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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請坐，我們今天聽《群書治要》的光盤，我們就到這裡圓
滿了，這個是屬於現在我們淨老和尚大力提倡的道德講堂。道德講
堂主要就是聽光盤，過去謝總那邊，他那個道德講堂時間都是一個
星期，每天排不同的課程，一天好像有好幾種，這個接引初機也是
有需要的，就是有不同的老師在講。我們這兩天，我們是專聽蔡老
師講《群書治要》，因為時間很短，《群書治要》就有一百多集，
我們兩天只能聽六集。四月底，上上個月福州阿彌陀佛大飯店吳董
請我去給他們員工講開示，我也是帶大家聽了三天的《群書治要》
，一天聽三集，三天聽了九集。我們這次來這裡是兩天，所以聽六
集，一天聽三集。聽完，大家有個開始，後續還是要不斷長時間來
薰習、來聽講，常常提醒我們自己，因為沒有常常提醒，很容易也
就忘記了。忘記，我們在生活上又提不起觀照的功夫，在待人處世
上也就很容易隨順我們原來的煩惱習氣在做事。所以不斷提醒，這
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佛門為什麼要做早晚課？早課是提醒，晚課是
反省，一天不提醒，也都很容易忘記了，所以天天要提醒。
　　現在有網路、有電腦，那就更方便，現在連手機也都可以聽講
了。在台灣，有時候我到外面去，在車上，如果我的平板電腦可以
收聽，有時候也放在車上聽課。或者現在有播經機，像這個不知道
有沒有做《播經機》，如果沒有，我們華藏也可以來做一些播經機
。播經機就更方便，比光碟方便，你要聽聲音的，就做聲音的，就
像念佛機一樣；現在整部經，甚至一台播經機就可以放好幾套的經
。我們做播經機，可以把傳統文化這塊做一個，或者是做一個專題



的也可以，像這個一百多集，分量就很多，也可以做一個。我們在
其他地方、在做事的時候，或者是在家裡，也可以一面做事一面聽
，播放出來一面聽也可以的。這套《群書治要》也是現前我們每個
人非常重要的功課，也是我們淨老和尚現在在國際上大力推廣的，
現在就是把老師講的翻成白話，白話再翻成英文。
　　實在講，我們中國人還是得天獨厚，我們獨厚在哪裡？獨厚在
我們老祖宗給我們發明的文字學。我們中華傳統文化跟西方文化不
一樣。我們傳統文化都是講怎麼做人。我們人長得是什麼樣子？我
們人長得樣子跟一般動物不一樣。你看動物，大部分都是橫的，我
們俗話講橫行霸道，橫著走的。因此我們老祖宗的文字，它是豎的
。我們上香插香是豎的，那是表法。表什麼法？頂天立地。我們人
長得什麼樣子？人是站著，直立的，頭頂著天，腳立在地上，叫頂
天立地。所以那天我到遼源凌雲寺去做三時繫念，在課堂休息時間
，我看那個櫃子擺得很整齊，有很多經典，我去翻出來看，有《妙
法蓮華經》，有《楞嚴經》，有很多經典，還有註解的，但是那個
經文都是橫的，又是簡體字的。我從小就是學豎版的正體字，我看
是看不習慣。在大陸的同修是看我們老祖宗的看不習慣，現在看豎
的你們看不習慣，看橫的才習慣，橫的是外國人的寫法才用橫的。
所以我們現在用兩種方式，一個就是我們自己要讀的，自己看的，
看豎的；如果要翻成外文，有中文要翻成英文，就用橫的來翻，用
兩種方式。那天我很想跟住持建議，但是沒時間，因為又沒有看到
住持，信眾又多，做法會大家都要來照相。實在講，我跑都來不及
，沒時間跟他建議。所以我們供養經典，建議大家供豎版的。
　　我講一個實際的例子，我在山東海島金山寺，那時候齊素萍給
我一個書房，我台灣很多祖師的註解、經典都請到那邊放。後來百
七圓滿，我再回去那邊看看，房門一打開，那個磁場正能量不一樣



，氣氛不一樣。後來我聽到我們老和尚講，他說以前到香港書局去
看，那個書局一進去，有個書香味，有那個書香的氣氛，那個磁場
。他說現在進去，感覺都很不好，因為現在的書都亂七八糟的，殺
盜淫妄的一大堆，都不是聖賢的典籍，所以磁場不一樣。所以你供
養一個書房，供養老祖宗豎版的，這個功德很大。所以大家記住，
人是頂天立地，我們人長得樣子就是這樣！要頂天立地，你不照人
這樣來做，你去學畜生橫行霸道，洋人就是學橫行霸道，他們思想
就是這樣的，跟畜生道相應。如果來生我們還想作人，那就回歸老
祖宗；如果不想作人，要到三惡道去，那就跟外國人學，很快就下
去了。所以這一點，我們學習傳統文化，大家也要認識。所以我們
要學豎的，看習慣了，你才會慢慢去感受到它的磁場。
　　文字，我們也要恭敬老祖宗的文字，這個文字由文昌帝君在管
的，所以文字學也非常重要。文字學不提倡，你看現在用簡化字，
寫是比較快，但是人容易學懶惰，人要學懶惰比較快，要學勤奮比
較難。所以我在山東，看簡體字比較快，我寫字也就用簡體字，後
來我想想不行，我還是要求自己，我還是照原來這樣寫，不能學懶
惰。因為我知道，人學懶惰就比較快，學勤奮就比較難。由勤奮到
懶惰比較容易，由懶惰到勤奮很難。所以現在叫大家學正體字，大
家很困難，對不對？難！是不是？難中之難，無過此難。但是從小
養成習慣，習慣就成自然，就不難了。所以我們老和尚現在在英國
辦文字學，今年九月，第一屆漢學院的碩士班畢業了。所以請我安
排他們在倫敦報告心得，我想在八月法會請畢業生來報告，看看他
們學得怎麼樣？然後也給我們大家護持漢學院的護法一個匯報。學
文字文言，這個非常重要，這個大家要發心，發心來學習。因為大
家總是要有個使命感，這個責任也不要推給別人，就是我們有緣遇
到了，我們都要承當起來，大家都有責任。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大家都有責任。特別是民族文化的復興，大家都有一分責任在，這
個也不能推給別人。
　　我們聽了《群書治要》這三集，可以說非常重要，我現在也是
建議大家，就是一個承傳、一個師承的來學習。蔡老師講的，因為
我跟老和尚跟了五十年，所以對他老人家講的東西，講的心法有點
了解。我自己是修得不好，但是聽哪個老師講的跟老和尚比較相應
，這個我比較熟悉，因為我聽老和尚的經聽久了就比較熟悉。因為
這是一個師承，蔡老師他也是承傳老和尚教學的，所以我們學習還
是先聽一家之言。這家你學會了，你學通了，再去參考其他老師講
的，這樣你才不亂。所以我辦道德講堂，跟謝總不一樣，我是一門
深入，一家之言，有師承。我在福州阿彌陀佛大飯店，我也是建議
他們這樣做。但是他們有沒有這樣做，我不知道，我是建議他們這
樣做。因為他講的這個心法，如果你沒有掌握住綱領，沒有掌握到
主要的，你學了就會偏掉。因為我們看到很多，學傳統文化學偏的
很多。為什麼會學偏？他沒有掌握到綱領。綱領是什麼？就是主敬
存誠，就是你的心態。
　　我們大家都讀《無量壽經》，《無量壽經》大家讀過嗎？有讀
過的舉手。《無量壽經》讀得比較多，《了凡四訓》還比較少。《
無量壽經》有句經文叫，「發菩提心，一向專念阿彌陀佛」，有沒
有？什麼叫發菩提心？發菩提心就是剛才蔡老師講的主敬存誠，誠
敬之心。在《觀經》講，什麼叫菩提心？至誠心。善導大師註解《
觀經》講，「至者真，誠者實」。至誠就是什麼？真實，誠心，真
實。我們修學儒釋道三教，其實都是在那個心法，你要掌握住那個
心法，學了就不會偏差。如果掌握不到，很容易學偏掉，自己不知
道。為什麼偏掉？因為他基本上那個心態是有錯誤的、有偏差的，
所以愈學就愈偏了。為什麼偏？就是沒有主敬存誠，這個非常重要



。
　　所以學儒家的也是一樣，學儒家的，主敬存誠他沒有真正學到
，他也會學偏了。像印光大師講，宋朝的程子、朱子，學儒家都學
錯了。程朱是大儒，是宋朝的大儒，明清的時候考試都要依程朱的
註解做標準。如果不依這個註解做標準，你寫得再好，都不能中舉
。這個李炳南老居士在《論語講記》也講，古時候考試考上叫中式
，考中的方式。李炳南老居士講的《論語講記》，程朱把《論語》
註解都註錯了。你說這個大儒都註錯了，我們現代的人註，那不曉
得離譜到什麼地方了。所以我們沒有去看李炳南老居士的《論語講
記》，我們也不知道，不得而知，我們也沒有那個眼光能夠看得出
來。所以《論語講記》也是要學習的，李炳南老居士講的。因為我
們這是一系列的師承，我們跟上淨下空老和尚學習經教、學習傳統
文化，他的經教是跟李炳南老居士學的，佛法跟章嘉大師學的，哲
學跟方東美教授學的。李老居士的淨土跟印光大師學的，我們老和
尚跟李老師學的淨土，也是承傳印祖這個法脈沿襲下來的。所以學
要有個師承，才不會偏差。師承就是以心傳心，像五祖傳給六祖衣
缽，那是以心傳心的。現在我聽到這麼多老師，我自己是不入等的
，我這個算不上的，我們老和尚認定的很多老師，我去聽，還是蔡
老師他講的跟老和尚比較相應。
　　至誠恭敬，大家記住這一句。印光大師講，這句大家都會講，
舉世皆知，但是舉世都全昧，昧就是不懂，大家都會講，但是大家
都不懂，不懂它什麼意思？根器比較利的，他一聽，他可以領悟；
比較差的，你要從生活上一些行為、一些方面，來讓大家體會，什
麼叫誠敬。你沒有從這個地方下手，講了，大家還是不懂。從這個
地方，我們雖然不懂，但是你在做事做人方面的這些行為，你就照
這樣做，你做一段時間，慢慢你就會懂了。像我們中午跟大家講，



這很簡單的禮儀，這是一個儀式，我們也不懂，反正就照做，做久
了，慢慢你也會體會了。因為我們也不懂什麼叫禮，有個規矩，我
們就照規矩來。「不依規矩，不成方圓」，我們就照規矩這樣做，
不懂也照這樣做，做久了，慢慢也就會懂了。所以根器比較差的，
要從這個地方慢慢去提升。
　　所以主敬存誠，至誠心，發菩提心，這些我們聽很久，但是實
在講也不懂。要真懂，就是把《群書治要》搞懂了，發菩提心你就
懂了。我們現在大家讀到「發菩提心，一向專念阿彌陀佛」，我們
現在是用什麼心來一向專念阿彌陀佛？發什麼心來一向專念阿彌陀
佛？我們現在一向專念阿彌陀佛這個心，有沒有發菩提心？李炳南
老居士在《修學法要》裡面講，「念佛不改心，猶如說空話」。念
佛，你嘴巴念佛，但是你心行沒改變，那我們念佛的功德都被這些
煩惱業障障礙住了。所以現在念經也好，念佛也好，念咒也好，關
鍵在發菩提心。特別是密宗，特別注重菩提心。你要搞懂什麼叫菩
提心。
　　我這樣講，可能大家還不太清楚，對不對？這個我也可以理解
。我舉出一個例子，以前我們老和尚講，讀三千遍《無量壽經》就
開悟了。這句話大家聽過沒有？都聽過。大家應該都讀過，很多人
讀了三千遍，甚至四千遍、五千遍、六千遍、一萬遍，一萬多遍大
有人在。開悟了沒有？也有開悟的，也不能說沒有，劉素雲開悟了
，不能說一個都沒有，但是大多數沒開悟。早年，在二十幾年前，
在台灣，遇到很多，老和尚講三千遍，他們就念三千遍，一遍也沒
少。有一個女眾念了三千遍來跟我講：悟道法師，老和尚說念三千
遍開悟，我念三千遍沒開悟，不念了。我說，妳沒開悟還要繼續念
，念到開悟。後來常常很多同修念了都超過三千遍沒開悟，就去向
他老人家請教。他老人家就統一回答，在講經的時候講，什麼叫開



悟？讀這個經對照自己的煩惱習氣，發現自己的毛病叫開悟，把自
己毛病改過來叫修行。這個才是真正的發菩提心。
　　所以過去有些人在比賽讀經，你讀三千遍，我讀四千，我比你
厲害；你四千算什麼，我五千；還有一個更厲害的，我六千。那好
像要比賽得獎狀的。那是發什麼心一向專念《無量壽經》大家知道
嗎？大家知道這樣的心態是什麼心？攀比，叫做好勝好鬥的心，好
勝好鬥的心是阿修羅的心。這個就是發什麼心？發阿修羅心。發阿
修羅心，一向專念《無量壽經》。你說將來他會去哪裡？去阿修羅
道。他念了也有福報，將來他也有福報，他會做國王，因為他念經
有福報，但是沒有功德，有福報。他當國王、當皇帝，脾氣一來，
那要造多少業！所以福報享盡，惡業造多了，又墮三惡道去了，墮
到地獄去了，佛法叫「三世怨」。
　　還有發貪心的，以前我們台北龍山寺有個老菩薩，九十幾歲，
他念佛念得可勤了。人家問他，老菩薩，你念佛念那麼認真，做什
麼用？他說你不知道？這個死了以後到陰間可以換錢，念佛念得愈
多，錢就換得愈多，不然以後去做鬼，就沒錢花。他是發什麼心一
向專念阿彌陀佛？發做鬼的心一向專念阿彌陀佛，將來他會去鬼道
，去鬼道他會比一般的鬼好，他不會去做餓鬼，因為他有念佛，所
以會做什麼鬼？做有財鬼，真的是有錢，會比較好。所以你發貪欲
心，一向專念阿彌陀佛；發瞋恚心，一向專念阿彌陀佛；發愚痴心
，一向專念阿彌陀佛。愚痴心是什麼？是非善惡顛倒，搞不清楚，
沒有學傳統文化，他不懂。剛才蔡老師講，是非善惡搞不清楚，愚
痴心。在台灣有個居士，好像去年，還是前年，問我一個問題。他
的奶奶九十幾歲，吃素五十年，九十幾歲之後得老人痴呆症，問我
為什麼？他說我奶奶吃素五十年，又念阿彌陀佛，念佛念了五十年
，吃素吃了五十年，怎麼九十幾歲變老人痴呆症？因為他也聽老和



尚的經，再怎麼念也不會這樣！他這麼一問，我就想到《十善業道
經》，我就說我們用《十善業道經》一條一條來對照。我說你奶奶
吃素，吃素不殺生，第一條不殺生，有。第一條不殺生的果報就是
長壽，她不會短命。但是第十條，貪瞋痴，第十條的痴就是邪見，
她有那一條，她有愚痴，有那個業。但是她有一條善業，不殺生；
口當中念佛，口善。身不殺生有一條善，口念佛也有一條善，但是
貪瞋痴意業，特別痴這個業障最重，所以有老人痴呆症的果報，老
人痴呆症是個花報。所以因果報應絲毫不爽，你要對照十善。《地
藏菩薩本願經》、《占察善惡業報經》、《地藏十輪經》，都是講
十善十惡的。這些我們都要明白，我們學習才會學到一個正確的。
大家發心不容易，如果學偏差、錯誤了，那就很可惜，也很冤枉，
所以我們一定要學正確的。
　　我是把我個人的一個經驗談提供給大家參考，因為蔡老師講的
，我們也不敢說很圓滿，基本上他最少也有八九成跟老和尚完全是
相應的。主要關鍵就是那個心法他有掌握住，所以我也很佩服他這
一點。我覺得他這麼年輕，我的歲數做他爸爸都可以，他這麼年輕
可以理解到心法，我也非常佩服他。現在年輕人你要像他這樣，這
麼深入傳統文化的心法，也非常稀有，所以我建議可以先聽他的。
　　這三集的一個重點就是主敬存誠，我們老和尚為什麼在這裡提
出來？以前他教我們講經也都是強調這一點，因為他自己去學習，
也就是這個心態他才學成就的。所以他也是不斷的勸我們，一定要
有至誠恭敬心，這個非常重要。但是這個至誠恭敬心，不是我們一
聽就懂了，我們不是那種上根利智的，我們還是要從生活當中的點
點滴滴，自己不斷的去體會、去歷練。特別我們大家在一起學習，
在我們現前還是非常重要的。這個在古代唐朝時代，「百丈立清規
，馬祖建叢林」，就是提倡共修。因為那個時代的人，根器已經不



如佛那個時代，自己一個人修很難成就，必須依眾靠眾。唐朝距離
我們現在一千多年，我們現在的人比唐朝的人怎麼樣？差太遠了，
所以現在依眾靠眾更需要了。如果我們沒有依眾靠眾，我們個人可
能很容易懈怠、很容易退轉，很容易遇到其他的因緣，我們也就隨
那個緣被牽著跑了。現在，我們就是要依靠善緣，依靠學習傳統文
化的善緣，大家有志一同在一起來學習。大家依眾靠眾，互相勉勵
，互相提醒。
　　要跟大家講的，也就是這樣。剛才王會長跟我講，希望晚上到
養正學堂跟大家勉勵、勉勵，勉勵也是講這些話；傳統文化，我們
還是聽蔡老師講的，「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這個他是專攻
的，我們來向他學習。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幫助我們學佛，學佛又幫
助我們深入中國傳統文化，兩方面是相得益彰。好，今天就跟大家
講到此地，我們明天還是八點開始。祝大家福慧增長，六時吉祥，
身心安康，法喜充滿，我們明天見，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