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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把焦點放在當下之法上，在此可以放下事

物並解決困難。就是現在、目前，因為現時兼具因

與果，現在是過去的果，也是未來的因。我們現在

坐在這裡是過去所造的果，而現在所做的事則將成

為未來經驗的因。

清楚覺知當下

了解一切事物都不確定

因此，佛陀教導我們拋開過去與未來。所謂拋

開並非指真的把什麼東西丟掉，而是持續處於當下

這一點─過去與未來的交會處。因此「拋開」只

是種表達方式；真正要做的是清楚覺知當下，在那

裡可找到各種因與果。我們觀察當下，並持續看見

生與滅、生與滅。

我一直說：現象出現在當下時刻，但它們是不

穩定與不可信賴的。但人們並不真的關心它，很少

如此看待。無論發生什麼事，我都會說：「啊！這

是無常的。」或「這是不確定的。」這非常簡單。

無論發生什麼事都是無常與不確定的，但我們並未

看見或不了解這點，因而變得疑惑與苦惱。我們反

而在無常的事物中看見恆常，在不確定的事物中看

見確定。我解釋它，但人們不把它當一回事，他們

到頭來還是在無盡地追逐事物中過活。

真的，若你達到平靜，將活在我所說的此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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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當下這一點上。無論出現什麼，任何快樂或痛苦的形式，你

都將看見它是不確定的。這個不確定本身就是「佛」，因為不確定

是「法」，而「法」即是「佛」。但多數人卻認為「佛」與「法」

是在他們之外的事。

在心開始了解一切事物在本質上都是不確定時，貪愛與執取的

問題便開始消散與瓦解。若我們了解這點，心便會開始鬆開並將事

物放下，不貪戀事物，而執取也會隨之結束。當它結束時，人們必

將證法；這已是最後一關。

活在當下

疑惑將就此結束

當我們禪修時，就是希望了解這件事。我們希望看見無常、苦

與無我，而這從看見不確定開始，當清楚洞見它時，就能放下。當

我們感到快樂時，看見「這是不確定的」。當感到痛苦時，看見

「這是不確定的」。當想起去某個地方不錯時，了解「它是不確定

的」。當認為待在所在處很好時，了解「這也是不確定的」。當完

全明瞭一切事物都是不確定時，我們將會活得很自在，然後能待在

所處並感到舒適，或去其他地方並感到舒適。

疑惑將就此結束，它們將藉由修習「活在當下」而結束，無須

對過往感到焦慮，因它已經過去。一切過去曾發生的事，都已在過

去生起與消失，如今它已結束。我們可放下對未來的擔心，因為一

切在未來將發生的事，都將在未來生起與消失。

當在家信眾來此供養時，他們念誦：「最後，願我們未來終能

達到涅槃。」他們並不確知那是在何時或何處，它是如此遙不可

及。他們不說「當下」，而說「未來某個時候」。它總是某處，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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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時候的「彼處」，不是「此處」，而是「彼處」。在下一世它將

也是「彼處」，並在未來幾世也都是「彼處」。因此，他們永遠無

法到達，因為它總是在「彼處」。

就如人們邀請一位老比丘去村裡接受供養並說：「法師！請

去那個村裡托缽。」然後當他走到下一個遙遠的村莊時，他們說：「法

師！請去那個村裡接受供養。」他繼續往前走，但無論他到哪裡，他們

都告訴他：「請到那裡接受供養。」這個可憐的老傢伙永遠看不到一口

食物；他只是持續走到「那裡」，然後「再到那裡」，卻始終一無所獲。

我們似乎就像這樣，從來不說「現在這裡」。為什麼？難道現

在有什麼問題嗎？那是因為我們還與事物糾纏不清，還愛戀世問，

捨不得放棄它。因此比較喜歡讓它留到「未來某個時候」。就如有

人敷衍老比丘供養的談話：「法師！請到那裡接受供養。」因此為

了維生，他一直「到那裡」尋找供養，但它永遠不是「這裡」，所

以他永遠得不到任何食物。

認知諸行無常

在當下完成修行

讓我們談談現在、這裡─當下。修行真的可以在當下完成，我

們無須瞻望未來，無須為某事擔憂，只需要觀察當下之法，並看見不

確定與無常。然後，「佛心」或「覺知者」自會出現，它是透過認知

諸行無常而增長的。

智慧便在此處生起，禪定─心一境性，可在此處增長。住在森

林中有平靜─當眼睛不看、耳朵不聽時有平靜。心因為沒有見與聞

而平靜，而非沒有煩惱而平靜。煩惱還在那裡，只是那時它們沒出現

而已。就如水中有沈澱物般，當它靜止時很清澈，但當它被擾動時，

它是無常的、不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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髒束西就會浮現並遮蔽它。在修行中也是如此，當你見色與聞聲，或

有不愉快的經驗，或身體感到痛苦時，便會受到擾亂，若這些事未發

生，你則感到舒適，但那是帶有煩惱的舒適。

你可能想要得到某樣東西，例如相機。若你得到一台，會感到快

樂。在擁有它之前你都不滿足，最後當終於如願以償時有些興奮。若

它被偷了，你就很難過，快樂不見了。因此，在你能得到想要的東西之

前，你不快樂；當得到它時，有快樂；然後當它不見時，又有不快樂。

來自平靜生活環境中的禪定也是如此。因為被平靜的狀態取悅而

有快樂，但快樂也僅止於此而已，因為心仍在貪求變易事物的影響之

下。過一陣子之後它就會消失，痛苦將取而代之─就如相機被竊賊

偷走時一樣。有禪定的平靜─止禪的短暫平靜。

我們必須更深入觀察此事，若未覺知它的無常，則所擁有的一切

在失去時都將成為痛苦的來源。若覺知它，則可善加利用，而不會讓

它們成為負擔。

你可能想做生意，需要從銀行貸款。若你盡了一切努力，卻仍得

不到它，便會有些痛苦。最後銀行可能同意借錢，你又感到高興。

你的高興持續不了幾個小時─因為利息將開始累計。過一陣子，

那將成為你的憂慮：無論你在做什麼，即使只是坐在扶手椅上，他

們都將扣你利息，於是為此而有痛苦。早先，有痛苦是因為得不到

貸款；當你得到時，似乎一切搞定，什麼問題都解決了；但當必須

開始考慮貸款利息時，痛苦又回來了。

因此，佛陀教導我們觀察當下，看見身與心的無常，以及諸法的

生與滅，對它沒有任何貪愛。如果能做到這點，我們就會感到平靜。

這平靜是來自於放下，而放下源自於智慧，智慧則從思惟無常、苦、

無我、經驗的實相，以及在內心洞見實相而來。

依此修行，我們一直在內心清楚看見。現象生了又滅，滅已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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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生，生已還有滅。若我們對發生的事產生執著，痛苦便從那裡生

起；如果放下，痛苦則不會生起。我們在內心看見這點。

發現法爾如是

擁有真實的平靜

像這樣禪修時，我們對佛法將生起淨信，可做到只需要在當下觀

察自心，放下過去與未來，而只看現在，持續在每件事情上都看見無

常、苦與無我。走路，有無常；站立，有無常；坐下，有無常，那是

事物本具的實相。若你去尋找確定或恆常，只會發現法爾如是，它不

會變成別的方式。當你的見解如此成熟時，就會在平靜之中。

難道你認為在孤寂的山上禪修就會擁有平靜嗎？你也許暫時有平

靜，但當那裡的生活艱辛壓得你喘不過氣來時，便會開始感到飢餓與

疲乏。所以你下山到城裡，那裡有許多美食與慰藉。但之後，你又會

認為它妨礙修行─最好再去某個偏遠的地方試試。

確實，因獨居而痛苦者是愚蠢的，而因共住而痛苦者也是愚蠢

的。這就如雞糞：你若將它們放在身邊，它們臭不可聞；若你和別人

共處時帶著它們，它們一樣很臭，因為穢物一直都和你同在。

若我們很敏銳，可能覺得和許多人同住並非平靜的環境，那在

某種程度上而言是正確的，但那也可能成為獲得智慧的因。我從擁有

許多弟子當中，培養出一些智慧來。在家眾大量前來，許多比丘也前

來希望成為弟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與性情。我經歷許多不同的

事情，必須面對各種情況，耐心與毅力因而增強，達到能容忍它的程

度，能一直保持修行，然後一切經驗都變得有意義。

但若我們的了解不正確，問題則將無解。獨居很好─直到我們

它是無常的、不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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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夠它為止；然後認為最好住在團體中。有簡單的食物似乎不錯，但

有許多食物似乎才是正確的方式。當我們無法徹底解決心時，它就會

一直都像那樣。

了解一切事物都是不可信賴的之後，我們將視一切匱乏或豐盛

的情況為不確定，且不會執著它們，無論行、住、坐、臥，都注意當

下。之後停留也很好，旅行也很好，一切都會很好，因為我們正專注

於如實觀的修行。

人們說：「阿姜查只談『不確定』。」他們聽膩了這個，因此離

我而去。「我們去聽阿姜查教導，但他說來說去都是『不確定』。」

他們再也無法忍受聽聞同樣的老東西，因而離開。我想他們要去尋找

某個事情是確定的地方，但他們一定會再回來。

本文轉載自《無常》，由橡樹林文化出版，並同意授權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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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國際廳地下一樓會議廳
（台南市中華東路三段332號）

主辦單位：台南市立文化中心．中華慧炬佛學會南區分會      

聯絡電話：06-2881677 

〔免費講座‧歡迎各界人士自由入座〕

歷來佛陀所說的法才能被稱為「經」，惠能法師的《六祖壇經》

也稱作「經」，這在中國可謂絕無僅有，即使在印度也不多見。

《六祖壇經》膾炙人口，也因為這部經，使得禪宗在中國大放

異彩，一直到今天還是舉世矚目、充滿活力的一個宗派。提起六

祖惠能，不得不想起禪宗的初祖達摩，但兩位祖師的禪法同中有

異，惠能的禪法更受後人重視，究竟是什麼原因？惠能禪法的殊

勝妙義為何？值得我們一起來玩味。

惠能禅法的妙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