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説無垢稱經 ？ 問疾品 》以菩薩所行慰 問病情

與安度病情之義理研究

蔡耀明

内容提要 ： 本文 以 《説無垢稱經 》 （ＶｉＶｍ ＺａＨｒＺｉ
－

ｍＶｉ
ｉｅ Ｓａ

，
又翻譯 爲

《 維摩 詰所説經 》或 《 佛説維摩 詰經 》 ） 的 《 問疾 品 》爲主要 的依據 ，著 眼

於菩薩 所行 ，探討佛法修行者如何慰 問 病 情與 安度病 情 ， 由 如 下 的八

節 串連 而成 。 第
一

節
“

緒論
”

， 陳述研 究 主 題 ，並 且逐 一 交代 文獻 依

據 、 關鍵詞 、論述架構 。 第 二 節 ， 強 調 《 説無垢稱 經 》在於體 現佛 教 菩

提道高 階的 菩 薩行 ， 以及 由 菩 薩行度化有情 ， 因 此 正視有情之疾 病 與

死亡等現實的 生存 情 態 。 第 三節 ， 扼 要 闡 明 《 問 疾 品 》以慰 問 病 情 爲

契機 ， 以 生命醫療進 而 生命鍛鍊爲其主 旨 ， 並且 以菩 薩所行 體現其 主

旋律 。 第 四 節 ， 指 出 《 問疾 品 》的教學 ， 以 適切地 認知 菩 薩所行與 生 病

之 間 的 關係 爲 要務 。 第五 節 ，透過情 意 、 認 知 、有 情 、 學 習 、 出 路這 五

個面 向 ， 鋪陳 《 問疾 品 》所示範 的 慰 問 病情之要領 。 第 六 節 ， 以 安度病

情 爲 脈絡 的疾 病觀與有情觀 ，

一 方面 ， 導正 生命 醫療 ； 另
一

方 面 ， 豐 富

菩薩 行 。 第七 節 ，基於空 性 舆不 二之理念 ， 藉 由 生 病 ， 不僅 帶 動 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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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 ，而且積 極地從 事 生 命 鍛鍊 ， 從 而 造 就 菩 薩 所行 。 第 八 節
“

結

論
”

， 總結 本文 的要 點 。

關鍵詞 ： 《 説無垢稱 經 》 （《 維 摩詰所 説經 》 ） ； 菩 薩 所行 ； 疾病 ； 生命

醫療

一

、緒 論

本文以 《説無垢稱經》 （ ，又翻譯爲《維摩詰所

説經 》或《佛説維摩詰經 》）的 《 問疾品 》爲主要 的依據 ，著眼於菩薩所

行 ，探討佛法修行者如何慰問病情與安度病情 。 透過如此的探討 ，

一

方面 ，可認識佛法的有情觀與疾病觀 ； 另一方面 ，有助於將佛法實踐

在疾病的處境 ，進而藉 由疾病造就有情的轉化 。

作爲主要依據的 《説無垢稱經 》 ， 除 了漢譯本 ，現存還有梵文 寫

本 、校訂本以及當代各種語言的翻譯本 。
①

① 漢譯本當 中 ， 已知現存於世的三個譯本 ，按照 翻譯年代的先後 ，首先是吴支謙於

公元 ２２３
—

２ ２８ 年翻譯 的二卷本 《佛 説維摩 詰經 》 （Ｔ ．４７４ ，ｖｏｌ
．１４ ，ｐｐ ． ５ １ ９ ａ

－

５３ ６ ｃ） ；其次是姚秦鳩摩羅什 （
Ｋ ｕｍａｒａ

ｊ
ｉｖａ ）於公元 ４０６ 年翻譯的三卷本 《維摩詰所

説經 ＫＴ．４ ７ ５ ，ｖｏｌ ．１ ４ ，

ｐｐ
． ５ ３ ７ａ

－

５５７ ｂ） ； 第三是唐玄奘於公元 ６５ ０ 年翻譯的六

卷本 《説無垢稱經 ＫＴ ．４７ ６
，ｖｏｌ

．１ ４
，ｐｐ．５ ５７ｃ

－

５８ ８ａ ）
。

梵文校訂本 ：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梵語佛典研究校訂 ， 《梵文維摩經 ： 求

夕 ７宫所藏寫本 ｔ
Ｃ基〇

＇＇

＜ 校訂 》 （東京 ：大正大學出版會 ２ ００６ 年版 ） 。 當代中譯

本 ：黄寶生譯注 ， 《梵漢對勘維摩詰所説經 》 （北京 ： 中 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 ２ ０ １ １ 年

版 ） 。 英 譯 本 ： 它
ｔｉ
ｎ ｎｅＬａｍｏｔｔｅ（ｔｒ．

）
，Ｔｈ ｅＴｅａ ｃｈｉ

ｎｇ ｏｆＶｉ
ｍａ ｌａｋ ｉｒｔｉ

（
Ｖ

ｉ
ｍａ

ｌａｋ ｉｒ
ｔｉ
ｎ

ｉ
ｒｄｅ ｓａ

） ｔｔ
ｒａｎｓｌａ ｔｅｄ ｆｒｏｍＦｒｅｎｃｈ ｂｙ ＳａｒａＢｏ ｉ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Ｐａｌ
ｉ

Ｔ ｅｘｔ
Ｓｏ ｃｉｅ ｔｙ ，１ ９ ７ ６ ；ＲｏｂｅｒｔＡ．Ｆ．Ｔｈｕｒｍａｎ（

ｔ
ｒ ．）

，ＴｈｅＨｏｌｙＴｅａ ｃｈ
ｉ
ｎ ｇｏｆ

Ｖ
ｉ
ｍａ

ｌ
ａｋ ｉｒｔｉ 

：ＡＭａｈ ａｙａ ｎａＳｃｒ
ｉｐｔｕｒｅ ，Ｕｎｉｖ ｅｒｓ ｉ

ｔｙＰａ ｒｋ ：ＴｈｅＰｅｎｎｓ ｙｌ ｖａｎｉａＳ
ｔ
ａｔｅ

Ｕｎ ｉｖｅ ｒｓｉ ｔｙ ，１９ ７６ ． 日譯本 ：植木雅俊譯注 ， 《梵漢和対照 ． 現代語譯維摩経 》 （東京 ：

岩波書店 ２ ０ １ １ 年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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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 本 文 著 眼 的
“

菩 薩 所 行
”

， 梵 文 爲

（ ｇｏｃａ ｒａＡ ；ｔｈｅ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ｔｈｅＢｏｄｈｉ ｓａｔ ｔｖａ ） ，爲《 問疾品 》乃

至《説無垢稱經》的關鍵詞之一 。 其中 ，所謂的菩薩 ， 爲專業修行身分

的標示詞 ，指稱的是以無上正等菩提 （ａｗｗｆｔｏ
－

ｄＭｍ
；ｙａＡ

－

ｓａ ７＾
６ｏｔ／Ａ缉 ）爲

修行目 標的有情 。 至於所謂的所行 ，梵文之 职 ，泛指牛隻 、

家畜 ；梵文之 ｃａｒａ ，泛指行動 、 移動 、行走 ；
由 此復合而成 的 ｇｃｒｃａｒａ ，

泛指如 同家畜之遊行所行走出 來的整片場地 、範圍 、領域 。 簡言之 ，

菩薩所行 ，指稱的是菩薩透過修行所行走 出來的整片領域 。

？ 此外 ，

同樣爲 《問疾品 》乃至 《説無垢稱經 》的 關鍵詞之
一

的 ，還有
“

菩 薩行
”

，

ｂｏｄｈ ｉｓａｔｔｖａｒｃａｒｙａ（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

ｉｃｅｓｏｒｄｅｅｄｓｏｆ ｔｈｅＢｏｄｈｉ ｓａｔ ｔｖａ） ，ｔｇ

稱的是菩薩專業上的實踐、行事 、修行 。

本文由 如下的八節串連而成 。 第
一節

“

緒論
”

， 陳述研究主題 ，並

且逐一交代文獻依據 、 關鍵詞 、論述架構 。 第二節 ，強調《 説無垢稱

經 》在於體現佛教菩提道高 階的菩薩行 ， 以及由菩薩行度化有情 ， 因

此正視有情之疾病與死亡等現實的生存情態 。 第三節 ，扼要闡明 《問

疾品 》以慰問病情爲契機 ，
以生命醫療進而生命鍛錬爲其主 旨 ， 並且

以菩薩所行體現其主旋律 。 第四節 ， 指 出 《 問疾品 》的教學 ， 以適切地

認知菩薩所行與生病之 間的 關係爲要務 。 第五節 ，透過情意 、認知 、

有情 、學習 、 出路這五個面向 ，鋪陳《 問疾品 》所示範的慰問病情之要

領 。 第六節 ， 以安度病情爲脈絡的疾病觀與有情觀 ：

一方面 ， 導正生

命醫療 ； 另一方面 ，豐富菩薩行 。 第七節 ，基於空性與不二之理念 ，藉

① 有 關 ＾
＂

ｏｔ ａｍ
， 可 參 関 ： Ｂｅｍ ｆｒｉ ｅｄＳｃｈ ｌｅ ｒａ ｔｈ

， ：ＡｒｍｗｇＷ

Ａｃｃｏｒｄ ｉｎｇ
ｔｏＷｏ ｒｄＦａｍ ｉ

ｌ
ｉ ｅｓＷｉ ｔｈＭｅａｎ

ｉ
ｎｇｓｉｎＥｎｇｌ ｉｓｈ

＾Ｇｅ ｒｍａｎａｎｄＳｐａｎｉｓ ｈ
，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 ｉ

ｌ
ｌ

，
１ ９８ ０ ，ｐｐ ．６０ 

－

６ １
；Ａｎｔｈ ｏｎｙＴｒｉｂ ｅ

，Ｔａ ｎ
ｔ
ｒ

ｉ
ｃＢｕｄｄｈ

ｉｓ ｔＰ ｒａｃ
ｔ ｉ ｃｅｉ ｎ

Ｉ ｎｄ ｉａ
：Ｖｉ

Ｌａ ＾ａｖａ
＾
ｒａ

＇

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 ｒｙｏｎｔ
ｈｅＭａｎｊｕ ｓｒｉ

－

ｎｄｍａ ｓａｎｇＵ ｉ
＾Ｌｏｎｄｏｎ ＊

Ｒｏｕｔ ｌｅｄ
ｇ
ｅ

，
２０１ ６

， ｐ＿ ３４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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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病 ，不僅帶動生命醫療 ，而且積極地從事生命鍛鍊 ，從而造就菩

薩所行 。 第八節
“

結論
”

，總結本文的要點 。

二 、 《説娜戀從 正視有觸實的生存情態

《説無垢稱經 》以無垢稱 （
Ｖ ｉｍ ａ ｌａ

－

ｋ ｉｒｔｉ ，音譯詞爲維摩詰 ）體現的

佛教菩提道高階的菩薩行著稱 。 如下的三個共構旨趣 ，可略窺其何

以高階 。 其
一

，將所要教導的對象 ，在觀念與修爲上 ，都往 比眼前更

爲高超的層 次啟發或帶動 ，而不 以維持或恢復現實的處境爲著眼 。

其二 ，其菩薩行 ，不僅積極地帶往各式各樣的教導對象 ， 而且在各方

面 ， 以類似客製化服務 ，靈活地做出甚至極大幅度的調整或變更 ，讓

菩薩行適合於所要教導的個别 對象 ， 而不是片面地只要求教導對象

勉強接受其生硬的施教 。 其三 ，菩薩行涉及的觀念與修爲 ，極致地打

通生命世界 、生命歷程 、心路歷程 、修行道路之確實的情形 ，並且宣稱

如此通暢的情形之不可被思議性 ，既不拘

泥於 由分别地認知在短暫的外貌所形成的知識系統 ，也不 囿限在由

定值的語詞或語句所形成的名言系統 ，從而造就能安住於不可思議

的解脫之菩薩 ｐ ｒａ ｉ咕 ／ｌ ｉ ｚｏ。
①

既然要做高階的菩薩行 ， 不可能不對有情或人類作出高階的看

法 。 換言之 ，假如對有情或人類沒什麽看法 ，或者充其量僅採取平庸

① 《 説無垢稱經 》屢次 以安住於不可思議的解脫之菩薩爲教學的標竿 ，
進而在結尾

的地方 表 明 ， 這 一 整 套 的 教 學 ， 其 標 題 除 了 可 稱 爲
“

無 垢稱 之 所 宣 説
”

（ 饥

‘

》？ ｜３／ ￡？ 々 ７＞／＾
－

出＞＜＾￡＾ ） ，亦可受持爲
“

不可思議法解脫章
”

（ ￡１？＞＾ ３
）０

￣

（＾／１＾ ？７？７？
－

￡？

‘

？？７ ０走

） （ Ｖｋｎ２ ００６
，ｐ ． １２ ５ ；Ｔ４ ７ ４

，ｐ．５ ３６ ｃ ；Ｔ ４ ７５
，ｐ ．５ ５ ７ｂ

；Ｔ４ ７ ６ ，ｐ ．

５８８ａ ；Ｖｋｎ
－ Ｌａｍｏｔ ｔ ｅ ，

ｐｐ
．２ ７２

－

 ２７ ３ ；ＶｋｎＴｈｕ ｒｍａｎ
， ｐ

．１ ０ １ ；Ｖｋｎ
－黄 ， ｐ

．３ ７ １ ；

Ｖｋｎ
－植木 ， ｐｐ

． ６ ０８
－

６０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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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僵化的看法 ，那將很難想象如何得以帶出哲學方面或宗教方面任

何算得上高階的事情 。 就此而論 ， 《 説無垢稱經 》表現出至少如下的

三個特色 。 其一 ，不僅高度重視對有情或人類做 出什麼樣的看法 ，而

且還以二品的篇幅 ，扎扎實實地予 以討論 。 其二 ，所做的討論 ，並非

抽離地局限於語詞 、
理論或意識形態的環圈裹面 ，而是一直放眼生命

世界確實的情形 ，尤其關切有情或人類在世間的患病之困苦 。 其三 ，

對有情或人類要做 出看法 ，這並非瑣碎的 、邊陲的或敷衍 的
一

回事 ，

而是納人菩薩行的系統 ，成爲菩薩行相當核心的項 目 。

有必要在此先作釐清的是 ，所謂對有情或人類做出高階的看法 ，

並不是望文生義似的 ，將有情或人類擡得高高的 ，或者高到等 同天

神 ，或者高到都不會生病 ， 也不會死掉 。 事實上 ， 高超與否 ，首先 ，取

決於是否就所謂的有情或人類的生老病死 ，經 由解開其意義 ，從而形

成高超的理解 ；其次 ，取決於是否就所謂的有情或人類的生老病死之

流程 ，發而爲高超的修學 。 就此而論 ，如果將所謂的有情或人類認定

在特定的意象或標籤 ，那將由於施加且套上片面的或固著的認定 ，而

高超不起來 。 對照地看 ，如果成爲所謂的有情或人類而生病或死掉 ，

那也不見得就等於低劣 ，理由在於 ，生病的時候 ，甚至臨終 ，都不妨礙

遂行高超的理解或高超的修學。

《説無垢稱經》正好基於如此意味的高超觀念 ，對有情或人類作

出 高階的看法 ，連帶牽動著高階的菩薩行 。 雖然整部 《説無垢稱經 》

都可據以理解佛教菩提道如何認知有情或人類 ，如果縮小文本範圍 ，

其中 的《問疾 品 》和 《觀有情品 》 ＜ 《觀眾生品 》 ）
，應特别 值得重視 。

《 問疾品 》以生病爲機緣 ， 以如何慰問病情 ／

ｃｏｎ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ｔｏ ｓｏｍｅｏｎｅｄｅａｌｉｎｇｗ
ｉｔｈｉ ｌｌｎｅｓｓ ） 以及生病而如何安度病情

ｉ ｓｖａｒｃｉｔｔａｍｎ ｉｄｈｙａｐａｙｉｔａｖｙａｍ／ｏｎｅ
＇

ｓｏｗｎｍ ｉｎｄｔｏｂｅ
ｐａ ｃ ｉｆｉ ｅｄ

其心 ）這二方面交織而成的線索 ，很有條理地帶 出對有情或人類高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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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 。 至於《觀有情品 》 ，則 以如何觀看有情爲核心論題 ，從頭到尾

扣緊此
一論題 ，展開相當全面的教學與討論 。 由 於之前 已撰文初步

解讀《觀有情品 》
①

，本文依據的來源 ，將以 《 問疾品 》爲主要的範 圍 。

三 、以慰問病情為契機啟動佛法的教學

《 問疾品 》 （砂 愿
^

７？ ｉｏ＜
ｉａｎ＾＾ａｒｉｗｚｒｔａ） 的 開頭 ， 由佛陀邀

請妙吉 祥法 王 子 （Ｍａｆｔ
ｊ
ｕＳｒｉ

ｈｋｕｍａｒ ａ
－

ｂｈｏｔａｈ ／
ｔｈｅｃｒｏｗｎｐｒ

ｉｎｃｅ ，

Ｍａｆｉｊ ｕ §ｒｉ／文殊 ［師利 ］菩 薩 ） 去問 候正在生病 的離車族 的無垢稱

（Ｖｉｍａ ｌａｋｉｒｔｉｒ ｌ
ｉｃ ｃｈａｖｉ

ｂ／ ｔｈ ｅＬｉｃｃｈａｖｉＶ ｉｍａｌａｋｉｒｔ ｉ／維摩詰 ） ，展 開 以

慰問病情爲契機 ，進而 以生病而如何安度病情爲線索的生命醫療 。

《 問疾品 》的主 旨 ，

一

言以蔽之 ， 由 生命醫療 ，而生命锻鍊 。 不論

生病的
一

方 ，或者探望 、慰問的一方 ，消極面 ，都不應該由於生病而 自

亂陣腳 、癡呆以對或卡在疾病裹面走不出來 ；積極面 ，更應該藉 由生

病之機緣 ， 以生病爲聚焦的人手處 ，將生命世界的觀念瞭解得更爲透

徹 ，將生命世界的交涉運作得更爲熟練 ， 以及將生命世界的能力鍛鍊

得更爲高強 。 沿著如此的主旋律所實踐出 來的整片領域 ， 《問疾品 》

稱爲菩薩所行 （ ６〇沿ｕ

—

Ｍｆｉｔｖｏ
■

尽ｏｃａｒａ） 。

總之 ， 《問疾品 》以生命醫療進而生命鍛鍊爲其主 旨 ，並且以菩薩

所行體現其主旋律 。 這一 品藉 由 有情或人類 、疾病 、 關聯的運作項

目 、慰問 、安處 、菩薩所行等要項 ，共構爲别 開生面的運轉系統 ，不僅

打開得以認知有情或人類之視野 ，而且正好藉由生病之機緣 ，顯示有

① 蔡耀明 ：《 〈説無垢稱經 ？ 觀有情品 〉梵文 本解 讀 ： 以佛教所認知 的有情爲脈絡 》 ，

《梵學與佛學研討會 》 ， 中國社會科學院梵文研究中心 主辦 ，
２０ １ １ 年 １ ０ 月 ２２

—

２４

日 ，第 ２ １
—

１０ ０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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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或人類如何而可打造 爲高階 的菩薩 。 這一套運轉系統 ，或可透過

如下的 四個方面予以鋪陳 ：其一 ，菩 薩所行與生病之間的關係 ；其二 ，

以菩薩行帶 出慰問病情 ；其三 ， 以安度病情爲脈絡的疾病觀與有情

觀 ；其四 ，藉由生病造就菩薩所行 。 接下 來的 四節 ，將逐一 闡述這四

個方面 。

四 、菩薩所行與生病之間的關係

根據《 問疾 品 》的教學 ， 以清楚的観念從事菩提道的修學 ，很重要

的一個環節即適切地認知菩薩所行與生病之間 的關係 。 《問疾品 》開

宗明義指 出 ， 從事菩提道 的修學 ，生病是生命歷程難免會經歷的事

情 ，沒什麼好大驚小怪或怨嘆的 ，也不必刻意迴避或虚偽掩飾 。 主要

的理由 ，可舉出如下的二點看法 。

一者 ，

“
一

切菩薩依諸有情 ，久流生

死 ； 由依生死 ，便即有病
”

①
。 從 事菩提道 的 修學 ，必須借用生喬世

界 ，穿梭生命歷程 ，而生命歷程大致爲生老病死之環節 的 串聯 ， 因此

連帶地就包括生病在内 。 二者 ，

“

菩薩疾者 ，從大悲起
”

②
。 菩提道尤

其提升到高階的水準 ，成爲高階的菩薩行 ，其份内工作之
一

， 在於對

淪落生死流的有情源源不斷地發起大悲心 ，遂行廣大的 、長遠的度化

有情 。 總之 ， 由於有情追逐生命世界而載浮載沉於生命歷程 ，連帶要

去度化有情的菩薩 ，其生病之經歷 ，即應運而生 。

？Ｔ４７ ６
＊ｐ．

５ ６ ８ａ．
ｕ

ｓａｔｔｖｄｄｈｉ ｓ ｔ ｈａ．ｎｏ ｈ ｉｍａｎｊｕ ｓｒｉｈｂｏｄｈ ｉ ｓａｔｖａｓｙａｓａｍ ｓａ ｒａｈ ． ｓａｍ

”

參 閲 ： Ｖｋｎ ２００６
， ｐ

． ４７ ；Ｔ４ ７４ ， ｐ
． ５２ ５ ｃ ；Ｔ ４ ７ ５ ， ｐ

．

５４ ４ｂ
；Ｖｋｎ

－Ｌａｍｏｔ ｔ ｅ ， ｐ．１ １ ８ ；ＶｋｎＴｈｕｒｍａｎ
， ｐ

． ４３ ；Ｖｋｎ
－黄 ， ｐｐ

． １４３
－

１ ４４ ；Ｖｋｎ
－

植木 ， ｐｐ
． １８ ８

－

１ ８９ 。

②Ｔ４／７６ ，

“

ｍａｈ ｒ^ｋａｒｕ ｎ ｒ^ ｓａｍｕｔｔｈｉ ｔｏ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ｖｄｎｄｎ
＾
ｖｙｄｄｈ ｉｈ

．

．

，’

參Ｍ ｉ Ｖｋｎ

２００６
，ｐ．４７

；Ｔ４７ ４ ，ｐ ．５ ２５ ｃ ；Ｔ４７５ ？ｐ
．５４４ ｂ ；Ｖｋｎ

－

Ｌａｍｏｔ ｔｅ ，ｐ
．１ １

８
；Ｖｋｎ

Ｔｈｕ ｒｍａｎ
， ｐ ．４３ ；Ｖｋｎ

－

黄 ， ｐｐ
．１ ４４ 

－

１ ４５ ；Ｖｋｎ
－植木 ， ｐｐ

－ １ ８８
－

１９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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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以菩薩行帶出慰問病情

有情 由於追逐生命世界 ， 難免會生病 。 菩薩 由於要在菩提道持

續地谁展與提升 ，以及要去度化有情 ， 也難免會生病 。 簡言之 ，生病

作爲生老病死所串聯而成的生命歷程當中 的
一個過渡的環節 ，只是

表徵或徵狀 ，並不是問題本身 。 問題在於 ，不清楚生病的來龍去脈 ，

由於生病而衍生錯亂的情緒 ， 以及卡在疾病裏面 。

《 問疾品 》由從事菩薩行的
一

方 ，對同樣在從事菩薩行的另一方 ，

展開以慰問病情爲該品標題的示範教學 。 其特色 ，

一

方面 ， 面臨生

病 ，既非束手無策 ，亦非沿襲陳腔濫調或老套成規 ，去複製一般世人

的平庸觀念 ， 或去惡化
一般世人的平庸問題 ； 另

一方面 ， 以菩薩行的

推動爲骨幹 ，將疾病打開 ，與心身 、有情 、修學形成共構且可切換的 關

聯 。 因此 ，生病不僅不會弄成吞噬人生 的問題旋渦 ，反而成爲可接通

生命世界與深化生命修煉的
一場機緣 。

《問疾品 》由妙吉祥帶頭探視無垢稱 ，進而示 範如何慰問病情 ，其

要領至少可 由如下的五個面 向理出其頭绪 ：情意 、
認知 、有情 、學 習

、

出路 。

首先 ，情意之面 向 ，調適爲既不驚怖 ，且維持清淨 。 可用 以慰問

而勸勉 的 ，

一

方面 ，善用可行 的辦法 ，避免由於生病而落入倉皇失措

的驚怖或渴求 ；
①另

一

方面 ，在生病的時候 ，更加強心意沉澱的涵養 ，

① 例如 ，

“

勸勿驚怖 。

”

Ｔ ４ ７６ ，

ｐ
． ５６８ ｂ．… 仰

”

參 閱 ： Ｖｋｎ２００ ６ ， ｐ
＿ ４ ９ ；Ｔ４ ７ ４ ， ｐ

． ５２６ ａ ；Ｔ４７ ５ ， ｐ
．５ ４４ｃ ；Ｖｋｎ

－

Ｌａｍｏｔ ｔｅ ， ｐ ．１ ２ １ ；

Ｖｋ ｎ Ｔｈｕｒｍａｎ ， ｐ
． ４４ ；Ｖｋｎ

－黄 ， ｐ ｐ
． １４８

－

１４９ ；Ｖｋｎ－植木 ， ｐｐ
． １ ９４

－

 １９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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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心意維持在任何添油加醋之前的原始的清淨 。
①

其次 ，認知之面 向 ， 以疾病爲師 ， 貼切地認知疾病確實的情形 。

不論疾病 ，或者 出生 、衰老 、死亡 ，都是生命世界活生生的首要 的教

師 ，勝過再多的理論總匯 ，甚至打敢世間再多的以教師爲職業者 。 因

此 ，可用 以慰問的 ，正好趁著生病的時候 ，學習 以疾病爲教師 ，好好地

覺察與認知活生生地在生命世界上演的事情 ，從而洞察身體是如何

的無常 ／ ｔｈｅｂｏｄｙ
ｉｓｉｍ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 ，身體是如何的 困苦

（ 是町化办々 是 纪 ／ｔｈ ｅｂｏｄｙ
ｉｓｓｕｆｆｅｒ ｉｎｇ ） ， 身體是如何的非我 （々办如

々加ａｆｄ／ ｔｈｅ ｂｏｄｙｉ ｓｎｏｔ ｓ ｅｌ ｆ） ， 以及身體是如何的寂靜 （如

／ ｔｈｅ ｂｏｄｙｉ ｓｔｒａｎｑｕｉ
ｌ ）

。

第三 ，有情之面向 ，藉由 自 己生病 ，更能感受有情生病之遭遇與

困苦 。 生病並非僅發生在單
一個體的孤立事情 ， 沒有理 由消極地 自

嗟 自 嘆 。 往積極面打 開 ，可用 以慰問 的 ，在於引導視野的放大 ，觀看

還有很多的有情也都在生病 ，而且正好基於親身經驗 ，更有利於引 發

同理心或同情心 ，去感受有情生病之遭遇與困苦 ，進而激發要去瞭解

疾病與治療疾病之動力 。
？

第 四 ，學習之面 向 ， 回顧過去 已 經在修行的道路用 功 ， 而如今生

病 ，照樣要在修行的道路用功 。 菩薩行基本的精神之
一

，在於體認 ，

只要進人生命世界 ，就是要充分借用生命歷程 ， 從事一貫的生命修

煉 ，過去如此 ，未來如此 ，現在也是如此 。 借用 的生命歷程 ，難免會出

①例如 ，

“

令修淨命 。

”

Ｔ４７ ６
， ｐ

． ５ ６ ８ｂ
．

． ． ．

”

參閲 ：
Ｖｋｎ ２ ００ ６ ， ｐ

． ４ ９
；
丁４ ７４

， ｐ．
５ ２ ６ ａ

；Ｔ４ ７ ５ ， ｐ
．５ ４４ｃ ；Ｖｋｎ

－Ｌａｍｏ ｔ ｔｅ ， ｐ． １ ２ １
；

ＶｋｎＴｈｕｒｍａｎ
， ｐ

． ４４
；Ｖｋｎ

－黄 ， ｐｐ
． １ ４ ８

－

１ ４９ ；Ｖｋｎ
－植木 ， ｐｐ

＿１ ９ ４
－

１ ９ ５
。

② 例如 勸以 己疾 ，愍諸有情 ，令除彼疾
”

。
Ｔ４ ７６

，ｐ
．５ ６ ８ｂ ．

ｓａｔ ｔｖａ
－

ｇｌａｎａ
－

ｋａｒｕ ｎ ａ
ｔ
ａｙａ ．．

． ． ｐ
ｒａ

ｔ ｉ
ｓａｍｍｏｄ

ｉ ｔ
ａｖｙａ ｈ ，

ｎ

＾ Ｍ ： Ｖｋｎ２ ００６
，ｐ ．４ ９

；Ｔ

４７ ４
，ｐ．

５ ２ ６ ａ
；Ｔ４ ７ ５

，ｐ． ５ ４４ ｃ
；Ｖｋｎ

－Ｌａｍｏｔ ｔｅ ，ｐ
． １ ２０

；Ｖｋｎ Ｔｈｕ ｒｍａｎ
，ｐ． ４４

； Ｖｋｎ
－

黄 ， ｐｐ
．１ ４８

－

１４ ９
；Ｖｋｎ

－植木 ， ｐｐ．１ ９ ４
－

１９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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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生病之環節 。 因此 ，可用 以慰問 的 ， 正好趁著生病的時候 ，更清楚

地思量 ，進人生命世界所要努力學習 、 開發 、成就與貢獻的是怎樣的

一

條修行道路 。 而如此的修行道路 ，過去已 經下過若干工夫 ； 目 前生

病 ， 照樣要下工夫 ；往後的旅程 ， 也將繼續下工夫 。 這樣一來 ，就可以

將生老病死 的生命歷程 ，切換成修行道路的
一

貫 的學習 。
①

第五 ， 出路之面向 ，勉勵由所謂的病患 ，轉變成爲大醫王 。
慰問

病情若講到極致的地步 ，要領在於有勇 氣打開個體與翻轉疾病 ，不僅

接通生命世界眾多的有情 ， 而且從疾病尋求出路 ，包括疾病之療癒與

生命修煉 。 因此 ， 以發願成爲大醫王而互相號召 ，尤其是翻轉爲生命

醫療方面的大醫王 ，亦可用 以慰問 。

？

總結如上的五個面向 ， 以菩薩行帶出慰問病情 ，生病並非個體與

疾病綁在一起的一 回事 ，而是可將個體接通有情或人類 ，也可將疾病

予以療癒或除滅 。 這當中 ，還涉及情意的調適 、認知的落實 ， 而且這

整個都是學習的園地 。 順著如此的理路所帶出的慰問 ，生病的
一方

不必 由於慰問而被迫淪爲所謂的病患 ，反而可藉 由殊勝的慰問 ，透發

出轉變成爲大醫王之曙光 。

①例如 勸憶所修無量善本
”

。Ｔ４７ ６ ， ｐ
． ５ ６ ８ｂ．

“

ｋｕｋｄａ
－

ｍｉＵｄｂｈｉｍｕｋｈｌ
－

ｋａｒａ ｎ ａｔａｙ
ｄ

冬
”

參 閱 ：
Ｖｋｎ２０ ０６ ， ｐ． ４９ ；Ｔ４ ７ ４ ， ｐ ． ５ ２ ６ａ ；Ｔ４７ ５ ， ｐ

．５ ４４ｃ ；

Ｖｋｎ
－Ｌａｍｏｔ ｔ ｅ ， ｐ

．１ ２ １
；ＶｋｎＴｈｕ ｒｍａｎ ， ｐ． ４ ４ ；Ｖｋｎ

－

黄 ， ｐｐ
． １４８ 

－

１ ４９ ；Ｖｋｎ
－植木 ，

ｐ ｐ
． １９ ４

－

１ ９ ５ 。

② 例如 ，

“

精勤堅勇 ，勸發弘願 ，作大醫王 ，療諸有情身心眾病 ，令永寂滅 。 菩薩應如是

慰喻有疾菩 薩令其歡 喜
”

。
Ｔ ４ ：７ ６

， ｐ
．５６ ８ｂ ．句

＋

〇

ｂｈａｘｄ ｓｙａｓｉ ｓａｒｖａ
－

ｖｙａｄｈｉ Ｔｉ
ｄ

Ｔ
ｊｍｍａｙｉｔｅｔ ｉｅｖａｍｂｏｄｈ

ｉ
ｓａ

ｔ
ｖｅｎａ ｂｏｄｈ

ｉ
ｓａｔ

ｖｏ
ｇ ｌａｎａｈｐｒａ ｔｉ ｓａ

”

參 閱 ：

＂

７１ ５１１２ ００６
， 卩

． ４ ：９
；
丁４ ７ ４

， 口 ． ５ ２ ６ ３
；
丁４ ７５

， 口． ５４ ４ （：
；

＼＾ ！ １
－

Ｌａｍｏ
ｔ
ｔｅ

， ｐ
． １ ２ １

；ＶｋｎＴｈｕｒｍａｎ
， ｐ ．

４ ４
；Ｖｋｎ

－黄 ，

ｐｐ．

１ ４８ 
－

１ ４ ９
；Ｖｋ ｎ

－植木 ， ｐｐ
．

１ ９４
－

１９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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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以安度病情為脈絡的疾病觀與有情觀

在妙吉祥講説慰問病情的要領之後 ，看起來正在生病的無垢稱 ，

也隨即講説安度病情的要領 。 關鍵的一個想法 ： 世間並非只存在著

疾病 ， 而疾病也不是能把世間給吞噬掉的惡魔 。 隨著機緣 ， 大家可能

暫時表現出生病的
一方與探望而慰問的一方之差别 ，但是彼此的交

談與運作 ，其交集的精華 ，卻在於由疾病切換成菩薩行 。 造成如此切

換的轉轍機制 ，在於生病的時候 ，並非只能被動地接受專業醫療的處

理
，或消極地等待慰問的對待 ，而是還可

＇

以做
一些挺得起來的 事情 ，

特别是主動地 、積極地進行生命醫療 。

由
一般的醫護人員所提供的醫療處理 ， 通常並無法取代諸如 心

態方面的調適或觀念方面的導正等
“

安度病情
”

的作爲 。 《 問疾品 》很

富於啟發的示範之一 ，在於大力強調 ，經由 適切的努力與作爲 以安度

病情 ， 乃菩薩行者責無旁貸的功課之一 。 藉由無垢稱出之於貼切經

驗的姿態所講説的安度病情 ， 涵蓋面相當廣泛 ，
理趣也頗爲深邃

；
然

而在這一小節 ，顧及本文的主題與篇幅 ，僅能聚焦在與安度病情有 關

的疾病觀與有情觀這二個項 目 。

首先 ， 以安度病情爲脈絡的疾病觀 ，其涵義爲將疾病看成什麽 。

一般世人大致傾向於捕捉在特定的症狀 、毛病 、所在
、
時段

、存在體或

項 目 ，給予特定的病名 ，然後據以施加在所謂的病患身上 ；而如此所

造成的病患 ，似乎也僅能被動地接受專業醫療的處理或擺佈 。 然而 ，

《問疾品 》教導的方針 ，生病的時候 ，既不必拿隔靴搔癢的 、半 吊子的

或僵化的理論往 自 己 的身上套 ，也不必卡在任何特定的樣態 、性質 、

物件或名稱 ，而是如 同行雲流水 ，正好可藉以貼切地覺察與認知第
一

手經驗上的病起病滅 、 病來病去 ， 尤其沿著縱貫變化 的或時 間 的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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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考察且洞察疾病產生之推動因素 （ ｎ ｉｃｔｅｎａ／ｃｈａｉｎ ｏｆｃａｕｓ ａｔｉｏｎ ） ， 以

及疾病之可以不再產生而熄滅的關鍵因素 。
① 由於通達地認知所謂

的疾病之因緣生滅的流程 ，甚至可以訴諸很够膽識的論述 ，將所謂的

疾病 ，論斷爲既非真實 的 ／ ｕｎｒｅａ ｌ ） ，亦非有其本身的存在性

（〇
－

姐／ｎｏｎｅｘｉｓ ｔｅｎｔ ） 。
②

其次 ， 以安度病情爲脈絡的有情觀 ，其涵義爲將生病的有情或人

類看成什麼 。

一般世人大致傾向於以疾病爲底線 ， 以生病爲整個 的

或主要的事實 ，將這樣的底線或事實連結上或等同到特定的有情或

人類 ，再搭配製作 出來的 名稱 ，運用起來 ，就成了似乎理所當然的標

籤化稱謂或認識 ，例如 ，病人、病貓 、某某疾病的患者 。 對照而論 ， 《問

疾品 》既不以疾病爲底線 ，也不 以生病爲整個的或主要的事實 ，連帶

地更加不會拿任何疾病的名稱 ，套在任何的有情或人類身上 。

一旦

排除由於生個病所可能招惹的標籤 ， 即可在不輕易添加標籤的前提

下 ， 針對之所以成爲有情或人類的構成部分 、積聚層次 、 關係網絡 、推

動因素 、 變化流程 ，乃至問題的解決或超脫等方面或向度 ，逐
一

地解

開 ，使觀看更爲全面周詳 ，理解更爲鞭辟人裏 ， 以及論述更爲靈活透

徹 。 正好在這一整套的運作下 ， 《問疾品 》宣稱 ，進人生命世界的有情

或人類 ， 並不 由 於生一 場病——不 論如 何短期或長期 、輕微或 嚴

①例 如 ，

“

應正觀察疾起 因緣 ， 速令除滅 ， 爲説正法
”

。 Ｔ ４７６
，ｐ ． ５ ６８〇ｉ〇 ｍ

？

亦加
（

：

ｃａ
ｐ
ｕｎａ ｒ ｖｙａｄｈ ｉ ｒ ｕ ｔｐａｄｙａｔ ｅ ？ ｔ

ａ ｓｙａｐａ ｒ
ｉｊｎａｙａｉｔｅｂｈｙｏｄｈａｒｍａｍｄｆｓａｙｉｓｙａｍａｈ ． 

Ｍ

參閱 ：
Ｖｋｎ２００６ ， ｐ

． ５０ ；Ｔ４ ７４ ， ｐ． ５２６ａ
；Ｔ ４ ７ ５ ， ｐ．Ｖｋｎ－Ｌａｍｏｔ ｔｅ

， ｐ．
 １２ 】

；

Ｖｋｎ丁ｈｕｒｍａｎ ， ｐ， ４ ６ ；Ｖｋｎ－黄 ， ｐｐ ．１ ５ ３
－

 １ ５５ ；Ｖｋｎ
－植木 ， ｐｐ

．  １ ９８
－

２ ０ １
。

② 例如 ，

“

如我此病非真 、 非有 ，

一切有情所有諸病亦非真 、 非有
”

。
Ｔ４ ７ ６ ，ｐ ．５ ６９ａ ．

ｕ

ｙａｔｈｄｍａｍａｖｙａｄｈ ｉｒ ａｂｈ ｕｔ ｏ
＇

ｓａｎｎ ＾ｅｖａｍｓａｒｖａｒｍｔ ｔｖｄｎｄｍ ａｐｉ ｖｙａｄｈ ｉｒ ａｂｈｕ ｔ
ｏ

’

ｊ ｔａｎｎ參 閲 ：
＼＾

１
１２００６ ， 口

． ５ １
；
丁 ４ ７４ ，

卩
． ５２ ６ １ ＞

；
丁４ ７ ５

， ？ ．
５４ ５ ３

；
＼＾１１

－

Ｌａｍ ｏ
ｔ ｔｅ ，

ｐ
． １２ １ ；ＶｋｎＴｈｕ ｒｍａｎ ，ｐ ．

４ ６
；Ｖｋｎ

－黄 ， ｐｐ．１ ５５
－

 １５６
；Ｖｋｎ

－植木 ， ｐｐ
．

２００
－

２０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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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就變成本身是生病的有情或人類 。 反過來説 ，任何藉由體制

化的標籤而被稱爲生病 的有情或人類 ，本身都不是生病的 有情或

人類 。

《 問疾品 》得以形成如此洞察的關鍵 ，在於不僅不輕易套上體制

化的標籤 ，而且勢如破竹地解開各式各樣淺碟式的底線 。 以生病爲

例 ，疾病初步和身體關聯 ，若將身體解 開成諸多項 目 的
一

層又
一

層 的

短暫組合 ，無異於將疾病之所謂 的底線推進且解散在一層又一層項

目 的組合 、變異與離散 。 隨著更爲全面 、深刻與長遠的探究 ，考察何

以進人生命世界而會生病之因緣 ， 即不必 以物質方面的項 目 爲限 ，而

是擴大開來 ，且深人溯及心態方面的分别認知 、攬動情意 ， 以及態度

上的橫加執著 ，甚至溯及在長遠的生命歷程的所作所爲 。

一旦將疾

病如此地解 開而回溯地解散 ，所謂的正在生病的有情或人類 ，甚至所

謂的有情或人類 ，也跟著解開而解散 。

因此 ，與一般世人的認定很不相同 ， 《 問疾品 》既不鎖定在所謂的

生病的有情或人類之標籤 ，也不 以所謂的 有情或人類爲存有上認定

的底線 。 正好由於能透徹地洞察所謂的有情或人類並非本身 即存在

爲有情或人類 ，方才足以顯示 ，進人生命世界的 ， 並非本身固定地存

在爲任何特定的生命體 ，而是持續在推動的生命歷程 ，並且隨著在世

間長遠的所作所爲 ，尤其在分别認知 、攪動情意 、橫加執著所串聯與

交織的軸線 ，關聯地表現爲心態與身體的
一再變化的組合 ，也 關聯地

表現爲心態與身體的多樣疾病 。

以安度病情爲脈絡的疾病觀與有情觀 ，其導正與運作之所以可

列爲生命醫療的重大課題 ，根據的理由也因此呼之欲出 。 生病 ，如果

要透徹地予以認知與撤底地予以解決 ，所面對的情形 ，即不再是理所

當然地認爲有個東西叫做疾病 ；而所做的處理 ，也不再是片面地隔離

或切除 叫做疾病的東西 。

一旦將生病完整地攤開在生命世界 ， 即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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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流長地涉及生命歷程的所作所爲 ，尤其涉及對有情 、人類與疾病的

看法 。 歸根結柢 ，甚至可 以這麽説 ， 身體所表現的疾病 ，其癥結正好

來 自於進人生命世界以來 ，看法以概念認定所形成的阻塞而一直生

病 ，情意以污染病毒所形成的攪動而
一直生病 ，態度 以 自我本位所形

成的執著而
一直生病 。

① 因 此 ，不論 目前外表是否生病 ， 皆應思考如

何安度生命歷程 ， 以及安度病情 ， 而疾病觀與有情觀的導正與運作 ，

即爲不容輕忽的課題 。

七、藉由生病造就菩薩所行

有情或人類在生病的時候 ，雖然會感受諸多 的 不適 、疼痛或逼

惱 ，但這何嘗不是很好的機會 ，特别有助於引發問題意識以及警覺與

認清生命世界盤根錯節 的問題 。 隨著有機會經驗經由生病所關聯的

生命世界的問題 ， 如果不完全乞靈於世間一般的醫療處理 ，也不以類

似掩耳盜鈴的方式拿醫藥或療養體制將病痛之真相掩蓋在底下 ， 即

可展開 以安度病情爲線索的生命醫療 。

《問疾品 》看待生命世界 ，

一貫地 以空 性 （Ｓ 纪 ） 與不 二 （＆

爲根本的理念 。 因此 ，經 由生病所運作的生命醫療 ，並不會

① 例如 今我此病 ， 皆從前際虚妄顛倒分别 、煩 惱所起業生 。 身 中 ， 都無一法真實

是誰可得而受此病 。 所以者何？ 四大和合 ，假 名爲身 。 大 中 無主 ， 身亦無我 。 此

病若 起 ， 要 由 執 我 

”

。
Ｔ４ ７６

， ｐ
．５ ６ ８ｂ．

ｕ

ｐ
ｕｒｕａｎｔ

ａｒ ｓａｄ－

ｖｉ ｐａｒｙｄｓａ
－

ｋａｒｍａ
－

ｓａｍｕ ｔｔｈａｎａ
－

ｓａｍｕｔ ｔｈ ｉｔｏ

｝

ｙａｍｖｙａｄｈ ｉｒａ
－

ｂｈｕｔａ
－

ｐａｒ ｉｋａｌｐａ
－

ｋ ｌｅ ｓ ａ
－

ｓａｍｕ
ｔ ｔ
ｈ ｉｔａ ｈ ．ｎａ

ｐ ｕｎａｒａｔ ｒａｋａ ｓ
－

ｃ ｉｔｐａｒａｍａｒｔｈａｔｏｄｈａ ｒｍａｕ ｐａ ｌａｂｈｙａｔ ｅｙａ ｓｙａ ｉ
ｓａｖｙａｄｈ ｉｈ ．ｔ

ａｔ

ｋａ ｓｍａｄｄｈ ｅｔｏｈ ．ｃａｔｕｒ
－

ｎｕｘｈｏｒｂｈａ ｕｔ ｉｋｏ

＇

ｙａｍｓａｍｕｃｃｈ ｒａｙａ ｈ ．ｎａ ｃ ａ ｉｓａｍｄｈａ
ｔ
ｕｎａｍ

ｋａｓ
－

ｃｉ ｔｓｖａｍｉ
，
ｎａｓａｍｕｔ ｔｈａ

ｐ
ａｙ ｉｔｄ

．
ａｎ

－

ｄｔｍａｈｙａｙａ ｍｓａｍｕｃｃｈｒａｙａ ｈ ．ｙｏ
＇

ｙａｍ

ｖｙａｄｈｉ ｒ ｎａｍａｎｄｙａｍｐ
ａ ｒａｍａｒｔｈ ａｔａｕ ｐａｌａｂｈ ｙａｔ ｅａ ｎｙａｔ ｒａｔｍｄｂｈ ｉ

ｎ ｉ ｖｅｓｄ ｔ ．

Ｖｋｎ ２００６
， ｐ

． ４９ ；Ｔ ４ ７ ４
ｔｐ． ５ ２ ６ａ

；Ｔ ４ ７ ５
，ｐｐ．５ ４ ４ ｃ

－

５ ４ ５ａ
；Ｖｋ ｎ

－

Ｉ＾ｍｏｔｔ ｅ ，ｐ ． １２ １
；

Ｖｋｎ Ｔｈ ｕｒｍａ ｎ
， ｐ． ４ ５ ；Ｖｋ ｎ

－黄 ， ｐ ｐ
．１ ４ ９

－

１ ５ １ ；Ｖｋｎ
－植木 ，

ｐｐ
． １ ９４

－

１ ９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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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般世人所謂的恢復健康爲 目標 ，也不會在疾病與健康之 間建立

煞有介事的二分 ，而是著眼於觀念的導正 ，尤其往空性與不二導正 ，

不僅帶動生命醫療 ，而且積極地從事生命鍛鍊 。

空性之概念 ，

一方面 ，可藉以説明諸如有情 、人類 、疾病等事物或

項 目並非本身即爲如此的存在 ，而是關聯條件推動出來的 、構成部分

組合出來的 、

一直在變化的 ， 以及組合的情形會離散或朽壞的 ； 另
一

方面 ，則提供根本的開放性 ， 隨著營造 關聯的條件往什麽方向 、到什

麽程度 ，跟著就可以在生命世界 開放地造 關聯方向 的轉變 ， 以及 開

放地達成關聯程度的升降 。 就此而論 ，甚至可藉由生病之機緣 ， 洞察

而理解諸如有情 、人類 、疾病都是空的 。 透過如此的洞察式的理解 ，

即不至於膚淺地認定還存在著所謂的恢復健康 ，也不至於輕易滿足

於恢復健康的感覺 ， 卻反過來像温水青蛙效應 （ ｆｒｏｇ
－

ｂｏｉ
ｌ

ｉｎｇｅｆｆｅｃ ｔ）那

樣 ，被生老病死的流程磨損殆盡尚且渾然不知 。

藉由生病之機緣 ，轉而 以空性之理解爲開路先鋒 ，顯示生命世界

根本的開放性 ，從而帶出佛教菩提道全套的修學。 這一整套的修學 ，

不僅是《問疾品 》的精華所在 ，而且是 《説無垢稱經 》乃至佛教眾多的

大乘經典共同致力於教導 、 闡發與討論的主軸 。 在這
一

節 ，縮小討論

的範圍 ，僅就涉及生命醫療與生命鍛錬該如何切要地認知有情或人

類 ，根據《問疾品 》標示的菩薩所行 ，整理出如下的三個要點 。

其
一

，基於生命世界根本的開放性 ，不必徒然以生物層次或生活

層次的生老病死爲行走生命世界唯
一的方 向 。 具體言之 ，雖然行走

生命世界 ，轉而應以全面且徹底的覺悟爲從事生命鍛鍊的方向 。 其

二 ，基於生命世界根本的 開放性 ，以全面且徹底的覺悟爲方向所從事

的生命鍛鍊 ，並不具有任何方面的根本的限定性 。 舉其要者 ，縱使累

積再怎麽深重的問題 ， 皆可予以處理或轉化 ；運行於生命世界所必備

的内涵 、能力 與技巧 ， 皆可開 發與成就 ；往修學 目標的進展 ，不論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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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 ， 皆可提升與通達 。 其三 ，基於生命世界根本的 開放性 ，生命醫

療與生命锻鍊都不是封閉在所謂的個人之狹窄範圍裏面 ，而是可 以

往廣大的生命世界延伸 ，從而形成在生命世界的廣大的救度 。

綜合如上的三個要點 ，這一輩子表現爲有情的或人類的生命體 ，

在生命歷程的根本 ， 卻一貫是空的 ，欠缺本身 固定的存在性 ，而隨著

生命醫療乃至生命锻錬 ， 即從生物層次或生活層次的短暫表面的身

分 ，轉變成以全面且徹底的覺悟爲方向的全方位的修學者的身分 ，此

之謂
“

菩薩所行
”

。
①

八 、結 論

佛法的教學針對生命歷程 、生命内涵與生命出路所提供的生命

醫療與生命锻鍊 ，在認知生命世界的有情或人類上 ，遺留下相當豐

富 、透徹與髙超的學理説 明與宗教實踐 。 首先 ，之所以 豐富 ， 由於其

看法放在整個生命世界爲其格局 ，拉出生老病死爲其流程 ， 以及施設

解脫道與菩提道爲其 出路 。 其次 ，之所以透徹 ， 由於其看法並不使用

看圖説故事的方式 ， 既不將有情或人類的現狀視爲理所當然 ，也不卡

在所謂的有情或人類的名稱繞著圈子 ，而是解 開這一輩子表現爲有

① 例如 ／
‘

若樂觀察空性所行 ，而求
一切功德所行 ，是則名 爲菩薩所行 。 若樂觀察 無

相所行 ，而求度脫有情所行 ，是則名爲菩薩所行 。 若樂觀察 無願所行 ， 而能示現

有趣所行 ， 是則 名 爲菩 薩所 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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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或人類的外表 ，從構成部分 、知覺通路、知覺要素 、積聚層 次 、 關係

網絡 、推動因素入手 ，覺察且洞察其變化流程的結合 、 解散 ，進而很够

膽識地論述爲非我 、空性 、不二 、幻化 。 第三 ，之所以高超 ， 由於其看

法並不將這一輩子表現爲有情或人類的生命體 ，沉重地壓扁在有情 、

人類 、 生物 、生活或疾病等層次 ，而是基於非我之認清生命體本位認

同的錯謬 ，或者基於空性之根本的開放性 ，或者可以藉由 以解脫生死

輪迴爲目標 的解脫道而提升 ， 或者可 以藉 由 以全面且徹底的覺悟爲

目標的菩提道而提升 。

《説無垢稱經 》的 《 問疾品 》 ， 以菩薩行帶出慰問病情 ， 生病並非個

體與疾病綁在一起的一 回事 ，而是可將個體接通有情或人類 ，也可將

疾病予以療癒或除滅 。 這當 中 ，還涉及情意的調適 、
認知的落實 ，而

且這整個都是學習的園地 。

一

旦將生病完整地攤開在生命世界 ， 即

源遠流長地涉及生命歷程的所作所爲 ，尤其涉及對有情 、人類與疾病

的看法 。 歸根結柢 ，甚至可 以這麽説 ， 身體所表現的疾病 ，其癥結正

好來 自於進人生命世界以來 ，看法以概念認定所形成的阻塞而一直

生病 ，情意以污染病毒所形成的攪動而
一直生病 ，態度以 自我本位所

形成的執著而
一直生病 。 然 而 ，這一輩子表現爲有情的或人類的生

命體 ，
在生命歷程的根本 ，卻一貫的是空的 ，欠缺本身 固定的存在性 ，

而隨著生命醫療乃至生命锻錬 ， 即從生物層次或生活層次的短暫表

面的身分 ，轉變成以全面且徹底的覺悟爲方向 的全方位的修學者 的

身分 ，此之謂
“

菩薩所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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