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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誠者出自本心之良知良能，生而

知之，安而行之。人活在世間，必須

修道、行功了愿，順天理而行；明理

之後，自然發出誠心，擇乎中庸之道，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至誠不息。在日

常生活中，「道」引導我們所當走的

路徑，「道」包含萬事萬物；沒有誠心，

就無法成就一切萬事萬物；修道人如

果沒有誠心，本性會被物慾所蒙蔽，

甚至導致始勤終懈。修道必先修身，

修身必先修心，修心以「誠」為先；

誠心敬意，必須堅守條規，誠敬篤實，

始終不變，就可以產生源源不絕的動

力，滅除一切諸疑惑，則任何疑難問

題都能夠迎刃而解，修道必能步入坦

途。

「誠」是真實發自內心深處的一

念真心，也就是「赤子之心」，是天

生自然的、是內斂的、是對天理的篤

信，不經思考即合天理良心，不須勉

強就合中庸之行。《中庸》云：「誠

者自成也」，「誠」為本性之德，不

假外求，它是我們的靈性、真實的本

體，它本自具足、本無生滅，完全要

靠自己去實踐、去開展，才能圓成。

《中庸》：「凡事豫則立，不豫

則廢」，萬事萬物的開始到完成，皆

需這個「誠」來貫徹始終。誠的力量，

雖然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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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確實存在。歷史上熊渠子「精誠

所至，金石為開」和「生公說法，頑

石點頭」這兩個典故，可以說是「誠」

的極致顯露，將「誠」的力量表露無

遺。修道要讓自己心性提升、智慧增

長，必須放下一切三心四相的執著，

唯有篤行以誠、誠一不二，才能達到

「至誠無息」《中庸》，使本性光明

磊落，才能與天地合德、與萬物同體，

能洞察萬事萬物之至理、能效天法地，

與天地契合在一起。

「勤」就是勤勞奮發而不懈怠，

生活的本身就是一種勞動；勤奮是種

子，生出希望的芽，長成高大的樹，

做成航海的船，駛向成功的彼岸，所

以，勤奮是事業成功的基石，也是修

道成功的不二法門。

勤奮是一種可以吸引一切美好事

物的天然磁石，才智的火花常常在勤

奮的磨石上迸發。一個人如果天資聰

穎，勤奮更能發揮它的作用，有相得

益彰的效果；如果智力平庸，勤奮也

可彌補其不足，亦即天資的充分發揮

和個人的勤修苦練是成正比例的。人

生是一座可以採掘開拓的金礦，因為

人們的勤奮程度不同，獲得的回報也

不相同，懶惰者的世界是荒蕪沙漠，

勤奮者才能到達夢寐以求的黃金海岸。

勤奮有功，懶惰無藥醫；懶惰的人缺

乏動機、毫無動力，讓自己成為百無

一用之人，整天無所事事、百無聊賴、

好逸惡勞，終致一敗塗地、虛度一生。

「勤奮是成事之本，懶惰是敗事

之因」、「人勤則達，家勤則發」，

所以勤奮的人才能成功。胡適先生說：

「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如果希

望收穫甜美的果實，首先就要努力耕

耘播種，要除草、翻土、澆水、施肥，

把栽種果實的土地由荒地變成沃土，

最終才能大豐收。反之，守株待兔的

農夫以為每天都會有兔子驚慌地跑來

撞樹，能讓他得到意外之財，所以放

棄耕種，最後餓死在樹旁，導致失敗、

滅亡。可見「勤奮就是道路，安逸就

是懸崖，怠惰就是墳墓」，所以想要

成功，必須跳出舒適的環境；因為舒

適的環境會讓一個人的雄心壯志消磨

殆盡，讓成功變得遙不可及。

「人生在勤，不索何獲」《後漢

書》，人的生命如同白駒過隙一樣短

暫，如果不勤奮努力，怎會有收穫？

又能拿什麼來證明生命的意義？所以

必須勤奮不懈，成功的大門才會為我

們開啟，我們才能成為命運的主宰者。

偉大的發明家愛迪生有一句至理名言：

「成功是 1%的天分和 99%的勤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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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背後有著太多勤奮努力的汗

水，才能造就輝煌的成績。「不積蹞

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

成江海」《荀子‧勸學》、「學海無涯，

唯勤是岸」，做學問要有這種精神，

而學道修身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必須

一點一滴、經年累月去成就道業，延

續道脈。

「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

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我們個人

的成長，都是從實踐中得來，勤奮的

人有更強大的執行力，而且勤奮會理

順自己的思維、會讓我們有靈感閃現，

更有智慧的閃光，所以勤奮可以使人

的心靈變得豐盈、精神變得飽滿、靈

魂變得充實；若能孜孜不倦地勤奮付

出，並且持之以恆，我們的成就必能

不斷提升，人生也會越來越光明美好。

俗語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鐵杵可以磨成繡花針，繩鋸木斷、積

沙成塔、滴水穿石，力道看似渺小，

貴在「有恆」，就能「滴水匯成河，

粒米積成籮」，修道一定要具備如此

勤奮堅強的毅力，切不可半途而廢，

導致功虧一簣。

《中庸》云：「人一能之己百之，

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

愚必明，雖柔必強。」因此我們修道

進德，切不可妄自菲薄，要以「勤」

為修道之原則，擇善堅持，力行於

「勤」，貫徹「人一己百，人十己千」

的精神，就能明瞭：「水滴終可磨損

大石，不是因為它的力量強大，而是

由於日夜不停的滴墜。」以及《荀子‧

勸學》所說：「鍥而舍之，朽木不折；

鍥而不捨，金石可鏤」的道理，所以

要精進努力地修道，讓我們的生命更

有意義、更加光彩燦爛。

「勤能補拙」是良訓，後天的努

力比天分更加重要，勤奮可以彌補智

能上的不足，讓一個平凡的人脫穎而

出，獲得巨大的成就。「笨鳥先飛」，

想要不落人後，就必須比別人先行

動、比別人更勤奮。「業精於勤，荒

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韓愈《進

學解》），勤奮的人逢山開路、遇水

搭橋、埋頭苦幹，克服任何艱難險阻，

腳踏實地地邁步向前；反之，懶惰者

整天妄想不勞而獲，結果卻大失所望。

勤奮使人進步，懶惰使人落後，我們

要用勤奮打敗懶惰，用堅強打敗脆弱。

修道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兩天打魚，三天曬網，最終會毫無成

就。「一日修來一日功，一日不修一

日空」，修道行道，真知始能真行；

努力的過程中，付出必有所得。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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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練、行功了愿是「做著等而非坐著

等」，更要「做中學，學中做」，抓

住機會學習，增加經驗，就會進步神

速。常言道：「能者多勞」，有能力

的人願意付出、樂於奉獻，相對的「勞

者也多能」，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只要把握契機，不斷自我磨練，則能

力一定大增。「天道酬勤」，在修道

的路途上，要做一個腦勤、眼勤、手

勤、腳勤的修行者，才會成功。

「苦」就是「刻苦耐勞」，指一

個人能夠堅持努力地工作，不怕千辛

萬苦，會克服困難、持之以恆地完成

自己的目標。「只要能吃苦，泥土變

黃金」，但是有的人對於勞苦是極不

容易忍耐得住的，怕吃苦、怕麻煩，

會使人逃避問題、貪安好逸，遇事不

負責任、因循苟且、得過且過，沒有

理想與抱負，離成功越來越遠，他們

的人生是失敗的。所以，如果要鍛鍊

一個能做大事的人，就要讓他吃苦受

累耐勞，百不稱心，才能養成堅忍不

拔、剛毅不屈的個性。一個人經過不

同程度的鍛鍊，就會有不同程度的堅

強，譬如：香料搗得愈碎、磨得愈細，

它的香味就愈濃烈、愈雋永持久。

世界上沒有不勞而獲、垂手可得

之事，成功的背後都有一份不尋常的

付出；付出總有收穫，勞動必有成果，

經過刻苦耐勞得到的成果，才能當之

無愧。自然界賦予每一個人都是公平

的，資源是有限的、環境是現實的、

競爭是激烈的、考驗是持續的，成功

的路上佈滿了荊棘，無比地艱辛困苦，

也會遇到很多困難與挫折；但是不可

怨天尤人，更不可輕言放棄，要發揮

刻苦耐勞的精神；摔倒之後，必須咬

緊牙關，勇敢地站立起來，抖落沮喪，

繼續奔跑，就可以再開拓新局、創造

高峰。此時，回首前路，那些曾經受

過的苦難和悲傷，已如過眼雲烟般化

去，何足道哉！

《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是

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

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

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這一段話後人常引為座右銘，激

勵無數志士仁人在逆境中奮起，是對

生命痛苦的認同，以及對艱苦奮鬥而

獲致勝利的精神的弘揚，其中所憑藉

與強調的正是刻苦耐勞的精神，非「刻

苦耐勞」不為功；換言之，想要有所

成就，首先就要抱定刻苦耐勞的決心

和毅力，勿走捷徑、勿投機取巧，什

麼苦都要吃、什麼勞都要耐，這才是

最實在的，才能得償所願。人生是苦



62 NO.419 2023.11

海，「難」與「苦」正是修道人的試

金石，我們必須不畏難、不怕苦，坦

然面對並承擔痛苦的事實，以刻苦耐

勞的精神激發鬥志，作為獲得美滿喜 

人生的跳板。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人總會遇到逆境和憂患，如能發揮刻

苦耐勞的精神，奮發而起，破釜沉舟，

置之死地而後生，就能翻轉不如意的

人生；如此，比起那些一帆風順、沒

有經歷過磨難、沒有什麼特別體驗的

人生要豐富的多，也有價值的多，由

此可知：艱苦的環境、刻苦的精神，

可以讓人生吐潤出珍珠般的精華。

所謂「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

人」，沒有開始的苦，就不會有後來

的甜。人生不會苦一輩子，但會苦一

陣子；如果不願意苦一陣子，那就必

須要苦一輩子了，所以「不吃苦中苦，

難有甜中甜」。吃苦的人永不吃虧，

我們所吃的苦，都會以另一種方式回

報於我們。

「天無整日雨，人無一世苦」，

在任何惡劣的環境之下，只要心懷對

美好未來的無限憧憬，保持刻苦耐勞

的積極心態，就不會灰心喪志；所以，

不要在乎我們失去了什麼，而是要看

我們還擁有什麼，並且要珍惜它、善

用它。人生充滿了希望，去做就對了，

「皇天不負苦心人」、「有志者事竟

成」，最終必有苦盡甘來的時刻。 

「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

寒來」《警世賢文‧勤奮篇》、「梅花

寒中開，學問苦中求」、「不經寒冬，

不知春暖」，可見「苦」是人格的淬

鍊場，能成就我們無懼的勇氣；是營

養的加油站，吃苦就是在吃補；「苦」

也是能量的補給站，長養我們堅毅的

道念。

「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

作舟」《增廣賢文》，在學習方面不怕

吃苦，就能轉苦為樂；在修道方面不

怕吃苦，就能轉煩惱為法喜。所以，

「苦」是修道的增上緣，用來鍛鍊我

們的心志，我們要「歡喜做，甘願

受」，以快樂的心、感恩的心來修辦

道，刻苦耐勞、無怨無悔，就會愈挫

愈勇。

「道在師傳修在己」，修道必須

下一番苦功，才能修成正果，切勿「攑

香綴拜（台語，意思是盲目跟隨他人

行事）」。我們有幸進得了道門，要

力爭上游、求知若渴；報名參加各種

班程，要認真研讀、下足苦功、有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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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終，始能通過考試，領取結業證書，

對道義體悟更深，讓修道的成果更上

一層樓。當面對無明愚痴、顛倒邪見

升起時，要發揮刻苦耐勞的力量，以

「苦」為勵，不畏磨難，無懼障礙，

才能夠經得起重重的考驗，成就我們

不凡的道業。

自古以來，「求道如牛毛，成道

如牛角」，也就是「有善始者實繁，

能克終者蓋寡」《貞觀政要》。修道為

了避免造成入寶山而空手回，就必須

堅定道心、鞏固道念、不忘初發心，

把握「誠」、「勤」、「苦」的原則，

將其精神內涵發揮得淋漓盡致，從自

性根本下功夫，做一個名實相符的白

陽修道士，用心擇取善道，就能達到

「修道用心，辦道盡心」的目標，大

家要用有限的生命辦理無限的道務，

如此，就能完成「修人道以達天道」

之使命。

接下來，蔡士良領導點傳師慈悲

引用《論語‧子罕篇》中孔子的一段

話：「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

者有矣夫。」來說明「種稻要看收成，

修道要重結果」。

蔡領導點傳師以農作物的生長，

從開花到結果的過程，來勉勵大家：

做人要辛勤努力、精進不懈，不論在

日常生活或進德修業，都應該刻苦耐

勞、盡心盡力、有始有終，因為所有

偉大的事業都是靠著持之以恆的毅力

才得以實現；如果意志不堅、一暴十

寒、半途而廢，最後導致功敗垂成，

終究是人生一大憾事。就像農夫播種

以後，必須澆水灌溉、除草施肥、細

心照顧，農作物才會長得茂盛，也就

是「揮汗耕耘，必能歡樂收割」。

我們因為祖上有德，自己前輩

子有修，並且與仙佛結了善緣，所以

今生才能很幸運地求得寶貴的一貫大

道。求道以後，必須遵守「修道三不

離」的原則：不離道場、不離經典、

不離善知識，此三項是邁向修道正途

的最佳規範。

道場是根， 堂是我們修道、辦

道的重要場所，「人間一座 堂，天

上一朵蓮花」，我們來 堂參班、開

法會、舉辦活動，是頂著佛恩殊勝；

佛光普照是無形的，如同仙佛為我們

加靈加被加智慧，化掉我們頑固的心

性、增長我們內在的涵養，是故，

堂有潛移默化的功能。常來 堂，我

們頭頂上都有一圈很大、很亮的光環，

不只照亮自己，也照亮了週遭的人；

仙佛也會為我們的九玄七祖加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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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們不來 堂，祖先就無法跟隨。

《佛規諭錄》：「退怠之心若起念，

九玄七祖墜沉淪」，九玄七祖靠我們

努力修道、行功了愿，他們才能沾光；

只要我們一有怠惰心，他們也會跟著

沉淪。而且我們修道，心中都有一尊

自性佛，與我們形影不離，所以道場

就在當下，心在哪裡，道場就在哪裡，

日常生活就是道場，待人接物就是修

行。

經典是真理說明書，它包羅萬象，

每一個字、每一個詞句都是古聖賢哲

的智慧結晶，屬於正能量，經過千錘

百鍊。仙佛曾說：「不讀四書，會有

四輸：出口無章、處世無方、儀表無

莊、生命無光。」所以，研讀經典是

智慧的開端、是奇妙的啟示和教導，

它教導我們立身處世的道理，我們要

時常閱讀及抄寫；讀經時，萬緣放下、

專心一致，心中踏實又自在；抄經時，

摒除雜念、心無旁騖，一筆一畫，全

神貫注，訓練專注力及持久力。讀經

及抄經能讓經文句句刻入心田，從視

之於眼、唸之於口、書之於手、注之

於心，達到心、口、意三業清淨。「讀

經千遍，其義自現」，我們把經文讀

得朗朗上口、融會貫通，必能茅塞頓

開，體悟經典的涵義，日常生活也會

由心浮氣躁轉為心神安寧、智慧清明。

是故我們聽經聞法，進而依經行事，

就能培養剛正不阿、正氣凜然的精神，

以及高貴嫻靜的氣質，散發出「腹有

詩書氣自華」（蘇軾〈和董傳留別〉）

的優雅格調，舉手投足端莊穩重，展

現出文質彬彬的風範。

我們來 堂參班、開法會，恭敬

聆聽前人、點傳師、講師們剖析人生

道理與修道法要，就能明理悟道，改

變心念、改變思想、改變行為，也就

是「改脾氣，去毛病」。道親之間互

相切磋交流、討論心得、分享經驗，

也可互相學習成長。前人、點傳師、

講師、道親都是善知識，是我們生命

中的大貴人、活菩薩，他們幫助我們

開啟智慧，不再迷惘；教導我們明辨

因果，不再無明；帶領我們解脫生死，

不再輪迴，如此就能斷惡修善，契入

佛法。我們要跟隨著他們的腳步努力

修道、遵守他們的諄諄教誨、完成他

們交辦的任務，假以時日，我們修道

必能開花結果、成就不凡。在日常生

活中，我們也要精勤修習，常保喜樂，

成為他人的善知識，進而互相結交，

輾轉增上，共同得益。

（續下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