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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空法師：廣學多聞是開悟之後的事情，沒有開悟之前是一門
深入。一門是幫助你得定、幫助你開悟，目的在此地；悟後，就是
廣學多聞，廣學多聞快。像龍樹菩薩開悟，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
說的一切法，三個月就學會，三個月就行。如果沒有開悟，三個月
、三百年都學不會，這是真的。所以我們修學是以開悟為目的，還
是以知識為目的？廣學多聞是知識，後得智。開智慧再學東西，那
廣學多聞還是智慧，叫後得智，就無所不知。般若無知，無所不知
，無知是根本智。這是現在沒有人講求這些。
　　主持人：謝謝師父。接下來有一個大問題就是，我們學淨宗，
我們自己當然很清楚，就是說我們在得到根本智之前要有清淨心，
先要有清淨心才能夠廣學多聞。但是現在大家都說，佛陀四十九年
講了這麼多法門，我要選擇哪一個法門來一門深入？所以我們第二
個問題就是，我們要選擇哪一個法門來一門深入？請教師父，佛陀
四十九年說了相當多的法，一般大眾，普通大眾要怎麼樣選擇一個
適材適性的法門，讓他可以一門深入？
　　淨空法師：古人的選擇是依老師。老師的經驗很豐富，老師一
定知道觀察你的根性，你適合修什麼法門，他會給你建議；或者老
師會給你選幾種，你在幾種之中選擇一種。這樣的老師現在也沒有
了，現在的老師你喜歡學什麼你就學什麼，都是這樣子。所以老師
也是可遇不可求，那是緣分。學生找一個好老師很難，老師找一個
能夠傳承的學生是更難。這個原因是很複雜，與我們現前這個社會
環境有關係。現在找一個一門深入，叫他學習十年，誰肯幹？誰能
相信？這個問題就嚴重。不開悟在佛法裡頭不算有成就，成就一定



要開悟。所以法門其實沒有關係，無論什麼法門，只要你一門深入
，統統能成就。為什麼？一切法不離自性。惠能大師說得好，「何
期自性，能生萬法」。那就是說一切法都是自性生的，只要見性，
自然就通達，道理在此地。你沒有見性的話，你所有的是知識，見
性是智慧。
　　主持人：謝謝老和尚。因為末學也在淨宗一段時間，常常跟很
多的同修在討論，現在目前的教育制度，一直要到碩士才有專修、
到博士才專修，幾乎有十五年到二十年的學程都是在學很多很多的
東西。這樣子的話，老和尚有沒有什麼，給一個好的方法、簡單的
方法，讓這些學子能夠培養出一個，老師您說的定功或者清淨心？
因為從國小、國中、高中、大學，都是旁修、雜修，到了碩士才有
可能選一門，選一個科別，等於有十五、六年的時間都在旁修，有
沒有什麼佛教的方法，讓現在的學子心能夠定下來？
　　淨空法師：有。
　　主持人：請示老和尚，在現在的教育制度之下，有什麼方法可
以很簡單的讓現在的學子能夠把心定下來？
　　淨空法師：這樁事情確實很難，難在什麼地方？難在現在很少
有人知道古人的智慧從哪裡來。中國古人教學的理念跟方法，跟現
在人恰恰相反。中國人從小開始就學專，就是專一。「教之道，貴
以專」，這一句話幾千年來都是遵循這個原則。到什麼時候才廣學
多聞、博學？是你一切通達之後。你看《華嚴經》上善財童子給我
們做一個最好的榜樣，這是大乘。善財童子在文殊菩薩會上就是專
，專一；到開悟之後，你看五十三參。五十三參就是廣學多聞，無
論是什麼樣的學科統統都可以學，而且學得很快。他一看就懂、一
聽就懂，為什麼？他有智慧。所以廣學多聞是後得智，就是無所不
知；但是首先要有根本智，根本智就是一門。般若無知，起作用的



時候無所不知。所以開頭一定是持戒、是修定，然後就開智慧；智
慧開了之後廣學多聞，所以他沒有一樣不知道。那個時候學得快，
你看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講的東西，龍樹菩薩他三個月就學完。
他一部經典要不要整個聽？不需要，學個二、三頁，他全懂了。
　　我們在《壇經》上看到，惠能開悟。你看法達禪師一門深入《
法華經》，讀《法華經》三千遍。《法華經》長，一天只能讀一遍
，三千遍就十年。十年專在這個地方，他心定在這個經上，那就叫
法華三昧；但是距離開悟就差那麼一點，還差一點。在六祖會下，
去拜六祖的時候有一點傲慢，拜的時候頭沒有著地。六祖看到說：
你有什麼值得驕傲的？他就講出來，讀《法華》三千部。六祖說：
《法華經》講些什麼？他說不出來。就是說他有定，慧沒開，他回
過頭來向六祖請教。六祖說：這個經我沒聽過，你念給我聽。《法
華經》二十八品，他念到第二品「方便品」，第二品還沒有念完，
六祖說行了，不必念了，我全知道，跟他講《法華》，他開悟了。
這就是說個證明，真正通了之後，一部經不必全學，學個一點點，
他全通了。因為這個關係，所以釋迦牟尼佛的一切經，龍樹菩薩三
個月的時間學完，我們能夠相信。從惠能大師這個例子，我們能相
信。他就是一部經，只要讀一、二篇，他就明白，後頭的經不需要
講。
　　這些例子就是告訴我們，應該先要專，後博。像一棵樹，心是
根，然後本，再有幹，最後廣學多聞就是枝葉花果，它才有那麼多
。現代人顛倒，這一顛倒的時候，變成死的，不是活的。樹一顛倒
，根在上面，樹葉在下面，它能活得成嗎？所以中國人讀書像種樹
一樣，先有根、有本、有幹、有枝、有條，再有花果、樹葉。外國
人不是，學東西像金字塔一樣，金字塔沒有生命的，底盤很大，廣
學多聞，愈到上面愈專，專到上面就沒有了，他再也裝不進去。所



以外國搞東西像金字塔，中國是棵大樹，活的，千年神木它是活的
，它年年發新枝，年年開新花、結新果，跟金字塔不一樣。
　　主持人：太棒了。所以老和尚講的是不是，現在的年輕人如果
給他一個方法的話，就是要有定功，就是有戒、守規矩。
　　淨空法師：對，沒錯。
　　主持人：所以師父一直在提倡《弟子規》，這些就是戒跟規矩
。
　　淨空法師：這個你要是學什麼東西，什麼東西都行。佛法，佛
經能開悟，《聖經》也能開悟，《古蘭經》也能開悟，什麼東西都
能開悟，只要你一門專通了。
　　主持人：是。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國學書院，我們想為國學
書院做一個比較專集的報導。請老和尚為我們國學書院，看有什麼
樣的期許，或者是國學書院未來的一個祝福，請老和尚針對我們國
學書院。
　　淨空法師：國學最重要的是文字，你不認識字不行，所以從文
字學下手。一個字，中國這個方塊字，它的讀音，它的意思，它的
形象，就是聲、形、意把它搞清楚，這是文字學。所以文字學要特
別重視，先認識字之後，在這上扎根。然後在古籍裡頭，古籍好，
選一種，喜歡哪一種就選哪一種，經史子集都可以。你選集部的，
古人的例子，我們古人做古聖先賢的私淑弟子，第一個是孟子。孟
子學孔子，孔子過世了，但是孔子的書流傳下來，他讀孔子的書，
也就是一門深入，專攻，他這樣學成的。所以說中國私淑弟子，孟
子是第一個，他的老師不在，但是他專學老師這些東西。我們今天
，印光法師不在，印光法師的《文鈔》在，你要專學印光法師的《
文鈔》，行，都能開悟。都能得定，都能開悟。所以你喜歡哪一家
的東西都可以，經史子集都行，同樣效果，因為它是方法，是幫助



你得定、幫助你開慧。
　　主持人：謝謝法師，感恩法師，謝謝。
　　淨空法師：不一定，有老師指導很好，沒有老師指導也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