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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善與惡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77 無 
1.世間只有壞事、惡事， 

沒有壞人、惡人 

1.1佛說眾生皆可成佛 

1.2善惡由心造，心淨國土淨 

 

1.世間只有壞事、惡事，沒有壞人、惡人。 

  1.1佛說：「眾生皆可成佛。」 

    1.1.1只要不做壞事惡事，便可成佛 

1.1.2成佛的人所見到的世界，全是如佛一樣的好人好事了 

1.2善惡由心造，心淨國土淨 

  1.2.1凡夫眾生當然有善惡好壞之分 

  1.2.2對聖人來說，善惡由心造，心淨國土淨，便無善惡區別的必要了。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77 

～ 

P.80 

無 
2.本來面目 -《六祖壇 

經》中衣鉢傳承的故事 

2.1惠明禪師追逐衣缽 

2.2本來面目在那裡 

2.3惠明禪師的開悟 

 

2. 本來面目 -《六祖壇經》中衣鉢傳承的故事 

  2.1惠明禪師追逐衣缽 

    2.1.1惠能大師問惠明禪師：「不思善、不思惡，正在這時，哪個是惠明 

         上座的本來面目？」 

    2.1.2也就是說：在沒有生死以前的你是誰？ 

2.1.2.1平常吃飯、睡覺、走路、說話的你，都是假的 

2.1.2.2身體原是父母所生，生後不斷地新陳代謝；心是許多念頭的起滅不已。 

2.1.2.3常人所知的身心，都非真正的我。 

  2.2本來面目在那裡 

     2.2.1要找本來面目的辦法，就是不要生起善惡是非等的分別心 

        2.2.1.1若能一切不思量，正在此時，看看你本來的面目在哪裡？ 

2.2.1.2真正的本來面目，一定要自己看到了才算，否則只是隔靴搔癢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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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惠明禪師的開悟 

  2.3.1聽到六祖的問話之後，馬上就開悟了，而且是大悟。 

  2.3.2為了避諱，不敢與惠能同用惠字為名，改號為道明。  

    2.3.3道明禪師為何能夠即刻開悟： 

        2.3.3.1道明禪師出家多年，求法心非常懇切，也是一位非常用功的人。 

    2.3.4惠能大師接引道明禪師開悟的方式可以稱為「不思善，不思惡」的修 

行方法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80 

～ 

P.87 

無 
3.「不思善，不思惡」的 

修行方法 

3.1層次一：思善、思惡 

3.2層次二：不思善、不思惡 

3.3層次三：懂得思善、思惡 

 

3.「不思善，不思惡」的修行方法：            

3.1 層次一：思善、思惡 

3.1.1 善惡分明 - 先要善惡分明，才能開始修行  

        3.1.1.1 善惡分明的人，是正直明理的好人。 

        3.1.1.2 善惡不分的人，是糊塗蟲或是爛好人。 

        3.1.1.3 善惡分明、水火不同、各有分際，是人間道德的基礎。 

    3.1.2善惡的層次 

        3.1.2.1 世間法 – 有善有惡 

          3.1.2.1.1很多人往往由於只顧自己，雖然未想損害他人，結果卻是害人又害己。 

          3.1.2.1.2很少有人故意陷害自己，但由於自私心的策動，卻做了許多將受惡報 

的壞事。 

          3.1.2.1.3開始修行之後，只要自覺上有一絲自私心，便知道對不起自己， 也對 

不起別人。 

        3.1.2.2生天法 - 為善去惡 

          3.1.2.2.1對人對己都有利益的人天善法，便是社會公益的福利事業  

          3.1.2.2.2今世的努力，來世便能到天上享天福，或在人間受富貴身。  

        3.1.2.3出世間法 - 無漏法 

          3.1.2.3.1修有漏法為基礎，更上一層，修行出三界 

3.1.2.3.2自己修行出三界，也化導一切人修行出三界的佛法。 

          3.1.2.3.3 例如： 

                    修淨土法門到西方極樂世界，同時勸勉世人念佛往生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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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參禪徹悟，也得勸導他人同修。 

3.2層次二：不思善、不思惡 

    3.2.1也就是禪的修行法 

       3.2.1.1盡己之力，精進不懈的修行，不為目的，不求悟境。 

       3.2.1.2 不期待解脫，不為出三界，不為成佛。 

    3.2.2 不思善、不思惡，不僅沒有善惡二法的對立，連一法也不成立。 

       3.2.2.1 不思善、不思惡，就是沒有了分別心的存在。 

       3.2.2.2曹洞宗宏智正覺禪師主張默照禪，即是用不思善、不思惡的方法。 

       3.2.2.3只要離開一切相對的分別境界，便能達到不思善、不思惡的境界。 

    3.2.3進入定境是純粹的善心，只要有一念妄心在，便不算純善心 

       3.2.3.1 普通人修行，從散亂心開始，而後進入定境。 

     3.2.4最後還要將禪定心粉碎，真正達到不思善、不思惡的境界 

       3.2.4.1也就是從散亂心到統一心，然後進入禪定心，再用話頭將禪定心粉碎。 

      3.2.4.2 如果不修禪定，不必經過漸次禪定的階段，只要根器夠利，也能悟境現前： 

         3.2.4.2.1直接用不思善、不思惡的方法，把攀緣心擺脫之際，頓時便是晴空萬里 

的悟境現前。 

    3.2.5 禪的悟境不是在定中，也不是在昏散心中。 

    3.2.5.1禪宗的目標是般若的空慧，而不僅是端坐的定境 

3.2.5.2《六祖壇經》對禪定的詮釋： 

        「若見諸境，心不散亂，是真定也。」 

            「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 

    3.2.5.3 禪的悟境愈高，相對於禪定的力量越強，智慧的功能也顯著。 

 3.2.6禪悟者的定中是有境、有念的，此定就是平常生活 

    3.2.6.1對境而能心不散亂，所以不須枯坐 

    3.2.6.2於念念中都能自見本性清靜，日常生活的待人接物，無一不是定的妙用。 

 3.2.7 定的二層意義 

    3.2.7.1下焉者，是身心均不動者為之定。  

    3.2.7.2上焉者，是不離一切境界而心不散亂，把定境融於日常生活之中。 

3.3層次三：懂得思善、思惡 

  3.3.1世間的善惡並無一定的標準，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因地而異。 

    3.3.2 由於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文化背景、所居的職位、男女的性別， 

          乃至種族、種類的不同，即有不同的善惡標準 

       3.3.2.1 例：野蠻部落中，以獵取異族的人頭祭祖祀神為善；文明社會則以殺無辜之

人為惡。 

       3.3.2.2 例：中國古人以用牛、羊、豕，祭祀天地宗廟是善；主張素食及慈悲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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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以凡殺生者，皆是惡行。 

       3.3.2.3 例：有些宗教以為凡是不信奉其所信宗教的異教徒，都是魔鬼。有的宗教則

以為一切眾生本具佛性，不僅不能排斥異己者，乃至要對一切眾生施予平等

救濟。 

3.3.3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3.3.3.1「眾善」：包括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的一切善法。 

3.3.3.2「諸惡」：包括無量煩惱的現行。 

       3.3.3.3 為了隨順世法，救度世間眾生，諸佛皆說為善去惡。 

       3.3.3.4 佛法是從有善、有惡，為善、離惡開始 

3.3.3.5於現實生活中，仍得以世間的善惡標準，依為行事的原則。 

       3.3.3.6悟入無生法忍的聖位菩薩，即不以世間作為善惡標準的判斷。 

       3.3.3.7修行禪法，則以不落善惡的分別，作為著手修行的方法；所以不落階梯次第， 

              可以直接驗證到超俗的自由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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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題目 

1. 為什麼說世間只有壞事、惡事，沒有壞人、惡人？ 

2. 依據《六祖壇經》的記載，六祖惠能說了什麼讓惠明禪師言下大悟？ 

3. 所謂「不思善、不思惡」是什麼樣的境界？ 

4. 「不思善、不思惡」的修行方法可以分成那三個層次？ 

5. 請說明「思善、思惡」的修行層次？ 

6. 請說明「不思善、不思惡」的修行層次？ 

7. 請說明「懂得思善、思惡」的修行層次？ 

8. 請解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