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智度論 

第十三講 

最尊貴的淨蓮上師講解 

 
  法師！各位居士大德！阿彌陀佛！ 
  我們大智度論，還在布施波羅蜜的部分。我們常常說要布施，布施到

底有那些功德利益呢？我們現在就來看。 
  布施是寶藏，經常跟隨著人。世間的寶藏它是會失去的，但是布施這

個寶藏，它卻是生生世世都跟著你的，我們每天出門，也等於是帶著這個

寶藏出門，這個寶藏勝過世間任何的寶藏。 
  布施能夠破除痛苦，給人快樂。不但自己快樂，也能夠給別人快樂，

因為布施的當下，你的內心是喜樂的，將來果報成熟的時候，也是快樂的

果報，這個是對自己來說；布施是給眾生他所需要的，他需要什麼，你就

布施什麼，所以眾生得到了你的布施之後，等於滿足了他的所需，所以眾

生也是快樂的，這是對別人來說，所以布施不但自己快樂，也能夠給別人

快樂。 
  布施是最好的嚮導，能引導我們入天道。因為我們知道布施的果報是

可以生天，所以布施等於是開示了一條生天的道路。 
  布施是最好的符咒，可以保護善人。世間的任何一張符咒都沒有布施

這張符咒這麼靈驗有效，它可以永遠保護樂善好施的人，像一般人他出門

的時候都會求個平安符，或者求個平安符掛在車子上，或者隨身攜帶，但

是世間的符咒是有時效性的，有的是三個月有效、有的是半年有效、有的

是每一年一定要換一次，它就是一年以後就沒效了，所以世間的符咒不但

它是有時效性，而且如果你違背業果的道理，你也一樣沒有辦法得到保護，

不像布施這個符咒，它是沒有時效性的，生生世世你都永遠能夠得到好的

果報，所以它可以永遠保護善良的人，就是樂善好施的人。 
  布施使人活著的時候安穩，臨命終的時候也不會感到恐懼害怕。我們

一般人活著的時候為什麼身心不安穩呢？就是因為我們害怕失去，害怕我

們的財物失去，一般我們也知道財物為五家所共有：國王、水、火、盜賊、

敗家子，其實財物不見得你自己用得到，有時候就是被五家把你的財物給

消耗掉了，所以即使你現在得到什麼財物，也不能保證說你一定永遠屬於

你，或者是你一定可以享用到，不一定，一把火就燒了，淹個水也沒了，

可是能夠布施的人，他懂得捨、放下，所以他也不怕被偷、被搶，也不怕

水火，不怕奪走他的財物，而且他也沒有造下偷盜的業，也不慳吝，所以

慳貪的業也不會報在他身上，而且他的財富一定是愈來愈多，為什麼？因

為他一直布施，布施的果報就是愈來愈多，所以他不但不害怕失去，而且

還愈來愈多，這就是布施的果報。所以他為什麼能夠身心安穩呢？就是因

為他平時就已經捨、放下，知道這些財物死的時候帶不走，所以臨命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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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他也不會感到恐懼害怕，所以他活著的時候很安穩，臨命終的時候

也不會恐懼害怕的原因在這裡，活著的時候就已經全部捨、放下了。 
  布施是慈心之相，能救濟一切。慈，就是給眾生快樂，叫做慈，布施

能夠救濟一切眾生的所需，他需要什麼，你就布施什麼，所以當他的需求

滿足了，他就會感到快樂，所以布施是慈心之相，能救濟一切，一切眾生

的所需，你都可以救濟他。 
  布施所積集的快樂，能夠破除痛苦的盜賊。所以布施的快樂是最好的

止痛劑，打什麼止痛針都沒有用，布施才是最好的，能夠破除痛苦的盜賊，

能夠除一切苦，就是靠布施。 
  布施好比是一位勇猛的大將軍，能夠降伏慳貪的敵人。我們想要降伏

無始劫以來慳貪的習氣，只有靠布施，練習捨，才能夠除慳貪這個大敵人。 
  布施能夠引生殊勝的果報，為人天所愛。不論是人道還是天道，都喜

愛布施所帶來的善妙之果，也就是說一切可愛的果報，都是從布施來的。 
  布施是一條清淨的道路，是聖賢之人所遊走的地方。聖賢，就是不管

是三賢、還是十聖，叫做聖賢。三賢，就是十住、十行、十迴向；十聖，

就是十地，他們所經常遊走的地方，就一定是布施這一條清淨的道路，意

思就是說經常行布施的意思，經常行走的地方，就是他經常行布施，不管

是三賢還是十聖，他們還是一直布施，一直到成就還是，所以是經常遊走

的地方。 
  布施是積集善報福德之門。就是說你想要積集善報和福德，就是靠布

施，一切善報跟福德都是布施來的。 
  布施是建立事業，聚集大眾的因緣。就是說你想聚集眾人的力量，來

建立一番事業，這個事業不管是世間的事業還是出世間的事業，你想要聚

集一群人來成就什麼事業的話，這個因緣要怎麼聚集？這個因緣要怎麼成

熟呢？就是靠布施，因為布施廣結善緣，這個廣結善緣就結了很多的人緣，

所以等到你要用人的時候，要聚集人脈的時候，就很方便了，所以平常我

們都是靠布施跟眾生結緣，布施得越多，這個緣結得越廣。 
  布施等於很巧妙地種下將來不管你是出生聰明、還是富貴這等等的果

報的種子。所以布施等於是在播種，這些都是將來會結出善妙之果的種子，

所以布施等於是在種下這些善妙之果的種子。 
  布施是有福業的善人的相貌。所以我們如果問，什麼是有福報的善人，

他長得樣子呢？那就是能布施的人，也就是說能布施的人，他就是長得一

副有福報、長得一副善人的模樣。 
  布施能破除貧窮，不墮三惡道。就是布施能夠得富貴，所以他能夠破

除貧窮，布施的果報是生天，所以他不會墮在三惡道當中。 
  布施能完全或者是很安全獲得幸福快樂的果報。是安全，也是完全，

就是說很穩當的一定能夠得到這樣的果報，因為世間的投資會失敗、會賠

本，可是布施這個投資一定是一本萬利，永遠不會賠本，一定能夠得到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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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快樂的果報。 
  布施是證得涅槃最初的因緣。就是說你想證得涅槃道果，最初的因緣，

就是從布施來。 
  布施是要進入善人團體當中，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先

布施廣結善緣，你就很容易進入這個善人的團體當中。 
  布施是獲得名譽讚歎的地方。就是你想獲得好的名聲，讓大家都讚歎

你，也是從布施來的。 
  布施是進入大眾中，沒有障礙困難的功德。就是你想人緣好，想和大

眾和合相處，也是從布施的功德來的。 
  布施使心中不生悔恨。這個就是說，平時不布施的人，等到受苦報的

時候，他才來悔恨，可是已經來不及了，經常布施的人，他就不會生這樣

的悔恨。 
  布施是修行善道的根本。大乘的善道，就是六度、四攝，它都是從布

施開始，布施是六度之首，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四攝

法也是從布施開始，布施、愛語、利行、同事，所以大乘善道的根本都是

從布施開始的，所以它是一切善道的根本。 
  布施是種種歡樂的會聚地。不管是世間的安樂、還是出世間的安樂，

都是從布施來的，所以它是種種歡樂的會聚地。 
  布施是得富貴安穩的福田。就是說你想得富貴、想得安穩，布施就是

你的福田，它能夠讓你得富貴安穩。 
  布施是要度到涅槃彼岸的碼頭。就是從布施這個碼頭上船，你就能夠

到達涅槃道果的彼岸。 
  布施是羅漢、菩薩、諸佛都會做的事情。不管是小乘的聖人、還是大

乘的菩薩、一直到佛，他們都是行布施。小乘證阿羅漢，為什麼是靠布施

呢？就是他能夠捨、放下，生起出離心，所以他才能夠證得聖道，證得阿

羅漢果或證到辟支佛果，所以小乘的聖果也是從捨、放下，捨離一切的世

間，生起出離心，他才能夠證到阿羅漢或者是辟支佛果；菩薩他是行布施

波羅蜜來累積成佛的資糧，所以一切菩薩，他也是行布施波羅蜜；佛呢？

你說成佛還要不要行布施波羅蜜？還是一樣啊！佛祂是以布施波羅蜜來攝

受眾生，所以一切的聖人，從小乘的到大乘的佛菩薩，都是行布施。 
  布施是其他功德少、知識少的人所要效法的。功德少的人，他要多行

布施去累積功德；知識少的人，他也要多學習布施的內容，來增長他的正

知正見。這邊它就舉了一個例子，就是能布施跟不能布施，他們的差別，

它就說房子著火了，房子著火了，你會怎麼做？是趕快救火呢？還是趕快

去把那個房子裡面的東西趕快搬出來？懂得布施的人，他就是不會去救

火，他是趕快把房子裡面的財物全部搬出來，所以即使房子被燒光光也沒

關係，為什麼？因為他還有錢，他可以再造一間很美麗的房子，可是不懂

得布施的人，就好比房子著火了，他就趕快去救火，結果房子燒光光，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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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財物也燒光光，所以他後面的日子就很難過了，就是舉了一個這樣的

例子。我們看，譬如失火的時候，聰明的人就很清楚的知道所有的狀況，

所以在火還沒有燒到房子之前，他就趕快把財物救出來，房子雖然燒光了，

但是財物還在，所以可以再重新蓋房子，喜歡布施的人也是這樣，知道身

體是脆弱的，財物是無常的，應該趕快修福，就好像在失火的時候，他是

趕快把財物救出來，這樣身體雖然死亡了，可是後世還可以享受快樂，就

好像可以重新蓋房子一樣，它是做一個比喻，但是那個愚癡、迷惑、顛倒

的人，他只知道愛惜房子，所以在著火的時候，他只知道匆匆忙忙地去救

房子，沒有智慧去觀察那個火勢，所以在猛烈的風、還有熾烈的火焰之下，

房子在剎那之間就化為焦土，夷為平地，不但房子救不了，財物也被全部

燒光了，接下來只有過著飢寒交迫、挨餓受凍的日子，憂愁痛苦過一輩子，

這個就是愚癡的人，就是比喻那個不懂布施的人。所以慳貪、不知道布施

的人也是如此，不但不知道這個身體、生命是無常的，反而更加的愛惜，

很殷勤地去聚集、守護財物，等到有一天死亡到來了，才發覺身體帶不走，

財物也必須丟棄，就好像愚癡的人，房子著火了，只知道去救房子，結果

房子、財物都被燒光而產生憂愁痛苦，是一樣的情況。 
  所以有智慧的人，活著時候，他就能夠覺悟，知道四大如幻，財不可

保，財物是不能夠永遠保持的，萬物是無常的，這些都是不可靠的，只有

福德最可靠，只有布施的福德這個才是最可靠的，其他都不可靠，它能夠

帶領我們走出痛苦，而通往康莊大道。 
  所以，發大心的人，有大心量，能夠行大布施利益別人，也能夠利益

自己；不發心的人，心量小，不但不能夠利益別人，也不能夠善待自己。 
  所以，有智慧的人，他深深悟得布施的道理，就算慳貪的盜賊再頑強，

也能夠挫敗它，就好比勇猛的將士見到敵人，一定要發誓把他消滅，一定

能夠如自己的意。 
  所以我們遇到好的福田，好的時節因緣，一定要能夠行大布施。就是

說布施要應時，就是應該要布施的時候，你布施，這個叫做應時；應該要

布施的時候，你不布施，叫做失時，就是說應時的布施也非常的重要，要

找對時機，在最恰當的時候行布施。 
  好布施的人，是被人所尊敬，他有好的名聲，每個人都景仰他、信任

他。 
  好布施的人被尊貴的人所憶念，被卑賤的人所敬重；臨終的時候心裡

也一點都不會害怕。這些果報都是今世就能夠得到的，就好像樹上所開的

花，至於無量的大果，就是後世能得的福報了。 
  所以眾生在六道生死中輪轉，沒有親人可以依靠，只有靠布施。我們

之所以生生世世在六道中輪轉，我們都搞錯了，以為親人、朋友是我們最

好的依靠，像一般人有的依靠事業，那個事業心強的，他覺得事業是他的

依靠，已經成家的人，就覺得家庭是他的依靠，有了子女以後，覺得子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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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將來的依靠，這個統統不可靠，只有布施的福德才是最可靠的。 
  布施的果報，就是可以生在天上、人間，如果是生在天上、人間得清

淨的果報，這個也是布施來的，就算你生在畜生道，像生在印度的大象、

馬匹，也都能夠得到很好的豢養、很好的照顧，這個也是布施所得的果報，

那就是現在的寵物，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顧的，這個也是布施的果報來的，

只是牠修福不修慧，所以就很容易生在畜生道，但是牠的日子過得很好，

甚至比我們人還好，這個果報都是布施來的。 
  布施的福德，是成就涅槃道的資糧。為什麼說布施的福德是成就涅槃

道的資糧呢？因為布施的時候，你心裡一定很歡喜，心裡歡喜，就容易專

注、容易得定，所以得定一個很重要的，就是說你身心安樂的時候，很容

易得定，如果你心中有憂愁煩惱，身體也不輕安，四大不調，那你就很難

得定。常常布施的人，他心中總是充滿著歡喜，整天都很開心，所以他如

果要修定，很快就能夠修定，因為人歡喜的時候，氣脈通暢，身上阻塞的

地方都打開了，因為一切唯心造，你心一歡喜，你身上的氣脈都打開了，

每個細胞都在微笑，所以這個時候要修定就很容易得定。所以它這邊說，

因為布施，所以你心裡歡喜，心裡歡喜，就容易一心專注，一心專注，就

是修定，因為一心專注，所以你就可以在定中來觀一切法是生滅、是無常

的，那你經常這樣子來觀，就能夠得到涅槃，涅槃就是不生不滅的道理，

你觀生滅，一切法因緣所生的一切法，是生滅無常的，一直觀下去，你就

會發現一切法本來無生，本來無生就無滅，這個就是到達不生不滅的涅槃，

所以它是靠布施生歡喜，容易得定，就容易在定中起觀，觀無常、無我、

空性的道理，就很容易證得涅槃，所以我們才說布施的福德是成就涅槃道

的資糧，它理由是從這邊來的。 
  這種情況，就好比人為了要乘涼，所以他去種樹，有的人種樹是因為

想要乘涼，有得人種樹，會開花的樹，他是為了要得到那個花，像我們常

常去買茉莉花、白蘭花，那個種樹是為了要得到那個花，像那些水果可以

吃的，所以有些人種那個果樹是為了要得到那個果，所以有的人是為了要

乘涼、有的人是為了得到那個花、有的人為了要得到那個果，用這個來比

喻我們今世還有後世的快樂，就好像我們為了要乘涼，然後去種樹是一樣

的，布施可以證得聲聞、辟支佛的道果，就好像我們是為了要得到那個花，

然後去種樹一樣，成就佛道，就好像我們是為了要得到那個果，成就佛果，

然後去種樹一樣。 
  以上所說，就是布施的種種功德。 
  什麼叫布施呢？布施給它下一個定義，什麼叫布施？就是對布施有信

心，這是一個因緣；有種福田的對象，這是第二個因緣；有財物可以布施，

這是第三個因緣，所以這三種因緣具足的時候，重點來了，內心生起能捨

的心，他有時候這三緣具足，但是他慳貪，他捨不得，為什麼會慳貪、捨

不得？就是他沒有辦法生起能捨的心，能夠捨下他布施的財物或者布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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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東西，它這邊是講財布施，所以即使他有財物，也不一定能夠布施，

所以不一定因緣具足就能布施，最主要就是要能夠生起能捨的心，能捨的

心就可以破除慳貪，這個叫做布施。所以重點是你能夠生起能捨的心，這

個能捨的心可以破除慳貪，這個才叫做布施。所以很多人布施為了要求得

更好的果報，他不是用這個能捨的心，他也沒有除去慳貪，他在增長他的

貪欲，我希望好像投一點小資本，然後賺大錢，是同樣的道理，所以他不

明白這個道理，後面會講到，這個是屬於不清淨的布施，如果你要求得種

種好的果報，然後你才去布施的話，這個就好像做生意，希望一本萬利，

雖然布施有得到很好的果報，剛才講一切善妙之果，世間、出世間的果報，

好的果報都是從布施來的，沒錯，可是你布施的當下要反省，我有沒有因

為布施這件事情，去除我慳貪的心？我有沒有生起那個能捨的心？還是我

是為了有所求才布施的，那個你就沒有去慳貪，那個是在增長你的慳貪，

而且你也沒有能捨的心，你是有所求的心，這個就不符合布施的定義。所

以布施一定要在三緣具足的時候，你內心生起能捨的心，這樣就可以破除

慳貪，才能夠叫做財布施，所以重點在能捨的心。 
  能捨的心它就是屬於心相應法，就是說修捨、修放下這樣的心，能捨、

放下的心，是在修這個心。所以它是屬於心相應法，它不是屬於色法，也

不是業，因為一般講到布施就會跟財物聯想在一起，所以就把它當作是色

法，不是，它是屬於心法，不屬於色法。它也不是業，因為一般講到布施

也會跟業果聯想在一起，就是說你布施會有那些、那些好的業，你等於是

在累積你的善業，所以這個都是錯誤的，它是屬於心，就是我們剛才強調

的，是一個能捨的心，這個才是布施，所以它不是屬於色法，也不是屬於

業。 
  接下來就是講，什麼是清淨的布施？什麼是不清淨的布施？我們過去

不明白，現在明白了，希望從今天以後，從現在開始以後都是清淨的布施。

什麼是不清淨的布施呢？就是布施的時候，糊裡糊塗的就布施了，這個叫

做愚癡的布施，沒有智慧的分辨，弄不清楚狀況，就糊裡糊塗的亂布施，

這個是沒有智慧的分辨，愚癡的布施。為了求財富的果報而布施，這個是

不清淨的布施，就是你有所求，是求福報、或者是求財富。因為愧對他人

而布施，就是你對某人心中有愧，為了彌補心中的虧欠，你就對他做一些

布施的事情，這是愧對他人而布施。有時候是怕被別人嫌棄、或者是責備，

說你為什麼都不布施，大家都布施，你多少要拿一點出來，然後你就不好

意思，就拿一點，怕別人責備、或者是怕被別人嫌棄說你是小氣鬼、鐵公

雞，怕被人家嫌棄，不想跟你這麼小氣的人做朋友，所以你就好吧，忍痛

就布施一點，所以這個也是不清淨的布施，有一點被逼的。因為害怕不敢

不布施，這個有時候是為了遭到威脅或恐嚇，有一種是為了還願，聽說在

四面佛前面發下什麼願，回頭如果你沒有還願的話，就會果報多悲慘，又

是怎麼樣，聽了很多，你就嚇得就要趕快去還願，所以這個時候的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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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不是清淨的布施，也是為了害怕遭到什麼樣的果報，不敢不布施。有時

候是為了討好別人而布施，就是說你的心是諂曲的心，想要博得一些好的

印象，或者是有什麼目的，以後要做什麼比較方便，就是為了討好他、要

巴結他，跟他拉關係，然後就送一點禮給他，這個就是不清淨的布施。或

者因為怕死而布施，這個也很多，請法力高強的上師修個什麼法，消災延

壽、還是除障法、什麼法，求財法比較多，這個都是不清淨的布施。這個

怕死，就是也許你是生重病，可能有某個家人或者是好朋友生重病，所以

你希望能夠來幫他修個法，請法師修個法，希望他能夠消災免難之類的，

這個布施也是不清淨的布施。或者是哄騙，哄騙讓他歡喜而布施。或者自

以為富貴應該不要布施（應該要布施），或者和別人競爭而布施，就是看你

捐多少，我一定要比你多一點也好，跟人家競爭。因為妬嫉或者瞋心而布

施，因為憍慢自高自大而布施，或者是為了名譽而布施，為了要博取好的

名聲而布施的，或者是為了咒願而布施，或者是為了消災祈福而布施，就

是點個光明燈，贊助個法會，就是希望達到消災祈福的這樣的功效，這個

都是不清淨的布施。或者是為了爭取大眾的支持而布施的，或者布施的時

候是輕視、不恭敬，就是譬如對窮人輕視他，雖然你布施給他，可是你的

態度是輕慢，你的心是不恭敬的，瞧不起接受布施的人，以上這些都不清

淨的布施。 
  和上面相反的，就是清淨的布施，所以接下來就講，什麼才是清淨的

布施呢？是為了得道而布施，是以清淨心、沒有任何煩惱的雜染，不求今

世、也不求後世任何的果報，這樣恭敬、憐愍的布施，這個就是清淨的布

施。我們希望做到清淨心、恭敬心，慈悲憐愍眾生，這樣子來行布施，才

是清淨的布施。因為清淨的布施是趣向涅槃道的資糧，所以我們才會說是

為了得道而布施，如果不能夠得涅槃道，這個布施只是種下人天果報的快

樂之因。所以如果你不想證聖果，不想成就佛果的話，你只是希望能夠得

一些人天果報，這個就是不清淨的布施，所以清淨的布施，一定是趣向涅

槃道的資糧，就是為了得道而布施的，希望能夠成就道果，否則你種下的

只是人天果報的快樂之因。所以佛說有兩種人很難得，第一種，就是出家

證得解脫的比丘，這個很難得；另外一種很難得，就是在家居士能夠清淨

布施，就是在家能夠清淨布施的居士，這個也很難得，就說明一般是都有

布施，可是清淨、不清淨的差別，所以在家的居士，他如果能夠清淨的布

施，這個是非常難得的，就是說他一心一意就是為了要成就道果，這個才

是清淨的布施，不是為了得其他的今世或者是來世的種種好的果報，這個

清淨布施的果報可以一直到無量世，不是報完就沒有了，它可以一直延續

到無量世，因為它是清淨的果報，所以每一世都不會失去，儘管你一世一

世一直在輪迴，可是這個布施的果報可以一直到無量世，只要因緣和合的

時候，它就有，就好像我們種果樹，時間到了，幾月份就是產什麼水果，

它是一定的，所以時節到了，它就會開花結果，時節不到，它雖然不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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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因，它有結果的因，不是那個時節，所以它不會結果，是那個時節，

它會開花結果，這個就是說你因緣會際的時候，你清淨布施的果報就成熟

了，那就好比說那個果樹會在當令的時候出那個水果，像幾月份那個榴槤

比較好吃，你們都很清楚，那個就是應時的水果，幾月份榴槤沒有榴槤味，

所以那個不好吃，那就是不應時的水果，或者那一個月份沒有產那個水果，

雖然沒有產，但是它有那個因，那個因還在，只是因緣沒有成熟，所以它

果報就沒有現，雖然果報沒有現，沒有開花結果，沒有那個果，但是有那

個布施的因在，所以它碰到因緣成熟的時候，它就能夠開花結果，所以它

是一世一世，只要因緣成熟，它都能夠開花結果，所以它能夠一直延續到

無量世。為什麼說清淨的布施是趣向涅槃道的資糧呢？就是說只要你想求

涅槃道就能夠得涅槃道，什麼是涅槃呢？所有的煩惱都滅除了叫涅槃，因

為清淨的布施能夠使煩惱變薄，就是說你各種煩惱愈來愈輕，愈來愈輕，

因為布施能捨、放下的關係，所以你的煩惱愈來愈少、愈來愈輕，所以我

們才會說它是趣向涅槃道的資糧，就是說它可以幫助我們得到涅槃果，因

為清淨的布施，最後可以得到涅槃果。 
  它是怎麼樣讓我們的煩惱變薄呢？就是說我們那些煩惱會愈來愈薄，

因為你清淨布施的關係，那些煩惱會愈來愈少呢？它接下來就解釋，由於

對所布施的東西不吝惜，所以可以除慳貪，所以慳貪的煩惱會愈來愈薄，

因為你經常布施，就可以除慳貪，你布施的時候因為是清淨的布施，清淨

的布施你一定是真正的，不會捨不得，然後你才去布施的，所以它就可以

除去我們的貪愛心。由於對於接受布施的人心存敬重，就是你很尊敬那個

接受你布施的人，而且很感念他，所以可以除嫉妬，為什麼要感念他？感

念他成就我們布施的功德，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他，不是他感謝我們，他也

要感謝我們啦，可是我們同時也要感念他，因為他讓我們有成就布施功德

的機會，所以我們不但不會瞧不起他，而且會對他非常的尊敬。因為是以

正直心來布施，所以可以除諂曲，就是說因為你是清淨的布施，所以你就

不是為了要討好別人，或者是為了要達到某種目的，這就是諂曲心，有目

的的，要故意討好他，然後才布施，因為不是這樣，你是以正直心來布施，

所以就能夠除諂曲這個煩惱。布施的時候是一心專注，所以可以除掉舉，

掉舉，就是細的散亂叫掉舉。因為是經過深深地思惟之後才行布施的，就

不是我們剛才講那個糊裡糊塗的布施，是愚癡的布施，沒有智慧的分辨，

不是，你是經過深深思惟，就是說你明白布施的所有的內容還有道理，你

才知道應該要行清淨的布施，所以你就是這樣子來做，所以你是經過思惟

以後才行布施的，所以就可以除懊悔，就不會像有些人他布施出去，他馬

上回去就後悔了，所以我今天就是一時的衝動，所以回來就會後悔，或者

是回來講給人家聽，人家說：「哎啊！你好笨喔！」你就開始後悔了，「我

今天做了一件很笨、很錯誤的事情！」馬上就後悔，所以，這樣的布施是

不能夠除懊悔的。觀察接受布施者的功德，所以可以除不恭敬，就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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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講的，就是說不但會對他尊敬，而且還要感念他，所以你不會對他不

恭敬。對接受布施的人恭敬，所以可以除憍慢，不會瞧不起他，自以為了

不起，我可以布施。慈悲憐愍接受布施的人，可以除瞋恚，所以你布施的

時候，心中是充滿了慈悲還有憐愍眾生的心，所以這樣的心是不會有瞋恚

在裡面的，所以你用這樣的心來布施，就可以除瞋恚心。自己收攝心念來

布施，所以可以除無慚，這是因為尊重布施這件事情，就是你很慎重、很

尊重布施這件事情，所以你在布施的時候，是收攝六根來行布施的，不是

很散亂心隨便就布施一下，不是這樣的一個心態，所以它可以除無慚。什

麼是無慚呢？有些人他不認為應該布施，就是說他對布施這件事情不尊

重，當別人布施的時候他也不會歡喜讚歎，甚至冷言冷語，在旁邊諷刺，

像這種情況就是屬於無慚，沒有慚心的人，不但不尊重布施這件事情，看

別人布施他也不歡喜，這是沒有慚心的人。知道布施對人是最好的功德，

所以可以除無愧。什麼是無愧呢？就是當自己不能夠布施的時候，也不會

覺得是什麼丟臉的事情，對別人批評的眼光也不在乎、也無所謂，這個就

是無愧。這個慚跟愧，「無慚」、「無愧」在百法就有講到，它是屬於隨煩惱，

所以無慚、無愧是屬於煩惱，它是比較小的煩惱。一般我們說什麼是「慚」

呢？就是崇重賢善，就是內心推崇尊重賢善的人，內心推崇尊重賢善的事，

不管是人還是事，他內心就是非常的尊重，這個是有慚心的人，所以一個

有慚心的人，他內心會非常恭敬而且讚歎能布施的人，還有所布施的事情，

而且希望自己也能夠這樣做，這個是有慚心的人，應該是這樣子才是正確

的。什麼是有愧心的人？愧，就是我們內心會輕視、會拒絕去做那個不好

的事情，那個表示說你是一個有愧心的人，所以一個有愧心的人，當自己

不能夠布施的時候，他會覺得很羞愧，這個就是有愧心的人，現在經常能

夠行布施的話，這個清淨的布施就是具足一個慚、愧的人，就不會有無慚、

無愧這個煩惱現起。也是因為有智慧，了知布施是在行善法，所以可以除

無明，因為你有智慧，能夠分辨了知布施它對我們的真實利益，就是剛才

講能捨的心，它有智慧能夠了知、能夠觀察，所以它可以除無明。相信有

布施的果報，所以可以除邪見，能夠除去不相信因果的邪見。知道布施一

定有它的果報，所以可以除懷疑，他不會一面布施、一面懷疑：「是真的嗎？」

所以，以上這些煩惱都是在清淨布施的時候，都會變得愈來愈薄弱，所以

經常行布施，他的煩惱是自然愈來愈少。 
  所以不但如此，在布施的時候，也能夠成就種種的善法。那些善法呢？

因為布施的時候六根清淨，所以善心容易生起，六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

我們剛才講清淨的布施，你的六根一定是清淨的，你用六根清淨來布施，

就是說你布施的時候，六根清淨，所以善心就很容易生起，善心生起，內

心就變得很清淨，內心清淨就能夠觀察到果報的功德而生出信心來，信心

生起的話，身心會變得非常的柔輭，身心柔輭，所以能生出喜樂的覺受，

喜樂的覺受生起，就能夠得定、容易得一心，我們剛才講過身心喜樂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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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定，這個一心就是講得定，得一心，就容易生出真實的智慧，由定而開

發真實的智慧，所以這些都是清淨的布施所成就的善法，就是六根清淨，

善心生起，內心清淨，信心生起，身心柔輭，喜樂覺受生起，得定、開智

慧，這就是所成就的善法。 
  布施的時候，心中也能夠生起相似的八正道，相信布施的果報，所以

能夠得相似的正見；在相似的正見當中不散亂的思惟，所以可以得相似的

正思惟；清淨說布施的功德果報，所以能夠得相似的正語，所以你說的都

是清淨的布施的功德果報，你向別人宣說都是說這些內容，所以它是屬於

正語，所以從今以後你都不會跟人家說：「你想要求什麼，你就去布施，布

施就可以求這個、求這個……」，這個不是清淨的布施，所以你說的不算是

現在講的相似的正語，所以，以後我們會說的就是屬於清淨的布施的內容，

這個才是真實的功德，這個才是屬於正語的範圍；以清淨的身行布施，所

得的是相似的正業；不求布施的果報，所以得的是相似的正命；用精勤的

心來行布施，所以得相似的正精進；念念不忘布施，所以得相似的正念，

念就是明記不忘，就是你每個念頭裡面都有清淨的布施，就是隨時你的心

念都沒有離開清淨的布施，就是隨時你都能夠捨、放下；心安住在布施中，

不散亂，所以能夠得相似的正定，就是剛才講的，你是收攝六根來行布施

的，你是一心專注來行布施的，所以它能夠得正定。這就是能夠得相似的

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就包含這些，從四念處開始，所以相似的三十七道品

也是同樣的能夠生起，生起相似的三十七道品的善法。 
  布施也能夠種下佛三十二相的因緣。所以，佛三十二相的因緣是怎麼

得的呢？布施也是一個很重要，能夠種下佛三十二相的因緣。因為布施的

時候，是給與對方的心很堅固，就是說你布施的時候，沒有猶豫、沒有考

慮，因為你念念都能夠捨、放下，所以看到有機會，你就布施了，毫不猶

豫、毫不考慮，就是有堅固，布施的時候，心非常堅固，所以能夠得足下

安立相，就是腳下能夠很安穩的站立，佛的腳底是平的、平直的，跟地面

是非常密合的，沒有空隙，這個就是足下安立相。因為布施的時候，同時

具足了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這五種眷屬，所以可以感得廣大眷

屬的因緣，能得足下輪相，就是佛的腳掌心能夠現出一千幅輪寶的肉紋相，

千幅輪相。因為很勇猛地精勤來修布施，所以能夠得足跟廣平相，就是腳

後跟很圓滿，腳後跟廣大而平坦，這個就是足跟廣平相。用布施來攝受人，

就能夠得手足縵網相，就是手指跟腳趾每一指之間都有縵網相連接，就是

祂都是用布施來攝受眾生，經常行布施來攝受眾生，祂的每一個手指，指

頭跟指頭中間有好像那個蹼，那個鴨掌的蹼，你把鴨掌打開，它會有很薄

薄的膜相連接，那個叫做縵網。因為布施美味的飲食，所以能得手足柔輭、

七處滿相，布施的時候，都是布施好的東西，不是吃剩下的、自己不要吃

的拿去布施，不是，都是上好美味的東西，它就能夠得這樣的果報，就是

手腳非常的柔輭，你握他的手、握他的腳，就是很豐滿，就是肉肉的、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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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的，七處，就是我們兩個肩膀、脖子、兩個手、兩個腳這七個地方，也

是非常的豐滿的，都是肉肉的，看不到骨頭，這個就是七處平滿相。布施

能夠利益眾生的生命，所以能夠得長指、身不曲、大直相，長指，就是兩

個手、還有兩個腳的指頭都非常的纖長端直，不會這樣往裡面歪、往外面

歪，很纖長，而且很端直，身體也不會彎曲，而且身體又大又直，所以一

切人中，佛身是最大、最直的，佛的身體就能夠得到這個身不曲、大直相，

這個是利益眾生的生命所得的果報。你越布施、越歡喜，就越喜歡布施，

所以布施的心就愈來愈強，所以每一念，心心念念都是在想說我要捨、我

要捨，我要給眾生這個、我要眾生那個，所以他每天都在觀察眾生他需要

什麼，他能夠布施的時候，他一定不會放過機會，所以他心心念念都是在

想怎麼樣給眾生什麼，他需要什麼，每天都是在想這個事情，就是他布施

的心愈來愈強，所以能夠得足趺高、毛上向相，足趺高，就是腳背高起，

腳背是高起來的，全身的毛都是向上伸長，而且右旋，你看到每根毛都是

往右旋，它是往右旋，一根一根向上長，不會向下長，每一根毛都是這樣

子，全身的毛都是向上長，而且右旋轉。布施的時候，很仔細地聽受施者

的要求，就是說有人來希望得到什麼東西，他有什麼要求，你很仔細聽他

的要求，很有耐心，有些人他沒有耐心，跟他講一大堆，他可能從他小時

候開始講起他的生活很困苦，講了一大堆，就覺得沒有耐心了，所以你不

但要布施，要給他，而且還要很有耐心聽他講完，他為什麼今天需要這個，

他可能講了一個很長的故事給你聽，是怎麼樣破產的、怎麼樣婚姻失敗、

怎麼樣被子女拋棄的身家故事，所以要很仔細地聽受施者的要求，而且要

殷勤地吩咐，讓他很快可以得到，你可能要吩咐下去，叫他們趕快打理、

趕快辦，他到底需要什麼，可能需要別人去趕快把它完成他的要求，所以

就是很快地就吩咐下去，讓他很快就能夠得到，所以就能夠得伊泥延膞相，

伊泥延，就是鹿王的名字，膞，就是小腿，所以就很像伊泥延鹿王的小腿，

鹿的腿很纖長、很圓潤，就是線條很美的意思，我們就說他那個小腿長得

很好看，不會像蘿菠腿、還是鳥仔腳，不會太細、也不會太粗，就是很勻

稱的意思，就是這麼來的。對於來乞求的人不瞋恨、不輕視，所以能夠得

臂長過膝相，就是手臂他一放下來，超過他的膝蓋，這個就是對有來求的

人，他不會對他起瞋恚或瞧不起他，不會有這樣的情況，所以就能夠得這

樣的果報。來乞求的人，不等他說出來，就能夠知道他的意思，馬上就布

施給他，就是看他那個樣子，大概就知道他需要什麼，沒有等他開口你就

已經知道了，然後馬上給他，這個就能夠得陰藏相，就是不見私處的馬陰

藏相。布施好的衣服、臥具、金銀、珍寶，所以能得金色身相、薄皮相，

就是身體是金色的，而且皮膚非常的細薄潤滑有光澤，那個灰塵都沾不上

去，佛的身體皮膚很細、很光滑，滑到灰塵沒有辦法沾上去，因為灰塵一

掉上去就滑掉了，就是說明佛的皮膚是非常的細薄潤滑有光澤，所以灰塵

都沾不上去，一切塵垢不染，就是這個意思。布施的時候，讓來乞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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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滿意的自在受用，他求什麼，你可以馬上給他，而且他非常的滿意，

就可以自在的受用他所需要的這些東西，就能得一一孔一毛生、眉間白毫

相，就是每一個毛孔只生一根毛，不會雜亂，每一個毛孔都會發出微妙的

香氣，所以佛的身上沒有人的氣味，是散發一股香氣，兩眉之間有白毫，

這個白毫非常的柔軟，好像兜羅棉這樣的柔軟，你把它拉開的時候，是一

丈五尺長，平常是右旋捲起來，收到裡面去，所以平常是看不到它有這麼

長，因為這個地方經常放光，所以我們就稱為毫光，或者稱為眉間光。只

要來求，立刻就答應給，不會拖拖拉拉，說：「我考慮一下，你下個月再來

看看……」，就在那邊一直拖時間，不會這樣子，馬上就答應，馬上就給，

所以就能夠得到上身如師子肩圓相，就是佛的上半身非常的廣大，行住坐

臥，威儀端嚴，就好像獅子王一樣的威儀端嚴，上身好像獅子的圓肩相，

就是肩膀這邊也是非常豐滿圓潤的。生病的，我們就布施醫藥，飢渴的，

就布施飲食，使他減少生病的因緣，所以就能夠得兩腋下滿相、最上味相，

佛的兩個腋下的骨肉非常的圓滿，吃什麼味道都是最好的。布施的時候，

也勸人布施，還安慰來乞求的人，由於開示布施的道理，所以就能夠得肉

髻相、身圓如尼拘盧相，因為祂平常經常在勸人布施，最好是行清淨的布

施，勸人是行清淨的布施，來求的人，祂也會安慰他，為他開示一些布施

的道理，就是說你這一世為什麼會貧窮，就是因為怎麼樣，告訴他布施的

道理，如果你想要脫離貧窮，你就應該有機會就要行布施，就講這個布施

的道理給他聽，所以就能夠得肉髻相，肉髻相，就是頭頂上有肉髻，身體

圓滿就像尼拘盧樹，這是一種樹，這個樹上下左右都是非常的平均，就用

這個來說明佛身體的比例非常的平均，我們說的黃金比例，應該上身多少、

下身多少，手腳伸出來是多少，手臂應該多少長，腳應該多少長，就是最

美的、最適合的比例，就是用這個樹，因為這個樹就是長得非常的均勻，

上下左右都是非常的平均，用這個來比喻佛的身體。有人來求，你有意要

給的時候，說的是柔輭語、真實語，而且一定會給他，就是答應了絕不食

言，就能夠得廣長舌相、梵音聲相、如迦陵毗伽鳥聲相。廣長舌相，就是

舌頭又廣、又長、又薄、又軟，伸出來的時候可以一直覆蓋到髮際這麼長，

這個叫廣長舌相，一伸出來一蓋到髮際，就是整張臉不見了，就蓋起來了；

梵音聲相，就是佛清淨的梵音聲音宏大圓滿，就好像在敲天鼓，好像天鼓

響一樣，這個就是非常清淨的梵音聲；也像迦陵毗伽鳥的音聲，非常的悅

耳，這種鳥叫出來的聲音非常悅耳。布施的時候講真話，講利益他人的話，

所以能夠得到師子頰相，就是兩邊的臉頰隆起圓滿像獅子的臉頰，就是這

邊有兩坨肉，這個就是師子頰相。布施的時候，心清淨，所以能夠得牙白

齒齊相，就是牙齒非常潔白，非常的整齊，就是他布施的時候心非常的清

淨，所以牙齒就很白，就長得很整齊，沒有暴牙之類的。布施的時候說真

實語、和合語，所以能夠得齒密相、四十齒相，就是牙齒緊密，有四十顆，

這就是說真話、還有和合語，布施的時候說真實語和合語。布施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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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來乞求的人不瞋恨也不貪著，以平等心來看待，就是你沒有喜歡這個、

討厭那個，喜歡就生貪，不喜歡生瞋，都沒有，你的心是平等的，今天不

管誰來，你的能力到那裡，你就是怎麼布施，跟對象沒有關係，不會因為

喜歡這個人就多給他一點，討厭那個人就少給他一點，不會這樣子，所以

就能夠得青眼相、眼睫如牛王相，佛的眼是甘青色，好像青蓮花一樣，眼

睫毛也是長得非常整齊、不雜亂，就好像牛王相，就是眼睫毛長得非常整

齊、不雜亂。以上就是布施所種下三十二相的因緣。 
  轉輪聖王，他為什麼能夠七寶具足呢？也是布施的功德來的。他布施

了那些東西呢？就是拿七寶、人民、車乘、金銀、燈燭、房舍、香華這七

個來布施，所以他在做轉輪聖王的時候，能夠七寶具足，它的因緣就是布

施來的。 
  有的時候，我們布施的果報就會有增多的情況，就是那些情況你布施

你的果報能夠增多呢？下面就是在講這個，如果布施的時候得時，就是我

們剛才講的，最恰當的時機，及時來布施，果報就會增加，就是你是在最

恰當的時候，別人最需要的時候來布施，你的果報就能夠增加。什麼叫做

及時的布施呢？什麼是最恰當的時候？別人最需要的時候？有那一些情況

呢？第一個，就是你布施給要遠行的人，譬如說，他要出國或者他要去留

學，他最需要什麼？看他最需要什麼，他需要錢，你就布施給他錢，他在

國外那邊很冷、下雪，你就布施一個雪衣給他，還是看他需要什麼，所以

給那個要遠行的人，看他最需要什麼，你這時候布施，你的果報就會增加，

這個布施叫做及時，很恰當，他最需要的時候，你就布施給他這個，所以

第一種情況，是給那個要遠行的人；第二種情況，是布施給從遠處來的人，

像古時候都是用走路的，所以他可能已經爬山涉水走到這邊，已經筋疲力

盡，可能這個時候又累、又渴、又餓、又沒地方住，可能這個地方很冷、

又凍得要命，所以這個時候，從遠方來的人可能已經很累，又累、又渴，

這個時候，你可能就是先請他喝杯茶、休息一下，再請他吃一頓飯、再休

息一下、再洗個澡，再問他：你晚上有沒有地方住啊？給他安排一個住的

地方，他就感動得痛哭流涕，所以對於從遠處來的人，我們也是要觀察他

需要什麼，這個也是及時施；還有第三個，就是布施給生病的人，看他是

什麼樣的病，我們能夠做什麼樣的幫忙，醫藥上的幫忙、還是資訊的幫忙，

幫他打聽他這種病那邊有最好的醫生，或者是最適當的藥物，盡心盡力地

幫助那個生病的人，這個也是及時施、還有布施給看護生病的人，就是幫

他加油打氣，因為看護長期照顧病人，他的身心是非常疲累的，很需要別

人的關懷，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能夠對他行一些布施的話，他也會非常的感

恩的，他也需要，尤其是精神上的加油、打氣、鼓勵，因為他每天面對病

人，可能要幫他解小便、大便，要幫他擦身體、還是什麼，就是這樣照顧

病人，他的心情一定是非常不好的，所以我們要做一些讓他開心的事情；

還有在寒冷的季節、或者是遭受災難的時候布施，這個我們都很會，寒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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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季節，就看他需要什麼，古時候就是看他缺衣服、還是缺柴火燒、缺木

炭、還是缺什麼，一些災難，就是那時候的海嘯、地震、颱風、颶風、龍

捲風，就是遭受災難那些地區，我們就想辦法去救災、救難，看那個災區、

或者難民需要什麼，我們就布施什麼，這些都是及時的布施，所以果報會

增多的情況，第一個，就是及時的布施，果報會增多。第二個，就是隨當

地的需要布施，果報也會增多。當地需要什麼，我們就布施什麼，這個果

報也會增多。在空曠的道路中布施，福報也會增多。這個是指荒郊野地，

物資比較缺乏，貧窮落後，物資比較缺乏的那種空曠的地區，就是物資運

送不方便，所以它一定缺很多東西，所以這個時候，看它缺什麼，我們就

布施什麼。第四種，就是經常布施、不懈怠，果報就會增加。要很精進地

來行布施，不要懈怠。第五，就是如所求的人需要來布施，福報就會增多。

他需要什麼，我們就布施什麼。第六，是布施貴重的東西，福報就會增多。

貴重的東西，我們會比較捨不得，你如果能夠常常都布施貴重的東西，表

示你那個能捨的心是真正的生起來了，是真的看破、放下了，所以福報就

會增多。那什麼是貴重的東西呢？那個時候，佛陀在的時候，就是供養佛

陀精舍、還有園林，我們就知道祇樹給孤獨園、還有祇垣精舍、或者是浴

池，這些就是屬於貴重的東西。第七，就是布施給善人，果報就會增多。

第八，布施給出家人，果報就會增多。第九，如果布施的人，還有接受布

施的人，都是有德的人，果報也會增多。布施和接受布施的人都是有德行

的人。第十，對種種送往迎來，照顧得很周到、態度很恭敬，福報就會增

多。所謂送往迎來，去送他、去接他，這個就是屬於送往迎來的禮儀，我

們社交禮儀就是平常人跟人之間就是接接送送的，接的時候是洗塵，送的

時候就為他餞行一下，這一類的送往迎來。第十一，就是布施難得稀有的

東西，福報就會增多，越稀有難得、越珍貴的，你越捨得，這個果報就會

增加。第十二，就是隨自己所有的，能夠完全的布施，福報就會增多。把

你所有的，你就是這麼多了，你全部把它布施掉，這個就很難得，因為你

只有這麼多，那你統統都給了。下面講了一個故事，就是他把他所有的都

給了，結果被老婆抓去報官，要告他一狀，這樣的一個故事。所以它舉一

個例子，就說他是怎麼樣把自己所有的都完全的布施，然後當下就得到非

常殊勝的果報，就表示說果報馬上就增加的一個故事，一個例子，我們看。

就譬如在大月氏弗迦羅城中，有一位畫家，他叫做千那，這一位畫家，他

到東方的多利陀羅國，在那裡賣畫十二年，因為他是畫家，所以他就在那

裡賣畫賣了十二年，得了多少錢呢？黃金三十兩，所以他就帶著黃金三十

兩就回國了。回到弗迦羅城的時候，他突然聽到有在打鼓的聲音，就是以

前沒有廣播電視，那邊要舉辦大法會，他就打鼓，所以他就聽到要做大法

會的打鼓聲，他正要回去，結果就碰到這樣的一件事情，他就去看那個法

會，就去參加法會，當他看到出家眾的時候，就生起了清淨的信心，所以

他就問那個維那說：「如果我想要供養這些僧眾一天的飲食，需要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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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那就回答說：「只要三十兩黃金就夠了。」供養這些出家人一天的飲食需

要黃金三十兩，這位千那畫家，他就把他所有的黃金三十兩就交給維那，

跟他說：「那就請你替我齋僧一天，我明天會來參加供養。」就把三十兩黃

金交給他了，他就空手回家了。這下慘了，他老婆就問說：「你離家十二年，

賺了多少錢回來啊？」他就回答說：「我賺了黃金三十兩。」老婆就問：「三

十兩黃金在那裡？拿來啊！」他就回答說：「我已經種在福田裡面了！」老

婆就問：「什麼樣的福田啊？」他就回答說：「我布施給出家僧眾了！」他

老婆一氣之下，就把他綁了，送到官府，要治他的罪。所以法官就審問：「什

麼事情要告官啊？」千那的老婆就說：「我的丈夫，他簡直是瘋了嘛！他是

個白痴！他在異鄉工作十二年，賺了三十兩黃金，可是他完全不顧及、不

憐愍他的妻子兒女，所以他現在把這三十兩黃金，全部的錢都送給別人了！

所以我現在要依照法律治他的罪，所以我就把他綁過來了！」法官就問他

的丈夫說：「你為什麼不把賺來的錢，來養你的妻子兒女？卻拿去送給別人

呢？」千那就回答說：「我過去世就是因為沒有修功德，所以這一世才這麼

貧窮，日子過得這麼辛苦，我現在好不容易遇到了福田，如果不及時來種

福田的話，恐怕我的後世還是依然貧窮，這樣生生世世一直貧窮下去，那

我要到那一輩子才會脫離貧窮呢？所以為了要馬上捨掉貧窮，我就把所有

的金子都布施給那些僧眾了。」這位法官，他是受過五戒的優婆塞，他剛

好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所以他在聽完千那的話以後，就非常讚歎他說：「真

是難得！你這麼辛苦工作，才賺得這麼少的錢，卻能夠全部拿去布施給僧

眾，你真是一位大善人！」就讚歎他，於是就把身上的瓔珞脫下來送給他，

又把自己騎的馬送給他，他覺得這樣還不夠，再送他一塊地，然後告訴他

說：「你才剛剛開始布施僧眾，僧眾還沒有吃到你的供養，可是你的果報已

經現前了，就好比穀子還沒有種下去，可是芽已經發出來了，將來的大果

還在後頭。」將來的果報，不是現在送他這些東西，果報就受完了，沒有，

我們剛才講無量世，將來生生世世還是繼續地開花結果，只要因緣成熟，

所以如果能夠把辛苦才得到的東西，毫無保留，完全的布施出去，所得的

福報是最多的，它就舉了這樣的一個例子。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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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法師：我工作不順利，請法師開示，要如何才能找到工作呢？阿彌

陀佛！ 
［答］先行清淨的布施，果報就現前了，剛才那個故事很好啊！ 
［問］請師父上人慈悲開示，修什麼布施才能中馬票或中多多？ 
［答］你前兩天一定沒有來，對不對？沒有來聽那個福盡而死、壽盡而死，

你有沒有來？一定沒有來，對不對？我們那天才說，你這一世的福報多少

是固定的，因為過去生修了多少福報，你這世就是多少是固定，你趕快中

馬票、中多多，把這一世的福報提前拿來用用完了，你後面就很悽慘了，

那你要不要考慮一下，不要中多多？拍手的都是沒有買馬票的，不然他不

會那麼歡喜。所以你問說：修什麼布施才能夠中馬票、或中多多？是財布

施、法布施、還是無畏布施？那就是有所求嘛，對不對？你希望藉著財布

施、法布施、或無畏布施，能夠中馬票，然後中多多，是不是清淨的布施

啊？不清淨的布施。 
［問］要是家裡的風水不好，行布施能夠把風水改好嗎？ 
［答］有所求喔？不清淨的布施，為了求家裡風水好才布施。會啊，還是

會變好，因為有福報，布施有很殊勝的福報，這一世、還有將來世，世間、

出世間所有的善妙之果都是布施來的，何況是一個小小的風水，你家小小

的風水一定沒問題。 
［問］佛為法王，於法自在，以法施眾生，是不是說法布施比放生更殊勝？ 
［答］那沒錯啊，一定是法布施最殊勝，我們後面會講，現在是講財布施，

後面會講法布施，法布施一定是比財布施殊勝，這是沒錯的。 
［問］怎麼樣才能夠讓我們今生所修的布施的種子，在今生起現行？ 
［答］怎麼樣喔？你迫不及待，現在就馬上……。剛才講了，你只要是清

淨的布施，果報不是很快就現前了嗎？看你那麼多所求，要清淨的布施好

像有一點困難。 
［問］因為菩薩不能太窮，太窮的話，就很難去行菩薩道？ 
［答］誰說的？難道沒有窮菩薩嗎？發菩提心免費的，好不好！發菩提心，

它不用一毛錢的，你可以念念都發菩提心，這個才是最殊勝的，所以不一

定要很多錢才能夠行菩薩道，菩薩道的大前提就是發菩提心，你有多少能

力、你有多少福報，你就會有多少錢，或者是財物，你福報越大，你可以

布施給眾生的財物就越多，這樣當然是很好，可是如果目前還沒有這樣的

能力，就是先發菩提心也是一樣，你不是說還有無畏施嗎？無畏施也不用

錢的，是不是？法布施也不用錢，法布施跟無畏施都比財布施殊勝，你自

己寫的嘛，無畏施不用錢，發菩提心不用錢，O.K.？ 
［問］一個人的命盤分為先天命及後天命，是不是說先天命是以我們前世

所做的善惡業主導，而後天命是由我們今生一到四十歲所做的善惡業主

導？ 
［答］可以這麼說，可是命運是可以改變的，從我們現在開始都修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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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善根，後面一定是好的果報，命一定很好。 
［問］法師，請問要念什麼咒才會有錢？ 
［答］那一定是財神咒嘛，所有的財神咒，會的全部都把它唸出來。 
［問］有了錢才會悟空？ 
［答］誰說的？你天天想錢，就沒有辦法證悟空性。 
［問］沒錢悟什麼空？ 
［答］誰說證悟空性需要錢的？佛經沒有這麼說，佛經說：捨、放下，你

就容易證得空性，不是要錢多多才能夠證得空性，好不好！剛好背道而馳。 
［問］所以請師父教導，要如何才能發財？發財了才悟空，沒錢悟不了空，

那不是很要命？因為樂中苦，苦中有樂，有了錢才想護法，有了錢，佛法

才會旺，然後才學悟空性。 
［答］你看，不敢寫名字吧，是誰？這個是胡說，不是有了錢才能夠悟空

性，要能夠破無明，明白無明的道理，明白無我的道理，就能夠證悟空性，

跟有錢、沒錢沒關係，你越能捨、放下，你越能夠捨下我執，就越容易證

得空性。 
［問］師父，要受菩薩戒，是不是要修到脾氣沒那麼壞，才能夠受呢？因

為有朋友說，等老一點才受，（你有把握可以活到很老嗎？）會比較容易，

因為脾氣不會一下子就發出來，對嗎？ 
［答］當然不對嘛！你有把握你到老，脾氣能夠好一點嗎？如果現在脾氣

很壞，你有把握到老的時候，脾氣就變好嗎？然後那個時候才去受菩薩戒

嗎？不是喔，不是。 
［問］我想應該不是這樣，因為老了沒時間修了，對嗎？再說也沒力氣發

脾氣了。  
［答］因為太老沒力氣發脾氣，也沒力氣修行了。也對啦，所以老了雖然

也可以修行，但是能夠趁年輕一點，早一點修，那當然是最穩當的，也要

勇敢的去受戒，你借著修行，自然脾氣就能夠慢慢被調伏了，所以不用擔

心脾氣壞，就不能夠受戒。 
［問］是不是要受戒，才會更容易行菩薩願？也就是說很自然地去修，也

不覺得難？ 
［答］沒錯，是這樣子，所以要發願去受戒，受了菩薩戒，你要修菩提心，

要發菩提心、要發菩提願就比較容易，因為有三寶、護法、佛菩薩的加持，

所以你就更容易發菩提願。 
［問］在佛桌上能不能供一個螺就好，沒有八供，就供一個螺？ 
［答］也可以啊，其實我們想供養三寶，你想誠心、清淨心，想供養任何

一個都可以，螺也可以，這就是音樂供養。 
［問］淨蓮師父，請問如果一個人在向我們乞討時，我們布施錢給他，但

是第二次，同一個人又向我們乞討，而這時我們知道他是個騙子，雖然是

區區幾角錢或幾塊錢，請問師父是不是應該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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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就看你囉，你給了會不會後悔，然後心裡在那邊犯嘀咕，嘀嘀咕咕

的說：騙子又來了！，如果你清淨的布施的話，還是可以得到清淨的果報，

不管他是不是騙子，你就是以清淨心布施，我們剛才講，對來乞討的人沒

有瞧不起他，心裡面覺得說他是騙子、還是什麼，那就是我們布施的時候

心不清淨，你即使給他幾角錢、幾塊錢，但是你的心不清淨的話，那個布

施還是不圓滿，所以你可以考慮要不要給，如果要給的話，就是清淨的布

施，這個果報才會殊勝，你覺得你沒有辦法做到清淨的布施，那你就不要

給，也是 O.K.的。 
［問］聽說修菩提心，我們還是要給，因為要平等的布施，有人說這也許

是上輩子與他結下的緣，只要三輪體空，他是空的、我們也是空的，空性、

空性，還是要給他。 
［答］這樣很好啊！三輪體空，就是我們講清淨的布施，也是三輪體空。 
［問］無論是誰來向我們乞討，我們都要平等的施捨，這就是菩提心。 
［答］這是練習菩提心，練習菩提心的一個方法，就是沒有對象的差別，

平等施受，平等的施予，這個也是菩提心的一種練習。 
［問］學生不認同，且舉一個例子分享。有一天在路上遇到一個男子說：

有一位老婆婆，在路上跌傷了，他打手機給救護車，也陪同老婆婆上救護

車進醫院，現在他不知道這是什麼地方，不懂得回，身上也沒有帶什麼錢。

我就給這名男子幾塊錢，並指引他路線回家，幾天後又遇到他用同一個藉

口行騙，且在路上一路走，一路尋找行人騙錢。師父，學生我的看法是：

我不會再給此人，看到他的話，也會阻止別人給他，我覺得不應該放縱他

人造業，這是共業，也更深的害他造下下輩子行騙的業因。師父，佛陀教

我們要慈悲、要發菩提心，我想應該要運用智慧，福慧雙修才對吧？請教

正確發菩提心。 
［答］你的看法就是一般人的看法，那是騙子，就不要給他，那你覺得一

個發菩提心的菩薩，他會再繼續給他嗎？還是把他抓去警察局，告訴警察

說：他是騙子呢？一個菩薩他會怎麼做？發菩提心的菩薩，清淨心的菩薩，

對眾生充滿慈悲，對騙子充滿慈悲的菩薩，他會怎麼做？正確發菩提心還

是請你上網看「發菩提心」的部分，因為它很長。發菩提心有一個方法，

就是代眾生受苦、受業，所以你可以在布施的時候，可以跟他結下這個緣，

然後功德迴向什麼呢？希望他一切欺騙眾生的業，全部在我身上成熟，希

望一切眾生都遠離欺騙，世界上今後不再有騙子，所以現在他行騙的一切

業都在我身上成熟，然後一切的眾生都能夠遠離欺騙，這就是發菩提心的

方法，一個發心的菩薩他會這麼做，僅供參考，你也可以不用接受。 
［問］請師父慈悲解答以下問題，修觀音法門的人，可以往生彌勒淨土內

院嗎？一定要念彌勒佛號嗎？只念觀音聖號行嗎？謝謝師父。 
［答］這個就有關於我們昨天才講的中陰境界的時候，你是怎麼發願，不

是隨念往生嗎？我們昨天講，你在中陰身的時候，能夠隨念往生，那個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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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說你當下那一念，你是希望往生到那一個佛淨土，或者是希望能夠再

得暇滿的人身，那個時候是可以做選擇的，所以它也許跟你平常修的法門

沒有關係，像那個往生阿彌陀佛淨土的，那個經論也是這麼說的，你平常

如果誦的是觀世音菩薩的聖號、或者是其他菩薩的聖號、或者其他的佛號，

或者是你生前修的不同的法門，都沒關係，只要你臨終那一念發願往生阿

彌陀佛的淨土，你就能去得了，有沒有這樣的話？你們修淨土的都知道，

所以也是同樣的，如果你最後臨終的那一念、或者是中陰身的那一念，你

是希望到彌勒內院的話，你還是可以去得了，跟你生前修什麼法門、持什

麼佛號、持什麼咒語是沒有關係，就是說你生前雖然不是誦彌陀的聖號，

但是你還是可以發願去，為什麼呢？因為一切佛的自性是平等的，法性是

平等的，所以你誦一句佛號，有沒有包含其他十方三世一切諸佛在裡面啊？

有，所以其實是相通的，只是我們凡夫眾生分別、執著，要分說這一個是

那一個，好像就變成很多了，很多的佛菩薩，說穿了，一切的佛菩薩，不

管他是無量無邊的佛菩薩，其實也沒有離開我們自性當下的這一念，都沒

有離開我們的自性，我們的自性能夠遍一切虛空、遍一切法界，不是嗎？

所以一切法界都沒有離開我們的自性，所以我們從自性裡面念出任何的一

句佛號、或者是任何一句聖號，其實就已經遍滿十法界了，所以全部都包

含在裡面，只是你要選擇要去十法界的那一個法界、或者是那一處的淨土，

就是隨念都可以往生成就，所以沒有問題，一定去得了。 
  回答完了，我們今天就到這裡。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切，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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