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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性無染總名梵行 

修證圓滿菩提直道 

菩薩所修六度萬行 

聖行正念淨戒定慧 

  

   稱性，到底怎樣才是「稱性」呢？就是真實之法。我們每天不是

常常說嗎？「誠正信實」，這是我們人人要堅守，人的規則。尤其是慈

濟人，我們內修誠正信實，外行慈悲喜捨，這是我們人人應該修持。

這叫做稱性，就是完全要很用心，重視這誠、實這一念本性。所以我

們若能夠很真誠、清淨的心，這叫做「稱性無染」，總名叫做梵行。我

們的心，若沒有污染，那就是如梵天王所修的行，上上戒，不受人間

無明所污染，這叫做梵行。同時也是要修上上善，要修善、要持戒，

要持得心無染垢。這就是人人的本性，也就是清淨的本性，這必定要

受持，就叫做梵行。我們若不好好修，堅持這念心，我們就很容易受

污染。要保持得乾淨，必定要很用心，守得我們身心清淨，無染垢，

這就是我們應該修的。修得證圓滿菩提直道，這是我們的方向，我們

修得梵行，我們才能證得圓滿菩提直道。 

  

   修行，就是要去除無明染垢，求得覺悟。覺悟這條路就叫做菩提

道。這條菩提道是很簡單，就是只要你方向對準了，堅持你的方向，

沒有偏差，自然我們就在這條覺道，而且很直，直道。修行，說來實

在是沒有什麼困難，只要我們調直心，我們的心要調伏好，不要有染

著，直心向道，這就是菩提直道。我們要修行的，希望能圓滿的，就

是這樣的行。這個行，不只是自己自修，獨善其身，我們還要兼利他

人，所以菩薩所修，六度萬行。這是我們發心立願，自修同時要兼利

他人，我們就是要行菩薩道。我們所修的道路不是小乘，我們要展開

心胸，自度度他，所以我們要菩薩修六度萬行。入人群中，芸芸眾

生，所有眾生的習性不同，我們所修的行，就要去適應眾生，適應眾

生這種煩惱無明，還不受他影響，我們就是堅持要度他。 

  

   佛陀，他視眾生如一子，任何一個眾生，他都不放棄，在四生五

道中來來回回，無不都是要度所有的眾生。但是眾生根機不整齊，習

氣千差萬別，佛陀他的大覺，就是願意不斷來，不斷隨著眾生所受的

苦，他就是入人群苦難中來救度。但是，眾生的心越來越複雜，佛陀

盼望更多人能發心立願投入，更多人同時來度，所以期待人人不要獨

善其身，要兼利他人。佛開大乘一實法門，希望我們能覺悟不只是自



覺，我們還要開啟我們的心志，度盡一切眾生，這就是六度萬行，要

很多人共同入人群中去，要用種種方法。 

  

   所以「聖行正念淨戒定慧」。我們所修的就是與佛同等，受佛所教

化，佛陀怎樣教我們，我們就要老實，按照佛陀所教化，這樣去身體

力行。念要正，心念正，行為就正；行為正，自然清淨保持在我們的

本性，我們就不會受眾生所污染了。眾生，凡夫根機複雜，我們明知

眾生根機就是這麼複雜，所以我們才要投入人群。要去度人，我們自

己就要先堅持修得好，不要「本欲度眾生，反被眾生度」，我們要淨化

眾生，不要讓眾生把我們污染了。所以我們必定要持淨戒，我們淨戒

若持得好，我們的心就會堅定。心堅定，就不會受外界影響，這樣才

能得到智慧。要不然，我們日常生活只是「知道了、知道了」，知道的

事情很多，這叫做知識，大家說知識份子，你知道很多，若說到什

麼，就會說「我知道！」什麼都知道，卻是道理都分不清。是對的？

不對的？對與不對分不清楚。這樣我們的心就容易與日常生活的人事

物常常起動，靜不下來，所以我們必定心要定、要靜。 

  

   儘管世間人性複雜，世間事物，物物無不都是陷阱，事事無不都

是誘惑的泉源，誘惑人的源頭，就是我們人性的污濁。若自己受到外

面境界將我們誘引了，所以我們自己一念心的無明，外面的污濁事物

就這樣把我們誘引出去了。這就是定力不夠，智慧沒有產生出來，只

是知道外面的事情，不知道事情當中所含的理，不知道它的法。所以

常常聰明，卻受聰明誤了，常常有人就是這樣說。我們學人間的菩薩

道，要學佛就要從人間菩薩道做起。在我們這個大團體群中，也有令

人感動的菩薩，他的心很定，他的戒也守得很好，夫妻檔，一家人全

都投入，好幾十年如一日，這樣的菩薩不少。光是說其中有一對夫

妻，投入慈濟已經超過三十五年以上了。從我開始說花蓮要蓋醫院那

時候，起初我到台北，就開始有一群菩薩聽到花蓮是這麼欠缺醫療，

花蓮要就醫是那麼困難，他們知道在花蓮蓋醫院是必須的，幫助花蓮

偏僻地方的人有就醫的機會，所以這一群菩薩就開始發心。 

  

   其中常常說的高愛，現在可能已經九十多歲了，在那時，她的家

庭生活不是很好，但是她的愛心很大，一聽到，那念虔誠、堅持，她

突破了家庭生活困難，她還要再做慈濟，不只是向別人勸募，自己也

盡她的心力。甚至她用她睡眠的時間，一大早二點多開始就去掃地，

掃完之後，還要去賣菜，掃地、賣菜的錢，就是要給師父蓋醫院。平

時家庭的生活真的是……，說到她的故事，實在是很長，不過最感恩

的，她還不斷度人，常常帶人回來精舍。其中有一對夫妻，就李佳樺



夫妻，就是被她專程帶回精舍。佳樺和她的先生是這樣單純，來到精

舍，看到精舍的生活，了解師父要蓋醫院，他們專心發願支持，夫妻

同心志，這樣發心。那個時候，佳樺的先生，廖定興，他還在上班，

他是警察，但是只要是太太說的話，只要是對的，他就是支持。不只

是支持，還身體力行，有什麼活動，只要他下班了，絕對活動一定少

不了他。這是一對非常精進，同心同道的夫妻。 

  

   不論慈濟經歷了多少次的困難，他們都是盡心力去付出。退休之

後，慈誠隊，最早那時候，是從保全隊開始進來，他慈誠的號碼是十

八號，號碼這麼前面，可見是多麼早就進來，後來更名為慈誠。而我

們開始有大愛台那時候，要要人文真善美的志工，他也投入去拍攝。

所以，問他：你幾號？他說：「我是影視志工十九號。」想想看，慈濟

不管做什麼，慈誠時，他也是很早投入，我們開始需要影視志工在大

愛台幫忙，要紀錄、要攝影，他還是一樣這樣投入去學，拿照相機去

學如何紀錄。花蓮的醫院蓋好了，他就投入醫療志工裡，所有的一

切，他都做到了，做到志工的工作，事事都少不了他。但是，他們還

一直想：這樣的付出不夠，我到底還有什麼可幫助師父呢？花蓮醫院

蓋好了，過一段時間，大林醫院也要蓋，大林醫院蓋好了，新店醫院

也要蓋，新店醫院蓋好了，台中慈濟醫院也要蓋，所以，每一個慈濟

醫療院所，他都願意這樣不間斷付出。 

  

   除了一直勸幕以外，還有，「我家中還有多少東西可以給師父，幫

助他建設社會所需要醫療、教育。」教育也要蓋，大愛台也要蓋，因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好事情要讓人家知道，這也很重要。所有所

有一切的建設，他們就是這樣不斷在付出。所以，想到「我哪裡有一

塊土地」，趕快就把地契拿來，跟師父說：「師父，我家還有這張地

契，我想請師父收下來，看是要利用，或者是要把它賣掉，兌換現

金，來做我們所需要的建設。」我就說：「這個我們若用不到，你還是

保存起來。」他說：「不是，我們絕對用得到，不然我把它處理了，師

父您祝福我，我賣掉它，我就可以捐出來了。」土地一塊一塊就這樣

賣，想到了哪裡還有一塊，就拿出來，夫妻就是這樣同心志，歡喜付

出。想一想，「我哪裡還有一間房子租人，我想要將這間房子收回來，

把它賣了，好再給師父再做建設。」 

  

   「不可以啊，你要留著，囝仔大小（指家中大大小小的孩子）還

需要。」「不需要，師父，孩子，我該撫養的都撫養了，他們自己都有

家庭了，這是屬於我們倆老，而我們倆老都在慈濟裡，最後這個身體

也不必怎麼用到錢，我們可以當無語良師，時間哪有什麼呢？所以我



要把握時間，能做盡量做，自己做得到的盡量做。」他們就是這樣一

直過來，三十多年如一日，不曾聽到他們心有煩惱過，不曾聽過他們

東家長、西家短，他們都沒有這些無明，也沒有這些複雜的事情。每

次若是想到心寬念純，就會想到這對夫妻，三十五年以上了，已經沒

有一點點雜質雜念、煩惱過。幾天前，他們帶一位大德回來捐榮董，

她看到師父就一直哭。「你怎麼了？」「我捨不得師父，因為我很愛師

父，師父您被人這樣說，我聽了很捨不得，我快要得憂鬱症了。」我

就拍她一下，「傻弟子，你怎麼會這樣呢？其實我們自己問自己，我們

自己心若沒偏差，一人吐虛，萬人傳實，現在的社會就是有這樣無明

網，你何必被網網住呢？」她就笑出來，「對喔！我怎麼被無明網把我

網住了，這樣我安心。」 

  

   看，只有這次看到她被社會的無明網網住了，而這個網住，她是

說捨不得師父，捨不得我們慈濟為人間社會做這麼多，為什麼社會人

間這麼無明呢？這就是她唯一，我曾看到她這樣，為了社會，所以她

煩惱，要不然不曾看過她有什麼煩惱。全家都是榮譽董事，又是所有

的物質布施，她現在還這樣說：「我都一直想我家還有什麼。」這就是

這一對夫妻。先生現在已經是九十歲了，再過年就九十多歲了，身體

還很健康，活動還是看到他這樣挺身在人群中，做與慈濟人所做的，

慈誠隊的輪值都沒有缺席。這對夫妻就是人間菩薩，他們的故事也很

長，他們的女兒也很投入，家裡的人全都是慈濟人。總而言之，「菩薩

所修六度萬行」，他們「聖行正念」，很虔誠，佛法完全收入在他們的

內心，身體力行，都是正念、正見、正思惟、正業，所做的一切都是

正，「八正道」，無一他們沒有做到的。「七菩提分」，同樣他們都做

到，「三十七助道品」，這三十七條的法，哪一個他沒有做到？這就是

淨戒定慧的人，看到這對夫妻，真的是令人很感動。 

  

   所以「稱性無染總名梵行」，所以我們要好好修在這上上善與持上

上戒，我們了解了就要身體力行。菩提道是一條很直的道路，起點對

了，往前直走，不會受到其他人將我們影響了，這就是菩薩。自利又

要利他，這是六度萬行的修行者，是菩薩。所以，聖行，我們要好好

用心，不是做不到，淨戒，戒定慧離我們不遠，在我們的身邊左右，

在我們自己的身體力行中。所以別人做得到，我們也應該要學。上面

的文也就是這樣說。 

  

經文：「亦以不受一切法故，而於諸漏心得解脫。從是已後，諸聲聞眾

無量無邊不可稱數。」 

  



   「亦以不受一切法故」，就如廖居士這對夫妻，你看，外面誰在做

什麼樣的事、說什麼樣的話，他都不會受他影響了。要做，選擇的事

情是對的，做就對了，不論周圍的人、什麼樣的環境，他都不會受人

影響。沒有無明、沒有雜念、沒有污垢，這種不受一切無明惡法，所

以因為這樣，「而於諸漏心得解脫」。這些諸漏都沒有了，漏都盡了，

心已經得到解脫，沒有受污染。所以「從是已後，諸聲聞眾無量無邊

不可稱數」。聽法若能這樣，所有的煩惱漏盡了，心得解脫了，將聲音

聽進來，所得到的法，就是成就。由聲而聞，聲音聽進來，了解法，

自然能夠得到解脫，這樣的人很多，不可稱計。 

  

經文：「爾時、十六王子皆以童子出家而為沙彌，諸根通利，智慧明

了」 

  

   大通智勝佛講法、轉法輪那時候，「十六王子皆以童子出家而為沙

彌，諸根通利，智慧明了」。這已經用長久的時間修行了，才能夠得到

這麼清淨的心，清淨的根，諸根通利，這若不是很清淨的六根，就外

面的六塵容易來誘引他。根就是清淨，不受外面的六塵境污染，所以

他的根就會很清淨，清淨就是通利。就如那面鏡子擦得很清，山來照

山，水來照水，天地萬物一切景象無不通達，事理通達，這叫做智

慧，智慧明了，沒有障礙。接下來再說。 

  

經文：「已曾供養百千萬億諸佛，淨修梵行，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俱白佛言：世尊!」 

  

   是這十六王子他們也在會中，他們所了解的都很通利了。過去是

梵天王請法，現在就是十六王子請法，他們能諸根通利，就是因為他

們過去已經有供養百千萬億諸佛，所以他們能夠諸根通利。這就是過

程用很久的時間修梵行，不只是供養，又是身體力行修清淨行，上上

善、上上戒。這樣一直修行，用很長久的時間，在佛法中這樣修行。

他們所追求的，那就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至高無上等覺，這是

他們所追求的。所以十六王子一起，也是俱白佛言，一起要來請法，

向佛祈求。 

  

經文簡釋： 

「已曾供養百千萬億諸佛」；過去已曾供多諸佛。植福已廣，種德已

深，志求佛果。 

  

   我們先看「已曾供養百千萬億諸佛」，表示過去已經長時間追求佛



法。世間要遇一尊佛出世不容易，經過了百千萬億諸佛，每一尊佛，

他們都是追隨諸佛修行、供養。可見時間有多長，這十六王子就是生

生世世追隨千萬億佛，這樣在修行，這樣在供養，所以所供養的佛很

多。供養佛很多，「植福已廣」。供養，就是造福人群。用什麼來供養

佛？就是造福人群，種福慧，福慧兩修，修福、修智慧，這叫做「植

福已廣」。「種德已深」，種德，種德也很深。常常這樣說，我們要撒播

種子，「一生無量」，意思就是，度眾生，吸收佛法。在佛法中廣結善

緣，造福人群，外修福、內修德，所以叫做「植福已廣，種德已深」。

「志求佛果」，生生世世都是這樣修行，不只是修行要為自己求得覺

悟，其實，做人的品行，「百善孝為先」，不是只有供佛、做好事，也

要孝順父母，「百善孝為先」。 

  

   我們要知道，過去孔夫子的時代，也完全都是講究如何好好孝順

父母。有一次，子游問孝，子游是孔夫子七十二賢中的其中一位，這

位弟子有天問孔夫子：「孝，到底什麼是孝呢？」這是子游問孝。孔夫

子就這樣回答他，就說：「孝，人人都說養父母這樣叫做孝，能夠養父

母，這樣叫做孝。」是嗎？「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

乎？」孔子這樣回答。孝，孝養父母，人人都在奉養父母，這樣難道

叫做孝嗎？犬馬，我們也是這樣在養牠，那只是飽牠的腹，讓牠有得

吃，讓牠的肚子能飽，就是養這些動物，就是讓牠肚子能飽，這樣養

牠。但是，養父母豈是讓他們的肚子能飽就好？不會餓著了就好嗎？

不是。一定要有孝、要有順，孝順才是真正叫做孝。這就是我們世間

人真正要用心在做人的根本。 

  

   所以佛陀教導眾生，也是教導我們，我們的品行要做到，人人是

父母生，要感恩父母，父母的恩重，要孝順。所以要有「四重恩」，父

母恩、眾生恩、師長恩、風王水土恩，這是「四重恩」。所以說，父母

的恩德也是很大，我們也要懂得如何來供養，供養父母就如堂上活佛

一般，這是我們做人的根本。所以我們在佛經所看到的，常常看到供

養供養，不只是供養佛而已，所說的供養就是付出，你要有對父母愛

的回饋，感恩的尊重，這分的孝。對一般人，我們要有慈善的愛，他

所需要的，我們去付出，我們也要用尊重心。因為人人與佛同等，

「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已成佛，當來成佛，在人群中，不論誰

都有成佛的機會，這就是說，我們對人人都要有這分供養的心。所以

供養，這十六王子累生累世普遍都在做供養，在諸佛的道場中學法，

植福很廣，時間長，累生累世不斷造福業，不斷在人群中修智慧，所

以，德就很深。所做的一切，不論是為人群、為家庭，所做的一切無

不都是虔誠的付出。供養就是付出，不斷地付出，在千萬億諸佛所，



都是這樣不斷在付出，結善緣，修善行。 

  

經文簡釋： 

「淨修梵行」；以清淨心，修習梵行。梵者清淨，斷婬欲之法為梵行，

即梵天之行法。修梵行則生梵天。 

＊「梵行」：謂菩薩無空有二邊愛著之染，名之為淨；以此淨心，運於

慈悲，與眾生樂，拔眾生苦，故名梵行。 

  

   所以「淨修梵行」，就是「以清淨心，修習梵行」，用最清淨的

心，不受周圍的人我是非污染了。既發心要做，就是一心一志，付

出，做就對了。就如剛剛所說的這對夫妻，在人群中都沒有什麼人我

是非，既發心，做就對了。這是修清淨心，修習清淨的梵行。梵者，

就是清淨無染著，斷諸淫欲之法。所以我們若要修行，最好就是用童

子心開始來修行，或者是從清淨的心，還沒有家庭之前，就要發這樣

的心，這叫做斷諸淫欲，清淨，清淨心，這叫做法。這個法，完全清

淨的梵行，斷盡淫欲。梵行，就是「梵天之行法」。梵天，我們過去說

過，他們所修的法是上上善、上上戒，這是梵天所修的行，他們能超

越，超越過欲界，在有物質的世界中，他們的心都是這麼清淨。修梵

行則是生梵天，很清淨的心來修行，付出。所以，梵行就是「菩薩無

空有二邊愛著之染」。另外的解釋，梵行就是不離人間，剛剛所說的梵

天，他是離開人間，生在梵天，享受天福，但是要發大心的人，他就

不離開人間，那就是叫做菩薩。 

  

   「菩薩所緣，緣苦眾生」，在芸芸眾生中，濁氣很重，但是菩薩要

修的行，「無空有二邊愛著之染」，沒有偏空。雖然在這污濁之中，他

已經修一切不染著，一切皆空，但是空中妙有，所以在這個有的世

界，他不受染著，但是在有的世界中，他是度化眾生，不受眾生所污

染。這就是「無空有二邊愛著之染」，就是這樣在人群中修行，造福人

群，這名叫做淨。雖然就是這麼污染，我們要修的，要空掉一切，但

是他不執著空掉一切，他還是不忍眾生受苦難，還是要再投入。投

入，卻不受世間所有的一切染著，所以這就是沒有受空有二邊愛著所

染，這叫做淨，是清淨。「以此淨心，運於慈悲，與眾生樂」。以清淨

心投入人群，在人群中運用他的慈悲，「與眾生樂」，就是給眾生一切

的快樂，當然要拔除眾生的苦。眾生有種種生理、心理的苦，又有天

地不調的苦，又有人間種種無常的苦。苦是這麼多，就是要用法去拔

除他們的苦難。有形的苦難，為他們拔除；無形的心靈苦，我們用智

慧去接引他們，讓他們都安穩，讓他們的心能快樂，而不受這些事情

所染著，這叫做梵行。 



  

經文簡釋： 

「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供佛修行，深種善根，志求菩提，成等正

覺。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智名，華譯為無上正等正覺，即是真正

平等覺知一切真理的無上智慧。 

  

   所以「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他們長久以來，來來回回，都在

這樣的人群中，不執空有，沒有愛著，但是一直在這千萬億佛的道場

中來來回回這樣修行，這十六王子就是這樣。他們所求的是什麼呢？

只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他們「供佛修行」，很深的善根，就只

是「志求菩提」，能夠成無上正等正覺。這就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也叫做佛智，翻譯叫做無上正等正覺，也就是真正平等覺知一切

真理，無上的智慧。我們要了解，一切都是平等，所以常常說我們要

修「慈悲等觀」，慈悲要平等。我們不要貪、瞋、癡、慢、疑，這些心

都要拿掉，完全清淨在人群中，這才是真正無上正等正覺，已經了解

一切真理了，是無上的智慧，這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十六王子以恭敬心要來請教佛陀，來請法，到底用什麼心？十六

王子共同來請法了。所以大家要用心，我們不只是學佛，這十六王子

也已經都成佛了，所以我們也是一樣，要向十六王子學習，到底他們

用什麼心？在長久的時間，從大通智勝佛的時代一直到現在釋迦牟尼

佛，在這十六王子修行的過程，他們到底是如何修，修福慧？我們要

用心了解、體會，當然還是要多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