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薰法安心讀書會



薰法香心得
《靜思妙蓮華》不解法妙如聾若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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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好像過去的路很長，過去，佛陀他從發心開
始，到底是多長多久啊？華嚴，華嚴的世界，不
是在佛陀覺悟那念間，其實華嚴的世界，在你我
人人都本具有，但是離我們都很遠，無量數劫。
源頭是多長多遠？我們都無法去測量。從佛陀開
始，他的覺悟、他的境界，那時佛陀體會到，是
人人都有，每一個人就是這樣貼近，在人的心裡
面。但是要向大家說，很長啊！



所以佛陀他離開了華嚴道場，意思就是說，覺悟
之後，那個心靈覺海，在那裡想要如何將佛法展
現？在這時間，天地萬物種種法已經現前。在他
的腦海中，已經浮現出很多、很多，非常微妙細
膩的境界。那時的心，不是用我們語言能解說。
佛陀想這應該跟大家分享，「心欲暢本懷」。期
待這境界，期待人人本具有的覺性，能展現出來
。這是佛陀的心願，佛陀的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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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過去就是沒有很認真受「一乘法」，一乘法
就是法妙的中心，一乘法就是人人真如本性。過
去沒有好好用心守護這一念，只是偏頗，偏執了
！執在「空、有」，現能夠和佛同世出家修行。
佛陀所說教法，從《阿含》、《方等》、《般若
》他們接受了。以為說他們都知道了，「有」，
因緣果報。「空」，是一切皆空。這些事情，因
和緣，如果可以這樣了斷，一切皆空。以為都清
楚了，停滯下來，這是偏執空有。



「悔」，現在已經聽《法華經》了，瞭解妙的道理，
所以「悔昔之教誨」。很後悔，以前佛陀在說「有中
有空」，「空中有妙」，「空中有妙有」，但大家沒
體會到。過去的教誨，沒用心深入，這實在是很可惜
！所以從這段經文，我們就可以體會很多。人人真的
可以成佛，人人真的本具真如本性，只是我們還沒有
瞭解。我們會常常聽到，「原是來這樣！」過去不清
楚，現在清楚了，感覺很好。就是要一段、一段好好
清楚，一段、一段感覺很好。「感」就是這「法」，
已經跟「心貼到了」。人家說「感心！感心！」，這
個法靠近我們心，慢慢已經體會。



懺悔
往昔所造諸惡業
皆由無始貪瞋癡
從身語意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懺悔



今年5月11日，證嚴上人與住院中的德慈師
父視訊時，師徒間的真摯情誼與對話令人動
容。德慈師父說話雖然十分吃力，仍勉力表
白：「生生世世求懺悔，生生世世追隨上人
行菩薩道。」
上人讚嘆慈師父：「你守護精舍的家規，做
好常住的典範。我們師徒緣深近六十年了，
雖然一路辛苦陪著師父走過來，不過也造很
大的福，今天的慈濟才有如此規模，可以幫
助全球的苦難人，你功德無量！」









第一個因，是因緣的因。佛陀與眾生的「因」，已
經很「圓滿」了，因為佛陀已經有眾生緣，才有辦
法來人間，八相成道度眾生。這種因成熟，而且佛
陀自己自修的「果行」也已經成熟了，「果也圓德
」。這樣因和果的德都圓了，所以來人間現相度眾
生。再來「恩德」，佛陀付出給眾生，眾生感受到
佛恩，所以恩德也圓。所以這就是如來來人間三種
圓德，「深生愛敬」。這些弟子對佛陀的敬重、敬
愛，因為佛陀已經「與眾生的緣，自修的果」，來
人間八相成道，對眾生的恩德，深受眾生的敬愛，
這是弟子在形容佛「佛德」。



上人復叮嚀：「五百年前師度徒、五百年後徒度
師；你先去開路，師父後面再去就有一個方向。
這輩子能有師徒緣分，要互相慶幸。你與慈濟人
、與師兄弟都很貼切互動，可見你比師父更有福
，也更有貼切的眾生緣。師徒之緣是生生世世，
你一定要顧好這念心，輕安自在，這段人生走得
很有價值。一切的牽掛都要放下。」
慈師父當時雖然身體虛弱，但心志卻很堅定，他
還對著上人說：「謝謝上人，現在無掛礙，很自
在。」





「自念老朽」，也就是佛陀自己覺得「化緣將盡
」。這是須菩提形容佛陀，他也是年紀很大了，
也會擔心，擔心化緣將盡。因為父親已經老邁，
已經年紀大了。所以「若此輩二乘人」，意思就
是說，現在這些人，須菩提自己說，「聲聞、緣
覺這些二乘人」，大機未熟，還是停留在小根機
中，大機未熟，不得授記。因為自己還停滯在聲
聞、緣覺，所以還沒有成熟，佛陀就無法為這些
人授記。後來眾生，佛種有誰相續？這些眾生，
要承佛的種，要承佛的法脈，到底誰要來承續？
誰要傳續下去？



眾生人人本具佛種，誰要來啟發？誰要來跟眾生
說，你們人人有佛性，人人要依照這條路走，誰
可以來引導？這些須菩提已經覺悟到了，不只是
須菩提自己說我老了，其實佛陀也很年紀大了。
佛陀也有這樣的考慮，「化緣將盡」，這些跟隨
佛身邊的人，這些二乘的人，「大機」還沒有成
熟。還沒有辦法讓佛授記肯定，這樣未來眾生誰
能來度呢？所以「老朽」，就是興嘆，就是感慨
，感慨自己也老了。佛陀更是老邁，「自念老朽
」，自己看佛陀就有這樣的感慨。





所以常常說，「佛陀是兩足尊，是福慧平行」。
「救人」的同時就是在吸收「智」，智是「分別
智」，用他的智，要怎樣去分別眾生，要如何用
法來拔除眾生的苦，跟大家一樣得到解脫快樂。
所以「慧是平等，智是分別」，要怎麼度他要用
智，去分別眾生所需要，去體會眾生的苦難，這
都要用智。這種分別智，不一樣的眾生，用不一
樣的方法，這樣去度化他。



不一樣的時代，不一樣的環境，
就要適用不同的方法。所以這個
分別智應眾生機，能讓人人接受
，到達那一分解脫，解脫到人人
平等的程度，所以叫做「慈悲等
觀」。慈悲到達智慧的極等，這
是佛陀他的心境。佛陀的心境，
救人救世，就是要用很宏觀的心
情去付出，這是佛陀的境界，所
以我們要好好用心。



「佛慈宏大福無量」，因為他的慈悲，造福人群
。佛的福就像財產一樣，福報很大，才有辦法有
莊嚴形相，莊嚴他的道場，眾生看了歡喜接受。
這是在每部經中，都有這樣的形容，因為佛救度
眾生，福大無量。所以「佛慈宏大福無量，佛慧
覺海性圓滿」，這就是「福慧圓滿」。因為佛陀
他用這種智，分別智，來解除眾生很多的苦難，
用佛陀的智慧，讓眾生人人平等解脫，這就是運
用佛慧覺海性。



這個性就是人人都有的，真如本性。這樣會合
起來，已經圓融了，真的圓滿了。這表示「多
有財物，金銀珍寶，倉庫盈溢」。我們要用心
，要能夠瞭解，人間很多的法，我們都還沒去
體會到。人間法沒體會，怎能瞭解佛法妙的道
理。佛陀的心境永遠都在「華嚴清淨，靜寂清
澄」的境界，但是他的「慈悲智慧」是入芸芸
眾生中。所以在芸芸眾生中，沒有污染他「清
淨的本性」，這就是佛他「豐富的財產」。



所以各位，學佛在心念，這念心念，我們如果多
用心，我們才有辦法解法妙。不然就不解法妙，
不解法妙，你怎麼聽的法，就好像有聽跟沒聽一
樣。這邊聽那邊漏，或者是一知半解，這「如聾
」，耳朵聽聲不清楚，既聽不清楚，我們要如何
表達出去？所以我們必定要對法很瞭解，聽進去
，還要表達出來，不然就是「如聾若啞」。最重
要就是要接受一乘法，「這一乘不離開我們心」
，人人本具真如本性，「不要偏執」，這是最重
要，所以要時時把法多入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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