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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菩薩行當持淨戒 

慎調身口意誠諦理 

柔和善解離諸惑妄 

意念身行言柔軟語 

 

  用心阿，多了解啊！修行，修菩薩行，這是我們人人修行者所發

的心願。我們既然要修行，除自利，當然我們也期待兼利他人。對自

己的發心立願，那就是弘誓大願，度盡一切眾生。而我們自己的身行

若沒修，無法做人的典範，要如何去度眾生呢？所以我們一定要修持

淨戒。淨戒就是戒、定、慧，我們要好好修持住。而這戒定慧，就是

從身口意業，有這身體，我們的意念一動，身體所表達的，身有殺、

盜、淫、妄、酒，這都是我們身體所做的。那口呢？就有惡言、綺

語、兩舌、妄言。而我們的心就有貪、瞋、癡、慢、疑，有很多，都

是我們的心開始一動，我們的身體就開始動作。身體的動作，口頭上

開口動舌，有多少業合成啊！這就是叫做造業。 

 

  明明我們也是在做好事，在這大團體中，大家互相勉勵，互相鞭

策，這是最好的一個修行團體。有時候一個習氣，開口沒注意，平時

我們過去的習氣就是如此。所以我們的開口動舌，看到一群人的行

為，眼睛看到，不合我們的意，口頭就是惡言，要不然就是兩舌。這

樣對人就在團體裡讓人覺得：某某人不是很發心嗎？為何待人接物這

麼的不圓融呢？這就我們是眾生平時的缺點。眾生的缺點，我們應該

能夠修。在眾生群中好修行，若能這樣，修行並沒什麼困難。我們應

該常常提高警覺。既然發心要修行，在人群中我們要如何與人能夠很

圓融。別人的習氣，我們若有機會再與他「同事度」。再來跟他說，

「你哪一天的態度，感覺你在對誰。平心而論，對方說的這些話也沒

什麼不對啊，何必你要用這樣的聲色待人呢？」用朋友的態度，這種

利行、同事、愛語，這都是我們平時能夠付出的，這叫做布施。在大

團體中行「四攝法」，是如此簡單，我們要如何來度人。 

 

  當然，我們要做到很圓融，度人很圓融，在人群中。有人說：「我

都在裡面修行，又沒有機會出去弘揚佛法。」其實，佛法在哪裡弘揚

呢？在我們的周圍，在我們同修者，人群中。在人來人往這樣的人群

中，這無不是讓我們弘揚佛法的機會，這無不都是讓我們結好緣。這

就是我們的道場，我們要到哪裡找眾生來度呢？所以四攝法「布施」，

就是我們身體要好好修行，舉止動作無不都是人看到的典範，人家就



會覺得：修行很了不起，打從內心的尊重修行人，你能夠你的態度入

他的心，這樣就是布施了。 

 

  「利行」，我們修行，己修己得，他不修不得。是不是樂觀？看到

他不修行，我修我自己得，那是他的事情，與我無關。總是這樣，不

可以！我們應該一時看到那個境界，我們同修者的態度不太適當，這

個當下我稍忍一下。之後，再找機會來跟他好好講說，來互相批評指

教，這都可以。批評就是「他說這樣沒有錯，你的態度是這樣，我感

覺起來，若能夠如何如何…」，這也叫做「利行」。我們利益他，為了

他好，為了他不要…我們看到不順眼，別人看到他，也不順眼。讓他

無法修行，同時與人結不好的緣，這樣我們與他同修，我們也是失責

了。我們自己修行好，也期待對方修行好，這叫做「利行」。 

 

  你要「利行」他，當然開口動舌就要「愛語」。我們要用我們的柔

言愛語來和他說話，我們說的話，他會聽得進去，這種愛語。在「同

事」當中，這就是在度眾生，所以這叫修行。要不然我們在發願時

「眾生無邊誓願度」，在我們旁邊，我們的周圍，我們的同修者，我們

都不願意去度了，是要如何「眾生無邊誓願度」呢？所以我們要先從

我們自己的心調起，然後想辦法來利益在我們周圍群眾中。這樣無時

不在四攝法中；布施、利行、愛語、同事，這就是我們修行，而且是

叫做修菩薩行。菩薩行我們時時都做得到。 

 

  如剛才說的，我們同修者這樣多人，來來去去很多人間菩薩在我

們的道場進進出出，志工很多。讓他們明瞭什麼叫做修行，什麼叫做

行菩薩道，這也是很重要啊！有機會，歲末祝福，大家出門去，歲末

祝福在社區，面對著一次出去都是好幾千人，這樣不就是在度眾嗎？

平時的福緣，出去時那就是慧，我們要用何方法啟動人這分虔誠的

愛。這都是每天在道場裡面修行，出門也是在修行。這就是靠我們

「當持淨戒」，回來的時候好好地修，戒定慧好好修，從我們要很謹

慎，「慎調身口」。 

 

  身與口，這就是表達出來你的身行。你的心在想什麼，我不知

道，但是你的身行動作，看到了，這個人很莊重，很莊嚴、很穩重。

做每件事都乾淨俐落，說話非常達道理，這就是在我們的身與口，人

家看得到。其實人家所看得到的，我們要常常警愓我們自己的心。我

們的心，我們自己知道，所以要時時培養「意誠諦理」。我們的意，心

意常常要調。最近不是說「誠之情誼」，那就是「人間祥兆」。是啊！

我們要人間能夠很祥和，常常瑞氣千兆，能夠這樣，當然就是要人人



人人都是用至誠的心，通達道理，這種很誠懇的心。你的心意若不

誠，道理要如何通達呢？所以我們對自己要一直一直調和，我們的意

要很誠懇，侍人接物我們要很誠懇，我們表達出來的身行，我們說話

出去的聲音，是不是能啟動人的心意呢？向好的方向，向正確的方

向，這就是我們如何用我們的身口來度化眾生，看我們的心意有沒有

誠懇？ 

 

  古人一句說這樣說：「誠之至，金石能開。」我們若很誠意，讓你

說心再硬的人，再頑固如鐵的人，我們也能夠讓他頑石點頭，這就要

靠我們的誠意。誠意是我們平時培養出來，有誠意的心，你才能道理

通達入心，這很重要，請大家要用心。 

 

  「柔和善解離諸惑妄」，我們培養我們自己的心意，身口意讓人感

覺到的就是柔和善解。修行就是要改變，過去我們的習氣如何不好，

我們的態度如何的差。但是修行之後，這「柔和善解」不能沒有，要

「離諸惑妄」。我們在人間就是這樣執著，「這是我的人」，「這是我的

孩子」，「這是…」等等，都是很執著，就會偏私。 

 

  要知道，這次我出門在台南，當然聽到很多人間誠意度化人間的

人，也很多。也有遺憾的，身苦病痛或者是痛失親人等等，都會聽

到。其中有一對夫妻，在早上就帶著另一對夫妻來了，大家法親全都

陪伴來，就訴說這位莊居士，這是一對父母。他就是一個兒子，在今

年(2014年)十二月初，出去的時候，就是在種樹時。因為這個孩子是

他的大兒子，是個很乖的孩子，而且他的個性很寧靜，很喜好園藝，

就是喜歡景觀，他就去讀景觀的專科學校，也曾代表台灣出國比賽，

還拿到金牌，很風光地回來，報紙也有這樣報導。就是很乖，還很用

功，畢業了。這孩子的善良，在八八水災時，莫拉克颱風，南部水

災，我們在蓋永久屋時，那個時候他才十多歲，也跟著人家投入在那

個工作，志工工作團中，幫忙蓋房子，幫忙做園藝，幫忙鋪連鎖磚，

這個孩子是父母很疼，很乖，很孝順。 

 

  但是今年畢業之後，他就去找工作，當然就是要到景觀的公司，

就是現在這景觀公司。十二月才上班，還沒一個月，就是在十二月初

在挖一棵樹，很大的樹，要移植到它處，都斷根了，周圍都斷根好

了。時間到中午了，要吃飯了，所以周圍的根都斷了，只剩主根還未

斷，但是，要休息了，時間到中午用餐了。用餐完畢回來，他與另一

位工人來到這棵樹旁邊時，忽然間，這棵大樹倒下來，不偏不倚往這

二人壓下去，這位莊居士的兒子就這樣往生了。送到醫院，如何急救



已回天乏術了。 

 

  這個老闆心很難過，這樣好的年輕人，在我的園區裡，工作中被

這棵大樹壓下去，送醫院回生乏術。這對父母那種心痛，但很勇敢，

就說：「我的兒子若救不回來，器官能救人嗎？」因為樹壓下去，很嚴

重，內臟沒辦法捐，那還有什麼可以捐？唯有眼角膜，就是眼睛。

好，能捐我一定要為他捐，這是他的心願，達成兒子的心願。所以，

孩子是這樣消失了，父母的內心，這兒子往生是多麼讓他們心痛，但

是他們選擇的是原諒。因為父母都是慈濟人，說：「師父說普天三無─

沒有我不愛的人、沒有我不原諒的人、沒有我不信任的人，我應該要

做到。」所以他們選擇原諒。這個原諒，若沒有善解，這種平時在法

中，以法來滋潤他的心，怎做得到？平時夫妻都很柔和，是孩子的典

範，他們包容、善解，反過來安慰這老闆，老闆越是心過意不去。不

只他的兒子往生，還有一位工人，送到醫院，怎麼的急救，就宣布半

身沒有知覺，所以到目前為止，在台南的醫院，這人還是半身沒有知

覺，老闆他很擔心，要如何對人說呢？ 

 

  這對父母，我們的慈濟人，他就說：「事情都已經發生了，你就不

要擔心了，那個人（還是要去說）」。我就告訴他：「你能陪老闆去，既

然你原諒了，你能陪著老闆去向那個人的家屬談，去和他同理心分

享。希望醫療可以盡心力，但是如果沒辦法的話，如何去善解他的

心。」這對夫他們說：「是啊，我們願意。」跟老闆說，「事情都已經

發生了，要振作起來，我們也是很心痛，但是我們就是這樣，聽法

了，要度過這個難關，我們共同來度過這難關。」 

 

  你看，他最心痛，最愛的兒子，這樣忽然間不見了，他還能說這

樣的話，對老闆說：「我們來共度難關。」他願意幫助他，去說話。這

不就是「柔和善解離諸惑妄」？我們人間，世間生命就是這樣，這樣

的因、這樣的果而來，既成的事情，再擔心、計較又有何幫助呢？一

點幫助都沒有。最重要的就是聞法，我們能夠了解人間的法則，「既來

之，則安之」，業力既然來了，如何讓心安下來。所以這位父親，莊居

士他就說：「我以我的兒子為傲，他是這樣這麼的乖，人人的口中都很

讚歎。看到他出國比賽回來，在新聞畫面上，真的我也很歡喜，尤其

是用他的生命來教育我，成長我的慧命。」 

 

他說他的兒子是用他的生命來教育父母成長慧命，這不就是善

解。這種「離諸惑妄」，若不是「柔和善解」，哪有辦法這種悲痛的事

情那麼快他就轉念過來，他就能再幫助別人。 



 

  看，這就是人間菩薩，平時修持，法聽了，沒有漏掉。所以「意

念身行言柔軟語」，說話很柔軟，那一天聽他在說話，好像很輕安自

在，倒是那位老闆哭得很傷心，很不捨。他一直拿紙給他擦眼淚，這

實在是人生，只要我們的心看得開，世間有什麼過不去的事情呢？這

就是學佛的目標，我們要好好用心啊！ 

 

經文：「又以軟語，若如我子，長者有智，漸令入出，經二十年，執作

家事。」 

 

＊「由此三四，二五，七、八」：入見道法，即是入聖道之真子。 

＊「重頌長行經文所述」：更與作字，名之為兒。 

 

  昨天我們說「又以軟語」，那位長者已經去接近他的兒子了。然後

用種種的語言來誘引他，甚至還將他當作「你像我的兒子，和我很投

緣，就像我的兒子一樣。」雖然是他真實的兒子，不過還沒有很相信

之前，他就脫下莊嚴的衣服去接近他，循循善誘，一直和他相處到說

話投機，「你像我的兒子，我像你的父親。」所以「若如我子，長者有

智」，這是長者的智慧。「漸令入出，經二十年，執作家事」。也是要二

十年間那麼久的時間。「經二十年」，這個時間就是讓他有很多的東

西。就譬喻我們昨天說的七覺支、八聖道分，不論是「七覺支」或者

是「七菩提分」，「八聖道分」，這都是法。「三四，二五，七八」，我們

已經漸漸一直說過了，用這樣的方法不斷來誘引他。「二十年」，「二十

年」就是聲聞、緣覺。用這樣「三十七助道品」，以及「四聖諦法」，

苦、集、滅、道，一直接引他。二十年間，那就是聲聞、緣覺，一項

一項的道，讓他慢慢入心來，所以「入見道法」。所有的，不論是「四

諦」、「十二緣」或者是「六度萬行」，都不離開「三十七助道法」。這

樣不斷讓他入聖道，從「就如我的兒子」，其實就是要讓他漸漸入我們

自己真如本性，真正體會真如本性，這就是用方法。如朋友般來接引

他，然後：「這裡就是真正我們的家，這就是我們的家。」這樣慢慢地

接引。 

 

  「重頌長行經文」。我們在長行經文，須菩提舉這樣的譬喻，貧窮

子的譬喻，一直到迦葉尊者再接著重誦偈文，也是這樣。所以，所說

的就是「更與作字」，在長行文說「更與作字，名之為兒」，就如這段

文，「如我的兒子，我像你的父親」，而長行文說「名之為兒」。 

 

經文簡釋： 



 

「又以軟語，若如我子」；喻為相似佛子以誘引之。 

 

＊本是親生之子，曰若，曰如，相似之意。則人之貧富貴賤，唯業是

定，雖慈如至親，不能一時一毫可移易於愛子，達乎此，凡不安命

者，非愚則妄矣。 

 

  「又以軟語，若如我子」。就像很柔軟的語言去接近這個孩子，這

樣好好跟他說。這譬喻「相似佛子誘引」，將他當作兒子，這長者說：

「你像我的兒子。」用很柔軟的語言來接近他，這是相似。相似就是

好像，好像佛的子，佛子，這樣來誘引他。佛陀視一切眾生如一子，

所以我們大家都是佛的孩子，雖然不是羅睺羅，但是佛陀的心看所有

的眾生，不只是人類，蠢動含靈，佛陀的愛，都將之當作是孩子，這

樣循循善誘過來，這樣來誘引。 

 

  「本是親生之子，曰若，曰如」，就好像，相似，「好像」的意

思。其實本來我們人人就是，人人自己真如，就如我們的親生父親一

樣，我們自己脫離了我們的真如本性，脫離了我們自己的本家，不懂

得再回來，這是我們眾生的愚癡。要如何才能再回來？就要有這樣的

長者。就是佛陀他為一大事因緣來人間，目的就是要度眾生，鋪這條

回家之路。因為我們人人都迷失了我們的家庭，我們自己的真如本

性，他來指導我們如何回家，回歸我們的真如來。這是佛陀的慈悲，

就是「人之貧富貴賤，唯業是定」。我們人為什麼苦啊苦啊，這麼的

苦？而這個苦，誰能代替？我們自己的業，過去生就是這樣來的。但

是，「雖慈如至親，不能一時一毫可移易於愛子」。像這位長者雖然看

到兒子了，也無法說「你來，回來，回來了你就是我的兒子，我這些

都要給你。」這樣他就能接受嗎？沒有辦法。就像每個人在悲痛時，

誰能為他移易呢？ 

 

  除非就如剛剛說的，我們這位慈濟人，他將法聽得很入心，平時

「微渧先墮，以淹欲塵」。這就是長久以來，他都有在聽法，「普天三

無」他常常都放在心上。事情發生了，天下的人我都愛，我都原諒，

在這時他做出來了。對方是不是…人家已經原諒你了，他是不是這樣

就歡喜了呢？有良知的人是過意不去啊，那個心也無法「你原諒我，

這樣我就會歡喜」。因為一個人在這裡發生這樣的事情，另外一個人未

來的一生，我的心的苦，這要如何移易呢？這就是要慢慢來。也幸好

有這樣的人願意馬上膚慰，馬上來安，讓他知道「這個人…這邊我不

用和他有什麼很糾纏的，雖然他原諒我，我將來會回報他。」這種結



好緣，就只是這樣而已。但是那個心的悲痛，造成一條人命，造成一

個說不定是一生的殘廢，這在民事上或者是刑事上，都還不知道，還

是糾纏著的煩惱。儘管有人原諒、善解了。 

 

  同樣的道理，人生，各人都有因緣果報，事情發生在他園藝的這

個地方，也就是發生在要移植這棵樹，早不倒、晚不倒，偏偏人到了

樹下，就這樣倒了。因緣啊！分毫都無法移易。所以，愛子之心，儘

管是這麼的愛。但是，人人受苦，佛陀雖然要度脫眾生離開苦難，但

是眾生各人有各人的業力，必定要受過那些苦難。但是，法若入心

來，自然得法了，那心靈的苦自然就能跳脫出來。如莊居士這對夫

妻，他們有法在心。所以，苦，就能夠看得開，了解，想得通，這就

是要有法。要不然，哪怕即使是「慈如至親，不能一時一毫可移易於

愛子」，讓那個孩子馬上就接受，脫離，那是很困難。我們人人都是這

樣，所以佛陀要度眾生就是這麼困難。 

 

  「凡不安命者，非愚則妄」。我們若無法安於我們的生命，就是說

我們若無法了解因緣果報觀，無法將法入心來，慧命沒有增長，絕對

就是愚，愚昧的心，解不開就脫離不出來。所以在人間，這麼虛妄的

人生，人間沒有一時是定法，分秒不斷在過。同樣的，時間也一直過

了，這種虛妄，但是煩惱因緣總是糾結著，就是不能消。我們若有

法，自然就消；「無法度」就是不能消。所以，「非愚則妄」，這就是我

們眾生所以想不開，所以不知法，所以在愚癡苦難中。若是能開，他

就這樣說：「我的孩子用生命來成長我的慧命。」這是智慧者，這就是

有法入心。 

 

經文簡釋：「長者有智，漸令入出」 

 

＊「入出」：喻自行、教人。 

＊「漸令入出」：即長行所說：心相體信，入出無難。 

＊此即說方等教，讚歎大乘褒揚圓教。 

＊漸使趣入樂大乘法，糾正不偏，斥其守小不向大，漸令趨正向大。 

 

  再來說「長者有智，漸令入出」。這位長者去接近貧窮子，這位長

者就是自行教人。他自己脫下莊嚴的服裝，走入貧困的人群中去，仔

細去教人，自己要身體力行，才能去教人。佛陀成佛，也不是說「我

成佛了，我說的話，你們大家聽了，你們就能解脫。」不是，他還是

陪著僧團，過著僧團的生活，同樣和大家每天都要去化緣、托缽等

等。同樣受人恥笑、批評，外道毀謗等等，他也是要在人間受這樣的



人生。面對著這樣的凡夫的毀謗，佛陀也是要這樣。 

 

  所以，這是「自行、教人」。世間人對我這樣，我也是要忍，我也

是要用什麼方法來克服這種人間愚昧的眾生。這是佛陀的智慧，佛陀

的慈悲，現身來教育我們。所以，「漸令入出」，這個法要如何吸收入

我們的心？同時我們也要付出，付出就是兼利他人。入，就是自利自

修。法入我們的心，法就是財寶，我們要認真，了解一項，我們就得

一項財寶，叫做法寶入心。法寶入心，你還要再出，就是這樣再去度

人。雖然是發生這件事情，在你那裡為你工作，這是因緣就是這樣。

我原諒了，你不必擔心，我還能幫助你。看，這就是出，因為有法入

心，所以我願意再付出，不只是不計較，我看得開，我解脫，我還能

幫助你，這樣就是。 

 

  所以，長行文就是說「心相體信，入出無難」。我們若能將法真正

入心，在長行文有這段文字，「心相體信」，我們的身行就是這樣表達

出來，這事情發生就是這樣，但是我很快就表達出我原諒，因為我善

解，我原諒。我這樣，我的兒子還能幫助人，他還幫助我，了解人間

的無常。這種心，這麼寬大的心，表達在他的形相上，大家都看得

到。他的行為就是這樣心寬念純，選擇原諒，選擇幫助。這就是他的

信心，他對法，已經有信有解了，所以「心相體信，入出無難」。法要

入我們的 心不困難，要付出也不困難。這個故事是我們現在的人間

事。我才從外面行腳回來，你看，這就是人間的菩薩，怎麼說做不到

呢？ 

 

  下面這段文再解釋，「此即說方等教，讚歎大乘褒揚圓教」。菩薩

能做到這樣，這不只是在「阿含」，只是獨善其身。應該他已經進階到

「方等」，「方等」就是大教，自利，還要再利他，這是「方等」的教

法。甚至還受很多人讚歎，這種大乘褒揚，這是一種圓滿。所以剛才

說，我們修行，我們自己有缺點嗎？若有缺點，我們要趕快彌補，在

我們的人群中，雖然我們這樣修行，不是我獨善而已，我還要讓其他

人也能得到這樣的法的善，這樣才是真正圓滿的人，所以這叫做圓

教。 

 

  「漸使趣入樂大乘法」。讓這些人大家能慢慢能了解，其實行大乘

法是這麼的簡單，不要只是那麼困難，說：「我害怕，害怕攀緣。」好

緣，我們要時時與人結好緣。「糾正不偏」，就能糾正人人偏私的見

解，讓我們行大道者不偏，就是這條大菩提道直，你就是向前一直走

就對了。「斥其守小不向大」。佛陀現在開始說：「你修小乘行不對，你



應該要向大乘行走，應該不要只守在鹿車、羊車，你應該去駕駛那輛

大白牛車。」大家漸漸趣向大乘，這是很重要。 

 

經文簡釋： 

 

「經二十年」；繼說般若教，漸令進入大乘空理而自利名入；然後以此

轉教菩薩而利他名出，前後約經二十二年之久。 

 

  所以所說的「經二十年」，那就是表示繼續般若，除了「方等」，

我們還要再進階「般若」，「漸令進入大乘空理」。我們若凡事都執著，

「這是我的兒子」，「這是我的寶」，「這是我的……」，「我失去了，我

受不了，我苦啊！」你想，要怎麼辦呢？就是要入大乘法，平時我有

修，我也願意付出，還要看得更徹底，人間道理就是這樣很快就過去

過去。人生短暫，來的時候是你我有緣。去的時候是緣盡，一切皆

空，這些道理若能夠了解，這才是法真入心。「然後以此轉教菩薩而利

他名」，叫做「出」。我們自己若能看得透徹，我們才有辦法付出給

人。「 前後約經二十二年」。「般若」講二十二年。 

 

經文簡釋： 

 

「執作家事」；此不同以前除界內見思糞穢之事，是居二乘無學位，而

說大乘之法；亦即指弘法利生之事，及與菩薩同斷界外邪見別惑之

事。 

 

  所以「執作家事」，「此不同以前除界內見思糞穢之事」。界內就是

我們自己修行，我們自己的範圍內。佛陀的正教，我們自己有時也會

偏了。所以我們自己對自己的教法，我們要好好正知、正見，不要差

之毫釐，就會偏了，我們的煩惱就會一直產生。所以我們平時就要

「除界內見思糞穢」。有人就說：「師父只有說這樣，其實還有，怎麼

不教我們念佛？教我們念佛，最後就會有佛來接引我們。」 

 

  其實每天佛都來接引我們，哪有什麼時候是「最後」呢？我們每

天都是最後，每天佛都在接引我們，每天我們都是在佛的心，都在接

引他人，何必要……。所以我們應該要好好學佛，要正知正見，這就

是「二乘無學位」。因為「無學」就是到很透徹了解了，斷界內的糞

穢。就是說斷除了煩惱，種種煩惱都斷除了，這就是「無學」。「無

學」就是說，佛陀所要教的，我全都了解了，道理瞭解了，而且這就

是大乘法，我都知道。 



 

  「亦指弘法利生」。我不只是知道，我也會去弘法。弘法是弘法，

就是去說一說，但是他不願意投入，會說，不會做這種的「弘法利

生」。「及菩薩同斷界外邪見」，界外的邪見，就是表示外面的外道教種

種偏差，我們也全都了解了。這就是在修大乘法，了解了，我全都了

解，我也會說給他人聽，但是我沒辦法做到，我不肯入人群去攀緣。

我入人群只是「如是我聞」，但是，我不要「如是造作」。他這就只是

聽後了解了，會說，這樣而已。 

 

  總而言之，這「二十年」，就是完全在說聲聞、緣覺，修在全都聽

懂，也了解了，但是無法身體力行。佛陀要的是要我們身體力行，這

樣我們才有辦法真正斷煩惱。希望人人學佛要學菩薩行，要持最清

淨，完全到「柔和善解離諸惑妄」，這樣才是真修行者。要時時多用心

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