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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法香心得
《靜思妙蓮華》一方分身 坐猶未盡

1279集-20160918開示

高明智(惟智)
2023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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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所化之境，一方所分之身來集，坐猶未盡，
況且十方分身，井然雲來集會，不得不三更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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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聞法心得
✦ 所以說井然雲集，「雲來集會」，就是「不
得不三更變」。

✦ 法的歸位

✦ 就是歸入我們的心境，我們的心地。

✦ 知道自己的習氣不好，自己要趕緊改過來

✦ 超越五趣

✦ 佛陀的教法，在不同國家、語言的體系，同
樣法都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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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的一方，就是向東方照過去，其實所來的不只
是一方，是十方全都到達了，來了，集，「坐猶未
盡」。一方來，這個空間，要坐，其實紛紛一直來，
一個地方不夠，還要再更變，要再騰出了空間，又
一個空間又不夠，再騰一個空間，所以說井然雲集，
「雲來集會」，就是「不得不三更變」。這意思就
是，佛陀說法，在我們人間說法，開始所化之境，
就是教化眾生，本來就是期待一語道破，能夠開始
一說，讓大家能了解人人本具佛性，只要人人撥開
這些無明、煩惱、執著，完全放下、撥開，人人的
真如本性，自然就能透徹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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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這樣一句話，大家就能了解了，不過，不
可能。佛陀再三考慮，眾生實在是很頑固，而
且剛強，無明重重，煩惱無盡，佛陀不得不用
小教來引度。所以，小乘法，這也就是我們入
佛門的基礎，要從開頭。聲聞，以佛的聲音，
用心接受，入耳根，體會在內心，知道人間苦
相，苦的來源，體會它的道理是這樣聚集來的。
這聚集來的，是從一念心的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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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法華會，佛陀說《法華經》，開始大家慢
慢體會到了，緣覺也已經納受了，所以聲聞體會、
緣覺納受了，就要進入菩薩大乘法，所以這樣叫
做「三更變」。所以說，「一佛所化之境」。在
娑婆世界，眾生很雜亂，善惡、貧富貴賤等等那
個苦相，所造作的因緣，全都讓大家體會了解了。
了解的過程，從聲聞一方，或者是緣覺，這樣慢
慢大家體會到了，一直來到，「來集」，開始這
個法入心，開始法要歸位來，從小乘、中乘，開
始要歸到大乘法，所以就是慢慢就要歸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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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也還沒有辦法，因為享受天福，要接受大
乘法，行菩薩道、修佛法，能歸位到佛的境界，
他們還是無法接受，根機還未到，所以要移開了。
其他八方，橫的就是八方，就是四維、四方，合
起來是為八方。這些道理要全都歸位來，要歸入
大乘法。所以這些法井然有序，很多，全都開始
要來將它歸位集會了。這樣這個時刻，我們的心
要歸往哪裡去呢？就是歸入我們的心境，我們的
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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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法，人人的心就是一個道場，我們的心靈道場，
有準備好了沒有？我們的心靈道場，是不是已經
有布置好了沒有？能歸位了嗎？這些法，過去說
的那麼多的法，能將這些法在我們的心地，這樣
一一歸納下來，有條有理，這樣很精準。現在很
流行「精準」，這樣很精、很準、很實，歸納在
我們心的位置，我們到底有這樣了沒有？所以需
要「井然雲來集會」，很多很多，全都要收納，
這樣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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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用心

多持經

多行經

多謙虛

要如何聽懂/讀懂佛經？

用心聽，用心讀，用心聞思修

多做，多身體力行，多應用

學然後知不足，虛心學習受教

長時修，無間修，依教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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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氣很難改變，我們的動作、我們的行為，你就
不應該這樣的行為，你怎麼偏偏常有這個動作？
偏偏要這個行為，惹人煩惱？不只是我們自己煩
惱多，只要我們有習氣，不好的習氣，就惹來了
人人對我們的煩惱，引起人人的無明，這也是在
造業啊！人人若能心平氣和，知道自己的習氣不
好，自己要趕緊改過來，這是人所不歡喜，看到
我們這樣的行動，這是人所對我們不能起歡喜心，
就是這樣，這個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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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知道這個習氣是這樣，我們就改過來，不
要去惹人煩惱，這對自己有好處，也是對大家，
成就大家的道心，這樣不是很好嗎？卻是大家就
是沒有辦法，這就是叫做剛強、頑固，不改，就
是這麼的簡單，我們怎麼不要改呢？眾生是不是
很剛強呢？是啊！自己惹來了人人對我們的怨，
我們要用這個習氣，去惹得讓人人對我們會不歡
喜，這就是眾生自己自造無明、自惹煩惱、自造
惡業，這就是要這樣纏，這就是難調伏，眾生難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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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將這個法，大家要再好好地，優點再拿來實
用。這叫做「歸位」，聽聽別人的優點，我們應
該也要學入我們的心來，別人的行動是這樣，受
人讚歎，我們也得要學這樣的行動，歸入我們的
心來。這也就是將分身佛，就是已經聽到的人所
做的事情，大家的肯定，歸納入我們的心來，這
就是法歸位，也就是法，分身佛來雲集，已經開
始井然有序這樣雲集了，也就是分身佛來入座，
已經來，在我們的心境，我們都準備好了，法已
經入我們的心，這樣歸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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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法很多，所以要開闊我們的心，心包太
虛，就是回歸。我一直告訴大家，佛陀的覺悟，
是天地宇宙合而為一，那就是「心包太虛，量
周沙界」，已經將小乘、中乘歸納到大乘，大
乘法來，所以就是三更變，化穢土為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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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覺

要聞法

要有善知識

要將人人視為菩薩

要如何自己改正習氣？

自覺是治療的開始

善知識可以指出自己的盲點

尊重別人，就是縮小自己
學習別人的優點

聞法可以看到自己的不足
開闊自己的心，心包太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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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高五百由旬，就是譬喻出五趣。高，那就是表示，
我們已經超過了五趣。五趣，大家知道了，五趣雜
居地。超越天、人、地獄、餓鬼、畜生，這叫做五
趣。我們人間可以造天福，人間可以造平和的人間，
人間會造成如地獄一般，會像畜生、餓鬼道，這就
是全都在人間，所造作的結果，就是有分成了五趣。
造福的人上天堂，守規戒的人在人間，造惡業的人，
墮地獄、餓鬼、畜生去，這就是人間造因，五趣成
果。所以，寶樹高五百由旬，就是譬喻超出五趣，
那就是眾生的五乘法。眾生的五乘法，那就是修天
道，修人道，修聲聞道，修緣覺道，修大乘菩薩道，
佛陀用這五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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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修福，那就是如天龍八部。天，他修天福，
但是他沒有興趣在人間，行菩薩道，他就是享受
天福。或者是教我們好好做人，好好做人有好處，
你能修菩薩行，你將來能成佛，教我們如何做好
人，做了好人就能行菩薩道。同時，你要出三界，
行菩薩道，你就要先將法要入心，所以修聲聞道，
將佛陀的聲音入我們的心，從一心動，十二因緣
生，什麼樣的因緣果報，就讓緣覺、聲聞了解，
再歸納入菩薩道。這叫做五乘，天乘、人乘，再
來就是開始要修行，就是聲聞、緣覺、菩薩乘，
這樣叫做「五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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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叫做「出過五趣」，就是超越五趣，不只是做天
與人，在這五趣之中，有時候可能會墮，地獄、餓鬼、
畜生，所以我們就要再超出，我們要修聲聞，我們要修
緣覺，我們要修大乘菩薩法。所以出家為聲聞，出家再
進階緣覺，出家再進階成菩薩道。同樣的，這就是法，
有的是在家菩薩，有的是出家菩薩，所以這就是「五乘
弟子之上」。這已經超越過了，所以超越了五乘弟子之
上，那就是行在菩薩道，要歸向佛果的時候了。所以，
譬喻一乘因果，菩薩因，佛的果位，這叫做因，這就是
一乘法，所以「及超過五乘」，那就是要進入佛法之因
果觀，不是只教我們做好人修天福，還是教我們如何能
接近佛法，行菩薩因，到佛的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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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學佛，我們要好好用心。「一佛所化之
境」，釋迦牟尼佛在這娑婆世界，一理讓我們
通用，任何一個國家、任何的語系，都不離開
這個道理。所以說，佛陀的教法，在不同國家、
語言的體系，同樣法都能通。所以「一佛所化
之境，一方所分之身」。在這個地方，同一個
地方，可以這樣分布出去，能讓很多人接受到
這樣的道理，道理能歸入他的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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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們看看，大家若再會集來，聽聽大家所
得的道理、所行的法，這個道，條條道路，都
可以回歸到大菩提道，這樣道理全都透徹了解，
入歸我們的心境裡來，這就是佛陀化穢土為淨
土，三更變，從小乘、中乘化為一乘，這就是
要我們去體會，去了解的，要時時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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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普敦智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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