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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思妙蓮華》一切諸法 性自寂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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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諸法性空
何有言說可及
但從因緣復合
因是顛倒而生
一切言語道斷
蓋心體本寂靜
空性不可分辯
是實相之通達

執空或執著有
由有見生顛倒
則法有生有起
故心有轉有動
虛空如是
實相如是

一切諸法性自寂滅
何有言說可及

但以因緣
有，從顛
倒生故說。
常樂觀如
是法相，
是名菩薩
摩訶薩第
二親近處。

此為有觀
一切法空既為真空
一切法有即為妄有
虛空、國土、三界、
五趣、四生，
一切法境，
莫不由迷妄想成，
由無明生起。
故曰以因緣有
，從顛倒生。

能常作有、空兩觀，即能破人、法二我執，離煩
惱、所知之二障，是即菩薩摩訶薩第二親近處。

我們平時，時
時用心在法中，
法是在我們生
活、生命中。

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
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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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聞法心得
✦ 法就是道理，道理無體、無相、無形狀，只可
心來會理，所以，要時時多用心。

✦ 眼睛「聽」、耳朵「看」，這總是聽話也能從
他的表情中，了解他的意，這要很用心。

✦ 對別人所有的，你要佔為己有，這就已經撥無
因果了。

✦ 「親近」是我們腳踏實地，法在我們的生活中，
在我們的身體力行中，這樣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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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要用心來體會法，空、有，它的實相是什麼？我
們要很用心，因為這是法；法就是道理，道理無體、
無相、無形狀，只可心來會理，所以，要時時多用心。
所以「一切諸法性空」。法性空，所以，既然無體，
它的性也是空。這個人脾氣很好，人的脾氣也是一個
氣；這個人性情很好，性情，什麼是性情？什麼是脾
氣？只是一個代名詞。到底脾氣長得如何？性情又是
長得如何？拿不出來。不過它是我們內心的那個感受，
所發出。感受，感受又是如何？發脾氣起來，從他的
感受來，從他的性情發起來，這三項事連結起來，怎
麼說怎麼說，都是沒有一個形體。



8

無形
體

性情

脾氣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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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翻譯得很詳細、很正確，有的翻譯得過度
了，偏了，有的很簡單，就詞不達意，都有的。
所以，語言要來合這個法，要合這個真理，真
的是不及，只好我們就要很用心。有時候，若
這樣在對談時，有外來的賓客，若聽到翻譯，
有時心裡比翻譯的人更清楚。這總是要用心，
常常說，眼睛「聽」、耳朵「看」，看表情也
知道，這總是聽話也能從他的表情中，了解他
的意，這要很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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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有一位轟動日本的歌星（「演歌天王」森進一），來到我們
這裡。知道他來的目的就是一項，要感恩幾年前（2011年），
日本「三一一」大地震，慈濟人到日本，去為他們的災民，去
關懷、去發放。他說就是要來表示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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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常常對眾生說法，一定要有善惡因緣觀。
我們要對人說法，也是一樣啊，傳法，要有善
惡因緣觀，我們若是執空過頭了，一切空，做
惡，都一切空，你做了之後，你認為一切空，
這不對！天下的，感覺我想的、我要的，都是
擁有，我的，名、利、地位，這種人，對自己
的犯錯，一切空；對別人所有的，你要佔為己
有，這就已經撥無因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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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前面說過，因為我們是在這個世間，叫做「覺
有情」，「覺有情」是覺悟之後的「有情」。有的
「有情」是迷的「有情」，就是凡夫。迷的「有
情」，叫做「凡夫」；「覺」，體會了解的「有
情」，叫做「菩薩」。菩薩和凡夫都在這個人間裡，
所以，凡是在人間，就「心有轉有動，虛空如是」。
在這個空間裡，就是容納著這些事情，這一切萬物，
都是在一個大虛空中。「實相如是」，虛空就是這
樣，很開闊，無量邊際，很開闊，就是萬物所生存
的地方。



14

這「有生有起」，「有轉有動」，這都是東西
在轉，所有有色相的東西，它在變動，和這個
「空」無礙。這個空就是一個大空間。所以，
「實相如是」，就是這樣，它的相就是這樣，
「如是」。「一切諸法，性自寂滅」。一切法，
其實你回歸在它所有的，回歸大自然，大自然
其實就是寂滅，它如如不動，這就是它的性。
何有言說可及呢？所以我們要很用心去體會，
這還要再解釋，很長，唯有心會，要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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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講虛空，都是「無相」，但是我們要很微
細，來分析這個「有相」。觀，就是細思、慎
思，很微細去觀察它，要用很謹慎、很用心去
思考它，這叫做「觀」，要很微細去了解這個
東西。「一切法空既為真空」。一切法空，一
切全都空，所有的東西分析，把它散開，因緣，
都將它散開，什麼都是空，它是因緣復合起來，
復合起來，一個接過一個，已經將它複製起來，
所以才有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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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能好好去觀察它，「哦！原來這個東西，
這個歸水分，這個歸熱火，火分，這是歸風，
這是歸空。」全都能夠用心分析。「四大」，
沒有一項東西，不是「四大」和合，所以回歸
是「四大」，把它分析開來，還不都是「空」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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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風大」也是空！水，水性回歸也是空，其實
一切空。既然我們都了解了，「一切法空既為真
空」，每項都將它分析，「空」，也將它分析，這
就是「真空」。「一切法有即妄有」。我們若要去
了解它的「空」，我們就要了解它的「真空」；我
們要看所有的「有」，我們就要去體會它的「真
有」。假使我們若執著在「有」，那就是「妄有」，
所看到的形像是虛妄的，是「四大」復合才有的形
象，分析來它是空，所以它是「妄有」，是一個假
相。我們假相，就有假的名，這我們應該要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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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常願諦觀，如是空寂清淨本然」。這
個空寂是很清淨，本來就是這樣了，所以我們
要很用心去體會，所以這叫做「常樂我淨」，
這就是實相。空寂清淨本然，本來就是這樣，
這個實相就是這樣。能夠精進投入人群，不受
污染，這就是我們的實相，我們的真理，就是
這樣。所以，「是名菩薩摩訶薩，第二親近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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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就是說這個性，這如實性即是「非
遠非近處而論親近」，「非遠」，就是在我們
身邊。我們時時好樂在這個法中，沉浸在法中，
生活中、在我們身邊，都有這樣的真理實相，
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在行動。「非近處而論
親近」。不是我一天到晚，只是在那裡讀經、
讀經，這樣才是叫做「親近」。其實，「親近」
是我們腳踏實地，法在我們的生活中，在我們
的身體力行中，這樣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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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如實相而觀」。我們若能夠知道「如實相」
是這樣，「於心不動不轉」，「如實相」就是
如虛空，如我們的清淨本性寂然，哪有什麼好
動、好轉呢？「於法不生不起，若風止而波
澄」。「心法一」，水，若沒有風，自然它很
靜，就沒有泡泡，沒有波，就是風在動它，在
轉。所以，我們要用心，只要我們的心靜，一
切靜。「心法一」，這心和法是共同。所以我
們平時，時時用心在法中，法是在我們生活、
生命中。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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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