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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糞就是除煩
惱，如何除煩
惱，唯心對境
緣法而生；二
乘教義通大乘



這都是一「緣」字，我們要用心啊！「心」，日常生活「
緣」在周圍的境界。我們每一天，每一時刻，有時歡喜，
那就是外面的境界讓我們歡喜。有時不如意，很煩惱會生
氣；有時讓我們起了善念，要去做好事；有時就想到一念
的貪心，或者是一念的癡、瞋。瞋的時候，就與人互相競
爭，我不要輸你，輸你我就很生氣。很多的事情，就是在
「爭而瞋」。也是因為一念的「癡迷」，所以有貪與瞋。
這種「貪、瞋、癡」其實是來自「癡」。就是癡，「癡」
也叫「無明」，這無明緣著周圍的境界，將我們的心，引
出去外面，跟外面「緣」的境界，又再起心動念。造作是
善、是惡等等，就是心與外境的接合，就是一字「緣」，
一字「心」與外境結合的緣。是「癡」或是「智」，就要
看我們到底有沒有修行，有沒有正知正見來看事物。



我們要用心，一切煩惱唯心，一切的煩惱就在
我們一念心，是「癡心」或是「覺的心」。那要
看，若是「癡迷的心」就是妄動，我們的「心妄
動」了，就起了「癡迷的心」。隨者外面的境界
，去緣、去造作，引起了很多的煩惱。煩惱從「
思慮」中，從外面的事物「緣」這境界，外面的
事，外面的物等等，來誘引我們的心，就這樣開
始（造作）起來。「外面的境，裡面的心，合成
起來」，造就了很多「煩惱」，煩惱動作就成了
我們的「業」，這就是愚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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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喻經》卷4：「（九七）為惡賊所劫失㲲喻

昔有二人為伴共行曠野，一人被一領㲲，中路為賊所剝，
一人逃避走入草中。其失㲲者先於㲲頭裹一金錢，便語賊
言：「此衣適可直一枚金錢，我今求以一枚金錢而用贖之
。」賊言：「金錢今在何處？」即便 㲲頭解取示之，而語
賊言：「此是真金，若不信我語，今此草中有好金師，可
往問之。」賊既見之，復取其衣。如是愚人㲲與金錢一切
都失，自失其利復使彼失。凡夫之人亦復如是，修行道品
作諸功德，為煩惱賊之所劫掠，失其善法喪諸功德，不但
自失其利復使餘人失其道業，身壞命終墮三惡道，如彼愚
人彼此俱失。」



同樣是心，凡夫心癡迷，有時自己失去了道業，還
拖累別人也失去道業。大家若知道我在修行，我們要
互相成就。「道場的莊嚴是人人的整齊，道場的道氣
是人人的精進」。若這樣，這念心是「對境緣法」，
「生起」大家的整齊，這也是從我們的自心。所以「
本覺真如隨緣如來藏性」，這就是我們平時要用的。
我們平時所要追求的，應該是這條路，不是「一切煩
惱唯心，妄動隨緣」這條路，我們要時時警愓，不要
往這邊靠近。應該我們所要的是本覺真如，不是妄動
的無明。



這是同一念心，真如本性。煩惱覆蓋就是在凡夫心
，我們若能慢慢去除凡夫的無明、煩惱、塵沙種種的
惑，這樣自然如來清淨本性，就像一面心鏡，常常在
擦，常常在擦。所以可擦出我們本覺真如現前。本覺
真如現前，在人群中隨人群的緣，這我們應用的，都
在如來藏。真如本性是對境，不管人間是何種的境界
，我們的心念就是正向，我們心念就是菩薩緣眾生。
苦難眾生需要菩薩入人群中，用種種的方法，解除眾
生的困難。入人群中，不受人群污染，反過來我們還
能淨化人心。



他體會到了，原來「貧中之富」，
在（生活）如此困難，當他要捐出來
那時的歡喜，這是陳醫師他所體會到
。有錢不一定很快樂，但是貧困再受
災，苦中之苦，也能夠開懷，很開心
的願意付出，這是他所感覺。所以說
他的本覺真如，隨著環境中，緣著那
境界接觸到他的如來藏，真的是他的
本覺自性，去體會到人的心。



所以「唯心對境緣法」，就是我們這一念心，
對這樣的境界，緣這樣的法，又再生起了這念愛
心。所以這分清淨無染的大愛，就是來自於這分
真如本性，這是覺悟的本性。「煩惱與本覺這是
同一念心，只是外面境界的因緣來誘惑我們，看
我們是否有修行？」有經過這一番洗鍊，有經過
了洗鍊，當然「明明覺覺」，該做什麼，對的事
，對的方向，向前走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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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佛陀的教育方法是教理行果
從弟子(學佛者，修行者)的修行是信解行證

佛陀 修行者

教 觀機逗教 信 深信堅信

理 真諦道理 解 思維解義

行 身體力行 行 依教奉行

果 體會證果 證 得道證果



「由行得果」，就是因為有身體力行，結果效果很好，
人與人之間互相善解，之後誤會解除了。我對你無成見
，你對我很歡喜，這就是「結果」。我們若能夠，「道
理是如此，我們身體力行，結果就出來了」。所以我們
用「行教法」，受教來實行，若能如此，我們的人生真
正接近，接近了我們的本覺。本覺回歸真如，我們對外
面的境界就能很清楚，不會受境界來妄動我們的心。用
我們這妄動的心，去緣外面的境界，又生出了很多的煩
惱，這樣再去造業。我們應該以本覺真如來緣，隨緣用
這個法來投入人群，不受人群所影響。所以我們這念心
，要時時用在我們的本覺，真如本性，面對外面的境界
，這樣就是時時多用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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