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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節課聽課聽到這裡，我們告一個段落。
　　我們學習傳統文化，可以做為我們學佛的基礎，佛法的基礎，
有了這個基礎，學佛才能入門。我們沒有傳統文化、小乘經典的基
礎，一下子學大乘佛法，總是在門外，不能入門。所以《論語講記
》雪廬老人也講，學了中國傳統文化，我們學大乘佛法才有基礎。
不但大乘，小乘佛法都需要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學了佛，也幫
助我們深入中國傳統文化，這兩方面可以說相得益彰。所以佛教從
印度傳到中國，跟中國本土的儒、道已經融合成一體。
　　我們現代講到三教的教育，儒釋道，這個道要人去弘揚。《論
語》上講，「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這個道自己不會去弘揚，道
是要人去弘揚。所以我們學道，主要是佛道，佛道也要從人天道做
為基礎。所以我們淨老和尚新春開示二十一分鐘，特別提到《觀無
量壽佛經》的淨業三福。這個三福，我們淨老和尚也講了幾十年，
今年新春已經是九十四高齡了，還在繼續講。講到這個三福，特別
語重心長，就是針對我們淨宗念佛人，念了幾十年了，對於西方極
樂世界一點影子都沒有，這個是很值得我們淨宗學人要警惕的一個
地方。我們如果希望這一生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生死、成佛道
，對淨業三福我們就不能夠忽略。如果疏忽了，不重視，那這一生
我們還是跟佛法、跟淨土結個緣，還不能結果。要等來生來世，哪
一生、哪一世重視這個基礎的修學，那個時候才能成就。
　　所以我們現在老和尚提倡的《弟子規》、《太上感應篇》、《
十善業道經》，包括《群書治要》、《論語》、《常禮舉要》，這



些人天佛法的基礎，我們要先扎好這個根。這個根如果沒有扎好，
我們學什麼東西都很難有成就，只有結結緣，這一生結不了果。我
們要結果，淨業三福就不能夠再疏忽了。所以現在的《弟子規》、
《感應篇》、《十善業道經》，包括《群書治要》、《論語》、《
常禮舉要》等，這些傳統文化的典籍，都是在落實淨業三福第一福
具體的學習。有了這個第一福的基礎，我們才能夠提升到第二福，
才能夠提升到第三福。所以根本的根本，我們一定不能夠疏忽了。
　　好，現在我們就開始來用午齋。祝大家禪悅為食，法喜充滿。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