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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無常觀（一） 

各位收音機旁的學佛朋友們大家好！阿彌陀佛！ 

我是遠從台灣來的一位師父，叫做釋慧淨。今天晚上有這個機緣在空中

跟大家見面，很高興，也覺得這個機會很難得、很可貴。誠如剛剛所介紹

的，從今天開始一連四個晚上，每晚有半個鐘頭的時間跟各位結緣。今天

要跟大家結緣的主題是----「佛教的無常觀」。 



凡是存在的都是無常 

所謂「常」，就是永遠不變，不會衰敗，甚至也不會消滅、死亡，永恆

長存的，叫做「常」。既然是無常，就表示它是會改變、轉變、衰變的，

甚至到最後也一定會消滅、死亡的，這叫做「無常」。 

世間凡是存在的，都是無常的，不是永恆存在、永遠不變的。所謂「凡

是存在」的，那就無所不包，因為宇宙之間所謂的存在，有屬於有形的物

質存在，我們眼睛看得到，耳朵聽得到的都是；再來就是無形的、精神方

面的，也是屬於存在的一種，譬如我們的思想、觀念、學問、學識、念頭，

都不是永遠如此，永不改變；我們的心念時時刻刻、剎那剎那不停地轉變，

我們即使擁有固定的思想觀念，可是遇到某種機緣，思想觀念也會改變，

這是屬於無形、抽象方面的無常。那麼，心外之物，譬如我們的身體，屬

於物質界，也是無常的，是由細胞組成，而細胞卻是不停的在新陳代謝，

因此我們的身體當然也會跟著無常。我們的身體從初生的嬰兒體，到童年、

少年，經過了青壯年，然後就會趨於衰老，甚至病變，到時候一定會死亡

----所謂肉體的生、老、病、死。其他譬如桌子、椅子、田地、房子等種

種器具物品，時時刻刻也都在衰變當中，不可能永遠保持固定的形狀，這

就是所謂器物的「生、住、異、滅」。至於山河大地、地球、太陽系、銀

河系，甚至整個大宇宙，也都是時刻在轉變衰敗，最後也會趨於毀滅，這

就是「成、住、壞、空」。不管是精神界還是物質界，都是無常的，人最

後會死，物最後會滅，這就是無常的道理。 



佛教的無常觀 

佛教講的「無常」，往往是指人的死亡，所以佛教的無常觀，其實就是

對「死」的看法及觀念。這裏引用一些譬喻故事來解說： 

在佛陀的時代，佛陀就強調無常感的重要，並常引用「四種馬」來譬喻

眾生感覺「無常」程度的不同。 

第一種是「良馬」，所謂「良馬見鞭影而跑」。這種馬很聰明，看到主

人的馬鞭，就知道要跑，不再慢吞吞地走了。 

第二種是「好馬」，雖然沒有像良馬那麼聰明，可是主人的馬鞭碰到牠

尾巴的毛端，牠就知道要跑。 

第三種是「庸馬」，這種馬就比較遲鈍了，必須等到馬鞭打在身上覺得

痛了，才嚇到、曉得要跑。 

第四種是「駑馬」，這種馬最遲鈍，馬鞭打在身上痛入骨髓，才曉得要

跑。 



四種不同程度的無常感 

這四種馬譬喻四種對「無常」不同程度感覺的人。 

第一種人，他看到花開花落，就體會到人生的無常，看到火葬場燒死屍

的濃煙，就感覺到生死事大，就會去思惟「人，生從何來？死往何去？死

了還有沒有死後的世界？如果沒有，那就一死百了；如果還有，死後會是

怎樣的世界？是苦？是樂？」他會去思惟這個問題，而想要去了解它。如

果真有死後的世界，那麼他要追尋絕對安樂的世界。這種人在佛門是根器

比較敏銳的，只要看花朵開了，雖然生命非常燦爛，可是經過一段時間，

花朵枯萎了、凋零了、掉落了，他當下就感覺自己跟花朵一樣。 

第二種人，他看到送葬的人群、或是棺木、靈車經過，就體會總有一天

自己也會這樣，從而引發學佛修行的心。 

第三種人，必須讓他看到自己的鄰居或朋友的死亡，或者參加了朋友的

葬禮，才體會到總有一天也會輪到自己，因此想到非修行不可了。 

第四種人，必須等自己最親近、最關心、疼愛的人，譬如自己的父親、

母親或兄弟死去了，他才會警覺到自己不久也會像他們那樣。如果連親人

死亡，也沒有深切的感受，直到自己年紀衰老，重病在身，才感覺無常，

這是比較遲鈍的人。若是連自己老病來臨，也不覺得無常已經迫在眉睫，

那真的是毫無無常感的人。沒有無常感的人比較沒有宗教情操，也不會去

追求宗教的信仰並進一步修行。 



閻羅王的來信 

在佛門裏面所謂老實學佛、老實修行的人，必定有一個重要基礎，就是

無常感很重，所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並不是等到人老或者重病才

想到無常，即使年紀輕輕，身體健康，他也會覺得無常就在眼前，這就是

無常觀深厚的人。他會積極的去學佛、修行，如果不精進的話，是不可能

成就的，何況要在今生今世解決生死輪迴，那非修行不可，因此可知無常

觀的重要。 

在此用「閻羅王的來信」作譬喻： 

有一位老人家去世了，他的神識︵一般世俗人講的靈魂︶來到陰府閻羅

王面前，閻羅王根據老人家的生死簿而判定他的罪業，閻羅王告訴老人家：

「你在世的時候，可說惡多善少，應該受某種刑罰。」老人家當場驚嚇得

不得了，就哀求閻羅王說：「閻羅老王爺啊！你如果早通知我的話，我就

可以改過，行善積德，也不至於今天來到這裏受你的審判啊！」閻羅王就

說了：「我早就通知你了，而且不止一封信、二封信，好多封啊！當你頭

髮白的時候，是我通知你的第一封信；當你牙齒搖動，是第二封信；當你

眼睛模糊、耳朵聽不太清楚的時候，是第三封信了。我通知你已經很久了，

是你自己沒有注意到！」當閻羅王說完這些話，跪在老人家旁邊的一位年

輕人就說：「閻羅王啊！你通知他好幾封信了，可是你還沒有通知我呀！

怎麼也把我叫來呢？」閻羅王就說：「我通知你的信也已經好幾封了。你

還記得嗎？當你同班某同學被水淹死，那是我通知你的第一封信；當你的

鄰居、跟你同年齡的某某被火燒死，是我通知你的第二封信了；當你的表



兄幾年前遇到車禍死亡，是第三封信啊；你村莊的某位年輕人刀傷而死，

某一位少年人因患重病而死，是第四封、第五封信啊！我通知你的幾封信，

老早就寄出去了，你怎麼沒有警覺呢？」 

莫謂老來方學道，孤墳多是少年人 

「莫謂老來方學道，孤墳多是少年人。」我們常以為人老才會死、生病

才會死，其實不然，無常來臨就會死，不論健康、生病、老年、少年都一

樣。何況，死本來就是必然的現象，有生就有死。跟死沒有緣份的人，世

界上一個也沒有，這個地球上大約有六十億人口，在一百年之內都會死，

當然會有少數還活著，但再多過幾年，也非死不可。一般人對死都非常忌

諱，有人看到死、聽到死、想到死，都說是不吉利的，所以大樓電梯很少

有四樓的號碼，醫院裏面也沒有四號病房，這就表示人對死的恐懼。但是

再怎樣恐懼，也非面對不可，逃避它最後會被死所逼迫而痛苦；如果積極

地面對它，就有可能解決它、超越它。所以我們學佛的人，不可以逃避，

要正視死亡。 

很多出家人，尤其是高僧大德們，往往以一個大大的「死」字貼在床頭，

特別是眼睛容易接觸到的地方，時刻提醒自己，是否已經超越了死亡？當

我們死的時候，如果是精進修行的人，或許不至於墮落三惡道，還可以出

生人道繼續修行；或者他願生極樂世界的心是決定性的，且一向專念南無

阿彌陀佛，他就會往生極樂世界。不然的話，所有的人死亡的時候，他的

神識一定會再受閻羅王審判，再受六道輪迴。 



念佛超越閻王關 

雖說六道輪迴，但往往是在三惡道比較多，任你有拔山蓋世的英勇、有

掀天揭地的才能，但是誰能避免在陰間與閻羅王面對面對簿呢？只有超然

世外，念佛願生極樂世界的人，不只免於跟閻羅王見面，甚至能使閻羅王

對他恭敬禮拜。除此之外，上自王侯將相，下至販夫走卒，都要經過閻羅

王這一關。 

正因為如此，佛教才重視死，重視無常，目的是要超越它。 

我再引用幾則故事，來證明念佛人令閻羅王敬重的事蹟： 

唐朝時，有一位名叫房翥的人突然死亡了，他的神識來到陰府，閻羅王

就跟他說：「根據生死簿，你曾經勸一位老人家念佛，現在這位老人家已

經往生極樂淨土，你承受這種福德，也可以往生，因此今天請你來見面說

明。」這位房翥居士跟閻羅王說：「我曾許願要誦一萬部《金剛經》，還

要到五台山去朝山，現在還沒有想要往生極樂。」閻羅王就說：「誦經、

朝山都是善事，可是總不如早生極樂；往生極樂，比誦經、朝山的功德好

上千百萬億倍。」可是房翥心意已經決定，閻羅王只好讓他再回到陽間。 

從這件事情就知道，勸人家學佛、念佛，不只自己也能往生極樂，又能

感動陰間，受到閻羅王的敬重。 



又有一個故事： 

在饒州有一位軍人叫做鄭鄰，去世之後來到陰間，因為壽命還沒盡，必

須讓他回到陽間，不過在回陽之前，閻羅王跟他說：「你回到陽間之後，

要努力行善積德，看到人家殺生，就念阿彌陀佛，那麼被殺的畜牲也會去

投胎轉世，或者超生到好的地方，這樣你也能夠獲得福報。」 

從這點可知，念阿彌陀佛也可以超薦亡靈，同時使自己增福延壽，不只

是將來往生西方而已。這兩件事都是記載在宋朝王日休居士所寫的《龍舒

淨土文》。這本書很有名，專門講述淨土的教理。 

再跟大家講一個譬喻叫「三願未了」----三個願望還沒有完成的故事： 

有位出家人去拜訪一位在家的朋友，勸導他要把握光陰學佛、念佛。這

位朋友說：「學佛、念佛很好，我也有這個願心，只是我還有三件願望沒

完成：第一件是我的房子要換新，新房還沒蓋。第二件，我還有一個兒子

沒結婚。第三件是還有個女兒沒出嫁。等這三件事圓滿了，我就專心學佛、

念佛。」可是沒過幾天，這位朋友突然去世了！這位出家師父就很感嘆地

寫了一首詩說：「吾友名為張祖留，勸伊念佛說三頭；可怪閻公無分曉，

三頭未了便來勾。」 

這首詩是說：我的朋友名叫張祖留，我勸他學佛、念佛，他說還有三件

事情沒完成，可是閻羅王毫無情份，不等他至少完成一件，這麼早就把他

的命勾去了。這就是所謂：「閻王註定三更死，絕不留人過五更。」死是

不許商量的，一旦面臨死的時候，怎樣求情都不可能，除非你當下念佛，

或許還能延壽（或往生極樂，不跟閻羅王見面）。 



念佛法門簡易殊勝 

念佛法門其實很簡單，不一定要出家，也不一定要住到寺院，甚至閉關、

進入深山。念佛是很方便、很容易的，功德又很殊勝，能直接了脫生死，

且必定成佛。不管在家、出家，男眾、女眾，有沒有深入經藏都沒關係，

只要有往生極樂的願心，並稱念「南無阿彌陀佛」這句名號，以目前的身

份、工作、環境，有時間就念佛，隨你的根性能怎麼念就怎麼念，能念多

少就念多少，這樣不只現生蒙受阿彌陀佛光明的保護，消災免難、逢凶化

吉，增福延壽，臨終也能往生極樂世界，徹徹底底地解決無常，超越生死

輪迴。如果我們的無常觀很深，又願生極樂、稱念彌陀名號，那麼保證今

生今世能超越輪迴，往生極樂。 

各位蓮友，今天就講到這裏！ 

南無阿彌陀佛！ 

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晚講於  

紐西蘭之奧克蘭AM990電台「人間淨土」節目  



佛教的無常觀（二） 

---- 世間皆虛假  彌陀獨真實 

有一首偈，我自己覺得很親切，偈的內容是： 

何人非白骨，何時非夢中， 

世間皆虛假，彌陀獨真實。 

「何人非白骨，何時非夢中」？人生最後就是一堆白骨，和草木同腐化。

人生無常，有的在母親腹中，十月尚未成人胎就夭折；有的才青春壯年就

死亡；即使長壽活到八十歲，乃至一百歲、一百二十歲，最後還是歸空。

所以，世上哪一個人最後不是成為白骨呢？ 

光陰如射箭 紅顏暗裡遷 

在座看來多數都和我一樣，已經是有年歲的人了，回想當初青春歲月，

好像才幾天前的事！可以說： 

光陰如射箭，紅顏暗裏遷， 

青春到老年，忽覺一瞬間。 

所以我們去參加告別式，或為人拈香，要體會不是只有對方如此，有朝

一日，我們也會這樣，而且，這一天是突然間說來就來。所以，學佛修行



不能期望將來，也不能等待明天，如果是期待將來，就有無盡的將來可以

期待；如果是等待明天，永遠都在等待明天。這樣，終有一日會措手不及，

那時才懊惱遺憾，已成徒然。 

古人有一句話說： 

莫待老來方學道，孤墳多是少年人。 

我們以為老人才會死亡，但是很多沒有子孫祭拜的孤墳，都是少年人。

所以，不僅年長者要精進念佛，就是年紀輕的，也不能存著僥倖之心。 

世間無常 人生是夢 

古人又說： 

青塚多埋紅粉骨，黃泉半是黑頭人。 

這在在都說明人生是無常的，要把握現在，不能等待未來。所以說：「何

人非白骨，何時非夢中。」任何時候都是在作夢的，因此說「人生是夢」。

無窮盡的輪迴是大夢，不是躺在床上作夢，才叫做「夢」，我們現在就已

在夢中了！ 

這個世間是無常、是苦、是空的世間；是一場夢，是一場戲；有上台就

有下台，有做夢，就有醒的時候----人生都是如此。但這必須有悟性，然

後向著「真」去追求，這樣人生的大夢，就有醒的一日。不然，由這場夢



進入另一場夢，由無常、苦、空的人生，又進入一場更加無窮盡的苦、空

的人生。 

世間皆虛假 彌陀獨真實 

「世間皆虛假，彌陀獨真實。」世間的一切，無論是身體也好，物質上

的、精神上的也好；或是時間、空間，所有的人、事、物，凡是存在的，

看得到、聽得到、想得到的，一切皆假，一切都不是真的。雖然眼見的當

下是存在，但那是一時的因緣和合，業緣到了，才有那種現象。既然是

「緣」，無論善緣、惡緣，好緣、壞緣，是「緣」就總有離散的時候，一

旦離開，當下成空，不再存在。 

我們學佛的人，最基本就是要了解一切都是因緣和合，都是因緣的假相。

因為那不是真實，無有本體，所以不能永遠存在。人的一生，成、敗、得、

失、窮、通、禍、福，都有它的因緣，而且也只是一時，不是永恆性的，

不是不變化的。所謂： 

苦莫悲，喜莫笑，原是浮生夢未覺。 

意思是說：逆境不必感到苦惱，順境也不必過於歡喜，因為一切都是未

醒的浮生之夢。 



藉假修真 捨假入真 

有一句話說： 

金也空、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 

妻也空、子也空，黃泉路上不相逢。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業，因為這個業，大家相逢、相處，甚至做夫妻、做

父子、做朋友。等到業緣一盡，各人就由過去所帶來不同的業，再去受不

同的、無窮盡的輪迴果報，所以並不固定。我們要有這種無常觀，了解這

只是一時虛假的存在。 

什麼是真實？我們念佛的人就是要捨離虛假，仰慕真實，追求真實，然

後證悟真實。藉假修真，捨假入真。「真」就是我們自有本來、永遠不變、

不受因緣的變化，這就是佛為我們開示的佛性。一切眾生皆有如來佛性，

只是因為被無始劫以來業緣的煩惱、妄想遮蓋住了，所以自有的本性、佛

性不能顯現。如果這個本性、佛性能夠顯現，他就是得到真正的本來人了。

他的身心就非常安樂，非常自在，非常無礙地存在於宇宙之中，不受生老

病死的變化，而且能夠自由自在、無罣無礙來救度眾生，這就是「彌陀獨

真實」。 



人人心中皆有彌陀佛性，所以我們要認清這點，了解世間苦、空、無常。

當然，在盡了各人的義務、本份以外，我們就要一心來學佛，一心來念佛，

這才是真實的。 

               ---- 摘自淨嵩法師圓寂二週年紀念開示  



佛教的無常觀（三） 

---- 無常偈語三首 

偈一、日落西山暮鼓催 

日落西山暮鼓催，娑婆苦趣實堪悲； 

世出世間思惟遍，不念彌陀更念誰。 

這首偈語可說是讓人驚心動魄！ 

「日落西山」就是太陽下山，好比人生由青年、中年而進入老年。 

所謂「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過去的苦樂，已經過去；現在苦盡

甘來，應該能安享晚年，可是卻無常逼近。 

無常是不選擇對象的，並不是病了、老了才會死，無常一到，人就會死。

「暮鼓催」，佛門都有晨鐘暮鼓，鼓聲一開始是緩慢的，然後愈敲愈快，

好似在催迫著我們。所以一個進入暮年、光景無多的人，就應該對世間的

事情放下，包括家業等等，該交代的交代，該傳承的傳承。一旦無常到來，

自己早有準備，就可以撒手而行，了無繫累。 



「娑婆苦趣實堪悲」，「娑婆」就是我們這個世界，就是六道輪迴，可

說是純粹而巨大的「苦」。「趣」就是六道，三惡道固然是苦，但阿修羅、

人道、天道，也同樣是苦。若說在三惡道純粹是苦，在天界純粹是樂，那

麼人間就是苦樂參半。但推論起來，最後都是苦。 

佛陀開示說，人的感受有三種：一種是苦受，一種是樂受，一種是不苦

不樂受。 

所謂「苦受」，就是所面對的境界，本身就是苦的，包括身體病痛、感

情不如意、事業不順利種種，因為本身就是苦的，所以叫「苦苦」。 

「樂受」即是「壞苦」。樂受怎麼說是壞苦呢？現在我們身體健康，人

生美滿如意，但終將面臨生離死別，最後一定是「從前恩愛，至此成空；

昔日榮華，而今不再」。到那時候，就是深切的痛苦。 

「不苦不樂受」，就是既沒有苦的境界（身體健康，沒有挫折、逆境），

也沒有特別快樂的感覺----不苦不樂。但內心隱隱有一種孤獨、寂寞、無

聊、莫名其妙的不安，那叫「行苦」。「行」就是「念念遷流」，念念遷

流也是苦。 

這樣推究起來，人生無時無處不苦，所以「娑婆苦趣實堪悲」。這個

「苦」，就是人生的實相。人生的實相是什麼？就是「苦」一個字。 

「世出世間思惟遍」，這裏有兩個「世」字，第一個「世」，是「世間

法」；第二個「世」字，就是「出世間法」。「世間法」是五戒、十善；



「出世間法」是四諦、十二因緣，還有三學六度。亦即整個三藏十二部、

八萬四千法門，都是「世出世間法」。 

詳細地分別、甄選這所有的法，結果怎麼樣？ 

「不念彌陀更念誰」，不念「南無阿彌陀佛」，不往生極樂世界，那麼

我們還學什麼法、還念哪一尊佛、還持什麼咒呢？世間法不能解脫，出世

間法學不成，這樣我們豈不是永無出離之緣嗎！ 

道綽大師解釋這段法語時說，如果「念」大乘的「真如實相，第一義

空」，我們根本想都不用想。那麼，退而求其次，「念」小乘阿羅漢的境

界，包括出家人或在家人，也都沒有份。再退而求其次，天乘、人乘，也

是成就了五戒、十善，才能得到的果報，但能夠成就五戒、十善的，卻又

非常稀少。 

這樣的話，會有什麼結果？道綽大師說： 

若論起惡造罪，何異暴風駛雨。 

也就是說，五戒、十善我們做得到的很少，如果論我們造罪造惡的話，

就如刮大風、下大雨那樣的猛烈。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這種自覺：世間法都不能圓滿了，更何況出世間法！

如果沒有阿彌陀佛救度的話，不管出家在家，到最後都是很激烈的痛苦，

都是一片黑暗，沒有希望。 



我們都是必墮地獄、常在輪迴、無力解脫的；而彌陀願力無窮，毫無條

件地救度我們。諸佛、諸法中，唯獨彌陀一佛、念佛一法能救我們！ 

彌陀是我們的無量生命，無量光明。在世上有苦難，在佛裏有平安。在

彌陀懷抱中，我們舊事已過，重獲新生；黑暗永離，光明常照。 

偈二、人間苦樂事縱橫 

人間苦樂事縱橫，達者須尋徑路行， 

福報天宮猶有死，神棲佛國永無生。 

「人間苦樂事縱橫」，人間之苦，有所謂四苦、八苦。「四苦」就是生、

老、病、死苦。除此之外，還有愛別離苦，恩愛的人終究要分離；求不得

苦，當我們追求的時候，患得患失，即使求到了，最後終將失去。 

小時候，為求學而苦；長大了，為求偶而苦。獨身，覺得孤獨，很想有

個伴；有了伴侶，不能恩愛，不能和諧融洽，所以結了婚的又想離婚，也

是苦。此外，兒女不成就是苦，家庭不美滿是苦，事業不順是苦，人事不

和是苦，是非得失、恩愛情仇都是苦。天氣太熱、太冷是苦；尤其現在天

災地變，有地震、海嘯、風災、水災、火災、交通事故，甚至人世間的詐

騙、搶劫、放火、綁票、殺人，還有最近的SARS、禽流感等等，這些天

災人禍，充滿人間。 



再者我們本身，煩惱熾盛很苦，業障深重很苦，妄想多是苦，念頭雜也

是苦。 

所以說，「人間苦樂事縱橫」。「縱」是直線，「橫」是橫線，縱橫就

像一張網，人生之苦是如此錯綜複雜。再者，這個「縱」是時間，「橫」

是空間，也就是說，人生世上，無論何時、何處，都是苦。由於人生的本

質是苦，與苦同在，所以釋迦牟尼佛一開始講經說法，就說「苦、集、滅、

道」，而不是說「樂、集、滅、道」。　 

當然，人間之苦有一個根本的苦，簡單講就是「無明」。無明就是不知

生從何來、死往何去，不知將來會如何。無明是正體，我們現在看不到，

臨終時，我們阿賴耶識裏的業浮現了，含藏著無量無邊的罪惡、黑暗、無

明、不安；臨終的時候整個黑暗現前，而且充滿罪業，成為火團，墮落地

獄，那個就是無明的正體。 

我們平常孤獨的時候，不苦也不樂，但是莫名其妙地有一種無聊、寂寞、

略微不安的感覺，那就是無明正體所顯現的影子。我們看到的只是影子，

正體在臨終時才會浮現，那個就是根本的苦。 

「人間苦樂事縱橫，達者須尋徑路行」，「達」，就是通達的人。通達

什麼？通達宇宙人生的實相。 

當然，這個「達」以世間來講，就是聰明智慧。一個人，相信有善惡報

應、三世因果、六道輪迴，有佛菩薩的感應現象，而且，對這些現象很有

興趣，願意深入，可稱為「達者」。這種人才會進入宗教，尋求真理，走



向解脫之道。而這種人往往也比較有佛緣，就會來學佛；進一步，八萬四

千法門當中，如果他選擇淨土法門，那就是真正的「達者」。 

「達者須尋徑路行」，「徑路」就是快捷的、安穩的、容易到達的途徑。

有一首偈子也說： 

修行無別修，只要識路頭； 

路頭若識得，生死一齊休。 

也就是說，修行，只要找到解脫的法門，生跟死當下都能一齊了斷。這

個法門就是----淨土法門。 

「福報天宮猶有死」，就算有福報往生天宮，還有天人五衰的現象。 

「神棲佛國永無生」，人生是苦，死後入三惡道，也是從苦入苦，從一

個黑暗進入另一個黑暗。但是往生極樂世界，就永遠離開了生死輪迴，已

超越人間的苦，從苦入樂，轉苦為樂。 

偈三、但得蓮中托化來 

但得蓮中托化來，縱教經劫未華開， 

華中快樂同忉利，不比人間父母胎。 



「但得蓮中托化來，縱教經劫未華開」，只要阿彌陀佛帶著蓮花來，接

引我到極樂世界，即使經過幾劫花還未開，也沒關係。 

「華中快樂同忉利，不比人間父母胎。」在蓮花當中，是跟忉利天一樣

的快樂，這跟我們在父母胞胎十月懷胎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雖然在九品的蓮花裏面，就算等待蓮花開的時間很漫長，身

心仍然是自在的，比起在地獄、餓鬼、畜生道受苦，要殊勝得多。 

其實經典上講，往生極樂世界，在蓮花當中，其快樂是勝過第三禪天的。

第三禪天的禪定身心踴躍之樂，超越世間任何快樂，但這還比不上極樂世

界在蓮花當中的菩薩。 

相形之下，我們當然要求生極樂世界了。 

我們在這裏念佛，極樂世界就會有我們的蓮花；只要我們願生之心不變，

我們念佛之行不變，這朵蓮花永遠都安住在極樂世界，永不凋萎。臨命終

時，阿彌陀佛就會帶著我們這朵蓮花，來到我們面前，就像《阿彌陀經》

所講的： 

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 

我們在這裏念佛，極樂世界就有我們的蓮花，這真是奇妙，不可思議。 

可見我們念佛，每一句都功不唐捐，每一句都使得我們在極樂世界的那

朵蓮花在盛放、在燦爛。 



佛教的無常觀（四） 

---- 無常故事五則 

一、帝釋皈依免驢胎 

《法句譬喻經》說到，有位忉利天的天王，叫帝釋天，將臨命終。他曉

得命終之後，會墮落在畜生道，生為驢子，感到非常悲愁。他想到能救度

苦厄的只有佛，就立刻來到佛的面前，向佛頂禮，至誠懇切地三皈依----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正頂禮時，即是命終之刻，神識立刻投胎在驢腹當中。驢子不小心踏破

主人家的陶器，主人一生氣，就拿鞭子打驢子，驢子因此傷了胎氣。同時

間，帝釋天的靈魂又回到自己身上。 

所以，低頭三皈依，再舉起頭來，他又回復了帝釋身。 

這時佛陀就讚歎說：「善哉！善哉！帝釋天，你能夠在臨終時皈依三寶，

實在很有福報。」佛陀就為他講經說法，這忉利天的天王，當下就證得須

陀洹果。 



二、天人皈依免豬胎 

《折伏羅漢經》裏，也談到一位忉利天的天人，也是壽命將盡，天人都

有神通，知道自己下輩子將投生到畜生道當豬，因此很憂愁、也很恐懼。

其他天人跟他說，佛陀現在忉利天為母親說法，這正是你得救的機會。 

天人立刻來到佛陀面前，至誠頂禮，懇切祈求救度。 

佛陀為他授三皈依：「皈依佛，不墮地獄；皈依法，不墮餓鬼；皈依僧，

不墮畜生。」七天當中，他都誦念三寶；七天之後，壽命盡了，投生到人

間一位長者家裡。 

長大後遇到舍利弗，由舍利弗接引，聽聞佛陀講經說法，也證到了果位。

由此可知，人、天皆苦，皆不究竟。 

佛陀出現世間，為我們講經說法，並不是希望我們所修的善因，去追求

人天果報，而是希望我們直接往生極樂世界，邁向無上菩提。所謂菩提，

就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 

往生極樂世界可說是釋迦牟尼佛的本懷，在《無量壽經》裏，釋迦牟尼

佛的「本懷文」就說： 

如來以無盡大悲，矜哀三界，所以出興於世， 

光闡道教，欲拯群萌，惠以真實之利。 



釋迦牟尼佛，乃至十方諸佛出現世間的目的，就是要告訴我們，唯有念

佛往生極樂世界，才是真實的利益，其他不是真實的利益。 

《無量壽經》最後，釋迦牟尼佛也說： 

當來之世，經道滅盡，我以慈悲哀愍，特留此經，止住百歲。 

其有眾生，值斯經者，隨意所願，皆可得度。 

意思就是說，將來末法過了，就是滅法時代，到時候三藏十二部經都會

消滅，也沒有三寶的名字；那時的眾生，將不曉得有善惡報應，三世因果，

六道輪迴。釋迦牟尼佛因為悲愍我們十方眾生，以慈悲願力，把《無量壽

經》保留下來。 

保留《無量壽經》，就等於保留念佛法門。因為《無量壽經》講的，就

是四十八大願；四十八大願的根本願，就是第十八願。第十八願在講什麼？

講----願生極樂，稱念彌陀，就必定往生極樂。 

三、闍夜多尊者故事 

《付法藏經》裏面有一則故事： 

有位阿羅漢叫闍夜多尊者，有天他帶領弟子們進城。到城門時，尊者不

覺流露悲愁的神情；繼續往前走，看到一隻烏鴉，尊者不禁又苦笑了出來。



弟子們覺得很奇怪，尊者何以剛剛悲愁，現在又苦笑？就請問尊者其中

緣由。 

尊者說： 

「剛剛入城時，在城門下我看到一鬼子，就是鬼道的小孩子，小孩告訴

我，母親為他入城乞討食物，已經過了五百年還沒有出來，請我入城後，

如果見到他的母親，跟她說孩子餓得很苦，快要昏死了，請她趕快出來。」

尊者進城見到了鬼母親，就跟鬼母親講，她的兒子很飢餓、很苦的事。

鬼母就說： 

「我進城來已經五百歲了，要找一口痰都不容易，尤其我剛生產不久，

身體很虛弱，即使遇到一口痰，也被其他的鬼搶走。剛剛好不容易撿到一

口痰，就要帶去跟我的兒子一起吃，可是城門下有很多大力的鬼神，我不

敢出去，請尊者帶我出去。」 

於是尊者就帶這個鬼母出去，跟她的鬼子吃了這口痰。 

尊者又問鬼母： 

「妳出生到現在多久了？」 

鬼母答說： 

「我出生到現在，已見這座城七成七壞。」 



也就是說，這城七次毀壞，又七次被建起來。可見她墮入鬼道時間之長

久。尊者因此想到輪迴之痛苦與長久，不禁悲愁。 

後來尊者又見到一隻烏鴉。 

尊者說：遠在九十一劫前，有位佛陀出世，叫毗婆尸佛，我當時出生在

一位長者之家。長大後我想要出家，如果那時能跟隨毗婆尸佛修行，是能

夠證得阿羅漢的。可是父母阻止我出家，說我還沒有結婚，至少要娶個媳

婦，才讓我出家。結完婚後，父母又說還沒幫他們生孫子；等到我的孩子

已經六歲，我想出家修行，父母讓孩子抱住我的大腿說： 

「爸爸，如果你要捨離我出家，不扶養我，不如把我殺死才離開。」我

因此動了憐惜之情，就跟孩子說： 

「我不離開你了，要一直把你扶養長大，跟你在一起。」 

就這樣，九十一劫以來，在六道裏面輾轉輪迴，一直都沒有見面的機緣。

今天看到這隻烏鴉，原來，他就是我九十一劫之前的孩子，憐憫他的愚癡

輪迴，不知不覺就苦笑出來。 

所以，如果沒有往生極樂世界，就永遠在輪迴，再深愛的親人也會離散，

即使見面也不相識。就像烏鴉並不曉得眼前這位羅漢，就是他往劫以前的

父親；羅漢雖然曉得這隻烏鴉是他的孩子，也沒辦法救他，因業力障礙故。



由此可知障礙別人修行的罪業很大，會長時在惡道裏面受苦，即使出生

為人，恐怕也會沒有智慧。所以我們如果遇到想修行的人，應抱著隨喜讚

歎的心，來成就他們。 

《法華經》言：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 

「三界」，就是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界無安」，怎麼樣無安？「猶

如火宅」。整個三千大千世界，就像燃燒的房子，充滿了大火，沒有比被

火燒更苦的了！所以說「眾苦充滿，甚可怖畏」。 

三界是不安穩，充滿恐懼，充滿痛苦的。 

人生的苦就是眾生都具有貪瞋癡，瞋就像火，貪就像海。所以釋迦牟尼

佛說，三界是火宅，六道是苦海。從地獄一直到非想非非想處天，都是苦

海，都充滿了大火。 

娑婆世界眾苦充滿，而極樂世界如何呢？《阿彌陀經》說： 

彼土何故，名為極樂？ 

其國眾生，無有眾苦，但受諸樂， 

故名極樂。 



可見，娑婆充滿眾苦，極樂是無有眾苦，但受諸樂。而《法華經》則在

說明娑婆的實相----就像火在燃燒的房子；極樂世界的實相----往生淨土就

離開種種苦。 

由此亦可知《法華經》的目的，是在指向極樂世界。 

四、日日扣棺喚歸來 

以下是宋朝一位居士的典故。 

宋代有位居士叫吳子才，字信叟，博學多才，在朝廷當大官。雖然位居

高官，卻並不貪慕榮華富貴。 

他當官之後，請人預作一口棺木，每晚就睡在棺木裏面，且令家僮一邊

敲擊棺木，一邊唱道： 

「吳信叟，歸去來！三界無安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去來！」 

吳子才一聽，就起來靜坐念佛。 

有一天，他在靜坐念佛當中，請家人靜靜地聽，一時天樂鳴空，他就在

那時候安然往生極樂世界。 

這就是「三界無安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 



所以我們要曉得，人間、天上都充滿了不安恐懼，不是究竟的皈依處。

唯有極樂世界，才是我們的究竟皈依處。 

《無量壽經》說： 

設有大火，充滿三千大千世界， 

要當過此，聞是經法， 

歡喜信樂，受持讀誦，如說修行。 

大火充滿的三千大千世界，我們也要越過，不怕大火的燃燒。為什麼？

因為現在超越大火，聽聞彌陀的救度，就能夠解脫，否則將永無窮盡地受

三千大千世界之大火所燃燒。 

所以，寧可現在辛苦、痛苦，也不願將來受永恆無盡的三界之火的燃燒。

善導大師在《往生禮讚》有一首偈子，很有警惕性，善導大師

說： 

人間匆匆營眾務，不覺年命日夜去； 

如燈風中滅難期，忙忙六道無定趣。 

未得解脫出苦海，云何安然不驚懼； 

各聞強健有力時，自策自勵求常住。 



意思是說，我們今天忙這件事，明天忙那件事，一直到老，繁忙不斷。

不知不覺間，壽命隨著日夜而消減，好像風中之燈，隨時都會滅掉。燈滅

了，就繼續輪迴六道，永無窮盡。可是我們卻茫茫然地，悠悠忽忽地，不

知道害怕，也無所驚覺。今天既得人身，又聞佛法，就要把握現在頭腦清

醒、身體健康，好好自我勉勵，追求不生不滅、不受輪迴、永恆常住的法

門。 

五、一失人身 萬劫不復 

有句話說：「一失人身，萬劫不復。」 

學佛的人，常聽到這句話，可是聽入耳中，如果沒有深映入腦中，也等

於聽而不聞。 

「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失去了人身，萬劫不能再得人身，這是非常

恐怖的！ 

想當年，須達尊者發心為釋迦牟尼佛建造祇園精舍，在挖土、蓋地基的

時候，釋迦牟尼佛看到地上的螞蟻，當下機會教育地跟須達長者說，這些

螞蟻從七佛以來，就一直都是螞蟻。 

「七佛以來，猶為蟻子。」一尊佛出世，要經過多少時間？甚至是多少

劫呢？何況七佛以來，那麼漫長的時間都當螞蟻。 



第八位佛就是彌勒佛。他還要再經五十六億七千萬年，才會到這個世間

成佛，龍華三會。到那時候，這些螞蟻已經脫離螞蟻之身了嗎？能夠得到

人身嗎？所以說「一失人身，萬劫不復」。 

「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

身。」 

「七佛以來，猶為蟻子」，後半段是：「八萬劫後，未脫鴿身。」 

也就是有一天，釋迦牟尼佛看到一隻鴿子，當下對弟子說，這隻鴿子的

罪業，即使八萬劫後，仍然是鴿子。過了八萬大劫還當鴿子，到底什麼時

候才能獲得人身？得到人身後，又是什麼時候才能遇到佛法！ 

所以我們既然生而為人，得聞佛法，尤其是聽聞到百千萬劫難遭遇的淨

土法門，就必須當下掌握，誓必今生今世求生淨土，無有退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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