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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為什麼摩訶
目犍連的佛壽與

法運倍於前三位
尊者，他的神通
是安忍內修而來



修學，我們要修的行就是安，安住我們這念心。
我們要修行，心若不安住，我們要用什麼來修呢
？修行，最重要的就是要修心，所以我們必定要
將我們的心安住，安住在哪裡？忍。世間，堪忍
啊！不堪忍耐，就無法在世間。何況說我們修行
，修行更需要在這個娑婆堪忍的世界，忍中之忍
，還要安心。所以要安忍不動，不論什麼樣的境
界來，我們都一樣，心如如不動，不受人我是非
擾動了我們的心。這就是我們修行者必定要有的
第一個條件，那就是安忍不動心。



又是「修定正念」，我們要時時心要定、心要靜
，心定就是思惟修，我們要時時不間斷來思惟，
世間法、出世法，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處事方
法，我們都要好好思惟修。修行必定要無餘，無
餘修；無間，無間斷的修；長時，長時間沒有間
斷，這樣心面對著人世間一切事物，都要用恭敬
心來對人、對事、對物，對任何種種的法，我們
要好好用尊重心、感恩心來善思惟，好好地、靜
靜地，好好思惟，我們才有辦法把握人世間中，
不浪費我們修行的心思。所以修定正念，要時時
都有正念。



「入不思議境慧心安法」，時時我們的身心都是
進入在這種不思議的境界。世間法，出世間法，
待人處事等等，都有那種開闊、靜寂清澄，心靈
的境界不受人事物來擾動我們。這就是慧心，這
就是我們的心安住在法。我們不知做不做得到嗎
？「安忍不動心修定正念，入不思議境慧心安法
」。這麼簡單一句話，心安定下來，自然我們對
事、對物，那個心靈境界，思維、看法，絕對與
一般不同，我們的心能定住這種靜寂清澄、慧心
安法的境界裡。



所以「神智豁達」，精神、智慧開時時都很開朗
、很豁達，這種「三明六通」，「三達明」，我
們的心絕對不受到什麼樣的無明煩惱來障礙我們
，沒有。一切都是通達無礙，心如虛空，虛空，
沒有東西能有辦法障礙它。這就是我們的精神智
慧永遠都是很開闊，回歸於虛空法界，非常豁達
、開朗，這樣開闊。



「能解諸經論」，自然我們對世間，哪怕是凡夫心、
凡夫相，認為這就是煩惱來了；哪怕是人間無明煩惱
齊集，還是同樣真正的豁達，精神理念深入經與法。
這就是了，來了，這種無明煩惱網，這樣叫做煩惱。
經典所說的，我們要如何用何種方法解脫，解脫煩惱
網？這煩惱既來了，還是一樣身心悠遊在法海中，能
解。這就是經典所說的，這就叫做無明，在法中所說
的，叫做煩惱。眾生就是受了無明煩惱所束縛住，所
以在那個地方看人、看事、看物，無不事事都在煩惱
網中。我們看得開、解化的開，自然這就如人間的一
陣雲化為煙，就是這樣就將它解化過去。



不必受到這種無明煩惱覆蔽，在那裡再複製。因
為外來煩惱，內心接受，再複製煩惱，這種煩惱
無明不斷複製，那就是苦。所以，外面有煩惱，
內心要豁達，能夠將佛法從內心去破除外來的煩
惱。否則，我們聽經要做什麼呢？聽經就是為了
要了解外來的無明煩惱相，我們內在要很清楚、
很豁達，能夠清淨無染，就像一面鏡子，照了外
面的形相，外面的形相如何來？在這面鏡子，只
有照到，沒有染到。這面鏡子不受外面的形相染
著在這鏡子裡，所以我們內心神智豁達，是因為
他對法全都很了解了。



「解諸經論」，千經萬論已經入我們心來了，「
一理通，萬理徹」，還有什麼煩惱呢？我們自然
四無礙智，四無礙智，從面過去也曾介紹過了，
那就是「義無礙」，對諸經論義，我們都通徹了
。因為這些法都已經入我們的心了，神智豁達，
經義都了解了。所以義，經裡的意義，無礙，在
我們的心裡無障礙，外面的煩惱自然就不會來染
著我們。法，「法無礙」，「一切有為法如夢幻
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就是法，
一切法皆空，但是真空還有妙有，這妙有就是我
們要安住，我們慧心安住的法，那就是妙有。



又是「詞無礙」，我們不只是了解裡頭的經義，
經的意義。即使是法，真空妙有這個法，已經入
心了，若有人來問，我們有辦法辯詞無礙，能夠
將法化成語言，用很多種語言隨機來施法，這就
是詞，文詞語言無礙。還要再「樂說無礙」，「
這個人來了，他的心打不開，請你跟他說話。」
「好啊！好啊！有機會結善緣。」這樣就是「樂
說無礙」。



多人，很多人，大庭廣眾，我也很歡喜，無畏懼
上台說話，樂說。說得讓你心悅誠服，讓你聽得
很歡喜，你的內心有所疑惑的，都完全都解開了
。對一個人，同樣的，我也是用很豐富的法要給
他，對一個人也是這樣說，不是說對一個人就隨
隨便便，不是，面對一個人就如面對大眾說話一
樣，很謹慎。這就是「樂說」，很歡喜說，說得
讓大家都聽得清楚。



若有人要來辯論，剛強的眾生或者是外道等等，
要來辯論，我們也要有辯才無礙。因為我們對佛
法，它的道理，義，和其中的法，天地人間，世
出世法，我們都已清楚，文詞也很充足了。平時
要說我也歡喜，「好啊！論，要辯就來辯。」用
至誠的心，誠之情誼，教之殷切，同樣讓他能心
服口服，這叫做辯詞無礙、義無礙，樂說無礙，
辯才無礙，這叫做「四無礙智」。



義無礙，法無礙，詞無礙，樂說無礙，辯才無礙
，這叫做四無礙智，我們常說「四無礙智」是這
四項。這必定是要我們好好安心，以安忍不動的
心來受持佛陀教法。這安忍，不只在修法中，入
人群中，也要用安忍不動的心。苦難眾生，芸芸
無涯，很多很多苦難眾生，無邊際，就要有開闊
的地方，每個空間都要有菩薩在那裡。苦難的眾
生，貧窮苦難，不忍，緣苦眾生，發大心、立大
願，入人群去付出，這必定要安忍不動的心。





這都是菩薩的心，他們能這樣安忍不動，那個心
真的是修定正念。幫助人，方向不偏差，大家都
是這麼願意，這麼歡喜。「眾生無邊誓願度」，
這種內心充滿了法，他們就是開朗、願意，就是
這麼簡單，這麼開朗、豁達，願意付出，這我們
是不是跟得上呢？這是在非洲。



他們平時也是很精進，常常在聽法，大太陽下、
樹下、石頭下，大家集眾坐著就是互相分享，這
種義無礙、詞無礙、樂說無礙，在那個地方很容
易法就已經入心，一切對他們來說都是無礙。在
這麼簡單的生活，這麼的貧困，佛法在他們心中
，打開心門，是無限量的財富，帶給他們的快樂
，這種用不完的法喜。這就是我們要修行，修因
，要如何才能得果，我們就是專心向前做就對了
。





























「目犍連尊者在大家的心目中已經有遜色了，佛
陀應該要給目犍連一個公道。」這是舍利弗向佛
陀說，大家應該記得。所以佛陀就向目犍連說：
「來，你現一個神通，讓大家了解。」既然是這
樣，他就現一個神通，一腳跨在登梵天上，一腳
跨在須彌山。這神通，大家看得…，「真的，目
犍連神通猶在！」目犍連尊者覺得：誰神通第一
，跟我沒關係，我不是為了神通，只是大家這樣
的看法。



所以，他的心很寬、念很純，對朋友很尊重，對
人人不計較，這是目犍連尊者他的心胸大。所以
他因中具大神通，「故得果時之壽命及法運」，
這個法運能那麼長，比前面三人更長。「神通能
引短為長」，神通能將很長促短，很短延為長，
這就是長短自如，「以少為多」，這都是在神通
變化中。



我們學佛不說神通，但是在目犍連的心目中，長
與短，對他來說無掛礙。多與少，對他都無損。
他就是有這種神通定力，他對什麼事情，心都已
經清淨了。所以他有這種不思議，入不思議的境
界，慧心安法，他的智慧的心安住於法。「神智
豁達能解諸經論」，他也能去弘法、說法。他為
了說法，犧牲他自己，也是有這樣的，他的一生
最後就是為了弘法，最後的人生。所以，義、法
、詞、樂，辯才都無礙，這些目犍連尊者都具足
。所以我們要學佛，就是要學在這個地方。所以
我們要時時多用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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