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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宗同學修行守則》的小冊子昨天送來了，裡面的內容曾經
講過，保留的有錄音帶，部分可以隨著錄音帶流通，希望大家認真
的學習。特別是後面李炳老編的《常禮舉要》，大家一定要多看、
要多學習。所謂《常禮舉要》就是最重要的、最基本，也是最平常
的禮節。過去受教育，教育裡頭最重要的就是禮與樂，儒家是用禮
來調身，讓我們一舉一動都合乎規矩，樂是音樂，是調心。這心裡
有不平，喜怒哀樂過分用樂章來調節，它這兩種方式。而我們佛教
所採用的，跟儒家確實是相同，我們用戒律來調身，用梵唄來調心
，所以說同樣的道理，可見得這些大聖大賢都懂得如何求養生之道
。身心調適就是健康，健康、幸福、快樂都從這兒來，這是教學的
根本，所以這個小冊子我們一定要很重視。古德教導我們「持戒念
佛」，我們能把這個小冊子裡面所說的都做到，就很難得。
　　這個「略要」，是從《沙彌律儀》裡面節錄出來的，詳細的都
在原書上，要知道詳細必須要讀《沙彌律儀增註》。這個小冊子我
們印得很小，可以放在口袋裡，時時刻刻提醒自己，目的是要每一
條都能在生活當中把它做到。它跟《無量壽經》三十二品到三十七
品裡面所講的，在精神上都能相通。這個受持三皈，三皈我們是有
一個小冊子。這個五戒可以節錄《無量壽經》，特別是「五惡五痛
五燒」那一段經文，經文上所說的內容就是五戒十善。從這個持犯
果報上說，說得很清楚、說得很明白，將來你們看看，發心把這一
段給它節錄出來。從我這一次在新加坡講的《無量壽經》，完全著
重在修行上，這是跟過去講的稍稍不一樣的，都著重在日常生活怎
樣修行，用這部經來指導我們。所以可以從錄音帶節錄出來印成單



獨的小冊子，幫助這些受持五戒的同修，這個讓他了解戒應該怎樣
去受持。
　　這一次印的《金剛經》，《金剛經》讀明瞭它的意思比較難。
實在江味農居士四十年的功夫沒有白花，把這一部經總算是搞清楚
、搞明白，寫了這本《講義》，《講義》的分量太多，不容易契現
代人的根機，所以也要用節錄的方法，把裡面重要的意思一條一條
的節錄出來。這次《講義》我們也印了，《金剛經》幫助我們就是
發菩提心，我們菩提心為什麼發不出來？這個過去也曾經講過，菩
提心發不出來沒法子往生。我們在《往生論》裡面看到，天親菩薩
把西方極樂世界依正莊嚴，歸納十七樁事情，到最後做了一個總結
論，結歸到一句「清淨句」。這個說明了西方淨土一定要修清淨心
，得心淨則土淨，歸到清淨句非常正確。那什麼叫清淨句？他說得
很好「真實智慧，無為法身」，這兩句話可以說把西方極樂世界，
原原本本的說出來，西方世界就是真實智慧、無為法身所現的。剛
剛好《金剛經》，這一部《金剛經》就是講的真實智慧、無為法身
，所以《金剛般若》可以說做這兩句的註解。江味農居士一生持誦
《金剛經》，求生淨土，所以他的《講義》是指歸淨土的。他標榜
的，你看你在蔣維喬傳記裡面看到，末後幾行說得很清楚，他一生
標榜的是「教宗般若，行在彌陀」，所以他這個《講義》對念佛人
的確是很有幫助。從《金剛般若》裡頭學發菩提心，也就是成就滿
足第十九願。四十八願，第十九願是發菩提心，第十八願是一向專
念，整個四十八願就是這兩句最重要，這兩句在經文裡面，在「三
輩往生」裡面，就是「發菩提心、一向專念」，第十八願是一向專
念，十九願是發菩提心，這個兩願是往生的關鍵。
　　《修學守則》是我們日常生活處事待人接物的標準，我們修行
就用這個標準修，我們處事待人接物有沒有遵守這裡面所教導的。



所以希望這個小冊子常常帶在身上，常常看看、常常反省，認真努
力去做，對自己決定有好處。這個大家都能夠遵守，我們這僧團就
是和睦的僧團，和合僧團。佛的教誡、佛家的戒律，最令人佩服的
，就是它不戒別人，戒自己，這是很令人佩服的地方，每個人自己
知道約束自己，不管別人。惠能大師所講的「不見世間過，只見自
己過」，不見世間過這個人一生當中決定成就，見別人過這是常常
引起自己的煩惱，就是最大的過失。所以這個改過自新，唯佛能究
竟徹底；世間人做不到，他做不到的原因，就是世間人專看別人過
。而佛告訴我們，這個世間所有一切法是平等的，「凡所有相，皆
是虛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這個世間的法真相是如
此，為什麼我們看到過失？不是外面有過失，是你裡面貪瞋痴慢被
外頭境界勾出來。所以過失在哪裡？過失在自己，不在外面，外頭
沒有過失。所以唯佛了解事實真相。
　　所以佛制定這些戒律讓我們改過自新，你真正能做的時候確實
，確實能夠成聖成賢。所以佛看一切眾生都是佛，為什麼原因？佛
心清淨。這佛講的全是事實，一切眾生都是佛，菩薩看眾生都是菩
薩，凡夫看佛也是凡夫，凡夫看佛、看菩薩都是一大堆過失，一條
一條都能說得出來。所以我們要想自己成就，自己境界到什麼層次
，從這個地方可以測驗自己，幾時你看一切眾生都是佛，那證明你
成佛。你看到這一切眾生還有可愛的、還有討厭的，換句話說，你
決定還是凡夫。修行的總綱領在《無量壽經》經題上，清淨心、平
等心、覺心，正覺。你的心不清淨、不平等、不覺悟，所以在境界
裡面才有煩惱、才有妄想、才有執著；心裡如果清淨、平等、覺悟
，這個境界就叫一真法界。一真是平等的，有情眾生是平等的，無
情眾生也是平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