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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續塵點劫前
無量難計

度化有緣成就
佛慧廣披

菩薩六度萬行
究竟圓滿

十六沙彌趣向
具成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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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經得起考
驗，精進，持戒，
忍辱都不能缺少，
才能到達安穩處，
慧命才能成長



大家應該很熟了，「緣續塵點劫前無量難計」，
時間過得久，很久，無法計算，無不都是因緣。
塵點劫前大通智勝佛，十六沙彌那個時代，沙彌
的趣向就是大乘法，道心堅固，他們雖然年輕，
年紀小，但是他們的志向大。他們所要學的佛法
不是獨善其身，是為了要廣度眾生。所以自覺，
要度眾生必定要求覺悟，我們若不覺悟，要如何
覺悟別人呢？所以我們必定要求得覺悟。所以學
佛的目標，真的是要從內心向外面的境界伸展。
看外面的境界，人間因緣有多少苦難，苦，就是
因為苦，才需要求得解脫。



眾生的苦，不是我們自己的苦而已，我們自己的
苦也是因為眾生的苦。所造就我們會感覺到苦，
人與人互相的互動，因緣與因緣之間互相的糾結
。所以說，是為了自己得度嗎？其實是要人人得
度，我們才真正是真得度。人人解脫，我們才是
真正的解脫。觀念若能有這樣的觀念，自然我們
的心就開闊了，不是為自己，是要為天下眾生。
這是十六沙彌的趣向，他們的心，發心的方向。



發的是菩薩心，他們所要成就的，就是到成佛的境地
，所以必定要行菩薩道。菩薩要經過六度，六度無不
都是自己要精進，精進要守戒，要忍辱，精進、守戒
、忍辱，這都是我們自己真的要堅持。所以布施，布
施，付給眾生的一切，布施就只是一項，付出無所求
，所有願意身心奉獻。布施，再來持戒、忍辱、精進
，這都是要我們自己，我們真真正正若不精進，我們
要如何布施呢？我們若不持戒，哪有辦法精進呢？要
精進，我們要忍辱，要忍得起人間一切苦。包括我們
的生活，包括我們的衣食住行等等，都要忍得起這種
環境的生態，我們若能堪忍。



一大早冷颼颼的天氣，大家在被窩裡，我們一大早三
點多聽到敲板的聲音了，大家要掀開被窩，忍著外面
的境界，很冷，要趕緊精進，向大殿來。這就是在我
們日常生活中，一大早第一個動作就是精進，要堪得
忍耐，想睡、在被窩裡那麼溫暖，我們對那種享受，
甘願脫離那種享受，這樣堪得忍，才有辦法精進；堪
得忍，大家生活才能過著同修、同行的戒律。在六度
裡，除了布施給大家，我們願意布施，接下來都是我
們自己對內的功夫，精進、持戒、忍辱、禪定、智慧
，這一連串都是為己，成就之後，最重要的目的，去
付出。



也就是因為布施，發這一念大心，才能從人群中
去體會人間的疾苦，體會無常，鞭策我們要精進
。眾生心靈的煩惱，我們去體會之後才能自我內
心警惕，不要懈怠，不要無明，我們要趕緊去除
一切煩惱。這都是外面的境界讓我們的內心能起
精進、持戒、忍辱，結果心靜下來，那就是靜思
修（靜慮、思惟修），最後就是慧，得到智慧，
與佛同等的智慧。這菩薩六度，其實多數都是在
度自己，但行菩薩行，廣闊眾生的煩惱，眾生的
苦難，幫助我們完成道業，這「菩薩六度萬行究
竟圓滿」。



這是沙彌的趣向，因為他的因緣特殊，塵點劫前
一直累計，無量數計。他的趣向就是這樣，到成
佛的大志向，借重行菩薩道這個六度，來完成我
們的志業，完成我們究竟圓滿。我們若沒有眾生
可度，我們哪有辦法成佛呢？我們若沒有看到人
生世間的苦難，我們哪有什麼因緣能警惕我們修
行呢？所以我們要在這堪忍的世界修六度行，這
是成佛的方向。







所以說來，人間就是有這麼多無常、苦、空，尤
其是見證了人人本具佛性，見證了人人都可以人
間成菩薩，及時從地湧出，到處都願意去付出。
所以，人間因為苦難偏多，所以佛陀來人間提倡
，修行就要行菩薩道。要多見苦知苦，了解苦的
原因是匯集（煩惱無明），提醒我們大家要勇猛
精進。精進的過程中，要忍得起人間種種人、事
、物。我們若能體會，才有辦法到達那分禪定、
智慧。



寂靜清澄，沒有煩惱，心與虛空會合在一起，這
就是我們要追求的境界。所以我們要用心在日常
生活中，時時提高警覺，了解人間疾苦。救人其
實是救我們自己，因為人間受盡了苦難來警惕我
們，所以我們才更要殷勤精進。去付出其實是充
足自己，付出去是有形的物質，我們所得到的是
無形的法喜，無形的智慧，法喜充滿，智慧具足
，這就是我們付出是修行的過程。









「以是本因緣之故，今為汝等說法華經」。就是
有這樣的因緣，這就是最根本的因緣，過去塵點
劫是這樣，過了塵點劫以後的現在還是一樣。儘
管你們還是停滯在小乘法，我還是同樣用方便法
，到最後同樣要為你們講《法華經》。不論你們
是不是已經都發大乘心了沒有，但是《法華經》
一定要講，因為佛的時間已經無法再延長，他知
道人生的時間，所以開始講《法華經》。











所以我們在三界裡就是險道，這險道中很「寂寥
懸遠曠絕」。看過去是這樣一片，讓我們看了很
怕，而且沒有人可以跟我們在一起。這種入險道
在受苦時，如《地藏經》在形容的地獄，形容「
一人亦滿，多人亦滿」，就是說，都只有自己而
已，沒有別人，因為這個苦就是自己，沒有別人
。這種誰都沒辦法幫助我們，這種「寂寥懸遠曠
絕」，就好像周圍都沒有人能幫助，非常險惡的
地方，四周圍只有毒獸，這種毒獸就是譬喻煩惱
，煩惱如火宅，有這樣很多毒獸。



我在花蓮七星潭海邊上了非常重要的一課





「又復無水草，人所怖畏處」，在這樣這麼險難
的地方，長期飢餓、口渴，也沒有糧食，也沒有
水喝，缺資糧。所以我們生死大苦，我們一輩子
缺法水，缺法的資糧，所以我們在人間雖然享受
，享受人間福，但是世間就是苦短，再多的人間
物質，我們都帶不去。一輩子為了這些物質，名
利、地位等等，很辛苦，造作很多的業，累積下
來就是在三界中的苦難。到底這些東西是不是永
遠我們擁有呢？很快地，短短幾十年，捨這個身
體，由不得自己，又是有下一段的人生。



這就是因為我們缺道糧、缺法水，所以我們一直都是
在生死大苦中，人所畏怕，很怕的地方。這就是我們
人生，由不得自己，很可怕，什麼時候有什麼事情要
發生，沒人知道。剛剛說過的巴姆城強震，剛剛說過
的南亞海嘯，看，這全都是沒人可預測，一秒鐘前，
沒有人知道的事情，忽然間就發生，何況生老病死苦
，人間種種天災人禍苦等等，真的是苦不堪啊！
所以，「無水草」就是譬喻不修習菩提道。我們就是
這樣不修行，自然就沒有五榖雜糧、沒有水等等，所
以無法水、道糧缺，這因為我們不修行。接下來說。









所以我們要很用心去體會。〈化城喻品〉裡面一段文
說，「譬如五百由旬險難惡道，曠絕無人怖畏之處，
若有多眾欲過此道至珍寶處」。這就是說，這段路這
麼長，要到那個珍寶處，就要有經過這麼遠，這麼長
的險難惡道。這個地方就很令人很害怕，怕，懸曠，
就是腳踏不到地，自己由不得自己，很驚惶的地方。
這就是我們人間五百由旬，要經過五道，險難的地方
。我們要經得起考驗，要精進，要持戒，要忍辱。要
忍辱、持戒、精進，都不能缺少，才能到達安穩的定
處，我們的慧命才能成長。我們要用心，要不然，人
間就是這樣，真的是苦難偏多，請大家要時時多用心
。



思惟提綱（敬請貼緊上人開示的內容找答案）1095
1.我們為什麼要在這堪忍的世界修六度行？
2.為什麼我們要用心在日常生活中，時時提高警覺，
了解人間疾苦？
3.為什麼說：付出是修行的過程？
4.佛陀為什麼要說《法華經》？
5.在三界裡就是險道，這險道中很「寂寥懸遠曠絕」
。這意味什麼？
6.「又復無水草，人所怖畏處」，「無水草」譬喻什
麼？
7.要如何才能使慧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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