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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事情我們回歸到《佛說觀無量壽佛經》，淨業三福，這個
答案我們就非常清楚了。佛接受韋提希夫人請教，要怎麼樣修學，
才能往生到阿彌陀佛的西方極樂世界？韋提希夫人提出這個問題，
請教釋迦牟尼佛。她生了一個忤逆的兒子，要殺父害母，覺得這個
世間沒有意思。親生的兒子都要把父母害死，活在這個世間，縱然
做到國王，也毫無意義。心灰意冷，一心想求釋迦牟尼佛給她介紹
，這個法界當中，我們現在講宇宙當中，有沒有一個清淨的世界？
永遠看不到惡人、聽不到惡聲、看不到惡的事情。如果有，她要去
往生到那個世界，不願住在這個娑婆世界，不願意住在五濁惡世。
佛以神力把這個十方諸佛世界的淨土，都呈現在她的面前，讓她自
己看，自己選擇。後來她選擇了西方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
　　請問佛，怎麼樣才能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佛在還沒有跟她講
十六觀法之前；這個十六觀，在日本西山淨土宗，是修善導大師這
個宗派的，以《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四帖疏》做為主修的課本。《觀
經》講的十六觀，第一觀到第十二觀是講觀想念佛。這個大概十年
前，我到京都中西隨功法師他的那個學校，有一天他請我跟學生交
流。他先把要發給學生的考試卷給我看，考試的題目就是《觀經》
第一觀觀想落日懸鼓，這個題目。所以《觀經》第一觀到第十二觀
是講觀想，從第一觀到第十二觀。第十三觀是觀像，觀莊嚴的佛像
。第十四、十五、十六，講九品往生。到第十六觀，五逆十惡，大
開持名念佛這個方法，所以持名念佛也是出在《觀經》。所以《觀
經》不是只有觀想、觀像，還有持名。
　　佛在還沒有給韋提希夫人講十六觀之前，先告訴她，修淨業三



福。第一福，「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第
二福，「受持三皈，具足眾戒，不犯威儀」。第三福，「發菩提心
，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這個淨業三福，過去我們淨
老和尚曾經講過，在講席當中也常常提起。我個人聽經也聽了很多
年，對於淨老講的大乘經論，非常有興趣。但是聽到這個淨業三福
，總是一個模糊的概念，覺得這個三福應該是助修的，念佛才是正
修，這是助修。最近這些年，我仔細再去看看這個三福，你看佛講
了這個三福之後，告訴韋提希夫人，這個三福是「三世諸佛，淨業
正因」。我仔細看這句，佛在這個經上講，不是講助因，是講正因
。十方三世一切諸佛，過去、現在、未來修淨業，都是依這三個原
則，依這個三福來修淨業，這是三世諸佛修淨業正規的修因。過去
，我總是把它想成助因，看到經不是寫助因，是講正因。我們一般
講，念佛是正因，斷惡修善是助因，我們在古大德註解，也看過這
樣的註解，聽經也聽過。所以我總是把它想成這個三福應該是助修
的，幫助我們念佛的。講幫助，當然也講得通。但是我們還是依照
經文做一個標準，經文它是講正因，「三世諸佛，淨業正因」。
　　我們修念佛法門就是修淨業。實在講，不但念佛法門，大乘小
乘、顯宗密教，無量法門，都是修淨業。不管你修哪個法門，這個
三福都是共同科目。好像我們在學校念書，有個別的科目，有共同
的科目，這個三福是共同科目。你要修觀想念佛、觀像念佛、持名
念佛，或者實相念佛，實相念佛就像禪宗參禪一樣，包括其他大乘
的法門，都必須有這三福共同的基礎，有了這個基礎，你選擇哪個
方法來修都能成就。如果沒有這個基礎，你修任何一個法門，都不
能成就。所以這個淨業三福，不但修淨土，修任何一個法門，甚至
於你不想了生死，想求個人天福報，起碼也要修第一福，你才能滿
願，得到人天福報。第一福是人天福。第二福從「受持三皈，具足



眾戒，不犯威儀」，三皈五戒、八關齋戒、沙彌戒、比丘戒、菩薩
戒，這些戒律威儀都建立在三皈的基礎上。所以第二福，三皈就是
世間跟出世間法的分水嶺，你要超越三界，從三皈依開始。第二福
是二乘福，聲聞、緣覺。第三福是大乘菩薩福，大乘菩薩福，要「
勸進行者」，要入世，出世入世。第二福是出世，出離世間；第三
福是入世間幫助眾生，大乘菩薩福。這個三福就像三層樓一樣，第
二福建立在第一福的基礎上，第三福建立在第二福的基礎上，好像
三層樓你沒有先蓋第一層，蓋不了第二層，沒有第二層，蓋不了第
三層。所以第一層是最基本的，要先建立起來。
　　昨天晚上有個同修來啟請，是不是今天這堂課，可以簡單的跟
大家講講四念處？他說修學還是看不破，還是放不下，想要修個四
念處，幫助我們看破放下。我跟他講，我說四念處，不要說我簡單
跟你講，你做不到，就是詳細跟你講，你也做不到。為什麼？因為
沒有淨業三福第一福的基礎。沒有基礎，你三皈依都做不到；換句
話說，沒有第一福，「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
」，這個條件，就沒有資格受三皈依，就入不了佛門。你要修出世
間法，你這個世間法的基礎沒有打好，人天乘的佛法基礎沒有打好
，你超越不了。現在第一層你還沒有蓋好，你就要先蓋第二層，空
中樓閣，你怎麼蓋？這一點我們必須要明白。
　　我們這一生修學想要有個結果，想要有成就，這個基礎我們就
要落實來學習。如果這一生還不想成就，只想在佛門裡面結結緣，
當然無所謂，反正結結緣，來生來世再說，看哪一輩子想通了，再
來修，現在還不想修，這一生還不想成就。但是佛菩薩總是希望我
們眾生早一天離苦得樂，早一天成就，愈早愈好，這是諸佛菩薩的
心願；不希望我們在六道多受一天苦，這是諸佛菩薩的心願。我們
要滿佛菩薩的心願，遇到佛法，應該要認真來學習，這樣才不辜負



諸佛菩薩大慈大悲的悲願。
　　所以我們淨老和尚最近這些年提倡的三個根，這三個根，我們
仔細對照淨業三福第一福。過去我們老和尚也講過淨業三福，但是
講個大概，具體的內容沒講，我們只知道一個概念，應該是這樣修
。那怎麼修？具體詳細的應該怎麼做？這個以前他老人家沒講，最
近這十年來才提倡的。以儒家的《弟子規》來落實《觀經》淨業三
福的第一句、第二句，「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怎麼樣孝養父母
？怎麼奉事師長？要怎麼做？具體的落實就在《弟子規》。淨業三
福第一福，第三句「慈心不殺」，具體要怎麼做？以道家的《太上
感應篇》，這個講因果教育。前面《弟子規》講倫理道德教育，倫
理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認識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知道自己是什麼
樣的身分地位，應該盡什麼樣的責任義務。倫理是講關係的，認識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彼此之間什麼關係，這是倫理的教育，做人的
教育。道德是講是非善惡，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什麼是是，什麼
是非，講真妄邪正、利害得失。像儒家《四書》講道德的一個標準
，讓我們認識是非善惡、真妄邪正、利害得失，道德的教育。《感
應篇》講到天地鬼神，賞善罰惡，這是因果教育。
　　「修十善業」，《佛說十善業道經》是世間法、出世間法，乃
至一乘法，倫理道德因果教育全部都包括了。所以我們淨老和尚常
講，我們修《十善業》感覺很困難，為什麼困難？因為沒有前面《
弟子規》、《感應篇》的基礎，學起來，覺得很難做到。如果有前
面這個基礎，《十善業》很容易也就落實了。落實《十善業》，我
們就有資格接受三皈依。第二福第一句就是「受持三皈」，可以接
受了，受持三皈依，入佛門了。有了三皈依，就可以受戒，最基本
的是五戒、八關齋戒，更上一層，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那個
層次就更高了，那個也才能做到。做到了這個第二福，才能提升到



第三福，「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
　　所以這個同修希望我簡單的講四念處，我簡單的講，大家有個
概念，但是你做不到。所以剛才講，不但簡單講，做不到；詳細講
，你也做不到，為什麼？你沒有《十善業》的基礎，這個《十善業
道經》有。四念處是「三十七道品」，第一個就是四念處，四正勤
，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修四念處是共同科目
，不管你修哪個法門，這個也是共同科目。第一個「觀身不淨」，
這個在佛門講叫不淨觀，觀我們這個身體不乾淨。這個概念一講，
我們也能認同，的確我們的身體不乾淨，每一天大小便、鼻涕、眼
淚、流汗。夏天流汗，一天沒洗澡，全身都很臭，這個大家都能認
同。你認同，你知道這個身體不清淨，那這一觀你就修成了嗎？不
是這樣就成就了，這樣你只是一個概念而已。怎麼樣才叫修成？修
成了，就是你不執著這個身體是我，不再有身見，不再為這個身體
的享受一天到晚去忙碌，這個身見真正放下了。這個見惑第一個就
是身見，破身見，不執著這個身是我，知道這個身是我所有，不是
我，真正放下了，這一觀你才修成。如果還放不下，那這個觀沒有
修成。
　　第二觀，「觀受是苦」。受就是我們的享受，我們現在的所有
享受都是苦。我們生老病死這個受是苦的，這個大家知道。但是你
在快樂的時候也是苦，這個可能我們就不知道了。快樂的時候，我
們佛經叫壞苦，這個樂過去，苦就跟著來。如果你觀受是苦，這一
觀如果你觀成就了，那你也不會追求享受，你也不會想賺錢。你現
在還想不想賺錢？還想不想發財？或許我們在講堂講，大家會說，
我放下了，我不想發財。你現在在這裡放下，走出去就放不下，又
開始想要賺錢。不相信，你試看看，你那個銀行的錢，統統拿出來
布施。不行，明天還要吃飯，吃飯的錢不曉得從哪裡來？你放不下



。這個也不是講一講就能做到的，聽一聽就做得到的，不是這樣的
，真放下才行。如果你知道觀受是苦，你知道那個苦，你就會離開
那個苦，你就會得到真正的自在清涼。
　　第三，「觀心無常」。我們這個心是無常的，變來變去的，變
化多端。最明顯的，表現在男女情愛這方面。現代的人愛得要死要
活的，什麼海枯石爛、發願，結婚沒有三年就離婚了。前面講的話
，不都是假話嗎？那就是虛情假義。為什麼？他心在變，一直在變
。剛開始看到，有新鮮感，愛得不得了；看了幾年，變黃臉婆，不
新鮮了。看到更新鮮的，他就不要了，變了，這個叫觀心無常。不
然講觀心無常，大家也體會不到什麼叫觀心無常，我的心很恆常。
你的心很恆常，那不就佛講錯了嗎？佛沒有講錯，是我們沒有發現
，你的心一直在變。所以你的情緒起伏萬端，一下好，一下不好，
特別在人情世故上面。我們從歷史上去看，從恩愛變成仇恨的非常
多。剛開始好得不得了，到最後變仇人，為什麼？心無常。為什麼
無常？因為一直在變，常常在變心。古時候的人變心幅度不大，現
代的人變心幅度可大了。今天講得很好，明天就變了，甚至等一下
就變了。古人為什麼他能維持這麼長時間，甚至維持一輩子？他有
倫理道德。人跟人的相處結合，他有道德觀念，有道義在維繫。現
在人相處是什麼？沒有道義，只有利害。我今天在這個地方得到利
益，我們是好朋友；明天利益沒有了，或者等一下利益沒有了，就
不是朋友了，甚至變成仇人了，這個就沒道義了。所以現在不但是
朋友，就連父子都是建立在利害的基礎上。
　　所以現在很多，我常常聽說，現在都不是新聞了，父母把兒女
辛辛苦苦養大，讓他讀書，到外國去留學。留學怎麼樣？他會去回
報父母嗎？不會。他一直在想他爸爸那個財產，他哪一天死？恨不
得他趕快死、早一天死，他早一天能得到財產。他心裡想的，只是



得到那個財產，對父母的感受，他完全沒有去想到。父母死了，我
聽說現在很多兒女就是趕快燒一燒，丟到海裡，省得麻煩。放在那
邊，每年清明節還要去拜，多麻煩！丟掉就沒事，錢拿來比較重要
。你看，那個父子的親情也就不存在，那個孝道蕩然無存。你看連
父子都是利害關係。所以現在在這個社會上，兒子告父親的，怎麼
告他？財產分給他，他覺得不滿意，告。你說做父母的心情是什麼
樣的感受？所以現代人與人之間，他為什麼有矛盾、有衝突？為了
利。你不要為了利，那天下太平。現在世界為什麼戰爭那麼多、不
和平？都為了利。你去戰爭，為什麼？你還不是要人家的土地，要
人家的資源，還不是為了貪圖這個利益，不惜發動戰爭。發動戰爭
，這個世界就不和平，互相殺害，冤冤相報，沒完沒了，都是在利
害關係。所以這個人心要維繫，必定要從道德仁義來教學，人覺悟
了，知道這樣做才對，對大家才有好處。你不這樣做，大家都不好
，大家都痛苦。
　　第四個，「觀法無我」。法是什麼？佛法把宇宙之間萬事萬物
，精神的、物質的，用一個法來代表，什麼叫無我？我的意思是什
麼？我的定義是什麼？我就是主宰、控制、佔有的意思。這個世間
的一切，你能控制嗎？你能佔有嗎？沒辦法。佛在《般若經》給我
們講，一切法，無所有，不可得，畢竟空。連我們這個身體你都不
能佔有，身外之物，你還能佔有嗎？所以控制佔有是我們的妄想執
著，虛妄的一個執著。實際上，我們人生活在這個世間，只是所有
的一切，包括我們的身體，暫時讓我們使用而已，你控制不了，你
也佔有不了，你也沒有辦法去支配，只是暫時讓我們有支配使用的
權利。我們講實際一點，就是有使用權，你沒有所有權。
　　這個四念處，我講完了，你去修，不要說四條都修會，你修一
條，我明年再來，看哪個人修成功了，告訴我。但是修成不成，不



是你講的，我要考試。為什麼這個四念處修不成？你看這《十善業
道經》，佛講的，「念處莊嚴故，善能修習四念處觀」。這個四念
處觀，必須建立在《十善業道》的基礎上。所以佛給龍王講，「舉
要言之，行十善道，以戒莊嚴故，能生一切佛法義利，滿足大願」
。你必須要有《十善業道》的基礎。
　　你看最後佛給我們講，說「龍王！譬如一切城邑、聚落，皆依
大地而得安住；一切藥草、卉木、叢林，亦皆依地而得生長。此十
善道亦復如是，一切人、天」，人天福報，「依之而立，一切聲聞
、獨覺菩提」，這個二乘，「諸菩薩行、一切佛法，咸共依此十善
大地而得成就」。四念處在前面講，你沒有修《十善業道》的基礎
，沒有這個根基，四念處你修不成就。所以老老實實回歸到我們淨
老和尚教我們的《弟子規》、《感應篇》、《十善業》做到了，四
念處，你自然很容易就修成就了。我們念佛，打個佛七，你就一心
不亂。
　　好！今天時間到了，就跟大家分享到此地。我們下面來念佛迴
向，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