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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譬如水，能洗垢穢，若井、若池、若江，若河、溪、
渠、大海，皆悉能洗諸有垢穢。其法水者，亦復如是，
能洗眾生諸煩惱垢。善男子！水性是一，江、河、井、
池、溪、渠、大海各各別異。其法性者，亦復如是，
洗除塵勞等無差別，三法、四果、二道不一。
善男子！水雖俱洗，而井非池，池非江、河，溪、渠
非海，而如來世雄於法自在，所說諸法亦復如是。初、
中、後說，皆能洗除眾生煩惱，而初非中，而中非後，
初、中、後說，文辭雖一，而義各異。
(無量義經說法品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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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聞法心得
✦ 傳承他的教法，就如一脈相傳

✦ 不同的人，用同樣的法，不同的譬喻，這都
能通，所以，一法應萬事

✦ 諸法一性，而相萬殊一如

✦ 此靈山即為本心之山

✦ 眾生心淨易化則佛安樂

✦ 佛他最掛心的是，眾生難調伏，所以眾生病，
佛就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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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清楚了，就是諸分身佛各遣侍者持華，表達那個
誠意敬恭的意思。了解法，佛，佛來說法，就是要
人人心能夠接受，佛陀教法入心，不只是法要入心，
還要敬，敬法入心，也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尊師
重道。我們尊敬佛陀，佛陀乃是為一大事來人間，
他的悲憫心，就是視眾生如一子，盼望眾生全都能
傳承他的教法，就如一脈相傳。像父親將他的血脈、
他的血統，能完全在孩子的身上，永遠傳下去，道
理相同，才會說是四生慈父。慈父在教子，就如老
師，所以師亦父、父亦師，所以我們大家將佛的教
法，就如傳佛的血脈一樣，所以我們叫做傳法脈，
意思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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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諸佛，分身佛，若說到分身佛，大家應
該很清楚了，分身，佛，那就是已經將法接納
入心了，心、法一體，人人應該煩惱去除，心
地清淨了，已經將法入心。是不是有入心？聽
大家在描述師父在說的法，是不是在弟子，再
描述出來的那個意，有接近沒有？說的不一定
句句相同，但是意境不能脫離了，可以將這個
法，用其他的方式來譬喻，譬喻得與法相同，
法能通，這叫做法脈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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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物，用這個道理，用在人事物用得通，
這叫做法脈相傳。不同的人，用同樣的法，不
同的譬喻，這都能通，所以，一法應萬事，一
個法能應很多人、事、物，只要道理入心。所
以，「諸佛各遣侍者」，分身佛，分身佛，他
們已經將法也傳給很多人了，釋迦牟尼佛將要
見證，分身佛來集，所以不只是法來，同樣所
教化的人也來了。來了，那就要有規律，接受
到法的人，來了就要有禮節，所以「各遣侍者
持華表申誠意」，這種敬重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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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諸法一性，而相萬殊一如」。諸法是一性，
法就是同一種性，法性都是相同。
道理，「一理通，萬理徹」，真正的道理只是在法
源，法源若很清楚，什麼樣的人事物就全都說得通。
所以「諸法一性」，法源，就是只有一項，很簡單，
道理同源，所以諸法一性。「而相萬殊」，很多很
多，各是不同。同樣叫做「人」，我們的名稱都叫
做人，但是，人各有名稱，「這個人叫做什麼名
字？」「這個人姓什麼？」所以姓與名不同，但是
通稱是「人」。人的形相差不多，卻是看清楚就是
不同，雖然同樣四肢站立，一個頭，七個孔，卻是
把他認真看起來就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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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此靈山即為本心之山」。大家要用心，
這是本心，我們人人的真如，真如是本心，本
心。第二，「淨土之相，亦不礙於靈山之相」。
我們心的淨土，人人本具，無礙。我們要體佛
心，佛心是依天地道理，包容一切，與天地宇
宙共一體，這是佛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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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常寂光土」，「常」即是法身，佛的法身是
永恆的，塵點劫以來，常住不變，這是佛的心是常。
其實，我們凡夫也是，無始以來就有的真如，是常
住不變。「法身，永無生滅」，我們的真如本性也
是沒有生滅，只是我們凡夫就是生死不斷，佛呢？
他是寂者，解脫，已經解脫了，他的心很寂靜，解
脫了，解脫什麼？一切煩惱，一切煩惱全都沒有了，
所以「永寂」，永遠都是很寂靜。「光」就是般若，
智慧，佛的心永遠都是光明的，光明就能看到一切，
一切的道理明顯，能照見諸相，所以叫做「常寂光
土」，這就是佛的心靈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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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惱，佛身實在是無病，也無惱，真佛身，
釋迦牟尼佛，當然他自己是沒有病惱，但是為
度眾生，他就要現與凡夫一樣。「眾生心淨易
化則佛安樂」。眾生若好教，佛就安，心安快
樂。是不是眾生好教不好教？眾生若不好教，
煩惱就很重。讀到這段，應該大家要能夠體會，
佛為眾生也是操心。眾生「難化即增佛之，憂
悲病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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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眾生若難化，就增加佛的心憂的病，佛是
為眾生而憂而病而惱。「所謂眾生病則佛病」。
這是我們過去常常聽到的話，眾生有病，所以
佛就有病，意思就是操煩，眾生難調伏，難教
導，所以佛就會有憂，有悲，有病，有惱，這
就是佛他最掛心的是，眾生難調伏，所以眾生
病，佛就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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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佛是為什麼喜？喜在眾生聞法接受，喜在眾
生修佛教，行菩薩道，救濟眾生。佛歡喜，佛能
了解，眾生受教。也是有憂愁的地方，眾生難調
難伏，也是佛也有這樣，會對弟子批評，他也會
鞭策，這就是佛對弟子，都是為弟子，不論是歡
喜，不論是生氣，其實，不是為自己，是為教化
眾生。但是這些表情、形態，對佛的心是無障礙，
喜怒哀樂只是一個表相，是要表示與人一樣，即
使是聖人也有情，所以叫做「覺有情」。所以，
覺有情是覺悟的有情人，來度化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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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段文，要表達出了，佛與法就是一個禮
節，是適合人間的禮節，這禮節之中，有超越
的道理，很超越的道理。雖然做世間事，但是
不受世間法所染污。世間的法，不論是教行善，
或者是教人間法，或者是人間有種種，教化不
過來的惡法，這佛會擔心，教得過來，佛歡喜，
教不過來，佛有煩惱，也是有這樣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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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佛清淨的心，並沒有受它污染，所以，
穢淨同一體，都是淨土，不論是凡聖同居土，
或者是常寂光土，這都是表示佛。常寂光土，
而入人間中與凡聖同居。凡聖同居，就是有的
有污染，但是佛常寂光，化污穢為淨土。這大
家若能用心，這個道理並不困難，不困難的道
理，是在於人人時時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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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普敦智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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