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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法香心得
《靜思妙蓮華》以三昧力 勤行四修

1381集-20170309開示

高明智(惟智)
2023年10月11日 靜思法髓妙蓮華

靜思法髓妙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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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昧力守護
眾生令不起諍

隨順法性無違
具四修住此處

多聞總持不忘
能解妙義弘法

恭敬修：至心恭敬
禮念佛心無有懈退

無餘修：福德與智
慧二種資糧無缺少

無間修：勇猛精進
無有間斷

長時修：時無窮盡
菩薩萬行因圓趨果

我等敬佛故
悉忍是諸惡
為斯所輕言
汝等皆是佛
如此輕慢言
皆當忍受之

「三昧」就是
正念、正思惟

法修入心，日常生
活中與人事物契合

自度度他
自覺覺他

才能夠守護眾生
使令眾生不起諍論

菩薩用這樣的
心態來聽法修
行，專心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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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聞法心得
✦ 「三昧」就是(能起)正念、正思惟，這個力量
才能夠守護眾生，使令眾生不起諍論。

✦ 「四修法」住人心，佛法就永遠住人心。

✦ 開始要修行，你若沒有信心，沒有恭敬，那其
它都不用說了。所以我們要用恭敬修。

✦ 「四修」。雖然大家覺得，這是很簡單的事，
卻是，是我們慧命中，最重要的一環。

✦ 時代不同，佛法一定要和時代跟進。(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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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心，多體會，我們學佛、法，心念要正，
從佛陀的時代的教育，一直到現在，法是一，
教育無差，要我們人人心調理，正念，不要偏
差。「三昧」就是(能起)正念、正思惟，這個
力量才能夠守護眾生，使令眾生不起諍論。因
為有正思惟、正念，對我們自己的心，心念不
偏差，不偏差的心，我們念念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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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修入心來，那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與人、
事、物契合，學法才是有用；學法就是盼望法
度入我們的心，我們的心將法再度向眾生，這
叫做「自度度他，自覺覺他」。度入我們的心，
是正法；再度向他人也不偏，同樣也是正法。
所以，我們要守在三昧，以三昧力來守護眾生，
大家多用心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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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四修」要住入我們心，而且我們若有發
心，願意在這娑婆世界，剛強眾生群中，更不
能缺少「四修法」。「四修法」住人心，佛法
就永遠住人心。

「四修」，應該大家要再用心記住。記得嗎？
「恭敬修」，一直用恭敬的心，「至心恭敬，
禮念佛心，無有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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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有恭敬心，我們從開始那虔敬，很虔誠
的心，很敬重的心來信仰；我們吸收了這個信
仰，就不離恭敬的修心，這一心「恭敬禮念佛
心」。常常說念佛是念入我們的心，我們的心
要體會佛心，不要有懈怠。佛心掛念娑婆，佛
心掛念三界，佛心體恤眾生，所以我們也都要
體念佛心，恭敬佛的心，我們不要懈怠，不要
退轉，這就是「恭敬修」。開始要修行，你若
沒有信心，沒有恭敬，那其它都不用說了。所
以我們要用恭敬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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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很長時間，這時間一直一直都是無窮盡，這
個無窮盡的時間，無不都是在菩薩道裡，菩薩萬行，
一直到因圓了，到成佛果，這當中我們全都，時間
不計量在什麼時候，不間歇，勇猛精進，時間就是
長時這樣向前一直走。問我們要做多久？就是一直
做就對了。這輩子最後一口氣，來世接下去再做，
生生世世，同樣就是要儲蓄資糧，同樣在恭敬修、
無餘修、無間修、長時修，就是這樣綿綿延續下去，
這就是我們的「四修」。雖然大家覺得，這是很簡
單的事，卻是，是我們慧命中，最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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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們難道一定要去托缽嗎？過去在沿街托缽，那
個時候的佛陀，是因為僧團剛剛成立，要怎樣讓大家
發現到佛法，發現到僧，佛的教法。尤其是那時候隨
佛出家，那個環境都是不整齊，有的從皇宮來，有的
佛陀慈悲，就不分四姓階級，他都收進來，只要你要
修行，眾生性平等，佛陀打破了，這種四姓階級的分
別，所以他全部，只要有信心願意修行，佛陀慈悲全
都接受。既然階級這麼參差不整齊，佛陀為了大家都
平等，生活，各人都要去向人間去化緣，第一，要把
自己傲慢的心，很驕傲，很我慢，這個心念把它降伏
下來，能沿門托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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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你在這個村裡，不能再超越這個村，你安住在這個
地方，你就是在這個村裡，在這個小鎮、小村裡，在
這個地方大家分配，你能去托缽，限制你七間房子，
七個家庭。你若是一個家庭，你的應量器；就是你的
缽，在一個家庭，這個家庭生活比較好，有恭敬心，
願意供養，他一下就讓你的缽滿了。「我今天這樣，
我足夠了，就一個家庭就好了」，若是有的人的家庭
不太好過，或者是付出的人，願意供養的人，他只是
給他意思意思，一點點，一點點，「我今天不夠，我
可以到第二個家庭」。到第二個家庭，這個量，好像
還有缺，我還能到第三個家庭，到第三個家庭，「我
可以了，我就到這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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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感覺量還不夠，我可以一直化緣到第七個家庭，
第七個家庭我若還不夠，我就到這為限，我不能到
第八個家庭去了。這是佛陀時代有這樣的制度，要
調伏傲慢的心，設立規戒，就是不要貪心，他控制
了你的我慢，還能控制你的貪念，就是這樣給我們
的生活，這是佛的時代，也讓大家在家人，知道佛
法的教育，就是要有這些僧團在人間，聽佛的說法，
那個時候，佛陀也提倡供養三寶的功德，要佛寶、
法寶、僧寶，這是世間能傳承，能改除眾生苦難的
妙法，所以這就是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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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不同，佛法一定要和時代跟進，就像我們這個
時候，我們不就是跟著現在的時代，在轉變呢？最
大的轉變就是弘法的方式，有這樣的科技，這個科
技能夠在這裡講，傳到「雲端」上，從「雲端」再
下來，遍及了國際，國際哪一個國家，只要那個密
碼一開，現在的聲音，現在的形影，就在他那個地
方出現了。這就是現在的生活，就是在這個時代，
佛法也要應著時代弘法，人能弘法，這個時代的進
步，也是人開出了這個進步的方向，所以這是一定
要跟著時代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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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佛陀將要涅槃以前，很感慨，「獅子蟲自
食獅子肉」，仿冒佛教的形態來損害佛教的體
制，這就是「獅子蟲」，獅子身上的蟲，這實
在是很擔心。末世，這末法到來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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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輕慢言，皆當忍受之」。這總是要忍，
類似這麼多種種輕慢、輕視、那個貢高、憍慢，
那種態度，種種語言，不論是聲音、不論是色，
這全都就是為了法，我們大家應該也都要忍受：
不論臉色是多麼難看，聲音是多麼難聽，不論
多少人怎麼樣的攻擊，為了佛，敬順佛，我們
要無餘修、長時修、無間修，我們要繼續心心
念念，就要繼續修下去，修忍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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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菩薩，若是聽，「若聞不聞，默然忍受」。
是直接讓我聽到了，或者是輾轉的流言來的，我全
都要默然忍受。不要回答他，不要回應他，罵，任
他罵，不用去回應他，這就是被罵不還口，也都要
忍，忍了就過了。其實，忍過之後，海闊天空啊！
所以，所以我們要修行，人的「四相」，「我相、
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這就是真空。《大般若
經》這麼多，濃縮起來就是《金剛經》，再從《金
剛經》再濃縮，那就是《般若心經》。難道不是，
無不都是一切皆空，這樣沒有我相、人相、眾生相，
壽者相，這個「四相」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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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不用去增加煩惱，我們要好好以
「三昧力」，來守護我們的心，用正知，正見，
來守護眾生，不起諍論。我們要隨順法性，要
不違背我們的正法，我們用「四修」，住在我
們的本性，在我們的內心，在我們的意識裡，
來去自如，生生世世一直「六度萬行」，到達
因圓趨果，到成佛的程度，這都不間斷。我們
要時時聽法要多用心！



感恩
Thank You

https://www.neptune-it.com/

奈普敦智慧平台

願作上人的助教，廣傳靜思妙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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