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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懷瑾老師：人生命的真相都在佛說的十二因緣裡 
整理自《維摩詰的花雨滿天》《圓覺經略說》 

 

十二因緣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

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十二因緣是聲聞緣覺道最重要的修法，也是了生死法。 

 

「緣起是道場，無明乃至老死皆無盡故。」如果抽出《維摩詰經》這一句話來考試，同學們要吃苦

頭了。大家都會念《心經》，對不對？其中有「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同這句話一樣，包括了十二因緣。你們十二因緣記得清楚嗎？如果連這些基礎的名詞次序都背不出，

還覺得自己學問思想非常高，那才是莫名其妙。 

 

恐怕有些居士不了解十二因緣，我們再把它寫出來：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

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現在黑板上寫成橫的一條，其

實應該寫成圓圈，以無明作起點，這是十二因緣。十二因緣管三世，前生﹑現在﹑來生。大家誰記

得媽媽沒有生你之前在哪裏？都記不得了。現在把過去切開，一個人一念之間來投胎，生不知從哪

裏來，死了會去到哪裏，有沒有把握？也不知道，統統是無明，就是莫名其妙，就是混蛋，就是糊

塗。不要說生死哪裏來去了，你們明天早上醒來的第一念會是什麼，你有把握沒有？絕對沒有把握！

那個念頭怎麼來怎麼去都不知道，所以叫作無明，這是道理上的無明，什麼都不知道，沒有光明，

沒有智慧，一團黑暗。 

 

一切眾生是怎麼來投胎的？就是行，行就是動，念頭一動就來了。這個動力的前面是無明，莫名其

妙，不知道怎麼樣動的。如果明了就不是十二因緣，是得菩提了。貪瞋痴慢疑，一切大煩惱﹑小煩

惱﹑隨煩惱，統統是一念無明。有念，生命這一念不知道何處來就是無明。佛經說：「一念瞋心起，

八萬障門開。」人發了脾氣，起瞋心，就有障礙了。又說：「瞋是心中火，能燒功德林。」怨天怨

地，憤世嫉俗，對任何人都不滿，對環境也不滿，種種埋怨都是瞋念。有很多人學佛，佛經讀得很

熟，佛學也講得很好，文章也寫得很好，樣樣都會，但是事情來了就不行了，結果是在那裏自欺欺

人。貪瞋痴當中，瞋是最大的無明。小說《濟公傳》中寫到，濟顛和尚有天喝醉了，半夜裏起來就

大叫，「唉喲！不得了！無明發囉！」把大家都吵醒了，眾和尚要追打他，他就跑，結果回頭一看，

廟子失火燒光了。原來他是要告訴大家，火要來了，又不好明講。火就是瞋心，瞋心就是無明。 

 

在小乘佛法裏，無明是十二因緣的起首。我們的思想情緒都是無明，生從哪裏來？死向何處去？父

母未生前，我究竟是誰？死後是否真有輪迴？有沒有我？這些一概不知，皆在無明中。大無明就是

一切的大疑問，學佛不從這裏入手，一切都是空事，沒有用，不識本心，學法無益，此是因地法門。 

 

其次，我們心念的來去，以及思想情緒控制不住，自己做不了主，反而做了思想情緒的奴隸，這些

妄想煩惱從哪裏來？是唯心？是唯物？是生理？是心理？自己永遠搞不清楚，這就是無明。假如這

個因地法門認識不清，只求佛保佑，求佛加庇，說老實話，這正是無明煩惱。佛說永斷無明，方成

佛道。佛告訴我們，要了生死，就要了一念無明。能明白了，能悟了，自然會有光明出現，不過不

是有相之光，是無相光，佛學上叫常寂光。佛永遠都在常寂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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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無明起，所以入胎轉生；無明不是沒有光明，是沒有智慧。小乘法門是要切斷無明，至於無明

是怎麼起的就不說了。我們都知道佛法講緣起，一切都是緣起。小乘法門注重十二因緣的緣起，以

十二因緣概括了三世因果，三世皆從無明而起。以境界上講，無明就是起心動念，就是不知道生來

死去，睡眠也是無明。在理上講，宇宙如何開始，第一個人如何生出等等問題，不知答案，也是無

明。總而言之，不論是境界上或是道理上，這兩種無明都是因為沒有修持，沒有悟道而有。境界上

的無明必須用定力來破除，真得如來大定的人晝夜長明，隨時隨地都在自性光明定中。但是縱然到

了這樣的境地，仍然沒有解脫。解脫是靠智慧，但是真正的慧還是要從定而生，沒有定的慧是狂慧，

或稱作干慧。 

 

小乘講因緣法都從十二因緣的無明一念而起，但無明又是怎麼起的？在《楞嚴經》中富樓那就拿這

個問題替我們問佛，因為佛既然說一切皆空，他問如果一切自性本來是空，為何忽然生出山河大地？

也就是問：這世界怎麼來的？第一念怎麼來的？無明怎麼來的？這個問題就是大小乘佛法最基本的

問題。所有宗教對這個問題的處理就是掛塊「謝絕參觀」的牌子，因為到這裏問不下去了，教你只

要信就好了。但是富樓那一定要問第一念無明怎麼來的，佛回答他無明是從明來的，「覺明為咎」。

這個回答好像沒有回答，難怪許多後人認為《楞嚴經》是外道或是偽經。其實佛說得沒有錯，無明

是因覺明為咎而生，一念靈知，覺性常明，久之復生無明。佛沒有再交待，富樓那也不再問了。 

 

要知道佛是以修證功夫的境界來答的。當然現在能修定慧功夫的人少了，若真修定慧，進入光明定

中停留，就走偏了，不得解脫，千萬注意！若說不要修光明定，那又絕對是個凡夫。既然得了自性

光明定，為什麼不得解脫呢？這就是見地的偏差，是見取見，修行到了某一個境界執著了，不知道

再進一層解脫，所以是見取見。小乘容易落入這些毛病。 

 

無明一起，就有行，行是動力，所以行陰最難了的。你打坐心不能靜，就算做到心寧靜了，身體的

行陰像血液循環呼吸往來，都沒辦法停下來，這還是一念，沒有空，儘管意識沒感覺它。生命存在

就是一念。因為行就生出識，識就是心意識，就會有了別知覺。然後一連串下去，緣就是掛鈎，十

二因緣就像十二個連環，一個鈎住一個。假使能解開其中一個環，其它十一個環就都好辦了。 

 

無明緣行，我們投胎的動力是行陰。你們打坐念佛為什麼雜念妄想去不掉？現在應該知道了吧！我

已經講明了嘛！因為行陰沒有停止啊！它永遠都在動，沒有辦法，等於我們睡覺時血液循環沒有停

止。我們不能得定，不能專一，就因為行陰的力量大得很。 

 

無明緣行，一念無明引起這一股念力，它動性不停。行緣識，一有行動又引起中陰的意識，我們思

想意識不能停，因為行陰動了，緣就是連鎖的關係，一個抓住一個，一個抓住一個。中陰意識看到

男女兩個有緣的，三緣和合入胎了。識緣名色，一般人稱名色就是胎兒，因為四大就是色，變成了

有形的肉體。名色緣六入，胎兒在母體中起變化，有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六入，有了生命。六入緣

觸，觸是內外接觸起了知覺感覺的作用。觸是身根來的，有了身體就有感受，譬如穿了衣服覺得冷

或熱，是觸。觸緣受，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觸是講起作用，你兩手合攏來感覺到是觸，你手合攏

覺得暖還是冷，到心裏頭去了，身心兩個發生關係，那是受。 

 

感與受不同，那能夠感的是觸，受是連到心理。觸法有時不一定連到心理，也就是生理上叫觸，可

以說是醫學上講神經的反應。如果我們某一部分神經麻痹，神經反應我們感覺不到，但那沒有麻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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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經還活著的，觸法還在，只是你心裏可沒有受了，所以觸跟受是不同的，否則會覺得差不多。

因為受，好受的就愛，受緣愛，愛得要死就要抓住。愛緣取，我要這個茶杯﹑這個手錶，要抓。這

世界上越抓緊就越會飛掉，求不得苦嘛！人生有八苦。你越想求它，它越厲害，同物理一樣，向心

力有多強，離心力就有多強。天下事有時你不想抓它，它偏跑來了。愛別離苦的背面就是怨憎會苦，

你不要的它偏來，你不願意見的人，一轉彎就碰見，跑到廁所里還碰見哩！喜歡看到的人偏偏寫信

不回，電話不接，是不是？人生就是這樣。 

 

「無取是菩提，離攀緣故。」取就是執著，我們做人一輩子沒有哪一點不想抓住的，都想取得，都

想屬於我。乃至朋友不和你講話你就痛苦，因為取不得了。你的東西不見了就痛苦，因為取不得了。

取是十二因緣的一個，取是最麻煩的。蘇東坡自以為悟道了，一切無取，《赤壁賦》里他還是要取

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自以為什麼都不要，你看已經取了，已經被眼前的境界吸引住了。十二

因緣都是在攀緣，人生都在攀緣，離開攀緣就無所取，就是菩提。 

 

取緣有，因為抓住有，所以構成了偶然暫時屬於你的，這就是有。其實沒有真的有，一定會散去的。

所謂「積聚皆銷散，崇高必墮落，合會終別離，有命咸歸死」。爬高了一定要下來的。東西啊！錢

啊！累積多了一定散掉用掉，很多錢也是替別人累積，兒女也是別人啊！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只要

有生命，總有一天會死亡的，所以有是抓不住的。有緣生，生緣老死。死了呢？一念無明，無明緣

行，又來投胎了，這叫十二因緣，是圓圈。 

 

所以要想修行得道，就要斷無明，也就是要斷見思二惑，斷惑就證真，證到真如就得道了。所以基

本上無明一念空掉就得道了，以小乘來講就得阿羅漢了。大乘的菩薩還要進一步做到《心經》說的：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你以為切斷就得道了嗎？錯了，那是小乘偶然的，等於「抽刀斷水水更

流」，是假的空。大乘菩薩畢竟空，不須要斷去無明。所以斷惑證真是小乘法門，大乘菩薩沒有講

斷，非斷非常。無明沒有斷，而是轉無明而成真如，轉識成智。因為無明本身是空的，它不停留的，

用不著斷它。所以說：「無無明，亦無無明盡」，所謂盡就是斷，不須要斷就空了。《心經》這一段

一路無到底，「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就

是菩薩境界。 

 

維摩居士這裏也講：「無明乃至老死皆無盡故」。你這才會曉得緣起性空，性空緣起。一念無明怎麼

樣緣起而來？它自性本空，不要你去空它的，本來不存在。所以「緣起是道場」，十二因緣同無明，

乃至最後老死皆無盡，不須要你去斷它，是它來空你。 

 

大乘怎麼講緣起呢？問題很嚴重了！近代絕大多數都落入了斷見！都說「緣起性空，性空緣起」，

都知道這是佛法的中觀正見，實際上一點修證修持功夫都沒有，所以始終不能擺脫生老病死的痛苦，

甚至可以說是因為學了佛，生老病死變得更嚴重。何以如此？因為自己的著作﹑言論﹑說法犯了更

錯的因果，斷了人家慧命；認為一切法緣起性空，空就是沒有。假如空就是沒有的話，我們也不用

學佛，去研究西方唯物學派哲學好了。 

 

佛學的中心是修證，但是現代全世界都把它當成一種思想學問，幾乎與唯物論不分，嚴重曲解了緣

起性空，認為空就是什麼都沒有。沒有可不是空噢！沒有是斷見！佛說一切法皆從因緣所生，這當

然沒有錯，但要注意，因緣所生講體相起用，現象界的東西﹑應用的東西都是緣起，是因緣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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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性功能並非緣起的，這一點千萬要注意！不過，我們說自性功能是用現代的語言來講，可不

要又執著一個自性﹑執著一個功能，因為凡有所執著就不對了。 

 

佛說非因緣，非自然性，是指本體而言，是法身境界。性空的空，可不是因緣空得了，也不是自然

空，自然空就成了自然外道了。所以講本體而言，是非因緣，非自然性；講起用而言，世間一切法

都是因緣所生，並非自然生，也無主宰，因為它是性空緣起。所以講緣起之理，這還沒講修證，要

能深入緣起，才能斷諸邪見。換言之，如果你沒有證悟到緣起性空的境界，你即使學佛，許多的知

見仍然還是邪見，因為沒有證道。 

 

現在流行參禪，從古以來許多禪宗的祖師都是從緣起上悟道的，不是理上悟入。有丟一塊石子開悟

的，有看到花開悟了，就是由緣起而悟入。如香嚴禪師，因為擊竹開悟。這類的例子很多，不是全

體。溈山祖師說：「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從因緣上悟道才不會退掉，光是從定力上參出來還不對。

這是一種說法，可是我反對這個說法，從緣入者，反而容易退失，偶爾瞎貓碰著死老鼠身心一下空

了，進入空性，雖然定在空性，若這個色身﹑業力﹑習氣一切都還沒有轉，還是要退轉的。所以趙

州和尚八十仍行腳天下參善知識，因為此心不穩。大乘的緣起性空，性空緣起，如果沒有真修實證，

儘管理論上講得緣起性空，性空緣起，中觀正見，那只是口頭佛法，甚至是邪見。所以經文說一切

菩薩要「深入緣起，斷諸邪見」。 

 

~~~~~~~~~~~~~~~~~~~~~~~~~~~~~~~~~~~~~~~~~~~~~~~~~~~~~~~~~~~~~~~~~~~~~~~~~~~~~ 

整理自《禪與生命的認知初講》 

 

十二個因緣，這是科學，是大哲學了。十二因緣你透徹了，你修行了，你得定了，你成道了。這一

個圓圈先記住，不要靠筆記，我背給你們聽。「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這兩

個地方特別注意，大關鍵。「六入緣觸，觸緣受」，你感覺空氣好不好，冷啊﹑熱啊，這就是觸﹑受，

跟物理世界有關。 

 

昨天講到觸是什麼，瑜珈叫做相應，就是交感。一觸就有交感，心理上就是舒服不舒服。觸跟受，

你打起坐來腿對不對，一觸就有感受，按摩就感受按摩的舒服。受，男女兩個愛得要命，什麼叫愛

情？我說那是荷爾蒙在作怪，那一點荷爾蒙消耗掉了就沒有了，算什麼愛啊。這是貪愛，因愛就抓，

就是集，拚命要抓來，愛錢﹑愛名﹑愛利﹑愛虛榮，有愛就取，有取就有現有的世界。存在哲學來

了，「我思故我在」，有我思想就來了，就有了。天下的有抓得住嗎？苦集滅道耶！有就是現在的生

命，有就緣生，現在的生命必然要老死，一定老，老了一定死，這是十二個因緣。 

 

死了以後呢？生命還存在不存在？西方其他的宗教，死後善人升天堂，惡人下地獄，這是一般的宗

教。佛說不是的，死了以後還會再來受報。死後一片無明，莫名其妙，黑茫茫的，什麼都不知道，

又來投胎了。像昨天睡覺一樣，睡著的時候什麼都不知道，一片無明，腦筋也不清楚，什麼都不清

楚，糊裏糊塗。無明也不錯啊，沒有痛苦，也沒有煩惱，大昏沉，不錯啊！所以外道入了無想定，

入到無明境界，什麼都沒有，等於睡了六個鐘頭，什麼痛苦快樂都沒有，無明！一醒了又行，動力

又來了，無明緣行，十二個因緣先背一下。剛才我講過，為什麼講到這裏？是要講真正生死問題，

怎麼了生死，修行做工夫，所以先要把這個基本弄好。 

「無明愛取三煩惱」，無明﹑愛﹑取三種屬於根本煩惱。隨煩惱﹑小煩惱﹑大煩惱都是這樣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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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自己莫名其妙被自己支配了，莫名其妙支配自己，一切是愛，愛世界﹑愛名﹑愛利﹑愛什麼，

拚命去抓，這三種是根本煩惱。這是把十二因緣解剖開來講的。 

 

「行有二支屬業道」，十二因緣有個「行」，有個「有」，行是什麼？是生命一股動力你停不了它。

譬如我們睡著了，心臟照樣在跳動耶，你的呼吸照樣往來，血液照樣流動。生命活著永遠有一個行

陰，像那個電能一樣，像太陽月亮永遠在太空里轉動，這個是行陰，你要把握住這個。所以修行修

行，要認識這個東西。行就是現實的世界，物理世界有個動力在後面走，這個動力究竟是精神的還

是物理的？現在大科學來了，像量子力學，你們這裏有學物理學的嗎？某博士講一講。這個波跟粒

的關係都是行陰，量子力學有波長，有粒子。要不要補充兩句？ 

 

博士：最新的的量子力學有那個「夸克」，就是靠近這個波的時候，裏面波會變動的。 

南師：雙軌的透過來就是我們今天的信息﹑電視等等。 

某同學：我補充一點。光子﹑電子有時會體現粒子的狀態，有時會體現波的狀態。同一種物質，它

有的時候是粒子，有的時候是波，以不同的形式表現，所以有一個名詞叫「波粒二相性」。 

南師：波透過這裏，粒子就集中了，就顯現這個現象了。就是能量作用，也就是波粒二相性。兩個

現象綜合起來才有今天這些精密科技的發明。我借用量子力學是為什麼？是說這個宇宙的一切，現

在已經了解到這個程度了，才有今天的精密科技。現在科學還沒有到家哦！學佛是要了解這個「行」。

你以為佛學是空洞的嗎？它是大物理科學啊。所以「行」就構成了今天精密的科技世界，一切皆有，

不是沒有。 

 

所以十二因緣，佛說的「行」跟「有」這兩個部分合攏來，就是我們講造業。這個造業，基督教講

是上帝造的，或者說是命運使我們這樣。其實也不是命運，也不是上帝，沒有一個主宰，都是自己

抓來的。「行有二支屬業道」，造業就是這個業，佛學這個「業」包括善業﹑惡業﹑不善不惡的業三

種。不善不惡是中性的，修行造業造的是道業，成佛也是造業啊，造成佛的業，地獄眾生造了地獄

的業。後面有一個動能是業道，所以量子力學還不究竟，行有二支在十二因緣屬於業道。十二個，

講了五個了對不對？「無明﹑愛﹑取」三個是根本煩惱，心理的。「行﹑有」二者是物理的，也是

心理的，後面的是業，這個叫業道。 

 

然後剩下來七個。「從識至受並生死，七支同名一苦報」。從無明緣行﹑行緣識，從識起名色﹑六入﹑

觸﹑受，到了生﹑老死，這七個綜合起來是苦報。這幾句話是中國佛學把它綜合的，非常高明。我

們生命的痛苦是這樣來的，這是大科學。你們把十二支好好學喔！將來你們講政治學﹑管理學﹑物

理學，你把它用上去，那高明得不得了。世界上的學問是一樣的，你看政治上許多農村經濟出了毛

病，你從十二因緣給它一套，馬上看出來這個經濟政策發展是那麼大的痛苦，也就看見好壞了。這

是大學問耶！現在告訴你的是第三轉。每一點都是大科學，認知科學與生命科學。 

 

剛才講到第三轉四諦法輪的十二因緣。千萬要記住，因為佛的一切大小乘的經論，一切修行方法，

都是從十二因緣大原則出來的；八萬四千法門也跳不出這個圈圈。所以你看《大般若經》﹑《金剛經》

要破根本一切無明，如何破它？剛才叫你們背的偈子，是佛學家﹑大師們把十二因緣歸納起來的，

非常好。 

 

無明愛取三煩惱，行有二支屬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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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識至受並生死，七支同名一苦報。 

 

十二因緣的重點在哪裏？就是無明緣行中間這個「緣」哦，因是因，緣是緣。因果是講大原則，有

因一定有果。不過這個因果有個大討論，譬如龍樹菩薩後來寫《中論》，表面上看到他把因果都推

翻了，都是空的，實際上有因果哦。 

 

當年我在峨嵋山閉關下來到成都，一班大和尚，有八九個，都是同虛雲老和尚那樣威風的大老，在

文殊院請我吃飯，就提佛法的因果問題。講到禪宗百丈野狐禪的公案，說法一字之差，五百年野狐

身。然後一個老和尚問，究竟成佛跳出了因果沒有？我說當然還在因果之內，因果無所謂跳出，也

沒有出，也沒有入，即空即有，證得菩提是因，進入寂滅是果，因果歷然，很清楚。 

 

因果是一個大原則，因果的作用是因緣，所以這個因緣，中國這個「緣」字特別好，佛經中文這個

翻譯不得了的好。緣是攀緣，一個連鎖一個的關係。比如說這是某某人的老三，他上面一定有老大

老二。如果這是老四，上面一定還有三個。它一個一個連鎖來的。 

 

剛才講到量子力學，量裏頭有波長，那個波動裏頭就有粒子，那個粒子就是緣，那個波就是因。而

這個粒子，它不會永遠是粒子，它會變成波，變成因，之後又變成粒子，都是因緣連鎖的關係。佛

學講因緣是一切有，也是物理世界中一切都有因緣，那麼因緣的本身有東西嗎？沒有，是空的。等

於現在講量子力學波跟粒的關係，波跟粒兩個最後的動能是什麼？不知道。 

 

因緣的道理非常地深，所以無明起來一定緣行。譬如你累了，夜裏需要睡眠，睡了之後下一個是什

麼？一定醒，假如睡是無明，醒來是行，無明緣行對不對？這很明顯的嘛，睡好了一定醒來，你睡

一萬年也會醒。剛剛一醒那個就是行，你不知道怎麼醒的。無明緣行，行緣識。醒了以後就有思想

了，行接著就有識了，那個心意識起作用了，很清楚。思想一來就有身體的感覺。識緣名色。名色

就是身體的感覺，名是精神的意識，色就是身體，色是地﹑水﹑火﹑風﹑空五大，是物理的，物質

的。 

 

我就拿睡眠來給你們講，你要這樣去研究體會，不是講理論。換句話說，你打坐入定，入到一念不

生無明定，也會出定。出定一定緣行，接著心識作用就起來了。所以這個意識一醒了，你就感覺有

身體。比如說有一個受陰境界，非常好體會的，你們諸位一定有經驗。當你十幾歲的時候，天氣不

冷不熱，很不想去上課，懶洋洋地睡在那裏好舒服啊！可是這個身體呢？有沒有感覺？只覺得身體

軟軟的，那個是名色的作用。馬上就更清醒了，名色就是身體起了作用。名色緣六入，哪六入？色﹑

聲﹑香﹑味﹑觸﹑法這六種，嘩！就進來了。你一睡醒以後，慢慢感覺自己有身體了，馬上去枕邊

拿手機，打個電話給朋友吧。色聲香味觸都來了。 

 

觸，起來活動了，觸就有受，就有感覺了嘛。白天忙了十個鐘頭﹑二十個鐘頭，吃飯﹑應酬﹑做事

情，都在感受中。然後是愛，就喜歡了，喜歡做的事情拚命去做。愛就取，抓得很牢。取就緣有，

一個連鎖一個來。這個一動，下面是什麼，你自己看得很清楚。愛緣取，取緣有，家庭啊，父母﹑

妻子啊，名譽﹑財產啊，就是現有的人生。活著下一步一定有老，老就有死，死了以後等於又睡覺，

又無明去了。明天早晨怎麼醒的？不知道。所以我說你們參禪，了生死，看看晚上自己怎麼睡著的，

早晨怎麼醒來，這一夜中間這一段完全無明，你搞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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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這每一個動作，過程都是無主宰的，沒有一個人給你做主的，也不是上帝，也不是鬼，也不是

神，也不是閻王，也不是菩薩；非自然，不是空洞自然而來的，它有物理的作用，有科學性的。因

為無主宰，非自然，所以叫緣起，緣生，因緣所生；性空，它的本性體空，沒有實在的東西，也叫

性空緣起。所以佛有個偈子：「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一切皆是緣生性空，性空緣起。 

 

印度的釋迦牟尼佛，跟中國的老子﹑孔子，差不多都在同一個時代。十二因緣，其實跟中國文化的

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一個道理。這個物理世界的轉法，與這十二個輪轉次序

是一樣的。這個十二因緣，同我們太陽系十二個時辰連在一起，產生藥師佛的修法。密宗的時輪金

剛修法也是用這個。所以藥師佛前面有十二神將，管十二時辰，十二因緣的一步一步的修法。這個

不再深入跟你們講了，你們學佛連顯教都沒有學通，更不要談密教了，所以不跟你們講。因為講這

十二因緣的重要同生死的關係，才連帶順便講了一點。 

 

我剛才講，平常給你們講笑話，人生是「莫名其妙的生來」，一片無明來的，「無可奈何的活著」，

十二個輪盤永遠在轉，最後又老死，回到無明，「不知所以然的死去」了。學佛的人就不甘願，要

打破這個無明，弄清楚它究竟是怎麼來的。破了無明叫大徹大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開悟了。

無明沒有打開，都是白搞的。那麼十二因緣同剛才講的第三轉法輪，中國佛學把它歸成一個偈子：

「無明愛取三煩惱，行有二支屬業道。從識至受並生死，七支同名一苦報。」都說過了，把十二因

緣歸到四諦。後面佛分析出來，一步一步做科學的心理分析及物理的分析。 

 

我說你們注意哦，十二因緣，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什麼？名色。神識入胎，和精蟲卵髒結合，

那個叫名色。名是概念﹑理念﹑精神，色是精蟲跟卵髒配合一起的變化，所以叫做名色，不叫做胎

兒。名色以後是六入。釋迦牟尼佛好奇怪啊，佛經上明明講六根對六塵，為什麼十二因緣里，偏偏

不叫六塵叫六入呢？問題來了吧！這就是科學頭腦，研究學問的頭腦。為什麼講生命那個識緣名色，

名色以後不叫六塵，叫六入呢？當胎兒三緣和合形成人的生命，它這種物理的功能，都透入進來了，

所以叫六入，這一下懂了吧！你看佛的科學多高。厲害吧！不是我厲害，是佛的厲害。你聽了應該

有個震撼的。 

 

六入以後緣什麼呢？觸。觸緣什麼？受。觸受就是你的感覺就來了。所以感覺的狀態，所有身心的

狀態，都是物理的作用，可是人被物理世界騙了。有了觸受以後緣什麼？就愛了，越愛越抓，愛名﹑

愛東西﹑愛漂亮﹑愛兒女家庭。所以愛以後就緣取，拚命抓。取緣有，現實的世界就是有，活著叫

做生命。生命最後呢？衰老。老了以後呢？死。死了以後無明再來，這樣懂了吧！你看我們本師，

這位大老師的厲害，幾千年前他就把科學的觀念告訴你了。可是幾千年前沒有這個科學，大家不懂，

所以他老人家想辦法讓後面的人懂。 

 

我們下午為什麼講這個呢？因為同生死來去有關係。所以佛法傳到中國，講到如何修行成佛，最初

的翻譯都是講如何用功，像《修行道地經》﹑《達摩禪經》。尤其《修行道地經》特別告訴你，學佛

不管出家在家，如何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首先要了解生死的道理，再來談修行。南北朝﹑隋

唐以後學佛，專講大話，講大的佛學，修行基本道理都不行，所以修行人越來越少。修行道理原始

是從三轉四諦法輪，十二因緣生死的道理這裏來的。現在我們了解了「行有二支屬業道」，最重要

的是行﹑有這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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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生命從入胎以後，怎麼會成長為現在的人？怎麼樣活到幾十歲？後面的動能是什麼？你說靠營

養，靠醫藥，靠飲食，究竟靠什麼呢？其實就是一個「行」，有一個永遠的動力在，它永遠存在。

這是一個大問題了。 

 

講到這個問題，牽扯到全部佛學。我笑這一百多年來講唯識的，儘管講《楞伽經》是唯識的要典，

他們卻講錯了，統統沒有把握重點，都忘了根本道理，只在名相上轉。現在給你們漏一點消息，尤

其你們年輕的這一些教授們，更要知道唯識。《楞伽經》就唯識，佛為什麼提出一個阿賴耶識？他

否定了世界上一切宗教，什麼上帝﹑神﹑菩薩﹑做主的，都沒有，而是緣起性空。生命有個根本，

這個根本是一片無明，這個無明，照唯識大乘的道理叫阿賴耶識，非常偉大的一片無明，在你沒有

悟道以前，恢復不了那個光明。 

 

https://kknews.cc/zh-hk/culture/mg3j4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