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薰法安心讀書會



薰法香心得
《靜思妙蓮華》一歷識田永為道種

742集-20140829開示

高明智(惟智)
2021年5月19日







說明他們為何
可以重得遇佛
良緣，並解佛
心懷獲得善利



很慶幸，我們能夠聽到佛法。其實現在能夠聽
到的佛法，我們要感恩過去，應該是很長久的
時間，就已經種下這個緣。有了緣的累積，所
以我們才有這個因緣，在同一個道場，共同修
行，共同接觸佛法。同樣在佛法中，那最真實
妙法，現在開始來聽、來說。不是少數的人，
是普天下，多麼多的國家，多麼多的慈濟人。
一大早，就像在美國，現在這個時間，美國有
不同的時差。



他們卻很精進，希望跟台灣一樣，也是一大早
四點多的時間起床，也是用當天一大早四點多
的時間，天未亮就要出門，集會在一個地方，
同樣精進共修，同樣沒有秒差。那個時間他們
也在聽經，雖然我說（法）的這個時候，在台
灣天才亮。美國他們也是一樣，選天剛要亮的
時候，但因時差的關係，他們現在是下午或是
晚上。這「絕對有時差，但是沒秒差」，這樣
不知道大家了解嗎？



看看這部「法華會」，是多麼殊勝，有這麼多
過去成佛的菩薩，倒駕慈航來護釋迦佛的道場
。《法華經》還有未來「將要成佛的彌勒菩薩
來啟問」，有過去成佛「七佛的導師」，現在
「文殊菩薩這樣來回答」，這是在<序品>。我
們要很重視，這《法華經》是多麼的殊勝。在
佛陀一生的施教，是不可缺少的一部經典。











No. 名稱 意思 說明

1 眼識 眼識 眼識，眼與色為緣而生眼識，為能見者。

2 耳識 耳識 耳識，耳與聲為緣而生耳識，為能聽者。

3 鼻識 鼻識 鼻識，鼻與香為緣而生鼻識，為能嗅者。

4 舌識 舌識 舌識，舌與味為緣而生舌識，為能嘗者。

5 身識 身識 身識，身與觸為緣而生身識，為能覺者。

6 意識 意識 意識，意法為緣而生意識，能分別前五根所緣色等五塵境界。



No. 名稱 意思 說明

7

阿陀那識

(末那識)

（adana）

分別識，
種子識

「所造做過之後，就會經過第七識；阿阤那識」，這「第七識」它就是「思」，前面的「六識」就是「想」；外面
的「相」映在我們的「心」裡，過之後就納入我們的「心田」，「種子就放入心田裡，所以稱為思」，「思就是從
前面的『六識』，去緣那個『境』，如照相機攝入影像，叫做『相』，『相』去用『心』叫做『想』，這『想』再
深入，納入我們的『心田』；把外面『善的種子』放在『田』的裡面，『惡的種子』也是放在這裡面，所以這一片
的土地，就是緣著外面的境界，你就開始慢慢思考，歡喜的我要追求，不歡喜讓我生氣、憎恨，我就累積報復，所
以愛恨情仇，都是放在『第七識』裡面，等待時機一到，『欲念的心起』，開始造作，因緣到了，遇到怨恨、仇的
人，開始用心去計謀，開始做出了『十惡五逆』的事情，這是我們經過『阿阤那識』，第七識就是在『心田』裡面
不斷去耕作、去造作，讓很多事情不斷發散出去。」

8

阿賴耶識

(阿梨耶識)

（alaya）

無沒識，
藏識

「做之後的結果，那『種子』就像，『秧苗』若插於田中，開始秧苗變成『稻子』，稻子成熟我們就要割稻，名稱
就叫『稻穀』，稻穀就要『藏起來』，藏在哪裡？就是『第八識』，所以善惡的結果就是在第八識」，這第八識有
善與惡，「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就是在這第八識，「第八識隨著我們的善惡業的因緣，去受生、受報」；
凡夫都是用到第八識，修行也是都在這個地方。因為我們在修行，我們有因緣聽到佛法，我們發心來修行，雖然名
稱是在修行，但對法還沒透徹瞭解，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還是善惡雜揉」，還是一直在造煩惱，雖然修行瞭解道
理，要少欲知足，但是無明煩惱，塵沙惑我們還沒斷，還沒乾淨，所以我們還在「阿賴耶識」，今天才用到這裡。

9

阿摩羅識

(菴摩羅識)

（amala）

清淨無染
的識

清淨識、
白淨無垢

識

若我們能進步，再向前前進，煩惱都斷盡，就像是「舍利弗、須菩提、摩訶迦旃延、摩訶迦葉、摩訶目犍連」，他
們煩惱都已經斷盡了，現在開始，要啟發他們的大心了，這叫做「一歷識田；從凡夫六識、七識、八識都經歷過來，
心都已經清淨，開始要啟發大心，已經接近了九識，都瞭解，不受污染了，這叫做一歷識田；清淨無污染的第九
識。」
「永為道種，故能重得遇佛良緣」，現在已經接近了第九識，其實這才是我們真正的「道種智」，「道種就是智
慧」，道種智就是佛智；「道種智、一切智，這都是佛智」，佛智清淨，這是一種清淨的智慧，所以「重得遇佛」，
已經開始接近真如的這個緣，這就是譬喻「有習種性」，我們現在雖然才開始斷了煩惱，現在才開始啟發有習種性；
「有習」，有機會開始接近真如的本性，來體會佛的心意。



No. 名稱 意思 說明

7

阿陀那識

(末那識)

（adana）

分別識，
種子識

「所造做過之後，就會經過第七識；阿陀那識」，這「第七
識」它就是「思」，前面的「六識」就是「想」；外面的
「相」映在我們的「心」裡，過之後就納入我們的「心田」，
「種子就放入心田裡，所以稱為思」，「思就是從前面的
『六識』，去緣那個『境』，如照相機攝入影像，叫做
『相』，『相』去用『心』叫做『想』，這『想』再深入，
納入我們的『心田』；把外面『善的種子』放在『田』的裡
面，『惡的種子』也是放在這裡面。所以這一片的土地，就
是緣著外面的境界，他就開始慢慢思考，歡喜的我要追求，
不歡喜讓我生氣、憎恨，我就累積報復。所以愛恨情仇，都
是放在『第七識』裡面，等待時機，時機一到，『欲念的心
起』，開始造作。因緣到了，遇到怨恨、仇的人，開始用心
去計謀，開始做出了『十惡五逆』的事情。這是我們經過
『阿陀那識』，第七識就是在『心田』裡面不斷去耕作、去
造作，讓很多事情不斷發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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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阿賴耶識

(阿梨耶識)

（alaya）

無沒識，
藏識

「做之後的結果，那『種子』就像，『秧苗』若插於田中，
開始秧苗變成『稻子』，稻子成熟我們就要割稻，名稱就
叫『稻穀』，稻穀就要『藏起來』，藏在哪裡？就是『第
八識』。所以善惡的結果就是在第八識」，這第八識有善
與惡。「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就是在這第八識，
「第八識隨著我們的善惡業的因緣，去受生、受報」。凡
夫都是用到第八識，修行也是都在這個地方。因為我們在
修行，我們有因緣聽到佛法，我們發心來修行。雖然名稱
是在修行，但對法還沒透徹瞭解，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還是善惡雜揉」。還是一直在造煩惱，雖然修行瞭解道理，
要少欲知足。但是無明煩惱，塵沙惑我們還沒斷，還沒乾
淨，所以我們還在「阿賴耶識」，差不多才用到這裡。



No. 名稱 意思 說明

9

阿摩羅識

(菴摩羅識)

（amala）

清淨無
染的識

清淨識、
白淨無
垢識

若我們能進步，再向前前進，煩惱都斷盡，就像是「舍利
弗、須菩提、摩訶迦旃延、摩訶迦葉、摩訶目犍連」，他
們煩惱都已經斷盡了。現在開始，啟發他們的大心了，這
叫做「一歷識田，從凡夫六識、七識、八識都經歷過來，
心都已經清淨，開始要啟發大心，已經接近了九識，都瞭
解，不受污染了，這叫做一歷識田。清淨無污染的第九
識。」
「永為道種，故能重得遇佛良緣」，現在已經接近了第九
識，其實這才是我們真正的「道種智」，「道種就是智
慧」，道種智就是佛智；「道種智、一切智，這都是佛
智」，佛智清淨，這是一種清淨的智慧。所以「重得遇
佛」，已經開始接近真如的這個緣。這就是譬喻「有習種
性」，我們現在雖然才開始斷了煩惱，現在才開始啟發有
習種性；「有習」，有機會開始接近真如的本性，來體會
了佛的心意。



六識 阿陀那識 阿賴耶識 阿摩羅識

思想 修行 道種照相機
攝入
影像

我執

驅動

造作

司機

分別識
種子識

無沒識
藏識

清淨識
無垢識

盤點

功德田

倉庫

自動儲存

佛智慧

真如本性

六塵

六根

佛







七聖財 簡要說明 (惟智根據佛學辭典整理) 

信財 信受正法，道心堅定，資生快速，法財滿溢。

精進財 純而無雜，進而不退，克服困難，能獲法寶。

戒財 守持戒律，防非止惡，守護道糧，無所流失。

慚愧財 自分有慚，於人有愧，啟發善念，發菩提心。

聞捨財 能聞正教，法水潤心，惠施有情，清淨無染。

忍辱財 忍而無忍，忍辱不瞋，護功德林，入大佛慧。

定慧財 定通三眛，慧照事理，人圓理圓，覺行圓滿。



七聖財 簡要說明 (惟智依證嚴上人開示整理) 

信財 建立正信，信受正法，信根要深，道源功德。

精進財 知而即行，勇猛精進，入群不染，廣度眾生。

戒財 恪守規戒，與人無爭，與事無爭，持無漏戒。

慚愧財 時時慚愧，慚己愧人，縮小自己，尊重別人。

聞捨財 聞思修行，捨棄雜念，去掉惡習，歡喜布施。

忍辱財 忍辱無瞋，心寬念純，善解包容，不起懈怠。

定慧財 三無漏學，心定信堅，堅定道心，滋潤慧命。



滋潤慧命求七聖財—
我們應該要求的是「七聖財」--信、精進、戒、慚愧、聞捨、忍辱、定慧，七種聖人的財產。
第一「信財」，一切的法無不都是從「信」開始，所以第一要建立正信。
第二「精進財」，如果光信而不精進，這種信也沒有用，聽聞佛法，知道該做的要趕快做，不該
做的趕快改，就是精進；善要令速生、令增長；惡要令不生、令速減，這也是精進。精進，才能
累積聖人的財富。
第三「戒財」，精進要懂得守規戒，戒是智慧之戒，能在日常生活中，與人無爭，與事無爭，才
是真正的戒。
第四是「慚愧財」，時時起慚愧心。慚己愧人，看到別人精進成功，應該起隨喜讚嘆心，時時反
省自己，是不是也這樣? 如果不是，就要趕快精進，要很羞愧。看到別人有成就，心生嫉妒、不
高興、怨嫌，即是無慚愧心，怎麼不會想「自己不如別人，要趕快精進」；不肯精進，不肯改過
，反而容易造業，所以從凡夫到達聖人的境地，必定要有慚愧心。
第五「聞捨財」，佛法要聞、思、修，聞法要精進；做錯事，要趕快改，要捨棄雜念，不只心中
的雜念、煩惱要捨，對人事的執著，也都要捨。聽聞佛法，要瞭解如何捨掉煩惱、去掉惡習，才
是進修聖果的財富，也是心靈的財富。
第六「忍辱財」，有人說忍氣生財，人與人之間要如何獲得善緣?如何造好因? 如何保持善因緣，
不造惡因緣? 學佛就是要修忍辱，無論別人如何對我們，都要歡喜接受。常不輕菩薩說: 「因為
你們人人都會成佛，我不敢輕視你們，你對我怎樣，我都不敢生氣。」這就是忍辱。
第七「定慧財」，心要定，信要堅，所以開頭要有信財。心若能從信起頭，一路精進、戒、慚愧
、聞捨、忍辱，自然心就能定。由定生慧，是修行者所需要、應該求的財富，這七種法對修行者
是最重要的，能滋潤慧命的財富。慧命要如何增長? 就是以這七種方式來增長慧命，所以求財富
，要求這七種財富，要學那些不是很有錢，心靈卻很富有的人。恭錄自《證嚴法師藥師經講述》



須菩提他們自己發露懺悔，這七項我們都沒用心。
所以說起來「信」根不深，「精進」不透徹，這種
三無漏學沒盡，常常就顧自己斷煩惱，不顧他人等
等，這全都是欠缺，所以叫做「窮困」。因為我們
欠缺了這七種聖財，聖財就是法，就是虧欠了成佛
的方法。所以「彼諸眾生，不護此故」，對這些眾
生，我們就是沒去發這個心去庇護，對我們自己的
修行，也在漏失中。這種的漏失，就是逃避，所以
前面說，「聞法疲倦」。聽法聽很久了，所以生出
了疲倦的心，所以他就不精進。度眾生，救眾生不
歡喜，沒有起歡喜的心，因為這樣「名極貧窮」。





因為這樣「馳騁四方，以求衣食」，在這中間四方
追求，僅求一頓飽。這表示我們「輪迴四生，四方
馳騁」，就是在「四生」，「卵生、胎生、濕生、
化生」這叫做四生。所以馳騁四方，以求衣食，就
是這樣在生活，在這四生裡面，這樣「生死、死生
輪迴六道」裡面。所以我們受盡了很多「生老病死
，在人間的險道陷阱」。所以我們學佛要很用心，
在時間中，好好把我們的心顧好。修行是歷劫以來
所結的緣，現在趕快把握在未來長久的時間，我們
也有成佛的那一天。我們才能夠有「法財」，法的
財富，才能滋潤我們的慧命，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https://www.neptune-it.com/

奈普敦智慧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