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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有我承佛教
為大菩薩，上人
開示大菩薩應該
如何修持，如何
行菩薩道



人人修行，我們要修的方向那就是大乘行。大乘
的法門，就是自覺還要覺他，自行還要利他，自
他兩平行，叫做大乘行，也叫做兩足尊，福慧要
具足，這就是我們要修的。真的是菩提覺道是我
們大家用心，要用愛再把它鋪出去，不只是佛陀
的二千多年前已經向我們指向一條正確道路，也
教導我們如何鋪好這條路，路是我們要走的，我
們自己要用心來鋪路。所以說，用愛鋪路這樣走
過來，不只是鋪給自己走，也要鋪給大家走，這
也叫做大乘行。行在菩提覺道上，這是我們人人
要有共同的心力。



運用大悲
下救眾生

持以大智
上求菩提

修學受教 向正覺行

求大乘行菩提覺道

聞法修習 正因善緣

性空 緣起

我承佛教，為大菩薩，以諸因緣，種種譬喻，若干言辭，說無上道。

自覺 覺他

自行 利他用愛
開道鋪路
成熟眾生慧 福



時間是這樣分秒不斷地過，對時間來說，不增不減，
時間本身是不增減。但是在名相，於天體宇宙間的事
物來看，也就是因為時間會不斷地流逝。既說時間本
身就是沒有生滅，那是什麼流逝呢？是看人生世態事
物，是以名相來說時間，名相的時間就是因為事物。
各位，時間這樣地過，大家要把握時間，否則事物、
世態多變，包括我們人的身體，生理上也是這樣多變
化，沒有停息。所以我們才說時間在過，其實時間的
本體它永遠都是這樣不增不減、不生不滅，這是時間
的本相，它的性是這樣。但是因為事物，所以才叫做
時間易過。



坐火車的時候，我們以為窗外的景物在動，其實窗外
景物沒有動，是我們的火車在動。
時間其實沒有動(不生不滅，不增不減)，是我們所居
住的地球在轉動(自轉與公轉)，其他星球也在轉動。



大愛台同仁，一大早
開始，就聚集精進薰
法聽法。然後整個台
內、台外清理打掃。

台北慈濟醫院醫護同
仁，大家合心，與我
們的志工菩薩投入清
掃靜思堂。



台中慈院醫師寒冬街頭送暖



我們學佛，就是要學大乘法、大乘行，行在人群
中，為人群去付出，需要方法。時間要珍惜，時
間要把握，所以於時間成就一切。點點滴滴、分
分秒秒，點滴的資源用在苦難人，受災的人身上
。分分秒秒的時間，就是要成就我們的志業。大
家的志業，周圍的環境，用心去付出，這都是用
愛的力量。當然，我們也看到現在的大陸，霜雪
、冰雪這樣在下，寒冬啊！有的去到現場發放，
因為發放的地方很廣，就是分省、分縣，有的先
出門，有的後出門，有前後。



有人還在那地方發放，有人已經回來了，有人才要出
去。在那冰天雪地裡，要出去的人一定要有個行前叮
嚀。要出門前就要叮嚀：要記得，出門，我們一定要
做三件事。
第一是態度，要做到讓接受的人他會歡喜。
第二，到了那個地區，需要當地的菩薩志工和我們合
群，同時付出，我們要讓當地的志工人人歡喜。
第三，自己要歡喜，因為我們是發心立願來，要用很
歡喜的態度來面對要來接受我們付出的鄉親。



1.示教利喜他人歡喜
2.合和互協人人歡喜
3.甘願付出自己歡喜

發放行前三項叮嚀



歡喜，我們要讓願意與我們一起同做的當地菩薩
，他們與我們合作也做得很歡喜。連自己也要內
心的甘願去付出，也是要很歡喜。我們要做到「
自做」─自己要身體力行，自己要投入，自做。
我們還要「見人做」，我們自己自做，看到別人
在做，也要一直讚歎人。我們還要「見做歡喜」
，自己自做，看他人在做，他與我們大家這樣合
作起來都能夠很歡喜，這就是三項的叮嚀。



人間菩薩就是這樣，不論是當地的菩薩，在地的
菩薩，以及從臺灣過去的人，同樣都是這樣不斷
地叮嚀，來來回回，都是彼此之間互相叮嚀。這
就是合和互協，菩薩團體愛的力量就是這樣產生
出來。這叫做「求大乘行菩提覺道」，這就是「
修學受教向正覺行」，也就是「持以大智上求菩
提，運用大悲下救眾生」。人間菩薩，要做就不
困難。不是看他們現在都在動作中嗎？此時此刻
，他們就是這樣的動作，所以行菩薩道有困難嗎
？實在是不困難。



我們昨天說的，菩薩本來就是要「難行能行」。
「難行道」就是要有「六度萬行」，這就是叫做
菩薩道，難行道。也還要再清淨，清淨我們的身
心，不論工作是多麼辛苦，我們都能去除煩惱，
不怕困難，我們關關困難，關關過。還是保持著
心的甘願、歡喜，清淨的心，沒有煩惱來污染我
們的心。這是我們昨天說過了，大乘法要有這二
道：難行道、無漏道。這就是我們要走的，要如
何走？



剛剛說過了，臺灣的菩薩，從人文、醫療這些菩
薩，人間大乘菩薩，他們如何做過來呢？難行道
對他們來說，一點都不困難，就是把握時間在做
。在災區裡的菩薩，這麼多天了，大家還是同樣
很甘願的付出。在這冬令的時間裡，兩地合作，
台灣、大陸菩薩合會，都是互相取經、彼此讚歎
、合和互協，用歡喜心的心去付出。這種自歡喜
、他歡喜，合作，大家共同歡喜。看，這樣有什
麼困難嗎？







這段文，「我承佛教，為大菩薩」。很感恩佛陀這樣
來教育我們，將這個法，法脈傳承給我們，讓我們懂
得如何來做菩薩，自利利他，走這條大乘菩薩道。這
是佛所教育，教育我們大家來行菩薩道。「我受佛教
」，我就是這樣接受佛陀的教敕，「為諸利機大根菩
薩說成佛大乘法」，佛陀這樣教我們，我們也應該要
這樣學。「為諸利機大根」，就是說根機較利的，大
根利機的人，我們說大乘法給他聽，他有辦法接受成
佛的大道，這是大乘道。所以，這就是為菩薩所說的
法，菩薩能成佛的大乘法，這是佛教我們，我們要身
體力行，我們還要再傳承。











「諸佛子等，從我聞法」，也就是所有的菩薩，佛子就是
已經發大乘心，立大乘願，行大乘行，已經發心的人，那
就是佛子。就如那位貧窮子，起初不識，不識父親，父親
雖然看到，「這是我的兒子」，但是要用很多精神，一直
到了將他認作乾兒子，一直到牽引進家裡，樣樣都讓他知
道，心這樣靠近了，貼心了，了解了，才向大家宣布：「
他是我的兒子」。同樣的道理，佛法還不能很清楚認清，
佛法，佛的本懷，這種人人都能成佛，成佛的道路還未搭
起來，還是在外面，心還沒定，說不定就是這樣會再退轉
。若是到了大乘行，菩薩的境界，那就不再退失道心了，
他就是一路精進。這個時候才能稱為佛子，才是真正傳法
的人，才真正說法、傳法，這就叫做佛子。



所以「諸佛子等，從我聞法」。這叫做菩薩，菩
薩是依佛言，依照佛所說的法，佛陀的聲音，聞
法修習的人。佛陀這樣說，佛的聲音，我從耳聞
入心，我身體力行，這樣在修習的人叫做佛子。
「名為佛子」，是真正這樣受教的弟子，叫做佛
子。「從聲聞人聞於大法」，現在佛陀已經將這
些聲聞、緣覺，他直接稱為佛子了，因為這些聲
聞已經體會了。



從須菩提到大迦葉，還有目犍連，大家都在這個
地方，大家都是這樣代表來譬喻自己，在幾十年
間，就是法還未很充足。對大法，法寶還未認識
，還未真正認知。我自己本身也是與佛同等的智
慧，原來我也是一樣，只要用心，法寶的寶藏也
是在我的內心，我現在知道了。佛陀看大家已經
自覺了，開始要鼓勵他們，既自覺就要能覺他，
深深去體會能覺他的能力就要趕緊。所以現在你
們是能說法、傳法的人，所以稱為佛子。



「從聲聞人聞於大法」，聲聞人現在能接受，聽大乘法，
就是準備將佛陀的教法要傳下去。就是說，諸佛就是佛佛
道同。常常說過了，過去的佛、現在佛、未來佛，佛佛道
同，每一尊佛都經過修行，無量數劫的修行，每一尊佛修
行心靈的境界，就是體會宇宙天體萬物真理。每一尊佛要
教育眾生，眾生根機鈍劣，同樣要從小教，「苦集滅道」
開始。同樣要像這樣的次序，阿含、方等、般若、法華。
尤其是法華，佛佛道同，佛陀將入滅前，《法華經》一定
要說，這是妙有的法。般若是空，能夠有「妙有」，才是
「真空」的般若，才是真正清淨無染的般若智慧，那就是
要體會「妙有」。「妙有」就是入人群去體會更多，在人
群中不受污染，這才是真正的清淨真空妙法，叫做「妙有
」。



般若大乘，是佛正為菩薩所說的法。般若，平常
人無法很了解，也要心胸開闊，才有辦法真正體
會佛的真智慧。這在迦葉尊者他就說：「佛陀過
去所說的大法，我們都以為是為菩薩說的，不是
為我們二乘人所說的，所以我們就覺得這與我無
關，我們也是無所求的心。」所以口說而不行，
佛陀是這樣說，聽佛陀向菩薩說，我們就將這些
話去跟別人說。就是口說而不行，就只是這樣，
將聽到的話說給人聽，只是這樣而已。



馬來西亞菩薩一人一善全民力量(3m56s)









所以「菩薩所緣，緣苦眾生」，我們既修學佛法
，要能成佛，這條路，一定要過的道路。有菩薩
的大智大慧，才能造人間的大福。有這個大福慧
叫做兩足尊，福足、慧足，福慧具足叫做兩足，
兩足尊就是至高無上，福慧雙修。但是若是聲聞
、緣覺小乘人，只是佛陀怎麼說，我們就是如何
一直修，要如何斷煩惱？就是不要再來人間，這
樣就叫做小乘，不要與人攀緣，這叫做小乘。



所以我們必定要在人群中，如洪爐的火，不斷地
再鍛鍊我們，鍛鍊出我們是很精純的利根利器，
來為天下眾生付出，這種才是真正學佛的目標。
所以「求大乘行菩提覺道」，這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要運用大悲，所以要救眾生；為了救眾生，
我們要不斷向上求法，求菩提法。所以做，也要
聽，聽了之後，我們要身體力行。我們要時時多
用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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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普敦智慧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