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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近來的疫情，可以體會到在五濁惡世能夠值遇上師、師父，

可以值遇圓滿教法，更深知自己是如此的幸運 

 

讚頌 「芭蕉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OOy7K828jo 

 

法師前行提策 

 

心之勇士 243  「温暖這個世界」 

 



佛陀用他的光明點亮了我的這顆心，我也可以為這個世界增添

更多的光亮和温暖。 

在自己得到人身的這個寶貴光陰時，可以多用自心去温暖家人、

鄰居、同事，乃至温暖這個世界！ 

* 「佛陀用他的光明點亮了我的這顆心，我也可以為這個世界

增添更多的光亮和温暖。」師父說佛法不是一般人想的宗教，

因為所有人都需要關懷，這就是慈悲。幫助別人用方法是智慧。

智慧和慈悲是人所需，而佛法的智慧和慈悲，提供眾生其生命

真正需要的。 

* 從究竟意義來看，從依止、上師相應，弟子的教證二量，來

自師長、佛陀加持，並灌注到我們心中。平常依止、聞思、淨

罪集資，積聚相應的條件，才能快速接收師長、佛陀心緒的加

持。 

* 任何眾生內心所生的善法，都要佛陀法身親自加持而得。 

* 聽師父說法，師父對佛法信心，亦透過說法而傳到我們心裡。 

* 面對上師、師父時，自己的壓力、煩惱、憂傷等，在見了師

父、或跟師父、上師開會，同處一個空間，雖沒特別說什麼有

關自己的事，但結束後，心中的壓力、煩惱、憂傷都不見了，

而變得輕鬆。仔細覺察可以看到轉變。 

* 從瀕死經驗，人跟人間可以交流、影響。當遇到偉大的心，

自己的心也會改變。 

* 「在自己得到人身的這個寶貴光陰時，可以多用自心去温暖

家人、鄰居、同事，乃至温暖這個世界！」人身非常殊勝。心

狀態的改變取決於業力。業力轉變主體是思惟。好的思惟從好

的聽聞。從好的來源，亦即如理聽聞，才是業力的轉變。 

* 暇滿身可以聽聞、思惟正法，是其他六道與未得暇滿者無法



相比的。 

* 用自心去温暖家人、鄰居、同事，乃至温暖這個世界時，發

心和行為和佛陀、師長相應，對自己以及和被自己關照到的人

更好。 

* 道總建立入金剛乘受密法傳法，師父說密教視師如佛更重要，

比顯教更高。此時師長如電線，有十方諸佛的高壓電。自己不

用蓋電廠，只要接上就有源源不斷的電流。只要能有發心，就

可以接上師長的線。 

* 同學進入學習最早大多從營隊，在營隊中，心緒成長很多是

前所未有，因有上師師長、佛陀、宗大師，以及營隊義工的心

力匯聚，讓學習的人的心，容易產生有力的轉變。 

* 用心純厚、強大，在生命中可以感受到類似狀態。跟上師、

師長心相應，得到強大加持，師長在自己面前，自己宛若不在

五濁惡世，而在佛菩薩淨土 

* 在聽師父上師說法，體會說法場變得完全不一樣。在慈悲、

智慧中，感受很不一樣 

* 當我聽到你的聲音，苦難世界變金城。是毗盧遮那佛的淨土。 

 

  



希望新生 243 「苦樂由心安立」

 

快樂和痛苦都是我們的心製造出來的。當別人罵我們、不承認

我們，或者歪曲事實，把話都顛倒著說，就用它來製造快樂、

造作善行吧！因為一切境界都是沒有自性的，苦樂取決於我們

內心對境的安立。 

* 「快樂和痛苦都是我們的心製造出來的」快樂和痛苦指有真

實作用的快樂和痛苦，都是我們的心製造出來的，不是內心的

胡思妄想。 

* 現在苦哈哈，但自覺不是並哈哈笑說真快樂，這樣像駝鳥，

不是如此理解快樂、痛苦。快樂、痛苦是業力感得，是真實的。 

* 「當別人罵我們、不承認我們，或者歪曲事實，把話都顛倒

著說，就用它來製造快樂、造作善行吧！」面對逆境，能真正

製造快樂，關鍵在如法思惟。從業感受苦續流，如何轉換造善

業續流？因如法思惟。如法思惟是關鍵，於此之前要如法聽聞。 

* 修當下一念、兩重因果，思惟眼前所受是過去業力所感。雖

我們看不清業，但依佛說，境界由善惡業所感。境界現起造作、



衝動，是善？是惡？可以觀察。 

* 如觀察到，不會走過去錯誤的老路，不會想要傷害、報負。

因走過去錯誤的老路而傷害、報復，只會串習惡業，越演越烈，

感受惡果。要皈依法，造作善行。 

* 逆境時正皈依法，其善行功德，較之順境高出無量無邊。 

* 業果是趨入空性的基礎。業果和空性、般若相應。 

* 有業果見，於苦行做樂行想，於難行做易行想。因為「一切

境界都是沒有自性的，苦樂取決於我們內心對境的安立。」內

心對境安立，涉及空性。內心對境安立不能離開業果見，要深

信業果。不是心裡怎麼想就是什麼，要有業果見。如覺得證空

性但不信業果，表示此空性是錯的。 

 

 

全廣 II 第 353, 354 講 

 

Q1：暇滿人身殊勝、寶貴，自己得到覺得穩當，但又恐於難得，

而心力上上下下。如何鼓勵又督促自己？ 

A： 

* 學廣論，其有最善巧方法。 

* 對暇滿要有正確認識。 

* 暇滿義大，利益很大。尤其南瞻部洲的人身。遇到具力業門，

造小善，得無量須彌山。 

* 但暇滿難得，要淨戒、配合六度為助伴，並有無垢淨願，跟

大乘相應發願。如此業感果才有暇滿人身。 

* 大地土、爪上塵之喻。 

*  霞瑪道次指出，人非常少，只有冰山尖端一點點。 



* 暇滿義大、難得要珍惜暇滿。如火燒水洗，讓心調柔，做什

麼修行都可以。 

* 心太高昂、散亂要思惟三惡趣苦等；太低沈、愁苦，要思功

德（皈依、菩提心等）法類（依師八勝利等）要熟悉才能思惟 

* 水洗火燒要學習才會熟練。不要倒過來，要學習佛菩薩經驗。 

 

Q2：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好似駝鳥，但用文字修飾。苦為負

時，把負遞減，其正向會出生，還是往零接近。沒有苦時，快

樂才會出現嗎？從樂因到樂果，不是輪迴中可以想像的？輪迴

苦比較可以體會？少了點苦，就多了點樂，哪裡有問題？ 

A： 

* 種樂因不會有樂受？不一定。端視對樂因了解到什麼程度。 

* 有待遇很好的工作，或有利潤的生意。都只進行到一半，但

很多人在其間已經高興起來，因為知道將來有好的果的過程，

會有歡喜。 

* 離苦得樂是佛說的正法，有修補、救護的力量；有調伏、清

涼的作用。種樂因時可以得樂受。 

* 在香港，有位 CEO 問，當時在供養花，用觀想供養無量無邊。

其事後問如此跟瘋人院的幻想有什麼不同？觀想有經論依據，

有佛菩薩經驗。尚未有佛菩薩經驗、視野，但佛陀是通過考驗

的正量士夫，才選擇相信佛陀視野、依據，不是瘋人院的胡思

亂想。如果沒法體會，種樂因能否要有樂受就要再學習。沒有

上述體會的話，種樂因要有樂受並不容易。 

* 修信念恩可以得加持。 

 

Q3：目犍連尊者見母受難的公案，其不捨是佛性？處理的方式



是修行？見母受苦的苦跟我們的苦是一樣？ 

A： 

* 目犍連尊者和凡夫不一樣。凡夫連苦樂都認識不清，也不是

如佛因報恩要饒益所有眾生。因為小乘聖者有慈悲心，只是不

是大乘深廣的慈悲心。 

* 自己想離苦得樂，想別人也得到，是內心的本性，只是被我

執，我愛執障蔽，如對出離、菩薩行有認識，會勇猛建立菩薩

行。 

* 356，357 講師父說正確認識，如水由高往低。對苦樂有正確

認識，不想要苦而要斷苦，如有正確認識的話，可以積聚真正

的樂因， 

 

Q4：「佛菩薩看到有眾生的得度因緣出現了之後，立刻就去救

度他」有一切智智的佛菩薩，為何不能事先看到並救度？ 

A： 

* 多年前有位進僧團，沒多久，法師看到他狀況不穩定，想關

懷他。法師利用各種機會想要關心他，但都剛好沒能碰到他（包

含中掛被釘子鉤住）。眾生因其自己的業力而感得果報。 

* 佛的一切智智不離空性見、業果見。有得渡因緣者才能受用

被救渡的果。 

* 上師示現，年紀比較小時經過飯店，看到一隻驢子被栓，想

到是不是會被殺？當想到要去救時，驢子已經被殺。師長想救

我們，一心一意，但自己感果未能被救，也因業果。 

* 目犍連尊者神通第一，佛說其有寃家快來了，尊者便很快飛

到別的地方，但半路失靈掉下來。此時天色已暗，路上有位老

公公拿了大木棍，因害怕天上掉下來的怪東西而拿了大棒拼命



打，把目犍連尊者背骨打斷。尊者此時憶念佛陀，向佛陀求救，

由佛神力被佛救回。佛陀向尊者說明，其因緣是老翁多生前是

尊者父親，兩者因起爭執，尊者起惡念想把父親背打斷，如今

才感果。如惡業成熟，有神通沒用。 

*興起行經，講十個佛過去生造惡業而今生感果的公案，如金槍

馬麥之報。佛說自己已成佛並已懺盡惡業，但佛留下一點點惡

業就是要示現如是因如是果。 

 

Q5：目犍連尊者要感果，所以佛陀也無法救？ 

A： 

* 對，沒有其他得救因緣的話是如此。在感果前可以懺，但要

感果了，就誰也擋不了。 

* 尊者受苦，向佛陀求救還是得救，也因其自身業感。 

* 當下一念，綿密造善業很重要。 

 

Q6：上師為何特別介紹薄伽梵六義？354 講為何特別用公案介

紹尊貴？ 

A： 

* 薄伽梵六義，特別說及重覆解釋，因為內涵跟世間角度完全

不一樣 

* 世間自在一般指有權力，想幹嘛就幹嘛，但薄伽梵六義的自

在是如來遠離煩惱 

* 每一個內涵，和世間所理解不一樣 

* 354 用尊貴，並用公案，有兩個原因。一是師父開示原文，

師父有提尊貴 

* 另一個即是尊貴和世間所解不同 



* 353 尊貴指「具一切德常起方便利益，安樂一切有情無懈廢

故，具尊貴義」 

* 354「具足一切的功德」，它的作用是什麼呢？「恆常以種種

方便利益安樂一切有情」，後面還有四個字「毫無懈怠」，所以

「具足尊貴」。」 

* 一般世間說尊貴是有高的地位，外境上有很多一般人得不到

的東西等 

* 351，352 講，師父、上師說苦集滅道四諦，先說苦諦，再說

集滅道。先說苦，要先認識，如認識草、菜。凡夫在輪迴，樂

是顛倒。一開始如講樂，會用輪迴的錯誤概念。 

* 薄伽梵六義亦同。 

 

Q7：苦樂要用業果思惟，但自己很難做到。如和一般人想法不

同，如別人對自己不好或意見不同，自己不會現起業果，要什

麼程度才會自然現起業果？ 

A： 

* 業果很重要。廣論 P116LL3 皈依最後「設作是念，如是念死

及思死後當生惡趣，而起怖畏，能從其中救拔歸處，是為三寶。

若歸三寶不違學處，然其歸處，如何救拔？如集法句云：「能斷

有箭道，我教示爾等，如來是大師，爾等應須行。」佛是歸依

大師，僧是歸依正行助伴，故正歸依是為法寶。若能得此，解

脫畏故。最下法寶，亦是由其初修業時，遠一分過，修一分德，

斷證二事，倍轉勝進而為安立，非離此外，忽從他來。」  

* 343 講 

* 2’47” 「喏，這些就是佛講的最究竟圓滿的聖教，這已經

完完全全一點都不遺漏了，包含了所有佛說的好的、完整的內



容。」這些指的是苦集滅道、是業果。這包含所有佛法。樂因

樂果，苦因苦果。 

* 廣論業果不只深信業果的章節講業果，而是下中上士道都是

業果的法類。 

* 很難了解、深信，因其是極隱䀲法 （顯現法、隱䀲法、極隱

䀲法） 

* 顯現法：可以用五官探索 

* 隱䀲法：用正確推理而得，如山有煙，推理山上有失火 

* 極隱䀲法：用五官、推理無法得，在經驗範圍外。要跟有極

隱䀲法經驗者學。 

* 上師說小時候父親做的餅很好吃，長大後想要做，上師父親

說明有一半冷水、一半用熱水。上師第一做沒成功，再問父親，

父親再說明方法。有經驗者沒講，自己就是不知道。 

* 法師曾遇過一位遊戲博士，投入電腦、網路遊戲很久。博士

說有經驗者累積很多秘訣，如不跟新人講，其摸索不出來。 

* 如何知道其有經驗？要檢查，邏輯、事實上有沒有相違？只

有佛陀透過此考驗而相信佛陀所講的業果。相信佛陀而相信業

果並多學習說明業果的經典。 

* 對佛陀信心要先從對自己師長生信心，其可增長速度。 

 

Q8：世間人快樂是痛苦，沒有真正的快樂。對他人發慈悲心，

沒法對別人拔苦得樂？ 

A： 

* 我們要有相應的業，才能拔苦與樂。 

* 120L2 「所未造業不會遇者。謂若未集能感苦樂正因之業，

則定不受業苦樂果，諸能受用大師所集，無數資糧所有妙果，



雖不必集彼一切因，然亦定須集其一分。」積相應的因。 

* 父親很有錢，自己沒有很辛苦而能分享，也是積相應的因。

或自己欠債因認識好友而清償。 

* 佛菩薩的妙果想跟我們分享，要造相應的業，如拜三十五佛

懺，拜寶光如來懺 2 萬劫罪障。必須做，才能集因。 

* 發菩提心，會回到自己身上而得樂果。 

 

Q9：自己很懺悔，之前斷斷續續，現在可以隨班學習。上師聽

音檔要十遍，自己現在有做前行，沒有聽那麼多次，自己雖有

吃力，但自己會努力學習。 

A： 

* 這個心得很重要。 

* 聽錄音帶，師父在上士道說老了病了，沒有太多修行時間，

所以更要努力。 

* 上師是師父一再承許、肯定，講的就是師父講的，想的就是

師父想的。上師得此果乃因認真學師父開示。 

* 自己會很努力，當目標，因地種同樣的因，會得同樣的果。 

* 正確種因，果來得越快。 

* 現在做不到，可以隨喜迴向上師功德，隨喜上者可以得一半

功德 

* 上師了解師父意思，為何上師要聽這麼多遍？ 上師的成就，

因地認真學師父開示，長時間修行，養成強烈習氣、續流，會

延續下來。 

 

Q10：目犍連尊者喚醒大龍只能選擇瞋或恐懼？不能用歡喜的

方式？另外選擇芭蕉雨做為營隊讚頌，其因為何？ 



A： 

* 芭蕉雨的因緣，目前上師沒有特別說。 

* 法師選擇芭蕉雨，在讚頌最後「縱使山窮水也盡 獻出真誠

一片心   無悔守護到天晴 美麗花季」無悔守護美麗花季，是

上師、師父、大師功德，也是尊貴提到的「具一切德常起方便

利益，安樂一切有情無懈廢故，具尊貴義」 

* 上師利益眾生、建立教法，在五濁惡世，上師身體狀況不好，

但上師講止觀用錄影等，帶領僧眾學習、建設寺院、堅持學習

五大論等，在過程中，上師很關心出家人修學，讓修行能有最

好的正規環境，在總體、個別，整體僧俗等，上師體力負擔比

以前更大。法師從芭蕉雨的讚頌，想起師長在苦難時代的用心 

* 大龍被叫醒，也有其他方式。每個眾生有其得渡因緣，有人

從痛苦，有人從快樂等，從其根性 

* 十多年前小小班進僧團，上師請法師準備大把的糖。還有小

朋友供養洋娃娃，讓其高高興興，每個人因緣不一。 

* 小小班的小朋友要拿高的東西，結果是要拿辨不了義善說藏

論；另外有小朋友傷心書背不到自己的目標，反思自己在這個

年紀如何？ 

* 這都要看個人善根。 

 

Q11：354 講的公案，我們對佛法公案的學習要如何？比較如

法？對兩條龍和目犍連尊者的公案要如何學習？ 

A： 

* 佛經有很多動人的故事 

* 上師把律藏的故事看過，想講給大家聽，大家好好祈求。 

* 佛經故事，要虔誠、恭敬。因正在讀聖者行誼，這可以饒益



我。我雖不明白，但不要因有趣，而失恭敬、虔敬。要思惟、

啟發並用學過教理。 

* 尊貴，薄伽梵的尊貴「具一切德常起方便利益，安樂一切有

情無懈廢故，具尊貴義」 

* 兩條大龍示現，比較像我們一般認為的尊貴。如世間有健美

先生，身材矮小，被刺激，要練得強壯。有人把身體弄很強壯，

為了得到尊重。 

* 龍纏繞須彌山，如世間汲汲營營爭取很多並想鞏固，這世間

的方式，和佛完全不同。 

* 目犍連尊者有無自性的智慧，曾引導帝釋天。當時帝釋天宮

殿有 101 層，華美殊勝，超過第四天王以上的天王。其因緣在

91 劫前，帝釋天前世很有錢，把家供養出來給來往的人可以休

息。此善舉讓帝釋天 91 劫當帝釋天王，而帝釋天王自己也由此

非常自豪。 

* 佛陀派目犍連為帝釋天王說法。目犍連腳一踢就讓帝釋天的

宮殿好像要傾倒。此時的帝釋天碰到尊者，其自豪拿不出來。 

* 我們汲汲營營都比不上證得空性的聖者，因其不被外像、表

象迷惑。亦再次說明「具一切德常起方便利益，安樂一切有情

無懈廢故，具尊貴義」 

* 般若經說，菩薩摩訶薩可以戈把須彌山丟過三千大千不驚擾

眾生，法師很嚮往，並把心得回饋上師。上師問法師想舉起須

彌山 ？（耽著外境，為外境所迷）法師說是，但上師說不想，

只想學般若，其威力、作用不一樣。 

 

Q12：353 講「第一個問題：說：「這些就是佛講的最究竟圓滿

的聖教」，「這些」師父是指什麼？請回答。前面講的那個「四



諦」對吧？」為何問題問在第二段的一開頭？ 

A： 

* 聖教的目的，和自己內心離苦得樂（苦果苦因，樂果樂因）

的目的沒有相違。如對此產生信心，未來生遇到佛法，反應和

別人會不同，知道這是自己需要而相應。 

* 這是上師為何要把三位祖師，包含清辨論師、宗大師提到四

諦，在此提問之因 

 

Q13：「一定要特別特別熟悉師父的理路、師父對這一段經文的

詮釋，只有熟悉了之後，我們在對境的時候、在降伏內心的煩

惱的時候，才能夠很容易地記起來，然後派上用場。」收攝到

很簡要的中心扼要為何？ 

A： 

* 特別特別熟悉的行相，上師口訣教授，要收攝到當下一念，

如何用心。如胸有成竹。 

* 學世間、上師教授，要非常熟悉，熟悉到中心綱要立即現起。 

* 能現起輪廓，因為反覆串習。 

* 從中心扼要，可以把很廣的內涵收攝到中心，再從中心開展，

收放自如。 

* 一切時處要用，要收攝扼要，其可能是幾句話、一句話、一

個字。 

* 上師、師父理路很深廣。如上師關心法師學習，從佛法如何

調伏？結合心續？上師可以準確、快速調伏、解決其內心的問

題。 

* 五大論格西，很清楚知道上師辯論的理路才厲害。法師說上

師曾關心某法師，對上師的引導，五大論格西說光覆聽上師第



一個理路的十五分鐘，就要重覆聽一小時，但理路已經可以解

決對方的痛苦。格西形容上師理路像武林高手，只見光，劍又

入鞘，而對手已敗。 

* 學習不要怕難，後面還有更深廣的可以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