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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法師、諸位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彌陀佛！這個課前講話
，繼續來學習昨天我們學習的，雪廬老人「論語班的宗旨」，請大
家翻開第二面，從「必求成就」，這裡看起。
　　「必求成就。我們不論學什麼，必求成就，必須徹底，例如學
做麵包，必須學會，學《論語》能幫助你們成就。首先是幫助成就
做人，人格立住後，學佛就無有問題了。說不說在我，聽不聽在你
們，你們聽不懂，吾也無法子。」雪廬老人這段話非常重要。現在
華藏，我們也勸大家一起來學習，雪廬老人的《論語講記》，也希
望大家要重視《論語》。雪廬老人在這段跟我們講，必求成就，就
我們學習一樣東西，必定要求有成就；不能學了一半，半途而廢。
所以我們不論學什麼必求成就，必須徹底。這裡舉出一個例子，例
如學做麵包必須學會，學一樣事情也必須要學得徹底，徹底學會了
，他在這一方面就有成就；如果學了，沒有真正學會，不算成就。
　　學《論語》能幫助我們成就，首先是先幫助我們做人。我們沒
有學《論語》就不懂得怎麼做人，不會做人，不懂怎麼做人，不會
做人，在佛法裡面講，人天的基礎就沒有了。我們人道的基礎沒有
，那是哪一道？就是三惡道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我們不能等閒視
之。所以學了《論語》才知道怎麼做人，才知道做人的標準在哪裡
。我們很多學佛的人，說我都受了五戒，甚至八關齋戒，那個戒是
不是真的？給大家講真話，都不是真的。依照《佛說觀無量壽佛經
》淨業三福，這個層次來看，戒是在第二福，三皈依就在第二福，
第二福是建立在第一福的基礎上，沒有第一福「孝養父母，奉事師



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這個人天福的基礎，我們連受三皈依
的資格都沒有。沒有三皈依，那你受什麼戒？所有的戒律、威儀，
都建立在三皈依這個基礎上，三皈依建立在第一福的基礎上。
　　我們現在一下子學大乘佛法，我們想想，沒有讀幼稚園、小學
，一下就讀大學能不能讀得畢業？所以我們現在是讀了大學，但是
要補習幼稚園、小學的功課。好像現在讀大學，但是小學生的條件
都還不具足，這個我們一定要明瞭，知道《論語》的重要性。我們
人格站住以後，懂得怎麼做人，會做人，這個人格才站得住。我們
現在說學佛，大法師了，但是不孝父母、不敬師長，那你說他連個
人格都沒有，他作什麼佛？所以人格立住之後，學佛就沒有問題了
。現在我們真的不懂得什麼叫三皈五戒，那個戒條會念，但是內容
不懂，所以沒有去讀小乘經典《阿含經》，那個要讀很多你才懂。
《論語》它濃縮起來、集合起來，用儒家來代替人天小乘的基礎。
　　雪廬老人講，說不說在我，這他講的，九十二歲講的，他說講
不講是在我，聽不聽在你們。這個話我們也要深深體會，的確是這
樣，他慈悲發心來講《論語》，年紀那麼大來講，為了幫助大家做
人、成佛。講是他的事情，要不要講是他的事情，但是他講了之後
，聽不聽是大家的事情。像我們辦這個課，我們辦了，辦不辦是我
的事情，來不來那是大家的事情，有的人願意來，有的人就是不來
，那是他的事情。聽不聽在你們，你們聽不懂，吾也無法子，聽不
懂也沒辦法。為什麼聽不懂？為什麼有人聽得懂？關鍵都在心態。
你有恭敬心你馬上聽懂，沒有恭敬心不在乎，當然聽不懂，心態的
問題。
　　我們再看下面，必求成就它的目的，「離苦得樂—現在：不起
現行、不受現報，將來：解脫。首先說成就什麼？我們是人，有苦
有樂，學佛就在破迷啟悟，終日受苦，什麼人得樂？」首先跟我們



說成就什麼？我們是人，有苦有樂，我們只有苦沒有快樂，這點我
們必須要認識清楚。如果認為說我們在三界六道有快樂，這是還沒
有覺悟。在我們六道輪迴裡面有些快樂，那個也不是真正的快樂，
那個樂叫壞苦，還是苦不是真的樂，到極樂世界才有真樂。所以我
們在六道裡面整天都在受苦，什麼人得到快樂？說他很快樂的人，
那也不是真的，還是沒有覺悟到。什麼是樂、什麼是苦，人在苦中
不知苦，以為吃喝玩樂就是快樂。
　　「學的當時便得結果，隨時結果，例如吾喝茶，就有眼前的結
果。」我們學習的時候，在學的當下這個時候，我們當下就有個結
果，就是在現在隨時結果。舉出一個例子，比如說喝茶，我們現在
喝一口茶，現在馬上就有結果，就能潤喉。「心一起念頭，便是因
，或動或說，就是口業身業。沒有做，伏住也有果，這是內法塵，
一個種子就有一個生死。」這段就是講心，一起念頭就是因，我們
起心動念，起個念頭這個因。接下來「或動或說」，動就是我們身
體的動作，說就是我們口中言語、講話，起個心、動個念，要做什
麼事、要說什麼話，口業、身業，身口意三業就起現行了，現行就
是現在的身口意三業的行為。沒有做，伏住也有果，就是說我們起
個心、動個念，比如說我們起個心要去罵人，但是沒罵出來，心裡
想要罵他沒罵出來，伏住，沒有在身口上去表現，這個也有果報。
起心動念，身口沒有造作，也有果報。這是內法塵，一個種子就有
一個生死，你起一個念頭就是一個生、一個死。我們這個因是生死
，果報就是生死。有個念起來了，是生；等一下沒有了，滅，那就
是生死，生滅。
　　這一段是講，我們現在學習你馬上就會有受用。所以大家來聽
《群書治要》，聽懂一句、二句，你聽，現在馬上就有受用。所以
勸大家盡量來學習，來聽課，身邊的工作能放下的盡可能放下，真



的放不開的那沒辦法，能放開的盡量放下，這個非常重要。我是建
議大家要這麼做，如果你不願意接受，就像雪廬老人講，說不說在
我，聽不聽在你，也只能這樣。有的人他特別安排一下，上課的時
間他在安排了很多事情，說我很忙不能來，這個我也沒辦法。是不
是這樣？如果我不來，我也有很多行程可以安排的，是不是這樣講
？我講這個話，沒有來的人，請轉達一下，讓他們知道。這是我們
大家共同學習的一個機會，不要錯過。
　　「數年前曾發功過格給大家，為什麼必須記錄功過？因為功過
格就是八識田中的生死種子，自己的一本帳，但是現今記功過格的
人很少了。」記功過格，大家都知道《了凡四訓》，功過格在我們
中國自古以來，特別是明清這個時代，記功過格的讀書人非常多，
不但是學佛的，學儒的、學道的都記。你看，蓮池大師他也把道家
的《太微仙君功過格》，他叫「善過格」。蓮池大師根據它這個條
目，把它用成佛法的功過格叫做《蓮池大師自知錄》，我們淨宗八
祖《蓮池大師自知錄》，那就是蓮池大師，我們淨宗祖師他編的功
過格。記功過格也真的是給自己記帳，我們善、惡、無記，都落在
八識田中阿賴耶識，像倉庫一樣存檔，檔案都存在阿賴耶識，善、
惡、無記都在這個裡面。所以我們做任何一件事情，起一個什麼樣
的念頭，說一句什麼話，都落在我們的第八識（阿賴耶識），這個
種子它就落下去，種子遇到緣就起現行，就有因果。
　　我們再翻到第三面，「《易經》講一陰一陽，代表若干善不善
的許多變化，隨時變，誠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一變一
化，就有千變萬化，永遠變化而不能出離。」這是講《易經》，要
學《易經》不容易，雪廬老人在《論語講記》講，說我專心學《易
經》，學四十年才略窺門道，大概可以看出一個門徑。所以現代人
正確的學習四十年，現在很多人學錯了，那個學四百年也不得其門



而入。《易經》講一陰一陽，代表善不善許多變化，善跟惡，善當
中有惡，惡當中有善，很多變化。而且隨時變，隨時在變，因為我
們時時刻刻在起心動念。誠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一變
一化，就有千變萬化。我們總是脫不出這個範圍，永遠在那裡變化
，那就六道輪迴上上下下，那不斷在變化，不能出離。「懂就可以
轉變化」，我們懂這個道理，真懂了，這個變化我們可以去轉。就
像了凡先生遇到雲谷禪師給他開示，改造命運的理論、方法，他懂
了他自己能改造命運，這就是他可以轉這個變化。
　　「觀心就是記帳，最好無帳可記。」觀察我們的心，起心動念
善、還是惡，自己給自己記錄，記帳。善惡這個帳總是脫不了六道
，所以，最好無帳可記。像六祖大師講的，「不思善、不思惡，正
與麼時，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那就超越，那就沒帳可記了，「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本來是空的。但是現在我們空不了，
所以要從這裡來學習。「多生的罪業，今日所受的大大小小事情，
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多生我們造的殺盜淫妄這些罪業，今天我
們所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們喝一口水，吃一粒米，任何一樁事
情再小都有因果，莫非前定，莫非是前世造的因，這一世受的果。
「現在的結果，求不起現行。俗話說：不怨天，不尤人，曰：禍福
無門，唯人自召。」現在的結果，我們求不起現行，不起現行在佛
法講，就是我們不起貪瞋痴慢這些煩惱，把這個煩惱能夠控制住，
把它壓住。在儒家講不怨天、不尤人，《太上感應篇》也講，怨天
尤人，司過之神就要記過。我們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人事物這個都
有因果的，跟自己前生造的因，這一生遭遇到的，統統是果報。前
世今生造的業都是因果，離不開因果，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當然我
們就要想到這是因果，自己造的罪業，遇到逆境不如意，不怨天，
不尤人。《太上感應篇》也講，「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我們要修到不怨天、不尤人，的確也不容易，這個也要學習，
學問要深入。我在華藏道場這麼多年，當然遇到的也很多事情，有
一個女居士，這個大概在十幾年前，可能快二十年。她兒子車禍死
了，她就怪罪觀音菩薩，她很埋怨觀音菩薩怎麼沒有去救她兒子？
這個不但怨天尤人，還怨佛菩薩，連佛菩薩都有罪過了，都有事情
。另外有對老夫妻，他的一個很孝順的兒子，沒有結婚，在美國當
醫生，有一天坐電車死在車上。他們兩個夫妻哭哭啼啼來跟我講，
怎麼觀音菩薩都沒有保佑我兒子？大家想一想這些問題，擺在眼前
的問題，佛菩薩怎麼沒有保佑我們？這點我們也要認識清楚，佛菩
薩對我們的保佑，對我們的加持，對我們的幫助，就是講經說法，
把宇宙人生事實真相給我們說明。說法主要講因果，所謂因果教育
，你現在遭遇的果報，是你自己造的，不是佛菩薩替你造的，是你
自己造的，過去今生造的不善業，招感的惡果。你怪別人沒有用，
怪佛菩薩更沒有用，只是增加自己罪業而已。
　　這些聖賢、佛菩薩他們遭遇到這些逆境，也都是不怨天、不尤
人，知道這個自己過去造的惡因，現在承受的惡果。連釋迦牟尼佛
他也不例外，他降生到這個人間來，他還是要受前世的業因果報。
你看頭痛三天、吃馬麥三個月、腰痛，這都有因果，連釋迦牟尼佛
都不能例外。孔老夫子是我們中國的聖人，他的兒子還比他早死，
還好給他生個孫子，不然他沒後代了。那你怎麼說？這些聖賢也離
不開因果，佛菩薩也離不開因果。佛能幫助我們，就是他把這個事
實真相告訴我們，知道自己造、自己受。自己可以製造，當然自己
也可以改變，你也可以改造命運，從今以後斷惡修善，就沒有惡果
了，你修善得到的都是善果。所以這裡講不怨天、不尤人，是孔子
講的，孔子遭遇到多少的災難、不如意，他也不怨天、不尤人，不
怪人，也不怨天，反躬內省，反省自己。《感應篇》講的「禍福無



門，惟人自召」，第一句話就給我們講清楚了，你自己招感的。
　　我們再看下面，「吾相信鄉間語，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吾連
鄉下人也常學，你們連聖人言語也不理。」這個吾是雪廬老人他自
稱，他也相信一般鄉下人講的話。鄉下人講的話我們聽起來很粗俗
，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是一般鄉下人都會這麼講。在台灣，我小
時候也常常聽到大人講：人的一輩子吃多少，賺多少，注定好的。
就是注定的了，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注定的，你的命運就是這樣
了。雪廬老人他講，鄉下人講的話他也常學，覺得他講得雖然粗俗
，但是有道理，我們也要學習。我們真的連聖人言語也不理，我們
也不理會聖人講的話，不要說鄉下人講的，佛菩薩、聖賢講的我們
也不理會。沒有學佛的人，沒有學儒的人，現在一般人不理會，當
然我們可以理解；學了佛我們有沒有理會佛菩薩講的話？仔細想一
想，我們還是沒有理會佛菩薩講的話。因為不理會，所以不懂，不
是不懂，因為不理會；你理會了，你就懂了。你對佛菩薩講的話沒
有放在心裡，沒有仔細去體會，當然你就不懂。有聽跟沒有聽一樣
，耳邊風，這個耳朵聽進來，那個耳朵出去，這個當然不理，就是
這樣的。
　　「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現今的人都是我師法的人。」
孔子說三人行，這個兩種說法，三人行就是說我一個，其他還有兩
個，你我他三個，這三個人當中，必定這兩個人都有我向他學習的
地方，他的長處、他的優點，這是一個說法。另外一個說法，就是
一個善人、一個惡人、一個自己，善人也是我們學習的，向他效法
。惡人也是我們要學習的，我們要知道避免，他告訴我們，不能學
他這個樣子，學他這個樣子有不好的果報；善人做的善事我們要效
法學習，這樣得善果。所以善惡，一個善人，一個惡人，一個自己
，那個三人。現今的人都是我師法的人，所以現在的人，每個人都



有我們向他學習的地方。
　　「今日費九牛二虎之力，省主席林洋港才要學校的教育添了《
論語》，這是教育上有變動了。」這段話，就是今日費九牛二虎之
力，這句話我們可以去揣摩，要政府在教育部把《論語》放在學校
教育裡面，費了很大的力氣，終於省主席林洋港才要學校的教育添
了《論語》，這是教育上有變動了。添上去，現在也沒有用，現在
好像又沒有了。這是講當時還有省主席，省主席現在已經沒有了。
這是民國七十年的時候，今年是一百零八年，三十八年前。教育上
有變動，「易者，變也，萬法無常，不一定，你們不造新緣，不起
現行，便不受現報，當時就得好處。」這個易，《易經》這個易就
是變，變也。萬法無常，這是佛法講的無常，不一定。為什麼不一
定？人心不斷在變。所以易，那個八卦卦象變來變去，實際上什麼
在變？人心在變。你們不造新緣，不起現行，便不受現報，當時就
得好處。佛法有句話講，「隨緣消舊業，莫更造新殃」，就是過去
造就造了，現在新的不要再造，不要造惡業的現行，我們就不受現
報。《太上感應篇》講的報應都是屬於現報，佛法講的來生來世墮
三惡道，來生來世那是果報，果報到人間來還有餘報。所以《太上
感應篇》講的是現報，你現在學，現在改，現在就得好處。
　　「我們以為環境不好，壞環境並不是天所給予的，不可怨天尤
人。」我們處在不好的環境，我們以為這個環境很不好，壞環境不
是天給我們的，是我們自己招感的，《太上感應篇》講「禍福無門
，惟人自召。」自己招感的，自己招來的，你怨天尤人就沒有道理
，這個道理我們要明瞭。「敬人者人恆敬之，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不往自己身上找，要往什麼地方找？」這句非常重要，你尊敬別
人，別人他就尊敬你，這是因果。你尊敬人，人家尊敬你；那你不
尊敬人，人家當然也不尊敬你，這也是因果。所以禍福無門，惟人



自召，唯有人自己招來的，不往自己身上找這個問題，要往什麼地
方找？所以還是要反省，往自己內心深處去找，不要往外面找，往
外面找永遠沒有答案；你往自己內心去找，答案就出來了。「不知
現在，如何能知將來？」我們現在的事情都不知道，將來事情怎麼
會知道？眼前的事情都不知道，怎麼會知道將來的事情？
　　「現今你能轉，將來你就能往生，不須問人，自己現在就可以
自知。」現今你能轉，現在，就是今天你能夠轉過來，將來你就能
往生西方，這句很重要！對我們念佛人來講特別特別重要。我們不
要以為現在我一天念多少聲佛號，就能往生西方了，這靠不住。不
是念佛的問題，是我們心的問題，我們這個心跟佛的心不相應，沒
有感應。沒有感應我們要警惕自己，這個也是我為什麼現在學習《
論語講記》，以及辦《群書治要》這個班，這非常重要。這也是針
對我自己，我想求往生，但是念佛念了這麼多年，我一直去反省自
己，為什麼一點消息都沒有？過去總是以為我們都念得不錯了。現
在才知道我們真的不懂，沒有跟雪廬老人學《論語》不懂。「不須
問人，自己現在就可以自知。」現在我們就是說要往生，我們要學
《論語》，不然往生沒把握。
　　好，這節時間到了，我們就下課休息。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