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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沙菩薩珍惜因緣而求佛道， 

諸世尊說一乘實法度化無量， 

佛為引導眾生令得入於佛道， 

久修勤進能到聖處名為聖道。 

 

時光如梭，行腳已有三十二天，回來也有三天，總共過了三十五

天了，時間過得很快，這次出門所看見的，很多人薰法香，很精進用

心，大家筆記。心得寫得很好，也是很期待回來趕緊能及時再與大家

做分享。但是，回來的第一天、第二天說電腦還在維修，第三天說是

初一，就這樣，距回來已三天空空過去了。今天起，大家要再提起精

神，要心入法，將法入心來，開始重新起步，薰法，不斷將法吸收入

心。聽到大家聽法之後，對人世間看法，那種的改變，那分心與環境

的分析，真的是有精進，也有進步，所以要好好把握時間。 

 

來，用心啊！「恆沙菩薩珍惜因緣而求佛道，諸世尊說一乘實法

度化無量，佛為引導眾生令得入於佛道，久修勤進能到聖處名為聖

道。」各位，學佛就是要這樣，塵點劫、塵點劫的以前累積聞法了

解，用心修行，累積以來，恆沙菩薩。恆沙菩薩都是珍惜因緣，累生

累世不斷，就是要珍惜因緣。因緣求佛道，有了因緣，要趕緊好好求

佛道。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既得人身，荒廢了時間，不聞佛法，空

過人生。人身難得，「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呢？恆沙菩

薩就是這樣，這樣珍惜因緣，珍惜累生累世這個身，有因緣要趕緊求

佛道。唯有人身能夠學佛法，能夠學佛，能夠吸收佛法，所以我們要

好好珍惜人身，累生累世。諸佛世尊來出現人間，無不都是說一乘實

法，來度化無量眾生。雖然是設種種方法來教育，但是佛的目的來人

間，無不都是希望人人能夠得一乘實法。這是諸佛道同，每一尊佛來

人間就是這樣的目的，希望人人也能夠有與佛同等的境界，體悟天地

宇宙萬物的真理，這是諸佛道同，都一樣的目標。 

 

佛陀為引導眾生，人人都能入於佛道，所以必須要累生累世久修

勤進，要殷勤、要精進，這樣才能到達聖處。就是最殊勝，無上正等

覺聖道的地位，這是諸佛來人間的目標。他自己本身也要累積很長久

的時間，恆河沙劫這樣不斷累積過來，所度的眾生無量數，也是如恆

河沙。這如恆河沙數的菩薩還是一樣這麼精進，珍惜因緣來求佛道。

佛本身為度眾生，也是要久修殷勤精進。看，度人的人，本來就是要

這樣。佛就是久修梵行，清淨行，勤精進，後面所隨佛修學，愈來愈



積愈多，人人也是一樣要勤精進，珍惜因緣，這是一條菩提大直道。

釋迦佛起步向著菩提大直道，來引導眾生，眾生人人也要跟著佛，同

樣走這條菩提大直道。同一條路走，前面的引導，後面的追隨，同樣

是這一條路，所以我們要很用心。前面的文就說。 

 

經文：「諸比丘，如來亦復如是，今為汝等作大導師，知諸生死煩惱惡

道險難長遠，應去應度。」 

 

這是前面的文，「應去應度」，我們前面已經說到這一段，因為在

化城，眾生大家學法，根機劣下，路又是很長遠，要走過這險道，需

要有人來帶。這在古代印度時，若是人很多，要去做生意，必定要有

認得路的人來帶路，這都叫做導師。來來回回在這條路，很熟悉了，

他能引導人人平安走過這段很危險的道路，避免危險到達安全的路

走。因為我們眾生一直累劫以來，就是這樣生生世世不斷在生死中輪

迴，生死煩惱不斷複製，惡道，不斷來回在惡道中。這是眾生不知道

有路可走，才會常常墮入到險惡的路，常常墮入這種艱難，無法自

拔，不能自己這樣的道路。所以，諸佛菩薩就如來來回回對這條路很

熟悉的人，他就會來接引我們，來為我們帶路。 

 

但是有的人，上路了，開始起步很歡喜，但是走久了就會喊累！

沒有耐心，很懈怠，不要再向前精進，所以半路就想要停下來。但是

帶路的人就要用種種方法來鞭策，來勉勵，他要用方法，用法度。所

以就有化城，手一指過去，「大家看！前面再沒多遠，就有一休息的地

方，一座城，到那時候就能休息了。來，趕緊提起精神再向前走。」

這「應去應度」，那就是諸佛菩薩的使命，明知眾生懈怠、剛強，難調

難伏，卻是甘願在這條路來來回回。因為這條路很險惡，所以，使命

還是來去來去，應去應度。應該經過這條險道，面對著芸芸眾生來為

他們接引，這是「應去」。諸佛菩薩已經自我解脫了，何苦要再來人間

度眾生呢？是不忍，不忍眾生有苦難，是諸佛菩薩的大愛，所以不忍

眾生苦，心如慈父、慈母一樣，所以「應去」，去與這些眾生群眾，用

方法去度化他們，所以「應去應度」。 

 

看到芸芸眾生能夠接受佛法，聽他們分享，「現在法聽了，了解

了，我們大家都很和睦了。」就如在台北，我行腳第一天的早上，一

群小菩薩就來了，很可愛，書軒的小志工，一大群來了。開始第一個

說話的是珮琪，六七歲，她從三四歲開始一直到現在，今年已經六

歲。她第一個就這樣說：「師公，您上次教我說要吞忍，我有吞忍，我

已經與我的同學都和合了，我們大家都和好了，相處得真好。」看，



這麼小的孩子，「教我吞忍，我都有做到了，我現在與同學都和好

了。」你看，這就是法，年紀這麼小的孩子，法入心，她就能和人

群，與她的同學和好了，快樂了。我們很多的菩薩，不論是老菩薩或

者是發心行菩薩道這些人，大家若說到薰法，聽法之後改變過來，這

就是因為有法度入心。所以「應去應度」，還是來來回回諸佛菩薩在人

間，就是要這樣度化眾生。 

 

菩薩，聽到哪裡有苦難，出去也聽（薰法香），有的到國外去發

放，去土耳其的志工回來，再度分享。去尼泊爾的回來，也同樣再與

大家分享。這種去了，回來分享，應去苦難的地方，再回歸在眾生世

界，就來說，說那最苦難，受苦磨，在惡道中苦難的眾生，回來向大

家見證：我看到了，人間無常，人間苦難偏多，發生了苦難，那心境

的悲痛。無常一發生，看到國土危脆等等，就能回來向大家分享那境

界的險難惡道。同樣的道理，所以我們要多聽、多講、多引導，這就

是恆河沙菩薩珍惜因緣。剛才所說過的，恆河沙菩薩要珍惜因緣，就

是要不斷入人群，將聽來的法不斷跟大家分享，讓大家越來越能夠了

解。這就是聞法、說法、傳法，這樣一直累積，恆河沙菩薩，聽的人

越多，能說的人、了解的人越來越多，讓法廣傳出去。「應去應度」，

這我們要很用心去體會，每一句法的重要，我們都要收入心來。下面

接下來再說的經文。 

 

經文：「若眾生但聞一佛乘者，則不欲見佛，不欲親近。便作是念：佛

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 

 

想要求學佛法的人，開頭的時候很有信心，發心立願要聞佛法，

要修佛法。但是，眾生就只是知道苦、苦、苦，這麼多的苦，我若修

佛法，我就能了脫生死。所以大家只想了脫生死，所以他接受「苦集

滅道」，接受「十二因緣」法。這些一打開，苦的法一打開，無量數的

名稱，無量數的解釋，真真正正，佛法光從四諦法起步，開始要修的

方法，信解行證，戒定慧等等，要去對治這些苦。苦的名稱又是很

多，煩惱、無明，無量無數。要修的方法也是很多，要到菩薩的境

界，十住、十行、十地等等，這要如何來行，真的也是很多的方法。

所以大家很認真，要如何能解脫這生死苦難。所以，獨善其身，聽聞

「四諦法」，這樣他們就已經很用功了，一直到「十二因緣」，也都要

很體會深入。所以光是這樣一門進來，是不是自己已經都能了解了

呢？見、思煩惱雖然斷了，塵沙惑還未了斷。佛陀開始就要來引導，

塵沙惑也要盡除。塵沙惑要如何盡除呢？入芸芸眾生群中去，眾生無

量如塵沙，如恆河沙數那麼多的眾生，你要入這麼多眾生群中。 



 

每一位眾生的煩惱、觀念都各不相同，你要進入人群，要去看、

去了解，何種煩惱，要用何種的方法去度化他。師資，你要做老師去

教學生，但學生要如何能聽老師的話？老師自己就要用功。所以學生

幫助老師用功，懂得用這個法去教學生，學生若還不清楚，老師就要

更用功一些，這就叫做師資。老師教學生，學生提供給老師要再精進

的方法，所以這就是要入人群。我們要斷除煩惱，我們若不再進步，

我們不知道還有這麼多煩惱還未除。所以我們必定要入人群中去，塵

沙惑，那個塵沙惑的無明，我們才有辦法一一體會了解。所以我們常

常說，付出不只是無所求，還要再感恩給我們這個機會。他的心開解

了，是我們方法讓他開解，而我們的方法是要去找來的。所以看到他

的心開解，我們法喜，法是我們自己自得，所以要入人群中去。但是

眾生就是懈怠，我只能取得我自己了解就好，他對人群就是有一種畏

懼。所以他擔心路還很遠，就不想要去，就想停止下來，前面的

（經）文是這樣。所以這時候佛陀要再鞭策，化城，已經和他們說那

裡有一個城能夠停歇。 

 

佛還要再回頭解釋，「若眾生但聞一佛乘者」。本來佛的目標就是

要向眾生宣布，你也能成佛。成佛的境界就是遍虛空法界，這個心

境，對虛空法界無事不曉，無物不通，這種心靈境界。但是，眾生難

理解，所以，「聞一佛妙乘者，則不欲見佛」。寧可不要見到佛，才不

會一直逼我要再向前走，我這樣就好了。我若再去見佛，佛就會叫我

要再向前行，所以就「不欲見佛」。我這樣就好了。「不欲親近」，我若

再親近，我就要跟著他走那麼遠的路，我這樣能停歇就好了，在化城

裡這樣停歇下來就好了。這就是眾生的懈怠，剛強難調伏。 

 

所以，佛「便作是念，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這條佛道

很長啊！化成喻品就是要告訴我們，時間、空間，時間長久，空間無

量數，所以我們來人間，在眾生道，能有幾次來人間呢？就如誠愿

說，生物學的科學家說，地球上光是生物就有八百七十萬種，人類只

不過是八百七十萬種之一。所以，我們要得人身，是八百七十萬分之

一的機會，我們豈能不把握此人身，好好地將佛法吸收。今生此世，

來生來世，再無量生世，不斷珍惜好我們這念求佛道的心，生生世

世。所以，佛道是這麼長遠啊！能成佛嗎？絕對能成。所以前面說

過，就是恆沙菩薩，我們一直不斷不斷接受佛法，不斷行菩薩道，既

然行菩薩道，就是對道理很清楚。當然菩薩道走透，那就是到佛的境

界了，所以大家要很用心。 

 



經文簡釋： 

「若眾生但聞一佛乘者，則不欲見佛，不欲親近」；若彼小根機，持小

法，守獨善法者，若不為說淺近小教，但使得聞一佛妙乘者，則不欲

見佛，不欲親近。 

 

所以，「若眾生但聞一佛乘者，則不欲見佛，不欲親近」。那就是

說，「若彼小根機，持小法，守獨善其身」，這樣的人，他「若不為說

淺近小教，但使得聞一佛妙乘者」。就是要從小教這樣一直引導引導，

只是一個目的，就是要使他能一直不斷接近佛，接近法，這樣直到一

佛妙乘。這就要用很長久的時間來跟他接近，要不然「不欲見佛，不

欲親近」，這樣就會斷了。所以必定要用說淺近小教，慢慢使他能歡喜

親近，這樣才能得佛妙乘。就是對「不欲見佛，不欲親近」這種小根

機人，就要用這樣的方法，用小教淺近來誘引他。 

 

＊因乖其所好故，中路懈退，無大信根機受教之意義。因機小不堪任

大，則心不樂見佛不欲親近。 

 

「因乖其所好故」，乖就是違背，本來發心立願，想要成佛，要修

行，但是修行久了，他就違背自己的心願。所以常說「發心如初，成

佛有餘」。乖，就是違背了初發心那一念心，所以，「因乖其所好」。我

們開始不是很熱心嗎？開始不是信心勃勃嗎？但是他自己違背了自

己，那個殷勤精進的心已經鬆掉了，鬆了。所以「中路懈退」，「無大

信根機受教之意義」。意義，就是「因機太小，不堪任大法」。小根機

到這個時候，根機不堪受，所以他願意放棄，他不堪任，受這種人世

間的重任。人家說，天將降大任，就要磨其筋骨，就要堪受磨。但

是，不堪得受磨，就容易中路懈退。「則心不樂見佛，不欲親近」。因

為這樣，自己懈退了，懈怠退失，精進心已經鬆了，所以慢慢退失。 

 

說到這裡，就想到一些老菩薩，看到師父很歡喜，但好像有一些

埋怨，「我們做十多年了，都沒有人帶我們去見師父。」到處都會聽

到，做一二十年了，都有這樣一點點的埋怨。看到師父很歡喜，他們

說：「我們會認真，我們努力，我們會做得很久很久。」還會聽到這樣

的菩薩，真的是不見，若是不見，就會慢慢一直鬆懈了；有見過面

的，開始就會一直一直認真下去。 

 

＊譬喻根機淺劣，如除糞得價，安於受雇做傭，以求工食，則欲見之

近之。 

 



所以，「譬喻根機淺劣，如除糞得價，安於受雇作傭，以求工食，

則欲見之近之。」就如在〈窮子喻〉，長者看到兒子在門外，就趕緊去

追啊！追啊！孩子看到有人來追，會怕，就這樣昏過去了。所以，用

方法，再用冷水潑醒他，長者開始自己去度他，進來了，「來！做工，

三餐能吃飽，來除那些垃圾，做粗工，換三餐能飽。」這樣，他甘願

做，這是同樣的意思。所以「則欲見之近之」，若是這樣，「好！我可

以做。」除糞工作，甘願這樣做。真正能夠領導人，能夠好好地教導

人，但是，自己不願意接受，這就很辛苦，只是一直懈怠在人群，人

類，人物，只是這樣，都沒有珍惜得人身有多麼困難。佛陀說「萬劫

難再」。這都是眾生，原來眾生類有這麼多種。所以佛法說，「一失人

身，萬劫難再」。能夠得到人身，我們要趕緊好好把握。 

 

＊若一乘大法，說不投機，聞不入耳，故不欲見之近之。 

 

所以「若一乘大法，說不投機，聞不入耳」。我們若是說話，話不

投機，他聽不進去，所以「故不欲見之近之」。因為說大法，他是小

機，你跟他說大法，所以他聽不進去，所以他就不願意見，也不願意

親近。 

 

經文簡釋： 

「便作是念：佛道長遠」；佛自心中作念言：從歷塵點劫來，累世增修

萬行，乃成佛道，故云長遠。 

 

「便作是念：佛道長遠」，佛就會這樣想，這些眾生的根機很下

劣，這要和他說一佛乘，實在是要一下子就接受很困難。所以就用這

樣的觀念，「便作是念」。佛就從內心想辦法，佛道這麼長，要如何讓

他們能走過這段險難的道路。就是，眾生煩惱要如何為他們解除，能

讓他們起歡喜心，走過這條路。「佛自心中作念言」，這是佛陀心中的

念，不捨眾生半途而廢，所以「從歷塵點劫來」，從這麼久以來，「累

世增修萬行，乃成佛道」。這是佛他自己本身，為了要度這些人，所以

要從入塵點劫來，從大通智勝佛，十六王子那時候一直過來，這樣累

世增修，不斷增修。因為他累世都在人群中，知道人群眾生的煩惱無

明，要如何設法度他們。所以「累世增修萬行，乃成佛道」，這是很重

要，大家應該要很用心。所以，「故云長遠」，佛道長遠，用很長的時

間來設法。 

 

經文簡釋： 

「久受勤苦乃可得成」；如斯之久遠劫以來，忍受勤苦疲勞，乃可證悟



得成正覺。 

 

「久受勤苦乃可得成」，真的，修行過程那麼長久，所以要用這麼

多累生累劫來投入，勤精進。雖然在人群中，面對著芸芸眾生，真的

是苦不堪眾生的懈怠，剛強，難調難伏。但是要成佛，要度眾生，還

是同樣要不斷這樣投入。「如斯之久遠劫以來」，就是要這麼長久，塵

點劫，這麼長久以來，「忍受勤苦疲勞，乃可證悟得成正覺」。這是諸

佛菩薩的慈悲，為度人群，也是同樣要堪得忍。用長久的時間，作為

人群的典範，這樣修行過來的。 

 

＊三大阿僧祇劫累世勤行，百劫修因。千里之道豈短時日而能至，故

云：「久受勤苦乃可得成」 

 

多久了呢？「三大阿僧祇劫累世勤行，百劫修因」。阿僧祇劫是三

大阿僧祇劫的百劫，百劫修因，「千里之道豈短時日而能至」。這麼長

的路，豈是一天就能走得到？當然要用很長久的時間。所以這樣說，

叫做「久受勤苦乃可得成」。各位菩薩，真的學佛我們要很用心，也要

經得起忍耐，要不斷不斷地忍耐，要用長時間在人群中。看看恆沙菩

薩珍惜因緣，還是要跟大家這樣互來勉勵，這個因緣求佛道，我們是

「一失人身，萬劫難再」。最近我都說：「年紀愈大，要愈殷勤做。眾

生，若沒直接與他們接觸，和眾生還是永遠無緣。」所以我們大家要

把握時間，不論多長久的時間，我們都要珍惜，珍惜這個因緣求佛

道。佛自己就是要久修勤苦，這樣才能得成聖處。所以，佛是這樣走

過來，我們隨佛也是要這樣走過去，同樣就是在菩提大直道。今天

起，大家要再提起精神，要心入法，將法入心來。開始重新起步，薰

法，不斷將法吸收入心。聽到大家從聽法之後，對人世間看法，那分

的改變，那分心與境的分析，真的是有精進，也有進步，所以要好好

把握時間。我們人人時時要多用心啊！ 

 

[註一] 最後一段，最後幾句文，是上人行腳回來的感言，當天是

在一開始第一段講的，因為全段較長，節錄上述數句(今天起，大

家…)，剪接在結語，以為勉勵之用。 

 

[註二]《孟子·告子下》：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

益其所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