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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於六度中稱為第一，至誠持忍精進靜思惟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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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佛要有六度萬
行，般若於六度
中最為重要，諸
經諦理現前，悲
智同圓，登覺地



我們要很用心，修行就是要講究時時回歸自己的
本地風光。每天在生活，每天都是向著外面在緣
境，其實我們有很美的心地風光，我們應該要時
時回歸，反觀心地風光。般若，般若就是我們思
想中的精華，思想，這個「想」，是心緣外面的
相，將外面的相印在心上，印在心版上，離開了
這境界，這個相就不斷念念不忘在我們心版，這
叫做「想」。相在心中，就內心就一直去造作，
就如一畦田，農夫就要在田裡去播種，去耕田、
播種、插秧，然後這一畦田要如何做。



要看這農夫，勤勞的農夫，田中沒有雜草，播下
的養分都被粒粒種子，一株株的秧苗所吸收，所
以每一株秧苗成長抽穗，一穗一穗的稻種，稻穗
就不斷延生出來，一生無量，無量就是從這顆種
子所生出來的。這就如耕田的農夫，就是在這片
心田去耕耘造作，也就是靠這個農夫，他想要種
什麼東西，想去很殷勤耕作，自然他就會有好的
收成。道理是這樣，一切的造作無不都是從心緣
境，對外吸收來的就要用心造作，這都叫思想。
看得到的，想得到的，去做的，結果出來的，這
是思想。



其實，都是凡夫，為了生活，隨著時光，時間這
樣一直過，緣著四季，周而復始。一年四季，隨
著四季耕作，一年過之後又是再一年來。這是我
們人間與時間，利用空間造作，所為的是生活，
這就是一般的凡夫。而我們呢？「般若」、「六
度」，這是我們的心地風光，是我們的真如本性
，它沒有四季分別，它是曠劫以來，這真如永在
，生生世世，真如本性不生不滅，一直都是人人
本具。



所以「般若」就是智慧，智慧，在凡夫叫做思想
、見解，而在聖人是叫做智慧，完全是清淨無染
污的智慧。他能夠行於六度，六度就是已經發大
心、立大願，乘願力生生世世而來人間，入人群
，度眾生。這是智慧，是有目的來的，有因緣應
世而來的。所以這在「六度」中稱為第一，那就
是智慧。我們無始生世以來要很清楚，我們有與
生俱來，不生不滅，與佛同等，不增不減，與佛
平等，同樣有這個智慧，這種清淨無染的智慧，
人人本具，我們一定要很相信。



不過，我們就是這個智慧，一不小心，那就是一
念妄動生三細。所以，非常細膩，那貪心這樣一
動起來，所以一念之心起，就這樣在這境界為緣
長六粗。這所有的境界，世間所有一切一切人事
物，讓我們不斷在造作、複製，要怎麼辦呢？聽
佛法，唯佛法是我們的來時路，我們如何來，就
如何回歸。就如貧窮子，他從哪一家庭出去，就
要回歸回哪一個家庭，原來是長者的親生子。



與這樣的道理相同，與佛同等的智慧。佛陀他是
先知先覺，已經早就知道了，早就已經覺悟了，
他憐憫眾生在四生六道中輪轉不斷。希望能夠不
斷來人間，生生世世來度化。用很長久的時間，
這輩子與你結個緣，來世再有緣，緣就更深，再
來世，這緣就已經很厚了，再來世，就有不解之
緣，不離開的緣，再來生，生生世世。





所以，一番的靜思惟，恍然大悟，天地宇宙萬物
回歸於一念真如本性，那就是真諦，那就是真理
。這個真諦就是回歸於虛空法界，虛空法界萬物
真理，心是完全與虛空法界宇宙合一。體會了真
空，徹悟了妙有，這就是般若。回歸回來，所有
的一切一切，回歸於真理，是清淨無染，無相無
體的真理。這就是佛的智慧，所有的真理，回歸
在他的本覺慧海。



這就是他要經過歷練，至誠，要用很誠懇的心，
要布施付出，入人群中去布施，行六度行。這最
誠意的心，天地人物共為一體，這種至誠、赤誠
的心，投入人群中。要投入人群中，就要持戒、
忍辱、精進，這樣回歸在靜思惟修。心常常靜寂
清澄，志玄虛漠，這種回歸靜寂清澄，虛空法界
，就是志玄虛漠。這種遼闊的境界，這就是要經
過這樣修來的。自然佛陀覺悟之後，開始入人群
講經說法。



「諸經諦理現前」，「經者，道也」，統理大眾，走
這條菩提覺道。身體力行，入人群，這就是慈悲。不
受人群污染，這就是清淨的智慧。所以「諸經」，所
有的經典，所經歷過的菩提覺道，覺有情的路這樣走
過來，悲智同圓，這樣就叫做大圓鏡智，這就是「般
若」。但是，要得到般若，清淨無染的智慧，你必定
要用至誠、無私的愛去付出，同時還要持戒、忍辱、
精進、禪定，才有辦法顯出了般若智慧來。這就要經
歷，體會經典的道理，所有的道理所現前出來的，無
不都是慈悲、智慧。這種慈悲、智慧在人間，我們也
做得到。



有一位吳東寶居士，他和這一
群志工菩薩，就是耕耘「貧童
供餐」。我們這些菩薩，慈濟
人、臺商，有志一同，帶動本
土志工，如何能為這社區的孩
子付出，現在所耕耘的有九個
社區在做供食與做環保的地點
，照顧那些弱勢的孩子，把家
長，志工，當地志工，帶去做
環保，來供應供食的來源。



法，就是要聽，過去佛陀是這樣的說法，法留在
現在，就是要讓我們在日常生活去用，人與人之
間要如何相處？要如何度眾生？度眾生有種種因
緣，種種方便法。看看，因緣，不就是有一些臺
灣人，為什麼跑得那麼遠，到半個地球的那一邊
去呢？在那個地方，膚色不同，語言不同，為什
麼在那個地方有辦法，對孩子，我們要照顧；對
大人，我們要度呢？用他們的力量去耕耘他們的
土地，供餐養他們的孩子，這就是法。乘這個法
，展現出這個成果出來，這是彼岸度，叫做「波
羅密多」，那就是「彼岸度，登覺地」。



這已經是讓我們看到的成果。若是在佛世，佛與
弟子，弟子體悟了佛法，身體力行，佛陀在世，
就為他們授記，和他們約定，大家很相信佛的預
言約定。預言，就是一種約定，你未來等等，未
來你能得到這樣的果報，大家很相信。儘管佛陀
為他們授記成佛時間很長，但是他們也很相信，
所以這段〈授記品〉我們也要很相信。前面的文
，我們不只是相信，我們還要很用心。雖然經文
是不斷地反覆，卻是我們也要很用心去體會，這
是很重要，事關我們學佛最重要的，學佛就是要
成佛，所以要用心來體會。

















還要「精進」，清理完這個家庭後，之後有人再
提報，同樣的再去。這種不斷地精進，堪得忍耐
的體力去付出，這都是要有一片清淨的心，下定
決心。所以說在清理外面的境界，就如在斷我們
自己心念的惡，或者是心念的煩惱。不只是不受
污染，反而是在清掃我們的心。這種用愛在人群
中，藉境修心，所以，「遍斷一切惡」。「遍修
淨行」，遍修一切淨行。



「無處不周」，不論什麼地方都是這樣，臺灣是
這樣做，看，非洲也是這樣做。全球的慈濟人都
是同樣這樣在付出，所以「無處不周」。這是我
們的現在。未來，目犍連尊者，他在二千多年前
，佛陀授記，相信現在也是在人間，目犍連尊者
。說不定剛剛說的非洲，其中也有一位目犍連尊
者，運用他的神通，從臺灣到那個地方，去到那
個地方，最苦難的地方，要去為他們播愛的種子
。讓那塊土地，雜草叢生的校園，變成很肥沃的
，能種菜的菜園或者是稻田，種稻的地方，也說
不定。



所以，還是要生生世世不斷，到未來所成就的地方。
所以，必定要「遍斷諸惡，遍修淨行，無處不周」。
要來來回回，不斷不斷這樣周遍，不斷去付出，自然
就是化污穢為淨土，這就是菩薩的心願。「見者歡喜
」，眾生所看見的，無不是歡喜的地方。
總而言之，愛的力量能不斷不斷付出，付出，我們的
心也很歡喜，外面的境界再如何的惡濁，你用心去淨
化；眾生再如何的貧困，只要你用心打開他富有人人
本具的佛性，他也能發揮很大的力量，就地取材，就
地弘法，這就是人間菩薩。所以佛陀在授記，他希望
我們人人都是在佛的道場被授記的人。所以只要我們
時時多用心。



感恩您

發願做一個 發光體
螢火蟲的螢光
黑暗中的星光
生活中的微光

你不經意的 一言一行
都會對世界 產生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