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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財富不能長
久，只有少欲多
善做菩薩造福，
累積福慧才是最
豪富



我們最近一直都是在說，長者在那個國內是最富
有，而且貿易寬廣，就像佛陀在十法界中領導九
法界的四聖六凡。他這樣領導著，將法，以微妙
法來教化眾生，讓人人能知道，知道「世間財富
非常」。我們一定要知，一定要瞭解，世間的物
質、名、利，這些東西我們若沒有清楚透徹，我
們怎有辦法進一步去瞭解道理為何？所以我們一
定要從世間法，有形的物質，山河大地，與所有
的氣候，我們都要瞭解。



所以佛陀一開始就跟我們說，人間無常，國土危
脆，這在《八大人覺經》也是這樣為我們開示。
所以我們要先瞭解，「世間財富非常」，不是永
遠的。世間的人，誰不愛錢呢？誰不希望他的家
庭是富有的呢？這是人人追求，人人所希望。而
有這樣的追求，有這樣的希望。所以一輩子庸庸
碌碌，都是為了世間財與富有，就有得失這種的
煩惱。付出了這麼多的煩惱、計較、得失等等，
這輩子懵懵懂懂過去，卻不知道「非常」─不是
常的。



看世間的形態，以前的人一句話說：「富不過三
代。」讓你很富有，第一代很打拼起家了，已經
富甲天下。第二代的，來了就是享受，前面的人
打好基礎，後面的人很穩當，坐得很好。但是，
經營呢？再到第三代，再來的時候，就已經不知
道過去這些財產是如何辛苦來的。因為已經隔了
一代，以為說這是理所當然，來了就是要享受。
「我父親也是這樣穩穩地坐在金山銀礦裡，我多
用，哪有什麼呢？」所以從這樣開始，無法守業
，便是花用豪華，吃穿浪費等等，人間就是這樣
。



我們難道沒聽到，昨天的個案？一位老公公已經
八九十歲了，病得很嚴重，送來醫院，醫生儘量
急救了，但是就向家人宣告說：我們是儘量，但
是你們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很多的不可能，留下一個植物人，要讓他的母親在意識中
還有一個人跟她作伴。就像這樣的人生，年輕時很辛苦，
打拼把孩子一個一個撫養、一個一個成功，每個人都有很
好的事業。故鄉，家裡有這樣，女兒嫁的比較近，雖然能
探一下、看一下她，但也無法如何照顧。既已嫁出去了，
兒子呢？遙遠啊！帶去嗎？無法照顧。母親既然還能照顧
父親，可見母親身體還不錯，但是嫌老了，總有一天也是
需要人照顧，三四個兒子是這樣。想想看，人生無常，人
生即使有財富，也要你年輕、也要你健康，也要有你有辦
法掌顧家庭。歲月不留人，還是同樣，分秒不斷流去，老
病隨著而來，最後還是要死。所以財富．哪怕在自己這一
代，也還是一樣沒有辦法對我們有什麼幫助。所以，世間
財富，不要看得那麼重。



現在的氣候已極端了，現在科學家在呼籲的，
人人要提高警覺，必定要減碳，不要再污染了
，碳化，污染氣候。現在已經是，不僅沒減少
還再升高。這兩天(2014年)，看到聯合國又緊
急開會，要如何能使這碳量，就是污染的污染
源，如何能降低下來，不然異常的氣候，越來
會越密集。這種山河大地，人間所住的地方，
甚至大地五穀雜糧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這是
這兩天一直在看到的新聞。







所以「四大不調多變化」，我們在這個時代，我
們能夠知道，現在科學很發達，常常科技所發表
的，我們就能越去體會到天體間與人類，這種人
類所造作，使整個天體的變化，自然我們所住的
大地，受影響就很大了。這在佛的陀時代就已經
跟我們很警惕了，五濁惡世，唯有惡去除，「唯
能少欲多善」，唯有人人少欲多善，節儉一點。
我們要好好反省，淨化我們的人心，不要貪欲那
麼大，所以「唯能少欲多善」。一頓飯不要有剩
下來，我們不用吃到十分飽，八分飽就很健康，
我們能兩分去幫助人，這種少欲知足。



兩三天前不是說過了，我們人就是在這三途惡道中，
就是因為我們人間的淫欲和口欲，這食欲與淫欲造成
。人間就是這樣，人心這念欲念的心，男女之間糾纏
不清。甚至財富，為了享受，為了食欲、享受等等，
所以造作很多殺生等等的業力。因為養了很多的動物
，所以對大地污染、空氣污染。這全都是我們在不知
覺中，以為是正常，其實已經異常了。我們要讓它正
常化，要少欲多善啊！我們要覺醒，行菩薩道。菩薩
造福人間，唯有少欲多善，行菩薩道，造福人間，這
樣才可以來彌補我們四大不調，能夠將它調和。不只
是對小乾坤的身體，就是對大乾坤、天地，我們才有
辦法保護。



所以，「持大愛人敬重」。修行，好好持大愛，我們
要開闊我們的心胸，心包太虛，我們好好開闊我們的
心胸。所以，「慧德具最豪富」。真正有錢、富有，
是什麼富有呢？不是錢，是我們的心富，富有餘，我
們就可以幫助人。看看非洲，慈濟人教育之後，那些
貧窮的人，現在人人互相幫助，人人都是可以幫助人
的人。去除了貪，他就是捨掉了貧，他就可以幫助人
。所以我們學佛，最重要就是要少欲多善，要不然世
間一切「非常」，也是多變。所以我們要趕緊用心，
面向著少欲多善，行菩薩道造福人間，持大愛，互相
尊重，用我們智慧具足，我們看得開，自然我們心就
大富了。

















這就是法王，法王就是這樣歷盡很久時間，度化眾生。每
一生世來人間，有緣的馬上可以體會，這輩子體會得到，
心開意解。也有的，佛陀還是在做度化因緣，為未來的眾
生還在度化因緣，就是還在播種子。這是佛陀，他不捨眾
生，哪怕是一個，就像地藏菩薩，他要承擔，在佛陀入滅
之後，彌勒佛還沒有出現之前，剛強的眾生，地藏菩薩這
樣發願。剛強眾生難調伏，造就了這麼多的業力，墮落三
途地獄中，我願意入地獄去度最苦難的眾生。所以地藏菩
薩也是受佛陀很貼心這樣伸出手，所有化身的地藏菩薩，
一一受佛陀摩頂，表達出了父愛子，疼子的心，這在《地
藏經》裡面也有。真正是娑婆世界的眾生，心不穩定，有
時浮、有時沈。有時行善，有時煩惱一來就惡念生，這就
是娑婆世界眾生的剛強。









「萬行一心為豪，一心萬行為富」，所以一切唯
心造，萬行是歸納在一心，一心能夠製造萬法，
所以萬法已經歸入一心，叫做「豪」；一心能行
於萬行，這叫做「富」。所以「又指佛說華嚴圓
頓大教，名為豪富」。因為說大法，當他覺悟「
三七日」之間，在佛的境界，諸佛菩薩的境界裡
，《華嚴經》確實是非常豐富。那個時候已經表
達了佛那種覺悟後的智慧，是與諸佛、法身菩薩
同在一起。所以說「圓頓大教」真正的圓融，就
是馬上就能了解所說的法，人人本具佛性，一聞
千悟，大家應該就能瞭解。



但是我們凡夫沒辦法，所以佛陀就要再回歸娑婆
，堪忍來觀機逗教，很辛苦。所以，以前的人說
：「不讀華嚴，不知佛家之富貴。」但是《華嚴
經》很難讀，很長，八十卷，有「八十華嚴」，
有「六十華嚴」，其實我們還是回歸《法華經》
，七卷的《法華經》，再濃縮起來，那就是《無
量義經》。我們若能這樣，也能很了解，佛他的
豪富，智慧很豐富，能夠救人。



慧德具最豪富。 萬行一心為豪，一心萬行為富

慧=豪，萬行一心=豪，所以，慧=萬行一心。
德=富，一心萬行=富，所以，德=一心萬行。

我用世俗做生意比喻，先解釋「德=一心萬行」
你個人一心一意賣單一產品，賣了一萬個以上，所以很你
個人很賺錢(得)，這是富，你個人累積了很多財富。(德)
你這個人做了很多，超過一萬種的(人、事、物)，可是內
心只有一個單一的動機或信念，這一樣很賺錢，這是豪，
因為平等慧，看待一切為平等，(慧)。
把產品換成法，也通。







各位，學佛我們真正要用心，法是這麼明顯在我
們的生常生活中。法無不都是我們要去體會，用
心體會世間一切無常，四大不調是多變。我們若
能體會世間法，物質一切都是虛假，煩惱合成。
這些道理若都了解，自然我們看得開，我們就少
欲多善，我們就菩薩造福人間。我們就持大愛，
愛人，被人敬重，這並不困難。只要人人時時多
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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