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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覺之理湛然常住 

能覺之智齊於諸佛 

等佛一切種智迴向 

覺智周圓無所不遍 

 

  大家要用心啊！每天都要向大家這樣說，「本覺」人人本具。我們

要時時提醒自己，人人有與佛同等的佛性存在。所以本覺就是我們的

真如，真如，那就是真諦理，這個道理。人人都有這片真正湛然常

住，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就是在人人本具有。「能覺之智齊於諸

佛」，我們有本覺，我們有能覺，本覺既然存在，自然我們能覺─能夠

了解外面周圍，所有天地萬物的道理，這是從本覺發揮出來的。就像

那面鏡子，鏡子本來就是清清明明，只是有東西把它遮蓋住了，所以

它無法顯現出能照的功能。其實鏡子的本身就是能照大地萬物，只是

有東西將它障礙住了。同樣的道理，我們的真如本覺，就是因為過

去，我們有無明把我們遮蓋住了。我們現在已經聽法，了解了，人人

本具佛性，大家都清楚了。我們也已經開始用功了，從我們與佛同等

的佛心，這個佛心我們要將它啟發出來，應用在人群中，這叫做「能

覺」。只要我們有心，我們沒有做不到的事情。只要你肯用功，沒有不

通達的道理，所以這叫做能覺。人人本具能覺的智慧在，這「齊於諸

佛」，與諸佛平等。 

 

  常常說，「心、佛、眾生三無差別」，那就是平等。只是凡夫不

覺，因為能覺沒有發揮出來。不覺，不是無覺，是不覺，我們的真如

本性沒有起作用。原來我們與佛同等，只要你「佛心為己心」，接受了

佛法之後，應用這個法啟動我們的心志。我們就發心立願，我們就可

以入人群，我們也可以度眾生，我們也可以傳佛法，這「能覺之智」

就是「齊於諸佛」，我們要好好珍惜，珍惜我們真如本性。既然有，我

們就要啟發出來，能夠「能用」，這就是「能覺」。將佛性的良能發揮

出來，其實是與佛同等。 

 

  「等佛一切，種智迴向」，我們既然與佛同等的本覺、能覺。既然

佛做得到，能夠視四生六道這些眾生合而為一子，這種廣闊無邊的大

愛，這是佛以佛心來看所有眾生如己子。既然與佛同等的覺悟，覺悟

一切，一切種智迴向。我們既然有這樣，我們自覺之後，我們要迴向

於大地眾生。做得到是覺智周遍，只要你能覺一啟發，我們了解佛

心，就要趕緊迴向。我們若常常迴向，一切該迴向，要迴向到哪裡



呢？應該要迴向大地一切眾生，不是迴向給一個人，要迴向給很多

人。「無所不遍」，「覺智周圓，無所不遍」，那就是覺悟之後，應該我

們心包太虛。天下眾生無不都是我們所關心、所疼愛的人，我們一定

要有這念心。疼一個、愛一個，也是叫做愛，疼愛。愛天下眾生也是

一樣，叫做疼愛眾生。 

 

  就如在 2012年這一年，南非執行長要輪替，需要選出執行長來。

這一年，我們就是感覺潘居士潘明水，他一直以來，在一、二十年時

間就一直帶著本地志工，帶得很好。讓這些粒粒都是黑珍珠，粒粒都

是發光發亮，在那地方所播下的種子，粒粒都已成為大樹了。常常我

們若看到南非的影片，我們就從內心起了感動、讚嘆、歡喜的心。他

帶得很好，所以這一年，南非的執行長就想請他來承擔。那個時候，

剛好是他母親年邁了，多病痛，也正好我要他來接執行長那個時期，

正好母親病情沈重，而且住在加護病房。不過，我們就是那個時候要

佈達、要宣布。所以就請他回來花蓮，跟他商量，拜託南非這一大片

的土地，希望他能在那裡承擔。把那裡的會務，將那裡的菩薩，真正

地把他們帶好。但是他就跟我說：「我的母親現在身體很不好，現在在

加護病房。」我就這樣跟他說：「母親生病的時間，這是人生的自然法

則，病的時間不是很久，接執行長的時間那就要有一段時間，現在就

要決定，不要藉母親生病來推辭，應該要承擔，發菩提心，愛天下眾

生。尤其是南非那一大片土地，這麼多需要我們去牽他、去教他，將

這些人能落地生根，讓她們菩提林立起來，應該要在這個時候下決

定。」 

 

  他後來說出他的心聲，說那個時候他的心很掙扎。母親是一個，

師父要他去承擔南非那一大片土地，那麼多的.....粒粒都是黑珍珠，

都是師父所關心所愛的，那些的人也需要關心照顧。到底是要接師父

所給的使命？還是要守護在加護病房，照顧一個母親呢？很掙扎！後

來師父這樣跟他說：「母親的病不是很長的時間，母親是一個，但是大

地眾生這麼多在等待你照顧。」他終於瞭解了。他很感恩，感恩他的

同修師姊，也這樣跟他說：「好，你如果你接，母親我會照顧，還有這

麼多醫生、護士，在加護病房，你安心吧！」所以，接到這個任務就

回去南非了。 

 

他說，當他要搭飛機的時候，心裡就這樣想，這個時候母親危急

時，他竟然要到他鄉外里，遙遠的地方。「到底我是對或不對？」自己

的心還在掙扎。想到師父說，母親這自然的法則，緣若還沒盡，病痛

只是一段時間而已，若是......。這總是一個母親，顧天下眾生苦難



人是這樣多。所以他心定下來，上飛機，到南非去了，所以他負起這

個責任，在南非帶動。他從南非本土，一直到莫三比克，一直到史瓦

濟蘭，帶著這一群（南非本土志工），這樣開始跨出了南非這塊土地，

到史瓦濟蘭，到莫三比克。 

 

他說，幸好他這樣做，母親有太太在照顧，現在，母親已經健康

了，而且自己走路獨來獨往，健康了。看到母親已經健康，而他又在

南非這樣來來回回，把粒粒種子顧得很好。還可以跨出了這麼多國

家，都要照顧到，不只是莫三比克、史瓦濟蘭要關心，還有賴索托，

還有到辛巴威。辛巴威才有一位，朱居士（朱金財）。有時候，南非這

裡在培訓，也要從辛巴威把這群人帶來培訓、見習；莫三比克也是如

此，也是來南非德本，或是約堡，在這裡做大本營，我們南非的大本

營就是在這個地方。所以現在母親已經健康了，自己生活自如了，雖

然是八十幾歲，經過了一場病痛，兒子承擔天下擔米籮的責任，這

樣，母親也是健康起來了。 

 

所以說，「等佛一切種智迴向」，只要有佛心，若能覺悟、了解，

人生這生命那就是自然的法則，世間緣還沒盡走不了，生病是一段時

間。緣若盡了，再多人在身邊都遮不住，還是同樣要離開。我們若這

個道理清楚，該做的事情，能覺之智，能齊於諸佛。佛陀的地位，佛

陀有父母，佛陀有妻、有子，但是他為天下眾生，也是這樣放下了。

專心如何去體會道理，能夠讓更多人了解，所以「覺智周圓、無所不

遍」。我們一樣，修行要固守好我們的本覺之理，道理，真如本性我們

要顧守好，這樣才有辦法發揮了「能覺之智」。如果可以這樣，佛心為

己心，我們就可以普遍天下，利益眾生。所以《法華經》就是要讓我

們知道成佛之道，要如何可以成佛？一切道理雖然看開了，一切皆

空，但是其中還有真如妙有存在。所以我們要用心，在「真空」中發

揮我們本性。本性的良能，這個「妙有」能在人群中付出。那前面我

們所說那段文這樣說： 

 

經文：「忽於此間，遇會得之，此實我子，我實其父，今我所有，一切

財物，皆是子有，先所出內，是子所知。」 

 

  了解了，前面一直慢慢地接引、接引，找孩子、接引孩子，一直

接引到能夠談心了。也父子相認了，也已經跟所有親族宣告了，「這是

我的兒子。」詳細地介紹，「他字某甲。」等等，我們過去已經說過

了。在這個地方，「忽於此間，遇會得之」，那就在法華會上，靈山會

上，真正的，佛心、佛性在這個地方會遇起來了。佛陀要告訴大家，



人人本具佛性，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這是前面，下面接下來文再

說： 

 

經文：「世尊!是時窮子聞父此言，即大歡喜，得未曾有，而作是念：

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 

 

經文簡釋： 

「世尊!是時窮子聞父此言」：前譬喻品領解，各乘大車，得未曾有，

是故歡喜。 

 

  這是須菩提虔誠又再呼叫著，呼叫著世尊。那時候的貧窮子，聽

到父親向這些親族、國王、大臣、剎利、居士，在大家面前宣告，「這

是我的兒子，真的是我的兒子，我也真的是他的父親，這些財產就是

我的孩子所有。」都交待清楚，他應該可以傳承家業的時候。這個時

候，「是時窮子聞父此語」，那時候，那位貧窮子忽然間聽到這樣，這

麼大場面，佈達、宣告，跟大家說，這證實說：「他是我的孩子。」這

個時候，那就是很歡喜，聽到這個話。意思就是說，前面〈譬喻品〉

就有這樣說：「各乘大車，得未曾有」，那個心情。大家本來還在火宅

中，長者在外面設三車；羊車、鹿車、大白牛車，最後選擇大白牛

車。大家能各人駕駛著一台大白牛車，還可以載人，還可以肥壯強

力，力量很大，可以四面八方能通達。大家乘這台車，「得未曾有」，

那種歡喜的心，跟現在這位貧窮子這樣。本來看到這些金銀財寶，還

不敢想，現在竟然「我是長者的親生子，我家財萬貫，這樣豐富，這

些家業都是我的」。這個心情歡喜，也是從未曾有。就像那時在〈譬喻

品〉，得到大白牛車，那時候的歡喜一樣。所以說，「聞父此言，即大

歡喜，得未曾有」，實在很歡喜，這是描述那位貧窮子的心情。 

 

經文簡釋： 

「即大歡喜，得未曾有」：然此歡喜之由，有遠有近，若不先教傭作，

與一日湛價，豈得心相體信，委業付財物。故有：歡喜，得未曾有。 

 

＊譬由三藏，經律論斷結，方堪並聞大乘受持淨法，轉教般若，而致

今日開顯授記，故傭作取價，是遠由。體信委知，是近由。 

 

  「然此歡喜之由，有遠有近」。其實歡喜，遠的很遠，近的在眼

前。過去孩子迷失，走出去了，讓父親找那麼久，經過「一十、二

十、、五十餘年」，這樣一直找，這是表示很遠的事情。因為一十、二

十、五十餘年，再想想看，過去不是跟大家說，一十、二十喻天堂人



間，所造作的一切善惡業力，就墮落三途，地獄、餓鬼、畜生道。在

「四生」這樣輪轉，到底是多久的時間？是很久很久，無法去計算。

所以我們前面也說過了，「其本字某，我名某甲」，大家應該記憶還

深，昨天、前天都有在講。表示無法表達出他是過去生的人，或是過

去生的牛、馬呢？無法表達。長久以來，生生世世，那就是很遠了。

近，其實雖然是很遠，卻是佛不捨眾生，鍥而不捨這樣追逐著眾生，

隨因緣成熟，前後因緣成熟，前後得度。這就是一直從遠一直來，就

像長者在找孩子一樣。慢慢孩子靠近過來，害怕了，又跑掉了，趕緊

叫人把他找回來，卻是更怕。所以就要自己親自想辦法去接近他，將

他帶來。如果沒有先設教法方便，先讓他做「執持除糞」的工作，若

沒有這樣慢慢誘引他，怎麼有辦法今天在身邊呢？這還是要很用心。 

 

  「若不先教傭作，與一日之價」，如果沒有這樣，不跟他說價，他

也還不肯進來。就像我們人，就說：「你如果有做好事，就會有好

報。」這樣才願意做好事。去拜佛也要求，求能得到我的心願，求神

託福，還是一樣，就是付出就想要求得。這是凡夫心啊！所以說來勞

作，還是要先讓他收到的價，工資還是要發。所以「豈得心相體信」，

不是這樣告訴他，他就能相信，他做你就要給他。不是說這樣說，他

就可以相信，這就是世間人是這樣。同樣的，佛陀的教育從「阿含」，

如何去除煩惱無明，一直到「方等」，慢慢接引。煩惱既去除了，要利

益人群，去付出，你就能有...等等，所要求的事情可以如心願。大小

乘兼施，然後才可以到「般若」。付出無所求，我們要有這樣的智慧，

超越所求的智慧，但是你要去付出。這樣「心相體信」，才有辦法付託

家業，這就是要慢慢地一直帶，就像長者帶孩子一樣。所以說貧窮子

已經得到了，歡喜，這種的歡喜無法表達。 

 

  就譬喻以三藏的經典，三藏就是經、律、論。經，用經典，聽經

來了解道理。用持戒來預防再犯錯。論，來增長我們的智慧。聽經之

後，我們的了解，互相彼此。最近常聽到讀書會，我聽的，我的感

受，將我的心得講出來。而你聽的，你的感覺，將你的心得來分享。

你的心得，我的感覺，大家共同互相增加法益。個人所聽的，個人有

所心得，所以大家互相增加法益。這就是煩惱如何斷，將我的煩惱，

聽這個法，我體會了，好像在說我。這樣我應該要警惕我自己，要趕

緊改變我的習氣。這全都要從經、律、論中來斷除我們煩惱，增加我

們的智慧。這樣「方堪得聞大乘」，這個時候，才有辦法堪得受，接受

這個法，聽大乘法，受持清淨法。 

 

  法聽來，無所求，入心之後，了解這個道理，這受持清淨法。從



「阿含」、「方等」，了解之後，我們就開始轉到「般若」，這個時候才

堪得受「般若」大乘法。「般若」也是大乘法，但是他是完全解釋，這

些道理分析到最後一切皆空的道理。所以堪，這樣才有辦法堪得受持

清淨，這樣才可以轉過來「般若」。如果沒有經過「方等」，那就無法

接受「般若」的教育。所以「而致今日開顯授記」，因為我們已經「方

等」、「般若」我們全都已經了解了，然後開始才有今天能開顯出授

記，授記就在《法華經》中，這是今天，就是這個時候。這是須菩提

他的心得，然後知道過去佛陀所教，他們所聽聞的法，這樣的過程，

一直到現在靈山會上，就是《法華經》這個時候，聽到佛陀在方便品

為舍利弗授記。所以他知道了，這應該就是人人可以成佛，人人可以

得佛授記。所以「是遠由」，這是從過去不斷一直一直不捨眾生，成就

一切，到現在。我們現在這個時候，由「體信」，現在大家已經體悟

了。也開始「近」，開始接近了，到《法華經》的時候，已經接近了，

因緣成熟了。過去的時代，從道理來說，很遠以前。若從事來說，佛

陀他從覺悟一直到「阿含」、「方等」、「般若」，這是從此生此世，若要

說遠的，是過去生無量生世。所以這近與遠，這我們都要用心。現在

讀書、誦經，同樣都是要入心。 

 

經文簡釋： 

「而作是念，我本無心，有所希求」；喻本不知好樂大乘，而不料大乘

之法，即由小乘權法獲之。 

 

  所以「而作是念」，那就是本心，「我本無心有所希求」。那位貧窮

子本來認為「這跟我有關係嗎？因為這是有錢人的房子，這跟我有關

係嗎？」或者是已經進來了，在裡面，在這環境中工作。從外面，外

圍的工作做到裡面的工作。從認他當乾兒子，一直到宣告變成親生

子。這種的歡喜，覺得很意外。所以自己內心這樣想：「我本無心，有

所希求」，我本來就無心想要希求，譬喻「本不知好樂大乘」。在以前

「阿含」的時代，本來就沒想到他會成佛，本來不知道可以成佛，只

是想要如何了生脫死就好。知道人生苦不堪，生死輪迴很辛苦，以為

可以了生脫死就好。怎麼會知道，「這個時候竟然我也可以將來成

佛」。所以這是本來不知，所以在「阿含」、「方等」的時代，還未發

心，到「般若」的時候就是一切皆空，也不想要求。一直來到現在，

《法華經》這個時代才開始。所以說「本不知好樂大乘」，本來不知

道，「而不料大乘之法，即由小乘權法獲之」。如果沒有過去的「阿

含」、「方等」，哪有辦法入「般若」呢？若未入「般若」，哪有辦法在

現在法華會上呢？這就是原來佛陀漸次接引、教化。 

 



經文簡釋： 

「今此寶藏，自然而至」；貧子拾金，爾時窮子領知財物，金銀珍寶，

及諸庫藏，而無希取，一餐之意。 

 

  所以「今此寶藏自然而至」，現在這些寶藏很自然就已經來了。

「爾時窮子領知財物」，本來這個孩子想要捨掉，不敢想，只是看，不

敢想要得。但是窮子到現在已經知道了，「領知財物，金銀珍寶，及諸

庫藏，而無希取一餐之意」。進來到裡面，他還是看到了，知道了，知

道了，但是就沒有想要有所得，這全都沒有。這就是我們過去無法理

解，現在已經知道。 

 

＊復經今時此靈山會聞法開示，立知真為佛子，從佛口生，從法化

生。 

 

  所以「復經此時此靈山會聞法開示」，現在在法華會上已經聽到法

了，佛陀這樣的開示，「立知真為佛子」。我現在已經知道了，已經是

真佛子。因為「從佛口生，從法化生」。來到法華會，才知道我真的是

佛的孩子。因為佛法從佛口生，佛陀他用心說法，我們也是這樣在聽

法。就是因為聽法之後，才知道要如何，用什麼樣的方法來斷除我的

煩惱。我才知道天地宇宙之間，萬法道理原來有這樣多，這現在已經

都知道了。因為佛陀已經在靈山會上開示悟入，在這個地方開示，弟

子應該要覺悟，應該入佛的本懷來。真正現在已經知道了，「真為佛

子」，而且是「從佛口生」，不是父母血肉，精血會合，不是污穢，是

清淨，是從佛陀口中來口吐蓮花，蓮花種子，就是這樣出來的，所以

「從法化生」。 

 

＊喻彼等於某時，於中起念，耽溺向白衣戀著世慾，偏失道向，退大

為小。 

 

  就是譬喻「彼等」，彼等就是這些眾生，大家。前回這樣說，介

紹，在大會中介紹，介紹「彼等名某甲」，那些人，我字某，我名某

甲。那個時候就是從很遠開始，從某時中開始，無法去計算，很長的

時間。這麼長的時間，人人都「耽溺向於白衣戀著世慾」。這是在「一

十、二十、五十餘年」，那段時間就是這樣「沈溺向白衣」。白衣就是

在家，都是在家俗子，都是耽溺，戀著在世欲。「偏失道向」，差毫

釐，失千里。所以在天、人兩道中，所起心動念，所造作的，無不都

是「戀著世慾」。世間，有還想要更多，有一缺九，真的很辛苦。差一

點的方向，失去了道心，所以「退大為小」。本來人人可以成佛，卻是



這樣「退大為小」。 

 

＊故曰：我本無心，有所睎求，而今忽聞授記作佛，不求自得，故曰

自然而至。 

 

  「我本無心，有所希求」，而今這些寶藏都在我面前了。所以「而

今忽聞授記作佛，不求自得，故曰自然而至。」這樣寶藏自然這樣進

來，這就是譬喻我們人人，在過去就是這樣在沈迷，沈迷在人間世

俗。人間世俗，一念欲心起，開始無明生了，慢慢向著貪著，愛恨情

仇這樣一直去造業來。佛陀的慈悲，不斷生生世世跟我們說法，讓我

們能了解，到底我們能了解多少？實在是不知道。了解一點點，改一

點點，做一點點。這是我們過去迷失之後，佛法不斷洗練我們心，我

們接受一下，做一下，很快方向偏差，就再流失了。 

 

所以說慢慢累積，善惡分毫都沒有差錯。你善的一直做，也是一

直在累積，這輩子做多少，就累積多少。但是這輩子多少的業，這些

業還是累積著，到下輩子是善較多？還是惡較多？善若較多，你所得

到的人人是好人，人人都是你生命中的貴人。你如果只是做一點善，

惡的比較多，我這輩子所受到的，都是很多的不如意。但是生命中還

是有貴人，當我們最痛苦的時候，貴人現前。這就是你過去生中，還

是有做一點善，這個貴人來牽引你。法從這貴人中又開始傳了，讓你

善心再啟動。這就是因緣，啟動你接近佛法，接近你可以親自聽法，

直接了解，這就是我們累生累世累所積的習氣。不過，如何地累積，

其實「本覺之理，湛然常住」，我們還是都存在。不過，我們要好好了

解，「等佛一切種智迴向」，我們所做的應該為天下事付出，我們才有

辦法「覺智周圓，無所不遍」。所以時時要多用心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