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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法香心得
《靜思妙蓮華》欲說是經 安住四法

1386集-20170315開示

高明智(惟智)
2023年10月19日 靜思法髓妙蓮華

靜思法髓妙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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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得記畏娑婆
多諸患難
自謂未修忍行
力所不堪
諸菩薩自謂得
無生法忍
故能忍諸難事
自發弘誓

文殊大智契慈
運悲體佛心懷
末世法師弘通
持此大乘妙法
弘通教化入眾
行者雖能忍難
遭世濁惡法末
群機根劣剛強

僧眾得佛授記之
者，於惡世中云
何行履，能說是
經得無諸難，必
以文殊請問佛示，
以正智向發正行
契如來智，離妄
照真持正法。

教行處及親
近處，名身
安樂行處。

誡口過，令
善說法，名
口安樂行處

淨心業，離
貪瞋癡，名
意安樂行處

起慈悲，名
誓度一切，
願安樂行處

佛告文殊師利：若菩薩摩訶薩，於後惡世欲說是經，當安住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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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聞法心得
✦ 這個恆心要如何維持下去，也一定要「生忍」、
「無生忍」，要堪得忍，耐得忍，這才是真正
的真功夫。

✦ 不如就讓他們知道，預防困難的方法。

✦ 當安住四法：一、身安樂行，二、口安樂行，
三、意安樂行，四、誓願安樂行。

✦ 眾生若不肯來，我們也要自己自動去親近他

✦ 教行處及親近處，名身安樂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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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新得記，畏娑婆多諸患難」，一再跟
大家提起，前品<勸持品>，佛陀還是為大家授
記，然後人人發願，都希望到他方世界，畏懼
娑婆，「娑婆多諸患難」。所以，有資深的菩
薩，已經歷來都不斷來回人間，發菩薩心，入
人群。這群菩薩自己信心滿滿，所以他們願意
發願，因為要在娑婆世界要堪得忍耐，這個
「忍」字，也就要「生忍」、「無生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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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忍」與「無生忍」，這就是修行的功夫，能夠
面對著大自然，經得起大自然；面對著人群，經得
起人群的考驗等等，這全都是要忍。尤其是法、真
理，到這個違背真理的人群，要怎麼樣去面對能安
然度過，這若沒有很忍而耐之，實在要能夠發願在
娑婆，是很不簡單。所以要有資深的菩薩，若只有
新發意的菩薩，雖然都發心了，卻是還要再更多的
經驗，有心、願忍，但是如何能讓他們「耐」？人
家說：「發心容易，恆心難。」這個恆心要如何維
持下去，也一定要「生忍」、「無生忍」，要堪得
忍，耐得忍，這才是真正的真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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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生法忍（梵語：anutpattika-dharma-kṣānti），
簡稱無生忍，大乘佛教術語，忍辱波羅密之一種，
為菩薩修行忍辱波羅密與三解脫門的成果，指智慧
安住於無生無滅之理而不退轉。

生忍：就是眾生忍。誰罵你，你也能忍；誰打你，
你也能忍；誰殺你，你也能忍。這就是眾生忍。

法忍有二：(1)於非心法之寒熱、風雨、饑渴、老病
死等，能堪忍而不惱怨。(苦法忍)。(2)於心法之瞋
恚、憂愁等諸煩惱，能安忍而不厭棄。(道法忍)

大乘義章卷十一：於法實相安住名忍。法忍通常有苦法忍、道法忍之別。
苦法忍系指於‘見道位’之時，信忍欲界苦諦之理；道法忍則系信忍道諦
之理。又大乘菩薩於初地之見道位中信忍無生之理，稱無生法忍。

面對大自然

面對
人群

面對學
法修道

生忍與法忍都
修到100分

智慧安住於無
生無滅。

已經信忍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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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眾得佛授記」，前面<勸持品>，這些出家眾，
佛陀這樣分別一段一段，為他們授記了，不只是比
丘眾，即使比丘尼眾，也全都得佛授記。但是這些
得記的人，就是「於惡世中」，要怎麼樣能夠實行、
行履，就是怎麼樣實踐。在這個人間，「能說是經
得無諸難」，這些得記的人，他們自己自忖，自己
自揣測；「這世間這麼惡，我們沒那個能力，不夠
能力，所以我們不敢在這裡。」雖然他們已發心他
方世界，但是後來經過這些菩薩在發願，自己也反
省，願意再培養自己的大心，發願再來娑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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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的人，若是在這個惡世中，要怎麼樣去實
踐，持經弘法在人間去行動，「行履」就是行
動、實踐，要怎麼樣去腳踏實地，走在人間路
呢？走在人間路，還能夠「能說此經」，能夠
讓他們沒有受到阻礙，因為這些全都是很淺，
新發意的菩薩，是不是能夠要遇到的困難？不
如就讓他們知道，預防困難的方法。所以，
「能說是經得無諸難」，讓他們能很平安，不
要有種種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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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必以文殊請問佛」，來請佛來開示。這段的
經文要表達，文殊菩薩怎麼又特別來問佛，意思就
是這些，因為資深的菩薩能堪忍，但是才受記的，
未來能成佛，他們一定要行菩薩道，菩薩道，在哪
裡都能去行菩薩道。但是，這個娑婆世界，大家若
不肯來，這個世界不就是更惡呢？應該要鼓勵人人，
得記者都要發願回歸娑婆，這是文殊菩薩的悲智，
憐憫發心的菩薩、新發意的菩薩，鼓勵他們要入人
群，但是他們怕，請佛來安慰他們：「沒有那麼可
怕，只要你發大心、立大願，應該沒有這麼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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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教導眾生，要做一位不請之師，你要很歡喜
說法來教化，用這個真實的道理，去入人群教
化眾生，眾生若不肯來，我們也要自己自動去
親近他，用方法去親近他。這在現在也是這樣
啊，教師在教學生，想盡辦法，要如何能夠博
取學生的興趣，來接受教育，這個時代就已經
這樣了，何況以後。從前要讀書，是學生要去
將就老師，現在是老師要來博取學生，引起他
的興趣讀書，這實在是時代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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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就是這樣教育我們，要設法讓眾生願意親
近佛法，你要先去親近他們，所以這叫做「教
行處」，也是「身安樂行處」。你人去哪裡，
都要讓人有一種很安心，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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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大乘的教化，不是要說的，法是要
用的，要深入人群；人群所需要，要去付出，
是實體的付出，所以「身安樂行處」。我們的
身體走到哪裡，入人群中，讓人群能夠安心，
得到幫助，他們能夠歡喜，這就是「教行處」，
也就是「親近處」，也是身的安樂行處。這就
是身，我們的身體能夠做這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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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來出世，隨宜為說處中感受之妙
理」。如來出現在世間，是隨宜，隨眾生的根
機，說在行菩薩道，所感受的妙理。釋迦牟尼
佛在這一生成佛了，其實，若沒有過去生，在
人群中所經歷的，這時候要能夠開悟，天地宇
宙真理，談何容易啊！能夠開悟，透徹人間的
真理，就是要在人群中歷練過，就是要有這樣，
儲蓄很多那個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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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中感受之妙理」。他走去到哪裡，我們就
有一句話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身不
歷其境，不知道境中的境界。同樣的道理，我
們要說走過的路，我們若沒有走過，要如何向
人指路呢？所以，「隨宜為說，處中感受之妙
理」，我們走過處處所感受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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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住，「心契是理」，我們的心要和道理，常
常契合在一起。「身習是事」，道理在我們的
心裡，我們的身體要以理而行。心中有理，我
們的形相，也都要合這樣的道理。所以，「行
之純熟」，就「(了)無不適之謂」。這樣就沒
有不適合的地方，我們全都能夠很和合，這個
世間要用什麼方法去對治，我們就有方法去對
治、預防，預防惡法入心，預防惡法在行為中，
我們就能夠在這個人間去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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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心之所緣，身之所接」。所接觸到的，所
緣的境界，那就是「非契於，正法理性者」，
若沒有辦法啟發到正法的理性，「皆非菩薩之
行處、親近處」。若沒有辦法將真理會合，這
樣還不能稱為「菩薩行處」，或者是「親近
處」。所以，我們要很用心來體會。現在下來
也很多，要如何來對治人間的方法呢？大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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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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