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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同學，大家好！請掀開《十善業道經》第四面第六行，從
第二句看起：
　　【又諸天龍八部眾等。大威勢者。亦因善業福德所生。】
　　到這裡是一小段。前面世尊教導我們，讓我們先看佛身，看佛
身是觀察性德，自性本具的。其次，佛教我們觀察菩薩，菩薩是修
德，接近圓滿。今天的經文，佛教我們觀察世間『大威勢者』，「
威」是有威德，「勢」是有勢力。這些人在世間是各個行業裡面的
領導人，如果不是多生多劫的『善業福德』，這個威勢是決定得不
到的。「大威勢」是果報，果必有因，正是說的種善因得善果。
　　世尊為我們舉的例子，『諸天』，這是講天王。無色界天那就
不說了，因為它沒有身相，沒有色相。從有色相的來說，色界天，
四禪天頂摩醯首羅天王，初禪天頂大梵天王，下面是欲界六層天，
這是說「諸天」。諸天往上去，一層比一層福報大，他們的大福報
，不是我們能夠想像得到的。往下再看人間的人王，首先你看看每
一個國家的國王，現在民主時代稱為國家的領導人，這些在一個地
區也是「大威勢者」，沒有一個不是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緣所生
，絕不是偶然的。如果我們細心觀察，能夠很明顯的體會到，這些
人有許許多多的人擁護他、聽命於他，為他效命。諸位想想，這不
是多生多劫的因緣，怎麼能辦得到？
　　我們今天辦事情很辛苦，是過去生中沒有修福。我一生不能建
道場，為什麼不能？沒有助手。我們能怪別人嗎？不能怪，只怪自
己過去生中疏忽了，沒修福報。佛經上講的「修慧不修福，羅漢托



空缽」，阿羅漢證果了，到外面去托缽沒有人供養。我們的修學偏
在一邊，偏重在修慧，疏忽了修福，清清楚楚，所以我們不怨天、
不尤人，這一生多修福，來生的狀況跟這一生就不一樣。業因果報
，絲毫不爽，理事呈現在我們面前，這麼樣的清楚，這麼樣的明白
，我們要能體會，要能通達，要知道現前怎樣作法，知道起心動念
、言語造作，都有業因果報。
　　我們自己感覺到現在這個局面，做得已經很不錯了，內行人到
這裡來一看，像「亞視」到我們這個地方來一看，你們的機器是最
高級的，甚至於超過他們專業的電視廣播公司。但是我們的缺點是
不會操作，沒有好好的來利用。所以到這裡一看，他們立刻就發現
這裡頭沒有一個內行人。這是真的，我們都是業餘，沒有專業人才
來給我們規畫、來給我們指導、來操作。現在社會走上科技，是高
科技的時代，沒有專業的人，在這個社會上很難立足。我們在美國
常常聽到，因為同修們很多，大概每半年，他們就要去上學一次，
時間不長，一個星期、二個星期、三個星期去培訓，接受新的科技
，科技知識，如果不常常參加培訓，他就會被淘汰掉，跟不上時代
。一年至少有兩次培訓，有的有三次。世法裡面對這個都已經很重
視，佛法也不例外，如果不懂得這些科技常識，不知道如何運用這
些高科技，佛法決定會衰微，決定會落伍。大家都曉得，佛法是智
慧、德能，德能裡面就涵蓋著科學技術，它的果報是相好。經上講
的「妙色嚴淨」，這是相好，相好屬於果，果是由因跟緣結合的，
因是智慧，緣就是科學技術。我們用這個方法把佛法推廣到全世界
，普及到一切眾生。
　　昨天亞視到這裡來訪問，問我：「佛法的理念跟其他宗教怎樣
結合？有沒有可能？」我說：「這是可能的。」世間所有宗教的根
本都是仁慈博愛，宗教就是愛的教育，其目的在求世界和平、社會



安定、人民幸福。所有的宗教，我們有共同的根本、共同的目的，
只是教學的方法不一樣，儀式不一樣，這正是佛家所說的「方便有
多門，歸元無二路」，都是歸結到世界和平、社會安定、人民幸福
，怎麼不能夠團結？
　　前天我們義走的時候，新加坡外交部的政務次長，一直陪同在
我的身邊，我們一路走一路在交換意見，非常難得有這麼長的時間
。他提出非常重要的建言，宗教與宗教之間、種族與種族之間要密
切的交往，這個話非常有道理。經常不斷的往來，建立友誼，時時
在一起討論，互相學習，增長智慧、增長學問、增長見識，我們所
希求的目的決定能夠實現。所以他對於新加坡每一個宗教的領導人
，非常讚歎，認為都有廣大的心胸，能夠接納不同的宗教。新加坡
雖然是個小國，足以給全世界做一個好榜樣，這是他們引以為榮的
，確實是如此。
　　我們聽到這番話，跟佛在經典裡面對我們的教誨，不謀而合。
我常常跟同學們提到，佛教我們處世待人之道，就是六度四攝。六
度四攝必須落實在生活當中，落實在穿衣吃飯，落實在家庭，落實
在夫婦之間。夫妻在一起過生活是行菩薩道，誰懂得？家庭是道場
，人人皆是菩薩。團體是道場，你經商，你開個商店，店鋪就是道
場，老闆員工都是佛菩薩，你的顧客都是你度化眾生的對象。佛法
要如是落實，世界可以達到永久的和平、安定、興旺。
　　這個事情難不難？實在講不難，難在要有人去推動，難在這個
地方。我們今天在這裡辦培訓班，培訓班的目的是勸導我們同學發
大菩提心，我們來推動這個工作。這個工作，就是四弘誓願第一願
的落實，「眾生無邊誓願度」。真正肯推動，你是菩薩，你的悲心
要常度眾生，你來世可能以國王的身分出現，應以國王身分度眾生
，那就現國王身；應以大臣身度眾生，你就現大臣身。《普門品》



裡面講的三十二應，也會應在我們的身上，應在每一個同學的身上
。否則的話，我們這一生在佛法上修學都叫白修了。所以夏蓮居老
居士苦口婆心教導我們，「真幹」！我們今天最大的障難，就是沒
有辦法克服自己的煩惱習氣，這是真要命！
　　這個事情，我們在講席當中也多次提到。如何來挽救？諸佛菩
薩、祖師大德，我們細細觀察他們自行化他，就能夠悟明他們的訣
竅。訣竅是什麼？天天講經說法。天天講經說法，天天抱著經本勸
化大眾。諸位要曉得，勸化大眾，不知不覺就在勸化自己。所以「
一門深入，長時薰修」，時間長，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不知不覺自己的氣質變化了。我也沒有說刻意有心去做改過自新
，沒有。這四十八年的薰習，自自然然的長成，長成得非常明顯，
我自己都能夠覺察得出來。從什麼地方覺察出來？每年所講的經，
境界不相同。諸位要看看我過去所講的，這些錄像帶、錄音帶都在
那裡，《無量壽經》講了十一遍，你們仔細聽聽、仔細看看，境界
不相同。最近這幾年，不但是每年不相同，我自己已經感覺到月月
不相同，所以佛菩薩、祖師大德的教學方法有效。
　　初學的時候是比較困難，沒有契入境界，功夫不得力，只要能
夠鍥而不捨，天天幹、認真的幹，決定不放棄。對於名聞利養、物
質生活的享受，愈淡薄愈好，這樣才能夠鞏固自己的道心。我昨天
聽到亞視這幾個人來訪問的時候談起，同學們傳給我，亞視在我們
這邊吃飯，覺得我們這邊物質生活太好了，他們感覺到非常滿意。
但是他們非常擔心，我們這邊出家、在家人，這麼樣好的物質生活
享受，恐怕道心會退轉，不知道世界上許許多多苦難眾生，他們在
飢餓的邊緣。他們說這個話很有道理，我們過這樣的生活，慈悲心
一天一天的衰落，雖然將來學成了，沒有慈悲心，你不能過苦日子
，你沒有辦法去幫助苦難眾生。他不是佛教徒，沒有學過佛，他這



種感受提醒我們，我覺得這是菩薩化身，這是給我們嚴重的警告。
生活富裕，錢財多了，往往人就變心，道心沒有了，邪思惡念增長
，這還得了？過一種富裕奢華的生活，那是什麼人？在佛法裡面是
法身大士，決定不染著，決定不動搖，他是理事無礙、事事無礙，
行！權教菩薩都不敢，為什麼？沒有到事事無礙的境界，不敢！所
以佛教導我們「以苦為師」。世尊在入滅之前，提出兩句話，「以
戒為師，以苦為師」，你能持戒、能受苦，你才能保住菩提心不退
。
　　世間「大威勢者」都要修善業福德，善業福德就是捨己為人，
今天的話是犧牲自己，奉獻給別人。如果我們不能夠捨己為人，必
定是貪瞋痴慢增長。貪瞋痴慢增長，雖然學佛，雖然講經，也要墮
三惡道。安世高的同學，[共+阝]亭湖的龍王，不就是很好的例子？
他跟安世高是同學，安世高在傳記裡面，讚歎這個同學「明經好施
」，對教理通達，喜歡講經，是講經的法師，又喜歡布施，財布施
、法布施、無畏布施都幹。分衛，是到外面托缽，托的菜飯不好，
他心裡就不歡喜，就覺得「我對社會貢獻這麼多，你看看社會對我
的回報」，心裡感覺到難過，就是這一個惡念墮到畜生道，去作龍
王。我們今天的德行、福德比不上他，我們造的惡業比他更重，他
墮龍王，我們墮到哪裡去了？鬼王都得不到。我們看這些公案，要
自己認真去警惕，一念之差，萬劫難復，這是實話。好，今天時間
到了，我們就講到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