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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健財/2022.5.15 

一、 課程目標 

1. 「貧家寶藏喻」的內容與寓意為何？ 

2. 「貧家」如何可以打開「如來」這個寶藏？ 

二、 課程內容 

1. 貧家的貧，不是家裡沒有值錢的東西，而是暗喻一個人心理的貧窮，缺乏自知之

明，不懂得自己的富有，因此，辜負了生命的意義，糊糊塗塗的生活一輩子，這

是多麽可惜的事！ 

2. 更嚴重的是，有些人不會覺得自己的心靈貧乏，不想提升自己的品質，也不相信

自己擁有自家寶藏。為甚麼？因為：儘管物質富裕，但五欲熾盛，不懂付出。 

3. 因為這個自家寶藏不能當家作主，沒有話語權，不能講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因

此，無法開發這個寶藏。要開發，必須仰賴佛法。 

4. 現在如來告訴我們，在我們這個身體內，有如來藏，它的內容，是可以自己開發

的，通過自己的關心，照顧好自己的用心，便是發掘這個心的內容，例如：愛心、

感恩、祝福、謙卑、學習、包容、耐心、同情、關懷、樂觀、快樂、幸福、積極，……

等等內容。 

5. 關心與用心，是藉著佛法的知見來幫助自己認識真正的自己，願意努力，以及無

所畏的精神，勇往直前。這是通過「如來知見，力無所畏，大法寶藏，在其身內」

的認知，因此，聽聞佛法，接受佛法，修行佛法，便是找到這個自家的寶藏，覺

知這個寶藏之所在的方法。 

6. 其實，貧家實不貧，只因不知自己的寶藏是甚麼！其次，貧家若是覺知自己的心

貧，其實已經是不貧了。因此，相信自己，發掘它，教育它，含藏在身中，如如

來一樣的清淨功德法身便被確認出來，它是內在於身中，超越於萬物，本來具足，

不假外求。 

7. 其次，貧家的人何以是心貧？只因平時吝於付出，欠缺培養，因為凡夫的付出是

懷有目的，名為付出，實際是追求。沒有布施的心，也就缺乏機會教育，因此，

需要學習布施的精神與方法。 

8. 佛法稱「付出」為「布施」，它是有層次的，首先是「布施的人有福」，其次，則

是「應無所住而行於布施」。布施有財施、無畏施與法施三種，因此，不一定是財

物的布施，即使一個關心，也是布施的一種，凡夫學習付出的心，是培養心靈、

提升性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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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本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