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薰法安心讀書會



薰法香心得
《靜思妙蓮華》平等法雨終無懈倦

912集-20150417開示

高明智(惟智)
2021年11月17日







說法除了平等心，
還要有慈悲心，
才能讓一切有情
眾生得到安穩，
造福慧復為說法



應該平等啊，平等心，在這幾天來不就是一直希
望人人開啟我們的心胸。佛陀一大事來人間，無
非就是要跟大家說，人人皆有如來清淨本性。不
只是人類，大地眾生有生命者，無不都是皆含佛
性。所以在人類之間，除了人與人互相愛護，彼
此讚歎，互相成就之外。人類應該要付出的，就
是一切，一切有生命物，我們都同樣一視同仁的
愛，這叫做平等。



就如佛陀他施法給眾生，如雲雨在天空，一雨普
降，天地之間二木三草皆得受潤。這譬喻佛陀的
愛心，為了眾生，他來來回回只為一大事，就是
說法。眾生這念無明，無明若去除，我們本具的
佛性時時都輕安自在，沒有煩惱，沒有無明，這
是佛陀為我們說法。所以時時佛陀都在關心，關
心與佛同世的弟子。



盡當普惠施
終無吝悔心
必當遇良友
得濟到彼岸

阿那邠坻長者

增壹阿含經護心品第十



這是我們修行，真正要持恆久心，不是一時的聽
法歡喜，短暫的付出。道心若不堅固，受一點風
吹草動就亂了我們的心，心就起動搖，這樣就停
止，這樣就很可惜啊！佛陀讚歎阿那邠坻長者，
在這段經文，我們就知道，要做好事，行菩薩道
並不困難。只要我們有愛心，開闊的愛心，將一
切眾生視為平等的愛，就如佛陀視眾生如一子。
佛陀教育我們，就如在教育他的一個孩子，每位
眾生都是他唯一的孩子，這分慈父愛子的心，我
們只有學佛陀這分心，就是如父母心在疼惜孩子
的心一樣。



我們聽這段在《增壹阿含經》裡面，布施平等，
佛陀的讚歎，我們就能清楚，修行菩薩道並不困
難。體會佛心，要讓我們培養平等心，培養慈悲
來愛護眾生這念心，我們應該也要堅持，這念心
能普護一切有情皆能得安穩。就如這位長者，不
只是為貧窮的人，不論是城內、城外，即使遠或
近，他就是盡心去付出。不只是人類，連飛禽走
獸，同樣他體會到都是為生活而生的眾生。所以
，他還是連飛禽走都同樣供應給牠們食物，這就
是「普覆一切有情令得安穩」。



「以平等心而能造作善福」。為善，行善造福，
這我們都要用平等心。所以「具大智慧平等復為
說法」佛陀就是這樣，看到這樣的長者，他還是
要再叮嚀，還是再向他說法。你能有這樣的心，
將來你能得到很多善知識，因為你行大善，造大
福，來生來世，你所遇到的人都是好人，有志一
同，共同行菩薩道。」佛陀這樣再勉勵他。



以及佛陀對待一切眾生，就是具大智慧，用平等
的心，還是有在進行精進，佛陀還是再鼓勵要再
精進。若是看到懈怠的眾生，佛陀就要用種種法
，不論是人天法，十善、五戒，「苦集滅道」，
或者是「十二因緣法」。用五乘來教育，無非就
是要引導人人走入菩薩道，菩薩道才能展開大心
，視眾生平等而付出，這是佛陀一大事來人間所
教育的目的。













鹿野苑三轉法輪，一轉四諦度憍陳如，二轉四諦
度另四人，三轉「五蘊無常、苦空、無我」五比
丘證阿羅漢。參見如下——

《釋迦譜》卷第四(出因果經)
阿若憍陳如於弟子中。以始悟故為第一弟子。
時彼摩訶那摩等四人。聞佛轉法輪已。阿若憍陳
如獨悟道跡。心自念言。世尊若更為我說法。我
等亦當復得悟道。作此念已。瞻仰尊顏目不暫捨
。爾時世尊知四人念。即便重為廣說四諦。于時
四人於諸法中。亦離塵垢得法眼淨。



時彼五人見道跡已。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我等
五人。已見道跡已證道跡。我等今者。欲於佛法出家
修道。唯願世尊慈愍聽許。於時世尊。喚彼五人善來
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

爾時世尊問彼五人。汝等比丘。知色受想行識。為是
常為無常也。為是苦為非苦也。為是空為非空也。為
有我為無我也。時五比丘。聞佛說是五陰法已。漏盡
意解成阿羅漢果。即便答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
是無常苦空無我。於是世間始有六阿羅漢。佛阿羅漢
是為佛寶。四諦法輪是為法寶。五阿羅漢是為僧寶。
如是世間三寶具足。為諸天人第一福田。



就如佛陀初轉法輪，在鹿野苑講「四諦法」，開
始講時，五人之中，憍陳如，第一輪，佛陀這樣
說，「原來如此啊！我了解了。」但是，其餘四
個人還不清楚，「佛陀在說什麼？人間怎麼會是
苦？苦的源頭如何來？是如何集？我一知半解。
」摩訶男等四個人還不知道。



佛陀說：「沒關係，我再為你們重說一次。」再
一次四諦法，這當中有兩位，摩訶男等了解了，
「原來如此，我知道一切的一切都是在苦難中，
苦難是由於過去生累積無量的煩惱而來，了解了
。」其餘二位說：「我怎麼還聽不十分清楚呢？
」佛陀就說：「沒關係，我再為你（們）再重述
一次。」看，佛陀為五位比丘，他講「四諦法」
，苦、集、滅、道，就是這樣的耐心，不論是一
個人聽懂了，四個人還不懂；三個人了解了，兩
個人還是一知半解，我再重新講述，這叫做「三
轉四諦法」，就是這樣的耐心。



佛陀在鹿野苑初轉法輪也是很重
要的啟示，讓我們知道，說法要
有平等心、耐心、技巧、智慧、
愛眾生的心、平常心、無有懈倦
，直到學習的人了解了。







＊時龍受一日戒出家，入林樹間，疲懈而睡。
獵者見之喜曰：以此皮獻國王，以為船飾可乎?
便以杖案其頭，刀剝其皮。
龍自念：我今持戒，故不計此身，一心受剝，
不生悔意。
時日大熱，欲趨大水。
見諸小蟲來食其身，為持戒故，不敢動。畜生
尚能堅持禁戒，至死不犯，況復於人。



《大智度論‧卷十四尸羅波羅蜜義之餘 》
問曰：已知尸羅相，云何為尸羅波羅蜜？
答曰：有人言：菩薩持戒，寧自失身，不毀小戒
，是為尸羅波羅蜜。
如上《蘇陀蘇摩王經》中說，不惜身命以全禁戒
。如菩薩本身，曾作大力毒龍。若眾生在前，身
力弱者，眼視便死；身力強者，氣往而死。是龍
受一日戒，出家求靜，入林樹間思惟；坐久，疲
懈而睡。龍法，睡時形狀如蛇，身有文章，七寶
雜色。



獵者見之驚喜，言曰：「以此希有難得之皮，獻
上國王以為服飾，不亦宜乎？」便以杖按其頭，
以刀剝其皮。龍自念言：「我力如意，傾覆此國
，其如反掌；此人小物，豈能困我？我今以持戒
故，不計此身，當從佛語！」於是自忍，眠目不
視，閉氣不息；憐愍此人，為持戒故，一心受剝
，不生悔意。既以失皮，赤肉在地，時日大熱，
宛轉土中；欲趣大水，見諸小蟲來食其身，為持
戒故，不復敢動。



自思惟言：「今我此身以施諸蟲，為佛道故，今
以肉施，以充其身；後成佛時，當以法施，以益
其心。」如是誓已，身乾命絕，即生第二忉利天
上。爾時毒龍，釋迦文佛是；是時獵者，提婆達
等六師是也；諸小蟲輩，釋迦文佛初轉法輪，八
萬諸天得道者是。菩薩護戒，不惜身命，決定不
悔，其事如是，是名尸羅波羅蜜。



毒龍持一日戒的故事，聽來很是
感人，很有啟發案。
講完毒龍的故事，接著經文提到
，「威儀具足」；四威儀即是具
足眾戒，不犯威儀諸輕戒，具足
受持，無有缺犯。



威儀具足，是修行，也是持戒。我們
仔細觀察，我們自己的道場，其他外
面的道場，每一位師兄姊，看看自己
，是否威儀具足。
上人淡淡的說，我們要重重的聽，因
為威儀是持戒，是修行，也是說法，
這麼重要怎能等閒視之。











「等雨法雨，而無懈倦」。佛陀平等為眾生的心，現
在正需要法雨來潤濕時，佛陀應世人間，用平等心，
「雨於一味法雨，為物慈深，終不厭倦。」為物，佛
陀的心很慈悲，很深入了解眾生所需求，所需要的。
所以佛陀用很長久的時間來教化眾生，用耐心、愛心
，事事都是為眾生，視眾生的根機不同，用種種的法
來度化眾生，這就是佛陀的慈悲。佛陀的深心，在他
的本懷隱藏著，希望人人能夠成佛，恨不得人人及時
了解他的心意。所以「終不厭倦」，佛陀對待眾生，
永遠施教，教而無倦，永遠都沒有懈怠，這是佛陀為
眾生說法。



各位菩薩，難得人身，來到人間，我們能有這樣
的善知識、善友，志同道合，這也是我們過去生
中所累積來的善因緣。在不同的國家，能共同一
念心，為一件事情，我們願意去付出，這是多麼
不容易啊！若不是過去生中，如那位長者用平等
心去布施，不論是對人類的愛，不論是對飛禽走
獸，都是同樣的，遠近都是這樣的付出。

上人期勉我們要互為善知識，把握因緣，把握當
下。練習說法傳法，互相提升彼此的慧命。



今天所說的，佛陀舉出了，《增壹阿含經》的那段故
事，我們現在聽起來，覺得很有親切感，人人不就像
那位大長者嗎，過去有這樣的因緣，我們大家互為善
知識，你們也是師父的善知識，師父也是你們的善友
。所以，善友、善知識，我們能夠有志一同，聚會在
一起。這幾天的時間，請大家時時要多用心，互相請
教，我們來聽聽不論是在最貧困的非洲，是要如何度
眾生呢？在最富有的歐洲、美洲，到底那麼的富有，
又是需要做什麼事情去利益人群？互相心得分享交流
，我想，這是最好的，我們大家集會在這裡，最高峰
的道場，菩薩聚集。請大家時時要多用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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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普敦智慧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