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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小懼大滯留初受自得  

器量根小得少自以為足  

如彼小草小樹受量易滿  

若彼雲雨大量不堪消受  

 

   看，「機小懼大滯留初受自得」，應該大家了解了？根機若小，那

就是開始修行就是聽「苦」，知道確實真是苦啊！所以發心修行，修行

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如何避除這個苦，能夠避開。要避離苦，就要按照

佛陀的指導，知道苦的源頭，了解了，就開始知道要如何滅除煩惱的

方法，就要與人，避開與人互相糾結，這種不好的緣。所以他就修行

獨善其身，不要與人有什麼樣的糾結。所以自己好好修個人的行，不

要再造惡業，所以諸惡不造了，知道不要再造惡業，不要再結惡緣。

好好地有煩惱生出來時，要如何好好地避開，要如何除滅心中起伏的

無明，觀察人世間的事理，這他們都通了。  

 

   所以機小，就是為自己，道理都懂了。卻是懼大，懼就是怕，害

怕若要再進修大法，那就要入人群，他已經不想再與人有糾結，所以

他就避開，不想要接受大法。這是怕，所以他會停留，會滯留在小

乘，從開始知道的一個觀念，不要與人糾結，這都是苦的因緣，因為

這樣，就是「初受自得」，就只顧自己，保護好自己。這種「器量根小

得少自以為足」。根機的量就是很小，所以所得到的一點點法，他就覺

得這樣很滿足了。我知道人間的苦，我知道苦的因由、來源是集。集

種種的因緣，這些道理我都懂了，這樣我足夠了。所以根器，他的器

量就是這樣而已，接受這樣的法，他以為這樣滿足了，所以「得少自

以為足」。其實，佛陀要教育的法不是這樣而已，這只是給你一個起

頭，了解人間苦難的起點，但是他就只是這樣，他就停了，停在自己

的世界裡。  

 

所以「如彼小草小樹受量易滿」，就如小草，一支草，一點露它就

滿足了。其實如果是小棵的樹，一點點雨，整棵就都溼潤了。我們也

說過了，大樹吸收的水分很多，很大的樹，雨水一下，可能至少也還

有兩三噸水在一棵樹這樣吸收著。所以說，種樹的好處，樹林如果有

大雨時，它就預先將雨水吸收著，雨水若過再慢慢釋放；如果沒有

樹，或者是樹小棵，大雨下來，沒有吸收的地方，自然（土）地無保

護的根，就容易會土石流。所以說，小草、小樹只是顧自身而已，要

大樹，大樹，它不只是顧自身，很滿足，能夠很能吸收很多，它還可



以顧大地、護大地，這是大樹的功能。  

 

   所以，「若彼雲雨大量不堪消受」，若是小草、小樹，它吸收的量

就是這樣。若是雲雨較大量時，就不堪消受。這小草小樹的功能就是

這麼少，就是顧自己。我們要學的應該是大法或者是學小法就好呢？

同樣是人，現在臺灣真的是問題很多，光是說在臺灣，身心障礙的人

口，據說超過一百萬人（行政院主計處統計，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人數

計 112萬人）。想想看，臺灣總共二千多萬的人口，身心受障礙的人口

超過一百萬人，其中有差不多九成每天都是關在家裡，就是家裡的人

這樣保護著他，這是比較有福的人，能依賴著家庭，身心有障礙的

人。但其中還有十分之一是受不到保護，都自己單獨一人，自己關在

裡面，不敢出門，也不要接受外面人的幫助。這樣的有十分之一，這

種身心障礙的人。這樣算起來也不少啊！二十分之一有身心障礙，這

之一的其中又有十分之一，那就是自己的心門鎖住，關在自己單獨的

身心世界裡面，這也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但是又有另外一群人，那

就是有愛心，想著要如何去幫助這種少數，但是也不算少的人，要怎

麼樣去幫助他？  

 

   就看到一個個案，其實類似這樣的個案很多，舉一個例子。有一

位今年四十五歲的婦人，她有輕度的智能障礙，她有一個哥哥，但是

父母早就已經往生。在她小時候，父母就一直跟她說：「不要人家敲

門，妳就隨便開門，外面壞人很多，不要這樣，人家敲門就開門，不

可以。也不要出去外面。」這是從小的時候，因她有智能障礙，父母

一開始就這樣教她，她也很乖，都一直聽這樣的話，從父母健康健在

世時，她小的時候若有人來，就不敢去開門，養成了這樣的習慣。尤

其是智能障礙，到了父母先後都往生了，現在雖然有一間公寓可住，

哥哥都在外面，自己有家庭，所以要來看妹妹也很難，三不五時。這

個妹妹自己生活，里長就會拜託（里長申請養護之家送餐服務），有人

專門供應送便當的人，他就這樣為她送二餐便當（一餐 65元，一日送

二餐）。若是送便當的人來，她習慣性就會跟他聊天一下，跟固定的人

可以這樣接便當，跟他聊天。但是她的智能就和孩子一樣，平常就是

在家。稍微清掃地板可以，其他沒什麼功能。  

 

   有一次，她有存摺，父母親有幫她存一些錢。哥哥覺得錢放在這

樣這麼笨的妹妹身邊，擔心這銀行存摺遺失，他就把它收走了，拿去

保管。你說她笨，她也知道呢！知道哥哥將銀行存摺拿走了，那天就

一直哭，從天亮哭到晚上，又從晚上哭到天亮，整天一直哭，這是兩

年前的事。鄰居就覺得怎麼這麼可憐，從小跟她當鄰居到長大，聽到



她這樣一直哭，就去叫里長，跟里長說：「你也為她設法一下，像這

樣，整夜哭到天亮，整天一直哭。」里長心想：這也已經提報社會局

了，社會局就是這樣要去找她的哥哥，哥哥就只為她付飯菜錢，就已

經是這樣，但是還能怎樣呢？如果來叫門，她也不開門，要怎麼去關

懷呢？里長就將這個個案提報給我們基隆的菩薩，慈濟人接到這個個

案就趕快去關心。兩年前大家想辦法，按地址找到這一戶來，一直叫

門、叫門，怎麼叫都不願意開門，只願門內門外這樣對話，就要他

們：「在那裡站就好，我跟你說。」就是這樣排排站。他們（慈濟人）

自己說，我們就是排排隊的。  

 

   一二年的時間，有時候她歡喜就開門，進到裡面跟她說話、跟她

聊天；有時候大家站得很累了，就說：「妳怎麼沒叫我們坐下？」她

說：「站著就好。」椅子就是不給他們坐，就是站著跟她說話。就要跟

她說得很誠懇，說得她很高興，說：「我們站得腳很痠，受不了了，拜

託椅子讓我們坐一下好嗎？」等到她如果高興時，就說：「好啦，坐一

下就好。」如果不高興，還是一樣這樣排排站。兩年的時間，每一個

月有時一次、兩次，就是這樣一直去關懷她，一直去跟她聊天。一直

到最近，送飯的公司說已經很久沒去繳費了，所以飯不再送了。里長

再跟慈濟人說，慈濟人去了解，原來整個月沒去繳費了，難怪送便當

的公司就停送了。慈濟人就趕快去為她繳便當費，九千元，開始才又

送飯的公司繼續。家裡面雖然她會掃，但是水塔阻塞，馬桶不通，所

以馬桶裡面的東西都滿出來了，滿出來外面。慈濟人發現到時，動員

人要去為她清掃，也是要固定人跟她說話，固定人，秀燕菩薩（黃秀

燕），她就去跟她說：「我帶人要來幫妳修水塔。」「好啦！」開門讓她

上去。沒水可用，什麼都不通，所以要為她修理水塔，歡喜讓人上

去。  

 

   告訴她：「要幫妳清掃馬桶，清掃妳的廁所。」她說：「不用啦！

不用啦！」「為什麼不用？這麼髒，怎麼不用呢？」「這個桶子不能

用，這樣也不能用，那個也不能用。」「為什麼不能用？」「這個我要

裝東西，那個我要裝東西。」她說：「如果沒有這些東西，我們就沒辦

法裝水來幫妳清了。」她就說：「你們不會去買嗎？」叫人家去買。就

說：「我們就沒帶錢，沒帶錢不能買東西，妳是不是借我們用一下？」

這樣跟她說了很久，她就還是不肯。志工就跟她說：「不然我們大家都

要走了，因為我們都沒帶錢，我們沒辦法買桶子來幫妳清掃，妳如果

不讓我們用，我們就要走了，沒人要幫妳清哦！」她說：「這樣啊？好

啦、好啦！幫我清。」這樣才讓人清。那是要用真功夫，要用媽媽心

對孩子這樣。真的是要有一個人陪在外面一直跟她聊天，童言童語，



要跟她一直聊天，才能讓後面一群人去清掃，馬桶都滿出來了，又沒

水。在上面(頂樓)修理水塔的慈誠師兄，在上面洗水塔、修理水塔，

讓它馬達能動，讓它水能通。水來了，開始很好清掃，清一清、掃一

掃。  

 

   又有一次發現她的頭髮都已經打結了，就想辦法要如何幫她清理

頭髮？再跟她搏感情，說一說，她才說：「真的妳們幫我梳一梳會比較

輕鬆嗎？」「是啊，幫妳梳一梳，梳一梳，剪短一點。」「妳要剪哦？

妳不能剪，只能梳不能剪。」你想，你說她笨，她也懂得愛漂亮，所

以也要留著頭髮。但是師姊就又半哄半梳，梳頭髮、剪頭髮，洗一

洗，「輕鬆嗎？」笑了。還有，馬桶都清好了，廁所裡面都幫她清好

了，便當也開始再送了，送便當的人拿便當來了，她就趕快去接便當

來時，打開便當說：「我很餓了，他們來，都是他們來幫我清馬桶，幸

好他們幫我清掃得很乾淨。」那位送便當的人就說：「妳有向人感恩

嗎？」「有啊，我很感恩。」「妳有跟人家說謝謝嗎？」「謝謝啦！」就

這樣。你說她笨，也會說感恩。相信她是在撒嬌，桶子不給人用，什

麼都不讓人清，說到不幫她清，她就趕快說：「好啦、好啦！」所以不

是笨，是真的智商不高，跟孩子一樣。  

 

   父母從小時候就教她不要開門，壞人很多，所以防護的心就很

高，不與人接觸，這群菩薩不斷跟她接觸，不斷疼惜她，到了為她剪

頭髮，洗頭髮，清理，都幫她清理好時，「輕鬆嗎？」「有啊！」開始

就哭了。「妳為什麼哭呢？」師姊就再問她：「妳是不是高興？」「是

啊！」高興得哭了。師姊就告訴她：「不要哭，你若哭，我會捨不

得。」就又笑了，真的也是很可愛。但是你想，像這樣從小所接受到

的觀念，就是不要人家叫門就亂開門，外面壞人很多。這是凡夫，父

母也是疼子，知道她較愚癡，智商較低，教她這種防護，預防壞人侵

入，保護自己的方法，就是不要開門，外面壞人多。佛陀是大慈悲

父，來教導眾生是要開啟我們的智慧。要開啟我們的智慧，我們過去

就如那位阿卿一樣，她就是智能較低，不知道我們在受苦的原因是從

何來，凡夫就是這樣。  

 

   佛陀他就告訴我們，人生苦難偏多，苦的來源是為何，要我們懂

得去防護，不要再造業的方法。這是佛陀的智慧，來人間開這道門，

讓我們走入這道門裡，不是將這道門關上，是將這道門打開。這就是

人生的苦難，就是因為這樣，造這麼多的業，人與人之間互相這種對

立，愛恨情仇的糾纏，所以有這樣的苦，這就是佛陀來教導我們。但

是我們小根機的人就是比較幼稚，就像這樣，我保護我自己，我不要



再入大眾中，我不要與眾生接觸。所以「機小懼大滯留初受自得」，這

是最初接受到的教育，他認為保護自己就好了，所以「器量根小得少

自以為足」。  

 

   就如那位阿卿，雖然有存款簿，知道存款簿被拿走，她也知道苦

啊！她還是會想保護自己所擁有的，這就是小根機的人，這樣保護，

我滿足，我不願意損失，這就如小草、小樹一樣。較大的，像這樣的

愛進到她家裡，一直都被她拒絕於門外。幸好人間菩薩就是菩薩心，

一而再，再而三，一個月去好幾次，就是這樣排排站，也甘願這樣一

直去。這種愛的能量，雖時時都被她拒絕在門外，但是菩薩，如大樹

還是希望能伸根，能遮蔭來庇護這種根機這麼弱小的人，這就是菩薩

的愛，入人群去付出。所以我們學佛就要學大乘法，為眾生，入眾生

的心門，打開無明的門，進到她的裡面，好好幫她清理那些無明污

垢，然後用智慧的法來牽引她、教導她，這是菩薩的心啊！前面的經

文說。 

 

經文：「無量慧世尊，受彼眾人請，為宣種種法，四諦十二緣，無明至

老死，皆從生緣有。如是眾過患，汝等應當知。」  

 

   我們眾生就是這樣無明，所以佛陀既然來到人間一大事因緣，他

就開始要轉法輪，初轉的法輪是「四諦」，「十二因緣」，「無明至老

死」，苦不堪。人間的苦，全都從過去，不是過去沒有因，過去一定有

因，有因、緣惹來了不斷的牽連。所以從「皆從生緣有」，累生累世，

這個因緣這樣牽絆一直到現在。「如是眾過患」，就是這麼多，這「四

聖諦、十二緣，很多苦因苦緣，惡因惡果，這樣累世不斷這樣的過

患。我們人就是這樣，一念偏差就是過失，就是這樣，很多的毛病都

這樣一直一直重疊過來。所以大家應該要知道，「汝等應當知」，大家

應該要知道。  

 

經文：「宣暢是法時，六百萬億姟，得盡諸苦際，皆成阿羅漢，第二說

法時，千萬恆沙眾。」  

 

   開始宣暢這個法，佛陀來轉法輪教導眾生，法門一開，開始說

法。很多人，時間愈久，法說愈久，度的人就愈多。很多很多，「六百

萬億姟」，昨天說過了，這是很多。兆再過來就是京，京再過來就是

垓，再過來還有很多天文數字，真的很多。這麼多人，因為佛轉法

輪，法漸漸入人心，慢慢地大家知道苦的因緣，就是來自於四諦、十

二緣的法，大家已經了解了。「得盡諸苦際」，聲聞、緣覺，修行的人



已經多了，已經「皆成阿羅漢」，得度的人不少，成阿羅漢的人不少。

「第二說法時，千萬恆沙眾」，再第二階段，四諦法過後，就又有十二

因緣法。當然，總名稱叫做四諦，其實人世間一切事物，無不都包含

在四諦中。我們人的生死來去，因緣的牽絆，無不都是在十二因緣

中。  

 

   所以第一、第二說法，愈來愈多人了解。聲是聲聞，從聲音了解

四諦法，進步那就是從十二因緣了解生死源頭如何來。這就是佛，諸

佛道同，每一尊佛就是同樣的方式、次序。時間愈長，當然度的眾生

就愈多；時間短暫，度的眾生就較少。這就是眾生的業力。佛，釋迦

牟尼佛本來可以長久住世，就是缺了緣，所以取在八十入滅，這過去

也說過了。接下來的經文這樣說。 

 

經文：「於諸法不受，亦得阿羅漢，從是後得道，其數無有量，萬億劫

算數，不能得其邊。」  

 

經文簡釋：  

「於諸法不受，亦得阿羅漢」;於諸世間五欲之法，悉皆不受。內修為

功持戒棄欲，而證果。  

 

   這是時間很長，其實釋迦佛從塵點劫前一直到現在，塵點劫之前

的大通智勝佛的過去也是很長久的時間。所以所教化也有，「於諸法不

受，亦得阿羅漢」。「於諸法不受」，就是說「諸世間五欲之法，悉皆不

受」。這就是修行者，已經修行了解了，不只是知道「苦集滅道」，還

知道人間享受，名利地位，一切五欲都是虛幻。凡夫為了虛幻的五

欲，所以造作很多的惡業。所以修行者已經「諸法不受」，這種世間五

欲之法都不接受，就是去除世間的五欲，悉皆不受。「內修為功持戒棄

欲」。已經很用功，在自己的內心，要撥除了，撥開欲談何容易？光說

最簡單的吃，光要去除口欲就不容易。最近不是一直說，要能讓地球

降溫，其中一項就是要茹素，大家素食，素食對宗教來說減少殺生，

當然一大好事。最重要的，對一般的人，我們若能素食，就不用養殖

很多的動物，就大地不受污染，排氣會減少，量，這種排氣量，二氧

化碳污濁的氣自然就會降低，大地也會減少污染。  

 

   現在大家知道，全球國家的元首也都知道，共知但是不共識，因

為在任何一個國家都做不到，因為人民這種欲念無法降低。吃，儘管

有很多國家進到巴黎會場（編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周邊展示素食，

用植物提煉，或者是都是素的，這樣能滿足人的口感。其實，這樣是



不是真的能讓大家的口欲去除呢？很難。光說一個吃，要滿足口欲就

很困難，何況說財、色、名、食這種的欲真的難，我們一般說五欲，

財、色、名、食、睡。  

 

   修行者盡量要把握時間，少睡一點，要是一般的人，「好冷，叫我

這麼早起來，我不可能。夏天，我吹冷氣很舒服，要我那麼早起也不

可能。」看，這就是我們眾生，想要放棄享受實在不容易。所以能放

棄享受，這就是修行，悉皆不受五欲。所以他的內心就要很下功夫，

要你能修你的口欲，修得起來，這就是用功，很下功夫。叫你早點起

來聽經，這也要很下決心，要很勇敢。何況名、利、地位，若不很用

功夫，說要能禁欲，實在很困難。所以「內修為功，持戒棄欲」，這就

是修行，這樣「即證羅漢果」。這就是我們平時在說如何去除無明，要

先五欲捨除，才有辦法無明去除。  

 

經文簡釋：  

「從是後得道，其數無有量」;從是以後，餘會得道，而其數自無有限

量。  

 

   「從是後得道，其數無有量」，將五欲去除後，修行用功，得道的

人就「其數無有量」，很多。因為沒有欲，所以他能會道，欲念的心我

們若去除，我們的心就清淨，就有餘的心可以來追求法。所以去除煩

惱，心就很清閒，就能來受法的教育。所以「餘會得道」，因為我們無

欲，自然我們的心與法會合，這樣我們就能得道。所以，「而其數自無

有限量」。數量很多，因為了解這樣的法，自己能身體力行，去除各種

煩惱，這樣而得道的人，其數很多、無量。  

 

經文簡釋：  

「萬億劫算數，不能得其邊」;經過長時間縱使經歷萬億劫數，亦不能

得知其邊際。  

 

   所以「萬億劫算數，不能得其邊」，很多無量無量，「六百外億

姟」，還比這樣更多，這麼多人，真的是都去除欲念，然後一一開始得

道。所以「不能得其邊」，很多的數字算不完，這是「經過長時間，縱

使經歷萬億劫數，亦不能得知其邊際」。其實這樣修行過的人，其實是

很多，用很長久的時間這樣修行，數量多，真的是無邊際。 

 

經文：「時十六王子，出家作沙彌，皆共請彼佛，演說大乘法，我等及

營從，皆當成佛道，願得如世尊，慧眼第一淨。」  



 

＊出家宏誓大乘菩薩：有大心入佛道，菩薩有慧眼，但不如佛之慧

眼，徹照本性至於究竟。  

 

   出家，出家，弘誓願，大乘菩薩，出家就是要發大弘誓願才有辦

法出家。大弘誓願不是只有獨善其身，就是為了要度眾生。不只是自

度，還要度人，這發弘誓願大乘菩薩行而來出家，這都是「有大心入

佛道」，就是志願要成佛，要入佛道的人，這些人願意出家。「菩薩有

慧眼」，菩薩有智慧之眼，「但不如佛之慧眼」，雖然發心修行菩薩，菩

薩的境界為慧眼，能「徹照本性至究竟」。雖然菩薩有慧眼，還未到達

「徹照本性至於究竟」。雖菩薩也有，但佛已經到究竟，所以菩薩還要

精進，在菩薩道上還要精進。所以這是出家的菩薩，因為菩薩，在一

般的人都能稱菩薩，在家也能稱為菩薩。出家與在家菩薩不同，出家

菩薩要修很多上上戒，很多的戒律，他要了解的法，比在家人還要更

深、更廣、更了解，甚至要身體力行，因為目標就是要到成佛。你要

成佛一定要經過出家，出家才有辦法身心清淨，出家才有辦法斷最微

細的塵沙。因為出家，才沒有在世俗的緣牽絆。所以出家修行，這就

是我們要到佛的境界。  

 

   在家菩薩也有慧眼。看看他們一群的菩薩在基隆，為了一位阿

卿，我們能用這麼長久的時間，耐心、愛心，無所求付出這顆菩薩心

視案主，就如在看幼小的孩子一樣，那麼耐心去陪伴，那麼愛心去付

出。這就是慧眼，視眾生都平等，跟自己的孩子一樣。因為她的智能

像孩子，將她當作自己的孩子，從她的環境、從她的生活等等，一一

都是透徹關懷，這就是菩薩的心。這個菩薩心是佛陀來啟發我們，佛

陀以他的智慧來人間說法，眾生苦，還有苦中之苦，業力牽纏，這種

走不出來關心門的眾生，就要有打開心門。不只是自己打開，還能打

開別人的心門得到法，自開心門還要打開別人的心門，這就是菩薩的

慧眼。雖然有這樣菩薩的慧眼，還未到「徹照本性至於究竟」，這就是

還要再繼續走，我們的心中「無罣礙，無罣礙故」。我們修行，辭親割

愛，就沒有掛礙，沒有小家庭的掛礙，已經辭親割愛，專心入人群

中，一切的欲全都去除了，煩惱無明掃除，連塵沙的無明也要前進用

功，才能與佛同等，「徹照本性至於究竟」。  

 

經文簡釋：  

「時十六王子，出家作沙彌」；王子立願捨俗棄世榮出家弘大愛；未受

大戒，尚作沙彌。  

 



   所以，「時十六王子，出家作沙彌」，「王子立願，捨俗棄世榮」，

世間榮華富貴都去除，出家是要「弘大愛」。就是要將佛陀的大愛，要

在人群中宣揚、入人群，這是十六王子出家之後，名稱為沙彌。還未

受戒，哪怕你成年了，你還沒受戒，也叫做沙彌，未受大戒都叫做沙

彌。不論你幾十歲，還是還未受大戒，同樣叫做沙彌。十六王子就是

成年了，他出家，求出家修學佛法，還是名稱沙彌，「未受大戒，尚作

沙彌」。  

 

經文簡釋：「皆共請彼佛，演說大乘法」；人天請轉法輪。虔誠敬恭皆

同發心共請大通智勝佛說大乘。  

 

所以，「皆共請彼佛，演說大乘法」，這就是在開始十六王子已經

出家作為十六沙彌，他們了解、他們修行，他們能了解，但是還有能

進步的大空間。沙彌再請佛陀，演說大乘法。雖然他是沙彌，卻是有

大志、立大願，有大的志向，立大的願望，不是只有出家而已，自

利，於他還要再功利他人。所以「虔誠敬恭皆同發心，共請大通智勝

佛說大乘教菩薩法」。這是十六沙彌的心願。開始，法差不多都全都了

解，他還要再有空間向前進大步。  

 

經文簡釋：  

「我等及營從，皆當成佛道」；我等王子及諸侍從，皆願當得成就佛

道。  

「營從」：即長行所說的臣佐。 

 

   就說，「我等及營從，皆當成佛道」，我，大家，隨我一起來的

人，也希望佛能講說大法，希望他們也一樣能出家，同樣受大戒，同

樣能弘大法，這是沙彌的期待。不只是自己，就是很多人，大家同時

來修行，同時都能得道成佛，這是沙彌的心願。  

 

經文簡釋：  

「願得如世尊，慧眼第一淨」；願得如佛大智慧，慈眼視一切皆平等，

第一清淨。  

 

＊慧眼第一淨：菩薩與佛皆有慧眼，觀空而不礙有，會空而不證。  

 

   所以，「願得如世尊，慧眼第一淨」，期待人人都能和世尊一樣，

就是「慧眼第一淨」。雖然發大心要修菩薩道，雖然有慧眼，但是還未

透徹，希望人人都要與佛同等大智，大智慧。「慈眼視一切皆平等」，



這就是「第一清淨」的慧眼，這才是真正究竟。所以說「慧眼第一

淨」，就是說菩薩與佛都有智慧之眼，「觀空而不礙有，會空而不證」。

菩薩觀空不礙有，他對這個法全都了解，從四諦十二緣進入般若，真

空的道理中。他能透徹妙有，雖然入空法而不礙，但是還沒辦法真真

正正體會到佛真空清淨而妙有的心靈世界，還沒辦法得到。  

 

＊但唯佛之慧眼，能徹證心性自清淨，諸法唯一心的實相，窮法源

底，至於究竟，故曰第一淨。  

 

   所以「唯有佛之慧眼，能徹證心性自清淨」，唯有佛才能徹底了解

自性是清淨，「諸法唯一心的實相」，這是唯有佛才有辦法很透徹。所

以「窮法源底」，對很透徹，到法源最最起源的地方，「至於究竟」，這

就是第一淨。所以我們學佛，真正要發大心、立大願。雖然我們行菩

薩道，卻也要再向佛的智慧去追求。見思惑，見思斷，但是惑未盡，

這就是修菩薩行的過程中，在芸芸眾生體會煩惱，在煩惱中啟發智

慧。但是還未到達塵沙完全淨除，慧眼第一淨，他們還未到達。所以

他們現在要請的法，就是希望能到達這樣的境界，與佛同等，這就是

修學佛法的目標。學佛一定要到成佛，未到成佛我們就不要放棄。所

以要時時多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