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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法香心得
《靜思妙蓮華》除不善法 置之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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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智(惟智)
2023年11月20日 靜思法髓妙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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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為諸眾生所造作
諸惑業，而受生死逼
迫之苦、沉溺惡道。

即為種種開示，除不
善法，置之善處，令
彼眾生心各獲得安隱

生死相續
由惑業招感苦
一、 惑：
發業潤生煩惱名惑
二、 業：
能感後有顛倒惑業
三、 苦：
業所引生眾苦名苦

菩薩有時
入於靜室
以正憶念
隨義觀法

以正定心
記憶思念
攝法在心
故名憶念
隨經中義
觀察於其
所應說之
法

修行，就
是要回歸
真如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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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聞法心得
✦ 人生所造作的因，將來的果報就是惡道。

✦ 菩薩來人間傳佛法，用種種開示，無非就是要
除掉了眾生不善的法。

✦ 不是只有氣候污濁，不是天地間污染多，其實
這個身體體態就自我污染，不得乾淨。

✦ 希望能夠令彼眾生心，就是要「獲得安隱」。

✦ 「置於善處」，這也就是要心。

✦ 常常說，修行要如何修？把習氣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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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啊！還是要用心。菩薩為了悲憫眾生造作
種種惑業，所以在人間、在六道，受生死逼迫
的苦難，一直都是在惡道中。人道，還有地獄
道、畜生道、餓鬼道等等，這都是苦不堪啊！
哪怕是生在人道中，看看，人在這種濁氣很重
的世界中，糊塗人生，一直隨著外面的境界所
誘惑，將自己的良能一直削弱掉了，煩惱無明、
顛倒迷茫不斷產生，所以人間所造作的結果，
就是趨向三惡道。人生所造作的因，將來的果
報就是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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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不捨，菩薩悲憫，為諸眾生這樣在造作，
不斷複製、不斷複製，這樣受這種的生死，人
間的生死，煩惱、無明，結果三惡道受苦，就
是這樣沉溺在惡道中，這都是由不得自己的人
生，所以苦不堪。因為這樣，菩薩承受著佛陀
的使命，延續這番的愛的力量，所以他們不忍，
同樣也來人間傳佛法，用種種開示，無非就是
要除掉了眾生不善的法。眾生不善法，就是在
人間的濁氣，很濁、很濁的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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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感覺到，怎麼是這樣的生態呢？現在那個
形態，威儀禮節。雖然聽到的，「唉呀！教得
很好哦！」或是，「這個團體很美哦！」但是
看，比起了過去，比起了所要求的標準，還是
感慨很多，也會嘆無奈啊！要怎麼辦呢？種種
方法，但是種種方法，要等到什麼時候呢？這
實在是無奈的人生。污濁，不是只有氣候污濁，
不是天地間污染多，其實這個身體體態就自我
污染，不得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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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怪佛陀說「觀身不淨」，真的是不淨。這個
身體本來就不清淨了，加上了時代變遷、心理
變化，就會把自己放縱掉了，不知道自己應該
的律儀，我們的規矩。人間就是變成這樣了，
無奈的人生，只好就是要用種種方法。也是難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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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除去了不善法，要很微細，能夠很滿意，
這還差很多。能夠除掉了不善法，才有辦法真
正向於善處，能夠從那個不善的地方，把它移
來到善的境界裡。這改變環境、改變心境，也
是很不簡單。希望能夠「令彼眾生心」，就是
要「獲得安隱」。要先把他的心，心靈的境界
轉變過來，然後他的身、心，才能夠安穩下來。
現在的人自己也無所適從，到底他要向什麼方
向，他也沒有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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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叫做世間迷茫的眾生，這叫做「沉溺惡
道」，就是這樣一直沉下去，善法很難浮起來，
就是跟著這樣的時代、這樣的生態，這樣一直
沉淪下去。這麼簡單的生理衛生、生理形態，
每一個人顧自己都顧不了了，要如何能夠顧大
地，氣候的不調呢？這就是讓我們很擔心。要
說外面的境界，要先說好內心的境界。內心的
境界就是這樣，只要有心，是不困難。



2016年厄瓜多大地震慈濟
以工代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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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他們用團隊精神，不同的人說不同的故事，其實
整體會合起來，就是一個慈濟完整的愛，這也是種種
開示。愛的力量就是要這樣，人要多，不是只是佛陀
來說法，需要的就是菩薩要分工。不論他們從哪裡來，
已經是八方來了，集合在厄瓜多，跟他們說他們走過，
他們體會過，他們了解的真實的故事。在那個地方發
揮出來了。大家聽得很歡喜，在那個地方發願之後，
大家整齊會合，一個儀式，那就是國歌。大家很有禮
貌，站得很整齊，唱他們的國歌，唱慈濟的「一家
人」，之後抖擻精神了，振奮了他們的精神，那分善
念，就這樣，大家拿著他們的工具就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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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地方沒有變，境界變了，所以「置之善
處」。「除不善」，這泥土等等，這麼大(範
圍)，大家雙手一攤，「無法度」了！天下哪有
沒辦法的事情呢？大家的心動起來了；這「無
法度」，那就是不善，轉不善「無法度」，那
就是變成有法了，用法將它清理過，同一個地
方，不同的境界，清爽起來了。「置於善處」，
這也就是要心。這念心若不將它啟動，力量要
如何出來呢？就是要合心，這個力量，讓大家
安穩住下來。這實在是，愛的力量是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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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惑業苦種」。這個惑業就是從那個苦的種
子來，這個苦的種子就是一念心。「皆名習氣」。
常常說，修行要如何修？把習氣去除。但是現在的
習氣，不是只在個人而已，是一個大社會、大團體，
這種已經形成起來了。很擔心未來的社會，現在和
未來，所以會造成「惑、業、苦」。惑、業、苦，
是未來眾生要感受的，我們現在在惑，迷惑，就是
不斷在造業，最後感受到的果報，是一個字「苦」，
所以叫做「惑、業、苦」，這就是眾生六道輪迴，
不離開這三個字——惑、業、苦。這就是我們眾生
這樣一直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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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慈濟人都沒有假日，沒有區域。看看，在美國
也好，加拿大也好，中美洲、南美洲，全部，他們在
厄瓜多，很燠熱的環境中，他們不停歇在帶動。這是
人生，他們會做得很踏實，他們會做得很歡喜。這種
的心態，儘管環境是那麼熱，他們的心地是清涼。這
世事，這些紛紛擾擾，在我們的生活中是排除掉的，
所以我們要沒有攀緣的心。我們做了之後，歡喜了，
各人要就回去他們的國家，這地方將它整理好了，沒
有事情了，這樣和他沒有關係，沒有攀緣；唯一留下
來的，那就是啟動愛，將他們的愛心、善念，留在那
個地方。我們要用這樣的心態，來看人間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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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處」，就是這樣的行處，剛才上面說，這叫做
人間法，從佛法走在人間裡。這些善知識在那個地
方，去循循善誘，去啟動他們，當地的人應該親近。
縣長他也說：「從今天開始，志工加一個，就是
我。」表示他也要親近善友。所以，「說斯經時，
無有怯弱」。他們帶著這個法，愛無染著的大乘法，
去到那個地方，真真正正要去為他們，清理那個國
家，清理那些心地，完全給他們一個安穩的地方。
他們這樣挺胸在那個地方做，這樣就是「無有怯
弱」，勇猛精進在那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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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正憶念修智慧」。「因」就是我們內心的種子，
我們的內心念，要一直一直放著一念「正」，正法、
正思惟，我們這個正法。所以要憶念，常常要在心
裡憶念出來。「修智慧」，遇到什麼環境，我們要
面對，要修這個智慧。「故離諸取著」，需要去遠
離。這種來的環境，看到、聽到，我們不順心的，
我們要如何，不要將它取著在我們的心裡，我們要
將它遠離。這種惡劣的聲音、惡劣的形相、惡劣的
環境要將它捨離，這樣不要放在心裡。人與人之間
互相磨合的過程，我們合起來就好，該做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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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菩薩有時，入於靜室」。現在這又說到
環境了。「菩薩有緣欲說法時，先當入於靜
室」。菩薩若是有因緣，要說法的時候，他要
先靜下來，自己的內心要先準備好：我的心要
先會法，法要如何來說？現在要聽法的人，會
是什麼樣的根機？什麼樣的環境？所以他一定
要先思考一下，因人、因時、因地，要為他們
說法，這必定要用心去體會。所以菩薩一定要
有這樣，「以正憶念，隨義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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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厄瓜多這群菩薩，他們就是「說我所做過
的」，也是我所聽過的，所以我能夠再說給你
們聽。這都在記憶中，所做過的就不會將它忘
記；我們若都沒有做，還不要聽，所以就無法
可說，叫做「無法度」。我們有聽過，聽之後
我們去做，做了之後我們去講，這都是在記憶。
我們有經驗過，我們有修行，我們有聽法，我
們有體會，所以我現在能夠說法給你們聽，同
樣的道理。所以，「觀察於其所應說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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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愛的力量，那就是大慈悲心。菩薩不忍眾生苦，
不忍眾生，一直一直都是惑、業、苦。「惑」，在人
間無明不斷複製，已經變成了這個生態就是這樣。我
就是這樣的體態、這樣的生活，自己一直沉溺下去，
不知道這種的生態，是惹來無明煩惱。自己的心若不
清理，這個身體的威儀就不見了；身體的威儀不見了，
那就是行動不端正。行動不端正，就造作一些違規、
脫軌的事情，若這樣這社會就亂了。這社會亂，自然
天地四大就不調和。修行，要調整身心，天地能夠調
和，就是要回歸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就是真理，真理，
人人要身體力行，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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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