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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法香心得
《靜思妙蓮華》多劫勤苦 為奴求法

1323集-20161207開示

高明智(惟智)
2023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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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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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

菩薩
道趣

得成
菩提

不惜身命，聖中大智，激勵諸人，向佛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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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聞法心得
✦ 我們要效法釋迦牟尼佛，所以叫做學佛

✦ 去除我們的無明，去除我們的煩惱，談何容
易啊！

✦ 若不謙卑，焉得聞法。若不忍耐，豈能堪得
勤苦

✦ 有真實相信，有發願，有想要起步走，你絕
對走得到。這是一條真實路，不過要很長久。

✦ 最價值的就是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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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來體會啊！釋迦牟尼佛慈悲，用道理要讓
我們了解，不是這麼容易，就用事相讓我們更
清楚，就開始說過去，過去無量劫以前，在修
行的過程，這過去在多劫，就是很久的時間，
累生累世堅持求大乘法的道心，所以，生生世
世勤苦，很殷勤，不怕辛苦，同時也不惜身命，
哪怕是為奴婢，這樣去進求妙法，尤其是身為
最尊貴的國王，為了求法，也甘願去為人奴婢，
這樣來進求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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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志願不是那麼簡單，普通人豈能做得到呢？
所以，用這樣的形態來鼓勵，鼓勵我們一般的
人、修行者，這種精神我們要提起。釋迦佛求
佛道的過程，是曾經過這樣，何況我們現在已
經發心，我們也發願了，我們要效法釋迦牟尼
佛，所以叫做學佛，學就是學，學佛，就是要
佛是如何修行，告訴我們，我們就照這樣聽，
照這樣修，這就是要來鼓勵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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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牟尼佛過去生中，生生世世都是這樣走過
來的路，我們現在，我們既然發心，現在我們
就要發心，在未來的生生世世。釋迦佛的過去，
我們現在的未來，我們應該也要學佛，是這樣
不怕辛苦。佛陀既然是這麼坦白，讓我們知道，
修行不是短暫的，不是告訴你，你服從我，你
就能得救。不是哦，還是你自己，我說給你聽，
你要了解，你要照這樣去修行，時間不是短，
不是一輩子，那是要生生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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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累生累世，既然累積了這麼多的習氣，
已經造成了這樣的習慣，就是無明，就是煩惱，
滿心都是惑，凡事都不了解，這已經累積很久
的時間，生生世世讓我們迷茫，讓我們懵懂了，
看事不清楚，何況講道理呢？哪有辦法很快就
體會呢？要除去我們的習氣，去除我們的無明，
去除我們的煩惱，談何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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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佛確實是做到了，佛是不誑言者，不綺
語者，他是真實語者，所以他說過去，我們應
該相信。我們相信以後，我們應該要發願來了
解，了解，我們要身體力行，這樣才有辦法可
證，去體會，才有辦法真正去體會、了解、證
悟。跟我們說的，我們若不肯相信，我們怎麼
願意發願去了解呢？了解就要身體力行啊，
「斯人飲水，冷暖自知」。

信 解 行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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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你說：「這杯茶是很苦喔！你知道嗎？苦喔！
你敢喝嗎？」嚐嚐看，嚐到，「真是苦！」
「要喝完。」「我不敢。」這冷暖自知啊！若
是勇敢，只要對我有益，我甘願喝。若這樣對
症下藥，對我們身心有幫助，良藥苦口，我們
若不去喝喝看，怎麼知道這良藥的苦呢？不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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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聖中大智向佛大道」，其實我們是不
肯去走，太愛惜自己了，不敢去吃苦，不敢辛
苦。所以我們有困難，佛呢？是聖中大智者，
他向佛大道的心切，既是大智，他還要求覺悟，
要求得很徹底，與天地宇宙共為一體，他要了
解到這樣的程度，所以「聖中大智」，他志願
向佛大道，佛就是覺悟，向覺悟的大道。有這
樣的心志最容易教化，就要有這樣，才容易接
受；若沒有這樣的大智，不肯向覺道去走，這
困難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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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一樣，生生世世，有時候我們在裡面修
行，還不如在外面那些，很多人在環保場，很
多人在社區裡，很多人在國際間來來回回，他
們這樣在付出，同樣要經歷很長久的時間，今
生此世要歷練，這種子、意識，不斷要累積。
做出去，結果這個種子，我們會開始慢慢累積、
歸入第八識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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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識中，在我們現在的行為，這種無明煩惱
慢慢減少，第八識這種無明、煩惱、塵沙惑，
慢慢就減少了，就是要長久的時間，不好的種
子一直去除，好的種子不斷增長。不好的種子，
煩惱、無明，塵沙煩惱，這些要一直減少到都
沒有了，第八識就是遺留著，那就是清淨，那
就是回歸真如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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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清淨的第九識，就是完全在那個最乾淨的
種子，歸入第九識裡，若是還有污染的種子，
還是歸納在第八識。所以，我們這顆種子到底
是，煩惱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完全去除呢？這
顆種子到什麼時候，才能完全乾淨，回歸在第
九識裡？是與天地為一體，合一，天地之間，
無不通、無不達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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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大智向佛大道，就是向大覺道，這就是
我們的八識，一直漸漸淨化，那就是成為聖中
大智。自己愈淨化，無明愈慢慢地將它減少，
慢慢地減少。聖中大智，我們慢慢向聖人的方
向接近，大智慧增長，無明煩惱減少，這樣自
然我們心與力，就是向大道。聽到法，一聞千
悟。聽法，了解，很了解，不只了解，發大心、
立大願，身體力行，這樣容易得成菩提，這就
是修行要很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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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人，光是為了我愛一個人，我愛的人，這個
人再去愛上別人，或者是別人要來爭取我愛的人，
我就受不了，就和他拚生死，這叫做凡夫。聖人是
我愛的，我內心我要捨，成就他們，我願意捨，但
是凡夫做不到。這一半在內，一半在外，內外財我
都願意捨；甚至要我的命，我只好捨去我的生命，
我要成長我的慧命，我願意。我若是捨去我的生命，
人生生命有限，但是，慧命無窮，我還是求妙法、
得慧命，我甘願，甘願付出我的生命。像這樣，求
法者，釋迦牟尼佛的過去生做到了，說給我們聽，
我們做得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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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法，就是要縮小自己。我們若還有貢高、我
慢、自大，法，要繼續聽下去，不簡單啊！差
不多聽，「這就聽過了，怎麼又重新再說呢？」
看看《法華經》，法就在長行文說過了，何必
再以偈文再重說呢？法，差不多是這樣，何必
要用這麼長的時間來說呢？釋迦佛，光是《法
華經》一部，他就要講七年多，將近八年的時
間，何況我們現在，現在的時代，與這個經文，
事與理要會合，這還要用很多的時間來解釋，
從事來會理，從理來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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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講說有憑據，不是在說看不懂的，聽，知
道很好，但是我們走不到的路？不是，絕對要
讓你走得到，只要你願意發心，不怕辛苦，有
真實相信，有發願，有想要起步走，你絕對走
得到。這是一條真實路，不過要很長久。我們
若沒有很用心，用謙卑，放下我們的貢高我慢，
我們哪有辦法能做得到呢？所以我們要很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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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釋迦遠劫以來，即勤求是經，如此內外
財物」，就是前面所說「國城、妻子、奴婢」
等等都願意捨，連他的生命也願意捨，軀體，
一切都願意捨，內外財物全都捨。所以「視為
垢濁不淨，棄之而不著欲」，這些都當作如垃
圾，他的地位、他的名利等等，這對他來說，
一點都沒有價值，最價值的就是妙法，為求妙
法，就將這些名利、地位，全都棄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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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學佛，就是要學這樣，願捨，捨棄一
切的享受，我們要注重，注重在法，來增長我
們的慧命，這才是我們的方向。所以我們要時
時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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