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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法香心得
《靜思妙蓮華》三學齊備 六度行因

1397集-20170326開示

高明智(惟智)
2023年10月31日 靜思法髓妙蓮華

靜思法髓妙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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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
菩薩摩訶薩
觀一切法空，
如實相，
不顛倒、
不動、
不退、
不轉。

惡世法末眾生瞋慢剛強，
持經宏宣妙法有難堪忍，
不若防難而安。
以何法修？
觀諸法如實相體離虛妄。
慧平等觀近處以戒定為體，
遠俗離塵而戒行精嚴為體，
斂遊念而湛寂歸性寂真空。

定力既深，智光明發，三學齊備！六度行因
是修為正身之妙行，因圓趨果成佛之樞要。

不要忘記
人人都有跟
佛一樣的本性
要滅塵合覺
要如如不動
要知真如本性
不增不減
不要忘記
菩薩摩訶薩
要六度萬行
因圓果滿
才會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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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顛倒：
識得自體本空
實無顛倒
背覺合塵
遠離顛倒相
滅塵合覺
即無顛倒妄想

如實相：
以一切眾生
心境諸法
皆同諸佛所證
實相平等
無動無壞
離諸妄緣相故

不動：
法性本空
了徹空性平等
如如不動
不退：
於眾生真如
隨緣不減
不轉：
於諸佛實不曾轉
真如隨淨不增

觀一切法空：
謂修安樂行之
菩薩
從正定心中
起觀照慧
觀察世出世間
一切生死涅槃
種種當體真淨
不受一塵
故云空
即第一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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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聞法心得
✦ 雖然知道平等，但是應該要有分別相。

✦ 修行，我們要將名利、地位、人我是非，我們
都要撥開，要認清楚，這就是要如何離塵。

✦ 斂遊念而湛寂。一切風光都在我們的心裡。要
去哪裡朝聖呢？聖地在我們的心。

✦ 我們所走的路，身向都是正，正行、正方向，
走過來都是步步妙啊。

✦ 家庭和睦，社會自然很祥和，這就是世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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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聽，因為再下去的經文，完全就是要以法來體解。
前面的事，佛陀向我們教育的是很精細，要我們在人
事上要如何修行。文殊菩薩很細心，配合佛陀教育的
理念。深奧的經典要講解得很深，要聽不簡單，文殊
菩薩，在那最艱難要如何聽法？這個境界，文殊菩薩
就會來領眾，求法，讓佛陀更加微細，將法說得讓大
家，更加清楚了解。所以在這段，文殊菩薩，他就提
出了在這個惡世中，要來承擔弘揚這部經典，他的法
要在人群中施行，有種種種種的困難。若遇到這麼多
的困難，要怎麼樣面對呢？若要去對到困難，難道沒
有方法能夠預防，不要去碰到這些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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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才有這一段，「惡世法末眾生瞋慢剛強」。在惡
世中，眾生有這樣的生態，要持經之人，就是「弘宣妙
法」，有種種的困難，他就要堪得忍；不只是明的來要
堪忍，暗的來也都要忍、要耐，要耐得住這個心念。甚
至外面種種心態不端的人，我們還沒有那個力量幫助他，
反而我們會被他拉過去，這樣的人，我們也都要避免。
所以，這種要在那個地方堪忍，不如就是預防，不可影
響道心。所以，要用什麼方法？下面就說，佛陀開始就
會說，要「觀諸法如實相體離虛妄」。這個相和體，要
怎麼樣將它離開虛妄呢？這個如實的相，相的體形是虛？
還是實呢？我們要認清楚。我們要發揮我們的智慧，
「慧平等觀，近處以戒定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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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了要離開那個妄，所以，我們要認
「真」，認「真」那個實，實的相體，所以，
我們要用平等。平等觀有遠近，近的就是在我
們的周圍，遠的就是周圍外面的境界，有種種
的生態在外面，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裡
面的心境，我們的心境要如何去預防？如何接
受？該不該接受，那就是在我們的心境裡。這
心境就是近處。我們雖然對眾生是平等；慧是
平等慧，眾生都是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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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和外面的境界，六根對著六塵，這個
「識」，就是我們內心的識，我們要如何去分
別，該不該接受呢？道理要很清楚。雖然知道
平等，但是應該要有分別相。外面的體相，一
定要有，要懂得分別，是非要清楚。所以，我
們用平等觀，要從我們的內心、意識，要自我
警覺，用「戒定為體」；我們要持戒，我們的
心要定，我們若脫離了戒的軌道，我們的心就
沒辦法定下來。定下心來，沒有事情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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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俗離塵而戒行精嚴為體」。我們若要修行，
遠俗離塵。世間的情、愛等等，我們不就是準
備好了，辭親割愛，俗念的俗情、俗愛，我們
應該去除，就是「遠俗」。遠離了世俗的情、
欲、愛，這就是要「遠俗」。「離塵」，「塵」
就是塵染。世間很多就是這樣在攀緣，那就有
很多的染，染著我們的心，人我是非無不都是
在塵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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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我們要將名利、地位、人我是非，我們
都要撥開，要認清楚，這就是要如何離塵。你
既然離俗了，斷了家屬的情愛，我們要更加小
心，在人群中這些污染，名利、地位、人我是
非，我們是不是有攪拌在那裡面嗎？我們不要
和人我是非，在那裡攀緣，若是這樣才能叫做
「離塵」。對錯要分清楚，人群中，我們是要
入群度眾生，這是佛陀要我們行大乘法，不能
離群，但是不受群眾所染著，我們就要有這一
分，「遠俗離塵」的功夫，要有這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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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斂遊念而湛寂」。我們不可有放逸，
我要去哪裡觀光，我要去那裡找名勝……等等。
一切風光都在我們的心裡。要去哪裡朝聖呢？
聖地在我們的心。走多遠的路，心就散到多遠。
所以，我們要「斂」，收斂一下，要稍微「歛
游念」，不要這樣起心動念，光是想我要去哪
裡、要去哪裡，在那個地方，心緣境攀緣。這
個念，我們要收斂起來。我們的心要常常保持
在很清淨，「湛寂歸性寂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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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心，不要常常放著這些俗緣，我們的心
要好好遠離，才能知道「靜寂清澄，志玄虛
漠」；這大家最清楚，也是最熟識的字句。
「靜寂清澄，志玄虛漠，守之不動，億百千
劫」，《無量義經》，就開始我們這個心境，
匯入在無量義的境界。若能清楚了，這些事情
就很了解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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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度行因，為正身之妙行，我們要學佛，我們有這
個身體來人間，光是說修行、修行，是不是只是獨
善其身？佛陀叫我們要兼利他人。要用什麼方法去
兼利他人？就是用這「六度行」，這是我們的身，
「正身之妙行」。我們的正方向，正行在人間、人
群中。因為我們有這樣在修行，人群讓我們有機會
行六度，所以「因圓趨果成佛」，這是最重要的樞
紐，就是樞要，我們很重要的方法。這個門要打開，
你就要將重要樞紐，要將它打開，這機器要先將源
頭開動，自然機器就會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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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道理，所以我們學佛，源頭，要怎麼樣找得
到源頭，讓我們打開心門。佛陀來開、示，我們就
要悟、入，這個機竅我們要打開，所以我們要好好
用心，要如何定力深，要如何慧光發，就要從「三
學齊備，六度行因」要修，我們才有辦法「正身妙
行」。我們正身，我們所走的路，身向都是正，正
行、正方向，走過來都是步步妙啊。我們要引導人
入佛的法，我們自己就是要充分有法。法與法相會，
這不就是很歡喜，法喜的事情嗎？所以我們要很用
心，心要來體會寂靜清澄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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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遠的在外境，近的在
我們的內心，要好好回心回來找我們的真如。
「在於空閒處」，明明要我們入人群中，怎麼
又叫我們在空閒處呢？人群，我們若是心受染，
那就是很雜了。若是心不受染，外境是外境，
我們的根識是根識。這個塵境在外面，根識是
在我們的內心，在我們的身和心。我們的身所
行的、所做的是正向，是正行，若這樣，在人
群中和那個外境，交雜的雜染就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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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蓮花，穩穩地在污泥中，蓮花的種子在很髒
的污泥裡，它有它自身的清淨。同樣對污泥，
就是成長了蓮。總而言之，這是清淨，避掉了
污染，他還是獨處清淨。他的心還是一樣空曠，
沒有這些雜念，就像天空包容大地萬物一樣，
所以還是心很開闊，閒處，空曠清淨的閒處，
同樣，這就是我們要很用心。文字，我們要好
好去深入法的精要，不要受這個浮面，浮面的
東西，這樣讓我們曲解掉了。我們要好好「修
攝其心」，就是心要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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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開始要帶我們，入那個「空」，要如何
來體會那個空相，大家要用心了。一切法要觀，
「觀」就是要用心，「攝心」就是觀，將心好
好，我們的精神要集中在哪裡？這「觀」，
「觀一切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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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世間還有，有真正的單純，本來人性就
單純了。世間有世間法，有「三綱」、「五
常」，有這樣的規律，這全都有啊！但是，眾
生那個心若亂掉了，那就變成了亂相，讓我們
不可去親近這些亂象，我們要很用心自我警惕。
要如何順世間道？行善、行孝不能等，這就是
「歸」，回歸人的道理，要如何維持一個家庭
很祥和，這是世間法。要如何「三綱」、「五
常」，回歸回來，家庭和睦？家庭和睦，社會
自然很祥和，這就是世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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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間法呢？那就是生死輪迴，很苦啊！雖然
世間法，我們已經用世間法來教化，讓大家從
心亂，心態偏差，把它導正過來，循循在這個
世間法，這個倫理之中，軌道，但是生死永遠
都是苦。要出世間，出世間法，那就是在佛法
甚深一層，再深入的一層，如何了脫生死，能
夠進入了涅槃。「涅槃」，就是出世間法；
「生死」，就是還在人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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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從這個人間法？我們一不小心，就是煩
惱重重、造業了，所以，不如要了脫生死，從
出世間法，不執著，了解一切法空，能夠讓大
家慢慢脫離了貪，貪欲、瞋、癡、慢、疑，這
些慢慢習氣將它斷除了，回歸我們的本性清淨，
寂靜清澄，回歸不生不滅，這個涅槃的境界，
這就是「一切生死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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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只是在大宇宙中，有形的東西，地球
也只是大宇宙中的一顆星球，同樣的道理。所
以，天空還是離太陽，也還很遠很遠，不是太
陽貼在空中，同樣，空就是無窮盡、無形，所
以「空」的道理。我們要了解「空」是這樣的
空，無窮盡的空，無形體的空，這個空，完全
不受污染，這才是「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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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顛倒，我們心若沒什麼掛礙，那就沒有
什麼樣的顛倒。所以，「不顛倒」，識得自體
就是本空。我們若是很了解我們的自體，自體
「實無顛倒」。我們的本質，真如，我們若認
識了。我們現在和我們自己的真如，也還不認
識；雖然真如本性在我們的內心裡，但是我們
自己和自己是不認識。我們若認識，就能夠借
力使力，就能夠和平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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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們的心應該要很開闊，心包太虛，我們
偏偏將它卡住，將這些人我是非這樣將它，這
樣整個全都拉過來，這就是我們的顛倒。所以，
我們要如何學得，「不顛倒」，那就是要認真，
認識我們自己的本性。「實無顛倒」。放開了
我們的執著，自然我們就不會有顛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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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要好好用功在，「滅塵合覺」，不
要「背覺合塵」。「背覺合塵」，我們就是在
那個地方顛倒，我們一定要「滅塵合覺」，才
能夠沒有「顛倒妄想」，這要很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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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隨著我們這樣到處在攀緣，卻是它還是
「如如」，它還是不減，這是我的真如本性，
我們自己沒有去啟發起來，剛才說的，眾生內
心隱藏著的法，就是佛陀覺悟的法，這是同樣
的道理。所以，真如隨緣不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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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時代一直用須彌山來譬喻「不動」，但
是佛陀說，世間成、住、壞、空。連須彌山，
在《藥師經》，須彌山也有傾動之時。在《藥
師經》裡也有講，也是會傾動。所以，我們要
用心去體會，「法性本空」，理就是清淨。
「菩薩具正知(正)見，故如是觀一切法」。就
是要用這樣來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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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真的是要好好用心，愛的力量，雖然是
愛，它有力量，那個力量是清淨；清淨的愛，
能夠讓我們行「六度行」，不受污染，付出無
所求。「六度」的因，我們乾乾淨淨，好好這
樣種在人間，人間不論是世出世間法，都是以
清淨無染，能夠為人群去付出，不傷害、染著
我們的本性。這樣，我想，這是應行的菩薩道。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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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