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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淨意公遇灶神記》。諸位同修，我們今天利用這個時間來
跟大家報告，我們淨宗學會導師上淨下空老和尚在澳洲淨宗學院所
講的《俞淨意公遇灶神記》，做一個複講，提供給我們同修大家做
一個參考。這篇文章可以說補充《了凡四訓》沒有講到的地方，都
是對於世道人心很有利益的好文章，我們同樣把它看作寶典來受持
。讀過這篇文章之後，更應當深深的反省、檢點，尤其是生活在現
代的社會，必須認真修學，才能趨吉避凶，轉災禍為吉祥。我們看
這個文：
　　【明嘉靖時。江西俞公。諱都。】
　　『諱』就是避諱。
　　【字良臣。多才博學。十八歲為諸生。每試必高等。】
　　這是講俞先生他是明朝嘉靖時候的人，跟袁了凡先生是同一個
時代。嘉靖年間，當時國家做了不少的事情，佛教裡面也有一樁大
事，就是「方冊大藏經」的刊行。從前大藏經都是摺疊的冊子，這
個摺疊本我們現在還有，一般寺院拜懺誦經，我們現在道場裡面，
像誦《無量壽經》、《地藏經》，都還有摺疊的經本。在嘉靖之前
的大藏經，它是摺疊的。用線裝把它裝訂起來，一本書四四方方的
，這就叫做方冊版本。第一部方冊版本是嘉靖年間編印的，這一部
藏經就稱為「嘉靖藏」。「嘉靖」是指年代，憨山大師（德清和尚
）發起主其事，這是我們佛門裡面明末四大師。他發起編輯方冊的
大藏經，編輯的地點在金山，大陸金山這個地方，所以藏經也叫「
金山藏」。經書從摺疊本轉為線裝方冊本，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是佛門裡面的一樁大事。最近出版的「中華大藏經」第二輯，原
本就是「嘉靖藏」，在台灣重新印了一次。這部藏經流傳到現在已
經有五百多年了。這是當時嘉靖年間，在國家跟佛教界都有這樣的
盛事，因此感應道交的人也特別多。
　　這一段講在明朝嘉靖年間，這個時候，江西（江西是大陸江西
省）有一位俞先生，他的名叫做『都』，都市的「都」，『字良臣
』。古人有名有字，一般名是成年之後，父母老師才有稱他的名，
一般都是稱他的字號。他的字叫良臣，善良的良，君臣的臣。『多
才博學』，就是他書念得很好，很有學問。『十八歲為諸生』，「
諸生」就是秀才。『每試必高等』，可見他確實有聰明過人之處。
　　【年及壯。家貧授徒。與同庠生十餘人。結文昌社。惜字放生
。戒淫殺口過。行之有年。前後應試七科。皆不中。生五子。四子
病夭。其第三子。甚聰秀。左足底有雙痣。夫婦寶之。八歲戲於里
中。遂失去。不知所之。生四女。僅存其一。妻以哭兒女故。兩目
皆盲。公潦倒終年。貧窘益甚。自反無大過。慘膺天罰。】
　　這一段說出他壯年時候非常潦倒。年歲大了，家境也不好，靠
著教書為生，當時稱為私塾，當然可以想像學生也不多。在這個時
候，他與同學十餘人，跟他的同學十幾個人，結一個『文昌社』。
『同庠生』就是同一年進學，就是同一年考上秀才的同班同學叫「
同痒生」。「文昌社」，就是結一個社團，像我們現在民間社團，
把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實行《文昌帝君陰騭文》，依照文昌
帝君的教訓來修學。現在我們印的《安士全書》上半部就是《文昌
帝君陰騭文》，周安士居士有註解，內容也相當的豐富。古代讀書
人普遍重視這一篇文章，童子在七、八歲的時候，家長或是老師就
教他背誦。《印光大師文鈔》裡面還交代我們，家裡有子弟到了上
學的年齡，就應當教他背《陰騭文》及《感應篇》，這確實有好處



。這兩篇文章都不長，《文昌帝君陰騭文》只有一千多字，《感應
篇》也是如此，都是簡短的文章。
　　文昌社的同學力行《陰騭文》，遵守文昌帝君的遺訓。《陰騭
文》裡面對於惜字紙、放生、戒淫、戒殺、戒妄語等都說得很詳細
。『行之有年』，他們自從結文昌社以來，在一起修學過了很多年
。但是這位俞先生『前後應試』，就是去考試，考七次，『七科』
就是考七次，經過七次的考試都沒有考中，從秀才考舉人，始終沒
有考上。生了五個兒子，死了四個，其中四個兒子夭折短命，剩下
老三這個兒子，也丟了。老三是最聰明的，八歲那年在外面玩耍失
蹤了，不知道到哪裡去。五個兒子死了四個，失縱一個。生了四個
女兒，死了三個。所以俞公他一共生了九個兒女，就剩下一個女兒
。他的妻子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非常的悲痛，常常哭，兩個眼睛
都哭瞎了。『俞公潦倒終年，貧窘益甚』，俞先生的家境愈來愈困
難。『自反無大過』，自己反省好像沒有做過什麼大的惡事，為什
麼老天爺給他這樣重的懲罰？似乎上天都沒有保佑他。
　　【年四十外。每歲臘月終。自寫黃疏。禱於灶神。求其上達。
如是數年。亦無報應。至四十七歲時。】
　　『年四十外』，就是四十歲以上，四十幾歲。四十歲以後，每
年臘月三十，臘月三十就是我們每年農曆的除夕這一天，是民間風
俗祭拜灶神的時候。這一天灶神爺要上天庭，把每一戶人家的善惡
都要給玉皇上帝報告。所以從前供養灶神的對聯是希望灶神「上天
奏好事，下地保平安」，這是過去供灶神有這麼一副對聯。俞先生
他自己每到這個時候就寫一篇疏文，疏文是用黃色紙寫的，就像我
們現在超度用黃色的紙寫這個疏文一樣，每一年都寫一篇疏文，拜
託灶神爺帶到天帝那裡去。這樣過了好幾年，也沒有感應，一直到
了四十七歲那一年才有了感應。四十七歲這個時候，也是到了除夕



這一天：
　　【除夕。與瞽妻一女夜坐。舉室蕭然。淒涼相弔。】
　　『除夕』就是臘月三十，就是我們一般中國民間的風俗，就是
圍爐。圍爐這一天，跟他眼睛瞎的太太還有一個女兒坐在一起，家
庭很貧窮，這種情景當然非常的淒涼，所以講『淒涼相弔』。在這
個時候：
　　【忽聞叩門聲。公秉燭視之。見一角巾皂服之士。鬚髮半蒼。
長揖就座。口稱張姓。自遠路而歸。聞君家愁嘆。特來相慰。】
　　四十七歲那年臘月三十的晚上，他跟他的妻女枯坐淒涼相弔的
時候，忽然聽到有人敲門。過去沒有電燈，點蠟燭，蠟燭一點，開
門去看看什麼人來了？看到一個人，『角巾皂服』，「角巾」是從
前一般隱士用的，它不是一頂帽子，是一塊方的布，紮在頭頂上，
這叫角巾。大家看過古裝戲，古時候的人頭上用一塊布把頭髮綁起
來，這叫角巾，修道的人往往也是這種打扮。像我們現在到大陸上
，道教的道觀，道士、道姑還有這樣的打扮。「皂服」，「皂」是
黑色的袍子，像我們佛門裡面大家穿著黑色海青，「皂服」就是黑
色的長袍，是這樣的一個打扮。『鬚髮半蒼』，頭髮跟鬍鬚，古人
都有留鬍鬚，鬍鬚跟頭髮大概有一半白了，有一點蒼白，年紀大概
是五、六十歲的樣子。看到這個人，就請他進來坐。一進來，『長
揖就座』，很有禮貌向他一問訊作揖。在我們佛門合掌問訊，在社
會一般的人是抱拳，雙手抱拳，也是跟問訊的動作一樣，一鞠躬，
這叫作揖，就坐下來了。坐下來之後，他自我介紹自己姓張，從『
遠路而歸』，去遠方剛回來，走到你家門口，聽到你家裡有愁嘆的
聲音，特地來慰問。這是說明他的來意。
　　【公心異其人。執禮甚恭。】
　　俞先生見到這個陌生人，心裡也感覺得很奇怪，但是看看他的



儀表談吐，又好像很不平凡，所以對他非常恭敬。在這種潦倒的時
候，世態炎涼，哪裡還有朋友來慰問？尤其是臘月三十晚上，家家
都團圓，誰有空到你家來慰問？在這個時候有一個人來慰問，當然
心裡非常感激，所以對他很恭敬。
　　【因言生平讀書積行。至今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繼。
且以歷焚灶疏。為張誦之。】
　　他就把他的遭遇，種種不如意的事情，說出來了，說出來當然
是滿腹牢騷。自己確實是有才學，就是平生他讀聖賢書，『積行』
，他說也有積極的在行善事，為什麼到現在功名還是不能得到？而
且妻子又不完全，九個兒女，死了七個，一個失蹤，太太眼睛也瞎
了，三餐不濟。每年寫黃疏焚化，託灶神爺向玉皇大帝報告。這是
說出他的遭遇，把遭遇說給這位張先生聽聽。
　　【張曰。予知君家事久矣。】
　　這位張先生就跟他說，我對你家裡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也很
久了，很久以前我就知道，你不必再說了。下面就是這位張先生給
他講的話，說：
　　【君意惡太重。專務虛名。滿紙怨尤。瀆陳上帝。恐受罰不止
此也。】
　　這一段文的意思是《了凡四訓》裡面沒有提到的，所以這篇文
章可以做為《了凡四訓》的補充說明，主要說明意惡，就是我們經
典上常講的貪瞋痴慢，身口意三業意的惡業。這是我們看袁了凡先
生，他是遇到雲谷禪師，遇到雲谷禪師他才知道去改過自新，轉變
命運。俞先生他是遇到灶神給他開示，然後改過自新，也是轉變命
運。張公說俞先生他的『意惡太重』，心裡的惡業，貪瞋痴慢的念
頭，太強烈了，意惡太重，這是把重點指出來。讀書積行『專務虛
名』，「專務虛名」就是說他每一年在灶神面前所焚燒的疏文，都



是一些怨天尤人的詞句，自己沒有一點反省悔改的意思。這是『瀆
陳上帝』，對上帝很不恭敬，恐怕上帝給你的懲罰還不只如此，還
有更重大的災難在後頭，所以說『恐受罰不止此也』。
　　【公大驚曰。】
　　俞先生生平所為沒有別人知道，這個陌生人怎麼會曉得？經他
這麼一說，心裡很驚訝。
　　【聞冥冥之中。纖善必錄。予誓行善事。恪奉規條。久矣。豈
盡屬虛名乎。】
　　俞先生聽了張公所說，並不服氣。他說我聽說冥冥之中都有鬼
神鑒察，很小很小的善鬼神也知道，我這麼多年結文昌社，與同學
們立下誓願，力行善事。文昌社裡面訂的規條，就等於戒律一樣，
大家都要遵守，我也是遵照奉行，沒有違犯，難道這些都是虛名？
　　【張曰。即如君規條中惜字一款。君之生徒與知交輩。多用書
文舊冊。糊窗裹物。甚至以之拭桌。且藉口曰勿污。而旋焚之。君
日日親見。略不戒諭一語。但遇途間字紙。拾歸付火。有何益哉。
】
　　張公就在文昌社的規條裡面舉出幾樁事實來說明。《陰騭文》
很重視惜字紙，這是重視文化，重道，文以載道的示範意義，當然
他們文昌社裡也有這一條。張公就跟他講，既然有這一條，就應當
依教奉行。然而你們還是將一些書冊或寫過的文章，這些都是字紙
，還有舊書，用來糊窗。現代的窗戶都沒有用紙去糊了，大部分都
是用玻璃的。在古代沒有玻璃，都是用紙來糊窗，還得講究花紋與
美觀。年紀輕的人比較不清楚，年紀大一點的人也許都知道，過去
的窗子都是用紙去糊的，像現在日本式的一些門窗還是有用紙。
　　過去那個時代，用字紙糊窗的確很多，在我小時候就常常看到
有人拿報紙去糊在窗戶上，或者拿字紙包東西，這是大不敬。現代



用字紙來糊窗這個事是沒有了，漂亮的壁紙多得是，縱然要去糊窗
，也不會拿那些字紙去糊，糊了不好看，現在是沒有了。但是用字
紙包東西倒還常見。我們明瞭重道尊師之意，自己應當要盡量來避
免。別人要怎麼做，我們實在講也管不了，如果你去勸他，他如果
不了解反而起反感，只有從我們自己本身做起，做個好榜樣。你要
勸人，人家說你迷信，大家都用字紙、報紙包東西，我為什麼不能
用？幾個人懂這個道理？其義甚深。
　　敬惜字紙的意義，要知道過去的字跟紙跟現在不一樣，從前的
書籍是木刻版，把文字一個字一個字刻在一個木板上面，然後刻一
塊一塊的木板，然後拿這塊木板再去印，一張一張這樣印，所以要
印成一本書非常不容易。除了木刻版刻字印書，另外就是用手抄寫
，自己用毛筆去抄一本書，一天能抄幾個字？所以在古代，的的確
確要得到一本書是相當不容易。而且這個成本非常的昂貴，不是富
貴人家，要買一本書、一套書，那是辦不到的。所以在古代，如果
不是真正好的文章，誰願意花那麼多錢，那麼多人力、財力、物力
，去流通那本書？從這裡我們就可以想像得到。因此在過去那個時
代，字紙就應當特別珍惜。不像現在印刷術發達，一天印幾千冊、
幾萬冊，一天都可以印出來。現在雖然印刷術發達，對字紙還是要
愛惜，不能任意蹧蹋。這個是對於文字，文字是古聖先賢他們發明
的，「文以載道」，應當要尊重。
　　古書破了要修補，實在破得不能用了，才恭恭敬敬的把它焚化
。焚化又不能隨便亂丟。那天有一位同修來問我一個問題，他說有
一本經書破了，是他親戚留下來的，而且他的親戚在那本經書寫了
很多字，破舊不堪，不能讀誦，問我怎麼處理？我就根據印光大師
在《文鈔》講的，大師他是教我們要把不能用的佛經、佛像，用一
個乾淨的爐子來給它焚化，焚化以後，灰不能亂丟，要用一個乾淨



的布袋，把這個灰裝起來，然後洗一塊乾淨的石頭，放在帶子裡面
，連這個灰放在袋子裡面，然後把這個布袋的口綁好，拿到大海去
放到海底裡面，這個灰不能亂丟。這是住在沿海，可以把它放到海
底去。如果住在內地，你就要把灰拿到山上，沒有人踩的地方，挖
一個比較深的坑洞埋起來，這樣處理就好。所以不能隨便丟垃圾桶
。
　　另外，現在都市裡面要焚化、要燒這些紙，也不方便，有一個
不得已求其次的做法，就是給印刷廠回收，去做再生紙。像一些報
章雜誌有印佛經、佛像的很多，大家就不曉得怎麼處理，這個可以
給印刷廠回收，可以用的留下來，不能用的就回收，再去做再生紙
，這也是一個做法。
　　經書是屬於法寶之一，不能隨便亂丟，這個都有罪過的。張公
就給他講，你雖然標榜愛惜字紙，你看到朋友或學生用字紙糊窗、
包東西的時候，你從來沒有勸告他們一聲，也沒有一次去阻止他們
，只不過是在路上看到有字紙撿起來，拿回家去燒一燒。這是做表
面工作，這不就是圖務虛名嗎？
　　【社中每月放生。君隨班奔逐。因人成事。倘諸人不舉。君亦
浮沈而已。其實慈悲之念。並未動於中也。】
　　這段講放生，文昌社也有舉辦放生這個活動。修善都是要從心
地裡面發出來，從內心裡面真正發心去做，這才有功德。張公就跟
他講，別人提倡，你就隨著做；人家不做，你也就不做了。你心裡
並沒有真正發慈悲心要去放生，只是看到別人做，跟著人家應付應
付去做一點；別人不做，你也就不做，也就算了，不是出於你真心
。所以跟他講，『慈悲之念並未動於中』，你心中慈悲的念頭並沒
有。
　　【且君家蝦蟹之類。亦登於庖。彼獨非生命耶。】



　　而且你家裡面的魚蝦螃蟹，我們現在講海鮮這一類的，你也天
天在吃，難道那些都不是生命嗎？這是說明他的放生也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愛惜這些生命、這些動物，做表面的。
　　【若口過一節。】
　　這是指口業，就是指妄語、惡口、兩舌、綺語，都犯了。
　　【君語言敏妙。談者常傾倒於君。】
　　俞先生為人能言善道，很會講話，很有口才，自己又有才學，
讀書人他的知識都很豐富，很會講話，會講一些風涼話諷刺人，而
且他用的詞句都非常巧妙，所以大家聽到他講話的時候都被他折服
了。他有口才，沒有道理也能把它說成有理，他有強詞奪理的本事
，這就造口業了。
　　【君彼時出口。心亦自知傷厚。】
　　他雖然說得很痛快，可是他自己還有一點良心，曉得這樣講有
傷厚道，說話太刻薄，好勝心強，不肯輸人。還好有這麼一點良心
，做為今後轉禍為福的機緣，不然灶神爺到他家跟他講，他也聽不
進去。這說明他還有這麼一點善根，是後來他改造命運的一個關鍵
。他自己也知道『傷厚』，有傷厚道，這是他還可以教，可以回頭
。所以在四十七歲這一年，機緣成熟，灶神到他家，把他的迷夢點
醒了，把他過去錯誤的給他指點出來。
　　【但於朋談慣熟中。】
　　就是在熟悉的朋友當中。
　　【隨風訕笑。不能禁止。】
　　因為他很會講話，隨便講。『訕笑』，我們現在講開玩笑，「
訕」，去諷刺人，在講話當中帶有諷刺，又講得讓人家很好笑，很
會講。『不能禁止』，自自然然一個習慣就是這樣講。
　　【舌鋒所及。觸怒鬼神。】



　　但是在鬼神看起來，這是造口業、綺語，這在口業裡面算是綺
語，妄語、綺語、惡口、兩舌都有了。
　　【陰惡之註。不知凡幾。乃猶以簡厚自居。吾誰欺。欺天乎。
】
　　這是講妄語之過。在朋友談論中，言語不讓人，不讓就是大毛
病。我們讀《了凡四訓》末後一篇「謙德之效」，懂得謙虛的反面
就是不能忍讓，所以說「滿招損，謙受益」。這就是自滿自大。一
個人言行如此，鬼神看到了都厭惡，都討厭，人聽了當然也是很不
喜歡的。所以說『陰惡之註，不知凡幾』，《地藏經》裡面講，「
閻浮提眾生，起心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他自己還不知道
，還以為自己很厚道，還以『簡厚自居』，認為自己很厚道，是個
好人。張先生就跟他講了，你欺騙誰？難道你能欺騙天？
　　【邪淫雖無實跡。君見人家美子女。必熟視之。心即搖搖不能
遣。但無邪緣相湊耳。君自反身當其境。能如魯男子乎。遂謂終身
無邪色。可對天地鬼神。真妄也。】
　　這是舉出意惡裡最重的邪淫。俞先生雖然沒有邪淫的實跡，也
就是沒有做邪淫之事，但是這個意念很強，不過是無緣而已。所以
叫他自己認真的反省，如果因緣湊合，你能不能像『魯男子』一樣
？「魯男子」是《孔子家語》裡面的一段記載，春秋時代魯國有一
個人，確確實實做到不動心，那才是真正的『終身無邪色，可對天
地鬼神』。而你做不到，你仍有邪念，你自己還以為這個戒持得很
好、很精嚴，認為自己都沒有錯，真是自欺欺人。
　　【此君之規條誓行者。尚然如此。何況其餘。】
　　張公說，你們文昌社訂的規條你每一條都做不到，沒有一條是
落實的，都是做表面的，做給人家看的。前面講「專務虛名」，就
是做表面，並不實際，所以才說他專務虛名。就像我們現在佛門也



是這樣，這也都是我們自己要檢點反省，受了戒，持戒，以為自己
戒律很精嚴，在外面外表一付裝模作樣的樣子，實際上一條戒也做
不到，這是我們自己要明白的。所以不是說你去受了戒你就得戒了
，每一條戒你都知道怎麼做，都做得很好了，只有表面，那是不切
實際的，那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我們學佛要務實，而且要有自知
之明，知道我們是怎麼樣的一個根性，不能只圖好看，在外面外表
裝模作樣，專務虛名，這是沒有用的。張公跟他講，一條一條列舉
出來，你自己發願受持的，沒有一條做到，使俞先生無話可說。
　　【君連歲所焚之疏。悉陳於天。】
　　你每年所寫的疏文，灶神爺確實幫你送到天上去，呈交給玉皇
大帝。他不是沒有幫你轉達，統統有幫你轉達，上帝他也有調查。
　　【上帝命日游使者。察君善惡。數年無一善行可記。】
　　上帝有派日游使者來調查他的善惡，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有做到
善事？『數年』就是好幾年，沒有一件善行可以記錄，也就是說他
做的善都是假的，不是真的，惡業倒是非常的多，善的方面一件都
沒有，所以說『無一善行可記』。
　　鬼神之事，《了凡四訓》末後一章有「舉頭三尺有神明」，這
是事實真相，佛在經上跟我們講六道，神有天神、有鬼神，天神是
屬於天道，四王天以上，鬼神是屬於鬼道。所以天地鬼神都是事實
有的，這個並不是神話，不是寓言，的的確確是有。像現在科學家
講的不同維次空間的生物，他們的時空，空間的度數，跟我們人間
不一樣，他看得到我們，我們看不到他。就好像我們人是在三度空
間，我們看，螞蟻、蟑螂是二度空間，我們看得到牠，牠看不到我
們。比我們度數多的空間生物，比如說四度空間、五度空間的眾生
，他看得到我們，我們看不到他，是同樣的道理。所以這些都是事
實，一定要相信。



　　這裡講上帝並不是都沒有理他，天天派日游使者這一位尊神來
考察，他沒有一件善事可以記錄。沒有善事，看到的是什麼？
　　【但於私居獨處中。見君之貪念。淫念。嫉妒念。褊急念。高
己卑人念。憶往期來念。恩讎報復念。憧憧於胸。不可紀極。此諸
種種意惡。固結於中。神註已多。天罰日甚。君逃禍不暇。何由祈
福哉。】
　　這一段開示最為要緊，我們要能真信。張公雖然說的是俞先生
，讀者尤當切實反省，字字句句在忠告自己。鬼神天天在考察，找
不到他有善念，只有看到他沒有善念。雖然在表面上沒有看到他有
貪瞋痴的行為，但是他內心裡面貪瞋痴的念頭（意惡）特別的重，
有嫉妒、褊急、傲慢心。『高己卑人』，「高己」就是傲慢，貢高
我慢；「卑人」就是輕視別人，瞧不起別人，不尊重別人。『憶往
期來』，就是打妄想，想過去、想現在、想未來，妄念特別多。『
恩讎報復念』，人家對不起他的一點點小事情他總放在心上，時時
想要報復，這些都是惡念。這就是說明他的意惡特別重。身口意三
惡業，意惡是最大，身口二業都從意惡而生。修行重在修心，心地
清淨了，身口自然清淨；意要是不清淨，身口也假裝不來。我們看
看俞先生過去，他只在身口上假裝，就是做表面功夫，表樣好像持
戒持得很精嚴，但是內心意惡絲毫沒有改變。神明鑒察特別著重意
惡，所以告訴他這些果報，確實所說的不只如此，就是他造的惡業
不只這些，還有很多，這是舉出比較重大的。『君逃禍不暇』，他
說你逃避災難都來不及了，你還求什麼福報，你哪裡會有福報！
　　【公驚愕惶悚。伏地流涕曰。君既通幽事。定係尊神。願求救
度。】
　　這位張先生，陌生人，對俞先生心裡隱藏的惡念知道得這麼清
楚，都把它說出來了。俞先生聽了確實害怕，伏在地上流著眼淚苦



苦哀求的說，你既然曉得這些幽微之事，一定是神仙，絕對不是普
通人，求您來救度我。接著這段就是說明他還有一點善根，憑著這
點善根神明才來度他；若沒有這點善根，也不會遇到神明，神明來
了也沒有用，這點我們一定要好好的去想一想。
　　【張曰。君讀書明禮。亦知慕善為樂。】
　　這就是他可以改過自新的一線生機。他是一個讀書人，通曉道
理，也曉得羨慕善行、善言，對於善言、善行也以此為樂。他還有
這麼一點善根。
　　【當其聞一善言時。不勝激勸。見一善事時。不勝鼓舞。】
　　他就是還有這一點善根，但是善根並不深，善根不是很深厚，
原因就是煩惱、習氣太重。
　　【但旋過旋忘。信根原自不深。恆性是以不固。】
　　『旋過旋忘』，雖然他一時有這個心，發心做善事，聽到善事
、善言也都很激動要去做，但是一下子他就忘記了，這就是說他的
信根並不深。『恆性』就是耐心，沒有耐心，沒有長遠心，一過去
就忘了，很容易被外境所轉。
　　【故生平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沈。何嘗有一事著實。】
　　他的毛病就發生在這裡。我們學佛的同修，無論在家、出家，
四眾弟子，自己反省有沒有常犯這些毛病？我們聽到善言歡喜，見
到人家行善事也歡喜，但是一下子就忘記了，跟俞先生犯同樣的毛
病。這不只是說我們，俞先生是明朝人，跟憨山大師、蓮池大師是
同一時代的人，在過去釋迦牟尼佛出世那個時候也是這樣，也是有
這種情況，沒有例外。如果我們善根真正深厚，早就成佛作祖了！
成佛作祖的人畢竟是少數。諸位再想想，釋迦牟尼佛示現成道之後
，為什麼要說法四十九年？就是因為眾生這些毛病，天天講、天天
勸，聽了耳熟，習慣成自然，假善也就變成真善了；裝好人，結果



以後也變成真正的好人，天天勸，三天不勸，人就變樣子。所以現
在有很多人想自己幾個人建道場，大家在一起共修，剛開始成佛有
餘，但是過了一段時間，道場建成了，就爭名奪利，反目成仇，幾
乎沒有例外，都是這樣。所以我們想想，過去為什麼叢林道場要分
座講經，天天講經？再想想，釋迦牟尼佛為什麼要講經四十九年，
一天都不休息？要不是天天勸，天天勸大眾念佛，就不免有意見，
起衝突。所以講經明理，大家才能夠心平氣和的相處，這個團體才
能維持長久。
　　這一集的時間到了，我們就報告到這一段，下面下一集再繼續
向大家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