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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法香心得
《靜思妙蓮華》應修一心 三軌四忍

1389集-20170318開示

高明智(惟智)
2023年10月22日 靜思法髓妙蓮華

靜思法髓妙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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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敬順佛意，
發願於惡世中，
周旋往返十方
國土不惜身命，
忍難弘宣經教。
諸菩薩忍難事，
自謂得無生忍，
願行末法濁惡，
持經守護眾生。

處事於微能察，
安祥能忍心安，
於理柔和善順。
若事上見得透，
則浮議不能惑，
是胸中持得定，
一時浮氣不能動。
此道人處世良方，
亦即持經之妙訣。

一心者：一念心。
弘經三軌：
慈悲室、
忍辱衣、
法座空。
四忍：是菩薩所
應修，身、口、
意、誓願，四安
樂行之通因。

云何名菩薩摩訶薩親近處？
菩薩摩訶薩不親近國王、
王子、大臣、官長。

不親近：不可縱情，親附倚靠仗
勢凌人，若近貴人，恐恃權勢，
損物無益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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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聞法心得
✦ 我們應該依文解義之後，我們要再去體會。

✦ 經者道也，道者路也。

✦ 我們要好好用心，我們敬順佛意，就要發願，
發願於惡世中。

✦ 一念心：心性周遍，虛徹靈通。

✦ 心能夠散徹，盡虛空遍法界，收回來，是我們
的一念而已，收放自如，這就是法。

✦ 在這個界線的裡面，我們要很體會，細心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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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幾天，大家要很用心，用我們真正吸收
法，法要入心，發願就是要入人群，將法要大
家分享；要向大家分享，我們一定要很清楚。
聽法，不是要經文這樣一直看過去，依文解義
過就好了，我們應該依文解義之後，我們要再
去體會。這個體會，雖然口，用嘴來解釋經文
是這樣，我們耳朵聽進去，心了解，這樣是不
夠的。我們要從心了解，再來自己有走過嗎？
有感觸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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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雖然是無形、無體相，但是我們在這樣團
體裡，過去我們所做，我們的團體的伴侶，我
們的菩薩伴侶有做過的，和我們分享的，去付
出、互動，他們所感受的，他們將感受的，做
事情，待人接物，和我們的法有對照到嗎？我
們自己做的，有對應到嗎？這是很重要的。

聞要有解，行要有證。
見證分享，以事顯理。

體會，感觸

與法對照

應用
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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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是文字，講經只是聲音；文字我們可以看，卻是
聽，聽進耳朵裡，就已經聲音不見了，但是那個記憶
有在心裡嗎？在心裡，我們有曾去用到嗎？我們與過
去有去接觸到嗎？我們若有去接觸到，那就是這個法，
就是一條路，我們曾經走過的道。所以，這條路我們
曾經走過，這個道我們實踐過了。道就是經，所講的
經我已經有體悟到了。我們一定要在「經者道也，道
者路也」。所以，菩薩的覺悟道路，我們是不是接觸
到這個法，從我們的內心深處，有啟發出來嗎？啟發
出我們這一念心，我們來印證，我們是不是有將這個
經用在道，道用在路，我們日常在走嗎？這就是我們
要每天反覆再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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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經文的意義重新再說，我們不要讓它忘記，重
複再提，一定要將這些事情，一直一直在我們的心。
所以，「菩提」就是覺，「薩埵」就是有情人。菩薩
那就是覺悟的有情人，因為菩薩雖然體會到了，雖然
他也是身體力行，雖然他這樣長久的時間，心不退轉，
依教奉行。但是行六度萬行，那個因還沒有圓，要因
圓才趨果，這就是要因緣都具足。
這個因緣就是我們在身體力行。道走到了嗎？我們的
心，這個心識還有沒有煩惱？付出去，雖然在這個惡
世中，人事物很複雜，我們還是同樣這樣發心，紅塵
滾滾，願意在人群中去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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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修淨化，和他來同修，共同來勉勵，要怎麼樣彼此
之間，方向正確，再接再厲，這就是要用很長的時間。
菩薩要六度萬行，就是同志願的人我們要照顧；被我
們幫助的人，我們要用心。這要能讓全部都很圓滿，
救人者、被救者都能夠很圓滿。這個因緣，轉惡為善，
轉善為福，轉福，那就是覺悟的覺有情人，這就是我
們要付出去同度，要去同時度化。所以，菩薩道要能
夠圓滿，不是那麼簡單。總是我們要不斷在這樣的世
間，不斷不斷地歷練，這是覺有情人。在這種五濁惡
世裡面，要面向的是很艱鉅，很艱鉅的一件事情，這
就是一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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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理想，他來人間，其他無所求，只是要
求眾生要能夠體悟，人人有真如本性，人人能
夠自愛愛人，人人心無煩惱。心無煩惱，人間
事物就對我們沒有障礙；沒有障礙，沒有恐怖，
沒有煩惱、顛倒，顛倒、煩惱、妄想全都去除。
眾生的苦，就是煩惱、妄想太多了，心真的是
無法輕安自在，這就是我們心念雜，雜了之後，
一念之偏，可能惹來了心中密密的煩惱，那是
很難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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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要好好用心，我們敬順佛意，就要
發願，發願於惡世中。唯有在惡世中有辦法來
磨我們，我們要經得磨。東西要能很光滑，必
定要先磨過，要如切如磋，要經過磨，經過琢
過，這個東西才能成為很精，很光滑，必定要
切、要磨，所以我們必定要發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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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我們要很用心，也要很透徹了解；你了
解之後，我們採取行動，這念心就是堅定的。
若只是聽，「你就是這樣講，我就跟你這樣
走。」這樣，願力不堅定。所以我們要經過思
考，決心立志，這個志就不動搖了，這才是真
菩薩的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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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心：心性周遍，虛徹靈通，」。我們一
念心很快，跟你說：「澳洲風景很美。」曾經
去過的人，這個心就跑到那個地方去，瞬間，
剎那馬上到達了。這是一念心，「心性周遍，
虛徹靈通」，都沒有障礙，這個心要上天堂，
要墮地獄，全都沒有障礙。不論你要去哪裡，
或者是發心要救人，一念心起，我們願力定，
自然我們就能做出了，很多利益人群。所以，
這個「心性周遍，虛徹靈通」，這個境界就是
一念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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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念心可以散開，普天之下，若是將它收進來，
那就是一念。「是故若善若惡，若聖若凡，無不皆
由此一念心」。我們是要做聖人，還是要做惡人呢？
就是同樣這念心。所以這念心散開了，能夠在普天
之下，發揮它的功能效用；收回來，一念心就是一
個法。所以，我們要用這一心，但是要好好守護這
念心，不要偏差，惡人和聖人，就是只是一個方向
而已，一個方向偏差就成惡人。一個方向對，那就
是成佛、菩薩了。所以，我們弘經要有「三軌」，
入大慈悲室、著忍辱衣、坐諸法空為座，這就是
「三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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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這麼多法，所以前面的經文，就是又再講，要
於法無所住，在付出。「無所行」就是無所住。我們
在法中，其實我們就是這樣很自在。我們若再加一個，
說：「我就是怎麼樣在修行，我就是這樣在做好事，
我……。」，「我」好多啊！哪一個才是真我呢？在
所做的，對的事情，去做就對了，「無所行」，這就
是這樣。法，我們就要用心，不要常常掛煩在內心，
付出要無所求。「而觀諸法如實相」。來觀這個法的
如實相，如實相是無體無形，道理就是這麼的紮實，
但是沒有體形，這就是道理。心能夠散徹，盡虛空遍
法界，收回來，是我們的一念而已，收放自如，這就
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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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布袋
虛空無掛礙
打開遍十方
入時觀自在
一缽千家飯
孤身萬里遊
睹人青眼在
問路白雲頭
─唐‧布袋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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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行不分別」。不用再怎麼樣，過去了就
是過去了。「是名菩薩摩訶薩行處」。菩薩一
直都是保持一念心，乾淨，無掛礙，無掛礙故，
這就是菩薩真空妙有，這是我們要理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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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若近貴人，恐恃權勢」。這些權貴的人，
權勢很大的人，我們只是一直要去親近，這恐怕我
們自己，就是有這樣的作為，這就不對了，不可以。
「損物無益於道」。只是在那個地方浪費時間，只
是為了諂媚，為了要依靠這些有權勢的人，我們浪
費很多時間在那裡，不只是在那裡，也取得了這種
不應該得，這不利益人的事情，對我們的道也是沒
有利益。所以，損物，不利益人，又不利益我們修
行。所以，在這個界線的裡面，我們要很體會，細
心、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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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國王、王子、大臣、官長」，那就是
「一時有權力之人」。我們不要去攀，「莫要
攀緣」。其實，國王、王子，這也只是一個名
稱而已，就算讓他一輩子都做國王，讓他一輩
子都做大官，也是一輩子，也無常啊！也不是
永遠，天長地久。這種國王也有失力的時候，
也有無常的時候，王子、大臣都是一樣。何況
人心不調和，世間如何變遷都不知道，現在你
仗勢，將來失勢要怎麼辦？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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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正心正、念正，我們為天下眾生而付出，
不要只是去攀這種有權力的人，這只是一時，
長、短時，我們都不知道，所以不需要這樣去
攀。尤其是修行，我們就是要靠我們自己，要
好好用心力在我們這個法。法入心，我們才能
夠理一條道讓我們走，要走得正，我們來回，
如是法再來人間，叫做「如來」。依如是法而
來人間，就是來來回回，保持著我們的真如本
性，沒有讓它亂掉，沒有讓它雜掉，所以絕對
不要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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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敬順佛意，
發願於惡世中，
周旋往返十方
國土不惜身命，
忍難弘宣經教。
諸菩薩忍難事，
自謂得無生忍，
願行末法濁惡，
持經守護眾生。

處事於微能察，
安祥能忍心安，
於理柔和善順。
若事上見得透，
則浮議不能惑，
是胸中持得定，
一時浮氣不能動。
此道人處世良方，
亦即持經之妙訣。

一心者：一念心。
弘經三軌：
慈悲室、
忍辱衣、
法座空。
四忍：是菩薩所
應修，身、口、
意、誓願，四安
樂行之通因。

云何名菩薩摩訶薩親近處？
菩薩摩訶薩不親近國王、
王子、大臣、官長。

不親近：不可縱情，親附倚靠仗
勢凌人，若近貴人，恐恃權勢，
損物無益於道。 不攀緣

依如是
法而來
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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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均為害道之增上緣」。一直要去親近這些
人，這全都是害道，對我們的修道，修行者總是有
害，會增長這個增上緣。「此應離損害緣者一」。
這就是一項，不要親近，我們該要親近的是法，我
們的正法；不該親近的，我們不要親近，「不親近」
就是這樣。該親近的是什麼，我們真正用心，該親
近的「一心、三軌、四忍」，我們要很用心。在這
個權勢，我們不要去靠近，所以這就是損害緣的一
項。所以，對國王、大臣等等，這些權勢，我們就
要用心去體會。所以，請大家要時時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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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