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1102《靜思妙蓮華》愚癡迷惑 以因緣治 (第 1537 集) （法華經·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若愚癡不了之人，當以因緣觀治之，即觀十二因緣法。其迷倒撥無

因果，於諸法中迷惑不了，執著斷常名為愚癡；由其宿世慳吝法故，

於現生中而得此報。 

⊙十二因緣：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

生、老死。 

⊙以上十二支緣，包括三世起惑、造業、受生等一切因果，周而復

始，至於無窮。 

⊙「是時其父還來歸家，諸子飲毒，或失本心、或不失者。」《法華經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遙見其父，皆大歡喜，拜跪問訊：善安隱歸。我等愚癡，誤服毒

藥，願見救療，更賜壽命。」《法華經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遙見其父，皆大歡喜:以凡望佛遙見其父，皆大歡喜。見聞佛出，皆

有喜敬之事，故云皆大歡喜。 

⊙遙見：佛出世時，眾生亦見佛身，但為見思障卻五分，不得奉覲法

身，故云遙見。 

⊙拜跪問訊，善安隱歸:屈身作禮，問訊起居，唱滅還源，如離家去，

時日久而歸來，言善安隱歸。 

⊙我等愚癡，誤服毒藥，願見救療，更賜壽命:自悔過咎，誤入邪流。

願佛見憐，方便攝化，更復賜智慧壽齡。 

⊙以故見父即能認父，並知為大醫王，求賜救其慧命。曾發大心之眾

生，即以出世無漏智慧種子為其壽命。 

⊙倘隱沒於無明煩惱之中，不能發育滋長，則壽命即有斷絕之虞矣。

此為見佛咸欣喻。 

 

【證嚴上人開示】 

若愚癡不了之人，當以因緣觀治之，即觀十二因緣法。其迷倒撥無因

果，於諸法中迷惑不了，執著斷常名為愚癡；由其宿世慳吝法故，於

現生中而得此報。 

 

若愚癡不了之人 



當以因緣觀治之 

即觀十二因緣法 

其迷倒撥無因果 

於諸法中迷惑不了 

執著斷常名為愚癡 

由其宿世慳吝法故 

於現生中而得此報 

 

多用心！了解，「本門」要我們透徹了解，我們的生命體活在人間。如

何來？來在人間，起心動念，我們要時時用心。若是愚癡就是不了

解，無法了解為何來生，生又有什麼樣的目標，將來又是什麼去向。

這若不了解，那就是時時煩惱困擾著；無明就煩惱，煩惱造作，那就

是不斷懵懂人生。所以像這樣要怎麼辦呢？我們若遇到這樣的人要怎

麼辦？「當以因緣觀治之」。用因緣，因緣(觀)來輔導他，如是因、如

是緣，不該做的事情，不要去做！不該有這樣的想法，要趕緊糾正過

來。不可做的要停止，不要去進行；既做的，要趕緊要改過。這一切

在因緣中，因緣若沒有造成，就不會去得到果報。所以惡因、惡緣要

很謹慎，善因、善緣，我們要積極；對和不對、是和非，我們要讓它

清楚明白。這就是因緣觀，好好用因緣來對治。 

 

若要問因緣是如何來？生命的來源因緣如何來？我們就已經清楚了，

生命的源頭是從這樣開始，那就是「十二因緣法」。 十二因緣，我們

若不清楚就是迷，就是顛倒，就是撥無因果，所以我們要了解，十二

因緣來龍去脈。十二因緣，什麼叫做十二因緣？ 

 

十二因緣： 

無明、行、識 

名色、六入、觸 

受、愛、取 

有、生、老死 

 

那就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

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老病死。這個老死，這就



是我們的一生。 

 

這無明，我們用這因緣法，我們就知道，無明就是從貪、瞋、癡煩

惱，這樣生起了我們的根本無明；因為過去生，就是造就了貪、瞋、

癡，煩惱無明，去造作了，我們懵懵懂懂的行為，結束了過去、前

生，由不得自己，我們受因緣牽引，就來今生此世了。要來之前，那

就是來投胎，乘著過去，過去我們懵懂行為；現在這個識，父母恩愛

之時，那就有身孕了，懷孕了。懷孕那裡面，開始就是沒有什麼東

西，就是像一個水泡等等，慢慢形成。那只是我們的行為，我們由不

得自己的因緣，這個懵懂的「識」，這樣與這對父母已經有緣了，所以

懷孕了。那個時候還是叫做「名色」，因為懷胎之時，母親的那個胎，

只是一個肉團慢慢形成，從泡而慢慢形成一團的肉團，慢慢它就開始

在母親的胎內，就五胞開始了，頭、手、腳慢慢就這樣形成，這樣就

成一個人形。 

 

同時「六入」。六入──眼、耳、鼻、舌、身、意，俱全了、形成了，

時間到了，十月懷胎，開始我們足月出生。從母親的胞胎裡，已經出

生了，接觸到人間，全身接觸到這外面的空氣，就像刀割一樣的痛，

痛、苦，哭出來。這個聲音是因為全身極苦痛，刺激了神經，他就哭

了。要不然孩子出生，是為什麼哇哇大哭呢？這是刺激的痛，哭。這

是來人間第一個的接觸，那就是痛苦啊！就開始在這個世間，接受到

父母的疼愛，冷熱等等，時日，慢慢長大、慢慢感受愈來愈累積，愈

來愈多，就慢慢形成了這個心識，那個欲愈來愈複雜。開頭就有欲，

就是肚子會餓，就哭了。身體會溼，知道不舒服，也懂得哭！就是慢

慢分別了身、心，慢慢愈長大，愈來要吃的東西，懂得選擇：我想要

吃這個、我不要這個，我要那個；連吃的東西就開始有選擇了。 

 

孩子從小開始，慢慢增長了他的欲念，選擇、佔有，這就是從幼小慢

慢感受中，就培養那個愛欲起來，所以就「愛」了。有了這個愛欲，

那就會去取著：我想要愛，我就要取；不順我的意，我就和你爭。這

種愛欲、取著，這樣，人隨著年齡，就這樣不斷不斷，無明、煩惱開

始增加了。這個造作等等，這「有」就是業力，慢慢就再開始造作業

力。是對、不對，對、錯，從這樣開始了，那就產生了很多、很多的



業力。業力，懵懂的業力讓我們一輩子，這輩子當中又再去產生很

多，不論是愛欲、感受、取著，已經很複雜，在這一生中不斷去造

作，產生業力。這一切的生，全都在這輩子當中，為善為惡、好緣壞

緣等等、等等，這樣，這輩子，從幼年、少年、青年、中年、壯年、

老年，這樣，這輩子，一直到進入老、病的最終，那就是死。 

 

死是不是結束呢？沒有啊！就是由不得自己，又是行、識、名色、六

入、觸、受、愛、取、有，這樣又再一直循環下去，這叫做「十二因

緣」。這個十二因緣，都是凡夫由不得自己，因為它開頭就是叫做無

明；無明之中就是貪、瞋、癡。無明、煩惱、造業一直下去，這就是

因為無明，所以就會去造一輩子的行動；行動中就五根、五塵、五

識，在這輩子之中，去著相，名色，著到名、著外面的形形色色。在

這樣的情形下，我們的六欲，不斷在這個根、塵之中，一直去感受，

這個意識不斷去接觸、不斷感受、不斷產生愛欲、不斷在爭取，不斷

就是產生了人與人之間，有了惡緣、有了善緣、有了……等等。這就

是一輩子，也是沒有離開這「十二因緣」。 

 

「十二因緣」的一輩子，再由這個「十二因緣」牽引，與父母有緣，

又是再這樣由因，由不得自己再來人間。就像這樣，生生世世，總是

這樣不斷循環，叫做「十二因緣」。在過去生是這樣，由因在我們現在

生；我們現在生也是這樣，從我們現在生又是再不斷造作，構成「十

二因緣」，又來在未來生。我們現在在生活中，還是由不得自己，在這

「十二因緣」中在造作，這也叫做「十二支緣」。 

 

以上十二支緣 

包括三世起惑 

造業、受生等 

一切因果 

周而復始 

至於無窮 

 

這十二種就是這樣，伸長在過去、現在、未來，每一天的時間都沒有

離開。這包括在過去，就是這樣一直造業來，所以在這個地方這樣受



生，造因、結果、受報，這樣一次再一次，「周而復始」，這樣不斷巡

迴，循環不間斷。 

 

各位，來就是這樣來，未來去，我們也是這樣去。現在我們就是在這

樣，在這樣貪、瞋、癡，無明煩惱中造作，沒有離開這個「十二因

緣」法。所以，我們每一天，就是在這樣的迷、在這樣的顛倒，有的

人對佛法不了解、不願意接受，所以他就「撥無因果」。因為他不懂、

他不知道，無法去了解，我們起心動念、舉手動足，無不都是在我

們，在造業中。只是，是善業呢？或者是惡業呢？善業，當然結善

緣。菩薩「六度萬行」，也是在人群中，也是在這輩子，這個身、心。

所以我們日常的生活很重要，「轉識成智」。也是要讓大家知道，我們

的人生懵懂在這個意識中，我們的根，六根對著外面的，色、聲、

香、味、觸、法；法，就是我們的意識。這就是叫做六根、六塵、六

識。 

 

有視神經、耳神經，看東西、聽東西，分別東西的色相；聽聲音，分

別歡喜、不歡喜，這都叫做「識」，意識去分別。所以我們這個意識，

我們要將它要轉為智，我們的智慧；聽這件事情，我們要好好來思

考，「這樣做對嗎？」「不對哦！」我們稍微建議一下：「這樣會更

好。」「哦！好，我們大家共同做。」我們看的東西，我們要準確，

「唉呀，這明明就有高低，你怎麼看不出來呢？」「看不出來。」「我

看就有啊！你看不出來，稍微量一下！」「哦！確實、確實，有高低，

不整齊！」高低、不整齊，有什麼大利害嗎？有哦，我們若是蓋房子

的柱子，高低不整齊，那這間房屋就蓋不正。同樣的道理，分寸我們

要對準。 

 

「名」，我很執著這個名，稍微去分析，是什麼名？需要去爭嗎？「唉

呀！不需要！」。這在外面，凡夫叫做「識」，我憑這個環境，憑我所

需要，我的愛欲爭取，我就是要拚了、要爭取。但是有智慧的人，需

要嗎？我們應該要這樣、這樣，退一步海闊天空，寬一寸，人我平

安。這就是智慧，不需要爭啊！這就是我們要在日常生活中，用智慧

來生活，與用意識去爭取是不同的。所以，善與惡，惡都是用意識爭

一個長短；對、不對，他就是爭。有智識的人，同一件事情，他心寬



念純，所做的就是這麼和平、這麼利益人群，這就是因果，知道如是

因、如是的結果。若不知道如是因，只是想要爭取，到頭來是一場

空，得來的是無限的苦。這就是不懂因果，那就是迷而顛倒，「撥無因

果」，這叫做凡夫。 

 

這就是爭一個意識，那就是錯，我們應該「轉識成智」──「妙觀察

智」、「平等性智」、「大圓鏡智」，成就一切皆是和平，這叫做「成所做

智」。我們要很用心，這叫做修行。所以，「於諸法中迷惑不了」，這就

是凡夫。「執著斷常名為愚癡」，所以執著，一輩子過完就過完了，「怎

樣，我這輩子我歡喜，沒有什麼不可以」，為所欲為。這種沒有來世的

觀念，沒有後面的結果，這叫做「斷」。或者是「常」。「常」，就是以

為我這樣爭取，我這輩子都永遠的，都沒有想人生無常。你要爭到什

麼時候呢？這麼的無常，一直在那裡爭名與利。事業連鎖，一直要做

去，世間錢賺較多，還要再多，沒有想到我們的生命有多長，這也是

叫做「執常」。 

 

這種「執著斷常」，這叫做「愚癡」，這「由其宿世慳吝法故」。過去就

是這樣，這種不懂得要好好做好事；做好事，不懂得要求智慧。有的

人就是慳吝不肯做好事，有的人做好事，只是為了要求一個加持、庇

佑、有福，只有這樣而已，法都不要好好去追求，就像這，就是「慳

吝法故」；不想要去追求法，得到法也不願意與大家分享，這都是叫做

「慳吝法故」。有的世間錢不肯布施，有的懂法不肯與人分享，這都叫

做慳吝。所以，「於現生中而得此報」。這一輩子若不自由、不如意，

就是遇到這麼多不好的因緣，愚癡、迷等等，這就是我們對法不清楚

的人，他就迷掉了「十二因緣」法，自然就是顛倒了。所以我們好好

醒悟起來，「十二因緣」我們要清楚，在平時我們要記得，不要受這個

意識將我們牽著走，我們要轉識為智；對「十二因緣」我們要清楚，

所以我們要有因緣觀。 

 

來，接下來要好好，法要再回顧，前面的經文，剛才所說那段的法

髓，大家要很用心記憶。我們的生命的來源，我們要很清楚，日常生

活動作，我們要很注意，所以在經文，我們了解了，才有辦法受用。

所以，前面的經文這樣說:「是時其父還來歸家，諸子飲毒，或失本



心、或不失者。」 

 

是時其父 

還來歸家 

諸子飲毒 

或失本心 

或不失者 

《法華經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前面那段經文要用心記憶。接下來這段經文就這樣說:「遙見其父，皆

大歡喜，拜跪問訊：善安隱歸。我等愚癡，誤服毒藥，願見救療，更

賜壽命。」 

 

遙見其父 

皆大歡喜 

拜跪問訊 

善安隱歸 

我等愚癡 

誤服毒藥 

願見救療 

更賜壽命 

《法華經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前面就是父親已經出去外面，一段時間了，那段時間這些孩子，他們

「飲他毒藥」，吃到毒了，所以很辛苦、很掙扎。再前面那段經文，

「宛轉」，很掙扎。有的人中毒很深了，很痛苦，這個時候，孩子正在

痛苦之時，父親已經回來了，那些孩子看到父親回來了，所以很歡

喜。這時候應該就是要歡喜了，「因為我很痛苦了，父親是很有名的醫

生，父親若回來，我就得救了」。所以歡喜了，自然就「拜跪問訊」，

就會很恭敬。父親一段時間，很長，已經這些孩子，受到一段很折磨

的痛苦，所以歡喜父親回來。「善安隱歸」，趕緊來問訊。「父親出去平

安嗎？現在回來了，我們這群很思念，因為我們愚癡，我們去吃到毒

藥。我們這時候很期待父親快回來，救我們一下，希望可以再活下



去，生命可以較長一點。」這與我們人間的常情同樣。這種「遙見其

父，皆大歡喜」。 

 

遙見其父 

皆大歡喜: 

以凡望佛遙見其父 

皆大歡喜 

見聞佛出 

皆有喜敬之事 

故云皆大歡喜 

 

凡夫已經一段時間，這個世間已經沒有佛法了，所以忽然間佛成佛在

人間，這就是表示，佛已經過去的因緣告一段落。這段人間是沒有佛

法的時候，這段人間，人人都已經迷茫了，忽然間，佛再出現在人

間，這表示「遙見其父」。「遙見」就是，隔離的時間很長久了，很遙

遠、遙遠的時間了。現在忽然間看到覺者，就是了解天地宇宙萬物的

覺者，出現了，就像孩子看到，遠離很長久的父親，又再回來一樣，

那個心情。所以，佛在人間，「三界導師」、「四生慈父」，如父、如

師，這就是表達佛在人間。孩子看到父親，這麼長久的時間回來，「皆

大歡喜」，很歡喜。所以，「見聞佛出」。這都是歡喜的事情。眾生知道

佛出世了，知道佛在人間，這都是很歡喜。人間有覺者，就是為人間

帶來了利益了，開、示人間眾生的智識，所以人人歡喜。「遙見」，遙

見那就是很遙遠，這段時間很久，佛已經再出世了。 

 

遙見： 

佛出世時 

眾生亦見佛身 

但為見思障卻五分 

不得奉覲法身 

故云遙見 

 

佛出世了，「眾生亦見佛身」。佛出世是真的出世在那個時代，在那個

環境中，在迦毘羅衛國出生，成佛了，在那個地方說法，所以眾生真



實看到佛了。「但為見思障卻五分」，眾生就是有這個，見解、思惟的

障礙，這個見解、思惟，障礙了「五分法身」。而什麼叫做「五分法

身」呢？「五分法身」那就是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這叫做

「五分法身」。戒也是我們的法身，我們要持戒，我們的身才會清淨；

持戒，我們的心才不會不斷起煩惱、起貪著，所以一定要有戒；有戒

心，我們才能夠有定力。所以，有了定力，我們才能夠知道人生方

向，我們懂得「六度萬行」，來開這條道。 

 

這條道要如何開，我們應該要知道，用六種的方法，布施、持戒，我

們要專心向這條道路、這個方法去付出，所以「戒、定、慧」。這戒、

定、慧，是在「六度」法之中，就有這三項，再加上了「布施」，再加

上了「忍辱」，再加上了什麼啊？「精進」。所以要精進，精進才能夠

「解脫」，解脫知見，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這樣是五項，會

合起來叫做「五分法身」。但是我們凡夫，時常都是被這個「見思」，

將我們障礙，眾生的見濁，我們的見解濁氣很重，遮蓋了我們戒、

定、慧，遮蓋了我們解脫。因為我們，沒有戒、沒有定、沒有慧，自

然我們就無法解脫；我們無法解脫，那個解脫的知見，佛智我們就無

法明朗清楚。 

 

這五項就是受我們的「見思」，將它障礙住，所以叫做「見思障卻五

分」。我們的見解、我們的思惟，將我們障礙住，所以我們「不得奉覲

法身」，我們就無法見到，我們自己的法身了。人人本具佛性，這些孩

子，都有原來他們的佛性在，就是佛的弟子。我們大家都有佛性，但

是我們病了，因為我們很長的時間，「飲他毒藥」。我們凡夫長久以

來，就是不正確的見解、觀念，一直將我們灌注著，這個偏差的觀

念，所以我們的見解不正，所以我們在凡夫的境界中，不斷緣著十二

因緣在轉。 

 

我們，原來我們是與佛同等，所以本來我們能夠，再回歸到真如本

性，就是被我們的見解、被我們的思想障礙，我們要進行的，戒、

定、慧、解脫的方向，將我們障礙了，所以這些知見，我們全都迷掉

了，迷茫掉了，因為這樣不得見法身，所以叫做「遙見」。很長、很

遠，好像那個法，法身與我離得很遠，其實我們自己本身就具足了。



所以，所說的法身人人本具，但是在凡夫感覺卻離很遠，才會說「遙

見」，很遙遠，其實我們自己本身就有。所以說「拜跪問訊，善安隱

歸」。 

 

拜跪問訊 

善安隱歸: 

屈身作禮 

問訊起居 

唱滅還源 

如離家去 

時日久而歸來 

言善安隱歸 

 

意思就是說，看到佛在人間，起難遭之想。所以，知道佛，他說法也

已經四十多年了，佛陀已經開始要「唱滅」；年紀大了，將要離開了。

覺得這若一離開，時間就要再很長久，才能夠再遇到佛，很不容易，

這要到什麼時候？所以現在就開始起敬仰心，所以「拜跪問訊，善安

隱歸」。自己的法身，自己的內心起了這分恭敬心，所以「屈身作禮，

問訊起居，唱滅還源」。希望自己能夠知道，我們的過去已經失去了，

失去了慧命，現在要趕緊再回歸回來，原來人人本具這個佛性；佛陀

為我們開、示，我們應該要悟、入的時候。所以，「如離家去，時日久

而歸來」。事相好像在說父親，其實道理是孩子自己的本來，就是我們

眾生人人原有的慧命。 

 

不曾聽到佛法之前，好像我們都沒有，了解佛法之後，原來我們有；

有，我們以為很遙遠，原來是這麼近。所以這個時候要趕緊還原了，

對自己的慧命，真的要負起責任來，這個慧命要還原。所以，「如離家

去，時日久而歸來」，自己要警惕自己，已經迷失很久了，現在應該要

回家了，回歸真如本性。「言善安隱歸」，該回來的時候了！所以，「我

等愚癡，誤服毒藥，願見救療，更賜壽命」。 

 

我等愚癡 

誤服毒藥 



願見救療 

更賜壽命: 

自悔過咎誤入邪流 

願佛見憐方便攝化 

更復賜智慧壽齡 

 

自己就要懺悔，我們應該要懺悔。所以常常說「懺悔、懺悔」，懺悔就

要悔過，要改過來啊！所以，「自悔過咎」。我們過去真的錯誤很多，

所以「誤入邪流」了，我們的觀念、思想偏差了，所以不對了。現在

就要請佛來「見憐」，來憐憫，要趕緊來救拔，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向

佛法要虔誠。佛是永在人間，佛，佛的法身，永遠都在我們的周圍，

而更近的是在我們的內心。我們要敬重佛、法、僧，自性三寶就是永

遠存在。我們有自性佛、我們有自性法、我們有自性僧，自性三寶

啊！ 

 

我們自己要自尊重，要尊重這個法，所以要好好很虔誠、用心，方便

來攝受，借重方便法。眾生是我們的道場，眾生是讓我們成就道法的

良方，所以我們要好好很用心，自己自我慧命成長，投入人群我們要

「方便攝化」，成長自己也要廣度他人。所以，「更復賜智慧壽齡」。這

智慧與壽命要如何延長呢？那就要靠我們自己要好好用心。所以，「以

故見父即能認父」。 

 

以故見父即能認父 

並知為大醫王 

求賜救其慧命 

曾發大心之眾生 

即以出世無漏 

智慧種子為其壽命 

 

這用這樣來譬喻，父親就是在這個家庭出去。雖然一段的間很長，父

親再回來了，我們還能夠認得佛，還能夠認識父親，可見我們的真如

本性，我們自己要認識；自己不認識自己，永遠，我們都沒有救。我

們要生命、慧命再增長，我們自己的真如本性，要啟發出來，所以我



們要認識，我們自己本來真面目。生命長得什麼樣？其實慧命是永

恆，生命也沒有長短，沒有形象，轉過來就是我們的慧命永恆，我們

自己要認識。 

 

所以，「並知為大醫王」。我們要知道大醫王是醫時世，我們這個靈方

妙藥，我們要去哪裡求啊？法就是最好的治世良方。佛的智慧，就是

要來為我們開藥，我們就要懂得服用。所以，「求賜救其慧命」，要救

的就是慧命。我們在這個世間，佛法已經在人間了。所以，「曾發大心

之眾生，即以出世無漏智慧種子，為其壽命」。應該大家這樣就清楚

了，我們已經發過大心了，這個大心就是要在眾生中，我們要用出世

無漏的智慧，不是只是求在世間的福，我們是要出世。我們心無掛

礙，無掛礙故，在這個人間來回付出，這就是長久的壽命，所以我們

能夠這樣。 

 

倘隱沒於 

無明煩惱之中 

不能發育滋長 

則壽命 

即有斷絕之虞矣 

此為見佛咸欣喻 

 

「倘隱沒於無明煩惱中」，只是我們的真如，就是隱在這個無明煩惱

中。不是曾告訴過大家，「在纏」的如來？我們的如來本性，被我們的

煩惱纏住，在這個塵世煩惱將我們纏，所以我們的真如，就是隱沒在

無明煩惱中，「不能發育滋長」，我們自己無法增長起來，我們的慧

命，一直在說慧命增長，就是真如；我們自己要有這個營養分，營養

分在哪裡？一段時間一直說蓮花能開得這麼美，就是因為蓮池，就是

濁惡世中眾生群，就是我們慧命的營養分。 

 

所以，「則壽命即有斷絕」。我們若是沒有這個營養分，不能發育，沒

有營養分給它，只是一直埋沒在這個煩惱中，這樣久來，這個慧命沒

有滋育，就會斷去了慧命。壽命呢？就像壽命斷絕一樣，慧命永遠都

無法成長。所以我們要把握現在，有這個因緣，我們要把握在人群



中，來成長我們的慧命。所以，「此為見佛咸欣喻」。了解了，我們要

了解人生道路要這樣走過來。 

 

各位，用心在佛法中，「十二因緣」，我們一定要用心去透徹，我們不

要被我們的見解、我們的思考來障礙了，我們的「五分法身」。戒、

定、慧、解脫、解脫知見，這叫做「五分法身」，這個「五分法身」我

們若有，就不會受我們的見解、思惟，將我們障礙，我們就不會，慧

命埋沒在這個煩惱無明中，自然我們就能夠超越，所以大家要時時多

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 年 10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