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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喜是美德

要培養出隨喜這念心

隨喜

心才會開闊





達賴喇嘛

經由你這種偉大的事業，

值得我們非常感恩，是我

們的模範。



證嚴法師

謝謝達賴喇嘛的鼓勵。只

要我們的方向，達賴喇嘛

認為是正確的，我們會更

努力。



達賴喇嘛

師父，以及在場的同仁，

還有所有的籌備單位等，

我現在看到慈濟如此偉大

的事業，感到非常隨喜。



證嚴法師
感恩！我們很榮幸，也非常

感恩達賴喇嘛來台灣，為台

灣人的安詳祝福。台灣的慈

濟已經三十五年了，向達賴

喇嘛報告，請達賴喇嘛放心，

台灣的佛教徒都很發心。



法師功德品

法師是修清淨法，以法為

師，也依法教人為人師，

所以叫做法師。

要成為法師，一定要精勤；

精而不雜，勤而沒有懈怠。



要常常保持精勤，除了讀

誦之外，平時是身體力行。

「經者，道也；道者，路

也」，起步動足無不都是，

如是經所教育。



經文

「爾時佛告常精進菩薩摩訶薩：

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法

華經，若讀、若誦、若解說、

若書寫。」



「是人當得八百眼功德、千二

百耳功德、八百鼻功德、千二

百舌功德、八百身功德、千二

百意功德，以是功德，莊嚴六

根，皆令清淨。」



功德

內能自謙謂之功

外能禮讓謂之德

修心利群謂之功

持行有成謂之德

有所得才會有德



功就是功能；德者，得也。

功德：即由功行所發生之

果德。

什麼叫做功德？不是執著

功德，要注意。說到，做

得到，才是真正的功德。



六根要如何應用

「若論互用之妙，則一根

兼作諸根之用，一識能緣

感一切識境，六根各個圓

滿六千功德。」三分言功，

一分無德，意就是默容。



這個地方開始要

教我們如何入佛門

看起來最簡單的

就是最深的



「把握當下」，功能要好

好利用。功德也要利用得

好，若沒有利用好，功德

的反面就是惡，所以要好

好利用。



對法生起了歡喜心

依教奉行

發心立願

自己好好修行

成就他人



三皈依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皈依僧

要懂得統理大眾

如何統理

就是將心會合

佛法的方向

正確向前走



彼此若有障礙

已經分心出去了

分心就會彼此障礙

所以大家要很謹慎



能配合別人是「真功夫」

能帶動別人是「真智慧」

靜思語



上人手札

根塵識隨境有染著

是名為濁穢無善德

今持經教者明根塵

悉除諸染獲淨功德



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

色、聲、香、味、觸、法
六塵

眼識、耳識、鼻識、舌識、

身識、意識

六識



隨心意欲

六根對著六塵

就會隨著染著

是名為濁穢無善德



修行，是為了要去除無明。

根與塵會合，起心動念成

了無明，就有染著。

凡夫從塵境惹來的無明煩

惱，叫做濁穢。



濁穢沒有善德 叫做「漏」

「漏」就是漏掉了

清淨的智慧

隨著濁氣 煩惱流失掉

煩惱一層一層遮蓋

智慧一分一分消失

所以叫做「無德」



四念處

念是能觀之智慧

處是所觀之處境

善護六根

正念思惟



濁穢就沒有善德了，叫做

漏。漏就是漏掉了。

清淨的本性，讓煩惱一層

一層遮蓋，智慧就一分一

分的消失，所以叫做無德。



「今持經教者明根塵」

持經

好好受持

才能夠教別人去受持

根塵 要很了解

方向要清楚



「悉除諸染獲淨功德」

染著去除

獲淨功德

德者 得也



修行在六根塵是很重要

根對塵境

心要保持好

要清楚

人間事物 方向

都在我們的六根之中





持經，要很清楚，好好自

持、教人持，好好讀、誦、

書寫、講說，若能夠好好

保持著清淨，在六根之中，

就有功德，用心來體會。



「以是功德，莊嚴六根，
皆令清淨。」

付出才有所得，「得」就

是「德」。只要好好做事，

有所得則就有德，這叫做

「功德」。



以是功德 莊嚴六根 皆令清淨

人身具得六根具足

皆有無量功能德用

但以善惡

而分存藏識



「但以善惡而分存藏識」

所做的全都收納。善、惡

一定有分，一輩子不是行

善就是造惡，要不然就是

空過時日。空過時日，等

於負債，在人間有所負債。



空過時日

對天地有所虧欠

對父母有所虧欠

對眾生有所虧欠

生活 身體從父母來

生活上樣樣具足

是士農工商讓我們具足



食、衣、住、行的富足，

都是大家的努力付出，讓

我們來享受，我們竟然是

無所事事，空過時日！將

來也歸納在藏識之中，大

家要很用心體會。



善、惡全都存入藏識，

「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

身」。什麼是「藏識」？

藏識就是業識，善業、惡

業、無所事事、虧欠業都

在其中。藏識要藏什麼呢？



將來我們要帶去的，是什

麼東西？在〈壽量品〉佛

陀就這樣教導我們，佛陀

本身，無數劫以來，生生

世世，在人間都是在為人

付出，在用功、在行善。



生生世世不斷累積，歸入佛

性真如。因為沒有染著，就

沒有在業力之中，分分在第

九識中，歸入佛性，就是覺

性，就是真如。不斷自受持、

教人持，還要隨喜讚歎。



佛陀生生世世來人間，就

是這樣不斷增長覺性，清

淨真如本性。這就是修行

的功德，付出，就是有歸

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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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有染著，名為濁穢，

無善功德。」時日空過，

只是一直在污染，污染人

間，看到人間一切事物，

來擾亂我們的心，我們的

心動念就去造作，連環走。



「今持經者，於六塵境，悉

能遠離」。持經，要好好認

識六塵，不要去染到穢，不

該取不可取；心不該動不可

動。六根要顧守好，要清楚

去付出，自受持，這就是持

經所有的功德。



好好持經，依教奉行，自

修、教人修；勸他人修，

還要見聞隨喜，這都是在

培養善根，所以悉能遠離

染著。所造作無不都是自

修、利行。



污染的去除了，清淨的增

長，「故獲六千清淨功德，

以為莊嚴」。功德具足是

因為清淨，六根塵清淨。

不為惡而是為善，收納在

藏識中，尤其是清淨。



體解大道就要馬上發無上

心的功用，若能夠這樣，

才有辦法徹底「深入經藏」

心不受污染，用很清淨的

心，入經藏之中，這就是

專心一志很用功。



用功，不是只有讀誦的深

入而已，是開道、鋪路。

鋪好平坦路利益他人，走

上這一條道路。開人心的

道、鋪人心的路，讓人付

出無所求且認真歡喜。



「啟見聞覺知」。能夠這樣

入經藏，就是開啟了我們的

所看、所聽、所覺、所知。

因為心很清淨沒有雜染，所

以看的、聽的，所感覺、了

解的都能夠很精，這就是智

慧，就是「證諸實相」。



真正的道理去認識，就是

開啟智慧，要開啟智慧要

從知見、見解開始。聽覺，

聽、覺悟之後所知道的事

情，增長智慧，都是清淨、

利己、助人。



這種的見、聞、覺、知，

全都是好事情，自己修也

能夠勸人、助人，「證諸

實相」，道理沒有偏差。

所以，「六根具得清淨功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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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無非真法」。了解
實相，就是很多都是真實
法，所見、所聞、所覺、
所知，無不都是真實法。
我們要很用心，在這真實
法之中，好好去用功。



既然說是清淨法。「既云清

淨」，那就是「無增無減」。

我們已經回歸真如、清淨本

性，所以「六根互用」。若

能用清淨本性來看外面的境

界，也都是清淨的；



一念之非即種惡因

一念之是即得善果

證嚴法師靜思語



法，總是要用心去體會。

多用心，就是眼、耳、鼻、

色、身，有了意根會合起

來，我們要修的是功德，

或者是要造的惡業呢？



或者是事事不做這樣的業呢？

虧欠的業。自己聽了以後，

清楚認識就能夠心開意解。

好好用心，在根、塵、識之

中，日常生活中是染著或者

是清淨？好好注意，就是功

德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