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502《靜思妙蓮華》修菩薩行 親近善友 (第 1405集)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為修菩薩行，當遠離諸惡邪見，親近善友知識；若有能說信戒，多

聞布施智慧，是可親近恭敬供養，是名親近，應可親善知識。 

⊙「若是人等，以好心來，到菩薩所，為聞佛道。菩薩則以，無所畏

心，不懷希望，而為說法。」《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寡女處女，及諸不男，皆勿親近，以為親厚。亦莫親近，屠兒魁

膾，畋獵漁捕，為利殺害。」《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販肉自活，衒賣女色，如是之人，皆勿親近。兇險相撲，種種嬉

戲，諸淫女等，盡勿親近。」《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販肉自活，衒賣女色：販肉以自活命，此等皆非清淨之行，故宜遠

之。販：買賤而賣貴。衒賣女色：指業淫者。 

⊙《訶欲經》曰：女色者，世間之枷鎖，凡夫戀著不能自拔。女色

者，世間之重患，凡夫因之至死不免。女色者，世間之哀禍，凡夫遭

之無厄不至。 

⊙如是之人，皆勿親近：近殺增瞋，近色生欲，皆令勿近。 

⊙諸淫女等，盡勿親近：前衒賣色相者，為利故賣；今說貪色者；是

等諸人，皆盡勿近之。 

⊙「莫獨屏處，為女說法，若說法時，無得戲笑。入里乞食，將一比

丘，若無比丘，一心念佛。」《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莫獨屏處，為女說法：夫說法者，應於光天化日明處，屏處則涉私

嫌，故不可屏處說法。 

⊙若說法時，無得戲笑：說法之時，貴於持重。戲笑非法，毋得如

是。 

⊙入里乞食，將一比丘：入村里時，須將一人以為同伴。 

⊙入里乞食：比丘未得食前，應念為修道故，補饑瘡故，既得食已，

為報施恩，念道不息。 

⊙若無比丘，一心念佛：必若無人可以為侶，當須一心念思惟於佛所

教法，勿令心散亂。 

⊙「是則名為，行處近處，以此二處，能安樂說。」《法華經 安樂行

品第十四》 

⊙用此戒慎、嚴謹以行接近。以二如為行處，能得安樂，可以說之。

若餘非處，不可說。 

⊙以上，頌離四處；屠魁、兇險相撲、衒買色相、嬉戲況屏處、獨

處。屏處為女說法，則有乖儀軌。 

⊙至此：無所畏心等，名為行處，離外惡緣等名為親近處。以上總明

外離惡緣，為行處、親近處。 



 

【證嚴上人開示】 

為修菩薩行，當遠離諸惡邪見，親近善友知識；若有能說信戒，多聞

布施智慧，是可親近恭敬供養，是名親近，應可親善知識。 

 

為修菩薩行 

當遠離諸惡邪見 

親近善友知識 

若有能說信戒 

多聞布施智慧 

是可親近恭敬供養 

是名親近 

應可親善知識 

 

大家用心哦，「為修菩薩行」，我們若是發心，發大心，自利利他、自

覺覺他，心胸寬闊，利己利人；利人就是利己，覺人就是覺己。我們

若有這個觀念，自然我們的心胸擴大了，所以我們能夠先利益他人，

很自然就是利益自己。一個地方的平安，我們也是那個地方的一分

子，我們使這個地方祥和，使這個地方，人人心理淨化、相處安樂，

這樣我們豈不就是，安樂中的一個呢？所以，我們要「利他」就是

「利己」，要「利己」，要先「利他」。這樣的觀念，自然我們的行為造

作，無不就是與大眾和睦相處；和睦相處，那就是最歡喜、最安樂的

地方。 

 

我們覺，覺己、覺人，其實，我們若覺人，自然就是覺己，我們能夠

讓大家清楚這道理。你既然能夠付出，說出了你對法的看法，這個看

法正確、見解正確，所有的法入我們的心，我們的見解和人分享，這

樣他得到法喜，歡喜了，這不就是我們已經感覺到，法的真理就是這

樣。你有這樣的真理，才有辦法讓人得到歡喜。所以覺己、覺人，我

們有這個心得給人家，人家也很歡喜，這是證明我們的觀念、體會，

是沒有偏差，能夠用、能夠度人的法。這也就是利人利己、覺人覺

己，這個觀念能清楚了，自然這叫做「修菩薩行」。與人共同分享，與

人共同安樂，這都叫做「菩薩行」。 

 

所以若是這樣，有這個心，願意在人群中和大家共處付出，這應該就

要「遠離諸惡邪見」。你若願意去這樣的付出，和樂相處，我們要這

樣，我們要事先充足自己，要充足自己的過程。前面佛陀教育我們，

文殊菩薩替我們向佛陀求法，佛陀對我們教育的方法，就是你要謹



慎；謹慎在交朋友，謹慎在你該處、不該處的地方，該去、不該去的

地方，該親近、不該親近的人。所以，佛陀就教育我們該遠離的。因

為我們才開始要求法，要鞏固我們的心志，心志還沒有很完全，方向

我們還沒有很深信、了解。所以我們，有的若不了解，容易其他的邪

法，將我們誘惑，就去了。外面的環境複雜，我們信心若沒有很堅

定，也很容易被它誘惑過去。因為這樣，所以佛陀就是這樣教育我

們。 

 

最近也一直反覆說這些話，因為經文是這樣說，我們也就要這樣知

道。所以我們要知道，要「遠離諸惡邪見」。只要我們若要行菩薩道，

我們必定要自我警惕，要遠離諸惡邪見。我們應該親近的，就是「親

近善友知識」，我們應該選擇的就是善友知識，我們若有這樣，能夠親

近，我們才有辦法進步。所以，「若有能說」。我們所要親近的人，我

們要選擇的就是「能說」。能說什麼呢？「信、戒」。「信、願、行」、

「戒、定、慧」，我們應該要來親近，這種能夠引導我們，讓我們堅定

信心，鼓勵我們，讓我們堅立弘誓願。這個信、願，也讓我們能夠，

身體力行「六度」，這個行動。所以，「信、願、行」，我們要有。還要

再「戒、定、慧」，三無漏學，慢慢將我們引進，讓我們堅定我們的道

心，不要漏失，在「戒、定、慧」，不要漏失掉。 

 

我們有這樣的朋友，常常警惕我們，常常和我們分享法的意義，或者

是補充我們的不足，像這樣，又有「多聞」。我們的朋友，就是有真精

進，願意聽法；不只是願意聽法，又能身體力行，去布施。我們的朋

友不是只會說而已，他又能身體力行，精進聽法；法吸收了，落實在

他的行動。這種「多聞布施」，這就是有智慧，有智慧的善知識。很扎

實，這樣修行，身體力行聞法，如法修行，這種的人，那就是「智

慧」。像這樣，就是「可親近」，不只是可親近，還是可恭敬。因為這

位是時時在無餘修、無間修、長時修，因為這樣，值得我們恭敬他，

所以恭敬修。 

 

彼此互動，他會帶我們長時來修行、無間來修行，像這樣的益友，我

們要互相恭敬。還要再供養，所說的「供養」，就是付出，我們要互相

來付出、恭敬、供養，是這樣，名叫做「親近處」。這是我們應該親近

的人，也是應該「可親善知識」。要用心來體會人間，人與人之間，我

們要去度人間，但是，是不是會受人間，不端、不正，來將我們度過

去？所以我們要謹慎，不要親近。我們需要選擇善友，善友，他是能

夠「信願行」、「戒定慧」、「六波羅密」，這「六度萬行」，是身體力行

者。像這樣，堪得我們恭敬，堪得我們親近，所以我們要親近這樣的



人。 

 

這就是佛陀很用心，希望我們人人，要保持好我們的道業。尤其是道

根，「五根」、「五力」保持得好，我們的「七菩提分」、「八正道分」，

才能夠隨時，在我們的生活行動中。〈三十七助道品〉，也是在警惕我

們。佛陀在〈安樂行品〉，要如何讓我們學菩薩道，能夠很安全，還能

夠學，身體力行去做，能夠做到安全、歡喜、快樂。這是佛陀的慈

悲，費這麼多的時間、口舌，這樣教育我們。也感恩，感恩文殊菩

薩，他能夠啟機，這樣來請佛為我們開示，這無不都是善友、善知

識，來教育我們，真的是用心良苦。 

 

前面的經文：「若是人等，以好心來，到菩薩所，為聞佛道。菩薩則

以，無所畏心，不懷希望，而為說法。」 

 

若是人等 

以好心來 

到菩薩所 

為聞佛道 

菩薩則以 

無所畏心 

不懷希望 

而為說法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前面的經文，大家應該還記得。人，有的就是，過去在生活中不檢

點，種種的生態、心態都有，我們要提高警惕，不要親近。但是，像

這樣的人群，「若是人等」，假使有人用著虔誠的心，真正為了求法，

要問法而來，來到這個新發意菩薩這個地方，要問：「你如何修行？修

行的方向是怎麼樣？什麼叫做菩薩？如何利益人生？」像這樣，所問

的都正確，誠意的心，他們用這樣的心來接近，所以「菩薩則以，無

所畏心」。 

 

雖然我們是新發意，我們要顧好我們的道心，但是有這樣誠意來問我

們的人，我們也要挺胸，有那分「無(所)畏心」，自己要有信心向他說

法，能為他說。因為我們對法知道，「知之為知之」，我知道、我了

解，將我所知道，將我所了解，我說給你聽。但是，我們自己的內

心，要有這樣的準備——「不懷希望」。 

 



我們不要想：要他們來請教的這念心，我們要取得我們有所求的希

望，不可。因為我們要不抱希望，盡我的心力為你說，我沒有要在你

的身上取得利益，沒有要名，沒有要利，也不敢希望，你聽我的話就

有所用，這不敢希望。說話能夠讓人信受，能夠用，這是很歡喜的事

情，連這樣的希望我們也不敢想，所以「不懷希望」。 

 

總是我們才在學，才是在求，我們所求得的，我們要用心。法入心，

將我所知道，將我所懂的，說給你聽，這種「無(所)畏心」去講說，

自己要有信心，但是不要抱希望。這樣來為他們說法，假使這當中，

若有「寡女、處女，及諸不男，皆勿親近」。 

 

寡女處女 

及諸不男 

皆勿親近 

以為親厚 

亦莫親近 

屠兒魁膾 

畋獵漁捕 

為利殺害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這是佛陀向比丘再警惕，不要一直要接近他們。我們向他們說法，是

要很端嚴，端莊、威嚴，來為他們說法，不能輕浮，不能一直和女人

這樣接近。就是可以有距離的說法，要端莊地向他們講法。所以，「亦

莫親近，屠兒魁膾，畋獵漁捕，為利殺害」。這類的人，我們敬而遠

之，我們不要一直要去親近他，因為他是為利殺害。所以，我們沒有

辦法化度他，我們也不要入這樣的人群中去，因為我們還沒有，對法

還沒有很深入，怕我們自己的道心，還沒辦法堅定，這樣的環境我們

不要深入進去。 

 

所以，接下來這段經文再說：「販肉自活，衒賣女色，如是之人，皆勿

親近。兇險相撲，種種嬉獻，諸淫女等，盡勿親近。」 

 

販肉自活 

衒賣女色 

如是之人 

皆勿親近 

兇險相撲 



種種嬉戲 

諸淫女等 

盡勿親近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修行的過程，這個女色一定要警惕，因為很多事情，都是以「色」來

誘惑，使心會散亂掉。男女的感情，這是很可怕！世間種種的行業都

有，像這樣「販肉自活，衒賣女色」也是不可。 

 

販肉自活 

衒賣女色： 

販肉以自活命 

此等皆非清淨之行 

故宜遠之 

販：買賤而賣貴 

衒賣女色： 

指業淫者 

 

「販肉自活」，在賣魚、賣肉，這全都是活命被殺，來販賣，我們也不

要這樣，一直要在這個環境中，去求得什麼希望，不可哦！因為要顧

好道心。「衒賣女色」，也是不可，因為這都不是清淨的行為。不論是

「販肉自活」，賣生物，這樣被殺，來賣，這也不是清淨的行為，所以

我們應該要遠離。買賤、賣貴，在做生意，有的人就很便宜的東西買

來，很貴的價錢賣出去，這也不是很正確的買賣，所以我們也是要遠

離，這不正當的生意，像這樣，我們也不要去和他們打交道。 

 

而且「衒賣女色」，所以女人很悲哀，女色也能夠賣，看到新聞，就是

只為了一個眼睛，那眼眶要擦幾層幾層的色彩，眼睫毛又要再去增

加，又要塗什麼膏？一次一次一直塗，塗到已經污染到眼睛了，致成

眼疾。還有，眼睫毛，就是常常在那個地方，要將它燙得翹起來，燙

到眼睫毛斷掉了，跑進鼻腔裡面，這樣一場的大病，一直醫不好，找

不出原因，原來就是一根眼睫毛斷掉，從眼睛透到鼻管中，在那個地

方作怪啊！ 

 

你看，這就是女人為了要取悅，讓人看了會歡喜，為了一個身體要花

多少，浪費多少的金錢，浪費多少的裝飾物，在女人的身體呢？這是

在經典，處處警惕，也有在佛陀所講的，就是《訶欲經》的裡面，也

有這樣。 



 

《訶欲經》曰： 

女色者世間之枷鎖 

凡夫戀著不能自拔 

女色者世間之重患 

凡夫因之至死不免 

女色者世間之哀禍 

凡夫遭之無厄不至 

 

佛陀呵斥女人，說女色是世間之枷鎖。「凡夫戀著不能自拔」，因為凡

夫戀著在女人的身上，沒辦法自拔。又說，「女色者，是世間之重

患」。會去犯錯，會引出了心理毛病，所以是「重患」。「凡夫因之至死

不免」。因為凡夫，凡夫貪色，一生都離不開女人，所以有販賣女色，

他就會去那個娛樂場所，這樣出錢買一個女色，來滿足他的心欲。這

就是凡夫所需求，在女人身體上取得他的滿足。所以，「女色者，世間

之哀禍」。這個女色是世間很悲哀的禍端，凡夫若遇到這樣，被她纏住

了，就是「無厄不至」，就是沒有災難不會到他的身上來。 

 

這段《訶欲經》，你若看下去，會感覺很可憐啊！女人為什麼呢？既來

為女人，我們若知道道理，要趕緊覺悟，如何端莊自己，要好好自我

警惕。這女丈夫，可以女人與男人平等，而且女人比男人強，因為她

「為母者強」。因為她能為人類付出，扶養她的孩子，孩子能成器，那

是要付出多少心血呢？天下的偉人，哪一個不是，女人所養育出來的

呢？女人應該就是要很堅定，女人的力量不差於男人，還比男人更了

不起，因為男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女人做到了。女人能做男人能做

的，女人都做得到。現在在國際間，女總統有多少位呢？女王權力也

很大，很多啊！只要自己尊重自己，也是一樣大丈夫。所以，不要那

樣悲哀。 

 

所以，「如是之人，皆勿親近」。 

 

如是之人 

皆勿親近： 

近殺增瞋 

近色生欲 

皆令勿近 

 

這種衒賣女色的地方，以及殺生的地方，我們就不要去親近。「近殺增



瞋」，增加瞋；近色，那就是生欲。近女色，我們的心就生起欲念，這

我們都不要親近。 

 

就像「增瞋」，在過去就有一個這樣的柴夫，靠著砍柴去賣，來維持家

庭。每天就是在山上這樣走，每天就是用力在砍，每天就是背柴出去

賣。能夠得到的錢很少，付出的勞力是很大，柴賣出去就是換米、換

菜回來，很辛苦。有一天回來，要吃飯了，他就開始，一直吐出了他

辛苦、辛苦，這麼的，一生這麼勞碌，只為了三頓飯。現在回來，要

吃飯了，飯菜都還沒上桌來，發脾氣，這樣一直罵，罵他的太太。太

太被先生無緣無故，回來一直罵，這桌上還沒有飯菜？進去就去廚房

罵女兒。女兒，無緣無故母親進來一直罵，到底是什麼事情啊？女兒

心也是很懊惱。在煮菜當中，本來鹽就已經放下去了，被她罵得昏頭

轉腦，又再一次鹽再放下去。 

 

菜上桌了，三個人坐下來，要吃了。這先生吃飯配菜，「哇，菜怎麼這

麼鹹啊？」這個心又是怒火燒起來了，又是又大聲罵。罵了之後，氣

沖沖，柴刀拿著，又出門去了，和一群柴夫會遇，邊走邊氣，邊說

話，愈說愈氣，因為說話說得很出力，忘記拿著柴刀，比手畫腳，柴

刀忽然間丟出去。他們在山坡上走，邊在講話，山坡的下面有一群人

路過，這把柴刀剛好丟去出的時候，是無意中，很氣的當中，這樣脫

手出去了。這把柴刀去打傷一個人，這個人不是普通人，是隔壁國的

太子，去打傷到這位鄰國的太子，還得了！這鄰國就很生氣，覺得這

是蓄意殺害，就這樣起兵，動兵力了，來消滅這個國家。 

 

這小國與小國之間本來是友好，只是一個柴夫，這個怒氣，這樣無意

中一把柴刀脫手，就這樣飛下去，就惹成了國與國相爭，死傷有多少

人！這就是人間，這星星之火能燎原，這種一把的怒火、瞋火，這就

是會惹成了，就是天下人間的禍端。現在我們常常在說難民、難民，

難道不就是嗎？少數人的「增瞋」，就是「增瞋」，增加他的瞋恨心，

所以一念衝動，口號一出去，那就會造成了多少苦難人，所以我們要

很謹慎。「增瞋」，這就是親近這個殺業等等等等，前面所說過的這

種，我們的心沒有辦法收斂，所以心亂、散亂，就有「增瞋」，沒有辦

法修行，自己還散亂自己的心，貪、瞋、癡，在那個境界中，這樣不

斷衍生，其中就愈來愈增加，這「三毒念」。 

 

「瞋」，瞋火燎原，所以這就是我們要避免。佛陀這樣為我們用很多的

譬喻，就像《訶欲經》，這就是將女人這樣，說到這個程度來，女人要

覺醒，男人要警惕，這應該我們就要很，好好的謹慎。親近這個



「色」，就是有「欲」；有「欲」就有「貪」，有「貪」就有「瞋」，有

「瞋」就有「癡」，我們不要親近。 

 

「兇險相撲，種種嬉獻」。前面我們已經說過，長行文說過了。所以，

「兇戲及相扠、相撲」，這種我們也要遠離，因為這都是「嬉戲」。在

外面，儘管不是真正在吵架，但是就是在那裡玩，嬉戲會亂人的心。

又是，「諸淫女等，盡勿親近」。 

 

諸淫女等 

盡勿親近： 

前衒賣色相者 

為利故賣 

今說貪色者 

是等諸人 

皆盡勿近之 

 

剛才說過了，色欲迷人，在那個歡樂場中，色情的裡面，去販賣這個

色。這種販賣色相，為利故賣，為了錢，所以要賣出她的色相。「今說

貪色者，是等諸人」，皆盡勿親近。所以，佛陀這樣對我們叮嚀，不

可，不可親近。 

 

接下來的經文再說：「莫獨屏處，為女說法，若說法時，無得戲笑。入

里乞食，將一比丘，若無比丘，一心念佛。」 

 

莫獨屏處 

為女說法 

若說法時 

無得戲笑 

入里乞食 

將一比丘 

若無比丘 

一心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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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常常警惕，和女人相處的方法，要如何呢？女人也是人，若要

為她說法，要怎麼辦？不要親近，要怎麼辦？ 

 

莫獨屏處 



為女說法： 

夫說法者 

應於光天化日明處 

屏處則涉私嫌 

故不可屏處說法 

 

為女說法，「應於光天化日明處」。要在很顯現的明處來和她說話，不

要在屏處，不要在暗角，或者是沒有公開，只是單獨對女人，這就不

要。屏處，就會讓人議論：「這是不是兩個之間，有什麼私情呢？怎麼

會兩個單獨在角落裡，在說話呢？」不要。要和女人說話，還是要在

明朗的場合，不要在暗角的地方，在暗角就容易惹來了，別人會誤解

我們，說彼此之間有什麼私情，「故不可屏處說法」。「若說法時，無得

戲笑」。 

 

若說法時 

無得戲笑： 

說法之時 

貴於持重 

戲笑非法 

毋得如是 

 

若是要說話，那就不要有戲笑，還是要很端莊，要好好很謹慎，堅持

我們的威儀。我們要莊重，很莊嚴，很嚴肅，不要很輕浮。這樣來戲

笑，所說的都不是真實法，這就不對，所以不能這樣，要謹慎。 

 

若是要「入里乞食」，要入里乞食，要去鄉里裡去乞食，「將一比丘」。

去入里乞食，要有伴，不要單獨一個，所以我們要很用心，不能這樣

這麼的簡單，就自己一個人，去女人的家庭去乞食，或者是單獨去為

她說法。我們不要，總是一定要有人與人之間，第三者以上來證明。

所以，「入村里時，須將一人以為同伴」。要兩個以上，三個以上，這

樣大家同伴，進去那個很安靜的鄉里裡，還是要有伴。所以我們出

門，最好要有伴，不要單獨。 

 

入里乞食 

將一比丘： 

入村里時 

須將一人以為同伴 

入里乞食： 



比丘未得食前 

應念為修道故 

補饑瘡故 

既得食已 

為報施恩 

念道不息 

 

所以「入里乞食：比丘未得食前」。就是這樣警惕，就是比丘要去托缽

之前，應該要念：為了要修行，所以才要來乞食，我要降伏我的慢

心，所以我要化緣在人間，我家家戶戶去托缽，所以，要有這樣的

心。所以，我們要為了，要讓我們的肚子不會餓到，為「補饑瘡故」。

肚子餓，就像有病一樣，食物就如藥食，就像在吃藥，飯，將它當作

藥一樣；藥能夠療病，食物能夠療飢。我們就是用這樣的心念，不是

要貪味，不是要貪好吃，是要讓我們肚子能飽，營養分夠，所以像是

在「補饑瘡」。這是將它當作藥食，來補充我們的飢餓的病。 

 

所以，「既得食已，為報施恩，念道不息」。施主米一粒，就像須彌

山。我們要用這樣的心態，所以要好好回報施主恩。為了要回報施主

恩，那就要「念道不息」，要好好將道心放在我們的心。要去乞食，就

是這樣，所以我們要用心。生活，你若是要依靠供養，就是要有這樣

回報施主，回報施主，就是要很用心才有辦法回報。 

 

若無比丘 

一心念佛： 

必若無人可以為侶 

當須一心念 

思惟於佛所教法 

勿令心散亂 

 

所以，「若無比丘，一心念佛」。若又沒有其他的人，與我們一起去鄉

里，這樣我們就要一心念，思惟於佛的教育。「勿令心散亂」，所以，

佛心要念入我們的心來。佛陀是如何的教育我們，我們要將佛的教育

入我們的心，就不會超越戒規了。所以「勿令心散亂」，這樣我們的心

還是一心，就是佛心，佛心就是度眾生，不要有貪欲、貪念。 

 

所以，接下來的經文：「是則名為，行處近處，以此二處，能安樂

說。」 

 



是則名為 

行處近處 

以此二處 

能安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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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用戒慎、嚴謹的行儀，來接近前面所說過的，有人好心來求

法，或者是要去入里托缽，我們就要用這樣的心態，就是要有人一

起，要不然，我們要一心念佛，用這樣很戒慎的心去接近。有人要聞

法，或者是我們需要，要去托缽，入鄉里去，全都一樣。 

 

用此戒慎、嚴謹 

以行接近 

以二如為行處 

能得安樂 

可以說之 

若餘非處 

不可說 

 

就是要有這樣，戒慎、嚴謹的行儀去接近。以此二如為行處。如是兩

種做我們的行處。自然「能得安樂」，能夠說法。「若餘非處」。就不要

在那個地方說法，就是入鄉里要有人在一起，不能在暗角，我們要在

光明正大的地方，和婦女接近，我們要有伴入鄉里去，若能夠這樣，

就會避嫌，避開嫌疑，這兩項我們要很，好好謹慎，若能夠謹慎，自

然「能得安樂」，能夠說法，要不然，「若餘非處」，其他不是光明正大

的地方，也沒有人在一起，這樣我們，就不要在那個地方說法，也不

要在那個乞食。這就是我們要很謹慎，這是佛陀要對大家說的。 

 

以上 頌離四處： 

屠魁、兇險相撲 

衒買色相、嬉戲 

況屏處、獨處 

屏處為女說法 

則有乖儀軌 

 

以上就是我們要離開，離開四處，那就是屠魁，兇險相撲，衒賣女

色、嬉戲這等等，屏處、或者是獨處，「屏處為女說法」，這我們都要

避免。若是這些你若沒有避免，就是「違」，違背了我們的行儀，我們



的儀規我們就違背哦！所以我們要很警惕。 

 

能夠「無所畏心」。我們前面說的，有人好心來要求法，我們就要抱著

無所畏心。說我所說，說我所知道的事情，所以「知之為知之，不知

為不知，是知也」。我知道的，我無所畏，我不用怕，我為你說。我已

經法，這些法我全都入心，我知道的對你說；我不知道的，我就還沒

有要回答你。這我們就無所畏心。若這樣，「名為行處，離外惡緣等，

名為親近處」。 

 

至此：無所畏心等 

名為行處 

離外惡緣等 

名為親近處 

以上總明 

外離惡緣 

為行處、親近處 

 

外面的惡緣，相扠、相撲、販賣色相，或者是殺生來謀生，這我們都

要避離，嬉戲等等都要避離，這就是，不是我們親近的地方，那些惡

緣，我們不要親近。「以上」。就是已經明顯，外面我們應該要遠離

的，這就很明朗了。我們要知道，該遠離的是什麼樣的，我們要遠

離；該親近，該我們身體力行又是什麼樣的？親善友知識，都已經為

我們，清楚這樣開示過來。 

 

所以，我們要用心去分類：這是惡，我不要進去；這是善，我要追

求。若能夠這樣，我們自然要弘法、持經，我們就能夠很安樂，安樂

行。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年 4月 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