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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今天我们在学习，修「华严奥旨
妄尽还源观」之后，想的这个题目「人生最高的享受」，这是五十
七年前方东美先生教给我的。听经闻法，中国古谚语有句话说，「
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孔夫子也有很深的感叹，他说我曾经
一天不吃饭，一夜不睡觉，我在想，想什么都没有真实的利益，最
后的结论「不如学也」，回到老祖宗的经验学到老。他老人家七十
岁的时候，还希望老天爷多给他几年寿命，他想学《易经》。方老
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是什么？我自己
通过五十七年的学习，确实闻法听经，法喜充满。如夫子在《论语
》开头第一句话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而对於佛陀经
教的学习，那种喜悦是无法形容的，这是要真正尝到法味才有这种
喜悦，才肯定了方老师所说「人生最高的享受」，这句话真实不虚
。这个题目我们选了两段，一段是经文「多闻十种利益」，是《月
灯三昧经》的一段经文。另外就是「闻经十益」，这是清凉大师讲
的，在《华严经疏钞》里面，清凉说的。我们先学习「多闻十种利
益」，这经文：
　　【谓修菩萨行者。於世间出世间一切邪正之法。无不闻知。故
获此十种利益也。】
　　这段话很重要。修菩萨行的人，对於世出世间一切法，邪法、
正法都要知道，才智慧无碍。邪法、正法都能够帮助我们修行，问
题就是你会不会？所以大乘教里面讲，邪正不二，正法就是帮助我
们，邪也帮助我们；如果你不会，邪正都不能帮助你。所以人能不
能在一生成就，与外面境界不相干，顺境、逆境不相干，善人、恶



人也不相干，完全在自己。正如同宗门的善知识，勘验学人常常问
到，「你会么！」你会不会？这个会就是你觉悟了；不会，不会是
你迷惑，迷惑的时候邪正都造业。如果要是会，邪正都是助缘，都
帮助你一生成无上道。这个十条第一是：
　　【一知烦恼助。】
　　你看『知烦恼』，「烦恼」就帮助你，这个意思好！
　　【谓修菩萨行者。以多闻故。则知自身及诸众生。所有一切烦
恼之惑。皆能资助业因。而受当来果报。故求出离。而不为所惑也
。】
　　所以你知道它，它天天在帮助你，像一面镜子一样，你能够照
见自己。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本身的烦恼习气，非常深重，而自
己不容易发觉。看别人、看众生迷惑颠倒、造业受报，就看得清清
楚楚。所以会修的人，一定要拿外面境缘，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
事环境，做自己的一面镜子。时时刻刻还说太长了，应该怎么说法
？念念回光反照，你就成无上道！所以心最怕的，是你跟著外头境
界走，那你就错了，你心被境界转，那是苦不堪言。所以要知道回
头，回头来看看自己，看到别人有这个毛病，立刻回头我有没有？
我们现在最普遍的看到一个现象，这是现代人，从老到少各行各业
心浮气躁，这是很大的障碍。有这种毛病，不但是障碍我们学佛，
障碍我们听经，听经听不懂！连世间法都障碍。所以古人教学，你
在中国能看到，从婴孩到儿童、青少年，无论学什么先学稳重。
　　如果诸位好好的把近代，近代也有一位了不起的，不能称圣，
他也是个大贤人，曾国藩先生。你看他的家训，你看他的家书，他
怎样教导他的子弟，第一个就是稳重，第二个是勤劳，这是他们家
能够传下去绵延不败的根本。特别是教子弟们，一举一动都要缓慢
；这跟我们现在人的理念完全相反，现在讲效率、教快。他教你稳



重，教慢，说话要慢，动作要慢，行走要慢，他总是嫌著他的子侄
辈，这晚一辈的动作太快。从他的教训，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为人一
定是非常稳重。佛法教学也是依这个理论基础，佛法讲戒定慧，戒
也就是叫你样样都要慢，为什么？他才能得定。心浮气躁那个心怎
么能定得下来？要知道定不下来生烦恼，定下来之后生智慧，不相
同！中国教小孩，小时候洒扫应对缓慢、细心。学习功课首先是学
字，写字要慢、要有耐心，点一个点、写一划都要写一万遍，而且
每一遍都是慢慢的，都不能够急躁。你看画画，中国的国画，中国
的音乐弹琴，全是教你修定，你心不清净你学不好，唱歌也是的，
读书也是的，所以音声拉得很长。佛法到中国来立刻被中国人接受
，也就是他们所学习的理论、方法，跟中国人非常接近，这一拍即
合，结果能在中国发扬光大。中国这块地变成佛法的圣地，不是偶
然的，是有重要因素的。
　　烦恼，你看『皆能资助业因』，就是帮助你造业。业因有，阿
赖耶识里面含藏的种子，有善业、有恶业，有业因、有烦恼的助缘
，他就感受果报。你想到贪欲果报是什么？饿鬼。瞋恚的果报是地
狱，愚痴的果报是畜生，贡高我慢的果报是罗刹、是修罗。我们今
天修菩萨道，修成佛之道，如果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还是贪瞋痴慢
，我们就把路走错了，我们走到三恶道去。连人道，儒家的《弟子
规》、道教的《感应篇》是人道，如果我们不能认真的学，来生人
身就失掉，不能再得人身。所以，我们看自己不容易看到，看别人
很容易，无论在境界上、在人事上，一看到境界里面诱导我们增长
贪瞋痴慢的，这是一切烦恼迷惑。能回光反照，我们是想出离烦恼
的，我们是想出离生死轮回的，你立刻就回头，把贪瞋痴慢放下，
把贡高我慢放下，这断一切恶。你看烦恼是助缘，会用，用它来照
见，照见自己将来的因果、眼前的因果，你就回头了。第二叫：



　　【二知清净助。】
　　这是顺境、善缘。
　　【谓修菩萨行者。以多闻故。悉知一切清净梵行。皆能资助菩
提之道。是以精勤修习。以证无上佛果也。】
　　『梵行』是什么？戒律。从哪里讲起？从十善五戒讲起。你认
真能够学十善，不贪、不痴、不瞋，心地就清净，於世出世间法都
没有贪瞋痴，戒律叫清净行。十善第一个不杀生，不恼害一切众生
，众生因我而生烦恼，我就在造罪业，我就错了。我们学佛的同学
，大概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就是冤亲债主，真的冤亲债主附身来
找我们。有现在人讲的话，特异功能的人，他能够看到我们一般人
看不到的一些事物，看到什么？看到我们自己身边有许多的冤亲债
主，他们叫无形的众生，很多，排长队。那些是什么人？那些是我
们过去今生所伤害的人，所杀害的众生，你曾经杀他、你曾经吃他
，你曾经去作弄过他、侮辱过他，他都围绕在你的身边等待机会，
你现在还有福报，不方便找你，你还有护法神。在家不学佛的他也
有神保佑他，那些神是什么？是过去生中曾经对他好的，有善、有
恶，有这些好朋友，他围绕在你身边他保护你。
　　到你哪天运衰了，福报尽了，他就来了，他来了之后，你感觉
到的是什么？很多的病痛，无论是生活、工作很不如意，这都是小
的；严重的时候那个灾难，他就是真的问你要命。所谓杀人要偿命
，欠债的要还钱，你病痛常常找医生，要花很多钱，那就是还债！
所以「梵行」，能帮助我们回归自性，能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脱离
生死，这是『资助菩提之道』。我们知道这个好真的肯修，现在就
是这两条，这两条我们不知，我们迷而不觉，所以得不到受用。如
果真的是知，觉悟了，修行的进度一定很快，有没有障碍？没有障
碍。从这个地方我们才真正能体会到，这些年来我们常常讲的，「



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事是属於境界，物质环境；人是属於
缘，人事环境。没有一样不好，它都时时刻刻在周边提醒我们，恶
不能作、善一定要修。所以这两条是真正觉悟了，断恶修善，境缘
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说助道的缘，十法界依正庄严，对於一个
真正修行人，统统是助道的好缘分，良缘，不能不知道。第三：
　　【三远离疑惑。】
　　你看看这个就摆在第三条，讲什么？断疑。疑是菩萨修行最大
的障碍，这讲菩萨行，这个疑虑不但是菩萨最严重的障碍，我们世
间人又何尝不是最严重的障碍？对人、对事要有疑、怀疑，要有顾
虑，什么事都不能办。特别是学佛的同学，我们对人、对事不怀疑
，你看看前面两条，你要懂得了，你还有什么怀疑？恶人帮助我们
回头，不善的事也帮助我们回头，只要你会看，只要你能觉悟。不
觉悟，顺境、善缘我们也被它迷在其中，生了什么？生了贪恋，舍
不得离开，放不下。所以要是迷不觉，逆顺、善恶都变成障碍，障
菩提道，都变成帮助我们自己造作一切罪业的帮手，这才给我们说
真话！菩提道上只有迷悟，我们能够破迷开悟就好了。破迷开悟一
定要亲近佛菩萨，佛菩萨在哪里？经典所在之处就是佛菩萨所在之
处。这佛在《金刚经》上说的，我们展开经卷，就是亲近佛菩萨。
所以你要看得懂，大家在一起学习，你要能够体会，你能够听得懂
。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看有的时候看不懂，听的时候容
易懂。所以楞严会上，拣选圆通观世音菩萨当机，「此方真教体，
清净在音闻」，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我们耳根最利现在为什么
听不懂了？这障碍。头一个障碍是疑虑，对佛法疑虑，对释迦、对
弥陀有疑虑，对传承的这些法师大德有疑虑，这是我们修学不能进
步真正的原因。没有疑虑这信心才生起来，重重难关你就突破了，
『远离疑惑』。



　　【谓修菩萨行者。以多闻故。则於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及外
道邪魔等论。悉皆照了通达。而无所疑惑也。】
　　世出世间一切法，佛法、魔法、正法、邪法你一接触就通达明
了。通达明了对自己修无上道，全都是增上缘，正助双修，正法帮
助我们，邪法也帮助了我们，佛法帮助我们，魔也帮助了我们，魔
也变成护法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你迷了，
你迷惑、你不觉。魔实在讲也很可爱，妖魔鬼怪都很可爱，你修学
正法，他对你尊敬，他佩服你，他虽然不修，他对你恭敬，他拥护
你。你要是修假的，不是修真的话，说老实话，他瞧不起你、他轻
视你，有的时候来捉弄你，跟你开开玩笑。为什么？魔也有佛性，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魔也是众生，魔他有！他有佛性
。他为什么不走佛道，他去走魔道？这个原因就是他放不下五欲六
尘，这习气他放不下。贪恋五欲六尘，还是在佛门里面修的福报，
不在佛门里头，哪能修那么大的福报！所以道场出两种人，能出佛
菩萨，也能出妖魔鬼怪，不好好的修，他就变成妖魔鬼怪、变成魔
。我们把这个话再说白一点，佛讲得很清楚，放下妄想分别执著是
佛菩萨。不能放下妄想分别执著来学佛的，学得很好的，名闻利养
他什么都要，他就变成魔道！所以魔也是道场出来的，道场出两种
人。所以魔有很大的福报，都在佛门里修的。
　　我们现在清楚、明白了，要怎样修是佛道？这里头是两条道佛
道跟魔道，不舍贪瞋痴慢、不舍自私自利、不舍分别执著我们就是
走魔道。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瞋
痴慢你走的是佛道、是菩萨道。所以邪正、佛魔统统清楚、明了，
一点都不迷惑，这就不怀疑。所以这个如果不是多闻不行，这个地
方的『多闻』，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初学，初学一定要跟老师，
离开老师怎么能成就？对老师怀疑、对老师不相信，学佛多半都走



向魔道。真正能够尊师重道，老师把你带出来了，在没有开悟之前
这个「多闻」是什么？是一门深入，长时薰修。用这个方法成就戒
定慧三学，这是基础，这是根本，根本成就之后这才能够开花结果
，开花结果是什么？叫三慧，闻慧、思慧、修慧。菩萨修三慧，二
乘学三学，这就说明戒定慧是佛法的初戒，好像小学、中学学戒定
慧，到佛门的大学那就是闻思修。戒定慧著重在断烦恼，烦恼断了
，转烦恼为菩提，这就是真正向上提升，才广学多闻。所以广学多
闻不是我们现在干的，现在干的广学多闻，那就把我们全毁掉了，
我们初学是佛法里面的小学生，一定要一门深入，长时薰修。
　　可是现在一般人，你叫他学一门，他不服气，他向往的、羡慕
的是广学多闻，他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知道，结果怎么样？结果
他一样都不通。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老师教导我们，就是学一部经
，一部经没有学好，决定不能学第二部经。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十年
，十年只学了五部经，也不少了，可是都是很小部的。你看第一部
学的《阿难问事佛吉凶经》，只有五张十个page；第二部所学的《
佛说阿弥陀经》，这大家常常念的，你们都知道；第三部学的分量
多了一点，《普贤行愿品》；第四部学的《金刚经》，五千多个字
，都是很小小部的；最后学了一个大部的，要求老师，老师准许我
学个大部的，《大佛顶首楞严经》，十年。像我讲的这五部经，在
现在一般佛学院，一年就学完了。老师对我们要求是不断的重复，
「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然后才真正能够达到一经通一切经通。
我记得我讲《楞严经》讲了七、八遍，全部经讲完的是两次，其余
的大概有五、六次没讲完，多半都讲一半以上没讲完，讲完的有两
遍。
　　有这样一个基础，我们生在这个环境不好，修学障碍重重，非
常艰难辛苦。可是我们能够坚定信心，遵守老师的教诫，决定不退



转，决定不改变。这几十年当中把握住，才能有这么一点小成就，
真正体验到了一经通一切经通。我在《楞严》上下了功夫，以后讲
《法华》、讲《华严》，都没有障碍，《法华》、《华严》没学过
。所以我有很深的体验，也看到许多的同学，本来学教的兴趣非常
浓，年轻的时候都在一起，常常在一起研究讨论，到后来都没有了
，都改了，去做法会、做经忏佛事去了，把经教丢掉了，社会的诱
惑力量太大了。所以它把断疑摆在第三，我们一生要成就，对佛决
定不能怀疑，对经典不能怀疑，对祖师大德所传、所教的不能怀疑
，你才能会有成就。对自己要有真正的信心，特别是「妄尽还源观
」里面讲到的，那讲得太清楚了，我们从哪里来的。虽然没有证实
，但是讯息是真的不是假的，佛没有妄语。宇宙从哪里来的，生命
从哪来的，我从哪里来的，我跟一切众生什么关系，我跟宇宙什么
关系，这个不能不知道。第四：
　　【四作正直见。谓修菩萨行者。以多闻故。则於一切邪正之法
。无不明了。若有众生。邪见邪论者。为作正直知见。而格其非心
也。】
　　这是信心建立，真的有了自信心，正知正见不但自己有受用，
遇到这些知见不正的人，你能帮助他修正。『格其非心』，这就是
帮助他回头是岸。他有错误的知见，他有错误的修学，如果你自己
没有正知正见、没有正解正行，你就帮不上忙。现在佛门里面这类
的人很多，原因是什么？原因可以说疏忽了经教，这出了问题。所
以佛陀灭度之前，阿难尊者就代表我们后学向世尊请教，佛陀在世
我们依他老人家，佛陀不在世我们依谁、靠谁？他给我们讲了四依
法。第一句说「依法不依人」，法就是经典，说了四句，「依义不
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识」，佛不在世我们也知道找
到依靠，我们要认真学习经典，不怀疑。经典是翻译的，翻译到底



有没有翻错？你看我们马上就有疑问。可是佛给我们解释，翻译的
人没有关系，意思翻对就行了，言语多一点、少一点没关系，长一
点、短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可以。所以往往同一部经
，在中国有好多个人在翻，你看现在《大藏经》里面，《金刚经》
就有六种不同的译本，六个人翻的它怎么会一样？你拿来看意思差
不多，意思是大同小异，这个佛给我们解决了，依义不依语。
　　古大德的注疏，是他们修学的心得报告，可以提供我们做参考
，我们所依的呢？依的是依经文。我们自己好好去修学、去求证这
就对了；如果自己不修不证，依靠古人的注解那就错了。古人的注
解可以说没有错误，但它不完整，他只看到一面，他没有看到全面
。《楞严经》上举出，瞎子摸象的故事很有趣味，象像什么样子？
一群瞎子摸象，摸到象鼻子的，人家问象是像什么？他只能说出鼻
子的形相；摸到腿的，象像个柱子一样；摸到尾巴，象像个扫帚一
样；摸到耳朵，象像个畚箕一样；摸到身体，象像个墙壁一样。他
有没有说错？没说错，都说得对，但是不完整，是一部分。这是比
喻没有开悟的人，他在经典里面他的知见不圆满，不能说他错也不
能说他对。所以要有智慧，一定要修依教修行，你才能体会得到，
不修行体会不到。所以这里头最忌讳的是疑虑、怀疑，最忌讳的是
心浮气躁。所以一定要用清净心认真努力去学习，你才真正能得到
如来真实义。所以我们看注解最好看古大德的，为什么？他们有修
有证，他如果说没有证得的话，他说不出来，说的跟佛经上讲的总
是有差距。我们看「妄尽还源观」，虽然是祖师写的著作，实际上
跟经没有两样，可以说那是《华严经》的精华，《华严经》分量大
，这个小。贤首国师也非常谦虚，末后说出这是他的学习的心得报
告，从《华严》这么大的经，节录出来的意思，意思非常完整，没
有欠缺。只有信解行证，才能够帮助别人、教导别人，改过迁善，



回头是岸。第五：
　　【五远离非道。】
　　『非道』，佛道之外的全是「非道」，那错误的路子。
　　【谓修菩萨行者。以多闻故。则於善恶果报。诸法因缘。无不
明了。故杀盗等一切非法之道。皆能远离而不为也。】
　　六道是非道，三途是非道里面的非道，怎么可以做？杀盗淫说
老实话是地狱道，特别是在现前这个社会，极重的罪业。五戒十善
是人道；上品的，所谓上品，就是有四无量心，有慈悲喜舍，修五
戒十善，欲界天这天道。往上去那要修定，四禅八定是色界天、无
色界天不错了，它不究竟那也是非道。所以正路是声闻以上的，这
是正路、是正道，修四谛、修十二因缘、修六度、修四摄法，菩萨
道。声闻缘觉能够出离六道轮回，不究竟，虽然他终究是要回小向
大的，迂回的时间太长。所以佛是勉励我们学一乘法，《法华经》
上讲的，诸佛如来出现於世间，「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
方便说」。由此可知，三乘、五乘是佛的方便说，这要知道。佛的
正道，正道只有一个，《华严》是正道一生成佛，《法华》是正道
，净土是正道。《华严》、《法华》都要上上根人才能成就，上中
下三根《华严》可以听听，很难得受用。可是《华严》跟《法华》
，都劝导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这叫圆满成就，这叫普度众生。在一
生当中都帮助你安住正路了，这个我们要知道。
　　所以五跟六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一切恶要断。一切善里面一
定要知道，我们这一生有这个缘分遇到了佛道，念佛是成佛之道，
就要死心塌地一门深入。这个法门古大德时时刻刻叮咛我们，简单
、容易、快速、稳当，成就不可思议。应当把这个世间一切真要放
下，不放下的时候它就障碍你。果然放下了，你看前几年，深圳黄
忠昌居士给我们做了个榜样，闭关念佛，他万缘放下了，什么都不



想了，天天就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两年十个月预知时至，他
没有生病就走了，说明这桩事情不难！他在之前跟我有联系，他想
学古大德，因为看到《净土圣贤录》、《往生传》，许多人都是三
年成功的，他说他也想试一试看，看三年行不行。果然成就，真干
！一生成佛真正的安住正道。这里头文说：
　　【六安住正路。谓修菩萨行者。以多闻故。则於一切邪正诸法
。无不明了。故不为非道所惑。而於如来正法。常得安住而不退也
。】
　　这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净土法门，净土能不能成就就看你能不能
放下。真的放下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只想阿弥陀佛，只念阿弥陀
佛，念《弥陀经》可以想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忆佛念佛，现
前当来，必定见佛」，就成功！不要再搞别的。《华严》是大本《
无量寿经》，《华严经》里面所说的，虽然讲的是华藏世界，实际
上华藏跟极乐是不二，《华严经》可以听，帮助你建立信心破迷开
悟。可是路一定要走阿弥陀佛的路，要不走阿弥陀佛的路子，走毗
卢遮那的路子是非常困难，那是上上根人走的，不是普通人。所以
它末后一著，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就完全对了。第七：
　　【七开甘露门。】
　　『甘露』是比喻，「甘露」是饮料，是忉利天的，忉利天上最
好的饮料叫甘露。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甘露不但是很美的饮料，它
的作用很多，它能帮助你延年益寿，帮助你长生不老，所以佛用它
来做比喻。这个经里面说：
　　【谓修菩萨行者。以多闻故。则能深入如来之藏。了知无上法
味。而复以此普润众生。令其善根增长。是为开甘露门也。】
　　解释得好，跟这比喻真的能相应，『无上法味』，法喜充满这
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要怎么样？深入经藏。经藏实在讲世尊一



生讲了很多经，你只要一部，一部深入就行，不要找很多。很多经
深入，那你是决定深不进去的，入不进去的；你就在一点，就在一
部你就深入。所以一经通一切经通，为什么？每一部经通法性。什
么叫深入？见性了，每部经都指归自性。所以世尊在般若会上说「
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就是这个道理。佛法像个球一样，在球面
上任何一点你深入，都能达到圆心。把圆心比喻作自性，达到圆心
了，不就是全部都得到了吗？只有一门深入，你才能达到；你要想
门门通的时候，你决定达不到中心。也就是说你学了很多佛学常识
，经典的常识，与明心见性毫不相关，这就错了！这不是如来说经
的意思。如来说经是希望你明心见性，你真正明心见性，也不一定
是用说经的方法，不用这个方法也行。但是这毕竟在娑婆世界，是
个很契机的方法，为什么？娑婆世界的人都有求知的欲望，佛恒顺
众生，给你讲解宇宙人生的大道理，满足你求知的欲望。到最后你
还有问题不能解决的，肯定的，佛告诉你，只要你能把妄想分别执
著放下，你全都明白了。所以他自己给我们做了个榜样，他学了十
二年统统放下，这大彻大悟。在中国六祖惠能大师也示现了大彻大
悟，但是惠能不认识字，没学过，一天经也没听，也没读过。这就
是说学跟不学对见性来说，没有什么关系，见性是要你放得下，放
下就是。人就是有坚固的执著不肯放下，难在此地！
　　我这一生修学，我常常感念老师，感恩护法，护法是韩馆长，
不是韩馆长三十年的帮助，我不能成就。如果说最好的成就，也就
是念佛往生净土，凡圣同居土下三品往生，那就是了不起了，不能
像今天这样子。这是得她三十年的帮助，她为我做出了牺牲奉献，
什么事情？让我用清净心在学习，一生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
她不许我问这个事情，所以心这样子清净下来。清净心才能看得懂
经文，才能听得懂老师的教诫。所以以后，这么多年下来我体会到



了，为什么很多同学一起听老师讲经，他不像我这样能得受用，他
没放下。我是章嘉大师教我放下，放下多难！韩馆长一下就拿去，
不放下也不行，非放下不可，我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当时许多人都
说，韩馆长这个人太厉害，你不能跟她在一起，她完全把你控制住
了。我想想她对我有好处，很难放下的时候，她用这种高强的手段
，让我非放下不可。我想这个好，我跟她在一起合作好，我会有成
就，她有护法之功，我有修学之德，这个缘不容易！我如果说是跟
她合作，我觉得受不了，我离开，算了，我再去实行，但是就不能
成就了。所以我这样的根性，得到这么一个善友，才有今天这样的
成就，所以这真的是「了知无上法味」。这么多年来，我们的讲席
从来没中断过，『普润众生』，也就是常常能够说出、做出来，跟
大众分享。第八：
　　【八近佛菩提。】
　　『近』是亲近，要知道亲近『佛菩提』。
　　【梵语菩提。华言道。】
　　中国人把它翻作『道』，这个「道」是什么？成佛之道，菩萨
道才叫菩提，不是别的道。所以这个道要加以解释，它下面有：
　　【谓修菩萨行者。以多闻故。常勤修习。则知戒定慧行。能趣
圣果。是以心常在道。精勤无怠。而於佛果菩提为不远也。】
　　这个解释，解释得很清楚，非常具体，为什么？戒定慧是菩提
道，是基础的菩提道，必须要认真学习。戒从哪里修？戒一定要从
《弟子规》修。我们在这么多年当中，也经历了许多国家地区，看
到在家、出家那些同修，有的确实很用功，不能说他不勤奋，不能
说他不用功，可是最后都没有我们向往当中的成就，那是什么原因
？找！在家的同修十善做不到，出家同修《沙弥律仪》做不到。在
这个状况之下，除了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



，没有戒，八万四千法门就没分。净土靠得住靠不住？不太可靠，
修比不修好，真是像李老师所说的，「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
的只有两三个人。」什么原因？没有戒定慧的基础。如果有戒定慧
的基础，那叫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的。最低限度五戒十善
你要具足，你决定得生净土，连出家都不例外。出家虽然我这个比
丘戒、沙弥戒做不到，我能把五戒十善修好我决定能往生。所以我
们认真去反省、去检讨，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从前人能做到，现在
人做不到？使我们想到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
以中国的佛法跟传统的学术，早就结合成一体了，儒释道三家有分
不开的关系，佛法是以儒跟道做基础。儒家的礼、儒家的《弟子规
》，道家的《太上感应篇》，这是从前中国人，从小就必须要学的
课程，家教！所以长大之后，学佛一点困难都没有，他有《弟子规
》、有礼的基础，有《太上感应篇》的基础，入佛门是轻而易举的
，就能不断向上提升。
　　现在我们根断掉了，大家不学礼、不学《弟子规》、不学《感
应篇》，所以《十善业道》就做不到，五戒做不到，所以学佛往生
就难上加难。还有几个往生，那什么原因？我们能想像得到，应当
是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善根深厚，宿世的因缘在这一生当中起作
用，他往生净土！如果不是宿世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可能。所以这
些年来，我们才非常认真努力在劝导大家，要把传统的根找回来，
我们要扎根，我们要从《弟子规》、从《感应篇》、《十善业》扎
儒释道三个根，那有这三个根，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没问题，决定成
功。所以这三个根重要，千万不能疏忽，有三个根念佛往生就有保
障，没有这三个根念佛往生没有保障，你能不能去是个问题，所以
这点不可以不知道。
　　有戒就有定，为什么？戒里面许多的烦恼习气都叫你放下，放



下之后你的心就定下来了，定能生慧。慧能入经教，你有慧的时候
你才听得懂经典，你才能听得懂。你没有慧听不懂，你所听的都是
一些常识，这是我们今天讲佛学常识；里面的精髓，你听不到，你
体会不到。开经偈里面所说「愿解如来真实义」，你没有这个能力
。「近佛菩提」，就是亲近经典，经典所在之处就是佛陀所在之处
，要亲近它。要用清净心、要用恭敬心，不能怀疑，知道一句就做
一句，知道两句就做两句，依教奉行，你进步就很快了，你真的能
体会、能契入。如果你不能做到，那个没办法，经典里面的法味，
前面讲的无上法味你尝不到，你得不到受用。第九：
　　【九为作光明。】
　　这是利他，前面都讲的是自利，自利之后才能利他；自己没有
得利益要是利益众生，佛说「无有是处」，没这个道理。必须自利
之后你才能利他，必须自觉之后你才能觉他，这是一定的道理。我
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常讲，人必须自爱才会爱人，必须自己尊
重自己才会尊重别人。圣贤之道，不论世间跟出世间，都是从自心
开始的；离开自己，世出世间圣贤之道，你统统都得不到，你无法
体会。这是圣贤跟世俗不同之处。
　　【谓修菩萨行者。以多闻故。知诸众生。皆为无明所覆。常受
长夜之苦。而能以智慧之灯。作诸光明。令其出离幽暗。而获清升
之乐也。】
　　这是利他。菩萨烦恼断了，就是真的放下，知道众生苦，众生
苦在哪里？无明烦恼，就是对於诸法实相是一无所知。你看现在这
个世间，有许多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宗教家，他们都在探讨
宇宙的奥秘，宇宙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万物从哪里来的
，议论纷纭太多了。我们听到许多的报告，但是这些报告我们看了
之后，还是有疑惑，总不能叫我们心服口服。我们读了大乘经，尤



其是学习《华严经》，佛在经典上把这些问题，讲得清清楚楚、明
明白白。我们能信、能解，现在落到是自己分上的事情，我要怎样
修行？修行就是放下，没别的。你看佛教给我们，放下对世出世间
一切法的执著，你就成正觉，正觉就是阿罗汉。你的德能、你的本
能就恢复了三分之一，那讲神通，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
、漏尽，阿罗汉这六种神通都有了。虽然有不圆满，他的量是有限
的，只能够达到三千大千世界，他的眼能看三千大千世界，耳能听
三千大千世界，也就算不得了！三千大千世界是多大？照一般人说
是十亿个银河系，我们以银河系来说十亿个银河系，十亿，不是十
万，十亿。十亿银河系之内的，你能看得到、能听得到，这里面的
事情你全晓得，这是你的本能。如果再要把分别放下，於世出世间
这些不分别，这个能力扩大了，十亿个银河系是一尊佛的教化区，
娑婆世界。那菩萨比阿罗汉高太多了，菩萨证的是正等正觉，他能
看几十个佛国土、几百个佛国土、几千个佛国土；到地上菩萨的时
候，那是无量无边的佛国土；最后能把起心动念放下那就彻法根源
，这是一切法的根源你找到，你彻底明了，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功
夫不是别的，功夫在放下，修行不是修别的，就是修放下。
　　不杀生，把这些造作恶业、伤害众生的心放下，心既然没有，
行为当然就没有了，不吃众生肉，你得要放下！你该不该吃它肉？
在因果上讲吃它半斤将来还它八两，欠命的还命，欠债的还钱，生
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总得要搞清楚、搞明白。所以这个世间
人他要不放下，永远搞不清楚，那就是被『无明所覆』，盖住了；
『长夜之苦』，就是六道轮回，他脱离不了六道。只有真正依教修
行的，这些罗汉、菩萨们他们放下，他放下了自性般若智慧现前，
这就是『智慧之灯』。自性里头本有的般若智慧现行，它能照自己
，帮助自己不断向上提升；它能照别人，能帮助有缘的众生回头是



岸。所以佛法里面常讲「佛度有缘人」，什么叫有缘？这个人过去
生中，生生世世都在学习，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这叫有缘人。如
果他过去生中没有学，这一生才开始是不可能的，决定没有偶然的
，哪有那么容易放下的？我们自己亲身体验，不是容易。你想想看
，这些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容易放下吗？老师教我容易，实在
讲第一天跟章嘉大师见面，也不过是两个小时，教我「看得破、放
得下」，教我「布施」，我做了多少年？差不多做四十年。
　　这四十年当中真的最得力的，就是韩馆长这三十年，不放下也
不行，逼著你非放下不可。这个磨炼我乐意接受，我知道她对我是
有好处，没有坏处，我欢喜接受。如果不是这样勉强的话，放不下
，特别是贪财，没有钱的时候放下容易。有钱的时候，钱愈来愈多
你怎么放下？没办法！那就是一条很坚固的绳索，把你绑在三途六
道里头，你出不去。所以真的放下了，真的能舍得干净，心里头不
再有这个念头，天天学讲经，所以心里面都是想著经教，「近佛菩
提」与这个相应了。在大乘经教里面长时间的薰习，对於这些性相
、理事、因果是愈来愈清楚、愈来愈欢喜，尝到法味。现在你要问
我，现在怎么修法？我们知道现在灾难很多，我现在连经教也不想
，专想阿弥陀佛。灾难来了不怕，有好地方去，专修净土需要多长
的时间？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决定得生，时间足够用，就怕你放不下
。所以说是深入经藏之后成就自己，能帮助别人。这末后一条讲得
非常好：
　　【十不畏恶道。】
　　这就是险难不怕了，什么样的灾难都无所谓，为什么？能往生
。
　　【谓修菩萨行者。以多闻故。晓了万法体本空寂。无苦无乐。
是以发广大心。随类化度一切众生。而於险难恶道。悉无所畏也。



】
　　哪里都去！你说灾难来了，我死了变成鬼了到鬼里头去度众生
，到地狱了我到地狱度众生。走到哪一道都去度众生，都为他们讲
经说法，都为他们做个修行的好榜样，这有什么困难！想到佛国土
去就到佛国土去，要想恒顺众生也行，哪一道都可以去，『不畏恶
道』。知道什么？十界六道形相不同，理性没有两样！所以你真正
契入之后，就像大经上所讲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哪一道都
有缘，哪一道都应该去。用欢喜心去，没有恐怖、没有忧虑，不惊
不怖，心平气和这是真正功夫。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在十法界里
面、在六道里面、在三途里面，都保持清净心，这是我们学佛真正
成就，这是多闻真实的利益。这段是世尊在《月灯三昧经》里面所
说的，听经闻法真实的受用。我们现在在学《华严》，清凉大师特
别告诉我们，听《华严经》的十种殊胜利益，他得到了。诸位要记
住，他得到了，十种利益他得到了，提出来跟我们分享。但是今天
时间到了，《华严经》闻经十益，我们明天再来学习。学习这个之
后，我们再接著继续讲《华严经》，「须弥顶上偈赞品」，我们还
没讲完，我们继续再学习。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