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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財每遇善友皆云：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未
知云何學菩薩行，修菩薩道。是知發大心者，必修大行。住、降，
正修行之切實下手處也。】
　　這是引用《華嚴經》上的一段經文，這一段經文，我們很熟悉
，為什麼？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就講了五十三遍，這一部經讀下來，
讀一遍別的句子記不得，這一句會記得，重複了五十三遍，當然你
就會記得很清楚。換句話說，重複這麼多遍，一定是最重要的句子
，要不是最重要的，何必重複這麼多遍數？就是給你加深印象，讓
你有深刻的印象，不會忘記。這是修學大乘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個
條件。善財是世尊在《華嚴經》上假設一個代表修學大乘的人物，
不是指定的一個人。所以，諸位要是聽到、看到善財這個名字，就
想到觀音菩薩旁邊那個小孩，你就想錯了，你完全著了相，你起了
分別、起了執著，你就錯了。善財代表什麼？善是善根，財是福德
，一個有善根、有福德的人，就叫善財。《彌陀經》上說的，「不
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由此可知，這一發心決定要往生
極樂世界的人，這個人就是善財。童子是說他身心潔淨，就是我們
講一心專注，無有雜念，取這個意思。所以，善財裡面就包括男女
老少，統統都叫善財，是這麼個意思，不要把這個名字錯會了意思
。我們今天發心，我們自己本身就是善財，經上講善財，那就是講
我們自己本人，這個要知道。他是表法的，代表一個修學大乘的人



。
　　「每遇善友」，善友是善知識、老師。向人請教一定先說：「
我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這句話就是把他自己修學的目標
先說出來，我希望得到無上正等正覺，現在向你請教，我要怎樣修
學才能得到，人家才好教你。如果你自己沒有方向、沒有目標，你
去問人家路，你到外面迷了路，你去問人家，請你指一條路，人家
問你到哪裡去？我不知道。不知道，你叫人家指路，人家怎麼指給
你？你一定要說出我到哪裡去，有一個目標，人家才能指路給你。
所以，善財先把他的目標說出來，我很希望成就無上正等正覺，向
你請教，我怎麼樣學法？怎樣才能得到？「而未知云何學菩薩行」
，行是什麼？生活。釋迦牟尼佛天天表演的，那是生活，那就是菩
薩行。「修菩薩道」，道是存心，道是心。也就是前面這兩個問題
：云何降伏其心，應云何住；住跟降伏其心都是屬於道。行是講生
活，怎樣在日常生活當中，處事待人接物，包括我們自己一切的工
作，我要怎樣做？提出這個問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