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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法香心得
《靜思妙蓮華》被精進鎧 發堅固意

1484集-20170824開示

高明智(惟智)
2024年2月28日 靜思法髓妙蓮華

靜思法髓妙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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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等
當共一心
被精進鎧
發堅固意
如來今欲
顯發宣示
諸佛智慧

謂諸菩薩修行
於佛法僧
父母、師長之前
常生卑下之心
敬事孝養
以此為因
輪迴異生感果
令諸眾咸受化
是名修因感果

異生感果
因凡夫輪迴六道
受種種別異作業
果報而生
凡夫作種種業
感種種果
身相萬種而生
故名異生感果

菩薩修行，一定這念心繼續走，過程就是要起這分的恭敬，縮小自己，用
敬，最親近的人；我們表達的恭敬，自然對人群中，我們就一樣，如父、
如母，如師、如友，這樣的恭敬，這就是我們修行的起頭。

菩薩修行
感覺體會
人間疾苦
菩薩畏因
眾生畏果
業識習慣
上求佛道
下化眾生

六度萬行，因圓果滿，就能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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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聞法心得
✦ 菩薩來生人間，從凡夫的生活中去覺悟，體會
了人間各種的疾苦，而且是要感覺人生。

✦ 這叫做「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也就是聽法
者、實行者、說法者、傳法者。

✦ 你若有恭敬、有感恩，自然我們的內心，就
「常生卑下之心」。

✦ 我們「(業)識」，記憶中的種子。而普通的人
叫做習慣了。



7

用心啊，聽，了解！是啊，「謂諸菩薩修行」，菩薩
也就要修行，累生世修行，這個過程，生生世世都有
父母、都有師長，這是人生一定的道理。菩薩也是化
生人間，同樣和我們人生一模一樣，只是菩薩來生人
間，從凡夫的生活中去覺悟，體會了人間各種的疾苦，
而且是要感覺人生，只是生、生活、老病，最後，死，
這樣的人生的價值在哪裡呢？就會心生探討人生的道
理，去體會人生的真理在哪裡。為什麼人間有這樣生、
老、病、死苦？為什麼人間有愛別離苦？為什麼人間
有怨憎會苦？為什麼人間有貧、富、貴、賤的苦？唉
呀，苦啊，怎麼會那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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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探究，愈來愈感覺到了，從這樣開始發心追求。
在追求的過程中，立願，這條路能夠往前走，有方向。
天下苦難眾生偏多，應該就是要將這個道理，讓大家
知道，所以一方面用心追求佛法，這叫做「上求佛
道」；一方面把握時間，要將這麼好的道理如何能夠
播種，送到人群中去，讓人人也能夠體會理解，將佛
法普遍人間，這叫做菩薩。這種能夠追求真理、體會
佛法，同時身體力行在生活中，願意付出，善事、好
事去付出。法，有人的心在煩惱，解不開、理不清楚，
他就來教他，這叫做「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也就
是聽法者、實行者、說法者、傳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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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就是由菩薩這樣一方面修，一方面身體力行，
一方面就是這樣傳。所以，法來自於佛，說法的源
頭就是大覺者，就是佛陀，所以我們要恭敬、尊重
法來源，佛給我們的方向。我們還要很感恩，法流
行在人間，我們要依教奉行，所以我們發心修行，
專心。人生世間這麼多的苦，我們若自己不先放棄，
放棄了那個苦因源頭，我們要如何修行呢？所以就
放下了，專心入叢林，侍佛、僧。進來了，開始我
們依佛的教導，身心奉行，所以我們生活在這樣的
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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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什麼來回報呢？那就是精進，盡此我們這一
報身。對道理要很清楚、了解、明白；對做人，
方向要很正確，沒有錯亂。我們要如何要把心，
修得秒秒分分，無不都向覺的方向，覺悟的方
向，是一位「覺有情人」──覺悟在人間，有
情的人。這就是我們要回報父母恩，給我們身
體，讓我們有機會學法，讓我們生活，在佛、
法、僧三寶中。你若有恭敬、有感恩，自然我
們的內心，就「常生卑下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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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身的源頭，我們的思想、心理的源頭，是
來自於佛法的教育，所以有這個身體為載道器，
好好利用，不要貢高驕傲。我們一定要放下身
段，用很謙卑的心來面對，面對佛、法、僧，
面對父母、面對人群，這就是恭敬、感恩心，
這叫做「卑下」。不是只有高高在上，就是
「我有聰明，我認識很多」，他放大了自己，
忘記了，我們身心觀念的來源是什麼，這我們
應該要自我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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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好好敬重、感恩，有這個身，自然「敬
事孝養」。凡事我們都要很放下，很用敬重的
心來孝養，不論是師長，不論是佛、法、僧。
因為這樣，日常的生活，開口動舌、舉手動作，
我們的態度、我們的表達，無不都是因。因為
你有這謙下的心、恭敬的心，這念心表達出你
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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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態度的表達，感受的人就不同了，歡喜心，
自己的內心，已經成就這個「識」，就是讓我
們，已經是這個法，入心版裡，我們對佛法、
對師長、對長輩，常常都是有這個謙卑，自然
在人群中就是這樣，這就是已經成為，我們
「(業)識」，記憶中的種子。而普通的人叫做
習慣了，待人接物就像在對長輩一樣，這種謙
卑的心來對待人群，將這個習慣養成，那就是
種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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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以此因。這已經是我們沒有造作，就是習慣，
就是這樣做，理所當然，這是「理」。而在禮節中
這樣的行為，禮節是這樣過來，所以禮者歸於理，
理所當然，就變成了我們人人，那個「識」的習慣，
這就是叫做「因」，就是種子。不用如何用心，本
來就是啊，就是這樣在對人，本來就是啊，就是我
的舉止行動也就是這樣。從佛、法、僧、師長、父
母這些長輩來，一直到人群中，這念心，這已經很
自然，自然就叫做道理。這禮，禮節，道理自然，
這叫做因，因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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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因為我們人人，「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
身」，凡夫還是「輪迴異生感果」。我們到底這輩
子做的，在修行叢林裡面，應該是不失人身，除非
你有願，除非你有貪天道。因為平時你沒犯戒，沒
有十惡，沒犯戒；你有在行善，但是你的心是求在
不用受苦，那就是生天堂。除非你的心很堅定，天
堂我也不要去，我就是要做佛，我要成菩薩，除非
這念心──要成菩薩、要成佛，不貪求享受，不怕
在六道在輪迴。因為智慧的盡頭就是不貪涅槃，這
叫做智慧。



16



17

看人，我們就要做一個典範，我們要修才有德，
與人結(的)才有好的緣，你說的話他才能夠接
受，這必定要身體力行。所以，「令諸眾咸受
化」。有緣，你說話他才肯接受，他才能夠讓
你感化，因為這樣，「是名修因感果」。我們
要去感化人，我們自己要修行、要修因。說這
麼多無不都是要引導我們，要好好發心立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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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惡是分明的，善若較強，我們就能夠順這個
善因緣，趕緊累積，我們生命中才有貴人。看
悟達國師，就是行善，還未發達之前行善救人，
救到迦諾迦尊者；就是生命中有迦諾迦尊者，
是他的貴人，這樣才讓他有機會解除了苦難，
而我們後世的人，才有機會讀到這《水懺》，
這都叫做因緣，所以因緣就是要我們好好把握，
在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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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佛陀開始說，雖然是馬上回答，但是現在
在說，佛陀的過程，要說的過程他還要再提醒
我們、要交代我們。我們要很堅固心，要有深
信心，這事關在天下的真理，事關在我們的慧
命。我們生命的來去，在人間、在六道，到底
是要去哪一道？這事關重大，一大事因緣，我
們怎麼能夠不用心呢？所以，我們一定要很一
心，堅定、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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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們要很用心，要去體會，這個因，明因。
我們要去觀察，所以「成所作智」，我們就要再
「妙觀察智」。我們這輩子已經在人間裡，我們所
看到的環境等等，所接觸到的，我們要好好細思，
好好地觀察，好好詳細來思考，聽法更需要！我們
能夠通達了眾生平等，平等，「平等性智」。我們
現在在這一輩子，要將它完成起來，看有沒有辦法
將我們的這個法，一直到就像大面鏡子一樣，能夠
普觀一切，法都成就。這就是我們要用心，沒有身
體力行，根本就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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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云發堅固意」，你一定要很堅固的心，堅固的意，
來「顯發心」，顯出了發心起行的因。從發第一念心
開始，一直過來。這個一直增過來的這個因。所以，
我們「六度萬行」；一直說「六度萬行」，「六度萬
行」是什麼？就是這樣，「發堅固意」，而且顯出了
初發心那念心開始，一直走來，這萬行，這個因就是
這樣，不斷、不斷這樣一直延續過來，叫做「六度萬
行」，因圓果滿，就能夠成佛。但是這當中，這當中
是很重要，發心第一念，我們是不是在這個第一念，
我們脫節掉了呢？應該要沒有，沒有脫節，我們才能
綿綿連連，這樣一路走過，「六度萬行」。當然，這
必定要來自第一念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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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菩薩修行，一定這念心繼續走，過程就是
要起這分的恭敬，縮小自己，用敬，最親近的
人；我們表達的恭敬，自然對人群中，我們就
一樣，如父、如母，如師、如友，這樣的恭敬，
這就是我們修行的起頭。總而言之，做人很好，
有法可聽，只是需要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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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