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话  在澳门佛学社讲  
  

第十四章：以布施修福为助道   

布施修福虽为世间法，亦为修出世圣法助道的胜缘；况依般若大慧，修无 相布施，即世间法而成出世

法，故菩萨六度妙行中，首言布施。布施有说二种 ，或说三种。二种即财施与法施：财施包括一切饮食

衣服，国城珍宝的外财， 和自己身命的内财；法施，即世出世间种种善法，以清净心，为人演说。有 说

三施、即资生施、无畏施，法施。资生施，即上述外财与内财的布施。无畏 施：是积极的，是助懦弱者

以强力，给胆怯者以勇气；消极的，以持戒不恼，忍 辱不报有冤等等。法施即与众生说诸善法，如精

进，则说法不倦；禅定，则观 机说法，有缘无冤；智慧，则说法不颠倒。这样看来，三施是体通六度、

只一 檀施、已摄尽余度了。故佛法的行门虽多，布施已可以摄尽无遗。因此本经在 「称佛名号品」说念

佛正行後，又来「校量布施功德缘品」说助道之行。但 布施虽要校量功德的大小，是为引起行者的判别

力，使他们知道布施应如何施 才合法，如何施才获大福利。综观品中所说的道理，不出就能施的施心和

所 施的福田来比较功德多少，今略述於下：  

第一节：校量施福的主要点   

 布施何以要校量功德多少呢？地藏菩萨方便权巧，先把这问题提出问佛道 ：「我观业道众生，校量布

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 千生受大福利者，是事云何」？我们在未说到佛的答

覆以前，先来研究一下： 为什 同样做布施功德的人，有的只一生受福，有的十生至百千生受福，功德 

的轻重距离有如此之远呢？这、主要点完全在乎能施者的施心净和不净，与所 施者的福田德或不德而造

成差别。如以能布施者的心地来说，如果能施者的心 是清净的，所谓「净心者治心故施、庄严故施、为

得第一利故布施、为助涅盘 故施，譬如新华未萎，色好且香，净心布施，亦复如是」。若怀著这净心好

心 来施，则虽施少物，功德却是很大，如本经所说的一个国王或大臣能大发慈悲 ，善言慰喻，亲手持

物，施与一个最贫穷下贱的乞丐，其「所获福利，如布施 百�?沙佛功德之利」。如从前佛在只园，舍利

弗以一钵饭供佛，佛看见身旁 有只狗，即将钵饭转施与狗吃，同时问舍利弗道：「汝以饭施我，我以饭

施狗， 谁得福利多呢」？舍利弗言：「布施狗得福利多」！佛即加以印可；故知大福 从心，不在於田。

但不懂此理的布施者，或以为布施佛不如施狗，那 要佛作甚 ？那又大错特错了。反之，如施心不净，

或为失财故施，或为自己亲爱故施， 或轻贱他不恭敬而施，或高傲而施，或为虚荣而施，或为……而



施，那 功德 就很少，因为你的施心有分别有限量，功德也就有限量了。 如果再从施田来说，无论如

何，都是以施佛功德为最为大，狗子决不能再 拿来做比拟了，这完全在观点上的不同。故如四十二章经

说：施与阎浮提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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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如施彼仙人得福多；虽施仙人，不如施一须陀洹，施须陀洹，不如施斯 陀含；乃至施百辟支佛，

不如施与如来得福多」。又大论云：「布施之福在 於田，如亿耳阿罗汉，昔以一花施於佛塔，九十一劫

人天中受乐，余福德力， 得阿罗汉」。这就因施田妙故，得大果报，则知大福，亦从良田而生。这样看 

来，从心从田，各得其利，在乎如法，其间固无矛盾之存在，亦不须加以会通 ；不过据理而论，万法从

心，一切功德福利，唯心可以左右之，支配之，心有 分别则福少，心无分别则福大，如此，则当以「大

福从心」为胜了。  

第二节：分别施福的差别缘   

布施所获的利益，虽以从心从田为主眼，但因布施时的因缘差别不等，故 获报亦胜劣有别，因此在本品

中，加以比较量度，使爱布施修福的人，可以自 己的智慧来抉择作法。今据经文，略述於後：  

甲 施卑劣缺根福   

卑劣根缺，是指最下贱贫穷的人，或六根不具的如手足不全，癃残 哑， 聋痴无目的人。如果有王臣长

者一类的贵人，对这种贫贱下劣六根不具的人， 慈悲怜愍，亲自布施，善意慰喻，则施一人虽少，其所

获的福利，如施供一百沙佛的功德一样多。这因富贵者多骄慢自尊，平时施几个钱给叫化子?? 乞儿，都要

骂他几声，然後把钱掷给他：「拿去吧」！那里肯虚心下气，亲自 布施，还能用软言慰喻呢？唯其难作

能作，故功德亦倍加广大了。 

乙 施塔寺圣像福   

佛说末世之中，诸富贵者，遇佛的塔寺，或佛、菩萨、声闻辟支佛的形像 ，躬自营办供养布施，则所获

之福，来世三劫为帝释天身，受胜妙乐：如果能 够将此功德回向法界众生，那 未来在十劫的长时间

中，常作大梵天王。喜欢 生天享福的人，於此不可不加以注意。  

 

 



丙  施修补经像福 

 

    学佛的人，入寺礼佛，见有塔寺坏了，经像破了，发心加以修补，或自营办，或劝他人一同布施，

其所得利，百千生中，常做转轮圣王；同布施的人亦常得小国王身，若发心回向，终至皆成佛道。像法决

疑经云：「造新不如修故，作福不如避祸；然欲修造，理须佛法，造作虽少，得福无量；若不依经，纵多

无益」。百缘经说：从前有一长者之子，相貌端严，天人爱敬，长而见佛，得罗汉道；因他过去世为童

子，见毗婆尸佛舍利塔小毁，与诸童子和颜悦色， 

 

90 

以泥团涂补，从此多劫受福，今世遇佛得道。佛说偈云：「真金百千担，持用 行布施；不如一团泥，敬

心治佛塔」。又一时，佛礼过去佛，诸比丘敬心从礼 ，佛又说偈：「人等百千金，持用行布施，不如一

善心，恭敬礼佛塔」。这又 是「大福从心」的道理，故华手经云：「若见塔庙毁坏，当加修持，若泥若

块 ，乃至一砖，终不退转无上菩提」。发心修补残破的经像，亦是一样的功德。  

丁 施老病产妇福   

经说：未来世中诸人，见有老病之人，或生产受难的妇女，若一念间，具 大慈心，布施医药、饮食、卧

具，使令安乐；因此得报，一百劫中为净居天王 ，二百劫中为六欲天王，永不堕苦，常受快乐，如能回

向，毕竟成佛。因老病 无依，极可怜愍；而生产苦难，亦等於病人。佛在梵网经中说：「八福田中， 看

病福田为第一福田」；故佛在世时，常於夜深自巡僧寮，慰问病者，仁慈的 作风，是值得後人效法的！  

戊 施供大乘经福  

 经说：「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大乘经典，或听闻一偈一句， 发殷重心，赞叹恭敬，布施供

养；是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大乘经典，具 诸功德，如起信论说：「一体大，谓一切法真如平等不

增减故；二相大，谓如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故；三用大，能生一切世间出世间善果故。一切诸佛，本 所

乘故；一切菩萨，皆乘此法，到如来地」。所以供养大乘经典，能获如此大 利。又听闻佛法，亦是很需

要的；能发殷重敬赞之心，全由听闻佛法而来的。 大论云：「佛法无人说，虽慧莫能了；譬如暗室中，

无灯不能见」。涅盘经云 ：「听法因缘，则得近於大般涅盘，以开法眼故。世有三人：一、无目，譬凡 

夫人，常不闻法；二、一目，譬声闻暂听法，其心不住；三、二目，譬菩萨专 心听法，如闻而行」。由

听法故，如有这三种人；同时亦知大乘经典的好处， 敬赞之心，油然而生，福利之报，亦享之不尽。  



第三节：施少福大的问题   

经中说：如上面所做的善事，若能回向法界，普利众生，则所得之福报， 百千生中受胜妙乐，乃至毕竟

成佛；但若只回向给自家眷属，或自己个人的利 益，那末只有三生受乐。即「三生受乐」吧，亦是「舍

一得万」了。为什么施 舍少而得福大呢？这是有道理的，杂譬喻经说：「昔舍卫城外，有妇人清信。 佛

自至门乞食，妇以饭钵中，却行作礼。佛言：种一生十，种十生百，种百生 千，种千生万，种万生亿，

得见谛道。其夫不信，默於後，听佛咒愿。夫曰： 言何过甚？施一钵饭，乃得尔福，复见谛道？佛言：

汝见尼拘陀树高几许耶？ 答：高四五里，其子岁下数万斛。佛问：其核大小？答：如芥子。佛言：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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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甚！何有种一芥子，乃高四五里，岁下数十万子？答：实如此！佛言：地是 无知，其报力乃尔；何况

人是有情，欢喜以一钵饭上佛，自然其福甚大。夫妇 心开意解，即得须陀洹道」。这样解释，道理是很

明显的。如我们中国汉时的 韩信，在落难未发达时，食了「漂母一饭」，後来发达，乃以「千金报

德」。 这亦是舍一得千的现成事实，不容你不信；何况为善积德之事，是无有形相， 不可思议的呢？ 复

次，前说布施修善的功德，回向自家自身福少，回向法界大众福多而不 可量，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

要在「住相布施」与「无相布施」上来说明。 住相布施是自己布施时，心有分别执著，不平等，有限

量，故随其心量所得之 福亦有限量，能得到三生受乐，已算是很徼幸了。永嘉证道歌云：「住相布施 生

天福，犹如仰箭射虚空，势力尽，箭还堕，招得来生不如意」。因天福一尽 ，五衰相现，还要堕下来

的。从前有个名叫郁头蓝拂的仙人，修到天上最高的 非非想处天，寿命八万四千劫，天福享尽，堕作耕

牛颈领中虫。即是住相布施 所得人天福果的不究竟。这是生天的话，若在人中享受富贵，因富贵而仗势

凌 人，欺人，压迫劳苦大众。广造诸恶，那么要「招得来生不如意」的事就更多 了。所以住相布施，得

福不但有限量，而且还是不彻底，不究竟的。再次谈到 「无相布施」，是利根智深，了知诸法缘起性

空，无相可得，不住於有，不住 於无，无住而住，住於中道，即是布施到「三轮体空」的境界。三轮体

空，是 指能施的人。所施的物，和能所中间的受物者，都是自性本空，无相可得，三法轮转，体自空

寂，於其中间，毫无住著，不施而施，施同非施，等心称性， 任运而转，心量不落边际，故福报亦称法

界性，量同虚空，不可限制了。金刚 经说：「须菩提！若菩萨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 ，即无所

见；若菩萨 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住著则暗，不住则明 ，福德的大

小，随智慧的深浅而转移，於此文可见般若妙智之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