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512《靜思妙蓮華》真性如來 藏在纏中 (第 1413集)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真性如來藏在纏中，名如來藏，一切眾生皆有真如實諦理故。如來

性住道之前為煩惱隱覆，能藏蘊蓋為藏，藏者含藏之義。 

⊙真如在煩惱中，隱含於如來藏；真如攝一切法，如來藏一切法。果

地之功德，故名如來藏。 

⊙「觀一切法，皆無所有，猶如虛空，無有堅固，不生不出，不動不

退，常住一相，是名近處。」《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若有比丘，於我滅後，入是行處、及親近處，說斯經時，無有怯

弱。」《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若有比丘：諸法如律行，則外儀無失，由理顯事行成，內修外行無

滯，故說經無怯弱。 

⊙為修菩薩行者，當遠離諸惡邪見，親近善友知識。若有人能為說信

戒多聞布施智慧，令人受行，即須親近恭敬供養，名可親近善知識。 

⊙說斯經時，無有怯弱：前云：心無所畏，今云：無有怯弱。此勸行

人留心於道。先當靜定，觀法觀緣，精思熟慮。 

⊙其諦理精湛，行必依經教，言中必有理，啟口發音時，句句令他，

心開意解。學力即到，智解又明，如理而說，何怖之有。 

 

【證嚴上人開示】 

真性如來藏在纏中，名如來藏，一切眾生皆有真如實諦理故。如來性

住道之前為煩惱隱覆，能藏蘊蓋為藏，藏者含藏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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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啊！大家每天聽，每天要用心。平常我若說話，都是到最後「多

用心」，但是現在好像每一次，都會向大家說，開頭就要「用心啊」，

用心了解。因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忙忙碌碌，平時在聽，聽話，有

時候凡夫，是啊、非啊，一切有為都記在心裡；一切無為法，要來解

開我們心的疑惑，要除掉我們的煩惱、無明的，道理，我們都是聽了



很快就過去了，就忘記了。法，無處不有，無時不在，而偏偏我們將

法，都會疏忽、忘記了，所以現在要常常向大家提醒：「多用心！」 

 

最近，我們一直在說，我們的心、我們的無明，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待人、處事、接物，我們要用什麼心境，來看待外面的境界？是實、

是虛？是有、是無？這個事相我們要分清楚。從事，日常的生活，我

們要如何來將它回歸於道理，將有為與無為法這樣會合起來。我們若

是日常都在有為法裡，我們不知道無為法的真諦，我們就會煩惱不能

消化，都一直滯積著。所以，我們現在一層一層，要較清楚一點來投

入、了解，要好好深入。 

 

「真性如來藏在纏中」，名叫做「如來藏」。我們的真性，大家應該清

楚，真性就是真如本性，叫做真性。我們的真性是如來藏，藏在哪裡

呢？我們的真性放在哪裡？就是「藏在纏中」。纏啦！大家可知道一句

話嗎？叫做「紅塵滾滾」。無明，我們在這個人間，很複雜的境界，

人、事、物中，這全都叫做「紅塵」，就是塵，如來藏就是藏在這紅塵

中，在這無明污染中。我們這麼寶貴的如來藏，竟然是藏在紅塵中，

這叫做「如來藏」。 

 

如來的真性，我們人人本具真如本性，就是換一個名字，叫做「如來

藏」。就是人人與佛同等，與如來同等，我們有這個真如本性，只是我

們有，但是我們藏在這個紅塵之中，無明煩惱中，所以叫做「如來

藏」。我們八識，八識的前面，我們的五根去接觸，所接觸來的，無不

都是六識去感受，這是冷的；這是熱的。冷的，天氣很冷，接觸到，

趕緊穿衣服。要穿哪一件衣服？就是思，我就要思考，哪一件衣服比

較適合我，現在這麼冷會拿來穿。 

 

這個行動，經過思考，六識去取著，身根去拿來，感受在我們的心

裡，這就是這樣的次序。所以，前的五識，我們去緣境，六識來感

受，七識去思考、選擇，選擇之後就是去行動了。行動後的結果，就

是回歸第八識，這叫做藏識。所以，我們所做一切，就是回歸在藏識

裡，這個藏識不離開，就是塵，在這個塵中。這是我們日常在一起

的，我們的如來本性和這滾滾紅塵，就是這樣會合在一起，原來這麼

珍貴的寶藏，藏在垃圾堆之中。 

 

就像在垃圾堆裡，我們的環保菩薩，就這樣尋尋覓覓，去將它回收回

來，一一仔細去找它，去將它分類，然後將那很骯髒的東西，找出來

了，很多層將它包藏著，裡面有銅、有錫、有鐵，將我們隨手丟掉的



手機、電腦等等，去將它回收回來，裡面都有很珍貴的東西。同樣的

道理，就是這樣給人新的、所要的；舊的、不要的就將它丟掉，不知

道裡面，有很多很貴氣的東西。 

 

所以，「一切眾生皆有真如，實諦理」。大家全都有，就像那些東西，

每一項東西都有它裡面，那個真理，將它完成的，很多東西都是要有

它的質、它的性、它的理，這樣才能夠分別製成了，不同的物體，應

人使用的東西。每一項裡面都有它的理，有它的寶在，但是不要時，

毀壞掉時，就這樣隨意丟掉了。這很多的道理，就是被我們將它忽視

掉了，不知道「一切眾生皆有真如，實諦理故」。所以，「如來性住道

之前」，就是「為煩惱隱覆」。我們還沒有接近法之前，我們就是凡

夫，我們就是懵懵懂懂在過日子。所以還未「住道」，還未接觸到法，

還未體會到這覺道之前，我們都是煩惱這樣隱著，將我們覆蓋掉了，

煩惱覆蓋了真如。所以，「能藏蘊蓋為藏」，它會將它含蓋著，它會將

它隱藏起來，這個煩惱、無明惑，它會隱藏了我們的真如本性，將我

們隱藏了，將我們掩蓋了，所以因為這樣叫做「藏」。所以「藏者含藏

之義」，就是這樣將它隱含在裡面。所以，我們要很用心來體會，體會

人人都有真如本性，我們要很相信。 

 

真如在煩惱中 

隱含於如來藏 

真如攝一切法 

如來藏一切法 

果地之功德 

故名如來藏 

 

「真如在煩惱中，隱含於如來藏，真如攝一切法」。真如就是道理，能

夠含蓋所有一切的法，我們的真如本性，我們學法若認真一點，在道

中，菩提道中，我們精勤一點，自然一點就通了，真如果然是含蓋在

這如來藏。「真如是攝一切法」。我們若有在學佛，一些名稱，一點就

通。什麼叫做「四聖諦」？什麼叫做「四如意足」？什麼叫做「四正

勤」？《三十七助道品》，這個數字提出來，大家：「哦！我知道。」

就開始，裡面的法，名詞一一點出來。這可見有學過法，自然這些法

就再回歸回來。所以，「真如攝一切法」，六度萬行無不都是在裡面。

所以，「四諦」、「十二緣」、「六度萬行」都是在裡面。常常在說，常常

在聽，我們能夠身體力行，一觸、一點即通了。所以我們到這個時

候，「真如攝一切法」，我們了解了。 

 



「如來藏一切法」。現在也能夠了解，真如本性藏在纏，紅塵中，我們

現在知道。我們從滾滾紅塵中要解脫出來，我們腳踏實地在菩提道

中，所以「如來藏一切法」，我們已經能夠體會到了，所以，「果地之

功德，名如來藏」。我們能夠回歸，我們能夠發現到，發現到原來我們

的真如本性，與道是這麼會合，這麼密切。我們的腳本來在走路，原

來走對的路，就是道；在走的道，行這個道理，就是回歸於佛陀的教

育。我們能夠清楚了解，所以要時時用心！ 

 

看前面的經文：「觀一切法，皆無所有，猶如虛空，無有堅固，不生不

出，不動不退，常住一相，是名近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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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我們讀到這段經文，就能夠去體會前面，「真如本性」。我們要如何去

體會法的道理？一切法沒有離開我們的生活中，而我們的生活，到底

這幾十年這樣走過的路，我們在現在有什麼呢？走過那麼多路了，腳

底並沒有帶著路回來。我們做過了那麼多的事情，拿過了那麼多的東

西，承擔那麼多的重量，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重量長什麼樣呢？東

西到底有多重呢？沒有啊！空無一物。所以，「皆無所有」，過去的就

是過去了，「猶如虛空」。過去，雖然東西這麼重，「來啊！大家來幫忙

搬，大家來幫忙推。」來完成一場，我們想要去完成的活動。那些東

西今何在啊？活動辦過了，我們一切輕安自在，如虛空，那些東西並

沒有障礙到我們。我們每天在吃飯，不知道吃了多少，我們的肚子、

腸子裡囤積多少，都是這樣就消化掉了，也是一樣沒有東西障礙到，

這叫做健康。 

 

就是我們的真如，若是健康，我們所做一切，一切無為法，道理清楚

了解，「皆無所有，猶如虛空，無有堅固」，沒有什麼硬質的東西，來

障礙我們，我們一切回歸，就像太虛一樣，虛空一樣，所以不生不

滅。你要在虛空撒種子，真正的虛空，沒有堅實的大地，就要在虛空



下面這片土地，才有四季什麼樣的植物，在這個大地，這樣在播種，

在收割，大地不知運載過了，多少堅質的重物，這是大地。但是在虛

空，什麼東西都沒有，不論現在什麼太空梭，什麼樣的飛彈，秒鐘是

多麼快速，發射上去還是無形無蹤，這已經現在造成了有垃圾，垃圾

有污染到虛空嗎？雖然在這個地球吸引力的，在這空間裡，還有發射

上去的太空梭等等，沒有歸回來大地，就是還飄散在空中，但是這些

東西，並沒影響到真正太虛的空間。因為它太高了，無窮盡，這叫做

虛空。所以硬質的東西，根本都不會影響到它，所以不生不滅。 

 

我們的真如也是這樣，我們的思想解脫起來，沒有煩惱、就沒有障

礙，我們要想什麼，想多大就有多大，沒有東西能障礙我們。所以這

種「不生不出，不動不退，常住一相」。「一相」就是虛空，「一相」是

真如，我們的真如，虛空，這種不會受什麼東西，障礙、污染我們，

這是最可愛的，這就是「可親近處」。無為法，這就是可近，親近處，

我們要很清楚。人間有為，我們要選擇；該做的，我們要去精進。修

行就是也在有為法中，去體悟無為法，這就是我們要精進，所以我們

要時時用心。 

 

接下來這段經文就說：「若有比丘，於我滅後，入是行處、及親近處，

說斯經時，無有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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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若有比丘」，就是有人已經了解了法，體解人間一切皆苦、空、無

常，了解人間就是幻化，就是如夢。了解了，要如何去追求人生，應

用這個身體好好來追求，從人間追求出了真理。唯有去出家，沒有家

庭的牽掛，沒有這種人與人之間情來纏住。因緣啊！要如何能夠脫離

這種顛倒亂想，無明的緣？唯有就是專心去追求道理，那就是出家。

所以，比丘、比丘尼，總是專心入道的人，佛陀要把法傳下去，就是

這類的人，才有辦法把佛陀精神理念、生態不斷傳下去。佛法能夠延

續，必定要有僧眾，這個形態這樣傳下去。所以，這段經文就這樣舉

出了，「若有比丘」。就是出家的修行者。 



 

佛陀說，「於我滅後，入是行處，及親近處」。行處，就是我們要身體

力行，種種的道法你要清楚。真如道理你若不清楚，這條菩提道路，

你哪有辦法走下去呢？真如放在哪裡啊？唯有在佛法中去探討，找出

了真如，到底是在我們的身上，我們的臟腑的裡面呢？或者是道理？

是啊，是道理，不是有形的物質，它是一個道理。所以，真如本性，

人人，「人之初，性本善」。「善」也是一個道理，「性」也是一個道

理，這個道理，道理就是無形無體，但是我們要通曉道理，我們要懂

道理，要了解，這就要專心探究。佛陀他一生，為一大事因緣「開

示」，盼望眾生能夠「悟入」，尤其是專心一志要修行的人，沒有纏縛

的因緣，也沒有煩惱、無明的因緣，能夠專心一志。只要你耐得住這

麼清淡的生活，自然道你就能夠入心。所以佛陀說：「我若滅度之後，

要繼承下去這種志業，就是要出家，專心，沒有掛礙、沒有家累、沒

有煩惱因緣，這種清修的人，才能夠傳法下去。」所以要身體力行，

在這個行處、親近處。是啊，有為法的行處。 

 

我們一直，要如何能夠讓世間，人人把眼界看寬、看開，更要了解天

地之間眾生共業。業力一到的時候，眾生受苦難，已經有多少的人，

因為氣候而受災的人，飢餓、旱災、水災、風災，很多！已經成為長

年累月的苦難，貧、災的苦難人很多，尤其是在非洲，尤其是很多的

國家，已經陷入了這種災難。是旱災的災區？或者是水災的災區？或

者是等等。氣候受災的災民，還有人禍受災的難民，天底下有多少

呢？國際間在等待救助的人，又有多少啊？希望「教富濟貧」，鼓勵平

安的人，要去為那危機重重困難中的人，去救拔他們的苦難；在安定

中的人，付出一分愛心，力量會合，能夠去幫助人。 

 

很感恩，從(2017年)二月開始，臺北心蓮音樂的祈福會（「國際大愛心

蓮滿人間」祈福音樂會），能夠集大家愛心力量，能夠去救濟天下國際

間，苦難的眾生、流浪中的難民。從臺北開始，很感恩啊！感恩這麼

多人的投入，也感恩慈悅他們，有這樣去安排一群菩薩，大家會合起

來的力量，去輔導、去排練。在排練，不只是慈濟人，我們的同仁，

還有就是菩薩；慈誠、委員，還有就是榮譽董事，還有醫療大醫王，

還有就是警察，大家，反正社會所有的人士，慈濟各個團體，大家會

合起來，臺北這場很成功。還有演藝人員都投入進去。是啊，也是萬

多人，這樣成就了心蓮音樂，這個祈福會，很盛況。那個時候，濟暉

從約旦回來，和大家分享，他分享他夢中師父向他說的話。 

 

因為他本來是想要回來跟師父說，他們在那個地方救濟難民，這個發



放已經力不從心了，沒有辦法，沒有那個力量了，他希望大型的發放

要停下來，想要專心去做醫療。為那些孩子，需要開刀的，那些病

中，去為他們解困，去為他們解除病的苦難。本來是想要跟師父這樣

說，但是就是很快，那一晚就夢見，那個夢境，就是師父到他的面前

去，對他說：「我願意用血來供養那些難民。」這種用血，這種心血去

供養難民。他這樣驚醒過來，趕緊回來，就是分享這段。在臺上他也

拿出來分享，就這樣從南部、中部，來參加臺北這場，大家都受感動

了，紛紛就規畫，臺北做得到這個心蓮祈禱會，我們的地方也做得

到。因為這樣，就向中部、南部走。彰化也一場，也是感動人的故事

很多。 

 

接下來就是高雄，高雄也是兩場，也是二萬多人，場面很浩大、很莊

嚴。看到高雄，他們有從北部來支援，還有演藝人員，還有海巡署的

警察，還有法師，這樣都從北部下來了。 

 

看到那個場面，真的是很感動人，除了高雄自己榮譽董事來帶動，不

只是帶動，不論是場地，不論是號召的宣傳，或者是要把人集合過

來，或者是「鐘鼓齊鳴」（〈勤行頌〉和〈藥師如來十二大願終曲〉鐘

鼓演繹），這全都是榮譽董事整個團隊會合起來，委員、慈誠會合起

來，這樣將這場面很莊嚴。尤其是鑑真東渡，還有《藥師經》的鐘鼓

齊鳴。鑑真東渡，法師有十二位，在臺上。本來是兩艘船，到最後會

合起來，那個場面很震撼人心。法師們、比丘，他們是法師，修行

者，怎麼走到臺上去呢？和這些社會人群來會合起來，這實在是很殊

勝的，也是讓人很敬佩，這就是佛法的全體。 

 

講經，也要上臺講經，講經是用語言講話，從內心發出了聲音，來和

大家分享，來講話。但是這群法師，他們是用了解了，鑑真和尚他的

精神理念，用他們的身體這樣上臺去，大家共同一念心會合起來，用

他們的肢體語言，用他們莊嚴的形象，走入人群，領導眾生，在那艘

法船上面，肢體語言哦！現在這段的影像，在手機上還是不斷傳，國

內外大家都很讚歎，這就是佛法，是全面的佛法，全體的佛法。法

師，這麼莊嚴的群眾，共為一心來領導在家人，大家那個法入心，為

天下苦難眾生這樣在付出，現在還是，那個回饋的，還是很多人在感

動，也是很多人寫簡訊在回饋。看，這就是「行處」，這是「可親近

處」，不是嬉笑，是很莊嚴，是將法表達出來。這個整齊的隊伍，肢體

語言，將這麼充分的法、精神理念，這是感動多少人了呢？這就是用

這樣的方法來度眾生，「入是行處，及親近處」，很可親近，這種的合

和，很可親近。所以，「若有比丘，諸法如律行」。 



 

若有比丘： 

諸法如律行 

則外儀無失 

由理顯事行成 

內修外行無滯 

故說經無怯弱 

 

「諸法如律行」，又是很有威儀，是照這個法這樣在表達，如律的行

為，外面這個行儀沒有失，不失修行者的風範。所以，「由理顯事行

成」。讓大家能夠了解，我們這樣的作為，就是「有為法」，回歸到

「無為法」，為法來宣導。所以，「內修外行無滯」，沒有障礙了，內

修，內心已經吸收到佛陀的教法，吸收到鑑真和尚的精神，這種內修

外行出來，沒有障礙。所以，有為法在行，無為法讓我們無障礙。「故

說經無怯弱」，講經沒有驚惶，就是有「義無礙」、「詞無礙」、「樂說無

礙」、(「法無礙」)，這就是我們要用心的地方。所以「為修菩薩行

者，當遠離諸惡邪見，親近善友知識」。 

 

為修菩薩行者 

當遠離諸惡邪見 

親近善友知識 

若有人能為說 

信、戒、多聞 

布施、智慧 

令人受行 

即須親近 

恭敬供養 

名可親近善知識 

 

我們要修行，就是要這樣去親近。為天下苦難眾生，願意付出的菩薩

行，「六度萬行」，不忍眾生受苦難，我們能夠這樣趕緊行。「當遠離諸

惡邪見」。在這些行動中，不論從北部，一路一直到南部，又到中部，

就像南投的洪醫師，他就回來這樣分享，他說：「我的會員又回來很多

了。」就說一位地方的某某人士，他說：「本來也是我的會員，只是受

到無明風一吹，大家都說：『慈濟怎麼都救濟國外，不救濟臺灣

呢？』」所以因為這樣，他就將它，會員自己就停下來了。這樣好幾年

哦，這次再找回來了，來向他說：「洪醫師啊！原來慈濟救國際，不是

沒有道理的，這是我們應該做的。我過去幾年來是我錯了，我只是受



到人家這樣傳，我就這樣讓它影響了，我愈想愈不對，我要趕緊回來

彌補。」就這樣又回過頭來。類似這種也很多。 

 

所以，「當遠離諸惡邪見」。沒有的，說到讓人，影響人的道心，或者

是我們有意去誹謗的，這全都是損害人的道心，所以我們應該要趕緊

遠離，我們要親近善友、善知識。「若有人能為說：信、戒、多聞、布

施、智慧」等等，這些法能夠啟發我們的信心，能夠讓我們好好守規

戒，能夠好好讓我們精進聽聞佛法，能夠讓我們身體力行去布施，能

夠開啟我們的智慧，能夠讓人人信受奉行這個善法。這樣，這樣的

人，我們都能夠去親近的人，不只是能夠親近，我們還能去供養，恭

敬供養，這樣叫做「可親近善知識」，也就是親近處。「說斯經」，能夠

講這部經，「無有怯弱」。若這樣，我們的心就很穩定，能夠去親近，

要講經不困難。 

 

說斯經時 

無有怯弱： 

前云心無所畏 

今云無有怯弱 

此勸行人留心於道 

先當靜定 

觀法觀緣 

精思熟慮 

 

前面的經文說「無所畏」，現在再加一句「無有怯弱」。所以，這就是

勸導，這段經文就是在勸導我們，該做的事情我們要趕緊做，我們的

心不要脫離這個道，所以「勸行人留心於道」。心，這個道一定要留在

我們的心，不要脫離掉了。所以，「先當靜定，觀法觀緣，精思熟

慮」。前面我們已經說過了，什麼叫做「禪」？靜思惟。我們要好好，

靜下我們的心來思惟，好好用心來分析所有的法。什麼叫做「如來

藏」？如來藏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只是藏在紅塵滾滾中而已，所以，

真理到處都有，我們應該好好細心觀法。再觀因緣，因緣，顛倒的因

緣我們要很注意，所以我們要很精、很純來思惟，這要心要常常保持

這樣靜靜，不要像波浪一樣，要好好思慮、考慮。 

 

其諦理精湛 

行必依經教 

言中必有理 

啟口發音時 



句句令他心開意解 

學力即到智解又明 

如理而說 

何怖之有 

 

「其諦理精湛，行必依經教」。這道理真的是很精，而且又再行，我們

就要好好行，道上方向不要偏差，走在這條路方向要正確。「行必依經

教」，就是要依這個經的道理走，經文如何教育我們，道理我們如何接

受，人間的道路應該如何走。所以，我們應該「言中必有理，啟口發

音時」，不論我們的行為，不論我們將要說話，說話要說有道理的話，

而且我們開口出來，發音之時，我們要「句句令他，心開意解」。我們

要說出了，讓人家聽得懂的話，不要他就在煩惱了，你又說了一個讓

他解不開的法。應該要去開解人生，那個迷茫困擾的事情，所以，道

理我們自己若不清楚，我們要如何去引導人，能夠走入這條能通的路

呢？所以我們要「句句令他，心開意解」。 

 

「學力既到，智解又明」。我們就要很用心來了解，了解我們的學很到

位了，所以說：「若以他的學力，足夠了。」同樣的道理，我們要學，

我們要追求，因為這樣，我們道理，我們就了解清楚了，增長了我們

的智慧，所看的一切很明朗，不會被它糊塗掉，這面鏡子已經擦清

了。這幾天都一直在對大家說，「大圓鏡智」，就是這面鏡子已經明朗

起來了。所以，「如理而說，何怖之有」。我們所說的都是真理，我們

哪有什麼，再能夠讓我們會害怕呢？只要你道理說清楚，說在你真正

有在做，不要能說不能行。我們說得到，我們做得到，不要脫離這個

道理。若這樣，我們這個真如藏性，我們就回歸清淨，煩惱、無明我

們脫離了，自然我們所看、所做，都是在道理中，就是在「真如」，發

揮他如來清淨的智慧，在人間為人群在付出。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

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