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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心一處，無事不辦 －張錦德 

心可以無限想像，有如畫師一般，可以畫一切山河大地，有情與無情的千萬狀態。

心也可以直率做主，有如國王號令，能自在隨緣成種種事。「心如畫師，能畫世

間種種色故」、「心如國王，起種種事得自在故」，翻開《大乘本生心地觀經》，

對於心有非常細膩的譬喻，呈現心的種種萬象。在這世界上，和自己最親近、關

係最密切的，是自己的心，但捫心自問，我們真的認識自家的本來真面目嗎？大

部分時候，我們真的能當上國王，做自己的主人嗎？  

「經文使用很多的譬喻，意味著心有很多特質，每一種譬喻都在描述一個面向，

心可以有無量的面相。」本身是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的陳政雄指出，這樣的譬

喻很有趣，可以讓人更多元認識自己的心，他說：「一般人所講的心，其實裡面

已經分好幾種不同的狀態，一般人總認為心只有一個，如此一來，在面對自我、

或者他人的情緒變化起伏，就會迷惑而無所適從。」關於心，被喻為佛教心理學

的唯識學開展「五位百法」，有窮纖入微的解析。 

唯識學認為以真心為主體，又可以再析分為八個意識，各有其功用，又稱為「心

王」。前六識各以眼、耳、鼻、舌、身、意等六種感覺器官（六根）為所依，分

別對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境，產生見、聞、嗅、味、觸、知之了別等作

用，而展現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等六種心識。前五識單純是五

根對外境接觸時產生的感官，而一般人所說的「心」，有心理活動，有分別、比

較的念頭，大致上都由第六識產生。換句話說，每個人會因個人的器官構造、心

的當下覺受以及個人的成長背景，而有千萬種的情緒反應及想法。 

了解心識的運作，就不難發現有煩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因為每個人每天醒來眼

一睜開，心就不斷受到外界的影響，而不論是快樂悲傷，憤怒哀怨，就佛法而言

都是一種染污，會在內心製造垃圾。佛教所稱的六大根本煩惱（貪、瞋、癡、慢、

疑、惡見），其中貪、瞋、癡三毒，就是與前五識有關，是心受到外境所引誘、

染污而產生的煩惱。 

「人的煩惱固然來自於外境，然而困惱的源頭都離不開心，只針對外界環境下

手，而想徹底根除煩惱，那無疑是緣木求魚。」具有多年心理臨床經驗的陳政雄

表示，人的心會不斷從日常生活中堆積垃圾、製造煩惱，這一點從現代人尋求心

理諮商治療的過程中，往往解決一個問題之後，又會有另一個問題從心裡蹦出來

可以看出端倪，就是煩惱沒被徹底的解決。 

若平常就能善治自己的心，那麼表現於外的行為自然相應得宜，不失法度，如此

便可減少一分紛爭，增加一分和平。至於方法，聖嚴法師在《禪的生活》中提到

佛教徒要經常檢視內心，懺悔發露，並以誦經、禮佛、打坐、念佛、持咒來調和

自心。這些是佛教徒常見的方法，方法不困難，重點是要能持之以恆，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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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觀念上要清楚、正確，要徹底明白世間的真理法則。 

以貪、瞋、癡、慢、疑、惡見六大根本煩惱來說，是第六識在分辨、好惡的作用

下，所產生的六大根本煩惱。佛教稱煩惱的心為識，清淨的心為智，對治煩惱要

從「轉識成智」著手，轉動第六識成為「妙觀察智」。在觀念上藉由了解緣起性

空的因緣法則，破除對相的好惡，讓心不隨境轉。「學佛就是要轉迷成悟，迷是

迷相，悟是悟性，一般人會有煩惱，會沉迷在相上，是因為不認識世間一切組合

都是因緣無常、虛妄不實，所以心會往外追追追，在追一個永恆不變的東西。」

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負責人寬謙法師直指煩惱的根源。 

屏安精神科專科醫院院長黃文翔在輔導個案的過程中，就常以因緣無常的觀念去

引導個案思考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會詢問他們歡樂、痛苦的究竟源頭各是什麼？

並適時提醒個案，不論是快樂還是痛苦都有極限，他說：「有些人喜歡美食，覺

得品味美食很快樂，但是如果相同的美食持續不斷地供應，長時間之後喜悅的感

覺還會不斷持續嗎？答案通常是否定的。因為感覺會鈍化。五官的刺激所帶來的

苦與樂皆是如此，既短暫也有其極限。」 

快樂也好，悲傷也好，沒有一種感官覺受是可以維持長久，儘管每一位佛教徒都

知道世間總是無常，但每次狀況來時，卻鮮少有人能夠對境不起煩惱。對此，寬

謙法師指出這是第七識作祟的緣故。法師解釋六大根本煩惱的產生，雖來自於前

五識與第六識的相互作用，但其中貪、癡、慢及惡見四種煩惱，還與第七識息息

相關。 

與第七識相應的煩惱是屬於深細的煩惱，是宿世的習氣所累積而來，縱然死亡了

還會隨著因緣流轉而成為業力，繼續影響下一世，是難以根除的煩惱。正所謂：

「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為何有些習慣，明明知道不對，卻忍不住還會去

犯，這不是意志力不夠，正是第七識受到宿世的雜染，繼續影響這輩子第六識的

判斷。 

「此外，貪、癡、慢、見，不論哪一個，還有個棘手的特色，都跟『我執』脫離

不了關係。」法師以貪、癡兩大煩惱為例，說明人會對外在事物起了貪念或者癡

心，除了外在的誘惑，那種「由我擁有」的成就感，也是背後驅動的強大動力。 

「如果沒有學佛，一般人不見得會覺得執著是問題，只要是凡夫都會有程度不一

的執著。」黃文翔笑說佛法是從修行層面出發，較細膩看待人的心理問題，認為

「我執」是八萬四千煩惱的源頭，有礙修行。不過他坦承「自我執著」，確實就

是許多「心理疾病」的來源，每個人生活中執著的面向與程度不同，因此煩惱也

各自不同。例如有些人對情感的偏執很嚴重，貪於自我在戀愛中的感受，此部分

的覺受比重蓋過生活其他部分，當生活其他層面的東西放不進來，生活就會走

樣，個人功能也會出問題，此時就是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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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善這問題，關鍵還是在第六識，從我們的心下功夫。「當第六識轉成妙觀察

智，在轉識成智的過程中，同時也會影響第七識轉染成淨，轉成平等性智。」法

師解釋第七識受到雜染，心中就會不平，而雜染愈多的人，視野愈狹小，只看到

眼前自己，無法看到更大的格局；「你看大師級人物如聖嚴法師，他能深觀因緣，

了解因緣法的真義，知道世間的一切是緣起緣滅，是非常公平，因此他們不會因

自身的遭遇而忿忿不平，眼光是宏偉的，成就的是大事，至於自我則擺在其次。」 

 

「當然，這不是件容易的事，轉識成智是超凡入聖的工夫，要讓第七識的雜染清

除完畢，就已歷經三大阿僧祇劫，成佛了。」寬謙法師笑說第七識的雜染是宿世

的問題，會流轉生死之中，從生到死，從死到生，糾纏不清，一直要到放下我執

時才能不起煩惱。「所以學佛不是只有一輩子的事，是要宿世累劫的修行。」法

師以聖嚴法師、印順長老兩位大師為例，強調大師的第七識雜染程度較少，除了

是累世的因緣福報所成就，最主要的還是兩位大師這一生不斷的學習，透過佛法

降伏自身的貪、癡、慢、見。 

兩位大師一生多苦多病，卻不被生死業力所束縛，在病痛之中仍要求法、弘化，

這股動力來自於本身強大的意志力支撐，此外背後還有那「為佛法、為眾生」的

龐大願心所驅動。 

心雖生種種障礙、煩惱，但要成大願、做大事，也是存乎一心。只要相信有心，

無事不辦、無願不成。聖嚴法師在這方面的體驗頗深，他之所以致力推動「心靈

環保」，就是因為他如實的在佛法之中，得證了「心的力量」。他過去常說「佛法

是心法，心法乃在鍊心」，藉此提醒大眾「境由心生，相從心起」，如果能夠學著

用佛所說的觀念和方法來面對人間的一切現象，練習著心不隨境轉，而使得境隨

心轉，而不再被一切的境界困擾，當下每一心念都是清淨安定，就能體驗到清淨

無垢的人間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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