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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同学，大家好！上一次讲到了凡先生，孔先生算他五十三
岁有灾难，这一年他平安的度过了。对他儿子讲，总结：凡是祸福
自己求的，这是圣贤人的教诲；如果讲祸福是命中注定的，这是一
般世俗之论，是不可靠的。接著告诉他的儿子：
　　【汝之命未知若何】
　　你的命不知道究竟如何？
　　【即命当荣显，常作落寞想。】
　　即使你命中有富贵荣华，但是自己要常常当作不得意的想法。
　　【即时当顺利，常作拂逆想。】
　　就是做事情很顺利，还是当作不称心的想法。
　　【即眼前足食，常作贫窭想。即人相爱敬，常作恐惧想。即家
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即学问颇优，常作浅陋想。】
　　这些教他儿子要学谦虚。《易经》里面说的，六爻皆吉只有一
个「谦」卦。《书经》里面说得更好，「满招损，谦受益。」一个
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好的环境也好，不好的环境也好，都要谦
虚，万万不可以傲慢。这一段话意义非常深刻。然后教他：
　　【远思扬祖宗之德，近思盖父母之愆。上思报国之恩，下思造
家之福。外思济人之急，内思闲己之邪。】
　　这六个「思」就是「想」，你要常常这样想法，这六条确实就
是佛法里面讲的「正思惟」。人不能没有正确的思想，正确的思想
，这六条是标准。第一个，要常常想到光大祖宗之德，这一条是根
本。我们的祖宗是谁？我们民族的祖宗，历史上所记载的，从黄帝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是我们民族的祖宗。我们每



一个家庭的祖宗，都是承袭古圣先贤道统而来的；这一句话，要用
现代话来说，要常常想到发扬光大中华文化。这个文化历史非常悠
久，这个文化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人与大自然、人与天地
鬼神都应当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要常常想念著，如何
把祖宗之德落实在现代社会生活当中，能够利益现前的社会大众。
　　『近思盖父母之愆』，这是说到近处。中国古圣先贤常常教导
我们：「家丑不可外扬」。为什么？家里面有一些不善的事情，这
也是难免的，如果常常说给外人听，外面人对你这个家庭自然就轻
视，甚至於引起他不善的企图，来破坏你家庭和睦，谚语所谓「祸
从口出」。家庭如是，社会也如此。今天社会为什么会这样的混乱
？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我们细细思惟，我们违背古圣先贤的教诲
。古人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们眼前吃了大亏！「
老人言」是什么？老人教给我们对社会、对人群应当「隐恶扬善」
。看到别人不善的地方不说，绝不宣扬，也不把它放在心上；看到
别人的好处，我们应当要赞扬。这种作法，使不善之人会感觉到自
己惭愧，「我做恶事，人家都能够包容，都能原谅我；我做一点小
小的善事，人家表扬我、赞叹我」。能够激发大众的廉耻心，激发
大众的惭愧心，这个社会才会有安定，世界才会有和平。
　　现在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在中国、在外国，看到的恰恰相反。
现在这个社会是隐善扬恶，恶的事情特别加以报导，善的事情往往
提都不提。这种作法，让行善的人灰心，对那作恶的人是莫大的鼓
励；社会动乱、世局不安，其来有自。这是讲到家庭，父母、兄弟
有过失都要遮盖。一味的遮盖，也是错误的，必须要劝导，劝导父
母、兄弟改恶向善。这个劝导只是在家里头，决不是在有外人在的
这个场合当中；只要有外人在，我们决定是隐恶扬善。记住古人的
教诲，这样做就对了。



　　『上思报国之恩』，要常常想到报恩。佛教导学生「上报四重
恩，下济三途苦」，佛弟子天天念这个回向偈，虽然口念，但是没
有落实。所以我常说，不能把佛的教诲落实，我们用什么回向？只
是口头上回向，没有实质的德行做回向，这是自欺欺人，这是错误
的。「四重恩」：第一个是父母之恩，第二个是老师之恩，第三个
是国家之恩，第四个是众生之恩。我们生活在世间，衣食住行都要
仰赖大众，人不能脱离人群独立生活。人与人之间都有恩德，我们
要常常怀念。怎么报答？奉献自己的智慧，奉献自己的德能，为国
家、为社会服务，这就是具体报恩的行为。
　　『下思造家之福』，这就是儒家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造家之福」，这是齐家，家里头要整整齐齐。整齐的标
准是什么？标准是「伦理」，伦理是一种天然的秩序。我们知道，
社会有秩序，这个社会安定；国家有秩序，国家强盛；家庭有秩序
，这个家庭一定兴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这是齐家
天然的秩序，决不是孔老夫子制定的、古圣先贤制定的，那就错了
。人家制定的，我为什么要跟著别人走，一般人讲「被人家牵著鼻
子走」？不是！孔老夫子绝不牵人鼻子走，释迦牟尼佛也绝不为难
人，他们所说的是自然之道。用佛家术语来说，就是自性里头，你
的真心、你的本性本具的德能，本有的秩序，是天然的，是自然的
，决不是人为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然后才真正肯随顺圣贤的
教诲。他之所以称为大圣大贤，原因在哪里？他并不是教我们永远
听他的教诲，不是的。听他教诲是初学的一个阶段，到你学到一定
的程度，你的境界提升了，「原来跟他一样！」所以佛说：「一切
众生皆当作佛」，他们是平等的。《圆觉》、《华严》里面说得更
透彻，它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比「应当成佛」更要亲切！所
以佛法是平等的；儒家讲的，也是平等的；道家讲的，还是平等的



。古今中外大圣大贤所垂训的教诲，无一不是清净平等的，这个道
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要深入，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
　　下面两句，『外思济人之急』，对外要常常想到众生苦难的人
多，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常常想到一些苦难之人，我们如何去帮助
他。自己在生活方面一定要懂得节俭，「我能够省一块钱，我就能
够多帮助别人一块钱；我在一天生活当中能够省两块钱，我就能帮
助别人两块钱」，要有这个心，要有这个愿。遇到别人有困难、有
急需的时候，就应当全心全力去援助。
　　『内思闲己之邪』，对自己、对内，「闲」是防范，就是一定
要懂得防范邪知邪见。特别是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大家都崇尚民
主自由开放，这是世界潮流，无可厚非。过去，说这个话大概也有
十年前了，我到新加坡讲经，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长住新加坡，每年
去一次，在那边讲一个月。演培法师，这是我的老朋友，有一天请
我吃饭，问我，他说：「净空法师，你是赞成君主独裁，还是赞成
民主？」我说：「我赞成君主。」他说：「你落伍了。」我说：「
我并不落伍。」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君主时代，皇帝，你说他
有私心也可以，我们就不辩这个，有私心也好，他希望他的子子孙
孙都作皇帝，一代一代传下去，因此，他对於继承人的教育就非常
严格。这是好事情。如果他的继承人，要是把事情做错了，人民起
义反抗，他的政权就被推翻了。所以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到，开国
的帝王培养继承人是用最大的心血，去礼聘国家最优秀的人才，这
个有学问、有德行的人辅导太子，希望将来成为一个圣王、贤王。
他有责任在，他想得长久。民主政治不负责任，他在位，选上了，
三、四年，下台，他就没事了，他想得没有这么长远。所以古时候
帝王常常想自己的过失，如何改过自新，如何听取大臣们的建议，
很可爱！我读了这些书，非常尊敬。所以我一生赞成君主专制，我



不赞成民主。
　　中国的革命，我非常佩服孙中山先生，他的思想确实是集东西
方的精华。他虽然推翻了专制，他主张一党专政，这就是结合东西
方文化的精华。他知道君主的长处，也知道君主的缺点，他懂得西
方民主的优点，也知道民主的缺点，所以想出来一党专政，这是非
常高明的一个见解。因为过去皇帝是一家人，政权是在一个家族，
这是君主制度的一个缺点。一党专政，这个党就不是一个家族了，
集合全国的精华，有道德、有学问的人组成一个政党来管理这个国
家；党内就有民主，专制就负责任。
　　负责任里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提倡正知正见，防范邪知邪
见。一定要提倡伦理道德的教育，才能够防范邪知邪见；如果没有
正知正见，邪知邪见决定不能防范。今天全世界许许多多地方，邪
知邪见充斥社会，这个不得了，这是社会动乱的根源，灾祸的根源
。我最近这三年住在新加坡，我对新加坡政府很佩服，他们对於人
民是个负责任的政府。我最初到新加坡讲经，受严格的监督。我们
去讲的经本要报备，所讲的内容也要报备，经过审查，他许可了，
我们才能够开讲。听说我们讲经的时候，每一堂课政府都有便衣人
员在监听。如果说的是邪知邪见，破坏社会的团结，破坏种族的团
结，造谣生事，立刻就禁止。这好事情！现在一般讲民主的，「这
个言论不自由，出版不自由。」诸位要晓得，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决定造成社会动乱，那就是邪知邪见没有人防范。中国这个民族能
够绵延到今天，还没有被灭亡，我觉得这是历代帝王保护人民的正
知正见，这个功德大！「防范邪知邪见在社会上流行」，这一点现
在能见到的人愈来愈少了。所以我分析给演培法师听，演培法师听
到最后，也不得不点头。这里提出六个思惟的纲领，这是正知正见
的思惟。下面了凡先生接著说：



　　【务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於自是。
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步可进。】
　　这个话对我们来讲，比什么都重要！佛门里面常常讲「开悟」
，有人问我：「什么叫开悟？」我告诉他：「你知道你自己的过失
，你就开悟了。你能把你自己的过失改正过来，这叫真修行。」『
务要』是务必要，非要不可。天天去检点、去反省，把自己的过失
找出来。学佛的同学们最重要的是早晚功课，早晚功课不是念给佛
菩萨听的，不著重形式。早课的用意在提醒自己，希望这一天处事
待人接物，不要忘记佛陀的教诲，早课用意在此地。晚课是反省，
反省我今天一天对人、对事、对物，有哪些做的是对的、正确的，
有哪些是做错？晚课是反省。做对了的，明天继续要保持，做错了
的，明天一定要改正，这个早晚课做得就有功德了。决不是敲著木
鱼念著经，念给佛菩萨听，早晨念一遍，晚上念一遍，跟自己的思
想、言行毫不相关，这样做早晚课，不但没有功德，造罪业！造什
么罪业？佛菩萨又不在面前，你顶多塑一个像或者画一个像；对著
塑像、画像，你都忍心早晨去骗它一次，晚上又骗它一次，你这个
心太残忍了，这是莫大的罪过。今天学佛的人多，真正懂得佛法道
理的人不多。特别希望同修们，要懂得早晚课之精神、意义所在，
就是此地讲的『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一天不知道过失，你就『
安於自是』，自以为是，这是大病。一天没有过可改，你就没有办
法进步。不能进步，换句话说，你决定退步。
　　【天下聪明俊秀不少】
　　了凡先生后面这几句话感叹！不是没有聪明俊秀之才，有！
　　【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耽阁一生。】
　　这是给我们提出警告。为什么这些人道德不能够天天在增长？
德业为什么不能够天天在扩张？都是『因循』两个字害了。「因循



」是什么意思？就是现在讲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没有认真努力。
在德学功业上，没有认真努力去做。最后：
　　【云谷禅师所授立命之说，乃至精至邃至真至正之理。其熟玩
而勉行之，毋自旷也。】
　　这是这一篇最后的结论。特别强调云谷禅师教导他立命的学说
，这种学说精纯到极处，『至精』，『至邃』，「邃」是深，深到
了极处；『至真、至正』，「真」是决定没有虚妄，「正」是决定
没有丝毫的邪僻。他自己一生努力的修学，改造了命运。命里没有
功名，他得功名；命里没有儿女，他得了儿子；命中只有五十三岁
，他活到七十四岁，多活了二十一年。这是足以证明，云谷禅师的
教诲正确没有错误。
　　了凡先生这几篇文字，原来是教训自己子孙后裔的。他的后代
也不错，知道这些宝贵的理论与方法，他不自私，他公诸大众，希
望社会大众都能明了立命之学，都能够改造自己的命运。我们这一
个地区、这一个国家，乃至於扩展到这一个世界，人人都能够依照
这个教诲来修学，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全世界的人民幸福。这是
中国古圣先贤他们的心量，他们的德行。这一篇就介绍到此地。
　　接著我们看第二篇。第二篇就是「改过之法」，第三篇是「积
善之方」，这两篇是重点、是重心。要用佛经的方法来说，第一篇
是「序品」，是序文，第二、第三篇是「正宗」，最后一篇称为「
流通」。我们用三分来看这四篇文章，文章的旨趣大致上就明了。
「立命之学」懂得了、明白了，从哪里下手？一定要从改过下手。
人既不是生来就是圣人，怎么能没有过失？孔子说「过则勿惮改」
，这个意思是说，有了过失不怕改，要有勇气改过，要有决心、要
有毅力来改过。所以，他把改过的这些道理、方法，教训他的儿子
，小小过失都要改。我们一般人因循、得过且过，疏忽了小过失。



小小的恶念没有把它看重，於是小过失养成大过失，小的恶念慢慢
养成大的恶念，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现在我们来看正文。第一段是讲「改过之因」。避祸纳福是人
之常情，可是吉凶祸福决定有预兆，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文
章一开端，了凡引用古人的记载：
　　【春秋诸大夫，见人言动，亿而谈其祸福，靡不验者，左国诸
记可观也。】
　　春秋时代，孔子就生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还是周朝。周朝到
了晚年，王室衰弱，许多诸侯对於周天子大多都是阳奉阴违，各自
都有私心扩展自己的势力，所以春秋是一个动乱的社会。孔子生在
这个时代，也是感慨万千！那个时候的诸大夫们，『大夫』是国君
、诸侯的助手，大概像现在政治组织里面部长、总理，都属於大夫
这一个阶层的人物。他们见人多了，学识、经验丰富，看到这个人
的举止，听听这个人的言语，『亿而谈其祸福』，「亿」是猜想，
想到他将来的吉凶祸福，都能够说得很灵验。这些事情在《左传》
、《国语》，《左传》、《国语》都是左丘明的著述，『诸记』，
像《公羊传》、《谷梁传》，许许多多的记载，我们都可以明确的
看到。这就是说明，吉凶祸福它有预兆。文接著说：
　　【大都吉凶之兆，萌乎心而动乎四体。】
　　人心里头存的善恶念头，你所造的善恶业行，瞒不了人。你能
够欺瞒愚人，你瞒不了有道德、有学问的人，这种人你瞒不过他，
他真的是一眼看穿你的肺腑。现在世间还是有这种人，我一生当中
就遇到好几位。我这三个老师都非常难得，方东美先生、章嘉大师
、李炳南老居士，他们都有这个能力。接触大众，有时候偶尔也谈
谈，「某人命很薄，没有福、没有寿」，「某人心地纯厚，积功累
德，将来必有福报」。他们也能够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对於福薄



的这些人都生怜悯心，教他改过修善，创造命运。我年轻的时候，
就是属於没有福报、短命，属於这一类的。我肯学，肯听老师的话
，所以老师特别的怜悯我，教我改造命运，自求多福。所以这些预
兆都非常的明显。『萌乎心而动乎四体』，心里头起心动念自然表
现在外面，就是言语动作。怎么个看法？这里提出一个原则：
　　【其过於厚者常获福，过於薄者常近祸。】
　　这是观察人两个原则：你看到这个人心地善良、厚道，待人忠
厚，处处能替别人著想，这个人将来有福。如果他是相反的，心胸
狭窄，起心动念都是为自己的利益，做出事情损人利己，对於自己
没有好处的他决定不做，对人很刻薄，这些人没有福报。纵然他眼
前有福报，眼前有福报那是他命中的福，命中福不小；因为他存的
心不善，行为不善，他的福已经折了，折了还有余福。由此可知，
他要是存好心、行好事，他的福报一生享不尽，他的余福一定子子
孙孙都享受到。这是事实真相。
　　【俗眼多翳，谓有未定而不可测者。】
　　世俗人没有这个学问，没有这个常识，眼光就像被东西遮住，
我们现在人讲「白内障」，白翳障住眼睛，你什么都看不见了，说
祸福没有一定，而且没有办法预测，这是世俗人的看法。真正有学
问、有德行的人，他不是这个看法，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接著说：
　　【至诚合天。福之将至，观其善而必先知之矣。祸之将至，观
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
　　这是说明祸福可以先知的，可以预测得相当准确的。我们能不
能得到这个能力？答案是肯定的。在此地第一句话他就说出来了，
『至诚合天』，我们要想有这种能力，只要把这四个字做到就行了
。我们以真诚起心动念，合乎自然的法则，「天」就是自然法则，



不加丝毫意思在里面。丝毫意思，就是我们常讲的妄想、分别，绝
不加丝毫妄想、分别在里面，我们也有这个能力了。心地真诚、清
净、平等，这个能力现前了。
　　一个人福报快要现前，你看他，『观其善而必先知之』，你能
够看得出，他的心善、言善、行善，对人厚道，我们就能够推想到
他的福报快到了。如果他的思想言行不善，我们就晓得，他的灾难
愈来愈近。这是小。大，观察这个社会，观察一个家庭，观察一个
团体，乃至於观察国家、世界，没有不准确的。这里面有道理在，
有学问在，决不是妄言。我们自己要晓得自己这一生当中，特别是
将来的吉凶祸福，应当从这个地方反省，从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
作。如果纯善，自己可以肯定灾消福来。如果自己的心不善、言不
善，言是花言巧语欺骗众生，行为不善，自己要警惕，祸患灾难必
定是一天一天接近。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世界，无
不如是。下面是讲「改过之基础」。
　　【今欲获福而远祸】
　　这就是趋吉避凶。
　　【未论行善，先须改过。】
　　这两句话非常重要！所以这两篇，「改过之法」、「积善之方
」，排列的顺序就从这儿来的。我们没有谈行善积德之前，先要讲
改过。为什么？过如果不改，改得不彻底，改得不干净，虽然修善
，善里面夹杂著恶，善也不纯，善的功就不能够显著。因此，改过
是积善的先决条件。今天就讲到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