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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因果
不昧，因緣果
報的道理，要
重視修因德，
才能有果福德



是啊！我們昨天也是這樣說，如是因，如是緣，如是
果報。這我們都很瞭解因緣果報法，「因果不昧」。
同樣，你是種何因，所得到的就是什麼果。造福緣，
得福果，造惡緣一定是得惡果。福與惡是在一念之間
，一念善所造作的無不都是福緣，一念惡所行動的，
無不都是惡，這都是在一念間。這一念間，是從因與
緣。過去生若沒因，就不會合在一起。我們既然合起
來就是有緣，到底這緣是福或是惡呢？所以，我們過
去若是福緣，一見面就相見歡喜。常常聽慈濟人，每
一活動都會說「相見歡」。每一次活動很密集，若是
開始外地的人來了，本地人接，見到面就是歡喜，相
見歡。為什麼會「相見歡」呢？



一見面就歡喜
一分手就懷念

一切眾生喜見菩薩



其實每一個人在人間，哪一個人沒因緣呢？哪一
個人沒與緣互相牽扯，一直到來生來世。來生來
世就是在無限量，所以全都在生死中無限量。人
人每天都在與人見面，每天都在跟昨天的因緣相
續。昨天的好緣，今天再歡喜相見，日日歡喜，
日日相見。但是有一天，還是在生死中，來生來
世，還是與因緣仍在相續。還是有因就有緣，不
斷好壞緣，生生世世一直累積下去。



一見面就歡喜
一分手就懷念

一切眾生喜見菩薩

淨因善緣菩提種



修行借重因緣，到了這顆種子發起來的時候，種
子的形到底是什麼樹？就要等它發芽出來，到芽
出來之後，才可以知道原來它的根、莖和葉子，
我們看到了。原來這棵樹，這顆種子原來是樟樹
，原來是荔枝樹，原來是芒果樹。反正只是那顆
種子，你看不出那是什麼。但是我們若是不斷不
斷用心，用法去培養。它那個「因」成「果」，
果就成了形，樹形就出來了。這個樹形一出來，
因核果海，「因」才只有一點點，如果你用心照
顧生長起來，成一棵樹，這棵樹開花就結籽了。



他們送回來的種子，其中有一種的種子，一粒有
這樣大，這個種子的形很特殊，像一個車輪一樣
，拿來搖一搖，裡面怎會有聲音呢？原來這個輪
狀的種子，裡面還有很多很多真正的種子，是含
在殼的裡面。但他是一朵花，它結果的種，有這
麼大顆，一瓣一瓣好像一車輪一樣，搖一搖，它
叫做「沙盒樹」。總之，你將裡面剖開，它裡面
有很多種子，每一顆種子就是一棵樹。



所以這棵樹，它所生的是無量無量的果，無量的
果又再產生無量的樹，所以叫做「一生無量」。
這個果實，就要由我們很用心，那個「因」，要
很用心來培養。培養成果實，那就是種子。種子
（有）因緣入土，它就又有無量無量的果又出來
。所以這個修行成果，那就是一生無量，這樣「
謂之因德」。一顆種子，它就能有很多很多無量
種子在裡面。這就是看我們如何修行，如何來照
顧這個種子，讓它成為果，所以這叫做「因德」
。



四如意足(播種譬喻)

➢欲如意足(選擇種子)
➢念如意足(培育種子)
➢進如意足(灑播種子)
➢慧如意足(大地福田)



三十七助道品 農夫耕作譬喻(稻田、菜園、樹林、盆栽)

四念處 放火將雜草的種子及害蟲細菌燒掉，讓泥土乾淨

四正勤 耕耘，犁田，除草，顧好田埂，鬆土，將地整平

四如意足 選擇種子，培育種子，灑播種子，撒在大地福田

五根 施肥，讓根部更強壯的肥料，可以吸收大地養分

五力 施肥，讓莖葉更強壯的肥料，可以讓植物長的好

七覺支 開花時要疏果，要注意蟲害及防天災必要的管理

八正道 收成要知道正確的時機，正確的方法，保存使用















四念處就是要用智慧，要用智慧，我們如果有四
念處觀，自然要好好、細細去思考。我們就可以
知道智慧，智慧就會出來。我們若是凡夫，只是
執著在「我、我、我」，我的感受，煩惱就一直
生。我們在修行，佛陀教我們的，就是要「四念
處觀」，這就是「以智慧為體，以慧觀的力量」
。因「智」是「分別智」，「慧」是「平等慧」
，所以，「以智（慧）為體，以慧觀的力量」。

斬斷
無明草

斬斷
煩惱根



四念處

➢觀身不淨
➢觀受是苦
➢觀心無常
➢觀法無我



這樣我們才有辦法破除我們的煩惱，把心安住在
道法上，讓我們可以正而不邪。我們如果有四念
處這個法在我們的心，我們用心去細細思考，我
們自然只一個念頭要精進。敲板了，我們要趕緊
起來，翻一個身起來，做早課聽法，這是多麼歡
喜的事情。如果還是在「大平林」裡，心會不好
受，因為不好意思，大家都在精進，怎麼我還會
在這個地方懈怠呢？自己若沒有慚愧心，這已經
是墮落了。所以我們應該修「四念處觀。」







光一個身體，身體可以修行。卻是身體沈重，拖累我
們，所以不能修行，就懈怠下去，很可惜！煩惱未斷
，我們應該要用斷煩惱的器具，就像利斧，用斧頭將
煩惱斬斷。不是說「再給我一段時間」，到底什麼時
間，你才可以精進？時間不會等人，精進就是不休息
的意思。所以這要用「除糞之器」，就是要用法，法
要入心。這樣就是「聞慧外凡地位」，若外面，不是
在修行的人，但是就是白衣菩薩，意思就是居士。他
也知道我要薰法香，一早天會未亮就出門，雖然他還
是在家人，但是他們也是很用心在聽法。一般人都在
聽法，何況我們已經是修行了。







所以「汝等勤作，勿得懈怠，以方便故，得近其
子」，佛陀用種種方法，這樣誘導我們。慢慢誘
引、引導，用「四諦法」、用「四念處」，還用
「四正勤」。「四正勤」那就是，「已生惡令速
斷」，要趕緊斷，還要將它滅掉。「未生惡令不
生」，大家若是在精進中的人，就不要斷，還是
永遠永遠不要斷。如果是已生惡要趕緊斷，未生
惡不要生，就是不要像別人一樣懈怠。我們已經
在精進了，所以惡不要讓它升起來。已經生起來
，在懈怠中的人要趕緊斷除。



我們壞的習氣已經有了，要趕緊斷除。還沒有壞的習
氣不要被傳染到壞的習氣。如果「未生善令速生」，
我們若還沒有好的習氣，還沒有好的動作，我們要趕
緊學。「未生善令速生」，我們還沒有做過好事，趕
緊即時去做。如果是「已生善令增長」，既然已經是
在精進了，既然生善了，我們就要再趕緊，對的方向
，要向前前進就對了。對的事情，做就對了！這叫做
「四正勤」。「四念處」、「四正勤」，就是要精進
。「精進勤勞修習四種道法」，這叫做「四正勤」，
以策勵我們身口意業。我們要斷一切惡，生一切善，
這就是我們平時真的要時時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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