 

那所以呢這個佛法的利益 

人說生死是大事 

那生 我們沒辦法參與 

但是死總是可以 

最少也要孝順 

你如果說 

有效沒效 你都不用跟他說這麼多 

如果沒效 

你就把它當作孝順好不好 

對不對 

你就跟你親人 

幫她唸個阿彌陀佛有什麼不好 

所以這個來講 

是有一個 靠佛的威德力 

那當然啦 

有的還會開示一點佛法 

那佛法你要跟他相應 

他不相應的人 

你跟他開示沒有用 

所以如果沒有辦法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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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念佛 對不對 

佛號 然後就誦《阿彌陀經》 

他最起碼就有善念會相應先起 

所以這個是很如法的一個方法 

(范曉雯老師) 

佛教是可以讓現前實證解脫 

以及智慧的法教 

但是佛教也相當重視助念 

因為助念可以幫助家屬走出 

痛失親人的這種徬徨無依以及痛苦 

那也可以幫助亡者 

往生到較好的去處 

所以助念對於佛教來說 

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麼助念的原理是什麼呢 

在佛法裡面 

人死了不是什麼都沒有了 

一般人如果他沒有造作大惡業的話 

那麼通常在他斷氣以後 

大約八到十二個小時 

大概八個多小時以後 

他就會形成完整的中陰身 

那麼在這八到十二個小時中間 

就要特別告訴家屬 

絕對不要去碰觸 

去搖晃亡者的身體 

那也不要呼天搶地、大哭大喊的 

這樣子會對亡者 

因為這時候他還沒有死透 

會對他的身心造成很大的痛苦 

可能造成他墮落三惡道 

這個必須要告訴家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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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接下來 

中陰身形成以後的七七四十九天 

也非常的重要 

什麼叫中陰身 

中陰身就是一期生命死亡以後 

到下一期生命出現 

中間的一個存在的狀況 

那總共有七個七 

是什麼意思 

第一個中陰身出生以後 

他只能維持七天 

七天以後他就滅掉 

會再出生第二個中陰身 

前後總共有七個中陰身 

總共四十九天 

那麼最慢最慢四十九天 

這個亡者 

他就一定要去投胎啊 投生 

可是越慢去投生的話 

他的福德會越來越差 

他的所投生的地點會越來越糟 

因此 在中陰身階段 

七七四十九天當中 

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麼尤其 

如果亡者是家裡的長輩 

或是自己年邁的父母的話 

他如果生前沒有學佛 

通常不太可能頭七就走 

可能拖到二七、三七、四七、五七 

都有可能 

所以這個時候要告訴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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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好好的幫助亡者念佛 

讓他的心 

這時候中陰身的心 

可以安定下來 

而且要不斷地跟亡者說 

譬如說跟老人家的中陰身說 

你已經死了 

你已經死了啦 

你回不去了 

有些老人家不知道自己死了 

那他會繞著他的屍首 

或者是這個屍首化成骨灰以後 

他會在旁邊繞 

他以為他回得去 

他會在那邊徘徊 

所以家屬要跟他講清楚 

你已經死了 

你這個色身已經壞了 

已經不能用了喔 

要跟他講清楚 

那同時呢 

還要不斷地跟老人家說 

你最恨的人 

你也要把他忘掉 

你不能再仇恨 

或者是你最愛的人 

譬如說你家裡的兒子 

你那個金孫啊 

你不要說等到他來 

等到中陰身 

還要等到兒子、孫子 

金孫什麼的來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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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等他了 

如果他們不能來 

你一直拖 

拖到後面果報會越來越差 

還有他放不下的 

比如說 金錢啦 

他愛的珠寶啦 

房地產啦  

存款等等的 

都要跟他講 

這些你通通帶不走 

除了頭七要講 二七、三七、四七 

甚至要講到五七 

要一直講 

因為老人家沒有學佛 

即使他有學點佛 

這些執著 

都沒有那麼容易放下的 

但是中陰身有個好處 

他有小五通 

也就是說 

他看到家人為他念佛 

或者是這個修行人為他念佛迴向 

他可以看到修行人的黃光 

他知道這個人 

家屬誦經 幫他培福等等 

對他有幫助 

他會靠過來 

他會喜歡 

他知道找沒有修行的人沒有用 

他就會靠過來 

那麼趁這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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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好好跟他說 

你就要跟著好好念佛 

同時中陰身 

另外他已經開始有所體驗 

他可以體驗到什麼 

當我們告訴他 

你第一個中陰身死了 

七天一定毀掉 

第二個七 他會再出生 

他經歷過這個 

他會不會相信 

他會信 

好 那麼這個時候你再跟他說 

你看看你死了 

可是你還是中陰身又出現了 

現在這個是你的過渡期 

但是你為什麼沒有死 

我們最殊勝的地方是 

我們可以告訴他 

大乘佛法的第一義諦 

就告訴他 

你有個如來藏沒有死 

所以你不會死 

那麼你的如來藏會出生你的中陰身 

甚至祂會含藏你的業種 

而帶著你去投胎 

這個時候 

他自己有所體驗說 我真的死了 

可是我還存在啊 

他會相信如來藏法 

這個時候對他的助益是什麼呢 

最大的幫助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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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跟他說 

那你相信這個第一義諦法 如來藏法 

你好好念佛 

你發願去極樂世界的話 

你絕對不是下品下生 

因為我們知道下品下生 

是造十惡的人 

可是你相信如來藏法 

相信這個第一義法的話 

你發願去極樂世界 

你的品位會提升 

同時就告訴他 

那個西方極樂世界多麼的好啊 

沒有灰塵 

也不用打掃、也不用工作 

也不用煮三餐 

你要什麼有什麼 

也沒有惡人 

你在那裡好好修行就好 

他會相應 

他會相應 

然後又告訴他 

你所有的這些親緣眷屬啊 

你都沒有辦法繼續待在他們身邊 

你所有的財物都沒辦法帶走 

你的身體也毀壞 

你要放下 

就這樣不斷跟他講 

他才能夠心得決定 

這個不容易 

可是一旦他心得決定 

透過家屬不斷地跟他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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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解以後 

他心得決定以後 

他就願意好好來念佛 

等待阿彌陀佛來接引他 

他就可以順利的往生到極樂世界去 

或者他不想去極樂世界 

我們可以告訴他說 

那不然你就來當人嘛 

你求佛接引你到 

適合修學佛法的家庭 

讓你繼續可以來修學佛法 

也同樣可以利益眾生 

也可以繼續修行 

那麼透過這樣的一些重點 

來利益亡者的話呢 

通常都可以達到助念的效果 

那因為其中還有很多細節 

時間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講這麼多 

但是這個部分 

大家就可以做一個概略的了解 

(王俊超老師) 

其實助念對我們學佛者 

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事實上是有三個對象 

第一個對往生者自己 

其實往生者 

自己在面對自己死亡的時候 

其實心裡面是很恐懼的 

因為他對死亡之後 

下一步的境界無知 

所以心裡面會很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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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就是在這此時如果幫他助念 

也就是在導引他 

順利過度這個階段 

讓他的整個過程能夠順利 

而且他心無恐懼 

並且可以順利往生到下一世 

所以經過這一段時間的一個助念 

不僅讓他心無恐懼 

而且可以往生善處 

然後第二個對象 

就是對於這個往生者的家屬而言 

因為他看到自己的家屬往生了 

雖然心裡面他是很憂傷的 

但是看到往生者 

他順利過度了這個階段 

他心裡面也會得到一絲的安慰 

也因為透過這樣子的助念 

他與佛法也結上了因緣 

那對於助念者而言 

除了可以跟往生者家屬 

可以結善緣之外 

他看到往生者以及家屬 

面臨這樣的一個生離死別 

還有生死的這樣的苦 

對他自己也可以得到現觀的 

一個解脫功德受用 

也就是對他的佛法的修證 

也可以增上 

所以助念這件事情 

不僅是對往生者、家屬 

以及助念的人 

其實都是一個自利利他的一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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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接下來就是第三個題目 

6 以佛法改善人際關係的智慧 

在現代繁忙而緊張的生活環境中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會變得非常敏感而脆弱 

那請問兩位老師 

如何應用佛法中的智慧 

來改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呢 

我們請兩位老師幫忙答覆 

(侯世惠老師) 

一般來講 

這大乘佛法要圓滿福跟慧 

然後世間跟出世間都要慧 

那佛在世間成佛 

一定跟世間有很大的善緣 

才會到這個世界上來 

所以這個世間法這部分 

佛也是非常圓滿 

從佛法可以摘錄一些 

我們現在可以馬上用的 

譬如四攝法 

就布施、愛語、同事、利行 

那這是很好用的一個方法 

這本來是攝受眾生啊 

那我們要建立好的人際關係 

這些我們都可以做啊 

那布施度剛剛也有講過了 

我們在世間 

大家就業就是為了養家活口 

那所以這個變成幫忙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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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需要幫忙的人 

這個人家會感恩啊 

那感恩當然就會人際關係會好 

你老是要跟他爭啊 

布施的反面就是爭嘛 

你跟他爭 

大家當然就惡面相看 

那一樣的道理 

所以布施度簡單說 

然後愛語 

台南人常說 

好也一句話 壞也一句話 

你何必呢 

有的人很家婆 

我跟你說喔 

我為你好喔 

你聽了不要生氣喔 

保證生氣 

對不對 那就不要講嘛 

就表示太不客氣啦 

你看那個老外講話 

是不是都是很客氣 對啊 

我們這邊就是說太熟啦 

所以講話就有時候 

比較沒有一個安全距離 

所以這個愛語就變成很重要 

欸 愛語還要練習耶 

你像我們楚地 

辭能達意就已經很厲害了 對不對 

我話說得出來就已經很好了 

你看 我要聽人家(話) 

說人家喜歡聽的話容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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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啦 

所以你看做生意的人 

是不是特別厲害 

歡喜也要把它做成 

生氣也要把它做成 

是不是都要講好話 

對啊 所以生意人 

哇 這個愛語最厲害 

你沒有愛語人家還不跟你買呢 

對不對 

所以這個愛語就一個良好的互動 

大家就是語言上 

一般都是從語言上先起衝突 

然後記恨 

何必呢 

口舌之爭沒有意義 

沒實利 對不對 

所以人家生意人 

喔 點頭啊 

點頭做什麼 

錢拿來 賺你的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都是要訓練 

這愛語是一件很好 

你小孩子啊 

很多人小孩子很有成就 

你問他怎麼教育 

我後來觀察 

他小孩子 三個小孩 

不互相比較 

就是都鼓勵他們就好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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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很愛罵孩子 

孩子是越罵越沒志氣 

他就會自信心不見了 

那這家就完蛋了 

這個小孩子就毀掉了 

那一樣啊 你用愛語的話 

你看我們孔子說 

循循善誘 諄諄教誨 

你看辛苦不 辛苦啊 

所以這個本來就是愛語這件事 

變成很重要 人際關係 

再來 同事、利行 

你幫助他 

做他能夠做的事情 

對他來講 

他當然很方便啊 對不對 

所以大家有革命情感 

尤其是同事的時候 

平常大家乎 全計較了了 

但是若是加班的時候 

因為期限快到 

我是學會計的 

期限到了 五月份要報稅 

我跟你講 大家加班的時候 

總未計較 

對不對 是這樣啊 

要不然你那個五月份要報稅 

期限到就是截止 沒辦法 

所以那時候工作熱忱最高 

這個時候從同事這邊就可以知道 

所以大家如果是 

同樣的在做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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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同樣的目標 

這個是最容易建立感情的 

所以呢 利行的話 

我們剛稍微有講到了 

你看他在工作上有困難 

你就幫助他 

而且能夠往這方面 

往他的立場去思維 

有的人不是啊 

就是指責他 

不然就幸災樂禍 

你這樣哪會得人疼 對不對 

所以這個人際關係 

還是要練習耶 

不是天生的 

所以有的人家庭 

他家庭和樂 不會爭吵 

那個小孩子出來跟人家相處就容易 

有的人家裡就是這樣 

一天到晚吵吵鬧鬧 

小孩子出去也是吵吵鬧鬧 

所以家庭教育會延伸到外面 

乃至我們學佛之後 

就知道這些道理 

就慢慢改 修正 

個性慢慢改 

大家都有脾氣 

所以如果說 什麼人脾氣真好 

我說 你搞錯了 

不是脾氣好 是風度好啦 

風度好是不是自我約束 對啊 

所以這些都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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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愛語、同事、利行 

都是要反覆的練習 人喜歡 

我們要做什麼事就比較容易 

同事 也是要這樣啊 

那個也是一個我們的道場 

以上報告 

(范曉雯老師) 

我們時間好像不太夠 

我簡單講一下 

通常我們人跟人會相聚 

都是一種緣分 

只是每一世會以不同的關係 

譬如說父母、夫妻、子女、兄弟姊妹 

親朋好友等等的關係出現 

不同的身分出現 

但都是緣 

那這當中也有善緣 也有惡緣 

所以惡緣是什麼 

譬如說冤家 

以前是仇敵 

過去生就在相害相殺的 

所以每次見面分外眼紅 

這是冤家 

那第二種 

他是來討債的 

譬如說 子女敗光父母的家產 

這個是屬於什麼 討債 

好 那麼善緣的話 

譬如他是來還債的 

子女他賺很多錢幫父母還清債務 

這是屬於還債 

還有另外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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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屬於發願 

譬如說兩個人很好 

他就說 那我們以後繼續當 

好兄妹啊、好兄弟啊 好夫妻 

發願來的 

那還有一種是比較特殊 

叫做真友 

真實的善友 

真實的善知識 

那這個是屬於修行而來的同參道友 

這個在佛法裡面是相當特殊的緣 

也是非常好的緣 

那麼每一次修行 

彼此相聚的時候就是互相支持 

互相鼓勵 

好 那通常我們碰到善緣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理所當然 

別人對我好都是應該的 

不知道過去自己有利益過對方 

可是我們碰到惡緣的時候 

通常有沒有辦法接受 

很難去接受 

我們會想 

我又沒有對不起你 

為什麼這樣對待我 

你為什麼要傷害我等等的 

心中常常憤恨不平 

但是有了修學佛法智慧以後 

就知道說 

原來有這些善緣 

是因為過去有利益別人 

那沒有利益到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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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還傷害別人 

他就成為惡緣了 

那這個善緣就繼續讓他加深 

繼續利益對方 

對於惡緣的話 

我們就要特別注意 

要情緒控制 

也就是說 

你要透過拜佛 透過念佛 

讓自己心情穩定下來 

不要跟對方爭吵暴衝 

讓這個緣分越來越糟 

那同時要做的事 

碰到這樣的逆境的時候 

心裡要先懺悔 

自己有惡的心行的時候 

要先在心中默默的懺悔 

向對方懺悔 

並且念佛迴向給對方 

那麼這樣的因緣 

這樣的惡緣 

才能夠慢慢的轉變 

可是並不太容易 

需要長時間的努力 

但是既然我們修學佛法了 

我們知道學佛的目的 

其實就是要提升生命的層次 

我們不是要跟眾生在那邊結怨爭吵 

也不是要跟眾生爭名奪利 

有了這樣的高度 

我們重新看待三世因果 

看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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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重新去檢視 

那麼是不是我在六度的修行當中 

不夠周延、有需要檢討的地方 

是不是我利益眾生 

還不夠多、還不夠廣 

從這邊再去加強 

那麼這樣就可以減少跟眾生的摩擦 

也可以善待眾生 

就可以廣結善緣 

也可以改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王俊超老師) 

我們謝謝兩位老師的答覆 

所以從兩位老師的答覆當中 

我們知道 

也就是菩薩的四攝法 

還有六度 行六度  

以及慈悲利他等 

可以改善目前人與人之間 

關係緊張的一個氛圍 

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把眼界 

放大到三世因果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 

如果我們此世雖然好像 

是捨了自己的一些財物 

來利益他人 

但是以三世因果來看的話 

未來世所獲得果報 

反而是自利比較多 

所以學佛的佛弟子 

最主要的眼界 (是要)放開到三世 

所以佛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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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菩薩的四攝法 

以及六度 以及慈悲利他 

其實就是現在人在這個緊張 

以及繁忙的社會之中 

人與人之間緊張的關係之下 

是改善人與人之間關係的 

一個好方法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這個座談就到這邊 

那也謝謝各位朋友來參加 

熱烈參加這次我們 

這個第七場的一個演講 

以及這個座談會 

在此非常謝謝各位 

那之後的這些還有很多問題的話 

我們會後再把它彙整起來 

於未來有機會在網站上 

再來答覆各位朋友的問答 

那今天我們時間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主持人) 

非常感謝三位老師 

為我們帶來知性的下午 

讓我們再次用熱烈掌聲 

謝謝三位老師 

請三位老師回座休息 

各位來賓 

〈千年一脈從佛陀到玄奘〉 

我們的系列活動講座 

我們的影片 

已經陸續上傳到 YouTube 

非常希望您能把這樣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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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給您的親朋好友 

讓更多的人能了解到 

玄奘大師偉大的故事 

剛才老師手上 

真的有非常多提問的單子 

讓老師們真的是 

非常用心的想要回答 

可是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沒有辦法在這裡一一回答 

但是呢我們會在 

我們的正覺教育基金會 

〈千年一脈從佛陀到玄奘〉 

我們會闢一個專頁 

讓我們每一場的問題 

老師們都會在上面答覆 

那就非常歡迎大家 

隨時關注我們的官網 

希望您能將今天的感動分享給大家 

也期望您能感念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1 譯經和官話演變的關聯
	2 《玄奘文化千年路》第6集影片導讀─譯經大業
	3 生命特急件—不識實相，為何枉度人生！
	4 為未來世的生命銀行存款
	5 助念的必要性
	6 以佛法改善人際關係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