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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諸位法師、諸位同修大德、及網路前的同修，大家下午
好。今天是二Ｏ一九年己亥清明節，首先祝福大家清明佳節吉祥，
阿彌陀佛！今天下午這三堂課，還是由悟道來跟大家一起學習，《
淨土集．印光大師法語菁華》。我們上一次學習到「印光大師法語
菁華」，第二十段「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
作者是」。上次我們學習到這一段。今天接下來是：
　　【二一、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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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兩段主要講的是因果。在儒家《易經》是我們中國文化最
原始，也是最根本的一部經典，四書五經都是從《易經》開展出來
。『書』是《書經》，《易經》跟《書經》講的這個話，就是因果
，《易經》講『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餘慶」是吉祥的，「餘殃」是凶災、災殃。吉祥的果報就是從積
善來的，災殃的果報從積不善來的，造作不善業就會得到餘殃。《
書經》也是這麼講，『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這
是儒家《易經》跟《書經》講的話，『其理與我佛所講之因果正同
』，「其理」就是其中這個道理跟我們佛家，佛教裡面講的因果報
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因果的道理都是相同的，正同就是正好
是相同的，沒有差別。
　　上一次我們也跟大家學習《安士全書》，「福田心地說」，上
次我們學習到這段。因為講到因果，在民國初年，我們淨宗十三祖



印光祖師，特別提倡因果教育。印祖一生印得經書最多的，就是《
了凡四訓》、《太上感應篇》、《安士全書》，這三本書印祖印得
最多。大乘經典反而印得不是很多，這三本書印最多，在當時根據
估計，大概也有印幾百萬冊，印光祖師希望人手一冊，每個人都有
這三本書。特別《安士全書》，印祖讚歎說是可以做為傳家至寶，
可以做為傳家寶教育後代子孫。這三本書都是講的因果，以因果教
育來輔助倫理道德的教育，現在我們淨老和尚提倡倫理、道德、因
果。上一次在「福田心地說」，沒有講完，我們講到《安士全書》
的八十八頁，引用《安士全書》，讓我們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這個非常重要，善惡，「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這是給我們一個善惡因果報應的概念，詳細都在經書裡面。
　　儒家也好，道家也好，佛家也好，如果不是讀很多書，實在講
對善惡的道理，一般人概念還是不清楚。因此我們想要斷惡修善，
還是要學習經典，才有個標準；如果沒有依照經典，沒有標準。現
在人善惡的標準，不能做為標準，現在人都自私自利，對我有利的
、對我有好處的那就是善，對我沒有好處，那就不善，他不肯做了
。一般人這個標準是不正確，所以我們要依經典。我們三皈依，皈
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們三寶弟子，剛才很多同修受了三皈依
，我們來學習做一個三寶弟子，皈依了之後更重要的要學習，不是
皈依完就好了，我就是三寶弟子了，這個必須要學習。佛當年在世
，佛弟子有問題可以請教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為我們解答，跟
我們說明理論方法，幫助我們解決問題。現在佛不在世了，我們要
依法，就是皈依法，這是佛滅度之前的遺言，交代後世的佛弟子要
依四依法。四依法，如果我們依四依法，就如同佛在世沒有兩樣。
　　四依法第一個就是「依法不依人」，法就是經典，不管什麼人
說的要有經典的依據。如果沒有經典的依據，那我們不可以採納，



不可以採信。第二「依義不依語」，義就是意思、義理，只要義理
相同，言語文字不同沒有關係，意思相同就可以依靠。依義不依語
，像儒家的《弟子規》、道家的《太上感應篇》，那不是釋迦牟尼
佛講的，是我們中國人聖人講的，中國聖人講的義理，跟佛在經典
上講的義理一樣不一樣？言語文字不一樣，我們對照一下，那意思
是一樣的，這就可以依了。所以過去有些人在質疑，我們皈依三寶
，怎麼還在學《弟子規》、學《感應篇》？這就是四依法第二個依
義不依語，它的意思跟佛講的沒有兩樣，只是不同的人講的語言文
字不一樣，意思是完全一樣，我們就可以依靠。
　　第三「依了義不依不了義」，同樣是佛講的經，有了義經，有
不了義。在講人天福報的經典，跟出世間小乘脫離六道的經典，如
果有抵觸，出世間是了義，世間是不了義，還在六道生死輪迴，都
是佛講的。佛是應機說法，眾生各人的程度不一樣，有的人他還不
想脫離六道，他只想得到人天福報，佛就恆順眾生，隨喜功德，給
他講怎麼修人天福報，就是這類的經典。如果修人天福報的經典講
法，跟出世間出離六道的經典有抵觸的時候，要依了義，出世間就
是了義，在世間是不了義。出世間小乘經典跟大乘經典有抵觸的時
候，要依大乘經典。大乘經典跟一乘經典有抵觸，要依一乘法。所
以同樣佛講的經有了義、有不了義。第四「依智不依識」，智是理
智、智慧，不能依感情用事，不能依情識、情執，這點也非常重要
。比如說我們也是拿個經典，佛經，不但拿一般小乘經典，拿大乘
經典，甚至拿一乘經典，這個經典我們有沒有入這個境界？如果沒
有入這個境界，我們還是情識在用事，那就不能依我們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說法，自己認為怎麼樣那就是對了，這就不可以。還是要
理智去分析、去判斷。
　　特別現在有人拿個《無量壽經》，聽到我們淨老和尚勸大家一



門深入，專讀《無量壽經》。我們淨老和尚他講的，我們修淨宗這
是第一經，是最好的。講哪一部經必定讚歎那一部經，我們可以把
淨老和尚講過的經都調出來聽，他老人家講哪一部經就讚歎哪一部
經，每部經都是第一的，沒有第二，沒有第三的。鼓勵大家一門深
入，長時薰修，鼓勵大家一門深入，長時薰修，不是叫你去排斥所
有的經典。現在把它搞成排斥所有的經典，這樣你讀《無量壽經》
也不能往生。這不是我講的，我們大家前兩天都讀《無量壽經》，
大家讀到四十八願「唯除五逆，誹謗正法。」只要佛講的正法，你
毀謗、你排斥了，就是障礙你往生。叫你一門深入，不是教你去排
斥其他的，我修這部經，我也讚歎其他的經。所以「若要佛法興，
唯有僧讚僧」。僧是三寶之一，經典也是三寶之一，所以若要佛法
興，唯有經讚經，這樣佛法才會興。不然你拿這部經跟那一部經在
打架，這樣佛法會興嗎？這都不對的！我們自己要修哪一部？我們
選擇一部一門深入，這是教我們一門深入，就是怕我們分心、不專
，叫我們放下其他的。放下，不是叫你去排斥，那個心態不一樣，
不能搞錯。你搞錯了，將來到地獄去，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所以差
之毫釐，繆以千里。你一點點偏差，到後面差別就很大了。
　　所以現在大家學習《無量壽經》，現在聽說有人用《無量壽經
》跟老和尚照個相，拿這個照片自立門派，這個大家要注意。我是
建議大家，如果遇到這樣情況，大家摸著良心講一講，老和尚是謙
虛，我們現在哪個人講《無量壽經》能講得過老和尚的？如果我們
講《無量壽經》比老和尚高，我看是我們自己狂妄無知。建議大家
聽《無量壽經》，我是建議還是聽老人家的比較保險。其他大德講
的就參考參考，講對了，我們可以接受；講得不對，你千萬不能跟
他走，跟他走，他就把你誤導，誤入歧途。所以要去聽老人的，不
聽老人言，吃虧就在眼前，不能跟老和尚照個相，就是好像得了衣



缽，這是不可以的，這會擾亂佛法，不敬三寶，這個不可以的。所
以我們皈依三寶，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現在佛不在世，三寶
要以法為中心。
　　我們上一次學習到八十八頁，《安士全書》在講因果，講布施
。「施多福少，《菩薩本行經》云：若有眾生，不能至心施，不能
以恭敬心施，不能以歡喜心施，或貢高自大而施，或受施者，信邪
倒見，譬如耕於薄地，下種雖多，所收甚少。」這是講布施，《菩
薩本行經》裡面講，「若有眾生，不能至心施」，不能以至誠心來
布施，也不能以恭敬心布施，不能以歡喜心布施，或者貢高自大而
施，這就是布施的心態。布施，我有錢布施，也是貢高我慢，沒有
恭敬心這樣來布施。或者布施的對象，布施的對象他是邪知邪見的
，像剛才我們舉出的一個例子，有人他的知見偏邪，你布施，你去
護持他，信邪倒見。這就是譬如耕於薄地，下種雖多，所收甚少。
你種子下得很多，但是你種的那個不是好的地，不是肥沃的土地，
所以你的收成很少，很有限。好像我們去種地，買了兩萬塊的種子
跟肥料，然後去種，種出來、長出來還回收不到一百塊，那這個都
虧本。這就是心態的問題，布施很多，但是得到的福報很少很少，
原因就是在沒有至誠恭敬，或者布施的對象布施錯了。
　　下面一條講，「施少福多。又云：若布施之時，能以歡喜心與
，恭敬心與，清淨心與，不望報與，或所與者，值菩薩聖僧。如彼
良田，下種雖少，所收甚多。」前面是講布施很多，得到福報很少
；這條是講布施很少，卻得到很多的福報。這是《菩薩本行經》又
講，若布施之時，能以歡喜心與，布施生歡喜心。恭敬心與，恭敬
，恭敬心，就不能跟法師談條件，我布施多少你要給我怎麼怎麼，
你要給我安排一個位子比較好的，安排個上座，不然我下次就不布
施。這就沒有恭敬心，布施當中還談條件的，心也不清淨。如果恭



敬清淨心布施，也不望果報。布施的錢，一天到晚，我怎麼這個果
報還沒有現前，一天到晚在這樣想，心又不清淨了。所以你不要望
果報，果報自然現前，施少，會回報很多。這是講布施的心態，如
果用至誠恭敬，不望報，這樣的心來布施，你布施很少，你得到的
福報很多，這是講自己。或所與者，值菩薩聖僧。這是講布施的對
象，你運氣好，布施很少，你布施那個對象，剛好碰到阿羅漢或者
菩薩，布施一點點，那你得到的福報就很多。如彼良田，下種雖少
，所收甚多。如彼良田，就是說好像很肥沃的良田，種子下一點點
，它長出很多很多出來，這是講對象。你布施到聖賢僧，布施很少
，得到很多，這是施少福多。這段經文講的，就一個是自己的心態
，一個是對象，如果我們自己心態正確，一般布施，布施少會得到
很多福報。沒有遇到聖賢僧，得到福報也是很多。
　　我們再看下面，「同憂異果」，這在《法苑珠林》裡面講的，
「《法苑珠林》云：如有二人，一貧一富，見乞者來，俱懷憂悶，
其有財者，懼有求索；其無財者，因己不能作福，而自憂惱。後來
貧而愁者，生天人中。富而愁者，生餓鬼中。愁悶雖同，受報則異
。」同憂異果，出自於《法苑珠林》這本書。《法苑珠林》裡面講
，如有二人，有兩個人，同憂就是同樣心裡都有憂愁，憂愁是同樣
的。一個貧，一個富，一個很貧窮沒錢，一個很富有，看到乞丐來
了，乞丐很可憐要飯，乞丐來了要來乞討。一個貧人，一個富人，
兩個人看到乞丐來，同樣都有憂愁，俱懷憂悶，同樣都憂愁。其有
財者，懼有求索。這個有錢的人看到乞丐來，他就憂愁，怕他來要
錢，要來討錢。他憂愁他的財物不願意給這個乞丐，看到他來好像
不給又不好，要給自己捨不得。有錢人很怕人家去向他借錢，我們
在現實的社會上也看到很多，特別是有些家親眷屬他都很害怕的。
所以這個有錢人看到乞丐他憂愁，等一下來向他要錢，他又捨不得



，他在憂愁這個事情。
　　其無財者，因己不能作福，而自憂惱。那個沒有錢的很想布施
，沒錢，他在憂愁自己沒錢給他。有錢人是憂愁錢要給他，沒有錢
的人是憂愁沒錢給他，很想給他，但是沒錢，他憂愁這個。他有布
施的心，但是他沒錢，很想幫助他，沒辦法，兩個人都也是同樣憂
愁。這樣都有因果，果報就不一樣，後來貧而愁者，生天人中。後
來的果報，貧窮沒有錢布施，很想布施，沒有錢布施而憂愁的這個
貧人，他來生生到天道、人道，人天善道。那個很有錢的人憂愁怕
布施，來生到哪裡？到餓鬼道，慳貪、吝嗇不肯施捨。愁悶雖同，
受報則異，兩個人都是在憂愁，但是果報不一樣，同樣是憂愁，但
是心不一樣，所以果報也就不一樣。所以沒有錢，有這個布施的心
也是有果報，將來會生人天；很有錢，不肯布施，很慳吝，將來生
餓鬼道。所以這個因果必須了解。
　　下面這一條，「異壽同果。人壽數千歲時，受持五戒十善者終
其身，與人壽數十歲時，受持五戒十善者終其身，其福等無有異。
」這個異壽同果，異就是不一樣，壽命長短不一樣，果報相同。人
壽數千歲，根據經典講，我們這個地球上的人類，娑婆世界南贍部
洲人壽最長是八萬四千歲，最短是十歲。數千歲這個時候，人的福
報很大，不管是增劫，還是減劫，人數千歲的時候福報很大。我們
現在是在減劫，過一百年滅一歲，我們現在平均壽命是七十歲，佛
出現在世平均壽命是一百歲。過一百年減一歲，我們現在是在減劫
，不是增劫，增劫就是過一百年增加一歲，減劫就是過一百年減掉
一歲，減到最低十歲，又會往上增，就過一百年再增加一歲。我們
現在是在減劫，人壽七十歲。人壽比如六千歲、七千歲，在七千歲
的壽命那很長，在那個時候受持五戒十善者終其身，就是五戒十善
修七千年，七千歲。與人壽數十歲時，現在是七十歲，這個一生就



是七十年。七十年受持五戒十善，跟七千年受持五戒十善，福報等
無有異，福報相同。時間雖然長短不一樣，但是盡一生持五戒十善
，果報一樣，就是盡形壽果報一樣，所以這叫異壽同果。
　　好，我們這節課時間到了，我們休息一下，下節課再來講下面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