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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5 

～ 

P.118 

光碟 7 

0＇0＂ 

 ～ 

10＇45＂ 

1. 自在是什麼  

1.1 人人想要自由自在，但是不容易 

    得到 

1.2 生死自主，來去自由怎麼說 

1.3 佛法中的自由自在，是從內心做

功夫 

 

1. 自在是什麼  

 1.1 人人想要自由自在，但是不容易得到 

  1.1.1 自己覺得不自在 

          〈例〉聖嚴師父在山中閉關修行，曾經覺得不自在  

    1.1.2 自己以為自在，卻是錯誤的認知 

          〈例〉聖嚴師父在關中，曾經因為與世間隔絕，自以為有了「自己能處理自己 

                  的自由」，因此自以為很自在。  

    1.1.3 真正的自在是在任何情況下都自由自在，那才是真正的功夫、真正 

          的享受。 

 1.2 生死自主，來去自由怎麼說 

    1.2.1 並不是能夠避免災難死亡，而是能夠清楚明白的面對、接受 

      1.2.1.1 來去自由 ：  

         1.2.1.1.1 業力要我來我就來了，是我要來。業力因緣要我去，我就去了，並不是 

被動的。 

         1.2.1.1.2 能夠安於困惑、安於困難，安心安定。 

 1.3 佛法中的自由自在，是從內心做功夫 - - 而不是要求外境要如我們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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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福報與智慧是一體的  

  兩面 

2.1 福報的定義是：過去種福現在有

    福，現在種福未來有福 

2.2 智慧的定義是：當做的事要恰到

    好處的去做，當說的話要適如其

    份的說 

 

2. 福報與智慧是一體的兩面 

   2.1 福報的定義是：過去種福現在有福，現在種福未來有福 

     2.1.1 惜福、培福、種福、關懷社會、利益人群，是真有福 

        2.1.1.1 惜福：福報享盡之後，就成為沒有福的人。因此要惜福。 

        2.1.1.2 培福：用布施培養福報。 

        2.1.1.3 種福：沒有福的人要種福，福報不夠的要培福。 

        2.1.1.4 關懷社會、利益人群是種福培福最重要的方法。凡夫的種福培福要由我們 

                週遭的人做起。 

        2.1.1.5 福田：佛教所講的福田，包括自己的眷屬、親友，一切眾生、社會在內。 

     2.1.2 守財、享受、弄權、揮霍無度、損人利己，乃是無福 

        2.1.2.1 以財力、權力使他人得到利益即是種福。 

        2.1.2.2 「人在公門好行善」：很多清官能夠做好事，對國家、社會有利益，即能夠 

                 累積無量的功德。 

     2.1.3 福報當與品德相應 – 有福而無德，不是真福。 

        2.1.3.1 福德即是功德，也就是《金剛經》所強調的布施、忍辱、持戒。 

        2.1.3.2 布施之中以法布施功德最大。 

          2.1.3.2.1 「法」：就是修行的觀念和方法。 

          2.1.3.2.2 「修行」：以佛法的觀念和標準做依據來修正、修改、修理我們的身、 

                     口、意。 

        2.1.3.3 持戒與布施有關 - - 持五戒又叫五大施，是五種大布施。 

        2.1.3.4 忍辱與布施有關 - - 忍辱是為了利他，是菩薩行，與布施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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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智慧的定義是：當做的事要恰到好處的去做，當說的話要適如其份的說 

     2.2.1 世俗的智慧 

             世間的種種知識、學問、觀念、技術、慎思明辨，以及我們突然心靈福至的發 

             現。 

     2.2.2 出世的智慧 

        2.2.2.1 厭離一切 ：小乘的智慧，是自了，自解脫。洞察一切現象無非因緣生滅、 

                因緣流轉，實證一切現象無非無常、苦、空，所以厭離一切現象。 

     2.2.3 佛菩薩的智慧 

          《維摩經．菩薩品》云：「教化眾生而起於空，不捨有為法而起無相， 

            示現受生而起無作。」 

        2.2.3.1 「教化眾生而起於空」 --  即《金剛經》所說的「滅度一切眾生已，而無 

                 有一眾生實滅度者。」 

        2.2.3.2 「不捨有為而起無相」-- 在現世中對所有的現象和一般人完全一樣，但是 

                 不一樣的是能夠以「無相」來看待，了然一切都是空相、虛妄相。 

          2.2.3.2.1 有為 – 有作為、有期望、有努力，有因、有果、一切都有。 

        2.2.3.3 「示現受生而起無作」-- 菩薩與凡夫相同，在生死苦海之中起滅，但都如 

                 水中泡沫浮影一班，幻起幻滅，不執著，只是如實的面對和接受。 

     2.2.4 《金剛經》全名是《金剛般若波羅蜜經》，即是無上的智慧經  

        2.2.4.1 經名的含義：用金剛一樣的無上智慧，斷除一切世間法及一切出世間法的 

                執著，所以能夠超越凡夫的生死苦海，也超越小乘的寂滅境界。 

          2.2.4.1.1 「金剛」：無上，最珍貴、堅強有力，指佛教的智慧 

          2.2.4.1.2 「般若」：佛菩薩的智慧，小乘的智慧只能稱為「慧」 

        2.2.4.2 「超越生死苦海」 

          2.2.4.2.1 小乘的說法：離開生死、厭離生死。而不再生死，進入涅槃。 

          2.2.4.2.2 大乘的說法：在生死之中，不受生死的困擾所影響。 

          2.2.4.2.3 眾生的生死是受報，菩薩的生死是度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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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修慧是從修福中表現 

 

3. 《金剛經》的福慧雙修 

   3.1 修福當與修慧配合 

     3.1.1 福慧一定要並行，佛教重視的是福慧雙修 

        3.1.1.1 只是種福而缺乏智慧，所修的福可能對社會無益。 

        3.1.1.2 有智慧而不去利益他人，等於沒有智慧。 

        3.1.1.3 做任何事都可能是福慧雙修，重點在心態與用心 

              〈例〉以「成就聖嚴法師的菩薩道，希望他早日成佛」的心態來聽經，是既 

                    修福，也修慧。 

     3.1.2 《金剛經》：「有持戒修福者，於此章句，能生信心，以此為實。」 

        3.1.2.1 持戒修福的人一定要聽《金剛經》，一定要接受《金剛經》的開示。 

        3.1.2.2 持戒、修福，只得人天福報，是有限的。 

        3.1.2.3 聽了《金剛經》而有「平等布施，不以選擇來布施」的觀念，就算只有一 

                塊錢，你的布施也可得無量功德。 

     3.1.3 《金剛經》：「菩薩應如是布施，不住於相。」，「菩薩於法，應無所 

             住，行於布施。」 

        3.1.3.1 菩薩於六度中，第一應修布施，布施最容易做。修布施後不要住於相。 

          3.1.3.1.1「相」：就是「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以及「色、聲、香、味、 

觸、法」相。也就是六塵和人我相。 

          3.1.3.1.2「不住」：不在乎，不放在心上 

        3.1.3.2 「菩薩於法，應無所住，行於布施。」：此處的「法」指修行的方法，道理， 

                 也指一切現象。 

     3.1.4 《金剛經》：「又念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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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3.1.4.1 忍辱仙人雖受凌虐，心中不起瞋恨心、怨恨心，為了要度眾生，以慈悲心 

                接受他。這就是智慧，無相。 

        3.1.4.2 「無我相」：凡事不以「我」為出發點，只要眾生得利益就好，這就是「無 

                 我相」。 

     3.1.5 《金剛經》：「須菩提！菩薩應離一切相，發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心。」 

        3.1.5.1 發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心，發願要成佛的人，必須先離一切相。 

        3.1.5.2 「離相」：離開、不執著於主觀的我和客觀的你、我、他，以及許多的人； 

                 還有你、我、他等許多人在時間過程中的活動。 

3.2 修慧是從修福中表現 

     3.2.1《金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生無所住心，若心有住， 

           即為非住，是故佛說菩薩心，不應住色布施。」 

        3.2.1.1 不要執著，但是還是要用智慧去幫助別人，做應該做的事。 

        3.2.1.2 「而生其心」：生的是慈悲和智慧兩種心。 

        3.2.1.3 「無住」：不執著，不在乎，但是仍然要用智慧心來表現慈悲心。 

     3.2.2《金剛經》：「若菩薩心住於法而行布施，如人入黯，即無所見；若 

           菩薩心不住法而行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見種種色。」 

        3.2.2.1 以智慧心行菩薩道、修智慧行，等於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一切東西清清楚 

                楚，不會迷惑、迷亂。 

        3.2.2.2 有相布施：有所執著，便有煩惱，等於是在黑暗之中。 

        3.2.2.3 無相布施：才是有智慧的，有智慧便沒有煩惱，也就是從煩惱中得到解脫。 

     3.2.3《金剛經》：「菩薩所作福德，不應貪著。」 

            若是貪著於自己的福德，那就不是菩薩，是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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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智慧修福德才能無 

  礙自在 

 4.1 戒定慧三無漏學 

4.2 行布施而不住相 

 4.3 法布施功德最大 

 

4. 依智慧修福德才能無礙自在 

   4.1 戒定慧三無漏學 

     4.1.1 三無漏學以慧為中心  

           若無智慧，不知空義，雖持戒、修福、習定仍不出人天福報。 

     4.1.2 持戒、修福、習定，若無智慧的指導，還是跟佛法不相應。 

4.2 行布施而不住相 – 即是菩薩道 

  4.2.1 離開智慧而行布施，即落為有相，即成束縛行。 

4.2.2 沒有智慧而修布施，只能享福，不能得自在。 

4.3 法布施功德最大 

  4.3.1 如《金剛經》所說：「若有善男子善女人，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 

        施，中日分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如 

        是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若復有人，聞此經典，信心不逆，其福勝 

        彼；何況書寫、受持、讀誦、為人解說。」 

     4.3.2《金剛經》又說：「是福德即非福德」  

        4.3.2.1 如果真以為有福德的話，這是有限的福德，不以為有福德，才無限的。 

        4.3.2.2 如果認為有福德，你會希望享受他、接受他。 

        4.3.2.3 不以為有福德，根本沒有準備要回收，你的功德反而是永恆、無限的，所 

                以是最大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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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題目 
 

1. 佛法的自在怎麼說？ 

2. 生死自主，來去自由怎麼說？  

3. 請說明佛法所說的福報？  

4. 何謂「福田」？  

5. 佛法所說的智慧是指什麼？何謂世俗的智慧、出世的智慧、佛菩薩的智慧？ 

6. 《金剛經》的全名是什麼？有什麼含義？ 

7. 為什麼福慧一定要並行？ 

8. 請說明「菩薩應如是布施，不住於相。」及「菩薩於法，應無所住，行於布

施。」 

9. 六祖聽《金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句而大澈大悟，請說明這句

經文的意思？ 

10. 世尊在因地做忍辱仙人時，為什麼可以做到遭受凌虐而不起瞋恨心、怨恨 

心？ 

11. 菩薩修行六度以那一度為最容易去做？為什麼？ 

12. 請說明六度之中「持戒」、「忍辱」與「布施」的關係？ 

13. 三無漏學是指那三項？三項之中以何者為中心？ 

14. 佛法所說的「無漏」是什麼意思？ 

15. 《金剛經》說「是福德即非福德」是什麼意思？ 

16. 為何說布施之中法布施功德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