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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持品第十三

爾時藥王菩薩摩訶薩。及大樂

說菩薩摩訶薩。與二萬菩薩眷

屬俱。皆於佛前作是誓言。惟

願世尊不以為慮。我等於佛滅

後。當奉持讀誦說此經典。



後惡世眾生。善根轉少。多增上

慢。貪利供養。增不善根。遠離

解脫。雖難可教化。我等當起大

忍力。讀誦此經。持說書寫。種

種供養。不惜身命。爾時眾中五

百阿羅漢得受記者白佛言。世尊。

我等亦自誓願。



於異國土廣說此經。復有學無學

八千人得受記者。從座而起。合

掌向佛。作是誓言。世尊。我等

亦當於他國土廣說此經。所以者

何。是娑婆國中人多弊惡。懷增

上慢。功德淺薄。瞋濁諂曲。心

不實故。



佛陀為弟子授記

盼望

弟子能將法流傳人間

人人

得度了 發願了

要到其他國土去度化眾生



人的心理

都是

懼怕辛苦 懼怕險惡

都想要去較安全的地方

古今都一樣

修行者也是這樣



唯有真心弘願，有大智、

大仁、大勇，以慧啟慈，

以慈運悲的心胸，已經準

備好，就是要到人間來。



佛法說「三世」，「三世」

是過去有無量的過去，現

在有無量的未來，所以生

生世世不斷「於後惡世，

護持讀說是法華經」。



上人手札

新得記畏娑婆多諸患難

自謂未修忍行力所不堪

諸菩薩自謂得無生法忍

故能忍諸難事自發弘誓



資深菩薩信心滿滿，所以

願意發願。在娑婆世界要

堪得忍耐，「忍」，有

「生忍」、「無生忍」是

修行的功夫。



「忍」，面對大自然，要

經得起大自然考驗；面對

人群，也要經得起人群的

考驗等等，這全都是要忍。



尤其是法、真理，到這個

違背真理的人群，要怎麼

樣去面對才能安然度過？

若沒有忍而耐之，實在是

很不簡單。



「發心容易，恆心難。」

恆心要如何維持下去？

一定要「生忍」、「無生

忍」，要堪得忍，耐得忍，

這才是真功夫。



文殊菩薩：「雖然這些菩薩

信心滿滿，但是要不斷廣度

眾生，一定要有方法，未來

在惡世間，應如何持經，如

何面對？」



新發意菩薩發心了，也可以

幫助他們發願在娑婆；資深

菩薩有心、願忍，但是如何

讓他們能「耐」？



安樂行品第十四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訶

薩白佛言。世尊。是諸菩薩。

甚為難有。敬順佛故。發大誓

願。於後惡世。護持讀說是法

華經。世尊。菩薩摩訶薩。於

後惡世。云何能說是經。



文殊菩薩問出重點。這些

菩薩既然發心，在未來的

生生世世如何「護持讀說

是法華經」。



佛告文殊師利。若菩薩摩訶薩。

於後惡世欲說是經。當安住四法。



四法

身安樂行

口安樂行

意安樂行

誓願安樂行



上人手札

弘誓著如來衣則法身安

入如來室則是解脫心樂

坐如來座則悟法空行進

持經滋潤慧命名安樂行



「入如來室」

「則是解脫心樂」

心

不離開真如本性

佛

心不會受搖動



「持經滋潤慧命名安樂行」
菩薩有這個經在心裡，所
以來去自如，精進、不害
怕，這是我們要很用心去
體會的。



當安住四法。一者安住菩薩行處。

及親近處。能為眾生。演說是經。

文殊師利。云何名菩薩摩訶薩行處。

若菩薩摩訶薩住忍辱地。柔和善順

而不卒暴。心亦不驚。又復於法無

所行。而觀諸法如實相。亦不行。

不分別。是名菩薩摩訶薩行處。



四法之一：

教行處及親近處，名身安

樂行處。

四法之二：

誡口過，令善說法，名口

安樂行處。



四法之三：

淨心業，離貪瞋癡，名意

安樂行處。

四法之四：

起慈悲，誓度一切，名願

安樂行處。



四法者即四行

正身行

正語行

意離諸惡自利行

心修諸善利他行

四行法



四法之一：「教行處，及

親近處，名身安樂行處」。

教導眾生，要做不請之師，

歡喜說法來教化，用真實

的道理，去入人群教化眾

生，主動去親近。



「教行處」,也是「身安樂
行處」。慈濟在國際間，

開始的時候，有人就說：

「佛教要來傳教。」慈濟

不是傳教，我們是去和合，

同樣的道理。



四法之二：誡口過，令善
說法，名口安樂行處。
說話要很用心，要說真實
語，要柔和不要惡口、兩
舌。和別人的約定，該做
就要做，一定要做到，這
就是誠實語。



「戒」，要戒口過，有和別

人說就要做。「令善說法」，

言之有信，要親近他，要為

他說法，他絕對是相信，所

以叫做「口安樂行處」。



四法之三：淨心業，離貪

瞋癡，名意安樂行處。

顧好心，「離貪瞋癡」，

所做一切都是無所求的付

出。很輕安、很自在，歡

喜感恩叫做「意安樂處」。



四法之四：起慈悲，名誓

度一切，願安樂行處。

時時好好起慈悲心，才能

夠發弘誓願，度一切眾生，

「誠正信實」入人群去，

這叫做「願安樂行處」。



安住菩薩行處親近處

ㄧ、「安住菩薩行處」，

菩薩行，我們既發心，要

好好穩定我們的心志。功

夫若還沒很堅固，我們還

是親近善友，遠離惡友。



二、復次菩薩摩訶薩，觀

一切法空等，即第二親近

處。要親近法，不可去感

染到前面所說的，不如法

的塵境。



住忍辱地故身安樂

不卒暴故得心安樂

觀諸法實相

故行精進

得身心輕安

名安樂行



卒暴

？



「凡非其人」，是令遠離。

凡是不應該親近的人，我

們就要遠離，所以不是我

們的目標，就不要一直親

近，要不然會糾纏不休。



若是抱著好意，要來了解，

我們就要接引他，不過不

可勉強。隨宜說法，若是

無法接受，只是來問難，

就不要再和他牽絆下去。



隨宜說法，不用勉強

「感恩、尊重、愛」，常常

抱著這個心情，既不排斥人，

只是自我預防，不要去染著。

還是要感恩有這樣的理論，

才能夠了解，應該要堅持的

是什麼法。



六根為因，六塵為緣，慎

防；如眼根對於色塵時，

慎戒；識即隨生，餘根亦

然，是名因緣，慎思！



修「四安樂行」，不要去

染著煩惱，我們的心自然

輕安，自然沒有煩惱；沒

煩惱的心，叫做「安樂」。



一切的心念與外面的境界，

要用心區別清楚，若有什

麼樣逆的境界來，也是幫

助我們修行的力量，所以

要感恩。要用真誠的愛去

愛他，不要有怨等等。



所以，我們要懂得：該親近

的、不該親近的，是非要分

清楚。大時代，需明大是非！

法在心裡，心外無法可求，

最好、最近、最貼切的，就

是我們的一念心。



大菩薩立弘誓願，以大慈

悲的心著如來衣；法身安

全，不會受娑婆世界的險

惡影響道心，慧命不會受

損害，所以「法身安」。



入人群，人群中這麼多的

煩惱，苦的真諦就是在這

裡面，視假為真，把真當

做假，這就是眾生顛倒。



心要從道理先透徹、了解，

然後如理身體力行，用典

範來調教，這樣去教導他

人就叫做「觀行」。



「能說是經」，必能行，

要先能身體力行，「能行」

「能證」，「而後始可為

人說」，自己走到、做到，

才有辦法去向別人說。



法，有也好，沒有也好；

若是物質，就追逐，以為

世間的物質是永恆的，所

以顛倒了，這就是世間的

眾生。



慈濟人進入監獄，用種種

道理啟發受刑人，也送很

多書進去；用大仁、大勇，

化導不同的人生，讓他們

了解人的價值。



一念心
一念心 是一顆種子

一念心 是菩薩的心
師父引入門 門中好修心

心要定 心要定 不要因人亂了心
一念心 是一顆種子
一念心 是菩薩的心

繫緣修心 藉事鍊心 隨處養心
唯有一心 一心不亂

才能明心又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