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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同修，及網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彌陀佛！今天是
台北華藏例行性的，一個月一天的《群書治要》道德講堂的學習。
這個學習，實在講我們一個月一天這個效果不大。上個月聽的，這
個月大家還記得嗎？記得的舉手。好像沒有。所以一個都沒有，那
你想一想，聽了，都忘記了，那還能起什麼作用？那只能說有比沒
有好。實際上我們每一天都要薰習。
　　我們在台北華藏，每天早餐也都會放一集的《群書治要》，利
用大家吃飯的時候，早餐我們只有內部幾個人，大家比較能專心的
聽。如果中午人多，中午我們有放老和尚講經。我每次在那邊看，
大家進來只顧吃飯，老和尚講什麼，一句也沒有聽到。好像沒有人
吃過飯停留三分鐘、五分鐘，注意聽老和尚在講什麼。所以心也沒
有在這上面，這樣播放那個，有播跟沒有播那是一樣的，就收不到
效果。為什麼收不到效果？這個理由很簡單，因為我們沒有把心專
注在這個上面；或者我們人坐在這裡，心裡在想其他的，也沒有把
心收回來，來專心聽課。所以坐在那邊就是人坐在那裡，心不曉得
跑到哪裡去了，這個就得不到什麼效果。在我們道場情況都是這樣
了，我說勸大家回去自己聽，我看這個可能性（機率）也不大。可
能有少數的，自己比較知道要用功的會去聽，可能大多數人回家也
不會再去聽。現在我們網路、播經機，以前是光碟、錄音帶。現在
我們聽經，隨著科技的發展愈來愈方便，一個播經機小小的，帶在
口袋都可以聽；我都是利用出門坐車的時間來聽。平常事務多、干
擾多，也沒辦法專心聽，利用吃飯的時候，利用坐車的時候，或者



我們自己有上課，一定的時間，心比較能夠靜下來。這個心靜下來
聽，那個受用，跟沒有靜下來心浮氣躁的那個效果就不一樣了。聽
得不能夠體會，不能深入，沒有法喜，這樣自然也不願意自己去用
功，生不起那個心。
　　特別現在手機、網路，五花八門的節目實在太多了，很誘惑人
去看，我們往往都會被這些節目拉著跑了。在這個當中，我自己也
告訴我自己，就是現在我看的主要是最近的新聞。現在我們淨老和
尚他不鼓勵大家看新聞。台中蓮社李炳南老居士，他是在《論語講
記》講，報紙也需要看，但是看大字的，看一些時事報導，我們知
道現在這個世界、這個社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也
不能完全都不知道。所以知道一些主要的。像這次的傳染病，這個
訊息我們也不能不知道；知道了，知道怎麼去防範，這跟我們現實
生活有息息相關。其他不重要的，我們就不必浪費時間去看，重點
式的。看這個報紙要有選擇分辨的能力，包括你看網路也是要有選
擇分辨的能力。這個選擇分辨能力，就是在學習聖賢的經典當中得
來。如果我們沒有學習佛菩薩講的經典、聖賢的經典，我們也就沒
有能力去辨別哪些節目是善、哪些節目是不善。不能去辨別是非善
惡、真妄邪正，甚至利害得失我們也分不清楚，往往把是看作非、
善看作惡、惡看作善、非看作是，是非善惡、真妄邪正都顛倒了。
佛法講迷惑顛倒，迷惑顛倒就造罪業，這是必然的。
　　所以學習經典非常重要。學習經典，主要是要依照經典，佛、
菩薩、祖師大德、世間聖賢教導去依教奉行，是要做修行的，並不
是說讀經讀完了那就好了。佛經到最後面一句，都會有「信受奉行
，作禮而去」，所以這個經聽完了，最重要的要能夠理解，理解之
後要能夠信受奉行。所以經聽完了，不是說作禮而去，回家就睡大
覺，沒有信受奉行，聽了這個經就得不到受用，得不到經典上講的



功德利益。
　　所以過去我們淨老和尚在三十幾年前，李老師往生那一年，開
始印《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印這個經來紀念李老
師的。他當年在台中學習經教，跟著李老師學習經教，離開台中之
前，李老師把夏老會集的這一本《無量壽經》（雪廬老人他自己有
眉註，用毛筆寫在經文旁邊），把這本就交給我們淨老和尚。交給
他，當然主要是要他來弘揚這部經典。離開台中，當時到台北來，
他也想弘揚這部經典。去請問雪廬老人（就是李老師），請問他，
現在他來講這個經可以不可以？李老師就跟他講，你現在時節因緣
沒到，你還年輕，才剛剛學習出來，你招架不住。所以就改講《楞
嚴經》了。這個經一直到李老師往生那一年，才從箱子拿出來印。
當初叫我去找印刷廠來估價，先印一萬本紀念老師。這個經印出來
，很多同修都沒見過，包括我自己也是第一次看到有這本經典。以
前看到《無量壽經》，都是曹魏康僧鎧翻譯的這部《無量壽經》。
　　印出來，當時在我們台北景美華藏佛教圖書館，當時有很多同
修，都問怎麼沒有看過這個經？就啟請我們淨老和尚來講這部經。
後來到美國、加拿大、新加坡、香港，在台灣就講到最近這幾年，
包括《大經科註》，最近這些年是講黃念老的《科註》。當時講這
個經，就勸大家，《無量壽經》念三千部就會開悟了。當時很多同
修大家也發心讀誦這部《無量壽經》，曾經有很多同修念了超過三
千部，有的甚至超過五千，還有達到一萬多部的也有。跑去問老和
尚，他說他讀這麼多了，師父，你不是說讀三千部就開悟嗎？我讀
了這麼多，怎麼還沒開悟？後來我們淨老和尚就給大家開示說，什
麼叫開悟？發現自己的毛病叫開悟，發現自己的煩惱習氣毛病是什
麼，叫做開悟，知道自己的過失叫開悟。什麼叫修行？把這個過失
依照經典，佛教導的標準，修正過來叫修行。修行就是修正錯誤的



思想、言語、行為，我們佛法常講身口意三業，造作不善（惡業）
、不正確的，把它依照經典的標準修正過來，這個叫修行。這是我
們淨老當時回答的。
　　在《六祖壇經》六祖也講，「改過必生智慧」，這個智慧就是
開悟了，開悟了才有智慧，沒開悟就沒智慧。懂得很多都是知識，
不是智慧；真的開悟，才有智慧。真的開悟就是知道自己的毛病，
發現自己的毛病，這個叫開悟。發現之後把它改過來，就像六祖講
的，「改過必生智慧」。夏蓮居老居士他也在《淨語》法語裡面講
，他說大家讀《六祖壇經》，自古以來大家都津津樂道，樂道六祖
在黃梅寫的那一首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這首偈膾炙人口，對應神秀作的那一首偈，神秀沒
開悟，他開悟了。大家津津樂道的這首偈，這首偈大家念了有沒有
受用？沒有。「本來無一物」，我們念了之後，物還很多，甚至還
在增加。所以念是念了，但是有沒有開智慧？沒有。六祖講那句「
改過必生智慧」，那句就沒有人去注意，也沒有人提了。我是看到
夏老居士，他在法語這個裡面他提出來了，的確不是一般人，真的
是當代大善知識。會集《無量壽經》不容易，自古以來，從宋朝到
清朝都有會校本，會得都不理想，都有瑕疵、都有缺陷，他會集的
可以說圓滿無缺，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如果不是佛菩薩再來示現
，肯定做不到。所以，他給我們點出來，這句「改過必生智慧」，
就很少人去注意到這句了。這句大概囫圇吞棗，一看就過去了，沒
有在意，沒有留意。大家很留意的就是那一首偈，開悟的那一首偈
。但是那一首偈，實在講我們不得受用，我們會念，入不了那個境
界。「改過必生智慧」，這一句對我們當前是最迫切需要的，你把
過改過來了，那一首偈你才真懂，不然你就有業障，還是開不了智
慧。



　　這是我們從這個地方可以理解到，我們現在讀經讀這麼久，為
什麼沒開悟。我們甚至讀了幾十年，經也聽了幾十年，煩惱還是一
大堆，甚至還增加、增長，還退步。問題都出在沒有依照這個經裡
面講的，去修正我們自己錯誤的思想、言語、行為。要修正我們錯
誤的思想、言語、行為，必須對這個經義要有正確的認知、理解。
如果不解經義，那也談不上修行了。這個道理、方法都沒有搞懂，
真的不曉得從哪裡下手，沒辦法修；所以那個經義要懂。所以過去
有人講，他說我讀《無量壽經》就好了，老和尚不是提倡嗎？一部
經，一門深入，就開悟了。話這麼講是沒錯，讀經能開悟，一點不
假，問題我們會不會讀？會不會？這個就跟念佛一樣，一句佛號，
念佛成佛，連一部經也不用。你看海賢老和尚、鍋漏匠，自古以來
這樣的人也有，但不是多數。就是理論上講的確沒錯，一句佛號成
佛有餘，但是我們看人家念三年成就了，我們念了三十年，甚至加
一倍，六十年，西方極樂世界連個消息也沒有。那問題在哪裡？問
題那些老阿公、老阿婆，那個不認識字的，他們能老實念佛，他們
能老實，我們不老實。我很老實，我聽老和尚的話，一部經、一句
佛號念到底，我都沒有摻雜其他的，我很乖、很聽話、很老實。那
很乖、很聽話、很老實，應該最長三年就開悟，就往生有把握了，
你現在為什麼還沒消息？西方極樂世界連個影子也沒有？問題在哪
裡？如果這個自己不去反省，我們這一生真的又要空過了，還認為
自己很老實。
　　為什麼會這樣？沒有真正把老實這兩個字，它的內容、它的定
義搞清楚。老實人他不攀緣，老實人他沒有貪、瞋、痴、慢、疑、
惡見；我們一天到晚貪瞋痴起現行，貪瞋痴慢。貪心，看到好吃的
就要吃；不好吃，我們就瞋恨心。看到好的東西，我買。愚痴，自
己也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裡？傲慢、懷疑、邪見。這個六大煩惱常常



起現行，心裡常受五欲六塵、名聞利養這個污染，怎麼會老實？如
果這個世間老實人那麼多，佛出現在世間不用講經說法，何必要講
經說法四十九年，那麼麻煩幹什麼？還要天天講，不但天天講，一
天還要講八個小時，二時講經。這個道理方法沒有說明，講清楚、
說明白，大家沒有聽清楚、聽明白，不知道怎麼修行。那聽明白了
，還要去把它做到，那才叫真明白；聽明白還沒有做到，還不算真
明白。所以我們淨老和尚常常給我們開示，什麼叫聽明白？你真正
做到了，那你真明白了。我明白了，我也可以講給人家聽，也可以
講得天花亂墜，可以給人家開示，自己卻做不到，這個沒有真明白
。所以古大德有一個修無師，民國初年的時候，他念佛，預知時至
往生了。大家說你要走了，講一首偈給我們做紀念。他說我也不會
講什麼偈子。後來他就說，這樣吧，就給大家講兩句話，「能說不
能行，不是真智慧」。能夠說，但是做不到，那不是真的智慧；能
說又能行，才是真的智慧。真智慧才管用，不是真的智慧不管用，
我們往生就沒把握了。
　　所以這些同修大家念了《無量壽經》，聽到我們老和尚講經，
大家也是有聽話去讀誦，但是不老實，所以沒開悟。一句佛號都能
開悟，那一部經他怎麼會不開悟？有的人甚至不用到一部經。你看
六祖大師聽了，還不是他自己念，他聽人家念經，念了一段。「應
無所住，而生其心」，五祖給他講到這裡，他就大徹大悟了，一部
經也不需要。但是我們不是那種根器的，人一定貴自知，人一定要
自己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一個根器，自己是什麼樣的一個人。所以
人貴自知，自己要認識自己。所以《無量壽經》我們讀了那麼多，
懂嗎？真懂，《無量壽經》你就能做到了。《無量壽經》我們讀了
三千遍都不懂，那讀《彌陀經》就更不懂。《彌陀經》就是小本的
《無量壽經》，大本的《無量壽經》講得詳細，我們讀了都不懂，



那讀小本怎麼會懂？看了祖師大德的註解，還是不懂；聽師父老人
家講，還是不懂。我們師父老人家講那麼白，還是不懂。
　　後來我們師父上人，我們淨老和尚仔細去觀察這個事情，為什
麼這樣？後來發現，沒有中華傳統文化倫理道德因果教育的基礎。
沒有這個基礎，《無量壽經》講了那麼詳細，我們還是不懂。所以
《無量壽經》，我常常跟同修分享，我說我們真的不懂。我舉出一
、二句，「無義無禮」，懂嗎？我們會念，甚至也會講，我們聽老
和尚講，我們也可以學著老和尚的講法，老和尚他懂，我們不懂。
我們就像什麼？像鸚鵡、猩猩，牠也能夠學人講話。那個鸚鵡你教
牠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牠也會念，牠懂不懂？牠不懂。我們就
像那個鸚鵡一樣學人講話，人怎麼說，我們也學著他怎麼說，會說
，但是不懂。
　　所以這個一、二十年，我們淨老和尚提倡儒家的《弟子規》、
道家的《太上感應篇》、佛家的《十善業道經》，最近這些年又提
倡《群書治要》。這個非常重要的，我們可不要認為那個是小孩子
的。這個套一句鳥窠禪師講的，白居易太守去拜訪他，要請教佛法
，他就跟他講：「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居易就回答：這一句
，三歲小孩都知道，都會講。鳥窠禪師講：三歲小孩都會講，八十
歲的老翁都做不到。可不要小看這兩句，好像老生常談，我們一句
也不能做到。所以蔡老師講的《弟子規》，他還有講《感應篇》、
《群書治要》。我自己也無德無能，我自己也做不到。所以我們老
和尚他推薦的老師，我們不能有貢高我慢，好像他比我年輕，學佛
資歷比我淺，那他講的我們就不聽，不可以的。他講得有道理，他
修得比我們好，我們就要向他學。像孔子，孔聖人他都要向一個七
歲的小孩學，我們是什麼人，我們能貢高我慢嗎？我們德才都不如
人。所以人一有傲慢，他什麼都障礙了；一有傲慢，怎麼會老實？



《了凡四訓》講「謙德之效」，人不能傲慢。佛法的標準，要斷，
貪瞋痴慢都要斷；儒家講不要增長，給它控制住，不要一直增長，
傲不可長，這樣我們學問才能夠有一個入手處。所以最近我一直聽
蔡老師講的《群書治要》，聽得覺得非常有受用。所以之前我們上
課，我就提出來做播經機，如果流通完了我們再做。這個很方便，
我們走到哪裡都可以聽，怕影響到別人，戴個耳機，利用坐船、坐
飛機，我們來聽；或者有時間，專心聽，會很有受用。我們不要去
追求人生那個帶不走的，你錢很多、地位很高，死了也帶不走；我
們要追求帶得走的，帶得走的就是我們靈性的提升，我們的智慧，
生生世世都受用不盡。這個帶得走的，我們把握光陰，努力學習；
帶不走的，我們要放下。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等一下我們十點二十分上課。十點
二十分上《群書治要》，十點半有人要找我，我實在真的福報不比
你們，想專心聽個課，都很多事情來干擾。所以大家專心聽課，我
這個事情處理完，我會趕快進來上課，大家一定要珍惜我們這個因
緣，好好來學習。好，祝大家福慧增長，法喜充滿。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