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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法譬如水滌心垢─ 

大懺悔‧入經藏 全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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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二：「法譬如水」經藏演繹在台灣，

2011 年八月底落幕，法音仍縈繞在許多參

與者的心頭，演練過程的辛苦化為無盡的法

味；回憶的畫面中，「以心相會、以行和合」，

眾志成城的願力展現令人讚歎不已，堪稱是

「百千萬劫難遭遇」的靈山法會。 

燈光打亮在高聳的中央舞臺，入經藏菩薩們

從四面八方步步登上臺階，十二秒內站定

位，動靜沒有落差，人人表情虔敬。高雄巨

蛋首演這幕，讓經藏演繹總導演呂慈悅師姊

眼眶溢滿淚水，在內心吶喊著：「上人，您

的弟子做到了！這群螞蟻雄兵會跟著您攀

爬須彌山，您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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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飾演悟達國師的歌子戲團長許亞

芬，以在家人的身分，表達出家人的莊嚴。

在幾段唱詞間就要交代《水懺》千年時空的

歷史恩仇，她選擇了以單純的身段搭配四名

白衣水袖舞者，作為悟達國師內心狀態、情

緒轉折的意境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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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013 年，為慶祝香港分會 20 周年

慶，於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慈悲三昧水懺》

經藏演繹表演。慈濟人與專業演員共同詮

釋，齋戒懺悔、經藏演繹，吸引社區會眾一

同深入經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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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法船的波濤從臺灣蕩漾到了海外。海

外師兄、師姊紛紛發願在當地造法船，並請

示上人，法船大小應如何較適當。上人說：

法船大小還是其次，最重要的是「精」，不

是表演，而是真誠地入經藏。 

新加坡 2013 年入經藏，體會入法的重要，

「靈山法會不散」，每天「晨鐘起‧薰法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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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2015 年大馬《法譬如水》經藏演繹，

7月 4日在吉隆坡武吉加里爾博特拉室內體

育館正式上演，這是繼臺灣以外，首場採用

四面舞臺，呈現《慈悲三昧水懺》的經藏演

繹。連續三天，共計六場的演繹，預計約有

六萬人以法結緣，以法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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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八：雪隆分會舉辦《慈悲三昧水懺》

經藏演繹，實業組志工組成的心鼓隊承擔

「鐘鼓齊鳴」段落。圖七：共修中，大家一

同利用巧拼地墊，在桌上克難練習擊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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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法譬如水滌心垢─ 

大懺悔‧入經藏 

 

◎洪潤枯涸演法義 眾生有病法藥醫 

2011 年，慈濟度過四十五周年，為進一步

淨化人心而啟動了一場心靈的大工程--懺

悔與齋戒，以證嚴上人所講述的《慈悲三昧

水懺》為主要共修內容，除了平時於大愛電

視台「靜思晨語」節目重播水懺開示、定期

舉辦讀書會之外，並以三萬多的人數，共同

排演出《慈悲三昧水懺》經藏演繹。 

 

期以音樂舞台劇的呈現，引領臺上臺下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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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人、周圍鄰里、與親朋好友，所有人都

能深入經藏，讓佛法入心，而響應懺悔齋戒

的行動。這一波龐大的心靈工程，所依據的

經藏是《慈悲三昧水懺》，而這部懺文的緣

起始於一場因果業報的生命故事。 

 

◎悟達國師造水懺因緣 

水懺的故事來自於「悟達國師」的事實故

事。唐朝悟達國師，四川湄洲人，七歲出家，

法號知玄。年輕遊學時，在一所寺院掛單，

隔寮住了一位僧人，身上散發惡臭，眾人走

避，唯有知玄法師不忍，主動照顧直到痊

癒。僧人病癒臨別時，感恩知玄法師的善

行，告知日後如遇困難，可到四川彭州九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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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相尋，以山上兩株並連的松樹為標記。 

 

知玄法師精進修行，通達教理，獲唐懿宗尊

崇，奉為國師，蒞席聽法，還賜予貴重的沈

香寶座。然國師升座時，心中忽生一絲歡喜

驕慢，膝蓋隨即碰撞受傷，未久傷口膿瘡竟

如碗大，眉目口齒俱備與人面一般，且痛徹

骨髓；全國名醫束手無策。 

 

悟達國師想起了數十年前與病僧之約，於是

前往彭州找尋，果然相遇。僧人告知翌日可

至山巖旁掬清泉洗滌，即能痊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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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小沙彌引領國師前往洗滌時，人面瘡竟開

口說話，問之可記得西漢史書所記載，袁盎

斬晁錯的故事——原來，悟達國師的前世是

漢代朝臣袁盎，用計斬殺晁錯，這個深仇大

恨使晁錯累世都在尋找報復的機會；但十世

以來，悟達國師世世為高僧，守戒精嚴，終

於等到他起了一念慢心，業門開啟，才趁虛

而入以人面瘡來尋仇。 

 

人面瘡續言，幸有迦諾迦尊者所化身的病

僧，慈悲地以三昧水洗去積怨。心結開解，

悟達國師膿瘡終得治癒。 

 

凡有所作，皆要受報，即使十世修行，也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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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一次結下的冤業；悟達國師心有所悟，

遂棄名利地位，留在九隴山築庵專注潛修，

造《慈悲三昧水懺》警醒眾生。 

(摘錄：慈濟月刊 第 537 期) 

 

苦海茫茫無邊，回頭明明是岸， 

三障諸惑應斷，諸佛聲聲呼喚－－ 

 

◎法水漣漪 滋潤眾生 

「悟達國師宏願，廣演慈悲三昧水懺……」

三萬名入經藏菩薩，心與法會合，以身為載

道器，成就舞臺上整齊莊嚴的說法；不僅反

觀自省，更期待喚醒眾生清淨無染、與佛同



第 13頁 
 

等的本性！ 

 

2011 年年初，全臺志工動員籌辦經藏演繹

事宜，各社區舉辦讀書會深入《法譬如水─

慈悲三昧水懺講記》、邀約推廣茹素。經過

半年的密集演練，「法譬如水」經藏演繹，

在吉祥的農曆七月，於高雄、臺北、臺中、

彰化登場。二十四場的演繹，是融合宗教和

戲劇、舞蹈的多元呈現，每一場都有數千甚

至上萬人觀賞唱和，舞臺上有「妙音」、「妙

手」，觀眾席有「輕安區」和「大愛之光區」，

懾服於懺悔業障的法音中，也是莊嚴優美的

現代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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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配合 彼此成就 

傳統佛教法會念經，跟著誦念的人未必知其

意；而參與經藏演繹的三萬名菩薩，則在這

半年來，透過場場讀書會共修，研習證嚴上

人的《法譬如水─慈悲三昧水懺講記》，許

多人有所體會而當眾懺悔。他們以齋戒的清

淨心，在不下百次的手語演練中，縮小自

己，勇於承擔，相互配合，舉手投足的進退

間深入法髓。 

 

佛法講懺悔，天主教說告解，儒家則談一日

三省吾身，改往修來並沒有宗教隔閡。經藏

演繹積極的意義，是帶動人人掘出心地清

泉，以志同道合的善念共振力量，守護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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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淨。這個法會的另一特色，不論演出者

或觀眾並不限於佛教徒，舞台說法內容涵

蓋：果報相依若影隨形、心鼓振聾發聵、現

代社會人生百態、夢歷六道、生生世世都在

菩提中、世人需明大是非……透過京劇、歌

仔戲和舞台劇，描繪身語意所造的種種罪

業；闡釋《水懺》精要的歌聲盪滌人心，鼓

聲更是振聾發聵。 

 

終曲的「大時代需明大是非，大劫難需養大

慈悲，大無明需要大智慧，大動亂需要大懺

悔」歌聲盪氣迴腸，呼籲人人調伏自心，以

正確的心念思維，走上慈悲道路，利益眾

生，才能在動盪的時代中自救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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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失動作 不漏失每一句法 

能參與經藏演繹，以身心莊嚴道場，是「百

千萬劫難遭遇」的機緣。半年來，每位入經

藏菩薩以恭敬心虔誠齋戒、共修，且把握時

間練習。各地慈濟會所入夜後仍燈火通明，

公園、學校、工廠甚至大橋底下，無處不是

道場。大家不錯失每一個動作、不漏失每一

句法，各盡良能、相互配合、彼此成就、真

誠護持；才能讓每一個動作、每一分秒，達

到合和互協。 

 

入經藏菩薩不斷排練，即使年紀大、不識

字，或身有疾恙，仍堅持參與。二十五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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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妮達是印尼人，來臺灣幫傭已五年，阿妮

達不懂中文，又是穆斯林，要如何入法？她

把佛陀當成她的阿拉，以尊重心投入。她用

印尼文寫註解，字字句句用心記誦歌詞，不

僅發音正確，手語也學得很快，而僱主全家

人為了成就她入經藏，都跟著一起素食。 

 

臺北市三峽區的許文祥居士，一家三口都參

與「入經藏」。七月間許居士突然感覺身體

不適，到醫院檢查，發現已是肝癌末期，立

即住院。即使臥病在床，他仍一心一意練習

手語和唱誦，句句歌詞都沒有忘掉，手語比

得還是那樣莊嚴有力。 

 



第 18頁 
 

八月十一日，三峽區慈濟人在小巨蛋為隔天

的演繹進行總彩排，他雖無法上臺，卻鼓勵

太太要堅持；當天晚間七點多許居士往生，

隔天的演繹由兒子補位上場，哀傷中的父子

傳承佳話，傳頌人間。 

 

大精進、大懺悔、大入經藏，從臺灣起步，

也帶入了全球，遠在近幾萬公里的美國，他

們也同步精進，舉辦讀書會，發心立願要入

經藏視訊共修。 

 

◎過不覆藏 洗淨塵埃 

美國宓慧敏師姊，五十三歲，二○○四年因

為兒子參加「青少年營隊」而接觸慈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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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的是，宓慧敏交到了惡友，染上賭博。 

 

開始她以為就是好玩，稍微玩一下，有的時

候會贏，很歡喜，所以就這樣地沉迷。「我

那時候最沉迷的時候，我們家同修師兄，還

開著車子，帶著我兒子去賭場找我，因為我

已經三天沒有回家了。」 

 

在 2011 年初「法譬如水」的讀書會，她讀

到了「觀罪性空」，她開始自我反省。「當我

看到法譬如水，師父講的水懺這本書的時

候，每一段都讓我放聲大哭，覺得自己是魔

鬼，可是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大家可以叫

我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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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突然間醒悟過來，下定了決心，真心入經

藏成為入經藏種子，她說過去是很怕有人知

道她的生活沉迷，現在她都會很坦然地跟大

家來分享，分享她的過去。 

 

一手動時，千萬手動，一口開時，千萬人傳，

臺灣是法的啟動主力，臺灣怎麼做，國外就

怎麼跟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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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臺灣以外首場《法譬如水》入經藏 

2013 年是慈濟香港分會二十周年慶，為了

迎接這個有意義的日子，慈濟志工齋戒精

進，研讀經典，超過半年用心的準備這場在

臺灣以外首場的《法譬如水》經藏演繹，呈

現〈煩惱障〉、〈業障〉等段落。莊嚴盛大的

法會，設在灣仔的伊利莎白體育館，將近二

千個席位坐無虛設，香港多位佛教高僧大

德，政府，學界代表，以及香港民眾靜心觀

賞。 

 

香港入經藏菩薩鄧愛蓮，她不懂中文，可是

她要入經藏怎麼辦？就是用抄的，一個字抄

十遍，二十遍，為的就是將那個發音念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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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這種的精進，實在是很不簡單。 

 

坐在觀眾席的上衍下陽法師表示：「這個水懺

是打破了所有佛法裏面演繹的傳統，要說的

內容很有見解的表達出來，是現代人心最需

要的。這個方法給了我們很大的力量，外面

來的力量讓我們找回自己內心的存在、潔

淨。」 

 

十一月二日香港慈濟人返回靜思精舍分享

法喜，上人肯定大家合和互協圓滿演繹，亦

致勉在菩薩道上「有進無退」。「莫只是一時

感動、激動而投入，要持續精進，永懷初心。」 

 



第 23頁 
 

一般人的認知裏，總覺得佛法深奧難解。上

人肯定近年來推動「入經藏」，各地志工運

用肢體說法，讓大眾易於了解法理，且在社

區帶動讀書會，引領人人法入心。「辦經藏

演繹，必須先辦讀書會，讓參與者了解佛

法；且每一位入經藏菩薩，須齋戒茹素至少

一百零八天。」演繹經藏最大的原則，就是

法入心，而且身體力行。 

 

早年臺灣民間信仰，每五年要做「醮」，期

間所有人皆要茹素，人人說好話、以禮相

待，以清淨祥和的氣氛，完成莊嚴隆重的祈

福祭祀；然而，一旦祭祀圓滿，就殺豬宰羊

慶祝，恢復過去享樂習氣……。上人鄭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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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經藏演繹絕不能流俗，「希望人人保護

這一股佛法清流，莫讓莊嚴的法會流俗成舞

臺表演，讓淨化五濁惡世的清流受污染。演

繹過後，要繼續維持虔誠心，時時表達誠懇

嚴謹的生活態度。」 

 

香港有「美食天堂」之稱，要長齋素食不容

易，但有心就能改變習慣。幾位年輕志工因

入經藏深受感動，發願持續茹素，且參與社

區培訓。上人則勉勵「不只要茹素，還要自

淨心意；讓身心清淨，念念皆善。」 

 (摘錄：20110724 人間菩提，慈濟月刊

537-538、56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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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懺揚獅城 二十年最大禮 

2012 年 8 月，慈濟新加坡分會在「感恩．

歡喜．七月吉祥」祈福會中，正式啟動《法

譬如水》經藏演繹，在接下來大型活動如歲

末祝福、浴佛典禮和吉祥月中，陸續呈現經

藏演繹片段。 

 

慈濟人以法水洗滌自己的心田，以身口意弘

法；讓舞臺作為最真最妙的道場，讓演繹作

為最恭敬尊重的獻供。在證嚴上人祝福下，

慈濟新加坡分會將在「2013 年歲末祝福」

配合分會二十周年慶，舉辦海外第一場完整

《法譬如水——慈悲三昧水懺》經藏演繹。

長達九個月的共修，人人合和互協，共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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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師兄，我做到了！」一名七十五歲的妙音

入經藏菩薩張秀麗，在第四場法會結束後向

種子老師梁榮良分享心中的法喜。蹲跪比別

人慢的張秀麗，深怕影響團體美，主動要求

更換位置，但調換後老問題仍在。梁榮良回

想當時張秀麗在克服挑戰後的歡喜，心中充

滿了感動。他懺悔一開始承擔時沒用心投

入，但感受到社區團隊那一分付出的精神，

激勵了他，盡心盡力地付出。 

 

◎ 善用空間 移動地標  

新加坡地小人稠，組屋密集。志工們善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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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一樓空地、籃球場、社區居委會、志工的

家、環保點、向學校商借場地等等，無論空

間大小，只要一臺電腦，一個小型擴音機，

就地一 站，就是一個排練場地。梵音裊裊、

慈樂飄揚，幾乎每晚都有妙手妙音練習與排

練，挑戰各種有形無形的侷限與障礙，精進

不懈怠，在社區形成一道莊嚴的「說法風景

線」。 

 

◎ 正法傳心 使命的開始 

三天四場的《法譬如水》經藏演繹如期圓

滿，一群入經藏菩薩與護經藏菩薩於 2013

年 12 月 19 日回臺向證嚴上人報告與分享

心得體會與成長，並近距離貼近上人，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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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約而同有了喟嘆：「入法不夠」、「沒有

聽懂上人的話」。 

 

經歷了讀書會共修、排練手語、練習走位、

懺悔分享等過程，認真地想要成就演繹，但

因為入法不夠，一路以來彷彿霧裏看花，抓

不到精髓；因為沒有聽懂上人的話，所以參

與入經藏演繹的志工要茹素一百零八天，最

後卻變成一百零八餐……，就像少了機油潤

滑的齒輪，團體普遍運轉得很吃力辛苦。 

 

社區入經藏窗口鍾莉娟聆聽上人開示的第

一句話：「讓新加坡演繹這部水懺是要將正

法傳到新加坡。」讓她感到很震撼。「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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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菩薩一定要虔誠齋戒，要用最清淨 的

身、口、意來做一個說法者。」話語深深的

烙印在鍾莉娟心裏。她體會要傳正法，做上

人的好弟子，並不是上臺表演而已，還要法

入心、法入行，改脾氣、去習氣。 

 

◎晨鐘薰法 每天從行願開始 

身爲總窗口之一的曾寶儀與上人對話的過

程中，因為沒有聽懂上人的問話，所以答非

所問，她發現後主動懺悔。上人告訴她：「如

果再不每天薰法香，你會愈來愈聽不懂我說

的話。」 

 

這句如當頭棒喝的提醒，讓曾寶儀「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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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發現沒有上人的法，自己過得很辛苦。」

於是她當下向上人承諾一定會聞法。 

 

清晨五點到社區道場「薰法香」，說「易」

卻也「難」，曾寶儀就曾歸納「薰法八難」：

早睡早起難、離開被窩難、苦無交通難、薰

法點遠難、精神不濟難、語言不通難、網路

不穩難、恆持聞法難；樣樣都是阻擋精進的

絆腳石。 

 

不斷調整腳步和心態，大家逐漸建立共識，

也產生一個帶動一個的力量；不僅陸續有人

主動承擔司機協助交通，也有志工將上人的

開示內容翻譯成英文，甚至有志工使用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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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呈現佛法故事，使出渾身解數就為了

讓更多人聽懂、看懂。 

 

漸漸地，人數不因「薰法八難」而減少，反

而不斷地增加。人醫會周小平認為，因為

「願」起身聞法，有別於過去一覺睡醒捲入

俗事產生的「怨」，心靈境界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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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入經藏─6 州 12 地 圓滿演繹法會 

馬來西亞慈濟雪隆分會舉辦 2015 年大馬

《法譬如水》經藏演繹，凝聚全馬慈濟人的

力量。從 3 日至 5 日三天，在吉隆坡武吉加

里爾博特拉室內體育館正式上演，這是繼臺

灣以外，首場採用四面舞臺，呈現《慈悲三

昧水懺》的經藏演繹。 

 

六場演繹，就如同法會，動員吉隆坡六州十

二地志工，約有六萬人以法結緣，以法相

會，其中包括官方代表、各界貴賓和臺灣、

新加坡、印尼、菲律賓等海內外觀眾，與四

千九百零二名入經藏演繹志工同沾法喜，為

馬來西亞祈福，也為世界和平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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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萬人參與的大型經藏演繹，能順利圓

滿，歸功於一顆顆的小螺絲釘的成就，護經

藏志工尤其「幸福」。每場二千輛私家車及

二百輛的巴士，交通動線總共由六十位志工

負責引導和疏通。可是，這群志工卻必須捨

下入經藏的機會，提起指揮棒站在太陽底

下。志工俞自如說：「雖然我們不能夠進去

裡面比手語入經藏，可是心情還是一樣，我

們就把自己當做是場外的經藏菩薩，每一個

人都可以收到我們的真誠，還有我們的誠

懇。」 

 

幕前幕後，眾人齊心共同成就經藏演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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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希望每一位蒞臨經藏演繹的民眾，都能因

為志工這善的舉動，帶著歡喜的心走入大懺

悔的法門。 

 

 

◎心寬念純，明辨是非／上人開示 

與清水慈濟人座談，上人欣言，從去年底到

今年初的歲末祝福，每一個場次都看到一片

「法海昇平、法遍乾坤、大轉法輪」的氣象，

令人震撼、感動與感恩；又看到一個個苦難

人生，因為遇到慈濟而找到苦因、徹底除

苦……每一則都是慈濟大藏經的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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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門之前跌一跤還可以走，我好感恩；出

門之後看到大家『法海昇平』，我很滿足；

受些風寒但今天可以說話，雖然發音不清

楚，但我還是要說：『感恩啊！』師父的心

願，是要將佛法普遍人間，人人心淨化、處

處『法海昇平』，才能『法遍乾坤、大轉法

輪』。」 

 

上人叮嚀大家持續精進，讓「法海昇平」的

合和互協景象長久維持。「道場可以啟發心

靈；心靈有皈依處，就可以解除人生各種

苦。各地靜思堂持續推動讀書會、共修，讓

人人心有法、人人法入心，再源源不斷將法

散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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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社會上諸多紛擾，上人期許慈濟人要用

心吸收舊法新知。「了解慈濟一路走來的歷

程，面對外界的疑問才能具體回答；否則以

訛傳訛，就會『積非成是』了。」 

 

上人強調，個人事小，但慈濟事大。「對於

個人的事，我一點也不難過；但希望弟子們

必定要心入正法——大時代需明大是非；人

人知悉正法方向、清楚明辨是非，且能心寬

念純息紛爭，師父就心滿意足了！」 

 

◎慈悲濟世，佛法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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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是劫濁、末法的五濁惡世，需要人人

去除內心煩惱垢穢，提起敬天愛地的虔敬之

心，才能改善社會風氣與大地環境。」 

 

上人提及環保是目前地球最迫切需要改善

的問題；素食有益健康，也能降低污染、減

緩全球暖化，要以身作則持續推動。 

 

「前年開始推動『入經藏』時，要求參與經

藏演繹者至少齋戒茹素一百零八天，是希望

透過茹素、守戒，表現內心的虔誠；再者，

素食能守護身、口、意不犯殺業，凝聚更大

的虔誠善意。」 

 (摘錄：慈濟月刊 / 第 55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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