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02《靜思妙蓮華》 其心決定 知水必近 (第 1233集) （法華

經•法師品第十） 

 

⊙「欲求佛果必得其方則易，此經是修行成佛之要，眾生具足煩惱喻

為高原，求水者譬如修菩薩道行。」 

⊙「其有眾生求佛道者，若見若聞是法華經，聞已信解、受持者。當

知是人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 

⊙「藥王！譬如有人渴乏須水，於彼高原穿鑿求之，猶見乾土，知水

尚遠。」《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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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見濕土，遂漸至泥：從乾慧地，由漸而進。加功不

已，住內凡位，如見濕土，至十回向如見洹泥。回向，即回因向果，

回事向理，回自向他。 

⊙住內凡位：修四尋思觀，得煖法、頂法、忍法、世第一法之四善根

位。為有漏智之最極，世俗法中之第一，故名世第一法。 

⊙施功不已，轉見濕土，遂漸至泥：從乾慧地，由漸而進。加功不

已，住內凡位，如見濕土，至十回向如見洹泥。回向，即回因向果，

回事向理，回自向他。 

⊙濕土：喻歷閱般若。至泥：喻至今聞法華，於佛智水近之而已。 

⊙施功不已漸至見泥：喻自利利他不息，遂露大乘之相，因以漸能通

達是經之義，更由是得近於佛智。 

⊙濕土至泥：善求水。喻聞是經乃善行菩薩道。此經是修道之要，成

佛之法。 

⊙其心決定知水必近。菩薩亦復如是：修行至此，位鄰漸教初歡喜

地，圓教菩薩登住之位。 

⊙心不狐疑，故云決定；去聖非遙，故云必近。菩薩亦復如是：所謂

汝等所行是菩薩道，漸漸修學悉當成佛。 

 

【證嚴上人開示】 

「欲求佛果必得其方則易，此經是修行成佛之要，眾生具足煩惱喻為

高原，求水者譬如修菩薩道行。」 

 

欲求佛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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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成佛之要 

眾生具足煩惱 



喻為高原 

求水者 

譬如修菩薩道行 

 

大家用心，回憶昨天我們有說過了，在沙漠中口渴了，想要喝水，除

非就要自己用心去找，知道方向就不困難，若不知道方向，找水就是

困難。同樣的道理，想要求佛果，也就是要有方法，方法若對了，向

前前進，方向的目標，我們就會到達，若沒有方向，真的是人生茫

茫，何處才是我們的目標？所以我們學佛要用心。 

 

「此經是修行成佛之要道」。所說的此經，那就是《法華經》，《法華

經》是諸經之王，是至高，涵蓋了一切的經法，都含在這部《法華

經》，從過去，佛所說的法，一直到最後，未來的涅槃的法，也是差不

多要融入在這裡，所以我們前面有一段文，「已說、今說、當說」，這

就是在這部經裡面。從過去佛陀說法，只不過是讓大家了解人間事，

讓大家清楚知道人生怎麼來，我們要準備怎麼去的未來，要不然，我

們眾生什麼都不知道，光是累生累世，生生世世，由不得自己而來，

也更不知道未來的去向在哪裡，一輩子總是這樣茫茫然，在煩惱中，

在無明苦難中，隨著業力轉，應著業力再複製，就是這樣苦不堪，由

不得自己的事情真的是很多。 

 

佛陀來人間，指導我們要宏觀天下，不是只看自己而已，我們要看，

看透世間，向我們所說的苦，說不定有過去生造福的人，來到今生

此，他不覺得苦，或者是過去生在迷茫中，很迷，再來這個人生，同

樣像是在酒醉鄉裡，每天都像在酒醉一樣，又半醒又半醉這樣的人

生，道理都不知道，就是這樣來蹧蹋自己，對人人沒有利益，這樣又

是再過一生，這樣的人生也很多。佛陀就是要來叫醒我們，不要半醒

半醉，我們應該要全醒過來，全醒過來，了解自己，什麼樣的人生。

僅管你富貴，但是人生苦短，你在富貴中有生、老、病、死，有求不

得，有愛別離，有生離死別，要有感觸到這種人生八苦，好好想想自

己，讓你生活怎麼的好，同樣有老、病、死的苦。也有你所愛的人偏

偏要離開，也有你周圍的人，說不定與你無緣的，見面就是煩惱，見

面就是讓我們起無明。 

 

何況求的求不得，愛的要離開，像這樣，這光在我們人，讓你環境再

好，也一樣。最終在病時，誰能來代替？錢再多，也買不到生命再延

續下去。現在科技很發達，能生命再延續下去，但是沒有功能，沒有

品質。多少都是在那個地方，躺在床上，什麼都不自由，頭腦清楚，



卻是身體無法動，或者是頭腦、身體都失功能了，只是留著氣在那個

地方，神識苦不堪啊！有錢的人，也是同樣有這樣的苦？病，拖長

了，也是很怕，到最後死亡。死亡，到底往哪裡去？也是又不知道。

這就是人生。 

 

光是自己的人生，用心想，何況佛陀來教我們，不是只教你，知道自

己，知道人生的八苦。人生有無量苦，人生的苦，普天之下，還要教

我們知道，宇宙間萬物的道理，眾生如何造業，如何共業，在這大宇

宙間的四大不調和，地、水、火、風等等，大災難若起時，這也是在

佛經之中，在這部經的涵蓋裡，裡面都可以向我們說很多。 

 

我們要宏觀天下，今天的富貴，不代表來世還是人生，也不代表來世

同樣是富貴人家，或者是在文明的世界，不一定，由不得自己正報、

依報，說不定生在那個，最最貧困的地方。看到在世間有多少國家

呢？我看到的那就是在海地。海地，我們已經是幫助，很多年的時間

了，幾年的時間，慈濟人進進出出在海地，尤其是美國思晟，五六年

間，在那個地方來來回回，也已超過了六十次。 

 

為什麼在短短這樣幾年間，他這樣來來回回，一個人來來回回五六十

次呢？那就是這個地方是他負責，從那一年(2010年)，大地震，毀滅

性的大地震，美國的慈濟人完全投入，多少國際間的慈善團體也投

入。這個國家，本來就貧困了，貧困的人，連要吃玉米粉的機會都

少，有的人即使是土也在吃，飢餓，這是一個很極端的貧困，全球應

該它是，貧困排在最前面的。 

 

所以我們從那一年她的大地震，我們投入，開始一直一直到現在，除

了急難救災以外，又為他們做建設。天主教，修女會三間學校，有祕

書學校、有中學、有小學（瑪麗安中小學），我們為他們建設起來了，

而且後來又在那個地方，增建一間幼教的學校（杜弗榭幼兒園），同

時，我們每年都是，一直，米送去發放。尤其這個地方，治安是非常

的不好，過去全都是幫派很多，治安很不好，尤其是缺電，也沒有乾

淨的水，不怎麼有建材。到了那個地方，說太子港是他們的首都，你

可以去看到，多數都是廢棄物，已經生鏽的鋅版拼拼湊湊，這樣搭起

來的東西，是一個真的非常貧困的地方。在這個地方，滿地都是看起

來都是垃圾，很多人，在土，垃圾堆中，找東西來吃，這是由不得自

己啊！今年(2016年)，我們也是一樣，去發放白米，不過，這個地

方，本來人都沒有次序，沒有治安的功能，沒有保護自己國家的功

能，所以就要聯合國，派軍人在這個地方維持治安。幫派都是流落在



街頭鬧事的人，起初我們要去發放，我們都很擔心，一定都要有軍人

來保護，軍隊來保護著，這是幾年來在發放都很擔心。 

 

不過，人總是能翻轉、能改變，只要有心有願，自然就有這分力量，

去漸漸改變那些人，生活上的規則。對人，能慢慢教導他們了解，知

道感恩，有人來幫助，我們要用感恩心來接受。慢慢看到，大家開始

懂得用尊重的心，今年在發白米，已經發現到了當地的人，開始懂得

要出來做志工了。就像祕書學校的學生，她就懂得要出來，當真善美

志工，像是會來幫忙做記錄，一些文書的工作，她們就會來幫忙寫、

幫忙記等等，就可以來幫助。在那裡的人，開始會很自動來幫忙扛

米，幫忙搬等等。還有，讓人看了很歡喜的，就是他們已經懂得排隊

了，不用軍隊去約束他們，他們自己就懂得維持次序，懂得排隊來領

米。這是在今年，已經慢慢看到人開始在轉變了。 

 

人若開始在轉變，有那樣自動自發，願意去幫助、付出，付出他們的

力量，雖然他們現在還是很貧困，知道有人來幫助，我也會付出力量

來幫忙出力，為那些較沒有力氣、較老的人，替他搬、替他扛，這種

愛心也已經產生出來了，以及那個感恩心，也已經看到他們表達出來

了。這一切，雖然這麼多年，不論是物質上的幫助，與那分人力上，

來來回回愛的關懷，已經看到曙光出來了，這個地方、這個國家，應

該也有救了。這就是我們要用心，在人間去體會，所以，不是只看自

己，我們自己的生活周圍，雖然已經是很好了，有的人還覺得：我還

不足，我要追求的還很多。若像這樣，即使再好的國家、再好的社

會，大家若只是為自己在爭、在取，這樣這個社會，會慢慢走入黑暗

的時期。 

 

現在是這麼亮麗，很好的國家，很好的社會，很好的生活、家庭等

等，我們若太過度自己，只是一直想自己，沒有去想整個社會，一直

就是爭、爭、爭，爭鬥，最後的結果是不堪設想。這就是人類，半醉

半醒，生活明明就是這麼好，不懂得珍惜，我們的人生在這樣的環

境，我們應該要很知足，要用感恩心，能接受到教育，更難得的能受

到佛法，我們更得要用心追求佛法真理。了解我們自己，了解天下，

自己富有餘，自己有力量，我們要趕快去幫助別人。富有的人，才

會，有辦法去幫助人的人。海地，我們有力量去幫助它，我們更希

望，能幫助到他自己能站起來，不只是站起來，但願任何時間，不論

他們還要多久，這個地方，也希望他們能成為一個，能再去幫助人的

人。 

 



是不是有辦法呢？看因，就知道未來果，看到他們現在也開始，心懂

得自己規律，人家要來發放，大家要守規矩，也懂得自己投入來當志

工，這個因，種子，開始一直一直在改變，這個善因就慢慢成就了善

緣，但願這個國家的未來，有好的因緣，累積成有福慧的地方，在這

個地方，海地。這就是佛菩薩的心，去為他們付出，去為他們教育，

這就是在求佛果的人，已經知道方向了。 

 

看看美國慈濟人，現在在海地，現在在厄瓜多，用佛心，大慈悲心，

身體力行，在現在，在這兩個國家，他們已經在那裡付出。這就是

「求佛果，必得其方則易」，知道那個方向了，這就是行菩薩道，方向

就是菩薩道，去付出。來來回回，厄瓜多，第二次，海地，已經超過

六十次，這就是愛的力量，菩薩的行蹤。所以「此經是，修行成佛之

要道」，這就是我們要知道，天下間的苦難，我們知道方向，去身體力

行。 

 

「眾生具足煩惱喻為高原」。昨天的經文，在高原要去鑽水，要去鑿井

鑽水，就像還帶著煩惱，想要修行，煩惱還未去除，想要修行，還站

在高山上，那個高山就像還有煩惱，但是有心要修行，懂得要用功，

所以他們所得到的是乾慧，乾乾的智慧，因為還未得到理的水，道理

的水，那真諦實理的水分，還沒有得到。就如我們一般的人，為善求

福，要求的是人天福，就只知道做善事能夠得福報，只是這樣而已，

有求，想要有得，付出有所求。 

 

但是，佛法就是要教我們，付出無所求，還要感恩，因為有眾生苦

難，這是我們要去了解體會，去淬煉出我們的智慧，鍛鍊我們的定

心、定力，這就是那個理的水，道理的水，就是法的水。發心很好，

但是煩惱還未去除，就如在高山鑿水一樣。 

 

求水者，譬如修菩薩道行的人。我們就要邊修，修佛學很好，我們就

不要再帶著煩惱。修行的過程，一方面付出，一方面去除求得的煩

惱，我們若能這樣，人生互相，彼此之間互相勉勵、互相付出，有需

要的人，我們去付出，我們無所求，我們一心希望能幫助他，到了與

我們一樣，能夠發心，菩薩招生，與我們一樣能向前求佛道，這就是

菩薩行。 

 

看看我們很多啊，幫助之後把他帶進來，也能見習，也能受證，這也

就是一個菩薩的大團體，所以我們應該要用心去體會，這就是學佛，

我們要如何求得智慧，還能法水滋潤。 



 

前面的(經)文就是這樣說：「其有眾生求佛道者，若見若聞是法華經，

聞已信解、受持者。當知是人得近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其有眾生求佛道者 

若見若聞是法華經 

聞已信解 受持者 

當知是人 

得近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 

 

若有人求佛道，不是只知道因緣果報，我造福要求得福，不是這樣，

就是要行菩薩道，付出無所求，入人群中去付出，這樣的人，這就是

已經了解菩薩道的方法。菩薩道在哪裡呢？是《法華經》，若見若聞，

已經信解、受持《法華經》的人，就是「當知是人」，我們就知道，已

經開始漸漸接近覺道來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是覺道，無上正

等覺道，所以我們要有這個方向。 

 

再說，昨天的(經)文，佛陀再喊著藥王，說：「藥王！譬如有人渴乏須

水，於彼高原穿鑿求之，猶見乾土，知水尚遠。」 

 

藥王 

譬如有人渴乏須水 

於彼高原穿鑿求之 

猶見乾土 

知水尚遠 

《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 

 

藥王啊！你知道嗎？就像有人很口渴，需要水，在那個高原想要找

水，要鑿井，怎麼鑿都還是看到乾土。我們就要知道，一直鑿還是乾

的土，這就是邊在修行，在做善事，就是一直帶著煩惱做善事，也是

帶著煩惱在修行。帶煩惱修行，這離水還很遠。修行雖然是很好，但

是還無法，得到那個法水來滋潤，還離水很遠。所以我們要唯有菩薩

道，菩薩道，才真真正正，能讓我們抖擻掉所有的煩惱。就如動物若

跌入水中上來，全身，牠就要抖擻，就是要這樣出力，自己身體振

動，將水抖掉。同樣的道理，我們要發憤，身體不要再受污染，到我

們的身上，這是我們的慧命，所以我們一定要去除煩惱，來求佛法，



不要帶煩惱求佛法；帶煩惱求佛法，這樣就很可惜了。 

 

接下來的(經)文就這樣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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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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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一直，雖然在鑿井時，應該我們若知道方法，有那

個法脈方向，方向我們知道了，我們要用功，一直不斷不斷用功，雖

然一層是乾的土，你再用功下去，將煩惱去除，用功的方法去除煩

惱，繼續再施功。施功，還要再一直用功下去，「施功不已」，就是不

停歇，一直一直展施我們求法的心。進步，精進，向前不斷進步走。 

 

施功不已 

轉見濕土 

遂漸至泥： 

從乾慧地 

由漸而進 

加功不已 

住內凡位 

如見濕土 

至十回向 

如見洹泥 

回向 

即回因向果 

回事向理 

回自向他 

 

「轉見濕土」，乾乾的土，只要我們用心一直掘下去，用心一直開下

去，只要我們的方向對。煩惱不斷去除，用功，不斷向前用功，對的

事情，做就對了，向前走，這樣「遂漸至泥」，慢慢你就看到了，看到

土已經濕了，看到濕的土。看到濕的土，就知道下面應該有水分在，



要再加緊功夫，趕緊要再用功，再用功下去就至泥了。泥，就是已經

有水了，這個土不只是濕濕的，已經有水與土拌在一起，這是泥。 

 

所以，「從乾慧地，由漸而進」。從這個乾慧地，過去有所求的煩惱，

帶著有所求的煩惱，慢慢一直修行，了解了，佛陀已經為我們開啟，

我們要趕緊轉入大乘法來，從那鹿車、羊車，這樣將它趕緊，過來大

白牛車，不是只為自己，我們還要為他人，這大白牛車。這樣從羊

車、鹿車，那個乾慧地，變成了大白牛車，自度兼度他人，康莊的大

路，覺道，我們就能向前走去了，這樣漸進。「加功不已」，就是一直

加緊。 

 

所以「住內凡位」，內凡位就是(修)二乘，羊車、鹿車，小乘、中乘，

這種，這是已經發心入佛法中來，雖然入佛法中來，他還取在凡夫地

裡，但是他有在用功，他修「四尋思觀」，用四項的方法來找，來找這

個法，要如何能去除煩惱，如何用功。他所修的四項，那就是得到煖

法、頂法、忍法、世第一法。 

 

住內凡位 

修四尋思觀 

得煖法、頂法 

忍法、世第一法 

之四善根位 

為有漏智之最極 

世俗法中之第一 

故名世第一法 

 

煖法就是說，像我們在鑽木一樣，古人是鑽木取火，這個柴就一直鑽

啊鑽，鑽到那個柴能燃火起來。現在常常說很乾旱，焚風一吹，樹枝

乾，在樹枝與樹枝之間互相摩擦，就會起火。很多山林裡，乾旱之

後，它會火燒林，就是這樣。乾柴一直磨、磨，磨到會著火起來。同

樣的道理，我們修行要用功，煖法就是要這樣，一直加緊用功，自然

就得到煖法了。 

 

得到煖法，就是身體已經有煖氣了，接下來就是我們的血脈都通了，

再接下來就是頂法。頂法，就是法在這內凡小乘，已經得到已經最頂

上的法，就是於二乘法最頂法。再來就是忍法，雖然已經得到這樣二

乘，在這內凡位，還是凡夫，是還在學佛的凡夫，去體會到法，已經

體會到了。佛陀所說的法，我已經了解了，所了解之後，還要進步。



忍，忍法；這個忍法，是我們修行者要有的，修行者若不忍，不論你

修什麼法，遇到外面的境界一來，忍不過，很快就退失道心，所以需

要忍法。在二乘中的內凡，在這佛法中，還是在凡夫地的人，還是要

有忍。 

 

再來就是「世第一法」。「世第一法」， 那就是有漏智最極頂。我們世

間有智慧的人，但是，是有漏，不是無漏法，就是還帶著煩惱的智

慧。就像剛才說的，在高原鑿井，譬喻帶著煩惱修行的人，這叫做有

漏智，也叫做「乾慧」，這還是在凡夫。雖然已經得到世第一法了，但

是還未得到法的精髓，所以這叫做「世第一法」，就是世俗法中的第

一。差不多了解世俗法了，能夠脫離世俗法，但是還無法體會到，佛

所護念的本懷，二乘弟子，還無法進入到菩薩乘之中，到此為止，就

是在二乘，這叫做「內凡」。在這個法中的凡夫，還未完全脫離煩惱，

因為這樣稱為「住內凡位」。這就是乾慧地的人，漸漸才要進步，但是

已經得到「世第一法」了。世間，不是只了解我們自己，我們要了解

天下事，宏觀天下，知道天下間的苦難相，我們都要了解，這就是菩

薩行。 

 

甚至到「十回向」。 

 

施功不已 

轉見濕土 

遂漸至泥： 

從乾慧地 

由漸而進 

加功不已 

住內凡位 

如見濕土 

至十回向 

如見洹泥 

回向 

即回因向果 

回事向理 

回自向他 

 

「回向」就是「回因向果」，我們現在這樣在做，我們的目標，就是要

到達成佛的境界。或者是「回事向理」，我們在做的事情，我們不要疏

忽掉了理，這「回事向理」。「回自向他」。這就是叫做回向。回向有十



種回向，但是這無不都是所做，從我們的身口意，所做一切的善法，

全都回向，最後就是法界無量的回向，所做一切的善，回向到法界，

回歸到佛的境界，這就是我們要用心。 

 

濕土： 

喻歷閱般若 

至泥： 

喻至今聞法華 

於佛智水近之而已 

 

所以說，濕土，已經看到濕的土地了，就知道這個水，再下去就有

水。所以「濕土」譬喻「歷聞般若」，已經除了「阿含」、「方等」，又

經歷到「般若」來了，這就是「濕土」。 

 

「至泥」，就是，譬喻現在已經聽《法華經》了，於佛智水近，不是只

看到濕濕的土而已，又已經能決定，決定知道泥中就是水，所以譬喻

「聞法華」，已經在聽《法華經》了，差不多能得到理的水，道理的

水，法水已經開始(浸潤)。前面的〈藥草喻品〉，就是在施法水，「於

佛智水近」，已經開始接近了。 

 

所以「施功不已，漸至見泥」，譬喻「自利利他」。 

 

施功不已 

漸至見泥 

喻自利利他不息 

遂露大乘之相 

因以漸能通達 

是經之義 

更由是得近於佛智 

 

我們自己自利，我們還要利他，就像是已經露出了大乘之相，已經開

始。我們從修小行小教，小乘小教，這樣一直一直來，已經了解了，

我們要自利利他，這樣漸漸已經露出了，大乘的形象出來，大乘法出

來了，就是「因以漸能通達，是經之義」。這《法華經》的道理，我們

慢慢已經漸漸通達了解了，了解這部經的意義。「更由是得近於佛

智」，因為這樣，我們能得到佛智。 

 

濕土至泥 



善求水 

喻聞是經 

乃善行菩薩道 

此經是修道之要 

成佛之法 

 

所以說「濕土至泥，善求水」。因為看到這濕土，又能到泥，泥就是已

看到水，水分出來了，我們更要精進，要精進，除了泥，下面就是清

淨的水，這是譬喻「聞是經，乃善行菩薩道」。此經是修道之要，「成

佛之法」，聽經之後，我們就要身體力行了。善，就是要真正身體力

行，不只是聽而已，真正要出力。「善行菩薩道」，「此經是修道之

要」。是真真正正，我們要修行的最重要。所以「成佛之法」，它能成

佛的方法。 

 

其心決定知水必近 

菩薩亦復如是： 

修行至此 

位鄰漸教初歡喜地 

圓教菩薩登住之位 

 

所以「其心決定知水必近，菩薩亦復如是」。我們現在知道了，修行至

此，我們修行，修到這裡我們應該就是知道，就是已經慢慢到達菩薩

地了，「漸教初歡喜地，圓教菩薩登住之位」，漸漸一直來，從「阿

含」一直了解佛法，一直到「方等」，一直到「般若」，已經漸教，漸

漸一直過來，佛陀應眾生的根機，這樣漸漸施教，我們漸漸受教，漸

漸接近了，慢慢到了發心，就是初歡喜地。能看到這本經歡喜心，發

心要受持、讀誦、書寫、解說，這都很歡喜。圓教，已經進入了圓

教。歡喜地就是開始進入圓教，那就是《法華經》，在這菩薩地上，這

樣身體力行，在「圓教菩薩登住之位」，這樣已經開始進入，登住在那

個地方了。「心不狐疑」，心不會再疑了，心已經決定了。因為我們已

經決定，這是我們的方向，所以因為這樣，我們決定下來。 

 

心不狐疑 

故云決定 

去聖非遙 

故云必近 

菩薩亦復如是： 

所謂汝等所行 



是菩薩道 

漸漸修學悉當成佛 

 

「去聖非遙」，我們與佛的距離已經不遠了，只要你的方向對準，你用

心身體力行，所以「必近」。因為在這部經中，已經登入了歡喜地，已

經登入，開始向這個方向走，所以菩薩也是這樣。「所謂汝等所行是菩

薩道，漸漸修學悉當成佛」。經文也是這樣說。 

 

總而言之，用心在人間，我們為天下眾生去付出，苦難眾生需要菩

薩，菩薩是眾生中的救星。佛陀來人間的教育，教育我們人人登為

「歡喜地」，再向前前進，能到達「法雲地」，與天空合而為一，所

以，不是只為自己，人既然來人間，做人的貴人，人群中的貴人，那

就是菩薩。總而言之，我們要在佛法中，要時時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6年 7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