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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位即將遠離的父母

你最不放心的是什麼？

想交代子女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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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重點



壹、前言



2014年第一梯--法繹志工共修《佛遺教經》
0725 ~0727日 於花蓮-靜思精舍



北區團隊

北區(一)三重團隊



佛陀擔心眾生無法直接、深刻地體會他
四十九年中所說的教法，所以在臨入滅
時，再次為眾生解說，這是佛陀最後的
教法(遺囑)，因此又稱為《佛遺教經》。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前言

本經為何稱為《佛遺教經》



➢ 佛陀示現人間是為了教育眾生，希望
眾生和他一樣能達到成佛的境界。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前言

佛陀示現人間的目的

➢ 所以他親證佛果之後，苦口婆心地說
法四十九年，最後將入涅槃之時，還
再三教誡弟子要端正心念，勤修戒定
慧，息滅貪瞋癡。



上人講述《佛遺教經》二次。
一九八六年一月， 上人於慈濟委員聯誼會第一
次開示《佛遺教經》，激勵眾人致力佛法生活化
、菩薩人間化，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
這場開示到一九八八年七月止，歷時兩年半。
第二次編纂，以所能蒐羅的錄音帶為依據，依據
經文脈絡，編纂輯成二十一章。
上人說：「這部經不僅是出家人要聽，即使在家
人也應該來受持。」



《佛遺教經》是佛陀給弟子的「遺囑」。

上人給弟子的呢？



➢ 有人問上人：「法師！你的身體這
麼不好，應該立一份遺囑。」

《慈濟年鑑》（1997)

上人的遺囑

➢ 上人：「我每天都在寫遺囑。我是
在日常生活中，將每一分、每一秒
的生命功能交代得很好，所以沒有
其他的遺囑好寫。」



貳、經序



釋迦牟尼佛，初轉法輪，度阿若憍陳
如。最後說法，度須跋陀羅。所應度
者，皆已度訖。於娑羅雙樹間，將入
涅槃。是時中夜，寂然無聲，為諸弟
子略說法要。

經文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P.2



三轉法輪，說四諦法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P.14

佛陀成道之後，說法四十
九年，始自鹿野苑「三轉
法輪」。
因為各人根機不同，同樣
的四諦法說了三遍，才讓
他們五位完全體悟。

圖片擷取網路



初轉法輪 度阿若憍陳如

➢ 第一次領悟的是阿若憍陳如，其他四位
仍未完全了解。

➢ 第二次領悟的是摩訶男，另外三位還是
不太了解。

➢ 佛陀又再一次解說，第三次終於他們都
明白了！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P.15



如何「滅」苦？

➢ 苦(果)----人生是苦

➢ 集(因)-----集人我是非、貪瞋癡慢疑。

➢ 如何「滅」(果)苦？

下功夫修「道」(因)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P.15~16



最後說法度須跋陀羅

➢ 須跋陀羅原本是外道教徒，
他住在尸那城，已經高齡
一百二十歲；一百二十年
的歲月確實很長，在此之
前，他完全接受印度外道
的教育而修行。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P.21

➢ 迷惑於人生生死---苦惱矛盾



須跋陀羅不能立即接受
佛法的因緣是什麼呢？

➢ 因為業力的障礙

➢ 因為疑心與我慢的心態在作
崇。

➢ 但因「我慢」，讓他無法對
佛法產生信心，無法放下原
先的外道信仰來接受佛教。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P.21~22



最後說法─八正道

➢ 真正要修的道有八種方法，即八正道：
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
精進、正念、正定。

➢ 三藏十二部經也是由四諦、十二因緣所
衍生的，真正實行的方法則是八正道。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P.22~23



➢ 佛陀應身來人間，化度眾生的緣將盡了，這個時
候背痛就是在警惕，佛在世間的時間不長了。所
以「佛之應化身，有機可度」，有機緣時，他就
來人間度眾生，出世、住世，這是有因緣時。

《靜思法髓妙蓮華-窮子喻【參】》P.85

➢ 如今「所應度者皆已度訖」，所應度的、有緣
的，差不多都度盡了。「未度者已作得度因緣
」，若是無緣的，至少佛陀走過這一回人間路
，也結好來生能夠度他的緣，相約在來生。

所應度者 皆已度訖



娑羅雙樹

➢ 佛入滅的地方

➢ 娑羅是樹名，是堅固的意思。

➢ 佛陀選擇娑羅樹為入滅的地點因為它
有「表四德，破於八倒」的意思。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P.31~32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P.32~33

佛
四
德

常德

樂德

我德

淨德

恆久不變

涅槃之體
寂滅永安

「我」即指
清淨本性

淨即清淨

佛陀能具備四德，
也是經過長久時間
的身心修養，不只
是一輩子的修養歷
練，而是累積了無
數生的功德，才顯
發他的本性。

靜思妙蓮華 –遵佛遺教(阿難四問).wmv


凡
夫
四
倒

無常執為常

不樂執為樂

非我執為我

不淨執為淨

凡夫執著於世間「是
常、是樂、是我、是
淨」，欲心就永無止
境而容易造罪業。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P.63

靜思妙蓮華 –遵佛遺教(阿難四問).wmv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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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倒

非常

非樂

非我

非淨

修習二乘者的「四倒」則
是執著「非常、非樂、非
我、非淨」，了知世間沒
有一樣事物是恆常的，將
一切執著為「空」，因此
他們沒有心欲，只求了脫
生死，無法了解佛陀的四
德。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P.59

靜思妙蓮華 –遵佛遺教(阿難四問).wmv


將入涅槃

➢ 即將捨掉無常的身體，但他所證悟的
是常寂光的境界，所以稱為「入涅槃」

➢ 也就是捨離世間的一切人我是非及生
老病死諸苦，達到安詳的境界。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P.65



是時中夜

➢ 佛陀入滅時刻為什麼不是早晨，不是
中午，卻在中夜？這當然有特別的意
涵，也表示「中道」。

➢ 入夜之後，經過一段時間就是黎明，
以此表示凡夫在迷茫之間，若能接觸
佛法，就能反黒為白，去除迷茫、迎
向光明。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P.66~67



參、本經要點



佛陀將滅度前，躺在兩樹間的大
石頭上，弟子都圍繞在他的身邊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P.275



阿難將近三十年的時
間都是在佛的身邊，
所以看到佛陀將要入
滅了，只有他一個人
很激動，無法控制，
跑到樹下放聲哭了。

摘自靜思妙蓮華–遵佛遺教



摘自靜思妙蓮華–遵佛遺教

阿那律說:「阿難，現在
不是哭泣的時候、佛陀即
將入涅槃、你應該趕緊回
去請問佛陀，要如何延續
佛陀的慧命？要如何統理
僧團？如何弘揚佛法？，
取信於後世之人？這些是
重要的事情。」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 P.276



阿難四問
1、佛入滅以後，佛所說的教法，將來流傳

世間，要用什麼方法證明，這是佛所說

的法？

阿難結集每部經典的開頭，皆有「如是我

聞」四字，做為「經頭序」。

《無量義經講述》P.54~56



如
是
我
聞

息諍論

異外道

遵佛遺教 遵從佛臨終的交代

要與外道區別

為了使大家意見統一，
知道這部經是佛陀所說，
不是別人偽造的，也不
是阿難自己說的。

《無量義經講述》P.52



2、佛滅度以後，大眾應以何為師？

「以戒為師」

3、若有比丘難調伏，要怎麼辦？

以慈悲，多勸他。

若是教不來，就放棄、隨他去。

只能默擯

《無量義經講述》P.56~57



4、佛滅度之後，要依什麼而住？

以四念處為住

《無量義經講述》P.57

四
念
處

觀身不淨

觀受是苦

觀心無常

觀法無我

靜思妙蓮華 –遵佛遺教(阿難四問).wmv


於此眾中，所作未辦者，見佛滅度，
當有悲感。若有初入法者，聞佛所說
，即皆得度；譬如夜見電光，即得見
道。若所作已辦，已度苦海者，但作
是念，世尊滅度，一何疾哉。

經文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P.274



佛陀弟子的三種心態

一、所作未辦

二、斷除依賴猛覺醒

三、所作已辦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P.275~280



一、所作未辦

➢ 平時說得很輕鬆，一旦事情臨頭，
仍然悲哀痛苦，滿心煩惱無法解脫。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P.275 277

➢ 雖已發心修行，卻尚未證悟佛陀所說
的教法，他們雖然有心修行，卻不能
真正把握時間，體會佛陀的本懷，看
到佛陀臨終才感到後悔，滿心悲戚。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P.276~277

➢ 唯有看清生滅無常之理，才能夠解脫。

➢ 以智慧之劍斬斷煩惱，該斷時不藕斷絲
連，就能彼此解脫了。

如何解脫親情難捨的痛苦？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 P.276

➢ 修行就是要修得「來去自在」，連親

情都要看得很透徹。

➢ 緣聚時，大家相處在一起，互相鼓勵，
彼此敬愛；緣散時，也要灑脫自在地去。

修行要修得如何？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 P.277~278

二、斷除依賴猛覺醒
➢ 入佛門後，能接受佛陀的教導，用心體會

人間事相，雖然還有一些疑惑，但是一見
到佛將入滅，能夠猛然覺悟人生無常。

➢ 等到佛將入滅時，他們便覺醒而自立起來，
對佛陀最後的交代深有所悟。好像晚上忽
然看見一道電光，點亮了他心中的慧燈。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 P.277，279

三、所作已辦

➢ 對佛將滅度沒有表示特殊的悲哀，但對
佛臨終時的諄諄叮嚀珍惜敬重，願意拳
拳服膺。

➢ 佛陀的教育，我們要能體悟了解，解而
後實證，如此才能稱為「所作已辦」。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 P.285

該度的人都已度，天堂人間的人都已得

到利益。

應可度者 若天上人間 皆悉已度

還未受教得度的人及與佛尚未有緣的人，

現在也已為他們撒下種子。

其未度者 皆亦已作得度因緣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 P.281

慈濟有周全的計畫，上人希望在這短
短的人生歷程，將整個慈濟志業的計
畫全部完成，如此才能達到「所作已

辦」。



慈濟的志業目標為何？

慈濟志
業目標

慈善國際化 醫療普遍化

教育完全化人文深度化



佛
遺
教
經
要
點

1.持戒
2.制心
3.節食
4.戒睡眠
5.戒瞋恚
6.戒憍慢
7.戒諂曲

9.知足
8.少欲

10.遠離

11.精進
12.不忘念
13.禪定
14.智慧
15.不戲論
16.自勉
17.決疑

19.法身常住
18.眾生得度

20.勤求正道



精進

智慧

禪定

持戒 戒睡眠、戒瞋恚、
戒憍慢、戒諂曲

制心、節食、少欲、知足
、遠離、不忘念、不戲論

決疑、眾生得度、
法身常住

自勉、勤求正道

三
無
漏
學



為何要學？ 學到什麼？

修行必須修得心有定力，要有這分定力則要
靠「持戒」， 若能好好持戒遵守規矩戒律就
能讓自己身心清淨。

度煩惱障
度無善根障
康莊菩提道

慧命增長

五戒 十戒 比丘二百五十戒
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

做人規矩
防非止惡
戒為制度

持戒

《佛遺教經─
證嚴上人講述》
P.80~85

(衲履足跡) 20110709 持戒攝心 長養善根.wmv
悲智印記第166集大藏經-1.wmv
悲智印記第166集大藏經-2.wmv


戒

定

慧
正 念

正精進

正 命

正 定

八
正
道

正 語

正 業

正思惟

正 見

三
無
漏
學

八
正
道
與
三
無
漏
學

成佛之道（增註本）－正勤遍策發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60

三
無
漏
學

慧

定

戒 守戒能防非止惡，不對的事要很
清楚，不要去犯；不該做的若做
了就是犯戒，犯戒就造業。

守戒之後，心要定，若知道人生
的方向正確，心就能定下來，不
會受周圍環境影響。

心能定，很清楚道理；道理清楚，
就有智慧。戒定慧具足於心，沒
有漏失，這就是「無漏」。



肆、佛陀最後之所教誨



汝等比丘，常當一心，勤求出道，
一切世間動不動法，皆是敗壞不安
之相。汝等且止，勿得復語，時將
欲過，我欲滅度，是我最後之所教
誨。

經文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P.298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 P.299~300

➢ 學佛是將迷茫的凡夫心轉為佛心。

➢ 人命無常，我們既然已選擇一條正路，
就必須一心向前邁進。

常當一心 勤求出道

➢ 若能時時一心一志地精進，就能超越凡
夫的境界，達到聖人的境域。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 P.303

➢ 《佛遺教經》每段經文對我們而言都
是很深刻的教誨，希望大家都能依照佛
陀的遺教好好地修持。

➢ 聖者佛陀最後一口氣仍是殷切叮嚀我們
研究《佛遺教經》，怎能不自我警惕、
不依教奉行呢?

佛陀最後之所教誨



佛陀最後的叮嚀與交代

人間菩提20140810 0727~0927

佛陀最後的叮嚀與交代人間菩提20140810 0727~0927.mp4


伍、聞思修



《法華七喻 – 髻珠喻》P.83

由修持戒定慧

能斷三界生死因緣之苦果

持戒定慧名無漏因即道諦

能斷三界生死苦

證真空涅槃寂滅之樂

是真空無漏果即滅諦

上人手札



上人擔心弟子

心靈有無淨化

習氣有無改善

慧命有無增長

緣盡法散無法度



人群中調伏性地
增長慧命

人間菩提—20140704 把生命轉為慧命 0258~0538 

人群中調伏性地 增長慧命 人間菩提—20140704 0258~0538 .mp4
人群中調伏性地 增長慧命 人間菩提—20140704 0258~0538 .mp4


人間菩提-20140704把生命轉為慧命

➢ 就是性難調。大家的脾氣、那個「性
地」；我們的習性和心地，就是很難調的！

➢ 若沒有經過眾生來歷鍊我們，我們絕對不
會成佛！

➢ 入人群中，不受人群聲色、習氣，污染我
們，這是真的修行。

➢ 希望弟子的生命，都要增長慧命。

上人最擔心的困難為何？





生命轉為慧命

人間菩提—20140704 把生命轉為慧命 0918~1131 

生命轉為慧命 人間菩提—20140704把生命轉為慧命0918~1131 .mp4


人間菩提-20140704把生命轉為慧命

➢ 四諦法

➢ 因緣果報法

➢ 六度萬行 走入人群 行菩薩道

慧命如何成長？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化城喻》P.248~251

苦

業惑

寂滅

三學、八正道、六度

世間因果

出世間因果

苦(果)

集(因)

滅(果)

道(因)



前世 今生 來世

無明
行

識、名色、六入、觸
受、愛、取、有

生
老死

三世因緣果報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來世果 今生作者是



六
度

智慧

禪定

精進

忍辱

持戒

布施 歡喜付出 去除慳貪

遵守規矩 去除惡業

忍受侮辱 不生瞋心

力行善法 去除懈怠

心無雜念 去除散亂

斷除煩惱 通達真理



《佛遺教經講述》 P.793

➢ 我們要多體會佛陀的本懷，佛陀的心懷
是大慈悲，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慈濟道
業也難遇！

➢ 將凡夫心轉换為佛心，而且要一心無二
志，勤求出道：好好走菩薩的道路，才是
今生此世，最好的一條大道！

佛陀的教法 人間菩薩道



慈濟宗門已立，大家要「合心、
和氣、互愛、協力」勤做好事。

懂道理 法入心
緣續法住有法度

衲履足跡2010年秋之卷P230~233

佛心 大慈悲心
師志 行菩薩道

真實之路 P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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