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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以般若為心，如今轉教， 

當體佛心為心，即隨佛意， 

為菩薩說實法，我汝不異， 

就理真諦法，皆如來藏性。 

  

  佛心般若，「佛以般若為心」，我們就能知道這心境是多麼清淨

啊！靜寂清澄，這個境界是多麼美啊！清淨無染著，卻是宇宙萬物真

理都攬入內心，覺性慧海這種的心境。佛陀從他覺悟之後，為眾生觀

機逗教。所經過的，經過了「華嚴時」，那種佛性清淨。然後投入人

群，「阿含時」十二年，經過了「方等」又是八年。從因緣果報觀讓我

們瞭解，警愓我們若受苦難時不要埋怨。過去是這樣的因，這樣的

緣，今生所得到的是這樣的果，這樣的報。因緣果報，從那念心開

始，「一念無明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粗」。這樣一直不斷合成，造就

很多的因果，生生世世無明緣行、行緣識…，就這樣一直下去了。這

就是佛陀的慈悲，先用因緣果報觀，讓我們瞭解「苦集滅道」。雖然說

起來這麼簡單，二十年中，這期間講過了多少法，遇到了多少人，度

了多少眾生。在二十年間能瞭解因緣果報，這在人間，讓人看得到，

感覺得到。 

  

  就像我們現在慈濟人在做，全球任何一個國家都有這樣這樣的個

案。各國的個案都是苦，很苦的人生。就像馬來西亞檳城，有一個很

大的城鎮，這個地方有一個鄉間，名稱叫做「大山腳」。名稱叫做大山

腳，其實它是一個很熱鬧的城鎮，這個城鎮的裡面有一很熱鬧的市

場。在市場裡面有一位街友，才六十多歲而已，六十六歲，姓鐘的一

個人。平時在外面流浪，街頭巷尾，居無定處。有一位在市場有攤

位，雖然他是在賣雞，不過他有愛心，就騰出一個攤位，他說，「你晚

上若沒地方睡，我這其中一個攤位，晚上你可以來這裡睡。」所以在

那大市場的攤位裡，就有這位街友。 

  

  這位街友原來有家庭，現在同樣也有家庭，還有兩個兒子，他與

孩子跟妻子不合。因為不合，所以孩子就安排他住在一公寓中，但過

不久生病了，生病後就被人送到醫院。在醫院治療一段時間，就出院

了，出院因行動不方便，他兒子就又安排他去老人院。在老人院調養

一段時間，他覺得還是回家吧！想要回去他那間公寓，他自己就去辦

退院，之後回到公寓，公寓早已經出租給別人。他就想，不然就再回

去老人院。但是他兒子現在不願意幫他出錢住老人院，家人又不讓他



回去，因為這樣，他才流浪街頭。 

  

  那個賣雞的人，看到他這樣可憐，所以才會騰出一個攤位。其

中，一位在市場賣素食麵的人，覺得他很可憐，這樣地上鋪著就睡。

在這個這麼骯髒，市場裡的攤位，晚上就來這裡住，白天沒有地方

住。這個賣素食麵的人，她就把個案提報給慈濟人。慈濟人就趕緊去

看，去看這位老人，真的這樣的生活不是辦法。我們現在馬來西亞資

深委員，他們就要再開始帶，現在見習、培訓等等，就帶人去陪伴這

位老人。才六十幾歲，但是身體不好，又流浪街頭，又沒地方住，跟

這些新的慈濟人，見習、培訓，讓他們去看人生有這樣的環境。與他

作伴，常常去跟他聊天，輔導他等等，安排他到公家的養老院。設

法，替他奔走，為他安排進去了，讓他在裡面，過得很有尊嚴。還有

一群菩薩朋友常常鼓勵他，所以他的精神振作起來，開始變一個人。

雖然住在政府的老人院，卻也因此有精神體力，換他可以幫助人了。 

  

  這個事情，市場裡的人就很佩服，慈濟人改變這種苦難人的人

生。就又有一位，在這個市場裡面的攤販，又再提報一個個案給慈濟

（市場裡賣椰漿的馬來婦女，提報拾荒老人個案給慈濟）。這個個案，

是一位阿婆，已經 79歲了，79歲。她在家裡，幾年前，忽然間一把

火，把他的房子燒掉。屋頂都燒的精光，只剩下屋頂的梁與骨架而

已，但是她就是住在裡面。她白天，就是有下雨，就靠雨天吃、喝。

如果沒有月亮的時候，就點蠟燭來看。若是有月亮時，有月亮，她就

靠月光度過晚上。白天就是出去撿紙、撿破爛，拿去賣，這樣在生

活。 

  

  這個阿婆是不是孤單老人呢？其實她有 7個兒子，3個女兒，但是

她的先生年輕時愛賭博，不照顧家庭，把她 3個兒子賣掉、2個女兒也

賣掉，剩下 4男 1女，這樣在過日子。但是先生過世之後，接續著她

的孩子也往生 3個。剩下來，最大的兒子與最小的女兒。最大的兒子

與母親不合，所以平時都不來管母親的生活。最小的女兒已經嫁人

了，不過女婿跟女兒願意帶她去與他們一起住。老人就想，女兒已經

嫁人了，生活也不是很好，就不願意去拖累女兒，所以還是自己孤

單。這間房子火燒之後，她就同樣住在這間廢墟裡，根本沒有屋頂，

就像一堆廢墟一樣。就住在那裡面，有月亮時，月來照光，沒有時，

就點一支蠟燭；有雨時，就接雨水來喝，沒有雨時，就跟鄰居討水來

用。幸好女婿、與女兒，他們能送早餐、晚餐（女兒女婿每天送晚餐

給阿嬤，早午餐阿嬤在市場拾荒，有善心人士會供應）。中餐她就是在

外面撿破爛，過這樣的生活。 



  

  慈濟人接到這個個案，開始去找，市場，看看她有沒有去撿破

爛，找不到人。去到她的家裡，當然大家看到不相信，這間房子有人

住。不相信，這已經是破爛成這樣，總是一堆廢墟。所以大家認為不

可能住在這裡，那裡也沒人，白天去看也沒有人。所以又再去問提報

的人，明明就住在那裡，又再去，再度到街上、市場裡找。果然有這

位阿嬤，已經這麼多歲，將近八十歲了。人都是駝背著，全身很骯

髒。你住在那裡？叫阿嬤帶路，帶我們去看妳住的哪裡，阿嬤就帶我

們去她住的地方，「對呀！原來我們已經來過。」所以在七月初接案，

第三次才跟阿嬤接觸到。看到阿嬤住在這樣的房子，要怎麼生活？找

到了她的女婿與女兒，表達他們的心意，要把阿嬤帶回去。但阿嬤就

是這很堅持，不肯回去。所以那些見習、培訓委員，這又是另外一組

了。她們就覺得，「來！大家的力量，群策群力，大家力量集合起

來。」 

  

  她的女婿剛好是泥水工，大家配合女婿的時間，「來啊，這間房子

將它修理好。」就這樣，趕緊採購原料、建材，要如何把這間廢墟再

重建起來。這樣開始，就在九月初開始動工，九月底這間房子已經完

成了。慈濟人從接案那一天，每天，雖然房子在規劃，整理土地，規

劃，採購等等。不過阿嬤還是由慈濟人不斷陪伴，輔導阿嬤不要不洗

澡，要常常保持乾淨。房子蓋好了，阿嬤她的身形也已經變了。身體

乾淨了，而且愁容變成了笑容。那間房子住起來很安穩，還有沐浴的

浴室等等。她說：「怎麼想也不敢想有今天這一天。」一直向慈濟人表

達，「我可是沒錢給你們喔！」慈濟人一直告訴她：「安心啦，這是大

家用愛會合起來的，你就像我們的母親一樣。」很親切，去抱她、去

疼惜她，像這樣轉變人心。 

  

  這些培訓與見習的委員，這些慈濟人大家互相分享，人生我們這

條路走得最對。我們平時這樣聽法在薰法香，瞭解了佛心為己心，人

人本具佛性，佛性的大慈悲，大慈悲的感覺是怎樣？師父常常說：「法

要入心、行要在法中，自然就可得到法喜充滿。」看到這位阿嬤，又

想到那位街友，我們都互相分享，大家法喜充滿，這叫做菩薩道。這

條路我們走的很對，大家很歡喜。七月提報，一而再，再而三，終於

找到人。開始這樣準備，這樣行動，短短幾個月時間，體會到行菩薩

道，那分法入心，行在法中那分的歡喜，這就是菩薩的教法。 

  

  「佛以般若為心，如今轉教」，他從「阿含」的時代，說因緣果報

觀。慢慢十二年後轉入「方等」，「方等」開始就大小乘兼說，從小乘



開始要帶入中乘、大乘來。八年的時間已經轉入「般若」了，八年後

轉入「般若」。就是佛說「阿含」十二年，「方等」八年後，開始就轉

入「般若」了。《般若經》也是一樣講很多分析，真諦無體無相，是如

何去合成變成人間共業？其實，一切無體無相，透徹了道理，這種的

智慧，成就我們的慈悲。所以付出無所求，所得到的就是法喜充滿。 

  

  這在「當體佛心為心」，這樣去體會，人人本具佛性，開始瞭解

了，這就是佛的大慈悲心。佛心是這樣，大慈悲在我們的力量會合起

來，也是力量這樣大，可以救濟眾生。這是「隨佛意」，佛陀這樣的

法，我們這樣聽，我們這樣學，我們這樣做，就是佛法。所以，「為菩

薩說實法，我汝不異」。佛陀常常大乘法為菩薩說，所以常常說，我跟

你沒有差別。因為佛、眾生、心三無差別，我與你哪有什麼差別呢？

我們共同都有一個佛心，我們共同人人本具佛性，真如本性。只是我

們覺性被無明、煩惱惑等等，將我們遮蔽了。所以我們原本的覺性，

被無明遮蔽了。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漸漸瞭解了，法，這條路是這樣走

過來。「就理真諦，法皆如來藏性」，就這個道理，我們入這條道路來

走。原來我們所做的一切，所聽的法，將它會合起來，這就是如來藏

性，人人本具真如本性。就像我們昨天說過，昨天的經文這樣講： 

  

經文：「我心如是，當體此意。所以者何？今我與汝，便為不異，宜加

用心，無令漏失。」 

  

  「我心如是，當體此意」。須菩提來描述佛陀，就像長者接近他的

孩子一樣。這位長者接近那位貧窮子，慢慢慢慢接近，表達彼此的心

意。表達了他有很富有的庫藏，很多的財寶，讓你進出全都很自由，

要用，隨便你用。我的心已經很坦然，所有的都是你的。這已經就是

表達了佛陀無私的心，「視眾生如一子」這樣的心態。所有的法，佛陀

富有的智慧，一直用方法讓我們瞭解，從淺慢慢入深。從「有」的因

緣果報，分析到「一切皆空」的「般若」。來到了「般若」的期間，開

始又要轉入「妙有」真如本性。 

  

  「我心如是，當體此意」。大家我們要體會，佛一大事因緣來人

間，這本來的心懷，佛陀他的心懷，一直要暢演本懷。就是一直眾生

的根機，一直都還是很不整齊，不得不觀機逗教。一直到年邁了，不

能不講了，才開始「法華涅槃」開始，這樣來分析過去的道理是怎樣

引進來，大家走過的路，就是步步踏實。時間這樣快在過，總是希望

人人「當體此意」，要瞭解佛心己心，大家也有辦法。佛陀為了救濟眾

生來人間，我們人人即時就能夠將大家愛會合起來，也可以合心合力



來救濟眾生。佛陀做得到，我們也做得到。但是佛陀的智慧，我們就

是要學，所以我們要用心。 

  

  接下來，「所以者何」，到底什麼事情？是為什麼佛陀能這樣，把

這個法，長久以來這樣觀機逗教？為什麼一直不捨眾生？這是為什

麼？是佛陀的大悲心。「所以者何？今我與汝，便為不異，宜加用

心」，佛陀他所表的，因為我們大家都本具佛性。為什麼佛陀不捨眾

生？第一次覺悟之後，第一個念頭「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有如來

智性」。因為這樣，佛陀希望人人能夠回歸本性。眾生都能救，因為人

人都有真如本性。就是因為這樣，「今我與汝，便為不異」。我有我的

真如本性，你也有你的真如本性，我與你都一樣，所以「便為不異」。

我與你都沒有分別，所以「宜加用心」，你們要相信要好好用心，「無

令漏失」，不要讓它漏掉了。現在既然知道了，我們學佛，學就要入

心，不要這耳聽，那耳出，現在聽，馬上就忘記。我們法，真的要用

入心。 

  

＊「佛以慈悲般若為心，親證諸法畢竟空性。一切有為諸法畢竟空

寂。」 

＊「菩薩所行，緣苦眾生，是佛所教菩薩大道行，而不違度生本願，

故名：我心如是。」 

  

  人生是苦，真是苦啊！剛剛講過，馬來西亞有這樣二個個案，我

們台灣像這樣的個案有多少呢？苦呀，真是苦，我們都看得到。所以

「佛以慈悲般若為心，親證諸法畢竟空性」。佛陀他現身人間、示相在

人間，展示了生老病死的人間過程。他如何看待人間，這種不平等人

間的苦難。為了要解決，讓大家更能體會，要如何去讓眾生都能平

等。所以我們一直說「慈悲等觀」，要如何發揮我們的慈悲心，我們才

有辦法，將人與眾生平等觀。不是人愛人而已，人還要愛一切的動

物。所以不食眾生肉，尤其是現代這個時代，科學家發現了，天災人

禍，讓溫度一直升高起來，要能夠降溫，就要人人素食。現在科學

家，也已經這樣發出聲音來了。可見佛陀他證悟到的，那個覺悟的大

道理，他要我們人人「慈悲等觀」，要很平等來看待眾生。因為佛陀

說，「六道輪迴」，或是「五道四生」，全都是無不都是皆有佛性，因

「蠢動含靈皆有佛性」。 

  

  所以我們應該要很瞭解，佛陀所體悟到，「法畢竟空性」，畢竟

空。就是眾生一直在造業，佛陀體悟，「一切有為諸法畢竟空寂」。所

以常跟大家說，佛陀覺悟那個心靈的境界，是靜寂清澄的境界。是多



麼悠遊自在，一個很美的境界。所以「菩薩所行」，就是「緣苦眾

生」。教導我們，如果我們要到達與佛一樣的「畢竟空」的性，能夠回

歸我們的真如本性。最重要的，我們要好好所行所緣苦眾生，這叫做

菩薩行。 

  

  每天就是這樣說，要入人群中，不受人群污染，所以這叫做出淤

泥的蓮花，菩薩的心就是這樣。所以「緣苦眾生」，這是「佛所教菩薩

大道行」。佛陀真正的教育，就是要教育我們行菩薩道，鋪這條大路，

大菩提大直道。就是要讓我們走，我們自己要去身體力行，就是「教

菩薩大道行」，這是佛陀所教。「而不違度生本願」，度眾生的本願，我

們既然發心了，「發心容易，恆心難」，我們要發心，我們既然發心，

就要把握當下。要恆持在我們剎那間所發的這一念心，我們要永遠保

持著。還要身體力行，行在苦難中的眾生，去救拔苦難。 

  

經文簡釋： 

「當體此意」；當體解大道，發度生之願，不離慈悲與智慧，二德莊嚴

具足。 

智是上求菩提，屬於自利；悲是下化眾生，屬於利他。 

如此乃可為說般若，轉教菩薩。 

  

  「我心如是」，這就是再解釋前面我們昨天說過，「我心如是」，這

念心，佛陀就是要教育我們這樣，我們人人要「當體此意」，就是體解

大道，每天的「三皈依」不就是這樣嗎？「自皈依佛，當願眾生，體

解大道，發無上心。」早晚課，不也是這樣唸嗎？「自歸依法，當願

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自皈依僧，當願眾生，統領大眾，一切

無礙。」這不就是要度眾生，發揮你的智慧，啟發你的慈悲。所以，

「當體解大道」，我們要好好體解大道，發度眾生的心願，我們一定要

這樣的發願。不要離開慈悲與智慧，二德莊嚴具足。因為我們學佛，

要行慈悲入人群中。人人的苦現相給我們看，證實佛陀「四諦法」─

─苦、集、滅、道，讓我們在人群中看到人間苦。在人人身上，各人

就有不同的藏經故事。看看這兩個家庭就不一樣，那個老婆婆，她先

生年輕時愛賭博，總共生了十個小孩，賣了三個兒子，二個女兒。最

後剩下一個女兒四個兒子，偏偏這樣一個一個往生。剩下來的，是一

個不孝的兒子，孝順的女兒，家庭不好。你看這個故事，與前面那個

故事，有孩子，但是個性與孩子、妻子不合，所以流落街頭。每個人

生活背景不同，他們有他們一本經，我們在不同的人生，可以體會很

多智識，很多智慧。所以我們在慈悲與智慧「二德莊嚴具足」。佛陀已

經成佛，他是慈悲、智慧，莊嚴具足，這二德都已經完成。我們就是



要向佛陀這樣學習。 

  

  「智」是「上求菩提」，屬於自利。我們不斷要再聽法，要多瞭

解，這是自利；「悲」是、下化眾生」，屬於利他。我們要學，就要實

行，我們才有辦法到悲智二德莊嚴的程度。所以我們就開始學，「悲智

雙運」，「上求佛道，下化眾生」。 

  

  「如是乃可為說般若」，還記得嗎？前面的<譬喻品>一直說，這樣

這樣的人，我們才能向他說，若是不能夠瞭解，我們就不能夠向他

說。很多，我們都應該要瞭解，這「為說般若，轉教菩薩」，這空理將

它轉為菩薩道。先瞭解道理，智慧成就，讓他們啟發慈悲。 

  

經文簡釋：「今我與汝，便為不異，」 

此有四意： 

一、解脫不異：三乘同坐解脫床，除諸無明惑，故名不異。 

二、證理不異：諸法皆如是，故名不異。 

三、說法不異：得佛教育令傳說般若，與佛所說不異。 

四、父子不異：就今時聞法領解法脈相傳，乃知父子天性本來不異。 

  

  所以說：「今我與汝，便為不異」這裡面還包含四種的意思。第

一：「解脫不異」。佛陀可以解脫、覺悟，我們大家都能解脫覺悟。只

要有像佛陀這樣的慈悲心，為眾生而修行，為了解決眾生的苦難，這

樣而修行，而覺悟。我們如果可以這樣，自利利他。為了利他，所以

我們求法，若能這樣，與佛的解脫也沒有不同。所以「解脫不異」，就

是「三乘同坐解脫床」，不管是聲聞乘、緣覺乘、或者是菩薩，三乘，

都可以一步一步向前走。人人本具佛性，總是平等，一樣「同坐解脫

床，除諸無明惑」。要坐這張床，就是一條件，要把無明惑全部去除。

不要再起煩惱心，不要再起心動念，如果可以這樣，這解脫床，是三

乘共坐，聲聞、緣覺、（菩薩）。但是，人人要去除煩惱，斷煩惱，不

要再結恩怨。 

  

  第二就是「證理不異」。道理就是都一樣平等，「諸法皆如是，故

名不異」，所有所有的法都是一樣，不管是因緣果報、「般若」、「華

嚴」，或者者是「法華」，「涅槃」、「方等」，都是一樣的道理。要看我

們如何聽法，如何來吸收法。所以「諸法皆如是，故名不異」。看我們

的根機，如何聽、如何修。 

  

  第三是「說法不異」。我們「得佛教育另傳說般若」，我們要好好



接受佛陀的教育。佛法是這樣這樣流傳到現在，二千多年了，這個

法，無異樣，但要靠有人傳。所以我們的使命就是要傳法，而且要傳

智慧的法。「令傳說般若，以佛所說不異」，我們就要很用心。 

  

  第四是「父子不異」。「就今時」，這時候，就是法，「聞法領解，

法脈相傳」。就像父子天性，本來不異。不管你在什麼時候，只要你能

體會法，法入我們的心，把佛陀他所體悟的道理，若都能會合起來。

就像在傳法脈一樣，精神理念法脈相傳。這就像父子天性，本來不

異，血統或是法統，是血脈或是法脈，若能代代相傳，都是無異樣。 

  

經文簡釋：「宜加用心，無令漏失」 

有二義： 

一是約教，為菩薩說，不可漏失。 

二是約理，此是汝自本具物，不可漏失。 

故所有自利、利他之功德，故當勿令漏失。 

  

  所以，經文就說「宜加用心，無令漏失。」要好好用心，不要漏

失掉，這還有兩項： 

  一是「約教」來說，如何來教育，當然佛陀是為教菩薩，教導人

人要發菩提心，行菩薩道，不要漏失了。第二「約道理」的面來說，

「此是汝自本具物，不可漏失」，因為我們人人，本來就有與佛同等的

真如本性，所以不可漏失。交代我們，我們本來真如本姓不要漏失

了。前面教育我們，你要行菩薩道。現在再向我們叮嚀，這真如本性

是人人本具。不是人家教我們、不是別人給我們，不是佛陀特別給我

們，是我們人人本具。本具有與佛同等的智慧，清淨無染的佛性，是

我們人人都本具。 

  

  所以我們要顧好這念真如本性，不要讓它被污染了，這個地方

「不可漏失」，就是不可去惹來無明，再污染我們的真如本性。所以，

自利利他的功德，我們要常常保持，所以叫做「勿令漏失」。各位，學

佛要好好用心，佛法原來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覺悟的佛性，原來

是在我們每個人內心本具有，我們要好好照顧得清淨，不要漏失。所

以要時時多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