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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跟我們說出往生西方要避免的事情。『倘若娑婆事業，
在在縈懷，一暴十寒，心不專篤，遇五欲時，如膠如漆』。「倘若
娑婆事業，在在縈懷」，這就是把娑婆世界這些事情時常放在心裡
。這句我們也不能誤會，事業我們要放下，我們工作都不用做、飯
也不用煮、衣服也不用洗，如果我們這樣看就誤會了。這裡我們要
看清楚，在在縈懷就是牽掛在心裡的意思，也就是說娑婆世界這些
事情，我們都不要放在心裡。我們日常生活當中應該處理的事情，
應該做的事情要盡心盡力把它做好，我們本分的事情要把它做好。
所以這不能誤會！重要是叫你的心放下，不是叫你事放下，如果事
放下，心沒放下也沒用。事情都不做跑到深山，在深山還是打妄想
、還是掛懷，娑婆的事情還是牽掛在心裡，這樣也沒有效，也沒有
用處的。所以這個重點是在心，也就是我們一般講的看破、放下，
娑婆世界的事情放一件算一件。
　　「一暴十寒」就是說用功沒有長遠心，心沒有專心，不專。我
們這個法門強調一門深入，專修專弘。「遇五欲時，如膠如漆」，
遇到五欲六塵、名聞利養，這些名利來的時候，「膠」是柏油，我
們大家應該知道沾到柏油被黏住拔都拔不掉；「漆」就像油漆，油
漆還沒有乾，我們如果去碰到油漆也洗不乾淨，很難洗。這個就是
形容我們如果遇到五欲六塵、名聞利養來的時候，貪著被黏住了，
就好像黏到膠、黏到油漆一樣拔都拔不掉，是這個意思。這是講貪
著五欲六塵、名聞利養，這是講貪。『遭逢逆境，結怨銜恨』，這
是講瞋，瞋恨心。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別人做對不起我們的事情，



或是跟別人有過節，「結怨」，怨恨在心頭，懷恨在心，放不下去
。這裡講一個貪和一個瞋，當然包括痴，痴就是沒有智慧，沒有智
慧才會貪、瞋。貪、瞋、痴、慢，所有的煩惱都從這裡發生的，最
基本就是貪，貪不到、不順我們的心就起瞋恨心，所以貪是一切煩
惱的根本。
　　我們明天做三時繫念就有一首偈，中峰國師跟我們開示，「諸
苦皆從貪欲起，不知貪欲起於何」，貪欲不知道是從哪裡起來的？
「因忘自性彌陀佛」，我們自己自性的彌陀佛忘記了，忘記念阿彌
陀佛，煩惱就起來了；「異念分馳總是魔」，我們這妄想、雜念，
這些貪瞋痴的煩惱就是魔，煩惱魔。所以魔不是外面，外面的魔並
不可怕，最麻煩的是我們自己內心的魔，往往我們將這個魔當成好
朋友在看待，受到它的折磨。魔就是折磨的意思，就像我們起煩惱
的時候，我們就是自己折磨自己。譬如我們起瞋恨心，氣得要死，
氣得很不舒服，誰在不舒服？我們自己在不舒服，跟外面不相干，
是我們自己在難過，自己在受折磨，這就是魔。為什麼有這些魔？
「因忘自性彌陀佛」，阿彌陀佛忘記了，這就迷了。所以我們現在
學佛、念佛，要反過來，用一句阿彌陀佛，將我們內心這些貪、瞋
、痴、慢種種煩惱，用一句阿彌陀佛把它換過來，佛號念久了，這
些煩惱慢慢慢慢它就減輕，到後來它就消失了。
　　這裡告訴我們，如果我們貪、瞋、痴還沒有放下，這些煩惱還
是會發作。我們念佛法門不用斷煩惱，但是條件是要把它控制住，
好像我們有病，這個病還沒好、沒斷根，但是你要將病情控制住，
不要讓它發作起來，這樣就可以了。其他的法門不行，一定要斷得
乾乾淨淨，要斷得乾乾淨淨就很困難了。把它壓住，稍微控制，這
是比較簡單，比較其他的法門就容易得太多了，只要我們有心想要
修，人人都做得到。



　　如果我們存前面講的這種心，『而欲命終，彼佛接引，豈非難
事』。五欲六塵放不下，這個世間還有誰對不起我，這個冤仇我還
沒有報復不甘願，阿彌陀佛縱然臨終要來接引也沒辦法，你放不下
。我在世間有幾棟房子還沒處理，銀行裡還有多少錢，股票還有多
少，某某人對不起我，我還沒去找他報復，阿彌陀佛沒有辦法等的
，這就是難事，「豈非難事」。
　　『由此觀之，淨土法門，藥也』。淨土法門就好像是藥，對治
我們眾生種種的毛病。這一句阿彌陀佛叫做阿伽陀藥，阿伽陀藥是
印度話，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萬病總治，不管什麼病，這帖藥吃下去
就總治療。我們念阿彌陀佛，修學淨土法門，好像在吃藥，我們現
在念阿彌陀佛就是在吃藥。我們吃藥，吃中藥的同修大家都知道，
吃中藥有一些藥氣，有的說蘿蔔不能吃，蘿蔔乾不能吃，有一些藥
氣。實際上，每一種藥的藥氣都不同，不是說所有的中藥都不能吃
蘿蔔，不是的，如果是感冒藥，吃蘿蔔就沒關係；那是說比較補的
藥，比較怕冷、怕寒的。中藥本草裡面有註解，什麼藥禁忌那一種
東西，會相剋；譬如說你吃這種藥，同時吃到那樣東西，藥力會抵
銷，等於沒效了。譬如你現在吃補藥，兩個小時以內還沒消化，這
兩個小時以內，你又吃這個藥禁忌的東西，吃下去就把藥力抵銷了
，等於你吃的藥就白吃了，沒效，是這個意思。我們念佛也是一樣
如此，我們念佛還沒有往生以前，這些禁忌也要制止，要稍微制止
一下。這些五欲六塵、是非人我、恩恩怨怨都一筆勾銷，付諸東流
，不要放在心裡。
　　下面講，『服其藥，復飽食其忌，可乎。』吃了藥，那個藥禁
忌的東西你又吃得很多，這個意思是說，這樣可以嗎？這樣吃藥有
效嗎？就是這個意思。「可乎」就是說這樣可以嗎？當然是不可以
的。我們了解以後，我們就知道，我們念佛要求往生西方，這些都



要看破、放下。看破、放下，我們嘴巴講比較簡單，真正事情來了
，一樣也看不破，一樣也放不下。所以，印光大師他一生提倡《了
凡四訓》、《感應篇》、《安士全書》。這三本，如果《了凡四訓
》你讀通了，確實你對這個世間的事情就會放下。所以這三本書，
《了凡四訓》是第一本，講理論方法，以及了凡居士一生改造命運
的經驗談，要從這裡下手。如果我們沒有這個基礎，要看破、放下
，這種人也有，但是比較少數，除非根性很利、善根深厚的人他做
得到。像諦閑老和尚那個補鍋、補碗的徒弟，不識字，老實念佛，
念三年，站著往生，他就是真正看破、放下了。這種人畢竟在我們
社會上是比較少數，大多數都是中下根性，大多數的人需要《了凡
四訓》，這是我們淨宗十三祖為什麼一生極力提倡，他的道理就是
在這裡。請再看第八段：
　　【凡我同倫。宜各痛念娑婆險惡。早求出離六道。捨穢取淨。
毋騖虛名。毋執空見。毋受高帽禪和口頭三昧惑亂。毋求旦夕速效
。動諸魔事。】
　　我們先看到這一段。『凡我同倫』，「同倫」就是同志的意思
，我們現在說同修，我們共同來修學這個法門，簡單講就叫做同修
。經典講同倫，倫就是同一類的，也可以說同志，我們現在說同修
的意思。我們同修的是什麼？念佛的人，你修淨土，我也修淨土，
我們就是同倫。凡我同倫就是說凡是所有跟我一樣修念佛法門的人
，『宜各痛念，娑婆險惡』，「宜」就是應該，應該各個，每個人
都要痛念這個娑婆世界的危險。「險」就是危險；「惡」就是十惡
，《無量壽經》跟我們說「五惡、五痛、五燒」，這就是惡。
　　我們在娑婆世界輪迴非常的危險，最危險的是什麼？墮三惡道
。墮落三惡道很簡單，很容易就墮落，要從三惡道出來，不知道要
經過多久的時間才能出來，才能再投生到人天道。佛告訴我們，我



們眾生投生到人道、天道的時間很短暫，墮落三惡道的時間很長，
很久。佛在經上也用種種的比喻，譬如須彌穿針，在須彌山下放一
萬支針，在須彌山上放一條線來穿，看你能不能穿得到一支針的針
孔？別說須彌山，我們這裡五樓，一樓你放根針拿線來穿，看能不
能穿得到？還有爪上土，地上抓一把土再丟下去，指甲縫夾到一點
點的土。這比喻什麼？比喻我們人死之後，要再投胎來人間作人的
機率、機會很渺小，那個機會就像指甲縫的土一點點而已，墮落三
惡道的機會就像大地土，地上的土那麼多，機會那麼多。我們仔細
想想佛在經上告訴我們的這些開示，是不是說得過分了些？如果我
們依照經典的理論來看，實在講，佛說的都很實在。為什麼？墮落
三惡道的業因就是貪、瞋、痴，貪心重墮餓鬼道當鬼，瞋恨心重墮
地獄道，愚痴心重墮畜生道，貪瞋痴嚴重一點的就墮落三惡道。
　　我們一般說人死做鬼，這是我們一般民間都有這個觀念。所以
一般人死，燒銀紙（燒紙錢）給往生的人用，這就是墮在鬼道，燒
這些他們得的到，確實對他們有幫助。如果他們往生到畜生道、地
獄道，那就用不到；但是在鬼道，確實對他們有幫助。說人死就去
作鬼，這是不一定，因為有六道，哪有說人死一定就去作鬼，有六
條路。但是一般人這個觀念，也不無道理。我們仔細去看、仔細去
想，我們這個世間的人哪一個沒有貪心？貪心重的就墮落鬼道去作
鬼。一般的人大多數貪心都很重，所以說人死去作鬼的機會很大，
這也不無道理。你看香港影片，香港拍片都是喜歡拍鬼片，這就是
說明社會上貪心的人多，死了以後去作鬼的比較多。
　　不是說所有的人都去作鬼，是說較大多數的人墮三惡道的機會
多，時間長久。來人道、天道好像來玩的，沒多久又回到三惡道，
不知道要多久才會再到人道。這是佛在經上跟我們說的，三途是家
鄉，人天是客居。我們往生到人道、天道好像是來作客的，出來玩



一下，沒有多久就又回去了。家鄉在哪裡？在三惡道。這是說明六
道輪迴裡面，墮入三惡道的時間很長、機會很多，這就是險。不但
墮三惡道是險惡，實際上你如果往生到人天道，也是在六道裡面，
一樣是險惡。如果沒有脫離六道輪迴，在六道裡面輪迴，這就是險
惡。這我們要痛念，要認識清楚。
　　所以，要『早求出離六道』。現在有很多法師、大德，勸人家
不要求生西方，下輩子再來作人，說再來作人，再來出家，再來弘
法利生，來度這些苦難的眾生。他說我們念佛求生西方不慈悲，這
些眾生這麼苦沒有來度他們。前幾天也跟諸位報告過，我們要度眾
生，實際上我們自己要有能力，如果沒有能力是被眾生度了，不是
去度眾生，這一點要認識清楚。下輩子要來作人，我們是否有把握
？要來作人不是用嘴說就可以，如果用嘴說就可以，這件事情就好
辦了。實際上你要有做到那裡，五戒十善起碼得要打個八十分，這
是我們導師說的，一般說六十分及格，他說要八十分。為什麼要八
十分？因為我們自己給自己打的分數，總是會打得高一點，如果是
定在六十分，我們可能自己打得太高而剛好不及格，所以打八十分
比較保險，這個意思是這樣的。所以實際上我們要有修到那個程度
，來生才有把握再來作人。如果貪瞋痴、名聞利養放不下，煩惱天
天增長，來世要來作人，那是不可能的事。這不是講大話就做得到
的，這個事實我們要認識清楚。所以佛在經典教我們的就是「早求
出離六道」，我們往生西方就是要求出離六道。
　　『捨穢取淨』，「穢」就是穢惡、不清淨、污染，我們這個世
界污染、不清淨，環境的污染，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見解的
污染，思想的污染。《彌陀經》跟我們說「五濁惡世」，在我們這
個時代，這個五濁是濁惡到了極處，佛勸我們要捨，「捨」就是放
下。「取淨」，西方淨土，佛教我們要取。佛叫我們放下我們就放



下，叫我們去求我們就去求，叫我們放下娑婆世界，求生西方極樂
世界，我們聽佛的話就沒錯。
　　『毋鶩虛名』，「虛名」就是喜歡名聲，我們現在的話講知名
度，喜歡出名。出名也不是好事情，古代不要說學佛的人，古代世
間的聖人都知道名不是好東西，所謂樹大招風、名大招嫉，如果名
聲大，嫉妒障礙就很多。如果你得到名，自己的德行還修得不夠，
沒有實質，往往會遭遇到不測的災禍，名不符其實。名符其實，有
德行名符其實的出名，尚且遭遇到嫉妒障礙，何況名不符其實的名
，那就是虛名，我們絕對要放棄、要避免，不要去追求這個名，最
好沒有人認識我們，這是最好。沒有人認識我們，我們做好事，《
了凡四訓》告訴我們，這是積陰德。你如果做個好事，人家表揚你
，你出了名，大家都認識你，這就變成陽善。出名也是一種福報，
但是一出名你的福報就報掉了，就沒有了。所以有智慧的人喜歡積
陰德，做好事不讓別人知道，這個才是正確的。
　　『毋執空見』，經典跟我們說：寧執著有如須彌山，不可執著
空如芥子。芥子是芥菜子，一點點。空，如果執著一點點都不可以
，偏執，那就完全錯誤。寧願執著有像須彌山那麼多，不可以執著
空一點點。「執空」最嚴重就是撥無因果，什麼都空，因果也沒有
了。但是要知道，萬法皆空，因果是不空。如果你執著萬法皆空，
以為因果也空，這就錯誤，這就是執著空見。空有是不二，所以佛
經跟我們講空，意思不可以錯會了，錯會了意思問題就很嚴重。所
以寧願執著有，不可以執著空。
　　這裡跟我們講「毋執空見」，我們修學淨土比較不會落入空，
一般參禪的人比較會落入空，因為禪是依照《般若經》修學，般若
就是講空。空不是我們觀念裡面什麼都沒有的那個空，如果這樣想
就錯誤了。這個空是講有即是空，空即是有，從有顯示空，空顯示



有。像萬法皆空，萬法皆空的體是空，但是它的現相不空；因果不
空，有這些現相，你不能說沒有。當有這個現象的時候，當體是空
，了不可得。所以空跟有，有即是空，空即是有。《心經》跟我們
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就是有，我們看得到的這些現象
就是色。所以空是這個意思，不是空空的，什麼都沒有，不是那個
意思。所以這個不能錯會，毋執空見。
　　我們念阿彌陀佛，我們是從有入空，這個比較保險。阿彌陀佛
，有，有阿彌陀佛，有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經》跟我們講，「
其土有佛，號阿彌陀」，距離我們這個世界十萬億的佛國土，「有
世界名曰極樂」，有一個世界叫做極樂世界，那個世界有一尊佛叫
做阿彌陀佛，「今現在說法」。跟我們說了兩個有字，我們修這個
有，也可以達到般若真空，從有入空。禪宗是從空入有，從空入有
，有很多人誤會它的意思，變成執著空，這就很危險，修學就錯誤
了。我們修學淨土就比較保險，從有入空，先執著有，到最後達到
空相，我們自然就明瞭般若真空，真空妙有。所以這個法門殊勝，
這也是一個特色，從有入空。
　　『毋受高帽禪和口頭三昧惑亂』。行策大師是清朝時代的人，
中國從隋唐以來禪風非常興盛，禪宗很興盛。這個禪包括傳到現在
的韓國、日本，日本從中國學去的禪宗，在日本每個宗派的道場，
他們的名稱還是很清楚，沒有實質內容了。譬如說曹洞宗、臨濟宗
在日本的寺院，淨土宗就是淨土宗的道場，天台宗有天台宗的道場
，禪宗還分哪一派的道場，都寫得很清楚。中國的禪宗五派，這些
日本都學過去，你如果有到日本去參觀，看到寺院道場是哪個宗都
還寫得很清楚，但是內容沒有在參了，他們也不知道要怎麼參，失
傳了，變質了。禪宗一直傳，傳到明末清初的時候還有很多人在學
禪，但是都學得不對。都是學什麼禪？口頭禪，沒有實質。所以這



裡說「受高帽禪和口頭三昧惑亂」，口頭禪。你如果遇到一個參禪
的說，你的根器能夠來參禪，你可以大徹大悟、明心見性，遇到一
位禪師這樣跟你講。你聽了覺得不錯，可能是真的，跟他學禪去了
，不念佛了，這就被他來惑亂。迷惑擾亂，廢棄自己本修的淨念，
這樣就夾雜、就錯誤。
　　『毋求旦夕速效』。念佛，心太急、太趕了，一直念一直念，
想快一點得到一心不亂。你這個急促的心，就是你一心不亂的障礙
。急、趕快，念個一天、半天，看能不能馬上得到一心不亂，求速
效。過去在道場裡面也有這種事情，我剛出家的時候跟日常法師打
一個精進佛七，總共有五、六個男眾參加，連日常法師總共七個，
我們七個人打一個精進佛七。其中有人念佛念得很精進，拜佛拜到
頭都磕破了，念佛的心很急，急著想得到一心不亂。但是這個心態
基本上就是一心不亂的障礙，後來日常法師禁止，不能再念下去，
禁止他念下去。
　　『動諸魔事』，就是說我們要求虛名，或者是執著空見，或者
是受到高帽禪和來跟我們講，叫我們去參禪，想要趕快得到一心不
亂，心很急，這樣的心態容易遭遇到魔事，我們一般說著魔，這就
很會著魔，所以這種情形都要避免。我們不要求名，不要執空，也
不要聽人家跟你說兩句，叫你去參禪你就去參禪，叫你去學密你就
去學密，也不要求速效，急著想快一點成就，那個著急的心就是妄
心、妄想。所以這些都要避免，這些都會「動諸魔事」。
　　【恆以念佛為正行。勉修眾善為助行。】
　　我們的心態是怎樣的？念阿彌陀佛這就是我們的正行，我們修
學淨土的人，我們修行就是以這個為主，以念佛為主，這是我們的
『正行』。『助行』就是助修，助修就是「勉修眾善為助行」。我
們斷惡修善，譬如依照《了凡四訓》來修，《感應篇》、《安士全



書》，或是《地藏經》、《十善業道經》，包括經典裡佛的教誡，
斷惡修善，這些做我們的助行，助緣。正行是念佛，助緣是修善，
正助雙修。
　　【淨念相繼。願行相資。】
　　你這樣來修學，阿彌陀佛綿綿不斷，願行互相資助，信願行三
資糧。
　　【自然千穩百當。】
　　我們如果這樣修，自自然然我們就會往生到西方。我們念佛，
你也不要去想，我已經念這麼久了，要念多久才會一心不亂，這樣
想又是障礙，又是一心不亂的障礙。所以什麼都不要想，你也不要
求一心不亂，所有的念頭都放下，你現在只有提起一個念頭，阿彌
陀佛，或者南無阿彌陀佛，這樣就對了，其他統統放下，心中空空
洞洞，只有一句阿彌陀佛，這樣念到熟，自然就是一心。你如果還
想這個、想那個，叫夾雜，就不是淨念相繼，有夾雜就不是淨念，
淨念只有一句阿彌陀佛，這是淨念。相繼就是繼續下去，繼續一段
時間自然功夫成就，不用求自自然然就成就，所以說「自然千穩百
當」。請看第九段：
　　【一心念佛。以求速生安養。然後乘本願輪。運大慈悲。分身
散影於十方剎土。尋聲救苦如觀世音。誓空地獄如地藏王。拔一切
眾生苦。與一切眾生樂。攝一切眾生。同覲彌陀。究竟安穩。方是
丈夫。望諸上善友。幸審擇之。】
　　我們一心念佛的目的就是要『求速生安養』，「求速生安養」
的心態還是要跟大家說清楚，如果有一樣沒有說清楚就會出問題。
什麼叫做速生安養？就是剛剛跟諸位報告的，我們隨時準備往生，
這就是求速生安養。今天晚上躺下去睡覺，希望今晚阿彌陀佛就來
接我往生，時時刻刻準備往生西方。甚至印光大師在《文鈔》裡面



，依照經典時時刻刻觀想我們現在已經坐在蓮花上面，現在就在極
樂世界，這樣觀想。我們時時這樣的存心，這樣的觀想就是求速生
。你不要像有些老菩薩，一面念佛，心裡一直想，都已經念這麼久
了，阿彌陀佛為什麼不讓我看一下？過去很多老菩薩問我，我念這
麼久了，阿彌陀佛為什麼都沒有念來？就是說念這麼久了，為什麼
都還沒有見到阿彌陀佛來？我就跟他講，因為你在打妄想怎麼會來
？阿彌陀佛，經典教我們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好，它沒有教我
們念阿彌陀佛以外，還在想阿彌陀佛為什麼沒有來？沒有，沒有再
加這個念頭上去，又夾雜了，這就是夾雜。所以用心不能有錯誤、
偏差。
　　速生就是我們時時刻刻願意趕快到西方。我們有這個念頭，人
家說我們得了什麼病，得了絕症，我們聽了就很高興，我就是要趕
快去，不會煩惱，反而高興，這樣我們就是真正有心要到西方。如
果不是真的有心要去西方，只是嘴巴說的，就會怕死；真正要去西
方的人就不怕死，不怕死就了生死，就沒有了，沒有生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