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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告訴我們什
麼是大法，什麼
是小法。選擇小
法的風險很大，
要趕緊迴心向大



執小迷大，這就是我們人人都只是顧著自己，沒
有去想芸芸眾生。修行，我們一直說，希望我們
人人把我們的心開大。真如本性，天體合一，廣
大無邊，為什麼我們指是為自己，這麼渺小的自
己，這樣守在小法裡呢?我們何必執小迷大？我
們有這麼開闊的真如本性，我們就不要執在小法
裡，我們若執在小法自然就迷失了大法。就像我
們迷路，只是要站在小路，有一條康莊的大路，
可以讓我們直通找道路，回到我們本家。偏偏就
是那條大路我們不肯走，偏偏要執在那小道小路
裡，才在那裡迷，這就是愚，愚法。



佛陀來教育我們，只是要讓我們從此岸，凡夫迷
茫的此岸，用一個腳踏板鋪著，讓我們走過來，
乘此小板能度到這艘大船，我們就要用大艘的船
乘風破浪到彼岸去。我們若是說，這個板子鋪著
，我們很想要離開這個是非、煩惱、無明的地方
。我們鋪著這個踏板子讓我們走過來，然而我們
偏偏要去選擇那小小的竹筏。這個竹筏，這小船
，要在大海浪中怎麼堪得起呢？浪一來，不要說
大浪，只是小的浪湧，這艘船，小船載著我們自
己也堪不起小湧小浪，我們很容易翻覆過去。



「乘大貶小乘取小果」，我們坐在這大艘船來看
，看那小船，看一看，危險喔！在那個小船的上
面就是搖搖擺擺。這種坐在大船上來看小船，能
過嗎？只是可以過溪的岸，不能夠過海岸。所以
說小船只能過溪岸而已，這就是貶小。大船它就
是能過大海到彼岸，小船它所得到的就是過溪、
過河，沒有湧、沒有浪這樣到彼岸。這就是取小
果，所以「乘大貶小乘取小果」就是這樣。我們
應該學法，佛陀是用方便法，知道這艘船是小，
只能堪得住一個人，只堪得過小河、小溪，就像
是得小果一樣。



我們坐在這大艘船來看
，看那小船，看一看，
危險喔！在那個小船的
上面就是搖搖擺擺。



我們應該要乘大船，就像是火宅外面有三台車，
讓我們來挑。但是長者就會跟我們說，這三台車
，羊車、鹿車只能一個人、兩個人玩。看，那個
大牛車，裡面有豐富的東西，有寶藏，牛很有力
，又可以讓我們用，能夠載更多的人。讓我們了
解之後，知道大乘法很豐富，我們不但能自度，
還能度他。這種大、豐富，這種體解大乘之理，
就是大白牛車。讓我們了解這台車，這隻牛，就
是這麼有力，車的上面是那麼豐富，讓我們都可
以了解，豐富的寶物，隨我們取用。



這大乘法，可以讓我們透徹了解，我們若是真如本性
啟發起來，天地萬物的道理，有哪一樣我們不知道呢
？我們能夠體解天地萬物的真理，這種體解大乘真理
，「遂迴心向大」。我們馬上就能趕緊回心轉意向著
大乘的方向，這就是我們要了解，若能夠了解法，大
乘法，裡面很豐富。我們將固守自己，獨善其身這個
念頭，這樣把他反轉過來，回心轉意。同樣是在修行
，為什麼我們要把這個時間，用在自己獨善其身呢？
同樣是這樣的時間，同樣是在修行，我們怎麼不要向
大呢？我們怎不要自利兼利他人，自覺覺他人呢？道
理若通達，自然我們很快回心轉意，向於大乘法走，
所以我們學佛要用心。



修行的道理很簡單，但我們要好好反省
、思考，自己有沒有做到。自己是小還
是大，有時候自己有一艘小船，或是小
木板，就自鳴得意，不曉得這樣只能渡
小溪、小河，沒有辦法渡大海。這是愚
法，自己不自知。感恩上人不厭其煩、
苦口婆心、慇慇教誨。要我們宏觀天下
，開擴心胸，行大乘就對了。(惟智心得)



渡小溪小河 渡大海大洋

大浪來翻覆 大浪來安全

智慧的選擇愚癡的選擇
體解大道
迴心向大

芸芸眾生，懵懵懂懂
不驚不怖，迷失本家



渡小溪小河 渡大海大洋

大浪來翻覆 大浪來安全

智慧的選擇愚癡的選擇
體解大道
迴心向大

宏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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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不調
人間苦難

芸芸眾生，懵懵懂懂
不驚不怖，迷失本家



就像是我們共住在這塊土地上面，現在這個時代
，大家很擔心，擔心氣候，擔心地球的資源。較
有知識的學者，已經發現到了，這個氣象一直變
化極端。所以四大不調，這就是現在人人很擔心
的事情。地球的資源一直在減少，不管是油，或
者是水。一直人類不斷沒有限量地抽啊！用啊！
所以水，新聞裡一直不斷在呼籲，可能在最近，
就要限水了。因為，今年雨水很少，水資源，水
庫水位一直降低。台灣很多的城市，可能在這幾
天內就要發佈，水壓要降低，要限時限水。到這
個時候大家是否能覺醒？







右起99歲的陳林墻，95歲的林李錦，
85歲的林陳月裡。（攝影：張阿英）



這就是大乘法，不只是自己歡喜，最重要的，他
的目標就是要顧大地，保護空氣清新，大地健康
平安，要懂得惜福，以身作則。他的心念就是這
樣，沒有為自己要享福，這也是叫做大乘法。不
是為自己，這是我們大家要學的。人生，難得人
間一趟，來了人間，我們應該就要為人間負責任
。那麼我們在修學佛法，佛陀說，人人都是跟我
們有緣的人。



《父母恩重難報經》，佛陀，看到那堆的白骨頭，他
趕緊在那個地方膜拜，這一大堆的白骨頭。阿難覺得
說，佛陀乃是大覺者，已經是超脫的人，為什麼向著
這堆白骨，這樣在膜拜呢？心有疑，就請問佛陀。佛
陀就向他說：「阿難，你可知道這堆白骨頭是我累生
累世生，是我的的父母，是我的親人，互為父母、互
為親人。」從這樣開始，《父母恩重難報經》開始說
了。這樣我們就知道，在我們周圍的人，與我們過去
一定是很深的緣。現在我們在修行，我們就應該為我
們過去的親人，我們自度，應該也要度他，這才是真
正修學佛法的目標。佛陀也是為了這樣來教育我們，
希望我們可以體解大乘之理。



















四念處

身念處，謂觀此色身皆是不淨。
受念處，謂觀領受好惡等事，悉皆是苦。
心念處，謂觀此識心生滅無常。
法念處，謂觀諸法從因緣生，皆無有我。





四正勤：(上人口語原文版)

已生惡令速斷，
未生惡令不生。
未生善令速生，
已生善令增長。







「四如意足」，第一就是希向慕樂，莊嚴彼法，故名
「欲如意足」。就是欲，其實我們都斷欲了，怎麼會
有欲如意足呢？其實這個「欲」字，是「希望」。希
望我們方向正確，就是向著這個法，道法，我們起了
欣樂的心，很歡喜這個佛法能夠清淨我們的身心，佛
法能夠淨化人心，莊嚴人間淨土，這就是我們的希望
，所以名叫做「欲如意足」。希望我們的周圍，人人
道心堅固，好好修行，讓我們的道場莊嚴，這叫做「
欲如意足」。我們想做的，絕對做的到，就像我們想
走的路，就一定走得到，這種的期待。









四如意足
欲如意足，希向慕樂，莊嚴彼法，故名欲如意足。
念如意足，謂念念一心，住於正理。
進如意足，謂精進直前，功無間斷。
慧如意足，謂真照離妄，心不散亂。



第四，「慧如意足，真照離妄，心不散亂」，我
們智慧，修行最重要就是要智慧。我們若能有精
進，我們就會進步，開發我們的智慧，這就是能
到達了「真照離妄」。我們的智慧一開啟，真如
本性已經發光發亮了，這樣自然就能照耀一切的
道理。我們能很清楚，就會離開這個妄念，顛倒
妄想完全去除，心不散亂，這就是我們真正精進
。



所以我們前面所說的，「方便附近，語令勤作」
，這就是我們要用心，用心要在四念處、四正勤
、四如意足。這都是我們修行，人人每一天不能
離開。我們若能這樣用心投入，真正是「既益汝
價」，我們就有所得。所以各位菩薩，學佛必定
要時時多用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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