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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地平正，無有丘坑」，「心無高下分別
」，這就是要好好修行，心地平，自然大地
就平。心地清淨，大地就平靜了，這是同樣
的道理。所以，「無有丘坑」，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消滅掉貪、瞋、癡、慢、疑。身見
、邊見、邪見和見取見，還有戒禁取見，就
完全「無有坑陷」，就沒有丘坑，就能夠很
平。貪、瞋、癡、慢、疑，是「十使」中，
前面的「五鈍使」。



他接觸到環境，就產生出這種貪、瞋、癡、
慢、疑。後面還有「五利使」，就是身見、
邊見、邪見和見取見，還有戒禁取見，這叫
做「五利使」。這是我們人人，凡夫都具足
的，我們要去除的煩惱就是五利使、五鈍使
。所以我們要好好用心，若有這五利使、五
鈍使，自然就坎坎坷坷。要不然，都修正平
坦了，就完全「無有坑陷」，就沒有丘坑，
就能夠很平。



總而言之，我們要用心，修行，要從我們的內心，先
相信佛陀對我們眾生的肯定。肯定眾生人人具有真如
本性，與佛同等。但是我們自己也要自我珍惜，甚至
我們要好好依教奉行，應受持六度來莊嚴，才有辦法
能很莊嚴，我們要修六度萬行。我們要修六度萬行，
一定要契苦諦的道理，開始要發心立願，弘誓願，「
四弘誓願」，「四無量心」，這就是諸佛的總願，就
是菩薩必行的道路。所以，萬行能決定莊嚴，國土的
莊嚴，是這尊佛的依報。有這麼多智慧人來共聚一處
，環境那麼莊嚴，這都是修行的結果，有因就有果，
所以我們要相信。時時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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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這個例子，
讓我相信
真的有德香，
那天媽媽身上
就是
愛與關懷的德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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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修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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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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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正確行為
達到成功的人生

修行改習氣顯現
本來的清淨自性

煩惱不斷 輕安自在



不斷努力
修正
是成為
大修行人

的
必要功夫



從王光輝的兒子到王威晨 兄弟奪冠功臣在失去中超越



他曾斷腿、經歷十三輪選秀、被酸「二世」，下放二軍



被困在二軍，他就把接球、打擊基本
功練得更札實。每天排定傳接、揮棒
與恢復訓練各半，曾經歷過傷病，讓
他學會「適度休息才能高效面對明天
，這也是訓練一部分，」這讓他上一
軍後比賽張力更強，卻仍能維持好狀
態，去年是全聯盟唯一打滿一百二十
場的球員。



沒辦法跟一軍選手對賽，他就上網看
影片，借鏡更高層級的球員。「找日
本國家隊跟你同類型，內野、左打，
」他反覆研究，參考傳接球、揮棒動
作，再加上自己既有的打法改良。他
在二軍成為一七年冬季聯盟的安打王
、MVP，成功被教練看見，隔年開季就
登上一軍。



即使一九年，他因為前一年亮眼表現
，而被其他隊伍重點提防，使得打擊
率掉到只剩一成，是一般一流打者的
三分之一。球迷甚至在球隊粉專呼籲
把他下放二軍、他出賽上場時歡呼聲
總比別人少，他也不放棄。



「我一直在找方法突破，」他在一個
月內，從只會打反方向推打，提升拉
打能力，讓球的落點更廣、更刁鑽。
這背後，是他每次比賽都提早到、延
後走，甚至賽後回宿舍也做額外揮棒
訓練，每天都兩三點才睡的結果。「
每揮一下，揮棒軌跡、感覺都不同
……，去付出，就可以感覺到不一樣
了。」



勤修四修

一、恭敬修：至心恭敬，體念佛心，
無有懈退 。
二、無餘修： 福德與智慧，二種資糧
無缺少。
三、無間修：勇猛精進，無有間斷。
四、長時修：時無窮盡，菩薩萬行，
因圓趨果。









觀自在菩薩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照見
五蘊皆空

心自在



轉識
成智

•轉六識為
妙觀察智

用心
•用心+六根

•用心+行動

靜心
•萬物靜觀

•寧靜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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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
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
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宋‧程顥‧《秋日偶成》）







這故事的寓意是：
年輕時，我們追求表現和速度；
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和智慧的增長，
舒適與平靜也不容小覷。

這就是所謂的S.O.S.
更慢(Slower)，
更老(Older)，
更有智慧(Smarter)。



自覺
放下
原諒
大愛
好緣
自尊
慈心

無相
大自
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