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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淨意公遇灶神記》第四集的播出。諸位觀眾，大家好，阿
彌陀佛。
　　上一集我們講到《遇灶神記》，俞淨意先生四十歲以後，每一
年農曆十二月最後一天就是除夕，都寫疏文請灶神代替他向上帝報
告，希望能夠改善家庭環境，可是一直都沒有回應。到了四十七歲
這一年除夕夜，跟眼睛瞎了的太太和一個女兒，三人對坐，面對面
坐著，非常淒涼。忽然聽到外面有人敲門，俞先生點蠟燭開門，看
到角巾皂服，鬚髮半蒼，大概五十多歲人，自稱姓張，出遠門回來
，經過俞先生家門口，聽到他家裡面一片憂愁怨嘆的聲音，特別進
來慰問他。坐下來之後，俞先生對張先生非常有禮貌，覺得這個人
不是普通人，請他坐下。他說明來意，張先生是來慰問他，俞先生
很感激，說出他的遭遇。張先生跟他說，他知道他家裡的事情已經
很久了，也知道得很清楚，不說他也都知道。張先生向他開示，告
訴他：你的意惡太重，讀書積行，專務虛名。你做一些善事都不實
在，你只是想要得一個虛名，現在說愛名聲、求名聞利養，不是真
正善心在實行善事，是為了自私自利，個人的名利。你自己犯這個
錯誤不曉得，心的意惡太重，每一年還燒疏文報告上帝，如果你繼
續這樣下去，恐怕受的懲罰不止如此，會愈來愈嚴重。張先生跟他
說到這裡。這一集接下來的文：
　　【公大驚。】
　　這個『公』是俞公，他聽到張先生這樣跟他說，他非常驚恐，
他自己做的這些事情別人不知道，這個陌生人怎麼會知道得這麼清
楚？所以經過他這麼一說，心裡很驚恐。他又回答：



　　【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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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先生聽到張先生告訴他，說他平生做這些善事都是專務虛名
，只是想要有個名聲而已，並不是真心去實行善事。他聽了以後心
裡有點不服氣，『聞冥冥之中』，我聽說冥冥之中有鬼神會監察。
『纖善必錄』，「纖善」是指很小很小的善事，一點點的善事鬼神
也知道、也會記錄。我這麼多年跟大家結文昌社，做這些善事，和
同學們也立下誓願，要力行善事。文昌社裡面訂的一些規條，規矩
、條例就等於佛門的戒律一樣，大家都要遵守。我也遵照這個奉行
，沒有違背，難道這些都是屬於虛名嗎？這是俞先生回答張先生。
我做這麼多好事，難道都沒有一件真正是好事、都是虛名嗎？這就
是他心裡有點不服。下面張先生又再答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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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先生聽到俞先生覺得很不服他說的話，他就舉出『惜字』這
一條實例。惜字、放生、戒淫殺口過，先舉出「惜字」來為他說明
。《陰騭文》裡面很重視惜字紙，當然他們文昌社裡也有這一條。
灶神張公就跟他說，你既然有這一條，就應當依教奉行，可是事實
不然。你們說惜字，但是有寫文章的紙都是字紙，還有舊冊子（就
是舊書），這都有文字，你拿這些字紙做什麼？糊窗戶。古時候窗
戶是用紙糊的，現代已經很少看到，在我小時候還有，在鄉下，我
記得我奶奶的舊房子，房間裡的拉門還有用紙糊的，現在只有日式
裝潢還用紙糊的門窗。古時候都是用紙糊窗戶，俞先生都拿字紙去
糊窗戶。現在的窗戶都是用玻璃的，當然現代人比較不知道，年歲



大一點的人也許曾經看過。如果現在的人沒見過，你看日式裝潢的
拉門，有的還是用紙糊的。但是現在也有用玻璃的，玻璃還講究花
紋、美觀。
　　過去窗戶用紙糊的確實很多。用字紙糊窗，這是大不敬，糊窗
戶應該用空白的紙糊，寫字的紙拿去糊窗戶，這對聖賢不尊敬、不
恭敬。『裹物』是包東西，以前雜貨店用報紙包東西，這是很普遍
，包菜、包東西。現代沒有人用字紙糊窗戶，因為現在不需要了，
都是用玻璃的。現在一般的壁紙都有花紋很美麗，儘管你去挑選。
現在沒有人會用字紙糊窗戶，已經沒有了，但是用字紙包東西還是
很常見，這個地方我們應當要知道避免。我們自己盡量避免，別人
造這個罪業，你如果勸他，他必然起反感，這就是我們看到別人跳
火坑，我們也沒辦法把他拉回來，只有從我們自己本身做起。你如
果要勸他，教他不要亂用字紙包東西，他會說你迷信，大家都用字
紙、報紙包東西，我為什麼不能包？幾個人懂這個道理！教你惜字
紙的意義。
　　過去的字紙跟現在不同，諸位想想，從前的書籍字紙都是木刻
版本，要不就是用手逐字抄的，那是非常不簡單。過去所寫所印的
這些書文、古書，如果不是非常有價值的文章，沒有人會去抄，也
沒有人會去印，誰肯花那麼多錢、那麼多精神去印那些沒用的東西
？凡是所印的、所寫的都是很有價值的文章。所以過去印刷的木刻
版是一個字一個字刻的，不像現在排版這麼方便，尤其現在電腦字
很方便，版排好了，依那個版照相製作就好了，看你要印多少，都
有辦法。古時候確確實實要得到一本書，非常不容易。因此古時候
既然是書，一定都是好文章，文以載道，所以書破了要修補，實在
破得不能用了，恭恭敬敬的將它焚化，不敢隨便亂丟，不能隨便丟
在垃圾桶，這就是重道，重視這個道。因為文以載道，文裡面所包



含的就是道理，宇宙人生的道理，這也是我們通常佛門講「一切恭
敬」裡面對於法寶的恭敬，特別是佛經，更加不能隨便處理。
　　經書屬於法寶之一，雖然現代印刷術發達，我們對於經書還是
一樣要尊敬。所以經書我們要放好，用書櫃把它擺好、擺整齊，不
能亂擺、亂丟，這樣敬才有福。我們看到很多人，雖然學佛，不知
道尊敬經書，經書亂丟，有的隨便放在床頭，像小說一樣的亂丟，
這在《阿難問事佛吉凶經》佛也跟我們說過，這都有罪過。所以有
人學佛得到福報，有人學佛反而遭到災殃，什麼原因？就是這些地
方沒有注意。所以敬才有福報，不敬就造罪業，造罪業每天在損福
、折福，那無可奈何。所以我們明瞭，別人要怎麼做，我們不能阻
止他，但是我們看到不如法，自己就不可以這樣做。所以雖然是包
東西，也盡量避免不用字紙包，甚至於用報紙，在不得已的情形可
以用；換句話說，我們要包東西，應當要用一般的牛皮紙或包裝紙
。現在有專門賣包裝紙這一類的，家裡多預備一些，有時候要包東
西可以使用，或者空白的紙，盡可能不要用寫過字的紙包東西。我
們讀到這裡，就明瞭我們應當怎麼做。縱然這個道理想不通，字紙
為什麼要這麼尊敬？這個道理還想不通，但是你只要照這樣做，保
證有福報，保證有好處。你說等我道理想通了再做，恐怕等到想通
的時候，福報都已經折損盡了，都沒有了，壽命也差不多了，想做
也來不及。所以聖人教我們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就不會錯。不
管什麼道理，能夠依照聖賢的教導去做，這就是有福報之人。
　　這是說這一條，張先生跟俞先生說，當你看到你的朋友或是學
生，大家都用字紙糊窗、包東西的時候，你看到朋友、學生，你從
來沒有勸告他們一聲，從來也沒有一次阻止，連說都沒說過，你視
而不見，只是在路上看到一些字紙，撿回來焚化，你這是做表面的
，做給別人看的。所以張先生跟他說，你這就是很具體的專務虛名



，做表面給別人看而已，實際上，你並不是真正敬惜字紙，你的心
態不一樣；換句話說，沒人看見的時候，你就不做了。這是舉出他
結文昌社，頭一條就是惜字，他說惜字這一條，你就沒有做到，你
那些都是做表面的，不是實在的。這是舉出第一條。第二條，張先
生又舉出來：
　　【社中每月放生。君隨班奔逐。因人成事。儻諸人不舉。君亦
浮沉而已。其實慈悲之念。並未動於中也。】
　　他們結文昌社第二項是舉辦放生活動，現在說的辦放生活動，
這是說放生，這是在修善。他說，你『社中每月放生，君隨班奔逐
』，「君」是指俞公，『隨班』是跟著大家奔波。『因人成事』，
就是說這是別人提倡的，提倡這麼做，你就隨著別人這麼做，人家
不做，你也不會主動提出來做，你心裡並沒有真正慈悲的念頭。你
心裡真正想放生嗎？有憐憫這些生物，有慈悲心嗎？真正去感受體
會到這些生物被宰殺痛苦的情形，而動了慈悲心去放生嗎？灶神這
個開示非常重要，這也是給我們辦放生活動、參加放生活動的人，
一個很重要的開示。現在參加放生活動的人也非常多，也有很多佛
教團體辦放生，但是放生主要的意義是什麼？就是提倡發慈悲心，
不殺害眾生，這就是五戒十善第一條不殺生，這一條善事。
　　慈悲之念要怎麼才能生起？慈悲之念就是想到眾生牠快要被殺
的時候，雖然牠是動物、畜生，牠也知道人要殺牠。俗話說，一隻
螞蟻也愛惜生命，如果用手指要捏死一隻螞蟻，牠也會一直跑，這
是說很微小的動物也愛惜自己的生命，何況其他的？人愛惜自己的
生命，不希望被別人殺害，一切動物也是一樣，與人無異，牠也愛
惜自己的生命。雖然牠是動物，你要殺牠，牠也會驚恐，也會痛苦
，被人殺死，牠也會怨恨，跟人一樣。所以有人說牛要被殺了，牠
會流眼淚，但是牠不會跑，所以牛要被殺知道，死不知道逃，牠知



道快被人殺死了；豬知道逃不知道死，但是都知道，被殺的時候慘
叫，殺雞、殺鴨，一切動物都很痛苦。
　　過去我聽一位同修說，有位同修跟大家去放生，他也沒什麼感
覺。有一天他的手被東西割了一個洞，小傷口，非常痛，他忽然想
到動物被殺的時候，我的手割了一個小洞就非常痛了，那動物被殺
時不知道要痛成什麼樣子？他忽然善根發現，所以從那天開始吃素
戒殺放生，這是他的善根，這是發了慈悲之念。確確實實憐憫慈悲
，希望這些動物不要被殺害，像有人要殺我們的時候，我們是不是
很害怕？動物要送到屠宰場，就好像人被判死刑，要上刑場一樣，
被處死，那種心情，那種感受。我們反過來想想自己遭遇那種情形
，我們有什麼感受？當然很恐怖，很希望有人來救自己，動物也是
一樣。如果你想到這裡，慈悲之念油然而生，戒殺放生的念頭才生
得起來；如果你沒有這樣觀想，確實慈悲心生不起來，大家放生就
跟著去。雖然生不起來，要參加放生活動也是好事，也不能說絕對
沒有好處，雖然他現在還沒覺悟，但是總有一天他會覺悟。但是我
們一定要知道，真正放生是要生起慈悲心，提倡慈悲心，我們現代
人說愛心。愛心就是佛經說的慈悲心。
　　對人要有愛心，對一切動物、一切生物也是一樣都要有愛心。
人怕死，動物也怕死，所以我們殺生吃肉，確確實實我們過去也造
了很重的罪業，沒學佛的時候，沒人知道。這個世界上不管中國人
、外國人，沒有學佛的人，當然殺人這是犯法的，這有法律規定的
。但是殺生吃肉，雞鴨魚肉，一般人總是認為這是應該給人吃的，
不認為殺生是錯誤的，因此中外都犯很重的殺業。古大德也跟我們
說，「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夜半聲」。就是說我們要知道這
個世間為什麼會有刀兵劫，刀兵劫就是戰爭。戰爭有什麼後果？迫
害，死了很多人，家破人亡。戰爭怎麼來的？古大德告訴我們，你



去屠宰場聽動物被宰殺的慘叫聲，你就知道原因是什麼。為什麼這
個世間、這個人間有戰爭？就是殺生的業造成的。殺生到一個程度
，被殺死的這些動物，牠們是受罪業，罪業受滿，牠還會投生到人
間來，投生到人間來報復，冤冤相報。所以殺生確確實實是冤冤相
報，吃牠八兩，還牠半斤，誰都佔不了便宜。
　　佛了解這個事實真相，為我們說明，為我們開示，勸我們不可
以殺生。在《十善業道經》裡面第一條就是不殺生，不殺生有十種
好的果報，其他八種果報很殊勝，第四跟第五，第四條是講現世的
，「身常無病，壽命長遠」，這兩條不管有學佛、沒學佛的人，中
國人、外國人都需要。身常無病就是身體健康，壽命也很長，這個
大家都愛，這是果報。但是要修什麼因才能得這個果報？不殺生，
能夠放生會更好，這是因。得到身體健康、長壽，這是果報，有因
就有果，其他八種的果報更加殊勝。我們了解這個因果，當然自自
然然很歡喜修這條善業。所以《文昌帝君陰騭文》，俞先生結文昌
社，放生也是一個重點。但是一定要知道，放生要有慈悲心去放生
，真正愛護生物的心態，不是做表面的，不是做給別人看的，這樣
才有感應，這樣才是真正的善事。這是說他去放生，不是真正出自
於內心的善心，因為沒有慈悲的念頭，對外還標榜自己很慈悲，這
也是專務虛名具體的例子，實際上，心裡毫無仁慈心。下面張先生
又再指出：
　　【且君家蝦蟹之類。亦登於庖。】
　　『蝦蟹』是蝦子、毛蟹，現在說蟳、大閘蟹，現在餐廳、市場
、海產餐廳很多。『君家』是指俞先生家，你們辦放生，但是你家
裡蝦子、毛蟹這類海產『亦登於庖』，還是出現在你家廚房，你依
舊在吃這些。你們家的廚房裡，依然有蝦蟹之類，蝦子、螃蟹（現
在說的蟳）。當然這是舉出一、二樣，當然包括其他生物。這也是



生命！
　　【彼獨非生命耶。】
　　那些蝦子、毛蟹，難道就不是生物嗎？你一方面放生，換句話
說，依舊還是吃眾生的血肉，一方面放生，一方面又在殺生。文昌
社裡面可能不是吃長素，大概一個月只有幾天吃花素，譬如一般說
初一、十五，還是佛門裡面受過菩薩戒，六齋日、十齋日，一個月
吃幾天素，指這個。所以我們放生，不殺生這一條，這是要從吃素
開始。所以印光祖師在《文鈔》裡面給我們開示，護國息災根本方
法在於吃素念佛。吃素也是間接不殺生。市場那些人為什麼要抓這
些動物、要殺害這些動物？因為有人買、有人吃。沒有人買，沒有
人吃，他就不會去殺生，他就沒有生意。所以吃的人也有因果。
　　一般佛教裡面在佛陀時代勸人吃素是很好，吃長素，不殺生。
但是有些人，特別是初學佛的人，或者對佛法還不了解的人，要他
吃素當然很困難，看到別人都吃葷，為什麼他不能吃？他不了解這
些道理。但是你跟他說這些道理，一時之間他也不能那麼快接受，
除非他過去世善根很深厚，他一聽就能接受，善根如果不是很深，
他聽了還是會懷疑。所以佛陀教一般人，如果還不能完全吃長素，
也要吃三淨肉。三淨肉就是：第一不見殺，第二不聞殺，第三不為
我殺。不見殺就是沒有現場看到生物被殺害，沒有親眼看見；自己
也沒有親耳聽到動物被殺害的慘叫聲；第三不為我殺，不是為我一
個人而殺的，像現在市場賣那些冷凍的，那就是三淨肉，對一般還
不能接受吃長素的人，先勸他吃三淨肉。一個月可以吃幾天花素，
從這樣慢慢改過來，改到最後能夠完全吃長素最好。
　　吃素對身體有一定的幫助，所以現在不論中國、外國，有很多
不是學佛的人，甚至其他宗教徒，他們也都素食，他們素食是為了
身體健康。現在醫學也實驗出來，吃素確實不會營養不良，很多吃



素的人身體很健康。這足以證明，吃素不是一般人講的不吃葷就沒
營養，可以做一個實際的證明。尤其現在這個時代，素食的東西很
多，不會沒營養，可能營養都過剩。這是張先生跟他說放生這條，
他說放生這條，你也不是實際做到放生，沒有慈悲心，而且你還有
吃葷，一方面放生，一方面還在殺生，這條善事一樣沒有落實。下
面又再說：
　　【若口過一節。】
　　殺生屬於身業，身體造的惡業，『口過』是講話，口的言語過
失，這是指妄語、惡口、兩舌、綺語，換句話說，口業也都犯了，
口的過失也很多。
　　【君語言敏妙。談者常傾倒於君。】
　　你這個人很會講話，為人能言善道，又有才學，但是你很會說
風涼話，講風涼話都會傷人，但是又很敏捷。『敏』是他講話反應
很快，『妙』就是很會罵人，有人被他罵了還不知道，這就是「妙
」。『談者常傾倒於君』，大家跟他說話，贏不過他，這是說「傾
倒於君」。講話也很會諷刺人，用的詞句都非常巧妙，大家聽了之
後都會被他所折服。換句話說，他有口才，口才很好，無理的事被
他說出來也能變成很有理。換句話說，強詞奪理，而且他講的大家
都能折服，沒有人能跟他辯論，他有這個本事。很會說話，口才很
好。
　　【君彼時出口。心亦自知傷厚。】
　　張先生又告訴他，你雖然說得很痛快，可是你還有一點良心，
同時你口過的習慣養成了，但是自己還有一點良心，知道這麼說有
傷自己的厚道，還有這種感覺。說話太刻薄，說話很刻薄都要諷刺
別人，不肯輸人，現在說爭辯沒輸過，什麼事情都要辯到贏，言語
都很刻薄。但是畢竟他是一個讀聖賢書的人，自己講話刻薄，也知



道不對，有傷自己的厚道。這是古時候讀聖賢書的人，畢竟還是不
一樣。我們現代的人都不讀聖賢書，犯了口過他也不知道，他自己
不知道，當然更加不會認為自己有什麼錯的，都是別人不對，自己
都對，他不會反省，這就是有沒有讀聖賢書的差別。有讀聖賢書的
人，他有改過的機會，沒讀聖賢書的人就無法改過，就沒有改過的
機會，他不知道要改，他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裡，認為自己都是正確
的。
　　這是俞先生，這個註解裡面說，「幸有此一點良心，為今後轉
禍為福之機」。灶神為什麼來指點他？當然祂是神，祂也知道人的
根機，雖然他造這麼多的惡業，但是他總是還有善根、還有良心。
有這個感覺，就是以後轉禍為福的機會，所以他還有這點良心。如
果連這點良心都沒有，他也不會遇到灶神爺，為什麼？灶神爺來跟
他講也沒用，他也不會聽，幸好他還有一點良心，佛經講的還有一
點善根。換句話說，這個人還能教，教他還肯聽，還能回頭，就是
要讓他多吃點苦頭，還是可以回頭的。這是在他四十七歲的時候，
灶神到他家，那時候機緣成熟，把他的惡夢點醒。
　　【但於朋談慣熟中。】
　　在他熟悉的朋友當中。
　　【隨風訕笑。不能禁止。舌鋒所及。觸怒鬼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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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朋友談論當中，言語不輸人。不輸人、
不讓人就是大毛病，這是很大的過失，這是灶神為他指出來的。這
集的時間到了，這段下一集再繼續向大家報告，謝謝大家收看。阿
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