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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掀开经本第十二面，第一行最后一句看起。我们将经文念几
句，对对地方。
　　【思惟大海同一咸味。思惟大海出生众宝。思惟大海吞纳众流
。】
　　从这个地方看。这一段经文上一次我们读过，请大家看清凉大
师的注解。经文的十句是表悲海里面的十种法性。第一句是讲的「
利益心」，第二句是说的「大悲心」，这前次讲过。今天这是第三
句，第三句是『大海同一咸味』。清凉在注解里面，把这一句说得
很明白，这一句是：
　　【安乐心。梵本旧经俱是渐次深广。】
　　『梵本』是从印度传来的原本，『旧经』就是《六十华严》，
东晋的时候，第一次翻译的。它这个梵文翻成中文的意思，它是思
惟大海渐次深广，这个梵文的原文是这个意思。晋经《六十华严》
翻的跟原文是一样，现在翻成「同一咸味」，这是翻译人用他的意
思来译的，没有照梵文的原文来译。原文译应当是『渐次深广』，
它这个地方，翻成「同一咸味」，这二个意思都好。「安乐」是令
一切众生得平安、得快乐，可是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习气不一样
。诸佛菩萨利乐众生，当然是以清净平等心，可是众生能不能接受
，的确是很有问题。所以梵文原本的意思，我觉得比较好，「渐次
深广」，你看底下讲：
　　【始於世乐，种种与故。】
　　心量小的，就给你小乐；心量大的，就给你大乐。总而言之，
叫各个众生都能满意，这就是「渐次深广」的意思。而「同一咸味



」那是平等的意思，平等是达到究竟乐。这个文里的意思，跟《法
华经》上讲的「三车」的比喻很类似。世间人不懂得什么叫究竟乐
，他不懂得，真正的快乐，没有人知道。世间人所懂得的快乐，就
像打吗啡、吃兴奋剂一样，这个打一下，就觉得很快乐，那是麻醉
的，不是真乐，这种乐是苦乐之乐。苦乐之乐是假的，不是真的。
大乘经上讲的这个乐，不是苦乐的乐，苦乐两边都舍弃了，那才有
真乐。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乐，不是跟苦相对的，这个诸位要明了，
这才是真乐。离一切忧苦，才是真乐。
　　「同一咸味」，这个译法也译得很好，就是一定要给一切众生
究竟乐。世间人不了解，他也不能接受，佛菩萨教化众生，也不能
勉强他，佛的教学非常活泼，正像普贤菩萨所说的「恒顺众生，随
喜功德」，你看他教得多自在。世间人贪图五欲六尘的乐，佛就帮
助他，让他满足，让他得到。世乐享受久了，一定会厌倦，这个世
间无论那一种乐，你说唱歌，让你日夜不休息的唱上三天三夜，你
就累死了，你就求饶命了。跳舞快乐，叫你跳上三天三夜，你也求
饶命。世间乐决定有厌倦的一天。看这个人的悟性，如果悟性高、
善根深厚的，他很快就觉悟。只有善根薄的人，迷惑颠倒的人，他
在这里面享受世乐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他需要这个兴奋、这个麻醉
。等他回头，他的境界就往上提升，佛随他的愿望帮助他，使他能
够离苦得乐。前面大悲是帮他离苦，这是帮助他得安乐。
　　真正究竟圆满的安乐，实在说是帮助他这一生当中往生净土，
这个乐才是究竟圆满，这个乐「同一咸味」。我们今天不要说不学
佛的人，学佛的同修，你劝他求生净土，还有很多人不能接受。由
此可知，确确实实有「渐次深广」。何以对究竟安乐，他还不愿意
接受？这正是《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生彼国」，他的善根、福德、因缘都不具足。不能说他没有，



不具足！所以遇到这个法门也是空过了。观大海的时候，发这样的
心，安乐一切众生的心。第四句：
　　【思惟大海出生众宝。】
　　海里面的宝藏多，这是大家都晓得的，『海』是心海，是指我
们本性，性海！我们看清凉大师的注解：
　　【四安住心。谓恶行众生，令住善行。善行即是众宝庄严。】
　　大海能够出生众宝，大海是心性，心性里面能生一切善法。这
一句对我们现代的社会，实在讲是迫切的需求。现在社会的众生，
恶行多过善行，所以社会不安，即使富裕，富而不乐。台湾可以说
是相当富庶，但是日子过得不快乐，生活在忧虑恐惧之中，天天担
心有灾难要来临。会不会有灾难来临呢？你们大家仔细想想，这个
经前面讲过：「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天天在想灾难，灾难怎么不
来呢？这个事情就很麻烦的事情，不是一个人想，大家都在想，就
会把灾难想来。怎样避免这个灾难？佛在经论里面讲了很多，讲了
很清楚，那就是如何把灾难的缘断掉。一切灾难的因是恶因，恶因
没有办法，已经造了，但是缘操纵在自己手上。果然我们在这个社
会，我们不求别人，台湾学佛的人不少，只要我们每一位学佛的佛
教徒，都能够觉悟，都能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我们就把这个灾
难的缘断掉了。纵然不能把灾难化解，也能把灾难推迟延后，这是
可以做得到的。
　　正如大师在此地说：『恶行众生，令住善行。』这一句话就是
改过迁善，断恶修善。要晓得，善行才是真正的『众宝庄严』。我
们读《华严》、读《无量寿经》、读《弥陀经》，看到毗卢遮那佛
、阿弥陀佛相好庄严，他那个庄严从那里来的？不是从外面境界得
来的，他的庄严是累劫的善行，自然现前。我们今天要把自己妆扮
一下，金银七宝要费很多的力气才能得到，挂在身上好像是满好看



的。你问问阿弥陀佛：「你身上那一身的璎珞，谁送给你的？那个
供养你的？」「没有人！」自自然然现前，累劫的善行，这才是真
正的众宝庄严，不但正报庄严，依报也庄严，心性里面能出生众宝
，这个就是善行。第五句：
　　【思惟大海吞纳众流。】
　　『吞纳』是包容的意思，我们知道陆地上，所有江河的水都流
入大海。中国的地理环境，海是在陆地的东方，所以水都向东流，
黄河、长江、所有河流都向东流，流入大海，大海能包容。这个意
思，大师给我们解释为：
　　【怜愍心。悉包纳故。】
　　我们要学诸佛如来，佛的心量大，佛心里面没有界限，九法界
依正庄严统统都能够包容，所谓的「心包太虚，量周沙界」，那有
不能包容的！长江、黄河大的水，它包容；小水沟、细流，它也包
容，没有一样不能包容。这个意思落实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对於
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要包容。别人不包容我们，我们退让；退
让就是包容，退让就是教化众生，你争我让，让他自己深深去反省
。念念之中，一举一动，都充满真实的智慧、真实的教诲，这是佛
在经论里面，常常教给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做出样子
给人看，做一个能够包容的样子，能够忍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
「於世无求，於人无争」，天下就太平，什么事都没有。诸佛菩萨
、觉悟的人，决定不多事，决定不好事。（是什么人把钟摆颠倒，
等一下我都看不出时间。这个都是说出，做事情粗心，粗心不是学
佛，粗心也没有恭敬，这个都是过失。）所以我们要学包容的心，
这一句非常重要。正规的道场，它的建筑，山门一定是天王殿。天
王殿第一尊，你所见到的，一定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塑的是布袋
和尚相，肚皮大，意思就是能包容，取这个意思。不能包容，你就



不能学佛，你就不能入佛门。你的心量像大海一样，什么都可以容
纳得下。第六句：
　　【思惟大海水色差别不可思议。】
　　因为海有浅深不一样，海水被阳光照射，反射的颜色不相同，
这些常识，我想诸位同修都有。我们台湾岛四面都是海。大师把这
一条给我们说出：
　　【摄受心。】
　　它有摄受的意思在里面。
　　【种种外道，摄令正信。如多色水，同在海中。】
　　前面是不但你要包容他，而且你还要能帮助他。他跟你的意见
、思想、见解完全不相同，怎么包容？对於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
法、不同的意见，一定要尊重他，一定要随顺他，这里面就不会发
生冲突，就不会产生摩擦了。然后再以善巧方便去感动他，给他陈
说利害，使他明了得失，他就会选择了。一定要说：「你的见解错
了，我的见解是正确的」，那不是找人打架嘛！这个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佛菩萨是真高明，你们的意见再多，佛菩
萨没有意见；没有意见，跟大家就好处了。你们各种不同的意见，
到我这里，没有意见，才能包容。我也有个意见，就坏了，就对立
了。我怎么没有意见呢？万法皆空，三心不可得，意见从那里来？
只有真实智慧，没有妄想、分别，所以对於种种知见、种种造作、
业因果报、利害得失，唯有佛菩萨看得清楚，因为他没意见，他看
得明白，看得清楚。帮助那些有成见的人、有意见的人，帮助他归
到正信。归到正信就是帮助他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性是有的，相
是假的；理是有的，事也是假的，所以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
泡影」。
　　摄受的方便，在现代有很大的障碍，障碍了许许多多的众生，



不愿意接触佛法；佛法这么殊胜、这么好，他不接受，那你就没有
办法。为什么不接受？因为它是宗教，佛教是宗教，基督教绝对不
会来学佛，他跟你对立，伊斯兰教决定不会来学佛。佛教变成宗教
，自己把自己划一条界限，不能够广度众生，所以正名非常重要。
孔老夫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佛教不是宗教，别人说它
是宗教，我们自己也承认它是宗教，这不糟糕了！怎么样让佛教摆
脱宗教这个误会，然后任何宗教徒都乐意来学佛。所以我们一定要
肯定、要讲清楚，佛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佛陀的教育。知道它
是教育，这个摄受的面就广大，无论他信仰那一种宗教，无论他是
那一个种族，那有不喜欢接受教育的道理？
　　世间人有自命不信宗教，这比人高，比一般人高一等。但是从
来没有听说，不受教育比别人高，没听说过这个说法。如果没有受
过教育，自己都感觉得很惭愧、很难过；不信宗教，他没有这个意
识。所以佛教是教育，是世、出世间最好的教育，圆满智慧的教育
。那一个人不想求智慧？所有的这些外教，这些宗教徒们，个个都
想求智慧。而佛所教的，正是教给你，如何求得圆满的智慧，这叫
真信。所以佛家讲的信，跟宗教里面讲的不一样。宗教讲信，是要
信神；佛法里面讲信，是叫你信自己，不是信别人。如果我们不相
信自己，信佛菩萨，那就变成宗教了，那你就搞错了。靠佛菩萨保
佑你，错了，佛是教给我们要靠自己保佑自己，这个话是真的，不
是假的。所以经典里面有说：「佛叫无依道人」，依是依靠。佛教
人顶天立地，没有依靠。三皈依，依的不是别人，依自己。依自性
觉、自性正、自性净，所以叫三自皈，不是三他皈。你们每天做早
晚课完了之后，念三皈，自皈依佛、自皈依法，不是他皈依。皈依
自性三宝，这才叫做正信。如果信仰心性之外的，那叫迷信，不叫
正信。这个比喻：



　　【如多色水，同在海中。】
　　我们今天讲这个海，有众生海的意思，芸芸众生。一切众生里
面，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
就好像各种不同颜色的水，都在海中一样。如何能够和睦共处，互
助合作，增进每一个人的幸福。菩萨教我们看到海，要从这一方面
去领悟。第七句：
　　【思惟大海种种众生之所依住。】
　　海里面的动物很多，我们今天讲的水族，种类之繁多，我们没
有办法来计算。这个里面教我们发：
　　【守护心。已发心者皆守护故。是为无量众生所依。】
　　无量众生依海而居住，依海而生存，我们要发心守护。已经发
菩提心的人，我们要常常护念他，这就是守护的意思。初发心的人
，要靠已经发心的人帮助，菩萨要得佛的帮助，小菩萨要得大菩萨
的帮助，而诸佛菩萨照顾一切众生，是自自然然的，无需要我们求
他，他才来护念、才来保佑，不是的！不需要求他，他自动来帮助
你、来护念你，他怎么知道？我们起心动念，他都知道。你起一个
恶念，诸佛菩萨远离，为什么远离？因为不相应，自自然然的远离
，不是有意远离，不是的！自自然然的，他不相应，隔的就远了。
发一念善心，发一念觉悟的心，这个相应了，它相吸，自然就感应
，那里要求他？
　　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在寺庙里烧香拜佛、磕头、卜卦，
在那里念念有词，在求，几个人有感应？一万个人求，难得一、二
个人感应，那是碰上的，那里是真的？为什么求不应呢？他不如法
。如理如法，有求必应，他所求的无非是升官发财，无非是求佛菩
萨帮助他，损人利己，我得到利了，再来贿赂你，再来报酬你，他
把佛菩萨都当做贪小便宜、贪赃枉法的人看待，那怎么会相应？造



一身的罪业，还求佛菩萨保佑，那有这个道理！所以他求的不如法
、不合理，不会得感应。
　　如理如法的求，实在讲，就在五十三参前面的三段。前面三段
就是三皈，它代表三宝。吉祥云比丘代表佛宝，教我们怎么皈依佛
；海云比丘代表法宝，教我们怎么皈依法；妙住比丘代表僧宝，教
我们怎么皈依僧。意义都在此地，你能不能体会他的意思？在这一
章经里面，首先教给我们，要发菩提心，四弘誓愿。经文有十一句
解释四弘誓愿，说明菩提心怎么样的发法，到这个地方，还没有离
开发心，这是传法。传什么法？传心法。这十句，我们在日常生活
当中，有没有这十种心？有没有利益一切众生心？有没有大悲心？
这个安乐心就是大慈心，大慈大悲！安住、怜愍、摄受、守护，我
们有没有发这个心？守护里面有二个意思，最重要的意思，是守护
自己的菩提心，你已经发心了，决定不能退转，你才能帮助别的初
发心的人，你自己都守不住了，你怎么能帮助别人？真正发这十种
心，确确实实是这个社会大众，一些还在迷惑，还在烦恼中度日的
这些苦难众生，他们依靠你得度，依靠你觉醒过来，这个要紧。第
八句：
　　【思惟大海容受无量大身众生。】
　　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知的，海里面有许多的动物，身体很大，
比陆地上众生的身体大很多倍，这是我们现在都知道得很详细。大
师在此地，注子里面，这一句称之为：
　　【同己心。谓摄菩提大愿众生，取如己身。有菩提愿，为大身
故。】
　　这在表法里面，什么身最大？发菩提心的这个人，身最大。也
许我们没看他好大身，个子矮矮小小的，怎么称他大身呢？心大！
「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心大身就大。我们肉眼看他，好像是小



个子，恐怕诸佛菩萨看到，他的身非常高大，像诸佛菩萨一样，像
经上所讲的，几十万由旬那么高大的身相，我们看不出，我们的眼
睛不准。『同己心』，自己已经觉悟了，已经发大菩提心了，这个
自己就本经来说，是第二住的菩萨，遇到发菩提心的这些众生，看
他跟自己一样，要帮助他，要摄受他。如果把这个意思再引申，这
是有必要的，看一切众生如同自己。《无量寿经》上，佛也教导我
们，我们应当牢牢的记住，依教奉行。第九句：
　　【思惟大海能受大云所雨之雨。】
　　上面这个「雨」字念去声，是动词，是从上面落下来的意思，
念「ㄩˋ」。下面这个字是名词，念「ㄩˇ」。大海能够承受云彩
落下来的大雨，它能够承受。清凉大师用这个意思来说：
　　【师心。】
　　『师』是老师。
　　【谓於大乘道集进趣者，推之如师。师必谘受，如受大雨。】
　　这个意思说，对於大乘法能够欢喜信受修学的人，这个人就是
众生的老师，也就是我们求学的老师，这是善财童子参访的善知识
，每一位善友都具足这个条件。於大乘道，这是拣别不是小乘道，
不是世间法，是出世间的大乘道。『集』就是信受的意思；『进趣
』—精进不懈，勇猛向前，自行化他，都在这两个字里面。这样的
人，我们心目当中，那就是真正善知识，遇到这样的善知识，我们
一定要向他请教，他给我们说法就像法雨一样，我们才能得到利益
。我们的性海，才能破迷开悟；我们的法海，才能承受甘露，才能
得法益。海里头，海表这个意思。末后一句：
　　【思惟大海究竟恒满无有增减。】
　　海水好像永远都是这样子，没有看到海水枯竭，也没有看到海
水满出来。涨潮、落潮，那是例外，不能以那个来观察。所以说：



『恒满无有增减』。清凉大师将这个意思说之为：
　　【导师心。谓具功德者，敬之如佛。故湛无增减。】
　　这个意思是说，『具功德』是具足一切功德者，这样的人，我
们『敬之如佛』，佛是一切众生的导师，他确确实实契入「清净平
等觉」。『湛』是清净，『增减』是生灭，生灭是念头，我们凡夫
有增减，一个念头生就增，一个念头灭就减了。我们有增减的相，
他没有增减的相。他的心在一切境缘当中，如如不动，真正做到了
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著，这就具足圆满的功德。我们学
佛的同修，自己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有什么功德？没有！没有功
德，我搞了这么多年，我在搞什么？给诸位说，你也不要灰心，你
有福德，你没有功德；功德是定慧，这个要辨别清楚的。
　　慧是一切明了通达，定是如如不动，不管什么境界现前，决定
不起心、不动念，离开妄想、分别、执著，这是功德。断恶修善，
如果能离妄想、执著，这个断恶修善是功德。断恶修善，没有离开
分别、执著，是福德，你修福！福德不能出六道，有福的生三善道
，造罪业这是堕三恶道，不能出离三界。假如断恶修善，能够不起
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著，决定超越六道轮回，那是功德。功
德才能够突破三界，福德不行！末后大师在此地用一句话总结：
　　【以此十心对斯十喻，有如符契，不应妄故。】
　　经上讲的十种比喻。清凉大师用这个发十种心，来合经中的比
喻，说得非常好。这十种心，这十种比喻，就好像「符契」一样。
「符契」现在都不用了，古时候是取信，信用！我们最常见的—兵
符，如果诸位到故宫博物院去看，还都能看得到。这是符合佛在经
里所讲的密义，他说的是事，里面含的意思无限的深广。清凉大师
在此地，为我们点出来，其实意思无限深广，清凉大师也只能点到
为止，没法子细说，细说说不尽。我们要从这一个启示，细细去思



惟，深解义趣，这样才能够得到他的真实受用，我们才能得法。下
面总结：
　　【善男子，我复思念世间之中，颇有深广过此海不。】
　　这是故意做一个反问，我常常讲在这个世间，还有深广能超过
大海的吗？
　　【乃至容受常无增减过此海不。】
　　『乃至』是超略之词，这个意思是说前面所讲的十句，句句之
中都有这个意思，这个世间还有那一样能超过大海？清凉这个注子
里头说：
　　【三善男子我复下】
　　就是这一段经文。
　　【反以结叹。世无过故。】
　　就是世间没有能够超过的，诸位要晓得，这个海是比心海、比
性海，是比心性，没有能够超过心性的，不但世间没有能够超过，
出世间也不能超过。
　　【前托事显诠】
　　『前』是指前面这一段，我们念的这十种比喻，是寄托在这个
事相上，显示所诠，所诠是理，从事上你要能看到理，从相上你要
能够见性，这是佛法，你这才能开得了悟。事很明显，从明显事里
面，你去体会甚深圆满的道理，这叫诠。清凉给我们注解的就是「
显诠」。经文是「托事」，注解是「显诠」，里面诠述甚深的义理
。这一段，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反以结叹』，这一段是：
　　【今亡诠求旨。】
　　『今』，这个「今」是指现在这一段。『亡诠求旨』，再把境
界又往上提升了一层。「诠」，刚才讲了，这是事里面所含藏的甚
深的义趣，圆满的道理。现在我们把这个道理，也不执著，也放下



了，求什么？「求旨」，是在这许多甚深道理里面，求它最重要的
精华、精义，也是我们佛法讲的总纲领，你掌握到总纲领，你修学
就方便，所以这是「托事显诠，亡诠求旨」，这八个字很有味道。
这八个字是修学的重要的指导原则。
　　【离海更求故。】
　　海是事相，看到这些现象，实在讲，海是一个比喻，观察大海
是一个比喻。凡是众多、甚深，都是海的意思。我们今天看到社会
这么多人，人海！现在坐飞机的机会多了，飞到天上看到云彩密布
，云海！我们看到这个现象，能不能想到这十种心？那你从事相上
，你就能体会到很深的道理。由此可知，这事相都在说法，海也在
说法，云也在说法，一切众多的事物摆在面前，全都在说法，说什
么法？说《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是事实。会的，六根接触外面六
尘境界，都契入甚深的心海，能生无量无边的功德，这十种心就是
功德。十种心里头，没有为自己。十种心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
著，自自然然生起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注解：
　　【梵本旧经皆唯四句云】
　　梵文的原本跟《六十华严》，凡是讲『旧经』，都称《六十华
严》，晋朝时候翻译。在这一段里面，它有四句，这四句都节录在
此地。
　　【颇有广博过此海不，颇有无量过此海不，颇有甚深过此海不
，颇有殊特过此海不。】
　　它有这四句，这四句是《六十华严》里面翻译，我们这一边他
只用「乃至」，用了这一句，就把它省掉了。如果要是一句一句的
说，那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来看。『颇有深广过此海不』，第一句是
「宽广难量」。第二句是「海深难得底」，这一句里面就含著这二
句，深广！再下去，「颇有同一咸味过此海不」，「颇有出生众宝



过此海不」，句句都有这个意思。它这个地方用「乃至」就省掉了
，说了一个头，说了一个尾，全都包括了，这是翻译的人省略，你
一定要晓得，它里面的句子是完整的。晋经也没有十句，说了四句
，也是省。中国古时候的人，言语文字都讲求简要详明，印度人喜
欢罗嗦、喜欢繁复，中国人喜欢简单，所以翻译的经文里面，类似
这样的省略地方很多。虽然省略，我们读书人一看，意思是完整的
，知道它在那个地方省略，它的意思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
以晋经里面，它用的四句，四句也把这十个意思，十句的意思都包
括在其中。
　　【一广，二多，三深，四胜。】
　　这个底下讲：第一个『广』，广博，第一个是广的意思。第二
个是『多』，无量是多的意思。第三个是『深』，甚深。第四个是
『胜』，殊胜，这个「殊特」就是殊胜。把前面十句一会起来看就
明白了。
　　【初二是前第一开出】
　　前面二句。
　　【三即第二】
　　第三就是深。
　　【四即第六。】
　　【故梵本云颇有种种色者过此海不。】
　　这梵本原文里头有这个句子。
　　【以余六句不出深广。又余处容有，故更不牒。】
　　这是译经的人，用归纳的方法，把十句再归纳，实在讲，四个
意思就全包了，「广、多、深、胜」这四个意思，把其它很多意思
都包括在其中。意思再多，都是从这个意思开出去。
　　【撮成四义，结以称叹。】



　　总结来赞叹，赞叹性海，赞叹智海，赞叹悲海，显示它无量殊
胜的义趣。请看下面一段。这算是第二个中段。
　　【第二善男子我作如是思惟】
　　这一句是经文，底下我们会念到，就是这一句以下的经文。
　　【观成利益。】
　　『观』是修学的纲领，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观」是观念，
你这个观念转过来之后，你所得的好处，你得些什么利益？
　　【由前忘诠，今此得旨。】
　　他在甚深广博的义趣当中，领悟到它的精髓，这个就得丰富的
利益。
　　【便睹华开，真佛显现。】
　　花开见佛，见佛就闻法，所以经文这两段，先见佛后闻法。给
诸位说，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佛那里来的？佛是自性佛，我们
净宗常讲：「自性弥陀，唯心净土」，一点都不假。可是诸位晓得
，自性弥陀跟西方弥陀是一不是二，唯心净土跟西方净土也是一不
是二，你要真正能观成，入这个境界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生
实报庄严土上品上生，这不是假的。我们看经文，经文里面也分二
段，第一段是讲见依报，第二段讲见正报。见依报这一段经文很长
，但是好懂，不难懂。
　　【善男子，我作如是思惟之时】
　　这个地方，『思惟』两个字是关键，我们一定要明了，是不是
我们用心去想呢？不是的！我们凡夫思惟是落在意识里头，是第六
意识，依旧是妄想、分别、执著，我们的思惟是妄想、分别、执著
，而菩萨的思惟，是三慧—闻慧、思慧、修慧，这个里头有很大的
差别。我们许多学佛的同修，被这些名词搞糊涂了，没有深深体会
它的意思，以为闻慧大概听经就是闻慧了。我多听经，常常听经，



我就有闻慧了；听完之后，回家去想想，我就思慧了；想明白了，
我就照做，我就修慧。其实你这个解释法全都错了，我们没有闻思
修三慧，没有！不但我们没有闻思修三慧，再给诸位说，阿罗汉没
有，辟支佛也没有，权教菩萨也没有，三慧是大乘菩萨修的，我们
不能够依文解义。
　　三慧你要晓得，它是慧，什么慧？戒定慧的慧。如果我们依戒
得定，依定开慧；慧开了之后，这个三慧才有。你要没有真正开智
慧，宗门里面讲：「大彻大悟」，教下里面讲的「大开圆解」，我
们念佛法门里面讲的「理一心不乱」，你到这个境界，这个思惟就
对了，没错了！这个思惟不是意识，就像《坛经》里面讲的永嘉禅
师，永嘉禅师去参访六祖的时候，六祖给他开玩笑问他：「你还有
分别吗？」他回答一句：「分别亦非意」。六祖赞叹，这高明。分
别不是意识，凡夫的分别是第六意识，他分别不是意。正如同「思
惟亦非识」，这个意思就一样。
　　你有没有思惟？有思惟，思惟不是意。所以三慧—闻思修三个
字的意思，闻是表接触，用这个字做代表。眼见也叫做闻，耳听也
叫闻，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用这个字做代表，所以它是慧。一接触
就明了，不要思惟的，思惟是代表明了的意思，像我们世间一般人
：「你明不明白？」「我想一想！」想一想才明白，不想就不明白
，所以思惟代表明白。有没有通过想一想？没有！所以它非意。修
是什么？修是不迷，你明白就不迷惑了，不迷叫修。由此可知，闻
思修是一桩事情，不是三桩事情，接触就明了，明了就不迷，闻思
修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不解其义，你把这个经念了，念了叫他去
想，你想上一年，你也想不出个莲花来。你看人家做如是思惟的时
候，
　　【从大海中有大莲华，众宝庄严欻然出现。】



　　三慧的成就，观成的利益。换句话说，在这个境界当中没有别
的，你只把这十种心发起，那就观成，这个境界自然就现前。『大
莲华、众宝庄严欻然出现」。下面经文是说明莲华的相状，
　　【以无能胜帝青玻胝迦金刚摩尼王宝为茎。】
　　这个莲花的茎，这个莲华不是普通的莲华，宝莲！『帝青』是
青色的宝珠，这不是人间有的。这个「帝」是第四天，我们讲的忉
利天王，他有这个宝珠，青色的，佛经上称之「帝青」，我们也只
能说说，没见过，也没有法子想像到，佛在经上这么说的。『玻胝
迦』有翻译，有翻成水玉、水晶，或者翻成白珠，大概总是白色的
，水晶是透明的，这都是世间希有的珍宝，莲华的茎。
　　【毗瑠璃摩尼王宝为台。】
　　这个莲华有座、有台。
　　【无垢清净閰浮檀金为叶。】
　　莲华叶是金色的，『閰浮檀金』是我们世间最好的金。
　　【随时芬馥白栴檀香】
　　花当然有香气。
　　【沈水妙宝而为其藏。】
　　这个『藏』就是我们俗称的莲华里面的莲蓬。
　　【黄色映彻码碯宝王以为其须。】
　　这莲华有须。
　　【百万摩尼宝庄严网罗布其上。】
　　花上面有网罗。这几句是形容莲华的样子。
　　【凡所庄校】
　　庄是庄严，校是装饰。
　　【周圆无际。光荣四照，弥覆大海。】
　　出现这样的宝莲华。我们清凉大师这个注解里，这莲华表什么



意思。前面这一行，是交代经文的段落，我们一般讲的科判。这是
见依报，见依报前面还有三小段，刚才我们念的是第一段。第一段
是说明莲华的体相状，宝莲！下面是说出它表法的意思。
　　【以上深观心海悲海，则心华行华自然敷荣。】
　　莲华是什么？莲华原来是自性智慧、德能的流露，比这个意思
。
　　【无漏性德，一时显现。】
　　所以这个华是『心华』，心是愿！你的发心，你的发愿，前面
讲了。这个经文上面一段讲四弘誓愿—十一句；今天我们刚念过这
十种心，心华里面就包含著心愿，是这个华。『行华』是你的心愿
落实在你生活上，落实在你日常工作上，处事待人接物应酬上，行
华。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是宝莲华。你观察这个事相，你
体悟到甚深的意义，那这是你的心性，从心性里面自自然然生出的
大慈大悲。所以心海跟悲海就是性，就是智。你看《金刚经》上所
讲的：「信心清净，则生实相」，这是尽性，真智慧！你的全身就
是莲华，不要去想到，真的是海底出了莲华，那就怪物了，那就怪
现象出来了，不是这个意思。从你真心本性里面，让你这个身变成
莲华，这是《华严经》上有这个比喻，「身如莲华，不著水」。莲
华开在水上面，离开一切染污，华开在水上，取这个意思。我们从
这里面体会，你才能得真实的受用，你才觉得你的身心是一朵宝莲
，一点都不错。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