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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法香心得
《靜思妙蓮華》靜慮思惟 謹慎離過 

1422集-20170509開示

高明智(惟智)
2023年11月30日 靜思法髓妙蓮華

靜思法髓妙蓮華



3



4



5



6



修心靜慮思惟

菩薩心 乃至五道眾生
皆令得樂之相
即發深思悲念
除眾生懈怠想

愍念怨親同體發心慈念眾生

精勤道戒定慧戒定慧我安

人安

「戒定慧」，是我們所有的一切修行，最基礎，一定要用到，我
們才有辦法能夠悲念眾生。要悲念眾生，我們要勇猛，我們要精
進，在勇猛精進中，我們的心還要很安樂，因為我們有做到了；
對自己的責任做到了，幫助人的事情也做到了。人安、我安，人
我皆安，這就是安樂。

除懶惰意，及懈怠想，離諸憂惱，慈心說法修菩薩淨道法



今日聞法心得
✦ 我們要日日「精勤道」，走在這個精勤的道路，
那就是「戒定慧」。

✦ 走路要用心，做事要用心，這叫做「靜慮」

✦ 這靜慮、思惟，會合起來叫做「精勤」。

✦ 在起心動念中，念念無間就是為眾生。

✦ 不論是我們怨的，或者是我們最親的，我們都
要讓他平等和一切眾生一樣，這叫做慈悲等觀

✦ 自己的煩惱不解除，要如何解除他人的煩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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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用心哦！「修心靜慮思惟」，我們要日日
「精勤道」，走在這個精勤的道路，那就是
「戒定慧」。修心，就是專心一念。雖然我們
日常待人接物，隨境、緣境，隨著這個境界，
緣著境界，心意隨境而轉，但是我們若時時練
好我們的心，在轉的時候，念頭要趕緊警惕：
我是隨著心，心在境中，我要警惕，自我警惕，
這個心意和外面的境界，我們要將它會合，就
是事、物、意要會合，這樣我們的心，才不會
讓這個外界的境，將我們遷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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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可轉境，不被境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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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專心靜慮，心要靜，要真去考慮，考慮：
我現在要走這步路，路有平坦嗎？我們若是身
心健康，走路是平的；心不健康，是不平的路，
是無地的路，我們也這樣將它踏過去。這是心
不專，就容易出事。同樣的道理，走路要用心，
做事要用心，這叫做「靜慮」。我們的心單純，
沒有雜念，起步動足，沒有離開我們的身行舉
止，這也叫做用心。

吃飯時吃飯，走路時走路，睡覺時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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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是好好用心，「修慮思惟」。靜慮，就
是心要專；思惟，不論大小的事情，不論你要
做的是一點點事情，你也是要很用心。一架飛
機都不能夠少一顆螺絲，這不能說：「這麼大，
這一點點而已，難道差這一顆螺絲？」哦！很
危險，差這一顆螺絲，就會影響整架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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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道理，凡事要精、要勤，道就是這樣。
「精勤道」，要如何精？要如何勤呢？要如何
用心靜慮、思惟？這「靜慮」、「思惟」，會
合起來叫做「精勤」。精勤，最重要就是三個
字，「戒定慧」這三字，用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自然靜慮、思惟、精勤，這就沒有離開我們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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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修行也是為了這樣。這「三無漏學」，
我們所要學的一切道法，同樣，就是在戒、定、
慧。菩薩「六度萬行」，也不能離開戒、定、
慧。所以，這「戒定慧」，不論在家、出家，
都是要很謹慎，很重要，是我們日常生活的身、
口、意業，不能離開這戒、定、慧。有戒、有
定、有慧，那就是淨業、福業。你若是失去了
戒、定、慧，那就是會成了染污的業，那就是
惡業了。所以我們要記得，戒、定、慧是很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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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心慈念眾生」。我們起念，起心動念，我
們既發一念心，我們應該要培養好我們這念心。
起心動念，不是一次發心就好了，我們要起心
動念，無不都是慈念眾生，培養好我們的慈悲
心，在起心動念中，念念無間就是為眾生。若
這樣時時「愍念怨親同體」。不只是培養悲念
眾生，其實我們更需要怨親同體，經過了有情
或者是有仇，和我們有過了瓜葛，我們更要謹
慎，我們更要關心。這種怨親，是我們怨的，
或者是我們所親的，我們都要很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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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他有了困難，正是我們需要趕緊幫助他。
過去有不愉快的因緣，把握這個機會，解冤釋
結。若這樣，我們就又度一個眾生。所以，我
們應該，在修行者，我們要培養出了，「愍念
怨親同體」。不論是我們怨的，或者是我們最
親的，我們都要讓他平等，和一切眾生一樣，
這叫做「慈悲等觀」。修行者的心態應該就是
要這樣。



18

菩薩是來自於，修心靜慮思惟，精勤修道戒定
慧，這樣產生出來的菩薩。這樣我們才有辦法，
真正走入人群，心靈地獄、生活地獄、環境的
地獄等等苦難，我們要如何去救拔他？離開那
個境界，還要再「復為說法」。這說得到的事
情，我們就是做得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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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於世間染污之法，應慎勤防之」。我們要好
好很謹慎，要常常預防我們的心，是不是有污染，是
不是有懈怠。這種「懶惰不勤道業」，這很懶惰，不
能精勤起來，這樣是要如何修行啊？所以，何能宏揚
佛乘。自己都顧不了，你要如何能夠去宏揚佛法呢？
修菩薩道是淨道法，我們要先去除自己的心理煩惱，
去除我們懈怠、懶惰的心態。若不先去除，哪有辦法
心能清淨呢？我們的心還受懈怠、懶惰，污染在我們
的心裡，這就是我們要常常警惕，修行人自我警惕。
所以我們要須以立大弘誓，我們要弘誓願，「勇猛勤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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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離開了這個憂悲苦惱，很多事情我們不殷勤、
不精進，煩惱不懂得用功去除，只是坐在那裡擔憂，
惹來很多的無明。為什麼我們，不願意去了解這個法，
來解除我們的煩惱呢？所以我們應該要解除，我們才
有辦法用慈心說法。自我解除煩惱；說法，解除他人
的煩惱。自己的煩惱不解除，你要如何解除他人的煩
惱呢？所以「憂惱」，是「昏擾」，是昏沉。你看他
醒著，但是他的內心是紛擾，很不清楚。內心不清楚，
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方向，都不清楚，這種人叫做
「紛擾」，就擾亂自己的心，有法不懂得用，自己來
擾亂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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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度 度人

自覺 覺他

自調 調他

自解 解他

自利 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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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惰」是會障礙我們的勇猛，懶惰，這就是障礙我
們勇猛心。這應該精進，我們精進，我們能夠抬頭挺
胸說：「我每天每天都聽法哦！我很精進，我沒有懈
怠哦！」這就是表示我們沒有懶惰，我都很勇猛，我
很精進，所以沒有障礙。「懈怠」是「障礙精進」。
這就是懈怠。「憂惱」是「障礙安樂」。因為我們沒
有勇猛，我們沒有精進，所以我們的心不安，不快樂。
我們在精進的人面前，沒有辦法向人說：「我聽哪一
句法，我得到哪一項的道理，我向大家如何說。」我
們沒有這個機會，所以我們不得安樂，這就是我們要
很用心。心平氣和，好好聽法，我們好好和人相處，
我們也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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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自己那個惡習，我們要趕緊去除，貪、瞋、癡、
慢，尤其是慢、疑。貪、瞋、癡大家看得到，知道這
個人很貪念，這個人這麼愛發脾氣，這個人怎麼跟他
說都說不動，這很「癡」啊，癡迷。這大家很認識，
很熟了，很了解。但是「慢」呢？這個「我慢」和懷
疑，這就大家知道有這個毛病，但是無法很明確去判
斷。其實，這個「慢」，有散漫、有等等……八憍七
慢，有七個慢。所以不只是七慢，還有九慢，都有啊！
所以這個慢心，我們要好好去用心，將自己「自除惡
染」。不論是貪、瞋、癡、慢、疑，我們都要去除，
我們才能勇猛，我們才能精進，我們才能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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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慢：
通常之慢、過慢、慢過慢、我慢、增上慢、
卑劣慢、邪慢。
《靜思妙蓮華》七慢障聖道(第266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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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大乘解說，但念成佛」。我們只是一念
心，行過了菩薩道，就是能夠到佛的境界。以
佛心為己心，愍念眾生，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不只是我們要到達，我們也希望所有的眾生，
全都共同成佛。所以自利利他，我要走到，我
也要讓大家和我一樣，一起到達；我要得到這
樣的智慧，我也希望眾生與佛有同等的智慧，
那就是「一切種智」，這我們就要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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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現在就是要說，我們修行人無希求，但
是希望大家都能夠成佛，只是一心很單純的念。
這「衣服、臥具、飲食、醫藥，四時受用」，
我們只是求得春夏秋冬，四時都能夠，能過就
好了，生活能過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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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要用心，日常生活「修心靜慮思惟」，
才能夠「精勤道，戒定慧」。「戒定慧」，是
我們所有的一切修行，最基礎，一定要用到，
我們才有辦法能夠悲念眾生。要悲念眾生，我
們要勇猛，我們要精進，在勇猛精進中，我們
的心還要很安樂，因為我們有做到了；對自己
的責任做到了，幫助人的事情也做到了。人安、
我安，人我皆安，這就是安樂。所以要大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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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