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718《靜思妙蓮華》娑婆弟子 應弘佛法 (第 1460 集)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靈山說妙法他方遠聞，是諸菩薩眾其數眾多，超過如恆河沙無量

數，聞世尊所說弘經福大，願於此穢土發誓弘通。 

⊙佛止彼他方遠來，為倡導此方娑婆，弟子應力行承擔，以維護福因

慧行，勤有為法歸無為。 

⊙第六識：意識、第七識：末那識、第八識：阿賴耶識、第九識：菴

摩羅識。 

⊙「世尊！若聽我等於佛滅後，在此娑婆世界，勤加精進，護持讀、

誦、書寫、供養是經典者，當於此土而廣說之。」《法華經 從地涌出

品第十五》 

⊙「爾時、佛告諸菩薩摩訶薩眾：止！善男子！不須汝等護持此

經。」《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所以者何？我娑婆世界，自有六萬恆河沙等菩薩摩訶薩，一一菩

薩各有六萬恆河沙眷屬。」《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所以者何？我娑婆世界，自有六萬恆河沙等菩薩摩訶薩：我娑婆世

界自無量數弟子，應弘我法，皆是大菩薩弟子。 

⊙一一菩薩各有六萬恆河沙眷屬：每一菩薩所化眷屬之眾，亦甚多如

恆沙數。 

⊙是諸人等，能於我滅後，護持讀誦、廣說此經。《法華經 從地涌出

品第十五》 

⊙是諸人等，能於我滅後，護持讀誦、廣說此經：如是此土我弟子

等，法緣深廣，持法者眾，皆能弘我法，利益眾生。 

⊙故不勞他方菩薩住本土護持是經。以他方菩薩各有已緣，各有己任

因緣。而此土自有菩薩與本土有緣，故止他方菩薩娑婆弘宣。 

⊙況就深密相言之，一切佛法皆從自性而得，六識心雖具足煩惱，若

悟本心盡為妙智，故須自修自證，不待他求，不假他助。若向外馳

求，依賴他教化，皆非如來一乘實之教。 

 

【證嚴上人開示】 

靈山說妙法他方遠聞，是諸菩薩眾其數眾多，超過如恆河沙無量數，

聞世尊所說弘經福大，願於此穢土發誓弘通。 



 

靈山說妙法 

他方遠聞 

是諸菩薩眾 

其數眾多 

超過如恆河沙 

無量數 

聞世尊所說 

弘經福大 

願於此穢土 

發誓弘通 

 

用心體會、了解哦！釋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是一個堪忍世界。聽堪

忍，我們就知道，是一個很辛苦的世間，因為世間有很多不完美的事

情，而且很多怎麼逃都逃不過的苦，世間人以為錢多、位高，這樣就

是叫做有福的人嗎？再怎麼有福，生命有限，自然法則──老、病、

死。何況無常事多，什麼事情會發生，是我們最懼怕，卻是它隱藏在

無法讓我們預料。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到底是什麼時候會浮現

出來？沒有人會知道，這叫做「無常」；突然發生，苦不堪啊！或者是

自然的法則，明明知道這是很自然，生、老、病、死，但是人，人人

生下來什麼都是這麼自然，長大的時候，開始隨著年齡、歲月過，世

間的事情慢慢成熟，慢慢知道，慢慢貪心；這個貪念心起，煩惱不斷

漸漸增長。 

 

煩惱的增長，無明的造作，這已經是惹來了，我們人間不知不覺，已

經造就了苦因、苦緣，就在這樣開始招攬來了。這就是人間的苦，所

以它的名稱叫做「娑婆」，它梵文譯音的意，就是叫做「堪忍」。是

啊，堪忍的世界裡，這麼多無明煩惱如何去去除？什麼人會知道？什

麼人能夠了解呢？釋迦牟尼佛，大覺者，所以他稱為「佛」；而我們人

人是凡夫，凡夫有很多不解的煩惱，無法體會、理解。但是佛陀他覺

悟、他了解，與天地萬物，那個真理與佛的覺性會合，所以緣著這宇

宙之間、萬物事理，他體悟了。這個心理，與所有的事、物、理的會

合，無事不通，所有的事情佛陀都了解。但是了解，要讓大家知道，



談何容易？ 

 

四十多年間循循善誘，一直到靈山會，那個時候已經是年邁了，所以

非說真實法不可。所以將過去那個方便法，佛陀認為，應該要趕緊將

真實法會合起來，讓大家知道真如本性人人本具。天下眾生苦難偏

多，不懂這個道理的人很多，芸芸眾生，就都無法體會這樣的道理。

所以，佛陀在「靈山說妙法」，所說的妙法，那就是他方的國土，也聽

到佛陀說《妙法華經》，他們來了。因為《妙法華經》是成佛之道，也

是佛佛道同；每一尊佛都是一樣，不論在任何世界說法，都沒有離開

這《妙法華經》。因為這樣，他方的菩薩聽到娑婆世界，釋迦佛講說

《法華經》，所以他們從他方而來，到靈鷲山來了，來聽法。所以這段

文就說「他方遠聞」，這我們前面的文說過了。我們現在要再去體會、

再了解。 

 

所以，「是諸菩薩眾」其數甚多。他方來的菩薩，實在是很多、很多，

無法去計算，因為八恆河沙數，我們前面的經文還要再記得。「八恆河

沙數」，光是一把沙捧起來，我們就無法算出了沙的數目，何況八恆河

沙數？「其數眾多」，那個數量是很多，是從他方國來的菩薩。所以我

們要去了解、去想像，在靈山那個場合，我們還記得寶塔浮起來了，

多少的菩薩從他方來，那個情境猶然宛在，還是在。因為佛說《法華

經》，寶塔，多寶佛已經出現了；寶塔中，多寶佛讓座給釋迦佛。塔中

是雙佛，一位說法，一位是見證，大家還記得。所以，那個周圍環

境，我們要用腦筋，用我們的頭腦，去思考那個情境，那個景象，真

的是很多諸佛菩薩。 

 

所以，「聞世尊所說弘經福大」。這些菩薩，他方來的菩薩，已經在這

個靈鷲山聽法，他們已經都體會到，堪忍世界的眾生，心智不開，心

智還未開。何況未來世時間還很長，未來世眾生芸芸，未來的世間濁

氣愈來愈重，眾生煩惱愈來愈多，更是需要，需要法流傳人間。佛陀

已經年邁了，在靈山說法，心情也是很沉重，因為無限的寄託，無限

的盼望，希望他的弟子能夠開啟大心，立大志願。這是釋迦牟尼佛在

講經，心情的描寫。所以佛陀在講法時，在前面的〈安樂行品〉，也已

經佛陀說，佛將入滅，法需要傳，需要有人來接受、傳法。因為有這



樣的因緣，這些菩薩起心、啟動、歡喜、甘願，發願來請釋迦牟尼

佛，來允准我們，「您若能授權給我們，我們願意在這個地方，為未來

的眾生說法。」佛陀所盼望的，是娑婆世界的弟子，娑婆世界的弟子

是從迷茫中，佛陀循循善誘。 

 

儘管〈安樂行品〉的後面，這段經文，佛陀說就是要精勤，哪怕是做

夢，也就像在聽法；追求法的心，即使夢中同樣也在聽法。這分願意

傳法給眾生，即使夢中也就是要傳法，這分勤求佛法，就是願意未來

要傳法在人間，自己也要說法。這是眾生應該要有的心願，是弟子聽

法之後，那分用心入微，「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這種白天的殷勤精

進，晚上也沒有讓它懈怠了。所以，我們在前品的後段的經文，就是

有這樣這段經文。可見，佛陀講說那個盼望，一方面講說，就是要傳

法，盼望著弟子，要來接受、要來承擔；卻是所盼望到的是他方的菩

薩。他方菩薩，他方有他方國土的佛，他方的菩薩，是他方國土的佛

所教育。而我娑婆世界，我有我娑婆世界的弟子，為什麼娑婆世界的

弟子，怎麼不想要起動起來呢？他方的菩薩已經來表達了，要在娑婆

世界傳法。那此方的弟子呢？怎麼還未表達出來呢？ 

 

佛陀就不能這樣就答應了，若答應，將這個任務委託給他方的菩薩，

那娑婆世界的法就沒有根了。期待娑婆世界的弟子，佛陀辛苦修行，

「八相成道」，這個跡，顯跡，這樣要讓大家很清楚，有相、有形、有

法、有過程，就是要讓大家相信，就是父母所生的肉身，這個身體也

能夠這念心一轉，好好殷勤精進。修行過程就是要這樣過來，總有一

天，因緣成熟了，因圓果滿了，這個時刻就在瞬間，覺悟天地宇宙萬

物真理，與宇宙同為一體的覺性，浮現出來。 

 

佛陀在人間能夠成佛，人人一樣在人間能夠成佛；同樣是父母生的，

路是同樣這樣走，行也能夠同樣這樣修，將這個煩惱一轉，回歸真如

本性。雖然人人各有因緣，依報、正報，卻是一切有為法，「一切唯心

造」。這是佛陀他來人間，將懵懂的凡夫，引入了覺悟的境界；覺悟人

間無常，覺悟種種因緣會集，覺悟這條路是這麼穩實，可以走的路，

覺悟好好用這個方法修行。總是我們的心志，也是一樣能夠與天體會

合，與天體會合起來，這叫做「覺悟」。盼望的是娑婆世界的弟子，能



夠這樣。所以，佛陀不允許，他方的菩薩來接，他期待是娑婆的世界

的，弟子來承接。所以因為這樣，「佛止彼他方遠來，為倡導此方娑

婆」。 

 

佛止彼他方遠來 

為倡導此方娑婆 

弟子應力行承擔 

以維護福因慧行 

勤有為法歸無為 

 

為了要提倡這個地方，娑婆世界，就是地球這個環境的人。這些人都

是，佛陀直接教育的弟子。我們現在雖然離佛二千多年，卻是我們現

在還是說佛所說法，釋迦牟尼佛二千多年前，所發現到的道理，一直

流傳到現在，所以我們還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佛陀要來提倡、引

導我們，引導我們能夠力行、承擔，所以期待娑婆世界，「弟子應力行

承擔」。 

 

所以，「勤有為法歸無為」，勸導我們大家勤修，勤這個有為法，有為

法是有所作為，我們要勤修有為法，因為我們在人間，我們還沒有脫

離人間的生活，我們沒有脫離人間的事相，因為我們還是人。人間的

事相，我們要再盡人事；要盡人事，要守本分；我們的使命就是自己

要修行，向人要傳法，這是我們的本分事，佛的弟子應該有。但是，

我們還未真正，還未真正真實與大地為一體，還沒有。佛法，覺悟的

法我們還沒有淋漓盡致，所以我們的心志還未很堅決，所以我們要不

斷訓練，在人事物中還是要修持。 

 

因為這樣，前面才說我們要避開了十種人。堅定在人群中，了解了很

多很多的煩惱，我們要好好依教奉行；依照佛陀的教育，我們要照這

個法好好去修行，這叫做盡人事。也就是有為法，有所作為，我們要

保持我們的智慧，我們要堅持我們的誓願，我們要立誓弘願，我們要

好好堅持，這都叫做「有為法」。這個有為法回歸我們的無為法；無為

法，那就是真理，一切真理無形無相，不生不滅，這叫做「無為法」。 

 



前面我們也說過了，所以我們要將世間，一切人我是非，用無為法去

解。人我是非，這沒有什麼嘛，如夢幻泡影，這叫做「無為法」，我們

若能夠知道，夢，醒來就沒有了！聖人無夢，夢不可得。露，顯現一

下，很快就不見了。草，草尾的露珠掉下去就沒有了，歸於土了，哪

有什麼露珠呢？一切都是虛幻，虛幻的東西，想一下，過去了。想得

到那個人的形，但是沒有實體；想到那個地方的環境，但是不是實

境。所以一切都是幻化，這叫做無為法。這都是在腦筋裡面的幻化，

其實也是回歸於真理。 

 

就像六根，六根，「根」是感官，我們現在說的感官，我們眼有感覺，

我看到的；耳朵有感覺，我聽到的；現在是真實的境界。但是，時間

一直過去，再幾十分後，這個境界各人分開了，我們眼睛所接觸，就

不是這個境界了，隨著時間，隨著你的移動，那個境界在移動，過去

了。聲音，說一下，就過去了，這個聲音，並沒有囤在你的耳朵裡，

但是你若有用心，剛才講的話，句句回歸記憶之中，那就是意識。 

 

這個意識，就是我們能夠了解到，體會這句話是在說什麼。但是，我

們的意識，也跟著後天的環境，緣著後天的環境，而成就這個意識。

在臺灣出世就是說臺語，在大陸出世就是說國語，在美國出生就是說

英語，這個一直，這個意識隨著那個環境會合了。就是說話、表達，

應他們的語言，就要去學。有的人能夠懂很多種的語言，這是意識，

這意識歸納在哪裡呢？還有第七識，還有第八識，這種意識體會了，

聽來了去作分別。聽了之後，懂了，還要再思考，才能夠很清楚。 

 

就像這個東西我很愛，要用什麼方法取得到？我要用這隻手去拿東

西，這樣的方式要拿起來不太方便，我的手的方向，要再用方向拿得

這個東西，能穩定拿在我的雙手上？這都好像很快速，很快速，那就

是外面的境界，我的意識，這樣就會對了。但是，若是有困難，就要

第六識去想辦法，這樣很順利、很微妙地，去將它取得，這就是

「識」。 

 

五根、五塵，但是，需要有「識」，所以變作「六識」。眼識，叫做

「眼根」(加色塵)，在外面的東西叫做「塵」，叫做「色塵」。所以，



五根、五塵若會合起來，若去分析它，這叫做「意識」。意識要如何去

指定它？要如何去歸納它？這都要經過思考，這叫做「第六識」，造業

的指揮是(第)七識。但是這個七識、六識，若應著外面的環境，去造

作那些事情，完成了，歸納在八識。「八識」叫做「業識」。 

 

第六識：意識 

第七識：末那識 

第八識：阿賴耶識 

第九識：菴摩羅識 

 

所以，六識叫做「意識」，七識，叫做「末那識」。「八識」，叫做「阿

賴耶識」。九識，(第)九識，我們就還沒有辦法了，那就是「菴摩羅

識」。「菴摩羅識」，那就是佛清淨的如來本性。如來的覺性，與天地宇

宙合而為一。真理，真理的本性，無形、無體、無蹤，非常的開闊，

應萬事物會真理，這叫做「菴摩羅識」。這個菴摩羅識，我們離他的境

界很長，所以我們無法去體會。但是我們人人本具，人人都有，是我

們還未去體會到。如來覺性人人本具，所以我們要好好用心。 

 

「世尊」，我們前面所說的法，那就是：「世尊！若聽我等於佛滅後，

在此娑婆世界，勤加精進，護持讀、誦、書寫、供養是經典者，當於

此土而廣說之。」 

 

世尊 

若聽我等 

於佛滅後 

在此娑婆世界 

勤加精進 

護持 讀誦 書寫 

供養是經典者 

當於此土而廣說之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這是他方世界來向世尊要求：「我們願意在這裡重新修行，我們願意在



這個地方，能夠好好來持經。他們是他方的菩薩，有他方的佛教育，

但是娑婆世界是堪忍，要來娑婆世界，要再重新學過，所以要來讀

誦、書寫，用這樣的方法，再來持經。 

 

所以：「爾時、佛告諸菩薩摩訶薩眾：止！善男子！不須汝等護持此

經。」 

 

爾時 

佛告 

諸菩薩摩訶薩眾 

止 善男子 

不須汝等護持此經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那個時候釋迦牟尼佛，趕緊婉轉拒絕他們，因為「諸菩薩摩訶薩」就

是稱讚他們：「這些大菩薩，感恩啊，不用，因為我這個地方，娑婆世

界就已經有人了，不用勞煩你們這麼遠的地方，再來到這個地方，這

麼的辛苦。」這就是佛陀他智慧，他用他方世界，這樣湧現這麼多

人，化這個境界，表達大家願意來，就是要啟發我們，娑婆世界的弟

子，你們若不要，不肯接受，他方的菩薩願意來付出！我們要好好把

握時間。這是佛陀的意思，他的心意，他的智慧，借用他方菩薩來，

來啟發這個世間修行者，要發大心，用這樣。 

 

所以，下面下來的經文就說：「所以者何？」不用各位這麼的勞煩，不

用麻煩大家。為什麼呢？「所以者何，我娑婆世界，自有六萬恆河沙

等菩薩摩訶薩，一一菩薩各有六萬恆河沙眷屬。」 

 

所以者何 

我娑婆世界 

自有六萬恆河沙等 

菩薩摩訶薩 

一一菩薩 

各有六萬 



恆河沙眷屬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這是釋迦牟尼佛，對娑婆世界的弟子表達，「我很有信心，娑婆世界，

我娑婆世界自然就有，有無量無數的弟子。」因為這個地方，有的弟

子有多少呢？「六萬恆河沙等菩薩摩訶薩」。在這個娑婆世界，就有這

麼多的大菩薩，這些菩薩就是都是我的弟子，他應該要弘揚我的法。 

 

所以者何 

我娑婆世界 

自有六萬恆河沙等 

菩薩摩訶薩： 

我娑婆世界 

自無量數弟子 

應弘我法 

皆是大菩薩弟子 

 

這是佛陀一方面是在啟發，我們娑婆世界的弟子，一方面是圓融，要

讓他方來，他們願意來娑婆，他要告訴他們：「我這裡已經很多了，大

家這些人的力量，要來為這個世界付出，應該力量足夠，所以不用勞

煩你們。」這是佛陀對他方世界，「止」，沒有接受他們的理由。但是

也是表示，對娑婆世界的信心，有這麼多。 

 

其實「六萬恆河沙等菩薩」，這就是在表達，表達「六識」。我們人

人，每一個人，儘管我們是凡夫，其實我們人人的五根，五根──

眼、耳、鼻、舌、身，這五根緣著外面的境界，我們真的是，很多很

多微細的事情，你要聽的也很多，你要看的也很多。而且你要吃的東

西，要貪的東西也很多，你將這些東西，這個五根、五識，將它轉過

來，轉貪欲為法，追求外面的欲，就把它轉過來追求法，這力量會很

大。我們現在就是事事貪欲，貪在外面，我們若能夠從貪欲那麼多，

轉回來這分有為法，有所作為，我們發大心、立大願，誠心弘誓；誠

心要救度眾生，這個心，六度萬行，就是像恆河沙那麼多的願，那麼

多能夠讓我們精進的法。所以「六度萬行」，等於是「六萬恆河沙



等」，那麼多的方法。在娑婆世界的弟子，在這個「六識」就能夠發揮

到，這個「六度萬行」的方法來。所以，這就是無量數。尤其是六度

萬行再去感化，「一生無量，無量從一生」，無量義的道理就是這樣

來。 

 

我們人人，娑婆世界，每一個人在這個娑婆世界，豈不是要堪得忍耐

呢？我們就是要堪得忍耐，我們的六根塵能夠轉，有智慧我們就，能

夠轉得過來，轉那個貪欲為修行，六度行；「六欲」變成了「六度」。

這樣，這就能夠為人的典範，能夠再度其他的人，同樣一個一個不

斷，全都是為人的典範，這不就是，「六萬恆河沙等菩薩」。又再輾

轉，「一一菩薩，各有六萬恆河沙眷屬」。你有六根識，你再度的人同

樣有六根識，這個六根識若能夠體會到，七識──末那識，八識──

阿賴耶識，我們若很清楚，會很謹慎思考；很謹慎思考來應用六識，

要如何應用我們的身體。能夠讓我們的身體反應，用善的去解。 

 

常常說，善解，「慧從善解得自在」，這麼熱要怎麼辦？智慧，要趕緊

用智慧善解，自然就很自在。「唉呀！我付出這麼辛苦，要怎麼辦呢？

壓力很大！」從善解得自在。那要知道，福，「福從做中得歡喜」。人

人都是在造福，付出雖然是辛苦，那就是造福，慈濟人不說「苦」

呢！慈濟人說「福」。所以，「福從做中得歡喜，慧從善解得自在」，這

我們不是聽過了呢？師父一直期待，慈濟人要有這樣的體會了解。所

以，我們為善及時莫遲疑，這就是用我們六度行，這個第七識，好好

思考，我們要用這樣啟發我們的善心，要及時，不要又在那裡在躊

躇。我們要勤精進，入人群去度眾生，要勇敢承擔下去，這才是我們

真正用心，所以我們要好好用心。所以，每一菩薩，「一一菩薩，各有

六萬恆河沙眷屬」。 

 

一一菩薩 

各有六萬 

恆河沙眷屬： 

每一菩薩 

所化眷屬之眾 

亦甚多如恆沙數 



 

我們每一個人，我們就能夠有這樣及時去度人，人讓你度來了，同

樣，一一菩薩全都具足了，六根、六識，在這個六塵境轉一個思考，

我們就能夠去造福，「福從做中得歡喜」。愈做愈歡喜。在這個大環境

中雖然是堪忍；堪忍，雖然是很辛苦，我們就趕緊善解，「慧從善解得

自在」。發揮我們的智慧，從善解中來得自在，我們應該要有這樣的心

境。所以，我們不要遲疑，總是選擇對的事情，做就對了，我們要勤

精進，不要再遲疑。所以，每一位菩薩，所化的眷屬，這些全都是菩

薩，我們大家所面對，周圍全都是菩薩。所以常不輕菩薩就這樣說：

「我不敢輕視你們，因為你們人人都能夠成佛。」這就是我們要很用

心來體會。 

 

所以：「是諸人等，能於我滅後，護持讀誦、廣說此經。」 

 

是諸人等 

能於我滅後 

護持讀誦 

廣說此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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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一個又再度一個，一個一個都是六度萬行的人，所以一個度

過一個，這些人能夠「廣說是經」，能夠來傳我的法。 

 

是諸人等 

能於我滅後 

護持、讀誦 

廣說此經： 

如是此土我弟子等 

法緣深廣 

持法者眾 

皆能弘我法 

利益眾生 

 



「如是此土我弟子，法緣深廣」，我現在這些弟子，已經在這個娑婆世

界，過去、現在都有受過法，這個法緣很深、很廣，所以，「持法者

眾」。要來受持這個法的人很多了。所以，「皆能弘我法」。這些人應該

都能夠，來弘揚我的法，也能夠來利益娑婆的眾生。因為這樣，所以

佛陀，就用這樣的方法來表達：「他方世界，不敢勞動你們。」「住本

土護持是經」。 

 

故不勞他方菩薩 

住本土護持是經 

以他方菩薩 

各有已緣 

各有己任因緣 

而此土自有菩薩 

與本土有緣 

故止他方菩薩 

娑婆弘宣 

 

本土就已經有這樣的菩薩，自然會在這個地方，來弘傳這部經。因為

「以他方菩薩各有己緣」。你們在他方的，你們的世界，你們各有因

緣，你們還是回歸你們的國土去吧！這全都各人有各人的因緣，各人

有各人的責任，不用勞動你們，從那個地方來到這裡。這個地方，此

土有菩薩「與本土有緣」。這個地方已經本來就是，有緣的人在這個地

方學法，在這個地方度眾，同樣他們也在這個地方，能夠成佛。所

以，佛陀有這樣的意，一方面圓融了，他方要來娑婆世界，表達在這

裡弘法，佛陀圓融，這樣將他隔離掉了，現在就是要來鼓勵我們，娑

婆世界的弟子開始要發心了，在娑婆世界要弘宣這個法。何況現在再

下去的意很深，又很密切，有很多話開始要說。 

 

況就深密相言之 

一切佛法 

皆從自性而得 

六識心雖具足煩惱 

若悟本心盡為妙智 



故須自修自證 

不待他求 

不假他助 

若向外馳求 

依賴他教化 

皆非如來 

一乘實之教 

 

「一切佛法皆從自性而得」。人人，法不是什麼人給你的，是你自己的

自性，你自己要去用功。「六識心雖具足煩惱」，我們六識，凡夫，這

個六識的心在凡夫都是煩惱，具足了煩惱。但是就是因為煩惱，我們

才要修行，「若悟本心盡為妙智」。我們若能夠轉一個心，煩惱就是智

慧；這個六根識的貪念，轉一個貪念，六根會緣境成為六度萬行。這

就是我們娑婆世界很需要，我們要怎麼樣去付出，怎麼樣修行。 

 

所以，「故須自修自證」。我們自己要自己自修自證，不是什麼人賜給

我，是你自己要努力，自己要打拼。佛陀很清楚告訴我們，引導我

們，指一個方向，你要走這條路，你自己要開，開好你的道路，要能

走得很安全，自己開路就要好好鋪路。所以，「故須自修自證」，自己

去修行，自己去體會。所以，「不待他求」，不要等待，等待求人給我

們的東西，這不可能。要吃自己吃，別人吃無法吃了讓你飽，這是不

可能。所以不假他人助。 

 

「若向外馳」，若向外去馳求，只是一直要追，追人家給我們東西，這

是不可能。「皆非如來一乘實(之)教」。佛的教育不是這樣，所以佛陀

期待我們，就是要自修自行，不是靠別人給我們的，這是真實的道

理。佛陀的真實一乘法，只有一個方法，你想要飽，你要自己吃飯，

你要自己吸收你的營養，無法我來吃，吃得很飽，來回向讓你飽，這

是不可能啊。所以，你想要成佛，你要自己努力，你要努力去修，同

樣的道理。所以，我們一定要，「福從做中得歡喜」，若要求福，你一

定要去造福，你不去造福，你要如何求福呢？你一定要做，去付出，

你感受、你歡喜；「慧從善解得自在」，你的智慧就是在這個，修行的

過程中遇到什麼困難，你自己要去善解，就知道福和慧要及時去修，



不能遲疑，這個時候你不做，別人要拿去做了。 

 

看看他方菩薩就來說：「佛陀，您授權給我們，我們去做，我們甘願重

新修。」其他的菩薩願意來重新修，重新再修行，這是娑婆堪忍世

界，他們願意再來。你想，若不趕緊及時做，別人就要拿去做了。所

以，我們要精勤入群，我們要趕緊勇於承擔，時時要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 年 7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