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731《靜思妙蓮華》菩薩眾中 有四導師(第 1469 集)（法華經·從

地涌出品第十五） 

 

⊙處空中道住無為，真空之理離障礙，猶如虛空藏妙有，無為無作無

有量計，真空無體，理通作善有為，以智滅惑，所顯諦理妙有真如，

量周沙界遍空。 

⊙虛空上下左右，無邊際無疆界，菩薩無始來今，領眾持善護法，六

度入人群中，勤耕耘護善種，歷長久不離棄，如虛空理常存。 

⊙「是時、釋迦牟尼佛默然而坐，及諸四眾亦皆默然。五十小劫，佛

神力故，令諸大眾謂如半日。」《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爾時、四眾亦以佛神力故，見諸菩薩遍滿無量百千萬億國土虛

空。」《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爾時、四眾亦以佛神力故：時會四眾，亦因佛力。爾時四眾，即從

四眾狹而見廣。 

⊙見諸菩薩遍滿無量百千萬億國土虛空：諸來菩薩眾，並遍滿他方無

量國土虛空之中。顯菩薩所證，彌滿法界之真理。 

⊙「是菩薩眾中有四導師：一名上行，二名無邊行，三名淨行，四名

安立行。」《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上首唱導之師一名上行：身乃履踐，萬行賴修持身正行殊勝最為

上，故名上行。 

⊙上首唱導之師二名無邊行：口能以正語宣說，無邊妙義，故名無邊

行。 

⊙上首唱導之師三名淨行：意淨無染著，平等說法，故名淨行。 

⊙上首唱導之師四名安立行：願悲誓願力，令眾住是法中，故正大悲

為安立行。 

⊙大悲誓願力，令眾住是法中，故正大悲為安立行。安立行：謂隨順

一切功德而能安住。 

 

【證嚴上人開示】 

處空中道住無為，真空之理離障礙，猶如虛空藏妙有，無為無作無有

量計，真空無體，理通作善有為，以智滅惑所顯，諦理妙有真如，量

周沙界遍空。 

 



處空中道住無為 

真空之理離障礙 

猶如虛空藏妙有 

無為無作無有量計 

真空無體 

理通作善有為 

以智滅惑 

所顯諦理 

妙有真如 

量周沙界遍空 

 

用心體會，法如何理解、如何通達，這是我們要很用心。釋迦佛靈山

說《法華經》，已經過去十四品的裡面，已經是「顯跡」；現在開始就

是要「顯本」了，因為《法華經》，是「本跡開二門」。大家要記得，

前面也說過好幾次，「跡」和「本」，這是佛陀一生說法很重要。跡，

那就是降生人間，一直到成道，一直到說法，一直到示涅槃，這「八

相成道」，顯跡人間度眾生。這個事蹟，佛陀面對著什麼樣的弟子，他

就講什麼樣的法；弟子根機差別，佛陀隨機教化，用了這麼長的時

間，四十九年！ 

 

尤其是「法華」之前，已經是四十二年了，隨順眾生根機，一直到這

個時候，不論是過去談空說有，無不都是要讓人人去體解大道；期待

人人能夠了解道理，引入門來，好好投入道理，好好去體會。眾生的

根器若是較敏銳，那就是為他們，講說「空」的真理，因為他們的根

機有辦法接受，讓他們知道不要執著，人生因為執著，所以會產生了

很多的無明煩惱。佛陀為了破除眾生無明煩惱，所以後面在「方等」

開始進入，一直一路向「般若」引導；「般若」那就是開啟智慧；智

慧，就是要讓你，將事、物、理能夠分清楚，分析到最後什麼都是歸

於空。這樣，這讓大家了解世間物資，世間所有的形相，不論是情

啊、愛啊，所有看得到、接觸得到，無不都是虛幻，都無不都是空。

所以，破除大家，對物質、對感情的執著，這是「般若」，讓我們能夠

去體會、了解，人生原來就是短暫而已。但是空的之前，談空以前，

那就是說「有」了。 



 

「有」就是教育我們，讓我們知道起心動念無不是業，這很多，無不

都是因緣果報。這說「有」，讓我們常常提起警惕，我們若能夠警惕，

我們就有守戒，所以有「戒、定、慧」，等等的法都是在這四十二年

間，談空說有，讓不同的根機的眾生，隨他們的根機而接受。但是必

定要空有會合了，有，非真有；空，也非真空，所以佛陀就是要給我

們，一個很圓滿的道理，那就是「妙有」。妙有，「妙有」讓我們了

解，佛陀覺悟的初一念，那就是發現到了，大發現天地人間，最奇妙

的就是真如，就是道理。萬物的道理，人性的真如，要讓大家能夠清

楚了解，但是談何容易啊！佛陀才會用這麼久的時間，很耐心，住堪

忍的世界，也忍著這個堪忍面對眾生。要耐心，眾生根機鈍劣，很

鈍、很劣，尤其是很剛強，難調伏。 

 

事情這麼簡單，就這樣說，我們要如何讓一個環境有道氣？環境的道

氣就是要人的生活中，既有這樣的環境，早上一大早我們就是要上大

殿，大家共同一念虔誠，聞鐘聲、聞鼓聲，整齊的隊伍這樣入大殿

來。很整齊禮佛，複誦經典，規則這麼的整齊、這麼的好，這是我們

每一天生活，最最有規則的時間，也是最有道氣的空間。這個感受是

很美！人人能夠循規、持戒，這豈不是一個最好，氣氛最好，一天的

開始？「一日之計在於晨」，這一大早天是還沒亮，而氣候也沒有很

熱，這樣，在這個環境中，這道氣是不是我們自己，人人，每一個人

來配合，同一念心，同一個動作，豈不就是很有道氣呢？ 

 

一直到中午，中午，大家虔誠再上大殿來，這個環境，因為早上，我

們大半天做工作很忙，很不簡單，我們中餐過後了，稍微休息一點

點，我們要再開始工作；要開始工作之前，大家再凝聚起來，在大殿

虔誠祈禱，表示我們上半天的時間過去了，現在已經到日中之時，要

交接在下午。我們日中這個時間，又讓我們有機會，表達一下我們的

虔誠，在靜思中念念虔誠，大家的心念，上達諸佛、諸菩薩聽。虔誠

的祈禱，不就是除了我們修行者，還有同仁，大家共同一堂，虔誠祈

禱；之後我們又是下半天的工作，又開始。 

 

這是調伏我們的心，保持我們生活的規律，就說：「請大家在這個時間



祈禱，集合之時，大家這念心要趕緊再凝聚起來。」這個時候靜默，

不要說話，趕緊虔誠合掌，也停息我們的心，聽音樂，聽大殿裡面這

個祈禱的聲音，哪怕在外面座談也要停下來，虔誠，這就是一個莊嚴

的道場。下半天的工作做好了，要收工了，晚上晚課，我們再一次來

精進。一日三時，虔誠入道場，你們想，這就是「有」，在「有」中要

解「空」，因為我們動作，人與人在動作，你若把握時間，多一分的動

作，你的工作就早一分完成，這就是「有」。 

 

時間和你的工作是不能分離的，我們的心散了，自然工作中就延慢掉

了，所以在做要用心來工作，把握時間：我們時間有餘的，回過頭

來，我們將心全都掏空了，好好再凝聚我們虔誠的心，回歸在法中。

這一大早、中午、晚上，我們一天有三次，尤其是還有時間，大家在

分享座談，這樣的道場，好好如規律己，這不就是一個，心靈最好的

依靠呢？所以，我們也要好好，「處空中道住無為」。我們的心要如何

會理呢？空，無為，那就是真理。這個真理，我們的心，就常常在這

個真理之中，所以「處空中道住無為」。我們出生人間，我們也是同

樣，和佛陀一樣，在我們父母的家庭，我們在那裡出生，我們在那裡

長大，我們在這個人間，各人不相同的環境；是同樣的生態，有幼

年、有少年、有青年、有中年、有老年。這種的生態，我們一輩子，

各人不一樣的環境生活過來，這全都能夠回憶。就像佛陀在說那個

「跡門」，是他如何過來的，他面對著什麼樣的弟子，他對他說什麼

法，這也就是佛陀的「跡」。 

 

而我們呢？人人都有「跡」，我們的足跡，每一個人我們都有幼小的時

候，有少年的時候，大家都一樣。不過我們的少年時，我們的過程是

糊里糊塗，佛陀是清楚、有方向，我們還在迷茫中，佛陀已經覺悟，

與天體、與虛空為一體了，所以，他的心歸於真理。所以這就是空的

真理，究竟到來是如夢如幻、如露如電，就是這麼短暫的人生，這麼

的虛幻，卻是凡夫就是執著這樣的虛幻，情迷了，所以隨著很多的業

力，這樣一直造去，這就是我們空不掉、放不下。 

 

佛陀教育我們，「處空中道」。前面都一直在說，從地湧出，住在空

中，這就是菩薩的心，佛陀的教育，所做的一切歸於無為，那就是道



理。心無執著，一切就是無所求，那就是「無為法」。過去就是空的，

時間過後沒有痕跡，同樣就是這樣過。所以，真是「真空之理離障

礙」。我們的心若放空了，平時生活認真，就是要把握時間，有的，我

們應該做；做好，我們放下，就是「空」。要如何來調理我們的心，不

散亂掉，空而不散亂，能夠很有規律，那就是「真空之理離障礙」。我

們不會受情、愛、物欲、名利來亂了我們的心，我們該做的，認真做

就對了。 

 

所以，「猶如虛空藏妙有」，就是像在虛空，所藏著的就是一切的「妙

有」，哪一樣東西，沒有它的物理存在呢？不論是動物、植物，或者是

一切所創造起來，有為的、硬體的，都有它的道理存在，有種種合成

的存在，破壞之後再將它合成。就像水泥，也是要破壞山地，經過人

工歷練就變為水泥，鐵也是一樣。世間一切的物資，哪一項不是受過

了破壞之後，才完成的東西呢，都是這樣。就像我們的身體也是，我

們過去帶著種種的業，由不得自己，前面的人生的生態消滅了，就是

前輩子往生了，也是破壞了，才再依靠今生的因緣，再來(出)生；來

(出)生了之後，生、老、病、死，最後我們也是又破滅，這個身體歸

於空，是要燒，還是要埋？總是全都沒有了。之後，就是這個身體沒

有了，再到後面去。這就是世間，不論動物或者是植物，或者是硬體

的，你眼睛看得到，無不都是在生滅中。我們要學的就是「不生不

滅」，那就是道理。 

 

道理，有這樣的道理存在，這樣的道理在循環，體相有生滅，道理永

遠不滅。所以，「猶如虛空藏妙有」。它就是因為它這樣的道理，所以

用那項土石來變水泥，這就是它的原理，它的道理。就這麼的簡單，

但是也是很奧妙的道理。所以，我們若通徹了解了，就像「虛空藏妙

有」，道理，這麼微妙的道理，我們了解了。所以，「無為無作無有量

計」。這個道理遍處皆是，歸於無為，無為就是真理，這個真理不是人

去將它造作的；每一項道理不是有為造作，沒有辦法，它原來就是存

在。所以說，這個「無為法」，我們不是有辦法去造作出來，生命歸於

魂、魄，魂是永恆的，那就是真如，我們的真如，就是我們的本性，

也是靈魂，都可以說。這些東西都是看不到。所以，「無有量計」，很

多很多。 



 

所以，「真空無體」，歸納於道理就是「真空無體」。所以「理通作善有

為」，道理若通了，我們就是去付出，「善有為」就是人間法，我們要

去付出。我們所造作的，佛陀已經「妙有真空」了，告訴我們一切因

緣，一切有為法，這個「有為法」就是集合因緣，有所作為。雖然有

所作為，到後來也是要歸於空。我們這個有所作為，無不都是造善

因、種善福等等，或者是造惡因、造惡果，這就是這樣。惡不要做，

所以需要有「戒」，戒、定、慧，這就是我們生活的規律。 

 

所以，我們「理通作善有為」。道理若通，我們就要行菩薩道，入人群

中去，這叫做「有為法」，是善的有為法，不是惡的有為法。我們所做

的合道理，善的有為法。「以智滅惑，所顯諦理，妙有真如」。我們用

智慧，因為我們求法，法已經我們通達了，所以，我們能夠滅掉，我

們的無明、惑。我們的無明煩惱、惑，若都去除了，自然就顯出了這

個真理。「妙有真如」，我們的真如本性，歷歷在目，我們很清楚，很

了解了。我們這個真如、道理，是「量周沙界遍空」，這就是真如，真

如真的是遍虛空法界，道理普遍。所以這個「虛空」，菩薩住虛空中，

就是行中道，很多的道理，都能夠在這個地方產生出來，無量智慧。

所以，「虛空上下左右，無邊際無疆界」。 

 

虛空上下左右 

無邊際無疆界 

菩薩無始來今 

領眾持善護法 

六度入人群中 

勤耕耘護善種 

歷長久不離棄 

如虛空理常存 

 

虛空就是表示很開闊，上無頂、下無底，這就是虛空，左右很開闊。

所以，「菩薩無始來今，領眾持善護法」。菩薩發願總是很長久的時

間，從一念心開始，他長久的時間，生生世世，全都是在人間付出，

入人群，所以，「領眾持善護法」。常常以身作則，入人群度眾生。所



以，「六度入人群中」，我們就要去「勤耕耘護善種」。我們的心，這念

善心，就是我們的善的種子。看看，菩薩從地，地裂開了，種子浮現

出來，這就是我們平時，從長久以來，這一念善念，我們都保護在，

我們的心底的深處。修菩薩道就是，「勤耕耘護善種，歷長久不離

棄」。菩薩不棄眾生、不離眾生，永遠都是在眾生群中，就像虛空的道

理常存。這就是我們的真如本性，我們啟發了菩薩心，不論是住虛

空，或者是隱在深地裡，同樣這粒種子是永恆的，我們要很用心去體

會。 

 

所以前面的經文，就是這樣說：「是時、釋迦牟尼佛默然而坐，及諸四

眾亦皆默然。五十小劫，佛神力故，令諸大眾謂如半日。」 

 

是時 

釋迦牟尼佛 

默然而坐 

及諸四眾亦皆默然 

五十小劫 

佛神力故 

令諸大眾謂如半日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菩薩從地湧出，一直在虛空中，向著靈山會，向寶塔去，向二世尊，

兩尊佛頂禮，又向諸佛，也是作禮，這樣圍繞之後，佛還是默然。雖

然菩薩用很多種，來讚歎法、讚歎佛，但是時間經歷很久，釋迦牟尼

佛還是默然。這是前面說過了，經五十小劫謂如半日，這是我們前面

解釋過的。 

 

下面再來說：「爾時、四眾亦以佛神力故，見諸菩薩遍滿無量百千萬億

國土虛空。」 

 

爾時 

四眾亦以佛神力故 

見諸菩薩 



遍滿無量百千萬億 

國土虛空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在這個時候，「四眾」，那就是佛的弟子，在家二眾，出家二眾，稱為

「四眾」。在這法會中，也是看到這麼多菩薩，有他方來，有從地湧

出，在虛空中的菩薩，又看到這麼虔誠向佛作禮，又虔誠讚法、讚

佛。同時大家都在這法會中，這個「四眾」，已經法一直在聽了，因為

佛陀《法華經》是講七年，一直講到這個地方，也經過幾年了，大家

勤精進。法，「跡門」也聽了，都很清楚了，現在入「本門」來了，這

些菩薩已經對法很熟悉，也很了解佛陀所講法那個意義，清楚了，入

神了，法入他們的精神之中，很入神。 

 

爾時 

四眾亦以 

佛神力故： 

時會四眾 

亦因佛力 

爾時四眾 

即從四眾 

狹而見廣 

 

所以，「時會四眾，亦因佛力」。因為借佛陀開示，他們體會，法已經

入那個精神之中了，所以因為這樣，「四眾」也同樣，他們以佛之神

力，借佛的通達法的力量。「四眾」，是從狹義來看廣的事情。「狹」那

就是窄，佛的弟子「四眾」，其實四眾，就已經包含了很多種，在家的

弟子，有國王、王子、大臣等等，還有士、農、工、商，貧、富、

貴、賤，全都有，各不一樣階級的人都在這裡。還有，還有出家，出

家的弟子，他們的背景也不同，很開闊。除了人間「四眾」，那個範圍

很廣以外，還有「天龍八部」，所以這全都含蓋在裡面。所以「四眾」

是一個名稱，簡單說就是「狹」，其實要分析起來，人種很多，這種不

同的階級很多。所以，「見諸菩薩，遍滿無量百千萬億，國土虛空」。 

 



見諸菩薩 

遍滿無量百千萬億 

國土虛空： 

諸來菩薩眾 

並遍滿他方 

無量國土虛空之中 

顯菩薩所證 

彌滿法界之真理 

 

在那個境界已經看那麼多了，雖然四眾，能夠看到菩薩遍滿虛空，看

去通通是，都是菩薩，因為心有菩薩，就看人人都是菩薩，那個精神

理念之中，無處不菩薩，所以，「遍滿虛空：諸來菩薩眾，並遍滿他

方」。在那個現場，不只是當場的人間，還有他方的菩薩還在場，所

以，遍他方無量國土虛空中，還是很多菩薩，顯出了「菩薩所證，彌

滿法界之真理」，菩薩所證得的道理，那是遍滿法界，盡虛空，遍法

界，這就是表示，我們所接受到的真理，有多大、有多廣。你能夠接

受多大的真理，和體會多大的含義，你的心所看到的無不都是正法，

無不都是菩薩；菩薩行在正法中，盡虛空，遍法界，就是這樣在為我

們描寫，有這麼多。 

 

所以，下面接下來又是這段經文：「是菩薩眾中有四導師」。來的這麼

多的菩薩，裡面有四位導師，「一名上行，二名無邊行，三名淨行，四

名安立行」。 

 

是菩薩眾中 

有四導師 

一名上行 

二名無邊行 

三名淨行 

四名安立行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這就是要說是這些菩薩，有來到靈鷲山的這些菩薩，大眾中其中有四



位，是「上首唱導之師」，這就是菩薩中最為上首。 

 

第一， 名叫做「上行」。為什麼名叫做「上行」呢？ 

 

上首唱導之師 

一名上行： 

身乃履踐 

萬行賴修持身正行 

殊勝最為上 

故名上行 

 

因為他的身就是，「履踐萬行賴修持身正行，殊勝最為上」，所以，「故

名上行」。因為我們在修行，一定要身體力行，這位菩薩就是從發心以

來，他一直都是行在六道中。「履踐」，那就是在六度中，來來回回都

是完全受持正行，在度眾生，在人群中。要修行一定要有這個身體，

有賴這個身體來修行，所以，我們要在環境中好好把握，我們有這麼

好的環境，但是我們要很忙碌；忙碌在人群，所以我們也要取一個時

間，一大早要共同修行，中午我們要好好靜一下心，晚上好好回歸回

來，一切法就是在我們的行動中。我們還要再回歸我們的本心性，這

就是修持，「修持身正行殊勝最為上」。因為這樣他的名叫做「上行」。 

 

第二位，名叫做「無邊行」。我們要說法，就要用口來說法，所以，

「口能以正語宣說，無邊妙義，故名無邊行」。 

 

上首唱導之師 

二名無邊行： 

口能以正語宣說 

無邊妙義 

故名無邊行 

 

法，我們好好說，多人聽到了，很多人來聽，各人住的地方不同，他

聽入耳、入心了，心有所得，他們就會拿回去他們的僑居地，他們的

本居地，將這個法又再普遍，這叫做「微妙義」。這個好的法無邊，能



夠去弘法，去宣導教法，這叫做「無邊妙義」，要用正語。我們正身修

行、正語說法，所以第一位叫做「上行」，第二位叫做「無邊行」，我

們若能夠身體力行，我們的法就能夠普遍在人間。 

 

第三位那就是「淨行」，清淨的行，我們必定意要清淨；意清淨，無染

著；無染著的心自然就是說法平等，所以名叫做「淨行」。 

 

上首唱導之師 

三名淨行： 

意淨無染著 

平等說法 

故名淨行 

 

我們對人平等，我們所說的也是平等法，我們沒有分別，對一個人，

也這樣說這麼深的道理，對很多人，也是說很容易了解的道理，這就

是一人亦普遍說，多人也是這樣平等說，這就是講法不分多少，心不

分別，同樣的真理就是這樣說。要講法的人要心清淨，說無染法，這

就是意要淨；我們若意淨無染，平等說法，這就是「意淨」。我們的心

意要正確，所以名叫做淨行。 

 

第四位就是「安立行」。「安立行」就是「願悲誓願力，令眾住是法

中，故正大悲為安立行」。 

 

上首唱導之師 

四名安立行： 

願悲誓願力 

令眾住是法中 

故正大悲為安立行 

 

這第四位就是「願」，你們看我們〈安樂行品〉，佛陀為我們開出「四

法」來，這「四法」要讓我們好好受持。「身」，我們要身體力行，好

好入人群度眾生。我們要有這個身體，我們才有辦法去造作有為法。

這個有為，善有為法在人群中，這是要身「正行」，入人群去，這就是



「身安樂行」。我們的身正了，有無染、無為這個真理，我們才有辦

法，發揮清淨無染的有為法，善有為法在人群中，所以，我們需要有

身，要有口。身體在力行，我們也要教人；要教人就要方法，方法就

是要用嘴說話，所以要「正語」來講法，這就是口的正行。 

 

三就是要「意」，意就是要有很清淨，意若沒有染著，自然我們所造作

的一切，那就是沒有污染、沒有煩惱、沒有無明，我們一切都是清

淨。這是我們的心意，心意清淨，一切皆清淨，這就是我們的「意」。 

 

所以身、口、意都是正──正身、正語、正意念，現在我們就是要發

願了。所以發願，願悲智雙運，我們的悲願誓力，大慈無悔，大悲無

怨，大喜無憂，大捨無求。我們若能夠常常這樣，慈、悲、喜、捨，

在我們的心行中，這願力我們就能夠持久。所以，「令眾住是法中」，

人人都在這個法之中，無悔、無怨、無憂、無求，這樣地付出，「慈悲

喜捨」。這些人人都是住在這樣的法中，這就是「正大悲為安立行」，

就是正大的慈悲，願力立在這個行中。所以這「四行」，就是這四位菩

薩為典範。我們要很用心，說起來也是這麼簡單，做起來沒有什麼困

難，只要一念心。 

 

大悲誓願力 

令眾住是法中 

故正大悲為安立行 

安立行： 

謂隨順一切功德 

而能安住 

 

所以，「大悲誓願力，令眾住是法中，故正大悲為安立行」。「安立

行」，就是「謂隨順一切功德而能安住」。這就是用隨順眾生的根機，

佛陀四十九年，將近五十年間的說法，無不都是隨順，隨順眾生的根

機，所以眾生，不論是佛陀為他們談空說有，適合他們的根機接受，

這些眾生就是這樣，接受了這些法，人人落實在那個「善有為法」，在

人群中法已經入心了，到無為法，盡虛空，遍法界無障礙；對我們的

心，不會受到人間世事所障礙。 



 

雖然，「苦」，佛陀告訴我們人間是苦；是啊，就是苦，所以我們要堪

得忍耐，就能夠看透苦的真理。苦的真理你若看透，那就不苦了，了

解人生的法則，生、老、病、死，來就是來，去就是去，只是還有，

「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蘊熾盛」，我們若通徹道理了，

我們就沒有「愛別離」那種苦，來煎熬、來折磨我們。人生，愛的愛

得追求不到，不擇手段，就是愛一個人，造成了人間多少的人禍災難

呢？也還有怨，怨得恨不得他如何，就是去受苦，或者是怨到他死還

沒有，還未解開那個怨，這種的「愛別離」、「怨憎會」，真的是苦不

堪！ 

 

人生最難堪就是這些事情──「愛別離」、「怨憎會」，要不然就是「求

不得」，我就一直要求，求得讓他更長壽、更有名、更……，財產更

多，哇，很多很多求不盡，這種永遠求不盡。還有我們的身體，我們

所感受的，這種受，「五蘊熾盛」這個苦，這全都是苦！這些道理若不

懂，這些苦永遠都在我們的心，在拖磨我們，永遠在我們的生活中，

讓我們走不出來，苦不堪。所以愛、恨、情、仇，我們在修行，就要

看透平等，這才是真正解脫了，這就是「無為法」，真理透徹了，就沒

有得失心；沒有得失心，我們走入人群，善有為法，把握時間。 

 

這就是菩薩永恆，他利用這個身體，從口來說法，心要常常保持著用

修行的身心，身、口、意來行有為法，還要立願，生生世世堅持下

去，這樣初一念心，要用心，把握時間，生活在有為中，我們才更要

謹慎、用心。一天三次，在這個修行的環境要珍惜，不論有為、無

為，都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請大家時時要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 年 8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