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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生心識中
煩惱習氣難捨
為求正覺實智
能破除煩惱垢

勤拭圓鏡淨明
演說般若相應
得大覺道寂滅
無相無量妙法

彼佛弟子十六沙彌，今皆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十
方國土現在說法，有無量百
千萬億菩薩聲聞以為眷屬。

每一尊佛都有他的德行，每一尊佛都有他的世界，每一尊
佛都有他所結緣的眾生。所以我們應該修德、修福、結緣
，要成佛，不能缺少，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十六沙彌成佛，
佛說法是要眾生
成佛，從觀眾生
心識開始，讓眾
生能得寂滅妙法



眾生的心識，我們要很用心去體會，人人都有一個含
識，你們若誦「大懺悔文」，「大慈大悲愍眾生，大
喜大捨濟含識」，含識就是心識，我們的心識就是包
含在其中。我們日常生活形形色色，所接觸到一切，
眼、耳、鼻、舌、身、意，去接觸外面的境界，一切
的聲色在意識去分別。分別之後有動作，就收納為種
子，種子就納入在心識，也就是含識之中。這是我們
常常說，如何將我們的心收攝好，不要與外面的境界
緣，緣了外面的境界來起心動念，來造作複製煩惱，
這是我們凡夫的習氣。凡夫的習氣就是這樣，心識緣
外境，外境的境界來誘惑我們起心動念，就有動作去
接觸，去愛，去取，這都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這樣的習氣，凡夫難捨，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是在
學佛了，學佛就是要求得覺悟，再也不要再不由
自己受煩惱無明牽引。希望回歸真如本性，希望
我們面對外面的境界，能見色不動心。我們的心
能夠很清楚，要歸納於正覺菩提道中，去追求我
們的實智。實智，也是真如，也是我們的本性，
希望我們一念心歸納，能夠向著正覺道實行，若
能這樣，就能破除煩惱垢穢。



這就是我們要努力，我們必定從我們的心識，我
們自己要好好來磨練，不要起心動念，我們方向
要回歸正覺實智，這樣才能破除煩惱垢。煩惱、
無明、惑，不斷誘惑我們，不斷鼓動我們，向色
、聲、香、味、觸，心貪戀，去造作一切。這就
是我們的心魔，心的意識，這種煩惱都只是在習
氣。我們要如何回歸菩提覺道，清清楚楚，不受
誘惑，不受鼓動。我們能在菩提覺道的正向，不
只是不受誘惑，我們還能有定力來破除煩惱垢。



種種的煩惱，種種的無明，種種的見思，見解、
思惟，都不要受外面境界搖動。我們的定力、我
們的信心，這幾天以來，不都是一直跟大家說信
心要深，信要深，念要堅固，這就是我們要好好
用功。要如何用功呢？要勤，「勤拭圓鏡淨明」
。這面鏡子需要我們不斷不斷來擦，這就是下功
夫。用什麼方法來擦呢？我們入人群中而不動我
們的心，人群的煩惱、聲色一切，這些事情，我
們應該要很清楚。



我們是學佛者，我們是修行者，外面的境界就是
在試煉我們的功夫。我們要如何讓我們這念心能
夠很清楚、很明朗，那就是心鏡要擦。心鏡就是
用外面的境界來擦練，來擦、來磨練，不斷不斷
地將一層一層的垢穢去除。過去是不知道，所以
讓它沾上髒污，現在知道了，用戒、定、慧守持
著，骯髒的東西不要再重複。過去的習氣煩惱，
我們現在在人群中，我們就要見苦知福，見煩惱
要知智慧，要持我們的智慧，在煩惱中，我們更
要證明人間苦。



世間人，什麼時候無常來，不知道，糊里糊塗過
日子。也是一樣糊里糊塗複製煩惱，都是自己不
覺不知，得到苦時就埋怨，怨天尤人，苦上再加
苦。我們若是了解法，看到苦難的境界，我們能
很清楚、很明瞭。不只是不埋怨，我們還能用心
勤懺悔，我們要用心多感恩。外面的境界過了一
波的災難，過了一波的煩惱，再過了一波的無明
。我們能明明歷歷很清楚，所以心不會受無明、
煩惱、苦難，將我們的心再染上垢穢，再複製煩
惱。





很清楚了，守得住了，見證了佛所說的「苦」、
「集」，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修行於「道」。我
們要修行，我們要走在這條路，所以我們必定要
勤拭這面心鏡。我們看到苦了，見苦，入道理了
，看到世間的苦，不只是苦、苦、苦，我們還知
道苦之中有它的道理存在。是這樣這樣集來的，
這樣的造因，這樣的緣，所以惹來了這樣的苦。
很多的諦，就是道理，含在苦，已經發生的苦，
就是它有含藏了它的道理存在。



我們學佛之後，對這些道理都清楚了，所以要不
斷預防這面鏡子再污染。一方面我們看到人間的
苦難，了解它的道理，要趕緊起於行動，去做幫
助眾生，入人群中造福、結福緣。這樣不會受外
面的境界所影響了，這就是勤拭，用這樣投入，
磨練我們的功夫。所以我們要好好地將這面鏡子
擦清楚，一方面投入人群付出，一方面在付出中
體會真理。這面鏡子自然就是慢慢地就圓了，圓
鏡就慢慢地清明了，愈擦愈清明，這樣清明、明
朗起來了。這就是我們要好好用功夫，道理都清
楚明白了，那就是「演說般若相應」。



開始體會道理了，證明佛所說的教法，「苦、集、滅
、道」、「十二因緣」法等等，能夠愈來愈體會、愈
了解，知道人間一切都是虛幻，隨著時間這樣無形中
地過。隨著歲月，人間，人的身體不斷老化，世間的
物資不斷敗壞。煩惱、無明不斷共業，這種五濁惡世
，壞劫的時代，一切都在敗壞中。我們要提高警覺，
不要再貪著了，這是造業。讓大家知道一切皆空，不
必貪，不必取，不要執著在外面的聲色境界，不要有
這樣的貪著。所以叫做般若，「說般若」，般若就是
智慧，智慧就是體會事相，聲色、事相都能解開，能
了解。因為解開來，一切都是空，都是空的東西，不
需要煩惱，不需要苦。



有的人沒辦法了解，失去一個最愛的人，那就心
不知道要多久時間一直沉滯在那種捨不開，就是
在苦難中。失去一項什麼東西，是名、是利，看
不開，亂了心。像這樣，人間的苦，般若就是這
樣為我們分析，有形、無形，有形的物質、無形
的心理。這種得失，在般若，就能一一為我們開
解，終歸於空。我們能了解，破除煩惱垢之後，
勤拭我們心中的心鏡，自然我們聽法、說法，勸
解人人的心，這樣就是演說般若。



將心看開一切，將一切名利、聲色也都放下、解
開，若能這樣，叫做演說般若相應的道理。這就
是我們學佛的目標，能「得大覺道寂滅」。自然
我們慢慢了解法，法入我們的心，世間一切事物
、聲色，再也不會來動我們的心，所以已經進入
了寂滅的境界。寂就是寂靜，我們的心不會再受
搖動了，沒有再起心動念。「發心如初，成佛有
餘」。



人生紛紛擾擾，不如我們意的事情，十有八九以
上，要如何能穩住我們的心，我們才能進入寂滅
。滅掉一切煩惱，心寂靜，再也沒有其他的煩惱
來困擾我們，守住我們最初這念心。最初這念心
，那就是人人本具的真如本性。我們既發這念心
，了解佛法這麼好，體會人生一切虛幻，我發心
，我要修行。所以這念，發心這念心，也是來自
於你的真如本性。體會了人生世間就是這樣虛幻
，但是佛道很長，我從今開始，我要發心，我要
修行。



道有多長呢？塵點劫，無始中的無始以來，我們
本來具有大通的本性，人人都有，只是我們已經
一段這麼長的時間，不斷複製，我們的心一直被
外面的境界把我們鼓動了，靜不下來。我們現在
已經了解了，向著覺道走，希望我們不要再受外
面境界誘惑了。在這條覺道定我們的心，堅定我
們的信，信根要深入，信心要堅定，外面的境界
搖動不了我們。這種寂靜，「寂靜清澄」。



我們還要「志玄虛漠」，很堅定，外面的煩惱，
我們都完全滅除，這叫做寂滅。「無相無量妙法
」，外面的境界、形象、聲色等等，與我們這念
修行的心完全脫離了，我們已經是修行了，外面
的聲色、境界、人事物的困擾，那些形形色色不
會再入我們的心識中。我們的心識已經清清朗朗
了，無相無量的妙法就是這樣不斷產生出來，這
叫做慧命增長。生命是在時間中消逝，我們要把
握，時間這樣在過，道理了解了，不斷要入心、
累積。



我們知道的事情要更多，愈來，看到外面的境界，我
們愈要有警惕心。一直到了心不會受外面的聲色、境
界搖動，堅定我們的道心，這才是真正我們要追求最
究竟的大覺道。大覺道是無相無量的妙法，當然，這
就要到了我們的心能寂滅的境界。寂滅，要記得，就
是靜，靜寂清澄。形形色色，我都不會受影響，滅除
了一切煩惱，這樣我們就脫離眾生心識，煩惱、習氣
。我們完全都捨掉，要不然我們還在凡夫的心識中，
煩惱習氣還是很難捨。無法捨去習氣，我們要求正覺
實智，要破除煩惱垢，就破除很困難了。所以我們要
用心，人生是這麼的苦、空、無常，我們應該要時時
用心。







這次的人禍，不論是約旦，或者是土耳其，同樣
的，他們各人在各地，發揮他們就地的力量。臺
灣(慈濟人)的幫助，現在也是他們這些菩薩還是
在動員中。敘利亞內亂已經進入第五年了，不離
不棄，就是這樣地繼續關懷，這次的大動員，臺
灣慈濟人已經在當地了。總而言之，百千萬億菩
薩就是身體力行，人間有苦難，怎麼走過去。這
是人人生命中最珍貴的過程，這就是菩薩，到人
群中去發揮他生命的價值。還有聲聞，就只是聽
而已，沒有去過，也不怎麼有心得。



去過的，這時候我們如果說：「邱醫師，邱主任，來
，你再回憶十年前，你去那裡，你怎麼救呢？」他的
腦海中就馬上又浮現出來了。這個意識，心識中，藏
著這顆種子，很快就浮現起來。簡院長，你若問他，
他侃侃而談。那時候在巴基斯坦，葉添浩醫師回來，
為了敘述這件事，他這樣淚流不止，這就是他看到那
個苦。人離開那個地方，回來臺灣了，他的那顆種子
還是藏在他的生命中，也已經增長他的慧命，是慧命
中的資糧，讓它更生長起來。這實在是不可思議，所
以叫做菩薩，菩薩就是意識都已經很深入，走過的路
、做過的事。若只是聽，就是我聽過了，但是種子沒
有入心。法，聽了，就要行。























第二尊佛名常滅，「不妄流動，常居寂滅」。他
就是這樣這麼穩定，常常都在寂滅中，寂靜清澄
，沒有無明煩惱。「過去不生，未來不動，現在
不起，無生無滅」，所以叫做「常寂滅相」，這
是第二位。所以，東方的佛與東南方的佛，還有
南方的佛，這樣一連串六尊佛，各有他們的德。
總而言之，每一尊佛都有他的德行，每一尊佛都
有他的世界，每一尊佛都有他所結緣的眾生。所
以我們應該修德、修福、結緣，要成佛，不能缺
少，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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