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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下午好！今天在這裡非常高興，能
夠跟大家在一起共同學習，向大家匯報自己最近這一段的修學體會
，希望能夠供養大家。自己這三個月來，跟著老和尚第二次講的《
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有些體會。這篇文章不是很好讀懂，我是
硬著頭皮看的，原來也不是很明白，老和尚講第一遍的時候，盤我
全看了，好像四十多集，第二遍啟請老和尚講的時候是一百零八集
，二百一十六個小時，是今年年初看的。看的時候我就發現，好多
意思是我心中的意思，並不是老和尚的意思，也不是賢首國師的意
思，是我自己心中的佛教概念，拿出來聽老和尚講經，看賢首國師
的這些文章。後來我覺得特別風馬牛不相及，很多概念是模糊的，
是囫圇吞棗的，是用我們自己的意思來揣度一千四百年前的賢首國
師，來揣度淨空老和尚他心目中的意思。這樣我覺得差別很大，很
模糊，真是得不到法喜，不明白他說的什麼意思。譬如說，「大智
照真」，而不住生死。「大悲救物」，而不住涅槃。當時我無意之
中，我就看了看大悲救物而不住涅槃，你看這一句話裡頭有多少個
概念？第一是悲，而且是大悲；救物，這個物當什麼講？而不住涅
槃，這個住當什麼講？涅槃當什麼講？這幾個意思我沒有一個意思
是明白的。
　　後來，手邊正好有丁福保老人家編的《佛學大辭典》，我就翻
開「悲」這個字，我才突然發現，佛經和祖師他們心中這個悲跟胡
小林這個悲就完全不是一回事。甚至換句話說，我心裡根本就不知
道什麼是悲，我覺得悲可能就是難過，或者是可憐，或者是不容易



。什麼是悲，模模糊糊的，自己也不清楚。《孟子》有句話，「以
其昏昏，使人昭昭」，自己還稀裡糊塗的，你怎麼能夠學懂別人清
楚的東西。所以我通過這一個丁福保先生關於悲的解釋，他老人家
是這麼說的，「悲，悲者，惻愴而救濟也」。這個惻愴又是古字，
我也不太清楚，就翻開了《漢語大詞典》，查「惻愴」這兩個字，
查了惻愴這兩個字，發現惻愴是哀傷的意思，從感情上有哀傷的感
受，而救贖就是要救他。所以丁福保先生說，悲這一個字實際上是
包括了兩個概念，第一個，從感情上你要感同身受；第二個，力所
能及你要救助他們。佛菩薩心中這個悲跟經教當中這個悲，實際上
是由這兩部分組成的。
　　我就覺得特別慚愧，而且覺得也很欣慰，終於找到了一條道路
，應該把這些基本概念全弄清楚之後，我們這是第一步。你說我們
連字的概念都不清楚，我們能夠深解如來真實義？我覺得沒有第一
步，絕對沒有第二步。所以我也很欣慰，通過這一點就看到了，要
把概念弄清楚。老和尚跟我講，這叫破字，破就是了解、掌握這個
字的意思。他說這個就像蓋房子的磚頭一樣，你首先要把磚頭弄清
楚，你不能光在水泥牆外邊看到這是一堵牆，實際上牆裡邊是由磚
頭、鋼筋、水泥砌成的。而我們現在讀經往往不得利益，就是因為
我們對這些東西太心浮氣躁，坐不下來，不能夠查這些工具書，不
能夠把它們真實的意思自己掌握住。所以每一次念經念得都很疲勞
，不知道它裡面的義趣是什麼意思。自己是以稀裡糊塗的一種狀態
來讀人家清清楚楚的東西。現在的經教，都是一千幾百年前的人寫
的，他們當時的生活習慣、他們的用詞，跟我們今天差得很多。我
們今天沒有辦法，我們必須把時針往倒撥，我們必須回到一千四百
年以前，我們用他們的語言、用他們的概念來看他們的文章。這個
時候我們才能明白，他們真正要說的是什麼意思。在這個基礎上，



我們再用清淨心來讀他們的東西，我們就會有悟處。
　　我大概學了三個月的《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今天我把這
本書帶來了，我也給老和尚看了，大概這本書一共是二十三頁，我
查了一千多個概念。這一千多個概念，都是我以前不知道，但是成
天掛在嘴邊上的。所以覺得也很欣慰，終於找到了這麼一個方法。
在遊歷於經教的過程當中，在字典、詞典和原文的過程當中，自己
覺得非常法喜充滿，而且愈學習、愈查字典、愈查詞典，就愈對佛
菩薩那種恭敬心、謙卑心、自愧不如就全都生起來了，要不然自己
覺得自己還不錯。
　　所以我今天來到這是想跟大家說，我們現在人，我主要是講我
，想急功近利，想很快的學成，想有所成績，恨不得一天就有很大
的進步。實際上孔子老人家說的「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我們還
是應該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譬如說你讀《無量壽經》，你就
把《無量壽經》所有的概念給整清楚，所有不懂的詞全整明白，認
認真真的做上筆記，給它摘錄下來。而且要把這個字典頁數的號碼
也給它標上，下次你再看到這個字不明白的時候，你就知道你是在
哪本字典的多少頁看到了這個問題，你可以迅速的翻到這。如果短
一點的就給它記下來，如果不短的，你把頁數要記住，這樣的話，
凡是看到這個的時候，一旦忘了，你就翻開這一段，看看這個概念
是什麼概念。我自己的體會，大概總有個五、六次，你對這個概念
清楚了。
　　譬如我給大家舉個例子，《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在第一
篇講「自性清淨圓明體」的時候，他說「一法之所印，言一法者所
謂一心也，是心即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
」。一法，一就是一個概念，法又是個概念，界又是個概念，一法
界這三個字就是三個概念。大總相，總相又是一個概念，法門又是



個概念，體又是個概念，加起來這一句話實際上十個概念。我們不
把這些基本概念弄清楚，我們想了解賢首國師在這句話關於一心的
描述，想捕捉到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你的想法，那是錯誤的想法。
我們經常掛在嘴邊上，「盡虛空遍法界」，我們真的明白什麼是佛
菩薩心目中的虛空嗎？我們真的明白佛菩薩心目中的法界嗎？未必
。你不明白，你用你不明白的心思和智慧，來揣摩佛菩薩他們心目
中的這些概念，那肯定不能契入。
　　所以我這三個月，每天基本上就看十幾個小時，從早晨八點鐘
一直看到晚上八點，有些時候看得連吃飯、上廁所都忘了，非常喜
悅，而且確確實實看完之後，對佛菩薩、對祖師大德是特別由衷的
敬佩。我今天把我讀的這本書帶來了，做的筆記也在這，希望跟大
家交流，我們一定要沉靜下來。
　　今天來之前，胡居士要我給大家能不能談一談一個分標題，叫
做「我們為什麼要發露懺悔」。老和尚說，我可以結合《修華嚴奧
旨》慢慢的談一談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所以可能講得也比較亂。
首先，我們講為什麼要發露懺悔？什麼叫發露？我們可以查詞典，
這兩個字是一個詞，發露的意思就是要揭露、顯現；懺悔的意思，
懺就是陳述出來，悔就是後不再造，是這麼個意思。我們如何發露
懺悔？其實我的體會是說，我們日常生活和工作當中所遇到的一切
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在發我們的露，都是在幫助我們發露。我
今天查丁福保先生的《佛學大辭典》，關於普賢菩薩十大願王當中
，積極的說是十大願王禮敬諸佛、稱讚如來、廣修供養，其實它的
負面呢？你對如來、對諸佛不恭敬，你並不稱讚如來，你並沒有想
著要廣修供養。所以我們祖師大德是把這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分成五
悔，五種懺悔。譬如說隨喜功德，悔的是什麼？悔的是傲慢，悔的
是嫉妒。所以我們在杯子蓋的這面看叫做隨喜功德，在杯子蓋的另



外一面看，就是要杜絕你的嫉妒心。佛菩薩說的是積極的方面，說
你要隨喜功德，實際上它內涵意思是什麼？如來真實義是什麼？我
們這個世界上的人容易有嫉妒心，不容易隨喜別人。所以佛經要反
著讀。
　　他把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分成五悔，沒有一條不是在讓你懺悔，
沒有一條不是在提醒你要發露。譬如說，普賢菩薩十大願王當中，
第四大願王叫懺除業障，這是你自己，這是狹義的，我自己要懺除
業障。實際上他說的常隨佛學什麼意思？我們這個世界上的人不願
意學習，對經教不親和，放著聖賢人的教育我們不學。所以他提醒
我們要常隨佛學，我們通過學習《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知道，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所有在佛法當中，沒有一法不是圓融的。我
們看到佛經當中所有的教訓，實際上都是在發我們的露，提醒我們
有沒有這個問題，你應該注意這個情況，然後通過這個情況反觀照
自己，我要修正過來，我要改正過來。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我今天中午吃飯的時候，還給幾個朋友舉
例子。我說我父親眼睛不好，他的右眼，一個指頭，這麼近，大夫
在他面前晃這個指頭，他都看不見，兩個指頭他也看不見。他的左
眼，好像是能看到一點點，一個、兩個、三個，得這麼近，檢查視
力外邊貼的那個E字根本看不見。我在生活當中，看見我爸爸眼睛不
好這件事情，對我有發露作用嗎？能揭露我什麼東西？能把我身上
什麼問題顯現出來？然後我才能懺悔。不顯現出來我怎麼能懺悔？
我哪知道我做錯什麼了？《了凡四訓》上說福自己求。有福的兒子
，爸爸眼睛能不好嗎？說胡小林你真有福，你看你爸爸媽媽耳聰目
明，這麼大歲數了，眼睛也不花，耳朵也不聾，我有福；你胡小林
今天沒福，你爸眼睛看不見。
　　我平常怎麼給自己解釋？歲數大了，都這樣。這個露沒發出來



，你沒覺悟，你爸爸眼睛好不了。按照《華嚴經》的境界，你阿賴
耶識裡有這個種子，挑動你的自性，演出來你爸爸這一幅眼睛不好
的畫面，幹嘛的？沒有一個真實你爸爸的存在。「五蘊無主名曰寂
泊」，「觀人寂泊絕欲止」。那是來度你的，那是來給你提醒的，
那是來幫你發露的，告訴你小子沒福，你做為他的兒子，你爸爸眼
睛這麼不好，你的福到哪去了？你還在幹什麼？你福不夠。你希望
不希望你爸爸眼睛好？希望。為什麼不好？「德未修而感未至也」
。《了凡四訓》上說的，你德行沒修到那分上，你的感化沒到那分
上，誰的問題？咱們的問題。所以爸爸眼睛不好這件事情對我們就
是發露。淨空老人家老說你會學麼？菩薩學處、菩薩學處。我們一
般都是埋怨歲數大了，都這樣，老化了，可能文化大革命當中，造
反派把他眼睛給打了，年輕的時候受過傷，所以現在眼睛不好了。
你完了，你這露沒發出來，你沒有發出來這露，你根本就談不到懺
悔。
　　所以發露是因，懺悔是果，關鍵在於我們能不能把我們日常生
活當中所碰到的人事物，把它變成發露的機會，這是很重要的。哪
些事情對我來講是發露？哪些事情對我來講不是發露？對不起，沒
有一件事情、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分鐘不是在對你發露，「一心懺
悔，晝夜不懈」，《了凡四訓》上說的。哪來那麼多懺悔？從我早
上一睜眼一直到晚上睡覺，都在幫助我發露嗎？Yes，都在幫助你發
露。路上堵車，看見對面來的車被一輛車堵住了，車子壞了，三條
線變成兩條線，你上班的路上看到了對面，這是我的親身經歷，就
是前天的事情，我還挺慶幸我這條路沒堵，那邊真倒楣，八點鐘上
班，上不了班了吧！我真有福。你看念佛真不錯，你看學習有成就
，我這條路就不堵，你看吉人自有天相。錯了，你這個露沒發出來
，不僅沒發出來，你還造惡，你還幸災樂禍。



　　我們應該怎麼看待這個問題？這輛車子壞了，它障礙了別人，
給別人製造了麻煩，給別人製造麻煩這個片子演在你眼前，揭示出
來這麼一件現象，給你演出來這麼一段電視劇，你看了以後有覺悟
嗎？有覺悟你就應該想，我是不是在工作當中也給別人設置過障礙
？也給別人添過麻煩？也曾經把三條道變成兩條道？如果你作如是
觀，你覺悟了，這個車子沒白壞。它就是佛菩薩示現，它就是佛菩
薩來到你的眼前，告訴你，你小子心裡有這個問題，你生活當中存
在這個問題，要不然你看不見它。所以，我們通過這件事情，我們
覺悟了，我們看到了這件事情，我們改變了習氣，我們把自己的錯
誤，它教給我們這個問題，我們仔細的品味，把它找出來，並且在
工作當中改變，下次您真的就看不見它了。
　　這是真的嗎？這是真的。我們學習完《華嚴奧旨》我們明白，
我們眼前所現的境界，都是我們叫的業相。業相就是動，這一動就
出現轉相，就是想見、想看，然後就出現境界相，你真就看到了。
我們眼前的世界這三細相是這麼形成的，隨之而來有六粗，最後就
變成了現在這個世界。這個業相、這個動，我們叫種子，業習種子
它在動。它不動，你看不見堵車，你看不見你爸爸眼睛不好，你今
天看見了，那就說明你有這個動，有這個動就是起現行。它活著這
種子，這是個什麼種子？惡的種子、染的種子、不淨的種子、不善
的種子，變現出現在這種不善的境界，讓你看到不順心、不美好、
不乾淨，這能埋怨誰？我不想看到這個，不想看到你得改樣子、你
得懺悔、你得認識到這個問題，你心到病就除了。
　　所以，我們香港很多朋友跟我說，為什麼要懺悔？懺悔的功德
在哪裡？懺悔的功德就在於，我們通過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的從早到
晚，意識到我們身上存在的問題，我們加以改正。換句話說，我們
想看到西方極樂世界的好菩薩，我們想接觸到西方極樂世界的勝景



，沒有交通堵塞，也沒有眼睛的壞。為什麼看不到？對不起，西方
極樂世界那個藥治不了你現在這個病。你現在得的是感冒，糖尿病
那個藥治不了你，還就得是這個事情，一點不多、一點不少來到你
眼前，幫助你覺悟。你今天不覺悟，下次它還來，你什麼時候覺悟
了，什麼時候它就消失。
　　所以我們修懺悔，修發露懺悔，並不是一種狹義的我們要說出
來，甭管分什麼場合我們都要講出來，然後就能提高自己的修學境
界。發露有能發和所發，誰在發露？誰在給誰發露？誰在接受這個
發露？我們說有聲聞和緣覺，聲聞就是聽老和尚講經我們覺悟了，
聲聞；通過學習、通過看書，字就是語言的真實記錄，我們覺悟了
，我們叫聲聞。緣覺，就和我們坐車一樣，看到堵車了，通過這個
緣我們覺悟了，通過爸爸眼睛不好我們覺悟了，也行。沒別的，聲
聞也罷、緣覺也罷，都是你發露的方式。你是怎麼發現自己的問題
？你是聽經教，那你叫聲聞，知識分子；我是通過爸爸眼睛不好我
覺悟的，那你就是通過這個緣分你覺悟了。其實我們真正抱著一種
正確的心態，我們看經，實際上都是在幫助我們發露。我們為什麼
要發露懺悔？發露懺悔是接受這個發露，發現自己身上的問題，把
它改正過來。把它改正過來以後那就叫修行，修行完了以後你心愈
來愈清淨、境界愈來愈高，最後慢慢的你就契入佛菩薩的境界。
　　所以我們說真的不是一個懺悔法門，而這個法門跟別的法門，
好像念佛法門是獨立的，不是的。譬如說菩薩的六度，第一講布施
，菩薩不願意讓你不高興，他說你應該布施，他是善相勸。其實是
什麼？其實是我們這世界上的人慳貪，他不說你不應該慳貪，你應
該把你的東西給別人，這樣說你就不高興了，他說你應該修布施。
實際上我們看到這一條的時候，就是在幫助我們發露，提醒我們，
我們這個世界上的人慳貪，我們這個世界上的人不願意跟別人分享



，不願意把自己的東西給別人。所以菩薩的六度，沒有一度不是在
幫你發露。你說持戒，我們不持戒，我們放逸，你看到持戒這一條
，菩薩在持戒，你不持戒，那你不就是有問題嗎？通過持戒這一條
，你應該反觀照自己，我持戒了沒有？我持戒了，那這個露沒白發
；我沒持戒，那你這個露發到你眼前，你沒接收。
　　所以，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經常會碰到一些不順心的事，不
願意見的人，感覺不愉快的這些東西，實際上都是在幫助我們發露
。我們不能夠有一種認為，好像在發露之外還有另外的什麼事情，
從早到晚都是在幫助我們發露。講到我自己的體會，確確實實在發
露的過程當中，覺得自己有一種體會，就是每發露一次，就好像跟
所發露的缺點、所存在的問題愈來愈遠，你能說出來，你能夠認識
到它，這個病就好一半。發露懺悔說出來教育別人，教育別人要按
老和尚說，實際上是在教育自己；你勸別人，講自己的過錯的時候
，實際上是一次一次在給別人提醒，一次一次的在告誡自己，我可
不能再犯這個錯誤。譬如我每天都跟員工說不能說瞎話，「凡出言
，信為先」。但是我說員工的時候好像義正辭嚴，儼然以一個老師
的身分、學習很有成就的身分，以一個正面人物在出現，完了事以
後，關了門，拿起電話來你就說瞎話，自己就覺得不好意思。真是
這樣，就覺得下級剛從你辦公室離開不到兩分鐘，你拿起電話來就
跟人編瞎話，說一二三四根本不存在的事情，你自己不好意思。
　　我們公司現在成立了愛心基金，就是老闆拿出錢來，公司員工
拿出錢來，大家放在一起，成立愛心基金。凡是我們國家保險所不
能夠ｃｏｖｅｒ、不能覆蓋的，我們全用愛心基金。就有一個員工
，是個班長，他修爐子，他底下的工作人員偷偷幹私活，截留公司
的收入，自己把這個活幹了，錢放在自己腰包裡邊，放到自己腰包
裡以後就報告上來了。這小伙子是個班長，工作三、四年了。這個



時候這個員工就受了處分，他截留公司的收入就要沒收，沒收完了
以後我們就找這個班長談，你知道不知道這個小伙子幹私活？他說
我知道。那你知道，你為什麼不阻止他？他說他已經幹了，幹了我
再阻止他已經白搭了。你為什麼不向公司反映？他說我向公司反映
，公司肯定就得處理他，公司是嚴令絕對不允許幹私活的。我現在
又在冬季，正在缺人的時候，如果公司真把他開除了，不用他了，
那我不就缺少一個人手嗎？正在這個時候，他的媽媽病了，心臟病
。他媽媽是農民，沒有醫療保險，住在醫院裡頭，這個病還挺重，
她肯定沒錢，就從醫院出來了，六十多歲了，出來以後就說不治了
。這時候，對我來講，你說這是不是發露？這就是發露。為什麼說
是發露？他剛犯了錯誤，包庇員工，對不正之風不敢站在公司的立
場上、站在正確的立場上加以教育，失職，他的員工底下幹私活，
偷公司錢。這個時候，我還應該不應該啟動愛心基金再幫助他媽媽
？這就擺在我的面前了。
　　我們回過頭來看這件事情，我們應該怎麼做？我的人事部經理
找我說：胡總，這個絕對不能再給錢了，表現太差了，他不配接受
咱們的愛心基金。我說不配接受愛心基金？愛心基金可沒有這一條
說他犯了錯誤，這愛心基金就不給了，有這麼一說嗎？我說犯人還
得給飯吃，咱們的員工媽媽病了，不能因為犯過錯誤。愛心遍法界
、遍一切處，而且這個時候正是顯出我們在面對、救濟大家困難、
在給予愛的時候，我們是沒有分別的。一碼歸一碼，工作當中有問
題，出現了麻煩、出現了毛病，那是我們批評教育的問題，而生活
當中有困難，我們要給以愛心。批評教育也罷，他媽媽有病我們給
錢也罷，就一個目的，就是為了教育。你光有批評教育，現在這機
會來了，你不給她送愛心，人家說你們的公司，表現好的給錢，有
困難救濟；表現不好的就不給錢，有困難你們也不幫助，你們叫什



麼傳統文化？「凡是人，皆須愛」，你們犯了錯誤就不愛？表現好
的媽媽病了，你們就給錢，表現不好的媽媽病了，你們就不給錢。
　　所以我們今天看這個問題，後來我說，這個錢一定要給，而且
要多給，要給到位，不能因為他表現不好，在這個問題上失職。他
媽媽病是另外一回事。我們每個人都有母親，「將加人，先問己，
己不欲，即速已」，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一定要把事情做好，批評
、教育和幫助是一體的。我們經理說胡先生，怎麼它就是一體的？
我說都是貫穿一個愛，《華嚴經》說理由事顯。他說這什麼意思？
我說每一件事情的背後都有一個道理。他說那是肯定的。我說而且
每一個事情的背後只有一個道理，他就不理解了。我說所以事情跟
事情是圓融的，因為理是一個，就是一個樹根上長出兩個叉子，你
說這兩個叉子它能不圓融嗎？肯定是圓融的。我們批評是一個樹叉
，我們給他媽媽錢是另外一個樹叉，都是一個理，這個理源自於自
性，就源自於稱性的愛，所以它是不矛盾的。
　　我們本著這個東西來教育員工、來教育我們自己，這就是發露
。發什麼露？把自性給你揭示出來，把這種本質給你揭示出來，把
稱性的東西給你揭示出來，那不就是稱讚如來嗎？那不就是廣修供
養嗎？所以我們幫助這個姓連的班長他的母親這一件事情，你看，
往左邊說它叫大悲救物，往右邊說它叫大智照真，你沒有智慧就不
給他錢了，你沒有悲心也不給他錢了。大智照真而不住生死，其實
假的，什麼意思？哪有什麼他媽媽得心臟病，眾生性本空寂，而實
無眾生可度者，沒有，這叫智慧。這是咱們理解，學了《華嚴》以
後，咱們知道這境界，實際上他媽媽病也罷，我們這員工偷了公司
的修爐子錢也罷，假的，千萬別當真，不存在，五蘊皆空。
　　大悲救物，這妨礙我們大悲救物嗎？不妨礙。大智照真而不住
生死，生死是假的，不存在的。所以你看「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我們從理上，這叫什麼？這叫理懺，道理上我悔，叫理悔、理懺
：我這種念頭是不對的，是不符合道理的，從道理上是說不通的，
是不存在這件事情的，我為這個事情我著相了，在這個事情上我迷
惑顛倒了，這叫理懺。事上，大悲救物而不住涅槃。涅槃什麼意思
？寂滅了，涅槃就是寂滅。寂，所有法全是空的；滅，所有念頭都
不存在。大悲救物而不住涅槃。悲智不二，悲就是智，智就是悲，
是一不是二，你有智你不悲，你那智不是真智；你有悲你不智，你
那悲也不是真悲。
　　通過這件事情，我把中層幹部叫在一起，我們就討論《華嚴經
》。我說我們這個小連，他的母親出現這個問題，我們用華嚴的精
神來看，我們應該怎麼看這個問題？他說胡總，這東西太難了，這
華嚴的精神，這是您在學習，您明白，您指導我們，讓我們怎麼幹
我們怎麼幹。但是我說現在，我得慢慢跟你們好好的掰指說這個事
，我說《華嚴經》是太偉大了，之所以我們今天沒有這個緣分讀好
這部經，是因為我們沒有好的老師，現在老和尚講了兩遍，多難得
。我說你現在翻開賢首國師這本書，一千四百年前人寫的，本來咱
們就沒什麼文化，又是古文，而且還是一千四百年前的東西，再加
上它是佛菩薩寫的、祖師大德寫的，這個東西咱們讀起來太難了。
　　我跟大家說，就是剛才說「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這十一個概
念，我整整查了一個禮拜我才查清楚。這個字典，我就為了讀這一
句。《三藏法數》，釋一如老和尚寫的、丁福保先生、中國的《漢
語大詞典》，然後還有《漢語大字典》，詞跟字，兩本工具書。看
明白了，看明白以後無比喜悅，就這一句話就夠了，「一法界大總
相法門體」。什麼叫體？在座諸位朋友，什麼叫體？體，不變，它
叫不變，它的意思是不變謂之為體，性謂之為體，因謂之為體。你
看，體就這三個意思，一，不變；第二，所有萬法產生的原因；第



三，稱之為性，性就是別人都依靠它。而且體還有一個特點，所有
的相都依靠體，所有的分別都是因為這個體而產生的分別。你說樹
，樹它有體，本質，所有的樹都是因為這個體而存在的。樹跟水的
區別呢？依據什麼有區別？水肯定不是樹，水跟樹的區別在哪裡？
就在於這個體所現的相不同，我們才稱之為不同；就是所有的相跟
別人產生區別的依據，稱之為體。
　　各位朋友，就這一個體，我查了整整一天，暈三倒四的。你想
賢首國師，我查了查這二十二篇書，光論述到體這一個字，四十四
處之多。一體、業體、體相、自性清淨圓明體、體本空寂，你看全
是這個體。這一個字我們不查清楚，四十四處你不明白人家說的是
什麼意思。所以學習真的不能不求甚解。我原來就吃這個虧，是讀
了、是看了、是背了，什麼意思不明白，一問三不知，禁不起推敲
。通過公司出現這個問題，說實話，也是我的員工對我的啟發，他
老說胡總，你老是什麼業、性、相、體、法界、真如，您到底給我
們說說，這什麼叫體？他一問就將了軍，不明白。體還不明白嗎？
體不就是體嗎？我們同事還特別給我面子，「您是說明白了，我是
真沒聽明白。您是肯定說明白了，胡總，您學了這麼多年，您肯定
是明白，我們實在是聽不明白。」說實話，跟諸位朋友說，我也不
明白什麼叫體，這是瞎子摸象。
　　所以通過《修華嚴奧旨》我就覺得，當你把這個體弄清楚的時
候，你再看老和尚講經，你再看祖師大德，碰到這個體字的時候，
你心裡坦坦的、定定的，您說的這個意思就是我的意思，我這個意
思是字典上來的，絕不是我的妄猜、妄想。我們本來妄想就多，我
們再把這妄想用在妄猜、妄測這些佛法的概念上，那不是妄上加妄
嗎？本來這些東西的意思我們就不明白，然後我再用我們的妄想來
揣摩它，我們最後說，如來的意思我們不明白，指導不了我們的生



活，不能怨別人。
　　你看汶川地震，好多老闆給錢，一給給一個億、兩個億，按佛
門的觀點來講，「悲，惻愴而救濟之」，有救贖嗎？有，真給錢了
；惻愴了嗎？哀傷了嗎？沒有。光榮，上電視了，好傢伙，汶川地
震咱大老闆掏錢了，牛，公司有錢，英雄主義，比別人強！這不叫
悲，一點功德都沒有，錯了。你首先得可憐，首先得難過，情同體
受，就和我一樣在汶川地震上。你說我們把這一個悲字給弄清楚了
，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碰到這些可憐的人，你就可以勘驗自己了，
你有這兩把尺子嗎？你難過了嗎？沒難過您不叫悲，您嘴上說您真
慈悲，其實您不懂什麼叫悲。有些人是什麼？不給錢，真難過，跟
著掉眼淚，哭，兩個小時兩個小時的哭，就是一到伸手的時候，拿
點錢出來吧，不拿。吹了，莎喲娜拉，拜拜，錢的事再說。這也不
叫悲。你看真有慈悲心，掉眼淚掉得眼睛都哭紅了，沒用。而且丁
福保先生說得很清楚，隨分隨力，不是說我這等著米下鍋，我這錢
去救汶川地震，不是這意思，隨分隨力，根據你的能力，一定要有
所表示。不能表示怎麼辦？老頭老太太八十、九十了，下崗職工，
出也出不去了，也沒錢，念佛迴向也算救贖。
　　所以我就覺得佛法太偉大了，一即是一切。你說你要真把這悲
、惻愴而救贖這兩件事做圓滿，您說這《華嚴奧旨》還用讀那麼多
嗎？不用了。我們今天說我們一定要慈，我們再悲，然後我們再布
施，然後我們再持戒，實際上持戒不就是悲嗎？有些人說，你們現
在這些學佛的人，雞蛋也不吃，我媽媽老說，牛奶也不喝，弄得和
真的似的，有那必要嗎？我說我們老師淨空老和尚，那魚要讓他老
人家吃了，那是魚的福氣，供養了他，那就升天了這魚，續佛慧命
。那為什麼他老人家要持這個戒？為什麼濟公和尚他不持戒？人家
學佛的朋友來問了，說濟公和尚又吃魚又吃肉又吃雞的。咱們今天



回過頭來看，幾百年前的濟公和尚，吃肉吃雞吃魚也是慈悲。因為
什麼？那時候人死在戒條裡面，著相了，他破你的相，不能讓你執
著，執著是煩惱，所以他在你面前示現吃、喝。那時候人持戒持得
過分，死在戒條裡邊了。今天是這個情況嗎？今天誰持戒死在戒條
裡頭？您去打開燈籠找一找，沒有一個，今天是不持戒。所以我們
今天要做一個持戒的示範，要做這個示現，幹嘛？給大家做好樣子
。
　　你說真吃這口肉、真喝這口酒就怎麼著了？沒有。那持戒為誰
持？咱們就看丁福保先生說這個悲，持戒難道不是悲嗎？現在這個
世界上到了這種程度，南北極都融化了，我們強調低碳生活，眾生
這麼苦，周泳杉老師說的，三分之一的二氧化碳都是我們養的這些
動物排放出來的。就是要為著吃牠的肉，我們就得養牠；養牠，整
個世界的二氧化碳，三分之一是我們吃的這些眾生排泄出來的。你
看，既殘害了人家的性命，又惡化了自己的環境，又造成我們生存
環境的極度惡劣，「２０１２」這個電影演的就這個，水災。你說
你持這個戒，不吃眾生肉，你有惻愴的感受嗎？你有哀傷這種情緒
嗎？如果沒有，您還不如回家吃肉，您白持這戒了，您白吃素了。
為什麼？你從心目當中沒有生起來我為什麼要吃素。太可憐了，眾
生太不容易了，地球岌岌可危，我有一分力我就做一分，那就是救
贖。
　　我們看到現在這世界天天有這種消息，不是地震就是水災，不
是乾旱就是刮風、著火，心裡很難過，我們怎麼辦？隨分隨力，救
贖。怎麼救贖？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吃素。不因為我再給世界
增加更多的二氧化碳，不因為我再讓更多的眾生跟我們結怨，來報
復我們。那你說您這吃素，不就是大悲救物的體現嗎？那你說我吃
素吃了六十年，老和尚說，像我胡小林吃了三年，最後弄不清楚悲



什麼意思。我吃了半天素，我在別人面前：是，身體特好，吃素，
什麼事沒有，你看臉紅撲撲的，根本就不缺，動物蛋白有毒，植物
蛋白其實比動物蛋白好多了，不行吃點花生、吃點核桃。您這叫慈
悲？不叫慈悲。我們再講這個慈，咱們學佛人太多了，什麼叫慈？
您看看丁福保先生的字典，「慈，愛憐之心」，憐，可憐的憐，謂
之為慈。可憐不是悲嗎？怎麼是愛憐之心？這個愛我們明白，慈就
是愛，怎麼後邊還加個憐？您翻開字典看看，憐當中有愛的意思。
愛憐是同義詞連用，兩個字表示的是一個意思，就是愛。
　　我們知道慈、知道了悲，在生活當中我們就有標準了。為什麼
要學習經教？我的體會是什麼，我一個特別強的體會，就是賢首國
師在《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裡邊，提「心」提得太多了。心，
他老人家提的次數太多，我就被他弄糊塗了，我說這個心當什麼講
？他老人家在這個地方用的是哪個心？後來我一查丁福保先生的字
典，這心是六個心，我今兒我都抄下來了，六個心。
　　第一個叫做「肉團心」。就是我們長的這個肉團心，你看到的
這個心，我們身體裡這個心。第二個心叫「集起心」。這是個古文
，意思就是第八阿賴耶識。這裡邊都是種子。而且它的作用是你所
有看到現行的這些事物都是由它產生的。這叫阿賴耶識，或叫質多
心。你看這第二種心出來了。第三種心「思量心」。翻譯過來叫思
量心，它的意思思慮，就是我們說的第七識，叫末那識，叫做思量
心，這第三種心。第四種心「緣慮心」。緣慮心就是我們說的第六
意識，叫了別心，緣慮心又叫慮知心，考慮問題、分別，這是紅的
、這是黑的，這是男的、這是女的，了別之意。而且第六意識這個
了別心或者緣慮心，它是跟第八識阿賴耶識溝通的心，因為它能緣
第八識。你看，第六識跟第八識的關係出來了。您不查字典，您怎
麼知道這個了別心、第六識分別跟誰在發生聯繫？我碰到一姓胡的



，我印象特深，這哥們也姓胡，為什麼？因為我姓胡。我哪姓胡？
我阿賴耶識裡邊有胡的很強的種子，碰到姓胡的，我馬上就分別了
，這小子也姓胡，當家的；不過她是個女的，第二個分別又出來了
；女的我挺喜歡，這就是到了末那識，執著。換句話說，這個了別
心叫第六識，它跟第八識發生聯繫，這是心和心互動，阿賴耶識跟
第六識互動。
　　第五種心叫「堅實心」。這個賢首國師用得很多，所謂一心，
叫自性、叫真如、叫法界、叫如來，都行。堅實心，「堅固真實之
不生不滅心。即自性清淨心，如來藏心，真如之異名也」，真如的
另外一個名字。第六種心，「積聚精要心」。什麼意思？所有智慧
都在這個心當中，集合在一起。我們管這種也稱之為心，因為它有
智慧。所有你看佛菩薩的經教，你所學習的東西，諸經中一切之要
義，我們言之為般若，都聚集在這裡邊，我們叫什麼心？積聚精要
心。
　　各位朋友，我們反過頭來再看經的時候，佛菩薩在用心字的時
候，用的是哪個心？譬如說我們看《華嚴奧旨》，「心境不拘」，
心能現境，境從心現。第六觀，「從心現境妙有觀」，「攝境歸心
真空觀」。攝境歸心真空觀，諸位，這個心，賢首國師老人家講的
是哪個心？這個境講的是哪個境？這第六觀很重要，前面就三觀，
「心境祕密圓融觀」，這就三觀了，這六觀就去了百分之五十了，
您說您不把這心弄清楚，你看老和尚講經，你看賢首國師這篇文章
，跟大家說，這三觀一分鐘用不了就讀完了，你真弄明白了嗎？心
境祕密圓融觀，心即是境，境就是心。「心不至境，境不入心」，
就是心到不了境裡邊，境也回不到心當中去。這是什麼心，你不得
琢磨嗎？你不琢磨透了，你怎麼知道賢首老人家這個地方用的是什
麼？我認為（不一定對），這個地方用的是第八阿賴耶識。我們看



到的境就是境界相，看到的我們芸芸眾生，就是電視機，自性叫螢
光屏，阿賴耶識就是信號，演出這個相，就看出這個境。
　　所以我們不能不再借助字典了，不能不把這些基本概念搞清楚
。我們今天過分嗎？我說我們應該把悲弄清楚，你說咱們學佛的人
，把悲弄清楚過分嗎？我們學佛的人把心弄清楚過分嗎？有人說胡
小林，你這樣不是掉到名相裡邊去了嗎？你說我掉到名相裡邊，我
就請問您老人家，什麼叫名？什麼叫相？他說名相不就是事物嗎？
我說不對，您最好慎用。名，耳聽為名，眼見為相，這叫名相。您
在用這個字的時候您清楚不清楚，佛菩薩說的這個名相跟您的名相
是一回事嗎？你叫概念，概念可不是名相。換句話說，概念最多稱
之為名，而不能稱之為相，眼見為相，你見著概念了嗎？概念不就
是個名嗎？你只說對了百分之五十。
　　所以我們為什麼學習沒有進步？就是因為不嚴肅。今天老和尚
跟我說，他說你這樣做是誠敬心的表現。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十
分誠敬得十分利益。你說二十二篇《華嚴奧旨》，這麼大的《華嚴
經》，老人家是第三代祖，華嚴宗，那不是一般人，用這麼簡單的
語言，這麼提綱挈領，省了你很多的麻煩，你都不好好讀。你手邊
放著丁福保的大辭典，是免費拿來的，你不翻，一九四０年的，基
本上都是普通話，沒有什麼難懂的。你說賢首國師這篇文章，確確
實實有些詞是晦澀，對咱們來講，因為生活當中不用了。但是丁福
保先生這個字典可是一九四０年的，距我們今天也就是六、七十年
以前。這是咱們的福氣，能碰到這麼好的字典，完全是白話，把這
麼晦澀的概念、這麼高深的概念，用他一九四０年的語言，離我們
很近了，給解釋清楚。您不學、您不看，束之高閣，把它放在那，
最後你說我沒有法喜，我不明白佛說的是什麼意思，您說您能埋怨
誰？所以丁福保先生這本字典放在家裡，那就是在發您的露，關鍵



是您要懺悔。咱們再往下說，當今在這個世界上，誰還能用咱們能
理解的語言，把《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講清楚？只有咱們老和
尚。這您也不看，你最後說我真沒福氣，這文章我怎麼看不懂，對
不起，有福來，您沒開門它進不來。
　　老和尚講兩遍。丁福保先生的字典，一九四０年編的，淺顯易
懂，之全、之穩、之準確，真是菩薩救世，出這本字典。我們最後
自己修學沒有成績，我們看了嗎？我跟大家這麼說，《修華嚴奧旨
》我自己看原文三個月，一千一百多個概念。我看完一遍之後，再
回過頭來看老和尚講的，每一篇都得一天。中國現在出了，第二次
講《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三大本，這麼大。《妄盡還源觀》
這書，這麼大的書，三本。多厚？一寸半厚。老和尚講一篇，我用
一天還看不完，我緊趕慢趕，為什麼？所有的詞你都得查。老和尚
心目中的遍法界虛空界什麼意思？賢首國師這篇文章沒有盡虛空遍
法界，老和尚用這個字了，你不得查清楚嗎？你不查清楚，最後你
說：師父，我看您的經，學習完了，我覺得好像您講得不行，學了
以後沒什麼進步。你說這問題是出在老和尚那邊，還是出在您這邊
？
　　我們要感恩，我們學會出了這麼多的錢，只要您願意學，我們
就給你丁福保的辭典，《佛學大辭典》；只要您願意學，老和尚的
盤你就隨便拿。跟大家說，我今天跟老和尚匯報，我說我看《修華
嚴奧旨妄盡還源觀》一天十二個小時，早晨八點到晚上八點，想不
起吃也想不起睡覺，上一次廁所最多了，水也想不起來喝一杯，特
別喜悅。為什麼？遊歷於經教之中，一個概念牽扯另外一個概念，
把另外一個概念弄清楚之後，它又牽扯到很多概念。就像順藤摸瓜
一樣，把它層層整清楚、層層整明白。功夫不負有心人。就這本《
華嚴奧旨》，你真的所有概念不放過，揪著它不放，我就下定這個



決心。我從字上，譬如說「正教陵夷」，「陵夷」這兩個字不是佛
教的概念，陵夷當什麼講？陵夷，衰落的意思。不準確！你查大詞
典，由盛變衰，講的是個過程。賢首國師老人家在用正教陵夷這兩
個字的時候，他老人家想的是什麼？在他那個年代，「金容匿彩正
教陵夷」。說的是什麼？說的是到他那個時候，佛教由盛開始往衰
了走。
　　陵夷這兩個字，您不查清楚，你能想像到賢首國師當時處的那
個情景嗎？你能想像到這本《華嚴奧旨》它寫出來的歷史背景嗎？
你說陵夷這兩個字太難懂了，不難懂！有詞典，《漢語大詞典》。
查「陵」字，陵字有詞組：陵山。你就查陵夷，查到它之後一看解
釋明白了，是講一個過程。這個時候，你回過頭來再看賢首國師老
人家寫的正教陵夷你就清楚了，他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當時的唐朝
處在這種狀態。這個跟佛教沒關係，這完全是詞上的事。沒辦法。
我們今天誰能寫出這篇文章來？我們倒是不想看這麼困難的文章，
我們倒想看能懂的，《華嚴經》能翻譯成普通話嗎？再說現在的人
翻譯出來你敢看嗎？你也不敢看，你那不是瞎耽誤功夫嗎？末法時
期，聖人沒了。
　　所以，我們今天沒辦法，只能把時鐘往前撥，撥到一千五百年
以前。一千五百年前，我們那時候再看他們的文章，我們跟聖人在
一起，聖人的文章寫得很好，他不能用普通話寫，問題不出在人家
那邊，人家是生活在一千五百年以前，我們今天生活在現在，你只
有往前找，你不能勉強他，說現在您從墳墓裡出來，您給我用普通
話再寫一遍《修華嚴奧旨》，不能這樣。所以我們只有一條道路，
學好文言文，然後往回去看原著。現在這些人的文章不能看，浪費
時間，而且不準確。要看，英文講話，Ｉf you are going to be
one, be a good



one，如果你要幹一件事，就把它幹好。你要想學《華嚴奧旨》、
想學《華嚴經》，你就往前，賢首、清涼，看他們的文章。這一天
是一天，你看懂一篇真得利益，你查清楚一個概念真管用，否則的
話這麼幾年下來，時間耽誤了，沒有法喜，道理也不明白，生活當
中也指導不了。
　　所以我剛才給大家匯報的六種心，我就是這種心。我在生活當
中特別高興，這六種心弄明白了。早上一起床，血壓高，心臟一跳
，肉團心！你看，蹦蹦蹦蹦的沒完沒了。不查丁福保先生的字典，
你怎麼知道它叫肉團心？剛看一小姑娘挺漂亮的，了別心！完了這
傢伙，第六識出來了。從哪來的？阿賴耶識裡有姑娘，它給你阿賴
耶識裡那姑娘勾出來了。喜歡！喜歡就轉到末那。你說不查這六種
心，怎麼在生活當中使用這個概念？你怎麼知道此時此刻，您動的
是哪門子心？三種染污心，第八識、第六識、第七識，這是最關鍵
的這三心，我們叫心意識。跟大家說了，什麼叫心、什麼叫意、什
麼叫識，大家回去查一查。心，阿賴耶；識，了別；意，執著、末
那，心意識。所以他每個字都沒有廢話。賢首國師這二十二篇，你
查完字典之後，才對他有恭敬心，一個字您都不能改，每個字背後
都有意思，你可不能錯過！你真的不能錯過，錯過吃虧的是您。
　　您說賢首國師這篇文章似懂非懂，讀完了也挺順，也背下來了
，一問三不知，生活當中用不了。我那天就講，「一塵即理即事」
，即菩提即煩惱，「即三身即十身」。我說菩提應該差不多了，這
個概念，我挺累的了，到晚上八點，天也黑了，肚子也餓了，這個
概念是不是就算了，就不查了。菩提心這誰還不知道，覺悟唄！我
說這就得了吧。我說行了，先翻開看看，查查丁福保先生怎麼說？
乖乖！我把這菩提心一翻開，整整一大篇。一看這個，我說這不行
，喝杯水洗把臉回來接著看吧，這菩提沒弄明白。菩提什麼意思？



梵文，翻譯成我們普通話講覺悟。覺什麼、您悟什麼？覺悟，一字
就帶過了，您不負責任，您不懂什麼叫菩提。
　　丁福保先生說，菩提兩個概念，第一覺知，第二覺悟。寤，睡
醒的意思，一個寶蓋，底下是吾，就是我，這邊是西藏的藏那個偏
旁，像一片兩片那個片倒過來，就是睡覺醒了的意思。然後老先生
就解釋，覺知什麼意思？如家有賊入。家裡進了賊了，我意識到了
，覺知。菩提還有這兩個概念，一個叫覺知，第二個叫覺悟。覺知
就是意識到。我給你翻譯成普通話，我意識到了，有賊來。什麼是
賊？貪瞋痴慢是賊，你覺知到、你意識到了。它解決的是什麼問題
？涅槃問題。通過覺知你達到清淨，最後趣向涅槃。馬上我又得查
涅槃，馬上就得查清淨，從這順藤摸瓜。最後覺知來、覺知去，它
的目標是讓你涅槃，是讓你清淨，因為煩惱沒了，覺悟了。他還說
，這個覺知所解決的問題叫做煩惱障克服了。
　　你看這一個覺知，涅槃、清淨，煩惱障，二障之一，他把障又
牽扯進來。覺悟，睡醒了。什麼意思？對所有事情你全明白，來龍
去脈、因果、理事、性相，了然若知。破的是你的法執，解決的是
你的所知障。達到的是什麼？達到的是大菩提心，救物，不住涅槃
。了蘊，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虛幻的，我不能住生死，我不能住涅
槃，我要救物。大乘佛法，克服的是所知障，解決的不是清淨，解
決的是什麼？救物。慈悲心，涉世，進入到這世間，救大家。覺悟
，睡醒了。
　　下邊講，菩提又有三菩提，法相宗菩提，唯識宗菩提。這一串
您慢慢看，別著急，沒什麼了不起的，您幹什麼不都是幹嗎？您想
貪瞋痴慢不也是花時間嗎？您不如想想這個。慢慢往下看，你看看
法相宗的菩提跟唯識宗的菩提、法性宗的菩提有什麼區別？愈看你
愈明白，愈看你對佛菩薩愈佩服。這事鬧得是真清楚，而且關鍵是



在生活上好用。
　　那你說你胡小林有菩提心嗎？剛要生氣，意識到了，覺知！這
就是菩提心的一部分。一簽合同，打電話說：胡先生，南水北調，
北京沒水了，有一個項目需要四千四百台爐子，你趕快來談談。覺
悟了。為什麼？這是求來的嗎？這個事情發生，哪來的？這是競爭
來的嗎？這是打擊競爭對手來的嗎？這是搞自私自利來的嗎？你有
那個福它來了。這是你開會開來的？這是你搞自私自利搞來的？不
是，就是一個朋友打電話，四千四百台，聽說你們質量不錯，來談
談吧。覺悟！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當好人，能有虧吃嗎？明
白了，我不拿這四千四百台誰拿？覺悟了！覺悟怎麼著？發露了！
它給你揭示出來一個真理，發你胡小林的露，還要繼續做好人、繼
續說好話、繼續存好心。那這四千四百台不就是藥嗎？不就是菩薩
示現嗎？
　　我辦公室的人說：胡先生，您說是有佛菩薩來，人我們能理解
，您說這東西也是佛菩薩示現的嗎？我說我不學《華嚴經》我真不
明白，這佛菩薩太凶了，他能給你示現成雨滴，你一聽這雨滴掉在
荷葉上就覺悟。眾生身，國土身。他說是嗎？國土什麼意思？就是
咱們看到的這些環境，山河大地，物質環境、人事環境，國土身，
礦物。他說您這忒懸了吧！我說玄嗎？你過來，你坐這，我跟你聊
聊。我說江本勝博士做的水實驗是國土身嗎？是礦物嗎？他說，是
礦物。但是那時候佛菩薩，他沒有咱今天這詞彙，叫做礦物，他就
叫做國土，你得理解。他說這我明白，那你怎麼說那就是佛菩薩示
現的水呢？我說佛菩薩示現這水，變成國土身是來教育我們。我給
你講講道理，你一個愛的概念，這水的圖案特別漂亮，發你的什麼
？發你的善露，你一個愛，水給你一個反映特別漂亮，幹嘛？鼓勵
你、教育你：你這個念頭不錯，小子，繼續保持。這不是鼓勵你嗎



？你一個惡念，難看了、散亂了、不能封閉，形不成六邊體了。那
麼難看，英文講那麼Ugly，幹嘛？教育你，你小子不能有這惡念。
你看看你這惡念，給你這麼一幅圖案，你說這是不是佛菩薩示現的
國土身？目的沒別的，教育你，你什麼時候沒這惡念，都保持善念
了，對不起，難看的圖形您就見不著了。就和你胡小林上班車都不
堵了，你看的都是道路暢通，為什麼？因為你沒惡念了。
　　我說江本勝博士十五年做的水實驗，幾百萬次，太偉大了！這
水你說它不是佛菩薩示現的國土身嗎？當然是。《無量壽經》上阿
彌陀佛說，「圓滿昔所願，一切皆成佛」。一切皆成佛，水能不能
成佛？水能不能成佛問誰？問您，你成佛了，水就成佛了。為什麼
？你是佛的概念，水就是佛的概念；你是佛的思想，水就是佛的思
想，圓滿昔所願，一切皆成佛。你看這水是不是佛？你倒想看到水
有好圖像給你，關鍵你的念頭太惡了，它示現的好圖像對你沒幫助
，愈給你示現好圖像，愈把你往壞了引導。你看我有惡念，這水圖
像還挺漂亮，那你還能改這惡念嗎？你改不了！你想看到好圖像，
關鍵好圖像出現，你是惡念頭，你在惡念頭的狀態下給你出現好圖
像，對不起，你的惡念改不了。佛菩薩來到這個世間，「隨眾生心
，應所知量」，您是惡心，他就給你應這個惡量。惡到十分程度，
他就給你呈現十分的惡，教育你。你什麼時候念頭轉了，什麼時候
水的圖像好看了。一切法由心想生，依報隨著正報轉，多圓融。
　　我們要從這道理推衍下去。我們生活當中，我就跟我這的同事
講，你說佛法是迷信嗎？佛菩薩十身互作，毘盧遮那還在那、釋迦
如來還在那，國土這邊示現了十身互作，一身十身用，十身入一身
，不是嗎？我們要本著十身這個概念，其實十身，十是表法、是圓
滿，沒有一件事情不是佛菩薩。除了你自己是凡夫之外，您看到的
桌椅板凳、山河大地、交通堵塞、爸爸媽媽的眼睛，對不起，都是



佛菩薩。您什麼時候覺悟了，你就見不著了。你什麼時候有愛心了
，水的圖像就好看了。就這意思。這次胡居士提出如何發露懺悔、
為什麼要發露懺悔，不就這道理嗎？水在發咱們的露，你明白了，
明白了以後，我不能這麼做了。
　　我那同事說：您學《華嚴經》，您給我們講這談玄說妙，還六
根互用，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眼處佛事。我說首先什麼是佛、
什麼是事，你明白嗎？查丁福保字典，佛事，佛教化眾生之事，行
為。我們老說佛事，我打個佛七，佛事，我們真正心裡明白什麼叫
佛事嗎？不明白！佛教化眾生之事稱之為佛事。您在打佛七的時候
有這個概念嗎？我在教化眾生，在給別人做好樣子，在當影響眾，
我在行佛事，有幾個人有這種概念？
　　再回來說什麼叫佛？覺悟。覺悟什麼？覺知、覺悟，覺悟又分
成兩個。覺知煩惱障，覺悟所知障；覺知達到涅槃、清淨，覺悟達
到智慧圓滿。佛果地上十力無畏，沒有一法不清楚，法法都知道，
它才能幫助眾生。您是到涅槃了，小乘，您不出來了，所有法都是
空的，您完了，老百姓的苦、眾生的苦你不管了，這叫偏真涅槃，
偏的，不是真的真空；真的真空，大悲、大智不殊，沒有特殊、沒
有分別。那你沒有知識、沒有智慧，你對世間法不清楚，對來龍去
脈不明白，車子你也不會開、飯你也不會做、孩子尿布你也不會換
，您說我救物，您救什麼物？您沒覺悟。孩子這法您懂嗎？照顧孩
子這一法您不懂。你不懂怎麼來到這個世界上，你怎麼來示現度眾
生？所以你看菩提，我們可以說小乘是偏菩提，沒有圓滿的菩提，
只有大乘法有圓滿的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是並不妨礙我
來到這個世界上垂化，來示現度眾生。
　　我在跟員工講的時候，他就提出挑戰，他說這水您說是佛菩薩
，哪個是眼睛？哪是佛菩薩的鼻子？我說這個水，你有一個念頭，



我就問您，你說這水哪是它的眼睛？你給它聽貝多芬第六交響曲「
田園交響曲」，它給你呈現的圖案特別漂亮。我就問你們這些同事
們（我公司那些同事），我說它哪是耳朵你給我指出來。人有耳朵
，這是耳朵、這是眼睛，水的耳朵在哪？水的眼睛在哪？「一塵出
生無盡遍」，你不要說水，哪都可以聽、哪都可以看。為什麼？稱
性，哪都有自性，自性它本來就有這種功德，就有這種功用，所以
它六根互用。你看這水，一點不騙人，哪都聽。水能哪都聽，您的
身體，一個汗毛孔也能聽、也能看，您信嗎？他們信了。我說佛法
是不是科學？我就問你，江本勝博士做了十五年水實驗幾百萬次，
告訴說這水能聽、能看。釋迦牟尼佛三千年前，通過《華嚴經》就
把這個告訴我們，你說這個東西不科學嗎？這個東西是迷信嗎？
　　所以在座的諸位朋友，我們弘法靠什麼弘？我們靠什麼把眾生
給度了？我們靠什麼把眾生說明白？我們自己要明白。我們的家人
不理解我們學佛，我們的同事不能跟我們一起走，我們的朋友對我
們嗤笑，嗤之以鼻，恥笑，對我們有譏有嫌，問題出在哪裡？你自
己對佛了解嗎？你對佛所說的哲學和科學明白嗎？你能給大家、不
明白的人講清楚嗎？你講不清楚，佛法今天衰，那是肯定的。四眾
弟子有幾個真正的坐下來，懷著誠敬心把祖師大德的這些東西好好
的看，掰開了揉碎了給它整明白？你自己明白了，自度才能度他，
否則的話，家裡人肯定認為你是迷信。你什麼東西都說不清楚，什
麼東西都囫圇吞棗、似是而非、一問三不知，你就會跟這燒香、磕
頭、給錢，家裡爸爸媽媽也不管，你撅著屁股跟這磕頭，你幹什麼
呢你那兒？我為什麼要磕這頭，你知道嗎？最後人家討厭學佛的，
為什麼？不是出在人那邊，淨空老和尚說了，問題出在四眾弟子，
不出在社會大眾，我們沒做好樣子，我們說話不嚴謹、概念不準確
，對教義、教理我們不清楚。「理無不顯，事無不融」，理咱們不



明白，事咱們給人家解決不了，還一身的習氣。
　　所以總在遇緣不同。我們今天有老和尚在，他老人家能用我們
理解的語言，給我們掰開揉碎了講，不厭其煩。這麼大歲數了，兩
次啟請兩次講，第一次四十八集，第二次一百零八集，而且是普通
話，老人家是苦口婆心。我看老人家那備課資料，所有的概念全給
你查出來，什麼叫如來藏、什麼叫真如，特別認真。你發這個露、
你懺這個悔了嗎？你看看人家那個歲數，人家還用學嗎？全學完了
。人家今天印出這個教綱，這個教程，把所有的概念羅列出來，把
出自於哪個字典給你寫出來，就差給你寫頁數了。老和尚這樣做，
我們發露了沒有？我們懺悔了沒有？沒有！你不明白，你不覺悟。
請佛住世，能住你這嗎？誰願意跟你們這些人起鬨？就這麼教你們
，這麼講你們都不好好學，沒辦法了。飯你總得自己吃吧？廁所總
得自己上吧？這別人不能替！連這你現在都不幹，你說你還能活得
下去？所以我在北京，老和尚給我傳過來資料，我流著眼淚，跪著
接著，特別難過。你說我這叫佛弟子嗎？你看老人家，八十四歲，
顛簸、沒家、居無定所，澳大利亞、香港、台灣，到哪兒去，只要
有一天時間，從來不中斷講經。
　　後來老和尚說，你胡小林這麼學我還挺欣慰，總算有一個人真
學的。我說如果大家都這麼學，他能不留在這世界上嗎？佛法能不
興嗎？我們慚愧。你說不認識老和尚就算了，我們生在英國，我們
不懂中文也就算了，我們今天坐在這的人挺多，我在螢光屏上能看
見你們，如果個個，咱們甭說拿出老和尚的那種精神，一天查五個
概念，我跟我的公司員工說，半年，一百八十天，一千個概念齊了
。還有什麼說的？誰敢在你面前挑戰佛法？誰敢在你面前詆毀佛法
？他詆毀得了嗎？詆毀不了。這麼莊嚴的東西、這麼完備的東西、
這麼圓融的東西，你掌握了。首先自受用，非常愉快、非常高興。



佛菩薩把我們人，從早到晚、從裡到外、從物質到精神、從依報到
正報分析得非常清楚，你根本就沒有藏身之處，你就沒有一件事人
家沒跟你說明白，剖析得真是太準確了。
　　為什麼叫經教？經是縱的，還有緯，就和編席子似的。就您這
眾生，就你胡小林這一米八六的個兒，給你弄得底兒掉，你所有的
舉心動念、所有的思想行持，那真是完備。你說你身，身要注意什
麼問題；嘴，嘴要注意什麼問題；意，你是怎麼活動的。心，心所
法，八識五十一心所，你好好查查丁福保先生的字典，他都給你列
得清清楚楚。你把這五十一心所，您別多了，前面十個心所記住了
，我們叫做心理現象，您得大受用。
　　我就這樣，我就查那個見思煩惱的見煩惱。我見，查到我見，
什麼叫「我」？我見、邊見、見取見、戒取見、邪見，我見兩個字
，一秒鐘說完了，我就問問大家什麼叫我？釋迦牟尼佛心目中的我
是什麼概念？您心目中這個我是什麼概念？這胡小林要求並不過分
，什麼是我？你翻開丁福保的字典，「主宰也」。兩個概念，第一
自在，第二裁斷。自在，自在他有解釋，「如國王也」，像國王一
樣，沒人管他，他想怎麼著怎麼著。這是我的百分之五十。宰呢？
輔宰，宰相，皇帝下面的總理，宰相。幹嘛？能做裁斷，能主事、
能辦事，咱們今天講話，有執行力，心想事成，能夠掌控局面，能
夠想把這事辦成，它就能成，這是佛菩薩說的我。諸位同學，我見
，您先別又過去，到邊見了，您先別弄那個，您先把我見這兩個字
弄清楚，什麼叫我見？我是這概念，自在、裁斷。那好了，有我嗎
？你才能反過頭來看，胡小林這一米八六是我嗎？我自在嗎？我不
自在。我餓了想吃，想上廁所，自在嗎？我不想去，我想跟大家在
一起講經，對不起，餓了，六點鐘開飯，不自在。有我嗎？沒有我
，起碼沒有佛說的我。做主，像宰相一樣，咱們香港的曾蔭權，港



特首，做主，他那字一簽章一蓋，事就辦了，咱能辦得了嗎？年年
十八，你做得了這主嗎？你辦得了這事嗎？八苦，生、老、病、死
、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熾盛。哪一個您能做得了主？這
是佛當中說的「我」的概念。咱們說把這我的概念查清楚，明白佛
菩薩說的我是什麼意思，這對咱們學佛的人，這點東西要求過分嗎
？一點都不過分。
　　我們在學習過程當中，把佛在經教當中說的這個我查清楚，我
們在生活當中，我們看誰有我？成住壞空、生住異滅，誰有我？沒
有常樂我淨。這個時候，你再體會涅槃那種常樂我淨，常寂光土說
的常樂我淨那個我，你才明白，那不是說常樂我淨的我有個胡小林
，一米八六在常寂光土待著，不是那意思。第一自在，沒人管著。
你沒人管著行嗎？今天一上車，人家說繫安全帶。香港這右道，您
不能走左道。自在不了，沒有我。反過頭來，你就會羨慕這個我，
要真有這麼一個世界，能有我存在？老和尚說了，我是性德，真有
；你迷了，你沒有。
　　各位同學，當這個時候，你把我搞清楚的時候，真有一個世界
有我，我這兩層意思你都能得到，它的真實利益都能受用，你說誰
不願意獲得這種我？誰不願意去這麼一個有我的地方？這時候你念
佛叫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然於心。我才知道我這一聲佛號幹嘛
？我要找「我」，我要實現「我」。能行嗎？四字佛號，阿彌陀佛
。四個字，四字洪名，阿彌陀佛接您去了，還怎麼著？您要說四十
個字您背不下來，四個字過分嗎？《易經》說大道，「為道日損，
為學日益」，你看它就簡單到這種程度。一個「我」字你弄明白了
，那個世界有常樂我淨，常、樂、淨，您先甭說，您就把這個我搞
明白了，我就問你願不願意去？你說咱們今天晚上吃飯，咱甭說魚
翅鮑魚，咱不說那個，咱先說有白米飯、有西蘭花你吃不吃？那行



，咱就得吃了。我再跟你說，今天還有紅酒，今天還有樂隊伴奏，
好上加好，錦上添花。我就通過這一個「我」，我胡小林真的覺得
非得去西方不行！
　　所以，我跟大家今兒在這匯報，說《修華嚴奧旨》這麼深奧的
東西，我很多朋友跟我說，跟現實生活結合不起來，沒什麼用，那
東西太理論、太哲學、太抽象了，我們現在就得《弟子規》。是，
總在遇緣不同，如果說我們今天沒有這種智力、我們沒有受過良好
的文理訓練、我們沒有弘法的任務、我們不需要道理明白，我們走
淨門、我們走行門，我們不走解門，可以。但是如果按照印光老和
尚說的，你信佛，你通文理，你還有恭敬心，你為什麼不深入經藏
？為什麼不看破？你一個人看破，帶動一家人，帶動一個單位的人
，帶動一個階層的人，鄰居、親戚、鄉黨沒有不受益的。所以，我
們今天不深入經藏、不拿出時間，心浮氣躁，不坐下來把問題整清
楚，說實話，你沒有慈悲心。你明明能看懂，你明明有工具書，你
明明有老和尚講義，你明明有《華嚴奧旨》這本書，你明明有時間
，你在那扯閒天。十個電話，十個電話都是廢的，見十個人，十個
人都是不應該見的。咱說絕對了。你就是不拿出時間來看這個，最
後世界動亂、世界末日，說佛法衰了，真沒辦法。我們學佛人容易
這樣，批評，末法時期，真是的，你在幹什麼？你又為末法時期做
些什麼？你把慈弄清楚了嗎？你把悲弄清楚了嗎？還有一個功德，
什麼叫功、什麼叫德（我明天給大家匯報），弄明白了嗎？成天就
說隨喜您的功德，你知道什麼叫功、什麼叫德？你不知道什麼叫功
德，你怎麼幫助自己修功德？你怎麼鼓勵別人修功德？別人不修功
德，你自己沒功德，這個世界不是末日是什麼？
　　《華嚴奧旨》不是發露懺悔嗎？不是幫助我們覺悟嗎？賢首國
師今天寫這篇文章我們看了，我們有什麼說的？除了慚愧，您就流



眼淚吧。太慚愧了，這麼好的東西今天到我們手上，能讀懂百分之
一的人不多。最後我們就罵社會，政府不喜歡佛法、國家不支持佛
法、眾生不信佛法，眾生沒福，佛法這麼好的東西不學。你有福嗎
？您學了嗎？你不學，你不學為人師，行為世範，別人能學好嗎？
就看你們這些學佛的還鬧是非，婆媳還不和，什麼都不明白，這麼
莊嚴的東西、這麼完備的東西，到了我們這些學生手上變成這個樣
子，不該發露嗎？不該懺悔嗎？我們每天面對佛菩薩，我們於良心
何忍？我們希望他加持我們，希望他對我們有所幫助，能改變我們
的生活，能改變我們的世界。我們都有第二代，我們都有第三代，
胡小林五十五了，不可能再活五十五，孩子呢？我們為孩子做些什
麼？孩子要生活在這世界上，等他五十五的時候，這個世界是什麼
樣子？「凡是人，皆須愛」，你的兒子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
　　師父跟我講，六十年前去台灣，那個時候台灣在他看來已經很
好了。賢首國師一千四百年前正教陵夷、得失齊舉、濫挹淳流，就
那樣了，一千四百年前賢首國師就不滿意，一千四百年後的今天，
你說為什麼我們這叫娑婆世界，大家查過字典嗎？叫堪忍，你能夠
忍受。這種不堪忍受的東西你就能堪忍下來，一點厭離心都沒有，
還鬧是非、還鬧人我。放著這麼好的東西能讓你找到常樂我淨你不
找，不找就罷，你把這四個概念弄清楚，說你第二義、說你著相。
學習經教，你不能著文字相、不能著言說相，那是對你說的嗎？今
天我們是著相著得太多了還是不著文字相，不把問題搞清楚，我們
到底是在哪一邊，濫挹淳流、誤導眾生。
　　所以我在這大聲疾呼，所有四眾弟子坐下來，用什麼學佛？不
用腦袋學佛，用屁股學佛，你坐住。守住丁福保先生的字典，八個
小時、五個小時，有時間就要看。我那個包上全都是那些字典，記
的那些便條，這個概念沒背下來我就要背。我五十五歲，記性不好



，一直到背下來，大概說個齊。你看今天這本，我給老和尚看了，
全是概念，翻到這不明白，就翻到前面，而且每一個概念後面都標
上。「一三八０上」，什麼意思？丁福保先生字典一三八０頁上面
這一欄。就這樣都不行，你不這樣是肯定不行。
　　我們要提倡一種學習風氣，我們放不下就是因為看不破。現在
近兩百年來科技強調分析、強調證據，人的根器弱了，人要講個理
了、人要掰扯了、人要分析了、人要說明白了。為什麼釋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不打佛七，他就是為我們留四十九年的經教。你們不是要
講理嗎？對不起，末法時期一萬年，你們不是要掰扯嗎？我給你們
留下掰扯的資料，你們誰能掰扯過這個？已慈悲到了極處。正法、
像法，人家不用這個，正法戒律成就，只要持戒，殺盜淫妄沒有，
您就走了；像法時期是禪定成就，一人修就行了，他就坐得住，他
能參得透。你今天怎麼辦？今天就得靠這四十九年的三藏十二部。
所以我們必須回過頭來反觀釋迦牟尼佛佛祖，為什麼留下這麼多的
經卷給我們。我跟你講，他絕對不會幹一件事對我們沒有利益、吊
我們胃口，都是你有這個病，他才給你講這個東西，都是要幫助你
他才做這件事情。今天好了，藥在這兒，就在抽屜裡，您不吃，大
夫就在旁邊您不看，最後你就罵這藥不靈，就說這大夫不高明，能
埋怨誰？所以我在這呼籲大家打起精神，我們真是如獲至寶，就在
我們的桌子上、在我們的手邊，及手可得。用我們的時間、我們的
智慧、我們的第六種心，第六種心叫做，你看我又忘了，我還得翻
開給大家說說，第六種心叫做「積聚精要心」，把我們般若智慧積
聚起來，幹什麼？看破。看破你才能放下，放下你才能找到常樂我
淨，放下你才能得自在，你放不下是因為你看不破。
　　今天剛來到香港，老和尚讓我講學習《華嚴奧旨》的體會。我
覺得這三個月，一百天，對我的幫助很大。二００八年七月份，我



在實際禪寺講的是落實《弟子規》。可以說那時候不懂經藏，根本
就別談了，《華嚴》也不明白，三年大概，一直在放下，落實《弟
子規》。我知道這東西是好東西，我知道它背後一定有很深的道理
，但是我當時顧不上看這些東西，一身的病。您的腿折了您不縫針
、不把這骨頭接上，腦袋破了您不得給包紮上嗎？一身瓦裂。現在
這瓦裂，這三年放下，通過《弟子規》修復，把這個摔破的瓦缸用
鋦子給鋦起來，現在像個罐了。還有裂紋怎麼辦？現在就得看破，
就得往這缸子裡面存水。所以不知不覺當中我們先放下，落實《弟
子規》。跟大家說，真是一不是二。你讓我三年前沒學《弟子規》
，不把那自私自利習氣給它減一減，您讓我今天看《華嚴奧旨》，
我跟你講，第一我也沒那興趣，第二我也看不明白，第三我也不可
能有法喜。所以得益於老人家對我的指導，三年前他不讓我看這個
，你先落實《弟子規》，儒釋道三個根，你先弄個三年。《無量壽
經》你讀一千遍，生活當中落實《弟子規》，你先甭琢磨這個。三
年之後，你說「幽須鬼神證明」，不知不覺就看上這個。為什麼？
福報現前了，知道這東西好，自覺了。一天十二個小時，早晨八點
鐘到辦公室，一直到晚上八點，每天就盼著趕快跟字典在一起，就
盼著看《華嚴奧旨》，就盼著看老和尚這個講義。能跟它在一起，
覺得特別有安全感，覺得很溫暖，覺得很有指望，覺得很有信心。
　　「能親仁，無限好，德日進，過日少」。仁在哪？老和尚說壞
人也是仁。是，您不能跟壞人，那是老和尚的境界，「三人行必有
我師」，壞人也是教育你的，您先別玩這個，您先跟經教在一起、
跟賢首國師在一起、跟丁福保老先生在一起、跟淨空老和尚在一起
。跟他們在一起這叫什麼？《無量壽經》上說，「不欣世語，樂在
正論」。我們說的話都是世語，東家長西家短，囉囉嗦嗦，跟著扯
淡。這是什麼？正論。什麼叫正？給你能帶來義和利。義，道理你



明白了。義什麼意思？道理、意味、味道，利是利益；換句話說，
道是通利的。你看，我們不查這個義字、不查這個利字，根本就不
知道佛菩薩說的這個義是什麼意思。義，道理，意味也；道，謂之
能通，通哪兒？通利，你學了這個道，一定能給你帶來利益。你把
這個義字查清楚了，您不應該明白道理嗎？佛菩薩會騙人嗎？今天
我沒有利益、我得不到真實的利益，埋怨誰？道理你不明白，沒通
。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一輩子，人到中年，我看現場的很多朋友
，真的得把衣服袖子挽起來，得幹點什麼，得學點什麼，否則，我
們跟佛菩薩只能擦肩而過，這就太可惜、太可惜了！我們如果不認
識淨空老和尚，我們不認識淨土宗。你說賢首國師這篇書，入了藏
了，《龍藏》裡有。《龍藏》四萬多卷，誰幫咱挑出來？諸位，您
先別說三藏十二部我看懂看不懂，您說要不是他老人家這種能力、
這種水準，挑出這麼薄薄的一本，就把《華嚴經》四無礙法界，事
無礙、理無礙、理事無礙、事事無礙，透透徹徹、明明白白，老人
家加上兩次的講，光盤是免費的、書是免費的。你說這時候咱再給
老和尚磕個頭，祝他老人家萬壽無疆、長久住世，這是真的，真的
這個頭磕下去你覺得不容易，能碰到他。師父給了我一套《大藏經
》，我看了看目錄，眼花繚亂，光華嚴宗這一欄有多少資料。老和
尚是高屋建瓴，就能把這東西挑出來，從裡到外、從頭到尾給你講
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讀了，每天讀一遍，三十分鐘，清清楚
楚、明明白白。所以我們一定要珍惜我們的機會。我們自敗家門，
佛門當中的衰敗敗在我們，我們沒出息，我們不精進，我們不想出
離六道，我們不想尋找幸福，我們也不想救這個世界；否則的話你
不會這樣做，你不會這麼懈怠。
　　我一個買賣人，賣爐子的，可能是福報大點，一天能讀十二個



小時經，兩小時總有吧，一天查五個字不多吧。你要真想學，我就
不信你看不了這個，三寶會加持。您只要抱著大悲救物這種心情，
四弘誓願這種弘志，沒有讀不懂的。我跟老和尚一樣，師父說，你
要看不懂，他那時候，老人家的體會，在佛菩薩面前拜三百拜，回
來再接著看。我的體會我也不拜，看不懂我就硬看，就一遍一遍我
就讀這字典，突然一下就明白了，明白還不是字典上的意思。師父
說，這就是偶然透出點三昧。丁福保的字典你看完了，所有的字我
都查出來了，什麼之乎者也我都弄明白了，我也翻譯成普通話了，
我還是不明白他的意思。好像懂一點，好像還是看見糖了，糖裡邊
什麼滋味隔著糖紙。我就定在那看丁福保先生這個，慢慢看，千萬
不要心浮氣躁。坐下來，認認真真的看，不要著急、不要沮喪，用
清淨心去看，突然有一下豁然開朗，說的是這個意思。見思煩惱、
塵沙煩惱、無明煩惱跟二障什麼關係？三種煩惱跟二障什麼關係？
馬上就明白了。明白以後那種喜悅，我跟你講，真是說不出來，覺
得吃飯，你幹什麼都不如看這個字典痛快。我終於搞明白了、終於
清楚了，那種喜悅，那是一即一切，對佛菩薩那種尊重，那種高興
，那種再願意學習、那種我終於明白了、懂它什麼意思了那種成就
感，我是這三個月一百天來一直沉浸在其中。
　　我來到香港，一是看看老和尚，第二個跟大家匯報這一段修學
的體會，希望能夠供養大家，可能對大家有一些幫助。說得不對的
地方，至誠恭請大家能夠批評指正我。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