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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要圓滿，要
有同體大悲，欲
度一切眾生的心，
發大誓願，這是
一個啟動關鍵



修行，我們就要相信自己，以大通智勝佛無始以
來，原來佛性本具，只是我們眾生心未開解，我
們就要好好用心。大通智勝佛那個時候，什麼時
候，無始無始前，塵點劫，開始修行時，那時間
很長久。要如何能通達道理？道理明知，知道就
是這樣的道理，就是要如何與道理，與天地萬物
會合為一，真正貼近道理。常常跟大家說，理，
是無形無體，但是，我們要如何才能貼近這個無
形體的大道理？大道理本來就是我們的心所具有
，要如何去運用它？



要如何面對這些道理而沒有受障礙？這種「體解
大道」，那分「發無上心」，我們要怎麼樣能體
解大道？要體解大道，應該就要發無上心。時間
，修行時間雖然很長，一直到起悲思惟修，這個
心開始，這念悲心起，入於定中思惟修，那就是
定了。很多道理透徹了解，但是就是還有一點點
，這一點是什麼呢？悲，同體大悲，到了這悲心
起，就思惟修，入於這種與天地合而為一體。「
無緣大慈，同體大悲」，與眾生同體這一分的悲
心，思惟修。這時候，「同體悲念眾生廣度世間
」，這念心是很重要的。



「如今日佛坐三七日靜思惟」，過去的大通智勝
佛，現在的釋迦牟尼佛，大通智勝佛坐道場是一
劫至十小劫，時間這樣的長久。現在的釋迦牟尼
佛三七日間的靜思惟，為了一大事因緣，要廣度
眾生。這念心啟動起來了，靜思惟，在三七日間
，這就是欲度一切，發大誓願，得行四無量心，
這念心生起了。佛佛道同，每一尊佛都一樣，修
行的過程是很長久，但是到要成佛的那個關鍵，
大圓鏡智要圓，要沒有缺角，完全圓滿。



到了要很圓滿時，就不離開發大心、立大願，同
體大悲，入人群中度眾生。就是差這一念，道理
僅管都了解了，這一念「欲度一切眾生」來發大
誓願，四無量心、四弘誓願，這就是每一尊佛共
同的總願。任何一尊佛各有別願，但是任何一尊
佛都有共同的總願，這總願就是要度脫一切眾生
，要入世弘願。入世，就是「眾生無邊誓願度」
，一切一切眾生，你都要發這誓願，要度盡一切
眾生，你必定要擴大心，立大願，「四無量心」
一定要起。所以，立誓願，入世發大願，這是佛
佛道同。



所以常常說過了，佛是為眾生修行，成佛是為眾生成
，若不是為了眾生，他們已經久久以前，無始劫以前
，啟動了這念心，為了要度眾生，生生世世，人間度
眾生。道理，就是要入人群去，道理才會普遍。人群
要有感受，當他最苦難時，他有感受了，這種苦就是
受有心人來關懷，愛心人來救度，這愛心、有心，這
就是用法去接近眾生。眾生接受到這種愛的心，這就
是法，從苦難中得到法，得法就自然得度了。最近，
尼泊爾不就是這樣嗎？常常在聽，已經二個月過去了
，有人去了好幾天才回來，有的幾個月才回來，面對
著當地苦難眾生，他的苦，我甘願付出。



用「無餘修」，任何的苦難人，是孩子、是大人、是
老人，是受地震所傷害，無家可歸，或者是家破人亡
，或者是身體受重傷，或者是擔心未來，前途茫茫，
遙無目標，這種未來的生活要怎麼辦？很多很多的苦
。這群遠方而來，不只是一方到達，十方、八方，不
同的國家，卻是同一念心與法，「靜思法脈，慈濟宗
門」分布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距離，他們同一念心
，從遠途到那個地方─尼泊爾，會合。菩薩雲來集，
集在那個地方，苦難地方，應他們所需、所苦而付出
。這就是因緣，這就是一大事因緣啊！菩薩就是秉承
這個法，佛法，菩薩緣苦眾生，不是今生此世，還有
來生來世。



今生此世是承過去生中無量無量無數塵點劫以前
，我們就有這樣的因緣，只是我們人人心念不定
，所以還是在五道四生。我們現在已經因緣成熟
了，現在《法華經》入<化城喻品>來了，過去的
<授記品>，我們了解人人都有成佛，得佛授記的
可能。現在要更了解，佛，佛性人人本具，佛性
是無始以來就有，只是我們還沒覺醒，還未覺悟
而已。有時就是沈迷了，有時醒悟時，所以有時
睡著了，有時覺，有時了解、清楚，但是很快就
又忘記了，這種浮浮沈沈。



現在我們有這樣的因緣，已經知道了，人人本具
佛性，與大通智勝佛時，那是無始劫以前，大通
智勝佛的時代，開始講《法華經》，但是他還未
成佛以前，同樣的，要如何才能與這無形的真諦
道理融會貫通起來。我們人人同樣本具佛性，要
如何與真諦妙理融會貫通？這些道理就是與我的
真如那就是融會貫通起來，這個覺沒有缺角，覺
悟的覺，沒有欠缺的缺角，沒有，這樣完全圓滿
，本來就有，只是要啟動起來。



《雜譬喻經‧卷二》第十七
昔舍衛城中有豪貴梵志，財富無數聰識明慧，然
墮邪見不信善，謂呼：「無益！」時舍利弗以道
眼見，念是長者宿有大福得為豪富，念食故不復
造新必還三塗，當往度之。便現神足當其坐前持
鉢而住。時梵志方坐飲食，見舍利弗甚大瞋恚，
即推門家撾打與手已還坐食，亦不請坐亦不遣去
，食竟洗手漱口，含一口水吐著舍利弗鉢中言：
「持是去，相施是。」舍利弗言：「使汝長夜受
福無量。」即還去。長者懅，恐行訴言，使人尋
之。



舍利弗徑還精舍，以水和泥，泥佛所經行處，白
佛言：「彼慳貪見施一口水，今用泥佛經行處，
願佛經行其上，使彼長夜受福無量。」佛即為經
行三昧。長者所遣伺候者，具見如是，還白長者
：「佛所棄輪王位，行作沙門，持鉢求食，非有
貪求也！欲度眾生故耳！」具以本末說之。長者
大悔有不事心，舉家大小盡詣佛所懺悔謝過：「
愚癡無狀，願恕重殃。」佛為受自歸，為其說法
，疑解結除得不退轉。





這是舍利弗度這位婆羅門長者，他用水和泥土來
度這位長者。這就是無餘修、無間修、長時修，
又是尊重修。是啊！這就是我們要修行，每一位
開始在修行，哪怕是舍利弗，他也是同樣，了解
未來要成佛，就要先入人群觀察眾生，眾生的煩
惱無明，用什麼方法來度化他。這就是我們要學
、我們要修。





















智就是道理，悲就是要起行；有悲心才願意走入
人群，智，是原來就有的道理。所以悲智互契合
，這當中就是同體悲心一起，所以「同體悲念眾
生廣度世間」。這種大通智勝佛的時代也是這樣
，起悲思惟修，這種「開始要入人群中去」這念
心。同樣的，釋迦佛在等待他的弟子，也是等待
他們發大心，立弘誓願，也是等待這念心。



所以過去大通智勝佛他在坐道場時，開始要如何
能將真如與自然的理融會貫通起來？人間法就是
應眾生而有法，眾生的法，有不同的法，有「通
」，前次說過應是指昨日晨語「佛智圓明，通達
總相別相化道斷惑一切種之法者」，有「別」的
法，有「通」與「別」。共同的道理，普天下之
間都是一樣的道理，但是人心很複雜，千差萬別
的人心，千差萬別不同的習氣，佛要如何來度眾
生，普及眾生。



眾生有種種的苦，有心靈的苦。就如舍利弗在度
這位婆羅門長者，他雖然很富有，卻是傲慢、貪
著，舍利弗就是要去度這樣的人。眾生的習氣，
就是不同的很多，這種「通」、「別」的智慧，
所以必定悲智要雙運，要互契合一起。所以起悲
思惟修，入悲智的定，就開始這樣去思惟這當中
的境界。在大通智勝佛是從一劫到十劫，釋迦牟
尼佛是三七日。



因為大通智勝佛壽是幾百億（五百四十萬億那由
他劫）這麼長久的時間，所以從人壽，佛陀的住
世人間才八十年。所以大通智勝佛坐道場十小劫
，釋迦牟尼佛坐菩提場是三七日，這道理，很合
道理。總而言之，我們人人本來就有個靈山的道
場，我們還要去哪裡找呢？這個道場，我們要如
何讓這個道場真正發揮度眾生的良能，這就是我
們的目標。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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