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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提心是佛教的精華，因此，如何修好菩提心很重要。但菩提心的修法艱深難行，非一

般人可做到。因此，從淺修或前行開始，慢慢進入正行，加行，將有助踏進成佛大道。

    菩提心具備成佛的兩個條件：慈悲與智慧。兩足尊是佛的德性，如何修持好慈悲與智慧

很重要。慈悲與智慧充滿矛盾，開始時需各別單修，繼而將其融和，將矛盾消除，達到悲智

雙運的境界。

    真正的慈悲心，必然無我，沒有我的執著才能慈悲眾生，才能利益眾生，才能將無緣大

慈，同體大悲的空性智慧感染眾生，亦是最大利益眾生的究竟法，否則像世間人幫助他人般

，不管如何大力，也只是執我的愛心而已，因此，無我與慈愍眾生同樣重要，凡事去我，才

能做到真正的慈悲。

     從第一步心懷慈悲開始，我們要發願，祈請，迴向。如普賢行願品般，發願作一切善行

去利益眾生，更祈請借助諸佛菩薩的力量去救贖眾生，遇到災難等非己能力可及，仍不放棄

，定必祈請三寶加持，並普皆迴向。

     在沈悶的日常生活中，努力薰修轉心，以備落實去行菩薩道。吃飯前，必先供養三寶，

並當願眾生，豐衣足食。繼而思惟吃飯不是為自己享受，而是為了維持色身，增加力量去作

利生事業。睡覺前，必先對三寶懺除當天及以前所作罪障，並當願眾生安樂舒適。繼而思惟

睡覺非為自己疏懶放逸，而是為了進入定境，恢復體能，去作利生事。穿衣前，必先供養三

寶，並當願眾生，溫暖和樂，莊嚴清淨。繼而思惟自己穿衣非為豪華炫耀，而是為了讓眾生

喜見，接受為他們所說的佛法。如此類推，為每一件不起眼的事，賦與意義，成為自己的淺

修，前行。

    第二步是面對逆境順境。諸法皆空，逆境及順境皆惱亂我們的心，使我們不安，甚而做

業，無法出離。

    面對逆境，不要生厭惡心、逃避心，要坦然面對。當看破一切，如何有得失心？如何會

害怕逆境？在空性下，逆境沒有任何意義，沒有意義的逆境，也不會是什麼逆境，甚至不能

界定為逆境。

    對於順境，我們更要小心，過分的順境使我們失去警惕，容易將事情看得簡單，抵受不

起逆境的到來。自大，放逸。順境時，可有想過感恩眾生，感恩各因緣的成就？可有思惟非

一己的功勞？可有想過回報？

    對每個可惡或對我們不好的人，應站在他們的立場，去了解他們為何如此？為何讓煩惱

困擾？繼而同情、原諒他們，應沒有一個我們瞋恨的人。例如遇到貪小便宜的人，應思惟他

是一個窮人，或快要失業，或捱窮已成習性，因此貪小便宜而不自知，該同情他們，何況自

己也曾窮過，貪過小便宜；遇到偷盜的人，應思惟他剛失業，老闆對他刻薄欺壓，能偷盜証

明他有才智，只是沒有機會，才出此下策。該勸他利用自身的才智，依正道工作，積累財富

，才是究竟之道；遇到瞋心重的人，應思惟他遇到極多障緣，無法解決，才失控不能自主，

其他人遇到他的違緣，亦會如此失控，就是自己處此境地，也會為煩惱控制，因此，不要深

責他們，該同情他們，為他解決困境，自會變得柔和。

修行集  寂慧

 菩提心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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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一代高僧

    當老師父坐在大石上念佛之際，數位小孩

從遠處奔來道：「老師父！那面很多人，漫山

遍野都是送殯的人，有出家人、修女、官員、

明星、穿著海青曼衣的老居士等，好不熱鬧啊！」

    「沒想到方丈和尚如此威德，感召四方。

」老師父嘆口氣道：「他可是一代人天師範，

一生傳奇，從出生一刻直至入滅，利益眾生，

無量無數。他是典型的再來人，從出生始已是

那麼完美。據說出生時，天呈瑞相，有人見天

門大開，聽到絕妙的天樂，來自空中，且香氣

盈室。自小已不肯吃肉，偶有少許肉類混在飯

中給他，也能分辨吐出來。父母怕他營養不夠

，但他寧餓死也不願傷害眾生。至於經常放生

，療理受傷的動物更不在話下。此外，更有很

多有別於其他小孩之舉，如布施乞丐，布施玩

具給其他小朋友，讀書聰明，過目不忘，對古

書尤其鍾愛，且能背誦。稍長大，更多異於常

人之舉，如見到別的小孩鬥蟋蟀，捉小鳥，即

以零錢買而放之；家中有喜慶宰雞則在旁哭泣

；過年拜神用之鯉魚，總被他偷放回江中；曾

有一次染病，父予錢往看病，行經市集，見有

販賣田雞，卻拿看病錢買以放生；在閱過佛書

後，從此精進念佛，從無間斷，且以米布施行

乞者，皆教念「南無阿彌陀佛」。

    及長大後，對異性完全沒有興趣，雖父母

強迫結婚生子，繼後香燈。卻不肯就範，離家

出走。最後還矢志出家，並步行十天往找高僧

受戒，從此脫離世俗生活，清淨度日，積功累

德。下半生更精進修持，弘法利生，完全投入

聖教中。為人讚嘆的有血書金剛經；燃指供地

藏菩薩，誓學地藏菩薩般代地獄眾生受苦。至

於講經說法，參禪打七，作住持，建寺，接法

，做大佛像等更是平常事。

    晚年常回祖國，助各道塲重興，出錢出力

，一如既往，從不蓄錢備用，不管收到多少供

養金，總這裏來，那邊去，建寺，興學，扶貧

，只要有人需索，從不拒絕。從來兩袖清風，

無牽無掛。直至往生那一天，仍是眾人中最貧

窮的一個。各名山古寺，紛紛邀請他出謀獻策

，或多方拉攏，振興衰落的佛行事業，最後，

更被邀請到國外，韓、日、台、美加、乃至歐

洲去，足跡遍天下，當然普度天下蒼生。終其

一生，為聖教，為眾生，鞠躬盡瘁，是如此完

美，如此傳奇，不愧為一代高僧，利益人天。

就是往生後，仍被人津津樂道，視作階模，影

響深遠。

    如今捨報當然受到各方讚嘆，懷念，葬禮

備極榮哀。從童貞入道開始，已顯得完美無瑕

，典型的高僧行誼。至於他的建樹，對佛教，

眾生影響有多大，便無從稽考了。」

    沒有一個為煩惱所苦的眾生是我們該嗔恨的，沒有一個為業果迫惱的眾生不值得我們同情，原諒。

不管對錯，因緣過後一切將成夢幻，為夢中幻事起煩惱，受苦何等不值。

    將注意力集中在他人的過失中，為他人的行為起煩惱，浪費時間多麼愚痴。該心懷慈悲同情他們，

為他們解決困難才最實際。更當思惟生死無常，輪迴過患，那才是我們每一個人真正該面對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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