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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諸位法師，諸位大德同修，大家早上好。有一群鴨子，
牠們成群結隊要跟老鷹學飛，覺得老鷹能夠展翅高飛翱翔於天地之
間，很羨慕，看老鷹非常自在。所以牠們成群結隊早上四、五點就
起床，吃完了早飯就去跟老鷹學飛。也非常認真，一天從早上六點
學到晚上六點，總共學了十二個小時，也是非常勇猛精進。學完一
天之後，這群鴨子就跟老鷹道謝，謝謝這一天的教導。說完之後就
對著老鷹說，「我們要走回去了」，所以學了一天飛翔之後，還是
走回去了。我們遇到師長的教誨，遇到諸位法師的教誨，這個都是
希有難逢的機會，我們學完之後當下就要用。所謂歷事鍊心，不是
聽完經之後還在那裡等著，趕快有人來讓我歷事鍊心；歷事鍊心是
在聽的當下就轉變自己的心境。
　　師父常說什麼人最傻？最傻的人就是將他人的過失放在自己純
淨純善的心中，這樣的人最傻。當我們聽完師父這一句話，當下還
要不要做傻人？聽完之後很高興，走出了講堂之後，繼續做傻人，
還是走回去了；當下聽明白了，我們就放下。我們不願糟蹋自己純
淨純善的本性，我們也不願糟蹋父母、師長對我們的栽培，所以歷
事鍊心就在當下當中轉過去。我們也想起昨天悟威法師跟我們的開
示當中說到，哪個地方是道場？何處都是道場！當我們在處大眾之
中，能把自私自利放下，能把貪瞋痴慢放下，念念能觀照自己放下
分別執著，那當下都是道場；絕對不是拿起經本的時候才是修道。
這段教誨是真正讓我們把執著、把分別給放下來，也唯有我們時時
能夠從根本起心動念去修，我們才能真正請善知識住世。



　　昨天悟威法師也提到，我們都希望我們的師長能久住世間。假
如今天我們是在聽經的時候有點明白，離開了講堂還是隨順我們的
習氣，這個時候善知識他就不可能久住。因為假如我們聽了以後沒
有去力行，看到善知識會不好意思；因為依教奉行之後，會法喜充
滿。沒有依教奉行，看到善知識我們頭都會低低的，慢慢的善知識
覺得不要惱害我們，那他這個緣就有可能會走了。所以我們請善知
識住世，絕對不是跪在面前痛哭流涕：「要多住世間！」最重要的
是依教奉行，當下放下我們的習氣，放下我們的執著，我們不能提
起情執，要提起理智。理智就是「佛氏門中，不捨一人」，不捨什
麼人？不捨依教奉行之人。所以，善知識不能住世，那是我們所有
修學弟子的恥辱。
　　記得很多年前，師父說到要離開這個世間，後來城隍菩薩來啟
請。這個事情我們都知道，這個對我們四眾同修來說，是很值得我
們深思的地方。城隍菩薩說到：「人道假如不認真學，但是我們鬼
道眾生非常認真。」所以，我們是因為鬼道眾生的認真精進，讓善
知識久住，我們要感恩這些菩薩們的啟請。更不能因為我們是人道
，而去輕慢了其他空間的這些眾生、這些修行人。以至於我們修學
念佛法門，是可以當生成就的機會，我們非常歡喜、非常珍惜這個
機會，但是卻不能因為我們遇到當生成就的法門，而對其他的宗派
產生任何的輕慢心。很可能人家處世做人這些做人的態度都做得很
好，我們還比不上別人。但是我們心上常常想「我是當生成就」，
反而對人有個高下見，這樣會讓其他宗派甚至其他宗教的人，感覺
我們的態度並不夠謙卑。
　　當我們的態度不謙卑，不只不能弘揚佛法，弘揚念佛法門，在
這個心念當中，很可能已經在破壞佛法的形象。所以，修道人非常
重要，要不自欺，修道人要時時勘驗自己的功夫。為什麼印光大師



在老人家的教誨當中，最常提的一句話「敦倫盡分」？人道成，佛
道才能成。所以「敦倫盡分」是讓我們在每一時、每一刻，都不忘
記自己的本分、自己的角色，能在當下實踐「三福、六和、三學、
六度、普賢十願」的精神。我們感受到老人家講的「無論在家出家
，必須上敬下和，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代人之勞，成人
之美」。這段教誨，短短的一段開示而已，但是這段開示卻含攝三
福、六和、三學、六度、普賢十願在其中了。
　　而「上敬下和，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時時代人之勞
，成人之美，靜坐常思己過，閒談不論人非」。這段話是在一切與
大眾相處當中，我們都要能夠提得起來，不只是在道場同修之間提
起來，以至於在我們的家庭當中，我們的公司、我們的單位當中，
一定要提起來。假如我們是到道場的時候上敬下和，我們到自己的
公司單位，對我們的同仁、上司並沒有能上敬下和，那我們其實在
修道的過程已經愈學愈執著。這個時候才用，那個時候不用，那我
們的心境是分別心，我們的心境是虛偽的心。為什麼？面對同修我
們才有上敬下和，那是貪愛，那不是覺悟，那是活在好惡當中。所
以我們修道人勘驗非常重要，不然我們一輩子幾十年修行，沒有勘
驗的功夫，很可能一輩子到頭來徒勞無功。之後我們修行假如不得
力，還怪佛菩薩，那就很冤枉佛菩薩的教誨。師長常說「一真一切
真」，這些三福、六和、三學、六度、普賢十願的精神，要在我們
的當下隨時要提得起來，要放下自私自利，要提起佛菩薩的這些風
範，這些榜樣。
　　我們從世界各地來到淨宗學院，很可能很多同修之間第一次見
面，住在同一個寢室裡面，這個時候也是歷事鍊心。這個時候我們
想起「置冠服，有定位，勿亂頓，致污穢」，這句教誨是讓我們從
心地上，時時能夠洞察得到要給人方便。慎終，所有處大眾當中的



用品，我們用完之後都把它放回原位，這是對東西的禮敬，這個當
下就是禮敬諸佛。這個當下給人方便，讓後面來用的人都能夠很輕
鬆的能夠找到這些東西。其實給人方便的時候就是放下自己的自私
，給人方便的時候我們就是不殺戒，不惱害後面的眾生。所以不只
是放東西要放回原位，我們用過任何的一個地方，我們都把它回歸
到原來的樣子。比方我們用了廁所，用完廁所之後，很可能頭髮，
很可能地上很濕，這時候可能會惱害後面的眾生。我們能夠想到後
面的眾生，這也是時時在提起我們的慈悲心。慈悲心絕對不是我們
在讀《普賢行願品》，我們在讀《普門品》的時候才提起來，是在
一切時一切處為他人著想當中我們提起來。
　　我記得在五年前，那個時候我跟一位長者盧叔叔住在一起。諸
位同修對盧叔叔應該都很熟了，熟在哪裡？是不是看到盧叔叔很高
興，然後拉著他的手：我認識你好久了。這樣盧叔叔會不會很高興
？真正讓這些善知識最欣慰的事情，並不是大家看到他就很高興、
很熱情。善知識最希望看到的，是他們給予我們的教誨我們時時在
奉行當中，這是最實質的。每個故事，我們是要吸收當下這些聖賢
人的心境。我們都聽過佛陀從忉利天講經說法完之後，回到人間來
，有一位比丘尼跑在最前面，然後告訴大眾說「我是第一個見到佛
陀的」。假如那個時候有照相機的話，很可能她還會說「佛陀，我
們拍一張照！」拍了照片以後幹什麼？回到自己的故鄉去，你看我
跟佛陀拍過照。
　　我們也曾經接到有位同修跟師父拍照，拍完照洗出來，拿著到
處送。我拿到這張照片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人家很熱情送給我
們，我們也不知道要擺在哪，他跟師父拍照也要送給大家。這個時
候我們在修道當中，有沒有觀照我們當下的心念，是在覺、還是在
迷？當我們拿著跟師父拍的照片到處給人看，這個時候是覺、還是



迷？「何期自性本自清淨」，我們不要染這些名聞利養，真正實質
的是依教奉行；依教奉行，縱使沒有見到師父，天涯也咫尺。我們
都記得師長曾經說，他的好學生很可能就是在地球的那一端都有可
能，很有可能正在電視機前面，在至誠恭敬聽著他老人家的教誨。
很可能這個學生他這一生都沒有見過，但是他卻把法承傳下去，他
卻讓他的家庭成為佛化家庭。我們在聽師長教誨當中，常常聽到「
重實質不重形式」，這句話對我們修學相當的關鍵。
　　當下佛陀聽完這位比丘尼的這段話之後，對著她說「你不是第
一個見到我，須菩提他已經見到了諸法實相，他才是第一個見到我
的人。」這些故事我們都不能白聽，都要隨文入觀，當下轉變我們
自己的心境，提起聖賢人立身處世的心態。在五年前盧叔叔，我現
在談起來的時候，真的就像昨天一樣。我們用真誠的心、用感恩的
心來走我們人生的每一天，真的一回想起，雖然是三年五年的事情
，就好像昨天一樣。當我洗完澡走出來，盧叔叔走進去，過沒有多
久，長者走了出來對著我說：「你想學，我才教你！」當下我們頻
頻點頭「是、是、是」。接著長者把我帶進廁所裡面去，他說：「
你看今天廁所濕的，假如後面老者進來了，一滑倒，老人家最怕摔
！」你看當我們隨順自己習氣的時候，就完全想不到後面的人；當
我們隨順習氣的時候，我們就完全感受不到，我們的一言一行都在
影響著我們的後代子孫。所以我們隨順習氣，我們的慈悲心提不起
來。
　　「還有你看這些頭髮，假如後面來的人是比較愛乾淨的人，那
他不就生大煩惱！所以應該把浴室弄乾淨，就像你剛進來的一樣。
」這也是「置冠服，有定位」，能夠慎終，把一件事情做好，讓後
面來接續的人都能生歡喜。這個慎終的心境，真是放在我們生活、
工作、處世待人當中隨時都可以受用的。包含我們到道場裡面，以



至於在公司裡面，我們做一份工作、一個執事，當我們做完這件事
，剛好因緣變化了，要換另外一個執事，或者是要先離開道場，會
有人來接。這個時候，我們把所有累積的經驗統統告訴後面來接的
這個同修，這是對這件事的負責，這是慎終。這也是「置冠服，有
定位」，讓後面來的人很好辦事。《弟子規》假如都從每一句的存
心去體會，那每一句都有無窮的受用。我們學這些經句，那都是聖
賢、佛菩薩的心境，我們要契入到那個心境當中。
　　所以「父母呼，應勿緩」，這是時時對父母有恭敬的心。當我
們對父母的恭敬心是真的，那對一切人都能時時提起恭敬，甚至一
切事物，我們這顆心已經提起來，對一切事、一切物依然恭敬。假
如我們對父母恭敬，對其他的人提不起這分恭敬，那對父母的恭敬
也不是真實的。所以一真一切真，一真就是心境真正契入恭敬。「
冬則溫，夏則凊」，這雖然是兩個動作，但是從心地上去契入的時
候，那它是一切的言行舉止。「冬則溫，夏則凊」，那是時時體恤
到父母的需要，體恤到他人的需要。這句經句真正契入了，那在處
世待人當中，在單位以至於在共修的道場裡面，都能時時看到別人
的需要，這句經句我們就學到了。這句經句也是時時讓我們放下自
私自利，提起慈悲，提起關愛他人。
　　我們真正深入每一句經句，看到我們的心地，真的這一句經句
對我們修身，以至於對我們齊家都是最重要的關鍵。以至於我們希
望我們的孩子這一生事業能有成，假如沒有契入「冬則溫，夏則凊
」，那他事業不可能有成。因為任何一個行業都是服務大眾，而服
務大眾的事業要能成功，就是能時時替別人著想。我們愈研究《弟
子規》，愈感覺到這本經典確實是世出世間學問也好、事業也好，
成敗的根本所在。我們今天這麼殊勝的法緣，從世界各地我們聚會
到淨宗學院，最重要的是在當下我們透過法師們的教誨，我們勘驗



自己的功夫；我們透過處大眾當中，勘驗自己的功夫。在師長的教
誨當中，我們聽師長說到，一部《華嚴經》，一句話把它涵蓋在其
中，「學為人師，行為世範」。很多位長者他們給我們做風範，楊
老師、盧叔叔，還有我生命當中很多的貴人，我在他們的身上看到
不疲不厭的榜樣，只要為大眾，他們都不累。
　　像那一次盧叔叔教誨我，上完廁所之後一定要把它弄整潔。隔
天一出門的時候，我就跟盧叔叔講到：「叔叔，我這個人習氣很重
，我以後一定常常會犯錯，請您一定要馬上給我指出來。」當下叔
叔一句話沒說，笑得很開心。我們冷靜來觀照，當我們聽到師長，
當我們聽到諸位法師們，他們在講解這些經句，剛好講到我們的習
氣，我們當下是臉色不好看，還是當下露出燦爛的微笑？假如我們
是露出感恩、燦爛的微笑，這個善知識會接著講。假如一點出我們
的問題，我們的臉就擺得很嚴肅、很不歡喜，這個時候善知識不跟
我們結惡緣，第一句講下去馬上轉彎：你修得不錯！下一句就不敢
講了。為什麼？不跟我們結惡緣。所以當下，確實我們念經念出歡
喜，都是我的問題，那佛菩薩一直加持；當我們念經的時候看到我
們的缺點，不高興、不舒服，佛菩薩加持就不見了，感應都是一念
之間。我們記得師長的教誨，時時都是行為世範。
　　我們今天在道場裡面，我們上車排隊的時候就是行為世範。我
們時時想到，如何讓整個團體的運作能夠比較順暢，時時都禮讓、
誠敬、謙和，這個時候都是行為世範。以至於我們面對每一位付出
的義工菩薩們，我們恭恭敬敬給他們道謝，更不可能有抱怨。因為
就像我在廬江文化教育中心，我們每次辦一個活動，都是要前三個
禮拜、甚至於一個月以前開始籌劃。我們淨宗學院這個活動更大，
將近千人，而且是來自世界各地，光是接機交通問題，不知道有多
少人的至誠付出在其中。我們在這樣的因緣裡面時時感恩、知恩，



這個都是行為世範。我們今天吃飯排隊都規規矩矩的，心裡面都想
著：人家多吃點。假如我們心裡面想是不是快沒有了？我等一下沒
吃到怎麼辦？這個時候貪念起來，「不怕念起，只怕覺遲」，我們
能吃到菜裡面最後剩下的菜根，那是我們的福氣。是！我們吃，歡
歡喜喜；別人吃，他可能老人家牙齒不好，我們吃掉了，我們年輕
多好！時時都能為人著想就是行為世範。
　　在前幾天，悟全法師的教誨當中提到，不能盜常住物，就像《
弟子規》講的「用人物，須明求，倘不問，即為偷」。不只不能盜
常住物，也不能糟蹋常住物。因為我們人與人重在交心，用真誠的
心交往，我們在道場裡面跟無數的人在交心，很可能我們連見都沒
有見過他們。因為在這每一罐蕃茄汁的背後，就是有一位菩薩的發
心，每一塊餅干的背後都是一個菩薩的發心。他們歡歡喜喜來供養
大眾，我們又要用什麼心境去面對這些常住物？我們一定是「為療
形枯，為成道業，方受此食」。所以我們用著這些大眾的供養，我
們時時是提醒自己，這一生一定要有成就。這樣對於這些至誠來成
就我們、供養我們，沒見過的菩薩們，是最好的一個回報。
　　我們就更不可能喝到一半，再把它放在旁邊，接著就忘記了。
確實，忘記了不是故意的，也不是有意要浪費的，但是從這裡我們
要更觀照到，我們忘記了，是因為我們這顆感念的心、感恩的心不
夠強，才會忘記。假如我們這顆感恩的心很強，我們沒有喝完，一
定會把它拿回房間，到時候再把它喝完。昨天悟威法師說到的，一
切時一切處都是道場，都在勘驗我們有沒有依教奉行。所以，夏蓮
居老居士常說，修行兩字信條「真幹」，這個幹就是沒有自恕，沒
有寬恕自己，不隨順習氣。我們沒有做好，馬上慚愧，馬上反省；
絕對沒有一句「不過，是因為怎麼，所以我才沒怎麼樣」。你看我
們下一個念頭又是解釋，那真的，這個就屬於自我寬恕，這也屬於



自我欺騙。
　　所以「真幹」二字含義深遠，真則不夾雜，這個覺悟的心，這
個佛號不間斷、不夾雜，時時心上是三福、六和、三學、六度；不
能提起我們的名聞利養、自私自利。真則不自欺，不欺騙自己的良
心，時時能觀照我們的起心動念，有沒有放下師長說的十六個字。
師長說這十六個字很重要，入道的根本，這十六個字不放下，我們
這一生要有成就也不容易。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聞利養，放下五
欲六塵，放下貪瞋痴慢，這十六個字我們都耳熟能詳。很可能師父
講第一句的時候，我們馬上在電視機前面把後面都給它講完，我們
很會接話，但是重點在我們有沒有回光返照我們的心地？
　　達摩祖師當初傳法的時候，他幾個弟子，祖師說你們把修學的
心得，講來給我聽一聽。講到最後，好幾個人都發表了他的感受，
慧可大師一句話沒有講，站到達摩祖師面前深深三鞠躬，坐回去了
。達摩祖師說慧可大師得到他的精髓。重點在內心的感悟，而不單
只是言辭上的表達而已，這十六個字要印在我們的心上時時觀照。
我們常講要真幹真幹，我們有沒有時時觀照不夾雜、不自欺、不懈
怠、不自我寬恕？提到這個不自我寬恕，我就想起盧叔叔曾經告訴
我的，「對自己要趕盡殺絕，對他人要厚道三分」。我們看到師父
的大自在、大清淨，我們非常的羨慕，怎麼樣契入？就是依教奉行
。師長最歡喜的一定是我們得到法喜；師長最歡喜的，絕對不是我
們飛了幾萬里來看看他，他就歡喜了。
　　我們昨天提到整個文化，以至於正法、佛法的弘傳都是建立在
孝道跟師道的基礎之上，而師道基礎是我們知恩報恩，記住祖師大
德的教誨。我們昨天提到章嘉大師給我們的教誨，「看得破、放得
下」，確實看破很重要，而現在世間很多的事情真的都在幫助我們
看破。我們看到了現在很多的大官，他能當到這麼大的官，過去生



都是佛門中人，不然修不到這麼大的福。但是卻在這麼好的機緣當
了大官的機會，卻搞名聞利養，卻貪污腐敗，當下那個不知道會墮
落到哪裡去！我們看到了這些現象，要了解到修道人假如沒有真實
的智慧，沒有了脫六道輪迴，這所有的修行最後變成福報，這個叫
三世怨：第一世修福；第二世享福，當大官去了；第三世就墮到三
惡道，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來。
　　所以我們看到弄權的人、看到貪官，不只不能跟他們生氣，還
要對他們生起的是一種憐憫心，因為他們不懂因果。我們生起瞋恨
心，那跟他對立了，我們自己也墮落。他們教給我們看破，看破什
麼？修行人絕對不能求福報，統統要捨掉，只求智慧，生活中的需
要夠用就好，絕對不貪著。再來不能求善緣，要求法緣，因為善緣
假如沒有智慧，善緣之後非常相愛，愛恨一念之間，沒有智慧了，
愛到深處反為仇。因為沒有智慧會貪，所以愛緣之後，很可能對方
他的人生他有他的抉擇，會跟我們的方向有點不一樣。這個時候對
方不能配合我們，我們生煩惱，還責怪他，說我對你這麼好，你怎
麼就不跟我走。我們看到多少情侶，愛得纏綿悱惻，之後還互相傷
害，這樣的事情很多。這個我們都要看破，不能貪情緣，不能貪福
報。
　　當我們這些都看明白，人生過得很輕鬆簡單，放下所有的執著
，提起覺悟，提起一句佛號。而這一句佛號就含攝了六度總持在其
中，這一句佛號也含攝普賢十願在其中。當我們念阿彌陀佛，禮敬
自己，禮敬他人；當我們念阿彌陀佛，稱讚如來，稱讚彌陀的悲願
，稱讚彌陀的風範、行持；當我們念這一句阿彌陀佛，那也是對大
眾的廣修供養；念這一句彌陀，也是懺悔我們迷失自性太久。我們
慢慢從義理去體會的時候，真正就感受到萬德洪名，一句佛號裡面
含攝著萬德在其中。



　　蕅益大師跟我們說到一段很重要的教誨，「真能念佛，身心世
界一切放下，即大布施」。你看當我們念這一句佛號的時候，什麼
是最大的布施？財物的布施都還是身外之物，我們能把身心都放下
，身心放下以後，時時為大眾著想，為大眾服務，這是大布施。在
念佛當中能放下身心世界，我們在處大眾服務當中，也才能放下身
心世界。念佛的時候放不下，怎麼可能說在處大眾的時候放得下？
所以，心不能有情執，要放得下，不能有分別。我們在念佛當中，
一切人都是阿彌陀佛，不分別，這個時候我們面對任何的人來了，
我們服務他的時候都是平等的心。
　　有一次有一群同修他們坐了差不多十個小時的車，趕到我們中
心來，因為他們耳聞師父到中心來了。他們一聽到消息，馬上「包
袱款款」，包袱馬上拿起來一拎就衝！二、三十人就衝過來了，其
實師父沒有到。你看他們一衝十個小時到了，我們的工作人員說師
長不在，他們不相信，馬上安營紮寨，就在我們門口坐下來，那個
態勢就好像帳棚要把它搭起來。我們都要冷靜，當我們做這個動作
的時候，是情執，還是覺悟？是！當我們給師父磕頭的時候，是覺
悟，還是情執？你看師長為什麼不能回到祖國去？在上海下飛機的
時候，幾千個人在機場，師父走出去，全部跪下去頂禮。其他沒有
學佛的人看到：這一群人在幹啥？
　　那個當下，三個人拉他他還堅持要頂禮，真是入無人之境，那
是情執入無人之境。我們要給大眾當榜樣，你看現在人群一聚起來
，很多大陸的同胞一想：是不是法輪功來了？對！我們要能顧及到
整個社會的狀況，這個都不得不時時提起覺照。我們文化中心是推
廣中國文化，因為在大陸現在還不是很完全理解佛教是教育，所以
傳統教育跟佛法宗教教育是分開的，我們能體諒整個政策的問題，
我們是弘揚文化。假如我們這個態勢都擺出來，那很可能又讓當地



的人誤解原來這是個佛寺，這樣會讓所有接觸我們的大眾心裡有罣
礙。因為他還沒了解的時候，我們先讓他接受傳統文化，等到他有
這個做人的根基，《弟子規》的根基了，那真的要接受佛法非常的
自然。
　　我看他們好像坐下來不走了，我們就出去跟這一群同修們說：
「同修好！」接著我們說到：「你們吃飯沒有？」好幾個同修異口
同聲（因為那時候已經傍晚），他說我們還沒吃飯，連中餐都沒吃
。你看他們覺得中餐沒吃叫勇猛精進。我說中餐還沒吃，接著我跟
他們分享：「諸位同修，師父告訴我們，《弟子規》是根本的根本
，一定要落實。」大家馬上說對對對，師父講很多次了。「但是我
們沒做到《弟子規》！」我這麼一說，大家眼睛都瞪得很大：「我
哪裡沒做到？」「《弟子規》說到「身有傷，貽親憂」，你看你們
連中餐都沒吃，身有傷，貽親憂。」他們說對對對。接著我跟他們
分享：我們為什麼沒有做到《弟子規》？因為我們心裡面有個執著
，哪個執著？一定要見師父，你看這一念執著，飯都沒吃。不只飯
沒吃！
　　我請這些同修們進到中心來坐，接下來我就跟他們分享，跟他
們溝通。我說：「諸位同修，你們出來的時候家裡人知不知道？」
他們說不知道，接到電話馬上就衝出來了。我說對！你看有一念執
著，完全感受不到身旁人的感受。真的欲令智迷，欲望很厲害，連
見師父的情執都會障我們的法眼。有一位幼兒園園長，這個幼兒園
老師、學生也有幾百人，但是他常常不在園裡面，不在教導這些老
師們、這些孩子們，常常跑佛寺，他跟人說到古佛寺去做事情有功
德。這段話是一個教育局長告訴我們，我們聽了捏把冷汗。這個教
育局長跟我們講這段話，請問這個過程已經多少的人把這個話傳過
來，這個教育局長絕對不是第一個聽到的。這段話傳過來，所有沒



有學佛的人對我們佛教徒是什麼看法？真的不能有執著。佛陀的教
誨是在任何一個行業都能圓成佛道，以至於是個家庭主婦都能圓成
佛道。還有什麼好執著，一定要怎麼樣才能修！
　　師長還特別要破我們的執著，有一段重要的開示，就是家庭主
婦如何圓成佛道，對待我們的家人都是「禮敬諸佛」。相夫教子當
中，稱讚如來，把先生的德行、把孩子的德行統統給他引發起來，
為社會民族培養出好的人才，這「稱讚如來」。每天恭恭敬敬的把
家裡打理好，三餐弄好，「廣修供養」。自己的言行舉止有不如法
的地方，馬上反省改過，給孩子當好榜樣，「懺悔業障」。跟鄰里
鄉黨相處當中，隨喜聖賢人的這些風範，隨喜鄰里鄉黨的這些好的
行為，隨時隨地都可以落實普賢十願。所以什麼時候是道場？把分
別執著放下的時候就是道場。所以跟同修們又講到，你看你現在過
來了，你的先生、你的公公婆婆一進門，家裡怎麼變成空城？先生
回來肚子餓了，我們家太太去哪了？學佛學成這樣，連家都不顧，
那麻煩了。
　　假如這個抱怨又傳出去，我太太不知道會不會學到邪教去了？
真的，我們都要敏銳得到，我們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到底帶給家人
、帶給大眾什麼樣的印象。《阿難問事佛吉凶經》說到，要形像鮮
明，要行為世範，為人演說才對。我們今天在修學的過程，為什麼
不能得到家人、不能得到親朋好友的支持？因為我們沒有演好，我
們沒有依教奉行。真正把孝道演出來了，哪有人不歡喜的道理！真
正把六度、十願落實在生活當中，誰不歡喜來隨喜我們修行！很多
太太學完之後很認真，之後上課時間都是先生主動提醒：今天要上
課了，要記得。因為太太學完之後改變很多，先生很歡喜。
　　後來我跟同修們就交流到，我們這一輩子要放下執著，這一輩
子跟往生無關的事都別幹了，每天就是敦倫盡分，盡好我們家庭工



作的本分。有其他的時間，不打妄想，一定是念佛，一定是聽經，
一定是讀經，這樣的人生變得很單純。我們要記住，跟往生無關的
事都別幹，這樣才能勇猛精進不打閑岔。說完之後，有一位同修就
說了：「對，蔡老師，你講得很有道理，但是我們還是凡夫，所以
你還是跟我們拍張照！」因為他們聽完跟往生無關的別做了，拍照
跟往生有沒有關？你看當下「我們還是凡夫」！這一念就沒有隨順
佛菩薩教誨，這一念就是我們的執著，當下就要把它打掉。好，今
天的學習就先到這邊。今天有講得不圓滿的地方，還請諸位法師、
諸位大德同修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