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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同学，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闍黎存念，我弟子妙
音，始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
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闍黎存念，我弟子妙音，始从今日
，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僧
伽，诸众中尊。阿闍黎存念，我弟子妙音，始从今日，乃至命存，
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
。
　　请看《大经科注》第一百四十七页，从第一行看起：
　　第九，「净宗之妙，在於不离佛法，而行世法；不废世法，而
证佛法。最为方便，随时随地可修，不误世间工作，依旧顿脱生死
。既能自觉觉他，广度众生於未来，亦复自他俱利，造福社会於今
世」。这是念老第九段的开示。从这个九段，我们深深体会到老人
的慈悲。
　　下面，他又把这几句给我们详细做了注解。契机，也有契合时
机的意思。「如来垂慈，独留此经於诸经灭尽之最后百年，正表此
经能契於当前及未来之社会」。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当前科学发
达，人类应具之知识弥广。社会进步，每人所肩之责任倍增。故咸
应广学多能，鞠躬尽瘁」，这些话劝勉我们应当认真努力，为自身
，为自家，为社会，为国家，为世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认真
负责。这就是佛法里头所说的积功累德。
　　这后面解，我们把它念下来。契机是契合时机，现在学这个法
门正是时机。下面说释迦牟尼佛的慈悲，独留此经，佛的法运有正
法，有像法，有末法，总共一万二千年，正法一千年过去了，像法



也过去了，现在是末法，末法一万年，第一个一千年我们遇到了，
将来一万年之后，佛的经法在这个世间会消失，《无量寿经》是在
末法最后的一百年，只有它在世界流通，其他的经教都失掉了，都
消失掉。这种现象，我们现在冷静细心观察，是真的不是假的，那
我们怎么办？下面是教导我们，现前未来因为科学技术发达，世人
所谓知识爆炸，日新月异，又不能不学，不学就落伍了，所以每个
人所肩负的责任，比从前人要增加一倍不止，增加一倍、二倍、三
倍的，我们现在看到了，所以应该广学多能，鞠躬尽瘁，「参加建
设，造福人民，实现人间净土」。这个想法应运而生，是正常的，
并没有说错。对於甚深广大的佛法，一定要懂得取舍。我们在这个
世间，古人说得好，人生七十古来稀，也就是说寿命短促，能活到
七十岁的人就不多了，换句话说，这里面含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
在这个世间时间有限，以有限的时间面对无尽的知识，再加上三千
年古圣先贤的教诲，我们的负担很重！所以劝导我们不能灰心，要
认真努力，鞠躬尽瘁，参加建设，造福人民。
　　建设里头，特别是文化建设。在全世界，人类讲文化，我见过
一些西方人，他们都赞叹，都认为中国第一，有五千年的历史，有
世界上最优秀、最好的文字。这个文字不受空间、时间的干扰，只
要你能够学会、懂得，五千年到今天，老祖宗他们的智慧、理念，
都写在书本里面，这是宝，真正的国宝。我们想在这一生当中过得
幸福，家庭美满，事业顺利，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这里面这些智
慧、方法、效果，都有明确的传承，只要你能够认识汉字，熟悉文
言文，老祖宗的宝藏你家里就收藏了，你每天去读它，你就接受了
。这在外国没有。欧洲人到今天，我们在英国办了一个汉学院，所
传的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为什么？大家都看到了，社会乱了，人心
坏了，活在这个世间非常繁忙，辛苦，深深感到压力沉重，活在这



个世间，真正像佛所说的，苦！怎么离苦得乐？宗教教育告诉我们
，我们能够把老祖宗的教诲找回来，依教奉行，就能离苦得乐。真
的吗？真的。不要做得很多，少分的实验就能看到效果。这个效果
帮助我们建立信心，我们再也不敢轻慢古人了。古人有智慧，古人
的心清净，古人有道德，古人知道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
以过去几千年，中国这个大地，人民确实很幸福，人与人之间有伦
理教育，有道德教育，有因果教育，有圣贤的智慧教育。今天到哪
里去了？我们反想，都明白了。
　　老人后面给我们说，鞠躬尽瘁，参加建设，造福人民，实现人
间净土。「晚近太虚法师提倡人间净土，曾详引《无量寿经》文句
。盖以此经双照世出世间」，就是《无量寿经》，这个本子太虚法
师没见到，他所依的还是康僧铠的本子，这个本子出来了，太虚大
师已经往生了。这个地方给我们介绍，他引的《无量寿经》上的经
文，为什么？盖以此经双照世出世间，「详示真俗二谛」。原因在
此地。世法、佛法，这一部经上完全具备了。读了《无量寿经》让
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科技突飞猛进，我们如何赶上。科学技术
也能帮助佛法，像今天我们所用的电视网路，这在太虚大师那个时
代没有。那个时代我还记得一些，太虚大师的学生我们亲近过，也
曾经相识。大师走得早，他老人家的影响到现在不算太大，但是他
所提出的人间佛教，这是正确的。过去学佛，往往把世间法放下了
，专注在佛法，当然是好，可是在今天这个社会，我们能不能这样
做？不能，放弃世法，我们的生活来源到哪里找？所以必须要重视
工商业发达的时代，我们至少要能顾虑到，基本的生活能过得去。
学佛的人不贪享受，能过得去就好，要把精神，要把时间，放在学
习出世间法。出世间法最简单、最重要的，《无量寿经》，特别是
夏莲居老居士的会集本，念老的注解注得非常详细。我们能够依教



奉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底下说得很清楚，「因持名之法，最为方便」。你看，只要你
真信，三个条件，就超越六道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作佛去了。
这样稀有难逢的法门我们遇到了。无量法门里头，这个法门就一个
。只要信，真正相信西方极乐世界有，为什么？佛教我们不妄语，
佛怎么可能妄语？佛怎么可能两舌？不可能的，我们要真正相信。
第二个，我真愿意到极乐世界。真信切愿，恳切的愿望，我要求生
净土，蕅益大师告诉我们，只要有这两条，真信切愿，极乐世界你
就有分了。再加上一心专念，你就成功了。这是在近代，三、四年
前，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他学佛，出家了学佛，一
生就是深信切愿，老实念佛，一百一十二岁往生，自在往生，给我
们做榜样的，我们要向他学习。
　　所以这个法门，持名之法，最为方便。「随地可修」，不必要
到深山寂静之处，不需要；「随时可念」，不需要闭关，不需要坐
禅，都很辛苦。「但发广大觉心」，广大的觉心，就是肯定深信有
极乐世界，没有丝毫疑惑，「一向专念名号」，这一句就行了，加
上这一句，往生就成功了，「下至十念一念，亦得往生」。这还得
了吗！念多少佛号？念十句佛号就能往生。还有临命终时，十句，
甚至於一句，最后咽气的那一声是阿弥陀佛，他就往生了。还有哪
个法门能跟它相比？你看看这个法门，「不误世间工作，依旧顿脱
生死」。生死是六道轮回，永远离开了。「既能自觉觉他，广度众
生於未来；亦复自他俱利，造福社会於当世」。这个法门是本师释
迦牟尼佛，将阿弥陀佛这个愿心，大愿大行，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
切众生，一生当中圆成佛道，了不起！广度众生於未来，自觉觉他
於现前，自他俱利，造福社会於当世。
　　末后的一段，第十段，「经云：当来之世，经道灭尽，我以慈



悲哀愍」，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特留此经止住百岁」，这部经
，所有的经都没有了，这部经还住一百年，「其有众生，值斯经者
」，你遇到了，值是遇到，「随意所愿，皆可得度。诚此界他方一
切有情，离苦得乐，究竟菩提之法要也」。这一句我们要牢牢的记
住。为什么要修念佛法门？道理就在此地。
　　后面念老还有解，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他老人家为我们开示，
「是故经云：当来之世，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愍」，这个我是本
师释迦牟尼佛，「特留此经止住百岁」，特别留这一部经，其余的
经在这个世间都消失了，都失传了，这部经还在，就是我们手上拿
的这部经，「其有众生，值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只要
依教修行，往生净土，四土三辈九品，随意所愿，皆可得度，都能
得到。这几句把本师释迦牟尼佛请出来了，让我们生长信心，断尽
疑惑，接受大经，《无量寿经》是净土的大经，净土一共五经一论
。这部大经对净土的介绍非常详细，有理论，有方法，稀有难逢。
这部经能够到佛的法运最后的一百年。「良以此经符合社会之实况
，真俗并照，事理双融，凡圣齐收，心佛不二，故能长存而独留於
末世」；这是说出来，佛在世讲经说法四十九年，四十九年所说的
一切经，大乘教里边常讲，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一部经能像这部经
的圆满。圆满在哪里？真俗并照，事理双融，凡圣齐收，心佛不二
，就在此地，这几句话说清楚了。所以这部经能长存，能独留於末
世，「良以此经不但为净土群经之纲要」，净土五经一论，这部经
完全代表了，不仅如此，再扩大来讲，它是「一大藏教之指归，实
亦为此界他方，现在未来一切有情离苦得乐，究竟菩提之法要」。
这些话你真的明白了，你真的懂了，我相信你对於这部经上所说的
，肯定决定依教奉行，一心一意向往净土，具足真信、切愿、念佛
，必得往生，你就成功了。这才晓得这几句话是多么重要！实实在



在说，也是为此界，此界是娑婆世界，不止我们这一个地球，他方
是十方，东南西北，上下四维，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无量无边的六
道众生，学习成就也都靠这部经典。这一大藏教的指归，指是指南
，让你认识路，不至於迷失道路，归是行动，我要回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实实在在是，亦为此界他方，就是全宇宙，现在未来一切有
情离苦得乐，究竟菩提之法要，究竟菩提是成佛，像释迦，像弥陀
，一生当中可以做到，是现在未来一切有情离苦得乐，究竟菩提的
法要。
　　「是故念祖感恩图报，发无上心，敬注此经，续佛慧命」。念
老如是，我们这个后学跟在他后面亦如是，念老是感恩图报，发无
上心，敬注此经，续佛慧命；我们今天感恩图报，发无上心，敬依
此经，我们要依这部《无量寿经》，续佛慧命。「虔诚祈求两土导
师」，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娑婆世界的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还
要依，虔祈「十方如来」，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无量无边诸佛
如来，「上师本尊」，前面是报佛恩，上师本尊是报老师的恩，「
金刚护法」是四众同学，慈恩的覆护。
　　所以真正求佛有感应，必须要具足两个缘，没有这两个缘，你
遇到释迦牟尼佛也会空过。这两个缘是什么？第一个是孝亲，第二
个是尊师。孝跟敬，孝，父母做代表，敬，老师做代表，对於父母
、老师，一分诚敬，你学佛就能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你就能得
十分利益。如果没有孝、敬，佛菩萨在你面前天天为你讲经说法，
你也不得其要领。这个重要。念老是发无上心，敬注此经，他老人
家注这部注解，这部注解从哪里出来的？从真诚的孝敬，这个孝敬
，上对诸佛菩萨，父母老师，下对现前的九界众生，我们通常讲四
众同学，金刚护法，金刚是护法神。他护不护持？真正发心，发心
真干的人，护持。如果不是真发心，不是真干，感应就没有了。感



应道交，我们总要明白这个道理，真诚到极处，感应非常明显，常
有真诚心，感应也会常有，自自然然的。「慈恩覆护」，老师，同
学，护法护持的恩，「威德冥加」，佛护法，菩萨护法，天龙护法
，善神护法，所以威德冥加，冥冥当中，佛菩萨，上师本尊，金刚
护法神。「冀此注释，上契圣心」，这句里面，注释，包括演说，
包括分享，我们有没有把意思搞错，都要求三宝加持，「广启众信
」，听闻的大众，听了他就相信，前面讲过了，他有深厚的善根，
孝心敬心，对父母孝顺，对老师尊重，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都
跟佛的心愿相通，所以得到佛力的加持，得到金刚的护持，你说别
人听了相信，「同入弥陀一乘愿海」，这是我们终极的目的。
　　有同修问我一个问题，环城念佛活动是否如法？我告诉大家，
不如法。为什么不如法？你违背国家的法律就不如法。世尊在《梵
网经》里面有两条重戒，《梵网经》，「不作国贼，不谤国主」。
国主就是政府，各级政府的官员，一个县，县长是国主；一个村，
村长是国主；一个国，主席是国主，所以这个国主是国家行政体系
负责人。他有过失决定不能说，不能毁谤，为什么？他要尊严，他
需要的是群众的信心，你毁谤他等於毁谤了群众的信心，这个罪过
很重。《璎珞经》里头也有两句话，「不漏国税，不犯国制」，制
，国制就是国家的法律。环城念佛，国家法律没有这一条，这个环
城，没有环城这条法律，你要去做就是犯法。所以希望同学们，佛
事活动一定要服从国家的法律。一般人扰乱社会，佛门弟子绝不容
许。我过去不知道，曾经在家乡办过一个活动，传统文化。政府的
官员告诉我，这是法律上没有的，不许可这样做的，叫我们停课，
我们就停课，叫我们解散，我们就解散。政府官员看到我们这么服
从，他好奇，来问我，你们怎么这么听话？我说我们是佛弟子，佛
弟子最重要的，就是要听从领导的教诲。如果你要办这个活动，你



必须到宗教局，宗教有关，还有地方安全的，要得到他们同意，那
你就不犯国制了。如果政府没有同意你就去做，这叫犯国制。希望
净宗同学要记住，决定不能犯国家的法律，要服从，不要搞这些政
府不许可的活动。好像这个宗教场所之外，集体的一些活动，政府
都不愿意看到。为什么要跟政府作对？跟政府作对是大不敬，对谁
不敬？对佛不敬，对《梵网经》不敬，佛在经上说的你为什么要犯
？我早年年轻的时候到台中初学佛，李老师就把这四句话告诉我，
《梵网经》上，「不作国贼，不谤国主」，《璎珞经》上，「不漏
国税，不犯国制」，四重戒，在家出家佛弟子必须要遵守。
　　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