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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漏後身
聲聞果體

法王之子
大心聲聞

亦得授記
紹隆佛種

其心調柔
逮大神通

奉持淨法
三軌弘經



如何成就法王之
子，也就是菩薩，
被授記要紹隆佛
種，持淨法三軌
弘經將法傳下去



大家這幾天一直說最後身，「得最後身」，要「
得最後身」時間要很久。那就表示我們的修行用
長時間，經過無量數佛，有因緣遇佛世，在佛世
中受教、奉行，要這樣經過多久的時間呢？就是
以迦葉尊者來說，佛陀為他授記，就要經過三百
萬億諸佛，這樣奉侍、供養，接受佛陀的教法。
這麼長久的時間，要不斷修行，可見，修行必定
要用耐心，要用精進心。「無漏後身」，「無漏
」就是已經法入心了，全都沒有漏失。所有的法
入心，我們就是要身體力行。



平時我們聽法，早上聽，離開了講堂，所聽的法不知
漏掉多少了。何況一天又過一天，已經將昨天一天所
聽的法，可能漏掉七八分了，還有剩下一二分嗎？若
能還剩下有一二分，還算不錯。哪怕是百分之一，這
樣還算有微分留著，恐怕我們連微分的法都漏掉了，
也說不定。所以，我們接受佛法，哪怕是微少分記憶
在我們的心中，我們能身體力行，不斷去力行，幫助
我們的記憶，記憶微分不斷累積累積，累積久來，法
，多數也能記取，記得住，已經是走過來、做過來的
法，就是我們的法。我們若是沒有記住，就漏掉，這
個法是不是還給佛了呢？佛既然捨，他就不再收回來
，回歸於空，人人每天在聽法，還是歸於空。





歸於空，卻是我們還在空中懵懵懂懂過日子，卻
是我們惹來無量數的「有」，這種粗重的煩惱，
「有」的煩惱，才來漏失我們的法。我們就是因
為煩惱多，所以真實法就忘記了。「你不是聽過
法嗎？」「最近煩惱很多，所以，法聽一聽，都
還給佛了。」我就曾聽人這樣說，我就說：「佛
陀沒有向你收回法，是你自己漏失了。」所以說
，佛法，我們要在無漏中，戒、定、慧，六波羅
密，行萬法中得來我們的心得，我們最後的果報
。



不斷聽法，不斷身體力行，這都是因，法入心是
因，身體力行，這就是果。所以我們累積法的因
入心，我們身體力行，入眾生中結好緣，在人群
中成長慧命，累積來的那就是果，所以「無漏後
身即聲聞果體」。聽久了，也會法已經累積了解
了。也已經開始發大心了，「四弘誓願」、「四
無量心」，已經在他們的心中很成熟了，佛陀所
說的法，他了解了，所以成為法王之子，法王子
。因為法不斷不斷無漏，累積在他們的內心，啟
發了他們已經發弘願了。



弘願入心來，已經種子成就，所以佛陀將他們稱
為法王之子，就是佛陀認為都是孩子。貧窮子已
經回來了，能回來接受家財法寶了。世間人說家
財，佛法稱為法寶。已經懂得接受，將法用在入
人群的資糧，所以佛稱這孩子，貧窮子已經回來
了，要來繼承，接受法，應用在人群，所以叫做
法王之子，就是繼承佛法的人。「即大心聲聞」
，已經發大心了，聽佛法，是為度眾生來聽佛法
。



不是為了獨善其身，自了解脫，是為了要入人群
中度化眾生，這叫做大心聲聞，已經發大心的聲
聞。所以「亦得授記」，這樣的聲聞也開始要紛
紛得受佛陀為他們授記的時刻。所以「亦得授記
紹隆佛種」，開始就能將法不斷不斷延續，一個
一個發心，一個一個得佛授記。這樣的佛法，能
傳承佛法的人就愈來愈多了，這叫做「紹隆佛種
」。需要聽法，發大心，聽法要身體力行，度化
眾生，這就是紹隆佛種。



我們希望講法讓大家聽得進去，大家願意接受，
人人願意發心，願意入人群，將這個法讓更多人
知道。好話要一直傳，要不然，現在的人懵懂無
明，是非分不清，風吹草動就迷茫漏失，那就是
墮落了，漏失我們原來清淨的本性，這就可惜。
佛陀說，人人本具佛性，我們若不好好地佛法趕
快傳。眾生的真如本性就漏失掉了，無明不斷一
直覆蓋，真如本性一直被陷落，無明一直升高。
所以我們必定要紹隆佛種，佛法要不斷弘揚，讓
種子能夠浮上來，煩惱去除。



種子浮上來，在人群中，將煩惱當作種子的肥料
，我們若是能了解佛法，透徹了，「煩惱即菩提
」，菩提種子是在煩惱中浮現出來的。我們所以
聽法，佛陀就是為了一大事因緣，因為眾生迷茫
，所以佛陀要來撥開無明的網，讓人人浮現出真
如本性。這個無明的網要如何撥開呢？傳給我們
方法。所以我們若能撥開無明網，自然我們的本
性就能浮現出來，所以「煩惱即菩提」，煩惱當
作肥料，若沒有這些煩惱，哪有覺悟呢？若沒有
污泥，哪有蓮花呢？



所以我們在五濁惡世，我們好修行，我們必定要
用長久的時間法入心，不斷累積，微分的法，不
斷身體力行體悟，這叫做見證。見證苦難，見證
無常，見證法入心，法喜充滿。見證所有的法在
付出中，所體會到的法喜充滿，這都是我們要法
入心之後，我們證悟，見證之後，原來法入心是
這麼歡喜的事情，這也叫做證悟。



聲聞的果體就是這樣，過去是為自己來聽法，在
去除煩惱，但是煩惱中還有煩惱，塵沙煩惱，自
己仍掛礙在生死未了的這種煩惱。現在了解了，
不是為了自己，我們要為普天下的眾生。付出之
後，在眾生群中不受污染，這才是真實的果體。
就如蓮花在污泥中浮現出來之後，開始花開果成
。蓮花若開了，你就看到它的果，蓮子果實就已
經在蓮蓬裡了，花若開，果就成了。聲聞的心意
開了，果體就完成。



他已經了解了，了解真正的佛法，就是要在人群
中得，所以法王子成就了。佛陀就能完成為他們
授記的因緣果體，所以這叫做法王子。法王子能
紹隆佛種，因為已經是成為法王子，花開果成了
，所以能紹隆佛種。他能入人群向人說話了，能
夠入人群結善緣，在人群中去體會苦、集、滅的
道理，這叫做佛的種子。「乃以極言眾多持淨法
」，人人若能體會了，人人的內心就都清淨了。
體會之後，願意付出，布施，願意無漏持戒法，
願意精進，願意忍辱，願意修思惟修的禪定，願
意智慧現前。



這都是在淨法中來完成「四弘誓願」、「四無量
心」，這是成佛的總願，這就是「極言」，就是
全部，最包含的，人人就是要發大心。大心一發
，人人理解了，所以「眾多持淨法」，法雖然很
多，總歸回來，那就是弘誓願、無量心。煩惱去
除了，弘誓願才有辦法建立，建立弘誓願、四無
量心，才能接近人群，慈、悲、喜、捨。這就是
「極言」，就是佛法最重要的。







開始，因為除了佛誕節、慈濟日，也是母親節，
開始就是市長，有四位市長，共同來到那裡，有
的是帶父母來的，市長，有人是帶著父母來，其
中有一位市長，馬利僅那市的市長（德古茲曼）
，他來過花蓮，他上來要為一位媽媽，不是他的
媽媽，因他的媽媽往生了，他的太太也往生了。
他就說：「我雖然身邊已沒有媽媽，但我的子民
都是我的媽媽。」所以，他也走到洗腳的水盆前
，到一位媽媽的面前，他站定了，在那個地方蹲
下來，伸手為這位媽媽洗腳。



那時候，當他向這位老太太，一位老百姓，這樣
為她洗腳，全場萬多人掌聲響起，讚歎！他就說
：「我的市民無不都是我的長輩。」很感人，是
一位市長。洗好了，站起來，擁抱著這位老媽媽
，老媽媽很感動，他在這位老媽媽的耳邊說：「
我感恩您，您像我的媽媽。」互相感動，你們想
，這個境界美不美呢？雖然菲律賓也是一個很多
災難的國家，常常颱風、雨水、火災，卻是人心
就是那麼的平，那麼的單純，「無有丘坑」，因
為人的心地都是這麼美，心地的國土就是這麼的
平靜、這麼的莊嚴，這就是清淨的心地。















「以大慈使一切眾生安樂住」。我們要用大慈悲
心，將眾生的心安住下來，安住在法，我們給他
法。看看多少的受苦難人，現在在尼泊爾，多少
的受苦人啊！現在無家可歸，很多的苦難人。有
一大群菩薩在那裡，不斷在膚慰，將他們帶起了
那分快樂的心。說話給他聽，用我們的肢體去靠
近他，去擁抱他，牽他起來，再為他唱歌，解釋
歌曲裡面的道理，然後教他，如在繞佛，邊唱歌
、邊動作。看大家展現了那一分笑容，聽到他們
的笑聲。在苦難中，菩薩先去安住他們的心，這
種讓眾生安樂，「為資成軌」，這就是幫助。



我們懂得去安住眾生心，我們安住眾生心，也就
是我們的軌則，修菩薩道的人要有這樣的軌則。
不是東西給你了，你要尊重我，不管你了，我就
是東西給你了，丟給他就好了。不是，東西給他
之後，我們還要發揮智慧。悲，眾生需要，我們
給他，智，我們還要有智慧，要安住他們的心。
我們溫柔的態度，讓他常常記得「我們不孤單」
，還是有一群人尊重他，愛他的人，讓他安住心
。這樣就是菩薩的軌則，菩薩要入人群，你一定
要有這樣的軌則。



所以我們每次若要出團，都要一直交代，你要怎
樣的態度待人，才不會傷到人家的心，才不會對
人不尊重，這就是菩薩行動的軌則。所以「柔和
伏瞋」，柔和的心，我們就能降伏我們的心。我
付出給你，你怎麼沒有向我說感恩呢？我付出給
你，你怎麼這樣的態度對我，沒有那分表達感謝
？這樣，我們的瞋心就生起了。是應該我們向他
感恩，給我們這個機會見苦知福，轉個念，這就
是柔和的心。



如果覺得我是給你的，你是來接受我的，你的態
度就會不高興，覺得我做得這麼累了，我這樣來
，你們都沒有感恩心，這樣瞋心就會上來。所以
我們要知道，我們有這樣的軌則，一定要為觀照
。我們要柔和，我們要常常內心反觀自照，付出
之後，我們的心有很柔和嗎？這叫做「觀照軌」
。



慈悲讓大家安樂，是外面的境安下來，我付出。現在
的柔和是自我觀照，觀照我們的心有歡喜嗎？有柔和
嗎？這叫做「觀照軌」。「坐於第一義空之座」，那
就是「真性軌」，真性軌則。你用慈心付出，安定眾
生，觀照自己的心有很柔和嗎？再者我們自己要了解
，付出，不要有所著，「第一義空」，就是我們要安
然，要坐的，這就是我們的真性，我們的真如本性，
永遠都是在心裡。付出慈悲，心要很柔和，之後，法
喜充滿，沒有什麼要求，就是這樣很自然，這叫做「
第一義空」，那就是「法為座」。這就是「三軌弘經
」。所以我們要行菩薩道，必定要這樣。



三軌弘經 簡釋/作用 譬喻

慈悲為室
以大慈使一切眾生安
樂住，為資成軌

災難時的庇護所
戰場上的防彈衣

忍辱為衣
柔和伏瞋者，為觀照

軌。
防疫的隔離衣

諸法空為座
坐於第一義空之座者，

是為真性軌
隱形戰機













所以「奉持諸佛大乘經典」，開始要發心，發心
入人群度眾生，這就是「崇奉持誦大乘方等一切
經典，是諸佛教」。要如何能真正選擇大乘法入
人群中？這些法，就是在「方等」。佛陀說「阿
含」之後，就開始八年的「方等」，再來就是「
般若」，再來就是「法華」，所以我們若能將大
乘法入心，自然能培養慈悲心，自然我們的心就
柔軟，自然能「諸法空為座」，無所執著，無諸
煩惱，這要看我們是不是有時時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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