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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大德，今天很難得有這個機會，在這裡與諸位討論佛法的
問題。佛法是一門很深的學問，它所講的內容，包括世間出世間法
，所以佛經很多。佛經有《大藏經》，一部《大藏經》的分量相當
的大。釋迦牟尼佛講這麼多的經典，到底是在說什麼？當然這若是
要詳細講，講得很長，講得很久。但是我們如果簡單來給它說，可
以說一句話就講明白了。佛經是在講什麼？佛講這麼多經，就是在
說明宇宙人生的真相，也就是我們一般說的事實真相。宇宙就是我
們生活的環境，人生就是我們自己本人。佛所說的經，就是教我們
認識生活的環境，以及我們自己本人本來面目。我們人出生從哪裡
來的，我們不知道；將來死了之後要去哪裡，我們也不知道。生不
知從何而來，死不知道往哪裡去，這種情形就是迷。佛跟我們說這
個事實真相，也就是說，我們生從哪裡來，我們為什麼會來人間，
來這裡做人，我們將來死了之後，要往哪裡去，就是講這個事情。
對這個事情明白，就叫做佛；不明白，就是叫做凡夫。所以佛經這
麼多，無非是在告訴我們這件事情而已。在佛門裡面有句俗話說「
生死事大」，就是我們在這個世間，什麼事情最大？生死的事情最
大，沒有比這件事情更大了。生死的事情都能夠明瞭，能夠解決，
其他的事情就簡單了。這是佛法它主要所說的內容，簡單跟諸位說
明到這裡。
　　我們今天在這個節目當中，要來跟諸位探討的一個問題，就是
針對我們現在社會上一般的人，對佛教裡面所講的善惡因果不了解
，可能我們大家常常聽人說，所有宗教都是勸人為善，不會勸人造
惡。這個話聽起來是沒有錯，但是，好壞它的標準是在哪裡？就很



少有人去探討了。我記得有一年，大概在六、七年前，大乘精舍樂
崇輝居士，邀請我到台北土城看守所裡面去演講，前後大概我去了
有二年，一個禮拜去一次。有一次裡面有個人他就跟我說，他說我
被抓到這裡很冤枉，我是好人，他把抓我來的那些人，那都是壞人
。他對我說這句話，他也表現出他不滿的態度，他說這句話聽起來
，我們能夠知道他有他善惡的標準，他認為他的所作所為都是對的
，別人都不對的。因此從那次開始，我回來之後，就常常在思考這
個問題。進一步觀察，我們現在社會上的人對善惡的標準，個人的
認識、個人的標準都不同。每個人善惡標準不同，那後果就是天下
大亂，社會就亂了。他去搶劫別人、他去殺人，他也認為這是對的
，他並沒有做錯。
　　剛才跟諸位報告過我們是凡夫，凡夫就是對宇宙人生的真相不
了解，因此我們自己的善惡標準，往往都是不正確的。善惡要依什
麼人所說的為標準？當然我們就要依佛菩薩、聖賢人他們所說的為
標準。佛是徹底覺悟的人，他所跟我們說的都是真理，都是絕對正
確的。所以經典也可以說，是跟我們說明善惡因果，教我們認識什
麼是善，什麼是惡，讓我們有一個標準可以來修正，可以做依據，
這個問題非常的重要。如果我們想要斷惡、要修善，如果沒有深入
來研究這個問題，對善惡認識不清楚，往往我們想做善，結果所做
出來的不是善，自己做錯還不知道，還認為自己做得很正確。所以
佛經可以說跟我們有切身的關係，跟任何一個人都有密切的關係。
經不能不讀，我們如果不讀經，不讀聖賢書，就是佛經上說的愚痴
，愚痴就是沒有智慧。什麼叫愚痴？就是對於善惡是非分不清楚，
將善把它當作惡，將惡當作善，把對的當作不對的，不對的把它的
當作是對的，這樣所做的事情怎麼可能正確？善惡的道理，佛在經
典裡面講了很多，也講得很詳細。今天我們因為時間並沒有很長，



以後如果有機會，再來跟諸位報告一部佛經。這部經在這裡先跟諸
位講一下，這部經叫做《佛說十善業道經》，這就是佛跟我們說的
善的標準。這以後有比較長的時間，再來跟諸位報告。
　　現在我採取，《了凡四訓》這本書裡面有一段，它這段就是跟
我們分析什麼是善，也就是說，什麼是真善，什麼是假善。《了凡
四訓》這本書是在中國明朝，袁了凡先生他所寫的，它這裡面分作
四篇，所以叫做四訓。第一篇「立命之學」，第一篇就是說明，他
自己一生的遭遇，他本來命運很不好，後來遇到雲谷禪師來跟他指
點，從那裡開始他就斷惡修善，改造了他的命運。第一篇可以說是
他的現身說法，他自己一生改造命運的經過。第二篇是「改過之法
」，改過就是說將自己過失、錯誤，把它改過來，這叫改過，第二
篇就是教我們怎麼來改過。第三篇「積善之方」，就是過失改了之
後，要怎麼樣來修善事？修善事跟做善事的方法。第四篇是「謙德
之效」，這篇作總結，也就是說，教我們做人要謙虛，這樣我們才
會進步，絕對不能自滿，一個人自滿他就不可能再進步。他的這四
篇文章流傳下來，所以叫做四訓，這個訓就是說，他寫這四篇文章
，主要是對他家裡面的兒子，教訓他兒子。後來流傳到外面，大家
看到他的文章內容寫得很好，我們如果照它裡面理論方法來做，可
以得到非常殊勝的利益。在眼前起碼能夠幫助我們改造命運，過著
幸福美滿的人生。
　　這四篇文章的第三篇「積善之方」，裡面有一段就是跟我們分
析這個善，到底什麼是善。它這裡有段文，我簡單來念一遍，「善
有真有假」，第一句跟我們講善，這個善事有真的，也有有假的，
所以我們要做善事，第一條我們就要先認識清楚。再來，「有端有
曲，有陰有陽，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滿，有大有小，有難
有易，皆當深辨。為善而不窮理，則自謂行持，豈知造孽，枉費苦



心，無益也。」它這裡跟我們說了很多條，講了有九條，這個善有
真有假，有端有曲，端就是端正，曲就是彎彎曲曲。有陰有陽，陰
就是不明顯，看不出來，陽是明顯的看得出來。有是有非，這善有
正確，有不正確。有偏有正，有的做善事偏在一邊，有的很中正。
有半有滿，善事也有做圓滿的，做不圓滿的叫做半，做一半而已。
有大有小，善有大、有小。有難有易，難就是困難，易就是容易，
比較簡單做的，這個我們都要詳細把它認識清楚。如果我們認識不
清楚，我們做錯了以為也是在做善，它這裡就說枉費苦心，白費力
氣在做，反而造罪業，對自己、對別人都沒有利益。
　　下面他就跟我們一條一條做個分析，「何謂真假，昔有儒生數
輩」。儒生就是古代的讀書人，儒生去拜訪中峰和尚，中峰和尚在
佛門裡面有很多同修都知道。佛門裡面有個佛事叫做「三時繫念」
，《三時繫念》這是一本書，寫這本書的人就是中峰和尚。中峰和
尚他是元朝時代的人，是個很有學問、很有道德的高僧，這些讀書
人有一天，就找中峰和尚來跟他請教問題，就問他，「佛氏論善惡
報應，如影隨形」。佛氏就是說佛經講的，佛經裡面說善惡報應就
好像我們人身體的影子，這個影子都跟著我們的身體，絕對離不開
這個意思。「今某人善，而子孫不興。某人惡，而家門隆盛，佛說
無稽矣！」這意思就是說，看到人他一生都在做善事，但是他的家
庭並不興旺。我們一般說，存好心，做好事，沒有得到好的報應；
看到人作惡事，作惡的人反而比較好，他說佛說的因果就不是真的
，無稽就是沒有這個事情。
　　中峰和尚就給他回答，他說「凡情未滌」，凡情就是說我們凡
夫，剛才跟諸位說過，凡夫就是對事實真相他並不了解，看不清楚
，這就叫做凡情。「正眼未開」，這是形容說我們看事情看得不正
確。「認善為惡，指惡為善，往往有之」。就是我們剛才說的，將



那惡把它當作善的，將善當作惡，這往往都有。這件事情我們在現
在社會上，可以說到處都可以看得到，假的很多，真的很少。家師
淨空上人他在講席當中常說一句話，他說現在人「聽騙不聽勸」。
就是說你假如去騙他，他一下就相信，拿再多的錢去他都甘願。你
勸他，跟他講真的，跟他講真話，照佛經所講的來跟他說，他不能
接受，他掉頭就走，在我們現前這個社會上，這種情形可以說非常
普遍。尤其最近社會上發生欺騙的事很多，相信諸位比我還清楚，
社會上發生這些事情，我們每個人都要反省，都要檢討。如果說今
天我們有智慧，我們就不會被騙，人人都有智慧，想欺騙的人他也
騙不了。被騙的人，我們如果去調查一下，都是有發善心，他也想
做好事，就是做錯了。所以中峰和尚在這裡，一句話就給我們回答
得很清楚，他說這一般人不怪自己是非顛倒，自己是非看不清楚，
反而怨老天爺不公平。
　　這些讀書人聽到中峰和尚這樣跟他講，大家又問，他說善惡為
什麼差那麼多？中峰和尚就問他們，問說你們自己說看看，你認為
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其中就有個人講，「詈人毆人是惡，敬人禮
人是善」。說打人、罵人那是惡，我們對人很尊敬，很有禮貌這是
善。中峰國師就回答，「未必然也」，未必然意思，就是說不一定
，不一定是這樣。另外又有個人說，「貪財妄取是惡，廉潔有守是
善」。貪財就是我們現在說的貪污，廉潔就是不貪，中峰和尚還是
回答「未必然也」，他說這也不一定。每個人都說出他善惡的標準
，中峰和尚都是回答未必然，不一定。大家就繼續請問，這個回答
也就說，你們大家的善惡標準不可靠，這個原因中峰和尚又跟大家
說，「有益於人是善，有益於己是惡」。這句話就是將善惡的標準
，跟我們說出來，凡是對別人有利益的，這個事情都是善；對自己
有利益，對自己就是我們平常說的自私自利，我自己好就好，不管



別人，這是惡，自私自利這是惡，這就是善惡最簡單的標準。
　　下面告訴我們，「有益於人，則毆人詈人皆善也」。他說你如
果對別人有利益，這個人你打他、罵他都是善，為什麼是善？對他
有好處。對他有好處，雖然打他、罵他這也是善，我們舉個例來說
，好像我們一般父母教自己子女，為什麼自己子女做錯事，做父母
的人會責備他、會罵他，甚至打他。隔壁的小孩為什麼他不會去打
他、去罵他？因為這跟他不相干。對自己的小孩來打他、來罵他，
是出自於愛心，就是要他好，對他有利益的，所以這就是善。「有
益於己，則敬人禮人皆惡也」。你如果為了求自己的利益，為了達
到自己某種目的，這樣來尊敬人，對人有禮貌，但是這有企圖的，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很好，但這也不是善，這是惡。下面說，「是故
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為真，利己者私，私則為假」。這就跟
我們說，行善做善事，什麼是善事？利益他人的這是公，公就是無
私心，公就是真的。利己者私，只想到自己的利益，這就是私心，
這個自私就是假的，不是真的。
　　下面又繼續為我們分析，「又根心者真，襲跡者假，又無為而
為者真，有為而為者假，皆當自考」。這條主要就是跟我們說發心
，你出自於內心來做善事這是真，譬如說我們看到別人有困難、有
急難，我們內心生起同情、憐憫之心，主動來幫助，無條件的，這
種善事是真的。襲跡就是說看人在做，自己沒做又覺得不好意思，
很勉強跟人家做。譬如說我們做善事救濟別人，看別人做，大家一
直勸，覺得自己沒有做一點很不好意思，很勉強來做善事。雖然有
做，可是不是出自於內心，不是自己真正發心要來做，雖然做這種
善就不是屬於真善。
　　下面給我們說，「端跟曲」，端簡單說就是端正，曲就是彎彎
曲曲。它這裡也舉個例子，從聖人，聖人就是我們一般古代說孔子



、孟子、老子，這是都屬於我們世間的聖賢。聖賢人他與一般的人
看法就不相同，聖賢他用人他寧願用有才華的人，有能力的人，但
是有能力的人他修養並不是說就很好，往往一些有能力的人，有辦
法做事的人，都比較自滿、比較自傲，以我們現代話來說，值得驕
傲。他有他的專長，但是他確實有辦法做事情，肯做事情，能夠利
益大眾。聖賢他寧願用這種人，因為用這種人能利益社會、利益大
眾，雖然他自己有些毛病習氣，但是還是可取。還有一種人是「謹
願之士」，謹願之士就是我們現在講，這個人很好，人人都說好，
這個人好是好，聖人不會去提拔他，他也不會用這種人，為什麼？
這個人雖然是公認的好人，但是，沒有辦法做事情，若提拔他出來
做官，或是說做一個地方上的領導人，他對社會大眾沒有利益，沒
有幫助。因此聖人他寧願提拔有才華，有辦法做事情的人，雖然他
習氣比較不好，還是可以提拔他。謹願之士，雖然人很好，每個人
都好，但是沒有辦法做事情，若是把他提拔出來，不能夠來利益社
會大眾。所以說這善當中，就有端、有曲，有這個差別。
　　下面跟我們說「陰陽」，陰剛才有跟諸位說，不明顯，人家不
知道的這就叫做陰，陽就是說明顯的。可能我們大家有聽過一句話
說「積陰功」，這是古人勸善的一句話。什麼叫做陰功？就是說他
做善事沒有人知道，他自己默默在做，也沒有人來表揚他、來讚歎
他，他自己的能力在行善事，這就叫做陰功。陽善就是說，他做善
事大家都知道，就像我們現代的新聞、報紙、電視來給他宣傳、來
給他廣告，某某人做多少善事，大家都知道，這種善就叫做陽善。
「陽善享世名」，陽善就是說，享受世間的名聲，名聲也是一種福
報。比如說有人做善事，報紙新聞給他報導，他就出名了，他就有
名聲，大家都知道某人做多少善事，享受這個世名。「陰德天報之
」，陰德就是做善事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讚歎他，沒有人給他宣



傳，但是他後面的果報非常殊勝，不但他自己能夠得到這一生的福
報，連帶他的子子孫孫都能夠受到他的庇蔭。
　　所以佛勸我們，修善盡量不要讓人知道，不要讓人知道的這種
善是陰德，陰德好。陽善雖然能夠享受世間的名聲，但是名聲太大
，並不是好事情。如果他出名，他的聲望、他的名聲，跟他做人的
事實如果不相符合，往往都會有災厄，所以出名並不是好的事情。
出名就是要像古聖先賢這樣，像佛菩薩一樣名符其實。像釋迦牟尼
佛，中國古代的孔子、孟子，這都有出名的，到現在還每個人還都
知道的，他們這些聖人是真正名符其實，所以就沒有問題。如果我
們出名，把我們講得很好，事實我們就沒有那麼好，這就不好了。
所以寧願不要名氣，我們來做陰德，做善事不要讓人知道。做善事
人不知道，這個功德都保持在那裡，保持在那裡一直累積、累積，
累積到最後果報就很殊勝。就好像我們儲蓄，錢存在銀行，一直儲
、一直儲，儲一段時間就很可觀。享受世名也就是說現賺就現花，
做一件好事，人家馬上來表揚、來讚歎，這果報馬上就報掉，就沒
有了，所以這點我們要知道的。
　　還有有人他本身就沒什麼過失，往往被人毀謗，人家來毀謗他
。我們如果遇到被人毀謗，是不是要去辯解？跟諸位說，也不需要
，愈辯解是愈不清楚。所以有一句話說，「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
心」。經過一段時間真相自然就清楚、就明白。所以有的時候，我
們如果遭受人家毀謗也沒有關係，替我們安上惡名，這沒有關係，
這在佛門裡面有說到，這就是人家替我們消業。我們沒有那麼差，
被人說得那麼差，這替我們消業障，這也是好事情。所以有人他本
身並沒有做什麼過失，被人毀謗，他的後代子孫往往都很發達。所
以陰陽我們也要了解。
　　再來講是非，因為善惡我們要知道在什麼環境，在什麼時代，



當時的狀況我們應該要怎麼做法，才是正確的，這就是是非。這裡
舉一個例子，從前春秋戰國時代魯國，魯國有一條法律，這個法律
就是說，有人被別國的人抓去，抓去做人的臣妾，做人的奴才，如
果有善心人出錢去把他贖回來，將魯國人贖回來，魯國政府就會表
揚他，還會發獎金給他。孔子有個學生叫子貢，他去贖人他不接受
政府賞金，他不要接受。子貢他家很有錢，他認為這是我做得到的
，我拿錢去贖人回來，不需要再到政府那裡領獎金，所以說他就不
受金，沒有去領獎金。孔子聽到這件事他就責備，說子貢這個事情
做錯了，他說聖人做一件事情，主要就是要改變這個社會風俗，對
社會風俗有幫助，他就要去做。不是說自己高興怎麼做就怎麼做，
不是這樣，要考慮到社會大眾。孔子說當時魯國沒有錢的人比較多
，有錢的人比較少，像子貢這種有錢的人很少。當然以子貢他的財
力去贖人，當然沒有問題，但是別人就做不到。別人看到他這麼做
，去贖人，沒有辦法去政府那裡領賞金，別人看到他沒有去領獎金
，別人也不好意思領，領了好像自己很貪財，大家就不敢去領。孔
子就說，從今以後，魯國就沒有人敢贖人回來。所以，子貢他做這
件事，看起來他不要接受政府的獎金好像是對的。但是孔子分析當
時，魯國社會大眾，貧的人比較多，在當時他這樣做法就不對，以
後就沒有人敢贖人。
　　另外一個例子，也是孔子的學生，「子路拯人於溺」。就是說
子路他有一天看到一個人掉到水裡，掉到水裡就把他救起來。那個
人為了答謝他救命的大恩，送子路一頭牛，古時候送一頭牛這個禮
可以說很重，送他一頭牛，子路也不客氣就把他收下。孔子聽到這
個事情就很高興，他說從今以後，魯國有很多人會去救人。為什麼
？救人可以得到這種報答，就有很多人發心要去救人。從我們一般
人的眼光來看，子貢他去贖人，他不要接受政府的獎金，他的做法



好像比較好。子路去救人，人家送他一頭牛，他把牠收下，這樣好
像比較不好。但是，孔子在當時，他是採取讚歎子路他的做法對，
不讚歎子貢。所以這就是說，這個是非善惡我們要知道，在什麼時
候、在什麼情形、在什麼地區，我們要有取捨，怎麼做才是正確的
。這個做法的原則，也就是說一定是對當時社會大眾有利益，有幫
助，以這個為原則。不是說我們自己認為說，這樣做對就好，認為
自己高興要怎麼做就好了，一定要考慮到大眾。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有關善惡這方面的問題，也不是短短幾
十分鐘當中，可以講得很清楚，只是能夠簡單跟諸位報告一個大概
，以後有機會我們再用比較長一點的時間，來討論這個問題。最後
在這裡跟諸位介紹《了凡四訓》這本書，現在在佛陀教育基金會，
有印《淨空法師講記》出來流通結緣，還有錄音帶。如果我們諸位
如果想進一步了解這本書，認識這本書，大家可以到杭州南路一段
五十五號三樓，佛陀教育基金會去請這本書。這本書的名稱就是《
了凡四訓講記》，淨空法師所講解的。
　　好，今天就跟大家好像聊天的方式，講到此地，以後有機會再
見。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