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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法香心得
《靜思妙蓮華》依經求藥 與子令服

1538集-20171023開示

高明智(惟智)
2024年6月17日 靜思法髓妙蓮華

靜思法髓妙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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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業生欲界
憂苦違意多
不生厭離
貪恚愚癡
名苦惱
生死煩惱海之法
總為苦我惱我者
無一安穩息苦處

醫王曉了諸病相
善治時世施妙藥

父見子等苦惱如是
依諸經方
求好藥草
色香美味皆悉具足
擣篩和合與子令服

香喻定
功德妙香
薰一切故

色喻戒
戒防身口
事相麤顯故

味喻慧
能得理味故
解脫、解脫知見
入五分法
皆悉具足

不論是樹木、鳥叫、
蟲鳴，我們看到的形
無不都是法；聽到的
聲無不都是法，這就
是宇宙真理。天地宇
宙真理，大自然中，
看我們如何感受，要
時時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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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聞法心得
✦ 凡夫在這個欲的境界中，很容易起心動念。

✦ 這用什麼方法來改變呢？唯有觀念，觀念若能
夠入這個法，去體會到那個真理，接受在每一
個人的心。

✦ 唯有大醫王，「曉了病相」……用他的法，我
們用在生活中，來對治這種讓我們苦惱的緣由。

✦ 要把握當下，「恆持剎那」。

✦ 我們要時時用心，佛的應機說法是無時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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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啊！「隨業生欲界，憂苦違意多，不生厭
離」。用心來體會，眾生無奈，很無奈，由不
得自己。我們生在欲界裡面，有欲就有所追求，
那就是六根、六塵貪愛，就產生了「十二因
緣」，就這樣苦啊，輪迴不斷。這我們前面已
經說過了，因緣法，十二因緣由一念無明開始；
這念的無明就是來自於這個欲，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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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界，我們每一天面對著外面的境界，凡夫在
這個欲的境界中，很容易起心動念；起一念心，
緣那個境界，那就是產生去追求、貪念。這樣
開始，讓我們一輩子沒有停歇，煩惱無明造作
種種業，這樣我們就一直一直循環了。這輩子
是這樣在循環，一直到最後的一天，人生最後
一天什麼都沒有帶去，唯有就是這個業的種子
再帶去，這個無明種子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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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美其名說，讓很多人有工作的機會，但是在上
班工作的人，也沒有感恩，哦，很辛苦！所以這勞
資問題也很大，在對立。這種人間造成了，以「利」
成為「害」，而沒有什麼樣的益處，所以這就是苦
惱，造成了人間，直接、間接的煩惱苦惱。一直一
輩子逃不過的是，生死煩惱海，所造作的，都是人
間這樣的人間法，是這樣勞勞碌碌，一輩子永遠不
滿足，這個煩惱，歲月同樣這樣在過，人也是這樣
在老，最後還是逃不過，生、老、病、死。這種老、
病、死，甚至生命無常，不一定經過如何的病，也
不一定經過如何的老，總是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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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總為苦我惱我者」。這下輩子一去，可能
我會很苦，是要受的地獄苦呢？或者是人生貧窮災
難多的苦呢？或者是家屬緣違逆的苦呢？都不知道，
未來總是為苦，苦我。「唉呀，我苦啊！」或者是
「惱我」，「我很煩惱啊！」。這些事情來世可能
隨著我的身，就是「苦我惱我者」。「無一安穩息
苦處」。可能這些苦惱的事情，我來世找不到一個
地方，讓我避離苦惱的地方。我這輩子若沒有好好，
好好覺悟，若不懂得要好好調理現在，那就不知道
未來的人生了。所以，世間有了佛出現在人間，佛
陀那就是，「醫王曉了諸病相，善治時世施妙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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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豬有豬的環境，狗有狗的環境，其他的
昆蟲，都有牠各個不同生命體的環境，但是，
佛陀他就開始，推測到未來時世，就是天地宇
宙，未來的時間形成的大空間，會成什麼樣的
生態，他已經知道了。這個世間五濁惡世，就
是濁氣重重。生，生得辛苦，求生艱難、求死
不得，這個世間境界；這個空間，各種生物體
都已經受淩遲，一直到了最後被人，隨人的宰
殺，多數的生物體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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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呢？也是苦還是存在，同樣富有富的苦，貧
有貧的苦，健康有健康的苦，病痛有病痛的苦，
貧富貴賤生態都是不同。這用什麼方法來改變
呢？唯有觀念，觀念若能夠入這個法，去體會
到那個真理，接受在每一個人的心；觀念中有
法，自然他對這個生態，心就和平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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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要很用心去體會，體會我們這人生，
只是那個業力來誘引我們，讓我們由不得自己，
一輩子一直苦惱，憂悲、苦惱，這種苦我、惱
我，「這樣，我很擔憂，我很苦」，到底哪一
個人，能夠很快樂、很自在呢？這就是我們的
一輩子！真的無法自己，由不得自己，真的是
苦不堪。唯有大醫王，「曉了病相」，能夠知
道時機，能夠知道世間的生態，用他的法，我
們用在生活中，來對治這種讓我們苦惱的緣由，
我們要很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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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就是道，開一條路，告訴你這條路的風光不
錯，去走。香呢？這條道路所種的樹木、花草，
都很有香氣。這條路走去很寧靜，有蟲鳴、鳥
叫，大自然的聲音很好，誘引他走這條路，走
這個道走，這叫做「行色道香法音美味」，讓
他願意聽這樣大自然之聲，這個大自然就是法
音。這「美味」，讓他接受到很歡喜，從內心
很願意接受。這種法入心了，能夠起歡喜，那
法在心裡就有作用了。這全都是要用、調節種
種藥料，全都要使用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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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色譬喻戒，那就是我們的色身，「戒防
身口 」，我們的身、口，不要去犯戒。「事相
麤顯」。說話，就是表達，表達我們的內心的
感想，內心的感想偏差或者正確，是善、是惡？
都是經過了我們的心意，經過了口來表達出來，
這就是「麤」，都顯在人的面前。說話，就是
因為話，幾句話衝突，感情就是因為幾句話才
會這樣，妄言、綺語、兩舌，兩舌搬弄是非；
有了是非，所以惹成了人間的苦難，這都是從
口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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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很用心去體會、去了解！所以，口就是
因為表達事相，很粗、很明顯。要做好事也是
用嘴來引導，表達方向的正確、表達心意的善，
這樣來鼓勵人人向善。這善惡，都在這個口的
中間，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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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香呢？香就是譬喻「定」，戒、定。這個定，
就是「功德妙香」。心要定、心要定，不可因
人亂了心，這就是我們要很用心。一件好事，
我們若心定下來，我們不論是身、口，這個有
形、粗顯的事情，我們都能夠不犯過失，那就
要我們的定心。心定下來了，自然就是「功德
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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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定下來，追求佛法，所以薰一切，法不論何
時都來薰習我們的心意，讓我們過去偏差亂想，
現在能夠薰習得我們心意定，這都是因為有聽
法，了解道理；道理清楚了，自然心就無動亂，
它就會定了，這叫做薰一切。這就是薰習我們
的習氣、我們的習慣，過去亂、雜的習氣，我
們將它去除，薰習出了我們，一片清香的心地
的道理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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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譬喻佛他用種種經來求，就像藥，就是對眾
生有效的道理，這譬喻「觀機施教」，用種種
的藥方、種種的方法，這樣來觀機施教、應病
用藥，用色香味都很好，讓他們都沒有嫌，這
樣能夠來調服，這是「唯一大乘妙法」。這叫
做一大乘的妙法。這大乘法之中，什麼樣的方
法都有，佛陀一一為我們開示，我們用心一一
來接受，成長我們的慧命。這我們要好好服用，
種種方法，巧妙來說法。使令眾生能夠相信，
能夠起信、起解，這我們要很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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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信
起解

由解
起行

由行
取證

以斷
諸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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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起來，天地宇宙，空間、時間、人與人之間，
自己生命間都是無法去了解，所以我們要趕緊、及時，
就是及時把握現在。是法，我們要及時吸收，我們要
及時身體力行，提高警覺；該斷的及時斷，該做的及
時做，一切都是要把握在那個分秒間，所以叫做「恆
持」。要把握當下，「恆持剎那」。每一個剎那間，
我們永永遠遠都要把握，把握每一個剎那，都不要放
過，這就是我們對時間的觀念。我們要治時、要治世，
也是要這樣把握。所以佛陀能夠治時世之病，就是在
這個時間，分秒都是在把握時間、把握當下。我們要
好好用心，「令眾」，所有這個法，時時都希望人人
能夠相信，能夠身體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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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信起解」，因為信，所以我了解了；因為我了解
了，所以我要身體力行，這就要每一秒鐘。「由行取
證」，因為我們身體力行，我們真正有感受到了，這
叫做「由行取證」。「以斷諸苦」，就不再會在那裡
惱我！苦我！事情發生了，我苦啊！事情已經成了，
所以我苦、我惱啊！這我們及時就要斷了，就不會再
有苦、有惱，這樣一直在我們的身邊。所以「此為應
機說法」。佛陀來人間就是這樣應機說法，所以我們
要時時用心，佛的應機說法是無時不在。不論是樹木、
鳥叫、蟲鳴，我們看到的形無不都是法；聽到的聲無
不都是法，這就是宇宙真理。天地宇宙真理，大自然
中，看我們如何感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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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