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公「瑣語」

對我佛法學修的啟發

陳裕民



敬謹以今天的分享

紀念與 師父這段殊勝
、緣起不滅的因緣!



師父是我學佛的
啟蒙者、引導者、鞭策者

也是我修行的
標竿與典範



瞎子摸象式的「學佛」



從師父的身教與言教
探究「佛法學修之道」



師父的言教與身教



《海潮音》、《菩提樹》、《慧炬》
、《美佛慧訊》及《正覺之音》等刊
物，其中以〈菩提道上〉

字句精煉 擲地有聲 波瀾壯闊 豪氣干雲
為教為法之心 護生護心之情 溢於言表

醍醐灌頂 澎湃洶湧
心悅誠服 景仰追隨



師父瑣語





師父身教

人間菩薩典範

「與我共住的人中，
仁俊最為尊嚴。

仁俊的志性堅強，情慾與向上
心的內在搏鬥，

是怎樣的猛烈、艱苦。」
【導師:平凡的一生】



志向高遠:
以諸佛菩薩、印公導師、諸上善人

為典範

待人真誠
處事嚴謹
律己以嚴
思慮精純
接物用心

堅毅 刻苦 勇猛 精進
勇於承擔
無私無我



作經師 作人師

師父送我最後的墨寶:

反省反省深反省，反省到自家過患，即治即改不稍怠，便能做成真實人。

善於教授教誡的，嘉勉常多於責備；嘉勉得令人欣喜，奮奮發發自導自。

最不善於教育的，把人做教訓對象，融融和和的愛敬，才受到教育實效。

拂逆中心平氣和，扭轉拂逆為順暢，修在這種心量中，人就過到好生活。

具有超特見行的，不為情醉為法獻，劃清了醉獻分野，薰陶人性顯佛性。



以系統化思維
探究

師父「瑣語」



What Why

HowWhy

What How

Why

以系統思考理解師父的用心

What
else



邏輯
(因果 運作模式)

宏觀

整合

核心具體目標
現象

(表象)

Systematic Thinking

結構



了解字義
了解深意

(用心)

為什麼

如何做到



「以智慧解決問題，以慈悲建立關係；
發心的要著:

人未安時，我不安；人已安時，我念苦」

智慧 慈悲

發心

何謂「發心」?
發甚麼心?
如何發心?

念苦

慈悲對人智慧克己
對人



以菩提心為人排患釋難則不厭煩；以菩提願克己
化惱煉德則不墮迷

菩提心

克己 助人

常以智慧克己 不忘悲心助人

慈悲 智慧

助人 克己

何謂「菩提心」?
為何要發菩提心?
如何發菩提心?



真正的消災是把自我給降伏了，真正的延壽是讓別
人活得比自己更好

為什麼「真正的消災是把自我給降伏了」?
為什麼「真正的延壽是讓別人活得比自己更好」?
如何降伏自我?
如何讓別人活得比自己更好?

降伏自我 讓別人更好

克己 為人



 常學(用)智慧(新)光無限. 久行(發)慈悲健(志)無量.
 常學智慧少疑忌.久修慈悲增福德
 學智解幻盡透幻,修慈償緣必創緣
 智慧瞭解了世間.慈悲奉獻給眾生
 以佛法深觀世法運佛慈普救世難
 發心者:悲智交融發光熱.鮮鮮豁豁創人生
 以智慧心遣我困、以慈涵臉解他苦
 以智為鏡明事理.行慈成德安身心

 我是已發菩提心者 我是已行菩薩道者 我絕不辜負諸佛菩薩
絕不欺誑一切眾生



求加持，不如快改過；貪功德，不如行道德；求開
悟，不如學正行；修看破，不如練荷擔。

快改過 行道德

學正行

練荷擔 五力

八正道

克己 無私 為人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 (悲智行願實踐)

何謂「善根福德因緣」
如何培植「善根福德因緣」

悲 智

行 願



人生還有更重要的東西 (人生/學佛的目標)

甚麼是人生更重要/最重要的東西?
如何才能獲得(/達成)最重要的東西?

菩提心

慈悲 智慧



「要時時觀照，發現自己的過患
要起大慚愧心。

大慚愧心才會大進步，小慚愧心則
小進步，接著要懺悔再放下。」



菩提心

慈悲 智慧

克己 為人

無我 無私

懺悔 改過反省

功德 道德

開悟 正行

看破 荷擔



慈悲 智慧菩提心

六度的生活

戒定慧 三福行中道

引導 長養 (提升三心)

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
為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

HOW?

懺悔

改過

反省



「佛法哪有那麼簡單!
要用心好好學!」



「研讀: 成佛之道」

「不要把佛法當學問研究，要能

實踐、要如法奉行 」

「要把佛法當自己的」

(理解內化用得上做得到)



觀察

(世間的現

象)

興起疑問

(生命之問)
引起動機

發現

(宇宙之常

道)

邁向無盡的
學習歷程

有海無邊際 
世間多憂苦 
流轉起還沒 

積聚皆銷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要當離
有生無不死 
國家治還亂
器界成復毀 

尋訪生命的
導師

(尋求解答)

鬼神好凶殺 欲天耽諸欲 
獨梵依慢住 亦非歸依處 
歸依處處求 求之遍十方 
究竟歸依處 三寶最吉祥

立定學佛之
目標與願心

菩提道、菩薩道
解脫道、清淨道
人天道、福德道

WHY?為何如此?
此生為何而來?

一切表象的背後
有沒有更積極的

意義?

立定人生之
志向

離苦得樂
了生脫死

成佛

做怎樣的工作
過怎樣的生活做

怎樣的人
追求怎樣的人生

聞思修
信解行證
信願行

離苦得樂
了生脫死

了知宇宙人生的實相

眾生無邊誓願度； 

煩惱無盡誓願斷； 

法門無量誓願學； 

佛道無上誓願成。 

自皈依佛，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

學佛之動機



(1)世間(宇宙)一切現象: 苦空無常、生老病死、
成住壞空、變動苦迫的世間

(2)世間的事實:善惡、因果、正知解脫、中道、

(3)世間(宇宙)一切現象之本質 (真諦、原因): 
緣起性空

(4)方法: 呼應世間(宇宙)運行之方法(八正道)

(5) 解脫之淨妙

佛 法

方法



成佛之道

五乘共法
(人天道、福德道、資糧道)

人、天、聲聞、緣覺、菩薩

增上心

佈施
持戒
修定

三乘共法
(解脫道、清淨道)

出離心

戒

定

慧

五戒
十善

聲聞、緣覺、菩薩

大乘不共法
(菩提道、菩薩道)

菩提心
六度
四攝

菩薩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自淨其意

成熟眾生

莊嚴國土



正命
(行為)

佈施 持戒 修定 修念

大乘不共法
(菩提道)

正見
(理解)

菩薩

發菩提心

發菩提心，修六度、四攝

三乘共法 (解脫道)
(戒定慧)

四諦 緣起

持戒 忍辱 精進 禪定 般若布施

三心相應：
菩提心相應；
大悲為上首； 
無所得為方便

知善惡

知因果業報

知有前生後世

知有凡夫聖人

知五趣(六道)輪迴 五戒   十善

發出離心

發增上心
五乘共法 (人天法) (福德道) (資糧道)

(三福行)

慈悲 智慧



信

聞

思

修

三謨地

願 解

行

證

知苦

斷集

慕滅

修道

證滅

正見

正思維

正語

正業

正命

正精進

正念

正定

戒

定

慧

增上

出離

菩提

布施

持戒

忍辱

精進

禪定

般若

三心

應

一切智智相應作意(志向  菩提心)
大悲為上首(動機   大悲心)

無所得為方便 (善巧   般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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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命 佈施 持戒 修定 修念

五乘共法

正見

人生之正觀

善惡
因果業報
五(六)道輪迴
凡夫  聖人

悲、敬 
 

隨至、怖報
求報、習先
希天、要名 

克己以利他

五戒
八關齋戒

十善
不殺盜邪淫 
不妄語兩舌 
不惡口綺語 
離貪瞋邪見

依慈住淨戒施以捨以利

人  天  聲聞   圓覺    菩薩

發增上心

發增上生心，修集生人生天的正常法門

衣食住行等
一切經濟生
活，合法的
得來受用，
就名為正命
。

四禪四空處(八定)

慈悲喜捨「四無量」定

慈是願人得樂；

悲是憐憫眾生的苦痛；

喜是同情他人的喜樂；
捨是心住平等，不偏愛親
人，也不偏恨怨敵。

六「念」法門

繫念佛法僧，

戒施天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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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精進(勤)

正念

正定

正見
正思惟

(志)

正語

正業

正命

聞
慧

思
慧

修
慧

證
慧

戒定慧解
脫

「於法選擇，
分別、推求、
覺知、黠慧、
開覺、觀察」
的抉擇正見。

世間正見

出世正見

正見善惡因果，生死的相續與解脫
，還是世間的正見，能「轉向善道
」。

對於四諦真理的如實知見，「依離
，依無欲，依滅，向於捨」，才是
向解脫的出世正見。

中
道



還是把佛法當學問研究

理解與知識累積後的法喜 (成就感)
好為人師 (成就感) 我慢增生

師父開示境界太高 難以企及
能夠明白 師父的用心 卻用不上 做不到

煩惱依舊
說得一口好修行 德行毫無長進

只是自我感覺良好 騙自己也在騙別人

慚愧、難過、痛苦

佛法知難行難



素養教育

系統工程

佛法學修
模式

系統化佛法學修方法 (Methodology)



佛法素養

知
識

技
能

態
度

方法 技術

動機

目標

面對生命的遭遇
用得上!

(問題解決)

知道!

持續努力
追求卓越!

做到!

對自己的願心
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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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與系統工程



功能

價 值
(理念)

系統倫理

流程流程

元素

使命

Behavior &
Attributes

元素
(系統)

互動
(關係)

系統之概念

40



系統的本質

大至無外(宇宙) 小至無內(電子)

內有系統 外有系統

系統都有生命 (生命週期)

不會獨立存在相依相存

不斷互動運作變異(成長/衰退)

互動中彼此影響

輾轉相依生滅相續

41



人生使命

人的價值為何?
人的價值

(生命的定位)

此生為何而來?

誰決定一個人的價值?

老天爺?自己?

如何才不虛妄此生?

如何才是有價值的人生?

人是系統 & 宇宙也是系統

從系統看宇宙人生

42



人是個系統

人
(身 心 靈)

(思想)

成長
(目標)

差距

人

環境

食物

改善空間

生命的軌跡



人 人生目標

外在影響因素
社會

外在影響因素
家庭

外在影響因素
學校
同學
老師

外在影響因素

內在影響因素
個性
價值觀
思考模式
身體健康

生命的軌跡



系統工程
System Engineering

The process, methods and technology to 
plan, design and construct a system.

(系統工程:有計畫的將互異的個體結合成整體
以達成一共同目的的工程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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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工程

目標
(What)

步驟

步驟

步驟

方法
技術

管理

動機
(Why)

產出
(what)

(How)

(how) Why

價值/效益
(Value)

46

KPI



系統化方法(運作模式)

P D C AOO

經驗累積

持續改善

系統使命

系統目標 執行 監控規劃 評量



現行狀態
未來狀態

(目標)

系統再造工程
System Re-engineering

AS-IS

(現行)
TO-BE

(未來)
Re-engineering

Objective (目標) 
Scope (範圍)

Constraints (限制)
References (參考模式)

分析
改善
規畫
設計
導入

Evaluation

持續改善

系統工程
(程序、方法、管理)

48

人才 資金 時間



凡夫
成佛之道

(修行)

佛

(聖人)

(覺者)

參考模式 (典範)

(佛菩薩  祖師  大德)

方法 (經論)

規範 (律)

程序 (經論)

心的淨化與個性的轉化

價值觀   信念   觀念

思考模式   習慣/氣

個性  態度  行為模式   

氣質  心念          

慈悲  智慧

樂觀

積極

負責

勇敢

堅毅

As-Is To-Be

有情的再造工程

善根 福德 因緣



As-Is To-Be

了解自己
現況
問題
過患

想成為怎樣的人

典範善根
福德

因緣

Methodology

方法
技術



慈悲 智慧菩提心

六度的生活

戒定慧 三福行中道

引導 長養 (提升三心)

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
為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

HOW?

評量

監控

不忍眾生苦
不忍聖教衰

持續運作與改善的機制

目標 動機

持續精進的過程



監控點 標準

自處

接物待人

處事

生活

監控 異常偵測

心動
煩惱

身口

意念

情緒 習氣

心

轉念
改過

(新的做法)

新監控點(待加強之處)/
更高的標準

五戒/八正道/十善 /六度/四攝
典範

深反省

時時關照

尋找根因

起慚愧心

懺悔

改過

慈悲
智慧

成效分析

跟目標比

跟典範比

跟自己比

持續改善的循環

習氣
執點



持續改善
的循環

菩提心

大悲心 智慧

師父的期許
典範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如有賜教與指正，請email聯絡:

ymchen@mail.ncku.edu.tw

謝謝大家!

mailto:ymchen@mail.ncku.edu.tw










師父墨寶 (2008, 6, 22 美國同淨蘭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