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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藏物無量，
一地共生，讓我
們資源無缺。我
們有沒有感恩心，
保持四大調和



確實，我們要常常記得天地之恩。天為大地之德
，地為能生之恩。所以我們人間，人生在天地之
間，向上，要感恩天之德；向下，要感恩地之承
載。我們若有感恩心，自然對天地之間物物，我
們都懂得疼惜。人人要懂得疼惜，人人要懂得互
愛，這種疼惜互愛，就是報天地之恩。就像佛陀
人間教育，能夠回報佛恩，就是一項，如何教化
眾生入人群中，讓人人能夠懂道理，能夠人心淨
化，這就是報佛恩。每天在講話，每天就是這樣
，我們互相來勉勵。



其實，法，天地自然，只是我們人的心就是這樣
糊塗了，無始以來，到底是經過多久呢？我們自
己不知道，卻不斷在熏習。若去發臭的糞池邊，
我們若站在那裡久了，離開糞池，走到人群，我
們也會聞到，「你身上怎會有一個味道啊？很不
好聞的味道，這是從那裡來呢？」「我身體原來
就是這樣的乾淨，我哪有哪裡會臭？」「你的身
體明明就是有一股味道。」是啊，我剛才才從污
穢糞池邊這樣，在那地方時間長了一點，所以出
來身體就有這味道，是啊，這就是環境熏習。



我們就是欠缺天與地這道理，當中的道理我們欠缺了。是
無明將我們埋沒掉了，要不然，其實，乾為天，天地叫做
乾與坤。所以乾為天，坤為地，天地之間所藏著的物，萬
物，實在是無量。看看天地之間比比皆是，這一切無不都
是天所庇護著，地所產生、所運載，這些東西能給人類好
好受用。但是，所運用它的，若是不調和，過量了，若是
這樣，這個物會起反作用。就如我們人吃藥，過量的藥，
對我們的身體有損無益，一直要依賴藥，我們的生命，對
我們的身體有損無益。同樣的道理，我們對大乾坤的物資
，這樣在開發利用，若是過度了，而損壞乾與坤，就是天
地，天地受毀傷，空氣受污染。這就是我們眾生的心被無
明遮蔽著，所以，對天地所蘊藏著的萬物，那種使用過多
，開發過頭了。



乾為天坤為地這是易經的用詞，日月陰陽天地
乾坤蘊藏很多萬物，變化不已，這已經是我們
生活文化的一部份。
上人更提到「看看天地之間比比皆是，這一切
無不都是天所庇護著，地所產生、所運載，這
些東西能給人類好好受用。但是，所運用它的
，若是不調和，過量了，這樣，這個物會起反
作用。」這是一種系統觀與生態觀，如果我們
不要過度使用，就符合生態的觀點。這都是近
年來許多專家學者才覺醒的觀點，努力在做，
但是做的很不夠，也還有很多人沒有覺醒。







地球生態系統有了它們豐富多彩，
一個也不能少



天與地就是這樣，原來就是如此。但是天地是永遠，
永恆就是這樣。但是地受破壞，天空受污染。其實，
天空受污染，它的空還是原來的空；地大不調，還是
它原來的大地。人群的破壞，所以讓我們天地之間不
調，使得天地間，物，人與物也是不斷受損。最近，
水，缺水了，聲聲告急，第二次的告急，現在第三次
的告急。已經開始限水了，我們也已經看到蓄水池，
就是水庫，也慢慢見底了，沒有水了。看到在大愛不
斷報導，土地休耕。而且，民生用水排在第一，土地
耕作擺在第三。看到農民這樣說：「政府好幾年來就
已經施令休耕，現在確實是無水可耕作了。」



土地放著荒蕪，依老農民看法，土地休耕並非好事，雜草
叢生，這對土地的蟲豸（一種樹生動物，蟲科，個小，能
吐絲，有毒，常以葉覆身，不喜陽，生活在陰暗處。）也
會越來越養成；若有在耕耘，自然農民就會好好照顧土地
，無益的雜草，他會去除。有水，他能夠耕作水田、整埋
，水田中有無益的雜草，他也能把它除掉。若是一年二季
的空檔，他還能種油菜花，油菜花能夠從土地取得營養分
來長成油菜，看起來好美，花開時那境界很美，風一吹，
油菜花一波一波，增加了人間的美景。時間若到了，油菜
花有的能拿來榨油，有的直接翻入土裡當肥料。這種天地
循環，土地的養分供應給花草，花草的養份回歸大地，這
就是大自然的境界。





天空「四大」，就是應著這個時，應時，四季這
樣在輪轉。「地利生物」，土地就是利益我們所
有的生物，不管是植物或者是人物、動物等等，
無不都是在這天地之間，含藏著無量數的物資，
所以我們要時時用心啊！所造作的一切，我們都
要很疼惜。所以，「雲雨大地，草木隨分受潤」
。抬頭看天空，現在一直在缺水，看看天空會下
雨嗎？下雨，我們很高興，大地受滋潤。現在所
需要的水，要真正下在水庫附近，才有辦法讓民
生用水充足。所以我們此時看到下雨會高興，但
是若沒在水庫，也很擔心。





有法，我們就知道了，知道過去所薰習的，過去所造作的
因緣果報，這些法，我們都知道了。到底我們知道多少？
所以「各得增長」，對於果報，到底我們知道多少？我們
若能用心接受，當然就不斷增長，對法的吸收我們能夠了
解很多。我們若是小根機，就只是獨善其身，儘管你聽法
了，你所接受的法就是少。你若是大根機，你所接受的法
就很多了，這就是隨我們的根器。法雨滋潤我們的心地，
依它來滋潤我們的心地。我們的心地到底有多大？你能耕
耘的有多少的水田？需要多少水分。與這樣的道理相同，
佛施教說法，就看我們到底如何接受這個法。我們如何應
用法在人間，這就要看我們自己的根機，我們到底能接受
多少。我們的習氣，不好的習氣到底有沒有去除？清淨的
法到底有入心多少呢？就要看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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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一地所生。一地：即此大千世界之土地。







所以，「雨無差別」，雨是沒有差別；但是，「
受有差別」，我才堪得接受多少而已。同樣的水
分，我才能吸收多少，這就是各人有不同的根機
。所以譬喻「教施無差別」，沒有差別，佛陀的
教法，普施給眾生，都無差別。「而機益有差別
」，根機不同，所接受的利益有差別。你若，這
種植物要乾一點，你偏讓它浸很多水，這棵樹或
者是這株菜，說不定就這樣根爛了，自然會枝乾
葉萎了，這就是它的性。要稍微適量就好，若太
多也不行。有的樹，需要的水分要很多，缺了水
，它就無法生存。這是要看根機，而所受益。





有的是，你給他法，大法，我們在〈譬喻品〉，佛陀跟我
們說得很清楚，若是這樣這樣的根機，你就不能對他說這
樣這樣的大法，這是佛陀施教的智慧。看眾生的根機，因
人，因時，因地來說話。有的人聽不懂，好或壞的話聽不
懂，一句話，聽到了，就這樣傳出去。「差之毫釐，失於
千里」，一句話的偏差，那就是落五百世因果。狐狸的故
事，大家都聽過了，「不落因果」與「不昧因果」，同樣
在「因果」的一字偏差，那就墮為五百世狐狸。所以說來
，這種教法要如何施教給眾生，還是同樣要因人，因時，
因地，因這個人的根機，他堪得受什麼法，能和他說什麼
話，才不會隨便傳話，傳錯話就是擾亂人事物，所以要很
小心。施教，也要很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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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狐禪
《無門關》一書記載一則禪宗公案：一次，懷海禪師
說法結束，大眾皆退，惟獨一老者逗留，於是懷海禪
師問道：「你是何人？」
老者答道：「我不是人，是一隻野狐，過去佛時曾在
此山修禪傳法，因一位弟子問我：『大修行人還落因
果也無？』我回答：『不落因果！』因此一語，五百
世墮落野狐之身，今請大師慈悲開示，令我脫野狐之
身！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
懷海禪師答道：「不昧因果！」（不被因果矇蔽）老
者大悟，隨即告辭。
翌日，懷海禪師領寺中眾僧到後山，並找出一狐屍，
令以亡僧之禮火葬。



不落因果，指大修行人不受因果報應，並不符合
因果的道理，有因就有果，任何人都無法逃出因
果之外。佛教故事中，連已經得道成佛的釋迦牟
尼佛，都曾經因為因果報應所苦，頭痛三天。

後代，禪宗將旁門左道的禪法，稱為野狐禪。日
常用語中引申為獨辟蹊徑、特立獨行的行為。



「均為各各眾生所不自知」。佛陀施教給我們眾生，我們
眾生所接受的教法，到底我們理解多少？我們有時候受法
之後，接受了法之後，不只是沒有好好用在人間，反過來
，他將這個法來攻這個法。像這樣，矛與盾，就是這樣很
矛盾，這個法用錯了。就如學術，有的人是專門讀批判論
，對的事情，你要用什麼方法將它批判成不對？曾經有過
。你給他的恩很大，他卻是受恩不只是不報，反而回過頭
來批判。這種在大時代所經過的，很可怕的思想心態。破
壞，清算父母或者是批判等等，這種惡法，這就是他有那
個常識，但是缺了善念。若缺了善念，叫做常識。我們若
將吸收來的法，有善念的，那叫做智慧。智慧，完全是利
益眾生。若是，若是有知識，沒有善念，就變成了毀壞人
間的惡法。



知識 惡念 惡法

知識 善念 智慧 利益眾生

毀壞人間



總而言之，我們每天都要了解。天亮了，剛剛出
來是天黑黑的，現在天亮了，看到天空了。所以
看到天，空間這麼大，我們就想到人間萬物就是
因為有天的庇蔭，供應我們四大調和，感恩啊！
我們要好好珍惜。大地能承載，能生萬物，一切
都是萬物從地而生。從空氣中，水分與大地合成
，隨我們的根機來供應給我們，隨我們所有的種
子而生長。所以，到底我們的心地要播什麼種子
？要吸收多少水分？「斯人飲水，冷暖自知」，
所以人人，時時要多用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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