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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法香心得
《靜思妙蓮華》三身無礙 本跡圓融

1513集-20170924開示

高明智(惟智)
2024年5月1日 靜思法髓妙蓮華

靜思法髓妙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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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來無生滅
邁始終而無限量
自本而跡無量即量
自跡而本量即無量

三身無礙本跡圓融
壽量非一亦非異
比量非有亦非無
塵點喻其無始終

本

古 今

跡無量

無生滅

無始終 非有亦非無無限量

時間的相對論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道理，回歸於真理，
真理叫做「覺性」，
真理叫做「真如本
性」，真理叫做
「法性」，這叫做
真諦，始終都在。

這個長的時間我們要做什麼，
總是世間苦難偏多，眾生發
菩薩心修行，在很多眾生之
中，我們要開始起悲憫心；
起悲憫心，入人群去度眾生，
種種的典範，我們要做，種
種的善有為法，我們要付出，
把握時間，做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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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聞法心得
✦ 時間就是這樣循環、輪替，現在稱為「現在」，
未來的未來，稱我們現在叫做「古早」。

✦ 其實通的時是即時，沒有分別你是白天、我是
晚上，沒有分別，一指即通。

✦ 只要你認識他，只要你與他很密切的關係，你
就有辦法與他相通，這麼簡單的道理。

✦ 總是我們要很用心，好好和大家結緣，這就是
修菩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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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體會！「古往今來無生滅，邁始終而無限量」。
表達出了古往，過去的過去，都已經成為古早、古早
的事情。古早、古早那個稱為「當時」，就像我們的
現在；我們的現在再過去，那就是未來稱為古早的古
早。時間就是這樣循環、輪替，現在稱為「現在」，
未來的未來，稱我們現在叫做「古早」。剛才，我進
來那個時候，那已經過去了。剛才、現在、過去；這
種的現在、過去、未來，這就是無時刻，不斷、不斷
地連接著。剛才說的「古往今來」，又是剛才說的，
現在，我是現在說。每時刻的現在，都是每時刻成過
去，這種的過去、過去，不斷累積變成了「古」，古
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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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表達出了：「我絕對相信！我們過去就已
經相信了，只是無法很體會。佛的人格、佛所
講的法，我們不敢懷疑，但是這些法，是我自
己無法去體會到，但是相信，絕對相信，請佛
再來敘說這些因緣，讓大家相信，再讓大家能
夠體會到。只要有信，他慢慢去體會，所以我
們大家願意相信，願意自己來體會。」這就算
第四次，表達對這個法的重視，追、求，佛陀
來顯示這個「本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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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聽大家的表態，還是要再叮嚀一次，大家
也就要審慎，要很用心、注意，虔誠來信受佛
陀的真實語，等於是第四次。可見，我們也是
要這樣，所以我們要去先了解，「古往」、
「生滅」、「量」，到底有沒有？什麼時候開
始？什麼時候結束？我們要先要通徹了解。所
以，「自跡而本量即無量」。我們不要懷疑，
因為空間、時間是這樣過，遺留下來的空間就
是這樣──成、住、壞、空，這是佛陀的智慧，
已經過去一直說的法，我們現在若能夠去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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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們說，在一個地球，同一個天下，其實
時間能夠同時，但是時差有別，同樣的道理，
這是名相有別。若要與他們說話，你現在一個
電話給他，半夜，他也會聽得到，也能夠聽。
他真的互通是即時，但是形象、時分，就在那
個地方分別，時分在分別。其實通的時是即時，
沒有分別你是白天、我是晚上，沒有分別，一
指即通。所以，壽量與這樣相同，壽量也是時
間，生命多長，壽命多長。就是他的時間有幾
年，「年」也是從秒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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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只是名相很多，用這個名相分別。「壽量
非一亦非異」。這時間大家的，若要說時間大
家的，其實，真如、真理也是大家的；若是只
有我自己體會到，那就是我自己的，你就不能
體會。這就是各人所體悟到，那就成為各人的，
個體成為個體的時間、壽命。總而言之，這全
都是眾生分別相，產生有各異，要不然其實是
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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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比量非有亦非無」。要去比，比這個
東西較長、那個東西較短，其實長短只是一個
形象。同樣的道理，時間，說秒、說小時，說
日、說月、年，這全都是一個分別的形象，時，
時間，這全都無法可去比量，是長短的比量。
要回歸到它的真實，全都是一樣，就是「比量
非有亦非無」。有和無，到底時間存在或不存
在？時間無法可讓我們隔礙；空氣存在或不存
在？無法讓我們抓來看，這都沒有辦法。所以，
無法比量，但是它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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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亦有亦無，「非有亦非無」。所以，
「塵點喻其無始終」，這個塵點就是譬喻無始
無終。這個道理我們若清楚了，很透徹了，自
然我們要聽法、要通就快了；只要那個人你認
識了，要與他說話就不困難了，只是手機拿起
來，手指頭指一指就與他通了。同樣的道理，
只要你認識他，只要你與他很密切的關係，你
就有辦法與他相通，這麼簡單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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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由因行修證圓滿，則其報身之福德」。佛陀過
去，累生劫、無始來都是因行，「六度萬行」；從
發心開始就要行菩薩道，入人群度眾生，累生累世。
所以因，這個「因行」，我們的種子，不斷培植、
不斷培養，一直到了，「一生無量，無量從一生」。
《無量義經》不就是這樣說嗎？所以，「由因行修
證」。我們這菩薩六度萬行，我們若這樣，不斷、
不斷去培植它，這是無量劫以來這樣，生生世世行
在菩薩道上，不斷入人群，那個成果很成熟，圓滿
了，「則其報身之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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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結善緣，因緣不可思議，總是讓人看到、讓
人聽到，讓人讚歎。你若與他無緣，你說一大
堆的話，他都不要採納你；若是有緣，半句話
他就很受用。總是我們要很用心，好好和大家
結緣，這就是修菩薩道。結善緣，說話人人能
夠接受；度眾生，具足因緣才有辦法成佛。所
以，「則其報身之福德」，我們要不斷累積福
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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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了，發菩薩心，開始改變自己，這就是
已經有體悟到；體悟叫做「證」，證法，體悟
到這個法，趕緊改變自己，這就回歸自己的本
性，這也有這樣少分的體會。「唯有這個法改
變我，唯有這個法讓我的家庭平安，唯有這個
法讓我的事業穩定，唯有這個法我能夠廣結善
緣。」這就是要從做人開始，將這個法在生活
中改變自己，去利益他人，這叫做菩薩。所以，
「得成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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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在表示，「所顯成佛之久」，表示成佛的久，
所以為無限量劫，很長久。其實佛修行，已經成佛，
所成就的覺性已經是很久了。而多久啊？那就是「無
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劫」，「那由他劫」就是無
量，無法計算。在這個「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劫」，
還要比《梵網經》說更長。「所顯其量尤廣」，總而
言之，時間很長就對了，這個長的時間我們要做什麼，
總是世間苦難偏多，眾生發菩薩心修行，在很多眾生
之中，我們要開始起悲憫心；起悲憫心，入人群去度
眾生，種種的典範，我們要做，種種的善有為法，我
們要付出，把握時間，做就對了。請大家時時要多用
心！



感恩
Thank You

https://www.neptune-it.com/

奈普敦智慧平台

願作上人的助教，廣傳靜思妙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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