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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法香心得
《靜思妙蓮華》歷劫修忍 勤求妙法

1320集-20161204開示

高明智(惟智)
2023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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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   
歎人之美

勸募   
持經行道

效法   
勤修精進

六度   
菩薩行因

直向   
薩婆若果

究竟   
一切種智

爾時、佛告諸菩薩及天人四眾：
吾於過去無量劫中求法華經無有懈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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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名）Sarvajña，又作薩雲若，薩雲若，薩云然，薩婆
若，薩伐若，薩婆若囊，薩婆若那，薩婆若多，薩嚩吉娘，
薩筏若，薩芸然等。譯曰一切智。放光般若經十一曰：
「又云薩云然，此雲一切智。」慧琳音義七曰：「薩婆若，
記也，正音薩嚩吉娘（二合），唐言一切智。即般若波羅
蜜之異名也。又云薩筏若心，梵語不正也。」圓覺大疏鈔
一曰：「薩婆若，此云一切種智，即諸佛究竟圓滿果位之
智也。種謂種類，即無法不通之義也。謂世出世間種種品
類無不了知故，云一切種智。故華嚴如來名號品中，列佛
種種名。於中云：亦名一切義成。一切義成者，即翻梵語
悉達多，為此言也。謂於一切義理悉皆通達成就，即是一
切種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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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聞法心得
✦ 修行乃是一件美德，人格圓滿的德行。

✦ 佛在人間，也得要有善知識來互助

✦ 善種子要布在哪裡呢？布在我們的內心裡。

✦ 六度行，最難的那就是忍辱

✦ 感恩啊！讓我有壓力，我才有衝力，才有這
分力量去承受。

✦ 求能聞、能信、能解、能行、能證，還要求
能開示、悟入佛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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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婆達多品〉，這一品當中，我們就要很用
心去體會，修行，修行乃是一件美德，人格圓
滿的德行。要如何來修行？修行是一條很辛苦
的道路，面對著人、事、物，我們面向著人，
什麼樣的人，人是千萬種，無量數，各人有各
人的習性，各人有各人的無明煩惱，我們在人
群中，什麼樣的因緣，遇到什麼樣的人，其實
由不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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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修行只有一念心，不論遇到什麼樣的人，
是什麼樣的習氣、什麼樣的煩惱，我們與他有
什麼樣的因緣，過去生是善的因緣嗎？或者是
惡的因緣？我們現在不知道，不過，我們人人
要有這分，莫忘發心修行的道心，我們的心要
很堅定，不論遇到什麼樣的人，我們的道心要
守得很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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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 人事物
千萬種
習氣  
煩惱

人格 
圓滿 
的德行

一念心

因緣
一切都是
好因緣

莫忘初心
道心堅固

生生世世/長久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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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從《法華經．序品》開始，就是文殊菩薩、
彌勒菩薩對唱，彌勒菩薩問，文殊菩薩答，也
講起了過去，修行要長久的時間，然後成佛。
成佛之後，法要如何傳，生生世世，二萬(日
月)燈明佛同為一字。這就是要表示出佛性是
長久，同樣的，修行、傳法，傳法、修行，生
生世世同一個名稱，這就是要我們莫忘初心。
開頭發那一念心，歷經很久的時間，這樣的過
程，共同一個名稱，那就是真如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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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子，那就是我們的正道法，八正道法。看
看我們起心動念，我們要從初心開始堅持。在
那當中，有一尊菩薩（妙光菩薩）為八王子之
師，那就是表示，佛在人間，也得要有善知識
來互助，還是要來傳法、教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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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正道法 八王子 八識(註一) 八識(註二)
1 正見 有意 眼識 阿賴耶識
2 正思惟 善意 耳識 末那識
3 正語 無量意 鼻識 意識
4 正業 寶意 舌識 身識
5 正命 增意 身識 舌識
6 正精進 除疑意 意識 鼻識
7 正念 響意 末那識 耳識
8 正定 法意 阿賴耶識 眼識
註一：上人開示採用。註二：太虛大師開示採用(天台教有觀心釋之例)
太虛大師認為謂八識亦轉為如來藏心之妙用，即轉識成智也。
八王子，就是我們的八正道法。此一說法第一次聽，也有其道理。
基本上，我認同八王子是轉識成智的過程，但我不贊同一一對照的說法。
我認為，八識同時作用，特別是一到六往往一起作用，分別有意善意等等。
從一開始到最後，是受到末那識的控制，轉成法(智慧)存在阿賴耶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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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從《法華經》的開頭，我們就要很清楚
去體會、去了解。人性之美，這就是美德，修
行能夠莫忘初心，不論是什麼樣的時代，所碰
到、遇到的人，是與我們什麼因緣，善的誘惑、
愛的誘引，或者是惡意嫉妒的陷害等等，對一
位修行者，如何堅持這念心，所以一直來到
〈法師品〉，還有〈見寶塔品〉，開始就是一
直勸募我們，持經行道，就是要勸大家、募集
大家，持經行道這念心要堅持。更加要再效法，
效法古聖賢，過去的古佛是怎麼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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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開始〈方便品〉讚歎佛智，一切智，道種智，
一切種智，智慧是佛覺悟之後，真如本性現前，
與天體合一，這種開闊的心志。要能這樣，那
就是要我們要效法佛陀。佛佛道同，每一尊佛
都是這樣的堅持過來，這樣發心修行來的，要
勤修精進。也給我們一條很明確的道路，那就
是「六度菩薩行因」。要我們布善種子，善種
子要布在哪裡呢？布在我們的內心裡。我們人
人本具佛性，人人的心地，我們要好好地累積，
生生世世六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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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度，大家都很了解，這是最基礎，成佛的道路，
成佛的方法有這六法，就是六種度彼岸的法。這
個度彼岸，就是要經過了凡夫，愛河千尺浪，凡
夫地到菩薩成佛，這段時間所要經過的，就是千
尺浪的波濤，不論是逆緣、順緣，愛恨情仇等等，
這無不都是這個過程中，凡夫到佛的境界，當中
這條大浪的河。所以我們要效法古佛，過去佛如
何勤修，如何精進，要堅持這六種的法──布施、
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六度法，要渡
過這條河，這六種的方法，那就是菩薩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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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尊佛能成佛，不就是這樣成嗎？所以就開
始發願。發願以來，已經是這麼久了，往昔塵
點劫這麼久的時間，所遇到有多少的佛。過去
的佛所修行，無不都是在六度行之中。六度行，
最難的那就是忍辱，這忍辱行，這樣他發願，
就是要這樣修行，所以生生世世與調達，調達
就是提婆達多，提婆達多生生世世，都是與釋
迦牟尼佛這樣相值，害佛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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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提婆達多累生累世，都與佛這樣同世，這
就是他們過去的因緣。要能成佛，一定要行忍
辱行，要怎麼忍辱呢？要有人來磨啊！「能受
天磨方鐵漢」，要有洪爐熱火，廢鐵才能成為
精的利器，同樣的道理，要不然很平順，哪有
什麼行好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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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難的境中，他的心也很自在，這就是大慧，
大智慧的人，不是一般凡夫的常識、知識，不
是，是大智慧，大智慧者，在順境、逆境，對
他都無礙，不會受苦的境界，來障礙我們的心，
放棄我們修行的方向，不會；在順境中，也不
會受名、利、地位，或者是色情來將我們誘惑
了，這些順逆的境界，對一位大智慧者是無障
礙，所以他苦樂自在，於大智慧者無障礙。所
以「隨境悟有難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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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這個境界，不論是苦的境界、樂的境界，是
順的境界、逆的境界，他都能順這個環境來覺
悟。在苦中，有苦中覺悟的境界；在樂，順境
中，有這個樂，順境的境界可以覺悟。但是這
是一個很高的挑戰，很高的挑戰，讓你的心不
會起動念，這是很不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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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順，或者是逆，這都是增長我們的道心，
是增上緣，這無不都是，我們修學佛道的人的
善友。哪怕是用逆，違逆的惡緣來與我們相聚，
我們也要現出那分慈悲、平等，寬大的心。所
以，「尤以違逆惡緣相聚時，是即逆增上緣」，
我們也要「感恩哦！」這個逆增上緣，來讓我
增加我的力。就像我們要復健的人，也要經得
起痛，才能恢復我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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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道理，你身體要健康，你就要每天做這
樣的動作，骨要彎，會痛，但是這是要鍛鍊你
的腳力等等。這都是逆增上緣，讓我們的身體
覺得痛，讓我們的精神上感覺壓力大，其實，
我們若寬心，「感恩啊！讓我有壓力，我才有
衝力，才有這分力量去承受。」這就是逆增上
緣，這也是善知識，我們要很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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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佛他所要求的，不只是證佛果，他還要求
能開示，一直到眾生悟入佛之知見，這就是釋
迦佛他的用心。求能聞、能信、能解、能行、
能證，還要求能開示、悟入佛知見，要眾生都
能悟入佛的知見，這就是求《法華經》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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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法華經》，即求無上菩提」。這就是無
上菩提，真正的，我們學佛者所要追求的，就
是要追求到這樣的境界，要不然，你們想，在
〈見寶塔品〉，佛陀就開始說出了多寶佛，聽
經的因緣，多劫以前已經成佛了，就是缺了有
人，當機、啟機來問佛，所以他沒有講說到
《法華經》。所以釋迦佛他不只是求聞而已，
還求信、求解、求行、求能證，還要求能開示，
一直到眾生悟入佛知見，這才是真究竟，救世
度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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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菩薩，學佛就是要這樣，菩薩因行。所說
的困難，我們就要經得起順逆的境界，皆得自
在，我們不會受它將我們影響了，這才是真修
行，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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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eptune-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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