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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法師、諸位同學，大家好。請看《神愛世人》第三十八頁
：
　　【讓我們共同團結在上帝、先知的忠告與勸言之中；我們應當
要有共同的意念……我們當要不懈地去實踐那些對於人類有利益的
事，無論受益者是老是少，也無論他們的地位是高是低。】
　　今天我們從這一段經文學起。感謝同學們抽出時間，把這些經
典裡面重要的經句提出來給我們學習，這一段我們看了，確實每一
段都重要。都是上帝的兒女、上帝的使者，派遣下來幫助上帝教化
眾生。今天的社會，頭一句說得很好，『讓我們共同團結在上帝、
先知的忠告與勸言之中』。這句經文很重要。上帝的經典、先知的
忠告，日常生活當中我們遇到了，都是互相勸告，要跟上帝學習。
學習什麼？學習上帝的「愛」。上帝愛世人，是上帝可以說天天講
的，經典裡面我們天天讀到，句句話都是好話、都是經典、都是忠
告，也都是勸告。
　　勸告，讓我們聯想到，上帝很著急，不願意看到人與人之間的
對立、鬥爭；不願意見到，在我們現前社會裡面，天天見到、時時
見到。每一次我們見到了，同樣的，上帝也見到了。我們能不能在
這個短暫剎那之間想起這段經文，認真的反省、認真的學習，把彼
此對立、彼此不和改正過來，要做上帝聽話的兒女、實踐的信徒。
把他的話記住，要在我們身體日常生活當中，處事待人接物，真正
的做到了。
　　這個話說得好！我們是不是時時刻刻想著，去做一些對人類有
利益的事？今天擺在面前的，沒有利益的，是對立、是批評，不是



讚歎。特別告訴我們，無論受益者是老是少，無論他們地位是高是
低。有時候要用言語，有時候要用行為，中國古人所說的，言教是
用言語，做出一個好榜樣給他看。看到這個人毀謗，我們給他講的
是讚歎，做出榜樣給他看，看久了，一定會有一天他回頭了。這經
文我們就學到了。
　　看第四十面，四十面文比較長一點：
　　【那位一體不二、具有崇高榮耀的真神，祂把自己展現給了人
類，為的是要讓人類去反觀到自己最內在的真實自我——其心地中
的寶藏。所有不同的宗教教派，以及各種不同的信仰體系，它們彼
此之間絕不可以去引發人與人之間的對立，這就是在此一時代之中
，對於上帝，及其宗教之信仰的根本理念。】
　　特別記住，信仰根本的理念，是對上帝那種尊敬、仰慕，落實
上帝經典裡面的教誨。中國古人所說的信、解、行、證，真信，你
就決定不會毀謗，你決定不會跟其他宗教對立；這都屬於根本理念
，屬於信。信了之後，有時候做不到，毛病還是照犯，這什麼原因
？解得不夠透徹；深信要深解，解要講深度，深解，真信；之後變
成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的行為，這才叫修行。修行怎麼講法？修正錯
誤的行為。得利益了，佛法裡面講的，福德、功德同修。
　　累積福德跟功德，自自然然就改造命運。得到了什麼？方東美
先生早年把大乘佛法介紹給我，非常愛護的口吻，老師的年齡跟我
父親差不多，我們都看作父輩一樣的看待，恭敬。老師告訴我：「
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這句話很中聽！哪一個人活在世間，不
希望得到最高的利益、享受？最高的享受從哪裡來的？從學佛來的
。
　　我接受了，用了半年的時間，我聽一些高僧大德講經，能聽得
懂，聽了生歡喜心。要想得到享受，靠全聽懂了還不行、還不夠。



聽懂了，解門，有信、有解，最高的享受還達不到，最高享受還要
向上再踏一步。踏一步是什麼？行，要把我所知道的，變成我自己
的起心動念、生活行為，這人生最高的享受你就嘗到了。嘗到最後
證，證什麼？證明老師告訴我這句話是真話，證明經典裡面的教訓
是真言，確確實實上帝說的。為什麼？不是上帝說不出來，只有上
帝才能說出來。為什麼？上帝是大聖大賢，大聖大賢哪有不愛眾生
的道理！他用什麼來愛眾生？經教，我們不能不知道。
　　這個後面，有幾句話幫助我們解決問題，什麼問題？疑慮。學
習宗教是真有好處嗎？懷疑、顧慮，這東西有用嗎？有，我給你做
證明，真有。一直好好的學下去，依教奉行，慢慢怎麼樣？智慧開
了。你到智慧開了，你自己就得到證，證明了真的，不是假的，是
正確的，不是錯誤的，你明白了。
　　為什麼世界上宗教這麼多？傳教師給我們講經，彼此講的不一
樣，甚至於產生對立，自讚毀他：我學的這個法門，我拜的這個上
帝是真神，你那個靠不住。這種現象不少，我們遇到怎麼辦？這裡
就告訴我們，時代之中，對於上帝及其宗教之信仰根本理念：
　　【那些各宗教的教理原則以及戒律，那些被堅固樹立、具有強
大力量的各種信仰體系，它們都擁有著同樣的源頭，都是來自於同
一道的真光；而它們彼此會有差異，那是為了順應不同時代之人們
的不同需求之緣故。】
　　給我們解釋了。不同的說法，遇到的人不一樣，根性不相同，
你教他，你一看就明白了從哪裡教起。所以學習的人，一個老師，
兩個人去學習，學習的時候不一樣，兩個學生程度不相同，應機說
法。
　　一部經書有沒有這個現象？也有。那我們就明白了，我跟另外
一個同學，同學一部經，有些經文上我有我的看法，他有他的看法



，甚至於看法完全相反，這時候怎麼辦？各人說的都有道理，如果
老師在，請教老師；老師不在，讀誦，我把這個經文念上一百遍、
念上二百遍，就融化了。
　　如果你要懂得，聖賢的教誨沒有一樣不是應機而說的。你看中
國《論語》，孔老夫子的，同樣一個問題學生發問、提出來，孔子
的答覆不一樣，對甲的說法跟對乙的不相同。一個聖人教的，為什
麼會這樣？根性、程度不一樣，根性不相同。於是我們明白了，這
樣的事情在經典裡面非常之多，都是正確的；某一個程度正確，他
超越這個軌道了，那另外一個講法。
　　這是在聖教經典裡面常有的事情，不足奇怪，你依你的解去修
行，他依他的解門去修行，統統得利益。我們學習，經過老師的指
點，幾十年的經驗、修學的歷程，幫助我們認識這個問題。
　　所以下面這段說，說得好，說得好親熱：
　　【我真正的同伴法侶們啊！所有的人類都是同一所學校裡的孩
子，……那些帶來神聖啟示的一切使者，則都是這所學校裡的老師
。這些老師們令眾人驚歎，無人可與之比擬。在這所屬於真理的學
校中，老師們依照上帝的誨諭，來教導上帝的這些學生子女們，並
以慈恩撫育他們……一直到他們把這個世界變成了一面廣大的鏡子
，並讓那永恆不滅的另外一個世界，明現在此一大鏡之中。】
　　這個地方，另外的世界是天堂、是極樂世界。你的功夫成熟了
，極樂世界你見到了。有，念佛同修們我就遇到幾個；還有前一輩
的善知識，像黃念祖老居士、李炳南老居士，或在定中、或在夢中
見到極樂世界。真的，不是假的，這我們應當學習。
　　今天時間到了，我們把巴哈伊的經典重要的經句學習到此地。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