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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冊/第一章/第五節

處處為眾作大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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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菩薩的境界與心地風光-其心禪寂、常在三昧…有無長短、明現顯白。

二.度眾生的方便法-微渧先墮，以淹欲塵…常住快樂、微妙真實

三.菩薩的責任與使命-是諸眾生真善知識…安住願力、廣淨佛國

四.佛陀的外相、心境與修行要領-大哉大悟大聖主

《無量義經》德行品 講什麼？



《無量義經》德行品(經文節錄-1)

是諸眾生，真善知識；

是諸眾生，大良福田，

是諸眾生，不請之師，

是諸眾生，安隱樂處、

救處、護處、大依止處。



《無量義經》德行品(經文節錄-2)

處處為眾作大導師，

能為生盲，而作眼目，

聾劓啞者，作耳鼻舌；

諸根毀缺，能令具足；

顛狂荒亂，作大正念。



船師、大船師，運載群生，

渡生死河，置涅槃岸。

醫王、大醫王，分別病相，曉了藥性，

隨病授藥，令眾樂服。

調御、大調御，無諸放逸行，

猶如象馬師，能調無不調。

《無量義經》德行品(經文節錄-3)



師子勇猛，威伏眾獸，難可沮壞。

遊戲菩薩，諸波羅蜜，

於如來地，堅固不動。

安住願力，廣淨佛國，

不久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無量義經》德行品(經文節錄-4)



「是諸眾生，真善知識」

一、是諸眾生：就是六道中一切眾生，所有
蠢動含靈，不是指人而已。

二、知識：不是「知道」或「懂」，而是
「朋友」的意思。

無量義經講述(一) p248



「是諸眾生，真善知識」

三、善知識：就是好朋友。

四、真善知識：就不只是「好」而已，而是「確

確實實可以引導我們走好路的朋友。」

無量義經講述(一) p250

我們有壞習慣，可以為我們諫正、改正，
像這樣的，是真正確實好的朋友。



真正的好朋友

「菩薩是真正的好朋友，我們不懂的地方，

他會慢慢教導我們；我們不對的地方，他

敢對我們諫正，這才是真正的好朋友。」

無量義經講述(一) p251



文殊菩薩問佛：「云何行持，名善知識？」

佛言：「善知識者，心性柔和，戒行精專，心無

貪妒，物無愛戀，心行平等，意無憎愛。有大方

便，自度度人，量根師道，具大總持，好心與人，

不求果報。行門清淨，無諸過失，說法議論，皆

合經意，具足此行，名善知識。」

什麼是 善知識？
《金剛心陀羅尼經》



「復有智慧出眾，福德超群，無所不善，無法不

識，為人天眼目，做佛法棟樑，掌佛祖權衡，

作佛門領袖，開正道門，塞邪魔路，紹隆佛種，

續慧聯芳，以心印心，流傳不絕，大機大用，

大願大力，此名真正大善知識。 」

什麼是 大善知識？
《金剛心陀羅尼經》



是諸眾生，大良福田

是諸眾生，不請之師

⚫「福慧」兩項平修，才能引導眾生。

⚫引導眾生，首先要讓眾生種福田。

⚫一位有修行的大菩薩，就會善用他的福田
來讓眾生灑種子。(例如：上人創立慈濟…)

⚫出家人托缽，讓世人與出家人結一個
緣，…才有因緣可被引度。

無量義經講述(一) p251



是諸眾生，大良福田

送愛到烏克蘭
義賣桶柑
2022.3.13



是諸眾生，大良福田

送愛到土耳其、敘利亞

2023.2.18/2.25



用布施-翻轉貧窮-緬甸米撲滿



非洲大愛菜園

大良福田



不請之師-「無代價的師父」

⚫不需要接受邀請，不需要求他教，就自動自
發地來引導我們。

⚫不但不用求，還想出種種方法，軟硬兼施，
希望我們能夠上軌道。

⚫不要酬勞、不要慰勞，也不期待有什麼代價。

無量義經講述(一) p253



挨家挨戶拜訪

胡光中師兄、周如意師姊，2014年11月起，

尋找失學的孩子，首波拜訪108戶。

愛在滿納海



主動拜訪 利用晚上 挑燈家訪

不請之師-接引孩子回課堂



不請之師-入人群、膚苦難



不請之師-愛在滿納海
3’40’’

不請之師的典範

滿納海學校正式開學 2015.01.23

不請之師-愛在滿納海3'40''.mp4


重回校園
露出笑容



共成立8所滿納海學校



布善種子 一生無量-土耳其政府複製「滿
納海」的精神與模式，幫助更多難民孩童。



不請之師 大良福田

翻轉苦難

滿納海募心募愛1’29’’

التبرع قيمة عظيمة募心募愛1'29''.mp4


辛巴威-大良福田

•大良福田-辛巴威募心募愛2’06’’

辛巴威災區募心募愛2'06''.mp4


是諸眾生，安隱樂處、

救處、護處、大依止處

一、隱，即「穩」也。

二、菩薩用四種方法接引眾生、潤漬眾生：

安隱樂處、救處、護處、大依止處。

三、菩薩讓眾生安身、安心、安生活，並給

予言行舉止、思想觀念的指南。
無量義經講述(一) p253



救處、護處、大依止處

一、菩薩接引眾生到平安的地方，到達解脫的境地，

稱作「救處」。

二、護處：不但救人救到底，還從頭到尾擁護眾生

到平安為止。

三、大依止處：生命的依靠及做人做事遵循的準則。

無量義經講述(一) p255



「愛與和平的土地」(滿納海建校預定地)，

就是「安隱樂處、救處、護處、大依止處」

愛與和平的土地2’57’’

أرض الحب والسلام   愛與和平的土地2'57''.mp4


⚫安隱樂處、救處、護處：安身、身生、安心

⚫大依止處：依止於大愛、慈悲、善念

經文的真正落實



處處為眾作大導師

能為生盲，而作眼目

聾劓啞者，作耳鼻舌

諸根毀缺，能令具足

顛狂荒亂，作大正念

處處：無微不至，不論甚麼時候、甚麼地方

經文



處處為眾作大導師

能為生盲，而作眼目

⚫ 導師：引導眾生不要迷路，不要走錯路。

⚫ 為生盲而作眼目：引導眾生有正見，了解事理。

生命的領航者、慧命的導航師

無量義經講述(一) p258-259



聾劓啞者，作耳鼻舌，

聾：耳朵聽不見，「不會聽正法，不會分別好壞。」

劓：割鼻子的一種刑法。使不分香臭，等於「不會

分是非，…事理不分的人。」

啞：不會說話的人，指無法輾轉傳法的人。

聾.劓.啞：好壞不分、是非不明、不會說法

無量義經講述(一) p260-261



諸根毀缺，能令具足。

毀缺：不是指沒有六根的人，而是指有

東西卻不會拿來用的人。不會用、

不能用，也等於沒有一樣。

無量義經講述(一) p262



洪榮選師兄克服視力障礙，開啟心中光
明，到雙和環保站作環保。

從心看見光明-洪榮選師兄3’50’’

20191126洪榮選分享-從心見光明3'50''.mp4


顛狂荒亂，作大正念

顛：見解顛倒。

狂：心頭不定。狂妄自大，自以為是。

荒亂：心慌意亂，不知所措。

⚫ 眾生心顛倒，意就不定，時時起無明。

⚫ 菩薩讓我們意念歸入正道，永保善法、
永住正念。



船師、大船師，運載群生，

渡生死河，置涅槃岸。

⚫ 菩薩就像船師，能將眾生從苦惱的此岸，運
載到極樂的彼岸，讓我們的心安穩，依靠這
艘船渡到彼岸。

⚫ 「群」生：「很多」的意思。

⚫ 這船師不是凡夫，是過去生中有修行的人，
因大悲心，不忍眾生受苦，運用慈悲，倒駕
回苦難的此岸。



船師、大船師，運載群生，

渡生死河，置涅槃岸。

⚫ 大船師來運載眾生，渡過生死河，登上涅槃岸。

⚫ 「涅槃岸」是佛的境界，也是寂靜的地方。

⚫ 涅槃：「寂靜」的意思，「到寂靜的境界，心
就沒有生滅」。

敘利亞難民



曾經苦海茫茫

才知涅槃可貴

敘利亞海上難民



什麼是「涅槃」？

⚫一般佛教徒誤以為「涅槃是死了」，其實

「涅槃是寂靜」，不是死亡。

⚫心不起波動、不會動搖，稱作「涅槃寂靜」。

⚫心安、身安、地方安、境界安，稱作「涅槃

岸」。

無量義經講述(一) p2６８－２７３



什麼是「涅槃」？

⚫印順導師法語：

⚫涅槃在生前，不在死後。

⚫活著的時候，透過種種的修學，對治習氣能

先伏後斷，使「惡法不生，善法不滅」。

⚫這「不生不滅，就是涅槃」。



⚫這不是地理的關係，是因為以前世相比較單純，修行的心

容易專注。

⚫也可能是在自己的故鄉，心比較容易安定。

⚫來到台灣，離鄉背井，人地生疏，為了適應環境，本來不

必用的心，都要拿出來用，不去適應環境，就無法生存，

修行的力量就漸漸敗退。

一位法師談到：在大陸時持大悲咒一遍就很應驗
了，但不知為何，到台灣後持一百遍還不應驗？

持大悲咒為何不應驗？

無量義經講述(一) p271



醫王、大醫王，分別病相，

曉了藥性，隨病授藥，令眾樂服。

⚫醫王：醫術高明，能分別各種病症的醫生。

能判病下藥，藥理、藥性也很透徹。

⚫佛菩薩能夠知道眾生的病源，所以教導眾生

時，就應眾生的根機說法，應病施藥，使眾

生能夠歡喜服食。
令眾樂(ㄌㄜˋ)服：

歡喜 無量義經講述(一) p276



調御、大調御，無諸放逸行

猶如象馬師，能調無不調

⚫調御：馴服馬的馴師，即調伏眾生的習氣。

⚫眾生像一匹野性狂馬，剛強難調難服，若不是佛

菩薩施展教法，慢慢誘引，無法馴服。

⚫法華會上聲聞弟子要到他方國土弘揚《法華經》，

因為娑婆世界眾生「最剛強、最難教」，不敢來

這裡度眾生。
無量義經講述(一) p276-277



《雜阿含經》四等馬之喻

「一等 顧見鞭影而馳」

「二等 鞭著毛尾而馳」

「三等 鞭杖小侵而馳」

「四等 鐵錐刺傷著路」

李炳南老居士：尚有第五等馬，「駑劣戀棧不行」，

不管主人如何鞭刺，終竟伏地不動。



四等馬與四等人的故事

曾經，佛陀遇到一群養馬人，養馬人告訴佛陀：「世間

有四種馬：上等馬，能與駕馭者心意相應，只要揚起馬

鞭，就會風馳電掣向前跑。第二等馬，只要馬鞭輕碰馬

尾，就知道要加快腳步奔馳。第三等馬，必須騎馬的人

用力鞭策，才能驚覺快行。第四等馬，非常駑鈍，即使

狠狠抽打，也不肯往前奔跑。」



佛陀也告訴養馬人：「世間也有四等人：上等人，

目睹世間無常，就知道人命在呼吸間，而警惕自

己精進辦道；第二等人，必須遇到挫折打擊，親

友離散，深受人事無常之苦，才知及時修行，趕

快學道；第三等人，必須經過大苦大難的錘鍊，

才警覺修行的重要；第四等人，縱使撒手人寰，

也無法覺悟，只抱著長恨永眠枯墳黃土中。」

想一想？我們是哪一等人?



無諸放逸行

⚫放逸：散漫

⚫菩薩以身作則，我們也不能散漫、懶惰。

⚫學佛的人，應該時時懷著「十目所視、十手所指」

的戒慎態度

⚫佛陀在因地修行時，為了證明他的決心，在燃燈

佛前訓練自己，七天的時間，一隻腳站在地面、

一隻腳盤到頭上，作為「立志決心」的證明。
無量義經講述(一) p280-281



師子勇猛，威伏眾獸，難可沮(ㄐㄩˇ)壞

⚫菩薩就像獅子，勇猛威力可以降伏一切眾生。

⚫難可沮壞：是指佛菩薩的精神，一切外道魔眾

都無法接近，沒有甚麼力量能破壞。

⚫佛教本質永遠堅固，任何力量都無法破壞，衰

微的是人的精神，不是佛教。

「如是甚深無上大乘無量義經，文理真正，尊無過上，三世諸佛所
共守護，無有眾魔群道得入，不為一切邪見生死之所壞敗。」

無量義經講述(一) p285-286



遊戲菩薩，諸波羅蜜

⚫ 「遊戲」並非世人所說的遊玩。乃以無得失、
無掛礙之心行於六度。

⚫ 「波羅蜜」就是度彼岸，也稱作「彼岸度」。

⚫ 菩薩教化的六種方法：布施、持戒、忍辱、禪
定、精進、智慧。

六度如舟船
渡眾到彼岸無量義經講述(一) p287-288



要做菩薩，以布施為首

1.布施：財施、法施、無畏施

2.持戒

3.忍辱

4.禪定

5.精進

6.智慧

若財、法二施都沒辦法，
要用甚麼布施？

用身體布施！



菩薩遊戲人間-以無得失、無掛礙之心行於六度

莫三比克發放米袋物盡其用247’’

菩薩遊戲人間-莫三比克發放 米袋物盡其用2'47''.mp4


利敬供養，無相布施

1.末法時期，人心險惡，往往形象重於實質。

2.一般人總是寺、廟不分，神教、道教稱為
「廟」，佛教稱為「寺、院、精舍」。

3.佈施要懂得選擇(方向、道場)。

4.布施的人要「無我相」，還要起恭敬心。

5.要做得歡歡喜喜，才有功德。

無量義經講述(一) p292



無相布施

1.四事供養：衣服、飲食、臥具、湯藥。

2.以清淨心供養，福報才會大。

3.真正懂得布施供養的人，一定是「無我相」。

4.三供養(利、敬、行)俱足，功德就很大。

無量義經講述(一) p294-295



持戒-防非止惡

1.踏上寺院土地就要念佛，不要口說是非。

2.持戒：三界如火宅、世間像監獄。

3.只有二種人會來到娑婆：

 自願，倒駕慈航而來-佛菩薩

 造罪，隨業(無可奈何)而來-芸芸眾生

無量義經講述(一) p302



1.總持-是持善法、遮惡法(修一切善、斷一切惡)。

2.發心入佛門，救度眾生，最根本要持五戒：

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3. 「三無漏學」：戒、定、慧

4.身為菩薩，首先要戒絕罪根，不造惡業。

無量義經講述(一) p303



1.惡業之中，殺業最重。

2.有了殺業，刀兵災難就無法消除。

3.世間不平安、不平順，就是因為殺業很重。

4.殺生，也可能會殺到自己的眷屬。為了避免殺
害到自己的眷屬，人人應該戒殺。

持戒-不殺生

⚫願雲禪師：

千百年來碗裡羹 怨深似海恨難平

欲知世上刀兵劫 但聽屠門夜半聲

無量義經講述(一) p305



-

1.《勸發菩提心文》的一個故事：有位屠夫，臨終前將

殺豬行業交給兒子。

2.兒子抓豬時遇到一隻力大無窮，誰也拖不動的豬。

3.有人說：「某某某，你的兒子今天來帶你回去，你位

甚麼不回去呢？」豬聽了他的話之後，不停流淚，乖

乖地走出來。
無量義經講述(一) p307



4.屠夫的兒子十分吃驚，因為那個人所叫的正是他父
親的姓名。為何豬會乖乖的走出來呢？

5.那人說：「他過去生殺豬，現在讓你殺，大家互相
輪流，這頭豬的前生就是你的父親。」

6.轉身那人卻不見了。後來得知，那人叫「文吉」，
是文殊菩薩的化身，來叫醒這類殺業重的人。

7.眾生輪迴六道，有時為人、有時生於畜生道，為了
避免和他們結怨仇，殺業不可為，所以要守戒。

無量義經講述(一) p308



「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

不從之受生，故六道眾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

食者，即殺我父母。」

一切眾生肉不得食。夫食肉者，斷大慈悲佛性

種子，一切眾生，見而捨去，是故一切菩薩不

得食一切眾生肉，食肉得無量罪。」



孝順論第四十

⚫文殊菩薩問佛：「云何是孝順？」

⚫若是日殺三牲，奉親祀祖，皆與父母

加增罪業，是大不孝。



1.不說不負責任的話，否則會被看成無人格。

2.要得四無礙辯才，一定要守口業，不亂說話。

3.四無礙辯才：

守口業 得四無礙辯才

法無礙辯：對法的名相了解

義無礙辯：了知各種法之義理

詞無礙辯：通曉殊方異語，能隨意演說

樂說無礙辯：樂(勇)於為眾生說法

修慈心口業
得美好音色

無量義經講述(一)p464



二戒：性戒、遮戒

一、性戒：不論佛陀當初是否制戒，原本即須持

守之戒，如殺、盜、淫、妄等。

二、遮戒：佛陀因事、因地所制之戒，通常較性

戒罪輕，即一般社會不認為罪惡，而

佛教為避免由此引發其他犯罪，故制

此戒，如飲酒、輕秤販賣等。

無量義經講述(一) p465慈濟十戒的後五戒，是屬於二戒中的哪一種？



慈濟十戒

一、不殺生

二、不偷盜

三、不邪淫

四、不妄語

五、不飲酒

六、不抽煙、不吸毒、不嚼檳榔

七、不賭博、不投機取巧

八、孝順父母、調和聲色

九、遵守交通規則

十、不參與政治活動、示威遊行

十戒的後五戒，是屬於二戒中的哪一種？



依、正二報

一、依報：眾生依之而住的果報，如國土、房屋、

器具等。

二、正報：眾生五蘊假合的身體，身體乃因惑造

業所感，是正彼之果報。

依報 隨著 正報轉
物質環境隨著意念而改變。
有福報的人來了之後，環境跟著改變了。

無量義經講述(一) p465



1.修行若沒有忍，絕對無法修得成功。

2.學佛的人，尤其是要做菩薩的人，必定要忍

辱、忍耐，別人怎麼對待我們，都不起心動

念，才有資格做菩薩，才有辦法度眾生。

凡事都由苦中學-忍辱



⚫如來地：即如來心地-大悲心、菩提心。

⚫菩薩的德行已經證到如來的境地，精神堅
固不動，不再退轉。

於如來地，堅固不動

無量義經講述(一) p317



⚫安住願力：菩薩因為有願力，所以能在汙穢、
骯髒的娑婆世界「廣淨佛國」。

⚫佛國：每一個眾生(心中的)淨土佛國。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淨土，因為我們本來也是
一尊佛。

安住願力，廣淨佛國

無量義經講述(一) p316



⚫真善知識：能規勸自己過失者

⚫大良福田：給予種福田機會

⚫不請之師：不請自來、不求回報

⚫安隱樂處：隱，穩也

⚫救處、護處、大依止處：安身、安心、苦既

拔已，復為說法

要點溫習



•智慧是可以啟發的，只要多聽多看…

•即使現在聽不懂，也要結未來開悟

的法緣。



上人說法的四大原則

1. 聽得懂

2. 行得通

3. 做得到

4. 可解脫



感恩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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