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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身邊的人不
要輕視，要感
恩尊重愛，共
同投入，行人
間菩薩道



度人、度眾生很辛苦！諸佛菩薩來人間，為了度眾生，真
是不惜辛苦。不捨眾生，將「所有」眾生，當成「一個」
孩子一樣，這樣「平等心」的疼惜。但是眾生有體會到嗎
？有瞭解嗎？若沒有體會，不能瞭解，這樣這個人生就很
苦，苦不堪！苦在什麼地方呢？苦在「心」。生活很現實
，我們人間現實的生活，真的很多。看到這種現實的生活
，形形色色，有富貴、有名利統統都有。有名、有利、有
財，有富又是貴，這樣的人生快樂嗎？一點都不快樂。現
在能夠聽到的，常常聽到人說，「某某人，很辛苦！」是
嗎？我看他生活就沒問題。回答的就說：當然沒有問題，
他的事業有多大多大！既然事業這樣大，家財富有，他有
什麼苦呢？不知！你不知道啦！原來，他有很多不為人知
的苦，聽起來，真的很慨嘆！



是諸法身菩薩伴作二乘，與聲聞緣覺用同事攝化
隱實施權循機柔善徐語，大乘明理真實迂隱小教

現在看他與人相處歡喜，看他心無
罣礙，無罣礙故，所以心沒有煩惱
。現在的他，人就是「善解」，每
天都「知足」，他專心「聽法」，
專心「做慈濟」，成為人間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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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跟你說，這個「實」，我雖然「知道很
多」，但還是要「聽你說，順你的語意」，
先來安撫你，然後再向你開導。這就像佛陀
成佛之後，沒辦法將他內心境界，完全移轉
給大家。因為大家的心境，還沒辦法接受這
樣的境界，所以佛陀他就要「隱實施權」。
用種種的方法，四十多年的過程陪伴大家，
走過修行的道路，用種種方法來跟我們說教
。我們到底到什麼時候，教法才能入心呢？
到什麼時候，可以施法在人群中呢？佛陀就
要用耐心等待。所以隱實施權，這樣慢慢接
近，柔善的態度，來與大家好好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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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這個「大法」一下就能說出去。但是這
麼明確的道理，真實的法，卻要這樣繞了一
大圈。就這樣彎彎曲曲，用這個「小教」來
順小根機的人，來接引他，這實在是很辛苦
。諸佛菩薩在人間度眾生，真的是很辛苦。
看現在人間的菩薩，要做救濟的工作，也是
很辛苦。尤其是現代，現代五濁惡世，天地
之間四大不調，災難偏多，人禍偏多。要用
什麼方法，能即刻去幫助這麼多的苦難人？
現在這時代，「很多菩薩，隱實施權在救濟
眾生」，應該也要對人人起「恭敬心」，他
們也是一樣，「有願」來人間。











就是用這樣去接近，用這個法，去接近這樣的
人，所運用的比較「緩和」，用愛語。我們「
四攝法」－布施、利行、愛語、同事。這是佛
教行菩薩道要使用的法。也是現代人生，不管
是上班族，或者是一般跟大家接近，「布施、
利行、愛語、同事」，這樣大家合在一起，好
好向法的道路走，用這樣來度人，這是很重要
。所以叫做「徐語」，慢慢的說，慢慢來接引
他。







就修道的階段而言，佛教各宗派對於煩惱有各種不同的劃分方法，然而其理如一，可
觸類旁通。今舉下列四種煩惱以為代表，其他各宗派經論中所說的煩惱，大都是這四
種煩惱的異名或衍生。

俱舍宗與法相宗將煩惱分為「見惑」與「思惑」兩種，稱為二惑。
1.見惑：指因迷於真理，而使意根對於法塵所起的邪見煩惱，在見道時能夠斷除

，所以稱為「見惑」。例如：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等五利使，屬於
見惑。
2.思惑：因為迷於現象而生起，是五根緣五塵六欲等事相，經思惟作用而留在心

上的煩惱，所以稱為「思惑」。又因為是修道時所斷的煩惱，所以又稱為「修惑」。
例如：貪、瞋、癡、慢、疑等五鈍使，屬於思惑。
「見惑」與「思惑」能招感三界的分段生死，是聲聞、緣覺、菩薩三乘所共斷的

煩惱，所以又稱為「通惑」。天臺宗將「見惑」與「思惑」合稱為「見思惑」，並且
另立界外的「塵沙惑」與「無明惑」，三者合稱三惑。
3.塵沙惑：指障礙菩薩教化眾生的界內外習氣，比喻此惑障如塵沙之多，故稱塵

沙惑。菩薩在斷見思惑以後，容易著於空觀，不能進一步了知眾生無邊的差別相，所
以又稱「空惑」。
4.無明惑：指迷於中道第一義諦的煩惱，是煩惱的根本。聲聞、緣覺不知其名，

唯有大乘菩薩定慧雙修，萬行俱足，才能夠斷此煩惱。







所以說這裡有可以讓我們做工作的地方，其實是「
我們的道場，是讓我們修學佛法的道場，不是說寺
院才叫做道場，佛法都是我們的道場。」因為我們
有佛法在心中，心裡的道場。知道法之後，我們就
會知道要怎麼斷除五利使，五鈍使，五利、五鈍我
們都要斷。前面的貪瞋癡，這是我們平時就要斷。
所以這個「見道之理，不解之惑」，我們修行，雖
然是說在修行，我們的見解若偏差，就容易往邪道
去。所以我們要斷這種的煩惱，修行，我們就老實
修行就對了。在這個正道的道場，正知、正見，不
要再偏離這個法。



「常常聽到，這麼久，某某，哪一個人怎麼沒看到？唉，
因緣！已經去改跟其他了。」很可惜！是什麼因緣？當然
有種種不同的因緣。所以這就是「差之毫釐，失於千里」
，或者是「意氣用事」等等。這見解一偏差，差毫釐，這
見解就不同了。
「修道之事，不解之惑」，我們在修行的過程，沒辦法瞭
解，修行必定要很用心，光聽還不夠，要身體力行才能體
會。若光是聽，你說的有道理，他說的也有道理。你說的
「要漸漸來」，他說的是「馬上就能得道」。世間有辦法
「馬上就得道」，有不勞而獲的事嗎？但是凡夫心總是要
「取快速，取便宜」，這種的貪，修行也有「貪」喔！所
以「能夠不用修而不勞而獲，這樣是很危險的道路。」







修行 得果 評價

昔 五戒十善 出三途

今 四諦因緣 出三界





所以學佛要時時用心，用在人間，用在人與人
的之間。我們要怎麼樣用心，跟人人結好緣呢
？佛陀要我們，人人要去除了自私的我見。哪
怕是修行也是一樣，有這分的見解，我自己獨
善其身，或者是我修行，目標在哪裡？「真正
修行目標若不知道，就是連我們平時自己的身
份都不知道喔！」所以我們一定要常常用心，
修行者的身份，該做的功課，該聽的法，我們
一定要很精進。該做的功課若不會做，該聽的
法若不會聽。聽若是這樣漏掉，實在的說，修
行說要加倍的價值，也很困難！



法一定要入心，法若沒入心，還是漏掉。所以
，不論是在家修行，是要受持五戒、十善。而
我們修行者，入道場來修行，要幾百戒，大家
要很用心。個人的身分，「在家」的身份，「
出家」的身份，我們真的都要用心。雖然菩薩
「隱實施權」，在我們的人群中跟我們在一起
，我們就要培養那分，看人時時「感恩、尊重
、與愛」。我們若能對人時時感恩你來跟我作
伴，我們共同一心，為人間事投入，那就是「
修真實法」。



感恩人間的「菩薩法」，有你有他來跟我作伴
。所以我們要對人人感恩，因為感恩，周圍都
是菩薩。所以我們就要「尊重」，像常不輕菩
薩一樣，大家共同感恩、尊重，就只是為了一
項「清淨無私的大愛」。那就是佛無染的本性
，我們人人「真如本性」，就是「清淨無染的
大愛」，能夠這樣就是真修行者。所以我們要
時時多用心！



感恩您

發願做一個 發光體
螢火蟲的螢光
黑暗中的星光
生活中的微光

你不經意的 一言一行
都會對世界 產生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