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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安住平等慈愛之心， 

則於一切有情悉與其樂， 

復為說法令得安住定慧。 

 

  大家了解了，這文字看來就是如此淺白，看就知道了。我們修

行、聽法，我們一直要學的，所要學，的就是一切善法。一切的善法

聽來清楚，但是，是不是法安住在我們的心呢？不只是法安住在我們

的心，心中還能接受平等，這種慈悲等觀。常常說，佛陀教育我們，

要我們能啟動我們的愛心。人性本善，善良的愛是人人本具，但是我

們人無始以來，已經在薰習，薰習得將那一分善信大愛變成了自私、

自利、自愛。只有我自己，我想要的，就不希望別人和我一樣擁有所

有的一切，這已經是眾生的習氣了。我們眾生就是已經薰習了這麼多

的習氣，所以我們現在要再重頭學起。要重頭學起，那就需要聽聞佛

法。我們有緣在這時間，能夠共修同一個法，因為佛法是應時機，應

眾生所需要，我們現在用這時機來講這樣的法，這是佛陀他心所護念

的法，就是一實大乘法。一實的大乘法，就是期待法能普遍人間，能

夠讓人間人人同時受法。希望人人同等接受，接受了這分愛，無私的

大愛。我們能感受到的，感受到人生眾生皆平等。我們將這愛灑向眾

生，讓人人共同有這分心念，共同為天下眾生付出。這是佛陀的目

標，也是應世，應這個時代所開出的法門。 

 

  佛陀在二千多年前了，已經將這樣法留在他人生最後的七八年

間，很用心力這樣講說，那就是《法華經》。我們現在就是希望《法華

經》能普遍在人人的心中。心就像一朵蓮花，我們現在處在濁惡的時

代，就像是在污泥中。在這個污泥中，人人這朵蓮花就是要在污泥中

盛開，我們必定要學習佛陀所教法。我們要安住，我們這念心受了

法，我們要安住。不只是安住在濁世中，我們還要用平等心，聽法之

後，建立了慈愛的心，所以這是我們大家要努力的。聽法，「若能安住

平等慈愛之心」，這是在芸芸濁世中，我們聽法，啟發了我們這念心。

真如本性如一朵蓮花，在濁群中不受污染，人人本具平等慈愛的心，

那就是真如本性，我們就要安住。 

 

  「則於一切有情悉與其樂」。五趣雜居，這種的人間苦難偏多。我

們就是在這種苦難偏多，菩薩緣苦眾生，苦難眾生所需要的，就是那

分快樂。在苦中要如何得快樂呢？那就是要菩薩要去發揮那分「無緣

大慈」。「無緣大慈」，在苦難中的眾生，要如何能帶出快樂？這我們要



很用心，如何讓「無緣大慈」建立在我們的內心，為人群造福。我們

常常看到，看到我們人間有很多苦難的地方。不論是獨居的老人，越

來越成老人的世界，老人年齡越來越大了，現在的人間與之前的古代

不同。古代是三代同堂、四代同堂、五代同堂，都是一家人要住在一

起。現在不是了，小家庭，孩子長大了，開始在外地讀書，在外成立

家庭，就這樣一直分家出去了，分到最後，誰願意守在老舊的家呢？

誰願意將父母帶在身邊照顧呢？現在的父母，哪怕是有孩子，他也

說：「現在人就是這樣，讓孩子出去吧！」老人就是在鄉村或者是都市

裡，獨居的老人，不論是鄉村、都市，都有很多。有的人是孩子就帶

去安養院。去安養院不用麻煩自己的孩子。在安養院快樂嗎？每天與

不同個性的老人在一起，日日這樣子過，不快樂，因為個性不和。生

活起居，你老，我也老，你有你的個性，我也有我的個性，所以相信

在這樣的生活中並不快樂。 

 

  何況加上了身有病痛，痛你的，病你的，與我何干。像這樣子，

雖然在人群中，卻是病痛還是很苦。誰來照顧呢？雖然安養院有人照

顧，但是人手不夠。看到有的安養院，環境也很不好，怎有辦法照顧

到人的身與心呢？是苦的集中營。像這樣，我們常常會看到慈濟人扶

老攜幼，進到裡面，不分年齡，如老萊子一樣，去娛樂那些老人。就

像這樣去娛樂那些老人，老人能得到一群很有誠意，常常來，來幫我

整理身體，來牽我起來走路，來幫我清理一切，我高興、我快樂。但

是，是否時時歡喜？快樂又有多久呢？實在是間斷、間斷啊。人人有

家庭，哪有辦法讓這群老人日日都得到快樂呢？所以說來，人生還是

苦啊！更加苦的就是獨居老人，又老又病。有的家庭雖然住在都會

區，家庭裡都是垃圾及骯髒的東西。個案接到我們手中，菩薩動員，

趕緊去為他清掃，打掃，然後清理他的身體。除了家中的清理打掃以

外，家中不能用的、不堪用的東西清出去，換來很乾淨，看來還是新

的東西，重新布置。 

 

  老人的身體為他清理乾淨了，開始常常去關心，比他的子孫還常

去。有的子孫不知幾年都沒來了，卻是在都會區中，我們就說：「拜託

喔，隔壁的老人有什麼事情，請你趕緊跟我聯絡。」像這樣子，雖然

無法每天都在他的身邊，卻是能常去看他，拜託隔壁的鄰居多關心。

有時候看到老人聽到外面有叫門的聲音，就歡喜了。和他聊天、說故

事等等，像這樣也就是要如何將這悲苦的人生變成快樂。雖然還不能

像和兒子、媳婦、孫子住在一起的天倫之樂，最起碼還是有人間的溫

暖。我們昨天說煖法、頂法、忍法、世第一法，就是這樣的方式，在

人間要如何發揮我們這分「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盡我們的力量去付



出。所以要有平等慈愛之心，要有「於一切有情悉與其樂」，只要有感

情的人，只要是人生，他有悲哀苦難，我們就要給他快樂。 

 

  雖然無法長時間，卻是能夠「苦既拔已，復為說法」，他們會去和

他聊天，能發揮這分如何打開心門，過去有埋怨的，我們就用因緣果

報觀，種種的方式，引別人比他更苦的故事來告訴他，慢慢引導他，

讓他能心中有佛，心中有法。讓老人，慢慢再將他引導出來，進到人

群中，「做環保，有伴，要不然整天在家裡也很無聊，出去吧！」我們

這幾天，多國菩薩雲集在我們這裡，在我們的精舍五天，昨天是第六

天，就分國家來和師父互動，他的國家，他的董事會他要如何做。但

是，過去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很令人感動的個案。我們看到在都會區

的老人，有一位六七十歲了（吉隆坡黃東嬌，六十二歲），有孩子，但

是都在外面，因自己的脾氣沒有很好，所以獨居。所以，有一天她小

中風，半邊不靈活，在她生活中，不知道要如何是好？很無助。過去

與左鄰右舍也不是很和善相處。 

 

  所以，有一天慈濟人發現到這位阿嬤怎麼都沒有出來？去看她，

原來這位老人家已經中風了，帶去看醫生，然後慢慢關懷，後來就把

她帶出來。跟她說：「做環保也是一種復健，生活又有伴。」就這樣開

始做環保，她到處去撿，撿紙盒或者是大紙箱，撿來的大紙箱就把它

壓平，一只一只這樣拖。拖到哪裡呢？拖到樓上。拖到樓上時，樓梯

這麼的窄，紙箱是這麼的大，真的是要拖那大紙箱，很重。那麼重，

還是一樣靠在樓梯，就很用力慢慢地挪，用力慢慢地拖，往樓梯一階

一階地拖上去。拖到她的屋子裡，就一個個慢慢地處理，不只是要壓

平，還要綑綁得整齊。她說：「這樣師兄師姊要來搬出去才會方便，不

會卡在樓梯。」 

 

  她要如何讓它從大變小呢？她就用剪刀剪。一塊一塊，剪得一樣

大，疊、疊、疊，疊好了，用較重的壓上去，繩子一拉緊，這樣重的

東西拿起來了，繩子一拉緊，一綑一綑的，就這樣四四方方，這麼大

一整疊，這樣疊、疊、疊。三五天，我們的委員、慈誠的車子來了，

就來載，要搬下來，很好搬，就是這樣一綑一綑的，從樓上再搬下

來，疊起來就有一卡車，三五天就有一卡車。她到底如何去撿呢？很

早、很早，天還未亮就開始在路上走了。吉隆坡那個地方，治安不是

很好，我們的「人文真善美」去跟拍，就問她：「阿嬤，天未亮，還這

麼暗，您就出來外面，您不怕被人搶嗎？」她說：「我怕人搶？我不要

去搶人，他們就要偷笑了。」可見，聽她說這句話，我們就知道她平

常，過去在那個地區是什麼樣的人物。但是，到老了，也是會生病，



中風，誰能來看顧她呢？沒有子孫在身邊，就是要這群人間菩薩，從

她病痛時來關懷，用愛膚慰，用慈愛的心，把她當作是自己的父母，

自己的母親一樣，用有情慢慢輸入她的內心，將這分情牽起來了，才

跟她說：「去做環保，就像在復健。」 

 

  她知道地球要照顧，做環保，賣出去的錢還能夠救人，還能夠自

己復健，又能出去與人互動，和這群的菩薩好人在一起，一舉數得，

她歡喜了，她自己就這樣走出去。在天未亮就開始做，來去收、來去

拖，大小紙箱都拖回來。就開始會拿剪刀剪、用手壓，這種是多麼好

的復健好方法。所以「復為說法令得安住定慧」，這就是我們學菩薩道

最好的方法。所以「若能安住平等慈愛之心，則於一切有情悉與其

樂」，讓大家能快樂，最重要的，就是「復為說法令得安住定慧」。我

們自己安住在佛法中，安住在慈愛的心，我們已經將法入心，還要將

法、將此有情眾生牽到另外的有情眾生，苦難中的有情眾生。我們

「苦既拔已，復為說法」，「令得安住定慧」，讓苦難中的人也能安住他

的定慧。讓他下決心，同樣來做有益人間的工作，這樣能與菩薩為

伴，過得很有意義的人生，這也是方法。 

 

  這就是我們學佛之後，我們要「無緣大慈」，那些人雖然與我們無

緣，但是我們要用心造福人群。人群有苦，我們用方法去度他。所以

「大慈無悔」，付出無後悔，法已經安住我們的心了。「大悲無怨」，我

們的付出，不論他知不知道，不論他是不是願意回報，總是盡我們的

心力去付出，所以「無怨尤」。每天歡喜，每天都願意付出無所求，這

就是慈悲喜捨，這就是平等心。前面的文就是這樣跟我們說。 

 

經文：「又諸佛子，專心佛道，常行慈悲，自知作佛，決定無疑，是名

小樹。」 

 

  「又諸佛子，專心佛道，常行慈悲，自知作佛，決定無疑，是名

小樹。」佛道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剛剛所說的，不就是法嗎？我

們要當佛子，就是要體會佛心。佛心是愛護一切眾生，視眾生如一

子，所以專心在眾生的身心。所以「專心佛道」，因為人人本具佛性，

人人都能成佛，所以我們先了解佛法的人，我們就是聞法者，我們要

做傳法者，我們也是行法者，所以要「專心佛道」。聽了，我們還要再

傳法出去，這就是我們的道路，也就是菩薩道。「常行慈悲，自知作

佛」。我們自己肯定我們自己，行在菩薩道中關懷眾生，這是我們的使

命。所以，「決定無疑」，我們一定要相信在人群中。何況我們付出之

後，所得的是什麼？歡喜。這個歡喜是用這個方法去付出，看到眾生



得救，我們歡喜，這豈有什麼好懷疑的嗎？這就是我們的成果，付出

的成果，無所懷疑。「是名小樹」，這就是我們的種子，菩提種子已經

發芽了，菩提的種子已經變成小樹了。這就是我們要努力的，已經種

子在法雨滋潤中，也已經成小樹了，我們不懷疑。 

 

經文： 「安住神通，轉不退輪，度無量億，百千眾生，如是菩薩，名

為大樹。」 

 

經文簡釋： 

「安住神通，轉不退輪」；安然住於菩薩神通，能轉諸佛不退轉法輪。 

 

  既然不懷疑，那就「安住神通，轉不退輪，度無量億，百千眾

生，如是菩薩，名為大樹。」這段文，就是讓我們更了解，我們既然

安住我們的心了，我們就是在「安住神通，轉不退輪」。要不斷傳法，

將法轉輪，車的輪，車輪若不動，這輛車哪有辦法從此地到彼地去

呢？所以一定要車輪轉，車子才會動。所以說「安住神通，轉不退

輪」。意思就是說，我們已經將法很「安然住於菩薩神通」，已經很穩

定了，穩定法住在菩薩的神通。我們心有法，發大心、立大願，我們

已經發願要行菩薩道，小樹都已經發大心，開始神通，「能轉諸佛不退

法輪」。既然神通生起來，自然輪就轉。 

 

＊神即心神，謂靜心照物，宿命記持，種種分明，皆隨定力，無有障

礙，是名神通。 

 

  什麼叫做神通？不是飛天鑽地。真正的神通，「神即心神」，「你的

心神不要分散」、「大家要專心一點，你心神恍恍惚惚，這樣要如何做

事呢？」心神不定。我們不是常常這樣說：「那人的心神不定。」我們

現在就是心神要定，就是要安定我們的心。所以，神就是心神，我們

要將我們的心，精神合一起來，所以是「靜心照物」。我們的精神合

一，不要分散了我們的心神，不要分散。心神就是精神，我們不要心

分散了，自然能「靜心照物」。我們的心若能很安定下來，心如一面鏡

子。我們過去在〈方便品〉，常常要拿大圓鏡來譬喻，那就是我們的

心，我們的心鏡，只要你的心若靜下來，身外事物，都會看得很清

楚，人、事、物，我們都會很清楚。不只是將東西看清楚，裡面的道

理，我們都很了解。人在做事，這件事行得通嗎？能做嗎？是好事

呢？或者是壞事呢？我們能很清楚分明。 

 

  我們就能知道壞事對人無利有損，諸惡莫作。對人有利有益，眾



善奉行。我們能很清楚該做的、不該做的，這就是我們「靜心照物」。

道理都很清楚了，眼睛所看得到的，聲音聽得到的，我們都靜心，會

分是非，這叫做「靜心照物」。「明明德」，「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這

就是我們的本性，若能這樣會合回來，不要分神，專心，能「宿命記

持」。「宿命記持」，我們過去不是說有「六通」嗎？「六通」的「宿

命」，其實我們現在怎麼會知道過去生的我們是什麼呢？但是佛的境

界，不只是知道過去的上輩子，他還知道無量劫前他是如何遇佛修行

一路走過來。而我們還無法知道，我們若能保持我們的精神專注，還

記得過去我們的人生是什麼？我們常常聽慈濟人「漏氣求進步」，「我

過去的人生就是……」。一些慈誠都說：「我過去是『五專』。」有的人

說：「我是『八專』。」讓他自己算一算，過去的人生到底「專」什麼

呢？全盤都是錯誤的人生，那種無所事事，天天醉茫茫，每天晃來晃

去。所做的，不論是對妻兒的虐待，對父母的不孝，對朋友的不義，

對自己無惡不做，很多事情都是不對的。 

 

  所以，過去的人生，因為法，轉動了我的心。所以，法轉心輪，

我現在的人生，我現在的人生，我精進。未來的人生，我決定，這樣

就是「宿命」。過去，昨天的過去，過去我們錯誤的人生，過去我很歹

命，有的人就說：「你知道嗎？我過去是很好命的。」我們所遇到的一

位老人，我們所看到的苦難眾生，了解他的過去，聽他的故事，有那

種過去的人生是那麼的風光。現在的人生是黯淡無光，而且貧病苦

難，這是他過去的人生與現在的人生。遇到貴人之後，如何牽引他，

教導他，如何讓他重新做一個光明，能夠幫助別人的人生。這就是我

們現代的「宿命」，我們要記持。如何聽佛法，如何來發心，我們也要

記持，勿忘初心，我們應該要有「宿命記持」。對自己要負責，我自己

過去是如何發心的，我過去是如何的錯誤，我們一定要對自己負責。 

 

所以我們「宿命記持，種種分明，皆隨定力」。我們若能了解我們

的過去，甚至我們自己為什麼會走入這菩薩群中，我們是如何的發

心。發心如初，成佛有餘，勿忘初心，這也叫做「宿命記持」。我們昨

天的過去不要忘記了。 

 

  所以，昨天和他們任何一個國家，我都會跟他們說：「我們不要忘

了源頭是如何來的，我們的因緣是如何建立的。」這也就是要讓他們

了解「宿命記持」，也是「種種分明」，讓大家還記得，舊法新知，勿

忘初心。「皆隨定力」，我們若能這樣，我們的心就專了，我們的心就

定，這個力量永遠都能向前前進。看看，剛剛說的那個故事，已經是

半邊身體無力了、半癱了，還能在有人牽她，引她後，發揮有情的



愛，把她帶出來做事情。練力、復健，現在的手腳爬樓梯、拖東西，

很俐落。同樣的道理，所以只要有心，同樣能發揮那一分無限量的力

量，這也是神通。本來只一手一腳能用，她現在有辦法用雙手雙腳，

做這麼多好事情，這都是決心、定心，就是發揮她的力量。在我們平

常人，人人都做得到，「無有障礙」，只要有心，哪有障礙呢？無障

礙。「是名神通」，這樣叫做神通。 

 

  所以聽法，不要說：「神通變化，我們哪有辦法！」是啊，神通，

飛天鑽地，我們沒辦法。過去無量劫之前，我們在六道，或五道中，

到底是在哪一道？我們不知道。不過，這一輩子的事情我們都知道，

知道昨天的過去。所以，昨天，就是一宿，過了一夜，叫做「一宿」。

現在很多民宿，出門在外，要住哪裡呢？要住的地方就是晚上要睡

的，這樣叫做宿。所以宿命就是過去的時間，就叫做「宿命」。安然，

「安住神通」，「種種分明」，我們的神通就是過去的要能記得。 

 

經文簡釋： 

「度無量億，百千眾生」；莫不皆發無上菩提之心。此無上菩提心即是

願做佛心。 

 

＊願做佛心即是度眾生心，度眾生心即攝取眾生生有佛國土心。 

 

  接下來再說「度無量億百千眾生」。前面說「安住神通，轉不退

輪」。就是安定心下來，心既然安定，而且我們也發大心、立大願，所

以「莫不皆發無上菩提之心」。我們既然發大心、立大願，四弘誓願、

四無量心，我們已經開始。所以我們必定要用心，無上菩提之心，這

就是無量心，也就是弘誓願。這就是無上菩提的心，有這個願就能成

佛。這是從我們的佛心，真如本性，乘如是法來人間。我們已經是帶

業來，現在重新學佛，重新發心，啟動我們的佛心，愛護天地萬物眾

生，這就是佛心，這就是無上菩提心。這個願，我們不只是發心，我

們還要立願。「願作佛的心」。我們就是願意要再回歸到成佛的境界，

就是度眾生的心。 

 

  我們若想成佛，我們就要先度眾生。所以「度眾生心即攝取眾生

生有佛國土心」。我們將迷茫的眾生，要好好引導他，讓他受法，了解

了法，將來他能生到有佛法的地方。有佛法的地方，我們才能再繼續

有因緣受佛法。因為人間壽命短暫，我們這輩子能住在人間，聽到佛

法，但是短暫的人間，我們若是還未修完，要怎麼辦？我們就要讓因

緣能延續，去到有佛法、有因緣的地方。所以現在，佛陀教我們入人



群去造福緣，在人群中傳法，讓人能接受到法，有這個因緣，還是在

來生，能生在有佛法的地方，這就是所以我們要傳法。 

 

＊此即頓教證不退諸大菩薩，故能廣度無量眾生。故云：度無量億百

千眾生。 

 

  這就是頓教的菩薩，就是大根機菩薩，一聞則悟。聽了，就能夠

了解。不論是在家菩薩或者是出家修行者，聽到佛的道理，就能夠體

會佛心，要發大心、立大願。因為佛陀說人人皆平等，人人皆有佛

性，本來就沒有五乘、三乘，同樣的一法，只是我們的根機大小。所

以，成佛，行菩薩道，即使是在家菩薩，若能夠領悟，也是能得到這

種不退大菩薩的信心。這就是頓教，很快的他就能接受到這個法。「故

能廣度無量眾生」，這幾天看到這麼多國家在分享，這些國家的慈濟

人，所度進來，能夠聽到佛法的，了解了道理，將他的心輪轉過來的

到底有多少呢？光是聽昨天的菲律賓慈濟人說，我們的人醫會光是眼

科，在我們的慈濟園區裡，有一個眼科，專門做眼科義診，裡面的設

備能移植眼角膜，同時也能開視網膜剝離，都能開，這是大醫院才能

開的，在我們的義診所也能夠開。 

 

  七年的時間，開了五萬多人的眼睛，讓眼睛已經看不到的，能在

七年間，讓五萬多人重見光明。不論是白內障，不論是眼睛的瘤，或

者是（視網膜）剝離，或者是要移植的，全都能做得到。看，光是一

項眼科，這種義診施醫就能救這麼多人。這麼多人受救了，那種感恩

而投入環保，或者是轉成真正是會員的也不少，這就是用愛付出。所

以「度無量億百千眾生」，只是在一個地方，只是一個動作，就能度這

麼多人。你們想何況是全球，到底有多少人在救人，有多少人得度？

到達「苦既拔已，復為說法」的程度，轉過他的心輪的人。看，這就

是法。 

 

經文簡釋： 

「如是菩薩，名為大樹」；力量即大，蔭覆益廣，故云大樹。 

 

此頌明大樹受潤，此菩薩分證實相，具不思議德用，住於神通，轉不

退輪。 

 

於一念頃，能於十方開導利益一切眾生，故喻大樹。 

 

  所以「如是菩薩，名為大樹」。像這樣的菩薩，願意投入人群去付



出，合和互協這樣鋪出來的愛。看，「力量即大，蔭覆益廣，故云大

樹」。就是菩薩如一棵大樹，大樹這樣開展出去，展枝開葉，知道那棵

大樹下能讓多少人在那裡乘涼呢？這就是說此頌表達了「大樹受潤」，

能有這麼大棵的樹在大地上，根、莖、枝都展開了，就是因為受到法

雨的滋潤。就如雨滋潤大地，這棵大樹開展出去了，你想，它能吸收

到多少的水呢？我曾說過，有些大樹可以吸收的水，有好幾噸之多。

若是小株草，沾了一點點水，一杯水，讓很多的草來沾水。若是大

樹，雨水再多，三五噸的水量都能夠吸收。總而言之，大樹它能吸收

很多雨水，就是說發大心的菩薩，他就能接受很多的大法，大樹受

潤，這就是「菩薩分證實相」。 

 

  我們能看得到接受了佛法，身體力行，我們看得到，感受得到。

「具不思議德用」，他的德，有修行於內心，發出去的功德，我們能受

用。「住於神通，轉不退輪」，這就是「於一念頃」，一念間，我們要接

受法，大法入心，一念之間，不困難，「能於十方開導利益一切眾生，

故喻大樹」，所以譬喻大樹。就如大樹一樣，學佛，我們就是要這樣，

頓教的菩薩，大根機的，我們有辦法這樣接受到大法，我們就能行大

行，利益天下眾生。所以我們必定要「安住平等慈愛之心」，我們還要

再讓一切有情都能得快樂，看到我們給他的法，他的心很快樂，他能

夠受用，安住在慧定中。總而言之，愛的力量就是在一念心。所以我

們要時時多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