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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無明

凡夫執著

如瞎子摸象

學佛

轉凡成聖
學覺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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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智慧人人本具

既是本具 為什麼

人人還是道道地地的凡夫呢

修行 聽法要信 而且要深信

信 還要虔誠接受

接受之後 要非常縝密思惟



修行是自己的事情，要很用心慎思，

智慧才能夠浮現出來。若體會佛陀

的用心，自然就懂得要求大乘法。

緣覺是中乘，深知諸法因緣：大乾

坤，四大和合是大乾坤的大因緣；

人身，就是要十二種的因緣。



人人本來就是清淨無染，很自然的

真如本性，這就是「自然智」。外

面的境界——色、聲、香、味、觸

等等動了我們一念的無明，無明啟

動，緣就接起來了，所以，「無明」

就緣「行」。 「一念真心永存」



「行」，開始要行動了。因為「無

明」動起來，和外面的境界，開始

接觸、追求，所以「無明」緣「行」

「行」就緣「識」，啟動了我們的

「識」：眼、耳、鼻、舌、身、意，

意識就開始動起來。 「八識聯動」



「識」就緣「名色」。因為看到外

面的境界，這個色，男女之間起了

愛念，父精、母血合成起來，母親

就懷孕了，經過時日，在母胎慢慢

形成「六根」，所以「名色」緣

「六入」，就是六根開始了。



十月懷胎完成，出世了，就是「觸」，

接觸就有「感受」。有了感受，從幼

童開始，與外面的境界接觸，就有我

要的、我喜歡、我不喜歡，我愛這個、

我愛那個；所以有「愛」，「愛」就

緣「取」，我愛，所以我要取。



「取」緣「有」。有了「取」，就

是爭、互相爭。貪愛，要去取著，

這當中產生了多少無明、人我是非；

不論是名、利、地位，財、色、名

等等，貪之無厭。



在爭取的當中，什麼都有了，福、祿、

壽、財、子，五福全具足，內心還是

「有」，有不足的東西 、遺憾(生)，

所以，帶著這個不足、遺憾，病、死

了；最後就是死。這就是人生的

「十二因緣」。 「雜念之心永除」



修行分成三類：聲聞、緣覺、菩薩。菩薩

一開始就是發大心，聞教、解理、起行、

證果四項同時走，從三乘法一直到佛的境

界，從羊車、鹿車到大白牛車，三智合一：

自然智、一切智、無師智，三智合一就叫

做「佛智」。求佛智慧，是求覺悟的智慧，

不是求「我要依賴佛的智慧」。



修行，一定要來人間；經過修行鍛鍊，

才能夠成佛。鍛練，要在哪裡鍛鍊呢？

如廢鐵，要讓它恢復成精密而有用的

東西，必定要經過大火洪爐；要再燒

過，不斷用熱火鍛鍊。人群中就如洪

爐一樣，很雜、很混雜，很折磨人，

給你很多的煩惱。 「行入人群」



要如何入人群而經得起洪爐、經得

起污泥、雜垢，還能夠保持很乾淨

地受鍛鍊。煩惱、無明如洪爐，要

經得起眾生無明熱火的洪爐鍛鍊；

要在五濁惡世的世界，保持著真如
本性的清淨，所以叫做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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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大時代，氣候嚴峻再加上疫情，
在這個時候，「我」常跟年輕菩薩說：
你們是最有福報的，在我們這樣的環境
裡，聽見真佛法，而且實用在人間。那
是一點一滴生命的點滴，把它潤濕這一
片乾枯的心地；很乾，大家的內心都是
缺水。所以，我們現在用法水滋潤乾涸
的心地；心有滋潤，才不會灰塵蓬蓬颺。



只要我們的心靜 ，靜！湖深水靜；湖若

淺，風一吹，水就會動。我們在這樣的

團體、菩薩的道場裡，要培養內心的深、

靜；湖深，水自然靜，不會受到微微的

風吹，水就在搖動，這叫做修行；叫做

修涵養。有涵養，也叫做「心的深處」。



你可以看到佛陀時代，傳來的訊息：

眾生生命平等。眾生，要如何去呵

護他？我們是有這樣的可能，也絕

對做得到，那就是完整的愛。



虔誠感動天地。只要把人的心轉化

過來，把貪、瞋、癡欲念消弭，將

它逐漸消弭掉，人的愛心不斷地凝

聚，欲念減少、愛心增長、自愛愛

他；很自然，大地資源會保護它，

更長、更豐富，留給未來。



也許那隱藏的、很豐富的，還可以

不斷再滋生。因為人在養護著大地，

大地運載著群生，只要我們真正給

予它一個很和平、緩和的資糧，那

就是「愛」。人愛大地，大地運載

群生，彼此感恩。



人人不覺醒 人間難平安

我們現在的任務：慈濟宗門「要立正、

要開闊」；人人要菩薩招生。招來了志

同道合，共一法、同一家親。大家如果

共一個法，心連結起來，不就是心包太

虛嗎？，毫芒中，看不到、摸不著，我

們的記憶，毫芒中藏日月，長長久久。



毫芒（一粒米）中藏日月，半升鍋裡煮

山河。大家回過頭去看，看過去「我的」

片段、片段；每一句話，就是「真實法」

那不是在哪裡拿來，那是「真心話」，

都是師父這五十多年來，點滴的真心話。

點點滴滴跟大家分享；句句都是實在的。



希望大家共一道門，同一個方向，行在

菩薩道中。這都是我的過去，一直沒有

放棄。師父為何樣樣都知道？因為我的

心，這一湖水，從來沒有搖動過，這一

湖水，永遠都是乾淨的、是清的；與人

無爭、與世無爭、與人間事更無爭。所

以這一輩子，能夠這樣保持到現在。



我最近向自己一直說

足矣 已經足夠了 差不多了

期待大家讓師父更足一點

就是要傳承慧命

不要到此為止 這個法 就這樣斷掉

期待它會更豐富



釋迦摩尼佛的精神
我發心立願 要把它留傳在人間

說的沒效 沒用 我要做的 還要帶（動）的
把人帶到這一條路上來
所以 哪怕是小道 小路
也期待開闢成菩薩大道

後面 後繼的人還是要再接再厲
人多力大 道就開闊 廣大

這都是需要我們大家有志一同



法髓相傳長慧命

如同身受感恩心

真正地要向大家說一句

不只是我對大家的感恩

你們也要如同身受

你們也都要彼此感恩

因為我們共同在這樣的道場裡



每個人天天種因，也天天結緣，在

人與人之間，要自我期許做個「是

非止於智者」的人，是非傳到我們

這裡，不要再到處散播；見到別人

有爭端，要做別人和好的橋樑，努

力協調人事而非障礙人事。



平常要多用心

退一步海闊天空
讓一步諸事圓融



羅慶徽副院長不

僅有醫療專業，

也是受證慈濟志

工，不吝分享經

驗陪伴團隊向善

向上發展。

慈濟月刊650



從流感、SARS 到新冠肺炎

二○二○年初，一種很類似SARS的新冠
病毒引發嚴重肺炎，迅速衝擊全世界。
元月二十一日，花蓮慈院林欣榮院長請
我在志工早會時，先向上人與全球志工
分享這波疫病的走勢分析。春節期間大
規模的人流移動潮恐將加速病毒的傳播。



為此，我提醒志工們一定要勤洗手

和戴口罩，也暫時不要出國旅行。

事後引起不同的聲音，有人提出疑

問，這樣會不會引發不必要的恐慌？

我將狀況回報給林院長，他引用了

一句《靜思語》勉勵我：「對的事，
做就對了。」



超前部署→宏觀、未雨綢繆、無常觀……

我請託何宗融副院長，協助請購大

量中藥材，之後得以製作有助於提

升抵抗力的防疫茶給同仁不時補充；

也拜託總務室沈芳吉主任多準備一

些防疫裝備；再聯絡檢驗醫學科張

淳淳主任趕快準備檢疫相關備品。



佛心師志 大愛共伴

我們醫院始終備有充足的試劑供應

前線。院部主管都有共識：「一定

要把花蓮、慈濟醫院和靜思精舍守

住。」不只是病人，醫院工作人員、

精舍師父和志工們，還有整個花東

地區，都是全力以赴的守護對象。



仕途得意，我在退輔會（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的就醫保健處擔任處長，負

責管理北、中、南三家榮民總醫院、十二

家榮總分院、十六所設在榮民之家內部的

保健診所，以及照顧榮民的醫療政策。雖

然在長官、立委、部屬之間都深獲疼愛，

但心裏面知道「我累了」，總覺得缺乏什

麼？卻從未跟任何人講。



林院長介紹我後，上人問我的第一句話：

「你會不會累？」我差點哭出來──當然

忍住了，後來又交談了幾分鐘。上人接著

又說，「我跟你因緣這麼深，你為什麼現

在才回來？」我還是忍住，沒有哭。那是

我第一次看到上人，一個不認識的人跟我

講這些話，我很震驚，但竟不覺得意外！



至於要不要跟上人頂禮？要再次感謝林欣榮

和許文林兩位前輩。他們特別強調跟我講：

「你不要頂禮。我們是弟子，我們頂禮；你

不是，請合十即可。」林院長更直白：「上

人要的是真心，不是表面！」直到四、五個

月後，有一回親自體會到上人的悲智雙運，

才心甘情願頂禮。沒有被強迫，這一點對我

也很重要，很感謝有這一段歷程。



回想起與上人初次見面，上人講的

也沒錯，他等我很久了。或許我之

所以覺得人生缺乏什麼，是師門在

呼喚，而我在想家，心靈的家！



從「慈濟宗」到「慈濟學」

證嚴上人開創「慈濟宗」

有「慈濟宗」就當有「慈濟學」

一如古代有禪宗就有禪學

其他

如中觀 唯識 天臺 華嚴等

有如是宗就有如是學



「慈濟宗」創立，「慈濟學」建構

成形中。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

所盼為「靜思法脈」作學術連結，

橫向聯繫慈濟各志業體，深度探討

「慈濟宗門」的經驗模式，成為

「慈濟學」的教研重鎮。



人格成
佛格即成
願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