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717《靜思妙蓮華》他方請願 佛即止之 (第 1459 集)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如是諸多菩薩，從於他方國土，湧躍顯現至誠懇請，願在娑婆世

界，護持弘宣妙法，度化眾生。 

⊙靈山說妙法華，他方菩薩隨喜遠聞，其數眾多，聞持說弘經者，福

德智慧大故，願於此土發誓，入群弘通此經，然此顯示事相。 

⊙「爾時、他方國土諸來菩薩摩訶薩，過八恆河沙數，於大眾中起，

合掌作禮而白佛言。」《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世尊！若聽我等於佛滅後，在此娑婆世界，勤加精進，護持讀、

誦、書寫、供養是經典者，當於此土而廣說之。」《法華經 從地涌出

品第十五》 

⊙世尊！若聽我等：由他方菩薩從餘佛土來，至此婆娑聞受法喜，故

請委求聽許。 

⊙於佛滅後，在此娑婆世界，勤加精進：於釋迦佛滅後惡世，願住此

娑婆世界；勤加致力用功，精心弘宣釋尊所教法。 

⊙護持讀、誦、書寫、供養是經典者：並能守護受持讀誦書寫敬心供

養法華經者。 

⊙當於此土而廣說之：我當於此娑婆國土，廣為大眾而演說之。 

⊙「爾時、佛告諸菩薩摩訶薩眾：止！善男子！不須汝等護持此

經。」《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爾時、佛告諸菩薩摩訶薩眾：爾時他方國土諸來菩薩請願在娑婆弘

宣護持—佛心有所深思故告諸菩薩摩訶薩眾。 

⊙止！善男子！不須汝等護持此經：假他方菩薩，聞四行之妙，請願

娑婆弘經，佛即止之。意顯此土自有能修此行之人，故令止此事，不

必遠土之勞。 

⊙佛止他方遠來菩薩，其意：他方菩薩，各有己任，若住此弘經，廢

棄彼土利益。尤其他土菩薩，於此土結緣事淺，雖欲弘經，必無巨

益。 

⊙又若許他方來，則此方菩薩不勤入群承擔弘傳經教，故止。意顯此

土自有能修此行之人。 

⊙以是我弟子，應弘我法。又結緣深廣，必獲巨益。又得開近顯遠，

是故止彼召此。 



 

【證嚴上人開示】 

如是諸多菩薩，從於他方國土，湧躍顯現至誠，懇請願在娑婆世界，

護持弘宣妙法，度化眾生。 

 

如是諸多菩薩 

從於他方國土 

湧躍顯現至誠懇請 

願在娑婆世界 

護持弘宣妙法 

度化眾生 

 

要用心哦！我們前面已經知道，佛陀在人間說法，他方國土菩薩，也

來娑婆世界聽法。佛陀在《法華經》靈山會上，就是關心娑婆世界未

來眾生；眾生的世界，五濁惡世重，濁氣重，眾生煩惱多，必定要

法，妙法流傳人間。靈方妙藥，就是治療眾生煩惱無明惑的病，所以

非法難度。但是佛陀已經住世時間不多了，佛陀知道了，應該要這個

法傳，弟子應該要來接法、受法、傳法了。所以他在《法華經》用心

良苦，用七年多的時間來講這部經。經典，從前面跡門，就是顯跡人

間，開始來讓我們知道。降兜率、下皇宮來了，從出生、世間長大，

看人間世事，去體會了，苦啊，苦在人類不平等，分別，無明覆藏，

人心就是這樣，這麼地混亂。 

 

佛陀想，要如何救度眾生？如何能讓人人心意開解，人與人之間，打

開了不平等的制度？要如何能夠讓人人在苦中；苦的環境中去體會因

緣果報，去了解該做、不該做。在這個大是非中，如何去了解這，清

楚可行、不可行的道理，這就是佛陀，要對眾生的對機說法。當然，

要向眾生，眾生的根機很複雜，不只是佛面對的弟子，修行，既來修

行，大家心都是同一個方向，只是根機不同。有的人就是了解，法我

知道，我怕，人間可怕，苦難偏多，我要趕緊修行，了脫自己，不要

再來了；我要知道這個道，這條路不能偏差，這個方向。這聲聞盡量

聽佛的教法，盡量受持，了脫自己，不要再來人間。很小乘，獨善其

身。 



 

還有，根機較好一點，這人生苦啊！同樣了解是苦，但是所體會是無

常。環境，春、夏、秋、冬，是冷、熱，世間一切的環境無時不在改

變，一直一直都是改變。這世界的環境在改變，那就是表示無常，有

變就是叫做無常。無常是什麼？這氣候，人間就是這個氣候，所以帶

動了大地一切的生物，花開、花謝等等的生態，總歸納來叫做「無

常」。這種的道理他們知道了，同時也體會到了，體會到這些無常的道

理，是在因緣中。天地萬物變化無常是隨著因緣，要有這個種子，有

這個大地，有這個空氣，有水分等等合成而來。這些也知道了，從佛

說法中體會、了解、深信，了解了，所以他也知道，人間這個因緣可

怕，可怕在起心動念。這個因緣總是在起心動念中，心念一轉，因緣

會合，人與人之間，福禍就交纏起來，這個因緣很可怕。不是單純大

乾坤四季輪轉，大地草木因緣的生態，不是這樣而已，人的苦，苦在

那一起心動念，勾引來的因緣，人與人之間，福禍的果報，就這樣起

來。 

 

所以他害怕了，佛法了解到這塊，他就生了畏懼的心，害怕了，所以

同樣也是要了脫生死，他也不願意又在人群中了。雖然他所聽的法，

理解的範圍更加開闊，不是只是怕苦，「四諦法」了解，就要獨善其

身；他還知道因緣法則，他再了解深一層，但是還是一樣怕苦，不堪

受苦。人間的確很苦，大自然，這四季輪轉真的是苦；貧困的人熱的

時候，這居住，住，天煎地逼，還要再去苦勞、要去苦做，所以這也

很苦。冬天時欠缺衣物，禦寒的東西，也是同樣要勞作，受風、受

雨，也是苦。貧窮苦難，病痛更苦，還有家庭，貧賤夫妻百事哀，這

更加苦。 

 

了解到這種人間苦相，他就害怕了，到這裡他就不敢再想下去，解

脫、解脫！就只是要修這樣的行而已，接這樣的法，這就是緣覺又再

進一步，體會大乾坤，體會因緣法，但是怕，人與人的關係就是一念

心而已，同樣也怕。來人間就是有這麼多的苦，大自然以及人類，人

禍、煩惱、無明等等。他若是怕苦，總是畏懼受苦、折磨，這樣就放

棄入人群了。佛陀就是不放棄，既是在娑婆世界，苦難偏多，我的弟

子才要面對苦難，入人群用法受教；就要入人群去體會人間疾苦，從



疾苦中去磨練出心志，不畏苦，這樣去度化眾生受法、傳法在人間。

這是佛陀一大事因緣，講說《法華經》，用這麼長的時間，這樣開始這

個跡門，在人間顯跡，如何來面對眾生，如何來度化眾生，也盼望在

未來眾生，能夠傳法在人間。但是在〈安樂行品〉，佛陀開始就擔心

了，佛將入滅了，法什麼人來傳？盼望，盼望大家能夠，聽到佛陀說

出了住世不久了，盼望大家願意來傳法。 

 

但是，娑婆世界的弟子，是不是有感動？有啟動他們的內心嗎？娑婆

世界的弟子還未啟動，他方的世界已經感動了，因為釋迦佛，娑婆世

界講說《法華經》，他方世界菩薩也來聽法。所以他方世界就起座起

來，恭敬合掌，要來向佛陀請委，來懇請佛陀，來委託給我們這個責

任，我們願意承擔責任。所以，「如是諸多菩薩，從於他方國土」。這

麼多的菩薩，不是娑婆人間的菩薩，是從他方來的。他們聽到佛陀說

法很感動，打從內心，那個感動的心境很踴躍；從內心很澎湃、很踴

躍，「顯現致誠」。聽法，感動在內心，表達在身、境，所以他用虔誠

的心，他至誠要表達出了這個誠意。「懇請願在娑婆」，很誠懇，合掌

恭敬向佛陀，釋迦牟尼佛，來懇請發願，願意在娑婆世界，來「護持

弘宣妙法」，要來「度化眾生」。 

 

這是多麼感動啊！這個意境感受在心裡，真的很澎湃，這澎湃就是這

樣很踴躍。我們自己娑婆世界的弟子，如如不動，他方世界的弟子，

竟然那麼的感動，已經表達出了他們的誠懇，他們願意。所以感慨很

多，佛陀的時代是這樣，現在的時代呢？又是怎麼樣呢？所以，「靈山

說法」，說《妙法華經》，「他方菩薩隨喜」。 

 

靈山說妙法華 

他方菩薩隨喜遠聞 

其數眾多 

聞持說弘經者 

福德智慧大故 

願於此土發誓 

入群弘通此經 

然此顯示事相 



 

開頭之時，他方菩薩知道，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在講經，開頭是隨喜

而來聞法；聽了之後也是真正法喜充滿，所以他遠聞，從遠遠這樣

來，而佛陀的音聲，也是透徹虛空法界，所以來就近聽法，加上遠方

菩薩，同樣都是聽佛說法，所以「遠聞，其數眾多」，在聽這個法的人

很多。就像我們現在說的，現在的科技能夠將這個法，傳遍到了很多

的國家，遠方，在我們現代的時代來說，除了精舍範圍大家聽得到，

這也就是科技，將這個聲音擴大了，精舍的周圍聽得到，不只這樣，

還能夠傳遍了無限量的國家。 

 

可見他方遠聞，這個時代用科技可以遠聞，何況佛陀的時代呢？所以

我們一定要深信，佛陀那個時代，用那個時代來說，神通。我們現在

的時代呢？不就是人人那個心，用心去發展、去發明，不斷、不斷研

究發明，將天地的物理去探討、去發現，去組合起來。科技不斷不斷

發展出去，這種用心，花費很多人的心神；這個心意通達，當然要用

很久的時間，去研究、去開發。這簡單說起來，豈不就是神通意解

呢！用心，心意去解，解天下萬物因緣會合。緣覺就能夠體會到，大

自然很奧妙的氣候輪轉，他還能夠體會大地萬物生滅法。 

 

兩千多年前佛陀的說法，很單純的智慧，體會大地萬物的生機，生物

學的道理，何況經過兩千多年後的現在呢？將這個大地萬物的，生

理、生物學，那個奧祕去受現在的知識，將這個奧祕將它開啟了。這

種密碼，祕密，就這樣一一、一一坦露出來，這也是讓人很擔心。人

的價值在哪裡呢？佛陀的時代，他將法說得很清楚，用人的道理，講

道說理，引導人人的心向著那真正的順，而且很有價值，在保守中開

啟大智慧。現在的人變成了不必用智慧了，大家只是用知識而已。這

種人間最真誠的，奧秘的價值觀，愈來愈來愈淡化掉，這樣人與人的

相處情愈薄，世間會愈亂，這就是很擔心的事情。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應該才很需要法，讓大家更能夠了解，智慧是比

知識更重要，智慧是守護一切。這個時候，若不好好來守護，這完整

的道，人心態的德，若沒有這樣，可能不堪設想的事情愈來愈多，所

以我們要好好聞持。他方菩薩已經聽到了，「聞持說弘經者」，他聽到



佛陀在鼓勵大家，聽法有功德，尤其是說法、傳法功德，造福人間的

德，增長智慧很大。 

 

他方的菩薩，他們體會到能夠來娑婆世界，這麼紛亂，能夠在這裡來

說法，能夠增長福德智慧，所以他們歡喜，他們甘願，「願於此土發誓

入群」，願意在這個娑婆世界，來這裡發誓願，要入人群去「弘通此

經」。「然此顯示事相」，其實佛陀講這段文，經典有這段文，其實這是

顯一個事相。比如說，你若不肯好好用心精進，還有其他地方，大家

願意來幫助，很多哦，有人要來做，你若不肯，其他的人會來！其他

的人發心，願意來付出，你們怎麼不肯呢？這也是這樣，這就是我們

要很用心體會，佛陀他有他的用意。所以說：「爾時、他方國土諸來菩

薩摩訶薩，過八恆河沙數，於大眾中起，合掌作禮而白佛言。」 

 

爾時 

他方國土 

諸來菩薩摩訶薩 

過八恆河沙數 

於大眾中起 

合掌作禮而白佛言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這段是前面的經文，有他方國土這些菩薩來了，多少呢？經過這麼

多，說空間的長，說時間的多，說人數的無量，用「過八恆河沙數」

來譬喻。那就是說我們大家，娑婆世界的眾生還沒有感動，但是他方

世界已經有這麼多，來表達他們的心意了，所以來要表達，還是合掌

作禮，向佛這樣說。 

 

下面這段經文，說：「世尊！若聽我等於佛滅後，在此娑婆世界，勤加

精進，護持讀、誦、書寫、供養是經典者，當於此土而廣說之。」 

 

世尊 

若聽我等 

於佛滅後 



在此娑婆世界 

勤加精進 

護持 讀誦 書寫 

供養是經典者 

當於此土而廣說之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世尊啊，若能夠聽，不只是聽而已，允許，這個「聽」讀作「聽」 

(台語音「ㄊㄧㄥˋ」 )。就是說若能夠允許我們大家。 

 

世尊 

若聽我等： 

由他方菩薩 

從餘佛土來 

至此婆娑聞受法喜 

故請委求聽許 

 

這就是前面說「請委」，來請求佛陀，將這個責任交給我們，委託給我

們。為什麼叫做委託呢？因為這裡是娑婆，他們是他方的世界，他方

的世界要來娑婆世界，當然需要娑婆世界的佛，來委託他們。所以，

「聽 (ㄊㄧㄥˋ )我等於佛滅後」，佛陀你來允許我們，允許我們在您

若滅度之後，在這個娑婆世界，我們能夠在娑婆世界勤加精進，我們

要在這裡地方，護持，讀誦、書寫、供養這部經，我們要用這樣來供

養佛。您若不在，您能夠安心，這部經典我們會受持，在這個地方，

要讓這個地方，沒有斷掉了這個法。」 

 

所以，這就是他方菩薩，他們從餘佛的國土，在其他佛的國土，娑婆

世界，(教土)是釋迦牟尼佛，他方的國土，還有他方國土的名稱。所

以他們是從他方國土而來的，所以叫做「他方菩薩，從餘佛土來」，在

其他佛帶領下的國土來。因為他們那個國土若沒有佛，要怎麼會有菩

薩呢？有佛才有菩薩。因為佛授教化，來給菩薩，讓菩薩能夠了解，

了解要行大乘法，他們有接受到，這個大乘法的教法，所以名稱菩

薩。 



 

他方國土也是這樣，所以，「至此娑婆」，就是他方菩薩來這裡，聞

法、接受，法喜了。本來是隨喜而來，娑婆世界有在講經，我去聽看

看。是隨喜而來，現在感受到了，「聞受法喜」，感受到了，歡喜了，

是真心要在娑婆世界。所以，「故請委求聽許」，希望佛陀能夠允許。

「於佛滅度後，在此娑婆世界，勤加精進」。 

 

於佛滅後 

在此娑婆世界 

勤加精進： 

於釋迦佛滅後惡世 

願住此娑婆世界 

勤加致力用功 

精心弘宣 

釋尊所教法 

 

他們願意，明明知道娑婆世界，是堪忍的世界，但是他們甘願，甘願

進來娑婆世界，再用功。因為這個地方是堪忍的世界，願意在這個地

方重新再學，這個大環境是娑婆世界。所以，他們說「勤加精進」，要

不然人家他們在他方世界，已經是成菩薩了，所以再來娑婆世界，他

們就要再勤加精進，來適應這個大環境。這個大環境是堪忍的世界，

這些菩薩很發心。於釋迦牟尼佛滅度後，他們就是這樣願意，願意在

這個地方，「勤加致力用功」，要再加強功夫。所以，「精心弘宣釋尊所

教法」，他們願意，願意這樣。釋迦牟尼佛的教法，他們要再重新學

起，所教法是教菩薩法，他們要在這個地方學菩薩法，這個的地方就

是要堪得忍耐，所以他們值得，值得來學，值得來這裡克服，所以甘

願在這個地方去入人群，學更多一點。 

 

所以，要在娑婆世界行菩薩道，真的是不簡單，他方的菩薩來要再重

新學，要有這麼大的願。所以，他們願意是「護持讀、誦、書寫、供

養」，這要再重新學起，並且要「守護受持，讀誦書寫」，是用心至

敬，要來供養《法華經》。 

 



護持、讀誦 

書寫、供養 

是經典者： 

並能守護受持 

讀誦書寫 

敬心供養法華經者 

 

他們有這樣的表達，在這個「此土」，此土就是娑婆世界，我們大家願

意，在這個娑婆國土裡，「廣為大眾」演說。 

 

當於此土 

而廣說之： 

我當於此娑婆國土 

廣為大眾而演說之 

 

我們很願意，願意在這個地方來歷練，堪忍的世界，我們甘願在這裡

歷練，我們甘願入人群來度化眾生，來守護這部經。這是他方世界

來，他們所表達至誠至懇，懇切的心。釋迦牟尼佛如何回答呢？下面

這段經文就這樣說：「爾時、佛告諸菩薩摩訶薩眾：止！善男子！不須

汝等護持此經。」 

 

爾時 

佛告 

諸菩薩摩訶薩眾 

止 善男子 

不須汝等護持此經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釋迦牟尼佛就是這樣，大家隨喜來聽經，發心很好，你們要在娑婆世

界，來弘揚這部經，再來娑婆世界勤加精進。這佛陀的考慮，他，有

佛陀的考慮。 

 

爾時 



佛告 

諸菩薩摩訶薩眾： 

爾時他方國土 

諸來菩薩 

請願在娑婆 

弘宣護持 

佛心有所深思 

故告 

諸菩薩摩訶薩眾 

 

所以，「爾時」，若了解佛陀是怎麼考慮，因為佛陀他的考慮，就是那

個時候，「他方國土諸來菩薩，請願在娑婆弘經」，要受持，「佛心有所

深思」。佛陀看到這些菩薩湧現出來了，佛陀就已經知道他們的心意

了，所以佛陀開始就深思了；深思就有結論了，當他們請願之時，佛

就很快就回答。「故告諸菩薩摩訶薩」，回答這些人，一句話很快回答

出去，那就是「止！」「你們發心，這樣我了解了，到這裡就好了，你

們發心出來，這個誠意我了解了，我不能收。」就像人家送東西，「我

知道你們的心意，有表達你們的心意，我了解，這個東西太貴重，我

不能收。」這也是一個禮節。「止！善男子，不須汝等護持」。 

 

止 善男子 

不須汝等 

護持此經： 

假他方菩薩 

聞四行之妙 

請願娑婆弘經 

佛即止之 

意顯此土 

自有能修此行之人 

故令止此事 

不必遠土之勞 

 

這段經文就是，我們要很用心去體會，佛陀是在描述，要讓我們娑婆



世界的眾生，能夠體會在他所教化，那個時代，在他面前修行的弟

子，他對他們這樣，要啟發他們的發心，所以他就借他方世界。看，

你們在修行，聽我的法，他方呢？不是我們這裡的人，其他的道場的

菩薩，他們也來聽法；其他的道場的菩薩，他們已經發心，願意要來

接我的法，來替我傳法在未來，我的道場，我的未來的弟子眾生，他

方的人願意。這就是假借，假，「假」就是「借」的意思。借他方菩

薩，「聞四行之妙，請願娑婆弘經」。他方的菩薩就是來聽四安樂行，

這一品佛陀說出了困難、困難、很困難，娑婆世界弘法，有這麼多，

會受很多的誹謗，會受很多等等…。只是外道，還有我們自己同行同

修人，也會有這樣的心態，哪怕是同一個道場，修行的心都無法很調

和，何況娑婆世界。學佛者的心態，大、中、小乘的看法不同，你要

弘揚這個大乘真實法，談何容易啊！會去接受到的環境，聲音、形態

等等，都要堪得受忍耐，這個忍辱的行一定要修。 

 

這在四安樂行，你要修堪忍，文殊菩薩才請佛陀說明，要如何避免，

要避免十種的人，來堅定我們的道心；我們的道心還未堅定，你就不

要靠近。用這樣的方法，來顧好我們的道心。這在他方世界的菩薩聽

起來，因為他方沒有這種堪忍的形態，所以在他方，聽到娑婆世界苦

難這麼多，若要發這麼大的心，所以他們會感動。但是佛陀在這個地

方，他就「止！不須汝等護持此經」。佛陀將它止下來，用意就是，

「此土自有能修此行之人」。我這個娑婆世界不是都沒有人，只是欠缺

發心而已；不是不發心，是還未表達而已，所以不用你們來，我這個

地方也有這樣的人。因為這樣，佛陀也要保護我們，娑婆世界發心的

菩薩，所以因為這樣「止」。我這裡不是沒有人，我這裡不是沒有人肯

發心，還未發心而已。 

 

所以佛陀，向他方世界菩薩的表達，佛陀就表達：「這個誠意我知道，

我不能接受，因為我有了，我這個地方有這樣的人了。」「不必遠土之

勞」。不用那麼勞動到你們來，我們這些人來處理足夠了，我們這些人

來度化足夠了。這就是很辛苦的事情，不用勞煩你們來，我們大家自

己來處理。所以，「佛止他方遠來菩薩」的意，剛才是保護我們，我們

自己娑婆世界發心的菩薩，一方面還有一個意，「他方菩薩，各有己

任」。 



 

佛止他方遠來菩薩 

其意： 

他方菩薩各有己任 

若住此弘經 

廢棄彼土利益 

尤其他土菩薩 

於此土結緣事淺 

雖欲弘經 

必無巨益 

 

每一位菩薩在他們的國土，雖然沒有那麼的堪忍，但是也有眾生要

度，所以，「他方菩薩，各有己任」，若任此，若來娑婆世界弘經，那

就是「廢棄彼土利益」。他在那個地方，人家在那裡在度化、教育那裡

的眾生很順利，若讓他來這裡，這麼難堪忍，他，那些眾生他放棄，

來這裡不堪任，那就會很辛苦。尤其是，更加用心的，尤其是「他土

菩薩，於此土結緣事淺」。他方世界和這個娑婆世界眾生，結的緣還很

淺，無緣不能度，這也是佛陀所考慮的，他們和娑婆世界的緣沒有很

深。所以，「雖欲弘經，必無巨益」。雖然發心要來娑婆世界，來教

化，其實對娑婆世界，也沒有很大的利益。因為這樣，「止」，不敢

收。再來就是佛陀若是允許，讓他方這麼多的菩薩來，「則此方菩薩，

不勤入群承擔弘傳經教」。 

 

又若許他方來 

則此方菩薩 

不勤入群 

承擔弘傳經教 

故止 

意顯此土 

自有能修此行之人 

 

這些菩薩若都進來，娑婆世界這些人就會更加懶惰，他們就不肯修行

了，就不肯入人群去度眾生了，自己的慧命就放棄了，這樣不行。所



以還是佛陀疼惜自己的弟子，還是保留給自己的弟子，好好修行的環

境。所以因為這樣，「止」，這「止」的意思，有這樣這麼多種。所

以，「意」，佛陀的意就是，「顯此土自有能修此行之人」，他是因為這

些，「此土」。「是我弟子」，因為娑婆世界，這些是我所教化，都是我

的弟子，「應弘我法」，應該弘傳我的法，應該傳我的法，應該要弘

揚，我的法應該要傳下去。就像你們現在要如何傳法脈？要怎麼樣將

法脈宗門綱領，要如何做出來？大家在用心。同樣的道理。 

 

以是我弟子 

應弘我法 

又結緣深廣 

必獲巨益 

又得開近顯遠 

是故止彼召此 

 

所以「又結緣深廣，必獲巨益」。我們大家生生世世，在這個娑婆世

界，不知來回多少次了，我們在娑婆世界聞佛法，也應該已累積起來

了，所以這我們應該要能夠知道。所以，我們若這樣，「結緣深廣，必

獲巨益」。「又得開近顯遠」，現在近的，「跡」就是方便，方便法。佛

陀說種種的方便法，以及眾生種種的煩惱無明，這全都將它去除，顯

出了我們真如本性。我們的真如本性，如來藏性，我們應該能夠體

會。「是故止彼召此」，止在他方來的菩薩，呼喚在現在娑婆世界的弟

子：「你們若再不發心，你看，他方的人已經願意來了；他方菩薩這樣

願意進來，而我們自己呢？我們自己，怎麼不要趕緊發心立願起來

呢？專心一志好好克勤刻苦。」我們這一輩子，我們要好好，「此身不

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這個緣，我們既然來到人間，入人群、

結善緣、得智慧，我們何樂而不為？ 

 

各位菩薩，這段文真的我們要很用心體會，佛陀引他方菩薩來的發大

心，從隨喜而虔誠，要來為娑婆世界付出。佛陀為他們「止」，不用；

在顧，顧彼也顧此。常常說，我們分區，就是說，在這區的人，就去

顧這一區的人；這個國家將它帶起來，種子成熟，這個國家的人，用

這個種子去成長他們的因緣、智慧、福德。這就是很期待，全球能夠



拓開的因緣，不就是和這樣一樣？那裡若有人了，我們這裡就不用去

了。同意的道理，我們這裡有人了，難道還要外面再來嗎？這道理都

一樣。所以大家若用心，我們這個道理就能夠通達，所以我們要時時

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 年 7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