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0823晨起薰法香如是我聞（逐字稿，簡校版） 

 

得解之由 常聞法數十年 

是故慶幸 獲大善解大道 

由是近聞 譬喻希有之法 

解佛心懷 獲開悟之善利 

 

  還是要「解」，要「信」要「解」。我們如果能「深心信解」，若能

這樣不間斷，時時悠遊在法中，因為我們可以常常聽法。人生到底有

多久呢？可以在數十年間聽法，是何其慶幸的事。我們若可以常常聽

法，自己要「自我慶幸」！自然我們對法會很珍惜，不敢放棄、不敢

怠慢。自然日日有法水滋潤，來浸潤我們的心地，漸漸可以吸收法，

在我們的心，就能瞭解大道。也就是因這樣，不管是過去聽不很瞭

解，說不定在任何一時間、一件事情、用一種譬喻的法，這種譬喻的

法，啟動我們的心。原來過去聽的，過去意思沒有很瞭解。現在經過

了，看到人，這事情用這樣譬喻，道理原來是這樣。瞭解了，可以體

會了。才知道原來佛法就是要生活化，佛法原來是在人間，沒離開我

們身邊。菩薩原來也在人間，彼此之間，用佛心來對每一個人。看人

人生命中都是一本經，每一個人都是我們的老師。每一個人的故事，

都是我們讀過的一本經典。應該我們所得滿滿的，我們若用這心情在

佛法中，我們哪一天沒有在接受佛法。 

 

  最近(2014年)吉祥月，今天已經是農曆七月二十八日了，再過幾

天後，就要迎接中秋。從七月初開始，很感恩亞芬劇團的發心，從彰

化開始，演出五場佛遺教經，新竹也是五場。這幾天則是在台北板

橋，已經演出三場了，台北共要演出七場，這樣十幾場下來，可能會

將近十幾萬人接觸到。佛遺教經，佛陀一生，一大事因緣來人間，他

的目的就是「現相在人間」。從「降兜率，下皇宮，此胎出生、修行、

苦行」的過程，一直到「成佛」，開始「弘法」，四十九年的時間，哪

一天不是在說法。從開頭的「苦集滅道」，一直到人間的人事物，「人

生的生老病死」，人的煩惱造作，從「心理的生住異滅」，從我們住的

大環境土地，整個物質「成住壞空」，這種「三理四相」，已經用四十

九年時間，很用心分析。讓人人很清楚，「因緣果報」。因緣果報就是

從「開口動舌、起心動念、舉手投足」等等，「所造作一切的業力」，

這無不都是從「心起」。 

 

  佛陀在《阿含經》中，就是這樣跟我們分析。再到《方等》，經過

了《般若》，從「有」分析到「完全空」，五蘊皆空，遠離顛倒妄想，



能得究竟解脫。但我們就是「偏執」，到達「空」，到「偏空為止」。所

以對人世間，救世入人群沒生起興趣。只想獨善其身，所以數十年間

聽法，就這樣停滯。煩惱既已斷盡，道理既已經透徹，應該用解脫的

這念心，「無所染、無所著，在人群中付出無所求，這樣才是菩薩道，

這才是佛陀來人間的大道理」。但是佛陀的時代，修行人就是自我停

滯，佛法如何能再流傳，淨化更多人呢？難道（佛法）就只是來度佛

世時的長隨佛眾？難道只是要度那些人而已嗎？不是！佛陀難得來人

間，人間得佛那是幾劫？是無數劫。如現在從佛經的傳說，還要再五

十七億年，彌勒菩薩才能來人間成佛。釋迦佛與彌勒佛的時間是離那

麼長，一尊佛現相人間是那麼不簡單。其實釋迦佛兩千年前離開，是

不是真離開了？沒有！他現那些相，就是來教育我們，修行就是從這

樣開始。人世間佛法就是這樣，大家要懂得珍惜。這麼長久的時間，

難得一尊佛出世，所以人人要珍惜佛法，要尊重僧團，僧團要很堅

固。 

 

  我們在《佛遺教經》中，讓佛陀「最擔心」的，那就是「僧團無

法很合和」，這是佛陀在佛遺教經中一直放不下。這幾天吉祥月不管是

彰化五場、新竹五場，或者是在板橋。每一場連線回來，我還是不斷

重覆看，確實，這就是法！但我們要知道，這法要成就，要用這樣的

方式來入人的心，這樣要動員多少人？只說最近在板橋，四、五天的

時間，我們的慈誠、委員動員了幾百人。在這道場的前前後後，內內

外外，一直整理，（為盼）能讓更多人有機會，來瞭解佛法，來體會佛

陀施教，他這輩子的辛苦。要讓更多人有機會（知道），所以他們用兩

個場地。一個是原來的講堂（佛堂），另一個是講堂後面的一大片的停

車場。他們將停車場完全重新布置，很浩大的工程。看慈誠菩薩，在

這樣熱的天，汗流浹背。要如何把周遭這樣亮的光線遮住？讓大銀幕

（上的畫面），能從裡面的舞台，傳到外面來？這要動員多少人？很高

很高，有五、六層樓高的停車場，因為需從最上面放下來，所以他們

用黑網，能通風又能遮光，很仔細去遮，很大的工程。 

 

  地上呢？就慢慢舖，用環保回收的毯子，整理得的很清潔。第二

現場的椅子有五、六千張，都要全部排滿。開始演出，真的兩個場

地，人都很多。那種在鬧市中，人人這樣安靜專心觀看，板橋這七場

下來，最少有三萬多人，可接受到佛陀一生施教，佛這一生施教是多

麼辛苦。這實在讓我很感恩，這就是人間菩薩。用什麼方法，可以讓

一般人攝受更多，用種種方法，讓他有機會用眼看是歌仔戲，用耳朵

聽也是用唱的。但是「用心」，用眼睛、用耳朵，「身口意」看那螢

幕，字字句句無不都是真佛法。那些文字入心，耳根聽來是如此優雅



的韻調，眼睛所看是如此莊嚴，好像是回歸到佛陀的時代。 

 

  佛陀將要入滅，那種師徒的感情，看到遙遠地方的弟子，日夜兼

程也趕回來了。佛陀到最後一口你，還是度了一位一百二十歲的老比

丘。最後再問，大家心還有懷疑嗎？要問就趕緊提出來問，希望大家

身心，還是要在「苦集滅道、八正道、六度行」等等。期待大家「修

行的基礎不要看輕」。不要想說，成佛就是一乘實法，這樣就能成佛。

「若沒有從開頭開始，若沒從《阿含》瞭解『因緣果報』，因緣果報是

來自『起心動念，開口動舌，舉手投足』，去造成一切的『業』。若不

是這樣，世間怎會有這樣多的『苦』，這就是要讓大家很重視因緣果

報。因緣果報來自我們每一個人的起心動念開始，一直分析到整個宇

宙的『空』，『空』如何去合成變成了『有』，『有的苦』造成世間等

等，這是佛法。」 

 

  所以慈濟已經這麼多年了，同樣也是接近四十九年了。數十年間

不是只有「聽法」，大家是「先身體力行」，開始就是從慈善、醫療、

教育、人文。人文這時候，就是科技發達時，這個法現在在這裡說，

普遍到全球。同在這時候沒時差，就如分身，聲音被帶到每一個空間

去。這是從慈濟四十九年前，那時候的因緣，這樣一路走過來。我們

要珍惜，現在一定要「解」。 

 

  「得解之由」，常聞，要常常聽法。不管你們從何時進來，數十年

之間，我們要很慶幸。菩薩道大家問自己，我已經投入多久？我已經

在人群間付出多少？這要問自己，菩薩道我們這樣走過來。現在「法

來印證我們現在所做，沒有違背佛所教的法，所以我們應該是得到很

多的善利」。因為我們造福人群，眾生得法，就是我們最歡喜，這就是

法喜。「眾生若能得到法，就是我們最高興，這樣叫做『真法喜』。若

只是『我知道，我懂很多了，我很歡喜，這叫法喜，不對！』是要去

『付出』，復出之後，眾生瞭解，『苦既拔已，復為說法』，他瞭解了我

們歡喜，這就是『善利』。這就是我們舖一條的大路，常常說人間路要

舖好，才能走入菩提道。所以「由時近聞」，最近我們聽《法華經》，

從<序品>而<方便品>而到<譬喻品>，現在應該要深心<信解>的候時。

應該要去體會佛陀「一大事因緣在人間」，我們應該由這樣「獲開悟之

善利」。這我們要很感恩，每天我都在感恩中。感恩人間菩薩，想盡辦

法要如何讓眾生、讓人人有各種的機會來接觸。聽說在板橋這場，場

地中還布置了「六度」（展示區）。人來就讓他看，什麼是布施，就要

「無漏施」，無漏掉的善。他們就用竹子當瓢，竹子還挖五個洞，舀水

起來就漏掉了，水就漏掉了。在導覽時做這樣的引導，就是要跟他們



說，「做善事不要漏失，做善事口說好話、手做好事、心想好意」等

等。慢慢用盡方法，這種的智慧，集思廣益合起來，從開始入場就這

樣的教導。進到裡面靜下心來「聽、看」感覺這是方法，希望這法能

入人人的心。所以「獲開悟之善利」，希望我們人人用心。前面的經文 

 

經文：「又今我等年已朽邁，於佛教化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生

一念好樂之心。」 

 

  天天都在反覆，提出很多次，須菩提尊者等，他們每個人的內心

懺悔，告白他們內心過去為何，對菩薩道不起歡喜心，發心立願，為

什麼？這是開始因為體會到了。從<方便品>開始，讚歎佛的智慧，佛

慧甚深甚深，經過了<譬喻品>火宅、大白牛車等等，他們總是了解

了，透徹瞭解。但是年紀已大了，身體衰邁，除了懺悔，還有後悔的

心。但佛陀慈悲，還來得及，因為現在發心還來得及，其實「慧命是

永恆，法是無始終的」，所以佛陀還是慢慢跟他們開導。 

 

經文：「我等今於佛前、聞授聲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心甚歡喜，

得未曾有。」 

 

  過去是沒起歡喜心，現在歡喜了，為什麼歡喜？因為佛已經「聞

授聲聞能夠成佛」。聲聞也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無上正等

正覺」這就是佛智。佛智雖然甚深甚深無上甚深，但是聲聞也是一樣

能和佛智同等，能夠到達無上正等正覺，那就是成佛。舍利弗已得佛

授記，所以大家對自己有信心了。「心甚歡喜得未曾有」，過去不曾這

麼歡喜過，現在實在是很歡喜，得未曾有。我等，下面好好瞭解，意

思就是說，聲聞得授佛之記，已從須菩提等領悟佛陀說法，瞭解佛陀

所說法。從成佛的境界當然大家還體會不到，但從《阿含經》時代，

大家開始法能接受了。慢慢在十二年間法接受之後，開始佛陀進一

步，讓大家不要執著，每樣都是「有」。開始入《方等》，開闊大家的

心胸，看得很開闊。然後入《般若》，《方等》的八年。《般若》的二十

二年，完全就是分析了天地萬物之間，到最後完全歸「空」。因為所有

的物質，從地球開始，成住壞空在宇宙間，所有的世界，星球都有

「成住壞空」。何況人間住的地球呢，還是有「成住壞空」，一切都會

空掉。何況人生下來，就會有「生老病死」，一切都是空。出在那裡，

人間這麼多的苦，大地受破壞，天空受污染，加速了它「成住壞空」

的破壞。人的身體，就是現在科技發達，人禍偏多，殺傷力很大，所

以加強了人類生死的問題就很大。再加上人的心態，這種「生住異

滅」，一念好心起，很快就又再「恢復了煩惱心」，所以說我們用盡辦



法要如何來度眾生。 

 

  實在說，這幾十年來，你若問說：你們慈濟人都在推廣素食，所

有的慈濟人，是不是每個人都素食？也要很坦白，「我們還是不很方

便」，一句話打發過去。所以說，豈是那麼簡單。若說我們去推廣素

食、呼籲齋戒，這些人一樣會進來，一些會去參加推廣。但是也有一

部分的人說：「你們在推廣齋戒，你呢？」「我現在不方便，若能方便

的人先做。」能方便的人先，不方便的人在後面，「難道我們能知道是

什麼時候？我們能留多少的時間，是我們的方便，能夠齋戒，能夠疼

惜生命，眾生平等，我們能有辦法嗎？」這就是說我們過去的習慣，

要真正透徹領悟，有時候也沒有那麼簡單。 

 

  但是在此時這樣說，幾十年來一直聽佛（說法），從因緣果報觀，

一直到鼓勵人人擴大心胸，一直分析到一切皆空，這我們都知道。所

以我們不希望再來六道輪迴，到此為止。不過現在我們的年紀都大

了，聽到這法，起歡喜心，有領悟了。領悟如來說法，必定是「應

機」，就是隨緣說法，隨眾生的根機，要投眾生能接受的根機去說話，

我們現在也該能領悟了。所以經過了「四時說教」，四時說教就是「阿

含」、「方等」、「般若」，現在是「法華」。現在在已經開始了，這樣一

週。我們應該要將「華嚴」也納入為「五時」。現在的「法華」才開始

進入，所以「四時說法」到「法華」來剛好一週，就是一輪，佛陀要

轉法輪就是這樣（五時說教）。從覺悟那時的境界，不是眾生能體悟，

只好隨機投教，從《阿含》、《方等》、《般若》進來到《法華》，這樣

「開權顯實」。「現在、過去方便法已經慢慢打開了，讓大家看見真實

法。這就是開始將這門打開，來指示我們，真正裡面法是什麼？我們

就要好好來領悟，原來佛陀有這樣豐富的法，就是隨機逗教。用這麼

多的時間、用這麼多的方法，無非就是要如何來拯救眾生。」眾生已

在世間受盡苦難，眾生還迷茫在內心的煩惱中，還無法解脫出來。所

以佛陀就要對外受苦的眾生一定要解救，對內心無明煩惱應該要趕緊

盡去除。所以「法譬如水」，希望人人能接受到法水，要自己能自我洗

滌。 

 

經文簡釋：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智名，華譯為無上正等正覺，即是真正平

等覺知一切真理的無上智慧。 

「無上正覺」：即佛果。 

 

  所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開權顯實之後，才要讓我們看見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陀開啟佛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

是「佛智」。從梵文翻譯就是「無上正等正覺」，這大家知道。就是真

正「平等覺知一切真理」，我們應該要「真平等」，這叫做「慈悲等

觀」。過去也常跟大家說，我們「慈悲的極點就是眾生平等」。這樣的

觀念，既然眾生平等，你還再殺害眾生、吞食眾生的肉，這就是

「迷」，就是「煩惱」。只為了一字「欲」，尤其是「口欲」，為了這味

道，一口欲，「對眾生不平等」。佛陀的慈悲就是要人人到達「佛智」，

佛智就是悲智雙運，要有慈悲啟發我們的智慧。「慈悲智慧的極點，就

是眾生平等，這是真正的平等」，才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就是一

切真理是無上的智慧，這種無上的正覺，就是「佛的果位」。 

 

  我們若要問：我們要到何時才能證果？就是要到達真正的佛智，

「佛智就是眾生平等的時候」。我們有辦法到眾生平等嗎？我們都還

有，「這個人說話我較中意聽，這個人態度我不喜歡，還是有這樣的分

別心。要到何時，才能人人全都共同一片的平等心？做事很困難，就

是這樣說，你就要這樣與人人平等，你們人人要合和，彼此間要同一

念心。」偏偏還是一樣，「某人做事，他就是有『自私』的心，就是有

『排斥別人』的心，有那分自己『自大』的心等等。像這樣，要如何

把他當作他是『很平等』的心呢？所以這實在很『困難』，所以我們要

『修行』。人人修行，人人才能得到『慈悲等觀』，做事情大公無私，

希望人人都是平等，我們若能這樣才有辦法。」但我們現在，雖說

「哪個人很能幹，有魄力等等，其實這些都還是凡夫。 

 

＊「凡夫無智，迷而不覺；外道邪智，非是正覺，二乘偏空智，正覺

而未至正等覺。」 

 

  『凡夫無智，迷而不覺』，還沒真正透徹佛的真理。憑著他的聰

明、憑著他懂得利用關係去鋪他的路，這不是真的智慧，也不是真的

『德』。功德我們要內心先自修，要懂謙虛。外能禮讓，待人處世心的

內外都一樣，這樣才是真智慧。所以很慨嘆，我們全部都還是凡夫。

外道的智不是很正確，外道的修行方法偏差。前面<譬喻品>時佛陀也

一直說，若偏差、邪知邪見不能為他說《法華經》。所以佛陀還是很防

範這種偏差的智識，這不是真正覺。二乘偏空的智，二乘偏空就是停

滯在獨善其身，這也「未至正等覺」。因他還沒到人人平等、眾生平

等，我得道，眾生也都要得道。二乘只想著自己得道就好，沒想到還

要去度他人，所以這叫做偏空的智，還沒到正覺，還沒到正等正覺的

程度。 

 



經文簡釋： 

「心甚歡喜」；菩薩中道智，雖正等覺，但未得大圓，唯佛一人；超於

九法界眾生之上，堪稱無上正等正覺，故云：心甚歡喜。 

 

  所以眾生的心何時才能真正淨化，若是「菩薩的智，就是中道的

智」。雖然他已有很正確的菩薩智，自己要修，也要度眾生，自己就是

在中間。「上求佛道」，我們還要縮小自己，上面還有佛道，我們要繼

續求佛道。我們要把握時間，要「下化眾生」，這叫做「菩薩中道

智」。雖有是這樣有正等覺，但「未得大圓」，還沒到大圓鏡智。過去

一段時間，一直跟大家說大圓鏡智，那就是真正很圓滿，心很清淨，

心鏡非常清淨。山河大地、宇宙萬物都完全攝受入心。這唯有佛一

人，超於九法界眾生之上。過去常跟大家說「十法界」就是四聖六

凡，這樣叫十法界。四聖是「佛、菩薩，聲聞、緣覺」，「六凡」就是

「地獄、餓鬼、畜生、人、天、阿修羅」。佛陀一人超越了九界，就是

在四聖之上，何況六凡。所以唯有佛陀能超脫過去，堪稱無上正等正

覺。這些須菩提等大家都瞭解了，所以心生歡喜，因為瞭解了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唯有佛能到達。其實人人都可以和佛平等，因為已經

都受佛智了，所以他們會很歡喜！ 

 

經文簡釋： 

「得未曾有」；若有求而得，則不為希有，今無求而得，出過於自心之

所希望，故曰：得未曾有。 

 

  「得未曾有」；若有求而得，則不為希有，他原來就有，我只是去

求就好，這樣還不算希有。「今無求而得，出於意外，這認為我們不可

能得到，但得到了，這就是「得未曾有」。本來不敢希望，本來不敢想

的，現在竟然我也有分。實在是不可思議，原來我也能成佛，心非常

歡喜。所以跟過去相比心很歡喜，過去所沒有，現在已經有了，這種

的歡喜心。 

 

  各位，學佛我們真的要用心，用在日常生活中，聽法聽多久，也

要好好用心。佛法是生活化，菩薩是人間化，人人若發揮菩薩心，用

盡方法，讓眾生都有機會接觸到，這就是在布善種子。這善種子，人

人都有辦法做農夫，心地農夫，大家都做得到，只要發心，所以人人

要時時多用心。 

 

【參考】： 

四聖六凡：四聖指聲聞、緣覺、菩薩、佛四聖。四聖乃十界中上四界



之聖者，彼等已離煩惱，斷輪迴之苦。其餘迷於地獄等六道之眾生，

則稱六凡。二者合稱六凡四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