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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大法不是
今天才說，是
弟子法未入心，
慶幸不求自得



我們就知道，講經聽法都是很辛苦。佛陀的時代
，講經說法，只有一目的，要怎麼樣讓弟子能夠
聽得懂，可以瞭解。這麼多人根機不同，也都要
適應根機。尤其是聽法，前後不整齊。前面來的
人聽，反覆聽；後面來的人，前面沒聽到。所以
佛陀，第一要適應根機，第二要讓人人前後合一
，法都聽懂。就像是阿難，大家推薦他來做佛的
侍者。阿難就有一個條件，前面二十年佛所說的
法，我都沒聽到，佛陀要再重新讓我瞭解，可以
讓我聽到過去二十年前，佛陀所說的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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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道理，不只是阿難，多少人前前後後來聽
法。佛陀一定要讓他們，雖是現在才聽，也知道
過去的法。所以我們常常說，「舊法新知」，過
去說的話，所做的事情，現在新進的人，應該也
要瞭解過去的事。要不然佛陀「五時說教」，這
五時說教，不是說四十九年以前，阿含經說了十
二年，就停下來。其實他一開始說「四諦法」，
一直到佛陀入滅前，佛的遺教，還是要大家重視
四諦法。可見，佛陀的教法，所講的經，任何一
個時候，大小乘都是一起說。看看根機，什麼樣
的根機，就說什麼樣的法。所以前後佛陀所說法
，也是要一直不斷這樣說。



到了《法華經》，佛陀也年邁了，這些大弟子
，也是朽邁老了。所以在這個地方，現這個境
界，來向佛陀懺悔，他們過去聽法沒認真。「
難道真的是他們沒認真嗎？」他們全都是「覺
悟的人」，怎會不認真！其實，這是在跟我們
後輩的人說法，要讓我們後輩的人，「就是我
們」，現在修行者要警惕，希望人人都要以他
們做典範。



他們這樣認真修行，在法華會上，竟然自己告白說
，「自己沒有認真」，真是這樣嗎？所以我們不要
說，「那個時候佛陀的弟子，他們就這樣，這麼不
認真，聽經都會累了，我們也應該同樣會累。所以
師父你應該要每天說，你要說給全球的人聽，（至
於）我，沒有聽沒關係，全球的人在聽就好。是不
是有這樣的心態？若有這樣就「倒反」了。
須菩提，是要「叫醒」我們未來修行者「這念心」
。希望人人把握當下，能夠珍惜法。大乘法一定要
入心，不只是法入心，法要用在人群中。這是須菩
提等，他們大家的用心。







大乘平等法城
只居菩薩

所以他的心宅，就是
完全在教人人，你可
以進這門來，那就是
要「行菩薩道」，是
「大乘法」。







一、現降兜率天，二、現住胎受生，三、現出生人間，四、現作出家

五、現修苦行，六、現成正覺，七、現轉法輪，八、現入涅槃

世尊以八
相成道為
遊戲度化

世尊以應
人間住世
為城





「其家大富，財寶無量」，其家大富是表示，
「佛陀報身所居的報土」。就是他來人間的「
依、正二報」，依國王、夫人的因緣，生在皇
宮。這是依這因緣而來，報在娑婆世界的地方
。他體會人間種種，所以他的志願就是要「救
度眾生」，最後成佛。這就是他的依、正二報
，這地方「娑婆世界」是他自願來的地方，不
是受業力牽引，是他的「誓願」。佛陀的四弘
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



發這種誓願，眾生還沒度盡，眾生還在三界
中煩惱未斷，還在造作無明業力。所以佛陀
他「依娑婆世界為他的報土」，所以我們現
在「娑婆世界教主釋迦牟尼佛」。我們現在
娑婆世界的佛，還是釋迦牟尼佛。這是佛陀
他發弘誓願，不斷來人間，「法留在人間，
依法修行」。那人也是生生世世，依這娑婆
世界而來，這是佛他的應化身，也就是他的
家，娑婆世界是他的家。













《佛說阿彌陀經》：「亦以金、
銀、琉璃、玻璃、硨磲、赤珠、
瑪瑙而嚴飾之。」

法華經：「中止一城。其家大富
，財寶無量，金、銀、琉璃、珊
瑚、琥珀、玻璃、珠等，其諸倉
庫，悉皆盈溢。」



玄奘譯《稱讚凈土經》所說七寶
為金、銀、吠琉璃、頗胝迦、牟
娑落揭拉婆、赤真珠、阿濕摩揭
拉婆。（紅竹石）

《佛說阿彌陀經》：「亦以金、
銀、琉璃、玻璃、硨磲、赤珠、
瑪瑙而嚴飾之。」



《阿毗達摩俱舍論》卷二：“又頗胝迦、瑠璃、雲
母水等所障云何得見。”

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二：“頗胝迦，陟尸反
，亦言婆破致迦，西國寶名也。舊云頗梨者，訛略
也。此云水玉或言白珠。”亦省作“頗胝”。

唐·玄奘《大唐西域記·摩揭陀國上》：“四天王捨
金缽，奉銀缽，乃至頗胝、瑠璃、馬腦、車渠、真
珠等缽，無尊如是皆不為受。”



金

珊瑚(赤珠)

銀 琉璃(水晶)

琥珀 玻璃(白玉) 珠(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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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諸倉庫，悉皆盈溢」，「倉」即是「倉儲
」，表示「有為功德，可養慧命」。有為功德
就是我們在造作，在人事物中，我們在造作，
我們去付出，付出我們才有辦法真正有資糧。
就如我們的心有一片田，你要趕緊很殷勤耕耘
我們的心地，就要再播下種子。我們若只是耕
耘，而沒有播下種子，這片土地是空的」所以
我們光修行不夠，還要去造福人間，這是有為
的功德。這就是在養我們的慧命。因為你在人
群中「不經一事，不長一智」。這幾天都一直
在講，你若不認識一個人，你就不懂一件事。



因為你瞭解一個人，你就瞭解一本大藏經，每
個人家家都有一本經。不管是好念，還是不好
念，總是人生的一本經。所以我們若能入人群
中，體會更多的人間事物，更能夠更幫助我們
道心堅固。所以「有為功德，可養慧命」。若
是「庫藏，就是無為功德，可安法身」，無為
功德，不只是說，「做！入八藏」，不是入第
八識（藏識），還要再將它藏入第九識。我們
要「應用」，要「啟動」我們第九識，清淨真
如的本性，到那個時候就「可安法身」。





「悉皆盈溢」，盈溢就是充滿於內，已經很滿了。
我這倉庫很多，這很多的倉庫都裝不下了，還滿溢
出來到外面，這就表示「佛德無不盈溢圓滿」。意
思就是，佛除了自利以外，還利他，他對法已經非
常瞭解，自己自度還度他。這就是佛陀他覺悟宇宙
萬物真理，「曠長劫」，很長很長的時間，遍虛空
法界。佛陀的德，佛陀的慧，無不充滿了虛空法界
。我們常常在做晚課時，（會誦到）「虛空有盡，
我願無窮」，這就表示「佛陀的願力」。願有多大
，身體力行，德就有多大。所以「佛德無不盈溢圓
滿」，已經「遍滿虛空法界」，無不都是佛德存在
，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在整理薰法香心得時，會讚嘆上人的智慧與慈
悲，智慧如大海，法水無量，慈悲如父母，慇
勤教悔。

我們學佛，就是要成就法身慧命，今天在講到
「其諸倉庫」時，上人開示：「倉儲指有為功
德，可養慧命；庫藏指無為功德，可安法身。
」聽了很感動。上人天天、天天、時時刻刻都
把最好的法給我們，而我們弟子呢？我們用什
麼回報？我們有沒有用心學習，勤修精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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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普敦智慧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