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上【二二九】 
【三三○五】不貪善根成為性習，說的話則變為黃金，永不貧乏常樂施。不瞋善

根化為力德，現的相則流露福澤，決不暴勃必護念。不癡善根熏為智思，悟的理

則觸對光明，絕對坦平脫險黑。 
＊  ＊  ＊ 
 
【三三○六】不讓煩惱從念頭上造緊箍圈，即起即伏，這便是生動動解脫的發端。

直將福慧從緣頭上建活網路，極暢極明，這便是直邁邁大菩提的起步。 
                              ＊  ＊  ＊ 
 
【三三○七】腳跟從「正道」上落力舉步，提心注目，涉觸的直絕情見，體持的

深印法義，法義體持得明準的切，正道的力用與威德，從三業上現行得無間、增

進、導點，做人規躅與學聖風範，則永不脫軌走樣，有形無形中的慧命感、佛法

觀，就自自然然的成為呼聲策力了。 
＊  ＊  ＊ 
 
【三三○八】悲心與悲行，對眾生體貼繫注得牢紮莫奪、顛撲不破，為著眾生，

備受惱害擊刺，絕不肯說一個苦字，鎮持挺當得平靜澹雍。佛陀胸懷與菩薩氣象，

體解得不忘而必勵，能見而酷肖，酷肖得不間不已。拋卻了一般命與我，體現著

無量（受苦之）人與（解苦之）法，赴湯蹈火奮爭先，出生入迅決當意，必也如

此的熱血沸騰，壯氣風發，我們才會活得行願鮮豁、生動而旺烈，做得悲智果敢、

明淨而真切。我們必須面對諸佛與眾生，這麼活，這麼做，才永遠見到諸佛與眾

生。 
＊  ＊  ＊ 
【三三○九】最快活的人：把佛法用活了，活得不受煩惱擺佈。最暢通的人：把

世法察通了，通得常將佛法演佈。 
＊  ＊  ＊ 
【三三一○】面對世法，忍力鎮平得穩穩靜靜，不讓自我敏感得慌張、躁囂、爆

激，身心端重嘴臉和，消遣亢烈培禎祥。心嚮佛法，進步履正得的的明明，不為

魔外惑困得暈旋、困吸、顛覆，眼界洞豁道程坦，持運淨軟發德行。 
＊  ＊  ＊ 
【三三一二】時間用得光（與）力交相湧現，鬱悶憂惱一掃而空，身心暢朗法喜

充；受用法喜悟法空，（久久）頓振法空不虛度。 
＊  ＊  ＊ 
 
【三三一三】佛法中活得開心紮根的，沒一念為自己裝點體面，玩演風光。世法

中做得捨身致力的，盡為一切眾生創造一切機緣，淬煉行願。佛法中不溺世法，

雜染世法中直持佛法淨純的人，總是落實得這麼澹而了，發達得這麼健而當，「寂



滅」智光與熱沸悲潮交相灼湧、無間導策，才有這個樣子的澹而了、健而當者出

現。我們意底裡憶會的、眼面前兌現的，一逕不忘，不離乎此，這個樣子的人才

會儘快地出現！出現！ 
＊  ＊  ＊ 
 
【三三一四】佛法中直來直去久了、快了，大頭面探舉得端整鮮豁，盡讓人察驗

得不離心目，真啟迪、深感召、廣攝匯的無量力與德，大抵這麼肇因、成緣、起

用。世（間善）法中堅守堅為正了、純了，健步伐展邁得穩暢挺實，畢致己，剖

獻得徹貫行願、豪（凌）志性、（安）詳神態，（恢）廓胸次的無上（妙）境與（勝）

義，總是如此集資（糧）、啟程、續根（力）。 
＊  ＊  ＊ 
 
【三三一五】最有意義的一念：我是人身，必作正人。最有價值的一心：我是正

人，必學菩薩。最有光明的一天：我是菩薩，必瞻佛德。最有承當的一生：我們

是佛種，必為「法器」（不增煩惱，不損佛法）。最有發達的（無盡）未來：我是

（假名）緣起，精勤（永恒）「真濟」（耐苦練德、耐樂（策警）發力）。活在這

五種中的人，才能學得智力足實、慧光淨純；行得慈德懇到、悲願誠致，自覺覺

他先度他。 
＊  ＊  ＊ 
 
【三三一六】正念鎮持得的的實實，所學的用得上，所治的放得下，佛法起用消

壅蔽。日常中佛法無間起用，一切就正常得無暇放逸，永不顛倒永精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