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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佛的智慧，
以佛心為心，
行菩薩道，體
解佛性，顧好
自己真如本性



佛心般若，「佛以般若為心」，我們就能知道這
心境是多麼清淨啊！靜寂清澄，這個境界是多麼
美啊！清淨無染著，卻是宇宙萬物真理都攬入內
心，覺性慧海這種的心境。佛陀從他覺悟之後，
為眾生觀機逗教。所經過的，經過了「華嚴時」
，那種佛性清淨。然後投入人群，「阿含時」十
二年，經過了「方等」又是八年。從因緣果報觀
讓我們瞭解，警愓我們若受苦難時不要埋怨。



過去是這樣的因，這樣的緣，今生所得到的是這
樣的果，這樣的報。因緣果報，從那念心開始，
「一念無明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粗」。這樣一
直不斷合成，造就很多的因果，生生世世無明緣
行、行緣識…，就這樣一直下去了。這就是佛陀
的慈悲，先用因緣果報觀，讓我們瞭解「苦集滅
道」。雖然說起來這麼簡單，二十年中，這期間
講過了多少法，遇到了多少人，度了多少眾生。
在二十年間能瞭解因緣果報，這在人間，讓人看
得到，感覺得到。



上人第一句話:佛以般若為心，就引起我的注意，
昨天有說到大悲心，般若性空。那到底佛心是悲
心還是般若？我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很用心
思考與分析。一直到中間後段出現，佛以慈悲般
若為心，親證諸法畢竟空性。一切有為諸法畢竟
空寂。我就放心了。答案與我以往持經理解的，
以及今天上人講的一樣。如果慈悲般若只能寫一
個，要寫般若。這個可以寫成論文，上人今天跟
往常一樣，都深入淺出交代很清楚，所以我也跟
著再看一遍，果然如此。佛以般若為心，入人群
的時候，慈悲心就出來了。



就像我們現在慈濟人在做，全球任何一個國家
都有這樣這樣的個案。各國的個案都是苦，很
苦的人生。就像馬來西亞檳城，有一個很大的
城鎮，這個地方有一個鄉間，名稱叫做「大山
腳」。名稱叫做大山腳，其實它是一個很熱鬧
的城鎮，這個城鎮的裡面有一很熱鬧的市場。
在市場裡面有一位街友，才六十多歲而已，六
十六歲，姓鐘的一個人。平時在外面流浪，街
頭巷尾，居無定處。……



個案可以千變萬化，台灣、全世界都很多，但
背後的道理是相同的。
上人也只是善巧用心，舉其一二來方便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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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培訓與見習的委員，這些慈濟人大家互相分享，
人生我們這條路走得最對。我們平時這樣聽法在薰法
香，瞭解了佛心為己心，人人本具佛性，佛性的大慈
悲，大慈悲的感覺是怎樣？師父常常說：「法要入心
、行要在法中，自然就可得到法喜充滿。」看到這位
阿嬤，又想到那位街友，我們都互相分享，大家法喜
充滿，這叫做菩薩道。這條路我們走的很對，大家很
歡喜。七月提報，一而再，再而三，終於找到人。開
始這樣準備，這樣行動，短短幾個月時間，體會到行
菩薩道，那分法入心，行在法中那分的歡喜，這就是
菩薩的教法。



「佛以般若為心，如今轉教」，他從「阿含」的時代
，說因緣果報觀。慢慢十二年後轉入「方等」，「方
等」開始就大小乘兼說，從小乘開始要帶入中乘、大
乘來。八年的時間已經轉入「般若」了，八年後轉入
「般若」。就是佛說「阿含」十二年，「方等」八年
後，開始就轉入「般若」了。《般若經》也是一樣講
很多分析，真諦無體無相，是如何去合成變成人間共
業？其實，一切無體無相，透徹了道理，這種的智慧
，成就我們的慈悲。所以付出無所求，所得到的就是
法喜充滿。



這在「當體佛心為心」，這樣去體會，人人本具
佛性，開始瞭解了，這就是佛的大慈悲心。佛心
是這樣，大慈悲在我們的力量會合起來，也是力
量這樣大，可以救濟眾生。這是「隨佛意」，佛
陀這樣的法，我們這樣聽，我們這樣學，我們這
樣做，就是佛法。所以，「為菩薩說實法，我汝
不異」。佛陀常常大乘法為菩薩說，所以常常說
，我跟你沒有差別。因為佛、眾生、心三無差別
，我與你哪有什麼差別呢？



我們共同都有一個佛心，我們共同人人本具佛性
，真如本性。只是我們覺性被無明、煩惱惑等等
，將我們遮蔽了。所以我們原本的覺性，被無明
遮蔽了。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漸漸瞭解了，法，這
條路是這樣走過來。「就理真諦，法皆如來藏性
」，就這個道理，我們入這條道路來走。原來我
們所做的一切，所聽的法，將它會合起來，這就
是如來藏性，人人本具真如本性。









人生是苦，真是苦啊！剛剛講過，馬來西亞有這
樣二個個案，我們台灣像這樣的個案有多少呢？
苦呀，真是苦，我們都看得到。所以「佛以慈悲
般若為心，親證諸法畢竟空性」。佛陀他現身人
間、示相在人間，展示了生老病死的人間過程。
他如何看待人間，這種不平等人間的苦難。為了
要解決，讓大家更能體會，要如何去讓眾生都能
平等。所以我們一直說「慈悲等觀」，要如何發
揮我們的慈悲心，我們才有辦法，將人與眾生平
等觀。不是人愛人而已，人還要愛一切的動物。



所以不食眾生肉，尤其是現代這個時代，科學家
發現了，天災人禍，讓溫度一直升高起來，要能
夠降溫，就要人人素食。現在科學家，也已經這
樣發出聲音來了。可見佛陀他證悟到的，那個覺
悟的大道理，他要我們人人「慈悲等觀」，要很
平等來看待眾生。因為佛陀說，「六道輪迴」，
或是「五道四生」，全都是無不都是皆有佛性，
因「蠢動含靈皆有佛性」。



所以我們應該要很瞭解，佛陀所體悟到，「法畢
竟空性」，畢竟空。就是眾生一直在造業，佛陀
體悟，「一切有為諸法畢竟空寂」。所以常跟大
家說，佛陀覺悟那個心靈的境界，是靜寂清澄的
境界。是多麼悠遊自在，一個很美的境界。所以
「菩薩所行」，就是「緣苦眾生」。教導我們，
如果我們要到達與佛一樣的「畢竟空」的性，能
夠回歸我們的真如本性。最重要的，我們要好好
所行所緣苦眾生，這叫做菩薩行。



每天就是這樣說，要入人群中，不受人群污染，所以
這叫做出淤泥的蓮花，菩薩的心就是這樣。所以「緣
苦眾生」，這是「佛所教菩薩大道行」。佛陀真正的
教育，就是要教育我們行菩薩道，鋪這條大路，大菩
提大直道。就是要讓我們走，我們自己要去身體力行
，就是「教菩薩大道行」，這是佛陀所教。「而不違
度生本願」，度眾生的本願，我們既然發心了，「發
心容易，恆心難」，我們要發心，我們既然發心，就
要把握當下。要恆持在我們剎那間所發的這一念心，
我們要永遠保持著。還要身體力行，行在苦難中的眾
生，去救拔苦難。























所以我們要顧好這念真如本性，不要讓它被污染
了，這個地方「不可漏失」，就是不可去惹來無
明，再污染我們的真如本性。所以，自利利他的
功德，我們要常常保持，所以叫做「勿令漏失」
。各位，學佛要好好用心，佛法原來是在我們的
日常生活中。覺悟的佛性，原來是在我們每個人
內心本具有，我們要好好照顧得清淨，不要漏失
。所以要時時多用心。



今天談佛心，那不就是整個三藏十二部經的
精神、精髓、心法，多麼重要，多麼殊勝。
上人用50多分鐘對我們開示佛心，當然要很
法喜，全盤接受。我們常說：「以佛心為己
心，以師志為己志」。學佛就是要「契入佛
的本懷」，我們的師父，上人將佛陀的本懷
講的如此清楚明白，弟子一定要好好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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