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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諸位法師，尊敬的諸位同修大德，及網路前的同修，大
家下午好。阿彌陀佛！我們這次戊戌年冬至祭祖繫念法會已經圓滿
。我們上午祭祖，前面三天做繫念，大家發心來參加法會的共修，
功德不可思議。下午這個時間，還是由悟道來跟大家一起學習《印
光大師法語菁華》。《菁華》是早年，我們導師上淨下空老和尚在
美國節錄的，這個很方便我們短時間的講座，節錄的都是菁華重點
。上一次我們學習到《印光大師法語菁華》第一集第十八段，我們
上一次學習到：
　　【念佛力善。戒殺喫素。深明三世因果之理。欲免苦果。需去
苦因。】
　　上次我們學習到這段，這段祖師勸我們首先要念佛，我們修淨
土法門主要就是要念佛。除了念佛還要努力斷惡修善，斷惡修善首
先舉出『戒殺喫素』，這非常重要。佛在《戒經》，五戒、十善、
沙彌戒第一條就是戒殺生，不可以殺生，不殺生，要把殺生戒掉，
不但戒殺還要吃素，戒殺吃素。積極的方面還要護生、放生，多多
宣導戒殺吃素這些因果的道理。『深明三世因果之理』，深入明瞭
三世因果的道理，這就是講到因果教育了。佛為什麼勸我們不能殺
生，這個當中有因果的，詳細都在經典裡面。在《安士全書》第二
卷「萬善先資」，講的就是「戒殺喫素」、護生放生，這些善惡因
果的道理。舉出事例公案來給我們證明，證明佛在經上講的都是千
真萬確的事實。
　　明瞭三世因果之理，『欲免苦果，需去苦因。』我們每個人都



不願意得到苦果，要避免苦的果報必須先去掉苦的因，把那個苦因
斷了，苦果就沒有了，舉出戒殺這個例子。殺生，佛在經上給我們
講，造這個殺業會得到多病短命的果報，還有遇到種種意外災難的
、橫死的這些果報，這是殺生第一個因素，會造成這樣的果報。具
足的講就是十善十惡，殺生擺在第一條，因為這條我們人最容易犯
的。全世界的人，沒有不造殺生的人，除了學佛的人知道不可以殺
生。一般不學佛的人，總是把殺生認為是正常的，不知道這個當中
有因果報應。明瞭這個事實真相，我們才會感覺到非常恐怖，一刀
還一刀，一命還一命，吃牠半斤還牠八兩，誰都佔不到便宜。實在
講殺生就是冤冤相報，沒完沒了。我們今天接著來學習第十九段：
　　【十九。苦因。貪瞋痴三毒是。善因。濟人利物是。能明此因
果之理。則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災禍自無從起矣。】
　　這段也是接前面第十八段，十八段最下面兩句，「欲免苦果，
需去苦因。太上感應篇」這十九段接著給我們講，什麼是『苦因』
？苦因的根本是什麼？『貪瞋痴三毒是』。我們做三時繫念每時都
要念一遍懺悔偈，這懺悔偈第一句，就是「往昔所造諸惡業」，我
們過去、現在所造種種的惡業很多，實在講也無量無邊。比較具體
的講，《太上感應篇．諸惡章》講的，一百七十幾條的都是惡業。
「諸惡章」那個統統是惡業，惡業具體給我們舉出來。這麼多的惡
業，它原因從哪裡來？「皆由無始貪瞋痴，從身語意之所生。」這
個「苦因」就是從貪瞋痴來的，貪瞋痴在經典上講三毒煩惱，這是
根本的煩惱。三毒煩惱，這個貪瞋痴是毒，三毒，我們有貪瞋痴必
定造惡業，造十惡業。貪瞋痴屬於意業，意它是主導身口造不善業
，意是在指揮的，指揮我們的身體，口是我們的言語，造作不善業
。身殺、盜、邪淫，口妄言、綺語、兩舌、惡口，所以合起來就身
口意三業，從身語意之所生。根本原因就是我們有貪瞋痴這個煩惱



在，才會造惡業。
　　『善因，濟人利物是』，「善因」是救濟別人利益萬物，對一
切有情、無情，動物、植物、礦物，都是愛護的，都是有利益的、
有幫助的，這是善因。我們善因能生起來，必須先把苦因去掉，去
掉貪瞋痴，善因就起來了，起心動念、言語造作都是「濟人利物」
，不會再自私自利。貪瞋痴必定會生起自私自利、損人利己這種心
，損人利己實在講損人不利己。我們讀了《太上感應篇》就能夠明
瞭，損人不但不能利己，反而是害己，害到自己。利人才能利己，
利益別人才能利益自己，損人決定不利己。所以我們一般人認為去
損害別人，能夠利益自己，那是不了解因果報應的事實真相，我們
如果多讀《太上感應篇》就會明瞭。《感應篇》也是印光祖師在世
極力提倡的，三本善書其中的一本，另外就是《了凡四訓》、《安
士全書》，這三本書印祖在世印得最多，流通也很廣。我們要學《
感應篇》首先從讀誦，像我們誦經一樣，像我們讀誦經典一樣讀誦
，最好能天天讀誦，把它當作早課、晚課來讀那更好。在早年，我
們淨老和尚在台北景美華藏佛教圖書館，勸同修把《感應篇》當作
早晚課，早課提醒，晚課反省。讀多了，「讀書千遍，其義自見」
，其義自見就是我們透過讀經、讀書，這個心定下來，智慧開了，
經義就現前，我們就明白了。
　　下面講，『能明此因果之理，則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災禍自
無從起矣。』我們要「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首先必須要先能夠
明瞭因果的道理。因果的道理，我們深入明瞭三世因果之理，我們
自然能做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能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災
禍自無從起矣」，災禍就起不來了。災禍怎麼來的？都是我們眾生
造作惡業感召來的。所以《太上感應篇》第一句，開宗明義就給我
們講，「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一開始就



給我們講，災禍、福報它沒有一定的門路，沒有定門，禍福都是自
己招來的，自己造作善惡業去感召來的。也不是別人給我們的，也
不是上帝降臨給我們的，也不是閻羅王降臨給我們的。佛菩薩、聖
賢把這個事實真相告訴我們，都是自己自作自受。所以說禍福無門
，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能夠明瞭因果的道理，諸惡莫
作，眾善奉行，這個世界就沒有天災人禍，就能國泰民安、風調雨
順。我們再看第二十段：
　　【佛言。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
。】
　　這是佛在經上給我們講的，祖師在這裡給我們提出來。這一首
偈四句話，我們佛弟子也常常聽到。欲知就是想要知道，我們前世
造什麼因，因為我們凡夫都有隔陰之迷，一投胎一轉世，過去生的
事情忘得一乾二淨。我們過去生（前生）造了什麼業，我們也忘記
，不知道了。佛在經上告訴我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今生就現在，我們現在感受到種種的遭遇、果報那就是。我們這一
生的遭遇好不好，自己就很清楚，不用問別人。如果不好，我們過
去生造不善業，感召這一生不好的果報。如果我們這一生果報很好
，過去我們修善業，這一生感得好的果報。所以看我們這一生遭受
的果報好不好，就知道我們過去生修的因好不好，好的多、還是不
好的多，大概就知道。『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你要知道來
生來世的果報，這一生所做的就是。現在我們造什麼因，將來我們
來生就是得什麼果報了。我們還是要讀佛經、讀聖賢的經典，這才
是正確標準的。不能以我們凡夫自己的想法、看法做標準，一定要
依經典。
　　我們剛才很多同修皈依三寶，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
回歸，依是依靠、依據、依循、依止。佛在世，我們有任何問題，



那去請教本師釋迦牟尼佛，佛就幫我們解答，教我們理論方法，把
我們的問題解決了。佛不在世，我們沒有辦法去請問佛，有問題沒
有辦法再去問佛。佛當年在世講的經教、經典有流傳下來，現在翻
成中文的《大藏經》，這就是法，法就是經典。我們遇到任何問題
，我們一個三寶弟子必定要從佛經裡面去找，找解決的方法、找答
案都在經典裡面，這才是皈依法。僧是僧眾團體，四個人在一起共
同學習就是一個僧團。僧團在大乘教（北傳佛教），四眾都稱僧團
，只要四個人在一起，出家僧團、在家僧團；南傳只有二眾，只有
出家眾。不管在家僧團、出家僧團，都要依佛、依法，如理如法來
修學，才是真正的僧團。如果不依佛、不依法，那佛不在世，不依
法，不依經典，不學經教，這個團體不管在家出家都不如法。不如
法的團體，我們就不可以去參加這個團體的共修。因為不依經典，
憑凡夫的想法自己另創一派，都是錯誤的，都是邪知邪見。我們去
參加那個團體，他們走錯路了，我們跟著走也跟著錯了。所以僧也
是要依佛、依法，如法修行的道場，我們才能夠去親近。這是講過
去、今生、來世，三世因果。我們再看第二十一段：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這一段是舉出《易經》講的話。現在還有人過年，我們傳統的
年，還有人寫這副對聯貼在門的兩側。一般只有寫上面兩句，我們
常見的對聯，上聯寫「積善之家」，下聯就寫「必有餘慶」。《易
經》是儒家所有經典最根本原始的經典，一切經典都從《易經》發
展出來的。《易經》講『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
餘殃。』這就是講因果。
　　【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其理與我佛所
講之因果正同。】
　　『書』是《書經》講的，《易經》跟《書經》講一樣，『作善



』得到是吉祥，『作不善』得到都是災殃。這個道理儒家跟佛家所
講的，因果正好相同、相應。因果教育在現在特別、特別重要，印
光祖師在《文鈔》裡面，常常勸居士要重視因果。現在這個時代，
如果沒有提倡因果教育，印祖講，縱然佛菩薩、神仙統統降臨到這
個世間，也救不了這個世界。可見得我們現前這個時代，因果教育
非常迫切的需要，我們大家要同共發心，人人都有責任義務去宣揚
因果報應的這些道理。現在的手機很方便，如果大家看到一些訊息
，有講到因果方面的事例，現前的，現在社會上發生的，轉發給親
友分享，這個也是在弘揚因果。但是我們自己本身要先學習，要先
認識因果，我們自己學習認識因果的道理，我們才有能力去分辨哪
些是善因，哪些是惡因。如果不學習經教，我們自己都搞不清楚，
往往會顛倒，善看作惡，惡看作善的，那就沒有辦法去幫助別人了
。所以首先自己先學習。
　　印光祖師在世提倡這三本書，在《安士全書》因果的事理也發
明得非常深廣。《安士全書》第一卷就是「文昌帝君陰騭文」，就
是要修善積福，「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在佛門講廣種福田，在
《安士全書．文昌帝君陰騭文》，「陰騭文」裡面就有講到，「欲
廣福田，須憑心地。」我們大家到寺院，特別在國內有很多寺院，
我們看到都有福田箱，讓人家投錢的福田箱，這個箱子寫四個字「
廣種福田」。我們要廣種福田，也要學習才認識什麼是福田，認識
之後我們才能夠廣種福田。如果我們沒有學習因果教育，很想廣種
福田，往往自己種的不是真正的福田。就好像我們種五穀雜糧，你
要找一塊肥沃的土地種下去，它就豐收了；如果你去找一塊都是石
頭的，那你種下去，千萬年它也長不出東西來。所以種福田，你不
學習怎麼認識福田？什麼才是福田自己也搞不懂。
　　所以在《安士全書》講「欲廣福田，須憑心地。」福田在哪裡



？不是在寺廟的箱子，不是在那箱子。在哪裡？在我們這個心裡面
。六祖大師在《壇經》裡面講，「一切福田不離方寸。」方寸就是
我們的心，離開我們自己這個心，你到哪裡去種福田？所以在《安
士全書》對「廣種福田」，周安士居士發明的，講得很詳細，他說
這一句，「乃一篇綱領，上述因果之事，此明因果之理。」就是「
文昌帝君陰騭文」講到這一句，像文昌帝君講，「吾一十七世為士
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一直到這一句，以上講的都是舉出做善
事具體的事項，我們現在話講項目。此明因果之理，這句給我們說
明因果的道理，所有的福田都離不開我們自己這個心，「心地是因
，福田是果」，這給我們講心是因，福田是果。
　　「世儒不信因果，由於未能理會儒書耳。故論及餘慶餘殃之說
則信，談及因果即不信。猶之但能呼日，而不知其即為太陽也。」
世儒就是世間學儒家的大儒，宋朝宋儒以後他們就不信因果，聽到
佛家講因果他就不接受。特別我們現代人給他講因果：那是迷信，
哪有什麼因果？以前儒家他就不接受佛家講的因果。但是，不信因
果，這些學儒的人，他對於儒書也沒有真正去體會，讀是讀，但是
沒開悟，還是不明瞭。《易經》講，我們剛才念，「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讀儒書的人當然他就不敢反對
，這儒家講的。如果給學儒的人講，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
之家，必有餘殃。他相信，因為這是儒家經典講的。如果給他講因
果報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他就不相信，這就奇怪了。周安士
居士講這就好比什麼？「猶之但能呼日」，呼日就是日月光的日，
說日他就相信，那是日光；如果給他說太陽他就不相信，日不是太
陽，他就不相信。意思就好像給他講，《易經》講「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讀儒書的人他就相信，佛經講
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他就不相信。這就好像說，講日光他相信



，講太陽光，他就不相信，日光跟太陽光不是一樣嗎？說法不同意
思一樣。所以印光祖師舉出《易經》講的、《書經》講的，這個與
我佛講的因果正同，這相同沒有兩樣。
　　周安士居士又特別闡明因果之理，「信因果者，其心常畏，畏
則不敢為惡。不信因果者，其心常蕩，蕩則無所忌憚。一人畏而行
一善，萬人即增萬善；一人蕩而造一惡，萬人即增萬惡。故曰：人
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信因果，大亂之道也。」周安士居
士再給我們解釋，信因果者，真正相信因果報應的人，他心裡常有
保持畏懼之心，怕果報，怕報應，有這種畏懼之心則不敢為惡，他
就不敢造惡業。所以我們學因果教育，這是第一個效果，我們看了
凡先生、俞淨意公，他們實行改過的時候，心態跟從前就不一樣。
實行改過，心裡常常提高警覺，敬畏之心生起來了，連起心動念都
非常謹慎，敬畏之心起來了，起心動念鬼神都知道。所以我在台北
華藏淨宗學會，我們的職工、義工要上班，我都勸他們每天要上班
前，先讀一遍《太上感應篇》，我有在台北，我就跟大家一起讀一
遍。我也常常跟我們這些同修講，讀《感應篇》我們現在讀的效果
還不明顯。要什麼樣效果才明顯？要讀到像袁了凡、俞淨意那樣，
效果就很明顯，有敬畏之心，時時刻刻感覺到鬼神在旁監督，在監
視著。
　　在儒家講「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如果我們這個心放蕩，敬
畏之心就生不起來，生不起來很容易造惡業。所以我常常跟同修分
享，讀《感應篇》我們還沒有感受到有敬畏之心，這個效果還沒出
來要繼續讀。如果一個人敬畏鬼神，那就增加一善，一萬個人就增
加一萬件善事。如果一個人放蕩，就增加一個惡事，如果一萬個人
那就一萬個惡事了。這相差實在講成正比例，這個得失那的確非常
可怕的。大家下午還留下來，我們現在應該最少還有剩下七千人，



因為可能有些回家了，我看很多今天拿著行李就準備要走了。離開
了能夠保持這個善心就非常好，我們總是一起學習聖賢、佛菩薩的
經典，大家坐在這裡一個人也有一善的。如果我們不在這裡聽課，
可能在造惡業。你會想我沒有造惡業，我也沒有去殺人放火。那是
大的惡業！你現在有沒有在看手機？手機你看到不好的，就是在造
惡業。
　　所以《太上感應篇》講，「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
善，三年天必降之福。」一個吉祥的人，我們這三天放小蒙山都會
念吉祥偈，「願晝吉祥夜吉祥，晝夜六時恆吉祥，一切時中吉祥者
。」念了就吉祥了嗎？你就沒煩惱了嗎？你就沒有遇到災禍了嗎？
光念不行，念了要去做、要去修那才管用，不是念一念就得到吉祥
。念是提醒我們，我們願意得到吉祥，要怎麼樣才能得到吉祥？要
修吉祥的因，你才能得到吉祥的果。你只有念，你不去修吉祥的因
，你得到還是災殃，你還是得不到吉祥的果報。所以要學習！《太
上感應篇》後面講，「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
天必降之禍。」三年，一天一日，一天當中講話，語是造口業；視
，特別講個視就是看，看不好的。現在手機不好的很多，我們會不
會去看？如果天天看，三年天必降之禍，災禍就來了，可能還不用
到三年。看了之後，你這個行會去造惡業，行會造惡，行惡就是身
、口、意三業，我們念懺悔偈，「從身語意之所生。」
　　所以我們要修善，我們要看也是要時時刻刻提高警覺，當我們
當在滑的時候，就忘記有鬼神在看。在滑那個手機，如果滑到悟道
法師在講經，看看是可以的。還是聽我們老和尚講《大經科註》，
還有聽傳統文化的這些，這個好，這是視善。你這樣視善，一天有
三善，累積三年不間斷，天必降之福，福報就來了。所以我們學了
這些，我們修行從哪裡修？從手機開始。怎麼修？從手機修，你就



修這一條看你能不能修得起來？就是不好的節目，不要看修這條，
這條是最直接的。現在大家沒有人不拿手機的，手機當中有善的，
我們都看善的、好的這方面；另外還有些比較不善不惡的，當然看
的那些也不是善、也不是惡。惡的我們就不要看，不善不惡的看了
是不會有惡報，但是浪費時間，不如看善的。有些新聞時事了解一
下，那是需要的，或者看看天氣預報，最近新聞時事，國家重要的
一些政令需要了解一下。
　　所以我們修從哪裡修？福田在哪裡？現在福田就在你手上那個
手機，那個手機你可以造無量的福報，也可以造無邊的罪業，完全
在你一念心做決定。所以現在我早上都會講五分鐘到十分鐘，雪廬
老人的《論語講記》，我是希望跟所有的人分享。現在有二、三個
群，每天都會收到我講的《論語講記》，我們的手機收這個來看，
聽聽這些大德、善知識。我們要親近善知識，遠離惡知識，我們才
能夠避免災禍，得到福報。如果你親近惡知識，我們跟他學壞了，
我們得到就是災殃了，所以禍福完全在我們一念心。好，這節課時
間到了，我們先休息一下，我們下一節課再繼續來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