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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意 

《大吉祥經》 

諸位同學，阿彌陀佛。 

今天我們第一次共修時間，剛好我在這個杭州，所以就跟大家談一

談一個主題，這個主題呢？就是《大吉祥經》。過年啊，大家都希望得

到吉祥，你看那個除夕呀，十二點鐘大家開始放鞭炮，放的滿地都是，

那這個時候大家心態是什麼呢？希望透過鞭炮就是把去年一年當中一些

穢氣不吉祥的事情全部把它驅趕開，希望展開一年，新的一年一切吉

祥。所以吉祥這個事情是大家所共同歡喜的、希望的，但是世間的人，

他如果沒有正確的佛法的這種智慧的話，他縱然放鞭炮希望祈求吉祥，

但是往往不見得能夠滿他的願，因為吉祥與不吉祥，我們就是說，我們

是否能夠得到相應的福報啊，這關鍵不在外在，而是在於我們的內心，

當我們的內心跟自性清淨心相應的時候，我們一切吉祥。譬如說我們持

戒，然後我們吃素放生，我們念佛拜佛，那這一切一切的善業都跟我們

自性清淨心相應。所以當我們在修行善法的時候，我們這個自然而然能

夠感召到福業現前，感召到福業的現前的時候，自然我們一切吉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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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過外在的說啊，新年恭喜吉祥，放鞭炮啊，那些都是沒有實際上的意

義。所以我們透過這個今天所要探討《吉祥經》的學習呢，我們就是要

知道，就是希望要知道什麼呢？雖然我們知道跟自性清淨心相應是最吉

祥的，但怎麼樣才能夠漸漸地跟自性清淨心相應呢？要他的善巧方法。

我們沒有辦法像古代的高僧大德一樣啊，一念的這個無聲相應，我們沒

有這麼高的智慧，必須要有善巧方便，而且這個、這部《大吉祥經》

啊，它有這個好處，好處是什麼呢？它主要是佛陀為在家居士講的，各

位看到《吉祥經》最前面的這個說法的緣起，就是有一位天神，她來請

問佛陀什麼樣是最吉祥的這個事情，那麼佛陀就為她開示這部《吉祥

經》的內容。所以這部《吉祥經》的內容，尤其對於各位在家居士來

說，就是特別的實用。雖然經文內容不是很多，但是內容卻是很豐富，

包括世間的善業，包括出世間的善業的修行都包括在內，可以說這一個

修行的、學習佛法的一個在家居士啊學習佛法，修行佛法的大綱這些重

點都在裡面。所以我今天選這個教材跟各位一起來學習，那前面的經文

它說：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時有, 一容姿美麗之

天神，夜半過後，遍照祇樹園各隅。接近世尊之前，敬禮世尊，立于一

方。天神以偈白世尊: 

這個文很簡單，就是佛陀在祇孤獨園的時候, 有一天晚上過半夜的

時後，有一位天神，非常莊嚴的天神來到這個眼前，那來頂禮佛陀，那

祈求佛陀來說法，那她請甚麼法呢？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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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天諸人等  思念諸吉祥  仰望諸福報  語我最吉祥  

就說天上的諸天，人間的諸人，大家都歡喜吉祥，然後仰望福報的

事情。好像比如說，我們在這個弘法當中，那教大家這個藥師法門，那

這個內心都非常的歡喜，很喜歡學，因為這個藥師法門可以求財，可以

求健康，大家歡喜、都歡喜來學習，所以普遍的，世間的人的心中都希

望得到福報、得到吉祥。所以這個天神，就代表大家來請問佛陀“語我

最吉祥”，請佛陀開示，怎麼樣是最吉祥的事情呢？以佛法的角度來

看，怎麼樣才能得到真正的福報，得到吉祥呢？好，等一下是佛的開

示，那佛的這一段開示，我們大家一起念來好了。 

佛言： 

           勿近諸愚者   親近諸賢者  供養應供者  是最上吉祥 

           住於適當所   積前世福德  自有正誓願  是最上吉祥 

           多聞與工巧   調伏與善學  多說諸善語  是最上吉祥 

           孝養父與母   妻子當攝受  正業無混濁  是最上吉祥 

           如法行佈施   攝受諸親戚  諸行業無罪  是最上吉祥 

           不樂諸惡行   且自離飲酒  諸法不放逸  是最上吉祥 

           敬重與謙讓   滿足及感恩  時時聞妙法  是最上吉祥 

           忍辱與柔和   會見諸沙門  時時有法談  是最上吉祥 

           修苦與梵行   善觀四聖諦  涅盤之作證  是最上吉祥 

           觸諸世間法   其心不動搖  安穩離塵憂  是最上吉祥 

           如斯諸行已  一切處不敗   人人得福利  是最上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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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穩離塵憂”，那這部經我來這個地方跟各位大致介紹一下，怎

麼樣才是最吉祥呢？ 

第一件事情： 

勿近諸愚者  親近諸賢者  供養應供者 

第一個，離開愚者，不要接近世間的愚者。那所謂的愚者，並不是

說這個人很笨，而是甚麼呢？是這個人不明白佛法的因果與道理，甚至

他連信都不信。現在社會上很多人不信因果的，不信因果，不信輪回，

甚至認為這個叫做是迷信，那麼這樣的人稱之為愚者。為甚麼呢？因為

他如果不相信因果，然後呢，他可能做甚麼事情就沒有個約束，既然因

果都沒有了，那甚麼事、甚麼力量可以約束他呢？沒有。你說靠個人道

德力量，但有時候面對這麼複雜的社會，這麼多染汙的環境，有時候個

人道德力量啊，還是很有限的。所以呢，這個時候必須要有佛法的因果

的教育，那如果一個人他不相信佛法不相信因果，這樣的人，我們要儘

量要遠離，或許他可能是你過去的好朋友，但是呢，你學了佛之後，他

如果還停留在過去的那個階段當中, 還是不信因果不信佛法的話，其實

你還是要遠離，不要覺得說他是我過去的好朋友，我這樣離開他好像覺

得很遺憾，人生缺了甚麼。其實不是的，因為你跟這樣的人在一起，那

我們自己本身的這個念力又不是很夠，然後又跟不信因果不信佛法的人

在一起的話，那常常久久下來你會受到他的影響，尤其我們人都有在正

念薄弱的時候，那在正念薄弱的時候，如果他告訴你去做一些殺盜、殺

盜淫妄的事情，有時候我們正念不足就很容易受誘惑、受影響。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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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這個、你看那個古代孟母她三遷為了孟子的這個成長，他要三次搬家

選擇好的鄰居，那我們也是一樣，孟子是亞聖，那種善根都要這樣子。

何況是我們？所以我們這個學佛，大家現在都是很好的同參道友，法眷

屬在一起，這個就是親近諸賢者，這是大家彼此之間都是賢者。這我們

要多親近真正學佛的人，而且也是真正修行的人，我們要多親近。那對

於世間不信因果不信佛法，甚至放逸的人我們一定要遠離，你不遠離的

話，你要是還對自己太有自信，早早晚晚你會受影響，所以我們修行人

就是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要對自己太有自信，你一定要

選擇好的同參道友，好的朋友來交往，這個很要緊。  

這個是第一個外緣的部份，然後接著“供養應供者”。“應供者”

就是一些，這些世間的大善人，或者是修行人乃至出家修行的人，應當

供養的人。應當供養這樣的人，你常常供養這樣的世間的善人、修行人

的話，你就自自然然就能夠常常跟他接近，跟他來學習，漸漸我們不好

的習性就能改變。所以面對這個五濁惡世這種混亂的社會啊，我們在這

個第一個呢，選擇朋友當中這個很要緊，好的同參道友，好的朋友這個

很要緊，這是你如果能有好的同參道友一起相聚，那就是最吉祥的事

情，大家都不斷的進步。好，就像來到這個共修會，大家每個禮拜共

修，雖然時間不是很長，一個禮拜就是一天，一天就這麼幾個小時，但

是在這個共修當中大家的念力互相激蕩，互相加持。為什麼？我們大家

共修，因為這個人和人之間，共同修一個法的時候，這個力量會互相加

持，就像那個物理學上講的共振，這個地方振動，那個地方振動，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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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都一樣會共振，共振的時候，這個地方頻率會更強，這個就是共修

的意思。在共修當中我們藉助大眾的加持力，我們這個把一個禮拜的塵

勞垢習啊，把它給洗乾淨，沉澱下來。所以這個同參道友很重要，很重

要。這是你看大家相信，第一個就告訴我們這個要親近善知識，遠離惡

知識，這個很要緊。你有這個的話，後面修行才能夠真正的相續，功德

才不會漏失掉。你如果沒有辦法選擇好的善知識的話，整天跟一些放逸

的人或造惡業的人，或者是佛教徒，雖然是佛教徒，但是整天攀緣東跑

西跑，東攀西攀，你整天跟這樣的人在一起的時候，那這個事情，就佛

陀來說就不是一件很吉祥的事情。第一個，這個要親近善知識。 

第二段呢“住於適當所”。就是說啊這個住處, 我們修行人這個住

的地方很重要。你看孟母三遷，你如果住的旁邊是一個甚麼殺豬甚麼殺

雞的地方，這個時候你會很容易動我們的瞋恨心。就像在經典裡面記載, 

這個有個國王，他有一頭戰象，打仗的時候，專門這個驅策的，這個戰

象幫助打仗的，牠這個戰象非常勇猛，牠每次打仗都用腳踩死敵人非常

殘酷，而且都毫不退怯、毫不退縮。那麼有一天，這個關這個戰象的象

棚，祂住的棚子，這個棚子失火了，結果他們就暫時把這個戰象遷到另

外的地方。那遷到另外的地方之後呢？再來打仗，這個戰象牠都不再踩

死這個敵人了，牠只是把這個敵人用鼻子聞一聞，然後那就很和善的走

開了，不再踩死敵人了。那國王很起煩惱啊，他這個戰象很重要，牠現

在居然不殺敵怎麼回事？結果有一個智慧大臣，他說啊，因為這只大象

現在搬到的地方，隔壁是一個寺院，每天牠聽到這個幕鼓晨鐘啊，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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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這個唱誦梵唄聲，心自然柔和，自然清淨，慈悲心就生起，所以牠不

想殺生。國王說，那這樣不行，那這樣怎麼辦，那這個大臣就說啊，你

把這個大象遷到這個屠宰場的隔壁，整天聽到殺豬啊，殺雞啊，這些屠

宰場的聲音來刺激牠的這種殺心，果然刺激一陣子之後，這頭大象又開

始上前衝鋒陷陣踩死敵人很殘酷，所以說這個住的地方很重要。不但是

你交往的朋友很重要，你選擇的這個住處很重要。所以為什麼，各位在

過年來這個地方，我們聚餐的時候，我們跟各位一再提起這個，這個佛

堂很重要，這個要有好的佛堂的話，那這個就是好的住處。 

再來呢： 

積前世福德  自有正誓願  是最上吉祥 

就是說要有誓願，一個是菩提心的誓願。就是說因為你有過去的福

德，依著你過去生當中的福德，所以你現在可以接觸到佛法。各位不要

以為偶然，因為這個師父來這個地方，所以呢人家通知我，所以我就來

學佛。其實不是的，你現在今生能夠來學佛，能夠遇到正法，是你過去

累積的福德，不然你看杭州城，聽說幾百萬個人口，幾百萬個人口當

中，你看真正接觸到正法的人，那是非常非常的少，這就是積過去福

德，積前世福德，是過去世的福德力所感。所以呢，自有正誓願，我們

就應當珍惜我們過去世的善根，要立下這個清淨的誓願我要好好學佛，

那麼不要讓過去生的善根荒廢掉了。而且啊，今生是最後一班的末班車

了，我一定要趕上最後的末班車，往生極樂世界，不然下輩子再來啊，

會成甚麼樣子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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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想想，比如說，我們小的時候，你小時候的周圍環境，甚麼樣

的環境，現在甚麼樣的環境。其實說：不要說小時候啦，就講十年前跟

十年後吧，我十年前來到大陸，十幾年前第一次來到大陸，那個時候這

個這個物質條件跟現在都差很多，物質條件差很多。但是人心也是有差

的，因為物質沒有那麼多，沒有那麼多刺激，沒有那麼豐富，所以相對

的也沒有那麼多的煩惱罪業。那現在呢，就是各式各樣的染汙的境界出

來了，所以各位想，經過十年的變化就這麼大。如果你下輩子再來，能

不能做人都不知道，就算你得到一個人身，又一樣回到了杭州這個樣的

地方，那個時候的人心恐怕又複雜了，更難以修道。所以呢，我們應當

發起這個清淨的誓願，珍惜我們過去生所帶來的學佛善根，不要荒廢掉

了，真的不要荒廢掉，然後好好的修行，求生淨土。然後這樣才是最吉

祥。 

再來下一段： 

多聞與工巧  調伏與善學 

就是說我們要學習佛法。前面說我們要有善知識，有好的住處，我

們發起誓願要學佛，發起誓願要學佛。要做甚麼呢？“多聞與工巧”，

這工巧指的不是世間的工巧，指的是佛法當中的善巧方便。你要學習佛

法, 那你才有知道修行的善巧方便，不然大家都知道，我念佛不要打妄

想, 我平常的時候不可以起煩惱。但是如果你沒有善巧方便的話，你只

是說靠強壓，壓也壓不住的，只有甚麼呢“多聞”。相信各位經過這般

若班的一年共修之後，這個各位都很清楚了。你看我們每個禮拜來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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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聞佛法。聽聞佛法之後，帶各位來研討，總結裡面的要義，來帶各位

一起來討論，經過這樣一年或者有的人半年、半年到一年的熏修之後，

我們真正的瞭解甚麼是佛法，什麼是修行。這個時候對於怎麼樣去調伏

自己的煩惱那種善巧方便啊，慢慢的就有概念，雖然說不見得馬上做的

到，但是至少你知道理論。那這個就是因為多聞如何生起的善巧。那有

這種多聞的善巧之後，再來就是調伏與善學, 這個調伏指的就是持戒，

戒本身就是調伏。你學這些善巧之後，就是要透過這些善巧來調伏自

己。然後呢還有善學，善學就是精進，這個所說的善學就是精進的學

習。 

那再來呢： 

多說諸善語  是最上吉祥 

多說諸善語, 這個所謂的諸善語是甚麼呢？在第二個版本的《大吉

祥經》裡面祂是說啊，修己無所爭。就是說我們在大眾當中啊，我們要

保持謙卑、老實、謙虛、厚道的心態，不要這個跟人家有所爭執，然後

乃至、乃至你說出來的話，慈悲語、柔軟語、讚歎的語言，讓大眾聽了

是歡喜的語言，那麼這個就是善語。所以我們有了多聞，透過多聞我們

就要持戒，然後要精進。好這個基礎，持戒跟精進之後呢？精進學習智

慧，持戒精進學習智慧之後，再來第二個就是慈悲，因為慈悲的原因，

所以你能夠常常說柔軟語、慈悲語。乃至這個就是善學，多說這些話那

就是最吉祥的。各位想一想，你看有的人，他常常說，我周圍的人啊講

話都讓我不高興，或者我周圍的人的行為讓我不高興，但是往往他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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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去反省說，為什麼周圍的人講話或者行為會讓我不高興呢？往往是因

為我們自己的業。那有的人會說是我過去生的業障，當然有的是過去生

的業障也是有，但是實際上你還要為你今生的行為負責，你看像比如說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覺得大家氣質都很好。來到這個地方，大家同參道

友之間，沒有那種虛偽做作，大家在一起都是很慈悲、很柔和、然後清

淨, 那麼願意修行佛法，為什麼？因為你心中常常去修這個法，而且你

重視這個法，你自然而然能感召這種法眷屬。如果你常常就是喜歡這個

東跑西跑，然後喜歡跟攀緣的在一起，然後甚至呢，喜歡跟一些講人我

是非的人在一起，那自然而然感應到的境界都是講人我是非的，那講粗

惡語言的人，所以這個一切啊，都是自己業力所現啊。所以這個，這是

我們自己注意自己的業，所以不要說慈悲，所以說這個就是，修智慧與

慈悲，是最上吉祥。   

再來呢，底下說對這個眷屬, 對自己的內眷屬，比較親近的內眷屬

怎麼做呢？ 

孝養父與母  妻子當攝受  正業無混濁  是最上吉祥 

對於父母要孝順，我們這個是佛教徒最基本的。比如說我們今天觀

修啊，這個觀察一切眾生都是我們過去生中的父母親，對我們都有大

恩，所以我們對一切眾生要慈悲，對一切眾生都要慈悲了，何況是對自

己父母，那麼更是要慈悲，更是要報恩，還有慈悲，所以要孝順，還要

奉養我們的父母，這個是佛教徒的基本，這個基本要做的。就像這個在

《梵網經菩薩戒》裡面，佛陀說啊“孝名為戒，亦名制止”。就是說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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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戒的核心是甚麼呢，是種孝順心。像有的人他說啊，“師父，我適不

適合受菩薩戒，那麼其重點並不在於說那幾個戒相，八關齋戒那我六齋

日到底能不能持，那麼這個戒相我到底能不能做的到。這個只是外相，

這不是重點。重點甚麼呢，菩薩戒的重點是孝順心，是對一切眾生的孝

順心，也就是甚麼呢？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世世生生

無從之所生，是對一切眾生的這種報恩孝順的心，乃至擴展成為一種菩

提心，整個菩提心是菩薩戒的基礎。你如果願意學習菩提心，那你再來

受菩薩戒，那就有意義。如果你不瞭解菩提心，對眾生有報恩的心，菩

提心你不瞭解，或者不想去做，你受菩薩戒之後，就算受了戒，你所作

所為，受八關齋戒啊，充其量也只是世間的善業而已，跟十善業是相等

同的。所以孝順一切眾生，那當然包括我們自己的父母，這是更是

要 ，這更是要孝養的，再來“妻子當攝受”，這個就是說，這從另外

一個版本的《大吉祥經》，祂說啊“不淫於女色”，那麼有妻子就應當

好好的攝受，不要再對其他的女色起貪念，這樣呢“妻子當攝受”。再

來“正業無混濁”，這個依著戒而行的正業，而沒有這個混濁的惡業，

那這是最上的吉祥。那就是對於內眷屬，親近的內眷屬。 

再來呢，對於外眷屬，比較不熟外在的眷屬，應該怎麼做呢？ 

如法行佈施  攝受諸親戚  諸行業無罪  是最上吉祥 

對於一切的親戚啊，就是一切比較那麼不熟的親戚，也要如法行佈

施，所謂佈施有：財佈施、法佈施、無畏施三種。財佈施就是說你親

戚、朋友，他們財務上有困難，那麼你做得到的，而且他是真正的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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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那麼我們儘量財佈施幫助他。法佈施呢，就是為他說法，你既然

學佛，瞭解佛法的道理之後，就要將你所學的道理，隨緣隨分的佈施，

分享出去，那這個也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並不是說只有出家的法師才可

以說法，其實不是的。各位居士，在家居士，當然不需要登臺說法。但

是呢，你私下跟你的親朋好友啊，跟這個妳有緣的人，跟他們談談法，

談談你所學到的法, 就是說你從師長那個地方，你怎麼聽到，你就怎麼

講出去，不要亂發揮啊。因為各位畢竟還是初學啊，就是師長告訴我們

怎麼修行的這個方法、原理方法，你就透過善巧語言文字分享出去，那

麼這個就是法佈施。那這個就能夠自利，也能夠利他。財佈施、法佈

施，像無畏施，無畏佈施是甚麼呢，給眾生無畏，當眾生內心痛苦的時

候，悲傷的時候，內心不安定的時候，你就在旁邊安慰他、鼓勵他、或

者他感到很挫折的時候，你在旁邊安慰他 鼓勵他，讓他重新振奮起

來，讓他心安定下來，這個就是無畏施。所以佈施並不一定就只是說你

給他錢財啊，這個狹隘的，包括你為他說法，包括你安定他的心，這個

都是佈施。所以對於這個外眷屬，你就要是說，自家眷屬以外比較疏遠

的眷屬也是一樣，朋友啊，親戚也是一樣，要行三種佈施。這個就是如

法的佈施。 

再來“諸行業無罪”。那你這樣的佈施當中，符合戒律的佈施，尤

其財佈施，不能夠偷盜之後再來佈施那不行。以清淨的行為來佈施，那

就是最吉祥的事情了。那這個是以上說的，對於外在的人事地物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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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當要怎麼樣去攝受，怎麼樣去保護自己的修行。當你外在的人事

地物各方面都如法之後，這個下面開始談到我們內在的修行，怎麼修。 

看第一個 

不樂諸惡行  且自離飲酒  諸法不放逸  是最上吉祥 

對於惡行，我們內心不歡喜。為什麼不歡喜？因為我們過去沒有學

佛之前，我們都造了很多惡行，我們可以說都是從惡業而來的，從罪業

而來的，那這些惡業使我們身心苦惱，所以我們想要學佛。那想學佛

了，當然我們就不會再歡喜這過去的惡行。就像你從一個茅坑裡面，掉

到茅坑裡面，好不容易爬出來了，你不會再想回去那個茅坑一樣的道

理。因為你過去的生命經驗當中告訴你，告訴自己惡行的結果是痛苦

的，殺盜淫妄絕對是痛苦的，那麼已經很有經驗了，所以我們不歡喜，

“不樂諸惡行”。然後“自離飲酒”，不要喝酒。各位要是有受五戒當

然就不喝了，要是沒有受五戒的，也是儘量不要喝酒。喝酒的話，這個

頭腦會不清楚，乃至總的來說“諸法不放逸”，在一切時一切處啊，不

要放逸，儘量啊保持心中的正念，要沒有事就多念阿彌陀佛啦，那麼或

者是你可以思維佛法。比如說你要覺得你的脾氣特別大，你脾氣特別

大，那麼這個時候呢，你就多去思維慈悲心，不是等發脾氣，我才來思

維慈悲，那來不及了，你脾氣發起來，說甚麼都沒有用，那平常的時候

都要思維慈悲。那麼類似這樣子的，常常思維正法，那這個就是不放

逸，能夠不放逸的話，因果法爾如是。你心是清淨的，隨順於自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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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感召到我們自性的本具的功德就能開顯出來種種的福報、種種的安

樂，法喜就顯現出來，那就是最吉祥的事情。 

下一段： 

敬重與謙讓  滿足及感恩  時時聞妙法  是最上吉祥 

這個也是很重要。對一切眾生都要敬重而且要謙虛禮讓。這個敬重

啊，就像那個普賢菩薩十大願王所說的，第一個禮敬諸佛，第二個稱讚

如來。那各位想這個佛我要敬重，那這個沒問題啊。那，人他又不是

佛，我為什麼要敬重他呢？這個禮敬諸佛當中就包括不僅是禮拜阿彌陀

佛、十方諸佛，也包括禮拜一切眾生，禮敬一切眾生的這個佛性。就像

《法華經》裡面有一位常不輕菩薩，他看到人就跟他頂禮說啊“我不敢

輕慢於你”，為什麼？因為你將來必定做佛，你是未來佛。未來佛，所

以我不敢輕慢你，這樣子的敬重對方的佛性，那這個就著佛性來說。再

來呢，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或多或少，都有他的功德，他值得我們敬重的

地方，一個有，一個心量寬厚的人，一個有福報的人，他常常看到的都

是別人的優點，一個內心黑暗的人、自私狹隘的人、沒有福報的人，他

一眼就看到對方的缺點，而且常常感受到就是對方的缺點。所以各位你

要是說，常常一下子就感到對方的缺點的時候，我建議你多拜八十八佛

啊，這個不要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感覺。並不是說他，並不是說你看錯

了，當然你有可能看錯了。當然重點不是看對看錯的問題，重點是什麼

呢？重點是你的心，為什麼老是跟黑暗面相應，為什麼，為什麼，你看

這個普賢菩薩十大願王，你看這個等覺菩薩，他禮敬諸佛，稱讚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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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隨喜功德。你看他自己本身懺悔業障，然後對一切眾生隨喜功德，

他是法身大士了，他對一切眾生，不止其他佛菩薩啊，他對一切菩薩，

乃至凡夫眾生，他都是一樣自然而然的隨喜功德。那他對自己自然而然

就懺悔業障，所以你看真正的身心清淨的法身大士是這樣的行為。那我

們應當隨學對不對，我們應當多隨喜他人的功德，因為你隨喜他人的功

德，你自然會對他人產生敬重的心。就像我前陣子跟這個同參，跟有的

同學說啊，像我剛來杭州啊，打這個佛七的時候，那時候很多老菩薩參

加，老菩薩參加啊。我這個，說實在，剛開始第一個我不太喜歡，因為

那個老菩薩不守規矩，然後進去佛堂啊，只要一開靜，一起來就開始講

話，有時候還拿著手機進去，手機又響啊，有時候手機響還不會關，是

很麻煩的事情啊。但是呢，後來有一天，我在大殿念佛的時候，我突然

感覺到那種很虔誠、那種很虔誠，那種恭敬的念佛的氣氛，我尋著聲音

抬頭一看喔，就是那些老菩薩，平常看起來很放逸的老菩薩，但是他們

念佛的時候，因為他們的內心啊，對於死亡是有迫切感、有壓迫感，所

以他們對阿彌陀佛那種祈求是有真正迫切的心，所以他在念佛的時候他

那種皈依阿彌陀佛的心啊，那種迫切的心啊，我們真的可以感覺得出

來，感覺得到。在那念佛的佛七中，反倒是那些老菩薩的那種念佛的這

種聲音，念佛的那種力量帶動那些年輕人。那個之後我就想真的是人不

可貌相，雖然他有他的種種的習氣。但是呢，他有他的善根，那我們要

起煩惱的話，你看到的都是他的習氣，但是你要是以清淨心來看，你就

自然而然看到他的善根。 

15 
 



上
良

下
因法師 

再舉另外一個例子，這個也是在杭州城常常看到的，很多佛寺都有

很多老菩薩，也看到很多老菩薩這個不如法那個不如法。但是有一次，

人家跟我說啊，在這個上天竺啊，這個老菩薩常常跟人家誦經，誦甚麼

經呢，誦《華嚴經》、《法華經》、《涅盤經》。我想，哇!了不起，這個

《涅盤經》我還沒有看過哩。這個《華嚴經》我只誦過一次而已，那這

些老菩薩，這個真的佛陀說啊，眾生的善根不可思議，他雖然有他這個

種種不好的習氣，但是這些大乘經典，恐怕各位也沒見過，可能也都沒

讀過，但他們卻是常常的在上天竺或者靈隱這些地方，常常的參加誦經

法會，而且歡喜的誦，而且說他們跟不太上，他們也是勉強跟，甚至昨

天普忍跟我說，他們那些老菩薩不認識字的，都能夠把楞嚴咒把它學起

來，是吧，會背。不認識字的老菩薩會背楞嚴咒，各位以後要是說，你

不會楞嚴咒，不要告訴我，這個沒有理由的。所以這個眾生的善根，真

的是很難說，所以你看那個普賢菩薩十大願王“隨喜功德”，真的一個

有智慧的，還有清淨心的人，他自然而然就會隨喜。 

那另外一方面呢，他會懺悔業障。你說為什麼，我們會常常都是看

到人家的缺點，因為我們沒有慚愧心。你看那個弘一大師他自稱二一老

人，“一事無成已漸老，一文不名何消說”。他本來就是常常具有慚愧

心、懺悔心的人，所以他自然而然他就能看到眾生的優點，別人看到他

也自然而然看到他老人家的優點。所以呢，我們要是說常常很自然而然

就看到別人缺點的時候，代表甚麼？代表我們的心已經往外放了，我們

的心沒有往內攝，你沒有往內攝聚，這個懺悔自己的業障，調伏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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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所以自然而然煩惱就散發出去，就看到人家的缺點。那這個不是

好事，所以不要說，不要說我這個人啊，就是很有智慧、很聰明啊，我

一下就可以看到對方的缺點，看到對方的破綻，這個是業障，煩惱跟業

障。你自己，我們心是跟清淨心相應，跟煩惱心相應，一定要很清楚。 

所以不要隨這個煩惱心而轉。所以這個我們必須要注意，好，甚麼是真

心，甚麼是妄心，所以這個敬重，這個很重要。那麼像<小止觀>裡面

說，我們同參道友之間大家“相識如世尊”，你看到我，我看到你，就

像看到世尊一樣，這樣的尊重。為甚麼呢？因為你看，因為有你們，所

以我才能夠在這個地方，假借大眾的威德的加持力而能夠精勤的修行。

所以大家對我都有恩，所以“相識如世尊”。就像佛陀對我們都有恩，

如佛陀對我們都有恩一樣，這些同參道友對我們都有恩，所以大家在一

起共修，每個禮拜彼此見面啊，就像看到對佛一樣的互相尊重。不過看

現在大家氣氛都不錯，來到這個地方，雖然說還不到“相識如世尊”這

麼高的境界，但是我看大家彼此相處的時候，這個氣氛還是很融洽的，

還是能夠很彼此敬重對方的，這個不錯，那這個好的我們就是要維持下

去。 

再來謙讓，謙虛禮讓。人和人之間啊，就是要互相謙虛禮讓，而且

你謙虛禮讓跟什麼呢，就是跟無我相應。而不是什麼呢，就是說你真正

跟謙虛禮讓相應。而不是甚麼呢，不是像世間人說的“老二哲學”，為

了得到我想得到的，所以我以退為進，不是那個權謀啊，那個結果沒有

用。這個謙讓的原因主要是甚麼呢，是跟無我相應，觀察我不可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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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觀察我不可得，所以呢，既然這樣我何必要跟人家爭個人我是非呢。

比如說世間的人誰也不服誰，因為我不想被你壓過去 ,不想比你差，那

事實上是跟我執相應。那事實上這個我不想比你差, 我想壓過你或者你

問這個我在哪裡，我們都活在這個顛倒妄想當中，根本沒有一個真正的

我可得，所以謙讓。 

再來呢“滿足與感恩”。這個敬重、謙讓、滿足、感恩，這個都是

培養我們內在的柔軟心，你心如果柔軟的話，佛法的法水才能夠滋潤你

的心。就像那個你看那個鋼鐵啊，硬梆梆的，這個水灑下去，鋼鐵沒辦

法吸收啊。你的心如果像海棉一樣，棉花一樣很柔軟，水一這樣灌下去

就能夠完全吸收在裡面。我們的心也是一樣，你心啊如果沆沆然啊，這

個憑甚麼我要聽你的，或者誰怕誰啊，所以你看老是這樣的心態的話，

你就算聽了很多的佛法，這個法跟你也沒有關係，法是法，你是你，兩

個像平行線一樣，永遠不會有交集。你就算你能夠跟人家說很多的佛

法，但是你的心不會真正的瞭解這個佛法的內容。只有你的心在很調

柔，在很清淨，在很柔軟的時候，法水才能夠進入到你的心中。所以各

位可以看到那個古代叢林的教育啊，都是這樣子的，而且常常是逆向操

作，你進到佛寺發心出家的人，就是各式各樣的折磨，各式各樣的折磨

之後，包括身體的、包括精神上的，身體的折磨就是說讓你修種種的苦

行，甚至要你去這個挑材，然後這個劈材、挑水、或者挑糞或者洗廁

所，這些的過去在家不可能做的，但是就是勉強自己去做，超越對色身

的執著。還有心，在家的時候，怎麼可能去做那麼髒的工作，去刷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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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像有的杭州還好，像大陸北方有的很多的佛寺啊，還是屬於茅坑階

段，這個茅坑的話，裡面很髒很臭啊，好像要你去打掃，糞桶裡面的

糞，要你去倒，要你去清洗，那這個就是要折服我們這個我執啊。那甚

至有時候，明明你做的是對的，但是還是挨駡，那這個是為什麼呢？這

個是折服我們的心，讓我們的心能夠柔軟能夠調伏，心能夠柔軟調伏的

時候，才能夠容納般若的法水。所以這個地方講滿足、感恩，這個也是

一樣，讓我們的心能夠柔軟，那麼對於我們眼前的一切一切，都能夠感

到滿足。尤其各位，我感覺各位福報都還是不錯啊，各位期待這一切你

擁有的這一切有穩定的生活，物資沒有匱乏，然後又能夠遇到師長的教

授，同參道友互相攝受，能夠學習佛法，能夠修行，這是非常非常值得

滿足和感恩的事情。所以你如果能夠常常感覺滿足的心的時候，你就能

夠遇到越來越好的善緣，這是種良性的迴圈。所以各位試著去做這個事

情，滿足與感恩。尤其你對什麼人，或者對什麼事情你特別不滿意，這

個時候你特別去修滿足與感恩，感恩因為有你，我才能夠怎麼怎麼的，

然後對於眼前我所擁有的一切，我感到滿足。 

就像弘一大師，他有一次他好像到一個旅店去住，在那個民國初年

那個時代啊，條件都很差的。那位老法師說啊，這個旅店啊，環境怎麼

樣的？弘一大師他說不錯，環境很好的，只是有幾隻跳蚤，其他不錯，

蠻好的。要是我們的話，我們一定會把這個跳蚤無限擴大，這個旅店簡

直不是人住的，裡面居然有幾隻跳蚤。弘一大師不是的，環境很好，只

是偶爾有幾隻跳蚤而已。你看這個一個偉人啊跟凡夫的心量、格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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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就是不一樣，所以滿足還有感恩，尤其對於你特別不滿足，特別矛盾

的事情，不歡喜的事情，你特別去修滿足還有感恩。 

你要知道一切法因緣生啊，你當你對這個原本是苦惱的境界，你反

而去修滿足、感恩的時候，這個時候這地方緣起就改變。什麼意思呢？

因為你過去的惡業所感，所以你會感覺到這些苦惱的境界，但是當你在

苦惱的境界當中，你去尋求好的地方，然後生起滿足跟感恩的心的時

候，你這個清淨心、歡喜心就會帶動你過去阿賴耶識裡面善的種子起現

行，那這個苦惱的種子就不再起現行，而這個善的種子就起現行。所以

這個滿足跟感恩這個很重要，尤其各位都有孩子，這個家庭教育當中這

個滿足感恩這個也是很重要。敬重、謙讓、滿足、感恩，這個對於各位

對孩子的家庭教育也是很重要的。一個人能夠這樣子的心很柔軟，他就

有福報，他有福報，這個就是我們對於孩子們最好的這個，也可以說是

最好的禮物啊。能夠這樣而且呢“時時聞妙法”，常常能夠聽聞微妙的

佛法是最吉祥的。 

再來下一段： 

忍辱與柔和  會見諸沙門  時時有法談  是最上吉祥 

忍辱柔和那又更進一步了，那前面是說在順境當中，你要知道滿

足，要知道感恩。但是在這個地方，在逆境當中你也要學習忍辱跟柔

和，而這個忍辱不是這個強忍，不是說這個，就是說我就是不想再去，

強忍，不是的，要能夠忍辱有很多的方法。第一個呢，還是要有慚愧

心、懺悔心，就是說你現在覺得這個環境很痛苦，或者我學佛有人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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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麼別人就感應不到這個環境，就只有我感應到這環境呢？這是

個人的業力跟習氣所感召的，不要怪誰，你越怪別人，你內心越起嗔恨

心的時候，只會更刺激你心中的惡業，那個痛苦的種子，罪業的種子起

現行，你會更痛苦。而且你會人與人之間，你會更對立，更對立，結果

他反彈回來的，就更多的痛苦。 

所以呢，我們保持慚愧心懺悔心，反求諸己，慚愧心懺悔心，因此

呢？忍辱,而因此心安定下來，我們所以能夠忍辱。環境讓我不滿意，

甚至環境讓我感覺很痛苦，我呢不要怨天尤人，多拜佛多懺悔業障，然

後呢多改變習氣。像有的人啊，他跟我說：“法師，我現在都有在修忍

辱，我怎麼怎麼修忍辱，因為我家人怎麼怎麼障礙我，或者誰、誰、誰

障礙我，所以我在修忍辱。”但事實上，我觀察有時候，人和人之間會

有對立，會有爭執，事實上往往是兩方面都有問題。有的人他會說我現

在啊，我是學佛的所以我要努力的忍辱, 你這樣可能不對，你傷害我、

障礙我，你很不對，我呢，我就是要儘量忍辱，但我是對的。那關鍵我

是對的，你是錯的，你要這樣想的話，你就永遠忍辱下去吧。有時候而

且是這樣的，常常人和人之間的對立往往都是兩邊都有問題，那麼如果

說你不從自己內在的問題去檢討，老覺得就是說我就是學佛啊，你們這

些愚癡眾生啊，障礙我學佛，這些人不應該，你永遠就是活在你的世界

裡面，那麼你永遠就要忍耐。那所以說我們一個真正能夠忍辱的人，所

以他不會認為我是對的，你是錯的，我要忍辱。不是的，而是呢，迴光

返照，起慚愧心懺悔心，還有忍辱，還有這個慚愧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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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就是慈悲心。觀察眾生都是在苦惱當中，他今天會造這樣的行

為傷害別人，也是因為他的苦惱。所以因為這樣的觀察，所以我們能夠

忍辱，當然還有很多啦！各位以後慢慢學習就會知道忍辱柔和。 

再來呢“會見諸沙門”。那麼沙門就是出家眾啊，我們能夠常常見

到出家眾做什麼呢？“時時有法談”，見到出家人不是說“哇！師父好

久不見了，我好想見你喔。”那沒有用，這兩天也是有人這麼說，如果

是這樣不要來找我，我沒時間啊，我很忙啊。 

這個見面是什麼？“時時有法談”。那“時時有法談”就是說本身

你要見師長，你平時按照師長的教授去實踐去實修了，這個時候來要見

師長是彙報自己的心得，或者提自己在修行上的疑問，那這樣子的見面

有意義。那如果平常我來到杭州啊，跟各位見了面很歡喜，回去之後該

幹嘛就幹嘛，還是跟以前一樣，那下次不要見我了，我很忙啊。這個見

了面，對你沒有利益，對我沒有利益，大家都沒有利益。所以說呢，大

家就是像世間法講：“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大家在一起以仁愛

相會，以法相會，佛法當中就是這樣，大家以法的這個相會。再來就談

法，面對出家眾你就是談法。不要說啊，找出家眾泡茶聊天，像這個在

現在這個時代很多人有事沒事跑到佛寺裡面找出家眾啊，泡茶聊天啊，

講一些事，聊些天南地北的世間法，其實這些都是損自己的福報，尤其

是如果對方是一個修行人，那損的更大。所以呢，就是見面談法那是最

吉祥的事情。 

好，再來下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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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苦與梵行  善觀四聖諦  涅盤之作證  是最上吉祥 

前面講的都是世間的功德，世間的修行。這個地方講的是出世間的

修行，一個基礎它的目地就是要成就出世間的修行。出世間的修行包括

修種種的苦行，包括像我們這樣過午不食、八關齋戒這種苦行。或者

呢，那個你拜佛一天兩百拜、三百拜，這也是種苦行。為什麼？這是違

背我們的那種習氣啊，違背我們想要懶惰的習氣，那稱為苦行。那透過

這個苦行，這個苦行抖擻、抖擻掉我們的這個貪懶習氣。所以修苦行與

修梵行，就算你不能夠常時間修梵行, 你也可以試著那個初一、十五、

或者六齋日受八關齋戒。那最起碼，或者最起碼，你可以半年來參加齋

戒會，過幾天的出家眾的生活，將自己的身心澈底的淨化，這個是梵

行。“善觀四聖諦。”觀察苦寂滅道四諦這個真理，這個是世間的真

理。透過這世間的真理，從這當中尋求出世解脫之道，乃至到最後能夠

證得涅盤，“涅盤之作證”，然後證得涅盤，這才是最吉祥。這個就是

佛陀做《吉祥經》的最主要的要義。前面講的忍辱啊，親近善知識啊，

那麼選擇住處，這些都是前方便，這些前方便的目的就是希望要我們證

得涅盤，不生不滅的涅盤，來對於我們修淨土法門的來說，能夠往生極

樂世界上品上生，是最上的吉祥。底下總結： 

觸諸世間法  其心不動搖  安穩離塵憂  是最上吉祥 

當我們接觸世間法，世間法就是指外在的五欲六塵的時候，我們內

心不動搖。那麼為什麼內心不動搖呢？因為你心中有法寶，不是說我聽

經聞法之後，我內心安定，我在佛堂念佛、拜佛很安定，所以我不起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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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這個只是初步而已。慢慢的你心中要建立法寶，就是你心中有法

寶，慢慢的就能夠“百花叢林過，片葉不沾身。”你不管到哪個地方

去，不管是動不管是靜，你的心永遠安定，永遠是往內攝的，你心中要

建立一個法寶。什麼叫法寶呢？譬如說你常常去觀察金剛經所說的：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你有事沒事

的時候常常那個去咀嚼，好像那個牛反芻，常常去咀嚼這句話，然後你

常常用這句話來照破來觀照你煩惱的境界。然後當煩惱來了，或染汙境

界顯現了，再把法寶現前這就是你心中的法寶，一句或者兩句這個法語

的偈誦，放在心中常常去不斷的意念它這些法寶，那這樣的話，你就可

以“其心不動搖，安穩離塵憂，是最上吉祥。”  

如斯諸行已  一切處不敗  人人得福利  是最上吉祥 

能夠這樣行世間的功德，出世間的功德一切處不敗，這樣的一起境

界都能夠得到善功德，得到福報，不會有災難現前，那麼人們都可以得

到福利，那這個是最吉祥的事情。那麼在新年的開始，那麼學人就將這

個《大吉祥經》這當中佛陀的開示啊，跟各位一起來共同分享，也共同

勉勵，我這樣說並不代表我就做的到，但是這裡面當中，這種種的開示

對我跟對各位來說都是很重要，我們大家互相勉勵，比如說以後未來共

修啊，大家一起來共修啊，也來記得這《大吉祥經》的內容，見面的時

候我們大家互相提醒，我們要柔和、要忍辱、要知足、要感恩、要多接

近善知識、然後內心有法寶等等等等，大家互相提醒，以這個佛法正念

互相提醒，那麼有時候我們忘失正念了，彼此提醒我們一下喔，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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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還是要趕快拉回正念當中，讓我們這樣決定今年一切吉祥，乃

至今生來世一切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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