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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法香心得
《靜思妙蓮華》當悟本心 湛然常寂

1536集-20171021開示

高明智(惟智)
2024年6月15日 靜思法髓妙蓮華

靜思法髓妙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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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其心似何物？ 心本無染著色
更無長亦無短
住心本無去來
非垢淨不生滅

湛然清澄常寂
此是本心形相
亦是本身即佛身

心無所著(清淨如蓮)
妙法蓮華經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金剛經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無來無去無事情
禪宗

其身非有亦非無
非因非緣非自他
非方非圓非短長
非出非沒非生滅

無量義經

是諸法空相
不生不滅
不垢不淨
不增不減
心經

一切唯心造
三世一切佛

身口意誓願
四安樂行

轉識
成智
四智

菩
薩

意識
不真
虛幻

或失本心
或不失者

無上正等正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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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聞法心得
✦ 我們的心是長什麼樣呢？什麼東西叫做「心」？

✦ 發現到不對，不要再隨心所欲。

✦ 這是我們可以，改變這一念心的習氣，我們要
趕緊，依照這個教法來奉行，去除很多無明煩
惱困擾，若這樣，我們懂得知道觀念改變。其
實觀念本來是清淨，是因為後來才染著。

✦ 這行為、習慣，我們已經修行的德，現前起來，
這叫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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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心！「問其心似何物？」我們曾問過心嗎？
問自己的心，我們的心是長什麼樣呢？什麼東
西叫做「心」？是不是我們現在器官這顆心，
叫做心呢？那是肉團心，只是我們器官的一個
項目，是我們身體活著的一個作用，是一個工
具而已。幫助我們血液循環，心與腦，那個血
的循環，全身血液循環，只是這樣工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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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你與我過去不相識，現在法親，很親，這人與人，
緣沒有長短。過去，我們都不相識，現在慧命相連，
這哪有親疏的分別呢？你的歡喜、你的法喜、你的慧
命成長，就是我的歡喜、我的法喜、我的慧命成長，
這是共同體。法，總是也沒有長短，法也沒有染著形
相，所以心自然就沒有去、沒有來，不論是什麼人，
我們全部都是一樣，來來去去，無不都是我們的家。
說回去、說回來，回去、回來，回去你的俗家，回來
我們法親的家，同樣是一個「家」。這「心」住在哪
裡？走到哪裡，心就是到哪裡去。所以，非垢非淨，
就是這樣，沒有污染，沒有什麼叫做「善良」，與什
麼叫做「惡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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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這念心本來就是這樣，「湛然清澄常寂」，
本來就沒有什麼煩惱，沒有什麼惡相，本來就是沒有
的，都是很清澄，但是，只有煩惱無明，來使我們分
別，讓我們起心動念；原來這念心，是這麼簡單，這
麼單純，只一個念頭、觀念這樣而已。所以，我們本
來，煩惱若全都沒有起，道理若想得通，「湛然清澄
常寂」。這就是常常在說，「靜寂清澄，志玄虛漠」，
我們的道心就能很穩定，就不會因為我歡喜，我這個
家就是我法親家庭；因為我不歡喜，所以這與我沒有
關係。人的心就是這樣，永遠都回歸到，那個凡夫的
世俗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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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佛法，本來開始在學佛法，但是就是因為我
不歡喜，或者是聲與色引起了我感覺，所以對
人、對事、對物，何不找一個志同道合，去逍
遙自在，這就是心，煩惱心。若是知道這是法，
生活中就是要在這樣的法，過去的懵懂，不知
道，所以養成了不好的習氣，現在知道了，習
氣要趕緊改過來，不是說，「我來這裡修行，
我就特別要守很多規矩，我在其他的道場都不
用」，這樣想就不對了，人各有緣；既有這樣
的緣，我們就要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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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到不對，不要再隨心所欲。我們一向就是
隨心所欲，生生世世由不得自己，煩惱無明一
直生。現在已經有因緣，知道這一項不要做，
那一項要注意，防非拒惡，我們要能夠清楚；
我們更要敬慎、要敬法，也就要謹慎，應該是
要這樣，要不然凡夫永遠還是凡夫。所以，
「此是本心」。我們的心，我們還有這樣清楚
的心念，懂得知道對的事情，我就要趕緊身體
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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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可以，改變這一念心的習氣，我們要
趕緊，依照這個教法來奉行，去除很多無明煩
惱困擾，若這樣，我們懂得知道觀念改變。其
實觀念本來是清淨，是因為後來才染著。既然
後來染著一念心了，我們趕緊，法，無形無影
的法，我們也用來在這個，無形、無長短去來
這個心念，我們用在對的事情、用在對的方法，
只是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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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亦是本身即佛身」。這個本心的形相
長得什麼樣？本心的形相就是本身。我們現在
再歸納回來，是你自己身、口、意，現在這念
心就是，如何指導我們的身、口、意，包括這
個意也是需要這念心。對的這念心，我們，讓
我們這個意不要偏差。其實「意」也是一個形
容詞，所以告訴大家，我們要「轉識成智」。
「意」還不真，「識」更加虛幻，唯有「智」，
我們「轉識成智」。這個「識」就是「意」，
意識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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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來，我們本來沒有心；無心，沒有那個
形的心，只是用一個代名詞。其實，我們的本
心，若要說形相就找不到形相，若要說它的形
相，那就是在我們的身裡。我們的動作如何做，
去愛人、去表達出解決人的困難，我們的身行
能夠規規矩矩，這就是我們的心(起用)，我們
修養過來的，習慣了。這行為、習慣，我們已
經修行的德，現前起來，這叫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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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安樂行品〉，佛陀教我們修行，用什麼修？
身、口、意。大家不知道有注意到嗎？身、口、意，
既然用身、用口、用意了，後面要再加「立誓願」；
這個誓願堅定，這就是「智」。所以身、口、意，
我們的誓願，是這分我們的「智」。所以，我們的
身，「本身」，我們到底用智慧在人間生活，或者
是用意識在人間生活？這只有差在這裡。所以大家
若用心，我們若是全部，一切是我們的身、口、意
在造作，凡夫身所造作的，就是愛恨情仇，這是表
達你的心意，就是你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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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若是「本身」即是「佛身」，那就是
「智」，「四智」具足，這就是佛身了。我們
是看要用凡夫身，還是要用佛身，無不都是表
達在我們待人接物，在人間造作，這個身行。
其實談心，我們也很清楚，是無形、無形相，
無長、無短，無清淨、污穢可說，說到最後那
就是智慧，我們的智慧。所以，有智慧，就是
佛的化身、應身、報身，這就是我們要很清楚
去了解，這就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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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譬喻，「佛復應緣，示生此土，正是形
益」。就是利益，現這個身形來人間，就是利
益這個人間，說法給大家聽，讓大家能夠了解。
所以，「非生現生」。佛本來就是無生無滅，
佛原來就是這樣，也無去無來、無長無短。佛
覺悟就是真理，真理沒有長短、真理沒有去來，
永遠都是存在，這是因緣成熟，那就要有人來
代表性，說這個形相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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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是來利益眾生，有這樣大覺者，來為
我們講這事物道理，讓我們清楚了解。譬喻，
前面的「跡門」是譬喻；現在的「本門」，因
為要說時間這麼長，因為要說佛與眾生，也要
說如何叫做「示滅」。這個「本門」示滅，佛
的壽命到底多長？要來解說這些，由不得不又
用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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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佛法的時期，那是眾生因緣還未成熟，眾生還在
迷失中，根機還未會合，所以世間就無佛出現；若慢
慢地，人的這個因緣逐漸累積了，在這大小根機，開
始有心想要向善、接受法，這個因緣若成熟了，自然
佛他就會現身人間。各位，就是要這樣，什麼叫做已
經是根機成熟？那就是要看我們人人。而心，失心，
就是已經積煩惱、無明了，接受到的偏差錯誤，這種
的人，這就是失心的人。而我們好好，心本來就是無
染著了，要失到哪裡去呢？沒有失的地方，本來就沒
有，現在說失，好像沒有這個道理。真正的道理那就
是永遠存在，無相、無形，這就是真實的道理，所以
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感恩
Thank You

https://www.neptune-it.com/

奈普敦智慧平台

願作上人的助教，廣傳靜思妙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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