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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自己的意思
去追求，不知
道自己人生的
價值，得小失
大，怪可憐



人生價值在哪裡？我們自己應該要知道，我們自己要好好
評估，人生價值在哪裡呢。我們這輩子怎麼來？而來到人
生應該要做什麼事？而且我們未來的歸向又是什麼？又再
未來我們的人生要投向何處？這過去、現在、未來，我們
的人生，應該要很用心，要「自知」。自己好好來評價，
評估我們自己，到底生來這輩子，是為自己？為家庭？為
社會？或者是為無所事事？瞭解我們的，只有我們自己最
瞭解，別人無法瞭解。但是凡夫，有幾個能自了解呢？唯
有學佛之後，自己要多反省，反省我們過去的人生。我們
人生方向找到，什麼樣的方向是我們應該做。找到的道理
是不是有照這軌道走還是沒有？



這實在是很重要，其實佛陀跟我們說的很清楚，人人都自
懷寶藏。人人本具佛性，人人都有跟佛同等，跟佛一樣的
智慧。跟佛一樣能夠體會天地宇宙萬物真理，「智慧同等
、覺性同在」。是為什麼佛陀已經覺悟了，而我們凡夫還
是還是一場的糊塗？還是在人生隨著境界心念的起落，無
法清楚我們到底方向在哪裡。儘管我們學佛，也聽了，也
相信了，人人本具佛性。卻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常常外
面的環境製造了煩惱，埋覆我們的佛性。智慧光明透不出
去，外面境界一片糊塗，就像「懷著寶藏投在糞坑一樣」
，不知道要好好「即時精進」。「今生不自珍視」，我們
永遠就像《法華經》譬喻的貧窮子，還是又回歸貧里，這
樣不是很可惜呢？



人生何價應知自評估，莫要自懹寶藏投糞坑
今生不自珍視成貧窮，懈怠散慢墮落應慚愧



所以說「懈怠散漫墮落應慚愧」，如果沒有慚愧
，永遠就是在懈怠中，永遠就是退歸貧里。學佛
要常常有慚愧心，學來要在我們心中，心裡若清
楚，外面的境界才不會糊塗了。



《百喻經》卷四（八二）比種田喻
昔有野人，來至田里，見好麥苗生長鬱茂，問麥主言
：「云何能令是麥茂好？」其主答言：「平治其地，
兼加糞水，故得如是。」彼人即便依法用之，即以水
糞調和其田下種於地，畏其自腳蹋地令堅其麥不生，
「我當坐一床上使人輿之，於上散種，爾乃好耳。」
即使四人人擎一腳至田散種，地堅逾甚為人嗤笑，恐
己二足更增八足。
凡夫之人亦復如是，既修戒田善芽將生，應當師諮受
行教誡，令法芽生；而返違犯多作諸惡，便使戒芽不
生，喻如彼人畏其二足倒加其八。



這種譬喻就是「戒」，我們「戒、定、慧」一定
要有。這是學佛最根本，不管出家、在家。「在
家」人有「五戒、十戒」，我們「出家人」，有
三百五十幾戒，甚至五百戒。「戒就是規矩」，
戒師是這樣教我們，叢林就是要有這樣的規則，
要「慇勤精進」。我們若是一念懈怠，或是自作
聰明，就像那片土地一樣，沒去耕作，整塊田都
荒廢。要去耕作，沒有好好守規矩，反過頭來還
違反規戒。這樣就是大錯特錯，犯了很多煩惱戒
律，這是錯誤的。



所以，我們人生的價值，好不容易可以聽聞到佛法，
這是人生的價值。我們有沒有用功？是不是聞法信受
奉行，自己最知道。所以要自評估，我們自己是不是
分秒不空過，是不是步步在法的規戒中前進呢，我們
自己最知道。不要「自己身體懷者寶藏，還投入糞坑
中」。「大家要懂得自愛，一失足成千古恨，時間過
去就不會再回來。業如果造下去，就永遠隨身。」所
以今生「不自珍視」，那就是「成貧窮」。我們若是
「懈怠散漫墮落」，又不知道要慚愧，不知道要懺悔
，永遠就是墮落，可怕啊！



前天，聽到上人開示，原來斷除
見思惑取證涅槃才是除糞而已，
很震憾。

今天又講懷著寶藏投在糞坑一樣
，貧窮子就是這樣，我們是凡夫
，如果不趕快覺醒，難到要一直
待在糞坑嗎？



印光大師自號為
常慚愧僧



「佛慈」，佛陀慈悲來人間，「一大事因緣」無
不都是要來指導我們，如何走在這條路，方向正
確，找回我們的清淨佛性。常常說人間事，人間
路要先鋪平，才有辦法入菩提道。我們人跟人之
間，真正的要互相，人人的心合和互協，這個世
間不就是真善美。「真」就是「虔誠」，「善」
就是「整齊」，人與人之間「互相和睦」的整齊
。如果可以這樣，看起來就很「美」，這是我們
人生方向的價值，「自己懂得自愛，跟人群會合
，就是真善美。」



開道鋪路
成熟眾生
互相和睦
是真善美









這「猶云先問其價，取價是適願」。取這個價值，這
樣我已經滿意了。「除糞爭出」，這種工作，我就甘
願做這種的工作，這樣我願意。這樣可以領到錢，樂
哉！樂哉！苦力出去，粗工作出去，我就可以領到這
樣的錢，這樣生活。這與「二乘慕滅修道」同樣，所
以「先取其價，即先取滅道之價」。若是「菩薩」就
沒這樣了，「菩薩就是救人就對了，投入人群中度眾
生，這就是目標！」不收回饋，就是付出不收回報。
付出他就很歡喜，付出就是他看到眾生得救的代價。
但是「小乘」的人，就是要讓我得到，得到斷除來生
的苦難，這樣討價還價，這樣在計較。



人間菩薩
付出無求
還要感恩
做就對了







後方作四念處，知道佛陀這樣說，你這樣修行，就不用再
來輪迴。所以因為這樣，他就開始「四念處觀」，除了「
四聖諦」，還有「四念處」。四念處大家知道，「觀身不
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開始要用心仔細
去了解，這「人身」真的是「不淨」身，而且「法」，一
切法都是「無常」。我們的「心」生住異滅，道心要堅固
也是很難，所以我們要好好用心。「觀身不淨、觀受是苦
」，真正的日常生活，十有八九是不如意，這實在是「苦
」。何況是「老病死」的苦，何況「愛別離、怨憎會」種
種，又是我們身體五蘊熾盛。這種身體的不淨，裡面就包
含這麼多的道理，「到底我們有沒有在用心，有沒在瞭解
，知道苦的源頭？」







各位學佛我們要好好愛惜自己，自己人生的價值，是自
己要提升。生命的價值，我們要先去做人家生命中的貴
人，自然人人都是我們「生命中、慧命中」的貴人。因
為外面，人人就是我們成長慧命的貴人。「我們願意付
出，是人間生命中貴人」，若能「互相付出」，就是我
們生命價值。所以我們若要問，生命何價？「應知自評
估」，是自己最知道。自己好好想，我們到底是「慇勤
精進」，還是「懈怠、散漫、墮落」。就要看我們自記
，假使我們有「懈怠、散漫、墮落」，我們要趕緊慚愧
。須菩提就是在佛前先懺悔，先慚愧，然後告別了他的
過去。敘述過去他接觸佛法過程，就如那貧窮子一樣。
何況是我們！所以我們要好好自我反省，也自我懺悔、
慚愧。要時時多用心呀！



PART 2

•請針對，懺悔、助人、感恩，這三件事情。

•選擇一項去行動，要實際的去做，去完成。

•在未來兩周內去付諸行動，並將行動前與行
動後的心情與想法記錄下來，分析與寫出過
程的微妙變化以及你的感想。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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