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心聲 
 

 

林鈺堂上師 
 

 

Chenian Memorial Booklets Series No. 30 

 

 

a gift from 

Dharma Friends of Guru Lin 

 

 
www.yogilin.org 

www.originalpurity.org 

 



 

 

 

 

 

 

 

 

 

 

 

 

 

 

 

 

 

 

 

 

 

 

 

 

 

 

 

 

 



目錄 

大心…………………………………………1 

菩提生命……………………………………4 

菩提心………………………………………5 

法界心………………………………………6 

如何踏實修菩提心…………………………8 

耐煩………………………………………..10 

普願眾生早證菩提（普願集序言）……..11 

只因為忘了眾生…………………………..13 

病亦助道…………………………………..15 

一心融入諸佛願海………………………..16 

修行的要義（節選）……………………..17 

生命之河…………………………………..20 

祝早成佛…………………………………..21 
 

 



 
 
 

 

 

 

 

 

 

 

 

 

 

 

 

 

 

 

 

 

 

 

 

 

 

 



 

 1 

大心 
 

開示及校訂：林鈺堂上師 

錄音及筆錄：弟子疾呼 

二○一○年六月十九日 講於北京   

 

現在我講一下這個「大心」的意思，呵。

就是說，我們學佛啊，目的是得徹底解脫

囉。那，你這個要得徹底解脫呢，一個根

本的地方就是說，你要發大心；就不能再

老是想你自己，那永無解脫之日。 

 

那，這個大心呢，就是菩提心。要多大

呢？就——無有邊限；無有邊限地包括一

切眾生，而且是平等，平等地關懷一切眾

生。你要記住這一個呢，那麼，不管你做

什麼、做什麼，你是這個心去做，那，真

正佛法。你做什麼還牽了別的考慮呢——

世間法，你沒辦法解脫，雖然叫做「佛

法」，你也沒辦法解脫。你在那裡——呃，

你說，我做多少功課；你老在那裡想，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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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是我做了多少，我要給我的誰，什麼、

什麼；你這樣算的話，永不得解脫。因為

佛法的真正力量沒辦法發揮出來，它被你

的觀念綁成一個小小的世間法。不要以為

說磕頭就是佛法，夾了私心就變世間法，

所以你要記住這一點。但是，你只要能這

一點呢，欸，你平常生活裡做什麼、做什

麼，你對每個人都說，喔——平等、平

等。這也眾生、這也眾生；家人這也眾

生、這也眾生；少在那裡說，我對你怎

樣，你對我怎麼樣，你也解脫了。 

 

那麼，這樣子修呢，很快成就，很快徹底

解脫，很快可以幫助別人；所以這是精

髓。所以，因為我身體不是很好，我不能

講多，我就跟你講一個最重要的。不要為

表相所迷，以為說，喔——我們唸佛，就

是佛法；你老是在想說「我唸了幾百萬

遍，我這個是要我往生」，不是都是「我」

嗎？佛法教你「無我」，你都是「我」，不

是佛法！真正佛法，你說，這念念是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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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眾生早日成佛；那麼，即使你只剩時間

唸一念，佛、菩薩也會接引你。啊，記住

這一句話，你就不虛今天辛苦跑一趟。你

以後修，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你不要

管，不要再想世間的考慮——那個東西只

把你拖住嘛，對你有什麼好處？呵，真心

在唸，為一切眾生的唸，你自己得解脫，

將來也能幫別人。好，講的就這樣 。那

麼，來領加持，呵。 

 

補述： 

在今天父親節的早上，弟子海涵因聽了我

在昨天的開示後，有感而發，寫了以下的

讚詞： 

 

上師讚 

 

為法忘軀涉重洋， 

寰宇處處是道場， 

顯密諸法隨機授， 

菩提大心味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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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生命 
 

近日常修：於吸氣時想成吸入全法界一切

眾生之罪業、業障、病苦、煩惱等等，於

呼氣時想成吹送佛、菩薩之智慧、慈悲、

大願、大力、大行及於全法界一切有情。

經此修習而深刻體會此法之利益。若能常

保持此種菩提心胸，則與任何有情之接觸

往來皆無人我之對立，只有一體之情懷。

人命在於呼吸，若能修到每次呼吸皆融入

如此之菩提心願，則此生命即昇華為菩提

生命矣！願與大眾分享學佛多年之心得而

作此篇。 

 

                        

                                 一九九七年八月廿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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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心 
 

願一切眾生早日成佛 

遇到人 遇到事 

就沒有了 你對我如何 我對你怎樣 

只有眼前的有情 

我該怎麼做 

才能使他早日成佛 

 

世界還是一樣 

只是我們的生命從此單純了 

 

 

 

                                 二○○七年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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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心 
 

一個人 微渺如斯 

一世命 石火電光 

不管如何勤勉 

能作的都太有限 

 

如此看來 

修行又能達到甚麼 

脫離輪迴 又如何了宿世業債 

成證渡眾 更像癡人說夢 

 

所以信佛 修行 

都務必通達法界心 

  法界本來無限 

    本來一體 

只要深信無疑此理 

所有行持都是全法界整體的作用 

因此無盡的宿業可以消盡 

無量的眾生可以遍濟 

十方三世無隔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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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心願及行持永垂不朽 

 

起任何小心眼 

行者都要自知可憐自己 

奈何為此失了佛法身 佛慈悲 佛智慧 

 

 

 

                                 二○○九年八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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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踏實修「菩提心」 
 

弟子海涵的重要提問及我的回答。 

 

頂禮大恩慈悲 上師佛 

 

弟子每年見到 師尊時，您的大慈悲的自然

流露令弟子感動不已，同時對自己的漠然

和無動於衷感到慚愧，似乎菩提心沒有什

麼增長，還停留在憶念眾生如父母理念

上。 

 

弟子想請 師佛開示，如何能踏實修行「菩

提心」，令之增長，同時能增長修法的動

力？ 

 

一切吉祥 

 

弟子：海涵 

2015/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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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之回答： 

 

很好的提問。 

 

先要常念無常。 

 

這樣纔會注意生命的意義以及脆危，而真

正想做重要的事——為眾生而修法。 

 

多觀察世間的種種苦，來瞭解世間法之無

解，而想以根本的救濟——依佛法看事情

及行持——來幫助大家。 

 

少想個人小圈子的事，儘量常常開闊視野

及關懷，平等普及一切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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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煩 
 

菩提接引應眾求，夜半兒啼不嫌煩； 

稍存偏私即難耐，利他徹底失我執。 

 

跋 

 

法務服務包括為大眾祈禱，以滿各各之消

業培福願望。慈悲存心猶如夜半之回應兒

啼。稍覺不耐即因尚有偏私之念。長年服

務，看多了種種世情，而純粹只結法緣之

本心未變，自然將「不耐煩」遣散了。 

 

 

                                二○○一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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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願眾生早證菩提 
《普願集》序言 

 

一生是心地演進的過程。以自我為中心，

則不能有整體性及開闊的視野，並且會形

成偏執、閉鎖的人生。同樣經歷世間的種

種困難以及生老病死的關頭，以自我為中

心，則問題愈攪愈複雜，患得患失，難有

少安，而終究一死，滿盤皆失。佛陀教

示，當知「我執」是眾苦之根源，而破除

之，方有真正究竟安樂之可能。破除我執

之良方，莫過於實踐以「菩提心」為中心

之生活，亦即將生命奉獻於喚醒大眾，使

皆知種種「自我中心」的心態及行為的弊

害，而知改過、避免，並進而提倡修習佛

法，使眾生皆能實踐及發展「普願眾生皆

得離苦得樂」的大慈悲精神。 

 

普願眾生皆得離苦得樂，一般人看來，似

乎理想太高，而近乎空洞。但是實修久

了，自然體會「法界一體」並非虛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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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冥之中，諸佛、菩薩、護法聖眾確是在

為此理想而不斷施予護佑與指引。修行者

所當注意的，是要避免誤入歧途，在菩提

行願的名義下，追逐世間的熱鬧與認可，

甚至做出利己害他的行為，也就是重蹈

「我執」的覆轍。遇到他人有此類行為，

修行者基於菩提心，應加以勸導。但視其

是否接受忠告，而無需勉為其難。法界、

人生皆不斷在演變；誤入歧途者遲早會自

食其苦果。待其知悔，方是恰切的指點迷

津之時。 

 

一生匆匆即逝，極易虛度於個人之際遇昇

沉中，而終老於茫茫然，無所事事。若能

早知菩提心之義利，而依之致力於生命層

次之昇華，則一生雖非長久，卻可融入無

盡的菩提救渡大業中，廣利大眾，而永垂

不朽。願一切眾生早見是利，咸得速證圓

覺，究竟離苦，法喜永續！ 

 

                                 二○○○年二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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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為忘了眾生 
 

為甚麼 

 還在說某人壞話 

 老是在對人生氣 

 免不了為誰流淚 

只因為忘了眾生 

 若記得 

 哪有閒暇管一個某某 

 

為什麼 

 還在猶豫不決 

 老是擔心這 擔心那 

 放不下世間牽連 

只因為忘了眾生 

 若記得 

 哪能不立刻出離 投入修行 

 

心中充滿寥寥幾位的事 

無邊無盡眾生救渡的事卻忘了 

這不是顛倒 是什麼 



 

 14 

不評論他人，時時刻刻保有天

真、利他的存心，這就是菩提種

子。只要能把這種子保養下去，

便會成就菩提心。 
 

這不是愚迷 是什麼 

 

若老記得眾生 

便不問 世間成敗是非 個人恩怨 

只問 眾生得渡也未 你成佛了嗎 

 

 

                               二○○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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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亦助道 
 

病中易體眾生苦，觀攝眾病以代受； 

陳年積障順帶清，復健過程強體能。 

 

跋 

 

行者雖病不忘修，體會眾苦每加深； 

觀想身苦攝眾病，願以己受減彼痛。 

整體動員除垢障，潛藏積弊一併除； 

一旦復元體能增，煥然邁進登道途。 

 

 

              二○○六年六月廿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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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融入諸佛願海 
 
諸佛渡生的大願 

不斷地泉源而匯成無邊無盡之大海 

所有此等大願皆源於 

輪迴中一切眾生所受諸苦之大海 

所激起之同體大慈大悲 

發諸行為 即成大願及大行 

 

行者若能一心不斷 

繫念觀察輪迴中一切眾生之苦海 

便得自然融入諸佛之願海 

漸漸發為菩提願行 

 

這是自心超脫塵俗 

速得解脫及開悟之方便 

願已投入實修者 

體會此理 

依之得益 

 
               二○一二年七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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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的要義 
（開示錄節選） 

講於北京 

 

我們為什麼要修行？就是說，我們以前打

了多少結呢，現在修行，就是練習一個、

一個鬆掉囉——你做了多少，你得解多

少，你跑不掉。因為我常常講說念佛，好

像說什麼法、什麼法；哎，不是啦，最重

要你就念多。你以前多少妄念，多少貪瞋

癡慢疑，你都要每一個、每一個，這一聲

聲佛號，把它抵掉、抵掉、抵掉、抵掉，

你才有可能鬆。這個東西它因緣上是如

此，除非是什麼？除非比方說，你慢慢了

解這個道理，你說，喔，我這一念，不再

是說我個人怎麼樣；我這一念，是為一切

眾生念。哇，那個就不一樣，因為這個的

因緣是跟所有佛、菩薩救渡的那個心願都

連在一起；所以這個力量很大，就一次沖

掉多少，都有可能。你要是不懂，你老是

在那裡算，喔——我今天做了哪個寶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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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供，多少功德；喔——我要多少分給我

爸爸、媽媽，多少分給我老婆，多少分給

我兒子；啊，這樣子你永遠搞不完的。這

個一對一的搞法，太有限了；你一生能搞

多少？抵不了不知道多少過去世的問題。

但是，你如果說，哦，我不需要管這麼

多，我就是為一切眾生、一切眾生；久

了，這個從一句話，變成真正的心願，那

麼，力量就不得了。力量不是你呃，而是

整個法界它本來一體，它那些已經超出

的，要救渡的那些力量，都跟你一致了，

所以才能有救渡的事情。 

 

那，現在這樣講呢，又可以說，也是修行

的要義的另一項。就是，你修行，你要知

道是靠說，你心那麼大，你修的結果，才

有力量；你一往自己去，就錯了。你管，

不要管別人，你要獨立自己修，修說遇到

什麼事，我怎麼樣才是合乎菩提心。但是

呢，不管你怎麼做、怎麼做呢，你要知道

這個做，不是為你一己，是為一切眾生，



 

 19 

那你才會得力。所以這樣一講呢，修行要

義就——又另一個重點。剛剛講頭一個要

點說，不是去管誰、管誰，把自己管好，

專心在自己的修、自己的學；但是，另一

邊呢，你所修、所學，都是要為一切眾

生。喔，那樣就圓滿了，呵。 

 

補述： 

 

你講的都沒有用。這些是最基本的；基本

的搞清楚，你修行會完全不一樣。而且，

我現在來強調這個，是因為你們——自己

走這麼久，你看，然後省悟說，哦，真的

要點在這裡。一般都是搞不出來，就是因

為都錯了，都在那裡你怎麼樣、我怎麼

樣，你怎麼樣、我怎麼樣；修什麼嘛？

好，就講這樣。 
 

                      

                                 二○一○年五月廿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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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河 
 

生命恆河浩蕩流， 

波濤曲折也自由， 

清濁起滅循環繞， 

從無一滴可滯留。 

 

跋 

 

有情之生滅，生命之動靜，一如聖河之奔

流。從事法務之服務，猶如順流之舟子，

默默而恆久的引渡，成為生命大河之一部

分，不再有世間的思慮。 

 

 

 

                              一九九八年十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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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早成佛 
 

學佛日久忘成佛，蠅頭小事滿塞胸； 

菩提祝願代問安，彼此提攜咸上進。 

 

跋 

 

學佛者易因目前種種事情之困擾而於不知

不覺之間已將成佛列為次要、待理項目。

遇事當如何抉擇、處理，亦因方針不明

確，而陷於迷惑中。若能隨時記得以成佛

為第一要務，則易分辨取捨而得以專志精

進於佛道。因此，我把平日往來信件結尾

之問安改為「祝早成佛！」願藉此菩提心

願提醒彼此，皆以成佛為首要，而得以確

立提昇生命的方針。 

 

 

                                二○○五年二月廿三日 

 

  



 

   

 

 

 

 
 

迴 向 
 

 

一、願具德上師長住世，已辭世者早降 

        誕。 

二、願人類邪說暴行早日停止，佛法弘 

        揚無礙。 

三、願我及眾生精勤佛道，即生即身圓 

        滿佛果，永無退轉。     

四、願我及眾生慈悲增長，直至圓滿佛 

        果，永無退轉。 

五、願我及眾生智慧增長，直至圓滿佛 

        果，永無退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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