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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長官，諸位大德，諸位法師，諸位同學，大家新年好！今
天晚上的盛會，同修們要我講幾句話。在這個春節，我想在台灣的
同胞都過得很幸福、很美滿，可是古人說，「是日已過，命亦隨減
，如少水魚，斯有何樂」。這是佛在經上說的，句句都是講的真話
。真正明白人都知道，過了一年，我們的壽命就減少一年，常常能
夠觀察、能夠警覺到，我這一年有沒有可觀的成績？有沒有把自己
的境界向上提升？
　　世尊告訴我們，生滅本來沒有，六道是夢幻泡影。輪迴這個事
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實在講，生命、死亡就像脫一件衣服一樣，
衣服舊了、衣服髒了，你會脫下來重新換一件乾淨的、換一件新的
，捨身受身跟脫衣、穿衣沒有兩樣。肉體雖然有變化，靈性不滅。
了解這個事實真相，對於生死就無所畏懼，那麼這些災難也就付諸
一笑。最近我們在經典裡面學習的是總觀無常，一切法無常，我們
要深信因果。
　　《還源觀》上告訴我們事實真相，我們起心動念周遍法界、出
生無盡、含容空有。這是事實真相，可是誰知道？只有佛跟法身菩
薩知道。我們如果要不是聽到世尊跟彌勒菩薩的談話，我們也一無
所知。細細細心的思惟、觀察，這是真的，這不是假的。所以，我
們在日常生活當中起心動念、言語造作不能不謹慎，不能不負責。
對誰負責？對遍法界虛空界負責，一個善念就是淨土，一個惡念就
是災難。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我們日常生活的態度、學習的態
度，確實像古人所說的，「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無論是順境、
是逆境，縱然遇到高名厚利也不會動心，你才能把握得住。



　　要相信，靈魂永遠不滅，但是它出不了六道輪迴，為什麼？它
在迷。靈魂要升級，今天為什麼要學佛，為什麼要學習聖賢人的教
誨？沒有別的，幫助靈魂開悟！悟了之後，它就不造業。悟了之後
，它就不叫靈魂，我們稱它作靈性，靈性超越六道；在六道輪迴裡
面不能超越，都稱靈魂，超越六道，那叫靈性。靈性再回歸到真性
，那就是成佛，佛家講的究竟圓滿佛。《華嚴經》上講的妙覺位，
就是回歸自性，自性在淨土裡面就稱為常寂光，在古印度一般屬於
證大般涅槃。般涅槃是什麼意思？印度話叫「摩訶般涅槃」，翻成
中國的意思叫「大滅度」，大是法身，滅是解脫，滅是煩惱都斷盡
，度是講的智慧，大智慧，法身、般若、解脫，滅是解脫，也就是
大乘教上常講的「三德密藏」。阿羅漢只證得局限的解脫，不是圓
滿的，法身、般若都沒有。菩薩慢慢提升，提升到《華嚴經》上說
的，妄想分別執著統統放下，那就是涅槃的境界，那就是回歸自性
。回歸自性，你就證得真正的常樂我淨，那就不是無常。常、無常
不二，你就入了不二法門。
　　這樁事情，修行就在日常生活當中，六根接觸六塵境界，修什
麼？修不執著，就是學習，修就是學習，認真學習不執著、不分別
、不起心、不動念。真正做到了不執著，你就成正覺了，阿羅漢；
再向上提升，不分別，你就成正等正覺，菩薩；最後把起心動念放
下，不起心不動念，你就成無上正等正覺，這一般講你成佛了。功
夫都在日常生活、在工作當中，在處事待人接物裡頭學習。認真去
練習，學不分別、不執著、不起心、不動念，這就是講的放下。
　　放下之後怎麼辦？放下之後要提得起來，提起什麼？《還源觀
》上講的四德。「隨緣妙用」，「威儀有則」，這句話就是「學為
人師，行為世範」，就這個意思。「柔和質直」，這是講我們處世
待人的態度，要學孔子的溫良恭儉讓，那就是柔和；質直就是誠意



，以真誠心待人接物。「代眾生苦」。所以，修行沒離開生活，沒
有離開工作，沒有離開處事待人接物。
　　最後，我每年過年的時期都向同修們祝福，歲歲平安，年年如
意。這兩句話都說的是果德，果必有因，修因才能得果。平安從哪
裡來的？諸惡莫作就歲歲平安。我們真正能夠把《弟子規》做到、
《感應篇》做到、十善業做到，就歲歲平安，也就年年如意，為什
麼？眾善奉行。《弟子規》、《十善業》、《感應篇》善！裡面所
講的，眾善。不善，要我們禁止，我們就不做；是善行的，我們一
定要把它落實，這個樣子才名實相符、因果不爽，歲歲平安、年年
如意。祝福大家六時吉祥、健康快樂，大家過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