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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淨意公遇灶神記》第八集的播出。諸位觀眾，大家好，阿
彌陀佛。上一集我們講到俞淨意先生遇到灶神開示之後，從大年初
一那一天開始，自己取了一個道號，叫做「淨意道人」，發誓願要
除妄念、雜念、習氣。
　　【初行之日。雜念紛乘。非疑則惰。忽忽時日。依舊浮沉。】
　　上一集講到這一段，這段是說一開始修學的時候雜念還是很多
，無法控制，『雜念紛乘』。不是懷疑就是懶惰，懈怠、退轉，精
神提不起來，這是惰。『惰』是懶惰、懈怠的意思，退轉、退步。
『忽忽時日』，「忽忽時日」是一天過一天，恍恍忽忽，糊裡糊塗
一天又過一天，跟原來一樣。『依舊浮沉』，浮浮沉沉，就像人掉
到水裡，一會沉下去一會又浮出來，浮浮沉沉。這就是剛開始修的
情形。相信同修都有這個經驗，特別是念佛的人，念佛怎麼雜念還
是這麼多，沒有念佛的時候覺得沒有雜念，心靜下來要念經、念佛
，發覺雜念一大堆，很難控制。我們讀了俞淨意公修學的經驗，再
看《了凡四訓》修學的經驗，這段跟了凡他遇到雲谷禪師開示以後
，開始在修改造命運斷惡修善，前面的階段是一樣的。我們要是照
樣去修，當然也不例外，也是跟他一樣，知道這個情形以後不用怕
，這是很正常的，本來就是會這樣。袁了凡是過來人，俞淨意也是
過來人，每個人開始都是這樣，都是進進退退。問題是前面講的要
有忍耐心、要有永遠心，這兩種心很重要！只要有這兩種心，有恆
心、有決心，要痛改前非，這些毛病慢慢會改掉。
　　一下斷，馬上要斷得一乾二淨，這比較不容易的，這不是一般
人說斷就斷得掉的。一下斷是斷不掉的，古人這些前賢都有榜樣給



我們看，不是一下手就能斷得乾淨的。由此可知，聽講最重要。為
什麼家師淨空上人一再強調一門深入，長時薰修？假如我們要求真
實的效果，《了凡四訓》、《俞淨意公遇灶神記》一遍講完了，過
一個禮拜再重新開始，重頭開始講，一年當中要講十遍、二十遍，
每天聽，每天講，一年下來大家都改了。為什麼？天天在勸！如果
只勸一遍，講完了這本書放到書架上，束之高閣，忘記了，還是提
不起來，因為忘記了，提不起來，所以不容易！可以說一百人當中
聽一遍就能提起來的，恐怕一百人當中還找不到一個，甚至一萬人
當中找不到一個，十萬人當中也找不到一個，一百萬人當中也找不
到一個，這是真的，特別在我們這個時代。如果真正想要成就，一
年當中得聽十遍、二十遍，這就不一樣，每天薰習，每天提醒，相
信同修們當中，最低限度也有二分之一的人能成就，這是一點也不
假。
　　所以同修們千萬不要以為這本書我聽過了，這一本經我已經學
過了，說實在話，菩薩從初發心到等覺天天都在學，都在重複，沒
有一天不學習的，怎麼可以說學一、兩遍就可以？所以跟大家說實
在話，聽這個經才真正叫有福報，你現在去聽大經大論，那個太高
了，好是很好，我們做不到，做不到就沒有受用，沒有效果。聽這
個經，聽《了凡四訓》、《太上感應篇》、《俞淨意公遇灶神記》
，馬上可以得到，這比較淺顯，也是我們眼前必須要修的，立刻就
收到效果。諸位果然能夠以三年的時間，從這上面奠定基礎，三年
以後，你再學大經大論，那就不一樣了，人就變樣了，你就是真的
菩薩，到那時大經大論才能契機。像我們學淨土法門也不例外，學
淨土法門，淨土是大乘法，不是小乘法，佛在佛藏經裡跟我們說，
不先學小乘，先學大乘，非佛弟子。中國學佛的人自古以來學小乘
的很少。小乘兩個宗派成實宗、俱舍宗，在唐朝中葉以後就沒有人



再學習了，在這以前還有人學。以後中國這些四眾弟子，沒學小乘
，學什麼？儒家、道家，像現在淨空上人提倡的，儒家《弟子規》
，道家《太上感應篇》。《感應篇》也是淨宗十三祖，印光祖師一
生極力提倡的一本善書，這是道家的。
　　過去的讀書人，從小就接受儒、道的薰習，用儒、道的內容代
替佛法的小乘法，因此學佛直接學大乘法大家有成就，因為有小乘
的基礎，它是以儒、道代替小乘法。現代學佛的人，儒道不學習，
小乘佛法也不學習，沒有基礎，直接就學大乘法，當然有困難！怎
麼學也學不成。甚至有人愈學煩惱習氣比以前更加增長，不但沒有
減輕，愈來愈嚴重，這原因就是沒有基礎。因此家師淨空上人最近
這幾年一再呼籲強調，要從《弟子規》學起，如果有這個基礎，我
們再學《太上感應篇》、《了凡四訓》、《俞淨意公遇灶神記》這
篇文章，這就沒困難了。俞淨意這篇的重點在意惡，我們可以從意
惡來對治，這是從根本修，這也是非常重要。我們有了小乘佛法的
基礎，儒道就等於小乘佛法，再學大乘法才契機，才能得到受用。
不然的話，說老實話不契機，也就是說還不適合我們現前的程度，
我們還沒有這個程度、不夠條件修學大乘佛法，包括念佛法門在內
。念佛法門也是大乘法，你看《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淨土是大乘法，不是小乘法。
　　大乘法建立在小乘法的基礎上，小乘法建立在人天善法的基礎
上，沒有這個基礎就像蓋大樓，《佛說觀無量壽佛經》淨業三福跟
我們說得很詳細，說修學的次第，淨業三福。第一福，「孝養父母
，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第一福是人天福，是最基本
的基礎。第二福，「受持三皈，具足眾戒，不犯威儀」，這是出世
間聲聞、緣覺二乘福，從三皈依開始，我們學佛大家都知道要皈依
，你受持三皈、能夠落實三皈，這是第二福。第三福，「發菩提心



，深信因果，誦讀大乘，勸進行者」，這是大乘菩薩福。這三福就
好像是三層樓，第一福人天福比喻第一層樓；第二福從受持三皈，
具足眾戒，不犯威儀是第二層；第三是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誦讀
大乘是第三層，大乘菩薩福。第二福、第三福都建立在第一福，孝
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這個人天福的基礎上。
所以佛在《觀無量壽佛經》，在他還沒有跟韋提希夫人說《十六觀
經》以前，先教她修三福。這三福說完以後，佛對韋提希夫人說，
也等於是對我們大家說，這三福是三世諸佛淨業正因。我們修淨土
、修淨業，實際上不管修哪個法門、哪個宗派，都是修淨業，正確
的修因就是這三福。可見這三福，不管你修學哪個法門，大乘小乘
、顯宗密教，乃至你沒學佛要得個人天福報，都離不開這三福的範
圍。我們現在看到《了凡四訓》、《太上感應篇》、《安士全書》
，包括《俞淨意公遇灶神記》這是屬於第一福，人天福。
　　我們現在沒有這個基礎，一開始就學大乘法，怎麼學也學不成
。學不成就的原因就是沒有這個基礎，就像蓋大樓沒有打地基，怎
麼蓋得起來？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修行人，為什麼修了幾十年還是
糊裡糊塗，不能成就的原因就是這個基礎都沒有，都修得不好。《
弟子規》是教我們做人，人都做不好，要怎麼作佛？佛是最高的果
位，成佛也要從做人開始。因此淨宗十三祖印光祖師生前勸大家，
特別勸念佛的人，要從「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
行」，在這個基礎上，信願念佛，求生西方，這樣才能往生西方。
如果沒有這個斷惡修善的基礎，只有念佛要求往生西方，也不能往
生。為什麼？念佛信願行，我們有信、有願，相信也發願要去西方
，但是有信、有願還要有行，行是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亂，起碼要念
到功夫成片。如果沒有斷惡修善，念佛怎麼能達到功夫成片、一心
不亂？行不得力，不能功夫成片，雖然想往生西方，可是有障礙，



行達不到標準，沒有達到經典講的「一心不亂」的標準。所以信願
行缺一樣都不可以。
　　所以前面「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實
際上，它是包括在行裡面，信願行的行裡面。這個行是助行，念佛
是正行，幫助念佛功夫得力是助行。一般人如果沒有斷惡修善這個
助行，念佛功夫不會得力，除了這個人過去生修的善根非常深厚，
像鍋漏匠這種人，老實念佛的人。真正老實念佛的人，你仔細觀察
，他真正能夠老實念佛，他當然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哪有說這
個人老實念佛，他還無惡不作，常常起惡念，這怎麼算是老實？那
就不老實了。所以真正老實的人，雖然你好像沒有看到他在修，但
是實際上他做出來的行為跟這些都符合，「敦倫盡分，閑邪存誠，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都符合，我們可以仔細觀察。如果我們不
能老實，助行就非常重要了，所以印祖才會一再提醒、勸勉我們，
所以在這方面要多多留意。我們如果希望這一生有一定的成就、決
定的成就，這個不能疏忽。這個如果疏忽了，經念得再多，佛念得
再多，思想行為改不過來，無法改變就會障礙你，這個非常重要。
　　雖然這篇文章不長，如果真正落實去做，確實我們第一福的基
礎就有了。所以念佛要往生西方，有信願念佛，有這個基礎，我們
念到功夫成片沒有問題，絕對可以達到，可以達到第一福，這是我
們這一生決定有把握往生西方，起碼三福要做到第一福。所以我們
做到第一福，信願念佛，求生西方，往生西方是下輩往生。如果能
再提升，落實第二福，這樣信願念佛求生西方是中輩往生。如果可
以做到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這樣信願念佛
求生西方，這是上輩往生。所以三福全部都做到了，這樣信願念佛
求生西方淨土是上輩往生，這是配合《無量壽經》講的三輩往生，
上輩、中輩、下輩。這個上中下三輩都是善人，下輩是世間的善人



，中輩是出世間的善人，上輩是菩薩，發大心的善人，所以說讀誦
大乘。這個基礎的修學，必須要天天聽、天天講，天天大家在一起
切磋琢磨，這樣才有效果。讀了這一段，我們的信心、勇氣就要提
起來。你看俞淨意先生的習氣很重，相信我們想一想自己的習氣也
是如此，知道自己懈怠提不起來。我們看他怎麼修，看下面的文：
　　【因於家堂所供觀音大士前。叩頭流血。敬發誓願。願善念永
純。善力精進。倘有絲毫自寬。永墮地獄。每日清晨。虔誦大慈大
悲尊號一百聲。以祈陰相。】
　　這是求佛菩薩加持，求佛菩薩在冥冥之中加被我們。他的精神
提不起來，心裡惡念、雜念，貪瞋痴慢、嫉妒這些雜念還是很強，
無法降伏。就想到他家裡有供奉觀世音菩薩，求菩薩加持。他很誠
懇的求菩薩，『叩頭流血』，就是拜佛叩地叩到頭都流血，表示他
非常堅定求菩薩加持。『敬發誓願，願善念永純』，再發大願，在
菩薩面前發大願，「叩頭流血」再發願，願他的善念永遠純善，沒
有惡念夾雜，這就叫做「善念永純」。念佛，不懷疑、不夾雜、不
間斷。不夾雜什麼？不夾雜惡念，實際上連善念都不夾雜，要淨念
。『善力精進』，「善力」就是做善事在外面的力量能夠精進，內
心的善念永遠可以純善、純正。『倘有絲毫自寬，永墮地獄』，這
是自己要求自己，他發願如果再寬恕自己；一般不成就的原因就是
對自己太寬恕，對別人很嚴格，要求別人很嚴格，要求自己就很輕
鬆。我們一般說別人錯誤不能原諒，自己錯誤可以原諒，都在原諒
自己的錯誤，這怎麼會成就？所以真正修行人是反過來，別人可以
原諒，自己不可以原諒，不能替自己找理由。『倘有絲毫自寬』，
他在菩薩的面前發願，我自己如果有一點寬恕自己的心，『永墮地
獄』。發這個願很重！我們如果有辦法像他這樣發願，改過一定可
以改得過來。



　　『每日清晨』，他求佛菩薩加持，因為靠自己的力量斷惡修善
，實在是惡的力量太強了，很不容易，所以要求佛菩薩來加持、來
幫助。我們從這裡看到，他『每日清晨，虔誦大慈大悲尊號一百聲
』，念觀世音菩薩的聖號念一百聲，早上拜幾拜佛，念一百聲觀世
音菩薩聖號。一百聲並不多，相信同修們念佛一天不止念一百聲，
有人念一千聲、一萬聲，甚至有人好幾萬聲的也有。但是諸位要知
道，恐怕我們的心不如俞淨意，他的一百聲，聲聲虔誠，真心在念
，懇切的心在念。我們現在一直在念，有口無心，口念心沒有念，
嘴裡念佛，心裡還是想其他的，打妄想，這是古大德說的，這樣念
佛「喊破喉嚨也枉然」。你沒有收心、攝心在念，沒有懇切在念，
只有嘴念心沒有念。心念什麼？前面講的，貪淫、客氣、妄想諸雜
念，念世間雜七雜八的，念自己的子孫，念這些，哪有在念佛？都
是夾雜這些，念是有念，但是夾雜這些東西，這就不純了。所以我
們念一萬聲，可能抵不上他念一聲的效果，那個心態不一樣。這就
是要誠、要敬，要用誠敬心，誠心誠意去念、去修。他能夠發這個
誓願，我們看到俞淨意先生這樣發願，我們也要向他學習，要學習
他發的誓願。發誓願是督促自己，念觀音也好，念阿彌陀佛也好，
主要要誠敬，要真心去念，不能邊念佛邊想其他的事情。想別人，
想雜七雜八的，這就是夾雜，那哪裡是在念佛？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很多人在念，其實為什麼說念佛的人多往生
的人少？因為那都不是真正在念佛，念佛當中還夾雜這些雜七雜八
的，這些妄想諸雜念。這個世間牽腸掛肚的事情，一大堆掛在心裡
，放不下！這樣念，就是古大德講的，「喊破喉嚨也枉然」，枉然
是沒效果！所以念佛這個「念」字是心念，主要是心念。心真正掛
念的只有阿彌陀佛，只有觀音菩薩，其他統統放下，其他不管什麼
事情，都不放在心上，這樣才是真正念佛，這樣才有感應。俞淨意



雖然念一百聲，他這一百聲都沒有夾雜，很純！這就有感應了。有
感應，沒有感應，我們自己很清楚，不用問別人。下面這是感應的
情形，請看文：
　　【從此一言一動。一念一時。皆如鬼神在旁。不敢欺肆。】
　　這幾句話非常重要，這就是他所以能成功，能夠轉變命運關鍵
所在。有這一念，好！他求佛菩薩加持，虔誠在觀音菩薩面前拜佛
，叩頭叩到流血，發大願，不能原諒自己，若是原諒自己，永遠墮
地獄，不能超生。發這個願，每天拜佛念一百聲觀世音菩薩，求菩
薩加持，從此以後就有效果出來。『從此』是從此以後，『一言一
動，一念一時』，從他發這個願，求佛菩薩加持以後，「一言」是
講一句話，「一動」是一個動作，「一念」是一個念頭，「一時」
是任何時間，不管在什麼地方，『皆如鬼神在旁』。「旁」是旁邊
，就像鬼神時時刻刻在我們旁邊，古諺云：「舉頭三尺有神明」，
舉頭三尺高就有神明，照佛經講不止三尺，鬼神太多太多了，人肉
眼看不到，但是鬼神看我們看得很清楚，這就是對鬼神的一種敬畏
。好像有人在旁邊，我們就不敢做壞事，旁邊沒人，自己獨處就很
容易放肆。所以儒家講修身養性，講「慎獨」，慎是謹慎，獨是獨
自一人的時候，就要像很多人在我們身邊一樣，「十目所視，十手
所指」。自己獨自在房間裡面，就要像有十對眼睛看著你，十隻手
指著我們。我們如果有這種警覺心，自己一個人也不敢隨便，也不
敢放肆，就像在人前，我們就很收歛，不敢放肆；沒人看到，就沒
關係了，隨隨便便。這是沒人看到的時候，有許多鬼神在監視，不
敢隨便。如果有這種感覺，這是初步功夫得力，才有這種感覺，否
則的話，還是沒有感覺。沒有，就是業障之相，業還很重，還沒消
除。業障重他就沒有這種感覺。他有感覺的時候，『不敢欺肆』，
這是他成功的地方，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間，都有鬼神看著我



們，有這種警覺心，當然就不敢自欺、就不敢放肆、不敢隨便、不
敢做壞事了。下面說：
　　【凡一切有濟於人。有利於物者。】
　　『物』包括一切動物乃至於植物。
　　【不論事之巨細。身之忙閒。人之知不知。力之繼不繼。皆歡
喜行持。委曲成就而後止。隨緣方便。廣植陰功。】
　　這是在「行持」上轉過來了。前面一段是從心地裡面轉過來，
那顆心時時刻刻提高警覺，好像鬼神時時刻刻在我們身邊監察、監
視，不敢胡作非為，自己一個人也不敢胡作非為，心保持著高度警
覺。有這個心態的轉變，在行持方面他也轉過來了，前面心地一轉
，心一轉，行為就跟著轉了，身口的行為就隨著轉了，這是我們應
當學習之處。從此以後，凡是一切於人有利益的、於物有利益的，
只要對大眾，對一切人物有利益的，不管是大事也好、小事也好；
自己忙也好、閒也好；別人知道也好、不知道都好，都無所謂，我
就是要去做，只要對人有利益、對物有利益的。做的時候也不必考
慮力量夠不夠，我有沒有力量做這個好事？不考慮這些。我是不是
能夠把它做到有始有終？也不考慮這個。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盡
心盡力去做；做到一半，沒有力量再說，這樣功德才能圓滿。
　　下面註解說：「只問事之應為不應為」，就是說只問這件事應
該做或者不應該做，「不問力之能繼不能繼，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事無有不辦者」。這是說做好事，不管力量達不達得到，能不能
繼續做，只是問這件事情該不該做，應該做我們就要認真盡心盡力
去做。「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人有這個誠心、有這個善願，天
必從之，「事無有不辦者」，事情沒有一樣辦不成的。就像二００
一年年底，家師淨空上人聽說二００二年，這就是民國九十一年的
時候，三三一大地震，聽說那時台灣有個大災難。所以家師提倡印



《乾隆大藏經》來消災。交代悟道辦這件事，家師交代，這是要讓
住在台灣的人大家來發心，大人小孩、在家出家、男女老少、各行
各業大家發心。但是印藏經不是印一般的經典，費用非常龐大。家
師交代悟道做這件事情，那時候我聽到這是要消災的，印藏經祈求
消災免難，這個事情是應該做的。家師交代的時候都沒有錢，連一
塊錢都沒有，印一部藏經要花好幾萬塊，連一角錢都沒有。我們只
是問這件事情該不該做，應該做，我們就要去做，沒錢也要盡心盡
力去做。如果那時候我要是想沒錢就別做了，這沒辦法做，今天藏
經就印不出來了，印不出來供養大家。同時大家都秉著這個念頭，
這是該做的事情，都盡心盡力去做，所以那時候印藏經，我提倡從
一塊錢開始，你捐一塊錢也好，多少都好。
　　果然得到佛菩薩的加持、大眾的發心，我們在這幾年當中，《
乾隆大藏經》不但印了四、五千套跟大眾結緣，供養大眾，而且還
編成了目錄。在乾隆皇帝的時代，編這藏經還沒有編目錄，沒有編
目錄要查資料比較不方便，因此大家以前用藏經查資料，都是請日
本的《大正藏》，因為《大正藏》它有編目錄。《乾隆大藏經》沒
有編目錄，《乾隆大藏經》它的字體比較大，容易閱讀。《大正藏
》的字體小，錯字也比較多，但是它的優點就是有編目錄，查資料
容易。以後編成目錄，現在家師又請人圈句讀，一句一句加上句讀
，方便大家讀誦。後來又加印了兩千套，我們社團印一千套，聽說
家師那邊也印一千套，可能會增加至兩千套，這個印出來更方便。
因此那次災難，我們台灣二００二年，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那個地震減輕了，確實有感應，這是大家發心、佛菩薩加持。這就
是像這段所講的，只問這個事情應該不應該做，應該做的，雖然力
量達不到，也要盡心盡力去做，佛菩薩會加持。所謂「精誠所至，
金石為開，事無有不辦者，人有善緣，天必從之」，佛菩薩也會加



持你，能夠成就。
　　所以只要是好事，心裡往這方向去做，沒有做不到的。『皆歡
喜行持』，歡歡喜喜去做。委曲婉轉，一定要把它做到成就而後已
，這就叫做『隨緣方便，廣植陰功』。「陰功」，就是做好事，不
一定要讓別人知道。有時候做好事，別人會知道，不是我們自己特
別去宣傳，別人知道了那當然沒關係。所以我們做好事，《了凡四
訓》裡面說，「陽善享世名，陰德天報之」，陰功就是陰德，陰德
的果報比較殊勝、比較長久；陽善呢？你能夠得到好的名聲，那也
是福報。人得到好名聲是福報，但是名聲一報出來，福報就報掉了
，所以有智慧的人積陰功。這幾句講的是「行持」。這集的時間到
了，我們就講到這裡。下面，我們下一集再繼續向大家報告，謝謝
大家收看。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