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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彌陀佛！今天是我們每一個月華藏
淨宗學會道德講堂，我們各位同修大家一起聽課，學習《群書治要
》。這個課程過去我們都疏忽，大家都很認真努力在工作，在我們
各組，大家可以說都是投入在各組工作上面，各組的事情也都很多
。實在講，這個工作，你二十四小時都不停，還是做不完。但是我
們工作當中就是在學習，我們的學習就是工作，我們所學的用在我
們待人處世，在工作、生活方方面面的，從我們個人到家庭、到社
會、到國家、到整個世界。這是我們淨老和尚常開示，我們學習中
華傳統文化倫理道德因果教育，學了之後要學以致用，學了要去用
；如果學了你沒有去用，學了等於落空。所以不管學任何方面的學
問，總是要學以致用，要把它用在我們生活上待人處事接物、工作
各方面，這樣我們的學習才有真實的受用。
　　《群書治要》是唐太宗請他的大臣魏徵召集一些當時的學者，
把這個經史子集的精華節錄出來，編成一部《群書治要》。這個「
治」是講政治，「要」是重要的、主要的。政治，國父講是管理眾
人之事，我們現代人講管理。談到政治，不一定說你到政府去當官
，一個小商店二、三個人，你管二、三個人也是政治。但是我們如
果管理得不對，二、三個人都管不好。談到這個管理，在我們佛經
，以及中國古聖先賢的經典教導，首先要管理好自己。自己都沒管
理好，怎麼去管別人？現在我們大多數人犯的毛病，不管學什麼，
先管別人，先去看別人的錯，先去挑別人的過失，從來沒有回頭反
省、檢討自己的過失，這個跟聖賢、佛菩薩的教導就相反了，我們



現在常常犯這個錯。所以我們要調整過來，要改過來。看到別人有
錯，先反省我有沒有錯？我有沒有犯跟他同樣的過失？我自己哪個
地方還做得不好？這是佛菩薩、聖賢教我們的。我們現在看到別人
有錯，第一個先去指責別人，我們也會拿經典去教訓別人，從來沒
有用經典來教訓自己，這就本末倒置。
　　所以最近我在外面，在車上，如果開長途的（現在這個播經機
很方便）聽《群書治要》。聽到有一句，我覺得很受用，就蔡老師
講的，「各相責，天翻地覆；各自責，天清地寧」。每個人學了之
後，我們自己都先回頭，先要求自己、責備自己，天清地寧，就安
寧了；如果我們學了這個之後，先責備別人，別人也責備我們，互
相責備，各相責就天翻地覆。就罵來罵去，你指出我的錯，我也要
指出你的錯，你那裡不對，我指責你，你也要指責我，互相責就天
翻地覆。這個我聽了，也覺得很受用。特別蔡老師講得非常深入，
我對蔡老師很敬佩，這個年輕人，他小我二十二歲，他對傳統文化
這麼深入的認知，能夠這麼精闢的分析。實在講我覺得他是再來人
，不是一般人。一般現在像活到我這樣的年紀，糊裡糊塗的還是很
多人，我自己就糊裡糊塗的。所以現在聽了這個《群書治要》，我
覺得很受用。我自己覺得受用，我就主動會跟大家分享。跟大家分
享，第一個當然我們內部的要先去分享，我們內部的職工、義工大
家都不學，我到外面去要求人，我自己心裡也覺得怪怪的。這麼好
，你們自己為什麼不先學，都叫我們外面的同修來學，是不是這樣
？所以要先從自己做起，我們內部自己要先做起。
　　所以學了一句，我們能夠把它落實在生活上，就很有受用。最
近我就派上用場了，本來我想拿經典去教訓人，我可以講得冠冕堂
皇，引經據典。後來就想到這句，不行，「各相責，天翻地覆」，
我用經典去教訓人，他也可以用經典來教訓我，互相教訓，互相指



責，那不就天翻地覆了嗎？所以後來我這個念頭一轉，替對方想，
在大陸叫做換位思考，我們台灣叫替對方想，不要先想到我這邊，
先想到他那邊，先替他想。所以我這個念頭轉變了，這個事情也就
沒有互相責、天翻地覆了。所以這個事情，我們從這裡學習，先要
求自己，別人有什麼錯，我們不要跟他犯同樣的錯誤，「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當然在同事之間、在同參道友之間，大家也有互相
勸勉的義務，勸勉也是好言相勸，不是說去指責。
　　我們都是依照經典來學習，希望大家都能學好的方面、對的方
面。如果不能接受，有的人他煩惱習氣很重，他就是改不過來，而
且甚至會給道場找麻煩的，這個過去都曾經有這樣的事情。我們淨
老和尚有一個方法，我覺得也很值得我們參考。過去在台北景美華
藏圖書館，出家眾也不少，那時候剃度，我記得剃了八十幾位，在
這個當中當然都是凡人、都是凡夫，難免各人有各人的煩惱習氣。
其中有一個出家眾，後來館長往生，我們老和尚在澳洲建立道場，
他也去了，去就是不跟常住配合，就是擾亂道場。澳洲的師兄弟就
向我們師父報告，師父也沒有對他怎麼處理，他就燒香給韓館長講
。他就燒香，他說館長，當時景美這些出家眾都是你收的，你同意
。那是掛我們師父的名義，其實館長同意你才能在圖書館出家，她
不同意，館長管的道場你不能在那裡出家的。他現在在擾亂道場，
妳要去處理。我們淨老和尚就用這個方式，去燒香給館長講，請她
處理。不然也沒有人敢趕他走，要趕他走，那可能要打架。後來說
也奇怪，經過一個星期，那個出家眾自己說要離開，都沒有人去趕
他，自己說要離開了。所以我們淨老和尚這些年，他採用這個方式
也很多。
　　最近有一些人去毀謗他，他弘揚《無量壽經》會集本，遭受的
攻擊，人家報紙上登的，在台灣、在大陸、在海外，那個攻擊的力



量排山倒海。甚至有人寫信寄過來了，我記得有一次老和尚收到一
封這樣的信，批評、攻擊、毀謗的信。老和尚看看，他也沒有生氣
，他就把那個信放在韋馱伽藍護法前面，請護法神處理。這個方式
，的確也是我們佛弟子可以學，請護法善神來處理。所以遇到這些
問題，我們也不要去指責、責備人，就請護法神處理。當然人事上
，我們可以勸的，我們盡量勸。我們勸，大部分都是用在上課、課
堂，不是針對某一個人來講的。像我們老和尚勸大家，大多數也都
是在講經，講台上。講台上是針對大家的，也不是針對某一個人，
否則某一個人聽了，他覺得可能你對我有成見，怎麼只有對我講這
樣，你對其他人都沒有這麼講，那他又不服了。所以我們勸，根據
我們淨老和尚，他大多數在講席上去勸。私下勸導的，那看人，看
情況，看這個學生他接不接受，他如果接受，不但有勸，有時候還
有罵的。打的，他是沒有。
　　聽我們淨老和尚過去常講，他說在台中蓮社求學，學生也不少
，老師好像對學生很不公平，對有一些學生不但有罵，還有打的。
但是打，他不是拿棍子打，他是拿扇子打，那實在講也不會受傷的
。對有一些學生，他說他對他就特別好，從來也不說他一句怎麼樣
的。我們老和尚剛去，心裡覺得很納悶，那些學生不聽話，怎麼老
師對他那麼好，不給他責備一、二句，而且對他還特別好，總是對
他們笑瞇瞇的；對我們一些學生，好像有打也有罵的，犯了一點錯
誤就罵了。後來被老師看出來了，老師把他叫到房間去。他說，我
知道你心裡在想什麼，你覺得我對學生不公平，對不對？是！老師
，都是一樣在你的課堂上課，為什麼對有一些學生，你特別的有打
也有罵；對有幾位學生，你怎麼對他們那麼好，從來都沒有講過他
們一句過失？所以老師就跟他講，他們不願意學，講了他也不聽，
可能講了要跟他結冤仇，他懷恨在心，那又何必？不但對他沒幫助



，還跟他結冤仇，那何必？不如對他客客氣氣的，大家好來好去。
但是真的要學的，真的能聽話、真的能接受，那真的就講真話，有
打有罵，為了要成就他。所以老師說了，才知道這個不是老師不公
平，是因為學生有的人他能接受，有的他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你
講不聽，那你再去指責他，真的就跟他結冤仇，那不是更增加他的
罪業嗎？這樣也不慈悲。所以這些我們要明理。
　　自古以來，學生當中、一個團體當中，有好的、有不好的。就
連釋迦牟尼佛的僧團，也有六群比丘一天到晚在搗亂的，一天到晚
給佛這個僧團找麻煩的。那佛怎麼辦？把他抓起來痛打一頓？不是
這樣的。佛給我們講，遇到惡比丘，大家不要理他就好了，默擯，
大家不理會他。他要佔這個地方，那就讓給他，我們走，我們再去
另外的地方，佛是用這樣的處理方式，默擯。這些都是我們學習的
地方。所以這個方面，我們大家先管好自己比較重要，管好自己，
我們自自然然也才能影響別人。所以《太上感應篇》講，「正己化
人」。我們自己都還沒有改正，怎麼能感化別人？也感化不了，必
定正己才能化人。化人，眾生的根器也是不同的，不是說你修得很
好，甚至你修成佛了，眾生見到你，他就會聽你的，那也不是這樣
，要看哪一類的眾生，這有分類的。《地藏菩薩本願經》佛講，「
或有利根，聞即信受」，那個根性利的，他聽聞，他馬上就接受了
，依教奉行，這個利根的。「或有善果，勤勸成就」，或者他有善
果、他有善根，勤勸就是你不斷的勸，他也會接受，也會依教奉行
。多勸幾次，他就明白了，他就會改過了，就會依教奉行，所以或
有善果，勤勸成就。「或有暗鈍，久化方歸」，有的人他根器，善
根是有，但是少，暗鈍；那個久，可能要三年五年、八年十年、二
十年三十年，甚至四五十年、五六十年，他才會回頭，久化方歸。
「或有業重，不生敬仰」，到死他都不接受，業障很重的。所以佛



給我們講，這有四大類。
　　你看佛成佛了，他度眾生還是有四大類，這是在眾生各人的根
器方面。佛這方面他是圓滿了，他沒有分別、沒有執著，沒有說對
哪一類眾生好一點、對哪一類差一點，沒有，平等。像佛光普照，
他都普遍去照，他沒有說，你善根深一點，多照一點；這個業障太
重的，不照，不是這樣的，都照。好像太陽光出來它普照，但是有
人接收到，有人接收不到，你這邊有一個東西把它擋住了，拿個雨
傘去擋一擋，那不是佛光不照，也是照你，你自己拿個東西去把它
擋起來，自己的障礙。所以這個我們要明白，佛一律是平等的，但
是眾生根器千差萬別。佛都是這樣，何況我們？大家想一想，我們
一個團體有那麼好嗎？每一個人都很乖、很聽話？沒有。你做得再
怎麼好，但是總是還有一些業障比較重的。
　　所以有一年，大概二、三年前，我到蘇州固鍀吳董那裡，吳董
實在是做得非常好，我們淨老和尚對他也非常讚歎，也得到員工非
常的敬佩。吳董他那個固鍀公司都是貼《太上感應篇》那些一句一
句的，我進去一看，貼的都是《太上感應篇》。後來那次去，吳董
就請我講一堂課，一個半小時，講什麼課？他說，悟道法師，來給
我們員工講講因果，特別講這個殺生的。他說還是有一些員工會去
釣魚，殺生。這個我可以理解，他能夠來這邊工作，能夠來學傳統
文化都不容易了，但是一般社會上殺生那個習氣真的也不好改。我
自己也是過去殺生習氣很重的，這個我可以理解。所以也不是說我
們做好了，下面的人全部都跟我們一樣，那佛都做不到。佛當然希
望，我成佛了，一切眾生都跟我一樣成佛，但實際上，還是眾生各
個不同，得度的時間有早有晚，各人的業障、煩惱、習氣，輕重厚
薄不同，根器千差萬別。
　　所以佛度眾生，普賢菩薩十大願王講，不疲不厭，他是永遠沒



有休息的，也沒有疲勞、厭煩的時候，佛總是很有耐心的來度眾生
，長期的度眾生。不是一下子要把他度光了，沒那麼好度，如果那
麼好度，現在地藏菩薩早就成佛了。《地藏菩薩本願經》講，閻浮
提眾生，剛強難化。剛強難化，以前我讀到這個經，看到旁邊的人
，所有的人統統剛強難化，就是沒有看到我自己剛強難化，後來回
頭想一想，我自己也是剛強難化。所以我們學什麼，首先都是先從
自己做起，不要先去要求別人，這樣別人也才能接受。如果我們自
己不做，先去要求別人，他肯定不服。除非他是再來人，你不做，
你勸他是對的，他會去做，那這個人不簡單。一般人他根器沒那麼
利，他都是看你有沒有在做，你做得怎麼樣？做得比我好，那沒話
講；做得比我不好，要我聽你的，他不服。縱然你引經據典，他也
不服。你要求我，那你自己有做到嗎？他會這樣反過來質問你。這
是我們學習佛菩薩、聖賢都是這樣教我們的。
　　所以佛法叫內學，向心內求。遇到外面任何問題，先回頭找自
己，先不要去外面，外面是心外求法，問題永遠解決不了。外面人
要怎麼樣，那是各人他的善根福德因緣，那個要隨緣，他得度的時
間還沒到，勉強不來。佛給我們講這四大類，他得度的時間還沒到
。像《無量壽經》佛也是這樣給我們講，或者有人聞佛名號，「於
佛經語」，經典講的他不相信，狐疑不信，「皆從惡道中來，宿殃
未盡，未當度脫，故心狐疑，不信向耳」。從惡道中來，那個惡習
氣還很重，聽到佛在經上講的這些教導，不相信，不能接受。這句
讀了，我們看別人看得很清楚，這個也是惡道中來，那個也是惡道
中來，以前我都是這麼看的；現在回頭一看，原來自己也是惡道中
來，自己也不信。現在最重要，我們是不是還要再墮惡道？先從自
己做起，先要求自己，先管好自己，這樣我們才能夠去幫助別人。
都不能幫助自己，怎麼去幫助別人？那肯定是愈幫愈忙。所以我們



學習《群書治要》，也是先管理好自己，我們自己該做的，先把它
做好。別人對我們一些建議，正面的或者負面的，也都感恩他們給
我們提醒。
　　像這次台東淨宗學會辦的三時繫念，例行性的護國息災祈福報
恩法會，也有同修很關心，也非常感謝，希望取消這次的法會。這
個對我來講，都可以。這個取消，實在講我們去年，淨老和尚十一
月香港那個大型法會，一萬多人，要開始前三天，我們老和尚一個
指示取消，我們二話沒有就取消了。而且去年十一月那個法會，很
多人機票訂了，香港的賓館又非常貴，訂金付了，不能退（你自己
取消的，那不能退）。那麼多人，說取消就取消了。我們台東那才
一百五十個人，取消對我來講有什麼問題？但是香港，它是香港佛
陀教育協會，老和尚說要取消，王會長他就發一個公告，他要取消
。他主辦單位，我總是尊重主辦單位，你主辦單位公布說要取消，
我們是接受邀請的，當然要取消。這次台東淨宗學會它是主辦單位
，不是我主辦的，所以我說如果他們會長說要取消，我當然也就不
去了，因為主辦單位要取消，我當然也尊重主辦單位。那不是我主
辦的，總不能喧賓奪主。反過來講，我也要尊重主辦單位，他如果
覺得可以，要辦，我們之前也答應他，也尊重。但是前提，我總是
跟他們溝通，就是要配合政府的法令規定。民政局也有來關心。我
說看政府怎麼規定，政府規定人數不能太多，不能超過三百個，他
那邊最多只有一百多個，沒有超過；窗戶也打開，也不是密閉式；
要進場，都要量體溫；有咳嗽的，要戴口罩；甚至有咳嗽發燒了，
盡量勸他不要參加，避免大家的擔心、顧慮。如果政府規定，像現
在有很多國家、地區都封城，你什麼聚會都不行，當然我們也要配
合政府，就不能聚會。但是台灣目前還沒有達到那樣的一個層級，
還沒有達到。像台北市政府規定是三百人以下，配合政府防疫的措



施。所以這些我們都必須要跟政府配合的，政府它的規定我們一定
遵守，我們總不能不遵守。佛弟子不能帶頭不守法，那這個就不對
了。所以我們做的，還是有依照政府它這個規定的前提在做。
　　另外我們現在雙溪百七還是繼續在進行，我們也是有配合政府
這些措施。因為我們是護國息災，如果政府還沒有規定我們要全部
停下來，我們自己就把它停下來，人家也會質疑，你們不是說念佛
可以消災嗎？怎麼現在都沒信心了。是不是人家又會這麼質疑？大
家想是不是這樣？當然是這樣，不是一天到晚說會消災嗎？所以這
個我們兩方面都有衡量的。如果政府規定，像封城的，規定你二、
三個人相聚都不行，那當然我們一定要配合政府的。現在台灣還沒
有達到那個層級，所以我們還是在政府法令規定，防疫措施這個範
圍之下來進行法會。這個也請大家務必要能夠理解這一點，並不是
說我們不配合政府，是配合政府防疫措施的層級。像現在政府規定
哪些國家是第三級的，你不要出國去那個地方，你硬要去，那個就
不對了。像現在我們原來海外很多法會也都取消了，我們就是不去
了。外國的政府也不允許，我們台灣政府也不允許，我們一定要遵
守，這段時間疫情還沒有結束，我們就不出去，這個務必請大家能
夠理解。也非感謝大家的關心與愛護，大家總是出於一片的愛護之
心，非常感恩大家的發心。
　　好，今天我們跟大家講話就講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長，平安
吉祥。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