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601《靜思妙蓮華》深心覺道 悲智願行 (第 1427集)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求無上菩提必須於正念心契深理，欲契深妙法必須植諸善根正念

力，根深覺道名深心謂正法心生深信，又復樂修一切善即是菩提信心

深。 

⊙勤精進身口意行，於諸法作無義理，及無饒益之言者，皆為不應說

而說，啟爭端辯論曲直，即為戲論無益事，嬉論法均屬語業。 

⊙「語其人言：汝等去道甚遠，終不能得一切種智。所以者何？汝是

放逸之人，於道懈怠故。」《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又亦不應，戲論諸法，有所諍競。」《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當於一切眾生起大悲想，於諸如來起慈父想，於諸菩薩起大師

想，於十方諸大菩薩，常應深心恭敬禮拜。」《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

四》 

⊙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惟佛悟得真諦證如來法。是以同體大悲

心，於佛之智海中任運自然無礙。 

⊙當於一切眾生起大悲想：若菩薩始自一乘菩提道發大悲想，然尚未

經力行，未能證得此境。是故教令一切眾生起同體大悲之想。 

⊙於諸如來起慈父想：如來能施教與眾生樂，如慈父之於子，是謂如

來起慈父想。 

⊙於諸菩薩起大師想：菩薩以般若行為主，般若行為學佛之師，故令

於諸菩薩起大師想。 

⊙作大師想：菩薩之道，皆是我之大師；娑婆無非是成道之法。文殊

成我大智，普賢成我大行，觀音成我大慈，地藏成我大願。 

⊙捨悲智願行，孰能與我轉邪之益乎？當深心恭敬，集群賢之法，成

就我一切智，非師而何能成我願行。 

⊙於十方諸大菩薩，常應深心恭敬禮拜：於十方界諸大菩薩。不應淺

見、應當深心恭敬禮拜。以敬師故，遂於十方菩薩起身行之恭敬禮

拜。 

 

【證嚴上人開示】 

求無上菩提必須於正念心契深理，欲契深妙法必須植諸善根正念力，

根深覺道名深心謂正法心生深信，又復樂修一切善即是菩提信心深。 

 

求無上菩提 

必須於正念心 

契深理 

欲契深妙法 



必須植諸善根 

正念力 

根深覺道名深心 

謂正法心生深信 

又復樂修一切善 

即是菩提信心深 

 

用心啊！要體會，求法，我們的心一定要發無上心，才能夠求得無上

菩提覺道，這必須要就是要正念心，就是很簡單的話：「我們有發心了

嗎？」「有啊！」，「是不是發大心呢？」，「是啊！」我們既發心，尤其

是所發的是大乘的心，大乘心，我們要有覺悟的念，真的要覺悟啊！

為什麼你要發心，而且是大乘心？是因為你已經接觸到，人間苦難偏

多。對自己來說，是啊，人生來到世間自覺悟，佛陀所講的教法，我

們應該要覺悟。佛陀所講的教法，「苦」，我們一定要常常記得。法的

開頭就是一個「苦」字，任何一個法，我們願意發心，我們要先啟動

一念心的警惕，那就是人間是苦啊！自己去感覺、體會，人世間哪一

個人不苦，包括自己。人間，儘管我們自己認為，從出生以來我很有

福，我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一輩子就是順利。但是要再復想，想

看看，在你的生活中沒有遇到困難，生命中隱伏危機啊！生活雖然沒

有困難，生命是隱伏危機，因為生命無常，生命苦短，生、老、病、

死，苦不苦啊？ 

 

生來，沒有感覺我是苦，順利長大，順利生活，生已經不覺苦了，但

是老的時候，苦不苦？一定是苦。自己還沒有老，沒有感覺。 

 

看看老人，他們的苦，年老時形體變了，身體差了，很多很多的不方

便。年老時，接近的除了身體衰弱，接近的就是病苦；病苦，又更接

近的，那就是死苦了。這種的日子開始不斷不斷接近，而且愛別離、

怨憎會、求不得啊。想到最後的時間，最愛的人，我們無法再求得相

處再多久，很難，但是，在身邊喜歡的、不喜歡的，怨憎會，認真想

應該也有，愛別離，到了最後一天非離開不可，想到離開，最後，放

下的就是親愛的人，為我們割捨不了，生的人痛苦，往生的人，自己

若想到這個身體腐化了，不只是和親愛的人別離，還有身體腐化，到

底是要放在棺材裡面，荒郊野外這樣過？或者是一爐烈火，這樣燒了

就完了？是不是堪得起這種的苦？ 

 

當然，我們學佛的人，就是談死如談生，這是一個很平常的事情，但

是難免都有心態，這個心態的不捨，還有多少事情還沒有做啊，還有



什麼人？還有多少人所掛念，這都難免。要怎麼辦？趕緊求無上菩

提，一切有為法中，我們要再更精進，有為法，我們在付出，我們體

會到人間苦，我們同體大悲，為苦難人付出，也為自己多造福業，讓

我們的意識很清楚，沒有惡的雜念的習氣，培養我們時時啟發好念，

啟發善念，讓我們的習慣，這個善種子，第六識中常常培養。對著外

境不生心，看到外面的境界，聽到外面的聲音，我們應該要練出轉惡

為善。在批評我們的，我們將這個惡聲，惡言、惡語，我們聽到了，

到我們的意識來，將它轉一個平常心，我們心就沒有煩惱了，就是很

平常。更有修養的，我們就對他生起一個憐憫心，你既然是這樣，我

要更加關心你，我更要如何來度化你。這就是我們的六、七識，所要

訓練的。 

 

對外境，我們要如何來轉化，我們的心地、觀念，這我們要好好培養

我們的習氣。六、七識若培養得好，煩惱去除，外面所造作的成果，

無不都是粒粒，入我們的八識藏中，這個八識藏在我們的內心，願

力，這個願力就這樣深耕下去，未來世再來人間，這粒種子已經完全

改善的種子，再來播種，這就是我們「求無上菩提，必須正念心契深

理」，我們這個心境要不斷警惕，不斷將我們的心意培養。我們若是要

培養我們的心意，我們就是要「契深妙法」，要追求真理，無上菩提道

我們要去追求，契這個深妙法的道理，我們要去追求深妙法的道理，

我們必須要，「植諸善根正念力」。這善根，種子已經種下去了，我們

就像園丁一樣，就像農夫一樣，園丁在顧這些草木，什麼樣的樹種，

要如何培養它，雜草不要讓它生，什麼樣的草，價值的草留著，雜草

要除。什麼花要讓它開得美麗，要怎麼剪枝等等，就如園丁。 

 

我們在修行，顧我們的心，就像一個園丁，在顧我們心地這片景觀，

這幾棵樹要如何種，要如何排？然後再來為它修修、剪剪，剪到讓它

就像一隻鳳凰，剪到就像一條很活的龍，龍、鳳，也是可以用樹開始

種，用心來培養，用那支剪刀，這樣一枝一葉慢慢剪，剪成了造型的

景觀，這都是要用心。這種「植諸善根」那個根要把它顧好，根若顧

好，每棵樹都活得很好，修剪起來型很美，這都是同樣的道理，這就

是要我們平時的正念，我們要正知、正見、正思惟，正念力等等。這

用心啊！ 

 

根要顧得深，我們的覺道才能夠堅固，這條菩提道我們把它造得寬，

也將它鋪平，這條路就是菩薩道。「六度萬行」，在這條道路，來來回

回，生生世世，這樣叫做「覺道」。深心，這個念很深、很深，在我們

的心地，意識之中，八識田中，生生世世，我們就不容易受根、塵、



境，將我們混亂掉，生生世世，這條正覺道來回。 

 

不是像我們凡夫，這一輩子發心，但是根扎得不牢，種子沒有撒好，

今生此世善惡雜揉。我們的心地有善的種子，心地有雜草很多，我們

這一輩子沒有耕好，我們下輩子再來也是善惡，有善的因緣，惡的因

緣更多，這樣不斷在複製，就又迷失掉了。 

 

所以我們必定要自我鋪覺道，所以我們要，心要深心，根要深，覺道

才會開闊，才會平坦，這叫做「深心」。還有，深心就是「正法心」，

能夠生出了深信，我們若有這個法，很深的信賴，生生世世就是這

樣，正法我們在身體力行。生生世世，再來生，「又復樂修一切善」；

再來生，我們一樣又很歡喜去修，修菩提道，無上菩提道，一切善，

這就是「菩提信心深」，所以要用心去體會。每一回，開始講的這段，

都是我們日常要修的行。 

 

勤精進身口意行 

於諸法作無義理 

及無饒益之言者 

皆為不應說而說 

啟爭端辯論曲直 

即為戲論無益事 

嬉論法均屬語業 

 

我們要勤精進，在身、口、意的行為，而且諸法所造作的，不要去造

作無意義的事情，因為人生時間有限，那個不重要的事情，在那個地

方忙忙碌碌，這實在是辛苦。我們要做的，是真正平時，我們應該對

生活很扎實，對人類真實利益，我們不要去做那種，時間空過，浪費

時間，那都沒有用，所以於諸法所作無義理，我們不要。我們的身、

口、意要顧好，也要記得，無饒益的言語，我們也不要說，這都是不

應說的話，我們就不要和人在那個地方，說沒有用的話，要說的，就

是要說句句勸善，事事導正，不要空過時間，做沒有用的事情，說沒

有用的話。 

 

「啟爭端辯論曲直」，我們也不用在那裡，和人論長說短。我們前面有

說過了，口業要修，我們若愛和人說那些，沒有用，沒有利益的話，

這就很容易惹是非，啟爭端，辯論，彎彎曲曲，或者是曲直，話直說

曲，這都沒有用，沒有饒益的言語，我們就不必去說，這就是「戲論

無益事」。 



 

「嬉論法均屬語業」，我們前面警惕過我們，除了身業所造作，還有這

個口業，開口動舌，我們盡量要把握時間，人生寶貴，人生苦短，我

們所要做的，要做有利益的事情，要說的，要說有益，有益於人，能

夠教導人的事情，所以我們在身、口，我們就要很謹慎。當然，這就

是在我們的心境中，要好好預防，不要偏差方向，要用心哦！ 

 

前面的經文：「語其人言：汝等去道甚遠，終不能得一切種智。所以者

何？汝是放逸之人，於道懈怠故。」 

 

語其人言 

汝等去道甚遠 

終不能得一切種智 

所以者何 

汝是放逸之人 

於道懈怠故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我們剛才說過了，身體不要做沒有用的事情，說沒有用的話，我們若

只是在那裡空過時日，論短說長，像這樣造口業，這都沒有用。我們

要趕緊啟發大心，行大乘法，向前前進，在前進的人已經走得那麼遠

了，我們還停滯在這個地方，人我是非，身、口在造業，這麼多粗重

的惡業，還在我們的行為中，這就是「去道甚遠」，或者是獨善其身，

精進的人向前走，而獨善其身的人，還在那裡考慮，我要顧我自己就

好，我若再走出去會危險嗎？我要去救人，會被人拖走嗎？考慮太多

了，既然是一條路，向前前進，就是精進的道路，安全的路，何必在

那裡考慮呢？若是在那裡考慮，精進的人向前，考慮的人已經脫離

了，那個精進的隊伍很遠了，這叫做懈怠。 

 

這種懈怠的人，在那個地方，心放縱，或者是躊躇不前，這都是叫做

懈怠的人。我們尤其是要很謹慎，我們修行不要戲論法，所以，經文

前面這樣說，「又亦不應戲論諸法」。 

 

又亦不應戲論諸法 

有所諍競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連法，我們也不能「加減說」，既然我們說法，我們就要身體力行，體



會了道理，用道理來應證了法，我們應該再更認真，不要在那裡討

論，在論的文章寫很多，但是對我們前進行為，還是停滯在那裡，那

就是很可惜，所以我們要用心，要精進，時間苦短，所以我們要勤精

進。 

 

接下來這段經文：「當於一切眾生起大悲想，於諸如來起慈父想，於諸

菩薩起大師想，於十方諸大菩薩，常應深心恭敬禮拜。」 

 

當於一切眾生 

起大悲想 

於諸如來起慈父想 

於諸菩薩起大師想 

於十方諸大菩薩 

常應深心恭敬禮拜 

《法華經 安樂行品第十四》 

 

這段經文所要教我們的就是心，我們要認清楚我們的心，「心、佛、眾

生」是三無差別，常常對大家說過了，我們要認識我們的心，與佛，

與芸芸眾生，三無差別，所以我們要用心去體會。 

 

心、佛、眾生 

三無差別 

惟佛悟得真諦 

證如來法 

是以同體大悲心 

於佛之智海中 

任運自然無礙 

 

我們與佛真的那麼近嗎？與眾生也是一樣參雜在一起，為什麼佛的覺

悟，菩薩的精進，而我們還在凡夫地呢？我們要好好用心。因為佛

陀，惟佛已經覺悟真諦，證如來法。因為他精進，他在累劫，塵點劫

前就開始了，深心耕耘這個心地。剛才前面已經說過，他求無上菩

提，他的心地是這樣累生世，這是我們要學的地方，我們要學佛的

心，所以念佛心為己心，佛是如何發心？佛是如何精進？他用多長多

久的時間，方向沒有偏差這樣走過來。 

 

而我們呢？是不是也要勤精進，學佛心；無上道我們要求。所以，「是

以同體大悲」，佛陀的心已經從個人的修行，已經修到與眾生同一體，



而我們凡夫，你是你，我是我，你在說你怎麼樣，我感覺不到，就是

因為感覺不到，才會都在身邊說風涼話。我們沒有同體大悲，醫生視

病如親，視病如己，就像那個病人就是像自己，他就很用心去體會，

了解要如何治他的病。護士也是一樣，佛與菩薩也是一樣，眾生的苦

就是自己的苦，所以佛陀他的覺悟，除了他已經體會到真理，這個真

理已經會入了眾生，眾生的煩惱，煩惱無明的苦難，要如何去為他轉

煩惱為覺道，這就是佛陀要來人間，來人間一大事，開、示、悟、入

眾生，佛的知見，這就是同體大悲心，這叫做佛心。 

 

「於佛之智海中，任運自然無礙」，佛陀大悲心，已經與眾生同體大

悲，天地宇宙同一體，所以智慧像海，不只是像海，像虛空，這樣任

運自然。不論多大艘的船，小艘的船，就都能夠在海上自然駕駛，去

行運，不論是往東西南北，都可以運任，「任運自然無礙」。智慧那麼

寬，所以，「皈依法，智慧如海」，因為他深入經藏，所以智慧如海。

若皈依佛，就是體解大道，如虛空，遍法界，一切無礙，這就是佛

心，佛的智慧。所以，「當於一切眾生，起大悲想」，這是佛的覺悟，

佛的心量已經與天體合一，與眾生同為一體。 

 

當於一切眾生 

起大悲想： 

若菩薩 

始自一乘菩提道 

發大悲想 

然尚未經力行 

未能證得此境 

是故教令一切眾生 

起同體大悲之想 

 

所以「若菩薩，始自一乘菩提道，發大悲想」，這就是菩薩要學佛，因

為他已經一實乘心，啟發起來，就是一心學佛。這菩薩他開始就是所

學的是，「一乘菩提道」，就是一乘無二乘，開始發初心，就是行大乘

法，這菩提道，對眾生起大悲想，不忍眾生受苦難。 

 

看看，人間菩薩跨國救災，若在我們的身邊，周圍近處的地方，不忍

心任何貧窮苦難，或者是孤老、疾病，就是時時長期照顧著，這就是

菩薩；遠近不分，親疏不離，就是這樣在照顧，這就是「發大悲想」。

但是，菩薩就是這樣在進行中，有的初發心，他就是還沒有去身體力

行，道理，知道，知道，我了解，我也發心了，我的方向就是要行菩



薩道。但是，我還沒有真正腳踏實地去深入，我是初發心而已，因為

還未力行，所以「未能證得此境」，還沒有去證到，這個大菩提道的境

界，但是發心已定了，是還沒有身體力行，或者在力行的過程中，還

沒有到達，這個境界還沒有證，所以還未成佛，現在是在發心的階

段；或者是開始起步，在行菩薩道的過程，「六度萬行」中在進行，還

沒有到達功圓果滿成佛的境界，還沒有。所以「是故教令一切眾生，

起同體大悲之想」，我們既然發心了，佛陀還是再鼓勵我們，再精進，

既發心了，不要停滯在這個地方，既是發心修行，不要修小乘行，要

趕緊發大心，向前精進，這是佛陀講說《法華經》最重要的。既已經

發心修行，就要發大菩提心。所以，「於諸如來起慈父想」，教導我

們，我們要怎麼樣來敬重佛。 

 

於諸如來 

起慈父想： 

如來能施教 

與眾生樂 

如慈父之於子 

是謂如來 

起慈父想 

 

佛就像慈父一樣，在施教給眾生，希望眾生能夠得到快樂，就像父

親，親生的孩子是如何在疼惜，如何盼望他的孩子，能夠成器，能夠

成就。這就像親父子，父親盼望孩子的心。佛陀盼望菩薩能夠在佛法

中，得到快樂，能夠於法付出無所求，又是輕安自在，教導眾生正法

的作為，有為法，正法去身體力行，還要教導眾生，身體力行之後，

我們要「無為法」，收回我們的清淨無染著的心。這個無為法，快樂，

輕安，自在，無掛礙，這都是如來教導眾生，很大的目標。而我們就

要很用心去體會，這分有為法，教導我們正方向去造作，但是要教導

我們，趕緊收回我們的心，完成了，我們將心收回來，輕安自在，無

為法，希望大家能夠去體會這個法，我們才能夠真正是安樂行。所以

就像父親在護子一樣，「於如來起慈父想」，我們對佛，就是要像三界

導師，四生慈父。還要，於菩薩我們要起大師想。 

 

於諸菩薩 

起大師想： 

菩薩以般若行為主 

般若行為學佛之師 

故令於諸菩薩 



起大師想 

 

菩薩他已經覺悟到了，他發心了，開始在身體力行了，他不只是去救

拔眾生，有形的苦難，也要教導我們，去除心靈煩惱的苦，所以，這

樣的師長，我們也要起那分敬意。菩薩，不只是說對我們的老師才起

敬意，就是一切身體力行的菩薩，我們都要起敬意，因為他的身的行

為，是我們的典範，他口所說的語言，是我們應該要接受的善知識，

所以這些菩薩，人間菩薩都是我們的老師。 

 

所以，「菩薩以般若行為主」，就是以智慧行為主。「般若行為學佛之

師」，在學佛的人就是用智慧的行為，智慧行為的人就是以佛為師，所

以，「故令於諸菩薩，起大師想」，對這些菩薩，我們要相信他們，他

們這樣的行為，他們這樣所說的、分享的，我們都要接受，因為他們

是善知識，因為他們是老師，教我們怎麼走路，怎麼修行的人。 

 

作大師想： 

菩薩之道 

皆是我之大師 

娑婆無非是 

成道之法 

文殊成我大智 

普賢成我大行 

觀音成我大慈 

地藏成我大願 

 

所以做大師想，就是「菩薩之道」，在行菩薩道的人，全都是我們的大

師，是我們很好的善知識。我們過去我們也有說過。所以，「娑婆無非

是成道之法」，我們要成佛一定要在人間，人間娑婆世界苦樂雜揉，在

這個世間裡有很多煩惱事，但是有很多人間菩薩道，可讓我們走，這

娑婆世界就是成道之法。「煩惱即菩提」，若沒有世間這樣的煩惱，我

們哪有什麼，「迷」和「覺」的分別呢？就是有迷，我們要求法來覺

悟，這娑婆世界，就是我們成道的道場，我們修行的道場。 

 

所以，「娑婆無非是成道之法」，因為它是我們的道場，我們修行的

法，都是在娑婆所得到的，我們看到了，我們感受到了，我們才能夠

學到，聞、思、修，才能夠成就戒、定、慧，這無漏法，都是在娑婆

世界這樣得來的。「文殊成我大智」，有人間的佛法，文殊菩薩已經是

成佛再來人間，他在《法華經》裡面與佛陀，這樣配合佛陀，來成就



《法華經》哦！佛陀講說《法華經》，現在有〈安樂行品〉，也是文殊

菩薩請佛陀來講說，要如何避離開惡世，要來持經說法，傳承佛法，

要如何避離惡世，能夠讓我們安樂來弘揚佛法，這是文殊菩薩，請求

佛陀說更清楚一點，讓大家適合根機，能夠接受，應該我們還記得這

段文。所以我們要感恩文殊菩薩，成就我們的大智，因為文殊是智

慧，菩薩智慧的代表者，所以「文殊成我大智」。「普賢成我大行」，因

為普賢在《法華經》的系統裡，「法華三部」經中，他最後也是要如何

來教導我們，身體力行，所以「普賢成我大行」。 

 

「觀音成我大慈」，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心中，人人心中有觀音，需

要的時候就叫「觀音」，所以觀世音菩薩，成就我們的大悲，啟發我們

就像觀世音菩薩，普聞示現，這就是人間菩薩，要如何能夠在人間，

普遍救度眾生，就像觀世音菩薩，示現在人人所需要的地方，去付

出，這就是觀世音菩薩，大悲的精神，大慈的精神，大慈大悲觀世

音。 

 

「地藏成我大願」，「地獄未空誓不成佛」，他勇猛，不畏懼人間苦，不

畏懼地獄苦，他來回在地獄最苦難的地方，人間地獄也有地藏菩薩，

所以這全都是我們的典範，所以這全都是大師。其實，我們人人在

學，智、行、慈、願，無不都是向菩薩在學習，所以我們要用心，以

菩薩為大師。人間的菩薩，大家都是我們的大師，只要他身體力行，

好的典範無不都是文殊，無不都是普賢，無不都是觀音、地藏，我們

用這樣的心態，來尊敬每一個人。「捨悲智願行，孰能與我轉邪之益

乎？」 

 

捨悲智願行 

孰能與我 

轉邪之益乎 

當深心恭敬 

集群賢之法 

成就我一切智 

非師而何能 

成我願行 

 

我們迷！過去的迷心，迷信，因為我們要學佛菩薩的精神，我們若去

除慈、悲、喜、捨，這些行為，這樣我們要如何能夠，轉那個邪見

呢？我們迷信，就是來自於境界不寬闊，我們就是沒有走出去，沒有

入人群中，沒有看到人間的迷茫，不了解人間的苦難，所以我們自己



原地踏步，心不開，那就有邪，有迷，希望大家要把心門打開，走入

人群才有辦法，才是利益我們自己菩提行。「當深心恭敬，集群賢之

法」，來成就我們「一切智」，我們應該要用很深的心，開頭所說的，

我們要深心，要好好把種子撒進去，好好耕耘我們的心地，我們的根

要深，我們的信要深等等，我們才有辦法，群賢，所有的菩薩，我們

尊重，我們開智慧。若不是這些群賢，菩薩，走在我們的面前，身體

力行，若不是這些菩薩，我們哪有辦法，成就我們的願行呢？因為菩

薩在走，我們看前面走，安全、有利益、歡喜，我們也跟著他走，跟

著他利益眾生，利益之後，我們也心歡喜，有前面的人，我們就要用

心去跟隨。「於十方諸佛，常應深心恭敬。」 

 

於十方諸大菩薩 

常應深心 

恭敬禮拜： 

於十方界諸大菩薩 

不應淺見 

應當深心恭敬禮拜 

以敬師故 

遂於十方菩薩 

起身行之恭敬禮拜 

 

所以我們，十方諸大菩薩我們都要很恭敬，這就是不應該用淺見，只

是說：「佛法就是這樣，我知道了，我也看經文了，這樣我了解

了。」，不要這樣而已，我們接觸了佛法，經文，它裡面含藏的，是很

闊、很大，何況你只是看經文，你也不了解經文的含義，它的含義是

很開闊，我們要很用心去了解。要了解經文，就是要看人怎麼做過

來，不是憑空了解，是要實地，因為是「一實乘法」，記得，是「一實

乘法」，是真實的，真實法，一條路，一條路，真實的路可讓我們走。

所以，十方諸大菩薩，我們要用深心，我們要恭敬，因為我們不能

說：「認識，認識，我認識他。」我們要認識他，文殊菩薩是什麼樣的

菩薩，普賢又是修什麼行來？觀世音菩薩，是怎麼樣的心形在人間？

地藏菩薩是什麼樣的大願，我們要很了解，他們無不都是為天下眾生

付出，這就是我們要學的。既然要學，我們就是要做，所以，「以敬師

故，遂於十方菩薩，起身行之恭敬。」我們要身體力行，這叫做

「行」的恭敬，學佛真的是要用心向前前進，不要停滯在原地踏步。

日子是不留歇著，分秒這樣不斷地飛過去，我們的人生生命是無常

的，是什麼時候我們不知道，我們到底還多久都沒有人知道？好好把

握，不要有戲論，不要空過時日，所以我們要深契妙法，必定是要好



好的將我們的正念，建立起來，我們要好好的根鋪在覺道中，深心我

們才有辦法體會，佛的正理、正法，腳踏出了菩提大直道，向前精

進，不要放逸，要時時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年 5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