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4 年梁皇法會開示                          

                                                         開示：
上
圓

下
淨法師 

                                                         記錄：明淨山法音宣流小組 

                                                         日期：2024.07.24-28 

                                                         地點：明淨山印如寺 

7/24 第一炷香（召請）圓滿 

難得的因緣，本次梁皇法會這樣的組合，配搭著各位菩薩及來自各個環境處所的

結緣，還有各己的祖先、感恩的對象、想要為之拔濟的各種因緣者，同會於道場。

這個環境因緣，是各人自己建構的，當然也是自己去把握而能成的；你怎麼去開

拓、展開自己的現有因緣，方向跟路子就這樣走了，就這麼開展，而往這一條路

途走。 

慈悲的佛陀最先開始告訴我們「諸法因緣生」——各種因緣、各種事物，都是因

為各己所造之業去招感，而有這些人事物的接緣、延續；至終，佛陀在《法華經》

會上（第五時-法華涅槃時）的說法，又展開出一種異於尋常所講述的法，這個

法要，很是重要。因為在佛陀講述《法華經》之前的四時說法，除了最初的華嚴

時以外（《華嚴經》是最接近佛的本位，得究竟法義的，這是對大菩薩說），之後

阿含時、方等時、般若時這三時的權巧說法，佛陀都開出「諸法因緣生」。這個

思考是佛陀所講，當然是沒有錯，而我們一直也都用著「諸法因緣生」這個法要，

有因緣生，另外一個因緣就跟著起，有怎麼樣的業，就招感怎麼樣的回報；想結

什麼樣的緣，自然就朝這個方向去走了。 

然而，到了第五時，佛陀為大家所說的法要——從「諸法因緣生」，提昇到「萬

法唯是一心」。雖然「諸法因緣生」沒有錯，就是造怎樣的業，就有此招感的環

境因緣生起，所以環境可能會反過來，成為對你的影響，甚至是主力的引導。（法

華涅槃時）說「萬法唯是一心」，唯此一心，你的心當時是這樣結緣，所以招感

了那方的業因、果報，那是你的心在操持、造作跟主導這一件事情。佛陀要回歸

真正的大乘之法，告訴了我們「萬法唯是一心」，你怎麼會變成這方的因緣跟果

報，那不就是你造來的？可見你有一顆心，很能夠操持跟主宰一切，佛陀要我們

去重視這一個能造作的心–這一個可以作引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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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你造作結來的緣，就要好好地、甘之若飴地還報於現前，但不能被這環境因

緣給駕馭住了，你要能夠理解得到，這是你結來的，那就順你本人的心再行操作。

我們要恆常記取這一事，你的心能開拓一切，從而來了解你的本質應當是清淨跟

真如。在《法華經》之時，佛陀要說明的就是這一個實相（這一件實際的現象）

–究竟的一佛乘，便就是「萬法唯是一心」。 

我們要記取的是–對於「諸法因緣生」，並不是要泯滅它，是要能相信，造作業

當然有所招感，而那個造作業的主人，就是你本身，是你去操縱的，現在要非常

信賴你自己，能操持業來還報、來回歸、來返就於一心清淨，這便就是佛陀在法

華會上所要開演的。 

佛陀要為我們開演「一佛乘」，令眾人都能夠相信，百分之百地信賴個己的一念

清淨心，一心正念真如，那當然就要有推動之力。佛陀一向「令離諸著」，自心

離開一切的執著，也令眾生離開執著，你要能夠安定於現前，不論遇到什麼事情，

要有寧定心，穩坐如泰山，相信本人能操持這個業，而你的業的起頭是清淨之自

性，本質是清淨，不是染污，從而便就是站在清淨本體的位置，開始改變因緣，

沒有哪個因緣不能改變，沒有哪個因緣會受到阻撓，只有你本身在不在乎、要不

要、做不做。 

這個關鍵在於–各人各己能不能安定這顆心，若能，便就突破了一切。.我們要

能知，這一處若須要突破，表示這裡有障點、受阻了，但是你為什麼會被障礙、

阻撓住，怎麼會？是不是思想沒有開拓？你思考想法的那條路線是怎麼走的？

我們來仔仔細細地參究這一堂慈悲道場的實相～「萬法唯是一心」；體悟這是超

然於「諸法因緣生」的莊嚴道場，從而打開你心中阻撓的那一個念頭、那一顆心，

展開無限的自性清淨。拿出真實的力量，回報、歸還給你要答報恩情的一切–冤

親債主、生身父母、師長、祖禰先靈，或你所要拔濟的對象。恭祝各位！ 

第二炷香圓滿 

此時你的心情是什麼呢？跟著外面的風（凱米颱風來襲）而起伏？有這樣的想法

嗎？想一想！我們的煩惱風、所造的業風，遠遠超過這自然之風有多少？我們多

生多劫被這業風侵襲障礙，導使不能修行，這樣的時日有多少？你有沒有準備超

逾它，就在這一刻辦到。佛陀說「萬法唯是一心」，恭祝各位把你的自性清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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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真如）開發出來，圓就莊嚴廣大微妙的力量，去完成你心中所願，滿你所求。 

第四炷香圓滿 

我們完成了一日的禮懺功德，你想，從昨天的風雨交加，到今天早上，有沒有猶

豫要不要出門？來到了以後，有沒有心裡忐忑不安？在這法會程序中，有什麼樣

的情緒跟法喜？還是你又發心了？對於善行，有沒有堅持？自己於佛這一邊、這

一條道途，有沒有更堅定？對於禮佛拜懺，有沒有認識？不管這裡面摻入了怎樣

的元素，今日完成了以後，你的結果是什麼？我們每一個人都一起在此拜懺一天，

也都經歷相同的天氣，並且接受了相同的訊息（今天公部門發布放颱風假），你

的心情是放在哪裡？你的角度是什麼？還有，現在風跟雨還在呢！你又當要怎

麼守護下一刻的功德，來發送給你的親眷、你的好友？我們大家在此有相同的一

天，但是我們的元素不一樣，你又將如何去發展自己本身的自性清淨心，肯定你

本人能開展「在凡不減、在聖不增」的這一點佛性？ 

可以常常這樣來自我檢視，才能確認己行的佛道是不是與佛相等齊。《梁皇寶懺》

的最先說了開展十二大因緣時將會完成十地菩薩的功德勝事，那我們要不要拿

取、跟上功德？這都是操之在己的。如同佛陀之前講「諸法因緣生」，而今卻説

「萬法唯是一心」，是否能安在佛陀每一時刻的教育思想裡，也是操之在己。恭

祝各位圓滿「萬法唯是一心」的實相功德，端送圓滿的究竟義與殊勝給你的親眷

及友人，真切地具有「禮懺功德殊勝行」的無量妙用。 

明天早上九點開始禮懺。原本明天沒有報名參加的你，聽了法以後，現在是否改

換了心情，決定明天來參加，令自己上進！  

7/25 第一炷香 

2024 梁皇法會，眾弟子勸請開山祖師
上
明

下
誠法師化導有情祈願偈： 

恆持彌陀一心上 

懷思普觀珠光蓮 

祖德鑒前真如淨 

恩記不退安養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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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中所云，普觀（第十二觀）之觀就有成，此蓮花是從

阿彌陀佛正報莊嚴之如意寶珠啟出光顯而現的。我等佛弟子，端持一心，向願彌

陀願海，承開山祖師
上
明

下
誠法師之前願，悉領著眾會人等，朝向一心真如、自性

清淨展露而學。 

7/25 第一炷香圓滿 

當知，把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附上意義，才能在整個意義中去教授別人。慈

悲的佛陀教導我們，在緣起諸法裡要知親因緣，雖然相關因緣的招感已生起了，

但是，你若能懂得這一心真如的存在，這便就是懂得那真實不虛、恆常不變的親

因緣，即《法華經》所說的「實相」。《法華經》的要義是「妙法」與「蓮花」，

所以經題全名就稱為《大乘妙法蓮華經》，要說的是妙法，用蓮花來作喻，表示

在《法華經》中要展現出佛陀所說的妙法。而佛陀一代時教之法，最初、最簡要

的分辨，就兩方面，一是破除虛妄，一是顯發真如。簡明而講，佛陀一代時教的

法要，就是破妄顯真。 

在破妄的地方，佛陀教導的便就是「諸法因緣生」，若懂得「一法生、一法起」，

行事便會謹慎，也會仔仔細細地來破除虛妄。雖然佛陀講「諸法因緣生」，但佛

陀也說「萬法唯是一心」，這就是要讓我們能很清楚去認知、肯定真如的存在。

真如，就是自性清淨心，它是同一個，只是在不同事物與情貌中，所要表達的有

所不同，因此出現了不同的詞。真如，它含有「進入緣起中去見真理、以真理之

說來看緣起」的意思。 

佛陀所要教授的是——眾生原本具有自性清淨心，所以，自性清淨心就是真如，

真如就是自性清淨心，它是一個。而於眾生還沒顯發自性清淨心的時候，就說如

來藏。如來藏就是自性清淨心，就是真如，但是也有所不同，因為是在不同的因

緣下所要表顯的差別性，所以便就有了諸多不同的名相出現。 

方才講，佛陀一代時教，簡要而說就兩部份，一個是破除虛妄，一個是顯發真如，

即破妄顯真。破妄部份，即是「諸法因緣生」的教授；顯真部份，要令眾生能顯

發真如，所以佛陀說「萬法唯是一心」。由此知，佛陀之法是兩個方面的教授，

所要導引進去的目的地是～一佛乘之所在。 

這個就是妙法，總括而成破妄與顯真，用蓮花來作喻。什麼是蓮花式的修學？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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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通達雙向。這雙向的意思是指，從眾生這一個凡，入到超乎眾生的聖，超凡、

入聖這兩個方面，它有一個通達的管道，智者大師提出心、佛、眾生這三個連結。 

「心佛眾生三無差別」這個詞出現於《華嚴經》，智者大師在這裡有所提要，說：

「眾生法」要到達「佛法」，中間的連結必須經過「心法」，如果沒有經過「心法」

的運作，那眾生永遠只能是眾生，佛法的殊勝，眾生是搆不到、達不到的，正因

為有「心法」的連結，便可成。從「眾生法」到達「佛法」之妙，顯現佛陀一代

時教全部的教學。 

蓮花式的修學，是雙向通明的修學方式，首先說明的是–從無常觀、無我觀著手，

因為那是眾生很熟知的環境因緣。我們的環境跟人事布滿了無常，無常的逼苦，

於眾生是很能感知的，故而佛陀就教授–為了不令使無常繼續逼苦，就須專意修

學，得證無常是常法，這一種至極果，稱名為四果阿羅漢，這是聲聞人的專修法。 

若進昇到無我之觀，會看視因緣的和合也是一種逼惱。例如，你本人很努力，但

是不見得能成功，緣由是「緣合」。很容易觀察的，一個人極為努力上進，仍舊

要受到緣合的牽制，這是不可控因。為了讓使「緣合」能以清淨本我來展現，當

修諸法無我；也就是依十二因緣（緣起的十二支）來作修，這類修行人稱作緣覺。

緣覺如果修成了，等齊於聲聞的至極果–四果阿羅漢，但緣覺並沒有分立初果到

四果（不立分果），緣覺若取證了便就是證空，超乎三界，所以他這個果證的聖

者位，只得約莫地説：就如阿羅漢。因為阿羅漢是四果，前面是有初果、二果和

三果的。 

須知，因無常而作修、因無我而作修，屬於佛陀施予權巧教育的阿含時、方等時；

到了般若時，所教授的多是證空者的聲聞與緣覺，而因為聲聞人好聽法要，所以

這二乘（聲聞與緣覺）就以聲聞為代表來說。佛陀教授的前期所修「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者，這時，大多已證得「我空」。 

此時，佛陀還要再教授下一步的修學，便就是「法空」。「性空觀」是完成我空法

空。先教授「無常觀」（含蓋無我觀），次之教授「性空觀」，最後圓滿教授「真

如」-一心真如。也就是妙法的展現，這只有蓮花堪能作喻，因為蓮花生於泥濘，

必須靠泥濘供給養分，才能長出蓮莖。這中間一大段長於水中的蓮莖，猶如聲聞、

緣覺的證空，待浮於水面便就生出清淨蓮–妙法，唯獨蓮花能作此喻，由而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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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妙法蓮華經》。 

我們應掌握住，蓮花是來作喻妙法的，妙法的修學，是雙向的修學。從無常（無

我）觀，到性空觀，以至到真如；一心真如，是含括緣起在裡面的，並沒有泯除

掉緣起的概念，而是「萬法唯是一心」，它即是一切因緣的原本所在。用這樣的

心來歸依三寶、斷疑、懺悔、發菩提心、發願、發迴向心，以完成頂禮《金山御

製梁皇寶懺》菩薩六法的根基，乃至圓就菩薩十地之功成。 

此刻我們頂禮到了第二卷，當入離垢地菩薩–二地菩薩，也就是把菩薩六法這個

根基建構完整；包括歸依三寶第一、斷疑第二、懺悔第三、發菩提心第四、發願

第五、發迴向心第六。謹懷它，用蓮花式的雙向修學，含括「無常觀、無我觀」、

「性空觀」、「真如觀」，以來圓成妙法。 

7/25 第四炷香圓滿 

各位菩薩請放掌！此刻是狂風暴雨後的平靜，不是暴風雨前的寧靜。拜懺期間，

你會有很多念頭，而是不是朝向自性清淨心這一道途，各人的結果會有所不同。

如果在凡情處結緣多一點，自然會有很多的放不下；假若結佛緣多一些，福德因

緣自是勝出的，這就要看個人的把握。 

慈悲佛陀為了要讓我們能在這殊勝莊嚴的佛道突飛猛進，所以不斷說法，一代時

教吿知我們兩個說法的要點～破妄與顯真。在破妄這條路途，說明造作清淨道業

的權巧方法，佛陀四十九年說法（華嚴最初三七日，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

般若談，法華涅槃共八載），約有四十二年這麼長的時間幅度，都在建構我們能

到達妙法這一途–即一佛乘的純熟。可見，眾生要到達如佛的真如清淨顯發，與

聖等齊的這一顆心，是有機會的，只是這個建構要花很長的時間。想一想！佛來

教化、引導眾生結佛緣，尚且需要四十二年之久，如果是你本人要結佛緣，結下

不會再與佛岔開的機緣，得要下多少功夫！這一定不能離開莊嚴道場的熏修，不

能離開淨法熏習。 

禮佛拜懺一回一回地讓使我們個人在這懺悔法中，達到破妄；而破妄的目的，就

是要顯真，把虛妄的破除，真如便能顯發。這樣的一條道途，要經過菩薩法的訓

練，便就是歸依三寶、斷疑、懺悔、發菩提心、發願、發迴向心。這一顆心寧定

下來後，你的能力當然也會增加。惟願各位都能拿上妙法莊嚴的大能力，究竟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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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去圓就周邊因緣者，成為真正帶引他們歸敬三寶的能手，恭祝各位。 

7/26 第一炷香 

慈悲偉大的佛陀！上來眾會弟子，恭誠於您的青蓮座下，眾弟子勸請開山祖師上

明下誠法師化導有情祈願偈： 

恆持彌陀一心上 

懷思普觀珠光蓮 

祖德鑒前真如淨 

恩記不退安養園 

一心念彌陀。知眾生法妙要至達佛法妙，得須從心法妙著手。眾會弟子受佛陀尊

教，於《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中，普觀佛陀之法，具理觀，觀入極樂佛國與阿彌

陀佛那正報-如意寶珠光明得顯的蓮花生了，如開山袓師上明下誠法師之德養、

修行之明鑒，令真如顯發自性清淨，一繫而上，決生上品蓮，不由胞胎，至達極

樂佛國，聽聞阿彌陀佛說法，即入無生法忍。眾弟子恆懷開山袓師上明下誠法師

的恩德，我等同願～極樂佛國，不退菩薩為伴侶。 

7/26 第四炷香圓滿  

我們依如來教施作佛事，當如理與如法。而，是不是如理，這要看施行者對於「理」

是否了解，又了解多少，便就得成如理的功德有多少；是不是如法，就要看有沒

有學行佛陀尊教程序、法節，及施作其間的意義所在。如果如理了，自然在運心

的層次裡，心靈的層次便就高了起來；如果如法了，那自然所施作的佛事就聚成

功德，得以「所作皆辦，具諸佛法」，圓滿自己想要得取的功德事，與佛感應道

交，迴向加被給你想要提攜、超拔、消災的對象並得成慈悲道場的功德。 

今時，禮拜《梁皇寶懺》的第三天圓滿，你是不是三天都沒有缺席？應該有不少

人，希望還可以堅持後面兩天。事實上，禮佛拜懺是一件安樂的事，你的心會很

沉靜，那是真的安樂。我們在這世間之中的快樂，很多時候是因為欲望追求得到

了滿足，可能會一時間感覺到開心、快樂，可是這不安穩。因為，世間中的欲求

得到滿足而感覺到快樂的同時，隨伴而來的便就是繼續的欲求，我們會為自己的

欲望繼續追求，在這其間會有很多的動盪與不安。因此，世間之樂並不安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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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長久，而佛陀所講述的快樂，是一種恆常持續的、平穩的，沒有上下忐忑的，

沒有時而上升時而下墮的，任何時刻點都很恆持的，這樣的一種樂，便就是寂靜 

- 寂滅為樂。 

你在這世間中有什麼樣的需求？當你得到滿足，或是你也沒有怎麼樣的不滿，你

很滿足現狀，這樣子的一種樂也會有，只是這一些樂很不穩定，在這種情形之下，

你必然就會有生命中的不安穩處。佛陀教導我們，感知這世間中的無常，針對這

個無常來修，這就是修無常觀，能看無常為常，這樣你的心就會有所定，這是二

乘人的快樂。二乘即是聲聞、緣覺，懂得以無常觀來看視世間，看得懂，這是世

間中普遍、布滿的無常，想要把這個無常修為常，所以就用了佛陀所教授的法來

修為，達到能運心得安穩，便就是無生法忍。這心不會再生起，自然就不會再落

下；不會生起，自然就不會入滅，這種情形的心境，就是不生不滅，這也可以進

入涅槃。 

緣覺乘是依「無我」看視這緣合不能掌控，所以想要超乎這一種不可主宰的因素，

由而來仔細地關注「無我」的修法，若是讓自己這個本我、清淨我能生起來，只

看視住在這個地方，也能夠進入不生不滅，這樣以無常之觀、無我之觀來修為，

可以入到最高的境界，那是不生不滅的境界。可是這種心境是住於不生不滅，在

這地方依然會有所住，不同的是，當住於不生不滅的狀態裡，這種心境很難出離，

住空便就是對於空的執著，這種對於空的執著，不容易生妙法，因為妙法的義是

要展開引度眾生的，這種引度眾生的能力，要有方法能引眾生離開心中欲望所求，

能夠恆持在平穩常樂的狀態，這個二乘做不到；聲聞、緣覺修無常、無我觀到達

不生不滅的偏空涅槃，住在我空，可以達到無著有的狀態，但是辦不到對眾生的

引度。 

因此，佛陀說我們需要來學妙法，這便就是《法華經》存在的價值。當《法華經》

生起之時，能夠展現出每一部經典本身原本有的用途外，還會生起諸多妙法，因

為有了妙法的開展，可以對眾生做引度，這樣的能力無與倫比、無量無邊，這種

能力是真能力。佛陀所要帶領眾人進到的一佛乘，便就是此妙法的開展。 

我們這一顆心境恆持住在哪裡，心靈的開拓層次便就到那個地方。同樣拜一天的

寶懺，你的心境是要為往生者做超拔，以此為因緣來迴向每一位有情，那便就廣

度有情的慈悲心這個地方開展，而我們都需要受佛陀教理的教育，心中才能夠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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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處在寧定的、恆常的、不生不滅樂之外的妙法開展，不然我們各自有所執著，

縱然有修為，也是在人天福報。如果我們沒有被佛陀的教理教育上，縱然有發心，

有顆好心想為誰來做拔度、回向跟消除災難，依然也只能得人天福報的招感。但

是因為你把安樂給眾生的這個心轉向到佛法這一邊，所以如果你是生人天，到達

天界之樂是會高出一般沒有學佛的生人天者，而且還高出許多，可是如果沒有經

過佛陀道理的熏陶，依然只會在人天福報而已，所以聽經聞法極為重要。 

我們要仔仔細細地參究佛陀之法，用為歸依三寶，斷疑生信解，讓使一個人能知

「我該懺悔了」。懺悔的意思是不再造作以往的過失，以前有過，或是現在依然

有起心動念，我們都知道要自省，都想要再修正，這樣的心靈的檔次就高了。從

而要來發願，能知發菩提心的要點，上求佛道，不斷地恆持下去，又為發佛陀之

願為己願，這樣你就完成了迴向之力。 

恭祝各位具迴向力，圓滿你的心中所願。 

7/27 第一炷香圓滿 

《梁皇寶懺》至今已第四天，我們第一炷香拜的是卷七，通常在一炷香裡會拜到

兩卷（非整卷），有時候到三卷（比較少），因為《梁皇寶懺》單一卷至少就要八

十分鐘，這是一般的速度，我們也許會稍微快一點，也要七十五分鐘，一炷香開

有九十分鐘是最久的，所以可能一炷香會有接兩卷的情況，很少會接到三卷。依

這樣的速度來看，因為一炷香要禮拜完成，這個功課要做到足，就需要有一定的

時間，因此整體時間安排上，需考量在一天中要有多少的作息分配在拜懺，有多

少的作息需要上供，還有一定的法節要過案–消災案、淨土案（下午要到淨土

案）。 

在每一個案有固定的法節，回到中壇又有固定的法節，拜懺的本身也有固定的法

節，就是最先開始的召請，也有固定的法節；第一個午供要點榜，那又是固定的

法節。怎麼會有這麼多的法節？是何意？ 

自然就是按照佛陀所教授，在這個時間中做到剋期取證。何意？在這個時間框限

（我們說這五天）下完成功德佛事，決定要有成績出來，所以這個慈悲道場它有

一定性的功用在，要完成冥陽兩方的功用，冥是指幽冥這一方的諸眾，陽是指陽

上有形有體的諸眾，能夠得到雙方面的利益，即是冥陽兩利的慈悲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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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五天的法會期間，要得到其最高的功用，因此會有法節，含具一定的節度、

程序、附加意義，及你本人（行者）的運心，去完成各個程序，加上你所理解佛

陀教導的理觀，合併成拜懺、宣念《梁皇寶懺》內文到禮佛這樣的事修，理觀與

事修就在這個時候要完成，完成何事？我們把寶懺誦完、把佛號拜完、把法節做

完，這樣就是事修。 

事修做了，可是事修要成必須有理觀，如果已經具有佛陀教說道理的觀察，那你

對事修的程序自然就會有所理解，這樣，在文中所舉的每一個步驟，會隨著文而

進入，那是真正叫隨文入觀。隨文入觀必須要有理觀的訓練，因為這樣，所以這

場梁皇法會的功德就殊勝了，難以用言語或譬喻來表示它有多大的功用，這是冥

陽兩利的慈悲道場。 

慈與悲便就是予樂跟拔苦諸眾生，我們的眼見非常有限，人的眼根能見到色法內

的範圍就這麼一點點，而這法界諸眾有多少？我們都是透過佛陀的教育才能得

知一些，從而自己本身依佛陀所教來進入事修，而完成理觀的理解，在其間去取

證，這樣就是剋期取證。 

漢地佛教必修的三大部經典，古德一言以蔽之來形容～富貴的華嚴、開悟的楞嚴、

成佛的法華。成佛的法華，表示《法華經》能促發菩提心，能使想要施行菩薩道

的行者（你本人）可以走一條非常快速成佛的捷徑，首先是通過菩薩行法的完成，

以致到成佛，這樣是一條捷徑，因為有《法華經》的教授跟指導，《法華經》的

教授指導就是一佛乘。 

一佛乘的說法，上回跟各位講，要代表《法華經》的義（經義），便就兩個字– 

實相，實相就是中道，你本人要與中道實相相應，這樣便隨時得就妙法，妙法展

現在你本人的身心靈，開展出去，便就是能加被各種、各式、各物、各個層面，

能夠懂得怎麼樣去修為，那自然就是從《法華經》中被指導。各位至少都有誦持

《法華經》，即使沒有全部聽完法華，或是還沒有聽到法華經義，至少在這壇內，

各位都有熏習《法華經》的機緣，誦持經典首先就讓你的身口意能夠對於經文有

所理解。 

佛陀教授我們，我們在周邊因緣，總有自己的認識，首先人們想要的，就是可以

離開苦、得到樂，這是最基本的需求。而要離苦得樂，我們會做一些事，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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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就在周邊因緣裡去完成這些物相、物質層面的開展跟用功、用心，當這些物質

層面求取到了以後，就會想要再展現到意義–物質層面給它的意義，所以就展現

到藝術這邊來，表顯出人對心靈的需求。 

而佛陀之法，正是引導人們朝往心靈豐富的圓滿，以致展現在事情之中能得到安

詳，而這個安詳、安樂是穩定的，並不是眾生需求裡的不安穩。昨日跟各位說了，

在這世間中的需求得到滿足以後，你會快樂，但是，這個快樂不安穩，因為當得

到以後，會怕失去，這個患得患失的心情就出現了，而當真的失去，這個得而復

失的痛苦是極大的。 

我們的生活周邊布滿這一種經驗，先跟一個生命、兩個生命、三個生命結緣，你

得到了他們之後便很難接納失去，為什麼？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住在這一種得到

的感覺，很難改變。我們常在了解的、懂得的、感受得到的、摸得到的、觸及得

到的這一些之中求取安樂，走一條安樂道。 

所以我們會在著我的地方去看視，修無常觀、修無我觀，以至到達解脫，從安樂

道走到解脫道，然而在這種解脫道的沉靜心靈中，那一個不生不滅的寧定心的狀

態裡，會發覺不足夠，遠遠不足夠；例如，二乘人達到了這不生不滅的心靈境界，

遠遠發覺，怎麼跟菩薩差異那麼大？所以就會再次來檢討自己生命過程中的修

學，這是一位修行人的態度，便就是佛陀教授法華中妙法的開展。而我們在這個

妙法的修學之中，先講出它的需要、它的必要性，佛陀就在這樣的引導中，漸次

漸次教導我們進入到《妙法蓮華經》的法義教授，以圓成教菩薩法；先說妙法的

需要性，對於每一個人是一定必要的，後面就說怎麼樣去修學妙法，最後圓成。 

各位是受佛陀教理之觀的訓練者，所以此刻來禮拜《金山御製梁皇寶懺》之時，

便就能安定於心。前面說過，《梁皇寶懺》要能完成莊嚴的實相義，展開無比的

殊勝功用，這個緣由在於菩薩行六法–歸依三寶第一、斷疑第二、懺悔第三、發

菩提心第四、發願第五、發迴向心第六。回顧一下這菩薩六法，我們在第一卷跟

第二卷將此菩薩六法交代完成，就是要建立理觀，接著，第三卷就開始進入到因

緣果報的認識，標題是–顯果報，對於果報的認識、懂得，便不會錯置因果，不

會錯亂因果，我們會明因識果，從而才真正可以解冤釋結。 

所以你看《梁皇寶懺》這樣的編排，交代好解冤釋結之後，再來就準備要為諸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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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禮佛，為諸眾禮佛之前，又開始交代一些事，就是在第七卷，第七卷就叫遠行

地菩薩，遠行地菩薩是在為諸眾禮佛，這叫遠行；遠行不是說走很遠，到距離很

遠的地方才叫做遠行，而是這一位菩薩的能耐、能力是 - 所到之處便就利濟這

裡的因緣者；他是真正能而有力量對待所對的諸多對象。 

在第七卷裡交代，要遠行為大眾做禮佛拜懺的功用，開始要產生大功用前，再次

交代，一定要先自慶，要自我慶幸所在的地方，所以一個行菩薩法的行者，要展

現出寬大、廣大的能力，一定不能埋怨。若是埋怨這裡，就挑揀這裡，呈現的是

你的好惡心，當特別的喜歡什麼，特別的討厭什麼，在你的心裡，已經就會傾覆，

傾覆就是傾斜一邊，不會安穩，並沒有站在平穩的地方。所以在第七卷菩薩遠行

地的開首，就告訴我們自慶，自我慶幸你所在的地方，將每一件都看出它的最好，

然而，這個自慶的意，也會有所檢討，檢討出它的不清明、不滿足、不能夠、不

足，能夠檢討出來，而你自己又感覺自慶。為何你在不足的地方會自慶？因為感

恩，而你又知道這裡是不足夠的，所以會上進，你懂得佛陀所講述的妙法，所以

能知道怎麼去開發自性清淨心，達到一心真如。 

自慶後還要再叮嚀一個重要的事–警緣三寶，因為如果沒有深入認識三寶，那又

辦不了事，你沒有能力，拿不出能力給眾生，發不出好東西給大家，讓他們都得

利益，所以這叫警緣三寶。「警」就是警示的意思，無論到哪裡，你一定要緊密

地看視它，在前面講–歸依三寶第一，到這裡開始要為眾生引導進入到寬大的一

切利益之行，所以又開始對於三寶要有相當的認識。 

警緣三寶後是懺主謝大眾，懺主就是你，你本人去感謝大家，這個感謝是事事感

恩、事事感謝，沒有一個地方挑揀的，當然說的還是這個事——在感謝、感恩的

狀態下，你懂得哪個地方應該要補足它，而你不再沒有能力，因為你受過妙法的

熏陶，淨法熏習在你的生命之中早已經歷過。就是這樣，懺主謝大眾後總發大願，

願此心能成就這一刻間的剋期取證，禮佛一拜便就成，開始為眾生禮佛拜懺，達

到至大的功用。我們下一炷香再繼續。 

7/27 第四炷香圓滿 

我們知道，本師釋迦牟尼佛所講述的佛法，是為了令眾人能夠達到成就佛道，為

了令眾生能達到，所以就會有諸多權巧方法的施作。如果您是一位法身菩薩（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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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地菩薩），當然可直接修華嚴，那沒有問題，可是如果是新發意菩薩，是正在

學菩薩法的凡夫，正在初期學習行走菩薩道，這樣就需要有法華的思想，因為法

華的思想便就是凡夫容易成就佛道的一條捷徑。施行菩薩道，以凡夫自己的經驗

來講，那是極為困難，若是我們有受佛陀《妙法蓮華經》妙法的指導，這樣思想

就容易打開，這種的修學方式是從思想（即知見）先建構，所以佛陀教授我們要

從知見先來拿取，這樣思惟就可以展開。如是做什麼事情由於具有妙法的認識，

就與佛陀之因地及佛陀之果德相連結，站在因地的時候便就是果德展現的這一

刻，只待於花開蓮現。 

為什麼用蓮花來表示妙法？緣由就在這，因為蓮花是在含苞待放時就已經內有

蓮子，這個蓮子便就是果實，而一般是開花後才結果實，唯獨蓮花能表現這件事，

在因地的時候，在含苞的時候，這個因內便就有果，便就有蓮子的存在，它是同

一個時刻 - 因果同時。也就是這樣，所以智者大師在解釋《妙法蓮華經》時，

將《妙法蓮華經》的經文結構大抵先分為前、後兩個部分，都各有三個程序來解

釋經文，這又讓人們好作學。 

智者大師是這樣分的，《妙法蓮華經》總共二十八品，他將《妙法蓮華經》分成

前面十四品、後面十四品，前面一到十四為佛的因行，就是要成就佛道應該施行

的做法，也就是佛陀權巧的教化，我們會著重在這一部分。後面還有十四品，就

是十五品到第二十八品，說明佛陀的法身功德，於凡夫來說，作為一個現在是凡

夫的位置，對於佛的法身功德，我們加以讚歎跟仰望，準備朝往，但是要著重在

權巧的教化，也就是在佛陀因行的這個地方，好於達到佛的法身功德這裡的進展。 

智者大師把前面十四品、後面十四品分出來，分兩大部分，這是經文綱要的結構，

再來，把前面一到十四品判為講佛陀的因行，後面十五到二十八品判為講佛陀的

果德，各又分成三個程序，都各有序分、正宗分和流通分。這是智者大師對於《法

華經》的分判，幫助修學者容易學習。這樣的分判，古來未曾有人再超越他了，

超越不了這樣的判教方式。 

智者大師這樣說明《法華經》，他說，「如是我聞，一時」的「一時」，便就是此

刻因行的時候，此時就有果德的存在，他是這樣解釋，因行就有果德的存在；雖

然這邊是因，但是果德已經含有。他會這樣解釋，跟《妙法蓮華經》經題的蓮花

有關係，也就是以蓮花作喻，因跟果是同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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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於印如寺頂禮《金山御製梁皇寶懺》冥陽兩利的慈悲道場，雖然我們在這事

修，需要一段一段的進展，但是當你在進展、運作身口意清淨法樂的同時，聽法

的同時，果德已經就存在，只待後面的花開蓮現；當因緣際遇、因緣會遇時，這

個蓮便就展現出它的內涵、果實–蓮子的存在，表示說你的功力存在。現在看起

來好像還沒展現，但是一遇因緣它便就現，這是因果同時的說法。恭祝各位能將

法進展到你的知見，由而能知因果同時的修學，以圓滿你自己本身對於妙法的修

學，並對《梁皇寶懺》冥陽兩利的能力能所進展，去圓滿你心中所願。 

7/28 第二炷香圓滿 

《梁皇寶懺》至今還沒有完成，這是因為第一天開壇灑淨後的第一炷香做的是召

請。以往《梁皇寶懺》的召請是在前一日，因為在第五日的下午要安排普度的功

德。今年，為了恭祝觀世音菩薩成道日，就在農曆的 6 月 19 號（國曆 7/24）開

始了。 

把《梁皇寶懺》的時間訂在觀世音菩薩成道日的期間，而普施（蒙山施食）是在

農曆 7 月的第一個週日（7 月 1 日）做的，由而，課表就成了現在的情狀。如此，

《梁皇寶懺》要拜到圓滿（第十卷），就得是下午才會完成。雖然是這樣，今天

這一堂午供也稱作圓滿供；這是《梁皇寶懺》五天功德午供的圓滿，所以就稱作

圓滿供。 

在這圓滿供之時，各位菩薩也會有一個小小的結言的迴向力。你若是五天都安排

得上來，全程參加，這是你的福報因緣。另有一些人是很有心，但是沒有時間；

也有一些人是有時間，但是把這個機會讓出去，讓到去做俗間的事，這都端看各

己對於正信三寶、寶懺功德力、靠向佛陀一邊的認識與信解。 

慈悲佛陀一代時教說法，於最圓滿的第五時（法華涅槃時）講說《妙法蓮華經》，

此經講得圓滿，主要的就是三周說法～法說周、譬喻周、因緣周。 

三周說法第一個是法說周，把法、道理說明周全，這是對於上根者來說的。因為

佛陀教我們道理，把理講一講，我們便就能觀了。接受理觀的根性、根器很足夠，

這種人是屬於利根～也就是上根器。把理、把實相中道告知、教授，便就馬上吸

收、做到徹底。法說周一周全，就在上根器者的身上圓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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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還不能全然的信解，那佛陀就需要用上譬喻周，需要用譬喻加以說明，此人

才能夠理解。經過譬喻教導跟解析，拿周邊一些常接觸的、可以了解的事物來做

譬喻，也就能夠信受奉行。這樣尚可，這是屬於中根機。 

假若經過譬喻，也不能夠信受奉行，那佛陀就需要在此人的因緣底下指著這個事

而說：如此做會有什麽苦報，那樣做能得勝果。如果還不能夠，那就要告知將受

苦來報、被苦教導，這樣子的一種說法叫做因緣周–在因緣之中周全說法，被苦

教授而願意修，這種是屬於下根器機。 

佛陀欲雨ㄩˋ佛法給眾生，法雨ㄩˇ如同大自然的雨，下下來是平等的，一樣照澈

大地、滋潤大地。大樹吸收水分多，是大根機，如果小草，那就吸收的少，希望

我們都是屬於上根器者。 

被佛陀調御下的你本人，在面對任何事物及環境因緣下，懂得妙法，又用上了妙

法，那便就一佛乘，便就是佛陀廣大無邊力的法身功德，在你的身上一直不斷地

施用，展現大功用。惟願各位菩薩能令佛陀法雨ㄩˇ平等普雨ㄩˋ在你的身上，施

作廣大滋潤而成大樹，庇蔭眾人。 

各位菩薩，下午兩點半再來做這第十卷圓滿。感念諸佛菩薩的加被，惟念眾會人

等常記懷開山祖師上明下誠法師，教導我等一心真如正念其內，常思佛陀廣大無

邊際的慈心與悲願。眾會人等，恭誠禮敬佛。 

7/28 第三炷香圓滿 

《梁皇寶懺》到現在算十卷圓周。這個出懺文（於每卷卷末，共十篇文），是古

僧大德一次一次修進去的。每一卷的開始也都有一個入懺，入懺文中「恭聞」的

意思，就是仔仔細細、恭敬的聽聞，現在所要宣念、宣講的內容，要從口入心（心

口一如）發出我們所要表達的意與願。在入懺文跟出懺文中，都各有兩段，每段

各有一空處（位於「求懺」之後）。前面一段是說修懺的人，所以那一段的空白

處，要念「消災合會眾等 啟建慈悲道場」，後面一段的空白處-「今辰……」則

表示超拔的對象-受度諸尊靈等，入出懺文就分有兩個大段，前段是關於啟建法

會者（消災者）之修懺內容；後段是迴向超拔者超昇淨界。 

《梁皇寶懺》每一卷卷首的佛號都是過去七佛，再加上彌勒尊佛，這樣共有八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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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七佛中含有現在的釋迦牟尼佛，並以釋迦牟尼佛的時間點往前取七尊於娑

婆界成就佛道的佛，就是現在賢劫中的七尊佛，再加上彌勒尊佛，八脈相生。 

從卷首佛號開始，一直到出懺前的讚末，都是在說冥陽兩利–消災跟拔度；消災

得願心所成，超拔者超昇淨界。出懺跟入懺都包含這兩部分，因此稱名為冥陽兩

利的道場。我們在一段一段中進入學習時，能知每一個文中之義跟它的整個結構

編排，便可知慈悲道場的廣闊義。 

7/28 第四炷香圓滿 

超拔者超昇淨界，至今是圓滿的時刻。在過案到淨土案回中壇時，再迴向後，便

會接做晚課。 

「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大眾！當勤精進，如救頭然。當

念無常，慎勿放逸。」 

要知，時間倏忽而過，韶光易逝。我們在這正五天的功德佛事裡，經歷每一時刻

點裡的分分秒秒，其間有諸多動容、影響拜懺者的精進變異因素；大自然氣候環

境所給的，這是偶爾來之，而我們自己的心境能不能持之以恆，那就要看個人的

努力。 

《梁皇寶懺》著重在發願，發願後便就會有發願中的前景跟迴向功德力。不少人

是全堂參加的，如果你的時間不允許，但是有心，你知《梁皇寶懺》肇起便就是

開啟慈悲道場，將迎來拜懺改變因緣的時刻，自然也就是在「雖時間不允許但確

實有心」的功德底下施作這佛事，重要的是這一心真如的顯發。 

慈悲佛陀的一代時教，教導我們要一心正念真如。這表示說，每一個人都有清淨

自性的本體，此自性本體於佛而說並沒有增加，於凡夫而說也沒有減少，心佛衆

生三無差別。然而，卻在一動妄念之間便就差異了，造成了凡聖之間因緣果報很

大的不同。 

佛十地中業力甚深！凡夫所造的業事實上也是一個力量，自然也能掌握自己得

造清淨業。我們要把這個心翻轉過來，認可你自己本身業的力量，可以從凡夫業

轉向佛業，從穢濁業轉向清淨業，這一切便就順理了。人生有相當多各種不同的

際遇，而我們的際遇都在這製造業的果報中承受著，這是說，你造的是怎樣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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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業因跟所值遇的人事物，是隨著你的自心而轉進來的，一切都怪不得人。要

知，佛陀教導衆生要努力修為以改變因緣，而改變因緣就要從一心真如開始。 

這原本就在的自性清淨、真如本性，從來就沒有失減過，衆等要如佛陀所教授上

昇佛道，要在一回又一回的勤求懺悔中做到改往修來。 

惟願各位得滿所願，當把佛陀所教授的妙法來莊嚴自心，圓滿你心中所求。惟願

各位菩薩所要消災的對象，得其消除災難；所要超拔的對象，超昇淨界。 

【附錄】8/4 蒙山施食 - 請師 - 十供養獻供回向發願文 

願以虔誠香供養回向祈願～ 

身心香潔，名聲遠聞，見佛聞法，發菩提心，顯於聖微妙，一真發現，一念迴光，

登歡喜地。 

願以虔誠花供養回向祈願～ 

相好莊嚴，眾人愛敬，超出五濁，同赴蓮邦，速超生有路，二圓具備，二障總消，

登離垢地。 

願以虔誠燈供養回向祈願～ 

六根明利，智慧增長，光明遍照，早成佛道，識塵根泯滅，三空達徹，三毒銷亡，

登發光地。 

願以虔誠塗供養回向祈願～ 

三業清淨，福壽綿長，遠離煩惱，消災吉祥，開信智通明，四法了知，四果有證，

登燄慧地。 

願以虔誠果供養回向祈願～ 

身心健康，音聲甜美，果證無生，利樂有情，修淨法熏習，五眼圓明，五蘊皆空，

登難勝地。 

願以虔誠茶供養回向祈願～ 

清涼自在，醒昏無礙，道業精進，六度圓明，獲一念真如，六塵洞竟，六識不發，

登現前地。 

願以虔誠食供養回向祈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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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法食，隨意具足，法緣開闊，近善知識，懺摩修勝福，七情意斷，七遮罪消，

登遠行地。 

願以虔誠寶供養回向祈願～ 

富樂安居，各得其所，慈悲喜捨，廣度群迷，轉不退法輪，八難蠲除，八德一躍，

登不動地。 

願以虔誠珠供養回向祈願～ 

深入經藏，智慧如海，布施愛語，辯才無礙，思返照回光，九蓮直步，九有九超，

登善慧地。 

.願以虔誠衣供養回向祈願～ 

罪滅福生，共期佛慧，顏色光澤，身心柔軟，完十卷懺法，十纏網斷，十地應超，

登法雲地。 

總懺主謝大眾祈願回向： 

願以虔誠百味供養殊勝功德回向祈願～ 

累世冤親悉獲超生，信願念佛，莊嚴淨土，南無地藏菩薩。 

願以虔誠醍醐供養殊勝功德回向祈願～ 

方便善巧，行道安禪，頓明心意，普門圓應，南無觀音菩薩。 

願以虔誠禪悅供養殊勝功德回向祈願～ 

廣行供養，慈愍眾生，三明六通，樂求佛趣，南無普賢菩薩。 

願以虔誠妙覺供養殊勝功德回向祈願～ 

常隨佛學，三昧總持，梵音深遠，度化有情，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猶如地藏，其緣生佛性唯一；猶如觀音，赴感應機不失時；猶如普賢，十願導歸

濟能仁；猶如文殊，常住寂光應眾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