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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不輕菩薩

精進不歇 堪忍求法

為了什麼

？



為了人間 為了大眾

為了佛陀教育我們的

一大事因緣 教菩薩法



難行 難捨 難為

卻

能行 能捨 能為

？



佛陀的教法

所要教的是一大事

這一大事一定要將它完全

那就是菩薩法



菩薩法

？



《法華經》

是佛法與人間事

所以事與理要會同

叫做佛法



過去生中懵懂過去，有錯誤的都已

過去，過去沒消除掉的，只是囤積

在那裡；本來就是善惡分明，惡的

要身修，還有很多過去，過去生的

過去生，到底有多少的業力？



現在是很辛苦時，自己警惕自己，

過去的報，現在還在受，甘願受；

甘願接受，過去既然歡喜做了，幾

生世一直累積，過去歡喜做，這輩

子就要甘願受。在受的當中，「我」

的善能停歇下來嗎？



慧命明燈 靜思語

不要把

病痛

看得太嚴重

有煩惱心在

即無法解脫



修行的態度

內修四法——誠正信實

外行四法——慈悲喜捨

誠正信實修在內心

去除一切煩惱無明



要了解人生的事物，就像要「很」

了解時間一樣，時間帶走了一切，

過去造的業，它﹙卻﹚為我們累積；

過去了，過去就是帶走了，錯誤的

﹙行為﹚累積了多少呢？

逝者如斯 不捨晝夜 真空中有妙有



及時反省，改正行為；為善誠正信

實，接受佛法之後，慈悲喜捨付出

在人間就是善。善的在行動中，過

去的一直過去，一邊累積，一直累

積，盡量去做…。過去有錯誤，已

經定業在那裡，現在要轉的是業。



行善，惡的止了，善的啟動；善業

不斷累積，過去累積多少不用去算，

還沒結業，所以現在還要繼續。

積功累德 植眾德本

隨緣消舊業 莫更造新殃



佛陀在人間見苦，所以弘誓願要修

行。既來人間就是為了要救苦，所

以他要現相人間來修行，與人間共

同生活，體會生、老、病、死的苦，

這叫做現相，這就是過程，所以在

人間修行。



現相之後，他修行覺悟。覺悟，要

讓大家知道，這麼苦難的人間，要

懂得了解苦的源頭；好好靜下心來，

好好靜心思惟，人生何價？眾生為

什麼要這樣的貪、瞋、癡，造成這

麼多的業呢？



佛教最重要的就是菩薩道

菩薩道才真的是佛法的精髓

靜思法髓妙蓮華

是我們慧命的精髓

是菩薩道

是成佛的大直道



「舍利弗！如來能種種分別，巧說諸

法，言辭柔軟，悅可眾心。」

「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唯佛

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諸法如

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

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

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



如是本末究竟

一理通萬理徹

大哉教育

淨心第一 利他為上

身教言教境教

法乳

靜思語



要做事情，對自己一定要有信心。

信為道源功德母，信心，能培養出

諸善根，所以「信」很重要。而

「實心行動」，要很踏實、誠實。

對人要很實在，說話很實在，做事

很實在；因為我們用真誠的心對人

間事來行動。



在人間修行者的心態就是「誠正信

實」。大家好好銘刻於心，「誠心

相待」對人；「正向思考」，凡事

要好好思考；「信心付出」，該做

的事情，利己利人、自行利他，全

都要信心的付出。



而且要實心採取行動，再辛苦，不

怕苦，做啊！

既然發心立願了，這輩子就是不辜

負別人，對自己要有信實的行動，

沒有半路而退，這才是真正人生的

「實心行動」。



慧命明燈 靜思語

有
心
就
有
福

有
願
就
有
力



慧命明燈 靜思語

用智慧探討人生真義

用毅力安排人生時間



慧命明燈 靜思語

縮小自己

翻轉人生



五濁惡世

劫濁 煩惱濁 眾生濁 見濁 命濁

劫濁亂時 眾生垢重



慧命明燈 靜思語

要用心

不要

操心 煩心



慧命明燈 靜思語

抬頭懺悔
低頭感恩

無明惡習頻造業
因核果海必受報



「薄德少福人 眾苦所逼迫」

吃苦了苦 苦盡甘來
享福了福 福盡悲來

拔苦與樂
苦既拔已 復為說法



慧命明燈 靜思語

難行 能行

難捨 能捨

難為 能為

才能昇華自我的人格



藥草喻品 第五

我是如來 應供 正遍知 明行足 善

逝 世間解 無上士 調御丈夫 天人

師 佛 世尊 未度者令度 未解者令

解 未安者令安 未涅槃者令得涅槃

今世後世如實知之。



我是一切知者 一切見者 知道者

開道者 說道者 汝等天人阿修羅眾

皆應到此 為聽法故 爾時無數千萬

億種眾生 來至佛所而聽法



慧命明燈 靜思語

信為道源功德母

長養一切諸善根



父親的

覺與悟



慧命明燈 靜思語

內心平靜快樂

頭腦清醒

考慮事情就會清楚齊全

說話就會得體



慧命明燈 靜思語

時時刻刻心在慈濟

要勇敢 面對現實

遇到困難

要歡喜的去承擔

把握人生做好事

聚合大力量為眾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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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哉教育

！



地藏經

或有利根 聞即信受

或有善果 勤勸成就

或有闇鈍 久化方歸

或有業重 不生敬仰



覺

事理通達

事與理會合

迷

事與理違

事與理

不能會合 不通達



慧命明燈 靜思語

要原諒一個無心傷害人的人，不能

做一個輕易就被別人傷害的人。

原諒別人是善待自己。



法，人人要去護法，不只是人間護

法，還有天龍八部來護法，希望人

人持法如常，聽法要精進；要好好

地將心收攝起來，修我們的身，身

體力行去成就修行的功課，這個身

體既來了，就利用這個身體，行佛

法度眾生。



上人手札

此身不向今生度

更向何生度此身

慾念無厭不知足

此身因聚緣同生

累生有緣共生世

歷經大時代 同轉心法輪



在慾的環境中，「慾」的下面加一

個「心」，就是一直一直要追求欲。

欲念的心不只是簡單的愛，是用盡

手段非得不可。所以「慾」，有時

候會惹來很大的禍端，這就是懵懂

的人生，「慾念無厭不知足」。



過去歡喜做，這輩子在受了；所受

到的有很多種：「我為何都得不到

貴人啊？」「我為何遇到都是損友，

不是益友？」這是因為過去都是懵

懂過，「慾念無厭不知足」。



這輩子有很特殊的緣，聚合在這個

地方，「此身因聚緣同生」。我們

緣在這個地方共生活，各人有各人

的環境、父母，互相不認識，但是

有共一個因緣來與師父認識，聽師

父說法。



看師父做的事情歡喜，大家甘願來

共做「覺有情」事；來這裡修行，

將懵懂的人生回歸在這個地方，共

同求「學」，共同求「覺」，因學

而覺。



慧命明燈 靜思語

若不知人生是苦

智慧就無法開啟



有人勇氣挺身而出

願意持法入人群

去度化眾生

堪忍、無懼

要如何將佛法延續下去

？



用心聽法，聽常不輕菩薩如何化度

人間，要如何運用他的堪忍、無懼

的精神，入於人群去，那必定要

誠心相待 正向思考

信心付出 實心行動



慧命明燈 靜思語

行孝是修福 行善是修慧

行孝行善不能等

修福修慧要平行



慧命明燈 靜思語

自己的心 本來就是佛心

自己的佛 本來就在心頭



慧命明燈 靜思語

信心 毅力 勇氣三者具備

則天下沒有做不成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