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905《靜思妙蓮華》於法生疑 離菩薩行 (第 1495 集)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無正信心，於正法中猶豫無決，迷惘不了，是名疑惑；於佛法中心

生疑惑，而不愛樂，是離菩薩行。 

⊙「我於伽耶城，菩提樹下坐，得成最正覺，轉無上法輪，爾乃教化

之，令初發道心。今皆住不退，悉當得成佛。」《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

第十五》 

⊙「我今說實語，汝等一心信，我從久遠來，教化是等眾。」《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我今說實語，汝等一心信：佛說：我今說實語，正敦信立言。昔云

今生，伽耶成道，是為劣機，方便而說。今云久成，是說實語。汝等

皆當一心信受，勿生疑惑。 

⊙我從久遠來，教化是等眾：我從久遠曠大劫來，教化是等大菩薩

眾。久遠塵點劫前成道，甚大久遠之文。略開近顯遠，正指此也。 

⊙此頌結勸生信。佛前言諸菩薩眾為成道後所化，而於此忽言久遠教

化。雖欲以佛之果德微示其機，正恐非眾生思議所及，故佛先再三勸

信其為實語也。 

⊙「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及無數諸菩薩等，心生疑惑，怪未曾有，

而作是念。」《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心生疑惑，怪未曾有，而作是念：是時會中聞法大眾心作念。一疑

釋尊成道未久，二疑菩薩智慧神通，所以驚怪。 

⊙彌勒等既聞菩提樹下瞬時體同太虛，合會覺海，乃教化之。又聞久

遠劫來教化等，由此故動執生疑。 

⊙一燈燃起，能照破千古闇，佛之心燈，能除滅眾惡癡闇。 

 

【證嚴上人開示】 

無正信心，於正法中猶豫無決，迷惘不了，是名疑惑；於佛法中心生

疑惑，而不愛樂，是離菩薩行。 

 

無正信心 

於正法中猶豫無決 

迷惘不了 



是名疑惑 

於佛法中心生疑惑 

而不愛樂 

是離菩薩行 

 

各位，要用心！人生要很用心，時光短暫，真的是時間是來不及！日

日時間在分秒中流逝過去，每一句話、一個字也是這樣，句句秒秒隨

著時間，同樣是無形蹤地消失。我們要用心、專心，句句入心，我們

刻在我們的心版裡，我們才有所得，所以要時時多用心。好像一年的

三百六十五天，「多用心啊」，到底說過幾千遍了？是啊，用心才有辦

法將佛法和事與理，印證在我們的心版裡，要不然如水流逝，這樣一

直流過去，流過沒有痕跡，那就很可惜了。要建立一個「信」也不簡

單！雖然信心說起來是這麼容易，但是在人的心真正建立起來，是很

不簡單！佛法這樣說，「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我們要

建立信心，我們才有辦法，產生了我們的心得；若沒有信心，我們就

沒有心得了，聽得再多，我們的心都無所得，所以常常叮嚀我們，多

用心啊！尤其是要用的是「正信心」，我們若沒有正信心，我們正法就

無法入心。 

 

我們日日在面對著事、物、人，我們相信嗎？「相信，我人人都相

信，我事事都相信」，你懂得選擇嗎？選擇要相信的，是對的呢？不對

的呢？是「是」呢？還是「非」呢？你有所分別嗎？是非清楚嗎？

非，你去信，信邪倒見，去信偏差的道理，我們就顛倒了。不可啊！

千萬不可，毫釐偏差。我們若是毫釐的偏差，一邪，千千萬萬偏的

邪，所以我們要很守得住，這個「正」，正信的心。正信的心，我們所

接觸到的事，要如何來接事、要如何做事，這樣就會正確，就是在

「正」。我們將正法入心，我們用正信、正心、正思惟等等，自然我們

面對的人、事、物，我們就不偏差，所以正信心是多麼重要！ 

 

正信心若建立了，我們才有辦法「正法念」，正法念念在心，要好好用

心。要不然，沒有正信念，正法沒有在我們的心中，我們就是猶豫不

決。我對這個人，說這個事情；這個人告訴我的，我能夠下決定嗎？

唉呀，自己都猶豫了，我對人給我的，要如何來裁決？不知道要如何



來決定，又怕，很細心，怕一點點偏差，那責任很大。所以，做事情

若沒有正信念，沒有正法，我們時時都會猶豫不決。很多事情，對的

事情把握剎那間，要趕緊決定才有辦法。 

 

因緣一縱即逝，因緣在時間裡，所以我們也要很準確，用信心、正念

來解決事情，同樣的道理，要不然，那就是常常在那裡猶豫不決。儘

管你是很虔誠，卻是信心沒有練出來，正信、正法念，我們沒有練成

功，凡事來到我們的面前猶豫不決，這樣不行。我們就要很用心，訓

練我們自己，好好正信、正法念心，自然落實在生活中，對人、事、

物我們有決斷；不是果斷，是決斷，非常正確。我就是這樣決定了，

自然就不會受那個迷惘，你愈想愈多，愈是猶豫不決。我們的信心、

信念建立起來，沒有猶豫，就自然很準確就是決定，就不用又在那裡

迷惘，不要又在那裡猶豫了。這就是在人間，出世的精神在人間決定

人間事。 

 

這我們最近一直在告訴大家，一定智慧要拿出來，「四修法」、「四

智」，常常要讓大家很熟悉，和生活合而為一。不論接觸到事情等等，

大家開始就要磨練──無間修、無餘修、長時修，還要「尊重修」。這

是要時時，連連接接在我們的心中，在這個信念守持，不要間斷掉。

這大家已經印在心裡了，隨境，這個根塵接觸，自然我們就「成所作

智」，該如何做，我們馬上能夠會合、能夠決定。決定之前，當然「妙

觀察智」，已經很用心。所以，這種的心，都是在信心、正法中，這都

是關連，在日常生活人、事、物中，一定要訓練出來，要常常用心。

所以，我們若能夠沒有猶豫、沒有迷茫，這樣我們就能夠，真正脫離

了疑惑。我們若有猶豫不決，或者是有迷茫，無法了解，這都是一直

一直，無明不斷重重疊疊，讓我們這樣一直在疑惑中。常常說斷煩

惱，斷煩惱，我們就是要除去無明、除去煩惱、除去惑，一切都很清

楚；根塵接觸要很清楚，要如何合成去使用？這要很清楚。所以，我

們不能在那個地方猶豫，不能在那個地方迷茫，不能在那個地方疑

惑，這些都要去除，才能夠好做事。 

 

「於佛法中，心生疑惑，而不愛樂，是離菩薩行」。我們做事情就不能

有猶豫、不能有迷茫，就不能有疑惑了，何況在佛法中呢。我們若是



在佛法中有迷惑，或者是有疑，若像這樣，自然你的內心，就無法生

起了對佛法的愛樂。我們最近一直說，要好樂佛法，我們若沒有好樂

佛法，我們不會去追求，所以我們要好樂，內心要很愛，愛法。因為

我們法入心，我們得法喜，很歡喜，每天聽、每天受用，事與理會合

在生活中，每天都生活在法喜中，所以生起了這分的愛樂，真正歡

喜。我們若有疑惑呢？我們就無法生起了，愛樂佛法的心，所以我們

要有愛樂。看看，大家聽法，在這個地方、這個時間說話，多少國家

有時差，但是沒有秒差，同這個時間這麼多道場，大家同時聽一樣的

聲音、看一樣的影像。每天，若是在亞洲，在我們的地方裡，每天早

上都是四點多就要出門，五點多到達，趕上了現在聽經的時間。三、

四點就要醒了，準備要出門，這樣到集會的地方去聽經，這都是好樂

佛法、愛樂佛法，聽得歡喜，每天、每天連續，幾年來如一日，這叫

做「愛樂」。 

 

有時候外地來的菩薩，有事情回來了，看到師父就說：「師父，很歡

喜，我早上又得到一個法！」原來是「晨語」聽到的。又再聽到我們

的志工菩薩，醫院走一走、看一看，回來醫院志工的心得，他就用早

上的法，套上了所看到人生的無常，所聽到的，「哦，這個法，原來我

已經用在，什麼樣的環境中」。聽到他們這樣在分享，也是很歡喜！不

論是聽來的歡喜，看到事情，事和理會合歡喜，再轉述來說給我們

聽，而我們也很歡喜；同一個法，講者歡喜、聽者歡喜，與事、物會

同，歡喜。這種的感受，歡喜。 

 

現在薰法筆記也出來了，看到他們每一篇的生活中，都與聽法有關，

改變他的人生，這叫做「愛樂」；愛樂佛法，把法聽入心了，用在生活

中，這叫做「愛樂」。但是心若有疑惑，那就是「而不愛樂」；而不愛

樂佛法，這樣就是「離菩薩行」。他無法發心，無法啟發到，他的愛

心、信心、念心；無法啟發，自然他就無法接近菩薩行，就是離菩薩

行了。所以，我們要聽法要很用心，用正信心、正法心，要在正法

中，每天、每天聽，做事情自然就沒有猶豫了。我們要做的事情，準

確的決定，我們的心沒有迷茫，也沒有疑惑了，在世間事很清楚，對

佛法無疑，完全信任；不只是信任，還是信受奉行，力行菩薩道。這

是很重要，要用心！ 



 

前面的經文就是這樣說：「我於伽耶城，菩提樹下坐，得成最正覺，轉

無上法輪，爾乃教化之，令初發道心。今皆住不退，悉當得成佛。」 

 

我於伽耶城 

菩提樹下坐 

得成最正覺 

轉無上法輪 

爾乃教化之 

令初發道心 

今皆住不退 

悉當得成佛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釋迦佛對彌勒菩薩的回答，就是：「現在地下湧出各地來的，這些菩

薩，這些都是我長久以來所教化。」這是再更前面的經文。但是現在

佛陀卻是說，「我於伽耶城」，那就是今生了，佛陀二千五百多年前，

降生在迦毘羅衛國，那個時，皇宮裡面產生了這位太子，長大時出皇

宮，就去修行，離開了。在修行的當中，在伽耶城，「菩提樹下」，他

眼光與星光接觸了，突然之間，那個覺性，與天體合而為一，天地宇

宙之間無法不通了，完全一切通達，那個心境。 

 

這也常常在描述。佛陀的心，心包太虛，那個覺性，已經與天地宇宙

合為一體，有什麼事情他不清楚呢？所以，現在佛陀向大家這樣說：

「我在伽耶城菩提樹下，開始覺悟之後，成正等覺。」覺悟之後，開

始離開了那個道場，開始到鹿野苑，向五位講說「苦、集、滅、道」，

轉「四諦」法，成立了佛、法、僧，這完全完成了。 

 

這我們都說過了，從這樣開始，佛陀就是開始走上了，這個教化之

道，從那個時候開始，那就是教化。一直設方便法，隨機逗教，不論

是小、中、大乘法，三乘法從這樣開始，應眾生的根機，深、淺的

法，大、小根機，佛陀能夠一語多觀照。較愚鈍的，他所接受到的那

就是淺淺的，他聽得懂；較中根機的，在淺中有含意；更加利根的，



含意中有無限量的道理。這就是佛陀他的說法，他有無礙樂說的辯

才，所以一語多觀照，能夠什麼人、什麼樣的根機接受到，聽就能接

受、能夠了解。這當中，不論什麼樣的根機都能夠接受，所以「令初

發道心」的人，他們也能夠接受。 

 

各種不同的根機，大家信受佛陀所教育，一信受就是「皆住不退」，也

是有辦法這樣接受佛法，就開始發心了。既發心了，開始修行，立志

堅固，自然他方向準確；方向準確了，開始用功。開道者開始堅定的

信心，一直向著正確的方向開道，所以「經者，道(也)；道者，路

也」，修行往前走。大家最終也是能夠到，成佛的地點。所以佛陀說：

「我今說實語，汝等一心信，我從久遠來，教化是等眾。」 

 

我今說實語 

汝等一心信 

我從久遠來 

教化是等眾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我現在已經很攤開說真實話，從三乘法一轉，攝為一乘，一實乘法告

訴大家。所以，前面已經，十四品之中，已經「跡門」就是都說了，

說過去、現在，因緣、譬喻、故事。佛陀用種種法適應種種根機，那

個「跡門」這樣過了，現在回到這個時候，就是要趕緊將「本」，「本

門」，我們現在要回歸根本。法的源頭如何來？修行是如何開始？這法

的源頭。所以，佛陀一直在叮嚀，「本門」，要講源頭，一直要大家相

信，這個信心，這段時間一直說要相信，就是要相信。 

 

佛陀在這裡又再說：「我今說實語。」又再很明顯告訴大家，「我現在

是說真實的話，大家要很相信，打從內心的真實語說出來，大家應該

要一心信，要一心一意來相信。」若不相信，菩薩道就建立不下來；

若不相信，佛法無法衍生下去，所以人人要有信心。 

 

所以，接下來的經文就這樣說：「我從久遠來，教化是等眾」。你若想

要知道這麼多從地湧出，這些菩薩的因緣，我從久遠以來教化，就是



這些人。我們前面的文也有說了，這些人是我所教化，是我的弟子。

我們前文，大家應該還要有記憶，這些就是我的弟子。 

 

所以，「佛說：我今說實語」，就是要讓大家很知道，佛陀是真語者、

實語者，沒有妄語者，《金剛經》是這樣說，所以，在這個地方還要向

大家說，佛陀親口告訴大家：「我說真實的話。」這是要讓大家建立那

個信心，絕對要相信；不相信，無法再聽下去，一定要相信，才有辦

法受用。 

 

我今說實語 

汝等一心信： 

佛說 

我今說實語 

正敦信立言 

昔云今生 

伽耶成道 

是為劣機 

方便而說 

今云久成 

是說實語 

汝等皆當一心信受 

勿生疑惑 

 

所以，「昔云」，過去說或者是現在說。在「跡門」在說過去過去的因

緣故事，現在回過頭來說在現在今生，從成道、說法……。其實自古

至今都是一樣，佛陀所說的法都一樣。「伽耶成道」。在開始，佛陀要

來鹿野苑講法，他也經過一番的思考！ 

 

眾生剛強，要說的法，無法直接說，應該要適用辦法。雖然很簡單，

人人皆有佛性，直接的話說出去，人人都有成佛的源頭，大家共同

有，「心、佛、眾生三無差別」。這這麼簡單的法說出去，眾生無法相

信。所以不得不思考如何去說法，讓大家能夠信受人間法，然後這人

間法都很清楚了，才有辦法懂得，如何脫離人間的出世法，回歸到真



實的本性來。這是佛經過思考過。所以，他必定這四十多年間，「為劣

機」，就是較鈍根器的人，就要「方便(而)說」，用方便來說。「今云久

成」，前面的經文我們說，我久成佛道。「這些都我度的，這些都我教

化」，前面我們說過了。這是說實語，這是真實語，若說我現在才成

道，這是方便，為了適應眾生，若因緣會合，我就來這個地方示

「生」，在這個人間出生，在這個人間長大、修行、成佛，這是顯跡給

大家看，這都是方便。 

 

其實佛陀不用再來受生了，他是為了度眾生，所以這都是過程，這個

過程就是為了劣根機的人。所以佛就用這樣的方便法，應化身在人

間，所以現在說的，在說過去的「久成」，已經很久很久以來，這個道

心、這個源頭，就已經有了，這是真實語。「汝等皆當一心信(受)」。

大家要好好相信、要好好接受，不要有疑悔。我們就是要信佛，依教

奉行，這個教法我們一定要這樣走。所以，「我從久遠來，教化是等

眾」。 

 

我從久遠來 

教化是等眾： 

我從久遠曠大劫來 

教化是等大菩薩眾 

久遠塵點劫前成道 

甚大久遠之文 

略開近顯遠 

正指此也 

 

「我從久遠」以來，「曠大劫來」，「久遠」是很長久，「曠大劫」，是無

法去計算的數字，很長久。「教化是等大菩薩眾」。所以這這麼長久成

就，不斷不斷生生世世在教育，所以長久的時間，陸陸續續。我們過

去在說「恆河沙」，很多很多，愈來愈成熟。就像這樣，就是很多，就

是用長久的時間、長久的空間、無量數的人間，他就用「曠大劫」，這

樣不斷來度化、教育，可見成佛了就是這樣，這麼耐心，成就這麼多

人，現在湧現在靈鷲山聽法的大眾。 

 



所以，「久遠塵點劫」。大通智勝佛，塵點劫那以前，已經就聽法了，

就已經很透徹了解，再覆講《法華經》，十六王子時。大家，我們應該

全都記得。所以，「甚大久遠」。塵點劫，很長久。所以，「略開近顯

遠」。就是這樣，開啟了過去過去無量無量世、無量劫的時間，就是這

樣一路來，簡單就是要向大家敘述，過去所顯跡是這麼多真實法。這

就是過去所教化，現在所成就這麼多的菩薩。這是偈文，這段偈文是

覆講在長行文，再複頌。 

 

此頌結勸生信 

佛前言諸菩薩眾 

為成道後所化 

而於此忽言 

久遠教化 

雖欲以佛之果德 

微示其機 

正恐 

非眾生思議所及 

故佛先再三勸信 

其為實語也 

 

所以，「佛前言(諸)菩薩眾，為成道後所化」。佛前面所說的這些菩薩

眾，是成道後，才感化過來的，「而於此忽言久遠教化」。明明就是

說，在伽耶城菩提樹下覺悟，然後，覺悟之後才開始說法，才開始教

化，現在在講法，是這樣。忽然間來到法華會，在這個靈山會上忽然

說，這些都是過去所累積來的。佛陀是怕大家要信會起疑，所以佛陀

還要再重複，再讓大家了解。 

 

所以，「雖欲以佛之果德，微示其機」，用佛的果德。佛陀已經成佛，

那個累積來的，那麼長久的時間，現在已經，已經是成這個果德，那

個累積。「六度萬行」也一定要過，而且要那麼長久的時間，累積來的

果德，現在要來表現，這不是我們眾生會有辦法，去思考、去測量，

這實在是沒辦法，我們的根機，我們的思量，真的無法能夠完成體會

了解，佛陀考慮到這樣，一般的人也無法體會。 



 

所以，「佛先再三勸信」。勸信，大家要相信，我說的是真實語。佛陀

對眾生要接受，他是累積那麼久的時間度眾生，也怕我們聽法會起

疑，不相信，所以佛陀再三告訴我們，「一定要相信，我說的是真實

話」。可見我們給佛陀的信心還不夠，眾生的剛強難調伏，佛陀還是要

一直交代，「你要相信，我是真實話」，所以，我們要好好用心。 

 

所以，「爾時」，接下來這段經文再說：「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及無數

諸菩薩等，心生疑惑，怪未曾有，而作是念。」 

 

爾時 

彌勒菩薩摩訶薩 

及無數諸菩薩等 

心生疑惑 

怪未曾有 

而作是念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因為，看，在那個時候，因為彌勒菩薩是大菩薩，尤其是加上有很多

菩薩，彌勒菩薩，是代替很多菩薩來請問，問佛陀：「這些菩薩是如何

浮起來的？他們的因緣是如何？」但是經過了佛陀來講這些因緣，彌

勒菩薩，這個「本門」中。「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及無數諸菩薩

等」。就是彌勒和這些菩薩。雖然問了，佛陀也答了，「心生疑惑，怪

未曾有」，還是不可思議，連彌勒菩薩，連群眾，那些菩薩還是有疑

惑，怪未曾有，「啊，不曾聽過」。 

 

不只是那些人，前面問，不曾看過，現在佛陀所答的，他們也說不曾

聽到。這在場的菩薩就有這樣的疑，何況佛陀要對後面的眾生，當然

他也要再叮嚀、再交代。其實彌勒菩薩也是一樣，我們過去，文殊菩

薩在〈安樂行品〉，文殊菩薩也擔心，我們眾生要接受佛法，聽到佛陀

說要持佛法也會遇到，這樣、這樣、這樣的困難，文殊菩薩也擔心這

些人聽到，會退失道心嗎？會嚇到他們嗎？所以，文殊菩薩故意問佛

陀：「佛陀！既然這麼困難，要如何去傳法呢？」佛陀才又開始，「安



樂行」的方法才又說出來。現在彌勒菩薩也是一樣，彌勒菩薩他也是

擔心，佛陀這樣說，就結束了，沒有人問，未來的眾生難道有辦法相

信？所以他們用那個時間，要來為未來的眾生，讓他們更清楚、更加

信心堅定。因為彌勒菩薩是未來將成佛，現在的補處，未來將成佛，

所以娑婆世界的眾生，和彌勒菩薩也有很大的因緣，現在大家好好

信，以後要度也較好度。 

 

所以，彌勒菩薩他又再同樣，代表這些菩薩表現，「心生疑惑，怪未曾

有」，感覺很奇怪，過去都不曾聽到，所以「而作是念」。 

 

心生疑惑 

怪未曾有 

而作是念： 

是時會中聞法大眾 

心作念 

一疑釋尊成道未久 

二疑菩薩智慧神通 

所以驚怪 

 

這是彌勒菩薩和這些菩薩，要表達的心聲，大家心也有存疑，這是會

中聞法的人的心念，他們一來是疑，釋迦牟尼佛成佛還未很久，四十

多年而已，到現在講《法華經》，也是才四十多年而已。佛陀方便法是

四十二年，四十二年後，才開始講《法華經》，所以佛成道才四十多

年，所以成道未久就說度這麼多人，所以他們的心有疑。 

 

第二，是「疑菩薩智慧神通」，所以大家驚怪。因為從地湧出、這些都

是看來很有智慧，也是已經德行具足了，這些人，豈是佛從在這個人

間成道之後，這樣說法就沒多久，怎麼會成就這麼多人呢？這是他們

要表達這個疑念，這是彌勒菩薩的疑念。 

 

彌勒等既聞 

菩提樹下 

瞬時體同太虛 



合會覺海 

乃教化之 

又聞久遠劫來 

教化等 

由此故動執生疑 

 

在菩提樹下，佛陀菩提樹下瞬間體同太虛。那種心與天空的星，這樣

一接觸到，這完全，釋迦佛那時候，突然之間與宇宙完全合為一體，

所以「體同太虛」！這忽然間會合起來，「合會覺海」，那時候佛陀的

智慧覺海，完全現前了，他的心與天空、大海完全會合，天地之間完

全會合，慧性覺海完全呈現出來。從這樣開始成正覺，才開始來教

化。大家知道佛陀成正覺了、開悟了，教化眾生，大家相信。但是要

說，那長久劫的時間在教化，大家就會生疑了。度化這麼多人，但是

到現在才成佛。而這些菩薩那麼有成就，是如何教？能夠教出了這麼

多的菩薩，這麼有成就？這是大家的心疑。 

 

這也是很難怪，因為人人都有一個燈，有一盞燈，我們人人都有一個

真如本性，只是我們就是被無明煩惱，將它遮蓋掉了，所以使我們原

來的真如本性，被掩覆起來。就像燈，燈火還未點亮，「一燈燃起，能

照破千古闇」，只要一盞燈點起來，一間暗室，千古都將它關得密密，

黑漆漆，只要你一支燈進去，不就是整間暗室就亮起來了？ 

 

一燈燃起 

能照破千古闇 

佛之心燈 

能除滅眾惡癡闇 

 

同樣的道理，佛，佛的心，心燈若點亮了，他開始就能夠，除滅這個

惡癡的暗。眾生的心，這種惡劣愚癡、無明闇蔽，只要能夠接收到佛

的教法。佛就是叫做「覺」，「覺」叫做「理」，道理；接受到道理，人

人心中都有一支蠟燭，我們若接觸到那個道理，就是這個燈光的火

源，我們若接觸到，同樣，人人這個千古以來的暗室，也會亮起來。

這是一定的！而我們若是常常在暗室裡面，無明複生，造業就很大。 



 

各位菩薩，要，要將這分，我們的心要不斷將無明擦掉，將我們清淨

的心念，要常常保持著，這樣很單純、很乾淨。佛法接受了，入人群

中，人群的煩惱就是我們的菩提，「煩惱即菩提」，就是我們的道場。

我們真正是在這個滾滾紅塵中，看盡了人間疾苦，從遠方宏觀天下，

天下間，在現時此刻有多少苦難人，在水深、在火熱之中呢？每一天

早會，我們說多少國家？感受過多少國際間？ 

 

各位，從這樣之中去探討它，很多眾生無明業招感著。我們要很用

心，不論是「晨語」或者是「(志工)早會」，這些道理源源可以從人間

事中，來印證到，所以我們要珍惜，珍惜在我們現在此刻的平安。現

在此刻接受到法，我們要將正信心、正法念，我們要用在我們日常生

活中。我們有這樣的心念，我們才有辦法，與菩薩道契合起來，要不

然我們離菩薩道會很遠，我們很迷茫、我們會很疑惑，都是在人我是

非中在造業，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 年 9月 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