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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章 為學日益

【原文】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
。無爲而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
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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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為學，所為何事？為道，端為哪樁？

•為學：我們從小到大，求學，讀書，好像所有的學習，只為了升學和考試，最終是為
了求得一份好工作。在此動機不純，目標不明狀況之下，所學不入心，光陰也虛度了
。

•反觀古人「為學」，八歲入小學，開始學習「灑掃應對，禮樂射御書數」等學問和禮
節，做好扎根教育，這也就是佛家所說「三無漏學」的戒學。

•《大學》首章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
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

•大學(「大人之學」)的宗旨，主要為開顯本有光明正大的品德(「明德」，自覺)；進
而推己及人，幫助眾生離苦得樂(「親民」，覺他)；達到至真、至善、至美，離「究
竟苦」，得「究竟樂」的境界(「止於至善」，覺滿)。

•「明德」為「本」，「親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得其所止)為
「終」。本始為先，末終所後，凡事看清本末，分別先後緩急，則近於大學之道矣！

【故事】老和尚的開悟－「活在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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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心得】為學，所為何事？為道，端為哪樁？
• 為道：又要如何行持呢?

• (一)《纓絡經》云:「道當一心，多想非道；道當知足，多欲非道。」老子說:「致虛極，
守靜篤。」(第十六章)；「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沒有分別、雜染，少欲知足。

• (二)《六祖壇經》指出:「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能善分別諸法性，於
第一義而不動。」(心之「用」VS.心之「體」)；時時攝「用」歸「體」，修道者的功夫。

• (三)永嘉大師在《證道歌》說:「君不見，絕學無為閒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無明實性即
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

• (四)《大乘起信論》說:「理體無二，平等絕待，故稱一心。」

• 《大集經》上說:「持名念佛是無上禪定。」念佛人，若想當生成就，就要萬緣放下，損之
又損，還歸於一心，則念佛成佛。

• 修道人當體會：「念而無念歸真念，心不住心即淨心；生而無生稱法性，住而無住實報身
。」

• 古德云：「但驀直行去。」驀直者，絕無瞻顧之意。只要明了道理，認準方向，便一直行
去。一切生死、利害、得失等等，概不掛念。如此，便與道相應，與性相應，速能成就。
願與同修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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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虛空觀

菩薩知諸法如虛空，所證空性如太虛空。《宗鏡錄》舉虛空十義，比喻真如之理：

•1.無障礙：悉能容受一切諸法故。

•2.周徧：徧一切處。

•3.平等：無親疏、遠近、愛憎之差別故。

•4.廣大：無邊際故。

•5.無相：無形無相。

•6.清淨：不染污故。

•7.不動：不可遷故。

•8.有空：體非有故。

•9.空空：空亦空故。

•10.無得：俱叵得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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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補充】虛空觀
•「虛空」如此十義，用以比喻無為法，故《百法明門論》曰：「虛空
無為」。「為」是造作，無為是離開因緣造作，不生不滅。

•無為法須從有為法作出，即以無為法為目的，藉有為法作路徑；

•修有為法(因緣造作)而不著，便是無為。除此，別無所謂無為法也。

•吾人修行亦可常作「虛空觀」，以擴大心量至「心包太虛，量周沙界
」，使心清淨，徧一切處，如如不動，證無所得。

•如省庵大師《勸發菩提心文》所說：「以虛空之心，發虛空之願，行
虛空之行，證虛空之果，亦無虛空之相可得，如是發心，名之為『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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