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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說十善業道經節要》，諸位法師、諸位大德、諸位同修，
我們昨天跟大家報告到：
　　【於諸福田歡喜敬養。是故汝等亦得人天尊敬供養。】
　　在佛門有句話講，「人身難得，佛法難聞」。這句話是千真萬
確，我們無始劫以來，在六道裡面輪迴，得人身的機會很少，墮三
惡道的機會很多，時間很長。佛在經上做一個比喻，我們在六道輪
迴到人道來投胎得人身，他用爪上土跟大地土來比喻，在地上抓一
把泥土，然後再把泥土灑到地上。佛問阿難，是大地的泥土比較多
，還是殘留他在指甲縫的泥土比較多？那當然不用講，大地的土多
，在指甲縫留下來的泥土很少，幾乎不成比例。這是形容我們在六
道輪迴得人身的機會很少，所謂人天是客居，到人道、天道好像旅
客到外面去觀光、觀光，好像作客一樣；三途是家鄉，三惡道時間
長就好像家鄉一樣。往生到人天善道好像出來觀光，觀光幾天又回
去三惡道。為什麼在三途的時間長？因為我們娑婆世界的眾生，貪
瞋痴慢這個習氣太重，造十惡業多，惡業的力量強大，善業的力量
非常薄弱。因此，墮三惡道時間長、機會多，生三善道時間短、機
會少，就是這個原因。所以佛才說人身難得，這是說明在六道裡面
輪迴，得到人身很難得。
　　我們得到人身，到人道來了，得人身要聞佛法也非常難。大家
看看我們現前地球上，聽說現在有六十幾億的人口，在這個地球這
麼多人當中，有幾個人聞到佛法？現在根據統計，佛教在這個地球
上也是五大宗教之一，信徒也相當多，但是從整個人口的比例來講
，還是很少。那頂多我們就說五大宗教，五分之一，有五分之四信



仰其他宗教，另外不信仰宗教的，把它分作七分，也頂多是七分之
一的人口，所以這比例不多。信佛教能夠聞到善知識講經說法，現
在信佛很多，你看，很多人到寺廟拜拜，有幾個人他真正懂得佛法
，他聽過經？所以學佛的人很多，聽經的人再做個比較還是很少，
非常少。現在末法時期講經法師也很多，有的把佛法講錯這也大有
人在，我們能夠聽聞到正確的佛法，那又是更少。從這一層一層的
比較，我們才真正體會到佛門這句話，「人身難得，佛法難聞」，
得人身不容易，得人身又聞到佛法是更難。能夠聞法也是大福報，
這也是過去世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緣，才能聞到真正的佛法。
　　所以佛在《大方廣總持經》跟我們講，佛滅度之後有法師講經
說法，聽眾能夠生一念的歡喜心，或感動滴一滴眼淚，有一毫的感
動之心，都是佛力加持，自己過去世善根深厚。佛在《佛說堅意經
》又跟我們講，有人發善心、好心聽經聞法，一生當中他縱然只有
一天，「能一日可」。這在《地藏經科註》我們看到，一生當中他
只聽一天，一天我們就講日夜二十四小時，用這樣來算。一生當中
只有聽這麼一天也可以，來人道做人算沒有白來了。如果一天不能
，「聽半日可」，聽半天，沒有辦法聽一天，聽半天也不錯。「半
日不可，一時可」。這個一時，如果用印度古代的算法，印度古代
晝夜分為六個時，印度古代一個時等於我們現在四個小時，就是你
一生當中只聽四個小時的經，這一輩子只聽四個小時那也可以，也
非常難得。「一時不可，半時可」，半時就是再減一半，二個小時
，我們現在二個小時。像我們晚上這是二個小時的，半時也可以，
一輩子如果你縱然只聽二個小時，這一生只聽這麼一次，佛在《佛
說堅意經》跟我們講「其福不可量」，那個福報不可限量。為什麼
？我們生生世世在六道輪迴，生到人道的時候剛好又有佛法，有佛
法我們又有機會聽到講經說法，這個因緣非常、非常難得。所以他



一生當中縱然聽個半時，他的福報也不可限量，這佛在《佛說堅意
經》給我們講。所以大家能夠來到我們講堂，聽一堂課、聽兩堂課
其福不可量，這個福報都不可限量。尤其大陸來的同修，這個福報
更為殊勝。
　　昨天跟大家報告蓮池大師的《自知錄》，《自知錄》也有講，
講經的有功，聽經的也有功。聽經你至心往聽，你聽人天善法一功
，聽小乘經典二功，聽大乘佛法三功，用這樣來比喻。如果遠道至
心來聽，他這個功又有加，跟我們住在這個地方很方便，這個當然
他用心不一樣，所以欲廣福田，全憑心地。各人得的受用不相同，
因為他的心態不一樣，渴求佛法的心迫切，他會非常珍惜。所以我
們到大陸去，看到很多同修非常珍惜佛法，因為他們很難接觸到佛
法，所以有機會聽法，那種心情跟在海外差別非常之大，非常珍惜
。尤其從大陸到海外來，為了聞法這個心更是難能可貴，當然這個
福報就更不可量。所以我們昨天講，「於諸福田」，跟大家介紹三
種，分開有八種都是福田，聽經聞法也是非常殊勝的福田。
　　悟道個人我是沒有什麼福報，說實在煩惱、惡業、習氣也很重
。從小就沒什麼福報，一出生就體弱多病，我這個身體比我弟弟、
比我哥哥都差，所以我母親在我小時候，常跟我講，很不好養。後
來接觸到佛法，聽到老和尚講經，十六歲接觸到佛法，十九歲開始
聽老和尚講《楞嚴經》，那時候就一直聽經，也很認真的聽。所以
這一輩子有因緣出家，這點福報也是聽經來的。我自己反省，也沒
有修什麼福，就是在家的時候我滿認真聽經，這倒是真的。那個時
候我家住在台北縣汐止鎮，圖書館是在台北市的景美，我騎機車去
聽大概要一個小時的時間。老和尚在圖書館早期講經時間比較長，
我去聽經可以說風雨無阻，有時候刮大風下大雨，穿個雨衣騎機車
就去聽經。聽到有一次，我父親講，你是不是跟法師有打合同，今



天雨下這麼大可以不去嗎？是不是打合約非去不可？因為我父親沒
有學佛。
　　我們小學有些同學兩個月聚餐一次，其實聚餐就是胡鬧，吃喝
玩樂，晚上老和尚凡是有講經我就去聽經。有一次聚餐他們就勸我
，他說你現在還是光棍一個，我們好多人都結婚，我們也一直要製
造機會給你結婚，好像你的心都在學佛。問我晚上都到哪裡去？晚
上要約你去外面去玩，怎麼都不在？我說去聽經。後來他們也非常
好意的勸我，他說你學佛我們並不反對，但是不要學得太迷，他說
叫我不要太迷。當時我聽到他們這麼講，我也沒有回答什麼，我只
是想個人迷個人的，我迷聽經，你們迷去娛樂。所以我自己反省這
一生，也沒有做什麼大的善事，也沒有能力做，只有聽經倒是非常
認真。所以我現在回想起來，真的佛在《佛說堅意經》講的，真的
沒有錯，你至心往聽，尤其老和尚講大乘經典，你聽了心喜，也是
得福報。功德是要你修行滅貪瞋痴，那才有功德。
　　但是我們還沒有達到滅貪瞋痴之前，聽經是修福，這有福報。
所以大家能夠來到圖文巴，福報不容易，大家千里迢迢跑到這山上
來，真有心才會來，從海外來的，或者從山下各地來的，真有心才
能來，所以我們聞法也是一種福田。如果照《佛說堅意經》講，你
這一輩子縱然就是聽二個小時的，福報都不可量，不可限量。這是
我們講『於諸福田歡喜敬養』，我們知道什麼是福田，就會很歡喜
恭敬來供養。你來聽經聞法，也是你歡喜心恭敬供養，這也是法供
養，所以也會得到人天的尊敬供養，這是因果報應。今天我們就接
著看下一段，請看經文，從『亦得人天尊敬供養』，下面這一行。
從「龍王當知」這句看起：
　　【龍王當知。菩薩有一法。能斷一切諸惡道苦。何等為一。謂
於晝夜常念。思惟。觀察善法。令諸善法念念增長。不容毫分不善



間雜。是即能令諸惡永斷。善法圓滿。常得親近諸佛菩薩及餘聖眾
。】
　　到這裡是一個大段。這段是我們佛法修學的中心，也是個總綱
領，不管修學哪個法門這是總原則，佛叫『龍王當知』，也是對我
們講，應當知道。「知」也有相當的深意，這個知像《八大人覺經
》講覺知，所以這個知要加個覺。你看《八大人覺經》有覺悟、有
覺知。這個話我們都要用心去諦聽，要深入的去體會。『菩薩有一
法，能斷一切諸惡道苦』。「一切諸惡道苦」，如果從狹義的來講
，惡道苦是指六道輪迴裡面的三惡道，地獄、餓鬼、畜生，在六道
裡面地獄、餓鬼、畜生是惡道，阿修羅、人道、天道是善道，從狹
義的來講。如果從廣義的來講，六道都是惡道，如果以阿羅漢的標
準來講，六道是惡道；如果以人天善道的標準，那三惡道是惡道。
如果證阿羅漢果的人，像四聖法界聲聞、緣覺、菩薩、還沒有明心
見性的佛（十法界的佛）。菩薩就是經上講的權教菩薩，還沒有明
心見性叫權教菩薩。但是阿羅漢、辟支佛、權教菩薩、十法界的佛
，他們都斷見思煩惱，脫離六道輪迴。但是還沒有破無明煩惱，還
沒有明心見性。依他們四聖法界的標準來看六道，六道都是惡道。
如果依《華嚴經》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明心見性的大菩薩來看四聖
法界，那四聖法界還是惡道，十法界都是惡道。惡道都有苦，這個
從廣義的來講，十法界都是惡道；從狹義的來講，六道裡面三惡道
是惡道。
　　這句經文，「一切諸惡道苦」，諸就是很多種，我們就可以體
會到，惡道不但是指六道裡面的三惡道，還指六道的人天道，還指
十法界的四聖法界，可見這句經文也有相當的深意在。「菩薩有一
法」，從淺顯的字面上來看，就菩薩有一個方法，或者說菩薩有一
個法門，能夠斷除一切諸惡道的痛苦，我們從比較表層字面上來看



是這樣，就是菩薩有一個方法，或者說有一個法門，能夠幫助我們
斷除一切諸惡道的苦，這從比較淺顯來看，來解釋。如果你從比較
深層去看這句話，菩薩有一法，這個一，佛法裡面常講一，在禪宗
裡面說「識得一，萬事畢」。如果你真正懂得佛經裡面講的一，那
事情統統解決了。禪宗有這麼一句話識得一，萬事畢，你真正認識
一，你的問題統統解決，這在禪宗講明心見性，大徹大悟。
　　一是什麼？我們現在看的不是一，我們看得太多，我們看的是
萬法無量無邊。無量無邊是一，一是什麼？識得一，一就是我們自
己的本性。我們現在看到萬事萬物這麼多，從哪裡來的？就是從我
們自心現的。離開我們的自性，這一切都沒有了。再多，再無量無
邊都是你自性變的，你真正認識，真正明白，這個叫明心見性，見
到什麼？見到這些都是我的自性，只有一個自性。所以過去老和尚
講，給我們考試都考不及格，禪宗說識得一，萬事畢。萬法歸一，
他問我們一歸何處？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我們想了半天，不懂得
去參，又打妄想。後來老和尚就跟我們把答案講出來，一歸萬法。
實在講如果禪宗用參的，那不可以跟你解釋，不可以跟你說明的，
說明、說破了那就不是參。但是教下，它是有個理路可以給你講解
，按照正規的理路跟你解釋。禪宗是比較特殊的教學方法，絕對不
可以講解。所以禪宗的機鋒語，它是叫你去參的，不可以說破，好
像軍隊裡面它的密令，只有裡面的人可以知道，不可以講出去，講
出去洩密就沒效了，教下可以講。
　　如果你識得一，萬事畢，你想一想，諸惡道苦是不是都沒有了
？當然就沒有了。我們大家想一想這句話，我們看起來這個經好像
滿簡單的，「菩薩有一法」，就有一個方法，這個我們大家都比較
能夠理解。但是佛經，就是你從淺的解釋也講得通，你從深層的去
解釋，它是其深無底。這個一在《華嚴》講一真法界，你入一真法



界你還有什麼苦，沒苦了。我們《彌陀經》講一心不亂，你一心不
亂往生極樂世界，那還有苦嗎？當然能斷一切諸惡道苦，那什麼苦
都解決了。但是我們現在就是學什麼？要學這個一，佛經講這麼多
就是要歸一，叫我們入一真法界，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佛門又講
，不二法門，不二就是一，當然入了這個境界得不思議解脫境界，
入《華嚴經》不思議解脫境界，入一真法界了。這一法我們從這個
地方深入去體會。
　　我們念佛人就是一心不亂，念到事一心不亂，念到理一心不亂
，你還會有諸惡道苦嗎？沒有了，統統解決了。所以這個一關鍵在
我們的心，心要歸一。在經上佛跟我們講「制心一處，無事不辦」
。你能夠把這個心繫在一個地方，沒有什麼事辦不成的。我們念佛
要達到一心不亂，就是要把這個心繫在一個地方，不要讓它亂跑，
不要讓它妄念紛飛、妄想紛飛。這個妄念一起來無量無邊，要把這
個妄心制心一處，用念佛這個方法把心繫在一個地方。心能夠繫在
一處，那你要斷一切諸惡道苦，當然就斷得了。不但三惡道的苦斷
了，六道輪迴的苦斷了，連四聖法界的苦也超越，往生極樂世界入
一真法界。所以這一很重要！
　　《華嚴經》講一真，我們《彌陀經》講一心，一心是能入，一
真是所入。如果我們上根利智，經看到這個地方，下面真的就通了
。但是如果我們還不行，下面佛再講。你看六祖聽人家念《金剛經
》，他就開悟了，到黃梅參五祖，五祖要把衣缽傳給他，三更半夜
怕人家看到，衣缽傳給他，他還是在家居士的身分，也是跟他講《
金剛經》。他在家的時候去賣柴，賣柴維生的，聽到買柴的客人他
們在念《金剛經》，念得他聽到就開悟了，可以說大悟。但是大悟
還沒有大徹，所以大徹大悟那才算真正成就，大悟還不行，因此人
家就勸他去參五祖，再去跟五祖學。到了黃梅去做工、去舂米，做



了八個月的苦工，後來五祖看他機緣成熟。所以那個時候跟神秀寫
的偈，五祖看了就知道他開悟了。但是怕人家障礙他，所以五祖把
鞋子拿起來，把他的偈子擦掉，說這個也還沒有見性，但是知道他
見性了。知道他這個法、衣缽要傳給他，三更半夜找他去房間，跟
他講《金剛經》，再用《金剛經》來跟他印證。給他講到「應無所
住，而生其心」，那個時候他才大徹大悟，真正徹了。五祖跟他講
到這個時候，看到他已經大徹大悟，後面經他就沒再講下去，就把
衣缽傳給他，叫他趕快跑。
　　所以經它從前面貫穿到後面，你在這個當中如果真正悟入，任
何一句、任何一段你都可以悟入，悟入的時候你就可以貫穿全經。
所以這也是老和尚以前到台中蓮社，跟李老師學經，李老師勸他多
留意教理，教理是貫穿一切經，貫穿一切世出世間法，你教理通了
一切都通。如果教理不通，那就要教義，教義通一個宗派、一個法
門、一部經，一個局部性的。教理是通一切的，我們要從這個地方
去體會。所以你不能把《十善業道經》，好像看得太淺，好像勸人
家斷惡修善，實在講這個十善業道也是大乘的根本，大乘法的根本
。你看講的這些理論，如果你沒有深入那些大經大論，實在講我們
真搞不懂。看這樣念過去，好像明白了，實在講似懂非懂，好像懂
，實在講我們是不懂。所以這個一法有它的深義在。
　　下面接著再跟我們講，如果你懂得「菩薩有一法，能斷一切諸
惡道苦」，你對這一法真正悟了下面就不用講了。就像五祖跟六祖
講《金剛經》，講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下面就不用講，他
都通了。我們讀到這一法，那一法是什麼法？我們就在想這個問題
，佛就知道我們還不懂，繼續往下講。在佛的法會當中，當然有些
根器比較利的，當然他懂了。但是上中下每個人根器不一樣，個人
的體會不一樣，個人聽經的心態上也不一樣，當然他的受用就不一



樣。這是印光祖師在《文鈔》裡面，也用很大的篇幅來勸導我們，
有人問他，有什麼方法可以馬上就得到佛法的利益入進去？印祖說
有，不管你哪一部大乘經，他講四個字「至誠恭敬」。你用什麼心
去讀經，去聽經、念佛、念咒都在恭敬，至誠恭敬。又說一分恭敬
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如果毫無恭敬心一分也得不到
。所以印祖在《文鈔》開示，他說誠敬是我們消業障，增福慧的祕
訣，他說誠這個字講了四個妙，妙妙妙妙，他說很妙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個人對經的一個體悟，跟我們至誠恭敬心成一個比例，
成正比。你有一分的恭敬就得一分利益，有十分恭敬就得十分利益
，在於我們修學的一個態度。
　　我們再看下面，『何等為一？』如果上根利智，知道菩薩這一
法悟入了，後面都通了。如果我們還沒有悟入，一定要問一法是什
麼？佛繼續為我們來解答，「何等為一」？這個一法是什麼？『謂
於晝夜常念、思惟、觀察善法，令諸善法念念增長』。這一法，就
是「謂於晝夜」，謂就所謂，就是講我們在晝夜，晝是白天，夜是
晚上，一天二十四小時日夜不間斷，「常念、思惟、觀察善法」。
這幾句經文，特別注重在我們的心念，我們這個心的念頭，這是教
我們要修善法要從根本修，從根本就是在我們起心動念之處，這叫
從根本修。如果不懂根本修，就從身口去防範，但是身口防範是屬
於枝葉，根本在心、在念頭。我們要知道怎麼用心，要會用，如果
套禪宗的話講，那是比較高層次的修學方法，那最究竟的，就是你
要懂得怎麼去參。所以禪宗它是從根本修，參破無明是從心地下手
，參到明心見性，大徹大悟，從那個心念的根源去找。
　　我們念佛法門也是從念頭上，你看念佛跟這裡的念是同樣一個
字，上面一個今天的今，下面一個心，就是你現在的心。你現在的
心有沒有佛？這像禪宗講也要會，就是禪宗常常問學人，你會麼？



就說你會嗎？參禪你會參嗎？你會了嗎？所以禪宗的話，以前禪師
常常問參禪的人，你會麼？我們念佛的人也是一樣你會麼？我會，
阿彌陀佛我會念。我出家那一年二十一年前，大概出家兩個禮拜，
那個時候日常法師、果清法師、簡豐文居士跟我一個，四個人，我
們四個人到台中蓮社去看李老師，我這輩子就看那麼一次，看那麼
一次他就往生了。那是日常法師要去參訪李老師，那個時候，老和
尚請日常法師到佛陀教育基金會教戒律，我一剃度就叫我去跟他學
戒律。出家兩個星期，簡居士開車，載我們三個出家人到台中去看
李老師。日常法師見到李老師，李老師就跟他頂禮，那個時候日常
法師大概才五十幾歲，李老師已經九十幾歲。一番寒暄之後坐下來
，李老師我看他一百塊的十張，包一千塊供養日常法師。
　　坐下來日常法師就跟李老師談話，我在旁邊聽，他跟日常法師
講，弟子某某什麼都不會，只會念佛。大家要會聽，弟子某某人什
麼都不會，只會念佛。日常法師畢竟還是滿內行的，他說末學某某
到現在還不會念佛。李老師隨口就講，你這個話說得好。我在旁邊
聽了一頭霧水，不會念佛，日常法師不會念，我都會念了，他不會
念，那個時候剛出家。後來回到台北，日常法師又給我們上課，他
就跟我們講解怎麼叫會念佛，怎麼叫不會念佛，上了一堂課。他說
李老師跟他講這句話，好像千斤重擔壓在他的肩膀，對他這句話，
他的感受很深刻。我現在經過二十一年，我現在想一想，真的過去
不會念，到現在還不會念。念佛不是念阿彌陀佛，念佛機放著我們
跟著念，這有什麼困難？現在我愈感覺不會念，為什麼？你念佛功
夫不得力就不會念，就這麼簡單。你會念一定有效果，念了好幾年
、念了幾十年還沒有效果，什麼叫有效果，什麼叫沒有效果？念了
有效果的這句佛號伏見思煩惱、斷見思煩惱，破塵沙、破無明，那
真會念。



　　我們現在不要講破無明，我們這些貪瞋痴慢煩惱，老和尚講十
六個字，自私自利、名聞利養、五欲六塵、貪瞋痴慢，我們有沒有
念掉？如果你真會念，這個心態一定轉過來。轉過來從臉上也看得
出來，從你的行為種種表現看得出來，沒轉過來也看得出來。我們
自己反省反省，我們念佛念了這麼多年，我心裡還有沒有貪瞋痴慢
的煩惱？我現在發現自己貪瞋痴的煩惱很嚴重，在日常生活點點滴
滴，當然方方面面都會起貪瞋痴。我就舉出一個例子就吃飯，吃飯
的時候我現在一直發覺貪心這麼重，因為我喜歡吃重口味，過去喜
歡吃辣，這個大家都知道。現在胃不好不敢吃辣，現在戒辣。所以
一些你不喜歡吃的東西，有時候就不想吃；喜歡吃的，我會吃很多
，我現在感覺到這就是貪心。所以胃吃壞了，有原因的，貪吃，你
喜歡吃的會偏食，會吃得量很多；不喜歡吃的，幾乎都不要吃，營
養不均衡。我現在愈來愈發現，這個煩惱真的滿嚴重的，過去業障
太重都沒有發現，現在年紀大感受比較深刻。
　　現在念佛很喜歡念，比以前喜歡念。現在對名利方面也比較淡
，還是有，還沒有完全放下，就是比較淡。所以現在接受外面邀請
的，我就慢慢縮小一些範圍，因為我常常反省自己，我現在去外面
講經也有一點點小名氣，也跟大家有結一些法緣。實在講照師父講
的不是法緣，師父說那是染緣，師父都直接跟我們講是染緣，是污
染，這點我也承認污染。為什麼？我們到外面講經，人家恭敬供養
，這個時候名聞利養的心就會現前。但是話說回來，如果沒有去經
歷這些名聞利養的境界，實在講也不懂得什麼叫名聞利養。我在這
個名聞利養這樣迷惑顛倒，現在有一點點覺悟，知道這個不好玩，
這個跟了生死不相關的。為什麼喜歡去？有人恭敬供養就很喜歡去
，如果沒有人恭敬供養你就不喜歡去，這個心就是名利心。這說明
什麼？念佛沒有得力，念佛得力這名利心統統放下，自私自利、名



聞利養、五欲六塵、貪瞋痴慢統統放下，這是會念佛。
　　會念佛的人，他能夠用佛這個念頭轉我們的煩惱，這叫會念。
我們念了半天煩惱還轉不過來，就是還不會念，還不會念，要繼續
學習。所以會念的人，真的打一個佛七可以一心不亂；我們不會念
，打十個佛七，打一百個佛七，打一千個佛七，甚至打一萬個佛七
，還是達不到一心。為什麼達不到一心？因為那個煩惱沒轉過來，
這句佛號沒有辦法把煩惱降伏住，還是受外面境界的誘惑。所以我
來這裡講經比較好，來這裡講經供養沒那麼多，紅包比較少。悟月
法師跟我講，來學院講沒有紅包，學院沒有紅包，來我們這裡講的
都沒有紅包。來這裡講目的不在紅包，我這次來純粹是我們師兄弟
大家一個情誼，我是抱著這個心態，那大家有這番的熱誠請我來講
，我也樂意來講。這邊聽眾也少，今天算不錯了，有時候人比較少
，小貓二、三隻對不對？那我到其他地方，尤其到中國大陸都好幾
千人，最少。
　　如果馬來西亞我要去搞，馬來西亞去年請我去，我說我生病沒
辦法去，我介紹他請悟行法師去，所以現在悟行法師那邊法緣挺殊
勝。也可以搞很多人、很多人，就這麼多人，你那個名利心就出來
了。我常常這個名利心起現前，會，我們師兄弟會不會起我不知道
，可能他們是這種示現的，他們是佛菩薩再來，我是凡夫，我真的
會起心動念。所以我來這裡就要練一個平等心，還要練一個人很多
，我也是平常心，小貓二、三隻也是平常心來講，練這個。這邊比
較沒有名聞利養，所以大家聽我這幾天講，特別有點悟處；如果名
聞利養衝昏了頭，我上去就真的胡說八道。
　　好，這節時間到了，我們下課休息十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