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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诸位同学，我在往年每一个新的道场建立，第一部经一定是讲《地藏菩萨本愿经》。
为什么要讲这一部经？
佛法的建立不能离开硬体的设施，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一定要有土地，要有房舍，要有建筑。
有了硬体设施之后，我们修道才有一个场所。
可是修道要依据什么？
我们必须要知道。
修道必须要依据『心地』，《地藏经》就是我们第一个课程。
有了硬体设施之后，软体里头最重要的是心地法门。
所以我们第一部一定要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作为我们修学大乘的基础。
如果不懂得心地法门，不知道从心地修起，最后决定是一无所成。
换句话说，无论你怎样用功、怎样努力、怎样发奋、怎样精进，你依旧出不了六道轮回，你所修无非
是有漏的福报而已。
在中国大乘表法是以四大菩萨，第一位就是地藏菩萨。
从地藏菩萨再发展出来是观世音菩萨，叫大慈大悲。
地藏是孝敬。
今天佛法为什么这么衰？
修学的人为什么不能有像过去那一种显著的成就？
大家把根忘掉了，不孝、不敬。
这种修学就是李老师以前常常讲的玩弄佛法，他不是在修学佛法，也不是在弘扬佛法；玩弄佛法、消
遣佛法，没事干！
消遣消遣，拿佛法来消遣。
确实如此，李老师讲的话一点都不过分。
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在消遣佛法？
也在玩弄佛法？
修一点有漏福报而已。
而这一点福报决定不在人间享，到哪里享？
畜生道享，饿鬼道享，恶道去享。
为什么不能在人道享？
你作人的资格没有，所以修的福不在人道享，我们要清楚。
做人都懂得孝亲尊师，《观经》三福里头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才
能得人身，你所修的福报才能在人天里面去享。
如果这四句做不到，你所修的福报决定在恶道享，恶道里头也有福报很大的。
这些理与事我们都明了，可是我们就转不过来，换句话说，明了，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说实在话，对于这些事理了解得不够透彻。
真正透彻了，决定他能够忏除业障，他能够回头是岸。
所以道场新成立，《地藏本愿经》是决定不能够缺少的，一定要讲。
诸位同学到这边来参学，我们今天把这个课程列为主要的课程，时间虽然不多，重点我们一定细说。
其次的部分，古德有详细的注解，圣一法师有通俗的讲话，可以帮助大家作参考。
将来诸位在国内、国外弘扬佛法，凡是到一个道场应当先讲《地藏本愿经》，再说《无量寿经》，劝
他念佛往生，这个是一定的规矩。
《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是前清灵桀法师写的，他是康熙年间人，清朝早期的，注得非常之好。
我们读他的注解，要细心去体会，要用现代的言语来表达，现代人的观念来说明，大家就容易接受。
他前面有纶贯，纶贯就是在未讲经文之前，先将全经大意作一个概略的介绍。
纶贯里面包括了五重玄义，这是第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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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部分，教我们怎样观法，也就是教我们学习这一部经，如何把观念转过来。
第三部分是介绍全经大意，他的纶贯写得很长，这一部分非常重要。
在玄义部分完全依照天台的方式，说明二解释经题。
辨体，体是理论的依据，佛根据什么讲这一部经？
我们明白之后，对这一部经对佛的说法才能产生坚定的信心。
第三部分是明宗。
明宗是讲修行，换句话说，如何把这些道理、这些理论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第四部分是论用，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修学，得到些什么样的功德利益。
末后一个部分是讲教相，教相是说世尊教学的方式、教学的仪规。
法师在这五个科目里面都用『不思议』这三个字。
经题是以不思议人法立名，『地藏菩萨』不可思议，『本愿』不可思议；地藏菩萨是人，本愿是法。
在辨体里面他说不思议性识为体，性是真如本性，诸佛如来之所证；识是九界凡夫的用心，九界凡夫
在迷，迷了的时候就不叫性，就叫识；性是真心，识是妄心。
换句话说，他是讲真实的心地跟九界众生妄心的心地，作为立论的基础，这太好了。
佛讲这一部经，依据什么？
依据诸佛如来自己的真心，再依据九法界众生的妄心，为我们说这一部经典。
这个经典立论的依据，可以说是太真实了。
性地不可思议，我们讲地藏；性地是真心不可思议，九法界众生那个妄心也不可思议，不思议性识为
经之体。
又以不思议行愿为宗。
本经的宗旨，地藏菩萨的大行大愿都不可思议。
又以不可思议的方便为用，这个在全经里面很明显地能看到，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学习。
最后是以不可思议开显无上菩提为教相。
如果以古大德这五种比喻比喻教相，用乳、酪、生酥、熟酥、醍醐来表佛法的五个阶段。
地藏本愿是无上大法，基础是无上大法，成就的当然是无上的佛果。
这个是玄义的总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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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藏菩萨本愿经》又称《地藏本愿经》、《地藏本行经》、《地藏本誓力经》。
唐代于阗法师实叉难陀译。
全经分为十三品，记载了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时的状况。
佛在经中通过赞叹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宏愿和介绍地藏菩萨在
因地修行过程中的事例，以及与菩萨、天王、鬼王的对话问答，强调读诵此经可获得不可思议的功德
利益，启发一切众生学习地藏菩萨，发愿精进，断尽罪业，修成正果。
    净空法师对《地藏菩萨本愿经》非常推崇，以自己深厚的佛学功力及广大慈悲心为普通修学者讲解
这部经，针对当今世界的现状，强调孝亲尊师是修学大乘佛法的根本，世出世间的正法都建立在孝道
的基础之上，并认为释迦牟尼所说一切法都是《地藏经》的注解。
净空法师作为当代高僧，对烦恼众生谆谆教诲，启发人们以孝亲尊师为基础，发地藏宏愿，断除无尽
烦恼，消灭无量罪业，脱离三途苦道，证得无上菩提。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双色典藏版)》适用于：普通读者，对佛学感兴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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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净空法师，俗名徐业鸿，1927年2月15日生于安徽省庐江县，幼居福建建瓯。
抗战时，求学于贵州国立第三中学，胜利后就读于南京市立第一中学。
1949年赴台湾，服务于实践学社，公余之时研读经史古文，先后追随一代大哲方东美教授、藏传高僧
章嘉呼图克图及佛学大家李炳南老居士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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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
】这跟其他经典开端有一点不相同。
『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简单的讲，是集结经的人他说的，阿难尊者说的。
『如是』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是“我”，我是阿难尊者自称，亲自听佛所说，不是传闻。
就像李长者在《华严经》里面所说，阿难尊者为我们复讲这一部经，字字句句如佛所说、是佛所说，
决定不敢掺丝毫自己的意思在其中。
这是『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意思。
『一时』，实在讲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佛在灭度之前的三个月。
但是还是用『一时』好，一时有感应道交的时候，师资道合的时候，所以一时的意思非常非常之浓，
非常非常的圆满。
如果记载年、月、日、时，这个法门就算是过去，不会再来；一时是个活的，它不是死的。
像过去天台智者大师，他老人家读《法华经》，不知不觉当中他入定，定中他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
山讲《法华经》，他还在那里坐了听了一会儿。
出了定之后告诉别人，世尊在灵鹫山讲《法华经》，法会没那散。
真的，就如世尊在《法华》里面所说：『世间相常住。
』近代爱因斯坦也说，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
现在问题在哪里？
就是过去跟现在跟未来，这个时间如何把它突破。
现在科学家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没有法子突破。
如果要突破了，你就能回到过去，也能够进入到未来；换句话说，过去、未来什么事情你都知道、你
都清楚。
他们不晓得用什么方法突破，像用科学机械。
而实际上我们佛法用禅定，用禅定的功夫，你的定力愈深，你突破的面愈广。
我们就能够体会得到，智者大师这个禅定可以能够突破两千年，他那个时代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是一千
四百年的样子，距离释迦牟尼佛应该是差不多不到二千年，大概一千七八百年的样子。
他能突破这么大的一个时段，能够看到世尊依旧在灵鹫山说法，现在人所说时光倒流，他能够回到过
去，这证明一时有味道。
一时是一心不乱的时候，一心不乱就是禅定。
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够走到过去？
不能够走入未来？
我们的心杂乱，妄想、分别、执著太多，所以这个能力就失掉。
诸位要晓得，这个能力是本能，应该有的；应该有的本能，现在没有了，这是失掉了。
所以佛教我们修禅定，净宗法门教我们念佛，一心不乱。
你得一心不乱，实在讲你能够得事一心不乱，这三千年前跟三千年后没有问题，你决定知道。
如果得理一心不乱，尽虚空遍法界，过去、未来的事情，你统统都晓得，你的能力就跟诸佛如来差不
多。
所以『一时』是正确的，这是值得我们赞叹的。
佛法里面讲时间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讲刹那际，刹那际佛说这是实时，就是真实，也就是说时间的真
相。
另外一个名词叫三摩耶，三摩耶的意思是长时，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相续相。
《金刚经》上所谓『如露亦如电』，如露，露是露水，露水我们晓得它的时间很短，早晨落下露水，
太阳出来之后就蒸发掉。
拿这个来比喻长时，比喻相续相；用闪电来比喻真实的时间。
真实时间《华严经十定品》讲刹那际，这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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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双色典藏版)》编辑推荐：佛门《孝经》，大乘根基。
一代高僧净空法师教导我们学习地藏菩萨，心如大地，孝亲尊师，破迷开悟、离苦得乐。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