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1115《靜思妙蓮華》眾生信伏 質直柔軟 (第 1546 集) （法華經·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正直心無諂曲念，覺菩提大道直故；眾生本有之天真，質直心即菩

提道。聞法眾生既信伏，調心質直意柔軟，直心是菩薩淨土，適意柔

軟求大法。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自我得佛來，所經諸劫數，無

量百千萬，億載阿僧祇。」《法華經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常說法教化，無數億眾生，令入於佛道。爾來無量劫，為度眾生

故，方便現涅槃，而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法華經 如來壽量品

第十六》 

⊙「我常住於此，以諸神通力，令顛倒眾生，雖近而不見。」《法華經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我常住於此，以諸神通力：佛法身此既常住世間，悲愍眾生，云何

不能見佛、聞法？是以諸神通方便力。 

⊙令顛倒眾生，雖近而不見：能令應緣導向正道，知見如來世尊，弘

誓度眾，德相具足。只為沉迷生顛倒想；即使與佛同世近，雖近而不

見。 

⊙眾生失心顛倒自不見佛，不聞正法，亦如日月自明，盲者不見，是

盲者過，非日月之咎也。 

⊙「眾見我滅度，廣供養舍利，咸皆懷戀慕，而生渴仰心。眾生既信

伏，質直意柔軟，一心欲見佛，不自惜身命。」《法華經 如來壽量品

第十六》 

⊙眾見我滅度，廣供養舍利：此明眾生敬慕心生，機感相應。眾見如

來色身入滅，廣興供養遺體舍利。 

⊙咸皆懷戀慕，而生渴仰心：佛示入滅，咸皆懷戀慕，眾人無不心生

渴仰。其心意柔軟，堪耐忍苦，精勤欲見如來。 

⊙眾生既信伏，質直意柔軟：眾生既然深生信降伏，質實正直意柔

軟。 

⊙一心欲見佛，不自惜身命：一心樂欲得見如來。捨身命財，無所吝

惜。 

 

【證嚴上人開示】 



正直心無諂曲念，覺菩提大道直故；眾生本有之天真，質直心即菩提

道。聞法眾生既信伏，調心質直意柔軟，直心是菩薩淨土，適意柔軟

求大法。 

 

正直心無諂曲念 

覺菩提大道直故 

眾生本有之天真 

質直心即菩提道 

聞法眾生既信伏 

調心質直意柔軟 

直心是菩薩淨土 

適意柔軟求大法 

 

用心，來體會、來了解！心，每天我們都沒有離開這字，「心」字，修

行離開了心，就沒有法可說。完全要說好我們這念心，因為一切唯心

造。人間總是這念心，能夠讓我們心向力，是要做什麼事情？是好、

是不好，善、惡，都是在一念心開始。所以，學佛，我們要學得如何

能夠，將我們的心調直，心無諂曲；將我們的心調伏，讓我們的心直

向菩提道，這叫做「調直心」。將我們的心這樣將它調好，向著正道，

向菩提道，自然就沒有諂曲念，就沒有彎彎曲曲了，這些邪，偏邪的

念頭。所以，我們還是修行、學法，還是取於正直的心，將它調直

來，這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覺菩提大道直」，目標就是在覺悟之道。佛陀所以稱為「佛」，

「佛」叫做「覺」，是覺悟的人，叫做大覺者。他所覺悟是天體宇宙

間，一切事、物、理，無一不知，無一不解、不悟，這就是佛稱為大

覺者，這就是我們要追求的方向。所以我們要「直心無諂曲」，才有辦

法直向，「覺菩提大道直」。 

 

這條菩提道。我們開始《法華經》要說，開頭我們也用很長的時間，

一直在說大菩提道直，要讓大家很清楚了解，這就是學佛、向佛、成

佛的道路。 

 



所以，「眾生本有之天真」，「質直心」這就是「即菩提道」，這就是

「菩提道」。佛陀就這樣告訴我們了，人人本具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就

是佛的覺性，我們原本就有了，只是我們讓它迷失。其實這句話好像

每天都在說，是啊，我們每天都在說、每天在聽，而我們每天這個迷

的心，是不是原本還在？或者是迷有減、覺有增，有沒有呢？迷失的

心若慢慢減輕了，開始有所覺悟，了解人生是這樣。每天在聽，唉

呀，無常是真實無常！幻化人生是真的幻化，只是這個無常、幻化，

時間有的較長，有的短暫。 

 

極短暫的，就像我們每天早上大家的早課；早課，句句在唸都是經

文，是覺悟之道。但是它在牆壁上，現在科技發達，在牆壁上，看到

它一句一句經文一直出來、一句一句一直消失，我們每天早上都在那

裡看，也是在那裡唸。一下看過，經文過了，我們也唸過了，那個東

西消失了，那叫做「法」。但是經文讀，有在我們的心嗎？我們的心記

得幾句了？幾句的經文我們背誦起來？我們日常生活，這幾句的經

文，能夠浮現在我們的腦海中，在與人待人接物，我們有用到這幾句

經文的教育，我們有用到嗎？若沒有，同樣，不只是在牆壁上這個幻

燈，照過、不見了，連我們心版的記憶也不見了，在我們的心裡空空

如也，到底我們有多少能夠用呢？這就已經沒有在心裡了。 

 

每天在說話，很用心將這些文字寫出來了，說不定大家手機拿一下，

將它拍攝了。現在科技發達，可能在大家的手機留底，這些東西在，

但是收在手機裡面，在我們平時可有用到呢？這些東西記錄下來也

好，拍在手機裡面也好，但是沒有用到，這與我們的，我們的真如本

性並沒有會合到。說我們原來，本來就有這個質直的心，原來就有

了，這是不是有直接接觸到嗎？法，不論是一大早或者是現在，現在

的時間也是無常，這樣短暫就過，聽了就過了，時間也過了，到底我

們得到多少呢？還是在我們的心裡也是空了。但是我們的內心習氣，

永遠都還在的東西，那就是無明、煩惱。習氣就是這樣，聽法，儘管

是在聽法，過去之後，還是依然故我，這就是叫做凡夫。煩惱、無明

有沒有減？我們的習氣若還同樣在，這樣叫做煩惱沒有減，這樣慧命

也沒有增長，因為聽來的，沒有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儘管用那麼長的時間，沒有用下去，我們「是日已過」，時間都在過去

了，這人生還能夠住多久？每一天的今天，每一天還有今天，到底還

有多少時間、每一天的今天可讓我們用呢？我們應該把握在現在，有

法可聽、有時間可聽、有因緣可聽，是不是要很慎重？用，用在我們

現在，現在的過後，習氣趕緊去除，減分量。這種不好的習氣，煩惱

無明我們要減掉這樣的分量，我們來增加我們的慧命。多了解一點，

用在日常生活，記在我們的心版，讓我們這慧命這樣增加。這叫做

「轉識成智」，將不好的習氣，這個知識將它轉過來，是我們慧命的智

慧。若能夠這樣用，就是眾生本有之天真，「質直心」即是「菩提

道」，這就是我們本來的真如。我們要很用心，用「正直心」，回歸到

「覺菩提道」，這個覺菩提道也是人人本具，只是我們煩惱、無明，這

樣將它掩覆著。佛陀來人間就是要為我們啟開，讓我們知道，我們有

一些無明，遮蓋了我們的真如本性，教我們用方法，用心去除無明、

煩惱，回歸我們質直心，回歸我們的菩提道。 

 

這是佛陀來人間的目的，我們就要懂得用，佛陀既然用這樣的心來，

來為一大事來，為眾生開佛知見。所以，希望眾生聞法，「聞法眾生既

信伏」，眾生就要聽法，聽法之後，你們才能夠信，降伏了我們的煩

惱。煩惱種子在我們的內心，不斷滋長起來，一直在成長，煩惱不斷

生長，那我們的慧命就一直減短了。所以我們要聽法，聽法之後趕緊

來降伏；我們相信佛法，聽法之後，我們要相信，相信之後，我們才

有辦法，降伏我們的煩惱心。要不然煩惱不斷、不斷，在我們這輩

子，隨著日子一直增加煩惱，因為人、事、物一直來，而我們的煩

惱，人與人之間，不斷製造著不好的因緣。 

 

而我們聽法之後，轉惡緣為善，我們就懂得不要再結惡緣了，退一步

海闊天空，多一分付出，多一分的善緣增長。我們把握時間，運用人

生、增長善緣，我們就不要再與人結惡緣了。付出，眾生苦難偏多，

我們甘願入人群中，如何去引導人生，如何大家共同力量去拔除苦

難，這也是在人間裡，人、事、物中。聽法之後，我們做得到這分，

這叫做「信伏」。我們聽法了，我們相信了，我們的煩惱、無明，我們

自己降伏下來，將它去除，讓它一直減少，聽的法不斷入心來，因為

我們深信佛法，所以聽，我們就要用在日常生活。煩惱現前，我們趕



緊轉過來，轉煩惱成菩提、轉惡成善，這就是聞法最重要。所以，「調

心質直意柔軟」，我們將心調伏過來，好好來我們的性，我們的習性趕

緊調好；彎彎曲曲、諂曲的念，我們現在將它調過來。我們正直心來

接受佛法，聽、信、證實。對的事情我們要信，我們入人群做就對

了。 

 

人群中我們要寛，寬闊的心，柔和、柔軟的心來面對眾生。可記得

「大慈悲為室，柔和忍辱衣」？我們都已經了解了。用大慈悲，不忍

心眾生受煩惱、無明的苦。大悲呢？「人傷我痛，人苦我悲」，願意付

出，這大慈悲心。大慈悲心在人群中，還要有柔軟心，人人結好緣，

態度要調柔，我們要好好讓人歡喜來接近，用親和的態度在人群中，

這就是我們要調整。人人本具真如本性，不受惡的習氣來熏染我們，

我們原來是一片清淨柔軟心，在人群中讓人看到就歡喜！ 

 

這調柔，「直心是菩薩淨土」。我們人人要到佛的境界，你一定要好好

用心，行「六度萬行」。「六度萬行」，想盡方法，如何在人群中能夠人

人和睦，在人群中如何去幫助人的困難。有的是心靈解不開的困難，

有的是力不從心的困難，有的是真正在天地間，過不過的難關的困

難。這麼多的困難，到底我們能夠去幫助多少？一個人力量不夠，就

是要在人群中，人人、人人，都有與我們一樣的心。而我們的心就是

菩薩心，菩薩心的方向就是菩提道，覺菩提道。所以希望人人，與我

們一樣的方向走菩薩道，方向向大菩提覺道上走，這樣這個「六度萬

行」，人群就多了。 

 

就像在墨西哥，正是他們發揮了那分，如何來號召人人來做菩薩。因

為墨西哥，在(2017 年)九月十九日，那一天天搖地動，大地震，瞬間

無常。那個國家，那些人的生活瞬間改變了，天堂變地獄了，苦難

啊！眾生哀嚎。從那一天開始，慈濟人從四方八達，也有四五個國家

慈濟人，在那片土地上，在那個地方接近人群。那些人本來與他們都

不認識，也沒有什麼樣的緣，沒有什麼因緣。不過，因為他們受苦，

「菩薩所緣，緣苦眾生」，這群菩薩他們願意投入。這種願意投入，這

念心，叫做「質直心」。因為我發菩薩心，我要行菩薩道，我用真誠的

心，「菩薩所緣，緣苦眾生」，這是菩薩的目標，所以願意去。 



 

到達了，站在那片破碎掉的土地，重災區裡，周圍都是苦難人，他們

在那樣的環境中，去告訴他們：「大家來。」來了，大家聽到，「慈濟

人來了」，他們走出來，感動啊！在那個地方，人人將這群人當作是親

人，會很自動來擁抱著慈濟人。在那個地方，真的是一大片都是受災

區，那些人也有還在苦難中，走不出來的，精神都整個神不守舍，她

（費蘿娜）的親人也替她很擔心，想辦法。慈濟人知道了，良岱，聽

他們在地人這樣說，更加親近地到她的身邊。這位本來是老師，家庭

所發生的事情她嚇到了，真的是神不守舍。她（良岱）去接近她，去

將她帶出來，說：「妳跟我去做志工，這樣好嗎？」她就跟她（良岱）

去。開始一天、兩天、三天，精神完全清醒過來了，換她可以當志

工，穿起志工背心。 

 

因為她是一個老師，我們找不到的地址，有人提供出來，說：「這一

戶、這一戶，這個家庭很可憐。」我們要找這些戶，因為他們一個空

間，可能住三四戶在，要找這些，要從哪裡找來？原來她是老師，看

到這些名單，看到這個號碼，換她來帶路。她每一家戶，對名字，對

地址都很方便，而且變成了，困難轉為簡單，順利了。這就是在那個

地方，菩薩用質直柔軟心，投入人群。那個地方本來我們都不認識，

我們要如何去「慈悲喜捨」呢？我們就是要「慈悲喜捨」，我們也沒有

那個因緣。「菩薩所緣，緣苦眾生」，我們就是一定要去，明明知道那

個地方苦難這麼大，菩薩心，他就是要去緣，緣這個苦難眾生。 

 

但是因緣在哪裡呢？不認識半個人，這樣一直延生到那個地方，已經

一大群的菩薩了，滿街都是穿著志工背心，而且，而且一直在做培訓

──要如何將他們，培訓出了志工的儀態，如何感恩。付出無所求，

還要感恩、尊重、愛，這個精神理念，要落實在那個地方，所以「質

直意柔軟」。慈濟人把握因緣，如何在苦難眾生群中，在那個地方要如

何去培訓；培訓了一批當地的種子，「質直柔軟」。「大慈悲為室，柔和

忍辱衣」，如何穿上了志工的背心，要準備投入那個地方，開始發揮救

濟的功能。 

 

可見人間疾苦偏多，菩薩要如何入人群度眾生？就是這樣。我對那個



地方，那裡的菩薩很佩服，那種質直柔軟心。他們接觸到慈濟就很歡

喜，這總是因緣就是這樣，他們完全真心投入。總而言之，「調心質直

意柔軟」，這就是菩薩心。「直心是菩薩淨土」。雖然那個地方說，災難

那麼大、那麼重，心力，這個心一轉，大家也是心無掛礙，已經打開

他們的煩惱了，已經用這種歡喜、質直心，投入人群了。所以，「適意

柔軟求大法」。「適意」就是，在我們的心靈力量之中，我們一直很歡

喜，很合我的心、合我的意，調和了我的心；我雖然很能幹，這時候

我已經很柔和，這樣願意就是要求大法。 

 

佛法的真理是什麼？是為什麼人與人之間，能夠這樣成為「同體大

悲」？「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如何能夠感覺到人的苦，就是我的

苦，我的苦去體會人的苦。這真的我們要用心。在菩薩人間、人間菩

薩，就是要在天下人群中付出，所以用心去體會哦！ 

 

前面的經文我們要多來記憶，前面的經文：「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

說偈言：」這樣說：「自我得佛來，所經諸劫數，無量百千萬，億載阿

僧祇。」 

 

爾時 

世尊欲重宣此義 

而說偈言 

自我得佛來 

所經諸劫數 

無量百千萬 

億載阿僧祇 

《法華經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表示時間已經很久了，這大家都，一段時間無法可相信，佛陀已經用

譬喻等等，來告訴我們，再強調一次，佛陀人間來來去去，時間很長

久。 

 

常說法教化 

無數億眾生 



令入於佛道 

爾來無量劫 

為度眾生故 

方便現涅槃 

而實不滅度 

常住此說法 

《法華經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常說法教化」，來人間的目的就是說法教化。所以，「無數億眾生，

令入於佛道」。向著這麼多的菩薩，引導他們人人入佛道來。就像在墨

西哥，不就是嗎！向很多人，開始讓他們了解有人間的佛法，佛法在

人間，能夠身體力行成為菩薩。所以，「令入於佛道」，讓他們開始了

解，世間有這個佛教，佛教的道理就是這樣入人間來。 

 

所以，「爾來無量劫」，很久很久了，這個佛法的精神理念已很久了。

「為度眾生故，方便現涅槃」，那就是為了要度眾生，佛陀人間來來回

回，就是「一大事因緣」，只是要開眾生佛的知見，就是為了這樣的目

標，所以常常來這裡說法。所以，「而實不滅度」，其實是永遠常常

來，就像那位醫生父親一樣，常常離開家庭到他方去，又是要再回

來，就是來來回回。「常住此說法」，這是前面說的經文。 

 

接下來再說：「我常住於此，以諸神通力，令顛倒眾生，雖近而不

見。」 

 

我常住於此 

以諸神通力 

令顛倒眾生 

雖近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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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文再這樣說，「我常常都在這裡，因為藥留在這裡」，就是佛法

留在這裡，「離開一下，我會再回來」，和這樣相同。所以，「我常住於

此，以諸神通力」，是來來回回。 



 

我常住於此 

以諸神通力： 

佛法身 

此既常住世間 

悲愍眾生 

云何不能 

見佛、聞法 

是以諸神通方便力 

 

佛法，佛的法身，這既是常住世間，道理就是這樣常常留在這裡。所

以，「常住」，佛的法身是常住在世間。「悲愍眾生，云何不能見佛」，

不得聞法呢？本來就來來去去在人間，本來法就全都在人間，是為什

麼佛在人間，不能見到佛、不能聽到法呢？所以，這實在很遺憾。常

常說過了，那個小城市，三分之一見到佛、聽到法；三分之一，那就

是只是曾聽到，但是不曾看到，曾聽到佛的名，不曾聽到佛法，更是

不曾看到佛本身。甚至還有另外三萬人，就是連佛名都不曾聽到，何

況看到佛呢？何況聽到法呢？根本就沒有辦法。那個小小的小城市，

總共才有三分之一見佛、聞法而已。可見佛在世就是都不想來看佛，

也不想要聽佛法了，小小的空間，何況這麼大的世間呢！ 

 

所以，佛陀還要不斷來人間，以神通力，神通力就是要快速來。人間

壽命苦短，很快就要再離開了，應人間所以來去。就像菩薩，慢慢

走、坐車等等，若是坐飛機，「你有急，我趕緊去」，飛機很快就到

達。這就是看你乘什麼「乘」，記得嗎？羊車、鹿車、大白牛車，這看

你坐什麼車，交通工具是用什麼。若搭飛機，那是神通了，是大乘

法。就是要修種種法，法會通，那就很快了。所以，「能令應緣導向正

道」。 

 

令顛倒眾生 

雖近而不見： 

能令應緣導向正道 

知見如來世尊 



弘誓度眾 

德相具足 

只為沉迷生顛倒想 

即使與佛同世近 

雖近而不見 

 

那就是要使這些顛倒的眾生，能夠接近，那就是佛要真的要用，用方

法，應這些眾生緣，緣還未很成熟，他就要用耐心，一次再一次應眾

生緣，這樣來將他們導向正道。就像四十二年前，他就要開始循循善

誘了，四十二年後，才能夠快速用《法華經》，大乘法，一實乘法來化

度他們，同樣的道理。所以，佛陀無不都是，要來開眾生，佛的知

見。所以，佛陀用他的智慧、知見，而來世間。佛陀就是有這樣的知

見，了解眾生的根機、知見，而來人間，應如是法而來人間。所以，

弘誓度眾生，這個德相具足，所以應緣來人間。這就要看眾生與佛的

緣有多少，他就化什麼樣的時間，來應度眾生。 

 

所以，只為沉迷眾生的顛倒。眾生都生出了，很多的顛倒、煩惱、妄

想，很多。所以，「即使」，哪怕他，佛與他同世，同樣近佛之時，他

也不會想要來見佛。佛世的時候有這樣的故事，也很多，最有名的就

是貧婆，這種雖近佛，她就是無緣、不願意，這也很多，「近而不

見」。 

 

眾生失心顛倒 

自不見佛 

不聞正法 

亦如日月自明 

盲者不見 

是盲者過 

非日月之咎也 

 

所以，「眾生失心顛倒，自不見佛」。自然他就不想要見佛，他的心已

經顛倒。就像那個醫生的孩子一樣，他失心，所以他藥就不要吃，他

就不見，就像這樣的人他就不見佛。所以，「不聞正法」，不想要聽正



法。「亦如日月自明，盲者不見」。日、月本來就是明，是地球自己在

轉，月與日本來就有，這是我們眾生自己在轉，不是日與月有消掉，

沒有！ 

 

這是「盲者不見」。這是盲者，這沒有看到的人的過錯，不是日月的過

錯。這就是我們要去了解，那個醫生開藥，或者是醫生出去，告訴他

們：「你們父親已經不在了，往生了！」所以這是一個方便，是為這些

孩子不願意吃藥，不得不用這樣的方便，所以用方便沒有過錯。這

樣，佛陀就是要再表達這個心意。 

 

下面接下來再說：「眾見我滅度，廣供養舍利，咸皆懷戀慕，而生渴仰

心。眾生既信伏，質直意柔軟，一心欲見佛，不自惜身命。」 

 

眾見我滅度 

廣供養舍利 

咸皆懷戀慕 

而生渴仰心 

眾生既信伏 

質直意柔軟 

一心欲見佛 

不自惜身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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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再用心來了解這段經文。大眾全都聽到，我告訴大家要滅度了，大

家看到真的佛已經老邁了，滅度的時日也快接近了，佛陀也這樣表現

了，所以大家的心就有警惕。一直到佛陀入滅了，那個時，之後的眾

生更加珍惜。這個時候想要親近佛，佛已經不在了，就這樣生出恭敬

心，要來供養舍利。 

 

眾見我滅度 

廣供養舍利： 

此明眾生敬慕心生 

機感相應 



眾見如來色身入滅 

廣興供養遺體舍利 

 

這就是表示眾生的敬慕心。「機感相應」，佛陀不在了，這些眾生的根

機才開始被啟發，這就是愚鈍的眾生，沒有了才要來追求。但是這個

時候追求，是向著佛的舍利來供養。就是這樣，眾生「眾見如來色身

入滅」，所以這樣開始才說要來供養。這是眾生就是這樣顛倒，沒有了

才想要，才要來追，才來說供養。所以，「咸皆懷戀慕，而生渴仰

心」。 

 

咸皆懷戀慕 

而生渴仰心： 

佛示入滅 

咸皆懷戀慕 

眾人無不心生渴仰 

其心意柔軟 

堪耐忍苦 

精勤欲見如來 

 

這個時候想要起著很戀慕，就是追思，要追思佛陀。這個時候，大家

都期待能夠接近佛，但是佛陀就不在了，所以他們只好就是用戀慕，

記憶中的佛。佛不在了，平時不想要接近，等到不在了，才在記憶中

來追思。所以，「眾人無不心生渴仰」，就是這樣才要追思，「其心意柔

軟」，自然他的心就調伏下來，「堪耐忍苦」。 

 

看看，現在要去朝山、現在要去朝聖，再遠他都願意走。古代、古

代，佛在那個地方，那個地方，是不是很多人會常常去呢？也不一

定！接近也沒有很，那個很渴仰的心，好像很平常。現在很遠、很遠

都想要去朝聖，辛苦，覺得這樣就是一個功德，這就是眾生，就是這

樣。所以，「堪耐忍苦，精勤欲見如來」，很虔誠，很想要去見到佛。

所以，「眾生既信伏，質直意柔軟」。 

 

眾生既信伏 



質直意柔軟： 

眾生既然 

深生信降伏 

質實正直意柔軟 

 

已經大家的心這樣很乖，就是要去，用虔誠的心，「我要去朝山、我要

去……」，用這樣的心態在追求佛法。其實是不是真心追求呢？現在是

末法之時了，連佛法時代的像，就已經破壞掉了，何況是現在呢？只

是抱著一分，「我很虔誠，我朝山我有功德」，可能是這樣。或者是，

現在的人，總是想要去追求也已經來不及了。所以，「眾生既信伏，質

直意柔軟」。最好就是這樣調伏下來，調伏下來就要有質直心。若又彎

彎曲曲，我們有嗎？我們是不是真實學佛？真實信仰法？調伏我們自

己的心，讓我們的心質直意柔軟下來，改變我們的脾氣，我們好好意

柔軟來修行。這就是眾生，既然深心信服了，也質直、正意，來用柔

軟的心好好調伏下來，這樣才有辦法。所以，「一心欲見佛，不自惜身

命」，就是這樣虔誠，好好「一心樂欲得見如來」，很歡喜要去見如

來。 

 

一心欲見佛 

不自惜身命： 

一心樂欲得見如來 

捨身命財 

無所吝惜 

 

其實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就是在你的心頭，好好將心調伏過來，這

自性佛要自見，自見自性佛，將我們的心意調伏，讓它柔軟下來，這

樣才是我們真正要修的方向。要信，深信，我們要好好用心，所以要

時時刻刻把握時間、分秒不空過，時時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 年 10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