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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法香心得
《靜思妙蓮華》身行為證 離言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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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開示一題證明題及數學題
證明離言之道
離言之道=寂滅清淨(無量義)

離言之道≠聽法≠說法
離言之道要具足
1.以身行法(身因行為典範)

2.善法化身(自性成就慧命)

3.樂說無礙(無礙義大樂說)

證法身實理體
身實理體=法身慧命=寂滅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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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開示一題證明題及數學題
證明離言之道
離言之道=寂滅清淨(無量義)

離言之道≠聽法≠說法 (法入心才成立)

離言之道要具足
1.以身行法(身因行為典範) 菩薩因行六度萬行
2.善法化身(自性成就慧命) 心不受濁惡世誘惑
3.樂說無礙(無礙義大樂說) 信心堅定道理清楚
證法身實理體
法身實理體=法身慧命=寂滅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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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開示一題證明題及數學題
證明離言之道
離言之道=寂滅清淨(無量義)

離言之道≠聽法≠說法 (法入心加上正確行法才成立)

離言之道要具足
1.以身行法(身因行為典範) 菩薩因行六度萬行(方向正確)

2.善法化身(自性成就慧命) 心不受濁惡世誘惑(不受影響)

3.樂說無礙(無礙義大樂說) 信心堅定道理清楚(直到成就)

證法身實理體
法身實理體=法身慧命=寂滅清淨



學習常不輕菩薩的修行
✦ 號之為常不輕。是比丘臨欲終時。於
虛空中。具聞威音王佛。先所說法華
經。二十千萬億偈。悉能受持。即得
如上眼根清淨。耳鼻舌身意根清淨。
得是六根清淨已。更增壽命二百萬億
那由他歲。廣為人說是法華經。於時
增上慢四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
婆夷。輕賤是人。為作不輕名者。見
其得大神通力。樂說辯力。大善寂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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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聞法心得
✦ 我們要如何來證明離言之道？

✦ 身因行為典範

✦ 自性成就慧命

✦ 止於善法化身

✦ 無礙義大樂說

✦ 證法身實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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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要用心去體會，我們要如何來證明離言之
道？離言之道，也不是一直用說的，我們聽法，
一定要接入心來，銘刻在心版裡，在我們的心
中，而且適應人間事，能夠在人間身體力行，
為典範，去做。這個身體力行，那就是菩薩因
行。菩薩因行，我們一直說，菩薩不是名稱的
菩薩，是我們要實力入人群去付出，身體力行。
行，無不都是，菩薩所應行的因行。菩薩應行，
是什麼行呢？六度！六度萬行，這就是菩薩因
行。



11

所以我們「身因行為典範」，能夠證明離言之
道，不一定要一直用講話的。持經者，不只是
傳說，持經者，我們要腳踏實地去做，將法做
成形來，這是叫做布施。布施就要有這樣「三
輪體空」，這不是光用說的幾句話，這樣就叫
做成法了，不是。就是付出，真正付出之後，
不求回報，還要向對方感恩，這樣，就不再掛
礙在心裡，這就是布施，能做到「三輪體空」，
這就是身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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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布施是這樣，持戒也是。持戒，不是口
說持戒，是我們自己的身心，要時時防非止惡。
預防，不對的事情，我們千萬就不要去做；這
是錯誤的事情，我們有做到，要趕緊停止。這
就是要身體力行，不是用口說的，這就是叫做
「證明離言之道」。持戒是這樣，忍辱也是這
樣，逆來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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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這濁惡世中，憎嫉高張，這個時刻都
是這樣，因為這樣，持法就很困難，能想要去
持法，很困難；因為道心若沒有很堅定，稍微
被人中傷一下，就生出了退屈的心。我們這幾
天，都說過了，在這個時代真的要護持此經，
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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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自性成就慧命」。唯有我們自己要
好好守護自性，上次也說過了，我們的自信就
是通一切法，應該了達一切的道理，我們自己
真如本性，應該要好好自我守護，成就我們自
己的慧命。慧命，就是要從法，法，真的要好
好認真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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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了法，入心來，銘刻在我們的心版裡，這
種離言之道，這就是我們的慧命。我們的慧命，
已經無始以來，我們的真如本性，大道理，人
人都是本具，釋迦牟尼佛再次提醒我們，讓我
們的法，分身再回歸回來，塔，塔門也開了，
多寶佛全身也現身了，所以應該我們自性成就
慧命，也應該成立了。所以我們應該人人
「止」，我們的心不要再受外面，濁惡世中這
無明來誘惑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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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既然是菩薩因行，要入人群中去，既然要
入人群中，就是要好好地，將我們的無明煩惱
要去除，我們過去有不好的習氣，要趕緊改過，
待人接物的態度，要趕緊改善過來，再也不要
與外面結了惡的緣。外面煩惱無明，我們不要
再牽引來複製，複製在我們自己，「拿別人的
錯誤來懲罰自己」，這不就是常常這樣說嗎？
所以我們這都要止，彼此的煩惱無明，我們全
都要停止下來，一切全都去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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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的方向，也應該要定下來，方向不要
三心二意，有時歡喜，適我們的意，我們就歡
喜，歡喜就要再向善，人與人之間相處快樂。
有時候習氣還在，一點點不中意，不適合我們
的意，我們明明就在向善了，但是一點點不合
我們的意，我們的態度，又是再複製著彼此煩
惱。這我們要很自我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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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這種的人生，錯誤常常在複製，本來都
是很善意，只是這樣不斷在複製，好人與好人
之間，總是有這種態度，讓人看起來，好像這
樣格格不入一樣，若有這種態度，我們也要趕
緊停止。方向對了，我們就要趕緊向對的方向
直走，精進，再也不要有雜念。精而不雜，進
而不退，這叫做精進。精進在哪裡呢？「止於
善法」，善的法就是我們的化身，法，就是化
身，分身，道理在我們的身，力行，身體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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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開示一題證明題及數學題
證明離言之道
離言之道=寂滅清淨(無量義)

離言之道≠聽法≠說法 (法入心加上正確行法才成立)

離言之道要具足
1.以身行法(身因行為典範) 菩薩因行六度萬行(方向正確)

2.善法化身(自性成就慧命) 心不受濁惡世誘惑(不受影響)

3.樂說無礙(無礙義大樂說) 信心堅定道理清楚(直到成就)

證法身實理體
法身實理體=法身慧命=寂滅清淨

止於善法化身
去除習氣，結好人緣
對準方向，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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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無礙義大樂說」。無礙義，那就是我們
「四無礙智」，有義無礙、詞無礙、辯才無礙、
樂說無礙，都不離開那個真實的道理。無礙義，
義就是理，無礙的道理，還是無礙辯才，還要大
樂說，要不然我們若是遇到這濁世中，憎嫉高張
時，明明是好事，明明是做對的事，卻是這種無
明風一吹，信心若不堅定，道理沒有很清楚，就
有理說不清，若這樣他就退縮了。我們必定，法
要認真聽進去，現在的、過去的，現在我們走過
來的路，源頭是從哪裡來的，我們要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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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在這裡，但是起頭的路我沒有走到，
不過我可以去探討，那條路的過程。借著文字、
經典，去借著我們過去所記載下來的，我們都
能再回歸去看，去了解，我們要能不斷溫故而
知新；所以我們要好好，要知道過去舊的事情，
了解現在在做的，我們才有辦法流傳在未來。
所以，這種無礙義，就是過去、現在、未來，
我們道理若入心，我們能不斷辯才、樂說，義
與詞都無礙，這叫做「四無礙智」。「證法身
實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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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身，那就是真實的道理。法，善法化身，我
們是接受法在我們的身上，身體力行，走過的
沿路風光，心靈風光，我們都很體會到，所以
叫做「證法身實理體」，這就是真正的會理。
以事會理，我們接受法來，讓我們身體力行，
這就是事。法入心，身體力行，就是事；事，
再會我們的道理。這就是要用心，回歸我們真
如本性，叫做「證法身實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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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萬四千煩惱      八萬四千法藏(來對治)

350(法會)*6(波羅密)=2100

2100*(4大+6塵)=21000 

(四大是指地水火風，四大不調，六塵又指
六衰謂色聲香味觸法能衰損善法）
21000*4=84000

(4=貪+瞋+癡+等分三毒)，等分三毒是指貪
瞋癡的綜合體，三者皆有，故獨立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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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就是「因緣」。看到某種的因緣，佛陀
開始用因緣來譬喻，適合眾生的根機，講說過
去、現在等等。
第七是「譬喻」，用譬喻方式 ，我們《法華
經‧譬喻品》也都有。
再來，「本事」，本事就是，佛陀說弟子過去
生中的因緣，就如<化城喻品>，以及在十六王
子的時代，過去因緣，這是「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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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生」，佛自己現在、過去的因緣，與人人，
「我為什麼會遇到提婆達多？過去生中與提婆
達多，有這樣的恩怨存在，所以到處都受提婆
達多……」等等，這都叫做「本生」。
十，就是「方廣」。佛陀覺悟那個剎那間，與
天體宇宙合一，那時候就是講說「華嚴、方
廣」，很大，包天地萬物，心包太虛，很多的
法，這樣叫做「方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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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通是六種神通境界，包括
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
他心通、宿命通、漏盡通。
漏盡通是一切阿羅漢所必有，
但是其餘五種神通，要看修
證禪定的程度及是否加修神
通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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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聽，一定要身體力行，因行這樣為典範，
才有辦法真正去體會到，什麼叫做「離言法華」？
常常說「離言法華」，那就是「離言之道」，你
聽了之後，要入心來，身體力行在菩薩道上去走，
這才叫做真正「離言法華」。我們的法有入心，
心裡就有寶塔，因為有這部經的法在內心，我們
的內心就有寶塔，寶塔現前，塔中就有多寶佛在，
古佛在我們的心中。現在釋迦牟尼佛來開塔門了，
所以我們要在法之中，若是用心，無不都是法，
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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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普敦智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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