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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深，甚深難
測，要重述再三，
所以要一次再一
次講。法髓入心，
才能讓正法常存



法，佛陀所說的法，微妙甚深難測，以我們凡夫
的根機，要來體會佛陀所說法，實在是甚深、甚
深，真實甚深啊！《無量義經》不就是這樣說過
嗎？確實很深。所以經典，佛陀的慈悲，就是一
而再，再而三，不斷地將他的心懷，希望講給大
家，大家都聽，能夠知道，能夠了解，能體會入
心，這是佛陀希望他的心話能夠入人人的心境裡
去。所以，佛經很多都是用偈文重述再說，不斷
這樣重述再三，我們接受的人，就要多用心。



佛陀宏恩難報，我們的身體隨著因緣，就是生生
世世來生，是由不得自己隨著父母的因緣而來。
佛陀給我們的慧命，是讓我們完全清楚虛空法界
天地萬物真理，希望我們都能清楚了解。尤其是
回歸我們的真如，我們的清淨本性，我們的心與
佛的心會合同覺，這是佛陀他所用的心。想想看
，這不就是佛恩浩大，我們應該要了解，銘心鏤
骨入髓。



法是隨著我們生生世世，塵點劫以來，從大通智
勝佛的時代，再過去的以前無量劫，這樣一直以
來，無不都是佛菩薩。尤其是釋迦牟尼佛，生生
世世隨著眾生來來回回，無不都是希望我們能體
會法的精髓。法的精髓，就如我們銘心鏤骨，那
就是銘心刻骨的意思，我們要很深刻地銘記在我
們的心裡，雕刻在我們的心版裡。鏤，不只是木
、石，就算是鐵、鋼，就是用鏤，這種的刻、雕
、鏤。



句句的法一定要入骨髓中，刻骨銘心，要入骨髓
裡，這就是法髓，法隨我們的生世。我們這幾天
也一直說，期待還有來生來世，這個法還是隨著
我們心，隨著我們來生世的因緣入人群中去度化
眾生。我們一定要很用心，了解佛陀的恩惠，佛
恩宏大，我們要多用心，到了銘心鏤骨入髓的程
度。這樣法，法法都是在我們的心，入我們的骨
髓中，自然就隨著我們的生世，來生來世。



「大法應機化世契心恆傳」，我們現在所接受的
是大法，無不都是鼓勵我們要入人群，鼓勵我們
已經一切煩惱要完全消除，很多微細的無明、惑
，我們要透徹了解，撥的開。這就是在聲聞、緣
覺，用耳朵聽，用心來體會。我們現在的聲聞就
是用耳朵聽，好好聽，聽入心，好好用心去體會
了解世事無常，了解人間就是無明覆蓋，這麼多
的無明，已經覆蓋了，在這大空間，形成了四大
不調，這都是人生無明所創造出來的眾生共業。



我們耳朵聽進去，用心體會進來，了解這就是人
心的變化。人心這種小小的一念無明，三細一生
，就鋪蓋了瞋、癡、慢、疑。在我們人與人之間
這樣將它舖蓋，舖張起來，這不就是我們眾生，
就是動在一念間。一念動三千，就是我們一念無
明，使在我們在這三界六道中苦不堪啊！我們要
去體會。



2015年 莫三比克 精進共修



不是只有這個國家，還有其他，像是賴索托，又
有史瓦濟蘭，還有南非，還有辛巴威等，很多的
國家。他們那種用心，在他們平時那種的困難，
語言那麼不通，他們竟然法那麼的契心，這要說
是因緣啊！無緣，法不入；有緣，哪怕就是沒辦
法了解的語言，他們都有辦法入心的法。過去玄
奘法師他與很多人到印度去取經，也是語言不通
，也是要用心去學。



鑑真和尚將法從中國要傳到日本，也是語言不通
，但是有心、有緣，法就能留得住。同樣的道理
，非洲與我們語言差那麼多，同樣他們也是來到
這裡傳法，輾轉傳。他們法入心了，也落地生根
，在他們的心，這樣身體力行。他們同樣入人群
救濟眾生，這麼貧困，他們還是一樣能夠救濟眾
生。滿心都是怨與恨，過去的人生，現在他們能
用法洗心，那個心完全洗過了，充滿了愛心。



一念心一轉，沒有法不入心的，只要我們真正銘
心鏤骨入髓，法隨生世。不論生在哪個地方，什
麼樣的區域，沒有法不能到的地方，或者是今生
此世，沒有法傳不到的，我們應該要相信、用心
。
「大法應機化世契心恆傳，長劫傳頌述說正法常
存」。長劫，很長的時間，塵點劫，一直到現在
，佛法就是這樣不斷累世一直傳誦下來。長時間
的傳誦，不斷地複說，不斷地述說，將正法留存
下來，所以我們要用心。



現在的人間更需要佛法普遍長傳，要很開闊地傳
，唯有靠人傳人的法，其他要如何救世呢？已經
沒有什麼很大的希望，唯有的希望就是人人將法
入心，從人間互相相傳，所以這是我們要大家要
提高我們的心志。「今身不向此生度，更向何生
度此身」呢？趁著這輩子我們得這身體，我們聽
到佛法，我們要趕快精進。昨天說過了，人生苦
短，壽命不久長，所以我們要好好多用心。













所以，「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這段偈頌
，他十劫坐道場是佛法不現前。十劫，很長久的
時間，還無法覺悟，在那裡坐。可見要求得佛法
，一定要經得起忍的耐力，所以忍，要忍一切一
切煩惱無明的法。我們光是在那裡坐久了，難道
不會起煩惱嗎？但是大通智勝佛用慧心安住在忍
這個力量，他佛法雖然不現前，就是有這個慧心
，安住在忍的力量裡。「佛法不現前，顯示道難
得」，不是你想得就能得。看看我們這樣說那麼
久了，還是再重新再來，真的是難得難得，人間
事物這麼多，無不都是包含在法當中。



所以我們人人，佛道難得，所以我們的心，很長久的
時間，難免我們的心就有起伏，無明煩惱，社會人我
是非現前時，我們若不趕緊降魔，有時候，我信仰，
我很熱情，我很用心，一心一志深心信仰。只是一件
事情浮上來，一群人的傳，我的心就起動了，魔入心
來了，煩惱無明擾亂了我們的心，道心就散失了。這
長久的時間，難免就是這樣。所以佛要能成佛，他要
先降魔，很多很多的無明雜念，也很多人間世事，真
的是很多，所以要降魔，一件一件一直浮現出來。所
以「安坐於道場」，還是同樣，心要安住，慧心安住
於忍，要這樣才有辦法撥開很多煩惱。





所以「大乘覺道無漏聖法」，真正大乘覺道，這
個一乘大法是無漏，一點都不能有煩惱。過去一
段時間一直說漏啊、漏啊，漏就是煩惱，我們法
入心，法漏掉了，煩惱還有微分在我們的心裡。
所以說「大乘覺道無漏聖法」，就要到了無漏，
我們的法完全入心，很輕安自在，身輕心安，我
們就要很身心輕安，很自在，一點都沒煩惱，這
就是大乘覺道的法。



不論人間是什麼樣的煩惱，形象現前，在我的心
還是安然自在，沒有煩惱，沒有漏，法沒有失去
，還是在心裡，這叫做無漏聖法。「不現在前」
，這種法就是一直無法現前，所以「未能得成無
上正遍知」。就是還有微分的煩惱，還有微分的
漏失，還有一點點的塵沙無明存在。所以「正覺
未成，不現佛之勝相」。佛相還未現前，就是因
為內心的塵沙未盡，所以不得成佛，這就是我們
要用心去體會。



















「諸天及世人，心皆懷踊躍」，諸天、世人心都
很歡喜，「諸天八部及世間諸眾生，見佛成道」
。大家很期待，終於看到佛，大通智勝已經成佛
了。諸天、世人各個心皆懷踴躍，很歡喜。這尊
佛這樣，用這麼耐久的心來去除所有一切一切煩
惱，三界煩惱，塵沙、無明、惑完全去除，大乘
無漏的佛法現前，諸天、世人都踴躍歡喜，成佛
了，這實是很不容易。



這些境界在長行文很長，卻是在這個地方，偈文
這樣為我們描述，恢復我們在長行文中的記憶。
所以佛法深，甚深難測，要重述再三，所以不要
以為這麼囉嗦，這樣一次再一次，講不完。是啊
，說不完，因為我們要流傳長遠劫，正法要常存
，所以我們現在要用很忍的功夫來接受佛法，所
以人人要時時多用心啊！



思惟提綱（敬請貼緊上人開示的內容找答案）
1.要如何才能，法隨我們生生世世？
2.「無緣，法不入；有緣，哪怕就是沒辦法了解的語言
，他們都有辦法入心的法。」上人舉了什麼例子？
3.非洲與我們語言差那麼多，他們也可以輾轉傳法，為
什麼？他們得到什麼法益與改變？
4.現在的人間更需要佛法普遍長傳，要如何救世呢？
5.「今身不向此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這句話是否
有觸動內心？
6.「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這意謂什麼？
7.「佛法不現前」顯示什麼？
8.佛要能成佛，他要先降魔。降魔指的是什麼？
9.「大乘覺道無漏聖法」，「漏」指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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