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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教人，總而言之就是教人要真誠，不但世尊是這種教導，
乃至一切諸佛如來都沒有例外的。「真」就是不假，「誠」則不虛
，佛菩薩之所以成為佛菩薩，就是這兩個字，圓滿就做到了。凡夫
之所以成為凡夫，與這兩個字完全相違背了，這兩個字的精義確實
難懂，也很難說得出來。
　　在大乘佛法當中說，這兩個字就是真如本性。本性的體相就是
真，本性的作用就是誠，大家看經、聽教也許都能記得古人所謂的
「稱性起修，全修即性」，這兩句話無論是宗門教下都相當普遍的
。所謂「稱性」就是與真性相應；換句話說，就是與真誠相應。與
真誠相應就是稱性起修，在哪些地方修？就在日常生活，穿衣吃飯
，點點滴滴，起心動念，無一不真，無一不誠。這樣才能相應，真
誠既然是自性，既然是真心，你們想想哪有不感應道交之道理？所
以我們要想與諸佛菩薩感應道交，與六道眾生感應道交，用什麼方
法？就是真誠這兩個字，不能有絲毫虛假。
　　要把世緣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世出世間一切法能現能變
的是心，所現所變的是境，境是從心變現出來的？如果一個人可以
說是絕大多數的凡夫，是心被境轉，心被境轉這是愚癡，這是迷惑
。佛在經上常講的「顛倒錯亂」，這不是事實。因為迷的人很苦，
迷的人自己在境界裡做不了主，迷的這個是心被外頭境界牽著走，
這的確很苦，六道三惡道就是這麼形成的，所以佛說的好：這些事
情夢幻泡影，那一些惡劣、痛苦的感受，那真叫冤枉！這些事情雖
然是假的，但是不能說沒有。正如同一個人做夢一樣，夢是假的，
你不能說沒有，他確實做夢。夢裡面受種種痛苦，他感受也仿佛好



像是真的，我們今天就墮在這個境界裡頭，如果沒有遇到佛法，不
能夠深解義趣，這個惡夢還得要繼續做，沒完沒了。真的搞清楚，
搞明白了，一下醒悟過來了，這個問題就解決了。我們自己從這個
夢裡醒過來，才有能力喚醒還在做夢的人，這就是諸佛菩薩是已經
覺悟的人，他才有能力度脫依舊在迷惑顛倒的這些眾生。
　　我們今天聽教、讀經，好像有這麼一點影子了，為什麼還醒不
過來？沒有真幹。為什麼不能真幹？瞭解的不夠徹底。要如何瞭解
徹底？要真做。行解是相輔相成的，你懂得一點你就真做一點，你
把這一點做到了，你又深入悟入一層，所以它是相輔相成的，解能
幫助行，行能幫助解，永遠鍥而不捨，精進不懈，才能大家究竟圓
滿。你不做不行，假做也不行，要真做，感應之道，真做得諸佛菩
薩的感應，為什麼？諸佛菩薩本願就是如此，你跟他同心同願。譬
如我們現在遇到一個人，縱然是個陌生的人，他跟我們是同願同行
，我們自自然然會幫助他，無條件地幫助他。同樣的道理，我們今
天所想的、所做的、所說的跟諸佛菩薩完全相同，我們不必要求他
，他就來幫忙。你所作所為跟他是相反的，那怎麼會相應？求他也
不相應，也沒用處。一切眾生，縱然是惡行的眾生，你要曉得他也
有善根，他見人有善行他也能生歡喜心，這樣就能跟一切眾生感應
道交。與眾生感應道交這是我們常講的法緣殊勝，許許多多的人願
意接受你的教誨，願意接受你的指導，擁護你、愛戴你，這些事情
都不是偶然的，世出世間沒有偶然的事情，沒有僥倖的事情。所以
一定要曉得從真實當中去做。
　　我們從佛法裡面歸納成十句綱領，修什麼？就修這個，「真誠
、清淨、平等、正覺、慈悲」，我們有沒有做到？我們有幾成，這
個五條是心地功夫，是內學。表現在外面，在事相上面的，也就是
佛法當中常講的給一切眾生做一個好樣子的，是「看破、放下、自



在、隨緣、念佛」。如果我們就體、相、用三分來講，前面這個五
條是體，後面五條是相，是作用，這個十條綱領，總括了全部的佛
法，無論是顯教、密教、宗門、教下，只可以說它依據的教義不同
，依據的方法不同，它的方向、目標都離不開這十條。
　　希望大家要真正覺悟，要認真努力，修學要掌握到重心，掌握
到綱領，進步就快速。一定要念佛，一定要求生淨土，擺在我們眼
前這些往生的例子，我們親眼看到的，親耳所聞的，世間一切法唯
有這個真實，其他全是假的。所以《無量壽經》不能不讀，要天天
讀，常常放在心上，讓心中有極樂世界的依正莊嚴，這個就是「憶
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
　　處事待人接物，《無量壽經》裡面講得很多，要細心去體會，
要時時檢點。所以用功過格這個方法，好，每一天反省那叫真正懺
悔，一般這個拜懺起不到效果，細心檢點我這一天做了什麼錯事，
如何把這過失改正過來，真懺悔，真消業障。我們看三重這一幫居
士，他們沒有別的就是真幹，真幹就真有成就。我們雖然天天在讀
，天天在聽，不肯幹，那就沒法子了。
　　我們在研經裡面有個科目叫「修法行事」，這一條很重要。「
修法」就是修行的方法，「行」是行為，「事」是日常的瑣事。我
們身、口、意三業行為，在日常瑣碎事情當中，應當用什麼方法來
修正錯誤，這個叫修法行事。每部經裡面佛都說了很多，我們知不
知道，有沒有牢牢地記住，有沒有認真去做。如果記不得，不能照
做，這個經就白念了，也是白講了，沒有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