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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世事是虛浮 轉眼之間見白頭
世事無定，如同浮萍，空虛不實的人生，猶如虛幻的夢
境。

大峰祖師為明修撰寫的祭文中，有一句： 誰識蜉蝣生
命 幾經歷劫滄桑
祖師將凡夫人生與蜉蝣与相比，蜉蝣僅有一天短暫的生
命， 是真正的「朝生暮死」。但我們人的一生真的漫
長嗎？古詩喻：人生如朝露。八十歲老人，回首過去的
歲月：兒時的天真、少年的歡笑、青年的成長、中年的
奮鬥，恍如昨日。祖師這首七律的開句，並不是教我們
以消極態度面向人生，反而是督促我們在有限的時間里，
應該讓自己的生活過的 更有意義、更充實，尤及時行
孝，積德行善。

佛經云：
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
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
眾生在無量劫的輪迴中，能夠生為人身是非常難得的，
也 是非常寶貴的，而修道乃至成佛，則必須賴以依仗
這個難得的人身。人生苦短，轉眼白頭。諸惡莫作，眾
善奉行。

安份守身且自得 隨緣處事莫強求
安于本分，保持自己的品節，不違法亂紀，則可避免無
妄之災。人生在世，無不受三毒：貪、嗔、癡之害。惡
念皆從貪欲 而起。古人云：利令智昏。利字當頭，道
德倫理則很容易喪失。所以萬事莫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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乩文源自《明修晨鐘》
第二冊第134頁 古訓：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榮華富貴，人皆嚮往。但須取之有道。所謂德須配位。不

義之財終害己。廣結善緣，萬事不強求，該來的總會來。安分守己，諸惡莫作，積德行善，自有福報。

煩煩惱惱幾時了 是是非非何日休 不若打開名利鎖 頓然放下許多愁
人的一生碌碌忙忙，奔波勞累皆為蝸角虛名，蠅頭微利，追逐物欲，患得患失自尋煩惱。又常為虛名
微利，用盡心機，罔顧道義，敗壞德行，捲入是是非非爭議，名利之鎖不解，煩惱永無休止。唯有放
下執著，淡泊名利，學會樂施捨度，心胸豁達，嫉妒之心自然消除。一生遭遇不幸卻逍遙生活的宋代
蘇東坡《超然台》賦曰：超然物外，無不樂者。佛理云：八苦之一的「求不得苦」尤為熾盛。如火熾
燃， 一時不慎，妒火轉化為萬般愁。打開心中名利鎖，萬般愁恨自然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