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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土集．印光大師法語菁華》第一集。尊敬的諸位同修，以
及網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彌陀佛！昨天我們跟大家一起學
習《淨土集．印光大師法語菁華》第一集，第一段。昨天這一段我
們今天再簡單複習一遍：
　　【世之變亂之由奚在乎。一言以蔽之。眾生貪瞋之心所致而已
。】
　　印光祖師出現在我們這個世間，那個時候是清朝末年民國初年
。當時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所以整個世界也是天災人禍，連綿不
斷，災變、動亂。到我們今天，我們看看現在這個世界，這個災變
，各種不正常的現象不斷的出現，這災變。整個世界動亂不安，天
災人禍，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嚴重。世界的變亂，它的緣由
在哪裡？印祖一句話就給我們講清楚了，皆由眾生貪瞋之心所導致
的，就是眾生有貪，貪心。我們做三時繫念，中峰國師開示的偈子
，我們都常常念，「諸苦盡從貪欲起」，所有的苦難都是從貪欲所
生起的。如果沒有貪欲，這些苦也都沒有了。印祖給我們舉出，我
們比較容易看得到的、能夠理解的，為什麼這個世界的變亂是眾生
貪瞋之心所導致？舉出我們現在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而且非常明
顯的。
　　【貪心隨物質享受而激增。】
　　眾生無始劫以來都有貪瞋痴的煩惱，我們做三時繫念，每一時
都要念一遍懺悔偈，「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痴；從身語
意之所生」，所有惡業都是從貪瞋痴三毒煩惱所產生。意，心裡的



貪瞋痴，就是思想來指揮身口造作種種惡業。『貪心隨物質享受而
激增』，現在科學的發展，科技日新月異，為的是什麼？為的就是
追求物質的享受。這個貪心會隨著我們追求物質享受而激烈的增長
，它還不是慢慢的增長，而是激烈、很快速的增長。現在全世界的
人類，可以說貪心激烈的增長到相當嚴重的程度，就是追求物質的
享受。
　　【稍不遂。】
　　就是你追求不到自己要達到的目標。
　　【則競爭隨之。】
　　『競爭』，在我們中國傳統沒有講競爭的，這個競爭是外國，
外國人從小都教競爭。中國，過去傳統的中國是講禮讓，講讓，不
講爭。為什麼講讓？讓才能天下太平，爭就世界動亂，你爭我奪。
所以，物質享受達不到自己追求的目標，那就競爭，特別是惡性競
爭。
　　【又不遂。】
　　競爭又達不到。
　　【則攻奪戰伐隨之。】
　　那就鬥爭、戰爭，就用武力去強取豪奪。我們現在看，自古以
來，中國、外國戰爭，為什麼戰爭？就是掠奪物質（資源），追求
物質享受。現代的戰爭也不例外，更是如此。你看現在我們這個地
球上戰爭，二戰之後雖然不是全世界全面的戰爭，但是地區性的戰
爭還是持續不斷，特別在中東地區，可以說連年戰火。像敘利亞、
利比亞、伊拉克、阿富汗、土耳其、以色列，這邊戰爭還是不斷的
，他為了什麼？歐美大國也派兵去參與，為了什麼？還是要去奪取
這些石油的資源，要去掌控這些石油的商業利益，為這個而戰爭的
。所以印光祖師講，競爭達不到，他就用武力去『攻奪戰伐』。所



以現在科技的不斷發明，軍事武器不斷的提升，殺人的利器愈來愈
厲害。發明這些幹什麼？為了搶奪用的。你爭我奪，你爭我也要爭
。
　　在春秋時代，《孟子》，這在四書裡面。孟子去見梁惠王，梁
惠王看到他說，你來我的國家，對我國家有什麼利益、有什麼好處
？孟子回答，大王何必言利，「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你在上位
的人講利，下面這些人民也講利，上下互相交征利，互相在爭取這
個利，這個國家就危險了。所以《論語》講：「君子喻於義，小人
喻於利」。小人只是講功利、講利害，他不講道義。君子講道義，
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合理的取得錢財，這是義；不合理
的取得，那就是利。小人喻於利，君子喻於義。現在全世界都不講
義，都是不合理的要去奪取資源，這個世界就大亂了，那災難就來
了。所以戰爭結果就是：
　　【則死亡流離隨之。】
　　你看現在中東製造了多少難民。
　　【則疫癘饑饉隨之。】
　　戰爭，隨著後面，『疫』就是瘟疫，現在的傳染病。去年底，
今年到現在，這個新冠狀病毒的感染，還是持續不斷的在蔓延，蔓
延到全球幾十個國家，這個是「疫」。戰爭後面跟著是瘟疫。『癘
』是災癘。很多很奇怪的事情都發生了，澳洲的大火（森林大火）
燒了四個多月，十幾億的生靈塗炭；南北極冰川快速融化，那些北
極熊連站的地方都沒有了。氣候不正常，溫室效應，火災、水災、
風災、地震，可以說年年都有，而且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嚴
重。這次的瘟疫比二ＯＯ三年的SARS更嚴重。所以這個災變、災癘
，很多不尋常的事情都會發生，連天上下的冰雹，都下得像磚塊那
麼大。義大利那邊，我看網路新聞，下的冰雹好像磚塊，汽車的玻



璃都砸破了。
　　『饑饉』就是糧食缺乏、水資源缺乏。最近瘟疫還沒有結束，
又來一個蝗蟲過境，從非洲幾十億的蝗蟲往中東、往印度，逼近中
國大陸了。蝗蟲經過的地方，農作物都被吃光了，糧食就短缺，糧
食短缺人就要挨餓了，饑饉。所以這些天災人禍跟著都來了。
　　【則一切災禍隨之。】
　　所有的災禍統統來了。為什麼有這些災禍？災難怎麼來的？印
祖跟我們講，眾生的貪心引起的。中峰國師在《三時繫念》講：「
諸苦皆從貪欲起」，人類不斷拼命的追求物質享受，但是貪心是無
止境的，人心不足蛇吞象，這樣發展下去，到最後就世界毀滅。所
以現在如果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就如印祖在這裡講的：
　　【瞋火熾然。世界灰燼矣。】
　　戰爭就是瞋恨心。為什麼起瞋恨心？達不到自己的目的。貪，
貪不到，貪不到他瞋恨心就起來，瞋恨心起來就打起來了，現在的
武器都是毀滅性的武器。如果核武大戰，真的就是印祖講的，『世
界灰燼矣』，這個世界就成灰了，就毀滅了。根本的原因就是貪。
所以中峰國師也是這麼講，「諸苦皆從貪欲起」。今天我們再看第
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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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段印祖給我們講，這個世界的災變，緣由都是從眾生的貪
瞋之心所導致、所發展製造出來的。怎麼對治？『惟我如來』，「
如來」就是釋迦如來，釋迦牟尼佛。如來是佛的十種通號之一，每
一尊佛都有這個統稱，今佛如古佛再來。如來出世，『闡苦空之諦
，以治眾生之貪』。「闡」是闡揚，將它發揚、說明，教我們覺悟
。所以佛在《八大人覺經》也講，「第一覺悟：世間無常，國土危



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生滅變異，虛偽無主；心是惡源，形為
罪藪。如是觀察，漸離生死。」你看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
空，五陰無我；生滅變異，虛偽無主，這是第一覺悟。第一覺悟勸
我們佛弟子，「為佛弟子，常於晝夜，至心誦念，八大人覺」，這
八條，第一條第一句佛就告訴我們，世間無常。我們居住的這個地
球，國土很危脆（危是危險，脆是脆弱），也就很明顯告訴我們，
這個天災人禍很多。
　　四大苦空，我們這個身是四大合成的，地水火風，我們身體叫
內四大，我們身體裡面這個四大；外面整個世界也是四大。地大，
它是屬於物質，有體積的，體積最細的就是微塵，微塵我們肉眼看
不到的。這些物質現象都是微塵集合起來，這是有體積的，再小它
有體積。有體積的，這叫地大，這是講最基本的物質；第二，水大
，水大就是有濕度的，有濕度都屬於水大；火大，就是有溫度，有
溫度屬於火大；風大，風是動（動轉），我們看整個宇宙在動，風
大。我們看到我們的身體、我們的骨頭，這些筋骨，這整個形骸屬
於地大；我們身體有水分，屬於水大；身體有溫度，屬於火大；我
們呼吸，在動，屬於風大。這個四大互相侵擾，佛在經典上講，有
四百四病。所以我們這個身體有生老病死，這個很苦，生也苦，老
也苦，病也苦，死也很苦，四百四病，互相干擾。
　　受、想、行、識屬於我們心理方面。心有求不得苦、愛別離苦
、怨憎會苦、五陰熾盛苦。受、想、行、識，這個是精神上的苦；
生老病死，這個四大地水火風，生理的苦，身心都苦。三苦、八苦
，苦苦、壞苦、行苦。佛在《妙法蓮華經》講，三界統苦。你沒有
出三界，是沒有快樂的，那個快樂也是假的，那個快樂叫壞苦，這
個樂過去了，苦就來了。所以那個樂不是真的，那個樂是壞苦，還
是苦，沒有真的快樂。佛講四聖諦，苦集滅道，諦是真實的意思。



苦諦就是苦是真的，樂是假的，只要我們還在三界六道生死輪迴，
只有苦，沒有樂，這個我們要覺悟。在佛法的修學，最起碼要脫離
六道生死輪迴，證阿羅漢果。第一個階段得解脫，脫離六道，出離
分段生死之苦，這是最起碼的。但是距離成佛還很遠，還要再修，
還有變易生死。到成佛，這兩種生死完全就沒有了，才達到究竟解
脫，得大自在。
　　我們這個世界苦、空，就是這個世界在《般若經》講，「一切
法無所有，畢竟空，不可得」，六百卷《大般若經》所講的，總結
就這三句話。《金剛經》一首很有名的偈子：「一切有為法，如夢
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個有為法包括精神、物質
的，只要有變化、有生滅的，包括不相應行法（抽象概念）統統屬
於有為法。在《百法明門論》，這個有為法精神、物質包括不相應
行法（抽象概念）一共歸納九十四條，九十四種都是有為法，有生
有滅；後面六個無為，只有最後第一百個「真如無為」，那是真的
無為法，前面是相似無為法。相似無為法，第一個是「虛空無為」
，我們看到這個虛空，三千年前是這樣的虛空，三千年後還是這樣
的虛空，它沒有變。但是是不是真的無為？那叫做相似的，還不是
真的無為。真正無為是只有一個「真如無為」，我們的自性。
　　一切有為法都是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一切
有為法，有生、有滅的，好的、不好的，都是如夢幻泡影。好的善
法，人天福報，好像做好夢；不好的，三惡道，就像做惡夢。不管
好夢、惡夢，我們一覺醒過來，找也找不到，不是真的。但是我們
正當在作夢，我們不曉得是假的，那這個感受就不一樣了，真的是
有苦有樂，也有苦受、也有樂受，也有不苦不樂的。但一覺醒過來
，全是虛妄的，找都找不到。佛用這個來讓我們去體會，我們現在
看到整個世界，就像我們晚上睡覺作夢一樣，我們現在是做六道輪



迴的大夢。
　　「惟我如來，闡苦空之諦」。這個空，我們到這個世間來兩手
空空，走了也是兩手空空，所謂「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萬般
將不去，唯有業隨身」，這是我們這個世間的真相，就是苦、就是
空。所以佛出現在世間，給我們發明這些道理，讓我們覺悟，不要
再執著。發明這個苦空的真諦，來對治我們眾生的貪心。你貪，貪
到最後你什麼也帶不走。我們這個世間，你得到再大的財富，縱然
這個地球你統統得到了，那也不過借我們看幾十年而已。《般若經
》講的，「一切法無所有，畢竟空，不可得」。無所有就是《金剛
經》講的，「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那不是真的，剎那它在
變化、在生滅的，是一個假相，無所有。不可得，你在這個當中你
得不到，你也控制不了。我們最親近的就是這個身體，這個身體我
們都不能控制，我們也得不到，它要老、它要病，我們也做不了主
，那何況身外之物？這個身外之物，包括我們這個身體，只是我們
暫時有使用權（支配的權力）而已，你不能佔有，你得不到，到最
後就是一場空。講到最後，人死了是一場空，這個大家容易理解。
實在講，現在就是一場空，當下就是空，不必等到死了之後才是空
，當下、現在就空了。
　　《金剛經》講得最深入，「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
來心不可得」，你得不到。你說過去，過去已經過去了，你找也找
不到；說現在，現在馬上過去；說未來，未來還沒到，三心不可得
。我們自己這個心都不可得，外面同樣的不可得。所以我們眼前這
一切，只能說我們暫時使用（支配）的權力。我們現在有土地、有
房子，叫所有權。所有權，實際上是什麼？我們活著的時候我們能
使用，我們能去支配它。是不是真的所有權？沒有，如果一旦死了
，再多的財富也不屬於你的，換別人的。你的名下登記得再多的財



產，一口氣斷了，統統是跟我們自己都沒有關係。實在講，如果講
近一點，不要等到死，我們晚上睡覺，兩眼一閉睡著了，白天這一
切，包括我們的身體，我們的身外之物，我們的財產，銀行存多少
錢、房子土地多少、股票有多少、有幾部車子，自己的家親眷屬，
怎麼樣？我們一睡著了，白天這一切跟我們就沒關係，包括這個身
體都沒關係了。我們如果常常這樣去想，我們人每一天要小死一次
。這個小死跟大死，差別只是小死還在呼吸，大死就不能呼吸。睡
著就跟死了一樣，白天這一切跟我都沒關係。常常這樣去觀想，我
們就能夠看破這個世間、放下這個世間。
　　所以闡苦空之諦，對治眾生的貪心。《八大人覺經》：「第二
覺知：多欲為苦，生死疲勞，從貪欲起；少欲無為，身心自在」。
生死疲勞，我們在六道裡面生死輪迴，從來沒有休息的。這樁事情
從來沒有停止過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從來沒有暫停的，所以
生死疲勞，用疲勞來形容我們無始劫以來在六道生死輪迴，真的很
疲勞。生死疲勞從什麼地方來？為什麼有生死？從貪欲起，貪！放
不下。貪就迷惑，迷惑造業就受報，惑業苦。所以諸苦盡從貪欲起
。《八大人覺經》第一覺悟破我們的見惑，我們知道六道輪迴，佛
在經上給我們講，就是因為有見思惑，見惑八十八使，思惑八十一
品。見惑比思惑容易斷，思惑比較難斷，因為思惑比較細。沒有深
入去觀察，不知道原來生死是從這個貪心所產生的，往往我們無始
劫以來都很習慣貪瞋痴，不是貪這個、就是貪那個。過去我們淨老
和尚在講席當中也常講，世間法不貪，他現在來學佛，貪佛法。還
是貪，那個貪心沒有變，只是換對象而已，自己要佔有、要控制、
要去得到，也是貪；在世間法貪名、貪財、貪色、貪利，財色名利
、五欲六塵。所以這個貪的範圍很廣。實在講，這個貪瞋痴層次不
一樣，真正要斷到究竟圓滿，只有成佛。所以我們現在講，這是最



粗的，六道的貪瞋痴。
　　「治眾生之貪」，這個世間我們什麼都得不到，我們知足身心
就自在，不要過度的貪求，我們基本生活能過得去，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要追求的是在道德學問，我們學佛人在道業上要精進，斷煩
惱、破無明，修行要精進。所以一般世間人講，學佛的人很消極，
講這句話是看哪一方面，從哪一方面來講。真正學佛的人，對造惡
業很消極，對修善業很積極；反過來講，一般人造惡業很積極（貪
瞋痴），修善業他就很消極。各有積極，各有消極，看你從哪一方
面講。世間人，求人天福報很積極，求脫離六道生死輪迴很消極；
真正學佛的人，求了生死、出三界很積極，對於六道生死輪迴這一
方面很消極。各有積極，各有消極，看從哪一方面講。治貪，就是
我們要知足常樂。我們人一生能知足，就是最富有的；如果人不知
足，這個地球統統你的，還是覺得不夠，總是有欠缺，還要到外星
球去，這個真的是人心不足蛇吞象，真的是這樣。
　　下面這句，『宏慈悲之旨，以治眾生之瞋』。闡苦空之諦是對
治眾生的貪，其實這個貪心如果對治下來，瞋恨心也就容易擺平了
。但是有人瞋恨心還是很重的，我們這個貪瞋痴還很熾盛，有的人
瞋恨表現的比貪更強烈，比方說某某人脾氣特別壞。對治瞋就是以
慈悲，慈能與樂，悲能拔苦，慈悲。我們對眾生要有慈悲心，要有
人溺己溺，人飢己飢這種精神。看到眾生苦，就如同自己受苦，所
以悲能拔苦。慈能與樂，慈就是給與眾生安樂，幫助眾生離苦得樂
。眾生，我們為什麼看他會瞋恨？他無禮、無知、魯莽，這個我們
看了自然會生起瞋恨。
　　最近我們淨老和尚推廣中華傳統文化，特別蔡老師在馬來西亞
漢學院給中小學老師、校長講的《群書治要》，這套我是推薦大家
多聽。我現在都在聽這一套，現在我們有做播經機，希望這一套能



多多的推廣。《群書治要》講政治，實在講，我們哪一個人能離開
政治？你要管理一個家庭、管理一個小商店，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
事。你沒有學習中華傳統文化，你管自己都管不好，怎麼能管別人
？自己管好了，你才能管別人。自己都管不好，去管別人能管得好
，沒有這個事情。所以儒家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自
己做起。看到別人不如法，憐憫他，這個時代的人沒有接受中華傳
統文化的教育，他不懂，沒有人教他，要原諒他、憐憫他。我們憐
憫心起來了，就不會去責怪他，反過來就想去幫助他。但是要幫助
他，首先要自己修好了，才能去幫助別人，這個非常重要。所以第
一個要明理，建議大家《群書治要》這一套多聽幾遍，非常有受用
。
　　好，我們這次兩天就學習兩段《印光大師法語菁華》，下一次
我們有因緣再來學習後面第三段。今天就跟大家學習、分享到這裡
。祝大家福慧增長，平安吉祥。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