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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同修，及網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彌陀佛！請放掌
。時間過得很快，我們一個月一天的《群書治要》學習又到了。最
近因為新冠狀病毒疫情的關係，所以我們這三個月都是用視頻來跟
大家一起學習。今天早上報紙有登，下個月六月七日在台灣地區就
開放了，室內人數就不限制，沒有限制人數，就是還有大概十天左
右。所以我們下個月，就可以恢復到三重淨宗別院大家一起上課。
也歡迎我們網路前的同修，大家一起來學習。我們華藏的同仁、義
工菩薩，大家都可以發心來現場學習。在現場大家彼此交流，跟在
視頻上當然還是有一些不同。因此也希望大家盡量能夠參與，這是
最好；如果不方便，當然就在家裡用視頻來參加學習。
　　我們每一天也都讀誦一次《感應篇》，就是讀一遍《太上感應
篇》。我們讀誦，距離我們在生活當中去行持，總是還有一段距離
。我們希望把這個距離不斷的拉近，不斷的靠近，靠近就是在生活
當中去落實，能夠把《感應篇》的教導時時刻刻提醒我們自己，在
生活當中慢慢的去實行，去把它做到。行前面這個解，當然是在行
之前，信解行證，這個解，必須先要理解這個裡面的意思，理解之
後我們才能在生活當中知道要怎麼做，這是必定的一個次序。所以
先解才能行。解，我們除了讀誦，還可以聽講，或者看註解。自古
以來，《太上感應篇》的註解可以說也非常的豐富，很多。印光祖
師他提倡《彙編》，可以說引用三教經典來註解《太上感應篇》。
另外，還有很多註解也都註得非常好，這個都可以互參。假如我們
有時間，這些都可以互參。



　　我們讀誦，目前還沒有感覺很明顯的效果，因為我們理解還不
夠，讀得也還不夠熟悉。我們有初步明顯的效果，必定讀了《感應
篇》我們的心會提高警覺，就是有警覺心。就不至於像過去平常這
樣還是悠悠忽忽，就是警覺心提不來，還是迷迷糊糊這樣的一個狀
態。我們如果還是在這樣的狀態，我們也要知道，我們還沒有進步
，還沒有達到讀誦的初步效果。初步效果就是對照《感應篇》，在
起心動念、言語造作它能夠有一個警惕的作用；如果我們還沒有，
說明我們這種效果還沒有達到。這個初步效果，過去也跟大家分享
過，就是對《感應篇》主要是要有敬畏之心。敬畏之心不管人多，
或者沒有人（自己一個人），這個心都是一樣的，就是沒有人的時
候有天地鬼神。在儒家《論語》講，「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你
自己在暗室之中，自己一個人也感覺到有十個手指頭在指著我們，
有十個眼睛在看著我們，也就不敢隨便放肆。《感應篇》講就是有
神明，我們自己身體當中有三司神，是我們身體當中的。另外，身
體以外的鬼神的鑑察就更多，俗話講「舉頭三尺有神明」，這個我
們也都聽過，但是雖然聽過，我們的警覺心還是生不起來。這就是
用佛法經典的道理來講，就是業障還很重，所以生不起這種警惕之
心。知道，但是就提不起來，這是我個人的一個經驗。
　　我們學佛的人有佔一個便宜，就是我們業障很重，可以求佛力
加持，這是學佛的人他的一個優勢。一般不學佛的人，他只有靠自
力，自己這種修行，修養的功夫去提升；學佛就是說，你自己有這
個修行的功夫，再加上求佛力加持，這就是事半功倍。特別業障深
重的人，自己也沒有能力來修，業障太重，煩惱習氣太重，實在講
，不容易轉得過來。除非有大善根，他能夠精進勇猛，才能轉得過
來。如果一般，悠悠放任，縱然轉，幅度也不多，轉得不大，還是
很有限。因此求佛力加持。另外就是說依眾靠眾，依眾靠眾這個也



非常重要。特別業障深重，懶惰懈怠習慣的，如果大家沒有找一個
時間來共修，那可能這輩子要靠自己提起來修學，恐怕還是有困難
。自己一個人容易懈怠、容易懶散，特別現在手機、電腦、網路，
節目內容那麼多，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這些誘惑太多了，我們
能保持不受影響、不動心嗎？這個也很難。我們可以講一個比較實
在的話，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我們不接觸；你一旦接觸，
必定會起心動念，必定受影響。
　　現在網路上好的節目不多，不好的佔絕大多數，換句話說，我
們受影響負面多於正面的。所以外有這些誘惑，我們內心又有很嚴
重的煩惱，外有誘惑，內有煩惱，這樣裡外一結合起來，我們怎麼
可能不造惡業？起個心、動個念頭不對，就造惡業了。《感應篇》
後面講得很清楚，「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
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所以起心動念，一個善念，
一個惡念，馬上就有感應。我自己反省自己，常常自己這個念頭不
知不覺跑掉了，自己還沒發現。所以修行，在《太上感應篇》到最
後這一句也是非常重要。修行的一個根本，就是在起心動念這個地
方來修，是從根本修。其次就從身口上來修，這個心，它還是一個
主導的，就是從根本來修。從身口來修，就是從枝葉上修，當然這
個同時都需要修，枝葉、根本同時都需要。因此我們要時時刻刻觀
察自己的起心動念，我這個念頭對不對？是善念，還是惡念，還是
無記念（不善不惡），常常要提起觀照。
　　我們念佛人就是提起一句佛念，就是念佛這個心，念佛的名號
，或者你念佛的相好，或者念西方極樂世界，用這個來代替那些妄
念，代替善念、惡念、無記念。這句佛號，或者是菩薩的名號，就
叫淨念，也可以叫正念，也可以叫淨念。但是在淨土講「淨念相繼
」，淨，清淨。我們現在念佛也念了很久，但是有沒有達到淨念？



實在講沒有。因為我們念佛當中有夾雜這些不清淨的念頭，這個不
清淨的就是淨老和尚常講，都會夾雜自私自利、是非人我、利害得
失這些念頭在裡面，會夾雜這些妄念，這些統統是屬於妄念。妄念
起來，我們要有警覺心，能夠把它換成佛念，就是轉過來了，那不
但是善念，是淨念。如果我們轉過來善念，將來果報在三善道；轉
過淨念，轉成阿彌陀佛或觀音菩薩這個聖號、這個念頭，將來我們
的果報在西方極樂世界，所以它叫淨念。所以我們念佛，主要這個
念頭就是不夾雜所有的妄念，不但惡念沒有，善念也沒有，一句佛
號（一個佛念），念念相繼，所以善、惡、無記，統統轉成念佛。
　　所以念佛，我們不容易體會，我們常常聽經的同修好像知道，
念佛我懂了，心裡要念佛。但是沒有完全懂，只能說懂了一半，知
道心裡有佛叫念佛，不是只有口中念、心裡不念，我們基本上有這
個概念。但是我們心裡是不是有達到經典上講念佛這個標準？實在
講，還是沒有達到。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如果我們達到經典上講這
個念佛的標準，在《觀無量壽佛經》佛跟我們講，至心念一句南無
阿彌陀佛，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我們佛號念了很多，似乎也沒
感覺滅多少罪業，這個方面，就是我們對念佛它真正的意義還不是
很清楚。所以真正念佛，就算是你一念，一念相應就一念佛，念念
相應就念念佛，你一念相應就感應、就相應了。我們念了這麼久，
實在講，恐怕連一念都沒相應過。如果臨命終他一念相應，他念一
念就往生了；如果不相應，念了很多，那還是不能往生，只有跟阿
彌陀佛結結緣。因此我們對於念頭這個念，起心動念這個念，我們
要深入的去認識跟理解。我們如果還理解不到這個淨念，《感應篇
》可以說，我們先從善惡念，先起善念來代替惡念，慢慢我們就會
體會到什麼叫淨念、什麼叫佛念。
　　像最近我們早餐的時候，也都會看蔡老師講的《群書治要》。



他在《群書治要》也講到《壽康寶鑑》裡面講的一個公案。一個讀
書人，他要進京趕考，路上住一個客棧，遇到一個算命的，給他算
他會高中，中進士，將來會做大官。他聽了當然非常歡喜，知道這
次去會考中。古時候讀書人他辛辛苦苦的十年寒窗苦讀，為的就是
得到功名，當然心裡很歡喜。但是他就開始打妄想，他家裡這個太
太不怎麼漂亮，將來當了大官，他要把他這個老婆換掉。後來去考
，沒考上。回來又碰到這個算命先生，算命先生：明明你命中應該
考上，怎麼現在變成沒考上？過去算命的也都懂這些善惡因果，就
問他，我給你算過命之後，你這段時間你有做什麼不好的事情？或
者你心裡起什麼不善的念頭，損人利己、自私自利這些念頭？他自
己一反省就想到，原來他給他算命後，都還沒有考上就想換老婆，
這個心就很不厚道，很刻薄。結果原來可以考中，現在變成考不中
。所以他回來住的那個旅館，大家知道這個事情，他也沒有面子再
住下去，就趕快走了，一生的功名這樣就沒有了。
　　從這個公案，就是《感應篇》講的，「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
，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這舉
出一個例子，當然你起其他的善念、其他的惡念，這個都有果報的
。就一個起心動念，你看這個果報就這麼嚴重。反過來講，你起一
個善念，當然增長你的福報；起一個惡念，就減掉你的福報。所以
在這個起心動念，這是最難的，也是我們無始劫這種自私自利的心
，自自然然它就起來了，你不要去提起，它就冒出來了；那個善念
，還是不熟悉。
　　所以古人要求自己修行，有很多種方式，一種就是袁了凡先生
這種模式，就雲谷禪師教他記功過格，每天自己跟自己算帳，做了
哪些好事，做了哪些惡事。蓮池大師也有一個功過格，叫自知錄。
但是功過格也好，自知錄也好，這還是關鍵你要能掌握住我們這種



起心動念，你記了才會有效果。以前我在家的時候也記，記到最後
自己心裡一塌糊塗，記到最後不曉得什麼是功、什麼是過，自己也
糊裡糊塗的，後來就記不下去。那業障非常嚴重，自己也搞不清楚
。
　　另外在《太上感應篇彙編》裡面，也有一個公案。一個人他要
開始修這個心，他用兩個瓶子，找兩種豆，一個是白豆，一個黑豆
，兩個瓶子。如果自己起一個惡念，他就拿一顆黑豆丟在一個瓶子
裡面；起一個善念，拿一顆白豆丟在這個瓶子裡面。一開始，一天
下來那瓶黑豆滿滿的，白豆才一、二顆，二、三顆，就發現我一天
起心動念，起這個不好的念頭竟然這麼多，好的念頭這麼少。後來
發現這個要用功，所以每天不斷的提高警覺，不斷的提起善念，這
樣惡念就漸漸減少，善念慢慢增加。這樣他很認真的修，用功用了
三年，就只有白豆了，起心動念都沒有起一個惡念，他就修成就了
。後來他就不用算了，就扔掉了。這跟《俞淨意公遇灶神記》一樣
，俞淨意剛開始修的時候意惡太重，灶神給他指點，意惡太重，心
裡妄念，亂七八糟念頭太多，所以他就在「意」下功夫。自己業障
很重，還是一樣，剛開始修心還是亂七八糟的，後來到觀音菩薩像
前，每天念一百聲觀音菩薩聖號，在觀音菩薩像前頂禮磕頭，磕到
流血，就是勇猛精進在修，後來就把這個念頭改過來，沒有惡念，
起心動念都是利人的念頭，都是善念。到最後，靜則一念不起，動
則萬善相隨。古人這些修行的經驗，也都提供我們參考。實際上我
們應該是效法，也不能說參考，應該要去效法，看哪一種方式適合
我們，因為每個人根器不一樣，看哪一種方式適合我們來修，我們
要採取哪一種方式。
　　另外《了凡四訓》講趙閱道，趙閱道他也是屬於記功過格。他
是晚上都要焚香告帝，晚上就向上帝報告今天的起心動念、做的事



情，不敢報告的事就不敢做，連起個心、動個念都不敢，所以他也
修成就了。所以，這個趙閱道他是當官的，他臨終也是預知時至，
身無病苦，自在而逝。這些都是修行實際的一個效果，這些都值得
我們來效法、來學習。所以我們念佛功夫要得力，你沒有從這個地
方去下功夫，念一輩子佛，功夫還是不得力。功夫不得力，就沒有
把握往生。這個對修淨土法門的同修來講，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我們修淨土主要要往生極樂世界，如果我們修了幾十年還沒有消息
，這我們就要提高警覺，我們自己功夫不得力。功夫不得力的原因
，總是在念頭上我們沒有去提起觀照這個功夫。所以觀照這個功夫
非常重要，時時刻刻提醒。如果我們不提起觀照，一下子那個業障
習氣它又冒出來，不知不覺我們又跟著這些業障跑。跟著業障跑，
沒有跟佛念在跑，跟我們無始劫的煩惱習氣在跑，那又要繼續六道
輪迴。因此我們不能不在「意」，就是心地上下功夫，心是根本，
「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心是根本。這是我們這次道德講堂
在聽課之前，悟道提出來自己最近的一些感想心得，跟大家分享。
　　好，今天就先跟大家講到這裡。祝大家，我們今天學習能有很
大的收穫，能夠福增慧長，業障消除，法喜充滿。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