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609《靜思妙蓮華》末法持經 生大慈悲 (第 1433集)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是甚深微妙法，遇佛世正法難。正法住五百年，次千年為像法，後

萬年為末法；末法時世劫濁，眾生心垢濁重，持法弘經道難。 

⊙正像末分三時：至末法，謂去佛世時長遠，遂漸脫規離道，共業災

頻繁起。正教法轉微末，誓願持經弘法，三軌四法安樂行。 

⊙菩薩謂大愛念，即與喜樂之心，教導造福愛念一切眾生，常求樂

事，隨彼所求，而饒益之名大慈心。 

⊙「又，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於後末世法欲滅時，有持是法華經

者。」《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於在家、出家人中生大慈心，於非菩薩人中生大悲心，應作是

念：如是之人，則為大失。」《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於在家、出家人中生大慈心：當於在家善男信女、出家僧眾人之

中，生於大慈，與人樂之心。無論為在家、出家之人，既持是經修大

乘行，必以能得大乘果為樂；菩薩欲與眾生福樂，故生大慈心。 

⊙於非菩薩人中生大悲心：於諸不修菩薩行，執邪見之人，應生大悲

拔苦之心。 

⊙菩薩於二乘中，應生大悲之心，拔出變易生死之苦，與一乘諸佛智

慧之樂。 

⊙菩薩欲令離苦，故生大悲心。此慈悲心，全對眾生而起，故曰利他

行。 

⊙應作是念，如是之人，則為大失：應當發堅固心願力，作是念言，

如斯不信大乘之人，是大過失。如來寶藏而不能得，有廣大威神而不

能用，故云大失。 

 

【證嚴上人開示】 

是甚深微妙法，遇佛世正法難。正法住五百年，次千年為像法，後萬

年為末法；末法時世劫濁，眾生心垢濁重，持法弘經道難。 

 

是甚深微妙法 

遇佛世正法難 

正法住五百年 

次千年為像法 

後萬年為末法 

末法時世劫濁 

眾生心垢濁重 

持法弘經道難 



 

要很用心來體會、來了解啊！確實，佛法甚深微妙，在佛世之時，佛

陀說法那個時代，大家能夠直接聽佛說法，見佛、聞佛法，這是多麼

有福的時代啊！佛陀親自說法，在那個時代，尤其是眾生心單純，時

代、環境都是很單純。那個時代要能夠接受佛法，實在是不困難，體

會佛意也不是很困難。不過，眾生就是煩惱重，不是時勢惡濁的煩

惱，是眾生與生俱來，累世累積的煩惱，讓我們眾生無始以來層層疊

疊，無法去算計的生、世，所以這種無明煩惱、因緣果報帶來人間。

人間，這成、住、壞、空，已經不知幾回過去了，在佛陀的時代，那

時的人間，地球上人口不是算很多，所以很單純。時世單純，但是卻

也有四姓階級分得很清。貧困的人，是賤民的人，那就是苦了；窮，

就是貧。貧得非常的貧，苦得非常的苦，若像這樣，要接觸佛法真的

是很困難。 

 

是因為佛，他的慈悲，知道人間這樣是不平等，所以他從年輕，太子

時，就是為了這個問題，才說要脫離王宮，要入人群中去體會、去

找，找出人與人的中間，把這種歧視、分別，要如何能夠讓他們平

等，這種生活，「名稱貴賤」能夠平等化。那時候，他走入人群去體會

人間疾苦，當然也是要去找，追求出真理來。真理要去哪裡找呢？在

人群中找，在大自然境界中找，所以他離開王宮，在人群去了解，人

間去體會，然後他就決定到安靜處，去體會大自然。所以，這是要用

一段很長的時間。離開皇宮幾年了，傳說中也有人說六年，但是也有

人以十一年。我們大部分都以十一年時間，五年入人群了解世間事，

六年在大自然的環境中，去體會大自然的境界。 

 

從外面，人群、自然等等，才找入了內心，身、心、靈的問題；身、

心、靈的問題，體會到人人應該是共同體。這個道理，到底這個心

理，那個深處到底是怎麼樣？所以他用真心誠意，用心去體會。一直

在那寧靜的境界，從外境，人、事、物的道理，探討、了解，一直回

歸到自心靈的境界。在這安靜中，二十一日，他突然間開悟了，那個

身、心、靈，整個安靜下來之後，一定是外面的境界都清楚，找進來

心靈的境界，寂靜清澄，心完全沒有波動。突然間，天還未亮，在凌

晨的時候，突然間睹明星，就是靜靜當中，眼睛這樣慢慢展開，看到

遠方晴空萬里，那個星，非常閃光的一顆星，突然間和他的內心深處

的境界，接觸到，會合了。這個境界，天地宇宙，天體、心體合一，

「哦！就是人人本具真如本性」，體會了。這種的感覺，完全天地宇宙

萬物的真諦道理，全都攝受在那一念間，毫芒就是合抱的大樹，毫芒

就是藏著乾坤的世界，所以乾坤世界就是藏在毫芒中，那就是我們的



真如，真如藏乾坤。我們佛陀，他就是這樣覺悟，甚深微妙，這個

法。 

 

這儘管這樣來描述，語言的描述，文字來記載它，大家這樣聽，這樣

記錄，再拿來看，這是什麼境界呢？自己聽的，自己記錄的，再來回

復，這到底是什麼樣的境界能夠覺悟呢？我們現在的人無法去體會，

只知道：這可能是一個很美的境界，很開闊的境界，很寂靜、這種美

妙的境界。可能我們能夠感覺的是這樣，但是那個天體宇宙和我們的

心，這分的體會，那個心境要如何來描述？聽的人，總是能夠聽到這

樣的境界，卻是要真正去體會、覺悟，還有一段的距離，所以佛陀就

要用心，這段的距離，要如何將它連接起來？那就是要用心，慢慢地

去告訴他們，去除煩惱的方法，要如何去除它，所以，運智啟悲。運

用智慧，這個悲心，從心，悲心念，他們無法體會，那就是就像自己

過去，入人群，在大自然境界裡面，但是還無法真正體悟，這個大自

然，與這真如會合起來，那個與天體合一，還是沒有辦法。 

 

所以，這回歸回來，現在聽法的人應該也是這樣。這個「同體大悲」，

佛陀開始運智啟悲，把這個智慧，分別大自然與人群中，種種的道

理，決定開這個法門。大家最容易知道，人群中的苦，有感覺嗎？在

生死中，病痛當中，有苦嗎？這種心靈，五蘊。除了苦、集，在這個

苦，現實的境界的苦，以及有去承擔到這分病痛的苦，和死將來臨，

恐懼的苦，這種心靈，心識那個苦。所以，這全都是世間很普遍，不

是為生活苦，是為生命苦，這就心靈的苦啊！所以，苦是普遍的，貧

困的人是為生活苦，病的人是為生死苦，富有的人是為生死煩惱苦，

世間脫離不了「苦」。佛陀先應機說法，讓大家知道。你知道了，要如

何解除？你就要趕緊修行。說很多、很多修行方法，所以根機就在這

個地方，浮出了顯明的根機。 

 

有的人智慧較利，很快就了解，緣這個無常的境界，緣覺，了解了，

他超越了聲聞。聲聞就是要再一一來聽，一一來體悟，所以一步一步

來教。這種在「迷」和「覺」中間，這個距離，佛陀要如何將它補起

來，讓人人就這個法，「就有道而正焉」，把這個道，先將他帶入正確

的方向，鋪這條菩提大直道讓我們走，這樣讓我們一段一段走。如何

去除煩惱，了解無明、生死苦等等。了解之後，還有一段要怎麼辦？

就是要趕緊，這一段，那就是菩薩道了。佛陀的時代，說法才四十九

年而已，這一段一段的道路要鋪，實在是不容易。眾生的根機，那個

時代，人也是有煩惱，就已經向大家說，時世雖然單純，人口少，時

代的生活很自然，但是一樣，人性生分別性，同樣貧富、貴賤，同樣



有這樣的苦。所以，這在佛陀，這個這麼單純的時代，眾生的煩惱要

去除也不簡單。 

 

看看《法華經》，佛陀教我們要如何發弘誓願；〈授記品〉，鼓勵發大

心，〈法師品〉，持經的功德；〈見寶塔品〉，讓我們見性等等。一步一

步一直走，發了大心，要弘揚大乘法，佛陀開始要讓我們知道困難，

讓我們心理有準備，所以就說很多末世，濁惡世那個時間的污濁，有

五濁，人的心理、時代的濁氣，很清楚讓我們知道。所以，文殊菩薩

又考慮到，大家是不是這樣嚇到就停滯，請佛陀說出了方法，避開那

個危險、惡濁，要如何能夠弘法，弘法得法喜充滿；聽的人有心得，

說的人很歡喜，聽的人也歡喜。這就是要用方法。 

 

所以，微妙法要傳在後世，卻是分出了正法、像法、末法。我們就要

認真，修行要安分守己，真的是要用心。佛法不分貧富、貴賤，男女

分別，只是在這個生活中，有種種種種不方便，所以只是這樣的分

別，正法就是要如何向外去弘揚，那就會有一些障礙，所以成為五百

年。像法一千年，過了之後，再來就是已經慢慢進入，這個末法的時

期。末法要多久啊？萬年的末法。這個末法的時代，慢慢就是人心，

隨著人心而成末法了。所以，眾生的心，就是一直垢濁而重，這個濁

氣很重，眾生的業力愈來愈重，所以「持法弘經道」，這個道很難走。

這是佛法三個時期，就是這樣。 

 

正像末分三時： 

至末法 

謂去佛世時長遠 

遂漸脫規離道 

共業災頻繁起 

正教法轉微末 

誓願持經弘法 

三軌四法安樂行 

 

我們要知道正法，這個正法、像法、末法，這三個時期，末法就是

「去佛世」，離佛世已經長了，二千多年了，以我們現在，若再愈來它

就是離愈遠，離佛世遠，所以，「遂漸脫規離道」。世間的人，倫理道

德一直一直漸漸脫離了，現在的人間世俗不就是這樣嗎？這個倫理道

德已經一直淡薄掉，所以，眾生共業，一直向著那個欲念，一直追

啊！追啊！追欲念，這種無止境。所以這種，慢慢眾生造業，再共業

累積，就會影響到大自然。所以現在說污染，空氣污染、災難偏多。



所以，這就是我們眾生共業，災難頻傳，一直起來。這在國際間，我

們宏觀天下，國際間多少的災難，天災的難民，人禍的難民，有心靈

的災難，心靈的難民。一直共業的困難，災難層層直起。 

 

所以，正教法慢慢一直微劣了，這個正教法要如何去教育？過去老師

在教育，和現在老師教育不同哦！過去父親在教孩子，父母教子和現

在也不同了。這種的「正教法轉微末」，真正的教育已經愈來愈淡薄

了。所以，「誓願持經弘法」。若有人願意公正，把這個法回歸回來，

來弘法。正法要住世，那就要用「三軌四法安樂行」。「三軌」大家還

記得，「大慈悲為室，柔和忍辱衣，諸法空為座，處此而說法」。「四

法」——身、口、意、誓願，用這樣來行在人間，要如何來推動佛

法，大乘法。所以，菩薩就是大慈愛的念，菩薩大慈愛念，「即與喜樂

之心」。 

 

菩薩謂大愛念 

即與喜樂之心 

教導造福 

愛念一切眾生 

常求樂事 

隨彼所求 

而饒益之 

名大慈心 

 

時時要為人間造福，希望人人都能夠得到福，所以得到歡喜，得到快

樂。要得到歡喜，得到快樂，就要教導他多造福，多啟愛心，這就是

菩薩要在人間教育，菩薩要先內心要有大慈愛的念。為眾生，希望眾

生時時法喜充滿，時時真正的快樂在人群中造福，這就是菩薩，所要

教育眾生的目標。希望一切眾生「常求樂事」，求，求法、聽法、聞

法，行於法中，去施予愛與教育，這種的求，這就是眾生需要菩薩來

引導。「隨彼所求」，這些人懂得要求法、正確的方向，我們就隨他所

需要，隨他的根機我們去付出，這叫做「大慈心」，這就是菩薩。要運

用正法，正法不是只在那個形象的數字，不是在男女的分別，是在那

念心，在那個真如本性，在我們眾生平等，把那個習氣如何轉過來這

念心。 

 

男人較有魄力，世間的事情看很多，所以認為他們要轉清淨法容易，

因為有魄力。女人呢？拖泥帶水，那個愛比較多，要斷煩惱較難，只

是這樣而已。所以其實同樣，女人、男人，同樣是真如本性平等，這



只是要讓我們了解，女人要更加倍用心，去體會，去了解法，細心去

接受。看看，觀世音菩薩以女人相，普聞應現，就像慈母這樣在覆護

愛子，菩薩就是這樣。 

 

文殊菩薩，他也是時時用這樣的形態，來度眾生。從慈心，就是要平

等，所以這就是佛陀在教導眾生，如慈父、慈母一樣，菩薩道就是要

鋪在這段。眾生迷了，而有人願意接受教育，就要把他循循善誘過

來，就要牽教他，走在這條菩薩道裡，這就是正法。將佛法正確在人

間，這就是正法，正法住心，那就是正法在人間。 

 

所以，過去有說，一日能夠拉長到成為一劫，可以將一劫，將它促為

一日。時間，我們能夠從我們的心，一念心一轉，是善、是惡？善心

可以成就一切的福業；惡念，一念之間能夠破壞一切，也能夠造成很

大的災禍，這就是在一念間。這個念，對我們的「時」，是短促的

「時」？或者是劫波的「時」？這就是看我們的心念，所以我們要很

用心去體會法。 

 

又前面的經文：「又，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於後末世法欲滅時，有

持是法華經者。」 

 

又 文殊師利 

菩薩摩訶薩 

於後末世 

法欲滅時 

有持是法華經者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知道這個法末之時，弘持經教是這麼的困難，但是我們已經知道，心

有準備了，我們願意發心持經法，在佛陀滅後之後，末世這個時候我

們要持經，那就要用前面那個「慈」，大慈的心來轉眾生的念，讓眾生

啟發人人有這一念的愛，這才是有辦法將這個末世的法，成為正法，

那需要持《法華經》。這是前面所說，我們有「三軌」、「四法」，心理

有這樣的準備，要身體力行，在「三軌」「四法」中，這樣走過來，來

持這部經。 

 

接下來這段經文就說：「於在家、出家人中生大慈心。」 

 

於在家 出家人 



中生大慈心 

於非菩薩人中 

生大悲心 

應作是念 

如是之人 

則為大失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我們要持經的人，就要有這個心理，不論是在家、出家的人，我們都

要對他們，起這個大慈悲心。所以，「於非菩薩人中，生大悲心，應作

是念：如是之人，則為大失」。我們一定要，在這個在家、出家的人，

我們要生大慈心，而「非菩薩人中」，就是世俗人，或者是不曾聽到大

乘法的人，我們要在這樣的人群中，生大悲心。我們就要作這樣的

念：有的人不曾接觸到佛法，而接觸佛法，也沒有聽大乘法。這樣的

人，我們要起慈悲憐憫的心，因為這些人在佛法中有大失，有大失。

所以，我們要起這個大慈悲心。 

 

於在家、出家人中 

生大慈心： 

當於在家善男信女 

出家僧眾人之中 

生於大慈 

與人樂之心 

無論為在家 

出家之人 

既持是經修大乘行 

必以能得 

大乘果為樂 

菩薩欲與眾生福樂 

故生大慈心 

 

所以「當以在家善男信女，出家僧眾之中」。就是要這樣，生出了大

慈，我們要好好來引導他，鼓勵他們能夠，助人最快樂這個心，能夠

助人。所以，不論是在家、出家的人，既持是經修大乘行的人，「必以

能得大乘果為樂」。我們要引導他們，我們自己也是這樣，於大乘法我

們要一心精進，我們要再來發心，來度這些人。 

 

就像我們說過的，人人都是大船師，人人都有擁有那艘大船，也有大



白牛車，我們自己駕車，自己駕駛那艘船，我們能夠從此岸到彼岸，

我們也能夠順便載很多人，到彼岸去，同樣的道理。所以，「必以能得

大乘果為樂」，到彼岸就很快樂了。「菩薩欲與眾生福樂，故生大慈

心」。菩薩就是像這艘慈航，觀世音菩薩時時駕慈航度眾生，這就是菩

薩。 

 

於非菩薩人中 

生大悲心： 

於諸不修菩薩行 

執邪見之人 

應生大悲拔苦之心 

 

「於非菩薩人中，生大悲心，於諸不修菩薩行」，這些向來都不願意，

去行菩薩道的人，有偏見，所以執邪，執這個邪見，這樣的人，我們

要向他生起了大悲心，拔其苦難。我們聽弘展在跟大家分享，他要如

何能讓大家接觸到慈濟，讓他們很了解，慈濟是在做什麼事情，讓他

們不要有誤解，讓他們不要有……等等，這同樣的道理。這就是對不

了解的人，有偏見的人，我們不要排斥他們，我們要設法，拔除他們

心靈中的煩惱，不論是故意要排斥，或者是不知道的誤解，我們都要

讓他很清楚。不只是清楚，還能邀他一起，來享受這種助人為快樂的

根本，讓他也能夠，感受到歡喜、快樂，為社會的人群的祥和造福，

這是我們發菩薩心的人，要這樣做。 

 

所以，「菩薩於二乘中，應生大悲之心，拔出變易生死之苦」。 

 

菩薩於二乘中 

應生大悲之心 

拔出變易生死之苦 

與一乘諸佛 

智慧之樂 

 

修行的人，已經了解「生老病死」是苦，去除煩惱了，他不敢投入人

群，我們就要鼓勵他，還是一樣，天下自然的法則，沒有那個，沒有

「生老病死」的人。那要好好造福，身是載道器，我們能夠自度、度

他，自他兼利到彼岸去。我們好好來引度他，所以，在這二乘人中，

我們生大悲心，將他拔離過來。讓他能夠脫離這個「變易生死」，因為

這個「變易生死」，是心靈的變易。他「分段生死」既了，知道大自然

的法則，不知道這個心靈的變易。「有為法」他懼怕，所以他拒絕「有



為法」，執著在「無為法」。所以這無法，去成就他「六度萬行」，這

「六度萬行」沒有成就，就像剛才說，本性，真如本性已經啟發了，

佛陀用方法鋪一段、第二段，還有第三段，這段的距離，第三段沒有

去鋪，沒有這樣自己用愛鋪路，這樣走過去，菩薩道沒有完成，佛果

就不會成，所以我們要慢慢鼓勵他，連那個心靈的「變易生死」，我們

也要將它拔除，讓他從二乘成為一乘。「諸佛智慧之樂」，一切智，道

種智，一切種智，讓他一段一段，去體會這個智慧的深度。所以，「菩

薩欲令離苦，故生大悲心」。 

 

菩薩欲令離苦 

故生大悲心 

此慈悲心 

全對眾生而起 

故曰利他行 

 

菩薩就是要讓所有的人，都能夠體會、了解，對出家、修行，他只是

在自己的範圍，我們能夠將他引導出來，大家同時合心起來，為人間

佛法來付出，這就是大慈悲心。讓他們走得出來，讓他們來投入，同

時去走，這就是大悲心。希望大家都能夠，離開執著我自己偏私的心

理，都能夠將他們帶出來。 

 

「此慈悲心，全對眾生而起，故曰利他」，這就是我們要利他，我們要

為他們想，有的有開始在修行，只是他們的心理一直顧在自己，就走

不出來，我們，這樣我們也要設法，來將他度出來，不論已經接受到

佛法，還未接受到佛法，我們全都希望他能夠向大乘法，這就是為利

他來想，不是顧自己，是顧他人，其實，我們顧他人，同時是我們自

己也已經顧到了，所以我們顧他人。 

 

了解，我們要斷煩惱「有為法」，完全斷除，是斷煩惱的有為法，不是

事情都不要做，這種的有為法。因為很多煩惱都是在人群中來，我們

要投入，我們才有辦法體會煩惱的去來，就像佛陀，他就要脫離皇

宮，他入人群，了解一般人的生活苦在哪裡，他了解了，才去進入大

自然的境界，在大自然境界之後，才把這個法入自己的心，好好來思

考那個很深奧，那個靈，我們這個魂，我們真真正正的理，心理之

中，那個內心和外面的理，要如何會合起來，這就是佛陀他的修行過

程。我們大家也都要這樣，不入人群，不了解道理，我們要如何去解

決這個煩惱呢？同樣。 

 



所以，「應作是念，如是之人，則為大失」。 

 

應作是念 

如是之人 

則為大失： 

應當發堅固心願力 

作是念言 

如斯不信大乘之人 

是大過失 

如來寶藏 

而不能得 

有廣大威神 

而不能用 

故云大失 

 

那些人很怕入人群，若這樣，他永遠就是失去了，要如何覺悟的機

會，無法去體會煩惱的來源，哪有辦法斷除煩惱的源頭呢？所以，這

就是大的失去，失去了那個斷煩惱的機會了。所以，「應當發堅固心願

力」，我們要入這些人群去，就要，要有這個堅固的心，提起願力。

「四法」，不就是身、口、意、誓願，我們要有願力，我們的身體要如

何力行，去行動？我們要如何去對他們說話，我們要如何這個心志堅

定？堅定了心志，我們還要再發弘誓願，這就是我們自己應該要很清

楚。所以，「作是念言：如斯不信大乘之人，是大過失。」，這實在是

很大的過失，很可惜。 

 

「有如來寶藏而不能得」，如來的寶藏在眼前，就是無法可得到，這實

在是很可惜。所以我們要很用心去體會，法在人間，脫離了人間，根

本就沒有佛法可修，我們修佛法就要斷煩惱，你脫離人群，沒有煩惱

可斷；你脫離人群，不只是不了解人群中的生態，你更無法了解，自

己心理上的心態。向外既不了解生態，對自己無法了解自己的心，心

態，你要如何度眾生？你要如何度自己呢，斷煩惱呢？所以我們必

定，人，人與人之間要互動，不是閃避，閃避這不是修行，修行是要

在人群中，這種精神的力量，就是要在人群。我們要起大慈悲心，佛

陀若不是動起了大慈悲心，怎麼會離開皇宮呢？若不必事來會理，那

這樣，他就在王宮裡面修就好了，他就能夠覺悟啊。 

 

但是佛陀還是要這樣，現這個相讓大家知道，知道修行的過程就是要

這樣，先去投入，先去了解，先去體會，收集了這些煩惱無明，它的



源頭，因從哪裡來。我們完全體會之後，才開始來整理這些理，這個

事，來分析，歸於道理，他就會到那個大自然的境界，去思考，四季

是怎麼來分？怎麼有冷、有熱？怎麼有白天、晚上呢？大自然是如何

在循環啊，他在大自然間去體會，在靜寂大自然去體會。所以，動

靜，事理全都要會合，也要去做好好的分析，外面的生態，內心的心

態，如何將它分析得很清楚，體會。佛法在人間，人間得正覺，這來

度化眾生，我們若大家能夠這樣去體會，佛法是這麼的平等，這麼的

簡單，但是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年 5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