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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舍利弗！是長者作是思惟：「我身手有力，

當以衣裓、若以机案，從舍出之。」

復更思惟：「是舍唯有一門，而復狹小。

諸子幼稚，未有所識，

戀著戲處，或當墮落，為火所燒。

我當為說怖畏之事，

此舍已燒，宜時疾出，

無令為火之所燒害。」



第五章 思惟救子

一、二德度眾 身手有力
二、如來圓覺 智度小機
三、五欲苦本 大乘解脫
四、諸子迷思 怖畏告急
五、大火宅燒 思惟救子



眾生為癡礙故不安

因無明風動故不隱

見思惑障門不能出

業識深藏故由心造



290

⚫因為無明造作了種種的業，使得心無法
安定，這就是人生。



290

⚫見思惑是一道障礙，我們的心門就是受
見思惑所障礙。

☞見惑：身見、邊見、見取見、

戒禁取見、邪見 (五利使)

思惑：貪、瞋、癡、慢、疑 (五鈍使)



296

⚫在人間樂著嬉戲，以為世間永遠都不變
，不知道無常就在身邊。



四大不調



298

⚫雖然險境處處，卻是人人還沉迷其中，
不懂得要趕緊脫離；要脫離險境就要覺
醒，才有辦法下決心脫離。



300

⚫「斷德」是斷盡一切煩惱之德行。……
「智德」就是照了真理，能體會一切真
理，心境就是在覺悟、寂靜的境界，那
就是菩提道。



第五章 思惟救子

一、二德度眾 身手有力
二、如來圓覺 智度小機
三、五欲苦本 大乘解脫
四、諸子迷思 怖畏告急
五、大火宅燒 思惟救子



如來圓覺大智慧

具足慈悲真諦理

頑童愚蒙燃火種

四面火起不驚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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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已是智慧圓滿，三覺具足——自覺
、覺他、覺行圓滿。



310

⚫佛陀來人間開示眾生，但願眾生要懂得
悟入；懂得接受，才能覺悟體會，法才
能入心。

☞馬來西亞誠益聽法入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f9Xinln9T0


310

⚫「身」就是慈悲，「手」就是智慧；身
能護念眾生，雙手能拔苦，悲智就是「
身手有力」。



311

⚫上根大器的人，聞法就能接受、瞭解。
佛陀擔心的是中、下根機的人，雖然有
聽法，卻沒辦法真心入法，無法時時法
入行中。

☞小牛入法



314

⚫煩惱比法還大，當然法就無法入心。煩
惱若大，心門就小，所以不要讓煩惱阻
礙心門，才能將法接納進來。



第五章 思惟救子

一、二德度眾 身手有力
二、如來圓覺 智度小機
三、五欲苦本 大乘解脫
四、諸子迷思 怖畏告急
五、大火宅燒 思惟救子



觀身不淨無樂

受心是苦無常

執我戀著墮落

正思惟法明鑑



316

⚫日常的生活中，要好好觀察我們的身。
……身體裡面到底有什麼是值得我們這
樣珍惜、寶貴的呢？

☞每天花多少力氣、時間，滋養色身？洗
澡、刷牙、吃飯、睡覺……

又花多少時間滋養慧命？



317

⚫大家彼此相爭，不就是因為有這個身體
才會去爭、去取，若沒有這個身體，如
何來爭？……就是因為有了這個身體，
才有了「我」，才有了「愛」，就會去
造作很多事。



318

⚫這個身是載道器，我們可以利用這個身
體好好來修行、精進、求法。法若入心
，可以入人群中行善、造福、結福緣。



318

⚫我們可以行菩薩道，就是因為有這個身
，所以要好好疼惜，好好整理好我們的
身體，讓它每天都是載道器。



318

⚫釋迦牟尼佛將每一世父母給他的身體都
用在修行。



322

⚫我們必定要學佛，學得讓我們的身體能
包容一切、能為人群付出，行菩薩道，
成長慧命。



328

⚫眾生不知道五欲是苦之本，不知五欲之
外還有清淨的自心性，也不知道是什麼
覆障我們的本心？

☞財、色、名、食、睡，如何覆蓋清淨心
？多睡、多吃，有什麼惡業？



329

⚫有的人瞭解之後，沒有開心門來入法；
有的人聽歸聽，但是無法身體力行，還
是我行我素享五欲，這就是愚昧。



第五章 思惟救子

一、二德度眾 身手有力
二、如來圓覺 智度小機
三、五欲苦本 大乘解脫
四、諸子迷思 怖畏告急
五、大火宅燒 思惟救子



一念悲心大豪宅

如父視子法髓親

不忍子住火宅中

諸子迷思不求出

慈父救子急思惟

權巧妙法善呵護



330

⚫三界譬喻一座大宅，涵蓋了所有住在裡
面的諸子、眷屬；一念悲心涵蓋全部，
無人不念、無人不住，就像佛的心，對
所有眾生都是慈悲護念。



334

⚫佛陀就如慈父……看到孩子有病，就會
不忍心。有的孩子是心理的病，有的孩
子是生理的病。



335

⚫種種的心態脫軌，有的是無知，有的是
故意，有的是偏邪等等，像這樣都是在
玩火一樣。



337

⚫要趕緊思惟、想辦法；這個法對你沒用
，就要想其他的方法來度你，這就是佛
心、大慈悲心。

☞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



337

⚫「有啊，我有聽法」，但是在生活中，
法都忘光光了，人與人之間互相對立，
彼此不懂得要合和互協——以戒為制度
，以愛為管理。



337

⚫人人共同為一件事情，用心和合處理，
就是戒——戒自己，不是戒別人。



339

⚫人生苦短、人世無常，在短暫的生命中
要求得無量的智慧，到底有多少時間，
可以找回我們清淨的心呢？



339

⚫有因緣接觸佛法，每天聽了法，要趕緊
自我反省，及時改過，錯誤的習氣要趕
緊去除。

☞找法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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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自己，不要只管別人，我們要去愛護
別人，不是管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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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自愛的人，才是真正愛他人的人。
懂得愛他人的人，才是真真正正自愛的
人。



第五章 思惟救子

一、二德度眾 身手有力
二、如來圓覺 智度小機
三、五欲苦本 大乘解脫
四、諸子迷思 怖畏告急
五、大火宅燒 思惟救子



悲智運用一大事

為眾生苦如悲父

見子稚劣惹禍端

惟正信念弭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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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信念，就是人間的生活看得開，出世
的佛法用心受持，才真正能向前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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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聽啊聽，知道佛法是這麼好，但自
己的內心不感動，沒有想要去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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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意放下世間的欲念，接受佛陀的真
理，這就是我們凡夫之所以在三界裡面
，如在大火宅裡，受五欲牽纏。



353

⚫這個時候若還不趕緊接受佛法，離開煩
惱火宅，還在那裡玩，不想離開，實在
讓人很擔心、很怖畏。大覺者為了迷茫
的眾生而受驚、怖畏，想一想，我們是
不是要及時把握，接受佛法、依教奉行
呢？自救、救他，才能天下平安，這一
定要從我們每一個人做起。



感 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