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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成如來種的
公式，今天是合成
過程的描述，由信
到發大心，立大願，
行大行，入妙道



我們要發心啊！發心修菩薩行。菩薩，那就要發
大心了，我們「開始發大心」這顆種子，自然跟
著這顆種子的因而成。你若一顆草種子落地，長
出來的就是草；若是一顆樹種子落地，長出來成
就的是一棵大樹。看我們種什麼因，得什麼果；
發什麼心，就立什麼行。所以菩薩修行，也就是
因為我們過去有發這樣的心。發大心、立大願，
這種發心立願就是因為信解的心已經很充足了。
我們對佛法有所信解，所以我們願意立這樣大誓
願的心，這個大因就是因為我們有大信心。



所以信心既立了，就「能住佛地皆成本覺平等」
。我們若有這分，發大心，立大願，行大行。這
已經表示我們的心就安住於佛地了，以佛的境界
，我們向這境界方向精進。我們若能堅定信心，
往佛的方向前進，這樣我們自己如來清淨的本性
，慢慢就發現了。因為我們行菩薩道，付出無所
求，同時我們去除煩惱、執著。我們去除煩惱執
著，同時入人群去付出，無所求，所以煩惱沒有
累積進來，過去所囤積的習氣，也已經慢慢去除
。



有大信 發大心 立大願 行大行
能住佛地
皆成

本覺平等

行菩薩道，入人群去付出無所求，去除煩惱執著。
囤積習氣慢慢去除，新煩惱沒進來，心慢慢清淨。



舊習去除，新的煩惱沒進來，所以慢慢清淨了。
我們肯定，我們的心是住在佛地，以佛心為己心
，所以心在佛地，我們的心「皆成本覺平等」。
我們若能有這平等心，才能夠有辦法再往前前進
。與什麼平等呢？最近幾天一直在說，「心、佛
、眾生三無差別」。平等心，這就是表示我們已
經信心堅定了，我們瞭解，很信解，我們有與佛
同等的真如本性，所以我們與佛有個平等的真如
。而我們與眾生，五道四生的眾生也同樣是平等
，所以一切是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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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典故事：《大莊嚴論經》卷6：「復次，財錢難捨
，智者若能修於小施莫起輕想。」
「我昔曾聞，須和多國昔日有王名薩多浮，時王遊獵
偶值一塔，即以五錢布施彼塔。有一旃陀羅遙唱善哉
！即遣使捉將至王所。時王語言：「汝今見我布施小
故譏笑我耶？」彼人白王：「施我無畏然後當語。我
於昔日於嶮道中劫掠作賊，捉得一人急拳其手。我即
思惟：『此人拳手必有金錢。』語令開手其人不肯，
我捉弓箭用恐彼人，語言放手猶故不肯。我即挽弓向
之，以貪寶故即便射殺，殺已即取得一銅錢。寧惜一
錢不惜身命。如今大王無逼惱者，能持五錢用施佛塔
，是故我今歎言善哉！」



即說偈言：
「挽弓圓如輪，將欲害彼命，彼寧喪身命，不肯
輸一錢。我見如此人， 捨命不捨錢，是故我今
者，見有捨錢者，生於希有想，歎言難可作。不
見有弓刀，強逼大王者，亦無有畏忌，開意捨難
捨，苦求乃得錢。 是故我今日，見有捨財者，
心生未曾有。我自見其證，極苦不肯捨，大王今
當知，慳心難可捨。」



就這樣開始，國王將這個人納入，做他的軍士，讓他
吃穿不愁。國王開始發大心、立大願，「一位旃陀羅
，他都願意這樣付出，我身為一個國王，我應該要來
護法。因為這位旃陀羅就是心向佛法，他才能這樣改
過。國家人民若人人能守法奉道，這個國家那就是不
治而安了，不用怎樣去治理，就能很平安。」
就這樣開始，這位國王啟發了他的佛性本覺，他認為
人人都有能力可以做好事。所以他一直鼓勵人人都能
去布施、做好事。這就是本覺平等，只要有人啟發這
種平等心，就能統理大眾，這位國王的心態就是這樣
。



所以「又因發起大心，趣入妙道」。我們若能發
心，就像那位國王，因為這件事啟發了他的愛心
，自然他也趣入了這最微妙的法。他開始信佛、
學佛，這也是本覺本等，才有辦法真正發起大心
，體會妙法。所以「含攝周遍等量」，我們若有
這樣的心，我們就能很普遍等量，「等量」就是
說我們的心與虛空法界的量都一樣。所以「心包
太虛，量周沙界」，這就是我們學佛要發菩薩心
，修行大因。同樣要播種，我們就播大樹、菩提
樹的種子，我們就不要播草的種子，我們要堅定
信心，信解大道，這就是我們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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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菩薩道，入人群去付出無所求，去除煩惱執著。
囤積習氣慢慢去除，新煩惱沒進來，心慢慢清淨。

趣入妙道，體會妙法，含攝周遍等量



發心當發菩提心
立願當立弘誓願

三草二木，一雨普潤
要播下菩提種
立願做一棵大樹











我們一直說，修行就是要去除煩惱、無明、塵沙惑。
哪怕你入眾生群中，還是清淨心，進出無污染，這就
是法，就是真理，這是「清淨如虛空，是名法身」。
覓，尋覓，一直在找，「懷憂推覓」，一直看孩子往
哪裡去，一直在找。「度化因緣」，不管孩子在何處
，就是要找到為止。設種種因緣來度化，因為眾生無
量，法無量，佛陀的法身遍虛空法界。現代的眾生需
要什麼法呢？我們經典中就有什麼法能應現代眾生。
現代科技發達，用佛法與科技會合，原來佛是這樣科
學化，用科學來應佛學。真理從佛陀口中說出來，所
以說很久了。「昔在本城」，就是真如的本性，自古
自古以來，就是在我們真如本性這個真理中。





又再用「法身」來解釋，也就是說「所證受無漏法界之體
，名為法身」。我們修行，就是要修「無漏法」。這「無
漏法界」就是所有的真理，我們聽進來，不要讓它漏掉了
。這真理法界，就是遍虛空法界，這不要漏掉。法，不是
很固定的幾句話，或者於文字中，不是！是遍虛空法界，
任何一個空間無不都是法。常常說過了，恆河沙，一沙一
界，遍佈了它的法。何況說大地一草一木、一樹一物，無
不都是法。看看光在種子裡，與大地、水，空氣四大結合
，要用多少會合呢？所以要分析草裡面，花花草草，無不
都是很深的道理。所以說虛空法界，我們應要知道，所有
所有萬物，天地宇宙之間，無不都是真理、法，這叫做「
無漏法界之體」。虛空中，所有的東西無不都是法界之體
，這樣就叫做「法身」。



A Grain of Sand
By William Blake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一沙一世界
一花一天堂
掌中握無限
剎那現永恆



《華嚴經》

佛土生五色莖，
一花一世界，
一葉一如來。







所以二萬億佛以來，那就是大通智勝佛這樣的時
代以來，「常以二智」，這「二智」，我們要好
好用心。一就是「實智」，實智就是「達菩提實
理之智」。這就是菩薩覺悟的智，真實智，這叫
做實智，就是真實智。一切智，自然智、無師智
、一切種智，這就是「實智」。第二就是「權智
」。我們瞭解道理之後，我們要度眾生，自己自
覺，還要覺他。我們用方法，方便法，方便智慧
，若能通達佛陀、菩薩諸佛菩薩方便的智慧，菩
薩也是要度眾生。所以二萬億佛以來，所要學的
不離這二智，所以這二智也常存。





所以說要「二智」，「常覓可化之機」，要如
何去救度眾生，「應機施教，說大說小」，就是
種種誘導，用種種方法來誘引他入道法，讓他們
能接近佛法。這樣才開始解開了眾生的迷惑，身
心清淨，行菩薩道。所以，學佛我們要好好用心
，時時要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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