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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精進能破諸
煩惱，持忍修善，
聞法獲益能讓惡
道減少，妙法讓
飢渴眾生得飽潤



也就是大家應該要清楚，精進的心要勤修，修行
若減少了精進心，絕對是懈怠。懈怠墮落，這是
一定的道理。有精進勤修的心，才能上進。修行
者每天的生活，每天都有規律，按照這個規律生
活，那就是保持這分勤精進的心念，這樣自然步
步前進，寸寸進步。假使心若不精進，不想要勤
修，那就是一念的懈怠，就步步墮落，這不會進
步，永遠都是原地踏步。人生有多久呢？能讓我
們每天停滯、每天懈怠，空過人生，修行就是要
修得這念心克服了我們的懈怠心，我們才能時時
精進，事事勤修。



若能這樣，才有辦法破諸煩惱。煩惱是很微細，
我們若缺了精進心勤修，同樣的，我們與一般人
就一樣，沒什麼分別叫做修行者。修行者就是要
和平常不同，勤修，有勤修才能時時提高警覺，
防非止惡，遇到人事物現前，不如意事，我們自
然就不會受它搖動。有了無明煩惱，用一個修行
者的角度來看，是非清楚，就沒有什麼樣的煩惱
可困擾。分別是非，這哪有什麼好困擾我們的呢
？哪有什麼好煩惱我們的呢？



所以一天，人與人之間，煩惱去除，那就是少一
分的煩惱，保持著這分勤精進的心。這就是要用
精進心，要勤修，然後才能在日常生活中，待人
處事不會再增加煩惱。新的不增加，舊的，我們
持忍辱行，修善法，自然新的不增加，舊的慢慢
看開了。過去恩恩怨怨，過去什麼樣的事情，就
慢慢把它放棄、看開，善解、包容，同時又用感
恩心，這就是持忍修善。不論過去是什麼，我們
都是要日新日日新。



今天用很清新的心情，因為昨天我們不受煩惱，
煩惱沒有累積在我們的心。哪怕是煩惱，昨天的
不愉快，今天我用很清新的心，把昨天的煩惱都
忘記了。過去了，今天就沒什麼事，所以日新又
日新，日日新；這念日新就是清淨的心，再用清
淨的心來對待今天、未來。這種永遠持忍修善法
，舊的怨沒有積在我們的內心，新的煩惱沒有接
受進來。若這樣，我們的心永遠都清新一片，沒
有新舊煩惱，這就是在修行。舊的慢慢去除，新
的我們拒收，這就是防非止惡。



「聞法獲益」，我們要很勤精進，每天、每天，
不論是冬天冷或者是夏天熱。天熱時，因昨晚沒
睡好，所以早上要補眠；天冷呢？這麼冷，要掀
開棉被很痛苦，再蓋好一點，包暖一點，永遠都
在「大平林」裡，都在懈怠，在浪費時間，這種
睡眠的煩惱，這樣浪費時間，少聞佛法。這也同
樣就是在日常生活，很簡單，只要一念心懈怠，
現在還是還是在睡眠中，空白，懈怠、墮落中。
這樣，我們若能持忍，就是時間不要空過，即使
冬天很冷，有人很精進。



現在常常聽到，大陸的菩薩，中國大陸很冷，冬
天，他們聽法的時間都和我們一樣。天未亮，下
霜、下雪，他們同樣三點多就起來了，很冷很冷
的天，不論天怎樣的寒凍，他們還是那麼早起來
，趕快準備，出門，踏在雪地上，吹著冷風，同
樣也要去共修處聽法，這是精進的人。走路，有
時候要走三四十分鐘，在那個風霜雪凍，天還未
亮，為了聽法，他們那麼精進。



有的人，在美國，開車要四五十分鐘，近一小時
，不論是下雨、颳風，他們也是這樣在精進。何
況說我們是在一個很好的環境裡，同在一個道場
裡面，我們豈能空過？這種持忍修善法，聞法的
時間，這樣把它空過嗎？空過，那就是懈怠，那
就是不修善法，不得利益，這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佛陀在世時，在祇園精舍，波斯匿王就來了
，來向佛請法。向佛陀說：「佛啊！我忽然間想
，想我們在富貴的人，是不是今生富貴，剎帝利
種，來生也是同樣富貴，同樣就是權勢、財富都
很多，我來生是不是也能這樣呢？婆羅門種是不
是今生修行，來生，同樣他們也是在婆羅門教，
在高貴的種姓裡呢？想要請佛陀為我開示，是不
是像這樣的種姓，生生世世都是這樣呢？」



1 光明到黑暗 富中之貧

2 黑暗到光明 貧中之富

3 光明到更光明 富中之富

4 黑暗到更黑暗 貧中之貧

有四種的生死各不相同，簡單表列如下



所以我們要如何勤修的心？我們要精進。要如何
破除煩惱？今生此世的苦難要如何去除？種種的
煩惱要懂得忍，善要懂得修，法要懂得聽，聽了
要懂得身體力行，必定要有這樣，沒有煩惱。人
家給我們種種的過去，怨憎會，全都要完全去除
，無怨、無憎。現在又是聽法，學法者，自然學
法的人就愈多了。聽法的人多，學法的人多，自
然就是惡道減少了。



所以，這就是佛在世間，那時候，連國王都來問
佛，到底人生，生生世世都一樣嗎？因為印度是
四種階級，所以他就這樣問，佛陀是這樣的回答
。今生此世，看到富貴、宗教、一般人民，或者
是賤民，在這一生中，他如何生活，已經今生此
世。但是，今生此世你怎麼做，就是來生來世因
，就看你今生此世怎麼做。這是佛陀向他的分析
。



同樣的道理，總而言之，學法者增多，自然惡道就減
少。這是佛法，從過去、現在，都是一樣這樣的道理
。所以「妙法譬喻雨露滋潤眾生」。我們若好好聽法
，一點一滴都入我們的心來，點點滴滴滋潤我們，自
然我們就有精進心。我們就懂得要勤修，自然我們的
煩惱減少，智慧就增長，這就得到法益了，法的利益
。所以，法如雨露，點點滴滴入我們的心，我們要每
天所聽的法，要時時用很珍重的心情來回憶。早上說
的是什麼呢？今天所做、所遇到的事，我懂得善解嗎
？我懂得包容嗎？我懂得對人人感恩，化掉過去種種
不如意的事嗎？我們若懂得這樣，法聽進去，日常就
是在用，這就是受法益者。要用心啊！























所以譬喻「眾生不食法味」，這個法不入心，不
知法的滋味，未聽佛法，或者是既聽佛法，不相
信佛法，這樣的人，他們對法一點都不知道。聽
佛法之後，若沒有好好體會，就如吃東西，我們
若無心去品嚐，就不知道到底是甜是鹹。所以說
要用心，有東西可吃，我們也要好好用心去品味
法，去注意這個法，這個吃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就如我們聽法，要用心聽，因為法很深，用很多
譬喻。世間一切的法，要如何將一切的法能涵蓋
在世間很多的無明煩惱，都將它涵蓋來用法去解
釋呢？這必定要很用心去體會。



所以「如饑渴」，這種眾生，有法不去品嚐。有
東西可吃，我們不吃，或吃了東西，我們不用心
體會。像這樣，只要肚子能飽就好了，這樣無法
了解，不知法味。所以我們人生與此一樣，如饑
渴，「眾生不食法味，如饑渴」，和肚子餓一樣
。「如來說法，有情聞之，如饑得食，渴得飲，
頓除曠劫之饑虛。」如來講的法，就如對有情的
人，只要你有感覺的人來聽，聽，法若能入心，
這就如肚子餓得到食。



人也是有情，他若聽，聞而不解，有聽和沒聽一
樣。有的畜生，就算是動物，動物牠也是有情。
動物，我們過去說過，鳥聽法也能生天，這個故
事應該大家還記得。鳥聽講「四諦法」，牠們往
生，也化為天人來感恩。這就是有情，只要是有
生命、有感覺，法都能入有情人的心。所以「如
饑得食」，如肚子餓的人得到吃的東西，知道滋
味，又有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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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得飲」，口渴的人如得到茶湯可喝。這就是
我們能了解佛法，就能增長我們的慧命。要不然
聽和沒有聽一樣，即使你做人，聽法與沒聽一樣
，這就如吃東西不知滋味。有情，哪怕是動物聽
了，牠也能了解。這就是「頓除曠劫之饑虛」。
法若能聽得進去，真的是入心來，哪怕是離很久
以前所不曾聽過，現在聽到了，能一聞千悟，一
聽就能了解。







「昔所未曾睹」者，意思就是說，從過去一直到
現在都不曾看過。但是無量智慧者，甚深大智慧
。這種不曾看過，從過去到現在不曾看過。因為
「百三十劫」，曠劫，很長久的時間，都還不曾
見過這樣無量智慧者。所以，這無量甚深大智慧
的人，真正要見到是很不容易。我們用心在法中
，法永遠滋潤在我們的心裡。所以我們要時時精
進，精進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人事相也是在我們每天的生活中，我們若能精進
在心裡，勤修，自然這些種種人事物相，不會困
擾我們的心。清者自清，修清淨行，我們就沒有
什麼煩惱。持修忍辱精進，就是我們得益，得到
法益。所以說我們自修自得，沒有什麼人能佔我
們便宜，但是我們得的利益能與大家分享。所以
聽法者、說法者、聞法者，聽多少，得多少，就
能與多少人分享。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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