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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諸位齋主代表、諸位同修，及網路前的同修，大家中午
好！我們午供到此圓滿，請放掌。
　　我們來參加法會，多少要懂一點經典的道理，這個經典道理完
全不懂，那顯得很外行，我們世間法叫外行。我們念《心經》，「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多時，照見五蘊皆空」，這個照就是他
用功的地方。照，它有三層功夫，第一層是觀照，就離心意識參，
就禪宗那個方法，第一個功夫觀照；功夫到了一定的程度就照住，
照住就妄念不動；最後就照見。照見五蘊，我們整個身心世界，色
、受、想、行、識，色是所有一切物質，受、想、行、識是精神，
這個五蘊形成我們整個身心世界，照見這五蘊皆空了，就度一切苦
厄，所有的苦、災厄都沒有了。這個是我們一般修行，各宗各派，
到最後修到這個程度就是明心見性，最起碼是圓教初住位菩薩，照
見。我們修淨土，有一個便宜，能帶業往生，我們沒有照見，只要
信願念佛，到極樂世界，你只要見到阿彌陀佛就五蘊皆空，就度一
切苦厄。這個是所有法門都沒有，只有淨土法門有這個說法，你查
遍《大藏經》，只有淨土經有這個講法。沒有斷見思惑，沒有斷塵
沙煩惱惑，沒有破無明惑，可以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獨一無二
的一個法門。
　　我們修淨土需不需要般若？需要的，一切佛法離不開般若。所
以佛四十九年講經說法，二十二年談般若，可見般若是佛法的中心
，如果沒有般若，那就變成世間法。《心經》講，「色即是空，空
即是色」。自古以來很多祖師大德，從宋朝以後很少講《般若經》



，為什麼？怕人家誤會，以為空，什麼都沒有，那是空，那壞事盡
量幹，反正到最後都是空，那就沒有什麼問題，也沒有因果報應。
自古以來在古印度就有這種斷滅見的邪見，就有了。有一些學佛的
人把這個般若空的義，他誤會、誤解了，以為空，什麼都沒有叫空
。但是《心經》明明給我們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在哪裡
？在色當中；色在哪裡？在空當中，空就是色，色就是空。你說什
麼都沒有叫空，不是這樣的。你要了解《般若》講的空，不能誤會
，誤會那就很麻煩。所以古大德講，寧願執有如須彌山，也不可以
執空如芥菜子，即使是一點點，那個也不可以。執了空，他就撥無
因果，好，空，我們就不要煮飯，也不要吃飯。很多人修得怪怪的
，那個問題更大，那不如沒修。
　　所以這個《金剛經》，江味農老居士講得很有道理，他在《講
義》講，佛在《金剛經》講，能夠持戒修福就可以入這個空的般若
智慧。《金剛經》講，你要持戒，要守規矩；你要修福，要幹活。
幹活，為大家服務就是修福，不是什麼都不幹，反正空，幹它做什
麼！所以持戒修福，你只要持戒修福，把這個著非法相、著空的門
給它堵死，然後你一面持戒修福、做好事，你不要去執著那個做好
事的相，這樣二邊同時就超越了，這樣就對了。所以這個很巧妙的
，你去做，做不要執著。因為你做好事執著，那你不能超越六道，
不能明心見性，會得到人天福報，脫離不了六道。你著惡相，你說
什麼都沒有，盡量幹壞事，你執著惡相，那是將來到三惡道去，要
搞清楚。雖然這一切都是夢，但是你還沒有覺悟過來，那個好夢還
是比較好受的，那個惡夢還是很難受的。你明心見性超越了，當然
全部都空，照見五蘊皆空，就度一切苦厄。所以《金剛經》講，你
要持戒修福，不要著相就對了，就是般若智慧。所以這個不能誤會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我們在中國佛教裡面也有祖師常常講，「大作夢中佛事」。知
道這是夢，但是要不要做？要做。做是什麼心態？「作而無作，無
作而作」，我們做，但是不著那個做的相。那怎麼下手？比如說我
們今天來布施，到道場來布施，心裡不要耿耿於懷「我布施了多少
」，一直放在心上，那個就著相，那會得人天福報，但是不能超越
。所以《金剛經》教我們，「不著色、聲、香、味、觸、法應行布
施」，你這樣就超越了。布施有財布施、有法施、有無畏布施。財
布施又分內財、外財，外財就是我拿錢、拿這些東西來供養，這些
物質的來供養，這是外財，身外之物這些財來布施，這叫外財布施
；內財布施就是你來做義工，你來幹活、你來掃地、你到廚房去炒
菜給大家吃，為大家來服務，這叫內財布施。內財更殊勝，你花時
間、花你的頭腦、花你的精神來布施，這內財布施。所以財布施有
內財、外財。法布施有世間法、出世間法，出世間法，佛法，你懂
的，樂於教人，沒有吝法；世間法，你會任何的技術，你也樂於教
人，那你將來你會得到聰明智慧。財布施得財富，法布施得聰明智
慧，無畏布施幫助人家遠離恐懼是無畏布施。我們修法布施、財施
、無畏布施都有、都圓滿了，不要去執著那個色聲香味觸法，你不
要執著我能布施、誰是接受我布施的、當中我布施了些什麼，我們
要三輪體空，你就超越了。所以《金剛經》教我們，「不著色、聲
、香、味、觸、法應行布施」。你來做義工，我今天做了多少，那
個人都沒做，一天到晚生煩惱，那就變成著相。你不著相，你做任
何布施，做任何事，你會很快樂的，也很自在的。
　　所以你先把這個堵起來，不要去執著那個相，那二邊都離了，
空有不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要懂這個道理。這個不容易懂。
日本人也很多念《心經》的，我跟他們交流過，但是我不通日語，
如果我通日語，我會好好跟他談，交流交流。遇到一個日本法師，



他講《心經》，他講得好像兒童故事，就知道現在他們也是跟中國
一樣，沒有法師。古時候日本的法師他是真學，他到中國去很認真
學，學了回來，他還不忘本，所以我們老和尚很讚歎日本佛教。比
叡山是日本佛教的母親，所有宗派都從那邊出來，古時候，不是現
在。古時候你要弘揚哪一宗，要去那邊修十六年才能下山的，不然
你到社會上人家不會尊重你的。比叡山是天台宗的，我那一年（二
ＯＯ二年）跟老和尚去，去高野山、去比叡山，看到他們還供中國
天台宗初祖、二祖，還有六祖，當中才是日本的祖師。但是淨土宗
道場，他們這裡初祖是善導大師，二祖是法然上人。所以以前我們
到增上寺（是淨土宗道場）那邊做三時繫念，很多我們中國來的同
修，大家到大殿去拜，這邊一個塑像、那邊一個塑像，兩個祖師，
大家拜了半天也不曉得是誰？後來我就跟同修講，我說這邊是法然
上人，這邊是中國的善導大師。他們說中國祖師也到這裡來。這個
就很外行，拜了半天不知道那個是誰。所以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所以日本他還是不忘本的，佛教也是做給社會看，就是做人不
可以忘本，這個是他做給我們看，你看中國都不要了，你這個寺院
都不曉得是什麼宗。現在日本再小的寺廟，它的內容我們不知道，
但是他講出來的話，你感覺他很內行的。有一次我到淺草去觀音廟
拜拜，一個日本老先生問我說哪一宗的，他問得還滿內行的。現在
我們中國的佛教徒那麼多，有幾個人懂？我們很少。但是在日本，
他們再小的寺院，他是什麼宗的，天台宗，還是密宗，還是禪宗，
還是淨土宗，還是律宗，他都很清楚的。所以他從中國學回來的，
完全保留到現在。所以現在我們要找唐朝時代這些宗派，還得到日
本來找，中國文革都清光了、不要了。人家好的地方我們要學習，
人家的優點要學習，缺點不要學習。吃素是中國佛教的優點，全世
界只有中國佛教吃素，其他泰國、斯里蘭卡、韓國，包括西藏（藏



傳的）、蒙古都沒有吃素。古時候印度，佛的時代也沒吃素，托缽
，但是不殺生，吃三淨肉。這些我們基本常識也要懂一點。總之我
們學，要學一個般若智慧，「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
即是色」。
　　在日本《心經》跟《彌陀經》也很普遍的，他們都在誦。有一
年我到京都，中西隨功法師請我去參加，他自己另外有一個小佛堂
，可能是他們家族的，光明寺是比較大。他那個小佛堂也像我們這
樣共修，比我們這裡還小，也是找一些日本的老菩薩；跟我們中國
一樣，老菩薩。那一天做法會念經，念什麼經？念《心經》。他說
我用中國話念《心經》，他用日本話念《心經》。那個經文是一樣
的，經文完全一樣，文字完全一樣，只是他用日本的敲念，我是用
中國的直接敲念，他先念，後來我再念，還有《彌陀經》也是完全
一樣的，但是他用日本的發音，我們是中國這個發音。就跟我們中
國很多方言一樣，你說拿《心經》、拿《彌陀經》，有念廣東話的
，文字一樣，文字統一的，但是發音不一樣，包括越南也是一樣，
韓國也是一樣，所以這個是很普遍的。但是我們最重要還是要懂一
點道理，幫助我們修行，這樣我們會愈學愈歡喜，會愈來愈快樂。
　　好，我們現在是午齋時間。祝大家禪悅為食，法喜充滿。我們
下午一點有照相，現在大家請用午齋。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