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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悲心殷重體解眾生

迷茫，在六道裡面沒有一

個方向。所以

必定要用長久的時間，教

化所有世界的眾生。



分別功德品

分別功德

隨喜功德

法師功德

常不輕菩薩

為入佛知見



所謂功德

功者功能之用

善有資潤人群

福利眾生之功

能為善行之德

是即名為功德



功德

功者功行 德者果德

地涌過去弟子

靈山現在弟子

聞壽命長遠得種種益

謂之功德



諸佛一切功德

歷劫悲智宏願

盡聚功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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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量品

每一字一句都是

「顯佛之法身壽無量」

就是理體

「真如理體慧命」



菩薩成就法身

真如理體慧命

了無生死壽夭

菩薩修行歷劫長久

生生世世累積沒有間斷

修得是法身



四修

長時修 無餘修

無間修 尊重修

思惟修



大 小

乾坤

都本具著這個理體真如

慧命



天地之間

物物

相生 相成





山河大地適應在空間裡

各種生態

有各種的形態生長

那個生態適應那個形態

水性在水裡面

乾燥在山的上面



適應

運心轉境

心隨境轉



天地萬物本具有的理體

不論任何地方就是適應







天地萬物的生機

生機

各有自性

就是慧命





福兮禍之所伏

禍兮福之所倚

福禍相倚

觀天地 念非常

觀世界 念非常

觀靈覺 即菩提



人間苦難偏多

苦在哪裡呢

苦在不調和

乾坤有大乾坤的不調和

小乾坤有小乾坤的不調和



因為人間的不調和

得要好好向不調和

而虔誠祈求

所以

有一個祈求



祈求虔誠 虔誠祈求

對著不調和與最懇切

希望能夠調和

大家一心

很懇切的心來祈求

虔誠祈禱



聽佛的教法之後，

到底修行是淺或深？

知多少呢？

知的是不是很準確？

各人所修各不相同，

這叫做「分別」。



分別功德品

讓我們了解「分別」即是

「辨別聞法者，受益之淺

深」。因為佛陀授記，是

看弟子發心的大小，來為

他們授記前後成佛。



同樣的道理，大家是很用

心在修行，或者是浮面的

修行呢？功夫不相同，所

得的德，功德不同，所以

需要分別：修行是深、淺，

體悟多少？願有多大？



不要自己認為，「我老了！

應該要休息了；我做很多

了，可以傳承了，你們去

做就好，我該休息了！」

自己憐憫自己，就會退失

精進的道心。不可！



知識 要去求取

體會則是要親身力行

要體會 了解

就要在人群中

成佛前 一定要結好人緣

功者功行 德者果德





「真如」是指，人人本具

真如法性；「理體」：大

乾坤所有、所有一切，無

不都是理體。行蘊，我們

不覺知，就叫做「理體」，

是大自然的法則。



於時世尊告彌勒菩薩摩訶

薩：阿逸多！我說是如來

壽命長遠時，六百八十萬

億那由他恆河沙眾生，得

無生法忍。



六百表六根

八十表八識

那由他恆河沙

其間眾生心念



聞佛壽量，了無生滅，頓

悟自心，證此理者，法眼

清淨，是則名為得無生法

忍。



要永遠、永遠，在堪忍快

樂，才有菩薩行可修。

「眾生即是念念之心」，

眾生就是什麼都生，生在

人間，什麼妄念都有，這

全都叫做「生」。



這念心要體會，六根塵、

六識，所動作的一切若歸

納，叫做「六百八十萬億，

那由他恆河沙」。



「復有千倍菩薩摩訶薩，得聞

持陀羅尼門；復有一世界微

塵數菩薩摩訶薩，得樂說無

礙辯才。」



四無礙智

法無礙 義無礙 辭無礙

樂說無礙

能詮諸教法無滯

名法無礙智

知諸義理而無滯

名義無礙智



於諸方言辭通達

名自在無礙智

法義辯才說法

名樂說無礙智

以三智樂說

四無礙自在法



菩薩隨順

一切眾生根性

所樂聞法

而為說之

圓融無滯

故名樂說無礙智



誓願菩薩行者

勤修樂求妙法

佛陀如何說法

菩薩如何受持

？



累生累世

從身 口 意的受持

再發誓願

一定要立弘誓願

累生累世 綿綿長久

入人群 度眾生



「勤修樂求妙法」。勤修，

殷勤不斷在身、口、意、弘

誓願中，在人群中來來回回，

用他的身力行；口樂說法要；

心綿綿不斷，求法無盡頭，

不斷向前！



所要求的就是妙法，妙法

應用在人間，受用在自己。

功德，要下功夫，累生世

在人群修行，直到成佛！



修行的時間不斷地累積，

在人間如何付出，全都在

現在進行中，這叫做

〈分別功德品〉。開始聽

法，就要很用心入法，

在「誓願菩薩行」，



就要連貫到菩薩行的前面，

佛陀所說的教法。

「勤修樂求妙法」

妙法如何來修？

要多長的時間？



「勤」，「勤修樂求妙法」

長時間、空間，用我們的

真如，不斷追求諦理；用

我們的真心，去追求這個

道理，與真如來契合，這

就是妙法。



世間事求到最後、分析到

最後，空啊！但是空中妙

有。這個歡喜，心若有法，

法若有入心就是法樂。

很歡喜；愈歡喜，就愈要

求法，這叫做「樂」。



樂求，從內心歡喜，在法

之中，得到法樂，所以

「樂求妙法」。而求法要

做什麼啊？「化導一切眾

生」。眾生千千萬萬種，

尤其是「六百八十萬億」。



人人有六根門，六根如何

緣來千千萬萬的境界？無

法計算的心念、無法說出

數量的煩惱，也有很多法

的心得，往求法的路走。



他們的六根、八識，無不

都是回歸真理的路；一念

偏差，六根、八識所緣的

境界，無不都是惡因緣、

無不都是煩惱無明。



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

我們要了解，要連續回憶

下去，這叫做聽法。



菩薩在人群中，不斷不斷

去化導、教化、引導，讓

眾生能夠記憶，一次再一

次，眾生的記憶在法之中，

讓它很深刻。



所以，菩薩要不斷勤修、

不斷求法，不斷在人群中，

教化引導一切眾生，讓每

一個眾生，能夠提起歡喜

求法的心。「令其依教修

學」，令人人歡喜求法。



與菩薩一樣樂求妙法，依

教奉行，這就是「增廣菩

提直道，能轉不退法輪」。

菩薩修行就是這樣修，就

是化導眾生。



但願眾生愈來愈能夠接受，

愈來愈互相度化、修學，

人人能夠愈靠近善法。

生命的長短，我們無法決

定，但是深與寬，可以自

己決定。



生命要多深？要拓展多大

的範圍？由自己決定。

「增廣菩提直道」，「廣」

就是寬，「直」就是深。

「直」是時間，「廣」就

是空間。



我們修行，我們的誓願、

我們的時間，要感恩過去

有這個因緣，把握現在的

這個因緣，我們要自己趕

緊修，修我們的「六根」，

注意我們的六、七的意識，



造作之後，自然是回歸第八

識，來來回回。所以要好好

把握時間、生命的廣度，不

是獨善其身，廣度要綿延。

因為我們的法能夠影響更廣、

再更廣的人之見聞。



不論是時間、空間，在這

個大時間、大空間，「能

轉不退法輪」，也就是說，

菩薩的誓願，生生世世沒

有離開身、口、意，還要

再來弘誓願。



復有一世界微塵數菩薩摩訶薩，得百千萬億

無量旋陀羅尼；復有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菩

薩摩訶薩，能轉不退法輪。

復有一世界微塵數菩薩摩訶薩，得百千萬億

無量旋陀羅尼：旋轉曉解諸總持門，於一法

中出生無量無邊句義。

復有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菩薩摩訶薩，能轉

不退法輪：智慧甚深，住不退地。能為眾生

轉不退法輪。



弘誓願，來來去去，總是

入於「無量旋陀羅尼門」。

「旋陀羅尼」，「旋」就

是轉，轉法。「陀羅尼」

是總持，不只是總持，還

要轉，「轉」就是旋轉。



求法，入陀羅尼門，得到

法就要轉，所以叫做「旋

陀羅尼」，就是「旋轉自

在」的意思。我們在轉法，

心境自在，這種「旋轉自

在之力」，叫做轉法輪。



「於總持門，得諸法圓滿
具足」，就是圓滿具足了。
我們用自在力來轉法門，
旋轉陀羅尼。大家要很用
心體會這法髓。這一品已
經是〈分析功德品〉，就
是入佛知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