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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法

體會不到法的利益

「薰法香」無法受法力行？

聽法 有感觸 能應用而受用

聽法 聽而不用 久而也會忘記

聽法 邊聽邊漏 長久留住多少



一切法本就清淨

不生不滅、平等、空寂。

「是經本從諸佛宮宅中來

去至一切眾生發菩提心

住諸菩薩所行之處。」

眾生於凡夫地

如何能升起大悲心，成就菩薩道？



諸佛所言 無有異也

《金剛經》：「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
、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藥師經》：「世尊！此日月輪，可令
墮落；妙高山王，可使傾動，諸佛所言
，無有異也。」

這是一種譬喻，表達堅定；即使佛陀說
日、月會墜落，須彌山會震動、倒下，
也要相信。



信才能成長善根

學佛最重要的是起信，有信才能
成長善根。
釋迦牟尼佛說法，是希望弟子聽
經聞法，能從耳根入，從信發行
；信在心裡，行在生活裡，聽法
若不能由信入心，佛法怎麼說都
沒用。



眾生要知道佛與菩薩的慈悲

佛、菩薩有「感」

眾生也要有「應」。

眾生若沒有信心來接受，即使諸佛菩
薩付出很多關懷，也無法有感必應。

「應」就是反應，就是信受

相信、接受釋迦牟尼佛的教育。



大乘經典

境相

分析

陳述

行門

顯示

佛果

這是佛陀教我們從菩薩道，
進入佛的境界的層次。



佛法是闡述天地宇宙萬物的原
理，宇宙、世界如何形成？

佛陀為我們分析萬物的真理

成、住、壞、空四相

稱為「境相分析」。



陳述法門

「陳述法門」，修行需要信

再深一層要去行

修行不離「四諦六度」的法門

以行門述說

修行者要瞭解苦、集、滅、道

更要行六度

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

這種境界修行者必定要身體力行。



修行要「忍而無忍」，不是「忍無可忍」

「忍無可忍」是很生氣，會衝動

「忍而無忍」是覺得沒有什麼，根本
沒什麼可忍。

人我是非要忍，修行的辛苦過程要忍
很多要忍的事情若忍不過，業就延續



「精」是不雜，「進」是不退。

「觸動、激動、感動不如行動」

感動的事，就要起於行動！

行動的方向正確

就要勇往直前不退轉，這就是「精進」。



心不受周圍環境影響，念頭不受周圍境界動
搖，就是最深的「定」。

「禪」就是要讓我們的思路正確。

「擔柴運水無不是禪，吃飯穿衣無不是禪」
禪不離開日常生活，能在混亂中理出一條有
次序的思路，才是真禪。



智慧要從定中修得。

心不亂才能看清天下萬物

將萬物歸納分析，就是智慧。

智慧從何生出？從人事中磨練出來



顯示佛果

果德更難信、難解，

凡夫很難體會聖人的境界。

《法華經》說：

「其智慧門，難解難入。」



學佛

步步踏實

身、口、意業皆清淨

從人間事中去體會聖人的境界



感恩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