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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啟請法會齋主林醫師、孫會長，以及諸位同修及網路前
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彌陀佛！時間過得很快，我們二Ｏ一六年
春季護國息災祈福超薦繫念法會今天是第三天，今天就圓滿了。我
們這堂課還是跟大家一起來學習《淨土集．印光大師法語菁華》，
昨天我們學習到《印光大師法語菁華》第一集第五段，就是第五條
。昨天這一條我們再簡單來複習一遍：「需知因果無虛，禍福自致
。貧病夭獄，皆由別業。水旱刀兵，則自共業。業熟禍至，無能幸
免。」我們昨天學習到這一段，這一段非常重要。
　　我們淨宗學會導師上淨下空老和尚，這些年來在世界各地極力
的提倡中華傳統文化倫理、道德、因果教育，這個一段講的就是因
果。印祖在世的時候，我們在《文鈔》看到，他老人家開示，說這
個世界上現在如果不提倡因果報應這些理論跟事實，也就是我們淨
老和尚現在講的、提倡的因果教育。他老人家講，這個世界上，所
有的佛菩薩神仙降臨也都救不了，人類很難覺悟，唯有提倡因果教
育，人一旦知道因果，他才會回頭、才會覺悟；如果不知道因果報
應這個事實真相，人很難覺悟過來。講倫理道德現在人都聽不進去
，所以因果教育，印祖拿《了凡四訓》、道家的《太上感應篇》、
《安士全書》，這三本都是講因果報應，用這個因果教育來補助倫
理道德教育。所以我們淨老和尚現在提倡的三個根，《弟子規》講
倫理道德，《太上感應篇》、《佛說十善業道經》就是講因果。所
以現在這個因果教育，在我們現前這個時代特別的需要。
　　所以印祖講，人人知道因果，天下大治。反過來講，如果人人



不知道因果報應這個事實，那就是天下大亂。我們現在看到整個世
界一年比一年亂，災難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嚴重，這是大家
都看得到的。因果這樁事情它不是虛妄的，不是說佛菩薩故意講這
個報應來嚇唬人，佛教人家不要打妄語，佛自己怎麼可能去打妄語
來騙人、來嚇唬人，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佛講的都是事實真相，有
十分講十分，有一分講一分，絕對不會超過，也不會不及，講的都
是事實真相，所以叫無虛。「禍福自致」，災禍福報不是上帝安排
，也不是閻羅王安排，都是自己找來的。所以，《太上感應篇》一
開頭就給我們講，「禍福無門，惟人自召」，災禍福報它沒有門路
，是人自己找來的。所以下面接著一句，「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好像我們人在太陽下面、在燈光下面
的影子一直跟著我們，你走到哪裡它就跟到哪裡，這就是善惡果報
都是自己製造的。
　　「貧病夭獄，皆由別業」。貧窮，我們看到這個世間，有很多
人很有錢，有的是小康家庭，有的連吃的都沒有，餓死的，這貧。
為什麼會貧？為什麼有人會富有？過去世造的因，這一生受的果。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這是三
世因果。富有的人過去生他修財布施，財布施多得財富，法布施多
得聰明智慧，無畏布施得健康長壽。如果慳吝、慳貪，貪心慳吝不
肯布施，還要去偷盜，去佔別人的便宜，果報就是貧窮。病的第一
個因素是殺生，殺生得多病、重病、惡病的果報。這個病跟夭，因
病夭折的，或者意外災難夭折的，第一個因素也是殺生來的。所以
《地藏菩薩本願經》地藏菩薩給我們講，「若遇殺生者，說宿殃短
命報」，短命就夭折。獄是牢獄之災。這是講個人的命運，個人的
遭遇。大家如果多讀讀《了凡四訓》，然後回頭再觀照我們自己，
對因果就很明瞭了，我們自己這一生遭遇，就是過去造的業因。這



是別業，個別的，個人的。個人，你一家人，同樣一個父母，兄弟
姊妹，一家人每一個人的果報都不一樣，有的比較好，有的比較不
好，這個是別業，在一家是共業，共業當中還有別業。這是講範圍
比較小的。
　　下面講，「水旱刀兵，則自共業」。水旱，我們講天然災害，
這是舉出一個例子，那就包括所有的天然災害。地震、海嘯、火山
爆發、火災、瘟疫、傳染病，這些天然災害，所有一切天然災害，
還有風災，像靠近海邊每年都會有風災、颱風，在陸地，像美國大
陸的陸地它有龍捲風，有颶風、龍捲風，這屬於天然災害；刀兵是
戰爭，人為因素，這個是共業，我們整個地球人類的共業。現在整
個氣候不正常，這個都是地球人類的共業。共業當中有別業，共中
有不共，共業當中有別業。我們生活在現在這個地球，這是共業，
有這麼多的災難，我們知道這個因果報應，努力斷惡修善，這個共
業當中不共了，就有別業。這個業因，我們現在每天時時刻刻在造
的就是在造因，我們講一個比較淺顯的，大家有這個善根，知道這
裡有法會，大家來參加，修這個是善因，在三寶裡面種善根、修善
因。如果不來這裡他在其他地方，造什麼因那我們就不知道了，可
能有人他去做好事、種善因，有人去幹壞事，造惡業、造惡因，這
個就是個人造的業不一樣。所以共業當中有別業，我們常常看到同
樣在一場災難裡面，有很多人都遇難了，但是還有少數的人遇到這
個災難他沒有遭難，這個就是共業當中有別業。
　　「業熟禍至，無能幸免。」這個果報，造了業之後必須經過一
段時間，經過這個緣成熟了，好像水果的種子種下去不是馬上就結
成果，它這個當中要有緣，時節因緣，時間加上這個緣，果報它就
成熟，成熟災禍就現前了。業熟禍至，就無能幸免，果報現前就要
去承受了，無法避免。佛菩薩大慈大悲，就是給我們講六道輪迴裡



面這些善惡因果報應，給我們講了之後，我們就知道什麼是善因、
什麼是惡因，知道什麼是善因，我們努力修善，知道什麼是惡因，
我們努力的斷惡，我們就能夠趨吉避凶，這是佛菩薩聖賢，包括儒
家、道家的聖賢，都是教人趨吉避凶的。你看一部《易經》，《易
經》講，我們中國文化這個源頭就是從《易經》來的，《易經》講
：「易為君子謀，趨吉避凶」，教我們怎麼去趨吉避凶的。所以佛
菩薩聖賢都是教人趨吉避凶，怎麼樣趨向吉祥、避免凶災，就要知
道善惡因果，努力斷惡修善，自然就趨吉避凶，災消福來了。
　　這一段，第五段主要是講因果，這個因果裡面，因為印祖出現
那個時代剛好是二戰時期，戰爭、天災人禍，所以講這個，當時大
家看到了、聽到了，感受就非常的深刻。到我們現在，我們感受就
比那個時候就更深刻了。這是講造惡業受惡報。
　　今天我們學習第六段，第六段就是教我們怎麼得福免禍，第六
段我們念一遍：
　　【六。欲求得福免禍。必先能泯惡力善。隨時隨地。自勉勉人
。戒殺。茹素。崇佛。惜福（惜物。節用。薄享。厚施）。宏法利
生。多念觀音聖號。為眾生回向消災解劫。則人己兼利。為德無窮
。獲福亦廣也。】
　　這個一段，前面講，造惡因得惡報，我們人類，不管是中國人
、外國人，總是想求得福免禍，不管他是信仰什麼宗教，這個心態
都是一樣的，都是想求得福報避免災禍。要求得福報避免災禍，不
是到上帝那邊去禱告禱告，信仰道教到神廟去巴結巴結這些神明，
信佛的人到寺院來買個水果供供佛菩薩，這樣就能消災免難了，這
個還是達不到。那怎麼樣才能達到？一定要聽佛菩薩聖賢神聖的教
導，依教修行，才能真正得福免禍。如果不知道佛菩薩聖賢的教誨
這樣去求，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你命中有自然會得到，命中沒有



你怎麼求也求不到，所以要懂得修。
　　下面就是教我們怎麼修，你要怎麼樣才能得福免禍？下面這些
都是佛菩薩聖賢教導的，『必先能泯惡力善』，「泯惡」就是我們
一般講斷惡，努力的行善事、做好事。我們要泯惡力善，泯就是消
除這個惡，努力來修這個善，首先我們要認識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認識之後你才知道怎麼去斷惡修善。如果善惡認識不清楚，往往
把善看作是惡，惡看作是善，顛倒了，他怎麼能夠去斷惡修善？把
造惡業認為是好事，都做錯了，說錯了，想錯了，那他怎麼會得到
福報？恐怕逃禍都來不及了。像《俞淨意公遇灶神記》，這一篇很
值得我們學佛的人去深入，這篇印祖講，補充《了凡四訓》，特別
在意惡這方面講得很清楚，就是我們講貪瞋痴這個意，身口意三業
這個意惡，灶神特別把這個意惡挑出來。所以我們要斷惡修善必須
有個標準，現在我們淨老和尚提倡的三個根是標準，印光祖師提倡
的《了凡四訓》、《感應篇》、《安士全書》是標準，標準都在經
典裡面。
　　簡單來講，就是《十善業道經》講的，十善是善，反過來就是
十惡。一切善惡都包含在十善、十惡這個總綱領裡面，凡是不好的
都歸為十惡，凡是好的都歸納為十善，這個十條是總綱領，善惡的
總綱領。所以我們要斷惡修善，必須先認識善惡的標準，譬如我們
一般人講，殺生他認為是好事，佛跟我們講不殺生，殺生是造惡業
，有果報的，得多病短命的果報。但是世間人認為他那個不是壞事
，那個動物本來就是給人吃的，我們殺牠是應該的，他把它當作是
正常的。所以佛為什麼把不殺生列在第一條，就是這個道理。
　　斷惡修善這樁事情，『隨時隨地，自勉勉人』。像現在有一些
好的開示，包括現在在學習傳統文化的老師以及同修，有好的，可
以勉勵人的，幫助人學習倫理道德因果教育的這些好的經驗、法語



，都可以隨時隨地跟有緣的人分享。像現在手機很方便，微信還有f
acebook，手機發簡短的這種法語，那很方便，這個現在每一個有
拿手機的人都可以修。這是做好事，你聽到有益於人身心的這些法
語、開示，簡短的，不要太長，都可以發給大家分享，有緣的人他
就會看到，對他就有幫助了。這個現在比過去那個時代做得更方便
，現在得力於這些科學工具，要好好用在這個正面上面。當然反過
來，你要去傳播那些不好的東西，那害人也是不淺。所以我們勸勉
大家，多傳播這些好的、正面的。所以，「隨時隨地，自勉勉人」
，現在比較過去做的那是方便太多了，而且效果範圍還很廣。這些
方面我們同修大家可以留意，人人都可以修很大的功德。
　　下面講，『戒殺茹素』，戒殺跟茹素，就是吃素，這是相關的
。五戒、十善、八關齋戒、沙彌戒的第一條戒就是不殺生。因為這
一條是我們這個地球上人類最容易犯的，除了殺人知道有罪，殺其
他的動物一般人就覺得是應該的，他不認為有罪。但是佛在經上給
我們講，殺生都有果報的，你殺人有罪，殺動物一樣有罪，牠也是
一條生命。所以殺生，一刀還一刀，一命還一命。茹素就是吃素，
我們勸人戒殺吃素。講到這一條，可能有很多同修會感覺到很不容
易，自己學佛了，但是家人他不學，你給他講殺生有果報，他不相
信。如果你給他講殺生將來會墮地獄，他聽了怎麼樣？不但不怕，
本來吃半斤，他現在就吃一斤給你看。是不是這樣？真的有這樣的
。所以這個需要有些善巧方便。
　　戒殺吃素，下個月四月底這邊也要辦一個傳統文化的講座，請
周泳杉老師來講健康飲食。一般人你給他講有果報，恐怕他聽不進
去，特別現在人他只相信科學，他不相信佛菩薩聖賢講的。但是講
到自己身體健康的問題，他就會比較重視了，這個是切身的關係。
如果給他講吃素對身體健康有幫助，一般不是信佛的人他比較容易



接受。有很多人吃素他不是為了信佛、相信因果，他是為了他自己
身體健康，有很多人是這樣吃素的。這樣也很好，這樣也能戒殺，
吃素也是一種直接戒殺的一個方式，因為大家都不吃肉了，當然殺
生的人就愈來愈少。為什麼殺生的人那麼多？吃的人多，市場的需
要，他們盡量去殺，為了供應市場的需求。所以吃素也是戒殺的一
個直接的方式，也是最根本的一個戒殺。你看現在殺生大部分是為
了吃，不是為了吃而去殺生的那很少，都是為了吃。
　　另外一方面，有些人他還不能完全做到全素，我們可以勸他吃
花素，初一、十五，或者六齋日、十齋日，一個月吃個一天、二天
的也好。勸他吃三淨肉，不要買活的到家裡來殺，市場買冰凍現成
的，不見殺、不聞殺、不為我殺，先吃三淨肉，這個一般人他也比
較能接受。像以前我在家勸我父親就是這麼勸的，我父親不信佛，
勸他吃早上的、初一、十五，我父親是接受這個，其他時間他還是
要吃肉，吃三淨肉他也接受，完全吃素他做不到，他能做到這樣我
們也覺得有進步了。
　　另外講因果，這個因果報應實在都在眼前。所以我父親他同意
吃三淨肉，吃初一、十五，還有早上這一餐，他也是親自看到我姑
丈，他為了他大兒子，我大表哥娶媳婦。我大表哥小時候很難帶、
很多病，他就到神廟去許個惡願，說我這個大兒子將來能夠扶養長
大成人，結婚成家了，我就殺一隻豬公來答謝神明，他許了這個惡
願。你看不學佛跟學佛差別就在這裡，他把那個惡願當作是善願。
我大表哥三十歲那一年，透過媒人介紹，也就訂婚、結婚了。結婚
前一天，我這個姑丈他就還願，過去二十幾年前許的願要還願，他
這個大兒子要結婚了。結婚前一天他就買一隻豬公，回到自己家裡
自己殺，自己祭，答謝神明。請我父親去喝喜酒，我父親前一天就
去了，殺豬公那天他就去了，去住在他家裡。然後第二天我大表哥



結婚，晚上也辦了幾十桌的筵席，筵席上了一半，我姑丈，一般在
台灣的習俗，要帶新郎、新娘每一桌去敬酒，敬到一半我姑丈就突
然暈倒在地口吐白沫，送到台北馬偕醫院第二天下午就往生了。這
個事情被我父親親眼看到了，所以那一天我父親回來說：以後我做
生日千萬不要給我殺豬公，不能殺生。他親眼看到我姑丈，前一天
辦喜事，第二天辦喪事，親眼目睹。所以他就接受吃三淨肉，買現
成的；初一、十五，還有早上吃素。
　　講因果，《安士全書》這個「因果勸」，上一次我記得好像在
太和淨宗學會講過一次「因果勸」，沒講完。那個也很好，那是古
代發生的事情，但是我們看古代發生的事情，再拿到現代來看，現
代比古代更多！對照一下，我們就很明白了，這個因果都在我們眼
前。在我們台北雙溪的道場，老和尚叫我們做百七護國息災，現在
做第四個百七了。山上離我們道場有一點路，有住一戶人家，常常
打獵。那邊也有人常常到山上去捕野生動物。我就插一個牌子，就
把《地藏經》的經文用油漆寫上去插在路邊。我在上面寫著，「《
地藏經》云：若遇殺生者，說宿殃短命報。」那個牌子插下去，他
要去殺生的人看到，他常常看到，現在似乎有一些感覺，有比較少
了。另外這一戶，我們也把他度過來了，殺生打獵的，度他來吃素
了。我說你要吃飯來我們道場，免費提供給你吃，你不要煮飯。吃
了一段時間，他人也還不錯，這個就是跟他講因果，慢慢他人生的
經驗多了，他自己也有感覺到，這個因果真的是這樣。殺生多了，
殺生、吃肉、喝酒，第一個就是身體不好，還有冤親債主一大堆，
冤親債主來討命。所以下個月底，黃柏霖警官他講因果，周泳杉老
師講健康飲食，這個可以搭配的。所以下個月大家盡量勸親友來聽
一聽，從健康飲食，這個可以提倡，這個勸一般人。
　　下面講，『崇佛，惜福』，「崇佛」就是我們對佛法的推崇，



推崇佛法。為什麼推崇佛法？因為佛是大聖人，佛的智慧究竟圓滿
，我們任何的問題去請教佛，佛都可以為我們解答。現在佛不在世
了，還有佛經流傳下來，我們去讀佛經就等於佛給我們當面開示一
樣。推崇佛法主要就是為了社會大眾大家能夠有機會來接觸到佛法
，得到佛法真實的功德利益。佛法主要就是幫助眾生破迷開悟、離
苦得樂，唯有佛法才能真正幫助眾生破迷開悟，究竟的得到離苦得
樂。這個離苦得樂佛法講得最究竟、最圓滿，特別是淨土法門，直
接了當的。你看我們做三時繫念，每一時都念一遍《彌陀經》，大
家也都念得很熟悉了，極樂世界「無有眾苦，但受諸樂」。我們在
這個娑婆世界我們感到很苦，當我們感受到這個苦的時候，就要想
到，極樂世界無有眾苦，但受諸樂，我們要發願念佛求生西方極樂
世界，我們就離究竟苦、得究竟樂。推崇佛法我們也可以從很多方
面來做，像貼佛號這些的，現在手機這些都可以利用的，佛經好的
法語都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這個都是屬於崇佛。
　　「惜福」，我們要修福，一方面也要惜福，我們過去生修的福
報有限，如果能夠愛惜的使用，那麼我們這個福報就可以用很久。
這個惜福包括『惜物，節用，薄享，厚施』，「惜物」就是用的物
品要珍惜，就連我們用一張紙都不要隨便浪費，要節儉、節省來用
。在二十幾年前，我們淨老和尚那個時候住在台北華藏佛教圖書館
，每天吃早餐他老人家都會講開示。大概他老人家看到我們這些出
家眾用面紙、衛生紙很浪費，我記得有一天早上他老人家就給我們
講，他說美國宣化上人他一張紙用了八次，有一個人看到，就捐給
他兩百萬美金。我聽到他老人家的開示，我現在一張紙有時候，大
的餐巾紙我大概用二十次，用完了繼續重複使用。我們道場一些出
家眾他們是習慣了，有的甚至沒有用他就要丟了，這個是很損福的
。我們這些日常用品要愛惜使用不要浪費，這是惜自己的福報。「



薄享」，就是說我們享受不要太豐厚，但是你給人的要豐厚，譬如
說你請客，你不能太寒酸，自己可以節省一點，或者在家裡省吃儉
用，在外面你就不要太慳吝。這個都是屬於薄享，要知道這個道理
。所以下面「厚施」，布施給別人要豐厚，對人不能苛薄，要豐厚
，對自己要薄享。但是現在人對自己是厚施，對別人是薄享，顛倒
過來了，顛倒過來那就損自己的福報。
　　我們修的福報有限，佛在經上給我們講，祿盡人亡，如果你福
報太早用完，那壽命也就結束了。本來壽命還有，因為已經用光、
沒有了，他沒有繼續修福，又不懂得惜福，好像有錢拼命花，一下
子就花光、就沒有了。過去我聽有人給我講（悟永法師，他已經往
生了），有人做一個評估調查，說澳大利亞的人平均壽命比其他地
區要短。那個地方地廣人稀，空氣又好，水質又好，社會福利又好
，為什麼？應該比較長壽，怎麼會比其他我們遭受污染的地方還短
命？後來他講了一句，我覺得也不無道理，他說大概澳洲那邊的人
太享福了，也沒再修福，所以福報享盡壽命就結束了。這個也符合
佛經上講的祿盡人亡。所以去享受這個國家的福利，享受這個福利
不要高興，那個享的都是自己的福報。所以在台灣健保卡我很少用
，大部分我自己有一些物理治療，那些費用給需要的人去用，我很
少用，幾乎沒有在用，偶爾用個一次，一、二十年我難得用個一次
、二次。有的人不用白不用，一有病去醫院藥拿一大堆，那個都是
不懂因果。
　　下面講，『宏法利生』，宏法利生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宏法
」，宏揚佛法，包括現在傳統文化，傳統文化是佛法的基礎，沒有
這個基礎佛法也落空了。所以下個月太和淨宗學會這邊提倡的傳統
文化，大家踴躍來參加，這是佛法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學佛很困
難，做人都不會做了，怎麼去作佛，這是必然的。有了這個基礎，



我們再來宏揚佛法，那就不難了。我們淨老和尚為什麼講經講這麼
多年，到晚年特別提倡傳統文化？就是看到大家沒基礎。講了幾十
年都沒有人成就，發現就是沒有基礎，所以現在要補習這個功課，
這個功課要補習。這些都是包括在宏法利生這方面，這些我們都可
以做，現在這個大家也都可以做。
　　『多念觀音聖號，為眾生回向消災解劫』。印祖他在世的時候
，勸念佛人兼念觀音，兼念觀音是為眾生的，迴向給眾生消災解除
劫難。前面這樣修，我們再來念佛菩薩的聖號，求佛力加持，那必
定能夠消災免難；能夠這樣修，必定得福免禍。『則人己兼利，為
德無窮，獲福亦廣也。』自己跟別人都得到利益，能夠斷惡修善、
修福，多念觀音菩薩聖號，求佛力加持，為德無窮，這個獲得的福
報也非常廣大。這一段印祖教導我們，要求得福報避免災禍，我們
就這樣來修。詳細的，現在傳統文化，像陳大會老師的「和諧拯救
危機」，這一片可以大力去推廣，這一片有很多人看了受感動，真
的他覺悟過來回頭了，發心斷惡修善，學習傳統文化，這個對社會
大眾有很大的幫助。所以下個月的月底，我們太和淨宗學會辦的傳
統文化講座，大家盡量介紹親友共襄盛舉，這個也是為德無窮，獲
福亦廣。
　　好，今天時間到了，我們就學習到這一段第六段，第六段我們
常常溫習溫習。我們下一次再來學習下面的第七段，我們這一次就
學習到這一段。好，祝大家福慧增長，法喜充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