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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和尚：不需要，對。
　　悟道法師：像怎麼樣的才要一起？
　　老和尚：長輩而且是貴客，自己家裡人不必要。外面客人如果
已經有約的，在禮貌上應當要等，要等他來，我們不能先吃。家裡
面人的時候這一天到晚在一塊相處，哪有那麼多客氣的？有的時候
不能耽誤工作，哪些人需要提早吃飯的要讓他吃，這一切都是以工
作為第一。譬如說我們跟佛行禮的時候，為什麼偏袒右肩右膝著地
？你在經上常常看到的，都是以什麼？以工作為第一。偏袒右肩，
這右手做事情方便，右膝著地是起來方便，你看一切都是從敏捷上
著想，在禮節當中，不忘為大眾服務，這才真正是第一的。
　　這一次在高雄講經，我們實驗一個新的方式，就是採取講演的
方法，而沒有依照經文註解，沒有依照這個經文。像過去我們一句
一句的來解釋，沒有，完全採取一個講演，好像讀經報告這種方式
，這個方式的好處就是沒有拘束，在講台上可以講得很活潑，這是
長處。如果聽眾反應要是良好的話，這種方法可以推行，因為在現
代這個社會，大家生活、工作的壓力都很重，平時也沒有時間去讀
經，這個講演的方式，這就比較上要合適了。從這個方面把佛法介
紹給他，使他認識佛法、了解佛法，而產生修學的興趣，這個講演
的目的就達到。對老同修也很有幫助，也就是說老同修所必須要知
道的，幫助他修學的，也全部都包括出來了。洪先生這一次很努力
、很認真，聽說當天就把這個帶子整理出來，這是非常之難得，這
他大功德。這次高雄講經，將來那個題目就用《彌陀要解演義》，
《彌陀要解演義》用這個題目。這一次在南部、在東部以及在國外



，我們所看到的現象，對佛法真正認識的不多，學佛的人雖然多，
真正認識的人不多，要對於這些善心的人，真有幫助的作用，那個
《認識佛教》跟《三皈傳授》非常重要，幫助一些在家同修，這個
早晚課，我們《朝暮課本》是比較上方便，這幾個小冊子應當要多
印，多流通。否則的話，這個學佛只是迷迷糊糊的學，這是佛法裡
面真正的利益，得不到。
　　佛在經上說不可思議功德之利，那怎麼能得到？真能如法修，
這個利益是確實得到。這個話說起來不僅是講外面，我們自己家裡
同修也要認真去反省，你們聽的是不少，問題在哪裡？沒消化，所
以還是得不到受用。比外面人強一點，可是那個真實利益的時候還
有相當一段距離。這是佛法裡面講「消歸自性」，你們這一點沒做
到，就是沒有能夠契入。真正是消歸自性，你們會得大自在，有真
實的法喜充滿。也許要問，什麼叫消歸自性？消歸自性就是平常我
講的，把佛的教訓統統做到了，而不是只是說了，全做到了。從哪
裡做起？《無量壽經》上說的，「發菩提心，一向專念」，從發菩
提心做起。菩提心是什麼？「眾生無邊誓願度」，那就是菩提心。
所以那個心要大了，要大到度盡法界一切眾生，要有那麼大的心量
，就是你們常常聽到的「心包太虛，量周沙界」，要發那麼大的心
。那個大心真的一發的時候就是大菩薩，你這個我就沒有了。有我
就很糟糕，我是什麼？是小心量，我執是小心量，法執是小心量。
所以佛用這個方法叫你發大菩提心，把那個我執、法執就破掉了，
完全破掉用這個方法，你的心跟佛的心就一樣，佛的心就是普度一
切眾生的心。所以我們今天是得不到受用，你們沒有能消歸自性，
就是心量還很小，這就是得不到佛法受用。心量愈大的時候，到那
個境界本性就顯出來了，本性顯出來那就不是普通菩薩，在圓教裡
頭初住菩薩，別教就是初地，超越阿羅漢、辟支佛太多太多，這是



《華嚴經》上講的法身大士。
　　佛法修學確確實實給我們帶來了，真實、究竟、圓滿的幸福，
確實是不可思議功德，這修的人才得到，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不
修就不得。聽多了沒用處，你能夠理解也沒用處，這悟有兩種，解
悟，解悟沒辦法了生死，沒有辦法斷煩惱。要緊的是證悟，證就是
要去做到，做的時候是一點一點做，當然不可能一下就做到，一點
一點去做。比方心量拓開，我們要度眾生在哪裡度起？在家學佛的
人，第一個是家庭。你一家人這個慈悲心、度脫的心都沒有，你還
談什麼？這是現在學佛的人最糟糕的，學佛跟家裡衝突，沒有智慧
，沒有善巧方便。度你所認識的人從這裡做起，慢慢把心量擴大，
要常常反省，常常檢點，反省、檢點就是觀照。因為我們畢竟是凡
夫，無量劫來煩惱習氣的薰染，起心動念都是罪，《地藏經》上講
的沒錯，「閻浮提眾生，起心動念無不是罪」，這是真話不是假話
。所以佛教我們要提起觀照，觀照就是省察、就是覺悟，就是時時
刻刻從起心動念時候，能知道自己過失，知道自己的習氣這是覺悟
。覺悟之後，能把你這些習氣毛病改過來，這是修行，這就是消歸
自性。知道而不能改過來，這是覺悟，還是不能消歸自性，那個沒
有用處。修行可見也不是一個很容易事情，一定要克服自己的煩惱
習氣。好了，差不多了，今天沒有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