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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遊戲妙用 

降伏鏡裏魔軍 

證得夢中菩提 

假空有實遊戲 

成就上求下化 

淨佛國土妙用 

 

  人生修行，我們應該要好好用心；修行在人間，一定將心要開闊

放大，既然選擇了佛法，深心信。我們若能很深的心，相信佛法，信

入心還要很堅定。甚至不只是獨善其身，還要兼化他人。在佛經常常

聽，聽人這樣說，成佛這樣久、這樣長、這樣遠，要幾生幾世才能成

佛？雖然有信，卻沒這樣的耐心，自然很快就會疲倦，想著那種疲倦

的心，就容易懈怠。我們人人若是相信，發大心、立大願。我們從佛

陀長遠以來，無量數劫，他得了佛法真理，開始他發心如初，無量數

劫，就是一心一志。雖然生生世世，就是只要有眾生的空間，他就把

握因緣度眾生。不只在人間，地獄道有眾生他也到地獄道，畜生道有

眾生他也到畜生道去，當然餓鬼、天人道，只要有眾生的地方，他就

是為了佛法，應用因緣度眾生。所以說「菩薩遊戲妙用」，既然發了這

分的菩提心，行菩薩道，我們信受要深信。從起頭開始，不怕路遠，

就是盡我們本分，做該做的事。不去計算時間是長、是短，只是發這

念心，生生世世，行菩薩道就對了！慈濟人常常說，發心立願，生生

世世行菩提道，這是很容易發願，很容易說的話，但心呢？是否有深

心受用，否則只有發願，這是空發願，沒有「真心」；真正的菩薩心，

就是深心堅定，累生累世有眾生處，他就現身度眾生。不怕辛苦，哪

怕地獄、餓鬼、畜生道，何況在人間遊戲，抱著遊戲人間這種的妙

用，遊戲眾生道中這種的妙用。 

 

  儘管說，「降伏鏡裡魔軍」，有時候就有人說，不是一切皆空，你

在修行，到底你這樣度這些眾生，跟你有何關係？就如在鏡中的魔軍

一樣，其實鏡中的魔軍是在外面，還是裡頭？想到一故事，一隻狗在

好幾面鏡子的空間，牠走入鏡子屋中，忽然間看到怎會這麼多狗？覺

得這些狗對牠不存善意，所以牠一直吠、一直轉。越轉那些狗，好像

比牠還惡，所以牠要比那些狗還惡，這樣彼此之間惡對惡，都用同樣

的態度，同樣在那吠。這隻狗一直吠一直轉，一直吠一直轉，想要降

服那些狗。但降服到最後，自己就疲倦而亡。這是一個譬喻，譬喻降



服鏡內的魔軍，其實鏡內的魔軍不在外頭，在我們內心。鏡中的那隻

狗在哪裡？其實是自己竄入鏡屋中的那隻狗，不是鏡子裡有狗，是這

隻狗自己走入這空間中。那空間本來就有鏡，狗來照狗，虎來照虎，

貓來照貓，人來照人，佛來照佛。「那面鏡就是隨緣，什麼樣的境界，

成麼樣的因緣，那面鏡本就空寂，清明空寂，是我們自己的無明，我

們的煩惱，竄入鏡中，所以我們很辛苦。」 

 

 說修行，一直想要趕快修行而成佛，但是外面的境界就會來困擾我

們。我們自己的心，受外面境界困擾，亂了我們心。我們發心要行菩

薩道，心是這樣堅定，外面境界是這樣複雜。「你這樣堅定的心，與這

樣複雜的境界，有可能降服嗎？」我們若有覺悟，瞭解了，瞭解人生

短暫。人生本來就是短暫，我們也常知道無常瞬息間。這些道理，在

佛經中常聽，我們只會說要即時把握當下。哪怕在夢中，我們的「人

生就如一場夢，哪怕在夢中修行，我們清醒過來也是很歡喜」。我在夢

中修行，夢中的境界也是很美。我這輩子，這場人生是場大夢，這場

人生是一場的舞台。看看最近吉祥月，「菩提禪心」，許亞芬所演出的

「佛遺教經」，用在這個時候，經過了中部在彰化，這二天在新竹，還

會再繼繼。看戲的人，大家都很感動，原來佛陀這麼辛苦，一生為了

修行，從少年、中年、老年，近涅槃還放不下眾生。這樣殷殷教育，

不斷咐囑、叮嚀，很辛苦！到底這些弟子體會到多少？尤其是這幾

天，我們所聽的，這些僧團中的首座弟子，也是代佛陀教育帶領僧

團。但是他所帶領教育的僧團，還是停滯在獨善其身，還不能體會佛

陀的心懷。「佛陀的心懷是『華嚴』的境界，『靜寂清澄』；佛陀的覺

悟，與宇宙合而為一。佛陀發現，不只是他自己本身，是人人本具，

這是佛的慈悲。希望人人能與他一樣，能夠通徹天地萬物的道理，這

是佛陀的心意。」但要用這樣長的時間。 

 

  這樣長的時間，在人間來說也是一齣戲。這齣戲總演繹下來，不

到二小時，一個多小時就結束了。這樣也是一齣戲，但是用這樣短暫

的時間，演出了「法的真諦」；四諦、十二因緣法，而且殷殷教誨，將

來要如何合和互協，佛法能夠永傳在人間。要人人知道，心要正，行

八正道法，三十七菩提分、四聖諦等等。這些因緣會合，（演繹）時間

也才這樣而已。演戲的舞台上，一個多小時的時間，一輩子人生的舞

台。佛陀來這人生，一大事因緣，時間也是這樣過，人壽八十歲，同

樣這樣過去。在這無始的空間、時間中，人間的八十年很短暫。常常

跟大家提起，忉利天一天是在我們人間一百年。佛陀的八十年，還不

到仞利天的一天，人生是不是很短暫。所以我們在短暫的人生中，就

像是一場長時間的夢。在夢中這「大夢場」，又還是都「日日夜夜在做



夢」。有的人「夢魘」，就是像做了很多惡夢。但是真正能做到好夢在

修行，好的夢，可能很少。我們若能覺悟瞭解，更能體會佛陀所說教

法，人間一切皆是「假合」；因緣假合，有了因緣會合，這樣短暫的時

間，個人的因緣，就這樣離開這世間。有的人是「瞬息剎那」就離

開，有人拖磨幾十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拖了不知多久的時間；有

的人在人間，處處幫助人，看人歡喜、得人愛；有人就是貪之無厭，

惡覇於每一方，讓人看到，讓人怕、讓人厭等等。真正的複雜在這人

間，到頭來還是空，如何的覇道還是空呀！ 

 

  過去不是說過，「讓你財產產業普遍於全球人間，其實不值我們站

的這片土地平安」。真的！我們住的土地能平安，這就是福。但很多人

看不開，佔有的心，更多、更多、再更多，所以煩惱散播到很寬廣的

地方。人間無常這麼多，而且天災人禍（不斷），不如顧好我們生活的

地方平安，這就是福！看得出一切假合，何必起這樣的貪念，造這樣

多的業，我們常說，「事業越大，造業越大，破壞山河大地越大，這就

是現在為何災難會這樣多，很多都是在不知覺中所造作。原來『破壞

是真的』，『所得到的財富，其實是假的』。讓你得到多少，也都寄在銀

行裡，不可能全擔在你身上，或鑲箍著在你身上，全都是沒有的」，所

以說「拚空得空」，拚到這樣也是空，得來也是空；但是「破壞大地是

真的」，這叫做「造業」。「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菩薩能瞭解，

因為得了道理，瞭解不只自己去除煩惱，去除人間一切的欲念，已經

體會一切「假」也是「空」所會集。從小乘走到中乘，已經透徹大乘

法，他已經「假、空、有」都透徹了。所以「佛陀的教育，菩薩來承

擔，這叫做荷擔如來家業，承擔起這分責任」。「實遊戲」，若用真實的

心來遊戲人間，遊戲一切「有眾生界」，這就是菩薩的心。 

 

  「成就上求下化」，菩薩他已經瞭解一切是假、是空、是有，因為

這樣用真實的心，用菩薩的心，遊戲人間的妙用，這念真實心，遊戲

在「人間」，遊戲在「空間」，在「眾生間」中；為的就是要「成就上

求下化」，還是一樣，不斷在法中、在遊戲人間中體會道理。就如「菩

提禪心」（節目）演員的心得分享：「以前不懂佛法，所看到的人生，

自從演了菩提禪心後，對佛法的體驗，對人生的看法不同。以前的心

就如在空中飛，現在的心真的踏實踩地，知道這可以做，那不能

做。」雖然是演戲，那些台詞，佛法也能入心。所以我們在人間，「發

菩提心，行菩薩道」，同樣入人群中，人人心中一部經，證實「假空無

常，苦空無我」。這些道理都能在人群中體會到，甚至人人都有真如本

性，所以上求下化，佛陀這樣說，從人群中印證佛的道理。證實了佛

所說的道理，之後，再更札實、踏實我們的心，發心度化眾生。 



 

  所以「淨佛國土妙用」，這就是我們要如何擔起如來家業？「為佛

教，為眾生」！為眾生來弘揚佛法。為眾生用佛法來淨化人心，我們

必定要先對這外在的環境，我們自己的心魔，跟外面的境界若去會

合，就會再造業，瞭解後，原來那面鏡子是清的，裡面在做怪是我們

自己。這道理若能清楚，哪怕是人生很短暫，我們也願意做這場的

「菩提夢」。「我們的人生，走在人間，時間哪怕是剎那，我們也要把

握，把握剎那，恆持在永遠的時間，這就是要用心。」人間一切就是

「假空會合」，我們要用在「妙有」，用「妙有」的法，實用在遊戲人

間，要發大心、立大願，這樣才是真正「上求下化」；精進上求佛法，

不惜辛苦下化眾生，承擔佛法在人間，所以「淨佛國土妙用 」。 

 

經文：「世尊往昔說法既久，我時在座身體疲懈，但念空、無相無作，

於菩薩法，遊戲神通。」 

 

  「世尊往昔說法既久」，世尊說法很久，四十多年了，來到法華

經，已經四十多年。我們昨天就說過了，從初覺悟那念心，與宇宙會

合，《華嚴》海會與諸佛菩薩會合，這種初成佛，說出了成佛的心聲。

三七二十一日，心靈的境界都在《華嚴》的境界中，《華嚴》的境界是

如何呢？「靜寂清澄，志玄虛漠」，志的遼闊與天體合一。但這種的境

界，回到人間時，就要應機逗教，說《阿含》十二年。這是「談有」，

因緣果報等等，弟子的過去生，自己的本生，生生世世時間很長。「曠

劫」無盡量的時間，「空間」任何一個空間，就是遊戲在空間中。雖然

空間很大，時間很長，長久以來，就這樣歷劫修行，這都是《阿含》

十二年中所說。再講《方等經》八年的時間，將所有的物質，如何

「會合」，如何「分離」等等，進入空的境界，這樣有八年。何況《般

若經》是二十二年的時間，完全要讓大家如何不執著，把煩惱都去

除，可見二十二年的時間很長。我們知道，要斷煩惱，能體會到是假

又空、又是無常，瞬息剎那遷變，這都在《般若經》中。我們若不瞭

解這些，煩惱無明斷不去，就要用二十二年的時間，這樣（加起來）

四十二年就過了。剩下來七年多的時間，佛陀講《法華經》。所以隨佛

聽法，已經這麼久了，慧命須菩提「解空第一」，就用坦白的心代替在

座的人說出心中的話。也懺悔過去不能體會佛的心懷，是懺悔，也表

達他們的心，佛陀雖然說法很久，我們都在座，也很疲倦了，身體都

疲倦了。所聽的，所體會的，所瞭解的，就是空，無相、無作，這就

是《方等》、《般若》，知道要如何去除煩惱，知道人世間一切都是因緣

假合，所以我們只知道這樣。 

 



經文簡釋： 

「於菩薩法」；即三十七菩提分，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

五力、七覺支、八聖道分，為修道的重要資糧。」 

 

「此三十七道品及六度、行四攝法：布施、愛語、利行、同事。菩薩

所修，與聲聞不同：故二乘人心不喜樂，行大乘，入人群。」 

 

  接下來講，「於菩薩法，遊戲神通」。菩薩法，什麼是菩薩法？同

樣要學菩薩，也同樣由淺而深。要從我們初發心開始，「初發心要學的

法是什麼法？要從《三十七助道品》開始；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

足，這叫做三種的四－『三四』；『二五』就是五根、五力；再來

『七、八』就是七菩提分、八聖道分，這就是『三四、二五、七八』。

你若能放於心中，什麼叫做「三四」，用這方法再去追求『四念處』，

什麼是四念處？觀身不淨，大家會背了，四正勸、四如意足，這都是

我們修行的基礎。」在日常生活中，面對著境界，我們若能知道「觀

身不淨」，人與人之間感情，我們只能用「誠意的感情」，這叫「覺有

情」。不要有「佔有的情」，男女卿卿我我、海誓山盟，造成了多少人

間家庭的不幸。所以我們要跳脫「污染佔有」的感情，我們必定要先

建立「菩提、菩薩的感情」，就是「覺悟的感情」，就叫「覺有情」！

我們若用覺有情的心，來看人間事，凡事都很清淨無污染，所以我們

用心在法中。 

 

  舉一例（說明）大家就知道其它。「五根、五力」我們同樣要精

進，時時要瞭解。學佛我們若不精進，若沒時時起懺悔心，沒懺悔就

不會精進，要精進就要懺悔等等。這信根，精進根等等，我們全都要

有。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全都是修行學佛的基礎。就像一棵大樹，

根要伸展（臺語：湠）得開，這樹才會強健，才能長的茂盛。所以我

們要好好用心在《三十七助道品》，這就是修道最重要的資糧。就如一

棵菩提樹，要從土中吸收養分、水分，所以《三十七助道品》若堅

固，就如樹根堅固，這三十七助道品，是我們修行的基礎。 

 

  除了三十七助道品外，還要「六度行」─「布施、持戒、忍辱、

精進、禪定、智慧」。這已經是菩薩道，菩薩道不離「四攝法」─「布

施、愛語、利行、同事」，這任何一個人都要做得到。我們若說「六

度」，這好像很深，我們能做到嗎？其實日常生活，就用較簡單「四攝

法」；布施，我們要如何度人？「攝」就是「度」的意思；他的心，我

們要「說話入他的心中，這就是法的布施」；他現在最需要什麼，我就

給他什麼，幫助他，這種能幫助人，有形、無形能幫助他，全都稱為



布施。要布施我們就要用「愛語」，講話他愛聽，聽得下，愛聽才能入

心，你若講話他不愛聽，法就不能入心。所以要讓他愛聽，法就能入

心。我們講話要很小心，因人、因時、因地，說話的方法要很清楚，

同樣的一句話，不對的地點，不是說話的時間，如這環境人這樣多，

僅管你要講話的對象在其中，但是這個時間也不能說這樣的話，所以

要因人、因時、因地。總之說話不是任何時間，何何空間，任何的人

都能夠說。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佛陀也警愓我們，這樣的人，不

能跟他說這樣的法，我們要接受這樣的教育。 

 

  「利行」，我們既然要修菩薩行，我們要事事利益眾生，不要計

較，只要他歡喜就好。要如法，要歡喜，這就是在「同事」中，大家

共同做一件事。我們一定要先去付出，才有辦法將他度來我們身邊，

與我們一同做事。我們說話他一定要聽得懂，聽得進，與我們合作做

事才會很歡喜，做事才會圓滿。大家所要做的事，是為利益人間所

做，大家一起做，我們要感恩，這是你和我「同事」來做。這在我們

人生中，做人、做事都非常重要，所以叫「四攝法」，修行者，道場內

更需要。世間是一個大道場，我們在小範圍一定要做到，再做到大範

圍。 

 

  菩薩所修與聲聞不同，聲聞只是獨善其身，修《三十七助道品》

就可以了，但是菩薩還要「六度」、還要「四攝法」，這是不同之處。

故「二乘人心不喜樂行大乘法」，不喜樂入人群中；不歡喜入人群，就

不用行「六度行」，就不用有「同事」，他自己獨善其身。所以我們

「聽法」，除了基礎的法《三十七助道品》以外，還要再身體力行於

「六度、四攝法」，這樣才能上求下化。 

 

經文簡釋： 

「遊戲神通」；即八相成道之法，為初地以上菩薩所共有之神通。 

 

＊「又神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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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神通」；即八相成道之法，佛陀來人間，真的是「八相成

道」。「為初地以上菩薩所共有之神通」，我們每一個都是這樣，我們若

沒出現人間，要怎麼做人，佛陀也是要出現人間，也要做人，要發心

修行、覺悟等等。所以來人間，面對這「假合空有」的人間說真實

法。「神通」，神就是心神。我們的心，我們的精神，就是靜心照物。

我們心不要亂，就如剛才說那間鏡屋中，心要靜下來，這樣照東西，



美的東西在鏡中，一面美，面面鏡子都很美。如電梯中有一盞燈、三

面鏡子。你可以看到，鏡中這面鏡照一盞燈，那面鏡變二盞燈，這面

鏡成四盞燈，那面鏡變八盞燈，哇！十六盞、三十二盞，你可一直看

下去。光二面鏡子互相照，照一盞燈，這鏡子這樣照來照去，就會變

成整排都是電燈。其實是因這面鏡子「很清」，如清淨眾生無量的心。

這種「神」；「宿命記持」，我們的心若很清淨，不只是明現在此生，還

能明過去生的因緣，這叫宿命記，這叫宿命通；還能「種種分明」，過

去、現在我們都很清楚，自然對未來就不糊塗，這叫做「皆隨定力」，

若能這樣，「心很清，照物很明，自然我們的心就不亂，沒有障礙，這

就是神通。 

 

「遊戲神通」：諸佛菩薩以悲心救濟眾生為遊戲神通，釋世尊以八相成

道為遊戲度化。 

一、現降兜率天 

二、現住胎受生 

三、現出生人間 

四、現作出家 

五、現修苦行 

六、現成正覺 

七、現轉法輪 

八、現入涅槃 

此即以八相成道為遊戲神通。 

 

＊「佛菩薩遊於神通，度化眾生以自娛樂，曰遊戲。」 

＊「又戲者自在之義，無礙之義，佛菩薩以神通攝化眾生，能出入無

礙，自由自在。」 

 

  「遊戲神通」；遊戲就是諸佛菩薩以慈悲心救濟眾生，就把它當作

遊戲，我們若很甘願歡喜，「做完後，會累嗎？」「不會，感恩我還要

來做。」這樣就像在遊戲一樣。釋迦牟尼佛也是用八相成道，遊化人

間，這八相成道，就是一、現降兜率天；二、現在皇宮中現住胎受

生；三、現出生人間；四、現作出家；五、現修苦行；六、現成正

覺；七、現轉法輪，開始轉法輪，這樣一轉，就是四十九年，就現

「入涅槃」，這就叫「八相成道」。 

 

  第一就是降兜率，因為還沒來人間以前，「兜率天就是菩薩的訓練

場」。要來人間以前要先在兜率天，兜率是「欲界的第四天」，外面享

受了很多的快樂，但是裡面「彌勒內院」，就是訓練菩薩的道場。所以



第一他離開兜率，降入皇宮來「住胎受生」這是第二。第三就是「出

生在人間」，有兒童、青年的時代。第四就是開始要出家，看到人間無

常、不平等，生、老、病、死苦種種；發心出家，開始修苦行，然後

最後成佛，然後轉法輪，然後到涅槃，這就是八相。 

 

  人間的八種相，出生嬰兒相、兒童的相、年輕人的相、中年的

相、老年的相，到最後病、死等等，這都是相。所以佛陀現人間，也

是運用神通，不受人間污染，但是遊戲在人間。短短八十年的人生，

還不到忉利天的一天。所以這短短人間，以風花水月做道場，這紛紛

擾擾的人間，就是他修行成佛度眾生的道場，這就是運用神通。所以

「佛菩薩遊於神通，度化眾生，以自娛樂」，因為我很甘願，我願意再

來人間。又「戲」，戲就表示無罣礙，因這是一場戲，如「菩提禪

心」，他們在舞台上在對立，吵架，下來（下戲）大家歡喜，一樣還是

好朋友。同樣的道理，戲，就是一場戲，所以沒什麼樣的障礙，我們

的心不要受外面障礙。「佛菩薩都是以遊戲神通來攝化眾生」，就如戲

臺上的一場戲，來度戲臺下的人，好好讓他們也能入戲瞭解道理。「出

入無礙」，如一場戲，出入無礙就是很自在。我們學佛就是要這樣，希

望大家用心、用信，信受佛法，發長久的心，不要說很快就疲勞，也

不要覺得說，這樣遠我怎走得到？我們時時要多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