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悟達國師深深地覺悟，多生的冤業，如果不是遇到聖人，何由得

解？

•因此，「作」懺法名為《慈悲三昧「水懺」》，流

「傳」「後世」，使末法時代的眾生，能「如」其

「法」而「行」，禮誦懺悔，可以拔除過去種種過

愆，消滅業障。其為「利」也，可算無量「無邊」

了。

作水懺，後世傳，如法行，利無邊



柒、諸法

「法」之一字，範圍甚廣，有「有為法」，
有「無為法」。

「有為法」又可以名「世間法」，以其有生有滅也；
「無為法」又可以名「出世間法」，以其無生無滅也。
有為、無為，皆包含了許多法，所以題名為「諸法」。



•「為學者」就是研究「佛學」與「學佛」的「人」。

凡學佛的人必「須知」道諸「法」的性相。「法」

有世間法和出世間法的不同，而世間法

「順生死流」，是「染」污的法；出世間

法「逆生死流」，是清「淨」的法。

為學者，須知法。染與淨，善分別。



•這「染與淨」二法之間的距離，有天淵之別，

所以學佛必須要有智慧去觀察，能捨「染」還

「淨」，「善」於「分別」，而後才知道取捨

的標準。

• (按：吾人要如《維摩經》云︰「能善分別諸

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為學者，須知法。染與淨，善分別。



• 色受想行識是「五蘊」(幻相、泡沫)，由於五蘊無自性

(即無「我性」)沒有實體，故說「本」來「空寂」，而

五蘊當體(實相、水)即是真空實相。

• (按：五蘊身心，皆是因緣所生法，所謂色從四大假合

而有，受想行識由妄想分別而有，究竟沒有實體，無

一不空，故曰「空寂」)(「寂」也是「空」的意思)。

• 【引申】五蘊皆空

• 【故事】：「四大本空，五蘊非有」

色受想，並行識，此五蘊，本空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