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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四答心静居士二十则 

 

    问一：诵观音菩萨普门品从香赞起诵至三藐三菩提心止，可否？ 

    答一：可以。 

 

    问二：般若何解？ 

    答二：般若为梵语，华译智慧。经中不用智慧，而仍保持般若之梵音，为「五不翻」中之「尊

重不翻」。因般若的智慧是指出世清净的智慧，不是世间的俗慧。尊重此意，不与世间不清净的俗

慧混滥，所以仍存般若的原名，而不用智慧。 

 

    问三：「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恰如觅兔角」怎解？ 

    答三：「这是禅宗六祖惠能大师说的佛偈，因有深悟，见理圆彻与透辟，已把佛法与世间法打

成一片。佛法虽然是出世无漏的，但不离世间法的觉悟，觉悟世法，净化世法，此世法当体就是佛

法，不必离世法外另找佛法，犹如波从水起，波即是水，水波之性无二。能会此意，便知一切世

法，无非佛法。维摩经所谓「烦恼即菩提」，离烦恼外别无菩提可得。法华经亦谓：「世间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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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生事业，皆顺正法，不与实相相违背」。懂得此理，便知佛法之出世，乃求 即世而出世，不是厌

世的宗教。好比兔子是无角的，你想求兔角是无法求得到 的；离世法而求佛法是求不到，其理亦是

如此。   

    问四：缘觉声闻是两种阿罗汉，什 叫阿罗汉？  

    答四：缘觉乃听佛说「十二因缘」法，而觉悟人生的流转与还灭而证圣果 ，为利根的罗汉；声闻

是闻佛说「四谛」法的声音而觉悟，然後知苦断集，慕 灭修道，而证涅盘，是钝根的罗汉。梵语

「阿罗汉」，华译有三义：一、杀贼 ，行者功用所至，已杀灭见思烦恼之贼；二、应供，行者德学

具足，为人天福 田，应受供养；三、无生，行者已断三界内之烦恼，不再受六道轮回的生死 苦。  

    问五：何谓五遍行心所？  



    答五：与第六意识相应不离的，有触、作意、受、想、思的五种心所有法 ，遍行三界九地，无所

不有，所以得名遍行心所。可参看百法明门论。  

    问六：波罗密多怎解？  

    答六：梵语「波罗密多」，此译「到彼岸」。即一件事做圆满，达到了目 的，究竟成功的意思。

如言「般若波罗密多」，即由修得般若的妙慧，便能破 烦恼的愚暗，到达了涅盘光明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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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七：琉璃色是不是白色？  

    答七：琉璃亦作 琉璃，是青色宝，不是白色。白色是螺贝色，即经中的 砗磲，为七宝之一。   

    问八：大悲咒内有何意思？  

    答八：咒语，是五不翻中的「秘密不翻」，只要你虔诚诵念，便得灵验， 不须解释。如医生拿药

丸给你，吃下就好，不需要问他药丸是什 药制成的。如 大悲咒内有八十四句是八十四位菩萨的名

字，能称德名，便会应名感召，发生 效验。  

    问九：儒书所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

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 与学佛之正心修习相同否？  

    答九：儒佛之学，颇可相通，故佛法自来华夏，即被儒学所吸收；而佛学 的哲理境界，比儒学尤

为深广，其修法亦较儒学为具体而切实，此在学者之能 虚心研习与认识耳。  

    问十：为何要礼忏？大悲忏仪如何礼诵？  

    答十：大悲忏法仪规，是用来忏罪增福的。照佛理讲，无论什 人都不能 说自己从无犯过，不过

所犯多少，各人不同耳，因此每人皆有忏悔之必要。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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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说：「自知有罪当忏悔，忏悔即安乐，不忏悔罪益深」。至礼念方法，照仪 规中应读诵者读诵

之，应礼拜者礼拜之。如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现前观世音 菩萨等文是读诵的；如「一心顶礼」等

句是礼拜的。看忏本中有说明的，即照 说明去做，亦要诚心恭敬，方可所求如意，就是没有听过忏

文，也可一样礼 拜。   

    问十一：「菩萨摩诃萨」是何意义？  

    答十一：菩萨摩诃萨是印度的梵语，我国把菩萨译为「觉有情」，或「觉 悟的众生」。有情与众



生，都指有情识有生命的动物而言，今指由「学佛而觉 悟」的人。摩诃译「大」。摩诃萨即「大菩

萨」。此句即「菩萨中之大菩萨」 ，能自觉觉他，自利利他者。  

    问十二：迦叶是何等人？  

    答十二：迦叶，译义为「饮光」，为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的老弟子。因他 前世以金装佛身，今生

身有金色光明，故此得名迦叶。在佛的十六弟子中，迦 叶是「苦行第一」，与「多闻第一」的阿

难，称为佛的二大胁士。  

    问十三：如何是「戒定道」？  

    答十三：戒定道，即依持戒修定所起的道行。本来有戒定慧三学，是佛教 弟子修行的方法，第一

步须要持戒。戒即息恶生善之义。由於能守戒法，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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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散，於是便使精力集中，获得定功；由於定功之力，心内开发智慧，断烦恼 ，证菩提，便达到由

学佛而成佛的目的。   

    问十四：「涅盘山」作何解？  

    答十四：涅盘山的涅盘，中国译义为「圆寂」，即是到此境地，已圆满一 切智慧功德，寂灭一切

烦恼罪业了。山是譬喻这境界的高超者。若能早登涅盘 山，即了生死而成佛果。  

    问十五：「无为舍」何解？  

    答十五：无为舍，即到无为的家。佛法把世间法叫做「有为」，即有生灭 ，有所作为，都是无常

的；把出世的佛法叫做「无为」，即是无所作为的，无 生灭的，常住自在，清净微妙的。如果学佛

的人，能够无住而住，住於此无为 的家舍，离苦得乐，也就是学佛的目的达到了。  

    问十六：「修罗」作何解？  

    答十六：修罗即是阿修罗，为印度的梵音，中国译为「非天」，即指他虽 生到天上，只是有天之

福，而无天之德；因他过去虽修善因，而心地不正，每 多瞠恨，故感果报做阿修罗。瞠妒心盛，爱

好斗争。现在世界上爱好战争的军 阀，我们叫他阿修罗，就是出典在佛教中的。  

    问十七：「慧根」何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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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十七：慧根是指一个人的聪明伶俐，前生已有修学佛法种下来的智慧善 根，所谓「慧根宿

具」，即前世带来的。   

    问十八：如何叫「天生弥勒，自然释迦」？  

    答十八：岂有天生弥勒，亦无自然释迦，意谓一个人的成功，都是从辛劳 修学中得来，不是偶然

幸致的。如释迦牟尼佛，弥勒佛，皆不是很容易成佛的 ，都是在过去多世以来勤苦修行，才有今日

的成就。  

    问十九：什 是「戡破内在的烦恼」？  

    答十九：戡破内在的烦恼，这是在指心内所在的烦恼，有贪瞠痴慢四种坏 的心理，是一种烦恼恶

业生起的根本。戡破是扫荡它、铲除它的意思。我们学 佛，须修习佛法的戒、定、慧三学，来破除

贪、瞠、痴三毒，则我慢亦不存在 ，心境就清净和乐了。  

    问二十：什 叫「四相皆空」？  

    答二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叫做「四相皆空」，出 在金刚经中。世间人不

明一切诸法──事物，是由种种因缘而生，缘散即灭， 其性本空，而对於这许多虚幻不实的世法，认

定它是实在不变，执以为有，因 此你争我夺，搞出许多是非乱子。现在金刚经的哲理讲空，是要空

除一切人的 情执，不因争执而受苦，所以说「诸法本空，无我可得」。既然无我，当然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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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有人了，因人我是相对的东西，我空人亦不立，故「无我相，无人相」。而 无「众生相」，是指

许多人合起来为众生，人我二相既不可得，如何会有什  多人合成的众生相呢？自然众生相也是虚

幻不实了。「寿者相」是指世人喜欢 执著自己的寿命相，希望自己长生不老，其实依诸法缘生无我

的真理讲，也没 有这回事，所以贪著寿命也是不对的，因性空法中，实无寿命可得，但要真的得 到

无量寿，也必须要修学佛法，去除世间一切烦恼执著，断除「生死轮回」， 达到不生不灭的「涅

盘」境界，那 就可得到如佛寿无量，更不计较世间有为 生灭的寿命假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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