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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春夏秋冬、四季輪替，每一天的時間在分秒中累積，我常說
每一天是用秒來算，一天有八萬六千四百秒，一個鐘頭是三千六百秒。
八萬六千四百秒，這個數字聽起來很多，可是它很短暫，滴滴答答，
剎那過去。

時間留不住，人生就在這樣的滴答聲中過去，一秒一秒不著痕跡
地，不知不覺中老化，生命何其短暫啊！不過，我們要感恩，感恩在
這滴答聲中，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過來。

世間一切萬物，也是在時間的滴答聲中過去。一切萬物它都有聲
音，不是沒有聲音，是極微音，隨著時間在變化。因為時間很明顯，
讓我們看到它秒秒鐘在過，是極粗相，眼睛看得到它在動，其實人生
真正的過去是看不到、沒有感覺到的，是這樣的極微秒，那個秒如同
飛般而過，叫做飛秒。

人生所過的是「飛秒間」，只是我們不知不覺，任由時日飛逝，
浪費時光，空過時光，這就是我們人生。

▍開道鋪路見風光

我真的很有福，出生在清水，長大在豐原，離開後留在花蓮，
從西部到東部來，繞了這麼長的道路，時間總是這樣的攀越，但我
心靈時常都覺得，靈鷲山說法臺才是我真實的慧命，意思就是說，
二千五百多年前我也在那裡聽法，也許每位慈濟人都跟我同在一起。

最初我在小木屋修行，獨自一個人，在周圍沒有人居住，很靜的
地方，我堪得起寂寞，不怕苦，但是我的心總是開闊，我沒有東西可
以供養，我奉獻我的身心，立願為佛陀的教育，度眾生。

佛陀為一大事因緣來人間，目的是要教菩薩法、要做人間事，但
是那是二千五百多年前。佛陀是否再來人間，不知道，不過他的精神
總是經過了高僧大德，代代相傳下來。

赤 子 之 心 勤 求 學 菩 薩 道 路 覺 有 情

回目錄

TZU CHI FOUNDATION



11

法
音
宣
流

佛陀當初離開皇宮，捨掉一切，換下豪華、豔麗的服裝，身上纏上
了布衣，在苦行林山上的石洞裡生活，覺悟後把握因緣，走入人間，赤
腳踏在路上，走過竹刺、樹根等滿布的大地，忍住天氣炎熱，非常辛苦。
他雖然覺悟了，但不捨眾生，還是願意入人間，而且一心一意，絕無後
悔，為的就是要「度」眾生。

其實這個「度」字，應該要再多加三點水。在茫茫大海中，洶濤的
海浪裡，要如何掌舵，讓船可以跟著風浪的高低、上下平安渡過？人間
的人我是非、無明煩惱等，就如大海風浪一樣，如何敢「度」？大覺悟
者已與宇宙天體合為一體，明白平安度過之法，但是凡夫要如何度過？

3月30日，上人在與清修士們座談時，殷殷叮嚀從「學」到「覺」

之間的菩薩道，一定要身體力行親身感悟，才能見道。圖片／慈濟

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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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在人間也是來來回回，無窮盡、無數次，不斷地來回，因為

唯有人間才有菩薩道可鋪，來人間只為教菩薩法，在天堂人人都在享
天福、沒有苦難。佛陀知道地球這個世界也有「成、住、壞、空」，
要如何讓它的生命更長一點？就是需要淨化人心，唯有人心多造福、
少破壞。

我是很理性，沒有迷信，才能成就四大志業、八大法印在人間，
走過了五十多年，慈濟的慈善足跡也遍及國際一百三十六個國家地區，
在海報地圖上可以看到慈濟的 LOGO 密密麻麻，也總是為了天下眾生。

縱觀天下眾生，任何一個國家的氣候變遷，我們就為他們準備需
要的物資，像為寒冬中的難民送上毛毯，提供補助讓他們去購買民生
物資；又或是為苦難人義診服務，幫助他們減緩病苦。哪裡有災、哪
裡有苦，最重要的是有因緣，慈濟人就可以走到那裡去；不管是天災
或者是人禍，只要有慈濟人，苦難的人就有福了。

天下無處不是菩薩道，條條菩薩道通佛道，但我們若沒有開路，
就只是過路人而已。有菩薩開路，叫做「因」，布善種子，自然有結果，
己做己得，我們要為來生積福糧；這輩子多造福，也是能夠為天下平安。
因為善就是福，凝聚成一股福氣，自然天下風調雨順、消弭災難。

學佛，不是一生一世，是生生世世，要有大因緣才能度化眾生而
成佛；成佛，不是一生一世，要生生世世，要相信自己，過去生中已
經開始結好因緣。假如沒有好緣，人與人之間，彼此都只是世間的過
客而已，一天在路上走，擦身而過的人有多少？

人生無常、國度危脆，天下總是危危難安，所以期待大家要多發
揮良能、造福人群，不管來自哪裡、身在何處，時時可以啟發自己的
道心，凝聚力量走出來，開道鋪路走出一條覺有情的菩薩風光大道。

▍求學行道終得覺

近來我常提到「學」與「覺」這兩個字，從學到覺之間，中間有
一條菩薩道，親自走過、身體力行，才會來到覺悟的「覺」。凡夫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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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迷中，從迷要到覺悟，不知道要多少生、多少世不斷學習。
佛陀告訴我們「三理四相」，人的身體有生、老、病、死，世間萬

物是成、住、壞、空，而心靈會生、住、異、滅。我們是否有把握住佛
陀教示的真理？很少，就如從生到死之間是生命是價值，偏偏凡夫「觀
受是苦」，天天的感受都是苦，「這項我不滿意、那項我不歡喜，我的
感受得不到滿足」、「還有事情，到底能不能得到？」全是煩惱，疏忽
了人在變、景在變，時間過去，空間老舊了，周圍環境不同了。

佛法教導我們「世間無定相」，人從嬰兒到老來，什麼時候是我們
的相，也是無定相；樹木，從種子來，但將種子剖開，哪有樹呢？也沒
有，那裡面，用現在的名稱叫做基因。人同樣是基因合成，人有人種，
樹有樹種，草有草種，菜有菜種，不同的相有不同的種子。

上人於志工早會開示，勉眾人生離不開「三理四相」，盼人人精進

聞法，同心在慈濟菩薩道上邁進，方向正確自然輕安自在。圖片／

慈濟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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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我們都要去了解，天地萬物都有它的原始過程、都有它的時

間，要懂得重視「因、緣、果、報」，重視「善、惡」。行善者得福緣，
造惡者是惡果，每天舉手投足、開口動舌，都要自我警惕、多結好緣，
與人相互鼓勵。

人生，庸庸碌碌在人間，每天總有忙不完的事情，有的為自己事
業，卻永遠是有一缺九、無法滿足。做生意在競爭，國與國之間也是，
貪求「利」；「利」，「害」一定緊跟在後，偏偏人心永遠貪無窮盡，
不斷在造業；業累積起來，就成了生生世世的苦。這樣的業力，看不到、
摸不著，更難以阻擋，這是我很擔憂的。

想要延續地球的生命健康，就是要人人身心健康，回歸本具的純
樸佛性，少欲知足，弘法利生。

佛陀看見人間老、病、死，貧富懸殊，年輕不知老來苦，不停追
逐欲念，也看到國家侵奪別人的戮殺，認為要有人以身作則，來教眾
生何謂修行，於是離開皇宮，歷經苦修、夜睹明星覺悟後，開始說法
要讓人人了解佛法的真理，知道從迷轉悟，就要「學」。

「學」字裡面有個「子」字，子就是赤子之心。「學」是為了要
「覺」，中間的這條菩薩道是修行必經之路，我們都同在這條大道上，
同樣還在學，一定要用很乾淨的赤子之心，不受人間的污染，用心學
習。

有句偈文：「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
好向靈山塔下修。」

佛陀的相是什麼，我們不知道，但是畫像到處都有，其實最真實
的佛陀的相是在我們的心中，人人都有個靈山塔，靈山塔在哪裡？就
是心，應該向自己心地的這個靈山塔，好好地下功夫修行，如此離佛
就不遠，從「學」到「覺」也不遠。只是我們是否常常牽住這顆菩薩心？
若沒有牽住，哪怕什麼都覺悟了，也成不了佛。

世間人如此之多，真正想學佛的又有多少？走入佛門，只是拜拜
求福，不算學佛，只是想求佛而已，求菩薩保佑，這就是還在迷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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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生正確的方向。真正學佛者，在接觸佛法後，原本是原地踏步、
沒有方向，但慢慢理解法的道理後，立定決心，撥除種種煩惱，篤定人
生方向，就要勇敢跨步。

菩薩道要怎麼走？要學。而要學就要走，身體力行、步步踏實，邊
學邊做，有跨步、有付出、有捨棄，成就別人，慢慢地變成付出無所求，
心態上有了轉變，自然會做到忘我；行菩薩道，才有辦法真正體會到人
間的疾苦，才能看到「三理四相」的真理。

「學」，對我們修行人來說，叫做學道，學道就要行道，行道才能
夠見道。世間的知識很多，聽了道理要真正受用，才能見道。就像老師
教學生，學生到底有沒有把老師的教導聽入心，能不能受用，就看他們
出社會以後，有怎麼樣的人生，對社會有沒有貢獻。

「學者，覺也」，知道學習的目的是什麼，這叫悟道；悟道要見道，
知道這條路如何行，才能夠真正覺道。

我們要用心求教、學法，求與學，叫做求學，求學什麼？一條覺道，
讓我們的心與覺道間能通透無障礙，心可以包太虛，也可以入毫芒。毫
芒，就是種子之中的基因，基因確實存在，但是卻解剖不出什麼東西來，
這就是「真空妙有」，這叫做真理。

真理要靠信心，《無量義經》是《法華經》的精髓，教菩薩法，行
菩薩道，也是成佛之道。從《法華經》可以了解佛陀的路是如何走出來
的，在《無量義經》裡，真正要好好用心下功夫。而這《無量義經》在
哪裡？人人有個靈山塔，近在我們自己的心中。最簡單，就是真實道；
複雜了，就是無明，在無明中求真理，只會愈求愈無明，所以求學向法，
一定要用單純、簡單的赤子之心。

修行不是獨善其身，而是要投入人群，有做有得，不做不得，不經
一事，不長一智。菩薩道是生生世世，不是今生此世，要看到真實的道
理，在人間這條路上就要腳踏實地，不斷行在這條路上，一直到「見」
道，清清楚楚。

回目錄

TZU CHI FOUNDATION



16

58
▍佛法為道利天下

時間是很有價值的，只要懂得把握住它，就能留住永恆。
從最寧靜的清晨，外面天色暗暗的，但知道太陽快要升起了，再

隔三、五分鐘，抬頭往窗外看，天色好像微亮了一點；再低頭看書，
經過幾分鐘後再抬頭，看到了樹影，天色慢慢地亮了起來。這是我們
在日常生活中，不輕易會疏忽掉的，晨間的寧靜時光，天地的呼吸之
聲，這是人人每天要經歷的時間、境界，但是沒有人去感覺。

我天天總是要去聆聽大地的呼吸，還要看看外面的天色，這是一
天當中最輕安自在的時刻。

《無量義經》云：「靜寂清澄，志玄虛漠，守之不動，億百千劫。」
其中的「靜寂清澄，志玄虛漠」就已經描寫到人間那種誠意清澄的境
界，當我們的心與大地宇宙會合在一起，那個時候心寬如宇宙，常說

上人常至戶外觀看靜思精舍周邊環境、樹木成長，感受大地呼吸脈

動，亦於風災後關心大自然的變化。圖片／慈濟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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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包太虛，量周沙界」，這個境界人人都有，我們的心可以包太虛。
太虛就是乾坤，宇宙天體會合起來，叫做太虛。

我們人的心開闊得可以把太虛包起來，比太虛還更寬闊，比天地宇
宙更寬，這就是佛陀的境界。

佛陀來人間，他的腳步走在印度、尼泊爾這個地帶。近幾年來，我
總是一個心願：如何回饋佛陀的故鄉？但是，一直在想，到底尼泊爾在
實體上有什麼給予臺灣嗎？其實沒有。

早在三十多年前，慈濟為了尼泊爾的水災災民，在三個縣蓋了四個
村，已在回饋佛陀的故鄉。那一段時間，我也是用回饋佛陀故鄉為題目，
因為佛陀對給予眾生是真正的浩瀚的大恩，佛來人間是救眾生的慧命。

現在科技發達，我們都能了解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如何脫離生死、
看見人間的實相，二千五百多年前，若沒有佛陀出現在人間，人還是迷
迷糊糊過日子，在生老病死中造作業力。所以，我們要感恩，總是了解
佛法，發心立願以佛法為道路，兼利於天下。

很感恩我生在這個時代，不過時日已過，生命也日日在減少，所以
我此時此刻真的是拖命，為人人找出一條道路，盼人人能體會師父所說
的話，以單純的赤子之心，用心學習菩薩道。

「菩提大道直」，絲毫不能偏，智慧要如何開？唯有見道、行道才
能「覺」，用心去體會，當下那一念就是智慧。所以，請大家要好好用心，
把握因緣之時，發真心、立弘願，行菩薩道。

（恭錄自 2024 年 2 月 9 日志工早會、3 月 30 日清修士座談、5 月 9 日

四大志策會、8 月 8 日人文志策會之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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