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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同修，及網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彌陀佛！今天是
日本東京太和淨宗學會秋季護國息災法會第二天，這個時間我們繼
續跟大家分享昨天我們所學習的《印光大師法語菁華》第一集第一
段，我們還是從第一句念起：
　　【世之變亂之由奚在乎。一言以蔽之，眾生貪瞋之心所致而已
。】
　　昨天我們學習到這一段。這一段從文字來看不多，但是裡面包
含的事理是深廣無邊的。這個是講到我們這個世界有這些災變，亂
是動亂，『世之變亂』，就是講我們現前這個世界上。印祖那個時
代講了這個話，我們今天再看這個世界，這個世界的災變動亂比過
去嚴重太多了，可以說愈來愈嚴重，這個災變愈來愈多，人心的動
亂是愈來愈嚴重。這個原由，為什麼這個世界有這些災難？這個災
變，這些災難的變化，有這些災難。我們看到現在天災人禍非常的
頻繁，可以說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嚴重，今年就比去年多、
比去年嚴重，天然災害加上人禍戰爭種種的。這個原由在哪裡？為
什麼會有這些災難？這個亂，現在社會是動亂的一個社會，從表面
上來看，似乎這個社會上看起來還是安定，但是你只要冷靜去觀察
，實在講，現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社會都不安定。不安定，表現
在社會治安上，現在作奸犯科的愈來愈多，犯法的人愈來愈多。如
果你從這個社會治安愈來愈不好，再深入去觀察，觀察到人心，那
可以說現在全世界絕大多數的人心是亂的，心非常散亂，妄念是特
別的多，比過去不曉得多出上萬倍都不止。
　　現在為什麼人心動亂不安定？因為現在也是由於這些科學技術



的發達，科學技術發達的確給我們生活上帶來了一些方便，但是同
時也帶來了很多負面的效應。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講，比如現在的手
機，的確我們聯絡事情是很方便的，有這方面的方便，但是負面的
就是我們一天到晚都會受到干擾，不得安寧。所以我們淨老和尚在
講席當中常講，說現在你心要回歸到清淨安定，首先要把手機放下
。但是現在人大家都用習慣了，手機很難放下。這個事情，自從在
市面上開始賣手機的時候，以前剛出來的手機，我記得是這麼大的
一支，很笨重的，大概二十年前，二十年前手機都是一支很笨重的
，剛剛出來，那時候剛剛發明手機，剛剛出來。當時我自己就覺得
這個手機我不敢買。為什麼？因為當時我在台北景美華藏佛教圖書
館，光白天我們接電話座機也就很忙碌了，如果再加上個手機，那
就更忙了，你走到哪裡人家都可以追蹤到哪裡，真的是不得安寧，
可能連睡覺都沒有辦法睡個好覺。所以現在手機的干擾是非常大的
一個干擾，很大的一個干擾。
　　過去還沒有手機發明的時候，我們大概二十幾年前，我們淨老
和尚講經也常常講，如果你要安心念佛念一天，你家座機的電話線
拔掉，你要念經也比較能安心念完一部經。不然這個經念沒有幾頁
，一個電話來，一部經念下來可能有好幾通電話來干擾，那你這個
心必定要分心，沒有辦法專心把一部經念完。再加上現在電腦網路
，這個節目裡面的內容可以說應有盡有，你要什麼都有，讓人看了
真的是眼花撩亂。特別現在從幼兒園就開始在接觸電腦了。我曾經
看到電視，初生沒有幾個月的嬰兒他就在摸電腦了，他的母親就教
他去摸電腦，他在接觸電腦了，幾個月他就會玩了。
　　現在人受這些科技的影響非常深的，可以說擾亂身心，它負面
作用是擾亂身心。在生活上是提供我們很多方便，你要查什麼資料
，你要買些什麼東西，網路都可以購物的，訂機票、找資料，不管



你要什麼樣的資料都很方便，是有這個方便。但是負面的就是會干
擾你身心不安靜、不安定。評估下來，負面的大於正面的。所以現
在的人心很亂。古人講，「知事多時煩惱多，識人多時是非多」。
以前沒有這麼發達的資訊，我們知道的事情有限，煩惱是非就比較
少。現在資訊愈發達，我們知道的事情愈多，煩惱就愈多，是非也
就愈多了。所以社會治安不好，跟現在這些媒體雜誌、電視、報紙
這個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學佛，學什麼？昨天跟大家提到，佛法八萬四千法門
，不管哪一個法門都是修戒定慧的，只是方法不一樣，目標都是一
樣的。我們淨宗用念佛這個方法來修戒定慧，目標由戒得到定，我
們念佛一心不亂就是定，又叫三昧。三昧是印度話，翻成中文的意
思是正定正受，正常的享受。心定下來就正常了。如果一個人心不
定，很散亂，妄念很多，奇奇怪怪的念頭特別多，像現在這個時代
一樣，特別是青少年。剛才我在車上，麗娜居士跟我講，現在日本
有很多漫畫，畫這些暴力的，有些人看這個受到影響了，年輕人，
專門找七、八歲的小女孩去殺害，以此為樂，受這個影響很大。但
是有沒有辦法去斷絕？很難，因為利益的關係，商業利益的關係。
所以現在青少年受電腦網路、電視、漫畫、雜誌、報紙總總，影響
心智非常之深。
　　人心亂，自己不安，自己得不到安定，如果再加上去影響到社
會治安，那這個社會就動亂了。社會動亂，世界就不和平了；不和
平，大家也都沒好日子過。所以這個根源我們一定要認識清楚。亂
不是看到發生很多事情亂，其實這些現象還沒有發生，那個心已經
在亂了，發生這些事情是那個心亂了一段時間才發生這些動亂的事
情，根源，人心動亂。人心動亂造成社會治安不好，因此就會有天
災人禍，事情不斷的發生。要根治，就是人心回歸到安定，就是佛



法講的修戒定慧。實在講，不但佛法修戒定慧，世間法也是要修戒
定慧，有世間法的戒定慧，佛法是出世間法的戒定慧。
　　在最近，今年二月，我到廣東揭陽寶樹園謝總他那個傳統文化
園區去那邊參訪，因為到附近的一個寺院做三天的法會，剛好在附
近，我就先去參觀他這個園區。因為在聽《大經科註》，最近常常
聽到我們淨老和尚很讚歎揭陽謝總。謝總兩年前我就跟他認識，他
一直請我去，我一直沒有時間。今年剛好接到那邊請做法會，這個
因緣去參觀了。的確他們那邊做得非常有效果。我們淨老和尚也請
蔡老師去看，我先去看，蔡老師大概慢我二、三天去看。謝總他這
個園區他怎麼帶的？我去了就請教他了，我說老和尚對你很讚歎，
來看看你們這邊你怎麼帶領大家來學習傳統文化。他沒有老師的，
他只是他帶頭聽光碟，因為請不到老師。現在傳統文化的老師很少
，真正能說又能行的非常少。像蔡老師、胡小林居士，有幾位他能
講，又真正做得比較好，這樣老師目前還是很少。有很多老師在學
，現在慢慢會增加。但是傳統文化丟掉一百年了，現在要恢復當然
也不是那麼快。所以有很多學習傳統文化的老師，也沒有辦法一下
子學了就很到位。自己學得不到位、做不到，當然也就很難去教別
人。自己做不到，你教人也是很不容易的，沒有辦法去教別人。必
須自己做到了再去教人，別人他就會接受了。
　　請不到老師，謝總他就看光碟，像蔡老師的光碟、陳大惠老師
的「和諧拯救危機」、我們老和尚講的《了凡四訓》。我就向他請
教了，我說你怎麼帶的，能夠聽一個星期的光碟就能夠把一個人原
來很不好、很壞的變成一個好人？他就把這個過程給我說了。他說
他剛開始辦的時候，他就邀請他們地方上的這些企業家，做生意的
這些老闆，還有地方上的領導，他就邀請他們來。因為他在地方上
他也是有他的人脈，他辦這個活動都邀請他們來，參加七天。他就



給大家講，我們來聽這個倫理道德因果教育。他給我講，他說他們
那地方的領導，一聽到因果兩個字說頭就痛了，聽到因果兩個字頭
就痛。那為什麼頭痛我們也可以理解，因為一般人總認為講那個因
果就是迷信了，聽那個幹什麼？迷信的東西有什麼好聽的、好看的
？當然頭就痛，叫我來聽這個。
　　而且他還有一個重要的做法，他就是七天要住在那裡，他那邊
有宿舍，有寮房、有餐廳，就是吃住七天都要住在那裡，不能回家
的。一天他帶著大家聽八個小時的光碟，就好像我們排課程，今天
上什麼課，比如說今天上《了凡四訓》，今天有八個小時聽這個課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參加的人每個人手機都要收在櫃台保管
，你七天不能接手機的。一開始大家是很不習慣，你看天天用手機
，別人沒有打來，自己也想打給別人，那現在收起來一下子當然很
不習慣。在那邊又要吃素，要按照時間起床、按照時間睡覺，還要
聽光碟，一開始大家是很不習慣。但是很不習慣大家也勉強，因為
既然來了，也就這樣。結果一個星期下來，大家感到法喜了。為什
麼？因為聽光碟聽出法味了，聽到法味他就有法喜，有法喜他就不
累了。
　　我們聽聽講為什麼會打瞌睡？因為聽不懂，或者人坐在這裡，
心想到其他地方。特別有帶手機，如果一下子，像大家來聽課，如
果你手機沒關，昨天我就聽到好機個手機都在響的，手機一響，你
說你還有心情在這邊聽嗎？你第一個反應，一定這個是誰打來要找
我，是不是有重要的事情？你心裡一定會分心。所以這個手機它的
干擾就一定有。手機帶在身上沒有關機，你也會時時刻刻想到，可
能隨時有人會打電話進來，你那個心都放在那個上面，當然你就沒
有辦法專心聽講了。沒有辦法專心聽講，那你就沒有辦法感受到那
個法味，就感受不到，心還是很散亂、很浮動的，那就沒什麼效果



。他手機收起來，大家想反正現在沒手機了，就死了這條心，專心
聽。這樣聽下來，七天下來，大家感到法喜了，因為感受到那個法
味了。感受到法味，人當然他這個觀念上跟以前的觀念就一百八十
度的大轉變了。在七天當中這個效果比較好的，他就再提升到三個
星期的，聽光碟聽三個星期的。剛開始不能三個星期，先一個星期
。把一個在社會上的壞人變成一個好人。
　　我就很好奇了，我就請問謝總，我說你是什麼因緣來辦這個？
他就給我講，他說我以前我是大壞蛋（我嚇了一跳），我什麼壞事
都幹的。他給我講，以前在他們這個地方上，他說他是大壞蛋。我
說你大壞蛋？他說我還是槍擊犯，還被通緝七年。我聽了我就很好
奇了，我說那你是怎麼有這麼大的一個改變？我說你這個改變的因
緣，是什麼因緣讓你這麼大的改變？他給我講，他說就是他有一次
無意中聽到我們淨老和尚在深圳講的這個《了凡四訓》，《了凡四
訓》好像講了二十集。他聽了之後很受感動，知道人的命運原來是
自己造的，自己造的自己就可以改，這個《了凡四訓》觸動他宿世
的善根。後來聽到這個之後，對一個人生觀一個巨大的轉變。後來
接著他又聽蔡老師的《弟子規》、陳大惠老師的「和諧拯救危機」
。
　　陳大惠老師他製作的這個「和諧拯救危機」，的的確確度了很
多人。但是做這個片子功德主是陳曉旭居士。陳曉旭居士是度陳大
惠居士來學佛的。因為她請他做這個「和諧拯救危機」，她在世的
時候，這個功德是陳曉旭居士她做的。她做出這一片，的的確確我
聽到很多人沒有學佛，那接觸到這一片就開始來學佛了，一個人生
一個很大的轉變。我接觸到很多人，我都問他們，你們怎麼來學佛
的？都是聽到這一片。
　　所以我去參觀他那個地方，有教室、有餐廳。他說以前在社會



上跟他那些同道的都跌破眼鏡了，覺得你這個人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又不喝酒、不吃肉了，又吃素了，又學佛、學傳統文化。所以有
一些人認為說，你是不是現在腦筋有一點問題，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大家覺得很奇怪。其實謝總這樣是正常的，我們講恢復正常，那
些人還沒有回頭的人，那是不正常的。但是現在社會大眾把那個正
常的看作不正常，不正常看作正常的，現在是這樣的情況。謝總這
個方式我們老和尚非常讚歎，的的確確我覺得這個方式可以大力的
推廣，每個地方都可以辦。
　　我過去，在謝總還沒有辦這個，很早之前我就想到這個做法，
只是我現在實在時間上都分割，沒有辦法集中，到處請做法會，應
付這個做法會。但是我也是在計畫，我們不能長期的，像謝總這樣
短期的這個也非常好，我們就來一個一星期的。一星期的，比如說
我們在日本租一個地方，有吃有住的。像我們上個星期，我們在台
北劍潭青年救國團辦「兩岸三地大專青年傳統文化學習營」，五天
的，我是辦五天的，反應非常好。一個星期的可以比照這個方式。
那這個五天是有請老師。一個星期的我覺得用光碟來教學，但是要
有人帶頭。沒有人帶頭，因為剛開始他還沒有嘗到法味，可能聽一
聽大家都跑掉了，大家都跑光了，跑光了就剩下那個電視螢幕，播
放給桌椅、板凳聽了，人都不見了。謝總因為他就帶頭在那邊聽，
人家看到他坐在那裡，也不好意思跑，就忍耐一點，也坐在那邊聽
。結果聽一聽，聽出法味了。
　　所以我在道場也是一樣，如果我們在華藏，我如果有空，我坐
在二樓，每天我都定時間要播老和尚講經的，放下來。如果我坐在
那邊聽，我們住眾也會不好意思，師父就坐在那邊聽了，我們也忍
耐一點，雖然想去打電腦，忍耐一點來聽。如果我不在，我常常突
擊檢查，螢幕是有放下來，但是好像一個人都沒有，都是桌子跟椅



子在聽，只有桌子、椅子在聽，人都跑掉了。所以你還沒有聽出法
味之前，一定要有一個人去帶。好像我們現在做法會，維那帶，帶
大家，大家就會坐在那裡；那如果沒有人帶，等一下念念念，念一
半他走了、他走了，走到最後也沒人了。所以關鍵就是一個人在那
邊帶頭，他定在那個地方，大家就會跟。跟了，如果跟到他自己聽
出法味，你就不要去勉強他，他自己會主動的去聽了。因為他聽出
味道，他感受到那個好處了，他自己就會自動自發了，別人都不用
去勉強他。還沒有聽出法味之前，就必須有人帶。所以這個帶頭的
人就很關鍵、很重要。
　　所以我們以後也可以考慮辦這個，在日本，大家如果有假期，
可以集中起來。如果沒有辦法到七天，我覺得三天的也可以，三天
的，租一個地方有吃有住，然後一天聽八個小時光碟，我們也可以
來試試看。但是一定要有人在那邊帶。如果沒有人，就是放一部電
視然後播的，讓大家自由去聽，恐怕這個有一些人他坐不住。我們
可以設計這個來做一個，大家聽了之後，有安排一個時間，大家一
個心得分享。晚上的時候我們也可以做一個調劑，就是有一些相關
的傳統文化的方面來做個介紹，這樣大家就有一點活潑了，就不會
感覺很枯燥無味，這樣來安排效果會更理想，更多人想要參加。時
間如果能夠一個星期，像打佛七一樣，一個星期是效果最好，因為
時間長，它的效果就好。如果真的很沒有時間，一天的也好，像八
關齋戒它就是一天的。
　　為什麼叫八關齋戒？八是八條戒，這一天你要守這八條戒，一
條齋，它是過中不食，這條叫齋。關就是關閉，關閉什麼？關閉干
擾你身心不清淨的這些外緣，今天把它關閉起來，你不要去接觸，
讓你的身心清淨一天，安靜一天，是這個意思，所以叫八關齋戒。
八關齋戒有一條，不能故意去觀聽這些歌舞倡伎，這一條。這一條



文字是有限，但是我們一定要引申這條的精神。這條就是說凡是會
干擾你清淨心的這些外緣，你今天都要遠離，不要接觸。像電視、
電腦，你不能觀聽，不能自己去觀去看，手機、報紙這些今天一天
統統不看，看了你心就會受影響。所以現在八關齋戒第一個就要關
手機，手機先關起來，八關齋戒關手機。你那個手機沒關起來，你
心就不得安寧，這一點非常重要。不得安寧你心就很亂了。你說現
在這個世間的變亂怎麼來？就是這麼來的，你人心亂了，人製造出
來的。現在媒體報導，講的言論都是一些不好的、偏差、煽動，挑
起你貪瞋痴這些煩惱的這些言論，你聽那個愈聽煩惱就愈多，是非
愈多。所以謝總這個方法很值得我們來效法。有這個因緣的確有需
要，起碼有一天的，你有一天的假期，修一天也是很好。
　　我們看下面，『世之變亂之由奚在乎，一言以蔽之，眾生貪瞋
之心所致而已』，一句話都可以包括，就是眾生有貪瞋痴這個心所
導致的，把世界的變亂怎麼來的，這一句就是給我們說清楚了。它
的根源就是因為眾生有貪瞋痴這個心，導致這個世界的變亂。看到
那麼亂，根源就是眾生的貪瞋痴這個心發展出來的。下面給我們舉
出例子：
　　【貪心隨物質享受而激增。稍不遂，則競爭隨之。又不遂，則
攻奪戰伐隨之，則死亡流離隨之，則疫癘饑饉隨之，則一切災禍隨
之。瞋火熾然，世界灰燼矣。】
　　『貪心隨物質享受而激增』，「激」就是激烈，激烈的增長。
我們現在講追求物質享受，人類不斷的追求物質享受，所以現在科
技的發達偏重在追求物質文明。這是英國湯恩比教授講，現在人類
偏向物質文明的追求，疏忽了精神文明的追求。應該精神文明跟物
質文明要同步的發展，這樣才會平衡。現在偏了，只偏到物質，一
昧追求物質，把精神文明、倫理道德因果教育這個完全都疏忽掉了



。所以造成現在的人富而不樂，貴而不安，整個世界動盪不安。我
們《三時繫念》中峰國師在第一時的開示也給我們講，「諸苦盡從
貪欲起」，苦，所有的痛苦災難，它的根源就是眾生的貪心、貪欲
所生起的，一切煩惱痛苦災難的根源就是貪心。
　　貪心追求物質享受激烈的增長，大家都在追求，你追求、我也
追求，追求結果怎麼樣？『稍不遂，則競爭隨之』，「稍不遂」就
是說你稍微得不到，那就怎麼樣？「競爭」，現在講不管哪個行業
都很競爭。這個競爭是西洋人提出來的，從小就教競爭，他們的觀
念就是說人類要競爭他才會進步。但是如果你是隨著貪心來競爭，
那不是會進步，那是會退步的，變成一種惡性競爭。現在各行各業
都有一種惡性競爭，做生意的，互相競爭。現在不但各行各業，士
農工商，就連各宗教、各個道場，彼此也都互相競爭，因為你提倡
競爭。
　　競爭得不到，『又不遂』，「又不遂」就是說競爭得不到，你
得不到財富，得不到這些物質，那怎麼辦？『則攻奪戰伐隨之』，
乾脆用搶的、用戰爭的手段。我們現在看到整個世界的戰爭，自古
以來，戰爭是不是這個目的？就是這個目的。你去搶別人的，「攻
奪戰伐」。你看現在中東的戰爭，大家還不是為了去爭那個石油。
你說美國去打伊拉克，伊拉克離它那麼遠，去打仗不是不要錢的，
那些炸彈都要錢的，那是打錢的，一顆飛彈出去，幾百萬美金就沒
了。打那個什麼目的？他要它那邊的石油。戰爭就是攻奪戰伐，用
武力、戰爭手段去奪取物質，打敗的人他也是心不甘、情不願，打
勝的人犯了偷盜戒，這個當中有因果的，果報都在地獄。這個戰爭
不是好玩的。
　　戰爭的結果，『則死亡流離隨之』，戰爭結果那當然打勝、打
敗兩方面，實在講都是兩敗俱傷，兩方面都要損失人命的，要破壞



物質、破壞建設的。所以淨老和尚講，提倡戰爭的人都下地獄了，
打勝、打敗統統下地獄。戰爭的結果，「死亡流離隨之」，現在我
們看到中東、利比亞，以巴戰爭，你看戰爭那些人，不是難民一直
逃難嗎？自古以來，凡是發生戰爭都有難民去逃難，弄得家破人亡
，死亡流離，家破人亡，流浪離散，就隨著來了。像三十幾年前越
南，南北越戰爭，你看那個時候國際上有句話說海上的難民，現在
越南逃難到外國的非常多。所以現在在很多個國家道場都有越南同
修很多，都是那個時候逃難的。那個逃難之痛苦，有一次我在加拿
大遇到一個越南華僑，他們給我講逃難的辛酸，戰爭逃難逃出來了
，又遇到海盜，那種過程聽了真的是非常悽慘。所以死亡流離隨之
。有的逃出來逃出來，逃不出來都死了，再碰到海盜，雪上加霜。
『則疫癘饑饉隨之』，「疫癘」就是現在的傳染病。現在非洲有伊
波拉傳染病。戰爭跟著就是傳染病，再接著就是「饑饉」，糧食缺
乏，很多人得不到糧食，餓死了。『則一切災禍隨之』，所有的天
災人禍，地震、水災、火災、風災、海嘯等等，一切災禍隨著就來
了。
　　『瞋火熾然，世界灰燼矣』，這個戰爭就是瞋恚心燃燒很熾烈
，像火燃燒得很熾烈，世界就變成灰、變成燼了，灰燼。這一句也
就是指核子武器這個戰爭真的就世界灰燼了。現在核子武器，擁有
核武的國家互相瞄準，你打我，我也打你，然後打得整個地球也都
變成灰燼了。所以這一句是講第三次世界大戰肯定是核武戰爭，這
個戰爭不爆發則已，一爆發，那世界真的就灰燼。我們淨老和尚常
講的，這個戰爭沒有勝負的，是同歸於盡的戰爭，把整個物質文明
徹底破壞掉，連空氣當中肉眼看不到的細菌都被殺死。這個果報根
源就是眾生貪瞋之心導致的。所以學佛沒有別的，勤修戒定慧，息
滅貪瞋痴。唯有提倡佛陀儒釋道聖賢的教育才能挽救這個世界。科



學技術是不可能挽救這個災難，只是會製造災難。
　　好，今天時間到了，這一段我們就先學習到這裡，我們來迴向
，祝大家法喜充滿，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