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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孫會長，諸位同修及網路前的同修，大家新春吉祥，阿
彌陀佛！今天在我們中國人的節日裡面還是春節的期間，今天是我
們傳統農曆正月二十六日，所以現在還是一月份。過去在我們傳統
中國是農業社會，農業社會的過年假期就很長，這個假期一般就是
在年底，十二月，放假大概有兩個多月，到了農曆的二月二日，龍
抬頭，這個假期才結束。所以這個假期就比較長，這是過去農業社
會。
　　現在已經進入工商業的時代，更是科技發展到相當尖端的一個
時代。在大城市裡面，特別我們在東京都這個大城市，以及世界上
各地的大城市，大家生活上都很緊張，所謂分秒必爭，就是大家都
在爭取時間。因此，現在的大城市，現在這個時代，就很難看到有
人過悠閒的日子。現在能看到過悠閒的日子，還是要到比較鄉下去
，鄉下生活壓力就沒有大城市這麼大。在全世界都是一樣，凡是大
城市，大家為了事業來努力。所以大家過的生活就比較緊張，空閒
的時間也是很有限。所以過去我們淨老和尚他在美國講經，二十年
前都在美國講經，在美國講經不像台灣一樣，台灣可以講一部大經
，晚上七點半到九點，都會有同修來聽，但是在美國就不行。在那
邊的同修，大家都要工作、要上班，沒有時間天天來聽經。所以在
美國講經，最理想的就不超過三天，不超過三天大家還可以，如果
超過三天，五天、七天的，恐怕有很多人就沒有辦法來參加。一方
面要工作、要上班，一方面有的人他住得比較遠，如果開車兩個小
時能夠到辦講座的地方，就算不太遠了，大家住的也不是集中在一



個地方。所以在時間上、路途上，都有不方便的地方，美國是這樣
。我們到日本來，在東京都這個地方，我看情況也差不多，大概在
這個大城市，很多人他都沒有時間。因此，我們過去幾次在太和淨
宗學會辦法會，有一個小時的講座，我們就採取我們淨老和尚過去
在美國節錄的《淨土集》。
　　這本《淨土集》大概二十幾年前節錄的，最少有二十五年了。
那個時候，他老人家住在美國北加州靠近聖荷西的一個城市，當時
他老人家看到當地的同修大家都很忙，所以他老人家就節錄這本《
淨土集》，這一本。《淨土集》就是把《無量壽經》、《彌陀要解
》、《觀無量壽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普賢行願品
》，這五經做一個精華的節錄；另外還有祖師大德的法語節錄，行
策大師的、印光大師的；還有節錄《閱微草堂筆記》；最後面，還
有節錄《聖經》的，還把它納入《淨土集》裡面。節錄，一條一條
的，一條、一段，可以獨立的講，連續的講也可以。我們時間少，
就講個一條；時間多一點，我們可以講二條、三條，幾十條，都可
以。所以可長可短，可以連貫，也可以獨立，這個就很方便。所以
在淨宗學會，我們到日本來，主要都是做法會，我們講座的時間，
一天只有一個小時，三天只有三個小時。三個小時，如果講一部經
，那是不可能，講一段恐怕都時間不夠。所以《淨土集》，這個就
很方便，它一條一條的，不多。這個很方便，很適合我們這種講座
的形態，非常適合。所以過去我們在東京，也都採取講《淨土集》
。
　　我們在日本做法會，現在例行性的，就是三月份一次、九月份
一次。三月份是林醫師他們夫妻做齋主啟請，九月份是太和淨宗學
會孫會長來啟請。所以現在我們做法會一年二次，變成一個例行性
的法會，另外的時間就是看一些其他的因緣。去年五月份，太和淨



宗學會辦一個講座，前首相鳩山先生請太和淨宗學會辦一個講座，
請我們老和尚來日本講經。去年在熊谷辦了十八天，十八天的時間
，那不是一個固定的活動，那是有特別的因緣。我們三月、九月，
這個已經做了好幾年了，這個是比較例行性的。今天是我們三月份
第一天的講座。今天是星期幾，我也不太清楚，忘記了，大概記得
一個日子。今天應該不是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五，所以很多同修
有的還在工作、還在上班，現場有這麼多同修也非常難得了，大家
特別發心；義工方面也是一樣的，就是有假期大家比較方便。現在
一般全世界大概都是周休二日，這個大家比較方便，不是假期，有
很多同修就有困難。
　　今天第一天，我們還是繼續來學習《淨土集》，上一次跟大家
分享學習的是《印光大師法語菁華》。上一次我們學習到《印光大
師法語菁華》，它有分兩集，我們上一次講到第四段，就是《印光
大師法語菁華》第一集第四段，第四段我們再重複簡單的溫習一遍
。我先把這一段文再念一遍：
　　【四。為佛弟子者。信法界平等之體。明苦樂因果之相。知自
它感應之用。起無緣之大慈。興同體之大悲。眾生之苦一日不除。
匹夫之責一日未盡。則請法隨學懺悔供養之事業。一日不可以已。
】
　　上一次我們學習到這一段，上一次是九月份的時候。這一段也
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為佛弟子者』，佛弟子，學佛、信佛的人，
都稱佛弟子。我們一般講皈依三寶，所謂三寶弟子，皈依三寶，那
就稱為佛弟子。佛弟子，不是說我皈依就可以了，進一步還是要學
習佛法，所謂學佛、學佛，就是跟佛來學習。佛，我們這個階段、
這個時期，在三千年前出現在我們這個地球上的本師釋迦牟尼佛。
本師釋迦牟尼佛在經典裡面給我們介紹的，他方世界過去、現在、



未來一切諸佛，這個都是佛，一尊佛就代表一切諸佛，一尊佛講的
就代表一切佛講的，都是一樣的，佛佛道同。學佛怎麼學？我們必
須要深入經典。佛法在哪裡？在經典裡面。這一段也是根據經典來
的，祖師講的都是根據經典來的。
　　在大乘經裡面，特別是《華嚴》、《法華》，大乘經給我們講
，法界是平等的。『體』就是它的本體，本體都是平等的。『信』
就是要相信。「體」都是平等的，它的本體是平等的，我們看到佛
經，常常用大海的海水來形容比喻我們自性本體，這個體也就是現
在哲學家講的宇宙的本體。這個宇宙怎麼來的？它總有一個依據。
它從哪裡來的？從哪裡出生的、出現的？從那個地方出生的，那個
就叫體。我們看整個宇宙法界，佛法講法界，十法界、一真法界，
所有一切法界，它的體都是平等的。好像大海的水，水都是平等的
，水都是一樣的，不管是大海、江河，甚至小溝、小河，所有的水
，水的本體，它是一樣的。體是一樣，但是相就不一樣了。
　　我們再看下面這一句，『明苦樂因果之相』，「相」不一樣。
好像我們看到大海的水，水是一樣，水它的本質都是一樣的。現在
大家都有科學的常識，都知道它的本質是一樣的，但是它的相不一
樣。如果颳起了一個颱風，大風大浪，所謂驚濤駭浪，那就很恐怖
、很危險了，很多人的生命、財物可能都會被大水來淹沒掉。如果
小風，在一個池塘，吹一池塘的水，池塘的水起了一點微微的波浪
，那看起來很舒服，也可以欣賞。相不一樣，但是它的體都一樣是
水。這個是形容我們眾生一體，整個法界有情無情，因為體是平等
的，一切眾生都平等。但是這個當中，你說平等，有的人受苦，有
的人很快樂，這個就不平等；有的人很有錢，有的人窮得要命，甚
至負債，那不平等。有的人生活過得很自在，有的人過的生活非常
痛苦，貧富貴賤，吉凶禍福，有受苦的，有受樂的，相不一樣。就



像大海的海水，有颱風，驚濤駭浪；有小風，吹了一池塘的水，起
了一點小小的波瀾，大家還可以欣賞，賞心悅目。那就是相不一樣
，本質上是一樣的。相不一樣，是怎麼會不一樣？「明」就是要了
解，苦樂因果之相。為什麼有人苦、有人樂？每個人他修的因不一
樣。你有修善的因，那就得樂的果報，快樂的果報，你修惡的因就
得痛苦的果報。善惡因果，這是我們在六道裡面，第一個功課要學
的，也就是我們現前生活上最現實的問題。因果，各人修的因不一
樣，果報就不一樣，感受的苦樂也不一樣。所以我們佛弟子，第一
個要學因果教育。
　　我們淨老和尚這些年在推廣傳統文化，普世的教育。普世的教
育就是倫理教育，教做人，人與人之間，要認識彼此之間的關係、
身分、地位；第二個道德教育，道德觀念。倫理道德，現在全世界
從幼兒園到研究所，沒有這個功課，沒有教倫理道德這門功課。在
過去，民國之前，歷朝歷代，倫理道德，包括因果教育，那是主修
的功課。你看孔老夫子教學，道、德、仁、藝，藝是藝術的藝，文
藝的藝。道、德、仁是共同科目，大家都要學的，這是主要的；有
了道、德、仁，我們才學藝。這個藝就很多方面了，各行各業，現
在講科技，每一個行業都有它的專業，那很廣了，藝是最後一個。
現在的人他只有學最後一個藝，前面三個都沒有。所以好像假的花
，沒有根，好看，沒根，沒幾天就枯萎、死掉了。所以藝你學得再
怎麼樣，都得不到真實的受用，不但得不到真實的受用，可能得到
的還是副作用多於正面的作用，負面多於正面的。原因就是沒有前
面那三個倫理道德，包括因果教育，沒有。所以不懂得做人，也沒
有道德觀念，是非善惡也搞不清楚，常常想錯、做錯、說錯了。這
樣來學藝，縱然發財，也不快樂，得到很高的地位，也沒安全感。
富而不樂，貴而不安，現在全世界人類是過這樣的日子。因此我們



淨老和尚特別提倡傳統文化。
　　今年也很難得，我們孫會長，太和淨宗學會，昨天我也看到莊
嚴發給我這個信息，四月二十九號到五月一號，請幾位講演傳統文
化的老師來日本跟大家結緣。大家有空可以踴躍去參加這個盛會，
這個非常難得。如果你有親戚朋友，可以跟他介紹，特別還沒有學
佛的人，可以跟他介紹。因為在家居士講傳統文化，沒有學佛的人
，一般人他比較容易會接受。一般人如果看到出家人，他就嚇跑了
，去到那邊，叫我吃素，叫我去受戒，他就敬而遠之了。這個很自
然的，也很正常。所以用這個方式接引大家入佛門，是最方便的一
個方式。大家看到都是居士，大家去接觸，他的心裡就沒有什麼壓
力了。所以大家可以介紹親友，特別都沒有學佛的，盡量勸他們去
，去聽一聽，去結結緣也好，要進入佛法，那是要深入之後。所以
接引社會大眾，普世的教育，傳統文化（普世就是比較普遍化的）
倫理道德、因果教育是比較普及化的。有了這個基礎再提升，提升
到哲學、科學，那可以說我們佛法，過去我們淨老和尚常講，方東
美教授給他介紹佛法說，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世界上佛經哲學
是最高的哲學，最高級的哲學。我們淨老和尚是被方教授這句話吸
引到佛門來，不然以前他不信佛的。
　　現在講到《華嚴．妄盡還源觀》，發現佛法不但是世界上最高
的哲學，還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學。最高的科學，最具體的就是在《
彌陀經》、《無量壽經》。《無量壽經》講的，大家如果讀夏蓮居
老居士的會集本，我們淨宗學會都是修這一本，夏蓮居老居士的會
集本。這個會集本裡面講的，你看西方極樂世界，吃飯，你動個念
頭，它就現前了；你要穿衣服，動個念頭，你要什麼樣的衣服就在
身上了。吃完，它就化沒有了，你也不用去收拾，不用去洗，也沒
有垃圾這個問題，沒有污染這個問題，乾乾淨淨的；你想要，它又



現前了。交通工具，你動個念頭，蓮花，你要到哪個世界，它馬上
就到了，也不用汽油，不用那些機器，那麼麻煩；你只要動個念頭
就可以，連開口都不用。現在我們這個地球上的科技，最高的是聲
控，就是對著電腦講話，你跟它講要什麼，然後它給你一個回答，
現在最高是這樣。極樂世界不用，連開口都不用，你動個念頭，馬
上就現前，也沒有門牌號碼。《無量壽經》讀了，我們真的是非去
不可。過去二十年前，我們老和尚講，現在科學家如果要學科學，
應該要先發願到西方極樂世界去跟阿彌陀佛學，這個話一點不假。
過去，我們看到淨土經講的，好像是講神話一樣，沒有人相信。但
是現在隨著科學愈來愈發達愈進步，現在不敢說神話了，現在縱然
還不能完全相信，大概他們也持保留態度了，有可能！只是現在科
學家，他不知道要用什麼方法，可以達到這樣。極樂世界已經成立
十劫了，早就成就了，最尖端的科學。所以這些都有經典依據的。
這是了解苦樂因果之相。
　　『知自它感應之用』，知道自己，「它」就是外面的人事物。
我們講到感應，一般人就會想到迷信這一類的。其實感應它很科學
的，有感它就有回應。我們整個宇宙不外乎是個感應，我們用什麼
心去感，用什麼行為去感，外面它就怎麼回應。好像大磬，你用力
敲，它回響就聲音大；你輕輕的敲，它回響的聲音就小。敲是感，
回響是應，感應它是一個自然的道理，自然的現象。「用」就是它
的作用。了解之後，「信法界平等之體，明苦樂因果之相，知自它
感應之用」，你自然『起無緣之大慈，興同體之大悲』。無緣大慈
，慈能與樂，給予眾生最究竟的安樂，就是幫助眾生成佛，那就是
給予眾生最究竟的安樂。悲能拔苦，拔除一切眾生所有的苦。我們
現在是凡夫，我們還做不到，但是我們遇到淨土法門，人人都能做
到。我們只要勸人信願念佛，求生淨土，那就是真的能夠起「無緣



大慈，同體大悲」。《彌陀經》講，我們下午做三時繫念，每一時
都要念一部《彌陀經》，《彌陀經》講極樂世界，「無有眾苦，但
受諸樂，故名極樂。」無有眾苦就是同體大悲，悲能拔苦，把你所
有的苦都拔光了，沒有了，聽都聽不到。慈能與樂，給與眾生最究
竟圓滿的安樂，就是信願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我們信願念佛求
生西方淨土，還沒有往生之前，我們在這個世界就能感受到了。
　　下面講，『眾生之苦一日不除，匹夫之責一日未盡』。「眾生
之苦」，眾生的苦，如果一天沒有消除；「匹夫」就是每一個人，
幫助眾生離苦得樂這個責任一日未盡，也就是不能休息，像《普賢
行願品》講的「不疲不厭」。下面是屬於普賢菩薩十大願王的，我
們三時繫念第一時，在靈位前都會念一次十大願王，「一者禮敬諸
佛」，到「十者普皆迴向」。下面講的這段就是十大願王當中的，
『則請法、隨學、懺悔、供養之事業，一日不可以已。』我們怎麼
幫助眾生離苦得樂？我們現在也是凡夫，但是凡夫能不能做這個事
？可以！我們學佛，就要學得跟佛菩薩一樣。那怎麼學？「則請法
」，請法是請法師講經說法。但是我們當然要請到正法，你可不能
請邪師說法，那反而害眾生，那就罪過了，要請正法，正確的。所
以請法這個非常重要！
　　當我們知道，認識了真正的善知識，那我們就要請法。像我們
淨老和尚，也是我們當代的大善知識，大慈大悲，真的是苦口婆心
勸導大家，天天講經說法。我們怎麼請法？要請老和尚來，好不容
易！現在潮州揭陽謝總，我來這裡之前，前三天就是去揭陽做三天
法會。他那個地方，我這次是第二次去，去參觀那個地方，給他請
吃飯，他那邊辦道德講堂辦得非常成功。在日本，我們太和淨宗學
會孫會長也辦得非常成功，非常有效果。所以這個請法，現在我們
就用這種光盤教學，也是請法。因為你請不到老和尚常常來，現在



光碟很方便，包括網路，這個大家都能做的。希望我們日本每一個
城市，都有同修發心來做，你在任何一個地方，有個假期，請大家
一起來看光碟。找個地方，大家聽光碟共修，這也是共修的一個方
式，這個就很方便了。所以潮州揭陽謝總，他做出這個實驗成功的
例子，大家對光盤教學信心就增長了。
　　「隨學」就是常隨佛學。我們聽了這些光盤，這些老師，我們
老和尚的講經教學，我們要隨順學習、隨緣學習。「懺悔」，這個
很重要，懺悔就是改過。我們是凡夫，在儒家也講「人非聖賢，孰
能無過」，人不是聖人、不是賢人，不可能沒有過失的，都會有，
就是多多少少。過失多，還是少；過失大，還是小，只是多少、大
小有不同，都有，不可能沒有。因為我們不是聖賢，也不是佛菩薩
，那怎麼會沒有過失？一定有。我們是凡夫，一身的過失！但是過
失怎麼樣？自己不知道自己的過失。不知過，他就不能改過了，不
知道自己錯在哪裡，他怎麼改？所以知過，他才有可能去改過。如
果不知過，他永遠不可能去改過，因為他不知道。甚至把自己過錯
的地方認為是對的，那就更不可能去改，他很執著他錯誤的一些想
法、說法、做法。要怎麼知道？我們讀佛經，現在我們淨老和尚提
倡三個根，儒家的《弟子規》、道家的《太上感應篇》、佛家的《
十善業道經》，這個就是善惡的標準。以這個標準來對照我們自己
的思想言行，我們有錯誤的，依照這個標準來改過，把它改正過來
，過就沒有了，這個叫懺悔。所以我們三時繫念，每一時也都有念
懺悔偈，懺悔偈是提醒我們要懺悔。懺悔偈念完了，不是念完就沒
事了，念完要在生活當中去觀察修行，我們錯在哪裡？把一些錯誤
的，依照佛經的標準把它改正過來。比如像《了凡四訓》講的，過
去很喜歡殺生，現在知道殺生是錯的，是有果報的，殺生得多病短
命的果報，那你現在就不可以再殺生了。所以一部《了凡四訓》也



幫助我們改過，特別《了凡四訓》的第二篇「改過之法」。第一篇
是「立命之學」，袁了凡先生他現身說法，把他改造命運的經驗告
訴我們；第二篇就是「改過之法」，改過就是懺悔；第三篇才是積
善，修善；第四篇，「謙德之效」。這個是印光祖師一生極力提倡
的三本書，《了凡四訓》、《太上感應篇》、《安士全書》，印祖
一生印最多的就是這三本書。這個也是幫助我們修懺悔法門的。
　　「供養之事業」，供養有財供養、法供養。財供養又分內財跟
外財。一般我們用財物來供養，就是外財；內財就是用我們的身體
，用我們的體力、時間來為社會大眾服務、為家庭服務，這個叫內
財供養。我們現在有辦活動，有人發心來做義工，這屬於內財供養
。內財供養比外財更殊勝，要用自己的體力、腦力，用自己的時間
，來為大家服務，這個就叫內財供養。法供養，我們財供養主要還
是以法供養為主，這個內容就是法，佛法供養一切眾生。這個事業
，「一日不可以已」，就是一天都不能停的，沒有放假的，隨時隨
地，都可以做的，都需要做的。遇到有緣的，一個、二個，我們也
可以跟他介紹我們知道的佛法，或者介紹他來聽經，這個都時時刻
刻可以做。有很多方面，現在科技發達，手機微信，發了也很方便
，你知道有這些信息，可以發給自己的親友。特別能夠勸年輕人來
學傳統文化，先來學傳統文化，先不要叫他學佛，叫他學佛，他會
嚇跑了，那個更需要，不然下一代就沒有了。所以這個大家都可以
共同發心的。
　　所以，我們孫會長這次辦的，大家多發心，去找一些親戚朋友
來，特別都沒有接觸的，那是最好，因為他接觸之後，可能他人生
觀會有很大的一個改變。現在有很多人聽到陳大惠老師的「和諧拯
救危機」，我聽到很多人都是看到他那個光碟才改過來。所以大家
都同共發心，共襄盛舉，大家就功德無量，就符合我們這一條，祖



師依據佛經給我們的開示。好，我們這一節時間到了，我們就休息
一下，十點半就上午供。祝大家新春吉祥，福慧增長，身心安康，
法喜充滿，閤家平安，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