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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清淨心源智慧體信，唯因一念妄動游離本覺，如來乘大悲法

秉慈運慧，說阿含談方等轉小向大。」 

⊙緣起即出，性空即入。 

⊙「示其金銀，真珠玻璃，諸物出入，皆使令知。」《法華經 信解品

第四》 

⊙「猶處門外，止宿草庵，自念貧事，我無此物。」《法華經 信解品

第四》 

⊙「父知子心，漸已廣大，欲與財物，即聚親族，國王大臣，剎利居

士。」《法華經 信解品第四》 

⊙父知子心漸已廣大：譬如長行所說：父知子意漸已通泰，成就大

志，自鄙先心。 

⊙漸已廣大：大乘機動。 

⊙集眾是為付財，付家業當須會同宗族。 

⊙欲與：心既廣大，堪授大法，故云欲與。 

⊙「於此大眾，說是我子，捨我他行，經五十歲，自見子來，已二十

年。」《法華經 信解品第四》 

 

【證嚴上人開示】 

「自性清淨心源智慧體信，唯因一念妄動游離本覺，如來乘大悲法秉

慈運慧，說阿含談方等轉小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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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人人「自性清淨心源，智慧體信」，我們不知自己有找到了嗎？每

天每天重複，一直告訴大家，我們真如本性人人本具。這個清淨的心

源，無法說它的源頭在哪裡，那個時候我們就是清淨，我們的心源是

清淨，我們人人都本具智慧，我們應該要相信。 

 



佛陀就是這樣告訴我們，「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只是「唯因一

念」，就只是在一念而已。這念心妄動，原來我們是這麼的寂靜清澄，

清淨的心源，這麼的平靜，卻是一念無明妄動。 

 

如我們人人若有用心，自己也會警覺到，或者是與人相處，我們也會

感覺到；對自己是警覺，對別人是感覺。我早上聽法，明明知道有這

樣的道理存在，明明我就是相信自性清淨的心源，我明明就了解「靜

寂清澄」，我是這麼清淨的本性，但是為什麼看到人家做一件事，我的

心就不高興呢？我就排斥別人。害怕，怕別人他會代替我的權，怕別

人代替我的名。像這樣，在權、名，雖然修行沒有想要取利，卻是在

權與名就很在意，心就不高興，人與人之間互相排斥。 

 

我們有沒有這樣呢？如果有，就是一念妄動。這一念妄動，又是原因

在哪裡呢？就是「游離本覺」。我們這妄念的心就是無明，無明一起

來，就如夢遊人，晚上睡覺，不知道在做什麼，自己就起來，自己就

不知道為何開門，走到外面去亂逛，他自己也沒感覺，自己也不知

道，這就是游離。就如我們自己原本，本來這麼清淨的本性，就是被

我們的無明，這樣妄動起來，讓我們猶如靈魂脫體，向外面放蕩出

去。 

 

這就是我們之所以要修行，我們要常常顧好我們一念心。我們這念

心，聽法之後，回歸本性，心量打開，包容天下，包容太虛。這種包

容的心，自然人、事、物，發生在我們的面前，善解啊！儘管有很多

人，很多的意見，用什麼方法讓這個意見很和睦，良能合一呢？這就

是要有善解；除了包容，就是要有善解。取這個人的優點，取那個人

的優點，將所有的優點合起來，那就是一股強而有力的力量。 

 

我們若不能包容，你也無法善解，善解而不包容，也是沒辦法。所以

包容要與善解會合，取大家的優點來合一，完成了，感恩啊！人人都

很辛苦在付出。那個辛苦，大家歡喜，做得皆大歡喜，轉苦為福。是

辛苦，但是慈濟人都說「幸福啊！」「幸福嗎？」「是啊！美滿。」事

情做得很美，很圓融，這叫做美滿。 

 

我們修行就是要修得自他兼利，這是我們修行的本分，「清淨心源智慧

體信」。我們自己本來的覺性，原來是這麼宏觀，但是我們的無明一

起，將我們的本覺縮起來了，常常心量小，就是容納不了別人，那就

不對了。我們人人有如來大悲法在，我們人人都有這樣，與佛同等的

智慧，要如何救濟天下？這一定要「乘大悲法，秉慈運慧」。讓每個地



方都有這樣的人，有自性清淨人間菩薩，每個地方，都有這分應用法

去救人，乘大悲法救人的菩薩，每個人都能開闊他的心胸，去付出的

人。 

 

這就是佛陀來人間，殷殷勤勤，觀機逗教，用這麼長的時間，希望我

們漸漸理解。所以佛陀說阿含，要讓我們知道因緣果報觀。時間、空

間、人間，人人都有各人的因緣，各人的共業，集會在什麼樣的空

間，發生什麼樣的事情，需要就是人間菩薩。這個緣起，緣，既然因

緣就是這樣了，業力，共業已經造成了，這個因緣已經生起了，這就

是我們要去度眾生的時候，所以「緣起即出」；做了之後，就是「性空

即入」，我們大家付出無所求。不過若回憶，回憶還是法喜充滿。 

 

緣起即出 

性空即入 

 

這就是運用這個法，乘如是法而來人間，這就是法。佛陀他所說的

「阿含」，包含在內，在這人間世相，苦樂參半，受苦時，眾生共業

時，「菩薩所緣，緣苦眾生」，去救拔苦難，這就是因緣果報觀。同時

「談方等」，教我們行菩薩道，不只是自利，還要利他，「轉小向大」。

這就如貧窮子，自己一直覺得他很貧窮，其實他內涵都很富有。「示其

金銀，真珠玻璃，諸物出入，皆使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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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物出入」。「緣起即出」，這就是我們的法若全都入心了，眾生的因

緣成熟了，我們要趕緊去度化，去救濟，這叫做「出」；「入」呢？就

是佛法不斷、智慧不斷，我們要成長，聞法，我們要菩提生，這就是

「入」。我們自己自修，我們自己有所得，因緣到的時候，我們要趕緊

付出，這叫做「諸物出入」。「諸物」就是法，天地萬法，「諸物出

入」。 

 

佛陀來人間，就是要讓我們大家都了解，「皆使令知」。因為我們人人

本具佛性，我們人人本具有，這麼充滿的智慧，這就是財寶，智慧財

充滿，很多。但是修行者也如那位窮子一般，「猶處門外」。他雖然跟



隨佛陀，佛陀的教法要弘揚，他會代替佛陀弘揚佛法，卻是不肯入人

群身體力行。聽與做不同，要聽，要了解，要實地去做，這才是真正

有感受到的法；沒感受到的，就如還在門外一樣。 

 

猶處門外 

止宿草庵 

自念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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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處門外，止宿草庵」，還是住在草庵裡。這就是小乘人，只是會

說，卻不肯去做，還沒有發大心。所以「自念貧事，我無此物」。自己

以為我的環境，就是這樣而已，本來這些東西不是我的。只是這樣，

實在是很可惜。我們修行是不是這樣呢？ 

 

下面接下來的(經)文再說，「父知子心，漸已廣大，欲與財物，即聚親

族，國王大臣，剎利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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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那位窮子，父親這樣去接近他、一直去開化他，去跟他說話，開

闊他的心胸。現在已經開始了，在法華會上，佛陀已經為舍利弗授記

了，知道這些人隨佛出家，人人都有分，芸芸眾生，我們都應該要有

責任。佛陀也年老了，這是弟子應該有的責任。為救濟苦難眾生，我

知道法，我應該也要有這樣的責任，開始慢慢(生)起心(念)，開始這

叫做「父知子心，漸已廣大」。因為要成佛的心念，也開始起動了。 

 

父知子心 

漸已廣大： 

譬如長行所說 

父知子意漸已通泰 

成就大志 



自鄙先心 

 

「父知子心，漸已廣大」。譬喻在長行文有這段(經)文，「父知子意漸

已通泰」，脫下了莊嚴的服裝，去親近他的孩子，親近那位貧窮子，原

來是他的親生子，他一直用心去親近，去教導他，去輔導他，這個孩

子也慢慢地，一直親近了，心一直接近了。 

 

「成就大志，自鄙先心」。自己知道過去怎麼這樣，在外面流浪這麼

久，所以慢慢的，內心會知道。與父親的心一直靠近，這叫做「漸已

廣大」，意思就是說，已經接近大乘之機，開始動起來了。 

 

漸已廣大 

大乘機動 

 

「欲與財物，即聚親族，國王大臣，剎利居士」。既然這個兒子，已經

將他接引進來家裡了，將這些寶物都展示給他了，也相認過：「你就是

我的兒子，我是你的父親。」已經有這樣的父子接近的情了，現在開

始就要聚集，聚集家族，因為開始要宣布，這真正是我的兒子，我要

將這些東西都付託給他，財產、產業等等，現在開始，就是屬於我兒

子的。像這樣，一定就是要，會集宗族都來。 

 

集眾是為付財 

付家業 

當須會同宗族 

 

所以說，這些宗族都來了，連這個國家有名望的人，甚至國王也邀請

他來，來見證、來作證，說，「這是我的兒子，我的產業要移交給他，

將來由他能去付出，去掌管這個產業，這一定要讓大家知道。」 

 

欲與： 

心既廣大 

堪授大法 

故云欲與 

 

所以「欲與」，就是「心既廣大，堪授大法」。已經心胸開闊了，不只

是獨善其身，現在知道心要寬闊，真正要度眾生。這是佛陀也年紀大

了，弟子應該要承擔的時候了，所以這樣有這個「欲」，要付(託)給

他。對兒子來說是心開闊的希望，對父親，也願意將東西，全部交給



他。所以「堪授」，知道他堪得受，我現在把這些東西給他，他應該能

堪得受。 

 

記得在前面的<譬喻品>，也告訴我們，就是說小乘(者)，你給他大乘

(法)，這個量他無法堪受，反而他會利用法，去做不當的事情，或者

是法偏差了，就會誹謗等等，所以這還不堪受。但是現在看起來，已

經堪受了，所受的法，理解得很清楚，能堪得受，還能向外去布教，

去說法。但是也應該願意承擔，投入人群中去廣度眾生，去救濟眾

生，應該這個法他收進去，有這個力量願意去付出。有收進去，也要

去付出。因為這樣，「欲與」我要給他，因為他能堪得，所以我應該給

他。 

 

於此大眾，說是我子，捨我他行，經五十歲，自見子來，已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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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集很多人來，開始向大家說，這個兒子離開他的身邊，已經那

麼久了，已經有五十年了，從他這樣看到了，把他叫進來，來清掃等

等，陪他也有二十年的時間了。 

 

這就是我們眾生，流浪四生五道。前面我們說過了，這「四生五道」，

很不容易，在這個時間，佛陀成佛了，他能用成佛與在人間的關係，

這樣來廣度眾生。有這個因緣隨佛修學，這樣的因緣，還停滯在聲

聞、緣覺，這叫做「(已)二十年」。 

 

這個「二十年」，不是一二三四的二十年，是聲聞、緣覺在僧團幾十年

了，四十多年間，還停滯在聲聞、緣覺，所以稱為「已二十年」。 

 

現在佛陀從「方等、般若」，將他引至現在，在法華靈山會，這個時候

要為弟子授記，因為年紀朽邁。所以，舍利弗第一個受記，讓大家見

證，小乘弟子只要轉個念，他也有成佛的機會。 

 



所以我們學佛，應該要很用心，不要讓我們的心散漫掉了。我們「自

性清淨心源，智慧體信」，我們自性心源的智慧，唯有我們自己能夠體

悟，唯有我們自己要堅定信仰，我們要真正的信解，唯有我們自己，

別人無法幫助我們。 

 

佛陀就是這樣說給我們聽，也要靠我們自己，願意修行，靠我們自

己，真正的這一念心要如何打開，不要再讓我們的一念無明，再妄動

起來，一天到晚無明妄動，我們一天到晚要重新再來，(清掃)無明，

清掃我們的心，都一直來不及清掃，累積的髒污、惡緣，比我們在修

的更快。所以我們應該守好這念心，不要讓一念妄動起來，這又會再

游離本覺。我們好不容易才知道，有這個本覺，所以絕對要時時多用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