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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法香心得
《靜思妙蓮華》住無為中 行有為善

1466集-20170804開示

高明智(惟智)
2024年1月22日 靜思法髓妙蓮華

靜思法髓妙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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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與空即無之稱
虛無形質空無障
故名住虛空中

此虛空有體有相
體者平等廣周遍
相者隨於他物質
而彼此各別異相

無為中行有為善

是諸菩薩從地出已
各詣虛空
七寶妙塔
多寶如來
釋迦牟尼佛所
到已
向二世尊頭面禮足
及至諸寶樹下
師子座上佛所
亦皆作禮

這就是表示「心地」，我們真真正正，心地永
遠、永遠，都能夠容納很多，無量數，因為釋
迦佛也將分身佛，都召集回來，這叫做「萬
法」，這種無量法恆河沙，很多的法，我們全
都道理歸納回來了；量無量無邊，再歸於一。
這是要大家很用心，用心去思考，才有辦法體
會「本」和「跡」，要如何來會合。

釋迦如來以神力，
三變穢土而為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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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聞法心得
✦ 真空，空，要空得透徹，要「真空」；空的盡
頭，那就是「妙有」。

✦ 你的心量這樣，你就是得這樣的法，智慧就是
到這裡。

✦ 佛陀教育我們要打開心門，開闊你的心量；為
自己，你也就要去容納他人。這就是道理。

✦ 煩惱、無明都斷除了，一切障礙全都沒有了，
煩惱除滅即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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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要多用心來體會啊！虛，我們平時來說，虛與
空，那就是表示沒有了，「虛」就是很弱，空空，
沒有什麼，「空」就無一物了。虛就是無形、無物
質，空就沒有障礙。我們在字的裡面就能夠了解，
但是我們更要再了解空的道理。真空，空，要空得
透徹，要「真空」；空的盡頭，那就是「妙有」。
所以「住虛空中」，「此虛空有體有相」，現在這
個地方，住在虛空中，在那個虛而渺無，那個空中
之中，是這樣，所以「此虛空有體有相」，這就是
妙有。既是虛空本無障礙，但是現在所說的「空」，
就是有體、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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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體者平等廣周遍，相者隨於他物質」。所以
這些體相都是這樣，原來是沒有的，平平等等，全
都沒有；沒有，但是它的理都存在。因為這個空間
能夠所擺置，空也有空間的道理。這個「空」，就
是多大的空間，它能夠包容多少的東西。你將它一
個界限起來，那個體已經有體的局限，自然你能夠
擺什麼東西。這有體，「體者平等」，你有這個局
限，你就是這樣，都是同樣，你無法說我小小的空
間，我能夠用多少的東西進去；小的就是在小，大
的就是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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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佛陀講法，聲聞，他們所接受的就是獨善
其身，他能夠得到的道理，就只是這個範圍，
心量空間就是這樣為自己。我就是自己能夠在
自己所需要，這樣就好，所以不願意再開大空
間去投入。自己的心門是這樣，而我們的物質
的量比，也是這樣而已，這樣就是容納這樣；
你的心量這樣，你就是得這樣的法，智慧就是
到這裡。所以，佛陀教育我們要打開心門，開
闊你的心量；為自己，你也就要去容納他人。
這就是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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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鼓勵我們打開心門，容納天地間一切眾生，所
以這就是佛陀要教育我們。所以，這個「相」，
「隨於他物質」，有物質就是這樣。所以，我們學
佛若能夠了解，有物質、有體相總是有障礙；我們
若是沒有物質、沒有體相，那是真理。所以，「虛
與空即無之稱」，就是無掛礙、無障礙。就是因為
他無煩惱，無煩惱、無無明；煩惱、無明都斷除了，
一切障礙全都沒有了，煩惱除滅即是空。空就是無
煩惱了，就像虛，無體性，所以也沒有一個質的限
量著，所以也空掉了，就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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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物、有質，我們的真如本性也是看不到、也
摸不到，看不到、摸不到，你就自然沒有那個
質量，無質、無量。所以，我們常常說「無
量」；無量就是無相、無質，我們的心，心量
打開了，就是同樣，就是「虛無形質空無障」，
就沒有障礙。所以因為這樣，這種「故名住虛
空中」。我們前面都一直說地裂，從地湧出。
菩薩就是這樣，我們本來，本來我們的心地是
一個譬喻，就是我們的根本，我們的真如、我
們的本性、我們的心地，心地就是無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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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說：「心地善良。」善良是我們的行為在
善良，心地在哪裡呢？沒有心地，所以說起來
是這個形容詞。行為呢？就是我們的本質，這
也是一個形容。世間的事情都是用表達出來的。
所以，我們有了這個身體，「此虛空有體有
相」。我們有體相是一個表達，其實有了體相，
它就有一個限礙、限量，因為我們有身體，所
以我們的壽命有限。有一個物質的體，物質的
體，它，使用的東西也是有限，那個年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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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難道那麼小張？」他就手機拿起來給我
看，不小的椅子，是我們平時也可以坐的，只是
它的年齡久了，舊了，所以那個體質敗壞，就堪
不起這樣的重量，這就是成、住、壞、空。東西
「成」了，它有一段時間讓人用，慢慢體質腐化，
一個因緣來，它就報銷了，「空」掉了。這個椅
子完全都破碎掉了，這已經空掉了。和我們人的
生命是一樣，所以人的壽命到後來也會，就是死
了，生、老、病、死，這就是「體」，有體量、
有相。這是時間，讓我們人的變，人相的變，人
的體相從嬰兒而小孩，而少年而中年，這樣一直
到老年，到了往生，這就是體相就是有限礙；有
限、有障礙，我們無法永恆。所以，我們有一個
無量的本性，是無體、無形，我們的真如本性是
永恆，道理永恆，人的生理永恆。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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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初變娑婆一世界，次變二百萬億，那由他
之國，後更變二百萬億，那由他之國」。這不斷不
斷擴大，他要容納人，容納將來的分身佛，所以他
的環境，一定要再變更大、更大。這個境界就是表
示，人人過去是聲聞之時，小乘，緣覺也是獨善其
身，佛陀已經過去已經一直講，講到大家都了解，
開始要發大心，所以發大心來莊嚴大道場。這與人
應該也就是這樣的道理，就在那個地方莊嚴道場。
我們在〈見寶塔品〉，也有這樣解釋過，所以我們
要很用心去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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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是一個連貫，所以它分品，過去一直告
訴大家，記憶，我們要回憶；聽了之後要再回過頭
去，才能夠道理貫通。現在是第十五品，〈從地涌
出品〉，我們再回歸到第十一品，〈見寶塔品〉；
因為那個道場，是表達出了我們的心地莊嚴，而且
釋迦牟尼佛講法，就是多寶佛來見證；而且多寶佛
的心願，他來身體力行。所以在〈安樂行品〉，
「四行」，「四安樂行」沒有離開身、口、意、誓
願。誓願很重要，在身、口、意，去行有為法，回
歸到了無為法，無為法就是誓願，就是回歸真如的
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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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多寶佛一樣，雖然釋迦佛顯跡人間，多寶佛他
已經是成佛那麼久了，還是他的願力再來娑婆，與
寶塔同來，來出聲、來見證，從地再湧出。這就是
表示「心地」，我們真真正正，心地永遠、永遠，
都能夠容納很多，無量數，因為釋迦佛也將分身佛，
都召集回來，這叫做「萬法」，這種無量法恆河沙，
很多的法，我們全都道理歸納回來了；量無量無邊，
再歸於一。這是要大家很用心，用心去思考，才有
辦法體會「本」和「跡」，要如何來會合，時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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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