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　　（第二集）　　1981　　台灣景
美華藏圖書館　　檔名：29-507-0002

　　請掀開經本，一百四十五面倒數第四行。
　　【爾時。觀世音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
憶念我昔無數恆河沙劫。於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
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
　　前面把『觀世音』這三個字講清楚，這是非常的重要。今天要
跟諸位講的是發心，『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就是指古觀
世音佛。他的老師叫觀世音，學生也叫觀世音，我們要是依照這個
法門去學，我們也是觀世音。此地的「觀世音菩薩」是等覺菩薩，
我們現在是初學的、初發心的觀世音菩薩，必定有感應道交，必定
有感應，只要諸位真正的發心，所以發心非常重要。發什麼心？要
『發菩提心』。說起菩提心，我們聽得耳熟，常常聽，我們自己也
會勸別人要發菩提心。什麼叫做菩提心，不曉得，那你怎能發心？
這個「南無阿彌陀佛」弘一大師的墨寶已經印好，今天我到今能法
師那裡去，我帶了三百張送他們，每個人都送他一張。他要請我講
話，我第一次到那邊去，我講什麼？我就講「南無阿彌陀佛」，就
講這六個字，這六個字就是發菩提心。阿彌陀佛翻成中國的意思是
無量覺，無量覺是什麼？就是經裡面常講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南無是皈依的意思，皈依怎麼說？我們以往不覺，現在回過頭來
求覺，這就是皈依。從不覺回過頭來，這是皈；依，依無量覺。所
以菩提心，菩提是印度話，翻成中文就是覺的意思，菩提心就是覺
心。
　　覺是對迷說的，如果你在一切境界裡面迷而不覺，那就不是菩
提心；如果在一切境界上覺而不迷，這就是菩提心。這一點諸位要



記住，佛經裡面常講「正知正見」，又常講「正知正覺」，你看有
很多寺廟的名字，「正覺寺」，台中就有個正覺寺，這些字樣都是
菩提心。而經裡面常常告訴我們，菩薩上求佛道、下化眾生，這也
是覺心，覺心必定是這樣行事；不能上求下化，這是不覺。菩提心
，在《大乘起信論》裡面跟我們講，馬鳴菩薩跟我們解釋的，是直
心、深心、大悲心。在我們中國以往祖師大德們註解經論，大多數
都是依《起信論》的意思來解釋菩提心。我們在講席裡面已經講得
很多，講的雖然遍數多，諸位這個心還沒發；換句話說，再講幾遍
也不妨。為什麼？你還沒發。什麼叫直心？我們現在這個心直不直
？自以為很直、很正，很正直，那是自以為正直。所以菩提心的標
準，我們一定要搞清楚，菩提心一發，給諸位說，你就開悟、就證
果。為什麼？我們曉得，菩提心現前的人是圓教初住菩薩，我們淨
土法門是得理一心不亂，這是菩提心現前，由此可知，這是大徹大
悟、覺而不迷。事一心還迷，理一心不迷了，是圓初住的境界，別
教初地以上的境界，這是我們要認識清楚。
　　這樣一說，諸位聽了以後，決定不可以生自卑自棄之心，一聽
圓初住、別初地，我怎麼行？我差得太遠！我們不能生這個心，為
什麼？圓初住、理一心我們都可以證得，人人都有分。不要一聽就
被嚇住，這個境界太高、地位太高，我們沒有分。沒有分，那我們
講它幹什麼？我們既然在此地講解了，當然我們有分。縱然你是今
天才來聽經的，過去從來沒有聽過，你也有分，你要是沒有分，這
一會的因緣你就遇不到，你遇到就表示你有分，你過去世有善根福
德才遇到這個因緣。
　　「直心」，怎樣才叫直？佛在《觀經》裡面講的菩提心，講至
誠心、深心、迴向發願心。我們跟《起信論》一對照，彼此互相一
註解，就明瞭了。什麼是直心？直心是至誠心，至誠心就是直心。



什麼叫大悲心？大悲心是迴向發願心。諸位要記住，這不是一樁事
情，發願是一樁事情，迴向是一樁事情，是兩樁事情。發四弘誓願
，或者是依普賢行願品發十大願王，這是發願，這就是大悲心。這
麼一看，這個意思就很明顯。可是至誠，這又來問題了，怎樣才叫
至誠？至誠的標準是什麼？諸位念曾國藩《求闕齋讀書筆記》，那
就是他的讀書心得。你看別人總是心裡求圓滿，什麼事情都求圓圓
滿滿的，曾國藩跟人不一樣，他求欠缺，不要太圓滿。他書坊題的
橫額「求闕齋」，不是求全，求缺。為什麼？滿了，後面就要走下
坡。你看月亮，月亮圓滿以後就一天一天欠缺。求缺，缺的時候一
天一天增加圓滿，這個意思好，也能看到曾國藩的學問。他在讀書
心得裡面寫的，什麼叫誠？一念不生叫誠。
　　暑假期間，我們跟大家講過《了凡四訓》，《了凡四訓》裡面
有一段是講畫符念咒，誠則靈。誠怎麼講？就是一念不生。畫符，
從這一筆下去，到這一道符畫完成，心裡不起一個念頭，這個符就
靈。我們念咒也是如此，這咒念下來，從頭到尾這個咒念得清清楚
楚，裡頭一念不生，這個咒靈。如果你念咒，在裡頭打個妄想，這
個咒就不靈，一樣的意思。諸位要曉得，咒是愈短愈容易攝心，長
了會起妄想，起妄想就不靈。譬如念楞嚴咒，要是求感應的話，不
如大悲咒，大悲咒只有八十四句，能夠保持咒裡頭不打妄想容易，
楞嚴咒太長，免不了要起妄想。大悲咒又不及往生咒，為什麼？往
生咒更短。往生咒，說老實話，不如一句「南無阿彌陀佛」聖號，
六個字，你念六個字裡頭不起一個妄念，你這六個字就有感應。你
不要看這六個字，不簡單。你不相信，問自己就曉得，一面念南無
阿彌陀佛，一面打妄想，六個字都不行，都打妄想，你念大咒、長
咒怎麼會靈驗？誠則靈。我們一天到晚念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每
一句裡頭都有妄念，這就是為什麼不靈，為什麼沒有感應。



　　這是什麼？修直心。我們學佛要想有真正的成就，一定要修直
心，為什麼？這是基礎。直心從哪裡求？直心要從斷除一切妄想執
著上去求。就像我們在《華嚴經》裡面所念到的，遠離一切妄想分
別。你要是妄想分別不能遠離，你菩提心沒有辦法，不能現前。遠
離一切分別妄想，要曉得什麼叫妄想、什麼叫分別？把它搞清楚，
真正放下。諸位把這幾部大經合起來看，你會開悟，那個經會註解
這個經，這個經還會註解那個經。你才真正相信，這不是我們一般
人胡造謠言，佛在經裡這麼說的，所以你多聽聽，意思就懂得了。
佛如是教我們，孔子也是這樣教我們，孔老夫子教我們「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誠意正心，就是佛法裡頭講的發菩提心；格物致知
，就是遠離一切妄想分別。你看世出世間的聖人，教給我們的方法
是一鼻孔出氣，我們怎能不信？諸位要想開悟、要想證果，不得不
遵循這條道路認真的修學。這是講的直心。
　　第二講「深心」。《起信論》也講深心，《觀經》裡面也講深
心，深心是什麼？深心是好德好善之心。諸位要曉得，好德好善世
間人有、小乘也有、外道也有，大慈大悲人天有、小乘有、外道也
有，唯獨直心沒有。三心統統具足才叫做菩提心，沒有直心，單單
有深心、有大悲心，不叫做菩提心。由此可知，稱菩提心，直心是
第一、是基礎。就是一切凡夫外道，他們統統都沒有直心，直心最
難！直心是真誠，真誠太難，我們要特別重視這一點。你要想真就
要離妄，要想誠就要離一切虛偽，才能夠做到菩提心的根本，也就
是成佛作祖的基礎。深心好善好德，剛才講一般常人也有，常人雖
有好善好德，程度不相同，世間人好善好德為自己，其目的在哪裡
？為名或者是為利。他好善，希望大家稱他「某某人是大善人」，
選舉好人好事，他就可以被選上了。如果為這個來行善，這個善不
是真善。我們看《了凡四訓》裡面講的，善有真有假、有半有滿、



有大有小，他一共說了五對十個境界。
　　可見得深心是有層次的，譬如從圓初住就已經證得，一直到等
覺菩薩這有四十一個階級；換句話說，這就是四十一種淺深不同的
程度。我們學佛一定要曉得把自己的境界天天往上提升，不能守在
這個境界上，守在一個境界上就是退失菩提心，就是退墮了；換句
話說，菩提心是精進心，日新又新，而不是終止在一個階層裡面。
聲聞、緣覺沒有菩提心，他為什麼沒有菩提心？他是停止在一個階
段，偏真涅槃。他證得這個境界，他就止在這個境界裡頭，不肯往
前再進一步；菩薩心是勇猛精進，絕沒有停止的。所以我們求進步
，要把自己往上提升，天天提升，不是講年年提升，「我這一年還
可以住在一個境界上」，不可以。年年提升是講大的提升，如果講
微細的境界提升，天天在提升，這才叫學佛。
　　深心是自受用，目的在修什麼？修清淨心。一個人好善好德、
法喜充滿、身心清淨，這是自利；大悲心是利他，大慈大悲是利益
一切眾生的。由此可知，深心與大悲心都是用，都是作用，而直心
是理體，深心與大悲心也就是清淨心與慈悲心，是建立在直心的基
礎上，這就叫做菩提心。如果我們自己的清淨心跟慈悲心不是建立
在直心的基礎上，這不叫做慈悲心，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今天看
到觀世音菩薩的修學，這一章「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是觀世
音菩薩自己敘說他自己怎麼修行、怎麼成就、怎麼證果的；《法華
經》裡面的「普門品」，是觀世音菩薩說他怎麼樣度眾生，那是化
他的，這是說他自己怎麼修成的。我們要想自己修成，對於這一章
經文要特別的留意，最重要的是你要把菩提心搞清楚，這是菩薩修
行的大根大本。我們要想作觀世音菩薩，要想成觀世音菩薩，將來
也想成觀世音佛，你就得從這個地方修。
　　再給諸位說，菩提心就是一切佛法，你不要把它看簡單了。整



個一部《華嚴經》講的什麼？就是講的菩提心。所以四弘誓願也是
菩提心，一部《大藏經》所說的都是菩提心，你要是真正菩提心現
前，一切佛法都通達了。為什麼？一切佛法都是從菩提心裡流露出
來的，你自己證得菩提心了，十方諸佛跟你是同一個心，同一個心
裡面流露出來的法，你還有不懂的嗎？你們諸位要想通達十方三世
一切諸佛所說經論，只要你發菩提心就證得。可是這個心絕不是嘴
皮裡說說就發了，不是的，是要從你內心深處真正覺悟，遠離一切
妄想分別這是真正覺悟，這是你的直心現前。只要直心現前，深心
、大悲心必定的，為什麼？從體起用。所以有直心的人一定有深心
、有悲心，換句話說，有深心、有大悲心的人不一定有直心。譬如
聲聞緣覺也有清淨心、也有大悲心，他沒有直心，他的清淨、慈悲
不是建立在至誠的基礎上，他建立在哪裡？他建立在妄想分別的基
礎上。阿羅漢的心是內守幽閒，是偏真涅槃，偏真涅槃就是內守幽
閒，內守幽閒還是妄想分別，所以他的慈悲、他的清淨建立在妄想
分別的基礎上，不叫菩提心。我們也有清淨心、也有慈悲心，我們
的慈悲心、清淨心還是建立在妄想分別的基礎上。我們比不上阿羅
漢，阿羅漢分別妄想少，我們妄想分別太多了，所以我們不如他。
幾時在一切境界妄想分別都無，這才叫真正菩提心。所以我們要是
不把這個情形、道理搞清楚，這個境界搞清楚，那我們的菩提心是
有名無實，這樣會耽誤我們這一生。可是這個事情要搞清楚，必須
讀誦大乘，真正開悟，了解是一回什麼事情。
　　昨天晚上我跟大家講一句，什麼叫妄想分別？這個東西不搞清
楚不行。「好，我現在一切妄想分別都無了」，還是妄想分別，沒
有法子斷掉。為什麼？因為你迷惑，你的迷障不能突破，你幾時突
破迷障，妄想分別才能遠離。這個迷障在今天講就是相對的，在佛
法裡面講我執、法執。菩提心現前，不但要破我執，還要破法執。



我執破了，不迷我、不迷煩惱，這功夫算不錯了，可是諸法你還迷
，還是不覺。所以所知障、煩惱障都要破，我法二執都要斷，才能
夠遠離一切妄想分別，才能夠真正證得直心。今天我們講菩提心，
重點是在直心，有了直心後面的都有了。直心是正覺之心，也就是
正知正見，然後你修行，無論你修什麼行門，都是正覺、都是正行
，決定沒有錯誤。為什麼？你根本正，所以你一切沒有不正的。
　　昨天還有個同修來告訴我，他說他看過《四十華嚴》，就是我
們現在出的本子，五十三參的註解本子，看的好像都是神話、都是
故事、都是分別妄想，他看不懂。《四十華嚴》是一真法界，是離
一切分別妄想，我們為什麼看到它都是分別妄想？因為我們本身分
別妄想，所以看不出來，它那裡面是遠離一切分別妄想，我們看不
出來。如果你在那裡面一下看出來，這裡頭是遠離一切分別妄想，
你現前的境界就證得了。你在《華嚴》裡頭看出善財童子五十三位
善知識，統統都是遠離一切分別妄想，你就是大徹大悟。大徹大悟
以後，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如何將徹悟的境界，跟自己現實的生活
合而為一，這就叫證果，這叫真正學佛，這叫真正發菩提心。今天
晚上也利用這點時間跟諸位講這一句，這一句是你成佛作祖的大根
大本。今天時間到了，我們就講到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