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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師父想與大家開示一個主題 ─ 「現在的人究竟最缺什麼?」，這聽起來

像似個疑問、問話式的主題；當師父一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想必有的菩薩

已在心中想“究竟我們最缺什麼呢?”。 

於日常生活中，大多數的人還是缺錢吧?有些人則認為自己不如意，欠缺名

和利；或有些人會認為缺少了快樂、有些人想著缺了健康；又或有些人想著

缺個房子、土地…等等。現實的生活中，細細想來，上至權富人士，都還覺

得缺這缺那；下至養家餬口的庶民百姓，更不用說，總覺得物質資源不夠，

太欠缺了!無論富與貧，對物質的需求，無一能滿足! 

依佛法來講，就是我們的「福報」，並不如過去歷史記載的封建社會、奴隸

社會、原始社會；就以中西方來講，四大文明古國，封建社會雖說有剝削農

民或農奴的記載，然當時帝國時代的物資豐饒，卻遠比現代高科技時代更好!

且經過考古家挖出大量的黃金足以證明，當時天然物資豐碩，並沒有我們想

像中的貧困。乃至於通過科技考古學的研究，所得的訊息發現，當今某些高

科技，已曾存在於過往不同的時代，所顯現的物資似乎也沒有我們想像的欠

缺! 

反觀現代的我們，雖說科技進步讓我們生活更便利。但我們三餐食用的飯

菜，不是五濁，而是五毒了!因為我們內心存在著強烈的“貪、嗔、癡、慢、

疑與忌妒”五毒，為追逐利益而造作的言行，破壞了自然循環，導致外在顯

現的食物、水都是被汙染了；現在想要吃些無汙染、無毒的食物，都相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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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而過去古代社會人民的餐食，卻不存在汙染、毒素等問題，物質文明似

乎也達到極豐盛狀態；以現在被人們視為最珍貴的黃金為例，在四大文明古

國時期，黃金的產量是相當豐富的!除了外在物資豐饒，最最重要的是在那時

代的社會人民，其內在的精神文明也是挺豐富的!換句話說，他們內在道德涵

養是具有一定的境界。 

而現在我們社會缺乏那麼多的物資，促使人們不斷的大肆破壞自然，向地球

無盡的挖掘、攫取，但所變現出來的所謂高級產品，仍讓我們身處於五毒瀰

漫的世界中。原因何在呢?師父認為主要原因是我們缺少了一個極為重要的

「東西」，就是缺「德」，缺少社會道德!如政治家要有政治道德，商業家要

有商業道德，企業家要有企業道德，社會各種階層的人們，都需具備各自的

職業道德。若缺少了各自的道德素養，那我們所有的物資、福報，就一定會

相對的欠缺!欠缺的表現就是人禍所引起的天災。從這兩三年的新冠病毒到俄

烏戰爭，及世界國際局勢的變化，乃至近月的日本、英國政權的改變等便可

看出一二。 

師父曾在 6/21日的開示中，提到夏至天地氣交時說過，六月、七月、八月，

現在應該是屬小暑的節氣了，直到八月都屬於暑盛的夏季。暑氣特別旺盛的

時候，對應我們內在心靈的情緒，就表現於我們個人德行的涵養。而我們德

行涵養就如道德之水，在老子《道德經》通行本中就說到「上善若水，水善

利萬物…」，若依據更早前的簡帛書記載，原文為「上善治水」，意指最上

善的道德能量能治水。人們的貪慾就像洪水一般，能以此上善之水予以對

治；而「上善若水」，是說人們的道德涵養若水，像水一樣能隨機應變；如

水遇山則轉，不會硬闖；所以你看凡是水流經過的地方，都會根據不同的外

在條件(地形)，順勢而流無有障礙，而產生不同的變化。這就說明德行的涵

養非常重要! 



依佛教來講，德行如水，就能對治火。什麼是火?就是內在的脾氣，在控制

不住時，表現於外的劇烈情緒，像瞋恨心、忌妒心等。這也顯現出我們道德

涵養的不足，因為缺乏道德之水，自然無法降伏瞋恨之火，就會促使我們走

向極端做出不法之事。確切而言，佛教道德的涵養表現於「戒」；戒有“性

戒”及“遮戒”。性戒是指不管你是否為佛弟子，學不學佛，它本自特性，都是

屬於道德規範戒律，譬如說十惡業中第一個“殺生”；“殺生”就意味我們缺了

善行品德，而“不殺生”就是我們需要去薰習的一種德行道行。所以當每一個

集團，商業集團、政治集團、企業集團，下至兩個家庭、夫妻、兄弟，乃至

同事、朋友…，於有爭端的時候，若能謹記不殺生，那麼就能確切找到解決

紛爭的溫和方式；相反的，若缺了不殺生的善念，當衝突一起，就極易引發

彼此暴力相向，乃至在劇烈情緒的操控下，殺害對方。這就讓自己犯下最大

的的殺業，罪業極其深重!非但無法解決原本的問題，又造作讓自己墮入三惡

道的業因。這是以十惡業的“性罪”，所舉簡單的例子。 

實際上，就是我們缺了戒律的德行；那該怎麼辦呢?在這五濁(五毒)惡世當

中，要遠離天災人禍的共業影響，就要在共業裡勤修別業，既不受共業的影

響，又能以別修的力量減輕共業對眾生的影響。那麼就要確實的把《居士戒

學》真的行持起來!所以當我們知道缺少這個德行，就要用相對應的方法去對

治；佛陀早就告訴我們，修持道德規範戒律，以彌補所缺失的德行。當我們

具備良善的德行，就能淨除我們累劫的業障，積累資糧，福報也自然隨之增

上!我們只要不缺德行，在這五濁惡世中，一定能遠離共業帶來的影響。這是

唯一解決的辦法!同時，因我們這樣如實的去行持，成了其他眾生的增上果，

也因而減輕共業對大眾的影響，但不可能完全沒有!因為他們才是正報，是主

因。就像父母接濟兒女，日子會好過些，但兒女自己不努力，終究還是徒

勞；一樣的，兒女幫助、孝順父母，父母自己不解決問題，父母也只能說好

過些，不可能說父母的問題都解決了!也如同醫病關係，醫護幫助患者，患者

自己不努力，不聽醫囑照方拿藥、按時服藥，也僅能藉由按摩調理等外力，



減輕其部分病痛，但要完全治好他的病恢復健康，行不行呢?也是不可能的!

因為那就不符合業果!所以業果可減輕，但不能完全盡除。 

那要徹底祛除共業的影響，又該怎麼辦?就要每個人都必須去恪守道德規

範，這才是解決之道!但別人不做又該如何呢?我們做!自己首先從這共業當中

跳出來，不被共業所轉，修別業而得解脫，同時也把共業予以減輕。因此，

大家要好好持守〈三皈依戒〉、〈五戒〉、〈八關齋戒〉、〈菩薩戒〉；如

果是受了灌頂的弟子應加上〈密乘十四根本戒〉、〈三昧耶誓言戒〉。若我

們能每天將戒學念誦、思維一次，藉此省察自己的身語意；思維修行講的這

個戒學，該如何去修? 「準如師教」，準者，依準。就是依準老師所傳授的

方法，如告訴過你們，晚上睡覺之前，對自己當日的身口意三業，要去思維

省察一遍，絕不與罪業共睡一晚，這就是「準如師教」修行的善巧、心要、

竅訣。 

而修行的結果，就當要內省自己的身語意；簡略言之，就是內省自己的身

心。檢測自己修行的成果，就看自己的身體變好沒?心靈的煩惱減少沒?最圓

滿的標準，是當我們的身體變好，煩惱減少時，要不要沾沾自喜呢?不能沾

沾自喜!要以真正所依的「聖言量」為最高標準，來檢測自己究竟修沒修圓

滿?!因此，初修要不打折扣的「準如師教」，不私心自用；修行的過程中，

究竟有無覺受，其結果就要內省我們身心是否有了改變?身心安康否?最後，

身心安康，究竟有無達到圓滿的境界呢?就當依「聖言量」來檢測。這就是

我們在修行過程中，三個階段的標準。這三階段圓滿後，那「德行」也就修

持圓滿而無有所缺!以上是針對「修德」作的簡單但完整的分享。 

最重要的還是回到下三個月，隨著天地氣交，節氣從小暑到大暑，暑氣增，

外四大加上密乘所講的空與識，是為“地、水、火、風、空、識”六大元素，

都來源於我們內在「心識」。因為凡夫都還未成就，僅到達心識的粗略意

識，最細則是第八意識阿賴耶識 ─ 「含藏識」。但真正淨化的意識，是我們



的「基光明」。若沒有淨化，我們仍舊是分別妄念，最細也只細至阿賴耶

識。也就因我們沒有淨化，沒有回歸到佛性的妙明真心，清淨過後極細微意

識的基光明，所以這個四大就會受到波動，一經波動就會讓空大產生動搖而

不堅固；空大不堅固，就會影響地、水、火、風。因此，未來三個月，要注

意地震、火災、水患，乾旱，這是指外四大的變化而言。內四大指的是人體

的地、水、火、風，我們的身體若不調，則會影響我們的“識”(即心識)，情

緒就會毛躁而走極端化。所以，大至國家政治局勢，可看到各種紛爭而動盪

不安，一動就沒辦法定下來，依佛法來講叫“定下來”；以世間法而言，是指

沒辦法心平氣和的調解與商談，就會有極端的行為發生，這說的是國家內

部。而國與國之間呢?就容易引發戰爭；已發生戰爭的地方，如俄烏戰爭，

在七月、八月，都極有可能再度升溫。其他國與國之間若存在著矛盾，或貪

心、瞋心熾盛，如「貪愛親友如水沸，瞋恨怨仇似火燃」，一旦貪心的水

患、瞋恨的火焰太過激烈，就又會趨向於極端，那麼彼此之間就又會產生新

的摩擦，引發新的戰爭，這是非常危險的效應。也因目前國際局勢的不穩，

才會一再叮囑大家要更精勤的修持! 

另外，再分享一個例子。記得疫情的初期，有弟子請教師父，自己已退休，

想找一處山明水秀的地方，真正按照上師所傳教法，確切的去修行，那靜修

的地方要具備哪些條件，以及怎麼去找?當時師父也誠心的給了他們建議，

這建議信者信，不信者就聽聽隨後作罷。人生，有生即有死。若認知到人身

睱滿取大義，要自利又能利他，最好當然就是按照這樣的方法去修身語意三

業。就如剛才講的缺少德行，就該要修德行；有這麼好的方法，那就要有一

個適合的外在環境。既然有這樣的想法，師父就建議你們找的地方，應該要

找「自主的地方」，自己能解決日常衣食住行的地方，尤其是水源、土地、

材火照明三要素。所以師父建議，哪怕是在當地較為偏僻的地方，具有天然

小溪、河流或泉水，又有自己的土地，又是處於森林之處，但必須避開有軍

事佈署的地方。在這等等條件下，你們可能會問:「這樣的地方能找到嗎?」



實際上，很多地方都能找到。只因目前在線的居士菩薩，都是居住於城市

中，不習慣於鄉野的生活。找是肯定找得到的，只是你們住不習慣而已! 

根據你們所學的經文，譬如說《發起菩薩殊勝志樂經》經文中就講初發心菩

薩(初業菩薩)要讓菩提心堅固，能真正證入實業菩薩到聖者菩薩，由凡轉

聖，就必須要有相應的外在環境，叫做“阿練若”，意指「寂靜處」，而寂靜

處就是因為外四大條件好。簡單而言，就是接地氣，水源好、空氣好，自己

能自主。因為在城市裡，難免會停水，且飲用的水質也是有汙染的；也會有

缺照明停電的時候，但若是你自己找的地方，能夠有足夠的材火，因為材火

本身就是能量的來源，如煮飯燒水；另外，材火的火光能照明，這樣就同時

提供能量與照明的需求。以上等等的外緣條件，也就將衣食住行給解決了!只

是生活形式有些改變，是一種回歸自然，少欲知止足的生活方式。因為貪慾

就像洪水猛獸般的猛烈，無止盡的向地球進攻，不斷的挖掘資源，最後大自

然反撲，人類最終也會被自己的貪欲心所毀滅。而這種少欲知止足的簡單生

活，表面上雖不會像城市生活那樣的繁華便利，但實際上，無欲則剛，少欲

知止足的生活，讓我們的身體越來越健康，心靈日趨寧靜而少煩惱。最重要

的你會發現一個結果，就是你會發覺自己不缺吃不愁穿，福報越來越好! 福

報好也包括我們吃進的食物能消化，穿得舒適，在這種情況下，那我們的身

心靈自然就得以安詳自在! 

所以，貪欲之心難滅，人們總覺缺這缺那，但追根究底最缺的還是一個

「德」，而師父說的這個「德」，並非像諸聖者那般高尚的德行，而是最基

礎的「賢善人格」；簡單的說，就是要有溫良恭儉讓的美德。若依佛法而

言，就是要盡量做到不殺生，愛護生命!無論是夫妻手足或同事朋友、六親眷

屬，凡是人與人之間，發生任何不愉快事情的時候，首先要努力降伏自己暴

躁的脾氣，讓自己劇烈的情緒冷靜下來，這樣不光是不會傷害對方，且用這

正確的方法想到不殺生，就能馬上讓自己「心趨倒境動搖能作止」，而降伏

暴戾之氣!一旦降伏了暴戾之氣，就不會有憾事的產生；同時，也避免對自身



健康的傷害。因為暴戾之氣屬肝氣，當脾氣爆發出來就會傷肝，接下來就會

傷心；肝屬木，木生火，最後心臟也會受不了，如此五行相生相剋的原理，

在惡性的循環下，五臟六腑皆受其傷害，如此外在傷了自己所謂的怨敵仇

人，內在傷了自己，就自他俱害了!反之，通過修戒而修德，則能自他俱利! 

以上就是今天師父與大家的分享，小到個人持戒修德，自他二利；大至外在

環境，經由個人的勤修別業，轉變共業的影響力，以減輕天災、人禍、戰

爭…等等的傷害。但也只能減輕或減少，師父不敢說徹底沒有，因為現實

中，大部分的人很少察知修德的重要，而一昧的任由貪欲、瞋心恣意增長，

導致外在局勢越趨嚴重!但反過來說，若沒有大家修持道德戒律，完善各人善

良品德，那麼外在環境的惡性循環，不就更嚴重了嗎?所以，大家應該要有

信心，好好的去修持，並迴向予眾生!若自己有條件、福報好，能建立一個清

靜處，供大家一起共修，那自然非常好，就如菩薩一樣行菩薩行。 

其它就不多說，今天的分享有些長，但具條理性，義理含攝深與廣，淺則每

句話大家都能聽得懂，聽過之後，希望大家能多作思維，依教法好好勤加修

持。最後歸總一下，請大家謹記：當我們看似外在的權利名位都不缺，卻貪

心不足、欲壑難填的內在缺德時，最後所得到的一切終將化為烏有，身疲心

惱；當我們看似外在的權利名位都欠缺時，若內心仍能深信因果，依戒奉行

而不缺德，辛勤耕耘必將衣食無缺，四緣具足，身康心安！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