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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同修，我們今天道德講堂，課上到這裡告一個段落。請放
掌。我們今天這三堂課，上午一堂，下午第一堂，都是屬於「貴德
」，講的度量。
　　度量大小，也是隨著我們學問的深淺有所不同。學問愈深，當
然度量就愈大；學問還比較淺，度量就沒那麼大，甚至都很沒有度
量，很不能包容別人，這跟學問有關係。在佛法講，就是斷煩惱斷
了多少？度量最大的是佛，佛的心量是「心包太虛，量周沙界」。
真正要拓開心量，最起碼要像《金剛經》講的破四相，無我相、無
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這是最起碼。如果再提升，就是《金
剛經》後半部，無我見、無人見、無眾生見、無壽者見，這個心量
就大。一直到成佛，那就圓滿的大心量，「心包太虛，量周沙界」
，這是我們拓開心量、度量的一個目標。我們現在在凡夫階段，學
習傳統文化就是先從明理下手，明理就是我們明白這些道理，慢慢
調整我們自己的心態，多從別人的立場，為他設想，這樣我們就比
較能夠去包容別人，從這個地方下手開始。如果要談到究竟，當然
是佛法，佛法才圓滿。但是我們現在做不到，先從世間聖賢的教導
這個地方來做起。這是講到心量，我們總是不斷拓開我們的心量，
我們佛門裡面常常說迴向，迴向其實就是拓開心量，自己修的功德
迴向給眾生。迴向，其實就是我們現在話講分享，我有功德跟大家
分享，迴向給大家，這是拓開心量的一個做法。所以起心動念，如
果常常會為別人想，慢慢的我們的心量也就會拓開了，這一點也是



我們要在生活當中去體驗。
　　在三十年前，我在台北景美華藏佛教圖書館，那時候剛出家頭
幾年，韓館長叫我做當家，我們老和尚他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錢
。後來出家眾多了，做當家，韓館長就跟我講一句話，她說「當家
三年，豬狗都嫌」。說你做當家做三年，豬跟狗看到你都討厭你，
這個叫「當家三年，豬狗都嫌」。為什麼？你要去管人，「不怕官
，只怕管」。那個時候我們又沒有學傳統文化，當然你就討人厭，
這是很正常的。所以有一次我看到我們裡面的一個住眾（出家眾）
，他臉色很不好看，一大早看到他那個樣子，我心裡就很不舒服，
到底欠你幾百萬？一大早起來，就看你擺一個臉色給我看。後來有
一天我感冒了，那天早上我們師父上人就把我叫過去說，人家是欠
你多少錢？你怎麼一大早起來擺個臉色給人看？我說報告師父，沒
有。那明明看到你的臉色很不好。後來我才想到，感冒了，感冒人
不舒服，表現出來臉色就很難看，因為難過。後來這件事情之後，
也是師父他給我加持，後來我看到我們住眾臉色不好看，我就想到
可能他跟我一樣，感冒，所以臉色不好看。所以從那以後，再看到
人家臉色不好看，我就會想到可能他感冒了，我就不會生氣了。這
就是生活上的一個體驗，我們從這個地方常常去替別人設想，他可
能是什麼事情；先替別人去設想，我們就不會看到那個，馬上我們
心裡就不舒服、就不高興，心量也從這裡，多體諒別人、多替別人
想，這樣來拓開。當然這個還是世間法，以我們佛法的標準，那太
高，我們做不到，要像菩薩那樣「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人家害
我們、要殺害我們，都一樣對他慈悲，那個要明心見性才做得到；
你沒有明心見性，那做不到。起碼要《金剛經》講的破四相，才做
得到，他沒有人我了，眾生跟自己是一體，還有什麼不能包容？了
解事實真相，這種分別執著沒有了，這是最高的。



　　第三堂課是講到謙讓、謙虛，這個非常重要。蓋天的功勞，古
人講，你再大的功勞擋不住一個「驕」字。一個「驕」，你就敗了
，一驕傲你就敗了。所以過去我們淨老和尚給我講，過去在大陸，
國民黨抗戰勝利，後來跟共產黨國共內戰，為什麼戰敗？驕。抗戰
勝利了，對這些共產黨的游擊隊就沒看在眼裡，所以有句話講「驕
兵必敗」，只要驕他就敗了，他輕視別人，瞧不起別人，覺得自己
比他強太多了，那些人不夠看，驕兵必敗。所以任何事情，再大的
功勞，一驕傲起來就完了，你再有才能，擋不住一個驕字。古人講
的話我們要常常記在心裡，所以常常覺得自己沒什麼，自己要謙讓
、謙卑、謙虛。
　　講到傲慢，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不可能沒有。到什麼時候才沒
有？證阿羅漢果。我們想一想，我們現在證得幾果了？連個初果也
沒有，何況四果羅漢？四果羅漢還是小乘的聖人，距離菩薩、距離
佛還很遙遠。阿羅漢，傲慢的煩惱沒有了，但是還有傲慢的習氣。
我們在經典上看到，佛有一個弟子他的傲慢習氣特別強，他證阿羅
漢了，他沒有這個煩惱，但是那個習氣還在。有一天經過一條河，
那個河神是一個女眾，他就叫她「婢女」，婢女就是妳是我的傭人
。這個河神就跑到釋迦牟尼佛那邊告狀，說你的弟子對我很無禮，
很傲慢，叫我婢女，是他的傭人。佛就跟她講，他只有習氣，他沒
有傲慢的煩惱，他已經證阿羅漢果了。大家想一想，他證阿羅漢果
，這個傲慢的習氣都還有，要提升到辟支佛，習氣才沒有，習氣不
容易除掉，要時間。我們想一想，我們看到這個傲慢、那個傲慢，
我自己傲不傲慢？自己也很傲慢。所以我們要先知道自己現在是凡
夫，這個煩惱一定有，只是說每個人輕重不同，修養比較好的人他
就比較輕，修養比較差的就比較嚴重，輕重大小不同。還沒有證阿
羅漢之前，都有，一定有。所以我們千萬不要認為我都沒有傲慢，



都是他們傲慢，其實自己也很傲慢，自己要承認，現在自己是凡夫
，怎麼會沒有？還沒有證阿羅漢果之前，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意思，
這是佛在《四十二章經》講的。你講得再好，修得再怎麼樣，你只
要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這個煩惱一定有，還沒有證阿
羅漢，一定有，只是輕重不同。有的人他很輕，有的人就比較嚴重
一點，有的人是很嚴重，是這樣輕重不同。以佛法的標準來講，貪
瞋痴慢疑惡見要斷，斷難度高。因此世間的聖人孔子，他沒有要求
斷，他的標準就沒有出世間佛菩薩的要求這麼高。孔老夫子講，「
傲不可長」，說傲慢大家都有，不要讓它一直增長，要讓它降低，
要讓它減輕，我們先慢慢的讓它降溫，不要一直增長，這樣我們功
夫就有進步。降伏傲慢，就是學謙虛、謙讓。
　　謙虛，不增長傲慢，現在出家人比在家人不好修，為什麼？因
為人家居士看到出家人，是三寶之一，要頂禮，要恭敬。出家人，
我們不要說斷煩惱，我們煩惱有沒有控制住？連伏都伏不住，那你
說接受人家的恭敬供養，有可能不生傲慢嗎？很自然的。如果稍稍
有一點對他沒那麼恭敬，就不高興，就生氣，貪瞋痴就起來了。所
以現在末法時期，出家人比在家人不好修。佛門有一句話講，「地
獄門前僧道多」。我今天帶了一幅江老師的《地藏經》的圖畫，我
們淨老和尚過去常講「地獄門前僧道多」，這句話也是真話，我們
也要去面對、去承認。第三堂課講謙虛，我們先從「傲不可長」這
裡學起。改過，也是我們當前的功課，改過就是懺悔，改過之前要
知過，知道自己有過才有可能去改。如果不知道自己有過，也不可
能去改，總認為自己都是對的，別人都是錯的，那沒得改；是別人
要改，我不需要改，這個就沒辦法改過。所以改過，還是反省自己
，知過，知道自己過在哪裡，發現了，才能去改。發現，也不是說
你一步到位，就能完全改過來，能夠慢慢的改就不錯了。所以我們



做三時繫念，每一時都要念一遍懺悔偈，改過就是修行，行是行為
，我們身口意三業的行為有錯誤了，把它修正過來，叫修行。修正
我們錯誤的思想、言語、行為，這個叫修行，改過就是修行。六祖
在《壇經》裡面講「改過必生智慧」，改過就一定生智慧。
　　今天非常感恩大家一起來學習，大家來聽這個課，不管怎麼樣
，大家都功德無量，也必定得到利益。我現在大部分講出家人，大
家聽了不要難過，我現在講的，出家人你修得一定要比在家人好，
不然人家怎麼叫你師父？師父，就要給人家做師範，做榜樣。所以
以前我們在華藏圖書館，老和尚都罵出家人，都不罵在家人。過去
在圖書館老和尚給我們講，看得起你才罵你，如果這個學生沒辦法
教了，他連講都不講。所以他常常用以前在台中求學，雪廬老人跟
他講的話，他看到老師有時候對某一些學生有打有罵的，對另外一
些學生都很客氣，笑咪咪，客客氣氣的，他覺得很奇怪，老師怎麼
對這個學生這樣、對那個學生那樣？後來李老師知道他心裡的疑問
，就找他去，給他講，他說那個能接受的，我如果不講他，就對不
起他了；那個不能接受的，就不能講，講了你就跟他結冤仇，不但
對他沒幫助，還增長他的罪業，那就不慈悲了。所以老師罵，慈悲
；不罵，也是慈悲。各人的善根福德因緣不一樣，有的人他聽得進
去，有的人聽不進去，聽不進去，要等到他的善根福德增長，因緣
到了，那個時候他就能接受了。所以我們大家能夠來這裡上一天課
也都不容易，也都有這個心，如果沒有這個心就不會來了。凡是來
，總是這個善根非常深厚，能夠從早上聽到現在，也是很圓滿的。
　　好，那我們就下次再一起來學習。祝大家福慧增長，法喜充滿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