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朋友，今日繼續講《菩提資糧論》，這堂是最後的尾五，即是最後五堂了，

照這個速度應該可以講得完。我們是講資糧的修習過程，我們用了四十四首頌去講那

個依福慧來到修，另外，用八十六首頌是依地位修，即是一個步驟、一個步驟那麼

落。亦都分兩個部份，一部份是地上和地前菩薩就不同修法，地上菩薩就講完，地前

菩薩就分開戒定慧修的，六個程序，就是戒、定，那樣後面四個就是慧，我們戒又講

了，定又講完了，上一次星期四就開始講修相行。

修相行也者，即是佛是有色身，佛是有兩種，法身與色身，修的色身就有三十二

種大人相，而法身就有功德和說法，這些就是修法行、教授行那些是法身的修法。至

於相那處，就是色身的修法，今日就繼續去處理修相行。修相行，我們就有多首頌，

上一次講了第一首，第一百零二頌，這首就講完了，今日開始講一百零三頌，讀一讀

那首頌文，頌文說「救脫被殺者，自善增不減。善修明、巧業，自學亦教他」，意思

就說如果我能夠去救脫被殺的人，有些人將會遭遇到危險，將會喪失生命，那你能夠

拯救他在死亡的邊緣。如果這樣做，那會在三十二種相修到某一種相，有時候是自善

增不減，你要修善行，是繼續修行，不會減退，只有增加，而無減退，那就好似修甚

麼善行?好似善修明，明即是那五明，即是我們講過因明、聲明、醫方明、工巧明、

內明這些。巧即是工巧明，以一切業行。對於這些五明的修學，一方面是自己學，自

學；一方面是教別人學，這樣的做法，於是就成就很多種相了。那看看有甚麼相? 

看一看下面釋文，自在比丘說，「有被殺者，救令 (得以)解脫」，你就護他的

命，守護命做條件，因緣即是條件，那你就「離於殺生」，你不但不殺生，你還救

他。「受此等業」，你受持，受即是持也，持這種業，造這些業，「長夜習近」，好

似過去、現在、未來，好似長夜那樣，去修習、去接近。習即是修習、接近就是親近

這些善業。這樣就得到三種相，第一種相就是「長指(之)相」，因為佛陀的手指是比

我們長的，手指是長些，長過普通人。通常做勞動的人，手指會短些，佛是斯文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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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手指會長些的。另外，就是「足根平正相」，足根即腳跟，這個根字就等於足字

邊那個字，同聲字，那就不用腳跟那個足字邊，改用木字邊，一樣都是腳跟，是很圓

的、很平正的、很夠肉的，即是腳根肉很厚的，這個是佛的第三種大人相。來看看自

己手指夠不夠長，你的手指特別長，佛的一相你具足了，如果具足三十二種相，這樣

你是很難得，你快要成佛都不定。這樣就是第三相了，就是那個腳根很圓的。

第四種相，身會挺直，脊骨很直的，你知道打坐那些，你打坐都知道，你摸一摸

脊骨是很直的，如果脊骨突了出來，你的坐姿是有問題，即是你禪定的坐姿有問題。

佛的脊骨很平直的，很直的，「身直相」，這樣這種相有甚麼好處呢?這些相反映出

長命的，所以「彼是長壽先相」，這種是預先的先兆。顯示這個人壽命很長，釋迦牟

尼佛都很長，因為釋迦牟尼佛在世不是短命的，他就八十歲。現在八十歲都很普通

的，過百歲的人都很常見。但是二千五百年前的人，沒有那麼長命，很短命的。孔子

都沒有八十歲，都是七十六歲，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孔子都不夠八十歲，即是八十

歲，因為「人生七十古來稀」，舊時的人很短命，譬如顏淵三十六歲死，很早死，王

弼又是三十多歲死，僧肇又三十多歲死，很早死的。窺基很聰明，五十多歲死。韓愈

很叻，講正氣，講氣、文以載道，都是五十多歲死。玄奘長命一些，只有六十歲，玄

奘都是很短，即是比六十歲，很多人六十歲。玄奘都是得六十歲，於是，那時候有八

十歲都是長壽了。

另外，「自所受善法」，即是自己受持那些善法，「受已增長」，受不是接受，

是受持，受者受持，即是行善法，行了之後都是要繼續做，已經實現的善法，繼續增

長，繼續做下去，「不令損減(緣)故」，所以又有第五種相了。「足趺高如貝相」，

趺即是跏趺坐的趺，趺者是這個腳的上面，這處叫趺，跏趺坐是將這個腳面這樣搭了

在上面。原來佛的腳面是拱起，你看看貝殼是怎樣拱，就是佛的腳面怎樣拱。好似貝

殼那樣拱起的，你自己看看你的腳面是平抑或是拱，你拱的話，即是佛那三十二種大

人相，你又有一種了，你修行又有一種了。另外，還有「毛上向相」，那些毛是垂下

來的，你看佛陀那些毛是一個圈、一個圈的，即是佛的毛向上，還有右轉的，所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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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右轉的，向右面轉了。佛的頭髮雖然剃了，但是他又生起、捲起，向上右轉的毛

相，有這樣的相。你看看自己的毛是不是右轉，有很多人不用電髮，頭髮都是捲曲

的，但是捲曲是右邊還是左邊呢? 是否向上呢? 我們看看，如果是，你就是佛那三十

二種大人相的其中一種了。「彼二是法無減先相」，即是你對於教法、你對真理有所

增而無減的，你教法的真理是有增無減。而後「善修明論」，即是五明了，  善修工

巧諸善業等等，你自己學和教人學，就「得『伊尼 相』」，伊尼 即是 骨好似鹿𨄔 𨄔 𨄔

王那樣圓圓的， 即是這處，即是這處叫 。這個足、這個 ， 在這處。不是，那𨄔 𨄔 𨄔 𨄔

個是股，股骨，這處股，這處叫坑位，是脛，下面叫脛，上面叫做股，這處叫做足。

那個行字是兩個 邊，就代表我們足的三部份，腳的三部份，一部份是足、一部份是亻

脛、一部份是股。肱就是這處叫做肱，這處是肱，那個叫股，股是圓的，即是那些

相，足股是圓，好似鹿王那樣。足股是圓的時候，是表示甚麼? 是能「速攝先相」，

先相是甚麼? 它是一種先兆，是表示很快能夠攝受所有眾生，即是很多眾生都由他教

導而得以解脫了，就是攝受眾生。這首頌就講完那麼多種相，講一首頌已經是七種

相。

接著就是第一百零四頌，「於諸勝善法」，對於各種的善巧殊勝的行為，「牢固

而受之」，很堅固那樣受持它，即做一些很殊勝的善行。舉例哪些 ?「修行四攝

事」，即是修四攝，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大家很熟這些四攝了。另外，施衣和

施飲食，施衣就是布施衣服、布施飲食給人，這樣修行的時候，又對某些相可以成

就，那麼看看。最勝的善法能夠牢固地受持的話，「習近多作」，整天反覆地做得

多，你就得這些相。得一種叫做「善安立足相」善安立足相是站得很好，善於安立，

表示甚麼? 兩隻腳板很平滿的、腳板很柔軟的。我們的腳板不得平的，這樣就很古

怪。有些人就說腳板平是不好的，叫做「鴨 蹄」，說我們的腳板有少少凹入去了，乸

我就不明白，這種我就不懂了。即是現在醫生就說你腳板不要平的，釋迦牟尼的腳板

平的，平滿的，這處很多肉的，即是站得很穩的。通常我們的鞋，都不是完全平的，

即是這處是凹了上去，但是這是普通人的，佛的瑞相就不是，是平的、很軟熟的，是

平的，有這樣相。「彼是」，這種相有甚麼好處? 即是能夠「作事業」，能夠做大事

3



業，整個宗教、佛教創立出來，這是大事業。那麼修這四攝，即是「布施、愛語、利

行、同事」，這些以前我講過的，不再講了。那麼就能夠「常習近故」，即是經常做

了、經常接近了，「當得『手足網相』」，手足網相即是表示我們的手指是分開的時

候，佛的一些紋由這一隻手指到第二隻手指，是穿起來的，有些紋好似一個網紋的，

將所有手指穿好了。不止手，腳趾，五隻腳趾，每隻腳趾有些紋將其貫穿，網紋將其

貫穿，我們沒有這種相。佛是有這樣的相，這叫做手足網相。這些相是代表甚麼? 它

是先兆，先兆就說能夠「速攝先相」，能夠速攝眾生、很快能夠攝受眾生。除了這些

之外，還有一些妙飲食，不是，另外，能夠有些很美的飲食，好的飲食、美的衣服布

施，那麼常常這麼做，會得到「柔 手足相」，即是手和腳很軟熟的，不會硬梆梆輭

的，不會硬的，你整隻手都很軟熟，跟他握手時候覺得很柔軟的。佛就是這樣了，比

較肥些的人的手足就很軟。

另外第十一種相，「七處高起地」，哪七處呢? 就說兩隻手有些肉，我們的手這

處是凹了進去，他是拱起的，肉滿的，拱起。兩隻腳有些肉是滿的，兩個膊頭的肉又

是滿的，頸是完全滿的，我們是凹了進去，完全是有很多肉，是很滿的，這處就是七

處高隆，高即是隆起的意思。隆滿七處，七處地方都很隆滿的。這兩種這樣的相，即

是手腳很柔軟、七處肉很隆滿，就是「上妙飲食、甘味(及)衣食」，即是他得到的飲

食是最美、最好的飲食。最美味、甘味的食品來的。那麼有另外一首頌了，第一零五

首頌，「不違乞求者」，有些人向你乞食，你都不會不給他們的，不違即是不會違反

他意願，即是一定給他。「和合諸親戚」，所有的親戚你都能夠和合相處的。「眷屬

不乖離」，所有跟你認識的朋友、跟你一起住的人，他們就不會離開你，相反他們離

開你的時候，即是他們兩個吵架，能夠和好如初，使到他們復合的。另外，「施宅及

財物」，你給予布施，不是給普通錢，是整棟大廈布施、整間屋布施，所以施宅，是

屋、樓宇捐出去。

譬如興建學校，把整間學校布施出去。另外給予財物布施，有甚麼相呢? 有很多

相，第一種「隨所有物，若來求者」，有些人求些甚麼就來求，「即施不違逆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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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即刻施捨給他、不會「託他手 」踭 (拒絕)，俗語講，這樣的時候，就(得)「臂𦟛

圓相」，臂 就是肩膊的意思，肩膊本來的肉突出來，現在圓滿的，這個臂字，本來𦟛

臀部叫做臂，但這處不是指臀部，是指手臂上面， 就是平均的，肉很圓滿平均的，𦟛

圓是圓滿，即是肉很平均、很圓滿，即是肩圓好相。看一看佛像這處都很圓、臂都很

圓的。如果有這樣的相就是能夠「自在調伏先相」，即是能夠降伏一切煩惱的，這樣

的預先的徵兆。那麼能夠和合你的親眷，即是親屬、眷屬和合成你的朋友，「共住不

令各各乖異」，不要吵架和不要分離了，如果乖異，即是分離了、吵架之後，「亦使

和合」，亦使復合如初，這樣有甚麼好處呢? 「得陰密藏相」，這個陰即是甚麼? 即

是男根，即是男子的生殖器，生殖器本來是露出體外，但是佛的男子生殖器隱在體

內，好似馬那樣，我們又沒有見到馬是怎樣，馬的生殖器，象都是，不止馬，馬象都

是，牠的生殖器在身體裏面的。佛都是，佛的生殖器都在身體裏面的。這樣有甚麼好

處呢? 「有多子先相」，能夠生很多子女，不過釋迦牟尼得一個兒子，不過是他不

生，只是一個就足夠了，他不是不可以生那麼多兒女。如果是這樣的相就可以生很多

小朋友，人很少這樣的相，很古怪，這叫「陰密藏相」。

另外，「布施舍宅、財物、(及)施上妙 敷、衣服、堂殿、宮殿等等」，得甚麼牀

相呢? 「得金色相」，原來佛的皮膚不是白種人，那就懷疑釋迦牟尼佛不是雅利安

族，是金色的，我們懷疑他就是尼泊爾人，尼泊爾人的皮膚有少少黃色帶金。所以我

們讀歷史，中國佛教史，是不是漢明帝發夢，發夢夢到金人，我那時候都不明白為何

夢到金人，我以為金所做的人，不是的，原來是佛來的，金人就是佛。因為佛的皮膚

是金色，夢見金人，所以蔡愔等人去求佛經回來。於是，竺法蘭等等、迦葉摩騰兩位

大德從印度來。白馬馱經，在洛陽興建白馬寺，夢見金人，原來是佛來的，金人是

佛，原因佛的膚色是金色，不是白色的，又不是黃色。我們就很懷疑，有很多學者都

懷疑釋迦牟尼佛可能是尼泊爾人，不是印度的人，因為他膚色是金色的。那麼你們考

據這件事吧。金色的身體。那麼，另外，很薄皮，是「細滑薄皮」相，皮膚很嫩滑

的，不是好似牛皮那麼厚，很細、很滑的，那些毛孔很細的，皮膚很幼嫩的，這兩種

的相是表示他能夠「妙 敷」，他睡的床很美的，他的衣服又是美妙的，他所住的殿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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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殿、宮殿又是很華美的。因為他是貴族，他是皇子，當然有這麼好得這麼好，

這是第十五種相了。如果你想得這樣的相，你就要修這種的  ，就修有求必應，這樣

是黃大仙來的。OK，你得到這樣很大的功德，有這樣的相。

一零六頌了，就「父母及親友，隨所應安置」，即是好好地安置你父母，好好地

安置你認識的朋友，「所應安置處」，他所安置的地方是「無上自在主」，他能夠自

主的，不是看人面色的，他自己有權決定的。那看看，這處用了很多特別的詞語，憂

波弟耶夜，這個是一位老師，這位老師，我們翻譯作近誦，近即是接近他來到誦讀，

這個意思叫做親教師，對你的親教師，你要好好地安置他，因為他親自教你的，親教

師。那這個意義，憂波弟耶夜即是 up dhy yaā ā 的音譯。在中國人譯作和尚，原來和

尚是這樣的意思，和尚是親教師，即是親自教導你學習佛法，就叫和尚。還有其他的

解釋，和尚是修行很好的，十年的僧臘，即是他出了家最少十年，他修行好好、戒律

好好，足以做羯磨師，甚麼叫羯磨師? 即是你發大菩提心的時候，他授你五戒、授你

十戒，授你這個三聚淨戒，他做授戒的老師，那麼叫做羯磨，羯磨即是授戒的老師，

這又叫和尚。又是十年以上的僧臘，即是他是有出家十年以上，他的學問是好的。他

有很多好的學生跟他學習的，那尊稱他又叫做和尚。我最初以為和上，這個是上下的

上，有些譯了尚武精神的尚，一樣。現在我們無人用這個上下的上，如果你寫某某大

和上的時候，寫上下的上，人們以為你寫白字。原來不是的，那個是正字來的，上下

的上，現在一般都不是那樣用。現在尊敬出家人就叫和尚。其實就不是的，它的本義

就是親教師。另一個對親教師，應該好好地安置他。

另外那種叫做阿遮利夜，又要好地方住。這個阿遮利夜， c ryaā ā ，是正行的意

思，音譯又譯做阿闍梨，現在密宗經常阿闍梨。阿闍梨又是甚麼意思呢?阿闍梨是表

示正行，即是你的行為很端正，他們足以做典範，那麼音譯叫做阿闍梨，意譯叫做軌

範師，軌就是一條軌跡、一條軌道，軌道是值得做模範、標準，即是他做了模範的修

行者，這樣叫阿闍梨，無錯。現在阿闍梨，但我又有另外解釋，現在，是嗎? 現在密

宗阿闍梨就是教授密法的人給你，是一個對密法很有成就足以做你老師，他都有軌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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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都有軌範，他做一個標準、能夠教授密法給你的人，這叫阿闍梨。受過

ma alaṇḍ ，即是那個壇城，你屬於甚麼壇城，阿闍梨，你是這個壇城，我們所講的壇

城，修這個壇城，某個壇城的法，阿闍梨教你修法，叫阿闍梨。本來我們是叫做正行

的，軌範師。和上，原來這個叫做親教師，這個叫做軌範師。對親教師、對軌範師和

「對父母、兄弟等所尊重他們，隨所應處」，用好好的地方安置他們，然後讓他們可

以自主的，「無上自在主」。

如果可以這樣做，你可以(得到)「一孔一毛相」，一個毛孔得一條毛、無兩條

毛，一條毛孔可以有兩條毛嗎? 有的，你看看自己毛孔，有無一個毛孔有兩條毛、三

條毛，可能有的，有些毛孔不是一條毛的，釋迦牟尼就是一個毛孔只有一條毛，無兩

條毛的。這麼有趣的。「白毫仰面相」，即是釋迦牟尼在兩條眼眉中間，生了一條長

的白毛。很長的，捲起了，那就會放出光的，這個叫「白毫仰面相」。得這兩種相有

甚麼好處呢?「彼二是平等先相」，能夠對一、對所有眾生，對一切法能夠平等、平

等看待，原來有象徵。一零七頌了，一共就十七個相，一零七頌，「雖復是奴僕」，

雖然你經常遇到奴僕，被你們指喚的，「善說亦善取」，對他們講說話很溫柔的，好

好地講，不是呼呼喝喝，「善取」是接納他，是很歡喜、很仁善地接納他，不是用各

種的面色給他看，不是這樣的。這個善取可能指面色，善說是講言辭，很溫柔地對待

人。「應生最尊重」，對這些奴僕都要很尊敬他們的，雖然是奴僕，那麼顯現甚麼?

顯現印度的人，首陀羅被人看低，釋迦告訴我們，一視同仁。首陀羅，即是反對甚

麼?四民制度，是嗎? 

因為在印度是無人跟首陀羅通婚的，首陀羅只嫁回首陀羅，所以娶老婆都是首陀

羅族。你是剎帝利族，不會跟一個首陀羅結婚的。你是婆羅門族亦不會跟他們結婚

的。首陀羅族死了是一生族，一死了就無了生命，不用修行，都無了，等於零。其他

都叫再生族，其他叫吠舍、婆羅門和剎帝利他們，那些生完又死，死完再生，永遠都

不會滅。首陀羅就是奴隸，即是在印度的原居民、土著。後來就在公元大概七、八千

年前，那些雅利安族人，中亞細亞，侵入了印度。就將那些土著捉的捉、趕的趕，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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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深山住和南面的錫蘭、南印度住。有些被俘虜了，生生世世做奴隸，就變了四民

制度，有一種叫做首陀羅。那麼對首陀羅是這樣的，是善說的、善取的，尊敬他們、

尊重他們的，釋迦教我們等，即是平等，所有人類生出來都是平等。用平等的思想，

原來公元前五百年已經由釋迦牟尼建立了，即是現在的二千五百年前，就不是現在才

講平等的，他人一早已經講平等了。這些人就不能夠任他生、任他滅，他病了都要醫

他們的。所以「施藥愈諸病」。他患任何病，你都施與藥物給他，他未必是你們的奴

隸，是別人的奴隸，你都施與他，何況自己的奴隸，你自己不會待薄奴隸，別人的奴

隸都施藥給他。那麼有甚麼好處呢? 這些不用解釋了，我讀一讀，「施藥愈諸病」，

即是病人所施與藥物給他，「給侍將息」，給侍即給他侍，服侍他，將息即是送他去

一個適當地方休息，又給予他飲食。這樣「給侍將息……病(即)能起」，病就能康

復，如果你這樣做，就得「膊間平滿相」，膊頭，可能這處下少少，下面這處平滿

的。膊這處是平滿些。

另外這個是「味中上味相」，味即是嚐到，你嚐味道的時候，你是味道之中的，

你嚐到最美味的食物的。「彼二是少病先相」，這兩種相表示是很少生病，是很健

康。一零八頌，「前行善業首」，一切善業你帶頭做，譬如建造這些涼亭，你帶頭去

替人建造涼亭。

譬如有人來探你，介紹志蓮這個建築群，你帶頭做嚮導。「細滑美妙言」，講話

是陰聲細氣，很軟滑的，這樣說話的。「善為正意語」，正意即是誠實不虛，即是說

話很善巧、誠實不虛，不會騙人的。「前後無不供」，有人希望來(取)供養，有前、

有後排了隊，不是給予前面那個，後面那個無得給了，趕人走，不是這樣的。前面給

完之後，輪到後面都給予他，都供養後面的人。沒有說前面供養，後面不供養的，我

額滿見遺，我派九十張票，第九十一位就無份了，那就不會的。希望你供養人，幾多

個來，就供養幾多個。這樣很難的，是無量的，金錢無量、食物無量供養的。這樣好

似……先解釋，「前行善業」，就這句說話即是「園林、會堂、義井、華池、飲食、

華鬘」，或者難行的地方，你「起橋造僧坊」在遊覽的地方，「遊處等中」，你「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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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他人」，另外自己做嚮導，指導他人遊覽。這些，所施是超過其他人，你的布施是

比別人更多。「當得尼瞿嚧陀普園身相」，這個音譯。尼瞿嚧陀普園即是這個

jugatrata(ṛ 大直身相)，即是身體是高大正直，所以釋迦牟尼像是比我們高的，我們

矮過他，他很高大，身體很正直。很高大，比一般人高大，這樣的相。

另外，很有趣的，突出來的，頭頂有一塊肉是突出來的，好似髻那樣突出來，現

在釋迦牟尼佛像突了出來，中間有處是突出來的，就有這樣的相。有這種相的好處是

「勝主相」，殊勝的主人相，即是很多人跟著他。又說話了，「細滑美妙言」，即是

陰聲細氣說話，不會粗言穢語。「長夜真實細滑語故」，即是很長時間，一直都是這

樣，不只現在，是很久之前都是這樣都很細語的。就是甚麼相? 「廣長舌」，那條舌

很長的，可以伸至耳邊的，那麼長的廣長舌。所謂東坡「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

清淨身？」，廣長舌，即是現在，譬如我們說法很行的，廣長舌就是擅於說法，佛是

用廣長舌的。廣就是闊，長是指長度，你的舌是又闊又長的。現在都是，短舌的人說

話不得流利，嬰兒生出來，那條舌頭很長，這個嬰兒日後說話很行，真的。因為說話

需要舌頭，因為我們發音的時候，舌尖、舌面、舌根音，我們講說話的音是由舌頭發

的，譬如 ba、fa、ka的音是舌尖，za是舌面，ga是舌根，你現在讀音韻學就知

道，為何廣長舌的人的發音是清晰過人，說話勝過他人，因為很多語言很大部份與舌

頭有關，剪了舌頭根本不懂說話，你沒有舌頭就會口齒不清，發不到聲音。

另外，「梵音相」，梵是清淨的，即是你的心是很清晰的、很美妙的音聲，無噪

音。梵音，梵字，梵聲直接讀梵，不過現在一般人讀了梵，應該讀凡泛帆，應該去聲

的。梵宇僧樓，讀帆才對的。你發現羅先生都讀這個字是帆，帆文，  不是讀梵文，

梵文 sanskrit，梵文，這個字正確發音叫帆文，讀帆，凡泛帆，帆音。如果用這些梵

音相和廣長舌相有甚麼好處? 它有好處，有「五分五分語道具足音」，甚麼叫五分五

分? 這麼有趣的，他解釋這五分五分即是十足的意思。五分五分即是十分裏面，兩個

五分即是十分，即是十分具足，哪十分，講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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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樣就是「一者可知」，他講一講，人們就知道，知而已，未必了解你講甚

麼。第二是容易了解，「易解」。第三分就是「樂聞」，樂聞，有人講，每個人都爭

著聽，不會嫌厭你的。四是「不逆」，無人反對你的。五深，就講說話很有道理、很

深入。六就是「寬遠」，講說話的聲音可以去到很遠，叫到很遠都聽到。七就是「無

嫌」，即是人不會嫌厭你的。相反，第八是「悅耳」，聽到很舒暢。九「辯正」，講

出來、跟人辯論一定贏別人的。十者就是「不離」，即是你不捨得走的。講說話有十

種這樣的功能，就是十足十，最難得了。這樣就叫做兩種的五分，即是十足，於是叫

做「五分五分語道具足」，即是語道是講說話的方式是應該表現語道，即是你講說話

的表現是十分十具足了，講說話應有剛才的表現。人們聽到你(說話)不會違逆你的，

你講說話很有道理的，你的辯論一定贏的，十足十齊全。這樣做就是「五分五分語

道」，即是茶有茶道，即是飲茶有飲茶的方法，說話有說話的方法，那這個是語道、

茶道、語道、花道，甚麼道、甚麼道一樣，甚麼道、甚麼道都是古代有的，古代有

的，不是現在才有，甚麼花道、茶道、柔道，以為是日本人創的，不是的，我們的佛

經有云：「語道」，即是講說話的規律或者藝術，茶道是飲茶的藝術、花道是插花的

藝術、柔道是打拳的藝術，有一個語道，講說話的藝術，齊全了。具足即是齊了，原

來佛是這麼能幹。有「善為正意語」，即是說話講真實的，正的，不是假的，即是長

夜講實語，真實說話是講正義的，真實義的緣故，當得下面之相，第二十四相，「師

子牙相」，獅子的牙一樣，獅牙相比喻愛語，愛語即是四攝裏面能夠做愛語，講說話

是能夠安慰別人的，理解別人遇到一些不愉快事，很用善巧的言辭慰問他，讓他脫離

痛苦的，佛能夠做到獅子牙。

前後，另外有釋文了，「前後無不供者」，即是人們來到排隊取供養，你給予前

面，後面都給予，這樣就是「如法威儀、平等威儀」緣故，即是這樣做平等，前後一

樣的，不用爭先恐後的時候，就得到「齊平齒相」，牙齒很齊的，不會一隻大粒、一

隻細粒，突的要箍牙，不用的。佛是不用箍牙，不用牙科矯正醫生替他矯正牙齒的。

現在的小孩子十個有兩、三個要箍牙，因為牙齒不整齊。佛不用，一生出來，就平平

正正，牙齒是平的。不止平，細滑的，牙齒很白的，很乾淨的，很整齊的，不用擦牙

都那麼美麗的。這些相是「善淨眷屬先相」，不用解釋了，即是他的眷屬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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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牟尼的太太又很好的，兒子又很好的。一零九頌了，這處是最後的，「不壞他眷

屬」，即是他人的眷屬，不要疏遠他人、使到破壞別人的感情不會做。相反，「慈眼

觀眾生」，你用慈悲的眼光去對待一切有情。「亦不以嫌心」，對所有的眾生，雖然

做了壞事、做了不好的行為，都不會嫌厭他們的。不會嫌棄即是怎樣?「皆如善親

友」，好似自己親友一樣那麼對待他們。這種做法又是甚麼相呢?「於諸眾生，(能)

作懷抱慰喻」來慰喻他，「攝受之心」，就不會產生貪、又不會產生瞋，又不會產生

癡，又用一個慈悲的眼光來對待他們，這樣的眼就是「青眼相」。原來釋迦牟尼佛的

眼晴是青色的，不是我們的黑珠、不是我們的黑眼珠，是青眼珠。這樣的青眼珠，他

又不是黃種人，又似雅利安人，是青眼的。雅利安族人是青眼，亞洲人多數沒有青

眼，紅鬚綠眼，所以那對眼睛是綠色的。不要理會他了，即是綠色眼睛好過黑眼晴。

這樣不知道。

另外，「牛王眼 相」，眼 即是我們的眼睫毛，睫即是我另外寫的字，目字旁𥇒 𥇒

那個，即是快捷的捷字沒有 邊那個。現在我們寫這個，但是古書寫這個 ，寫妾侍扌 𥇒

的妾，都是讀睫， 、睫都是。 即是眼的修飾，即是他的眼睫毛是牛眼睫毛，即是𥇒 𥇒

怎樣? 即是很平直的，即是眼睫毛是很整齊的意思，東方人的眼睫毛多數很整齊的，

但是佛的眼睫毛更加整齊了，眼睫毛很整齊了。那就有這兩種相有甚麼好處呢? 這樣

就是「愛眼觀先相」，即是能夠這樣做就用慈悲的眼光對待一切有情。牛眼，因為印

度人的牛是聖人來的，聖者的物，聖物，是聖物來的，神聖的。所以牛眼是好的。牛

那樣的眼，不過三十二種相實際是無三十二種，是湊夠，二十八種。即是少了一些

相，少了一些甚麼相呢? 少了「正立手摩膝」相，即是我的手都幾長，不過不夠佛

長，佛的手可以觸到膝蓋，你自己站起來，看看你的手過不過膝? 原來手是過膝的那

麼長的。站起來，你回去看看手過不過膝了。佛的手都超過膝蓋。有些相沒有講，為

何不講，我不知道。無講，你怎樣修到手才會長過膝蓋。我記得小孩子的時候讀《三

國演義》，有一個人的手是長過膝蓋，誰人呢? 劉備。劉備的手很長的，《三國演

義》告訴我們，劉備的手很長，過膝的，所以做皇帝了。你的手過膝，你就是轉輪聖

王之相，三十二相都齊了，一種不能夠作準，即是你要三十二種相齊集，你肯定做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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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而且不是普通皇帝，是轉輪聖王。即是天下太平，你做領袖的時候。

另外一種相就是「身廣長」相，長相是有，但沒有講廣，因為釋迦的身體是圓渾

的，他不止高，還是很圓的，闊的，即是闊過別人。他就無講這些相，身是長的有、

直的有，但是就無講寬廣。寬廣就無講這些相。「大光」相就是發光，佛的頭有光射

出來的，好似我們看耶穌的像都有光環的，所有聖者都有的，又無講。這個相又無講

到，不知道為何?「兩腋」，腋即是「胳肢窩」，兩邊腋下隆起，我們的兩腋是凹入

去，你自己摸看看是不是凹入去，佛的腋下是圓滿的，樣樣都圓，現在佛的背脊又

圓、膊頭又圓、處處都圓，腋下都圓，他又無講到。這四相就無講……可能跟他們相

應，我猜的，我猜有些譬如說佛有四十隻牙，這處無講，無講四十隻牙，即是齒齊平

相都包括了，這個口很整齊，就多幾隻，一般人三十六隻牙，佛就是上下左右面是每

樣多幾隻牙，四十隻牙，你回去數一數自己有幾多隻牙。總共有四十隻齒，那這處無

講，都有講到關於牙齒是齊平的，那就補足了。那佛的牙很白的，這處又無講的，無

講但不怕，因為他有講到「細滑齒相」，細滑都是白色的。平滑、平滑都是白的。

又講「師子頰相」，兩邊腮會下垂的，這處頰下垂，好似獅子頰那樣。這處又無

講，可能是講師子牙，圓滿了，上面的腮可能下垂。佛像是很圓滿的，中國的佛像更

加圓滿，西藏的佛像可能無那麼圓滿。南傳都無那麼圓滿，南傳的佛的面是凹的，身

是修身的。中國人的佛像身體真的很圓，西方，即是南傳那些和西藏那些是簡直是三

角的，好似健身漢那樣的，他們的像就受到西方人的男子身材那樣畫。中國人的(佛

像)是飽滿的，因為中國唐朝的人是大肚腩，你看看唐朝那些像好似秦瓊的像、那個

尉遲恭像，都是有肚腩的。因為那些人是富有，因為唐朝，隋唐的人都有錢，所以身

體肥胖。不止男子是，女子都是的。楊貴妃都是肥胖的，所以中國男子像是飽滿，我

情願喜歡飽滿，有些人說飽滿的人是慈悲些的，你相不相信畫像是慈悲的?但是那些

修身、那些凹的、腰很細那些，代表智慧。可能中國的人智慧都不夠外國都不定，即

是有些就說南傳的像比較表示智慧，中國的像是表示慈悲。兩樣都配合到了，又有大

悲、又有大智最好了。有些人說西藏的像，就是兩樣都持平，又有慈悲、又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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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 你們自己判斷了，這樣我不懂。現在這個是關於像的問題，這處的住持，宏

勳師，你們請教她，她都是專家。我就不是專家，即是一般知識，一般知識你都要知

道，普通知識來的，大乘佛學的研究者，你都應該知道，你不是專家不要緊，但是基

本你應該知道，知少少。講完了。講完了，就看看呂澂先生的解釋，呂澂先生說：

「是中『修相』因緣，自在(比丘)」已經解釋了。他已經是集《大智度論》的第十一

卷、第二十九卷，詳為解釋了。詳細看你要回去看了，都給你了。第十一卷、第二十

九卷都齊了。「要之『身相』、『心相』兩相稱應而已」，身心是互相影響，修心，

將來是得相圓滿，即是相由心生。身相、心相是互相呼應的，所以你修心，你的相就

會改變。「視其心如何」，所感應異熟果是相來的，異熟了。能夠「稱心而現」，是

稱合你的心而顯現你的異熟果相，不過儒家講「誠於中而形於外」，你能夠有很真誠

的心，即是你內在的心很真誠，你外在的形相就能夠顯現出來。又說：「仁義禮智根

於心，其生色也，睟面盎背」，這處就簡單講，不是很詳細講。

這段文字就是《孟子》裏面一段很精采的文字。《孟子》裏面有一品叫做〈盡心

篇〉，有一篇書叫做〈盡心篇〉，這處講及那個，它本來很長，「廣土眾民，君子欲

之，所樂不存焉」，能夠在廣闊的國家土地，人民在這處居住，因為領袖很喜歡這

樣，但是未必快樂、未必喜愛，為何? 因為有土地、有人民，你自己都不好，都不可

以的，但是無土地、無人民，無了自利，不能夠發揮你的領袖才華。所謂君子欲之，

希望土地多、人民多。所以孔子在周遊列國的時候，在《論語》記載，到了衛國，孔

子就讚美，「庶矣哉!」，「真的人多!」，這處真的多人了，土地真的很廣闊了。學

生問他：「既庶矣，又何加焉?」。他們問：「老師，這麼多人，怎麼辦呢?」，孔

子：「富之」，使到人民每個人都富有。弟子又問：「既富矣，又何加焉?」，富有

了，又有衣食了，「使如之何?」 要怎樣做呢?孔子答他們：「教之」，教育他們，

富有就教，很重要。有人民都不可以，每個人民都要勒緊肚皮如北韓就不行了，多人

怎麼辦呢? 餓死了、一窮二白怎麼辦? 養那麼多人。香港那麼多人的時候，失業率慢

慢增加百分之四，十個人當中，不是!一百個人當中，四個人沒有工作做，怎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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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既人多未必好，於是要富，然後要教，即是後來中國很著名富而後教，儒家

思想。不能夠一開始就教，不可以，一定要待他們安居樂業，你教他們，他們接受。

所以「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矣」，第一個層次。第二個層次，就是「中天

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即是我能夠頂天立地，「中天下而

立」。「定四海之民」，廣土眾民之人，可以安居樂業，定居在這處，「君子樂

之」，君子快樂能夠當領袖統治，一個國家。那就快樂，領袖統治一個國家就會快

樂。「所性不存」，我們的本性不計在內，這個不是你的本性，這個靠甚麼?靠命使

到，因為有時候你不一定能夠使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因為客觀環境不允

許。客觀環境不允許你的時候，你就不能定四海之民，譬如文王都不能夠定四海之

民，文王只能定自己的西岐之人，他不能夠定天下，因為土地是由紂王統治的。以文

王這個聖人都不行，這個就不是你的本性。你很能幹，但要視乎你的命好不好，命即

條件、客觀環境俱不俱足，客觀條件俱足，你自然能夠定四海之民，中天下之立，第

二個次層。

第三個層次，「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君子的本性，當你

最差的環境之下不會損耗他的，當他能夠發揮他的才華，讓他統治天下的時候，不會

增加一分的。你在窮厄之中不會損減一分的，那就是你的本性。這些是甚麼?當你窮

厄的時候不會損減，當你發達，我所謂發達不是有錢，即是統治國家，使到所有人民

安居樂業、富庶、繁榮的時候，這些不是你的(本性)，甚麼才是你的本性?他就講本

性，「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即是這句了，君子本性即是仁義禮智，根源在

你內心處。根源在內心處，外面的環境不會轉移你的，你本來有良知善性，仁就有甚

麼? 惻隱之心，義就是羞惡之心；禮是辭讓之心；智是甚麼? 是非之心。這四項東

西，這四樣東西是你性之根本，人的根本。人的內心世界裏面，如果一個修養好的

人，他不會轉移的。這個就是圓善論，這個牟先生的，牟宗三先生。有一本書叫《圓

善論》，有空買這本讀一下，是講儒家思想，圓善是最高的，是不受客觀環境所干擾

你的。是「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減」，這個就是圓滿，這個是善性的表現，圓

善。佛家一樣，這個是甚麼? 這個無漏功能、無漏種子，譬如你的生命本來具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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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過你不知道的，你被障，你被煩惱障、所知障遮蔽它，使它起不了，這個是你

本來有的。這個在心裏的作用是怎樣呢? 如果你能夠發揮這種心，即是四種仁義禮智

的心，能夠在心內擴充發揮，就「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

喻」，這處無的，它不是那麼短的，很長的，即是我們念這段書是很長的，整節書、

整章書。這種仁義禮智的形態表現，是哪裏表現呢? 是面上表現的，是甚麼叫做睟?

睟即是清明潤澤之貌，在你面部顯現出來，睟然現於面，盎於背，盎字又是顯現，在

背脊顯現的。施於四體是擴展，施於是施捨的施，擴展到四體，四體是四肢，人之有

四體也，不是!人之有惻隱之心，這四種心，猶其有四體也，四體即是四肢，即是手

足，兩隻手、兩隻腳。兩隻手、兩隻腳是完全把仁義禮智感覺出來。為何我們是讀故

事那個雪姑七友，小鳥不會飛的，即是她的內心慈祥，就在她舉手投足、面容之相，

是完全顯露。野獸都樂於親近她的，不起仇恨之心，因為她相從心生，相從心轉，仁

義禮智心能夠發揚出去。在這個面部、在這個背部，手足相是完全顯現，那表示甚

麼?表示上面講的修行全部講心的，佛的三十二種相是形相，即是佛的形相是隨他的

心而顯現，你修心自然形相就顯現了。

現在呂澂先生就希望引《孟子》這段說話，即是「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所以我們以前中學讀書，讀桐城

文章，桐城文即是桐城是清代的古文家，桐城派。其中有一句，「讀其書，知可以為

君子已；接其人，非君子之不為也」，看他作的作品，知道內心世界，但是如果接觸

這個人，親自見到他，他不是君子都不可以。因為君子的心在形相顯現出來，那麼相

由心生，即是古今中外的思想界和很多著作裏面，都顯現這種道理，那你不要說不相

信它，即是你說修這三十二種相，透過你的修心而顯現這個相，是絕對有這個可能，

就不只是佛家講，中國儒家思想一樣有。全世界的思想家、思想界都認為有這個可

能，因為我們的精神與物質互相影響，我們的身體是生理表現，生理是物質的，但是

物質往往是受你的精神的心理狀態干擾，即是你快樂的時候，你的面是蓮子蓉那樣；

當你遇到挫折的時候，你的腮是凹起來，為何叫做相由心生? 所以你幾時抱了一個很

愉快慈愛的心，你健康都會健康些，講心理健康，你都會健康些。多些人們都會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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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你遇到的困難都會少些，你的阻滯都會少些，這段文字，我覺得都是相當好

的，呂澂先生做一個總結。

接著是講下面了，下面就講修行，修法行，即是下面就講完。未得力者修，講第

四項了，修相行已經講完了。修法行，法行，即是剛才講過，我們說佛是有兩種身，

一種色身，修佛色身的三十二種相，剛才講過那三十二種相的修法，即是修相行，另

外就是法身，是嗎? 法身是講功德的，即是你要修行功德，那你怎樣呢? 你修法行，

法即是教法，法行就是現在講。講這處，戊四修法行，未講戊四之前，先講這段的文

字的作用是講甚麼? 

他說：「法身德相」，修法身功德的相狀，「云何具足耶?」，怎樣才能圓滿呢?

「謂『法行』及『隨法行』」，法行與隨法行有何不同? 先解釋，法行是依釋迦教

法，如法而行，釋迦教你對人、對物要怎樣做，依著他教你的對人、對物的方式去

做，這樣是法行，法行是教法，即是你的行為如法而行，法是教法，如釋迦教法而

做，他教你怎樣你就怎樣做。「隨法行」，是依著釋迦教法修行，即是修甚麼?修三

十七道品，即是三十七種菩提分法，以前講過，上一堂。三十七菩提分法只是講名

稱，未詳細講三十七菩提分法是怎樣修的。「隨法行」就是教你怎樣修四神足、怎樣

修七覺支、怎樣修八正道的，這些是隨法行。我們分開，經常聽人講法隨法行，不知

道是甚麼。其實是法行與隨法行，是修大乘的人修的功德，即是修法身的相，一定要

修法行和隨法行，加起來叫法隨法行。那就是兩樣東西來的，我們解釋的時候分開兩

邊解釋，先解釋法行。「法者」，即是佛的教法，佛教，不是講佛教一起，是佛的教

法。「如教而行」就是法行。行(音杏)是名詞，行(音恆)是動詞，他說如即是依，依

釋迦的教法而修行的，這樣就叫做法行了，這種修行就叫做法行了。那麼又分開兩部

份了，先 a就是明法行，看一百一十九頌，「應當如所言，即隨如是作」，你應該要

講出來這樣就做，依你所講出來是甚麼，你就隨著你講甚麼，就做甚麼。例如你說要

幫人就去幫，用口去幫人，他是害人的，這就不可以的。儒家都講這樣，儒家怎樣

講?「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講出來一定要做得到。講出來做不到，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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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講，講是無用的，無人信你的。「言而必行，言而有信」了，「如言若即作」，

即是依著你講的話去做，「他人則生信」，中國人一樣，言而有信，因為講得出就做

得到。那麼就言而有信了，不用解釋，你們都懂的，可以嗎?這段很淺，就不需要解

釋。

第一百一十一首頌，「應當擁護法，覺察放逸者，及作金寶網，羅覆於支提」，

「應當擁護法」，應當擁護佛的教法，即是佛的教法，你覺得合理，要擁護它，不要

詆譭它，不要破壞它。別人對它破壞，你都要替它辯護。你要經常覺察你的法行，你

是否能夠擁護他。「覺察放逸者」，覺察那些人放逸自己去毀壞佛的教法，你都要覺

察，覺察即是勸他不要破壞佛的說法，破佛法的教法，破了將來無好處，對自己無好

處，因為真理來的，破壞真理的時候是無好處的。「及作金寶網，羅(網)覆於支

提」，記不記得支提是何解? 支提是佛廟、佛塔、靈塔，是嗎?即是那些佛死了之

後，那個(身體)燒了之後，就將骨灰、舍利子(放在)佛塔供養，對於那些供養舍利的

舍利塔，應該被一些金的網這樣來裝飾它，使到其很美來供奉它，不要讓野狗來咬爛

它、被野狗來踐踏它、被牛去踐踏它，就不要這樣做。香港太虛法師的舍利塔，去年

都發動去重修，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資助重修?用了廿多萬，不知道是否廿幾、三十

萬。即是有很多，有二十個團體，舊年現在這個時候，三、四個月的時候，因為四月

的時候，我剛剛離開了香港，我去了溫哥華，但是那時候我都有參與開會，但是我無

做，資料我有給，我寫了文章的，不知道有沒有發表呢? 陳家寶醫生他負責的。即是

我們一樣，就不是用金寶之網來去替他裝飾，因為我們窮，但是盡一份力量，每人盡

一份力量，盡量去保護舍利塔，盡量保護它、盡量修葺它。那不用解釋它，這段自己

看它的解釋了。

又第一百一十二首，「有欲求婇女，莊嚴以施之，亦與說佛德，及施雜光瓔」，

假使你很有錢，你又蓄有很多婇女，美的丫環、婢女。這樣的時候，有人來你處，希

望你給予一些丫環、婢女，現在就無了，舊時在……以前有，以前他做奴隸主的時

候，他蓄很多人的，男男女女給他使役的，如果你是一個這樣蓄很多丫環、婢女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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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不是業主，我講錯了，大地主  ，我講錯了，因為我都不熟悉這些。舊時國內

未解放的時候，大地主，中國大地主很少有蓄那麼多丫環、婢女。但在外國很平常

的、印度很平常的，那些人很賤的。如果是這樣，有些人來到，希望你給予婇女他

們，你又怎樣呢? 就給他。不是就這樣給，還要「莊嚴以施之」，是給予很多美的衣

服，又把頭髮弄美，珍珠、瑪瑙做裝飾等等那樣來到莊嚴她，莊嚴是動詞，使到她莊

嚴，是使到那個婇女莊嚴，這樣來施捨給人，這樣施捨法的。「亦與說佛德」，亦都

說給其他人，講及到佛的功德是怎樣、怎樣，把佛的功德講給人聽。「及施雜光

瓔」，而且就施捨，雜就是各種各類，光就是光彩，瓔就是瓔珞、寶物。即是你有很

多寶物，那你攬著它們沒有用，帶不到去下面，如果有人需要的時候，施捨給他們。

老子說：「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這個就是以前我老師錢穆先生

引老子的語句做碑文，因為我在新亞讀書的時候，新亞的校舍就是耶魯學會給錢捐出

來。錢穆先生，我們老師錢穆先生又為了紀念耶魯學會，就做了一個碑文，碑文的時

候，(耶魯學會)能捐，整間學校捐的，捐的時候就要紀念這件捐助這一間校舍的事，

而這間校舍很值錢，過億，幾億，現在天光道那間，天光道不是在馬料水，因為那時

候未有中文大學，這樣的時候，他就引老子一句名句，「既以與人」，即是你能夠把

自己的東西給與別人，「己愈有」，自己愈做愈多，愈做愈富有；「既以為人」，既

然為了人工作或為別人做事，「己愈多」，自己的成就愈大。現在講的就是你能夠整

個婢女給予他是無所謂，令她莊嚴地給予。

另外，各種各樣發出光彩的瓔珞寶物施予給你，那個人自己就愈做愈多，如果他

經常都守著，不會壯大、不會多。即是「孤寒佬」(吝嗇的人)他是這麼吝嗇，只會愈

做愈寒酸，你愈施愈多，譬如舉例，馬會就是，馬會年年捐幾十億的，所以馬會愈做

愈有錢的；匯豐銀行，每間銀行都有給予，應該都有給的，有很多獎學金之類，施與

出去，所以匯豐的股票就快速地升，現在迅速地跌，它都有二百幾元的股價，二百三

十元股。李嘉誠施很多錢給大學、大學生，他給錢去興建整間大學的，整個大學都由

他興建，拿幾十億出來，所以他的長實由很小的小型股，轉變在香港變了頭十大，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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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十大有錢人，是嗎?他是寒微出身，他不是大學生出身，他沒有拿博士學位，現在

好似給予他學位，是名譽博士可以給予的，那些博士學位不是自己讀書讀來。這樣的

時候，即是這句說話是名言，你不要看它那麼有趣，別人拿彩去給予、別人拿寶去給

予，你能夠給予就可以了。「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很好，引老子這

句說話。所以老子的思想相當深刻，即是你不可以照字面看，你將它應用出去在人生

裏是很有智慧。東方人對這種事很有智慧，不過知道的人太少，多數隨波逐流，即是

智慧發揮不到，即都不探索到，偶然間觸及。好了，這一節講完了。

這節我不用解釋下面自在比丘的釋文。第一百一十三，這些都是叫做法行，釋迦

牟尼教你依法而行，「造作佛形像，端坐勝蓮華」，那麼造像，顯然講這些說話的時

候，釋迦應該已經涅槃了二、三百年後，這段作品因為出現佛像，因為釋迦初初涅槃

的時候，無佛像的，大家都知道是受了犍陀羅文化，即是希臘文化影響，即是釋迦牟

尼佛滅度三百年之後才有像、造像，通常舊時是造一個塔，是嗎? 一個佛塔造一個

輪，剛才講掌有輪、足有輪，造一些輪，這些是原始的建築。後來整個佛像雕出來，

現在講的是雕造佛像、造佛像。佛像又怎樣呢? 是坐得很端正的，端即是正也，很端

莊正直的。在蓮花座那樣坐，殊勝蓮花座，勝即是殊勝，很美妙殊勝蓮花座那樣坐在

這處，造這樣的像。「及於六法中，修習同喜樂」，修習六法，不是指修習，是和其

他人修習，譬如很喜歡那樣修習，哪六法呢? 

要看注解，因為六法不注解，不讀不可以，於是我們讀一讀那六法是甚麼。自在

比丘說：「以金銀、真珠」、寶石造佛像，即是前面那處，佛像坐在哪裏？  坐在殊

勝蓮花座上的。及又化身和得到佛，為得到將來化身和佛的身，所以你這樣做法，造

像使到你的八十種隨形好得圓滿。剛才講那些八十種隨形好能夠成就，上面我們講三

十二種大人相，這種法行就有一種作用，這種作用是功德顯示八十種隨形好得到圓滿

的。那造像使到你八十種隨形好圓滿的其中一種功德。同時，即是六種同喜之法要

修，大家共同歡喜修的法。「於彼同梵行中」一起修的，即是一起修梵行的人一齊

修，哪六種法呢?第一種叫做慈悲的身業，對他人慈悲的身業；修慈悲的口業；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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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業；另外，不分受用物，即是你乞討回來的東西，不能夠霸佔這份是我的，那份

是你的，是大家用的。得到的東西，不要分你、不要分我，互相用，不分你我。戒足

具，即是守具足的戒；見具足，即是你的知見，智慧、知見能夠圓滿的，不要有偏差

的，這六種法，「此等六種『同喜法』中」，大家歡喜修的，「應數」，數字讀索，

即是往往、屢屢，數即是屢次的意思，讀作索，正字。數字是蘇數素索去聲，桑爽喪

索，讀索字。「習近」，屢次接近，屢次能夠修習，「為得徒眾」，使到很多人們擁

護你。「不被諸外論眾所破壞」，其他外道來到破壞你，都不會破壞到。「可供無不

供，為命亦不謗，佛之所說法，及以說法人」。第一句就是這樣的句，應該可以供養

的人，你都要全部供養，第一句。第二句這樣讀的，「為命亦不謗，佛之所說法」，

為命亦不應謗說法之人這樣讀的。中間斷句很古怪，你自己讀的時候小心些，即是怎

樣斷句，就要看看自在比丘解釋，再回看它了。即是你不會因為你的性命、為了保護

你的性命去毀謗佛的法，亦都不會保護你的性命去毀謗說法的人。即是情願為法而犧

牲，情願為說法者而犧牲，都不要貪圖苟活，這樣你的法才會大行，佛法就會大行

了。那就不用解釋了。

接著第一百一十五首頌，「金寶散教師，及教師支提，若有忘所誦，與念令不

失」，即是教師教導你那些親教師，即是那些軌範師，你的老師，如果他們需要資

助，你用金寶去資助他們。還有如果他們死了，就將他們的靈塔，即是葬在靈塔，燒

了他們，他們有舍利，就有舍利塔來放骨灰，對骨灰亦都用「金寶散」，即是莊嚴裝

飾他們的支提。支提即是廟宇或者靈塔，就用金寶的寶貴來替他裝飾。「若有忘所

誦」，如果有人忘記那些經教，誦即是念讀誦那些經教，你怎樣? 「與念令不失」，

與念即是為他而明記，提醒他，與即是使他、提醒他是明記不忘的。念字的定義就是

明記不忘，以後都是，念字怎樣解釋? 明記不忘叫念，所以失念就是甚麼?忘記的意

思，失念就是忘記，使到他們對教法、佛的教法能夠明記不忘。無話不記得的，那如

果他真的明記不忘，就對他們的菩提心就不會忘失了。對他的修行、應有教法亦都不

會忘失了。那麼我們很容易證得菩提果了。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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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發大菩提心，要你能夠成就菩提，所有眾生都要能夠成就菩提，所以要教

化，所以他忘失了教法你有義務去指導他，使他記起。那麼打開一本書讀便可以，何

須要記起? 因為佛在世時，無書讀的，是嗎? 無經讀的，念而已，即是大家念得幾多

得幾多，你念十首、我念一百首，十首的人，他有九十九首不懂念，其中九十九首你

便提醒他。他聽過，大家一起聽過佛說法，那麼聽完之後，他就忘記一、兩首頌，那

你就教一教他，使他記起。舊時沒有書讀的，後來釋迦牟尼佛涅槃之後，整三百年，

四百年，才用了梵文寫成，就流傳在南方，用巴利文做記錄，初初都是口誦的。所以

《阿含經》，甚麼叫做阿含? 阿含即是傳來，即是口口相傳，你告訴我，我告訴你，

傳了幾代，三百年，如果我們三十年一代，十代後，所以就是說一切有部所傳的經、

與大眾部所傳的經、正量部所傳的經，又有出入的。因為口傳，口口相傳就有出入，

那你發現有些版本又不相同的，因為它是口傳，所以不相同。抄都抄錯，何況口傳。

抄的版本都有錯，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講法，所以不要執現在發現的版本就說玄奘譯

錯，這個又不對。若果不同版本，你又不能夠講玄奘一定是你所得的版本，所以口口

相傳用來抄寫一定有出入，版本內容的出入。

你看《般若經》有些是十萬頌的，有些是二萬五千頌，有些是一萬八千頌，有些

是八千頌，是嗎? 為何同一本《般若經》，十萬頌又是它? 八千頌又是它? 如果是八

千頌是《小品般若》，那個一萬八千頌叫《大品般若》，是嗎? 那些十萬頌叫《大般

若經》，因為它們不同版本，有些繁、有些簡，你不會執著那個八千頌才對，你的十

萬頌是錯、假的，不能夠這樣說的。你的版本又不是那個，你不能夠執著一個版本來

推翻以前古人是全錯的，這是不對的。然後這處就告訴你，原來口口相傳，所以他會

不記得。即是我們念詩，《唐詩》讀完，但是你有十年無讀，就肯定你記不起一、兩

首，我就不相信你將《唐詩三百首》，不止三百，超過三百，不知道三百零幾首，全

部都記得了，不可能。你經常讀著，你會記得，你放下三、四年，就可能不記得，這

樣一樣了，講最後。最後了，「未思所作己，勿躁勿隨他，外道天龍神，於中皆莫

信」，你所思所作的事而未作，即是你想一些正確的事，要做的布施、持戒，是要做

的。但是未做好、未做足，那怎樣辦?未做你要做的事，所思、所作的事，但是未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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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齊，那麼「勿躁」，不可以暴躁，但是我們會暴躁，「這樣又做不到，那樣又做不

到，太煩了」，「這個煩著我、那個煩著你」，這樣來到自己激自己，這樣是不對

的。應該不要煩躁，慢慢去完成它。「勿隨他」，又不要聽別人說，聽著別人的不依

正法，因為講法行，法行就是依教法做，你未做的時候，別人說要這樣做、這樣做才

對，如果講的方法是違背教法，你都不要隨人做。你未完成的事，就不要急於隨便完

成，而不依教法去做，如果別人教你做的時候，他不依教法教你，你不要跟隨他。這

樣就舉例，外道即是天龍八部等等，教你，外道即是外教，婆羅門教、耆那教、這個

彌曼差、吠檀多、勝論、數論、瑜伽派，不是瑜伽學派，請大家注意!瑜伽派是另一

個學派、正理派那些外道說的，八、九種外道，這八、九種外道，你不要跟他學，因

為他們不會使到你得涅槃，你不會得到大菩提的。

那你不要跟他們學，譬如天龍八部，甚麼母夜叉、夜叉、尋香那些人，那些天龍

八部，金庸那本《天龍八部》，天龍八部所教的事，「於中皆莫信」，你不應該相信

他們的教法，你可以看，不是說你不看，你會看，因為看就會知道他們講有甚麼不

對，不過你依甚麼看? 依佛的教法做標準去看，甚至開導他人。你要知，但不一定要

信，《聖經》要讀，因為這個世界你不讀《聖經》不可以的，現在，前兩個禮拜放

假，放這個假期是甚麼? 是復活節，復活節是基督教，你放假就懂得放，基督教的復

活節是怎樣來卻不知?這樣怎麼可以呢? 所以你要讀，但不是叫你信。你入去聖堂聽

人說法，不是聽人說法，我說錯，講道，聽聽神父怎樣講、牧師怎樣講，他們有優

點，你要學、他的技巧，你學他們。但是教理裏面就不是，完全不要接受，即是這

樣，即是合理地方，你都可以用它，但那些不合理地方，不要隨便接受。那麼叫做法

行，依法行，依法而行，依佛法如法而行，今日講到這處。好了，星期四才再講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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