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526《靜思妙蓮華》離諸障礙 慈心說法 (第 1423集)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佛說法中蘊藏於古往今來，如今見證一乘大法說因由，佛為上根人

開示諸滅度大法，導正回小向大明一乘之實。 

⊙菩薩慈心說法，需戒定聞思修，方能離諸障礙。慎防懶惰礙勇猛，

慎防懈怠礙精進，慎防憂惱礙安樂。 

⊙「除懶惰意及懈怠想，離諸憂惱，慈心說法。晝夜常說無上道教，

以諸因緣、無量譬喻，開示眾生，咸令歡喜。衣服、臥具、飲食、醫

藥，而於其中無所悕望。」《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但一心念說法因緣，願成佛道，令眾亦爾，是則大利，安樂供

養。」《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諸佛說法因緣內能自觀察，證得諸法實相，安住行處、親近處，遠

離諸外惡緣，與隨順眾生機，而說法等是。 

⊙但一心念，說法因緣：但專一心端念，演說妙法清淨因緣。 

⊙願成佛道，令眾亦爾：願得成就無上佛道。令諸大眾亦得如是。 

⊙是則大利，安樂供養：是則為廣大之利，施於安樂清淨供養。 

⊙是則大利：其利有五，一、晝夜無間說，顯法體常恆益。二、因緣

喻無量說，顯妙法用無窮益。三、咸令歡喜說，顯慈悲廣大益。四、

不望四事說，顯成就四德益。五、說大乘法自他成佛說，顯佛慧平等

益。 

⊙若近善人聞正法，則具四德處：一、慧德處：由聞正法生大智慧。

二、實德處：謂是智慧，見真諦空理。三、捨德處：謂見真空，即得

離諸煩惱。四、寂滅德處：謂煩惱盡故心得寂滅。 

⊙「我滅度後，若有比丘能演說斯妙法華經。」《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

十四》 

⊙我滅度後，若有比丘，能演說斯，妙法華經：佛滅之後，傳佛正法

者，唯應是說法之僧眾。 

 

【證嚴上人開示】 

佛說法中蘊藏於古往今來，如今見證一乘大法說因由，佛為上根人開

示諸滅度大法，導正回小向大明一乘之實。 

 

佛說法中 

蘊藏於古往今來 

如今見證 

一乘大法說因由 

佛為上根人 



開示諸滅度大法 

導正回小向大 

明一乘之實 

 

用心聽，佛說法這一生中，每一回的說法，無不都含藏著，古往今來

的大法，真實法，這是佛所說法，我們要很用心。佛陀在世，二千(五

百)多年前，靈山說法，那時也是說往來今，同樣九部法、十二部經，

因緣說、《本生經》等等，佛也是順應根機。眾生根機小，佛陀就要應

過去、現在種種，來說因緣譬喻中的法，這不就是佛所說的法裡面，

都是蘊藏著過去、現在、未來。還有說在未來的未來，也說到未來濁

惡世的時代，世間會形成什麼樣的事情，這在佛的時代就已經這樣說

了。 

 

那個時候的人是很單純，但是佛所說的未來，就是我們的現在。常常

在說「我們的現在」，我們已經，已經見證到了，真正是證實，證實了

濁惡的世間。我們也證實了現在的時代，證實了佛陀的智慧，用科技

來印證佛的智慧。佛陀的神通，心靈無所障礙，那個時代佛陀能體會

現在。看看我們現在，哪一個人，不是生活在那個「神通廣大，一指

神功」的世界裡呢？你要看天下，在方寸之中就能夠看天下的世界。

現在科技的發達，舉這個例子大家應該可以體會。 

 

神通或者是智慧，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這一切的智慧，一切

的物質，一切的生態，無不都是在佛陀智慧預料之中。佛陀因為知道

過去，他會用因緣果報，過去生，《本生經》、因緣觀等等，來為我們

分析。還要告訴我們，一切的事物，有因、有種子、有緣，會合來結

成了，一切的人、事、物。這個法來分析給我們聽，無不都是為我

們，回歸到一切「有為法」。而且我們要去透徹了解，「無為法」的精

神，來自我內心去分析，外面人、事、物的境界，讓我們解開我們的

心，不要執著，不要計較，不要人我是非。人間本來是這麼單純，何

苦來人我是非？惹得、計較得，我們的身心疲倦呢？放下，這就是我

們要學的。 

 

有時候只在一個地方，你就能夠體會了，人間心靈的世界。人與人，

入人群中，能夠讓我們開智慧，不是坐在這裡聽法就能夠開；你若沒

有和群入眾，人間很多煩惱，你想不開煩惱在哪裡，不如你進去煩惱

中，多聽，聽聽各種人有各種煩惱的困擾。為什麼想不開？為什麼放

不下？我就是要爭一個我的面子，我就是要爭一個我的利益。這都是

惹來煩惱，古今人心都一樣。 



 

不過，過去的人，人類少，計較的沒有那麼多，事物也沒有那麼多元

化。佛陀的時代，境界都是自然的境界，我們現在的時代，很多的事

物都是複製的事物，很多。就像環保回收、複製，這也是在複製，因

為我們知道這麼多項，東西，從地底下抽起來的石油，它能夠煉過，

它能夠形成種種種種的物質；物質豐富，大家物欲擴大，就開始用

啊、浪費啊，變成了天地間的問題。 

 

污染，讓我們知道大地資源，也已經在消耗中，現在，大家又知道

了，這些隨手丟掉的，浪費的東西能夠再回收、再製，這當中就要經

過多長的時間，人的心去探討、去體會、去了解。複雜，很複雜。其

實是從簡單的心理開始，也是從大自然的物資這樣，人類從簡單，那

就是開始念念貪欲，發見貪欲。我們的五根向著外面的五塵緣，緣著

外面的五塵境，我們的心意就隨著五根，就跟著它緣。看來，分析，

歡喜了，就這樣開始取著，這就是從簡單變複雜；從複雜中去取著；

取著複雜，複製再複製。複製到現在，這麼單純的人生，為什麼人和

人之間，變成那麼複雜？不是貪名便是逐利，不是為己那就是計較他

人，這就是煩惱。 

 

佛陀只是為了這樣，雖然不斷在見證，但是這個法中內涵所蘊藏，就

是一乘大法，不斷不斷要為我們分析。無奈啊！佛陀的時間也是這樣

而已，這個有形的身體，從出生到入滅，佛陀才是八十年而已，說法

的時間才有四十九年，芸芸的眾生，無限量的法，說得完嗎？ 

 

法，一語道破，很快就說完，只是人的心理說不完。因為再怎麼說，

那個執著就是開不開，打不開，所以不斷要用種種法，時間不夠啦。

佛陀的時代，人類稀少，我們現在的時代呢？人類，眾多。那時候佛

陀的時代，全球可能是兩三億的人口，現在是七十多億了，這種一個

人就很複雜，何況人口這麼的多，複雜中再複雜。不論怎麼複雜，佛

陀還是以一乘法向大眾開示，所以這個「一乘大法」是永恆不變，不

論是古往今來，無不都是一乘大法，就是蘊含在藏，法藏之中，無不

都是在眾生的煩惱中，這也就是藏。 

 

眾生的煩惱藏著佛法，藏著真理，藏著真如；我們的真如，藏在眾生

的無明中。前幾天已經說過如來藏，藏在眾生無明中。我們的無明覆

蓋了真如本性，所以我們要修行，說來說去，不就是很簡單，就是這

樣的法，只是看到大家還是在煩惱中，打不開這個觀念。所以，「佛為

上根人，開示諸滅度大法」。佛陀只是為了一大事，來為眾生開示，希



望人人能夠這樣一法見底，就是這麼簡單，看到浮現的煩惱法，能夠

了解如來藏被煩惱掩蓋著。我們了解了，這個被掩蓋的真如，是存在

的，煩惱要如何消除，只在自己一念間，放下了。 

 

也有一位大德就來問。「是什麼事情啊？」他就是求：「我若能夠將這

一塊，顧不到的土地；那塊土地很大，若能夠賣掉……」希望師父告

訴他，要怎麼樣才能夠賣掉？我就這樣一笑置之，我沒有在做生意，

怎麼會知道要怎麼賣掉？「離你們家有多遠？」「好幾百公里。」「這

好幾百公里，就是這樣顧也顧不到。」「是啊，看也看不到。請人顧，

又是麻煩，所以想要把它賣掉。」「這樣是很好。顧不到、看不到，僱

用人又那麼麻煩，賣掉是對啊！」「不過，就是……。」就是這樣，這

件事情，感覺雖然他有發心，身邊也已經有很多財產，也有感動，做

好事情；卻是還有的，在遠遠的地方，還是這件事情也在煩惱。 

 

「你放下啦，放下，你就輕鬆了。」「放下啊，就放不下！整天心就這

樣在那裡煩躁、在那裡煩啊，再怎麼樣也是放不下。」「好啦，為你祝

福。」我也不知道要如何祝福。總而言之，人生，打不開的心，生活

在人間，多少(資產)才活得下去。生命能夠健康，活得下去，到底需

要多少？三餐吃得飽，冬天穿得暖，平時有地方可安居，不就是這樣

就滿足了呢？但是什麼叫做滿足，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要滿足，不知道

滿足是什麼？所以他知道的只是欠缺，這就很辛苦。 

 

佛陀就教我們，「開示諸滅度大法」。我們要看開人生大自然的法則，

生死，你們要知道「分段生死」。我們就是修行，我們也要了解，人生

自然法則，這一般的人，人人都脫離不了。哪怕你是修行，不是修行

就沒有病痛，沒有生死，同樣有。但是我們有在修行，有病、有痛、

有生死，我們也是要去了解體悟「分段生死」。 

 

我們同樣一段一段還要來人間，我們今生此世，我們聽法，不過，我

們還沒有透徹了解；我們部分了解了，我有在修，但是你所修的煩惱

還沒有完全去除。所以今生得佛法，來生在人間不要迷失，還是要再

聽法，同樣還要修德，這個德行因緣我們還要再修，所以我們應該要

體悟「分段生死」。 

 

除了「分段生死」，我們還有心靈的起滅，生、住、異、滅；現在我很

歡喜，但是過了之後，境界一來，無中生有，這個心煩惱覆藏。我和

人，人，我不歡喜，我在人與人之間生著煩惱心；凡夫是人與物質來

生煩惱，我們修行人，就是人與人去生煩惱，這種人際關係生煩惱，



這是生滅。有時候聽到人歡喜，有分別，聽到人在稱讚，「什麼人也不

錯，做得很好呢！」會覺得：我也沒有比人差，怎麼沒有稱讚我。這

種很快，聽到在讚歎別人時，心就不歡喜了。「怎麼沒有讚歎到我！」

這種我大、人小，或者是人大、我小，這種覺得自己：我讓人看小

了。我們就容納不進別人。說「這個人，我看到這個人我『目火就

燃』。（意近怒火中燒，雙眼怒視）」那就是我們眼睛看人，無法將他收

入我們的心底裡，若是收進來我們的心底，是當作火種，不是當作慧

的智慧種。 

 

所以，這是我們「生滅法」，我們不很清楚。「生滅法」，滅度，我們要

度自己，不是只有這一輩子老、病、死，往生了，叫做「涅槃」；涅

槃，叫做滅度，這是以後的事情，但是我們要說在平時的心靈。平時

心靈，我們到底日日在生滅中，生、住、異、滅中，這個「分段生

死」、心靈，起滅，我們到底在修行，我們有體會到嗎？我們有去了解

到嗎？在我們日常生活，對我們「分段生死」，我們有體悟；對我們心

靈的生滅法，我們是不是有覺察到呢？不要談到人生之後，最後那一

天的「滅」，我們就只說我們的心理。心理大法，是佛陀蘊含著每一回

說法中。所以，古往今來，我們要很用心，無非是要「導正回小向

大」。不是只說我們自己，我們的心要開闊一點，放開我們的心，包容

大家，不是我們解脫就好，我們要入人群，拔除眾生苦；我們要感恩

在人群中，能夠體悟了很多煩惱法來警惕我們。我們若懂得這樣，自

然是回小向大。 

 

我們把外面的人、事、物，將它縮小了，把自己的心態放寬了，回小

向大了，煩惱無明不要那麼多，我們回過來向我們自己，心寬念純，

若能夠這樣，「明一乘之實」。我們就知道這個一乘法，是佛陀時時都

在說，從說法中，都是含藏著。因為如來藏，藏在眾生無明中，佛陀

無不都是要為我們「開示」，讓我們了解「生滅法」，讓我們知道這個

滅度，我們要自己滅掉我們的煩惱，自度我們自己的心境。這個大

法，讓我們自己更縮小一點，放開像天空，若這樣就是一大乘法。 

 

我們要很用心，「菩薩慈心說法，需戒定聞思修」。 

 

菩薩慈心說法 

需戒定聞思修 

方能離諸障礙 

慎防懶惰礙勇猛 

慎防懈怠礙精進 



慎防憂惱礙安樂 

 

佛陀所說的法，我們要很用心，我們要從實行菩薩道，我們要開始培

養我們的慈悲心。我們慈悲心，來向大家說法，其實這些法，無不都

是在戒定慧、聞思修。這樣才有辦法離開障礙。 

 

所以我們要「慎防懶惰障礙勇猛」，我們要好好戒我們自己，不要懶

惰，我們若是懶惰，就是障礙我們的勇猛。我們要再，要再預防，要

慎防懈怠，不可懈怠，因為懈怠會障礙我們的精進。我們還要再預

防，預防我們憂惱，光是凡事都放在我們的腦海中，這樣在那裡打

轉，一直說別人、別人、別人是如何，事情、事情如何的複雜，光是

在那個地方，這樣在那裡惹來了憂惱，這會障礙自己的安樂，我們的

快樂。其實「心無罣礙，無罣礙故」，我們就離開了一切的恐怖，我們

的心自然就很安樂。所以請大家聞法，要很用心去體會，不要放棄現

在，去想我們心外面的事情。「生住異滅」，執著外面是「成住壞空」，

要執著我們這輩子的身體，我們是「生老病死」，都不要去執著。我們

把握我們現在，這輩子所遇到的法，我們是證明我們有在做，我們也

看得到，法也體認得到，我們應該就是要好好活在現在，了解我們自

己在做什麼，我們的價值觀，為人群有利益沒有？為佛法有付出沒

有？為佛教、為眾生，我們有做到嗎？只要我們想這樣，有價值，我

們做就對了，不要想那麼多。 

 

前面的經文，我們就要「除懶惰意，及懈怠想，離諸憂惱，慈心說

法。晝夜常說，無上道教，以諸因緣、無量譬喻，開示眾生，咸令歡

喜。衣服臥具，飲食醫藥，而於其中，無所希望。」 

 

除懶惰意 

及懈怠想 

離諸憂惱 

慈心說法 

晝夜常說 

無上道教 

以諸因緣 

無量譬喻 

開示眾生 

咸令歡喜 

衣服臥具 

飲食醫藥 



而於其中 

無所希望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要用心，這都前面所說過的。接下來的經文，「但一心念，說法因緣，

願成佛道，令眾亦爾。是則大利，安樂供養。」 

 

但一心念 

說法因緣 

願成佛道 

令眾亦爾 

是則大利 

安樂供養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這段經文要很用心去體會，雖然是偈文，我們還是要用心。就是說，

「諸佛說法因緣，內能自觀察」。 

 

諸佛說法因緣 

內能自觀察 

證得諸法實相 

安住行處、親近處 

遠離諸外惡緣 

與隨順眾生機 

而說法等是 

 

諸佛所說的諸法因緣，我們聽，真真正正要入心來；法若聽入心，自

然我們就能體會到，「證得諸法實相」。佛陀說「苦集滅道」，到底我們

有沒有想人間是苦嗎？我們有體會到「苦」的道理，是「集」來人、

事、物種種的煩惱，讓我們憂煩，讓我們苦惱，我們有去考慮這些沒

有？佛陀說的苦，是不是我們去了解，待人接物的態度呢？我們待人

接物的態度，那就是招來苦惱、煩惱的結果。我們若對人柔和、善

順、寬容，什麼問題都沒有，什麼煩惱也沒有。所以我們聽經，就是

要解開我們，能夠解事物道理，不要放在心裡煩惱。所以應佛陀所說

的這麼多的法，我們應該聽進去，要「內能自觀察」，但我們自己有

嗎？這些法，我們到底有沒有放在心裡？我們有體會到嗎？「證得諸

法實相」，有體會到沒有？ 

 



「安住行處」，體會到，很自然我們就，包容、善解、感恩，也知足

了，衣食全都有了，人生的目標我也找到了，應該知足了，「安住行

處」。在我們的本分事，做得對，這也是我們的親近處，「行處、親近

處」。「遠離諸外惡緣」，我們很自然外面的惡緣，我們就不用去碰它，

不用去靠近。前面我們也一直說，我們若功夫還不到，就不要去親近

那些惡緣，這就是要避開，我們該親近的要懂得親近，不該親近的，

我們要遠離。「與隨順眾生機」。我們大家要懂得要如何說法，要如何

把握因緣，我們隨順眾生的根機，來為他們說法。我們了解多少，我

們能做多少，這就是我們要好好去學。我們多少力量，做多少事情，

做得利益人群，做得為佛法有所弘揚的幫助。 

 

就像浴佛，大家很認真，都是希望能夠一個「真善美」──佛法團隊

的精神來讓大家了解，這團隊就是一個「美」，真誠的心，虔誠方殷，

這就是我們要時時有的心態。 

 

「但一心念，說法因緣」。經文這樣說，這就是我們要「專一心端

念」。 

 

但一心念 

說法因緣： 

但專一心端念 

演說妙法清淨因緣 

 

心不要偏，叫做「端」，我們一心一志，心不偏，那就是向前進對的方

向。說法也是一樣，「演說妙法清淨因緣」，我們要把握清淨的因緣。

接下來說，「願成佛道，令眾亦爾」。 

 

願成佛道 

令眾亦爾： 

願得成就無上佛道 

令諸大眾亦得如是 

 

我們要成佛道，眾生也是一樣，「願得成就無上佛道」。我們只是一個

目標，菩薩「六度萬行」一條路，就是直的路，就是到佛道去。所以

「令諸大眾亦得如是」。不只是我們這樣，所有的人也都一樣；我們的

方向沒有偏差，所有人的方向同樣沒有偏差。這就是我們要引導人

的，一個目標。 

 



「是則大利」。這就是大利益，利益眾生，也就是「安樂供養」。 

 

是則大利 

安樂供養： 

是則為廣大之利 

施於安樂清淨供養 

 

這就是我們做得很歡喜，用很歡喜來奉獻，這就是「法」，法的供養。

所以「是則為廣大之利」，這就是最大的利益。我們用虔誠方殷，用很

虔誠的心為佛教付出，眾生是未來佛，我們也就是為未來佛來付出。

付出叫做「供養」，常常告訴大家，供養就是付出，我們無私的愛去付

出，供應眾生所需要，所以這叫做「供養」。 

 

佛陀來人間，無非就是要用法，來滋潤眾生的慧命，讓眾生能夠在人

人生命中提升，轉識為慧，轉知識為智慧，生命能夠增長慧命。利用

生命來增長慧命，我們生命有多長，把握生命的時光，見識更多的事

情，身體力行更多，修德，修行的德，我們能夠更多，來增長我們的

慧命。這就是我們要把握，「安樂供養」。時間愈多，做愈多，供養愈

多，利益愈多。所以「施於安樂清淨供養」，我們付出都無所求，無所

求的付出，這叫做「清淨供養」，這就是大利，就是最大的利益。利益

眾生，同時也利益自己。其利有五種，大利有五種。 

 

是則大利 

其利有五 

一、 晝夜無間說 

顯法體常恆益 

二、 因緣喻無量說 

顯妙法用無窮益 

三、 咸令歡喜說 

顯慈悲廣大益 

四、 不望四事說 

顯成就四德益 

五、 說大乘法 

自他成佛說 

顯佛慧平等益 

 

一是「晝夜無間說」，顯出了「法體常恆益」。這就是法體，我們的佛

法，法體就是真理。我們能夠很殷勤精進，日夜心都是在法，所以這



叫做「晝夜無間」。我們有無餘修、無間修、長時修、恭敬修，這意思

就是說日日夜夜不間斷，念茲在茲，我們的心念是法，正法，正法時

刻都在我們心中，這就是顯法體常恆的利益。我們的法，真理永遠都

在我們的心中。 

 

第二，「因緣喻」。眾生若聽不懂，我們就用因緣。不論是近在身邊的

事情，或者是很短暫、昨天的事情，都能夠來譬喻；或者很遠，佛陀

的過去的過去，〈化城(喻品)〉的，十六王子的時代，遠的也能夠用因

緣來譬喻，這全都是無量。我們有很多可以遠近、古今的，事物、人

事，都能夠在法的裡面，因緣譬喻，這是無量。這現出了妙法用，這

個法的利用是無窮。我們若懂得用法，自然法無窮的利益，要用心

哦！ 

 

第三、「咸令歡喜」，就是「顯慈悲廣大益」，我們若能夠這樣，自然就

人人歡喜，這個歡喜就是廣大，我們的慈悲，什麼都是能夠隨順眾

生，鼓勵眾生，好事大家做，我做我歡喜，你做你受益，這歡喜，讓

大家全都歡喜，這就是「咸令歡喜」。若這樣來講話，自然這是慈悲，

感恩哦！就像我們的環保菩薩，做得很歡喜，老人也是歡喜，「感恩

哦！讓我有機會，讓我能有環保可做。」這我們常常聽到的。看，這

就是慈悲廣大利益。你讓他做得很歡喜，歡喜做，得到快樂；這些東

西，他在那裡做，這個智慧不斷增長。大家都是這樣稱讚，「那些老人

很有智慧，塑膠袋拿起來，他就知道分類」等等。九十多歲了，還有

上百歲，百多歲，還是這樣，這就是生命無減，智慧增益。我們能夠

讓大家，接觸就得到利益。 

 

第四，「不望四事說，顯成就四德益」。我們講法不是為了「四事」，

「四事」就是衣服、臥具、飲食、醫藥。我們沒有想要求住得好，我

們沒有想要穿得很好，我們沒有想要吃得很好，我們沒有想要如何享

受好，這就是我們要好好很用心，不求四事，願意付出。所以有「四

德」的利益。 

 

若近善人聞正法 

則具四德處 

一、 慧德處： 

由聞正法生大智慧 

二、 實德處： 

謂是智慧 

見真諦空理 



三、 捨德處： 

謂見真空 

即得離諸煩惱 

四、 寂滅德處： 

謂煩惱盡故 

心得寂滅 

 

這「四德處」也是要再了解一下。就是「慧德處」。我們若能像以上這

樣說，自然我們法在心裡，日夜都有，我們會得到這樣的安樂處，能

夠得到「慧德處」。「慧德」是如何來的呢？是為了聽正法「生大智

慧」。你若沒有聽法，我們哪有辦法生大智慧呢？ 

 

第二就是「實德處」。我們能夠得到這樣，心能夠在這實德之中，那就

是「是智慧，見真諦空理。」我們若是智慧成長了，看事情都看得

開，「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你要再求什麼呢？無所求啊！自然

放下了，就沒有煩惱了，這就是智慧。人我是非，為什麼要在那裡憂

煩呢？放下了。這樣，就是因為我們見真諦，我們見到道理了，真

諦。 

 

第三就是「捨德處」。捨，我們要捨，雖然我們做很多，就不要在那裡

一直累積，累積一直算我已經得多少。你得多少又如何呢？你的

「得」就要顯在你的「德」，「德者，得也；得者，德也」，所以你修行

有所得到，自然就現出了，你的德行的風度出來。所以我們要捨去付

出的執著，我們才有辦法。所以「見真空，即得離諸煩惱」。真正有為

法，一切有為法要將它去除，我們現在就是在無為法，心安然自在。

我們知道「生住異滅」，只是一個心態在那裡在轉而已，我們要透徹了

解。 

 

第四就是「寂滅德處」。我們身心已經寂滅了，煩惱盡了，我們沒有再

煩惱，不論世間人事物，不會影響到我的心。對物質，不增不減，不

計較；對人事，不得不失，沒有什麼有所得，也沒有什麼有所失，何

必在那裡爭呢？若能夠這樣，煩惱盡，我們就不再有煩惱了，就心得

寂滅。這叫做「四德」，就是「慧德處」，還有「實德處」，還有「捨德

處」，還有「寂滅德處」。這是多麼歡喜的事情，這就是我們要了解，

也要清楚。 

 

因為我們需要的，那就是有得大利。我們剛才說得大利，「是則大利，

安樂供養」。我們要安樂供養，就是盡我們這分心，付出無所求，這樣



去付出，這就是大供養。自然得大利，那就有這個「四德處」，這就是

我們要去了解，要用心。我們的心，法能夠這樣時時保持著，日夜在

我們的心裡，法，沒有忘記，待人接物都是在法中，自然「四德處」

現前，這就是我們要用心。因為那個利有五種，剛才說到第四種，接

下來第五，那就是「說大乘法自他成佛說」。那就是我們所說的法，不

是為自己說的，不是為了名來說話，不是；就是要說給你知道，你能

夠了解，了解之後，你還能受用，大家共同修行，到達成佛。我們所

說的話，就是要說這些，希望讓你能夠了解，讓你能夠接受，接受之

後，我們共同這樣來同行，能夠到達佛菩薩的境地。這就是顯出了

慧，佛慧平等。佛慧的平等就是這樣，我們與眾生皆成佛道，這是我

們的目標，也是佛陀開示眾生的目標。 

 

接下來的經文，「我滅度後，若有比丘，能演說斯，妙法華經。」 

 

我滅度後 

若有比丘 

能演說斯 

妙法華經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意思就是佛滅度之後，「傳佛正法者」，唯有「應是說法之僧眾」。因為

比丘要傳佛法，就是需要僧眾來傳。 

 

我滅度後 

若有比丘 

能演說斯 

妙法華經： 

佛滅之後 

傳佛正法者 

唯應是說法之僧眾 

 

未來在五濁惡世中要如何傳法？我們前面說過了，現在我們還在說，

就是要用懂得避開，我們去避開惡法，因為我們的能力還不夠。能夠

追求的，長時，法不離我們的心，我們要做得到，修得到，煩惱要去

除。 

 

有為法、無為法，我們要時時警惕在我們的內心。我們做很多，但是

做過就沒有了，我們只是希望盡用我們的生命，來增長我們的慧命，



利用時間，來完成我們「分段生死」，能夠回歸到，清又淨而明的真如

本性，希望那些煩惱去除。所以我們要把握時間，一層一層煩惱去

除，我們的慧命一分一分成長。我們有「五利」、「四德」，大家要時時

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年 5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