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1026晨起薰法香如是我聞思（逐字稿，簡校版） 

 

安住心所俱得明了 

遍修諸行皆無留礙 

默契妙理行與佛同 

誠意感通成如來種 

 

  瞭解嗎？人人既是修行，我們就要安心。安在哪裡呢？安住在心

所。這個心所，是佛，如來所緣，智慧所照的境界。如來智慧所緣、

所照的境界，這是多麼清明的境界啊！學佛，就是需要把我們所有的

無明煩惱完全去除，與佛心，佛的心境所緣的境界一樣。我們若能夠

這樣，這一切境界不就很明朗清楚，沒有一點的污染，入我們的心來

煩惱呢？我們學佛是不是有辦法做得到呢？跟大家說，肯定做得到，

只要我們用心，只要我們有信解，信解佛的教法。雖然延伸來到現在

兩千多年，佛法是亙千古而不變，不變才是真正的道理。所以真理不

變，哪怕是兩千多年前，哪怕兩千多年後的幾萬億年，都是同樣的道

理。只要我們的心信解明朗，自然就能體會這種心境清淨，智慧所緣

俱得明了的境界。只要煩惱去除，無明去除，塵沙惑去除，這樣全都

沒有染著，煩惱就清了，心境就明了。煩惱沒有了，就大圓鏡智現

前。 

 

  所以「遍修諸行，皆無留礙」，我們若能夠一分一分的煩惱去除，

我們要好好修行，「一理明，萬法清」，就能夠很清楚，一心應萬法。

佛陀教育我們，我們是要行菩薩道，菩提大直道，我們要行，就是菩

薩道。入人群中，應眾生根機，應眾生所需要，眾生苦難，生活中的

苦難，現實中的苦難，心境的苦難，無明的苦難。很多啊！我們都可

以從人群中，普遍修行。眾生就是我們的道場，人群就是我們的菩提

道。所以我們行菩薩道，發菩薩心入人群中，應無量眾生機來修行，

這樣就完全沒有留難，也沒有障礙。只要我們的心，一切唯心，這是

一切諸佛所共同的心所、心境。就要先經歷過在人群中，修福得慧，

這就是我們要用心力行，自然在人群中，在佛法中，一方面上求佛

道，一方面下化眾生。 

 

  佛法不斷要聽入心來，身體要力行在人群中去。從人群中見苦知

福，看眾生的無明，啟發我們的智慧。這樣來默契，眾生怎麼會這

樣，明明道理就是這樣，你為何要這麼煩惱？世間一切都是幻化無

常，你為何要這樣執著呢？而我們為何能看清別人的煩惱，看別人的

執著？道理我們瞭解，幻化無常，我們能夠了解幻化無常，就是從



「上求佛道」來。我們「默契妙理」，我們能上求，聽了法，我們瞭解

了。所以我們就要「下化眾生」，佛心為己心，眾生的心境，緣天下眾

生。這種智慧明朗，天下境界，眾生的心態，佛陀明明了了，我們就

是要跟著佛陀這樣的修行。佛陀的一大事因緣，不就是要好好修行，

覺悟之後同樣走入人群，要來教化眾生。所以「行與佛同」，我們的心

要與佛理默契，我們的行為要與佛相同，入人群中。 

 

  我們要用誠意，「誠意感通」。我們的心若有誠意，誠意來信解，

我們就能體會佛陀，佛心己心眾生心三無差別。這都是在一念心，不

管我們現在的眾生心，或者是已覺悟的佛心，同樣是一念心。只要我

們用誠意來聞法，自然感應道交。佛心、眾生心，因為誠意能夠感

應，所以叫做佛心己心，這就是「誠意感通」。「成如來種」，佛陀那一

切種智，一切智，自然智，一切種智，自然我們心中這個如來種，就

是真如。我們的真如本性，開始我們就可以慢慢啟發。這就是我們要

好好安住心，這念心就是與佛心同，智慧的境界，這就是如來種。期

待我們眾生與如來這個見，見解、心境能相通。學佛，最重要就是學

得體體會佛心。所以法華經前面的文說。 

 

經文：「臨欲終時，而命其子，並會親族，國王大臣，剎利居士，皆悉

已集。」 

 

  這是我們昨天說過的，那位長者，孩子已經帶進來了，父子相會

了。開始父親也覺得年紀大了，還剩下來的時日也不長了，趕緊要將

孩子介紹給親族，或者是國王大臣，或者是剎利居士。為大家介紹，

讓大家可以認識他的孩子，因為未來的家業就是要傳給孩子，這是我

們昨天說的。 

 

  其實，佛陀的用心，他為了眾生，不捨眾生，覺悟之後還是回入

人群中。就像他不只是今生此世，還是無量劫，無量生世，都是同樣

不斷將眾生這個緣未了，生生世世一直度，還沒完。因為娑婆世界眾

生，這個時刻，這個時代就是佛，釋迦牟尼佛。所以我們說「三界導

師」、「四生慈父」，也是娑婆的教主，是釋迦牟尼佛。所以在這個世

代，還是佛陀所要關懷的時代，要關懷到什麼時候？責任就是要到彌

勒成佛，這就是他的責任，還要多久？很長久，還要五十七億六千萬

年間，還很長，時間很長。所以，這時間，佛陀在人間，他這輩子才

八十年而已，人間時間八十年，何其短啊！與「劫」相比，就好像在

恆河中的一粒沙，非常的微小，非常的短暫。成佛以來，兩千多年，

同樣生生世世都是隨眾生入娑婆。這是佛陀的慈悲，每一生世都一



樣，法要有一個交代，佛法一定要不斷流傳下去。生生世世接法，生

生世世流傳法，這就是佛陀傳承佛法。下面再說： 

 

經文：「即自宣言：諸君當知，此是我子，我之所生，於某城中，捨吾

逃走，竛竮辛苦，五十餘年。」 

 

經文簡釋： 

「即自宣言，諸君當知，此是我子，我之所生」；佛陀慈愍愛重，誠表

三界導師，父子情懷實從我學。 

＊彼本是佛子，故云：「此是我子」。 

＊生我法中，從我法得解，故云：「我之所生」。 

 

  前面已經集了很多親族，國王大臣、剎利居士，全都來了。在大

眾中，這位長者就開始向大家宣告，就說：「諸君當知」，大家要知

道，向你們介紹，這位就是我的孩子，是我親生的孩子，他小的時候

在某地方離開我了，逃離家庭。這個時間很辛苦，經過了五十多年

了。說出了孩子小時候懵懂無知，迷失了方向，逃離家庭，迷失方

向，不懂得回來。時間經過很久，受盡了很多的辛苦。所以現在向大

家宣布，「我的孩子就是這樣，很辛苦走過來的路。」這就是佛陀的

「慈愍愛重」，佛陀的慈悲愍念眾生。那分的愛真的很厚，不只是像世

間的父親，孩子年紀小，出去了，時間經過那麼久，孩子應該也不認

得了，從小經過這樣久的時間。卻是出世慈父已經覺悟之後，我們的

慈父，他的悲心，悲愍愛重，他的任務就是所有的眾生。就如他的一

個孩子，那分疼愛眾生，就是他的孩子。這個孩子，他一定要找回

來，不論時間多久。他還是孩子跑出去了，他就跟著孩子，這樣到處

找孩子。 

 

  這種表達出了誠意，在三界中隨著眾生，他來來回回在三界，在

六道，在四生，他就是這樣尋尋覓覓，無不都是找孩子。找孩子的過

程也是很辛苦，這是表示出三界導師，那分教育眾生的責任。表示父

親的情懷，父親與孩子的關係。導師教育的責任，這種亦師亦父，真

的是「慈愍愛重」，亦師亦父這種的情懷。「實從我學」，表達這個孩

子，這些眾生，佛陀表示這些眾生，他的法實在是從我這裡學來的，

他在我的法中。佛陀是三界導師，在三界內，法就是要佛陀來傳，佛

陀來教育。這個時期完全是佛，他認為是他的責任，也是他的子，他

的孩子，所以說「從我學」。這些人都在我的法中，不論多少時間，無

始劫以來，所結緣過的人，我現在成佛，我應該要負起這個責任。所

以說「此是我子」，因為他是在我的法脈中所受的法，所以，這些就像



我的孩子一樣。「生我法中」，是生在我的法中。 

 

  所以，我們人人的過去生，同樣與佛結過緣，也同樣接受過佛的

教育。我們一直都是在釋迦牟尼佛法中，緣還未盡，這輩子我們再來

接受佛的教育。與佛同世的弟子已經很深的感受，也已經得佛授記

了。結束了嗎？還沒有。還有未度的，還有當度、未度的，還要不斷

延續下來。兩千多年後的現在，我們還是生在釋迦牟尼佛教化的法

中。所以「生我法中，從我法得解」。我們一直都是釋迦牟尼佛，我們

一直都是「如是我聞」，二千多年前，佛陀所說的法，沿用到現在。所

以我們還是在釋迦佛的法中，我們能得到佛法入心，能體解大道，也

是佛。我們「皈依佛，體解大道」，我們人人要「發無上心」，這樣才

是真正能夠感應道交。我們現在還是在釋迦牟尼佛法中，得法，了

解，所以這樣稱為「我之所生」。我們所得到的是佛的法脈，佛法這樣

讓我們瞭解人間道理。接下來再說： 

 

經文簡釋： 

「於某城中」：不能指明何時何處，總指過去無量劫，所教化大乘之長

時，處地，故云：「於某城中」。 

 

  「於某城中」，意思是我們無法去說他是在某某地方，因為不能指

明，何時、何處、何地，無法去指明。這就是表示，這時間的經過很

長，過去有無量劫，無量劫的時間，也有無量劫所教化的眾生。所以

在過去無量劫所教化大乘，那個大乘法。我們過去，已經很久以來，

不知道什麼時候，什麼處所，就是生生世世都是在接受佛陀的教育。

我們沒辦法說出哪一個時代，沒辦法說出了哪一個地方。所以在這無

量劫所教化的大乘法，很長的時間。佛陀從開始以來，無不都是同一

個目標，就是教我們行菩薩道，教我們回歸如來清淨本性。這就是佛

陀生生世世來人間，隨著眾生的業力，生在什麼樣的時代，什麼樣的

世界，佛陀就是契而不捨，這樣一直跟著我們輪轉。一個目標，只是

為了要教化我們能得到大乘法。因為時間短暫，有的人得到佛法，光

是聽到來不及了解，人生就結束了。或者是聽到了，一知半解，還沒

有真正體會，就又是心不定，又脫離了佛法，也說不定。 

 

  所以說起來，所結的緣，所結的眾生緣很多。有的人已成熟，有

的人還未成熟。未成熟的，佛陀就要不斷隨處、隨時來教化。所以因

為這樣，沒辦法去說是在某一個城中，因為時間很長。雖然世間壽命

短，但是佛陀是生生世世，而我們也是生生世世。只是佛法我們入

心，有沒有成熟？有成熟就已經得度了，現在也是在度化眾生。若還



未成熟，有這個緣再繼續接受佛法，再洗練我們的身心，那麼時間真

的是很長。這輩子是在這裡，來世不知是在哪裡？這輩子是在人間，

下輩子來，是不是在畜生道呢？我們也不知道。所以何處、何地，沒

有辦法說。總是有結了這分緣，佛陀還是用心教化，希望我們能夠發

大心、立大願。法是一樣的，生生世世，還一樣在「如是我聞」釋迦

牟尼佛的法中，所以何時、何處、何地，無法標示出，因為我們生生

世世。 

 

＊「又是」：彼等於某時，忽然起念，退大為小，各有某種不同因緣，

業趣故云：某城。 

 

  又是，「彼等於某時」，再說這些人，這些眾生於某時，「忽然起

念」。既然就是這樣教，在佛法中，這樣教，但是，在佛的弟子中也有

不知道什麼時候忽然間起念。本來教育大乘法，在接受，也在學，但

是在什麼樣的因緣，忽然間起一念，那就是退大為小。好不容易教育

到願意發大心，但是，什麼樣的環境，讓他忽然間大心退為小乘。還

記得說，舍利弗本來發大心要行菩薩道，有一生世就是在布施，為眾

生願意捨身布施。錢財都布施了，剩下這個身體也願意布施，卻是天

人的考驗說：「我需要眼睛，我的媽媽生病了，醫生說需要眼睛來合

藥。」他這樣起一念：「好啊，感恩您，我正想將我的身體布施出去，

你只是要眼睛而已，簡單。」他就趕緊把眼睛拿出來，右眼的眼珠拿

出來，這位年輕人就說：「不對呀，醫生說要用左邊的眼珠。」「怎不

早說，怪我太急，右眼既然拿出來，沒用了，我就再給你左眼。」左

邊的眼珠拿出來，年輕人接過去，他故意，就好像拿過來聞，「嗯，怎

麼腥味這麼重？我母親要的，應該是修行人清淨的眼睛，你的這麼

腥。」他故意就把它丟在地上，故意用腳去踩那眼睛，讓他聽得到，

眼睛看不到，但是感覺得到。這樣舍利弗就從那時起，那生那世開始

「退大為小」。這是舉一個例，連舍利弗「智慧第一」，忽然間在某生

世既然發大心了，受這個境界，他就「退大為小」了。 

 

  類似這樣的眾生，佛陀的教育，這樣「退大為小」，不知道有多少

人？所以我們這樣浮浮沈沈，有時候聞法歡喜，發心。遇到什麼樣的

環境，就又退失道心，又沈淪下去。就是因為這樣，種種的障礙，所

以佛這條菩提道無法暢通。所以「各有某種不同因緣」，眾生都有種種

不同的因緣，接受了佛法，又是在退失大心。這個業，因為這個業，

所以我們的業這樣在流轉在某城。流轉到哪裡去呢？是人間，或者是

天堂，或者是地獄、餓鬼、畜生道？所去的地方，有多少地方。佛陀

也曾入到地獄，與地獄的眾受苦難；也曾去過畜生道，在畜生道中度



眾生。所以說來，某處，無法說的地方很多，因為時間長。 

 

經文簡釋： 

「捨吾逃走」，我昔曾教化彼等發大心，修菩薩道，彼忽退轉。 

＊失大乘心，墮於生死，流浪五趣。 

 

  所以「捨吾逃走」。這個孩子小時候，在某個地方，就這樣「捨

我」就出去了。迷了，就這樣迷失了，不知道回來。這是譬喻「我昔

曾教化彼等發大心」。表達了佛陀，「過去我已經有教導他們發大心」。

就是孩子還沒有逃跑出去之前，有這樣的教育，只是因一時糊塗，這

個孩子就跑出去。但還沒出去之前，還是教導他們要發大心，修菩薩

道，但是忽然他退轉。佛陀也說出了無奈。「過去我就是這樣教，這樣

教，教他們要發大心，行菩薩道，只是他忽然間…」。所說的「彼」，

應該是說我們大家，在那裡是指那個孩子，其實那孩子就是代表所有

的眾生。所以這些眾生，佛陀經過了無數次長久的時間，這樣在教

育，就是希望他能夠行菩薩道。但是他忽然間退轉了，「失大乘心，墮

於生死，流浪五趣」。這個心，道心一失，真的，我們就迷失了。 

 

經文簡釋：「竛竮辛苦，五十餘年」 

＊「竛竮」：行不正備經六趣，故云五十餘年。謂孤苦零丁，獨來獨

往。 

＊唯業隨身，不由自己。輪迴六道，恩愛夫妻、父子至親不能代受。 

 

  「竛竮辛苦，五十餘年」，「竛竮辛苦」就是一念心，這念心一偏

差，差毫釐，失千里，行不正當。這念心起，所走的路偏，行不正，

這叫做「竛竮」。行不正，他就要墮落六道。因為一念偏差，所以惹來

很多煩惱無明。所造作的業，善惡業，就經過六趣。「六趣」就是「五

道」中多一個阿修羅道。所以天、人、修羅、地獄、餓鬼、畜生，這

樣叫做「六趣」。我們明明原來就是在富有的家中，就是那無明，忽然

間跑出去。明明我們有如來清淨本性，卻是我們一念無明，所以一

轉，就到六趣去受很多苦，所以叫做「五道」。因為修羅是普遍在「五

道」裡面，所以叫做「五十餘年」。經過了五道，加上了每一道都有阿

修羅道。阿修羅就是愛發脾氣，天人有阿修羅，天也有阿修羅，所以

阿修羅與天人戰。這也是他有天福，但是他沒有天德，所以這叫做阿

修羅。來人間的人，有的人脾氣很不好，財大氣粗，有人間的福，卻

沒有人間的德，也是有，這都叫做「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道

中，都有阿修羅，所以叫做「餘」，「五十餘年」，阿修羅普及於五道裡

面。 



 

  所以說「孤苦伶仃，獨來獨往，唯業隨身」。所以說來，來去都是

我們自己。也可以說就是「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在五道之中，

我們真的是獨來獨往，「萬般帶不去」，讓你說在人間有多少的家業，

有多少的家族，到了最後那一天，家業你也帶不走。再怎麼樣愛的

人，也沒辦法代替你，也沒辦法來幫助你。所以這都是隨業，業隨

身，不由自己。我要去哪裡，我自己也不知道，到了最後那一天，將

要離開人間時，再接下來我到底要去哪裡？我不知道，我是隨業，業

隨身，由不得自己。要去哪裡？六道，輪迴六道。 

 

  我們若在人間，看，恩愛的夫妻，父子至親，都不能代受。有的

父母看到孩子，「唉唷，怎麼這樣，發燒了，一直在哭。」「到底孩

子，你是哪裡不舒服？你是哪裡不舒適？到底是肚子痛？還是頭痛？

手腳痛？到底怎樣了？」有的母親，「我若能夠替他痛」；父親說：「我

若能夠替他病。」這可能嗎？不可能！所以來到人間，所受的業，各

人的業，那怕最恩愛的夫妻，哪怕很孝順的孩子，都一樣，沒辦法代

替我們身心的苦難。甚至到達最後，都沒有人會跟我們去，所以「唯

業隨身」。所以說起來，學佛，我們應該用心去體會，體會很多，學法

在人間。我們在人間若沒有好好把握，因為在人間才真正有法可修。

佛陀他還沒未成佛，尚未現相人間，成佛以前，沒佛出世。有一段時

間很長，很長的時間，佛法斷了。那時候都是印度九十六種的外道

教，這道理不正確，所以那段時間很長。 

 

  但是那段時間的過去，佛陀生生世世還是一樣在修菩薩道，同樣

隨佛教這樣在修行過程。一直到因緣成熟，在印度的因緣，在皇宮，

是他的依報。所以依這個緣，依在皇宮這一對父母來出生。開始就展

開了釋迦牟尼佛為這三界要負責任，負起了導師的責任。他的悲心，

慈愍的心，那種慈心愛重，對眾生，六道眾生視為一子。這種慈悲等

觀，很平等的觀念。因為他在皇宮裡面，看到印度這種不平等的階

級，所以他啟發他的心。眾生應該平等，修行的過程受盡了很多的苦

行，但是最後的道心堅定，成佛了。這種心與天體合一的大覺悟之

後，也是眾生平等。因為眾生皆有如來智性，他從不平等中的年輕時

代，看到這種人群的不平等，就是為了要讓人人都能夠平等。覺悟之

後，真理，原來就是平等，就是佛的心與眾生的心沒有差別。 

 

  「奇哉！奇哉！眾生皆具如來智性」。眾生人人平等，這就是佛陀

開始要向大家說，我們要回歸我們的本性。但是經過的路，同樣，要

與他一樣，要有這麼的耐心，精進心，忍辱行，不斷要這樣步步走過



來。最後總是要入菩薩道，自覺覺他，才能夠覺行圓滿。所以佛陀生

生世世為眾生說法，最後就是要我們人人行菩薩道。不只是釋迦佛，

是佛佛道同，所以行菩薩道是何其重要啊！我們應該要用心，我們要

安住在心所，是佛智慧所緣的境界。我們應該也要有這樣，以佛心為

己心，這種清淨心境來照耀一切眾生，帶給眾生的光明，所以我們人

人有責，要時時多用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