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方廣圓覺經　　（第二十三集）　　台灣景美華藏圖書館
　　檔名：09-008-0023

　　請掀開經本四十七面：
　　經【何以故？虛空性故；常不動故；如來藏中，無起滅故；無
知見故；如法界性，究竟圓滿，遍十方故。是則名為因地法行。】
　　經文到此地才給我們說出「隨順淨覺」所以然的道理。前面佛
教我們看破、教我們放下，為什麼要放下？這段經文把所以然的道
理給我們說出來。請看註解：
　　講義【首句徵，下釋。】
　　首句『何以故』，是徵問，下面這是解釋。「何以故」，就是
為什麼。
　　講義【徵云：何以故，必須有無俱遣，方為隨順淨覺？】
　　『遣』是遣除，就是放下的意思。『有無』是代表一切法，有
為法與無為法。有為、無為都放下才是『隨順淨覺』，也就是諸佛
如來在因地裡面修行的準則。下面這個文就是解釋：
　　講義【真心絕待，照體獨立，不但不曾迷，亦且不曾覺！以是
常住寂滅相，喻如虛空性故。】
　　此地這幾句經文，我們在一切大乘經裡面常常看到，這些道理
也在一切經論裡面常常可以接觸到，但是，有幾次我們真正的直下
承當過，或者說曾經有幾次我們親切的體會到這個境界？一時體會
就是一時的契入，或者我們叫證得，這是好境界。在一個修學大乘
的人，可能有極短暫的時間契入到這個境界，但是一剎那之間就失
去了，雖然剎那之間現前，給諸位說，那就相當可貴，所謂是無量
劫以來在無明苦中，剎那的智慧光明雖然像閃電一樣，剎那就過去
，也不容易多得。有一次當然就會有第二次，有短時間當然以後這



個時間會逐漸的加長，體驗會加深，所以是一種好境界。為什麼我
們在一剎那之間就把這個境界喪失？如果真正明白這個道理、其中
境界，就不至於疑惑，因為真心是絕待的。絕待跟獨立，在言語文
字當中決定得不到，為什麼？因為言語文字都是相對，不是絕對的
。譬如我們說一個「絕待」，它的對面就是「相對」，可見得這個
境界只能意會不能言傳，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這個境界
才能現前。境界不能保持的原因，就是我們對待的心從來沒有捨過
，不但在我們清醒的時候，我們對待的心沒捨過，睡了覺，這個心
還是離不開，所以你會作夢。換句話說，我們無始劫以來就生活在
妄心相對的境界裡。
　　『照體』就是淨覺的本體，雖然它不失，可是它被無明妄想障
礙住，所以不能現前；不能現前，於是就產生一種錯覺，淨覺變成
了錯覺。錯覺是什麼？錯覺就是相對的，有迷有悟，迷悟是相對的
。真心淨覺裡面沒有迷、也沒有悟；迷悟都不存在，這才叫做淨覺
現前。可是我們現在既然墮在相對的境界裡面，換句話說，我們有
迷、有悟，我們要破迷開悟，這是我們現前的境界。可是諸位必須
曉得，只要有迷悟概念存在，破迷是能破除一部分，不能斷根；開
悟是可以開得了悟，不能夠徹悟。如果要把迷的根斷盡，要大徹大
悟，那必須要離開相對的境界才能夠證得，這個話說起來容易，做
起來卻相當不容易。
　　離開相對這個境界就是寂滅的境界。寂滅境界，我們在經典裡
面所看到，在菩薩位次裡面，像《仁王經》所講寂滅忍的菩薩，下
品是法雲地的菩薩，中品是等覺菩薩，上品是如來果地的境界，還
在無生法忍之上。這個功夫叫做究竟證、圓滿證。佛在此地用一個
比喻給我們說明，說『虛空性故』，用虛空來形容法性是絕待的、
是獨立的，是不可以取、不可以執著。法性如是，法性所現的相，



法性所起的作用，一一皆如虛空性故。所以要曉得，性體是空寂的
。
　　所以佛在前面才教給我們，對於一切有為法(他不說無為，說有
為)，像《金剛經》所講「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有為既然如
夢幻泡影，無為更不用說，這是叫我們完全放下。放下，不是說這
個事我們統統丟掉，我們不要做，那你就錯了；放下，是從心地裡
面放下，事怎麼樣？事要積極的去做。像諸佛菩薩，所謂「大作夢
中佛事」，他做不做？做，比誰都做得積極；所謂「建立水月道場
」，水中之月是空無所有，是虛空性，處處建立道場，處處大作佛
事。
　　這兩句話又怕諸位發生誤會，處處建道場是不是處處去建寺院
？去建講堂？大作佛事是不是天天講經說法、作法會？你要這樣想
法那就錯了，完全都錯。所謂佛事，是在一切事裡面覺而不迷，那
個事就叫做佛事；所謂道場，成就自己定慧的處所就叫道場。由此
可知，盡虛空遍法界皆是道場，各行各業，無論做什麼事情，穿衣
吃飯，皆是佛事，所以要懂得這兩句話的意義，不能夠錯會。
　　每一個人在社會上無論從事某一種行業，對於你自己本分的事
情盡心盡力去做，服務於社會，服務於眾生，覺而不迷，就是佛事
；覺而不迷，你的定慧一定增長，所以當處就是道場，為什麼？與
「虛空性」相應。佛常住寂滅相，我們自己也是常住寂滅相，自己
的心清淨，所謂在境界裡面歷事鍊心，這才叫做「建立水月道場，
大作空華佛事」，像《華嚴經》善財童子五十三參，那些善友所做
的榜樣。由此可知，處處都是著重在淨、覺，起心動念都是清淨，
都是覺而不迷，這才叫「隨順淨覺」。第二句，『常不動故』：
　　講義【一法了不可得，湛然清淨，常自不動故。】
　　雖然我們天天努力的在做，做我們自己本分的工作，盡心盡力



的在做，可是自己曉得，雖然在做，是『一法不可得』。世間人拼
命在工作，他迷了，他以為有所得，所以他才拼命去工作；如果他
覺得什麼都得不到，他就不肯做，所以他做是迷，不做也是迷。諸
佛菩薩做，是覺悟、不迷，不做他也不迷，什麼時候做？因緣具足
的時候做，因緣不具足的時候就不做，所以他做與不做是緣分具足
不具足。世間人做與不做是得失，得失在那個地方做主宰，他有所
得，他就拼命做；他什麼都得不到，他就不做，這是迷悟大大的不
相同。覺悟的人做與不做，他心都是湛然清淨的，都是如如不動的
。因緣成熟(具足)的時候，他要努力的工作，服務於大眾；因緣不
具足的時候，就是他有障礙，雖有心，沒法子做，或者能做不能夠
盡心盡力的去做，這都是有障緣。這障緣障誰？障眾生，不障佛菩
薩，這是我們一定要曉得。所有的障礙在眾生這一邊，不在佛菩薩
，佛菩薩永遠沒有障礙，為什麼？他是湛然不動，就是此地經文裡
講「常不動故」。
　　世尊在《金剛經》裡面教誡須菩提尊者，弘法利生一定要記住
一樁重要的教訓，那就是「不取於相，如如不動」。所以菩薩的心
是清淨的、是不動的，無論在什麼境界裡就是鍊不動心。這兩句，
我們也常常提醒同修們。「不取於相」，是知道一法不可得，所以
才不取，沒有一法可得，這是智慧，這是看破；「如如不動」是屬
於大定，是屬於放下，定慧等持。
　　『如來藏中，無起滅故』，本經講「如來藏」，《楞嚴》也講
「如來藏」，《楞嚴經》分量大，分量大當然就講得多，也講得清
楚；本經簡略，簡略則是文字的簡略，並不是在法義上有什麼簡略
，法義跟《楞嚴》完全相同，在文句上是省略很多。如來藏中，無
起滅故。「起滅」這個念頭，是在阿賴耶裡面才有。而如來藏與阿
賴耶，是一不是二。我們有時候說，覺悟了叫如來藏，迷了的時候



叫阿賴耶，這樣講也能講得通，因為如來藏跟阿賴耶是一不是二。
可是諸位必須曉得，其實裡面只有迷悟，阿賴耶跟如來藏難道真是
兩樁事情嗎？真的會有兩個現相嗎？沒有。我們在《六祖壇經》裡
面讀過，只有兩個名詞，無論從體、相、作用都是一沒有二，所謂
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而且真妄不二。我們講一真、一妄好懂
，講真妄不二難懂，就會把我們講迷惑了。
　　這段經文，講義裡頭一開端，「必須有無俱遣」，把有無換成
真妄，是一個意思，必須真妄俱遣，必須是非俱遣，必須邪正俱遣
，你才曉得萬法是一不是二，這個時候才真正見到一切眾生本來成
佛，所以諸法實相呈現在我們面前了。
　　講義【此一句是法，下五句是義。】
　　「如來藏中」這一句是法，下面五句是意思。
　　講義【如來藏，即是圓覺真心之別名。】
　　一樁事情，名稱在佛教經典裡面有幾十種，一樁事情建立這麼
許多名稱，佛叫我們不要執著在名相上，道理在此地。『如來』，
佛在《金剛經》裡面解釋：「如來者，諸法如義」。『藏』的意思
是含藏的意思。「如來藏」的意思，就是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皆如其
性，皆含藏在法性之中，皆不離法性建立諸相，這就叫做如來藏。
這個地方引用《楞伽經》的經文：
　　講義【寂滅名為一心，一心者名如來藏。】
　　我們大家曉得，一心非常重要，「一心」就是如來藏，一心就
是寂滅忍，像前面講「常住寂滅相」那就是一心，在念佛人來講就
是一心不亂。所以我講《華嚴》，總是把《彌陀經》合起來講，《
彌陀經》裡一心不亂是能入，《華嚴》裡面一真法界是所入；修淨
土法門，入一真法界，確實是方便當中的方便，捷徑當中的捷徑。
可是一心的定義、一心的境界，我們必須要清楚、要明瞭，不能夠



含糊籠統的搞一個模糊不清的概念，那對我們修學會產生很大的障
礙。所以多讀大乘經論，多聽大乘經論，對我們修淨土有很大的幫
助，我們不能夠輕視一心，以為很容易，才曉得一心原來是寂滅忍
，一心原來是如來藏。
　　講義【淺顯言之，謂如來之性，含藏其中，故曰如來藏。如來
之性即佛性。佛性，含藏在眾生心中，故諸大乘經，皆云：「是心
是佛，是心作佛」。】
　　在這幾句話當中，最關鍵的一個字就是『心』，這個「心」不
是妄想、不是知見，諸位要曉得這個道理。一切的知見妄想是妄心
、是分別心、是執著心，真心本性裡面沒有分別、沒有執著，所以
它沒有知見，也沒有妄想，這個時候叫真心顯露，這個心就是佛性
。所以我們這個妄想不是心，妄想不是智慧，知見也不是智慧，這
是我們必須把它分清楚。知見、妄想，在佛法術語裡面叫做世智辯
聰，世間的智慧、辯才、聰明，講的這些，不是真智慧；真智慧是
從心性裡面自自然然起作用，不需要通過思惟、思考。底下緊接著
幾句話非常重要，怕我們讀了前面幾句發生誤會：
　　講義【若但知是心是佛，不知佛本是而須修，未免流為狂慧。
若但知是心作佛，不知但向己求，休從他覓，未免騎牛尋牛。】
　　這幾句話非常重要。可見得佛在經裡面所講的義趣，我們一點
都不能夠誤會，不能夠錯解。雖然佛在《華嚴》、《圓覺》裡面講
「一切眾生本來成佛」，這個話沒錯，那麼我們是眾生，我們是不
是本來成佛？在佛的眼睛裡面看是本來成佛，可是我們自己一天到
晚生活在煩惱裡面、在輪迴裡面，我們哪裡是佛？所以曉得自己有
佛性，但是必須要修行。如果以為自己就是佛，不需要再修行，那
就是狂慧。所以雖然有佛性，一定要修行。
　　修行怎麼修法？要向自己修，不要向外求，這是正法。所以佛



法不是宗教、不是學術，為什麼？學術與宗教都是向外求。宗教是
要靠外面的力量來保護自己，來幫助自己，是靠他不能靠自己，那
是宗教；學術是相對的，不是絕待的，所以佛法與宗教、學術都不
一樣。佛法是向內求，不向外求，佛法是絕待，不是相對。佛法是
同一切法為一，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它不相對，所以
它是絕待的，它是獨立的。如果我們不知道向內求，而向外面境界
去攀緣，那就是騎牛尋牛，那就錯了。
　　向內求，求什麼？諸位要記住前面所講的，一心，淨覺。所以
佛法求，在一切境界裡面，求自心的清淨，求自心的覺照；一切境
界裡面覺而不迷，在一切境界裡面是平等一心，求這個。這叫做功
夫，這叫做學佛。學佛，佛就是自己的覺性，學這個字就是隨順的
意思，所以學佛就是此地所講「隨順淨覺」，「學」這個意思有效
法的意思。平常這些名詞的含義，我們不能夠錯會。我們開始學佛
，我們學釋迦牟尼佛、學阿彌陀佛，我們要學「他怎樣隨順覺性，
我也怎樣隨順覺性」，這就對了，而不是去模仿他，模仿他那就是
心外求法。他因為隨順覺性，所以他成佛了，我們去模仿他，決定
不能成就。如果自己曉得，一回頭，「我也隨順覺性」，那自己也
成佛了，學佛要這個學法！
　　講義【以如來藏，具有不變隨緣二義。若隨染緣，從真起妄，
遂成世間，六凡法界；若隨淨緣，返妄歸真，便成出世間，四聖法
界。雖成十界諸法，不出如來藏心之中。】
　　四聖、六凡、十法界，從哪裡來？是自己變現出來的。真心本
性隨染淨緣現十法界，十法界就是真心的心相，現出這個相。但是
這個相，諸位要曉得，相是妄相、是幻相，像《金剛經》上所說「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十法界的相都是虛妄。為什麼是虛妄？《
金剛經》上說得很好，緣生的。你看看，是不是？四聖是隨淨緣而



生，六凡是隨染緣而生，都是緣生法。緣生就不是真實的，緣生就
不是不變的，剎那剎那在變，緣有它就有，緣滅它就滅，所以緣生
之法了不可得，這是說明一切色相不可得。
　　講到心相，真心是清淨寂滅的，妄心是個相續相，就是我們講
念頭，起心動念，是妄心，《金剛經》裡面給我們說明「過去心不
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這是說什麼？相續心不可
得，這還能不放下嗎？四聖、六凡統統放下，那就功德圓滿，就叫
做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正等正覺），就叫成佛。你要說
成佛，原來成佛是一無所得，確實成佛是一無所得；在一無所得裡
面你得到的是究竟圓滿，密宗裡面講的大圓滿。大圓滿是一無所得
而無所不得，諸位想想對不對？你有所得，你只得一點，失掉的太
多，像大海之水你只取一瓢，你所得是那一瓢，除這一瓢之外全都
失掉，那是凡夫的妄念。
　　真性現前的時候，盡虛空遍法界是誰的相分？自己的相分。我
們常以夢境做比喻，當你在作夢的時候，整個夢境是你自己的心變
現出來，如果你一下覺悟「我現在在作夢」，想起佛經裡面講的「
全妄即真，全真即妄」，真是什麼？是心，能變的心；妄是什麼？
所變的夢境，真妄不二！原來整個境界就是自己一人，你在這裡面
還有沒有得失？還有沒有好惡？所以你的心清淨了，這時候二邊都
捨掉，證得了全體，全體就是自己一個人。
　　希望諸位同學要常常從這個境界裡面多想想，想一想就是觀照
，雖然這也是個妄想，這個妄想能幫助你開悟，幫助你看破，幫助
你放下，比打其他的妄想要好得太多，其他的妄想是愈想愈迷惑，
這個妄想是愈想愈開悟。然後再想想，十法界依正莊嚴就是我們如
來藏心的夢境，夢幻泡影，不是從外面來，正是佛法當中常說「心
外無法，法外無心」。心就是如來藏心，法就是十法界依正莊嚴，



是如來藏心變現的。我們自己要親證這個境界也不難，要緊的是離
開染淨緣，我們就證得，就親證這個境界，就是真正的覺悟。我們
今天在讀經、在聽講，只是聽說而已，不是自己親證的境界；聽佛
這麼講，聽菩薩、祖師這麼講，只是聽說而已，不是自己的境界。
我們要從聽說把它變成自己的境界，這就有價值。如何證得？從一
心當中證得，由此可知，我們修學的功夫總在一心不亂。
　　『無起滅故，無知見故』，這兩句是發揮「空如來藏」的意義
，也就是講如來藏的體性，本體裡面沒有起滅、沒有知見，這兩句
話非常的重要。六祖他之所以能成為祖師，他就懂這個道理，所以
他在一切境界裡面能夠不起心不動念。他在黃梅修正神秀大師的一
首偈子，「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有起有滅就是一物，本來
無一物是心裡一個念頭都沒有，動一個念頭，念頭生，這個念頭有
生就有滅；沒有起滅，也沒有見解、沒有知見。無起滅是自性本定
，就是《楞嚴經》裡面講的「首楞嚴大定」。無知見就是無分別智
，無量無邊的智慧從這個地方生的，是根本智。
　　你看這兩句話多重要！自古以來，學佛的人學什麼？就學這兩
句！而我們後來的人疏忽了，所以智慧不開，煩惱不能斷，顛倒錯
亂，盲修瞎練，不知道修這兩句。本來沒有，無有一物，他還天天
要去增加；本來沒有知見，一天到晚求知見，以為知見就是智慧，
這太離譜了，錯到哪裡去了！
　　在過去佛門修學的程序，一開端五年學戒，換句話說，五年，
他的目標就是修「空如來藏」。學戒律就是學什麼？就是學「無起
滅」，你才能夠斷煩惱。一天到晚起心動念，這煩惱怎麼能斷？無
起滅就是修定。在日常生活當中，在寺院裡服勞役，像六祖在黃梅
八個月，天天做苦工，舂米劈柴，幹這粗重之活，修什麼？修定，
修「無起滅」，修「無知見」，那真修行。定慧天天增長，不但定



慧增長，每天做工服務大眾修福報，福報也增長，真是福慧雙修、
定慧等持。我們現在有幾個人懂得，這在佛法叫妙行、叫真實行，
誰懂得？稍微做一點粗重，「這個廟裡好苦，把人當牛馬看待」，
在裡面起心動念，天天生煩惱，他不知道修福修慧。
　　道場如此，住在家庭也是一樣，家庭裡面一天到晚家事也很忙
，那不跟六祖一樣！你為一個家庭服務是你修福，一個家庭和睦，
一個家庭整齊，影響你的鄰居，你的親戚朋友看到，對你都尊敬、
都效法、都來跟你學，你就度了別人，自行化他，無量無邊的福報
是這麼修來的。在工作裡面修一心不亂、修清淨無為、修無分別智
，幾個人懂得？幾個人曉得這個這麼妙的道理、這樣妙的方法？這
是佛法。
　　所以《沙彌律儀》十條戒二十四門威儀，修什麼？諸位要懂得
這個道理，那叫修根本法。叫你背誦經論就是修「無知見故」，求
根本智，不是叫你記誦。所以一個和合僧團，大家都無知見了，見
和同解，有知見當然就不一樣，不一樣就有分別、就有爭執，所以
大家都無知見，都修根本智、都修無分別智。無分別智起作用是無
所不知，《般若經》裡面講「般若無知，無所不知」，我們先修什
麼？先修無知。六祖大師這個心就是清淨，無知；他起作用的時候
無所不知，無論什麼人去問他，世出世間法你有疑難想去問他，他
都給你解答，無所不知。為一切眾生破迷開悟，他起作用就是無所
不知，在他自己是無知，亦無言說。
　　這兩句是根本，我們不能夠輕易的把它看過去，尤其是我們希
望自己在這一生當中，或者在短時期當中得到理一心不亂，這兩句
就是理一心不亂的鑰匙；心在一切境界裡頭不起心不動念，沒有一
切知見，你怎麼不得理一心？
　　講義【以藏性用雖隨緣。】



　　如來藏性起作用的時候，雖然是隨緣。
　　講義【而成六凡法界，生死染法，四聖法界，涅槃淨法，而體
本不變，染淨諸法，無起無滅。】
　　這一句話的意思很深。染淨諸法有沒有？有！有沒有起滅？無
起滅！如果諸位看到染淨諸法無起滅，你要是看出來，要是體會到
了，就是佛法裡面所謂證無生法忍。「法」是什麼？法就是四聖六
凡一切諸法，「無生」就是無起滅，「忍」字當作承認、同意、認
可，你自己親自見到這個境界，當然你承認一切法不生不滅，一切
法無起無滅。這是菩薩裡面的高級菩薩，大菩薩，證得了無生法忍
。
　　實在講，一切法的確無起滅，正因為它是無起滅，所以這一切
法叫夢幻泡影，不是真實。如果有起滅，那變成真實，有生有滅；
沒有生滅，所以才是虛妄。這個境界很難體會、很難想像，我們以
電影銀幕來做比喻，沒有辦法比喻得很恰當，只能比個彷彿，或者
我們用電視螢幕來做比喻，諸位細心去想想，螢幕上的相有沒有起
滅？你說起，從哪裡起？有沒有起的痕跡？滅，滅到哪裡去？滅有
沒有痕跡？電影銀幕上現的相，或者我們電視上螢幕現的相，我們
曉得是幻影，《楞嚴》裡面講「當處出生，當處滅盡」，還說了一
個起、說了一個滅，出生就是起，但是在當處，這是不得已而說，
隨順我們凡夫錯誤概念而講。
　　我們拿這兩句話來說明電視上、電影螢幕影像，我們很容易理
解，「當處出生，當處滅盡」，沒錯，是這個相。要說「無起無滅
」，難懂，因為它這個相是粗相，像我們現在電影影片，我們看看
放映機就明瞭，一秒鐘當中開合二十四次，現的幻相，換句話說，
就是生滅相，一秒鐘當中二十四次。而阿賴耶隨染淨緣，佛給我們
講一彈指有六十剎那，一剎那有九百生滅，也是一個相續相；我們



彈指一秒鐘能彈幾次？彈得快，一秒鐘可以彈四次，四乘六十再乘
九百。電影一秒鐘二十四個生滅就把我們欺騙了，一秒鐘要有二十
多萬個生滅，我們如何能覺察得出來？「當處出生，當處滅盡」，
實在講太快，比電的速度、光的速度還快，所以實在講「無起滅」
。理上說有起滅，事上找不到起滅，太快了，所以說一切法不生不
滅。本經所講：
　　講義【生死涅槃，皆如昨夢。】
　　『生死涅槃』就把十法界都包括，講生死是六道，講涅槃是四
聖，四聖、六凡統統包括，跟《金剛經》裡面所講「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沒有兩樣。所以要曉得，
世出世間法沒有一法可得，既沒有得哪有失？沒有得失。你要不肯
放下，總是迷得太重，迷而不覺。以夢來做比喻：
　　講義【夢時諸法無起，醒時諸法無滅。】
　　諸法有沒有？似有非有，所以一切諸法這個相是非有非無。法
性決定是有，法相非有非無，這是事實的真相。
　　講義【承上句，既無起滅，惟是一真心體，靈光獨耀，迥脫根
塵，所有知見，無從湊泊。即《楞嚴經》所謂：知見無見，斯即涅
槃，無漏真淨。】
　　這是解釋「無知見」的真義。我們學佛最重要就是學無知見、
學無分別智。無分別智從哪裡來？從定當中來，從清淨心當中來。
如果我們心不清淨，「我們什麼都不想，我什麼知見都沒有」，給
諸位說，那錯了，那變成無記性。無記性不是無知見，無分別不是
無分別智，這要搞清楚。什麼都不想那是無想定，無想定不能生智
慧，不能生根本智。根本智是一切明瞭而無知見，不是說什麼都不
明瞭，樣樣明瞭而無知見，樣樣明瞭而無起滅，這是真正的定；樣
樣明瞭而無知見是真正的慧，所以這裡頭不能錯會。



　　由此可知，無分別智一定從清淨心得來，我們的心不清淨怎麼
會有智慧？不是說我們讀經多了、聽經多了就能生智慧，沒有這個
道理。讀得再多、聽得再多，那是別人的智慧，你縱然記得再多、
背得再多，都是屬於記問之學，與自己的智慧不相干，這個是要知
道，自己智慧開不開，總是在自己清淨心中。所以我們六根接觸六
塵境界，心不清淨是大障礙，要想心清淨就得一切放下，真實發心
，就像章嘉大師所說，一個真正學佛人一切放下，他的前途，就是
修行這條道路，有佛菩薩護持，由佛菩薩安排，自己不要操一點心
，什麼境界逆來順受。在境界裡頭不要起知見，不要起心動念，完
全順乎自然，因為那是佛菩薩安排的，在這裡面修什麼？修自己的
清淨心，修自己的根本智。心果然清淨，智慧開了，一切現成。
　　所以一個真正修行人沒有不安於環境。這個道理不但佛菩薩給
我們說得很清楚，世間孔老夫子也給我們講得很清楚，那是真正了
不起的人，儒家所謂「素富貴，安於富貴；素貧賤，安於貧賤」，
跟佛法所講這個道理真是不謀而合，完全相應。世出世間聖人都是
這樣教誡我們，我們如果不能體會這個意思，不能夠依照教誡來修
學，過失是在我們自己。今天這幾句話都非常重要，對於一個真正
修學人來說是最重要的開示。
　　『如法界性，究竟圓滿，遍十方故。是則名為因地法行。』今
天時間到了，這幾句我們留到下個星期再來細說。經文雖然是很短
，你看它這裡面意思多麼豐富，境界實在是博大精深，我們一定要
細細去體會才能得到受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