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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最重要是誠
正信實，是做人
最的根本，可以
除煩惱，精進勇
猛可以得法自在



各位，修行重視講究的就是我們的心，心念。我們若
能誠正信實，這就是我們最好的助道法。我們要如何
幫助我們修行，走在這條大菩提道？那就是要好好從
內心修。內心最重要的，那就是誠正信實。這是我們
人人做人最重要的根本，何況修行更不能缺少誠意的
心，正確的觀念，也要有很深的信心，做人要實實在
在，沒有虛假這種的心念。我們應該要好好守持，這
就是幫助我們修行的助道法。我們常常說三十七品助
道法，這三十七品當中，無不都是講究誠正信實。所
以我們要用心下功夫，顧好我們是不是日日待人接物
，心念，起心動念，我們就要提出「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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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對什麼樣的人，做什麼樣的事，這個「誠正
信實」是很重要。所以好好地心心念念，這是我
們的正軌道，是我們修行的基礎。所以有這樣的
心念，我們就能夠「除諸煩惱」。修行就是要知
道如何除煩惱，看看長者要認他的兒子，用盡辦
法，首先讓他進來，教他如何除去周圍的垃圾，
除去最骯髒、不乾淨的糞坑，垃圾、糞坑都要清
理乾淨。就像我們在修行，修行的開頭，我們一
定要將內心，心底的煩惱無明一定要去除。所以
，去除煩惱，我們要先建立誠正信實，這是修行
的正軌道。



我們要知道，因為「欲」，為何人人心中會有煩
惱呢？為何我們整天有很多事情，尤其是法，我
們為何無法通徹？不論是我們的心靈煩惱，或者
是法無法很通徹，就是因為「欲」。因為有了欲
念，這個「欲」是很廣闊。除了物欲以外，心靈
，身心的固執，所想要擁有的一切，這都稱為「
欲」。這個「欲」讓我們生起了很多的塵，也就
是塵沙惑的煩惱。這念欲心是最害人，也是最傷
害修行者的道心，也是最傷害所有生靈，會造就
煩惱等等。無不都是從這個「欲」字開始，一念
無明就是從這「欲」開始。



因為「欲」即是貪，貪瞋癡製造很多我慢、疑等
等，就是因為這個欲。欲，讓我們整個心都糊塗
了，所以因為一個「欲」字，讓我們生起了很多
的塵惑。而這就是我們生死的苦本，我們生死的
源頭，這個苦，就是來自於這個「欲」字。所以
，我們若能了解這道理，我們就懂得精進、勇猛
，修一切的善法。我們若沒很精進，沒很勇猛，
我們就無法修善法。所以我們要好好用心，能夠
斷除惡法。我們若能精進勇猛，修種種的善，這
樣我們才能去斷除惡法，若是不精進，我們就沒
辦法了。



精進若不勇猛，也是很慢。所以一切的善法要從
精進勇猛中去修持，若能這樣，一切的惡法就能
慢慢去除，新的沒增加，舊的就慢慢消除。善法
增，惡法消。這要看我們是不是有用心在精進呢
？是不是我們用心有很勇猛嗎？善法，我們有認
清楚去做嗎？常常要問心，問我們自己是不是有
精進？若是精進在善法，慧命就增長，煩惱無明
就消除了，若能這樣，是我們修行的方向，回本
家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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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這樣，我們就是輕安、正念、正知見，「八
正道」就在面前。正思惟、正知、正見、正念
...等等，這八正道就是在我們的生活中，若這
樣我們得法自在。我們若能得到法，除非心能輕
安，輕安意思就是說沒有煩惱，自然就輕安了。
我們能夠人、事、物，出世入世的法，我們若通
達，自然就自在，輕安自在是我們修行所得到的
目標，也就是心境最輕安的時候。學佛就是要這
樣，修精進勇猛，修一念善，這也是起自一念心
，要能輕安正念，也是一念心。





最近加拿大傳回來的消息，今年(2014年)是他們
二十周年。加拿大，若要說起來，從開頭到現在
，應該是二十二周年。那就是在1992年那一年，
張潮銘居士與李美美兩夫妻在1992年去加拿大，
在多倫多定居了。起初兩人要出國之前，就向師
父說：「師父，我們若到加拿大，我要將慈濟的
種子帶到加拿大，在多倫多播種子。」我為他們
祝福，但願他們能在那裡生活落地生根，在那地
方布善種子。



從這樣開始，他們將慈濟精神帶去了，很精進、
很勇猛，見人就說慈濟，有機會就把握因緣。每
一回若回來台灣，就帶著很多慈濟文宣資料回去
，就是辦家庭茶會，邀人來，來他們家說慈濟、
談慈濟。回來了，將台灣得到的消息就帶過去，
慈濟最近在台灣做何事，如何普遍推動到國外，
如何救濟等等，無不都是所有的一切。夫妻同心
同道，精進勇猛，在那裡，見人就說慈濟善法，
邀人人常常來他家中開茶會。





所以每一個人都是「輕安正念正知見」，在那裡
生活，做人的典範，移民者的典範，在那個國家
用心付出，受人人的肯定。這就是菩薩道，我們
修行者不能缺少，所以我們要好好用心修行。我
們的根本要自己好好顧好，誠正信實，正知、正
見、正念，這都是我們修行的助道，我們的軌道
，所以要用好好用心。









用種種方法，安慰他，在這地方生活很安定，不
論是吃、住等等都很安定，這是「如此苦言」。
種種方法勸誘他，心要定下來，不要三心二意，
心要定，你應該要用好好用功，所以「汝當勤作
」。「並塗足油」，譬喻「四如意足」，我們昨
天有說過了，「能得定慧靈妙不測之德」，這叫
做「神通」。我們平常所說的神通，那就是在「
四如意足」。



昨天說的「如意」，那就是快樂自在，就是能夠
得到定，定慧。心若定，無事不通，心專、心定
，自然我們想事情，「我想通了！」「如何想通
的呢？」「我很專心，專心定心來思考，我想通
了。」這叫「定慧靈妙」。我們的心若無雜念，
心若專，意就定。心專意定，什麼事情想不通呢
？所以這種「想通了」，如靈妙，心靈靈通，我
們就有很多大的力量。這種「不測之德」，就是
無可限量，無法去測量，這德都在我們的內心。



只要你想通了，心通了，意解了，這個法無不都
是透徹。你透徹一切法，你所做的一切諸善法，
很多的善法所累積的德，那就很大了。「德行」
就是事情做了之後，累積起來的這種德。我們要
做事也要用心，修行也是一樣。修小行，得自己
的獨善；修大行，那就是自利利他、自覺覺他。
這就要看我們用多少功夫，我們通達多遠的道路
，我們接觸多少的人，付出多少，這就要看我們
怎麼修，怎麼做。



其實，人人本具佛性，我們的力量是無可限量的
。要說這個人的力量有多大，只要我們真如本性
啟開，人人本具有無可限量，不可測量的神通妙
力。所謂的「神通」，是我們的精神很專，心靈
通達，這叫做「神通」。不是飛天鑽地的神通，
是我們的精神很專，心自然就通達，沒有障礙，
這叫做「神通」。我們所要做的一切無障礙了。















＊「四大」：地水火風為四大，色香味觸
為四微，人身是由四大假合而有，四大又
由四微所成，所以總稱為八法。

＊「四微」：色香味觸四種極微分子，此
四微是色法"物質"的元素，依此四微而成
地水火風四大。



這八法，四大四微，「四大」就是地、水、火、
風；色、香、味、觸叫做「四微」。人身是有這
四大假合而有，我們大家要很清楚，我們這身體
也是地水火風會合起來。身體不離開四大，不只
天地的地水火風的四大，我們身體也是，但我們
的身體向著外面的境界，這個四大等等，裡面有
很微妙的道理，不只我們的身體，外面也是。就
如昨天葛彬（清修士）問師父：「可以請教嗎？
『草木金石皆有生命』，這要如何解釋？」這叫
做「四微」。



四微，草木無不都是物命，如四季，草等等，草啊、
木啊等等緣著四季，自然的境界，大地的物命隨著四
季，它會生長，這是我們天地萬物非常微細的道理。
他又再問，「若是金與石呢？」金和石裡面所含藏著
，是給我們很大的利用。看看現在科技這麼發達，不
離開金屬的東西。石呢？石礦，寶石、玉價值連城，
而且石礦中、沙土石中都有很珍貴的稀土。反正現在
電信、電腦，能到達了什麼「雲端」等等，這都是需
要靠這些東西，你看起來很不起眼。但是裡面所含藏
的，使所有的科技能夠通達一切的資訊，不離開這些
東西，這叫作物命。



而我們人呢？人叫做生命。所以物理與我們的生
理，生理在四大假合，物理也是四大假合。生命
有很微細的生命，光是一個頭腦，頭腦若通達了
，我們的智慧就成長了。同樣的道理，兩個眼睛
怎可看這樣開闊呢？同樣的道理，那種微妙的理
，生理、物理等等。這個理就是微。四大是地水
火風，我們感觸得到，我們身體的地水火風若調
和，身體是健康的。



各位，學佛真的要很用心，不論是學法之後，我
們要一定誠正信實，自然我們的心就很穩定，不
會有煩惱一直產生。我們了解道理，我們才知道
不要有欲心，才能斷除塵沙惑。這必定我們要先
精進、勇猛，所有的善法，我們都要修。自然惡
法就斷，善法增長，很自然輕安正念，就得法自
在，這是很正確的道理。所以大家時時要多用心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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