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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掀开经本第七面第二行，请看经文：
　　【海云告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发菩提心者不可得闻，何况
自能深心发趣。】
　　从这一段文以下，这是正赞发心。就是正式赞叹善财能发无上
菩提心，这个心很不容易发。文里面又分两段。这一段就是：
　　【标赞。】
　　下面是：
　　【释赞。】
　　就是解释海云为什么要赞叹他，把这个理由说出来。经文虽然
是赞叹的话，实在也是我们实行的地方。我们想想自己有没有发菩
提心，菩提心发的真不真实，跟这个地方经文对照一下就明白。那
我们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菩提心？对我们的修学成败，有决定的关
系。前面这一句，这个话说得很重，『发菩提心者不可得闻』。这
一句话的意思是说，很难听到那个地方有一个发菩提心的人，不容
易听到！真正是中国人所讲的凤毛麟角，非常稀有。发心已经很难
了，发了心之后，认真想修菩萨道，想学菩萨行，自动自发那就更
难。所以下面才有这十句的赞叹。「十」在《华严》里面是表法的
意思，表无尽的意思，也就是讲赞叹不尽。我们看底下这一段经文
。
　　【善男子，若诸众生未曾修种深固善根，则不能发阿耨多罗三
藐三菩提心。】
　　发心之所以值得赞叹。这一句是总说。诸位看后面解释，解释
里面，将这一段文字分成两段，第一段是：



　　【因缘难具故，发者为希。】
　　发菩提心太希有了，因为太难得了。第二段，则是讲：
　　【顺说。】
　　总共有十一句，第一句是总说，十句是别说。
　　【今初亦二。】
　　『初』是我们刚才念的这一句。
　　【先反说。】
　　后顺说。先从反面讲，叫著善财，称他『善男子』。这个善是
有标准的。我们在讲席当中，讲过很多次。也许有同修今天第一次
来听经，前面没有听到，不妨多说几遍。已经听说的，多听几遍也
好。为什么呢？你没做到，要不断的提醒你。没听到的听听，也很
重要。善的标准有三种。所谓人天善，善男子、善女人，人天两道
的善男子、善女人。第二种：二乘善，声闻、缘觉里面的善男子、
善女人。第三种：菩萨善，就是大乘里面的善男子、善女人。这个
标准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观无量寿经》所讲的三福—三种净业。
第一种：人天善，有四句，这个就是善的标准—「孝养父母，奉事
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有没有做到？如果你真正做到了
，那经上讲的，人天的善男子、善女人，那就有你一份，那正是叫
著你。再往上提升，「受持三皈，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就是
二乘善男子、善女人，我们常讲的小乘当中的善男子、善女人。这
个经是大乘经，不是小乘经，所以这个标准，要是做到「受持三皈
，具足众戒，不犯威仪。」此地讲的善男子，没叫他，他没份！还
得要加上「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是第一个；「深信因果，读诵大
乘，劝进行者。」这是自行化他。本经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
是这样的。那么善财童子当之无愧，他确实发菩提心。不但发心，
而且还在认真参访修学菩萨道、菩萨心。所以这个善不是随便说的



，是有一定标准的。
　　海云比丘在此地说：『若诸众生』，这个「若」是假设，假使
这些众生。『未曾修种深固善根』，这不是小善根，不是普通善根
，要大善根，要深、要固；固是坚固。没有甚深坚固的善根，菩提
心是发不起来的。所以，发心就难了，发心就希有。从这个标准上
来看，我们这个世间，几个人真能发菩提心？起心动念都没有办法
离开自私自利，你菩提心怎么能发得起来？充其量，你这个善根只
是人天善根，或许你还能做到，二乘善就没有了。几个人受持三皈
？求授三皈的人很多，几个人真的授三皈？「皈」是回头，几个人
真回头了？「依」是依三宝，三宝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那个皈
依三宝都是有名无实，都是形式，没有实质！所以那个皈依是假的
，是样子，是好看的。真正皈依是要具足人天善法，从人天善法作
基础，才能进入二乘善。
　　所以这个事情真难，你要想真正学佛，特别是大乘佛法，念念
要舍己为人。换一句话说，念念从今而后，再不为自己想了，你才
能做得到。还有为自己，为别人也为自己，不行！为别人也为自己
，人天善，二乘善都没有，二乘已经不为自己了。他不为自己，他
也不为别人。大乘善是为别人，不为自己，念念为众生，没有自己
。你就想想，这个发心是多难，难怪菩萨如此的赞叹。我们要修大
乘，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证得圆满菩提；实在讲，这个愿望也
并不是奢求，是可以办得到的。《华严经》就教给我们方法，可是
你要把世间法舍尽。世间这些妄想、分别、执著，你要真正肯放下
，真如印光大师所说的，你能不能学他那个样子呢？印祖说：「我
上无片瓦，下无立锥，我也不怕死。」你能有这个态度，那就是你
的深固善根现前了，你的菩提心就发了。世间人心未发？怕死！我
老了，将来死了怎么办？没人照顾！他还有这一念心，就产生了无



尽的障碍。假如真正不怕死，恐怕到那个时候，你预知时至，坐著
走，站著走，不需要任何一个人帮忙。
　　我们学佛这么多年来，听到人念佛，站著走，坐著走，预知时
至，没有病苦，他凭什么？说老实话，就是凭一个不怕死，没有后
顾之忧，他的心是真清净。我们还有一念后顾之忧，我帮助别人，
总得为自己留一点，这个就留出麻烦了。这个还靠什么呢？还要靠
自己，还要靠人，不依三宝，你那里有皈依？你那里有依？你没有
回头，你还是迷邪染。你回头，皈是回归，就是叫你从迷邪染，归
到觉正净。觉正净里面，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所以，你
还有这么一个念头在，你没有皈依。真正皈依，一切放下，连生死
都不顾了。给诸位说，这个时候，诸佛护念，龙天善神照顾你，我
们要护法神护持你，你得的殊胜不可思议。我们今天那里相信佛呢
？信佛，嘴皮上讲的，真的不相信。不相信佛会护念，不相信护法
神会帮助，所以还要靠自己，还要攒一点钱储蓄在那里，准备自己
后事。你这个心里，这个表态，就是对三宝完全没有信心，你还学
什么佛？从这里说，菩提心难发，真难发！真正发菩提心，就是不
怕死，不要命！明天生活怎么过，决不想它。真有这个念头，你到
了明天，有人送吃的，我们就吃；没人送吃的，就念佛往生，什么
念头都没有，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话。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前面是
从反面说，提出如果不是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菩提心是
发不起来的。下面，这是顺说了，从正面的来讲。
　　【是故菩萨要得平等无碍境界普门善根光明照故。】
　　这一句是总说。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这个顺说
有十一句。
　　【近友为缘，余皆是因。】
　　这个十一句里头，只有一句教我们亲近善知识，这一个是缘；



其余十句都是讲的因。这个初句是我们刚才念的这一句。
　　【即宿植普贤无碍法门成种姓故。】
　　什么『种姓』？菩萨种姓。『宿』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你
种了这个善根，不是普通的善根。『普贤无碍法门』，这一句话说
得很明白了，你是修的普贤行。这个经文里头没有普贤行，普贤行
在那里？平等无碍就是普贤行。普贤行的特色，就是清净、平等。
所以佛在这个经上讲，菩萨若不修普贤行，就不能圆成佛道。为什
么呢？菩萨还有妄想，菩萨还有分别。给诸位说，菩萨没有执著，
但是他有分别，那这就不是普贤菩萨了。我们大乘法里面，常讲菩
萨有「权教菩萨」，有「实教菩萨」。「实」是真实，真实的菩萨
是平等，清净、平等，心地达到清净、平等。「权教菩萨」，心地
虽清净，不平等，还没有做到真正平等。换句话说，他修大乘，修
六度，修十波罗蜜，没有修普贤行。普贤的十愿要跟大乘菩萨不同
之处，我们要辨别清楚。普贤的愿是平等的，心平等的，尽虚空、
遍法界，一视同仁，决定没有分别，当然更没有执著。所以他的礼
敬，礼敬诸佛。诸佛是那些呢？一切众生是诸佛。众生里面，包括
有情众生、无情众生；换句话说，除了自己之外，尽虚空、遍法界
都是诸佛。平等无碍的境界，这是普贤不思议解脱境界。
　　下面：『普门善根光明照故』，这是显示他不可思议的功德。
这个善根不是一生一世成就的，生生世世累积的，所以积功累德。
什么是「光明」呢？光明是智慧，无尽的智慧，表现在生活当中，
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就像《坛经》里面，六祖所说的：「常生智
慧」，常生智慧就是光明遍照。我们凡夫跟他恰恰相反。六根接触
六尘境界，常生烦恼，常生迷惑。人家菩萨善根光明，这就是常生
智慧。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生清净平等觉。这是我们用《无量寿
经》上的话，大家好懂。这一句是总说，这善根是这么来的。下面



别说有十句。
　　【要得真实巧方便藏正道三昧光明照故。】
　　这一句，清凉大师有解释。它这个句子很容易懂，他就没有注
解了；比较上难的，意思深的，意思广的，他一定给我们说出来。
「初」这就是「别」里面的第一句。别说有十句，这是初句，第一
句。『要得真实巧方便藏』。
　　【得真如三昧智光】
　　这一句里头说三个东西，三桩事情。『真如』就是禅宗里头常
讲的「明心见性」，「得真如」就是见性。『三昧智光』，这个意
思前面说过。
　　【了心实性】
　　这一句话就是「明心见性」的意思。『了』是明了，明了真心
，真实的体性。
　　【不住了相】
　　你明了，这明心见性，明了，见了；如果你住了明的相，住了
见的相，那就坏了。为什么呢？起分别了。我明了，我见了；你们
还没有明，还没有见，你就起分别了。起分别，你就没有真正明了
，你没有真正见性。真正见性的人，决定不落在分别、妄想里面。
你还是没有离开妄想、分别。如果你对於你的分别，再加上执著，
那你是凡夫。凡夫有没有这个情形？有！没有证到，自己以为证得
了；没有见性，以为见性了；没有开悟，以为开悟了，多得很！这
假的，不是真的！中国、外国通通都有。你们后面管录影的要注意
，讲经的时候，大家不要拜佛；拜佛的时候，画面通通遮住了，问
讯就可以了，这是你们有责任在后面照顾到的。这一点，实在讲，
相当的微细。『了心实性，不住了相』：
　　【名巧方便。】



　　『巧方便』就是平常讲的善巧方便。
　　【知心含藏一切功德，故称为藏。】
　　这是真实巧方便藏。『藏』是含藏的意思。真心里面常说的，
无量的智慧，无量的才艺，无量的德能，无量的财宝。大家念《弥
陀经》，念《无量寿经》，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从那里来的
？自性变现出来的。不是自己经营的，也不是别人供养的，是自性
本具的。《华严经》上，你们如果看前面十一卷，你看毗卢遮那如
来的依正庄严，古人常讲：「不读《华严》，不知道佛家的富贵！
」天上人间没有办法相比的，大梵天王也比不上。这种富贵是你自
己本来有的，本来具足的，你现在不能现前，你要知道，为什么不
能现前？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著。你的性德不能透露。虽不能
透露，并没有丧失；「藏」，还藏在那里，没有损失一丝毫。什么
时候，你把妄想、分别、执著打掉了，这个性德含藏的无量，就全
部都显现出来。《无量寿经》上用个「寿」字做代表。不只是无量
寿，样样都无量，全都显现了。所以『知』是明了，肯定我们真心
本性含藏一切功德，一切就是无量，所以称之为「藏」。
　　【是为直心，故云正道。】
　　『正道』就是『直心』的意思。「直心」也很难懂！什么叫「
直心」？每个人：「我心很直！」「心直口快！」各个人都是直心
。所以《观经》里面，就不讲直心了。「直心」是菩提心的体，菩
提心的本体。马鸣菩萨在《起信论》里面，讲直心、深心、大悲心
。「深心」是菩提心的自受用，「大悲心」是他受用。他受用就是
对别人用的什么心，对自己用的是什么心；对自己用深心，对别人
用大悲心。体是「直心」，没有直心，你就没有深心，也没有大悲
心。所以现在人讲慈悲，不是真的。一般人用的是什么心呢？叫虚
情假意！妄心，不是真心，他的心会变化的，刹那刹那在变。直心



就不变了，永远不会变。《观经》上不说直心，叫「至诚心」。我
们把这两个名词合起来看，意思就容易体会了。「至」是到极处，
「诚」是真诚，真诚到了极处，那就是真心，这是菩提心的本体，
这叫做「正道」。所以古大德将菩萨翻做「大道心众生」，就是从
这个意思来的。
　　【得此光明，能真发心。】
　　可见得不容易！你的心没有真诚到极处，你菩提心怎么能发的
起来？那么「至诚」、「直心」的意思，略说过了。这是心之体，
没有形象的，可是「深心」、「大悲心」是从体起用。什么叫「深
心」，我们讲得最浅、最通俗的，深心就是自爱自重之心。说这个
话，也怕大家发生误会，我真的自爱了吗？不见得！如果你还要搞
贪瞋痴，还要搞是非人我，还要搞三恶道，你怎么能谈的上自爱呢
？真正的自爱，我这一生要成佛、成菩萨，这个人是自爱。那你要
想成佛、成菩萨，一定要把妄想、分别、执著断掉，你才是真的自
爱。你天天还在打妄想，还在分别、执著，你不自爱，你不知道珍
重，你依旧在搞六道轮回，那不叫「深心」。几个人懂得自爱？几
个人懂得自己珍重自己？
　　「大悲心」就是大慈大悲，对一切众生，对别人。大慈悲心从
那里发呢？就是从至诚心、从深心里面发出来的。没有条件，没有
分别，乐意的照顾别人，爱护别人，帮助别人，没有任何条件，也
不需要任何回报，这大慈悲心。我们明白这些了，才知道发心难。
为什么一发菩提心，诸佛都赞叹？我们在《华严》上，这个就看得
太多了。往下，这些句子比较好懂，意思都在文字里面，大师他就
省事了。我们看第二句，它这个每一句里头，都有「要得」，「要
」是必要，必须要得到。第二句开端也是如此。
　　【要得积集功德海藏广大福聚庄严身故。】



　　发大心一定得福报，这个道理我们要晓得。不但要知道，事实
真相如是。这一发心，那个人就变样子，这个道理实在讲并不难懂
。理固然是很深，但是不难懂。俗话常讲：「相随心转」，你们去
看相算命，我想，这个看相算命很流行，我们从街道上逛一逛，挂
著看相算命的牌子，好像每一条街上都有，看这样子，生意倒挺不
错的！这看相算命的有句口头禅说：「相随心转」，这是真的，不
是假的。你想想看，你从前是凡夫心，现在发了菩提心是真心了，
那你从前这个虚幻的身体，就转变成真实的果报。真实的果报是什
么？金刚不坏身！所以你的心不发则已；发了之后，你的相貌改变
。从前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著，你有烦恼，你有忧虑，所
以你那个相貌不好看。现在发菩提心了，真诚、清净、平等，你的
相貌端正、庄严，像佛菩萨一样。你的身体不管有什么毛病，全部
都调整过来，体质也随你的心起变化。你心清净了，身就清净；身
心清净，百病不生。纵然有什么感染，我们世法里常讲—我抵抗力
强，什么叫抵抗力？那些感染的时候，他不会感染，他感染时，也
很容易就过去了，它不起作用，所以你的身体自然就调适了。
　　这是讲你得『广大福聚庄严身相』，就是大福报的身相。可是
这是果报，前面就是因，你要『积集功德海藏』，这一句就是我们
常讲的「积功累德」。你所累积的功德，像海一样的深广，这个「
海藏」是这个意思，像大海里面含藏无尽的宝藏，你要积集功德。
「功」是功夫，「德」就是果报，是成就。这两个字不能细说，细
说，两个小时讲不完，说不尽。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大家从这个例
子里面去想，你就能明了。持戒要有功，你就得定了；定就是德，
功德了。持戒精严，但是不能得定，那就是持戒没有功，所以他没
有德。
　　持戒很精严的人，不得定的很多。你要问：他为什么持戒不能



得定？他没有离开分别、执著。不但没有功，他所得到的是烦恼一
大串。怎么会这种情形呢？自己持戒精严，骄傲！我了不起！看到
这个人破戒，那个人犯戒，一天到晚看到外面人过失，自己了不起
。妄想、分别、执著在造罪业。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贡高我慢，
生烦恼，慢是烦恼，贪瞋痴慢，起烦恼。说别人破戒，他罪过，造
口业，心不清净！所以他持戒持得再好，不能得定；只可以说是，
那是他修的一点福报，没有功德。要怎样持戒才能得定呢？一定要
像惠能大师所说的：「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念念照顾自己
，不看别人，别人都是善人，都是好人，都是菩萨，都是佛，他就
得定了。然后，修定是功，开慧是德。所以功德也不是一定的，功
会变成德，德也会变成功。
　　那么你从这个例子当中，你细细的去想。我们从早到晚，处事
待人接物，不能离开这个原则。我们穿衣吃饭，穿衣吃饭有没有功
？你要真有功，你也得定了。以穿衣来说，你穿得整整齐齐，这个
持戒里头，包括守法，法戒，你穿得整整齐齐，穿得干干净净，而
无分别，而无执著，这就是持戒，那你就有功了，你就得清净心了
。清净心就是定，定能生慧。可见得戒定慧在那里修？在穿衣，在
吃饭，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修戒定慧，那里离开生活呢
？离开生活，到那里去找戒定慧？这样你才晓得，「积集功德海藏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琐碎事情的点点滴滴，去积功累德。这
样你才能够得「广大福聚庄严身」，这是我们世间人讲的大福报的
身相，有智慧、有福报。所以第一个就教给我们要积功累德。积功
累德，念念都是戒定慧，事事都是戒定慧，时时处处都是戒定慧。
再看下面一句：
　　【要得增长种种白法念念出生无休息故。】 
　　『要得』，必要得到。『增长』，『白法』是善法，『种种白



法』是一切善法。一切善法，这个意思就是利益众生的方便法。决
定不能有一念利益自己的念头，那就不是白法，就是黑法了。印度
人古时候，白代表善，黑代表恶，有一念为自己，增长我执，增长
我与我所，这个是没有法子脱离六道轮回，连往生都去不了。真正
往生的时候，这一念都要舍弃，你才能往生。所以坚固的执著，一
切放不下，念佛很难往生！必须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培养，念念都能
舍己为人，念念都明了世间万事万物，一样都带不走。既然明了一
样都带不走，如其临终再放下，何不如早一天放下？你早一天放下
，你早一天得自在！你早一天得解脱！那些预知时至，没有病苦，
站著走的，坐著走的，就是他放下的早；临终还有病苦的，他放下
的太晚了，没有别的原因，所以你要不想有病苦，你就早一天放下
。
　　我过去在台中求学，四十年前，我明白这个道理，我那个时候
生活虽然很困难，我每个月还捐五块、十块钱，给医院里做医药费
。我那么苦，我为什么还要干这个事情呢？人家来问我了，「我把
我的医药费捐掉，我就不生病了。」他们听了这个，也好笑。我说
我不是跟你讲笑话，真的，你们都准备了医药费在那里，准备生病
，那你当然要生病，一切法从心想生。那我钱都搞光了，我没有本
钱生病，你们有本钱，这些道理都在佛经当中。你要不要准备生病
？生病好不好玩？你要想不生病，要把医药费通通捐掉，去做好事
情，积功累德，你自然就不生病。所以你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
胆识，别人不敢，你敢，印光大师—不怕死！你才敢，然后你所得
到的果报不可思议。
　　这是念念增长善法。善法实在讲，就是一个「舍己为人」。为
人也要有智慧，不是感情。帮助人向善，不要帮助人造罪业。你帮
助人不错，但是你帮助别人，人家造罪业，你怎么办？这个我也在



讲席当中常常讲，我也不怕得罪人，我现在七十岁，七十出头了，
古人讲的，这是「人生七十古来稀」，也该死了，所以我也不怕死
。我常常劝导你们，供养出家人要知道分寸。为什么呢？出家人没
有人供养，还有道心；供养一多了，就迷惑颠倒了，就把出家人送
到三恶道去了。你发的好心，「我供养法师，有功德了。」那里晓
得，法师有这些供养，天天胡思乱想。他本来可以有成就的，你把
他往三涂送去，你有什么功德？你造了罪业。这就是说明，你修积
功德的时候，修积福德要有智慧，不能感情用事。你要没有智慧，
没有见识，往往你就错看，你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这就是经
上讲的颠倒、愚痴！自己还以为很聪明，还以为很如法。
　　所以对於出家法师最好的供养是什么呢？这法师出来学讲经，
你来听经，你不但来听经，还常常找他麻烦，批评他，让他不断的
改进，这叫真正的供养。看他有什么缺乏，实在缺乏了，才帮助他
一点；能过得去，随他去吧！苦一点，不要紧，苦不死人。不要看
到他生活那么苦，很可怜，你同情了，你这一同情，就把他搞堕落
了。几个人在这个世间，能受得了五欲六尘的诱惑？你这个下意识
在作祟，不知不觉的在诱惑他，不知不觉的在破坏他，这个造的罪
业就很重很重。许许多多出家人发心出家，都是发的好心，到后来
堕落，都被信徒供养供坏了，这是大家不能不知道的。
　　所以你们要是有钱、有能力，我这一生干三桩事情，第一个印
经，印经没有关系，你拿去无所谓，你拿去卖钱，我也不管你，我
这个不造罪业。第二个放生。第三个布施医药，看到真正有病苦的
人，我们帮助他。放生在最近这几年，听说流弊很多，不放生，人
家不去抓这些鸟兽，不去抓。听说你要放生，拼命去抓，这个众生
遭劫难了。所以现在说实在话，放生不如劝人吃素，这个好！我们
多出版一些劝人吃素，劝人不杀生，多做这一些宣传，多印一些因



果报应的故事书，给人家看，这都是属於放生这个范围里面。所以
一定要通权达变，对症下药，这样才真正能「增长百法念念出生无
休息故」。这一句话实在讲，就是六祖讲的「常生智慧」。第四句
：
　　【要能供事真善知识谘问法要无疲厌故。】
　　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这十句里面，只有一句是亲近善知识
。这是缘，其他的十句都是因，亲近善知识就在这一句。『供』是
供养；『事』是承事；『真善知识』，真正善知识。你供养他，让
他去弘法利生。弘法利生需要资财，没有资财，没有办法把佛法推
广。那么现在虽然不需要像古时候到处去建立道场，没有这个必要
，也无需要建大道场，但是财还是需要。现在有个小小的道场，像
我们这个图书馆已经很大了，太大了，有这个一半、三分之一就够
了。我们在这里把它做成一个小型的摄影棚，加上高科技的机器，
这个地方讲了，马上就送到卫星传播，全世界人都收到了，这也需
要费用，用这个来弘法利生。所以真善知识是需要供养的。承事，
不但是照顾他，还要跟他学习，常常『谘问法要无疲厌故』。我们
有疑难、有问题，向他请教，跟他在一起研究讨论，教学相长。这
一条是缘。第五句：
　　【要舍悭吝无所藏积，於身命财无爱著故。】
　　这一条很难做到。你所喜欢的，你所贪爱的，你所急需的这些
，通通要舍弃。不但是身外之物没有爱著，连自己的身命也不爱著
，一切听其自然。佛法常教给我们随顺，身体在这个世间也随顺，
全部交给佛菩萨，让佛菩萨照顾，让护法神照顾，我们管这些事情
干什么？你的身心自然就轻松了，自然就放下了，我们现在讲放松
了。身命、财物样样都能舍，样样都能施，『无所藏积』。那么你
钱多了，一下子施，施不出去，这个时候怎么办？这种情形很多！



像我们一般没钱的人没这个念头。有很多大富长者，他要一下布施
，又布施不出去；往往布施出去了，起了反效果，造了很多罪业。
如果有这种情形，现在国际上有很多基金会，我们可以采取这个方
法，就把它舍掉，我们设立一个全世界性质的基金会。
　　譬如我们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做大众传播的事业，这个需要金
钱。我们做一个基金会，像外国诺贝尔奖金，那个数字都很大，他
们这个基金是存在欧洲永久中立国，这个比较可靠，为什么？它没
有一些战争，没有政治上的变化，大家都愿意存在这些地方，像瑞
士银行就有很多国际上基金保存在那里。设个基金会，大概有三个
人到五个人来签字处理，你这样舍掉了，就很方便了。你提出一些
条件，符合这个条件，可以动用这个财产，这都是个好办法。自己
不需要积蓄。一时也布施不掉，不知道那个地方需要用，我们就可
以用这种方法。所以方法确确实实有，不是没有办法的。这一条是
叫我们要舍悭贪之心，把这个念舍掉，成就布施波罗蜜。第六句：
　　【要离憍慢，心无高下，安住不动如大地故。】
　　『憍慢』，骄傲，贡高我慢，这个烦恼是与生俱来的，不要学
的，而且人人都有。那一个人没有憍慢？如果没有憍慢了，这个人
一定是圣人，是再来人，不是凡人。佛家目标是要叫你出离三界六
道，所以憍慢要断。儒家教人，因为儒家没有出三界这个念头，对
於这一条，《礼记》里面只说：「傲不可长。」傲慢你是有，不要
再增长，到此为止就好了。这是什么呢？不出三界！你要出三界，
这个烦恼一定要断除。所以佛家这个礼节—五体投地，行接足礼，
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破除憍慢心，做到心地真正清净、平等，安住
不动如大地。地能忍，这个地上，你给它洒上香水，它也不动；你
给它拉大便，它也不动。我们的心要能受得了，这些五欲六尘的诱
惑，做到像大地一样，如如不动。第七句：



　　【要恒慈愍随顺众生平等饶益无违逆故。】
　　这个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恒』是恒常、永恒的，
不是做个两天、三天，不是短时间，永恒的。以大慈悲心，怜悯一
切众生。对众生的态度，一定要随顺，你不随顺，你跟他就不能相
处，就不能共同生活；你要跟他共同生活，一定要随顺他。在随顺
他当中，你去感化他，你去教导他，这才叫菩萨心。你要不随顺，
一开头他就不能接受，他几十年的生活习惯，那能一下就转变过来
，没那么简单！喜欢打牌的人，随顺他，常常跟他打打牌，带他玩
玩，而且你还要高明，常常都要赢他，这是菩萨，菩萨有智慧！我
举这一个例子，你跟他打牌，常常赢他，总有一天发觉了，「你本
事很高！你这个怎么来的？」「我学佛来的。」「学佛有这个好处
！」他不就来学佛了。所以自己是真有戒定慧，真正慈悲心，恒顺
众生，随喜功德，去度他。随喜里面，成就功德，成就自己的戒定
慧，让他渐渐感动，让他回头。能使一切众生断恶修善，回头是岸
。『平等饶益』，一定要生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执著。「益」
是利益，「饶」是最大的利益，要帮助他，给他最大的利益，不要
违逆他，这才能善度众生，这才真正叫善巧方便。第八：
　　【要处生死，於恶趣中度苦众生，心不舍故。】
　　这一条很难。一般人看到恶道众生都嫌弃，这个是大悲心不圆
满；真正有大慈悲心，看到恶道众生不嫌弃。要具有地藏菩萨的精
神，别人不能做的，你要去做。我们在这一点，实在讲，我这一生
当中，只看到李木源居士一个人，他能做得到。看到有一些病苦的
众生，没有人照顾，甚至於一身秽污、脓血，他都去洗，他去照顾
。别人嫌弃，他不嫌弃。这个人了不起！老人病那个样子，甚至於
自己儿女都嫌弃，都不愿意做，可是李木源看到，他一定会照顾，
这个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那么这在生死恶趣当中，慈悲心不舍！



第九句：
　　【要恒观察如来境界。欣求修习至究竟故。】
　　这一句就是教给我们在平日之中，要读诵大乘。大乘经里面所
说的是如来境界，《华严经》如来境界，《无量寿经》如来境界，
《弥陀经》也是如来境界。看你自己时间，你要是每天工作很忙，
你就读《阿弥陀经》；如果每一天有足够的时间，你应当读《无量
寿经》。读《华严经》，大概是你要退休之后，你才有这个时间，
因为这个经太长。实在讲，《无量寿经》最适中。常常读诵，细心
思惟，思惟就是观察。为什么用「观察」，不用「思惟」这两个字
？思惟里头有分别、有执著，还有分别心，还有执著心。观察里面
没有分别、执著；没有分别、执著，对如来的境界，清清楚楚、明
明白白，这就是观察，所以叫「修观」。
　　「修观」这个名词，我想很多同修都听说过，「修观」，就是
此地讲的观察。那么它的标准，就是不用心意识，那就是观。如果
落在心意识里面，那就是我们世间人讲的研究，就不是观照。心意
识它的相状，要搞清楚。「识」是分别，「意」是执著，「意」是
末那，「心」是指阿赖耶识，落印象。换句话说，不用心意识，就
是不分别、不执著、不落印象。这个话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
，很不容易！诸佛菩萨跟我们凡夫不一样的地方，他六根接触外面
六尘境界，他不分别、不执著、不落印象；我们凡夫也是一样见色
闻声，但是就是分别、执著、落印象，这印象很深，麻烦！去都去
不掉。所以用心不同在此地。
　　『观察如来境界』，像我们《无量寿经》、《弥陀经》上讲的
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欢喜修学，一定
要往生，这样就对了。认真修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功德就
圆满了，你也就给世间人作一个好榜样。让世间人明了，念佛往生



是真的，不是假的。我最近听说，大陆上有一个人，他发这个大心
，想表演往生给大家看。这一宣布了，听说有多少万人去看他往生
，结果他又往生不了。大家去念佛送他往生，听说念了三天三夜，
他还走不了，这个很糟糕！这个闹笑话！他能不能往生？他决定不
能往生。为什么决定不能往生呢？他有一念，想表演一下给人看，
这个念头就是杂念，这个念头就不清净。所以我们念佛人，我们在
讲席当中，常常跟大家说明白，我们求一心不乱，但是心里头不能
有一心不乱这个念头；有求一心不乱的念头，你永远不能得一心。
为什么呢？清净心里头还有一个一心不乱，糟了，一心就得不到。
求一心不乱，一心不乱的念头没有，你才能得一心不乱。
　　「我要表演给世间人看一看」，表演给世间人这个念头不能有
，你有这个念头，你就错了。所以这个人是不善於用心，不但不能
成事，坏事有余！让许多人看到，你看：「他念佛，念佛他说他往
生」，不能往生！这念佛往生是骗人的！这个不是成就净土，是破
坏净土。不是成就人的信心，是毁灭人的信心，你说他造的罪业多
重！这个表演给人看是自然的，不是勉强的。那一个往生人不是表
演给人看的？谁说明了？谁在外头宣传了？没有！那有这种事广肆
宣传，邀集几万人，这不成话！这个是很大很大的错误，这不明事
理。
　　至於开往生大会，我们在过去，香港听到的是何东夫人的老太
太，但是她所邀集的，也都是自己家的亲朋好友，没有邀集外人。
那是真正预知时至，到时候跟大家见见面，告别辞行，大家给他念
佛，他真走了，那个不是假的，功夫真正成就，机缘成熟了。他这
种心理是个不正常的心理，这叫魔障。凡事求感应、求神通，都很
容易招魔障。他也想表演给人家看一看，要想来表现自己的功夫，
也许得到一点感应，说你那一天往生，谁来告诉他呢？魔来告诉他



。到那一天，魔走了，他往生不了了，被魔欺骗了，落在魔的圈套
里头。与佛菩萨没有感应，与妖魔鬼怪起了感应。一念心邪，这是
我们不能不知道的。用的心不真实，妄心！还是妄想、分别、执著
在作祟，心不清净。这经上明明告诉我们，修清净平等觉，他完全
跟这个原理、原则相违背，所以闹这种笑话，造这些罪业。末后一
句：
　　【要恒利益安乐一切诸众生故。】
　　这一句是总结，常常存这个心。『恒』是永远，存心利益一切
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得安乐。
　　【如是乃能发菩提心。】
　　前面这十一条通通具足，海云比丘说，这才能发真正的菩提心
。如果我们这个里头，有个一条、两条还没做到，你就晓得，你的
菩提心发不起来，你发的菩提心是假的，不是真的，就跟那个往生
表演一样，假的不是真的。人家一来了，马上揭穿了，不能往生，
这是假的。一条、两条做不到都不行，要是这十一条，一条都做不
到，那怎么办？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了生死，出三界，念佛往
生西方净土，你看看，三辈往生不论是上中下那一辈，他的条件—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能做到一向专念，没有菩提心去不了。他
的条件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由此可知，这个十一句要记住，天天读诵，天天想著，认真努
力要把它做到；做不到，做不到也要做到。知道做不到就必须继续
搞生死轮回。我们常说，我们念佛人，不是这一生才念阿弥陀佛，
无量劫来，生生世世都念阿弥陀佛，都求生西方净土，都没去成。
你这才了解，为什么没去成？这个地方没做到。这一生当中，如果
你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好好的把这几条全部都做到，你就决
定得生。要紧！不读大乘怎么行？自己没有福德，没有福德，就不



老实！真正老实人，秉著大福德，他念佛能往生。你问问他，这些
条他有没有？他虽然不知道，他通通具足。他对於世间名闻利养，
决定没有贪著；他确确实实能舍己为人。你问他，他不知道，你仔
细观察，条条具足，成就那里是偶然！那里是侥幸！希望我们深深
的反省，好好的去读诵。好，今天就讲到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