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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乘佛法當中，大家可以說都有一段相當長時間的薰習，雖
然不能夠透徹明瞭，多少也知道一些。佛法的修學，要用最淺顯的
話來說，它的目的就是改善我們的生活，讓我們的生活過得更幸福
、更美滿，與社會大眾、與天地自然能過得更和諧。為什麼要這樣
做法？佛說得很清楚，事實上本來是如是，佛經裡面的術語，「法
爾如是」，本來就是這樣，這就是最極真實、究竟、圓滿的。而我
們今天過的生活，與本來的相違背了，所以才產生許許多多的苦難
，這些苦難受得都很冤枉。我們要恢復到正常，恢復到自然，禪家
講的恢復到本來面目，一定要認真修行，修行是修正我們錯誤的觀
念、想法、看法。佛告訴我們，盡虛空遍法界是一個自己，為什麼
是一個自己？是從自己心性裡面變現出來。就好像你作夢一樣，夢
中境界無論如何廣大，都是自心變現出來的。夢中一切人、一切物
、一切山河大地，乃至於虛空，夢中都有虛空，都是自心變現出來
的。我們醒過來想想，夢中哪一物不是自己？夢中所有的人是自己
，夢中所有一切別人，你喜歡的人、討厭的人都是自己，決定沒有
一個從外面來的。不明真相，所以這個裡頭有分別、有執著、有煩
惱；如果明瞭真相，那心自然清淨、自然就慈悲。佛告訴我們，十
法界依正莊嚴，是我們自性清淨心裡面變現出來的。《華嚴》講得
很透徹，「唯心所現，唯識所變」，識就是分別，所以說「一切法
從心想生」，那個想就是識。心裡面有想，所以它現相，它能現相
，這個相的變化就是想。所以怎麼個變法？
　　就是看你怎麼個想法，這個理不難懂，我們大家都想好，這個
環境就很好；大家都想不好，這個環境就很惡劣。這不很現實的嗎



？這個世間裡面和平與戰爭也是如此，大家都想和平，這世界和平
共處；大家都想戰爭，殘酷戰爭就現前。一切法從心想生，十法界
是心想生的，西方極樂世界也是心想生。所以我們修淨土，修行最
重要的關鍵，還是在觀想，憶佛念佛還是在想。想佛就成佛，想極
樂世界極樂世界就現前，所以這個想的力量太大太大了。身體健康
，想他有病，真的就生病，從前的慧忍法師，你們此地大概沒有人
知道，他是在大陸上出家的。到台灣來是被人家抓軍抓來的，抓去
當兵，小和尚抓當兵抓來。調到金門服務的時候，他就想怎樣脫離
軍隊再出家，怎麼辦？裝心臟病，天天想，裝那個心臟病的樣子，
過了三年真的得心臟病，從心想生的。沒病天天想裝那個病的樣子
，結果真的得到了。所以我們懂得這個道理，我們要想調整身體的
健康，可以不找醫生、可以不吃藥，觀想。在大陸上從前黃念祖老
居士用這個方法，他的一些學生如果有生病的，全家念《無量壽經
》、念觀音菩薩，一直念到病好。他們不找醫生，很有效，他的學
生告訴我，很有效果，這是什麼？懂得觀想的原理。生病的時候，
總是你有不健康的思想，把那個不健康的思想去掉，換成健康的，
天天念佛、想佛，你這個生理上自然就調整了。學佛最重要的，就
是有一個健康的想法，健康的想法一定要與宇宙人生的事實真相相
應，那就健康；與這個事實真相不相應，那就是不健康。
　　事實真相《金剛經》上說得很清楚、很明白，無住生心，那是
事實真相。所以真正能夠做到無住生心，那是最健康的，那就是佛
菩薩。無住是心裡面，於一切法都沒有分別、都沒有執著，在一切
法裡面都不起心、不動念，他心永遠是清淨的、永遠是平等的。「
而生其心」就是慈悲，以清淨心、平等心幫助一切眾生回歸到清淨
平等，這叫大慈大悲。眾生迷不知道，幫助他回頭、幫助他回歸，
而生其心生這個心。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每天面對著這些人事修



什麼？就修這個。我們起心動念馬上就覺悟錯了，這一句阿彌陀佛
接上，阿彌陀佛，這叫真修行。不能讓這些妄念繼續發展，妄念繼
續發展那就大錯特錯，不但是你道業不能成就，你身體健康也有問
題。所以要真正放得下，我把為什麼放下？就是你能執著的心是假
的，不是真的。《金剛經》上三心不可得，你所執著的一些相，這
些法、這些相也是假的，因緣所生法。所以現在的科學家懂得，現
在的科學家根本不承認有物質的存在，物質是什麼東西？波動的現
象。這個說法，跟我們大乘經裡面講的意思很接近，大乘經上從心
想生，心想的就是波變現的，所以它不是真的。世法、佛法都不是
真的，你執著幹什麼？執著你就錯了，執著就有病。世法、佛法都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我們天天還在搞，搞它幹什麼？幫別人覺悟這
是個工具。所以要曉得，它是個工具幫助別人覺悟。
　　我們也一樣，對自己來講的時候統統都捨了。對別人來說，他
還沒覺悟，他還不懂，他還在很苦惱，我們要用這個方法幫助他。
上上根的人一句佛號就行，他真的相信，那什麼都不要說了，他一
句佛號就決定往生。中下根的人他不行，必須要詳細給他講解，把
這些道理、事實真相說明，他才會相信、他才會理解、他才會回頭
。所以我們自己修行的中心，就是《無量壽經》、《彌陀經要解》
、《普賢菩薩行願品》，五經裡面我們取這三種，重點放在這個三
種。《觀經》、《圓通章》、《金剛經》都可以輔助，都可以幫助
，《金剛經》實在講，就是幫助我們看破放下，真正能看破放下他
自然就老實念佛。老實念佛心裡頭除了佛號之外，什麼都沒有那才
叫老實；心裡面有阿彌陀佛，還有別的東西在，就不老實、就夾雜
，夾雜不能往生。所以真正修行、真正用功，就是不夾雜、不懷疑
、不間斷。
　　你們大家都有願學講經，經講得好沒有別的，就真誠，你真正



做到，你講得自然會感動人；你做不到，講得再好不能感動人。感
動人是要真誠，不是在言詞之巧妙，那個東西不行，那表面的。我
們這個世間的文學、詩歌、小說、劇本，寫得再好，人家多看幾遍
就厭了，就不想再看，那是什麼？那不是從真心裡面出來的。你寫
得再美，人家欣賞時間很短，這個道理在此地。像四書五經、佛經
，初接觸的時候很平淡，它裡頭有很濃厚的味道，真誠心出自於本
性，所以它的攝受力量是無有窮盡的。你學講經在講台上也是一樣
，你真誠心、慈悲心那個攝受力量很強。如果說名利心、好勝心那
個攝受力量很淺薄，縱然有些愚痴人跟著你，時間不會長，一下發
現你東西是假的，別人掉頭就走了。像這些事我們稍稍留意都能看
得到，修行就在處事待人接物上，要從真誠下手，真誠從哪裡做起
？從不妄語做起。從前司馬光講的從不妄語開始，不欺騙自己、不
欺騙一切眾生。要謙虛、要恭敬，對任何一個人都要謙虛、要恭敬
。我們吃飯，聽到有電話來了，如果找我的，說法師現在吃飯不能
接電話，這不可以，這顯得太傲慢，架子太大。我們有事求人家，
人家這樣答覆我們，我們高不高興？推己及人。
　　你們看古書上記載周公，孔老夫子最敬佩的。周公在吃一餐飯
上，他辦三樁事情，人家來找，他馬上停下來，嘴裡面還含著東西
就吐出來，去接待人。事情辦完了回來再吃，又來了一個，一飯三
吐哺，三次，你看周公沒有架子。我們今天人很了不起，這個在道
業上就不能成就。這是你們都必須曉得的，慢是大煩惱，貪瞋痴底
下就是慢，哪裡可以這個樣？所以這是我們都必須要記住。這個事
情太多太繁的時候，真正妨礙到自己用功修行了，古人用閉關，用
這個方法，閉關就是不見客這個方法。像現在我們也可以約定時間
，我們每天下午三點到五點鐘這兩個小時可以見客，大家要找的，
有什麼事情見面談話，都約在這個時候，我們有一定的時間來見客



，這樣就不妨礙自己修行。現在這個社會亂，信仰宗教的人問題都
特別多，不管信仰什麼宗教問題都一大堆，都不能解決。所以這是
他們的苦衷，我們要了解，有能力幫助幫助他們。有些初學問題很
多，跟他解答也很費時間、也很費精神，可以把這些錄音帶介紹給
他聽。大多數問題我們都講過，你只要肯聽都解決了，我們出版這
些書多看也都能解決。這個最好，這個比我們當時給他講效果還大
，講的時候，有的聽一下就忘掉了。這個他自己去找，把問題解決
，那個印象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