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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同學，大家下午好。阿彌陀佛！
　　時間過得很快，我們三天大家一起共學的課程告一個段落。我
們的學習不是結束，是一個開始。往後我們要能夠不斷的來學習《
群書治要》、《弟子規》、《常禮舉要》。我們先聽課，聽蔡老師
講的，聽李越老師講的。我們先聽課，有很多方面，我們可以節省
很多時間。我們自己學習當然也需要，我們要看很多書、要找很多
資料，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有工作，也未必有那麼多時間。蔡老師、
李越老師他們可以說是專業，專心在這個上面在教學，所以他整個
時間都投入在找書籍這些資料上面。所以有很多方面，我們聽他講
一堂課，真的是諺語講的，「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我們聽
老和尚講經，也是同樣的道理。有時候我們聽個一句、二句，或者
人生的經驗談，真的，我們如果能夠理解、能夠依教奉行，我們人
生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
　　因此這個學習，我們走很多冤枉路，花很多錢、很多時間，得
到的結果是非常不好的；我們花一點時間、花一點精神、花一點錢
來學習，我們這樣比較對照，計算起來，實在講不但沒有虧本，我
們後面還會賺很多。這個是我十月陪同英國威爾士大學休斯校長去
福州、蘇州訪問，蘇州的吳董他告訴我的。他帶了所有的幹部到馬
來西亞去，這個一般公司它不會這麼做的，去了一個禮拜，學習回
來，不但他的工廠、公司生產力沒有減少，反而增加。這個原因都
是得力於學習傳統文化之後，知道怎麼做人處世，可以說事半功倍
，得到很好的效果，這些都值得我們學習的。



　　我們學習，就是要永遠記住一個字，就是「謙」，謙虛的謙，
我們要永遠記住。我們絕對，不管在家出家，都不能自滿，特別出
家人要注意。出家人都是接受居士的恭敬供養。恭敬供養，我們名
利心不知不覺就生起來，傲慢無禮也都生起來，都是接受人家的恭
敬供養，所以聽一、二句不順耳的話都聽不進去。實在講，現了這
個形象，這個修行差在家居士太多了，愈來愈差。所以我們一定要
自己有所警惕。所以我常常對居士講，我說你看到我頂禮，將來你
們生西方，我下地獄了。這個是我自己自我警省，警惕反省的，我
們有沒有什麼德能讓人家恭敬供養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永遠記住，在《易經》六十四卦，謙卦，都是
吉祥的，六爻皆吉，其他的卦都是有吉有凶，只有謙這一卦它是有
吉無凶，謙才能受益，滿就招損，這是《易經》講的話。所以我們
出家人不可以認為那個講課老師都在家居士，他們要禮拜我，是我
們要去教他的，怎麼可以受他來教？這樣想就錯了。那我們有什麼
德行去教他們？我們所修的，我們的道德學問跟他比較，能不能比
他好、比他強？這個不是比賽那個爭勝的、爭意氣的，是比道德、
比學問的。這個道德學問怎麼比？比謙虛。我們有沒有他謙虛？如
果我們不如他，那我們要向他學，學他的謙虛，學他的恭敬。我們
學得比別人好，才能給人做榜樣、給人做示範，才能去教人。自己
學不好，也沒辦法去教人，所以還是要從自己來學起。
　　我們學習傳統文化，講課的都是居士，我們出家眾一定要放下
身段。我們淨老和尚常常勸勉我們出家人，罵，他一定先罵出家人
，但很多出家人不能理解他的用意、他的苦心。二十幾年前在永和
，有次在體育館辦一個講演，有一個比丘尼就跟我講：叫你師父不
要罵出家人我們就去聽。她跟我這麼講，我也不曉得該怎麼跟她講
，講了她也未必會接受。所以罵出家人，你要聽他罵的有沒有道理



，他罵的對不對。他罵的有道理、對的，我們就要接受；罵的沒有
道理，我們可以不接受，你不要放在心上就好了。老和尚講的，實
在講是為出家人好。所以我們一定要有這個認知，要有這個認識，
這樣我們的道業、學業、事業才會向上提升，才會有進步。不能不
學。
　　我們山上在做百七繫念，護國息災，護國息災根本是教育，教
育是治本，做法會是治標，標本兼治，應該要這樣做。我們很多學
佛的人，剛開始我們淨老和尚提倡《弟子規》，我也不是很重視，
我個人也不是很重視，覺得學大乘經教都這麼多年了，現在再學這
個好像太慢了，所以不太重視。只是沒有反對，沒有反對、沒有排
斥，但是總覺得沒有去重視這個東西。二ＯＯ五年，老和尚叫我們
全部要到澳洲去聽蔡老師的《弟子規》這個課，所以我也帶團去了
，去上課。昨天大家聽的那個第一集，今天第二集，後面還有，那
個就是當時講的，已經十幾年了。聽了課之後，那個時候的心情也
很多想法，也有不同的滋味、想法，但是我堅持一個原則，就是師
父教導的，我們就是要勉為其難來做、來修。那個時候我們老和尚
他就坐在下面聽課，你說師父都在聽了，我們能不聽嗎？我們能不
接受嗎？所以我也是一定要帶團去聽，也是要給這些師弟、師妹做
個榜樣，總是師父教我們這樣做、這樣學，必定有他的道理。
　　所以，當時我們老和尚也講一句話，他說不學《弟子規》，念
佛也不能往生。那個時候悟性師，現在在山上，他那個時候好像還
沒出家，他也聽到了，他覺得這個問題嚴重。但是當時我聽到這句
話也沒什麼感覺，現在這個感觸愈來愈深，人總是會隨著年齡的成
長，人生的經驗、閱歷、體會、想法，會跟以前不一樣。因為人生
經歷、經驗多了，看的也多了，體會像我現在今年這個想法跟十幾
年前聽的，這個是十幾年前錄的，聽的感受就不一樣。當時聽的體



會、理解、感受，跟現在，那個時候是在現場聽的，這是聽光碟，
比那個時候現場聽感受深刻。
　　現在還是有很多淨宗同修對《弟子規》、傳統文化的學習覺得
不重要，覺得我們都學佛了，還學這個做什麼。今天傳師去花蓮帶
念佛，他就講：有同修反應，念佛就好了，何必要學這些？似乎學
這個跟念佛是沒有關係的。是不是沒有關係？如果我們深入這個淨
土經典就會發現，不但有關係，關係還很密切。《彌陀經》講得簡
單，講得詳細的是《無量壽經》，特別這個會集本講得更圓滿，從
做人講到作佛。「三輩往生」、「往生正因」，三十三品到三十七
品，這五品經文，講的都是做人處世的態度。這個幾品經文，你給
它引申，給它深入，你就發現我們念佛人念了很多年，念了一輩子
的佛，功夫不得力，跟佛也沒感應。讀了這個經，如果我們真正認
識清楚了，就知道原因出在哪裡？原因就是我們只有讀誦，沒有理
解經義，沒有受持。讀誦是為了受持，那只有讀誦，沒有受持。所
以讀誦是為了受持，也要理解經義。
　　我舉出一句經文，《無量壽經》講的，「無義無禮，不可諫曉
」。無義無禮四個字怎麼講？什麼意思？無就是沒有。義是什麼？
道德仁義，中國傳統文化，道德仁義。無禮。道德仁義禮，五個字
。《無量壽經》講，我們娑婆世界五濁惡世的人，「無義無禮」，
沒有道德仁義禮，都沒有。道失去了，有德；德失去了，有仁；仁
失去了，有義；義失去了，還有禮，禮是最後一道。道德仁義禮都
沒有，那就天下大亂了，我們現在就是統統沒有，《無量壽經》四
個字給我們講出來。但是我們念了很多，有這樣去理解、去體會嗎
？我們念《無量壽經》，有人號稱念了一萬多遍，念了一萬多遍，
我們有道德仁義禮嗎？還是《無量壽經》講的無義無禮？如果念了
一萬多遍，還是無義無禮，那當然沒有感應。道德仁義禮具體的說



明就在《弟子規》、《常禮舉要》，包括《群書治要》、《論語》
，這些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典籍，你不學習這個，我們讀了也不懂
，會念，但不知道什麼意思。不知道什麼意思，在生活當中不知道
怎麼去修，不知道怎麼去做。所以念佛念了很多，念佛的功德都存
在，但是被我們這些煩惱習氣障礙住，凍結起來了，不能現前。所
以跟佛沒有感應。
　　所以雪廬老人，就是李老師他在世的時候，給台中蓮社的蓮友
開示，佛七開示，念佛要念到伏惑，我們這個法門不用斷惑，斷見
思惑才能超越六道，這是所有法門都不例外的。斷比較難，我們這
個淨宗只要求伏，伏惑，伏見思惑，伏就是控制住，貪瞋痴慢疑這
些煩惱不要讓它發作，不要讓它起現行，要壓得住。惑伏了，立見
佛菩薩，貪瞋痴的煩惱壓住了，你馬上就見到阿彌陀佛、觀世音、
大勢至。我們現在念了這麼多，為什麼還見不到佛？就是我們的惑
還沒有伏住。我們也很想伏，用這句佛號來伏，境界一來，還是控
制不住。根性比較好的，他控制得住，像海賢老和尚、鍋漏匠這樣
的老實人，他可以，他壓得住，我們不老實就不行。
　　所以我去年十一月到澳洲去住了半個月，比較有時間翻翻書，
看看《太上寶筏圖說》，《太上感應篇》畫圖的圖說。有一篇李老
居士寫的序文，也不算序文，像墨寶一樣的法語，他就講，諸佛教
的，世間法就是以斷惡修善為主。斷惡修善用在我們念佛法門上面
，幫助我們伏惑，我看到這句趕快把它抄下來，把他這一篇抄下來
。幫助我們伏惑，《太上感應篇》，現在我們淨老和尚提倡的《弟
子規》，儒家的《弟子規》、道家的《太上感應篇》、佛家的《十
善業道經》，就是這個東西幫助我們念佛伏惑，伏煩惱的。我們聽
蔡老師講，我們這樣去修，真的就幫助我們伏煩惱，幫助我們念佛
功夫能夠達到伏惑這個目標，那你說有沒有關係？現在念佛的人就



是念念念，有沒有成績？沒有。他也不管。成績是什麼？煩惱輕，
智慧長。有沒有反省檢討自己煩惱輕了沒有？智慧增長了沒有？只
是念。念，有時候我也看到很多，有的人念佛念的功夫很好，但是
他的傲慢心也相對的增長了，他那個煩惱跟他念佛功夫同步的增長
，甚至超過，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煩惱增長自己不知道
。
　　讀經也是一樣，以前早年老和尚在提倡讀《無量壽經》，勸大
家讀三千遍就開悟了。有一個女眾跟我講，她讀了三千遍沒開悟，
她不想讀了。我說沒開悟要繼續讀，讀到開悟為止。為什麼有人讀
三千遍開悟，有的人讀三千遍不開悟？心態不對，心態不一樣。你
至誠恭敬，謙敬之心來讀經，一定開悟。當時很多人他用什麼心在
讀經？比賽，你讀三千不夠看，我四千。有一個讀四千，我五千，
你算什麼！後面又跑來一個更厲害的，你們統統不要跟我比，我一
萬！你說他這樣讀經會開悟嗎？我看將來去作阿修羅了。阿修羅的
特質是什麼？好勝、好強、好鬥，要跟人家比賽。讀經是要我們修
行的，不是要跟人家比賽。用心不對，用心用錯了，所以讀了不但
沒有伏煩惱，反而增長煩惱。到最後，反而不相信《無量壽經》，
變成謗佛、謗法、謗僧，完全錯了。
　　所以經要講解，如果真正老實人，謙虛恭敬之心讀，沒有聽講
會開悟是真的。但是如果不是這樣的心去讀誦，要聽講。聽講也要
有恭敬心，我看那些人也都有去聽經，聽了怎麼不悟？還是用心不
對。所以《無量壽經》有一句我們不能疏忽了，「發菩提心，一向
專念阿彌陀佛」。你不能只有一向專念阿彌陀佛，但是沒有發菩提
心，那不相應。必定是發菩提心，一向專念阿彌陀佛，你念佛才會
有感應。那菩提心是什麼？覺悟之心。什麼叫開悟？所以當時很多
人讀了三千遍沒開悟，去問老和尚，老和尚就跟他們講：發現自己



的毛病叫開悟，把自己的毛病改過來叫修行。在《六祖壇經》裡面
講，《六祖壇經》大家都知道，惠能寫的那首偈，「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首偈大家耳熟能詳。
但是《壇經》裡面還有一句話，「改過必生智慧」，這句大家都沒
注意看。改過必生智慧，我們現在智慧為什麼不生？過失沒改過來
。自己煩惱習氣沒改過來，所以智慧就被這個煩惱習氣障礙住，這
個是真話，我們大家一定要明瞭，要好好來學習。
　　所以我們社團這些年大家也很努力在工作，為這個道場在付出
，大家就是在這裡做，我對大家有一分很重的愧疚，來我們道場，
就是為了賺幾個錢過日子嗎？這樣來道場意義不大。你到外面工作
，條件好、薪水高、工作環境好，何必來我們這裡？來華藏，主要
親近老和尚的佛法，學習傳統文化，這個對大家才有真正的功德利
益，才是真實利益。如果不學習這個，真的是入寶山空手而回，進
入寶山，什麼也沒拿到，兩手空空回家了。華藏就是華藏世界，無
盡的寶藏，我們要去把它開發出來。
　　所以我也感覺很對不起大家，所以我這次安排這個時間，來帶
大家學習，聽課。我這個唱念，我也是計畫頂多再唱三年。這次重
感冒，這個病毒讓我的聲音都失去了，以前再怎麼感冒也不會失聲
，再怎麼咳嗽也不會失聲。大概佛菩薩叫我要轉一下跑道了，讓給
年輕的法師去做，所以我計畫三年，頂多再唱三年。七十歲以後，
就跟大家來聽課，聽光碟，我覺得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不知道大
家有沒有跟我同樣的感覺？我想大家聽明白一句、二句，能夠在生
活當中去落實，就終身受用不盡，真的這一生沒有白來。再看看沒
有接觸佛法、學習傳統文化的人，真的套一句佛經的話講，可憐憫
者。真的，他人生的意義在哪裡？人生的價值在哪裡？人生的目標
在哪裡？只是一天到晚追逐名利。追逐到了又怎麼樣？還不是坐吃



等死，死了什麼也都沒有，榮華富貴也是如浮雲一般。所以我們有
緣遇到傳統文化要珍惜、要學習，這個才是真正人生幸福之道。
　　今天這個德國的學生來，他前幾天來，要來找我，我從大陸回
來，要問儒釋道是什麼關係？我是咳嗽咳得很厲害，我想比較好的
時候再請他過來。但是他很有心要學，很好學，又問我什麼時候有
時間？我說我今天在聽課，請他來，他就趕快跑過來，跑過來聽課
。他下午他有課，所以他不能聽。我鼓勵外國的年輕人學傳統文化
，他們來學中文。另外一個我們資訊組的一個義工，昊然，他是美
國的學生，他現在在讀師大，在學中文，我也勸他們來學中國傳統
文化。他們都是先去大陸念，然後再到台灣來。我說大陸都是學簡
體字，到台灣來學正體字。他們知道找到這些古籍資料，他們要深
入，簡體字就沒有了，所以一定要到台灣來，來台灣學習才能學到
正體字。所以我們台灣也要珍惜我們祖宗的傳統文化，不可以去中
國化，去中國化是大不孝、大不敬，不可以被這些政治人物來愚弄
。大家聽《群書治要》，蔡老師講，現在台灣的政治人物，他是沒
有指名，他是講哪裡我們心裡有數，操縱群眾的情緒，讓你燃起愛
憎對立之心，他從中得到選票。蔡老師也講，這個果報是什麼，大
家可想而知。我們淨宗同修，大家一定要學習這個祖宗的傳統文化
，這個傳統文化不是哪一個黨的，是自己祖宗留下來的，跟什麼黨
也沒關係。很多淨宗同修也是不學這個，那沒智慧，被人家騙了他
也不知道，將來他們墮地獄，跟他們一起去，非常可憐。
　　大家做心得，你有在生活當中天天聽，天天去做、去體會，那
才有心得。所以這個心得也不限於在課堂，都是在生活當中的經驗
、經歷。我就講到此地，也非常感謝大家發心來學習，大家願意來
學習，總是有這分心。如果大家不來，我也沒辦法。大家願意來，
我想以後我們這個課也是要定期，最好三個月辦個一次，一年四季



。平常自己在家裡要多聽，不然你就忘記了，有些境界問題來了，
也忘記不知道怎麼處理。要照嚴格講，應該像佛門一樣，做早晚課
，那才不會忘記。不然「一日曝之，十日寒之」，那就無濟於事。
還是要靠我們自己自動自發，平常在工作、在家裡，大家要提起來
學習。自己一個人容易懈怠，可以找三、五個好友一起來學，依眾
靠眾。
　　祝大家福慧增長，六時吉祥，法喜充滿，身心安康，闔家平安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