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法语录  
  

（二）马佛总短期出家上堂法语（五则） 
 
得戒和尚上竺下摩上堂法语（其一） 
 
      无位真人在，六窗宁用关？ 
      不与万法侣，浑然法界宽。 
    佛说三藏教，律仪为轨范， 尼常在世，正法即久住。梵语 奈耶，华语译为灭，净意护身口，贪瞠

痴自绝。或译为律仪，外护有七支，内心无攀缘，意马不奔驰。沙弥号息慈，十戒固其基，三聚之根本，比

丘之阶梯。行远须自迩，登高必自卑，希圣与希贤，唯此以为依。 
    今有三慧讲堂信徒庄心友、陈心常、林景坡、林心瑛、梅心琼等为植福延寿事，敬设上堂大斋，供养

十方三宝，刹海万灵，请僧说法语，又如何施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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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沐 尼法，闻薰长圣胎；  

    消除诸戒障，性地觉花开。  
 
 
   
得戒和尚上竺下摩上堂说法（其二） 

 

      六度宏开首布施， 

      人天福乐?随； 

      更能体达三空旨， 

      无得正观寂照时。 

    经云：佛说一切法，为度一切生，若无一切生，何用一切法！是以菩提成道，鹿苑谈经，先说五戒十

善，开人天之觉路，次则六度三空，融般若之真谛。有漏苦多，省爱河之沉溺；无为福胜，期彼岸之逍遥。

昔日初祖西来，梁武帝见而问之曰：朕自皈依三尊，供斋度僧，修桥 路，所获功德，究有几多？祖曰：是

皆人天有漏之因，并无功德！帝愕然曰：此非功德，如何才是真功德呢？祖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

功德，不以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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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有拿督刘惠城、拿汀陈君玉伉俪。三慧讲堂、佛缘林、佛宝林、宝 林法苑等四众同人，敬设上堂大

斋，供佛及僧，祈求福德，普结善缘；然 则福德性空，云何可求？如能体达性空无相而无不相，则无上菩

提，庶几 可期矣。偈曰： 



    木落千峰万象秋，  

    本源性地乐无愁；  

    有朝摸到娘生鼻， 

    山自青青水自流。  
 

得戒和尚竺摩法师上堂法语（其三）   

      有缘同聚会，  

      意在学无为。  

      祝发现僧相，  

      首重习律仪！  

    诸仁者：佛法如大海，其深不可测，竖穷於三际，横遍於十方。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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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虽广至八万四干，约之不出三藏十二部经之教法，与不立文字，教外别 传之证法。神秀禅师言?「身如菩

提树，心似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 惹尘埃」。此乃渐教法门，如法华之「渐渐修行，皆可成道」也。

如慧能 六祖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吻，何处惹尘埃」，此即 顿教法门，所谓言语道

断，心行处灭」，「向上一著，千圣不传」也。 

    昔有梵志献花供养，佛接花擎於手中，默然无言，大众惶愕失措，不 知是何意义？唯迦叶头陀，破颜

微笑，佛会其意，已契无言之旨，乃告之 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付嘱於

汝」。此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微妙法门，便是证法。 

    今诸短期出家之新学者，从受持沙弥十戒起，即先学习律仪与教法为 基础，以期来日悟契证法。今有

护戒三师及诸大护法，为祈福消灾，敬设 上堂大斋供佛及僧，普及一切含识，乃请僧说法指津，又如何说

道呢？拄 杖曰：  

     尼久住正法住，  

    初心修学要殷勤！  

    识得娘生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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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王座下许为亲。  

得戒和尚竺摩法师上堂法语（其四）   

      我佛灭度时，  

       嘱以戒为师；  

       发心持净戒，  

       精进莫迟疑！  

    佛陀一生，为教牺牲。说法四十五年，谈经三百余会，能诠教法，不 出经律论三藏，所诠义理，乃在

戒定慧三学。经诠定学，律诠戒学，论诠 慧学。宋灵芝元照律师云?持戒如捉贼，修定如绑贼，发慧如杀



贼。良以 三学为无漏法，能灭三惑烦恼贼，方入涅盘正法城。 

    佛有七众弟子，曰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式叉摩那、优婆塞夷。 戒法有五类，即在家之五戒、八

戒，出家之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今 仁等所受者为沙弥十戒，受此十戒，近为进比丘之阶梯，远为入

菩萨戒之 根本。保此戒德基础，兼发菩提大心，成圣成佛，庶几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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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兹有持戒护戒者，为修般若良因，以祈菩提智果，敬设上堂大齐，上 供刹海圣贤，下及六道众生，请

僧开示，为说偈曰： 

       发起殷重心，  

       至诚受十戒，  

       息恶善行慈，  

       自他两利长。  
 

得戒和尚上竺下摩上堂法语（其五） 

 

      佛法有言说， 

      不如无言好； 

      有言乖其宗， 

      无言契於道！ 

    佛法以教为体，以禅为髓；故法有证教之分，机得利钝之别，自教法 

言，俗谛门头，万法具备，而下愚不识，分别错失；自证法言，实际理 

地，一尘不立，而上智颖悟，当体契达。昔有梁武帝请傅大士讲金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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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士登台，呜尺三下，旋即下座。帝问?尚未演讲一语，如何即便下座？ 大士答谓?全部金刚，经已讲毕。

试问在座诸仁，大士尚未开口。怎 已 讲完一部金刚呢？大众试一参之！ 

    今有善信，设斋供众，为求妙法，以植善根，增长慧命。夫妙法无 言，云何有说？般若性空，开口即

乖；然说既不是，不说亦错，顿教山僧 瞠目结舌，口挂壁上，如何能下转语耶？咦！  

    傅公手段比维摩，「三下」高明「一默」 ？ 

    若检三心不可得，上台下台亦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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