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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法香心得
《靜思妙蓮華》文殊慧海 所度無量

1342集-20170119開示

高明智(惟智)
2023年8月12日 靜思法髓妙蓮華

靜思法髓妙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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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謂善說法者
不擇地而善度
化眾生不擇其機
地愈卑微愈細心
耕耘法化愈廣
應機宜播善種
機愈憍恃教愈慎
教化摧倒憍慢山

蒙化眾剎時集證
先秉受教化得度
但先設權談苦集
皆令體解滅道法
今悉住大乘空義
文殊智德慧海行
乘蓮華住虛空中
所度化若斯無量

本聲聞人
在虛空中說聲聞行
今皆修行大乘空義
文殊師利謂智積曰

於海教化
其事如是

身體力行，信願行，入人群
身心奉獻，無私的愛去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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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必定要有這分要身體力行，我們常常說
「信、願、行」，學佛就是要這樣，相信法，
要有發大心、立大願，我們要起於行動，去
入人群，我們身心奉獻，無私的愛去付出，
若是這樣，任何一個地方的眾生，他最需要
的時候，你能夠付出，這樣自然他的心就與
他會合；你說的話，他就會用心接受，接受
你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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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聞法心得
✦ 善說法者，凡是法已經入心，從內心所
理解的法，入人群要度眾生。

✦ 必定要有這分要身體力行，我們常常說
「信、願、行」

✦ 「無分別智」，「根本智」

✦ 今皆修行大乘空義

✦ 於海教化，其事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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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是說，善說法者，凡是法已經入心，從
內心所理解的法，入人群要度眾生，他這個法
是已經了解之後，從自己的體會再說出去的法，
當然這就是善說法者。雖然「如是我聞」，經
典是這樣說，但是，經聽入心，刻在自己的心
版裡，了解與人、事、物會合起來，又再與人
在人群中，將理解的法再說出去，這是說自己
法吸收之後再消化，自己的身心有法再說，這
叫做「善說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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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擇地而善度」，自然不論哪一個地方，
他都能夠去度化眾生，不論是任何一個地方，
語言通或不通，法若入心，永植在身；因為法
在心，我們培養這個德，在我們的身行裡，很
自然，雖然語言不通，卻是法也能夠感化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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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很多的佈教者，雖然不是佛教
徒，不論是天主教、基督教。很早、
很早，就像是馬偕、史懷哲，像這
樣的人，他從很繁榮的地方，他們
有信仰的精神，他到苦難的地方去，
他們不忍心，那個地方的眾生的苦
難，他了解了非洲，是這麼需要物
資、醫療。他就會再回去學醫療，
然後勸募物資來救濟，醫療來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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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學佛、說法，也是一樣，我們光是說佛法，
能說不能行，我們的心沒有德，只是觀念上有
聽到法，靠這個聰明利根，記憶著這個法，去
向人家說，這樣，自己沒有受用，自己若不受
用就沒有德。所以，無德，你就是說得很好，
只是讓人耳朵聽進去，真的要能啟發他的心，
度化他能入佛法受用，這就不簡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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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必定要有這分要身體力行，我們常常說
「信、願、行」，學佛就是要這樣，相信法，
要有發大心、立大願，我們要起於行動，去
入人群，我們身心奉獻，無私的愛去付出，
若是這樣，任何一個地方的眾生，他最需要
的時候，你能夠付出，這樣自然他的心就與
他會合；你說的話，他就會用心接受，接受
你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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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這群老菩薩的方法，所以只要有心，自
己以身作則，自己是典範，自然到哪個地方，
他的德行就能夠讓人聽到，人就歡喜接受，這
也是她平時的修養。所以，眾生的根機沒有分。
「地愈卑微愈細心」，就是環境愈不好的地方，
也很用心，讓他們能夠做的很歡喜，又很有趣，
剛才也說了，有辦法在四五樓的上面，一袋一
袋的回收物，這樣一樓一樓推下來，他這樣很
簡單，這輛四輪的推車堵在樓梯口，剛好滾下
來，剛好放著，這樣拉著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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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這就是方法，環境很不好，若要用人一樓
一樓爬，一樓一樓的扛，那就很累了。所以他
用心很細，很微細，很有智慧，很感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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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只是用我們臺灣這樣，這些老人在做的，這
麼簡單的事，來譬喻這麼深的道理，我們就能
了解，何況菩薩度眾生，不論是在什麼樣的地
方。剛才說的馬偕、史懷哲，這都是典範，都
是宗教者的典範，做人間事的典範，這就是道
理，就是要人和事去做出來，去展現出來，這
樣他們也是在傳教，這樣他也是在人群中在付
出，這就是「化眾生不擇(其)機」，「地愈卑
微愈細心」去付出，這全都是人所做的，合道
理的教化。



16



17

這段文，我們要很用心去體會，大乘法，那就
是已經得到「無分別智」，「根本智」和「無
分別智」，我們都說過了。即不是從心，也不
是托外緣，已經到達頂高，就是平等最高的法，
眾生統統平等，沒有分別這六道四生，全都平
等的眾生。所以無處不度，無機不化，同樣的
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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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是聲聞的人，他在空中，也是在講聲聞行
的事情，現在是修大乘空義。所以這個「空」，
聲聞人是偏空，大乘菩薩是，「真空妙有」的
意思，所以「文殊師利謂智積曰：於海教化，
其事如是」。文殊菩薩就和智積菩薩這樣講，
說的其實很難解，你現在已經看到，應該是了
解了。所以，所有的眾生，原本是小機，在下
方虛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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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皆修行大乘空義」。現在已經所聽到的是
實相了義的法，真正踏實學佛的真道理，就是
要入人群度眾生，這些「六度萬行」，都一定
要完成，這個因行要完成。所以，這些實相的
道理，「悉住大乘空義」，你入人群，無所執
著，不受人群的煩惱無明所污染，這就是大乘
空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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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佛陀所要教化的，最終的目的，你這樣
不是究竟，那個塵沙惑未了，所以佛陀要他們
再入人群中去，真正是究竟大乘之空法，希望
他們能夠到達「淨妙莊嚴之空」，那就是空中
妙有，真空妙有，還要再進一步「回小向大」，
從中乘要再進步到大乘的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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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非證不知，非言可顯」。你若沒有真
正進入那個境界中，實在是沒辦法可了解，也
不是言語就能顯出，這樣你都了解、你都知道。
所以「非言可顯」，不是說了就能很明顯，這
個道理就出來了，還是要身體力行，所以「信
願行」是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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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復明言其教化之事如是」，再向他們解釋，
教化的方法就是這樣。是啊！教化的方法，就
是這樣這麼的簡單。其實是不簡單，要用很長
久的時間，要用自己的智德。所以典範，身體
力行，入群眾中去，任何一個地方都不畏懼，
這樣進去，去接觸、去感化、去付出、去利益，
這樣才有辦法度這樣的眾生。和我們人間現在
在做的，都是同樣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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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聽法，我們應該要用很踏實，腳踏
實地，不是懸在空中，懸在空中是一個幻化，
展示出來菩薩的德行，是一種描述。所以，我
們要，人間要用實相，真實的道理，真實相，
這樣入人群。人與人之間互相互動，互感化，
這樣這才是我們真正要學的，所以要時時多用
心！



感恩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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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普敦智慧平台

願作上人的助教，廣傳靜思妙蓮華


	投影片 1: 薰法安心 讀書會
	投影片 2
	投影片 3
	投影片 4
	投影片 5
	投影片 6
	投影片 7: 今日聞法心得
	投影片 8
	投影片 9
	投影片 10
	投影片 11
	投影片 12
	投影片 13
	投影片 14
	投影片 15
	投影片 16
	投影片 17
	投影片 18
	投影片 19
	投影片 20
	投影片 21
	投影片 22
	投影片 23
	投影片 24
	投影片 25
	投影片 26
	投影片 27
	投影片 28
	投影片 29
	投影片 30
	投影片 31
	投影片 32
	投影片 33
	投影片 34
	投影片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