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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學精進 六度如來因



何謂菩薩道？一
實乘行者是菩薩
道，人天善戒是
菩薩道，合六度
如來因是菩薩道



也就是說，一實乘之行者就是菩薩行。說那麼多的法
，開五乘，修三乘法，這麼多，林林總總，大小乘法
，佛陀無不都是收納於一大乘法，那就是菩薩行。不
論多少的法，當然，十善、五戒，這是我們人人的根
本。人世間要有家庭、社會倫理，人間若沒有十善，
去掉了五戒，這個社會就亂了，哪有家庭的倫理？哪
有成人間？雖然說還是小法，不過還是維持人間世事
最好方法。這是佛陀為人間，鼓勵人人要行善，鼓勵
人人要守本分，持五戒。這是一個社會、家庭倫理，
人間的根本法，所以，也不能輕視。我們就知道，苦
啊。



我們每天的志工早會不就是聽各個醫院，我們醫
院的志工菩薩，或者是醫生、護士，這些大醫王
菩薩在分享病人的苦。身體一旦有病痛，看到醫
生在描述或者是開刀的過程，歷歷在目，看到我
們人的器官內臟，到底人生價值在哪裡呢？觀身
不淨啊！應該要好好來思考。在這樣的道場，不
只是讓我們看表面的人間苦，我們又看到，看到
人體的構造。有一地方不調和，剖開來看，真的
是和一般大家菜市場，擺在豬肉攤、肉攤、魚攤
那個地方，那些動物，變成了在市集裡被人一塊
一塊割，這樣分屍剖肚。



一位先生娶三個太太。病來時，
竟然是一位離婚之後的元配，已
經離婚了，再回來照顧他，照顧
得情不甘、意不願，很怨恨。但
是，先生娶這麼多位太太，那些
人都去哪裡去了呢？有孩子嗎？
生十個孩子。林林總總，三個共
生十個孩子，到最後他是流浪在
外面，沒人要照顧他。

一切人天善戒皆菩薩行





思惟修，這就是會應用到我們的專心。菩薩行要
如何鋪？要如何走？思惟要很清楚，腦筋要很敏
捷。
不論是人際關係，或者是物資要如何集中，路要
如何走，這都要運用思惟修。要運用我們修行，
方向要正確。三昧就是正念，正念要經過思惟修
，我們的心要定、要專，這樣負起了責任，這才
是真正的菩薩行。



所以要「勤修學精進六度如來因」。如來因，就
是種子，這種子就是真如本性。真正要如何讓它
發揮效用，那就是要「思惟修」，要正確，好好
思惟。所以我們學佛，一實乘之法，那就是要正
念，正知、正見、正思惟，這樣為人間去付出的
，這種菩薩行，我們要用心去思考。



今天已經講到藥草喻品的結語了，上人開示及內
容有許多重要結論與觀念，我寫出下列八點。

1. 佛陀所盼望的就是人人打開心胸，斷除煩惱
，清淨無染的心，投入人群去付出，將佛所說的
法，教法，大家來聽了，成為聽法者、說法者、
傳法者。
2. 持五戒，不只是戒殺，還要護生，不只是放
生，還要護生，這全都是愛。不但不偷盜，還要
一直布施，不只不說惡口，還要聞法、傳法。



3. 真正的專心禪法是在「心」，心在三昧中，
「挑柴運水無不是禪」，為人服務、付出皆是禪
。
4. 如來因，就是種子，這種子就是真如本性。
真正要如何讓它發揮效用，就是要「思惟修」，
要正確，好好思惟。
5.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菩薩乘，不論是在五乘中
行十善五戒，或者是聲聞、緣覺，總歸於菩薩，
菩薩乘。「汝等所行，是菩薩道」。



6. 其實你若沒有吃先前的一碗飯，你後面半碗
飯夠嗎？同樣的道理，蓋樓房，如果知道我就蓋
一層就好了，我何必蓋那麼多層呢？
7. 修學者，勸修實相之因；成佛者，授其實相
之果。
8. 成佛無第二條路，就是要入人群中，不受人
群所影響，我們勇往直前，要有充足思惟修。這
個行，內修外行，這樣才真正能成佛道。















所以「聲聞所行，是成佛之遠因，故是菩薩所修
之方便之道，亦是成佛之真實資糧。」斷煩惱，
你不斷煩惱，無法真心付出。所以聲聞、緣覺先
斷除煩惱，才有辦法一念專心去付出。「故是菩
薩所修方便之道」。要先修，修斷除煩惱，看盡
人間世相是虛幻無常。所以雖然是說菩薩道，但
是修行者必須經過的路。「亦是成佛之真實資糧
」，還是同樣，不是說「我吃半碗飯，我就是最
後這半碗飯飽的」。



其實你若沒有吃先前的一碗飯，你後面半碗飯夠
嗎？同樣的道理，蓋樓房，如果知道我就蓋一層
就好了，我何必蓋那麼多層呢？我只是要上面這
層，我不用六、五、四、三、二、一，我只要第
七樓就好了。早知道我就蓋第七樓，何必還要蓋
一、二、三、四、五、六樓呢？不需要。這樣對
嗎？你沒有一二三四五六樓，哪有七八九樓呢？
所以我們還是要從基礎走過來。



欲食半餅喻(七個饅頭的故事)

譬如有人，因其飢故食七枚煎餅，
食六枚半已便得飽滿，其人恚悔，
以手自打而作是言：「我今飽足由此半餅，
然前六餅唐自捐棄，設知半餅能充足者，應先食之。」

世間之人亦復如是，從本以來常無有樂，然其癡倒橫生樂想。
如彼癡人於半番餅生於飽想，世人無知以富貴為樂。夫富貴者，
求時甚苦，既獲得已守護亦苦，
後還失之憂念復苦，於三時中都無有樂。
猶如衣食遮故名樂，於辛苦中橫生樂想，諸佛說言：
「三界無安，皆是大苦，凡夫倒惑，橫生樂想。」
(百喻經)



三重樓喻

往昔之世，有富愚人癡無所知，
到餘富家見三重樓，高廣嚴麗軒敞疏朗，
心生渴仰即作是念：「我有財錢不減於彼，
云何頃來而不造作如是之樓？」即喚木匠而問言曰：
解作彼家端正舍不？」木匠答言：
是我所作。」即便語言：「今可為我造樓如彼。」
是時木匠即便經地壘墼作樓。
愚人見其壘墼作舍，猶懷疑惑不能了知，而問之言：
欲作何等？」木匠答言：「作三重屋。」愚人復言：
我不欲下二重之屋，先可為我作最上屋。」



木匠答言：「無有是事，何有不作最下重屋而得造彼第二
之屋？不造第二云何得造第三重屋？」
愚人固言：「我今不用下二重屋，必可為我作最上者。」
時人聞已便生怪笑，咸作此言：「何有不造下第一屋而得
上者？」

譬如世尊四輩弟子，不能精勤修敬三寶，
懶惰懈怠欲求道果，而作是言：
我今不用餘下三果，唯求得彼阿羅漢果。」
亦為時人之所嗤笑，如彼愚者等無有異。
(百喻經)





「菩薩之道」，本來「須斷通惑」。菩薩道要明
明朗朗，無明斷除才有辦法行菩薩道，沒有斷除
無明，哪有辦法思惟修呢？哪有辦法戒定慧？你
沒有戒哪有定，哪有智慧呢？所以「菩薩之道，
須斷通惑」，無明煩惱都要斷除。「二乘亦斷此
惑」，聲聞緣覺的過程，就是要斷這些無明煩惱
惑，現在只是打開了自利、獨善其身，這個心態
打開，身體力行，那就是菩薩道。所以「故云菩
薩道」。











「但充衣食」，就是平時這樣用，有東西這樣付
出，只想到自己。士者用之，如當官的人，我做
多少就給我封祿，給我管轄的範圍。這「豈藥有
差別」，藥有差別，其實就是我們的實，我們要
真正了解藥性是什麼，是什麼樣的病，我們如何
下藥？〈藥草喻品〉就是這樣，眾生的根機就是
不整齊。「不但二乘之行，不異菩薩」。其實「
一切人天善業，皆菩薩行」。其實佛陀說的都是
菩薩行，不只二乘也能行菩薩道，就是在家也能
成為菩薩道。同樣這是佛所說法，是我們的根機
各不相同，不論什麼法，全都是菩薩行。



「豈必高巖入定，虎口亡身者乎」。我們修行原來是
在人間，離人間要修行，那就沒有什麼行可修。所以
「修學者」就是要「修實相之因」。成佛者，我們想
要修的，就是我們的真如本性。我們真如本性真正除
煩惱，回歸佛的心。佛心視天下眾生為一子，不忍眾
生受苦。如父親疼子一般，希望人人都能得救，希望
人人都能成佛。成佛無第二條路，就是要入人群中，
不受人群所影響，我們勇往直前，要有充足思惟修。
這個行，內修外行，這樣才真正能成佛道。所以「漸
漸修學，悉當成佛」。這是結束於〈藥草喻品〉做一
個總結。所以期待大家對〈藥草喻品〉，真實法一相
一味，能去體會了解。要多用心。



我很喜歡上人的結語，「成佛無第二條路，就是要入
人群中，不受人群所影響，我們勇往直前，要有充足
思惟修。這個行，內修外行，這樣才真正能成佛道。
」
入人群中(布施)
不受人群所影響(持戒、忍辱)
勇往直前(精進)
充足思惟修(禪定)
內修外行(智慧，行菩薩道)
真正能成佛道(成佛)
這一段結語，剛好說明了要成佛就要行六度，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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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人群中(布施)
不受人群所影響(持戒、忍辱)
勇往直前(精進)
充足思惟修(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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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學者，勸修實相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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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大家對〈藥草喻品〉
，真實法一相一味，能去
體會了解。



佛陀向我們說法，虛空法界的法，讓我們很清
楚，歸入我們的內心，開啟我們的自性智慧，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密雲法雨甘露，無不都是要潤濕我們人
人自性佛的種子現前。



五戒十善 四諦十二緣 六度 萬行(三賢十聖)

無常觀 觀五蘊 四加行(煖法頂法忍法世第一法) 說法傳法

誠懇心聽法，虔誠心受法。
不只是入心，契法而行動，
要把握當下，恆持剎那間。

譬如大雲
以一味雨
潤於人華
各得成實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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