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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同修，以及網路前的同修，我們今天這個問答最後一節課
，後面還有七個問題。這裡莊慧師有提出：每月能否安排一天在網
上給同修問答？
　　如果有時間就可以，沒時間也就要等到有時間再來安排。每個
月是不是都有一天的時間，目前也不能確定，有時間再通知各位。
　　下面這個問題是財務組邱寶連居士問的問題：尊敬的師父上人
慈鑒，弟子母親接觸佛法很長的時間，現已年邁體弱，除了在身邊
陪伴，如何幫助她時時保持正念？請師父上人慈悲開示。
　　保持正念就是天天給她提醒，每一天都給她講，甚至可以分三
個時段給她提一下。就是每一天給她講，讓她這個印象加深。年紀
大了，給她保持正念，也不能講得太多，妳講得太多她也記不住，
所以要比較扼要，比較重點式的跟她提醒。比如我們要提醒她要提
起一句佛號，不要忘記；如果臨命終佛來接引才跟他去，看到其他
的妳就不要去；妳要堅持念這句佛號，見到佛才能跟阿彌陀佛走，
這些重要的提示比較簡要的，天天跟她提醒。因為生活在一起，住
在身邊，提醒就方便一點。另外也是要給她關懷，問她今天有沒有
念佛？念得怎麼樣？去關懷她的心情，這些情況都要了解。而且如
果在一個比較昏迷的狀態，可能要用念佛機在旁邊給她念佛，讓她
聽進去。在精神狀況比較好，給她講講，提醒提醒；如果精神、體
力比較差的時候，我們就念佛給她聽，特別用念佛機，提醒她跟著
念佛機念，心裡默念就好，把佛號每一句都聽得清清楚楚，聽進去
，這樣功德就很大。



　　另外就是講一些往生的公案給她聽，可能會引起她念佛的興趣
，這個也是有需要的。比如講鍋漏匠、講修無師、最近的海賢老和
尚，講一些念佛往生的故事給她聽，這樣也能夠提起老人她念佛的
興趣。前天我們去莊義師請客，他現在就專門到老人院去講念佛往
生的公案，還有唱民謠給老人聽，這也是帶動老人念佛的興趣。有
機會可以向莊義師請教請教，因為這方面他是比較專長。這個跟他
以前的職業有關係，就是辦人家結婚、辦那個康樂活動，人家結婚
、晚宴，那些唱歌跳舞的。現在他用在老人院也是很好的，讓這些
老人有娛樂，娛樂當中也勸他念佛，這個方式是可以參考。有機會
去找莊義師，去給妳母親開示開示，我覺得他這個方式，帶動一些
老人念佛，還是很有幫助。好，這個問題就先解答到這裡。
　　下面是財務組張銘珠居士的請問：尊敬的師父慈鑒，常聽同修
說學佛前業雖有，但無多；學佛之後於今業障更多，有增無減，未
知何故？語云「好事多魔，寸道尺魔」，是此原因否？或者數世應
報之業，在此世使我報盡，始得生西之故否？請問師父，什麼人會
是前者形象，什麼人會是後者形象？
　　學佛前好像業障比較不多，學了佛之後反而多，這樣不如不學
好，不學還少一點，愈學愈多。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的，實際上原來
就很多，只是你沒有學佛，你不知道，學了佛才知道業障這麼多。
不是學佛之前比較少，學了就比較多，不是這樣的，而是學佛之後
你才發現這麼多，要明白這個道理。好像地上的灰塵，我們沒有去
用掃把掃，好像滿乾淨的，結果掃把拿來一掃，發現飛起來，灰塵
原來這麼多。那是不是沒有掃的時候就沒有灰塵，掃的時候才有這
麼多灰塵？不是，它原來就那麼多，只是你沒有去掃，你沒發現，
一掃才發現。我們的妄念、業障也是，跟這個道理是一樣的。所以
不是學佛不學佛的原因，你本來就是這麼多業障，只是有發現、沒



有發現。
　　好事多磨，修道，魔障很多。魔障也是我們一個增上緣，修道
沒有魔障，成就也不是真的；透過魔障的考驗，那個成就才是真實
的。有魔障來考驗，才能驗證我們修道是不是有真實的功夫，所以
修道人不求沒有魔障。過去雪廬老人也講，辦事常常有困難，但是
我們也不能不辦，所以雪廬老人講了一句話，他說歡迎困難。大家
想一想這個話的味道，歡迎困難。遇到困難、遇到魔障，我們要歡
喜的去面對，耐心的去處理。所以也不必去問什麼原因，在我們這
個娑婆世界，本來就業障很多、魔障很多，現在我們的功課，怎麼
去克服這些障礙？這些障礙來，我們也不迴避，也是要去面對。所
以雪廬老人這句話，我們也要常常提醒自己。辦任何事情，沒有我
們想像中那麼順利。海賢老和尚也講，「事非經過不知難」，事情
你沒有去經歷過，你不知道它困難在哪裡。你必定要去經歷，經歷
過了，那你才會發現困難在哪裡；你沒有去經歷，不知道困難在哪
裡。你沒有去做，你不知道困難在哪裡；你做了之後，才會發現那
些困難就出現了，在哪裡你才知道，你沒有去經歷過你不知道。好
像我們老和尚提倡的辦漢學院、辦彌陀村，這構想都很好，但實際
上去辦，發現問題太多了，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容易。所以提倡了
三十年的彌陀村，到現在還沒有一個真正的彌陀村出現。以前也是
勸大家做，也有實際上到新加坡，捐了很多錢要去做，但是因緣不
具足。所以事情沒有去做，我們不知道它的困難在哪裡。
　　遇到困難，是不是就要退心？不是，還要繼續前進，所以雪廬
老人教我們不怕困難、歡迎困難。在困難中成就的事情，那才是真
實堅固的，禁得起考驗的；如果順順當當的就成就了，那個不堅固
的。你看松柏能夠千年屹立不倒，它能耐得起寒冬，它才能撐那麼
久。所以每一件事情都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容易。修行當然也是要



接受這些考驗，不要說修行人，你要成佛作祖要經過種種的考驗、
磨難，你看佛要成道他都還有磨難，都示現給我們看。祖師大德，
哪一個沒磨難、沒魔障的？大家看我們淨老和尚，你說障礙多大！
掏心掏肺，盡心在做，還要讓人家嫉妒、毀謗、障礙。這樣就退了
嗎？不能退。你說這個是重業輕報，也是可以這麼講，我們本來就
有業障，遇到這些磨難正好消我們的業障。你看海賢老和尚，他遭
遇多少魔障！重業輕報，我們往生西方，有一些重的業障在我們現
在這一生，這些逆緣來幫我們消業障，我們往生就沒障礙了。
　　你說前者形象跟後者形象，什麼樣的人是前面的、什麼樣子是
後面的？這個各人的心態不一樣。學佛學得對不對，也是一個問題
，這個《阿難問事佛吉凶經》講得很清楚。你有沒有如理如法在學
？如理如法在修學，遇到的這些魔障考驗，重業輕報；如果不如理
不如法，修錯了，增加業障，這也是必然的。看你學得對不對，學
得不對，增加業障；學對了，有這些障礙是消業障。所以就不要管
它前面、後面，現在管我們當下這一念，我們總是要精進，不能退
轉。好，這個問題就先解答到這裡。
　　下面這個問題，教務組孫黎明：請問師父，眼前台灣的局勢如
此大亂，選出沒有慈悲心的領導人，屢屢將百姓安全推入險境，做
為佛弟子的我們該如何面對？
　　我們雙溪做百七繫念，就是護國息災。這個問題，我們佛弟子
也不能去丟雞蛋，悟道法師買了很多雞蛋去總統府丟，這個也給人
家看笑話。我們也不能去丟雞蛋，那我們該怎麼辦？我們只能念佛
給他迴向，求佛力給他加持，讓他業障趕快消除，頭腦清醒，他就
不會做錯了。我們只能這麼做，不然我們還能怎麼樣？只能求佛力
加持，我們念佛給他迴向。不管哪個黨、哪個派，我們都這樣迴向
，平等的迴向，迴向給所有的人佛力加持，業障消除，早日開智慧



，他就不會糊塗了，政策就不會搞錯了。他自己業障在，業障沒消
除，你怎麼講他也聽不進去，聽了他排斥，他不能接受的。所以我
們勸了不聽，就只能冥冥中求佛力加持。至誠念佛也會有感應，佛
菩薩會做最好的安排。
　　的確現在，不但台灣，是世界都大亂了。選出沒有慈悲心的領
導人，是這些選民都沒慈悲心，他才會選一個沒有慈悲心的領導人
。所以這個也不能怪他，是這些人民的問題。人民的問題，歸根究
底還是我們老和尚講的那句老話，沒受教育。現在不都讀到大學了
，怎麼沒教育？沒教育！教育是什麼？教做人，這個沒教，從幼稚
園到研究所都沒有這個功課，他怎麼會懂？所以學歷高，不代表他
有智慧，不代表他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惡。所以他做錯事了，他自己
也不知道，他還以為自己是做對了，實際上是不對，對了怎麼會這
麼亂？世界應該是和平的，世界不和平就表示人做得不對，做對了
怎麼會這樣？那肯定是不對的。為什麼做得不對還不知道？沒有讀
經典，不讀經之過。不讀經他就不能明辨是非善惡、真妄邪正，甚
至利害得失他都分不清楚，把利看作害、害看作利，是非顛倒，當
然就大亂了。所以我們佛弟子應該自求多福。共業當中有別業，先
修我們自己，我們自己修好了，有功德再迴向給這些迷惑顛倒的眾
生，這樣對大家才有幫助，自利利他。先修自己，不要先去要求別
人。
　　下面這個問題，儒釋道王鳳英老師問的問題：尊敬的師父新年
吉祥，請教師父，政府剛通過「反滲透法」及蔡總統當選連任，對
學會舉辦活動及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有何影響？學會將如何因應？恭
請師父開示。
　　我們弘揚傳統文化跟現在這個政策，現在政府的政策是要去中
國化，當然中華傳統文化是它要去掉的對象，我們來弘揚，當然跟



它的政策有牴觸。所以前年我提出三個公投法，就是台灣做為弘揚
中華傳統文化的實驗點就被駁回，而且還去公聽會，講了很多，他
就是不讓你過，他也不會跟你講道理；他會跟你講道理，他就不會
去障礙你。這個問題是最嚴重的一個核心問題。我們現在民間辦，
應該不至於有什麼大影響，這個問題還不大。如果我們要求政府來
做，肯定它不幹的，它都要想辦法給你去掉，還弘揚這個？為什麼
會這樣？因為它對什麼叫中華傳統文化，自己也不懂；為什麼不懂
？從小沒學過，實在講，他也不知道。
　　中華傳統文化，實在講全世界，不要說中國，全世界所有人類
，湯恩比教授講的，二十一世紀這個世界的社會要恢復秩序，必須
提倡中國的孔孟學說以及大乘佛法，這英國人講的。如果不提倡這
個，無解。湯恩比教授他也不是隨便講的，他是著名的歷史學家，
世界各國、各文明的歷史他有深度的研究而發表的議論，他不是隨
便講的，有根據的。當時他講這個話，剛好大陸是文革的時候，上
個世紀七Ｏ年代，大陸文化大革命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整
整十年，徹底要把中華傳統文化去掉。當時有很多人就質疑他的看
法，他說你說中國傳統文化能夠挽救這個世界，如果中國傳統文化
那麼好，中國人他們自己為什麼不要？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它去掉
、不要，徹底不要，要西化。當時他講這個話，當然有很多人有疑
惑，這個疑惑也是很正常的。是啊，既然那麼好，人家中國人自己
都不要了，外國人還在提倡這個，是不是有問題？但是到了這個世
紀，透過我們老和尚再接著湯恩比教授他這個提倡，再給他後續的
弘揚，我們發現，真的湯恩比教授不是一般人，這個話上個世紀就
被他料中了。的確我們看看現在這個世界是一年比一年亂，災難也
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嚴重，無解，沒辦法化解，怎麼辦？束
手無策，天災人禍不斷的增加，束手無策。現在再回頭看看湯恩比



教授講的話，真的被他料中了，他的預言成真了。真的，沒有提倡
中國傳統文化，這個世界沒救了，只有等待災難發生了，到時候看
人類能不能省悟過來。現在因應，我們也是照平常，勸講也不聽就
不要講了，自己做就好了，自己做好了自然會影響別人。反正真金
不怕火燒，真理永遠是真理；不是真理，假的，那只是蒙騙一時，
不能騙永久的，但是經典亙古彌新，超越時空。所以我們也不用太
擔憂這個事情，總之一切都有佛菩薩、聖賢、祖先的庇佑。
　　再下面還有三個問題。活動組陳聖兵：請教師父，印尼總統佐
科威當選後，禮請競選對手擔任國防部長，一起為國家服務，這樣
的領導人是否算是一位好的領導人？
　　這個也算是有包容的心量，但是後續的還要看他們合作得怎麼
樣，就是他的配合度怎麼樣。因為不同政黨不是不能合作，如果能
夠為國為民，不為自己個人或者一黨之私，都是為國家、為人民，
那這樣配合就絕對沒有問題。如果這個當中有私心，後面也會出現
很多問題，因為他不跟你配合；他不跟你配合，有很多政策你就很
難去實施，就有很多障礙。那障礙是障礙到誰？障礙到人民，人民
的福利、人民的利益都被障礙了。所以人只要沒私心，真的為國家
服務，都可以合作的。關鍵還是要中國傳統文化才有講這些道理，
外國的文化很少。所以我們老和尚在馬來西亞給馬哈迪推薦《群書
治要》，馬哈迪總理聽到非常歡喜，請他趕快翻譯。因為他們沒有
這些道理，沒有這些經典，所以聽到之後真的如獲至寶，真的是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這個問題，我們從形象來看，的確
是很好，領導人能夠請對手來擔任，這個對手如果能夠跟他合作，
當然很好。你有這個心量包容，請他來，如果他不能跟你配合，那
也會產生很多障礙。所以心量是一回事，事情上的合作又是一回事
情。如果兩方面都圓滿，那當然是最好的。



　　下面這個問題，牌位組郭秀琴居士：請教師父，為何蔡英文總
統會連任？
　　因為有八百一十七萬人支持她，所以她會連任。那有什麼辦法
？這些人跟她有緣。跟她有緣，他怎麼看都喜歡，做錯了他也喜歡
。但是這個是屬於感情用事，不是理智在做主，感情用事會出現很
多問題。現在的人選舉，他是選愛憎的，他跟這個人有緣，他喜歡
這個人，他去支持這個人。人是主要的內容，跟某一個人有緣，當
然這是過去生大家結的緣。結緣是一回事情，但是理智又是一回事
情。這個人我看得很順眼，我喜歡他，這個叫愛；這個人跟我沒有
緣，我一看就討厭、就憎恨他。如果我們選舉用愛憎這樣的心來選
，這個問題很大，你用愛憎的心在選的。所以蔡老師在講《群書治
要》講得很多，應該怎麼樣才是正確的態度？應該看這個人他做的
，對國家人民是不是有利益、有好處。像《論語》裡面講的，「不
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不以言舉人，言就是說會講話，他很會
講，講得頭頭是道，那你認為這個人就很好，就選舉他出來。但是
講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你要聽其言、觀其行，聽他這麼講，
還要看他怎麼做，他能不能做？講得到未必做得到，所以你不能只
聽他會講，這個人很會講就選他。我們現在很多選舉就是聽那個會
演講的，口才很好的，講得天花亂墜的，就去投他一票。孔子說這
個不可以的，不可以言舉人，不能只聽他會講，你就去選舉他，還
要實際上去了解這個人；不以人廢言，這個人縱然他很不好，但是
他講出來的話是對的，那你也要聽他的。你不能因為說這個人不好
，但是講的話是對的，我就不聽他的，這個也不對。他講的是正確
的，我們不聽，那是我們錯，他沒錯。所以不以人廢言，不要說我
討厭這個人，他講對的，我還是要反對他，這個就不可以。你只要
講的是對的，雖然不是很喜歡你，我們還是要聽。不能因為這個人



不好，他講對的話我們不聽，這個不可以。不管是好人、壞人，他
講的話是對的，我們都要採取。所以不以人廢言，不能以人去否定
他講的正確的話，《論語》教我們這樣一個選擇。
　　所以選上，實在講也不必高興；選不上，實在講也不必悲傷。
我們現在擔心的、憂心的並不是誰選上、誰選不上，我們憂心的是
全體人民的利益，我們憂心的是人民沒有受倫理道德因果教育的機
會，憂這個。人民沒有機會接受佛菩薩、聖賢倫理道德因果教育，
人民都沒智慧；沒智慧，人就糊塗，就迷惑顛倒，就會做錯事；做
錯事，後面結果就不好，就有災難，我們是憂這個，不然誰當總統
對我們來講還不是一樣？但是不一樣的，就是你政策不一樣，對我
們全體國家、民族，那結果就不一樣，而且害到後代子子孫孫，問
題很嚴重，我們憂慮是憂慮這個。
　　現在我講這些，一般人他意識不到這個危機感。實在講，不管
哪個黨，黨沒有好壞，黨哪有什麼好壞？是人有好有壞，有好的人
、有不好的人，政策有對的、有不對的，是這個問題，黨哪有什麼
好壞？那就看這個黨，好人多還是壞人多，政策對的多還是錯的多
，問題是在這上面，不是在那個黨，是在那個人，在人定的政策。
人是好人，執行好的政策，利益全民，甚至利益全世界；人不好，
定的政策是錯誤的，那是損害人民，損害全世界人類，關鍵很大。
所以這個方面我們要了解，我們並不是跟哪個人關係好，我們希望
他當選；跟哪個關係不好，我們不希望他當選，我們的標準不在這
裡。標準在你這個人是什麼樣的人，這個黨它定的政策是什麼樣的
政策，符合不符合全民的利益？最重要的就是說不能欺騙人民，要
講真話。不能一味用欺騙這種手段，真的很對不起選民，對不起人
民。沒有人民，哪有國家？所以在《感應篇》講天民，「輕蔑天民
」，人民是天的子民，你輕視他、藐視他、欺騙他，你這個罪太重



了。只是想得到自己的政治利益，不擇手段，利令智昏，肯定做出
來都是損害國家民族的事情。
　　所以這個都是教育問題。現在也沒有辦法，你再講這些道理，
現在那些人已經迷惑顛倒到很嚴重的程度，你怎麼講，他都有歪道
理來跟你辯論，辯不完的，不如念佛給他迴向，六祖講的「合掌令
歡喜」，念佛給他迴向。你跟他講，對他沒幫助，像《無量壽經》
講「苦口與語，無益其人」，苦口婆心勸他，他聽不進去，對他一
點幫助都沒有；如果他再來毀謗，那又增加他的業障。在這種情況
之下，不如我們自己趕快自修，念佛迴向，求佛力加持。這是台灣
人的共業，也是兩岸人民的共業，也是全世界人類的共業。共業當
中有別業，我們自求多福，自己先修自己。
　　法寶組簡瑞健：尊敬的師父上人，您為眾生弘法備極辛勞（這
個我也不敢當，我跟老和尚比，一根汗毛都比不上），幾乎沒有休
息時間。感恩您今日特別為職工個別疑問開示，弟子之疑惑因不便
於公開場合請示，懇請師父上人慈悲，待您有空再請您為弟子開示
。
　　好，有空再說。有一些事情不方便公開。
　　法寶組許熒芮：尊敬的師父您好，弟子從小就是屬於容易急躁
的人，來到這裡工作已久，發現很多師兄、師姐都能靜靜的處理任
何事情，或者看待任何事情。想要詢問師父，如何才能靜下心來，
不急躁？
　　學打坐，打坐有幫助我們收攝心浮氣躁這個毛病。因為《太上
感應篇彙編》裡面講，人能收攝浮氣，「遇親便能孝，遇善便能果
，遇辱便能忍」。我們心浮氣躁，就容易比較不耐煩，特別遇到有
壓力的時候容易發脾氣，這個是必然的，所以我們平常就要修這個
心平氣和。但現在這個時代，實在要修這個功夫，比過去難太多了



！因為過去資訊沒這麼發達，所以我們接收到的是有限的，除了看
看報紙、看看電視，那已經是干擾了；現在有電腦加上手機，時時
刻刻都在干擾我們心定不下來。心定不下來，看手機的時間，規定
你的時間，少看，不然時時刻刻，我們心總是被罣礙在手機上面。
所以我們老和尚講，手機是大魔王，大魔王來折磨我們，折磨我們
不得安寧。現代人生活的確過得很急躁，而且現在工商業時代分秒
必爭，有時候趕時間，我也是常常遇到這樣的情況，你要趕時間你
就急，急就會躁。所以生活的步調我們也是要調整，不要太緊張，
還是要調整。所以下一次上課，我們也可以改一個方式，我們到陽
明山去上，好不好？看櫻花，然後來講課，大家又可以喝咖啡，這
樣可能會比較不急躁。手機先不要開，不然我們到一個很好的環境
，手機來干擾，你就沒心情去欣賞自然界的那種美景，大家說是不
是？到陽明山，或者是我們到一些郊區。因為山上現在在做百七，
不然山上也是不錯的。我們雙溪裡面還有一個更深山的，就在大悲
林，那邊只要手機不開，就是與世隔絕了。我們一起去住七天，跟
你們住七天，我們都不要看手機，我們來嘗試一下沒有手機過的日
子，感受一下那個沒有手機的生活，這樣大家覺得好不好？好像不
是很樂意，好像很勉強說好。實在講，手機放不下，但是我們要想
到，臨命終什麼都要放下，手機也要放下。所以我們以後上課也可
以調整一下我們上課的方式，因為我看以前雪廬老人也是跟學生去
遊山玩水，然後講課；孔老夫子也是一樣，帶著學生周遊列國，走
到哪裡講到哪裡。這些我們都可以研究的，像東部我們也可以去，
坐火車去一天。其實我們北部就有很多山區可以去，近郊交通方便
一點，大家可以研究研究。
　　我們現在的確生活過得很緊張，神經都繃緊的，需要有一些時
間讓我們放鬆，沉澱我們的身心。所以早年我在美國看到，美國很



流行，他們就是靜坐。他也不是學佛的，就是生活壓力太大、太緊
張了，他就三天、七天的，他就到一個禪堂去打坐。所以美國那個
禪很流行的，一個禪、一個密，很流行的。有的人去學瑜珈，沉澱
我們的身心。我們這樣來嘗試，我們才能體會到《太上感應篇彙編
》講的，人能收攝浮氣，「遇親便能孝，遇善便能果，遇辱便能忍
」。如果近一點，就是說拱北殿也是一個比較近的，不會太遠，因
為拱北殿它有一個正見堂這個教室，那不算太遠，開車大概二十幾
分鐘、半個小時，也是可以考慮，那邊有郊外這些自然的空氣。我
們長年在都市裡面生活，有時候到郊外去，也是需要調劑調劑。
　　好，最後一個問題，資訊組鄒青樺：請教師父，用餐時候可以
嘻笑聊天嗎？
　　看場合。如果你在五觀堂過堂吃飯，大家都很嚴肅，你在那邊
嘻笑聊天好像不太適合；如果你跟朋友在外面用餐，一面吃飯、一
面聊天，這也是很正常的。我們道場有道場的規矩，就是在佛堂，
那我們當然就嚴肅一點，但是也不是叫你繃緊身心，吃得不消化；
就是說在嚴肅當中有輕鬆，輕鬆當中有嚴肅。你在外面跟朋友吃飯
，吃飯聊天，講一些開心的事情，當然不是說不可以，只是嘴巴還
有東西不要講話。孔老夫子比較嚴格，說「食不語」，吃飯就是吃
飯，不講話。但是佛比較放鬆，佛就是說，你口中有食物不要講，
你把那個食物吞下去再講，不要嘴巴當中有食物，還沒有吞下去就
要講話，那可能會嗆到。所以學佛也是活活潑潑的，不是很呆板的
，看場合、看情況，該嚴肅我們嚴肅，該輕鬆我們就輕鬆。
　　好，今天解答問題就到這裡圓滿了，祝大家福慧增長、法喜充
滿。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