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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處在近著眼可望不遠
皆是權立接引並作化城

如彼導師，為止息故，化作大城，
既知息已，而告之言，寶處在近，
此城非實，我化作耳。

言化城在望者不但二乘
兼新發意向菩薩道行者

背覺合塵

轉迷向覺



真實的寶城是在
我們自己的內心
周圍，只是我們
這個法還沒有清
楚，要用心體會



用心啊，大家聽經要好好多用心啊！修行的方向
，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向於我們所追求的地方，要
求的是真實法，是我們的目的地。因為時間長遠
，塵點劫以來，我們迷啊，迷在五道四生，不斷
在煩惱無明複製牽引，讓我們這樣迷茫，無法算
計的時日，真的很久了。很不容易，我們今生此
世已經確認我們得了人身，我們已得人身，又已
聞佛法，很不簡單。所以我們接近了佛法，好好
地要把握。佛法曠無邊際，很廣，很開闊，無邊
際，觸目皆是佛法。



我們若是用心，一念心，無不是所有的境界都是
在為我們說法，有形無形，有生無生，無不都是
法的真理，只要你一念心正，正法就是浮現在我
們眼前。所以「寶處在近著眼可望不遠」，這是
真正一念真心起，佛法無不在我們前後左右，眼
前、周圍無不是正法。假使我們一念心迷了，周
圍境界無不都是煩惱，朦朧中的無明境界，所以
我們要很用心。



佛陀就是因為眾生的心念，明明人人本具佛性，
卻是就是我們自己自我背覺合塵，違背了這念覺
悟的本性，我們去和塵境會合，這叫做背覺合塵
。佛陀不得不為眾生設教，設權教方便來接引我
們。所以「皆是權立接引並作化城」，四十二年
前循循善誘，就是權教來接引，這一段一段就像
化城一樣，給我們一段一段的過程。所以「言化
城在望者不但二乘，兼新發意向菩薩道行者」。



現在的<化城喻品>，就是要將我們轉迷向覺的道
路。我們過去是背覺合塵，佛陀經過了四十多年
，將那念合塵的心，要為我們轉過來，旋轉過來
讓我們向真覺道走。不只是二乘，還有新發意的
菩薩，啟發新發意菩薩心要堅定，方向要正確，
這是佛陀的用意。開始我們人人本具佛性，開始
周圍四通八達無不都是法，心正、法正，就是一
念。這一分的偏差，自然我們背覺，將我們原來
本具覺性，我們違背了。



給我們這麼長久的時間一直複製無明在人間，苦
不堪，製造了很多危及天地之間，大乾坤無都是
因為小乾坤開始。地球現在也是因為眾生的共業
，因為眾生，我們已經背覺合塵了，煩惱造作，
所以已經影響到大空間，所以四大也已經不調和
了，來自於人心不調。





共知 共識 共行



地球升溫控制在二度C之內

其中有一位聯合國的官員
（聯合國氣候變遷執行祕書費格芮斯）

他就說氣候變遷要執行

人人的生活要節能減碳
從個人生活做起

人人堅持茹素，大地空氣就會很清新
減少浪費，減少用水，環保惜物
走路，騎單車，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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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處在近



凡事都是出自於人所造作，看看現在天地之間，
動員了將近二百多個國家元首與官員共聚一堂，
就是為地球及氣候。還是回歸一句佛陀所說的，
眾生所造作的業。既然是眾生所造作的業，現在
要回歸回來，還是眾生自己要回歸我們清淨本性
。要如何節能減碳，從我們日常生活中，從素食
，從環保，這是匹夫都做得到。看我們台灣多麼
多的老菩薩與慈濟人，不肯放棄環保的觀念，儘
管很多關關卡卡的困難，他們還是要做。這是為
了疼惜大地，為了盡我們一分，眾生一分匹夫之
力，為天下來承擔一分責任，這樣而已。



但是我們學佛者，為度眾生，也是為救自己，度
人救己，這我們也要建立這好的環保觀念。先人
後己，要不然就說是為了我們自己，今生守持，
來生還是能有一個健康的地球。我們對佛法的道
理還是很清楚，繼續我們要走的方向，菩提大直
道，行在菩薩道上。所以說，「言化城在望者不
但是二乘，兼新發意向菩薩道行者。」指一個目
標讓我們走，不是只為二乘，也是現在要啟發新
發意菩薩的方向。所以佛陀的慈悲為眾生，我們
現代的人間更要加用心體會。











所以我們大家若能做這種人生的典範，就如那位
聯合國的氣候變遷執行祕書，為了減緩氣候變遷
，她自己身體力行，已經素食兩年了，自己用走
路的，或者是騎騎腳踏車等等，她真的也令人很
感動。人人若能這樣做，這不就是天地之間都平
安嗎？所以「作典範，德譽遠聞」，彼此之間，
「令人歸仰」。從昨天聽到這位，我就覺得不簡
單，大家若能這樣將她當成典範，不是很好嗎？
就是這樣，這就是「能令正法不滅」，若能這樣
。









「此城非實，矇矓霧中，寶處所在，覓不可得」
。聽，好像聽懂，又好像聽不懂。說：「寶處在
那裡！」就如我們聽經，好像聽得懂，又好像聽
不懂，說我們有真如本性，我們就不知道真如本
性長什麼樣子，也不知道藏在哪裡。所以「此城
非實」，對我們凡夫來說，還是在朦朧霧中，所
以覓不可得。這也就是我們凡夫，我們欠缺這分
慧心安法，我們就是缺少這分安在行忍中，我們
就是缺這分，所以我們還是受到外面境界不斷誘
引我們。



境界要我們歡喜，境界要我們生氣，境界要我們
糊塗，我們都跟著這個境界這樣走，真的是時日
空過啊！我們要知道，「生世短暫，壽命原非久
長」，真的是，我們這輩子求不求得到呢？我們
到現在還是一知半解，到現在還是無明覆蔽，我
們還隨著外面的境界，讓我們心神不定，我們的
生命是這麼短暫。寶所，何時我們才找得到呢？







「以譬二乘之人，初聞大教，中間忘失」，開始
佛陀其實是用大教，但是大家聽不懂，聽不懂就
退大向小，流轉生死，就又這樣流轉。所以佛陀
若是一開始就用大教，大家就都會流失掉了。所
以「故世尊權設方便，令其先斷見、思煩惱，而
暫證真空涅槃以為止息」。就是這樣，慢慢地讓
他來了解，慢慢讓他體會，見思惑煩惱除。這個
見解，心靜下來，好好再想想看，再開始。所以
這樣叫做止息，讓他冷靜下來，過去的法好好再
想一下，現在的景象是這樣，再清楚一點。



所以「然後到於究竟寶所」，心靜下來，開始向
前，往寶所向前走。「而是以化城為喻」，這個
「化城」是，凡夫，佛陀用名詞來引導，其實真
實的寶城是在我們自己的內心周圍，只是我們這
個法還沒有很清楚。所以「寶處在近著眼可望不
遠」，其實是在我們的周圍，只是佛陀為了眾生
根機迷失這麼久了，為了要接引，所以他就要用
很多名詞來權方便接引。各位，我們要用心，用
心，我們才真正能體會到其中的空中妙理。請要
多用心。



思惟提綱（敬請貼緊上人開示的內容找答案）
1.為什麼說「寶處在近著眼可望不遠」？
2.我有感受到「所有的境界都是在為我說法」嗎？
3.何謂「背覺合塵」？
4.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我們應該有如何的想法與
共識？
5.佛陀為何要化作大城？
6.「作典範」，「德譽遠聞」，此處上人舉了什麼
例子？
7.如何的就是相狀是「時日空過」？



https://www.neptune-it.com/

奈普敦智慧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