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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重頌四希有
•燈明佛德人中尊，廣度眾生入佛慧

•靜坐寂然放毫光，天鼓自鳴天華落

•離言法華甚稀有，金輝普照諸佛土

•龍天菩薩眾無數，互見彼此修梵行



經文

爾時，文殊師利於大眾中，欲重宣
此義，而說偈言：



重頌：是以偈文將長行文重要的法再說
一遍，同時可以補充長行文的不足。

重頌的偈文有二種意義：
一、「為後到法會者令得全聞」
二、「為未甚了解者使之易解」



此偈頌顯示出「時希有、佛名希有、法希有、利益希有」
1、時希有：文殊菩薩能把握因緣，在剛好的時候重複述

說，這個時刻很稀有。
2、佛名希有：佛佛道同，重新述說佛名有其意義，確實

相當稀有。
3、法希有：經過四十餘年，此時才得以暢演本懷，可見

真實大法很稀有。
4、利益希有：五時具足，才能呈現妙法，此法「利益希

有」，能引導眾生行菩薩道以至成佛。



智恬情泊慮凝静 意滅識亡心亦寂

智恬:智浄恬安。慧心安法，名之為忍。於境決斷，說之為智。

若能一心清凈安穩，對外境就能分析清楚。

如何達到恬安?要修習忍智。智是分別智，分別外境;慧是平等
慧，平等看一切。

面對芸芸眾生剛強愚昧、是非不分時，我們要堪得忍耐，才能
啟發眾生本具的佛性。然而包容之外，若沒有發揮智將其引導
向正道，只是一味包容、是非不分，這是所謂的爛好人。



智恬情泊慮凝静 意滅識亡心亦寂

情泊:情欲澹泊,心澄寂。

慮凝静:無欲、無求、無為也。

欲若淡泊，心就清澄無污染。

「慮」是清淨無染著、深層的思考,需要心念專注不分散。

就如菩薩遊戲人間，心念專一，思慮凝靜，無欲也無貪、
瞋、癡、慢、疑，專注在救濟大眾。



智恬情泊慮凝静 意滅識亡心亦寂
「心」是第八識，「意」是第七識，「識」是第六識。

心是第八識，也就是藏識心到最清淨時即佛心、佛識，也就
是第九識。

第六識，統領眼、耳、鼻、舌、身前五識，分別種種境界。

第七識，會思量、思考。六根緣外境而生六識，在第六識分
別後，第七識即思考如何爭、如何取、如何貪、如何著。

心是第八識，第八識若轉染為淨，清淨的心面對境界就能清
楚分辨好壞:若外境無法動搖內心，第七識即不再驅動六識
去造作，就不再累積意業。



如來藏識，不生不滅
佛心具已，寂静清澄，正覺無生滅

心、意、識歸於寂滅，表示心已清淨，回歸真心本性。

本性即佛心,也就是第九識佛識、如來藏識。

凡夫心識常在生滅中,浮動不安;

如來藏識則不生不滅,自然寂靜。靜寂清澄的境界,即
是佛的心靈風光。



「四智」： 成所作智、妙觀察智、平等性智、大圓鏡智

「成所作智」：將眼、耳、鼻、舌、身五根接觸外境產生的五
識轉為毫無貪著的清淨智。

「妙觀察智」：更進一步將第六識的意識轉垢為淨，用心思惟

「平等性智」：將愛欲執著與厭惡排斥的分別心，轉為大我無
私、平等看待一切的菩薩心、六度萬行。

「大圓鏡智」：一切善因會從第七識轉入第八識，第八識維持
清淨、不受污染，如一面大圓鏡，明朗照映一切
境界，境過不留痕，回歸真如。



清淨無染的小菩薩
余浩誠

浩誠菩薩(3).mp4


經文

我念過去世，無量無數劫
有佛人中尊，號日月燈明
世尊演説法，度無量眾生
無數億菩薩，令入佛智慧



人中尊:佛之德號。佛於人中最尊最勝也

「人中尊」是已成佛者的德號，其德圓具，於人中
是最尊、最勝、最稀有。若稱佛,我們就要用這麼恭
敬的心去尊重。

人人與佛同等,每一尊佛來人間說法,就是要度無量
的眾生,都能同樣到達佛的智慧,回歸本具的真如本性。



佛之智慧，即是真性，了了常知
能入無盡境界，是名佛智，境界無盡。

佛的智慧就是真如本性，能夠「了了常知」，對一
切事皆恒常地分明了解；佛的智慧能了知無盡境界，
可見佛的心境遼闊無盡。

真理恒常不變,佛的境界也是清淨、寧静、不變,

凡夫的境界則無常變化。



永斷夢妄思想念 無復諸大陰界入
凡夫總是心猿意馬，轉一個念就千里之差,不知道已跑多遠。
讀這段經文要好好自我警惕,用於自心。心在夢妄中嗎?有雜
念、妄想嗎?若有就要趕快去除。學佛的根本就是要斷除夢
幻虛妄的思想,不然整天就像做夢,境界來時就隨境而去,由
不得自己。

人生如夢如幻,若能看得徹底、了解清楚,何必在夢中認真、
計較?凡夫總是隨著境界走,有的人做了一場夢之後耿耿於懷,
為了夢而起煩惱,甚至有人在夢中醒不過來,隨著境界將虛妄
當真。



永斷夢幻虛妄思想念,於一切法無所著。願求曰思,取相曰想,
追憶曰念。如來成等正覺,於一切法無所著。

「念」指第八識,「思」指第七識,「想」指第六識。

「想」是將面前的境界放在心中,分別什麼是我所要的。
「思」是將已過去的事相、境界放在心田與腦海裡,生起愛
恨情仇等妄念,又不斷地在心田裡耕耘,恨的更恨,仇的更深。
思與想所收納及造作的一切,全都回歸於「念」中存放。
「思」在第七識思考,驅動第六識「想」去造作,再將造作的
業果放入第八識「念」含藏。



凡夫常是想要很多東西，將東西的形象壓在心裡，
這是「取相曰想」。

「願求曰思」，因內心應外面的形象―「我要這個
東西」、「我要這個人」，非常執著，非得手不可，
所以就花心「思」達成心願。

過去所有想要的一切、所思考與造作的一切,都存放
在心上不斷地追憶,例如「你與我在什麽時候,有什麽
約定,你怎麽可以違背我?」憶想在心中牢固深植・此
即「追憶曰念」。



心迷《法華》轉：洪州法達
有位名為法達的僧人原是洪州豐城(今江西省豐城市)人；

他七歲時出家，專念《法華經》，終日自信滿滿。

某天，他來到曹溪。他認為自己長期持誦《法華經》不輟，
以此功德為傲。初次禮拜惠能時頭不著地,心有傲慢。

「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即生，亡功福無比。」

「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汝
今有緣故，吾今為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花從口發。」

佛法的義理都是平易近人、通達無礙的,這是因為你的心無
法通達啊!才會無法領悟。



永斷夢妄思想念 無復諸大陰界入

諸大是地水火風四大。陰是五蘊。界是十八界。入是十二入。
一切都如幻性空，四大皆空，五陰無我。

「五陰」,也就是色、受、想、行、識「五蘊」。只要看得
到、碰得到,有用、無用，一切都是色。自己的身體也稱為
「色身」。有此色身,對外面的色塵才有感受。例如禮佛時
很歡喜,讀經時感覺每句經文都在教育自己,這就是感受。此
時若有妄念,或接觸到不如意的、與心違背的外境起煩惱,這
就是受蘊與想蘊的作用。



永斷夢妄思想念 無復諸大陰界入

「界是十八界」,六根、六塵、六識合稱十八界。

「入是十二入」,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以及色、
聲、香、味、觸、法六塵。

日常生活就在四大、五蘊、十八界、十二入諸法中,每天都
在接觸,從沒有離開,而我們的一生也如此消逝於不知覺中。
我們需時時提高覺性,面對人生的各種境界,若能了知「一切
都如幻性空,四大皆空,五陰無我」,還有什麼好計較的呢?



經文

佛未出家時，所生八王子
見大聖出家，亦隨修梵行



見大聖出家，亦隨修梵行

大聖:佛之尊號。是佛德至尊無上之聖號。我們稱佛是大聖
者,是宇宙大覺者,為人人所尊敬。八王子看到父親出
家已成佛心生仰慕,所以也隨父親修行。

梵行:清淨的行為,也就是斷絕淫欲的行為。修梵行的人死後
可生於梵天。梵行是清淨的行為,修行要修清淨行,尤
其是斷絕淫欲行為。世間諸多煩惱皆源於欲,如男女之
欲造成許多人生、家庭的苦難以及社會的不安,所以大
家要用心控制好「欲」。



其身非有亦非無 非因非緣非自他

我們的身是「有」還是「沒有」?到底嬰兒的時候是我，或
是少年、青年的時候是我，還是現在年老的時候才是我?同
一個身體「非有亦非無」，其實都是無相。我現在已不是
年輕的相,更不是小時候的相,沒有什麼相能够永住。

常說修行是將身心歸於一處,什麽是身?什麼是心?若要解釋,
意義很廣闊，有心、有身,也可以說是無心、無身。這念心
看不到摸不著，偏偏使我們一生受盡煩惱痛苦。



其身非有亦非無 非因非緣非自他

「諸佛法身等同虛空，無生滅、無去來。非相非無
相，非名非無名，常住而不有，空寂而不無。言其有，
卻是無蹤無跡；論其無，卻是横遍十方。」

修行者最高境界就是將自身化為法身，法身即道理，
諸佛菩薩的法身等同虚空，像太處涵蓋萬物，一切明
明了了、清清楚楚。



其身非有亦非無 非因非緣非自他

佛了解人生來去的因緣，了解萬物生長皆是有
「因」的種子，有周圍的地、水、火、風所造
成的「緣」，而形成器世間萬物之相。

佛法身含蓋天地萬物的所有道理與真實法，

佛的智慧如虚空,無生無滅。



非相非無相 非名非無名
真理是「非相非無相，非名非無名」，聽起來很深奥。

以痛為例，你與我的感受怎樣都無法相通，「我感覺很苦，
感覺很痛。」苦到什麽程度?痛到什麽樣的感受?其他人無
法了解。

「非相」，所説、所表達的，對方看不到、感受不到。

「非無相」，身受痛苦的人確實感受到，這是有還是沒有?
「是名」，名為痛嗎?其實「非名」，痛只是一個名相，也
可以用其他方式表達。痛也「非無相」、「非無名」，真
的有這種感受，也真的有「痛」這個名詞。



其身非有亦非無 非因非緣非自他

「因與緣，自他和合為相，總之因緣和合，悉為生相。佛法身，
無生滅，故非因非緣非自他。」

一切相是因與緣會合而生，人生如何來、去，如何感受，如何
體會？都是有「因」也有「緣」，自他會合。

「無生滅」是佛的本性,過去佛、現在佛皆非由不得自己的因緣
果報才來，諸佛都是顯露本具的佛性，照見天下苦難，不捨苦
難眾生，為了扶正眾生的顛倒而倒駕慈航來回人間,引導人人歸
向佛性。



【問菩薩為何倒坐？】

南京古雞鳴寺，有座獨特的菩薩殿。每天，都吸引
很多好奇的居士前往參拜。一日，有一居士慕名前
往，看到佛龕上的菩薩像，果真與眾不同地背對眾
生，面牆而坐，宛如當年達摩祖師初到震旦，面壁
禪坐九年一般！

居士好奇地問菩薩殿內當值的知客師：
「何以菩薩面牆而坐？」



【問菩薩為何倒坐？】

只見知客師，彷彿已回答了千萬次同樣的問題似地，
隨手指著牆上的偈，要居士自己參看去！居士隨著
法師手指的方向，看到牆上的偈，東單寫著：「問
菩薩為何倒坐？」

沒錯，這正是居士心中的疑惑。接著，下一句
偈，回答了居士的問題：

「嘆眾生不肯回頭！」



【問菩薩為何倒坐？】

居士的心，彷彿被錘了一下！迫不及待地，
看著西單牆上的偈，只見牆上寫道：

「若不回頭，誰替你救苦救難？如能轉念，何
需我大慈大悲！」

居士剎時，木然良久，陷入深沉的思惟中…….。



【雞鳴寺】
雞鳴寺位於中國南京玄武湖南岸雞籠山東麓的山阜上，
是南京的著名佛寺。
雞鳴寺所處的地方在三國時是東吳後苑。南朝梁大通元
年（527年），梁武帝在台城北面修建同泰寺，相傳就在
雞鳴寺現址。同泰寺的寺名取自梵語「以協同泰」，規
模宏大，有大殿六座，寶塔九層，號稱南朝四百八十寺
之首。梁武帝多次在這裡出家捨身，549年侯景作亂攻入
台城，梁武帝餓死，同泰寺也毀於戰亂。



【雞鳴寺】
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太祖朱元璋命令在舊址上
重建寺院，定名為雞鳴寺。
雞鳴寺觀音殿內供奉的觀音像面北而坐，殿門的楹聯寫
道：「問菩薩為何倒坐，嘆眾生不肯回頭」。雞鳴寺東有一古

井，相傳即為古胭脂井。隋開皇九年，隋文帝發兵滅陳，隋軍攻入台城之時，陳後主
與其妃張麗華、孔貴嬪藏入胭脂井，後被隋兵發現而成爲俘虜，故又名辱井。



一念心是生生不息的力量

對的事，做就對了
愛的力量 無限的能量



書軒小志工鄭詠心
莫三比克庫拉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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