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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四聖諦的內容 

 

教材範圍教材範圍教材範圍教材範圍    

書籍 光碟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子題子題子題子題    

P.33～45 無 1111....苦諦的內容苦諦的內容苦諦的內容苦諦的內容    

1.1 無常變壞的依正二報,使眾生造業 

    受苦 

1.2 苦的三等層次 

1.3 苦的種類有八項 

1.4 苦的四相 – 也就是四法印 

    

1111....苦諦的內容苦諦的內容苦諦的內容苦諦的內容    

  1.11.11.11.1 無常變壞的依正二報無常變壞的依正二報無常變壞的依正二報無常變壞的依正二報,,,,使眾生造業受苦使眾生造業受苦使眾生造業受苦使眾生造業受苦    

1.1.11.1.11.1.11.1.1 世間法就是無常的世間法就是無常的世間法就是無常的世間法就是無常的,,,,不斷在變化不斷在變化不斷在變化不斷在變化....    

                1.1.1.1.1.1.1.1.2222 無常的無常的無常的無常的三類三類三類三類現象現象現象現象：：：：    

       1.1.2.1.生住異滅 

       1.1.2.2.生老病死 

       1.1.2.3.成住壞空 

                1.1.31.1.31.1.31.1.3 從苦因苦果中得到解脫從苦因苦果中得到解脫從苦因苦果中得到解脫從苦因苦果中得到解脫    

         - 知道苦的原因就是因為無常，無常就是無我，實證現量的無我空性，就能得解脫。 

  1.  1.  1.  1.2222 苦的苦的苦的苦的三等三等三等三等層次層次層次層次    

    1.    1.    1.    1.2222.1..1..1..1.苦苦苦苦苦苦苦苦    

       1.2.1.1 不能自主而又不得不感受種種苦楚. 

1.2.1.2 一切現象都以因緣而產生無常的變化. 

  1.2.1.2.1 由於自我的不安定性，便無法做自己身心的主人，更無法做環境的主人 

       1.2.1.3 一切身、心、環境，都不是自我所能掌控的,所以很苦,這就是苦苦 

    1.    1.    1.    1.2222.2.2.2.2 壞苦壞苦壞苦壞苦    

       1.2.2.1.壞的意思 - 一切現象,均是無常,不能持續永久 

       1.2.2.2.由於身心世界,經常變幻而不能保持,故使你受苦,名為壞苦. 

         1.2.2.2.1 這個壞,不是破壞,而是變易、變化、變形、變質、變量. 

1.2.2.4.壞是過程 - 世間一切現象不可能停留在某一個狀態,永遠是在過程之中 

1.2.2.5 每一個過程,又會有不同的因緣發生,就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1.    1.    1.    1.2222.3.3.3.3 行苦行苦行苦行苦    

       1.2.3.1 行的意思：即是五蘊中的行蘊,行蘊有造作、遷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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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1 五蘊：色、受、想、行、識,是人的生命的全部 

1.2.3.1.2 五蘊包括心法及色法,亦即心理和物質部分. 

         1.2.3.1.3 色蘊: 是色法,是物質部分. 

         1.2.3.1.4 受蘊、想蘊、行蘊:是心理部分中的心所,屬於心王(識蘊)的心理活動. 

         1.2.3.1.5 識蘊: 是心理部分中的心王,也是認識心,分別心. 

       1.2.3.2 行苦的意思 

         1.2.3.2.1 人都喜歡順利，不喜歡不順利，但是一切都離不開因緣生滅、造作遷流 

                   ，無法靜止下來，這就是行苦。 

       1.2.3.3 行苦是指極微細的意識狀態，只要是三界中的眾生都不能免除。 

1.2.3.3.1 一般人修到無想天，或無色界的非想非非想處定，仍有心意的起伏變化， 

          行苦依然在運作。 

1.2.3.3.2 要修到第四果，便離五蘊熾盛之苦。 

        1.21.21.21.2....4.4.4.4.三界三界三界三界眾生的眾生的眾生的眾生的三苦三苦三苦三苦::::            

            

 
 

苦苦  

(最粗重) 

壞苦 

(微細) 

行苦  

(最微細) 
註 

1.2.4.1 欲界 有 有 有 
欲界眾生不易體會到細微

的行苦 

1.2.4.2 色界 無 有 有 

1.2.4.3 無色界 無 無 有 

色界無想天及無色界的眾

生，只有行苦還在，但是

出定時又會回到煩惱世界

之中 

    

        1.1.1.1.3333 苦的種類有八項苦的種類有八項苦的種類有八項苦的種類有八項    

                1.3.11.3.11.3.11.3.1 苦的八類苦的八類苦的八類苦的八類    

       1.3.1.1 生 

1.3.1.2 老 

1.3.1.3 病 

1.3.1.4 死 

1.3.1.5 愛別離 

1.3.1.6 怨憎會 

1.3.1.7 求不得 

1.3.1.8 五蘊熾盛苦 

    1.3.2    1.3.2    1.3.2    1.3.2....欲界的眾生只能感受到前面的七苦欲界的眾生只能感受到前面的七苦欲界的眾生只能感受到前面的七苦欲界的眾生只能感受到前面的七苦    

1.3.3 1.3.3 1.3.3 1.3.3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色界及無色界色界及無色界色界及無色界色界及無色界時時時時,,,,才能感受到第八苦才能感受到第八苦才能感受到第八苦才能感受到第八苦（（（（五陰盛五陰盛五陰盛五陰盛））））中的行識兩蘊所中的行識兩蘊所中的行識兩蘊所中的行識兩蘊所    

                                        招致的苦招致的苦招致的苦招致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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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1.3.4    1.3.4    1.3.4 五蘊熾盛苦總括了前面的七個苦五蘊熾盛苦總括了前面的七個苦五蘊熾盛苦總括了前面的七個苦五蘊熾盛苦總括了前面的七個苦,,,,是前七苦的總結是前七苦的總結是前七苦的總結是前七苦的總結.           .           .           .               

    1.3.5    1.3.5    1.3.5    1.3.5 五蘊熾盛苦五蘊熾盛苦五蘊熾盛苦五蘊熾盛苦舊譯為五陰舊譯為五陰舊譯為五陰舊譯為五陰,,,,此苦有二義此苦有二義此苦有二義此苦有二義：：：：    

       1.3.5.1 就苦而言,人皆各具五蘊,因而眾苦熾盛. 

       1.3.5.2 由於具有五蘊之器的身心世界,盛滿眾苦,故名五蘊熾盛苦. 

    1.    1.    1.    1.3.63.63.63.6 五蘊在五蘊在五蘊在五蘊在《《《《阿含經阿含經阿含經阿含經》》》》及及及及《《《《阿毘達摩阿毘達摩阿毘達摩阿毘達摩》》》》稱作五取蘊稱作五取蘊稱作五取蘊稱作五取蘊.          .          .          .              

       1.3.6.1 五蘊的產生,就是由於執取貪、瞋等煩惱,故稱五取,又因為五蘊能夠生起煩 

惱,故名五取蘊. 

       1.3.6.2 五取蘊,即是眾生,即是苦諦,即是世間,即是三界.  

         1.3.6.2.1當此五取蘊不熾盛時,就沒有眾生,沒有苦諦,沒有世間,沒有三界. 

       1.3.6.3 修習佛法而開啟般若智慧的目的,就是要我們照見「五蘊皆空」  

       1.3.6.4 就是要令凡夫眾生從五取蘊的熾盛之苦,得到解脫. 

        1.1.1.1.4444 苦的四相苦的四相苦的四相苦的四相    ––––    也就是四法印也就是四法印也就是四法印也就是四法印    

                1.4.11.4.11.4.11.4.1 苦的當下有四種相苦的當下有四種相苦的當下有四種相苦的當下有四種相,,,,即為四法印即為四法印即為四法印即為四法印,,,,證了四法印證了四法印證了四法印證了四法印,,,,即得解脫即得解脫即得解脫即得解脫,,,,即得涅槃即得涅槃即得涅槃即得涅槃....    

                1.4.21.4.21.4.21.4.2 四法印就是苦及離苦的道理四法印就是苦及離苦的道理四法印就是苦及離苦的道理四法印就是苦及離苦的道理：：：：    

       1.4.2.1 諸行（行蘊）無常 

       1.4.2.2 諸法無我 

       1.4.2.3 有受皆苦 

       1.4.2.4 涅槃寂靜（空） 

 

教材範圍教材範圍教材範圍教材範圍    

書籍 光碟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子題子題子題子題    

P.45～56 無 2.2.2.2.集諦的內容集諦的內容集諦的內容集諦的內容    

2.1 集諦的意思 

2.2 集諦以「業」為正因 

2.3 集諦以「煩惱」為助緣 

2.4 集諦即是十二因緣的「有」 

 

2222....集諦的內容集諦的內容集諦的內容集諦的內容    

  2.12.12.12.1 集諦的意思集諦的意思集諦的意思集諦的意思    

    2.1.1    2.1.1    2.1.1    2.1.1 使眾生引起世間苦果的原因使眾生引起世間苦果的原因使眾生引起世間苦果的原因使眾生引起世間苦果的原因,,,,便是苦集諦便是苦集諦便是苦集諦便是苦集諦....    

    2.1.22.1.22.1.22.1.2 眾生在世間眾生在世間眾生在世間眾生在世間,,,,是由果報的是由果報的是由果報的是由果報的「「「「種子識種子識種子識種子識」」」」牽引而來牽引而來牽引而來牽引而來....    

                2.1.32.1.32.1.32.1.3 果報又分果報又分果報又分果報又分四種類別四種類別四種類別四種類別：：：：        

       2.1.3.1 華報華報華報華報 - 即生造業即生受到若干報應. 

       2.1.3.2 果報果報果報果報 - 造什麼業因,來生中必受主報. 

       2.1.3.3 餘報餘報餘報餘報 - 在受了果報之後,轉生之後仍受餘勢之報.          

2.1.3.4 因果同時之報因果同時之報因果同時之報因果同時之報    - 在造作業因的當下,就已經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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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2.1.42.1.42.1.4    「「「「果果果果」」」」有苦有樂有苦有樂有苦有樂有苦有樂,,,,多半的原因並非是這一生多半的原因並非是這一生多半的原因並非是這一生多半的原因並非是這一生所所所所造造造造                                    

       2.1.4.1 而是無量生以來所造的種種業,累積到現在這一生得到了果報. 

       2.1.4.2 知道了這個道理,便是接受了集諦的意義,就能從諸苦得到解脫了. 

        2.22.22.22.2....集諦以集諦以集諦以集諦以「「「「業業業業」」」」為正因為正因為正因為正因    

                2.2.12.2.12.2.12.2.1 集的本體及其所依靠的集的本體及其所依靠的集的本體及其所依靠的集的本體及其所依靠的,,,,稱之為稱之為稱之為稱之為「「「「業業業業」」」」....    

                2.2.22.2.22.2.22.2.2「「「「集集集集」」」」----    集合與聚集了苦的因及苦的集合與聚集了苦的因及苦的集合與聚集了苦的因及苦的集合與聚集了苦的因及苦的緣緣緣緣    

       2.2.2.1 因 - 就是業 

2.2.2.2 緣 – 就是煩惱,使得煩惱和業相輔相成,  

                2.2.32.2.32.2.32.2.3    因緣和合而造成集諦的事實因緣和合而造成集諦的事實因緣和合而造成集諦的事實因緣和合而造成集諦的事實,,,,有了集諦有了集諦有了集諦有了集諦,,,,就必須接受苦的果報就必須接受苦的果報就必須接受苦的果報就必須接受苦的果報........    

                2.2.42.2.42.2.42.2.4 業業業業的產生的產生的產生的產生    

                                        ----    以以以以「「「「思思思思」」」」的心所為體的心所為體的心所為體的心所為體,,,,能發動根本意志能發動根本意志能發動根本意志能發動根本意志,,,,而形成身而形成身而形成身而形成身、、、、口口口口、、、、意三業意三業意三業意三業....        

                2.2.52.2.52.2.52.2.5 思心所思心所思心所思心所的的的的兩階段兩階段兩階段兩階段：：：：    

       2.2.5.1「思業」: 

- 意念或心念的作用,只是思考, 而沒有實際的行動.只用「意」業, 

       2.2.5.2「思已業」: 

2.2.5.2.1 一邊思考,一邊正在進行,但沒有善與惡的性質及道德標準的問題.                    

         2.2.5.2.2 意業跟口業或是身業同時進行 

                2.2.62.2.62.2.62.2.6 業的兩種類別業的兩種類別業的兩種類別業的兩種類別    

       2.2.6.1表業 (作業)  

2.2.6.1.1 有身、口、意三種形態，也就是身口意、意身口、意口身  

       2.2.6.2 無表業 (無作業) 

         2.2.6.2.只用意業，就是思業 

       2.2.6.3 業力的形成 

         2.2.6.3.1 思業是沒有表現出來的「無表業」，但是它會形成一種力量,稱之為業力. 

         2.2.6.3.2例如：不斷想要殺人，當業的力量推動時，就會形成趨向於殺人的行為。 

         2.2.6.3.3 因此，雖然僅是無表業，還是要懺悔 

2.2.6.4凡夫眾生的舉心動念,都是自私自利的,因此而會造種種業 

2.2.6.4.1若不及時懺悔也就會形成種種苦的業因.  

                2.2.62.2.62.2.62.2.6 業的業的業的業的三種三種三種三種性質性質性質性質分類方法分類方法分類方法分類方法：：：：    

       2.2.6.1 善業、惡業、非善非惡的無記業 

       2.2.6.2黑業及白業 

       2.2.6.3 煩惱業及清淨業 

  2.2.2.2.3333 集諦以集諦以集諦以集諦以「「「「煩惱煩惱煩惱煩惱」」」」為助緣為助緣為助緣為助緣    

    2.3.1    2.3.1    2.3.1    2.3.1 促使業的成熟者促使業的成熟者促使業的成熟者促使業的成熟者,,,,即是無明煩惱即是無明煩惱即是無明煩惱即是無明煩惱.... 

                2.3.22.3.22.3.22.3.2 集諦的業集諦的業集諦的業集諦的業,,,,一定跟煩惱相應一定跟煩惱相應一定跟煩惱相應一定跟煩惱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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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1「思」如果跟煩惱不相應,就不會造成煩惱業,也不會變成集諦 

2.3.32.3.32.3.32.3.3 煩惱煩惱煩惱煩惱可可可可分做三類分做三類分做三類分做三類：：：：                                            

       2.3.3.1根本煩惱之第一類   

2.3.3.1.1 思惑（修惑）： 

2.3.3.1.1.1貪 

2.3.3.1.1.2瞋 

2.3.3.1.1.3癡 

2.3.3.1.1.4慢 

2.3.3.1.1.5疑 

         2.3.3.1.2 思惑是從無始以來累積所成煩惱的根 

2.3.3.1.3 要到修道位才能分分的斷,至證無學道位,全部斷盡.                       

2.3.3.2根本煩惱之第二類   

2.3.3.2.1見惑（惡見；不正見）： 

2.3.3.2.1.1 身見 

2.3.3.2.1.2邊見 

2.3.3.2.1.3邪見 

2.3.3.2.1.4見取見 

2.3.3.2.1.5戒禁取見. 

         2.3.3.2.2見惑是從無始以來,以及這一生所學習、經驗而得到的看法想法 

2.3.3.2.3 在初果見道位就可以斷除.                                  

       2.3.3.3枝末煩惱：由根本煩惱衍生出來無量數的種種煩惱 

    2.3.4    2.3.4    2.3.4    2.3.4 只要根本煩惱消除了只要根本煩惱消除了只要根本煩惱消除了只要根本煩惱消除了,,,,枝末煩惱自然消失不起枝末煩惱自然消失不起枝末煩惱自然消失不起枝末煩惱自然消失不起    

       2.3.4.1枝末煩惱有無量數,稱為八萬四千個塵勞門 

2.3.4.2 只要先抓住見思二惑的六個根本煩惱,做對治的工夫就可以了 

  2.2.2.2.4444 集諦即是十二因緣的集諦即是十二因緣的集諦即是十二因緣的集諦即是十二因緣的「「「「有有有有」」」」 

                2.4.12.4.12.4.12.4.1「「「「有有有有」」」」是隨增義是隨增義是隨增義是隨增義    ----    隨順著業力而增上生死的果報隨順著業力而增上生死的果報隨順著業力而增上生死的果報隨順著業力而增上生死的果報    

2.4.1.1 也就是隨順著業力,而增上煩惱所形成的生死事實. 

2.4.22.4.22.4.22.4.2 兩類兩類兩類兩類隨順增上隨順增上隨順增上隨順增上：：：：    

       2.4.2.1 相應隨順增上  

- 與煩惱相應俱起的心及心所,隨順增上其力. 

                            2.4.2.2 所緣隨順增上 

- 煩惱與所緣之境,隨順而增上其力. 

                2.4.32.4.32.4.32.4.3 此兩類此兩類此兩類此兩類隨順增上隨順增上隨順增上隨順增上,,,,又有對內與對外又有對內與對外又有對內與對外又有對內與對外：：：：    

       2.4.3.1對內 - 隨順自己的心及心所的活動 

2.4.3.2對外 - 隨順外邊的環境而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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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2.4.42.4.42.4.4 因此產生煩因此產生煩因此產生煩因此產生煩惱而造業惱而造業惱而造業惱而造業,,,,就變成了就變成了就變成了就變成了「「「「有有有有」」」」,,,,「「「「有有有有」」」」就是集諦就是集諦就是集諦就是集諦....    

    

教材範圍教材範圍教材範圍教材範圍    

書籍 光碟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子題子題子題子題    

P.57～65 無 3.3.3.3.滅諦的內容滅諦的內容滅諦的內容滅諦的內容    

3.1 滅諦的意思 

3.2 滅諦即是實證無我的空性 

3.3 滅諦即是從十二因緣的逆觀成就

與滅觀成就 

3.4 滅諦即是涅槃 

3.5 滅諦即是無學位 

 

 

3.3.3.3.滅諦的內容滅諦的內容滅諦的內容滅諦的內容    

3.1.3.1.3.1.3.1.滅諦滅諦滅諦滅諦的意思的意思的意思的意思    

  3.1.1  3.1.1  3.1.1  3.1.1 是斷有漏的苦因苦果是斷有漏的苦因苦果是斷有漏的苦因苦果是斷有漏的苦因苦果,,,,而得無礙自在的解脫道而得無礙自在的解脫道而得無礙自在的解脫道而得無礙自在的解脫道....             

                3.1.23.1.23.1.23.1.2 也就是完成了修道的過程也就是完成了修道的過程也就是完成了修道的過程也就是完成了修道的過程,,,,斷除了煩惱斷除了煩惱斷除了煩惱斷除了煩惱,,,,進入涅槃寂靜進入涅槃寂靜進入涅槃寂靜進入涅槃寂靜.         .         .         .             

                3.1.33.1.33.1.33.1.3 是是是是「「「「集集集集」」」」已斷已斷已斷已斷，，，，不再造作苦的業因不再造作苦的業因不再造作苦的業因不再造作苦的業因，，，，苦果也就沒有了苦果也就沒有了苦果也就沒有了苦果也就沒有了。。。。    

       3.1.3.1 已經知道苦果來自苦因，出自自作，受苦之時就能夠接受。 

       3.1.3.2 能夠接受苦，就是從苦中得到解脫 

  3.2.  3.2.  3.2.  3.2.滅諦即是實證無我的空性滅諦即是實證無我的空性滅諦即是實證無我的空性滅諦即是實證無我的空性    

       3.2.1    3.2.1    3.2.1    3.2.1 諸法的自性即是空性諸法的自性即是空性諸法的自性即是空性諸法的自性即是空性    

       3.2.1.1 世間任何的現象都是因緣和合而產生 

3.2.1.1.1其變化是沒有一定的、沒有永恆的、沒有不變的, 

3.2.1.1.2它們的性質隨時都會隨著新的因緣而起變動    

                3.2.23.2.23.2.23.2.2「「「「我生已盡我生已盡我生已盡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梵行已立梵行已立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所作已辦所作已辦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不受後有不受後有不受後有....」」」」        

       3.2.2.1 這是形容阿羅漢所證果位的標準用語 

3.2.2.2「我生已盡」- 已出離三界的生死. 

       3.2.2.3「梵行已立」- 應修清淨的身口意三業,已經圓滿 

       3.2.2.4「所作已辦」- 應斷的煩惱,已經全部斷除. 

       3.2.2.5「不受後有」- 從此之後,不再接受任何善惡果報. 

  3.3.  3.3.  3.3.  3.3.滅諦即是從十二因緣的逆觀成就與滅觀成就滅諦即是從十二因緣的逆觀成就與滅觀成就滅諦即是從十二因緣的逆觀成就與滅觀成就滅諦即是從十二因緣的逆觀成就與滅觀成就    

                3.3.1.3.3.1.3.3.1.3.3.1.十二因緣是指凡夫生命過程中之流轉現象的十二個階段十二因緣是指凡夫生命過程中之流轉現象的十二個階段十二因緣是指凡夫生命過程中之流轉現象的十二個階段十二因緣是指凡夫生命過程中之流轉現象的十二個階段：：：：    

 3.3.1.1 十二因緣：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 

    3.3.2    3.3.2    3.3.2    3.3.2 順觀十二因緣即知苦果及苦因為何物順觀十二因緣即知苦果及苦因為何物順觀十二因緣即知苦果及苦因為何物順觀十二因緣即知苦果及苦因為何物    

       3.3.2.1 順觀是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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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1.1 即是緣無明所以有行;緣行,所以有識；乃至緣生,所以有老死 

3.3.2.1.2 這是生命流轉的十二個階段。 

       3.3.2.2 知道順觀,就曉得生死之苦是怎麼來的,生命受苦的原因是怎麼一回事. 

    3.3.3    3.3.3    3.3.3    3.3.3 對十二因緣逆觀及滅觀成就對十二因緣逆觀及滅觀成就對十二因緣逆觀及滅觀成就對十二因緣逆觀及滅觀成就,,,,則出三界則出三界則出三界則出三界、、、、離五蘊離五蘊離五蘊離五蘊、、、、入涅槃入涅槃入涅槃入涅槃....    

       3.3.3.1 逆觀是講無 

3.3.3.1.1即是從無明觀起,因無無明,故行亦無,無行故識亦無,乃至無生故老死亦 

無. 

3.3.3.2 逆觀成就首由無明著手. 無明若滅，乃至老死也滅.生滅滅已,即證涅槃而登 

阿羅漢位. 

         3.3.3.2.1 無明 - 沒有智慧,知見不正,所以起煩惱心造種種業. 

3.3.3.3 八正道之正見即是要以正見來指導人類,使之開啟無我的智慧,以智慧之明 

來破煩惱的無明 

3.4.3.4.3.4.3.4.滅諦即是涅槃滅諦即是涅槃滅諦即是涅槃滅諦即是涅槃    

3.4.13.4.13.4.13.4.1 涅槃的意思涅槃的意思涅槃的意思涅槃的意思    

   3.4.1.1斷盡煩惱,解脫生死,即為涅槃,涅槃就是寂滅. 

3.4.1.2 煩惱不動,是為寂,煩惱不起,是為滅. 

3.3.3.3.4.24.24.24.2 根據原始的佛法根據原始的佛法根據原始的佛法根據原始的佛法，，，，涅槃有兩類涅槃有兩類涅槃有兩類涅槃有兩類：：：：    

3.3.3.3.4444.1.1.1.1 有餘涅槃有餘涅槃有餘涅槃有餘涅槃：：：：在現生中從煩惱之苦獲得解脫在現生中從煩惱之苦獲得解脫在現生中從煩惱之苦獲得解脫在現生中從煩惱之苦獲得解脫，，，，不為不為不為不為情情情情動動動動，，，，不受不受不受不受境遷境遷境遷境遷。。。。    

3.4.1.1 但是，業報的身體依舊活著，尚未捨報捨壽。 

3.4.1.2 就像釋迦牟尼佛成道之後還是留在人間四十九年弘揚佛法 

3.4.1.3 又如佛陀的阿羅漢弟子們，他們於斷除煩惱之後，肉體並沒有死，一樣有 

冷、熱、病、痛的果報 

3.3.3.3.4444.2.2.2.2 無餘涅槃無餘涅槃無餘涅槃無餘涅槃：：：：即是阿即是阿即是阿即是阿羅漢們於羅漢們於羅漢們於羅漢們於此身死後此身死後此身死後此身死後，，，，不再流轉生死不再流轉生死不再流轉生死不再流轉生死    

3.4.2.1 從此不再來到世間，不再接受任何生命的果報體 

3.4.2.2 從此以後，進入寂滅，不再出現。故稱為「無餘涅槃」。    

3.3.3.3.5555 滅諦即是無滅諦即是無滅諦即是無滅諦即是無學位學位學位學位    

3.3.3.3.5555.1.1.1.1 修四諦十修四諦十修四諦十修四諦十六六六六行相證行相證行相證行相證初初初初果果果果，，，，即入即入即入即入見見見見道道道道位位位位，，，，自此而自此而自此而自此而歷歷歷歷二果及三果二果及三果二果及三果二果及三果，，，，均名均名均名均名

有有有有學學學學果果果果位位位位。。。。    

3.3.3.3.5555.2.2.2.2 斷三界斷三界斷三界斷三界惑惑惑惑盡證盡證盡證盡證真真真真諦之理諦之理諦之理諦之理，，，，登登登登第四阿第四阿第四阿第四阿羅漢羅漢羅漢羅漢果果果果位位位位，，，，名名名名為無為無為無為無學位學位學位學位。。。。    

3.5.33.5.33.5.33.5.3 只有到了無只有到了無只有到了無只有到了無學學學學果果果果位位位位，，，，方方方方真真真真解脫自在解脫自在解脫自在解脫自在，，，，才能稱之為進入涅槃才能稱之為進入涅槃才能稱之為進入涅槃才能稱之為進入涅槃。。。。    

    

教材範圍教材範圍教材範圍教材範圍    

書籍 光碟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子題子題子題子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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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5～71 無 4.4.4.4.道道道道諦的內容諦的內容諦的內容諦的內容    

4.1 道諦的意思 

4.2 道諦具體的基礎是八正道 

4.3 八正道與中道善法、真諦法、解

脫法等的關係 

 

4.4.4.4.道諦的內容道諦的內容道諦的內容道諦的內容    

        4.14.14.14.1 道諦的意道諦的意道諦的意道諦的意思思思思    

                4.1.14.1.14.1.14.1.1    佛佛佛佛陀陀陀陀所所所所說說說說、、、、所所所所制制制制的一的一的一的一切切切切正法正法正法正法律律律律    

    4.1.2     4.1.2     4.1.2     4.1.2 又又又又名真名真名真名真諦法諦法諦法諦法、、、、中道法中道法中道法中道法、、、、解脫法解脫法解脫法解脫法    

                4.1.4.1.4.1.4.1.3 3 3 3 是是是是不苦不樂的中道行不苦不樂的中道行不苦不樂的中道行不苦不樂的中道行    

                4.1.4.1.4.1.4.1.4 4 4 4 八正道即是中道行八正道即是中道行八正道即是中道行八正道即是中道行（（（（具具具具體的體的體的體的基礎基礎基礎基礎））））    

                4.1.4.1.4.1.4.1.5 5 5 5 是是是是正正正正信信信信、、、、正行正行正行正行、、、、正知正知正知正知見見見見的正法的正法的正法的正法    

                4.1.4.1.4.1.4.1.6 6 6 6 是是是是由八正道由八正道由八正道由八正道統統統統合為合為合為合為戒戒戒戒定定定定慧慧慧慧，，，，由由由由戒戒戒戒定定定定慧衍慧衍慧衍慧衍為為為為六波六波六波六波羅蜜羅蜜羅蜜羅蜜，，，，乃至乃至乃至乃至所有一所有一所有一所有一切切切切    

                                        佛佛佛佛道道道道品品品品法法法法    

        4.2.4.2.4.2.4.2.道諦道諦道諦道諦具具具具體的體的體的體的基礎基礎基礎基礎是八正道是八正道是八正道是八正道    

4.2.14.2.14.2.14.2.1 八正道八正道八正道八正道共共共共有八個項有八個項有八個項有八個項目目目目，，，，修修修修持持持持八正道八正道八正道八正道，，，，就可以滅除苦因苦果就可以滅除苦因苦果就可以滅除苦因苦果就可以滅除苦因苦果。。。。    

4.2.24.2.24.2.24.2.2 修道是修道是修道是修道是漸漸漸漸漸漸漸漸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到多修到多修到多修到多少少少少程程程程度度度度，，，，就能就能就能就能減減減減滅多滅多滅多滅多少少少少苦苦苦苦        

4.2.3.4.2.3.4.2.3.4.2.3.修修修修習習習習八正道八正道八正道八正道，，，，宜配宜配宜配宜配合五種增上合五種增上合五種增上合五種增上：：：：    

4.2.3.1信增上 

4.2.3.2施增上 

4.2.3.3戒增上 

4.2.3.4 定增上 

4.2.3.5慧增上 

4.4.4.4.3333 八正道與中道八正道與中道八正道與中道八正道與中道善善善善法法法法、、、、真真真真諦法諦法諦法諦法、、、、解脫法等的解脫法等的解脫法等的解脫法等的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4.3.14.3.14.3.14.3.1 正正正正見見見見    

4.3.1.1 依三法印而知四聖諦，明十二因緣。 

4.3.1.2若沒有正見的信心，便是迷信。      

    4.3.2    4.3.2    4.3.2    4.3.2 正志正志正志正志（（（（正思正思正思正思惟惟惟惟））））    

4.3.2.1 思惟四諦之理，不起三毒，意業清淨。 

4.3.2.2 正思惟又稱為正分別，意思是說對四聖諦，不斷地思惟、考察 

4.3.2.3面對苦的結果，知道苦的原因是什麼，不斷地想著應該要修中道行來滅苦 

4.3.34.3.34.3.34.3.3 正業正業正業正業（（（（行行行行））））    

4.3.3.1 即是遠離五惡行，也就是受持五戒。 

4.3.3.2 正業的業不是工作的職業，而是身口意的行為之意. 

4.3.44.3.44.3.44.3.4 正正正正語語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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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1 遠離口業的四惡行 - 兩舌、惡口、妄言、綺語。 

4.3.54.3.54.3.54.3.5 正命正命正命正命    

4.3.5.1 遠離五種邪命，戒除不正當的生活方式 

4.3.5.2 五種邪命，即是五種不當的謀生方式： 

4.3.5.1.1詐現奇特：用欺詐的手段，裝著使人感覺到你真有一套本事。 

4.3.5.1.2 自稱功德：為了得到職業、地位而讚歎自己誇張自己是位偉大的人物。 

4.3.5.1.3咒術占卜：為了幫人賺錢、找對象，而用咒術、占卜替人算命看相。 

4.3.5.1.4大言壯語：說大話，使人聽了之後，就先給他錢來支助他。 

4.3.5.1.5彼此標榜：兩人以上，彼此互相標榜，其目的是希望得到名與利等。 

    4.3.64.3.64.3.64.3.6 正正正正勤勤勤勤    ----    即是修四正即是修四正即是修四正即是修四正勤勤勤勤    

    4.3.6.1未斷之惡令斷 

4.3.6.2已斷之惡令不復起 

4.3.6.3未修之善令修 

4.3.6.4已修之善令增長。 

4.3.4.3.4.3.4.3.7777正正正正念念念念    ----    即是修四即是修四即是修四即是修四念處念處念處念處，，，，亦名亦名亦名亦名四四四四念住念住念住念住。。。。    

4.3.7.1念是方法而非妄念，有了方法之後，心念就會止於一境. 

4.3.7.2 正念的六種方法： 

  4.3.7.2.1念佛 

4.3.7.2.2念法 

4.3.7.2.3念僧 

4.3.7.2.4念戒 

4.3.7.2.5念天 

4.3.7.2.6念施 

4.3.7.3 四念住 - 以六念為基礎而修四念住 

4.3.7.3.1 觀身不淨 

4.3.7.3.2 觀受是苦 

4.3.7.3.3 觀心無常 

4.3.7.3.4 觀法無我 

4.3.7.4接著就是由修四念住而進入八正道的「正定」。 

                4.3.4.3.4.3.4.3.8888....正定正定正定正定    ----    即是即是即是即是包包包包括七方便及十括七方便及十括七方便及十括七方便及十六特勝六特勝六特勝六特勝的修定方法的修定方法的修定方法的修定方法。。。。    

4.3.8.1.七方便：   

4.3.8.1.1 五停心 

4.3.8.1.2 別相念 

4.3.8.1.3 總相念 

三賢位 

4.3.8.1.4 煖 四善根位 

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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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1.5 頂 

4.3.8.1.6 忍 

4.3.8.1.7 世第一 

  

4.3.8.2 由修行七方便進入見道位，名初果聖人 

4.3.8.3 十六特勝 

4.3.8.3.1 知息入 

4.3.8.3.2 知息出 

4.3.8.3.3 知息長短 

4.3.8.3.4 知息遍身 

4.3.8.3.5 除諸身行 

4.3.8.3.6 受喜 

4.3.8.3.7 受樂 

4.3.8.3.8 受諸心行 

4.3.8.3.9心作喜 

4.3.8.3.10心作攝 

4.3.8.3.11 心作解脫 

4.3.8.3.12 觀無常 

4.3.8.3.13 觀出散 

4.3.8.3.14 觀離欲 

4.3.8.3.15 觀滅 

4.3.8.3.16 觀棄捨. 

4.3.8.4 十六特勝勝於四念住的觀身不淨法 

4.3.8.5 十六特勝是由觀息而歷十六層次，即入見道位，名為初果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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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題目 

1.1.1.1.無常的三類現象無常的三類現象無常的三類現象無常的三類現象？？？？    

2.2.2.2.苦的三等層次苦的三等層次苦的三等層次苦的三等層次？？？？    

3.3.3.3.苦苦苦苦苦苦苦苦？？？？    

4.4.4.4.壞苦壞苦壞苦壞苦？？？？    

5555....行苦行苦行苦行苦？？？？    

6666....三界眾生與三苦的三界眾生與三苦的三界眾生與三苦的三界眾生與三苦的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7777....苦的八類苦的八類苦的八類苦的八類？？？？    

8888....五蘊又稱五取蘊五蘊又稱五取蘊五蘊又稱五取蘊五蘊又稱五取蘊，，，，為為為為什麼什麼什麼什麼？？？？    

9999....苦的四相苦的四相苦的四相苦的四相？？？？    

11110000....集諦的意思集諦的意思集諦的意思集諦的意思？？？？    

11.11.11.11.集諦以何為正因集諦以何為正因集諦以何為正因集諦以何為正因？？？？    

12.12.12.12.業業業業如如如如何產生何產生何產生何產生？？？？    

13.13.13.13.業的類別業的類別業的類別業的類別？？？？    

14.14.14.14.集諦以何為助緣集諦以何為助緣集諦以何為助緣集諦以何為助緣？？？？    

11115555....煩惱可分煩惱可分煩惱可分煩惱可分幾幾幾幾類類類類？？？？    

11116666....根本煩惱根本煩惱根本煩惱根本煩惱？？？？    

11117777....集諦即是十二因緣的有集諦即是十二因緣的有集諦即是十二因緣的有集諦即是十二因緣的有，，，，怎麼說怎麼說怎麼說怎麼說？？？？    

11118888....滅諦的意思滅諦的意思滅諦的意思滅諦的意思？？？？    

11119999....滅諦即是實證無我的空性滅諦即是實證無我的空性滅諦即是實證無我的空性滅諦即是實證無我的空性？？？？    

22220000....阿阿阿阿羅漢羅漢羅漢羅漢「「「「我生已我生已我生已我生已盡盡盡盡，，，，梵行已立梵行已立梵行已立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所作已辦所作已辦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不受後有不受後有不受後有。」。」。」。」是何意是何意是何意是何意？？？？    

22221111....滅諦即是逆觀十二因緣成就滅諦即是逆觀十二因緣成就滅諦即是逆觀十二因緣成就滅諦即是逆觀十二因緣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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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滅諦即是涅槃滅諦即是涅槃滅諦即是涅槃滅諦即是涅槃？？？？    

22223333....涅槃有涅槃有涅槃有涅槃有幾幾幾幾種種種種？？？？    

22224444....滅諦即是無滅諦即是無滅諦即是無滅諦即是無學位學位學位學位？？？？    

22225555....道諦的意思道諦的意思道諦的意思道諦的意思？？？？    

22226666....道諦道諦道諦道諦具具具具體的體的體的體的基礎基礎基礎基礎是是是是什麼什麼什麼什麼？？？？    

22227777....修修修修習習習習八正道八正道八正道八正道宜配宜配宜配宜配合合合合那那那那五種增上五種增上五種增上五種增上？？？？    

22228888....八正道之正八正道之正八正道之正八正道之正見見見見與道諦的與道諦的與道諦的與道諦的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22229999....八正道之正志與道諦的八正道之正志與道諦的八正道之正志與道諦的八正道之正志與道諦的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33330000....八正道之正業與道諦的八正道之正業與道諦的八正道之正業與道諦的八正道之正業與道諦的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33331111....八正道之正八正道之正八正道之正八正道之正語語語語與道諦的與道諦的與道諦的與道諦的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33332222....八正道之正命與道諦的八正道之正命與道諦的八正道之正命與道諦的八正道之正命與道諦的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33333333....八正道之正八正道之正八正道之正八正道之正勤勤勤勤與道諦的與道諦的與道諦的與道諦的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33334444....八正道之正八正道之正八正道之正八正道之正念念念念與道諦的與道諦的與道諦的與道諦的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33335555....八正道之正定與道諦的八正道之正定與道諦的八正道之正定與道諦的八正道之正定與道諦的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33336666....何何何何謂謂謂謂七方便七方便七方便七方便？？？？    

33337777....何何何何謂謂謂謂十十十十六特勝六特勝六特勝六特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