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622《靜思妙蓮華》賜以法財 又與涅槃 (第 1442集)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由修持戒定慧，能斷三界生死因緣之苦果；持戒定慧名無漏因即道

諦，能斷三界生死苦，證真空涅槃寂滅之樂，是真空無漏果即滅諦。 

⊙「文殊師利！如來亦復如是，以禪定智慧力，得法國土，王於三

界，而諸魔王不肯順伏。」《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如來賢聖諸將與之共戰，其有功者，心亦歡喜，於四眾中為說諸

經，令其心悅。」《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如來賢聖諸將與之共戰：合前起兵往伐喻。佛諸聲聞緣覺弟子，於

生死中與魔相戰。 

⊙其有功者，心亦歡喜：合前有功歡喜喻。於其中間有功勞者，佛心

亦復與之教以妙諦，助以法益歡喜。 

⊙於四眾中為說諸經：合隨功賞賜喻。於僧尼居士男女四眾中與之法

樂，演說諸餘經典。 

⊙令其心悅：適應根機示教，令其聞之心生歡悅。 

⊙「賜以禪定、解脫、無漏根力、諸法之財，又復賜與涅槃之城，言

得滅度，引導其心，令皆歡喜，而不為說是法華經。」《法華經 安樂

行品第十四》 

⊙賜以禪定、解脫、無漏根力：讚賞勤修禪定解脫之道，無漏智慧念

處、正勤、如意五根五力。 

⊙根力即七科中根力。修此根力，不漏落於六道生死，故名無漏。 

⊙諸法之財：即指三十七品名出世解脫之財。 

⊙又復賜與涅槃之城：得涅槃者，能脫生死。譬如大城，可以禦敵。

涅槃即小果真空，能防見思之非，禦生死之敵，故名城。 

⊙言得滅度，引導其心，令皆歡喜：示讚言：已得出世寂滅。以斯方

便誘引化導，令皆聞之心得歡喜。 

⊙而不為說是法華經：而獨不為說是法華經。合不與珠喻。 

 

【證嚴上人開示】 

由修持戒定慧，能斷三界生死因緣之苦果；持戒定慧名無漏因即道

諦，能斷三界生死苦，證真空涅槃寂滅之樂，是真空無漏果即滅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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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啊！「由受持戒定慧」，我們要好好用心，戒、定、慧，這是我們

追求佛法最根本。用心修持，要精進，用心學習戒、定、慧；戒、

定、慧，也稱為「三無漏學」。持戒，就要「戒無漏」，好好守好規

矩，在家居士要守五戒──不殺、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

酒，簡單這五項要守得好，這叫做在家戒無漏。但是，我們常常在

說，現在社會複雜了，人心起伏不定，除了五戒，我們慈濟期待人

人，生活中的十戒，也都要謹慎修持，這是面對生活，舉止動作、待

人接物，社會上很重要。不論是交通問題，或者是家庭，對父母等等

的人，我們都要用出來，對朋友、對社會。所以，除了佛法，所教導

我們的五戒，還有慈濟十戒，更要好好用心。 

 

若這樣，在人間，我們的人格、生活就沒有欠缺，要用心。若出家，

就要守更多，幾百條的戒律，在生活中，時時要提升自己，守戒無

漏。要持定，心就要專心來戒律，專心在我們常住，常住的規矩。常

住的規矩，除了日常生活，包含了我們的舉止動作、開口動舌、起心

動念等等，我們就要把心顧得沒有漏脫掉。戒律一條一條，就是不能

「脫線」了，要用心，要穩定下來。若能夠這樣，不犯戒，心顧守得

住；不犯，心就不會亂，自然我們的智慧就能夠產生。所以，持戒定

慧的因就是種子，戒定慧的因，名叫做「無漏因」，就是我們的道心、

我們的根，道根要堅定，這叫做持戒定慧的因。那個因的種子我們要

持得住，那粒種子在我們的心裡，我們能夠產生，無量無數的種子出

來。種子就是道心，就是聽來的法，我們在心裡，從日常生活體會了

解；了解一項，就是一項的因緣成熟。 

 

善根因緣成熟了，就像那顆種子在我們的心地，我們心的小乾坤裡，

有因緣都很成熟，有大地、有空氣，我們的心靈的環境，我們要不斷

製造好，我們心靈的環境。這個空氣清淨，內心的氣要很清淨，要不

斷吸收法。法譬喻水，外面的法，來滋潤這大地的種子，內心清淨的

氣氛能夠增長，我們種子能夠發芽，能夠從小樹成為大樹，因緣都很

成熟，那棵大樹，就是能夠產生無量數的樹種。我們因緣，只要一粒

種子的因緣進來了，我們就能夠「一生無量」，而無量的法，就是從我

們接受進來的種子，不斷不斷以事會理，以理來發展事，有為法。將



這事理會合，有為法在人間都是善法，都是軌道。有這個戒律、軌

道，守在戒律，應用在善道，這叫做無漏因的種子。 

 

所以，持戒定慧的因，叫做「無漏因」，粒粒種子都在，粒粒種子，都

能再發揮它無量數的種子，成為菩提林，那就更多了。所以，這就是

道種，就是道種智，叫做「道諦」。因為這無量智慧的種子，能夠斷三

界生死的因緣，斷了苦。這個苦的因緣斷除了，自然我們持戒，這個

無漏的因，粒粒的種子都沒有讓它漏掉，粒粒都是在我們的心裡，我

們這個道種，道的種子，那就是道理，理就是「諦」。這一條道路，粒

粒的種子這樣將它布種下去。 

 

就如我們看樹，路邊兩排的樹，這樹就是都一粒一粒的種子，一棵一

棵的幼苗。因緣成熟，在這個道的上面，樹已經成大棵了，兩邊的樹

合起來，看起來全都像是，綠色的隧道一樣，會很美！這就是道的

理。這條道路有這樣的種子，所以長大了，旁邊都沒有其它的雜草，

就是這麼旺盛的菩提道種，這樣延續下去。 

 

所以這樣「斷三界生死」，因為菩提叫做「覺」，這個覺的種智，一直

產生起來，迷，無明、煩惱，就一定一直斷掉了，我們沒有無明了，

沒有煩惱了，就是覺性增長，當然我們三界生死的苦，就斷掉了它的

根本，我們就不會再復生，那樣無明的因的種子，就完全去除了，所

產生出來是覺悟菩提種。這是我們要很用心，持戒、定、慧，自然那

些無明、煩惱的雜草，就都完全去除了。所以，我們能夠證，覺性成

長了，我們就能證得「空」。知道人間一切都是苦啊、空啊，我們要好

好掃除了，那些煩惱、無明，回歸到寂靜清澄這個境界，這必定要沒

有雜質染污，沒有煩惱、無明，進來我們的心地，進來我們的空間

裡，我們完全都要掃除了。 

 

就像現在一直在說，污染了，空氣污染了。就像在北京，在(2017年)

五月初，有一個很強烈的沙塵暴，那個沙塵暴很強力，造成了交通和

人的生活，都是很苦。因為，他在這一邊，看不到對面的建築物，這

已經一片的濛霧了。開車的人，在路上開，總是無法知道，前面車的

距離有多遠，這危機重重啊！平常的人，知道這沙塵暴這麼重，呼吸

會對身體影響很大，這是一種很難以忍耐的大環境，所以很辛苦啊！

這波的沙塵暴，不只是在北京，除了北京，也已經日本，也受到這波

的沙塵暴，這樣很強烈到日本去。這是空間的污染，這都是很煩惱的

事情。 

 



而那個地方，有這樣，一位張居士，他從在見習、培訓，聽到大家在

分享，慈濟的種種，培訓那當中，多數的人分享社區做環保，加上了

師父和大家說話。「環保，現在國際間的很重視，是人間人人不能捨棄

的責任，大家要負起這樣的責任，大家不能推捨，說：『環保和我沒有

關係。』污染是人所造成的，已經傷害大地了，不是空氣污染而已，

大地也被傷害，很嚴重啊！」他用心聽，聽了之後很有感受，回去開

始很用心投入做環保。他是一個企業家，卻是很願意投入去做環保，

這麼多年來一直去宣導。開始在做，彎下去撿，在撿那些人家丟下

去，他把它撿起來。開始的時候實在是很不適應，周圍的人的眼光，

真的不適應。不過，若想到師父和他們說的話，他就說：「大家既然做

得到，別人做得到的，我怎麼做不到？」這種的發心，發起心來，堅

持就是為大地、為人類、為空間，他就這樣定下心來了，不管周圍的

眼光，他還是自在，不只是做，還宣導。 

 

他就去租了一輛電動的三輪車，布置得很好，每天就用這輛出去，去

回收、去宣導。他這樣在宣導，條條有理，也已經社區的人受影響

了，開始帶動社區。白天做、晚間做，這個社區帶動，或者是一大早

做，或者是有人下班回來，來做。他很發心，就開始負責，讓人吃；

下班回來還沒有回去家裡，就投入做環保，他就趕緊香積，讓人最少

也吃個點心。或者是早上，環保做好要去上班，也同樣讓人營養足

夠，肚子會飽，歡喜去上班。就如這樣的心態，和我們臺灣環保菩

薩，是一樣的心，不只是他自己做，連太太也帶出來做，家庭、孩

子，全家投入了，從人群中而帶動到學校去，這實在是很大的力量

哦！所以，這種淨化空間，淨化人的心念，他又再一直去推動，「清淨

在源頭」。師父這樣告訴他們，家家戶戶，所以現在，人家若把這些東

西拿來，一定是家家戶戶都分類好了，很乾淨才送來環保站。這已經

社區的環保清淨在源頭，已經做起來了，這對社區的乾淨。 

 

還有一位地方，有一位鄧金蓮，也是啊，委員，也受證了，她在那個

地方，有一個社區，本來過去都很髒，她一直跟她的先生說：「像這樣

的環境，我不要住了，是不是離開這樣的環境？」先生就告訴她：「既

生在這個地方，就要安住在這個地方。」她就這樣想：既然要安住在

這裡，無法離開這裡，那我就來改變這裡。這是她下定的決心。她投

入慈濟，她從看慈濟大愛環保菩薩（「草根菩提」），全球就是這樣在

做。慈濟人，很多國家都這麼重視環保，就是這樣，能夠人人出手來

做，來呼籲，髒的地方也能夠變乾淨。但是開始很困難，她就聽到師

父這樣說的故事，麻雀，這麻雀，這小鳥雖然身體很小，雖然力量很

小，非常的渺小，但是山林的火燒起來了，要怎麼辦？牠，這隻小



鳥，就用牠的身體去沾水，將這水，濕的水在身上，在那個地方展

翅，一滴一滴，也想要滅掉這場的火。她說，這個故事啟發，她說她

發願，她要做這小麻雀，來帶動社區。 

 

果然，社區也被帶動起來了，把她的孩子，女兒，現在讀書，有在讀

中學的，也把它帶入學校裡，由老師帶學生來學。這也是帶動得很乾

淨。整個社區全都動員了，他們那個社區，差不多百分之五十的人，

都有來投入，而且家家戶戶，同樣「清淨在源頭」。看到那裡的菩薩，

她帶動起來，已經受證的四位菩薩，也全都被感動，也同時發願，帶

起了各人的社區，這樣，已經，已經形成了這種，環保推動的風氣。

果然，那個社區已經乾淨了，那個社區也提供了，那社區的一層，第

一樓，讓她做環保站。有心就沒有困難，髒的環境變成了乾淨的環

境。所以，這是有為法，用這個法投入，做就對了。 

 

在北京的張居士，他記得「做就對了」，環保的理念，決心宣導，對的

事情，做就對了。這位金蓮委員，她，她的想法，就是小麻雀，她願

意發心，自己做一隻小麻雀。看，這樣也能夠帶動人，簡單的一句

話，有為法導向善道，家家清淨在源頭，環保落實在家家戶戶，清淨

在源頭。看到這樣的故事，真的是很感動，離我們那麼遠，我們做環

保這個精神，能夠在國際間展開了，這小小的心願，也能夠影響大大

的環境哦！這就是我們的有為法，也就是無漏的心力，戒、定、慧。

用戒，自己要身體力行，你要做得很好，你沒有偏差的心念；你要專

心一志，發揮你的智慧，堅定你的道心，守你的規則，自然你要帶動

人，不困難，愈做愈歡喜，大家做得很歡喜。環境也清淨了，大家的

心也歡喜了，這不就是「證真空涅槃，寂靜之樂」呢？ 

 

那個沙塵暴，心靈的沙塵全都撥開了，已經一片真空無漏，那就是像

天空，藍天白雲，都已經展現在那土地上面了，這就是果，我們看到

了。付出的結果就是快樂，是很誠意的心所帶動起來。「無漏」就是沒

有煩惱，就是快樂，安樂的果；「無漏」就是沒有煩惱，那個果很清

淨，那就是安樂行的結果。所以，「即滅諦」，滅掉了一切的煩惱，滅

盡了一切無明的染著，這叫做「滅諦」，叫做苦集「滅」；這條就是

路，就是道路。已經把這條很髒的道路，清出了一條，康莊清淨的道

路出來，這用道。道，要用什麼道？下面就會再看到用道，用什麼道

呢？ 

 

我們前面的經文這樣說：「文殊師利！如來亦復如是，以禪定智慧力，

得法國土，王於三界，而諸魔王不肯順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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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這王，那就是法王，因為所得到的就是法的國度。我們的心，人人已

經靜思惟了，就是禪定，就是三昧，叫做正善行。我們已經決定，也

已經方向正確了，我們安住正善行，那就是定力，那就是智慧。這個

力量已經得到法，這就是我們的心地，我們的「心王」。但是，還有

「心所」，心所法。開始我們要帶動，一個就能夠帶動很多人。這個

善，正確，善行的法，我們已經推動。在「王於三界」，這個法，這個

真理法在這個三界裡，卻是也有魔王不肯順伏，這就是有的心所。我

們若是善的心所法啟動，惡的心所法就會去掉，就是降伏魔軍。但是

還沒有被降伏，這個心還有一點點的無明煩惱，所以叫做「諸魔王不

肯順伏」，還有部分就是沒有接受到，這個法的降伏。 

 

所以，我們自己的內心，也有這樣善惡在交戰，所以我們要好好堅

定，我們善的將領，好好顧守好，自己的煩惱無明魔，不要侵犯過

來，我們還要再用心降伏它，這些無明將它去除，讓它能夠降伏，能

夠好好回歸正法來，我們的心念要好好教育好。 

 

所以下面接下來這段經文：「如來賢聖諸將與之共戰」，那些魔，魔

軍，不服的還有，所以還要再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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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功者 

心亦歡喜 

於四眾中為說諸經 

令其心悅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如來賢聖諸將」，賢聖的將，就是在修行過程的人，還是要再繼續。

所以，「與之共戰。」「其有功者，心亦歡喜」，若能夠降伏了那無明煩



惱，心會歡喜。所以，「於四眾中為說諸經，令其心悅」。這段經文，

我們要好好用心。所以，「如來賢聖諸將，與之共戰」，那就是和我們

前面那六喻，六種譬喻，來將它會合起來。 

 

如來賢聖諸將 

與之共戰： 

合前起兵往伐喻 

佛諸聲聞緣覺弟子 

於生死中與魔相戰 

 

前面叫做「起兵往伐」，那才在前面的經文而已。現在「賢聖諸將與之

共戰」，和前面的「起兵往伐」是一樣，這個譬喻。也就是「佛諸聲聞

緣覺弟子」。賢聖，「賢」就是聲聞，緣覺以上就是「聖」。因為聲聞只

是聽善法，無常的苦，那個道理還沒有真正體會，所以還沒有見到道

理。而緣覺已經開始，緣外面的境界，就能夠體會這人間無常的道

理，所以他已經心入在理之中，叫做「聖」。所以，聲聞、緣覺叫做

「賢聖」。若像這樣修行的人，要再繼續共戰，要再繼續將我們的無明

煩惱，要降伏下來，要再繼續用功，「於生死中與魔相戰」，要再繼

續。「其有功者，心亦歡喜」。 

 

其有功者 

心亦歡喜： 

合前有功歡喜喻 

於其中間有功勞者 

佛心亦復與之 

教以妙諦 

助以法益歡喜 

 

我們若降伏了我們自己的心念，降伏、克服了，種種的困難、難關，

我們自己的心念一轉，人、事、物完全沒有困難，我們也會很歡喜，

所以叫做「其有功者，心亦歡喜」。看到我們已經用功，讓我們的心念

一轉，事物全都沒有困難，所做的事情沒困難，很歡喜，這就是「合

有功歡喜喻」。 

 

我們前面的六種譬喻，看這段經文，就要會合那段的經文，這段就是

說，「其中間有功勞者，佛心亦復與之」，教以妙法。佛陀是觀機逗

教，還沒有體會到道理，佛陀要漸漸引導，體會到道理有深、有淺；

根機淺的人，還不能用很大的法給他，還是要隨機逗教，看他的根機



進步，隨他的根機給他教法。所以，「佛心亦復與之，教以妙諦」。道

理再一段一段來教育他，看他的程度，來為他施教。「助以法益歡

喜」。幫助他，他這樣學過了，給他一段一段。就像我們，這個人已經

有這個功能了，這個人有負這樣的責任了，我就給他更大的責任，再

給他更高的位置，同樣的道理。這就是佛陀的智慧。所以，「於四眾中

為說諸經」。那就是合前面「隨功賞賜」。 

 

於四眾中 

為說諸經： 

合隨功賞賜喻 

於僧尼居士 

男女四眾中 

與之法樂 

演說諸餘經典 

 

四眾，那就是「僧尼居士男女四眾」，在四眾中「與之法樂」。我們隨

順他們的環境，隨順他們的根機，給他們能接受到、體會得到，佛法

在人間有益，有益於人間。這個道理他們接受到，他們會很歡喜了。

因為這樣，佛陀還是一樣要觀機，再逗教、再演說，不斷不斷「說諸

餘經」。就是這段結束了，大家接受了，「來，我們再一項，向前

走。」就像我們慈濟的過程，開始從慈善，慈善已經有這樣的種子

了，把握時間，了解人間疾苦。病最苦，所以開始我們就用醫療，開

始鼓勵大家：慈善為基礎，醫療要再進行，來完成了醫療的志業。花

蓮也就是這樣，才有這麼品質高的醫療在東部。 

 

醫療建立起來了，有很好的醫生在搶救生命，解開了身苦病痛的苦

難，但是要再為未來想，需要的是教育，需要培養醫生、護士，醫療

各科的醫技都需要，醫療人才全都要培養。所以，護士學校、醫學

院，前後教育的志業，這樣就將它完成起來。所以，這就是要一段一

段，隨順這個環境、社會所需要。這個時機，或者是人的根機，有這

樣的力量，我們要做怎樣，多少的事情，所以我們要很用心。 

 

所以，「令其心悅」。讓大家做得覺得很有價值，很有意義，很歡喜，

我付出，我很甘願。所以不斷地精進，在人群中付出無所求，已經到

達「三輪體空」。我們自己的慧命一直在成長，利用我們的身是載道

器，我們已經開始能夠幫助自己、幫助別人，我們離此岸而到彼岸，

離這個惡濁的心態，已經慢慢到那清淨的世界。我們的環境，我們的

心靈的境域，清淨的地方，無不都是在我們的心。所以，「令其心悅，



適應根機示教，令其聞之心生歡悅」。 

 

令其心悅： 

適應根機示教 

令其聞之 

心生歡悅 

 

不論是時機、根機，我們都要去適應所需要，讓大家很歡喜，這就是

我們要很用心。這個譬喻我們要用在法之中，譬喻就是用人事來譬喻

道理。 

 

下面的經文，再接下來：「賜以禪定、解脫、無漏根力、諸法之財，又

復賜與涅槃之城，言得滅度，引導其心，令皆歡喜，而不為說是法華

經。」 

 

賜以禪定 解脫 

無漏根力 

諸法之財 

又復賜與涅槃之城 

言得滅度 

引導其心 

令皆歡喜 

而不為說是法華經 

 

這樣一直在賞賜東西，怎麼只有《法華經》，還沒有給他們呢？經典就

一直說去了，怎麼只有《法華經》，還沒有要說呢？接下去我們要用心

了。「賜以禪定、解脫、無漏根力」。 

 

賜以禪定、解脫 

無漏根力： 

讚賞勤修禪定 

解脫之道 

無漏智慧 

念處、正勤 

如意、五根 

五力 

 

就是這樣一項一項的方法，要如何修行？隨他的根機，我們一直這樣



給他。不只是給他，還教他如何做，這種就是讓他們得到法的歡喜。

所以，「讚賞勤修戒定慧」。佛陀對那些弟子，也常常褒揚他們：「你去

除煩惱了，你斷除這樣的無明了。」也常常在鼓勵他們，也鞭策他

們。所以，鼓勵就是讚賞，欣賞他，鼓勵他：「你修得好，做得對。」

給他們解脫之道。一樣一樣的道理，這種無漏智要一步一步向前走，

給他們《三十七助道品》。 

 

前面的「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還有「五根」、「五力」，

還有「七菩提分」，還有「八正道分」，這叫做道，這叫做「道諦」，就

是道的真理。剛才我們有說過了，這個道的真理，戒、定、慧，戒定

慧，無漏的因，那就是我們已經入這個，中諦的道理中，就是在這條

路，兩邊在種樹，中間這條路，我們在走，平坦的道路。那就是要用

這樣，三十七種，將它鋪過來的路。 

 

根力即七科中根力 

修此根力 

不漏落於六道生死 

故名無漏 

 

所以要有根力，「即七科中根力，修此根力，不漏落於六道生死，故名

無漏」。這就是《三十七助道品》，叫做「七科」。根、力都要合和起

來，這叫做「無漏」。 

 

諸法之財： 

即指三十七品 

名出世解脫之財 

 

所以，「諸法之財」。種種的財賞賜給他們，諸法之財就是《三十七助

道品》，「名出世解脫之財」，這就是給予諸法財。我們要很用心，這個

法是無形的財產，在〈信解品〉，寶庫就是法的財產。同樣，財，法

財，不是世間有形的錢財，是我們慧命資糧的法財，所以這個法，「諸

法之財」，這就是要賜給這些，在修行過程的人，就是傳法給他們。所

以，「得涅槃者，能脫生死」。 

 

又復賜與 

涅槃之城： 

得涅槃者能脫生死 

譬如大城可以禦敵 



涅槃即小果真空 

能防見思之非 

禦生死之敵 

故名城 

 

若能夠用這三十七助道法，我們自然漸漸煩惱去除，這三界生死我們

就能夠解脫了。「譬如大城，可以禦敵」，我們慢慢從村莊、鄉鎮，這

樣一直從小根，這樣一直修，修到大根機，一直就像一個城一樣，我

們已經心開意解了。我們從小地方一直一直修來到，變成了一個大

城。那就是表示就像涅槃，就是「小果真空」。已經靠近這座大城了，

就像修行的人，已經心慢慢接近大乘，小果也能夠海闊天空，也能夠

慢慢看到天的開闊，這道理，慢慢能夠看到大道理。 

 

所以，這樣「能防見思之非」。從小乘，這種這樣很扎實，這樣步步走

過來，知道要去除煩惱的方法，慢慢已經到達了，能夠了解見解、思

惟不要偏差，所以預防著我們的見解、我們的思惟不要偏差了。我們

要正善行，我們真的要正善行，要心行要正，要向善的方向去走，這

叫做「三昧」，這叫做「禪定」。我們若保持這樣的心態，就是「防見

思之非」，所以「禦生死之敵」。我們抵抗這個，生死的煩惱、無明，

已經去除了，身心自在了、安穩了，不會受生死這樣惶恐不安了。所

以，「言得滅度，引導其心，令皆歡喜」。 

 

言得滅度 

引導其心 

令皆歡喜： 

示讚言 

已得出世寂滅 

以斯方便誘引化導 

令皆聞之心得歡喜 

 

若這樣，開始就能夠，慢慢對他們說滅度的方法，慢慢引導他們，那

個心的方向正確，讓他們大家能夠自在歡喜，能夠堪得起人生種種的

考驗，保護我們的身心不受損傷，視生死很自然。若能夠這樣，這就

已經開始「得出世寂滅」，就是這樣，就能得佛讚歎，就是這樣。所

以，「以斯方便，誘引化導，令皆聞之，心得歡喜」。就是這樣一步一

步，將他感化過來，為他指導方向正確，讓他聽，聽了之後心很歡

喜。「而不為說是法華經」，已經到了那個程度，但是還沒有公然，為

他們講說《法華經》。這是四十二年間就是循循善誘，但是還沒有為大



家，公然宣說《法華經》。 

 

而不為說 

是法華經： 

而獨不為說 

是法華經 

合不與珠喻 

 

所以，只有這部《法華經》，「獨不為說」。就是單獨這部經還沒有說，

那就是配合著，不與珠的譬喻等等，這都很重要。所以，不能這樣輕

易說。所以大家要時時多用心啊！在理和事，現在大家要將道理和

事，日常生活要好好用心。舉手動足、開口動舌，這個法和現在他們

說的這件事情，到底和這個法如何去配合？什麼事情發生，和哪一個

道理去會合。用這樣的方法較能夠清楚，所以我們必定要時時多用

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年 6月 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