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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心度眾 

 

現在誰、哪一位高興？高興的學員因為要回去了，因為颱風想回去

就覺得福報降臨，不想回去的就覺得修行為什麽那麽多障礙。現在

誰要想回家、想回去？看哪一個比例比較多？如果想回去請擧手！

看看誰想要留下繼續用功，請擧手！代表想要繼續用功修動中禪的

比例很多。很高興的，因為要回去的比例比較少，看起來動中禪有

希望了！有很多人精進而且給自己機會，把握這個機會！但是留下

來的一定要精進，沒有精進也不會進展，回去的學員回去了不用

功，也是一樣會退縮。 

 

無論如何現在大家就能體會到自然法是不確定的，像是颱風它想來

就來，它要走慢就走很慢，它要快它就快，這個是沒有任何人去控

制它、去導引它。它想來就來、它想去就去、它要怎麼轉它就怎麼

轉，這個就是一個自然的現象，而且自然它從來也沒有跟我們講，

它會不會傷害到我們、它會不會對我們怎麼樣。所以我們就是要準

備好，好像煩惱也是一樣，從來沒有說「你先準備好，我等一下進

去，要找你麻煩！」，它時時刻刻只要有機會就馬上進來控制。 

 

所以佛陀才教我們：「時時要有正念正知、不要放逸、不要忘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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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隨時都要準備好，這樣才不會受到傷害。我們隨時都要保持覺

知、正念正知、不放逸，當我們有這個正念正知的時候，無論內在

的颱風多大，貪颱風、瞋颱風、癡颱風多強多大，也不會影響我

們。如果我們隨時隨地準備好的話，我們就不會緊張、也不會恐

懼，但是我們要預防它。 

 

有覺性者、不放逸者就是不死者，沒有覺性的人雖然是活著也好像

是死的人。所以覺知、正念正知對每一個生命是非常重要的，時時

刻刻要保持覺知。我們一動就是覺知、帶著覺知行、住、坐、卧，

這樣就不會因為外境影響內在。所以留下來也帶著覺知留下來、回

去也是帶著覺知回去，有覺性的人就是「時時安樂、時時安住、時

時平靜」，無論什麼要發生，就是很平靜的面對。 

 

一般人就是沒有守護著六根，所以一觸即發，六根觸六塵的時候就

反應出苦樂、或者是不苦不樂，如果有正念正知的時候，就能守護

這個六根，當觸境的時候，它就是正念的觸、正知的觸，所以心還

是平靜。 

 

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結果不要急、也不要退心，我們是剛剛把種子

種下去，不要要求說一種下去就開花、結果，那是不可能的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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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責任就是要灌溉、給它肥料、澆水，這樣不要求，時間到了它

自然開花結果，而且這個果實啊，時間到了它也會自然熟。但是現

在的人就是它還沒熟就趕快摘下來，趕快讓它熟，所以那個甜味就

不一樣、不自然。 

 

任何的果實到時間就會熟，所以我們培養覺知到哪個次第，它自然

就是會幫我們處理內在的一切的煩惱。這個覺性啊，無論是用什麼

來講、來表達、來比喻、來描述，是無法去形容的，是要我們自己

自覺、自知、自證。 

 

還有重要的是在培養覺知的時候，我們不要隨這個念頭轉、不要隨

它跑、不要給它拉走。很多念頭啊！想要回去、想要睡覺、想要懶

惰，很多念頭出現的時候，我們不要隨著它。覺知到了，就放下

它！ 

 

培養這個覺知是沒有時間、空間的限制，大家就是要時時刻刻覺

知，不是說回去了，怎麼辦、怎麼修？我們知道這個方法、知道這

個原則，一樣的，就是隨那個動覺知，帶著覺知去做事、去處理

事。不知道剛剛所有擧手的是不是都要留下來？擧手了就不可以改

變了！要一心，不能多心！那有報名兩期者，如果可以繼續，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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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表示給自己一個很好的機會，這樣的天氣太好了，不用開電風

扇、不用開冷氣，很涼快！但是這樣的天氣，要小心這個五魔、煩

惱魔、五蓋！這樣的天氣它最愛的，尤其是昏沈魔，這個要很小

心！ 

 

五蓋它非常的狡猾、非常的聰明，你坐下來它就派昏沈來了；你經

行它就派那個掉舉、妄念出來；那你坐的好像沒有什麼感覺，它就

派那個瞋心來；如果坐的很舒服它就派貪心來；那坐坐、坐到好像

一點都沒有什麼進展，它就派那個疑惑來。你看無論你要怎麼躲避

它，都躲避不掉這個煩惱魔。 

 

你們有沒有被五蓋壓住呢？五蓋最怕的就是不斷堅持、不斷精進的

人，能夠不斷的覺知、能夠不斷的保持正念正知，它是怕這樣的

人。在巴利文有一句說「不斷堅持、不斷精進可以燃燒一切煩

惱。」 

 

如果不斷堅持、精進，找到了辦法克服障礙，那就一定要堅持、要

努力的遵循那個方法，只要有堅持力和精進力就可以戰勝五蓋。要

不斷堅持、不斷精進的跟這個五蓋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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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正念動中禪的這個過程，每一個人不一樣的地方是，有的人是

坐的比較好，有的人用經行的方式練習比較好，這個是因人而異。

我們自己知道哪一個是讓我們做了會很輕鬆、很自然而且培養的很

清明、很清楚，我們那個姿勢就要多練習。每一個人可以用自己相

應的那個姿勢來培養，我們要自己調、自己選！ 

 

當我們知道自己動作太快太慢的時候，那就要趕快調到中道，無論

是新學員或者是舊學員，一定要把這個動作調到中道，不要太快，

也不要太慢。 

 

經上說：「能夠脫離苦惱的，就是因為精勤、努力。」只要精進、努

力，就能夠成功。 

 

現在修行所做的是很微細的，不用慧眼看不見，是最乾淨清明的

事，不清明的人看不見。 

 

現在所教導的是真理，不只是讓大家來這裡覺得好累而已。現在

累、不舒服的感受升起時，只要繼續的練習，這種累的感覺就會慢

慢的消失了。覺性可以慢慢的被喚醒，可以明白，心不要因為累而

動搖、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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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看見真理、實相，就必須真正的用功。佛陀也是因為親證了這

個真理，才成為佛陀，真理就是苦、集、滅、道，這四項就是讓佛

陀可以為佛陀的真理。只要追隨佛陀的教導，不斷的練習，也可以

和佛陀一樣親證真理。真理在佛陀親證之前就已經有了，每個人都

有的，只是佛陀是第一位親證真理，並把它說出來教導大家的人。

所以只要用功有恆心，每個人都可以親證真理。每個修行的人如果

已經熄滅痛苦煩惱，就沒有什麼可以熄滅了！沒有煩惱苦惱了那就

不需要給它什麼了！好像我們坐船到對岸，我們到對岸了，我們就

不用那個船，但是我們可以留下那個船，去教別人要怎麼划船、要

怎樣才可以達到對岸。 

 

所以要學這個划船的，如果沒有學好，划到半途也可能會沈下去；

那有的覺得太遠了，也不想往前走；那的有的碰到浪太大了，也想

轉道回去或者被那個浪捲入那個海裡面。現在我們培養覺知也是這

樣，有很多浪、有大小浪，有的人就是半途就被捲入海了，就是沒

有達到那個彼岸，因為我們學的還不夠好、還不夠圓滿，所以我們

才要來培養這個覺知！ 

 

佛陀曾經說過：你們也像如來！你們也像如來！所謂的像如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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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就是如來證了，他就是去度眾，那你們也是一樣，當你們真正

修證了，也會像如來一樣會去度眾，這個是很自然的。而且他比喻

說：我還沒成佛的時候跟你們一樣，一樣是眾生、一樣是眾生，現

在我是證了！他說：以前我跟你一樣會生氣，但是現在我不會生

氣，如果你修證了，你也跟我一樣不會生氣，所以你跟我是一樣

的。這一個是還有生氣、一個是熄滅了生氣，但是如果兩個都已經

熄滅生氣，那就是一樣的。 

 

覺性圓滿就是確實知道自己此生已盡、梵行已立、該作已作、不受

後有，就是煩惱熄滅了！就是修到生氣沒有生、計較沒有生、嫉妒

沒有生，這一些惱人的情緒都沒有生了！煩惱沒有了、痛苦沒有

了，因為已經被我們熄滅了，就沒有什麼再燃燒了！ 

 

如果有了這樣的光、有了這樣的燈，自然會送給別人、傳給別人，

因為看到別人還在黑暗中，很自然的會把這個燈傳給別人，幫他們

照亮這個道路。 

 

法燈、慧燈從二千五百多年前，到現在從來沒有熄滅過，一直在照

亮這個世間，只要有人修習正法、培養覺知，聖者不會空於這個世

間，因為大家都可以是傳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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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要給別人這個燈之前，自己要先照亮自己，自己有了這一盞燈

可以照亮自己，才可以照亮別人。 

 

而我們說的「菩提心度眾」，就好像我們種果樹它開花結果了，這個

果樹它不需要要求這個鳥要來吃、那個鳥要來吃，都不用，它是自

然去供應任何的眾生。所以當自己真正證悟了、開花結果了，它自

然會供應的，你看越大棵樹它供應越多的眾生，這個是同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