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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

• 「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是許多佛教徒

都能朗朗上口的，但又真有多少人能貫徹

實踐的呢？有許多的人學佛是想依於佛力、

咒力或種種神通力，希望得佛的保佑、加

被，能健康長壽、能事業成就、諸事順利

等等。但佛陀告訴我們，老、病、死的根

源在於貪、瞋、癡，若真想得到佛力加被，

請依佛所說多多觀照自已的貪瞋癡吧! 



•又或許會有人提出，依佛菩薩的力量加被能
消災解難、增福增慧也是經典上所說的啊，
甚至有人刻意的宣傳各種神通密法的大用! 



• 在佛教兩千多年的發
展和廣佈中，為適應
一般宗教信仰和不同
文化之下，他力思想
的融入也確實是不可
避免的。但如果一直
以一般宗教信仰的方
式來學習佛教，那佛
法的特殊點和殊勝處
又在哪裏呢？



•佛法真正的可貴處在於理性的看待問題的所
在，指出原因，提出解決方法，質樸無誇的
實踐，這才是學習佛法的目的。



千處祈求千處現

• 對於觀世音菩薩的

信仰，一般大都強

調持念觀音聖號而

得救助的功能，因

為觀世音菩薩是千

祈求千處現。



• 但從佛法深一層的意義而論，尋聲救渡

的觀世音菩薩可看為佛陀大悲心的具體

表徵，觀世音菩薩不但是尋聲救渡的外

力，更是我們學習的模範。也就是說，

佛陀以觀世音菩薩為楷模來表徵其悲心，

要我們大家都能學習觀世觀菩的精神，

大家都來做觀世音菩薩。



• 常有人問我，觀世音菩薩真能千處祈求千處現
嗎？我的回答是，你自己願不願意也學觀世音
菩薩的精神，以己所能，隨時隨地救助他人？
是不是、能不能？答案就在你自心中。



地藏法門

• 《地藏經》以救渡惡道眾生為重點。經中談了

以地藏菩薩的力量救度惡道眾生，持誦此經者

一般也是以信仰地藏菩薩的功德願力為主。



• 但若能深入掌握此經的精神者就可知，其

實此經要強調的是「因果業報」。地藏菩

薩說光靠他的力量來救渡，不是根本的解

決之道，要眾生能真誠信解「因果業報」，

不再造惡業受報才是根本之道。所以「地

獄不空誓不成佛」其實指的是：說法渡生，

讓眾生深信因果，不再造惡受惡道苦。



日常道用

• 很多人認為「日常道用」方法就是時時唸

佛，煮飯唸佛、開車唸佛、工作唸佛，反

正隨時唸佛，這樣就叫「日常道用」。其

實所謂的「日常道用」可簡單的攝為「正

知正念」。

• 「正知」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自

己現前在做些什麼，然後「正念」就是專

注集中的做現前的事。這不但是平時生活

做事的態度，更是修定的前方便。



• 「正念」更深一層的意義就是「與正法相應之

念」，即是不與貪、瞋、癡相應的念頭。在做

任何事時能夠時時關照我們的心念，是不是起

了貪、瞋、癡，如果起了，該如何去降伏。

能這樣關照，就是正念相應，就是時時修行的

「日常道用」。

• 譬如說開車，心無旁務專心開車是「正知正

念」，也是開車應有的根本態度，免得不專心

而害人害己。但我們開車時，心念也應跟正法

相應，因為對有些人來說，開車是最容易發脾

氣的時候，是修「忍波羅蜜」最大的考驗。



聽經聞法
• 修學佛法必要從語言文字下手，就是要聽
經聞法，以期能有正確的知見。但要聽經
聞法，必須要有善知來引導，才能聽聞正
法。所以學修佛法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善知
識，從善知識聽聞正法，養成正知正見。



• 論上曾說，可從三處聞法，從佛、從佛弟子、

從經典。現在這個時代不可能從佛聞法了，那

就只能從佛弟子和經典。自己去看經論，在理

論上當然是可以，但是實際上確有很大的困難。

因為經論本身常是堅深難懂，沒有相當的佛學

底子是不可能看得懂的。有時看不懂那也就算

了，最怕的就是依文解意，胡亂解讀經典的意

思。這類的情況筆者所見，太多了，而且決大

多數是受過一定教育程度的居士。



•所以學佛者，
自己平時讀讀
經誦誦經是可
以，若要了解
經義，最好能
從善知識處聽
經聞法。



正聞熏習

• 聽經聞法的重點是「正聞熏習」。聽經聞

法決不單是「我聽過了」或是「我懂了」，

而是在於借由不斷的聽聞熏習養成正知正

見。所謂的「正聞熏習」就是要不斷的、

時常的聽經聞法，不斷的思惟、簡擇，以

所聽聞的道理的來做為生活的指導，從生

活上去應用体體驗。



• 再反過頭來，從生活的体驗上來印証或修正聽

聞而來的道理。如此輾轉增上，由聽聞來指導

生活與修行，再以生活的体悟來加深或修正知

見，久而久之便能「正見」養成。

• 我在中道學會上課時，常常會重復一些觀念，

讓學員們能不斷的熏習。剛開始有很多學員不

明白為什麼很多已說過的東西，都已經知道了、

上過了，還要不斷的重復。後來大家才慢慢明

白，這無非就是要大家多熏習，由不斷的熏習

來養成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