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05《靜思妙蓮華》 修習法華 得近泥洹 (第 1234集) （法華

經•法師品第十） 

 

⊙「乾土施功不已者，喻入乾慧地，由施功漸而進。濕土喻歷聞般

若，至泥喻至今聞妙法法華經。」 

⊙「施功不已，轉見濕土，遂漸至泥，其心決定知水必近。菩薩亦復

如是。」《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 

⊙「若未聞、未解、未能修習是法華經，當知是人去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尚遠。」《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 

⊙如此之人，未聞、未解者，即未能修習是法華經，故於煩惱未能解

脫。 

⊙當知是人，去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尚遠：如是應知是人距離去正等

覺法尚遠。如見乾土；知水尚遠。 

⊙尚遠得近，譬喻可知，如此經獲圓觀三慧，方能近果，非阿含，方

等般若教中，聞解思惟修習。 

⊙三慧：聞思修聞慧是聽聞佛法能生智慧；思慧是思惟佛理能生智

慧；修慧是勤修禪定能生智慧。 

⊙「若得聞解、思惟、修習。必知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華

經 法師品第十》 

⊙若得聞解、思惟、修習：如前喻中，於如來所說一切法，思惟籌

量，憶念不忘加功不已。 

⊙必知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漸得見濕土泥洹，即涅槃又名滅

度，是滅盡煩惱，度脫生死之意。 

 

【證嚴上人開示】 

「乾土施功不已者，喻入乾慧地，由施功漸而進。濕土喻歷聞般若，

至泥喻至今聞妙法法華經。」 

 

乾土施功不已者 

喻入乾慧地 

由施功漸而進 

濕土喻歷聞般若 

至泥喻 

至今聞妙法法華經 

 

這段文，我們要很用心來體會。我們修行，到底是不是真的已經得到

智慧？聞法，無非就是要能開啟智慧，過去的愚昧，從我們有生以

來，一直都是在人群中，世間很多煩惱、無明污染我們，我們隨波逐



流，就是這樣在過。 

 

現在已經聽到佛法了，人生的道理，要開闊心胸，不是只守在自己的

利益。知道了，因為守在自己的利益，難免就是計較，計較，惹是生

非，就會惹很多煩惱來。所以我們清楚了解，我們要追求佛法，開啟

我們的心胸，捨棄己見，如何能接受，與佛同等，體會天地宇宙的真

理，人與人之間要如何互相容納，人與人之間要如何去付出，這就是

我們學佛，從人事中去會道理。 

 

我們若是只知道人事，知道了、知道了，人生無常，了解了，不要與

人計較，我來獨善其身。這就是譬喻我們站在高原裡，在那裡鑿井，

但是在高原上鑿井，就是看到乾的土，你很用功，但是還是土一片都

是乾的。這與我們知道佛法，開始，開始在用功，在人事上，我們體

會、了解，生老病死，人生苦難，八苦，生老病死苦、愛別離苦、怨

憎會苦、求不得苦、五蘊熾盛苦，加起來就是八苦。 

 

這，光說人的一生，每一個人都逃不過的八苦。知道了，無了時，生

生世世，尤其是也了解了，無明複製，再來生，不一定是人身，再來

生說不定是在畜生道。畜生，我們都有看到了，在世間看得到畜生

道，這種的生活由不得自己，任人宰割，這畜生道，這種的生也是同

樣在眾生中。 

 

有的人生來人間，苦難啊！人間的餓鬼道，應該我們也常常看到，國

際間多少貧困苦難的國家，貧窮加上天災，加上人禍，這種飢餓等

等，這像是人間的地獄，像是人間的餓鬼，都是由不得我們自己。大

家透徹了解了，所以決定修行，唯有修行，看是修人天福，或者是要

了脫生死。 

 

修人天福，那就是只知道造福，不想要研究佛法，不想要聽經，不想

要入佛團隊裡面，只是在外面聽、外面知，在外面知道要信，「積福之

家有餘慶」，聽進去了，所以願意修行，所以拜天、拜神、拜地，一直

拜，也願意做一些小善事，這樣這就是沒有入佛法，佛法沒有入心，

不知道。 

 

有的人拜拜，他就認為：我是佛教徒，我有拜土地公、城王爺，我拜

好兄弟，我拜……，很多，所有的神通通有名的全都請，以為這些神

都可以求，可以保佑，可以……等等，這就是求人天福。 

 



若是要了脫生死，那就是知道佛法的道理，但是就是求自己，獨善其

身，不顧他人，各人修行各人得，這就是「乾土施功」，在乾的土，沒

有水脈的高原，在那個地方一直在掘土，想要能求得水，這就像入乾

慧地一樣，雖然很用功，有得到智慧，卻是很膚淺，沒有水分來滋

潤，即使有智慧的種，沒有水來滋潤，也無法再延續，這個善的種

子、慧的種子。 

 

我們應該要有慧的因，才有辦法生出福的緣，這個慧因福緣要會合起

來，就是真理。但是只是修慧，沒有想要修福滋潤他人，這就只是在

乾慧裡面，叫做乾慧地。因為施功，真正學佛的人在用功聽法，就要

用心聽進去，所以已經了解方向了，知道我們要得水，一定要有水脈

的地方，我們才有辦法得到水。只是在高原裡沒有水脈，一直施功，

很努力在用功，只為自己，這就像一片乾燥的土地，沒有方向。要有

方向，所以方向要用心去精進，去施功，好好去付出，漸漸而進，自

然這個濕土就會看到。我們這樣方向對了，水脈對了，所以我們已

經，開始看到濕的土了。濕土，已經看到，就知道下面應該有水，所

以這就是譬喻「歷聞般若」。 

 

現在已經在般若裡，那個真實的智慧，了解一切皆空(我法二空)，要

求什麼人天福，沒有啦！要求什麼自己斷生死，你煩惱還未去除，帶

著煩惱、自己的執著，這樣在用功，哪有辦法真正去體會到真理呢？

自己還沒有空掉(我執)。雖然已經聽般若，還沒有空掉己見。《般若

經》也已經聽了，我，一直有「我」存在。真正的般若，就要空掉了

一切，到了真空，連自己都沒有了。那個自己都沒有的般若，那就是

不是為自己，就是為天下人群，這就是無私、無己利，不是為了自己

的利益，是求天下的利益，是求天下眾生的平安、解脫苦難，不是求

自己。 

 

這種已經到無我相、無人相、無壽者相，一切全都沒有了，這才是真

正入那個般若真空。所以說「施功」，我們在水脈上開始在用功，看到

濕的土，那就像在《般若經》中，已經得到智慧了。只是得到智慧還

不夠，所以要再繼續開下去，因為智慧了解，了解真空，真空就是含

著「妙有」，這個「妙有」能得，那就是要到淨水。因為水，淨水能

滌，洗滌一切煩惱垢。 

 

所以，在那濕土再下去就是泥，看到濕泥，泥土時，那就知道再下去

就是淨水了。「至泥」就是，譬喻現在已經聽到了，聽到《妙法法華

經》，出污泥而不染，這清淨的水。這就是我們要追求的佛法。所以佛



法在人間，我們要很用心。若只是為自己修小法，自己修的是小法，

想要得到大利益，這是不可能，就像佛陀在世時，他向弟子講法時，

也就是用譬喻來教育。佛陀向弟子說，過去過去有一位貧困的人，這

個貧困的人，雖然是很貧，卻是身邊也有一點點錢，這個錢是從他做

工得來的錢，有一點點錢在。卻是他看到富家，很富有的人，這麼多

錢，自己做工，才得到這一點點錢而已。一直就這麼想：我若是這些

錢，來與那麼多錢的人相比較，實在是太少了，這麼少的錢，我留著

要做什麼呢？將它丟到水裡去。身邊的人趕緊就將他擋下來，就說：

「你為什麼要將這些錢，丟到水裡啊？」他就說：「我一點點的錢，你

看，人家他們是那麼多錢，那麼富有，我這一點點，要如何與人

比！」旁邊的人就向他說：「雖然你這一點點錢，無法與富有人比，不

過你這一點點錢，也可以維持你好幾天的生活，你怎麼這樣就要將它

丟掉呢？」 

 

佛陀說到這裡，就再說：「世間人與這樣相同，有人，這種愚癡的人，

雖然聽到佛法，知道佛法很好，我願意出家。出家在僧團裡，他希望

能與大家都一樣，有德行的人受到信徒這樣，這麼豐盛的供養，自己

出家之後，雖然三餐不用擔心，但是所接受到的供養，無法與高僧大

德相比。人家的恭敬，信徒的供養，無法與他比，還差這麼多，所

以，我在這個僧團裡，這樣在修行，我也覺得還未與人平等。」 

 

佛陀說到這裡：「這就是愚癡的人，你滿心煩惱，道德還未成就，你就

很想要與那道德高的人相比。道德高是原來是老實修行，心的煩惱去

除，顯出了他的德相，顯出了他的德行，得到佛教徒、平常求佛法的

人所尊重，所以人家對他的供養、對他的尊重，當然是不同啊！修行

的德行是自己要好好修行，要得來了慧的德，那就是要你平時要去除

煩惱，要修福、修慧，才有辦法受大眾的供養。」佛陀說這些話，讓

修行者了解，讓修行者知道，修福、修慧是累生世來的，不是只是這

樣，現在發個心，入僧團，就要與有修行的人去比較。比較，那就是

一直為自己在計較，就像那位愚癡的人，做工所得到的錢少，但是，

入僧團來，是為了能三餐不用煩惱，不用去勞苦在外面做工。三餐既

然能夠不用煩惱了，一缽千家飯，但是你還未修行，就想要受人恭

敬、尊重、供養，這就是愚癡的人。 

 

不論是在家，還未得到佛法的凡夫，或者是入佛門來，在僧團中在修

行，就只是為了自己，這全都是愚癡的人。但是，入佛門來了，也是

很認真修行，只是看到今生此世，沒有想到累生世以前，我們到底修

多少慧呢？我們到底結多少福緣呢？我們只知道現在，不知道過去。



我們應該安分守己，守在現在，對的事情，就是認真做，這就是「施

功」。我們要好好用功，要漸漸接近，對準方向，接近，一步一步接

近，自然你就從「阿含」，而「方等」，而「般若」，了解世間的事情不

用計較，知道人生苦短，這一生的慧要如何在法中得，這一生的福應

該是在人群中得。人群中修福緣，在法中得慧，福慧雙修，應該是這

樣漸進，這才是真正我們能從濕土到泥，至泥的土，才能往下鑿下

去，那就是清淨的水，水來滋潤大地，水能增長善種子，成就功德

林，應該這是要照著，這個道理、順序。 

 

所以我們學佛，應該要有這樣的信心、耐心，用很純真的心去探討這

樣的法。佛法不離人間法，離開人間求佛法，如同龜毛兔角，在龜殼

上要求牠的毛，哪有啊？在兔子的頭上要求角，哪有呢？這是求不得

啊！所以我們要真正順其道理，所有的生物都有它的道理，天地宇宙

間，萬物皆有道理，這就是要順它的道理，順它的法則，這樣才是真

正我們學佛的方向。 

 

來，前面的(經)文就是，「施功不已」，因為在高原這樣穿鑿求水，在

高原要鑿井，要求水，沒有水脈的地方，要在那個地方求水，這離水

還很遠，這是前面所說的。 

 

施功不已 

轉見濕土 

遂漸至泥 

其心決定知水必近 

菩薩亦復如是 

《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 

 

「施功不已」，因為這樣，在高原鑿水，一直一直在鑿，很用功。就是

要知道，他一直鑿下去，同樣的，就是方向正確，水脈找到了，這樣

就「轉見濕土」，一直找，從乾土一直找到濕土，看到濕土了。「遂漸

至泥」，慢慢就看到泥，泥就有水了。「其心決定知水必近」，就知道，

水，已經是近水了。「菩薩亦復如是」。掘井就是這樣，先看到泥土，

再看到水，這個水還未清，濁濁的水，你就要再一直鑿下去，鑿到那

個水是，抽上來是很清的水。在鑿井都是這樣，這就是地底下，我們

需要，需要水，就要很用功。 

 

接下來這段(經)文再這樣說，經文：「若未聞、未解、未能修習是法華

經，當知是人去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尚遠。」 



 

若未聞 未解 

未能修習是法華經 

當知是人 

去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尚遠 

《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 

 

我們已經知道了，若是我們，還沒聽這部《法華經》，聽了，還沒有了

解經的意義，也就是表示我們還沒有用心，很用心去修，修行，去薰

習這《法華經》的道理，我們還沒真心去薰習，這是還沒有。 

 

如此之人 

未聞、未解者 

即未能修習 

是法華經 

故於煩惱未能解脫 

 

所以這樣的人，就是還沒有很用心，所以還有煩惱，煩惱還未解脫，

就像在那個高原上，還是在乾慧地裡，只知道世俗事，全都清楚了，

苦、集、滅，知道要求道，但是只知道苦，知道苦從集來，還不知道

求道的方法。所以要如何滅，滅掉煩惱？還帶著煩惱在修行，這就是

在高原鑿水，還有煩惱還未去除，所以未能解脫。 

 

當知是人 

去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尚遠： 

如是應知 

是人距離 

去正等覺法尚遠 

如見乾土 

知水尚遠 

 

「當知是人，去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尚遠，如是應知」，我們就能知

道，這個人距離到那個，正等覺的地方還很遠。「如見乾土」，就是說

距離水脈，距離正等覺的路還很遠。「如見乾土」，這就是我們開始在

用功，只是知道苦、集，這樣而已，要如何滅呢？那個道的方向，我

們還不很清楚。所以已經入乾慧地，知道人間事，人間一切苦、空、



無常，這我們都很相信，我們也很了解了，但是要滅掉這些苦集的源

頭，這個道要如何走？方向還沒有很清楚，所以還在乾土上，我們離

水還很遠。 

 

所以，還很遠，要到近來，就是用這樣來譬喻，譬喻，我們就能了

解。 

 

尚遠得近 

譬喻可知 

如此經獲圓觀三慧 

方能近果 

非阿含、方等 

般若教中 

聞解思惟修習 

 

就如佛陀要向弟子說話，不可輕視小小，我們開始就要有起步，小小

的功德，就要與德行很高、有修行的人相比，這是愚癡。所以我們出

家入佛門，我們老實修行，按照我們的規矩好好修行，不要與人比，

各有因緣，別人過去生的因緣，所結的因、所造的緣，所以別人與人

之間，人與人之間有緣，但是我們還與人的緣，還差這麼遠，我們更

得要認真，要與人結好緣。要求慧在法，要求福在人，在人群中，人

群中，入煩惱中才有辦法去體驗與佛法會合，這就是我們要很用心去

體會。你若將佛法與人群分開，這樣我們就無法去真實體會，就像乾

土要到淨水，那就是永遠很遠，因為你的方向不對，地底下的水脈，

你沒有對準那個水脈，所以你要再繼續用功，去找到方向，找到水

脈，自然就有濕土，自然到泥，再往下去，那就是水了。 

 

所以，我們必定，知道世間事之後，世間的事，我們看得到，「四諦

法」，了解清楚，我們就開始要用方法滅，這個方法要滅掉這些苦，這

個方法就是在「道」，這個「道」就是要，福與慧要兩足，兩項都要具

足，鋪出來的路，這我們要用心。佛陀在講經，無不都是用這麼淺

顯，這樣來教育。做工辛苦，錢賺得少，要和有錢人比，他就要將少

少的錢，就要把它丟掉了。又當中有人來勸他：「雖然錢少，你也還能

維持一段時間的生活。」這才是正確。 

 

所以法，你若是不了解，苦難的人要與富有的人相比，這是要怎麼

比？同樣的道理。所以說，入佛門來，就要去透徹了解，世間法全都

清楚了，佛法一點點都不能馬虎，也是要很認真。所以要在佛法中，



佛法中用世間法讓我們看，從世間法要回歸佛法的真理。所以，說來

是這麼簡單，做起來是這麼的不容易，這就是我們要很用心，叫做用

功。在高原，已經是乾慧，以及要再方向對準，我們應該要知道。「如

此經」，這部經，「如此經獲圓觀三慧」，在這部經裡，此經，那就是

《法華經》，它有三慧。 

 

三慧：聞思修 

聞慧是聽聞佛法 

能生智慧 

思慧是思惟佛理 

能生智慧 

修慧是勤修禪定 

能生智慧 

 

三慧，大家知道嗎？聞、思、修。聞慧，那就是從聽聞佛法，生起我

們的智慧，要從聽來，我們才能體會，我們才能了解，所以聞慧是從

聽聞佛法中得，得智慧。思，思慧是思惟佛的真理，我們要用心，去

透徹了解他的道理，這樣就能生出智慧。佛法中，我們光是聽了就過

去，只是知道世間事，沒有好好入心再去思考，這樣就是無法得到真

實的智慧，必定要思惟，聞、思、修，所以「思慧，是思惟佛理能生

智慧」。 

 

修慧是勤，要勤修，要從很勤的心，修起禪定，禪，就是善思惟修。

思惟修，那就是得定，就是定慧，這是從聞思修來。你聽法，得到智

慧，要好好地用心思惟，思惟就要去身體力行，按照佛法指導我們，

我們依照法這樣去修。所以在佛法，佛陀這部經，鼓勵我們要入人群

去，我們就要依照佛教，行菩薩道，不離眾生，入人群中去行六度萬

行，這就是三慧。這部經是圓教，要好好去用功，觀，就是觀想，要

好好去用功，好好去想，這樣我們才能近果，《法華經》要好好用心。 

 

「非阿含、方等、般若教中，聞解思惟修習」。不是只在「阿含」而

已，還要在「方等」、「般若」，這樣聞、思、修，若到那裡就斷了，我

們這樣就(可能)會偏，偏「有」、偏「空」。來到《法華經》，就是空有

合一，空中妙有，真空妙有，就是圓，這就是要我們不要只執著在，

「阿含」的因緣果報，這樣而已。我們還要再向前前進，「方等」，開

闊我們的境界，然後進入「般若」，了解一切皆空，無常、苦、空，我

們都能體會。這是「聞解思惟修習」，我們都要了解，不是只停滯在那

個地方。所以「若得聞解、思惟、修習，必知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 

 

若得聞解 

思惟 修習 

必知得近 

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 

 

這是接下來，再一段文這樣說。「若得聞解、思惟、修習。」 

 

若得聞解 

思惟、修習： 

如前喻中 

於如來所說一切法 

思惟籌量 

憶念不忘加功不已 

 

就像前面所說的，就是「於如來所說一切法」，我們要好好「思惟籌

量，憶念不忘，加功不已」，要非常用心去體會、去了解。我們聽是這

樣聽進來了，我們要如何，未來的方向我們要怎麼走？佛陀是這樣教

我們，我們的方向要如何走，要去籌量。「憶念不忘，加功不已」。就

如在開路的人，你要先去測量，從這個地方要對準到佛的境界，從凡

夫地要對準到佛的境界，我們要好好測量，要真正憶念，要思考，不

斷不斷地思考，聽的經法與日常的生活，與世間人群的生態，我們都

要用心去籌量。佛法不是只在白紙黑字裡，不是只從聲音聽來，放在

心裡就好。我們是要放於天下，真正佛法的方向，所以我們要籌量憶

念不忘，加功不已，應該要很用功，在我們的觀念上。佛法是在我們

的生活中，是我們的慧命，是我們的思想，要去向天下去體會、去了

解。 

 

所以，我們若能這樣，「必知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必知得近 

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如漸得見濕土泥洹 

即涅槃 



又名滅度 

是滅盡煩惱 

度脫生死之意 

 

若能這樣修行，方向對準，聞、思、受持，我們的方向對準，這樣去

籌量。普天之下，籌量所有人間一切，我們體會了解，方向就是這

樣，以佛心為天下眾生苦，我們要如何去投入人群，去體會人群的苦

難，人群中的煩惱，這就是我們要去開啟智慧，淬鍊的地方，這就是

我們的方向。「如漸得見濕土泥洹」。泥洹就是涅槃，涅槃也就是叫做

滅度，所以苦集滅道，我們要滅，滅盡一切苦，不是只滅我們自己的

苦而已，是要滅盡人生種種的，煩惱無明苦。眾生有煩惱，在造作無

明，造作、複製無明，也是人間不得安寧。所以，「我」，是要說「大

我」，非「小我」，為「大我」而修行，不是執著在「小我」，這樣這就

是我們要滅度的地方，真的滅掉了人間的苦難，這就是寂靜清澄的境

界。我們自己就要這樣去用功，希望能自利兼利他人，自滅苦難，也

滅眾生的苦難。 

 

就是滅盡，滅盡煩惱，就是要自己的煩惱去除，也希望去除眾生的煩

惱，完全淨盡，全都很清淨，全都沒煩惱。所以度脫生死的意思，叫

做「泥洹」，泥洹，就是已經得到解脫了，解脫就是，「得近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至等無上的正覺」，這就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已經覺悟得道了；覺悟得道，叫做泥洹，也叫做涅槃，也叫做滅

度，這就是至真等覺，這就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各位菩薩，學佛不是口頭上稱的菩薩，是要我們身體力行，利益人群

的菩薩。我們自己修行，修行，不是只有自利，我們是要兼利他人，

不是只求自己的範圍平安，是要兼利天下，能夠人人輕安自在，這才

是祥和，真正是很祥、很和氣的人間，也就是人間淨土。我們真正需

要法水來洗滌我們的心，人人慧命還很乾，我們的慧命應該要有法水

時時來滋潤。法水，我們就要去用功，才有辦法吸收到法水，來滋潤

我們的慧命，這是要靠我們自己要時時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6年 7月 31日～ 

 

【註解說明】〔內凡〕 

（術語）未得真證以來，總名凡夫，此中分內外二種。得似解之位為

內凡，未得似解之位為外凡。小乘以五停心、別相念處、總相念處，

之三賢位為外凡。煖、頂、忍、世第一法，之四善根位為內凡。大乘

之行位，以十信之位為外凡，十住已上之三賢位為內凡。天台之六



即，觀行即以前為外凡，相似即為內凡。四教儀集註中曰：「相似見理

名內，未得似解名外。」又曰：「漸見法性，心遊理內，身居有漏，聖

道未生，故名內凡。」大乘義章十七末曰：「種性以上漸息緣故，內求

真性，故名為內。」（佛學大辭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