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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述佛陀愛的
教育的理念，
如何愛眾生，
呵護篤勵展現
軟實力



愛之深而誠，教就切。難得人身，難聞佛法。佛
陀是一大事因緣來人間，期待眾生能體會自己，
發現自己原來就有如來本性，與佛同等智慧。可
惜眾生自不覺知，所以佛陀不斷來人間，不厭其
煩，那就是為了這分愛，這分清淨大愛。那個愛
，很深、很誠，就是用深而誠的愛，才會倒駕慈
航來來回回教導眾生。這分懇切的心情，到底有
幾個人能夠體會佛的本懷呢？



《法華經》裡面，佛陀也是這樣慨嘆。四十多年
來，好不容易，開始要暢演本懷。發現到的，如
何能體會到自己自我的本性？如何才弟子四十多
年了，原來還是，還是離佛的本性慧海，還是離
那麼的遠。能真正開啟智慧如海呢？我們每天課
誦，不論是早晚課，「自皈依佛，當願眾生，體
解大道」，我們到底是體解了沒？「體解」，就
是自己的本性有沒有體悟到了？



「自皈依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到底我們有沒有深入經藏？我們若沒深入經藏
，要如何能體會，我們的真如本性呢？我們怎麼
有辦法智慧如海呢？法要聽，必定聽後要入心。
所以我們要「體解大道，發無上心」，這是「皈
依佛」的第一個願望。要發心，才有辦法入經藏
。入了經藏我們體會之後，才有辦法發大心，立
大願，入人群中「統理大眾，一切無礙」。這不
是每天皈依時，我們都有這樣的偈文。我們都這
樣在禮拜，這樣在誦念，到底念的，誦的，有沒
有入心？



每一次，每天早上，我在拜佛時，若念…自己內
心就「願體解大道，發無上心」，自己也會起慚
愧，我真的有「體解大道」了嗎？我自己的本性
覺性啟悟了嗎？我覺性若沒啟悟，怎有辦法入智
慧大海呢？這是我每天早上就是這樣，禮佛時自
問自己，我若無法深入經藏，要如何來領導眾生
呢？慚愧啊！什麼時候才真的做得到？不過我自
己覺得，只要這一念心是堅定的，方向每天每天
都沒有懈怠，向前前進，相信總有一天…，這是
信念。



上人開示了三皈依，也講到佛陀的愛，
也分享他拜佛的心情，那我們呢?

答案很簡單，上人如何做，如何想，如
何行，弟子就跟著做，跟著行就對了。



我們在人群中，「呵護篤勵軟實力」。我們人與人之間，
古時候的人說，「愛之深、責之切」，就是因為我愛，你
錯了。責，責備你這樣不對。但是，我們慈濟人都瞭解了
，師父向教聯會的老師說：「愛之深、教之切。」要用教
的，好好用心去教他。所以，愛之深，就是要好好疼惜，
但是也要篤勵。光是愛，就是父母愛子女，變成寵愛孩子
，害孩子無法立志。所以當父母的，愛孩子雖然呵護，很
保護這孩子。但是，如果（孩子）不對，我們沒有教，這
樣就變成寵愛孩子。愛孩子要教孩子，到底要怎麼教呢？
是不是用很嚴厲的呢？「篤」就是很虔誠，打從內心要如
何鼓勵他，一心一志來鼓勵，要保護又要鼓勵。表面上感
覺起來是較為嚴厲，但是，內心很真誠，「望子成龍、望
女成鳳」。



所以這份「呵護篤勵」，這是從內心，要用這樣的軟實力
。要愛他，要疼他，不是寵愛他，還要看來「溫而厲，威
而不猛」，這種軟實力。孔夫子這樣說，「溫而厲，威而
不猛」（說明：論語述而篇：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
安。這是弟子對孔子的形容）。看起來很溫柔，但是有一
點讓人看到很尊嚴的感覺，雖然看起來很威風，不過不會
讓人家害怕。「不猛」，就是讓人願意親近。這是孔夫子
對學生的教育，「溫而厲，威而不猛」，弟子對孔子的看
法也是這樣。這叫做「軟實力」，有這個實力的教育，但
不是嚴厲，是篤勵，是從內心那份的堅定、愛的教育。這
必定要讓人看起來又是軟軟的，但是是真實的教育，這種
的力量，「軟實力」。這是佛陀教化眾生，也是這樣的方
法。



那一天回來了，她就將這些話，師父要出去，就
邊走邊跟我說，她一定要精進，她發願生生世世
要精進。因為她很感恩，讓她的家庭很和睦，女
兒很孝順，很能幹。但過去跟她說話比較大聲，
聽師父說「要孝就要順，輕聲柔語」，現在母子
說話都輕聲柔語。所以她覺得她的家庭很幸福，
確實是有福的人生。這就是如何能體會？說不定
一次再一次再一次，終於能法入心來。法既入心
，發大心，立大願，篤定了心的志向，這樣的精
進。



這種一大事因緣，她已經體會到，入心了。那種
大愛深誠的心，也已經發起來了，她接受這個教
與法，她已經很懇切的心來接受了。所以提供這
樣的道場讓大家來共修，成就大家的道業。這是
人間菩薩，「布施、利行、愛語、同事」。她每
天早上都自己開門，來接志工進來，這真的是同
修行，這也是「同事」，這就是「利行」，這就
是「布施」，她願意時時跟大家共勉勵，這就是
「愛語」。看，「四攝法」，在我們修行的過程
不困難。











「此法如金剛劍」，如金剛的利劍，能斬斷我們
的煩惱根。唯有你精進，煩惱才不會一直來，所
以「驚發大丈夫之志氣」。大聲喊，知道「我不
對了！」趕緊收心回來。收心回來之後，自然他
就接觸了法。瞭解了法，成就大丈夫的志業。說
過了，修行乃大丈夫事，大丈夫的志氣就拿出來
了。先斬斷了種種結縛，打結的繩子先將之斬斷
，就是斬斷煩惱。所以「咄！男子」，就是大聲
喊：「這些修行者，你們要醒悟起來！」



此法就是大乘佛法，
要醒悟的就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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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如意足 四如意足
四神足

(舉其中一例)

【明，一如《三藏
法數》】

【明，楊卓《佛學
次第統編》】

【丁福保《佛學大
辭典》】

欲如意足 欲如意足 欲神足

念如意足 念如意足 心神足

精進如意足 精進如意足 勤神足

思惟如意足 慧如意足 觀神足



（術語）又名四神足。為三十七科道品中次四正勤所修之
行品。四種之禪定也。前四念處中修實智慧，四正勤中修
正精進，精進智慧增多，定力小弱，今得四種之定以攝心
，則定慧均等，所願皆得，故名如意足，又名神足。如意
者如意而得也。為六通中之身如意通。又總曰六通，是定
所生之果也。足者所依之義，如身依足而立。又六通等之
如意，依此四種之定而起，故名定為足，又神者靈妙之德
，此定為能生靈妙果德之所依，故名足。

智度論十九曰：「問曰：四念處四正勤中已有定，何以故
不名如意足？答曰：彼雖有定，智慧精進力多，定力弱故
，行者不得如意願。四種定者：欲為主得定，精進為主得
定，心為主得定，思惟為主得定。」



然四如意足之稱目，異說頗多，智度論及法界次第，列欲
，精進，心，思惟，輔行七列欲，精進，一心，思惟，是
同一也。俱舍論則列欲勤心觀，四教儀則列欲念心慧。俱
舍光記二十五曰：「此四者依加行而立名：一欲神足，欲
於加行位起此定，依欲之力，故定引發而起。二勤神足，
於加行位勤修此定，依勤之力，故定引發而起。三心神足
，於加行位，一心專住依心之力，故定引發而起。四觀神
足，於加行位觀察理，依觀之力，故定引發而起。加行位
中雖有多法，而此四法資益最勝，故從此四者而名。」俱
舍論二十五曰：「何緣於定立神足名，諸靈妙德所依止故
。（中略）神謂受用種種神境，分一為多，乃至廣說。足
謂欲等四三摩地，此中佛說定果名神，欲等所生等持名足
。」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四如意足》
欲念進慧四如意 具足圓滿道業立
欲如意足貴發願 願大志堅菩提現
念如意足在誠正 誠正信實道可證
進如意足當正勤 拔苦予樂重力行
慧如意足濟蒼生 慈悲喜捨放長情
四如意足繫一心 心淨一切國土淨
煩惱一念動三千 三千一念由心牽
毫釐之差謬千里 體解大道無量義



各位！愛的力量，我們要用心，真正的非常慇切
入心，求道的心。方法這麼多來教育我們，無非
就是要我們的心，要不受外面的境界所搖動。所
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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