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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境界 欲樂 心志 智慧

諸佛菩薩 斷諸欲樂
善能總持
化導眾生

大圓鏡智
勝解力

眾生凡夫 沉迷種種欲樂
下劣之心
志意薄弱

迷茫煩惱
無明業力



諸佛菩薩如何
化導眾生，自
己先斷諸欲樂，
善能總持，用
盡心力度眾生



如來已經斷諸欲樂了，我們都知道，佛陀的心境
清淨，如一面清淨的明鏡，如虛空靜寂清澄，一
直都是一片的乾淨，能夠這麼的乾淨，那就是因
為斷諸欲樂。世間一切的的欲樂，在佛的心就是
不受欲樂所染著。這當然我們都很清楚了，教育
教育眾生，目標也是這樣。他自己若沒斷除，要
用何種方法叫別人斷除呢？所以要自己先斷了欲
樂，這樣的教法來教導眾生。不只是對小乘學者
說：「苦集滅道」，你們要知道，這就是無明煩
惱造成，複製種種的業力，所以有了這樣多苦的
事情。



佛陀對小乘人說這樣的話，小乘的人知道人間的
苦，體會人間苦，相信佛法所說的苦。也不只是
說到人間現實的苦，佛陀還為他們分析，今生此
世是過去生來的果。此世以前，還有今生以前的
因，過去以前所造作的因，所以延來現在的果。
生生世世互為因、互為果，這因果就是這樣交雜
重疊，所以有這因緣果報。佛陀用我們今生、前
生、來生，這因緣果報觀分析得很清楚。



所以，小乘人相信，相信在今生所見一切的苦，
原來是過去生所造的因。而過去生又有過去生的
因，帶來了過去生的果，從果中再複製因，再複
製的因延續到今生。今生既然得果，得苦果了，
同樣在無明中，苦中再造苦因。這種業累，這樣
不斷互為因、互為果，這樣的因緣果報，就是這
樣綿綿連連，無央數劫一直就是這樣牽連下去。
佛對眾生所說的教育非常的微細，這麼的微細，
淋漓盡致的教育。在佛陀本身就是那麼的清楚，
心，這面鏡子，大圓智鏡，大圓鏡的智慧，照徹
了一切，非常清朗。



就如我在這裡坐著，靠著現代的科技，看到我這
個人，我看我自己，前面有一台電視，好像是自
己在照自己的鏡子，很清楚。同樣的道理，那面
鏡子若是清淨，那部電視若是功能好，自然就如
對自己的心靈境界很清楚。自己的心靈境界清楚
，顯照出去，描述的環境也是那麼清楚。所以「
以諸如來，斷諸欲樂」。會這樣清楚，是因如來
心已經沒有一切得失煩惱，沒有世間欲樂的念頭
。所以，心一片清淨無染著來教導眾生。



所以說，佛佛道同，所有的菩薩也能來人間護佛
，擁護佛陀，成就教化的使命。所以說「菩薩心
志善能總持」。所以，菩薩的根機很高。雖然我
們現在說的是人間菩薩，人間菩薩他的根機很高
，一聽就能了解，就能發心立願。看，這樣心志
善能總持。佛陀所說的法，說一項他全都知道了
，聞一知十，或者是聞一知千，要看人人的根機
。得總持，「總持」，應該大家也知道總持一切
善，斷一切惡。這就是總一切諸佛所說的法，化
度眾生，這都叫做「總持」。



而且總一切法，持一切善，也持一切惡令不生，
持一切善令增長，這都叫做總持。能夠總持一切
善惡法。知道惡法，很清楚要防止，不要讓它延
生下去。持一切善法，應該這是善法要不斷鼓勵
，不斷提倡，這都叫總持。總持一切善法令生，
總持一切惡法令不生，善惡分明，這叫做「總持
」。菩薩，這就是菩薩的心志，他有這樣的大願
，有這樣堅定的意志。所以他聽法入人群，造福
人間，在人間中，是非、法都清楚，所以叫做「
能總持」。



「諸佛一切所說之法」，所有佛所說的法，在菩
薩內心都已經很清楚了。所以，菩薩的使命那就
是「化導眾生」，「是名志力」。志力就是菩薩
心志，善能總持諸佛一切所說的法，能夠化導眾
生，這叫做志力。我們要成為菩薩，立志之後，
要有這個力。五根還要有五力，有信根，就要有
信力，有精進根，就要有根精進力。總而言之，
我們發心若沒有力量，很容易受外面的境界誘引
，很快我們懈怠心一浮現，精進的念就懈退，就
退失了。所以，信根要有信力，精進根要有精進
力，五根、五力這我們都要好好受持。



人生很多不可思議事情，我們一定要用心細思，
才不會受微細的惡法這樣無形中入我們的心。這
就是我們過去說一直說，要斷除無明一切煩惱，
斷無明，斷欲界無明、色界無明、無色界無明、
塵沙惑無明。這塵沙惑無明，哪怕到菩薩的境界
，學地菩薩都還有可能有這種塵沙惑的無明存在
，因為他的覺悟尚未到月圓的時候。佛陀心境那
種圓，如（農曆）十六日的月，十五的月還沒很
圓，十六的月才是真正飽滿的月。



所以菩薩，雖然說對佛所教育，已經對法都很了
解了。但是還有微分的煩惱，也還要繼續一直修
，因緣成熟，在無佛時代，他就來成佛。所以說
，要一尊佛出世不容易，要經過菩薩道，還要不
斷地練習，所以我們還是好好地，老老實實，發
大心、立大願，行菩薩道，等待因緣，受佛陀的
授記。佛陀要授記時，都是說，要經過二十劫，
無央數劫之後，你能成佛，表示我們修學佛法的
路很長，要修行，修到心的煩惱去除，到達無漏
的境界。



總持

名相 陀羅尼、能持、能遮、真言，法髓

定義

總一切法，持一切善
持諸善法，不令漏失
遮諸惡法，不令得起

總持一切善法令生，總持一切惡法令不生

譬喻 食物，道糧，慧命資糧，免疫力，疫苗

目的 用盡志力，化度眾生

配套 五根五力，菩薩團隊













所以「知諸眾生，種種欲樂，及其志力」。佛陀
很了解這些眾生，他所追求的欲是什麼，這是佛
能知道，種種的欲樂。這實在是很多，世間這種
無明煩惱實在是很多，因為世間有無量數的欲在
誘惑，無法去分析，很多的欲樂，眾生不同的根
機，就是為欲樂這樣在追逐。所以「志力」，佛
陀要如何讓大家能了解，堅定他的志力，這個志
力要堅定，所以希望他能得到勝解力。有發願，
志就是願，入心立志願，要加強他的力量。要加
強他的力量，就是要到「勝解力」。很殊勝，能
了解，有強而有力，這叫做「勝」。



我們發願若沒有強而有力，真的是很容易起心動
念，一點點事情，境界現前，無明煩惱，心就退
了。所以佛陀就是為了要好好讓我們堅定志力，
他就要說很多，那就是「修多羅」。「修多羅」
不是阿修羅，這差一點點，要分別清楚。「修多
羅」翻譯作「契經」，那就是所有的經典叫做「
契經」，「契經」就是叫做「修多羅」。「契」
是「上契諸佛妙理」。我們凡夫，我們要聽佛說
法，要了解佛的道理。雖然佛陀離開人間二千多
年了，但是這個道理留在人間，我們要將道理能
會入我們的心，我們就要契，契合佛心。











所以我們要了解，「以諸如來斷諸欲樂，菩薩
心志善能總持」。我們已經受教，我們要發心
行菩薩道，菩薩的心志我們要很堅定。我們若
能總持一切法，持一切善令增長，持一切惡令
不生。善惡分明，才能成一位菩薩。「諸佛一
切所說之法」，無不都是要化度眾生。所以要
化度眾生，眾生這麼複雜，所以我們必定要用
盡志力，我們的志業精神，一定要堅持這個力
量。這樣我們才有辦法替佛來弘揚，真報佛恩
，救度眾生，這才是報佛恩。所以我們要時時
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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