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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移被干扰的心情 

学佛的目的是为了增长智慧，但，我们应该如何增加智慧?尤其面对境界考磨时

要怎样运用智慧来处理? 
 

  
我们若用执著的心想要增加智慧，将不可能如愿。惟有学习活在今天、活在当

下，让昨天不干扰今天，并时时提醒自己充实地把握每一天，那么，我们本就

具足的智慧即会自然表现出来。  

智慧是不需要刻意增加的，我们之所以未能自我开发智慧，原因就像我们蒙住

眼睛看东西或塞着耳朵听音声，必然是看得模糊、听得不清不楚，情况如同月

亮没有消失，它只是被乌云遮住，我们当然看不见月亮。 

往往，我们会因为心被过去情绪所覆盖而无法觉悟到眼前一切现象，结果就不

明；所谓不明就是错误的认识。 

放下导致不专注的执著 

我们误以为要去学习智慧、增长智慧，其实没此必要，重要的是要放下导致我

们不专注的执著，因为，当我们不专注时，就不能明白真相；执著者显然当下

心力不足，心是支离破碎的，现在没有存活在眼前。 

凡 夫一般都不容易做到不被人或事干扰情绪，因此，当我们的心情被干扰时，

不妨即刻提起自己现在能做什么之力量，例如：我现在若生气某人的话，就得

赶快让另一 件事情发生，把自己集中到那件事情上，而不是要求自己原谅对

方；一旦我们专注去爱另—个人，或专注做某件事情；帮助其他人时，自然而

然就会离开刚刚的那个 烦恼。 

其实，在每—天的生活作息里，我们都在转移，例如，从家里到公司、从坐着

到站起来、从上班到放假，我们都不断在成就一个学习放下的习惯、学习离开

的惯例，因为机械式的生活容易让我们不用心过日子，而只是盲目的重复某种

例行公事。 

很多人以为自己可以放下执著，实际上我们很难放下执著，但，我们应该执著

善，不要执著恶；所谓善就是能够让我们增添力量的，所谓恶则是导致我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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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沮丧者。 

因此，当我们因为某-—件事而生气时，就要创造另—件愉快的事情来平复心

情；如果想起某个人就伤心的话，何不想另—个让自己欢喜的人? 

我们不要勉强自己改变那放不掉的习惯，而要增加另一项；习惯、动作、方

式、参与，自然就能离开过去的框框与包袱，如此，智慧自然就能开显出来。 

智慧来自于用心，缺乏智慧者显然没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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