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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孫會長，尊敬的諸位同修，及網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
好，阿彌陀佛。時間過的很快，我們太和淨宗學會舉辦的三天三時
繫念法會，今天就圓滿了。這個時間我們此地有一些同修發心皈依
，我們就利用學會安排的這個三天，每一天上午九點到十點的講座
，這一個小時的時間簡單的跟大家說明三皈的意義。我們九點四十
分，我們舉行個皈依儀式，皈依儀式舉行完了，我們再來念佛迴向
。
　　昨天跟前天，也跟大家分享交流我們《三時繫念》課本，一開
始中峰國師把戒定真香讚放在最前面，這個用意很明顯告訴我們佛
法的修學，不管修哪一個法門，都是修戒定慧。所謂因戒得定，因
定開慧。學佛最終的目標，就是開啟我們的自性般若智慧。昨天也
跟大家報告，《佛說觀無量壽佛經》淨業三福是「三世諸佛淨業正
因」。三皈依在淨業三福，它是第二福第一句「受持三皈」。第一
福是「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昨天跟大家
講到，佛在《十善業道經》跟我們講的。有同修希望我簡單的講一
下四念處。在《十善業道經》後面，佛跟我們講，我們地上的草木
叢林花卉，一切植物、礦物、動物都是依大地而得生長。可見得，
我們人類以及一切動物，包括這些植物，都必須依這個大地才能生
存、才能成長。如果沒有這個大地，我們就沒有生存之地，沒有依
靠，沒有基礎。佛把十善業道比喻作大地，佛法比喻作大地上的草
木叢林花卉，這一切都是依大地才能得到生長。離開這個大地，草
木叢林也就沒有依靠了。所以四念處它是屬於「三十七道品」第一
個。「一切佛法，咸共依此十善大地而得生長。」可見得修十善業



道是修學佛法，包括人天的福報，《十善業道經》給我們講人天，
這是講人天福報，依這個十善才能成就。出世間的聲聞菩提、獨覺
菩提、無上菩提，都是依這個十善大地而成就的。
　　可見得淨業三福，「修十善業」擺在第一福，這個意思非常明
顯。修十善業，我們現在似乎很難做到，我們淨老和尚也把這個原
因給我們說出來。我們中國人這個一百年來，已經不再學習老祖宗
傳統的倫理道德因果教育，全盤西化。只是想學西方的科學技術，
對於自己祖宗傳統的倫理道德因果教育，認為這個都不合時宜。因
此我們現在的中國人，包括全世界的人，沒有倫理道德觀念，也不
知道因果報應這個事實，其實因果報應也都發生在我們眼前。在這
方面都不學習，因此大家都不知道，所以現在修十善業，感覺非常
困難。因此我們淨老和尚，勸我們要補習這個功課，要先學儒家的
《弟子規》、道家的《太上感應篇》，這兩樣東西真正落實、做到
了，再修《十善業道經》就不困難。
　　有了第一福的基礎，我們就可以提升到第二福，「受持三皈」
，也就是說，我們有條件的來接受三皈依，你有資格入佛門。所以
入佛門的資格就是淨業三福第一福具體落實了，那才真正有資格。
但是現在我們皈依，似乎大家都沒有這個條件，大家也都皈依了。
這樣皈依，我們在佛門講叫結緣皈依，結緣的，不是結果的。就像
密宗裡面，他有真實的灌頂，還有結緣灌頂。結緣就是結結法緣，
但是現前得不到真實的功德利益。為什麼？因為沒有基礎的修學。
甚至受戒了，不但受五戒、八關齋戒、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
也是沒有第一福的基礎，這個受戒也是結結緣，只有形式，沒有實
質，沒有得到戒，甚至對戒一無所知。像出家眾，出家到戒壇去受
三壇大戒，一個月受完了，拿到戒牒，不但說沙彌戒、比丘戒、菩
薩戒不懂，就連個五戒也不懂，連三皈依也不懂。所以這些都是屬



於結緣形式的，沒有實質的意義，這點我們必須要明白。所以我們
今天皈依，也是形式上的一個皈依。
　　這個形式的皈依受戒，在過去我們淨老和尚也常常引用，民國
初年我們中國佛教大德，弘一大師。他是我們近代中國佛教界，大
家公認的當代律師，對戒律的修學研究非常深入，很有成就的一位
大德。弘一大師也知道現在我們四眾弟子這個情況，現在很多寺院
每年都有辦傳戒，他也鼓勵在家出家去受戒，但是他有講清楚，你
們受那個戒，是根本沒有得到戒，只是受個形式的。形式，他也鼓
勵大家去受。受了之後怎麼辦？受了之後再去學這個戒，你學會一
條就去做一條、去落實一條，先受，再去學。古人他是學會了，再
去受。現在因為環境就是這樣，所以弘一大師勸我們先受，但是你
不要以為得戒、得到三皈依，它只是一個形式，你沒有真正得到，
因為你沒有學習過，你沒有第一福的條件。所以勸我們受了之後再
去學習。
　　因此我們淨老和尚，勸我們大家補習，要補習這個功課。所以
我們受了三皈依之後，就是淨業三福第二福第一句，我們必須要補
習第一福的功課。第一福就是我們淨老和尚最近這些年常常提倡的
，儒家的《弟子規》、道家的《太上感應篇》、佛家的《十善業道
經》，這三個根要去補習。有了這三個根的基礎，就能真正落實三
皈依。有了三皈依的基礎，就有資格受戒。受戒，最低從五戒、八
關齋戒、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菩薩戒是最高的。你必須先落
實三皈五戒，三皈五戒的基礎是在十善，十善的基礎在《弟子規》
、《感應篇》。我們做一個念佛人，如果基本上能落實三皈五戒十
善，這樣信願念佛，這一生就決定有把握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所以淨業三福，我們這一生想真正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不能
疏忽，要認真來學習，去把它做到。淨業三福配《無量壽經》的三



輩，也是相吻合的。你能做到第一福，這樣信願念佛求生淨土，在
《無量壽經》講是下輩往生。你能再落實第二福，信願念佛求生淨
土，是中輩往生。若能落實第三福，信願念佛求生淨土，是上輩往
生。《無量壽經》上中下三輩都是善人，這個善人都是凡夫。善導
大師在九品往生跟我們講，上三品是發大心的凡夫，發大乘心的凡
夫往生。中上品、中中品是發小乘心凡夫往生的。中下品，是修世
間善法，就是淨業三福第一福的善人往生的。下三品都是造作惡業
的惡人，臨終懺悔往生的。佛勸我們在生前要斷惡修善，鼓勵我們
斷惡修善，這樣信願念佛，往生才真正的有把握。因此我們大家對
皈依必須要認識，因為現在大多數人皈依都是一個形式。
　　皈依三寶是入佛門第一步。這個三寶，佛法僧三寶。我們做三
時繫念，第一時唱佛寶讚，第二時唱法寶讚，第三時唱僧寶讚。這
是我們學佛的一個總原則，根本，不能忘記。所以佛門早晚課，做
法會，或者做任何的經懺，都有三皈依，祖師大德編的這些經懺都
有三皈依。為什麼早上也念，晚上也念？它的作用是提醒，怕我們
忘記。忘記，我們修學就違背三皈的原則。
　　這個三寶，佛在世的時候叫化相三寶，釋迦牟尼佛在十二月八
日凌晨，早上夜睹明星，大徹大悟，明心見性，見性成佛，我們這
個地球上佛寶出現了；在鹿野苑講四諦法，法寶出現了；度五比丘
出家，成立僧團，僧寶出現了。所以佛當年在世的時候，這個三寶
叫化相三寶，佛應化在這個世間，三寶出現。佛滅度了，佛的弟子
也相繼的入滅，流傳下來的佛像，雕刻的、彩繪的，泥塑木雕的，
這叫住持佛寶。佛過世了，沒有再講經說法，在生的時候講的經教
，佛的弟子把它整理結集，流傳下來，後來流傳到中國，翻成中文
，現在我們看到的《大藏經》，每一部經都是法寶，這叫住持法寶
。現在看到僧眾，出家人的形象，男眾、女眾，中國的、外國的，



這叫住持僧寶。所以佛滅度之後，留下來的，到我們今天，我們看
到的是住持三寶。
　　皈依不是叫我們去皈依外面的住持三寶，這個住持三寶它的作
用就是啟發、提醒的作用。我們看到佛像，就提醒我們要學佛，學
得跟佛一樣，佛有圓滿的智慧德能，我們每一個眾生都有。《華嚴
經》佛跟我們講，「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大家都有。中
峰國師三時繫念開示也講，法性，也就是佛性，「人人本具，箇箇
不無」，大家都有。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我們只要把妄想執
著排除，我們自性的德能就全部恢復，跟佛沒有兩樣。所以看到佛
像，就要提醒我們自己本來就是佛，《觀經》講的，「是心是佛，
是心作佛」。看到經典，我們淨土現在選淨土三經，依任何一部經
，就是我們修學的依據，我們依這個經來修學。我們修學的理論方
法，都依據這個法寶，依據這個經典，不能違背。看到出家人，我
們不要管他修得好不好，他是持戒還是破戒，那是他的事情，我們
見到這個形象，就是啟發提醒我們要修清淨心。我們無始劫以來被
貪瞋痴這些煩惱，障礙了我們自性清淨心。我們自性本來是清淨的
，被這些煩惱障礙了。我們現在學佛，首先要排除這個煩惱，要斷
貪瞋痴，恢復自性清淨心。自性本來就清淨，現在被這些煩惱污染
，變成不清淨，變成很痛苦，不自在，得不到解脫，非常苦惱。所
以看到出家人這個形象，要知道我們要斷煩惱，修清淨心，他是啟
發我們的。所以不是叫我們去皈依外面的住持三寶。
　　住持三寶它的作用是啟發我們自己回歸自性三寶。皈依佛，就
是皈依自性覺，我要跟佛一樣，覺悟，大徹大悟。看到經典，我們
要依經佛的教訓、教誨，以這個標準來修正我們錯誤的思想、言語
、行為，把它修正過來。所以皈依法就是皈依正，正知正見，正確
的思想，正確的言行，經典就是我們修學的標準。皈依僧是修自性



清淨心，六根清淨，一塵不染，是皈依自性淨。所以外面的住持三
寶是啟發我們回歸自性三寶，不是叫我們去皈依外面的住持三寶，
這樣就變成外道，心外求法，錯了。這是三皈最高的一個目標，回
歸自性三寶。三寶當中有一體三寶，一體就是說佛寶當中有法寶、
有僧寶，法寶當中有佛寶、有僧寶，僧寶當中有佛寶、有法寶，它
是一而三，三而一，一體的。
　　我們三皈依，從最淺的來落實。我們淨老和尚依據弘一大師皈
依的儀式比較簡單，現在很多寺院道場皈依儀規比較多，那是中國
的祖師大德編的。弘一大師他是依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給人皈依的
，就是很簡單。這個皈依證寫的，等一下皈依的誓詞，我們會請大
家一起來念。這個皈依的誓詞念完之後，後面有一段，我現在先念
一念：「既皈依佛，以佛為師，從於今日，至命終時，不得皈依外
道天神」。這個外道就是心外求法，佛法叫內學，你往心外去求，
你都求不到，方向不對。你要明白宇宙人生事實的真相，一定要往
內心求。外道，不是罵人的話，是說你修學方向錯了，像現在的科
學家、哲學家，世間人都心外求法，所以想要找到宇宙的起源，找
不到，因為他方向不對。應該往內心求，他往心外求，永遠找不到
這個源頭。
　　我們現在學佛，以佛為師，我們現在皈依佛，就是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給我們介紹十方一切諸佛，我們統統皈依了，皈依一
尊佛就等於皈依一切諸佛，因為一尊佛所講的就代表一切諸佛。所
以我們皈依佛，我常常問同修，你們要皈依（我們今天要皈依的請
舉手，等一下要皈依的，請放下），從現在開始，以釋迦牟尼佛為
老師。我問你們一個問題，就是如果科學家講的話，跟釋迦牟尼佛
不一樣，譬如佛說不可以殺生，殺生有罪過。科學家講，沒事，沒
有罪過，你盡量殺，你要聽釋迦牟尼佛的，還是聽科學家的？請答



覆我。要皈依的有沒有講？皈依的人，你要皈依嗎？你要聽釋迦牟
尼佛的，還是聽科學家的？還在考慮，到底聽誰的？考慮好再皈依
，還沒有考慮好，你糊裡糊塗皈依。這是最簡單的皈依，很多人都
沒搞懂。所以要以佛為師，以佛講的為標準，做我們回歸、依靠、
依據、依循，這樣明白嗎？不明白，你皈依就得不到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