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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其菩薩名曰文殊師利法王子。大威德藏法王子。無

憂藏法王子。大辯藏法王子。彌勒菩薩。導首菩薩。

藥王菩薩。藥上菩薩。花幢菩薩。花光幢菩薩。陀

羅尼自在王菩薩。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常精

進菩薩。寶印手菩薩。寶積菩薩。寶杖菩薩。越三

界菩薩。毘摩跋羅菩薩。香象菩薩。大香象菩薩。

師子吼王菩薩。師子遊戲世菩薩。師子奮迅菩薩。

師子精進菩薩。勇銳力菩薩。師子威猛伏菩薩。莊

嚴菩薩。大莊嚴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八萬人俱。



何謂菩薩

是否一定要能「 飛天遁地」才是菩薩嗎？

所謂「菩薩」

並不是指土雕木刻的形象

也不見得要飛天遁地

真正的「菩薩」

是不畏心勞身苦而能濟世救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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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菩薩行



人間菩薩行

慈懷柔腸慈濟人 千手千眼觀音形象
為拔苦 奔走長街陋巷 為予樂 不畏天黑風寒

右挑如來家業 左擔慈濟精神
個人氣質掛中間 身穿柔和忍辱衣

回歸心靈的故鄉 啊 慈悲的慈濟人
提燈照路 光輝耀人間

悲智雙運慈濟人 聞聲救苦菩薩形象
為濟貧 不分晝夜艱難
為教富 誠懇心得分享

佛陀心當己心 上人志當己志
預約淨土到人間 身穿柔和忍辱衣
回歸心靈的故鄉 啊 智慧的慈濟人

拭淚披衫 蒼生露歡顏



菩薩十地

行菩薩道，一定要經過「菩薩十地」十個階段，

第一地是歡喜地，第二個是離垢地，要去除一

切髒亂讓心靈清淨。

第三地是發光地，

讓心能夠清淨如

一面鏡子，模糊

時，用功擦一擦

也能發光！



菩薩十地

第四地是焰慧地，斷除煩惱後的智慧光芒；

第五地是難勝地，化難為不難的精進力行；

第六地是現前地，目標希望現前，心境無雜染

才能觀照其他事與物；

第七地是遠行地，發心不是乍現的一道光而是

永恆，一步步力行，從凡夫地要往聖人境，就

是要勇往直前！



菩薩十地

第八地不動地，即是要建立信心，不要三心兩意，

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第九地善慧地，善就是福、慧就是智慧，為善發

揮智慧，也就是「福從做中得歡喜，慧從善解得

自在」。

第十地是法雲地，法普遍如雲，真空妙有、妙有

真空，大宇宙的道理都在裡面。

上人叮嚀：菩薩本就有無垢之地與佛同等的佛性，

因此，修行要時時精進才能讓心不染塵。



修行是要長久的時間，在人群付出，在自己的

生命中，心地上布善種子，經得起很多磨難的

過程。

要求法，要求得真實法，不是只在小教、小乘，

只說如何去除煩惱而已；還要再入人群，真的

是為天下眾生，為了要求法一一能夠救濟天下

眾生的妙法，激勵、勉勵人人。
10



說法傳法

聽得懂 做得到

行得通 能解脫



修行，第一項要先捨，捨去一切人所不能捨的。

要去了解，了解人生疾苦，要去苦人無法苦的，

就是要這樣去感受、去追求，真正這個法不是

從他求來的，是從自己可以感受到的，真正的

法是這樣刻入心版中來。

佛陀鼓勵我們，人人真正是要身體力行，不怕

時間久，不怕人事物來磨難，這是佛很坦誠、

用心向我們說的。



德行品

能捨一切諸難捨 財寶妻子及國城

於法內外無所吝 頭目髓腦悉施人



《七覺支》

擇法覺支

精進覺支

喜覺支

輕安﹙除﹚覺支

捨覺支

定覺支

念覺支



捨去了一切人所不能捨﹙捨覺支﹚

捨離所見念著之境

善能覺了

虛偽不實

永不追憶

日常生活執著心 捨離所見念著境
心病還需心藥解 把握現在是道心
人生猶如走繩索 甘願來做歡喜受
看得開來想得遠 專心一意向前行



上人手札

慈悲慧德長養，功德具足修證

圓滿菩提等覺，真如覺性皈合

宇宙虛空一體，空間時間世界

不離一剎那間，覺海開端妙諦

辯才樂說無礙



慈悲慧德長養，要用很長期的時間來培養，培

養慈悲心。「四弘誓願」是學佛者不可缺少的

願、是諸佛菩薩最根本的大願，學佛就是要成

佛，要培養出「四弘誓願」。

第一願：「眾生無邊誓願度」。要度眾生，就

要有方法，方法就是智慧，所以必定要培養慈

悲智慧。慈悲心要廣及一切眾生，那分愛，大

愛無礙，沒有小愛、小情、小知、小見的事情

來障礙我們，要為天下眾生培養大愛的心。



要培養出宏觀，看開一點、想廣一點，佛
的慈悲就是誓願度眾生；既發出大願力，
就要斷除煩惱，煩惱必定要斷除，沒有斷
除，自己都度不了，要如何度別人呢？自
己滿心煩惱，是道道地地的凡夫，牽掛的
事情很多；為自己在牽掛，自己在煩惱中，
要如何度我們自己呢？



佛陀示相就是為了要解決眾生很多的矛盾、困

難，所以要脫離家庭，放棄小愛，開啟他的第

一步；用很長的時間，走很長的路，不斷去訪

問、求教，然後才靜修。這是現相說法：要得

覺悟，不是那麼容易啊！一輩子修行的開端，

要有這樣的形態、過程。這是道理，要追求道

理，就要現這個事相，所以要經過好幾年的時

間，受盡了風霜歲月的苦，要堪忍。



將道理聽進來，收集入心，然後細思，那就是

「靜思惟」，進入「禪定」的境界。「禪定」，

不是在那裡光是坐著，其實，是已經將道理匯

集了。無始劫來，那個記憶清楚，為求真理，

不斷在匯集。道理不斷追求過來，在這一輩子

現這個形相給我們看，這就是慈悲心。現說的

慈悲，也就是取佛陀現相成佛這個事相來說，

這就是佛作為我們的典範。 20



說不定我們過去生中，我們也是這樣聽法過來

的，同樣的，道理我們也累積著，只是我們的

記憶來到人間，被模糊掉了，所以沒有很深的

記憶。這次遇到佛法，有這樣的因緣，要用心

聽，將過去的記憶再複習回來。好像了解、好

像聽懂，這樣子，好像我了解了，若再多用心，

就變成了真實了解了，就是道理明朗了。



今生此世再複習，來生來世再複習。這個複習
不是複習在聽，而是要入人群；這個人，我已
經和他有緣了，因為我們今生有和他結到好緣，
這個慈悲心關懷過了，好像緣很深，來生來世，
很親切感，就是這樣不斷累積，不斷累積。所
以，慈悲要用長時間來培養，培養出生生世世
都有慈悲心，造福人群，結人生的好緣。



「秉慈運智」，慈悲智慧平行「長養」，就是長

時間培養。長時間，不只是今生此世，應該延續

過去生世，到今生此世，有這個因緣會合；在人

群中，又認識這麼多人了，來生來世，不斷再培

養下去，長時間，不斷地用功。「功」是內修

「誠正信實」。「眾生無邊誓願度」，是我的誠

意，我真正打從內心至誠的心，能承佛教育，累

生世來，我發這樣的願，就是累生世一直下去，

這個誠意。



「信為道源功德母」，要深信，才有辦法信受

奉行，深信，才能夠「法門無量誓願學」，要

不然，聽那麼多，就是一直漏掉，一定要深信，

才不會一直聽，一直漏。聽，就聽了，但是，

自己的自私、煩惱、無明，還是在啊！煩惱沒

有斷是因為信心沒有堅定，法門沒有深入，所

以，必定要信，要深信。



「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

要老老實實，好好修行，「誠正信實」所修的

行，才有辦法得到道德相。道德，讓人肯定，

我們說的話，人家才要聽，做的事情，人家才

願意來響應，我們要度眾生，不是一個人度得

了，要統理大眾，去應世間法，去度眾生。



三皈依
皈依佛，當願眾生體解大道，要「發無上心」；

皈依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才「智慧如海」；

皈依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三皈依」，早晚課我們都在念，念是念，有入

心嗎？有長時在培養嗎？若有，就是在用功。有

用功，才真正是在長期培養慈悲智慧，功德會合，

具足了；修行才有辦法證，證悟道理，真正去體

會，真正去證悟。達成「眾生無邊誓願度」這個

願，最終就是成佛。



「圓滿菩提等覺，真如覺性皈合」，反黑歸白了。

佛、法、僧，三寶能夠俱全入我們的心，佛、法、

僧，是真如本性，內心本具；我們的內心本具有

佛法，有佛、有法也有僧，我們本來是清淨，因

為無明才落入凡夫界；衍生出不乾淨的一一人類、

凡夫，一直衍生下去，人間的污濁，一直衍生。

所以我們要回歸到真正「宇宙虛空一體」，道理

回歸宇宙間。佛陀的覺悟「宇宙天體合一」，覺

悟了天下宇宙的真理。



自性三寶

自性佛
自性法
自性僧

自性佛是慈悲
自性法是智慧
自性僧是自律

每一個人本自具足
慈悲、智慧並能自律



不論是空間、時間、世界，這麼開闊的裡面，

人在地球，是因為地心吸引著，凡事慢慢來，

若能夠脫離地心的吸引，剎那間就能夠體悟；

就像太空梭，很快脫離地心了，到達宇宙空間

的時間。凡夫還在空間、時間的世界裡，受地

球地心所吸引著，就像在人間凡夫界，「慢慢

來啦！」因為慢慢來，就有生生世世。道理聽

了之後，快要知道了，一輩子結束了，就要重

新再來。





重新再來，舊的煩惱比聽法、入人群、無私的

大愛還更多；再將我們複製，又掩蓋住了！就

像地心將我們吸引著，讓我們的欲念不斷吸引

著我們，煩惱無明一直循環在我們的周圍。這

就是我們沒辦法覺悟，沒辦法和宇宙天體合而

為一的原因，這是我們很遺憾，讓地球地心的

吸引力吸引住了！就像煩惱無明將我們吸引著，

讓我們解脫不了，無法解脫。 31



佛陀覺悟、解脫，已經脫離了煩惱無明了，就

像脫離了這個地心，不受空間、時間所束縛，

完全脫離。這種智慧，已經不受「空間時間世

界」束縛。佛陀就是與天體合一，宇宙虛空一

體了，所以他的智慧遼闊。因為這樣，所以

「不離一剎那間」，覺悟道理了，剎那間，他

能夠透徹了解。這樣就有辦法解脫，不用再經

過，還要多多久的時間。



「覺海開端妙諦，辯才說法無礙」。若能夠覺

悟，與天體宇宙合一，超脫了空間、時間、

世界觀，跳脫掉了，自然我們就不受時間控制，

就沒有什麼塵點劫。但是，修行就是塵點劫累

積來，才有辦法在剎那間脫離宇宙時間、空間、

世界，不受種種的煩惱把我們束縛住，這是我

們能夠跳脫的。



若能夠這樣，「覺海開端」，覺海大開了。

「妙諦」就是道理，道理很清楚，雖然它甚深

微密，很深很深，但是廣大無邊。毫芒有乾坤，

這麼微密的道理，完全透徹了解，毫芒如乾坤

一樣，道理雖然那麼的微密，在我們的智慧就

是「心包太虛，量周沙界」，任由我們的覺性

去體會。因為這樣，道理都在我們的心裡了，

所以「辯才樂說無礙」，道理怎麼說都會通，

要教化眾生都沒有困難。



感恩祝福

學佛心 承師志
積千善而成千福相好 累萬德而成萬德莊嚴

積累生生世世
度眾成佛資糧

慮詩 感恩恭敬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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