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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位給我們舉出的例子，「嘉興屠康僖公，初為刑部主事」
，這個主事相當於現代的司長，像司法行政部裡面的司長這樣的地
位。當然從事於這個職位是要經常調查案情，他能夠認真負責，能
夠平反冤獄，這個功德是很大的。他住在監牢獄裡面，調查往往是
暗中進行，囚犯也不曉得他的身分，認為他是裡面一個很小的看守
犯人的人，所以對他也就沒有畏懼之心，有什麼他都能說什麼。如
果他要曉得是刑部主事，那他有很多話嚇得都不敢講了。因為這種
情形，他常常接近這些囚犯，對這些囚犯的情況他了解得很清楚，
所以知道裡頭有無辜的人，有一些人是冤枉的，被判了刑是冤枉的
。他的好處，他自己不居功，他把哪些人什麼冤枉寫得清清楚楚，
祕密的送給他的堂官，堂官就是主審的官員。到審判的時候，審判
長，堂官像現在我們的審判長，他心裡有數，因為他得到密報，曉
得這些囚犯裡頭有這些情形，哪一個是真正有罪，哪一個是冤枉。
這一審判，這些囚犯沒有不服的。其實這個功勞是屠先生的，你看
他自己不居功，做的這個善事沒有人知道，這是積陰德。因為這樣
一個審訊之後，那個冤枉的人都把他開釋了。
　　「一時輦下咸頌尚書之明」，這個尚書就是刑部尚書，輦下是
什麼？輦是皇帝坐的車子，這個就是指京師首都，每個人都讚歎這
個刑部尚書公正嚴明，是個好官，哪裡曉得是他底下一個主事替他
辦的事情，功勞他是居了，好事是屠先生做的。屠先生就再給這個
刑部的部長，司法部長，給這個尚書說，他說這一個監牢獄裡頭就
有這麼多冤枉的人，京師所治理的這樣大的幅員，京師也管好幾個
縣，冤枉的人一定很多。這裡講「輦轂之下」，這就是皇帝治理首



都的地方，「尚多冤民，四海之廣，兆民之眾，豈無枉者」，冤枉
的一定很多。於是乎就建議他，最好每隔五年派一個減刑官去覈實
，就是去調查，如果調查到有冤枉的，就應該替他平反，就應該把
他釋放。「尚書為奏」，尚書接受這個意見，當然他也做不了這個
主，就把這個意思寫在奏本上呈給皇帝，皇帝一看這個意思很好，
應該這樣做的，准許了。准許了，當然派這個減刑官，尚書也就把
他列在其中之一，減刑官一定不止一個人，國家幅員那麼大，一個
人調查多少個縣分，常常派出去查案子。這個事情可以說都是他的
仁慈之心想出這些辦法，替這些冤枉的人來申冤。
　　「夢一神告之曰，汝命無子」，夢中，夢有很多種性質，確實
有鬼神託夢的，這個是在作夢的例子裡頭有這個例子，鬼神來託夢
給他，你的命裡頭沒有兒子，像袁了凡一樣沒有兒子。「今減刑之
議，深合天心」，很合乎上天好生之德。「上帝賜汝三子」，命裡
頭沒有兒子，他也沒有求兒子，做的這個事情做得太好了，所以上
帝這個兒子是給他的。「皆衣紫腰金」，這就是顯達。在從前官服
能夠穿上紫袍的，這個官爵都很高，繫的這個帶子是金帶，這是指
朝廷的大官，大概在從前差不多侍郎、尚書這樣的官爵，才穿紫色
的衣服，紫色是第一等。
　　這是講中國的服制，可以說自古以來，什麼身分穿什麼樣的服
裝，都有一定的，叫禮服。老百姓都有禮服，不是說官員才有禮服
，民間沒有，民間有禮服，士農工商各有各的禮服，所以一出門，
看你的穿著就知道你的身分。這個決定不是階級觀念，是便於行禮
，有一個尊卑上下，誰應該先給誰敬禮。現在這個禮服，只有軍中
還有這個禮服，佩戴這個階級，尊卑上下能看得出。文官看不出了
，總統也穿西裝，當個小科員也是西裝，穿著都一樣，確實有不方
便的地方，往往有失禮，地位低的對大官失禮，為什麼？他不認識



你。重要的幾個大官，常常在電視裡頭露面，我們認識他，看他這
個樣子，路上看到，曉得他是某人；不常在電視上露面的就不認識
，見了面當然就不曉得行禮。所以這個禮節，這個服飾的確是很重
要。在從前的確沒有這種情形，任何人穿著服裝都是代表他的身分
，便於行禮。「是夕，夫人有娠」，有娠就是懷孕，後來果然生了
三個兒子，這三個兒子名字在此地都有，「應塤、應坤、應埈，皆
顯官」。這是一個例子。
　　下面又說一個，「嘉興包憑，字信之，其父為池陽太守」，這
個地方是在安徽，江南，太守這個官就是知府，比省主席要小一級
，比縣長要高一級。一個知府大概要管好幾個縣，通常管六、七個
縣的樣子。大陸上的省都很大，差不多一個省都有一百多個縣，所
以這個幅員太大了。我們台灣省要跟大陸最小的省比，大概也比台
灣要大個三倍的樣子。所以省主席下面如果沒有一個行政機構，他
實在是照顧不過來。所以在大陸，省主席底下設行政專員公署，民
國年間行政專員就相當於明清時候的知府，古時候叫太守，稱太守
是古時候的稱呼，對知府稱太守，這是尊敬的意思。生了七個兒子
，包憑年最少，「贅平湖袁氏」，就是入贅，入贅到平湖袁家去了
。「與吾父往來甚厚」，了凡先生對他家裡很熟悉，因為袁了凡的
父親跟他們家裡交情很厚。
　　說這個人「博學高才，累舉不第」，確實是有學問、有才華，
可是每一次去參加考試都沒考取。這個事情諸位要曉得，這個考取
不考取的確是命，學問固然是一樁事情，命運是決定性的。我說一
樁事情，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在學校念書功課就是馬馬虎虎，不
重視，從小念書我要多少分就夠了？六十分就可以，及格就行了，
要多分數幹什麼？反正是我對家裡一個交代，我年年升級就可以了
，不必要分數多。所以我答題目是第一個交卷，算算分數夠六十分



了，馬上就交卷，第一個交卷，從來不用心念書。我們班上有個同
學，這個同學是小學同學，現在住在台灣，離我們此地不太遠，是
我小學同學，我小學同學在台灣有四個人，他在我們班上的時候功
課好、品性也好，人非常老實，幾乎是年年都考第一名。我們小學
畢業考中學，我去考的時候，還是開玩笑，那個時候白天還是看小
說，晚上還去聽平劇，功課就是從來沒有留意。他們考的時候好緊
張，晚上都要開夜車去讀書。
　　考試一放榜，不過我那時候考中學的時候，也沒有答滿分，但
是把這個分數提高了，算到八十分交卷，也是頭一個交卷，我心裡
想，八十分大概可以錄取了，錄取就行了，何必要考那麼高的名次
？所以把所有的考卷，算算八十分就交卷，就是比平常考試提高了
二十分，這個分數我能算得出來的，答案清清楚楚不會答錯的。所
以一放榜，我考了第十名，我們這個第一名畢業的同學沒有考取，
怎麼說都說不過去。所以我那些老師說，命！說我這是命，他說你
畢業就好像跳高一樣，竹竿蹬了好幾下。考中學的時候，還是以第
十名考進去的。所以這個東西確確實實是有命的，碰巧，他那麼用
功的人，功課那麼好，出那個題目剛好他不知道；我這個不用功的
，出的題目剛好就是我曉得的，那都是碰巧，這東西確實是命。所
以古人講的，真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這個事情沒有法子勉
強的。所以諸位要曉得這個道理，你考試的時候，要是沒有考取，
心裡不要灰心，一方面努力功課，一方面修功積德，這很重要，修
善積德確實能夠改造自己的命運。
　　在從前人是都相信，都相信科舉功名是有陰德的，祖先有積陰
德的。他因為是考了多少次都沒有考取，所以就心灰意冷，於是怎
麼樣？學佛了。所以有些世間人認為學佛是很消極的，不錯，的確
有很多灰心抱著消極的態度入佛門來的，的確是有。他這個學佛是



在家學佛，不是出家。有一天他遊泖湖，這個泖湖在江蘇松江，這
也是風景名勝之一。偶然遇到一個佛寺，規模大概不太大，見到一
尊觀音菩薩的像，露天豎在那個地方。由此可知，這個寺院大概是
年久失修，沒有人照顧，所以佛像已經沒有遮蓋了，太陽曬，風雨
淋，像當然就壞了。他學佛，對於三寶很恭敬，見了這個佛像這樣
，心裡就很難過。於是乎把他自己所帶的錢拿出來，一共多少？十
金，十金大概是十兩銀子，就交給這個寺廟的住持，希望他把這個
地方修好，不要讓菩薩淋到雨。這個住持僧一想，這個心是很好，
可是這個錢太少了，修這個房子工程很大，錢不夠。在過去募化沒
有現在這樣方便，同時收穫也沒有現在這麼容易，現在在台灣大家
都富庶，說拿幾個錢來很容易，交通又發達，所以你要是真正去募
化，我們在台灣去走一遭，一個來回打轉來，我相信一、二千萬是
不成問題的，很容易募化得到。可是在從前那個時候，老百姓生活
都相當艱苦，沒有錢，縱然肯發心，都很少。
　　所以在大陸上這些寺院，不是國家建立的就是那些大財主，幾
乎都是獨立個人建的，很少是到處化小緣來蓋一間廟的，這個大陸
上很少聽說。我在大陸上那麼多年，雖然沒有學佛，還沒有聽說過
化小緣蓋廟的，沒有。你們念《地藏經》，同學們有不少想學《地
藏經》的，九華山就是一個財主布施的，那麼大的一個規模，那個
山是他家私有財產，他捐獻出來的。所以在大陸，一個是國家建立
，一個就是大財主他的施捨。像這樣修理是有，有的時候自己財力
不足，出家人到外面去募化，募化是整修，房舍的整修，這種情形
是有的。修房子的工程很大，錢太少，十兩銀子決定是不夠的。於
是乎他看看他自己所帶的財物，箱子裡頭行李裡面還有幾件好衣服
，凡是能夠值錢的東西都拿出來交給這個主事僧，住持，你拿去變
賣，賣得的錢，連他布施的錢統統合起來，看看能不能把這個房子



修好。
　　你看這裡面講的，衣服拿出來之後，裡面有幾件是新衣服，可
能他還沒穿過，新衣服，他的僕人就跟他說，這是新的，剛剛做的
，意思就有一點捨不得。可是他不是這個想法，他說只要聖像能夠
無恙，房子修好，觀世音菩薩聖像不淋到雨，我就是赤身露體也沒
關係。這個住持僧聽到他說這個話，流眼淚，感動的流淚，「捨銀
及衣布，猶非難事。只此一點心，如何易得」，這個是至誠心。捨
財捨物的確不難，這個心太難了。所以諸位要曉得，凡是感應道交
都是至誠心，才管用的，才能夠改造命運，轉命運。如果說是沒有
至誠心，說布施就有功德，布施裡頭固然是有一點福報，要是這個
福報就能改造自己命運，那是騙人的。昨天我給諸位說過，沒有那
個道理，就是你家裡蓋寺院，請法師來講經，也不能轉你的定業。
為什麼？因為你有的是錢，你自己私人建一個寺院，建一個講堂，
請幾個出家人來供養他講經說法，不在乎，有的是，你要是沒有這
點敬心，怎麼會有感應？福是有，不能轉定業，這是諸位千萬要記
住的。轉定業是什麼？轉定業就是恭敬心，他這個心就轉業，所以
這個一念心太可貴了。
　　由此可知，只要盡心盡力，布施的錢財物品不計多寡，這個沒
有關係的，心到了，功德就圓滿了。後來完工，這工程做好了，「
拉老父同遊」，陪他父親一起到這個廟裡遊玩，看看這個工程都做
好了，在這個寺廟裡頭住了一晚上。他就做了一個夢，夢到伽藍，
伽藍是寺院的護法神，護法神來向他道謝。說「汝子當享世祿矣」
。可見得以前命裡頭沒有祿位，祿就是俸祿，做了官才有俸祿；換
句話說，從前他命裡頭沒有做官的分，現在有了。絕不是做了幾件
好事，觀世音菩薩來報答他，不是的，而是這一念至誠轉變了命運
。別人有在寺院做功德，出的錢比他多，布施比他多，為什麼命運



轉不過來？沒有那一點心。能不能轉就是在一念至誠，這個一念至
誠消業障，我們要曉得。「後子汴」，他生了一個兒子，名叫汴，
「孫檉芳，皆登第，作顯官」。我們讀這個文章，特別要注意他這
個果報是怎麼轉的，要留意這一點。千萬不要看到，他捐了十兩金
子，拿了七件好衣服，那簡單，我們今天拿一點錢，也拿一點好衣
服去幹這個事情，決定沒有果報。這可貴之處就在這一念至誠。
　　這後面一段，說「嘉善」，這是縣名，在浙江嘉興，「支立之
父」，支立是一個人的名字，他的父親「為刑房吏」，這也是一個
很小的小官，看守囚犯的。「有囚無辜陷重辟」，這個重辟就是重
刑，被判了死罪，實際上他是無辜、是冤枉。「意哀之，欲求其生
」，他看到這個人很可憐，同情他，表示出那個意思，盡量想辦法
來幫助他，洗刷他的冤枉。囚犯也曉得這個人是個好人，肯幫忙，
大概是囚犯的妻子去監牢獄探監的時候，他跟她講，跟他太太講，
「支公嘉意」，他有好意想洗刷我的冤枉，「愧無以報」，我非常
慚愧沒有能力去報答他。「明日延之下鄉」，他住在鄉下，說明天
妳請他到鄉下，並且告訴她，要求他太太「以身事之」，無法報答
他。說「彼或肯用意，則我可生也」，他要真能夠幫忙，我的冤枉
可以洗刷。這個太太很委曲，但是為了要救丈夫的命，「其妻泣而
聽命」。
　　到第二天，果然把支立的父親請到了鄉下，囚犯的太太親自來
勸酒，告訴他丈夫的意思，支立的父親聽了這個話不接受，無論如
何也不接受，但是決定盡心盡力來把這個事情平反。「囚出獄」，
這是他盡到力量，然後「夫妻登門叩謝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稀
」，真是稀有。看你家裡還沒有兒子，雖然他有太太，太太沒有生
兒子，於是講，他自己有個女兒，願意把這個女兒送給他作妾，來
侍奉他，這個在理上可以通的，講得過去的，支立的父親也就接受



了，「備禮而納之」。以後就生支立。「支立弱冠中魁，官至翰林
孔目」，這是翰林院，官也不太大，就好像是翰林院的文書科長一
類的，是這麼一個職務。「立生高，高生祿，皆貢為學博」，這個
博就是博士。「祿生大綸，登第」，從支立的父親，你看看好幾代
都是積德，這個後人才有登第的。
　　這是舉了這個十條，「凡此十條，所行不同，同歸於善而已」
，都是行善，你們看到行善都有善報，都有好的果報。古往今來，
這些果報的事實都擺在我們眼前，只要你細心去觀察，你就看得清
清楚楚。不要看古人，看今人就看得很清楚。底下這個三行諸位要
特別注意到，把它畫起來，「若復精而言之」，這是重要的，「則
善有真有假」，有真的是做善事，有人是假做善事，不是真的。「
有端有曲，有陰有陽，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滿，有大有小
，有難有易，皆當深辨」，這些事情都要把它辨別得清清楚楚。什
麼叫真假、什麼叫端曲，後面有解釋，一條一條的來給我們解釋。
「為善而不窮理，則自謂行持，豈知造孽，枉費苦心，無益也」，
這說明你要不通理，你做的那個善，自己以為是善，結果怎麼樣？
做錯了。所以修善不簡單。你沒有智慧你不能辨別什麼是善，表面
上看到是善，實際上是不善，你要不把它看清楚，那怎麼行？
　　下面舉幾個例子來說明，希望我們能夠舉一反三，才能夠通達
這裡頭的道理，一條一條的說。先說「何謂真假」，這裡舉出一個
例子來說。「昔有儒生數輩」，念書人，大概都是秀才一類的，去
拜訪中峰和尚，這個是我們佛法的一代高僧，他也有著作留下來。
向老和尚請教，提出來一個問題，「佛氏論善惡報應，如影隨形」
，他就舉出例子，「今某人善，而子孫不興。某人惡，而家門隆盛
」，佛說的是無稽之談，不相信因果報應。這個事情，確實，我們
往往看到世間為非作歹的人真是家門鼎盛，而在佛門裡頭天天拜佛



修功德的，這個家業一天比一天衰落。我出家的時候在臨濟寺，那
個時候有一個很有力的護法，在臨濟寺真是出錢出力。他家裡最先
是做計程車的生意，那個時候計程車在台北市剛剛有，他家裡有不
少輛的車，好像有好幾十輛。這個生意以後做垮了。然後改做遠洋
的漁船，買了兩條大漁船，大型的遠洋的漁船，一年之後又賠掉了
，到最後生意完全失敗。這一個居士這麼多年來他不願意見人面，
哪個寺院道場他都不去了，我們也一直看不到他。這樣好心的人，
怎麼會學了佛之後，在佛門裡頭出錢出力，毫無吝嗇，為什麼會有
這樣的遭遇？我們看到這個情形太多太多了，這個情形是我們凡夫
只看到一個表層，裡面那我們就不曉得了。
　　你看中峰和尚解釋的，「凡情未滌，正眼未開，認善為惡，指
惡為善，往往有之」。這種開示我們聽了能服嗎？聽了，老生常談
。實際上這個話裡頭有很深的道理，的確，我們的學問學識太淺薄
了，正論至理我們聽了往往不能夠覺察，聽不懂。的確，我們把善
當作惡，把惡當作善，真的是往往有之。這種事情你不遺憾自己是
非顛倒，你還要去怨天尤人，埋怨老天爺報應錯了，這個過失是在
我們自己，報應真是絲毫不爽，「反怨天之報應有差」。大家又說
了，「善惡何致相反」。我們把這一段念下去，然後再想一想這裡
頭的道理。中峰禪師就叫這些人，你說什麼叫惡？什麼叫善？這些
人就講了，舉例子說，「詈人」，詈人是背後罵人叫詈，打人，這
是惡；我們恭敬人，我們禮拜人，這是善。善惡的標準實在很難斷
定。中峰禪師說未必，你說這話未必。另外一個人說，「貪財妄取
是惡，廉潔有守是善」。中峰說也是「未必然」。凡是這些人說的
善惡標準，老和尚都是「未必然」，都答覆未必然。的確如此。我
們這幾天所講的，諸位如果要留心，如果要能夠體會，什麼是真善
、什麼是假善，應當有能力辨別了。



　　既然每個人說出的標準老和尚都不同意，當然這些人要問老和
尚，你的看法如何？你看中峰禪師這幾句話的開示就重要了，「有
益於人是善」，這個就是聖賢人的善惡標準，跟我們凡夫的認定是
不相同的，「有益於己是惡」。說有益於人，你就是打他、罵他都
是善，為他好。如果說對自己有益，你敬人禮人，這巴結人，自己
要佔便宜，這是惡，不是善。「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為
真。利己者私，私則為假」，這個講善真假之辨。所以世出世間的
聖賢念念都是為別人著想，為利益眾生著想，絕不是為自己，我們
要能夠體會到這個心。
　　「又根心者真」，是從你內心裡面發出來的，這個是真的。模
仿別人的是假的，為什麼？不是從你真心裡頭生的，看到別人也做
，我也照樣這樣做法，雖照樣這樣做，做得不像，這是假的。又無
為這是真的，有為是假的。什麼叫無為？就是無條件的，無有希求
的，這是真的。我們教一個學生，如果對這個學生有期望，將來要
報答我、將來要供養我，這個心就是假的。只希望他開智慧，自己
一絲毫要求都沒有，這才是真的。這個真假從這個地方去辨。老師
責罰學生，為了學生好，那不是惡，那是善；父母打他的兒女，也
是善不是惡，都是為他好。所以這個意思要懂得，你才曉得這個善
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中峰禪師這個標準也就是世出世間聖賢他們
的標準，他們的看法。
　　第二，「何謂端曲」，什麼叫端正、端莊，什麼叫曲，諂曲？
我們世間人不肯用心去辨別，某人老好人，他好在哪裡？他能夠隨
順，他不得罪人，他很隨和，這人是好人嗎？這是「謹愿之士」，
就是孔老夫子所說的，「鄉愿，德之賊也」。而我們一般人，這人
真是個好人。所以聖賢人他的態度，他不要這個好人。為什麼？這
個好人不能辦事，為什麼？怕得罪人，做一樁事情顧前顧後，不能



放開膽量大公無私的去做，處處要去討好人。好人是好人，不能叫
他辦事情。所以，「聖人則寧取狂狷」之士，這些人是不怕事的，
敢作敢為，勇於承當。雖然我們看那不是好人，言語舉動常常得罪
人的，他能辦事。所以你看聖賢人用人他寧願用這個，不願用那個
老好人，不得罪人的老好人。這也是我們要辨別的。所以底下講，
世間人的善惡，「分明與聖人相反」。我們讀聖賢書，就是要明白
聖賢人的標準，我們取這樣的標準，才能把自己的境界提升，才叫
真正知書達禮。否則的話，念書念了有什麼用處？那書不叫白念了
嗎？知書達禮的人他的取捨標準跟一般世俗人就不一樣。
　　底下講，「推此一端，種種取捨，無有不謬。天地鬼神之福善
禍淫，皆與聖人同是非，而不與世俗同取捨」。這是教給我們，你
要是存心想積善、想修德，那你就得要留意，不要被這些虛情假意
欺騙了，不要以耳目這種感覺欺騙自己。真修的人，底下有幾句話
，這個很要緊，「惟從心源隱微處，默默洗滌。純是濟世之心」，
這是端。今天政府提倡的莊敬自強，這就是端，端莊，這是自強之
道。要從真心認真的去檢點，改過自新，一心一意的幫助別人，濟
世救人。「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即為曲」，媚是什麼？雖然行種種
善事，用意是在世間求名聞利養，你只要有這一念心，這個就是曲
。今天凡是做什麼事情都要先講代價，這是功利社會才有這種現象
。在我們中國從前這個社會裡頭，它講的是道德仁義，一做事情就
先談代價、談條件，這是人家出不了口的。連個做小工的他也不願
意講價錢，工做完了，你看著辦，就這樣，對於工資怎麼樣？不計
較。現在還得要爭，主客當中還在爭，這個都是學的外國，甚至於
連請一個法師講經說法，也要先談好條件，要有多少供養，少了就
不幹了，這成什麼話！
　　佛書、善書這是濟世救人的，後面還在版權頁，「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這成什麼話！你自己作的還情有可原，你急功好利，
拿著古人的書去翻印，後頭也是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古人什麼時
候把版權交給你的？這個笑話實在是太大了，我們要注意，萬萬不
可。自己所寫的勸善之書、解釋佛經的，後頭印什麼？應該「歡迎
翻印，功德無量」，這才對。別人要把你翻印，還盜印，還去告他
，我如果做法官，我就掉過頭問他，你這個書印來幹什麼用的？勸
善的，那別人替你勸善不是更好嗎？你的目的不就達到了。可見得
你嘴巴說是勸善的，心裡不是勸善。我這是圖利的，圖利的可以，
那這個官可以判案。你如果勸善的，那這個不能判，那人家是行善
，他不叫盜印，他叫行善，他怎麼能叫盜印？今天純是濟世之心的
有幾個人？
　　「純是愛人之心，則為端」，真正是慈悲，一片慈悲。「有一
毫憤世之心，即為曲」。這個事情連打仗都是如此，你是一個學佛
的人，你服兵役，到前方，共產黨來了，你開槍把他打死，你是行
善。為什麼？完全是愛他，不要叫他再造罪業，這是端。如果你這
一念心，我恨透他，他殺人放火，到我家，我家裡多少人被他迫害
，被他害死了，整得我家破人亡，這就是曲。你看同樣是殺敵人，
心不一樣。菩薩的心殺那個眾生是憑著悲心、憐憫之心。所以你想
這個善惡你怎麼定法？可見得聖人的標準跟世俗的標準確實不相同
。所以你說我們軍人不能學佛，一天到晚你們講慈悲，我們天天講
殺人。慈悲心殺人是菩薩，功利心作善那還是魔鬼。我們要不曉得
這個道理，真正是非善惡擺在你面前，你不能辨別，這就叫愚痴。
幾個人曉得這個道理？「純是敬人之心，則為端；有一毫玩世之心
，即為曲。皆當細辨」。
　　底下說，「何謂陰陽」，這個陰陽好懂，陽就是什麼？做的這
個善大家都知道，這是陽；你所積的善藏著不讓人知道，這是陰。



可是這個陰陽與善惡都有關係。「凡為善而人知之，則為陽善」，
大家都曉得，都稱讚你，你的果報就完了，報光了。「為善而人不
知，則為陰德。陰德天報之，陽善享世名」，你看「名亦福也」，
大家表揚你、大家稱讚你，這也是你的福報，可是這個福報當世就
報掉了。陰善眾人不知道，沒有人表揚你，你也不怨天、不尤人，
依舊行你的善，後來必定有天報償你，這個果報是真實的。「名者
，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多有奇禍」，這個諸位可以
細細去觀察，你讀歷史，你看古人，然後你再看看現在的人，他享
有盛名，但是名實不相符，你看他以後的下場，你才曉得古人講的
這個話句句都是對的。這個名實不相符的人下場都很悲慘，晚年那
個果報不堪設想，我見到就很多很多，少壯的時候享盛名，晚年的
環境非常的淒慘。「人之無過咎」，沒有過失，「而橫被惡名者」
，別人冤枉他、侮蔑他，「子孫往往驟發。陰陽之際微矣哉」。他
的子孫，忽然看到他發達了，絕不偶然，是什麼？是他的先人有陰
德，他能夠逆來順受，別人受不了，他能受得了。橫逆之來，他受
了，也不辯別，這個人就是有大福德之相，你們在前面看過，這是
大福德之相，他的兒孫怎麼會不發達？
　　第四，什麼叫是非？這是舉了一個例子來說，這是古時候，這
個是非的標準實在很難定。聖人的是非跟我們世間人的是非的確標
準是不相同。古時候魯國的法律，「魯人有贖人臣妾於諸侯，皆受
金於府」。這是舉古時候魯國有這麼一條法律，這個人有罪了，那
個時候的罪，妻子兒女都要服刑的，都為這些貴人在他家裡做佣人
、做奴婢，你有錢也可以能夠贖回，拿這個錢來折罪，魯國有這個
法律。魯人，魯國人，諸侯，這是在當時這個小國，一國之君，底
下有這個註解，諸位去看去。孔夫子有個學生子貢，大家都曉得的
，「贖人而不受金」，他做了好事，他家裡有錢，所以就不領這個



賞金。領賞金這是法律上規定的，他不要。在我們看，子貢了不起
，國家的賞賜，他多清高，他都不要。我們看他是好人，孔老夫子
聽到生氣，為什麼生氣？因為一個制度、一個法律你破壞了。為什
麼？每一個人不是都像你子貢這麼清高，有些人贖人是為了獎金，
為了有賞賜，他才幹的。你這樣一提倡，好了，將來政府不發獎金
了，那好了，有很多罪人沒有人去贖他，表面看到你是做善，其實
你做的是惡。就好像順治皇帝把我們出家人度牒給廢棄掉一樣，表
面上看到是善，好事，其實你想想看，我們現在遭受這個惡果，佛
法到今天敗到這個樣子，這就是順治皇帝幹的事情。所以這個是非
善惡怎麼能看一時？孔子聽了就討厭，就跟他說了，「賜」，賜是
子貢的名字，老師叫學生叫名字，子貢是他的字，一般人稱不能稱
名，名只有他的父親、他的老師可以稱的，「失之矣」，你錯了。
　　「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己
之行也」。你看一個制度它是要教化老百姓的，叫大家遵守的，你
不能夠破壞它，你自己清高那是你個人的事情，但是制度存在這個
地方不能夠破壞。「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受金則為不廉，何以
相贖乎。自今以後，不復贖人於諸侯矣」，這就是魯國的人如果在
別的地方犯了罪，被人家判了刑，你這個同鄉看到了，不再贖他了
。本來魯國法律，我們自己國家人，在別的地方如果是犯了罪，被
人家判了刑，我們魯國人見到的時候，拿著金錢來贖他的罪，我們
報到政府，政府有獎勵。這個是為老百姓著想的，絕不是為你自己
一個人來著想的，是為老百姓著想的，因此這個制度是善的，不能
夠破壞。所以制定法律的人，這是很大的智慧，他是為全民福利著
想，絕不為適合於某個人。所以從前這個法律規章是聖人制定的。
我說這個話，諸位要好好的去想一想。
　　「子路」，這也是孔子的學生，「拯人於溺」，人掉到水裡去



了，他下水把這個人救上來，「其人謝之以牛」，他救人一條命，
人家就拿一條牛送給他，來謝謝他，「子路受之」。孔老夫子歡喜
，為什麼歡喜？你看看，孔子說，「自今魯國多拯人於溺矣」。所
以我們世俗人看，子路不如子貢，孔老夫子的眼光不如此，不是這
個看法，你能夠下水去救人的時候，你看人家立刻就來道謝，送你
這麼厚的禮物，以後人家一看到有人掉到水裡，個個人都肯下水去
救人。所以，世俗眼光看著，子貢贖人不受金，好，子路算什麼？
救了一個人，人家送他一頭牛，他馬上就接受了。你看孔老夫子的
態度就不相同，他不是為子貢、子路著想，不是就他們兩個，他是
看整個社會的風氣，從這個地方來著眼，是為大眾來著想，那就不
一樣。你看我們世間人著眼點的地方是看個人，聖人的著眼點是看
社會風氣，這個著眼點就不一樣，所以是非標準就不相同。
　　底下幾句話說得很好，這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乃知人之為
善，不論現行而論流弊」。子貢的流弊、子路的流弊，你們兩個比
較比較，你就曉得。子路他這個樣子給社會帶來是有利的，子貢雖
然這個行很廉潔，帶給社會是不利的，這個就是論流弊。「不論一
時而論久遠，不論一身而論天下。現行雖善，而其流足以害人，則
似善而實非也。現行雖不善，而其流足以濟人」。這個是兩個例子
，很容易看出來，就是以子貢、子路這兩個人這個例子，一看就曉
得。所以現行雖然不善，像子路受牛，這個現行好像不足為人稱道
的，但是什麼？而其流足以濟人，他留這個樣子，別人肯能夠效法
，「非善而實是也」，這是真善。「然此就一節論之耳」，就這一
樁事情來發揮這個議論。「他如非義之義，非禮之禮，非信之信，
非慈之慈，皆當抉擇」，抉擇的標準就是不論一時而論久遠，不論
一人而論天下，你要記住這個標準，你才能夠辨別真正的是非。
　　第五，什麼叫偏正？底下他也舉了一個例子來給我們說。「昔



呂文懿公初辭相位」，告老回家了，當然這是做過宰相的，負有盛
名。「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德高望重。同鄉鄉裡有這麼一個
人，酒喝醉了，喝醉了就罵他，你看天下人都敬仰他，這個人罵他
。畢竟是宰相，「呂公不動」，告訴他底下人，底下人沒有他度量
那麼大，當然在表情上就很不滿意，他就告訴這些人，不要跟他計
較。「閉門謝之」，回到家的時候，門一關，不要去理會他，在我
們看起來，不錯，宰相肚子可以撐船，不錯。這個人他清醒過來，
他也趾高氣揚的，他做宰相，我還不是罵他，罵他，他氣也不敢吭
一聲，得意忘形，他連宰相當他的面都罵，他跟其他的人面前他還
怕誰！
　　你看看後面這一段，「逾年」，過了一年，「其人犯死罪入獄
」，這個時候呂公後悔了，當時他要好好的把他教訓一頓，責備一
頓，可能這個人以後就不會犯罪。曉得自己錯了，該責備的要責備
，該忍耐的要忍耐，就是你要想後果。然後才能夠當機立斷，我們
應該如何來處理這個事情。所以他後悔，假如當時我要跟他計較，
把他送到官府裡給他治罪，他經過這個懲罰之後，或許他這個心就
能改過，知道自己錯了。你這個固然表現的是氣量很大，能夠饒恕
他，不與他計較，可是放縱了他。他這個人在社會上無惡不作，到
後來還是害了他自己。所以你看看他講的，自己當時只是想存心厚
道，沒有想到養成其惡，以至於此，犯了死罪，關到監牢獄裡頭。
「此以善心而行惡事」，世間像這樣的人多得很，以善心行惡事，
這個就是智慧不足，疏忽於辨別。
　　還有惡心行善事的。「如某家大富，值歲荒」，遇到荒年了，
遇到荒年饑餓的老百姓常有搶糧食的，這個事情是有，告到縣衙門
，縣衙門不受理，大概也不敢受理，這個時候大家是以爭得糧食為
第一樁事情，這是解救他的饑餓。所以「窮民愈肆」，沒有忌諱。



他怎麼樣？官不敢理，他來，「私執而困辱之」，他用私刑，老百
姓才漸漸的守秩序，才不至於暴動，「眾始定。不然幾亂矣」，不
然這些人會變成造反。他雖然用私刑，他能夠把這些亂民制伏住，
不至於叫他有暴動，不至於危害了大眾。這個你看是惡，連官府都
不敢管，他來管這個事情，他幹的是惡，但是實際上行的是善。「
故善者為正，惡者為偏，人皆知之。其以善心而行惡事者，正中偏
也。以惡心而行善事者，偏中正也。不可不知也」，這個事情很細
微，我們要曉得這個道理，才能夠明辨是非。
　　下面講，什麼叫半、什麼叫滿？「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書經》裡也講，「商罪貫盈」，惡貫
滿盈，那果報一定就要現前。底下舉個比喻，好像我們貯藏東西，
很辛勤的去攢積，這就是滿；懈怠不積，這就不滿。不滿就是半，
只有一半，滿是圓滿，半是不足。底下這是一樁，也是確實是事實
的，經裡頭也有記載。「昔有某氏女入寺，欲施而無財，止有錢二
文，捐而與之，主席者親為懺悔」，主席就是寺院裡的住持，大和
尚親自來給他懺悔迴向，為她祈福。「及後入宮富貴」，這是被皇
帝選去做了妃子，這個時候富貴了，「攜數千金入寺捨之」，帶來
這些金銀財寶很多，「主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不親自來給他迴
向。這什麼緣故？當然她要問，她說我從前到這裡來，只不過施二
文錢，老和尚你親自替我懺悔，我現在帶了這麼多錢來布施，你不
給我迴向，派兩個徒弟來應付應付，這是為什麼緣故？
　　你看那個老和尚所說的，「前者物雖薄，而施心甚真，非老僧
親懺，不足報德」，因為妳的心真實。「今物雖厚，而施心不若前
日之切，令人代懺足矣」。你看這個是修福的，千金是一半，她修
了半個福，而二文錢修的是滿福，可見得這個半、滿是在心，不在
物！千萬不要想，有錢才能培福，我只是一文都莫名，我培什麼福



？一文不名的人，只要心真，培的福都是圓滿的。有錢的人培福，
實在的話，很難培個滿福，都是有缺陷的，花了再多的錢去祈福都
是得到半滿，得不到圓滿。我們在佛門裡面看得太清楚了，看得太
多了。
　　下面又舉了一個例子，這是講漢鍾離，八仙，「授丹於呂祖」
，呂洞賓，這個呂洞賓是漢鍾離度他的。先他是教給他點鐵成金這
個法術，他告訴他，點鐵成金，你這個錢來得容易，你就可以救濟
貧苦。呂洞賓就問，他說我點這個鐵成金，將來還會不會又變成鐵
？漢鍾離就告訴他，「五百年後，當復本質」，又會變成鐵。呂洞
賓不學了，你看「如此則害五百年後人矣」，我不要學它。現在的
人只要有五小時的效果他都願意學，五小時之後害人，是他吃虧，
我便宜已經佔到了。你看看呂洞賓的存心，五百年後有人吃虧上當
他都不願意，他都不忍心來做這個事情。這是他修行成神仙的心，
真正的神仙怎麼會害人？「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這是漢鍾離
給他講的，修仙要積三千功德，你這個一念心，這個存心，這一句
話，三千功行已經圓滿了，就這一點存心，就一切功德都圓滿了。
我們要修圓滿的功德，你只有一念真心為善，功德就圓滿了。你不
是真心，怎麼個修法都是有缺陷的。這是希望大家要好好的注意到
。所以你修福，哪一個人沒有能力修福，修圓滿的福報，修最殊勝
的福報，人人都有分。你不曉得這個道理，不知道這個方法，那是
沒法子，這就叫迷惑顛倒。你要不迷惑顛倒，任何人都能修圓滿的
福報。換句話說，無論什麼人都可以改造他自己的命運，都可以有
求必應。古聖先賢這個例子太多太多了，不勝枚舉。
　　底下說，「又為善而心不著善」，這就是佛法裡面講的不著相
。修行，「則隨所成就，皆得圓滿」，念念功德圓滿。心要是著於
善，「雖終身勤勵，止於半善而已」。可見得世出世間真正來講，



無不是論心而不論事。「譬如以財濟人，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中
不見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是謂一心清淨」，這是大乘佛法菩
薩所行，無相的布施，這個布施功德太大了。一斗米很少，不多，
以這樣的心供養道場，得的福，「無涯之福」，一文錢消千劫之罪
。這個話，給諸位說，千真萬確，一點都不假。
　　我們這個講座，這是真正道場，釋迦牟尼佛以來，這個道場統
統是講經說法，這個道場就是大家種福的機會。以往我們這個道場
不勸人家來出錢出力，不勸的，只告訴大家，我們從哪一天到哪一
天有講座，歡迎你們來隨喜，歡迎來旁聽。這一次我看到那裡紅條
貼滿了，修福的人這麼多，這個收入講座都用不完。所以我們館長
也很發心，講座當中有很多辛勞的，像在廚房裡面每一天燒飯來供
養大家，他們非常辛勞，所以我們辦阿里山郊遊，我們一律招待，
我們圖書館免費招待他們。這是應該的，他們辛勞，我們有報答。
這就是知道修福的人漸漸的多了。但是這個福報之半滿，那是在他
的用心。真有用心，三輪體空的，錢送過來之後，你看，人都沒見
過一面，一句話也不說的，他把錢送來了，不管你怎麼用，不聞不
問，心地清淨，來供養講座。而不是出了一點錢，我這個錢你怎麼
用，你是不是買了米、是不是買菜給大家吃了？雖然做了，只得半
個功德，不圓滿，只得了半個功德。
　　所以後面說，「倘此心未忘，雖黃金萬鎰，福不滿也。此又一
說也」。所以這些我們要把它仔細去較量較量，比較比較，你才能
夠了解真實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