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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凡夫如貧窮
子世間財富減少
很捨不得。漏失
法財不自覺，佛
陀引導見真如



人人都知道了，最近不斷很清楚地跟大家這樣分享，
貧窮子，這段時間，從流落四方一直到回歸長者所居
住的城，也進一步再接近了，接近長者的大宅。再更
接近的，就是在門邊探頭看，那個地方裏面莊嚴，看
到那個地方那麼的威風，這麼多人，心驚惶，就又要
離開了。父親，長者看見那身影，就覺得，這不就是
我長久來一直在找的孩子嗎？開始想辦法叫人接近，
趕緊叫人接近，強要拉他來。很害怕，趕緊放他走，
再想辦法。像這樣三番二次，用心找孩子，發現孩子
，接引孩子。一直到讓孩子進到裏面，帶到寶庫，一
一點給他知道。



這些東西的量有這麼多，都是珍寶，這些東西要出、
要入你能自由。這段時間長者的用心，就知道佛陀為
人間，長時間，無量數劫以來，沒辦法去算計。來來
回回在人間，不斷生生世世修行，上求下化。可是我
們眾生就是一直迷茫在六道中，在人間追逐的就只是
財富，財寶富有。富有，滿足了嗎？儘管物質、數字
都那麼多了，卻是數字永遠永遠都沒有盡頭。跟人心
一樣，從小點的「一」開始，一直求，求到很大的數
字，擁有了一切，卻是還是不滿足，所以說，「財寶
富有永難滿足」。



過去也說很多譬喻了，從零到一，一直到「兆」，「兆」
多個走字邊（辶字邊）就成「逃」字。逃，要逃走。人生
有多久？幾十年，讓你擁有了一切，卻還是不滿足，最後
還是遺憾離開，這就是永無滿足。卻是我們學佛的人，一
般都是這樣漏失法財。這世間的財寶斤斤計較，稍微減少
一點就患得患失，要如何再補滿。減掉了，我很捨不得，
這都是很敏感的財富。卻是法，於我們凡夫漏失了。本來
我們具有，跟那位貧窮子一樣，本來我們也是富家子弟。
我們人人都具有如來清淨的本性，真如，大家真如智慧人
人本具。但卻在六道輪回，尤其是在人間，這種貪著於欲
念，使我們的法財一直一直都在漏失，我們都不知道。世
間財，減少一點點就很敏感，出世間財的法不斷在漏失，
都不自覺知。



所以「法貧窮子不求大法」，譬喻我們既然學佛
了，既學佛，我們能夠很豐富，我們能夠很富有
，我們智慧無窮盡。佛陀用心來啟發我們，但我
們心門就不肯開，所以「不求大法」。明明你已
經接觸到法了，卻是不求大法，佛陀為我們開示
，我們還未大徹大悟，所以叫做「不求大法」。
其實「真如本具不求自得」，我們人人都有真如
本性在。只是我們就是這樣，為了人間貪著外面
的境界，所以無明不斷覆蔽。我們的法，真正的
智慧隨著無明，智慧減少，無明增長。



所以我們一直都在漏失中，不知覺，做一個法的
貧窮子。我們明明就在很豐富的法海中，卻是一
直當法的貧窮子，不肯啟發大心，真的很可惜。
人生世間，時間不斷漏失掉了，生命隨著時間不
斷減少，但是我們時日空過。雖然是這樣，佛陀
還是不斷要來提醒我們，我們的真如本性，不論
如何，在五道四生中，永遠都在。只是我們一直
埋藏著，無法讓它發揮良能。一旦遇到佛法了，
只要我們懂得將心門打開，其實寶藏在我們的內
心，不用怎麼求，自然就能夠得，應該我們要多
用心去體會。













田業，那就是譬喻智斷二德。這是財產，這很豐富，田業
就是家財，財產等等，這就是譬喻智慧，智德與斷德。智
德就是包含一切一切的智慧，智慧不只是有而已。智慧還
不斷在運用，運用智慧度眾生，所以有用就有得。要不然
，我們人人不就是都具智慧嗎？卻是我們不會去使用它，
所以無用無得。但是佛陀他已經累生累世，追求佛法，上
求下化。像這樣，不斷智慧輪轉，不斷付出、不斷收入。
付出的，是用愛與慈悲去付出，為天下眾生，累生世就是
在救濟眾生，這就是付出。那收入呢？就是不斷求佛法，
佛法不離世間法，從佛陀所教法，知道如何斷煩惱。在人
群中如何體會人間法，人間的苦難，在覺者，佛所覺悟的
就是一切煩惱來自於欲念，心念。



所以，智就是「分別智」，這個智的運用付出，所得
來的德已經很豐富，所以「德者，得也」。我們的德
，就是付出得來的才有德，所以叫做「智德」與「斷
德」。「智德」要在人群中得，「斷德」就是要從佛
法中得。因為累生累世，所有的佛不斷地將他所受的
教育，知道在付出當中不要起心動念，要斷除所有一
切，所求的煩惱，完全一切要斷除。所以，無所求的
一切叫做「斷德」。我們付出無求，現說來很簡單，
要做也不困難，看看多少人都是付出無所求。不過，
我們還是在凡夫，我們還是有得失心的煩惱在，所以
我們還要再繼續用功。











譬喻「佛化遍行於凡聖同居土」。生意做得這麼
遠，譬喻佛度化眾生的範圍是涵蓋，涵蓋於「凡
聖同居土」。什麼地方是「凡聖同居土」？就是
娑婆世界。因為佛稱為娑婆教主，所以娑婆世界
，我們這個世間是凡聖同居的地方。佛陀現身在
這娑婆世界，來來回回，這就像在做貿易一樣。
他不斷用心求法，不斷應化這麼寛廣，這麼多類
的眾生，五道四生全都包含，是他所要化度的。



從聲聞、緣覺一直到菩薩，都是他要教化的範圍
，所以叫做「出其本，入其力」。「出其本」就
是他的智慧，所求來，向佛，過去佛不斷在修行
。他自己發一念心，身體力行，向上求法，就是
一人這樣不斷發心，長時間求佛法、精進。無數
世隨著眾生，遍佈所有的境界在付出。所以「佛
化遍行於凡聖同居土」，這是譬喻佛，用這樣的
付出，利益普遍眾生。



何謂常寂光淨土？何謂實報莊嚴土？何謂凡聖同居土？何謂
方便有餘土？這四種淨土，又稱為四佛土、四種佛土、四種
國土，是隋朝天臺宗智顗大師所立之四種佛土，就是常寂光
淨土、實報莊嚴土、凡聖同居土、方便有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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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人人本來具有，我只不過從佛陀的法吸收
入心，將這個法再輸出給大家。這麼多人聽，到底是
二個人體解嗎？十個人嗎？或者是現在，我所知道的
，同在這時刻，有六千多人在這時共同聽這時候的聲
音。這六千多人，到底有幾個人在這貿易中，從佛法
經典中了解。我再將對這經典了解的範圍再解釋出去
，到底有多少人有接到了沒？這就如「行商坐賈，以
有易無」。就是這樣，這法本來是無體無相，可是我
們需要法法流通。世間若無佛法，世間無法安定。佛
法能淨化人心，所以佛法一定要推動，淨化人心才能
夠人間平安。有一條路，按照軌道走，人人不脫離軌
道，維持社會人間的平安。



聞法受法，心中有法，發心立願，傳給還沒有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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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夫就是到第八識，但是我們的第八識，凡夫的
第八識，所藏著的，所發射出去的，無不都是煩
惱的藏識。但是佛陀、四聖，我們在修行的人，
應該我們第八識所藏著的，要很清楚分析，能清
楚分析不染塵，最極頂的覺悟，那就是到第九識
。第九識那就是佛識。所以在十法界中，佛領導
九法界，九法界這第八識，又有分凡聖。凡夫就
是藏著的，第八識所藏的就是煩惱無明業，帶業
來去。若是聖人，第八識所含藏著的，那就是法
入心來，入人群中而不受污染。



到達無上正等正覺，到極頂端，就是已經回入到
第九識了。所以我們平時都說到第八識，其實第
九識那就是真實的真如本性，入在人群中不受污
染。只是煩惱，凡夫將它掩蓋起來，我們若能夠
煩惱都打開，第九識還是明亮，真如本性在。很
多，佛法，我們若用心去分析，粗如大地山河，
幼細如微塵一樣，它無不都包含於器世間。你想
，佛陀貿易的境界有多大呢？所以智慧的充足，
我們要學的就是這樣的境界。所以我們要時時多
用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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