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613《靜思妙蓮華》第四安樂 誓願度生 (第 1435集)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神為不測之義，通為無礙之義，不可測又無礙，謂神精念力通。 

⊙天心名神，慧性名通，天然慧性，徹照無礙，稱適機宜，變現自

在，不可思議，名為神通。 

⊙聞三寶名，誠心讚歎，信而能解，斯為正解；解而又信，斯為正

信。 

⊙「如來方便隨宜說法，不聞不知不覺、不問不信不解。」《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其人雖不問不信不解是經，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隨在何

地，以神通力、智慧力引之，令得住是法中。」《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

十四》 

⊙持大乘教常念化導眾生，菩薩於此大悲誓願及大智慧力，終得引之

令住一乘之大法。 

⊙其人雖不問不信不解是經：其人雖於一實大乘經，妙法諦理不問，

無心信解。 

⊙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我若悟得無上道時。得菩提無上覺

道。 

⊙「隨在何地」：隨其所處，在何地所在之處，無時不化導。 

⊙無量智慧力，引之令得住是一乘平等妙法之中，究竟得一切種智之

果。 

⊙以神通力、智慧力引之：當以神通而行化導引向正道，以智慧力而

為開導。 

⊙神即心神謂靜心照物，宿命記持種種分明，皆隨定力無有障礙，是

名神通。 

⊙令得住是法中：從應作是念，令得住是法中，正是第四誓願度生安

樂妙行，以善誘之，令得入法。 

 

【證嚴上人開示】 

神為不測之義，通為無礙之義，不可測又無礙，謂神精念力通。 

 

神為不測之義 

通為無礙之義 

不可測又無礙 

謂神精念力通 

 

也就是要告訴大家，神通這兩字好像很奇妙啊，確實，也是很奇妙，



因為「神」，所說的「神」，不是我們只是在，「神啊！拜拜啊！」這樣

的神，其實「神」是一個意義。就像我們人，人，人人也同樣有神，

什麼神？精神。精，就是很精妙、微細，我們人人也是一樣，小乾坤

有這樣精妙、微細，不可測，這個力量，何況大乾坤。大乾坤也有這

樣精妙、微細，真的是妙不可測的力量。說人，人的精神，精妙啊，

妙不可測，說，「你一個人有多少力量啊？」，「我力量很大。」「來，

這張桌子，你幫我扛過去。」，「這張桌子，我要扛，一次我沒辦法

扛。」「沒有辦法，要怎麼辦？」要怎麼辦？要去用腦筋。桌子，無法

扛，但是要移動，能移還是不能移呢？必定有方法可以移。 

 

這個方法就是要用腦筋、精神，去移這張桌子，要移得地上，地板沒

有痕跡，以為這張桌子這麼重，用拖的拖得動，但是拖，一定地上會

刮傷，要怎麼辦？那就要再想辦法。有辦法了，地上鋪布，桌子放在

布上，布這樣來拖，又輕，地上又沒有刮痕，這樣能到達，達到那個

力量。五十斤的力，有辦法移一個一百斤的重量。「唉呀，這疊椅子，

幫我扛過去。」這疊椅子疊，疊，疊一疊，很重，一個人哪有可能

啊。一百張的椅子，是超過百公斤，一個人哪有辦法？就是要再想辦

法。什麼辦法？分開來搬。一二百公斤的重，我就這樣將它分開搬

去，不要說一二百公斤，四五百公斤，一個人的力也有辦法，那要看

耐心。 

 

動腦筋，這不就是很平常的人都會呢？這不就是小孩子也做得到呢？

是啊，這也就是精神的力量。聽起來，這難道有什麼法？就是有法。

就是這樣，這麼的微細，闢微的道理，就是用在不可測的妙法裡。在

這裡講話，哪有辦法能夠全球的人看得到，只要他一根手指頭指一

下，這聲音、文字、形相，就在他的面前現前了，這真正的深不可

測。但是，有辦法，就是要從開頭去發現，發明，有心去用心在那個

深奧的，物理的裡面。 

 

當然，這個過程，要經過多久的時間，這些物資要用的東西，是要經

過了多麼精細的淬煉過，這些這麼精緻，這麼微小的東西，這都是經

過了人心，經過了天地的物質，經過了很大，而變成很微細，從很微

細合成，成為了無影無形，卻是它可以幻現在人的面前，這不就是幻

化莫測呢？ 

 

很快的時間，秒，秒鐘，只要你手一點，瞬間在畫面上，就現在你的

面前，看得到，感覺得到，你拿不到。裡面這麼多形相，你根本就無

法去拿得到，這是不是「神為不測之義」呢？無法去測它、測量，在



畫面上，你眼睛看得到，遼闊的境界，你要說那裡到底有多闊，到底

有多少東西，多少人？數字，這樣看，知道很多的形容，卻不知道數

量的斤兩，點滴，我們無法了解，這就是離我們遠。同樣，神通，能

夠用種種方法來口頭描述，但是我們無法真正去體會，那個感覺，無

法和他會合在一起，就像凡夫說覺悟者的境界，能夠描述覺悟者的境

界，卻是無法去體會那個覺悟的境，那個讓我們很身體感覺到，沒有

辦法，這就是證明有，但是我們還未到達這個境界，距離還很遠，這

就是還沒有通。 

 

這個神妙莫測，這個東西真的是有，但是我們還沒有辦法，自己的身

心體會到，只是能夠描述，「知道啦！知道啦！」，我就用這樣的語

言，來描述這樣的文字，文字，我學來了，我都放在腦袋裡，腦袋

裡，把你剖開，剖開之後，文字在哪裡呢？沒有啊！但是，只要你記

憶，所以電腦也有記憶體，是啊，人腦就是需要這個記憶體，這打開

沒有東西，但是裡面就有這樣神妙的功用！「神」，要用什麼東西來代

替它，形容，就是長成這樣的東西，也無法拿出來形容它是長的，或

者是圓的，這根本就沒有辦法。所以不測，無法去測量它，無法去形

容它，所以叫做「神」。不是神就是要讓我們拜拜的，不是，它，大宇

宙乾坤有這樣，這個精細，微妙的道理存在。就像我們人的觀念思

想，精神理念就有這麼多，高深莫測。 

 

你是在想什麼？真的我們無法去摸透他的心，無法去理解他的心，凡

夫，解不了凡夫的心，何況凡夫哪有辦法，真正體會到覺者、聖人的

心呢？是不是很神？這個「神不可測」，是不是永遠沒有辦法？有啊，

要去用心，去學啦。電子，電腦等等，這麼的神奇，總是要去學，學

來，了解，這才會通，要不然怎麼說我們也說不通，這就是「通為無

礙之義」。很深的道理，只要你若通了，道理知道了，了解了，能夠感

覺到了，這愈來愈接近，我們的身和心，與理會合，世間凡事、凡

物，不管是什麼事情，什麼樣的人事，對我們沒有障礙了，這個無障

礙，要如何無障礙？放下，看開了，談何容易啊！光是這樣我們就不

簡單，所以我們叫做凡夫，所以我們不會通，所以「通為無礙之義」，

要通難道有這麼困難？其實是不困難，一句「不困難」，卻是對我們來

說困難重重，光是習氣要改就不簡單了，光是要改習氣就不簡單，你

想，難不難啊？難喔，很難啊。 

 

這就是我們凡夫，所以無法「神」、「通」，我們欠缺了精微、細緻那個

心，欠缺這一項，我們欠缺那分勇敢放下，打開心胸，就是放下，看

開。就是看不開，放不下，所以障礙重重，習氣還是改不過來，所以



我們障礙多多。要告訴我們的，就是「不可測又無礙」，這叫做「神精

念力通」。精神，我們的神若是很精，微細，我們的念力專，自然就

通，這不是不可能。這個時候我們常常在聽，什麼那個精力，眼睛一

直看，看看看，看到東西會動，到底是東西動，還是我們的精神在動

呢？不過，到底是什麼樣的神力，這不敢說沒有，但是，也不要好

奇，我們要很精微了解，不要不相信，但是我們要從心開始，如何

學，學得我們的心力很專，用我們的心去運作很多不可能，成為有可

能，當然，要先要學出了誠意，誠意就能夠感動，這種的誠之至，金

石能開。古時候的人也這樣的形容，只要你很真誠的心，我們的心就

能夠通達，通達人人的心，眾人的心會合起來，這個力量，這也是一

個神力，精神的力量。先來「精緻」我們自己的心，從我們「精緻」

的心，能夠感動他人的心，人人的心神會合，力量就大了。所以，「天

心名神，慧性名通」。 

 

天心名神 

慧性名通 

天然慧性 

徹照無礙 

稱適機宜 

變現自在 

不可思議 

名為神通 

 

「天心」，就是我們的心與天地合而為一，人人本具真如本性，就是儒

家所說的德本，道德的本源，就是道理的本源，我們回歸了，回歸我

們的本性，就與天地合而為一，這叫做「天心」，所以「天心名神，慧

性名通」。佛陀就告訴我們了，「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我們與佛的

智慧是平等，只是我們的智慧，是無明重重疊疊將它覆蓋，所以這個

智慧透不出去，這個光透不出去，那就是因為無明，所以無明業力重

如須彌山，就像泰山壓頂。慧，智慧就是被煩惱無明，這樣層層複

覆，所以凡夫，我們不用心，心不通，所以慧性無法發出它的良能。

「天然慧性，徹照無礙」，其實我們的慧性是很自然，我們若想得通，

其實天地萬物，這些道理，我們哪會無法去體會、了解呢？慧性是無

明將它壓住，無明是長得什麼樣子呢？無明不就是我們煩惱層層呢，

這也是無體無形。偏偏就是我們這慧性，好的、善的，我們就是沒有

將它，用在那個地方，我們都用在那煩惱無明中，人與人之間這樣不

斷在計較，煩惱無明，這就是我們沒有去用它，不是不見了。 

 



我們的天然慧性是徹照無礙，我們有同樣這麼的大，無量無數，用之

不完，就像你真的是學問有了，人家在說，我們一支筆就能夠在那個

地方，文字句句，句句就這樣，一直以字成文，文成句，將人在形容

的聲音，記錄為文字，文句，也能夠形容得很美啊，這些東西是放在

哪裡呢？放在腦袋裡，放在專心裡，這個東西不是沒有，叫你拿出來

看，什麼都沒有，但是在你的力量，你的能力，你學來的，累積來，

累積在哪裡呢？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到底它是放在哪裡？但是因為

你有學，拿出來要用就有了，能夠很洋洋灑灑，讓你說很多。「徹照無

礙」，智慧的光就像這樣，你能夠發揮很大，很明顯表達種種的道理出

來。「稱適機宜，變現自在」，你能夠他需要什麼，我現在要如何去表

達它，很快就能夠這樣展現出來，「變現自在」。本來沒有的，不懂

的，經過你說過，文字記載下來，這些東西也就在了，這就全都有。

本來沒有，現在有了，這真的是不可思議啊，這樣叫做「神通」。 

 

這種的神通要去哪裡取得呢？我們就要問，要問啊！我們前面說了，

「不問、不信、不解」，不問，沒有信，就沒有解了，同樣，我們就要

學，要學，不論你要如何知道微細的事情，你要發揮多微細的功能，

總是要去學來。我們到底是什麼事情，讓我們的無明覆蓋呢？這我們

就是要去聽，去了解。所以「聞三寶名，誠心讚歎」。 

 

聞三寶名 

誠心讚歎 

信而能解 

斯為正解 

解而又信 

斯為正信 

 

我們要先起歡喜心，我們若有歡喜心，我們才有辦法接受，佛、法、

僧，佛陀覺悟，佛覺的這個人格，佛陀的聖格，他不是神，他是聖，

他從發心立願開始為眾生，步步踏實，生生世世。從大乾坤，宇宙萬

物的真理，從人，小乾坤，那個心靈，生、住、異、滅，那個心理狀

態都了解。對世間成、住、壞、空，和人生的生、老、病、死，這些

道理通徹了解了。他回過來要分析給大家知道，這些東西的成、壞，

有它的因緣存在。生、死呢？這苦難，苦樂，這全都有因緣存在。這

些因緣我們都不知道，因緣妙法無法了解，佛陀就是這樣要來為我們

分析，讓我們了解了。這是聖，已經是聖人的境域了，不是神奇變

化，是很穩定，有這個格，聖格，神聖的人格，很尊嚴，我們要尊重

佛。 



 

所以，我們要信仰三寶，佛，我們要相信，法，佛陀所說的法，是

真，是實，沒有懷疑的地方。佛法，佛要如何修行，才能夠成佛？後

面的人要學，那就要以佛的生活，佛陀修行的過程，用心去學習，所

以是僧，放下一切，一直，生活身心就是要依照，佛的生活形態，如

何心來為天地眾生，要有這樣的身心的形態，這樣，這就是傳法脈。

這三寶我們必定要相信，這樣拿出誠心來讚歎，我們要信，信仰，我

們才有辦法解，這樣，我們必定要正解。要信，我們若迷信，說神

通，只是要去追求神通，沒有去了解「神」是什麼道理，那是道理，

不是變化。是道理，就要道理通達了，這才是叫做「神通」，這我們要

好好去體會，好好了解，所以，要「能解」，要「正解」，還要從信開

始，還要正信。 

 

所以我們要信，信仰三寶，我們要正信三寶，我們要用心去體解，我

們要正解；要正確去體悟，去了解，若能夠這樣，這才是我們要追求

的方向。道理是這麼精，這麼微，我們要很用心。 

 

所以我們前面的經文就是這樣：「如來方便，隨宜說法。」 

 

如來方便 

隨宜說法 

不聞 不知 不覺 

不問 不信 不解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這是前面，已經〈安樂行品〉，前面佛陀這樣教育我們，人間，就是五

濁惡世，要將正法(傳播)在五濁惡世，會有很多困難，困難重重啊。

要如何去閃避過，還能夠持法，傳法，還能夠傳得很安樂，很平安，

能夠順利傳法，還能夠很快樂。接受的人，聽，歡喜，講的人，很安

樂，這個法喜充滿，這必定要我們做得到，在身、口、意，還要立弘

誓願。「三軌」，「四法」，我們要很清楚。這全都是經過了，佛陀「隨

宜說法」，眾生的根機真的是不會整齊，而且，要啟發他的心，下定決

心，堅定的心，正確的心等等，是不簡單啊。 

 

所以，已經說到這個地方，偈文也說過了，再重新再說，如來就是這

樣，隨宜說法，隨眾生的心意來說法，卻是眾生還是不聽。「不聞、不

知、不覺」，他不要聽，自然他就不知，不知就不覺，無法覺悟，無法

體會。甚至「不問」，又不問，又不肯相信，不只是不要聽，即使聽不



了解，他也不願意問，不願意問，就無法啟動深信的心。所以，沒有

啟動深信的心，就無法了解大乘的道理。這個「不聞、不知、不覺，

不問、不信、不解」，這六項就是我們的大的障礙。佛陀是這麼的辛

苦，一段一段的分析，一步一步的引導，卻是還是擔心，不是擔心，

事實是這樣。 

 

哪怕在身邊，同樣也不聞，不聽，同樣也是不知法，同樣也是很懵懂

啊，同樣就是這樣不信，無法覺悟，就是這樣。即使有聽的，也有不

願意不了解再趕緊來問，也沒有辦法，就是「慢」，我們開始就這樣

說，因為「慢」、「疑」這兩個字，讓我們就是這樣不會進步。 

 

所以下面這段經文再說：「其人雖不問不信不解是經，我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時，隨在何地，以神通力、智慧力引之，令得住是法中。」 

 

其人雖不問 不信 

不解是經 

我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時 

隨在何地 

以神通力 

智慧力引之 

令得住是法中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佛陀的慈悲就是這樣，生生世世，無不都是持大法，在人群中，很用

心，很長久的時間這樣在付出，這樣在引導。但是呢，人總也是同

樣，不要聽，不知道，不能覺悟，不要問，不要信，也不要理解，這

是佛描述生生世世，長久的時間面對著眾生，一向都是這樣。這些人

雖然是這樣，「雖不問」，雖然他們不要問，也不要聽，不要知道，不

要覺悟，也不要問，不要信，不要了解這個大乘法，這樣的人，再來

生來世，這些人，佛陀他就說，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他將這

些人當作道場，鍥而不捨，我會再來，來同樣是修行，一直，這個道

場，眾生是他修行的對象，所以還是會再來，來再面對，面對再來。 

 

所以一直修，修到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經覺悟了，覺悟之

後，我還要鍥而不捨，要在「隨在何地」，任何一個地方，不是只有娑

婆世界，任何一個世界，佛陀他就「以神通力、智慧力引之，令得住

是法中。」也要把他引進來，在這個法中，這就是佛的心願。這個



法，在這個地方，也能夠普遍到很遠的地方去。 

 

就像(2017年)五月，三節，浴佛節、母親節、慈濟日，我們慈濟人合

而為一，這個動作，是在所有慈濟人的地方，同時都動。同樣都很整

齊，同樣一個心，將法用在這個時候，大家互動，來表達出來，即使

非洲也是啊！不論是賴索托、南非、莫三比克，已經也都有資料回來

了，看到莫三比克，一千六百多人集合在那個地方，他們就是以天地

為道場，他們很有智慧哦！以天地為道場，他們將要浴佛，什麼都沒

有，卻是他們能夠就地取材。也沒有什麼樣的莊嚴的空間，他們就是

天蓋、地載，在一片黃土上面，這樣整整齊齊。圓的道場，用棍子將

它一圍一圍，圍起來，畫起來，就在那個地方，人人很虔誠在那個地

方，當然很用心。 

 

他們的虔誠，用他們的語言，互相來唱，「誠心祈三願」，他們也在那

裡個地方繞佛、繞法，同樣唸「本師釋迦牟尼佛」。他們在祈禱的時

候，他們就是很虔誠在祈禱，他們也有願，他們的願就是這樣：「佛陀

啊！」也是稱著佛陀，他們用他們的語言來唱，他們唱出了，「我願獻

出我的心和身，來幫助苦難人，而且我就是以前，以前就是做錯了很

多事情，我現在要懺悔了。我要懺悔，我誠心請佛陀給我智慧，更多

的智慧，給我力量，我要去幫助，幫助苦難人。」他們也是很莊嚴，

這種真的只是一念心、虔誠。 

 

同一天，能夠大家共同一心在普天之下，這不就是神通，不就是大悲

誓願呢？不分膚色是白色、黃色、黑色，不分！不分在富貴、貧窮的

地方，同樣是這念心，這就是大悲、大誓願，也就是智慧，有智慧他

才有辦法發這樣的願。引導更多人，共同入這個一乘的大法。 

 

持大乘教 

常念化導眾生 

菩薩於此大悲誓願 

及大智慧力 

終得引之 

令住一乘之大法 

 

這就是要運用神通，這神通智慧，「運智啟悲」，這就是我們要去了

解。所以，「其人雖於一實大乘經，妙法諦理不問，無心信解。」 

 

其人雖不問不信 



不解是經： 

其人雖於 

一實大乘經 

妙法諦理不問 

無心信解 

 

這就是還有這樣的人，不問、不信、不解這個經，大乘經的人。佛陀

他就有這樣的心願，還沒有成佛之前鍥而不捨，再來、再來，一直到

成佛。成佛之後還是同樣，不分在什麼地方，他還是要運用神通、智

慧，神通、智慧就是這樣。佛的教法，任何一個地方它都到了，哪一

個地方沒有佛法呢？三寶的精神理念，普遍在天地之間。所以，佛陀

的心願，「我若悟得無上道時。」那就是得菩提無上覺道。 

 

我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時： 

我若悟得無上道時 

得菩提無上覺道 

 

這就是佛生生世世，時時的心願，「隨在何地」，不管在哪一個地方，

在何地方，所在的地方，無時不化導眾生。 

 

隨在何地： 

隨其所處 

在何地所在之處 

無時不化導 

 

這是佛的心願。這是佛「無量智慧力」。這就是神通，無量的智慧，生

生世世那個心念不變。就是一生要引導眾生，「引之令得住是，一乘平

等妙法之中」，這就是佛，他的一心願力。希望人人能夠在妙法中，

「究竟得一切種智」。 

 

無量智慧力 

引之令得住是 

一乘平等妙法之中 

究竟得 

一切種智之果 

 

希望人人，不是只是「知道啦！知道啦！」，要人人會成佛，人人能覺



悟，這是佛的目標，是佛的慈悲，他的神通力，智慧力來引導。 

 

以神通力 

智慧力引之： 

當以神通 

而行化導引向正道 

以智慧力而為開導 

 

「以神通而行化導引向正道」，這就是佛的心願，用他的神通力，生生

世世，讓全天下人人能夠體會、了解，好好布善種子，好好生生世世

向覺道去走，這就是智慧力來開導眾生。所以「神」，就是心神。就是

「靜心照物」，我們的心若很靜，就像水靜，能夠照一切萬物，水若

動，就無法能夠看到周圍的境界，所以要心靜如止水一樣，能夠照一

切物。 

 

神即心神 

謂靜心照物 

宿命記持 

種種分明 

皆隨定力 

無有障礙 

是名神通 

 

所以「宿命記持，種種分明」，那就是幾天前一直對大家說，五根去緣

這個境界，就第六識去分別，那就身心去造作。之後所得到那個種，

歸入，那個業種，歸入第八識，所以這種宿命，這就沒有辦法，你已

經做了，做了之後已經歸入了，歸入你的第八識，「萬般帶不去，唯有

業隨身」。過去的隨我們來了，現在會再隨我們去，就是過去生，現在

生，未來生，叫做「宿命」。這個宿命，我們要好好定下來，定我們自

己的方向，我們不要隨境而動，我們自己的心力，我們自己要定下

來。「皆隨定力，無有障礙」，這就是我們要一直學，不斷、不斷去通

徹了解，自然心就不會隨境轉，我們的心就會定。所以「令得住是法

中」。 

 

令得住是法中： 

從應作是念 

令得住是法中 

正是第四 



誓願度生安樂妙行 

以善誘之 

令得入法 

 

我們能夠在這個法中，沒有受境界污染了，所以「從應作是念」，這從

我們開始，佛陀開始對我們說，我們要好好將我們的心，放在我們想

要學的法，不要又在法中脫離掉，我們應該要好好把將法，住在我們

的心。過去的「三軌」，「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座如來座」，「四法」，

身、口、意，我們還要加上了誓願，這誓願，我們一定要堅守住，我

們的定力，應作是念，我們要定，定住我們的誓願，不要這樣讓它漏

失掉，這是我們要好好用心哦！ 

 

「第四，誓願度生安樂妙行」，身、口、意，我們誓願，就是要這樣不

斷，所以好好安樂行。「以善誘之」，我們要用善來誘導，就是來引

導，引導眾生。就像佛，生生世世，我要告訴你，你不要聽，你不

懂，你無法覺悟，你不要問，你無法信，你無法真正解，若這樣，不

要緊，這次，我下次再來，就是這樣不斷不斷，連連接接來引度他，

這就是「以善誘之，令得入法」，所以我們要「神通」。其實，不要往

「拜拜」想，修行，拜拜就能夠得到什麼樣的加持，或者是什麼樣的

利益，其實禮拜是表達我們尊敬，我們有「四修法」，其中一個是尊

敬，「恭敬修」。我們信仰三寶，我們信佛、信法、信僧。 

 

信佛，我們要「體解大道」，皈依佛。信法，皈依法，深入經藏。信

僧，皈依僧，我們要統理大眾，我們要度眾生，這不就是我們每天的

課誦，早晚都要有<三皈依>，這就是我們的方向。不是，不是禮拜，

精進，就是有什麼，能夠得什麼福，求什麼，不是。是調伏我們的

心，調伏我們的貢高我慢。長長的課誦，人人應該都要精進，所以精

進在生活中。恭敬是在時時分秒中，來信佛、信法，我們要在分秒

中。心時時在法中，我們神通廣大，時時都在運智啟悲，運慧啟慈，

總是「慈悲喜捨」，從一念心起。所以人人時時要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年 5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