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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梦参老和尚的传记　　深山中的一盏明灯　　　　梦参老和尚生于公元1915年，中国黑龙江省开
通县人。
年少轻狂，个性机灵，特立独行，年仅十三岁便踏入社会，加入东北讲武堂军校，自此展开浪漫又传
奇的修行生涯。
　　随着九一八事变，东北讲武堂退至北京，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第八期，但他未去学校，转而出家
。
　　他之所以发心出家是因为曾在做梦时梦见自己坠入大海，有一位老太太以小船救离困境。
这位老太太向他指示两条路，其中一条路是前往一栋宫殿般的地方，说这是他一生的归宿。
醒后，经过询问，得知梦中的宫殿境界就是上房山的下院，遂于1931年，前往北京近郊上房山兜率寺
，依止修林和尚出家；惟修林和尚的小庙位于海淀药王庙，于是梦老就在药王庙剃度落发，法名为“
觉醒”。
但是他认为自己没有觉也没有醒，再加上是做梦的因缘出的家，便给自己取名为“梦参”。
　　当时年仅十六岁的梦参法师，得知北京拈花寺将举办三坛大戒，遂前往依止全朗和尚受具足戒。
受戒后，又因做梦的因缘，催促他南下九华山朝山。
其时正适逢六十年举行一次的开启地藏菩萨肉身塔法会，他当时并不为意，但此次的参访地藏菩萨肉
身，却为他日后平反出狱，全面弘扬《地藏三经》法门，种下了深远的因缘。
　　在九华山这段时间，他看到慈舟老法师在鼓山开办法界学苑的招生简章，遂于1932年春天到了鼓
山涌泉寺，入法界学苑，依止慈舟老法师学习《华严经》与戒律，时间长达五年之久。
　　在鼓山学习《华严经》期间，他在慈舟老法师的亲自指点下，日夜礼拜《普贤行愿品》，开启宿
世学习经论的智慧；又在慈老的教导下，年仅二十岁，便以代座讲课的机缘，逐步成长为独当一面、
口若悬河、畅演《弥陀经》等大小经论的法师。
　　法界学苑是由虚云老和尚创办的，经历五年时间停办。
之后，他又转往青岛湛山寺，向倓虚老法师学习天台四教。
　　在青岛湛山寺期间，他担任湛山寺书记，经常衔命负责涉外事务。
曾赴厦门迎请弘一老法师赴湛山讲述“随机羯磨”，并作为弘老的外护侍者，护持弘老生活起居半年
。
弘一老法师除亲赠手书的《净行品》，还嘱托他弘扬《地藏三经》。
　　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日益加剧，日本关东军逐步占领华北地区。
在北京期间，他以善巧方便智慧，掩护许多国共两党的抗日志士幸免于难。
1940年，终因遭人检举而被日军追捕，乔装成雍和宫喇嘛的侍者离开北京，转往上海、香港；并在香
港方养秋居士的鼎力资助下，顺利经由印度，前往西藏色拉寺，依止夏巴仁波切学习黄教菩提道修法
次第。
　　梦老在西藏拉萨修学五年，藏传法名为“滚却图登”；由于当时西藏政局发生重大变化，排除汉
人、汉僧风潮日起，遂前往青海、西康等地游历。
1949年年底，在夏巴仁波切与梦境的催促下离开藏区。
　　此时中国内战已结束，国民党退守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
1950年元月，在四川甘孜正值青壮年的梦参法师，因不愿意放弃僧人身份，不愿意进藏工作，虽经过
两年学习依旧不愿意还俗，遂被捕入狱；又因在狱中宣传佛法，被以“反革命”之名判刑十五年、劳
动改造十八年，自此“梦参”的名字隐退了，为狱中各种的代号所取代。
　　梦老虽然入狱三十三年，却也避开了“三反五反”、“文革”等动乱，并看尽真实的人性。
他将深奥的佛法与具体的生活智慧结合起来，为日后出狱弘法，形成了一套独具魅力的弘法语言与修
行风格。
　　1982年，中央落实宗教政策，梦老平反出狱，自四川返回北京落户，任教于北京中国佛学院，时
年六十九岁，并以讲师身份讲述《四分律》，踏出了重新弘法的第一步。
梦老希望以未来三十三年的时间，补足这段失落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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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旧友妙湛出任厦门南普陀寺方丈，梦老于1984年受邀在恢复后的闽南佛学院，担任教务长一职
，一方面培育新一代的僧人，一方面开讲《华严经》。
讲至《离世间品》，便因万佛城宣化老和尚的邀请，前往美国，中止了《华严经》的课程。
　　自此，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的香港、台湾等地区弘法的梦老，开始弘
扬世所罕闻的《地藏三经》：《占察善恶业报经》、《地藏经》、《地藏十轮经》与《华严三品》，
终因契合时机，法缘日益鼎盛。
　　梦老在海外弘法十五年，广开皈依、剃度因缘，满各地三宝弟子的愿心。
至今，梦老所剃度的弟子，遍及加拿大、美国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区。
他还承通愿法师之遗愿嘱托，鼎力掖助她的弟子，兴建女众戒律道场，同时，顺利恢复雁荡山能仁寺
。
　　年届九十，也是落叶归根的时候了，梦老在五台山度过九十大寿，并以五年多的时间，勉力克服
身心环境的障碍，在普寿寺讲完《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华严）共五百余讲，了却了多年来未曾圆
满的心愿。
其间，又应各地皈依弟子之请求，陆续开讲《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法华经》、《楞严经》等大
乘经论。
　　目前梦老在五台山静修、讲经，虽已九十五高龄，除耳疾等色身问题外，依旧声如洪钟，法音摄
受人心。
在这期间，除非身体违和等特殊情形，还是维持长久以来定时定量的个人日课，俨然成为深山中的一
盏明灯，常时照耀加被幽冥众生。
　　　　　　方广文化编辑部谨志于青田?朝阳　　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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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心》为九十高龄的梦参老和尚2007年2月至2008年6月于北京、台北、香港和五台山四地所作
开示的记录，开示的内容分别为“浅谈发菩提心”、“谈修行”和“念佛法门修学次第”等。
面对对修行存有各种疑问的修学者，梦老一再强调发心的重要，他认为发心有三个过程：首先是发菩
提心，也就是厌离世间的心；然后发大悲心，也就是救度众生的心；最后发般若心，也就是智慧心，
只有有了智慧才能普度众生。
因此对佛法是否有信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是否信佛，而是是否相信自己的心与佛无二无别，是否相
信自己可以成佛。
因此，梦老的开示，对广大的佛学子坚定对佛法的信心，能产生极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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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梦参老和尚，生于1915年，黑龙江省开通县人。
1931年于北京房山县上方山兜率寺出家，法名为“觉醒”，但是他认为自己没有觉也没有醒，再加上
是做梦的因缘出家，给自己取名为“梦参”。
出家后，先到虚云老和尚创办的福建鼓山佛学院，依止慈舟老法师学习《华严经》，之后又到青岛湛
山寺向倓虚老法师学习天台四教。
1937年，奉倓老命赴厦门迎请弘一大师到湛山寺，随侍弘老半年，深受弘一大师身教的启发。
1940年起赴西藏于色拉寺依止夏巴仁波切、赤江仁波切学习西藏黄教修法次第，长达十年之久。
1982年起任教于北京中国佛学院。
1984年被妙湛、圆拙两位法师请到厦门南普陀寺，恢复闽南佛学院，并任教务长。
1988年旅居美国，并数度应弟子邀请至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弘法，讲述的经论
，以华严经、地藏经、般若经等大乘经典为主，在众多弟子中具有极高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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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深山中的一盏明灯北京开示　浅谈发菩提心台北开示　谈修行　念佛法门修学次第　念佛三问香港开
示　九旬禅者的心路历程　梦参问答五台山开示　梦老九十三岁寿诞开示　对川北震灾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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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浅谈发菩提心　　　　【编者按】　　暌违七十六年，梦参老和尚于2007年5月应邀赴北京弘法开
示。
26日前往北京居士林，浅谈发菩提心的要义，并由居士林林长夏法胜担任引言，参加听法的北京佛教
居士有八百多人。
　　梦参老和尚十六岁（1931年）在北京出家，经过多年的参访学习、讲经说法，1940年日军占领北
京期间，离开北京转往香港、印度、西藏等地进修。
　　因此梦参老和尚与北京因缘相当深厚。
如今经过七十六年的岁月，重回北京弘法开示，更具有特殊深远的意义。
　　　　　　诸法因缘生　　　　佛说一切法是因缘生的。
诸法因缘生，一切法也是因缘灭的。
我这次到北京治病，当初没有设想到哪个地方去讲一讲，结结缘，没有这个想法。
但是因缘生了，就不得不随缘了！
　　我在八十多岁时动过大手术，现在跟正常人不一样的。
但是因为我欠债，欠什么债？
欠说法的债，这中间我有三十三年不能说法了，因此这三十三年我想把它补偿回来，所以九十多岁还
在讲，就是这个原因，这是我的愿力也是大家的因缘促合。
刚才我说一切法因缘生，现在这个因缘呢，就是大家要求跟我结个法缘说一说。
但是年纪大了脑力也差了，有一些说得不如法的请大家原谅。
　　　　劝发菩提心　　　　我今天先给大家讲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得有因缘：无缘不生，无因不生，无缘不长，必须得有一个因缘。
你们今天就有这么一个因缘，所以我劝大家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好像是说我们就发一个心。
不是的。
发菩提心，在藏传佛教它叫三要道，菩提心的三种要道。
第一是厌离世间。
第二是大悲心。
第三是般若心。
厌离世间对世间不贪恋，就是出离心；不贪恋世间，出离世间，但因一切众生不了知佛法，也不能出
离，因此就产生了菩萨的大悲心。
　　大悲心不能有爱见，爱见就是对自己亲。
有爱染的情绪那叫爱见心，不叫大悲心。
大悲心得有智慧，没有智慧的大悲心不能普度一切，有了智慧，就是般若心。
　　我们一般说的发心发什么心？
发成佛的心。
发心有三个过程：第一个先厌离世间。
你自己厌离了，自己脱离了世间，但众生不得度啊！
那就发起大悲心。
　　大悲心不是情感的，是智慧的，要有般若心，这三心都具足才叫发菩提心。
菩提心的含义是觉悟的觉，明白的明。
　　一般人会问，你信佛了，学了佛法了。
什么叫佛法？
我所听到的很多答复，答复得不正确。
认为信三宝信佛就是佛法，不是这个含义。
佛是印度话不是中国话，印度话叫“佛陀耶”，翻成中国话就是觉悟的觉，明白的明。
说你觉悟了明白了，你就是佛；你还没觉悟没明白，就是迷惑，那就不是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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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够觉悟，谁能够明白，谁就是佛。
　　明白什么？
明白为什么世界上这么乱，刀兵、水火、饥馑；为什么要有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
你能知道吗？
你能知道自己多生累劫以前，都干过什么？
等你死之后，又到什么地方去？
是断灭了吗？
绝不是断灭了。
等你明白了这些，就是有觉悟的人。
　　我们道友可能遇到过，别人知道你信佛，认为是迷信。
你可以根据这个道理思惟一下，你要是明白觉悟了，那你就是佛了，也不用信不信。
但是不明白不觉悟呢？
就是迷了，迷了还能信吗？
信者决不迷，迷者决不信。
怎样能达到明白呢？
它有方法的。
　　就像我们读书，你选哪一科，你明白哪一科；没学，没学你就不明白。
佛法也如是。
你要想明白、觉悟，你得依佛的教导。
依法明心，依法明心就是发心，发起一个觉悟明白的心，就叫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里头含着几个内容，就是我上面所讲的：一个是厌离心，出离世间；你自己厌离不行啊！
整个世间这么多的众生，他们都在苦难当中，那就发起大悲心。
　　但是我们的大悲心没有智慧，没有般若的智慧，这个大悲心叫爱见大悲，不是真正的大悲心；必
须得有般若，般若就是智慧。
为什么不翻智慧呢？
在咱们中国一直都用印度的原文“般若”，因为这个智慧用来解释般若义。
有时候人们将世间的聪明，小聪明也叫智慧，不是的，所以不翻，就用原来的般若。
　　《华严经》里讲十种智慧。
智慧含有方便、善巧、回向、力、愿、智、悲、慈等多种意思。
所以般若呢就不翻，就叫般若，没翻成智慧，但是我们一般人，是以般若智慧为主的。
　　你有了智慧，依着大悲心利益一切众生。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法是为度世间人的，你说得太高深了世间人没办法接受啊！
所以又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相。
因此在你生活当中，行动都应在佛法之内。
一个觉，一个迷，迷了就背觉了，悟了就合觉了。
　　因此我们想觉悟，必须得发心。
你连个最初的发心都没有，怎么能觉悟呢？
这个心叫信心。
我们一般把信心解释成信佛，或者入了佛门了，有信心；实际含义不是这样，而是问你有信心没有，
相信不相信你自己的心，是这么个意思。
说你的心跟佛、跟释迦牟尼佛无二无别，没有差别，相信你自己的心就是佛。
　　你以佛心看待一切法，那就叫佛法；如果你以一切众生心看待一切法，那就叫生死法、染污法，
这道理很简单。
因此，人家问你信不信佛，我相信我的心，我的心像佛，是这样信佛的。
　　　　佛就是我自己　　　　佛就是我自己，我自己就是佛，心外无佛，这个道理大家一定得深入
，否则就是迷信。
把自己都忘了，不相信自己，那不就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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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产生的信叫迷信。
迷信什么呢？
迷信发财！
迷信男女关系！
迷了，把社会上的一切事当成真实的，实际上全是假的，无常。
　　我十六岁在北京出家，就是海淀药王庙，当年就在拈花寺受戒，1931年。
那么现在呢？
2007年，中间隔了七十六年了，这七十六年间，我自己有善业，也有恶业；有为人家的，也有为自己
的，无量的业惑缠绕。
　　在业惑发生的时候就是迷了，业惑消失了就是悟了。
迷跟悟随时随地发生的，不是一悟就像佛那样，一悟就成就了。
　　为什么我们人修到成佛，得经过无量劫，没法计算年限的，什么原因呢？
时而悟了，时而又迷了；时而悟了，时而又迷了。
今天在这儿听闻佛法的时候，你很明白；出了门去，都是贪嗔痴，就不是戒定慧了，那又迷了。
因此时间占得很长，释迦牟尼佛也如是。
过去生沉落下去了，这一生白过了；又一生醒悟了就继续修，反反复复的时间非常长。
　　我们这些佛弟子，你能够二十四小时都用你的智慧，观照你的心吗？
我感觉是办不到。
假使说你二十四小时念念不差，没有第二念就是一念，这是什么呢？
觉悟的心。
随时智慧心现前，那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智慧的事。
　　释迦牟尼佛也示现受生，示现老，示现圆寂，给我们众生做榜样，让我们知道自己虽想成佛，但
是在过程当中它有变化的。
　　像我们每位道友发心信佛之后，是不是一直都信佛呢？
不，会变化的。
信了佛了，就得听佛教导的话；你没有照佛的教导去做，那就是不信。
做的时候是信，不做的时候就是不信；做错事了就后悔，悔就是惑。
　　以现在为例，现在不做，一会儿就变化了。
现在是早晨九点多钟，一会儿变成十点多钟，那就叫过去了。
未来呢？
未来现在还没到，你不知道你未来如何。
如果你有智慧知道你的过去，知道你的现在，知道你的未来，三世不变。
什么不变呢？
你现前的心，心不变。
　　总的来说，我今天就是跟大家讲心，我们现在所用的都是我们的意，意识不是心。
假使我们认得我们的心了，发心的那个心，那个心就是觉悟的心，那个心就是成佛的心。
　　从你现在发心一直到你成佛，它不会变化。
尽管中间有迷惑，迷惑完了它又显现，因为你发过心学过佛。
　　如果你每天能够念念不断，念念不断地念三宝，念佛、法、僧，从现象看是向外求，其实你念的
是自性三宝。
每当道友受三皈依的时候，我跟你讲的是自性三宝不是住世三宝。
但我们都是执著于住世三宝，佛像或经书，住世的佛宝；僧人，住世的僧宝。
住世三宝是引发你自性的三宝，假这个引发你本自具足的佛法僧三宝。
　　这个住世三宝是假的，它可以毁坏可能消失；你的自性三宝永远不坏永远存在，也不会消失，就
是你迷的时候不能运用，悟的时候，三宝现前。
　　发菩提心，就是让你自性的般若三宝常时现前，念念不失。
咱们能做得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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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道友能做得到，你就是现前的佛。
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佛法、佛教、佛像，各有不同的作用。
佛教是寺庙的形式，学佛跟佛学不一样，佛学是把佛教所说的法当成学问去研究。
　　　　学佛跟佛学不一样　　　　我在美国的马里兰州、加州、华盛顿、纽约、亚特兰大的大学都
作过演讲，但他不信你的，不像我们的弟子这样虔诚；他当作学问研究，那个就叫佛学。
　　像我们佛的四众弟子，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出家的比丘、比丘尼，都是学佛。
佛教我们怎么样做，我们就怎么样做，这叫学佛。
　　学佛跟佛学是不一样的，佛教跟佛法完全不一样。
我们是依佛的教导，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返迷成悟，达到觉悟。
因此我们要看佛经，要念。
我感觉我们道友念佛经的时候，念的只是文字，可以再深入一点。
　　很多道友都念《金刚经》，《金刚经》说什么，他一点都没有领悟到。
就举《金刚经》的例子说吧，须菩提问佛，我的心怎么样能住，这心啊，妄想纷飞杂念不断的，怎么
样让它静止下来，降伏它。
大家听起来好像很容易，我自己的心我降伏不了？
没有一个人降伏得了的。
你降伏得了，你就成了入住的菩萨；你降伏不了呢，随着它的妄想走。
我们用的是想，是识，是意识，而不了解心。
　　经过学佛，我们知道心、意、识三个是不同的。
意是我们现在用的，八识的识我们还达不到，离开识到你的真心；就我刚才说的发菩提心的这个心，
你没认识到也没得到。
　　因此要发你的真心，要信，信心。
这个信心生起了，发了菩提心了，你才真正能厌离世间；这个时候帮助别人，才是真正的大悲心，是
行菩萨道，这才叫发菩提心。
但是你没有这个智慧，这个心发不起来；我们应依着佛的教导来发这个心。
发的这个心呢，就是觉悟成佛的心。
　　我上面跟大家讲的是分析心，分析它具足的内容。
厌离心，大悲心，般若心，三个合到一起就是发心。
我们发心就是发菩提心，就是发成佛的心，就是发觉悟。
　　能发心开始觉悟是真正的信佛，真正的学佛。
这个心怎么样发的？
那就得靠着外相三宝，就是佛像！
就是佛所遗留下来的经文！
　　释迦牟尼佛入灭已经两三千年了，有人说没有佛了，没有法了，也没有僧了，因为现在的和尚跟
那时候印度的大阿罗汉，已经不同了。
大阿罗汉是有神通，但是他们都是小乘的，没有大悲心。
佛法传到中国来，大悲心是很主要的，文殊、普贤、观音、地藏，这些菩萨都是发了大悲心的。
　　我们说厌离世间，这个大家很容易明白。
大悲心不是我们那个怜悯心，不是我们看见众生受苦了生起怜悯心，不是看见你的六亲眷属受伤害了
，或者看见那个鱼、鳖、虾、蟹没有知识的，生起一种怜悯心，那个不是大悲心。
真正的大悲心是有般若智慧的，是愿意让一切众生都成佛，度它们都成佛，这才是真正的大悲心。
　　大悲心是没有情感的。
像我们发起来的大悲心都是以情感来发，心里有情感的心；大悲心没情感的。
怎么解释呢？
一切众生是空的。
《地藏经》里，地藏菩藏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
地藏菩萨是发菩提心，他度众生是没有众生相的；而我们这个大悲心，度众生是有众生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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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们有情感的，乃至于他听我话的，我们愿意度；不听你的，反对你的，陷害你的，你怎么样对待
他，那才是真正的大悲心，平等平等的。
因此，这个大悲心的解释不同，这样的大悲心不是怜悯心，而是菩提心的大悲心。
　　般若心，这个就很难了。
什么叫般若的智慧？
看一切诸法皆空。
空字，很多人说一入佛门就空了，什么都没有了，完全错误。
佛教讲的空是什么空呢？
真空。
什么叫真空呢？
真空不空。
那不空不是有吗？
不是有，是空。
真空不空，一切法都是空的。
但众生并不了解，佛菩萨还得度众生，众生是有啊！
佛法是在有中建立的，但是不执著；一念执著都没有，那才叫真空。
　　在一切法上一切相上，认识它是假的没有的，实在是没有的。
我们可以从现象上来证明。
我有四年没到北京来了，以前呢，每年都到北京转一圈。
我在五台山上住了四年没下山，现在下了山再看看北京，变了，大粪场变成了高级经济区。
朝阳门、东直门这一带，以前就是北京的大粪场，现在变成了高楼大厦云集的经济区，房价还特别贵
。
但是这个是实在的吗？
不是的，是空的。
相信吗？
学佛的人认为这个不常的，无常的。
　　看着是物质的东西，全是虚幻的。
不但物质不但人间，乃至我们所说的天上都如是，没有一件是实在的。
什么是实在的呢？
你的心不变，你的见不变；能见的见不变，所见的事物没有了，这个就叫真常。
咱们发的菩提心是那个真常的见，那个才叫真正的知。
什么知呢？
智慧知。
智慧是不假分别不假变化的，这才叫般若。
　　一说到般若，我们就联想到任何事物都是虚空的、空幻的，只有个假名。
每个人都只是一个假名而已，一切事物都在不停地变化，因为它在运动当中。
你能认识到它的变化这叫智慧。
这个智慧是什么呢？
所发的菩提心。
　　说你的心永远不变，并不是说你现在是个男生，就认为你是男生；你是个女生，就认为你是女生
，这些都是假象。
心并没有男女相，男女相是假的不是心，是心的现象，这样的认识叫般若。
你有智慧了，看见一切诸法皆空，万法皆空；从空而生起大悲心来度一切众生。
度众生是不空的，这个道理你要是没智慧，是没办法认知，没办法承认的。
　　例如说我们父母不在了，空的。
他们不在了当然是空的了；但他们并不空，他们又转了个相，不是那个相了，还是不空。
空跟不空，《大般若经》里讲了二十种空，由空达到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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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是什么样子？
没有相，真空绝相。
　　一切世法宛然俱在　　世相宛然，这就叫周遍含容。
观又不同了，《华严经》里的三观，真空绝相观，周遍含容，一切世法宛然俱在，不迷相，这个道理
不是我们道友所能理解的。
　　今天早上我往这儿来的时候，一个道友拿着缅甸一个老和尚的书。
我翻了几页，里面讲的全是二乘的法，都是阿罗汉的法；而对二乘人来说，我们中国传来的法是大乘
法。
　　大乘法是什么？
无相法，无相、无著、无碍。
你看寺庙的门，三门，中间是遁入空门，成道成佛都是空的；而旁边一个无相一个无愿，无相、无愿
是智慧是般若。
这就是大乘教义，就是般若。
般若很难表达，也很难证得；证得般若智慧了，你所发的愿都能够实现，愿愿都成真，念念都成真。
这个达不到，那你还是从有相入手吧！
要发大悲心，大悲心是从有相入手，看众生苦难，生起大悲心。
　　但是你自己必须得厌离，厌离世间。
厌离世间了，才能够生起大悲心；能够生起大悲心，才能够得到般若智慧，这三个是一个，过程是分
作三个。
我说你发菩提心吧！
其实就是一个心。
但是详细讲起来，它有这么多过程。
　　像我们最初信佛的时候，达不到这么深；只是因为你烦恼了，烦恼找不到解脱的方法，信了佛了
稍好一点。
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道友，你都不是一生、两生信佛的。
为什么这样说？
你要是没有这个善根，你听不到般若法。
般若就是告诉你空，空就是见；见一切法都是空的，不要执著，就放下了，这就是般若义。
　　《心经》第一句话就是观　　我们很多道友都会背《心经》，《心经》大家都会背了，但是真正
明白《心经》的人很少很少。
我曾经问我很多的弟子，《心经》第一句话怎么讲的？
观自在菩萨，一般的人都这样说观自在菩萨，把他当成观自在菩萨。
　　第一个字“观”，观就是般若。
般若也就是我们现在发菩提心的菩提心，你要从头好好想一想；观就是想，思惟修。
以你的经历，你看哪个东西不坏？
有永久的吗？
有这样的东西吗？
没有。
永久不坏、不变、不异，有这样的东西吗？
没有，都是在变异当中成长，成长而后消失，消失了以后又成长。
就是要你这样观，不是用眼睛看，是心里想。
观就是止，观了之后就能定，止观双运；观中有止，观中有定，定中有观。
　　你看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苦的、空的、无我的，你能这样观就看得破放得下，什么都不执著
了你才能达到自在。
你观你自在，谁能观入进去，谁就能自在。
不观呢？
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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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自在菩萨是他观得自在了，得到这个名号；咱们遇到任何事都不自在，咱们是生活在烦恼当中。
高兴了，高兴是烦恼；说愉快，那个愉快不是真正愉快。
为什么呢？
愉快完了烦恼马上就来了，因为愉快生烦恼。
烦恼的时候，你就更轮转不息，六道轮转不息。
　　我最初跟大家说发菩提心，大家把这个看得很简单，问了几个道友，他认为很简单，说我发过心
信三宝了。
那不是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成佛。
佛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等正觉，你一发心，这是因啊，这个因跟佛果结合，因赅果海，就把佛
的功德都赅摄了，一发心就有了佛的功德；等到你成佛的时候，还没离开你最初发的菩提心，果彻因
源，又把你最初发的心收回来了。
你是怎么样成佛的？
是因为最初发菩提心成佛的。
　　夏老居士希望我跟大家讲一讲，他问我讲什么题目，我想了一想，就从“发心”开始吧！
从发心开始一直到你成佛。
但是你得会发，发是生起的，并不是发了就永远在；发的时候生长起来了，发了之后你又把它丢了，
一会儿又消失了。
想它生根发芽成长很难很难的，那得万万年之后了。
　　发心之后，你要念念地照；观就是照，这个照能照见五蕴皆空，不是发了心就完了。
发了心就要照，照就是用你的智慧观照它；不是念头错了就让它错，一定得把它拉回来。
我还要吃饭、穿衣服、睡觉、大小便、做事情！
没关系，这都是般若，只要你观照，做任何事物都可以，都在菩提心当中。
　　　　依《华严三品》发心　　　　那依着什么来做呢？
就念文殊师利菩萨的《净行品》。
那么你所说的话，所有的行动，乃至上厕所都是清净的。
如何把它变清净呢？
就按文殊菩萨教授我们的方法。
　　譬如上厕所时你发愿：“大小便时，当愿众生，弃贪嗔痴，蠲除罪法。
”连大小便都没有忘记众生，希望众生把贪嗔痴弃掉。
排泄东西都是脏的，弃贪嗔痴；蠲除罪法，任何犯罪的事都不做。
　　吃饭也要发愿，文殊菩萨也教授我们，当你吃完饭的时候，“饭食已讫，当愿众生，所作皆办，
具诸佛法。
”肚子饿了不吃饭不行，要吃了饭才能办一切事情。
吃饭也是佛法，上厕所也都是佛法，这就是都在菩提心之内。
　　《华严三品》就是菩提心的具体表现。
发了菩提心，你再加行这《华严三品》就可以了。
如果说我还要诵《地藏经》，可以的。
为什么？
地狱众生最苦，地藏菩萨发的大愿是到那儿度众生，地狱是最苦的地方，所谓三涂。
　　谁说我们没看见地狱，你在人间就是了。
你身上生病解脱不了，那就是地狱苦啊！
发高烧，烧得糊里糊涂的，也是地狱苦！
　　当你遇到每一个痛苦，你能马上想到一切众生，就发愿，愿一切众生脱离这种痛苦。
当你生病的时候，你那个心如果不住在病上，而是发心度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都不得病，这样去用
心，没有想到自己，你就可以减少痛苦。
当你最痛苦的时候，你把你的心入到别处去，心就不注意那个病了，这叫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转移目标　　很多的事情，就是你把你的心都搁到那个觉悟的觉上，不去迷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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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生病，该如何减轻病的痛苦呢？
转移目标！
怎么样转移法呢？
我跟大家说个故事。
　　以前有个老中医，碰见这样一个病人，他害瘩背，瘩背就是后心那个地方长了个疮。
长疮就会烂，外头烂了就能看见心脏的跳动，实际上那是没办法治疗的。
　　老中医想，那就给他转移目标，于是跟他说，你背上这个疮我很快就给你治好了，但是如果你臀
部长疮啊，我就治不好了。
这就给了这个病人一个威胁。
　　于是那病人的思想就不注重这个后背了，整天摸他屁股，心想可别长疮可别长疮。
三摸两摸，没隔几天他那臀部真长了个疮。
哎呀！
这下他认为完蛋了，非死不可了，找医生，医生说我没法治疗了，给他抹了点药对付他一下，让他回
去了。
隔了几天他感觉痛得要死，不得了了，又来找医生。
　　医生说你现在好了，以前你那个瘩背呀，心都快出来了，怎么治呀？
你看你这个伤口现在已长出新肉了，长皮了。
你这个屁股，肉很厚的，离心脏很远，死不了的，开开刀割了就好了。
　　假使你的心一天到晚都在菩提心上，当你痛苦时，你感觉哪个地方痛苦最厉害，你就转移目标。
怎么转移目标呢？
你就想最好的你最喜欢的。
你想发财，想你可能发财，那就发财了。
这样就转移目标了，这是治病方法。
　　用发菩提心转移你的烦恼心，转移你的贪嗔痴，这得自己想。
有时候众生的业障很重，像我业障就很重，有人问我：“老法师！
你在监狱发菩提心没有啊？
”“我天天发啊！
”我说那时候才是发菩提心的时候。
为什么呢？
我就是用这个方法转移目标，反正住山里也是修行嘛！
几十年，没感觉怎么样的痛苦。
　　遇到最痛苦的事，转移目标；想你最快乐的事，那心就不苦了。
病你支持不了了，痛苦很厉害时，你就转移目标，想你快乐的事，想没病的时候。
这时候你如果念佛，就得利了，真正的一心念佛，或者念观世音菩萨，可以减少痛苦。
哈！
你这一念啊，菩萨来加持你了，实际上是你转移目标了。
　　当苦逼迫的时候，你心里念得非常诚恳，想着佛，念菩萨，菩萨真来救你，你也能得到效果，这
都是发菩提心的内容。
发菩提心的内容很多，我一时也没办法跟大家说那么完整，反正不管你学什么，就是善用其心。
　　　　善用其心　　　　文殊菩萨教我们善用其心，假使你还不会善用其心，就念文殊菩萨心咒：
“嗡啊惹巴扎那底⋯⋯”你一“嗡啊惹巴扎那底”，就把你当时那个现境转化了。
　　这是文殊菩萨心咒，文殊菩萨的智慧。
那你念呢？
就是你的智慧，用你的智慧消你的业障。
三世一切痛苦的、悲哀的、伤感的，就是业障发现。
怎么办呢？
就用智慧来灭业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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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文殊法的般若智慧很难，观音菩萨、地藏菩萨的那些法比较容易懂；般若智慧不是一般的人可
以懂的，你得修观，得经过修炼你才能够进入般若智慧。
　　凡是在五台山的大概都修般若智慧加持你，有了智慧做什么事都正确。
如果想发财，那就念文殊心咒：“嗡啊惹巴扎那底⋯⋯”　　生病的想消灾免难，那念吧！
念念，心里就转移了目标。
人的病啊，三分病七分帮忙，病其实很少，这是心里头帮忙，再加上医生、吃药等，这都是病苦加重
的原因。
　　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这八苦交煎，你就用发菩提心来对付它
，对付这八苦。
把你的苦难转变成吉祥，这就是发菩提心的功德。
　　咱们汉文当中也有发菩提心，省庵大师、莲池大师都有劝发菩提心的文章。
但是这种劝发菩提心的文章，在文字上不容易进入，最好念念《华严三品》，具体地发菩提心。
　　我们这里很多人希望求生极乐世界，普贤十大愿王就是发十大愿，到你临命终时，普贤菩萨就会
送你到极乐世界。
念《普贤行愿品》，绝对能生。
　　发菩提心是一切法的根本，你心都没发，怎么去修行！
没修行，你怎么成佛啊？
必须得先发心。
　　发菩提心能够免灾难吗？
什么灾难都免。
谁免呢？
你自己免的。
发了菩提心了，成了佛，你还贪恋世间？
世间的灾难已经管不了你了，因为你发了菩提心了，脱离世间了。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怎么觉的？
发菩提心。
发了心就能够成佛，绝对能成佛。
但是，你修行得快进步得快，成佛早一点；你修行得慢，成佛慢一点，就是这个分别而已。
发了心，绝对能成佛，所以劝大家发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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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曾师从倓虚老法师、慈舟老法师、弘一老法师和虚云老和尚等高僧大德，以其传奇一生、毕生
修行和大慈大悲心被众多弟子视为“地藏菩萨的化身”的梦参老和尚的最新开示。
　　★ 一本与《正见》具有同等价值的佛学读物，无论对学佛还是就扩展个体生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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