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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道場，大家共同在一起，共同來修行，要注意什麼？『宜
防身護口』，「身」就是我們身體的行為，要遵守常住的規約，因
為大家住在一起，共住總是要定一個大家生活上的規約，共同來遵
守，這樣大家才能夠長期相處。「護口」，口就是講話，人和人一
起很容易發生誤會、發生摩擦，誤會、摩擦都是從口裡出來的，所
以說「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我們講話有意無意往往會傷到人，
有時候我們講話如果沒有注意，「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我們講
的人是沒有那個意思，但是聽的人他感覺到你說話在傷害他，這在
現實的社會中也非常普遍。所以講話是很大的學問。
　　孔老夫子教學四科：第一、德行；第二就是言語；第三、政事
；第四、文學。言語排在第二條，第二重要，可見得說話非常的重
要，一句話可以使一個國家興旺，反過來一句話也可以將一個國家
敗亡。所以說話是很不簡單。我們同修在一起，話天天在講，這個
話要怎麼講、怎麼表達，這也值得我們學習，看佛在經典如何教導
我們的，教導我們如何講話、如何待人處世，彼此如果有誤會要解
釋、要化解。這裡講護口，護就是預防的意思，預防我們講話有意
無意傷害人而產生摩擦，有的懷恨在心到最後他就報復而變成仇人
，冤冤相報。我們現在看道場，世界上不管哪一個道場，有人的地
方就有是非，不怕沒有。我們現在只能說要如何把是非降到最低，
完全都避免是不可能。要如何將是非降溫、降到最低，這樣就很好
，這就是我們平時要注意防身護口。
　　護口，佛在《無量壽經》第八品裡面就有跟我們講到三業，三



業他將口業排在身業前面。一般排列是身、口、意三業，先講身業
，再講口業，再接著講我們心裡的意業。《無量壽經》的經文將口
業（原本是第二個）調到第一個，「善護口業，不譏他過」，接著
「善護身業」，再來才「善護意業」，可見口業比身業更容易犯，
也更難修持。話天天講，時時刻刻在講，講的時候稍不小心就造口
業。我們護我們的口業，第一就是要「善護口業，不譏他過」，這
是第一條。別人的過失我們不要去恥笑、不要去宣揚，不要去跟人
家講，經典告訴我們「隱惡揚善」，不譏他過。我們如果可以做到
這一點，就可以減少和人家結怨。這在《發起菩薩殊勝志樂經》裡
面也講得很多。我們同修大家在一起共修，這個口業也要注意。我
們要記得《無量壽經》這句話「善護口業，不譏他過」，同修當中
這要注意。
　　下面講，『謙恭隨順』。我們相互在一起，人和人相處，要謙
虛，要恭敬，也要隨順。「隨順」就是普賢菩薩十大願王裡面其中
的一願「恆順眾生，隨喜功德」，這就是隨順。眾生就是有煩惱，
有時候我們要隨順，不要跟他計較，這樣才有辦法在一起。佛菩薩
來我們這個世間度眾生，也是一樣要恆順眾生、隨喜功德。這我們
也要學習。「謙」，謙虛很重要，我們自己再有本事，自己再有才
能，也不能自滿，不能貢高我慢，看不起人家，要是這樣就造業。
《了凡四訓》裡面，這個四訓的最後一篇就是「謙德之效」。這個
謙世出世間的聖賢都極力提倡，因為謙德在《易經》卜卦六爻皆吉
，謙這一卦不管哪方面都吉祥、都最好。這外國人他就不知道，他
就不了解。「謙受益，滿招損」，謙虛你就會得到利益，你要是自
滿、我慢就會有損害。外國人沒有接受佛菩薩聖賢的教育，所以他
們不懂這個道理。
　　我有一年到西班牙，西班牙淨宗學會的陳會長，他的兒子在那



裡出生的。在家裡父母有教他學中文，我們講話講國語他聽得懂，
可以對答，中文也可以看一部份。那一年我去那裡講《了凡四訓》
，他們請我講《了凡四訓》。《了凡四訓》有講到「謙德之效」，
我們如果受到人家毀謗、侮辱，不要去跟他爭辯，要忍讓。他這個
兒子就有疑問提出來問我，他說我們如果是對的，我們為什麼不跟
他理論？為什麼要讓他、要謙虛？他想不通。為什麼想不通？後來
我研究出來，因為他小時候就接受歐美外國的教育。外國人沒有這
種觀念，沒理也要告到變成有理，何況我們有理還要讓他，哪有這
種事情？外國人就沒有這種觀念，沒有謙德的觀念。所以接受外國
的教育，乃至日本這個國家都不講謙德，不講這個的。所以你們看
到外國人個個貢高我慢，因為他們沒有接受佛菩薩聖賢的教育。所
以難免這種煩惱習氣，他們沒辦法避免。
　　「恭」是恭敬，心謙虛恭敬，從內心所表現出來的。日本人可
以說很有禮貌，比我們還要有禮貌。我們中國講是禮義之邦，但是
在表面上我們做不贏日本人，日本人表面上的禮貌形式做得比我們
還要好，中國人連形式也沒有。但是日本人那個禮貌不是發自真誠
心，不是有那個心，不是對人真誠的那種禮。孔老夫子在《四書》
裡講，「誠於中，形於外」。我們誠心在心中，自然表現在外面的
形態，自然的流露讓人家感受得到，這才是真實的禮。禮的精神是
在這裡，就是真誠心。你要是有真誠心，外面的這些禮儀做得沒那
麼好，但是那是真的，那是真實的禮，因為他有真誠心。反過來說
，如果你沒有真誠心，外表做得再好，假的，一看就知道。所以我
去過兩趟日本，看到那邊的人對人講話好像很有禮貌，但是我看他
們的眼神、態度，我們學佛的人一看就知道，沒那個心，只是一張
嘴巴。所以，日本真實的佛法他們得不到，我慢。但是形式上他們
做得比我們好，這一點我們不能否認。



　　表面上的，我們就跟不上他們，譬如寺院的建築，隋唐時代從
中國學過去的，一直保留到現在都一樣，一絲毫都沒有改變；這個
文字，漢字也都沒有改。所以去日本，雖然我們不會講日本話，但
是看到那些漢字都知道，只是發音不同，但是意思我們都知道。看
到招牌就知道那一家在賣什麼，都可以知道。日本整理《大藏經》
也做了很多，尤其淨土的經論他們蒐集比我們蒐集還要多，這些形
式上他們所做的可以說值得我們學習，這方面我們遠遠不如他們。
但是內心、存心就不能向他們學習，他們沒那個心，也沒有那個心
量。中原漢人不是不曾亡國過，元朝就亡在蒙古人手裡，蒙古族，
不是漢族；清朝亡在滿族，不是不曾亡國過。他們為什麼有辦法統
治中國？就是平等。像滿清初年入關的時候，為了要收服漢人的心
，滿清的軍士如果犯法，查到證據，一律就地正法。明朝先帝的墓
他們都會去祭拜，這樣才能收服人心，統治了中國三百多年。日本
佔領中國，如果像清朝的做法，士兵要是搶劫亂來被抓到就地正法
，中國的民心就會被收服，收服他們就有可能當世界的領袖。但是
日本人心量很小，心量小要統治全世界，怎麼有可能？只是為他們
自己，想他們自己，這是他們的缺點，我們不能學習。
　　所以我們學佛的人心量要大，「心包太虛，量周沙界」，要謙
讓、恭敬、隨順，這是我們做人的道理。我們人跟人在一起要如何
相處？佛在經典就是這樣教導我們的。如果我們所作所為和佛講的
不同，就要趕快改過來，這就叫做真正的修行。『互相砥礪』，互
相勸勉。『互為標榜』，「標榜」就是讚歎的意思，互相讚歎。對
方有優點我們要讚歎他，互相讚歎，這樣大家在一起共修才會長久
；如果不是照這樣修，保證會吵架、打架、互罵，這是很正常的。
過去我們導師講經常常講的，如果你看一個道場不吵架、打架的，
那就很奇怪，吵架、打架、互罵是很正常。為什麼正常？沒有修謙



恭隨順，沒有護身口，當然就會有這些是非。所以我們道場要落實
六和敬，這一點要先修。「謙恭隨順，防身護口」，如果做不到，
講六和只是一個口號，沒有辦法去落實。
　　下面講，『每日恆課，不得懈怠廢缺』，「恆課」就是定課。
道場裡面大家共住，古代的叢林定早晚課。淨宗的道場，當然所定
的恆課就是淨土法門的功課。這個定課一定要做，不能廢缺，不能
把它廢除，不能不去做。除了恆課之外，『行住坐臥，不忘念佛』
，在走路，或是站著，還是坐著，還是躺著，時時刻刻沒有把念佛
忘掉。
　　【恆課外。勿放身心空過。不得閒談雜話。放逸戲笑。誤己妨
人。】
　　『恆課』就是定課以外，『勿放身心空過』，就是時間不能浪
費，也不要去講一些沒有用的雜話，『放逸戲笑』，如果這樣耽誤
自己也妨害別人，大家在一起共修，這一點就要遵守。再看下面：
　　【不得披覽外書。吟詠詩偈。非唯唐喪光陰。亦乃孤負檀越。
應當自嚴自重。努力精進。】
　　這就是說不能去看跟我們修學不相干的典籍，譬如我們修淨土
，淨土五經一論是我們主修的經論，每天要誦、要念，我們所看的
註解也是在這個範圍之中，包括我們聽經。聽經，我們老和尚講的V
CD都是導歸淨土，不管講哪一部經，乃至講世間的善書，像《感應
篇》、《了凡四訓》都是導歸淨土，聽他一個人講，絕對不會有差
錯，一家之言，這就沒有問題。『披覽外書』，世間的典籍，包括
我們佛門各宗各派的經典，不但一般其他宗教的典籍，世間的典籍
我們不要看，佛門裡面和我們修學不同宗派的典籍也要放下，這樣
我們才會專。
　　『吟詠詩偈』，這就是吟詩作對、作偈，這是講一般世間文人



的習氣，喜愛吟詩，喜歡作偈，這也妨礙道業。我們淨宗初祖慧遠
大師結蓮社，一百二十三位同修在一起念佛，當時有一位謝靈運，
在當時也是一位大文學家，喜歡吟詩作對。他就要求遠公讓他參加
蓮社，遠公沒有答應，沒有答應的理由就是他文人的習氣很重，你
來這裡人家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你進來這裡吟詩作對恐會妨礙別
人的道業，所以沒有答應他參加這個蓮社。跟這裡講的意思一樣，
「不得披覽外書，吟詠詩偈」。我們只看淨宗的經論都來不及了，
哪有時間再看其他的書籍？
　　『非唯唐喪光陰，亦乃孤負檀越』，「唐喪」就是浪費的意思
，浪費這些時間，浪費光陰。而且『孤負檀越」，「壇越」就是施
主，施主來供養我們，供養我們的衣食，目的就是要使我們大家好
好用功辦道，在道場裡面好好來修清淨心。如果我們沒有修清淨心
，接受這些施主的供養，這就對不起這些施主，「孤負」就是對不
起的意思。『應當自嚴自重，努力精進』。這段主要就是告訴我們
，大家住在一起在同一個道場來共修，就是要注意這幾件事情。請
再看第十六：
　　【持名貴在一心不亂。無間無雜。非必以快念多念為勝也。但
不緩不急。密密持名。使心中佛號歷歷分明。著衣吃飯。行住作臥
。一句洪名綿密不斷。如是持名。可謂事上能一心精進矣。】
　　這一段跟我們講持名念佛。『貴』就是主要、重要的，重要的
就是在『一心不亂』。我們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目的在哪裡？
就是要達到「一心不亂」，這是我的目標。『無間無雜』，「間」
就是間斷，常常斷掉，常常忘記念佛，這就是間斷；「雜」就是夾
雜，念佛當中夾雜其他的法門，夾雜妄想、煩惱，夾雜這些，就是
說不間斷、不夾雜這樣念才能夠達到一心不亂。『非必以快念多念
為勝也』，不是說你念很快、念很多以這個為殊勝，不是的。這是



跟我們說持名念佛，它重要的原則是在一心不亂，不是念快、念多
就好，不是這樣的。
　　念佛念得快，有很多道場佛念很快，在台灣最快大概（我去參
加過）鳳山佛教蓮社。以前煮雲老法師主持這個道場，他們念佛都
追頂念佛，兩副地鐘，一副差不多打三分鐘，一開始念就很快很快
。現在打三分鐘，另外一副地鐘就接著，打很快很快，也三分鐘，
兩副地鐘交替。念得很快，我記得只聽到陀陀陀，阿彌佛都聽不清
楚，只聽到陀陀陀，念得很快。我曾經參加過（去主七），高雄大
樹鄉光雲寺慧見法師就是煮雲老和尚的徒弟（女眾徒弟），年紀可
能五、六十歲有了，有一次她請我去主七。我去參加，那裡打地鐘
都很快，念到後來只聽到陀字而已，阿彌陀佛只聽到陀陀陀，念到
最後就是這樣，念很快聽不清楚。我參加念佛，就是那裡念最快，
沒有比他們快的，兩副地鐘三分鐘、三分鐘對換，念很快。當然念
快就多，念佛的數量就比較多，念得多，但是不清楚，這個效果就
差很多。
　　大師在這裡告訴我們，可能古時候就有人念很快、念很多，不
是只有我們現在才有。以前行策大師那個時候就有人這樣念，他才
會這麼說，清朝時候就有人這樣念，念很快。大師告訴我們，不是
念快、念多，這樣就殊勝。『但不緩不急，密密持名，使心中佛號
歷歷分明』。「不緩不急」就是不要太慢，也不要太快。緩就是慢
，緩慢；急就是快。不要太慢，也不要太快，你如果念得太慢，好
像一台車沒力拖不動。好像牛車，牛沒力拖不動，拖得很辛苦；我
們佛門叫做拖板，拖板念起來很累，這就太慢。太急，念得不清楚
，這也沒有效果。適中最好，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
　　不緩不急當中也有很多標準，這個念佛的錄音帶我也聽了好幾
種，台中蓮社的四字四音是比較慢，這個速度比較適合助念，病人



病情比較重的，這個速度比較剛好。如果身體健康的人，我們平常
人就覺得稍微慢了一些，他想要多念一點，要念快一點。所以速度
可以調整快一點，台中蓮社錄的這片比較慢一些。文殊講堂有錄一
片，也是四字四音的，那個速度就比台中蓮社稍微快一些，一般人
這個速度就比較能適應。但是我們平常念文殊講堂的，我個人的感
覺，聽念佛機念覺得很剛好，這個速度不會太快，也不會太慢，四
字四音的。四字五音的，過去我們圖書館也錄了一片，那個時候有
加音樂。最近在善果林打佛七，我請錄音公司將音樂去掉，也有錄
一片沒有音樂的。沒有音樂的這個速度，不會太快，也不會太慢，
繞佛可以，拜佛也可以，靜坐念佛也可以。但是還有同修反應感覺
稍微太慢，但是我聽起來已經不會太慢，因為有的同修喜歡聽快一
點的，尤其在靜坐念佛的時候，他說速度太慢坐著念佛會想睡覺、
打瞌睡。
　　我去研究，也是有這種情形，上一次打佛七有發現這個問題。
所以這一次佛七，我就稍微做一些調整，歸位的時候，地鐘接好，
念佛機就關掉。念佛機關掉就只打地鐘，大家要念快一點就可以，
看要多快都可以，這樣坐著念就不會想睡覺。念完煞板迴向站起來
之後，念佛機再打開，恢復拜佛的速度就可以。拜佛的速度就不能
快，繞佛也不能太快，太快就要用跑的，這就不適合。繞佛和拜佛
都要那個速度，不緩不急。坐著念佛的速度快一點可以，因為坐著
比較會昏沉，所以快一點是有需要的。如果你念習慣，念得力了，
念慢的你也不會想睡覺。但是還沒有得力的時候，坐著確實精神比
較提不起來。所以這一次的佛七，我打算做這樣的一個調整。我現
在一直研究，佛七要如何來改進，佛七才會愈打愈好，效果愈好，
不斷來改進。
　　大師告訴我們，「但不緩不急，密密持名」。我們現在的念佛



機就是不緩不急，這個速度平平的，同一個速度，這就符合這裡講
的標準，現在的念佛機就符合這個標準。最近悟永法師在馬來西亞
帶一些同修打地鐘的，我在美國聖荷西，美國淨宗學會的楊會長送
我去機場，他在車上播放這個帶子，我聽了很攝心。那一片我要回
來了，現在製作一千片CD，那個是打地鐘，從六字然後四字，四字
開始比較慢，然後逐漸加快。前面那一段慢的，如果坐著念，同修
也會嫌太慢，會想睡覺。但是我現在研究，後面那一段比較快的，
剪接一段做念佛機試試看。那一段做念佛機，如果靜坐念佛就不會
想睡覺，那個速度不會太慢，也不會太快，我念起來感覺很攝心。
綿綿密密就是很密集，不會空太久，也不會太快，我們聽起來一句
一句、一句一句一直接著，這個很容易攝心，有這個效果。我CD製
作出來，會寄一些過來這裡，你們大家聽看看。那個在車上音響好
一點的播放來聽，確實聽了很攝心。地鐘、大家念都配合得很不錯
，錄得也很不錯，沒有雜音，這片效果很不錯，我打算後面剪接一
段來做念佛機。
　　我們導師老和尚在講經的時候，教人家念十念法，南無阿彌陀
佛，南無阿彌陀佛。我們同修把十句的部分挑出來做念佛機，一直
重複，也是做念佛機出來。那沒有幾個音就一音而已，但是很暢銷
，聽到老和尚念的，那片就有很多人喜歡請。現在有人用那片來助
念，那片助念也不錯。那也是一句一句，你如果念習慣，雖然沒有
什麼調，也是可以攝心。這主要是在於個人的習慣，念得習慣就好
了。我們一句佛號念的原則，就是要使心中『歷歷分明』，這句佛
號阿彌陀佛或是南無阿彌陀佛，每一字、每一句清清楚楚、明明白
白。夏蓮居老居士教我們念佛的方法，我們還沒有功夫成片，先求
專念。要如何專念？在字句分明，每一字、每一句很分明。不可以
一句阿彌陀佛念得迷迷糊糊聽不清楚，那就沒有那個效果，所以要



字句分明。就是這裡講的「心中佛號，歷歷分明」，我們心中心念
，嘴巴念到口渴，嘴巴沒有念，心還在念，心也在聽。我們聽念佛
機也好，聽別人念也好，心聽，你的心聽佛號聽久了，慢慢你就變
成佛心，轉凡入聖，這就很殊勝。聽佛號聽久了，你就變成佛，這
成佛最快。但是重要在心聽，你的心去聽，心去念。
　　『著衣吃飯，行住坐臥，一句洪名綿密不斷』。不管你是在什
麼處所？一句阿彌陀佛在心中都沒有斷掉，這就叫做不間斷。不是
你用嘴念阿彌陀佛念到不間斷。有的同修誤會這個意思，以為不間
斷就像念佛機這樣一直念，嘴巴一直念，念到像念佛機一樣都沒有
停，不是這個意思，這誤會了。是我們這個心念佛，不管什麼時候
，都沒有把阿彌陀佛忘掉，這就叫做不間斷。『如是持名，可謂事
上能一心精進矣』。如果你這樣來持名念佛，不緩不急，密密持名
，心中佛號歷歷分明，著衣吃飯，行住坐臥，一句阿彌陀佛綿密不
斷，這樣來持名，這就可以說你在事上念佛可以一心精進。「一心
精進」，功夫如果純熟就是一心不亂。請再看第十七：
　　【念佛一門。藉彼佛勝願力故。不論有智無智。上中下根。但
執持名號。一心不亂。七日乃至一日。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緣。即蒙
彌陀聖眾接引。即為十方一切諸佛護念。是為不可思議異方便。惟
其異故勝也。】
　　這一段講念佛這個法門，就是『藉彼佛』，「彼佛」就是阿彌
陀佛，阿彌陀佛殊勝本願力的緣故，無論我們有智慧也好，沒智慧
也好，上根、中根、下根都沒有關係，三根普被，利鈍全收，只要
你能夠執持一句名號，念佛念到『一心不亂』。下面就是講時間，
你念七天一心不亂，還是念一天一心不亂，你如果念佛念到一心不
亂，這即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緣。你念佛能夠念到一心不亂，
這就是多善根福德因緣，臨終就能夠蒙阿彌陀佛以及諸聖眾接引往



生西方，『即為十方一切諸佛護念』，「護念」就是保佑、加持的
意思。『是為不可思議異方便』，「異」就是特別的，這個法門是
特別的法門，和其他的法門比較起來，這個法門很殊勝、很特別。
所以叫做異，異就是特別的意思。因為它特別，所以殊勝。它的殊
勝就是在這個特別的地方，它的特色就是藉著佛本願力，殊勝就是
在這個地方。請再看第十八：
　　【經云。娑婆世界修行一晝夜。勝於極樂世界行善百歲。蓋以
此土難於進修。彼土易為功力故也。例此而言。則風塵世路日中修
行一日。勝於深山淨剎修行百千日。無疑矣。是故帝鄉可遊也。紅
塵可入也。所謂淨願不可忘也。淨行不可缺也。嗟乎。風塵亦何能
染人。第恐人自染風塵耳。】
　　這一段是《無量壽經》的一段話。『經云』，《無量壽經》跟
我們講的，娑婆世界修行一天，等於西方極樂世界修行一百年。為
什麼？因為在我們這個世界修行困難，『難以進修』；西方極樂世
界它那裡沒有退轉的因緣，你只有進，沒有退。所以那個世界就好
修，我們這個世界很難修，使我們退轉的因緣太多了。所以剛才跟
諸位講過，我們來道場共修，主要就是依眾靠眾。如果沒有利用這
個道場來共修，沒有依眾靠眾，自己一個修很容易退轉。我們在這
個世間如果可以修學，能夠用功一天，你今晚來這裡聽經聽兩個小
時，這個功德也不可思議。你要是沒有來這裡聽經，你不知道會接
觸什麼樣緣就不知道，個人的因緣就不知道，有善緣也有惡緣，在
現在社會上惡緣是多過善緣。所以在我們這裡修一天，真的超過西
方一百年，在這個花花世界，你沒去花花世界造業，你會走到這裡
來，這就很難得了。所以你來這裡修一天，不可思議的功德。
　　所以我們的道場雖然是在市區，在市區你能夠來修，比在深山
修的效果還要好，因為在深山你就沒有這些外緣污染，比較好修。



深山就譬如是西方極樂世界，比較好修；我們在街上引誘的東西這
麼多，那裡有打電動的，娛樂場所這麼多，我們不會走到那裡去，
走到這裡來，這就是說明你已經突破這些引誘，你才會走到這裡來
。這樣功夫就比在深山修行的人還高，深山修了好幾十年，叫他來
街上走一趟，可能道心就退光了，沒有經過考驗。我們每天都經過
考驗，當然我們功夫就比他更殊勝，是這個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