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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菩提说菩提 

 

             在棉兰菩提学校、菩提精舍讲 

    一九六九年九月廿七日，予率弘法团由槟城至棉兰弘法。廿九日受邀参观菩提中小学校，与学生略

讲「菩提的意义」。越日菩提精舍邀讲佛理，又以「菩提与菩提心」为题，与众讲解，语焉不详。今将

两处所讲者糅为此文，以志鸿爪。 

 

                                                 讲者附识。 

 

    各位佛友！本人来到棉兰，曾参观菩提中小学校，听到学生唱华文佛歌和三贩依，及诵巴利文三皈

五戒词句，音韵幽扬，仪态肃穆，使人引发宗教庄严神圣的和谐情绪，心情非常愉快，乃与学生讲了一

些菩提的意义，希望在许多天真活泼的心田中，散播一些菩提种子。今日来到贵舍，知贵舍又以菩提为

名，使人听到这个名字，又有一番好感！ 所以想和各位再谈谈菩提和菩提心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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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槟城有一间中小学校，本人过去在该校教授佛学，亦达十年之久。该 校先办小学，约有二十五年

历史；续办中学亦有十五年历史。从这间学校 出去的教师，亦曾在新加坡创办一间菩提学校。至於菩

提精舍，不独贵处 有此精舍，槟城和星洲等地，亦有菩提精舍。因此，我们听到菩提的名字 ，感到非

常亲切，原来大家都是菩提的向慕者和追求者。 

    菩提是学佛者所向慕、所追求的目标，各位既然都是学佛求菩提的， 现又住於菩提精舍或在菩提

教书与读书，自然对菩提的意义已有相当的理 解；我现在乘此良好的机会，更想对菩提的意义作一补

充说明。菩提的内 容可分作几种：  

    A.菩提智：菩提义翻为觉，觉的体相，便是智慧。但这种智慧与世俗 所说的智慧稍有不同，世俗

的智慧，是从外面的学习知识得来的，学得一 点即得一点，学得两点即得两点，第三点没有学过的就

不知道了。如专学 英文的学生不知华文，专学物理化学的学生不知土木工程。而菩提的智慧 是从内在

启发的，由於我们自己心力的内向，做些由戒除妄念而生正定的 工夫，便会从内心由定发慧，透彻万

事万物的真相，一了百了，一知全知 。如中国禅宗的六祖，是一个不识字的樵夫，听了五祖讲金刚

经，至「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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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住而生其心」，忽然大悟的说：「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 本不动摇；何其自性，本自

具足；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自性既然本自 具足，能生万法，所以只要从内向工夫，悟证自性，一

切万法的知识，都 了如指掌了。这便是外求的知识与内向的智慧，所得境界与意趣不同的地 方。  

    其次，世俗智与菩提不同之处，在於世俗智的作用是有好有坏的，菩 提智的作用是完全好的、清

净的。怎 知道呢？比如世人引用知识来作一 篇文章，好的文章叫人希贤希圣，坏的文章就会诲盗诲

淫。如现在许多黄 色的小说，散布毒菌，更由小说搬到银幕，使人疯狂地追逐声色、不顾礼 义廉肚，

弄得道德沦亡，飞仔飞女充斥都市，杀盗淫诈的新闻，翻开报纸 ，无日无之。可见得世俗智慧是不清

净的，虽好仍有缺点的。而佛教的菩 提智，不论从文字上表达，或从语言上表达，都是教导人生先清

净思想， 俟思想清净了，身口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自然也是清净的。故菩提的智慧 ，亦呼为「无漏的

智慧」，即是说，得到这种智慧，不会再颠倒退堕而沦 落生死受苦；反过来说，世俗智所表现的某些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20/zhumo-b20-44.htm?rr=1470&db=zhumo�


不正确的思想或文章，有时 会使你疯狂入魔、颠颠倒倒，甚至退失理性，亦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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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菩提境：菩提的理境，就是由菩提智所证悟的涅盘。菩提是能证的 智，涅盘是所证的理。这种

理境的内容是怎样的呢？就是六祖悟後所说的 「何其自性本不动摇，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不动摇、

不生灭，便是由菩 提智所见的涅盘的清净理境，与我们生活在动摇不定的业海妄浪中，轮回 生死中的

不清净境界，全然异趣。大乘经说：「十方薄伽梵、一路涅盘门 」；就是说十方诸佛所走的路钱，都

是这一条共同清净的唯一路线，我们 学佛的人所欲争取的也就是这一条三乘共同趋向的最高的菩提涅

盘的徽妙 路线。  

    C.菩提心：菩提智和菩提的理境是怎样达到的呢？是由於多闻佛法、 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才能

到达。菩提心的内容是什 呢？照一般的说法 ，就在於「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即学佛发心的人，

一面自己勇猛精进 上求佛法，所谓「法门无量誓愿学」，不是得到一知半解，以为备足；一 面更须把

自己修学而得的佛学，普化大众，争取每一个人都来发菩提心， 研修佛法，本佛法大雄无我的精神为

社会服务，为众生谋福利，使菩提心 灯，光光无尽，灯灯不绝。因此这个菩提心的重要性，对於学佛

的人，关 系非常深切和重大，必须建立菩提心，学佛才有了目标，否则虽美其名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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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佛，而其结果，不落小乘，即入邪道。邪道固非佛法，小乘亦不是佛法 的正宗。 

    从前有一个小乘罗汉和一个跟在後面背包袱的小沙弥出门旅行，在途 中沙弥见到农工劳苦及怜愍

一群蚂蚁，动了一个念头，要学佛发心救度他 们。罗汉已证小果，有他心通，马上叫沙弥走在他的前

面，把包袱接过来 自己背在後面走。不久沙弥在途中想到苦人太多、蚂蚁太多，不是容易救 度的，要

救度得花很多时间，吃很多苦，不如自己先求解脱算了吧。罗汉 又知道，即把包袱扔回给沙弥背，叫

他跟在自己後面走。这样沙弥在途中 三次发心，三次退心，罗汉亦把包袱背来背去，前後其三次，弄

得沙弥莫 明其妙。结果到达旅行的目的地，沙弥问师父为何三次叫他背包袱走在後 ，又叫他不背包袱

走在前，到底是何意思？这个罗汉师父就和他说明：你 发大心度人，你是大心菩萨，我是小果罗汉，

为尊敬你，让你走先；你退 大心，则我是圣果，你是凡夫，应跟在我後，替我背包袱。在这故事中， 

可见学佛与发菩提大心的重要性。故华严经说：「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 ，是名魔业」。所谓魔业，

是因无菩提心的善业，都是成为世间善法，不 是出世的善法，若碰到逆境，就会退堕，都未能离开魔

的圈套，所以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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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业，亦不算过火。  

    D.菩提用：从菩提智体所起的作用，就是作种种方便利人的慈善事业 。佛教的宗旨，以慈悲为

本，方便为门，没有方便利他的法门，难以表达 慈悲为本的精神，也不能完成佛果的福德：而这种方

便利他的作用，是必 须从菩提智体上所起的，不得菩提智，就无方便用。故大日如来经说：「 佛教以

菩提心为因，大慈悲为根本，妙方便为究竟」。没有方便利生的精 神，不能究竟涅盘的佛果，所以我

们学佛的人，除了自己研修佛法，必须 还要根据佛陀慈悲救世的精神，广做方便利他的慈善事业，如

办佛教学校 、佛教医院、老人院、难童院等等，才尽了学佛的能事。  

    现在世界乱离，民不聊生，由於人心不古，慈悲薄弱，没有同情心， 只知侵犯他人，损人利己：

同时又无菩提的正智、迷昧人生真理，竖立不 起正见，往往颠倒是非，指马为鹿，搅出许多乱子，皆

由於人我私见的作 祟。因此我们必须提倡佛法，使菩萨种子，散播处处，将来开出灿烂的花 朵，结成

美丽的果实，人类世界，才有和平利乐的景象。愿持此意，与在 座诸位师生，共相勉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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