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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忖佛意

七 隨順機宜方便說三



分享重點

第一、上人堅持的原則

第二、四諦法

第三、十二因緣法

第四、菩薩法



上人手札

為拔眾生苦—集 苦

為與眾生樂—滅 道

種種因緣造苦集

種種信解修滅道

種種相貌入世法

行菩薩道出世因



眾生的苦不離開集

佛陀要讓人人知道

苦是從集來

苦的源頭

貪著愛染

為與眾生樂

除滅苦

要施用教法



第一、上人堅持的原則



做事原則

確定目標

篤定目標

對準方向

相信自己

不受外在影響

擔心的兩件事：時間、無常擋不住



心繫蒼生 不忍眾生受苦難

大時代，眾生苦難偏多

如何讓大家分得清楚大時代的大是非？

在動亂的人間，

是否能夠啟發人人的懺悔心？

在重重的災難中，

是否心中有愛，能互助互愛？



人生苦難那麼多，在這麼無明的時代裡，

人人啟發智慧，能夠分別是非，才能夠啟

發慈悲，有了慈悲心、有了智慧，自然就

知道對過去，要一直懺悔，沒有懺悔無法

啟開智慧，無法啟開智慧，就無法有慈悲

心，無法有慈悲心，那就是是非分不清，

這就是人生！



用什麼方法

讓更多人同時將這盞燈點亮起來

提燈照路

讓人人安全一點

要

愛惜時間

勤修精進 晝夜精進 分秒不空過



佛陀要讓大家知道，不要再集無明煩惱了，

用很單純的心，讓無明煩惱，從我們的心

裡過去，不要再停滯在內心。

將煩惱滅掉，道路就現前；滅掉一分煩惱，

增加一分心靈的燈光；人人還未成日月燈

明佛，至少可以當一支手電筒來引路，手

電筒來引路，讓眾生走更安全的路 ，

「與眾生樂」 。



「種種因緣造苦集，種種信解修滅道」。

迷茫的眾生會因種種的因緣造很多苦，修

行的人，要用種種的信解修滅道。

「種種相貌入世法，行菩薩道出世因」。

要用入世的方法，才能行菩薩道，菩薩道

出世間的因。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

出、入之間清楚、有智慧，自然在世間的

出、入都沒有阻礙。

」



「種種相貌」，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在什

麼樣的位置？做什麼樣的事情？心要很堅

定，要用柔軟的心來與大家分享，用智慧

的觀念，來帶動大家往前走。

「入世法」要入人群運用，必須隨眾生機，

面對任何人，都願意調解她心靈的闇蔽。

行菩薩道是出世最堅固的因，能讓我們無

掛礙，向前進。



第二、四諦法

苦、寂、滅、道



經文

為求聲聞者，說應四諦法，度生、老、

病、死，究竟涅槃。為求辟支佛者，說

應十二因緣法。



佛陀
隨機說法 三根普被

上 中 下
根機

人人都聽得懂
都能夠

正信 正念 正行



佛說四諦法

目的

讓人人能夠了解

生 老 病 死

一直在六道輪迴

不斷不斷煩惱複製

永遠都是苦

都是受盡苦難拖磨



四諦法

苦：知道苦，苦是從哪裡來？

集：集種種的煩惱。佛希望大家依照四諦

法去修，才能夠證，證到所求、所體會的

道理。「證」是指對佛說的話，徹底了解

後，可以放在心裡，「一生無量」 ，用
種

種的法來解開，自己心靈的煩惱。



佛陀說一法

可以體悟很多的道理

向自己來解釋

叫做「證」

能夠證悟

才能夠跟著這條路向前走

所以叫做證滅修道。



應四諦法

四皆審諦不虛

苦集 世間因果

滅道 出世因果

有餘涅槃

究竟令彼欣樂取證



「四諦法」？四諦是四種真理，諦就是審

諦。聽經要聞、思、修，聽經之後要思考，

這個法、這個道理是否正確？所以，聽，

要審、要很詳細審思、分析；審諦不虛，

是實在的，可以腳踏實地，很穩健地向前

走下去的道路，這就是世間因果。



苦、集，是世間的因果；好好審思、了解，

了解苦與集的關係。世間因果：凡夫不離

開世間，世間的俗事，不離愛、恨、情、

仇，不離貪、瞋、癡、名、利、地位等等

的欲念，這些都是世間的因，所以才會有

這些苦。如經濟風暴，水、火、風侵襲，

帶來的損失、損害……苦啊！



滅、道，是出世因果；要如何滅，滅這些

愛恨情仇的因緣果報呢？滅，就是洗滌、

就是懺悔；將我們心靈上，所有的愛恨情

仇、名利欲心等等都去除，叫做「滅」；

滅掉心中一切的煩惱欲念，徹底了解，要

出世。要離開苦難，除非不再造因、造緣。



不要造惡因，不要結惡緣，唯有從內心煩

惱去除，叫做「滅」。出世因果，要在修

行道路、從心起修。

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

心亡罪滅兩俱空，是則名為真懺悔



若能徹底了解就是「有餘涅槃」，「究竟

令彼欣樂取證」，在這條道路上，知道有

餘涅槃；當然，我們還沒有到達無餘涅槃；

最起碼能夠有餘 (涅槃)，就是凡夫的煩
惱

還未完全去除。不過已經知道，不要計較，

不能再起貪心，不可以啊！不能再起欲念。



境界現前時，自己能夠自我控制好，雖然

煩惱都還未盡除，不過清楚、了解，我們

盡量要滅掉(煩惱)，不要再造災殃，沒有

這麼多的煩惱在內心裡，一路走，就是正

道正信，隨著這條路走去，自然就「究竟

令彼欣樂取證」。令彼欣樂取證，這就是

佛陀為聲聞所說法。



第三、十二因緣法

為求辟支佛者說

應十二因緣法



求辟支佛者

無師自悟

出於無佛之世

若聞十二因緣說

而修入道者

名為緣覺



辟支佛就是「獨覺」。獨覺，有的是出生

在無佛的時代，或者是還沒有機會接觸到

佛，卻已經有體悟了，叫做獨覺。

「獨覺」與「緣覺」同一類。「緣覺」是

緣著境界，能夠細思、審思，比聲聞的根

機高一層。在大自然的環境中會去 思考：

為什麼生在這個空間裡？為什麼時間不斷

地流逝？春夏秋冬如何在這個大乾坤輪轉？

……



修行就要直向菩薩道、要直向佛的境界，

所以，必定要先去了解，法如何來？要

如何去接受？要走哪一條路？心地風光，

必定要很清楚。



慈濟月刊

所謂「深入經藏」，不是要大家鑽研經文字

句，而是希望人人能融通佛法道理，與日常

生活中的人事物相互印證，懂得運用佛法自

度度人。「師父晨間講《法華經》，其實大

多著重在講慈濟人、慈濟事，所以我將晨語

所講的內容稱為『靜思法髓妙蓮華』，慈濟

人做的慈濟事，都在履行經典的要義。」



上人每天都在想：用什麼方法，讓人人在

日常生活中，面對境界時，能夠很清楚地

與佛法會合在一起？

既然要聽法，就要用心取法會理，才能真

正的法入心。



憔悴的比丘

今此比丘猶良馬

能善調伏其心行

斷欲滅結離生死

受後邊身壞魔軍



他現在這個身體，所受的是「後邊身」，

是已經壞掉了魔軍，現在的這個身相，只

是最後；「後邊」就是最後的身體，將來

他是不是要再來人間呢？他已經心裡有數，

不過，這位比丘已經是了脫生死了；

不只是了徹「四諦法」，「十二因緣」也

通徹了。



如何滅苦？如何修道？「十二因緣」若了

解，就能夠滅諸煩惱，所以佛陀為辟支佛

根性者，說應十二因緣法：

無明、行、識、名色、六入、

觸、受、愛、取、有、生、老死



辟支佛者

即獨覺與緣覺者

為求辟支佛者

說應十二因緣法

說因緣法

以應對之

隨樂欲故



十二因緣

無明：無所明瞭

行：有造作故

識：妄念投胎

名色：胎中心名色

六入：胎中六根



觸：出胎以後 根對塵故

受：領納前境名受

愛：貪於五欲

取：追逐塵境

有：因果不亡

生：還受五眾之身為

老死：身有熟壞



無明←→受

行←→愛

識←→取

名色←→有

六入←→生

觸←→老死



佛法在日常生活中，必定要在生活中體會
佛法。「眾生感果為因，互相藉因為緣」，
在日常生活中，心起動念，一念好的方向，
正念開始起動，就有好的結果，所以眾生
感果；果的前面，就是有因。
講好話、結好緣；好緣，就是讚歎他人做
的好事，所以有好因、好緣，自然得好的
果，所以說「互相藉因為緣」。



歡喜相處，互相分享佛法，彼此合和互協，

這樣的叢林，就是一個好因、好緣，當然

就是從好果而來；果就是因、因就是果，

因、緣、果、報，都是循環。

在日常生活中，要記得因緣果報觀，「四

諦法」苦、集、滅、道，什麼樣的苦，都

是集了種種的因緣，所以世間的苦果，就

是集來的。



要怎麼樣才能夠脫離這個苦，唯有了解：

要把心中的煩惱無明去除，自然方向就正

確了，這就是出世的因果。

三乘法：

向聲聞說四諦

向緣覺說十二因緣

向菩薩說六波羅蜜



第四、菩薩法



經文

為諸菩薩說應六波羅蜜，令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成一切種智。



三理四相不離一切種

種即能生之義

能知一切道種差別之智

故名一切種智

或稱妙覺智

即自覺、覺他，覺行圓滿



四諦 十二緣 六度

三乘之教法雖別

世尊之本意無殊

無非令彼得無上菩提

成一切種智



苦、集、 滅、道

無明、行、識、名色、六入、

觸、受、愛、取、有、生、老死

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



菩薩

緣覺

聲聞

凡夫 聖賢

三惡道 凡夫

+善惡 -

善
+

惡
-



四念處

觀身不淨

觀受是苦

觀心無常

觀法無我

五蘊

色 受 想 行 識

關心 觀心 觀自在



時時精進 不捨晝夜

成佛的道路離我們

還很遠

要

精而不雜 進而不退

才能到達

所要到達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