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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心等同天體宇宙， 

總持能遮蓋大地萬物， 

持一切善法使不令散， 

持法使惡不起之力用， 

增上念慧能任用總持。 

 

  「如來心等同天體宇宙」。佛心就是這樣，我們要說佛心到底有多

大？有多廣？我們也是能譬喻，與天體同樣之大。天體到底多大？宇

宙到底多大？實在我們無法去測量，佛心等同天體宇宙，我們應該要

知道。所以人人要有佛心，就是要打開我們的心，開闊我們的心胸，

如天地虛空，這是我們要學的佛心。因為佛心開闊，他能夠「總持能

遮蓋天地萬物」，因為天體宇宙就是那麼大，有多少的星球在天體宇宙

間。何況說我們這顆地球，人間所住的地方，地球大地萬物就是宇宙

天體這樣將它蓋覆著。這是佛心，佛的智慧，佛心的開闊，他的智慧

能了解的，就是「總持能遮蓋大地」。就是這樣整個所有一切物理，無

一不知，無一不解，完全都是在他所蓋覆的裡面。可見天地萬物所有

一切的真理，就在佛覺慧海中。所以他能夠總持遮蓋，將之整個都蓋

覆起來，就如母雞孵蛋一樣，所有的蛋都在牠的兩個翅膀裡，整個遮

蓋保護著。 

 

  一樣的道理，能「持一切善法使不令散」，一切的善法，佛陀講經

四十九年間，還是將天地萬物的道理，人的心理，還是無法完全說的

透徹，因為道理還有很多。但是我們人就是無法了解體會，佛陀要說

得讓人全部都了解體會，實在是很難。問題不是出在佛無法講，是出

在我們眾生無法解。佛陀他本來就能「總持能遮蓋大地萬物」，能「持

一切善法使不令散」。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佛陀的腦海中，佛陀的心量

不就是要讓所有眾生都能夠體解大道，一切善法都不要散去。所以我

們一直在說，我們要持無漏法。法入心來，不要讓它散失了，不要讓

它漏掉了。凡夫啊！聽法就是這樣，聽過去就忘記了。但是佛陀希望

我們能了解，善的法不要散，我們一定要好好聽入心來。光是聽入心

還不夠，我們要身體力行，做出來的，你才有辦法體會，你若不接

觸，這個法說得再好，因為我們沒接觸，體會不到，法在我們心就是

漏掉了。你體會到了，不只是對這個善法能夠了解，自己所接觸再產

生出來那個法，從心裡理解，內心的理解，比聽到的更清楚。這跟我

們的慧命、跟我們的生命息息相關，自然就成長我們的慧命。所以

「持一切善法使不令散」，希望我們人人都能這樣。佛陀是這樣，學佛



者也應該要這樣。 

 

  「持法使惡不起之力用」，佛陀也是教我們如何堅持我們的道心。

法，我們要堅持，不要讓一念心，外面的境界一來，我們很快就被它

誘引了。不可這樣，我們的心中若有善法，就「使惡不起」。這個惡，

外面一切惡法不會來染污我們的心，因為我們已經持一切善法。善法

不散，自然惡法不起，這是一股力量，是我們的心力。我們應該要學

佛陀「總一切法，持一切善」這種智慧，所以我們必定要增上，要再

增加，不斷不斷「增上念慧」。求法增加智慧，聽法，我們要好好思

考。思考，了解，法分明清楚，身體力行，這叫做聞、思、修。聽

法，思考，了解，我們身體力行。所體會到的，這才是真正法入我們

的心，成為我們智慧的增長，這就是「增上念慧」。這樣「能任用總

持」，法，一切善法，我們就能是我們的。佛法我們若用心聽、用心去

體會、用心去了解，自然這個法在我們慧中，慧命增長，那麼我們智

慧就任用，任由我們來用。要怎麼用，使令我們對佛法、對人，佛法

用在人群中。人群能夠接受佛法，佛法在人群事物中，事物不離開佛

法。這叫做增上念慧能任運，任運就是讓我們自由運用。佛法聽入我

們自己的心，增長智慧，讓我們能很自由任我們自由應用，所以我們

要好好用心。 

 

  佛陀為眾生，適應眾生的根機，他要用那麼長的時間，隨眾生的

根機這樣在施教。時間不算短，時間是那麼的長，無量數劫。我們昨

天說過了，迦葉尊者說，我等皆是諸佛子。諸佛，我們就知道，過去

我們與釋迦佛也是同時修行，在無量數佛所，同樣我們也是這樣在修

行。但是我們修行沒有用心，我們沒堅持善法，所以我們的心再受外

面的境界誘引，一念偏差，千念錯。所以又再流落於五道四生，經歷

五十餘年。這五十餘年，在窮子的譬喻就是這樣，我們大家都已經年

紀大了，經歷了二十、五十餘年。這就是在外面這樣流浪，一個幼稚

的孩子離開了富有的家庭，出去外面不知道要回來，外面流浪二十乃

至五十餘年，大家應該還記得。這就我們的道心不堅定，我們就在這

「二十」，那就是天、人在輪迴。 

 

  天要修十善，人要守五戒。十善法能很透徹身體力行，那就是生

在天堂，過去就說了。做人要守規矩，不失五戒，才能再來生人間。

但是凡夫在人間，人間中五趣雜居地，容易受其它的環境誘惑。一念

一動惡心，那就要流落三惡道，地獄、餓鬼、畜生道去了。所以這叫

做五道。二十、五十餘年，「餘年」就是四生。過去就已經受諸佛教

化，就是道心不堅定，所以一流浪，就變成要這麼長的時間。現在已



經與佛同世，與佛同世來修行，以佛為師，但是還守在小乘，小根

機。佛陀還要再用很多的方法來誘引教化，多麼的辛苦啊！這是《法

華經》已經很清楚譬喻，讓我們了解。所以前面的文講： 

 

經文：「如富長者，知子志劣，以方便力，柔伏其心，然後乃付，一切

財物。」 

 

  這就已經開始說，像是那位富有的長者，找到兒子了，但是兒子

的志意下劣。他就要脫下莊嚴的衣服，穿粗鄙的垢衣去親近他的兒

子，這是多麼辛苦。佛陀為了度眾生，他就要再現相人間，來生人

間。所以在這人間還要再經過了很多的磨難苦行，現這樣的形象來成

佛。這樣才有辦法有故事可教育，不是無中生有，是和人類一樣，這

樣生老病死。要成佛就要經過一番苦練，跟一般人生活不同，這叫做

修行。修行者若跟一般人一樣，這樣哪有行好修呢？沒有修行要如何

覺悟呢？所以佛陀要先這番在皇宮來觀察，人為什麼有這樣高低種族

的分別呢？為什麼會有這樣呢？古代有種族的分別，現時代也是一

樣，因為種族的分別、信仰不同的分別等等，造成了人間也是很多的

人禍是非。自古以來是這樣，佛陀就是現這樣的形象要讓大家知道，

不應該種族分貴賤，不應該人與人之間互相對立，不應該為了名利地

位，這樣來執著，所以他放棄一切去求真理。 

 

  真理到底是什麼呢？無形無體，但是一切都在「如來心等同天體

宇宙」，這種無形無體，遼闊的道理，很多。原來佛陀已經將他的心蓋

覆了天地萬物，一切的道理完全都透徹清楚。但是，因為眾生還無法

理解，不得不他就這樣在僧團中，為這些僧團教育。就是盼望僧團，

人人已經現修行的相，在佛法的團體應該人人都要有佛的精神，要有

佛的覺悟，要了解佛所了解的道理。這樣一一再去向大地眾生，去引

導人人去除那分煩惱無明的固執，去向眾生教化。這是佛陀的心願，

也是自古無始以來諸佛的心願。這就是覺悟者的心願，已覺悟的人就

是不忍心眾生的苦難，所以必定要用心投入。不過，眾生還是沈迷，

儘管是在修行，他還有執著。我們前面也說過了，因為佛陀開始的時

候沒有一下就勉強大家一定要行大乘法，因為佛陀沒說什麼樣的利

益。但是佛陀要大家去除煩惱，他覺得我去除煩惱，我所得的已經很

多了。何必還去惹這種與眾生攀緣，若一不小心，我又「二十、五

十」，修行在二道，天道或者是人道，又不小心走入三途中。這要與人

攀緣，自己沒信心，所以一直就不敢想要接受大乘法。所以就像那位

富有的長者，知道兒子的志還很劣，「以方便力」，所以用小教方便，

這樣用心來柔柔地調伏他的心，然後才付一切財物，這是長者的心



願。接下來這段（經）文， 

 

經文：「佛亦如是，現希有事，知樂小者，以方便力，調伏其心，乃教

大智。」 

 

經文簡釋： 

「佛亦如是，現希有事」；佛用方便，以長者譬喻。 

現希有事：如佛示現方便智力，世間所無，名希罕有事。 

 

  「佛亦如是」，佛也是這樣，「現希有事」，所現出的就是很稀有。

「知樂小者，以方便力，調伏其心，乃教大智」。佛陀了解弟子的心

意，根機還沒到，心意還沒有開闊，所以都還樂在於小法，只是為了

自己的利益在修行。佛陀很透徹了解，所以方便力來調伏這些弟子的

心，僧團就是那個心還沒有調好。差不多了，時間也差不多了，根機

也差不多了。這個時候才「乃教大智」，才開始要用大法啟發他的大

智。這就是「佛用方便，以長者譬喻」，就像長者財富很多，但是他的

孩子就這樣跑出去，變成一位貧窮子。從小到大，一直到將近老年，

父親更老了，所以找兒子的心更加迫切在找兒子，這是譬喻我們世間

人也是這樣。產業就是要傳給孩子，沒有孩子很擔心。明明我有孩

子，但是就是這樣無知出去了。或是有人有孩子，但是放蕩，就是不

願意接受父親這樣廣大的產業，他不願意接。世間也有很多這樣的，

很大的事業家，孩子就是沒有意志要接他的事業，父親也是很擔心。

世間是這樣的人事物，佛陀也講這樣的道理來譬喻，讓我們了解。 

 

  所以佛陀，譬喻長者，「現希有事」，就如佛陀「示現方便智力」，

用種種的方便法，這就是智慧。方便法也是一種智慧，若不用方便

法，你無法去招呼，無法去接近，無法與眾生談心，沒辦法。所以，

要用方便法度，這也是佛陀的智力，用他的智慧力。「世間所無」，世

間人覺得，我這樣就是這樣了，你一定要聽我的。佛陀：你要聽我

的，我就要啟發你的心，喜歡我你才會聽我的。不只是聽我的，還要

歡喜來親近。不只是能親近，還要能理解我的心。世間要得到這樣實

在很難，所以叫做「希有」，很稀罕，非常稀罕的事情。人跟人說：

「人心隔肚皮。」看起來很貼心，但是我在想什麼，你根本就不知

道，無法理解。哪有辦法佛陀在說這麼深的法，我們能有辦法去體會

呢？覺悟的境界是多麼不簡單啊！覺悟的境界就像天體，等同天體宇

宙，這種的境界，這樣說我們真有辦法體會嗎？沒辦法。所以佛陀就

要用種種方法來引導。 

 



經文簡釋： 

「知樂小者，以方便力」；知諸修學法人樂獨善小乘者，以方便力，循

循教用方便引導。 

 

  「知樂小者，以方便力」。佛陀知道眾生就是好樂小乘，獨善其

身，這種比較為自己自利，所以他就要用這種方法，方便來教育，所

以要「知諸修學法人」，你要修學法，這個的人願意修行，願意學法。

這個人到底他所要的，所想要得的是什麼？「樂獨善小乘者」，這就是

光只是歡喜自己，為自己修行，不是為大家修行。佛陀是為眾生而修

行，為眾生而成佛。但是小乘人是為自己而修行，為自己而覺悟。這

種獨覺，獨善其身，這就是凡夫。所以「以方便力」，佛陀看到這些修

行者就是這樣為自己，所以「以方便力」，佛陀不得不施展方便的力

量，「循循教用方便來引導」，循循善誘這種方法來教，教育，這就是

要用方便法引導，這樣來調伏其心。 

 

經文簡釋： 

「調伏其心，乃教大智」；以方便教智慧之力，調柔善循軟實之力降伏

其虛妄心。 

 

  眾生無邊誓願度，眾生的煩惱真的很多，無量數的煩惱。佛陀他

下定決心，誓願度眾生，所以要「調伏其心」，「以方便教智慧之力」。

他要用方便來教育，這也是佛陀的智慧，方便方法來教育眾生。要

「調柔善循」，要來調伏，也要用很柔軟的方式。「善循」，先隨眾生的

根機，就像大人，母親看到孩子在吵鬧時，母親就會說：「好啦好啦，

再等一下，媽媽會給你什麼什麼的。」同樣的道理，我們眾生在佛陀

要施展教育，我們也是很多不了解的無明現前，佛陀也要隨眾生這種

無明，用方便法來調伏我們，所以「調柔善循軟實之力」。用軟的方

法，這叫做「軟實力」。雖然是軟，但是真實力。很多人在打太極拳，

練武的人，他們也要練就像這樣，看起來軟軟的，他的拳法好像軟軟

的，其實他的內功練就了力道，那力道就有了。所以，對眾生，佛陀

也要用軟實力來降服其心。所以，降伏其虛妄心，眾生的虛幻，要如

何能讓眾生真正能體會真實法？眾生的虛妄心，要如何讓他能體會

呢？這總是要用時間、用力量。當然，總歸是一念智慧，無限量的

愛，就像天體宇宙一樣，這樣能蓋覆萬物，有辦法讓萬物受蔭，這樣

體會法。下面的文這樣說。 

 

經文：「我等今日，得未曾有，非先所望，而今自得，如彼窮子，得無

量寶。」 



 

＊「即重頌長行所說」：我等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法王大寶，自然而

至。總領非先所望。 

 

  這段文又開始說，也是迦葉尊者帶領大家這樣說。在前面的文

「我等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法王大寶自然而至。」這在長行文時，那

時候有這樣的文字出現，那時候長行文是須菩提說：「我等本無心有所

希求。」其實我們本來就有想，要如何來求得更開闊的大乘法？本來

有想要祈求，但是無法突破自我獨覺、緣覺，獨善其身的心態。本來

有想，但是還沒有發心。「今法王大寶自然而至」。現在已經法王，法

王就是佛，佛陀的大法已經現前，所以現在「自然而至」，法王大寶這

時候已經現前了，就是表示過去無心想求，但是還守在小法，心態還

未打開。 

 

＊聲聞作佛，事出突然喜望之外，如客作窮子，承受家業。 

 

  「聲聞作佛」，還不敢想聲聞者能作佛，還不敢想。雖然有希望，

但是自己還信心不夠。所以，「事出突然喜望之外」。忽然間聽到佛陀

這樣說，聲聞真的能作佛，舍利弗已經受佛記。舍利弗他體會了佛所

說的道理，真正體會了，所以佛陀已經為舍利弗授記了，所以歡喜。

「如客作窮子，承受家業」。如那位貧窮子，本來是被人僱來除糞的，

沒想到現在已經能進來這個家宅，被宣布：「這是我的兒子，我的一切

所有都是他的。」實在是想不到。 

 

經文簡釋： 

＊「我等今日，得未曾有」；我等聲聞，今日法會所得甚深綿密妙法，

昔日所未曾有。 

 

  「我等聲聞，今日法會所得甚深綿密妙法」。這種妙法是過去「昔

日所未曾有」。這就是覺得我們這些聲聞，本來是靠佛陀的聲音來體會

道理，今日這個法會，在靈山法會上所得到的這麼深，這麼綿密的妙

法。我們真的是過去不敢想，也不曾真正體會到，這實在是「昔日所

未曾有」。這時候他們已經心體會了，過去沒有想到這是我們大家想要

趣向的道，自己守在自己的原地。現在佛陀為舍利弗授記，他們大家

恍然大悟：原來我們大家都能成佛。這就是這分覺性，真如覺性，忽

然間被啟發出來。 

 

＊「非先所望，而今自得」；非是本心先有指望，而於今日蒙佛開示，



自然而得。 

 

  所以，「非先所望，而今自得」。其實，不是我過去所希望的，不

敢希望，不是不想要，是不敢希望，不敢想要。現在已經知道，「而今

自得」。因為法王大寶已經現前，法王就是佛，佛陀的大法已經現前

了，也已經宣布了，所有的財物，貧窮子有分，所以他很高興，大家

都很高興。所以說「非是本心先有指望」，以前不敢指望，不敢想。

「而於今日蒙佛開示，自然而得」。現在已經承佛陀，承蒙佛陀他這樣

為我開示，啟開我的心，也指示我們這個法，這個道理，知道心胸能

夠開闊了。也知道佛心與道理天體會合在一起，原來是這麼自然的事

情。我們已經能佛陀的開示，我們已經有體悟了，與大自然會合了，

所以「自然而得」。我們真如本性與大自然會合，這種的道理了解了。 

 

經文簡釋： 

「如彼窮子，得無量寶」；聲聞之人，向來也已得聲聞果，如今再得菩

提果。 

 

  所以「如彼窮子，得無量寶」。如貧窮子，已經所得到的是無量的

寶藏。聲聞，這些完全修小乘法的人，佛陀所說的法，怎麼樣說，怎

麼樣聽，怎麼樣去除無明，但是不敢希望「我要投入人群，我要度眾

生」，都不敢盼望。因為我若投入人群，我的道心不堅固，我會受人誘

引了，我會再受人的污染，我的無明會再恢復回來。都是考慮自己，

唯恐自己會再墮落。所以他一直堅持，自己已經斷了無明，就不希望

再入人群。所以「如彼窮子，得無量寶」，這貧窮子儘管看到很多寶

藏，看到事業那麼大，他都不敢盼望，如貧窮子。但是後來已經了解

了，「聲聞之人，向來也已得聲聞果，如今再得菩提果」。因為這些人

修行，過去也已經有修行，接觸過佛法，現在與佛同世，更是肯定佛

陀的法。他們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這些道理都透徹理解了。 

 

  如今天，這個「今天」，那就是在靈鷲山法會上，在佛陀所說《法

華經》這當中再進一步。今，「如今再得菩提果」。過去的聲聞果已

得，現在在靈山會上更再得菩提果。佛陀已經開始教菩薩法了，要鋪

一條大菩提道直，很直的大菩提道已經鋪出來了，我們能很安心向這

條菩提道走。這就是修行者表達出來，迦葉尊者帶領著大家表達他們

的心聲。我們大家修行真的要用心，佛心、眾生心是同樣的。只是眾

生迷，佛是覺，覺與迷原來是同一體。我們回歸大自然，就像「如來

心等同天體宇宙」，能「總持能遮蓋大地萬物」。我們的心這麼開闊，

回歸大自然，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