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薰法安心讀書會



薰法香心得
《靜思妙蓮華》荷擔家業莫學小道

740集-20140827開示

高明智(惟智)
2021年5月17日







解釋幼小的孩
子為什麼會離
開家，又找不
到回家的路



我們學佛，真的要好好發大心、立大願。既發
心立了願，就不要再退失，退大就小。難得人
身，難聞佛法，可以聽到佛法真諦，就要好好
用心。不要去相信小教，小教讓我們的心，沒
辦法展開。我們只顧著自己，怎樣可以不跟別
人結緣，斷了人間緣。如何才能獨善自己、斷
了煩惱，這種是小教。同樣是學佛，觀念若有
一些偏差，就差很多。所以「偏毫差大」，常
常有句話，「偏毫釐，差千里」。





不跟人結緣，這是小乘法。那麼大乘呢？佛陀
教導我們，要打開心胸，要廣結善緣，要跟所
有眾生結好緣。但是若有一些偏差，要知道六
道輪迴，就是因為在芸芸眾生中與人結緣，緣
就牽引至來生來世，還是在六道中。因知道這
些，所以斷了跟眾生結緣的機會。我們應該要
「結緣」，不是「絕緣」，這只是一點的偏差
，就差很多。



佛陀教導我們，要打開心胸，
要廣結善緣，要跟所有眾生結好緣。



要斷煩惱沒錯，佛陀教我們要斷煩惱。但是要斷的
煩惱，就是要斷的。身在人群中，不受人群誘引，
不受人群染濁擾亂我們的心，我們可在人群中而不
受人群所「牽染」。就像蓮花在污泥中，它藉著淤
泥的養分，來成長蓮花、蓮藕、蓮子，它的根在污
泥裡面，卻沒受污泥污染。利用污泥讓花開的更盛
、更美，蓮蓬、蓮子也長的更好。就如菩薩在人群
中，藉著人群，我們付出，眾生就是我們的道場，
用這個觀念，就很正確。若是偏差了，那就是信小
教，偏小捨大，真的大法我們沒有去用，我們偏在
小教，這樣觀念差一點，就差很遠了。



請問這個小孩，人很小
、幼稚的時候，是
A.與父母不小心走失了
B.很頑皮，貪愛玩耍，

離開了父母
C.遭父母遺棄
D.遭歹徒拐走



請問這個小孩，人很小
、幼稚的時候，是
A.與父母不小心走失了
B.很頑皮，貪愛玩耍，

離開了父母
C.遭父母遺棄
D.遭歹徒拐走



所以我們不要學放蕩，一切的時間，真的是來
不及。我們要好好把握時間，不要放蕩。我們
若放蕩，這心的法就都漏掉了。我們只貪在欲
念，就像有人就會說，我去看風景就好了，我
就是隨心所欲；若是這樣，時間來不及，無常
瞬息；或者是這人生法都沒有，但是業在身體
裡，這業要拖我們多久呢？也由不得我們自己
，所以不要放蕩。



「莫貪享樂」，一貪就「迷回道路」。我們若是這
樣，去山裡玩、去爬山，迷失了要回來的路。山上
的路沒路可走，到處都是樹，到底要往哪裡去？我
們常聽到，登山者迷山了，就要動用很多人去找。
有時候好幾天，都要餓死了，幸運的被找到；有的
人等到找到時，屍體已經發臭了。像這種貪在一時
的興趣，迷了回家的道路，這樣也是很危險。就像
小孩子愛玩耍、不聽話、很頑皮，一跑出去就沒辦
法回來，因為找不到回來的路。現在再聽下去，漸
漸會接近這故事，所以我們要好好用我們的心，與
法多接近，不只是多接近法，法要近我們的心，入
我們的心。



我們若放蕩，這心的法就
都漏掉了。隨心所欲，時
間來不及，無常瞬息。
貪在一時的興趣。愛玩耍
、不聽話、很頑皮，就會
迷了回家的道路。

















就像現在這群的小菩薩，他們也是發心立願要
做「傳法人」。二到五歲，一直說要當護法，
他們要當傳法人等等。我們最近常聽到，所以
不由得不想起這一段。〈化城喻品〉十六王子
，雖然幼稚，但因接近佛法，聽大法也啟發他
們的心，他們的心得還可以教化別人。所以發
心啊！他們發心去教化人，那些人，就是這十
六沙彌傳法出去後，法在外面所接觸到的人。



只是發心，但沒有修行，因為他們想說，這只
是孩子說的話。所以要跟你們說，若那些小菩
薩跟你們「說的話」，要當成「法」。不要想
說孩子幼稚，我們就聽一聽，不當一回事。雖
然有發心，但是沒有修行，這是譬喻過去塵點
劫以前，有這群十六沙彌，他們聽法入心，還
去外面教育那些人，將法傳至外面。



「志為人師，導航人生」
二００九年寒假「慈濟培訓教師研習營」圓緣，兩百一

十九位培訓教師由上人授證，正式成為教聯會的一員。
「人人心中皆有與佛同等的清淨本性、有透徹的智慧；

就如一面不染塵埃的鏡子，高山大地、遼闊大海，都能攝
入鏡裡。同理，凡夫心若淨化，則能清楚天地萬物所含藏
的道理，明白可為與不可為。」
何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上人指出，就是因為心鏡

被污染，分不清對、錯。
「凡夫懵懂，像是迷途的遊子般，不知何去何從，需要

佛陀智慧之法導引回歸正途。老師也要循循善誘，開啟孩
子的懵懂，引導人生正確方向。」
(恭錄自-「慈濟月刋」508期-p.98)







「執小退大」，一直執在小乘法中，退失了大乘
。儘管佛陀所說的大乘法，他們都以為跟我沒關
係。執小退大，這叫做捨。因為他捨去了大乘，
執在小乘中。儘管在佛的身邊，但是還是沒真正
入門。真如本性，佛陀心懷這門還沒進去，所以
表示是「捨」。捨父，是離開父的譬喻。父是譬
喻佛；子是譬喻弟子。「捨父喻違背了佛乘之教
義」，佛所說的道理，他沒用心去接受，所以違
背了佛性。



不知道時間過得這樣快，從小時候出去，迷失了。
一輩子勞勞碌碌，從青年到壯年到中年，將要入老
年，要朽邁的時候，才回來到本國。就像我們不知
道流浪在六道多久，現在才又接觸到佛法的道理一
樣。我們若不趕緊接受，可能永遠都無法進入佛的
「門徑」中。真正的大乘法微妙的道理我們還無法
去接受，這是這一段譬喻。雖然道理很深，譬喻的
塵點劫之前等等，但是跟我們是息息相關。時間到
這麼長了，在短暫的時間無法體會，所以我們要把
握每一念間，時時要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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