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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位善知識，大家午安，阿彌陀佛！

請放掌。我們今天準備講二段的法語跟諸位共同策勵，先說明第一段法語，不

妨自己念一句，諸位複誦一句：

菩薩心如地，饒益一切眾。柔軟慈心根，無上大悲莖。

功德葉智華，持戒為妙香。如來淨慧光，開敷菩薩華。

不著有為水，普令眾生喜。直心為種子，慈悲為根芽。

智慧方便莖，五度為枝條。禪葉諸明華，一切智為果。

我們就來解釋，這一段是出在六十華嚴的四十三卷裡頭的偈頌，一共是八十個

字，但是從開始發心修行一直到成佛的過程，都簡單的說明了，所以是非常重要

一段法語。我們今天就為諸位來講解這段法語，希望我們在佛法

當中，福德智慧資糧一直的增上，乃至將來能夠成佛，那我

們就一句一句的解釋：

「菩薩心如地，饒益一切眾。」我們作為菩薩的

行者，什麼是菩薩呢？菩薩是梵語菩提薩埵簡

稱，菩提薩埵翻作中文叫做覺有情。什麼叫

做覺有情？可以就二方面來解釋，第一方

面就著自利來說，那就是覺悟的有情，第二

就著利他來講，他也能覺悟有情的眾生，所

以叫做覺有情，這個就是菩薩。菩薩的心

就如同廣大的土地一樣，廣大的土地能生

成一切萬物，荷擔一切萬物，你在廣大土

地上撒上香水，土地他心裡也不歡喜，你

在土地上撒上臭糞，他也不厭惡，這個就

比喻我們菩薩心，就如同大地一樣，

他遇到種種的順境，內心也是如如

發心至成佛

佛 

法 

開 

示
果清律師於供佛齋僧慈悲開示，還為在座佛子親授記，直至成佛。

無盡慈悲，非常殊勝。

自受益也想他受益，特恭錄以共勉之。無盡感恩！

果清律師 開示

(Su4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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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內心也不歡喜，歡喜的得意忘形，飯也吃不下了，覺也睡不著了，他不

歡喜，遇到順境，心還是如如不動；遇到逆境，眾生對他種種的侮辱、打駡，

他也不厭惡，不發脾氣，仍然是慈悲的對待眾生。所以菩薩行者，他的心常常

如如不動，遇到種種的順逆境，都是一樣的，那麼他能夠度化一切眾生，受眾

生種種的侮辱，他都不在乎，而惟獨慈悲利益眾生。他又能荷擔佛法的重責大

任，弘法利生，所以菩薩的心如同廣大的土地一樣，是為了富饒利益一切眾

生，所以說「菩薩心如地，饒益一切眾」。

「柔軟慈心根，無上大悲莖。」菩薩的心非常的柔軟，他的言語，他的態

度都非常的柔軟，絕對不會粗暴的樣子，不用粗暴的言語，不用粗暴的態度，

來對待眾生，而都是非常柔軟且很慈心，什麼叫做慈？給予眾生安樂的心，叫

做慈心，和給眾生安樂當下的表現，都是非常柔軟的，在言語態度上都是非常

的柔軟的，所以眾生都是非常歡喜，我們講到這種慈，不妨說它是無緣大慈。

什麼叫做無緣大慈？就是自自然然的給予眾生安樂，都沒有任何因緣條件。他

不為名聞利養，惟獨是為了安樂眾生，這個叫做無緣的大慈，所以叫做「柔軟

慈心根」。「無上大悲莖」，什麼叫做悲？悲就是拔苦，拔除眾生痛苦的心，

叫做悲心，這種的悲心，沒比它超出的，所以叫無上大悲，以無上大悲為莖，

就好比蓮花的莖，這邊是蓮花的根，這裡比喻作蓮花的莖，徹底的大悲，互含

收攝，同體大悲。什麼是同體？也就是菩薩他有智慧觀照法界一切眾生，無論

有情無情都跟我們同一體性，所以情與無情同圓種智。太殊勝啦！所以菩薩的

心非常廣大，心包太虛，量周沙界，他看待法界一切眾生都跟自己同一體性，

同一什麼體性？同一真如佛性，所以一切有情的眾生都有佛性，一切無情的萬

物都有法性，佛性法性是一不是二。這樣我們要學習跟菩薩一樣，他看待法界

有情無情眾生，都跟我們同一真如理體，能夠這樣子的話，一切眾生也就是自

己，不但是一家人都

是自己，那既然都是

自己啦，哪會你爭我

奪的，再也不會講眾

生，講他的過失啦！

因為對方都是自己，

絕對不會自己講自己

的過失，自己跟自己

過意不去，就不會

啦！所以菩薩的用心

非常的廣大，所以

(陶蕃震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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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福就大，菩薩的心量非常廣

大，所以菩薩的福報也是非常的

大，這叫「無上大悲莖」。

「功德葉智華，持戒為妙

香。」什麼叫「功德葉智華」

呢？先說明功德，止惡叫做功，

行善就叫德，這是智者大師在

《觀經》的疏裡頭的解釋。止

息一切惡法叫做功，奉行一切

的善法叫做德，以這個功德作

為蓮花的葉。那麼智華怎麼說呢？也就是我們在止惡行善的當下，都有般若的

智慧配合上去，在止惡行善的當下，我們三輪體空，不著相。好比布施，沒有

能布施的我，沒有受布施的對象，中間所布施的東西也觀空，這叫三輪體空。

《金剛經》有說到，我們要行一切善的當下要離開一切的相，離開什麼相？我

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然後奉行一切善法。假如奉行一切善法，不能

離相，就成為有漏的善，有漏善頂多得到人天的果報，人天的福報享完，仍然

要墮落。那假如我們能夠離相，而奉行一切善法，這種善法的功德，就是稱性

的功德，那就直接可以作為將來成佛的功德，不至於將來只得到有漏的果報而

已。所以這裡「功德葉智華」，就有這個意義存在，我們在作止惡行善的種種

功德當下，要三輪體空，不著一切相，所以用智慧代表蓮花，用功德代表蓮花

的葉，所以這句有這個意義。所以五個字你看意思那麼深遠哦！非常殊勝。所

以我們止惡行善的當下，我們在廣度眾生的當下，都要不著相，三輪體空，這

樣我們就得到稱性無漏的功德，可以作為將來成佛的功德，「功德葉智華」。

「持戒為妙香」，我們受了佛陀為我們所制的清淨戒法，就好比在家眾，發心

受五戒、八關齋戒、菩薩戒，有的就發心跟出家師父一樣，受沙彌戒、沙彌尼

戒、式叉摩那戒、比丘戒、比丘尼戒，然後又有菩薩戒。梵網菩薩戒、瑜伽菩

薩戒。我們受了任何一種戒，就好好的學戒，受了任何的一種戒，好比受了比

丘戒、比丘尼戒、菩薩戒，我們第一步要好好讀誦戒法。戒本要讀誦，把它熟

讀，然後背誦起來，背誦起來之後，常常複習，以免忘記，能夠背誦戒本的。

我們除了半月半月誦戒，我們要常常複習戒法。另外，另一個要了解戒本的每

一條戒，開遮持犯的相狀，所以我們要常常聽戒，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薩

戒、沙彌戒、沙彌尼戒，也都要學戒、聽戒。那麼學戒了之後，我們才進一

步談到如何如法的持戒，才具足條件持戒。菩薩戒雖然受了，但是戒本也不

會讀誦，戒條也模模糊糊，開遮持犯不清楚，那就還談不上持戒哦！持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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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不具足！所以讀誦了就能

夠了解每條戒的開遮持犯，你

才具備持戒的條件，然後又能

夠六根對六塵的當下要一心敬

慎，專一其心，恭敬謹慎，好

好持戒，六根對六塵的當下，

專一其心，恭敬謹慎，不起心

不動念。為什麼能不起心不動

念呢？因為一切有為法，如夢

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

是觀。一切有為生滅造作之

法，五欲六塵就是有為法，他

是生滅造作之法，又如夢，如

同夢境，虛妄不實，醒來沒有

這回事；如幻，如同魔術師變

戲法；如同水泡，如同身影；

如露，好像早上的露水一樣，

太陽一出來就消失；又如同電

光，下雨有閃電，一閃就過去

了。一切有為法就是如此，如

幻如化，既然如幻如化，我們

就不起心不動念，能不起心不動念，我們進一步就不會虛妄分別，對於五欲的

六塵境界，能不虛妄分別，我們進一步就不會去染著，染污貪著，不會染污貪

著，我們就不取為己有。講到染污貪著，取為己有，有了有，就馬上有生老死

憂悲苦惱，就是愛取有。所以整個愛取有，有了之後，就有未來的生老死憂悲

苦惱。那你根本對五欲六塵的根本境界不貪愛，就不會去取著，不取著，就不

會有，沒有有的話，就沒有未來的生老死憂悲苦惱。所以這樣子，我們持戒就

持得皎如冰霜，塵點不染。所以持戒輕重等持，持輕戒跟重戒平等心守持，所

以持戒就守持得皎如冰霜，塵點不染，這個叫作「持戒為妙香」。能夠輕重等

持的持戒，能夠散發出戒德的芳香，這種戒德的芳香，是無遠弗屆的，他能夠

感化眾生的。

過去罽賓國那邊有一條毒龍，非常的兇暴，住的地方靠近僧伽藍，每次都

來侵犯僧伽藍，住在僧伽藍的五百羅漢，他們就共同集合起來運用禪定神通威

力，想要驅趕這隻毒龍，但是驅趕不了。後來有一個羅漢，他也不用禪定不運

(陶蕃震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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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神通威力，只簡簡單單的到這隻毒龍的地方，三彈指的說：「賢善，遠此處

去，賢善，遠此處去，賢善，遠此處……去」，這隻毒龍就乖乖的離開了哦！

這五百個阿羅漢感覺奇怪，就來問，汝大德，你是運用什麼威力，把這隻毒龍

趕走了呢？他就說，我也不用禪定神通威力，我只是簡簡單單持佛輕戒，就如

同重戒平等心守持，就是如此，也就是輕重等持，輕重等持也就有戒德之香散

發出來，所以「持戒為妙香」。

「如來淨慧光，開敷菩薩華。」如來，就是佛陀，像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

淨慧光，清淨本性散發出來之法光明。先從佛法解釋光明，也好比我們本師釋

迦牟尼佛，成道了之後，三七日就宣演《大方廣佛華嚴經》，一宣演《大方廣

佛華嚴經》，這些鈍根的二乘，普通凡夫，如聾若啞，只有大根性的菩薩才契

入，所以說「如來淨慧光，開敷菩薩華」，菩薩大根性，應該來宣說《大方廣

佛華嚴經》，非常稱合他的心意，很適合他的心性，所以他非常歡喜，所以就

好像他的金口說法，蓮花就綻開，非常莊嚴，非常殊勝，所以說「開敷菩薩

華」。

「不著有為水，普令眾生喜。」有為水，就是用水來代表法，有為水就是

有為法，不著有為法。為什麼不著？剛才有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

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所以一切諸法都如幻如化，所以就不執著，不執著的

情形，猶如蓮花出污泥而不染，又如同日月行空不住空一樣，這叫做「不著有

為水，普令眾生喜」。菩薩所到的地處，就普徧使令一切眾生都非常歡喜，他

們是到任何一個地處，使令這個地處的眾生得到利益，所以眾生就都非常的歡

喜。所以我們也要發心，發心我到任何一個地處，就是利益任何地處的眾生，

使令眾生對我們都很歡喜。所以菩薩行者，就是這樣，就要發心，我所到任何

地方，就使令這個地方的眾生對我們都很歡喜。所以我們到任何地處，絕對不

惱害眾生，不傷害那個地處，讓那個地方對我們都很歡喜，這叫「普令眾生

喜」。

「直心為種子，慈悲為根芽，智慧方便莖，五度為枝條，禪葉諸明華，一

切智為果。」直心為種子，我們學佛的人，發菩提心，受了菩薩戒，修行菩薩

道的人，都要以直心作為種子。直心就是正直的心。直心是什麼意思呢？正念

真如法性的心，就是直心。真如法不生亦不滅，不來不去，不一不異，不垢不

淨，不增不減，最正直的，沒有偏於二邊，不著有不著空，正行中道，所以是

最正直的心。所以我們從因地發心修行學習佛法，開始修行我們都用直心。好

比弟子親近善知識，親近師長，師長教導我們，他問我們，我們就直心酬對，

不要有隱藏。又如我們犯了過失，在師長面前我們就直心發露懺悔，不要覆

藏，所以從因地修行，一直到成佛，都不離開直心，所以我們用直心做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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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種子，種下成佛的種子。「慈悲為根

芽」，有了種子，他就會冒出苗芽來，苗

芽是什麼？慈悲心。慈就是直接給予眾生

安樂的心，悲就是拔除眾生之苦。前面也

有說過，以慈悲作為根芽，根就會發出苗

芽來。「智慧方便莖」，智慧就是根本

智，也稱為實智，方便就是方便智，也

稱為權智，根本智是能夠真正斷煩惱的

智慧，方便智就是從根本智之後而生起

的後得智，用大悲心流出法的光明來加

被眾生，叫做方便智。所以有權實二智配合起來，那就能生起一切善法功德，

乃至將來成就無上佛果。又如同父母，母親能夠生孩子，比喻根本智，就是實

智；而父親在外頭作事情，就如同權智。所以有父母親，就生起萬善功德的子

女，這個叫做智慧方便，以智慧方便作為莖，蓮花的莖。「五度為枝條」，布

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這是五度，因為前面那個就是般若度，智慧方

便莖就是般若度，所以六度除去後面的般若，剩五度。布施度，度脫我們的慳

貪的煩惱；持戒度，度脫造作諸多惡業；忍辱度，度脫我們瞋恚的煩惱；精進

度，度脫我們懈怠的煩惱；禪定度，度脫我們散亂的煩惱，所以五度好像樹木

的枝條一樣。「禪葉諸明華」，以各種的禪為蓮花葉子，禪有世間禪，出世間

禪，出世間上上禪，我們念佛法門是無上甚深微妙禪，所以不要小看淨土念佛

法門哦！他是無上甚深微妙禪哦！這是「禪葉諸明華」，諸明是什麼？明就是

般若，般若為什麼稱為諸明呢？因為般若有幾種般若，有所謂實相般若、觀照

般若、文字般若、境界般若、眷屬般若，後面的境界般若及眷屬般若都可以歸

納為文字般若，然後由文字般若生起觀照般若，由觀照般若證得實相般若，實

相般若就是我們的真如本性，徹證真如本性，就成佛了。所以後頭這句「一切

智為果」，一切智在這裡跟一切種智為果一樣。所以一切智有的經論就代表一

切種智，有的經論就會說二乘人的智慧，就是一切智，通常是二乘的智慧，聲

聞乘的智慧就是一切智，菩薩的智慧叫道種智，佛的智慧叫做一切種智，而這

裡的一切智，叫做一切種智的簡稱，因為它是五個字一句嘛！你不能說一切種

智為果，就變作六個字了，就不配對了，所以說一切智為果，一切種智作為果

報。所以我們能夠依照前面，從菩薩最初發心，依著修，修行到最後成佛了，

證得一切種智，作為我們的果報。所以這段只有八十個字，從修因，菩薩怎麼

存心，怎麼的做，廣修六度萬行，到最後成佛都講到，所以是非常好的一段法

語。（民國104年8月2日於聖因精舍，謝寶真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