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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經的大智慧！
─連載第81回

講經／釋迦牟尼佛  紀錄／阿難尊者等  梵譯中／唐三藏玄奘大師  解讀編撰／郭韻玲  視覺設計／鄭秉忠

曠世奇花‧絕世珍寶～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開經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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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經的大智慧！ 般若如寶船  能載著我們  越度生死大海！

本篇章架構:

一、前言

~智慧如寶船

二、關於大般若經

~前人努力的輝煌

三、經文段章

~校量功德品

四、解讀詮釋

~清話心上流

五、般若讚頌

~因為太好所以讚頌

六、般若修行

~真實的生命寶藏

七、智慧的珠串

~各品綱要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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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智慧如寶船

有一個海

叫作生死海

有一艘船

叫作般若船

這個生死海

波濤洶湧  驚濤駭浪

難以越度

但是

這艘般若船

有般若智慧作羅盤

方向精準無誤

而且  船身堅固  水手精良

所以

福報廣大  睿智深遠

的人們  紛紛

登上了般若船

因為

不管那浪有多高

不管那海有多大

只要登上了

這艘般若大寶船

必能 ──

越渡驚濤險浪的生死大海

到達那  無憂無悲無愁無惱

幸福圓滿的光明彼岸!!

18



二、關於大般若經

  ~前人努力的輝煌！

大般若經是一部篇帙浩大的

大部頭經典

總計六百卷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經是全名

大般若經是簡稱

大般若經是唐朝三藏法師─

玄奘大師的嘔心瀝血之作

(譯完此經沒有多久，大師便圓寂了)

他領導的譯經院

從唐高宗顯慶五年的正月一日

開始這項艱鉅的任務─

正式展開〝大般若經〞的翻譯工作!

這部經梵本有四處十六會

共計二十萬頌

玄奘大師從印度攜回了總共三種版本

所以此經不但是篇幅極長

各種版本的校正

也是相當繁瑣的!

原本玄奘法師要全經逐字

全部翻譯出來

但由於這部經的原文有許多

重複的地方

所以就有僧人建議

用以前鳩摩羅什法師的方法

就是刪繁就簡、採取節譯的方式

結果許多人都表示贊同

玄奘法師看到眾議如此

並且由於大般若經確實也是

卷帙浩大、長篇累牘

節譯也似乎是不得不的選擇了

所以就依大家之見了

但是自從作了這樣的決定以後

玄奘法師連續數夜都作惡夢

不是身歷險境、孤獨無助

就是猛獸追逐、不得脫身

玄奘法師在觀察甚深緣起之後

決定再回到原議

惡夢才告停止!

而且就開始夢到

諸佛菩薩眉間放光

或手捧花燈、供養諸佛

或自升高座、受大眾圍繞讚嘆

恭敬供養等等瑞夢

所以玄奘法師後來對大眾

鄭重宣布─

大般若經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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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完全按照梵文原本翻譯

絕不任意刪略一字

至於大眾聽聞了這樣的更改與決定

亦善根深厚的表示支持了!

由於大般若經譯來確實十分艱辛

所以玄奘法師曾懇切的

勉勵譯經的僧寶們:

人命無常

而經部甚大

深懼不能譯完

所以人人宜加倍努力

勿辭勞苦!

在譯經的過程中

曾經有過一個緣起被記載下來:

就是譯經場旁有一株雙奈樹

在不是開花季節的時候

開了好幾次花

而且每次不多不少

都是六朵!

於是便有僧人認為

這個緣起真好

象徵了般若將廣大弘揚

而且每次都是六朵

亦象徵了布施、持戒、

忍辱、精進、禪定、般若

六度波羅蜜具足!

龍朔三年的十月二十日

六百卷的大般若經

經過歷時四年的艱苦翻譯歷程

終於大功告成!

玄奘大師認為大般若經的地位

實在高超

稱許它是──

鎮國的大典!

人天的大寶!

大般若經記載：

樂大乘者，書寫、受持、讀誦、

流布此經，皆得生天，究竟解脫。

由於有這樣廣大的利益

玄奘大師更認為──

人人都應把這部震古鑠今的大般若經

珍惜讀誦，視為至寶!

20



三、經文段章

     ~校量功德品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世尊。云何諸

善男子善女人等。說無所得布施波羅蜜

多。名說真正布施波羅蜜多。佛言。憍

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

提心者。宣說布施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布施波羅蜜多。不應觀

色若常若無常。不應觀受想行識若常若

無常。何以故。色色自性空。受想行識

受想行識自性空。是色自性即非自性。

是受想行識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

是布施波羅蜜多。於此布施波羅蜜多。

色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受想行

識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

者何。此中尚無色等可得。何況有彼常

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

波羅蜜多。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

布施波羅蜜多。不應觀色若樂若苦。不

應觀受想行識若樂若苦。何以故。色色

自性空。受想行識受想行識自性空。是

色自性即非自性。是受想行識自性亦非

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羅蜜多。於

此布施波羅蜜多。色不可得。彼樂與苦

亦不可得。受想行識皆不可得。彼樂

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色

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

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羅蜜多。復作是

言。汝善男子。應修布施波羅蜜多。不

應觀色若我若無我。不應觀受想行識若

我若無我。何以故。色色自性空。受想

行識受想行識自性空。是色自性即非自

性。是受想行識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

性即是布施波羅蜜多。於此布施波羅蜜

多。色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受

想行識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

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色等可得。何況有

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

布施波羅蜜多。復作是言。汝善男子。

應修布施波羅蜜多。不應觀色若淨若

不淨。不應觀受想行識若淨若不淨。

何以故。色色自性空。受想行識受想

行識自性空。是色自性即非自性。是受

想行識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

施波羅蜜多。於此布施波羅蜜多。色不

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受想行識皆

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

何。此中尚無色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

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

羅蜜多。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

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布施波羅蜜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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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

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布施波羅蜜多。作

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布施波羅蜜多。

不應觀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若常若無常。何

以故。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諸佛無上正等菩

提自性空。是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即

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羅蜜多。於

此布施波羅蜜多。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不可

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

尚無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可得。何況有彼常

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

羅蜜多。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布施

波羅蜜多。不應觀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若樂

若苦。何以故。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諸佛無

上正等菩提自性空。是諸佛無上正等菩提

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羅蜜

多。於此布施波羅蜜多。諸佛無上正等菩

提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

何。此中尚無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可得。何

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

修布施波羅蜜多。復作是言。汝善男子。

應修布施波羅蜜多。不應觀諸佛無上正

等菩提若我若無我。何以故。諸佛無上

正等菩提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空。是

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

自性即是布施波羅蜜多。於此布施波羅

蜜多。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不可得。彼我

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諸

佛無上正等菩提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

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羅

蜜多。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布施

波羅蜜多。不應觀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若

淨若不淨。何以故。諸佛無上正等菩提

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空。是諸佛無上

正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

布施波羅蜜多。於此布施波羅蜜多。諸

佛無上正等菩提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

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諸佛無上正

等菩提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

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羅蜜多。憍

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

為宣說真正布施波羅蜜多。      

(P872 I欄4行~P888 II欄5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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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讀詮釋

     ~清話心上流

天帝釋又向佛陀請教：什麼是宣說無所

得布施，名為真正布施？

佛回答：如果善男子、善女人，為發無

上菩提心的人，宣說布施：「應修布施，不

應觀五蘊乃至無上正等菩提若無長、若無

長，若樂、若苦，若我、若無我，若淨、

若不淨。為什麼呢？五蘊乃至無上正等菩

提自性空，因為五蘊乃至無上正等菩提的自

性即非自性，那麼非自性即是布施。於此安

忍五蘊乃至無上正等菩提不可得，其常、無

常，樂、苦，我、無我，凈、不淨也都是不

可得。如果能夠如是修行布施，是名修行布

施。」如果善男子善女人如此宣說，是為宣

說真正布施。

此段經文，主要是說明宣說無所得的布

施，才是宣說真正的布施。

什麼是無所得的布施呢？就是對於布施

完全沒有執著，無論是布施的境界、進度

‥‥‥，一切一切與布施有關的人、事、物

統統沒有了執著。

布施是修行人的美德，也是累積福報最

好的方法。

布施最起碼可以略分為精神的布施與物

質的布施，一者無形，一者有形，但事實

上，只要是誠心誠意的布施出去，都能感召

無量無邊的福報。

故無論是有形的布施，或是無形的布

施，關鍵在於布施者的心態如何。

如果是執著的心態，則無論是有形或無

形的布施，感召的福報一定是有限的；相反

的，如果是無所得的心態，則無論是有形或

無形的布施，都能夠感召無量無邊的福報。

故布施的重點在於心，而不在於到底布

施了什麼。如果深刻的明白了這個道理，才

真正懂得了布施。

故從今天開始，無論是布施了很多的錢

財或只是布施一句關懷的話，我們都要以最

純淨的心去作，那麼，這樣的布施，就是最

真善美的行為，也就是最圓滿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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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一定牽涉到布施者、被布施者以及

布施之相關事物。但無論牽涉到什麼，事實

上統統是必須放下的；意思就是說，當布施

者把布施的事物給了被布施者時，一切都沒

有任何的執著可言，布施者未必高高在上，

被布施者未必可憐，被布施的事物也無需吝

嗇。

無所得的布施，是名真正的布施。

事實上，我們從來不曾真正擁有過什

麼，所以我們從來也不曾失去什麼。

一切的擁有都只是暫時性的擁有，連我

們這個珍貴的人身寶，都只是暫時擁有，更

何況屬於人身的種種錢財？

故懂得布施的人，是真正冰雪聰明的

人，他善巧的運用了暫時的擁有去獲得永恆

擁有的法身財。

為什麼法身財是永恆的擁有呢？因為功

德是無形無相的，沒有人能夠奪走無形無相

的珍貴。

故修行要努力修行布施波羅蜜，因為今

日的給，便是明日的得；而且給的越多，將

來獲得就越多，所以一切外在的富足，都來

自於內在的富足；相反的，一切的缺乏，也

都來自於內在的缺乏。

所以，肯布施的人，是內在富足的人，

就是因為內在覺得富足才不怕失去；固吝於

布施的人，其實內在一直在恐懼著失去。

我們到底會失去什麼？

失去什麼是最令人恐懼的一件事？

事實上，我們什麼也不會失去，現象界

的得與失只是一場變化的遊戲，一下天平左

邊得了，一下天平右邊失了，只是在玩左手

交給右手，右手再交給左手的遊戲罷了。

如果失去金錢與名聲令人恐懼，那麼失

去生命呢？失去生命豈不是最令人恐懼。

然而，在這生滅不已的三界，我們最最

珍貴的生命已經不知道失去多少回了，多到

數都數不清了，可是我們還是如此的放不

下。

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學會放下？

事實上，布施的甚深含意是訓練我們放

下，如果連最簡單的都放不下，那麼難的又

怎麼放得下呢？

所以，我們要練習慷慨的布施，不只是

在物質上，在精神上更要慷慨的給予。

每一個人都喜歡獲得，並不十分喜歡給

予。「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如果過去不

曾給予，今日怎能獲得：如果今日不肯給

予，未來又怎能獲得？

故給予與獲得，其實是同一件事，是我

們太有分別了，才二分成兩回事的。

如同佛與眾生，無二無別。

其實給與得，也是一樣無二無別。

無二無別即無分別，無分別即無所得。

用無所得的智慧去作一切的布施，一切

的布施都圓滿。

盡量的給予吧！連生命有一天都必須給

予，我們還想挽留住什麼呢？越肯給予越豐

富，這是生命的法則，越早一天學會，越早

一天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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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是充滿喜樂的一件事，因為自己的

善行利益了別的眾生，別的眾生也可能因為

自己的示現而也去利益更多的眾生。人與人

之間，如此的關聯是多麼美好的關聯。

人類的痛苦來自於不肯給予，總想從別

人那兒獲得什麼，這是多麼大的無明啊！

只有互相給予，人類才有出路。如果還

是互相掠奪，那麼，人類不會有幸福富足可

言的。

修行人是一等一的聰明人，所以修行人

從來不掠奪，而是一昧的給予。

在一昧的給予中，因為心的富足所以感

召了外境的富足。

萬法唯心造，這就是布施的奧義。

從來不曾損失什麼，卻贏得了一顆最富

足的心，最富足的心當然感召最富足的外

境。

所以布施是獲得，放下是提起，生命中

的一切一切，都是如此。

佛是最大的布施者，因為他的心最富

足。

我們之所以匱乏，是因為我們心不夠富

足，只要心富足了，一切富足。

布施就是訓練我們有一顆富足的心。

多麼大慈悲與大智慧的佛陀啊！為了要

我們大得，所以我們大布施。

在無所得的布施中，一切圓滿，一切具

足。

願眾生皆早日布施成就！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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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般若讚頌

     ~因為太好所以讚頌

昔有菩薩安心坐

空無相中無價寶

故知妙身無罣礙

真實不虛深須信

照見五蘊悉皆空

般若性海絕難思

是大神咒起人慈

揭帝揭帝斷狐疑

    －般若讚文

菩薩心安如水的端坐

証入的無相空性中

有無價的珍寶

所以微妙的法身

是無所罣礙

須深深相信其真實不虛

照見了五蘊等悉皆性空

般若的本質斷思絕慮

是能令人生起廣大慈悲

的大神咒

能解決一切疑惑到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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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般若修行

~真實的生命寶藏

一切的文字般若

都是為了讓我們能夠

有所依憑

有所體會、心得

進而証得實相般若！

故讀完一切的經文

尤其是論及般若的經文

一定要想辦法

去實修實証般若實相

最常用的方法是慧觀

例如觀想──

自己有一個無雲晴空！

保任

越久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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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品

攝受品(卷98-103)

說明菩薩應於般若如說而行且不遠離。

第三十品

校量功德品(卷103-168)

說明般若的功德無量無邊，甚至供養般若經

典的功德，比供養佛陀舍利還要殊勝廣大。

第三十一品

隨喜回向品(卷168-172)

說明一個菩薩應如何以無所得為方便，善巧

修好隨喜回向法門。

七、智慧的珠串

~各品綱要闡明

第二十六品

學般若品（卷86-89）

說明善現菩薩智慧甚深，不壞假名，而說法

性。

第二十七品

求般若品（卷89-98）

說明修行般若於大菩薩的開示中求，並以佛

陀為依歸。

第二十八品

歎眾德品（卷98-98）

說明菩薩所行般若是大、無量、無邊波羅蜜

多，能夠證得無上正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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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蓮花紙上藝廊

百花盛放中的莊嚴容顏

展覽企劃/御風空行者   視覺設計/光之翼  

7月份展覽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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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卡

謹訂於2005年7月1日~7月31日

於本紙上藝廊隆重展出－百花盛放中的莊嚴容顏!

茲簡介如下~

花朵，是世上最美麗的東西。

所以凡是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會與它有所關聯；例如裝飾房間，只要擺上一盆

鮮花，立時就滿室生香、氣氛美麗鮮活了起來；又如喜慶宴會，必定少不了花的

陪襯，也或者把餽贈鮮花作為慶祝生日或婚禮等節慶最美麗的禮物!

那麼，花朵與佛菩薩呢？亦是有密不可分的關連；例如佛教的教花就是出汙

泥而不染的蓮花；佛菩薩成就時也就是端坐蓮花台；而天女讚歎佛菩薩無量功德

時，亦是灑下滿天的飄花；且高僧大德講經說法若是虔誠有內涵時，也會感得天

降花雨；而當繪畫佛菩薩，亦常少不了〝芬陀莉花遍圍繞〞等百花簇擁的富麗尊

貴之意象……

故本次展覽，即以最美麗的花朵襯托最莊嚴的佛菩薩容顏，可謂相得益彰，

美不勝收!

敬邀

    闔第神遊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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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設計出演/博文

素食新時代

 夏日美帽篇

一襲夏日涼帽  印著茹素心情

就戴出了慈悲  也戴出了美麗……

─生活應用美學─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黃映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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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專題企劃

韋馱菩薩忠肝義膽
企劃撰文/文華智慧  校對/朱靜珍  視覺設計/天人集

─架構─

一、前言──
忠心的菩薩！

二、韋馱護法傳奇
～親受佛陀咐囑榮膺護法！

三、經典中的韋馱菩薩
～辯才無礙、大力勇猛、常護世間！

四、當魔羅來襲
～韋馱護法總是挺身而出！

五、韋馱護法勞苦功高！
～由各佛寺楹聯可見一斑

六、人間忠字真稀有
～韋馱護法‧怎一個忠字了得！

七、韋馱護法英勇事蹟！
～佛牙舍利失而復還

八、高僧大德感應記
～道宣律師與韋馱護法感應道交！

九、忠義兩全‧護法雙傑！
～關公、韋馱是佛教左右兩大護法

十、忠肝義膽‧千秋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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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訓 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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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馱菩薩是如何成為佛教大護法的呢？

原來是有一段非常榮譽的記載，那就是

佛陀在靈山法會上親自附囑韋馱菩薩要成為

護法，守護佛法與修行人，鎮守東西南三

洲，即東勝神州、西牛貨州、南贍部州三大

州！（因為北俱盧州的人不信佛教）

至於韋馱護法的來歷呢？

韋馱相傳本是古印度婆羅門教的戰神，

生來就聰明伶俐，而且遠離塵欲，虔修清淨

童真梵行，更以勇猛威武、馳走如飛而稱

著。

韋馱手執弓箭，騎孔雀，有六頭十二臂

的造像，有別於後來流傳於中土的造型；應

是混和了密跡金剛與韋昆將軍的形象。他的

信仰最初流行於南印度，五世紀之後傳到了

北印度；最後被大乘佛教吸收成為伽藍守護

神，為南方增長天八大將軍之一，係四天王

下三十二將軍之首。

韋馱的梵音為Skanda，巴利文為Khanda:

他的名字稱法甚多，可以大致整理如下：

韋馱＝塞建陀天＝私建陀天＝建陀天＝

違馱天＝韋將軍＝韋天將軍＝迦絺吉夜＝鳩

摩羅＝善梵＝韋馱天＝韋馱天神＝塞建陀＝

建馱天＝私建陀

事實上，廣義來說，佛教的護法神非常

眾多，像梵天、帝釋、金剛力士、四天王、

護世八方天、十羅剎女、十二神將、十六善

神、二十八部眾、三十番神、三十六神王、

伽藍十八善神等諸天、龍王、甚至鬼神等

等，只要對佛法信樂守護，都可以稱為護法

善神！但韋馱自從唐朝初年的道宣法師感得

其像後，中土各地的伽藍寺廟皆開始廣為設

其神像，與伽藍菩薩關公並列為佛教最有名

的兩大鎮寺護僧的大護法！

    道場須清潔

    而常燒香獻花

    則護法善神及佛菩薩影向守護也

    ──坐禪用心記

韋馱菩薩傳奇
～親受佛陀咐囑榮膺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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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淺草觀音寺前的韋馱護法 攝影/鄭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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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經典記載，韋馱菩薩令人讚嘆，尤其是〝常護世間，晝夜不離〞！

可以《金光明經》為証──

敬禮諸佛妙辯才  諸大菩薩妙辯才

獨覺勝者妙辯才  四向四果妙辯才

四聖諦語妙辯才  正行正見妙辯才

梵眾諸仙妙辯才  大天烏摩妙辯才

塞建陀天妙辯才  摩那斯王妙辯才

                    

釋提桓因  及日月天  閻摩羅王  

風水諸神  違馱天神  及毘紐天  

大辯天神  及自在天  火神等神  

大力勇猛  常護世間  晝夜不離  

‥‥‥

經典中的
韋馱菩薩
～辯才無礙、大力勇猛、  

  常護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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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聯之一：

護法安僧親受靈山囑咐

降魔伏怨故現天將威風

白話：

韋馱菩薩守護佛法安定僧寶

是因為在靈山法會上親受佛陀的囑咐

而為了降伏一切魔軍怨敵

所以展現了天將的威風凜凜

延想：

這段楹聯說明了韋馱護法

是受了佛陀親自的咐囑而護衛佛法與僧寶的

而且是為了方便降伏一些難調難伏的剛強眾生

才善巧的展現這樣威猛而令人生畏的天將神威！

所以，韋馱護法之所以成為護法是因為佛陀的緣故

而韋馱護法之所以現出如此震攝人心的天將威風

是為了降伏一切障礙佛法與修行人的魔軍！

～由各佛寺的楹聯可見一斑

韋馱護法
勞苦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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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聯之二：

金剛體，童子心，三洲感應；

菩提智，解脫德，六時吉祥。

白話：

韋馱護法擁有金剛不壞之身

卻有一顆童子般赤誠之心

對於東勝神洲、西牛貨洲、南贍部洲

的修行人一律感應道交

而且韋馱護法已証得菩提正智

獲得解脫至德

令修行人六時皆吉祥！

延想：

此段對於韋馱護法的証量

有清楚的說明與讚頌

所以韋馱護法之所以也是韋馱菩薩

不只是一種尊稱

也是他實際獲得的証量

他已經証得金剛體

而且是童真修行

並且獲得無上正等正覺

以及解脫生死的自由自在

因此只要與韋馱菩薩感應道交

必定時時刻刻都吉祥啊！

103



楹聯之三：

一杵威神可畏，人無邪念自能降魔；

三洲感應難思，汝有真修我必護持。

白話：

韋馱護法手持金剛杵的威風神氣實在可畏

但是事實上一個人只要心無邪念就自然而然能夠降伏魔羅

韋馱護法是受佛陀咐囑守衛三洲，感應微妙難思

如果你是真的在修行，我一定會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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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想：

這段描述韋馱護法的楹聯

不但描繪出韋馱護法手持金剛杵法器時的威猛神風

更進一步的告知了修行人正知見

就是韋馱護法是一定會遵守對佛陀的承諾

好好的為修行人與魔共戰，降伏一切的魔軍

但是事實上有一個法寶是很好用的

甚至也不用勞煩已十分忙碌的韋馱護法前來護衛

那就是只要──心無邪念！

是的，只要一個修行人遠離了一切的妄想邪念

那麼其實魔軍即使再多

也無法成功的奪走修行人的法身財！

所以〝無邪念〞實是修行人自護與成就的不二法門！！

但這樣的修行人當然是稀有難得、為數不多的

所以凡是東勝神洲、西牛貨洲、南贍部洲三洲的修行人

只要擁有真心誠意

韋馱護法就必定會護持他！

這把護法對修行人的要求講得很清楚

最好是修行人自己心無邪念

這樣就不易感召魔障

而且就算有魔障也可以自己降伏

但是護法實在也是慈悲廣大

他也深知這實屬不易

故他就把標準降到很低

也就是說一個修行人如果作不到心無邪念

那麼只要作到最起碼的真心誠意也就可以了！

從這裡真是可以看到韋馱護法對於修行人

的無比寬容與愛護之心

真是令人感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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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聯之四：

君欲欺心神未許

汝敢昧己我誰瞞

白話：

你如果想欺騙自己的心

那麼是神祇不允許的

你如果敢矇昧自己的心

那麼也是瞞不了我的

延想：

這是將韋馱護法勘查修行人的動心起念

說得清楚明白

算是一種勸告  也算是一種警告

語氣是嚴厲的  但動機是美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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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聯之五：

浩大功勳，手擎寶杵，降伏四魔護佛法；

聰明正直，身披鎧甲，感化三界盡皈依。

白話：

韋馱護法的功勳浩大

手執金剛寶杵

降伏四方的魔軍守護佛法

韋馱護法秉性聰明為人又十分正直

身上披著威猛鎧甲

感化三界內一切有緣眾生盡皆歸依！

延想：

此段是歌頌韋馱護法的美德特質與功勳

他的美德特質是聰明正直

他的功勳則浩大無邊

是降伏四魔護佛法與感化三界盡歸依

真是可歌可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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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聯之六：

現將軍身，執降魔人天拱服；

行菩薩道，披鎧甲法界皈依。

白話：

韋馱護法示現威猛神勇的將軍身

手執金剛杵降服魔軍

而贏得一切人天的敬服！

韋馱護法廣行菩薩道

雖然身披鎧甲

一樣獲致十方法界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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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想：

韋馱護法是因為權變善巧

所以現將軍身相降服一切魔軍！

那麼這算不算是一種菩薩道呢？

當然是的！

因為韋馱菩薩從來不曾〝消滅〞那一個魔羅

即使他手持如此威猛神力的金剛寶杵

因為以一位菩薩而言

所謂的〝降伏〞是以愛來超度魔羅

如果以恨來降伏

只會更加增長魔軍的氣燄與軍容壯盛

因為魔軍才是恨與黑暗的專家

而且是以之起家與成長

如果要與魔軍比賽恨與黑暗

誰比較厲害

那麼絕對不會是魔軍的對手

因為他們就是在這方面贏了才會成為魔軍的啊！

所以一個菩薩必是愛與光明的專家

因為  只有愛可以降伏恨

      只有光明可以降伏黑暗

所以  韋馱護法手上的寶杵

      不是武器是法器

是要用來驅散魔軍心中的恨與黑暗

轉而化之為──愛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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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馱護法的

英勇事蹟！
～佛牙舍利失而復還

韋馱護法是重然諾的！

佛陀在世時如是！

佛陀涅盤後亦然！

根據記載，佛陀圓寂之後，當諸天神和眾天王在一起會商、準備起塔供養珍貴無比的佛舍利

時；突然竄出了一個〝捷疾鬼〞！

這捷疾鬼也真是膽大包天，竟然乘人不備時盜走了兩顆佛牙；這是何等的大事，當然立即引

起了諸天的震動！ 

韋馱護法知道這件事後，立即奮不顧身、一馬當先的以似飛一般不可思議的速度，趕忙去追

趕捷疾鬼了！

而所謂的捷疾鬼，顧名思義，絕對也是一個腳程跑得飛快、速度迅捷如飛的鬼了。

但是由於韋馱護法一向以腳下如飛見稱，且又護法心切，所以他果然在最短的時間內就擒獲

了捷疾鬼，將原本屬於天宮的佛牙舍利奪了回來！

韋馱護法由於為諸天解決了大問題，又表現得英勇威猛、可圈可點；因此贏得了諸天眾王的

交相讚揚，護法的美譽如日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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