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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法香心得
《靜思妙蓮華》放逸五欲 墮於惡道

1554集-20171109開示

高明智(惟智)
2024年7月5日 靜思法髓妙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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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聞法心得
✦ 「修」是在內心；「行」行動是在外形，內修
外行，這叫做「修行」。

✦ 一心念一轉就能夠成佛嗎？一時只是心念體會
了解。……只是發現，並不是你真實的覺悟。

✦ 佛，本身他已經這麼長久的時間，守在一念、
一覺，這一念心要廣度眾生，自己願成佛道。

✦ 我們若將它脫離了，還是在放逸中，那真的就
是很可惜了，所以要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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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啊！多了解。我們修行，修，如何修？就是在
日常生活中。日常的生活，我們的身，身體、行為、
儀態等等，無不都是修行，我們要注意行動的威儀。
常常說「修」是在內心；「行」行動是在外形，內
修外行，這叫做「修行」。修行者，總是要有修行
的儀態，我們若是「縱恣自逸」，「恣」就是姿態，
非常放縱的姿態，這樣很放逸，一直貪著、 一直
迷戀、貪著在那個欲境裡，隨心所欲，心收不回來，
這豈叫做修行呢？放縱自己，身心不檢討，這就不
是修行了；無法自己反省，無法自己約束自己，這
就不叫做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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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任性恣意妄為」。一個修行者若是這
樣，真的是苦不堪；不是故意的，但是，是煩
惱給我們的習氣。常常說，修行就是要修一個
是我們的心，在威儀、修我們的習氣，偏偏習
氣就是讓我們放縱，所以這樣一輩子，無法將
自己的習氣，這樣調整好來，那就失去了威儀、
失去了修行者的形態，身心的形態。所以不遵
守規矩，無法去遵循，明明知道，心都知道，
但是習氣就是隨著這樣，習慣就放縱掉，這實
在苦惱的事情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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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離善方便名放逸」。雖然我們常常說，
修行最重要的是修心，有人就說：「我的心修
好就好了，這與我的行為無關。」自己自我這
樣說。甚至也聽到有人說：「一念，一念能夠
轉，那就是悉轉；一切、一切都能夠，一念轉
動就成佛。」豈是這樣呢？一心念一轉就能夠
成佛嗎？這實在是，說是頓，頓悟，豈有辦法
呢？一時只是心念體會了解。



11

是啊，佛心就在我們的藏識之中，發現了我們的真
如本性，是與佛覺同等；只是發現，並不是你真實
的覺悟。只是佛如是說，我們如是了解；了解，但
是我們的習氣還在。了解歸了解，習氣你沒有去除、
煩惱，沒有去除，佛與凡夫的分界線，就是在這個
地方。凡夫就是煩惱重重，所以我們才會叫做「凡
夫」；凡事都是由不得自己；去來，凡事由不得自
己，這叫做凡夫。佛陀是明瞭、覺悟，所以叫做
「覺者」。覺者與凡夫，差別就是在這裡，但是這
樣的差別，我們就差很遠、差很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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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僧祇劫，無法計算阿僧祇劫的時間，佛陀在
塵點劫以前的體悟，了解了《法華經》的精神，
聽大通智勝佛的法，他也頓悟了、也了解，十
六王子，人人全都體會了，人人就開始發心。
這一發心，各人有各人度化眾生的領域，十六
王子各各為他們有緣，說《法華經》的結緣眾，
就這樣一直無央數劫以來，生生世世一直在人
間。釋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生生世世，長久
的時間不斷來人間說法、不斷來人間修行，上
求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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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這是
每一尊佛共同的願，釋迦佛也是！廣度眾生，
「佛法無邊誓願學」，「煩惱無盡誓願斷」，
還是不斷在斷煩惱、不斷在學佛法，一直到成
佛道。這個時間、這個願力，是那麼長！我們
現在只聽到佛法，就說「三世一切佛，一切唯
心造」，豈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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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段這麼長的時間說過來，佛陀也曾有經
過修行、求道。佛陀也時常說起，過去修行因
緣，不同的佛，那是在無始劫前，經過了幾尊
佛，也是在無量數的道場，聽法、修行，說法、
修行，這叫做「上求下化」。佛，釋迦牟尼佛，
本身他已經這麼長久的時間，守在一念、一覺，
這一念心要廣度眾生，自己願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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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這一念心，聽法，這樣我們就已經成
佛嗎？沒有那麼簡單，只是聽佛的法，我們了
解、知道了，人人本具佛性，真如本性。我們
要真正修行，我們要去覺悟，我們修行這一念
心起了，我們決心力行；在決心力行，我們還
是在「縱恣自逸」，還在放縱、隨心所欲，這
樣在放逸，還在耽迷在這個欲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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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量品〉這品，是彌勒菩薩要讓我們很了解，
佛陀來人間，時間能夠多長？佛陀是如何修行？
如何度眾生？彌勒菩薩也是一次次，向佛來請
教，用譬喻的方式、用故事讓我們了解等等，
我們若再不清楚、不了解，還是同樣我行我素，
這種「縱恣自逸，耽著欲境」，還是隨心所欲，
對自己還沒有這樣檢討、約束。若像這樣，我
們，佛法，即使佛陀常住在世，也無奈何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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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剛強，真的是難調難伏、很無奈何，要怎
麼辦呢？所以我們要自己自覺、自修、自度，
我們若沒有自覺悟，無法自己好好檢討自修行，
我們絕對無法完全接近佛這個「覺」，覺悟就
離很遠、很長。佛陀為眾生也設了善方便法，
而我們連這個方便法，我們若將它脫離了，還
是在放逸中，那真的就是很可惜了，所以要用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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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同樣的道理，佛陀要來人間度眾生、說法，
他就要講根源，那個根源從哪裡開始，很微細
來為我們分析。我們若是不了解，我們的心源，
我們還是這樣縱逸，放縱、放逸，我們永遠就
是在濁氣很重，無法可以去消滅這個濁氣。要
如何減碳？要如何消滅呢？說，現在整片地球
的上空，這麼污濁的氣氛要如何去消滅？這就
要從人類，這念心的自覺開始。這段經文，無
不都是要我們，如何從內心消毒，就要用方法、
吃藥、服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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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凡夫顛倒了，不了解這個法是永恆，佛的
法身，就是覺悟的道理是永恆，我們凡夫無法
去體會。所以，「實在」，所說的是，實而在，
這是永恆的法，是永恆、是實、是在，在人間
的道理。本來是永恆、實在的法，但是在這個
地方，為了顛倒妄想的眾生，就要為他們示，
為他們說。因為眾生的生態，就是在這個
「陰」，「五陰」，「五陰」就是「五蘊」。
人就是在這五蘊之中起顛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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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繼續這樣放縱下去，知道所造作的一切，
很快就是「如急流水」，就匯納入我們的這個
「識」；這個「識」，完全都收納著過去的行
業──行動所造作的業，這樣完全將這個
「識」，藏在我們的「藏識」裡。我們的「藏
識」就是真如本性，但是真如本性，我們都沒
有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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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造作、造作一切，這些無明、煩惱、業識，
這樣整個將它囤積進來，在這個「藏識」之中，
所以無明、煩惱，比我們的真如本性多；在這
個倉庫之中，這些垃圾、這些東西，比那個寶
藏多了！我們的真如本性，藏在這裡面深處，
而這個「識」之中，竟然有這麼多的無明煩惱，
一直擠進來。所以，最後我們那一念，最後我
們的一口氣吞下去，再也不會再出來時，那時
候真的就是，「如急流水」了，隨著外面那個
境界，這樣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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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去哪裡？不論是哪一個家庭，不論是哪一個
地方，與你有緣的這個地方，開始，你就坐胎去了。
坐胎在哪一對的父母的地方，那個環境裡，那就慢
慢形成了，就人體，就出生了，就來接觸人間。
「十二因緣」就這樣，又再繼續造業，就這樣在輪
轉。一不小心，這種「放蕩狂逸，耽著五欲」，那
就是「隨業墮於三惡道」，這不斷在輪迴了。這種
惡，再造惡，我們的行業不斷累積，這就是使我們
這樣，一直墮落到三惡道去，很危險！所以我們要
好好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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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文就是在警惕我們，一念間，這一念間，
我們能夠轉一個念就是修行，向於佛道。但是
無明、煩惱將我們這一念，發心這一念，又再
稍微動一下，我們這一念修行、殷勤精進的心，
又被它轉動去，變成了「放逸著五欲」，又是
再墮落在惡道中，在人間、地獄、餓鬼、畜生，
這樣在輪轉不休，真的是苦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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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得人身、難聞佛法，人身已得、佛法已聞，
我們豈能讓這輩子的時間，用在造無明、用在
造業識，這樣來囤積在，與我們的真如同室呢？
我們的真如本性，是我們無窮盡的法寶，竟然
受這些無明的意識，這個知識去造作來的業力，
這樣占掉了，我們這個真如本性的位置呢？所
以我們要知道，知道，知而要去實行，才不會
讓我們的心，一直污濁、一直染垢，請要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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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