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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馬來西亞馬六甲，古城淨宗學會，馬來西亞漢學院，合
辦二Ｏ一八戊戌清明祭祖繫念法會第一天。我們主辦單位安排悟道
這個時間跟大家講講話，我們今天第一堂課來跟大家談一談「祭祖
與三時繫念的意義」。祭祖在我們中國是優良的傳統文化，每年的
清明在傳統裡面大家都知道要掃墓，要祭拜祖先。一年當中祭祖一
般有分清明跟冬至，過去香港佛陀教育協會有幾年的時間，一年是
辦了三次，就是清明、中元、冬至。從去年到今年，在香港去年還
是辦了三次，今年就是把中元祭祖這個時間移到英國去辦，一年還
保持二次。在我們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這個地方，最近這一、
二年來一年辦一次，這是最基本一年也要有一次的紀念祖先。
　　祭祖的法會是由我們淨宗道場來發起的，一般我們各人的家庭
自己也要拜祖先，自己在家裡有供祖宗牌位，過年過節一定要祭祀
祖先，特別要教下一代，下一代的子孫要接著拜。祭祖主要的意義
就是教孝道，教人不要忘本，要知道飲水思源，我們飲一口水、喝
一口水，要想到我現在能夠喝到這一口水，它的源頭從哪裡來的，
不能不知道它的源頭。像我們在台北雙溪這個道場，我們感受就特
別的深刻，我們飲用的水不是自來水廠提供的，是飲用我們山上的
山泉水。山泉它有個源頭，出水的源頭，我們都要從水源去接水，
接下來接到我們下面的道場，它道場在山上。如果這個源頭斷了，
我們下面就沒有水喝了。因此我們飲水思源就是要想到源頭從哪裡
來，我們今天才有水可以飲用。如果把這個斷了，後面就沒有水了
，所以這個不能斷，一定要跟源頭接起來，我們才有源源不斷的水



來使用。
　　這個道理也就是教我們，我們現在做人，為什麼有我們這個身
體？我們這個身體從哪裡來的？大家都知道父母生的。父母從哪裡
來的？父母再上去也有父母。這一代一代推上去，推到一個源頭，
一個遠祖。為什麼不能忘記祖宗？如果忘記了，這個人就叫忘本，
不知道自己祖宗是誰，不認識，他不知道，這樣的人就不如畜生道
。在畜生道裡面，狐狸到外面去找食物，如果死在外面，狐狸的頭
一定朝著牠的巢穴。牠快死了，知道自己快死了，沒有辦法走回牠
的家裡，走回牠的巢穴，牠的頭也要向著巢穴，表示牠沒有忘記牠
的本、牠的家。我們人如果忘本，我們看看真的不如畜生，狐狸是
畜生。因此我們人稱為萬物之靈，靈在哪裡？就是靈在懂得孝道，
懂得不忘本。這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根本，中華傳統文化的根就是孝
，敬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本，孝敬就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根本。
　　祭祖提倡孝敬，特別我們東南亞的華僑，昨天江會長也跟我講
，雖然國籍是馬來西亞的國籍，但是我們心裡還是不忘自己祖宗是
中國來的。這點就非常重要，也值得我們鼓勵和讚歎，要把這個精
神傳下去，傳給下一代的子孫。要教育下一代的子孫，知道自己祖
宗哪裡來的。現在在全世界的華僑，我走了幾個國家，看到馬來西
亞對自己中國祖先傳統文化保存得最好，不但保存，也實質上在教
育下一代。所以在馬來西亞有華校，其他國家地區我們就沒看到有
華校。其他國家地區，現在大概只有星期六下午去找中文老師教一
個下午，那不是正式的學校。在馬來西亞有正式的華校，這點也是
在全球移民的華僑當中，是保存我們老祖宗傳統文化最好的一個國
家地區。因此漢學院也在馬來西亞馬六甲這個地方成立了，這個也
不是偶然的，真的在我們佛門講佛力加持、祖宗庇佑，這是一個感
應。所以我們馬來西亞這個國家地區，的確可以做為中國傳統文化



在全球移民的華僑當中的示範、榜樣。
　　這個非常重要！如果沒有教老祖宗的傳統文化，教孝、教祭祖
，移民到外國，實在講，也不知道自己是哪裡的人。你移民到西方
國家去，長的樣子又跟西方人不一樣，那確定西方人不是我們的祖
宗。長的樣子不一樣，臉也不一樣，個子也不一樣，皮膚、頭髮、
眼睛都不一樣。西方人他們知道他們的祖宗；但東方人移民到西方
，他不知道自己的祖宗，只知道自己現在的國籍是哪一國的人。譬
如說移民到美國拿美國護照，大家說美國人，只知道這個，其他大
概就不知道了。特別年輕一代的，移民到外國去的，他心裡祖宗的
影子都沒有，這個族就叫亡族，這個族的靈魂他沒有了。血液裡面
是華人的血統，但是在心裡面，自己祖宗的歷史、文化，他完全不
知道，這個就叫亡族，這個民族亡了、沒有了。所以亡族跟亡國是
兩個概念，亡族就是不認識自己的祖宗，也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歷史
文化，他完全不知道，這個族就亡了，他只知道外國的，不知道自
己祖宗的。所以那天我們到漢學院，我們台灣的畫家江逸子老師，
漢學院請他來這裡參訪，他也講了，現代的中國人對外國的東西認
識得很多，對自己祖宗的東西都不認識，都不知道。的確是這樣！
這個問題，關鍵還是在教育的問題，教育的方向目標錯了、不對了
，這個問題非常嚴重。亡國是國家管理的政權被搶走了，這個叫亡
國。亡國沒有亡族，它還能復興；如果亡族，這個民族也就永遠在
地球上消失了，人是中國人，但是心裡都沒有中國的東西存在，都
是外國的，這個叫亡族。這個族群它沒有靈魂，這個族群的靈魂死
了、沒有了，所以亡族比亡國嚴重。
　　在中國的歷史，並不是說每個朝代都是漢族在執政，元朝是蒙
古族，清朝是滿族，不是只有漢族在執政，也亡過國。但是族沒有
亡，這個歷史文化沒有亡。不但沒有亡，這個蒙古族、滿族還學習



中原的文化，把各個不同的族群融合起來，所以稱為中華民族。中
華民族不是只有一個族群，只有漢族，不是，漢、滿、蒙、回、藏
，包括現在的少數民族，好幾十個，在大陸就五十六個，在台灣最
少也有十個以上，少數民族，包括這個，這整個包括叫中華民族。
中是中原（漢族以前在河南，中原），發展出來好像花，華就是花
的意思，好像開花、結果了，就跟周邊的這些各個不同的民族融合
為一體，叫中華民族。所以現在我們聽到中華民族，不能想只有漢
族叫中華民族，而是有漢、滿、蒙、回、藏，包括少數民族，都是
中華民族。中就是它有個主體、中心，這個文化很多，多元文化。
在多元文化當中有個主體的文化，來幫助各種不同的文化，所以稱
為中華文化，就是這個道理。
　　為什麼中華文化它可以幫助這些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因
為中華文化跟佛法講的一樣，佛法講眾生是一體，在中國道家莊子
也講，「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跟佛法講的是完全一樣
的，這個就是它的中心思想。這個思想在中國儒釋道就是教這個，
因此這個思想它不會去排斥其他的文化，而是會去幫助各種不同的
文化，去幫助他們，讓他們的文化更豐富，更能夠提升。中華傳統
文化的中心代表就是儒道，這個代表是儒家、道家。在春秋戰國時
代也有諸子百家，一百多家的思想、學說，說法不一樣。後來到了
漢朝就採取儒家做為國家的主流教育，因為儒家的講法它是中庸，
沒有偏在哪一方面，中道，佛法講中道，儒家講中庸。儒道思想它
是有包容性的，佛教是從印度傳到中國來的，並不是中國本土的，
印度傳過來的，它的教義跟中國本土的儒道教義不謀而合，相應。
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湯恩比教授講，中華文化它能包容外來的文化
，他指的就是佛教的文化。佛教的文化豐富了中國本土的文化，豐
富了它的內容。佛教傳到中國來已經二千年了，已經成為具有中國



特色的佛教了。佛教傳到中國已經本土化、現代化，是具有中國特
色的文化了，跟中國傳統文化的儒道融合為一體。佛教更是心包太
虛，量周沙界。所以佛教的文化跟中國本土的儒道不謀而合，是有
包容性的。所以佛教傳到中國來，並沒有去攻擊、排斥中國本土的
儒道，反而幫助我們更深入了解中國傳統文化。
　　學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就幫助我們學佛有了基礎。佛的教學分
成五乘，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最後成佛是一佛
乘。還沒成佛之前五個層次，一般講五乘佛法。五乘佛法從做人開
始，也就是告訴我們，作佛先從做人開始，不懂得做人，那就不能
作佛，佛也是人去做的。所以先教做人，教我們怎麼做人做事，五
乘佛法。人格站住了，就可以向上提升，提升到天乘，天道；再提
升就出六道，證阿羅漢、辟支佛；再提升就是菩薩；再提升就是成
佛，究竟圓滿。中國傳統文化可以說是我們做人生天的一個基礎，
儒家教做人，做一個聖人，做一個賢人，達不到聖賢這個標準，起
碼也要做個君子。如果君子做不到就變小人，這個小人，我們都不
願意人家叫我們小人，我們中國人如果人家叫我們小人，我們就心
裡很難過。這是做人起碼的，學習聖賢之道，它主要要成聖成賢，
起碼做個君子，這是一個標準。學佛，成阿羅漢、菩薩、佛。聲聞
、緣覺就好比儒家的君子，菩薩就好比儒家的賢人，佛就好比較儒
家的聖人。佛法稱為出世間法，實在講，出世間也離不開世間法，
因為先教做人，再生天，再超越六道，超越六道一直到成佛都叫出
世間法。二乘是出世間法，大乘菩薩就入世間，出去又回來度眾生
，出世間還要入世間來度眾生，才能成佛，不然只能成個阿羅漢、
辟支佛。沒有修菩薩道不能成佛，修菩薩道就要入世間來修六度，
度眾生。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中國傳統文化是人天的基礎。儒家偏重在



做人，教做人，道家比較提升了。儒家教做聖人、賢人，道家它的
目標是要修成仙。這個仙的層次它也有不同的，我們讀《太上感應
篇》，「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有天仙、地仙。仙這個字在中文裡面，一個山，一個人，一個
人再一個山，一個人住在山上就是仙。仙的定義就是長生不老，修
長生法。道家也有很多法門，練氣功也好，煉丹，練符術，主要他
的目標是要成仙的，做神仙。神仙有天仙、地仙，當中當然也有人
仙。天仙的層次也等於佛經講的天道的天人，如果沒有修到天仙，
一般在人道跟天道當中，它也比人道要高一層，修長生不老。這是
道家它修學的目標。
　　儒道，你看《太上感應篇》，你要修天仙，你的基礎條件就是
要立一千三百善，你要做一千三百件善事，這個比較高的。地仙標
準比較低，三百善，你要立三百善，基本的。儒家求做君子聖賢，
因此我們讀了儒道的書，照這個來學習，就可以代替佛法當中的人
天乘佛法。在佛經裡面講，人天乘的基礎就是五戒十善。學了儒道
，我們淨老和尚這些年提倡儒家的《弟子規》，道家的《太上感應
篇》，這兩樣東西學好了，《弟子規》是教倫理道德的教育，《太
上感應篇》是教因果教育，有倫理道德、因果教育的基礎，就是落
實佛家的十善業道。人天的基礎有了，有了這個基礎，我們再向上
提升，就能超越六道生死輪迴。不管修什麼法門，這是共同科目。
在《觀無量壽佛經》淨業三福，佛給我們講得很清楚，佛還沒有給
韋提希夫人講十六觀法之前，十六觀法就是教她怎麼念佛，觀想念
佛、觀像念佛、持名念佛，不管你用什麼方法念佛，都應當要先修
淨業三福。
　　淨業三福，第一福就是教我們「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
殺，修十善業」，第一福是人天福。第二福才是「受持三皈，具足



眾戒，不犯威儀」。有了第一福的基礎才能受三皈依，才是一個真
正的三寶弟子；如果沒有第一福的基礎，受了三皈依也是有名無實
。現在很多人受了三皈依，大多數都是有名無實，都是結緣式的皈
依，得不到三皈依的功德利益，為什麼？因為第一福的基礎沒有；
「受持三皈，具足眾戒，不犯威儀」。佛的淨業三福給韋提希講完
，說這是「三世諸佛，淨業正因」，不管你修哪個法門、是哪尊佛
都一樣，這是共同科目，必修的課程。沒有第一福人天福的基礎，
我們很難超越，向上提升。入佛門首先要三皈依，三皈依是世出世
間法的分水嶺，你從世間法要提升到出世間法，先受三皈依。三皈
依之前要有第一福的基礎，才能受三皈依，你才能修學出世間法。
　　所以所有的戒律、威儀都建立在三皈依的基礎上，三皈依建立
在第一福的基礎上。有了第二福，才能提升到第三福，大乘菩薩福
，「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才能提升。有
了三福的基礎，這個三福最少也要做到第一福，這樣才能信願念佛
，求生淨土，配《無量壽經》的三輩往生是下輩往生。如果做到第
二福，信念念佛，求生淨土，是中輩往生。修到第三福，發菩提心
，深信因果，讀誦大乘，信願念佛，求生淨土，上輩往生。我們修
淨宗的同修千萬不能疏忽淨業三福，最少我們也要有第一福的基礎
，這一生信願念佛、求生西方才有把握。如果沒有這個基礎，這一
生也是跟阿彌陀佛結結緣；來生來世，看哪一生，我們具備了這個
條件，那個時候我們就能往生到西方。這是我們必須要明白的，這
個不能疏忽，一定大家要共同來勉勵，這一點非常重要。
　　所以淨業三福是三世諸佛淨業正因，不管你修哪個法門，我們
不是只有說淨土，修淨土要修淨業三福，那修其他法門就不要淨業
三福了嗎？不是的。因為每尊佛成佛他修的法門不一樣，有人參禪
，有人持咒，有人修止觀等等，八萬四千法門、無量法門，法門很



多，各種修行的方法不一樣，但是這個共同科目是一樣的，是必修
的，不管你修任何法門，都一定要修。縱然不是學佛的，想求個人
天福報，那你也要修第一福，才能得到人天福報。如果第一福沒有
，人天福報得不到，到最後都到三惡道去了。現在有很多佛教的道
場提倡人間佛教，人乘佛法。這個有沒有錯？沒錯，你學佛從做人
開始，先學做人，人乘佛法。人乘佛法是什麼？五戒十善，就是淨
業三福的第一福，「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
，這是人乘佛法，人天乘的佛法。這個人乘再提升就是天乘，你能
修上品十善就提升到天道去了。這個就像《太上感應篇》講的，你
要求天仙，要立一千三百善；要求地仙，要修三百善。你有這個基
礎，有這個條件，你再去選擇你要修的法門。道家也是一樣，它很
多門派的，修長生法也很多種，但是基本條件是一樣的。就像我們
佛法，淨業三福是共同科目，你要選修哪個法門都必須要有這個共
同的基礎，那你修的法門才會成就；沒有這個基礎，你修任何法門
都不能成就。所以佛才講，淨業三福是三世諸佛淨業正因。這個修
淨業，正確的修因，這一點我們不能認識，不能不知道。
　　以上簡單跟大家談祭祖和它的意義，教人不忘本，教孝，也就
是我們《觀經》淨業三福第一福的「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教人
不忘本。《論語》裡面講，「慎終追遠，民德歸厚」，這個道理很
深。祭祀在古禮裡面是吉禮，是最吉祥的。五種禮第一個就是祭禮
，非常重要。現在人不懂，對祭祖不重視，不把它當一回事，我們
現在人是這樣的。如果沒有老和尚提倡，實在我們也不懂。我從小
在家裡就是跟著父母拜祖先，知道要拜祖先，年年要拜，而且一年
當中拜了好幾次。現在這一代的人就沒有再教下一代要拜祖先，這
個問題非常嚴重，要趕快補救。
　　講到祭祖跟我們三時繫念，三時繫念是元朝中峰國師他編的。



這些年來，自從我們台北景美華藏佛教圖書館，大概在三十年前，
韓館長請明訓老法師來教我們三時繫念，應該也有三十二年了。明
訓老法師也是去年往生了，蘇州人，在台灣往生的，台灣埔里彌陀
精舍，去年年底八十八歲的高齡往生。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華藏
圖書館以前，明訓老法師沒有來教我們三時繫念，韓館長都請一些
法師放大蒙山，以前我們都是放大蒙山的。再來就是一年三次的祭
祖，都是誦《地藏經》，《地藏經》是佛門的孝經。我們知道儒家
孔子有講述一本《孝經》，講世間的孝，《孝經》。《地藏菩薩本
願經》是佛門的孝經。實在講，《地藏經》主要講因果教育，也是
從做人，從教孝開始，講因果，講到作佛。所以這部經是究竟圓滿
的，我們淨宗同修也不能疏忽。過去弘一大師有一年在福建永春一
個寺院演講，他的講題就是「普勸淨宗道侶兼持誦《地藏經》」，
這篇演講收在他的《演講錄》裡面，我們可以看看，教孝。所以我
們看到地藏菩薩他代表孝，孝道，孝敬，看到觀音菩薩代表慈悲，
慈悲是從孝發展出來的，如果沒有孝就不會有慈悲，所以教孝是第
一個。
　　中峰三時繫念是中峰國師編的，從那個時候我們淨宗同修看到
這個跟我們修淨土很相應，大家都很喜歡，後來傳到海內外。另外
不是專修淨宗的道場，這些寺院道場也都有在做三時繫念，過去也
有做，但是不是很普遍。經過華藏圖書館這樣做這個法會，然後到
美國海外去做，其他的道場也都開始，很多道場都在做三時繫念，
不只淨宗道場。這個也是好現象，這個三時繫念也很契合我們現代
人的根機，很契合。因為很契合，所以很多人喜歡做，做得不疲不
厭，每次做的感受都不一樣，每次做都有不同的法喜，因此現在三
時繫念也大受歡迎。
　　過去也有人看到印光祖師回信給居士，三時繫念是有人冒充中



峰國師名義的，所以很多同修看到這個就不敢做了。這個事情也是
請問我們老和尚，老和尚的回答有他的道理，我這個回答也有我的
看法。印祖講的也沒有錯，應該也有他的根據，根據印祖這個看法
我也不反對，有人用中峰國師的名義來編這個。這個內容很多，的
確我們看中峰國師的語錄，主要也是他講的開示，從這個地方我們
可以理解。就像我們上淨下空老和尚，我們淨老和尚他講經，我們
現在華藏就給他編《淨空法語》，他老人家講的，然後我們編的。
平常他講的，我們摘錄，我們編的。我們編的，我們說這是淨空法
師講的。的確是他講的，但是不是他編的，是我們編的。我們編的
，你說我們用淨空法師的名義來編這個東西。的確是這樣沒有錯，
但是內容是他講的，編不是他編的。
　　我們從這樣來理解，也就沒有什麼疑問了，跟印祖講的，跟我
們現在老和尚講的，就覺得沒有衝突。最重要就是說，他編的這個
編得對不對，重要是在這裡。他編的這些開示、法語講的跟佛經相
不相應，如果不對，當然你就不能去做；如果是對的，是相應的，
都是好的，都是佛講的，依義不依語，那誰編的有什麼關係？中峰
國師編的也好，或者其他人編的也好，因為內容正確沒有錯誤。你
說《佛說阿彌陀經》有錯嗎？沒有，三時繫念主要的、主修的經典
就是《佛說阿彌陀經》。《阿彌陀經》有錯嗎？我們肯定沒有。讚
佛偈有沒有錯？沒有。南無阿彌陀佛有錯嗎？沒有。三寶讚有錯嗎
？懺悔偈有錯嗎？祖師的開示有沒有不符合經義？沒有，都沒有違
背，都是依信願行。而且中峰國師他是禪宗的大德，他是修禪大徹
大悟，晚年再修淨土的，所以他開示當中有禪機在，的確是他講的
。但是編可能就不是他編的，這個我們可以理解，可能他的弟子、
他的學生用他的名義來編的。就像我們淨空老和尚他講的，我們把
它編成《淨空法師法語》，我們就去編。那不是師父編的，他哪有



時間去編那個？都是我們編的。所以這點我們明白之後也就沒有衝
突了，也就放心了，「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了義不依不了
義，依智不依識」，不違背這個原則就可以了。所以這點我們也放
心。我是在這裡補充我們老和尚的回答，我這個說法也是根據我們
事實在做的，很客觀的來看這件事情。另外印祖他講的是什麼對象
？當初問的信是怎麼問的？原信我們沒有看到。有的是針對性的，
針對哪些人講的，他並不是對所有的人講的，就好像佛講經說法，
他有當機者，針對哪一個，針對他講的，不是針對所有的人。這點
我們也要明白，我們就不會有疑問了。
　　我們用三時繫念來勸導各人的歷代祖先信願念佛求生淨土，這
個祭祖是最圓滿的。如果我們沒有勸祖先信願念佛求生淨土，總是
不圓滿，祖先還在六道裡面生死輪迴，還在受這個苦，雖然我們怎
麼誠心的去拜，還是不圓滿。我們總希望，我們歷代祖先也都信願
念佛求生西方淨土去作佛，這樣祭祖功德就究竟圓滿了。如果不勸
祖先信願念佛求生淨土，那我們祭祖總是不能圓滿，這點我們也要
認識清楚。所以用三時繫念迴向，勸導我們列祖列宗信願念佛求生
淨土，這是佛的意思。度自己的父母祖先成佛了，這個孝道才達到
究竟圓滿，這個意義我們要認識清楚。
　　另外，我們三時繫念，這個三時每一時都有懺悔，這是我們當
前大家要主修的功課，懺悔就是改過。「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
始貪瞋痴，從身語意之所生，今對佛前求懺悔」。但是我們念了之
後，「懺悔偈」念完就完了，也不知道怎麼懺、怎麼悔，怎麼去改
，這個念也不是真正懺悔。所以念了之後，我們進一步要去了解，
什麼叫做往昔所造諸惡業，什麼是諸惡業。我們知道什麼是諸惡業
嗎？不知道。皆由無始貪瞋痴，都是從貪瞋痴產生的諸惡業。哪些
是諸惡業？最近我都帶一些同修讀《太上感應篇》，《太上感應篇



》前面是積善章，後面是諸惡章，列了一百七十條都是惡業。所以
我現在提倡做三時繫念，最好大家讀一遍《太上感應篇》，你才知
道什麼叫諸惡業。如果沒有讀《太上感應篇》，我們念「往昔所造
諸惡業」，什麼是諸惡業，不知道。
　　今天沒時間了，明天我們再來讀一遍，什麼叫諸惡業。在生活
當中你沒有天天讀《感應篇》，你不知道什麼叫諸惡業。不知道，
那怎麼去改？不知道那個是錯的，就不會去改，知道了才有可能去
改，不知道他就不會去改。所以要學習，要讀誦，才明白什麼叫諸
惡業。這些諸惡業，《感應篇》列了一百七十條，都是從貪瞋痴、
身語意所產生的。
　　好，今天時間到了，我們就跟大家講到此地。我們現在休息，
十點半我們上午供。祝大家福慧增長，法喜充滿，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