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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法師，諸位同學，請坐。我們接著看「發心行相」第二首
偈：
　　【不求五欲及王位。富饒自樂大名稱。但為永滅眾生苦。利益
世間而發心。】
　　這首偈前面我們學到清涼大師在《疏鈔》裡面給我們說的十樁
事情。『發心』，世間人發心發什麼心、行什麼道，我們一定要清
楚。大師引用《摩訶止觀》裡面所說的，天台止觀，第一種，如果
念念都是貪瞋痴，我們常講貪瞋痴慢，堅固不捨，這是發地獄心，
行火途道。第二種，貪圖眷屬，念念多眷屬，這是畜生心，行血途
道。第三種是念念想得名聞，我們今天講的知名度，用虛偽、其他
的方法取得別人的讚歎，內無實德，這是發鬼心，行刀途道。第四
是念念都想勝過別人，就是今天講的競爭，一定要超過別人，不肯
屈居人下，心裡是輕慢別人，珍重自己，這是行修羅道。
　　今天再看下面第五段：「若其心念念欣世間樂，安其臭身，悅
其痴心，此起中品善心，行於人道」。這是我們在現前社會看到最
多的。你冷靜去觀察，你看看我們周邊的環境，看看芸芸眾生，那
是一面鏡子，然後回過頭來再想想自己，我們自己是不是也跟他一
樣？如果心行跟他一樣，我們的果報也跟他差不多。
　　世間有苦有樂，實在講苦多樂少，特別是在亂世，得一點樂要
付出多少代價！付出的往往我們自己不知道，知道就回頭了。特別
是今天科技發達，用科學的方法，應用在耕種，應用在水利，應用
在日常生活當中。耕種最明顯的，機械化的耕種，大規模的生產，



沒有想到破壞自然環境的生態。我們也曉得土壤，你讓它長這些五
穀雜糧，它需不需要休息？它不是無止境的養分，它需要休息，是
我們疏忽了。疏忽了，於是養分供養不足，我們用化學的方法，用
化肥、用農藥，長出來東西是不錯，是很好看，養分變質了。對於
畜牧亦復如是，現在科學家才發現這問題嚴重，所飼養的牛羊豬雞
鴨全是用化學飼料，長得快，長的樣子也好看，人吃了怎麼樣？吃
了之後得癌症，這就是你要付出的代價。所以我看到三十年前湯恩
比博士的談話，那個時候已經在呼籲，希望人要限制科學的用途，
農民的耕作要恢復以往人力耕作，不要用這些化學東西，講的有道
理。
　　大批的砍伐森林是得一點財用，造成什麼？造成地球生態不平
衡，給我們帶來水災、火災、風災、地震，我們要付出多少生命財
產的代價。所以貪圖一點物質享受，付出的代價太大！念念貪圖世
間的享受，我們前面跟諸位做了報告，不想升級，來生還到人道，
生生世世留級，恐怕留不住，還要往下降，為什麼？破壞自然環境
的生態，這個罪就很重。
　　養殖，你不讓牠自然生長，你用化學把牠生長的時間縮短，壽
命也縮短，你要不要背因果責任？你縮短眾生的壽命，你要受短命
的果報；你用生化去飼養，你要得病苦的果報。為什麼會多病？為
什麼會短命？都有因緣果報，沒想到這個事情。現在聰明人，稍稍
有一點警覺性的人都講求蔬菜要有機的，雞鴨豬牛最好是老方法來
飼養，農村裡面自己養的，這比較可靠，講求生理上的健康。現在
就是說老實話，連生病都不能生，為什麼？醫藥裡頭也是假的，也
摻雜很多化學成分在裡頭，怎麼能把人的病治好？沒有病，你去看
醫生看出病來了；有病，最後也把自己壽命縮短。說到這個地方使
我想起早年李老師在往生的前一天下午，告訴在身邊的學生們，世



界已經亂了，我們只有一條生路，求生淨土，不可以再貪戀這個世
間，老實念佛求生淨土，李老師最後的遺言。
　　《止觀》裡面說得好，世間人安其臭身，悅其痴心。不覺悟，
身心都有嚴重的染污。身體要健康、要長壽，心要清淨，心要慈悲
，有慈悲清淨，身健康；要明理，要學聖人，你就不愚痴。我們這
一生到這樣的年齡還能保持這樣的狀態，靠什麼？天天不離聖教，
念念修正自己錯誤的行為。修行就是修正自己錯誤的行為，我們錯
得太多，錯得太離譜，永遠都在這裡修正，什麼時候修行圓滿？我
們在前面跟諸位做過報告，在世間法、出世間法，對人對事對物不
再執著，首先學這個。實際上統統是要學，就是執著要放下，分別
要放下，妄想要放下，三個都要修，但是現前特別側重在執著。
　　執著果然放下，對人對事對物都沒有執著，你就得正覺，就不
愚痴，那你的身就是清淨身，一年不洗澡，身體味道不難聞，這真
的不是假的。世間人一天不洗澡，氣味就很難聞。虛雲老和尚，我
們曉得他老人家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頭，一年到頭不換衣服的，
衣領子都黑了，油膩。到香港來過，香港接待這老人的同修告訴我
，他衣服有一股清香。一年到頭不洗，衣服有一股清香，一點都不
難聞，這是真的不是假的。為什麼？老和尚三毒放下了，貪瞋痴慢
沒有了，所以他的身心清淨。清淨心自然有一種清香，那個香是什
麼？是性德，法性裡面本來就有的。
　　我們也常常跟同學們提起，法性裡頭本來具足見聞覺知，本來
具足色聲香味，而是我們起了妄想分別執著，起了三毒煩惱，把見
聞覺知迷惑了，把色聲香味破壞了，道理在此地。怎樣恢復？果然
真正能夠依教奉行，能恢復。首先我們要建立信心，要相信《起信
論》上所說的「本覺本有，不覺本無」。所有一切善法是本有的，
是性德，自性裡頭本來具足的，我統統可以做到；所有一切惡法，



本性裡頭沒有，統統可以斷掉。學佛修行首先要建立信心，對這樁
事情堅定不懷疑，這樣就行。
　　所以人道，你看看起中品善心。這個善心是什麼？就是十善業
，沒有達到上善，中善；中善就不失人身，來生還能夠得人身。上
善，給諸位說，沒有惡念，上善。中善，沒有惡行，十惡的行為沒
有，但是有念頭，那個念頭起來自己曉得，很短的時間就把它化解
化掉了，覺悟。前面我們看到阿修羅，阿修羅下品善心，也就是說
阿修羅也修十善，但是跟十惡混雜在一起，這是我們常見的。想想
自己也有，處事待人接物，有時候很善，有時候發脾氣，生氣幾天
都不能消，那是什麼？那是下品十善。真的是有善心、有善行，自
己控制不住，煩惱習氣很重，控制不住。這個道理我們要懂。修行
修什麼？就是修控制，只要覺悟我錯了，錯了就要改，不要求別人
改，求自己改。求別人改，一切菩薩都成不了佛。他為什麼能成佛
？他不求別人，求自己。
　　現在這個世間衝突很多，我參加過很多這些和平會議，和平能
不能落實？沒人敢相信，不但一般人不能相信，現在連小朋友都懷
疑。我記得好像是去年的春天，這有一年了，有幾位老師帶幾十個
小朋友到我們學院來參觀，我們很歡喜的接待他們，當中就有一個
好像是十二、三歲的學生向我們提出問題，和平真的會實現嗎？十
二、三歲大概是初中一、二年級，懷疑。我們聽了感觸很深。動亂
的頻繁，我們中國近代的大儒梁漱溟先生，臨終之前也很感嘆的說
這個世界還會好嗎？所以我們要真正很認真、很嚴肅的找這個原因
，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要知道「人之初，性本善」，人性本善，本來就善。佛說
得更好，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你本來是佛」，《華嚴》、《圓覺
》佛都這樣講法。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我們很冷靜，很長的時間



去思惟、去觀察，才明白四千五百年前堯舜所說的，人性雖然本善
，你要不好好的教他，他就會變壞。中國教育的思想從這個地方生
起來，這是有文字記載的。四千五百年前堯舜就提倡教育，重視教
育，教什麼？給諸位說，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教弟子規。教弟子規
的目的在哪裡？保持你的本善，不要失掉你的本善，意思在此地。
　　我們看到古書裡面記載的，中國教育的宗旨是倫理、道德、因
果，教育的方法是一門深入，長時薰修。這個理念一直到滿清，四
千五百年沒有改變，所以中國的社會在整個世界每個國家民族裡面
來說，中國可以說得上長治久安。近代我們所遭的不幸，是因為西
方文化傳到中國來，年輕人對它產生羨慕，所謂喜新厭舊，把自己
舊的東西產生懷疑，最後把它拋棄，完全學西方的。所以民國初年
很多學者提倡中國應當全盤西化，祖宗的東西不要了，中國這一百
年來受這麼多苦難不是沒有原因。西方的文化現在也走上末路，今
天整個世界的社會動亂，西方人也無路可走，到中國來找，到印度
去找，看有沒有方法來對治。
　　所以我們才做了一個實驗，我們在湯池小鎮辦班教學，大家一
起學弟子規。不到半年，有非常令人滿意的成果，證明人性本善。
所以很多人問我，你在湯池做這個事情，你有什麼企圖？你有什麼
目的？我說是，我是有企圖、有目的，企圖目的是什麼？看看古人
講的這個話是真的還是假的，我要試驗一下人性本善是真的是假的
，來試驗一下釋迦牟尼佛講的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看看到底他有沒
有佛性？佛性就是覺性、就是覺悟。講佛性你不懂，講覺性你也不
懂，講覺悟。你教他，他真的覺悟了，這證明佛說得沒錯，證明老
祖宗講得沒錯。所以老祖宗在四千五百前提倡教育，有道理。社會
安定，眾生都能夠互相尊重、相親相愛，怎麼來的？教出來的。所
以我的實驗、我的用意、我的企圖就是叫世間人知道人是可以教得



好的。
　　化解衝突，促進社會的安定和平，要靠什麼？要靠教學，老祖
宗的方法對了。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教學四十九年，一天都不中
斷，對的，正確的。教學的內容在從前是四個，現在要加一個，五
個：倫理、道德、因果、智慧、科學，現在加一個科學。科學不能
放在第一，放在第一毛病就出來。現在社會只要科學，其他都不要
，所以世界會走向末日。科學放在最後有用處，什麼是第一？倫理
是第一，道德是第一，這個重要。起心動念、言語造作與仁義禮智
信相不相應？如果相應就是道德，不相應就沒有道德。
　　仁是仁愛，常常想到古人講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自
己不願意的，我就不能加諸別人；別人加諸我，我願意接受，我可
以忍受，為什麼？我受過聖人教育，他沒有，他煩惱習氣比我重。
一接觸就了解，我煩惱比他輕，我智慧比他長。不可以一般見識，
一般見識是你們兩個平等的。一個高，一個下，這兩個人決定吵不
起來，這個話是從前章嘉大師教我的。
　　五十多年前，那個時候在台灣出了一樁事情，就是基督教常常
侮辱佛教，公開的批評。佛教裡面有個煮雲法師，他就出來答辯，
寫了一本書，《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說得非常有理由，最後辯
論還是他勝。我們對煮雲法師很尊重。有一天，我口袋就裝這本小
冊子，《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那天正好去見章嘉大師，我們的
時間是一個星期一次，每個星期天上午一定去拜訪他，他給我兩個
小時的時間。他看我口袋帶了一本書，他問什麼書？我就拿出來給
他看，他搖搖頭。我說人家對我們佛教批評，應該要答覆。他笑笑
，錯了。怎麼錯了？他舉個比喻跟我說，他說你看看，有沒有三歲
小孩跟八十老翁還打一架的？我就明白了。三歲小孩對這個老頭罵
幾句，小拳頭打幾拳，八十歲老翁是不是真正發脾氣要跟他打一架



？不會。大師那個境界高，他說不可以，隨他怎麼批評，隨他怎麼
毀謗，正是所謂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自然人家心裡明瞭哪個高、
哪個矮。如果一答覆，是平等的，平等才有辯論，平等才會吵，平
等才會打。如果程度一個高、一個下，絕對吵不起來，絕對打不起
來，為什麼？高的會謙讓，然後低的會後悔，會懺悔。我在章嘉大
師那裡學到這一點，想想確實是有道理。何必要自己去辯論？別人
看得很清楚。
　　對於處世待人，忍讓我是從小就學到了。十幾歲在學校念書，
同學教給我的，我非常感恩。同班同學，姓白，白振寰。但是我離
開學校之後，六十多年沒有再見面，不曉得這個人現在還在不在？
年齡大概都差不多。在學校，他對我很好，很尊重，可是我常常拿
他開玩笑，常常輕視他，小孩不懂事，挖苦他，羞辱他，他都能忍
，了不起！一個學期之後，我向他道歉，我從他那裡學到了。我對
他怎麼樣不好，我聽別的同學告訴我，白振寰處處讚歎你，我聽了
就很難過，顯然他比我高，我不如他。
　　以後我就學會這個本事，別人侮辱我、罵我，我絕不還口，我
能夠很冷靜的來聽。他罵完，不罵了，休息了，就算了；打讓他打
，打到他打累了，他不打了，就算了。我學到這個本事。旁邊人看
得很清楚，哪一個高、哪一個下，看得很清楚、很明白。以後我也
被人家看到，徐某人很有修養。我是一年才低頭跟人家道歉，可是
我在朋友當中，我受人家的羞辱，我能夠忍，我也很讚歎他，三天
之後就來道歉。我想他比我厲害，我要一年才跟人道歉，他才三天
，還不到一個禮拜。所以一生這上面得了很大的受用。
　　我勸人，特別是做世界和平工作的人，從哪裡做起？從我心做
起。這是我在昆士蘭大學和平學院講的，教授座談會。從我們內心
深處把對一切人、對一切事、對一切物對立的念頭要化解，永遠沒



有對立，我們的身心和諧。身心和諧，健康長壽，百病不生，你自
己得受用，外面那是附帶的，別人尊重，別人讚歎。我們身心清淨
，接觸聖賢教誨才能體會；心浮氣躁，不但經典擺在面前你看不懂
，善知識給你講解你也聽不懂，為什麼？心不清淨。
　　我們看到現在的學生，我所看到的大學生，沒有耐心。現在在
大學上課，跟五十年前的學生不一樣。我在大學上課，好像是學佛
十年，我學佛七年出家，出家之後大概三、四年的時間在中國文化
學院教書，是正式在哲學系裡面上課，學生還行，還能很認真的學
習，現在不行了。現在，中國的學校我不太清楚，沒有接觸過，外
國的學校我接觸得多，學生的耐心只有十五分鐘，十五分鐘之後他
就聽不進去，真的是心浮氣躁，我看了之後很難過，這怎麼教法？
你要是追究這個原因，這是基礎的教育沒教好。基礎教育，在現在
講小學，小學已經來不及，他已經學壞了。
　　所以外國人研究教育的，他們也懂得，教育的根是在七歲以前
要扎根。我們中國古聖先賢比外國人高太多了，中國人教育從哪裡
開始？懷孕開始，胎教。一般平民家庭裡面，夫妻都需要工作，最
晚，小孩出生之後就開始教。雖然出生二、三天，只要他眼睛睜開
了，他會看，耳朵他會聽，大人在他面前一舉一動，言談嬉笑，他
統統都落印象。在嬰兒的面前，任何一個人舉止言談全是正面的，
沒有負面的，開個玩笑到外面去，不可以讓他看到，不可以讓他聽
到。所以小孩三歲就很懂事，中國諺語所謂「三歲看八十，七歲定
終身」，道理就在此地。外國人能夠想到七歲之前就很不錯了，他
沒有讀中國書，讀中國書現在一定佩服得五體投地，所以最懂得教
育的是中國的老祖宗。懂得教育，懂得方法，真正在這四千五百年
當中看到殊勝的效果。如果我們今天把這個放棄，捨棄掉，重新搞
一套，能不能超過？這實驗將近一百年，不行。不行，趕快回頭還



來得及，要不回頭問題就嚴重了。
　　所以這是我們知道，中品善心，行於人道。記住前面所說的，
來生還得人身是留級，沒有提升。在人道，我們現在是中品善心，
如何能學習到上品善心？因為上品善心你就生天，不到人道來了，
升級了。來生還到人道，留級，我們沒學得好，留級。如果造作罪
業太重，煩惱習氣太深，降級，降級還是要去學，無論在哪一道都
是學習，這個道理一定要懂。現在時間到了，我們休息幾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