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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聽法也要有
因緣，這都是從
自己的發心立願
開始，早發心，
先聞法，先得益



也就是我們聽法也要有因緣，我們什麼樣的因緣
，能夠共聚一堂，大家共同來分享法，真諦的內
容。這因緣，佛陀在世時，能夠與佛同住一世，
共佛一處，聽聞佛法，這一定要很用心修心，累
生累世。說不定我們那時候聽聞佛法，已經種了
這個因，種了這顆種子，我們生生世世帶著這顆
善因種子，我們斷斷續續都有在聽法，只是我們
不認真，所以隨喜聞法這樣而已，沒有真正用功
投入，身體力行。



若是與佛同世那時，我們就很身體力行，我們應
該現在人人都是影響眾，能夠將佛法去影響，人
人也同樣可以度眾生。但願我們聽，用心，聽一
句，了解一個法與道理，我們正確了解，就把握
因緣投入人群，趕緊將這個傳播出去。雖然我們
現在也是在修，但是佛陀期待我們能夠走入人群
，布善種子。早播因，早播種子，就早日成就，
所以我們要發心立願。



我們到底是種何因，何種的善本，有現在這樣的
因緣，我們就要好好珍惜。我們若能這樣，就如
佛在世時。在幾天前，我們說過了，阿難就問佛
，「為什麼這五個人能聽到佛講法，能夠這樣即
時就接受到佛法？佛陀初轉法輪，憍陳如等，佛
陀初轉法輪，開始轉四諦法，大家就能聞法開解
，聽到法就能理解，得到利益，到底他們是何種
因緣呢？」佛陀就開始說憍陳如等五人，生生世
世就是有這樣的善根，成就了「修行者」修行的
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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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洹中止。爾時尊者
阿難，於中食後，林間坐禪，而自思惟：「如來興世
，甚為奇特，眾生之類，皆蒙安樂。」又思惟：「憍
陳如等五尊比丘，種何善本，依何因緣，法門初開，
而先得入，法鼓始振，獨先得聞，甘露法降，特先蒙
潤？」念是事已，從坐處起，往至佛所，具以所念，
而用白佛。佛告之曰：「憍陳如等，先世於我，實有
因緣。過去世時，我以身血，充其飢渴，令得安隱；
是故今身，先得我法，用致解脫。」 (814集)



所以這修行者就說：「我若是成佛，第一梯次要
度的就是你們。」生生世世，好幾次都有這樣的
因緣，今生此世，釋迦佛初成佛、初轉法輪，這
五位就有機會能夠第一梯次接受佛陀教化，得到
佛法的利益。阿若憍陳如與佛結緣，就是這樣來
的，我們過去說過幾段阿若憍陳如與佛的因緣。
所以一定有種善本，結善緣，這一切都有因緣。



印尼彭居士
第一天去聽後，他覺得：閩南語沒有全聽懂，聽
懂的很少，我若要聽得懂，可能要用三年的功夫
，三年才有辦法聽得懂閩南語。但是太太又邀約
他：「明天再去？」「好啊！」就又去了。第三
天，忽然間他跟大家說：「我好像已經接得上了
。」「為何接得上來呢？」「因師父講的話，我
都聽得懂了，裡面的內容我都清楚。」看他做筆
記做得很認真，真的，整場的說話，他這樣筆記
下來，法就是這樣的入心。



這就是因緣，可能過去生也是有因緣，尤其是對
《法華經》，說不定大家與他在法華會上種了這
因，而我們大家都不是很用功。但是這因的種子
，就慢慢耕耘，二千多年後的現在，我們又遇到
《法華經》了。我們又有因緣會合了，大家來共
誦、了解《法華經》的道理，不只是了解而已，
我們還要再接受入心，身體力行。我們要有所受
用，就是要用，用就是要入人群去，若這樣，體
會會更加密切。我們若沒去接觸，我們就無法很
密切。



幼兒園小朋友入經藏

看他們上台，同樣，幼稚園、小學、中學、高中
、大學，整場，還有老師。小小孩子的動作與老
師、教授，與大學生，中學生，一點都沒差別，
同樣那個力道，實在是看了很震憾。佛法無分年
齡，四五歲與四五十歲，與七八十歲，那個年齡
無分別。這樣年紀小的孩子入經藏，不論是聲音
、身段、走路、態度全都是很整齊。





由這一點，我自己邊看，內心很澎湃，一直很感
動。這就是人人本具佛性，人人都有潛能，這潛
能，本具的佛性就是這麼的平等。看看這樣小的
孩子，同樣「有法度」。而且他們不只是唱念，
不只是身段，一切的動作和齊。甚至這麼幼小的
孩子，對法的理解也很深，這實在是感覺，真的
是慧性平等。我們的智慧、我們的本性，真的是
不分年齡，因人人本具佛性。這是在昨天我們所
看到的，很震憾的畫面，很感動。



所以，聽法能夠啟發內心受益，不論法鼓是何時
擂，這樣打出來。同樣在我們的道場裡面，一早
所聽到的是鐘聲先響，「聞鐘聲，煩惱輕，（智
慧長，）菩提生」。一早聽聞鐘聲，我們道心就
開始啟發了。鐘聲的後聞接著鼓聲，大家要趕緊
精進了，要趕緊上大殿來，開始整整齊齊集合，
這時就是快要精進了。法鼓已響，我們的道心就
開始密集起來，這也是「法鼓始振先得益」。我
們若聽到，一早就聽到法鼓的聲音，人人將法聽
入心，無不都是我們生生世世的利益。



我們的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根，
無不都是不斷在接受著甘露法雨，無不都是我們
先得到，這就是我們人人的心。當然，這要種善
因，法種要入心，我們才能得到利益。所以，學
佛要真的用心去探討。語言，無障礙，只要有心
，語言無障礙。你們聽那位彭居士，雖然宗教也
不同，聽台語也不是很十分聽得懂。但在聽經的
時候，他能這樣，很快就接上來，三天之內，這
就是心境。這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根，意根的虔誠。「誠意方殷」，所見聞無不是
法，法必定是入心，所以我們要好好用心。









同樣的道理，「修持得自利」，我們若好好用心，法
入心來，這是一個道理，道理是人人所要走的路，是
正確，沒有偏差的道路，怎會說辛苦呢？所以，修行
，我們若將法收入心，這是自得。不只是得到常識，
是得到智慧，「一理通，萬理徹」，這是對我們自己
本身的利益。所以「修持得自利」，好好地修行，其
實是我得到的，好好地用功，是我們自己得到。讀書
，孩子這麼用功，用功考試成績就很高。所以有用功
，自然他的理解力就強，接受考試，分數就會高，自
己用功自己得，這就是無形的財富。所以「修持得自
利」，無形的財富不斷，我們用心吸收。



願大，大願度化就是利他。我們吸收進來，就像
我們認真賺錢，認真收進來，我們的財產就越多
。自然我們若有愛心，啟發了愛心，我們能夠付
出。如這幾天談起了遙遠的地方，半個地球的地
方，有一位需要換腎臟，我們的一位法親，他也
已皈依，在巴拉圭。雖然離臺灣很遠，他是當地
人，也是一位很虔誠，走入慈濟來，靜思法脈他
很用心修行，投入人群。他也是一位醫師，很用
心，但是他的身體，就是腎臟有問題，一定要換
腎。



但是在那地方，醫師的薪水不高，他又樂善好施
，常常在幫助人，但是自己有病，換腎臟這要很
多錢。這兩天提起這件事，我很關心，希望法親
我們要多關懷。在旁邊聽到了，有一位菩薩就跟
我說：「師父，若要換腎臟，那筆錢我能幫助。
我能用二萬美金來幫助他。」看，這就是愛啊！
富有餘的人有愛心，不只是他有形的財產，最重
要是無形心靈的財富，光是在旁邊聽到，輕輕地
這樣說，他就願意發這樣的大心，願意幫助這位
需要換腎的醫生。



2014年人醫年會上，梅沙
醫師分享五個孩子已有四
位成為醫師，義診常是全
家總動員。2015年9月，
梅沙醫師病重，飛來花蓮
慈院接受治療，但仍強忍
病痛參加開幕式；同年10
月底往生，捐出眼角膜遺
愛臺灣。攝影／李則忠



「注記券疏」，就是我們若好好用心，道心不斷
受持，無所求，人與人之間是真誠對待，不是戴
著面具。我們就是這樣真誠的對待，久而久之，
將來也是能面對佛所授記，這也是我們的盼望。
常常都說「龍華三會」，那就是彌勒來世時，我
們就能再見到彌勒，與他同生同世。我們現在在
佛陀，釋迦牟尼佛的法中，我們能遇到佛法，希
望再來的再來生世，都是能與佛同世。所以我們
必定要發「四弘誓願」。



「四弘誓」就是「券」，「券疏」，「修行為疏」。
券，那就是我們所學的，從前寫字都是這樣用捲起來
的，以前的紙長，就是用捲的。所以我們修行，含藏
於我們內心裡，好像我們寫好字後，就這樣一券一券
捲起來，裡面就是很好的文章，裡面就是豐富的法。
「修行為疏」，疏就是契合的意思，就是契約，就是
這些文字非常寶貴，我們終身所契約，我們與這些法
就是合，心與法會合起來。就如我們要做一件事，我
就是一定要這樣，與你彼此之間，我們有個契約。有
契約在，所以一定要照這樣實行，這叫做券疏。我們
真正修學佛法，我們必定要法和心好好契合起來。



譬喻「大根廣量」，我們根要大，根機要大，我們付
出投入人群去為眾生付出，內修外行。我們內心要修
，我們外面的行為要付出，這樣叫做「大根廣量功德
」。這叫做「疏」。明白我們的行，我們這樣行的德
行，如何付出，如何修行，這就是表示法與我們的心
已契合了。內心與佛，與法來印證，自己自我也能授
記，我們必定將自己的心與法，要好好來印證。印證
在人間，投入人群才有辦法印證這個法，你若沒投入
，不接觸，就無法印證。這是自我授記，自己知道我
這樣投入，所得利益是我自己，我雖然是付出，其實
法喜是我自己。應該這個道理若能通，應該大家每天
都很歡喜。



發願 因緣 聽法 投入 成就

種何善本何因緣
法鼓始振先得益

獨得先聞甘露法
法門初開先蒙潤

道心不斷勤受持
真誠對待無所求

佛所授記是盼望
真如自性可成就

必定要發
四弘誓願

種下善因
結下好緣

用心聽法
正確了解

用功投入
身體力行

心與法印
廣量功德













「驚怖自怪，何故至此」，看到這些人，窮子很
害怕。所以，窮子見豪華氣勢，心生懼畏，所以
後悔，「我怎會來到這地方？」所以他很怕。「
悔來至此」，驚畏，就離開了，這就是貧窮子。
看，我們學佛，必定希望我們能收到很豐富的法
入心。法入心來，自然心靈財富無量。我們要發
大心入人群中，我們才能更體會佛法，佛的教法
無不是要我們歸入清淨真如本性。



所以，看看小小的孩子，很高學問的教授、老師
，他們同在一個台上，表達出來的，不管是聲音
、動作全都一模一樣。所以我們能夠體會真如本
性，「在佛不增，在凡不減」。我們與佛平等的
真如本性，我們的智慧都一樣。所以我們應該要
對自己有信心，時時要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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