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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大集会正法经》解读》

内容概要

《 (又名 )解读》主要讲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原理和应用。因“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故应
发起大菩提心，启用甚深般若，无四相地以幻善法度尽一切因缘幻众⋯⋯本经乃佛教十宗的入门功夫
，是抄写忏悔、读诵发愿，世出世间诸行圆满，并于佛陀教法通达无碍的一部无上法典，是小、中、
大三乘佛法习修者皆可学、皆可修的基础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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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大集会正法经》解读》

作者简介

回家人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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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大集会正法经》解读》

精彩短评

1、讲到了法界之本原，赞叹赞叹。
2、看到梁祝的书评里面的摘录，觉得很有水平，想读一读。

========
作孽⋯⋯水平不行，不能理解，只能稀里糊涂地看看了⋯⋯

====
一直认为佛教是无神宗教，原来只是某些分支是无神论的，中土大唐的小乘佛法禅宗，就比这西天的
大乘佛法不如？这本书一上来就是”读xx经能够积很多德，诋毁会遭报应“的口吻，不合我的口味；
一个人艰苦修行就是为了享受死了的时候有一群佛陀过来接见你的荣耀？一个人看透生死因果就是为
了多活81轮回不坠那个啥啥道？有修为的人难道不应该是不昧因果吗？这宗教都一个德行的，顺我者
昌逆我着亡呢，还胡萝卜加大棒呢？和历史上的政权统治、组织运作一模一样呢？
====
回家人的讲解不错；到现在也明白了那句众神论即无神论的断言，佛家讲无色无相，眼够冷，讲大慈
大悲，心够热；不错
3、剛出版的時候就讀了 
只覺得震撼 講出了法界的本源
話說這本書的豆瓣條目似乎是我當初加上去的。。。
4、读过最震撼的一本佛经讲解。
5、感恩随喜回家人及所有参与出版此书的法布施功德，并愿此功德皆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6、善用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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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大集会正法经》解读》

精彩书评

1、如果一本书看了觉得误人子弟，应该打很差；如果觉得废话连篇，没有价值，应该打较差；如果
是扫了一下不想看，就不应该打分。这本书属于第三者。宗教经典，生涩是normal，《圣经》如此，
这《佛说大集会正法经》也是如此。一个佛子没有几年的经验读佛经都还觉得到处不解，何况是我这
样一个门外汉? 而且，这本书一上来就是一番苦口婆娘说教，“读吧读吧，读了功德无量；不要诋毁
，诋毁会遭报应“，我了个差！这太小气了吧？于是草草翻了一遍，给个面子打个3星吧。本着发扬
艰苦奋斗，愈挫愈勇的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我是要再看一遍这本书的，因为我成了唯一一个没打5
星的读者。第二次看，主要看的是解说。前部分，依然中规中矩，一些对白，老生常谈，比耶和华还
唠叨；但后半部分却讲的极好，回家人讲解中带典，佛法间相互印证，讲佛法”无缘大慈“，讲”同
体大悲“，讲万物皆相，讲佛即自性，真有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就这
样又读了一遍，打4星。我依然是唯一一个没打5星的读者。我还在读第三遍。有的人学佛是为了超脱
生老病死，而我看这本书是因为我好奇。我常常想这世间竟然有这样不俗的世界观，可以超脱人类自
身，这几千年前的释迦摩尼尽然能站在这么高的高度去看这个宇宙，看这个世间。以前看电视剧，知
道了和尚是因为看破红尘才出了家；后来看了点书，知道了和尚是要超脱红尘才算出了家；看这书，
才明白，真佛陀出了家其实是回了家，回了家才算真正出了家。原来无色无相，不是大消极，而是看
到了万物真正的本质，看到了世界的极点而生了大悲心，再生了大慈心，发愿普渡众生的佛陀，真是
伟大啊！如果一本书，能够组织凌乱的想法，验证读者的世界观，使他有了提高，那这本书应该打4
星；如果一本书能超越读者的世界，使他的世界观有了突破，那么这本书应该打5星。这本《&lt;佛说
大集会正法经&gt;解读》，4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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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大集会正法经》解读》

章节试读

1、《《佛说大集会正法经》解读》的笔记-全书

        有人放逸自己，为财色等所迷，抄经不起作用，即是因为出离三界、不被一切相控制的发心不到
家。

这部经的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如果修梵行，加上学习“僧伽吒”的力量，就不会再被爱河所漂没。如
果不被爱河所漂没，就不再受六道轮回⋯⋯

大恭敬心、大出离心、大忏悔心、大慈悲心、大感恩心、大坚信心是修学“僧伽吒”的根本基础。如
果有人能在此基础上，听闻、书写、读诵、受持、流通此法，那么所得功德不可思议。

为什么“僧伽吒”能除灭这么多的业障？因为它是无相无不相的，故修此法可将所有的业障在当下观
空。而福、罪本来是虚幻的。

当一个业障很重的人以恭敬心抄写《僧伽吒经》的时候，会感到内心不乱，像空的一样——虽然知道
身体有业障，但这些业障就如同竹筒外面的灰，影响不到内心。这是以抄经之力灭掉不善法恶因的一
种方法。

佛陀是无相无不相的，皆因众生的愿力和妄念而现种种相。

大家于此法应深生正信，在修习的过程中，不要堕于无记，即：无善无恶、无有因果的空亡境界。那
么应以什么样的发心和态度修学“僧伽吒”呢？生起无我的大慈悲心，了知一切法如幻而不放逸，以
幻善法影响因缘幻众入无余涅槃。也就是，心住佛乘，身行菩萨道。以这样的发心和态度修学“僧伽
吒”，可得大利益。

在修学此法的过程中，如果以为自己有所得的心去学习，觉得这个我懂了，那个我明白了，那么就有
了我相，就不能知道此法不可思议的境界。

大家以饭食供佛，如果内心还有供佛的念头，那么还是在修福德。供佛应没有所供之人，没有所供之
食，没有所供养的对象——这即是无相布施。

生也生不长，死也死不了。一切生死皆是因无明而妄见了种种轮回生灭景象，皆虚幻相，故可以用“
僧伽吒”转掉内心的恐怖、挂碍等想法。

要从自己的每一个念头起修，把每一个不正的念头转过来，逐渐做到念念为善念，念念是净念。此即
实修“僧伽吒”。

一定要相信：这些与自己有恶缘的众生无论怎么毁辱、大骂，都不会置自己于死地。

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这个社会中持戒？为什么要在这里一起学习《僧伽吒经》？因为我们不愿意再被
那些欲望所生成的六道轮回的幻境牵扯住，不愿意再做种种欲望的奴隶。我们想如佛陀一样有智慧，
觉悟一切，获得真正的自由。这是我们学佛修行的根本目的。

有人总是不能于佛法生起正信，原因就是内心有恶知识。有时候，恶知识是由宿世间的恶因缘所招感
的。恶知识不相信放逸和作恶事将来会受大苦，不相信戒律和因果，不相信因地不正，果地必受报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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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大集会正法经》解读》

众生总认为自己所感知到的这个世界是真实的，所以产生了种种的分别，然后被圈在里面，生出无尽
的痛苦⋯⋯不知一切皆是幻化，佛也是众生自己的因缘业力加持出来的幻化相。

有人问，怎样才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将心住于观一切众生如幻、自身亦如幻，我、人、众生
、寿者四相皆幻，“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境界上，之后生起无我的大慈悲心，以幻善
法度尽因缘幻众入无余涅槃，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当火劫来时，如果没有视火劫如梦幻，那么内心就会产生恐惧，从而将福报耗尽，落入劫火中⋯⋯水
劫来时，也是同样的道理。实质上，众生是被自己无福而衰的妄想执着赘下去了。而这些掉下去的就
是老众生。

所谓度众生，说白了是在度自己。只有把这些众生都度出来，自己才能住到应有的涅槃境界中。故而
，那些大菩萨们发愿广度众生。

少众生在来回生死的过程中，逐渐开始有了知觉，有了分别的能力。一开始，动了一念，但这一念很
细微，过了两天又动一念⋯⋯分别心慢慢加重。于是，有了天堂地狱，有了六道轮回⋯⋯就好像拿根
木头捅火，渐渐地，这根木头也就烧着了。这样，少众生转成了老众生，放逸淫欲，又生出新的少众
生，一层一层，重重无尽⋯⋯但是，，不知道自始至终皆是自作相。

有朋友与自己心仪的女子一起跳舞，两个人手拉着手，情意绵绵⋯⋯在那种氛围中，两人身上的光明
是一闪一闪的。在法界上看，那就是生出下一代了。从某些意义上讲，这也是邪淫。六欲天中的各层
天，乃因淫欲心轻重的不同而分别。其中有的天，男女相视熟笑，没有身体的接触也能生出下一代来
。从《楞严经》的角度来讲，戒淫是戒心淫的，也就是戒内心深处的爱染心。故内心有淫念即为淫，
并不单纯指男女之淫。

身所受者，皆是我相。我相重，故而被身体的痛、麻、痒、舒适、通畅等感受扰乱自心。

众生因不了四相，故而在将死时，或是真正牵扯到自己利益的时候，心生大恐惧。这种恐惧导致内心
混乱，而受三种业风之苦。

如果一个人把心思集中于自我利益得失的争论上，就会忽略非常重要的事情。如同贪吃毒蜜的人，只
知蜜甜，不知其毒。他甚至不知道，在他的身后，有人拿着刀，专等他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要将他
的头砍掉。而他根本没有顾得上回头去看⋯⋯身后的那把刀便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这就是用
心用错了，以及不知“僧伽吒”的原因。

生死在呼吸之间，才华应集中到一点——“无四相地度尽因缘幻众，了生死”上。

一个人能够待在天堂，是因为前世努力行善积德，获得了一个待在天堂的机会，但如果他在里面放逸
、享受，天堂就变成了诱惑人的魔境。等福报耗尽，他又会落入地狱，从而永远跳不出天堂、地狱⋯
⋯的循环，一直在六道轮回⋯⋯为欲望所迷，便在六道中流转，永无解脱之日；只有学佛修行，方能
超越种种束缚，入于究竟的涅槃之境。这是我们学佛修行的真正原因和目的。

如来在这个幻化的境界中示现出世、入涅槃，好像也有生灭，但此生灭乃众生的无明妄见，非如来本
意。如来入涅槃，是因为众生与之的因缘福报没有了，故而见不到如来，并不是如来没了。如同我们
看不到太阳，是因为太阳被乌云遮住了，并不是太阳消失了。

看到别人的东西，产生占有的想法，为贪；因为有我，而有是非、对错、好坏、内外、上下⋯⋯的分
别比较，而生嗔；不懂得甚深般若，不知道一切均是自作相，乃是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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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大集会正法经》解读》

如果内心出现一个争论的念头，就是有“二”的分别念，即为恶魔眷属。

并不是听了“僧伽吒”三个字就消了五逆重罪，而是彻底听懂，但暂时还没有证到“僧伽吒”圆觉的
境界。所谓听懂，并不是一听某人讲的，就立刻相信，而是彻底明白经中所讲的内容，从此不再疑惑
；或者有疑惑就提出来，直到真正明白“僧伽吒”的原理。

心离一切相，方得无上福田。当心离一切相时，还有“能相信什么，又不相信什么”吗？

真正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无为法，生而不灭”的境界，并不是没事发愿“所有人的病苦都
让我自己背着”。那一定是宿世欠了人家的，才有这样的愿力果报。

众生因各自的业力，故见种种相。

如果有了很深的实修实证功夫，即可知道，从相上看我们这个世界，一念善即是无量善之本，一念恶
即是无量恶之本。

因修习“僧伽吒”，是将我们最原始的恶念洗掉，故而把后面的层层投射都洗掉了！也就是说，我们
用“僧伽吒”洗掉了自性空间中的这些错误，从而摆脱了种种恶缘对我们的控制。这是“僧伽吒”正
法聚的核心原理及应用。

恶人无论在怎么恶，只要你是真为他好，他不会嗔恨你：善人无论在怎么善，如果没事招惹、为难人
家，只要他还是凡夫，保证会生气。真心为别人好，是不会招恶缘的，只会解开恶缘。

一切众生本已成佛，众生界即佛界，如着四相，用一切计谋方法，有计划、有目的地去强逼众生学佛
，学“僧伽吒”，则会因因果报应催生一大群诽谤“僧伽吒”的人。因此，要无学而学、无修而修、
无弘扬而弘扬地去学习、修行、弘扬“僧伽吒”。

不了四相，终不成果；不修般若，非修佛乘。

用无我的大慈悲心可以恒顺掉一切天魔的福报，这些天魔无福了，自然就不会造成法灭了。这就是“
恒顺众生”的用法之一。

如来无从来无从去，观自身如观幻化相，如佛之实相，这些外道怎么能战胜自性佛呢？

在佛陀眼里，一切众生都是一样的。众生界即佛界，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故你怎么能胜过你自己？
怎么能胜过自性平等相？同理，如自己不认为失败了，那谁能战胜你？于是，尼乾陀众心中那种争强
好斗的生存动力一下子就没有了。人类有一个奇怪的自锁程序——争强好胜的嫉妒心。这个妄心能生
出很多对立面——自性尼乾陀众来⋯⋯要小心。

连心中的种种痛苦都战胜不了，心从来没有净过，又到哪儿去找净土呢？

在法界的程序中，贪的愿望，只要有所求而无过，皆可以满足。但无论哪位佛菩萨，都不能满足众生
因嗔恨所发的愿力。

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能看到的、看不到的，能接触到的、接触不到的⋯⋯皆是自性诸佛如来的
大慈悲大神通方便力所化现的，也即是正法蕴化现的。

尼乾陀众发现看不到佛陀，随即唱了一首偈子，唱出了心中无依无靠、惶恐不安的感觉。因为他们心
不依正法，所以无所依怙，没有什么可以把自己的心定住，如同生命之烛行将燃尽，火苗忽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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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大集会正法经》解读》

马上就要熄灭一般恐慌⋯⋯不知大家有时会不会突然心慌，慌得定不住心，全身紧张都哆嗦，不为什
么就是害怕，没着没落的。这些尼乾陀众就类似这种心慌的情况。

无论是亲戚、朋友、同时，还是我们能够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只要看到他们的错误，起了分别心，
那么即有众生相。此时，立刻忏悔自性空间里有这些错误，并发愿以“僧伽吒”救度之，免得自性中
的这些众生天天翻腾业障⋯⋯如果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嗔恨心，可以修学“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中的
“忏悔业障”，众生不尽，忏悔不尽⋯⋯一定要学会忏悔，忏悔罪即轻。

在因果相续中，在有为法中，因我们的妄想执着而见众生种种相。众生本已成佛，以幻善法影响因缘
幻众入无余涅槃，实是在度自己妄心幻念的执着。“若离因缘则无业报。”这里的“无业报”，并不
是我们的肉体不受业报，而是业报报在身上时，自己的心离因缘，不再受业报的位置上，但自己的因
缘众生仍能看到自己在受业报。

告诉大家一个修学佛法的关键点：应学会不起分别心地不思议随喜回向。如果天天看某个人是大菩萨
，而不能及时地认识到此大菩萨乃是自性化现，那么就随喜此大菩萨的一切功德，并且把随喜的功德
立即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观一切自性魔皆是自性空间中的无量善根化现，皆是自性诸佛如来的大慈悲大神通方便力所化现的，
为自己随机讲法，欲令自己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因此，只有自性诸佛光光相摄，而没有天魔之说了。

如认为自己在布施，是着布施相；如认为自己在持戒，是着持戒相；如认为自己在念经、念佛，而做
不到心念佛，则只是结一佛缘而已；如认为修到伏忍的境界，则已不在伏忍的境界，因修道伏忍境界
时自己并不知道此境界；如认为已做到忉利天天王，总有一天会掉下来；如认为证到阿罗汉果，则已
经不是阿罗汉了，因已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一切皆是自性化现，外面没有真正的敌人，有的只是内心执着落处的投射。——忏悔业障吧！

判断一个人是否为真修行者，首先看他是否严持戒律，是否修般若、了四相。末法时期学佛，以严持
戒、广布施、心念佛为最安全。

严持戒是不再造恶因，布施是给自己增加福报，忏悔业障是要回福报，心念佛即“是心作佛”。——
这些都是在自性空间中生成正投射的方法。

所谓“不关我的事，寂灭为乐”，是指心性上的，不能放到事相、心相上去用。这是关键。

随喜赞叹遇到的每一件善事，至心忏悔遇到的每一件恶事，如此可以很快平衡好自性空间。在以幻善
法度因缘幻众的过程中，应观自性空间的一切均是自己念念刹那生成的无量少众生和合的幻化相，而
少众生源于至善。因此，自性空间中的一切（包括一切相、一切见⋯⋯）皆源于至善，皆是自行诸佛
如来的大慈悲大神通方便力生成的。这是“僧伽吒”的核心原理。

遇到灾难时，不是将其观幻，而是反省自己——这是自性空间中的众生受业报了，应该忏悔、随喜、
回向（“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这样，始终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境界中去做事，每一个
念头和动作都不离无我的大慈悲心，则永不坏规矩。

人最痛苦的事情是不知道应该将自己的心放在哪里。我们常常把心放在了错误的位置上。把心放在钱
上，挂碍着钱，那么失去钱后，就会痛苦；把心放在爱人身上，如果哪一天他（她）不在了，自己就
会立即没有力量了；内心执着某位大德，对其有大依附心，如果他离开了，自己会立刻赶到彷徨无助
；把心放在权势上，不当官时，就会产生大变化⋯⋯一切皆是自性化现，三界之内无有永恒。当我们
的心无处可放时，会生出莫名的孤独、恐惧。为什么会这样？到底将心放在哪里呢？只有心合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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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大集会正法经》解读》

也就是将心放在至善上。

学佛人要明白：离开世间法，学不到真正的佛法。因为佛法于世出世间本师圆融无碍的。

所谓灭五逆重罪，并不是五逆重罪就没有了，而是在甚深般若的境界中，不再受此业报。因为心已经
知道，五逆重罪乃至善生成，故“五逆即菩提”，心不再受五逆重罪业报的控制。如果了知劫火源于
至善，它还能烧到我们的心吗？不能。它能烧掉我们的肉身，但肉身本是“幻化见幻化”⋯⋯但只有
在“即如实知”的前提下方可灭罪，并非随便找人抄写经中的四句偈子就把五逆重罪灭掉了。那是迷
信。

在修此事相上幻化境界的过程中，因一执着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故自始至终不能执着
。但不执着并不是没有，仍然有事相上的种种变化。

“僧伽吒”翻译过来有“连接”、“集会”的意思，也可引申为“通道”，也就是“五大河”的河道
。可以这样讲，“僧伽吒”如同至善的桥梁，把各个不同的世界串连起来⋯⋯而我们需要通过至善的
桥梁才能回家。所以，佛陀讲，如有众生轻谤此正法，获罪无量无边。因他离开了至善的根⋯⋯

看见别人做善事一定要随喜，不能心生嗔怨，否则下一世自己就看不到人家做善事了。这样的话，自
己的善境界会越来越小，最后自己把自己加持下去了⋯⋯

如何得到诸佛如来真正的授记呢？当功德福报具足到观一切因缘众生皆是法身佛，皆是自性佛的时候
，必得自性诸佛如来授记。

学佛之人不要往外找，甚深般若波罗蜜乃“自圆满”，不是别人给自己的。

为什么说起断灭见，即是破坏正法？诸佛如来因互相感恩而相续，互相报恩而永恒。如有人起断灭见
，会因不知感恩而无法相续报恩，截断与自己有恩的所有因缘众生同自己的善缘，从而断掉了正法的
传承。这也就是谤正法者业力极重的原因。

了知山河大地、三身四智，包括所见到的阿弥陀佛、毗卢遮那佛，甚至桌上的一张小佛像⋯⋯皆是自
性佛化现，在此基础上，则可以“僧伽吒”很简单地实证到诸佛如来倾劫说法，从未停止⋯⋯

在此打个比喻，度众生者，实际上如同自己挖了一个坑跳下去，然后再拼命往上爬，爬的过程就是在
度众生。等爬上来回头一看，原来那个坑是自己挖的⋯⋯

既然一切“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则一转心、识，即改变了周围的生存环境。只是这个改变并不是
强烈地把它拧过来，而是通过“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认识到所能见到、听到⋯⋯的一切均是诸佛
无量善根生成，本不是恶的，故慢慢地影响周围的一切趋于和谐⋯⋯

明白了这个道理，当有人打骂自己时，会发现，并不是那个人在打骂，而是自性善根化现出来的一个
影像，目的是让自己悟入佛的知见。这就是一止一观，修止观的方法之一。

一些外道也能看到“世界是空的，什么都是空的”，但却不敢离开这个这个境界。因为遇到事情时，
这个境界就没了。最后，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先让身体不死，以此来保持住这个境界。而佛法与之的
根本不同，在于“觉有情”。也就是，当了知一切皆是自性化现时，却不能死守在这里。学佛修行者
在证到“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
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时，还是要度尽因缘幻化众生的⋯⋯

《佛说大集会正法经》告诉我们，我们所能感知到的一切（包括识蕴），均是自性中的至善所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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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大集会正法经》解读》

也即是自性诸佛如来的大慈悲大神通方便力生成的善根所化现。如不使自己感知到的一切（包括识蕴
）回到至善的位置上，就总是有业力流转，刹那刹那，来回地上下翻腾，而不能住至不退转地，不能
住到十地以上菩萨的境界。

学佛修行者了知一切皆是自性化现，发愿以幻善法度尽一切因缘幻众的原动力，就是“无缘大慈，同
体大悲”的无我的大慈悲心。心若能回到至善的位置，那么行一切幻善法影响因缘幻众入无余涅槃，
本身即是无觉无证，无增无减，无生无灭，非因非缘。所以，不见众生界有增有减。

一个修行人如起了戏论心，也即有了嬉闹心，就会用自己的法力，在看不见的世界中加持出一个对立
面。只要有嬉闹心，就会“于六趣中，不生厌离，不求解脱”。时时造业，少众生太多了⋯⋯故而叫
做老众生。

有位朋友修行很精进，才华很高，发愿今生不结婚，一直吃素⋯⋯但是，事事不顺，业障缠身⋯⋯他
问怎么回事。告诉他，是因为他日常所起的嬉闹心导致的⋯⋯外面没有坏事，坏事都是自己不持心戒
的业力招感的⋯⋯

一切的麻烦和问题都是由“拍手弹指之顷，三十二亿百千念”的无量程序不停地幻化出来的对立面。
如了知一切不离自性，皆是自性化现，何谈对立？去掉对立的想法，这些所谓的麻烦和问题立即就被
转了过来。一念“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摄三千，则所有的程序皆是自己的善缘。学会这个，就学会
了十地以上菩萨的功夫。了之天魔也是自性正法蕴生成，则任何天魔都无法扰乱自己。

了知自己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皆是自性诸佛如来大慈悲大神通方便力所化现的善根生成的无量少众
生，每一个少众生都“久于佛道心已成熟”⋯⋯此时，再去观察自己的身体，已非胎生。日常读诵这
句经文——“今我此身，从佛智生，从正法生。一切如来是真归处”，可破对人身的执着，可灭病苦
，也即：不以肉身受各种苦。

恶是由情所生，情是由善根所生，故而一切善根没有对立面。这一点非常重要。一切皆是“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至善生成。明白了这个原理，从此世界上将不再由种种纷争。本是同体，何来对立？

学习本经者，应有此生活禅入世的理念，有与诸佛菩萨共同演戏以表大乘佛法的心境，也就是，视一
切众生皆为自性十方诸佛再来，在此基础上，严持戒、广布施、心念佛，平衡好自性空间，使自己的
事业、家庭等各方面循环向上发展⋯⋯

真正学会“僧伽吒”，一切业报不会以肉身受之⋯⋯试想，恶业烦恼的根本已断，还能开花、结果吗
？

大家平常所谓的“情”，实际上是爱染心，是轮回的根本种子，不是真正的情。所有的淫欲心都源于
这一念“情”。对于真修行人而言，只有一种情，那就是欲令一切因缘众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告诉
众生成佛是怎么回事。至于其他的所谓“情”，只能增加众生的妄想执着，故不为之。

以法藏二修持，灭掉放逸、散漫的爱染心，依慧剑斩情断执，是修行人的本分。若你真的不想失去他
（她），就一定不要爱上他（她），不要用放逸、爱染心趣处理与他（她）的关系，而是合于至善地
、以精进为真正的爱去帮助他（她）具足多闻与持戒，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大家总想求福报，可是碰到一个有福报的人，就把人家嗔个半死，把自己最美好的东西都嗔没了，怎
么会得福报呢？难道不能认为那个有福报的人就是自己吗？何必非要自找麻烦，最后把自己整到地狱
里去呢？因此，如果有人动嗔心的话，则修法无益，无有是处，因他根本不希望自己好起来。

记住，一定不要用嗔心等把好事从自性空间里推出去。这是“僧伽吒”要告诉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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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大集会正法经》解读》

记住，一定要用至善的心将自性空间的坏事变成美好的景象，“纯善相应”，并留下来，直至成佛。
这也是“僧伽吒”要告诉大家的。

至善，是无分别的，是没有任何理由地慈悲普摄一切，包括中国人、外国人，也包括少众生、老众生
，以及天人、饿鬼等十法界一切众生，大到无外，小到无内。

“提婆达多”就是自性空间中因不知足而生的不知感恩、报恩的程序化现的。换言之，不知知足、感
恩、报恩者，一定有自性“提婆达多”这个对立面。

当佛陀未明白“僧伽吒”的原理时，他与提婆达多的较量，从某些意义讲可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
丈”，佛陀越去行善事，提婆达多就越来阻挠他。很多修行人都遇到过这类情况：今天发愿想持戒，
明天就有人找自己喝酒；刚刚发心想戒淫，好几年不见的女朋友就给自己打电话⋯⋯自性中的“提婆
达多”如同配合自己演戏一般，只要不学好，怎么都成；只要心动想学好，他立刻就蹦出来了⋯⋯

自性“提婆达多”不一定是特定的某个人，而是一团扰乱自己的磁场。无论是辱骂自己的上司、身上
的附体、天魔，还是身体的病痛⋯⋯所有招惹自己，使自己失去慈悲心生成的心理承载力，生嗔怒不
平心的相（事、物、人），都是自性“提婆达多”。

很多人学佛修行很长时间，身体中还有业障没有消掉。这是由于在行善的时候，不了四相，不修般若
，过于用心，产生了对立面所致。这也就是祖师们所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的原因。提婆达多，
就是佛陀在因地向善的时候，未了四相地用力修行，不知“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而催生出来的。

什么都是人家的，唯心情是自己的。做不了心情的主，就不算修行人了。

自性“提婆达多”想尽一切方法，在因地发愿成佛的修行者的阿赖耶识里种下一个恶因——嗔怒心，
“恶为无量恶识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恶的东西越积越大，最终伤害到这个人。假如有人无端
地骂自己，自己很生气的话，就中计了。因为这个骂自己的人即是自性“提婆达多”。这也就是受持
、读诵《金刚经》时，“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即为
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原因。因受轻贱、打骂时，如无嗔恨，则战胜了自性“提婆达多
”。

怎样才能不招惹自性“提婆达多”心动呢？当行善催生出一个对立面时，向这个对立面忏悔，使对立
面没有力量，就可以了。

止观观止，观观止止。无力可用，戒忌用力。忏悔就是“止”。止有三止，三止皆一。观有三观，三
观一体。

只是佛陀学习“僧伽吒”后，提婆达多一动念，佛陀立即了知他本是自性至善所生，根本上不到佛陀
，故而他一点儿能扰乱佛陀的法力都没有了，也就战胜不了佛陀了。

从“僧伽吒”（大集会正法）的角度看，佛陀根本不认为提婆达多是坏人，而观提婆达多乃自性至善
所生，他的出现，只是由于自己宿世间的放逸恶因、恶业障与不了四相行一切善法招感而见到的一个
恶景象，除了让自己行止（忏悔）、观（般若）外，没有任何意义。

在修行者眼里，一切有情与无情众生皆在说法，无一不是法身佛。

很多学佛修行者之所以被自性“提婆达多”扰乱，是因为在行善法时过于用力、有四相，从而招感出
一个对立面。也就是，行一切善时，因心动有四相，被自性“提婆达多”感应到了。应该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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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大集会正法经》解读》

在行善法时，了知一切皆是自性化现，皆源于至善，故不思议，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基础上
，无四相地行一切幻善法，教化一切因缘幻众⋯⋯如此，三界内所有众生都感应不到自己的心动，那
么自性“提婆达多”就找不到自己，也就没有法力了。

有人总想通过一些方式让别人赞美、喜欢自己⋯⋯这是招感自性“提婆达多”收拾自己的方法之一。
还有的人喜欢招惹异性心动，自己弄了一身业障，感觉还挺美的，很快就有邪淫的“提婆达多”靠近
自己了⋯⋯喜名闻利养的人，则在自己身边招了一群有鬼道习气的人对自己顶礼膜拜⋯⋯

平时注意，一定不要招惹他人随意心动。不惹一切因缘幻众随意心动，同时让三界中所有众生都感应
不到自己的心动，并能用语言、文字弘扬大乘佛法，这是诸佛如来最大的神变。

自性“提婆达多”是因修行者错误的用情招感出来的。这种情不究竟，乃世俗的凡情，非是诸佛如来
的慈悲大爱。

记住，爱一个人，但千万不要爱上他（她），因为这样你会使他（她）成为自性“提婆达多”的。唯
有成佛的无我大爱是真的。真正爱他，就度他成法身佛。

有我妄心烦，只想入空门。哪知空门中，慈悲更多情。

常说，得到的都是应该得到的。实际下面还有一句：得不到的都是应该得不到的。常说，不度恶缘。
而不度恶缘的前提是不结恶缘。因此，不能以“不度恶缘”为幌子故意去结恶缘。

对于真修行人而言，心生放逸、嬉闹，想惹他人心动⋯⋯均是邪淫！同时，对修行人来讲，摄受也是
淫欲心的另一种表现。摄受他人有种种表现：要求别人见了自己以后，必须恭敬问候；命令下属做事
，做不好就骂；想尽一切办法，动用各种手段，目的是让手下人听自己的话⋯⋯

因果不虚，当初如何摄受他人，肯定会再被他人所摄受⋯⋯当自己被反射力摄受时，再强压着自己念
经、诵咒、念佛、磕大头、打坐⋯⋯把反射到身上的这种力量化解掉⋯⋯如是，一天到晚种种做法、
修法，均是左手打右手，累劫勤修，了无出期，因不能了知海天本一色，所见、所闻⋯⋯皆是自性诸
佛如来大慈悲大神通方便力的化现，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这是修行不得力的根本原因。

无畏者何惧孤独，自信者何需法力，至善者何用染爱，纯美者何有分别。

之所以在禅堂打坐一须臾，要比去做众多有相布施所得功德福报多，是因为在禅堂打坐时，可以修正
、平息、淡化自性空间中种种错误的程序。

原来一切（包括身体的病痛、今天挨骂或是受到表扬，乃至这样或那样的想法⋯⋯）皆是自性诸佛如
来的大慈悲大神通方便力化现，欲令因缘幻众开示悟入佛的知见⋯⋯一切源于正法蕴，源于大慈悲心
，源于自性至善。

原来身体是假的，是幻化缘法和合、聚集形成。命根妄识连续不停而成分别记忆，并无真实，乃染爱
妄生爱、恨、无记而流转。这等等诸相，“缘法聚集”，假名为身体。这个身体死了，“我”也死不
了，即使下到无间地狱，还是死不了，依然在六道中轮转⋯⋯

真修行者在行一切善法时，因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从而逐渐离开善恶、是非⋯⋯对立的
标准，进入正法蕴，进入至善的境界，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有四相地行善，内心总有善恶的
分别，无非做好事时跑到善的一面，那么总有一天，会想左手打右手一样，又控制不住落入恶的一面
。

Page 13



《《佛说大集会正法经》解读》

因凡夫在活着时，身心的能量是向外放的，等到临命终时，这个力量反射回来，就会心生惊怖。归根
结底，凡夫的恐惧源于内心的挂碍。有挂碍，从表象上看，实质是外阴邪入侵的表现。

这个“我”不是真实的自己，而是自性诸佛如来的大慈悲大神通方便力化现出来、欲令因缘幻众开示
悟入佛知见的善巧因缘，从而当下回归自性的本来。

真修行者，不会好高骛远地乱发愿，而是从当下内心中每个念头修起，念念随喜、念念忏悔、念念回
向⋯⋯地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

诸佛菩萨为什么要度尽一切因缘众生，才入无余涅槃？因只有实证一切因缘众生皆成佛，自己才能真
正成佛。这是法界的根本原理，也是法佛真实的一面。

只考虑自己的人是无法真正学到佛法的，只会让自性空间中的佛法慢慢地衰败⋯⋯在这里提醒大家，
所谓“不关我的事”，只是用在心性上，让修行者“心如墙壁”，不被外面幻生幻灭的东西给骗了的
，而不是成为只顾自己、不管他人死活的一个借口。修行者始终不能丢失大菩提心。

如来在度众生的时候，内心从来没有老众生和少众生的分别。而众生因其业力，导致在观众生时有了
老、少之分，故药王军菩萨此问入于断灭。这个断灭是因其分别老、少众生而生成的。

有为地行善，虽能得善果，但一定会有一个有为的恶因生成，故不究竟。因此，佛陀告诉我们，要无
四相地行一切善法。也就是，在行善法的时候，不要有为地影响自性空间中的一切程序，要让自性空
间中的一切程序都感应不到自己的心动。鬼神是测心的。当心如如不动，达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的境界时，鬼神就找不到这个人了。这就是俗话所说的“神鬼愁”，也叫做“神佛无招”。

当一个学佛修行者了知恶魔皆是自性化现，从相上看，坦然接受他们对自己的种种折磨与考验，直到
他们一点力量都没有的时候，他就成佛了，故而恶魔即是菩萨。

如果把自性空间中所有的淫欲心和占有心都去掉的话，就没有了生机，落入断灭相，是杀父母，同时
不可能再有佛出世⋯⋯因此，不能看见他人行淫欲，就感到厌恶，觉得无法容忍。这是着了清净相，
实是断了自己的根。父母生了我们的身命，使我们有机缘以人身修学佛法；佛给了我们慧命，告诉我
们法界的终极原理，教给我们出离三界、究竟成佛的方法。佛与父母是我们的根，故而杀害父母、出
佛身血、毁谤三宝等会堕入无间地狱。

入世学佛修行者要明白，事还是那个事，但做事的用心一定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一定是纯
爱的。无论做任何世间事业都是一样的。

只有证到金刚三昧，才能彻底到达真正的“无缘”，否则，所说的“无缘”都是在一定范围之内，一
超过这个范围，马上就“有缘”了。有人以“不关我的事，我本不存在”为幌子，作为自己放逸、懒
惰、不愿承担责任的借口。但是，他不明白一个存在的根本理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无我
的大慈悲心。离开这个，个人的存在没有任何价值。

了知一切皆是自性诸佛如来的大慈悲大神通方便力化现，皆是正法蕴所生，是度自己成佛的。在这个
境界上，生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之心，才能做到真正的不分别。

一切的对立面，包括被天魔扰乱、被人打骂欺骗等让自己不高兴、不舒服的境遇，都是诸大菩萨的化
现，是来成就自己的。

天魔即菩萨，烦恼即菩提。如是，对一切境不起任何的分别心，了知而不思议，当下承担就可以了。
在此过程中，永远不要丢失“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无我的大慈悲心，直到将与自己同体的所有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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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都度成佛，只余“无缘大慈”后，就入涅槃了。（《佛说大集会正法经》解读）

2、《《佛说大集会正法经》解读》的笔记-11

        很好，南无僧伽吒！若没抄的，快抄经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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