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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必定要堪得
耐苦耐勞，加上
遇到佛法有善知
識的引導，修行
善道可以近寶所



修行必定要堪得耐苦耐勞，我們若是決心要修行
，怕辛苦，不肯耐勞，這樣要如何叫做修行？所
以我們修行就要經得起堪得起勞苦，即使動筋骨
，我們也要堪得付出。所以不要說，看到這麼辛
苦，修行要這樣辛苦，這樣我很怕，很畏，懼怕
，不敢用力去付出，若不能這樣做，如何叫做修
行呢？修行的意思那就是難忍能忍，難堪能堪，
堪得起忍勞耐怨，這才是真正的修行者。



就如佛經有這樣一段故事，那就是佛陀在世，在
舍衛國，那時候佛法已經很昌盛了。到處人人都
是向著佛，希望能時時接近佛，這是人人所嚮往
的。王舍城中，有上自國王、大臣、大富長者，
很虔誠供佛、聞法。還有一般的老百姓，還有旃
陀羅，也就是很貧困的賤民，同樣在佛陀化世的
這個時候，人人都平等，能夠來親近佛，能夠來
聽法。

須賴，貧窮人，難忍能忍



親近佛，能夠來聽法。對佛法的虔誠超越了一切的人。
他在努力工作中，又很樂意去幫助人。自己夠吃就好了。
甚至自己的工作願意放棄，去幫助與他一樣貧困的人，去
討生活，幫忙他，給他力量，讓他有力量能賺錢。
多數的時間都是為那些孤老無依、貧病的人照顧付出。
沒錢給他，用力氣幫助他，讓他能有工作做。
貧、病、老、殘這樣的人，都是他不惜手腳在照顧，常常
去幫貧困老人洗澡，打掃家裡，這都是他在做的。
還有更不簡單的，同樣與僧團修行，一樣的修行。
平常早晚他就是自己靜修，像這樣努力付出，能堪得忍耐
自己生活貧困，對佛法又是很精進。
那一念心就是靜寂，不會起心動念，一心一志就是修行，
為苦難人而付出。



須賴



面對辱罵，壓迫逼迫考驗卻還是安然不動。
面對百般誘惑他，甚至現出了金山銀礦，還是安然不動。
雖然我貧窮，我的生活就是這樣過日子，和別人在過的日子
是一樣的。我的心很滿足，與有錢人的心一樣，沒有差別，
我不覺得我是貧。
了解一切都是因緣啊！因緣果報。我假使被他罵，我也應該
要忍，因為我過去生可能有得罪了人，不好的緣。
我擔心的是他的因緣，怒心、瞋心延續在來生。
我什麼都不求，我只期待天下眾生能平安，苦難的眾生能得
救，我只是期待人人能得幸福。我知道我自己過去生的因緣
，這是佛陀說的，每一個人都是帶業而來，人人都有因緣果
報。我希望我能好好修行，能夠為天下一切人，幫助他們，
讓人人能得樂離苦。



這是在佛世時有這樣的人，其實我們現在不也是
常常看到這樣的人嗎？多少人生活也不是很好過
，同樣他也付出他的勞力，這樣他也要救人。不
只是救人，還要做環保。他在自己苦力中，工作
做完了就趕緊投入環保中。又很虔誠，同樣每天
都在聽法。像這樣，生活雖然不是很富有，卻是
他自己勞力做工，還要布施，還要力量幫助人。



像這樣，這位須賴，就是佛陀在世時，那時候在
家的弟子。這麼的貧困，同樣與佛同等的心願，
就是希望受苦的眾生都能脫離苦。這與佛心同等
，所以佛陀很讚歎這位在家的弟子，非常貧困的
人。佛陀將他的故事說給大家聽，「須賴他就是
這樣的修行，心很穩定。雖然你們大家看他很貧
困，其實平時除了他自己的生活外，就是幫助大
家，他寧願餓自己，也要成就別人，這就是他修
行的德。」



所以我們學法，佛陀希望我們行菩薩道，要投入人群
，不怕辛苦，我們心要很穩定，就如須賴這貧窮人一
樣。雖然貧窮，卻是道心堅固，愛心開闊，在人群中
付出。當然，就是人人敬重的一個人，不是有錢，人
家才會敬重，即使這麼貧困，還是人人敬重，佛陀也
非常的讚歎。所以說，我們若是「不堪耐勞動筋骨」
，修行若怕辛苦，要算什麼修行呢？「視之畏苦不勤
力」，若看到大家在工作，我們就很怕，知道修行就
是要這樣，「這樣我不敢。」其實沒有出家，他用在
家身在貧窮中，比出家人定力更加大，在人群中付出
，這樣他的修行不比出家差，勝過了出家。



他願意這樣耐勞維持生活，困苦還願意再付出，
這是真正在家菩薩，這也是讓人尊敬。「如父益
友循引導」。我們修行最重要的是在人群中要互
相啟發，就像這位須賴，貧窮人，他以這樣，也
是感動很多人。很多人的讚歎，很多人也很喜歡
親近他，這種的益友。在我們人群中應該人人都
要做到這樣的程度，年齡比我們小的，當成我們
的後輩。年齡比我們大的，當成是我們的長輩，
就是父輩，我們應該將人人當成父親，當成好友
一般。



最近常常說過了，順逆的境界無不都是我們的善
知識，無不都是讓我們現在面前，啟發我們道心
的人。所以這些人都能循循善誘，我們能來夠幫
助他，將他牽引進來。人群中，他現出的境界，
我們要趕快接受，不好的，自我警愓。好的，是
我們要學的。這就是互為父輩，互為益友，彼此
互相引導。因為我們離佛已經二千多年了，我們
現在要向佛學習，我們更要從人群中學得我們真
正在人群中不受人群污染，能起歡喜心。



「漸向善道」，我們就是要這樣慢慢向善的道路
走。彼此之間互相勉勵，向善處的路走，這樣自
然就漸漸接近寶處。我們若用我們修行的心靈境
界，應該就是要這樣，互為如父愛子，互為益友
，互相來勉勵，互相牽引向善道，這樣我們得了
佛法，人人內心都是富有。



唐吉訶德：
忍受那不堪忍受的痛苦，
跋涉那不堪跋涉的泥濘，
負擔那負擔不了的風雨，
探索那探索不及的星辰。
以忍人所不能忍，做人所不願做，
自我紀律，機會就會在滾滾砂礫中閃爍著金光。
所謂識砂者得砂，識金者得金，自我紀律為識別
機會的重要修練。



孟子曰：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
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
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
死於安樂也。」



難忍能忍
難堪能堪
忍勞耐怨
難行能行

與佛同願
道心堅固
愛心開闊
定力堅強

如父益友
循循引導
見機緣熟
自不放棄

心中有佛
佛心己心
漸向善道
接近寶處

修行 寶所因緣發願













這我們說過了，法是我們心靈的寶藏，我們心靈
的法，就是與天地宇宙同等的豐富。但是我們只
想要守在這樣少少的，得少為足，知道一點點的
知識，就不想再向前進的智慧去精進，只是在淺
淺的皮毛，這樣了解一下。以為「我已經斷煩惱
了，我已經斷生死了」。其實這是佛陀的方便法
，說「你們若這樣修，去除煩惱，你就不必再來
生死」，談何容易啊！我們還是好好地，這輩子
好好地將法入心來，我們不要再起心動念，這就
是斷生死。



就如那位須賴，他雖然那麼貧困，他這輩子就斷
生死了。甘願進出於人群中，他不受外境來誘引
，這樣叫做斷生死，讓他的心穩定在人群中。應
該真正的大乘法就是希望，佛陀希望我們修得很
自在，來去無障礙。要來就來，要去就去，人生
來去自如，這叫做「乘如是法而來人間」，叫做
「如來」。 如來，就是覺悟的人，來去自如，
不離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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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賴的優點(法入心，法入行)-1
親近佛，能夠來聽法。對佛法的虔誠超越了一切的人。
他在努力工作中，又很樂意去幫助人。
自己夠吃就好了。甚至自己的工作願意放棄，去幫助與他一樣貧
困的人，去討生活，幫忙他，給他力量，讓他有力量能賺錢。
多數的時間都是為那些孤老無依、貧病的人照顧付出。
沒錢給他，用力氣幫助他，讓他能有工作做。
貧、病、老、殘這樣的人，都是他不惜手腳在照顧，常常去幫貧
困老人洗澡，打掃家裡，這都是他在做的。
還有更不簡單的，同樣與僧團修行，一樣的修行。
平常早晚他就是自己靜修，像這樣努力付出，能堪得忍耐自己生
活貧困，對佛法又是很精進。
那一念心就是靜寂，不會起心動念，一心一志就是修行，為苦難
人而付出。



須賴的優點(法入心，法入行)-2
面對辱罵，壓迫逼迫考驗卻還是安然不動。
面對百般誘惑他，甚至現出了金山銀礦，還是安然不動。
雖然我貧窮，我的生活就是這樣過日子，和別人在過的日子是一樣
的。
我的心很滿足，與有錢人的心一樣，沒有差別，我不覺得我是貧。
了解一切都是因緣啊！因緣果報。我假使被他罵，我也應該要忍，
因為我過去生可能有得罪了人，不好的緣。
我擔心的是他的因緣，怒心、瞋心延續在來生。
我什麼都不求，我只期待天下眾生能平安，苦難的眾生能得救，我
只是期待人人能得幸福。我知道我自己過去生的因緣，這是佛陀說
的，每一個人都是帶業而來，人人都有因緣果報。我希望我能好好
修行，能夠為天下一切人，幫助他們，讓人人能得樂離苦。



須賴的優點(法入心，法入行)-3
像這樣，這位須賴，就是佛陀在世時，那時候在家的弟子。這
麼的貧困，同樣與佛同等的心願，就是希望受苦的眾生都能脫
離苦。
「須賴他就是這樣的修行，心很穩定。雖然你們大家看他很貧
困，其實平時除了他自己的生活外，就是幫助大家，他寧願餓
自己，也要成就別人，這就是他修行的德。」
我們學法，佛陀希望我們行菩薩道，要投入人群，不怕辛苦，
我們心要很穩定，就如須賴這貧窮人一樣。雖然貧窮，卻是道
心堅固，愛心開闊，在人群中付出。
他用在家身在貧窮中，比出家人定力更加大，在人群中付出，
這樣他的修行不比出家差，勝過了出家。
他願意這樣耐勞維持生活，困苦還願意再付出，這是真正在家
菩薩，這也是讓人尊敬。









我們現在常常看到慈濟人，現在在施教也是。對富有
的人，大家與他做朋友，介紹慈濟，讓他也能發一分
心，這叫做教富去濟貧。為貧困苦難人，我們要趕快
適時去幫助他，解除他的困難，同時從貧困中啟發他
的愛心，給他心靈的財富。現在我們不是看到到處，
我們在幫助他，「竹筒歲月」就是這樣，一滴水匯入
大海，永遠都不會乾枯的水。讓他們雖接受救濟，他
們也付出一滴愛心。這就是根機，覓「尋覓度生因緣
，見機緣熟，自不放棄」。不管是在苦難中的眾生，
我們也要觀機去付出，我們也要逗教啟發他的愛心。
像這樣，佛陀這是出世慈父的心態，叫做尋覓度眾生
因緣，見機緣熟，自不放棄。



這很重要，我們人人要用心。不是說只有一個父
親對一個孩子，世間是一個父親對一個孩子，出
世慈父是一位父親對五道四生的眾生，都視為一
子，都是在尋覓因緣救度的機會。這就是我們要
用心，學佛者，人人要心中有佛，佛心為己心，
要學到這種的程度。所以要請大家時時多用心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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