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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之理
離虛妄相
本性平等
無有變易
一切諸佛
莫不軌此
法性
修之而成
正覺
名謂
實法性

不得諸法
不知不見
是則名為
菩薩行處

諸法一實理
名大菩提
亦名大涅槃
亦名畢竟空
亦名如來藏
亦名中道
亦名法身
亦名法性
亦名真如
亦名真諦
亦名第一義諦
雖有如是種種異名
但諸法實相理則是一

謂不得於諸
法而生妄知
見，當起正
知見。
以理融之，
無一切差別
等相，法法
皆同一法故
但有能解法
師語者，悉
得聞之。如
海納流，無
所簡擇。

一念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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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名如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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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平等
普被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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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聞法心得
✦ 一念心，這念心不論是隨著時空的同步，或者
是應著時間，當地的時間，和那個影像的會合，
這都是一念心，同樣就是在靈山法會之中。

✦ 「一實之理」就是「離虛妄相，本性平等，無
有變易」。

✦ 我們心若一念真，一念誠，法在哪裡都是真實，
所以「本性平等」，沒有老、少的差別。

✦ 這全都是自、他雙利，這就是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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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將近二十天的時間，大清早聽法這個時間，大
家虔誠禮拜《法華經》，這個當中，已經是普及在全
球慈濟人，受持「法華」，這個菩薩道的道場裡，人
人精進。根據這樣將它統計起來，有超過了十一萬多
人。在從(2017年)四月六日，開始，就一直虔誠禮拜
《法華經》，用這樣的時間來做一個靈山會，整部的
《法華經》，從《無量義經》開始，而到《法華經》。
有人經拜完了，視訊回來，「歡喜，沒想到這一輩子，
能夠將整部的《法華經》，全都這樣受持過來。」他
們拜得法喜充滿。已經有好幾個國家，不同的道場，
就是這樣的迴響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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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五十一周年慶，
自4月3日～20日一
連十八天，全球各
個慈濟道場，透過
視訊連線，在靜思
精舍師父的帶領下，
同步供修《法華
經》。
位在新北市三峽區
的慈濟園區，每天
開放清晨及晚上兩
個時段，讓志工、
會眾選擇適合 自己
的時間來共修。眾
人雙手合十、虔誠
唱誦、禮拜，祈願
淨化人心、社會祥
和、天下無災無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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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能看到他們傳回來的訊息，一早三點多就
起床了，就是每天早上，這樣，走出了清晨很
早的路，走過了這樣寧靜的地方到道場，共修
的地方去禮拜《法華經》，就像靈山會上，和
精舍同步，有那個氣氛，同步在修行的氣氛。
因為影像，不論是遙遠的地方，或者是他們在
他們身邊的地方，無不都是無距離的會合。一
念心，這念心不論是隨著時空的同步，或者是
應著時間，當地的時間，和那個影像的會合，
這都是一念心，同樣就是在靈山法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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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實之理」就是「離虛妄相，本性平等，
無有變易」。你若一念真、一念誠，這個法都是
實，實的道理。不論在任何一個國家，這個法都
能及時傳播，到那個地方去，他們一念心納受過
來，同樣是法喜充滿。佛陀的二千五百多年前靈
山會，二千多年後的現在的人間，也能夠以科技
來傳，無處不在，同時感受靈山法會也是存在。
「本性平等」，我們「離虛妄相」，我們心若一
念真，一念誠，法在哪裡都是真實，所以「本性
平等」，沒有老、少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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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看到這段時間，大家在禮拜、朝山，任何一
個地方都在朝山。從外面這樣繞著，這樣來朝
山，三步一拜。看到小孩子，小小的，問他說：
「你怎麼這麼早起來？這樣跟著人跪拜，你這
樣不會累嗎？」六七歲的小孩回答：「我自己
甘願歡喜，累就要自己負責。」哇，這麼小的
孩子。真的是在街路上這樣在朝山。人家這樣
問他，竟然：「我自己歡喜，我甘願，累要自
己負責。」看，這就是這麼小的孩子，也懂得
勤精進，這也就是「本性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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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切諸佛，莫不軌此法性」。過去、現
在、未來諸佛，修行也是一樣，從這個法性起動，
人人本具真如本性，這個本性就是真理，就是法。
我們的真理，清淨的真如法性，諸佛也是從這樣
開始去修行，堅持著，生生世世。所以「修之而
成正覺」，就是憑著這分虔誠真誠的法性，這樣
堅定修行在生生世世，所以「名謂實法性」。成
佛也是這樣來，所以「一實之理，離虛妄相，本
性平等，無有變易。」所以，「一切諸佛莫不軌
此法性修之而成正覺，是名一實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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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凡夫迷茫的道路，已經再回過來在正方向起點
走，再也不要偏差。佛陀殷殷來教化我們，應眾生根
機教導我們，佛陀的循循善誘，我們也要殷勤學習。
很慶幸，我們遇到佛陀的大乘法，《妙法蓮華經》，
真是妙啊！佛陀是教菩薩法，我們在這個世界，雖然
眾生煩惱無明重，這個世界已經形成了濁氣很重，所
以人間苦難偏多。接觸到了《法華經》，發心行菩薩
道，「菩薩所緣，緣苦眾生」，我們入人群，苦難眾
生，我們已經去付出，在人群中，保持我們的心不受
污染，那就要靠法，法來啟動我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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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他們在分享，我也很歡喜啊！他們行在菩薩
道中，入在人群中，已經體會這個道理，「有為
法」、「無為法」，他們已經深入了。這就是因
為聞法來，有聽法，他們就能了解。所以，我們
《法華經》，一路一品一品來，現在已經是在
〈安樂行品〉了。我們懂得知道如何持經，我們
知道持經有重重的困難。我們持經要如何避免困
難，能夠安穩、輕安，安樂行在菩薩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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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能夠體會、了解了，了解過去那個
「實不實法」，我們都能夠清楚了解，也知道
不復行種種，「上中下法」。我們已經很了解，
要如何知道能夠去體會，體會前面的道理，要
如何避免，什麼樣的可親近，什麼是不可親近，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也知道一切是「有為法」，
一切我們要了解，現在我們知道了。現在我們
更能夠去體會到，「不得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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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諸法」，就是道理，我們是不是還沒透
徹通達呢？知或者是不知，見或者是不見呢？
我們要很清楚。「不知不見，是(則)名為，菩
薩行處」，不是叫你不知道，不是叫你不見為
清淨，不是，是要用心來體會，是如何才能成
為一位菩薩？我們就要了解「諸法」，先了解
諸法，「諸法一實理」，這是諸法的道理，我
們要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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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法一實理」，名為「大菩提」，這樣才是真
正大菩提。「亦名大涅槃，亦名畢竟空，亦名如
來藏，亦名中道，亦名法身」，這叫做「諸法」。
「諸法」，大家有了解嗎？這些道理叫做「一實
理」。「一實理」，你有了解嗎？這個「實理」
若能夠了解，那就是「大菩提道」。「實理」若
了解，就是真實法，那就是大覺悟的道路。這個
大覺悟的道理，還有名稱叫做「大涅槃」。大涅
槃也是「諸法一實理」。「大涅槃」就是寂靜，
寂靜清澄。我們的心定，定在一片如虛空一樣，
真空，大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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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名畢竟空」，無所有。我們日常生活中，
到底你有什麼啊？話講了，就是過去了，聽了，
也是消化掉了。這個法，是一個聲音，聲音無
形，入耳讓我們了解那個法，它若有形，它若
有相，到底你要放在哪裡呢？你了解了，你要
放在哪裡呢？沒有地方放。就是靠我們那個意
識去體會，去了解。意識，是在哪裡呢？空，
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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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就是一切是「畢竟空」，畢竟都是空。
聲塵也空，而你的意識傳、了解，意識，也是
空，所以一切「畢竟空」，是我們的真如本性
去體會。所以「亦名如來藏」，就是我們的本
性。「如來藏」就是真如本性。「亦名中道」，
就是不執著，不執有、也不執空，叫做「真空
妙有」，這叫做中道；「亦名法身」，也名叫
做「法身」，就是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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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體會了法，入我們的心來，了解人間一切是「有
為法」。我們有作為，過去懵懂迷茫的人生，我們所
作為的莫不都是業，莫不都是煩惱複製；現在我們了
解了，我們也是有作為，利人群，利人就是利己。聽
法、傳法；傳法，入人群，不受人群煩惱無明所污染，
回歸清淨本性。也期待我們的法，本性的道理，用真
誠的心去感化、淨化人心。人心淨化，利人、利己，
環境祥和平安，這都是一樣利他利己，利己利他，這
全都是自、他雙利，這就是真法。真法性，道理普遍
平等，人人都有權能夠了解。所以，我們，諸法就有
這樣這麼多的名稱，其實，收合來是這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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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亦名法性，亦名真如，亦名真諦」。
這是這麼簡單，這麼多種名，是這麼簡單的法。
所以「亦名第一義諦」。「雖有如是種種異名，
但諸法實相，理則是一」。雖然有很多不一樣
的名，但是它的法，這個「實相」，因為本來
就是無相，「妙有」，本來是「真空」，歸於
「妙有」，那就是道理，只是一項，我們的真
如本性，這叫做「真諦」，這叫做「法性」，
法性是人人本具。所以，「不得諸法，不知不
見」。意思就是，「佛法平等，普被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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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不是我得到最多呢？沒有啊！我也是空
空。你是不是有所失呢？沒有，你的法本來就
有，因為你有真如本性，因為你有真諦、道理
在，人人本具有，心理、生理都是很俱全，物
理也都清楚。我們的世間是共同享有的，所以
沒有什麼人有得，沒有什麼人有失。所以「不
必有求得」，也「不必有所失」。沒有得失的
心，我們的心時時就是坦然自在，這就是安樂。
也就是「我所有法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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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人人，你說你是什麼博士，再怎麼「博」，
你都有欠缺多多啊！你缺的比你知道的更多；
你的失比你所擁有的，還更多。因為你擁有多
少？都還是還有很多，你還得不到的東西。所
以沒有得，也沒有失。

"I know that I know nothing“

「我知道的就是我的無知」

--蘇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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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我們每天的生活，這樣腳踏實地，
能夠樓梯能夠走，沒有想到我有腳在走樓梯，
沒有，沒有去體會到腳在走樓梯。層層的樓梯，
你都走得到，也不會覺得我會喘，所以你沒有
察覺心臟，在走樓梯，這就是表示你健康，身
體健康，兩隻腳健康，所以你沒得、沒失；健
康的人，沒有得失，沒有說我有什麼、有什麼。
你沒有得失，自然就沒有感覺。沒有得，就沒
感覺有失，這我們要時時感恩。所以，「我所
有法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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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沒有得失，就是表示健康，這麼健康的身
體，能夠這樣很順暢，這才是最擁有、最充實
的人生。就如在說話，說到知道我在說話，要
用力說話，這實在是，不是很健康。所以能夠
說話，而不知道我在說話，但是條條是道理，
這才是真健康。

上人開示我所有法
皆空的兩大譬喻:
雙腳走樓梯，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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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不知道，我們就說不知道，不要硬要強辯，我
知道。這用硬說的，就不對。所以「不得於諸
法而生妄(知)見」。不要說我們不知道，我們
也硬要說，「我全都知道。」，這叫做「妄知
見」。這在我們自己，已經是「妄」了，自己
迷失了自己，我慢，我們都說「傲慢」，現在
濁世就是因為我慢心大，這叫做「濁」。所以，
我們要「當起正知見」，我們應該要提起正知、
正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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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以理融之」。用這個道理，我們要融入我們
的內心。「無一切差別等相」，我們要知道，世間一
切都是「有為法」，「有為法」讓我們能夠做，但是
我們要去體會「無為法」，不要執著。世間，我們做
我們應該做的，做過了就對了，不用在那個地方，斤
斤兩兩、點點滴滴去計較，都不用，我們做就對了。
化有限量為無量，這是算不來的，總是回歸於真空，
納入妙有，所以「無一切差別等相」，回納起來就沒
有差別，我們應該就是平等。所以，法法皆同於一法
中，法都一樣，剛才說「諸法」，「諸法」就說了這
麼多的名稱。所以，總而言之，歸納起來是一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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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佛法就是這樣，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既
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要好好用心，前面的經
文，「又復不行，上中下法」，我們自己不要
去分別，這是小乘、中乘、大乘；不要在那裡
執著，沒有小乘哪有中乘呢？沒有中乘哪有大
乘呢？我們不懂得佛法，哪會去修行呢？懂得
修行，也因為有修行，我們才能知道要利己、
利他人，菩薩大乘行。只要我們法，應該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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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