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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法師、諸位同修，《群書治要》道德講堂，今天是第一天
聽課，到這裡告一個段落。我們安排這個課程，主要也是依眾靠眾
，所以華藏的職工、義工有的沒有來的，勸他們盡量能夠來聽這個
課，如果有工作走不開，聽個一天甚至一堂課也好。為什麼我們要
安排這個課？這個光盤，現在網路、手機、播經機也都非常方便，
在哪裡都可以聽這個課。剛才這堂課蔡老師也講到，現在主動來學
習傳統文化的這就不多，很少，主動要來學的，不多。不主動來學
，當然就是退轉，「學道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好像一艘船
在逆流當中往前走、往前行，你沒有往前進，必定被這個逆流沖下
來了，就退下來，不進就退了。不可能說停在那裡，不進也不退，
不進就必定是退的。但是我們要主動來學，實在講不容易，根據我
個人的經驗，像我這種根器的沒有依眾靠眾，很難。大家我不知道
，大家各人在自己家裡、在道場，自己是不是能夠主動來學習傳統
文化，這個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根據我個人，我自己知道我這個根
器很難主動。所以我都是會藉用團體，大家依眾靠眾一起來學習，
逼自己來學習。
　　最近我講《論語講記》也是逼我自己，叫我一個人這樣很主動
來學，這個很難。所以我現在學習講《論語講記》，也是依眾靠眾
，雖然沒有在這個現場，現在透過網路，還有微信，每天跟著我們
微信群組裡面，一些同修大家來學習，這樣來逼自己學習。雖然沒
有在現場，這個也是依眾靠眾，現場當然效果就更好。因為在微信
網路上，我們放上去，但是他有沒有聽我就不知道，聽，總是有人



聽。現在在《論語講記》這個班，我們華藏聽校組都會打字幕，當
然負責打字幕，聽打、校對他一定要聽的；沒有負責聽打、校對的
，就不知道他有沒有去聽。在上海和行道德講堂他們一個群組五百
個，這五百個有些人很用功，是不是全部我不知道，就是我每天發
一章《論語講記》，他們也都有字幕，也都放出來，所以他們也是
有一組人很用功。有這些人也逼得我自己不能懈怠，每天我一定要
發一章書，有時間我多錄幾章，沒時間就錄一章，這都是屬於依眾
靠眾。
　　在現場，當然大家都在那邊，縱然打瞌睡，我想偶然也會聽個
一句、二句。但在家裡就要看個人了，我發到群組他聽不聽是他的
事，我也不知道了。到現場坐在這裡，不聽也得聽，起碼也要坐在
那裡打瞌睡，打瞌睡也好，打瞌睡總是有清醒的時候，也會聽個一
句、二句。如果有一、二句你真聽懂了、明白了，在生活上去做到
了，你就有受用，你終生就受用不盡了。所以雪廬老人在《論語講
記》講，《論語》你懂得一章、一句，你的見地就跟一般人不一樣
。就是說我們一知半解，跟一般人對一些人事物的看法，你的見地
也不一樣，你比一般人有眼光。所以勸大家盡量抽時間來，義工、
職工如果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勸他們盡量來聽這個課，對他一定
有好處。你到其他的公司，未必能夠有這樣的因緣，這個我們是說
真話。一般社會上的公司，不一定有這個因緣聽純正的傳統文化。
現在蔡老師講的《群書治要》、《弟子規》，在我聽起來他講得是
很入理，也很純正，所以我們就選擇他的。把他講的聽懂、聽明白
，學會了，你再去參考其他的老師講的。這是我們安排這個課程的
用意。
　　大家說很忙不能來上課，我也很忙，我是更有理由講我很忙，
我也可以不來。大家想是不是這樣？但是我自己還是要逼自己來聽



課。所以也是勸大家，我們祕書長自己要帶頭，要勸這些同仁，大
家要發心。不然你說忙，哪一個人不忙？我們總是要忙裡偷閒，來
學習這個重要的，學習這個人生的智慧，怎麼樣來經營人生，你再
去做事，事半功倍。所以我們花幾天的時間，似乎這個三天工作停
下來，但是你這個當中，如果學會了一句、二句，回去再工作那真
的是事半功倍。因為你懂得傳統文化，懂得這些做人處世的道理，
做事就很順利，就不會做錯，不會浪費時間、浪費精神、浪費資源
。我們這個帳去算一算利害得失，頭腦冷靜一點去計算，這個答案
就出來了。所以在蘇州固鍀公司吳董，有一次碰到他跟我講，他們
全部公司的員工，統統坐飛機到馬來西亞漢學院去上課，上一個星
期。那個星期等於他們工廠、公司都休假，一個星期上課上完，再
回去工作。他跟我講，業績沒有減少，而且增加了。為什麼會增加
？因為大家明白了，知道該怎麼做，做對了那就很順利。如果你想
錯了、做錯了，一天到晚埋頭苦幹，不但得不到效果，而且浪費很
多資源，浪費時間、浪費精神，很努力，那做錯了。所以這個學習
還是非常重要的，勸大家有這個因緣要知道珍惜，不要錯過。
　　我們在學習傳統文化，為什麼不會主動來學？因為不知道它的
好處在哪裡、它的重要性在哪裡，真的不知道。如果知道了，肯定
大家都會很主動來學，知道這是寶；因為不知道、不認識，所以才
不會主動。不會主動，我們現在就來被動，我也是被動。我們不能
主動，總是要被動，如果連被動也不行，那真的這就很可惜了。我
也是被動，我也不是主動，怎麼被動？因為大家都來了，這個課排
了，時間排上去，一定要來。所以依眾靠眾，主要就是被動。真正
能主動的那是最好的，能主動來學習，好學的人，這樣的人很少的
，能主動來學習的很少。大多數是被動，特別現在這個時代。大家
聽這個課為什麼沒有興趣？就是還聽不懂！聽不懂怎麼辦？我們繼



續聽，遍數聽多了你就懂了。但是還不懂之前就是要有耐心，要有
耐心繼續聽下去，聽久了，聽多了慢慢他就懂了。這也是培養我們
的耐心、長遠心，這也是需要的，所以大家要發心。
　　我們學佛了，甚至出家了更要學，在家人要學，出家人那更要
學。出家人不學，那就真的不如在家人，真的都不如在家人，所以
出家人更要學習。你看古來祖師大德，哪一個沒有學過傳統文化的
？所以我們出家人也不能好高騖遠，我學了佛法，我學的又是大乘
佛法，你懂得大乘佛法嗎？小乘佛法都不懂，不要說小乘，人天乘
，這個人天法都不懂，我們能懂大乘嗎？能做得到嗎？很難，做不
到。所以我們現在出家人大部分都是自以為是，自己以為自己想的
都是對的。不依經典，不依經教，不依善知識的指導，自己怎麼想
怎麼對。三十五年前老和尚勸我出家，出家之後叫我跟日常法師學
戒律，大概他老人家看到，我在家也養成一身很不好的習氣，所以
勸我跟日常法師學戒律。生活上一些不好的習慣，一百八十度的被
日常法師扭轉過來，因為的確這個習氣不好。沒有跟日常法師那段
時間，實在講在家那個習氣一直快速墮落下去，很難自拔，這個我
們一定要知道。
　　所以這個出家了，沒有人天善法的基礎，實在講我們修任何法
門都不能成就，念佛功夫也不得力，這個我們也要認識清楚。這是
我最近自己個人的體會，跟大家分享我個人的體會。所以日常法師
當時他就跟我們講，大家學佛不要學一個我，怎麼學佛學成我？後
來他跟我們講，什麼叫我？我認為怎麼樣、我覺得怎麼樣、我要怎
麼樣，都是學一個我，我執不斷的增長。學佛就是要破除我執的，
現在不但沒有減輕，反而愈來愈嚴重這就錯了，修錯了。遇到事情
一點也不能忍辱，這個不行，一點委屈都受不了。以前我們剛出家
的確也受過這個磨練，有這個因緣也非常感恩。日常法師他以小乘



戒來給我們調整，淨老和尚以大乘戒來給我們調整，日常法師小乘
戒調身口，淨老和尚以大乘戒調心行。
　　所以以前在圖書館，在三十幾年前他常常講，現在年紀愈來愈
老，愈來愈慈悲，這些比較嚴厲的話，現在聽不到他講這些話了，
以前都比較嚴肅。以前早年在圖書館講經，他也常常講，提到他們
早年在台中蓮社跟李老師學經，李老師學生很多，對有些學生他就
很嚴厲，有打有罵很嚴厲。對有些學生客客氣氣，對他很好，從來
不說他的過失，不講，對他很客氣。所以老和尚當年剛去，覺得很
奇怪，都是學生，怎麼對某幾個學生好像特別的嚴格，有打有罵，
態度都不是很好，有些對他很客氣。他感覺很奇怪，私下去請問老
師，老師跟他講，他說我會打、我會罵的就是他能接受，打不走、
罵不走的。有些不能講的，你一講就跟他結怨，他就懷恨在心，他
不跟你往來，甚至他離開。他說對這樣的學生那就要客客氣氣的，
不要去跟他講這些。所以這個也是要看人，不能說遇到什麼人都是
罵、打，那也要看對象的，他能受得了，你才能用這樣的方式，是
為了要幫助他，要成就他。
　　所以在圖書館那時候出家眾也很多，當時我做當家，那時候圖
書館的環境，一些老同修才知道，現在的比較不了解。當然你要住
在那個環境，的確很多委屈你都要能夠忍受。有些年輕的出家眾受
不了委屈，甚至有的一點委屈他都受不了，在家裡被父母寵慣了，
受不了一點委屈。所以那個時候老和尚就跟我講，如果不能受委屈
的，一點委屈都受不了，他要離開就讓他離開，也不必要去留他，
把他留下來對他也沒幫助。所以在那邊的確是要修忍辱，破我執。
實在講「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智者除心不除境，愚人除
境不除心。」境界實在講沒有好壞，看我們用什麼心去面對？所以
有些逆境我們能夠修忍辱，這個逆境就是我們的增上緣，就幫助我



們成長，幫助我們斷瞋心。順境不生貪愛，就是幫助我們斷貪心。
所以順逆境界統統是成就我們的，境界沒有好壞，完全在我們用什
麼心去面對。好壞都是從我們的心生起，所以調心是最主要，也是
最根本的。
　　我們還一下子做不到調心，先調身口，像傳統文化就是幫助我
們調心、調身口。像《群書治要》講的這些，都是我們日常生活當
中，每天、甚至時時刻刻都會遇到的一些事情，我們周遭的這些人
事物都會遇到的。我們出家在一個僧團，也離不開這些事情，也是
一樣的，這些做人處世原理原則，在家出家實在講都一樣。所以這
個我們聽一遍是初步一個概念，《群書治要》我們要真能深入，最
少要聽三十遍才會印象深刻。聽個一遍、二遍很容易就忘記，印象
不深刻，印象不深就不起作用。所以聽這個課，就是不斷要調整我
們的身心，身口意三業。念懺悔偈是在佛前發願，真正懺悔要在生
活當中去調整改過，那才是真懺悔。如果在生活當中不懂得，不知
道去調整自己的身口意三業，那是有口無心，佛念得再多也不起作
用。雪廬老人過去也是給台中蓮社的蓮友講，「念佛不改心，猶如
說空話。」他說念佛，口念佛但是心不改，這個心還是貪瞋痴慢，
煩惱一直起現行，沒有改變，這個心沒有改，念佛功德都被我們的
煩惱障礙住了。所以說念佛不改心，猶如說空話，好像說空話一樣
。
　　念佛沒有功夫，沒有感應，這是我自己深深有體會的，所以這
個提出來跟大家共同勉勵，大家分享。所以安排這個跟大家一起來
學習，我也是依眾靠眾，也是很被動的。在我們這個時期共修，它
的作用就是依眾靠眾；如果沒有安排這個時間，你說大家會去聽這
個課嗎？現在雖然你到處都可以聽，但是你會不會去聽很難講。我
在家裡聽就好，在家裡你會去聽嗎？你願意去聽當然是沒問題的。



如果什麼事情來了，忘記了，這個也很容易忘記的。或者這個心轉
到其他事情上去，也不會特別安排時間來聽這個課。我們不聽這個
課，不聽聖賢經典的這些言教，我們接觸的，現在社會上的形形色
色的，在網路上形形色色的，可能負面的多於正面的，我們很難接
觸到很正面的，絕大多數都是負面的。包括你去聽什麼法師、什麼
人講的，你聽的那是不是真的佛法，都大有問題，這個我們不能不
知道。所以我們能夠遇到淨老和尚，在他的會下來學習佛法、來念
佛，學習傳統文化，這都是大家過去生無量劫以來，生生世世累積
的善根福德因緣，大家才能碰到。碰到了我們一定要珍惜，把握這
一生，大家共同努力來學習，能夠提升自己，自己能提升，也才能
幫助別人提升。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希望大家共同勉勵。沒有來聽的這些
同修，盡量勸他們來，這個機會難得，這個機會錯過也就沒有了。
好，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祝大家福慧增長，法喜充滿。阿彌陀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