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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士全書．萬善先資因果勸》。諸位法師，諸位同修大德，
大家晚上好，阿彌陀佛。請放掌。我們今天晚上是接著昨天有跟大
家報告《安士全書》印光祖師的序文。
　　這次的講座因緣，昨天也大概跟大家做一個簡報，我們這次講
題選擇《安士全書．萬善先資因果勸》這個部分來與大家一起學習
。「因果勸」這篇是清朝周安士居士他編輯的，主要是勸我們戒殺
、吃素、放生。我們東京的同修發心開了這個太和素食餐廳，主要
提倡戒殺、吃素、念佛，因此我們這次的講座就是針對這個因緣，
選擇「因果勸」來講解。希望藉著戒殺放生、吃素念佛這個功德利
益，讓我們此地的同修，大家對於吃素念佛這樁事情增長信心。我
們自己信心增長、信心堅固了，進一步就能夠去幫助別人建立信心
，進一步可以影響別人也來吃素念佛。所以這個戒殺、吃素、念佛
，還是要從我們自己做起。這個是我們這次講座的一個因緣。
　　我們今天是第二堂課，我們就正式進入這個主題《因果勸》。
去年我在山東慶雲海島金山寺，本來就計畫要講這篇東西，打算在
網路佛陀教育學院，來跟網路學院的同學一起來分享。但是在海島
金山寺，因為每天講《沙彌律儀要略增註》花的時間比較多；另外
在網路學院也講了一部《五戒相經箋要》，蕅益祖師的註解，這兩
篇東西講圓滿，法會也圓滿了，因此在山東海島金山寺就沒有時間
來跟大家學習「因果勸」。我在金山寺，事先我有請開霞法師幫我
查一些生難字，以及翻譯簡單的白話文。他已經把「因果勸」的上
半卷，「因果勸」它有分上卷、下卷，上卷已經都翻譯出來了，就



是我們諸位現場的同學大家手上拿的這個「因果勸」註釋，這是上
半卷，從一到五，從第一集到第五集。下半卷現在還正在翻譯。
　　這次我們如果時間允許，我們是希望把「因果勸」上卷、下卷
簡單跟大家報告一遍。如果時間來不及，我們上半卷先做一個報告
，下半卷下次有時間因緣，我們再繼續來向大家報告。大家現在拿
到的書本，它這個編的頁碼，從第一面《因果勸》註釋一、二，這
個就是第一集跟第二集，一共有六十四面。所以你看這個頁碼有六
十四（一），就是這個第一集跟第二集一共有六十四面，寫六十四
（一）就是第一集跟第二集的第一面。到了第三集、第四集，它有
再用一張紙把它隔開，第二集有幾面，這個是這樣編列的。所以大
家現在請翻開六十四（二），你就不要看那個六十四，就看下面那
個，左邊那個二就是第二面。
　　它這個有兩種版本，我這個版本是六十四，我這個字比較大，
大概是因為我老花眼，所以這本把我放大，放大那個頁數就增加了
；諸位現在拿到的字比較小，所以頁數比較少。大家翻開你們現在
拿的頁數是四十三（二），你們這個第一集跟第二集只有四十三面
，我的是六十四面。
　　後面我們從現在講下去，大家往下看，好，我們先看這個標題
「因果勸」。因果勸這三個字，我們簡單把這個字義，字面上的意
義做個說明。因就是原因，果就是一個結果，我們在這個世間，無
論什麼事情都有它的因果，也就是說我們現前看到的一切是一個結
果。這個結果有很多種，可以說無量無邊，非常的多，我們現前看
到、接觸這一切的萬事萬物，一切現象是一個果，呈現在我們眼前
是一個果，就是一個結果。這個果前面它有個原因在，所以有因必
有果，有果必有因，絕對沒有說沒有原因的一個結果，那是不可能
的事情。因此過去我們淨老和尚他在寫墨寶，我記得也曾經寫過這



麼兩句話，「萬法皆空，因果不空」，相信我們同修應該都見過。
　　萬法皆空是講它的本體，本體是空寂的；因果不空，因果是講
它的現象。也就是說，萬法它的體是空，萬法的現相是有，有就是
像《心經》講的色，色就是有物質現象的。這個色就是物質、精神
，這些現象是有，但是它的本體是空寂的，所以《心經》上講「色
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在哪裡？就在有裡
面，有的當體它就是空的，這個空它又能現這一切的現相，現有。
所以空有它是一體的，它是不二的，你不能給它分割的。所以《心
經》上給我們講，「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簡單講，色，你看到的物質它本體就是空的，空它能夠現這一切
色。空在哪裡？空在有當中；有在哪裡？有在空裡面。所以因果講
有，萬法的本體講空。
　　因果不空，我們淨老和尚也講過，它是轉變不空，循環不空，
相續不空。譬如說現在我們看到一個結果，那個果又變成因，因又
變成果，因果互相的轉變。好像我們吃桃子，桃子那個種籽，我們
吃到桃子，桃子是結成果了我們拿來吃，桃裡面那個籽，我們吃完
了剩下那個籽，那個籽再種下去，它又會長桃。所以果當中有因，
因當中有果，這是因果它轉變不空。另外，因果相續不空，相續就
是它一個接一個，一直相續接著，這個不空。再來就是因果它循環
不空，它是沒有停止的，循環不空，沒有所謂暫停的，就是不斷的
在循環。這是講萬法皆空，因果不空。
　　因此我們學佛，有很多人學般若，般若是講空的，空不是說什
麼都沒有，空它能夠現有，有當中它本體是空的。因此我們不能執
著一邊，執著一邊那就錯了，實際上空有它是一體，是不二的，這
樣我們學佛才不會有偏差，才不會學到偏空去了。執著頑空，撥無
因果，那就造惡業，將來就免不了墮三惡道的果報。這是簡單我們



先把因果兩個字做個說明。
　　勸就是勸勉、勸導的意思。我們看題解：「『因果勸』是清初
周安士先生所著《萬善先資》前面兩卷，通過業因果報、六道輪迴
的理論與事實，廣泛勸誡世間各個階層、各種行業，以及因各種目
的而造殺生之人，戒除殺生惡業，免遭罪報之苦。所謂種善因，得
善果；種惡因，得惡報，因果報應絲毫不爽。」到這裡是一段。
　　「因果勸」前面題解就是這個題目的一個註解，首先給我們介
紹這篇《因果勸》著作的人是清朝初年周安士先生他所編著的，他
所著述的。他著述「因果勸」是在《萬善先資》這一篇裡面的一部
分。《萬善先資》就是給我們講戒殺，殺生以及不殺生這些業因果
報。業因果報與六道輪迴的理論與事實，都在這一篇裡面，都在《
萬善先資》裡面。周安士先生編輯這本書，主要是廣泛勸誡世間各
個階層，我們世間人各種行業，以及因為各種目的而造殺生這樣的
人，讓他們明瞭殺生會有惡報，戒除殺生惡業，避免遭受罪報之苦
。種善因必定得善果，種惡因得惡報，這個因果報應絲毫不爽。
　　我們接著看下面一段：「周安士先生思惟經義，以為眾生造作
罪業，殺業易犯而果報最為悽慘，因而著《萬善先資》一書，引經
據典，勸勉世人戒殺護生。例證詳實，分析明晰，言詞懇切沉痛，
披肝瀝膽，諄諄告誡。希望啟發良知，挽回殺劫。因殺戒為諸戒之
首，仁愛為善德根本，故題名為《萬善先資》。分四卷，前二卷即
『因果勸』，著重於因果報應之理事。卷三『辨惑』，釋凡俗對殺
戒之種種疑惑。卷四為『謹微』，提出於生活中種種落實方法。」
　　這一段是給我們說明這本書，《萬善先資》它一共分四卷，這
部分一共分四卷。前面兩卷是「因果勸」，「因果勸」有分上卷跟
下卷，今天晚上我們在場的諸位同學手上拿的是上卷部分。這兩卷
是注重於因果報應理事，蒐集古今的這些戒殺放生，以及造殺生惡



業的一些善惡果報，這個理論跟事實來給我們證明因果的確是不虛
。第三卷是辨別一般社會大眾對不殺生這條戒它的一些疑惑，因為
社會大眾，中國外國都一樣，除了殺人以外，殺害一切動物大家都
認為是應該的、正常的。第四卷是「謹微」，微就是謹慎在微細的
地方，我們生活當中微細的地方都要去注意，具體的去避免殺生這
些方法。
　　《萬善先資》這裡也給我們說明，為什麼它這篇東西叫《萬善
先資》，因為這個是善事的第一條，我們看《佛說十善業道經》，
以及五戒、沙彌十戒都把不殺生列為第一條。佛為什麼把不殺生列
在第一條？為什麼不把不偷盜列為第一條、不邪淫列為第一條，為
什麼把不殺生擺在第一條？這個意思也非常明顯，因為世間人都認
為殺生是應該的、正常的，大家普遍犯了這個錯誤，造了這個罪業
，而且自己不知道，不知道這是錯誤的，這是有罪過的，因此就把
它擺在第一條。所以我們要修萬善，先資就是首先的一個資糧，要
從不殺生開始。這次我們此地同修發心開了這個素食餐廳，這個就
是具體的來落實不殺生，這個也是提倡戒殺的一個具體表現。
　　我們再看下面一段：「《萬善先資》與《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
》、《欲海回狂》、《西歸直指》，合編為《安士全書》流通於世
。被近代高僧、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印光大師允為善世第一奇書，
畢生大力推動、弘揚。為學習因果教育、斷惡修善不可或缺之教材
。」
　　這一段是給我們說明《萬善先資》與《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
，就是《文昌帝君陰騭文》的註解，以及《欲海回狂》、《西歸直
指》這四篇合起來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安士全書》，《安士全書
》它裡面的內容就是這四篇東西。從清朝初年，一直流通到我們現
代也有二、三百年的歷史，也超過三百年了，最近是我們民國初年



印光祖師在世特別提倡的。
　　印祖一生印善書流通，印經典流通，印得最多的就是《安士全
書》、《太上感應篇》、《了凡四訓》，這三本書祖師一生是印了
幾百萬冊。在當時印刷術沒有現在這麼發達，印了幾百萬冊。我們
淨老和尚在一九七七年第一次到香港講經，在中華佛教圖書館看到
《了凡四訓》的版權頁都是幾十版，一版最少都一萬本以上的，有
的好幾萬本。大概初步給它估計一下，印祖在生這三本書印了幾百
萬冊。其他大乘經典印的不多，數量有限，但是這三本書是印最多
。大師這個做法也就是告訴我們學佛的四眾弟子，以及還沒有學佛
的人，我們在這個世間最重要的要明瞭因果，要認識因果，知道怎
麼趨吉避凶。我們人生在世間，大家都希望得到平安幸福、吉祥如
意，這是果報。怎麼樣能避開凶災，得到吉祥？必定要認識什麼是
善因、什麼是惡因。如果這個善惡認識不清楚，顛倒了，把善看作
惡的、惡看作善的，盡造惡業，一心想要得善果，那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們知道印祖他一生提倡的，最注重的就是因果教育，這也是
淨老和尚最近常提的，印祖把這個因果教育擺在第一位，比倫理道
德教育更為重視。
　　我們要認識因果、明瞭因果，進一步來學習因果教育，《安士
全書》是不可缺少的。因為這本書蒐集儒釋道三教的經典精華，都
編輯在這裡面。我們看了這一本，我們就很方便了，我們就不用去
找很多經典來看，實在講，現代人也沒有那麼多時間。我們有了這
一本，可以說大小乘主要重點，講到因果報應這些理論事實這一方
面都圓滿了。
　　下面這是簡單給我們介紹周安士這位先生他的簡介：「作者周
安士，生於公元一六五六年～一七三九年」，是這個時代的人。「
清初之名居士，江蘇崑山諸生」，諸生就是秀才。「原名夢顏，又



名思仁，自號懷西居士。博通經藏，深信淨土法門。嘗以眾生造無
量罪，而淫殺二業實居其半，因深惟經義，著勸勉戒殺、戒淫二書
。」這是給我們簡單介紹周安士，他是清朝初年的人，他的籍貫就
是江蘇省崑山這個地方。他在世也是一位秀才，秀才就是讀書人，
讀儒家的儒書。他的原名叫夢顏，又有一個名字叫思仁。自己又取
了一個外號叫懷西居士，懷西，他是修淨土，懷念西方淨土。他的
道德學問都非常之高，他博通經藏，而且更難得就是深信淨土法門
。看到世間人造的罪業是無量無邊，而淫殺二業是在無量無邊罪業
當中大概佔了一半，所以他深深的思惟經義，他編著了戒殺、戒淫
這兩本書。
　　「其戒殺之書名《萬善先資》，言多懇切深痛。每過一切神祠
，必祝願云：唯願尊神，發出世心，勿受血食，一心常念阿彌陀佛
，求生淨土。」這一段是他發願編這本書《萬善先資》，裡面他的
言語非常懇切，也非常的深痛。每當他經過一座神廟，他必定進去
作揖上個香，就祝願勸尊神要發出世心，不要接受人間的血食。血
食就是殺生去給他祭拜，勸尊神不要接受，意思也就是勸尊神吃素
，而且要一心常念阿彌陀佛，發願求生淨土。這是他經過所有一切
神廟，都進去祝願，勸這個神要吃素念佛求生淨土。因此我們三寶
弟子，你已經吃長素，皈依三寶，你吃長素，你是念佛人，你經過
所有的神廟，甚至其他宗教的，你進去他們的廟或者教堂都可以這
樣來勸導祂們，勸導這些尊神。這個也是度眾生的一種方式。
　　下面是他自己對自己的要求，我們把它念下去：「思仁自今二
十四歲，直至壽盡，中間若殺一小魚蝦，乃至家中眷屬，若有一人
傷一蚊蟻，唯願尊神是糾是殛」，殛就是誅殺，「迅雷擊碎所著書
板。」這一段就是他發願不殺生，一直到壽命終了，這個當中都不
殺生，如果他有殺生這樣的一個念頭行為，請尊神給他處罰，把他



所著作的書給它擊毀。「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臨河見魚
，仰面見鳥，不思救度，反萌殺機，亦同此誓。」這個是說他從二
十四歲開始，一直到壽命盡了，在江河裡面看到魚，抬頭看到天空
的飛鳥，如果不發心救度牠們，反而生起了殺機，也如同這個誓願
。「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若夢寐中，見人殺生，不能至
心稱佛名號，發救度心，而反歡喜贊成其事，亦同此誓。」這是講
作夢，夢中如果他看到別人殺生，他自己不能至心的來念佛名號，
發救度心，反而非常歡喜贊成別人殺生，他也同樣遭到這樣的報應
。他發了這個誓願，可見他發的願發得非常的大，這個誓願很重大
。
　　下面我們接著看：「戒淫書名《欲海回狂》，以種種觀法，為
對治現行煩惱、窮究婬念根本之方便，直至究竟解脫。」這一段是
講《欲海回狂》這部分是對治淫念的根本方便法，一直到幫助我們
得到究竟解脫，究竟解脫就是脫離六道生死輪迴了。「此外，又著
有《陰騭文廣義》三卷、《西歸直指》四卷。」另外就是《文昌帝
君陰騭文》，它這個註解一共有三卷，內容也非常的精彩，最後《
西歸直指》一共有四卷，導歸淨土。這個就是《安士全書》它裡面
內容的一個簡介。
　　「乾隆四年（公元一七三九年，己未年）正月，與家人訣別，
謂將西歸，家人請以香湯沐浴，卻之曰：我香湯沐浴久矣。談笑而
逝。享年八十四。其著述被合編為《安士全書》行世。」這一段就
是他往生的一個時間，在乾隆四年（公元一七三九年）正月，他就
跟他的家人告別，他要往生西方了。他家人就請他先洗澡，香湯沐
浴，他說不用了，我早就洗好了。跟家人談笑而逝，跟家人這樣講
話，笑容滿面的往生西方了。往生的時候他的年紀是八十四歲。他
著述的這四篇東西稱為《安士全書》，流傳在世間。以上是簡單介



紹周安士先生，著作這本書的這個人，他的歷史跟他的生平。下面
我們就要進入正文。
　　【因果勸（上）】
　　我們接著看下文：
　　【勸閱是集者（此篇是戒殺之綱領）】
　　【仁列五常首。慈居萬德先。皇哉三教論。異口若同宣。人人
愛壽命。物物貪生全。雞見庖人執。驚飛集案前。豕聞屠價售。兩
淚湧如泉。方寸原了了。只為口難言。驀受刀砧苦。腸斷命猶牽。
白刃千翻割。紅爐百沸煎。炮烙加彼體。甘肥佐我筵。此事若無罪
。勿畏蒼蒼天。古來生殺報。往復如轤旋。吾昔弱冠時。目擊生哀
憐。蒐羅今昔事。將盈數萬言。誓拔三途苦。此志久愈堅。落筆傷
心處。一字一嗚咽。繡板貧無力。勸募亦辛艱。崎嶇三四載。今日
方流傳。奉勸賢達者。留神閱是編。】
　　這是「因果勸」一開頭有偈頌，這是五言偈頌，就是一句是五
個字，四句合起來就叫一首偈。『仁列五常首，慈居萬德先』。「
仁列五常首」就是講儒家，儒家講五常，我們一般講倫常道德，五
常就是仁義禮智信。五常配我們佛家的五戒，仁就是不殺生，義就
是不偷盜，禮是不邪淫，智是不飲酒，信是不妄語，儒家的五常就
是佛家的五戒。五常跟五戒，或者我們現在講十善業，第一個就是
不殺生，五常的仁，仁就是仁慈，仁慈就是不會任意去殺害眾生。
如果任意的殺害眾生，你說這個人他還有仁慈心嗎？他能算仁慈嗎
？當然就不能算仁慈了。因此五常、五戒，仁不殺生，它是擺在第
一個，首就是第一個。「慈居萬德先」，慈悲居萬德之先，所有的
善事都從這裡開始。『皇哉三教論，異口若同宣』。「皇」就是大
的意思。「三教」，我們中國傳統的儒釋道三教。三教的佛菩薩聖
賢，等於是異口同音，共同在宣揚仁慈不殺生，雖然這些聖哲佛菩



薩他們生前沒見過面，但是他們所宣揚的都是相同的。
　　下面講，『人人愛壽命，物物貪生全』。我們每一個人都愛護
自己的生命，也希望自己能夠長壽，但是除了人之外，所有一切動
物貪生怕死跟人是沒有兩樣的。我們看到一隻螞蟻，你要把牠捏死
，那個螞蟻牠也會跑。小時候我也是很貪玩的，殺業也造得很重，
用手指頭就要去把那個螞蟻壓死，你手動到哪裡，那螞蟻就跑，可
見得牠知道，牠不是不知道。一隻螞蟻我們看沒什麼，但是我們仔
細觀察，一隻螞蟻牠都愛護牠的生命，所有一切眾生沒有不貪生怕
死的。『雞見庖人執』，「庖人」就是廚師，我們現在講廚師。廚
師做菜，殺雞、殺鴨的，雞你要去抓牠來殺，牠就會驚嚇。『驚飛
集案前』，「案」就是以前我們三合院、四合院大廳有供神的桌子
叫做案，雞一抓牠就跑到那邊，集中在那個地方，往那裡跑。這個
我小時候，我家裡也有養雞養鴨的，每逢過年過節就看到我父親抓
雞抓鴨要殺，雞一抓真的牠就跑。所以這裡講驚飛集案前，我小時
候真的親眼目睹，看過。看到我父親、我母親自己養的，過年過節
都會殺雞殺鴨。
　　『豕聞屠價售，兩淚湧如泉』。以前我們家也有養豬，豬養大
就賣了，賣了人家要來抓去，跟我父母這個價錢談好，豬被綁、被
抬走，那叫得是慘不忍聞。豬你要抓去殺牠知道，牠不是不知道。
所以下面講，『方寸原了了，只為口難言』。「方寸」就是牠的心
，我們的心就在心窩這個方寸當中，這是比喻心裡明白，這些動物
要被殺牠不是不知道，只是因為牠的嘴巴沒有辦法講話，但是牠心
裡明白。我們也常常聽人家講，看到牛要被抓去宰殺，都會掉眼淚
，牛、羊要被殺都會掉眼淚。這說明什麼？這些動物我們人類要去
傷害牠，牠不是不知道，牠只是沒有能力抵抗，有口沒有辦法講話
。



　　『驀受刀砧苦』，「驀」就是一個馬，上面一個幕，就是上馬
而行，古時候的交通工具，馬是最快的，坐上馬行動就很快了，這
是比喻時間很快速的。這些動物要被宰殺，時間很快的，很快就受
到「刀砧苦」，砧就是我們切菜切肉厚厚那個木板，我們墊在下面
切肉切菜的板子叫做砧，動物很快的就要受到刀砧之苦。『腸斷命
猶牽』，動物被宰殺，腸子拉出來，牠那個氣還沒斷。我們常常看
到豬剛被殺，雞、鴨剛被殺，肚子都剖開，腸子也都露出來，牠的
神識還沒有脫離那個身體，「命猶牽」，還在那裡動。『白刃千翻
割，紅爐百沸煎』。「白刃」就是殺生的刀子，「千翻割」那就是
不止殺千刀，這是形容殺生的時候，刀子就像千次往返這樣宰割。
殺完之後，「紅爐百沸煎」，就是炭火燒得紅紅的，水都燒滾了，
就把牠放進去煮了。
　　『炮烙加彼體』，用油炸的、用水煮的，加在這些動物的身體
。我們可以想像牠們受那種苦，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甘肥佐我筵
』，「甘肥」，吃魚吃肉，我們人間，大家很歡喜的來吃筵席，喝
酒吃肉，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眾生的痛苦上。『此事若無罪，勿畏
蒼蒼天』。這個事情如果說沒有罪過，你就不要怕將來的報應了，
上天會有報應的，不是沒有報應的。
　　『古來生殺報，往復如轤旋』。就是古往今來，古代、現代殺
生這個果報，「往復」就是循環，「轤旋」就是古時候我們在井裡
面要舀井水，一根圓木放在上面，繩子順著在那邊滾，然後水桶放
下去把水舀起來，順著滾，水舀起來又再放下去，再舀起來。這個
是形容殺生吃肉的果報是殺來殺去、吃來吃去，冤冤相報，沒完沒
了，吃牠半斤，還牠八兩，誰也佔不到便宜，這是事實真相。『吾
昔弱冠時，目擊生哀憐』。這是周安士先生他講自己弱冠的時候，
「弱冠」就是我們中國古人男子二十歲就要戴帽子，舉行一個成人



禮。在二十歲這一天舉行這個儀式，戴上帽子，就是從這天開始，
你算是成人了，你就不是小孩子，就不是童子。成人，但是體質還
很弱，剛剛成年，二十歲、二十初頭，二十幾歲，這個時候稱為弱
冠，雖然成年但是還很弱，還不是很強。到三十歲叫做壯，三十歲
到四十歲叫壯年；二十歲到三十歲這個當中，叫弱冠。也就是說他
二十幾歲的時候，「目擊生哀憐」，他眼睛自己看到這些殺生的果
報，非常悲哀，也非常憐憫這些眾生。
　　『蒐羅今昔事，將盈數萬言』。他蒐集現代、古代的殺生吃肉
這些果報，「盈」就是累積的，有「數萬言」，數萬言就是很多，
非常多。『誓拔三途苦，此志久愈堅』。他發願要拔除眾生墮三途
這種苦報。眾生為什麼墮落三惡道？就是不知道自己造惡因。要拔
除眾生三惡道的苦果，必須把那個苦因給它斷掉，那個苦果就不存
在了。「此志久愈堅」，他發的這個志願愈久愈堅定，這是非常難
得的。
　　我們此地同修大家發心開了這個素食餐廳，我們也要效法周安
士先生，此志久愈堅，聽說剛開始經營都要虧本的，但是我們要相
信因果，好心決定有好報。因果的理論跟事實我們要深入，你的志
願就能夠持久，而且愈來你信心就愈堅定，這是我們要學習因果教
育就是這個道理。你不了解因果，這麼做有什麼好處？別人殺生吃
肉都在賺大錢，我們吃素好像苦哈哈的，似乎好心也沒有什麼好報
。但是後面，我們看看這些公案因緣、這些故事，你就會怵目驚心
，因緣果報加減乘除非常細微的。
　　『落筆傷心處，一字一嗚咽』。這個就是周安士先生他寫這個
書，寫到這個地方非常傷心，寫一個字喉嚨就哽咽，就很傷心要哭
了，眾生無知冤枉受這些苦。所以他寫這個書，這是每一個字都非
常感動人的。『繡板貧無力，勸募亦辛艱』。他這個書寫好了，要



去繡板。清朝時代我們中國印刷術，宋朝以後也就發明木刻板，就
把文字刻在木板，用紙一張一張貼在一塊板上面，然後刷。現在大
家如果有到南京金陵刻經處去看，現在他們還有用這個在刷的，一
天大概一個人可以刷個一本書、二本書，一張一張的刷。古時候要
印這個書，真的是成本很高，很不容易。所以他要製板、刻板，這
個成本都很高，都要人工的。不像我們現在，印刷術得力於高科技
的發明，印刷很容易，成本很低。古時候，在那個時代是非常不容
易的。所以他要刻板，也沒有錢，沒有力量去印。「勸募亦辛艱」
，要去給人家募款、去化緣，也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艱難。
　　『崎嶇三四載，今日方流傳』。這樣崎嶇經過三、四年，才籌
得這些錢，到了今天才把這個書印出來流傳。『奉勸賢達者，留神
閱是編』。這是他一句勸告的話，奉勸真正賢能、通達明理的人，
一定要留神來看這篇東西，不要粗心大意看過。「留神」就是要我
們仔細深入的去閱覽這篇文章，細心去體會，這樣我們才能做個轉
變，真正做到戒殺，不殺生。
　　我們再翻過來，大家的頁碼是四十三之四，就是第四頁，看倒
數第三行：
　　【示勸全祿（出夢覺篇）】
　　【交河孟兆祥。登萬曆壬子賢書。患脾疾。夢至陰府。王語曰
。汝祿遠大。但殺生過多。將折爾算。今宜戒殺放生。刻夢中語勸
世。可贖此罪。孟許諾。甦後忘之。一夕。復夢如前。大驚。時正
會試下第。急歸成其事。是夕。寓屋棟折。床榻虀粉。因刻夢覺篇
行世。後登進士。官至理卿。】
　　這個是「因果勸」給我們舉出來的第一個公案，這個公案的標
題叫『示勸全祿』。這篇東西是出在《夢覺篇》，《夢覺篇》這篇
文章裡面的，它是從這篇文章裡面摘錄出來。後面它都有把公案的



出處，從哪裡來的，或者他自己見到、聽到的，都有一個標明。這
個是講明朝時代的故事，這個公案因緣我們現在人講叫故事。但是
這個故事都是真人真事的，不是說有人去編的，不像演電影，人家
去編劇的，是真人真事。真人真事這些記錄就是像我們現在講的新
聞報導，新聞哪個地方發生什麼事情，去採訪、去記錄事實發生的
一些經過。
　　這是講明朝時候在河北省交河縣，有一個叫孟兆祥的人。他是
『登萬曆壬子賢書』，「賢書」小註有註解，是出自於《周禮》，
在周朝時代的禮。禮我們知道有《周禮》、《曲禮》、《禮記》，
這個賢書是出在《周禮．地官．鄉大夫》裡面的。在古代，周朝時
代是一個官職的名稱，這個官員的產生就是鄉親父老以及鄉大夫這
些群吏，奉獻賢能之書於王。也就是說舉薦賢能的名錄，看這個地
方上哪一個人，他是真正一個賢德又有才能的人，把他推薦給朝廷
來任用，舉薦這個文字就叫賢書。到了後來把這個賢書就指考試中
式的一個名榜，像後來考進士、考舉人，榜上有名就叫賢書。
　　他是登萬曆壬子賢書，萬曆壬子就是公元一六一二年，是明朝
萬曆皇帝明神宗的名號，明神宗是從一五七三年到一六二九年，這
段時間都是萬曆皇帝他執政的一個時期。他在一六一二年的時候，
他登賢書，也就是他中舉了，他考試考中了。他曾經『患脾疾』，
「脾疾」就是他的脾臟有疾病，也就是他脾胃不好。有一天他作夢
，夢到了陰間地府，『夢至陰府』，見到閻羅王。『王語曰』：閻
羅王就對他說，你福祿非常遠大，你的前程是很遠大的，福祿也就
是我們平常講的福報，福報很大；但是因為你殺生太多，閻羅王要
折損他的壽命，就是要把他的壽命減損。閻羅王就跟他講，你『殺
生過多，將折爾算』，這個「算」就是《太上感應篇》講的一百天
叫一算。我們人活在這個世間一百天，一百天你活在這個世間能夠



過日子就有這個福祿，這個叫一算。如果造了惡業就給你扣掉，扣
一算就是說把你的壽命扣一百天，看扣幾算，這樣累積起來。《感
應篇》也講，「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小的罪過就扣算，一百天
、一百天扣；大的就扣一紀，一紀就十二年。
　　孟兆祥他的福報很大，但是殺生太多，他的壽命要被折壽，折
損他的壽命，也就是壽命他原來是很長的，要縮短了。閻羅王就勸
他，『今宜戒殺放生』，你從現在開始應該要戒殺放生；而且還要
『刻夢中語勸世』，「刻」就是我們現在叫刻板去印刷，把你夢中
閻羅王給他講的話，他要把它寫成文字，印成書來流通、來勸世間
人。『可贖此罪』，如果你能夠從現在開始這樣做，可以贖你這個
罪，也就是說你還是可以延壽的。『孟許諾』，孟兆祥在夢中就給
閻羅王講，他答應了，「許」就是允許，「諾」就是承諾，他願意
這麼做。從現在開始就戒殺放生，而且還要把這個夢中的事情寫成
書，普遍的去勸世間的人，讓世間的人也都能覺悟，他答應了這個
事情。『甦後忘之』，「甦」就是甦醒，人昏死過去又活過來，這
個叫甦。他醒過來之後，就忘記了。忘記，又有一天晚上，『復夢
如前』，他又做了一個夢，跟前面做的夢一模一樣。『大驚』，這
時候他就大吃一驚。『時正會試下第』，當時他正好到北京參加會
試，就是去參加考試，考試沒考中，「下第」就是落榜，他沒考中
。沒有考中，他想到夢了兩次都是一樣的，他就很重視這個事情了
。所以『急歸成其事』，他就很急忙的回家去完成在夢裡面閻羅王
給他講的這些事情，開始戒殺放生，然後把夢中的事情寫成書去勸
世。
　　就他這個考試完了，我們知道以前的考生上北京去考，明朝的
時候京城從南京遷到北京，讀書人到北京去考試當然就要租旅館，
以前講客棧。他離開的那天晚上，就是他離開了，要回家辦事情那



天晚上，他急急忙忙，沒考上就趕快回家了。他住的那個房子，他
租的『寓屋』，就是他的住所，他租的屋子，那天晚上棟梁就折斷
掉下來了。『床榻虀粉』，把他睡的那個床，「榻」就是長長的床
，把他睡的那個床壓得就像粉狀一樣，壓碎了，「虀」就是碎了。
就像我們現在看到地震，房子一倒塌，壓下來整個東西都壓碎掉了
。如果他那天晚上沒有想到這個事情，趕快回家要去辦這個事情，
他那天晚上還在那裡睡覺，這個棟梁折斷掉下來，他肯定當場就被
壓死。
　　他知道了這個事情，他動了這個念頭要戒殺放生，還要勸世，
他這個命運轉了，他這一念，他就轉過來了。所以回家趕快『刻《
夢覺篇》行世』，把他夢中這個事情，趕快寫，印書，勸大家，去
流通。就像我們現在這個法寶流通，趕快送人，希望大家都知道這
個事情，知道這個因果。『後登進士』，後來他考上進士了，原來
去考都沒考上，後來他做了這個善事，不但壽命延長了，也考中進
士。『官至理卿』，他做官做到大理士卿這麼高的一個官位，這個
就是他做了這個善事，得到這個好的果報。
　　我們從這個公案就可以知道，大家發心來素食餐廳吃一餐素餐
，神都會記功的；你發一個心，我們到葷菜館去吃肉，就要記過，
那你要往哪裡去？這裡開這家是提供給大家修積功德的機會，大家
都來吃，你看我就從上海坐飛機到這裡來吃了。所以多勸你的親友
戒殺、吃素、放生，就是吃個一餐也功德無量。這個好處，你做什
麼生意會比這個好？而且這個戒殺、放生，這是可以延長壽命的。
我們福報，第一個就是壽命。你很有錢、官做得很大，如果很短命
，那有什麼用？你很有錢，你也用不上。所以西方極樂世界為什麼
把無量壽擺在第一個？西方極樂世界講得再好，如果壽命很短，那
麼好有意義嗎？沒有意義，你享受不到。所以極樂世界第一個要無



量壽，然後所有的莊嚴，你無量壽就可以享受無窮無盡的，那才有
意義！怎麼樣得無量壽？你要戒殺、放生，這個是因。如果殺生太
多，那就短命多病。這個因果我們要常常講，不然會忘記。你看孟
兆祥他就是忘記了，他還是善根很深厚的，又重複夢到這個夢，他
如果沒有再重複夢到那個夢，可能就被壓死了，他就把那個事情忘
記了。
　　下面我們看這個「按」，按這個字，這是周安士先生他蒐集這
個公案，然後這一段就是他的一個評論，就是按照這個公案故事他
做一個講評，我們看這個按。
　　按【人皆為因循二字蹉過一生。孟君若有一念因循。便與筦簟
床第。同為齏粉矣。安能更享後福耶。其所刻夢覺篇。誠哉夢覺篇
也。】
　　這是周安士先生他按照這個公案來做一個評論。『人皆為因循
二字蹉過一生』，「蹉」就是蹉跎，就是虛度光陰的意思。我們人
為什麼會一生空過，浪費寶貴的時光？都是因為「因循」。因循就
是沒有積極的去做好事，這個時間都浪費掉了，空過了，一生就沒
有成就。這裡講，『孟君若有一念因循』，孟兆祥如果他那天晚上
沒有急忙說我要趕快回去做這個事情，他如果再拖延個明天再說，
那那天晚上他就被壓死了，他想做也沒機會了。所以好事到我們手
上要趕快做，不要等待了，不要等待明天，等待下個月，然後等到
明年，然後這一輩子還不夠，來生再說，來生再等來生，那遙遙無
期。所以做好事不能等待，不能因循。所以這個評論給我們講，如
果他一念因循，以後再說，那天晚上，『便與筦簟床第，同為齏粉
矣』，「筦簟」就是竹蓆鋪的床鋪，或者草蓆，那天晚上他身體就
被棟梁壓成像粉一樣。就像大地震房屋那個梁掉下來，人就像那個
東西一樣被壓碎了。『安能更享後福耶』，他怎麼能夠享受後面的



福報？所以他所刻的《夢覺篇》，『誠哉夢覺篇也』。作夢當中覺
悟了，叫《夢覺篇》。這是一個公案。我們再看下面的公案：
　　【冥主遵行（見感應篇廣疏）】
　　【錢塘鄭圭病。夢已故孝廉陸庸成來訪。儀從盛於平時。問授
何職。曰冥曹觀政。因出二書以贈。一孝義圖。一放生錄。鄭曰。
此放生錄。蓮池大師所刻也。公在冥府。何以得之。陸云。冥主遇
世間嘉言善行。隨敕記錄。且頒布遵行。惟恐人之不信也。君能奉
行。病將痊矣。寤而隨覓二書玩之。即堅持殺戒。病果痊安。】
　　這個公案的標題叫『冥主遵行』。「冥」就是陰間的，「冥主
」我們一般講鬼王、閻羅王。鬼王我們讀《地藏經》有大鬼王、有
小鬼王、有閻羅王，我們《地藏經》都讀過，這些都屬於冥主。在
冥間，冥就是陰間，他在主持這些職務的，他也遵行佛門講的戒殺
放生。這個公案是出自於《感應篇廣疏》，《感應篇》自古以來很
多註解，這本註解叫《廣疏》，這個故事從這裡出來的。這是講杭
州錢塘縣的人，有一個人叫『鄭圭』，他生病了。有一天晚上，他
夢到『已故』，已經過世，已經死了，一個『孝廉陸庸成來訪』，
這個「孝廉」，孝是指孝悌的人，廉是清廉之士，他不貪污的，在
漢朝時代選拔人才官吏的科目就舉孝廉。這是漢朝開始的，選拔官
員，一個孝、一個廉，要有孝心、不貪這樣的人可以向朝廷來舉薦
，來介紹推薦。後來對讀書人中舉都稱孝廉。
　　這個已經過世的孝廉陸庸成，他夢到陸庸成來拜訪他，在生前
他做官，做官一出來都有他的隨從，但是他已經死了，看到他來拜
訪，『儀從盛於平時』，跟隨他的隨從比他在生的時候還要隆盛，
那個場面還要大。從這個地方看，他死了之後，到陰間做官比陽間
還要大，所以他隨從那麼多。『問授何職』，他說你去接受什麼職
務？『曰冥曹觀政』，他在冥間擔任的官職。鄭圭問了之後，陸庸



成就『因出二書以贈』，就拿了兩本書贈送給他，一本叫《孝義圖
》，一本叫《放生錄》。『鄭曰』，鄭圭接過來看到《放生錄》，
他一看，說這是蓮池大師他所刻的，蓮池大師他編的、他印的。『
公在冥府，何以得之？』他說蓮池大師印的《放生錄》，你在陰間
怎麼會得到這個東西？怎麼會有這個書？『陸云』，陸庸成就跟他
講，『冥主遇世間嘉言善行，隨敕記錄』。他說冥間這些大鬼王、
小鬼王，如果遇到世間有人寫這些嘉言善行，「嘉言」就是好的言
語、勸善的，或者一些好的善的行為，這個冥主都會交代要把它記
錄下來。記錄下來，『且頒布遵行』，「頒布」就是公布，希望大
家都能夠遵照這些嘉言善行去依教奉行。
　　『惟恐人之不信也』，冥主就是怕人間的人不相信，所以在陰
間都有這些做法。這個陸孝廉就給鄭圭講，『君能奉行，病將痊矣
』。他說如果你能夠依照《放生錄》去依教奉行，你的病很快就會
好了。他這個夢醒過來了，『寤而隨覓二書玩之』，夢醒過來之後
，他就趕快去找這兩本書，找一本《孝義圖》、一本《放生錄》，
這兩本書他找到了，找到，「玩」就是研討反覆去體會，看了很多
遍。看完之後，『即堅持殺戒』，他就很堅持不殺生這條戒。『病
果痊安』，後來果然他的病就痊癒、就好了。這個公案就是戒殺勸
世，把戒殺的因果去勸世，得到這個現報，得到這個好的果報，他
不吃藥，病就好了。
　　下面我們接著看按，這是周安士先生他根據這個公案，他的一
個評論。
　　按【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戒殺。仁也。戒殺書。與人共廣
其仁者也。獨善者。其仁小。兼善者。其仁大。蓮大師。儒家麟鳳
。敝屣科名。後捨俗出家。為法門砥柱。所以祈雨而甘霖速沛。居
山而猛虎潛蹤。則知戒殺一書。天且不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
　　按照這個公案給我們講『道二』，就是我們人生在世有兩條道
路，一個仁、一個不仁。『戒殺，仁也』，「戒殺」就是仁慈。『
戒殺書，與人共廣其仁者也』。自己戒殺，而且還寫書，或者印刷
戒殺勸善、因果報應這些書來勸世，廣為流通去勸化別人，這叫「
廣其仁者也」，把這個仁慈的心推廣，推己及人。『獨善者，其仁
小』，如果自己獨善，獨自修養善德，這個仁慈的心小，不大。『
兼善者，其仁大』，「兼善」就是自己修這個善事，同時也希望所
有的人都能夠來修這個善事，這樣的存心，這樣的行事，他的仁慈
之心就很廣大，這是兼善。所以著書流通這是兼善。
　　下面講『蓮大師』，就是我們淨宗八祖蓮池大師，是『儒家麟
鳳』，「麟鳳」是麒麟鳳凰，這是在我們世間很少見的，非常稀有
的。這是說明蓮池大師他在家的時候讀孔子的書，在儒家來講，他
是一個聖賢，在儒家來講已經非常稀有，是儒家的麟鳳。鳳毛麟角
就是形容比喻像他這樣的賢人是非常稀有，在儒家講，像他這樣的
讀書人就非常少，也非常傑出的一個讀書人。『敝屣科名』，「敝
屣」小註有註解，就是視同破爛的鞋子一樣。我們知道破破爛爛的
鞋子你丟掉一點都不痛心，他對於科舉功名富貴他不追求，而且他
看科舉功名富貴就像破爛的鞋子一樣，他不重視這個，就像丟掉一
個破爛的鞋子一樣。也就是說他不追求、不貪戀世間這些功名富貴
，他不貪戀這個，雖然他有能力可以去取得功名富貴，但是他不要
。『後捨俗出家』，後來他就出家了。『為法門砥柱』，「砥柱」
也是個形容，是我們佛門，特別在淨土法門，好像一根在激流當中
聳立的柱子一樣，他頂在那個地方。好像我們看大橋下面的水很急
很大，那個橋墩、橋柱就頂在那個地方不動，讓橋能夠安穩，讓行
人車輛通過。比喻能夠負擔重責大任支持危局的人，或者他有這個



力量頂得住，所以為法門砥柱。就是我們佛法裡面，特別是淨土法
門，他是我們淨宗八祖，當代大家都公認他是淨宗八祖，對於弘揚
佛法，特別弘揚淨宗這方面，做出了具大的貢獻。
　　因為他有這個德行，『所以祈雨而甘霖速沛』。這個祈雨，有
一次在杭州，蓮池大師他的道場就是在杭州。有一次那裡鬧乾旱，
旱災，沒水，很久沒下雨了。當時的太守聽說蓮池大師德行學問都
非常高，就去拜訪他，請他出來祈雨。蓮池大師就給太守講，他說
祈雨這些方式我也不會。在佛門裡面，或者在道家，祈雨都有一套
方法。在佛門裡面祈雨，還要去做一條海龍王。所以有一部經典叫
《海龍王經》，因為海龍王他是管水的，你要祈雨就要去請海龍王
，他有他的儀規。蓮池大師說那個儀規我也不會，我不會祈雨。這
個太守一直請求，無論如何你要發心來祈雨。他說這些我都不會，
我也沒學過，我只會念佛，只會念一句阿彌陀佛，我其他什麼都不
會。太守說念佛也好，反正你能夠幫我祈到雨，能夠下雨就好了，
什麼方式都可以。所以說蓮池大師沒辦法，只好答應，就拿一個小
木魚，然後帶著大眾就到田埂，就是他老人家在前面領眾念佛。說
也奇怪，他這個佛號念到哪裡，那雨就下到哪裡。所以蓮池大師念
這句佛號很靈的，要求什麼都可以。因為他有這個德行，所以他念
佛，當然他的靈驗就非常殊勝了。「所以祈雨而甘霖速沛」，很快
就下了大雨。
　　『居山而猛虎潛蹤』。他住在山上有很多猛虎出來傷人，他一
住進去，那些猛虎都搬家了，這是德行的感召。『則知《戒殺》一
書，天且不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蓮池大師他寫戒殺放生
這個書，「天且不違」，不違就是天人看了都歡喜，何況人，何況
鬼神！當然這是順乎人性、順乎天性，在佛法講順乎性德的，當然
都非常的歡喜，樂意的來依教奉行。因此蓮池大師他寫的這個書，



為什麼他念佛那麼有感應，就是因為他有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這個
存心。我們接著再看下面的公案：
　　【阻善顯戮（見證慈編）】
　　【程嗣昌在密州。見膠西鎮人好食生命。因夜拜星斗曰。昌欲
為一切眾生。並同七世父母因緣。將戒殺圖說一本印施。今日真武
真君下降。願憑聖力流通。部民彭景妻華氏。扯破。投於穢處。明
日。買魚欲膾。魚忽跳。觸破華眼。流血化蟲。繞身咀嚼。方喧傳
。監鎮郭向見一神。自言。吾是真武。察知此地大善人程嗣昌。印
施戒殺圖說。華氏棄投穢處。罪重當死。其不悔者。亦當獲罪。俟
再降施行。】
　　這個公案叫『阻善顯戮』，「阻」就是阻止人家修這個善事，
很明顯受到報應。這個公案是出自於《證慈編》，從這部書裡面摘
錄出來的。程嗣昌是福建興化人，他客居在密州，『密州』小註有
註解，就是現在山東省的諸城；『膠西鎮』就是現在山東高密縣板
橋鎮。他客居在這個地方，看到這個鎮上的人很喜歡吃『生命』。
「生命」我們知道都喜歡吃活的，像現在很多喜歡吃活海鮮，還有
吃羊，現宰的。我在山東慶雲看到有些賣羊肉的，他們那個招牌都
寫現殺的，就是當場殺，當場煮給你吃的。「好食生命」，程嗣昌
先生他看到膠西鎮人這麼喜歡殺生吃肉。『因夜拜星斗曰』，有一
天晚上他就拜這個星斗。「星斗」是道家的，道家有南斗、有北斗
。『昌欲為一切眾生，並同七世父母因緣』，他就拜這個星斗，道
家都有拜斗，一般道教的廟都有拜斗，拜斗就是祈福消災的，他也
參加這個拜斗。他發了個願，說他願意為一切眾生，以及自己七世
的父母因緣，就是他這一生以前七世父母的因緣，他要將《戒殺圖
說》這本書印出來布施流通，發了這個善願。『今日真武真君下降
』，「真武真君」小註當中有註解，是道教當中的玄武大帝，為北



方之神。我們知道拜斗，《安士全書．文昌帝君陰騭文》裡面也有
講到，拜這個北斗，北斗星君、南斗星君。真武真君是屬於北方的
，這一天是真武真君，就是玄武大帝他下降的日子。『願憑聖力流
通』，他就祈求真武真君憑藉聖賢這個力量來流通這本書，他發了
這個願，也印了這本書出來結緣。
　　在那個時候有個『部民彭景』，「部民」就是那個鎮上的人。
住在那個鎮的民眾叫彭景，他的妻子叫『華氏』，她拿到這本書就
把它扯破，『投於穢處』，把書給它撕破，給它丟垃圾桶。『明日
，買魚欲膾』。「明日」就是到第二天，華氏她就買一條魚，「欲
膾」就是要把這條魚切成肉絲去煮。魚還沒有殺，魚忽然跳起來，
那條魚忽然跳起來，跳起來『觸破華眼』，就是把華氏的眼睛給它
碰觸，眼睛給它弄破了。眼睛弄破了，她的眼睛就流血了，那個血
流出來就變化成蟲，蟲就繞著她的身體咀嚼，就是啃咬，就是蟲咬
她的身體。『方喧傳』，左右鄰居大家聽到這個事情，大家跑來看
，大家看怎麼會這個樣子？方才在喧鬧把這個事情傳開來了。在這
個時候，『監鎮郭向』，「監鎮」是宋朝以後鄉鎮長官稱為監鎮，
是八、九品的文武官員，主要負責收稅跟鎮上治安的。監鎮郭向這
個長官看到一個神，他看到這個神。這個神自己說話，說『吾是真
武』，他說我就是真武真君。『察知此地大善人程嗣昌』，他說他
觀察到這個地方有一個大善人叫程嗣昌，『印施《戒殺圖說》』，
他發心印《戒殺圖說》這本書出來布施流通。『華氏棄投穢處』，
這個華氏把它拿來扯破丟在骯髒的地方。華氏造的罪業，『罪重當
死』，這個罪很重，她應當要死了，所以被那些蟲咬了身體。整個
身體被蟲咬，身體活活的被蟲咬死，那個痛苦也可想而知。下面講
，『其不悔者』，如果有人跟她一樣，不懺悔的，『亦當獲罪』，
也會跟她一樣獲得這個罪報。『俟再降施行』，如果有人跟她一樣



，也會獲得這個罪報，等我下次再降臨的時候，再執行處罰。這是
一個公案。
　　我們看按，周安士先生他對這個公案的一個評論：
　　按【末世之人。惡業轉多。善根寖少。見人行一善事。發一善
言。未有不阻撓之者。且如見人戒殺。必曰。此迂闊之為也。此薄
福之態也。】
　　我們先看到這一段，這是按照這個公案做個評論。『末世之人
，惡業轉多，善根寖少』，就是善根逐漸逐漸的減少。這是末法時
期的人惡業愈來愈多，善根愈來愈少，看到人家做一件善事，發一
句善言，沒有不去阻撓的，就去阻止他，也是阻止人家做善事。『
且如見人戒殺』，舉出這個例子，就像那個華氏一樣，看到人家提
倡戒殺，她必定就講，『此迂闊之為也』，「迂闊」就是拘泥，不
切實際的，怎麼都幹這種事情，我們現在人講迷信，你們怎麼幹這
種迷信的事情？『此薄福之態也』，「薄福」就是說很沒有福報，
山珍海味、大魚大肉不知道去享受，你真沒福報。就會講這些話來
阻止人家做這個戒殺放生的善事。
　　按【見人放生。必曰。放之未必終活也。縱去之後。不旋踵而
被人取也。】
　　這個我們也常常聽到，看到人家放生他就會講，你放生牠會活
嗎？所以有些人說，放生就好像在放死，你放了牠未必會活；縱然
你放了之後，『不旋踵』，「踵」就是腳後跟，就是一轉身、一下
子又被人家抓去了，那你放生有什麼意義！這個我們也常常聽人家
講，在清朝時代就有人這麼說，現在可能就更多。
　　按【甚至露齒談笑。謗無因果。或於多眾之前譏其惑。或引他
端之失指其愚。直使善人面赤內慚。退厥初心而後止。】
　　我們常常聽到這樣的，甚至他還『露齒談笑，謗無因果』，他



不相信，說你們這些做法都是迷信，不符合科學。現在會有很多人
看到你做這個好事，他會笑話你。『或於多眾之前譏其惑』，或者
在大眾面前譏笑迷惑顛倒，怎麼做這個事情？『或引他端之失指其
愚』，「他端」就是其他方面的一些過失。譬如說一些放生，有一
些比較不如法的，或者其他方面的，就指出你沒智慧、愚痴，幹這
種事情。講了這些話，目的是什麼？『直使善人面赤內慚，退厥初
心而後止』。目的就是要讓行善的人，他感到很慚愧，感覺到好像
大家都不支持，讓他內心感到做不下去；「退厥初心而後止」，讓
他退心不要再做這個善事了，這樣為止，他目的就是這樣。
　　按【噫。】
　　『噫』就是驚嘆詞。
　　按【此等惡人。天仙見而怒之。等於鳩槃惡鬼。一瞑目後。不
可問其為何物矣。】
　　這樣的惡人，天仙看到都會生氣，等於看到鳩槃惡鬼一樣，這
樣的人他眼睛一閉，一死了就不知道他要變成什麼東西。我們可以
想像，墮三惡道去了。
　　按【敢勸同心善士。凡遇阻善之人。縱或肆行誹謗。但當順受
之而已。不可存忿恨之心。勸化之而已。不可發自矜之語。憐憫之
而已。不可萌棄彼之想。觀於華氏。能不凜然知所懼乎。】
　　我們看到周安士先生勸我們，『勸同心善士』，你戒殺、吃素
、放生，人家笑話你，人家批評你，人家攻擊你，阻礙你善事的這
些人，或者他肆意的毀謗，我們遇到這樣怎麼辦？『但當順受之而
已』，逆來順受，我們也不要跟他計較。『不可存忿恨之心』，我
們不可以存恨他的心。『勸化之而已，不可發自矜之語』，我們也
是婉轉的、好意的，有機會來勸化他，也不可以自己發出埋怨的這
些言語。『憐憫之而已，不可萌棄彼之想』，我們也要憐憫他，憐



憫他的無知，他這樣做將來果報也是很悽慘的，我們回過頭來對他
生起憐憫之心，也不可以生起不要理他，以後不管他，我們有機會
還是要幫助他，令他回心轉意，斷惡修善。『觀於華氏，能不凜然
知所懼乎？』看到華氏她這個公案，我們怎麼能不知道有所恐懼？
你阻止人家的善事，得到這麼悽慘的果報，怎麼能夠不生起恐懼之
心？這個就是敬畏因果。
　　好，今天時間到了，我們就學習到這一段，我們到這裡剛好一
個段落。明天是「勸宰官」，這是另外一個段落，明天我們再來學
習。好，我們來念佛迴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