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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道次第略論》 

監院法師慈悲！諸位法師、諸位同學，阿彌陀佛！ 

    首先請大家發起菩提心，為了利益一切如母般的有情，我們來發心聽法，

同時依著《聞法儀軌》我們能夠如理如法地聽聞。 

各位請翻到講義第九十二面。 

我們看到 

壬四、于皈依已修學之次第。 

就說我們之前談到怎麼樣生起皈依的心。皈依的心生起來之後，接著我們

要以實際上的行為來顯現我們皈依的心。另外也可以說，等於說有實際上的行

為來保護我們皈依的心。就像我們受三皈依一樣，受三皈依，你得到戒體，戒

體之後，要有戒行來保護這個戒體，因為戒體發起戒行，這兩個是互相幫助的，

一樣道理。 

這當中分為二段： 

第一段、正文。 

第二段、破除錯誤的觀念。 

初當中正文分為二段： 

癸一、各別學處。 

癸二、共同學處。 

“癸一”的“各別學處”就是說，分別談論佛、法、僧三寶，什麼是該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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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該做的，各別各別地談論。 

“癸二”是“共同學處”。 

癸一的各別學處分為二段： 

子一、應遮之學處。 

子二、應修之學處。 

“遮”就是遮止，什麼是不該做的，我們分別就佛、法、僧三寶來談。 

如《大涅槃經》雲：“誰皈依三寶，彼為正近事。永不應皈依，其餘諸天

神；皈依正法者，應離殺害心；亦皈依僧伽，不與外道住。” 

就像《大般涅槃經》裡面說的，對於皈依三寶的人，我們順著文來消，“誰”

就是任何人，皈依三寶之後，“彼”就是為“正近事”，稱為近事男或近事女，

優婆塞、優婆夷稱為近事男、近事女，就是親近奉事三寶的男眾、女眾，所以

稱為優婆塞、優婆夷。 

成為近事之後，永遠不應該皈依：第一個就佛寶來說，“其餘諸天神”就

大師來說，我們就親近佛的大師，對外道大師、天神，我們不應皈依；“皈依

正法者，應離殺害心；”“法”就是正的意思，就是趣向于解脫的正道，這樣

我們就應該離開一切的殺害的心。尤其像很多外道用殺害來祭祀，皈依三寶的

人絕對不做這種事；“皈依僧伽，不與外道住。”皈依僧的時候，就不跟外道

的僧眾、外道的團體的人在一起，免得你思想會受影響。比如說你整天跟做氣

功的在一起，你整天聽他講氣的問題，聽久之後，你也很在乎你的氣，每天從

早到晚開始注意“我今天氣怎麼樣”……你跟各式各樣外道住久了之後，你都

會受影響。而且有時候業也會受影響，他們在造他們的業，你慢慢接觸久了，

你也會受影響，所以不能跟外道一起住。 

底下解釋： 



上
良

下
因法师 

此中有三：
一
不應皈依諸餘天神、

二
斷除傷害有情、

三
不與外道共住。 

就是剛剛講的三點，剛好是對著佛、法、僧三寶來說的。 

下一段： 

此中初者，若于勇武、遍入天等世間天神，尚不執為究竟皈處，況諸鬼道

山神、龍等？ 

“初者”對於皈依佛這件事來說，對於外道的“勇武”——勇武就是大自

在天，大自在天、遍入天等這是屬於欲界天的天神，我們尚且不執為究竟的皈

依處。像拜玉皇大帝、大梵天王等等的，這屬於天道的眾生，雖然他比我們高，

我們也不認為他就是我們究竟皈依處，這個是屬於善道的天。 

底下講三惡道的鬼道、山神、龍等。鬼道當中的山神——像土地公、城隍，

他們都是屬於大力鬼王，屬於鬼道的眾生。他們福報很大，可能在世的時候也

是修了一些善業，所以死了之後做土地、城隍這些的，管當地的鬼神。龍的話

就屬於畜生道，大福報的畜生道眾生，龍、仙家——狐仙、黃鼠狼仙這些的，

這些都不作為究竟的皈依處。 

下一段： 

又此是說不可不信三寶而皈信於彼等；若因現前些許如法事務，請求彼等

作為助伴，則無不可。譬如尋求施主作為生活助伴、期望良醫為己療病。 

以上說對於天神、鬼神等等，我們不可以做究竟皈依處。它底下附帶解釋

說“又此”，這個說法是對著什麼呢？不可以“不信三寶而皈信於彼等”，說

你完全不信三寶，完全把玉皇大帝等等的當做你的主尊來拜，那是不可以的。 

但底下他說，如果說是因為現前的些許的“如法事務”，比如說為了僧眾

的道糧，有時候你看祖師會去求韋陀菩薩，或去求伽藍菩薩來幫忙—如法的事

務。歷史上很多韋陀菩薩，甚至伽藍菩薩護持僧眾的感應，這是為了三寶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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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事務，然後“請求彼等作為助伴”，請他們來幫忙，這樣的話，也是可以

的。你並不是皈依他，只是請他幫忙。 

這差別在哪裡呢？就像底下舉個譬喻，譬如你要尋求施主，比如我今天要

蓋廟，或者我今天生病了等等的，需要幫忙，我這時候必須請施主來作為我們

生活上的助伴；比如我生病了，期望良醫，找個醫生，中醫、西醫等等的，來

為我們來療病，但是我們並不皈依他。比如說我們今天到醫院看醫生，醫生還

是佛教徒，我們請他幫我們看病。但我不是皈依他，我只是請他幫忙，幫我治

療這個色身，這個意思。這個目的是為了修道，差別在這裡。 

不過這個說實在的，我們要很注意，像這種護法的東西，也不要太過於常

常地接觸、太過常常地祈求。因為，比如說尤其是鬼神道的護法，鬼神道的護

法你要跟他祈求，感應快。像他們格魯派就規定，有個護法神現在不能修了，

為什麼呢？因為那個護法神他是鬼神道的眾生，他現在變質了，他過去也是護

法，當然現在也是護法，但是他的心已經變質了，因為他不是佛菩薩那個本質。 

但是你要修護法的話，格魯派他們會常常辯經，在辯經當中不斷不斷地辯。

透過辯經的方式，慢慢慢慢地考上各種的格西，就像我們那個學歷一直提升，

這對他們來說是個很好的出路，所以很多人就修護法。修了護法之後，記憶力

變得非常非常的好——因為鬼神道的眾生，你求他感應特別快——感應快是

快，可是你跟他相處久了之後，你下輩子就變成他的眷屬了。為什麼？你的心

事實上是皈依他了。 

就像以前我看有個仁波切的著作說，他們以前西藏的時候，三寶殿都是灰

塵一大堆，護法殿供具都是很莊嚴的，都是黃金啊，各式各樣莊嚴的供具，而

且裡面弄的非常非常乾淨，一塵不染——你看這個顛倒過來了。就是因為你修

護法感應快，很容易讓你迷在這個裡頭。所以最好還是直接求三寶，直接求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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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加持，求佛菩薩加持，護法神自然也會幫助你的，這個是比較保險的做法。

這是對佛寶的部分。 

看第二個對法寶的部分： 

二者，應斷除以意樂、加行損惱有情。謂於人及畜等，不行捶打、束縛、

禁閉、穿鼻、不堪負重強令負載等事。 

第二個，皈依法之後，應當斷除以這種，或者是“意樂”、或者是“加行”，

“損惱有情”。意樂就是動機——我想傷害眾生的動機，加行就實質上的行為，

來損惱一切的有情。 

底下舉例子，比如說，對人也好，這個人主要指的是他的奴僕。或者他所

蓄養的畜生也好，不可以“捶打”；或者把圈在一起，或者“禁閉”，關起來，

像我們把牛馬豬羊關在豬圈、圍欄裡面，這個是“束縛禁閉”；或者“穿鼻”，

像駱駝或者牛，鼻子上穿個洞、掛個環，方便控制；或者“不堪負重而強令負

載”，他只能扛一百斤，你卻要叫他扛一百二十斤，為了節省成本，對眾生沒

有慈悲心……那“皈依法”的話，就不應當做這些不清淨的傷害眾生的業。 

第三個，皈依僧： 

三者，不與不信三寶為皈依處並譭謗者相順而行。 

“不與”什麼人？“不信三寶為皈依處”的人，甚至呢，譭謗的人，就是

他的皈依處是以不信三寶的境界為皈依處，“相順而行”。尤其是譭謗的，那

更是不能跟他在一起，免得不知不覺跟他造共業，那就不好了；再一方面，就

是我們剛剛講，他的心念也會影響我們。比如說有的人他的福報力特別的強，

他心力特別的強，他是外道，而我們心力很弱。你跟他相處久了，你就受影響，

這是不信三寶的人，要保持距離。所以我們在僧團裡面，儘量保持不要跟這樣

的人太過於接近、太過於共住。像有的僧眾，跟世間的學者也好、或者世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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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或者世間的氣功大師等等的，走得太近了，那些人如果再是不信佛的，

走太近的時候，思想上、行為上都會受影響的，或多或少。 

接著看： 

子二、應修之學處。 

剛才是遮止，這段是說正面的我們應當怎麼做。 

分為三段： 

第一段、（佛寶）于佛像應如何修學。 

第二段、（法寶）于法應如何修學。 

第三段、（僧寶）于僧應如何修學。 

當中“佛寶”部分分為二段： 

第一段、正文。 

佛之塑、畫形像好壞為何，悉皆不應譏毀、置塵險處， 

佛的雕塑——立體的像，或者是平面的畫像，不管它畫得好不好，只要它

已經成型了，就不應當譏毀。比如說“這個佛像臉長得好難看”，不可以這麼

講，後面有舉例。因為佛像有的確實手工不好，你可以說畫的人手工不好，你

不能說這個佛像臉長得很難看。 

為什麼？因為所有的佛像——立體的也好、紙的也好、畫的也好，你要想

這都是佛的法身的顯現，等於說它就是佛的全體大用，所以不能對這個境界產

生污蔑的心或者行為，“不應譏毀”。或者“置”放在“塵險處”，“塵”就

是很髒的地方。佛像是儘量避免露天，如果你要露天的話，上面要加個寶蓋，

像我們那個觀音像，加個蓋子蓋起來。不要像那個彰化大佛，全部都露天，風

吹日曬的，人在裡面，佛像露天，甚至人還在佛像裡面走來走去的，還可以進

去裡面走來走去的，這都不恭敬啊。“塵”就是很髒，“險”就是很危險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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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懸空的地方。就說佛像也好、經典也好，你放的時候不要放在桌子旁邊，

一邊露出來，懸空，這樣子的話，如果佛寶或法寶掉下去，很不恭敬。同時，

我們看到《沙彌律儀》講的，你佛像或經典放懸空的時候，護法神還會用手來

托，托著這個佛像或經典。這樣對自己來說，也損自己的福報，甚至可能護法

神不歡喜啊，這是“置塵險處”。 

下麵它說： 

避免作抵押等不敬、輕毀； 

你不能說七寶做的或沉香做的佛像很名貴，你現在缺錢，跟人家借錢，你

就把佛像拿去作抵押，那不可以的。 

我們舉個譬喻，就像你今天跟人家借錢，你不會把你父母親拿去作抵押吧！

我們要尊重，知道感父母恩的人，不會把父母拿去當抵押品的。 

避免作抵押等不敬的行為。或者輕毀——輕視、毀損的情況。 

關於佛像，還有經典，因為現在印刷術非常的發達，到處印佛像、印經典。

那很多人都問說，多出來的佛像跟經典要怎麼處理？像我們上次去大陸九華

山，那才真的可怕，所有的什麼糕餅啊，或什麼特產啊，上面都畫什麼地藏牌

什麼的——畫個地藏王菩薩的像在上面，我在想到時候不知道怎麼處理？一大

堆的，整個店，糕餅啊，特產啊，或者賣香啊，全部是地藏王菩薩的像，很嚴

重的。就算不是那樣，那是比較誇張的，還有平常我們遇到很多的經典或者佛

像，太多了，怎麼處理呢？在這個地方我跟各位講講，過去接觸到一些道場，

他們處理的方式： 

第一個就是看到有的道場，因為很多信徒會把殘破的佛像送到佛寺，缺手

缺腳的。當然理想的話，你最好把它修補修補，跟人家結緣，但有的佛像可能

已經毀損太厲害了，也沒辦法修補了，有那個佛寺，他就把所有立體的佛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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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收集在一起，到一個很大的量的時候，全部用漁網把他網起來，當然是乾淨

的網，把它網起來，網起來之後，用船送到外海，沉到大海底下。他們是這麼

說的，經典裡面有講，龍王有說要發心供養這種殘破的佛像，有此一說。 

當然古人的做法，就是說佛像、經典這種三寶物，如果說壞掉、殘破不能

用得話，就把它置之淨處，像我們《在家備覽》都有講，放在乾淨的地方收藏

起來，然後讓它自己慢慢、慢慢的會壞掉，古代這個可能還是可以的。像敦煌

石窟裡面很多類似這個東西，裡面有的東西可能就是這樣子，有人主張，不要

的經典、佛像就放進去，放到石洞裡面，這是個做法。但現在印刷術太發達了，

也沒有那麼多石洞讓我們去放那些殘破的不好的經像、三寶經像。 

我剛剛講的是沉到海裡，有道場這麼做。 

另外有的道場它是怎麼呢，他是非常非常細心，不管是紙畫的佛像也好、

或者立體佛像也好，他拿到之後，就請居士義工把它們修補修補，儘量把它修

補，修補好之後，再拿出去跟人家結緣；要是不能夠修補的話，就把它全部給

包起來，然後放到一個山洞裡面去，存著。這一派的思想就是說，不能夠燒，

也不能夠毀損。 

另外一種做法，就像印光大師所說的做法，如果佛像已經非常殘破不堪了，

而不是說好好的佛像或經典，已經殘破了，人家看了之後反而會生起褻瀆的心。

或者你放那地方，已經長很多的蟲子什麼的在那啃咬，對佛像、經典也不恭敬

了，已經很殘破了，這個時候你可以把它火化，恭敬心將它火化，經像。火化

之後，把灰撒在人踏不到的地方。比如說包起來順著水流，或者包起來、埋起

來，放在人踏不到的地方，這是第二個方法。 

這兩個方法各位可以自己斟酌著用。我們學院是用第二個方法了，真是太

多太多的，用不到的，就把它恭敬的火化了，然後灰把它謹慎地處理，等於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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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不可以輕毀。 

甚至於像傳統裡有燒往生紙，人往生之後燒往生紙給他，上面寫往生咒，

他們認為說這樣對亡者很好，印光大師在《文鈔》裡面有很多的呵責，說這樣

業非常重，毀損法寶。佛寶也是一樣，不要說燒了之後對他有功德。我們順便

一起講，像陀羅尼經被也不能燒，這個用完之後要把它回收，然後給下一個人

使用。因為陀羅尼經被上面寫的是經文、咒語，不是說跟著屍體一起燒。第一

個跟著屍體一起燒，屍體是臭穢不堪的，經典是法寶，這兩個一起燒，混濫在

一起，褻瀆；再來這個是焚毀經典，過失也是很嚴重的。所以陀羅尼經被也是

要把拿起來，而且也不能說把它跟棺材一起埋到土裡去一起爛，那也不行。這

些都要注意，三寶不能輕毀。 

底下說： 

應當等同大師，視為可敬之田。 

等同大師就是說，你看到它就像看到真佛一樣。狗牙舍利的公案各位都知

道，就說你看到它是真佛，你就可以得到真佛的加持；你看它只是一張紙、一

個木頭的雕像，那就得不到加持。 

《親友書》雲：“縱由木造善逝像，智者亦應敬供養。” 

《親友書》裡面它說，縱然是由木造的“善逝”——佛陀的雕像，一個有

智慧的人，為什麼強調智者呢？他知道善惡罪福的人，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

惡、什麼是罪、什麼是福，這樣的智者，也應當恭敬來供養，等同見到真佛一

樣的。 

第二段、過去發生的案例——不恭敬所生的異熟（果報）。 

《律分別》雲：劫毗羅摩那婆於有學、無學僧眾，說十八種不同惡語，謂

雲：“汝等象頭，豈能了知法與非法？”等，後感生為具十八種不同頭形之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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羯陀魚，自迦葉大師時至釋迦國王間住畜生道； 

舉第一個例子，一個人叫做劫毗羅摩那婆，這個人他後來墮落到大魚——

惡道——這個魚上有十八個頭，像大象的頭、狗頭……什麼的頭。為什麼？他

過去在因地裡面就曾經譏笑僧眾，說你這個頭長得像象頭、馬頭……像有的人

習慣給人家取綽號什麼的，對世俗人也就算了，對出家人不要隨便給他取綽號，

或者譏笑他，說什麼“你走路的樣子像什麼，或你吃飯的樣子像猴子”啊，什

麼的，這個業都很重。要是很不巧，對方是阿羅漢，那就不得了了，那業更是

不得了。或者他是大菩薩，法身大士，那業更是不得了。 

我們後面也會講，對出家眾都要保持恭敬，不管他威儀好不好，都要保持

恭敬。不要用這種畜生道的形象來譏笑他，這個要很注意。不但嘴巴上不要這

麼講，乃至心裡也不要這麼想，說什麼怎麼這個人走路像猴子一樣跳、跳、跳

跳、跳……固然講的是真的，他這個人威儀很不好，走路像猴子一樣跳來跳去

的，但是也不能這麼說。即使開玩笑，也不要開這個玩笑，因為這個業都是很

不好的，因為你面對的都是三寶的境界。 

所以從迦葉大師——迦葉佛開始，他是迦葉佛的一個比丘，到“釋迦國王

間”，釋迦法王，“國王”是法王，釋迦法王之間，都處住在畜生道當中。經

典說，千佛出世，他的果報還沒辦法解除。關於這個公案，還有後面很多的公

案，詳細的在附表十二，各位自己下去看就好了。我們今天發的附表十二，裡

面有很多的故事，各位慢慢看。 

看第二段： 

《律雜事》雲：拘留孫佛入涅槃後，端妙大王令建大塔，有一工人二次譏

雲：“如此大塔，不知何日方能完竣？”後善成已，心生懊悔，以其工錢造一

金鈴，掛於塔上，由此感得容貌醜陋、身形矮小、聲音美妙，名具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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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律雜事》裡面有提到，我們漢地講是善和比丘的公案，在《律雜事》

有記載，《賢愚經》也有記載。就說拘留孫佛在入涅槃之後，過去七佛的拘留

孫佛入滅之後，有位端妙大王令大家建塔，有個工人……另外一個版本說他是

國王的大臣，國王命他建這個塔，大臣他兩次譏嫌，說這個大塔不知道什麼時

候才能完工？因為國王很信佛，所以蓋這個塔非常寬、非常高，這個大塔，所

以這個監工的工人就很不耐煩，“什麼時候蓋好啊？”後來等到 “善成已”，

整個塔蓋好以後非常莊嚴，這時候他看了，內心也是非常的歡喜，然後同時內

心也很後悔之前講的那些話，所以就把他得到的工錢拿點出來造個金鈴，黃金

的鈴，掛在塔上面。 

因此之故呢，果報就是容貌醜陋。為什麼？因為他譭謗造塔的事情，所以

生生世世容貌醜陋，而且身材矮小；但是呢，他掛個風鈴在塔上，所以生生世

世聲音很美妙。所以你看我們那個上面也掛個風鈴，所以各位要是以後覺得自

己聲音不好聽，可以在佛前供個風鈴，今生或者來世聲音會變的好聽，我看好

像也不用會等到來世，今生就有花報，聲音會莊嚴。他名字呢，名為“具妙音”，

這公案在附表十二也有。 

故于佛像不應說言：“此如彼者”。 

所以對於佛像不應該說，這個佛像如彼。“彼”的話指的是一些不善的相

貌。我們可以說這個工不好，但是呢，我們要注意不要說這個佛像畫的好醜，

或者說這個佛像看起來很難看，或者佛像畫起來像什麼動物的臉，有時候我們

會評論佛像的時候要注意，不能講佛像本身，要講這個手工怎麼樣。 

於他所造佛像，不因質善、量多而作譏毀，或示他人作改變等。 

這是約第一個，我們前面講那個比丘，在迦葉佛的比丘，譭謗其他比丘，

結果變成十八個頭的大魚。所以底下結論，同樣道理，那個是譭謗比丘，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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譭謗佛的話，當然果報更嚴重。所以他底下結論說，對佛像不應說言“此如彼

者”。這是約著剛剛第一個例子來說。 

約著第二個《律雜事》善和比丘的例子來說，所以我們看到他人所造的佛

像，不要因為質地非常善（質地非常珍貴），或者量很多而作譏毀。什麼意思

呢？就像有的人，他可能比較慈悲心還是什麼原因，他說看到有的人拿黃金做

的佛像或七寶做的佛像，他說，“哎呀，幹嘛拿那麼多錢做佛像，修行心最重

要了，拿那麼多錢做佛像，還不如拿這個錢來做慈善事業什麼的”——不要這

麼講。做慈善事業有做慈善事業的因果，造佛像有造佛像的因果。你想啊，佛

像如果做的很莊嚴，大家看得心生歡喜。大家看得心生歡喜的時候，這個時候

在他阿賴耶識當中栽培未來得度解脫的因緣，那不是很好嗎？不要說這個佛像

怎麼花那麼多錢，幾百萬、幾千萬做個佛像啊，覺得好像沒有這個價值，不要

這麼說。 

你看西藏，藏人他們做的佛像啊，都用七寶來做，真正的七寶來做，所以

這樣會有福報，有福報。再來眾生看到也歡喜，對不對？即使有沒信佛的，看

到也歡喜。 

就像我，我把我師父懺公上人畫的西方三聖像做成兩米五高的大的布簾，

做了三張大幅的佛像，然後掛在杭州他們居士共修的團體，給他們用，他們後

來換地方的時候，換的地方，那個地方原本是個書法社，就是一些不信佛的在

寺院裡面提供給那些人做書畫用的，後來那個地方因為他們很少來，所以佛寺

主人就把這個房間給杭州的居士做共修用。剛開始的時候，那些書畫社的人也

是起煩惱，我們地方怎麼給你們用？後來等到我們大家把那個西方三聖掛上，

掛上去之後，那些書畫社的，因為他們本身也學藝術的，看到懺公上人畫的西

方三聖這麼莊嚴，而且那麼大，兩三米那麼高，哇！很莊嚴，他們內心也是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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歎、也是隨喜。 

所以你說佛像做的很大、很花錢，或者質地很好，這我想是每個人、每個

人的做法；但是已經做好了之後，或者有人要這麼做，我們就隨喜好了，不要

因為品質很珍貴或量太多，比如說什麼千佛殿、萬佛殿，有時候覺得不需要做

這麼多，太麻煩。泰國法身寺還有一百萬尊佛的殿堂，那個更多，不要作譏毀。 

“或示他人作改變”等，就是說告訴別人，你這個錢不如拿去作別的用途，

不要這麼說。每種事情各有各的功德，各有各的利益，層面不同。你說的固然

沒有錯，拿這個錢去利益貧窮的人，那貧窮的人可以得到利益，他至少可以吃

得飽……但你怎麼不想到說，很多人看到這個莊嚴的佛像之後，在他阿賴耶識

裡面栽培了善根的種子，對佛菩薩這種歡喜心的善根種子，可以作為他未來得

度的因緣、解脫的一個因緣，這個比起說你給一個窮人吃飽來的更有意義。 

所以說慈悲利益眾生也很需要；然後呢，以各種莊嚴具供養三寶也很重要，

這個利益的層面各個不同的，所以很難說哪個好、哪個不好，都很重要，也是

每個人、每個人的發心。 

智增上的菩薩，他會花很多錢來供養三寶。就像我們剛才講，他認為三寶

是世間的光明，他供養三寶，然後莊嚴三寶，使大家都來學佛——他認為這個

比較重要，比較吃飯，那個相對比較沒那麼重要，這是智增上的菩薩；悲增上

的菩薩，那種悲心特別強的菩薩，他會覺得說啊，“佛像簡單點就好了，然後

我那個很多錢，我要拿來做慈善、拿來放生”。這兩個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

的因緣。 

下一段： 

傳說大瑜伽師呈文殊像于阿底峽尊者前，請觀視雲：“此像好壞如何？若

善，可將絨巴噶格瓦所供四錢金授予購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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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大瑜伽師”，這個大瑜伽師，我看這個昂旺朗吉堪布的解釋就是袞

巴瓦，我們前面提到的，就是阿底峽尊者弟子之一了，大弟子之一，袞巴瓦。

他將一尊文殊像——塑像呈現在阿底峽尊者的前面，請尊者看，這個像好壞怎

麼樣，好不好？這個像如果做得好，可以將另外一個可能應該是居士，“絨巴

噶格瓦”這個人所供的四錢的金“授予購取”，然後來買這尊佛像。 

看底下阿底峽尊者怎麼說。 

阿底峽尊者答雲：“至尊之像無有不善，然其師工中等。”說已置頂；並

於一切聖像皆如此行。 

尊者回答說，“至尊，文殊菩薩的像，沒有不善的”，因為我們剛才講，

它都是文殊菩薩，佛菩薩法身的全體大用，它跟佛菩薩的法身無二無別，所以

沒有不善的，像的本身沒有善不善。但是造像的工人的工有好壞，所以我們以

後要講這個工匠的手工好不好，要這麼去看。說完之後“置頂”，說完之後把

這個文殊像放頭上頂禮一下，代表他的恭敬的心。所以“並於一切聖像皆如此

而行”，應當這樣的態度。我們今天學到這個方法。 

好，佛寶講完了。 

接著看到第二段的法寶：于法應如何修學。 

當中分為二段： 

第一段、正文。 

於四句偈以上之法，亦應斷除不敬，避免抵押經卷、作為貨物、放置地面

或塵險處、與鞋合持及跨越等；應當等同法寶，心生恭敬。 

對於四句偈以上的法寶，就說經典的語言文字，只要有“四句偈以上”的

法寶，所謂“一句偈”可能有五個字或七個字，然後四個就稱為一個四句偈。

比如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這就叫做一個四句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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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四句偈以上的法寶呢，應當“斷除不敬”。其實不止四句偈了，假設它就

是個經題，比如說“金剛般若波羅蜜”，一個經題的書法的卷軸，一樣，都要

斷除不恭敬的心，還有行為。避免“抵押經卷”行為。就說比如你要借錢什麼

的，拿去做抵押，不要做這個事，因為這個是至尊的境界。 

或者作為貨物放在地面——經典要放在高處，要高，至少腰部以上的高度，

不要把它直接放在地面上；假設說書庫，很多書疊得很高，書庫的書疊的很多

很多，沒辦法你必須放很低的時候，必須要把它蓋好，用箱子裝好，別讓它露

出來，反正露出來的話，都是要至少在腰部以上。如果說像我們要下跪啊，一

定要把它關起來；如果說一箱箱疊起來的話，底下最好還是把它稍微墊高點，

不要直接接觸到地面，一方面防潮，地面潮濕，防潮，二方面也是種恭敬。不

要作為貨物放在地面。 

當然你也不要把貨物放在經典上。比如說我們各位的講義，上面不要壓著

什麼你的眼鏡、你的橡皮擦，或者什麼鉛筆，壓在上面，不要這樣子，當然你

要當作紙鎮壓旁邊是可以的。就是說不要放在上面，我們的帽子或者我們的衣

服放在經典上面，不要這樣子，這《沙彌律儀》事實上都有講到了；或者“塵

險處”，塵埃很多的地方；或者就是說懸空……目前這方面對法寶，還有佛寶，

大家做的還是不錯了，我們學院會提倡這種觀念，大家目前做的還不錯。所以

我上次講，外來的居士看到，還是很讚歎的。 

然後呢，不要“與鞋合持”，包括一手拿鞋、一手拿經典；甚至一隻手又

拿法寶、又拿鞋，這肯定不行的；那一手拿鞋、一手拿經典也不好了。經典你

要拿的時候要兩手合捧，不要說一手拿。你要遞給人家的時候，也是兩手捧給

人家。 

像以前我們在大專齋戒會的時候，我們給人家經典的時候，還是要這樣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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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一下再給他，就算說你沒有那麼講究，最起碼你給人家經典的時候，或接受

經典的時候，不要一隻手，要兩隻手。 

其實這個每一個、每一個細行的話，一方面為自己培福，修福報，你的恭

敬心可以為你培福；二方面也會幫助你攝心，因戒生定，因定發慧，作為定慧

的基礎。 

“及跨越等”，跨越經典那肯定是不行的！各位有機會可以看《龍褲國師

傳》，龍褲國師他老人家是有大神通的一位大德、一位古德。皇帝為了考驗他，

故意在宮門口底下埋了一部《金剛經》，結果龍褲國師經過那個宮門口的時候，

倒立走過去。人家問他為什麼？他說底下埋著《金剛經》，所以他不敢從上面

這樣跨過去，腳這樣跨過去。 

但我想一般會跨越經典還是比較少，你說腳跨越會比較少。但是手，看書

的時候，儘量不要在經典上跨來跨去的，我也是儘量避免從經典上跨，這是跨

越。 

另外像現在有電腦，很多人電腦那個桌面也不要放佛菩薩或者法寶，因為

佛菩薩像或者法寶，你電腦滑鼠的時候，滑來滑去，佛菩薩臉或者經典那個字

滑來滑去，那也是損自己的福報，不恭敬的。所以我都儘量跟居士說，電腦的

桌面不要放三寶的圖像，你要放風景放什麼的，就是不要放三寶的圖像。因為

滑鼠滑來滑去，而且我們在面對電腦的時候，心都是比較散亂的，這個時候看

到佛像，甚至可能衣衫不整什麼的，這個都是損自己福報。好，“跨越”等等

的。 

“應當等同法寶。”這“法寶”指的什麼？涅槃——涅槃的境界。我們講

理體法寶就是滅理無為的境界。所以《在家備覽》裡面講，損害法寶，它是就

著涅槃境界來結罪，因為涅槃無價，所以損害法寶的罪也是無量無邊，所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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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等同這種理體的法寶真實地現前。 

理體法寶是無形無相的，但它具體形相就化為經典，所以我們要對它產生

恭敬的心。 

所以說實在，我們現在印刷術很發達，大家也是很努力地印經。但是像這

種基本的，講的人比較少，而且可能甚至我們出家眾本身都不是很注意，拿了

經典，一手拿著經典，就像關公看《春秋》一樣，一手拿經典；或者就是說把

經典放很低啊，甚至有的道場經典放得很低，甚至跨越什麼的，這個都很不好。

我們出家眾是表率，大家居士都跟著我們學，我們自己本身就要恭敬，別人才

會恭敬，對法寶。 

對了，還有一個，衣服上不要寫“南無阿彌陀佛”。身上會流汗，“南無

阿彌陀佛”說他是佛寶，名號是法寶也對，這個三寶境界，身體流汗，把這個

“南無阿彌陀佛”這個字染汙了，這個業非常的不好。或者有的人想什麼——

上面畫個佛像啊，畫個經文什麼的，那都非常的不好。衣服上或者一些什麼裝

飾品，儘量避免，就是應當要有恭敬。所以像印刷術發達的時候，有好處，讓

大家接觸容易，但反而也容易使大家產生褻瀆的行為和褻瀆的心，所以這個要

很注意。 

第二段、先賢們的做法。 

傳說善知識慬哦瓦若見手持經典來者，合掌起立；其後雖不能起，然仍合

掌。 

你看，慬哦瓦這個大成就者…… 

好，我們待會再說。 

                                                                                           聽打：惟謹 

   校對：廣霖 普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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