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830《靜思妙蓮華》常樂深智 一心精進 (第 1491 集)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菩薩以平等智，證於法界之理，理事融通無礙，菩薩心無疑網，證

滅修道淨潔，智慧於境無礙。 

⊙四智：成所作智、妙觀察智、平等性智、大圓鏡智。 

⊙心無疑網，遠離顛倒，知苦斷集，證滅修道，戒定慧聚，清淨無

著，觀於世間，猶如夢幻；觀於法界，融會無間，是名智慧。 

⊙「阿逸多！是諸善男子等，不樂在眾多有所說，常樂靜處，勤行精

進，未曾休息。」《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亦不依止，人天而住。常樂深智，無有障礙，亦常樂於諸佛之

法，一心精進求無上慧。」《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亦不依止，人天而住：不依止人天而住，謂不依人天乘而住，即是

依佛乘而住。又不依止人天而住，往下方空中之意。人多滯著，天住

淨福，不依人天，表明住中道義空。 

⊙常樂深智，無有障礙：常樂土心求佛智。恆修於甚深智慧，觀法空

寂，無有障礙。 

⊙亦常樂於諸佛之法，一心精進求無上慧：諸佛法者，除去三乘，惟

樂一乘，佛所得法。常爾一心，無諸思念，精進求於無上佛慧。 

⊙謂一心行此正道及助道法時，若精進跟增長，則能除身心懈怠，成

辦出世之法，是為精進。 

⊙三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三乘之一：聲聞乘，聞如來之聲

教而悟四諦之理以證阿羅漢者。 

⊙三乘之二：緣覺乘，借境觀無常理覺十二因緣法證辟支佛果者。 

⊙三乘之三：大乘，又云菩薩乘，無數劫間修六度之行以證無上菩提

者。 

 

【證嚴上人開示】 

菩薩以平等智，證於法界之理，理事融通無礙，菩薩心無疑網，證滅

修道淨潔，智慧於境無礙。 

 

菩薩以平等智 

證於法界之理 



理事融通無礙 

菩薩心無疑網 

證滅修道淨潔 

智慧於境無礙 

 

我們要用心來體會、來了解！人生總是要有一個目標，這個目標是我

們生命，我們生命的方向。一輩子時間多少呢？不多！尤其是接觸

到，人生正確方向的道理，我們能夠接受的時間，多少時間可讓我們

接受呢？接受之後，我們能夠身體力行去付出，又是還有多少時間？

時間真的是很短暫，短暫的時間、短暫的人生，因緣會合，這是何其

寶貴，所以我們要好好把握時光。我們的身心，方向都要正確，能夠

這樣，我們向著菩薩道，寸寸心、寸寸愛，這個因緣的道路，我們要

好好把握、身體力行，這叫做菩薩道，菩薩萬行。 

 

世間千萬般的苦，苦諦，苦的道理是永遠說不完。看得到，有表相的

能夠看到，眼睛接觸到，「這個人怎麼這麼可憐？」真的是苦啊！眼睛

看得到的苦、感受得到的苦，真是苦啊！也有我們看不到，但是這種

看不到，那個心的苦、煩惱的折磨、方向的偏差，在迷失中的人，不

知道一天都在做什麼？不知道是在想什麼？不知道何去何從？全心都

是煩惱，理不清、說不明，很多很多，我們表面上看不出來。類似這

種苦不堪，這要如何去幫助他？等等很多！ 

 

總而言之，人世間千差萬別苦，所以佛陀特別為我們，開出了一條讓

我們看得到，那個苦你感覺得到，而且你能夠去身體力行，去幫助

他、接觸他。這樣的智慧、這樣的方向，當然就是叫做菩薩道；開啟

我們的智慧，讓我們懂得如何走、懂得如何做。這是我們要很珍貴，

生命中很寶貴的法，讓我們有這樣的觀念，讓我們能夠知道這樣的方

法──去幫助人是最歡喜的、最輕安、自在，所以我們要好好珍惜、

用心。 

 

「菩薩以平等智」。我們已經菩薩道中在走了，菩薩道在走，我們日日

所在使用的智，應該最近大家很清楚，有「四智」。知不知道什麼叫做

「四智」呢？「成所作智」、「妙觀察智」、「平等性智」、「大圓鏡智」。 



 

四智： 

成所作智 

妙觀察智 

平等性智 

大圓鏡智 

 

我們聽了之後，在日常的生活，我們在環境接觸當中，我們曾想到

嗎？有想到嗎？想到我們在接觸，這是什麼智？記得嗎？「成所作

智」！你接觸到的東西，我們如何去將它分別？紅的、青的、黑的、

白的，形形色色我們都已經接觸到了；是熱的、是冷的等等；是硬

的、是軟的，我們全都接觸到。這些東西，要如何來整理能夠整整齊

齊，用在什麼地方是我們想要用的？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時刻，大寮那裡有一群人在那個地方，為了早

餐，他們要接觸到東西，是熱的、是冷的？接觸到是鹹的、是甜的？

盤子是圓的、鍋子是深的等等，器具要如何來利用？利用在餐桌上

面，這是「成所作智」，這是他們接觸到的東西，要將它完成來我們這

麼多人，人人應用的，這不就是「成所作智」呢？這在日常的生活、

我們的行動中，我們就已經體會到了，「成所作智」，不是很深奧的東

西，在我們日常生活，我們就是要用到。 

 

我們將這個，能夠完成我們工作的這個智，我們來和人與人接觸，是

要用硬的態度，或者是要用軟的態度呢？我們對人是用輕言軟語呢？

或者是要用比較殷切、比較直接的話呢？這要如何因人、因事，來發

出了我們的聲音？我們的色，聲和色要和人如何互動？這也是「成所

作智」，要用得如何恰恰好，事情要如何做，這全都是！在「成所作

智」的同時，還要再用什麼智才會圓滿呢？「妙觀察智」。是啊，什麼

人，我們要用什麼方法和他說話？什麼事情，是大的、是小的？是遠

的、是近的？事件是大或是輕、或是微、或是小？我們要「妙觀察

智」，才能夠所來的人，要如何與他互動、要如何進行。我們真正能夠

很圓滿的事情，那就要好好妙觀察。 

 



「妙觀察智」，我們還需要的，那就是要有平等觀。人總是不應該有，

人類種族的分別，需要的，人與人若要和平就是要平等；國與國要和

平，同樣也要有平等、合理等等，所以我們必定需要有，「平等性

智」，要發揮出來。人我是非，無不都是，世間種種，種種形相的苦；

心靈的苦，都是因為這平等觀不夠，或者是妙觀察不夠，造成了人間

疾苦、造成了人禍災難。這大的事情影響天下間，小的事情影響人我

是非間。這就是我們要很用心，環境中能夠體會、應用，法不要離開

我們的行道中。菩薩的「平等性智」，就是要包括這些事情，我們才有

辦法，人與人之間能夠和平相處。若這樣，那就是「大圓鏡智」了，

這面鏡子很清楚了，沒有看不到的苦，完全都將它照攝過來了。哪怕

你心理，有什麼樣的迷茫、苦難，只要我們用心去教導他，我們用心

去體會他的苦難，自然苦難解除了，心慢慢他就開了，路就出來了。

這就是我們要用的，對己也好、對人也好，這「四智」是很重要，這

就是行菩薩道的要領。 

 

所以，「菩薩以平等智，證於法界之理」。我們這些事情若都清楚了，

用在我們的心裡，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不論什麼樣的事情，我們接

觸到、體會到，那就是證明了，就印證到法。佛法與生活的世間法就

是一體，我們能夠暢通無阻，這條道、這條路，就沒有阻礙了。所

以，「證於法界之理」，人間世間法、出世間法，自然道理融通起來，

所以說「理事融通無礙」。 

 

「理」就是佛法，「事」就是人間事；人間事複雜，道理很微細，我們

若能夠融通起來，一切無礙了，這就是「菩薩心無疑網」。菩薩的心無

疑了，完全明朗、清楚，因為他道理通、事物透徹，所以他，菩薩的

心就沒有疑。他已經道理清楚明白了，對人間的事就不糊塗，很清楚

要如何做事，前後次序要如何做，他都分明清楚，這樣自然能夠，「證

滅修道淨潔」。「證滅修道淨潔」。我們能夠通達，佛陀告訴我們的道理

──苦、集、滅、道，他能夠清楚、能夠了解。這道理清楚，修行，

走在這條路上很能通，而且在人群道上，總是不會受到人群煩惱無

明，將我們染著到，我們的心還是同樣淨潔，很清淨。所以，「智慧於

境無礙」，這智慧和世間的境界，就沒什麼障礙到，因為他有這樣的智

慧，所以說「證滅」。 



 

我們剛才說了，那就是「心無疑網」，菩薩心沒有疑網了，遠離顛倒。

菩薩的心已經很正了，這條道路毫釐都沒有偏差，他在這條路走得很

穩。 

 

心無疑網 

遠離顛倒 

知苦斷集 

證滅修道 

戒定慧聚 

清淨無著 

觀於世間 

猶如夢幻 

觀於法界 

融會無間 

是名智慧 

 

所以，「知苦斷集」。佛陀告訴我們世間苦，苦諦，「苦」的道理我們完

全了解了，了解他就是因為「集」，集很多無明──貪、瞋、癡，這樣

的觀念、思想，集來了那個結果的苦，我們現在知道，所以「知苦斷

集」。將這些種種種種，這樣「拉拉雜雜」，很多那些無明雜亂的思想

斷掉，自然我們就是證到那個「滅」。因為苦、集、滅，我們為了要滅

這些苦，所以我們修行，所以「證滅修道」。知道要滅除，這個「集」

和「苦」，那就是要在學道，道理一定要知道，所以我們一定要很清

楚。 

 

所以，「戒定慧」。一定要聚集起來，「戒定慧」要凝聚起來，要結合起

來，有戒、有定、有智慧，一定要結合起來，這樣自然我們就能夠，

「清淨無著」。若能夠這樣，我們的心，那個疑網才能夠完全去除，因

為我們心已無所著了，沒有一點點貪著的心，自然我們的疑，就無疑

了。既無貪，哪有疑呢？貪念、煩惱去除，貪念若去除，無明就去除

了，所以就無著了，就沒有疑。所以，「觀於世間，猶如夢幻」。世間

好像一場夢，所以在〈安樂行品〉，佛陀就告訴我們，我們要養好我們



的習氣，真真正正我們要好好為善，起心動念無不是善，開口動舌無

不是善。這個身、口、意要將它訓練好，訓練到白天都在說好話、做

好事、心想好意，連晚上睡覺同樣也是在做好事、行菩薩道，還是同

樣在修行，立宏誓願。這在〈安樂行品〉，後面這段就已經告訴我們

了，連做夢都在說法，連做夢都在行菩薩道，這就是我們要不斷來訓

練。 

 

人生雖然短暫，就像一場夢一樣，我們也要這個夢，要做得很美的

夢；做得很歡喜、無恐怖、沒有煩惱的夢。這種如夢如幻的夢境，我

們要很清楚。 

 

所以，「觀於法界，融會無間」。我們雖然在這個法界中，我們絕對是

將它融合起來，身、口、意、(誓)願行，我們都常常合在一起，都是

清淨無著，我們都是還是戒、定、慧，凝聚在一起。就像這樣，我們

無間，「融會無間」，法都常常在我們的身、心，在身體力行中，沒有

休息，這樣叫做「智慧」。這些都很重要，請大家要很用心。因為這是

根本，諸佛菩薩修行，一路走過來的心境，這個根本我們要很用心。 

 

前面的經文這樣說：「阿逸多！是諸善男子等，不樂在眾多有所說，常

樂靜處，勤行精進，未曾休息。」 

 

阿逸多 

是諸善男子等 

不樂在眾多有所說 

常樂靜處 

勤行精進 

未曾休息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這是前面的文，釋迦佛叫著彌勒菩薩說：「這些菩薩，他們平時，不希

望在大眾中說空話，他們要說的話句句真實話，所以他們不是在炫耀

口才辯利，不是；不是口才巧言和那個言辭，不是，他們是句句真實

語，不愛在那大眾說這些話，就是要避開是非，但是還是入在人群



中。這種在人群中，不希望這樣一直只是用說的，他們要身體力行。

所以，「常樂靜處」，靜靜地行，他們的心地風光永遠就是清淨，沒有

鬧。雖然在人群中，他們的心很靜，心靈道場很靜，周圍不論如何的

熱鬧，他們的心還是一樣很靜。他們一心一志，就是「勤行精進」，不

曾休息過，是這些菩薩。不論是靜、無人的地方，或者是在人群中，

他們的心靈道場都是一樣，就是「靜處」。這就是菩薩的戒、定、慧，

行在「六度萬行」中，這就是大菩薩。 

 

接下來這段經文這樣說：「亦不依止，人天而住。常樂深智，無有障

礙，亦常樂於諸佛之法，一心精進求無上慧。」 

 

亦不依止人天而住 

常樂深智 

無有障礙 

亦常樂於諸佛之法 

一心精進 

求無上慧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亦不依止人天而住」，不在人天，意思就是說，「不依人天乘而住」。

修行不是修在，我將來會生在天堂，不是！要修天堂行，佛陀告訴我

們「十善」法。 

 

「五戒」保持人身，「十善」是生天堂，所以我們要持「五戒」，不落

「三惡道」，這過去也說過了。天堂時間雖然很長，壽命也長、享受也

長，但是我們要知道，你造多少福，能夠享受多少，也是天堂也有壽

盡之時；天堂壽盡，「五衰」相現。天堂也有五衰相，那五衰相現，也

是苦不堪言，那個時候還是同樣照常墮落，墮落人間、三惡道。 

 

所以，我們為什麼那時候在說，「十善」法生人間，不提倡你們去生天

堂，就是最好保住人身。人身還要再培養我們的意識，我們不忘佛

法，一心追求佛法，來生還是追求佛法，道理不失、發心立願不失，

我們菩薩道，不斷不斷在菩薩道上。「菩薩所緣，緣苦眾生」，就是芸



芸眾生苦難偏多，我們才得需要菩薩在人間；菩薩的目標就是向大覺

道走。救濟眾生，其實是拯救自己的心靈，要讓我們了解到與佛同

等、與天地合而一體，那個覺性，這就是我們的永恆，這才是我們的

根本。所以，我們「不依(止)人天而住」，也不想要修，修這種人天

乘，我們要修的是菩薩道。所以「即是依佛乘而住」。 

 

亦不依止 

人天而住： 

不依止人天而住 

謂不依人天乘而住 

即是依佛乘而住 

又不依止人天而住 

往下方空中之意 

人多滯著 

天住淨福 

不依人天 

表明住中道義空 

 

我們行菩薩道，方向是到大覺悟、大體會，與天地宇宙合而為一，這

個大覺、大徹、大悟，這才是我們的方向。所以，這些菩薩就是「不

依止人天而住」的目標，是不想要修這個人天乘法，所要修的就是佛

的法，成佛之道。 

 

又再說，「不依止人天而住」，那住在哪裡呢？經文我們有看到，就是

「住下方」，於下方空中住，大家應該還記得。這是人都停滯在，住在

天能夠享受清福。天堂就是只有一直享受，一天到晚就是聽歌舞，聽

歌、看舞、享受物質，其實很無聊。這是人天道，就只是這樣而已，

很簡單。這樣很長壽，這實在是享受得很辛苦，應該不耐煩了，這種

的人生，這不是我們所要的。 

 

所以，菩薩不求生天，他們住在這個世界，下方空中的意思，就是表

明了住於中道，中道，我們不執空也不談有；生天堂就是「有」，有得

享受，這叫做「有」。我就要來造福，將來能夠享天福，這是執有。也



不執空，這個「空」，一切既然皆空了，我再做什麼也沒有用了；而修

行，一切唯心，就不用這禮節，全都不用了。這就是偏頗，這也是毛

病，不是這樣。 

 

佛陀所說的「空」，就是我們不要執著，有什麼煩惱，如夢如幻，人間

苦短，不要計較！你不計較，「心無罣礙，無罣礙故」，我們的心就清

淨、輕安自在，是這樣的空。我們所要走的、所要用的心是用在妙

有，妙有就是法，那個真覺悟的本性，那分體會到道理的輕安自在。

那個法喜、禪悅，那個心的靜，不會受到這周圍人群的煩惱，擾亂到

我們的心，就是好樂在靜處，就是心靈的靜處。這種清淨的境界，這

就是真空妙有，這種在很紛鬧、混亂的境界，我們的心還是一樣安然

自在，這是真功夫，這是很微妙的境界。所以，我們想要的就是這

樣，所以叫做「常樂深智，無有障礙」。 

 

常樂深智 

無有障礙： 

常樂志求佛智 

恆修於甚深智慧 

觀法空寂 

無有障礙 

 

我們不要執空，也不要執有；不是物質的有，不是禮節的空，那就是

人我是非的空，我們將它撥開。總而言之，我們那個「空」、「有」，要

很清楚，我們要在中道；中道的道理是很重要，不執空、不執有，我

們取在中道。若這樣，我們自然「樂」，「常樂深智」。樂，就是歡喜，

他的歡喜，是內心的深處那個法喜。 

 

「禪」，禪就是定，那種的靜思惟，那就很深刻。我們過去也說過了，

這種「常樂深智」，很歡喜。所以什麼事情，不會來障礙到我們的心，

這樣我們的道心堅固，才沒有障礙，絕對沒有受什麼事情，來障礙我

們。這種「常樂」，完全「志求佛智」。所以，「恆修於甚深智」。佛智

就是甚深、甚深、無量甚深，這個智，這個智慧。智是「分別智」，慧

是「平等慧」，這我們都知道。所以，「觀法空寂，無有障礙」。我們看



到的法，真正「靜寂清澄，志玄虛漠」，回歸空，真空，回歸那分妙有

的喜悅，這就是我們要追求的境界。所以，「亦常樂於諸佛之法」。 

 

亦常樂於諸佛之法 

一心精進 

求無上慧： 

諸佛法者 

除去三乘 

惟樂一乘佛所得法 

常爾一心 

無諸思念 

精進求於無上佛慧 

 

這些菩薩就是這樣，很歡喜，歡喜在諸佛，佛佛道同，現在的釋迦牟

尼佛、多寶佛，以及過去無量無數的，諸佛的道都一樣。所以，「常樂

於諸佛之法，一心精進，求無上慧」。因為諸佛的法都是一樣，你一定

非精進不可，所以一定要精進。精進，有精進才有所得，這就是我們

要努力。所以，「諸佛」，是「除去三乘」，它就是一條路，不是給我們

三條路，是一條，集三為一。就像聲聞、緣覺，這是一個方法，來接

引我們，終歸就是菩薩，菩薩的目標就是佛的境界。所以，除去了三

乘，直接就到佛的境界來，這就是人人應該要有的目標，這就是「一

心精進」，就是要到成佛，非成佛不可，這種的誓願，生生世世。 

 

所以，「唯樂一乘佛所得法」。我們所要修的，就是修到佛能夠得到的

境界，我們也要得到，這是我們的目標。「常爾一心，無諸思念」。就

是這樣而已，永遠永遠都是現在這念心，就是未來長長久久，不用再

考慮了，就是這念心，就是這樣。這是諸菩薩長久以來，所修的行、

所成就的，現在現在大家的面前。這樣的菩薩就是從發心那時候，「常

爾一心」，就是把握當下，那個剎那間的發心，一直長時間都這樣過

來，就是沒有其他的雜念思考，就是這樣一心一念過來。「精進求於無

上佛慧」，就是這樣不斷精進在求，求無上慧。這就是我們要很用心。

我們一定，我們要一心，一心好好用心在正道中；我們要從凡夫一直

到佛的境界，經過了聲、聞，以佛的聲音來法入我們的心，我們必定



要經過聲音來了解。所以，要「一心行此正道，及助道法時」，這就是

幫助我們增長。 

 

謂一心行此正道 

及助道法時 

若精進跟增長 

則能除身心懈怠 

成辦出世之法 

是為精進 

 

我們還有「三十七助道法」，一直告訴大家，《三十七助道品》，是修行

的基礎。句句就是在輔導我們心的方向，這助道法，「三十七助道

法」，我們真的也要用心。 

 

「精進根增長」，《三十七助道品》五根、五力，裡面就是。這個法，

一一的名詞，好好去用心，我們就是能夠體會到，就是「能除身心懈

怠」。這三十七種助道法用在心裡，「則能除身心懈怠」，我們的心就不

敢懈怠，我們身的善行就不敢停歇，這會很歡喜，這樣去身體力行。

所以，「成辦出世之法」，我們就是一一、一一，我們都能夠按照著菩

薩行儀，一項一項完成，「六度萬行」，我們就能夠這樣走得很穩定，

所作皆辦。該做的事情我們全都做了，沒有偏差。「所作皆辦」，這就

是出世法。「菩薩所緣，緣苦眾生」，我們該做的事情，無不都是利益

眾生，該說的話也是利益眾生，所作皆辦，所以，是真精進，這就是

精進。「三乘」，什麼叫做「三乘」？ 

 

三乘： 

聲聞乘 

緣覺乘 

菩薩乘 

三乘之一： 

聲聞乘 

聞如來之聲教 

而悟四諦之理 



以證阿羅漢者 

 

聲聞，就是法從耳聞；佛陀開始講法，他就要出聲，就要說話。能夠

覺悟的人是用心去聽，將法聽入心來，苦、集、滅、道的道理，知道

了、透徹了、了解了。佛陀三轉「四諦法」在鹿野苑，五比丘他們體

會到了，證道了，自這樣開始，這個法，總是在人間開始，人人修

行，就要去體會「四諦法」的道理。緣覺呢？ 

 

三乘之二：緣覺乘 

借境觀無常理 

覺十二因緣法 

證辟支佛果者 

 

緣覺，因為天長地久，時間長，過去生就將法聽得很清楚，記憶。所

以常常告訴大家，法聽進去，刻入心版，我們要時時記憶著，成為我

們的種子，意識的種子。我們來生來世帶著這個記憶，這個意識，藏

識，藏識一定是跟著我們來的，「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這個

業，業識，那就叫做「藏識」。這個藏識，我們平時所造作之後，我們

的那個記憶體（藏識）還是一樣，這樣一起去。在那個世間，若是沒

有因緣見到佛，沒有因緣聽到佛親自說法，他也能夠在那個記憶中，

那個觀念、思想，看到了，「借境觀無常理」；看到四季輪轉，日夜日

出、日落，月出、月落，這樣時間、境界這樣在過，他自然就會去思

考，看到人，生、老、病、死，出生到老的過程，自然他會用心去追

尋這個道理。就是像這樣的境界，他體會到「十二因緣法」，所以他能

夠「證辟支佛果」。這就是二乘，第二乘，那就是「緣覺」，就是他自

己有法，在這個境界體會到它的道理。 

 

第三就是「大乘」，大乘就是「菩薩乘」。 

 

三乘之三：大乘 

又云菩薩乘 

無數劫間 

修六度之行 



以證無上菩提者 

 

菩薩乘也是要來自生生世世，就是一出生，心性就是很純，智慧就是

這麼的明朗，道理清楚，不會受世間那個雜亂，將他誘惑去。從小到

大，他一直心向善法，累生累世緣苦眾生，就是無量數劫都是在修六

度行，菩薩行、菩薩法是無量數，是「六度萬行」，很自然戒、定、慧

全都有，或者是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這全部就是

這樣記著，這種的智慧、行為。佛法沒有欠缺，他還是不斷「上求下

化」，追求佛法，下度眾生，這就是菩薩。這種佛法在人間，有的遠遠

聽到了，他就會感悟了；有的人一接觸到，他就發大心、立大願了。 

 

各位，我們的心就是這樣，學佛法最重要，我們要好好追求的是智

慧。與佛同等的智慧、與佛同等的境界，當然這個過程，心理過程我

們要很清楚。從聽來的在心裡、在生活中，輕輕、小小的動作，以及

能夠影響國際間的大動作，大、小事，我們全都要不斷凝聚這個法，

戒、定、慧的法要凝聚著，不論是「四安樂行」、「四智」，我們平時都

要能夠融會貫通，在日常生活。當然，這也就要靠我們自己，要時時

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 年 8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