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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修行在總綱領上講，無非是破二執、斷煩惱而已。小乘人
用的方法很笨拙，他就我執上去破我執，這是以很深的定功把煩惱
、執著伏住。因為他定功深，所以煩惱不起現行，用這個方法出三
界。這是經上常講的，天上人間七次往來，這是證得初果之後，天
上人間七次往來，要這麼長的時間，人間的時間短，天的壽命長。
這個大乘方法就非常的巧妙，大乘教你要發菩提心，轉煩惱成菩提
，大乘方法用的是轉變。而實實在在說，煩惱是不能斷的，因為煩
惱是自性的起用，煩惱要斷了那自性不就斷了，哪有這個道理？所
以自性起用，覺悟的時候叫菩提，迷了的時候叫煩惱，煩惱跟菩提
是一樁事情，就在迷悟。所以大乘法，修行的方法，是轉迷為悟，
能夠轉迷為悟，就轉煩惱成菩提了，轉生死成涅槃了。大乘是用轉
變的方法，這是決定正確的，於理於事都相應，這就說明大乘人比
小乘人高明太多！小乘人沒有智慧，硬是要壓；大乘人有智慧，把
它轉過來就是了。大乘修學的榜樣，《華嚴經》的五十三參，五十
三參各行各業男女老少，世出世間都是修菩薩行。不但修菩薩行，
而且修的是高級的菩薩行，修的是普賢行。我們有沒有學會？我們
一天到晚生活，從早到晚，我們是不是修的菩薩行、是不是修的普
賢行？如果是的，成佛有指望；如果不是的，還要搞生死輪迴，這
個不可以不知道。
　　至於怎麼修，我們過去在講經當中，也曾經講過很多遍，聽是
聽了，聽了他不會做，離開講堂就沒有了，這不行。從要領上講，
就是怎樣將六度應用在生活當中，你的生活是六度你就是菩薩，你
的生活是十願你就是普賢菩薩。但是大乘的根本是在發菩提心，菩



提心是什麼？度一切眾生。度一切眾生用現代話來說，就是全心全
力幫助一切眾生破謎開悟，這個心就是菩提心，怎樣去做？那個六
度就是做的方法。真正發菩提心、行菩薩道，行菩薩道就是修六度
，六度就是菩薩道，十願就是菩薩道，是普賢菩薩道。你們念《無
量壽經．德遵普賢》，那就是修十大願王。善財童子的參訪就是在
各種不同身分的人、各種不同行業的人，如何將六度十願落實在他
的生活、事業之中，這要知道。布施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犧牲奉獻
，自己肯犧牲，肯奉獻給大眾、肯奉獻給團體。持戒就是守法、守
規矩。忍辱就是耐心，做事情要忍耐，特別在人事上，人事、眾生
，都是無量劫以來積習的煩惱，恩怨不平，時時刻刻會遇到，要能
忍，人事上能忍，工作上有耐心，對於自然環境要能忍。
　　精進是求進步，不可以一成不變，老守著這個範圍，不行，要
求進步。現在有許多法師、居士大德學佛修持好像很好，不能弘法
利生，原因在哪裡？他墨守成規，他不知道求精進。因為那個時代
不一樣，所以眾生的意識形態不相同，生活方式不相同。在某一個
時代有某一個時代弘法的方法，有某一個時代落實六度十願的行法
，那墨守成規怎麼行？佛法傳到中國就是很大的改變，在生活方式
上，從前是托缽，樹下一宿，日中一食。到中國來之後接受在家同
學的供養，不去托缽了，一切生活環境跟印度全都改變，這就是精
進。要適合於我們常講的本土化、現代化、生活化，這就是精進，
要從這上去思考。如何在生活當中就是求覺，就是不迷，就是修六
度十願，所以諸位仔細去看五十三參會開智慧。禪定就是自己有主
宰，不為外境所動，自己有主見這是禪定。一切真假、邪正、是非
、善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迷惑、不顛倒，那就是般若智慧。
所以要落實在自己生活當中，那你就快樂了。無論做什麼工作都是
在修菩薩行，都是在行菩薩道，一個行菩薩道的人法喜充滿，這個



真的把煩惱轉成菩提，把迷轉成覺。世間凡人這繁重的工作，累的
時候好像不平，苦不堪言，怨聲載道，那是世間法，那是凡夫，那
就搞六道輪迴。
　　所以大乘菩薩法高明，轉過來之後，就是菩薩，就法喜充滿，
就離苦得樂。知道勤苦的工作給一切眾生結法緣，成就自己的布施
波羅蜜。所以念頭一轉，就快樂無邊，這個幸福快樂，這是離苦得
樂馬上就得到。所以佛菩薩為什麼那麼快樂？他的看法、想法跟人
不一樣，人家工作好苦，他工作好快樂，道理就在此地。所以大家
要能夠轉，轉變過來了六和敬，有什麼難處？六和敬正常的，一轉
過來就圓融、就自在無礙了。如果自己覺得我跟大眾還有隔膜、還
有格格不和的，那你是生煩惱，你是凡夫，你並沒有在學佛，我說
的這是事實，沒在學佛。學佛就是把這些枝枝葉葉，如何圓融起來
，如何把它化解掉，這不是從外面境界化掉，是從自己內心去化解
。這佛法叫內學，佛法不是求人，佛法是求自己，人人都能向內開
發自性，這個團體才叫僧團。所以佛法的戒律，是要求自己，不要
求別人，這是極高明的做法，戒律是戒自己，絕對不戒別人。不像
世間法制定的東西，是約束大眾的，佛法這個戒律是約束自己。
　　所以要學六祖惠能大師，要常常見到自己過，不見世間過，這
就是你的心真的轉了，向內觀照。我們今天這大病他不見自己過，
專見別人過，這個專見別人過就會增長煩惱，沒有辦法消滅煩惱。
外面環境誘惑了裡面貪瞋痴慢，裡應外合這還得了嗎？只顧內，不
顧外，往內照，外面與我不相干，捨棄掉了，專內照，這個照是智
慧，智慧能夠把煩惱習氣化解掉。佛教給我們的方法妙絕了，所以
會用功的人道業增長，不會用功的人沒有法子。像《壇經》裡面記
載的，你就能覺察到，不會用功的人，天天在禪堂裡面打坐參禪，
不開悟，煩惱習氣一大堆。會用功的人，六祖大師在碓房裡面，碓



房是做苦工地方，在那裡舂米，在那裡破柴，他開悟。為什麼？他
那個舂米、破柴六度十願都具足，他就修的這個，他會修，舂米破
柴六度全修，六度十願都落實。你們會不會？你們要會的時候洗碗
擦桌子，六度十願全部具足，你怎麼不歡喜！不會的人，這工作好
苦，人家在那裡聽經、在那裡用功，那才叫學佛，錯了，那哪裡是
？所以那個轉境界是什麼？轉境就是轉心，轉心理、轉思惟，從這
上轉。這個過去我在講經的時候，都曾經講過很多遍，聽了，聽了
都忘了，沒用處。那個會修行、不會修行就在這個地方。
　　你看倓虛法師講的青島湛山寺，在《念佛論》後面講的張氏，
她修的什麼行？每個星期天湛山寺念佛會，她到廚房去洗碗，因為
她先生是拉黃包車的，是苦力，沒人瞧得起她，她在廚房裡面洗碗
就是修六度十願。所以她往生能夠坐著往生，能預知時至坐著往生
，她要不是這樣修行的話，她怎麼能有這樣成就？真正修行的人，
只有修行人才能看得出，世間人看不出。世間人看她不識字沒有念
過書，聽經也聽不懂，到廚房做苦工去，殊不知那個人叫真修行。
聽經、參禪、打坐假修行，沒成就。所以一定要學到真修，要明理
、要真修，把佛的這些修行綱領原則一定要落實在生活上。可以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