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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誠發意道在人心親民， 

善念如水在地固有明德， 

美意誠摯處事人圓格物， 

法源諦理本具覺性遍空。 

  

   能了解嗎？人與人之間一定要彼此真誠，真誠的心要發自我們最

誠懇這念意。誠意、真誠，這是同一類的話，是從至誠至真的心意，

這樣這就是我們修行方向的道路。誠意，待人接物，不論是對人、對

事，無不都是在一個「誠」字。這個「誠」，真誠的意念，時時在心，

那就是「人心親民」。人與人之間，心要常常很乾淨、很快樂；像一個

東西，我們要常常洗得乾乾淨淨，就像我們的環境周圍，要常常打掃

得整整齊齊，沒有囤積垃圾，沒有骯髒的東西，沒有污染的水，這樣

囤積著。這就像我們人心中沒有煩惱，常常將我們的心洗得乾乾淨

淨，用這樣的誠意，這念誠意來對待人，就是很乾淨，很乾淨的心。

每天每天我們都要清除好我們的心，我們對人，就如很誠意在對待

人，一片乾淨，沒有污染到雜念，沒有不軌的心念。我們對人就是這

麼坦誠，如清新一片，完全與人來交往，對人的親切。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與新，與親，這個字「新」就是

清新，「親」就是與人親近。人與人之間清新，就如一片誠意，無污

染，沒有抱著不軌道的心，我們就是心寬念純，待人接物用一片誠意

這樣來親近人。人與人就要這樣互相親近，這種「真誠發意道在人心

親民」。我們的社會若能這樣，人與人就是這樣互相親近，互相啟發我

們的心，沒有污穢、沒有雜念、沒有煩惱。「茍日新，日日新」，常常

自我內心潔身，不要有污的、骯髒的，這些無明煩惱又囤積在心裡，

這也是我們所修行，每天我們的內心要日日新。我們對人，人人親，

這就是入人群，結好緣，這我們若做得到，這個人的修行，應該就是

很不錯的修行者。 

  

   「善念如水在地固有明德」，其實，我們人的生命，天地萬物都不

能缺水，與我們人一樣，人，這個善念不能沒有。人家說：「人之初，

性本善。」這善念與生俱來，人人本具清淨本性，都是善念，這就是

一片清淨誠意的善念，這種的善念人人本具。就如水在地，我們的地

球，它所以有這麼多生物，有人類，人類的生活這麼多的物資供應給

人類，就是因為地球大地含藏著很充足的水分。水在地，就如我們人

人都有一個「固有明德」，明德也是大學之道裡面，「在明明德」。我們



人，人人要學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與我們學法，學佛法一

樣。佛法，無始塵點劫以前，覺性本具，我們人人本來都有，就如孔

夫子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學者，覺也。這個學與覺，我們有

時候我們在寫字時，要寫「學」，不由自己寫成「覺」了。學者，覺

也。所以，孔子就是要我們好好地學。學，這條路就是要讓我們能了

解，了解我們人人本具明德。「明」就是動詞，明，就是要了解、要知

道，知道人人本具明德，人人本有。就如佛陀告訴我們，人人本具佛

性，所以「明德」就是我們的佛性。就如我們的善念、本性，人人本

具，如在大地，大地原來就有水分在。 

  

   這幾天(2015年)在看我們大愛臺在報導辛巴威。辛巴威本來也是

一個很富有的國家，在近代史中，有這樣的人禍，所以辛巴威就在不

斷人類的禍端，所以成了現在貧困的國家。禍端就是來自於人不和，

來自於心不在軌道上，所以互相製造了人禍相爭。落得現在的辛巴威

完全都是很貧困，不只貧困，治安問題等等。不過真正看到的辛巴威

人，人人都很單純，也很認真，大家更知道要讀書，即使貧困的人也

很重視讓孩子讀書，但是貧困，已經貧得連孩子讀書的場所都沒有

了。我們都有看到他們以天地為學堂，席地而坐，頭上沒有屋頂，周

圍沒有牆壁，就是這麼的簡單，在沙礫很多的土地上，大小石頭都

有，就是這樣就坐下來了。頭上可能過去也有帳棚，但是舊了、破

了，隨著風飄搖，破掉的帳棚就是一塊一塊破布，風在吹，布就這樣

破了，這樣在飄動。 

  

   老師就是在這樣的帳棚下，綠色的黑板變成了灰白的黑板。每次

要上課，孩子就這樣爬，爬在椅子上、樓梯上去掛那塊黑板，掛在邊

角的地方。老師寫好的，掛在高高的地方，孩子只有白紙的簿子，用

短短的鉛筆來寫。孩子很認真，將老師寫上黑板課本的字，孩子一個

一個寫下來，自己抄，抄課本。這樣的課本（筆記本），寫下來的字真

的都很漂亮。因為孩子有心，他們知道，若是不讀書，肯定就是一輩

子當文盲，如此傳下去代代都是文盲，代代都是貧困。他們現在所要

打拚的，父母就是給孩子讀書，明白學問，懂得讀書的好處，才能創

造時代，青年來創造時代。 

  

   除了教育很欠缺，物資供應欠缺以外，生活缺乏的就是水。他們

一年到頭，夏天擔心的就是蚊蟲，就是瘟疫，就是沒有清淨的水。所

以朱居士每次回來都說：「缺水，要有乾淨的水。」水要從哪裡來呢？

地下有沒有水呢？有啊，有水，不過就要鑿井，所鑿的井，若用人力

去挖，不夠深，淺井的水就易受到污染，因為他們的衛生環境不好，



廁所沒有好的污水處理設備，所以到處隨地方便，大地骯髒，所以表

面的水都受污染。想要有乾淨的水，必定要深水井，深水井就要用機

器來鑿。所以我們告訴他：「去雇人來鑿井。」現在開始已經鑿二十幾

口的井了，看他們鑿井，有水來了，有水來了，大家展開了笑容。現

在的水，從深井提上來的水，與他們過去去水窪裡淺淺的水，全是蚊

蟲那樣的水，拿來與這個清水來比，我們安心多了。井，深井水還要

再繼續開鑿，目前還是用半人工、半機器鑿，這樣鑿起來很費時、費

力。我們還是在台灣一直在替他們研究，要如何能機器化，又能很環

保，不必用石油、不必用……，如何讓他們較輕鬆，能夠鑿深井水。 

  

   我們現在一直還在研究中，也在想：這個水，看到清水，到底乾

淨嗎？有感染嗎？現在首先就是要給他們一個淨水器。就是說，水雖

然清了，我們再給他們一個過濾器，殺菌，能得到沒病菌的水，清清

的水，就能安心飲用的水。所以在臺灣，現在為非洲國家，尤其在辛

巴威，我們開始開發，研究、開發出將井水過濾成安全的水。沒有水

的地方，我們要如何讓他們能從地底下取出乾淨的水。這兩項因為水

的問題，還在進行中，在臺灣開始一直在研究。其實說研究，也已好

多年了，淨水設備要如何輕便、很理想，發送到非洲普遍的國家都能

用到，運送方便、使用方便，要如何讓他們有水源，又是安全的水。

這我們也是很用心，為這些沒有水、貧窮苦難的國家，去保護他們的

人民，讓地球上人人都能平安。 

  

   這是水，每個國家都有水，水在大地，就如我們人一樣，水就如

人的本性。水，山上很高，很高也是一樣，山上有水脈，看看，幾公

尺高的山上，山林裡就有大樹在那個地方，大樹能自然地的長這麼

大，就因為它有土地、有水分，所以，大樹很高大。過去一段時間，

梨山開發種水蜜桃，高山的地方種很多青菜，這都是有水。但是，人

類在高山破壞了高山，將樹砍下來賣，高山的大地變成了菜園，所

以，高山的大地被破壞了。可見我們也知道高山上同樣有水，所以，

水在地球上，無處不在。就如我們人類，人人本具佛性，如水在地，

也像我們人人固有明德，明德就是佛性。釋迦牟尼佛這樣說，孔夫子

也是這樣說，雖然釋迦佛說我們人人本具真如本性，孔子說明明德，

只要我們清楚我們人人本具明德，這就像我們知道人人本具真如本

性，道理是一樣。只要我們的善念，真誠的心，善的念存在我們的

心，待人接物，聽法，了解道理，按照道理去走，自然我們就能回歸

到如來清淨的本性，自然回歸明白了我們人人本具佛性。 

  

   所以，我們要「美意誠摯處事」，對人，我們要用很好的意。「美



意」就是很好、很善的念，很好的心意來對人，不要有一點點惡意、

惡念，我們應該要培養對人要有真誠善念、美意，很美的這念心，很

誠懇來對人。「處事」，做事就是這樣用很好的心，守我們的本分，盡

我們的使命。人生，你到底執行的是什麼事情呢？為人群付出，盡人

事，該做的事，我們要用很誠懇的美意，誠懇的心來處事，這就是

「人圓格物」，做人的人格，就完成了。是一位科學家，你用心去了解

科學，有傷害人的事情要預防，不要去發展，這是有良知的科學家。

有的人發現到，這個東西若發展起來，但是這個東西一發展下去，對

人類是一種危機。老實說，我們現在人人在用的東西，都是去破壞了

大地，所完成的物質。我們人若是對這物質好好利用，用疼惜的心，

用感恩的心，製造業者適可而止，就是不要再這樣一直推銷下去。 

  

   人的心理，若能時時保持好我們固有的道德，愛惜物資，這樣所

發明出來的東西，有好的，我們來利用，疼惜物資，就不要一直汰舊

換新。現在就是因為人心太過於浪費，光是一直追求，追求，不知修

德，只是想要求。這樣人的心，雖然有這麼多人為了工業、事業去發

展，但是發展出來，發明出來的東西，卻是本來一番的美意，變成了

過度，就破壞了生態。現在的生態都被破壞了，溫室效應，已經到現

在連蚊蟲都讓人感到惶惶不安，登革熱，現在不就是這樣嗎？從南部

一直傳到北部，醫界大家也是很擔心。一些孩子要開學讀書了，很多

學校的家長就很擔心，學校到底有打掃乾淨嗎？雜草、垃圾清理好了

沒？現在大家都為了孩子要讀書的環境而擔心。這就是氣候已經變

到，讓大家生活過日子惶惶不安。所以我們做事情，適可而止。怎麼

樣做？就是中道。一直發明、一直研究，無止境，無盡期的不斷開

發，供應給人類不斷地浪費，這就是破壞地球。這種的「美意」就變

成自利，太過於，創業太過認真了。所以，大企業家很多，卻是貧窮

病苦、罕見病例等等，一直一直發現，這都是不平衡。我們若能「美

意誠摯」來做事情，自然供應給人生方便，但是就是要守規、守本。 

  

   「格物」，壞的事情將它革除，存著好念，壞念革除。就如已經是

不好的東西，煩惱無明要完全清除掉，垃圾不要再囤積，髒水不要再

囤積，這樣完全清除。這與「格物」的意思一樣。人的心要好好固守

好我們這念清淨，誠，真誠的心，善念的心，美德的意。人人若有這

樣，自然我們的人格就圓了，圓了，做事情，待人接物，全都很圓

滿。東西，真正的，該疼惜的，我們要很疼惜。能用的，我們就要用

到它真正不能用為止，這樣才能夠減少垃圾，才能夠讓大地清淨，才

能夠真正節省資源，這都是孔子、釋迦佛，他們一番美意的教育。 

  



   「法源諦理本具覺性遍空」，其實，人到底在爭取什麼呢？了解道

理之後，法的源頭、真理，其實要告訴我們的是覺性，我們要回歸我

們的覺性，覺性就是遍空法界的真理，我們應該要很透徹了解。所以

用心在法，用心在道，我們自然明明德，透徹真如。這樣的道理了解

了，有什麼還不懂的呢？所以我們要多去用心。就如前面的經文。 

  

經文：「不從佛聞法，常行不善事，色力及智慧，斯等皆減少。罪業因

緣故，失樂及樂想，住於邪見法，不識善儀則。」 

  

   就說我們就是要聽法，聽法，我們自然道理都清楚了、都了解。

所以，前面的經文就說「不從佛聞法，常行不善事，色力及智慧，斯

等皆減少，罪業因緣故，失樂及樂想，住於邪見法，不識善儀則」。應

該大家眼睛很清明，看得很清楚，我們真正要去了解道理；道理，我

們若失了，行為方向就偏差；行為方向偏差，我們的人格損失，我們

的行為、形象，就完全失去做人的人格。智慧偏差，所造作的，那就

錯了，一念差，念念錯，行為所造作的都是業。造惡業，自然道德一

失，自然善道就一直減少，人就一直煩惱重重。哪怕是賺很多錢，也

一樣患得患失，要再發展更多的事業，這哪有快樂呢？所以，我們

看，真正為人群付出，雖然貧窮，人家也是做得很歡喜、快樂。依照

人間的道理來走，人生，足夠生活就好了，能夠為人付出，固守好地

球，人類之間，大家和睦，若能這樣才是真正的人生。所以下面的經

文再這樣說。 

  

經文：「不蒙佛所化，常墮於惡道，佛為世間眼，久遠時乃出，哀愍諸

眾生，故現於世間，超出成正覺，我等甚欣慶。」 

  

經文簡釋： 

「不蒙佛所化，常墮於惡道」；不蒙如來之所化導，常常墮落惡道之

中。 

  

   我們為什麼不從佛聞法呢？前面的文說「不從佛聞法」。所以因為

我們不對佛的法，好好地來聽，就是「不蒙佛所化」。佛法，你不懂，

不聽法，就不懂法，自然就是「不蒙佛所化」。這樣就是「常墮於惡

道」。不蒙如來的教化引導，若這樣，我們就會常常墮落惡道。我們要

時時提高警覺，最好還是要聽法、了解道理，按照這個軌道來實行，

在人間，這樣比較有保障。 

  

＊住於無明邪見法，不識聖人善儀則，不蒙諸佛法教化，所以生死往



返，常墮惡道。 

  

   所以「住於無明邪見法」，因為我們不懂道理，所以會常常在無明

中，我們所常行的是不善事。前面的文這樣說，「常行不善事」。不善

的事，就是來自於無明，無明邪見，所以不懂聖人的規則。自然這就

是因為我們沒有聽法，沒有受佛的教法，所以往往都是在無明煩惱中

造作業力，這樣就是往返在生死中，這樣叫做「常墮惡道」，來來去去

都是在三惡道或者是五道四生，就是這樣來來回回，生死不斷。 

  

經文簡釋： 

「佛為世間眼，久遠時乃出」；佛覺慧眼照見諦理，作世間人天眼目，

經久遠劫時乃出現。 

  

   「佛為世間眼，久遠時乃出」。佛覺悟是慧眼，佛陀所看的人、

事、物，與我們所看不同。因為佛陀已經覺悟，他的覺性是遍空法

界，天底下，哪件事情不知道呢？所以，佛的眼光，就是「佛慧眼照

見諦理」。所看的事物，佛陀一眼透見就是道理。我們看的是事、是

物，佛所看的是理，事就是理，物的理，所以他很清楚。所以，很多

很多事物，我們不清楚。佛陀「作世間人眼目」，他替我們看，這個東

西的道理是這樣這樣，仔細地為我們分析。在人與人之間為什麼有這

樣的不愉快？那就是因為因緣果報的道理存在。人為什麼有的人生來

就是富貴，智慧聰明，事事都是這麼如意？有的人生下來為什麼身心

不健全，為什麼貧窮困苦，事事都不如意？人與人之間，為什麼他的

緣會那麼不好？這也是再告訴我們因緣，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

報。道理仔細地為我們分析，這就是人間，為人間做眼目。 

  

   我們看不懂的，有佛法，我們若能好好深入，自然我們就能了

解，道理有聽了、有研究了，我們就樣樣能通達。所以，佛要出現人

間很不容易，「經久遠劫時乃出現」。真正要能得佛在人間，不容易。

佛既然出現人間說法，是很寶貴的事情。法留在人間，就是要讓我們

不斷不斷這樣傳法下去，人人能夠依教奉行，人人都是就軌道。誠

意，善心，這樣在這個軌道上走，自然他就不會去墮惡道。每天都能

知足心常樂，善解、包容，人與人之間互相疼惜，這才是真正人間善

道。尸棄大梵，諸梵天王到達時，同樣是誠意供養，同樣禮拜，同樣

請佛轉法輪。 

  

經文簡釋： 

「哀愍諸眾生，故現於世間」；為愍念長時空間濁重昏暗，眾生心迷塵



厚，所以佛出於世間。 

  

   「哀愍諸眾生，故現於世間」，因為這段偈文是梵天王，尸棄大梵

率領大眾來請佛轉法輪，說的偈文。所以，也是虔誠懇求佛「哀愍諸

眾生」。不只是為自己求，也為天下眾生求。求佛能夠「為愍念長時空

間濁重昏暗」。因為這麼久以來，慢慢的，人心脫軌了，無明煩惱製造

了很多的濁氣。請覺者來哀愍，憫念人世間長時以來，這個大空間，

就是全世間，已經慢慢地濁氣很重，已經是昏暗了。我們常常看新聞

報導有「塵霾」，「塵霾」就是灰塵，可以飛得很遠，沙塵，因為大地

乾化了，沙塵從沙漠一直飛啊飛，我們臺灣有時候雖離那麼遠，蒙古

大沙漠那地方很遠，但不只在北京，天天抬頭所看到的，看不見藍

天，多數都是一片灰灰茫茫的，這不是雲，是塵，灰塵，所以這是

濁。也是現在的工廠很多、污染多，所以，濁重。其實，有形的濁，

是來自人心的濁，所以，「濁重昏暗」。有形的，也看到天空昏暗了，

何況說我們的人心也是這樣一片昏暗，這就是我們要時時警惕。 

  

   「眾生心迷塵厚」，人的心迷，無明一層一層蓋，就如塵沙這樣一

層一層，我們都沒有去清理，所以塵土很厚。把一面明鏡放著，幾天

後，你都沒有去擦，鏡面就看不清了，完全都是塵沙，塵土。我們的

心也一樣，我們若沒有時時用功去擦心的明鏡，自然它就是一直積著

塵。所以，我們眾生的心迷，已經是塵厚了，塵已經很厚了。「所以佛

出於世間」，因為這樣，佛出現在人間。 

  

經文簡釋：「超出成正覺，我等甚欣慶」 

＊「正覺」：超出一切三乘六道，成就無上正等正覺。我等甚是欣喜慶

賀。 

  

   「超出成正覺，我等甚欣慶」，因為佛出現人間，長久以來，佛陀

已經出現人間，要好好哀愍這些眾生長時間不斷累積無明煩惱，讓世

間的濁，世間的濁氣已經開始了。可見在塵沙劫以前，梵天王向大通

智勝佛說這些話，其實，釋迦牟尼佛是提一個很長久以前，我們人生

本具的佛性，就是長久以來一直迷失了。這是一種很超越的譬喻，要

讓我們了解。其實說起來，這種濁，濁，就是在現在的五濁惡世。佛

陀，釋迦牟尼佛說未來世是五濁惡世，不就是我們現在呢？五濁惡世

完全已經浮現了。所以，天人一直在代替未來的眾生請佛轉法輪，覺

性要趕緊浮現出來。覺，就是真理，真理要趕緊浮現出來，才有辦法

超出這種苦難的地方，才能去除濁氣重重，三途苦難。大家看到佛出

現世間就歡喜，這是很期待的，長久的時間這樣濁氣重重，佛出現人



間是大家歡喜，能夠聽法。 

  

   佛能夠轉法輪，有法輪開始轉，就如清水能洗滌這些濁氣。所以

說正覺已經超出，已經成正覺，在濁氣中已經超出成正覺，就是超出

一切三乘六道。三乘是小乘、中乘、大乘，叫做三乘。佛已經是超越

三乘，至高無上正等正覺。這個正覺，已經超出三乘，更超出六道

了。所以「成就無上正等正覺，我等甚是欣喜慶賀」，這是梵天王表達

他們的心態。所以，我們要用心在法，法永遠在我們的心中。所以要

有「真誠發意道在人心」。我們待人接物，就是要用很清新的心情來對

待，這也就是我們學佛，日常生活中不能離開。因為我們的善念如

水，就如水在大地一樣，我們只要好好明明德，我們心裡清淨的水，

泉也能湧現出來，這都是我們要學的。請大家要時時多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