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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法門 

民國 86年 7月 28日 

                         宏智居士講述 
                         弟子妙音整理 

此篇所講的觀音法門，並不著重在聽山河大地的風聲水

聲來悟道，而是聽世間所有的苦因。經由觀照，聽眾生所

有的無明，然後再轉化這些無明。講的是在現世上，就要

去行的觀音菩薩道。 

我們每個人的色體，從緣起來講，好像每個人都不同；

從世俗來說，每個人輪迴的個別業力是不一樣。當一講緣

起時，一定會落入世俗，因為有我。但所有的法門中不管

小乘大乘，都講苦空無我。苦空，因為離開緣起，所以苦

空；無我，因為性空，所以無我。其實，沒有緣起，只有

在度化眾生、轉化眾生煩惱時，才會在佛性上、空性上去

講究緣起。 

 

一、 緣起：人從情欲而來 

緣起就是你的正報（色身）及依報環境（親朋好友）。

性空，自己的我，慢慢因為念佛能專心，就要問問自己為

何要念佛？如果為的只是要解除煩惱，那煩惱本是無的，

都是從自己的依報環境來的。像從自己的家庭或祖先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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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一些業報，有些是由遺傳下來的，這包括過去因的業

力，集在你現在這個人身上；因為有業，所以才會有煩惱。

當你接觸法開始修行後，應該要忘記自己過去的無明以及

遺傳下來的業力。所以修行中有時好像要斷掉六親似的，

其實不是要斷掉，而是把一些業轉移、轉化掉。 

 回想一下，父母與你有何關係？有任何關係其實都是你

自己受進來的；你不受進來的時侯，就沒有什麼關係。就

像你出門在外讀書或做事時，父母就不可能一天到晚都在

你的腦意識裡。只有當你在落寞、無明、需要關愛時，才

會需要親情。最大的親情就是父母，父母在，一定會思念；

父母不在，當自己受到撞擊時，即使已經為人父母了，還

是會思念你的父母。思念是一種情感，此緣起是世俗的。

人長大後，不像小孩時那麼需要父母的呵護；當有子女時，

你意識中那種需要被保護的心情，轉移到要去保護子女，

此時，你好像比較不會思念父母。等子女長大，剩下自己，

平輩的也慢慢凋零時，就會開始思念過去的父母，不在人

間的父母了，這些都是緣起情感欲望的。 

 世俗人在所難免，因為世俗人沒有一個正確的依靠，一

定會落入情識裡。小時需要父母呵護，長大時需要朋友、

異性朋友的關心，成熟時可能需要配偶，這些都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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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情感需要有個呵護的現象。這些都是緣起，此緣起為

何是世俗的、是苦痛的呢？當然，苦痛之餘還是有快樂，

快樂的背後就是痛苦。修行，在還未能了解這些前，都含

有這些現象。如自己在靜思時身心的一些變化，這種變化

還談不上情感欲望；但有氣血、有雜念不斷上升，這是一

種過程。當你沉思在一個念上時，所有過去現在未來三世

一如的雜念，全部會在這個念佛上面，身跟心就一起動了。 

 學佛之前的一、二十年，身心可能都並未平穩。即使平

穩，一要念佛時，過去現在還是會一直湧現出來。人畢竟

是情感的，因為人是由情欲而生，當要專注念佛時情感必

然會出現。但修行念佛它就是要離世，離世並不是要與世

俗斷滅；只是人既然從情欲而出，就會從情欲而滅，因為

執在世俗上，所以會滅。從情欲來，從情欲滅，三惡道也

是如此。像畜牲，牠只是不像人一樣具足六種意識，不會

自己去把這些苦集量起來，牠的苦只是短暫的，不會集苦

讓自己身心交迫，造成更苦。但只有當更苦時，才會急於

離開，這也是人的優點。當一個人很苦的時侯，他一定會

想要離苦得樂。當自己很缺乏時，就覺得苦，會去補足這

種缺乏。當缺乏被補足時，就覺得快樂，但這種快樂是暫

時的，不會恆常，因此一下子痛苦、一下子快樂。當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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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煩惱漸漸潛伏在周圍；等到快樂消失時，痛苦就來了。

如此輪迴不已，怎麼不是苦痛的呢？ 

 一個人當他不了解情欲，且不能在出世法上精進之前，

這些情形是沒有辦法扼止的，而且會不斷地重蹈覆徹。因

為他無法無我，念念都無法放下我，如此愈念我愈重，情

欲也愈重。一旦加重，意識一定紛擾，沒有辦法獨立自處，

這將會漸漸失去智慧。情感有如毒藥，在適當的情形、適

量的劑量下，毒藥是可治病的。但吃多了，卻會置人於死

地。適當的毒藥，可讓本來就含這些因的色身，好像暫時

治好一些小病。但過多了，就會毒死人，被情感淹沒了。 

 有些人自認為自己的情感從未得到滿足。從小父母沒有

給他太多的情感，長大後朋友也是，所以他不會去體會情

感的好壞。其實這只是個別差異的多與少而已，只要是人，

即使是孤兒，還是有關心照顧他的人。只是，他可能一直

覺得缺乏，沒有一份正式的情感。沒有父母，可能會讓他

覺得這些都不是真正的情感，他會一直懷疑、否認自己是

在情感的呵護之下。如此，可能會造成偏狹的觀念。如果

從小就一直缺乏，大了又一直否定，這種人較難薰習佛法。 

 已能薰習佛法者，我們說此人過去必有善根。雖有善

根，但未能離欲，未能明白欲望是苦，所以再來念佛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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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很大的出離心、離苦得樂的心，一樣會在情感的

意識上浮浮沉沉。尤其是在家，修行要能得個清淨果，真

的很難。在家人處於塵勞中，你沒有非常堅定的心離世、

又沒有智慧的話，很難得清淨果。要初襌、二襌、離喜樂

定、滅喜樂定、滅受想定，將受進來想進來的情感盡了，

才有可能對人世間的情欲有所了解，才有可能不被雜染，

自己不被染著。 

 就好像你明知糖果裡頭包有鉛，你去吃它，外表還是很

甜的。大人知道會害怕、不敢吃；而小孩不懂，即使有人

告訴他，他也不知道什麼是鉛。吃了一點試試看，發現沒

有怎樣啊！所以再吃！大人的整個五臟六腑已長成，對於

糖，已不再那麼需要；而小孩身體還未茁壯，因此很需要

糖來滿足他所有的波動，所以他才會那麼喜歡吃糖。他可

以不吃飯，只吃糖就夠了；大人卻不能如此，大人對糖不

再那麼需要了，他可以從其他方面，水果、米飯、食物中

攝取。 

 不了解世間欲望的人，就像小孩子一樣。情感、欲望，

他就需要這些，這些「糖」的成分；因此沈浸其中救拔不

出，念佛也不能專心。這就像你叫小孩子要專心讀書，不

要吃糖；你不說還好，一說他更無法專心，只會想到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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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因此，修行也是一樣，沒有生死心，就不會有離苦的

心。光是明白是不夠的，還必須把自己的色身慢慢轉化。

就像小孩子一樣，先不要那麼好動，聽父母的話，做一個

乖小孩；不要一天到晚想吃糖，該給你吃的時侯才吃，不

該吃的時侯，你就安心坐下來好好讀書。 

 書香門第中的小孩子，情形可能會好一點。平時用功讀

書，父母一樣會給他糖吃，以平衡他的一些意識。這個小

孩因為福報較具足，不會亂動、動個不停、靜不下來。若

是福報較不具足的小孩，平時看父母及周遭的人都是動

的，他也就跟著動盪起來。所謂動，事實上是種不安，覺

得不是很平穩。因為動盪不安，所以更需要糖分來補足身

上的能量。較具足的小孩一樣會喜歡吃糖，但他的動性沒

有那麼大，所以不會一天到晚都想吃糖，但他還是需要的。

如果在一個變異之下，也許父母自己也忙著工作，忽略了

小孩，那孩子的意識就會開始變動了。小孩子的意識在還

沒有完全轉化過來之前，一樣是會變動的。 

 學佛念佛，應該是比世俗沒有念佛的人好一點，但在實

質上，依舊是一樣的。但這決不是要你斷掉情感，而是要

適當。要知道自己的情感並不是錯的，但如果太多、不適

當，那就不好，那真的會阻礙你的念佛行。所以，不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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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的，菩薩慈悲願力，就是要了解所有眾生煩惱。煩惱要

用明的、觀的，不是用斷的，要用慈悲來攝受，對自己也

是，但並不是隨便攝受。慈悲，不外乎對自己不能太壓抑，

但情感則必須要放諸願力上面。你會有無明，所有眾生也

都會有無明，因此你用慈悲的觀想，你才有可能了解眾生

的一些不足，了解他為何在情感欲望上浮浮沈沈，尤其在

家修行，更要了解。 

 雖然在家修行沒有像出家修行那麼嚴謹，外在的法上面

並不需要有那麼多的戒律。二百五十個或五百個戒，在家

眾並沒有守的那麼細。但是在心識上，不能完全沒有戒，

要用智慧來戒，而不是用清淨戒來戒。既然是在五濁惡世

裡面，你要完全清淨是不可能的。例如荷花，你把它放在

清淨的水中，它無法生長。如果泥土多、養分夠，荷花就

會更大，但花長出來，一樣是清淨的。污泥好比世間的所

有情感，要能夠出污泥而不染。當種子發芽時，成長在水

裡面；成長茁壯後，到水面上才能開花。 

 在家修行好比荷花成長一樣，在還沒有出這個水，污泥

依舊在。可是這個污泥不會完全浸染到整株植物的細胞

中，如果完全浸染，那一定爛掉，開不了花的。所以，在

家修行需要了解這個，不要被外塵染，要轉情感，不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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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所轉。在法上也是一種情感，只是這種情感不是互相

雜染的。如果當你自己覺得有染性時，自己應該要明白，

不能一直執著下去。若一直執著下去，就會像荷花，還未

長到水面就被水中的微生物噉食掉了。當莖部的蠟質受

損，細胞表面的張力受破壞時，污水就跑進去，細菌就來

了。 

 

二、如何不被情轉  

要能不被轉，修行就必須要有觀照。觀照，用心觀照，

觀照眾生的苦因，苦的因緣；如此才能轉自己的情感，才

能轉眾生的無明情識。識多智少，意識分別愈多，智慧就

被障的愈重。所以，「觀音法門」，是要經由觀照，了解眾

生的無明，然後再轉這些無明。若是聽山河大地的風聲、

水聲、鳥叫蟲鳴聲來悟道，這是身較清淨，幾乎已經是離

了苦了，才能如此聽山色清淨音就可以悟道。現在我們講

的是聽世間所有的苦音，講的是現世上的行。在家嘛！不

像出家，可在山林裡做個清淨法則；只能在行住坐臥上，

用自己的行願去轉。 

 不管自己現在身處在任何一項勞務裡面，家庭主婦、學

生、上班族都可以在自己的行願上去轉化一切。那就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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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當成是眾生，把所有的人當成是觀音。當你去求觀音

時，依報環境的男男女女都是觀音。不是由你來觀，而是

用你的眼睛看，觀音都在你的身旁。你的子女或朋友中，

可能有人對你不是很好，如果全部都對你很好，你可能反

而沒有這種觀照力，容易心生放逸，起怠惰的心。 

 在家不像出家，出家已斷了一些因緣，比較容易行，至

少出家是離世俗的。在家修行是沒有斷的，既然沒有斷，

就可以把自己當成是無明眾生一樣，其他人都是觀音菩

薩。當自己受到他人的境影響時，就好像他人是觀音菩薩，

化現為忿怒尊來告訴你，你還有這種無明的心，會去依附

他人。對你比較好的人，則將他們視為觀音菩薩在行慈悲

願力。觀音有馬頭觀音、魚籃觀音、忿怒觀音……至少有

三十三種。所以，你可以把所有人都視為觀音來化導你。

自己能在行上面與觀音菩薩合，能合的話就能轉，能轉貪

嗔痴慢疑。依報環境中的各種人，就像各種不同的污泥，

你都能夠一一吸取各種的養分，養分多就愈茁壯，單一的

養分就不會肥美了。 

 在家修行，一定會碰到各種現象行為，喜怒哀樂都有，

這些都要變成你的營養。接觸到這些，只要你都把他人視

為觀音菩薩，你心裡便能接受，不會與他人抗拒，排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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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養分。就像小孩一樣，如果挑食這也不吃、那也不吃，

一定長不好。有的小孩這也吃那也吃，長的白白胖胖。多

種攝食，就能吸取到糖分。雖然你不是長在書香門第，但

你飯也吃，其他東西也都吃，那你的口欲就不會像一般太

缺乏的人了。如鄉下小孩，去山林裡烤地瓜、摘水果，他

反而不會去跟父母要糖吃。雖然他不足，但經由多種攝食

去吸收後，反而不會那麼愛吃糖；看起來好像不夠，其實

是夠了。不在鄉下的，可能地瓜水果都找不到，所以他一

定會去找糖吃。 

 因此，清淨僧在清淨法裡沒有那麼多的雜念，即使有的

話，住在僧團裡他也看不到。住在山林裡，避免眼睛攝到

一些不好的欲望，讓自己不會升起太多的欲望。而在家修

行，就要了解在家的情形，不能一味地比照出家情形來生

活。心清淨的，出家是對的，尤其以「心出家」為重。 

 

三、在家修行以菩薩道為主 

 在家出家二相對照之下，你在五濁惡世中在家修行，若

沒有往在家修行的第一因——菩薩因去想去行的話，你這

朵荷花一定營養不良。如果你一直與清淨來比照，卻又不

能斷也不能取、又無法轉化，那當然營養不良。所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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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親情、友情、愛情所有的情感欲望都當成是養分，但不

能攝受過多。當在起滅時，可以用自己的意識稍為轉化，

或與他人交談。但自己不能有雜念，心識不能住在情感上

面，再加上去，就會加上自己不足的一些欲望，無形中就

染著上去。慢慢染著後，不知不覺就被轉了，就會覺得自

己在情感上是缺乏的。一缺乏，自己的身心就容易動搖；

一動搖，念佛心識絕對無法專一。 

 在行願上，把所有人事物都當成是觀音菩薩，對每一個

人都如此，那你向上一路的願力才有辦法普遍。普遍觀照

所有的眾生，都是觀音示現，說著觀音的法語。這樣，才

有辦法讓自己對智慧、對眾生慢慢了解。當了解後，自己

的心識法則就不會那麼缺乏。自己的法，在行願中慢慢會

了解到，不管在家出家，修行的第一義就是要轉世間的無

明。自己要先清楚轉化自己的煩惱，修行無他，就是「平

常」而已。多數人就是因為心識太不平常了，所以才會無

明。東想想、西想想，心就沒有辦法當下直接了斷的。 

 此即有五陰，五蘊五蓋一定在。當有五陰、五種障礙時，

如何能專心？專心也只是片刻而已。沒有那個悲願，如何

能讓自己的心普遍化？自己的願力想要普願在人間，若是

一直執著在這個我上面，沒有「空無我」，沒有「苦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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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你的願是不會普化的，只會局部化而已。我只對某幾

個人特別好，那只是個人惻隱之心對情感的投注而已，那

不是慈悲願。真正的慈悲願，必然要無我。無我並不是完

全斷滅似地，完全不能有情感欲望，而是自己要先明白，

才不會被情感欲望所轉。如果都沒有情的話，那不用修了，

你可以自己斷的一乾二淨，也不用住山林了，一直坐下去

就入到涅槃了。如果你只是想斷，圖個清淨法則，你一個

人隨坐一處，關在一小地方，只要沒人打擾，一直不停地

念佛，不吃不喝也不睡；不用七日，三天五天就會往生了。

但是，如果生前心量那麼小，只管自己一人，他人一概不

管，這樣其實並沒有辦法真正往生淨土。這些若是用斷的，

這只會讓自己色身滅掉而已，沒有願力是不可能真正往生

淨土的。 

 即使是小乘心態的修行人，入山林修行，若沒有慈悲願

力，也是不能往生淨土。所以要明究竟法則，不能明這些

緣起的話，就不會有太大的願力，沒有大的願力怎麼可能

成佛？一個人累生累世背負了多少業緣？你這樣斷緣，一

直念佛就可以成就？不行的！一定要在慈悲弘願上面，出

家在家皆是。所以，在生活中要明白，所有會障礙自己的

那些人事物，自己要成就智慧就是要由這裡來的，沒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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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其他的只是雜思雜事造成的一些煩惱，這些不足以

影響一個人的念佛，最後都會處理好，只是時間的問題而

已。 

 在家的特色，一定要從智慧開始，從自己的思開始。思

所有自己的煩惱就等於是他人的煩惱，都是有共同的因

緣，自他不二。這也是一種智慧，只是不是究竟智慧而已，

但這也是智慧的因。我們說智慧到彼岸，從了解世間的苦

因之後，這就是智慧的因。你還沒有成就，沒有現量，智

慧當然是不自在的。但是，你能用自己的觀照力觀照個因，

幫助你在五濁惡世裡不雜染，那這個就是智慧了。以大乘

來說，放下這個我，就有智慧因，有因就可轉化。若你能

常保任，明白自己的煩惱就是他人的煩惱，修行又能無我，

那一定有智慧。無我必是自在的，有我就不自在。 

 所以，即使你了解各種智慧法門，但你的心卻動盪不

安，那不可能有智慧的，因為會被外的塵所蓋住。一個人

修行那麼久了，為什麼到現在都還沒有智慧？就是因為自

己一直被外塵所染，所以智慧出不來。染著後，又互動太

多，所以你的智慧會受到這些影響。心不安不自在，就會

覺得自己無明，沒有智慧。有些事情不用太去想，不是想

愈多就愈有智慧。有時，不想才有智慧；不想，就只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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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直往而已。 

 

四、菩薩行願不能退轉 

 把自己的心識都放在諸佛菩薩上，就像把自己的無明都

放在每一個人的身上。自己的煩惱就是他人的煩惱，他人

的喜怒哀樂，就是我的智慧。那你的智慧根本不用自已去

生，由眾生所有業力集起來即可，就好像所有的觀音菩薩

讓你成就一樣。把所有不好的，都當成是觀音菩薩來成就

你，那也是眾生共業所成，變成成就。過去釋迦牟尼佛也

是一樣呀！因看到生老病死所以修行，也就是那時所有眾

生的業力所成，因業力擠壓，所以才成就。因此，往後修

行遇到難處時，就要有此種行願，不要一直在我執上面。 

 菩薩是沒有人、我、眾生、壽者相的。這不是光義理而

已，在家修行就是要以菩薩道為主，當然，菩薩道以智慧

為本。不要認為自己還是凡夫，反正慢慢修嘛！一邊修還

一邊造業。如果有這種想法，苦因就沒有放掉，就會有能

染所染的因素，那不可能沒煩惱的。有時覺有時迷，雖知

法，卻無法深無法細，更沒有辦法行。時覺時迷就沒有真

正的覺分，太有我執就很容易原諒自己。 

 我們說在家修行以菩薩行六波羅密為主。如果你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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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修」的想法，時覺時迷地，那第一個布施的心你就

沒有了。布施不光是財布施，自己的身口意也要布施給眾

生，沒有自己。自在以後才能有法布施，才能轉化他人。

能財布施、身布施、法布施，才能做到智慧，才能漸漸有

不動地不退轉，對佛法自性完全不退。能明才能不退，不

明的話，還有漏有退。當自己在「有我」的時侯，就要起

個觀照，觀所有法界眾生皆是你度化的第一因。如果念佛

能專心「無我」，那就與法界虛空等同；當你與法界虛空等

同時，你就沒有這個業識了。當你「有我」之時，就不在

定中。在行住坐臥中，遍法界都是你應該行願的範圍。因

此，睜眼閉眼都應該以行願為主。 

 所以，在家人對於情感欲望要先明白，才不會進來太

多，你才能給予眾生。在行住坐臥中，不要覺得自己的一

些惡緣是修行的障礙，善緣惡緣都是你增長自己修行的資

糧。其實每個眾生都有佛一樣的智慧因，如果不把這個告

訴眾生，眾生就會認為只有佛可以，其他人都望塵莫及。

成佛是可能的，但就怕你自己願力不夠、精進力不深、道

行不堅。沒有普賢行願，也沒有其他大願，那一定不能成

就的。平常修行，真有人將成佛的心願念茲在茲的？大多

是「我只要沒有煩惱，就已經很不錯了」。度化眾生？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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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而已。很多大乘學人，修到最後變成小乘，在不知不

覺中就變了；就是因為沒有大的願，所以心量愈來愈小。

剛開始學佛時，好像有願，但卻經不起考驗，在過程中自

己的願力就開始被雜念剝奪侵蝕了。最後只好什麼都不

管，只要自己沒煩惱就好，願力便慢慢減低變弱了，這都

是放不下這個「我」的緣故。因此，要無我，將我愈來愈

放下，才能用智慧轉化無明，才能將自己的願力愈行愈深

廣，這樣才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