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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殊菩薩在楞嚴會上，為我們娑婆世界選擇法門，他曾經講「
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這裡有說到教體，這個體不是性體，
不是真如本性；這個體是講教學，就是教學的主體，教學的第一個
條件，意思在這個地方。所以《內典講座之研究》裡面是經體，這
個要懂得，都不是講自性，不是講性體。世尊教化這個世界的眾生
，以什麼為第一個條件？以音聲。音聲那就是言語，就是說法。因
為這個地區的眾生，說娑婆世界的眾生耳根最利，看有的時候他看
不明白，他一聽就聽明白了，所以聽比看，就是耳根比眼根要利。
所以世尊當年在世，沒有用文字，都是用口頭講經。在那個時代，
在中國孔老夫子教學也是以音聲，也都是講學，沒有寫成書本。把
這個東西變成書本，釋迦牟尼佛滅度之後，弟子們來結集，就過去
所聽聞記憶當中的，把它記錄下來流傳後世，成為經典。儒家也是
如此，學生將孔老夫子當年的教訓，就自己記憶當中記錄下來，這
稱為《論語》，《論語》就是孔子的語錄。這是說明弘法利生、講
經說法的重要，講經說法就是以音聲為教體。寫成文字這就是名句
文為經體，這是我們在古大德註疏裡頭常常看到的。
　　可是講經這一道，即使是天才，也需要勤加鍛鍊，何況我們不
是天才。中等根性的人，這個練習就是我們成敗的關鍵。我們發心
出家，志願從事這個行業，那就必須要遵守兩個基本條件，第一個
就是決定要離名聞利養，以清淨平等心度一切眾生，這是第一個條
件。第二個條件，講台是勤加練習，決定不能中斷。練習一定要如
法，自古以來，代代相傳這個法《天台四教儀》、《賢首五教儀》
，那就是講經的方法。但是這個東西太長、太深，現在人嫌太麻煩



，未必能看得懂。所以李老師編這個小冊子，就是《四教儀》跟《
五教儀》最簡單、扼要的說明，等於是古人這個《教儀》裡頭的略
本。我們有了這個基礎，在這個時代裡面學講經說法就夠了。所以
這個小冊子一定要很熟，裡面所說的要很清楚、很明白，這個事情
並不困難，它的內容分量不多。
　　從前李老師講，一般聽講，只能夠得二成，因為他不專心、不
注意；如果叫他複講的話，他就會很仔細聽，很認真的聽，這樣他
能夠學到六成、七成。這是我們採取抽籤，讓他們自己預備，出來
講給我們大家聽，所以採取這個方法。這個方法的好處、利益非常
多，逼著大家不能不用功，不能不認真去準備。方法學會了，你未
必會用，就跟打仗學兵法一樣，《孫子》十三篇，仔細去研究，二
、三個月也能完成，但是你未必會打仗。如何能運用？那就在講台
上勤加練習，認真的去觀摩。觀摩就是聽講經，所以學講經的人一
定要認真聽講經。聽講經看人家怎麼講法，這個經文如果是我講我
是怎麼講法，聽聽他是怎麼講法。我們可以做個比較，我的講法妥
當，還是他的講法更好，你在這個裡面就會有進步。
　　同時聽講經是結法緣，跟講經的人結法緣，跟道場結法緣，跟
聽眾結法緣，將來你自己講經法緣殊勝。如果自己學講經，不肯聽
別人講經，你就是學會了將來沒有法緣，你沒有場地講，你也沒有
聽眾來聽。所以聽講經是結法緣，這個要知道。除非是自己有講經
，這個時間跟別的法師講經衝突，那我們沒辦法，不能去，這個沒
有關係。如果自己今天沒有講經，其他地方道場有法師講經，你要
不去聽經，你就錯了，那在《菩薩戒經》裡面犯輕垢罪。所以受過
菩薩戒的人，四十里之內有法師講經，一定要去聽。四十里是什麼
？一天來回，從前是走路，你走去聽經，再走回來一日來回。那現
在人？現在坐車，現在坐車是這個車一天來回。一天來回，現在不



止四十里，可以到四百里，到高雄了。今天哪有菩薩？菩薩開車，
高雄開車到寺裡來四個小時，開來聽一次經再開回去，那才叫菩薩
了，擁護道場。當然現在講經的法師多了，就近去聽經也可以。
　　可是護持要護持正法，不能護持邪法。《楞嚴經》上說的「末
法時期，邪師說法如恆河沙」。菩薩決定不能護持邪法，菩薩要護
持正法，做正法的影響眾；換句話說，你要有能力辨別邪正，有能
力辨別是非。所以我講現在不但講經的人要學這些規矩，聽經的人
最好也要學，做個內行的聽眾。希望幫助這些邪師也能轉變成善師
，這就好了，那你就功德無量，這一點很要緊。經上常講的善友、
善知識，很難遭遇，世間要找一個十全十美的人，找不到。不但找
不到，我們回頭來想想自己，自己有沒有做到盡善盡美？自己都做
不到怎麼能要求別人？所以凡事回過頭來想想，你心就平靜，也能
生一點小智慧。人事物種種因緣，雖不能達到盡善盡美，如果你能
掌握到原則，那就有成功的可能。
　　我跟你們大家講過，我年輕的時候在台中跟李老師學法，我的
目的就是學講經，就這麼單純。只要這個地方我能學到東西，怎麼
樣苦我能忍受，甚至於怎麼樣的侮辱我，我也能忍受，我決定不離
開。為什麼？我離開我學不到東西，那個損失是我自己的。什麼樣
的折磨、磨難、誘惑，我決定不動心，我在這裡東西沒有學成，我
決定不離開，除非李老師趕我走。李老師不趕我走的時候，你們任
何一個人想趕我走，我都不會走，什麼樣的折磨我都能受得了，我
一定得學東西。當你學一樣東西，尤其你學得有成就，那個嫉妒障
礙是決定不能避免的。我們守住這一條，我們就學成了。外面有誘
惑，哪個地方道場好，哪裡好，比你這裡條件好得太多，我也遇到
好多人勸我，我也無動於心。我是來學講經的，我就這麼個單純條
件，你那個地方沒人教我，沒有一個像李老師這麼樣熱心教我的人



，這成功的祕訣。這是你學會了，學會了要練習。
　　我遇到館長，館長一生對我最大的幫助，就是幫助我這個講經
沒中斷，其他的我們不必去過問，只有這一點就成功了。她能夠想
辦法找地方，想辦法去拉一些聽眾，讓我一個星期至少有二、三次
機會講經，三十八年沒有中斷。就是這一點就行，其他的都可以隨
緣，這就成功了。在這個期間當中，也有不少人說哪裡有好地方要
請我去，要我離開館長，我也沒有動心。原因在哪裡？我知道一個
基本的原則，這是過去李老師告訴我的，我想想是非常有道理。李
老師說，除非是真正不得已，必須堅守一個道場。你看看自古以來
，祖師大德他有成就的，一生住一個地方。一個地方住久了，你的
形象跟人家不一樣，他這個人有定力；如果常常跑，到處跑這個人
心漂浮的、散亂的，這個很有道理。除非是一切條件，真的是優於
這個地方的條件，但是那個條件，你要曉得就是講經機會的條件，
因為我們只有這一條。不是說生活的條件，不是說其他條件，其他
條件再好，你把我講經這個斷掉了，我這一生所學的這個打斷，那
這些得不償失。
　　哪個地方，還有一個能夠熱心幫助我來練習講經的，這個找不
到了，找不到一個像這樣發心，發長遠心難！露水道心很容易，熱
烈的歡迎，給你安排，但是幾個月，二、三年之後就完了，那你的
當就上大了。所以長遠心之可貴，我們今天對館長的感激是長遠心
。她那個嘴巴說話雖然很厲害，她那是一般人講的是，「刀子口，
豆腐心」，她心很軟。她很會罵人，真的要是對付人的時候，她不
忍心下手，她做不到，心地很軟。我們跟她相處三十多年，了解她
，樣子很凶，實際上很慈悲。在生活上照顧，衣食住行照顧，這是
你們大家感受到的，任何一個道場都比不上。她對你們衣食住行的
照顧，這個諸位要是其他道場去參學過的，比較比較你就了解。所



以她有她的長處，我們能看人的長處，人都是善知識。
　　所以道場，一生守住一個道場，你們每一次念佛完了之後，禮
祖。你看我們淨宗其他的不說，我們淨宗這十三代祖師，哪一位大
德不是堅持守住一個道場，他才有成就的！成就之後弘化一方，也
是要住持一個道場。現在由於資訊發達、交通便捷，這在形式上跟
過去完全不相同。在這種情形之下，在從前是在一個處所的僧團，
一個寺院的僧團，今天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也得要有一個僧團，
但是我們弘化的場所已經不是一個了。
　　不學講經的就學儀規，梵唄儀規，梵唄儀規我們也很簡單，我
們只有三樣東西，早晚課、打佛七、三時繫念，其他的一概不做。
這三種儀規要精熟，我們這三樣東西也要弘遍全世界。哪裡請我們
去講經，這也是個班底，我們到那個地方可以表演，可以教導他們
怎麼做法，這是行門，講經是解門。所以我們每個同修，我們不學
行門就學解門，兩門總要學一門。等於我們這裡面就兩個團，一個
是弘法團，一個是佛七團，你不是屬於弘法團，一定就是屬於佛七
團。這個儀規要很熟，不但自己如法修學，我們有能力教導別人，
對全世界弘揚淨宗。所以這個心量要開闊，心量要大。我們只達到
這個目的，其他的一切都能夠容忍，都能夠隨順，只要這兩個目標
，奮力的能夠達到。所以，一定要修忍辱波羅蜜，一定要修精進波
羅蜜。
　　在這個地方同修，每天我們早餐這也是上課，早晨十點到十一
點半，我們研究討論，解門。下午，現在你們大家念《地藏經》給
館長迴向。若在平常，下午是念佛，念兩個半鐘點行門，跟打佛七
一樣行門，兩個半鐘點念佛，每次念佛完了大迴向。務必讓佛七儀
規都非常熟悉，每天大迴向，每個月最後一個星期打佛七。三時繫
念的儀規也要人人都會，平常沒有事情拿來溫習，勤加練習。自度



度他這才是真正佛弟子，這施主的供養，我們才真能消化得了。別
人道場，別的出家人怎麼做法，與我們不相干，我們見到人一律恭
敬。學普賢菩薩禮敬諸佛，決定不分別、不執著。總要知道自己所
做的還是不夠，還是有許多欠缺，我們努力就是一門深入，精進不
懈。
　　講經的五經一論是根本，根本學會、熟悉了，其餘大乘經可以
涉獵。我根本東西，就是本科的東西還沒有熟透，我不學以外的，
這個原則要掌握到。所以你根本東西熟透了，你學其他的大乘經不
困難，很容易。一般在外面應付的，像《地藏經》、《金剛經》、
《普門品》，這都是中國人最喜歡聽的，我們也能夠涉獵。還有印
光大師提倡的，針對現代人通病來講的《了凡四訓》、《感應篇》
、《陰騭文》。這些東西都非常好，勸善規過對社會有很大利益，
我們也應當要到處去講解，要勸化。對學佛的人《發起菩薩殊勝志
樂經》，針對我們現在人毛病。現代人修行為什麼不能成就？犯了
裡頭的一些毛病，犯一條就不能成就，何況條條都犯那還得了嗎？
所以《志樂經》我們連續講了三遍，三遍都留下有錄音帶、錄影帶
，提供給一切同修們做參考。幫助大家反省檢點，改過自新，希望
這一生當中都有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