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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同學，大家好！請掀開《十善業道經》第十四面，最後一
行：
　　【忍辱莊嚴故，得佛圓音，具眾相好。】
　　這是說行十善業道，落實在忍辱波羅蜜上。這一段經文，前面
這兩句全部貫穿下面所有的經文，那就是「舉要言之，行十善道」
，這個地方就是以『忍辱莊嚴故，得佛圓音，具眾相好』，這樣念
法這個意思就很完整。這是集結經藏的人在文字上的省略，這個省
略是美化文章。中國人無論是在文字、是在言語，都講求簡要詳明
，簡單、扼要，還是詳細、明白，符合這個標準就是好文章、好的
言語，所以翻譯佛經也是遵守這個原則。我們讀誦、研究、講解，
一定要懂得文裡面所含圓滿具足的義趣，都是舉要言之。
　　「忍辱」是很難做的一樁事情，特別是侮辱。在大乘佛法裡面
，六波羅蜜佛只講了一個「忍」，而並不是專門指忍辱。佛法傳到
中國來之後，翻經的法師把這一條特別加個「辱」，什麼原因？中
國古代讀書人，我們所稱的士大夫階級，用現代話來說就是知識分
子。中國人是非常尊敬知識分子，可以說中國立國五千年來，知識
分子佔非常重要的地位，無論是怎樣的改朝換代，沒有不尊重知識
分子，所以說選賢與能。過去士大夫階級有所謂「士可殺不可辱」
，中國讀書人把侮辱看得非常嚴重，這是不能忍受的；殺頭都沒有
關係，都可以忍受，侮辱不能忍受。翻經的法師看到士大夫階級有
這麼嚴重的執著，所以把「忍」下面加個「辱」，如果辱都可以忍
，那當然沒有什麼不能忍的，所有都能忍了，所以特別用「忍辱」
。這個名詞我們要曉得，在大乘經原文裡，梵文經典，或者今天巴



利文經典、藏文經典，都不是「忍辱」這個意思，我們要懂得。
　　不能忍，這是我們能夠想像得到的。我們也看到許多人，甚至
於包括自己，你看看你不能忍的時候，那一副德相是什麼樣子？照
照鏡子就知道，現在能錄像是更清楚，你看看那是什麼樣子？決定
不能教人看到生歡喜心，讓別人看到生恐懼、厭煩，遠離你、不敢
接近。這個情形，無論在世法、佛法，都是破壞而不是成就。
　　我們要想在世出世間法得到圓滿的成就，忍是功夫，忍是關鍵
。中國諺語裡面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佛在《金剛般若》，這
是大家念得很熟的，說了一句名言：「一切法得成於忍。」世出世
間無論大事、小事，你要想成就，都得力於忍。「忍」這個意義深
廣無盡。最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當中，人決定不能夠脫離社會獨立
生存，人決定要依靠大眾，依靠大眾、跟大眾在一起生活，不能忍
怎麼行？尤其在末法現在這個時代，這個時代麻煩多。《無量壽經
》，世尊非常感嘆的為我們說：「先人不善，不識道德，無有語者
。」我們從小沒有接受過良好的教育，養成許許多多不善的習氣，
很不容易跟大眾相處，這個難！
　　我們看看世出世法，凡是有成就的人，事業做得愈大、地位愈
高，愈謙虛、愈和敬，他才得到別人尊敬，得到別人仰慕，一樁事
情能教你一生感恩不盡。我過去年輕的時候，做個小公務人員，上
班。上班有時候工作不多，我們在辦公室裡面看看報紙、看看書，
這是常有的事情。習氣毛病有，坐在座位上不好好的坐，背靠在椅
背上，椅子腿前面兩個翹起來，躺的是很舒服。我的長官從我背後
來，拍拍我的肩膀，我一看趕快站起來，他沒有責備我，反而說的
真是柔言愛語，他說：「你這種坐法容易跌倒、容易受傷。」他不
說別的話，一次教訓終身不忘，這個毛病永遠改過來了。如果是他
把你喝斥一頓、罵你一頓、教訓一頓，他走了我還照樣翹起來，不



是從內心悅服，這個道理我們要懂得。他教導我們等於說也給我們
上了一堂課，我懂得了，如果我要作長官，我如何對待我的部屬，
能夠得到部屬衷心的擁戴，認真負責替我做事，都在一個謙敬。謙
虛能夠恭敬別人，時時刻刻只要我們留意細心，都是我們的學處。
　　過去太虛大師提倡的「菩薩學處」，首先要學著跟大眾相處；
跟大眾相處最重要的，要跟大眾打成一片。今天我們佛教比不上基
督教、天主教，原因是我們不能跟最貧苦的人打成一片，不能過貧
苦的日子。
　　世法、佛法，古聖先賢教導我們，我們自己在哪一個工作崗位
上，一定要把自己的本分工作做好，每一個人都能把自己本分工作
做好，這個世界是祥和的。大家必須要互助合作，沒有忍辱的功夫
就不能成就。忍辱一定是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事事要忍，佛教給
我們隨緣，不能忍就不能隨緣；一定要隨著自己的意思、隨著自己
的好惡就難了。殊不知自己的好惡是煩惱，心不清淨；能夠放下自
己的好惡，恆順眾生，隨喜功德，那個功德就是忍辱波羅蜜。
　　「莊嚴」，就是做到盡善盡美，你修忍辱度修到盡善盡美，你
得的果報。這兩句是總說。「得佛圓音」，佛以一音而說法，眾生
隨類各得解，這個音才是圓音。「具眾相好」，相好的因素固然很
多，許許多多因素裡第一個因素是忍辱。菩薩成佛還要特別用一百
劫的時間，這不是短時間，修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這一百劫修什
麼法門？跟諸位說，還是六波羅蜜，不過六波羅蜜裡是以忍辱波羅
蜜為第一。我們要問：他為什麼要修相好？眾生喜歡相好，眾生愛
相好，佛以相好攝受眾生。
　　確實佛的相好度了許許多多眾生，我們在經典裡面看到的，阿
難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阿難為什麼出家？為什麼跟釋迦牟尼佛
學？就是看到釋迦牟尼佛的相好。《楞嚴經》上說的，佛問他：「



你為什麼發心出家？」「羨慕佛的相好。」他說：「這個相好不是
父母所生的。」這是他修得的。所以，阿難發心學佛不是學別的，
是想學相好。你才曉得相好攝受眾生，這個力量多強！說老實話，
釋迦牟尼佛早已經證得究竟圓滿的果地，還要修相好嗎？做給我們
六道凡夫看的。六道凡夫哪一個不想自己相好？個個都想相好。不
管你是哪一個族類，也不管你信哪一個宗教，哪一個人不想自己身
體健康、容貌相好？都有這個欲望。佛這種示現就是告訴你，你這
個欲望可以滿足，只要你修忍辱波羅蜜，你的願就達到了。
　　事事能忍，時時能忍，處處能忍，忍辱波羅蜜的圓滿就是相好
光明的圓滿。所以諸位同修要知道，忍辱是禪定的前方便，一個不
能忍的人，定就沒有法子修。定是佛法，這是不論大乘、小乘，顯
教、密教，宗門、教下，它是樞紐，統統修禪定。八萬四千法門只
是八萬四千種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手段，修的什麼？全是修禪定。
忍辱都做不到，禪定沒法子修。所以佛對菩薩講的這六條修行的原
則，它是有次第的，決定不能顛倒。
　　第一個布施，是教你放下；你要不能放下，你就不會守規矩，
守規矩是持戒；你不能守規矩，你決定不能忍辱；你不能忍辱，你
決定不會有進步，精進是進步；沒有進步，怎麼可以得禪定？所以
這六條就跟上六層大樓一樣，沒有下面一層，決定沒有上頭這一層
。我們要怎樣修法？要從布施修。真正放得下，真正守規矩、守法
，絕對不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一個特殊的人物，那就錯了。為什麼？
離開群眾。離開群眾得不到群眾的幫助；換句話說，你變成孤立了
。孤立，無論世出世法一事無成。
　　所以我們細細去觀察古今中外，成功的人決定是得到大眾擁護
、大眾愛戴。尤其現在是民主自由開放的社會，競選憑選票當選，
選票就看到群眾對你的愛戴、對你的擁護。你平常不能照顧別人，



誰肯幫助你？所以跟大眾相處是最大的一門學問，跟大眾相處，布
施、持戒、忍辱這三條做到了，在佛門裡面講，你法緣殊勝，無量
功德。好，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