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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主持，諸位大德，阿彌陀佛！昨天我們用國語簡單跟大家報
告《太上感應篇》，今天用台語簡單報告一遍，提供佛教衛星電視
台來播放。請放掌。
　　諸位觀眾，大家新年吉祥，福慧增長。今天在台北縣汐止拱北
殿，跟大家簡單來報告《太上感應篇》，這個因緣是這一次在拱北
殿「十王圖」展覽。我們利用春節大家放假的期間，在這裡有兩天
的講演，演講的題目就是《太上感應篇》。拱北殿的主殿供奉是呂
祖呂純陽祖師，就是我們一般民間所知道的，八仙之一呂洞賓。拱
北殿除了供奉呂純陽祖師以外，還有供奉老子、供奉八仙、供奉孔
子、供奉本師釋迦牟尼佛，可以說是三教合一的一個道場。因此我
們選擇這個講題，就是依道家的《太上感應篇》，做為這次春節演
講的題目。
　　家師上淨下空老和尚，去年在法國巴黎展覽「十王圖」，紀念
本師釋迦牟尼佛降生二千五百五十年，同時也推出《弟子規》的教
學。家師最近這幾年不斷的提倡這個基礎修學，非常重要，他說儒
家的根是《弟子規》，道家的根是《太上感應篇》，佛家的根是《
佛說十善業道經》。他用比喻來說，就是這個根它能夠生長，每年
它都會發新的芽出來。如果沒有根，這是死的，好像一般花瓶的花
，它沒有根，放幾天就凋謝，就不會再生長。如果有根在，雖然凋
謝，但是明年它會再發新的芽，發新的枝出來。這是給我們說明，
用植物來譬喻我們修學三教，不管修學哪一個都要重視根本的學習
。根就好像是地基，蓋房子、蓋大樓，地基如果沒有打好，蓋的大
樓隨時會倒塌，這是在在處處給我們提醒，基礎修學的重要性。



　　我們學佛的人希望成佛，學道的人希望成仙，學儒的人希望成
聖賢，如果沒有基礎這都無法成就。這是我們這一次在拱北殿，以
這個來做題目，也非常符合家師目前所提倡的。另外我們念佛的人
，淨宗十三祖印光祖師在世，特別提倡三本書，第一本是《了凡四
訓》，第二本是《太上感應篇》，第三本是《安士全書》。他老人
家一生這三本書印得最多，這也是重視基礎的教學。雖然我們念佛
要求往生西方淨土，也不可以疏忽了斷惡修善。如果把這件事情疏
忽了，念佛功夫就不能得力，往生西方就有障礙，所以說我們念佛
的人也不可不重視。這是淨宗十三祖印光祖師大慈大悲，特別給我
們提倡這三本書。這三本書，《太上感應篇》可以說說得非常具體
，學佛的人，沒有學佛的人，甚至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乃至沒有信
仰宗教的人，這一篇都需要學習。過去寺廟就是提倡社會教育，但
是現在一般寺廟已經沒有提倡這個教育，經典沒有人講解，沒有人
介紹，沒有人說明，大家不了解。來到寺廟只有拜拜，只有一種宗
教信仰，沒有教育的內容。希望我們拱北殿來做個帶頭，拋磚引玉
，希望其他各個寺院提倡這個教育，講經說法，最重要的斷惡修善
。現在我們開始看本篇《太上感應篇》，請看經文，這個文在第二
十六頁，從第一行看起，「明義章第一」：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這是第一段，「明義章」就是開宗明義。下面就是這一段詳細
的說明，下面還有九章。『太上曰』，「太上」一般指太上老君，
拱北殿再上一層供奉老子（太上老君），這是一般道家的三清之一
。太上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禍是災禍，福是福報，它沒有
門路，不是有人在那創造安排。唯有人自己去找來的，招感，「召
」就是召請，禍與福都是人自己去找來的，不是別人替我們找來的
。禍福是果報，善惡是因，『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善惡」是



因，修善得福，造惡得禍。善惡的因造了以後，就像我們人在太陽
下面有影子，我們人走到哪裡那個影子就跟到哪裡，善惡業力都是
時時刻刻不離開。所以古大德有說一句話，「萬般將不去，唯有業
隨身」。我們來到這個世間，什麼都帶不走，到最後連我們這個身
體也帶不走。但是我們造作的善惡業力會跟我們去，它時時刻刻就
是跟我們在一起，就像影子都跟在人的身邊。這是第一章開宗明義
，給我們說出禍福的由來，都是人自己造作的。「示警章第二」：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
。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
死。】
　　示警就是給我們指示，給我們警惕，造善惡業，這個天地之間
，『有司過之神』，司就是說他在管理，管理我們人間的人造作罪
過的神明。依照人所犯罪過之輕重，來『奪人算』，「算」，道家
就是說一百天的福祿壽命叫一算，在我們佛經所說，就是說人的福
報。減算，你要是減一算就是減一百天的福報，若不斷造惡業，福
祿一直減少，一直折福折掉。『算減』，福祿如果沒有了，『則貧
耗』，貧就是貧窮，財物各方面都會損失。人如果沒有福報是什麼
情形？『多逢憂患』，不如意的事就很多，憂是憂愁，患是災患，
不順心的事情，一件一件一直發生。『人皆惡之』，人看到都討厭
。『刑禍隨之』，刑這是講打官司，禍是災禍，災禍、刑罰也會跟
著。『吉慶避之』，好事情都碰不到。『惡星災之』，凶惡的惡星
，凶神惡煞到家裡面。『算盡則死』，我們人一生的福祿有限，根
據我們前世所修的，這一生假如惡業造得太多，算減之。《地藏菩
薩本願經》說「祿盡人亡」，福祿若盡，人就死了，「算盡則死」
。只知道造惡，不知修福，福祿一直來減少。這是第二章「示警章
」，給我們指示警惕的，這是有司過之神。再看第三章，「鑑察章



第三」：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
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
日。灶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
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這是第三章。第二章說「天地有司過之神」，記錄我們人的罪
福，賞善罰惡。諸位如果到城隍廟，新竹城隍廟，高雄鳳山城隍廟
，都一司一司有賞善、有罰惡，這我們就能夠看得很清楚。第三章
說『又有三台北斗神君』，道家說「三台北斗」，我們在這裡不能
詳細來說明，我們知道有這個神。一般道家的拜斗，南斗註生，北
斗註死，所以凡有祈求，都向北斗來祈求。三台北斗神君，『在人
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就是說記錄人的罪過，俗話說「舉
頭三尺有神明」，這就是從《感應篇》所來的。這個神記錄人造的
罪惡，根據這罪惡的輕重，來「奪其紀算」。紀，一紀就是十二年
，比較重大的罪過奪一紀，就是折一紀年，壽命減少十二歲。罪過
輕的減一百天，壽命減少一百天，奪一算，重大奪紀。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三尸」分布在我們人的身體裡
面，上尸彭倨，中尸彭質，下尸彭矯。上尸就是我們人的頭、腦、
胸部這裡；中尸在腹部；下尸是這個腳，我們人的腳。我們人身中
就有三尸神，三尸神『每到庚申日』，「庚申日」，就是每兩個月
有一天是庚申日，這大家要看農曆，農曆的兩個月六十天當中，就
有一天是庚申日。這一天三尸神，就會『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我們如果造作罪惡、過失，向玉皇上帝來報告。『月晦之日，灶神
亦然』，「月晦」就是說每個月最後一天，這都算農曆，每個月的
最後一天，灶神也會去天庭報告人的罪惡。
　　最近我請中國電視公司退休的王導演，到大陸拍《俞淨意公遇



灶神記》，在這裡流通來結緣，也拿到電視台播送，現在有配音配
台語音，以後還會配廣東音。這就是灶神，明朝俞淨意遇到灶神，
灶神是管廚房火神。我們現代很少人燒灶，大部分都是燒瓦斯，是
不是就沒有灶神？一樣有，凡是你有起火有飲食，就屬於灶神來管
，灶神家家戶戶都有。詳細的大家可以看連續劇，你要看台語還是
國語，現在在結緣那裡，歡迎大家去請，可以多請一些送給你的親
戚朋友，有時間就可以放來看。因為在電視台播送總是有一定的時
間，有的人在那個時間，沒有空可以看，就看不到。現在有ＶＣＤ
很方便，看你什麼時候有空，買一台機器也不用多少錢，可以隨時
放來看。而且能夠介紹給親朋好友，這也是無量的功德。一般人他
沒有學佛，沒有深入，要他來這裡坐著聽經坐不住的，坐了五分鐘
可能就很痛苦。叫他看連續劇，一般大家比較能接受，所以說我們
就是有構想來拍這個片子。一方面好像是娛樂，一方面也能夠接受
教化。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我們人有罪過，重大的
罪過就奪紀，一紀十二年；罪過比較小的奪算，就是一百天。『其
過大小，有數百事』，罪過大小有數百件。『欲求長生者，先須避
之』，我們如果想要求長生，道家的修學就是修長生不老，道家有
很多方法，所修目的，就是求長生不老、延年益壽、返老還童，這
是道家修學的目標。要達到這個目標，罪過要先避開，不要去造作
這個罪業，這樣來修才能成就長生不老的果報。這是說有鬼神在記
錄人的罪過，來減人的壽命、福報。講到鬼神，現代有很多人不相
信，說那是迷信，古代就是拿這來勸人做好事的，也沒有見到。這
件事情，現在外國人發現有鬼神，比中國人還多，現在科學家發現
有十一度不同的時間與空間，確確實實存在。我們的經典，佛經說
得更詳細，六道輪迴，鬼神道六道之一。我們的眼睛（肉眼）看不



到的東西很多，但是事實存在，並不是說我們相信就有，我們不要
去相信就沒有，這樣就不是事實真相。這個事實就是說你相信他有
，不相信他還是有，這就是事實真相。有關古代、現代遇到鬼神的
種種事情非常多，我們另外有時間，再跟大家報告。下面我們再看
第四章，「積善章第四」：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
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
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
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衒己長。遏惡
揚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
。】
　　這是第四章。第四章就是跟我們說明什麼是善，所以說積善，
這個善我們要去積。『是道則進，非道則退』，道就是道義，道德
仁義，符合道德仁義這個事情我們就要進，就是要去做；不符合道
義這就要退，不可以做。所以說『不履邪徑，不欺暗室』，偏差錯
誤邪惡，「邪徑」這個路不能走，歹路不能走。「不欺暗室」，就
是說沒有人看到，沒有人知道，也不敢為非作歹。『積德累功』，
這就是修善，「不履邪徑，不欺暗室」是斷惡，防止造惡業。「積
德」是陰德，功是陽功，陽功是大家知道，陰德是做好事別人不知
道，這就是積德累功，這句是總說。『慈心於物』，「慈心於物」
就是對所有一切動物、植物、礦物，物這個字包含就很廣，不是只
指動物，有情動物，我們說要對牠有慈悲心；植物也要有慈悲心，
你也不能任意去傷害，這在後面就可以看到；礦物也要愛護，我們
現在說愛護大自然的環境。所以動物、植物、礦物對它都要有慈悲
心，不能任意去傷害、去破壞。傷害、破壞，最後的災難就是我們
自己要去受。這句是總說、總講，就是要存一片慈悲心，仁慈之心



來對於這個萬物。
　　下面給我們說出條目，『忠孝友悌』，「忠孝」對師、對國家
要盡忠，對父母要孝順。所以古人說要找忠臣，要去找孝子之家，
這個人在家能夠孝順父母，對國就能夠盡忠，所以忠孝這是最基本
。忠就是不欺，沒有私心，不欺，這個心不偏，中心，忠這個字是
中心，心不偏，忠孝這個很要緊。我們現代的人沒有這個觀念，現
代的人都是將祖先傳統忠孝這個教育，已經放棄，所以現代的人不
知孝順父母，不知忠於國家。「友悌」就是對兄弟姐妹、朋友愛護
，互相照顧。忠孝友悌具體的說明，就在《弟子規》，現在老和尚
提倡《弟子規》就是講這四個字，那本《弟子規》就是這四個字的
詳細說明。『正己化人』，端正自己，才能夠教化他人，自己如果
沒有做好，要去教別人很困難。這是從自己做起，凡是什麼事情都
要先從自己做起。『矜孤恤寡』，這是對於鰥寡孤獨，這個社會上
有很多很可憐的人無依無靠，我們要有慈悲心來給他關懷，來給他
協助。
　　『敬老懷幼』，「敬老」是敬老尊賢，對比我們年長的人，我
們要對他尊敬；對年幼的小朋友，要給他關懷、要給他教導，教他
做好人。『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太上的慈悲心遍及這些畜生、
植物，昆蟲是蚊蟲都不能傷害，草木也不能故意破壞，所以說「昆
蟲草木，猶不可傷」，不可以任意來傷害。『宜憫人之凶』，別人
有不吉利的事情，家裡有發生不幸的事情，有凶災，我們要有憐憫
心去安慰他，去協助他。『樂人之善』，別人做好事，我們看到心
裡很快樂、很歡喜，讚歎隨喜。『濟人之急』，這是別人有急難、
緊急的，我們要去救濟，急難的事情，在我們生活中很多，大大小
小，凡是人很需要，很緊急的，我們要及時能夠幫助，馬上去幫助
，解決他一時的困難。



　　我們日常生活中，舉個例子來說，譬如說有人外出不方便，要
找廁所不方便。如果來到你家借廁所，這就要方便一下，這也是救
急。但是我也曾經遇過不借的，我有一次過年到迪化街買東西，我
跟悟諦法師兩個人去買東西，兩個內急，要去跟一間賣東西的老闆
娘借，老闆娘說我家沒廁所。我跟悟諦師兩個人鼻子摸一下，轉頭
走出來，我說他們家沒有廁所，那他們有吃，有入沒出？這就是沒
有慈悲心。她可能怕我們進去，等一下出來不知道要跟她化緣化多
少，所以乾脆跟你們說沒有廁所，你們去別家。有的人就不會，有
的人他就很好，他就願意借。太上說要「濟人之急」。
　　『救人之危』，別人有危險的時候立刻去解救。『見人之得，
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這就是別人跟我是一體，這是
我們一定要有這種觀念，就是說我們人生活在這個世間，是一個生
命共同體。不是說我好就好，別人他家都死光光都不要緊，他家都
死光光，你也好不到哪裡去。也不能說我的國家好就好，別的國家
都讓它淒慘落魄，到最後你也不會好過的。應該是要怎麼樣？所有
的國家都要好。佛的心量更大，所有一切眾生都要成佛，這樣才會
好，因為它們是一體。我們一般凡夫不知道這個道理，自私自利只
顧自己，以為自己好就好，別人就不管了，實際上別人不好，也會
影響到自己。還有我們人生活在這個世間，大家都是互相的，譬如
說我們在吃的東西，你在穿的衣服，難道大家都自己耕田，大家都
自己來做衣服？不是的，大家都互相。這就說明是同一體，一體就
有義務，有困難大家互相要幫助，這才是正確的。「見人之得，如
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別人有所得，好像我自己得到，
他好，我們歡喜；他如果有損失，我們也感到很難過，希望以後他
不會再有損失，要有這樣的存心，這樣才叫做好心。
　　『不彰人短』，就是說不要去宣揚別人缺點；『不衒己長』，



自己的優點不要一直去宣傳。但是我們看現在的社會，正好跟這個
相反，最明顯就是選舉的時候，選舉的時候大家都說他最好，所有
的優點都在他那裡，別人、所有的人都不好，就只有他最好而已。
這就是什麼？跟太上的教訓正好相反。太上的教訓就是說要讚歎別
人的優點，不要宣揚別人的缺點；自己的優點自己不要說，讓別人
去說，別人說比較有意義。自己宣傳自己，自己推銷自己，這都跟
西洋人學的；太上不是這樣教的，所以這個觀念調整過來。『遏惡
揚善』，「遏惡」就是說防止，防範惡事的發生。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說惡的事情不要一直宣揚；我們要宣揚就是善事、善人，這樣
我們這個社會才會好。我們現在看媒體在報導的，好事不出門，惡
事傳千里，就是說壞事情報到全世界都知道，做好事的人沒有人知
道，這樣這個社會風氣就愈來愈壞。太上教我們說，惡的不要一直
宣揚，盡量宣揚善的這方面，這就要拜託媒體。
　　『推多取少』，就是說我們跟人做生意也好，或是說一般有合
作的關係，所得的，我們拿少一點，讓別人拿多一點。相信很多人
喜歡跟你合作，因為你不會佔他的便宜，你都吃虧。如果分紅，我
都要多分一點，你少分一點，以後沒有人要跟你合作，你都要佔人
便宜。所以說你讓人佔便宜，自己比較吃一點虧，吃虧實際上就是
佔便宜，所以說「推多取少」，自己拿少一點，別人多分一點。『
受辱不怨』，受到侮辱、毀謗，不會將這怨恨時常放在心上。『受
寵若驚』，受到人的寵愛，心不敢得意忘形，別人對我們好，我們
要提高警覺心，感覺自己不值得人家對我這麼好，不可以得意忘形
；受到侮辱，不可以怨恨常常放在心裡。
　　『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施恩」就是布施恩惠，對別
人有恩惠，我們不要求人家來報答。你要求人報答，尤其現在的人
，忘恩負義的人很多，如果對他有恩惠，希望他報答，到時若沒有



回報，變作結怨，這就錯誤。所以說我們對人施恩，不要求人報答
。現在自己的兒女都不知父母的恩德，何況其他？「施恩不求報」
。「與人不追悔」，給人就不要後悔，給人就好，布施給別人，幫
助別人，再來後悔這就錯誤了。所以說善人施恩不求報答，幫助他
人不後悔。這是第四章「積善章」，給我們說這個事情就是善事，
善事我們就是要去做。請再看第五，「善報章第五」：
　　【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神
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
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前面講積善，積善就有善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可以依照
前面第四章來積善，果報就現前了。『所謂善人』，依照前面第四
章來修學，依教奉行就是叫善人。善人『人皆敬之』，人家都會對
他尊敬。『天道佑之』，天地神靈也會保佑，你沒去拜，祂也會來
保佑。『福祿隨之』，「福祿」，佛經講的福報，你福報現前，做
什麼事都很順利。『眾邪遠之』，邪神、邪鬼、惡星遠離。『神靈
衛之』，這在佛經講，天龍八部護法神來保衛你。『所作必成』，
做任何的事情必定能夠成功，你做任何事業，或是讀書學業都能夠
成就。『神仙可冀』，不但世間這個事業可以成就，要做神、做仙
也能夠成就。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道家的修學終極目標就是成仙，像拱北殿八仙，仙比我們人的境
界比較高，長生不老。佛在《楞嚴經》將仙道說十種，《太上感應
篇彙編》漢鍾離將仙說五種，以後有時間再詳細來報告，先知道有
「天仙、地仙」。天仙的條件，你要先立，立就是說累積一千三百
善，地仙就要立三百善，地仙的條件比較少，這是求仙。我們要念
佛、要成佛，也是要修福德資糧，比如說我們打佛七，想要念到一



心不亂，你也要積一些善，這樣去打精進佛七才不會著魔。有人去
念精進佛七，為什麼會著魔？鬼神、冤親債主來干擾。冤親債主可
以來干擾，就是說我們的善修得不夠，惡業太重，你要精進用功，
冤親債主來找麻煩，來給你障礙，這一點我們要知道。這是第五章
果報，這是積善的果報。
　　這集時間到了，我們就講到此地。下面下一集，再繼續跟大家
報告，謝謝大家的收看。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