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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法香心得
《靜思妙蓮華》眾生樂見 如慕賢聖

1451集-20170612開示

高明智(惟智)
2024年1月5日 靜思法髓妙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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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凡夫地持正法行者稱謂賢 佛為開示眾生
悟入佛知見道
誠心發弘誓願
見賢聖思齊行已經斷惑證真體解諦理謂聖

眾生樂見
如慕賢聖
天諸童子
以為給使
刀杖不加
毒不能害
若人惡罵
口則閉塞
遊行無畏
如師子王
智慧光明
如日之照

既已成賢，又進步為
聖；既已為聖，還是
發大心、立大願。這
個「誠心發弘誓願」
這很重要！對聖賢的
道理我們必定要思齊
和他們平等，是佛、
是菩薩，我們的目標
成佛，我們所要走的
路，典範就是菩薩。

賢位聖位是修來的

用心修行得法得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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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聞法心得
✦ 我們凡夫修行，開始要從用善念、修善法，尤
其是念要正、行要端，端正行為，就是修我們
心的開頭。

✦ 他們懂得上求佛的諦理，來修自己清淨的行，
這就是已經慢慢入聖了，入聖位了，離開凡夫
地，要入聖位了。

✦ 這個法，時時都在我們的內心，與我們同行，
這叫做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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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用心多體會啊！在凡夫地，凡夫地要來「持
正法行者，稱謂賢」。意思就是我們凡夫修行，開
始要從用善念、修善法，尤其是念要正、行要端，
端正行為，就是修我們心的開頭。這是從凡夫地，
開始修持正法重要的條件，那就是「持正法行」，
若能夠這樣就稱為「賢」。因為行一切善法若不退
轉，在善法中、正行中前進的行者，雖然還是在凡
夫地，不過也不受凡夫煩惱法所染著。他已經在這
個善，一切為善的行動中，前進，在念，見解是在
正確中，而不偏差，這叫做「賢」，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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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心探討，了解了，生命的來源就是由不得
自己。過去生中所造作的因，所造作的緣，造
因、造緣，所以形成了帶來人間的果報。了解
了，既了解了就自己要自我警惕。現世，現在
這個世間，既來之，這個身形就是生、老、病、
死。這一生中做什麼事情自己清楚，但是這個
清楚自己，自己這一生的行動，卻是對人間沒
有很大的貢獻，過去的無明、煩惱還是在累積，
所以願意專心修行了，警惕過去，要用心在未
來，所以專心修行，那就是放下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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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斷除煩惱，修來生能夠清清楚楚，不
要懵懵懂懂隨著業力牽拖去，期待自己能夠來
生，或者是最好沒有來生，來生會清楚，最好
沒有來生，所以就是要去「斷」，斷惑、斷無
明、斷煩惱。無明、煩惱斷了，連惑，非常微
細的惑念，也都要掃除了，這就是修行者。不
只是自己的心照顧好，沒有去犯錯，他還要去
體會、了解真理的源頭，苦的源頭到底怎麼來？
要用什麼道理去預防它、去破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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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們懂得上求佛的諦理，來修自己清淨的行，
這就是已經慢慢入聖了，入聖位了，離開凡夫地，
要入聖位了。不只是要破解這個煩惱，又再進一步
發大心、要立大願，行菩薩道。但是這才是初發意，
在初發意裡發大心，既知道一切一切的世間法，是
苦因、苦果，造苦因得苦果，了解之後，就是要斷
去。不是要獨善其身，我還想要兼利他人，因為我
已經得到，佛陀「開、示」，因為佛陀人間「開、
示」，這個一大事來人間開示，根機較利根器的人，
他體會到了，所以他要「悟入佛知見道」，這是根
機比較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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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修「四法」，大家還記得，身、口、意，
誓願，開始願意了，就是因為接觸到，佛陀的
「開、示」，眾生人人本具佛性，所以人人已
經「悟入佛知見道」。佛知、佛見，佛所說的
這條路，他已經清楚明白了，所以「誠心發弘
誓願」。不只是身、口、意向道，他又再發弘
誓願，所以在這個地方修行。既已成賢，又進
步為聖；既已為聖，還是發大心、立大願。



13



14



15



16

親近的意思就是要應用這樣，日常生活中，這親近莫
過於我們身體力行，這樣叫做「親近」。不是只親近
我們身外的人而已，我們要親近這樣的法，這個法，
時時都在我們的內心，與我們同行，這叫做親近。與
我們同行是什麼呢？身、口、意，這毫秒都沒有離開
我們的身、心，這是最親近的。所以要用法，用法在
我們的身，用法在我們的口，用法在我們的意。所以，
身、口、意，最親近的法，我們就要再發弘誓願，這
叫做「四法」，我們要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大
慈悲為室，柔和忍辱衣，諸法空為座」，「三軌」、
「四法」，大家要再記得哦！這就是我們能夠安穩行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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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讀經的人，也就是持經、誦經、讀經、講經等
等，就是了解這部經典的人。我們要多用心去體會，
所以「常無憂惱」。我們因為讀這麼多經，聽這麼多
經，我們也在行這部經，「經者，道也；道者，路
也」，這條道我們已經開了，這條路我們已經鋪了，
所以我們無憂惱了，很安穩來走這條路。所以，「又
無病痛」。我們的心沒有毛病，而且人人也很愛親近。
身、心，這不只是說：「這個人長得很美！」是長得
「很好緣」，不論你長什麼樣，只要你多和人結好緣，
而且依法行道，自然就會人人敬與愛。不論你長什麼
樣的形象，人家看到總是不棄厭，又是有敬愛，這個
形貌，形容就是這樣很莊嚴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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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大家所要親近、所想要見到的就是賢的
人，賢和善的人。我們若是惡人，人若看到，
「哦！看到那個人，我們要趕緊閃避。」但是
看到好人、善的人，他有信心，他歡喜親近，
從內心生起了敬慕的心；他願意付出，他願意
為人群服務，而且他的心有善無惡，人人都敬
仰他。所以，人人敬仰，人人自然就生起了敬
慕的心，自然就「思學其德」，就懂得要學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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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是好人，他做好事，得到人人的尊敬，
我也想要學，和他一樣修這樣的德。內修、外
行，和有修養的人，我們「三人行，必有我師
焉。擇其善而從之，其不善而改之」。這善的
人我們就要跟隨他，我們就要尊重他。「如見
賢聖敬仰之」。看到賢聖的人，我們要尊重，
我們要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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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天諸童子，以為給使」；「諸天真純
絜童子，而來親近給侍，此明轉貪愛障，成富
足」。很清淨的人，不論是年紀幼、少，都願
意來親近，道理不是老人在聽的，即使是很幼
小的孩子，也很能夠接受，很幼小的孩子很願
意親近。看看，我們有一群的靜思小志工，不
就是很天真，很純潔嗎？他們也在持法。每天
早上早會之後，都有一位小小四歲的孩子，站
在門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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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你是什麼人？」「我是小小的護法
者。」這是小小的護法者，好可愛！這就是天
真童子。經典中這樣，真正也是這樣。所以，
「此明轉貪愛障成富足」。我們如何才會滿足？
財產多少？我們物欲、物質要多少，才叫做富
足？我們常常說，心富，那就是人生天下最富
有的人。天下的東西，對他來說沒有誘引的力
量，他的心已經很滿足了，所以他是最富足的
人。



27



28

「刀杖之屬不臨其身」，這些凶器的東西，就
不會靠近他的身來。「瞋如刀箭」，這就是表
示瞋，瞋恨，我們若動不動就對人發脾氣，就
和人吵架，吵架很自然就是有這些，利器的東
西。我們若全都沒有這個瞋，我們不會發脾氣
了，不會和人計較了，很自然就沒有這些東西，
這樣接近我們的身。所以「瞋如刀箭」，你不
要去惹起別人的瞋，就要我們自己除去瞋，所
以瞋心不起，就遠離刀和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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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瞋似毒藥」，不只是像箭，也像毒藥，「一切諸
毒不能為害」。因為我們無瞋，無瞋就是無毒了，
所以無瞋、無毒，一切諸惡怎麼會來害我們呢？因
為我們自己的心若沒有瞋，我們自己就無毒念；我
們若外面，不要去惹別人的瞋恨，我們無瞋，沒有
惹人的瞋恨，自然就沒有刀杖利器，來近我們的身。
所以這就是要好好，人間要好好修行，避離風險，
安樂修行，我們就要去除貪、瞋，自然我們的人生
就較平安，這就是「明轉瞋障」。瞋是很會障礙我
們，障礙修行者，所以我們不要貪、不要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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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要開口罵人，這種「欲加罵辱之時，口自
閉塞」。因為要罵人的人，他也要有機會才能
夠罵人，要有真實，沒有真實的罵人，就像
「逆風揚塵，塵不至彼，還坌己身」。我們在
《四十二章經》，也有這樣的這一章，一個人
抓沙，逆風要撒前面的人，但是這沙撒去、風
吹來，撒不到前面的人，竟然是噴到自己。所
以，我們若沒有去惹人、去罵人，自然人家就
不會罵我們。何況有人想要毀謗，卻是我們的
行為做得好，他要誹謗，也開口罵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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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大家了解彼、了解己，了解對方的行為、
了解自己，所以我們要罵人，我們也罵不出去，
所以這就是我們要好好用心修行。「顯罵人惡
口者，省悟退阻之狀」。人家若罵我們，我們
就默然，就讓他罵，過了就好了，就不會你一
聲、我一句，在那裡罵得大小聲，大小句，就
不會這樣。所以我們就要退讓，就自然他要再
罵下去，也罵不出來，那就是口就閉塞，那就
閉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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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外刀不傷」，我們若不傷人，人就不會傷
我們。「內之毒藥既除，則外毒不害」。我們
若對人沒有惡意，沒有毒念，自然人家對我們
也沒有毒意，也沒有惡念，這樣就是「明內瞋
障轉」，就是我們自己的心轉。前面外境，我
們最重要的要轉我們的內心，內心境的貪、瞋
毒，我們將它們去除，自然內外平靜。

行為會影響行為
Behavior Breeds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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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智慧明了，其光普照，如日當空，整無側
影」。這就是轉愚癡的障礙，成為智慧，這就是就
像智慧。在那最中午之時，太陽正中的時候，這樣
普照下來，所有的東西都無影偏邪，沒有太陽還是
偏東，也沒有太陽還是偏西；偏東，西邊就有影子；
偏西，東邊就有影子。若是到日正當空，自然那個
照下來的影子，沒有偏西、沒有偏東，所以它就沒
有影，沒有側影。這就是智慧，智慧不偏，又是光
明，又是不偏，這就是我們要修行的方向。「智慧
光明、如日之照」，這就是轉愚癡的障礙成為智
慧」，所以，「愚癡能障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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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愚癡既轉，則智慧明了煥發」，光明就很大了，
就像日之照，「此明能轉癡障」。這個癡就是這樣
障礙我們，因為我們有癡念，所以容易就會發瞋、
發怒；因為有瞋怒，是從哪裡來？因為貪欲來，貪
不得，貪而不得，所以他就發脾氣，瞋怒，不順意
就發脾氣。因為這樣，才會這麼多的無明煩惱，都
是來自愚癡；愚癡才會想要貪而無厭，就是因為貪
而無厭，所以才有瞋。所以這三項合起來很毒，而
且就像箭，就像刀一樣都會傷人。不只是傷人，也
是傷己，所以我們自己要好好用心，滅掉貪、瞋、
癡，當然還有慢、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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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