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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賢之道不玄，只在日常生活中



第十三章：寵辱若驚
【原文】「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上，辱為下，得之若
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

下。
【注釋】寵辱若驚:河上公曰：「身寵亦驚，身辱亦驚。」貴大患若身：貴，重
視，也有畏懼的意思；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皆驚。寵為上，辱為下：蓋世
人皆以得寵則尊，受辱則卑，因此得失皆驚。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有身」即有我。一切寵辱禍福，皆因有身而起
；及(若)吾無身(「無我」)、忘我，則可破一切相的執著。如佛陀行菩薩道，為
法捐軀；革命先烈，慷慨赴難、從容就義，毫不反顧，就是「無身」(無我)精神
的展現。

「貴」與「愛」意同；「寄」與「託」意同；「若」即「乃」的意思。所貴、所
愛非「身」，而是「為天下」，故可以天下寄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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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寵辱若驚(續)

【譯文】古語說：「世人得寵和受辱都因而身驚，畏懼大的禍害也因而身驚。」
為什麼得寵和受辱都身驚呢？因為在世人的心目中，榮寵是高上的，屈辱是低下
的，得到額外榮寵就覺得高貴，受到屈辱就覺得丟人，因此得之也驚，失之也驚
。

為什麼畏懼大的禍患也身驚呢？我們之所以會擔心大的禍患，那是因為我們常
想到自己(「有我」)的關係；假使我們忘了自己，能做到無我，那還有什麼禍患
呢？

所以，一個人願意犧牲自己為天下人服務，就可以把天下交給他；喜歡犧牲
自己為天下人服務，就可把天下託給他。

【引申】：《無量壽經》：菩薩「心常諦住度世之道，於一切萬物，隨意自在，
為諸庶類，作不請之友。」 此即「眾生無邊誓願度」，菩薩要度盡天下蒼生
，為一切眾生服務的展現(喜歡犧牲自己為天下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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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寵辱若驚(續)

【故事】「寵辱不驚」的老子－「無求無怨，渾然忘我」(受
寵、受辱皆以平常心待之，乃可寄天下，乃可託天下)

【故事】為法忘軀－「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經典】「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凡夫所以貪著色身為「我」者，由於不知「五蘊皆空」(緣
起假合之幻相)，若知無此色身，便不致貪著矣！

•《大般若經》：「一切法，無所有，畢竟空，不可得」；

•一切現象、起心動念，都是剎那生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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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處胎經》

•《菩薩處胎經》曰：「佛問彌勒，心有所念，幾念幾相識耶？」

•我們起心動念，須知我們「身」是阿賴耶的相分；幾個「識」(心)，就是阿賴耶
的見分，阿賴耶識剎那生滅。

•「念念成形」，每一個念頭裡面都有物質現象；「形皆有識」，每一個物質現象
裡面都有念頭，都有精神現象。

•以阿賴耶四分來講，「念念成形」就是阿賴耶的相分；「形皆有識」每一個相分
都有阿賴耶的見分。經云：「見相同源」。

•阿賴耶有四分：1.相分(即色聲香味，物質現象、眾生)、2.見分(即見聞覺知，
八識五十一心所，覺他)，3.自證分(即本體、法性，自知見色聞聲等的作用)、
4.證自證分(自性本有的般若智慧，確證前「自證」分的作用，自覺)，四分永遠
分不開，它是一個整體。

•(按：四分說是唯識一家獨特的主張，也是唯識家精密的學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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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手彈指之頃，32億百千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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