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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光大師在《了凡四訓》序文裡面，第一句話就提醒我們，「
聖賢之道，唯誠與明」。這一句就把世出世間古聖先賢自己所學，
以及一生教化眾生的樞紐，給我們說出來了。誠與明是性德，是一
切眾生自性裡面本來具有的，本來具足的，一絲毫欠缺都沒有。在
儒家稱之為本善，「人之初，性本善」；在佛法裡面稱之為法性，
稱之為佛性，稱之為自性，都是說的這樁事情。
　　人迷失了自性，時間太長了，迷得太深了，就是把誠跟明遺忘
了、疏遠了，一直到今天，幾乎是完全不能夠覺察，所謂起心動念
、言語造作，這兩個字都不見了。
　　「明」就是佛法裡面講的般若智慧，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
誠」就是性德。我們今天沒有誠，沒有誠當然沒有明，沒有明當然
就沒有誠，這兩個字是有密切連帶的關係。沒有明，在佛法裡叫無
明，無明生起來；沒有誠，見思煩惱起來了，塵沙煩惱起來了。
　　我們要想一想曾國藩先生所說的一句話，我相信曾先生對佛法
有相當深刻的研究，他對於「誠」這個字下了個定義，這意思是說
「一念不生是謂誠」，這個話講得好，這個話跟佛法講的一樣。什
麼叫誠？你有分別，你沒有誠意，誠沒有了；你有執著，誠沒有了
；你起心動念，誠沒有了。換句話說，不起心，不動念，不分別，
不執著，誠就現出來了。所以誠跟明都是被這三種煩惱障礙住。這
三種煩惱起來，我們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一切德能相好，全都沒
有了。聖人的教誨沒有別的，讓我們從虛妄回歸到真實，從虛偽回
歸到誠，從迷惑回歸到明，如此而已。
　　十方三世，古今中外，真正做學問的人，真正修行的人，成聖



、成賢、成菩薩、成佛，沒有別的，就在這兩個字上用功夫。可是
聖賢人話說得很多，我們也聽得耳熟，為什麼功夫不能成就、不能
進展？原因是放不下，這一定要知道。首先放下的是執著，因為煩
惱是最粗，就是很粗的、很重的煩惱先放、先斷，這叫見思煩惱，
在《華嚴經》裡面講的妄想分別執著，這絕對不是好東西。可是世
間人問：「我不執著不行，這怎麼可以放下？」所以永遠不能見性
。他為什麼迷得這麼深，這麼樣執著？不了解事實真相。
　　所以從這個地方，我們就想起佛陀的慈悲。世尊當年在世講般
若，般若就是講這個「明」字，一個字講了二十二年，你就曉得眾
生迷得多重。二十二年講般若，般若的總結，般若的總綱領是什麼
？就是說明「一切法，無所有，畢竟空，不可得」。真正了解事實
真相，還有什麼放不下，還有什麼好分別！佛說這個事情真的是難
懂，一切事就擺在面前，怎麼說是畢竟空？怎麼說是無所有？眾生
回不了頭來的因素就在此地。
　　「你說這個我不相信，明明有，我怎麼可以放下？」可是今天
科學家發現了，給佛做了一個有力的證明。近代科學家不承認物質
世界的存在。物質境界是什麼東西？他說是波動的現象。這個講的
跟大乘教裡講的太接近了，波動的現象。你看看前年鍾茂森從網路
上下載美國太空總署最近科學的報告，說明時間是假的，空間也是
假的，在某種條件之下，空間跟時間都不存在。又說物質的來源是
無中生有，有是從無來的，從空來的。這就是跟唯識裡面講的物質
，物質是相分，相分從哪裡來？相分從見分變現出來。這個見分、
相分的體就是自證分，自證分就是佛法講的法性。法性不是物質也
不是精神，精神、物質都是法性變現出來，那就是無中生有，法性
不是物質。所以《心經》上講得很清楚，「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空不異色，色不異空」，那個空就是法性，色是法相，這講到根源



。
　　說到這個地方才曉得，一切萬法、整個宇宙是自己，不是別人
，整個宇宙是自己。所以永嘉大師講「夢裡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
無大千」。整個宇宙，一切靈明眾生都是自己妄想分別執著變現出
來的，跟夢中境界完全一樣。你喜歡一個人，你喜歡你的自性；討
厭一個人，討厭你的自性。喜歡、討厭都是煩惱，都是錯誤，所以
佛法用平等心。平等心是沒有愛惡，沒有愛惡的那種愛。所以佛家
不講愛，講慈悲。慈悲就是真正的愛，裡面沒有討厭，沒有差等，
完全是平等的，沒有高下，沒有喜怒哀樂。愛是凡情；自性裡面自
然流露出來的，那個愛叫做慈悲。
　　從什麼地方看？所以我教人看的時候，從嬰兒，小孩二、三個
月的時候最容易看出來，他沒有妄想分別執著，他對每個人都笑咪
咪的，你從這個地方去看，這是什麼？這是本性。可是漸漸長大，
這就迷失了，他就起分別、起執著，迷失了，這就是習性。習性取
代了本性，這就墮落了，這就愈陷愈深，愈迷愈嚴重。
　　聖賢的教育，佛菩薩的教育，沒有別的，回歸自性。所以說「
圓滿菩提，歸無所得」。佛教人不居功，沒有功也沒有過，有功就
有過。沒有功，沒有過，完全是自然，完全是隨順自性的，這個道
理要懂。懂得這個道理，才曉得諸佛菩薩、世出世間這些大聖大賢
，為什麼完全不為自己去為別人，我們就明白，為別人就是真正為
自己的法性。如果他不這麼做的話，他迷失了法性，縱然是個好人
，他不作惡也不作善，他墮在無明裡面。佛家講小乘很像聖人，就
是對於事實真相沒有搞清楚，沒有搞明白。事實真相搞清楚、搞明
白了，他自自然然是這個做法。你要問他什麼道理？沒有道理，沒
有理由。加個道理，加個理由，已經有分別、有執著，已經不是真
性。這個理很深，太深！



　　佛這些話，對一般初學的人不說，愈說他愈迷惑，愈說他愈偏
激，愈說他愈排斥。所以佛接引初機，完全講世間法。什麼叫世間
法？恆順眾生的煩惱習氣，這他懂；隨順他的常識，他很容易接受
，事實真相他沒法接受。這是我們要想在自己這一生當中，把自己
的境界向上提升，你就不能不明白。你不明白，你永遠不能向上提
升。要想向上提升，唯一的方法就是放下，沒有一樣放不下的。因
為這個世間所有一切事物，「畢竟空，不可得」，你不放下，不放
下你能得到嗎？什麼都得不到。你所得到的，佛講這是業，善業感
善報，惡業感的是惡報。所以不但是六道，整個十法界，十法界裡
面統統是因果報應，這是佛家講的不離因果。
　　真正佛法有沒有說什麼？真正佛法「言語道斷，心行處滅」，
那是真的。凡是能夠說得出、做出樣子給你看的，都叫方便，都不
是真實。所以從方便裡面，你要悟入真實。真實說不出來，真實表
現不出來，你自己要去悟。什麼時候能悟？你放下多少，你就能悟
出多少。放不下就是有障礙。
　　今天世界這樣的混亂，人過得這麼苦，原因在哪裡？就是執著
。誰執著？我自己執著，你就不要去以為別人，是我自己執著。我
跟這個好，跟那個不好；這樁事情我認為對的，那個我認為不對的
，實在講，沒有對與不對，一口氣不來，什麼都沒有。你只要能放
下，你才能真正把事情看得清楚。你只要有一點點執著，你的眼睛
就被障礙住了，你怎麼會看清楚？所以對於理講得最透徹，對於事
講得最圓融，《大方廣佛華嚴經》，真正是清涼所說的「理事無礙
，事事無礙」。
　　大乘經，佛說末法時期要講大乘。小乘是封閉社會裡面，大家
都歡迎。像從前專制時代，人民老死不相往來，也沒有資訊，交通
不便，你一生當中，生活範圍很小，小乘心量小。今天要修學大乘



，為什麼？資訊發達，交通便捷，全世界發生事情，點點滴滴立刻
就曉得了。所以今天一定要把心量拓開，要包容。
　　所有事情做不好，你就想想，歸根結柢還是執著。我們求佛菩
薩的感應，佛菩薩有沒有感應？有，為什麼求不到？執著求不到，
執著把你的感應障礙住；你不執著，這個感應就通了。就像鬼住在
身上一樣，他想不想出去？他想出去。他想出去，你一緊張，他出
不去，就這個道理。我們的執著就是緊張，一執著，跟佛菩薩那個
通路就阻塞了，對外出不去，放下執著就通了，才感應道交。頭一
關太難太難，這一關打破不容易。
　　所以在六道裡面的事情，十法界裡面的事情，總不離因果報應
。這就是說明佛教人，看根性，所謂根性劣的（根性哪有什麼利鈍
，沒有，都是一樣的，就是迷得重，迷得輕），迷得重的人，佛說
根性鈍，佛對這些人說法有善巧方便，所以「恆順眾生，隨喜功德
」，順著他，慢慢幫助。
　　佛度眾生不是急在一時，這個事情急不來的，什麼人都幫不上
忙，這他自己的事情。佛菩薩再慈悲也沒有辦法幫助你開悟，沒有
辦法幫助你放下，只有在旁邊慢慢勸，不是勸一生，是生生世世。
一個人真正在這一生看破放下，像惠能一樣放下了，過去世不知道
經多少劫佛菩薩勸導，你看到的是他今天真放下。我們沒有成熟，
還得慢慢來，總得還有生死輪迴，還不知道要搞多少次，哪有那麼
簡單的！一聽，一下就覺悟，一下就放下，根利，那是無量劫薰修
，這次一接觸，豁然大悟，徹底放下，那就不容易。
　　真正放下了，那就是古人講的「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這兩句話是佛菩薩的境界，是真正徹底覺悟人所說的，普通人說不
出來。諸佛菩薩在世間示現，說老實話，無事，你不要以為他有事
，他無事。所以他的事，沒有一樣不是恆順眾生、隨喜功德。眾生



行善，隨你行善；眾生作惡，隨你造惡，你有六道輪迴果報，他沒
有，這個重要。
　　所以度是度自己，不是度別人。你要是能度別人的話，那我們
就不要修行，佛都把我們度去了，不是，是度自己。我們要學佛菩
薩才能度自己，這叫得度。佛菩薩在世間示現，不辭辛勞教化眾生
，是度自己，是在境界裡面歷事鍊心，完全成就自己。就是把自己
那個妄想分別執著磨得乾乾淨淨，磨得一絲毫都沒有，你圓滿成佛
。所以在這個世間，圓滿佛，有；分證佛，分證佛是法身大士，善
財童子五十三參，就是法身大士表演給我們看，也是他自己真正在
修行。要在事上、事裡面，最殊勝的原則，在人事裡頭磨得乾乾淨
淨，然後其他的自然環境跟九法界眾生就容易了。
　　最難的這一關是我們眼前這個執著，這一關是最難的，這是最
粗、最重的煩惱（這個粗是粗細的粗），最粗、最重的煩惱在執著
，這是頭一關。這一關磨掉了，證阿羅漢果，就是再不執著了。第
二關就是不分別，一切不分別了，那你就是菩薩。最後學不起心、
不動念，那就是法身大士，我們一般講成佛了，明心見性，見性成
佛。佛還是有等級，佛是不起心、不動念，那個不起心、不動念有
差別，所以《華嚴經》上講四十一個階級，這個是磨平之後，圓滿
了，圓滿成佛了。圓滿成就之後，普度眾生，還是照樣做，還是從
《弟子規》做起，那是什麼？那就很自然，那連做作的痕跡都看不
出來，可是他統統都做到了，照這個做。
　　《弟子規》裡頭雖然講了十幾句，每一句裡頭都無量義，深廣
無際。你不能把它看得太淺顯，就這三百六十句裡頭，把世出世間
所有一切法統統包在裡頭，你就曉得這個妙，深妙。《華嚴經》講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法便是一切法，華嚴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