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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修行大因，信心既立， 

能住佛地皆成，本覺平等， 

又因發起大心，趣入妙道， 

含攝周遍等量，虛空法界。 

 

 我們要發心啊！發心修菩薩行。菩薩，那就要發大心了，我們「開始

發大心」這顆種子，自然跟著這顆種子的因而成。你若一顆草種子落

地，長出來的就是草；若是一顆樹種子落地，長出來成就的是一棵大

樹。看我們種什麼因，得什麼果；發什麼心，就立什麼行。所以菩薩

修行，也就是因為我們過去有發這樣的心。發大心、立大願，這種發

心立願就是因為信解的心已經很充足了。我們對佛法有所信解，所以

我們願意立這樣大誓願的心，這個大因就是因為我們有大信心。 

 

 所以信心既立了，就「能住佛地皆成本覺平等」。我們若有這分，發

大心，立大願，行大行。這已經表示我們的心就安住於佛地了，以佛

的境界，我們向這境界方向精進。我們若能堅定信心，往佛的方向前

進，這樣我們自己如來清淨的本性，慢慢就發現了。因為我們行菩薩

道，付出無所求，同時我們去除煩惱、執著。我們去除煩惱執著，同

時入人群去付出，無所求，所以煩惱沒有累積進來，過去所囤積的習

氣，也已經慢慢去除。 

 

 舊習去除，新的煩惱沒進來，所以慢慢清淨了。我們肯定，我們的心

是住在佛地，以佛心為己心，所以心在佛地，我們的心「皆成本覺平

等」。我們若能有這平等心，才能夠有辦法再往前前進。與什麼平等

呢？最近幾天一直在說，「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平等心，這就是

表示我們已經信心堅定了，我們瞭解，很信解，我們有與佛同等的真

如本性，所以我們與佛有個平等的真如。而我們與眾生，五道四生的

眾生也同樣是平等，所以一切是平等。 

 

 布施，我們也用平等心來布施，布施就是要起我們最歡喜的心。不是

錢有多少，有錢人才能布施，有力量的人才能救濟，其實人人都能布

施。我們人人都有力量，只要你若瞭解道理，人人願意去付出，這念

心都叫做本覺平等，不分地位。 

 

 過去佛典中有這樣一段的故事。過去有一個小國家，這國家叫做須和

多國，這須和多國的國王叫薩多浮。這位國王，有一天他想到外面走



走，到外面走走，就是出去打獵，遊山玩水，就順便去打獵。但是經

過一寺院，古寺，他心忽然間起了歡喜心，打獵的方向，就先轉來佛

寺的地方。來到佛寺，看見佛像，忽然間歡喜，他就隨手拿了五錢，

這樣布施出去。遠遠的有一位旃陀羅，旃陀羅就是那個國家的賤民，

看到國王這樣布施五錢。遠遠的地方，他就發出聲音：「善哉！善

哉！」就是表示讚歎。遠遠看到國王，他這樣遠遠的喊，「真好啊！真

好！」 國王回頭一看，「唉呀！這是一位賤民，身份差那麼多，我是

國王，他是賤民。我在這裡布施五錢。」五錢很少，國王聽到他在讚

歎，不只是不高興，還很生氣。本來用歡喜心捐錢，雖然錢很少，不

過聽到這笑聲，他的心轉喜為怒，叫人去將這位讚歎的人抓過來。這

位旃陀羅忽然間被國王派的人把他強抓來國王的面前，他很惶恐。國

王問他說，「你為什麼，為什麼在我在捐錢時，你在這麼遠的地方，大

聲用善哉，來讚歎我？你是不是看我堂堂一位國王，布施的錢少，因

為這樣，你在恥笑我嗎？」 

 

 這位旃陀羅他就說：「國王，你問我為何讚歎，我是用真誠的心來讚

歎！」 

國王：我堂堂一國王，我捐五錢，你是不是認為我捐錢太少？ 

旃陀羅：絕對不是！ 

國王：否則你說你真誠的讚歎，你到底用何種心思來讚歎，我捐這樣

少的錢。 

旃陀羅：你要允許我，給我一個不怕、無畏的心態，你要赦免我過去

的罪。 

國王就說：到底是什麼事？不管過去如何，我都赦免你，你不用怕，

說吧！ 

旃陀羅：國王，我年輕時代，家中貧困，我是一個賤民。我是以賊，

作賊來供應自己的生活，我都是在路上攔人就搶。但是有一次，攔了

一個人，我這樣拉著他時，叫他拿出錢來，他說他身上都沒錢。但是

我不信相，身上果然沒錢，但是他的手，握得很緊，握著他的手掌，

這樣握著，要他把手放開，他就是不肯放。我就說，你的手中是不是

有金、有銀、有錢？這個人都不願回答，但是手還是緊緊的握著。他

一直用種種的恐嚇，但還是一樣，手不願放開。他一生氣，說，你手

若不放開，我相信你手裡是金、是銀、是錢，你若不放開，我就要殺

你的命。那人回答，你就算是殺我的命，我也放不開。這當中，他很

生氣，就一箭射過去，這個人死了，就靠近去看，掰開他的手，原來

手中有一個錢。 

 

那時候，旃陀羅就說：我的心覺得很慚愧，很懺悔，竟然有人為小小



的一個錢，不願意放開他的手。我竟然起這念心，一直執著他手中是

金是銀，我執著，就是一直要得他手中的東西，原來只有一錢而已。 

 

從那時開始，我很懺悔，我若有一點點錢，我就趕緊去捐。有時連一

個錢都很困難，因為我不敢再搶了，因為我要懺悔，我要去做苦工去

勞力，要讓自己肚子能飽，還能剩下來的錢，連一分都沒有，所以若

有一分錢，我也想要去布施。 

 

國王，你的五錢，對我來說是很多啊！國王，看你能夠這樣歡喜心，

拿五錢去布施，我是真正用內心的歡喜讚歎，也很羨慕。我過去有搶

人，有殺人，這個罪業，一直在我內心，比起被判罪、坐牢還要難

受。雖然我長時間一直在懺悔，但是我的內心還是很痛苦。所以我現

在，就是以最虔誠心禮佛，有餘的我就布施。 

 

 國王，過去我犯了這樣罪的罪，就算你現在要處罰我，我也沒遺憾

了。給我很無畏的心，沒有驚惶的心，說出了我過去的錯誤，感恩國

王給我機會，吐露出過去的罪惡。現在國王你如果要處罰我，我很甘

願，我很歡喜。國王聽後很感動，「是啊！你過去所做，是罪、是惡，

但是你這樣長的時間一直在懺悔，而且信佛、學佛，又是盡量盡形壽

在布施，這樣我將你過去所造罪業赦免了。」 

 

就這樣開始，國王將這個人納入，做他的軍士，讓他吃穿不愁。國王

開始發大心、立大願，「一位旃陀羅，他都願意這樣付出，我身為一個

國王，我應該要來護法。因為這位旃陀羅就是心向佛法，他才能這樣

改過。國家人民若人人能守法奉道，這個國家那就是不治而安了，不

用怎樣去治理，就能很平安。」 

 

就這樣開始，這位國王啟發了他的佛性本覺，他認為人人都有能力可

以做好事。所以他一直鼓勵人人都能去布施、做好事。這就是本覺平

等，只要有人啟發這種平等心，就能統理大眾，這位國王的心態就是

這樣。 

 

 所以「又因發起大心，趣入妙道」。我們若能發心，就像那位國王，

因為這件事啟發了他的愛心，自然他也趣入了這最微妙的法。他開始

信佛、學佛，這也是本覺本等，才有辦法真正發起大心，體會妙法。

所以「含攝周遍等量」，我們若有這樣的心，我們就能很普遍等量，

「等量」就是說我們的心與虛空法界的量都一樣。所以「心包太虛，

量周沙界」，這就是我們學佛要發菩薩心，修行大因。同樣要播種，我



們就播大樹、菩提樹的種子，我們就不要播草的種子，我們要堅定信

心，信解大道，這就是我們的方向。前面的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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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自宣言」，長者開始向他的親族，「國王大臣，剎利居士」，全部

都集中來了，跟大家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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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向大家這樣說，「我這個

孩子離開我已經五十多年了，好不容易，現在已經找到了，父子也相

認了，我已經將孩子認回來了。而我孩子的名…」 

 

經文： 

「其本字某，我名某甲，昔在本城懷憂推覓，忽於此間遇會得之，此

實我子，我實其父。」 

 

經文簡釋： 

「其本字某」；從大通智勝佛以來，彼等受生無量，名字亦無量，不可

指定何名，唯佛一一能知，故言：其本字某。 

 

 這時候，「其本字某」，為什麼，怎麼沒說是什麼名字？就是說，從大

通智勝佛以來，大通智勝佛，到現在是二萬億佛所，所經過的時間是

很長。釋迦牟尼佛，他用這麼長的時間，生生世世隨佛學法，不只是

隨佛學法，又生生世世入人群中行菩薩道。所以時間之「長」，有多長

呢？很長。不只是釋迦佛，就是眾生也是一樣。因為佛視眾生如一

子，所以眾生叫做「彼等」，所有這些人，「彼等受生無量」。佛都已經

這樣長的時間學法、立誓，很久。當然這些人也是一樣，「受生無

量」，在「五道」、「四生」，生生世世這樣在輪轉。「無量時」也「無量

處」，不知在哪一處。總而言之，就是很多很長的時間，所受生的地方

也已經無數計了。所以因為這樣，「名字亦無量」。 

 

到底我們眾生，於「五趣」、「四生」，到底我們是在胎生，生而為人

呢？是名叫做「人」嗎？或者是胎生在牛羊馬豬狗貓，不知道。到底

他的名要叫做牛、馬、豬、狗呢？也不知道。除了這些，還有卵生、

胎生、化生，其他的生。很多，無量，所以他的名稱更加無量。若是

人，統稱為「人」，某甲，張三李四各有名稱。所以既然在這樣不同的

生態出生，我們的名也換過了很多名字，所以「名字亦無量，不可指



定為何名」，無法說他到底叫做什麼名字。因為所經歷的時間太長，所

經歷的空間也太多了。所經歷的生態，我們身體的形態也很多，所以

無辦法說他是什麼名字。「唯佛一一能知」，所以說「其本字某」，無法

定他是什麼名字來向你們介紹，「他是某某人」。這就是經文中，他就

要說「其本字某」，沒名字可以說他是什麼名。 

 

經文簡釋： 

「我名某甲」；眾生長時沉溺，佛慈隨逐不捨生世無量故名無量，唯佛

自知無量時處、名、應化之名，故言：我名某甲。 

 

 介紹自己「我名某甲」。就是說眾生長時間沈溺在這麼長的時間，這

麼多，「五趣四生」就是這樣在輪迴。「佛慈隨逐不捨」，就是隨著這些

眾生這樣一直追。之前說過了，父母看小孩子走路還不穩，小孩子走

路會偏，不穩，往前一直走。父母很擔心，就隨他後面一直走，這就

是保護孩子，父母的情是如此。佛陀是「四生慈父」，眾生到什麼道，

佛跟他若有緣，因緣成熟，他就到什麼道，隨緣去度眾生。所以不忍

捨離任何一人，這就是佛陀他的慈悲。佛慈，這樣一直隨著眾生，在

任何一道，他就是這樣在追逐。 

 

 「生世無量，故名無量」。生世無量，所以也叫作無量。「唯佛自

知」，除了佛自己知道他已經經歷幾世了，但是也辦法說：「我是哪一

世，什麼名字。」因為經過的時間也很長，時、處、名、應化在人

間，隨著眾生在哪裡，他就應那因緣在哪個地方。是在人道化度呢？

或者是在畜生道化度呢？或者是地獄道化度？他的化身就是隨緣度

化。隨緣度化在任何一道，他都去過。要用哪一道來代表？哪一生的

名來代表呢？所以就說「我名某甲」。這就是佛陀在人間度眾生，那麼

長久的時間，隨著眾生，到處應化度眾生。 

 

經文簡釋： 

「昔在本城懷憂推覓」；佛居法身地中，以法為身，清淨如虛空，是名

法身，尋覓度化因緣，故云：昔在本城懷憂推覓。 

 

 接下來就說，「昔在本城，懷憂推覓」。孩子小時候就是這樣跑出去

了，所以做父親的到處找孩子，一直找啊，找，直到他找到為止。心

啊，在找子的心，找不到那時，心也很操煩，心煩惱，一直一心一意

就是要將子找回來。這就是表示，佛居法身地，在法身地中以法為

身。以這個法為身，就是道理。任何一個道，他去就是不同的身形。

在人間，與人間同等的身形，和我們人都一模一樣，有生老病死，日



常生活和我們一樣，也需要喝茶、也需要吃飯，一樣啦！與我們人都

一樣的生活。若是在畜生道時，也是一樣，要與畜生道的生活方式一

樣的這種生態。 

 

 不論是在哪一道，他就是法，法身不離開他的身形，不管他是什麼樣

身形，他的法都沒離開。就如我們說《鹿王經》、《獅王經》或者是

《牛王經》、或者是《象王經》，有很多在畜生道，他雖然身形和這些

畜生同類。不過法身，這個道理，法身就是道理，真諦道理隨著這個

身在那個地中。不管是在什麼樣的土地，在什麼樣的道，他就是法

身，為「法身地中，以法為身」。就是法還是永遠，不管是在哪一道，

因為他是要去度眾生，道理永遠隨身化度。所以這法身永遠，不管他

在什麼道，就是「清淨如虛空」。 

 

 我們一直說，修行就是要去除煩惱、無明、塵沙惑。哪怕你入眾生群

中，還是清淨心，進出無污染，這就是法，就是真理，這是「清淨如

虛空，是名法身」。覓，尋覓，一直在找，「懷憂推覓」，一直看孩子往

哪裡去，一直在找。「度化因緣」，不管孩子在何處，就是要找到為

止。設種種因緣來度化，因為眾生無量，法無量，佛陀的法身遍虛空

法界。現代的眾生需要什麼法呢？我們經典中就有什麼法能應現代眾

生。現代科技發達，用佛法與科技會合，原來佛是這樣科學化，用科

學來應佛學。真理從佛陀口中說出來，所以說很久了。「昔在本城」，

就是真如的本性，自古自古以來，就是在我們真如本性這個真理中。

也就是因為眾生幼稚、無明，捨離了這本城，到處去流浪。所以長

者，也就是佛陀，也要隨著眾生去找。所以這叫做「昔在本城，懷憂

推覓」，找因緣，有機會度眾生。 

 

＊「又法身」：謂所證無漏法界之體，名為法身。菩薩知諸眾生心之所

樂，即以法界身作自身，亦作眾生身，乃至虛空身。 

 

 又再用「法身」來解釋，也就是說「所證受無漏法界之體，名為法

身」。我們修行，就是要修「無漏法」。這「無漏法界」就是所有的真

理，我們聽進來，不要讓它漏掉了。這真理法界，就是遍虛空法界，

這不要漏掉。法，不是很固定的幾句話，或者於文字中，不是！是遍

虛空法界，任何一個空間無不都是法。常常說過了，恆河沙，一沙一

界，遍佈了它的法。何況說大地一草一木、一樹一物，無不都是法。

看看光在種子裡，與大地、水，空氣四大結合，要用多少會合呢？所

以要分析草裡面，花花草草，無不都是很深的道理。所以說虛空法

界，我們應要知道，所有所有萬物，天地宇宙之間，無不都是真理、



法，這叫做「無漏法界之體」。虛空中，所有的東西無不都是法界之

體，這樣就叫做「法身」。 

 

 我們常常在天體之間，在萬物真理、法之中，原來我們生活都包含在

內。所以法界，「無漏法界之體，名為法身」。「菩薩知諸眾生心之所

樂」，菩薩，他的法身，法身菩薩，就是已經得到真理，等覺的菩薩，

他也知道，眾生的心，所喜愛的是什麼？所以他就要應眾生的根機所

喜愛的，這樣去應度、度化。 

 

 「即以法界身作自身」，菩薩也是一樣，在此法界，無論什麼樣的

道，菩薩也是一樣，這樣現身。說不定一件東西，它也能啟發我們的

心。就如孩子在玩，電話，是從孩子在遊戲當中，啟發了一念心。一

條線，以前小時候我們也曾玩過，那條線綁在這邊竹筒中，一張紙穿

過去，這條線與那條線，我在這裡說話，小小聲，你那地方聽得到。

有時候，就用這樣的東西啟發到。總是天下大地萬物無不都是涵蓋於

法之中。所以我們常常說要疼惜物命，不是只有會吃的、會走的才有

生命。其實我們所在用的這些東西，它們也可以啟發我們，用心就啟

發我們，這也是等於「法界身作自身」。從一切一切的東西，用心就是

啟發我們的心。「亦作眾生身」，也是作眾生的身，不論是有形或者是

有情的東西，這身都在虛空中，「眾生身，乃至虛空身」。這就是我們

學佛，我們的智慧一定要普遍到這樣的程度。不論是情與無情，有時

你們課誦懺悔文時，「情與無情」（編按：大慈菩薩發願偈：「虛空有

盡，我願無窮。情與無情，同圓種智。」），這都是我們要疼惜，我們

要度的，這也都是我們要用心，無不都是法。 

 

＊二萬億佛來，常以二智，常覓可化之機，應機施教，說大說小，種

種誘導，故云懷憂推覓。 

 

＊「二智者」： 

一、實智：達菩提實理之智也。 

二、權智：亦名方便智，通佛菩薩權方便之智也。 

 

 所以二萬億佛以來，那就是大通智勝佛這樣的時代以來，「常以二

智」，這「二智」，我們要好好用心。一就是「實智」，實智就是「達菩

提實理之智」。這就是菩薩覺悟的智，真實智，這叫做實智，就是真實

智。一切智，自然智、無師智、一切種智，這就是「實智」。第二就是

「權智」。我們瞭解道理之後，我們要度眾生，自己自覺，還要覺他。

我們用方法，方便法，方便智慧，若能通達佛陀、菩薩諸佛菩薩方便



的智慧，菩薩也是要度眾生。所以二萬億佛以來，所要學的不離這二

智，所以這二智也常存。 

 

 所以「常覓可化之機」。因為有這二智，有實智、有權智，所以生生

世世，二萬億佛所以來，生生世世，常常就是尋尋覓覓這樣在找，找

能度化的根機，應機施教，這真的是「不請之師」。《無量義經》不是

這樣說嗎？不是眾生求的，是我願意入眾生的境界，找機會來度化，

來施教，布施教育，所以這就是尋覓。我們要用心，學佛在這個根與

機，要如何去適應，用這二智，這樣說大小乘。說大乘法，因為他是

大根機，你若用小乘法，這樣不對機。他若是小根機的人，我們就應

小法幫助他，讓他能體會入佛道理來。「說大說小」要有實智，還要有

方便智，設種種環境來幫助眾生，說種種的法來啟發他的心，所以這

是我們大家要努力。 

 

 就如眾生需要，「慈善」就是應眾生所需要，有很多人需要付出，所

以到目前，光慈濟這慈善機構，就已經有八十八個國家（地區），有了

災難，這個團體去適應這八十八個國家的重災難，去付出。這就是看

到這個環境的需要，這就是做慈善。遠的，可以這樣走。任何一地方

都有這樣菩薩，他願意獻身，願意投入在很辛苦，難走的路，他們也

是這樣投入去救濟。「醫療」，身苦病痛是最苦的，能夠有這麼多的大

醫王，這麼多的菩薩，這樣多的護法，這個醫院能搶救多少生命呢？

在虛空法界中，這種建築物，這種有情人，覺有情人，這樣在付出。

「教育」，人就是要教，不管是幼稚園、大學、博士，隨根機的教育，

說大說小。「人文」，人文要弘揚佛法，弘揚真理，弘揚善法，這是淨

化人心。像這樣，這就是用方法在人間。 

 

 所以說要「二智」，「常覓可化之機」，要如何去救度眾生，「應機施

教，說大說小」，就是種種誘導，用種種方法來誘引他入道法，讓他們

能接近佛法。這樣才開始解開了眾生的迷惑，身心清淨，行菩薩道。

所以，學佛我們要好好用心，時時要多用心。 

 

 

【註一】大莊嚴論經卷第六（三九） 

 

參考資料： 「慳心難捨，莫輕布施」 

 

佛典故事：《大莊嚴論經》卷 6：「復次，財錢難捨，智者若能修於小施

莫起輕想。」  



「我昔曾聞，須和多國昔日有王名薩多浮，時王遊獵偶值一塔，即以

五錢布施彼塔。有一旃陀羅遙唱善哉！即遣使捉將至王所。時王語

言：「汝今見我布施小故譏笑我耶？」彼人白王：「施我無畏然後當

語。我於昔日於嶮道中劫掠作賊，捉得一人急拳其手。我即思惟：『此

人拳手必有金錢。』語令開手其人不肯，我捉弓箭用恐彼人，語言放

手猶故不肯。我即挽弓向之，以貪寶故即便射殺，殺已即取得一銅

錢。寧惜一錢不惜身命。如今大王無逼惱者，能持五錢用施佛塔，是

故我今歎言善哉！」 

 

即說偈言： 

「挽弓圓如輪，將欲害彼命，彼寧喪身命，不肯輸一錢。我見如此

人， 捨命不捨錢，是故我今者，見有捨錢者，生於希有想，歎言難可

作。不見有弓刀，強逼大王者，亦無有畏忌，開意捨難捨，苦求乃得

錢。 是故我今日，見有捨財者，心生未曾有。我自見其證，極苦不肯

捨，大王今當知，慳心難可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