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他佛書

【妙法蓮華經︱勸持品】

爾時藥王菩薩摩訶薩，及大樂說菩薩摩訶薩，與二萬菩薩眷屬俱，皆於佛前作是
誓言：惟願世尊不以為慮，我等於佛滅後，當奉持讀誦，說此經典。後惡世眾生
，善根轉少，多增上慢，貪利供養，增不善根，遠離解脫，雖難可教化，我等當
起大忍力，讀誦此經，持說書寫，種種供養，不惜身命。爾時眾中五百阿羅漢得
受記者，白佛言：世尊！我等亦自誓願，於異國土廣說此經。復有學、無學八千
人得受記者，從座而起，合掌向佛，作是誓言：世尊！我等亦當於他國土廣說此
經。所以者何？是娑婆國中，人多敝惡，懷增上慢，功德淺薄，瞋濁諂曲，心不
實故。爾時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與學、無學比丘尼，六千人俱，從座
而起，一心合掌，瞻仰尊顏，目不暫捨。於時世尊告憍曇彌：何故憂色而視如來
？汝心將無謂我不說汝名，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耶？憍曇彌！我先總說一切
聲聞，皆已授記。今汝欲知記者，將來之世，當於六萬八千億諸佛法中為大法師
，及六千學、無學比丘尼，俱為法師。汝如是漸漸具菩薩道，當得作佛，號一切
眾生喜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
人師、佛世尊。憍曇彌！是一切眾生喜見佛，及六千菩薩，轉次授記，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爾時羅羅母，耶輸陀羅比丘尼，作是念：世尊於授記中獨不說
我名。佛告耶輸陀羅：汝於來世，百千萬億諸佛法中，修菩薩行，為大法師，漸
具佛道，於善國中，當得作佛，號具足千萬光相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
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佛壽無量阿僧祇劫。爾時
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及耶輸陀羅比丘尼，并其眷屬，皆大歡喜，得未曾有，即 於佛前，而說偈言：
世尊導師 安隱天人 我等聞記 心安具足
諸比丘尼說是偈已，白佛言：世尊！我等亦能於他方國，廣宣此經。爾時世尊，
視八十萬億那由他諸菩薩摩訶薩。是諸菩薩皆是阿惟越致，轉不退法輪，得諸陀
羅尼，即從座起，至於佛前，一心合掌而作是念：若世尊告敕我等，持說此經者
，當如佛教，廣宣斯法。復作是念：佛今默然不見告敕，我當云何？時諸菩薩敬
順佛意，并欲自滿本願，便於佛前作師子吼，而發誓言：世尊！我等於如來滅後
，周旋往反十方世界，能令眾生書寫此經、受持讀誦、解說其義、如法修行、正
憶念，皆是佛之威力，惟願世尊，在於他方，遙見守護。即時諸菩薩，俱同發聲 而說偈言： 
惟願不為慮 於佛滅度後 恐怖惡世中 
我等當廣說 有諸無智人 惡口罵詈等 
及加刀杖者 我等皆當忍 惡世中比丘
邪智心諂曲 未得謂為得 我慢心充滿 
或有阿練若 納衣在空閒 自謂行真道 
輕賤人間者 貪著利養故 與白衣說法 
為世所恭敬 如六通羅漢 是人懷惡心 
常念世俗事 假名阿練若 好出我等過 
而作如是言 此諸比丘等 為貪利養故 
說外道論義 自作此經典 誑惑世間人 
為求名聞故 分別於是經 常在大眾中 
欲毀我等故 向國王大臣 婆羅門居士 
及餘比丘眾 誹謗說我惡 謂是邪見人 
說外道論義 我等敬佛故悉忍是諸惡 
為斯所輕言 汝等皆是佛 如此輕慢言 



皆當忍受之 濁劫惡世中 多有諸恐怖 
惡鬼入其身 罵詈毀辱我 我等敬信佛 
當著忍辱鎧 為說是經故 忍此諸難事 
我不愛身命 但惜無上道 我等於來世 
護持佛所囑 世尊自當知 濁世惡比丘 
不知佛方便 隨宜所說法 惡口而顰蹙 
數數見擯出 遠離於塔寺 如是等眾惡 
念佛告敕故 皆當忍是事 諸聚落城邑 
其有求法者 我皆到其所 說佛所囑法 
我是世尊使 處眾無所畏 我當善說法
願佛安隱住 我於世尊前 諸來十方佛 
發如是誓言 佛自知我心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南無過去多寶佛
五百弟子，記證金仙。多寶佛塔湧其前。樂說起根源。為法求賢。聽演妙蓮詮。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南無藥王菩薩摩訶薩（三稱）

 

【無明妄念 人性篇】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觀自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
不 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
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
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
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
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
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心經註解】

觀自在
【識田運作如同自然之循環，萬象何等自在，未曾停歇】

菩薩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照見五蘊皆空
【深入智慧經藏，通往自然虛空之道；行經轉經，自化化他，同登彼岸；此時見沉浮之心中經藏智慧
海，任由其陰魔自生自滅，情識住空，不取於相】 

度一切苦厄 舍利子
【自了自症，魄氣自產】

色不 異空 空不異色
【萬象緣起虛空藏，空性無定相之形貌，和合萬象之法，成無恆常定相解說】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種性之習染本不存乎，故言色性本空，空體之中有淨性存乎】



受 想 行 識 亦復如是 舍利子
【受陰魔生，想陰魔續，行陰無由，陰魔本具，皆由魄氣傳導】

是諸法空相 不生不滅 不垢不淨 不增不減
【心生法生，即相離相，不困其中，空性空用】

是故空中無色 無受想行識
【因此，因緣和合之萬象，無存乎之恆常性】

無眼耳鼻舌身意 無色聲香味觸法
【神識之中，六根本清淨，根不染塵，何色之有】 

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
【分別心生，設限反成自障自道之眼塵，分別有相，再度納入無記識中】 

無無明 亦無無明盡 乃至無老死 亦無老死盡
【覺性明朗，覺空無念，性心如來，佛之淨性，不生不滅】

無苦集滅道
【小乘生忍，業息薰染；無心無苦，道法自然】 

無智亦無得 以無所得故 菩提薩埵
【有修有証，於大乘菩薩道而言即是背道而行】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 心無罣礙 無罣礙故 無有恐怖 遠離顛倒夢想
【心經乃安心法門，引導眾生，出離輪迴】 

究竟涅槃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大乘菩薩無住涅盤，千變萬化之授教方式，無非助渡眾生同証佛果】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無上咒 是無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 真實不虛
【喚醒神識，明朗慧性 一超佛地，真實不虛】 

故說般 若波羅蜜多咒
【觀音心經乃觀音自証之心法，行經同時經行於法海，轉心海法輪】

即說咒曰 揭諦揭諦 波羅揭諦 波羅僧揭諦 菩提薩婆訶
【同入聖道】

 

【六塵】 

色、聲、香、味、觸、法。染著源於自性不清淨。內不攀緣，心自淨。外無所住 ，定離垢。 
凡俗人等，六塵無染謂之無相。離六塵非難事，自然順應之平常心可得。 
六塵無染，六根清淨。

 



【五蘊】 

色、受、想、行、識。 
緣起性空，一切所見皆因緣法。 因緣有生有滅故性空。 
色非身，身不生色，色性本空也。受、想、行、識，亦同理。 
緣起性空，並非沒有知覺，乃沒引設，無反覆，歸空自然。

 

【何謂提識理】 

人性習染所居稱八識田（乃第一到第八識），造作習染之處乃心意識。 
心識，色身中假合之部分，即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對肉體而言極為
重要，與第八藏識相通。 
意識，修善弟子，該了解此處即道學者謂之魂魄聚合之處。非僅單純言詞所能明
白表示，吾前言死性不改，亦是指未修行之惡習染盡納其中。 心淨乃因意念淨。 

＊因果前定與此無關嗎？ 
習染造業曰人性，人性造作行為種種成來生之果，謂之因 果。 

＊意識之中含藏識嗎？ 
然也。 

＊藏識中有意念嗎？ 
淨玉細聽吾語：「意識即神識。清楚明白心性種種，此神識，可
分辨是非善惡、冷暖、怡悅、興奮、生氣……唯一無有法力（法力乃自然而生）
。佛教書籍中所分別之眼、耳、鼻、舌、身、意，皆含於此神識之中」。藏識乃
如來清淨識，即是元神提昇之處，本身無意念。 

壓力大即是動了第六識。 

不在意乃不動心識。 

不作意是不提第八藏識之意。作意乃不斷的自起念，而自得其樂，因於貪慾，沉
空沉寂……即是。無須包容，不必體解，只因不作意，即無念。 

迷而不清乃第六、七、八識混雜，謂之意念紛飛。 

昏昏沉沉狀態之中，動了第八藏識，還魂還相當下即是。 

頓悟僅直接動第八藏識。 

做夢，意念離體，夢中心念無法自控，動的意識不定。 

觸景傷神乃動了第八藏識。心動而後才會納入意識。 

生氣動心識及第七識。 

苦悶乃動心識、第六、七識。 



焦躁不安，乃動前五識（與第八藏識相通）及第六識，雖言動前五識，反應因人
而異，故動之識不定。 

賞畫時動了心識及第六識。 

想很久，心識及第七識。 

心神喪失，乃是自律神經失調。 

精神耗弱，精、氣、神不足，第六、七、八識雜亂。 

起疑乃動了心識及第七識。 

無題言語乃動前五識，及第八藏識。 

投緣乃意門第六識轉第七識判斷。 

愛幻想，想太多，動了前五識及第八藏識。 

茫然動了心識及第七識。 

失意僅動心識。 

無力感動心識及第六識。 

望梅止渴動了心識及第六、第七識。 

自得其樂乃是動了心識。 

無論空間、時間相隔千萬年，善惡業種皆收藏在第八藏識。 
自性所提之識不同，即產不同之相。相同景物或言語，每一個人於當下有不同反
應，乃因於所提識理不同。誠其意，正其心，所提識理受之改變。 
念念自見本性曰之明心見性。此時意念尚無法自控。第一至第八識識田像平面排
列般顯現於外，乃無念狀態。能達觀之識即是真如本性亦稱菩提種智含藏識（如
來種智含藏識），乃元神提昇之處，其內含經藏能於自然無念狀態，無中生有。 
提識理即是誠其意（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自我理解見意識。

 

【人性篇】

人性

廢工廠雜物堆積如山，習染即是如如此問題，無法釐清。故因緣法則因此而生。 
人性，即是所謂的習氣毛病，此習氣毛病所生之力而造之業力，即成另一因。此
因即來生所受之果報。業因成熟隨業受報，指人的習染根深蒂固，而後成造作之
因，故云怎樣的人性，給出怎樣的人生內容，且習染一旦成業而生力將會隨著靈
性而投出投沒。故因果乃前造種種，唯有看破放下，然而造作因果之種子，習染
習氣毛病即是此生修行所要自勝之處。 



性格，因習染而來。靈性本身淨，然而人性靈性善巧。身體修行容易簡單，心靈
修行難上難，人性習染盡除才能成佛，佛心透徹空，因性空。 
頓悟漸修即是自覺習染，進而逐漸修改。悟性若開，心性明白。明白覺知自性缺
點進而改之，人性盡除謂之性空涅槃。 
人性，本無形無相，然而形於事相上所表現的種種相狀，即可一目了然，人性甚
多，吾僅取百餘種供予參考。 

●得寸進尺 ●念念紅塵 ●虛情假意 ●忐忑不安
●疑神疑鬼 ●心不在焉 ●悲天憫人 ●息事寧人
●萬念俱灰 ●心猿意馬 ●輕諾寡信 ●活在當下 
●自我解脫 ●好勝心強 ●誑傲自大 ●老謀深算
●勞而府怨 ●勉為其難 ●優柔寡斷 ●自困自擾
●推卸責任 ●正 義 感 ●預設立場 ●感情用事 
●名聞利養 ●搬弄是非 ●自私自利 ●不仁不義
●沽名釣譽 ●自暴自棄 ●恨世忌俗 ●年少輕狂
●患得患失 ●愚庸迷信 ●投機取巧 ●本末倒置 
●心思不正 ●庸人自擾 ●疑心暗鬼 ●逃避現實
●心力不足 ●不以為然 ●樂在其中 ●貪得無厭
●易失分寸 ●悲觀意識 ●意亂情迷 ●唯心所識 
●唯識所辨 ●情入境界 ●隨遇而安 ●以貌取人
●表裡不一 ●反覆無常 ●疑心不安 ●互補作用
●不甘寂寞 ●心無所依 ●放不開懷 ●自命清高 
●自哀自憐 ●默默承受 ●惱羞成怒 ●自我期許
●搖旗吶喊 ●還魂還相 ●如意算盤 ●不切實際
●心之所向 ●拐彎抹角 ●自以為是 ●自我見解 
●能力不及 ●憤世嫉俗 ●熱情如火 ●心急性躁
●忘恩負義 ●冷若冰霜 ●隨心所欲 ●心灰意冷
●見風轉舵 ●煩躁不安 ●無事生非 ●針孔知見 
●念舊懷遠 ●心有不甘 ●魂不守舍 ●將心比心
●求好心切 ●走火入魔 ●活在回憶 ●信以為真
●未雨綢繆 ●投桃報李 ●憂悲苦惱 ●喜怒哀樂 
●任重道遠 ●出方寸亂 ●大驚小怪 ●自不量力
●好逸惡勞 ●玉石俱焚 ●得意忘形 ●自吹自擂
●取義多端 ●口是心非 ●自擾產疑 ●定力不足 
●無題言語 ●口舌是非 ●迎合時勢 ●自我保護
●慾為欲和 ●自亂陣腳 ●暴性叛逆 ●顛倒夢想
●貪名圖利 ●放縱自性 ●憍慢之心 ●鬱鬱寡歡 
●苦口婆心 ●自找麻煩 ●故步自封 ●先入為主
●本性難移

 

【習染疾病篇】 

疾病並非習染，習染是真疾病。病於何因，人人各異，修行法門千萬種無非是為
醫治眾生病症而設，久病成良醫，任何人皆可成為良醫，眾生當解無上道，習佛
法理，脫胎換骨，人間道不久長，離苦得樂，靈性提昇，得永恆法身。然法體本
清淨，眾生自行照此藥處方，自醫治無明妄念種種病症，使之習染毛病散盡，人 格潔淨，業因不在。 
得寸進尺，人常有之，事事計較不知足。當靈性提昇淨化，業力習染自遠離。 



念念紅塵，起因無明智障。明白心能除障礙，照見五蘊皆空即是此意。 

虛情假意，凡俗人等常犯之習染毛病，無真心定然無法自圓場。庸俗心性盡除方
能不再造作特別自找麻煩。 

心疑，同時意不安，導致思惟起猜疑，忐忑不安，疑神疑鬼乃源頭，此性格安全 感缺乏。 

心不在焉，心神不定，思想無法集中，遇事無法自理，他人對其感覺，無法擔當
重任，使自身錯失甚多良機。 

先天下之憂而憂乃悲天憫人之胸懷，此性格之人，最易內心攀緣胡思亂想自困擾
。當解人生無常態可言，無力感自然產生屬正常。 

息事寧人之性格，時而不自知卑下，欺善怕惡人性缺點，息事寧人性格之徒大勇
承擔不足，時而助紂為虐而不自知。 

萬念俱灰，大義不足，與此性格之人相處無建設性可言，時而嘆氣，此性格外在
行為表現，有心無力，內在性格即是不願承擔責任，大仁有缺。 

心念若無法安住，意念就會紛飛，不聽使喚的意念隨心念起飛稱之心猿意馬。 

輕諾寡信，言語輕浮，皆非自重之徒，行事易失分寸而不自知，造成他人心思歪 邪，是造作過甚。 

活在當下即是惜福，起心動念皆為別人而活，雖道重情意，卻難免逼迫自性產不 快樂。 

精誠所至，因於人格之中存乎氣魄，自我解脫，根利器，人之性格中能自用者是
自勝，修行即是戰勝自己。 

好勝心強，使人神智不清，錯誤判斷 而不自覺，諸多凡人、非凡人（佛門中人）
皆因此症不自知而變本加厲，成另一狂傲自大之疾病，此症之好勝心轉狂傲自大
。即是習染毛病成習氣毛病之最佳病例。 

人生幾何，常自嘆息，對於憤世嫉俗口中念念有詞之徒而言，無力感乃初因，自
性中仁義不夠是其根源。無住之心，心有眾生，倘若憤世嫉俗，枉得人身，借境
修真方能靈性提昇，離此流轉門。 

勞而府怨，此種疾病因於病患心性負擔能力有限，卻強迫自性承受無法承受之壓
力，使之勉為其難一次又一次增加，苦惱無法抒解，反成害怕而逃避面對種種。
勞而府怨者缺點乃自性之中存乎計較，即心量不夠寬大是也。 

優柔寡斷，遇事果斷能力有缺，容易導致錯失良機，此疾病病患自己亦明瞭缺點
，無力面對因於智慧不足，自困自擾，力量無法用於當下。

靈性所以無法提昇，乃因無法戰勝自己狹隘心胸，推卸責任即是自取失敗。 

德於行，性情是自己的問題，不管怎樣的個性都不成為別人的罣礙是義氣夠。正
義感過甚反傷氣。遇事的出發點良善即可。 

蠻橫不講理之徒遇事預設立場，使人人自危，與其之間設防更加，突顯自身立場



，容易形成難容其他之心態，此性情可解，即是算計心除。 

甚愛必大費，所引發疾病即是疑神疑鬼，此性格之形成於癡，癡引自迷，自迷引
發自性茫然無法正確明辨真相。 

凡事情之發生定然有其原由，不變的定律稱之為道。感情用事定律不夠，平和之
心有缺，焉解順天者昌即是要眾生順乎自然。 

某甲之事告知某乙，某乙之事告知某丙，此舉止即稱，搬弄是非。

開口閉口，為他人著想，通常心藏另一種想法，自私自利者居多。此性格中不乏
不仁不義者，古聖賢有言，巧言令色鮮矣仁，宜戒慎恐懼。 

沽名釣譽，庸人心俗，好勝心態作梗，無心腳踏實地，使之白白浪費光陰。實際
上心性空虛，自身痛苦無傾吐對象。除此習染，定然心無偏激，可免引發危險併 發症。 

名聞利養，起因貪慾，人性無明貪圖眼前，失德失態而不自覺，焉解名聞利養乃
人間道行者之試金石。 

人格發展偏差之徒自暴自棄性格最易導致憤世嫉俗，瞋恨、無明，隨之而生，此
身果報未盡即造作來生之另一惡果報，可憐非常。 

青春易逝，追夢少年輕狂，吸食毒品……等，諸毒素沉澱沒有藥物可治療。神經
問題倍出，道德觀念淪喪。清白自身，社會進步極少數人能自淨無染。多數人性
格變異，使之良善本能無力發揮良效，反使人世間多一毒害，可悲！可憐。傷天
害理，違背道德之作為，累生累劫重罪難逃。年少輕狂人皆有之，當自警惕勿使
自己沉迷不良嗜好，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乃孝之本，鳥獸尚知反哺，不孝敬 堂上者，地獄罪。

自律神經有問題，患得患失，起因自我感覺良好，自我保護能力不足夠，感性但
膽怯。無力面對種種無常，反增心裡負擔。作為言語皆怪異而無能自控，若能自
信能力順從自然，此病可自治癒，此症之不安來自於變動，而產自擾。 

意料之外，常有。人云亦云，常說。開口閉口，有佛。心無正道，怎修。愚庸迷
信，誠信不足，心中主意隨波盪漾，如無主之魂。現今歪道，到處可見，此種性
格可悲可嘆之處即是誤信歪道，助紂為虐，與之形成共業而不自知。 

每次做錯就覺得別人為什麼無法容忍自己呢？可能是有投機取巧的性格。 

人身難得實不可輕之，虛假人生，真實人性，倘使本末倒置，心思不正，即便智
慧聰穎，亦無法自救。養成良好習慣，不貪慾、不自欺欺人，使自性頂天立地屹
立不搖，不隨外緣所拘，方能自覺自醒。心術不正之徒，難成佛門中人。 

明日事今日擾乃庸人自擾，徒增無謂之憂擾，實是無聊無益，反增無明，無明的 人遇事反自亂陣腳。 

疑心暗鬼，正念不足，此種性格自心亦常感不安，對人無法坦誠相待，乃缺失之
ㄧ，其二自性黑暗處亦難自見。 

逃避現實因承擔能力不足，遇事不敢面對，是自欺的行為。此性格乃因不安，此
不安通常因為疑心病所引發的病症之ㄧ。逃避現實定然顯現責任感不足，是缺失



。然最嚴重的是自困自擾不斷，對外表現急，而內在性格，定靜有缺。 

自責，起因於心有餘力不足，無力感乃心力不足所致，倘若無抒解心中困擾，易 導致自暴自棄。 

欲為而不為曰之懶，此種性格不想強逼自己，該說喜歡成全自己的不以為然，易
使自己變本加厲而不自覺，他人對自己的感覺，乃一無法自律者，而不願與之共
事。算來算去算自己即是此種性格，不願付出難成全自己。 

人性往往因為樂在其中，而貪得無厭，貪愛是主因，過甚易成癡。樂在其中引發
的另一問題是易失分寸。 

悲觀意識，乃因長期不安所導致。執於自己認為的負面結果，自困自擾，無法把 結果合理化。 

入境界裡，易意亂情迷。因而唯心所識，唯識所辨，隨著年歲增長，心識成熟才 能離境。 

因緣和合而生緣起。悲歡離合人間路，對於容易情入境界的人而言更加容易感傷
，而患得患失使自性更產不安，自性不安來自於雜思。 

隨遇而安易顯得責任不足。然而責任感足不足焉能以貌取人。人性往往表裡不一
，隨遇而安的性格通常較不失真。 

反覆無常，三心二意是也。疑心不安引發疾病甚多，此症亦同。凡人所以遇事心
態如此，起因智巧但自信心不夠，疑心自用，自身亦容易起急躁之火，果決卻反
覆矛盾之性格，使人感覺安全感有缺。 

情人眼中出西施，原因乃自性缺失互補作用，此作用力，能夠滿足自我缺點上的 欠缺。 

常常覺得好無聊，不甘寂寞所引發的疾病之ㄧ。心無所依乃病之源，自我定位成
重要工作，隨著自信增，不安自減，才不會永遠都是很無聊。 

自我本位過甚，易引起放不開懷難成全別人，大義不足，大愛不夠。表裡不一乃
自身不快樂的原因之ㄧ，內在的英雄主義（大男人主義）易導致無法得到別人真
實情感，反覆的病狀即是因此而來，人與人之間為了相應，引發不實，乏自愛缺
自然的表現，久而久之即覺得在此種性格的友朋之前，自顯卑微；然自我本位過
甚者，本身亦因而自蒙蔽自性，更加自命清高。若得用別人的卑微，來滿足自己
的自命清高，如此的自命清高要如何清高呢？ 

老是覺得自己受委曲，自哀自憐。 

不管什麼事老是覺得自己錯，默默承受，久而久之謙卑而更加不安。心裡總覺那
裡不對，即該檢討原因於何，才可進步，凡人進步遲緩大多起因於缺乏自我期許
的魄力，把握當下，無力盡除，自我期許即該如此。 

不迫使自性相違之思曰不逼惱忍，可免除惱羞成怒之疾病。惱羞成怒之人，不能
面對缺點進而改之，反把錯誤歸於他人，是弱者的表現。他人對其評論乃修養不 好。 

強者恆強，即是你沒有默默承受的病。然真正的強乃柔能克剛，大智相佐，慧力
相伴，並非搖旗吶喊的匹夫之勇。 



意念停頓在實現與未實現之間的當下，於是身心離境，意念仍然執於彼處。這樣
的執使人沉迷於其中，甚至於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還魂還相（景物皆變，執心不
移）自殺即是如此，無法自主。習染源於習慣於此。故不該執於自己的任何性格 。 

心性非常，不可與之多言多語，此種性格老謀深算，心中謀略難離自私，如意算
盤使之大義不足大仁不夠。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夢想，且未必成真。事與願違病因不切實際的心態作為所
導致之不順暢。此疾病可經由修行提昇自行消除。若能腳踏實地一步一印，不愧 於天地自身。 

倘使人性缺失能逐一修改，人格發展即能完美無缺。心之所向卻無力自求，皆因
勇氣不足，自律不夠。 

語帶玄機之徒，無直心。拐彎抹角起因大體不識，心胸狹隘，大義不足，難有成 人之美。 

聰明反被聰明誤，此性格因自以為是，通常自負性格同時俱備，自我見解亦成進
步之障礙而不自覺，小時了了大未必佳，人格發展受自性局限。 

能力不及，時而心中產無力感。因於能力不足，無能為力，引發之自卑感，進而
產生憤世嫉俗。欲除此症，三思量力。 

熱情如火之徒，心急性躁者居多，存乎浪漫且天真之性情，較易令人誤解，表裡
不一責任感不俱足，僅是樂在當下心態易導致甚多後遺症，自身無法圓融。 

忘恩負義之徒不解知恩圖報為何，反有過河拆橋之心，此種性格大義不足，大仁
不夠，巧智卻不仁不義之徒，最易禍害後代子孫。 

理性且心思平和，表現於外冷若冰霜，焉識此性格存乎賢者之情，聖者之心，平
日雖淡若水，遇事反生慈悲胸懷，木訥剛毅易使人誤會。此症因於成長階段，未
受肯定乃病源，心設限自我保護過甚，非不識情懂愛，是感性有缺，對此類病患 當更加大愛包容。 

隨心所欲使之心生念行動隨而從之。人間道上不如意時而有之，此性格為所欲為
，進而產驕刁之性，好勝霸氣使他人遠之。 

放下憂慮並不難，凡俗人等疑迷雙具，易導致不安之心性，凡事倘使無能處理即
刻放下，不致於產生挫敗感，更加心灰意冷，一旦失志，就當下給予當頭棒喝。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見風轉舵，此種疾病知音難覓。上無正應妄行取困，下逐
而不舍必致羞吝，可謂取辱無門。人性無明不知羞恥者甚繁，自淨此性尚且知禮 解義，自重第一。 

剛能柔用，天之法也。凡人皆知柔能制剛強。人性煩躁不安社會亂源，此習染病
患，意識自律有失，更加自制方能不無事生非。 

人人心中一把尺，針孔知見，成衡量標準，無庸置疑準確與否，若正知見有缺更 是非常。

不死心，心存期盼念舊懷遠病患症狀，外在表現氣宇非凡，其內在性格癡執並存
。一切因緣和合而生，萬般帶不走，情愛亦是。人間路短，退一步在回憶裡，進 一步才能活出自己。 

意亂情迷，攝意，意動是在心上止念；心動是在意上止念頭。心與意兩者皆定， 即可不意亂情迷。 



德乃自然產物，歸於自然。心有不甘乃責任感不足夠，因果關聯此生因緣，看破
、放下，而後自在，此病症自癒。 

定心離慾為修行。魂不守舍心雜意亂，遇事承擔能力最易有缺失，力量置於當下
，心正氣盛，方能脫離行屍走肉之形象。

心先生分別、執見、而後瞋恨、無明，隨之而生，將心比心之性格持己之見，感
傷時而有之，若無法自淨此習染，易結惡緣於無形。 

求好心切壓力倍增，放寬心，勿自擾，凡事求好且隨順，自擾引發心思雜混，不
必要。規範有時與得失心並存，能容乃寬己之道也。 

疑，意識裡不安，心無事病自除。疑心病凡人十之八、九存乎。起心動念即自擾
，自擾過甚乃凡人所謂之走火入魔。存疑產不安，沒有存疑即沒有多餘之不必要 的煩惱。 

靈性僅是瞬間，力量當用於當下活在回憶最是無知。 

人的良心於內行於外，故見解反之。信以為真人性智慧不足是其原因，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未雨綢繆最易杞人憂天，人生悟道易，行道難，難於責任牽絆。遊蕩的心駕馭了
自己的靈，心隨之遊蕩，何來定呢？定能自淨，才能無不安之心。 

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成佛菩薩，行道難不在種福田，乃在圓融眾生，同生
彼國，投桃報李之心態無須有之。 

放下叫止，不放下叫停，憂悲苦惱人性，凡俗人等皆具，修善道法即是使眾生皆
能離境解脫，莫於此五濁惡世之中投出投沒。

喜怒哀樂人之常情，沉溺其中，無知人間路短，轉眼大限將至。福乃可用完之報
，享樂一生，福報用盡，今生因來生果，不知行菩薩道廣結善緣，福田自種，枉
費千百年難得一回之人身。 

任重道遠，使人無法放鬆，心情時而處於緊繃狀態。此症病患，心無旁騖，全力
以赴，壓力無法消散，此乃正常反應，凡事但求無愧於心，行道尚且大自在心，
隨著光陰消逝，自然慢慢健康。 

力車亦腕車，知進退，辱不生。出方寸亂，因於涉險之心乏自然定然不安；明白
心，慧攝定，即能無此問題。 

遇問題大驚小怪實是可愛，然此性格凡俗人等多數如此，般若智慧提昇，即能達 觀而見怪不怪。 

自吹自擂乃自不量力之疾病。完美無缺非人間道有之。天人賢聖尚知尋良師，佛 法是藥可解毒。 

難道，難道，難成自己之道，好逸惡勞病患起因氣魄不足。放棄安逸環境對其性
格實是不易，若巧智高明，業造惡習，成另一業因，定然難離輪。 

玉石俱焚的心即是一不作二不休的心。瞋恨起無明，大義不足之徒，難有成人之
美。心寬活快意，此習染病患若能活出自己，心有眾生，方可再得人身。 



獸性駕馭人性，起了狂性易惹事生非，因於無法自律失控之自性，乃得意忘形之
病症，此症病患不自了解自身能力有所局限，若再自吹自擂將使自己淪為他人眼
中之自大之徒。謙受益，滿招損。高談闊論失分寸而不自覺。 

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取義多端，看似義，實是利，口是心非居心叵測。直心道
場，正念是修行者根本，欲除此習性，尚且仁義俱足，方能自淨。 

拋開不是過程，是信念。修行過程介於人性與佛性之間，自身常自擾產疑，佛門
中人一相一行，無非盼眾生能一心一德，自信自己金剛不二之佛心。佛門中人心
無疑惑，才能誠於內信於外。若無法除此執心即離佛甚遠。 

定力不足，因於難忍別人影響。正其心，誠其意，心意堅定，方可不受外力引誘
，此性格易受控制而引發甚多問題。 

無題言語恐天下不亂，口舌是非病症，心性良善不足，乏義少智，無心無意性猖
狂，有眼無珠心不良，心無容納口易張，性格放縱人必傷。欲除此疾病，持戒定
然，心不庸俗，語不重複，無益問題切莫癡迷。 

隨遇而安，修養。功高無求，修行。無求，無須迎合時勢，是堅忍不拔之情操，
順乎常理，順應自然。無知盲目追求為物所拘，使自己習染更加嚴重，難離境脫 俗。 

坦然，人常缺乏。自我保護，有時出於莫可奈何，此種心態易產疑心不安之病症
而不自知，人與人相處，造作非常，是乏自然之表現。習染並非僅累世累生而來
，亦有甚多習染源於此生，此疾病欲除，即是視一切所見戲夢一般，莫在意。 

混淆不清之曖昧方式即是慾為欲和。乃良善心念不足。完善的人格，心態作為定
然一致。凡事放利於行多怨，起心作為皆該不自欺不欺人。增福增壽減慾減貪。 

遇事無法理出頭緒，自亂陣腳，定、靜有缺，以清靜之心理事，不入境界是良藥 。 

暴性叛逆，起因易感情用事，任其自性毫無節制之發洩稱之為任性，乃暴性之中
之一類也。人性產暴氣時，思惟停止，然屬於自發性，故可修養自性，更識大體
，心胸更加開朗，氣度方能無限。 

身業即是果報有關，執著無明想，顛倒夢想，迷惑自性迷信，無明癡執將愈甚。
欲除此症，知命認命，看破放下，運隨著不再自困自擾而順暢。 

於一切法擾於自心者，皆非正派法統。佛教徒必須名利不沾，於此五濁惡世之中
行此難信之法，並非貪名圖利，乃同體大悲菩薩心腸所引，菩薩即是佛心性，世
尊願菩薩行者大愛眾生之心，優於念佛敬佛。

自信即是寵愛自己之基本，然而過度的寵愛自己放縱自性反成任性，常起憍慢之
心，自持戒律，自我約束，不致於自信滿滿更加狂傲。君子與小人之差在於，見 賢思齊，知過能改。 

無法諒解自己產自責，此疾病乃因逼迫自性承受無法承擔之事實，引發鬱鬱寡歡
之心，能除此病症唯一之道即是忘卻一切因緣法則，歸於自然。當你無從選擇又
無法認了的時候，此疾病隨著光陰消逝，仍然無法消散。 

苦口婆心，反反覆覆的叮嚀教育方式，令修行者沉溺其中，更加昏沉，無法頓悟



是死法則，頓悟乃活法。 

故步自封，保守心態所拘，墨守成規，人道焉能離群而居，順應潮流，同流而不
合污，才能自在，局限自己反易起分別、執見，令人覺得乃一不識時務者，順從
柔和的心可治療此疾病。 

先入為主易產固執己見之病症，頑強性格乃重症之ㄧ，人性缺點之所以無法修正
乃因多數人心存乎先入為主的心態，修行之非凡人亦甚多有此疾病，使自性無法 更上一層可惜非常。 

本性難移，凡俗人等因貪、癡、疑惑……種種習染及不足自性，而於五濁惡世中
投出投沒，若欲離此惡道，依循良善知識，修行善道，使自己能離境脫俗。

 

※悲對染著有特殊療效，悲心使自心透過自然反應，是治癒習染的最佳藥物。 
※真心專一無二念。念生，生滅法生；念依，無明妄念起。

 

【自控意識】

人性即凡性，是自性缺點現於前增反常感覺。明白缺點即刻修改之，自控意識非
常不易，習氣毛病非片刻轉念可盡除，人性是累生累世無明引發。 
魂魄不滅定律，並非此生造作，此生結束，三世因果確實存乎。自控意識是修行
者自行守戒，無非是自行成全自己，故法力是自己加持自己的能力。克服種種習
氣疾病，使之不引發惡果，修行即能提昇於有形無形。一個無法面對自身習染毛
病之徒，將如何離六道輪之苦呢？意識自控，止思停慮是也。

【如是我聞之意】

佛經文首，用如是我聞之意乃世尊教導眾生，依法修行登佛境界之意。 

【如何自淨】

人性靈性善巧，鼠有鼠性，鳥有鳥性，人有人性，皆屬萬物本存之自性，然靈本 身淨。 
清楚明白，自身人格缺點進而修改之，使之不再生力造業即是治癒習氣毛病，然
而在外塵境不染，不造新病源，習氣方能自淨。 
嘴甜可醫精神病 銳利可制狂心性 嬌寵任性傲慢症 以牙還牙無遺病 愚庸頑俗不識寶 迷望心中找依靠
疑惑不安轉念好 急心氣焚下重藥 暴氣偏激心離道 躁氣壽短修養提 攀緣不起貧相離

 

【荷澤神會《顯宗記》】 

無念為宗，無作為本，真空為體，妙有為用。
夫真如無念，非想念而能知；實相 無生，豈色心而能見！
無念念者，即念真如；無生生者，即生實相。
無住而住， 常住涅槃；無行而行，即超彼岸。
如如不動，動用無窮，念念無求，求本無念。 



菩提無得，淨五眼而了三身；般若無知，運六通而弘四智。
是知即定無生，即慧 無慧，即行無行，性等虛空，體同法界。
六度自茲圓滿，道品於是無虧，是知我 法體空，有無雙泯。
心本無作，道常無念，無念無思，無求無得，不彼不此，不去不來。體悟三明，心通八解，功成十方
，富有七珍，入不二門，獲一乘理。妙中之妙，即妙法身；天中之天，乃金剛慧。
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
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用，便成妙有。
妙有即摩訶般若，真空即 清淨涅槃。
般若是涅槃之因，涅槃是般若之果。
般若無見，能見涅槃；涅槃無生 ，能生般若。
涅槃般若，名異體同，隨義立名，故云法無定相。
涅槃能生般若， 即名真佛法身；般若能建涅槃，故號如來知見。
知即知心空寂，見即見性無生，知見分明，不一不異。
故能動寂常妙，理事皆如，如即處處能通，達即理事無礙 。
六根不染，即定慧之功；六識不生，即如如之力。
心如境謝，境滅心空，心境 雙亡，體用不異。
真如性淨，慧鑑無窮，如水分千月，能見聞覺知，
見聞覺知而 常空寂。
空即無相，寂即無生，
不被善惡所拘，不被靜亂所攝，不厭生死，不樂涅槃。
無不能無，有不能有，行住坐臥，心不動搖，一切時中，獲無所得。
三世 諸佛，教旨如斯，即菩薩慈悲，遞相傳受。自世尊滅後，西天二十八祖，共傳無
住之心，同說如來知見。至於達摩，屆此為初，遞代相承，於今不絕。所傳祕教
，要藉得人，如王髻珠，終不妄與。福德智慧，二種莊嚴，行解相應，方能建立
。衣為法信，法是衣宗，唯指衣法相傳，更無別法。非衣不傳於法，非法不受於
衣；衣是法信之衣，法是無生之法。無生即無虛妄，乃是空寂之心，知空寂而了
法身，了法身而真解脫。

《我非真我 我本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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