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822《靜思妙蓮華》今欲顯發 諸佛智慧 (第 1485 集)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能以床敷衣被臥具，資生所須飲食湯藥，種種之物惠施於人，令他

安住生活自在；由是惠施故名自在，即得大富大慧福德，凡所作為無

不遂意，得大自在名自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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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佛自在神通之力，諸佛師子奮迅之力，諸佛威猛大勢之力。」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諸佛自在神通之力：一切諸佛，得大自在，神通無礙。佛之法身即

智慧性，佛之報身即智慧相，佛之化身即神通力。 

⊙始於一光，圓現始終，乃至七寶塔涌，三變雲集，是如來於靈山

會，所顯諸來分身佛事，及諸來菩薩，名為自在神力。 

⊙今涌無數菩薩，讚歎五十小劫，謂如半日，正顯成佛已來，歷劫所

化因緣，應念自在，故云今欲顯發自在神通之力。 

⊙諸佛師子奮迅之力：順眾生之機，說決定了義之教，為師子奮迅

力。始自於華嚴，終至於法華，中開三乘，今入一乘。但知一生出世

本懷，唯為一事，如師子奮迅，其勢迅速，以譬喻佛之威德勇猛。 

⊙今從地涌之眾，純是菩薩，皆得一切智，正顯如來多劫出世本懷，

唯為一事，故云今欲顯發師子奮迅之力。 

⊙諸佛威猛大勢之力：圓教大乘，究盡三惑，圓顯一性，此佛威猛大

勢之力。 

 

【證嚴上人開示】 

能以床敷衣被臥具，資生所須飲食湯藥，種種之物惠施於人，令他安

住生活自在；由是惠施故名自在，即得大富大慧福德，凡所作為無不

遂意，得大自在名自在果。 

 

能以床敷衣被臥具 

資生所須飲食湯藥 

種種之物惠施於人 

令他安住生活自在 



由是惠施故名自在 

即得大富大慧福德 

凡所作為無不遂意 

得大自在名自在果 

 

用心了解，平時修行，就是要經過「六度萬行」。這我們一定要很用

心，也要常常記得，心要有那分的善念、善心，這是起步的源頭。善

心，看看人，必定從人我們就要付出；有人，就要互相付出。所以我

們要關懷人所需要，所需要的我們就付出。最、最需要的人，那就是

在生活中貧窮苦難人，「菩薩所緣，緣苦眾生」，生活中，住，在生

活，所住的地方就要有安穩的地方。所以，睡，一天的勞動，休息是

很重要，若是沒有休息的地方，或者是有地方沒有臥具，沒有床，沒

有……，地上溼、骯髒等等，要如何睡啊？所以，要給他有一個，安

穩住宿休息，那就是需要床。有床鋪，還要衣、被，就還要再有被

單、被子，這樣將它鋪起來，讓他有辦法這樣安穩休息。人若是貧

困，就是連一張床都沒有；若是身體有病痛，若是在地上有溼、有

水、有骯髒、有感染，我們就能夠知道苦難的人。 

 

看，在非洲，獅子山，我們看他們那個相片，或者是媒體報導，這樣

看到奄奄一息、病苦的人。說是醫療收容，全部都是在地上，很骯髒

的地方。連一張床都沒有，苦的就是苦到這樣。不是健康人沒有床而

已，連生病人住院都沒有床，這是很可憐！所以在馬來西亞有這樣的

菩薩．他在做病床，剛好是這個行業，他得到這個資訊，他就願意這

樣捐出了床，送到非洲，這就是不忍心。雖然他在做生意，但他能夠

起這樣的善心，看到這樣，知道這樣的訊息，他就響應、付出。 

 

其實就像這樣可憐人的地方，還有很多，談苦，少數的人願意付出，

量還是一樣有限量；若能夠多數的人都願意了，不就是能夠幫助、解

決很多人，在那個「床敷衣被臥具」呢？這不只是病床，健康人也

是，不要等到他生病了，才要給他床；健康人，環境不好、家庭貧

困，或者是受過災難過去了，沒有床鋪，我們若是有力量，大家集合

力量來幫助他們。所以，我們過去很用心，研發出了「福慧床」，現在

哪一個地方需要，我們就運到哪一個地方去；哪一個地方，有了收容



災民的地方，有需要我們就送去給他們，度過這樣的難關。 

 

這就是要很多人，也是要眼睛看得到，手腳搬得到，而且要肯發心；

能夠很普遍，才有辦法幫助更多人。這種有了困難，這「資生」，幫助

他度過困難的生活，這很重要！尤其是有病，或者是貧困，「飲食湯

藥」，這也很重要，種種的物資。總而言之，有困難的人，我們有愛心

的人對有困難的，我們若有因緣，我們就要趕緊去付出，這是佛陀對

我們的教育。所以，「種種之物惠施於人」，只要人有欠缺，我們就付

出，惠施給人。因為「六度萬行」，是應眾生所有的困難，我們願意付

出，能夠施，在生活中遭遇到種種的不幸，不論是長期的貧困，或者

是臨時的災難，或者是貧病交加，這樣的人都是很需要。 

 

所以，「令他安住，生活自在」。同樣是人，所以我們期待人人，同樣

在生活中，同樣都能夠平安過日子。這是菩薩對眾生的用心，行動的

付出，也是佛陀對我們的教育，教育我們就是由這樣來惠施，這叫做

「自在」。我們要如何能夠得到自在呢？我們若看人，大家都平安，大

家沒有煩惱了，這菩薩心最自在，佛心也是最自在。所以自在，就是

歡喜了，眾生平安，諸佛菩薩就安了；眾生不苦、沒有困難，諸佛菩

薩就自在了，這就是佛陀教育我們，所以說「由(是)惠施故名自在」。 

 

因為我們的付出，不只是自己能夠付出，我們還要再教導很多人，同

時付出，人人肯付出，眾生得平安、得自在，若能夠這樣，貧困的苦

難人平安，付出的人就「即得大富」。這就是富中的人富有力量、富有

愛心、富有物資，願意付出，這樣的人就是愛有餘、富有餘，就是愛

到有剩，又再那個物資有剩，這是最大富的人。若是貧呢？心貧困，

儘管擁有天下，你還認為你不夠，所以貪無厭；看到苦難人不願意付

出，一點點施捨，心生矛盾，覺得：我這麼有錢，我施一點點，不好

意思，施較多一點，不捨，乾脆不聞不問，就不要去理。就像這樣的

人，讓他世間財再多，在他的生命中是很貧困。若是大富的人，不一

定他名稱的財產有，只要他有心、他願意付出，這都大富的人。 

 

看看緬甸，生活上雖然是貧困，但是他們願意幫助人，三餐之中，那

就是一家人要吃的飯，還未煮之前抓一把米起來，從鍋底抓一把米起



來，存在其它的地方，那個罐子裡。這鍋飯同樣照煮，同樣一家人能

吃得飽，那把米就是剩的，是在這餐之中剩的；剩下來，他們每餐每

餐省，幾天之後，他們就能夠一大桶，能夠救其他的苦難人。雖然名

稱貧困，但是心富有，他們也能夠幫助人；能幫助人的人就是有力量

的人；有力量，那就是富有力、富有愛心，凝聚起來也富有這桶米。

而且長久長久，日日都是這樣行，不間斷，一桶一桶的米，繼續、繼

續在付出。你們想，這不就是最大富？尤其是他們能夠讓那些老人，

無力可生活的，能夠補充營養，讓那些寡婦、孤兒可以養孩子，能夠

長大。隨著歲月，自己的家庭養得好，又能夠養別人的家庭。 

 

人人的力量集合起來，三百多戶，能夠幫助二十幾戶的家庭，這不就

是大家共聚力量，這樣，看到其餘貧困的人，他們的孩子照常一直長

大，老人健康、平安生活，這不就是富有的人！這不就是大智慧，造

福人群，積德之家；人家說，積德之家有餘慶。每一餐省一把米，儘

管他家庭很窮，他都還有剩餘呢，還能夠大家共同集合過來，這樣養

二十幾個家庭。看看，共同生活，整個村莊和樂融融。付出的大愛，

感恩接受的心，所以愛和感恩，都是在那個村莊裡面。想，這不就是

最幸福呢？安居樂業，這就是大富、大慧、大福德。 

 

「凡所作為無不遂意」。就像這樣，大家歡喜，隨意付出，長長久久付

出，大家合起來，不困難，若是一個家庭要幫助一戶，那就有困難

了，三百多戶共同合起來，幫助二十幾戶，這就是智慧。每一戶，我

的米全都混合在裡面，這就是大慧、大福。這二十幾戶都有我的份

呢，但是付出無所求，和樂融融。愛，總是看到人就是付出愛心，這

種的自在，看到他們全都吃得飽、穿的暖，這樣他沒有困難了，我的

心也很自在了。就像這樣心歡喜了，「凡所作為」，好事，善有為法這

樣在做，那就是每樣每樣就是順心如意，「無不遂意」，就是很順心如

意，所以「得大自在名自在果」。這就是我們要很用心，去清楚、去了

解。 

 

所以，我們前面的經文就這樣說：「汝等當共一心」。真的要大家共一

心，我們要幫助人也要共一心，我們要精進也要共一心，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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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迦牟尼佛就對大家這樣說：「大家要很精進、要很用心，要披出了那

個精進鎧。」那就是準備就像要入戰場一樣，我們的聖軍要和魔戰，

不可以打瞌睡，睡魔，或者是亂心魔，這些魔，我們就是要將它戰勝

過去，這就是要精進，所以要披起了精進鎧。 

 

聽法之後，沒有我們做不到，大自在力，其實這就是這麼簡單，剛才

在說，我們凡夫都做得到。看人苦難，我們的心起了不忍心，別人在

苦，我們在享受，這樣心能忍嗎？不忍啊；不忍要怎麼辦？付出。付

出，大家共同付出。大家看到需要的人已經得救了，他們得救平安

了；有欠缺的已經能夠接受到了，我們付出的人，大家心得自在了。

我們平常人也能夠做到心得自在，就如剛才說過了，這念心我們要堅

持，要立大志，必定要從小動作開始；我們發大心、立大願，就是要

從點滴的作為開始，要成佛要從凡夫地開始。 

 

所以，佛陀教育我們，我們應該接受。雖然現在的經文，是在對大菩

薩說話，而我們現在是初發意；大道理是這樣，其實小故事從凡夫開

始，我們要精進，聽法也就要專心，要「發堅固意」。「如來今欲顯發

宣示，諸佛智慧」，現在佛開始就是要講說，諸佛菩薩如何發心，由來

那個根本。所以，我們要很用心，來體會佛所要講說的法。 

 

下面接下來這段經文：「諸佛自在神通之力，諸佛師子奮迅之力，諸佛

威猛大勢之力。」 

 

諸佛自在神通之力 

諸佛師子奮迅之力 



諸佛威猛大勢之力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諸佛有這麼多的力量，「自在神通之力」、「師子奮迅之力」，還有「威

猛大勢之力」，這都是諸佛所得到的力量。力量，大力量就要從小不

斷、不斷累積；小，要從多久？要很長久長久的時間，不斷不斷累

積。這就是現在佛開始要說的要領，我們若要了解自在神通力、師子

奮迅力、威猛大勢力，我們一定要耐心好好聽。所以，「諸佛自在神通

之力」，那就是「一切諸佛，得大自在」，他已經很自在了。 

 

諸佛自在 

神通之力： 

一切諸佛 

得大自在 

神通無礙 

佛之法身即智慧性 

佛之報身即智慧相 

佛之化身即神通力 

 

佛陀一輩子來人間，已經盡心力了，有緣的眾生，已經陸陸續續聽到

佛的教法了，有因緣的人，也已經慢慢陸續來接近了。所接近的人，

從小乘啟發到中乘，慢慢已經接近大乘境界，所以佛就是心也已經自

在了。 

 

看到他方、此土的菩薩，也都來了，十方分身佛也都到達了，所以佛

在那個道場裡，他的心情很自在。這就是他的威德，這個「神通無

礙」，精神力量通達，已經遍及這麼開闊，所以影響到這麼多人，能夠

體會那個道理──天地宇宙間的真理。佛陀該說的也已經說了，迴響

回來，是很開闊的人所接受到，所以神通無礙。「佛之法身即智慧

性」。佛的法身就是什麼呢？是智慧。他所體會的道理，與天地宇宙合

而為一，這個道理就是佛的法身，就是智慧；智慧的性，就是如來本

性，回歸本覺，那個本性就是智慧。佛陀告訴我們，「心、佛、眾生三

無差別」，眾生與佛，佛的心與眾生的心是一樣，就是我們凡夫若能夠



去除無明，眾生心便是佛心，同樣也能夠回歸，我們人人的自性，我

們的覺性。所以眾生與佛，那念心、那個慧性是無差別，只是佛陀將

無明都掃除了，心中無惑，一點點塵沙都沒有，完全乾淨，回歸在

「大圓鏡智」了。 

 

知道，也已經告訴大家，我們「平等性智」，不是只有佛有，人人都

有。只是我們現在，要再發揮我們的「妙觀察智」，凡事我們要細心，

好好思量、好好思考，那就是我們日常在接觸，根和塵所接觸，產生

那個「識」，我們要用心，最近一直在與大家，反覆這個事情，希望佛

法所說的，大家感覺：這是佛學，在詞典之中看得到的。其實是我們

在日常生活，大家都在用，只是我們那個「理」、和「事相」，我們沒

有將它合起來而已；我們若合起來，原來佛說的道理，是我們日常生

活用的。慧性是我們自己本身有的，你要到哪裡找佛性呢？要向我們

自己找。佛陀的法身，道理，他已經普遍布達給人人，大家都聽得

到，也能夠了解。只是了解了，我們有用到嗎？這個有見、有識，但

是我們有身體力行到嗎？我們若沒有身體力行，只是知道了、知道

了，我們身並沒有歷其境，無法去體會，這就只是知識而已。我們必

定要去看，身歷其境，別人在說，哇，說得很好，境界從無將它做到

有。有到什麼程度呢？去做的人知道，拿回來說給我們聽，那若不是

很用心，內心本來就有這個圖，本來就有這個準備，想要去做它，這

個「成所作智」，若不是自己去譜這個圖，想要達到，若不是這樣，你

人沒有去，境界歸境界，無法了解。 

 

若是自己內心有譜過了這個圖，心意堅定要去做，雖然我們不用去到

現場，只要聽到：「哦，完成了。」這樣就差不多了解，那個環境是什

麼樣。若再一張相片回來，「哦，就是這樣」。這不用進到那個地方，

「哦，我清楚了」。若都沒有進去的，也沒有譜過這張圖，也沒有想要

如何去做的，和這件事情都沒有關係，現在聽到我們有去做這件事

情，(再)怎麼聽，就只是圖就是圖。儘管錄影回來給我們看，「就是長

得這樣」，但是那個感受不深，歡喜自在的神通顯不出來，這就只是分

別在這裡，這個慧性就分別在這裡。 

 

就像我們在(中國大陸)阜寧，那個龍捲風這樣將它捲過去，幾百戶瞬



間不見了。受災難的這批人，這個地方是孔子的後裔，後代的子孫，

孔子的子孫。但是，他們就是生活困難，遇到這樣的災難，這樣要怎

麼辦？他們沒有辦法再復建，政府要幫忙，給他們錢，各人分散，這

樣是不是很可惜呢？不捨，既然有因緣得到這樣的消息，當地的慈濟

人，大陸的菩薩也已經去關心過，了解之後，訊息回來，不捨他們這

樣散開了。所以內心一直感恩孔子；我們感恩釋迦佛給我們佛法，我

也感恩孔子他的精神、他的教育理念，《論語》也看過了，也影響很

深，應該要回報。 

 

所以就趕緊設計，我們期待我們能夠讓這些，這個家族不要分散，總

共有二百八十多戶，我們來為他們建村。所以也感恩當地的領導，與

孔家就是這樣，與我們來互動，終於一年後，現在我們能夠這樣看

到，看到他們的村已經恢復起來了，房子，二百八十幾戶完成了。看

到這樣拍回來，還一個心願，將孔子的祠堂也將它建起來了，期待這

個地方，能夠恢復將來那個學堂。在工程這當中，也已經開始人文也

帶去了，聽到我們慈濟人回來也這樣說，因為他們都一直在互動，也

聽到他們，已經開始戒菸、戒酒，而環保也很重視，這樣只要他們回

來，三幾句，哦，我清楚了。這就是在理想中的藍圖，從他們的災

難，從開始要如何讓它完成，這已經在理想中了，一樣一樣完成起

來。 

 

這是人間的事相，回歸到那個「理」，那就是這樣善有所為，這就是這

樣將它做起來，集很多人，大家愛心的力量投入去付出，這樣將它完

成起來。不是一個人想的藍圖，就會出來了，這樣想，就要有人去行

動、這樣去付出，全權負責去付出，就能夠完成這樣。所以那個完成

的過程，只要有一點點訊息，就知道了。同樣的道理，總是這法身、

慧性，同樣就是道理的作為。我們要如何將這個理，在我們的心裡建

設起來？如何去發揮它那個人、事、相？人事有苦難，如何用人力去

幫助他？這就是「事」，去用「法」合那個「理」，「理」就是這樣。 

 

我們若能夠了解，「成所作智」、「妙觀察智」、「平等性智」，過來就是

「大圓鏡智」了，那個相已經這樣出來了，已經完整了。這就是我們

人人本具的佛性，人人有所作為的「成所作智」，將它完成起來，從這



個心、從我們的力量，這樣大家付出，這樣就完成。同樣的道理。所

以，佛法與我們人生的生活法，就是一樣。剛才說過，連床、連被、

連衣，這些東西我們也是一樣，全都對一般的人，也是同樣是善作

為，這叫做「六度萬行」，就是要回歸，我們法身的真如本性，那就是

慧性。這不是說大的才是法，其實小的一點點都是法，我們要不斷累

積。 

 

所以，「佛之報身即智慧相」。這是佛陀他莊嚴的法相，佛有形的身體

(應化身)，這就是我們所看到，他來人間出生、來人間修行，人間成

佛、人間說法等等，智慧展現在人間。所以，「佛之化身即神通力」。

他的法就是有這樣的神通，很普遍，天地宇宙一體的真理會合起來，

那個精神的能量，所以叫做神通力，普遍了。所以，從一光中，「圓現

始終」。 

 

始於一光 

圓現始終 

乃至七寶塔涌 

三變雲集 

是如來於靈山會 

所顯諸來分身佛事 

及諸來菩薩 

名為自在神力 

 

佛陀開始要講《法華經》，那時候發光，眉間白毫相光，普照東方萬八

千土，大家應該還記得。從開始一直到，乃至七寶塔涌出，多寶佛塔

來見證，在靈鷲山，見證佛講說《法華經》，所以在那個地方佛陀，三

變淨土，在靈鷲山。我們經文都說過了。 

 

所以，「所顯諸來分身佛事」。分身佛，就是佛陀那個精神理念，道理

已經普遍了，大家全都能夠接受、能夠應用、能夠宣道，弘法在人

間，所以「諸來分身佛事」。這樣子變成了道理變成事相，可以去發

揮。「及諸來菩薩」，除了精神理念，還有身體力行，這「名為自在神

通」，能夠發揮去幫助眾生，眾生得救了，菩薩、諸佛自在了。就像這



樣，所做都沒有障礙，一直在付出。所以，「今涌無數菩薩，讚歎五十

小劫，謂如半日」。 

 

今涌無數菩薩 

讚歎五十小劫 

謂如半日 

正顯成佛已來 

歷劫所化因緣 

應念自在 

故云今欲顯發 

自在神通之力 

 

前面的經文不就是這樣呢？一直一直在讚歎，五十小劫就像半天一

樣。正顯出成佛已來，大家要很用心，再回顧前面所解釋的，「五十小

劫」，猶如半日，要再回過頭去記憶，這是一個描述。尤其是「歷劫所

化因緣」，從佛陀成佛以來，無數劫，歷劫，所化度的因緣，「應念自

在」。累生累世不斷不斷這樣在說法，隨眾生緣，隨眾生在什麼樣的

道，他都普遍去，佛陀都沒有捨離過，沒有將他們棄除過，五道的眾

生都是這樣在化度，時間長久、空間普遍。「故云今欲顯發，自在神通

之力」。現在就是要來說那個過去因緣，對這些眾生，他能夠去來自

在。所以，「諸佛師子奮迅之力」，就是「順眾生之機，說決定了義之

教」。 

 

諸佛 

師子奮迅之力： 

順眾生之機 

說決定了義之教 

為師子奮迅力 

始自於華嚴 

終至於法華 

中開三乘 

今入一乘 

但知一生出世本懷 



唯為一事 

如師子奮迅 

其勢迅速 

以譬喻佛之 

威德勇猛 

 

佛陀的耐心，從不懂要讓他了解，讓他發心，讓他能夠從小而中，而

到大，一直到了讓他能夠心開意解，肯發心，這是佛陀他師子奮迅之

力。對道理，讓他們能夠透徹了解，隨他們的根機，讓他們能夠了解

佛法。這是佛陀生生世世，諸佛他們的心願，這是我們就要能夠去體

會，佛心之意。所以，「始自於華嚴，終至於法華」。從他覺悟那個時

間，覺悟之後，那個剎那間，他的心就入「華嚴海會」了，那個境

界，全都是諸佛菩薩的境界。那個地方，諸佛菩薩邀釋迦佛說法，他

就是在那個地方，華嚴會中三七日，在那個地方。之後，回歸了，才

思考要如何能夠，為娑婆世界眾生說法，一直一直到法華會，所以說

開始從「華嚴」，終止到「法華」這個地方來。 

 

所以，我們要很體會，佛陀他的心境，覺悟的剎那間，就已經天地宇

宙真理無不通徹，諸佛菩薩境界瞭如指掌；真正的佛菩薩的境界，就

是釋迦佛內心的境界，這樣的境界已經在了。所以一路一直來，到了

法華會，這當中就是「開三乘，今入一乘」。在這個三乘法，現在已經

引入一乘，回小向大來了；「三乘」是方便法，「一乘」是真實法，已

經到「一乘」來。 

 

「但知一生出世本懷」。就是一輩子就是一念心，佛陀就是他的本懷，

只為了一件事情，這件事情是希望眾生，能夠一直和佛的心境同一心

境。就像佛在華嚴會，與諸佛菩薩的心境，同樣的心境，這是佛陀的

一大事，所以唯一大事。「如師子奮迅，其勢迅速，以譬喻佛之威德勇

猛」。所以佛陀他那個一念間的發心，對我們來說是無始劫，無法去計

算的時間；對佛的心境，開始發心，就是那念心。所以我會常常告訴

大家，「恆持剎那，把握當下」，這個「剎那、當下」，就是我們的一輩

子。那念心的初發心，就這樣，五十劫了就像半天。這種佛心的境

界，那念心是透徹，他的本懷就是這樣，沒有改變過。所以，「今從地



涌之眾，純是菩薩」。 

 

今從地涌之眾 

純是菩薩 

皆得一切智 

正顯如來 

多劫出世本懷 

唯為一事 

故云今欲顯發 

師子奮迅之力 

 

現在從地湧出的這些都是菩薩，長久以來已經接受法了，受教育、受

訓練過來的。「皆得一切智」，這些都得一切智了。正顯出「如來多劫

出世本懷」，就是要來顯示，佛陀教育這麼多人，當然要用很長久的時

間，這些人的成就，就能夠代表時間有多久了。所以，佛出世的本懷

就是這樣，過去是這樣，所以「唯為一事，故云今欲顯發，師子奮迅

之力」。是啊，師子奮迅之力，這就是我們要很用心去體會，「師子奮

迅之力」。「諸佛，威猛大勢之力。」 

 

諸佛 

威猛大勢之力： 

圓教大乘 

究盡三惑 

圓顯一性 

此佛威猛大勢之力 

 

就是「圓教大乘」，「究盡三惑」。全都要去除，所以，「圓顯一性，佛

威猛大勢之力」。是啊，這是諸佛威猛大勢之力，每一尊佛要成佛，要

同樣有這樣的心念；這樣的心念來自於初心，那個最初那一念心是很

重要。所以我們想要成佛，學佛目的就是要成佛，想要成佛，我們一

定要從這樣，開始發心那念心開始，那念心要貫徹一如，要到大，要

從小，很細膩的小事開始做起，才有辦法到達立大志、弘大願，才有

辦法真正到「六度萬行，因圓果滿」，到成佛的境界。當然，還有很多



的道理，時間永遠都是不夠，我們要在這剎那的時間，就是要好好用

心記憶；記憶在過去，來會合現在。道理一體，落實生活中，自然事

相與道理，就是在我們的開口動舌、生活當中。要時時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 年 8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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