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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佛十二願
文╱南天寺提供

文／星雲大師

星雲
 
法語

藥師佛於過去世行菩薩道時，發十二大願

，願為眾生解除疾苦，使具足諸根，導入解

脫，並依此願修行而成佛，住淨琉璃世界，

其國土莊嚴猶如極樂世界。

我們也要立願發揚藥師濟苦的精神，照顧

天下需要濟助的眾生：

一、願施捨受苦受難者醫藥，讓他們健康！

二、願施捨受苦受難者飲食，讓他們飽滿！

三、願施捨受苦受難者衣履，讓他們溫暖！

四、願施捨受苦受難者愛語，讓他們愉快！

五、願施捨受苦受難者方便，讓他們順利！

六、願施捨受苦受難者歡喜，讓他們稱心！

七、願施捨受苦受難者無畏，讓他們安全！

八、願施捨受苦受難者住處，讓他們安身！

九、願施捨受苦受難者尊重，讓他們自愛！

十、願施捨受苦受難者信心，讓他們發財！

十一、願施捨受苦受難者幸福，讓他們安樂！

十二、願施捨受苦受難者佛法，讓他們得救！

藥師如來誓願不可思議，因其發願「於一

切有情，起利益安樂」，願所有聞名受持藥

師如來名號的一切有情眾生，眾病悉除，身

心安樂，受用無缺，資具豐足，解脫憂苦。

此現世樂的法門，與身心受苦的娑婆眾生特

別有緣，因此也受到普遍的信仰。

當一個人災難來時，要如何消災免難？我

覺得：禮藥師佛要發願，讓自己的願力與藥

師佛的願力相應，才會有力量，更何況沒有

一位佛菩薩不由願力成就的。願要如何發？

要發什麼？有以下幾種方式：

我不惡口，我要給人歡喜；

我要給人快樂，我要為人服務；

我要發心做好義工，我要福利眾生；

我要尊重他人，我要好好教育子女；

我要夫妻和睦，我要做善事；

我不起瞋心，我不嫉妒他人。

只要虔誠，任何願力都有功德，自然可以

消災免難。人的煩惱罪業，如田中雜草，會

妨害禾苗的生長，但如果勤於除草（不犯過

失，常懺悔錯失），有大願的功德禾苗，罪

業的雜草自然就不會礙事。

所以，以消災延壽為目的的「藥師法門」

可說最能符合當今人類的需要。修持「藥師

法門」首先必需認識到災難乃吾人業力所成

，所以想要消災，必定要先清淨自己的三業

，而延壽並非僅指延長色身的壽命，我們還

要祈求家族、子孫、事業、道德，乃至法身

慧命的長壽。

文／滿紀

唯識藏出版 文字般若散播人間
二○一六年八月中旬，第一批印刷回來的

《唯識藏》剛抵山門，編藏處一行人就扛去

了法堂，師父用微微顫動的手，不斷摸著黑

色封面上的燙金法輪，然後翻開書，仔細端

詳了起來。師父說：「書很輕，印得很漂亮

。」誰說師父看不見了，他心裡什麼都看得

見！

那一瞬間，我腦海裡又浮現了一個年輕和

尚，在南京棲霞禪寺，初次看見藏經，想懂

卻懂不了的畫面……編輯《唯識藏》這八年

，那場景、那種心情，時常在我心裡盪著。

還有一個畫面，八年來也常浮現，就是師父

在宜蘭，帶著慈惠法師等人，環島宣傳影印

《大藏經》，那股熱情，即使六十餘年後的

今天，都還感覺熱騰騰。

八年前開編《唯識藏》時，師父授記說：

「十六部藏裡，大概《唯識藏》最難。」那

時，還沒開始，天不怕地不怕，真做下去了

，才明白師父的意思。唯識思想向來讓人卻

步，名相多、義理深、文字澀，從沒有人敢

大量整理，頂多整理一、二部，就非常不容

易了。《唯識藏》整理了近八十部典籍，史

無前例。

   
 因為看不懂 可惜了祖師法寶

通常，一部藏開編時，我們會先鉅細靡遺

的蒐集所有相關典籍，選其精華，擬定〈入

藏目錄〉，然後才開始整理。在《唯識藏》

裡，我們從宋、元、明、清刊刻的所有藏經

中，尋出了一百五十餘部典籍，雖然精挑細

選了其中近八十部來整理，但八十部中，不

到十部，是現在還有在弘傳講說的，其餘典

籍，全都乏人問津。為什麼乏人問津？因為

看不懂，可惜了祖師大德們嘔心瀝血的修行

紀錄。這時才恍然，原來師父在搶救法寶。

藏經讓人不懂，原因很多，除了種類過多

、文言太深、標點不清外，傳鈔有誤、勘

刻蕪雜、錯簡嚴重、字跡缺損等，都是可能

的因素之一。為了找尋混沌的古字、確認模

糊的筆跡、復原交錯的經版、查證字詞的原

意、釐清標點的用法，我們在十四種藏經、

八十三種辭書及三十七種的校勘體例中度過

了歲歲年年。

那些日子裡，我們常常不知道一次討論能

解決多少問題，不知道一天進度能到哪裡；

古聖先賢的世界，寂靜無瑕到連時間都會停

擺，無門可入時，雖然很煎熬，柳暗花明時

，卻發現愈熬愈香。後來才弄明白：哪裡是

我們在整理藏經了，其實是藏經在整理我們

。它重新整頓了我們混亂的思惟，打掉了我

們不耐煩的陋習，和自以為很懂的傲氣……

當無數葛藤剝落，心性變得嚴謹細膩而又謙

卑柔軟時，我們找到了進去的門，藏經也就

編好了。

  
  與藏經為伍 幾世修來的福報

四十冊的《唯識藏》裡，收錄了印度中期

大乘佛學「瑜伽行派」與中國唐朝「法相宗

」的主要典籍，含括了彌勒、無著、世親菩

薩的思想全貌，護法、安慧、玄奘、窺基論

師等的精采詮釋，以及現代太虛、慈航法師

等的語體文導讀。可以說，所有現代結集的

藏經裡，只有《佛光藏》，讓二十世紀以後

佛學大家的作品能夠入藏，和過去所有祖師

大德們的智慧結晶一起，傳承至未來際劫。

師父曾說：「編藏處是佛光山最令人嚮往

的地方，能每天與藏經為伍，實在是幾世修

來的福報。」的確，「編藏」工作，既寂寞

又美好，在漫漫寂天寞地中，《唯識藏》出

版了，《本緣藏》付梓中，《聲聞藏》也緊

接其後……能將文字般若散播在人間，師父

說，那就像「天女散花」，散美在人間，散

香在人間；頂禮師父，原來每天，我們都在

文字般若中，天女散花。

不回來的東西

不要埋怨自己不如人，所謂「人一能之
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能如是持
之以恆，則雖愚必明，雖弱必強。

春天去了，有再來的時候。太陽落下

，有再升起的時候。吾人的一生當中，

有許多東西是一去就不再回來的。這裡

有四點意見提供：

第一、潑出去的水：一盆水，一旦倒

了出去，無論用什麼方法，也無法完全

從地下再舀回來。同樣的，一杯水，翻

倒在桌子上，也無法收回來。總之，一

件好物，不能隨便丟棄，形同浪費；一

杯好茶，隨意把它潑出去，實在可惜；

一件好事，弄得不得回頭，屆時後悔也

來不及。因此，點滴諸事都要珍惜。

第二、說出口的話：過去有人說：「

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一個字，

送到公家機關裡，要再把它拿回來是不

可能了。同樣的，我們無心說出去的一

句話，要把它收回來，可能嗎？即使你

道歉，人家表面可能退讓，但總是介意

在心。等於是一塊白布上，潑了一點墨

，無論怎麼洗，它還是會留下斑點痕跡

。所以，話不能亂說，無論文字言語，

都要謹慎。

第三、消逝的光陰：朱自清先生說得

很好：「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

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

再開的時候；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

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我們的人

生，多少時光，一去就是永不回來；今

天過了，就不會再回頭。真實的生命，

就是光陰、就是時間，當下的這一分、

一秒，是不會再有的，所以，「一寸光

陰一寸金」，一定要愛惜光陰。

第四、錯失的機會：機會如光陰，稍

縱即逝。一個成功的人，不但把握每一

個機會，甚至是主動創造機會，辛勤耕

耘。西諺云：「天才是時時刻刻尋找機

會，他們願做別人不願做的工作，他們

永遠不怕做別人從來沒有做過的事。」

所以我們認為是天才的人，其實是他們

比更多的人付出把握機會努力的。

「珍惜福報才會更有福報；珍惜因緣

才會更有因緣。」一個有智慧的人，不

但會珍惜手中的福德因緣，更不斷創造

出更多的好因好緣，自然會成就一番大

事業。以上四點，只要把握住生活中點

滴因緣，不隨便破壞，進德修業，終會

有所成就。「不回來的東西」有四點：

第一、潑出去的水，　　

第二、說出口的話，

第三、消逝的光陰，　　

第四、錯失的機會。

旅行快門

放學囉！
文與圖／阿飛

到緬甸旅行時，看到街上男女老少都穿著

傳統服裝，尤其是男生也穿長裙，覺得好有

趣，一路上特別觀察男女有別的穿法。

一日午後，在茵萊湖畔，遇上剛放學的男

同學，身穿白襯衫搭配綠色籠基（緬甸人所

穿的筒裙）的制服，外加斜書包與夾腳拖鞋

，正準備搭船回家。看到這幅畫面讓人好生

羡慕，孩童時期唱的兒歌就在眼前進行著。

不同的文化呈現全新的視覺感受，讓原本

最平凡的事物變得如此不平凡，每天的新發

現都是一堂文化課程的學習。

文／星雲大師

我訂定佛教新戒條

貧僧有話要說 三十四說

    
七、要能長養慈悲

在修行裡，忍辱還是消極的修行，積極的

精神則要發揚慈悲。慈能予樂，悲能拔苦，

要能給予眾生喜樂，去除眾生的痛苦，必須

要先學習服務，如果沒有服務的精神，哪裡

能與慈悲相應呢？ 

所謂服務，在青年守則裡說：「服務為快

樂之本」，我們能可以行菩薩道，像觀世音

救苦救難，這是自我的修行，也是自我的安

樂。能解脫別人的苦難，還怕自己的苦難不

能消除嗎？所以，人能先做一些利他的行事

，自己必然得到更廣大的利益。服務、慈悲

，都要慢慢的灌溉、長養，就好像田裡的禾

苗、山上的果樹，要在時間歲月裡，不斷修

行，不斷成長，才能完成自己的慈悲發心。

所謂「無相布施、無我度生」，那就是真正

的慈悲了。

    八、要有道德勇氣

修行學道，不是消極的做一個好人，以為

自己與世無爭，那是不夠的。要能與人為善

，甚至與人為善也還不夠，要能在犧牲受害

的時候，可以為教、為人，提出道德的勇氣

，這就是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沒有道德勇氣，只是一個消極的好人，不

算一個積極發心修道的菩薩。

在儒家裡為了成就仁義道德，有所謂「殺

身成仁、捨生取義」，佛心和儒家的道德觀

念，不但有類似，甚至更加增上。殺身成仁

、捨生取義，或許還有一個為了什麼，但在

佛教裡，捨身捨命，不著相，不執我，不求

回報，不求讚美，一切無我無相。因為，不

執著我相，才更有道德勇氣。

    九、要能知道慚愧

佛陀有時候教訓弟子「不知慚愧」，這是

非常嚴厲的批評。不知慚愧，就是不知道羞

恥，所謂「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沒有一

點羞恥心，品德不能增上。佛說「慚恥之服

，無上莊嚴」，有慚恥心，是人格美麗的穿

戴。恥有所不知、恥有所不能、恥有所不會

，恥有所不淨，在修行的道路上容易成功。

慚，是對不起自己；愧，是對不起他人。

如果我們經常行事覺得對不起自己、對不起

別人，甚至不但對聖賢、父母，我們自己知

道慚愧，甚至對學生、兒女也要有慚愧心，

不能給予兒女很好的教導，不能給予學生廣

博的智慧。能可以有這些慚愧心，自然覺得

對世間萬事萬物有所欠缺；由於知道欠缺，

就會發心，有了勇氣。所以慚愧知恥，就能

增上我們的品德。�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