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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意悲智雙施，
勸誡雙門開，
時機未到就等
待時機成熟，
這是佛的智慧



度眾生很困難！最近一直跟大家說，「勸門、
誡門」，勸與誡這二個門，要平齊去施行、去教
育。「勸」就是勸大家行種種善法，「誡」就是
警誡人人，不要去犯世間很多煩惱無明的惡業。
所以勸和誡這兩種方法，兩種的法門，其實是平
行。佛陀長期這樣教育我們，無非就是要教育我
們「福與慧」要平行。只是「修福」，沒有「修
慧」，這樣總是有缺憾。光是修慧，沒有修福，
就像一個人兩隻腳，一隻已經壞掉了，剩下一隻
腳，這樣走路就很不好走。



所以希望我們「兩足堅固」，兩項都修得很
圓滿，這就是修行的目標。人生時間不長，我
們既然要學佛，必定要福跟慧平齊，把握時間
，同一個時間兩項一起修，這樣不就是很平行
嗎？就像一個健康的人在走路，走起來就很安
穩，所以佛陀勸、誡是平行。為我們施教，為
我們教育，希望我們福慧雙修。常常（我們）
在祝福人家，都這樣說：福慧雙修！所以我們
應該要多用心。



一陣和風吹心田
雙門開啟見豪貴
三苦無常人輕安
回歸本家成富子



常常跟大家說過，彌勒菩薩、釋迦菩薩在古雷音王佛(
底沙佛)的時代，到底他要如何選擇授記？選來選去，後
來選到釋迦菩薩，將來成佛在娑婆世界。大家覺得很奇
怪，彌勒菩薩，也很有智慧，為什麼沒有選擇彌勒菩薩
？古雷音王佛(底沙佛)跟大家解釋，知道大家的疑，向
大家解釋，釋迦菩薩平時在人群中，他的智慧已經成熟
了。在人群中不受人群所污染，他已經為人群造福，「
福緣成就、慧緣具足」，所以釋迦菩薩要在彌勒菩薩前
成佛。那彌勒菩薩呢？他的智慧在菩薩群中，在當時修
行者中，大家認為他很有智慧，他還缺少什麼？古雷音
王佛(底沙佛)他就說，「他只是修慧，一直沒有成就眾
生緣。」因為這樣，他的成佛就落在釋迦菩薩的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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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法:勸門與誡門



其實「法」不光是聽來，這樣就叫作法，法就
是要「應用的方法」。修行者要應用在哪裡？
修行者就是要「應用在人群」，因為佛陀來人
間的目標，就是要傳法給我們。在人群中修福
，人群中修慧，要知道「人群『苦』在哪裡，
要知道眾生『需要的』，是什麼法來解除」。
這必定要在人群中，這根機要契大法。



就像你們早課，開始要入殿的時候，大家要在很快的時
間，而且整體要很整齊不亂。隊伍要合一，如何整齊入
殿來，這種的型態很攝人心。讓人家覺得，原來修行是
這樣美，這樣和齊的行動。在「禮佛」很整齊，「起落
就像風在吹稻子一樣」。南風一吹，稻穗向北傾斜，這
樣平平下去。那邊的風過來，又去從那邊過去，「如風
偃草」。那個草或是稻子這樣過去，一同又挺起來，這
樣很美！這麼美的境界，不能少我一個，我們大家應該
要投入在這麼莊嚴整齊的法中。甚至在「唱念」，表示
你的虔誠。要從你的內心，聲音要放出來，「你的心如
果越虔誠，聲音就越大」。而我們的聲音大，要跟別人
聲音配合。



聽別人聲音，發出我聲音，「我們的聲音與別人的聲
同齊配合」，表示「口虔誠、意虔誠、身虔誠，身口意
三業合齊虔誠」。這也是「根機契大法」，光是這樣的
修行，大家合和這就是法。整齊也是法，聲音合齊也是
法，一切都從我們的心為起發點。「道場可以這麼整齊
，是你的心願意跟別人整齊」。大家「禮佛」時這樣整
齊，是「你的心」有在注意，用你的心與大家合齊。我
們唱念出來，韻律可以這麼合，是「你的心」，透過你
的「口」，虔誠讚佛、唱念，這是從口出。（身口意）
三業，每一天整齊進來到大殿，每一天的第一個動作，
就是已經根機契大法了，有困難嗎？



僧問圓悟：
如何是諸佛出身處？
悟云：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

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這個風就是指佛身，佛德。
當每人顧好自己的一念心，就是和風，薰風。帶給大殿
清涼，連角落都感受到微微的清涼，當然在殿裡的人更
不用說了。

整部法華經是清靜大法，真淨大法，是讓我們得清靜，
也帶給眾生清靜。所以，聽到上人開示，我就無限法喜
，也趕快分享給身邊的人，讓大家得清涼。



如風偃草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風行草偃。

整句話的意思是「君子德行如同風，小人的德行好比草
。在位者若行德故，人民也就效法跟著行道向善。就像
風在草上吹，風吹向哪一邊，草也就隨風向那邊倒。」

原文 : (論語 . 顏淵)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翻譯 :
孔子告訴季康子須以德化民。
季康子用為政之道問孔子說：「如果誅殺無道的人，來成
就有道的人，怎麼樣呢？」孔子說：「你們為政者，行政
事，何必用殺的方法對治呢？只要你自己想向善，人民自
然就會向善。君子德行如同風，小人的德行好比草，在位
者若行德故, 人民也就效法跟著行道向善。就像風在草上
吹，風吹向哪一邊，草也就隨風向那邊倒。」

有一位師姊分享，他看到有些稻子東倒西歪。我分享，如
果自己有德，有和風，吹過來，就會風行草偃，上人說的
那個很美的畫面就會出現。





















三苦 定義 例子

苦苦 自寒熱饑渴等苦緣所生之苦。
寒熱饑渴
生老病死

壞苦 樂境壞時所生之苦。
家道中落
財寶損失

行苦 為一切有為法無常遷動之苦。
地震、火災
瘟疫、戰爭







其實願意發心一切無難，就是不肯發心。所以在
大乘法他起了畏懼，所以難啊！要走入菩薩道，
他自己覺得步步為難！所以「無意志求豪貴」，
就是不願意富有，不願意求大乘法。就像貧窮子
甘願貧窮，不願意當富有人，覺得這負擔太大、
事業太大，他願意在外面流浪。很多遊民不是沒
有家可回去，覺得回家是一種的負擔，所以他甘
願在外面遊蕩。



相同的，人事是這樣，道理也是這樣。所以我們
要發大心，立大願，原來我們人人都是富家子。
要趕緊回歸我們的本家，有堂皇的宅舍，有很富
足的寶物。我們應該要好好回頭，找回來時路，
在我們自己的本性，有萬德為豪、本覺性為貴，
我們都有富貴在心中。所以要時時多用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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