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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掀开经本，第二十三面，倒数第五行，末后一句看起。第二
十三面，倒数第五行，最后一句看起。
　　【以具足威力陀罗尼光明，普摄无数品。】
　　从这一句开始。这一段总共有十一句经文。第一句是总说，后
面十句是别说。而别说里面第一句是闻持，就是闻法，听经闻法。
往下都是属於义持。在义理上，我们一般讲开悟了，明白了，确确
实实将境界转变过来。所以受持，读了这一段经文之后，才了解受
持的深义。经文我们已经说了四句，今天这是第五句。『以具足威
力陀罗尼』，清凉大师在注子里面告诉我们：
　　【普摄在怀，方有威用。若约所诠而明摄者，即以威力摄诸众
生，同九地中威德总持。】
　　九地菩萨，四十个位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第九个
位子都是法师地，我们讲作师，以老师的身分出现在大众的前面。
老师一举一动都是一切众生的榜样，都是社会的表率。那么这个地
方『威德总持』，就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清凉大师说：『普摄
在怀』，就是你心里面，常常想念著要教化一切众生，摄受一切众
生，心里头要常有这一个愿望，这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为一切
众生的表率。当然菩萨发这个愿没有问题，我们凡夫发这个愿，固
然是很好；而实际上，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来做到，这个必须要想
得到。
　　如果从理上讲，每一个众生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当然薰习
很深厚的善根，这从理上讲没有问题。所以佛在本经跟《圆觉》上
都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佛说的话都是老实话，绝对没有过



分，本来成佛。虽然本来成佛，你现在不是佛，你现在是道道地地
的苦恼凡夫，这那里是佛呢？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佛说了，
都是以妄想、分别、执著才变成这个样子。妄想、执著越严重的，
就越往下坠，在十法界里面就往下坠。妄想、分别、执著轻的，那
就往上升。上面有四圣法界，下面有六道轮回。六道里面，又有三
善道跟三恶道。怎么造成的呢？全是妄想、分别、执著造成的。佛
讲得很简单，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著放下，你就成功了。禅宗
里面讲，你就明心见性了，你就见性成佛了。
　　现在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就是放不下。很想放下，越想放下，
那个妄想越多。好像在没想学佛，没想放下，好像平常还没有什么
妄想。越是想好好的学佛，越是想认真放下，那个妄想、分别、执
著就越多。这是什么道理？实在说，你没有想的时候，你的妄想、
分别、执著就是那么多，没有发现。因为你这一想，我要想静下来
，才发现有这么多。不是说你学佛，学了这么多妄念，学了这么多
妄想，不是的。学佛怎么会增长妄想呢？是因为学佛，是因为要想
修定，才发现有这么多的麻烦。由於妄想、分别、执著这么严重，
於是样样事情就不见得会称心如愿了。所以发心的人多，成就的人
希有，这些都是事实真相。
　　发心作师，就是我们讲，发心弘法利生，来学教，人是不少。
有同学们听说，我在新加坡教学，就都来找我。我今天藉著这个机
会跟大家说明白，不要找我，找我没有用，为什么呢？我是教员，
不是校长，我没有权力，取那一个人，不取那一个人，我没有这个
权力。我只是到时候，他通知我那一天去上课，几点钟下课，我就
听这个。这个班里面的行政、人事，我什么都不管，没有我的事情
。所以对於学生，招考学生，我没有权过问。但是他们的政策我知
道。这个班名额很少，从底下一届起，时间延长一个月，就是四个



月一期，一年办两期，四个月一期。一期正科生是十个人，旁听生
是二十个人。从第三届起，采取这种办法。那么到第四届，正科生
就是从第三届旁听生里面选十个，再招二十个旁听生。每一届是三
十个人，正科生是这么来的。而选拔学生的条件，第一优先，是现
任的佛学院院长、副院长、教务主任、佛学陀的老师，他们是第一
优先。第二优先是寺院的住持、方丈、监院、知客，他们是第二优
先。
　　那么诸位同学要参加，最好你先到佛学院教三年书，以佛学院
的老师去申请，好像就有可能。如果你不是佛学陀的老师，那个报
名的人很多，他老师先选，选不到你。为什么要这样限制呢？这个
班成立不容易，护持的人也不容易，我们是希望将来讲经弘法的人
多，越多越好，才能把佛法普遍的宣扬。所以这个班训练出来，一
定要讲经，你不讲经，那多可惜呢？你把别人的名额占到，这个是
有罪过的。一定要发心讲经，最好你是来教学，你接受这个训练之
后，你在佛学院再教你的学生，教学相长。所以现在选拔的对象是
以这个条件。
　　也许有同修说，那我们作旁听以外的旁听可不可以呢？恐怕不
可能。第一届有一些同修去参观的时候，原先我们也同意新加坡一
些同修们去旁听，大概也有十几二十个去旁听。听了几次之后，他
们同学们投票反对。然后李木源没有办法，一个旁听都没有了。所
以旁听要得到谁同意呢？还不是李木源一个人同意，要三十个同学
个个都同意。他们不同意你旁听，那你也是无可奈何。
　　那么你要想在新加坡住四个月不太可能。在上一届，有一位居
士陪著我，在新加坡住了一个月，他就要走了。新加坡给你的签证
是一个月，一个月以上，你要办特别签证。普通观光旅游的签证，
新加坡政府对我们相对客气，给我们一个月。新加坡执法很严，你



要不守法，过期之后，那你以后永远没有机会到新加坡了，他那里
有记录，你以后就不能进关。这些情形，我们必须要晓得。到那一
个国度，一定要懂得它的法令规章，一定要守法。也有的同修是过
去到期了，到期怎么办？我们到马来西亚去一趟，再回来的时候，
他又可以给你半个月。你去一趟回来给你半个月，那很侥幸，问题
就是关口那个移民官，看他的态度。他高兴，给你延期一次；不高
兴的时候，立刻驱逐出境。他一看，你怎么昨天出去，你今天就回
来了，你干什么？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可以有理由驱逐你
出境，强迫你，你不能离开机场，你搭底下一班飞机走。不容易！
新加坡地方太小，管制得很严，移民拿到这个居留，相当相当麻烦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些学生到新加坡住三个月、四个月，他
们是拿到特别的批准，新加坡政府特别的批准。这个是同学们不能
不知道的。你要想跟著我去，那你只好打消这个念头。
　　还有说是，我一心一意想跟法师来学讲经，我今天吃饭的时候
，还在开玩笑的说，你要想跟我学讲经，也有个先来后到，这个老
师才公平。当年我到台中去求学，参加李老师这个班，我是最后一
个去的。换句话说，排这个顺序，我排在最后一个。别人个个都上
台轮讲，最后才轮到我，先来后到。你现在来的，你是最后，我们
家里头二十多个人，你排在最后一个，现在也轮不到你。如果你要
是一定要到新加坡去，行！你到新加坡买个大房子，把我们这二十
多个人统统移民到新加坡去，你还是排在最后一个，这个可以。你
真有这个，我们也很乐意。你把我们这二十多个人，统统移民到新
加坡去，你才可以参加我们团体，你还是排在末后一名。那有那么
简单的事？
　　那么你想学，有没有机会学呢？有机会。真正发心学，不是没
有机会，我们早先都考量到。因为过去办培训班，我们办了第一届



，第一届可以说没有完全成功，很不理想。所以馆长那个时候，兴
趣就不浓厚。第二届，李木源要求办，馆长是很勉强的答应，告诉
我到此为止，以后不干了。勉强答应办第二届。但是第二届的学生
很合作，可以说我们办成功了。因为馆长这个话在先，所以我们只
打算，心里面想到的，就是办这一届，以后就没有了。那么我们上
课，学生练讲，大家在一块亘相批评、讨论，所有这些活动全部录
音、录影留下来。就是因为以后不再办了，把这些东西留下来，可
以做真正发心学讲经，你拿到这一套资料，等於跟我们上课一样。
同时这一套资料，可以帮助许多佛学院做参考。你个人要想修学，
你拿到这个，你有门路。只要你肯努力，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学，你
会成功的。
　　没有想到，他们新加坡出的这个特刊，特刊还没有出来，样本
先送来。馆长看了这个样本，看到这些学生他们自己写的心得、感
想，馆长看到之后非常赞叹。没有想到，这个还搞成功了。所以这
才跟我讲，这个班应当办下去，教学不能中断，她主动提起的。我
们不能要求，我们要求的时候，不会答应，怎么新加坡好玩，你想
到那里去？她马上就中止，就反对。她自己主动提出来的，这个好
事情，她认为这是好事情，而要求我这个班一定要继续办下去。这
也是新加坡李木源他们那个净宗学会的一个大的愿望，这样成就的
。
　　所以诸位纵然不能到新加坡去，我们这个上课全部的录音、录
影，我们都保存著。你如果需要，你可以请一套回去，你在家里去
研究。但是这个东西，一定要上台。关门在家里研究，研究一辈子
也没有用处的，倒不如老实念佛。老实念佛，你还能往生净土。你
天天在家琢磨这个东西，没有用处，与往生不相干，这是真的，不
是假的。



　　那么你学讲，你就一定要上讲台，你要找地方去讲。台湾现在
请讲经的地方很多。你要发心去讲，我都可以给你介绍。许多地方
来找我，我们家的人不够分配。所以你肯发心，那再好没有了。可
是你讲要讲的让听众欢迎。讲个一、两次，听众都讲跑了，那你以
后就别讲了。你要能把听众抓住，听众跑不掉，那你就成功了。都
不是容易事情，不是想像的那么简单，一定要发大心。这个世间事
情实在讲，真诚，果然发真诚心，就得感应。
　　民国初年，你们看倓虚法师的《影尘回忆录》，里面记载一个
晒蜡烛的法师。这个法师真的是没有智慧，很笨。他有一个好处—
老实，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别人给他开玩笑，他是作香灯
师，管香灯的，香灯师。那时候六月天，天很热，人家都晒衣服。
「蜡烛要晒，不晒就长霉了。」你看他就那么老实，就把蜡烛统统
搬到外面去晒了。这一晒，全都晒化掉。晚上上殿点蜡烛，就一根
蜡烛芯，那蜡烛油都化掉了。这是搞的大家都笑话他，他自己也不
好意思，也无可奈何，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维那师当然对他非常
不高兴，就告诉老和尚，老和尚慈悲，老和尚看他这么老实，教他
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这个人行。就叫他不要再作香灯，叫他到阿
育王寺，去拜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叫他拜佛，一天拜三千拜。他老
实，听话，叫他拜三千拜，一拜都不少。拜了三年，他开悟了。开
悟，他做了一首偈，请人家送给老和尚看。老和尚一看，不错，召
见他。以后他能做诗，他能做偈，他能讲经说法，他没有学过，自
然就通。真诚心，感动诸佛菩萨。我们谚语里常讲：「诚则灵」。
什么是灵呢？智慧开了，真诚心开智慧。《金刚经》上讲的：「信
心清净，则生实相。」他三年一天拜三千拜，拜到心清净了。烦恼
消了，业障消了，智慧现前了，世、出世间法一接触就通达。
　　过去禅宗六祖惠能，那也是个好例子，没有念过书。听人家念



经，听听他就开悟了。他不会念经，他不认识字，到他那里去请教
的，你那个地方不懂，你把那个经文念给他听。你念给他听，他讲
解给你听。那个本事是什么呢？清净心。所以你们如果真的要想学
经教，要想将来弘法利生，这都是好榜样。先在清净心上下功夫，
不要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会想出病出来，开不了智慧。会
把魔障想来了，那个时候，你就麻烦了。所以这一句是「具足威力
陀罗尼光明，普摄无数品。」你真正得到智慧总持，所谓「一经通
一切经通」，那就是「普摄无数品」的意思。世、出世间法都能够
通达。第六句：
　　【以莲华庄严陀罗尼光明，引发无数品。】
　　『华』有引发的意思。华会引果，先开华，后结果，所以华有
引果的意思。清凉大师注解是这个讲法。
　　【六如华引果，开发於教，引行果故。】
　　讲经说法是华，依教奉行是果。你能够把经教里面所说的，都
明白了，都通达了，然后把它变成你自己的生活行持，那就结果了
。下面他还有个解释。
　　【又华开见实，菡萏芬敷，以为庄严。】
　　这是特别指莲华。莲华是花果同时，不像其他的花，是先开花
后结果。莲花这个莲子在莲蓬里同时，花果同时。可是莲花没有开
的时候—花苞，『菡萏』是花苞，没有开。没有开，那个莲子已经
在里面了。等到它一开花的时候，莲子你就看到，你就见到了。所
以『华开见实』，「实」是莲子，见到了。那么这是『庄严』。
　　【开发言教，旨趣昭著】
　　这个比喻花开。
　　【文义相随，故名引发。】
　　你读到经文，经文里面无量的义趣，随著读经文，意思都现前



，这就是有引发的意思。
　　『引发无数品』，前面这一句是「普摄无数品」，这个地方是
「引发无数品」。「发」是发明，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一经通一切
经通，一经通是引发，引发一切经都通达了。不但一切经通达了，
世、出世间法都通达了。你要问的是，这为什么？那个道理很简单
，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只要你见性，你就见一
切法；只要你明心，你就通达一切法。明心见性是怎么回事情？心
性本来是明的，现在不明，不明就叫无明。无明的时候，真如本性
就变成心了，我们就不叫它做性，叫它做心。你看相宗里面讲的八
心王，叫八心。这是被无明裹住了。破了无明，就不叫心了，就叫
它做性。由此可知，心跟性是一个东西，迷的时候，叫做心；觉悟
的时候，叫做性。因为我们现在的心是无明，无明里住的，现在你
破了无明，你的心就明了。心明了就见到性，那个心原来就是性。
这是明心见性这个名词简单的解释。
　　佛家说明心见性，中国儒家也讲。儒家虽然跟佛家用的名词不
相同，意思没有两样。儒家讲明明德，跟明心见性这个意思，可以
说是非常接近。明德就是真心，就是本性，儒家称它为明德。上面
再加上个明，可见得你明德已经不明了，现在再要恢复明。所以这
两个明，上面这个明是个动词，下面是名词。因为不明了，现在要
恢复你的明德，跟佛法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同样的义趣。所以修行最
可贵的，就是要悟性。佛家要讲开悟，你不悟，你不要说跟一个好
的老师、善知识，你跟佛菩萨也没用，这是事实。
　　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跟释迦牟尼佛的人有多少？有几个开悟
的？经上讲的，释迦牟尼佛的学生—一千二百五十五人，就这么几
个人。现在一般人出去讲经的时候，都有几千人、几万人，释迦牟
尼佛反而不如他了。经上所记载的，是那些有成就，开悟的人；没



有开悟，没有成就，不提了，不知道有多少？你们看《六祖坛经》
，六祖惠能大师当年在世的时候，他的法缘殊胜，跟他修学的何止
几万人？不止！开悟的几个呢？经上记得很清楚，四十三个。几十
年的教学，几万人当年，只有四十三个成就，开悟了。所以悟性非
常重要，如果没有悟性，就很难教了。悟性不是教成的，不是学来
的，悟性是天赋的。我们讲禀赋，你没有这个禀赋，一定要把你造
成一个材料，不可能的事情。你是一块砖头，一定要把他雕琢成金
刚钻，怎么能成功呢？那有这种道理呢？
　　人的一生，贵自知之明，这个人就了不起。我没有这个禀赋，
我这一生开不了悟，我也不能做一个好的法师，我能不能把佛教兴
旺起来呢？能！怎么能呢？我不要当教员，我当校长，我办学校，
我把这些开悟的人统统请来，替我教书。功劳呢？功劳是你的。诸
位要晓得，我们到新加坡教学，功劳是李木源的，不是我们的，他
是校长，我们是教员。你教学成功、失败是校长，不是教员的责任
。所以不开悟的人可以当校长，可以当董事长，当老板，把这些开
悟的人都找来当伙计。开悟的人会很听话，会认真的执行任务，你
怎么不成功呢？这种例子，古今中外太多太多了。
　　眼前的例子，你们能看到我们馆长，馆长也不讲经说法，她开
这个图书馆，她当老板，把我们找来的时候，天天替她服务。你大
可以去当老板，你去创一个净宗学会，或者创一个培训班，办一个
图书馆都好。你自己不能讲经，请人讲经；自己不能领众修行，这
套仪规不会，聘请法师。新加坡全是聘请的，讲经找我，被他聘请
的。领众修行，他从大陆上聘请四个法师，长住在新加坡，念佛堂
领众修行。还有信徒们，他信徒多，信徒有两万多人，有喜欢拜忏
的，喜欢念佛的，花样很多，他请了很多法师去带。所以他是校长
，他是老板，他这些事情都不要做。可是佛法在南洋一带兴旺起来



，他老人家的功德。这个我们要知道，他有大福报。有福报的人不
一定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没有福报。我有一点小智慧，没有福报，
一生都得听别人的。自己无立锥之地，不听别人的怎么行呢？理事
都要明了，所以弘法利生这个事业，太广泛了。不是不能做，你自
己要晓得你的长处在那里，你的因缘在那里。你能够符合你自己种
种条件，那你这个事业做的一帆风顺。如果不是自己的专长，一定
要勉强去做，那你注定失败，这个就是没有智慧，这不是真正办大
事。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经文，也引起这个意思，引发。第七句
：
　　【以微妙言音陀罗尼光明，开演无数品。】
　　这一句好懂。这是音声佛事。在古时候，印刷术还没有发明，
文字要靠手写，书写的工具也没有发明。你看春秋时代，孔老夫子
那个时代，还用甲骨文。到战国的时候，才用皮革、竹简，才用这
些东西。商周的时代没有。诸位现在在故宫博物院，你能看得出来
。所以教学都是音声为佛事。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没有写过
文字；孔老夫子也是如此，也是天天讲学。这两位圣者，他们的教
诲能流传到后世，是得力於他的学生们。后来这些学生们，就从记
忆当中，把它记录下来，编成书本，流传给后世。所以最早都是音
声为佛事，就是以音声为教学的工具。
　　文殊菩萨在《楞严经》里面，拣选圆通，他说得很清楚：「此
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这个话，我们要是试验试验，也的确是
有道理。你看很多人，你叫他看经、看文字，会把意思看错。你跟
他讲，一听，他懂了。听容易明白，看不容易明白，这就证明文殊
菩萨讲的，我们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比眼根厉害。当然也有眼根比
耳根厉害的，少数，少数不行，我们讲多数。多数人耳根比眼根聪
明，所以这个音声佛事就必须要讲求。



　　现在科技发达，利用高科技把音声，现在连影像都能够传播到
全世界，都能够送到每一个人的家庭。所以现代弘法利生不需要建
大道场，花那种冤枉钱，没意思。诸位要是真正有能力的，你能够
作一个大护法，护法实在讲—大老板。你看看那一些优秀的年轻人
，值得培养的，你在家里面就可以供养一批出家人。现在我们在大
陆遇到，东北有一个居士，也是经商作生意的，他家里养了八个法
师，都是年轻的。这八个法师生活起居一切都是他供应，都是他照
顾的。你喜欢讲经的，就培养你讲经；喜欢念佛的，培养你念佛。
这些人的成就，就是他的成就。
　　如果我们自己在财力、环境上，能做得到的，可以这么作法，
这个作法好。你建一个寺庙，说老实话，现在寺庙被社会人批评，
够受的了！你们建一个寺庙为什么？赚钱，开庙店，敛财，还逃税
。那么这个居士建一个小道场，这么多出家人，不收外面一分钱的
供养，连个功德箱都没有，所有一切开销，他一个人负担。所有一
切副作用全部没有。住在这里面的出家人，心安理得，真能用功，
真能办道。没有丝毫这个社会上不良的影响，他们都沾染不到，这
才是真正的护法，真正的菩萨事业。所以诸位同修要晓得，我们四
众弟子为佛法、为众生，可做的事情无量无边。
　　在台湾，三重廖居士的道场，这是个好榜样。那个道场是一个
人供养的。道场建成功了，一百多人在里面修行，所有一切开销，
一个人供养。他那个道场里没有功德箱，不收一分钱。你进去修行
，他供养你。但是到他那边修行很严格，跟上班一样。每一天到那
个地方修行打卡，下班也打卡，三次不到开除了。他执行得很严格
，他不求你。那里面也有讲经，也有研究讨论。只准在那个里面学
习，你要到其他的地方听经，要被发现了，立刻开除。所以他那里
面有一百多个人，我看每个人带著名牌，像学校学生一样。穿的衣



服一样的，整整齐齐，有制服。
　　这个在台湾是第一道场，那个功德主真的是大菩萨，不是普通
人。他作生意赚的钱，就供养这个道场，不做别的事情，他做得很
欢喜，因为他看全台湾的道场都不如法，都比不上他的。他做得欢
喜，乐意去做。所以像这样的道场，真的值得鼓励，多有几个好，
为什么呢？社会上讲敛财，决定没有了，不收人家一分钱。你们如
果也想做好事，到别的地方做，不要到我这做，我这里没有。你们
想印经，就找印刷厂，自己去找去。你看看这个道场多干净，真是
如法，所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他们听经
，研究讨论，依教奉行，真干。规矩真的是比军队还严格，一举一
动都有规矩。
　　我到那里去的时候，去看他们，他们来供养法师，一排一排的
，像军队一样，一排开过来。一个动作，这一跪下，大家一起，动
作完全一样。我就说，人那么多，耽误时间，问讯就好了；廖居士
说不行，一问讯就乱掉了，问讯没有训练过，都是训练跪拜。我说
，难怪，那只好让他们去做去，不能变更；一变更的时候，秩序就
乱了。原来是每一个动作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事管理。
　　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用言语来做佛事。在弘法利生，这个言
说还是最重要。『微妙言音陀罗尼光明，开演无数品。』第八句：
　　【以虚空藏陀罗尼光明，显示无数品。】
　　『虚空藏』是比喻。虚空能够容纳万法，它就有包藏的意思。
虚空广大，所以佛家常常用这个来作比喻，「心包太虚，量周沙界
」，要能包容，这才能显示。清凉大师这个注子里头讲：
　　【如空包含，名虚空藏。见性空理，诸相历然。】
　　这个就是宇宙人生真相，完全明白了，这是显示的意思。第九
句：



　　【以光聚山陀罗尼光明，增广无数品。】
　　这是：
　　【以多智光】
　　这个『多智』是指后得智。《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知」
，那是讲根本智，根本智就是清净心。又说「无所不知」，无所不
知就是此地讲的多智光，是清净心的起用。清净心起作用，无所不
知。这里比喻许许多多无量无边的智光，智慧光明。
　　【积而高显，方能增广。如聚光明，以成山岳。】
　　所以这是用的比喻。这一桩事情，这一品经是最好的具体说明
。善财童子为什么要五十三参呢？五十三参就是去求、去学习无所
不知，增广见闻，增广后得智。你有无量的智慧，你才能够摄受无
量的众生，众生根性不相同。但是这一桩事情，大家必须要晓得，
先得根本智，然后才成就后得智。在四弘誓愿里，烦恼无尽誓愿断
是根本智，成就根本智，也就是成就无知。无知，心才清净，般若
无知。然后再法门无量誓愿学，成就无所不知。诸位一定要晓得，
那个无所不知是真智慧，不是假的。因为他有真智慧的基础，所以
他开的智慧都是真实智慧。
　　我们今天所学的没有智慧，因为你根本智没有得到，你的烦恼
没有断，妄想、分别、执著依然存在。你现在干什么？现在你就广
学多闻，你就去参学。你也学的不少，叫你讲讲，也能说的天花乱
坠，头头是道。到底说的怎么样？清凉大师在这个经经题上讲过，
他讲的有两句话：「有解无行」，行是功夫，行就是断烦恼；有解
没有行，「增长邪见」。你所得的结果是什么？邪知邪见。为什么
知见都变成邪呢？因为你有无明，因为你有妄想，你那个根本邪，
所以你吸收的东西再多还是邪，麻烦在此地。清凉讲的有道理。
　　如果调过头来，「有行无解」，行不行呢？也不行！清凉大师



讲：「增长无明」。一个落在邪见里头，一个落在无明里面。所以
他老人家教给我们解行并重，这个话说的就有道理。当然这是对大
多数人讲的，少数善根、福德深厚的，我们讲天才，那是例外。一
般普通人一定是依照这个顺序—信解行证，要按这个顺序。要按四
弘誓愿的顺序，发心、断烦恼、修清净心，然后再学法门，再成佛
道，要按顺序，不能够躐等，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增广见闻
一定是在得清净心之后，你可以多看，可以多听。你一接触就明了
真妄、邪正、是非、善恶，你统统明白，你不会随境界转，你能够
掌握境界，所以你才能教化众生。那自己没有这个本事，怎么行呢
？要学，一定要学。末后一句：
　　【以海藏普持陀罗尼光明，辨析无数品。】
　　这也是从比喻上说的。清凉在注子里告诉我们：
　　【十如海无心，含容万类，亦能印现，故名为藏。法合可知。
】
　　这个意思很明显，那个不必多说了。这个意思教给我们，我们
要用什么心呢？要用无分别心，『如海无心』，海没有分别，没有
妄想，没有执著。心地空寂，这个心跟虚空法界一样，真正是所谓
「心包太虚，量周沙界」，你能包容一切万法。众生的心量可怜，
看到一个人比我好，嫉妒心就起来了。为什么会嫉妒呢？容不下，
他怎么可以比我好。见到好人嫉妒，见到好事嫉妒。那不如你的，
不如你的又瞧不起他，真难！比他好也不行，比他不好也不行，跟
他一样也不行，你说怎么办？这个就是世间现象。人与人之间难处
，难处什么？难处就在此地，比他好也不行，比他不好也不行，跟
他一样也不行，这怎么办？不读圣贤书，不得了！唯有圣贤书里头
，给我们说明这个道理，统统都是无始无明烦恼在作祟，不是你的
真心，不是你的本性。你的真心本性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干干净净



，自然包容。
　　『亦能印现』，像这个大海，外面山河大地，那个影子都照在
当中。这个意思就是比喻，你的心能现十法界依正庄严，你能够印
现。这就有『藏』的意思，十法界依正庄严，含藏在你真心本性之
中，所以称之为「海藏」。末后大师在此地作个总结，我们把他这
几句念一念。
　　【依此而持，岂离言诠，别求解脱。】
　　你要懂得受持，这十条里面，都是讲受持。由此可知，一切大
乘经，我们常常念到，这一句话念的真的是耳熟了。释迦牟尼佛其
他的开示，我们都忘的干干净净，这一句话永远不会忘记。「受持
、读诵、为人演说」，你看这个句子，在大乘经上有多少？每一部
经，佛都重覆十几遍、二十几遍。怎样受持呢？这一段经上，教给
我们受持。『依此而持，岂离言诠』，「言诠」是言教，经文没有
离。离文字，离言说，别求解脱。那个「离」是叫你心里头不要执
著，不是说不要文字。你看中国禅宗，禅宗标榜的是「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禅宗不立文字。你们看看《大藏经续藏》里头，那一
个宗派里头，都没有禅宗的文字多，他不立文字，他的文字比其他
的宗派超过十倍都不止，他不立文字，立了那么多。所以他这个不
立的意思，是心里头不要去执著，还是要用这个工具。言语、文字
是工具，那你不用这个工具怎么行？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依旧用这个工具，才能令众生得利益。工具要有，不能执著，这
个是一定的道理。
　　【此十即是彼位胜进】
　　这个十种，十种受持，我们要记住，我们要明了它的意思，要
在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之中，认真的去学习，那才叫真的受持
。他说这十条，就是『彼位胜进』，「彼位」就是你现在的位次。



「胜进」是什么呢？「胜进」是你修好了之后，会把境界提高，像
读书一样，你这个班念完了，你来年升级了，再升一级。此地是二
住菩萨，二住修满了，就升到三位；三住升满，就升到四住；十住
满了，就入十行位了；十行满了，就十回向位；十回向修满了，就
十地位，这叫「胜进」。「胜」是殊胜，「进」是进步。他怎么样
进步的？怎么样把他这个修学的位次，一直往上提升？就是如教修
行，就是这个方法修行。这十种方法，下面把它归纳起来。
　　【诵习多闻虚闲寂静】
　　这八个字是—
　　【十句之相】
　　这十种修行什么样子？我们要学。『诵习』，「诵」就是读诵
，每一天要读经、要诵经。诵是什么？你背得很熟，不要看经本，
随时随处都可以诵经，不一定要在佛像前面，不一定要在寺庙里头
，什么地方都可以诵经。如果这个场所不干净，诵经不出声，这就
对了。洗手间也可以诵经，洗澡也可以诵经，不要出声；睡觉也可
以诵经，不出声，这是恭敬。其他场合里头，行住坐卧都可以出声
。出声有好处。所以一定要诵，要读诵。「习」是要照做，「习」
是学习，做出来。你把这些经文里面的道理、教训，都要变成自己
的生活，变成自己的行为，这叫习。你看《论语》第一句：「学而
时习之，不亦悦乎」，乐跟悦不一样，乐是外面的剌激；悦是从内
心里面发出的欢喜，那是真正的欢喜，不是外面的剌激。你能够把
你所学的，统统做到了。叫你看破，真看破了；叫你放下，真放下
了，那才快乐！换句话说，叫你看破，没有看破，很苦、很痛苦！
叫你放下，没有放下，天天晚上觉都睡不好，你没有去真干。所以
诵习是基本的修学法，然后『多闻』。
　　「多闻」就是五十三参，也不是叫你有意去多闻。有意就生烦



恼，随缘不是攀缘。虽然说你每一天从早到晚，你眼睛一定会看人
、看事，这就是随缘。你耳朵一定听到很多东西，见闻里面，你就
生智慧，你就明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你也了解众生的因缘果报
，你也了解这些业果的相续相，业果转变的现象，多闻是这个意思
。如果为了教化众生，应众生的希求，多闻大乘经典也可以。总而
言之，多闻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为自己没有必要。
　　下面这两个态度，太重要、太重要了，『虚闲寂静』，你的功
夫才真正得力。你能够有这四个字，那就恭喜你了，你的生活在戒
定慧中。戒是什么呢？如法，你的生活起居，处事待人接物，样样
合法度，样样如法，这是戒。心地清净是定。常常保持清净心，与
一切人事物没有分别，没有执著，没有妄想，你心多清净，这是修
定。实在没有办法让心定下来，我们净宗传的方法，执持名号，把
这个心定在佛号上。所以是把一切妄念归到一念上，执著这一念，
使一切妄念都不生，这个是净宗法门的办法。以一念止一切妄念，
这比其他法门修学，的确是方便太多，用这个方法修清净心。
　　所以心、身都要虚，都要闲。人生几何，一天到晚忙的团团转
，还自以为了不起，工作量超过别人。其实忙到老的时候，有一些
人忽然觉悟了，我忙了一辈子为谁忙的？为那个人忙的？有什么收
获？到最后才明白，佛法讲的一场空，这才恍然大悟，悟了也来不
及了，一场空。为什么要过的那么忙？为生活，我不相信。你不忙
，生活也过的自在。每一天三餐饭吃得饱，衣服穿得暖，有个房子
遮蔽风雨，足矣！快乐的不得了，过的是神仙生活。要去住大屋子
，要去穿华丽的衣服，为了这些房屋，为了这些衣服，受尽了折磨
，你付出多少代价？你能穿几天？你能住几天？实在讲，那个大房
子，给房子作奴隶，你天天去打扫它，保养它，忙死了！那有我们
这个小茅蓬，收拾十分钟就搞的干干净净，然后游山玩水，你看多



悠哉悠哉！这才叫享受。一件华丽衣服，穿的时候又怕脏了，又提
心吊胆的，又怕损坏了，那个麻烦可大了。穿一件破衣服，补几个
钉子，走到那里都无所谓，什么脏的地方也可以坐下来，根本就没
有理会。这才会做人，一身的轻松。
　　心地寂静，「虚闲」是讲你的生活，是讲你的身体，安闲自在
，清净寂灭。「诵习多闻虚闲寂静」，就是受持如法的样子。前面
这十句受持，『十句之相』，相是样子。你真正能够做到受持，你
一定是这个样子。换一句话说，你一定是过佛菩萨的生活，你过的
是神仙生活，你得大自在，那里会这么辛苦？下面说：
　　【但有开合及广略耳。】
　　这个自己去体会就行了。十句里面，那几句合那个意思，合一
个意思，有两句合一个意思，有一句里面包含很多，几种意思的。
总而言之，十句都出不了这四个意思，这四种现象。
　　经文到这个地方是一段，是讲的受持。平常这两个字，我们也
听成习惯了，听久了，久了就麻木不仁了，也就不追求，到底怎么
叫受持，受持是什么样子，怎么个受持法，没有想到。今天在这一
段经文里面，我们读到了，知道受持，这个里头意思，原来有这么
深、这么广，难怪我们学佛学了几十年，功夫都不得力。原来天天
念受持，其实没有做到，一条都不相应，何况十条？所以没有做到
受持。真正受持，那有不得利益的？所以现在一般人受持什么？以
为读经是受持。我今天念，我今天受持两部《无量寿经》，他把《
无量寿经》念两遍，意思懂不懂呢？不晓得。只会念，不晓得意思
，当然更做不到，那里叫受持呢？那个实在讲，只是读经，你读了
两遍经，谈不上受持。受持要具足这十个意思，才叫受持。
　　那么到这个地方，我们总算是搞清楚，搞明白了。希望同修们
，从今之后，要认真去努力。佛教给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



要真干。为人演说，刚才讲了，就是弘法利生。弘法利生不一定要
自己上讲台，不一定要自己去；自己有大福报的时候，当校长、当
老板。经过这个训练，有这种天赋能力的人，把他找来当伙计，当
你的部属，你一样把弘法利生的工作，做得非常美好。一切都要看
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只要妥善的去运用，都能成大功、立大
业。这个大业是佛法的事业，不是世间利益，是佛法的净业。今天
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