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緣甚深甚微妙 

◎常 照 

二年半前，偶然看到《中國時報》的廣告，鄭振煌老師要開佛教心理學——唯識

學的課程。當時只憑著三十年前殘留的記憶，《慧炬雜誌》是正法的雜誌，也知

道鄭老師是中華佛研所的教授，更是《西藏生死書》的譯者。 

心理系是我大學無緣的科系，而心理學又是我命理研究上急需的知識，雖然我當

時尚未拜讀過他的任何一部作品，但衝著「佛教心理學」這名詞，決然地去上課，

也因此，必然的真正接續了宿世永恆的學佛歷程。 

人生在轉折點上，總會出現世俗所謂的貴人。我一輩子平順，慶幸自己與同修結

了好緣，他願意一輩子無怨無悔的照顧我，二個小孩也都懂事，能照顧自己。世

俗眼光的我是美滿幸福的，我大可常和有錢有閒的太太們去喝下午茶，聊聊天，

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當個標準的花瓶太太就好了。可是我沒有，年輕時我好

奇，喜歡探討人性。感謝周遭那些親朋，由於他們怪異的個性，雖曾造成我人生

過程中一些困擾，卻讓我成長，更促使我去探究命理。學命理時，我了解到心是

行為的源頭，有怎樣的心，就會做出怎樣的行為，是行為造就了命運。若要改變

命運，就得反推回去改變我們的行為，而改變行為，必須先改變心。坊間，一般

的改運法，我認為成效都是非常有限的。《了凡四訓》告訴我們，如要改變命運，

唯有改過、讀書與積德。 

初期在幫人解命時，悟到人的確是有命運的，果報現前，就是命運起伏的時候。

我感恩那些朋友，他們是示現因緣果報真理的菩薩。在替他們解命的時候，我發

現我實在無法幫助他們什麼。除了告訴他們運程的轉折時間點外，並不能因解命

而改變其業果的現前。當時心理的苦悶無法言喻，想想自己沒什麼德行，如何自

度度人？也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有一天夢見我獨自一人到了陌生的山上，

那兒有一座寺廟，供奉著一尊白色大菩薩，我好奇觀賞的當下，空中突然有聲音

叫我的名字，說他了解我的苦境，我潸然淚下，總算有人了解我。醒來後，自己

想一想，大概只有佛法才能讓我解脫苦悶吧！從此開始尋尋覓覓…… 

剛開始時，心態上一直把學佛當消遣，多做些廣結善緣的工作而已。因為人生是

有因果的，種善因得善果是必然的。我想我這輩子無法上班賺錢，（很奇怪！我

這輩子一直都不缺錢用，在家時媽媽給，結婚後，先生薪水一入他的帳戶，馬上

就轉入我的戶頭。可是我卻被「自己要賺錢」的念頭給困住，直到今年才釋懷！）

是因為過去世我沒有種下賺錢的因或與人結好緣，所以這輩子我要廣結善緣。舉

手之勞的事，我一定做；朋友的願，我盡量去圓滿。（哈！當您第一次開口要求

我，立刻被我回絕時，千萬別失望，我很容易改變我的決定。）我去道場上上禪



修課，做做義工；有法會時，做一大堆點心去與人結緣；也發心一年，每週一晚

做藥石供養精舍師父；更聽從師父的開示：「勇猛心易發，長遠心難持。」為了

要發長遠心護持道場，竟然有機會讓我去小學代課三年，完成我的心願。（為什

麼？我想自己賺錢的原因在此吧！）「發心」，真的不可思議！在此我要感謝雙

連國小的莊繡美老師的牽線及已由古亭國小退休的葉春梅校長，讓我完成護持道

場的心願。也許他們都還不知道我的心願呢！ 

在道場的十年中，對於佛法要義，一直一知半解，只知道非常喜歡禪宗的意境，

雖然數息、參話頭一直做不來，但中道實相觀的心不落兩端，倒是很好用。過去

幾年，雖然也經常能讓自己維持在穩定的情緒中，卻總覺得佛法好像不只如此，

自己好像還是在佛門外徘徊，覺得學佛路上很孤單，很寂寞。 

直到上了鄭老師的唯識學，方豁然開朗，唯識學的名相很多，這堂課聽過了，下

一堂老師問起來，又送還給老師了。唯一記得的是緣起性空，不可執著。凡事是

緣生緣滅，本來就不是真實存在。體性是空的，因緣和合而成事，因緣缺一條件

就不成了。哇！太好用了，我開始經常思惟緣起性空的現象。替人解命時也常把

緣起性空的道理，告訴失意的朋友，勸他們一定要盡分，結果如何就隨緣了。這

不是消極，因為太多的緣不是我們能掌握的。凡夫畏果，菩薩畏因。我們若想將

來能有好果報，就要從當下起，發善念，種善因，最好要以無我的心去做超越善

惡的清淨業，從因地上用功，這是非常重要的。若能常思惟緣起，當能體會因緣

甚深甚微妙，不是我們凡夫所能解的，唯有佛知道。 

學過命理的我，對於佛法中的業力論，非常契應！《光明童子因緣經》說：「一

切眾生所作業，縱經百劫亦不亡，因緣和合於一時，果報隨應自當受。」是的，

業感緣起，否則為什麼在運勢低潮時，惡事就出現；在運勢高潮時，好事就圓滿。

藉由如子平法、紫微斗數、易經等命理分析工具，可以分析得到運勢高低潮的時

間點。 

去年初，前往印度參加達賴喇嘛的時輪金剛法會，那是我第一次接觸藏傳佛教，

因緣不具足，達賴喇嘛法體違和，無法聆聽他親自講授《修次中篇》。但同行中

有幾位善知識，如中山大學戴教授（黃瑞柔師姐的同學），與他閒聊中，他告訴

我，我之所以還在佛門外徘徊是因沒有用心做功課，勸我應持咒或誦經去催芽八

識田中的種子，以便趕快接續我永恆的學佛課程。當頭棒喝般，一語驚醒夢中人，

加上瑞柔師姐的極力推薦——鄭老師是台灣的佛學之寶，佛法的活字典，要我腳

步跟緊些。印度參學之旅，讓我下定這輩子的目標——解脫自在。 

回國之後，我繼續在鄭老師門下學佛，接觸藏傳佛法的顯教部分，深覺藏傳佛法

的修行次第清楚，容易依循；又拜讀過達賴喇嘛計畫講授而未講授的《修次中篇》

講義，方知菩提心就是覺悟的心、利益眾生的心。發菩提心，就是發起成佛以利



益一切眾生的心願。這麼具體，當下可以起而行之事。我對多年來，一直模糊的

菩提心概念，豁然開解。常做舉手之勞的事，盡棉薄之力，有因緣去圓滿朋友的

願，不就是利益眾生具體而微的實踐嗎？也許是我的學佛因緣具足了，從此展開

了我快樂的學佛歷程。 

佛法幫助我們了解自己與生存環境的關係，讓我們有智慧解決生活上的問題。佛

法強調要開智慧，遠離顛倒妄想。越接觸佛法，越感佩佛法的精深偉大。佛法分

析宇宙萬法是那麼周密圓融，智慧如海，絕對是無庸置疑的。 

人生最有意義的事，莫過於學佛修行。人身難得，人之所以異於其他眾生，是我

們有心靈層面的思惟。人生在世，除了滿足衣食之溫飽外，應加強心力的提昇，

因為堅毅的心力，能讓我們善巧度過此生，而通往覺醒之路更是我們這輩子的功

課。修行即是在日常生活當中改正不良的習慣，對治習氣，以正知正見、戒定慧

三學斷除我執與煩惱，趨向覺悟與解脫。雖然《了凡四訓》說除了改過，還要讀

書與積陰德，但那只是幫助我們改造命運而已，對於我們的解脫煩惱，走上覺醒

之路還是不夠的。 

二年多來，聽聞鄭老師講解佛法，他的講解是那麼的細膩，那麼的慈悲，從任何

角度切入佛法，都可以用在修行上。他教我們如何以唯識學了解各種心王和心所，

如何從第六意識起修，轉識成智；如何分析法相，超越名相，解脫煩惱；如何破

除我執，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更要三輪體空，能所雙泯，達到圓成實性。他教

我們如何由逆觀十二因緣，在生死還滅門中，切斷任何一鏈，或以空性的心去觸，

當下消解任何的受，放下，以斷生死流轉。他教我們如何了解體相用三大，在日

常生活中分析每一件事，由體大之空性去破除因緣所生之相，以展現無量無邊之

功能。他教我們如何跳開五俱意識、獨頭意識，時刻保持正念，依照文字般若起

觀照般若而契入實相般若。他教我們如何達到物理空、心理空，可以放下提起，

可以承擔一切責任。他教我們修行的法門雖有八萬四千，但不外乎信願門、慈悲

門與智慧門，雖然進入智慧門體證體大者才能畢竟解脫，但修智慧門的人要包容

修用大相大的人，如此才可以當一位完美、圓融的修行者。 

在修學的過程中，聞思修證應同時並行，但先天根器愚鈍的我，老覺得停留在聞

思階段。雖然聞所成慧、思所成慧還只是在指月的手指上而已，但在我單純的生

活中就很受用。心中經常充滿法喜，因為處處可以印證到佛法的利益，感恩佛法

的加被。非常讚嘆覺悟者佛陀的偉大成就，以其實相般若智慧，就眾生根器而說

文字般若，感恩眾善知識的解說開導，我才能在日常生活中起觀照般若。知病得

用藥引，服藥得靠自己，聽法而見於實行，才是最重要的。法如鏡子，反觀自己，

好思惟的個性，無法在定上得力，但發願要培養覺知力。 



今後努力於戒定慧三學是我重要的功課，身語意三業清淨才能免於三界的生死束

縛。聞法而發最上菩提心，願上成佛道下化眾生，發心修行。修六波羅密，廣行

菩薩道，是我最該付諸實踐之事。修行的道路遙遠，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無

始以來，不知歷經幾劫了，還在六道輪轉，若不趕緊覺悟，發心修行，下輩子是

否仍為人身都是問題。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善知識難遇今已遇，

修行的路再難走，只要發心精進，香象渡河，一步一腳印，必不虛度此生。 

未來，不知因緣將如何牽引，但願諸善知識的指導，能讓我有清淨的心、空性的

心、無我的心，提得起，放得下，隨緣盡分承擔一切責任。 

後 記 

自從跟鄭振煌老師學佛後，就經常思惟「緣起性空」的道理，一切都是因緣，心

中常自然生起感恩的心、包容的心。今年七月到力行禪寺修習大圓滿法時，老師

提到「師尊而後道隆」，要恭敬上師。我們的上師有三種：外上師、內上師和密

上師。內、外上師都很容易瞭解，但密上師是誰呢？我想大家會和我一樣很好奇

到底是誰。聽完答案很想大笑三聲（礙於上課中），竟然是我經常思惟的一切人、

事、物。 

老師說：「祕密就不是祕密，不是祕密就是祕密。一切的心、一切的法就是祕密，

就是我們的上師。因為一切的心就是一切的法界，一切的聖賢都是由心所生出的。

心有了般若智慧，就是聖賢；沒有般若智慧就是六道的眾生。一切三千法界，不

管是成就了的聖賢或還在六道輪迴的眾生都不離此心，此心稱為法界，又稱為萬

法之根源。密上師即一切的心、一切的聖賢、一切的眾生、一切的法界，包括有

情無情、大大小小都是我們的上師。為什麼要帶諸位去溯溪、經行，去聽溪聲；

流水聲是廣長舌，歡笑聲、腳打水聲也是廣長舌，都是在開示。水是上師，波浪

是上師、黃花翠竹是上師，溪聲、水聲、沙子、石頭也是上師；甚至於跌倒，被

石頭擦傷流血了，一切都在開示佛法：一切是有原因的，每一件事都是緣起，緣

起的當下就是性空。每一件事情都有無窮的原因，都是整個法界的示現，都是我

們心的顯現，每一件事情都是我們的上師。可是對沒有智慧的無明者，每一件事

好像都是貪瞋癡慢疑的來源，是煩惱的來源，無明的基礎。若是會『觀』，一切

的事情都是法，都是上師。連無情器世間也是上師，難怪生公說法，頑石點頭。

我們太聰明，不但不會對頑石說法，還覺得頑石踩起來會痛，我們都太聰明，聰

明到沒法開悟。那些比較笨的人都知道一切是我們的上師。我們不僅要對人、畜

生、鬼神、一切眾生，對草木、砂石，對整個法界都要以上師來對待、來恭敬。」 

多麼寬廣的心胸！若是我們能經常思惟這樣的法義，自己的個性習氣怎不漸漸薰

習與修正？二年多來，類似這樣的心得與法喜，真的多得不勝枚舉！很想一一紀



錄下來，但礙於筆拙，思緒紊亂，一直無法提筆。雖然老師曾多次鼓勵我寫下，

我還是搖頭拒絕。直到昨天，無意間看到鄭老師在華梵大學演講「生命的機轉與

昇華」的文稿後，非常感動。想想老師這麼善根具足，在大學時參加台中蓮社、

慈光圖書館辦的「大專佛學講座」後，就懂得要挑戰自己的弱點，磨練自己，要

超越自己，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在生命過程中留下一點對眾生有益的事，要

讓自己的生命圓滿。而我呢？很慚愧！早已進入半百之年，學佛也多年，自己個

性上的障礙，若沒辦法突破，如何發心做利益眾生之事呢？同時也感謝同修的鼓

勵，因此動筆寫下這篇心得，與大家分享！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