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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禪思門
靜思惟
觀眾生機

入總持門
諸惡不生
持善法

入智慧門
以智慧
照了義理

入辯才門
一切法
辯說無礙

〈序品〉就是讓我們入「法華」的門徑，這道門一開
，讓我們懂得將我們心門再打開，再開、再開。這是
要我們入「法華」的境界，就要先入「禪思門」，我
們的思想、我們的思惟要正確。要再入「智慧門」。

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合和互協就是這大團體的要門，很重要之門。

在人間行菩薩道，成佛



這是要我們入法
華境界的四道門，
先入「禪思門」，
再入「智慧門」、
總持門及辯才門



用心啊！大家要用心好好思考，《法華經》從〈
序品〉一路這樣來，到〈化城喻品〉了。〈化城
喻品〉也結束了，現在正是我們要好好深思的時
刻。佛陀說法，前後次序，很用心向我們叮嚀交
代，讓我們很清楚佛法的起頭，就是佛一片真誠
的心，希望將他覺悟的境界，也覺悟種種眾生，
大地眾生都能覺悟，與佛平等的境界。……
所以從「四諦」法，而「十二因緣」法，而到「
六度萬行」，從「阿含」而「方等」，而到「般
若」，一直轉入到「法華」。



「華嚴」是佛陀的心地風光，「法華」是從「阿含」
、「方等」、「般若」轉入於「法華」。花就是果，
來向我們譬喻這個果也是花的開頭，花與果是同時（
意指蓮花是花果並生）。所以蓮花《蓮華經》來譬喻
回歸到如來的本性。就是這樣用一段一段來誘引我們
，來引導我們，讓我們從懵懂的心看到一道曙光，知
道路要這樣走。但是，自己的心門沒打開，只是開窄
窄的門，這道光能透進來的，只是一條線而已。看太
陽出來時，我們的門若關著，你開得多寬，太陽就從
多寬的門縫照進來，開得更寬一點，它就有更寬範圍
的日光進來，開啟整個大門，室內，自然就光亮起來
。



同樣的道理，所以我們要好好地，「禪思門」，
我們要入這個法門來。「禪」，就是正思惟，好
好地想，我們的思想、觀念，不要偏差。我們要
正知、正見、正思惟，我們要在日常生活中落實
。《法華經》，從〈序品〉開始，〈序品〉之前
，講《無量義經》。《無量義經》的法已經很豐
富了，有世間法與佛法，佛法要入世間法，中間
的菩薩法；菩薩法在佛法、世間法之間。你若是
每天每天讀誦《無量義經》，就要好好細思惟，
好好地用正確的心思來看這部《無量義經》。



其實，佛已經為我們指導回歸真如本性的道路，
不過，我們還是沒去注意這部經對修行者的重要
性。所以佛陀要再次更詳細地向大家分析，從人
人本具的智慧，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開
始要向大家分析。其實這人人都有，卻是大家不
了解，所以佛放光現瑞，要引起大家注意。所以
，〈序品〉就是讓我們入「法華」的門徑，這道
門一開，讓我們懂得將我們心門再打開，再開、
再開，這是要我們入「法華」的境界，就要先入
「禪思門」，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思惟要正確。



思惟若正確，靜思惟，才有辦法觀眾生機。我們
自己的思考、思想正確才有辦法自覺，想要覺他
。自覺、覺他，才能覺行圓滿，我們必定要「靜
思惟修」。我們平常「禪」就是叫做「思惟修」
，這是人人應該要有的，每天好好地思惟修行，
我們才有辦法從我們的觀感、見解，來看一切眾
生。眾生的根機需要如何來接引？需要如何來度
化？除了眾生的根機，要看時機。我們現在，佛
法在這個時代裡，我們要引導眾生，為這個時代
的人類如何去付出，行菩薩道？



所以要「靜思惟觀眾生機」，這要看我們的思想
。要再入「智慧門」，智慧，是修行的目標。我
們累生累世就是這樣懵懂，所以無明複製，讓我
們造作很多的業，那就是因為我們失去了智慧。
人人本具與佛同等的智慧，偏偏我們用無明把它
遮蓋起來。我們已經從《無量義經》進入了《法
華經》來，〈序品〉開始，一直一路過來，到〈
化城喻品〉，我們應該差不多都能夠了解了，知
道人人本來具有我們的清淨真如本性。



大通智勝佛的時代，我們就已經知道了，經過了
大通智勝佛，經過了十六王子，累生累劫，累世
一直到現在。釋迦佛的法傳到現在，正是我們在
這個時代裡，所最需要的時候。我們的智慧門要
開，我們要好好地將佛法這道光…，因為佛在〈
序品〉裡講《無量義經》結束之後，他現瑞相的
光明，眉間白毫相光，這智慧之光已經這樣顯耀
出來了。



我們應該要知道，行菩薩道那就要現出我們智慧
的光明。智慧光明就是能照了義理，就是佛法的
真諦。不論是小乘，對小根機用小法逗教。中乘
，中根機，我們要用中乘的教理來引導。大乘、
大根機，用大法，一點即通，智慧明了，發大心
、立弘誓，發「四無量心」，入人群中去，這都
是智慧。多大的智慧，我們就開多大的路，這樣
修行。



智慧能夠照了義理，那就入「總持門」。「總持
門」就是「總一切法，持一切善」，所有的法，
我們都要了解。眾生芸芸，多數都是起心動念，
無明不斷，煩惱複製，控制不住，那就是造惡業
。我們若能入總持門，善惡法很清楚。善法，我
們要及時把握；惡法，我們要及時停止。所以，
諸惡不生，但是善法要趕緊增長，這叫做「總持
門」，「總一切法，持一切善」。這我們都常常
在背。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惡，令惡不生，令惡
速斷，令善生，令善增長，也是這樣教化過來的
。我們在人間這個大時代，要需明大是非。對的
，就是對，我們要把握，及時做就對了。不對的
，我們要趕緊遠離，不要是非分不清，就很容易
受污染，所以我們要好好守持「總持門」。我們
要入「總持門」來，才能夠善惡分明，諸惡不生
，持善法。



若對這些法都了解之後，我們就「入辯才門」，
我們能得「四無礙」辯才，那就是「四無礙智」
。我們對法、對義理、對說法，很歡喜，這都是
叫做「四無礙智」，我們「一切法辯說無礙」。
因為現在的眾生，知識都說很高，所知的事情很
多，但是成為所知障，「聰明反被聰明誤」，現
在這樣的人很多。



所以我們要很清楚，靜思惟來觀現在眾生的根機
。現在時代的人的教育、人心觀念，我們都要用
很清楚的思惟，來面對芸芸眾生，也要用智慧。
智慧，道理若都很清楚印入我們的心，自然世間
法、佛法會合起來，菩薩法我們會很清楚，就不
再受無明眾生的煩惱，困擾我們的心。這要很用
心去體會，才有辦法真正「總一切法，持一切善
」。



佛陀所說的教法，我們都完全了知，真正了解了
，又是很清楚地知道，不只是知道，人人還要有
共識，知道我們應該怎麼去做；不只是知道如何
做的方法，我們還要身體力行投入。所以說，不
是合心而已，我們還要協力，這種合心、和氣、
互愛、協力，這就是應用在現在這個大團體，菩
薩法大家都要用到的。自然人與人之間我們就能
互相勉勵，持一切善，斷一切惡，就能互相勉勵
了。



人、事、物的見解多了，一切法的辯才就無礙了
，這是很自然的。所以希望大家要很用心，記得
，我們要入禪思門，入智慧門，入總持門，入辯
才門。我們要有靜思惟，才能夠有智慧；有了智
慧，才知道善惡法如何分清楚；善惡法分得清楚
，才能一切法辯才無礙。這都是我們要很用心，
合和互協就是這大團體的要門，很重要之門。希
望大家要用心。





所以，「靜思惟修」，就是要「諸善及時把握，
濟貧救困」，這對我們很重要，這是「靜思惟修
」。修行不只是在那裡坐禪，這樣就叫做修行，
不是。我們要好好思惟，對的事情，做就對了，
做對的事情就是智慧。這就是要「諸善及時把握
」，做就對了。人生苦難偏多，不離開貧窮、困
苦。沒有離開人間無常，災難偏多。



當他們受災難、有困苦時，如何去解困，去解圍
，解開他的困難，這就是我們要及時付出。還有
，感恩，不只是付出我們要及時，我們還要感恩
，因為「人間即是菩薩修善增福因緣道場」。我
們能夠來人間，我們要很珍惜，珍惜我們這個人
身，珍惜在人與人之間，這叫做人間。因為我們
人與人之間，就是菩薩修善增福因緣的道場。要
不然，你要到哪裡去行菩薩道呢？就是在人間，
人與人之間。



你要如何修養？就是在人間。人間有很多無明，
很纏、很麻煩的人，我們要如何面對這種無明、
惑的人，我們就要發揮我們的智慧，發揮我們的
愛，如何去開導他，去接引他。行菩薩道，就是
在人間，所以我們要感恩，感恩人間即是菩薩修
善、增福因緣的道場。我們要成佛，若不在人間
，要如何能修行？沒有修行，要如何能夠成佛呢
？再者，你要「入智慧門」。智慧，我們「是日
已過」，生命一直過去、一直減少，我們在人間
裡，每天有機會善解人間的苦、集、滅，才懂得
修行。



若沒有人間這麼多的苦難，若沒有人間，人與人
相處有很多的煩惱，我們怎麼會知道人間苦呢？
我們若知道人間「苦」，我們也知道，在佛法中
，佛陀為我們清楚解釋，是種種的因緣「集」會
起來，所以我們才會這樣由不得自己，生生世世
。
我們了解了，決心要「滅」苦，就要修行於「道
」，這樣我們「入淨菩提」，這就是我們要感恩
。所以，在這人群中，我們懂得善思惟，我們懂
得入智慧門；有善思惟修，我們懂得入智慧門來
，我們時時都要感恩在人群中。

























八歲的孩子也是一樣。他對媽媽說：「媽媽，師
公說，一間房子，一個人、十個人、千個人、萬
萬人，都可同樣住在這間房子裡面。」這個孩子
這樣說，他說：「師公說的，這樣叫做愛，很多
人都在這間房子裡面，這叫做大愛。」他說對這
句話他的感受很深，他對媽媽說：「要把愛傳出
去。」這是八歲孩子說的話，這也是他的智慧。



八十一歲的老人，她就是守在師父說的「買菜的
零錢，每天都這樣投竹筒」。「在歲末祝福時，
我就雇一輛遊覽車，把人都帶過來。」「我把竹
筒也都帶來。」看，守在最起初的那一念愛心。
以及八歲的孩子，他能夠了解這麼深的道理，要
將愛傳出去。看，這不就是我們要學的嗎？道理
無深淺，但是，要學的事情很多，無不都是要入
「禪思門」、「智慧門」、「總持門」，全都要
，這總是我們要用心。



思惟提綱（敬請貼緊上人開示的內容找答案）1105
1.何謂「禪」？
2.為什麼「靜思惟修」這麼重要？
3.何謂「總持門」？
4.何處是菩薩修善增福因緣的道場？
5.在每一階段中，佛講法都不離開哪四件事？
6.〈五百弟子受記品〉，受記的第一位是哪一位？
7.〈化城喻品〉所對治的就是哪些人？
8.〈五百弟子受記品〉，多少人受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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