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1107《靜思妙蓮華》用藥安治 時世痼疾 (第 1540 集) （法華經·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大醫王治病方法，既深知病源發起，當作方法療治之。治病之法有

多途，舉要言之防與治，用藥安治時世病。 

⊙安住心在療治痼疾病處。止心動念勤耕安樂心田，用心足下舉步踏

實無虛，不取病相寂然，觀空妙有。 

⊙「而作是言：此大良藥，色香美味皆悉具足，汝等可服，速除苦

惱，無復眾患。」《法華經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其諸子中不失心者，見此良藥，色香俱好，即便服之，病盡除

愈。餘失心者，見其父來，雖亦歡喜問訊，求索治病，然與其藥而不

肯服。」《法華經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餘失心者，見其父來，雖亦歡喜問訊：喻久遠來今迷途失道，無正

信念，失樂善之心，遇佛出於世，雖見佛歡喜，並亦來相見請安問

訊。 

⊙求索治病，然與其藥而不肯服：尋求治時世、人心妙法藥，願求能

得解脫諸苦。然與其藥而不肯服，受以法而不肯修。 

⊙「所以者何？毒氣深入，失本心故，於此好色香藥而謂不美。」《法

華經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所以者何？毒氣深入，失本心故：雖曉了求法，然而為何求法而卻

不肯服？因邪毒習浸，深入其心，損減善根，言失本心故。 

⊙於此好色香藥而謂不美：如是於此菩提大正直道，好色香藥而不能

知味。其不失心者，見藥即便求服，服便病愈。 

 

【證嚴上人開示】 

大醫王治病方法，既深知病源發起，當作方法療治之。治病之法有多

途，舉要言之防與治，用藥安治時世病。 

 

大醫王治病方法 

既深知病源發起 

當作方法療治之 

治病之法 

有多途 



舉要言之 

防與治 

用藥安治時世病 

 

要用心了，「大醫王治病方法」。我們最近一直說，時世人間多病了，

現在人病，現在科技發達了，醫療進步，但是也需要，需要良醫用真

誠愛心，詳細地診斷、檢查、對病下藥。這個過程，都是要用那片真

誠的心，用很精純的醫療技術，這是一定的。若是時代空間，山河大

地，在這個大時代、大空間裡病了，這大宇宙間，空間中有病，是要

怎麼辦呢？這四大不調就是大空間的病。但是，是如何形成？山河大

地，大自然境界怎麼會病呢？追究它的起源道理，就要智慧覺悟者，

才有辦法去追求、去診斷，是為什麼有這樣，這麼大、這麼大，大宇

宙間的不調和？ 

 

就像一個人的身體，「四大不調」才會有病；水大不調，那就是在血液

的不調和，以及大小便利，這都是水性；若是地大不調，就像是我們

的筋肉、骨骼，這全都是硬體，那都是叫做大地；風大不調，就是我

們呼吸間，這就是「四大」。四大不調在小乾坤，大乾坤的「四大不

調」，也是一樣！空氣就像是我們的呼吸，山河大地，就是我們的骨

骼、肌肉等等。「水大」呢？就是我們血液的循環、大小便利，這全

都，全都要很順暢。所以，呼吸重要，當然這時候就說：「呼吸道受感

染了。」是什麼感染？空氣污染了。是啊，空氣也會受污染。這氣

候、空氣，為什麼空氣會污染，這麼自然，怎麼會有污染呢？就是

人。現在人口多，長久、長久，已經是幾萬年的累積了，一直一直

來，人口一直增加。 

 

現在的地球上面是幾十億，不是幾億而已，所以，我們要很用心去體

會，人呼吸，大地的生命體很多，這也是污染源之一。加上了人的欲

念，不斷開發，就惹成了空氣污染。這就要經過很多人再去探討，現

在愈來愈了解了，這時世的病。所以，大醫王不只是，只對人體診

斷，也還有不是名稱大醫生，但是他對於這個世間、時世，很用心在

探討；部分、部分，各的各科技都不同，所學不同。他們探討研究出

來，各方面這樣將它會合起來，就是「四大」。地有地質的學家，空氣



有空氣的探討、探源者等等。這大地種種的物，生化、物理等等就有

不同，對人類、人體，對空氣等等，這全都是分科別門，各人去做各

人的研究。 

 

會合起來，體會到「整合」，其實這些「整合」的道理，在二千多年前

的佛陀，就已經說了，「五濁惡世」，這個濁氣。現在的科技來診斷

它，佛陀當時就說「五濁」，從五種的因素來說──見濁、眾生濁、煩

惱濁、命濁、劫濁。這個五種在這個「劫濁」的時代，「劫」就是長時

間，長時間的時代所累積的，是這麼多的生命體，「眾生濁」，這麼多

的生命體在這個地球上，除了現在的人口數、現在的動物數，這是

「眾生濁」；「眾生濁」不調和，不能調和啊！人與人之間相爭奪，人

與動物之間強食弱，這(些)等等，生物界互相這樣的傷害，這都叫做

「眾生濁」。這眾生的濁氣就造成煩惱。 

 

因為大家欲念一起，所以就有你、我相爭鬥，煩惱不斷產生。有了煩

惱產生了，自然就有這個意見分歧；意見分歧，各人有各人的意見，

造成了不一樣的爭端，就是這樣變成了人禍叢生，就對人命有威脅，

那就是「命濁」了。所以「命濁」也好、「見濁」也好，「眾生濁」，

「煩惱濁」，就是生在這個時代。五項累積在這個時代，叫做「五

濁」。釋迦牟尼佛，二千多年前，將道理一一這樣說出來，分析人的生

態、心態，造成這個世間的危機重重。不論大自然、不論是人禍造

成，這已經是佛陀已經說了，這樣一一分析。 

 

所以，「既深知病源發起」。這在佛陀的時代，他就是這樣一一分析，

說來話很長，一個人開始起源，說出很多的道理，一理能夠去分析很

多，所以現在很多的學者，在研究的很多事情，也都是佛陀那個時候

說過的。意思是說佛陀的道理，與現在人的研究；佛學，佛法與現在

的科學，能夠很吻合起來。現在人的聰明，不斷、不斷去發現；這些

發現，這些道理，在二千多年前的智慧者，已經就說出了人間問題。

這些人間很多的問題，就是現在的科學家，不論任何科系就是專心研

究，這樣發現出來的，證實，證實著那個時代，佛陀所說的，全都是

在人間觀念、思想，以及整個大地的生態，在那當中隱約就已經說出

來了。所以，現在的科技，只是一個證明而已。 



 

過去佛陀所說的病，就是人體的病、大乾坤的病，這都有它的起源，

隱藏著這個病態。「當作方法治療之」。來如何療治它？要用種種、種

種方法。佛陀是這樣說，「一切唯心造」。過去、現在、未來的法，無

不都是人所造作出來的，所以歸咎就是到人的心，「一切唯心造」。既

然病形成到現在來，要如何「治病」？還是要「治心」。這是覺者告訴

我們，要如何對治這個心，要如何去用法，也是要心，一念之間可以

去造作出了，很多能夠救人的方法。 

 

現在的病理研究、現在的醫藥研究、生理研究等等，各人各人的境

域，分工這樣去做研究，真正一一都會去研究出，如何去治病。這也

是一心，要有這個「心」，願意用心，用在你的專業、用在你的專科，

要如何去研究出了，這個治病的方法，如何研究出了，臨床去研究出

那個病的源頭。這種臨床診斷，要如何能夠診斷得很準確？而研究如

何去除掉這個病源？那就是在醫學不斷不斷去研究，讓臨床如何去做

治療。分了內、外科等等，愈來愈分愈微細，愈精愈細，所以治病現

在有各種各種不同，但是現在的病，愈來愈容易發現到，什麼罕見病

例，愈來儀器愈精密，愈來過去不曾發現到的，現在發現到，這很

多。 

 

所以，「治病之法，有多途」。很多很多的方法，要去列、整理、療

治。所以，「舉要言之，防與治」。最好的醫生就是讓我們預防，你有

這樣的疾病，你要如何預防，或者是現在的醫療一直在推，如何能夠

健康檢查，更好的方法就是健康的教育，這就是要如何讓大家有常

識，要如何健康保健，這也是很重要啊。在一個人身體之中要防；佛

陀就是要我們防，就像我們要防我們的心，我們就要有「戒」，戒就是

防，防非，不要讓外面錯誤的事情，侵入我們心的觀念來；而有了錯

誤，我們要趕緊止，叫做防止。一旦有病，要趕緊檢查，早期發現，

就要趕緊治療。 

 

同樣的道理，防非止惡，最好就是預防，不要發病，沒有病，就是預

防著沒有病來侵入；而若一旦有病，要趕緊停止它，我們想要知道有

病了，就要提早提高警覺，就是檢查，這就是很需要，大家要有這樣



的觀念。所以，有病，除了防與治以外，那就是用藥；一旦有病了，

就開始要用藥，如何讓他安全來治療他，因為所有的藥全都有對症，

也有用過頭也不行，對身體也有損，每一項藥都有補和有毒，所以不

對藥不要吃。拿捏著分量吃就好，若是吃過頭也有傷害；而都沒有

吃，雖然對診下藥，若只要看病，不吃藥，這樣，同樣病也不會好。

所以，凡是種種的事情，就是要很調和；從大乾坤的調和，一直到人

體的調和，一直到用藥治病的調和，這就是，需要的就是一個調和，

「合和互協」，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們要很用心去體會。所以我們

如何來安住我們的心，來調治「痼疾病處」，這很重要。一旦有病，我

們的心要如何安住？不要病急亂投醫，我們要好好如何來安心？如何

來治療？ 

 

安住心在 

療治痼疾病處 

止心動念 

勤耕安樂心田 

用心足下 

舉步踏實無虛 

不取病相寂然 

觀空妙有 

 

醫生對病人，也是要有很穩定的心態，來診斷病人的病。這種「療治

痼疾」，「痼疾」就是很難治療的疾病，很頑固，這個頑固的病，有的

人的身體，治好這項，那項又起，到底是怎麼樣？或者是一個病，纏

很久了，就是怎麼治，怎麼纏！這叫做痼疾，很難對治，這樣的病是

要如何下手、去根治這種的痼疾。 

 

「止心動念，勤耕安樂心田」。我們人間，我們的人心，我們的毛病出

在哪裡？出在心不定，「心要定，心要定，不要因人亂了心」。人與人

之間，要好好將心止定好，我們既發心要做好事，就是只有為了人。

我們的成見偏差，那就是人事不調和，就做不和了，這邊是在做好

事，那邊是感情在衝突，這樣叫做不調和、不美滿，還是要「止心動

念」，不要心常常在動念。我們方向對準了，心就不要動念，我們要勤



耕耘。 

 

我們人人一片的心地，這片的心地，我們要好好耕耘；人間的福緣，

我們要好好結福緣，因為「六度萬行」，無不都是為救度眾生。有形的

苦難眾生，我們要救度，無形的，與我們志同道合這念心，我們要再

顧好一點，因為借力使力，有一大群人，這種志同道合，與我們同心

地來耕耘，這樣我們「六度」才能夠圓滿。成佛的境界，「大慈悲為

室，柔和忍辱衣」，不要忘記了，因為「諸法空為座」，計較什麼啊？

我們的道業，就是「大慈悲為室」，我們的功夫是「柔和忍辱衣」，我

們人與人之間何必計較呢？「諸法空為座」，這就是我們修行，道理很

透徹，為什麼要在那裡與人有計較？我們若是有在勤耕耘，安樂的心

地，我們這些就不計較了，我們才有辦法心地耕耘得美。 

 

所以，「用心足下，舉步踏實無虛」。菩薩道，我們就是要好好分寸不

要偏差，差之毫釐；方向一點點偏差，就已經千里的遙遠了。我們要

很用心，那圓盤中心，差毫釐，你就差很遠了。所以，我們要好好用

心，「用心足下，舉步踏實無虛」，不要去差毫釐了。所以，「不取病相

寂然，觀空妙有」。一切法「空為座」，所以就不必在那裡說：「你對我

這樣的態度；你對我是這樣說話，我不歡喜；你對我這樣的臉

色……。」這何必計較，「諸法空為座」，人人讓你看不順眼，是你的

「識」；你的「識」，意識去分別。這個臉相不好看，是他的病態，因

為他不懂得做人，你何必用這個意識，與他在計較呢？修行者，我們

懂道理，「諸法空為座」，這個聲，我們怎麼會一句話，何必計較呢？

這種形態何必計較呢？病相在他的身上，我們為何要放在心裡來病

呢？這不需要。我們若是在計較，就是我們的心病了；心病就要心藥

醫，那就是法，要用法來治自己的心病，這是很重要！ 

 

別人浮現他的臉相、他的聲音，那是對方他的身體，色相，所以我們

就不要把它當成病。他自己要修他自己的心，他自己也有心的病相。

而我們自己有這個病，入我們的心，自然我們自己，也有我們自己的

病相，我們讓別人也不好看。同樣的道理，法，就是這樣的簡單，佛

陀說：治病要治心。要從我們的心開始治。所以，我們要時時要多用

心。 



 

我們看到前面的經文，這樣說：「而作是言：此大良藥，色香美味皆悉

具足，汝等可服，速除苦惱，無復眾患。」 

 

而作是言 

此大良藥 

色香美味皆悉具足 

汝等可服 

速除苦惱 

無復眾患 

《法華經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因為孩子這樣，病那麼的苦，所以開始他就這樣說：「我這些藥都準備

好了。」「色香美味」，汝可服，「汝等可服」，你們都可以用了。若能

用，你們就可以沒有病痛，病就會好了，所以要用心去用藥。 

 

下面的經文再說：「其諸子中不失心者，見此良藥，色香俱好，即便服

之，病盡除愈。餘失心者，見其父來，雖亦歡喜問訊，求索治病，然

與其藥而不肯服。」 

 

其諸子中不失心者 

見此良藥 

色香俱好 

即便服之 

病盡除愈 

餘失心者 

見其父來 

雖亦歡喜問訊 

求索治病 

然與其藥而不肯服 

《法華經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是這些失心的人。不失心的人拿來用了，而失心的人，他就不肯吃



藥，只說：父親來，我歡喜。父親是名醫，父親開的藥，他就不想要

吃。這就是已經失心的人，就是病較重了，分不清楚這好藥，我有

病，我要吃，已經不會分了。所以，「見其父來，雖亦歡喜問訊，求索

治病，然與其藥而不肯服」。就是不懂得要用藥。 

 

餘失心者 

見其父來 

雖亦歡喜問訊： 

喻久遠來今 

迷途失道 

無正信念 

失樂善之心 

遇佛出於世 

雖見佛歡喜 

並亦來相見 

請安問訊 

 

這就是譬喻「遠來」，很久很久以前，一直到現在，「迷途失道」了。

我們這幾天一直在說，眾生的習氣、無明煩惱，不是只有今生此世，

其實是累生世的過去以前，我們就已經在迷途裡了。煩惱造作，不知

將來、不知去向，帶業而來，所以「久遠來今，迷途失道」，已經那個

方向不知道了。所以由不得自己，再來今生；今生所造作的一切，也

是同樣由不得自己，隨著環境來產生了「五濁」。 

 

在這個時代的環境，人與人、眾生之間，起了很多的無明，生起了很

多見解，所以就惹成了很多，到頭來老、病、死，有的人沒有到老。

總而言之，就是這樣，「五濁」在這個地方，這就是已經失道了，「無

正信念」，我們已經都迷掉了、不知道了，沒有正信念了。所以，「失

樂善之心」。「樂善」就是歡喜做善事，這個善念已經都不見了。所

以，「遇佛出於世，雖見佛歡喜，並亦來相見請安」，也想要見佛。這

就是表示迷失很久，也是佛過去所度的弟子，也是佛的弟子，有的就

是那個觀念還在，所以佛法給他，他馬上接受，這就是不失心者，服

良藥；既失心者，就是雖然看到佛也歡喜，他也是一樣依舊拜、依舊



頂禮，這個恭敬心同樣有，但是佛法的道理，他就不接受。就像這種

見佛來，相見、請安問訊，「問訊」也是叫做恭敬；看到佛也是恭敬，

也是懂得請安、問好，但是，藥就是不要吃。 

 

所以，「求索治病，然與其藥而不肯服」。給他的藥，他就不要吃。前

面一段，看到父親回來了，「父親，我們有病了，您趕快開藥給我們

吃」，就有這樣說，但是，真正藥出來了，有的人吃，有的人就是不

吃。雖然有求藥，但是不要吃。雖然就是，好事，我們很歡喜去做，

但是很歡喜去做，就是只做在那裡，沒有顧這裡，再怎麼說都無法

合，這是同樣的道理。同樣在這個環境中，願意有心要在這個法，但

是部分法，就是不要接受，藥，就是排斥不吃，方法，就是排斥不

用，這就是像「求索治病，然與其藥而不肯服」。雖然說：「感恩喔！

給我這個法很好。」就只是用部分，大部分就沒有用上去，這樣習氣

不會除，也是苦不堪。病沒有除，病根沒有除，還是煩惱、無明，這

就是世間人，所以叫做「剛強難調伏」。 

 

求索治病 

然與其藥 

而不肯服： 

尋求治時世、人心 

妙法藥 

願求能得解脫諸苦 

然與其藥而不肯服 

受以法而不肯修 

 

所以，「尋求治時世」，也有人很希望，好啊，這時世是這樣，我發

心！我也希望將法傳給大家，有這樣，求這樣的法。要如何求得好的

法，能夠妙藥傳給人間？這就有心，但是「願求能得解脫諸苦」，這都

有心，「然與其藥而不肯服」，就算有心，但是真的需要服的藥、要吃

的藥，他竟然不要吃，不要用。所以，「受以法而不肯修」，接受這個

法來，但是這個法，就不要用在自己的身上，這就是很感慨。 

 

下面又一段經文這麼說：「所以者何？毒氣深入，失本心故，於此好色



香藥而謂不美。」 

 

所以者何 

毒氣深入 

失本心故 

於此好色香藥 

而謂不美 

《法華經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這是為什麼呢？雖然眾生都「曉了求法」，這些眾生都知道法很好，我

要求，求法！但，為何求卻不肯服？ 

 

所以者何 

毒氣深入 

失本心故： 

雖曉了求法 

然而為何 

求法而卻不肯服 

因邪毒習浸 

深入其心 

損減善根 

言失本心故 

 

懂得要求藥來治病，懂得要求法來治心，但是卻是不要用它。為什麼

呢？是因為「邪毒習浸」，這個邪毒不是只有中毒，馬上去治療他，因

為那個毒，已經浸淫在他的深處，所以要治，很困難！看，吸毒的

人，吸得入骨髓了，那要戒毒很辛苦，經過他們戒毒人的經驗，在戒

那個時候很辛苦，所以往往都在走回頭路，戒不起來！為什麼？很痛

苦！他說那個藥癮在發時，就像好幾萬隻的螞蟻，這樣在體內在咬

他，很辛苦，這就是中毒很深。同樣的道理，已經習氣「邪毒習浸」，

已經浸入到那個習氣之中。 

 

不是常常說，「人人本具佛性」，人人都有佛性，還要修什麼行？我們



現在在修的，是修我們的習氣。因為我們的習氣，久來已經習氣感染

很深，要叫我們一時改過來，沒有那麼簡單。所以，都是這麼說：我

會改！但是要給我時間。時間，若改不過來，再愈陷就愈深。所以，

吸毒的人，你無法忍一時，那你就愈吸愈深。同樣的道理，所以叫做

「因邪毒習浸」，已經浸入在那習氣很深之中。所以「深入其心」，深

入骨膜、深入骨髓了。就是這樣，這是損減善根，將這個善根，慢慢

在將它消耗掉了。衝動的行善，很苦，我們要去救，忘記了一起在救

人的人，這些很可貴，我們不懂得要珍惜，這就是失掉了這個完整的

善根。所以，「言失本心」。我們原來的本心都失去了，度眾生，人

人，我們都要度，不是我們自己選擇性的；我們的力量要如何做，我

們應該要用智慧，所以「轉識成智」，我們應該要很用心。 

 

「於此好色香藥」，將它當作這不美，這個法，我覺得還有其他的法，

所以，這個叫做「邪」，剛才說「邪毒」，他覺得要用其他的法，這個

邪毒已經浸入他的習慣了。 

 

於此好色香藥 

而謂不美： 

如是於此 

菩提大正直道 

好色香藥 

而不能知味 

其不失心者 

見藥即便求服 

服便病愈 

 

所以「如是(於)此菩提大正直道」，這就是「好色香藥」，色很美、很

香的藥，這麼好的藥，就是譬喻「菩提大(正)直道」；這是一條這麼的

直，人間的菩薩道，我們不去走，覺得這不好，不合他的口味，所以

他就不願意去接受。他要偏向那個邪方去，這就是我們現在，豈不就

是都這樣嗎？所以「其不失心者，見藥即便求服，服便病愈」，若不失

心的人，他看到藥就很歡喜，趕緊拿來吃；始終一貫，我接受這個

法，我長長久久就是守住這個法，去做就對了，這就是不失心的人。 



 

各位，真的要用心，我們現在很多就是世間的藥，也是不斷不斷，人

體有什麼病，想什麼方法來治療他，你若想要活命就要接受。就像我

們在高雄，舉行了骨髓相見歡，生命與生命之間互相來見面。就是很

多感動人。 

 

其中有一位洪先生，很高、很大，體格很好。在四十二歲那一年，他

發燒了，一直發燒，在臺東一直在治療，後來來到花蓮，來慈濟醫

院。檢查發現到，他是骨髓性的白血病，晴天霹靂，從這樣開始，治

療、化療，醫生告訴他，唯有換髓，要換骨髓才有辦法。他感覺他的

人生，正是他很光明的一條路，他就是在 2009 年，這一年，他發現了

這種的病，開始，他感覺他應該要接受換髓。但是他的親人，只有一

位妹妹，配對不符，沒辦法，所以不得不接受骨髓資料庫。 

 

尋尋覓覓！終於很幸運，他接受了很多的化療，才去配對到，配對到

之後，對方也一位很善良的一位菩薩，她，四十多歲抽血，五十多歲

才開始配對到。她也願意，很順利就捐了。捐出去，那年，捐髓者才

五十幾歲，五十四歲，她捐出去了。那個時候配對了，很成功，治療

很成功，所以，之後經過了，這樣從開始化療、換髓，之後，又再到

了康復，這樣住五百多天的醫院。這位洪先生，這樣完成了，回去

了。再一年多後，他又有一個病，再來看醫生，就是肝癌，所以又再

來動手術，又割掉了四分之一的肝，還要再化療，又重做化療，很辛

苦。化療做完之後，就已經經過很辛苦，再一個病，那個病，他一段

時間吞嚥不了，再來檢查，原來腸子都黏住了，所以整個塞住了、黏

住了。 

 

這個時候，他就感覺人生全都沒有希望了，要放棄，當他要放棄這個

念頭起，想到，想到：我若是放棄，是不是對不起那位，還未見面的

捐髓人？所以他覺得我還要再堅持下去。所以這個腸沾黏，又再繼續

治療。總是這樣重重疊疊的病危，這樣通知過，總是醫生，一科接著

一科，不斷不斷為他療治。醫生很盡心，病人很盡力，就是要活下

去，終於又讓他恢復了。他開始一直有心，要將身體健康起來，所

以，他很願意接受治療，配合醫生，配合治療，配合吃藥，這樣一直



到康復起來了。 

 

他開始再鍛練，他的最愛就是運動，再鍛練他的身體，又再恢復起來

了。我們高雄舉辦了相見歡，終於來見面了。由他的母親，由他的妹

妹，由他的女朋友，還有他的好朋友，四、五個人陪他到高雄。他的

觀念中，到底我的救命恩人是什麼人？再生父母是什麼人？所以他看

到站起來的這位，他也說：哇！年紀這麼大了！這是整場之中，捐髓

者年紀最大的，已經六十多歲了，這位菩薩。 

 

這位，她說，配對到那時候，她是快近五十五歲，她自己也覺得，我

可能再幾個月，就會失去了這個捐髓的機會。所以，忽然間通知了，

她很歡喜，就趕緊去捐。這種捐髓很順利、他接受治療也很順利，就

是坎坷的，後面還有肝、還有腸，這段時間又將他折磨得很辛苦，這

位洪先生，真的是生命的勇者，他為了要回報，還未見面這位捐髓

者，一念心讓他這樣維持他的生命，所以終於康復起來了。看他們在

舞臺上相見歡，真的這種是很奇妙！總而言之，治病就是要有因緣，

有機會就要趕快接受；有機會趕快接受，才有辦法將病治療好。總是

法也是一樣，遇到法，我們好好接受，所以接受了法，我們才會慧命

成長，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 年 10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