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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道門集要：由信願行而實證。 
五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金仙。 
 

1、 人仙：煉精化氣，無漏得長生，外功不足。 

2、 地仙：煉氣養神，本性未明，不能變化。 

3、 神仙：煉氣成神，本性明朗，有神通變化。 

4、 天仙：煉神化形，千百化身， 

       全身純陽，乃在溫養。 

5、 金仙：煉神還虛，煉虛還無， 

       以道合真，ㄧ性圓明， 

       萬古長存，無來無去， 

       積精累氣，積功累德， 

       方證大覺金仙。 
 

二、佛門集要：盧能之後無真傳。 
 

「人道守五戒、天道修十善、 

聲聞修四諦、緣覺修十二因緣、 

菩薩修六波羅蜜。」 

  

 
 



 

五果次第： 
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阿蘭那行。 
 

1、 須陀洹：名為入流，持守五戒 

（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守戒不犯，心口恒淨，不證入人罪，死死不犯戒，

堅住須陀洹地者。 
 

    這五戒若都能受持，可保來世不失人身。萬一

有困難放不下，不能完全的受持，也應該擇其能持

者而持之，那怕是一條，只要能持，就有功德。 
 

    須陀洹果，初見真理，得入聖者之流。意思是

凡夫通過修行斷盡「見惑」，開始見到佛道，進入

聖道之法流。 
 

    證得須陀洹果以後，永遠不會墮入三惡道 

（畜牲道、餓鬼道、地獄道）。 

只會在三善道（天道、阿修羅道和人道）之間輪迴。 
 

    戒：好比世間法的法律，是個人生活的規約，

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軌範，其力，能補

國法之不足，濟政令於無形，果能人人守之，必能

本固邦寧，民安物阜。 

 

  



 

2、 斯陀含：名ㄧ往來， 

若證斯陀含果，應伴隨證得基本的天眼通與天耳通。

即使證得此果之後立即死了，再來人間天上，也僅

一番生死，即可解脫。謂凡夫在斷見惑的基礎上，

進而斷除欲界思惑。 
 

    欲界思惑共有九品，斯陀含只斷除了前六品，

尚有三品沒有斷盡，因此還需要在人間天上再受生

一次，故名一往來。 
 

修上品十善 

（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不兩舌「不挑撥是非」、 

  不惡口「不罵人.不說刻薄話」、 

  不貪「不取非分的財物」、 

  不瞋「遇不如意事.不記別人的仇恨.不求報復」、 

  不癡「凡事相信因果.不怨不尤」）。 
 

    十善、五戒是修行的根本，從初發心到如來地

都不能離開；須臾不可離者，稱為「道」， 

這是正道、佛道。我們起心動念、言語造作，都要

與這十個綱領相應；若不相應，則是惡業。 

    上品十惡，是地獄的業因； 

    上品十善，是生天的業因。 

明白此理，就清楚、明白自己將來往哪裡去？ 

所以，想修福、修慧、福慧雙至，絕不能違背十善。 

 



 

  「五戒十善」是修學佛法道法的基礎， 

也是根本之所在，其目的在「導人於善也」。 

「導」是引導，誘導人向善。 

學佛就要從這些基礎的地方學起。 
 

十善業是佛法修行的基礎， 

往後還有六度、四無量心，全都是以十善為基礎。 

 

    如《中阿含經》卷三的比喻： 

眾生行十不善，即墮惡道， 

如以重石擲入水中，而作是說： 

願石浮出，則無有是處。 

 

    若行十善，即上生善處、如以油投入水，油則

自然浮在水面一般。 

 

3、 阿那含：名為不來， 

聽經實理，修行悟諦，明苦斷輪迴。 
 

在斯陀含的基礎上，進而斷除欲界思惑後三品， 

不再來欲界受生，故名不來。 

    證得此果，死後住於五凈居天（禪定之中），

禪定轉深，到了滅受想定，即是解脫。 

 

  



 

4、 阿羅漢： 

本性圓明，大道真理，三元歸一，證辟支佛果， 

修四念處、十二因緣：無明、行、識、名色、六入、

觸、受、愛、取、有、生、老死。 

以十二個段落的因果關係，說明凡夫眾生的生死連

續，所以稱為十二因緣。 

    一切有為法都是因各種因緣和合而成， 

此理即為緣起。指從「無明」到「老死」、過去世

到未來世、這一過程的十二個環節。 

它們因果相續而無間斷，使人流轉於生死輪迴大海，

而不能得以出離。 
 

［1］無明：此為迷之根本，可以稱作無知， 

     即是貪欲、瞋恨、愚癡等的煩惱， 

     故為迷惑於生死界中的根源。 

     亦即不達、不解、不了， 

     而以愚癡為其自相，無智、愚昧。 

     過去、現在、未來，種種煩惱。 
 

［2］行：即是行業，是從無明產生的意識行為， 

     是前世所造的善業和惡果。 

     累世善惡因原果報。 
 

［3］識：即是由於過去世中的種種行為 

     所積聚的業障， 

     便是以此業障投胎轉世。 
 



 

［4］名色：投入母胎之後，業體的心識（精神） 

     和胎體的肉身（物質）相結合的狀態。 

     胎中知心，發育成色相。 
 

［5］六入：在母胎中，逐漸形成胎兒的 

     眼、耳、鼻、舌、身（五官四肢）、意等 

     六種感覺器官，又名為六根。 

     因為一切善惡行為的造作和感受， 

     均係由此六種官能為媒介，而達於心體， 

     成為業因業種，或苦因苦種， 

     所以名為六入，意為諸業的六個入口。 
 

［6］觸：出胎之後，自我身心的六根， 

     和外在環境的六塵之間，發生了相對的接觸。 

     所謂六塵，便是和六根相應的 

     色、聲、香、味、觸、法， 

     也就是我們這個身心所處的生活環境中的 

     一切事物。出胎六觸，約是二、三歲年齡， 

     不知事物之苦樂香臭，只欲觸物入口食。 
 

［7］受：由接觸外境而產生的領受苦或樂的感覺。 

     約為六、七歲年齡，知事物真假、 

     苦樂香臭，感而受欲。 

 
  



 

［8］愛：由於苦樂的感覺之後，所起欣樂厭苦， 

     求樂避苦，並且貪於財、色、名、食、睡 

     等五欲的心理活動。為十四、五歲，青春期， 

     男清陽足，女月葵行，而生強盛愛慾，染情感。 
 

［9］取：對於自己所喜所貪的欲求的事物， 

     生起執著不捨的心理。 

     成人之後，色慾稍退， 

     而轉爭權奪利之慾興盛。 
 

［10］有：愛和取，乃是求取生存的欲望， 

     正因為有此生存的欲望， 

     便造下了種種惡行為的生死之因， 

     故將接受未來的生死果報。 

     此所謂「有」，便是指的生死因素、 

     善惡行為的業。 

     依貪求而奪取，求不得而生烦腦， 

     將所為善惡，定將來世之果報。 
 

［11］生：今生造了生死的業因， 

     必將接受來生的再度出生的業果， 

     那便是由色、受、想、行、識等五蘊 

     所構成的身心，和此身心所處的環境。 

     我們的身心是六根，身心所處的環境是六塵， 

     同為五蘊構成，同為所感受的業果報應。 

     現在世所造之業，定來世貧富貴賤智愚， 

     高壽夭折之受生。 



 

 

［12］老死：來生既然有了五蘊所成的身心， 

     又將衰老而至死亡。來世果報，苦樂定位。 

 

因此，佛陀用這十二因緣，說明了凡夫眾生， 

在過去、現在、未來的三世之中，所有因果循環的

流轉現象。 

    如果順著十二因緣的三世因果，周而復始的繼

續下去，便是以集諦來說明苦諦的根由， 

眾生永遠是眾生，不會脫離苦的範圍。但是，佛陀

之要指明苦諦的根由，目的乃在協助眾生，超越苦

的範圍，所謂超凡成聖。 

 

 

 

5、 阿蘭那行： 

 廣修六度萬行，有功有果 ，而坐九品蓮台。 

 

  



 

四無量心 
如果發心要普度眾生，救拔苦難的眾生，將佛法傳佈到

每一個地方，使每一個人都能了解佛法，就先要觀眾生

的苦，發起菩薩的慈悲喜捨願心。發慈悲喜捨的菩薩心，

就是修四無量心，也就是慈無量心、悲無量心、喜無量

心、捨無量心。 
 

慈無量心： 

給予眾生一切樂，名慈無量心。發願不但今生，乃至盡

未來世，都要救度無量無邊的眾生，隨著願力給予一切

快樂，因為眾生無量，所以菩薩行也是無量，起這種慈

心，就是修慈無量心。 
 

悲無量心： 

救拔一切眾生的苦，名悲無量心。眾生有種種的苦，要

盡我們的力量，用自己的悲心，想辦法把眾生的苦除掉。

不但這一生要去做，生生世世都要去做，起這種悲心，

就是修悲無量心。 
 

喜無量心： 

見人行善或快樂時，心生歡喜，名喜無量心。見眾生有

種種的成就或得樂時，心生喜悅，心量廣大，念念如此

無有間斷，就是修喜無量心。 
 

捨無量心： 

對一切眾生，不論是冤或親，都能一律平等，不起愛、

憎，名捨無量心。能捨內在種種心境、外在種種境界、

物質等，而不起分別、憎愛，就是修捨無量心。 

  



 

如是我聞 

佛陀在涅槃前，阿難尊者去問佛陀四件事情: 
 

一、 阿難問世尊： 

「世尊在日，依世尊為師；世尊滅後，依誰為師？」 

世尊回答說：「世尊滅後，以戒為師。」 

 

二、 阿難問世尊： 

「世尊在日，依世尊為住；世尊滅後，依何為住？」 

世尊回答說：「以四念處為住。」 

 

三、 阿難問世尊: 

「世尊在日，惡性比丘，世尊調伏；世尊滅後，如

何調伏？」 

世尊回答說：「惡性比丘，以默擯治之。」所謂默

擯，就是沉默，用沉默來對治。 

 

四、 阿難問世尊： 

「世尊一生，所說言教，益當來，理宜結集，惟經

首安置何語？」 

世尊回答說：「經首應云．如是我聞。」這如是我

聞四個字的意思，就是佛 確確實實所講的，叫人

家要深信接受。  



 

四念處: 
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 

念，即能觀之觀；處，即所觀之境也。 

 

佛陀臨入涅槃時，告訴阿難陀及弟子說：「行、體」證。

能夠真正做到四無量心，無人無我，心行平等， 

就是真正的菩薩行在廣大的佛法中， 

為何佛只說安住於四念處？ 

這是因眾生有四種顛倒妄見： 
 

1. 緣身執淨 

2. 緣受執樂 

3. 緣心執常 

4. 緣法執我 
 

如果不將此四顛倒妄見消除，則煩惱重重，隨俗流轉。

因此在三十七道品中，首要的道品， 

即是對治此四顛倒妄見的四念處。 
 

一、 身念處，觀身為不淨也。 

身為父母所生之肉身，身之內外，污穢充滿，無些

淨處，故觀身為不淨。 又身有內外，己身名內身，

他人之身名外身。此內外身，皆攪父母遺體而成。

從頭至足，一一觀之，純是穢物。眾生顛倒，執之

為淨，而生貪著，故令觀身不淨也。 

以修不淨觀之慧力，對治「緣身執淨」的顛倒妄見。



 

試想我們的身體是否乾淨？ 

任你打扮得如何美觀，當妳滿身大汗時， 

便會覺得臭氣難堪，何況唾涕便溺等，皆是不淨。 

當人死後，大家更怕看死人。 

人到死後，屍體腐爛，遍體生蛆，穿筋囓骨，最後

成為白骨一堆，這個身體的生存，實在不淨。 

故能觀身不淨，則貪愛渴想，戀慕豔麗色相等煩惱，

自可消除，才能把心念安住於道法中。 
 

二、 受念處，觀受為苦也。 

  受為苦樂之感，樂從苦之因緣而生，又生苦樂，

世間無實樂，故觀受苦也。 

又領納名受，有內受外受。意根受名內受，五根受

名外受，一一根有順受、違受、不違不順受。 

於順情之境，則生樂受。於違情之境，則生苦受。

於不違不順之境，則受不苦不樂受。樂受是壞苦，

苦受是苦苦，不苦不樂受是行苦。 

眾生顛倒，以苦為樂，故令觀受是苦也。 

是以觀苦之慧力，對治「緣受執樂」的顛倒妄見。

受，乃領納為義，也即感受外界的印象。 

  當我們與境界接觸時，所領納的不論是苦、樂、

捨的感覺，在無常的法理上看來，苦受固然是苦，

而樂受以至於樂極生悲，仍是逃不了苦。 

捨是捨受，即不苦不樂的感覺。 

因眾生外有生住異滅四相遷流， 



 

內有意念中的諸想不斯，到底也是苦（即行苦）。 

故人生是苦，這世界充滿著苦。 

苦既是由「受」而有，那麼，如苦而不貪戀欲樂，

就不為境界所轉移，則「緣受執樂」的錯見，便不

能存在了。 

 

三、 心念處，觀心為無常也。 

  心為眼等之心識，念念生滅，更無常住之時， 

故觀無常也。又心即第六識也，謂此識心，體性流

動，若麤若細，若內若外，念念生滅，皆悉無常。

眾生顛倒，習以為常，故令觀心無常也。 

以觀心無常之慧力，對治「緣心執常」的顛倒妄見。

「心」是生命的本質，同時是眾生的中心， 

但心不是固定獨存物，而是因緣和合而有的。 

因緣和合的心物世界，即是五蘊（色、受、想、行、

識）世界，五蘊的身心世界是無常的，會壞滅的，

故我們的心是無實體的，不過是心理或思惟之因緣

關係的發展而已，絕無實體可捉取； 

而且心的現象，是念念生滅、剎那不住。 

怎麼可執它為常？由此觀心無常之慧力， 

能使心念遠離執常妄見的過患。 

 

  



 

四、 法念處，觀法為無我也。 

  法除上之三所餘之一切法，無自主自在之性， 

故觀無我也。又法有善法惡法，人皆約法計我， 

謂我能行善行惡也。善惡法中，本無有我。 

若善法是我，惡法名無我；若惡法是我，善法應無

我。眾生顛倒，妄計有我，故令觀法無我也。 

以觀法無我之慧力，對治「緣法執我」的顛倒妄見。

宇宙萬法，都是因緣互相依存，我們的身體是五蘊

四大（地、水、火、風）組合的軀體，一旦四大不

調，五蘊離散，生命便死亡。 

佛說五蘊的我是「假我」，不可執為真我。但眾生

無知，於無我法中，妄執有我，這種妄執叫做「我

見」，有了我見，則有種種偏執煩惱，便不能接受

正法。故要使心念安住於道法中，便要以「觀法無

我」之慧力，消除「緣法執我」的錯誤。 

   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

四念處，皆是重在智慧，以慧為體。用慧觀的力量，

把心安住在道法上，使之正而不邪。謂諸眾生，於

色受想行識五陰，起四顛倒。於色多起淨倒，於受

多起樂倒，於想行多起我倒，於心多起常倒。若眾

生常修此四觀，可除四倒，故名四念處。在修此四

念處階段上，已經趨向真實智慧，此後更加精進，

智慧增多，再修其他道品，就能步步走上八正道！ 

  



 

六波羅蜜 
六波羅蜜是： 

『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 

 

也就是佛法所說的「六度」。修行這六度，正好對

治人性的慳貪、毁犯、瞋恚、懈怠、散亂及愚痴。 

 
一、 「布施」： 

六度波羅蜜以「布施」為首，可見極受重視；佛法

講慈悲，慈者與樂，悲者拔苦，而布施正是與人快

樂，拔人痛苦的最有效方法。 
 

布施時，施與受雙方都得到快樂， 

是自利又利他的無上法門。 
 

布施感引富裕，能令去貧得福，更可以克服人性的

慳貪毛病，使人一改慳貪習氣。 

由時常想；人家能給我什麼？ 

轉而時常想；我能給人家什麼？ 
 

    布施有三種：財施、法施、無畏施。 

財施度人困厄，法施指導人明理，解釋疑難，無畏

施度人脫離恐怖。 

 

 



 

二、 「持戒」是守戒律，防非止惡，約束自己不要行差

踏錯，造罪作惡。 

在家居士受持三皈依，五戒是： 

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世人求長壽、財富、名譽、健康、受人恭敬。只要

嚴持五戒，就以不殺生而愛護生命，獲長壽。不偷

盜而能布施，獲得財富。不妄語而能誠實待人，獲

得名譽。不邪淫而待人有禮，獲得恭敬。不飲酒及

吸食有麻醉劑，刺激的食品，就能獲得平安和健康。

持五戒來生定可得人、天福報。 

「戒是無上菩提本！」因為戒能生定，定能發慧，

有了慧證悟無上菩提。 

『佛在世時，以佛為師；佛涅槃後，以戒為師。』 

 

三、 「忍辱」能積陰德，令業障消滅，增加福報。若不

能忍受，節制脾氣、情緒、欲望，影響身心健康，

一念瞋恚心起，引煩惱障門開。 

簡易的調心修法，能在短期內養成寬宏大量，及恕

人美德，方法就是靜坐默想；一切眾生與我有緣；

隨喜他們功德，原諒所有罪惡，只要時常靜思默想，

心胸氣量自然寬大，待人更慈悲仁愛，態度更柔和，

亦不會太多計較。 

所謂： 

「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 

 



 

四、 「精進」努力求精純進步。成功要靠努力，一個人

鬆懈怠惰、好逸惡勞，只想享有成果，不耕耘而妄

想收穫，那有不播種而有收成呢? 

精進是長期的努力，細水長流，不要以「一曝十寒」

的方式。佛陀弟子二十億耳，求道急欲證果，廢寢

忘餐地修行，但不如願，便反悔要還俗，佛陀告訴

他；修行之道，不要太著急，也不要鬆懈，必須恰

到好處，方才容易悟道，就如琴弦，緊，會折斷，

弦鬆，音色就不美一樣。 

    修道要精進，不屈不撓，但同時要善調飲食、

睡眠、生活、起居、身體、情緒等，這樣才容易悟

道證果。二十億耳聽從佛陀教導，依方法修行，不

鬆不緊、很快就證道。要成功達到理想，需配合各

方面因素，條件，加以奮勇努力。 
 

五、 「禪定」靜慮思惟。把妄念停息，惑盡情空時，真

境現前，就能悟見自性。人最易胡思亂想，意馬心

猿，貪瞋憂喜未得寧靜。心散亂是動，動就會造業

受報，以至流轉生死受苦。如果不想備受眾苦，就

要妄心不動，要妄心不動，就得要修習禪定。 

    禪定能使人心力集中，定心一境，從而產生高

度智慧，對治散亂之心。因為禪定是一種心智的鍛

練，通過這種鍛練。可以消除妄念、執著、無知、

分別心，與此同時有份莊嚴、寧靜、光明、自由的

境界，充滿身心，令人喜悅。 



 

六、 「般若」： 

佛教的義理說明；眾生有生死輪迴，般若波羅蜜是

解脫方法。 

「般若」智慧，不同一般所說的聰明智慧， 

是如實知見一切事物本性的真智妙慧。 

修習般若，能證悟真理。 

  般若是六度的眼目，其他五度離開般若， 

如人有足而無目，很難到達彼岸的。 

勤修六度，生命將顯得更有意義， 

多姿多采，充滿光輝燦爛的人生。 

 

  



 

五毒 
指貪、嗔、痴、慢、疑五種習性，這五種習性會像

五種毒藥一樣，障礙我們的本性，使我們產生無邊

無盡的煩惱，讓我們承受種種的痛苦。 修行，就

是為對治這五種習性，剷除我們的煩惱根源 

 

一、 貪： 

貪愛、貪著，貪戀，貪婪。 

對於五欲六塵，名聞利養，物質享受，過分的貪戀，

慳吝不舍，不肯施惠於人，甚至為了滿足一己私慾，

不惜損害他人，做出傷天害理的事情。 

貪吃、貪睡、貪喝、貪玩、貪名、貪利、貪樂等等，

說之不盡，都是貪毒的具體表現。 

可以說，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帶有貪的習氣， 

只是貪的對象和程度不同罷了。 

就算修行的，學佛的，名聞利養都放下了，但是還

會貪戀親情，貪戀兒孫，甚至貪戀佛法，也是貪。

看世間多少痛苦煩惱，多少悲歡離合，無非就是源

於一個「貪」字！ 

所以，學佛修行，第一個要對治的對象就是「貪」。 

 

 



 

二、 嗔： 

嗔恚、嗔恨。遇到逆境、困境、挫折，或者被冤枉

受委屈，不能忍受，心生憤怒，或者發脾氣罵人、

打人，傷害他人，都是嗔恚心的表現。我們平常說

的「衝動是魔鬼」，就是這個嗔心在作怪，嗔心一

生，往往釀成可怕的後果。佛法中常說：「一念嗔

心起，百萬障門開」，人一旦起了嗔恨心，頭腦就

很容易失去理智，本來具有的智慧統統消失不見，

而做出令人惋惜的愚蠢行為。 

佛法常講「火燒功德林」，這個「嗔恚」就像一把

大火，以往積累的所有功德，一把火就全部燒完。

大怒之後，必有劫難。 

 

三、 痴： 

愚痴蒙昧，沒有智慧。 

不明事理，不辨是非，誹謗聖賢，常生邪見， 

就是愚痴。世間人最大的愚痴，就是總認為自己是

對的，把自己的痴心妄想當作真理，覺得歷代聖賢，

都不如他有智慧，喜歡把自己扮成一個裁判的角色，

對聖賢的教導評頭論足，吹毛求疵。 

也正因為愚痴，增長了對世間的各種貪求，求之又

不得，便生嗔恨心，所以說貪嗔痴三毒，是人產生

煩惱的根源所在。 

 



 

四、 慢： 

傲慢，看不起人。正因為愚痴，就更容易目中無人，

夜郎自大，貢高我慢。看到別人不如自己的，或者

程度和自己相等的，甚至超過自己的，都會表現出

輕慢不屑的態度。這種人眼裡只有自己，永遠都能

找到自己不如別人的藉口，也總能找到自己強過別

人的理由，總之，無論怎麼樣，他都是世間第一，

他失敗是有理由的，別人成功都是僥倖的。 

 

五、 疑： 

懷疑，不相信。因為愚蠢、傲慢，便對任何人、事

物都產生懷疑，對任何聖賢的理論，佛法的真理，

乃至世間一切事實真理，他都會用懷疑的目光去看

待。這樣一來，就更加障礙了本性，閉塞了視聽，

更容易滋生邪見，造出無盡的是非惡業。 

 

以上這五毒煩惱，都屬於思想上的迷惑，心靈上的污染。

因為這五種思想上的錯誤，造成無量無邊的煩惱與痛苦，

所以要想拔掉痛苦煩惱的根本，首先就要從對治「五毒」

開始。學佛修行，就是要熄滅這五毒煩惱，走向覺悟，

獲得圓滿的智慧，讓人生擁有更多的幸福和喜悅。 

 

  



 

人生八苦 
生苦、老苦、病苦、死苦、 

愛別離苦、怨僧會苦、求不得苦、五陰熾盛苦。 
 

人生第一苦:生苦。 

現實世界是痛苦的，我們生活在在這世界上，

本身就是痛苦的。 生生死死，何時盡？ 痛苦

源於本身，痛苦源於活著。 
 

人生第二苦:老苦。 

青春易失，少年不在，所有美麗的想念都將消

隱於日漸深刻的皺紋。 人之老矣，頭髮花白，

嚼食困難，行走艱難，苦也。 
 

人生第三苦:病苦。 

疾病會造成身體與心理的痛苦。顛沛於殘酷的

現實之中，有誰能保證不受到病魔的折磨？人

吃五穀雜糧那有不生病的，隨時的病痛讓人飽

受病之苦。 
 

人生第四苦:死之苦。 

死亡的事實給活著的人帶來的恐懼遠遠超過

死亡本身。死亡是新生的開始，輪迴是下一個

生命體的誕生，但死時的留戀是痛苦的。 

 



 

人生第五苦:愛別離苦。 

與愛的人、愛的事物離別，是痛苦的。 

 

人生第六苦:求不得苦。 

想要的得不到，痛苦。 

 

人生第七苦:怨恨會苦。 

當愛不能彌合時，就會用感性方式來實現: 

怨恨，所有外在的怨恨都會被反彈而傷及自己，

所有內在的怨恨都會傷及別人。 

貪戀、私慾為痛苦之源。 

 

人生第八苦:五陰過盛苦。 

人所看到的、聽到的、想到的、遇到的、感受

到的各種形形色色的假象，就會迷失自我， 

陷入痛苦。 

世人常常為表象所迷惑，因而深陷其中而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