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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智慧 富貴享樂



慈悲智慧 富貴享樂

難度眾生入群度眾
一切無礙



衝(無慈無忍)

緩(有慈無忍) 慈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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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行能行
輕安自在

不安煩惱

業報難安



六頂思考帽



提醒我們缺了悲
智，少了慈忍，
就是一念偏向，
會漏落六道。或
有所得或無所得



我們就要很小心，一念間，我們是修行，我們所
要追求的，希望能夠悲智雙運，還能度眾生。這
是我們修行者應該有，也應該要精進，所要追求
的。但是，我們若是一個「缺」字，「缺悲智德
」，就是我們沒有用心，也不願意付出，這種人
就是缺慈悲，也是缺智慧。沒有慈悲智慧，在人
群中付出，這樣要如何能夠度眾生？這要度眾生
很難啊！因為連自己都無法度，要如何度別人？



所以我們應該要有悲智雙運，要常常記得，我們
在日常生活中，「悲」，就是同體大悲。說話，
不可以因是我不高興的人，我和他說話，就故意
說一些讓他心會難過的話，不可以。我們說「開
口動舌無不是業」，一句好話，你就對這個人一
分的福業。一句的壞話，傷了人的心，你就已經
造一分的口業、惡業，都是一念間。



我們將心比心想，若聽到這句話，我們的心會如
何？我會傷心。我會傷心，我就不要讓別人傷心
，這樣叫做有慈悲。假如我們相反，我不高興的
事情，這個人就是和我無緣，所以我既不高興，
也要讓他不高興，若這樣，真的是缺智德。所以
，自己沒度到自己，又無法度別人，又再傷害感
情，結惡緣，要如何度眾生呢？所以每天說話要
小心，做事更是要小心。



「少慈忍行娑婆難安」。我們修行，聽法，就是
要學會慈悲。慈悲就是要人人有福，不是我自己
有福而已，希望人人有福，天下間人人都具足福
，這是祝福。我們常看到人就說：「祝福你喔！
祝福你喔！」祝福是很好，希望人人都有福，天
下和平，人人有福，這叫做慈。我們要能夠慈，
世間能有福．社會能平安，那就要修忍辱行。你
忍一下，我忍一下，自然壞的話，不好的事就不
會發生，這樣社會就祥和了。



假如我們缺少了慈忍的行為，我們就是在娑婆，
娑婆世界是堪忍難安啊！看看最近天下多少國家
就是不堪忍，不堪忍，所以一念惡心動起來。這
種貪瞋癡，惡行一起，想看看，人禍啊。多少國
家的人無法忍耐下去，住不下去，危險啊，所以
造成了難民潮。看，現在天下難民有多少呢？每
一天在這種不平安的國家，人與人互相相爭，不
只是暗鬥，還明爭。這個明爭，動起武來，槍炮
彈火，這種烽火的國家很危險，就有很多人攜家
帶眷，流落它鄉，成為難民。





所以「一念偏向，漏落六道」。只是一念，若不
是那些少數政治人，少數的人，若不是那些人的
心念偏向，不就是那國家大家安住無恙嗎？大家
在自己的家園中，不就能生活的安逸無災嗎？這
就是少數人一念偏向，那變成了要受很多的苦。
我們眾生就是這樣，平常人人一念的偏向，就是
墮入六道。本來我們的真如本性與佛同等的覺性
，就是一念迷，所以背覺合塵，漏落在六道。六
道，天道還是享受；人道苦樂參半，在人道就容
易造業。



造了這麼多的業，造成這麼多的災民，難民，受
苦受難不堪。像這樣，起心動念的禍根源頭，這
是大惡啊！這個大惡，後面還有三道，地獄、餓
鬼、畜生道。就像這樣，真的是苦不堪，已經造
成整社會，他們的這個國家都是阿修羅了，所以
不斷，戰火不停，所以人間的阿修羅集中在那個
地方。戰火不停，這種一念偏向，所以背覺合塵
，心都迷失了，無法再回來回歸那念平靜善良的
本性。所以不知還要再漏落到三塗的哪一道去，
都不知道。



「守小獨善不樂大法」。有的修行，我們在安居
樂業的地方，我們得了人身，我們能修行。卻是
「守小獨善不樂大法」，只要我自己好就好了，
不管別人。就像有一個故事，大家知道，地獄中
受苦，佛陀好像這樣透視到地獄去，眾生這麼苦
，看看有緣嗎？有緣的眾生就能得度。就放一條
線下去，那條線就如蜘蛛絲一樣，線如一道光明
。一個人（地獄罪人）看到了，就趕緊拉著這條
線，一直要往井上爬上去。





卻是有人（另外地獄罪人）看到了，「他能上去
，我也要隨這條線上去。」但是，在前面開始要
向上的人，看到下面又有一群人跟來，一念心起
：「這條線，這條索如此細，怎能載這麼多人呢
？萬一若斷了，我是不是又要再掉下去？」所以
起了這個念頭，他就往下，要排斥下面的人，接
著這條線索，因排斥下面的人，用腳踢下面的人
。所以，這條線從他拉著的上頭就斷了，同樣也
墮落下去。







因為，我們也有聽過這個故事，天人五衰相現時，他
自己知道天福將盡了，到底要墮落哪一道呢？不知。
自己心惶恐，趕緊來到佛前，請示佛陀：「佛啊，我
已經五衰相現，我什麼時候會墮落到什麼地方呢？」
佛陀看，「你還是趕快懺悔啊！」他趕快向佛陀求懺
悔，以最最虔誠。人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天人也是一樣，到了天壽要盡了，可能墮落三途，他
的心很擔心，很緊張。所以佛陀要他懺悔，要他發願
，他馬上用最誠懇的心，在佛前懺悔。在懺悔當中，
向佛頂禮時，剎那間，好像到了一馬廄去。



















六塵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外界

六識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中界

六根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內界

十八界十二入

六根
六塵
互相
涉入

一切眾生，內外心境根塵，可以十八界包括之。十八界
者，謂合六根、六塵、六識以言，六根為內界，六塵為
外界，六識為中界。眼根色塵，內外相對，於其中間，
生於眼識，則成三界。







「或有所得，或無所得」，就是「不遇善友」，
名叫做「無所得」。我們難得人身，我們卻都沒
有遇到好朋友，好朋友就會度我們，好朋友就會
成就我們。我們是對或不對，他會為我們分析，
這對我們就是「有所得」。「或得人身遇佛法中
真實善友」，我們若能得到佛法，接引我們與佛
法能會合，我們有因緣接受佛法，這才是真正的
善友，這也是「有所得」。若是沒有遇到好朋友
，那就是「無所得」。有遇到好朋友，帶我們入
佛門，讓我們了解人間正確的方向，這都是叫做
好朋友。



所以「所修有漏善，是為有所得法」。有所得的
法，這都是「有漏善」。我們在人間獨善其身，
還是在「有漏善」中，因為我們總還是在追求，
還在追求，我們還是在「求索衣食」，我們還是
在求衣與食。真正我們自身的財富，還沒有自己
去得到，我們還在向外追求，穿得暖，吃得飽。
將這個法應那個法，全都還在小法基礎中，還未
建立起樂大的心。像這樣，就是有所得與無所得
，我們還沒有很穩定入這條大菩提道。所以我們
要時時多用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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