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悟證無常，不悔慈濟行
。講於 1998 年 8 月 8 日中區慈誠精進佛二

之7 位慈誠菩薩 ：阿彌陀佛！

可立一今天是父親節，各位慈誠菩

薩大都是為人父者，今天應該是你

們的佳節，大家利用節日回來花 a‘ 
蓮，最重要的是要探討慈濟精 .... 
神，同時也研討人生的本性。談人

生的本性，這道理實在很深，不過總是離不

開人事圓融。

。人生真理體無常

學佛最重要的就是事理團融，如果不知

道人生苦、空、無常的道理，就提不起勇

猛、精進的心，所以佛陀開啟這個法門，我

們要用心探討才能覺悟，體會人生的人事道

理。佛陀告訴我們初基入門要先知道「四諦

和八正道」，想了解四諦的真理，就要了解

八正道一一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

命、正精進、正念、正定，都要持一個

「正」字 。

心不邪就是正，學佛要心正、路正，走

下去就不會有偏差。現在的人往往求道心

急，但是差毫釐失千里，這是很危險的事。

要有正知、正見、正思惟，就要認清道

路﹔佛陀指點我們，「道」就是覺，有所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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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的道路，才能走穩八正道的

路。而第一要覺悟「世間無常，

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蘊無我」。

世間無常，就如嘉義最近發生六

點二級的地震，造成路毀、橋斷、山

崩，很多房子都全毀倒塌了，還有很多是半

倒的，有的傾斜一邊，真的是「國土危

脆」，多麼無常啊！

山上原本花香鳥語，是多美好的環境，

但只是短短的一秒鐘，天動地搖，房子就毀

於一旦，這麼壯大的山，卻那麼危脆，所以

佛陀說：「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又說：

「四大苦空，五蘊無我。」我們還執著什麼

呢？

我們的身體是不是永遠屬於自己呢？外

面的田園、房屋、家產是不是能永遠擁有

呢 ？答案是否定的 。災難所造成的土石流，

使原本一片綠油油的田地，變成一大片布滿

石頭的荒地。可見，不管是山或是水，甚至

自己的身體，都是無常、散滅的。

。常懷感恩擁有健康

以我們的身體而言，什麼是我？就連名

相也無定相。小時候，別人叫我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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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長大後，被稱做「少年」﹔再年長一

點，別人就叫我們 「 中年人」’不多久又變

成 「老年人」 。

孩子有孩子的形象，小孩時期的我，是

不是永久的 「我」呢？真者不變，會變的東

西就不叫做真，我們會從小孩的形象變成少

年、中年而老年 。 所以說，「名」不是真

的，身體的 「相」也不是真的。為什麼不是

真的？那真的東西又是什麼？是「四大」。

四大即是地、水、火、風。身體堅質的

東西稱作「地」’像是肉、骨之類。體內需

要水分，大小便溺就屬於水 。 身上有暖暖的

氣息，這是火 。 人要呼吸才能生存，從肚子

裡呼出濁氣，由外面吸進清淨的氧氣，這叫

做風。

呼吸順暢就是「風大調和」：呼吸時，

如果呼出去，吸不進來，就像得了氣喘病就

是氣不調和，這叫「風大不調」 。 有時我們

感冒時會發燒，發燒是 「火大不調」。身體

不能沒有熱氣，像我們吃東西時也會注意卡

路里要充足，要有熱能，發燒或發冷都是火

大不調。

有時候，大小便不通暢時也會出毛病，

像醫院有時會有人因為好幾天都沒有解便而

掛急診，這就是體內「水大不調」。有人看

起來面黃肚漲的，一看大約就知道是腎臟不

好，不能消水，這也是「水大不調」’地、

水、火、風四大，其中一大不調，整個身體

就有病了。

什麼是真正的「我」？人生不能欠缺四

大要素，四大要素匯合時，假如有一點不調

和就會發病，生與死就看病痛時是否能調

和，不能調和就註定要死 。 有的人病得很嚴

重，經過醫師醫治之後，調和身體的四大就

能再恢復健康。所以我們的身體是由很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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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合成的，既然白這麼多東西組合而成，認

真探討也沒有一個真正的我 。 但是，病痛的

確很痛苦，所以佛陀說 「四大苦空」。

擁有健康時要好好珍惜，不要等到病來

磨時，才知道健康的好 。 每天熱了就會流

汗，這是很好的，不要想 「好熱，滿頭大汗

的，趕快躲進冷氣房。」其實，自然的生活

最好，熱的時候流汗，這是水大調和。當

然，汗流太多 ， 水分就要吸收多一點，能代

謝順暢就是健康。

。何謂「五鐘」 ？ 色、受、想、行、識

四大苦空，五蘊無我。「五蘊」也可稱

「五陰」’就是色、受、想、行、識。「色」

就是眼睛看到的顏色、形狀和物質，這些物

質的色你們都看到了。世間也需要這些物質

的配襯，才能成就一個很莊嚴的道場 。

「受」是心裡的感受，比如 ： 我看到你

們坐在蒲團上，大家都穿著很整齊的慈誠隊

制服，每一位都很有精神，既虔誠又純良，

都是充滿愛心的人士，這是我看到大家所呈

現出來的形態與感覺，這叫做 「 受」。

所以感受是隨著眼睛所接觸到的形態，

而產生了不同的感受 。 我對大家的感受，常

常是感恩、感動，這就是一種感受。

感受是根與境接觸的結果，根與境會常

常存在嗎？不會 。 境會遷變、遷移，於是感

受也不同，像我說的話，你們的感受有多

少？可能要等這個境過了之後，才知道你們

是否己用心將我所說的話放在心裡去

「想」？

這個「想」，就是「相」字下面加一個

「心」，我坐在這裡，這個相你用心看了之後

產生感受，離開之後 ，心中還有這個相存

在，也就是「想」 。 若很用心，可能我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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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講的「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

空」，你們應該會感觸很深 。

像你們昨天從台中來，有的人是開車，

工作人員就提早到 。 昨天中部地區發生很大

的事情﹔台中縣太平鄉有一問房子突然間發

生大火，裡面有五個人往生 。 這種人生的無

常、世間無常，同在這個時刻，普天之下發

生多少事！我們內心應該有很深刻的感受 。

。生住異滅的行建

用心想四大苦空的道理，我們是否就能

常有警惕心？我想也很難，因為人的心是

「生住異滅」的。現在聽師父講解，覺得「有

理！有理！人生實在很無常，真的是國土危

脆 。 」但是，這個念頭能否常常放在心中

呢？

大家聽法後要常警惕、常反省，但是警

惕與反省的時間卻往往很短暫，這叫做

「異」，會很快就忘記了 。 像現在我跟你們說

完後，中午吃飽飯還會記得，但是到了晚

上，可能就忘掉了，這就是變異，已經不同

了。

又如白花與紅花，最初覺得白花很美，

但是看到紅花，又感覺紅花比白花美，就換

紅花占住你的心，白花在你心中的地位就沒

了，這就是異。每個人的心都有「生住異

滅」這四桐，所以這叫「行蘊」 。

「行」就是一直不斷地遷流、變化，沒

有停下來的時刻 。 若用心思考，其實「行」

的道理非常深 。 我們的地球，每分每秒絕對

依照它的速度在轉，時間與季節配合得非常

奧妙。

地球的運轉，絕對不能停，它的速度很

均勻，我們才能在地球上平安地過日子，所

以「行」字非常奧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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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體內的新陳代謝也無一刻停止，每

秒鐘細胞都在生死，就像我們有嬰兒期、兒

童期、青年期也有老年期，這些本目的變動，

其實也是因為行蘊不斷地變動。既然是瞬息

不停，也就絕對沒有一個真實的時間，時間

不斷地移轉，所以「行」也是無我，沒有一

個很確定的東西。

。業識與佛性

最重要的是，我們這個生命的「真」，

就是 「識」 。 識有八識，其實，八識一層層

解釋的話，一樣也是空洞的，但是最後有一

個業識。前六識是眼、耳、鼻、舌、身、

意 。

眼睛可以視物是眼根與塵 （ 外境的事

物 ） 接觸後產生「眼識」，用現在的醫學術語

來說就是靠「視神經」去感觸 。 除了耳聾的

人，其他人都能聽到聲音，這就是耳識 。 以

鼻子分別香或臭，這是「鼻識」。苦瓜是苦

的，芹菜是甜的，一講到苦瓜就感覺出苦

昧，雖然現在沒吃，但是因為舌根已經日嘗

過，所以我們感覺得出苦、甜的味道，這就

叫「舌識」’身體感覺泠或熱則稱為「身

識」 。

眼、耳、鼻、舌、身能有所「感受」’

是因為第六「意識」去分別，前六識是一般

人日常所有的感受 。 第六識後面還有第七

識，第七識「思」是境界經過之後，心又再

次運作 。 譬如來花蓮共修，回去後，人家若

問：「你共修之後，你記憶最深的是什

麼？」

可能會有很多人說：「坐在地板的感受

最難過 。 」坐得很辛苦的「感受」’這就是第

七識的作用 。 境界過了之後，回去還會記得

就是「思」，思是「田」放在「心」上即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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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相之後，用心運作，這就是思 。

師父跟你們說話之後，你們若覺得：

「師父講得很有道理，回去要趕快精進，人

生真的是苦空無常，我們要把握現在，做就

對了！」如能這樣，回去之後好好地耕種心

田，沒有什麼好計較的事，看開了、放下

了，做就對了 。 這就叫做「思」’思是第七

識。 ’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如果能把好的

種子種到田裡，趕緊除草、施肥、灌溉，相

信這睦田將會有大豐收，可以收割稻穀，然

後放在倉庫作為下一年度播種時用，這個倉

庫就是第八識 。

有句話說 ：「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

身。」前面在耕田，最後的收穫放在倉庫

裡，就是下一季再去播種的種子，若種子是

好的，拿出來再種下去，種稻穀就收稻穀﹔

種豆子就收豆子。若是收了碑草的壞種子，

又將這些碑種播下去，將來那間圭田就會長滿

有害無益的碑草 。

最後的那個「真」，就是這粒種子 。 在

佛法裡，對凡夫都只說到第八識，對聖人就

可以進修到第九識 。 第九識就是純真的佛

性，清淨無染的本性。

。三細與六粗

什麼是清淨無染的本性呢？也就是無煩

惱心結。「一念無明生三細，境界為綠長六

粗」’本來大家都具有天真、純樸的天性，

因為一念無明，就衍生出許多微細的煩惱，

而產生貪、瞋、癡 。

貪、瞋、癡，這三毒一動﹔我們的心與

外面的境界一接觸，那時候粗相的境界就跑

出來了，所以說 「境界為緣長六粗」’六粗

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所接觸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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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

聽到好話就很歡喜，感覺對方人很好﹔

聽到批評我們的言語就生氣。常常對我們笑

的人，對他的印象就很好﹔若是跟我們較疏

遠，沒有好形象的人，就會排斥他，很不喜

歡他，這就是心中的貪瞋癡。貪別人的疼

愛，貪聽好話﹔對批評產生瞋怒﹔有好壞、

親疏的愚癡分別，這就是六入的粗相發作

了 。

人生真的要很小心！所以佛陀說學佛要

先學覺悟，第一要覺悟「世間無常，國土危

脆，四大苦空，五蘊無我」，世俗的生活是

「遷滅變異，虛偽無主」，沒有一種是真相，

沒有一種永遠不變的東西 。

。心是惡源，形為罪是支

世間沒有永遠不變的東西，包括我們人

在內 。 既然常常遷變生滅，就是虛偽的了，

沒有一種能真正讓我們做主的東西，所以說

一切都要講究心， 「心是惡源，形為罪數」

我們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業呢？

有一位很虔誠的基督教徒，也是某國際

慈善機構組織的人員，他問我：「佛教對目

前地球災害頻傳作何解釋，為什麼會有這麼

多災難？」我就向他解釋說： 「共業 。 」他

問我：「共業從何而生？」我說 ：「從心。」

天地就像一個大乾坤，人就像小乾坤。

大乾坤由地、水、火、風四大組合，小乾坤

也是有地、水、火、風四大假合 。 人心不調

和時，道德倫理觀念會變異，道德倫理敗壞

了，人心就病了、不健康了 。

心有病，當然會做出很多破壞的事。像

最近幾年來，動不動來個颱風，稍微下一點

雨就發生山崩、土石流，這都是因為人的心

欲起伏而產生破壞﹔沒有做好水土保持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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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亞紐幾內亞的海嘯

最近我們不是救大水就是救乾旱，有好

幾個國家。像巴布亞紐幾內亞，那裡發生大

海嘯，在幾分鐘內就損失了兩千多人的生

一切的天災、人禍都是起於人心，先有

人禍才造成天災，所以，「心是惡源，形為

罪數」。如果是覺悟的人，就能為人問造很

多福，禍由人造，褔也是由人所造。對 「世

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蘊無我」

作。平地的都市工業不斷擴張，化學毒素污

染大地資源，這都是人心所造出來的。

污染的空氣破壞了臭氧層，使得太陽的

紫外線直接照射地球，會破壞皮膚組織，太

陽曬太久容易得皮膚癌，下雨也是下酸雨。

大自然的現象改變了，從哪裡變的呢？

從地上開始，地上變從哪裡變的呢？從人心

開始。人心有病，大地有病，空氣也病了，

所以氣候開始不正常 。這兩年來的聖嬰現象

造成很多災難，此外還有反聖嬰現象﹔又是

大水又是乾旱，造成許多地方家毀國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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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用心深入了解，這就能體會世間「生滅

變異，虛偽無主」，一切罪惡從心而起、自

身所造，了解這些道理，就要用心照顧好自

己的心。

人生是苦的，我們有很多機會可以去

看﹔可以親身力行去投入救助的工作，所以

說救眾生不是用說的，是用做的。

世間有這麼多事項讓你看，有這麼超然

的佛法讓你聽，聽了之後要用心體會、用心

去做，這樣才能真正達到 「悟證」。覺悟之

後去證實 ﹔ 如果不去做，就無法證實。

大家用心精進，

不要停滯，我們要像地

球運轉一樣，永無休

止，不斷向前精進 。 但

願大家在慈濟道上都有

很好的收穫，最重要的

是記得我們都很有緣，

要惜緣、惜褔，要和

心、互愛。慈濟人，大

家都是以 「佛心為己

心，自市志為己志」，能

同師、同志 、 同道，銀

而不捨、精進不懈，共

同勤耕褔田。

。每飯常忠眾生恩

另外，素食是健

康的飲食，吃飯是要調

和身體，所以不必吃得

多好才有營養﹔其實，
粗菜淡飯最有健康價

值，如果可以的話就多

吃素食。至於 「一日精

進」為什麼要在中午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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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讓大家 「 過堂」 〔 僧眾傳統的用餐儀

式〕，就是要提醒大家，吃飯時也要身心精

進。

一般人會說： 「一天到晚忙得累死了，

吃飯要享受一下。」這樣就會放鬆身心 。 其

實，君子吃飯時也不違背修行正道。一日三

餐要常知褔、惜褔。在臺灣能豐衣足食，三

餐有白米飯，有的人還嫌米不夠Q 、不夠

白、不夠漂亮。

很多地方根本沒米可吃，這次菲律賓義

診及發放團回來，帶回一塊樹皮及一包包的

白粉。他們告訴我： 「師父，這是菲律賓師

姊一直要我帶回來給師父看的 。 他們那裡的

人就是吃這種樹皮。」我拿起樹皮看 ： 「這

麼粗，怎麼吃啊？」

原來那是一種樹薯，他們稱為木薯。這

種木薯很粗，他們拿去用力槌成渣，再製成

片狀，整片曬乾後就像樹皮 。磨成粉之後 ，

有時加些芋頭或蕃薯一起煮，連芋頭都不能

純吃芋頭，蕃薯也不能純吃蕃薯，要和木薯

粉混著吃，真的是餓到吃樹皮，這是真人實

事。

我們在台灣，吃得太講究了，應該要多

想想沒得吃的人實在很多，所以真的要知

福、惜褔 。 「 三餐不忘農民苦，一飯常思眾

生恩」。我們端起一碗飯時，應該要常常

想 ： 有這種環境，有這些享受，要感恩一切

眾生﹔社會的繁榮富有，都是士農工商各行

各業大家認真努力，才能成為真正富足有褔

的社會。

所以要事事感恩，時時感恩，感恩的同

時也要付諸行動，懂得道理之後要身體力

行﹔覺悟是理，體證是褔，你們要去做，才

能體會、證實佛陀所說的真理。請大家要好

好把握，好好惜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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