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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範圍
●序品第十章

重頌四希有 p1275~p1298

六、比丘持戒如護明珠

七、恆沙菩薩六度成道

●靜思妙蓮華 第163~165集



第十章 重頌四希有

一、八王子隨父修梵行
二、宣說法華現六瑞相
三、光中顯示三塗六道
四、光中佛土眾寶莊嚴



第十章 重頌四希有

五、光中有佛淨如琉璃
六、比丘持戒如護明珠
七、恆沙菩薩六度成道



四希有

時希有、佛名希有
法希有、利益希有



經文

或有諸比丘，在於山林中，

精進持淨戒，猶如護明珠。



精進持淨戒，是學佛的本分事；

能持淨戒，進而真心聞法，

懂得重視法並力行於日常，

在人與人之間

展現出佛陀微妙的教法，

這就是保護法。

1276頁



破戒不僅自心煩惱，

也會困擾別人，業會更重；

造作的業愈重，

心地愈黑暗，

本懷的明珠愈難顯現。

1277頁



《無量義經‧德行品》

梵音雷震響八種

微妙清淨甚深遠

四諦六度十二緣

隨順眾生心業轉



梵音是指佛陀清淨無染的音聲。

「梵」表示清淨，

也代表三界中極頂的梵天。

梵天很清淨，

不只是人身清淨，

環境、聲音也清淨。
1278頁



「八音：

極好音 柔軟音 和適音 尊慧音

不女音 不誤音 深遠音 不竭音」



佛陀說法，一出口即震撼人心。

有句臺灣俗諺：

「一聲雷，天會響。」

雷聲一響，遠處都聽得到。

佛的聲音不像雷聲嚇人，

既柔軟和適又含意深妙，

能在人心中迴旋，影響久遠。
1281頁



佛陀令人尊重、敬仰的是

能隨機逗教，

這點凡夫很難做到。

眾生的心態、煩惱習氣千差萬別，

要用什麼方法

才能對準眾生根機而教？

只有一個「難」字，

但以佛的智慧就不難。。
1282頁



七、恆沙菩薩六度成道



經文

又見諸菩薩，行施忍辱等，

其數如恆沙，斯由佛光照。



佛的光明

讓大家看見許多人用功修行，

不論是在深山獨居之處

或在人群聚落之中，

修行者都是將法落實於身行，

日常生活都不離法。
1282頁



菩薩能「行施忍辱等」。

要成為菩薩

必須將予樂拔苦做得很透徹，

這不容易，一定要忍辱。

1283頁



「行施

能積世間無量福業，

故多行施捨

為修世出世之福慧。」



《無量義經‧德行品》

有聞莫不心意開

無量生死眾結斷

有聞或得須陀洹

斯陀阿那阿羅漢



虔誠聽經，

真心受法，

自然法入心而心意開解，

沒有煩惱結集於內心。

1285頁



心如何能靜？

生死如何能斷？

所謂的生死有兩種層面，

一是心靈的生滅，

一是軀體的生死。

1285頁



心念起起落落，

一日之內就有許多念頭生生滅滅，

這都是「結」；

如現在聽法，聽完之後，

待會兒境界一來，

心的生滅又是不定。

身體的無常，由不得自己的生死，

也同樣是「結」。

1285頁



無論心靈的生滅、

一生的生老病死

以及來生的去向，

我們都是不知不覺，

如今學佛

就是希望斷除這種不知不覺。

1286頁



過去若與他人結下不好的緣，

現在要趕快化解，

不要再結惡緣。

彼此歡喜，

惡緣就斷，好緣就開。

1286頁



「結」：

集之義

煩惱之異名

為煩惱

因而結集生死

故謂之結



斷結即解脫



有的人認為：

「小乘是斷煩惱的方法，

我發心立願是要行大乘法，

修六波羅密。」

六波羅密中也有持戒與忍辱，

戒與忍就是要在人群中，

彼此不惹煩惱，

互相忍讓，結好緣。



修六度行

也是不離斷除煩惱的心境，

「斷煩惱」

是修行者發心立願必經之路。

1288頁



志不同，道不合，不相為謀。



經文

又見諸菩薩，深入諸禪定，

身心寂不動，以求無上道。



布施、持戒、忍辱、精進，

都要「深入諸禪定」。

精進入群布施，

過程中遭遇困難，

需練就定心，才能進而不退。

1288頁



禪譯曰思惟，修習之義

或譯靜慮，謂心體寂靜

定者謂心定止一境

而離散亂妄動之義

即一心正思為「禪」

是心境靜念為「定」



修行者滿腹委屈，

或是所見的外境

讓自己壓不住脾氣時，

該如何面對？

不要衝動，靜靜思惟。



修行就要給自己一個空間，

思考

「要生氣嗎？要煩惱嗎？」

這是反省，

也是修養。

1289頁



有習性，就要修行。

禪，

令人有空間思惟，

以滌淨自我習氣。
1289頁



別人瞪一眼，我們就怒目相對，

這是習氣；

人家怒目，我們要能用慈眼相視，

必須先修好習氣。

這就是「修習」，

修與習都需要練習。

1289-1290頁



禪是一心正思，

心境靜念就是定，

我們要學習定的境界。

1290頁



經文

又見諸菩薩

知法寂滅相

各於其國土

說法求佛道



寂滅即無生滅，不起煩惱。

他們心靈的垢穢已經去除，

習氣已經降伏，

對人、事、物、理很清楚。

1290頁



《無量義經‧德行品》

無漏無為緣覺處

無生無滅菩薩地



這段經文是要我們反觀自照，

心是否隨著時間

而分秒都在生、住、異、滅？

對人事物

是用心、定心還是生滅心？

修行要修好、顧好自我這念心。

1292頁



「貪瞋等之煩惱

日夜由眼耳等六根門

漏泄流注而不止

謂之漏

煩惱能令人漏落於三惡道

謂之漏」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以六根對六塵的境界，

若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門」常常打開，

讓心起貪瞋癡等等煩惱，

智慧就會不斷漏失。



留不住清淨的智慧，

是因為「識」代替了「智」。

轉智成識或轉識成智是一體兩面，

我們要轉識成智，

不可讓識轉了智。

1293頁



我們要貼近佛，

就要從菩薩道開始。

佛陀教導的

布施、持戒、忍辱、

精進、禪定、智慧，

這六度法能使我們

明明覺覺、清清楚楚，

了解人生真理實相。

1297頁



感 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