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901《靜思妙蓮華》晝夜精進 為求佛道 (第 1493 集)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淨潔不雜曰精，恆持無間名進。一心勤求大道，誓願安樂念心；一

心憶持精明，進趣真淨之地。唯以精明進趣真淨，名精進心。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阿逸汝當知，是諸大菩薩，

從無數劫來，修習佛智慧，悉是我所化，令發大道心。」《法華經 從

地涌出品第十五》 

⊙「此等是我子，依止是世界，常行頭陀事，志樂於靜處，捨大眾憒

鬧，不樂多所說。」《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如是諸子等，學習我道法，晝夜常精進，為求佛道故。」《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如是諸子等，學習我道法：如是大眾諸弟子等，學習我之無上正知

覺道法。 

⊙晝夜常精進，為求佛道故：曉夜之間，未懈怠，為欲求於佛道之

故。 

⊙「在娑婆世界，下方空中住，志念力堅固，常勤求智慧，說種種妙

法，其心無所畏。」《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在娑婆世界，下方空中住：之前彌勒問，此諸菩薩，為從何來？今

佛答云：住下方空中位。 

⊙志念力堅固，常勤求智慧：立志作念，願力堅固，常欲勤修，佛之

智慧。志念力堅固，讚歎修福慧之德。如金石精固般之心，遇難益

精，念茲在茲，克盡時空際，曰勤求。此謂是自利，並亦利他之誓願

行也。 

⊙說種種妙法，其心無所畏：善能演說種種妙法，其心安穩，無所懼

畏。 

⊙說種種法，利他。應機說法，縱橫不一，曰種種。依言釋意，皆契

玄機，曰妙法。 

⊙風雲感會，有所作為，各能人賢士雲湧，應物無私，曰無畏。自他

二利之德，悲智相導，善巧方便，般若，其在斯時。 

 

【證嚴上人開示】 

淨潔不雜曰精，恆持無間名進。一心勤求大道，誓願安樂念心；一心



憶持精明，進趣真淨之地。唯以精明進趣真淨，名精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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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這念心要保持「淨潔不雜」，這對我們大家來說，可能有比較困

難，因為我們人，凡夫，要能夠心很淨潔，淨潔，談何容易啊？「靜

寂清澄」，淨空無雲，抬頭看天，一片的天空，它原來的本色，就是那

麼的精、明，卻是有雲，這個雲千變萬化，有時候看，哇，好像一個

人的形，同樣，那簇雲同樣一變，我們稍微較沒有注意，它就會變成

了就像一隻狗，一個動物。看到它每一個時刻，那個雲的形態都不

同，這和我們的心念不就是一樣嗎？要能夠得到一片淨空無雲，很困

難；要讓我們的心，那個相能夠常常同一個形，很美的形、很莊嚴，

讓我們看到很歡喜，這樣就像千佛在天空，或者是無量數的菩薩在天

空，有時候也有這樣的境界呢！但是，沒有多久，很快就模糊掉。 

 

到底是雲在變？或者是我們的心在變？心也是境，心境變遷，無法常

常就像那片天，完全是藍色晴空，沒有辦法，尤其是在這四季輪轉。

早上，從那個走廊，這樣遠遠在走，看向前面，一片都是黑的顏色，

因為天還未亮，還是暗暗的。才多久的時間，我現在坐下來在這裡，

看去的天空，看到亮亮的影子，差不多是剛好這個灰色的天空，開始

這樣已經露出來了。再一下子，我又較沒注意一下，就會看到太陽，

不知什麼時候又浮起來，這都是在我們不知覺中。 

 

這個不知覺，是外面的天色在變呢？或者是我們的心識，我們心的意

識在變呢？這我們都常常沒有注意到。所以，人的心境、外面的境

界，人的心識和外面的景色，我們一點點疏忽，它就是千變萬化。我



們要顧外面的景色，很難；反觀自照，來顧我們裡面的心識，心識，

有可能嗎？可能心能夠保持常常淨潔不雜？能夠顧到我們的心沒有雜

念，一心、一念、一志，這個念有辦法這樣如如不動，有辦法嗎？也

是沒有辦法。這就是我們修行要下功夫，凡夫是沒有辦法，下功夫的

人，那就是慢慢煩惱、雜念放下，計較心放下，一直到「忘」，忘記

了，忘記什麼叫做計較，一直到了，忘記了什麼樣的心態叫做生氣？

忘記了，忘記了我，到底我的興趣是什麼？這些事情都完全忘記。 

 

但不是失憶哦！就是這些東西不會動搖我的心。東西，一律都一樣，

沒有什麼是我特別愛，也沒有什麼是我討厭。這種對東西是這樣，對

人也是這樣，這種「平等性智」，讓你在這妙觀察之中，沒有去分別：

這是我最愛、我最……等等；沒有怨憎、沒有愛染，能夠到這樣的程

度。提出了真正那個妙的心境，不是只有分別識，分別東西，分別、

知道。我的意識和外面境界接觸到，這個東西叫做什麼名字，它有什

麼樣的成分，我們了解，不是只有這樣而已，這是一般人的。但是行

菩薩道，已經修行的人，那個「成所作智」要再升起來，不只是能分

別它的東西，如何作用？還是要去清楚是利益群生？或者是有害？這

個東西，雖然大家價值很多很多，這個東西在人群裡是利益多？或者

是損害多？會引起人的心嗎？引起人的心對這項東西的貪念，或者是

這項東西，它能夠普遍去幫助很多人、去救人等等。這麼有價值的東

西，我是留著？是我所有的，我的傳家？或者是我應該要奉獻，人人

所得，人人利益所擁有？這就是又是再升一層的妙觀察。用心，我們

的心思用心，我們若能夠到達，這樣妙觀察得對了，東西的價值觀，

我們將它化為平等觀，人人擁有，而且採取行動──捨，慈、悲、

喜、捨。捨了，捨得「心無罣礙，無罣礙故」，輕安自在，這就已經

「平等性智」。 

 

雖然常常說，佛性人人本具，我們有用到嗎？有與佛性真正契合到

嗎？佛性，用在眾生有關聯，要如何來利益眾生，這佛性人人平等。

佛陀要告訴我們的，「諸法平等」，不是我們私人擁有；我們要覺悟

的，是天地宇宙共為一體，這個真如本性。不是只是「我、我、我」，

我們就是普遍，能夠到這樣的境界，那就是淨潔。虛空本無相，是我

們的視覺，很高、很高的天空，那就變作藍色的。這是我們的視覺，



虛空是無邊際！我們所有看到的，是我們凡夫眼識，是我們的心境。

心境就這樣，一天到晚，看到人、看到事、看到物，隨著我們的心

境，我們在變化。 

 

因為我們看到會歡喜，這個境界，有的人感覺：哎呀！椅子、桌子這

樣排，很好。我看到，「唉呀，怎麼會排成這樣，很佔空間！」同一個

境界，同樣那些桌子、椅子，在這個空間，有的人覺得這樣很好、很

有藝術，有的人覺得很佔空間，這心境不同。 

 

總而言之，我們要如何能夠將我們的心境，能夠歸納到真的是大眾的

心境？我們的歡喜是大眾所歡喜的，人人所歡喜的，這叫做「淨潔」。

「淨潔」，心無煩惱、無掛礙，這是不雜，沒有什麼可讓我們再分別

了。一念的歡喜心，這個「法心」的歡喜，法的心境的歡喜，這就是

「淨潔不雜」，那就是很精，我們的意識就是全都沒有雜念，與天體宇

宙共為一體，沒有雜念，我們這必定要培養。 

 

「恆持無間名進」。我們要精進，「四修」法常常在說，長時修、無間

修、無餘修、尊重修。我們的心若能夠時時都在修行，而且對人人有

尊敬，因為人人無不都是本具佛性，若這樣，這一念心，不就是「平

等性智」呢？這就是我們那個，「四修法」的終歸點，就是「平等性

智」。歸納回來的這個智，「成所作智」、「妙觀察智」、「平等性智」，一

直一心一直精進，「一心勤求大道」，我們無不都是，向這條道路在精

進。 

 

這幾天都一直在告訴大家，方向準確，路要我們自己開，我們真的要

自己開路，不是孤獨一個開，大眾大家共同來開。要如何引起了人人

共同來開？我們就要有「淨潔不雜」，那個誠意好好用心，長時期一心

一念，自然人人就是向著我們的方向，同時將這條道好好將它開出

來，這「一心勤求大道」，方向準，沒有絲毫的偏差。「誓願安樂念

心」。「四安樂行」，時間沒有空過，身、口、意，無時不在「四修」

中，何況我們堅定心念、誓願力。所以「誓願安樂念心」，心心念念就

是一片的乾淨。「一心憶持精明」，這個心念一直就是要憶持，長時

「四修」、「四安樂行」，我們要心念常常在。 



 

「四智」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能夠這樣就是，「一心憶持精明，進趣真

淨之地」。我們所前進的路，「趣」就是道路，我們的去向，我們向前

精進；那個方向的道路，那就是真；真誠的心，清淨無污染，沒有染

著，那個方向走。這是我們的目標，這是到佛清淨無上正等覺，清淨

的境界，寂靜清澄那個境界中。要在這個境界，就是「唯以精明進趣

真淨」。「名精進心」，唯有我們要精、要明，不要糊塗掉了，這條道

路、這個方向，我們要正確，也要很用心。用心才有辦法，保持得我

們這念心，一念千法入心。不論你「四修」法，不論你是「四念」

法，不論你是……等等，都在「安樂行」中。我們什麼樣的法，都是

在我們的一心中現前，一念萬法生，這要看我們心是不是有清淨。 

 

就像虛空永恆不變，它都沒有東西，但是我們能夠看它千變萬化，這

些東西形態沒有染到虛空，所以我們要很清楚。雖然現在說空氣污

染，是空氣污染，不是晴空污染；是空氣，空中這個濁氣是受到污染

來的，這樣叫做「空氣污染」，不是去染到天空。既然是空，有什麼可

污染呢？都沒有了，所以我們的心也是一樣。我們的心是什麼東西來

污染？實在是沒有東西可污染，只是煩惱無明。煩惱無明本來就是沒

有體相，和道理一樣，所以是非本來就是千變萬化，我們的心就是受

這樣千變萬化，這個心在亂，要不然我們本來就是這樣，清淨無染的

本性。要用心來體會。 

 

前面的經文：「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釋迦牟尼佛已經

向這些菩薩，解釋了這些菩薩的來源、菩薩修行的心境，前面已經有

解釋過。其實菩薩的心境，與我們剛才說的心境一樣，是已經保持著

這麼多，如法如規，這就是根本，那個清淨的佛性，他們應著人間的

需要，投入人群而已。每一尊菩薩的心境，同樣淨如虛空，這是佛陀

要解釋那個「本」，菩薩的來源，他們就是釋迦佛的道理，入他們的

心，是長久不變的法在菩薩的心。同樣的道理，很重要。所以「爾

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阿逸多啊，就彌勒菩薩，「汝當

知，是諸大菩薩，從無數劫來，修習佛智慧，悉是我所化，令發大道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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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那些菩薩，就是很長久的時間，就受過我這樣教育他們，他們就是學

習，我所教育他們的理念，這個道理、這個智慧，能夠在事相之中，

通達很多的道理。 

 

就像我們不論是說「四修法」，或者是「四智」，或者是「四安樂行」，

這些法，因為講經將這個法都要帶出來，與大家分享，沒有離開我們

的生活，沒有離開我們平時用得到。我們事和理能夠會合在一起，經

過了這樣分析，可能大家聽經之後就知道：我現在在做，這件事情有

遇到什麼樣的困難，我就用這個法來套上它。哦！我了解了，原來人

間的法這麼複雜，回歸到道理就是這樣能夠化解。我們就多方法了，

就「有法度」。如何解開煩惱、解開無明？看得透、想得通，未來的事

情要如何去分析，大家就會清楚多了，我們共同修學；而若不是大家

共同修學，就無法進步。所以，我們要知道修行，道理本在，需要我

們用心去追求、去探究，自然從那個原理，我們能夠體會到，人、事

相的上面來。各人的理解不同，但是理的源頭是同，所以因為這樣，

這就要用很長久的時間來累積，道理和生活體會，我們才真的有了解

法，能夠應用。 

 

所以，這些菩薩也是一樣，他們要長時間聽法之後，長時間在人群中

去體會，而且去施教，上求、下化，這樣慢慢去累積，所以叫做「無

數劫來，修習佛智慧」。就是這樣一直學，這樣不斷去體會。所以，

「悉是我所化」，釋迦佛這樣說，「令發大道心」。就是給他道理，讓他



去入人群，人群需要，所以需要傳，讓他能夠體會。所以，「此等是我

子」。這些人不論是聽法受教，或者是身體力行，去去除執著、體會菩

提。煩惱如何去除？菩提如何去體會？我們常常說，「煩惱即菩提」，

眾生群中多少的苦難事、多少的煩惱事，我們就是聽法，「一理通，萬

理徹」；知道過去的，未來我們就知道我們要如何做。這我們平常叫做

經驗，也叫做常識，所以這樣不斷在煩惱中，來證菩提，見證這個菩

提；菩提就是法、就是道理。你若沒有入人群，這個菩提難證、難

會，所以必定要在人群、煩惱中，我們才有辦法見證法，這叫做「有

法度」。修行不是獨善其身的。 

 

所以，接下來這段經文再說：「此等是我子，依止是世界，常行頭陀

事，志樂於靜處，捨大眾憒鬧，不樂多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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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這這兩天都一直說過，這些大眾是彌勒菩薩等等，從來不曾看到的，

所以彌勒菩薩提出來問，佛陀來介紹。他們住的地方，是此世界下、

「虛空中住」。表示這些都是行中道的人，平時沒有很顯耀在人群，他

們在人群中默默以身作則，在人群中去引導眾生，去體會人群中無明

煩惱，去見證佛法修行的成果。他們就是這樣在人群中，慢慢、默默

這樣去接引、去度化，不是浮在上面，大庭廣眾說話，他們就是老實

修行，「志樂於靜處」，就是這樣靜靜地修、靜靜地做。他們「捨大眾

憒鬧」，大眾在喧嘩，聞聲起舞，他們還是很恬靜，這些鬧的境界與他

們無關。所以，「不樂多所說」，也不愛與大家辯論，就像這樣就是靜

靜做、默默做，做就對了。 

 

這一類的菩薩，我們現在也常常看到，「你做這麼多！你都沒有說，都



不曾看到、沒聽到」。就有人說：「有啊！師父，您若在說哪一項的活

動，那都不能缺他一個呢！」「哦，是哦！原來就是這樣。」所以，這

麼多事情，能夠這麼順利完成，原來就是有一群默默付出，沒有浮起

來，默默地做，一心專精在付出的人。就像這樣，彌勒菩薩提起來這

樣問，是很平常。所以說起來，這默默在工作的人，平常人都沒有去

認識到他，原來他就是，完全奉持佛的教法的菩薩。 

 

接下來這段經文又再說：「如是諸子等，學習我道法，晝夜常精進，為

求佛道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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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現在這段文就是這樣說，「這些菩薩、這些弟子，都是專心在學習我的

道、學習我的法。」 

 

如是諸子等 

學習我道法： 

如是大眾諸弟子等 

學習我之 

無上正知覺道法 

 

這些弟子都是這樣，這是所學習的，他們的目標，就是到無上正知覺

的道路。他們所在學習的，是無上正等正覺，是向著佛的道路，步步

就是接著這條道路在走，開著這條路沒有絲毫偏差。這是這些菩薩的

根本，他們就是這樣，默默地做、老實做，用心、用功開路、開道、

鋪路的人。所以，「晝夜常精進，為求佛道故」。 

 

晝夜常精進 

為求佛道故： 



曉夜之間 

未懈怠 

為欲求於佛道之故 

 

他們在精進，是「曉夜之間，未懈倦」，從天未亮做到天黑，這個「晝

夜」。「為欲求於佛道之故」，就是為了要求佛道。 

 

現在不就是很多人共同，這個時刻，是幾千人在不同的國家、不同一

個場地，就是在精進，拜現在科技的方便，多少國家，多遠途的路，

也是半夜就出門，天還未亮他們就要出門了，開始集會在他們所共修

的地方，現在同樣也是聽一樣的經，聽一樣的法，看一樣的景象，這

是在這個時候，大家就是「曉夜之間，未懈倦」，只是為了一件事情，

「為欲求於佛道」，為了這樣，所以我們要很把握這個因緣。 

 

接下來這段經文再說:「在娑婆世界，下方空中住，志念力堅固，常勤

求智慧，說種種妙法，其心無所畏。」 

 

在娑婆世界 

下方空中住 

志念力堅固 

常勤求智慧 

說種種妙法 

其心無所畏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娑婆世界，我們大家都是在娑婆世界。「在娑婆世界，下方空中住」。

而道理是盡虛空、遍法界。佛陀救的眾生因緣在娑婆世界，所以這些

菩薩，他們在娑婆世界，聚在娑婆世界，但是「下方空中住」。我們無

法去知道在這顆星球，星球之外是下還是上呢？上下無不都是佛法，

佛法是超越在娑婆世界。所以我們常常說「佛佛道同」。每一尊佛的道

同樣是無窮盡，盡虛空、遍法界，所以在「娑婆世界，下方空中住」。 

 

在娑婆世界 



下方空中住： 

之前彌勒問 

此諸菩薩 

為從何來 

今佛答云 

住下方空中位 

 

前面彌勒菩薩已經問了，「這些菩薩是從哪裡來的？」現在佛陀所回答

的是在「下方空中住」，在這個娑婆世界下方空中住。他們的志念是堅

固，「常懃求智慧」。這剛才就說過了，佛法是盡虛空、遍法界，但是

菩薩的心志就是在娑婆，「立志作念」。因為娑婆世界名稱是堪忍，大

家要記得，堪忍世界，我們就能夠了解，是一個集很多苦難。「菩薩所

緣，緣苦眾生」，顧名思議是堪忍；菩薩就是為了救濟眾生而來的。所

以我們一定要很清楚，志願就是要入苦難眾生，人群中去，這叫做

「立志作念」。我們的志願、我們的心念，無不是都在娑婆世界，這些

苦難眾生。所以，「願力堅固」，儘管它難堪、難忍，我們就是要有願

力，身、口、意、誓願，我們要立在這個地方，這是菩薩的根本。所

以，「常欲勤修佛之智慧」，要勤修佛的智慧就是在這裡。 

 

志念力堅固 

常勤求智慧： 

立志作念 

願力堅固 

常欲勤修佛之智慧 

志念力堅固 

讚歎修福慧之德 

如金石精固般之心 

遇難益精 

念茲在茲 

克盡時空際 

曰勤求 

此謂是自利 

並亦利他之 



誓願行也 

 

我們堅定要入人群中去，我們的志願，身、口、意、誓願，就是在這

個地方，這就是「四安樂行」。為什麼佛陀教我們，「四安樂行」？就

是我們要有這個安樂行的心胸，才有辦法入人群中。所以我們的「志

念力堅固」，我們志願，我們的心念，一定要很堅固；要不然想求什麼

法門、什麼法門，真的是捨去了，這種真正腳踏實地在這條路上，真

的是可惜。「讚歎修福慧之德」，佛陀很讚歎，讚歎願意入人群，為人

間造福，為人間，在人群中去取得智慧。因為煩惱即菩提，在煩惱人

群中我們見證了佛法，「有法度人」的力量，這就是菩提，所以這是

德，佛陀很讚歎。 

 

所以讚歎這些人，就是「金石精固」，和金、和石一樣的精純，那麼的

堅固，那個心念很堅固。石，寶石，就是要一直磨、一直磨，磨到那

個石的精髓出來。不論是鑽石、紅寶石、綠寶石等等，都是石頭裡面

出來的，經得起磨，愈磨愈精。 

 

就像我們在人群中，眾生很頑固、剛強，我們堪得受這種頑固、剛強

的眾生磨我們、練我們，就是寶石讓粗石磨，磨到我們也能夠發光、

發亮。遇到困難不要怕，辛苦不要棄捨，總是「遇難益精，念茲在

茲，克盡時空際」。就是盡虛空、遍法界，時間，長時、無餘，不斷這

樣持著這念心，這就是我們修行的堅固，所以要勤求，這叫做自利。 

 

其實我們這樣付出，是利益什麼人？利益自己，這叫做「自利」。入人

群，我們是借境來磨練我們自己，但是在磨練我們自己的同時，也就

是利益他人，所以利人應該就是利己。我們若能夠這樣修，這是自他

兼利的誓願，不是只顧自己。這些菩薩不是怕，他們就是在人群中，

沒有避人群，是避是非，他們是堪得磨、堪得耐，在人群中。 

 

這些菩薩都是這麼堅固，在人群中，他們默默地「說種種妙法」，是身

體力行，對機、對人，他們的典範讓人看，用法和他們分享，人看、

人感動，自然人就會跟隨，就有志一同。就是用這樣在度人，這種很

精、很要，很精要的這種「種種妙法」。 



 

說種種妙法 

其心無所畏： 

善能演說種種妙法 

其心安穩 

無所懼畏 

 

他的心不怕，不怕苦、不怕難，苦難對他來說沒什麼困難，所以「善

能演說種種妙法」。這樣很需要的時候他就可以說，不需要的時候他就

隱密起來；若是需要，他可以向大家說。這平時的典範，也能夠領導

大眾。「其心安穩」，安穩，能伸能屈，這些菩薩他們每秒鐘就是精，

就像金石一樣，很精要，不會浪費時間。這種無所畏，「無所懼畏」，

這種的心態在修行。「說種種法」，就是「利他」。 

 

說種種法 

利他 

應機說法 

縱橫不一 

曰種種 

依言釋意 

皆契玄機 

曰妙法 

 

「應機說法」，能夠應機說法，如依根機來說話。「縱橫不一，曰種

種」。看是直的，要從直的說下來，「古代古代、過去過去……」，就是

直的，和未來。或者是「哪一個國家與哪一個國家……」，這叫做橫

的，叫做「縱橫」。不論是直的、是橫的，它都是高低、橫直都很普

遍，可以法都能夠說。所以，「依言釋意」。拿出來的話，他就可以解

釋很多事情，這個玄機，很深奧的道理，他都有辦法去分析，這叫做

「妙法」。簡單的幾句話，他有辦法將很多開闊的話，將它解釋出來，

這就是叫做「風雲感會，有所作為」。 

 

風雲感會有所作為 



各能人賢士雲湧 

應物無私 

曰無畏 

自他二利之德 

悲智相導 

善巧方便 

般若 

其在斯時 

 

這就像天空，雲是如何集過來？雲是如何散呢？其實就是風，風會集

雲，風也將雲吹散掉，所以「風雲感會，有所作為」，那個形態出來

了。同樣，有為法在人間，有為法，善有為法，我們過去不是有一段

一直在說，「有為法」、「無為法」嗎？是啊，有為法，人間，什麼時候

在某一個地方，發生什麼事情，這件事情要趕緊來，共同凝聚這念愛

心。 

 

一念戒慎虔誠、無私大愛，天地同一心，就是這樣「風雲感會」，就是

這樣會合起來了。大家善有所作為，這種的心念大家起動了，分分、

點點滴滴要去付出，這就是「各能人賢士雲湧」的時刻了，就是在這

個時候，有愛心的人共同來呼籲。大家應該要付出一點點，盡一分心

意。所以，「各能人賢士雲湧，應物無私」。看到人生這麼無常，災難

偏多，不要再有私心，大家付出。 

 

我們要無畏心，不要怕。所以，「自他二利之德」。我們付出愛心，對

我們是表達一分的虔誠，也是一分的福，但是對那個地方，是接受到

一分的誠意，他們也會很感動，所以自他利益。「悲智相導」，也是慈

悲，也是智慧。「善巧方便」，這就是有所作為，善巧方便，也是「般

若」，「般若」就是智慧。福和慧就要在這個時候，所以我們能夠「身

心合成，日益增長，名不退」。我們這種愛的力量總是要用心，時時付

出，沒有間斷，這最虔誠，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 年 9月 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