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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宇宙大覺者

宇宙大覺者覺悟的是宇宙真理

佛陀

一大事因緣出現在人間

開示悟入佛知見

靜思語

人格成佛格即成



師徒之間

為佛教 為眾生

以佛心為己心

以師志為己志



智顗大師，隋朝人。生逢南北亂世

讓他一心尋找安定人心的大法。一

生追求真理，以《法華經》為宗經

創五時八教理論，強調止觀雙修，

創立中國第一個本土佛教：天臺宗，

中國佛教從此氣象一新。被盛讚為

「東土釋迦」。



尋找安定人心的大法

上人創造慈濟世界

濟貧教富 教富濟貧

貧病相依

救世要從救心起

古佛 今佛 未來佛

慈航普渡



四大八法

慈善 醫療 教育 人文

國際賑災

骨髓捐贈

環保

社區志工



證嚴一介緇衣，成年披鬀；愧得人身，

復現僧相；日所思者，生命無常，八苦

交煎；目所睹者，業海漫漫，都無怙恃。

復以掩靜花蓮之僻鄉，為報四恩，欲範

古德自利之先於利人，乃創精舍，立百

丈之規，自己自度；於佛道之外者，以

棉薄之力，從事「濟貧教富」之餘行，

得我道法侶之赤忱關護，使「慈濟大業」

巍然聳現於太平洋之濱。邇來於拯救



生靈病苦之醫院揭幕之次，勞碌於救世

法業與領眾修道之間，特於民國76年7月

10日起，假精舍清晨為諸出家與在俗從

事慈濟志業之初機佛子，以「三十七道

品」為題，闡述大乘修行法門要義，至

10月10日圓滿。除錄音之外，今復記錄

成文，由本會台北慈濟文化志業中心編

纂結集，與錄音帶一併流通，以供諸道

侶一窺佛法門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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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諸聲聞眾，及求緣覺乘，我令

脫苦縛，逮得涅槃者」。

最重要的，就是要讓聲聞更加瞭解。

因為聲聞，多數都是以清淨心出家，

常隨佛聽法之人。



緣覺呢？求道懇切的心，對天地宇

宙萬物真理，有心要去探討。像這

樣根機的人，佛陀要將心懷的真實

法，傳授出去了。



大家本具的佛性，要趕緊找出來，

不要只藉外面的法在瞭解。用法來

瞭解法，不是永久的；要從內心真

如的本性，裡面的清流泉水，要自

己來洗滌，同時也能洗滌他人。



上人告諸慈誠委員

做慈濟

讓

你們

不後悔



方便品第二

「吾從成佛已來。種種因緣。種種
譬喻。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
眾生，令離諸著。所以者何，如來
方便，知見波羅蜜，皆已具足。」



學佛就要真正很體會，佛心、佛知、

佛見。佛的心懷，大家要知道；佛

的知見，大家應該要能夠所見的，

要與佛同樣的境界。



知見波羅蜜
20200312  第199集

佛心慈憫 悲智雙運

菩薩為伴 善巧方便

入群施教 濟度沉淪

人間頑愚 耽慾難拔



常不輕菩薩就將每個人當作佛，我

們也要把每個人當作是我們生命中

的佛——活佛。不論他現什麼樣的相，

用什麼樣的言教都要感恩他。

「菩薩為伴」，這都是來教育我們

的人，他用種種善巧方便在教育我

們，所以我們要感恩。



什麼叫做「知見」？

知見，「知」就是從意識體會宇宙

天下萬物真理。這是從他的意識深

處，跳越過第八識，就是第九識；

也就是清淨無染的佛性。所以，他

用這種能夠瞭解天下宇宙萬物的真

理；每樣都知道了，叫做「知」。

清淨意識的所知、所見來化度眾生。



就意識云「知」

就眼識曰「見」

又推理名「見」

覺了云「知見」

佛陀是清淨的意識所知、所見，所

以叫做意與眼的見識；再從所知所

看見的事情與大家分析，這就是推

事究理。



在說法時，就推理就事，要讓大家

知道，這叫做方便，用這件事來譬

喻其中的道理。所以無論是用事來

譬喻道理，或者是以理來說事，都

是叫做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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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一開始用小乘法，讓大家先瞭

解自己。在「六凡四聖」中，先施

教於六凡；六道輪迴之苦，由不得

自己；因緣果報苦不堪。

聲聞眾：聞佛之聲教悟四諦之理，

斷見思之惑；為佛道中之最下根。



善惡之業既作

所成之報難逃

有如是因緣報

即有如是之果



聽佛所說法，將此法往內洗滌心念，
所以與世無爭、與人無爭、與事無
爭，這樣就是與理無爭了。

感恩尊重生命愛

和敬無諍共福緣



「四諦法」中，瞭解因緣果報的可

怕，在一念間造了很多的業，集中

了很多的業力，隨著果報來受苦，

我們要提高警覺。

行影相隨



除了

苦、集、滅、道

四諦法

觀身、觀受、觀心、觀法

等等

都要能更加瞭解



修行就是期待能善解，將眼睛所看到的

外面境界善解；看到臉色好不好，全都

是好的臉色。微笑、友善的，「感恩啊！

遇到有緣的人。」看到怒目瞋恚的臉，

「感恩，又是遇到善知識。」若能夠用

這種的善解，每一個根門開，隨著這個

根門開而善解，若能如此，六根門都能

發揮良能。



信受奉行

第一步

自淨其意

沒有

自淨其意

心無法淨化



緣覺，透過觀察境界的因緣，觸景

而覺悟真理；從縝密思考天地萬物

的人、事、物、理，再經過對十二

因緣的透徹，而證得真空涅磐的果

位，卻因為執著於空，而不知道要

造福。「十二因緣」，就是(觀察)我

們的身軀，如何來，如何去？



十二因緣 十二緣起

無明 行 識 名色

六入 觸 受

愛 取 有

生 老死



「沒有結好人緣，沒有成佛的機會」，

所以，成佛之前，要先結好人緣。人緣，

就是要先去做好事，做好事、讓人歡喜，

解決人的困難，拯救眾生；這樣才有成

佛的機會。所以佛陀教大家要眾善奉行，

同時，要降伏每一個人，不善的思想，

所以要斷惡。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脫苦縛 得安樂

善惡之業既作

所成之報難逃

有如是因緣報

即有如是之果



苦，有苦苦、壞苦、行苦。

苦苦：苦上加苦。來做人已經是苦

了，如果在做人當中，又再造作一

些業，輪迴六道，永遠無法出離，

這叫做「苦苦」；是身心受苦時所

生之苦。



壞苦：是偶現之樂境失去時所感受

的苦。人生的失，失去的苦，這叫

做「壞苦」。人生，當機會來臨時，

得到一時的名利、地位，忽然間又

失去了；快樂的事情忽然間失去，

這種樂極生悲，也是叫做「壞苦」。



行苦：「行」是諸行無常，遷流不

息，不得安定的苦。「五蘊皆空」，

五蘊中有一個叫做「行蘊」，「行

蘊」，我們不覺不知；大乾坤這樣，

地球公轉、自轉，順暢不停息，不

斷一直轉，這是大乾坤的生態。



我們的小乾坤，自己也不知道。生、

老、病、死沒有停息，不斷在不覺

中過了。這都是叫做「行蘊」。

三界如火宅：

欲界：三苦俱全。

色界：有壞、行二苦。

無色界：只有行苦。



人生隨著什麼樣的果報來？苦的果報，

一輩子就是不堪；樂的果報，容易使

人沉迷。因此，要修行，時時提高警

覺。佛陀要讓我們趕快脫離這個苦；

心若清淨，無為安樂。不論世間什麼

樣的事情，來到我們的心，我們都能

夠善解，沒有什麼樣的事情能影響我

們的心，這種安樂叫做解脫。



冠狀病毒的出現及其影響

時間空間人間

三理四相

醒思

省思

消弭眾災唯大愛



佛陀能夠看得很遠、很開、很闊，

宇宙萬物沒有一項佛不知道的，希

望人人的見解，與佛的視線平等，

都能夠看得見，能夠了徹。這是也

是上人所期待的。

一大事因緣徹悟人生

無量義大愛朗照紅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