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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諸位法師，尊敬的休斯校長賢伉儷，尊敬的英國漢學院
院長妙公大和尚，尊敬的諸位嘉賓、諸位同修大德，大家下午好。
阿彌陀佛！
　　今天這個活動第三堂課，大會安排悟道跟大家學習《淨土集．
印光大師法語菁華》。我們這次活動兩天，昨天繫念法會，今天上
午祭祖，下午有兩堂課，由英國漢學院同學來跟大家分享學習的心
得，非常難得、非常殊勝。我們也希望在漢學院的同學，有時間在
學習過程當中，能夠常常與社會大眾來分享、來交流。我們下午第
一堂課學習，就是以《論語》開頭第一篇「學而篇」，「學而時習
之，不亦說乎」。學習能得到喜悅，得到法喜，更重要的要學以致
用，學了之後，在生活上待人處事接物要用得上，要派上用場。當
初在籌備漢學院，大家都會想到一個問題，我們學生來漢學院學習
，學了之後，到社會上出路在哪裡，能不能找得到工作？這個問題
也是很現實的一個問題。根據過去在海內外，特別在中國大陸很多
企業家，以傳統文化來教導自己公司上上下下的員工，得到非常成
功的例子。有的企業幾乎快倒閉，因為接觸到淨老和尚提倡的這個
中國傳統文化，把整個企業起死回生救過來了。不但救過來還更殊
勝，業績加倍的增長。
　　這個事實告訴我們，不怕學了傳統文化找不到工作，你真正學
會、會用了，大概大家都搶著要，那還怕找不到工作嗎？你都做不
完。不能學成書呆子，學成書呆子就不起作用。我們導師淨老和尚



在早年講經常講，他引用雪廬老人李老師當年，對台中蓮社學生的
開示，說過去讀書人有讀成書呆子的，大家學佛不能學成佛呆子。
這個早年，我聽我們淨老和尚幾十年前講的，也常常記在心裡，所
以學以致用，要能活用。不能學了沒用，那就得不到法喜，學了用
不上，這也是障礙我們傳統文化的弘揚。大家看到學了派不上用場
，沒用，大家對學習傳統文化就失去信心了。所以鼓勵我們同學，
大家一定要學以致用，學了要能活用，能夠這樣的學習走到哪裡大
家都歡迎。這次我們活動兩天，今年只有兩天，我們前面三年都是
三天的活動。今年祭祖只有辦一場，過去三年我們在此地祭祖是辦
兩場，今年改為一場。兩天很快過去了，我們這次活動也進入尾聲
。
　　現在我們就用最後一堂課這點時間，來跟大家學習「印光大師
法語菁華」。印光大師是中國佛教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他有《文
鈔》傳世，《文鈔》現在流通得也算很廣，《文鈔》分量也相當大
精裝本七本（七大冊）。現在人時間都很緊張，有時間看完一遍《
文鈔》，也不容易，特別在國外。《淨土集》是我們淨老和尚早年
在美國節錄的，有節錄《無量壽經》的經文，《彌陀要解》、《觀
無量壽佛經四帖疏》、《普賢行願品》。還有祖師的語錄，「印光
大師法語」其中一個，還有行策大師的語錄，《大勢至菩薩念佛圓
通章疏鈔》的節錄，還有《草堂集》是《閱微草堂筆記》的節錄，
最後是《聖經》「耶穌基督嘉言錄」。這個早在二十幾年前，在美
國節錄的，因為當時在美國講經，要聽一部大經不容易，大家都很
忙。在海外有連續假期最長講三天，還有人來聽，超過三天大家就
沒時間，沒有人有時間來聽，最長三天。三天實在講一部小經都講
不完，於是我們淨老和尚就想到，節錄一段一段編號，時間長多講
幾段，時間不夠講一段。可以獨立，可以連貫，很適合我們現前這



個社會，大家工作忙碌的這個講座。
　　像今天我這個課的時間是一個小時，但是等一下說有義工要合
照，我想要提前十分鐘下課，剩下五十分鐘，我再來個開場白二十
分鐘，就剩下三十分鐘。三十分鐘大概可以講一段、二段，可長可
短。所以現在我到世界各地都講這本《淨土集》，這個精裝本的《
淨土集》很方便。另外現代人也比較沒有耐心，過去農業社會大家
休閒的時間比較多，生活的步調比較緩慢，不像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分秒必爭，大家都很緊張。不但在家人很緊張，出家人都比在家人
緊張，我現在都很緊張，真的常常要看手錶，分秒必爭。在這樣的
情況下，時間太長大家沒心情聽，一直聽一直在看手錶，他還有什
麼事情，還下面一個行程，所以這就沒有辦法專心來聽講，所以這
種「菁華錄」，最適合我們現代人這個生活情況。好，我們現在就
來學習「印光大師法語菁華」，可能大家沒有課本，也沒字幕，大
家只能用耳根來聽，修觀音菩薩的耳根圓通章了。「印光大師法語
菁華」第一集：
　　【一。世之變亂之由奚在乎。一言以蔽之。眾生貪瞋之心之所
致而已。】
　　這是第一段，這一條比較長，講第一段。第一句『世之變亂之
由奚在乎』，「世」就是講我們現在這個世界，「變」就是災變，
有災難的變化，災變，「亂」就是動亂。印光祖師當年講這個開示
，是在上海佛教界辦護國息災法會。大家都知道二ＯＯ八年四月二
十五日，在安徽廬江實際禪寺啟建百七繫念七百天，名稱就是「護
國息災法會」。這個護國息災法會是在二戰的時候，上海佛教界發
起的，這個法會的發起它的名稱，就叫「護國息災法會」。那個法
會請印祖去講八天的開示，有《上海護國息災法會法語》單行本流
通。所以護國息災的名稱是從那個時候而來的，現在我們也是用這



樣的名義來做護國息災法會。當時是二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當然
這個世間戰爭就是災難，天災人禍，災變動亂。人現在還活著，等
一下能不能還活著都不知道，整個世界都是災變、都是動亂，動亂
不安。
　　世界的變亂總有個原因，「世之變亂之由奚在乎？」由是緣由
，奚在就是這個緣由是在哪裡？為什麼這個世界會有災變、會有動
亂？印祖開示，『一言以蔽之』，一句話就可以包括了，為什麼世
界有變亂？『眾生貪瞋之心之所致而已』，就是因為我們眾生貪瞋
痴，這裡提出貪瞋比較明顯。這個痴就是愚痴，沒有智慧，是非善
惡分辨不清楚那是愚痴。愚痴不容易分辨，貪瞋比較容易分辨，貪
心、瞋恨心所導致，因為眾生都有貪瞋痴這個根本的煩惱。如果說
這個世界的變亂怎麼來的？就是因為眾生有貪心、有瞋恨心，包括
愚痴心，貪瞋痴造成世界的變亂。這個世界的變亂，不是閻羅王處
罰的，也不是上帝處罰的。從這個地方我們就知道，就像道家的《
太上感應篇》，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跟我們講，「禍福無門，惟人
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災禍、福報沒有門路，都是自己找
來、自己感召來的，善感招福報，惡感招災禍。貪瞋就造惡業，是
感召災難的因素，導致災難的因素。所以說「一言以蔽之，眾生貪
瞋之心之所致而已」。下面印祖再給我們分析，為什麼貪心、瞋心
會導致這個世界的變亂。
　　【貪心隨物質享受而激增。稍不遂。則競爭隨之。】
　　眾生有這個貪心，貪心會隨著追求物質的享受，而這個貪心會
激烈的增長、加倍的增長。特別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世界，的確大
家都是在追求物質上的享受，這些科技的發明日新月異，無非追求
物質享受。一直追求物質享受，這個貪心那個增長，快速的增長、
加倍的增長，所以不是慢慢增長，而是激烈的增長。貪心追求物質



享受，激烈增長就是去追求來用，用完了那再去取。『稍不遂』，
你得不到的時候就『競爭隨之』，競爭的名詞在現前這個世界，大
家聽得很熟悉，這個世界的災變就是從爭這個字來的。中國傳統文
化核心的教育在讓，讓了就沒災難，爭災難就來了。競爭，我們常
常聽到、看到新聞報導，各行各業都在競爭，都在爭，沒有讓的，
都是在爭，誰也不讓誰，都是爭。特別是惡性競爭，惡性的競爭就
是貪瞋痴這個心來競爭，惡性競爭。惡性競爭就會有惡性循環，不
好的循環。這個競爭是現在各行各業都免不了要競爭，所以有很多
人感嘆：現在生意難做，太競爭了。競爭：
　　【又不遂。】
　　競爭又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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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爭得不到，那就戰爭了。淨老和尚也常講，競爭提升就是鬥
爭，鬥爭再提升就是戰爭。競爭得不到，鬥爭也得不到，乾脆用武
力去搶比較快，就戰爭了，所以『攻奪戰伐』。自古以來，我們看
到戰爭，為什麼戰爭？主要就是為爭奪物質享受。現在我們再看看
整個世界，那不是這樣嗎？就是這樣。為什麼打仗？為何而戰、為
誰而戰？為了這個利、為了那個利。戰爭結果是怎麼樣？『死亡流
離隨之』，戰爭肯定要死人的，死亡，家破人亡就隨著來。再接著
瘟疫傳染病，『饑饉』就是沒有糧食、沒有水，這個天災人禍都來
了。『則一切災禍隨之』，所有的災禍都來了。
　　我們淨老和尚現在大聲疾呼，呼籲世人要覺悟，提倡學習中華
傳統文化、大乘佛法。他這個提倡也是響應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
教授當年在世是他最先提出來的。他說二十一世紀世界上要恢復秩
序，必須要提倡中國孔孟學說、大乘佛法。我們淨老和尚可以說是



最響應他提倡的人，也真正在落實、在做。現在在威爾士大學辦漢
學院，為了什麼？最重要還是要化解這個世界的災難。培養出來的
學生就是弘揚中華傳統文化，這是拯救這個世界避免戰爭，唯一就
是要靠教育，教化人心。讓人覺悟，不再迷惑顛倒，就不會做錯事
，就不會有災難，這從根本來救起。所以現在在英國、在各地辦漢
學，實在講非常艱難、非常艱難，這個我們可以理解的，因為大家
現在還不認識這方面，還不認識。現在已經開始認識的，就是我們
淨宗同修，以及有接觸過老和尚的，開始已經有認識。還有社會廣
大的群眾，大多數都還不認識，不認識他就不會支持這個事情，所
以做起來是艱難不在話下。但是應該做的事情、對的事情還是要做
下去，總是會得佛力加持，祖宗庇佑。這是講貪心導致到戰爭，戰
爭之後就是一切災禍都來。下面一段：
　　【瞋火熾然。世界灰燼矣。】
　　戰爭都是起瞋恨心的，戰爭一打起來就引發我們眾生的瞋恨心
，貪瞋痴這個瞋恨心就引發起來，就是打得你死我活。佛在經上講
，在戰爭中死亡的，大部分墮地獄；得到瘟疫傳染病，疾病死亡的
大部分生天堂。為什麼？得瘟疫傳染病，或者得重病死亡的，病人
看到病人，大家都有同情心，所謂同病相憐，大家互相有同情心，
互相會關懷，所以得病死的他這個善心就牽引他往生天堂。戰爭不
一樣，戰爭打得你死我活的，我要你死，你要我死，那個瞋恨心到
了很嚴重的情況。所以戰爭死亡，因為瞋恨心墮地獄，你就墮到地
獄去，大多數都墮地獄。所以淨老和尚常常呼籲，發動戰爭、引發
戰爭，雙方面戰爭都下地獄，道理就是在此地，都是瞋恨心。
　　現在印光祖師講，『世界灰燼』，就變成灰、燒成灰，印祖也
是在警惕我們。這個第三次世界大戰如果發生了，跟第一次世界大
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情況不一樣。到最後都會拿核子武器互相殘



殺，集體自殺，沒有勝負，大家一起去死，「世界灰燼」，這是人
類最愚蠢的行為。這是我們淨老和尚現在年紀這麼大了，還是苦口
婆心在呼喚世人要覺悟，盡心盡力要避免戰爭的發生，希望這個地
球上永遠不要再有戰爭。這就必須靠教育，必須靠傳統文化，倫理
、道德、因果教育才能達到。如果不從這個教育去推廣、去改變人
心，那想要得到世界和平是一種理想、一個口號，實際上做不到。
口號是想要和平，但是愈來愈不和平。好，這段我們就學習到這裡
，我們再看第二段：
　　【二。惟我如來。闡苦空之諦。以治眾生之貪。宏慈悲之旨。
以治眾生之瞋。】
　　第二段就對治，怎麼治？佛用什麼理論、方法來治這個？『惟
我如來』是釋迦如來。『闡』是闡揚、發明，『苦空之諦』，「諦
」這個字是真實的意思，諦就是真實的。苦諦，苦是真的，空也是
真的，世尊告訴我們這個世間是苦的、是空的，這個世間苦空是真
的，是事實真相。我們人的身體，基本上有生老病死這個苦，所以
苦它是逼迫的意思，苦有逼迫的意思，逼迫這個叫苦。我們舉個例
子，我們生病，第一個就逼迫我們要趕快處理，讓這個病好，要找
醫生，有逼迫感。所有的苦都是有逼迫感，生老病死逼迫感，這是
我們現前這個人身，我們這個身體基本生理上有這四種苦。心理有
求不得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五陰熾盛苦，這四種苦是心理的
苦，我們每個人難免這八苦。三苦，苦苦、壞苦、行苦，這個世間
事實真相就是這樣，每個人都免不了。
　　空就是我們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到最後也都是一場空。所以
我們淨老和尚在講席當中，也常常講，但是我們要好好去觀照才會
起作用。他老人家常常講，錢放在我的口袋是我的，放在銀行就不
是我的了。這個我們要常常提起這個觀照，錢說我們現在多少放在



銀行，那不是我的。這個衣服我現在穿在身上是我的，脫下來就不
是我的。這個房子，我現在今天住在這裡是我的，我離開了就不是
我的。我們常常作如是觀，對這個空的道理也慢慢會體會幾分，常
常這樣去觀才能放下，所以這要常常提醒。像我現在來到英國，我
台灣那些房子、那些道場就不是我的。我現在住在這裡，這裡是我
的，離開了就不是屬於我的。還有晚上我們睡覺睡著了，白天這一
切跟我們就沒關係。睡得很熟，人家把我們的身體丟到海裡，我們
也不知道，連這個身體都沒關係。白天這一切，都如同晚上作夢一
樣。
　　所以《金剛經》佛勸我們要修，「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像作夢一樣，我們白天也是作夢，晚
上也是作夢，白天作白日夢，到晚上睡覺，那白天這一切不都是夢
嗎？跟晚上睡覺作夢沒有兩樣。所以佛勸我們，要觀一切有為法如
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電，要這樣觀，這樣觀就是教我
們看破，看破就是看清楚事實真相，看破之後我們才放得下，放得
下才能得解脫、才能得自在。所以「惟我如來，闡苦空之諦，以治
眾生之貪」。如果看破了，知道這個世界苦是空的，貪心就不會生
起來；貪心不起來，就不會去造惡業，不造惡業就沒有災難。
　　所以『宏慈悲之旨，以治眾生之瞋』，我們瞋恨心重，要修慈
悲心。剛才第二堂課同學分享這個愛，愛就是仁愛，佛教叫慈悲。
如果你對人家很不慈悲，要常常修慈悲。怎麼修？瞋恨心很重，過
去有個居士他瞋恨心很重，特別恨一個人，他去聽了經，聽我們老
和尚講經，也知道說這個不好，要改，要怎麼樣才能不發脾氣。老
和尚就給他講，你現在是信佛佛弟子，每天都要拜佛，他說你把最
恨那個人寫個牌位，每天就像拜佛這樣跟他拜。結果拜了三個月，
再來跟老和尚講說沒有效，想到他還是氣，這是一個方法。另外一



個方法就是《普門品》講的，禮拜觀音菩薩，多念觀音菩薩，求觀
音菩薩加持讓我們這個貪瞋痴降伏下來，進一步可以斷貪瞋痴，這
也是一個方法。
　　另外就是修觀，修慈悲觀。這個慈悲觀是屬於五停心觀之一，
五停心觀，多貪眾生不淨觀，多瞋眾生就要慈悲觀，修慈悲。那怎
麼修？你把對方觀想是自己。所以過去我也跟同修講，有時候看到
別人的孩子不乖，他就很生氣，要去處罰他、折磨他。我就跟他建
議，我說你把他觀想是你的兒女，你自己生的兒女。你自己生的兒
女他犯錯了，天下父母心，縱然打也會輕輕的打。所以過去有人講
，後母虐待前妻生的兒女，重重的打，打下去骨頭都會斷的，為什
麼？不是她生的。她自己生的就輕輕的打。如果能夠觀想都是自己
親生的子女，這個心態慢慢就轉過來，這也是一個方便法。如果講
到究竟這個世間都是一體的，這個大慈大悲就出現了。我們現在可
以先從這個地方來觀起，多多交換立場，大陸叫換位思考，多多互
相換一個你是我，我是他，換位思考，慢慢我們也會原諒別人的過
失。最重要，我們還是要以傳統文化、以佛法，慢慢給他引導回正
軌，這樣才是佛菩薩、聖賢教我們的。
　　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兩條，下面第三，以後有時間我們再來
繼續學習。現在提前十分鐘下課，因為義工要照相。非常感恩大家
的發心，這個活動能夠支持到現在，那是最圓滿的。祝大家福慧增
長，六時吉祥，法喜充滿，身心安康，事業順利，闔家平安。阿彌
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