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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彌陀佛。這節課是我來香港
的第三節課。這節課和大家交流的題目是「聖僧示現在中國，講經
教學度群萌--四談我所認識的上淨下空老法師」。這個題目是我第
四次談了，就是說，我所認識的上淨下空老法師，以前我曾經談過
三次，這次是第四次。
　　我想談談這個因緣。可能有同修問，說劉老師，這個題目妳已
經談過三次了，怎麼又談了？我告訴大家，可能這個題目，以後如
果有機緣，我還會繼續談的，也可能還有第五次、第六次，這都說
不定。我和老法師結緣，始於二ＯＯＯ年，那個時候是我紅斑狼瘡
病最重的時候，也是我生命時刻面臨死亡的時候。在那年，我有緣
得到了一套光碟，就是老法師在台灣講的《無量壽經》，那是師父
第三次宣講《無量壽經》。如果說我和師父結緣，這就是開始，是
因為光碟結的緣。這是二ＯＯＯ年。二Ｏ一Ｏ年，師父通過東北的
同修打聽到了我的消息，師父約我來香港見見面，這是我第一次見
到師父，這次是真正的見面之緣。從二Ｏ一Ｏ年四月四日來香港第
一次見師父，到現在基本上是七個年頭了。在這七年裡，我來香港
九次，見到了九次師父，我和師父的因緣就是這樣的。
　　所以說，有人總想仔細研究研究，我和師父究竟是什麼因緣，
真正的因緣就是這樣。再進一步說，我和師父就是師生關係，師生
的緣。好多時候師父都是我的老師，這一生一世，師生又在這裡相
遇，就是這個因緣。



　　為什麼這次又四談我所認識的上淨下空老法師，因緣是這樣的
：去年的下半年，我給自己提問了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我為什
麼來到人世間？我來幹什麼來了？這是我給自己提的一個問題。第
二個問題，二ＯＯＯ年我面臨著死亡，很多人都去為我送行，那就
是病最重的時候，也是最危險的時候，為什麼誰都沒有想到我能活
過來，我卻活過來了，而且活得挺好？我想這十七年，我的壽命是
阿彌陀佛給的，不是我自己本有的生命。我想到這些，我就想：阿
彌陀佛，你二ＯＯＯ年把我留在這個人世間，讓我幹什麼？請阿彌
陀佛告訴我，我好報答您老人家的恩德。
　　當時，這兩個答案我都得到了。我來到這個人世間，是帶著任
務和使命來的。這是一個。至於是什麼任務，什麼使命，那就實際
當中見。第二個我的問題的答案是，就是阿彌陀佛為什麼把我留下
來，這個答案就是說，要我把一個真實的上淨下空老法師，介紹給
一切有緣眾生，讓眾生同霑法益。這就是我兩個問題的答案。基於
這個因緣，所以今天我要再一次的，把一個真實的上淨下空老法師
，介紹給一切有緣眾生。盡我所認識的，我能談到什麼程度我就談
到什麼程度。
　　今天我要從七個方面來談我認識的老法師，這個我歸納了七個
第一。現在談第一個第一，上淨下空老法師是學釋迦佛走釋迦路的
第一人。這個從我認識師父上人到現在，我一直是這樣認識的。因
為師父確實在我心目中，他是學釋迦佛走釋迦路的第一人。不但在
中國是第一人，在世界也堪稱是第一人。
　　當今時代，學佛的人可謂不少，全球有七億人口學佛，佔總人
數的十分之一，大家都在學釋迦牟尼佛留下來的法。縱觀學佛人的
現狀，真正學釋迦佛走釋迦路的人，可以說寥寥無幾。這樣說可能
有些同修暫時不太理解，劉老師怎麼這麼說？全球有多少人在學釋



迦佛走釋迦路，老師妳為什麼說真正的學釋迦佛走釋迦路的人寥寥
無幾？咱們慢慢來認識現狀是不是這樣。
　　釋迦牟尼佛人人都在學，但是我們看到的一個現實情況是，教
育的佛教演變成了宗教的佛教。就這一點，這個佛教不是釋迦牟尼
佛留給我們的佛教。釋迦牟尼佛留給我們的，是教育的佛教，不是
宗教的佛教。現在佛教演變成了宗教的佛教，可以說是佛門的不幸
和悲哀。我是這樣認識這個問題的。
　　老法師二十六歲入佛門，三十三歲出家，遵章嘉大師的教誨，
走學釋迦佛走釋迦路的學佛之路，一走就是六十多年。這是不爭的
事實，就擺在我們面前。我說老法師是學釋迦佛走釋迦路的第一人
，可以說是名符其實，當之無愧，一點也不誇張，一點也不過分。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釋迦牟尼佛和我們的老法師，
有幾個共同點：一是都選擇了出家，走弘法利生之路。這是兩位老
人家的第一個共同點。釋迦牟尼佛不忍看眾生生老病死之苦，想找
到一條救度眾生離苦之路，他捨棄了王位，捨棄了嬌妻愛子，捨棄
了榮華富貴，毅然出家。這是釋迦牟尼佛選擇的道路。而我們的老
法師，因為戰亂，到了台灣，在那裡他是隻身一人，沒有親人在身
邊。在台灣，老法師認識了章嘉大師，在大師的教誨之下，老法師
選擇了出家弘法利生這條道路。三十多年來，沒有見過慈母的面，
這個老法師在講經的過程當中，曾經多次跟大家說過。這是一個。
　　第二個共同點是都沒有道場。這個我們看《釋迦傳》，或者讀
《無量壽經》，讀其他經典的同修們都知道，釋迦牟尼佛沒有固定
的道場。這樣說似乎不是太嚴密，說沒有道場怎麼講道？我是這樣
看的，老法師和釋迦牟尼佛的共同點，就是沒有固定的道場，但又
時時處處都是他們的道場。這是兩位老人家的第二個共同點。
　　淨空老法師，幾十年來，可以說是一位到處漂泊，講經說法的



一位出家老和尚，是不是這樣？沒有固定的道場，居無定所，全世
界來講經說法。這可能也是老法師的一個特殊的因緣吧。老法師在
我的心目中，在我的記憶中，師父是一貫不提倡建自己的道場，別
人給他道場，師父都不要。師父當時說了，不建道場，不要道場的
理由，可能我們都會心裡很明白。師父就是這樣給我們後世的學生
也好，弟子也好，樹立了這樣的一個榜樣。這是第二個共同特點，
釋迦牟尼佛和淨空老法師都沒有固定的道場。
　　第三個突出的特點，就是一生從事教學。這就是釋迦牟尼佛和
老法師兩位老人家，最最突出的一個共同點。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
講經教學，就這麼一件事，老人家沒有做過佛事。這個佛事，所謂
的佛事，譬如說經懺佛事、打佛七、打禪七，等等等等。釋迦牟尼
佛在四十九年講經教學過程中，沒有做過一次。我們的老法師在這
一點上，是真正學釋迦佛走釋迦路的第一人，老人家五十八年從事
的是講經教學度眾生的事業，而沒有做其他的事情。老法師在這方
面堪稱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儘管遭遇了種種不公平的對待，甚至有
時候是走投無路，無立足之地，但是師父一直勇往直前。九十一歲
了，還在堅持這條已經走過了五十八年的學佛之路，確實令我們敬
佩和讚歎。釋迦牟尼佛和淨空老法師，都是義務的教育工作者，這
一點我們人人心中都有數，大家是不是和我有同樣的認識，就是他
們是教育工作者。
　　以上三點，這就是我選擇的比較突出的，淨空老法師學釋迦佛
走釋迦路的，三個比較明顯的共同點，供大家參考。
　　學釋迦佛走釋迦路，說起來簡單，但是做起來真是難，而且是
難上加難。回首老法師幾十年走過的學佛之路，真是太艱難了。尤
其是在師父身邊護法多年的老同修們，就知道得更清楚更明確，他
們的體會也更深刻。幾十年來，師父過的是遊僧的生活，沒有立足



之地。不是老人家不想在一個地方安定下來，而是沒有這樣的條件
，師父沒有條件在一個固定的地方安定下來。如果想要安定下來，
師父曾經說過，那就是要有個條件，就是放棄講經教學，改做經懺
佛事。我記得師父在講經過程當中，曾經向我們說過，說當時他有
兩條路，一條是放棄講經教學，改走經懺佛事的路，第二個條件就
是回家，還俗。當時就面臨著這樣的境地，師父毅然決然的，仍然
選擇了繼續講經教學的，走這條釋迦牟尼佛之路。
　　不管遇到什麼樣的艱難困苦，師父幾十年來從來沒有放棄過講
經教學。我們現在說起來似乎是很容易，說說幾十年就過去了，可
是我們設身處地的想一想，師父這五十八年講經教學的日子，是多
麼樣的艱難！就這一點，也足夠我們敬佩和讚歎師父的。就是在老
人家八十五歲的時候，香港的一位老居士，把現在的六和園結緣給
了師父，就是從那一年開始，師父總算有了一個比較固定的落腳之
地。應該說學釋迦佛走釋迦路並非易事，就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從老法師走過的路可見一斑。這是第一個第一人，就是老法師是學
釋迦佛走釋迦路的第一人。
　　第二，上淨下空老法師是講經教學第一人。上淨下空老法師是
講經教學第一人。淨空老法師迄今為止，屈指算來，入佛門六十五
年，講經教學五十八年。就說五十八年的講經說法，可以說全國乃
至全世界，找不出第二個。也可能是我孤陋寡聞，我見識少，我不
知道還有別人。就目前來看，我就知道老法師一個人，講經教學，
而且是不間斷，講了五十八年。這是不是講經教學的第一人？可以
說，我用了一個詞，老法師講經教學五十八年，堪稱是獨一無二。
　　我想從下面幾個方面，突出講一下老法師講經教學的幾個突出
特點。這幾個特點，我都用獨一無二來形容。第一個是時間之長，
獨一無二。我剛才說了，到今年，老法師已經講經教學五十八年，



這在中國乃至全世界，堪稱獨一無二。獨一無二的意思很明顯，就
是只有這一個，還沒有看見第二個。就是從古至今，恐怕也找不出
第二個人了，就是一生幾十年就從事一件事，講經教學度眾生。我
是這樣認識的。如果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個前無古人好像是已
經定了，後無來者是不是，我不敢說，那可能後面還有人講經比師
父這五十八年更長的，就目前來看應該說前無古人。我們希望能有
後來者，能夠超過老法師這五十八年，這是我們所期盼的。這也是
老法師的心願，因為培養講經人才，這一直是師父孜孜以求的，一
直在努力奮鬥的，努力爭取的。這是第一個獨一無二。
　　第二個，專一不二，獨一無二。專一、不二，這兩個意思合起
來，就是進一步說明它的力度。專一，就這一個，不二，沒有第二
個。老法師五十八年來，做的就是這一件事情，講經教學，除此之
外別無他事。這才叫真正的專一。不是今天講經教學，明天搞經懺
佛事，後天打個佛七，等等等等，老法師是真正的專一，真正的獨
一無二。釋迦牟尼佛一生講經教學四十九年，老法師講經教學已經
五十八年了，我們能不能這樣說，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就這一點來
說，咱們不說別的。我是這樣認識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學生在
講經教學的時間上，超過了他的老師。這肯定也是釋迦牟尼佛所歡
喜的，釋迦牟尼佛會為有這樣的學生而高興的，也會為這樣的學生
點讚的。這是第二個獨一無二。
　　第三個獨一無二，信眾之多獨一無二。這一點大家是不是心裡
都有數。淨空老法師，聽老法師講經說法的信眾，可以說不可計數
，看得見的眾生，看不見的眾生，都不可計數。就拿人來說，恐怕
得以億來計算。因為現在的網絡教學，我們不知道有多少有形眾生
和無形眾生，在傾聽老法師的教誨。無量無邊的眾生，在老法師的
教誨之下，真是覺悟了，很多很多眾生回歸自性，回歸極樂世界，



師父功德無量。最近一些年的網絡教學，使聽師父講經的信眾愈來
愈多，愈來愈多，聽經的人數愈多，受益的人數就愈多。所以說有
時候師父在錄影室裡給大家講經教學，有時候錄影室裡可能沒有一
個聽眾，但是網絡裡的聽眾無量無邊，是不是這樣的？所以我說，
聽老法師講經的信眾無量無邊，不可計數。
　　現在能不能有哪一個法師，哪一個高僧大德，他的講經的信眾
能夠超過老法師，好像不太容易。儘管這樣，老法師在人家對他有
所不公平的對待的時候，師父老人家都是坦然處之。老法師心裡明
白，他的信眾之多，影響之大、之廣、之深，真是不可計量。這個
意義，深遠意義和歷史意義，現在無可估量。師父講經教學這五十
八年，他的影響面我剛才說了三個，一個是影響之大，一個是之廣
，一個是之深，是不可計量的。
　　有的人一直對師父採取種種措施，譬如說封殺，對這個問題，
我一直是持不贊同的態度。我是那樣想的：師父講什麼，說什麼，
老人家在想什麼，他都是透明的，都是公開的，沒有一點隱私，而
且他想的、說的、做的，都是利國利民的。就這樣一位愛國愛教的
老人家，你封殺他幹什麼？這是一。二，我是那樣想的，法寶你可
以封殺、銷毀，但是人心你能封殺得了嗎？有多少人可能是出於某
種壓力，不敢公開學習師父的法寶，譬如說書或者是光碟。但是我
知道，就是這些人他們仍在偷偷摸摸的看師父的書，聽師父的光碟
。所以我想，師父的影響，那不是你燒幾片光碟、燒幾本法寶就可
以封殺得了的，我覺得這種做法是不是有點愚痴。
　　你可以仔細的看一看師父的書，聽一聽師父在講什麼，能不能
不要斷章取義，以你的個人知見來解師父的意思，甚至是對師父是
採取毀謗，這個不好，這樣會造作罪業的。我每次我都勸導大家端
正心念，正確的評價一個人。你願意聽你就聽，不願意聽你就不聽



，聽與不聽是你的自由，但是你不要毀謗，因為毀謗你真的造罪業
，你造罪業真的要受果報。我是替你著想，每次都要這樣勸說大家
，希望大家能夠聽聽我的苦口婆心。我這個意見沒什麼不對的吧？
你看，你的自由，你可以選擇，願意聽，聽，不願意聽不聽，就是
一條，你別生煩惱，你別毀謗，這就好了嘛。這是上面我說了三個
獨一無二。
　　下面再說第四個獨一無二：無立足之地獨一無二。我所經歷過
的，所聽說過的，就是說法的師父、法師們沒有立足之地，除了老
法師之外，我還沒有聽到第二個。師父這麼多年是不是無立足之地
，就是八十五歲之前，準確的說是不是這樣的？曾經記得師父有一
張照片，拄著錫杖的那張，沒有照上腳。我記得我當時最先看到這
張照片的時候，我不太理解，我心裡還想，這是哪個照相師給照的
，怎麼能沒把師父的腳給照上？後來我見到師父的時候，我問過師
父，我說師父，您的那張照片為什麼沒把腳照上？師父笑了，告訴
我，那是我在表法。我說師父您這是表的什麼法？師父說，表無立
足之地之法。我聽了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師父老人家在表法，
表他的無立足之地。
　　聽了師父的這個話，當時我好心酸，老人家是笑呵呵的跟我說
的，但是我聽了，我一點笑都沒有，真是好心酸。學釋迦牟尼佛，
走釋迦牟尼佛之路，遵師教誨，一生講經教學，這有什麼不好？有
什麼不對？為什麼要遭到如此的不公平待遇？所以，每當說到這裡
的時候我就想，總有一天，歷史會給師父做證明的。老人家這一生
所做的事情，真是利國利民，功在千秋的，偉大的永遠不朽的事業
，這要讓歷史來見證吧。這是我講的第二個第一人。
　　下面講第三個第一人：上淨下空老法師，是佛教歷史上修忍辱
的第一人。我為什麼這麼敬重老法師，為什麼有人用各種各樣的方



式，想逼我遠離老法師，遠離《無量壽經》會集本，但我都頂住了
重重壓力，不為所動。我是一個性格比較倔強的人，我從來沒有盲
目的崇拜任何一個人。有人說我是對老法師迷信，吹捧老法師，等
等等等，用了一些叫人不入耳的詞，我就不給大家學了。但是我聽
了以後真是不為所動，我心想，我自己的親身經歷，我親眼所見，
不是你們幾句批評、幾句謾罵就能動搖得了的，真的是這樣的。
　　說實在的，頂住這個壓力也相當不容易，也很難。你那樣想，
一個人他走自己的路，而且再進一步說，我們畢竟都是凡夫，都是
人，我們也有自尊心，也有自己的尊嚴。你所走的路，你所學的東
西，你所接近的人，人家反對，人家用各種形式，可以說那個形式
，有的都實實在在太過分了，太過分了。那時候我也想，為什麼這
樣？我自己問我自己，為什麼人家這麼攻擊妳，這麼謾罵妳，妳還
不改初衷，非要堅持走妳那條路，究竟是為什麼？我自己找到答案
了，老法師什麼地方吸引了我，一個答案，老法師的人格魅力。老
法師的人格魅力，讓我尊敬他、尊重他、仰慕他，所以我跟定老法
師學習佛法，一生不會改變的。如果說一生那長一點，我前半生沒
學佛，從我接觸老法師光碟的那天起，從那以後我不會改弦易轍的
，我一定是沿著這條路走到底的。
　　為什麼我這麼崇敬我們的老法師？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老法師
的忍辱精神。如果按我原來的脾氣，我可能是有時候會冒火的，有
時候我想，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你學你的佛，我學我的佛，
你學你的法門，我學我的法門，你憑什麼老拿我來說事？開始是心
裡不服氣的，甚至想出去和人對陣，那個對陣用現在的話說，較量
較量。就是說，我當時甚至這樣想，論寫，我也不一定次於你，論
說，我也不一定輸給你，你會寫我也會寫，你能說我也能說，那咱
們就較量較量，你憑啥老這麼欺負人？當時是這樣的。



　　後來我為什麼一言不發？就是學老法師學的。因為我看師父所
受的那個屈辱，對我來說，我所受的那點小小的委屈，簡直不足掛
齒，我覺得非常慚愧。師父老人家這麼多年一直在修忍辱，我就這
麼幾年的時間，讓人家羞辱羞辱妳就受不了，妳還說妳要做佛的弟
子，要做老法師的弟子，那太不夠格了。記得有一次，我跟大家交
流的時候，我這樣說，我說我現在稱不上是老法師的學生、老法師
的弟子，我對自己有個正確的估量，我卯大勁我現在是師父的編外
弟子，編外學生，我還沒入編。
　　有人也曾經說，劉老師，師父對妳那麼好，妳為什麼不拜師？
不是我對師父不尊重，是我覺得我不夠格。如果我拜了師，我到了
師父的身邊，我做師父的學生，我不是有意的想把事情做壞，但是
如果我的能力有限，我的智慧有限，我做了什麼錯事，我給師父抹
黑，我對不起師父，所以我寧願做師父的編外弟子。但是我接受師
父的教誨，絕不次於師父的編內弟子，這是我對我自己的要求和考
量。
　　有人說我們了解妳，尤其我的朋友、同學、同事，說：我們了
解妳，妳從來真是沒有崇拜過任何一個人。但是在妳的嘴裡，不管
我們信佛也好，不信佛也好，信哪個法門，在妳的嘴裡我們聽到的
，妳都是說，妳的老師淨空老法師如何如何。我們現在雖然沒見過
老法師的面，但是從妳嘴裡，我們已經認識了妳的老師，淨空老法
師。這是我身邊的同學、同事、親朋好友，他們跟我說的。真的是
這樣，每當見到他們的時候，沒有別的話題，說起來就是學佛，就
是老師，師父是什麼樣的一個人。以前我說過，師父是一個愛國愛
教的老人，是一個慈悲的長者，我就一條一條給他們介紹，為什麼
我給師父下這樣的定義，我有這樣的印象。我說這都是我親身經歷
的，不是我聽人說的，我都給他們舉出具體的例子來說，就是這樣



的。
　　老法師的忍辱精神，是我學習老法師最多的地方。因為一個人
的脾氣稟性，是很難改的，我由一個剛烈的、點火就著的暴脾氣，
能改變到現在，幾乎是沒有稜沒有角了，聽什麼樣的話我都能接受
得了。而且由前些年的，我嘴上接受，我不和你對陣，但是我心裡
沒接受，我心裡還和你對陣，我不服你，一直到現在，我不但嘴上
不說，我心裡也沒有那個疙瘩，也沒有那個結了。我就覺得，如果
說我見著師父之後，你們問我，說劉老師妳最大的進步是什麼？就
改變了我的脾氣稟性，讓我由剛變柔了，這是我學師父忍辱精神的
最大的收穫。
　　因為我看到了師父的一言一行，和他所遭受的苦難，和別人對
他的毀謗，我就想，世界上還有這麼大心量的人，老人家的心量究
竟有多大？我就一點一點的看，一點一點的學。這可能是我的一個
長處，我看明白了我就學，而且要真學，不是假學，這個學，是把
它落實到自己的生活當中。現在很少很少有誰能聽到我對誰不滿意
，或者跟誰較勁，跟誰對立。那個時候我記得小刁說：大姐，妳現
在脾氣變了，妳變得沒有立場，妳不分是非了。我就笑了，我說妳
給我舉舉例子，我怎麼沒有立場，不分是非了。小刁說：過去說什
麼問題，妳都是一是一，二是二，七扯喀嚓的，跟我們說得一清二
楚。現在我們再跟妳說什麼，妳都是行，好，對，都是這樣了，妳
就不能說這個不對，那個對。我現在說這樣的話，有時候也有，不
說一點沒有，但是逐漸的愈來愈少。因為師父說恆順，所以我現在
也跟師父在學恆順，而且是發自內心的恆順。
　　有的同學曾經問我，說劉老師，我們發現妳的心為什麼這麼大
？我說跟師父學的，師父的心有多大，我現在連十分之一都沒學來
。我說我的目標是，一定要把師父的大心量學到手。如果你們問我



的心量有多大，我的目標是虛空法界有多大，我的心量就有多大，
我要把虛空法界裝在我的心中；如果我的心量小，虛空法界裝不下
。我就像開玩笑的跟大家說，說得大家都很開心，都很高興。我是
這樣說的，現在我也這樣做。真是，我覺得一個人的心量擴大了以
後，那種愉快，那種歡喜，確實是用語言沒法表達。為什麼？你過
去遇到一個事，你心裡繫了個疙瘩，你不服氣了，你委屈了，你煩
惱了，你肯定心裡特不痛快。我現在沒有這些了，誰說什麼都可以
，誰做什麼都可以。所以我就每天都是樂樂呵呵的，沒有牽掛，沒
有煩惱，沒有誰是誰非，就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我認識師父以後，對我來說，最大的進步就是心量
大了，比原來更大，可能以後比現在還要大。現在偶爾的還有點小
小的小脾氣，我想以後這點小小的小脾氣，也要把它克服掉，要徹
底的一個大心量，什麼都能包容。要像大海一樣，那比大海大還有
天空，那比天空大是什麼？就是人的心量，就是這樣。
　　學佛這麼多年，如果說我有收穫，我受益了，這方面的受益是
最大的。所以你們看我現在這麼快樂，這麼瀟灑，這麼自在，我解
決了心量的問題，才能夠做到這一點。如果心量小，做不到這一點
，每天遇到事，這個不滿意那個不滿意的，那多著了，遇到一個煩
惱一次，遇到一個煩惱一次。現在我沒有這些，所以我每天都是快
快樂樂的。我每天接觸的，經教、佛菩薩，是不是這樣？你說經教
能讓我煩惱嗎？不能。佛菩薩能讓我煩惱嗎？不能。所以這是我從
師父那裡學來的。
　　我們師父老人家，這六十五年，可以說是修行的六十五年，也
是忍辱的六十五年。講經說法五十八年，是進一步忍辱的五十八年
，就這一點足夠我們學的了，怎麼學你都學不完。你如果再不認真
的學，再打點折扣，你什麼東西你都學不到手。所以我說，我聽老



法師講經教學二十年，我受益了。我就聽懂了那麼十分之一，我都
覺得我受益了。如果我把師父講的十分之十，我都聽懂了，那我不
成佛誰能成佛？是不是這樣？所以一直到現在，我仍然在努力學習
師父，努力聽師父講經教學。
　　今天早晨遛彎的時候，我跟師父說，我說師父，這些年我沒有
出來講任何一部經典，為什麼？我是那樣想的，一是我笨，我講不
好；二是我想師父講的，我就聽師父講，我把師父講的我聽懂了，
我聽懂一點，我跟大家分享交流一點，我聽懂了兩點，我就跟大家
分享交流兩點。有的同修說，劉老師妳就像講白話文似的，師父有
的地方講得深一點，理論高一點，我們聽不明白，妳就像講白話文
，給我們翻譯一遍，然後我們就聽懂了。我一想，如果我能起這個
作用，不也是挺好的嗎？師父講我聽，聽懂了，我再用白話文說給
大家聽，這不我也在弘揚佛法嗎？師父說好好好，就是這樣的。所
以有的同修說，劉老師妳為什麼不站出來講《無量壽經》？就在網
上給我提了幾十個問題。二十二號可能我有個學佛答問，其中就有
這樣的問題，到那時候，我一定會給大家一個比較圓滿的答案的。
　　記得二Ｏ一四年三月份，我來香港，正好那一次趕上老人家過
生日。我不是故意的來給師父過生日的，是趕上了。因為我這一生
，我不太想過什麼生日，我不過生日，我也想不起來別人過什麼生
日，那次我來香港正好趕上師父過生日。當時因為不對外公開，來
的人就來到咱們山頂花園這兒，也不是特別多的。當時舉行了一個
小小的儀式，我記著蛋糕挺大，挺漂亮的，師父也挺高興的。結果
給我一個任務，讓我上台跟大家說幾句。我也沒什麼思想準備，我
說什麼呀？完了我跟刁居士商量，我說小刁，讓我上台，我沒啥說
的，我給師父唱個歌吧。
　　我這一輩子我告訴大家，我就會唱一支歌，叫小小的月亮，好



像是這個名，一共四句話，是兒歌。這個歌是我學生教我的。我學
生怎麼想起來教我唱歌呢？是每當春節的時候，我教那些寶貝們、
淘氣包子們，喜歡上我那去過年，開聯歡會。開聯歡會每個人都得
出節目，完了我的學生說：老師，我們都知道妳笨，一個歌也不會
唱，舞也不會跳，給妳個任務，妳扮演個什麼角色？我說，那你們
看老師能幹點啥？我就當聽眾行不行？學生說那不行，給我個什麼
角色？讓我報幕，就是他們演節目，讓我來報幕，還給我整了一段
報幕詞，說那個是勾嘎達Ｋ廣播電台什麼什麼，土豆麻小姐現在開
始報幕。給我起個名叫土豆麻小姐，為什麼？因為那時候我皮膚不
像現在這樣，麻麻嘟嘟的，所以我學生說，老師，就給妳起這個名
吧。我就想為了讓大家高興、開心，學生既然有這個要求，那行，
那我就當土豆麻小姐，我說什麼時候讓我報，我就開始報。開始的
時候我就這樣說，勾嘎達Ｋ廣播電台，土豆麻小姐現在開始報幕，
第一個節目，誰誰誰什麼什麼。結果這些孩子們樂得前仰後合。那
就是我和我學生在一起開聯歡會。
　　後來我學生說，老師妳一個歌也不會唱，我教妳一個吧，妳就
學會一個就行，四句話，可好學了。我說那你教我一個吧。我學生
就教我一個。現在教我歌的學生已經六十歲出頭了，那學生都那麼
大了。我教的學生最大的比我小個五、六歲，我們在一起，看不出
來誰是老師誰是學生，尤其那男孩子都比我高一頭。所以就是在那
個時候，我學了這麼一首歌，因為它太簡單了。
　　我跟小刁說，我就給師父唱這首歌。小刁說：大姐，不行，妳
在廣州曾經給我們唱過這首歌，妳唱歌不在調上，妳在調下。說我
唱歌跑調，妳別給師父唱，小刁不讓我唱。我說那你說不讓我唱歌
，我上台我說啥？小刁說妳說偈子。我說沒有偈子呀。她說一會就
有了。我說啥時候有？她說一會妳往台上走的時候就出偈子了。



　　我心裡一點底也沒有。就在說下面請劉老師上台，就這個時候
那我死活我也得上台，從我坐那座位走到那台上，我估計那有十步
遠，可能都沒有十步遠。我心突突的跳，我想，唉呦我的媽呀，這
還不知道說啥，這就開始上台了，這可咋整！我起立的時候我心裡
是這麼想的，那也得去呀，我就一步一步的，比我平時速度要慢得
多。我尋思我得想想，小刁不說我走的過程當中就有偈子，那我就
慢點走，讓這偈子得出來。可能也湊巧，我走了三分之一的時候，
就出了四句話。我當時心裡樂開了花，我想，唉呦我的媽呀，這偈
子可是出來了，要不我上台我就站著去了，我就這樣想的。
　　後來我上台以後，這不偈子也有嘛，四句話，我把偈子也說了
。我那天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想給師父唱首歌，就唱我這小月亮。
後來我也沒聽小刁的勸，說完偈子以後，我說今天是師父老人家過
生日，我給師父唱首歌。我說我這輩子就會唱這一首歌，我就把這
首歌獻給師父，只要師父開心就好。我就給師父唱了。唱完了以後
我就回來了。回來以後，小刁表揚我，說：大姐，今天真不錯，今
天妳唱歌在調上沒在調下。我說妳看看，妳還不讓我唱，多虧我唱
了，今天不唱得挺好嗎？我這一輩子真的就會這一首歌，別的歌我
都不會唱。我唱哪個歌，一是記不住詞，二是不在調上，我確實唱
歌跑調，五音不全，那個什麼譜我更不知道，就是這樣的。我說那
次我給師父唱歌唱成功了，高興我好幾天，甚至有時想起來我就跟
小刁說，我說怎麼樣，沒聽妳話對了吧，我歌唱在調上了，真是挺
好的。
　　所以說和師父在一起，就覺得那種開心、那種快樂，你不親身
體會到你說不出來，這都是我親身感受。你看我今年七十多歲了，
七十三了，前些日子開玩笑，那天可能慧蓉看見我穿一個紅大褂子
，你們各位沒看著。為什麼穿那紅大褂子？那紅大褂子前胸是兩隻



雞，我今年七十三歲，本命年，屬雞的。我五十多年前的一個好朋
友，就買個大紅褂子給我送去了，告訴我，素雲妳必須把這褂子穿
上。我說我啥時候穿這大紅褂子？她說不行，以前妳沒穿我不管，
今年妳得穿，今年是妳的本命年，怎麼怎麼的。而且告訴我，妳上
香港，妳必須得把這褂子給我穿去。受人之託，我也聽話，我就把
她這大紅褂子穿來。來的第一天晚上我就穿著，我跟慧蓉說，我說
慧蓉妳看看我這大褂子多麼漂亮，前面有兩隻雞，一隻公雞，一隻
母雞，那隻公雞是個領導，當官的，為什麼？頭上戴著桂冠，我說
公雞是官，那母雞不是官。跟大家開玩笑。
　　所以我說人學佛，真是你跟師父學這個大心量，我就覺得我受
益太大太大了，我的快樂太多太多了，太幸福了！你說這個多好！
所以我也勸大家好好跟師父學，把師父的言談舉止，把師父那真東
西學到手。不要耍花把勢，整花架子，一定要真學。
　　咱們中華民族有尊老愛幼的良好美德，在這方面，我們是不是
也應該把它落實在行動當中？現在有人今天批這個，明天批那個，
這個是不是不太對頭？咱們師父教我們的是，要讚歎人，要表揚人
，讚歎人，不要批評人。我過去當老師，是職業病，你說當老師哪
有不批評學生的，尤其我教那班都是猴子班，一次教五、六十個猴
子，你說能不批評學生嗎？我批評是批評，但是我對學生是愛的，
不管什麼樣的學生我都愛他們，我沒有分別，我不把學生分成三六
九等。所以因為這樣，學生對我的感情非常深，到現在，一九七Ｏ
屆教的學生，七四屆畢業的學生，再後面那屆我只教了一學期，就
這些，三屆的學生現在都和我有來往。有時候打電話：老師想妳了
，去看看妳。我說老師是名人，不見客。我學生就說，老師，不管
妳名氣有多大，妳永遠是我們的老師，我們永遠是妳學生，我們想
見就得見，別的客妳可以不見，我們這個客是必見不可。那就見吧



。所以現在如果說我敞開門，就是對我這些寶貝們敞開門，想啥時
候來就啥時候來。
　　接著說，老法師的度量之大令人難以想像，老人家忍人所不能
忍，行人所不能行，他落地有聲的這些個舉止言談，就是我們學習
的最好榜樣。我們能不能把它學到手，那就看我們的因緣，看我們
的誠意。在這裡我真想說，真誠心太重要太重要了！我之所以學師
父的法，聽師父講經，這將近也就二十年，我為什麼受益了？我告
訴你們，我心誠！我認準這條道，我認準這個老師，我絕不輕易捨
棄。我不會左右搖擺，我不會人家說妳應該怎麼樣，妳就怎麼樣，
不是這樣的。用我們東北話說，我這個人有老豬腰子，就是有主見
，有主意，不聽別人的指揮和控制。這個可能也是我的一個缺點，
也是我一個優點。
　　你看應該說我最早聽老法師講經，是從二ＯＯＯ年開始，那就
從二ＯＯＯ年開始計算，那時候就屬於比較正規的系統的聽師父講
經，到現在應該是第十八個年頭了。十八個年頭，我有了一點點進
步，真是聽師父的教誨，我學來的，我沒有別的本事。我比一般人
都笨，比一般人笨，比一般人擰，比一般人倔，比一般人強，就這
四條，我這十八年我還能學到這麼多。你們比我有智慧，比我聰明
，只要你們認真學，你們很快就會有好大好大的收穫的。不信你們
試試，我真的不騙你們。
　　老法師告訴我們，要學聖賢、學君子，這一點可以說也是我的
座右銘。我們現在一定要學聖賢君子，做聖賢君子。前天老法師說
了一句，只有大聖大賢才能救中國，才能救世界。小聖小賢都不行
，這是我說的，這不是師父的原話。所以我們一定要學大聖大賢，
我們也要作聖作賢，最起碼我們要做君子，不可以做那小人。別人
可以跟我們計較，可以整我們，可以算計我們，但是我們做為學佛



的佛弟子，做為老法師的學生和弟子，絕不去琢磨、去計較任何人
，絕不去整任何人。我對整人的人真是，我覺得他們很辛苦的，他
都要動腦筋的。
　　有些人好心告訴我，說素雲，誰誰背後琢磨妳，背後整妳，怎
麼怎麼回事。我聽了以後，我的態度就是一笑了之：是嗎？有這事
啊？這在我這就了結了，畫句號了，至於人家再接著怎麼整，我不
去研究它。有人替我抱不平，說妳為什麼不琢磨琢磨怎麼整整他？
我說那累人，是不是？他整我，累他不累我，我要再琢磨怎麼整他
，我累，那他就不累了，我說我不幹那個傻事。
　　所以說學老法師的這個大心量、大度量，一定要把它真正學到
手，尤其是遇到事情的時候，它就顯現出來了。如果沒遇到事，我
們想我也大心量，遇到事我也能想得開，我也能放得下。我告訴你
，遇到真事的時候，那個坎也實實在在很難過。你們如果經過實踐
了，就會覺察到劉老師經歷了，所以她說給我們聽。所以這個修忍
辱，一定要把它提到日程上，你只有修忍辱你才能大心量，只有大
心量你才能修忍辱。
　　我說我還有點小小小小的小脾氣，我給大家舉例子，妳不能空
口說白話，妳說妳有點小脾氣，那我們也不知道，我們也沒看到。
我告訴你們，春節以後有一段時間，我那小脾氣就顯現出來了，我
生氣了。可能大家聽了以後會笑，說劉老師妳還會生氣？我告訴你
們，我是凡夫，我會生氣，我真生氣了。因為什麼？因為我聽到這
樣幾句話，你看我聽了那麼多我都沒動心，我聽了這話，它不知道
為什麼，就像那針似的，我刺激刺激妳。聽到一個什麼話？就是有
人說，說我是某某某的後台，我是某某某的保護傘，好像我沒記錯
，是這兩個詞。按道理說，這兩個詞要比以前我被人家罵，那要輕
得多得多、多得多，但是被人家罵到那種程度的時候，我倒沒生氣



，也沒往心裡去。就這兩句話，不知道為什麼，那個氣沒有預備齊
，沒有準備，突一下就冒出來了。
　　我冒出來，你說我做了一件什麼事？我跟你們說，我給師父寫
了一封信。我這封信什麼內容？我要兩閉一停。這兩閉是什麼？一
，閉門謝客，不見客人，這是一閉；第二閉，閉嘴，不說話，這兩
閉。一停是什麼？停筆，不寫任何交流心得材料。這就是在我生氣
的情況下，我就給師父寫了這麼封信。什麼意思？找師父去訴苦，
說說我的委屈。那我心裡就是這麼想的，你說我能跟誰說？我只有
跟師父說。
　　我寫完了以後，多虧我自己坐那旮旯默念一遍，我從頭至尾默
念，那信不長。默念了一遍以後，我第一感覺，錯了，不對，我不
能這麼給師父寫信。這口氣也太硬了，妳跟師父說妳要兩閉一停，
妳這幹啥？我自己問我自己，我知道錯了。妳說妳錯了妳就別寫了
唄，不行，這事還得說，我就把給師父寫的這封信，改成給勝妙師
。我尋思轉個彎，我把這封信給勝妙師，勝妙師肯定是會跟師父說
的，這樣這封信我不是給師父寫的，我是給勝妙師寫的。就這個時
候，我那不叫智慧，來點小心眼，耍點小脾氣，我真的就把這封信
讓大雲給我傳過去。大雲當時猶豫：劉姨，妳這個信這麼寫，好嗎
？別傳了吧！大雲和小刁都制止，都不讓我傳。我當時倔脾氣來了
，傳！完了大雲就把這封信給我傳過來了。
　　今天早晨我跟師父說，我說師父，我給勝妙師寫了一個信，兩
閉一停，您老人家肯定是知道了。我說師父這個事我肯定是錯了，
因為啥？我當時就知道不對，就是那口氣，就想，幹嘛？我聽了這
兩句話以後，我真發怒了，我當著大雲和小刁的面，我這麼說的，
我說簡直是吃飽了撐的沒事幹。這不就是我心裡不服嗎？你憑啥說
我是誰的後台，誰的保護傘？你有什麼證據？我根本也不是那樣的



人，我的一切都是透明的公開的。就這個。
　　我現在在這裡，把這個事面對鏡頭跟大家說，我這就叫公開懺
悔，發露懺悔。劉老師這件事做錯了，我對不起師父，我也對不起
對我那麼信任的廣大同修們。但是我一定要把一個真實的劉老師呈
現在你們面前，這件事我完全可以不說，但是我一定要把它說出來
，我確實把這件事情做錯了。我懺悔完了，我心裡也就亮堂了，不
要掖著藏著，我這一輩子的一個最大優點就是透明度高，我說的話
，我做的事，沒有一點隱諱的，我沒有隱私。有的時候我學生都說
，老師，這件事妳能跟我們說嗎？我們是妳學生。我說有啥不能說
的？完了我學生說，老師，這要是我們，這樣的事不能說，保密。
我說在你老師這裡沒有一件事保密的。
　　所以我就敞敞亮亮的，我就是一定要是真誠的我，真實的我，
讓大家看到的是不加掩飾的，沒有經過包裝的，那個老師是真正的
劉老師。如果這麼包裝，那麼包裝，這個可說，那個不可說，這個
對他能說，對他不能說，那就不是真正的劉老師了。所以我今天坐
在你們面前的，就要給你們一個真實的劉老師。
　　這是我第三個第一人，我今天要講老法師七個第一人，咱們得
稍微加快點速度，時間應該是夠用的。第四，第四個第一人，是上
淨下空老法師，是倡導宗教回歸教育的第一人。今天早晨和師父散
步，師父跟我說的那番話，其中內容之一，老法師就說，一定宗教
要回歸教育，就是所有的宗教都要回歸教育。這是師父一個突出的
理念。我曾經說過師父有幾大理念，因為師父這個理念好多，但是
最突出的有那麼幾個，我們一定要牢牢的把它把握住。這個宗教回
歸教育，就是師父最突出的理念之一。
　　在這個問題上，師父是這麼倡導的，也是這麼落實的。這麼多
年來，老法師倡導、力行宗教回歸教育，倡導宗教要互相學習，要



互相讚歎，信仰宗教要由個人自由選擇。這都是師父的理念裡面所
說的。每個宗教都是第一，沒有第二，師父講平等，絕對是落實在
實處的，不是說這個宗教第一，那個宗教第二。師父告訴我們清清
楚楚的，每個宗教都第一，沒有第二。師父說，信仰宗教不要感情
用事，不要感情用事，一定要用理智，宗教要放棄傲慢。現在確實
存在這樣的現實問題，有傲慢情緒，就是我這個宗教是好的、是對
的，你那個宗教不好、不對，我們信眾之間，也有這樣或者那樣的
矛盾。所以說師父在這方面，真是給我們做出了最好的榜樣。
　　我為什麼今天總的題目叫「聖僧示現在中國，講經教學度群萌
」，就是說，只有聖僧才能做到這些，才能做到這麼多個第一，凡
夫是做不到的。在這裡有這麼四句話，是我對師父的發自內心的讚
歎，就我剛才說了：「聖僧示現在中國，講經教學度群萌，六十幾
載修忍辱，如如不動是真功」。最後那兩個字叫真功。為什麼我們
有的同修說，我學佛為什麼功夫不得力？咱們沒有真功，咱弄的那
個是花架子，是給別人看的，不是真功夫。師父六十幾年如如不動
，這叫真功夫。我們要這樣學習。
　　為什麼宗教要回歸教育？師父講經過程當中，曾經有過這樣的
話，就是宗教是先於文化，就是宗教在先，文化在後，所以宗教它
有起一個根基的作用。文化是在宗教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所以宗
教的重要性那是不言而喻的。怎麼樣才能發揮宗教的作用？道路只
有一個，就是把宗教回歸到教育。現在宗教，各個宗教和佛教也差
不多，講經教學的比較少，其他形式的比較多。所以現在師父老人
家，是力主一定要把宗教回歸到教育，老人家倡導，各個宗教都要
講經教學，把這個放在第一位，這就對了。
　　宗教為什麼不要分高低，為什麼說宗教平等，因為所有的宗教
領袖都不是凡夫，可以那樣說，按我們佛門的語言來說，宗教領袖



都是觀音菩薩示現的。我記得十幾年前就告訴我那麼四句話，就是
：「宗教領袖皆觀音，示現世間來度人」，後面還有兩句。舉具體
的例子，你譬如說《古蘭經》，這是伊斯蘭教的一部主要經典，《
古蘭經》。《古蘭經》是怎麼出世的、問世的？是它的教主穆罕默
德口述的。因為穆罕默德他不識字，他沒有文化，他不會寫，所以
他是說出來的一部《古蘭經》，別人給他記錄的。你想，這叫什麼
？這叫自性的流露。什麼樣的人才能自性流露出一部《古蘭經》？
不是佛菩薩能做到嗎？是不是？
　　我們這樣一想，你說宗教不平等嗎？是平等的。這樣看，我們
不排斥任何一個宗教，不排斥任何一個法門，這就完全正確了。所
以有的你還在分別誰高了誰低了，那你就錯了。過去錯了，咱們把
那一頁翻過去，從現在開始，不再排斥別的宗教，不再排斥別的法
門，這個你就會進步更快一些。這是第四個第一。
　　第五個，上淨下空老法師是推動宗教團結的第一人。這個我一
說大家都深有體會，老法師這些年來推動宗教團結，可以說成績突
出，太顯著了！多年以來，師父推動宗教團結，我用了一個詞叫成
績斐然，這也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二Ｏ一Ｏ年年末，到二Ｏ一一年
的年初，我有幸跟隨師父出國一次，去了新加坡，去了印度尼西亞
，去了馬來西亞，後來又有一次去了澳洲。就在這個過程當中，我
就親眼看到老法師是怎麼樣推動宗教團結的。過去我是在師父講經
的過程當中，聽師父講過，怎麼樣推動新加坡九大宗教的團結，那
個我是聽師父講經說的。後來我跟師父出國，我親眼看到了師父是
怎樣推動宗教團結的。無論是在印度尼西亞，還是在馬來西亞，還
是在澳洲，師父都做了這樣的工作，而且成績都非常突出。
　　我看到哪我最激動？就是各大宗教的領袖，或者他們的代表，
在台上胳膊挽著胳膊，就是每人都發自內心的真誠的笑容，我看到



這我特別激動。我就想，宗教團結了，人民團結了，這個世界不就
和諧了嗎？所以師父做的這個工作，真是功不可沒，功在千秋，利
在子孫後代。
　　應該這樣說，老法師推動宗教團結，做成功了，做出榜樣了，
我們如果要是學習這個，有地方學了，師父的試驗田已經搞成功了
。這是我起的名，師父的試驗田已經搞成功，怎麼樣能夠推動宗教
團結，師父給我們做出來看了。這是第五個第一人，師父是推動宗
教團結的第一人。
　　第六個第一人，上淨下空老法師是承傳中華傳統文化的第一人
。這個大家可能感觸更深，就在我們身邊，現在就在做的這件事情
，是不是這樣？所以我說老法師是承傳中華傳統文化的第一人。
　　這些年來，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浪潮，可以說一浪高過一浪，
此起彼伏。有的也小有成就，如果說成就有點大，咱們改一改，也
有的小有成績。可是能用承傳中華傳統文化這個詞來說的，能擔得
起承傳二字的，可能是非淨空老法師莫屬了。別人是不是在做這個
工作？在做，這個工作要全民來做，大家都來做，這是事實。但是
真的就是從做過的咱們來看，我的看法是，真正能夠擔得起承傳二
字的，就是咱們老法師。沒有第二個人能夠擔得起承傳這兩個字，
力度不夠，只有師父力度夠。而且九十一歲高齡的老人，在擔這個
重擔，為拯救中華傳統文化，傳承中華傳統文化，我心裡有個詞，
我說老人家都在拼命。別的不說，就是這一年多，將近兩年，師父
是馬不停蹄飛來飛去，幹什麼？不就幹這件事嗎？
　　今天早晨我跟師父說，我說師父，你去英國大約多長時間回來
？我聽說好像三個月要回來一次，我說太辛苦了，是不是？坐一次
飛機就要十二個小時，我聽說下了飛機，還得坐六個小時的汽車。
我們在座的同修們想一想，九十一歲高齡的老人，就我這個歲數，



可能我都承受不了。再年輕一點的，你坐十二個小時飛機，你也會
感到很疲勞的。可我們的師父，我們在後方享清福，我們的師父在
第一線在奔波，在奮鬥，真是我們感到很羞愧。
　　師父老人家時時處處樣樣都在給我們做樣子，自己用身體來給
我們做樣子，給我們看。師父說，佛法有人要說出來，有人要做出
來。我說師父是一肩擔兩樣，既說出來，正在講，還在說，也在做
。你說師父是不是兩個肩膀挑兩個擔子？這面在說，這面在做。師
父說了，不做出來人家不服氣，咱們聽了動不動心？師父說不做出
來別人不服氣，你聽了，你該不該做？你是不是也得做出來？如果
說我們在台上坐著，嘎巴嘎巴說得挺利索，到台下就變了另一個人
。在台上道貌岸然，在台下妖魔鬼怪，你說讓誰服？給師父丟人，
真是想起來很痛心。
　　所以我們一定要向師父老人家學習，我們說不出來，說不明白
，我們能不能把聽明白的那一點點，把它做出來，你聽一點你做一
點行不行？你聽兩點你就做兩點，咱們沒有太高的要求。你別聽了
一百點你一點也不做，全都誇誇其談，那你一點收穫沒有，你今生
成就不了理所當然。
　　有人曾經問過我這樣一個問題，說劉老師，妳知不知道？師父
在國外建漢學院，跑那麼老遠，師父為什麼不在國內建漢學院？我
不是太了解情況，但是我自己心裡的笨想法，我就這麼回答的，我
說條件不具備，機緣不成熟。如果國內要條件具備，機緣成熟，那
師父何苦跑到外國去建漢學院？我說你們有這個想法，師父老人家
他就一點沒有想法嗎？是師父現在他不具備這個因緣，他因緣沒成
熟。我說為什麼因緣沒成熟？眾生福報薄唄。我說的對不對？你眾
生福報厚，老法師在國內建漢學院，承傳中國傳統文化，那不理所
當然嗎？現在不具備這個條件，那沒辦法，就得到外國去建。他的



目的就是一個，要把中華傳統文化保持下來。
　　老法師一再說，他說如果在我們這兒斷代了，中華傳統文化就
徹底的沒了，以後再找老師找不著了，誰懂，誰教？現在已經寥寥
無幾，能教傳統文化的老師，他說再待十年就完了。所以師父是力
爭在這十年，不管花費多麼大的氣力，也要把中華傳統文化保持下
來，能夠承傳下去。這就是師父目前迫在眉睫要做的一件大事。那
你們看，師父老人家這麼大歲數，東跑西顛在做這件事情，多不容
易！但是你知道它的意義有多麼深遠嗎？不可限量，這個意義，我
們仔細琢磨琢磨，是不是這樣？
　　拯救，現在應該用這個詞，拯救中華傳統文化，就在我們這一
撥人手裡了，是不是？如果我們這一撥人，不盡心盡力的去承傳我
們中華民族這傳統文化，在我們這一代手裡斷掉了，我們就是千古
罪人。你琢磨琢磨是不是這樣的事？老祖宗給我們留下了這麼燦爛
輝煌的文化，在我們這些敗家子手裡給它敗掉了，你不是千古罪人
你是什麼？而且我們中華傳統文化，不是我們中國的，它是世界的
，它是全人類的，你想沒想到？難道你就認為中華傳統文化，就是
我們中國的嗎？不對，心量太小。
　　現在你看不出來嗎？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愈來愈突出。我給
說了一個詞，我說將來能夠引導世界潮流的，非中國莫屬，我們中
國要擔起拯救中國、拯救世界、拯救人類的重任。重點拯救什麼？
拯救文化。國內的電視節目在變。這事我是有感觸的，我本來是不
太喜歡看電視的，我現在看電視，我看到了電視節目在變，我就在
心裡默默的高興。國家在變，往哪變？往好了變。過去那些亂七八
糟的、烏煙瘴氣的電視節目，現在正在逐步的減少，正能量的電視
節目正在愈來愈多，這是令我們欣喜的一件事情。
　　那天我不給大家說，正在熱播的一部電視劇，叫「人民的名義



」，火了，為什麼火？火在人民的心裡，多少年也沒看到這樣一部
反腐大片了，老百姓高興，人民高興，看到希望了。所以現在，如
果說過去看什麼電視連續劇，一到晚上就滿街沒人，我估計現在也
差不多了。人人都在談「人民的名義」，就是我這不願意看電視的
都看入迷了，我每天，沒來香港之前，我都在看這個大片。雖然是
和實際情況還有應該說有距離，因為啥？有些個事情，它要有個時
間，要有個階段，要有個過程，有的事情適合公開，有的事情不適
合公開。我為什麼能說這些？因為我調省政府是一九八四年，我在
省政府的工作就是反腐敗，我幹的就是這個活。所以我為什麼看這
個大片我那麼認真，因為我知道那個工作是個什麼樣的工作。我那
天說了一句，我說如果真正想要把這個工作搞好，真正的抓腐敗，
就得拿出什麼樣的決心和勇氣？把腦袋掖在褲腰帶上，隨時準備獻
身。我說沒有這個隨時獻身的勁頭，幹不了這個活，那是我深知的
。
　　他就抓這一個反腐敗，我就五體投地的，我就佩服他。這個渾
水太難蹚了！咱們中國遇到明君了，遇到明君就得度，就得救了。
中國得救了，世界就得救了，它是連鎖的。世界得救了，全人類就
得救了。你說我們中國的擔子有多麼重！不承傳中華傳統文化，我
們是不是罪人？我們中華傳統文化不但救中國，還救世界，還救全
人類。就這樣的一個燦爛的文化，被我們斷掉了，我們在中國是罪
人，在世界是罪人，在全人類都是罪人。
　　我們把這項工作做好了，我們中國真是了不起，我們不想讓誰
給評功擺好，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重任在肩，我們一定要把它擔起
來。師父老人家對我們寄託了太大的期望，我們有一分力出一分力
，有兩分力出兩分力。現在建這個漢學院，也不是沒有困難，是不
是？做什麼事都很難。現在建漢學院資金也不是不短缺，我聽出來



好像是，因為師父說了，漢學院招生，就指這個英國漢學院招生，
所有的經費都統一給出，不用個人來擔負，你想這一筆開支也是不
小的。所以我就想，那我盡點什麼心，盡點什麼力？我就想我有一
分力我盡一分力，有兩分力盡兩分力。上一次我記得有一次我在香
港，我說斯里蘭卡建佛學院的事，這次我還想再說說英國漢學院的
事。
　　我這次又有一個小小的舉動，因為有佛友上我家去，臨走的時
候，在我的沙發後面給我留點錢。等他回去以後給我打電話，告訴
我：劉姨，我犯了點小錯誤。我說你犯啥小錯誤了？他說我偷偷的
在妳沙發後面給妳留點錢。我說我去看看。我一看，一個小口袋裝
的，我沒數，但是我會數沓，因為他那是十沓，我估計是十萬。第
二天我把小刁、大雲找來，我說暫時擱妳那寄存，以後我們去的時
候，把這錢一定要還給他。因為我發願，大家都知道，我不接受一
分錢的供養，妳說話要算數的。你們想如果劉老師見錢眼開，誰給
我都要，這幾年可能我就成暴發戶了。如果我是一個暴發戶的劉老
師，你們還像現在這樣喜歡我，這樣信任我嗎？是不是？你看我說
得對不對？說沒說到你們心裡去？你們到那時候那得說，劉老師也
貪心了，她也見錢就摟了。我到現在我一分錢不沾。
　　我來香港，有同修說商量：劉老師，妳給我們捎點錢供養師父
，行不行？我說自己的事自己辦，我不沾一分錢，我真是做到這一
點。這是十萬吧，還有同修過春節的時候給我發點過年紅包，拒絕
不了，就這樣的，也攢了點，這幾年攢了點。完了大雲夫妻倆也發
心，也要贊助點。我說我不反對，就這樣，這回我來了，又捐助了
那麼一點點錢，也就十幾萬，就這樣，我就這麼大力量。但是我想
，如果我盡心盡力做了，我就拿一塊錢，可能我的功德不次於你拿
一百萬，因為我心是誠的，我就這麼大本事。



　　昨天我跟師父說，我說師父，這些錢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
，是佛友給我留的；第二個層次，是佛友春節給我發的紅包；第三
個層次，是大雲夫婦倆，他們要表達表達這個意思，加在一起總數
十六萬。我就這麼大本事。小刁我倆一分沒拿，小刁要拿讓我制止
了，因為最近她家有點事，我說妳手裡不能一點點錢都沒有，我說
我不拿，妳也別拿。這次就是這樣的，我是如實的說。你有多大能
力你就使多大能力，沒有能力，我不委屈自己，我不能說我想捐，
我沒錢怎麼辦？我去化緣。我不化緣，我過去不化緣，現在不化緣
，今後永遠不化緣。凡是你們聽到說劉老師要幹某某事在化緣，百
分之百是假的，永遠不會發生這樣的事。如果我沒那麼大能力，我
一不化緣，二我也不會出去借，我找張三李四，你借我點錢，我要
捐款，那不可以那樣做事的。我有多少我捐多少，沒有，我捐我的
一顆真心，也足夠了，我就這麼想的，我也就這麼辦的。
　　這一段話我給大家念一念，這是我寫的，我覺得這一段話好像
是很重要。就是說：中華傳統文化關係到中國的命運，關係到中國
的前途，同時也關係到世界的前途和命運，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
。上淨下空老法師，在這個歷史的轉折點上，所起的作用是至關重
要的，切切不可以小覷，就是不可以忽視的意思。一代聖僧示現在
中國，這是中國人的福報。老法師示現在中國，是我們中國人的福
報。有時候我一看老法師受了這麼多委屈，我心裡真是不平，我就
心裡默默的說，師父你咋不找個好地方去示現，你怎麼跑這個地方
來遭這個罪。我真是心裡這麼想的。
　　所以說一代聖僧示現在中國，這是中國人的福報，這是我們的
老祖宗，為後代子孫積下來的陰德，讓我們有這麼大的福報，我們
要知恩報恩。上淨下空老法師，在承傳中華傳統文化方面的理念和
實踐，無論是力度、深度，還是廣度、高度，無人可比，他的歷史



作用不可測及。如果現在我們還不能完全理解和認可，那麼若干年
以後，我們會知道這位老人是多麼的偉大和不凡，就是不平凡。他
對中國文明、中國文化的影響，絕不在孔夫子之下，歷史將記載這
位老人，對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的巨大貢獻，他將成為一位歷史
巨人。這是第六個第一人。
　　下面說第七個第一人，上淨下空老法師，是推動世界和平的第
一人。從七十年代開始到現在，上淨下空老法師先後參加了十幾次
聯合國的和平會議。老法師深有感觸的說，聯合國的和平會議，解
決不了世界和平的問題，師父一針見血的說。聯合國的和平會議，
解決不了世界和平的問題，真是一針見血，一語中的。有聯合國代
表團代表向老法師提出這樣的問題，這個世界還會有和平嗎？老法
師的回答是肯定的，有的，就是能，能。又問，怎樣才能有和平出
現？老法師給了八字方針，這八字方針是「平等對待，和睦相處」
。又問，從哪入手？老法師回答，從四個方面做起，即國家與國家
，族群與族群，政黨與政黨，宗教與宗教，老法師告訴我們從這四
個方面做起，平等對待，和睦相處，就能化解衝突，促進世界和平
。我給這八個字叫老法師的八字方針。
　　而這四個方面又要從哪先入手？師父說要從宗教入手，宗教團
結比什麼都重要，我剛才前面說了一段，這裡師父又說，說宗教團
結比什麼都重要。在團結宗教方面，老法師身體力行，做了大量的
工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譬如前面我們提到的，新加坡、馬來西
亞、印度尼西亞等等等等，這都是事實，我們大家都耳聞目睹。
　　現在師父在澳洲做的這個試點工作，今天師父說了，這個試點
已經完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代表已經去參觀，對這個很認可，
就是宗教團結的示範點。這樣，這個示範點被認可以後，就可以向
全世界推廣，這是一件讓我們感到非常欣慰的一件事。圖文巴這個



小城，有居民十二萬人，在這十二萬人裡，有八十多個不同的族群
，這真是典型的多元文化。八十多個不同的族群，有一百多種語言
，有十幾種宗教。所以這個地方的試點成功了，那真是有代表性，
師父這個十幾年的工作在這個，沒有白做，真把它做成了。這是一
個真正的多元文化的城市，老法師把這個小城的居民團結起來了。
　　二Ｏ一四年五月，斯里蘭卡在巴黎教科文組織舉辦的一次衛塞
節活動，澳洲圖文巴的代表參加了，他們的宗教團十幾個宗教，在
教科文組織做了詳細的報告。這都很不容易，這個機會是很難得的
。他們要給全世界做個榜樣，把圖文巴辦成世界第一個多元文化和
諧示範城市。這兩個字很重要，和諧示範城市，現在已經獲得了完
全成功。做成這件事靠什麼？靠老法師的智慧，老法師靠什麼？靠
的就是一個字，和，和平的和。老法師靠什麼把這件事做成的？就
是靠這個字，和，和比什麼都重要。
　　後面這段話就是我今天這個課的結尾，我原文給大家讀一讀，
說：世界大同，這是中國古人的理想，也是現代中國人的美好願望
和不懈的追求。老法師對世界和平充滿了信心，他老人家教誨我們
，實現世界和平，要從我們每個人做起，要從自己做起。只要我們
棄惡揚善、改邪歸正、端正心念，就一定會挽救地球，挽救人類，
世界和平一定會到來。上淨下空老法師堪稱推動世界和平的第一人
，他的「平等對待、和睦相處」八字方針，必將有力的推動世界和
平的進展。八字方針可以說是老法師，給實現世界和平開出的一劑
良方、妙方。
　　上面我從七個方面，談了我所認識的上淨下空老法師，都是我
自己的認識和體會。對於淨空老法師，我的認識是，怎麼談、怎麼
認識都覺得不過分、不全面，因為我的認識能力有限，我只能認識
到哪我說到哪。這次是四談，以後有機緣可能五談、六談，我會接



著談的，因為隨著我接觸師父的時間的增長，認識的深刻程度可能
也會加深，我會繼續向大家介紹真實的老法師的。老法師在我的心
目中，永遠是良師、益友、慈父，跟隨老法師學習經教，是我今生
的幸中之幸，我會永遠珍惜的。我也希望我的同修們能夠珍惜這個
機緣，好好的向師父學習，把老法師的教誨，能多接受一點就多接
受一點，多落實一點就多落實一點，不要辜負師父對我們的期望和
重托。
　　今天的時間到了，就說到這，謝謝大家，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