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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法和尚、諸位法師、諸位嘉賓、諸位大德：大家好！
　　今天是「二Ｏ一八年歲次戊戌香港清明祭祖護國息災超薦繫念
法會」的第一天，很高興看到大家濟濟一堂，共襄盛舉！我們從二
Ｏ一二年開始舉辦祭祖大典，今年是第七年了。祭祖的意義，是提
倡孝道，教人不忘本，所謂「知恩報恩」「報本反始」。孝敬是人
道的大根大本，人人發揚孝敬精神，社會風氣就會歸於淳厚。所以
《論語》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這個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
　　今天在座的，有許多是學習傳統文化的人，也有學習佛法的人
，所以在此想跟大家報告，如何才是善學佛法與傳統文化。
　　就學佛而言，首先要了解什麼叫做「佛」。「佛」是古印度梵
語的音譯，意思是智者、覺者。所以學佛就是學做有智慧的人、覺
悟的人；簡單的說，就是要做一個明白人。就學習傳統文化而言，
《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要
學做「大人」，也就是要學做聖賢君子，首先要彰明自己本有的光
明德性，然後才能親愛人民，使人民也能夠明明德，最後才能達到
至善圓滿的境界。所以學習傳統文化的目的，同樣是要做一個明白
人。
　　怎樣才能做個明白人？古代祖師大德常問一句話：「你會麼？
」如果你會，你就是個明白人；如果你不會，你就是個糊塗人。那
麼，怎樣才算會呢？就是要善學；學習佛法要善學，學習傳統文化
也要善學。能夠善學，你就能得到佛法與傳統文化的真正利益，一



生幸福、美滿、快樂；如果不善學，即使佛法與傳統文化這麼好，
你也可能愈學愈出問題、愈學愈多毛病、愈學愈痛苦。這就好比一
帖良藥，如果懂得正確的服用方法，你的病很快就能治癒；反之，
如果服用的方法錯了，可能你的病會愈來愈加重。所以問題不在於
藥，而在於你自己是不是懂得善用。同樣的，學佛和學習傳統文化
學出了問題的人，關鍵不在於佛法和傳統文化，而在於你自己本身
不善學，你學錯了、學偏了！
　　如何才能善學呢？這包括善聽、善思、善言和善行。在佛經當
中，我們可以看到，每當有人請法，佛在正式開講之前，會先囑咐
聽眾要「諦聽，善思念之」。這句話分成三個部分，諦聽、善思、
念之；這三個部分加以細分，就是善聽、善思、善言和善行，這些
都做到了就叫善學。
　　諦聽就是善聽，要用心仔細的聽，正確的領受佛所說的話。就
像孔子講君子九思當中，就有一項是「聽思聰」：聽話要聽清楚，
要聽懂話中的含義。如果把話聽漏了，或者把意思聽錯了、理解錯
誤，所謂「依文解義，三世佛冤」，那就很麻煩了，會產生誤會與
偏差。佛教導的四依法當中有「依義不依語」，聽法最重要的是要
正確理解其中的意義，而不是執著於語言、文字。
　　善思就是如理的思惟、領悟佛所說的道理，這也是八正道當中
的「正思惟」。儒家也非常強調，學者必須慎思、明辨。對於佛法
與傳統文化的理論、事實與因果，都要很理智的分辨清楚。例如，
要明辨契理與契機的問題；佛所說的經是針對不同根性的眾生而說
的，對這一類根性眾生這樣說，對那一類根性眾生那麼說，不可互
相混淆。眾生根性千差萬別，所以佛的法門也有種種差別。能夠明
辨不同法門之間教理的差異，也能明辨它們針對的不同根性，就不
至於混淆。



　　念之就是修行，這就包括了善言與善行。要把佛所說的道理時
時刻刻繫念在心裡，並且在言語和行為當中體現出來，要修正自己
的煩惱習氣，正己化人。
　　了解正確的做法之後，以下我們就「善聽」、「善思」、「善
言」和「善行」四部分，列舉一些不善學的情況；至少要避免落入
這些情況，才能稱得上善學。必須了解自己毛病的所在，才能加以
改進，順利提升。
　　不善聽
　　有些人聽話只聽一半，然後就斷章取義，沒有完整的、正確的
理解所講的含義，以至於產生誤會，甚至於造成偏差的行為。例如
，有人一聽到要萬緣放下，就把家裡的財產全部都布施掉，弄得自
己和家人的生活沒有著落，造成家庭問題，甚至於演變成社會問題
。事實上，我們講經時講過多少次，所謂的放下是指心上放下，事
上還是要照世間法去做，並不是叫你什麼都不要了，這是很大的誤
會。「佛法在世間，不壞世間法」，所以事上不能放，世間一切責
任與義務都要認真的做好，心裡則決定不能染著，心地清淨，一塵
不染，這就對了！印光大師開示淨宗學人，應該「敦倫盡分，閑邪
存誠，信願念佛，求生淨土」，這樣世法與佛法都圓融兼顧，才符
合大乘佛法中道的精神。
　　又如，我們讚歎海賢老和尚，老和尚不認識字，一生一部經沒
讀過，一部經也沒聽過，就一句佛號一門深入，念了九十二年，做
個好樣子給佛門弟子看，讓大家增長信心，堅定願心，像他一樣往
生淨土。有些人聽了這些話就斷章取義，學習海賢老和尚不識字、
不讀經、不聽經，還批評讀經、聽經的人不對。這也是不善聽，沒
聽懂講經人的意思，該學的沒學到，反而產生了誤會的見解，非常
可惜！



　　有些人剛好相反，聽到我們稱歎《無量壽經》如何殊勝，能使
人生起堅定的信願行，於是就執著《無量壽經》，認為光念阿彌陀
佛不能往生，一定要念《無量壽經》才能往生。還把一些專心念佛
的老菩薩都拉來讀《無量壽經》，讓他們對念佛的信心產生動搖，
非得辛辛苦苦的讀《無量壽經》不可，這實在是斷人法身慧命！我
們講經時一再說到，信心不足的人要讀經；如果是已經生起信心的
人，經可以不讀，一句佛號念到底就夠了。現在他卻反其道而行之
，把已經有信心、正在專心念佛的人拉回來讀經，這真是顛倒！本
來眾生就有不同的根性，有人喜歡聽經，有人喜歡讀經，有人喜歡
拜佛，有人喜歡念佛，不可一概而論。古德說：「寧動千江水，不
動道人心」，讓專心修行的人信心動搖，這是極大的罪過！如果這
些老人家往生不了，這筆帳都記在這些人的頭上。
　　還有人聽說為人助念的功德很大，就將病重的人抬到亮光的地
方日夜助念，不給病人安靜休息的時間。沒有睡眠的時間，就沒有
很好的精神念佛；缺乏睡眠的時間長了，甚至於精神方面都會出問
題。這些是好心反而辦壞事的例子。
　　有人聽說助念時不能去碰觸亡者，於是就禁止家人去為病重的
人服務，不准給他喝水，不准幫助他大小便溺等等，這也是嚴重的
誤會。不准碰觸他是指在他斷氣之後，現在病人還沒有斷氣，還有
喝水、大小便的需求，只因為你開始助念了，就不准人家去幫助他
；做這樣的事，這是虐待病人！他身體的需求不能得到滿足，就增
加了他的痛苦，使他不能專心念佛，所以這些助念的人是在障礙他
，不是在幫助他。
　　有人聽我說，我這一生沒收徒弟，那些悟字輩的都是韓館長收
的，就說悟字輩的都不是出家人，這也是故意扭曲事實。我的意思
是，我不願意收徒弟，是順著館長的意思才給人剃度。他們都經過



了正式的剃度儀式，又正式受了三壇大戒，你如何能說他們不是出
家人？這樣說也是造口業！
　　以上這些偏差，往往是因為不善聽，沒有正確理解講經人的意
思，或是聽經不夠，聽了一部分就以偏概全所造成的。
　　不善思
　　曾經有人問我一個問題：「既然一切都是空的，為什麼還要學
傳統文化？」我反問他一句：「既然一切都是空的，你為什麼還要
吃飯？」這是典型的執理廢事的偏差，執著理論而否定事相。一切
都是空的，這是真諦的境界、是聖人的境界，你現在還是個凡夫，
還達不到那樣的境界，怎麼能否定事相呢？你只知道一點理論，但
那不管用，你不吃飯還是肚子餓；你不學傳統文化，還是不明白事
理，愚痴、糊塗！
　　有些人聽我說三個根很重要，就開始學習三個根；改天聽說文
字學很重要，他就改學文字學；再聽說《群書治要》很重要，他又
改學《群書治要》……一門還沒有學好，就改學下一門，這也是誤
解。每個人要選擇適合自己的一門，長時薰修，不能一再改換。當
然，如果你是有次第的，三根扎穩了才學文字學，文字學學好了才
學《群書治要》，那就對了！所以要明辨道理，正確思惟，才能正
確的修學。
　　佛菩薩的感應真有，神通也是真有，但是學佛的人不能執著感
應和神通，一執著就錯了、就偏差了。如果有人一再炫耀他的感應
與神通，甚至講出來的話與教理相違背，那就不可相信。印光大師
說，扶乩多數是靈鬼在作用，假冒佛菩薩的名義，其實不是佛菩薩
；附體也是一樣，甚至有魔來附體，所以學佛人要對他們敬而遠之
。
　　四依法當中有「依法不依人」，我們學佛不能盲目崇拜個人，



一定要用理智、要依教理為準。我說過，我自己是個凡夫，連初果
須陀洹都沒達到，所以不能對我盲目崇拜。我讚歎過一些人，那是
因為他們有可取之處，我只讚歎他們那部分的優點，並不是給他們
印證，我從來不給人印證。所以大家要很理智的看待我讚歎過的人
，不能認為他們一切都是對的。如果他們一再利用我的讚歎來抬高
自己的身價，那麼你就要很小心了，他們很可能是把名利看得太重
了。真正學佛人、真正學習傳統文化的人，都是很謙虛，怎麼會一
再利用別人的讚歎來標榜自己呢？從這裡就可以看出這樣的人是有
問題的。
　　不善言
　　《無量壽經》說：「善護口業，不譏他過」，孔子也說「非禮
勿言」，有些學人卻不依教奉行，一味順著自己的煩惱說話，不修
口德，不善護口業。他們學佛、學傳統文化之後，不是拿來修正自
己，而是拿來要求別人，專挑別人的毛病；老是喜歡強迫他人接受
自己的意思去修行，當別人抗拒時，就罵別人沒善根、沒福報……
用佛法的道理、傳統文化的道理來罵人，這就是濫用，讓人對佛法
和對傳統文化產生反感，斷了他們學習聖教的機會。本來是良藥，
用錯了就成了毒藥。學佛、學傳統文化之後卻被人詬病，往往就是
因為他們不善言、不修口德所造成的。
　　不善言種類繁多，包括妄語、兩舌、惡口、綺語，都是不善言
。口業最容易造，所以要特別小心。學人應該從口業下手，認真修
正自己錯誤的言語，這樣進步就會很快。
　　不善行
　　有些人一講起道理就口若懸河，講得頭頭是道，但是能說不能
行，自己的錯誤行為一點也沒有收斂，煩惱習氣一點也沒有減少，
這就是不善行。



　　無論是哪一類的煩惱，如果不加以降伏，都是傷害性的。而在
種種煩惱當中，以傲慢最為麻煩。孔子說：「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學習聖教而不能落實、不能做到，
自己慚愧都來不及了，哪有什麼值得驕傲的！所以，如果看到驕慢
的學人，就要知道他們沒有真正學好。
　　佛弟子有四條重要的戒：「不謗國主，不作國賊，不漏國稅，
不犯國制」，這四條沒做好就是不善行。有人問我，環城繞佛活動
是否如法？我告訴大家不如法；為什麼不如法？你違背國家的法律
就不如法。國家法律明文規定，在宗教活動場所之外，不得以從事
集體宗教活動，你還搞浩浩蕩蕩的環城繞佛，這就是違反了法律。
為什麼要跟政府作對？跟政府作對就是大不敬！所以希望同學們，
佛事活動一定要服從國家的法律，決定不能違反國家的法律，不要
搞那些政府不許可的活動，佛門弟子絕不容許擾亂社會。
　　結語
　　佛法與傳統文化都是倫理、道德、因果、聖賢智慧的普世教育
，如果能善聽、善思、善言、善行，那麼你就是善學，就能幸福、
美滿、快樂，也能幫助他人離苦得樂。
　　希望大家都能善學佛法和傳統文化，為家庭、為社會、為國家
、為世人做出好榜樣，真正自利利他、自度度他。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