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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頌 :「一同想著你」 

幽海千萬頃 明月正升起 

浪濤聲不息 波光連天際 

遨於蒼穹的你 悲光照進我心 

深靜的夜裡又再與你相遇 

萬山蒼鬱  林野盎然  

旭日東升起 百花正艷麗 

昔誰持種來 而今佳色開 

我們在一起 紅紫遍大地 

生死無懼 你與我們在一起 

若風若雨 誰能散離 

我們在一起 守著你留下的珍奇 

我們在一起 風雨走到天晴 

我們在一起 教燈永永不息 

我們在一起 只因一同想著你 

明月又升  旭日又起  

歲月無盡時 吾思亦如是 

我們在一起 思念化作歌音 

繚繞三千 永永遠遠歌詠著你 

我們在一起 思念化作歌音 

繚繞三千 永永遠遠歌詠著你 

繚繞三千 永永遠遠歌詠著你 



 

法師前行開示 : 

* 讚頌後面有一段師父開示，有一段稍微難理解。師父說真正逆

境師長不能給我們，只有同行給我們，為什麼？佛靠法成佛，就

如同饅頭和麫粉是相順的。面對同行，如果排拒法，就跟想要皈

依師長、但不皈依法是不可能的，如同要饅頭不要麫粉是不可能

的。 

* 師父對上師最有信心，法師當師父侍者時，記得師父在園區養

病，如被師父教誡，法師就會跟師父報告上師的消息，師父就會

很開心。 

* 有個法師自己的小故事，法師自小有手汗，有一次在園區，法

師幫師父摺衣服要放到櫃子裡，因為有手汗被師父看到，師父說

這樣你應該不能當我的侍者，之後師父找如證法師要換侍者，法

師因手汗要被師父換掉，只覺晴天霹靂，因為無法可想。當時，

上師很關心師父的狀況，每天都要跟上師報告，當晚法師萬念俱

灰，跟上師啟白不能再當侍者。第二天上午，法師覺得自己有點

怪。當時園區是夏天，法師竟發現自己沒有手汗，趕緊去找如證

法師，伸手給如證法師看，如證法師瞪大眼說「你的業變了！」，

其後如證法師跟師父報告，師父聽了，輕輕笑笑說沒手汗就留下

來。但等師父圓寂，法師的手汗又回來了。這件事，法師印象很

深。法師的引導是當碰到修行上的問題、難關不容易突破時，殷

重對師長祈求，心情就安了一半。對師長祈求後，自己的心態以

及面對境界，沒有如同想像中困難。如果很殷重祈求，不會焦慮、

擔心 

  



聽聞前行 : 

希望新生: 第 160 則 93 頁 

「善知識示現悲智行—  

好好學經論，就會在親近善知識的過程中，看到很多很多如經論

上所寫的佛菩薩的事蹟。它不只是一人固古老的傳說，或很遙遠

的行徑，而是從善知識身語意的示現中，會清晰地看到一種真實

悲智功德的流露」」 

* 日後上課應該都會用希望新生，希望大家認真讀，裡頭有上師

的願力。因為上師知道大家想跟上師討論修行的問題，但因為機

會不多，讀希望新生，就如同跟上師討論一般。保持每天讀一則，

有時會有感覺，對自己幫助很大。自己要養成習慣。 

* 這一則的重點「好好學經論」 

* 學好經論，才能看到師長身語意的功德，如果不太容易體會師

長功德，是因為經論的學習不夠。如果學習經論夠的話，看到善

知識的眼光會不同 

* 法師印象很深的一段經驗，現任 104 任接位宗大師法座的赤仁

波切會來台主持祈願法會。103 任剛圓寂的赤仁波切，在還沒當

赤仁波切，而是下密院退位住持時，來到台灣，師父前往迎接。

師父和仁波切簡單說了幾句，下密院退位住持跟師父建議，希望

師父考慮讓法師學辯論，因為師父讓法學習辯論又喊停三次，因

此仁波切希望師父有機會讓僧眾多學習辯論。師父說包括他自己

都想學，但辯論如果不能結論心續、 甚而有礙修行，反而墮落，

就會喊停。下密院住持說當年西藏也是一樣，有專門學辯論，不

修行，不結合心續者 

* 第二天，下密院住在跟僧眾講說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時，突然

說「常師父是在很長時間在菩薩道上行走的人，要跟師父好好學

習」，意思是師父是「久行菩薩道者的意思」 



* 103 任赤仁波主法時，師父會頂禮，赤仁波切要常師父不要如此，

師父圓寂後，講到師父功德常流眼淚，如此都是要好好學習經論

才能體會 

* 其後，103 任赤仁波切把最好的弟子送到鳳山寺，這位格西一

見師父就想學中文，並說學辯論的，不容易對人發起信心，但發

起就不會退 

* 師父養病時，格西到園區，見到師父病得如此被扶出來，格西

說師父就像智光法王 

* 智光法王是西藏國王，當年為迎請阿底峽尊者被俘虜。菩提光

王想救他，但被要求要拿智光法王一樣重的黃金，但智光法王要

菩提光王把黃金拿到印度迎請阿底峽尊者不要救他。 

* 格西跟法師講，看到師父，就想到智光法王，完全把生命獻給

法。師父示寂後，格西講「常師父圓寂就像世界沒有太陽了，完

全黑暗了」 

* 師父圓寂後，這位格西不敢看師父照片，格西遠到而來，越來

越瘦，越來越惟悴 

* 幾年後，格西跟上師見面，幾次見面法師都在現場。格西第一

次見上師稱呼上師接班仁波切，談了兩三個小時。第二第三次，

格西對上師稱呼「上師」，跟法師們一樣。 

* 格西跟上師交流時，上師跟格西請教修行，格西說上師這種體

會只有讀祖師傳記才會有，格西從消瘦慢慢精神氣色越來越好，

去年或前年的憶師恩法會，有格西出現，看得出來格西氣色比較

好了。好好學習經論可以看到師長功德 

* 有次師父讚歎上師「你也是久行菩薩道的人」，上師很惶恐，但

師父乃是用經論當根據。師父常花幾個月教導上師，行程較隱密。

有一次上師從社區公庽高樓往下看，有隻母豬被圈，要殺來辦喜

事。上師想辦法要買下來放生，師父說不行，因為行程無法保密。



師父說這次不買，你要發願救法界眾生。師父說當日上師整天跟

廣論說的悲心生起來的量相同。對一切有情，就像看到心愛小孩

在火坑一樣。師父觀察上師當天流露出坐立不安，跟廣論所說一

樣。這是師父用經論抉擇。 

* 其後，四家合註作者哈爾瓦．嘉木樣洛周仁波切也跟上師說，

上師是多生修習菩薩道的人，並說有入中論做根據。入中論有十

品，從初地、二地、三地到十地、佛地的功德。 

* 經論內涵要學習，好好學經論，好好上課。此外，要把聽聞前

行養成習慣，如同吃飯前要洗手，要養成習慣，要思惟聞法勝利，

聽法效果會不一樣。因為法有加持力，而加持力和動機、恭敬心

有關 

* 在 95 講中，上師講了幾個角度。我們由於過去生累積的善業，

才能聽聞清淨正法、可以離苦得樂，是很不容易的。而佛陀多生

難行苦行，才能把法講出來，也一樣不容易。佛陀的難行苦行，

在祈願法會中，104 任赤仁波切會佛陀的本生故事，由馬鳴菩薩

所著。稱為 34 本生傳。其實，佛陀講了至少 1000 個本生故事，

500 個在善趣，500 個在惡趣救眾生的本生故事。馬鳴菩薩寫到

第三十四個就圓寂了。因為第 34 個本生故事，是佛陀捨身飼虎的

公案，母虎想吃自己的小虎。馬鳴菩薩看到這個故事很感動，自

己去捨身餵虎。馬鳴菩薩是八地菩薩，在布施過程中，還有掛礙，

因此才能體會佛陀如此崇高。示寂前馬鳴菩薩寫了七十願讚歎佛

陀功德。其從無量劫來難行苦行，才能把法說出來。而傳承祖師

把法留下來，也很不容易。有如此思惟，不會浮泛聽法，這是上

師在 95 講的叮嚀，我們用學習經論，加深加廣思惟 

  



Q&A： 

93 講 

Q：[0′59″] 師父說「我要修持佛法，修了半天到地獄裡去了！那

不修還好耶！」如何理解？ 

A： 

* 為何弘揚佛法不弘還好，弘揚了反而下地獄？簡單說「好好學

經論」 

* 大家進來團體學習，是宿生善根才能學到現在。所謂具力業門，

指「特殊對象」。一般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但對具力業間，種

芝蔴，得須彌山。 

* 般若經，是強大的具力業門。般若經有記載，對般若造一點點

善業果報很大，一點點惡業，惡報也很大。 

* 佛陀跟阿難說記得般若一字一句功德殊勝，忘失一字一句，惡

報也很大 

* 對般若經造惡業是很容易的，如有人在講般若經、講廣論，自

己覺得不太配我胃口，為何沒稱讚我？而當場退席，此即造了毀

謗、退席之罪。這果報很可怕，如殺父入無間地獄，而毀謗般若

比殺恆河沙數阿羅漢還重，會從一大世界到另一世界的無間地獄，

再到遍地十方無間地獄。 

* 跟我有關嗎？怎會造如此這麼大惡業？如果累積煩惱、不歡喜

心而退席，此外，如發心師長志業，覺得很辛苦，與人產生摩擦

等，覺得做這個幹什麼，不要做吧，如此也是想弘揚正法而弘揚

到地獄 

* 是否不要接觸佛法就好？這樣也不行。佛陀說六道有情，最多

在地獄 ，其次餓鬼，其次畜生。如同冰山只佔冰層 10 分之一，

人天只佔一點點。不學佛，沒有希望 

* 要善巧學，要有善知識引導 



* 師父說任何時候要把慈悲、智慧圓滿配合，就像任何時候臭豆

腐和泡菜要配在一起一樣。我們對臭豆腐很有感覺，但對智慧、

慈悲圓滿結合無感 

* 這對我門是陌生的概念 

* 師父說我們感䁷不強，那感覺不強要如何？想思惟二者沒有配

合的過患，有習氣偏向的過患 

* 師父善巧看到勝利過患，如果不重視慈悲、智慧的配合，而有

習氣的偏向，師父在此講說到根性，有利根、鈍根。我們不想當

鈍根，祖師也要把法傳給利根者。格魯派 温散 是班禪三世，其

師長法金剛在一百多歲時，找到根性適合的他，把法座交下 

* 面對師長，如果你根性不太夠，師長要傳給他人，會自覺很可

惜。根性來自習性的偏向，利根、鈍根的差距，如企業員工也一

樣，各位應該對利根者較重視 

* 有一次，師父去南部沙崙農場閉關、養病，同修們有事項不會

打擾師父 

* 法和和一位老侍者跟著照顧師父，有天晚上師父跟兩位法師說

虛雲老和尚四方遊歷，到雲南時遇到一位禪和子，每天白天修馬

路，晚上做飯。虛雲老和尚想跟他切磋，但他不跟虛雲老和尚講

話。虛雲老和尚跟著修路，吃飯。有天晚上虛老學參禪在大石頭

上，這位禪修者從後方一把抱住虛雲老和尚，問他看什麼？ 

* 師父問兩位法師虛雲老和尚回答什麼？法師說不知道，老侍者

說知道，師父叫法師出去，只跟老侍者講。這就是根性的差距 

* [01′50″] 提到根性，上師說「提到根性，師父說我們每個人有

我們不同的根性，根性有利鈍的差別——有人比較聰慧，有人比

較愚鈍。體現在學法上，可能就會有快慢之分。但萬一他愚鈍，

但是他拚命用功，不停地廣泛學習教典，深入經藏，也可能變成

利根。」 



* 法師的感想是，如果廣論錄音帶多聽一點，自己就可以聽到師

父開示而百感交集 

* 那虛雲老和尚怎麼回答？他不慌不忙說「看月亮」。看月亮有兩

層意思，其中一層是「空性」 

* 上師說經典是佛菩薩智慧的傳承，善知識引導，可以調整自己

根性，不學佛法， 不容易做到 

 

Q：師父說「這一段時間自己努力、很用功，然後很開心，好像

對法有很多受用的樣子，但是到師父那一問，有可能師父會說：「啊！

已經過頭了！」。剛學廣論，很開心、很受用，跟原生家庭和解，

但越學越不開心，覺得自己福報快用完了，而覺得困惑。 

A： 

* [04′09″] 「我們自己有一些什麼樣的偏失，通常都是要去請問

善知識才會更精確地了解。比如這一段時間自己努力、很用功，

然後很開心，好像對法有很多受用的樣子，但是到師父那一問，

有可能師父會說：「啊！已經過頭了！」然後師父說：「自己覺得

很高興的事情，可能要把它拆掉，去做另一件事情。」所以這個

地方就再再地顯示了修行的路上是不能離開善知識的，因為善知

識就會校正我們的根性還有習性上的一些弱點。因為自己是看不

明白自己，我們對於自己引導自己是沒有經驗的。  

* 有人剛學，有效果，跟原生家庭和解，現在不開心，吃解憂的

藥物，這是對經論了解、學習的量不夠 

* 師父的結論是「任何時候要把這兩樣東西圓滿地配合，這是很

重要的。 」 

* 善知識帶領我們趨向佛法，把生命往更高的點拉 

* 法師以自己的例子談。剛當侍者時有浴佛法會，為期兩周。第

一周北部、中部，第二周南部。由於師父不可能每人都關心，法



師把浴佛法會弟子的心得自己先歸納整理，然後把總表給師父。

師父很開心，法師如獲至寶，下星期再如法泡製，法會結束後又

把一些心得歸納，熬夜整理給師父。法師把手伸出來，但師父沒

接。師父說「你不要老是想獻寶」 

* 一開始學始很快樂，後來不是。當時不懂為何師父如此示現，

師父肯定自己歸納，但師父要我再提昇，不要只是要得到現世的

肯定，而是要積聚資糧，往成佛更靠近，要我再往上層 

* 剛學法快樂，因為改善比較快。越學，標準越高，改善不如先

前容易。在歷程中，要回過頭總結成長的部份，思惟自己的程度

不比以前低，收穫不比以前少，要總結、歸納，累積歡喜心 

* 要養成歡喜，拜佛，每一拜要累積歡喜心。否則，前中後只會

感到累 

* 每一拜要累積歡喜，想到拜懺的功德，如稱寶光如來名號，可

滅兩萬劫罪障。拜了，會斷除貪，瞔，無間罪等。 

* 每一拜累積歡喜，上課、頌經也相同。每堂課，累積修行、善

心、歡喜心，看到自己的成長。在標準越高時，透過總結累積 

 

  



94 講 

對善知識不修信念恩，當善知識調整自己時得不到好處 

 

Q：人從自己所學來做事，看到家人、屬下要做事時，聽不懂，

阻止他，他會覺得你瞧不起我，要如何處理？ 

A： 

* 先温習關愛教育 

*  關——關注他的眼前和未來的方向；愛——與慈悲同義，拔

除他的痛苦，給予歡樂。所以關心生命的方向，要建立崇高生命

的理想、正確的離苦得樂之路，其實也就是正知見的建立。 

* 關注他的眼前和未來的方向，應不只是這一生，佛菩薩攝受眾

生，無限生命都投入 

* 用關愛的定義 : 你只有對一個有情特別特別地關注之後，你才

能把一些底線性的、原則性的東西輸送給他。 

什麼是特別特別地關注？對方不一定感受得到。從自己的發心而

言。之前，上師想幫助一些人，但無法幫到。師父要上師發願用

無限生命關注，這是佛法修行的特徵 

* 即使，一般要有好的人際關係，沒有好的發心，只現世安樂，

會連現世也得不到 

* [09′01″] 「如何將生命的原則和動人的關愛完美地融合，真的

是一種長久的修練。 」要長久依靠善知識，對自己都無法將生命

的原則和動人的關愛完美地融合」 

即使有人不領情，那是我的慈悲、智慧沒有完美融和，要下定決

定跟善知識學，往正法更努力。因其境界幫助我更努力，我也會

回向給他，這是無限生命中可以饒益他的底牌。 

* 關愛的定義很重要 

* 我們有偏向，對善知識修信很重要 



* 94 講的例子法師是知道的，其計劃師父都沒批准 

* 學藏文，預科班比較厲害。該老法師也跟著學。位老法師用藏

文學習辯論，上師會過來看、 讚歎他。法師在旁邊，自覺比較擅

長，但未受上師青睞。後來法師上去辯，上師看到法師在辯就回

房間了，法師很失落。從 94 講反思，想到這個案例，體會到上師

鼓勵他學經論，而自己則「於少許茶，悉計高低」如此，沒有透

過教典，無法體察 

* 法師自䁷是喜歡學經典，不太關心其他人。103 任赤仁波切講

授辯了不了義， 解說空性，法師很喜歡學，很喜歡研討。自己學

得興高采烈時師父要法師關顧中秋法會，法師自覺要注意，但又

去研討，又再次被師父提醒要關顧法會。第三天研討時，師父走

進教室把法師叫出來，中秋法會要法師去聯繫，法師從研討會中

被拉出來心裡有點捨不得，但還是照著做。從 94 講，才看得清楚

一點，自己的偏向沒有善知識引導很難看得出 

* 沒有被調整，怎麼引導別人？ 

* 師長用無限生命，上師透過法師辯論時的不同示現，才能體會 

*  一旦沒有注意努力修信——修改自己內心中不信的那些觀點

和感受，在善知識調整自己習性的時候，那是很危險的！反之，

要朝著善知識指導自己的方向認真地改變自己，努力在很多緣起

點上修信念恩，踏實地追隨善知識，調伏自己。 

* 修信，覺察善知識當下就在饒益我，避免我未來的損失 

 

Q：透過 93, 94 講，被善知識攝受是如此難得，現在只能透過法

師，除此，很難得到師長攝受，很難發現自己不足，如何調整？ 

A： 

* 有一點很重要，上師說對師長要修信，要深入學經論，要累積

資糧，到師長前要累積，如果不累積，到師長面前也無法理解 



* 對經論學習、累積資糧，平常就要努力。如上師要大家聽師父

帶子，就是知道大家想跟師父學，在此之前，要熟悉 

* 悟性，靠資糧累積，大禮拜，七支供養等就是資糧累積 

* 我們大家都是同行，是師長攝受的弟子，都有師父上師加持，

大家一起學習，都是可以相互用教理切磋 

* 更深入理解師長的法要把因回到上師親近的攝受 

* 師父上師絕不是普通人，遇到了，要回向得到親密的指導 

* 宗大師教法六百年，法師和我們應該自己也有結緣，才會現在

學到 

* 當初結緣，可能遠距學習，靠近師長近一些 

* 不種因，六萬劫後也不會有這個果 

* 法師上上個月跟新進班同學討論，法師說受不了你們繞圈子，

千載難逢進僧團要全力對準，生生世世要造跟師父很緊密的業 

* 要不要到上師面前是自己的業，但我一定要發願到師父身邊學

習 

* 法靠人，靠心傳遞，要緊密跟隨 

* 依止法，其後如探囊取物 

* 我們已經夠近了，因此要努力造業 

* 依止法，師長是佛，因此不會只有一個化身。正法時代，師父

上師化身不會只有一個，應如星星一樣多，自己願意花時間，六

百年應該不難做到 

* 希望新生 160 則，從經論看到祖師的行誼 

* 和根性有點關係的公案。上師由法師陪同，去見 80 多歲的仁波

切。格魯六大寺中其中一座寺院，五大論學習由這位仁波切復興，

其住在 4000 米高的小山上，上師由仁波切陪同去見。見面時，

仁波切說我看到你，看到教法在漢地興起的徵兆 。仁波切把「上

師相應法」傳給上師。而帶上師去求法的師長，其先前求了 9 次，



都沒求到，但上師一去，上師還沒開口，仁波切就把法傳給上師。

師父上師出現在我們生命中不是普通的因緣，是關鍵中的關鍵，

因為師長是最重的具力業門 

* 歐洲某個數學家，得到國家獎賞。其拿出西洋棋盤，希望棋盤

上放上一、二、四、八粒米等類推，國王叫人拿米來，但窮全國

之米也放不滿 

* 對具力業門，造善業增長果報比你想像的快 

* 師父、上師建立的事業，是我們想像不到。 

* 宗大師回向文「生生由勝宗喀巴，為作大乘知識力」就是這個

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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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生論亦云「聞除癡暗為明燈，盜等難攜最勝財。是摧愚怨器

開示，方便教授最勝友。雖貧不變是愛親。無所損害愁病藥，摧

大罪軍最勝軍，亦是譽德最勝藏，遇諸善士為勝禮，於大眾中智

者愛。」 

聽聞前行思惟的練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