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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的寶臺珍妙
樓閣是如何形成
的，如何透過修
行，可以依報共
修圓滿皆處寶臺



「依報共修圓滿福德智慧人」。淺，很淺啊！常
常都在聽，我們聽、看，就知道了。大家修行，
修行就是想要得，求得，修也是得，但是求不得
苦，我們若是修，有修絕對有得。是不是我們有
身體力行，做我們該做的事？或者是不願意付出
，只想要求得呢？沒付出，是求不得啊！你付出
，就算不求也會自得。就如我們一個人，身上髒
了，我們自己就要去換洗，換乾淨的衣服，將那
套髒的衣服洗乾淨，我們才又有…，這套若髒了
，還能有其它別套的衣服可換，我們常常身體保
持清淨，髒污的就要去除，要換新。



「日日新，苟日新」，日日修，苟日修，每天都
要這樣清新的心。每天都這樣，空中妙有。法，
不要執著它，應該做的，我們每天都是這樣做，
所以這叫做依報。依報，我們要不斷修，我們能
住在這麼安定之處，能夠人與人之間互相依止，
我們每天應該起歡喜心，互相勉勵，彼此修行。
「六和敬」，這是我們自己的依報。依報，依報
在這樣空間、時間、人與人之間。過去生若沒這
些緣，若沒有這樣的福，我們怎有辦法在這樣的
環境，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這樣在這大環
中來來共修呢？





共修，就是靠過去我們所修來的緣，圓滿了。我
自己也覺得很有福報，也圓滿了。這是今天我們
應該要有這樣的心，明天也是這樣，幸好昨天大
家就是皆大歡喜，才有今天。今天大家要再和睦
相處，才會有明天的和睦。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這就是圓滿。福德智慧，每天都是這樣，是福德
智慧之人。要知道，我們若要快樂，必定要有這
樣的心態，知道人生要求的事情，十有八九是求
不得。我們若是認真自己的本分事，很歡喜去付
出，這樣我們每天很歡喜，少欲知足。



否則人間永遠都是苦，都是不滿足，苦在煩惱、
無明、執著，那就苦不堪了。人間的福，福在人
間布施中得歡喜。我們有付出的心，這就叫做布
施，是財布施嗎？或是用法來布施？或者是用力
來布施等等。人所需要的，我們願意付出幫助他
，這都叫做布施。布施的人，願意付出的人，常
常都一句話說：「入我門不貧，出我門不富。」
這句話常在說，這句話，有心的人願接受，放在
他的心中，他的受用就很大了。



緬甸烏丁屯 一把米







從見習、培訓，應該要再說，從他接受到幫助的
種子開始，誠懇的心接受，身體力行，一把米、
一把米地付出。慢慢接受了慈濟人的重視，尊重
，大家對他的故事都起了共鳴。所以，歡喜見習
，快樂培訓，一直到現在，將要受證了。所以就
如照顧那套衣服，很謹慎，那件褲子別弄髒了，
就是這樣的謹慎。



想想看，我們人人都是有這麼好的環境，在修福
、修慧的環境中修行，應該我們也要這麼謹慎。
看到烏丁屯他的房子翻新了，他自己很自豪說：
「我住在豪宅中，我很歡喜啊！」不就是「皆處
寶臺珍妙樓閣諸寶飾」，種種的寶來嚴飾？在他
的歡喜心看來，整個屋裡很乾淨，空間乾淨，什
麼東西看來都如寶一樣，知足心常樂，這永遠都
是。



「菩薩六度萬行長時尊重修」。長時間來修，要尊重
佛、法、僧，尊重人人都是佛。這不就是幾天前我們
說過了，菩薩行，除了六度，還要有四修，要長時都
要這樣修。在修行中時時都起歡喜心，尊重心，這就
是菩薩六度四修。還要「福德智慧資糧」，這就是在
積我們的福德智慧資糧，要用「無餘修」。樣樣我都
不讓它漏掉，大小事我都不讓它漏了，都是很謹慎的
修行，沒有讓它遺漏了，所以叫做無餘。也沒剩時間
讓它空掉過，時間都是把握得分秒不空過，好事情，
大小事，都有我願意付出，所以，沒有讓它有餘漏掉
，這是「無餘修」。



「無間修」，沒有間隙，一直繼續繼續，這樣一
直修下去。這是六度四修，才有辦法得到福德智
慧的資糧。資糧就是這樣「粒米成籮，滴水成河
」，一點都捨不得讓它漏掉，總是要做，付出就
對了。歡喜修，不是只想著我要得到什麼，我們
不求得，只求沒有過失，該做的，我們做就對了
。若這樣，自然福德智慧，這就是福德的資糧，
智慧的資糧，我們要不斷累積。















「內修能達空理之寶」，就是譬喻寶。我們已經
了解了，法入我們的心，世間人生無常，一切幻
化，很多事情何必計較呢？隨著時間過去了，煩
惱淡化了，何必煩惱要放心中這麼久呢？不必啊
！掃除了煩惱，吸收了佛法的道理，這就是寶，
讓我們看得開。就像烏丁屯一樣，過去種田，年
年要負債。現在不只是年年豐收，屋子還翻新了
，人生轉變了。這就是因為他心得到這個道理，
他能夠身體力行這樣走過來。你們想，這不就是
內修得到的道理嗎？這就是寶。



「外感寶臺樓閣莊嚴」，我們內心若有修，外面就有
這樣這個形相，所住的自己覺得很舒服、很滿足、很
感恩，這就是我們現在所住的，我們也覺得很感恩。
任何人，心若能滿足，聽法就是寶。所以，「已集大
乘福慧資糧」，就能開始，不一定說我要很有錢才能
做好事。一天，每一個人吃飯少吃一口，就能讓其他
人吃得飽。想一想這樣的簡單，只是大乘心一發，願
意付出幫助人，六度四修，這種福慧資糧就能完成。
長時間，無餘修，全都要繼續繼續這樣下去，這不都
是法嗎？所以，「自然感得珍妙樓台之依報」，若能
這樣，這就是從福慧中來，平時要修福，要有智慧。















「其佛常處虛空為眾說法」，這就是體悟了空的
道理，所以，他入道，了解了空理，所以，他就
是在「空」的道理中修行。須菩提是「解空第一
」，所以他過去修的因，從體解「空」的道理開
始，入道修行。所以「果住法空」。因為體悟空
的道理為因去修行，一直無執著、無掛礙，但是
無間、長時這樣修行，所以結果就是住法空，「
說般若深慧」，說很深的法，他「徹見五蘊自性
皆空」。



「五蘊自性皆空」，色、受、想、行、識，這些
道理全部實在是求不可得，我們要好好自己去體
悟，若不好好體悟，我們就容易在人事物中計較
。色、受、想，若造作識─意識，意識去糾纏、
打結，成了很多無明，煩惱覆蔽。所以我們修行
必定要「徹見五蘊自性皆空，入法空理」，這是
須菩提所體悟。







現在在那個地方，又為未來中期要如何讓他們有
安身的地方，未來如何讓孩子能趕快安心讀書。
在這個過渡期要如何安置，未來長期的歷史性的
建築、教育，要如何去鋪出了這條路，走得很平
坦。這就是他們現在在那個地方，他們在六度四
修。他們在那裡這樣做，做得很歡喜，滿懷感恩
。



各位，在那個地方是這樣，在我們這裡，應該要
再更用心，時時抱著精進的心，時時，我們的時
間不要空過。我們要好好把握這種「依報共修圓
滿福德」，智慧人共聚一處。我們所有的環境都
「皆處寶臺珍妙樓閣諸寶飾」，我們應該要很歡
喜。所以要「菩薩六度萬行長時尊重修」，還要
「福德智慧資糧」，要「無間無餘修」，這人人
要用心在內心裡，身體力行在人群中。要時時多
用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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