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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好，阿彌陀佛！請放掌。昨天我們跟大家學習到四念
處的「觀心無常」。昨天下午我有抄一段《金剛經講義》江味農老
居士他的註解，註解《金剛經》三心不可得跟四念處「觀心無常」
是密切相關。這個心，可以說整個佛法都在講這個心，一部《大藏
經》無非講一個心。這個心，我們一般人大家都知道，講到心沒有
一個人不知道，中國人、外國人都知道我們心理，像外國人講的心
理學。但是真正認識這個心的人就不多，很少。但是大家在這個概
念當中都知道，我有一個心。
　　昨天也大概跟大家提到《三時繫念》中峰國師也簡單扼要給我
們列出了三種，「所謂心者，心有多種，曰肉團心，曰緣慮心，曰
靈知心」，他大概給我們舉出這三種。第一個肉團心，我們世間一
般沒有學佛的人他不知道，總認為我們身體裡面，父母所生的身體
，身體裡面這個心臟，大概他只認為這個是心。學佛的人知道這個
肉團心，這個心臟並不是佛經上講的心，這個心也不是我們現在能
夠思惟想像的心。昨天也跟大家分析過，現在醫學發達，人的心臟
可以移植，世界上有很多心臟移植成功的例子。在現在甲的心臟它
可以移植到乙的心臟，現在連肝臟、腎臟都有移植。我知道，我認
識的同修當中，就有人到大陸來移植腎臟，一個是移植肝臟，澳洲
淨宗學會副會長的先生，得了肝癌，到廣州去移植肝臟。
　　移植之後，他換別人的心，換別人的肝，他的思想有沒有改變
？沒有，他還是他本人。從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很明確的知道，
我們整個身體的器官並不是佛經上講的心，包括我們現在講的緣慮
心，你能夠思惟想像的、能夠分別順逆善惡境界的這個心，都不是



這個身體器官裡面的。如果是身體器官裡面的，心臟移植當然你的
思想就跑到那個人的身上去了，才能說這個是我們的心，事實上不
是這樣。這個問題就大了，有的人從頭猜到腳，都不是。
　　第二個緣慮心。緣慮心，我們知道，我們現在可以思惟、可以
想像、可以分別，可以想過去、想現在、想未來，這個心叫緣慮心
。這個心一提，我們大家可以體會，我們現在就是用這個心。講到
靈知心，我們就不太懂了。靈知心它是常住真心，它沒有生滅，歷
三際以靡遷，沒有過去、現在、未來，這個我們就不好懂了。現在
給我們講有過去、有現在、有未來，我們可以理解。有昨天，昨天
過去了，今天是現在，明天是未來，在我們現在的常識裡面，我們
可以理解的；講到這個靈知心就不好懂了。所以一部《大藏經》，
整個大乘佛法，都是講這個靈知心。
　　我們要知道，大乘佛法跟小乘佛法它的一個區別，大乘佛法它
講的就是常住真心，小乘證得阿羅漢、證得辟支佛，他還是沒有離
開意識心，沒有離心意識。當然沒有離心意識，最多只能修到小乘
的阿羅漢、辟支佛。我們要知道，阿羅漢也有大乘、小乘，像我們
讀《彌陀經》，講「大阿羅漢」，那就揀別他不是小乘的阿羅漢。
阿羅漢是印度話，翻成中文是無學，有無的無，學習的學，無學就
是畢業了，他功課畢業，不用再學了，意思是這樣。所以小乘他還
是在心意識，心意識就是說我們一般的緣慮心可以達到，我們現在
用的意識心你可以想像，可以達到。大乘他是見到真心，真心就是
我們現在意識這個妄心，你想像思惟不到的。我們這個思惟、想像
、言語、文字總是有一個限度，超越那個範圍你就不能理解。所以
大乘要離心意識，不管是宗門教下哪一個法門，只要是大乘法門，
都離不開這個原則，要離心意識去參，研教研到最後還是要離心意
識，你才能見到我們自己本來的面目，常住真心。這是說大乘佛法



都不例外的。
　　現在有很多佛教，像泰國、斯里蘭卡，小乘佛教國家，他們不
承認大乘佛法，他們說大乘非佛說，大乘法不是佛說的，是後來有
人編造的。他這個看法是怎麼來的？我們一定要明瞭，他一開始的
時候，他用什麼心態去看這樁事情。一般人就是用他常識可以理解
的，還有現在學術界它的考據，找歷史資料來考據，現在全世界的
佛教大學都離不開這個考據。考據，我們人間有歷史可以查的這些
資料他相信，我們人間找不到的他就不相信，他覺得是人家編的，
不是佛講的。所以他們只承認原始的小乘佛教，因為小乘法它不離
心意識，我們心意識這個妄心可以理解的，大乘佛法他就不能理解
。
　　譬如《華嚴經》，《華嚴經》自古以來就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
法，他說這是佛滅度之後六百年，龍樹菩薩到龍宮見大龍菩薩，大
龍菩薩再把這部《華嚴經》讓他帶到人間來，現在有人去考據，他
就不相信，什麼龍宮，他沒看到。像《地藏經》也不在人間講的，
在忉利天宮講的，他也不相信。《佛說十善業道經》在龍宮講的，
他也不相信，龍宮也沒看到，現在潛水艇潛下去，也沒看到有個龍
王在那裡，他就不相信。這個問題出在哪裡？因為他用意識心，他
不能看到事實真相，他只能看到我們眼前一個有限度的範圍。
　　所以，那天九華山上禪堂主持果卓法師來，他跟一個在九華山
佛學院教英文的費老師，我們認識十幾年了，談到這個問題，他們
佛學院都離不開這個範圍。費老師他就提到說，歷史上學術上的考
據，考察發現了這麼一個問題，說人家去編的。果卓法師當時他就
問我，他說法師你對這樁事情的看法怎麼樣？我就跟他講，我說這
個事情有兩個方向，一個是一般世間學者，他用學術性的角度找這
些資料，他重視考據。考據離不開我們現前的意識心，他有找到這



個資料，又加上每個人的看法不一樣，這個考據下來爭議性就很多
了。
　　所以，我前年到日本京都，然後也跟日本這幾個寺院，老和尚
過去也跟他們交流，後續我去也跟他們有往來。日本現在很多佛教
大學都是淨土宗辦的，像西山淨土宗。淨土宗，他們都有自己寺廟
辦的佛教大學。有一個台灣的出家眾去念那邊的佛教大學，那天來
找我，我說你在這邊念佛教大學，你念得怎麼樣？收穫怎麼樣？他
說聽一聽還是老法師講得比較好，他說在佛教大學有一些教授在考
據，考據到最後，對到底有沒有釋迦牟尼佛這個人都產生懷疑。我
說這樣你還念嗎？佛，都不知道這個人有沒有，還是人家編的，我
說你這樣還要念嗎？他說他不想念，他要到大陸來，找個寺院去學
經。我說你趕快去，你早一天去好，你在這邊是浪費時間。你到那
邊念佛教大學念下來，不相信有釋迦牟尼佛，你說這個也是很好笑
的一樁事情。
　　所以，我就跟果卓法師講，我說一般有的人他是重考據，考據
爭議就很多了，你的看法，我的看法，他的看法，都不一樣，各人
有各人的看法。我說古來祖師大德，他們不重視這個，他們重視這
個經的真實性。真實性我們怎麼去證實？第一個，你要明白他講的
理論，他這個理論講得通講不通，要講理，理論，這個道理如果講
得通，我們就可以接受。這個道理當中它一定有方法，我們根據這
個理論，根據這個方法，去證實，去修證。根據這個理論、方法去
修，證實是不是這樣；如果是這樣就沒錯了，那還有什麼好爭的，
大家想對不對？大家還爭什麼？我說，你根據這個理論，講得通講
不通，如果這個理論可以成立，然後用這個方法去修、去證實，答
案不就出來了嗎？我說古來祖師大德都是根據這樣的。如果這個理
論講不通，你說是什麼佛講的也不行，不要說人，什麼佛講的也不



行，因為理論講不通。所以，佛告訴我們四依法：依法不依人，依
義不依語，依了義不依不了義，依智不依識。這個觀念我們也必須
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以後你聽到有一些不同的言論，你自己心裡
就有個底，不至於隨他們轉。
　　所以，大乘它是講常住真心，我們現在用緣慮心、意識心，我
們思惟想像達不到的，這一點我們先要認識清楚。我們現在修，就
是說怎樣見到我們自己本來的面目，這個就是我們當前的一個課題
。古來祖師大德，從歷朝歷代，他們修行都證實了，都有結果，所
以都有著作出來，這一點是最真實的。那些學者考據了半天，他還
在摸索，他還有得考據。
　　我們現在回到觀心無常，一部《大藏經》就是講一個心，這個
心你真的搞懂了，禪宗講的「識得一，萬事畢」，你真正認識這個
心，什麼事情都解決了，萬事畢，就是什麼事情都解決了。現在，
這個緣慮心我們都知道，「今經云」就是《金剛經》，「過去心不
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我們來看江味農老居士的
《講義》，「過去、現在、未來，名為三際」。我們天天念《三時
繫念》，「歷三際以靡遷」，有沒有？有。三際就是過去、現在、
未來。這個際是什麼？界限的意思。界限，就是下面這個解釋。「
過去非現在非未來」，過去就是過去了，也不是現在，也不是未來
，它當中就有個界限；「現在非過去非未來」，現在也不是過去，
也不是未來；「未來非現在非過去」，未來還沒有到，也不是現在
，也不是過去，「各有邊際，故曰三際」。這樣大家應該懂了。所
以我們念《三時繫念》那一句，「歷三際以靡遷」，你要懂這個道
理，你才能隨文作觀。
　　過去、現在、未來就是講的時間，時間有過去、有現在、有未
來。比較長的階段，我們這一生出生之前，過去生；現在從生一直



到死，這個階段叫現在生；死了以後再接著下個階段，叫未來世（
未來生），這是講階段比較長的。我們把它縮短，去年就是過去，
今年是現在，明年是未來，對不對？上個月是過去，這個月是現在
，下個月是未來。再縮短一點，昨天過去了，今天是現在，明天是
未來；再縮短，前面一個小時過去了，現在這個小時是現在，下面
一個小時是未來。再縮短，前面一分鐘過去了，現在這一分鐘是現
在，下面一分鐘是未來；再縮短，前一秒是過去，現在這一秒是現
在，下面那一秒是未來。我們算秒就很快，這個錶過去現在未來、
過去現在未來，就一直過去了。你用運動員在賽跑計時的那個馬錶
，那更快了，一秒鐘就跳跳跳。但是，實際上比這個更快，剎那！
這是時間，我們現在的概念，我們現在的觀念當中有三際，三際它
有界限。
　　「心念既有三際，故謂之遷流」。遷流，我們這個心的念頭，
前面的一個念頭，現在的一個念頭，下面的一個念頭，我們的念頭
也是過去現在未來、過去現在未來，是不是這樣？因為生滅。前面
那個念頭已經滅了，現在這個念頭起來現在生，未來那個念頭還沒
有起來。所以我們現在這個心念，也是一樣有三際，我們的念頭也
是過去現在未來、過去現在未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這樣？你再仔
細一觀察，故謂之遷流。「遷流者」，什麼叫遷流？「言其心如水
之前浪後浪，相推而前」。遷流就像流水，我們大家看到海水、江
水、河水，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大家去看看長江，
長江後浪推前浪，江水、河水都是這樣，後浪推前浪。我們這個心
就像流水一樣，一直遷流不息。
　　「此即色受想行識之行」。我們每天做繫念之前都有念《心經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
苦厄」，五蘊就是色受想行識，色是物質，受想行識是精神，心理



。受是感受，想是想像，這個行就是遷流的意思。「行者，行動，
遷流之意也」，它不停的，叫行。好像那個水一直流，它沒有停下
來，所以叫行。「蓋因其心念，剎那不停，故曰遷流。因其遷流，
故有過去、現在、未來」。遷流，就是過去、現在、未來像流水一
樣，它沒有停下來。
　　下面，我們看字幕，「然而過去則已去，現在又不住，未來尚
未來」。然而過去就是說過去已經過去，說現在現在馬上就不在，
我們用分秒就可以感受得出來，你講現在，這一秒馬上就過去了，
可見得還有比這個更快的。你說現在，現在又不住，現在不是停在
那個地方，不住就是不是停的，它還是繼續在動，繼續在走，在行
。所以，你說現在，現在也不存在。所以你仔細去體會過去、現在
、未來，現在又不住，未來尚未來，未來還沒到。大家有沒有體會
到一點什麼叫三心不可得？體會到的舉手，請說，不要客氣。不可
得是什麼意思，不可得就是說你得不到它，你控制不了，你也沒有
辦法去佔有。你沒有辦法佔有，你沒有辦法控制，這個叫不可得，
這樣大家懂嗎？
　　但是現在我們的念頭是怎麼樣？看到眼前一切，我們喜歡的，
你總是想去擁有它，去佔有它，佔有之後，進一步控制它，就是這
樣。你不喜歡的，就排斥它，遠離它。所以，你喜歡的，想去佔有
、控制，就起貪心，貪；你不喜歡的，你就排斥、遠離，就起瞋恚
心，瞋恚。貪瞋痴，有了貪瞋，這個心就沒智慧，愚痴。貪瞋痴慢
這些煩惱都起來，這個煩惱起因就是執著。
　　我們是根據蕅益大師這個開示，所以我們來探討四念處。「四
念處慧，佛法總關。無念處慧，著袈裟如木頭幡，禮拜如碓上下。
六度萬行，皆同外道苦行，無與真修。若依念處行道，則持戒功德
，現能獲四沙門果，乃至圓十地，剋獲無難。」蕅益大師這一篇開



示，大家要常常看看，我們再來學戒律，你就知道戒律是建立在四
念處慧的基礎上，不然你光念那個戒律的條文，跟十善業、跟世間
善法就沒有兩樣。如果你不懂這個念處慧，你持什麼戒都變成世間
善法，不能得定，不能開智慧，不能幫助你了脫生死，這是戒跟善
它的一個分水嶺，區分的一個地方。不然你說十善業也有不殺生、
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五戒也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
妄語，為什麼一個叫戒、一個叫善？沙彌戒也是不殺生、不偷盜、
不淫、不妄，條文看起來是一樣，但是為什麼一個叫戒、一個叫善
？關鍵就在這裡，離不開三皈依、四念處，這個叫出世佛法。
　　我們不知道現前這一切我們是得不到的，在得不到的幻相當中
，我們問題出在哪裡？起了執著。執著就生煩惱，貪瞋痴就來了，
六大煩惱常相隨。我們一起了執著，這些煩惱就出來了，貪、瞋、
痴、慢、疑、惡見，六大煩惱就常相隨，還有包括嫉妒，見不得人
好，這是嫉妒。嫉妒是貪跟瞋的成分都有，為什麼會這樣？產生於
執著。為什麼會執著？你不了解這個事實真相，把這個幻相當真，
你想要去控制它、佔有它，去得到它，問題就出在這裡。如果你認
識這個真相，還會執著嗎？不會了，你當然不會。
　　現在我們怎麼修？愈修就愈執著，大家想是不是這樣？我舉一
個例子，比如說，我們出家人，我有道場，道場總是想要擁有它、
控制它，想要得到它，就是放不下，執著，放不下。明白這個道理
，他就不執著。不執著是不是事情都不做？不是，他事情跟你一樣
做，表面上看他也是在控制，但心裡上他根本就不執著，他知道這
個是不可得。不可得，他現在做的跟大家又一樣，這叫和光同塵。
跟大家做的一樣，但是內心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樣。不執著的人，他
得解脫自在。執著就煩惱了，煩惱業障，你一執著，你就是放不下
。



　　所以菩薩六度，第一個教我們先修布施。布施就是要放下，修
放下。你從修布施開始，先施身外的，然後施內心這些分別執著。
你分別執著放下，就叫布施掉；布施掉，你就輕鬆了。現在我們就
是布施不掉，壓力很大，煩惱很多。你布施不掉，煩惱業障會一大
堆；如果你能放下，解脫，自在。同樣生活在一起，同樣坐在一起
，兩個人的心情完全不一樣。「三獸同河，渡分深淺」，河水是一
樣的深度，三隻不同的野獸渡過去，每個的感覺不一樣。長腳鹿過
去，這個水那麼淺，兔子跟烏龜，這麼深，水是一樣的深度，叫三
獸同河，渡分深淺。有人中秋節的時候，你去看人家在賞月，有人
吟詩作對，賞月，他很開心；有的人抬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在
那邊很傷心，看的月亮是一樣，每個人心情都不一樣。再看到，我
們現在大家坐在一起，我們心情一樣嗎？你的心情跟我的心情不一
樣，對不對？現在你在想什麼，我不知道，但是你可以自己觀察自
己。
　　我們剛才講到這個行，行動，遷流的意思。「因其遷流，故有
過去、現在、未來。然而過去則已去，現在又不住，未來尚未來，
故皆不可得」。這一段話如果你真明白了，你就開悟了，你還會執
著嗎？你觀察眼前這一切都一直消失掉，你都抓不住它。所以，《
金剛經》任何一句話，包括所有大乘經典任何一句話，一四句偈，
你真搞懂了，你就成佛了。你真會了，真的不用多。為什麼講那麼
多？眾生執著太多了，佛才要講那麼多。你真懂了，就像禪宗講的
舌頭掛牆壁，掛在牆壁上不用講了，就是煩惱妄想一大堆，佛才要
講那麼多，講了三藏十二部，講那麼多，就是對治我們眾生問題的
。我們學佛如果你能抓住一個綱領修，修得力了，那就成功了。所
以自己修學，用得上，不需要多。但是你要幫助別人，那就要法門
無量誓願學，因為眾生每個人的根器不一樣，不是那麼好度的，所



以要講很多，無量法門都要學。對自己的修學，你有一句、二句真
懂了，就成佛了。像三心不可得你真懂了，你就開悟了，明心見性
，見性就叫成佛。
　　我們接著再看下面的註解，「克實言之，只有過去、未來，並
無現在」。江味農老居士給我們講，克實言之就是跟你講真話，只
有過去、未來，並無現在。「蓋剎那剎那而過去矣」，你講現在，
現在就不在了，你這句話講出來，現在已經不在了，一直跑、一直
跑沒有停下來的。所以克實言之，跟你講真的，只有過去、未來。
過去已經過去，現在又沒有了，未來也還沒到，過去、現在、未來
這個三際不可得，沒有。不可得就是沒有，空，沒有，你抓不住的
。所以，「哪有可得」，哪裡有你可以得到的？你得到了什麼？
　　下面講，「不可得者，明其當下即空也」。不可得就是給我們
說明當下即空，就是我們現前、眼前，你眼前這一切就是空的，不
是真的，是一個幻相，不是真的，所以叫空。這個空不是說什麼都
沒有，空空的，不是那個意思，你現在看到所有一切萬物萬事萬法
這些現象，它當體就是空的。就像我們看鏡子裡面，你拿一面鏡子
去照，照外面的境界相，鏡子裡面有，有外面這個相。有這個相，
但是它的體，你得不到，但是有那個相。所以，當體即空，當下那
個體是空的，它只是一個相，相是有，體是空的。所以，《心經》
講，《心經》大家每天都在念，應該都知道，「色即是空，空即是
色」。念了半天我們有開悟嗎？天天在做三時繫念，天天念。就是
這個意思。
　　我們空了沒有？沒空。為什麼我知道沒空？如果你還會生煩惱
就表示我們還沒空，雖然天天在念《心經》，空、空，空了半天還
是不空，為什麼？你還執著有。如果你不執著，你就不生煩惱了。
如果人家罵你一句，你生氣不生氣？可以試看看。你為什麼會生氣



？你執著那是真的。如果罵過去，他已經不可得，當在罵的時候都
不可得，你還會生氣嗎？不會。但是我們就是把它當真，所以才會
生氣。所以我們心裡還會有煩惱，就表示，我們嘴巴是念空，但是
實際上，嘴巴是空，心裡不空，就是這樣。所以還是跟一般人一樣
，還是有煩惱。如果你真空了，那保證你每一天從早到晚都跟彌勒
佛一樣笑嘻嘻的，順境、逆境你都很高興，空了，那是假的，這個
事實真相被你看穿了，你還會去認真嗎？還會去執著嗎？不會了，
你就自在了，解脫、自在了，是不是這樣？所以，從這個地方，我
們不用發考試卷給大家，你自己考，考及格了，你就很快樂！明其
當下即空也。
　　「若夫真心，則常住不動，絕非遷流」。我們現在這個感官當
中是三際一直遷流的，這個心叫妄心，生滅心，這個生滅心當中有
一個真的，在這個動當中有一個不動的，你要認識那個不動的。大
乘法教我們什麼？就是教你認識自己心裡有一個不動的，現在我們
把那個不動的忘記了，認識那個假的、動的，我們吃虧就吃虧在這
個地方。真的你不認識，認識那個假的，去執著那個假的，去執著
那個得不到的，可以得到的你不去求，你去求那個得不到的，我們
現在吃虧就吃虧在這個地方。所以，「若夫真心，則常住不動，絕
非遷流」，所謂不生不滅，不來不去，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不一
不異，這個大乘經大家常常念，這個就是說明我們真心的現象。一
部《楞嚴經》講得就更詳細了。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心，你要下一番功夫去認識它，我們修學真
的就進步非常神速。大家不要怕麻煩，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句話，天
下沒有白吃的什麼？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不
管怎麼樣，我們生活在這個世間，你一切的享受，我們都要付出代
價的，是不是這樣？我們看世間人每天辛辛苦苦上班好幾個小時，



他為了賺幾個錢都那麼辛苦，勞碌奔波，為了三餐，就是為了賺幾
個錢，是不是？他要付出多少時間、辛苦在上面。為了賺幾個錢生
活都那麼辛苦了，你現在要了生死、要作佛，坐在那裡舒舒服服的
就作佛了，有這麼便宜的嗎？有沒有？如果有，跟我講，我也要去
。如果有，你趕快告訴我，我跟你去。沒有，哪有那麼便宜的。所
以你要學習，學習當然就比較辛苦，你得要花精神時間去學習。你
學習，你有了成果，你的果報是解脫自在。你現在想要得到解脫自
在，世間人想要賺幾個錢填飽肚子都那麼辛苦了，你現在要作佛、
要了生死，你說我就舒舒服服一點苦都不吃，那怎麼可以？有這樣
的嗎？沒有。有這麼便宜的事情，沒有。如果有，趕快告訴我。
　　所以，蕅益大師也有一段開示，有人說，年紀大的人，叫他念
一句佛號就好，不要聽經；年輕人，經要多學習一點。蕅益大師說
這個講法不對，他說年紀大的，也不能說不聽經教，不明道理；年
輕人，也不能說不念佛，不是這樣，都要，念佛也要，聽教也要。
為什麼？你聽教才能明理，如果你不明理念佛，你功夫不得力。不
相信你試看看，這個我試了幾十年，我有經驗。你念看看，《彌陀
經》講，若一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亂，你去念看看，看你能不能得
一心不亂。經典上講的是不是不對？佛當然講的話不會說不對，完
全正確。那為什麼我們去念個七天，不要說七天，一百個七天，你
都不會一心不亂。問題出在哪裡？問題是我們沒有搞懂，沒有真搞
懂。
　　所以我們看古人，有念一天、三天、五天，一個禮拜是最久的
，根器最差的才需要念一個禮拜，根器好的一天就念到一心不亂。
但是，《彌陀經》講得簡單，我們一般人如果沒有深廣的講解，大
家不能理解，不解這個經義。所以，佛法無人說，雖智莫能解，不
解經義，不解經義他就產生誤會，他以為這樣去念一個禮拜就得一



心不亂。那天有講我們圖書館師兄弟幾個公案，這個是現代的公案
，大家都聽到了，關鍵在哪裡？關鍵在我們沒有真搞懂。你真搞懂
了，真的，一天到七天你就成就了，甚至當下你就成就了。成就是
什麼？你那個觀念、念頭轉過來了。要講到你能轉過來，這個比較
麻煩，因為我們無始劫以來迷得太久、太深了，冰凍三尺，非一日
之寒。所以你必定要花一些時間，所謂一門深入，長時薰修，你才
會達到這個效果。
　　《彌陀經》講得簡單，講若一日到若七日，執持名號，前面一
句是什麼？我們天天做三時繫念，這一句經文應該大家很熟悉，「
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我聞說了，阿彌陀佛聽到了，我現在
在念，執持名號，關鍵在哪裡，大家知道嗎？關鍵在這四個字，很
簡單。這四個字有那麼難嗎？聞說，這個我懂，我也聽說阿彌陀佛
，這個名號我聽到了，我現在在念就是執持。《彌陀經》講得簡單
，你再去看看祖師大德的註解，那就不簡單！怎麼這幾個字講那麼
多幹什麼？講那麼多，我們都還不懂，不講我們就更不懂。
　　聞這個字，說這個字，聞說。聞說是什麼？聽經聞法。佛講經
說法，我們聽經聞法，對不對？講什麼？講阿彌陀佛。什麼叫阿彌
陀佛？《無量壽經》大家讀過吧？四十八願，有沒有？《觀無量壽
佛經》，包括《彌陀經》，還有其他大乘經典講的，那個統統在說
阿彌陀佛，是不是？我們聞，我們去聽聞，聞之後我們真理解了、
真明白了，這個理論懂了。然後方法就是持名，執持名號，這個執
就好像你手拿著東西，執持。執持就是說你不能放，一放就掉了，
這是念佛的方法，執持名號。但是這個聞說是前面的方便，聞說阿
彌陀佛，執持名號，這樣若一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亂。關鍵在聞說
兩個字，你要聽很多，你聽到你真明白了，你真懂了，那才叫聞說
阿彌陀佛，這樣知道嗎？如果你對這個理論、方法、境界，還不清



楚、不明白，不能叫做聞說阿彌陀佛，這個大家一定要明白。才不
至於修了半天，修了沒有結果，疑問就一大堆，懷疑到最後，這個
大概佛講錯了，有些人更離譜，這個大概不是佛講的，他沒有回頭
來檢討自己，到底自己修的對不對。所以蕅益大師講，聽教也不能
沒有，念佛也不能沒有，不是說年紀很大就不需要，還是需要，你
聽多少算多少，你不明理你就沒有辦法下手，不知道怎麼修，所以
這個就要學習。
　　我在澳洲淨宗學院，昆士蘭大學一些學生上去，然後叫我講開
示。我說你們來這裡念大學要念幾年？他說四年，四年才會拿到文
憑。我說你們現在來學院要做什麼？他說要學佛。學佛要做什麼？
要作佛。我說作佛難道連四年都不用嗎？你們四個小時就要解決了
嗎？有那麼簡單的嗎？你想想看，我說你們念個大學，畢業了，發
一張大學的文憑給你，你得到的果報是什麼？也不過是世間的名利
而已，我是某某大學的大學生，然後到社會上去找工作，你某某大
學的，可能工作比較好找，賺的薪水會多一點，就這樣而已，也不
能了生死，你都要花四年，還要考試，每天上課很緊張。我說你現
在要作佛！世間那個帝王、大富大貴都比不上。所以這個心態很重
要，大家一定要知道。不然你出家半天，這麼辛苦，乾脆回家算了
。你要知道，出家不是沒事，不是頭剃了，事情都解決了，有那麼
簡單嗎？那佛還要講經四十九年嗎？拿一把刀子來，大家來剃一剃
，衣服換一換，大家都成佛了，有沒有這個道理？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