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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納:廣大能包容的樣子。
唐·杜甫〈野望〉詩：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
雲山兼五嶺，風壤帶三苗。
野樹侵江闊，春蒲長雪消。
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



長者從窗戶看到
他的孩子做著卑
微的工作，心心
念念度他，開闊
自己的心量廣大



想想看，大地乾坤廣闊無量啊。看看天地能夠包
容萬物，其實我們人人的真如本性若能夠發揮出
來，不就是一樣。天地萬物，我們都納受在我們
的真如本性之中。本覺慧海，天地萬物無都不是
包容。可惜我們就是凡夫，真如本性受煩惱無明
惑，這樣將我們覆藏著，一直就是生活在芸芸眾
生的見解中。生活還是同樣我行我素，「我的習
氣就是這樣。」「要改嗎？」「不容易啊！改我
自己的習氣很困難。」這不都是我們人人都有這
樣的習氣？



但是我們到底還有多少時間，讓我們慢慢來改呢
？既接觸佛法了，我們應該要即時即刻趕緊用心
來調整。調整好我們的習氣，不對的、執著的，
無明煩惱，我們應該趕緊一層一層，趕緊減少，
趕緊將無明一項一項清除、淨化掉。是不是不要
再留著我們的習氣煩惱，若能這樣，我們的真如
要能早日發揮它這分「納納乾坤大，廣大能包容
」這種心靈的境界，我們才有辦法真正發揮這樣
的作用。



用心吧，實在是不困難。偏偏就是我們的習氣執
著住，我們才會這麼困難。要用方法，方法來除
掉我們的習氣，那就是「誓宏度眾生」。要發大
願，宏願，我們要立誓，立宏願，要發願度眾生
。「四弘誓願」不就是嗎？眾生無邊，芸芸眾生
，四生五道，我們應該要學佛，學佛的心胸。因
為佛心是我人人都發願「以佛心為己心」，這絕
對不是口號。們人人本來就有，只是我們現在學
，要學。佛陀的慈悲，長遠劫來，不斷隨著眾生
，他生生世世找因緣來接近我們，生生世世都是
在造度生的緣。



應該我們多多少少都有「受佛生世以來所影響」的緣
，我們這時才有這個因緣，大家共同一處。要找這樣
的因緣是很不簡單，我們既然有這個緣聽法。看看現
在天氣入冬了，在冬天，天氣寒冷，卻是有這麼多人
甘願在三點多、四點多就要起床了。精舍的生活三點
多就開始了，在家在每一個地方，較遠一點的，也是
要三點多起床，有的人要到共修處，開車也要一個多
小時。要去跟著做早課，要去薰法香，也是三四點就
要出門了。他們大家在精進，是為了什麼呢？要了解
道理，薰法，將這個法每天每天要變成我們生活的習
慣。



我們過去的習慣就是懈怠，睡得起不了床，尤其是冬天。
現在大家就是這樣來訓練，不論是冷還是熱，總是每天每
天守著這種精進的心，鍛鍊我們的精神，勇猛精進，就沒
有要再懈怠了。每天來聽法，來薰修，還能與諸善人共聚
一處。禮佛聽法之後，就是大家來討論，讀書會。像這樣
，人生的每天一早上就是心浸潤在法，對法要多了解，慢
慢將我們的心，了解了道理，不只了解就好，還要精進。
要精進就要有一目標─發弘誓願。發弘誓願，就是自度、
度他。每天精進就是自度，但是，了解道理之後，我們應
該要度他，要身體力行，要行在大菩提道。所以弘誓願，
「眾生無邊誓願度」，芸芸眾生，我們不忍眾生受苦難。
不忍眾生一直在造業，再來共業，這個共業，氣就大了，
就容易影響到天地之間四大不調。



尤其是煩惱業力引起了人心不和，人禍就在這個世界
不斷發生，這種戰火連天，越來人間越污濁。唯有就
是要趕緊自覺覺他，人人互相相度化，彼此自己來度
化眾生。眾生雖然很多，不過我們還是要從那念初心
發願，身體力行。人人若能這樣，這種廣大的弘誓願
，眾生互相相度，互相啟發，就是「大乘覺有情」。
我們若能「誓宏度眾生」，這念心人人若是有，彼此
之間，體會了大乘法。這個大乘法，我了解法了，了
解天地宇宙萬物之間的道理。這些道理源頭我們清楚
，自然就不會去複製煩惱。不只不會去複製煩惱，我
們還能夠成就因緣，如何來度眾生，這叫做覺有情。



佛陀不就是覺悟之後，為了度眾生，生生世世來找出
了如何與眾生有緣，製造因緣。我們也是一樣，有緣
的眾生，有機會我們就要造因緣度眾生。這就是我們
不斷在全球，慈濟人就是這樣做。哪個地方有災難，
哪個地方慈濟人馬上顯現。譬如說，在去年(2013年)
菲律賓海燕颱風過後，除了很急難時，八九個國家的
慈濟人，大家雲集到菲律賓。去幫忙如何救濟，去幫
忙如何膚慰那些苦難眾生等等，幫忙發放等等。急難
的時間，維持二三個月的時間，這麼長久，大家慢慢
讓他們穩定下來。再留下來的是菲律賓的菩薩，長時
間一直陪伴，到現在還是在穩定中陪伴，現在從教育
下一代，也是很用心。





也得到奧莫克教育局
局長的肯定，市長夫
人也是很肯定。這些
孩子的心得所畫出來
的這些圖，描述了做
人，人倫道德。也描
述了從海燕受災難之
後，台灣來的菩薩「
藍天白雲」，菲律賓
的慈濟菩薩，長久的
愛，如何陪伴，他們
的生活過程。畫出了
感恩心，感恩心用畫
出來的。



這都是用方法，我們若有「誓宏度眾生」的方法
，那麼哪一個地方受災難，我們就要趕緊用方法
去付出。大人，讓他安心；孩子，給他法，還幼
小時就讓他接觸到善法入心，人倫道德這樣培養
起來，這叫做「大乘覺有情」。時間，任何時間
；空間，普遍任何一個空間。同樣地，我們了解
道理之後，視眾生，芸芸眾生苦難中，菩薩所緣
的是理所當然。



大家無所求，開闊的心胸去付出，這不就是弘誓
願度眾生，大乘覺有情。要不然離我們這麼遠，
馬尼拉到獨魯萬也是離很遠，各人有各人的省份
，為何他們要如此辛苦，那麼長久的時間呢？為
什麼馬來西亞也與他們不同國家，為何也是這樣
整群人投入，去教育呢？這都是「不請之師」，
這都是自願自發，這樣去付出。這真的是不簡單
。「菩薩所緣，緣苦眾生」，這就是我們的心，
已經「納納乾坤大，廣大能包容」，這種心境來
發大願，我們應用大乘自覺覺他的心。





就如佛陀視天下眾生如一子，在<信解品>這段文
，從須菩提開始到迦葉尊者，用貧窮子來譬喻。
現在長者已經在門內看出窗外，孩子的身影就是
在外面。雖然是窗戶，卻是這樣看出去，還是遼
闊的境界，我們若站在遠遠看，窗戶就是一個框
。你若靠近窗戶看出去，這個框不會遮住我們視
覺，我們能開闊向著天地看到萬物。佛陀的境界
也是這樣，他就看到孩子在外面，這種「窗牖窺
子身」，從裡面看到孩子還在外面除糞，在做這
些粗俗的工作。



所以他就要用心，脫下莊嚴的服飾，開始要去接
近。慢慢用方法，用小乘法，一直慚慚地接近，
接近大乘法。如那位長者脫下莊嚴的服裝，去和
孩子一樣造作等等，慢慢接引他進來了，接引讓
他看裡面有很多寶物，打開倉庫，這些東西這麼
多。如這樣用很顯著的方式，讓大家能了解這個
道，菩提大直道，應該是在我們眼前。這種很明
顯，「顯處明道心」。其實條條菩提大直道，我
們走出去應該並不難，人人都本具佛性。









這段文，長者在窗戶內看到外面的這個兒子。「
牖中窺日」，指從窗，「牖」就是窗子裡面，所
以在窗戶內，能夠就像看到太陽。一樣太陽這樣
大，其實我們在窗內就能看到。就像我們的如真
如本性，藏在我們人人的內心，卻是我們自己看
不到。佛陀在他的本覺中，了解眾生人人本具佛
性，那種很奧妙的道理，以佛陀的見解來看，就
譬喻見識。從很窄的門窗透視出去，就是表示小
乘法。



因為眾生的根機就是適應這樣的法，只好用這樣
的法來適應他。譬喻「大法難投」，所以「接以
小法」，要來接引這些人，就要用小乘法。所以
「終得大法」，用小乘法慢慢接引，我們從「阿
含」而「方等」而「般若」而「法華」，就是這
樣慢慢接引。希望人人能夠回歸真如本性，與佛
同等的華嚴世界，這是佛陀的用心。



就像那位長者在看兒子，兒子開始就是這樣的範
圍，這樣的法來應度。所以，從權教開始，以小
法慢慢接近，慢慢來幫助他。讓他慢慢能夠接觸
到大法，心靈的境界，就「如納納乾坤大」，就
如乾坤那麼大。從「牖」，就是從窗內那景象來
看外面的境界。同樣的道理，這我們要很用心，
我們自己的真如本性是否能透過這個窗牖來看天
地眾生呢？應該我們也要能夠用心！















「即同眾生」，和眾生都一樣。「則有三障」，
「三障」就是煩惱障、業障、果報障。我們常常
都誦「願消三障諸煩惱」，其實我們都是滿心的
煩惱，因為有「煩惱障」，所以我們就是貪瞋癡
，種種的愚癡、惑這樣累積起來，這叫做煩惱。
煩惱會障礙我們的道心，所以就會成了業，「業
障」就是五逆、十惡等等，這叫做「業障」。業
障既成，自然就要受報應，所以就有「報障」（
如地獄、餓鬼、畜生等之苦報是），這叫做「三
障」。（眾生因有此三障，所以不能開悟佛道）



各位，學佛，我們難得能夠接近佛法，所以佛陀
應在人間，法也是留在人間，我們要好好用心。
我們應該將我們的心開大，能夠發弘誓願行大乘
法度眾生，佛陀的慈悲，不要辜負佛心。所以我
們要時時多用心啊！



證嚴上人手札
弟子惟智補充回答

納納亁坤大，廣大能包容，
誓宏度眾生，大乘覺有情，
窗牖窺子身，顯處明道心。
佛子心開大，不要負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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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廣邀會眾
一起聽經聞法

感恩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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