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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諸位法師、尊敬的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們深刻的體會到，經典、真理就在我們生命的每一個當
下。所以在此時此刻，我們就體會到孔夫子所說的「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大家共聚一堂，我們有共同的目標、共同的人生方
向，因為我們在此生有這麼好的機緣，能夠遇到聖賢、佛菩薩的教
誨。遇到了這個機緣，只要我們肯受教、肯學習，那我們整個人生
的思想、觀念就能夠非常正確。這是從根本改變了我們的命運，有
好的思想、正確的思想，我們的行為、我們的性格就能夠轉變過來
，自自然然的我們會有好的人生命運。當我們有好的人生命運，也
將帶動我們的家庭轉變，我們的團體轉變，以至於我們的社會、民
族都能得以轉變。所以人生能遇到這麼好的機會，此生足矣。
　　「人生解知足，煩惱一時除」，真正得法喜，真正得不亦悅乎
，那絕對不是三年、五年以後才得的到。只要每一句教誨我們聽到
之後，真正肯依教奉行，那個自在輕鬆當下即是。像我們在聽師長
教誨當中，我們都了解到「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裡人，萬般將不去
，唯有業隨身」。我們聽到這一句的時候，是輕鬆還是沈重？這句
把人生的道理點得這麼明白，「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裡人」，這就
代表著人生任何東西都帶不走的。既然都帶不走，還有什麼好求的
？我們還汲汲營求，忙忙碌碌。所以，任何一件事都帶不走，我們
就不要去強求，我們知足常樂。
　　其實我們再細細冷靜想想，所有的煩惱來自於哪裡？來自於「
求不得」的痛苦。因為有求，假如不如我們的願望，煩惱就開始出



現了。所以人生一無所求，「於人無爭，於世無求」，身心就開始
輕鬆自在。因為求，不見得求得到，而不求，不見得求不到。我們
都了解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了解因果的道理，身心也會很輕
安。我們如理如法的去努力，我們今天要有財富，因是財布施；我
們就不要每天在那裡煩惱，我以後能不能賺多少錢。明理以後，心
的自在當下就可以獲得到，所謂理得心就安了。真的，師長、聖賢
人給我們的每句話，對我們一生都有相當的受益、利益。財布施得
財富，法布施得聰明智慧。我們希望我們的智慧更高，能下對人生
很多的抉擇，因為假如智慧不夠，下錯了抉擇，人生有一個很殘酷
的事實，就是人生不能重來一次。所以人生最難的不是奮鬥，而是
抉擇，一定要下對人生的抉擇。
　　那首先有智慧，你的人生下對了抉擇，愈走愈輕鬆。假如人生
下不對的抉擇，那會愈走愈沈重，往後人生還要對自己錯誤的抉擇
再收拾殘局，那當然愈走就愈不輕鬆。所以我們俗話講，「男怕入
錯行，女怕嫁錯郎」，這都是人生重要的抉擇。當我們有這分明白
的時候，那什麼都可以不急，唯一首先要趕快提升的是我們的智慧
。所以我們所有的親朋好友怎麼樣，那個都不著急，首先要著急我
們有沒有真實的智慧，「欲助人者先自助」。真的，人生假如擔心
這個、擔心那個，我們的能量統統分散掉了。而因為我們擔心這個
、擔心那個，我們的親朋好友一接觸到我們，他的心也被我們影響
，忐忑不安。當大家都互相有不好情緒的影響，怎麼可能自己跟家
人甚至於我們這些親朋好友會愈來愈好？所以首先我們自己要穩住
，要有智慧，這比什麼都重要。欲助人者先自助，不然會泥菩薩過
江，自身難保。所以很多經句，我們現在慢慢靜下心來去感受，真
的一句都可以把我們的人生扭轉乾坤。
　　你看《大學》，大家讀過《大學》沒有？那不是大學、研究所



，不是那個大學；是我們《四書》裡面一本重要的經典，叫《大學
》、《中庸》，這本《大學》。真的人要很冷靜，冷靜在哪？愈容
易得到的東西愈不珍惜；難得得到的才會珍惜。真的，這次我到法
國、英國去很感慨。我們在英國講課的時候，在劍橋大學，一個英
國的學生在台上主持，用中國話講。而他們倫敦、劍橋這些大的學
校，統統都有中文的研究所，非常專注的研究中國的這些文化智慧
。所以這個時代真的要非常的冷靜下來，冷靜在哪？我們剛剛提到
，一個人的思想決定一個人的命運，父母的思想決定了這個家庭的
造化；相同的，整個社會、民族的思想就決定了這整個社會、民族
的命運。所以首先要有正確的思想、正確的人生觀，才有可能讓我
們的未來幸福美滿。
　　我常常跟很多朋友交流的時候，就會跟他們說，你們是炎黃子
孫嗎？大家聽課都已經先入定了，怎麼都沒反應？你們是炎黃子孫
嗎？「是！」那我們要常常記住我們師父一句教誨，也是我們修行
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精髓，叫做「重實質而不重形式」。形式是什麼
？喊得很大聲叫形式。什麼是實質？我們有沒有中國人的胸懷、中
國人的智慧，這才是實質。今天假如有中國人的血統，但是從小到
大在美國、在法國長大，他們的思想不見得是中國人的思想。而影
響他一生的，卻是思想問題。
　　所以我們這次到法國去，法國的福利好不好？法國的福利非常
好。但是我們不能只看到這個表象的好，福利愈好，很有可能他的
人民會愈來愈懶惰。反正我有賺跟沒賺差不多，那我要不要賺？有
努力跟沒努力領的薪水不會差太多。所以中國人的勤奮，在世界人
的感受裡面都相當的佩服。他們的小孩都是國家照顧，看起來好不
好？有時候看事情要深入才行。當一個父母他覺得孩子不用他照顧
的時候，他會很愛玩。所以法國人很怎麼樣？很浪漫，聽起來好不



好聽？浪漫到最後，家庭狀況堪憂。你一浪漫，好玩的心怎麼可能
把下一代教得很好？所以其實很多先進的國家，現在他的人才很多
是不在他自己的國人裡面。都是開放移民，讓其他國家、民族的人
才來到他自己的國家，反而他自己國家出不了人才。但是這樣撐，
到底能撐多久？所以真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重要的，是要有
好的後代才行。不能這一代好，二、三代就敗了，全完了，那不是
很深遠的智慧。
　　今天他們不用照顧孩子，又不用照顧父母的話，沒照顧父母就
沒有感恩心。一個人沒有感恩心，又沒有對家庭、社會的責任心，
那他這一生活在人世間到底在做什麼？所以真的我們冷靜想想，現
在很多我們一般在罵人的話，在現在的社會現況來講，都已經不是
罵人了。你看「行屍走肉」，一個人的心裡已經沒有感恩心、沒有
孝心，那跟行屍走肉沒有兩樣！他的人生每一天的目的，是藉由一
大堆的欲望把自己的一天塞滿；而在夜闌人靜當中，卻覺得內心非
常的空虛，這個在愈發達的國家、愈發達的地區愈明顯。所以收入
愈高的地區，憂鬱症一定最高，自殺率也最高。這都很值得我們冷
靜思惟，為什麼？你看我們以前念書往哪個方向去走？賺錢，追名
逐利。追到最後會怎麼樣？會憂鬱症，會離婚，會自殺。
　　諸位朋友，我們希不希望我們的孩子走這條路？但是我們現在
在把他往哪一條路推，大家知不知道？往這條路推。我們的老祖宗
湯王，他說「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天底下的過失都跟我有責任
，這樣的心非常的踏實。假如我們常常想天塌下來，不干我的事，
這樣的心無比的空虛；反而湯王覺得我每天都在盡心盡力，我無愧
於心。假如我們每天是在那裡說，都是誰錯，都是誰錯，其實常常
責怪別人，責怪完之後，內心都會在那裡打嘀咕。我罵完以後，人
家會不會看我不順眼？人的良知隨時都在，你不要看他做壞事，你



看他做壞事還是偷偷摸摸，那個叫什麼？那個叫慚愧心。人都有善
，本善隨時都在，可是它為什麼起不了作用？因為被欲望佔住，他
被欲望控制了。但是他很掙扎，他也很想學好，可是他沒有好的緣
拉他一把。
　　我曾經跟諸位朋友分享過，我任教的第一年遇到一個學生，他
才小學六年級，已經被三、四個學校趕出來。後來我去的時候，他
剛好六年級，犯了一個錯誤，學校給他一些懲罰。懲罰完之後，很
落寞的坐在那裡。剛好我經過，看到他的背影可以感受到他的心情
。你看，人跟人是很容易感受得到的！我們現在細細來想想，我們
有沒有感受到孩子的心？我們有沒有感受到先生的心？我們有沒有
感受到我們父母的心？假如感受不到，到底障礙在哪裡？障礙在我
們的控制欲望。「你趕快給我念書，什麼都別說了」，孩子的內心
你感受不到。「你看人家隔壁家的先生一個月賺八萬，你才賺三萬
，你趕快去念個碩士」，統統都是那種控制的欲，先生的心離我們
愈來愈遠。當我們都是名、都是利，父母時時關懷我們、擔憂我們
的那種心境，我們也感受不到。當我們把欲拿掉的時候，這顆心非
常的敏銳，可以感知一切人的心境，就能融成一體，是和樂融融。
　　當我看到這個學生很落寞的在那裡，其實當我們看到學生犯錯
的時候，我們是一種不捨，人不學不知道。「人之初，性本善」，
人生建立理智，首先要對一個宇宙的真相深刻的體悟，就是「人之
初，性本善」。當我們對這個信念非常堅定，真的跟任何人都沒有
對立，只有疼惜，只有想著我如何成就他。其實這句話，「人之初
，性本善」，佛菩薩也告訴我們，「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
。當我們這句「人之初，性本善」沒有打從心裡相信，我們信佛、
信聖賢人，那是一句空話。一真一切真，這一句不相信，其他句的
相信也有待商榷。當我們不相信，對人有懷疑，心就不清淨，「心



淨則佛土淨」；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跟人沒有對立，只有成
全，「心平則天下平」。心安，沒關係，我們只要有耐性，一而再
，再而三，我要為他演說，只怕自己演得不夠好，不怕他不回頭。
這個心境起來，煩惱不見了，煩惱從哪來？看別人過失來的。這種
心境，「我趕快提升，他就能夠受感動」，真的，「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我們接觸師長的教誨要很警惕，佛家也講「學佛一年，佛在眼
前；學佛二年，佛在天邊；學佛三年，佛化雲煙」。這個話聽完之
後要高度警覺。師長又說，「地獄門前僧道多」，這些話跟我們有
沒有關係？聲音很小，我「聽思聰」。因為聖賢人告訴我們要「視
思明」，看要看得清楚，聽也要聽得明白。「有」很小聲。我們可
以冷靜想想，我們第一年聽師父講經，聽到手舞足蹈，遇到這麼好
的法，我人生了無遺憾。有時候一激動，還在那裡頂禮三拜，有沒
有？有時候睡覺的時候想，都會睡到笑得醒過來，這第一年。然後
只要有親朋好友說：聽說你跟淨空老法師學習，你那裡有沒有一本
《認識佛教》？馬上趕快拿給他，甚至於十本、二十本一起送，有
時候送太多會把他壓死。然後交代他一句話：你只要有什麼需要，
縱使半夜三更我都幫你送來。你看，初發心成佛有餘！
　　現在三年過去了、五年過去了，我們坐在電視機前面，可能正
襟危坐；十分鐘以後，開始夢周公都有可能。所以孔老夫子在《論
語》裡面講，「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一個人修學三年
，沒有達到善人的境界，以後可不好修了。因為態度決定了我們的
成就，而修學前三年，那是建立最重要的修學態度。這三年，這個
態度假如沒有紮得很深，比方「學一句，做一句」，比方「行有不
得，反求諸己」，這個觀照的態度沒有形成，不進則退！我們很可
能就開始「長浮華，成何人」。所以「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這些話都不是講別人，是講我們自己。
　　到底我們是進還是退，對學習特別重要，學貴自知。當我們不
自知的時候，我們就被自己給出賣了。人生被別人騙了不可悲，最
可悲是什麼？被自己給出賣了都不知道。所以時時要善觀己心。我
對人的真誠心，我對人的愛心，一定要愈來愈提升，這叫修學，這
才叫進步。所以時時要勘驗自己的功夫，不然我們會糊裡糊塗把人
生的歲月虛擲掉。當我們在虛擲歲月的時候，其實也是不信佛。因
為佛告訴我們人生無常。這對人生無常的警覺性，是剛開始修學的
時候強，還是現在？可能現在還會想，我這幾年學佛，應該不會有
意外，有可能對無常的警覺性愈來愈低都說不定。
　　我們是當生要成就的人，這是我們立的志，學貴立志。要當生
成就的人，修的是淨業，淨業是什麼？毫不要求、不攀求，只有無
盡的付出，這叫淨業。假如我們做了很多事情，還想著另外一半要
回報，同參道友要回報，公司一定要回報我什麼，那已經受到了名
聞利養的污染。其實愈深入我們五千年的文化，我們的慚愧心真的
會提起來。你看古代的人，心中只有父母、只有兄弟，連死都不怕
。連死都不怕，更何況還跟父母、兄弟、還跟朋友談條件，那不可
能！
　　你看對於朋友，在漢朝有一個讀書人叫荀巨伯，去看他的朋友
。剛好這個地區受到盜賊的侵襲，岌岌可危。而他的朋友病重，他
的朋友看到這個情景，馬上告訴他，你趕快走，我已經連動都不能
動了。但是荀巨伯，你看他們人生時時提起的是殺身成仁，捨生取
義，他這一生絕對不願意昧著良心。這個心境我們現在做不到。所
以他當下就挺身而出，那個盜賊一進他的朋友家裡，他馬上告訴他
，我的朋友行動不方便，你們要搶、要殺，找我就好了，他已經病
得那麼重。你看這是一個人的赤誠。



　　我們相不相信「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師長常常在講經的時
候提到一句話，「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我們相不
相信真理？我們相不相信自己？我們相不相信別人都是「人之初，
性本善」。所以為什麼古代的讀書人，他們能感化這些盜賊，能感
化甚至於是毒蛇猛獸？因為所有的毒蛇猛獸統統還是性本善，只要
牠遇到真有德行的人，牠就會交感，就會感動！
　　我們看這個盜賊聽完他一席話之後，盜賊頭頭就對著他所有的
跟隨他的這些眾人講，「你看，我們以前是聽說有這些仁人志士，
今天居然遇到了，我們這些無義之人…」，你看他自己講他是無義
之人。他在犯錯當中，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做的是錯的。「我們這無
義之人，絕對不能來侵害這個有道義的地方。」一個人的真誠，轉
動了整個地區的劫難，把它轉掉了。
　　諸位朋友，我們修學聖教，首先要建立一個非常重要的態度，
就是聖賢人能做到的事，我們一定也能做到。這是重要的人生態度
。因為我們要了解，整個人生只有一個敵人，其他的統統都是貴人
、是老師。哪一個是敵人？自己的習氣。真如本性是敵人，那不對
！是自己的習氣。這個要看清楚，不然敵我不分就麻煩了。人之初
，性本善，這是真正了解自己、了解他人，真正明白了、省悟了。
一個人都不了解自己，如何栽培、成就自己？
　　我記得在七、八年前，我還在師範院校念書，常常我的同學他
會寄一些心理測驗來給我。寄過來之後，我看了二、三十個題目，
測完之後，他就給你一個評分。評完分之後就告訴你，你的個性像
老虎，你是老虎型的個性，很多人聽到「老虎型」還高興了半天；
還有說你是孔雀型的，還有說你是無尾熊型的。反正就是我們都像
畜生，大家還在那裡樂得半死。所以人已經不自知到連自己像畜生
都高興，你說顛不顛倒？就沒有人做個心理測驗，說你有堯帝的仁



慈，你有周公的深謀遠慮，你有唐太宗的恢宏大度！奇怪，就不學
聖賢！所以這個時代要扭轉乾坤，讀書志在聖賢。
　　我們有一次在演講的時候，對著幾千個師範院校的學生，上千
，就跟他們說，你們想想要把人教成什麼？是教成狼，還是教成羊
？結果這個問題問下去，很奇怪，真的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
，都沒有打好pass，結果右邊的就說：狼！左邊的就說：羊！都喊
得很大聲。你看人都死在自己的習氣，不服輸。真正能讓人佩服，
不是你大聲。「窮天下之辯者」，你可以讓所有的人都信服，都打
從心裡的接受，絕對不是在你的辯才，「不在辯」，而在你的訥，
剛毅木訥。那代表著我們都是奉行聖賢時時仁愛存心，時時照顧他
人、關懷他人。他人不對的時候，我們一句都沒講，他人需要的時
候，我們盡心去服務他。到最後他慚愧心起來，那才是真正能窮天
下之辯，能讓天下人都信服，都歡喜接受我們的一些勸告。
　　你看這上千個老師，上千個師範院校的學生，以後要教什麼？
要教上千個學生。一千再乘以一千是多少？「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思想一錯誤，真的整個社會道德的敗壞，速度真的我們連想像
都想像不到。所以在這二、三十年，我們整個社會墮落的速度，大
家心裡都可以感受得到。因為正確的智慧、聖賢的教誨，慢慢的被
忽略了。老祖宗告訴我們，認識自己是什麼？「三才者，天地人」
，什麼叫人格？能把天地的德行演出來，這叫不糟蹋這一輩子當人
。
　　《大學》開頭告訴我們，這是真正明白了自己，也真正了解到
，我這一生的價值應該怎麼樣去發揮。所以老祖宗話很少，一句就
講透了，「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明明德
，這是真正了解了自己。明德就是我們的本善，明代表智慧，我們
本來就有無量的智慧。當我們起一個念頭不相信自己，那就是被自



己給打退了。所以真的只有一個敵人，就是自己，別人是不可能障
礙得了我們。我們起一個念頭，自己不行，這叫不信佛，不信佛說
的。德是我們的能力，我們的福分，這都是本有的，莫向外求。而
現在明德為什麼不起作用？還必須透過「明」才能「明德」，「明
」就是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就是明白障礙在哪裡；障礙一去除，明
德就現前，因為它本來就在。就好像成語裡常說的，「撥雲」就能
「見日」，而這些雲把我們本有的光芒給遮住了。
　　什麼是烏雲？佛陀在《華嚴經》講得非常清楚，「皆有如來智
慧德相，但以妄想分別執著而不能證得」。當我們這句話聽懂了，
那真的很痛快，為什麼？妄想、分別、執著都不是別人給的。所以
一下子沒有任何敵人，對立都不見了，那日子很好過。時時知道在
哪裡用功，哪裡是學處？我們的妄想、分別、執著。每天能破除我
們妄想分別執著，這一天沒有空過，覺得非常的踏實。真的已經明
白，原來就是我們自己的妄想分別執著，把我們的智慧、福分障住
了。這個時候眾生、所有的人都是我們的善友，因為他們的出現就
告訴我們、提醒我們，我們的分別執著之處，不然我們糊裡糊塗找
不到。
　　我曾經在海口講課，也講了差不多四、五個月。有一個朋友他
非常認真，他每次都來，每次聽完課就到台前來，他就對我說，他
說蔡老師，你講得真好！當他說我講得真好的時候，我突然想到一
句話，叫「八風吹不動」，要警惕一下。因為楊老師，當初我在海
口，真的人算不如天算，一切境界都是佛菩薩最好的安排，這叫真
理。我到了大陸，我的父親就給我交代，他說你要躲在楊老師的後
面，先學三年。大家都看得出來，我還算聽話。你們怎麼都沒有反
應？諸位老師，「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我們學的這個道要隨
時放在心上。孔夫子的道就是仁愛心，要時時為對方著想。所以你



們都沒反應，就傷害我幼小的心靈。你看孔夫子說，「仁遠乎哉？
我欲仁」，我想要有這顆仁愛的心，「斯仁至矣」，當下就來。所
以真的，成佛只在一念之間。當我們覺悟了，念這句佛號，覺悟了
，處處替人著想，當下即佛。只是這個佛，是做一秒鐘，還是做一
天，還是做生生世世，那個就要靠我們自己努力不懈的戒定慧的功
夫。
　　所以父親的交代，我銘記在心。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去了一個
禮拜，我們剛好到山東曲阜去，看到文化破壞很嚴重。楊老師當下
就決定建一個網站，讓我們所有世界各地有志於學習中國文化，承
傳弘揚中國文化的這些志士仁人，大家能一起共學，透過這個平台
。所以楊老師馬上就說，你自己回海口去。這個時候怎麼辦？我們
時時有沒有把聖賢的教誨放在心上，境界遇到的時候就知道。所以
待會下去的時候，假如末學過去找您說，明天派你去海口。你下一
句話是什麼？好！你們怎麼又沒反應了？真的，很多人很想見佛很
想見佛，有一天佛菩薩真的給他見了，他就嚇得半死。「我要承傳
文化，我要承傳文化。」好！明天你就去。「再說吧！」當然，機
會是給準備好的人！佛菩薩有高度智慧，我們的心真假，他們心裡
有數。假如心不夠真，把工作派給我們，然後我們走到一半，開始
坐在地上，「我不玩了，我不玩了」，那麻煩了，那要收拾殘局怎
麼辦？佛菩薩不幹這種事。
　　當我們沒有任務，也是警惕我們，「德未修，感未至」。所以
「君子居易以俟命」，君子時時想著提升我的能力，等待這個時代
的責任、天命的降臨。所以他沒有煩惱，他只怕他自己德行、能力
不夠。他不會在那裡很難受說，怎麼都不用我？怎麼都不提拔我？
他不會打這個煩惱。所以當時候楊老師說，你自個兒回去！我們突
然想起曾子的一段話，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



以為己任，不亦重乎？」這個重不是沈重的重，這個重是很深遠，
影響的範圍很大，這是重視這件事情對後代子孫的影響。「仁以為
己任」，我們有沒有感知到現在的人內心的痛苦。
　　曾經有一個六歲的孩子，他讀《三字經》，讀到「人之初，性
本善」，讀了以後，眼淚就在那裡掉。所有的大人都很吃驚，怎麼
念第一句就掉眼淚？接著了解到，這個孩子從出生就不知道他爸爸
是誰，因為未婚生子。然後外婆怕他的母親嫁不出去，根本沒有對
外講說有這個孩子的存在。後來這個外婆就把這個小孩送給了她的
外甥。她的外甥過了沒幾個月離婚了，把這個小孩踢回來。外婆又
找了一段時間，又找到了自己同社區的一對夫妻，這對夫妻接了這
個孩子半年以後又離婚。你看一個孩子，那種幼小的生命，他的心
本來是很清澈的。大人那種不負責任當中，就像一個皮球一樣踢來
踢去。所以當我們不理智，當我們沒有智慧，我們人生的過程不知
道傷害了多少人的心。你看一個孩子才六歲，他的內心就有多少的
矛盾，多少的掙扎！而這樣的孩子愈來愈多。
　　「以父母之心為心，天下無不友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為心，天
下無不和之族人；以天地之心為心，天下無不愛之民物。」真的，
我們人生只要心量拓寬，根本不可能有什麼障礙的問題，我們的潛
能也會不斷的提升，我們的明明德會彰顯出來。當我們能真正感受
到父母的心境，兄弟姐妹豈有不友愛的道理？「兄道友，弟道恭，
兄弟睦，孝在中」。假如兄弟三年、五年連一句話都不講，在那裡
憋那口氣，我們的父母不知道多少的夜晚輾轉反側，一想到這件事
就是他心上的痛。我們還不知，還感受不到，還告訴自己，你看我
每個月還給我母親一萬塊錢，我很孝順。這都是我們愚痴。
　　「以祖宗之心為心」，我們現在想想，我們都是炎帝、黃帝、
堯舜禹湯的子民、後代。他們現在在天之靈，看到我們這些子孫在



做什麼？互相衝突，互相傷害，甚至連同一個家庭裡面兄弟姐妹都
互相傷害。他們每天在垂淚，我們感受到沒有？感受到了，「仁以
為己任，不亦重乎」。好！我們第一節課先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