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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七和尚，諸位法師，諸位同學，大家好！冬至的佛七今天圓
滿了，早晨舉行了一個祭祖的儀式，也做得很圓滿，非常難得，讓
我們懷念祖先。大家都知道，現代的社會，確實是世尊在經典上所
說的五濁惡世。濁是染污，染污可以說到了極處。我們的土地被染
污了，所以生長出來的糧食、水資源染污了，現在有許許多多地方
有嚴重的陰霾，那是空氣的染污，真的是到極處。人怎麼生存，這
是當前的一個大問題。
　　為什麼會有染污？一般學習科學的人都認為這是自然災害。在
佛法裡面，在中國傳統學術裡面，在各個宗教裡面，不是這麼認為
的，他們認為這是人為的，不是自然的。這些事情，很難得現代的
物理學家、量子力學家他們證實了，證明物質是隨著我們念頭在轉
變。大乘經裡面佛常說「色由心生」，色就是物質；「相由心生」
，相也是物質。佛經上用得最多的，色跟相代表物質。物質從哪裡
來的？物質從念頭變現出來的；換句話說，先有念頭，後有物質。
非常難得，佛在經上說的這些話被現代量子力學家證明了。這些科
學家提出了一個口號，叫以心控物。這個科學還沒有被全世界科學
家承認，所以稱之為前衛科學。他們在蒐集證據，有足夠的證據證
明這個說法是正確的，全世界的哲學家會認同。我們有理由相信，
往後二、三十年，全世界的哲學家就承認了，科學家承認了。這是
事實真相，不能疏忽的。如果承認這個概念，承認這是事實，就知
道世間所有的災難，都是我們自己不善的念頭、不善的行為所感召
來的，與自然不相干。大自然是最健康的，大自然是最神聖的、是



最善良的，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
　　釋迦牟尼佛為我們說這些事情在三千年前，科學家跟佛陀距離
三千年。科學家佩服佛陀，那個時候沒有科學，他怎麼會知道的？
佛不是用科學方法知道的，是用禪定的方法。禪定就是《無量壽經
》經題上所說的清淨心、平等心，清淨心是聲聞的禪定，阿羅漢、
辟支佛，平等心是大乘菩薩的禪定，三賢十聖，他們的禪定。定生
慧，智慧能觀照。大家《心經》都念得很熟，《心經》上告訴我們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照見。
科學家是以數學理論推斷，有此可能，再用精密的儀器去追蹤、去
觀察，被他發現了。科學是用外面的力量發現的，佛法是用內功、
是用禪定、是用智慧照見的。所以佛經上所講的就是現代科學，比
現代科學講得詳細，講得更清楚、更明白。
　　佛教是什麼？稍稍深入經典的人就曉得，佛教是圓滿的智慧、
圓滿的德能、圓滿的相好。怎麼叫它做圓滿？是從自性裡面生出來
的，這叫圓滿。佛教是教育，這個教育的終極目的是明心見性，只
要見性，你對於世間所有一切萬事萬法都明白、都清楚了。為什麼
？一切法不離自性，一切法皆是自性變現出來的，只要見性，完全
就明白了。所以佛教的教學，八萬四千法門、無量法門，門門都是
以明心見性做標準。所以佛才說「法門平等，無有高下」，就是這
個道理。
　　要怎樣才能見性？經典裡頭告訴我們，一切菩薩都是由戒定慧
三學而明心見性，沒有一個是例外的，念佛法門也不例外。見性難
，難在哪裡？放不下。必須放下起心動念、放下分別、放下執著，
真心本性你就見到、就現前了，與認識字不認識字、懂不懂經典的
意思不相關。經典也是修定的一種方法，對什麼樣的人？現在所說
的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佛是用讀誦經典的方法，幹什麼？修戒、



修定、修慧。所以要多讀，不主張很多法門。你說我學許許多多經
論，這個不行，這跟戒定慧相違背。要怎樣修？一門，一門深入。
一門深入，長時薰修，這就是佛陀教育的理念，他只准你學一樣。
　　到什麼時候再廣學多聞？見性之後。先用這一門修戒定慧，照
這個規矩，這就是持戒，一門深入，我絕不學第二門。我選一部經
論，在這上面下功夫，下十年功夫，就念這一本。要不要懂它的意
思？不需要，是修定的，因為你不讀經你就會有雜念，你就會有妄
想，念經的目的是把雜念念掉、妄想念掉，讓心得清淨。所以經沒
有意思，經要有意思，又把你的心搞亂了，又把你的心染污了，你
就顛倒了，你錯了。就是一味念下去，一天念多少個小時？念十個
小時，就是十個小時在修禪定。字，一個字沒有念錯，一句沒有念
漏掉，就這樣念下去。念熟了，大概念上千遍就能夠背誦，背誦的
時候就不要看本子，一切時一切處還是反覆不斷念這部經。念到什
麼時候？念到心清淨了，不念雜念妄想也沒有，功夫成就了，這時
候起心動念生智慧不生煩惱。不定什麼時候豁然大悟，大徹大悟、
明心見性，見性之後再廣學多聞。那個時候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
說的一切經教叫《大藏經》，要多少時間統統學完？給諸位說三個
月，就畢業了，那部《大藏經》就學完了，那部《大藏經》部部經
典你都講得頭頭是道，你講的跟佛講的沒有兩樣。為什麼？佛這些
經是從自性流出來的，你現在見性了，你一打開這個經，就是你自
性流出來的，你的知見跟佛的知見相同，佛知佛見，這是佛法。不
定什麼門，你喜歡哪一部就哪一部，就是一門，不能有兩門。一定
要念到得三昧、開智慧，才可以廣學多聞。
　　龍樹菩薩，印度人佩服，中國人也佩服。中國大乘八個宗，八
個宗都承認龍樹菩薩是我們的祖師，他是八宗共祖。斯里蘭卡建佛
教大學，這個佛教大學的名稱叫「龍喜」。龍就是龍樹菩薩，喜是



歡喜，我們都歡喜龍樹菩薩，用他的名字做這個學校的名稱，希望
世尊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法都能在這個大學裡面興旺起來，取這個
意思。佛的理念就是一門深入，長時薰修，方法是讀書千遍，其義
自見，這是方法。一定要讀到得三昧，得三昧之後一定要開悟。龍
樹菩薩開悟了，開悟之後他學習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的經教，今天
講的《大藏經》，只用三個月的時間，就全通了。我們要走這個路
子，千萬不要走世間的路子。世間路子一開始什麼都學、什麼都會
，統統是皮毛，佛的真實義一竅不通，完全是自己的意思，不是佛
的意思。開經偈說，「願解如來真實義」，你所了解的是你自己的
意思，不是佛的意思，這要明瞭。我們搞了一輩子，如果都沒有搞
清楚，還是糊塗死了，你說多冤枉！
　　一經通一切經通聽說過，不只聽一次；一個法門通了，一切法
門都通，也聽了很多次，是真的，不是假的。他怎麼讀的，這部《
大藏經》怎麼讀的？三個月，就算一百天，現在我們看《大藏經》
精裝本，《龍藏》一百多冊，就算你一天念一冊，行不行？行。不
必叫你從頭到尾念一遍，不是的，你只看二、三頁全知道了。我們
在《六祖壇經》裡面看到惠能大師，這個經典裡面提到無盡藏比丘
尼，她一生受持《大般涅槃經》。《大般涅槃經》有兩個本子，一
個本子三十六卷，一個本子四十卷，分量很大。無盡藏比丘尼在讀
經，惠能大師在旁邊聽，等她念完之後，能大師把這段意思講給她
聽。她感到非常驚訝，講得太好了，捧著經本來向他請教。能大師
說，我不認識字，不必拿本子給我看。無盡藏比丘尼問他，不認識
字你怎麼會講得這麼好？這與認識字不認識字沒關係。能講得跟佛
一樣好，那是什麼原因？見性了，是這麼回事情。
　　法達禪師一生專攻《法華經》，念了十年，《法華經》念了三
千多遍。《法華經》分量大，一天念一部，三千遍就差不多得十年



。三千遍，他沒開悟。總覺得自己有傲慢心，見六祖頂禮，頭沒有
著地，三拜頭都不著地。起來之後六祖就問他，你心裡頭一定有值
得驕傲的地方，什麼值得你驕傲？他很坦白說出來了，誦《法華》
三千遍。惠能大師問他，《法華經》講些什麼，他說不出來，反過
來向祖師請教。六祖說這個經我沒有聽說過，你念給我聽。《法華
經》二十八品，他念到第二品，你看六祖聽到第二品，告訴他別念
了，我全知道了，講給他聽，他開悟了。一部經只聽一點點，不會
聽完的，看幾章，全經就明白了，所以一部《大藏經》三個月的時
間足夠！這是大乘佛法。
　　大乘佛法的智慧、大乘佛法的理念、大乘佛法的方法傳到中國
來，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變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儒釋道統
統接受，用這個方法。只是我們現在，最近這兩百年把這個方法疏
忽了，特別是最近一百年，講的人都沒有了。我們過去，老師跟我
們說，我們聽不懂。我學佛學了六十二年，講經講了五十五年，你
問我明白了些什麼？就明白這個道理，這個道理實在太好了，全世
界就這麼一家，沒有第二家。這是真實智慧，不是求知識。現在的
學校教育，他們的理念完全是知識；就是學傳統文化，我到歐洲去
考察漢學院，我一共前後去了三次，全都是知識，不是智慧。知識
不能解決問題，知識有侷限性，還有後遺症。所以今天全世界的動
亂，這個亂象，聯合國開了四十多年的會議，一九七０年代開始召
開化解衝突、促進社會安定和諧的會議。我們也有特殊的緣分，參
加了十幾次，對這樁事情了解很清楚，有沒有方法解決？沒有方法
。智慧就能解決問題，知識不能解決問題。現在與會的這些會友，
大多數人信心沒有了。還有一些國家領導人，我見到的，你問他這
個世界還會有和平嗎？他沒有信心，只是嘆息而已。我們心裡清楚
。



　　《群書治要》出現了，唐太宗編的，是唐太宗當年，二十七歲
做皇帝，治這麼大的國家，怎麼管理法？要求幾個大臣替他找參考
資料，從他那個時代往前二千五百年，三皇五帝一直到前晉，古聖
先賢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教訓統統抄出來給他看。所以
這部書是從一萬四千部典籍裡頭精選，淘汰到最後，剩下六十五種
，在六十五種裡面，唐太宗所要的把它挑出來編成這部書，是治國
的寶典，大唐盛世就是這部書成就的。這部書是真實智慧，不但能
救中國，能夠救全世界。所以現在我們把它翻成各種不同的文字，
對全世界流通。我們還要培養老師，要培養專家，來給我們講解，
來教導我們。這就是我們在馬來西亞建立漢學院，漢學院的任務就
是培養《群書治要》的專家。
　　我們要智慧，知識也需要，智慧為主，知識為輔助，不能夠賓
主顛倒。中國漢學的基礎是文字，漢字、文言文，漢字、文言文一
定要懂得，千萬不能夠丟掉，漢字、文言文是中國傳統文化載體的
最重要的部分。今天我們紀念祖先，祖先留給我們最寶貴的就是《
四庫全書》，就是五千年古聖先賢他們的真實智慧，他們的理念，
他們的方法、效果、經驗，就在這部書裡頭。這部書是真正的寶貝
，人類的瑰寶；我在國際上，我不說是中國人的瑰寶，我說人類的
瑰寶。漢字、文言文是人類智慧的發明，每個人都應該要學，不分
種族、不分國籍、不分宗教信仰，統統都應該學，你有這個智慧、
有這個本事能解決問題。
　　這是今天祭祖，我感動很深。我看了，很難得有香港官員參加
，我向他們建議，今年這是第一次，每年都要辦，最好由政府主動
來辦，讓大家不忘祖先。能盡孝就能盡忠，能盡忠就會愛國、就會
愛人，愛這個世界。今天時間到了，我感觸的話就是這一點，提供
給同學們做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