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0501晨起薰法香如是我聞思（逐字稿，簡校版） 

 

如大雲一味無差別 

各根機因緣有差別 

密雲雨甘露無差別 

華草樹受潤喻人華 

 

就說，天上密雲，雲開始，雲會合，雨落下來，一相一味，絕對

是無差別。這麼多天以來，大家一再一再就是聽，好像繞著這幾個

字，一直在吸收，到底「大雲一味」，有什麼多深的法呢？是啊！有什

麼多深的法？好好用心來探討，大雲，雲是如何形成的？宇宙天體的

道理，我們要用心去探究。沒有雲，肯定就不會下雨。大家聽，是

啊，師父說這麼多天了，同樣都是這樣說。對啊，我是這樣說，大家

也是這樣聽，不知道我們有沒有用心思考？有沒有了解，為何雲聚集

在一起，雨怎會從雲端而落呢？這個問題，我們要自己問自己，聽了

之後，我們有問心，心問：宇宙天空道理到底是如何形成？有這樣的

雲？我們有沒有去探究？若有，我們對法的吸收入心，對我們才真正

有受用。 

 

若只是聽了就是過去了，沒用心，若這樣，今天我所說的，你們

聽了，我是白說，你們也是白聽。這我們彼此之間我們都要自我警

惕，我們要自我反省，我們要互相勉勵，要多用心啊！我是很用心，

但是，希望我們人人都能了解。所以要了解，如大雲一味之雨，一相

一味無差別。它道理的形成，它下雨的形相，都是一樣。道理是一，

形相是一，它的味道也是一，所以沒有差別，差別的就是各根機、因

緣。根機、因緣各有差別。師父說的話，這麼多人聽，很用心的人，

大有人在，不少人。常常聽到外面，他們離我們很遠，透過了視訊，

他們在遙遠的地方薰法香，回來之後，他們都會說：「感恩喔！我們除

了看、聽，在視訊，透過雲端影像中，這樣看、這樣聽，不過，我們

若還有文字，每天十點多過後，就會得到文字，早上師父說的話，還

有用文字逐句記錄，意思清楚，我們很感恩啊！是啊，是誰用心，每

天將我說的話變成了文字。這樣，有的人，在國外的人，台語不通，

因為有了文字再複習一次，他們清楚了，他們感恩。我聽到他們對法

的吸收，清楚了，感恩，同時我也心生感恩。能夠讓這個法這個觀念

讓更多人清楚，這就是要靠根緣（根機、因緣），有這樣的根機，接受

得進來。將聲音變成文字，讓別人，不是太清楚的人看到，更印證早

上聽的法，他們能經過再整理。 

 



這就是有因緣，若沒有這根機，當中又沒這因緣。說的人、聽的

人，又有現代科技發達，現場將聲音擴出去，在我們的範圍、周圍，

大家都聽得到。不只是台灣全省，連各地方只要有開視訊，資訊的號

碼給他們，他們都能聽得到。不只是在台灣，全球都聽得到，不論是

美國很發達的地方，或是非洲很落伍的世界，卻也是藉著這因緣，他

們也同樣能接受得到。所以，因緣、根機各有差別，有人聽得懂，及

時有好的因緣，馬上記錄。借重現代科技因緣的傳達，所以，慢慢

看，慢慢薰習，這樣，薰習久了，也能成為漸教。昨天說過了漸教菩

薩，有心想要學大乘法，要了解大乘的道理，他一邊學、一邊做、一

邊聽、一邊了解，這樣漸漸吸收，這就是各有根機因緣。雖然是根機

因緣有差別，卻是「密雲雨甘露無差別」。根機有大小，有利與鈍，有

鈍與頓。鈍根就是漸漸來，我按部就班，就是這樣，有心要了解，漸

漸進步。若是頓根，就是利根，一聞千悟，了解法就是這樣，一味一

相，就是這樣，天體宇宙道理無相，卻是有為法合成，所以大家能了

解，藉空悟假，體會到假相。空理就是真理，天體宇宙萬法真理，永

恆存在，有為法、有形相，就有成、住、壞、空的道合成而來，有合

成就有成住壞空。這種道理與外面有為的形相，我們若能透徹，清楚

了解，真實的道理是無差別，有為法合成，那就有因緣，那就有差

別。 

 

所以，「花草樹木受潤喻人華」。所以，花、藥草、卉木叢林，它

受雨露來滋潤，所以它能茂盛起來，我們人與這些不也是一樣嗎？人

譬喻藥草、卉木叢林，同樣需要密雲，需要雨露，需要大雲匯集，沒

有大雲匯集，哪有雨露？哪有水─甘露法水呢，這一定是有因緣，所

以我們要用心。真正的，人生就是合成，有為法。國土危脆，成住壞

空，佛陀，釋迦牟尼佛的故鄉，過去的迦毗羅衛國，在現在的泥泊

爾，名相不同，地方是一。在那個國家，看，目前的現在二千多年前

佛陀出生的地方，佛陀入滅之後，那個國家變成了一個朝聖觀光地

區。為了觀光，吸引很多的觀光客，自千多年前就有很多佛陀的遺

址，就將它變成了觀光地區了。但是只是觀光客去朝聖，那個地方佛

法自佛陀入滅之後，才是一段時間，慢慢地佛法又是受其它印度教慢

慢又將它埋覆掉了，佛法在印度有名無實，所以招來了很多觀光客，

但是印度的佛法已經衰頹了，佛法的精神完全是向東行，所以佛法完

全來到中國，這經過是這樣長久的時間。 

 

很感恩啊！若不是有從印度那個地方有研究佛法，很少數的人來

研究佛法，就如摩騰、竺法蘭，就如鳩摩羅什，他們願意發心，有種

種因緣，將佛法傳來中國，這要經過很多的因緣。也有中國很多的修



行者，希望要去探究佛陀真實的道理，真正是來自佛國度的道理，想

要從源頭將這個法東傳，去取經，要先去學，然後將經典精神理念傳

回來。還是同樣，不論是摩騰與竺法蘭，他們帶回來的經典，在中國

傳授，還有鳩摩羅什帶來的經典，在中國受到很重視。所以請中國很

多有識人士來譯經典，加上玄奘法師，不只是玄奘法師，還有很多人

去而半途無功就往生了，為了傳法，也犧牲了不少人。成功傳回來

了，受到帝王的重視，所以譯經場派遣了大臣，很有學問的人，來研

究、來聽法，所以將梵文翻譯成中文。幾次的譯經場，譯經是多麼盛

況。 

 

所以我們的經典會有這麼多，有的經典很類似，差不多，為了是

翻譯的，所以在經文中擔心我們聽不懂，擔心我們理解不透徹，很多

經文就這樣反反覆覆。希望我們能耐心、用心，將法深深吸收，待根

機、待因緣。同樣的一部經，你如何去研究，新的感覺又出來，新的

名詞、體會又發現了，這實在是無窮盡，很奧妙的道理。不是一就是

一，一法能含蓋無量數人間的有為法，所以形相很多，形相分析的道

理很多，各有差別，但是無形的真理就只有一項。古代的人一句話

說，「一理通，萬理徹」，我們要用心，尊重一味一相之法，多了解。

所以，學佛，用心，日復一日，好好來聽。否則時間飛逝而過，我們

的生命自然法則，老、病、死的無常，何況大乾坤裡這種四大不調。

看看現在，佛陀的故鄉，目前這時刻，多少人心碎、家破人亡，又有

多少人，人間菩薩，他們投入在那地方，腳踏在破碎的土地上，面對

著苦難，無可依怙的這些人，聲音所聽到的，無不都是痛苦呻吟的傷

患者，這就是人間。所以我們必定要好好把握，要時時用戒慎虔誠，

來面對著人間世事，我們要戒虔誠來面對。更要用誠懇的心來聽法，

真正虔誠用心，受法入心。不只是入心，要契法而行動，這就是我們

要很及時，把握當下。我們才能永恆，恆持在剎那間。這剎那的法入

心，是在我們永恆永生受用不盡，所以一定要很重視。上面的經文這

樣說。 

 

經文：「復有住禪，得神通力，聞諸法空，心大歡喜，放無數光，度諸

眾生，是名大樹，而得增長。」 

 

「復有住禪」，「住禪」就是思惟修，我們要時時思惟，好好受

持。「得神通力，聞諸法空」，要體會法，真正是無形無體，我們要借

重這種有為合成的因緣，我們要很了解「心大歡喜，放無數光，度諸

眾生，是名大樹，而得增長。」這昨天已解釋過了，希望我們人人藉

這個空的道理來透徹有為法所合成的假相，我們要很分明，藉假來修



真，雖然道透徹理之後，一切皆空，但是我們藉著這假相來修行。看

看泥泊爾，幻化無常，房屋破滅人受苦難。我們在人間，什麼叫做菩

薩？也就是有這念不忍之心，這是人人本具真如妙有的這分心，他們

願意身體力行，經過很多波折，腳踏那地方去付出。這種「菩薩所

緣，緣苦眾生」，菩薩的成就，就是在苦難中成就的，借假修真，藉著

虛幻無常去體會苦諦，真的苦理。 

 

他們為什麼一場七點八規模的地震，把他們震得整個房屋都破碎

了呢？當然，第一、是年久了。第二、建築物只用磚塊疊起來，經不

起強震。所以，這都是有因緣，這是「集」，集長久的時間，集來了這

個建築物就是不耐震，所以等等，這就是因緣。所以人間菩薩到了那

個地方，苦、集、滅、道，要在那裡行菩薩道，要如何消除那裡的苦

難人的疾病、傷痛？苦、集、滅、道，他們現在踏在那個地方，體會

那些道理，這就是因緣。所以我們要好好用心，諸法是空，了解這樣

的道理之後，我們要更清楚，菩薩心就如大樹的種子。下面再接著

說。 

 

經文：「如是迦葉，佛所說法，譬如大雲，以一味雨，潤於人華，各得

成實。」 

 

經文簡釋：「如是迦葉，佛所說法」 

如是二字，法稱合道理，眾聖之王，說法教化，故言如是，指上五

乘，以告迦葉。 

 

佛陀再呼喚迦葉，就是這樣，道理是這樣，前面說的道理，山河

大地乾旱，所需要的是雲集雨下，下雨來滋潤，就是這樣。「迦葉啊！

佛所說法」，佛陀再呼喚著迦葉，將道理說一段落，希望大家要再提高

精神來聽。所以佛陀就重新再呼喚迦葉的名字，也就是呼喚大家要再

提起精神來，就是這樣，「如是」。法，前面說的那些法，法是稱合道

理。「法稱合道理」，就是說，法與道理會合起來。法，就是一條路，

我們要通達這個法，就是要走過這樣的路，所以「法稱合道理」。所以

「眾聖之王」，道理是佛陀這樣走過來、這樣體悟過來的，所以「眾聖

之王」。我們幾天前還在說「九界」眾生，應該要說「十界」眾生，六

凡四聖，佛陀已經超越了九界，十法界中，佛陀超越了九界。四聖，

以佛陀為最，就是最上聖。因為經典都說「無上正等正覺」，「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就是「無上正等正覺」，超越了一切世間賢聖的果位，

在最上聖，所以稱為「眾聖之王」，也就是眾聖之尊。 

 



「說法教化」，佛陀所說法，他是眾聖之尊的佛，說法來教化。所

以說，佛說「如是」，如是道理，這麼多的道理，是出自眾聖之尊，佛

陀，佛口所說的法。說什麼法呢？那就是我們前面一直說的「五乘」。

不只是發心修行者來聽法，即使是社會人群，人人都來聽法。社會人

群，那就是在三乘之前，五戒、十善。有天法，修天福的法，有不失

人身，五戒之法。修天福，那就是行十善；受五戒，那就是確保人

身，不會墮落三途，這是佛陀愛心初步的教育，所以「指上五乘」。

「以告迦葉」，向迦葉再提醒，前面所說的一相一味之雨，其實含蓋，

三乘之外，含蓋十善、五戒在內，這些都包含。再向迦葉說，意思就

是說，法是平等的，不一定是出家，佛陀才為我們說法，是社會群

眾，佛陀都有法說，有法度化眾生。 

 

＊賢者說法時有五福德， 

一於當生得長壽，以聞者戒殺為護生故； 

二於當生得大富，以聽者戒行施盜故； 

三於當生得端正，以聞者立意柔和故； 

四於當生得善名譽，以聽者歸依三寶故； 

五於當生得聰明，以聽者曉了妙慧故。 

 

所以「佛所說法」，說法的人就有五種之福德。聽的人，他聽了就

有福了，有什麼福呢？下面就說，「一、於當生得長壽」，聽法的人就

能得長壽。為什麼呢？以聞法者戒殺再護生。這就是我們若要長壽，

今生的果已定，壽命長短無人知，我們這輩子的果已經定了，我們可

以修於來生世。我們此時要趕緊戒殺，不只是戒殺，我們還要護生。

我們若懂得戒殺護生，我們來生的壽命就很長。看我們的環保菩薩

中，近百歲的人很多，而且手腳俐落，耳根、眼根都很明。你看，這

人家他們過去就有戒殺護生，應該是過去生的因，這輩子所結的果

報，有這麼長壽健康。我們也應該要好好來聽法，好好的依教奉行，

我們要戒殺。幾天前向大家說，殺有直接殺的，有間接殺。直接殺，

我們市場上在賣的那些肉類，不論什麼肉類，直接殺才能上市場；間

接殺的就是去買來吃的人，這是間接。所以，佛法一直提倡我們要護

生，護生，你就捨不得殺牠，我們要愛牠。生命平等，所有的生靈皆

有佛性，你殺害眾生，如同殺害佛命一樣。所以，我們眾生平等，人

人要護生。 

 

第二，就是「於當生得大富」。這時候願意，願意能布施，就得大

富。因為他聽經之後，戒盜行施。我們除了要布施，我們不可以偷

竊，貪人家的東西，去竊盜、偷拿，這是不對的。所以現在聽法之



後，要戒盜行施。我們要布施，不要不義之財而取，若能這樣，沒有

偷拿人家的東西，沒有貪不該貪的東西，又不斷去布施，這樣當來一

定是得大富。所以我們現在常常引導人，要如何啟開富有的心門呢？

心靈的財富。雖然他現在很貧困，需要人幫助，我們先教他：「你受幫

助，同時你也能幫助人。你過去有慳貪、有偷盜這樣的因，現在來到

這輩子，貧窮苦難。現在受到因緣來幫助你，啟發你的愛心，一點點

的錢，你也能夠付出。滴水入大海，一點點錢匯合起來就能幫助很多

人。」這就是，雖然是少分，但盡他的力量，他就是得大富，來生能

得大富。要得大富就要行布施，要戒，戒偷盜，不要偷盜。 

 

第三，「於當生得端正」。當生就是這輩子會得到端正。那就是因

為聞法者立意柔和。我們要如何能端端正正，讓人看了就歡喜呢？現

在我們說話要柔軟，見到人，面容要微笑，要不然好像人家欠你一

樣，稍微一點點，你自己哪裡不高興，哪裡鬱悶，看到大家，大家眼

睛看到你，就知道你不高興，你受到什麼鬱悶，你是怎麼了，不然怎

麼會臉孔這麼的凝重呢？我們要讓大家輕鬆一點，讓人家較歡喜些，

說話要細軟─細心一點，軟語一點。不要說：「我本來就是這樣，我原

本說話就這樣。」你是這樣，別人就不習慣，你的習氣是這樣，但別

人就是不習慣你這樣。所以，開口惡言，大聲粗語，像這樣，人家不

愛接近你，人家就不要與你會合來做一件好事。心雖然是好，嘴巴不

好，也不是真正的好人。「靜思語」不是這樣說嗎？對啊，我們對人要

柔和善順，才能來生很端正，這輩子與人結很多好緣，來生人家看到

你，就自然起歡喜心，有端正的形態。 

 

第四，那就是「於當生得善名譽」。不只是讓人見了歡喜，又能名

聲很好。這就是聽法懂得皈依三寶，「三皈五戒」都有受持。「三皈

依」，皈依佛，體解大道，發無上心；皈依法，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皈依僧，統理大眾，一切無礙。我們有「三皈」，不只是「三皈」，還

有五戒。前面，戒殺生、戒偷盜、戒惡口，還有從我們內心的誠懇來

待人。像這樣，我們會得到好名聲，來生所做的事情，就是因皈依，

能聽到佛法，入佛法中。這就是我們現在要好好的真正聽法，皈依三

寶，得三皈五戒，將來自然我們不會去做壞事，完全就是好的名譽。 

 

第五，「於當生得聰明」。這輩子能得到更聰明。聰明應該是要再

有智慧，眼明耳聰，這也是很重要。「以聽者曉了妙慧故」。聽、看，

法，聽法入心，自然很清楚，明瞭通達，微妙的法開啟我們的智慧。

所以「見賢者五福德經」，在《賢者五福德經》中，說得很清楚，這就

是我們佛所說的法，就是這樣涵蓋那麼多，我們若能聽法，就能得五



種的福德。這是佛陀為修行者與社會人群說五乘法，讓我們有這個因

緣聽得到，這是佛所說法，對眾生有所利益。聽到法就能得到這五項

福德。戒除我們過去的惡習能改變，在人間行種種的善，行種種善，

去除種種的惡，這是我們要用心。 

 

經文簡釋： 

「譬如大雲，以一味雨」；佛身證得無上，正覺之佛身，有法身、化身

等之別，總名為佛身。 

 

＊佛身普應，佛法普被，如一味雨，無有差別。 

 

「譬如大雲，以一味雨」，就如佛身，「證得無上正覺之佛身」。佛

身有法身、化身、應身等等差別，但是總稱的名稱叫做佛身。「佛身普

應，佛法普被，如一味雨，無有差別。」佛身若能普遍應在人間，就

是法，雖然佛陀離我們二千多年，佛法是普遍在人間，要將法再推

廣，聽法者亦就是說法者，也同時是就是傳法者。這樣佛的法身才能

普應人間，佛法普被，如一味雨，無有差別。全球世界需要的是雨，

雲集雨降，這就是人間需要的水分。 

 

經文簡釋： 

「潤於人華，各得成實」；觀四諦直以無常觀，觀察五蘊生相似之涅槃

智。 

 

「潤於人華」，就是將這個法給大家，「人華」就是喻大地一切，

「華」就是譬喻很多的卉木叢林，包括人世間都包含在內。觀四諦，

首先進入佛法的道理，要從四諦，我們要了解，好好來觀想，人間到

底是什麼苦？「直以無常觀觀察五蘊」。從「四諦」中，我們去觀察，

觀察這種無常、四諦之苦，進入「十二因緣」法，體會我們的日常生

活。不論是時間、空間的無常，以及我們自己，我們的生老病死等等

的生活，全都不離開「無常觀」與「五蘊」。我們要觀察「五蘊」，早

上吃飽了，中午還要吃，到底是怎樣消化掉的？不曉得，我們自己知

不知道？這就是「五蘊」在我們的身體。我要吃這個，我不要吃那個

等等，我們各有各人的感受。身體中有很微細的行蘊，我們應該也要

好好自我觀察五蘊─色、受、想、行、識。我們的觀念到底在哪裡？

人、事、物，我們歡不歡喜呢？這都是「五蘊」，「五蘊」就是在無常

中。所以因為無常，因為「五蘊」，所以我們生活在「四諦」─「苦、

集、滅、道」中。「生相似之涅槃智」，我們若有這樣的人，我們就差

不多了解道理是什麼。所以「各得成實」，其中這個法我們要了解四



諦，又是了解無常、五蘊、十二因緣法。我們了解之後，將法來吸

收，吸收讓我們自己受用。 

 

＊各得成實，其中煖法、頂法、忍法，世第一法。 

 

記得幾天前跟大家說，有四法，就是煖法、頂法、忍法、世第一

法。佛法要收入進來，我們慢慢地這個法暖和了我們的身心，讓我們

的身心能夠很調和。所以我們常說需要熱能，大乾坤需要熱能，所以

地上含藏著很多熱能。若是熱能能順調，能供應給我們很多的物質。

煖法，就如我們的身體，我們的卡路里也要足夠，我們才能身體健

康。法也是一樣，法入心，我們要有熱心，我們有熱心，我們才願意

接受法。所以有真正的精進，煖法，精進，有熱情要受這個法，這就

是煖法。頂法，這個法在我們心中不斷不斷成長，慧命增長，慢慢成

長起來。在過程中，修行六度，其中就是要忍。忍，才有辦法持戒；

有持戒，才是真精進；真精進，才願意付出，布施。 

 

所以，這個「忍」與「戒」是很重要的，才能精進，才能付出。

這樣我們的心才能歸於禪，就是思惟修。思惟修很清楚了，我們才能

得世第一法，就是世間的第一法，這叫做「成實」。我們無論是什麼樣

的根機都能吸收到法，法，非常成實地入我們的心，要真正「成實」，

那就是需要這四法─煖法、頂法、忍法、世第一法。這叫做「各得成

實」。 

 

＊潤於五乘戒善，喻人心華受潤，令各增長，結成果實。 

 

所以，能這樣，我們才「潤於五乘戒善」。五乘，法，我們接受

了。五乘，我們從開始社會的人與人互動，十善五戒，一直到我們要

入佛門，修大乘法，要去除大煩惱，不斷在五乘法，都要有戒。十善

五戒，在家人也要修，這不但不殺生，還要再護生，這就是守善，守

殺戒，不殺，我們還要護生等等，這就是在五乘法中。就是譬喻人，

心華，我們的心的種子開花有果。我們現在修的，如花的種子，花

開，花開就是再結果，果的循環，就是譬喻人心華受潤。花若能再受

潤，才能再成熟，再結果，「一生無量，無量從一生」。「令各增長」，

只要我們好好用心，我們得到一粒種子，只要是樹的種子，小樹也能

變大樹，大樹結果纍纍，菜的種子也是一樣，藥草的種子也是一樣，

只要你一株，好好受法，受法水滋潤，我們就有無量數的法完成，這

就是果實。 

 



＊以本心之清淨譬於華，故曰心華，以華喻人，故云人華。 

＊以上六句，是舉譬帖合，無差而差，差即無差，大雲一味，無差別

也，各得成實，有差別也。 

＊能潤之雲雨無差，即佛心及佛所說一心，萬行之法無差，受潤之

木，大小有差，即眾生心念，及修行有差。 

 

「以本心之清淨譬於華，故曰心華，以華喻人，故云人華。」開

花了，蓮花在污泥中開花了，所以它的心是清淨，蓮子清淨，這都是

在污泥中所開放出來的花與果，所以「故曰心華」。「潤於人華」，這就

是表示我們愛的法，已經入我們的心來。以上就是說，舉譬喻，真正

貼切合法，無差別的法，貼切了人間人人的根機，所以沒有差別。但

是無差別，卻是也有差別，就是我們的根機而差別。法是無差別，差

別的就是無差別的法，無差別的法，卻是根機不同，有差別。所以

「大雲一味，無差別也」，大雲一味雨是無差別。「各得成實，有差別

也」，不論你什麼樣的根機，只要來接受，就完全能得到成就，能成

熟。所以「能潤之雲雨無差」，它能潤，「能」，能潤的雲與雨是平等無

差別。那就是表示「佛心及佛所說一心萬行之法無差別」，從佛陀的心

說出來，萬法無差別。「受潤之木，大小有差別」，所受潤的，「能、

所」，所受潤的木，樹木它有大小的差別，就是眾生的心念與他修行有

差別。總而言之，有差別與無差別，佛法本身無差別，有差別的是我

們凡夫眾生心。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 

 

【補充資料】 

《佛說賢者五福德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

告諸比丘。賢者說法時有五福德。何謂為五。其人所生則得長壽。是

為一福德。其人所生即得大富饒財多寶。是為二福德。其人所生即端

正無比。是為三福德。其人所生即名譽遠聞。是為四福德。其人所生

即聰明大智。是為五福德。 

 

〔五福德──說法五福德〕（明，一如《三藏法數》） 

﹝出賢者五福德經﹞ 

一、長壽：謂前世說法時，上中下語一一皆善。若好殺者，以聞法

故，而能止殺，是故今世得長壽福德。（上中下語，即經之序分、正宗

分、流通分也。） 



 

二、多財：謂前世說法時，上中下語教人布施。若盜竊者，聞法不

盜，便能行施，是故今世得多財福德。 

 

三、端正無比：謂前世說法時，上中下語隨順正法，令聞法者，和氣

安心，顏色悅懌，自生光澤，是故今世得端正無比福德。 

 

四、名譽遠聞：謂前世說法時，上中下語以善及人，令聞法者，歸敬

三寶，相從者眾，是故今世得名譽遠聞福德。（三寶者，佛寶、法寶、

僧寶也。） 

 

五、聰明大智：謂前世說法時，上中下語樂說無吝，令聞法者妙慧開

解，是故今世得聰明大智福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