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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慧的追求 

 

    昨晚（七六年十一月廿六日）我 从澳洲赶回来，今天看到有这 多人来参加这个为马来西亚佛学院筹款

的吉祥法会，大家如此发心为求福求慧，也为支持佛学院筹措教育基金而努力，非常使人欢喜和感激。 

    我们这间佛学院，是由佛教总会主办的，因我们创办佛教总会有三大目标，即在宣扬佛教文化，提倡佛

教教育，推行慈善事业。其中前二项是注重求智慧的，後一项是注重求福报的。我们学佛，最重要的课题，

是追求智慧和福德；有智慧则认清宇宙的真理，人生的真相，以及修行的方法；才会充实自己的学问，丰富

自己的见识，坚守自己的操行，不致走错了头路；有福报则福至心灵，心想事成，生活所需的衣食住行，皆

得美满，减少了因物质缺乏而引起的种种痛苦。 

    但是怎样能求到福报呢？根据佛经的说法?第一要布施种福，有善因才有善果；第二要礼忏诵经，消除

过去的宿业，培植现在的善德，才能获得未来的福果。但要从布施种福求得好果，须具备三种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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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无执著心：佛陀教众人做好事，做了好事又教人不要执著这好事 ，以为自己做了好事很了不

起，颇有得色，须要心无 碍，即作即舍，方 合佛旨。所谓「施恩不望报，望报不施恩」。要是执著所做

的善事，心量 有限，福乐亦有限量，至多求得人天福报而已。十方诸佛那超出世间的大 菩提果，是无法求

得到的，因为你心有所执，心量既小，所得自然亦少了 ，菩提的大智果，涅盘的大福果，那种无限量的福

智，是不易获得的。 

    （二）、无瞠恨心：用不欢喜的心，或瞠怒心布施修福，往往福未修成， 反而破坏其福；即使修成福

报，亦是邪福而非正福。如阿修罗之瞠心修 福生天，虽然生天，似天而非天，而堕入了似有天福而实无天

福的异道。  

    （三）、无所得心：布施修福，要心无所住，不住凡夫有心，不住小乘无 心；盖住有溺尘则执障起，

住无沉空则枯寂生，心落两头，难得中道，从 前六祖听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豁然大悟道：

「何期自性，本 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不动摇；何期自性，本自具 足；何期自性，

能生万法」。这便是悟彻自性本空、心无所得而无所不得 的大道理。 第二要忏悔业障，是因我们多生以

来，三业不净，积罪无量，若不勤 求忏悔，此罪即成获福之障碍，故须多礼忏法，才能消除业障，增加福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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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忏属於悔过，是为消除三业的过恶，使之清净，这是人生应有省悟的 修养，不是有什 迷信；如果不

明底细，误为迷信，那就错了！现在再说 明礼忏的意义，约有三种： 

    （一）、礼三千佛忏，为忏悔往愆，重增福慧。如大宝积说：「若人於晨 朝清净之心，礼诵八十八

佛，一切业愆，渐得忏除，一切福德，渐得增长 」。八十八佛即从三千佛忏中选出，礼诵八十八佛已有如

此功德，何况现 在要顶礼三千诸佛呢？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20/zhumo-b20-29.htm?rr=1470&db=zhumo�


    （二）、礼三昧水忏，在消除冤业。如唐朝悟达国师，因迦诺迦尊者用三 昧水消除他的「人面疮」，

解除他宿世作袁盎时与晁错结下的冤业债，他 自己就是以受苦受难而获得救济解脱的实际经验中制造一本

「慈悲三昧水 忏」，为後人作解冤释结的方法。因果昭彰，事实俱在，不可不信。佛法 微妙，功德难思，

故礼忏是理智的所为，正确的行动，不可以迷信视之！  

    （三）、礼梁皇宝忏，可脱离苦难。如萧梁时代的郗氏皇后，因在生瞠恨 作恶，不信因果，毁谤三

宝，死堕大蟒，身绕金銮殿梁，托梦于梁武帝， 求其以佛法超度，解其苦难。结果得志公禅师之助，遍阅

三藏，撷取经律 中之忏文，编为忏仪，恭请高僧顶礼，为她忏悔业障，到礼忏圆满之日， 即见她在云端冉

冉上升，脱离蟒身，解除苦难，又是一种事实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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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怎样能求得智慧呢？从经典的教义观察，亦有两个法子，可以 求得智慧：一是要由自己研修佛

理，从闻思修，入三摩地，由定发慧，以 慧除惑，而得解脱；二是从提倡教育，培植他人，补助他人知书

达礼，增 长智慧，亦能使自己增长智慧，由愚而智。如阿难陀宿世为清信士，性多 愚昧，後来由於补助一

个沙弥读诵佛经，亦能得大智慧，于是他转生佛世 ，也见佛闻法，出家学道，得到「多闻第一」，智慧深

广。所谓「佛法如 大海，流入阿难心」，後来成为结集佛经的主持人，佛门传为千古佳话。 

    在佛经中说：过去有一国家，物产丰富。财宝无量，而国王犹未满足 ，於是又派一个大臣出外采宝。

大臣跑遍各国，所见的宝物，自己国中都 有，感觉到无宝可采。後来忽见一店，甚为怪异，店主高坐，中

无一物， 奇而问之：「贵店空空如也，究竟出卖何物」？答谓：「出卖智慧」。又 问?「智慧也有得卖的

吗？那 又是怎样卖的呢」？答谓：「每买一偈， 银子五百两」。大臣感到价钱高，欲买还休，踌躇不

决，但求宝心切，又 奇其事，遂出银五百两要买一首偈。店主即念偈道：「遇事善思惟，勿遽 行暴怒，今

时虽不用，时至受大利」。大臣得偈夜归，在窗外窥见妻子床 前有鞋二双，疑妻不贞，与人同睡，意欲杀

之。忽想起偈中有「遇事善思 惟，勿遽行暴怒」的教诫，念了几遍，其母闻声下床，始知母在妻床，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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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人。乃大叹曰：「此偈太便宜了，不但值五百两，五千两，五万两亦 不贵；今晚吾如无此偈，妻死刀

下，我将铸成大错了」。由此而知智慧之 宝，实过於世间一切财物；我们学佛，欲达目的，不但追求福

宝，更宜追 求智宝。现在筹款办教育，正是求智慧，亦求福报，一举两得，大家何乐 而不为呢！  

                马来西亚佛学院筹募教育基金启建吉祥法会开幕讲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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