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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德行品

三、得大智慧 通達諸法

導讀重點

《無量義經講述》P.130~165



慈濟精神，是以《妙法蓮華經》為圭臬，佛
陀宣講《法華經》之前，先演說《無量義經
》，而《無量義經》，就是《法華經》的精
髓，《無量義經》中的偈文，「靜寂清澄
志玄虛漠」，「守之不動 億百千劫」。上
人說這些字句，每天浮現在腦海中，慈濟五
十幾年的漫長路，就是依照這十六個字走過
來。

前言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20180609 - 合心協力．精進行道



是諸菩薩，莫不皆是法身大士，戒、
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之所成就。
其心禪寂，常在三昧，恬安澹泊，無
為無欲，顛倒亂想，不復得入；靜寂
清澄，志玄虛漠，守之不動，億百千
劫；無量法門，悉現在前，得大智慧
，通達諸法

經文

《無量義經講述》P.130



2006年12月上人開示
傳承靜思法脈之法髓
「靜寂清澄，志玄虛漠，

守之不動，億百千劫。」
弘揚慈濟宗門之依歸
「無量法門，悉現在前，

得大智慧，通達諸法。」
《無量義經講述》P.12

《無量義經》與靜思法髓



「清淨 大愛 無量義」
2007年《無量義經》之演繹



法身大士 慈悲菩薩

2007年《無量義經》之演繹

1.法身大士慈悲菩薩演繹.mp4


菩
薩

新發意菩薩

摩訶薩

見習菩薩

大菩薩

覺有情，上求佛道，下化眾生

行六度與四無量心

「菩薩」的意涵？



➢若是失掉身體，是否還能再來做人？不
知道。縱然能再來做人，是不是還能聽
到佛法？這也沒有保障。

一失人身 萬劫難再

《無量義經講述》P.129

➢菩薩發願，要隨聽隨發，要永遠去實行
，這樣才能成為菩薩。



➢為了救度眾生，必須忍耐一切，物質的
犧牲、精神上的打擊，都必須堪忍，才
能成為菩薩。

堪忍 才能成為菩薩

《無量義經講述》P.122~123

➢為了濟貧的經濟來源，慈濟委員必須向
他人收取功德款。

堪忍的道場



馳援土敘強震 街頭募心募愛 20230225~27



馳援土敘強震 街頭募心募愛

三重師兄姊街頭募心募愛之菩薩身影
許正維師兄剪輯 20230225~28

2.街頭募款 募心募愛.mp4


凡
夫

六度萬行 行菩薩道

心中有愛，有善
念，而能身體力
行者，即是菩薩。

佛
新
發
意
菩
薩

弄假成真 藉假修真 返妄歸真



這些菩薩已經具足戒律，心不
散亂，智慧也具足，到達解脫
及解脫知見的境界，也就是具
足了五分法身的菩薩，全都是
「摩訶薩」。

法身大士

《無量義經講述》P.131



定 慧戒

《無量義經偈頌》P.93、175

五者有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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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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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義經講述》P.103

五
戒

不飲酒

不妄語

不邪淫

不偷盜

不殺生
若是守五戒，則
能再來人間做人



佛光大辭典 P.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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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殺生
不偷盜
不邪淫
不妄語
不兩舌
不惡口
不綺語

不瞋恚
不貪欲

不愚癡

身
三

口
四

意
三

若能守好十種
善業，自然將
來就生在天上

《無量義經講述》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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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遵守交通規則
八、孝順父母、調和聲色

十、不參與政治活動、示威遊行



五
分
法
身

解脫知見
法身

解脫法身

慧法身

定法身

戒法身
謂如來之身、口、意三業，
離一切過非之戒法。

如來之真心寂靜，離一切妄念

法身如來之真智圓明，觀
達法性即根本智也。

如來身心已解脫一切繫縛

如來了知自己實已解脫

【靜思晨語法譬如水】20120412 -五分法身 -第287集 《無量義經偈頌》P.175



➢「禪」就是定， 「三昧」的異
名；「寂」就是靜的意思。

其心禪寂 常在三昧

《無量義經講述》P.138

➢菩薩的心都是在禪寂的境界不
受外面世俗境界動搖。



➢「恬」是恬靜。心若靜，身就
安。「澹泊」是無希求。

恬安澹泊 無為無欲

《無量義經講述》P.141~143

➢「無為無欲」沒有欲念、沒有
利害得失的計量，所做的事情
都不為己，不會為了自己的享
受或生活操心。



恬安澹泊 無為無欲

恬安澹泊 無為無欲20100614晨語

3.恬安澹泊 無為無欲20100614晨語.mp4


➢ 「顛倒」就是不正，不正當的見解，
無明、欲念，違背人性「亂想」就是
沒有分寸。

顛倒亂想 不復得入

《無量義經講述》P.146~150

➢ 這些菩薩不再進入顛倒亂想的境界，
他以公正的心來待人，也就是先完成
別人，再為自己想，所以菩薩已經沒
有顛倒亂想的心情，不會再有不正當
的見解。



➢ 「靜寂」是心非常靜，沒有起念；
心若靜，智就清；智慧開，判斷力、
見解力就會強。

靜寂清澄 志玄虛漠

《無量義經講述》P.151~154

➢ 菩薩的志就是君子的志，君子的心胸
廣大，見解力強，做事以公益為目的
，不以自私的心情做事，就稱為「靜
寂清澄，志玄虛漠」。



➢ 菩薩只有為眾生做事為目的，其餘就
沒有什麼。道樣的志願，不是一個月
、兩個月或是一年、兩年而已，他是
從發願做菩薩開始就「億百千劫」，
常常守著，不曾退轉。

守之不動 億百千劫

《無量義經講述》P.155

➢ 這就是「得一善拳拳服膺」，若是得
到一項善的事，就永遠都守著，絕對
不會輕易放開。



法脈宗門境界

無量義經1_德行品_ 行入無量法門3158-3436

4.無量義經1_德行品_ 行入無量法門3158-3436法脈宗門境界.mp4


六年苦行

五年參訪

道理會合 心裡清淨

夜睹明星 悟道成佛

因緣和合

入人群 長智慧

接受大自然的苦
修「無生法忍」

「靜寂清澄」
「志玄虛漠」
的境界《靜思法髓妙蓮華-窮子喻【參】》P.72~74



靜思法脈
靜寂清澄 志玄虛漠

守之不動 億百千劫

無雜念、清淨大愛、無
染的本性；掃除無明

立大志、發大
願；開闊心念

不被動搖 永遠堅持

把握當下，恆持剎那；
對的事情，做了就對了。



「靜寂清澄，志玄虛漠，
守之不動，億百千劫。」

上人最嚮往的境
界為何？

不僅要用心背誦，更要落實
在生活中。



法脈生活應用

無量義經1_德行品_ 行入無量法門3915-4202

5.無量義經1_德行品_ 行入無量法門3915-4202法脈應用.mp4


以「靜寂清澄」這句話自淨
心念；當外境再次誘引我們
時，就不會被外境所染著。

平常若遇不喜歡的事，或是有
人做了不合己意的事，想要發
脾氣，應如何做？



➢ 菩薩的心都是為眾生做事，他的志是
堅持不動，時間很長，他有志氣、決
心，行菩薩行，所以「無量法門」就
「悉現在前」。

無量法門 悉現在前

《無量義經講述》P.158~161

➢ 「一理通，萬理徹」。



➢ 「智」是分別世間的種種事相，「
慧」是理解出世間的真理，道些菩
薩智慧具足，不但能分別世間的事
相，又能瞭解出世的真理。

得大智慧 通達諸法

《無量義經講述》P.165

➢ 無論是世間的事相，或是出世的道
理，這些菩薩都已通達瞭解，所以
是「通達諸法」



知苦了苦歡喜婆婆
得大智慧通達諸法

無量義經2_德行品_通達無量法門1243-1523

6.無量義經2_德行品_通達無量法門1243-1523知苦了苦歡喜婆婆得大智慧通達諸法.mp4
6.無量義經2_德行品_通達無量法門1243-1523知苦了苦歡喜婆婆得大智慧通達諸法.mp4


慈濟宗門
無量法門 悉現在前

得大智慧 通達諸法

大家互相分享自己的生命歷程，以及人
人生命中的感人事蹟，讓世間的大藏經
互相交流、增廣閱歷，如同廣覽群經。

在紅塵俗事中鍛鍊出精神專一，能包容一切、明
辨是非，即「心中有佛、行中有法、法中有禪」；
也是深入經藏，智慧如海，而能通達無礙。



大家思考過集苦的原因嗎？

大家受過苦嗎？



慈濟人學佛，從何出發？

從苦集滅道「四聖諦」出發。

人生的「苦」來自惡習不斷地加
重 ，「集」了種種煩惱，要「滅」
苦必須修行於「道」。

將小我欲念、小愛，開展成大我無私的大愛

明白「四聖諦」後，
要行入人群，利濟眾生。



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

無量義經2_德行品_通達無量法門0959-1201

7.無量義經2_德行品_通達無量法門0959-1201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四大志業.mp4


國際賑災

慈善 慈

骨髓捐贈

醫療悲

環保

人文 喜
社區志工

教育捨

衲履足跡2010
年秋之卷P26、
50~53、66~69

拔苦工程 生命工程

心靈工程 希望工程

付出無所求
還要說感恩四

無
量
心
與
四
大
八
法

《靜思法髓妙
蓮華-法華七
喻-火宅喻
【貳】P.375



什麼是「大愛」？

➢ 「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 「無緣大慈」是給人快樂，人人的快樂
是自己的快樂；「同體大悲」即他人受
苦難，如同自己受苦難。

➢ 1.不忍眾生受苦難 對人

2.不忍地球受毀傷 對物與環境
真實之路 P.62~65



若要做大士、做菩薩，一定要什麼願？

「一切眾生都平安，我才平安。」

《無量義經講述》P.149



誠正信實

內修 外行

靜思法脈勤行道 慈濟宗門人間路

慈悲喜捨

德行

成就
三無漏學 六度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62~1363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1360

三
無
漏
學

慧

定

戒 守戒能防非止惡，不對的事要很
清楚，不要去犯；不該做的若做
了就是犯戒，犯戒就造業。

守戒之後，心要定，若知道人生
的方向正確，心就能定下來，不
會受周圍環境影響。

心能定，很清楚道理；道理清楚，
就有智慧。戒定慧具足於心，沒
有漏失，這就是「無漏」。



六
度

智慧

禪定

精進

忍辱

持戒

布施 歡喜付出 去除慳貪

遵守規矩 去除惡業

忍受侮辱 不生瞋心

力行善法 去除懈怠

心無雜念 去除散亂

斷除煩惱 通達真理



勤修戒定慧

靜思法脈勤行道 慈濟宗門人間路

慈悲度眾生

外行慈悲喜捨內修誠正信實

宗門在社會活動法脈向內心用心

為佛教 為眾生

佛心己心 師志己志

衲履足跡2009年夏之卷P253~257；2010年秋之卷P74~75、235



➢對於眾生無量無數的苦難，佛陀都
如體同受，所以發「四無量心」，
在人群中設法救度。

誓願四無量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64

➢「四弘誓願」是內修，「四無量心」
是外行，是釋迦牟尼佛對我們的教育
。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63

四
弘
誓
願

佛道無上誓願成

法門無量誓願學

煩惱無盡誓願斷

眾生無邊誓願度

內
修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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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心

捨

喜

悲

慈

外
行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63

四
弘
誓
願

佛道無上誓願成

法門無量誓願學

煩惱無盡誓願斷

眾生無邊誓願度

內
修

實心成佛道

信心學法門

正心斷煩惱

誠心誓度眾



➢静思法脈修行者，内修誠、正、信、實，
也要發四弘誓願，誓願度盡一切眾生、斷
盡一切煩惱，精進用心於佛法，還要老實
修行，不到成佛絕不放棄。

內修外行

《靜思法髓妙蓮華-方便品第二【伍】》P.2266

➢走入慈濟宗門，使命是發「四無量心」，
希望天下能平安，人人生活和睦，幸福快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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