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821《靜思妙蓮華》被精進鎧 發堅固意 (第 1484 集)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謂諸菩薩修行，於佛法僧、父母、師長之前，常生卑下之心，敬事

孝養，以此為因，輪迴異生感果，令諸眾咸受化，是名修因感果。 

⊙異生感果，因凡夫輪迴六道，受種種別異作業果報而生。凡夫作種

種業，感種種果，身相萬種而生，故名異生感果。 

⊙「爾時、釋迦牟尼佛告彌勒菩薩：善哉！善哉！阿逸多！乃能問佛

如是大事。」《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汝等當共一心，被精進鎧，發堅固意；如來今欲顯發宣示諸佛智

慧。」《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發堅固意：意不堅固，事不能成，故先勸發精進、堅固，此為告誡

會眾，令起深信。 

⊙發堅固意：意不堅固，事不能成，故先勸發精進、堅固，此為告誡

會眾，令起深信。 

⊙以心不精進，意不堅固，則易滋生惑亂，將不能正信於佛道。一心

誡勿散亂，披鎧誡勿懈怠，精進誡勿退怯，堅固誡勿疑惑。 

⊙汝等：佛慈提警示誡，將欲說而先誡者，令其勇猛諦聽，聞已信

行，不可以意趣幽深，而生疑退。 

⊙如來今欲顯發宣示諸佛智慧：欲明大事，故誡勸之；諸佛所證無上

智慧。如來明因果智。諸佛智慧，甚深無量，人不能知。今借地涌之

眾，開示壽量，以顯如來甚深智慧，故云發堅固意，顯發心起行之因

等。 

 

【證嚴上人開示】 

謂諸菩薩修行，於佛法僧、父母、師長之前，常生卑下之心，敬事孝

養，以此為因，輪迴異生感果，令諸眾咸受化，是名修因感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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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為因 

輪迴異生感果 

令諸眾咸受化 

是名修因感果 

 

用心啊，聽，了解！是啊，「謂諸菩薩修行」，菩薩也就要修行，累生

世修行，這個過程，生生世世都有父母、都有師長，這是人生一定的

道理。菩薩也是化生人間，同樣和我們人生一模一樣，只是菩薩來生

人間，從凡夫的生活中去覺悟，體會了人間各種的疾苦，而且是要感

覺人生，只是生、生活、老病，最後，死，這樣的人生的價值在哪裡

呢？就會心生探討人生的道理，去體會人生的真理在哪裡。為什麼人

間有這樣生、老、病、死苦？為什麼人間有愛別離苦？為什麼人間有

怨憎會苦？為什麼人間有貧、富、貴、賤的苦？唉呀，苦啊，怎麼會

那麼多？ 

 

探究、探究，愈來愈感覺到了，從這樣開始發心追求。在追求的過程

中，立願，這條路能夠往前走，有方向。天下苦難眾生偏多，應該就

是要將這個道理，讓大家知道，所以一方面用心追求佛法，這叫做

「上求佛道」；一方面把握時間，要將這麼好的道理如何能夠播種，送

到人群中去，讓人人也能夠體會理解，將佛法普遍人間，這叫做菩

薩。這種能夠追求真理、體會佛法，同時身體力行在生活中，願意付

出，善事、好事去付出。法，有人的心在煩惱，解不開、理不清楚，

他就來教他，這叫做「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也就是聽法者、實行

者、說法者、傳法者。 

 

佛法就是由菩薩這樣一方面修，一方面身體力行，一方面就是這樣

傳。所以，法來自於佛，說法的源頭就是大覺者，就是佛陀，所以我

們要恭敬、尊重法來源，佛給我們的方向。我們還要很感恩，法流行

在人間，我們要依教奉行，所以我們發心修行，專心。人生世間這麼

多的苦，我們若自己不先放棄，放棄了那個苦因源頭，我們要如何修

行呢？所以就放下了，專心入叢林，侍佛、僧。進來了，開始我們依

佛的教導，身心奉行，所以我們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 

 



所以，於佛、法、僧，我們要有尊重。而我們的身體，身體從哪裡

來？父母。所以，我們對父母要孝；大孝，父母給我們的生命，我們

應該回報於慧命。人生本無常，本來就是有生、老、病、死，大自然

的法則，一輩子一對的父母，而我們已經生生世世了，多生多劫。多

劫就是長時間，我們長時間以來，不知道累生幾次，幸好我們是在人

間，無常的道理，能夠常常提高我們的警覺。生命何其短啊，我們要

自己自我警惕。既然是生命短促了，尤其是世間無常，這個道理是確

定的、是真實的，我們更加要警覺，所以要把握時間，就會知道人間

的享受是短暫，不只是短暫，多變化，很無常。 

 

我們若能夠把握今生此時，這輩子的這個時候，我們要好好心不離

法，而且法要及時用在生活中；生活中不離開人群，我們要不斷在人

群中學習。有的人依教奉行，聞一知十、知百，或者知千萬，有的人

聞十不解一句、一偈，這就是根的利、鈍不同。為什麼有的人根能夠

那麼利呢？那就是他在這個人倫道德中，沒有散失掉，知道道理；學

法的源頭──佛、法、僧、父母恩，這都是很清楚。有人傳法給我

們、有人教育我們，我們要很感恩，這都是很明朗，我們心中這個

版，已經刻著很明朗的人生道理，在我們的心版裡，銘記著。因為這

樣，他就會常常對人起恭敬心，對佛懂得恭敬，對法懂得恭敬，對僧

恭敬、父母尊重，希望我們能夠回報三寶恩，回報父母、師長恩。 

 

用什麼來回報呢？那就是精進，盡此我們這一報身。對道理要很清

楚、了解、明白；對做人，方向要很正確，沒有錯亂。我們要如何要

把心，修得秒秒分分，無不都向覺的方向，覺悟的方向，是一位「覺

有情人」──覺悟在人間，有情的人。這就是我們要回報父母恩，給

我們身體，讓我們有機會學法，讓我們生活，在佛、法、僧三寶中。

你若有恭敬、有感恩，自然我們的內心，就「常生卑下之心」。我們身

的源頭，我們的思想、心理的源頭，是來自於佛法的教育，所以有這

個身體為載道器，好好利用，不要貢高驕傲。我們一定要放下身段，

用很謙卑的心來面對，面對佛、法、僧，面對父母、面對人群，這就

是恭敬、感恩心，這叫做「卑下」。不是只有高高在上，就是「我有聰

明，我認識很多」，他放大了自己，忘記了，我們身心觀念的來源是什

麼，這我們應該要自我警惕。 



 

所以要好好敬重、感恩，有這個身，自然「敬事孝養」。凡事我們都要

很放下，很用敬重的心來孝養，不論是師長，不論是佛、法、僧。因

為這樣，日常的生活，開口動舌、舉手動作，我們的態度、我們的表

達，無不都是因。因為你有這謙下的心、恭敬的心，這念心表達出你

的態度；你的態度的表達，感受的人就不同了，歡喜心，自己的內

心，已經成就這個「識」，就是讓我們，已經是這個法，入心版裡，我

們對佛法、對師長、對長輩，常常都是有這個謙卑，自然在人群中就

是這樣，這就是已經成為，我們「(業)識」，記憶中的種子。而普通的

人叫做習慣了，待人接物就像在對長輩一樣，這種謙卑的心來對待人

群，將這個習慣養成，那就是種子成熟。 

 

所以，以此因。這已經是我們沒有造作，就是習慣，就是這樣做，理

所當然，這是「理」。而在禮節中這樣的行為，禮節是這樣過來，所以

禮者歸於理，理所當然，就變成了我們人人，那個「識」的習慣，這

就是叫做「因」，就是種子。不用如何用心，本來就是啊，就是這樣在

對人，本來就是啊，就是我的舉止行動也就是這樣。從佛、法、僧、

師長、父母這些長輩來，一直到人群中，這念心，這已經很自然，自

然就叫做道理。這禮，禮節，道理自然，這叫做因，因的種子。 

 

所以，因為我們人人，「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凡夫還是「輪迴

異生感果」。我們到底這輩子做的，在修行叢林裡面，應該是不失人

身，除非你有願，除非你有貪天道。因為平時你沒犯戒，沒有十惡，

沒犯戒；你有在行善，但是你的心是求在不用受苦，那就是生天堂。

除非你的心很堅定，天堂我也不要去，我就是要做佛，我要成菩薩，

除非這念心──要成菩薩、要成佛，不貪求享受，不怕在六道在輪

迴。因為智慧的盡頭就是不貪涅槃，這叫做智慧。 

 

學佛就是要學成，真成佛，就是要能夠完全成佛。佛就是生生世世來

人間，佛陀不只來人間，六道，在六道中隨著眾生來回，救拔眾生。

所以「三界導師」、「四生慈父」，三界內就是接受到佛法的教化，佛總

是隨著，隨著眾生的緣，他發心立願，從四惡道中去拯拔眾生苦，這

他也要去。 



 

所以，我們不論是，我們在人間沒犯戒，不失人身，或者是萬一，萬

一我們過去生中餘業未盡，各人修各人得，我們若造惡，造惡業，必

定要受惡果；我們若是善業，我們就得善報。但是凡夫的時代，在我

們還未修行之前，還未聽到佛法之前，可能不只是沒修十善，還是在

造十惡。你十惡已經造了，這個果什麼人擔？還是自己。 

 

但是我們的善，接觸到了法，我們有這個因緣，我們很強力的因緣，

走入了佛法來。我們改往，過去的惡，十惡我們翻過來，我們行十

善；十善累積、累積，改掉了過去的習氣，完全就向著善的善因、善

果，這樣累積了這個善。是不是我的善事，已經累積那麼多了，那些

過去做的壞事，是不是都消了？是沒有消，這就看，我們若是累生累

世行善，累生就以善的業，善業，善道這樣在走。但是我們的惡業，

過去有造過的緣，若是很強時，我們的善若較薄弱時，這個惡的因浮

現了，你就逃不過。 

 

就像悟達國師十世為高僧，但是代代、代代，他就是很謹慎在修行，

一旦受到懿宗皇帝的敬重，賜檀香的椅子，賜座。將要就座時，哇，

一心得意；這個業門稍微開一下，這樣惡念就進來了。那個貢高，得

意忘形，腳不注意去碰到，只是去碰到，這樣而已，瘀青。瘀青，開

始裡面就這樣化膿，作怪了，開始不可收拾，腳，它長起了人面瘡，

折磨得苦不堪！ 

 

也就是因為有這樣的因緣，就是迦諾迦尊者。他救過了迦諾迦尊者，

這個善因會合了這個緣，所以及時救他，他指引他去洗滌了他的業

障，我們才有《水懺》可誦。一代高僧，應該是說十代修行，累積來

這一代高僧。但是過去設計用心殺人，那個惡業還是同樣還在，所以

這若沒有消，業好像不會化掉的鐵丸，火的鐵丸一樣，還是在那裡在

沸騰。所以我們要很用心，我們若較不小心，六道輪迴，看你造什麼

因，就得到什麼果。結果，你要報在地獄，那就到地獄去；報在畜

生，就到畜生道去；報在餓鬼，那就在餓鬼道中了。 

 

這不同的道，叫做「異生感果」，這就是你過去生所造作的，那個因感



來了這樣的果報，這樣叫做眾生，不一樣，不同一條道路的地方。這

種「輪迴異生感果，令諸眾咸受化」，菩薩是期待能夠在這樣，任何一

道，他都願意與佛一樣，哪一個地方有苦難，他都願意救濟。但是最

重要的是人間，在人間就是把守著那地獄門，也關了畜生門，能夠教

導人人做好事，不要犯戒，自然他就不會造這樣的因，感這樣的果，

所以人生來來回回行菩薩道，所以菩薩修行就是要修在這裡。 

 

看人，我們就要做一個典範，我們要修才有德，與人結(的)才有好的

緣，你說的話他才能夠接受，這必定要身體力行。所以，「令諸眾咸受

化」。有緣，你說話他才肯接受，他才能夠讓你感化，因為這樣，「是

名修因感果」。我們要去感化人，我們自己要修行、要修因。說這麼多

無不都是要引導我們，要好好發心立願。善惡是分明的，善若較強，

我們就能夠順這個善因緣，趕緊累積，我們生命中才有貴人。看悟達

國師，就是行善，還未發達之前行善救人，救到迦諾迦尊者；就是生

命中有迦諾迦尊者，是他的貴人，這樣才讓他有機會解除了苦難，而

我們後世的人，才有機會讀到這《水懺》，這都叫做因緣，所以因緣就

是要我們好好把握，在日常生活中。 

 

所以，「異生感果」，不同道，我們最好要守在人間道；人間道能夠涵

蓋著六道之中，我們能夠好好修行。 

 

異生感果 

因凡夫輪迴六道 

受種種別異作業 

果報而生 

凡夫作種種業 

感種種果 

身相萬種而生 

故名異生感果 

 

「因凡夫輪迴六道，受種種別異作業果報而生」。因為做什麼業，你就

到哪一道去，這叫做「異生」。所以，「凡夫作種種業」，那就是「感種

種果，身相萬種」。每一個眾生，每一道的眾生都不一樣的形象，光是



畜生道，哇，不知幾千萬種的畜生道。所以「凡夫作種種業，感種種

果」，結果你是象或是雞、鴨呢？這全都是叫做畜生報，種種類形，

雞、鴨也會救人，雞、鴨，這都有故事在。所以，「身相萬種而生」，

所以叫做眾生，任何一種動物，就是列入眾生之中，而我們要救拔眾

生，就是要包括這些。眾生不是要供應給人吃，是因為牠受果報而來

畜生道，這我們就要很提高警覺，要好好用心去體會。「故名異生感

果」，不同樣的生態，感到這樣的果報，我們要很清楚。雖然還未入經

文來說話，但是這些就是要讓我們知道，要如何精進，在我們的日常

生活中，要如何顧好我們的心，所以要用心聽法。 

 

前面的經文：「爾時、釋迦牟尼佛告彌勒菩薩：善哉！善哉！阿逸多！

乃能問佛如是大事。」 

 

爾時 

釋迦牟尼佛 

告彌勒菩薩 

善哉 善哉 

阿逸多 

乃能問佛如是大事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這是前面說過的，很簡單，聽過就清楚。下面這段經文，就又這樣

說：「汝等當共一心，被精進鎧，發堅固意；如來今欲顯發宣示諸佛智

慧。」 

 

汝等當共一心 

被精進鎧 

發堅固意 

如來今欲顯發宣示 

諸佛智慧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大家要很用心聽，要一心一意聽，而內心要精進，要真正堅固道心。



佛陀很慎重，教誡我們心不要散亂，所以才會說，「汝等當共一心，被

精進鎧」，就像是要入戰場一樣，這個甲要披起來。 

 

汝等當共一心 

被精進鎧： 

佛將答示先誡攝心 

修道破魔 

貴乎精進 

譬如入陣而披鎧甲 

 

這就是佛陀應彌勒菩薩問，他要回答。要回答之前就警戒我們，我們

要一心要精進，不要用散亂心來聽，要用專心來聽，這就是佛將要答

話之前，這樣警告我們一下：「大家不要散亂，好好專心。」所以，

「先誡攝心」，先告誡我們，叫我們心要收攝在一處。所以，「修道破

魔，貴乎精進」。我們修行，要將心這樣收攝過來，就是魔不要來擾亂

我們。魔，就是我們的心魔。 

 

我們的雜念心，這都叫做魔。雜念的心一來，煩惱魔就起來了，我們

心中煩惱的魔，因為我們的心向力分掉了，分支在外面，我們應該將

心都收攝回來，一心。這是佛陀要講話給我們聽之前，就叫我們要攝

一心，共攝一心。所以，我們要好好用心、精進，一心，將心收攝過

來才是真精進，這要「貴乎精進」。「譬如入陣披鎧」，就是要將戰甲穿

起來。 

 

「發堅固意」，意若不堅強，就事不能成。你要做什麼事情，也要講究

有沒有堅定的心？你的意志力有沒有堅強？這也要看你，你有專心

嗎？有堅定的心嗎？要做這件事，是不是很願意付出，這全都是我們

要很用心。所以若不堅定，沒有一心，事無法成。 

 

發堅固意： 

意不堅固 

事不能成 

故先勸發 



精進、堅固 

此為告誡會眾 

令起深信 

 

所以，「故」，先為我們勸發精進心，要立堅固願，這就是教誡。教誡

在會眾，你們大家若要聽法，就是要這樣，要一心、要精進、要堅定

你的心念。一心精進、堅定、堅固起來，這是多麼重要！佛陀要講法

也是這樣，令起信心，心要很深，相信要信得深。 

 

以心不精進 

意不堅固 

則易滋生惑亂 

將不能正信於佛道 

一心誡勿散亂 

披鎧誡勿懈怠 

精進誡勿退怯 

堅固誡勿疑惑 

 

所以，「以心不精進，意不堅固，則易滋生惑亂」。因為我們的心若不

精進，意若不堅固，很快心就散亂掉了，若這樣就容易生起了惑亂，

我們的心就惑了。「惑」是很細膩、細膩，那些不正當的想法，甚至幻

知、幻見，虛幻，就想了一大堆，就容易這樣亂掉了。所以，「將不能

正信於佛道」。你的心若不專，不肯精進、不肯堅固，若這樣在佛道之

中，正信的佛道你就無法進來了。所以，「一心誡勿散亂」，就是警告

我們、教誡我們，我們的心要一心精進，對佛法一定要一心一意，堅

固、堅定。看看，很多的宗教，不同的宗教，他們也是這樣，而我們

也應該也是要這樣。我們要取得正信、正見、正知、正行，道理是要

走得通的，思想是要與事能夠合，才是「理」。這我們就要很用心去選

擇，選擇對的方向，我們要用功來開路。所以，要用功來開路，我們

要好好準備，披精進鎧，我們要披起來，要我們不要懈怠。 

 

就像要入戰場，入戰場去，豈能懈怠呢？就是要很敏銳，敵軍在我們

的前面，這些魔，很多的雜念，很多會影響我們信念的偏差，我們應



該就像在披戰甲一樣，我們就要向前精進，不要有懈怠。所以，「精進

鎧勿退怯」。我們要精進，我們要預防我們的心退轉了，所以，要「堅

固誡勿疑惑」，對佛法我們不要疑惑。 

 

記得舍利弗「三請」，佛陀已經說過幾次了，「止！止！」因為這個法

很深、很深，無法信解、無法接受的人，他會起了邪思、會起了邪

行，會起了……等等。現在來到這裡，在「跡門」就已經為我們提

起，現在來到這裡，入「本門」之中，佛陀還要再次提醒我們；過去

是舍利弗問，現在是彌勒菩薩來問。 

 

所以佛陀開始說，雖然是馬上回答，但是現在在說，佛陀的過程，要

說的過程他還要再提醒我們、要交代我們。我們要很堅固心，要有深

信心，這事關在天下的真理，事關在我們的慧命。我們生命的來去，

在人間、在六道，到底是要去哪一道？這事關重大，一大事因緣，我

們怎麼能夠不用心呢？所以，我們一定要很一心，堅定、深信。 

 

所以，「汝等」。這就是前面開頭，就是「汝等」，「開始你們要共一

心」。這就是開始在教誡我們。大家要好好，心就是要共一心，這是佛

的慈悲，「提警示誡」，提高我們的警覺，表示佛陀對我們的教誡，是

真實不虛，我們就要好好用功受持。 

 

汝等： 

佛慈提警示誡 

將欲說而先誡者 

令其勇猛諦聽 

聞已信行 

不可以意趣幽深 

而生疑退 

 

「將欲說而先誡」，要說之前又先提醒我們，「令其勇猛諦聽」，要讓大

家要提起精進的心，提起精神來好好聽，因為他是要「顯本」，大家要

好好認真聽。所以，「聞已信行」，聽了之後要相信，要身體力行，「不

可以意趣幽深」，不要說「這個很幽深，這個意怎麼含那麼多？怎麼會



那麼深？」從這樣，心起了懈怠、起了疑懼。這深要深到哪裡去？懈

怠，就開始，這當中就會有疑，就無法向前前進，所以我們要很自我

警惕。 

 

「如來今欲顯發宣示，諸佛智慧」，這個時候開始，不是只有說這些菩

薩而已，連諸佛，或者是外方來的分身佛，或者是過去、未來的諸

佛，很多的大士都會在這個地方。開始要明朗化，要向大家來說這些

諸佛的智慧，是如何累積來。 

 

如來今欲顯發宣示 

諸佛智慧： 

欲明大事 

故誡勸之 

諸佛所證無上智慧 

如來明因果智 

諸佛智慧 

甚深無量 

人不能知 

今借地涌之眾 

開示壽量 

以顯如來甚深智慧 

故云發堅固意 

顯發心起行之因等 

 

所以「欲明大事」，這就是一大事。每一尊佛如何修行過程？他們的

「六度萬行」如何過？如何得到這一大事因緣在人間？在他們國土成

佛這個過程。所以，「故誡勸之」，要教育大家；要聽這樣的法，我們

應該用恭敬心。我們剛才開頭就說，向三寶──佛、法、僧，我們要

這樣恭敬。我們也要恭敬我們的父母，給我們這個身體，我們要感

恩。感恩圖報，那就是要我們成就，我們修行有要修行的態度，我們

做人有做人的責任，這就是要盡我們的本分，做我們該做的本事，這

就是我們要好好依教奉行。 

 



所以，佛陀還是要教育我們，教誡我們、勸導我們。過去從很容易了

解，那個「跡門」，已經讓我們通過了，現在要入「本門」時，要入這

個根本道理的門來，才得要更加謹慎，我們該做的是什麼；過去的諸

佛，現在的佛，過程是如何走過來？所以，我們要好好用心。「諸佛所

證無上智慧」，那個智慧是如何的累積來？ 

 

所以，「如來明因果智」。「明因果智」，就是明白，要讓我們很清楚，

明白那個因；因，你種什麼因，但是，這個因和這個因，無法混合在

一起；不論你用一個桶子，幾種的因，這些種子都將它混合在一起，

拿去種，肯定你土地上面，是好幾種不同類，出來的東西。同樣的道

理，造惡，那就是種惡因，將來是結惡果。但是，善因若較多，當然

那善的力量就較旺起來；若惡因多，惡的現行就會更多。是不是善過

了，現行，惡就不見了？同樣惡還是在。這就是我們要很用心，要去

體會，這個因，明因。我們要去觀察，所以「成所作智」，我們就要再

「妙觀察智」。我們這輩子已經在人間裡，我們所看到的環境等等，所

接觸到的，我們要好好細思，好好地觀察，好好詳細來思考，聽法更

需要！我們能夠通達了眾生平等，平等，「平等性智」。我們現在在這

一輩子，要將它完成起來，看有沒有辦法將我們的這個法，一直到就

像大面鏡子一樣，能夠普觀一切，法都成就。這就是我們要用心，沒

有身體力行，根本就沒有辦法。 

 

所以，佛，他的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這就是「佛智」。所以佛

就是這樣的成就，三智具足，所以結果成佛，這個智慧在人間度化。

所以，「諸佛智慧，甚深無量」。佛的智慧是很深、很深，甚深、甚

深，真實甚深！不過，我們人就是不知；因為它很深，不過我們不能

不知道。所以，「今借地湧」，「今」，現在，借著這個土地裂開，種子

都湧現出來，用這樣的境界要為大家開示。其實，這個因的源頭，是

從多久多久以前所有的東西，埋在地下裡。 

 

就像我們人，我們善念，都一直埋在我們的心底下，人人本來有的真

如本性，都一直埋沒掉，現在已經展開了。所以，現在展開、心開

了、意解了，現在佛陀就要為我們指示，為我們開示，開示這個因的

種子的由來，如何來，那就要說到「壽量」了。所以，「以顯如來甚深



智慧」。說這個種子的來源，就是有多久、多久，多深、多深，這樣一

路要告訴我們。「故云發堅固意」，你一定要很堅固的心，堅固的意，

來「顯發心」，顯出了發心起行的因。從發第一念心開始，一直過來。

這個一直增過來的這個因。所以，我們「六度萬行」；一直說「六度萬

行」，「六度萬行」是什麼？就是這樣，「發堅固意」，而且顯出了初發

心那念心開始，一直走來，這萬行，這個因就是這樣，不斷、不斷這

樣一直延續過來，叫做「六度萬行」，因圓果滿，就能夠成佛。但是這

當中，這當中是很重要，發心第一念，我們是不是在這個第一念，我

們脫節掉了呢？應該要沒有，沒有脫節，我們才能綿綿連連，這樣一

路走過，「六度萬行」。當然，這必定要來自第一念心。 

 

所以菩薩修行，一定這念心繼續走，過程就是要起這分的恭敬，縮小

自己，用敬，最親近的人；我們表達的恭敬，自然對人群中，我們就

一樣，如父、如母，如師、如友，這樣的恭敬，這就是我們修行的起

頭。總而言之，做人很好，有法可聽，只是需要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 年 8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