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725《靜思妙蓮華》修菩薩行 遠離染著 (第 1465 集)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謂修菩薩行者以多聞故，則於善惡果報諸法因緣，無不明了遠離非

法之道，靜寂清澄心不令散亂無染著。 

⊙「況復乃至一恆河沙、半恆河沙、四分之一，乃至千萬億那由他分

之一。」《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況復千萬億那由他眷屬，況復億萬眷屬，況復千萬、百萬乃至一

萬，況復一千、一百乃至一十，況復將五、四、三、二、一弟子

者。」《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況復單己樂遠離行。如是等比，無量無邊，算數譬喻所不能

知。」《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修菩薩行者，遠離欲界愛染之煩惱故，則於世間、出世間一切諸

法，悉皆明了通達，而無所疑惑。 

⊙況復單己樂遠離行：謂樂獨自持行，并無弟子者，然亦不可以數

計，總言涌出菩薩之多。 

⊙單己樂遠離：上如天堂無佛道可成，下若地獄無眾生可度。人我雙

忘，生佛平等，無二無別，是眾亦一，故云單己。 

⊙遠離：雖見無為遠離之要，而身心不離有為善。又離二種生死之

行，唯樂常寂滅相，終歸於空，故上云虛空中住也。 

⊙況復單己：不領徒眾之人，反多於上領徒眷之數。況愈多，彌顯無

窮無盡，故以七重況復字顯出。 

⊙如是等比，無量無邊，算數譬喻所不能知：以如上等次第相比並；

無有數量，無有邊際。以數算計，以物譬喻，無能知者。 

⊙如是等眾，從下發來，如水涌，如雲奔，塞滿虛空，難以數知，故

云如是等所不能知。 

 

【證嚴上人開示】 

謂修菩薩行者以多聞故，則於善惡果報諸法因緣，無不明了遠離非法

之道，靜寂清澄心不令散亂無染著。 

 

謂修菩薩行者 

以多聞故 



則於善惡果報 

諸法因緣 

無不明了 

遠離非法之道 

靜寂清澄 

心不令散亂無染著 

 

用心體會，「修菩薩行者，以多聞故」。我們修菩薩行，我們要常常聽

法；法入心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這是我們要接近法，所以我們要

時時聽，聽了之後我們要與人、事、物，每天的行動來契合道理；今

天聽的，今天來體會，這個法與我們日常生活，這樣有沒有合得起來

呢？法，就是能夠應用的方法，這就是真理。我們不是聽，脫離我們

的生活行為，那叫做法，不是；我們就是需要聽法，學在我們人間所

要應用，這就是真實法。 

 

《法華經》教導我們，就是你要如何入人群，你入人群中去，眾生種

種煩惱無明，你要用什麼方法去面對？眾生很多、很多的苦難，你要

用什麼方式，去幫助他脫離他的苦難？這是學以致用，就是法，菩薩

法就是這樣。所以，我們需要多聞、多聽，我們才知道很多的方法，

才有辦法應付，入人群去，這就是要多聞法。多聞法之後，我們則能

夠「則於善惡果報，諸法因緣」。我們就是聽法之後，我們才能夠清楚

這個善惡果報。人世間，生態，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因緣果報，任何一

個人；不是只有人，所有的生物，這樣全都合起來叫做「眾生」。所有

的眾生，各有因緣、各有果報，這個善惡果報，人也是一樣，雖然人

有人的因緣來做人，但是人，也有人各種不同善惡的果報。 

 

我們看看有的人，看起來怎麼這麼好命呢？而有的人就很怨嘆，「我怎

麼生下來，就是這麼苦命呢？」有的人有什麼樣的病痛，「怎麼是我

呢？這種的病怎麼是我(得)呢？」是啊，好的都在別人，不好的，怎

麼會是我(得)呢？心就會起了那分怨嘆、迷惑、煩惱無明，這樣無法

去體會、了解。我們若多聞法，我們多聞法，自然我們能夠清楚了

解，善惡果報。有的富有，財物無缺，富有，卻是也有他生命中的遺

憾。生命中的遺憾是很多種，有的人很貧困，也有他生命中很滿足



的，譬如貧困、疾病、殘障，每項全都有，卻是他有孩子很乖，家庭

很和睦，雖然沒有錢，但是「情」很充足。有了如規、如律、如儀的

情，這種的家庭，雖然看起來每項都是缺，可憐，但是他覺得：我滿

足了，我能夠知足，我擁有這樣的孩子，我擁有，有這樣的妻與子，

他滿足了。 

 

而有的家庭很富有，什麼東西都有，有名、有地位、有財產，但是偏

偏，太太只是一直要享受、享受，孩子就是為非，不想要如何去用

功，如何如規矩、守家法，這放蕩的孩子在外面。或者是很富貴的貴

夫人，卻是她也是很滿足，不滿足的，就是先生、孩子都不順意；物

資享受多，卻是總是有她人生的缺憾，她感覺很苦！是啊，這全都是

善有善報，善中也有惡果。人無法能很具足，這就是在凡夫，叫做

「善惡雜糅」；善的和惡的種子都造了，摻雜在一起。我們帶業來，帶

著善惡業來，所以善惡因果，那就是諸法因緣。這諸法因緣，是過去

生中我們就是這樣做，現在今生此世就是這樣受，受到惡的果報，善

惡因緣的果報。這我們要很了解。聽法之後，我們在今生此世，不論

是遇到什麼事情，自然我們懂得善解，自然我們能夠心開意解。 

 

所以，若能夠這樣，「無不明了遠離非法之道」。我們若是常常聽法，

我們若遇到什麼樣的環境、什麼樣的境界，我們就知道：唉，一切都

是善惡果報、因緣啊！這是過去生所造作的善惡法，現在今生就是這

樣，結果就是這樣的生活、這樣的人生、這樣的過程、這樣的因緣。

這就是要聽法，若這樣有聽法，就「無不明了」，這些事情我們都很清

楚。遇到事情，我們心，自己要安心下來，所以叫做「安穩」，安穩我

們的心，遇到就是這樣，所以明瞭，自然我們的心，就不會再起心動

念，就不會再發生了無明，不會再有煩惱了。心明明朗朗，就像一面

鏡子，了解了，這個因緣會遇了，時間總會過去；時間若過了，這段

的因緣就又過去了，所以我們要安住心來，接受日日時間所遇到的

苦。苦諦，苦的道理已經是這樣了，所以有時間會漸過。這苦的過

去，我們的心已經明朗，所以我們已經體會、我們已經了解，法住心

來，自然我們「遠離非法之道」。 

 

這個無明煩惱，時間既過，這些事情就是跟著它過去了，無明、苦難



也這樣過去了。我們的心，常常抱持著明白、了解，這就是要從聽法

來，自然「無不明了」。所有的道理，善惡因緣果報我們全都清楚，我

們都了解，自然我們就遠離，遠離那個無明。我們若遠離無明，才不

會再去造作，所以「遠離非法」。不要又說：「我就是這樣，我就要來

去求、我就要來去拜、我就要來去祭，我就要去花錢消災。」其實，

我們用錢是用在平常，用在對的事情；該做的事情，做就對了；不對

的事情，還是不能做。我們若有「因緣果報」觀，就不會去做這些邪

知、邪見；邪知邪見叫做「非法」。所以要聞法，才能夠知道，才不會

再去複製，那個無明、非法。 

 

這就是要多聞法，自然我們的心，就能夠「靜寂清澄，心不令散亂無

染著」。我們若聽法，有聽法，善惡因果現前的時候，善的因果現前，

我們一切順利，心想要做的，事事通達、事事順利，這叫做善，善的

因果。若是惡呢？就是違背我們的心意，不從心願，一直不如意的事

情，這叫做惡的因果，總是有缺陷。這我們若全都了解這些因緣，很

自然就沒有這些無明，我們自然就遠離，這樣我們的心就能夠很清

淨，就是寂靜清澄。「不令散亂無染著」，心沒有再去造作，自然就無

染著了。我們在人群中不受人群所污染，也不受自己的環境有所障

礙，這就是法。 

 

前面的經文這樣說，因為這一段都在說，從地湧出，住虛空中，數字

很多，「六萬恆河沙數」，很多很多，無法去計算的數字，一直到六而

五、四而三、二、一，這樣一直減下來。從很多來說，恆河沙數的菩

薩，已經顯現起來了，要做什麼呢？與娑婆世界眾生有緣，這些菩薩

就是要來度化眾生，那就是將苦難眾生的無明煩惱，要如何將它減

少、減少，我們就是用這樣，從很多，將它一直減少下來。我們也能

用煩惱來譬喻，六萬億恆河沙，那個煩惱，那就要用「六度萬行」，來

將它去除，來對治這些無量數，無法去數計，眾生的無明、煩惱、苦

難，我們用「六度萬行」來行。也另外一種的譬喻，我們的心地，一

念心起來，無明煩惱，一天的時間，剎那、剎那念頭不斷閃動而過，

我們一天不知緣多少的煩惱，無法計算。 

 

我們前面意思也是這樣說，而我們要度眾生也是這樣，期待很多的眾



生，我們能夠入人群來淨化，慢慢來度化他，讓他了解道理，遇到環

境能夠面對，安然自在這樣過。不只是用法對境，還有心得，換他又

能夠和別人再分享。這就是從苦難中，我們將他救拔起來，他能夠將

他的心得，再去幫助別人。所以說，眷屬，還有很多的眷屬，就是一

個度一個，或者是一個面對很多人；很多人再去度，度更多人，將這

些很多人需要度的，一直度到人人知道理、了解法，這樣人人全都是

心地清淨。就像我們在說，佛陀在授記，受記、得記的人，將來所生

的地方，教育無量，無量數就是全都淨土，接受教育的人人都成菩

薩，和這樣的意思一樣。但願娑婆世界這個穢土，也能夠人人的心地

淨化，不斷不斷淨化，一直到達了，整個全都受淨化的人生，這也是

叫做「化污濁為淨土」。這在我們佛法也是常常這樣說，所以在這段經

文的大意也是這樣。 

 

所以，前面的經文說：「況復乃至一恆河沙、半恆河沙、四分之一，乃

至千萬億那由他分之一。」 

 

況復乃至一恆河沙 

半恆河沙 

四分之一 

乃至千萬億 

那由他分之一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這就是一直在減數，一個恆河沙變成了半個恆河沙；半個恆河沙，變

成四分之一的恆河沙，這樣一直減、一直減，減到「千萬億那由他分

之一」。哪怕是四分之一的恆河沙，那個沙數很難算，不要說四分之一

的恆河沙，我們就是用指甲挑個沙，要來算它都不簡單，何況四分之

一，「乃至千萬億那由他分之一」，一直將它減、減，減到很微細，完

全剩下「一」，或者是「零」。問起來大家都知法、解法，也在行法

中，身體力行在法中的人，很少不曾聽到法，應該大家都在這個法當

中，在身體力行，這就是一直減少到這樣。若能夠這樣，就是淨化

了。所以，「況復千萬億，那由他眷屬」。 

 



況復千萬億 

那由他眷屬 

況復億萬眷屬 

況復千萬 百萬 

乃至一萬 

況復一千 一百 

乃至一十 

況復將五 四 三 

二 一弟子者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無量數，一直將它分、分、分，分到變為「一」。所以「況復億萬眷

屬，況復千萬、百萬乃至一萬，況復一千、一百乃至一十」。這個數

字，無量的恆河沙，又再剩這樣、剩這樣、剩這樣，剩多少呢？剩

一，二而一，這樣。雖然他有那麼多的弟子，有很多恆河沙等等，不

斷延續下去，這麼多人數，一直是受教育、受教育，這些弟子都已經

人人成為師，「師增徒減」，減到就剩「一」。哪怕這個「一」也成為師

了，所以人人皆為師了，這就是菩薩要度眾生。 

 

就像地藏菩薩這樣說，「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

提」。是哦！眾生度盡了，才要成菩提，才要成佛，這就是菩薩的願。

《地藏經》的含義是這樣，現在《法華經》，也是要來描述是這樣，娑

婆世界的眾生，都要將他度盡了，迷茫中的眾生人人讓他覺悟，這就

是佛對我們的心願。 

 

來，下面這段經文再說：「況復單己樂遠離行。如是等比，無量無邊，

算數譬喻所不能知。」 

 

況復單己樂遠離行 

如是等比 

無量無邊 

算數譬喻所不能知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況復」就是再說，「單己樂遠離行」。每一個人，就是已經將他度到

很透徹了解。這「遠離行」就是修行，要修行。遠離，遠離什麼呢？ 

 

修菩薩行者 

遠離欲界 

愛染之煩惱故 

則於世間、出世間 

一切諸法 

悉皆明了通達 

而無所疑惑 

 

遠離欲界的愛染，欲界的染著，就是要一直度人人都來修行，度人人

都能夠，遠離這個欲界的愛的染著。我們人間，就是因為愛的染著，

愛染，所以惹來了很多的煩惱，禁不住欲，這個貪欲、男女之欲。我

們在〈安樂行品〉中，要遠離女色，換一句話來說，女人也要遠離男

人的對象。男女之間這個欲，若是色愛遠離了，自然就沒有衍生這些

家屬，污染、煩惱很多很多，很多煩惱的苦難，全都是在這樣人和人

的家屬，冤親債主全都交結在一個地方。這樣不斷再延續下去，不明

白道理一直去(攀緣)，所以很多世間愛欲。所以，這就是要好好用

心。 

 

「遠離欲界」，這種的欲界，財、色、名、食、睡，這也是五種的貪

欲。財誰不愛？名誰不愛？色，色欲誰不愛？吃，口欲，誰不愛？

睡，睡太少很難過，誰不希望要，閒閒，不要做事情，整天去睡？這

人人都希望。閒閒沒事做，就像在睡一樣。所以，這煩惱很多。所以

你若能夠離開了這個欲界，愛欲的煩惱，「則於世間、出世間，一切諸

法，悉皆明了」，我們才有辦法，對世間或者是出世間一切的法，清楚

明白。我們是如何來世間？這真的是不知如何來的，我們不知道。就

是要告訴我們，就是這個愛欲，這個愛欲牽我們來，這個染著牽我們

來，我們要很清楚。既來之，我們要如何出世間？就是要出世間法。

要如何去無染著？要如何去預防？不要去染著世間一切的污染，我們

在芸芸人群中不受污染。這個離世間法、出世間法，我們要如何做？ 



 

所以，我們若能夠修行，菩薩行，自然「悉皆明了通達，無所疑惑」。

若能夠修行，自然我們就能夠遠離，遠離我們就能夠明白，明白世間

如何來，明白我們修行要如何出離世間，這種煩惱無明，這樣我們都

完全通達明了了，就沒有疑惑了。不論遇到什麼樣的，善惡因果現

前，我們也能夠很通達，沒有煩惱、沒有擔心、沒有掛礙，心看得

開，這就是清楚明白。 

 

所以，說「況復單己樂遠離行」。這就是我們知道要如何來遠離，要好

好修行，才能夠遠離；遠離世間種種污染的法，這就是「謂樂獨自持

行，并無弟子」。 

 

況復單己 

樂遠離行： 

謂樂獨自持行 

并無弟子者 

然亦不可以數計 

總言涌出菩薩之多 

 

要如何遠離？就是一般小乘行，聲聞、緣覺他們要遠離的，就是獨

自，他們不要在人群中，他們「獨自持行」，自己要修持，他們修獨善

其身的行。他們就是沒有弟子，他們不要牽掛，所以不要收弟子。沒

有弟子就是「樂遠離行」。「然亦不可以數計」。就像這種獨善其身的

人，也很多啊！剛才在說，有的眷屬很多，有的人眷屬很少，就是弟

子少，甚至也有沒有弟子的人，就像這樣，這在修行也有。「總言」，

總而言之，所湧現出來的菩薩有各形各色，有很多弟子(同)來的，也

有很多菩薩的弟子少少的；有的單是一個弟子來，有的是單獨來的，

用這樣的數字來解說。 

 

但是前面我們說，開始就一直減少，減少是師增多，徒減少，也是數

字之一。這就是要說，湧現出來還有這麼多種的人。所以，「單己樂遠

離」。 

 



單己樂遠離： 

上如天堂 

無佛道可成 

下若地獄 

無眾生可度 

人我雙忘 

生佛平等 

無二無別 

是眾亦一 

故云單己 

 

「單己樂遠離」，反覆說幾遍了，就是要再告訴大家，我們上面我們在

說很多的數字，這個「遠離行」，說實在要度眾生不簡單啊！要如何度

眾生呢？也要有因緣、有時間、有空間、有人與人之間，才有因緣能

夠度眾生。要不然，有的因緣是離很遠。若說，「上」，因為這些菩薩

湧現出來，他們就是從地湧出。湧出來，要湧到哪裡去呢？那就是在

空中，這樣在描寫從地湧出，在空中。 

 

空中，他們要到天堂去嗎？天堂，去也沒有用，因為「天堂無佛道可

成」。天堂，我們常常說，天堂無行可修，因為天堂都是在享受的人，

你和那些享受的人來說佛法，他們聽不進，因為他們沒有苦，不知

苦，不知因果，他們只知道現生享樂，所以他們只是一直在那裡享

樂，享受天福。所以他們不想要修行，不要追求道理，所以「天上無

佛道可成」。若是「下」呢？「下」，那就是地獄，地獄是無眾生可

度。因為地獄苦啊、苦啊，很苦，所以只是在受刑具，在受苦報，都

是來不及了，苦就是一直沒有間斷，這樣在受果報。若這樣，哪有辦

法修行呢？你看世間極苦的人，苦就來不及了，哪有辦法修行？ 

 

所以，我們在人間，也不是「上」，也不是「下」。說我們很苦嗎？還

可以啦，我們還有時間可修行；說我們是很快樂享受嗎？沒有啦，人

間的真理就是苦。所以，我們知苦，我們懂得修行，所以我們行菩薩

道，我們必定要不貪天堂之樂，也不要受到這個苦，遇到什麼樣的環

境，遇到苦難，心就受苦、受難，將我們綁住。在人間就已經有天



堂，已經有地獄；地獄就是在我們的心在解不開，遇到困難環境時，

我們就將我們的心，拉進去地獄裡面，你這個時候對他說佛法，他聽

不進去。若是一直想要享受的人，你叫他來聽佛法，他也沒有時間好

來聽佛法。所以，我們在人間，不要執著在享受，也不要埋入那個苦

難中，我們要保持著中中，中道。 

 

前面也說過了，中道是很重要，不上不下，處於中道，這我們要很了

解。所以，空中是妙有的，這才是真理。所以，我們應該「人我雙

忘」。不要執著在人和執著在我，執著這個人是我所愛，所以我不捨，

執著是我愛。其實大自然法則各有因緣，長長短短，這就是很自然的

因緣。所以，我們不要受到人的煩惱，將我們影響了，也不要一直執

著自己，我所擁有是不是會失去，是不是，等等，不要！人和我都把

它放掉，就是「雙忘」，不要有人我的執著，心放開點，放大一點。愛

的人，人人都是我愛，可親近，人人都是我可親近。不該親近的，我

們要提高警覺，這在〈安樂行(品)〉，將我們教得很好。 

 

所以，「生佛平等」，眾生和佛是平等的。這一直說，佛陀是這樣告訴

我們，心、佛平等，眾生平等。所以，我們要對人人尊重，對人人沒

有偏愛，就是這樣平等觀。所以，「無二無別，是眾亦一」，是很多

人，也是「一」。所以，「一」也是無量，這就是「一生無量，無量一

生」。一念心會產生很多的無明，一念心也會開闊很多的法，看我們這

念心的方向在哪裡，若將一切收攝回來，就是一念心而已。所以，「眾

亦一，故云單己」，就是只有一項而已，一項「一」，就是這樣而已。

尤其是「遠離」，「雖見無為遠離之要」。 

 

遠離： 

雖見無為遠離之要 

而身心不離有為善 

又離二種生死之行 

唯樂常寂滅相 

終歸於空 

故上云虛空中住也 

 



我們雖然已經了解了無為法；無為法，我們就是凡事都不用計較，凡

事我們就要遠離，人間一切，人我是非的關係，我們要離開。這是佛

法，佛陀的教育，我們了解這很重要。不過，「而身心不離有為善」。

雖然我們修行一切皆空，但是我們要知道「妙有」，因為芸芸眾生受苦

難，我們的身和心，不忍心離開人群，這叫做有為法。還是我們了解

了無為的道理，但是我們也要入這個，「身心不離有為善」。有為法，

有為的善，有所作為的善，這就是真空妙有。雖然一切都空，什麼都

和我沒有關係，但是心沒有離開眾生的苦難，我們還是要投入為人

群，而人我是非不會來染著我，這樣才是真空妙有。不知大家聽懂

嗎？ 

 

又是「離二種生死之行」。二種生死，過去一段時間，一直為大家說二

種的生死，「分段生死」、「變易生死」，這兩種生死。我們也都要遠

離，不要受這兩種的生死，再來妨礙我們。所以，「唯樂常寂滅相」，

我們就是要常常歡喜。「寂滅」，寂靜清澄，我們所付出之後，收回來

我們還是寂靜清澄，「歸於空」。雖然入有為法、有為善去了，去造作

一切法，但是我們收回來還是一片空寂，就是寂靜清澄。所以因為這

樣，叫做住虛空中，也就是「虛空中住」。他也不要到天堂，也不到地

獄，就是表示我們人在修中道。我們修在人道，雖然了解佛法，我們

要有這分遠離行，就是無為法，人我是非要遠離，但是不要忘記要投

入、要積極在「有為善」，就是要去做善事，這叫做菩薩行。菩薩行是

行中道，是住虛空中，也就是「虛空中住」，就是住在這個地方。所

以，「況復單己：不領徒眾之人」。 

 

況復單己： 

不領徒眾之人 

反多於 

上領徒眷之數 

況愈多 

彌顯無窮無盡 

故以七重 

況復字顯出 

 



有的人單獨，「我要去做善事，但是我不要收弟子。我就是拔除你的

苦，這樣就過了，我不想要收弟子」。「反多於上領徒眷之數」，這就是

雖然去付出，其實這已經沒有障礙、沒有掛礙了。沒有執著：「我就是

在領眾的人，這些就是我的弟子。」沒有這樣的執著。反過來更多。

雖然沒有弟子，反過來更多，因為他「彌顯無窮無盡」，實在是度的，

他無掛礙、無障礙，但是他在無為法中，去行有為善法，所以他幫助

的人還很多，所以愈多，所以愈顯示了他所救拔、他所付出的，就是

無窮無盡。「故」，所以因為這樣，我們前面有七重的「況復」，這就是

怎麼減法。其實減法，就是升的法；減下來的是升上去的法。這就是

說減掉少了無明，但是升起了這種無形、無量數、無盡的付出，這更

多。 

 

「如是等比」，「如是等比」，就是前面所說的這些，這樣來將它比例，

不斷比例。「無量無邊」，很多很多，「算數譬喻所不能知」。 

 

如是等比 

無量無邊 

算數譬喻 

所不能知： 

以如上等次第 

相比並 

無有數量 

無有邊際 

以數算計 

以物譬喻 

無能知者 

 

從這麼多起來，減下來，從減下來之後，再升上去，無窮無盡。這是

這個數字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以上等次第相比」，次第不斷一直

譬喻，這全都歸於法。用數字來譬喻──譬喻法、譬喻數、譬喻人等

等，一直譬喻去。這個譬喻這樣一直，法一直衍生。所以，「無有數

量，無有邊際」，無數量、無邊際，「以數計算，以物譬喻」，就「無能

知者」。用數字來算，以東西來譬喻，真的說不盡。 



 

所以，「如是等眾，從下發來，如水涌，如雲奔」。 

 

如是等眾 

從下發來 

如水涌 如雲奔 

塞滿虛空 

難以數知 

故云如是等 

所不能知 

 

就像水從地湧出一樣，空中這樣雲一直奔出來，充滿了虛空。「難以數

知」，無法去計算，所以「故云如是等，所不能知」，有很多無法了

解。所以，法要落實在生活。剛才開頭就說，我們要好好很用心在生

活中，法聽來，我們就要趕緊回憶，來用在人、事、物中。你若通徹

法，心開意解，什麼樣的事情都可以拿來譬喻，它有無量數那個數

字，可以來作譬喻，有無量的這個物可以來作譬喻；只要是合法，就

能夠譬喻無量盡的法，無量盡的行。 

 

而且那個萬法，全都從「一」開始，那就是一念心；也可以一，也可

以無量無數，收攝回來就是「一」，這個「一」再化解就是沒有。真理

在哪裡？沒有體相，你的一念在哪裡？那個一念找不出來，也是零，

也是沒有，但是因緣果報，既現顯就是有相、有形、有感受，這就是

沒有辦法拒絕。就是我們造作之後，有的種子落在我們的業識，由業

識帶來人間，由不得自己，這個因緣眷屬很多，讓我們擔心的事情更

多，這就是「因緣果報」。世間很多法，都可以譬喻。所以請大家時時

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 年 8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