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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印光大師這位大德，我們現代海內外的佛弟子，對他老人家都
非常的尊敬。他老人家一生的修持、教誨，可以用十六個字全部都
概括了，這就是他常常講的：「敦倫盡分，閑邪存誠，深信因果，
老實念佛」。這四句，他在一生當中，確確實實做到了；不但做到
，而且做得很圓滿。一生當中也本著這四句，教化一切眾生。無論
是言談、說法、著書，都離不開這十六個字。我們要想學他老人家
，就從這十六個字下手就行了。
　　學佛不但要明理、要懂方法，實在講還要找一個好的榜樣、好
的樣子，我們的學習才會有快速的長成。過去李老師常常教我，我
最初跟他，還沒有出家，還是以在家居士的身分，他告訴我：「古
人不學蘇東坡，今人不學梁啟超」。這兩位都是佛教的名人，也是
佛教的大德。為什麼不能學他？他們是佛學家，對於經教可以說是
相當通達，但是沒有契入佛所講的境界；換句話說，沒有得到真實
的受用。真實受用的標準，就是了生死、出三界，他們沒有做到。
所以，蘇東坡在中國歷史上記載，他還轉世，還不錯！還沒有墮三
惡道，得的是人身；但是得的人身，他的智慧、福德，比前一世又
差了一層，往後退，不是往前進。由此可知，我們選擇一個典型，
選擇一個榜樣，向他學習，這一點非常重要，不能不慎重。
　　我出家之後，李老師對我格外的關心，他非常謙虛、非常客氣
。他說：「我的能力只能教你五年。你最好學印光法師，跟印光法
師學習。」印祖已經往生多年（印祖是民國二十九年往生），我們



怎麼個學習法？印祖的《文鈔》在，依照《文鈔》來學習，你就是
印光大師的學生。我們綜合印光大師生平的著作，這十六個字就是
他老人家的真傳。四句，句句意思都是無限的深廣。
　　我們從那裡下手？從「敦倫盡分」下手，這樣學佛就學得非常
踏實。「倫」是倫理、倫常，也就是作人的道理。儒家的教學、佛
法的教學，都是教人從作人做起。首先，我們要明瞭，人與人的關
係。一般在家同修，夫婦的關係。現代人為什麼結婚不久，家庭就
發生變故，就離婚了？最不幸的是兒女。童年的時代，不是失掉父
親，就是失掉母親，終生的遺憾。這個對他長成，在心理上有很大
的影響。這是不瞭解夫婦的關係。父子的關係、兄弟的關係、朋友
的關係，五倫到最後，是君臣的關係，君臣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
。然後再擴大，我們人與天地鬼神的關係，與自然萬物的關係，你
都能夠辨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後你才曉得，我們應該怎樣
作人。如何對人、對事、對物，都能做到恰到好處，都能做到圓圓
滿滿，這就是「敦倫盡分」。
　　「分」是本分。我們要把自己本分的職責做好。我們舉一個例
子來說，我這一生選擇出家這一個行業（出家是一個行業，我選擇
這個行業）。為什麼選擇這個行業？我瞭解這個行業，我對這個行
業有興趣，非常歡喜。這個行業在佛法裡面來講，叫如來家業。這
個行業做的是什麼事情？經典上所說的：弘法是家務，度生是事業
。換句話說，我選擇這個行業，我的本分就是弘法度生。弘法是宣
揚佛的教義，把佛教誨眾生殊勝的教導，盡心盡力的介紹給社會廣
大的群眾，幫助這些人認識佛法，瞭解宇宙人生的真相，真正能夠
做到他自己本分的職責，這就是「敦倫盡分」。
　　釋迦牟尼佛是我們最佳的榜樣，我們從釋迦世尊他老人家一生
的行誼裡面，觀察他所做的敦倫盡分，從這個地方就獲得圓滿的啟



示，在這裡面我們得到高度的智慧。他選擇的是出家，學佛、弘法
利生。他一生當中修行，修行成就了。這個成就是什麼？我們用最
低的標準來說，有智慧、有定力。智慧是對於一切法通達明瞭；定
力是不會受外面境界的誘惑，自己能做得了主宰。有這樣的能力，
也就是說你有能力辨別真妄，有能力辨別是非，有能力辨別邪正，
有能力辨別好惡。獲得這樣的能力、智慧、德能，然後你就要幫助
一切眾生。他老人家表演給我們看的，講經說法四十九年，一直到
他圓寂，沒有一天空過。一天不講經說法，他的本分事情就沒有做
圓滿。只要有人聽，有人向他請教，沒有不竭誠盡心盡力去教導的
，真正是學不倦、教不厭。他是我們最好的典型、最好的模範。我
們學佛就應當向釋迦牟尼佛學習，這是出家人的本分。出家人在倫
常裡面，也算是一倫；倫是一類。他的本分就是幹這樁事情。
　　至於其他的事情，像建道場，做其他利益一切眾生的事業，釋
迦牟尼佛沒有做，他一生沒有建道場。他老人家生活是「樹下一宿
，日中一食」，吃東西一天吃一餐，到外面托缽，人家給什麼就吃
什麼，沒有分別、沒有執著。晚上住在那裡呢？看大樹底下好休息
，到晚上在那裡盤腿坐一宿，過的是這種生活。以後這些國王大臣
、大富長者，他們知道了。發現世間有這麼一個有學問、有道德的
人，大家都願意親近。這樹下場所太小了，於是他們才建精舍、建
講堂，提供場所，讓佛在這裡教化一切眾生。這才有了精舍、講堂
，我們現在所講的道場。道場是誰建的？不是出家人建的，是在家
學佛的人他們建的，我們稱之為護法。要用現代話來說，道場所有
權是在家人的，出家人到這邊來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所有權是
在家人的。出家人心才清淨！
　　佛法傳到中國來之後，古代的寺院叢林，也是國家建的，不是
出家人建的。你看看中國大陸有很多古老的大寺院，我們看到扁額



，敕建；敕建就是國家建的，皇帝下命令，地方政府所建的，這是
佔大多數。還有少數是大富長者，古時候叫大臣，豪富人家他們捐
助的，他們來建立的。至於說出家人化緣來建廟，那是晚近之事，
在古代沒有聽說過！經典裡面沒有這種記載。換句話說，出家人要
化緣來建廟，已經是不如法。怎麼樣才如法？出家人沒有道場，應
當學佛樹下一宿，日中一食，這就如法。
　　江味農居士在《金剛經講義》裡面就提倡這個方法。我讀了之
後，非常受感動，尤其現代社會，比釋迦牟尼佛那個時代方便太多
了。怎麼說方便太多？現在有帳篷，帳篷很便宜、很經濟、也很實
惠。一個帳篷，至少可以用三年。我們在樹下搭個小帳篷，你說這
個多自在！吃飯，說實在話，我們現在雖然不流行托缽，托缽決定
行得通，只是你不肯幹！在台灣這個地區，學佛的人有多少！出家
人托缽不要錢，只托一缽飯，我相信誰都樂意供養。不但你有得吃
，大概天天吃的都不錯，為什麼？很難得到你家來托一次！這個制
度好！
　　你要是建一個道場，你就有麻煩，道場要維護，你能不操心嗎
？你操心這個事情，你的心還能清淨嗎？清淨心生智慧，唯有智慧
才能自度，才能夠度他，才能幫助別人。你的心裡面，妄想、分別
、執著、憂慮、牽掛，跟一般人沒有兩樣，你怎麼能度自己？你怎
麼能幫助別人？所以，「敦倫盡分」裡最重要的，我們是以出家這
一倫來說，決定不能搞道場，道場一定要讓在家人去做。他搞道場
，我們去住，我們修行如法、如理，他一定尊敬你。我們做得不如
理，不守戒律，不守清規，他當然把你趕走。你說：「人家的道場
，我們很難住，不能長久。天天看別人臉色，這個日子不好過！」
實在講，是你自己不如法，你才看人家的臉色，處處去討好別人。
如果你做的如法，他求你！他希望你長住在這個地方，教化眾生，



他有功德、他有好處，你操個什麼心？真正擔心的，是擔心自己不
如法、擔心自己破戒、不守清規、不通教理、沒有智慧，你怎麼能
接受別人供養？所以，只要自己行得正，只要自己守規矩，如理、
如法的修學，不要怕沒有供養，不要怕沒有地方去住。
　　過去很多年前，香港有一位洗塵法師，到台灣來看我，跟我提
出他想建一個叢林，我沒有同意。我當時勸導他：「如其建叢林，
不如建祠堂」。他問我：「什麼道理？」我告訴他：「佛法是師道
，師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一定要先提倡孝道；孝道能發揚光大
，師道自然建立。」所以，我跟他談：「如果你真的有願力、有這
個力量，你應當建祠堂」。而出家人最好學釋迦牟尼佛當年那種生
活，如果有志同道合的幾個人，我們可以組織一個小的僧團，我們
住帳篷，我們托缽。他聽到我這個說法，也很感興趣，他說：「這
的確是一個很好的構想」。可是以後回到香港去之後，我就不知道
他在做些什麼，這談談就算了。
　　我說的話是實話，出家人決定不能怕苦。世尊入滅之前，教導
我們「以戒為師」，又說：「以苦為師」，怎麼能怕吃苦？「以戒
為師」，大家能夠理解，一定要遵守教戒，如理、如法的修學，你
才有成就。為什麼又說「以苦為師」呢？諸位要曉得，生活艱苦，
你對世法沒有留戀，容易生出離之心。「富貴學道難」，富貴人家
樣樣都很優裕、都很自在，捨不得離開娑婆世界，你跟他講極樂世
界怎麼好，他沒有見到！他現在這個享受就非常之好，捨不得去！
那個生活在苦難中的人，告訴他：「西方極樂世界好！」他這裡苦
頭吃盡了，聽說一個好的地方，恨不得趕快去！「以苦為師」，這
裡頭有很深的道理。所以，學佛一定不能怕吃苦，歡喜接受艱苦的
生活環境，對自己的修學，一定有幫助，一定有好處。
　　佛法的弘揚、傳播，最要緊的是在自己的修學，你自己修學沒



有成就，你自己不能契入佛菩薩所證的境界，拿什麼去教化眾生？
固然佛家的經論很多，真正是浩如煙海。這些典章、文物，縱然擺
在你的面前，無比的豐富，你要不能正確的理解，你要不能契入它
的境界，你讀的、你所講的，依舊是皮毛，依舊是表面，一分一毫
都沒有入進去。自己沒有得到真實的受用，你怎麼能夠幫助別人？
這是事實。
　　我們今天在社會上，國內、國外我們看到許許多多信佛的同修
、學佛的同修，他們有沒有得到佛法真實的利益，如經上所說的呢
？沒有見到！不但沒有見到，我還沒有聽說過。學佛多年依舊是迷
信，依舊是貪瞋痴慢在加速度的增長；思想、言行皆不如法。我們
有沒有看到這些事實？有沒有去想一想，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實
在說，把「敦倫盡分，閑邪存誠」這八個字遠離了、捨棄了。所以
印祖提出這八個字；這八個字不但是救佛教的命，真正是挽救這個
社會，是一副無比的良藥，是絕妙的處方。因此，我們想想祖師的
教訓，想一想釋迦牟尼佛他老人家一生表演給我們的榜樣，我們應
當從什麼地方來學習，應當怎樣學習，才能契入佳境。這個佳境就
是破迷開悟、離苦得樂，這是最好的境界。
　　無論我們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像佛當年在世，跟隨他的這些
弟子們，經上記載一千二百五十五人，這些人過的生活，都是「樹
下一宿，日中一食」，過的托缽生活。在我們世間人來看，他們是
貧苦到了極處。可是他們樂，他們真的快樂；我們看到苦，他們是
離苦，而且他們這種生活當中，得大自在，得真正的快樂。由此可
知，樂這種享受，與我們生活富裕不相干。極清苦的生活裡面有大
樂，佛與弟子們展現給我們看。而在中國，佛教沒有傳到中國來之
前，中國人也有。儒書裡面記載，孔老夫子的學生，顏回，「顏回
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換句話，吃飯，一個飯碗都沒有；「



簞」是竹子編的，盛飯。喝水連茶杯也沒有，用葫蘆瓢來喝水。一
般人看到，那個日子是貧窮到極處了。夫子讚歎說：假如別人，那
是不堪其憂，可是顏回不改其樂。顏回在極貧窮的環境當中，他快
樂。他這個快樂，跟佛與弟子們的快樂，沒有兩樣！他樂在那裡？
樂在破迷開悟，他覺悟了。覺悟的人在極其貧苦生活環境裡面，他
還是享受大樂，這是一般人沒有法子理解的，一般人決定體會不到
的。這種樂就是「敦倫盡分」，敦倫盡分的人，才能享受這種樂趣
。
　　所以，出家人要像個出家人，出家人要像釋迦牟尼佛；釋迦牟
尼佛就是出家人的樣子。出家人應當做出家人本分的事業，那就是
修戒、定、慧！戒、定、慧三學，缺一個不可以。有戒，未必有定
；有定，未必有慧。但是有定，一定有戒；有慧，一定有戒、有定
。如果說有定，沒有戒，那是假的；有慧，沒有定，也是假的，那
是誑慧！不是真實的。一定是遠離貪瞋痴、勤修戒定慧，這是我們
的本分。幫助一切眾生破迷開悟、離苦得樂，這也是我們的事業，
這是「敦倫盡分」這四個字簡單的說明。
　　「閑邪存誠」這一句話，現代懂得的人不多。不但一般人很難
懂，以前還有一個老法師，非常有身分、有地位的，看到這四句，
他跟我講：「太深了！這個話，我都不懂，一般人怎麼能懂？」可
是這是印祖在民國初年所說的。民國初年那個時代，讀中國古書的
很多，所以老法師寫的這四句，大家都能懂；現在人不讀古書，什
麼叫「閑邪」，真的搞不清楚。「閑」是防止的意思，特別是我們
要認真預防邪知邪見，要預防邪說邪行。要存真誠之心，處事待人
接物，都要真誠！
　　這一樁事情，說實在話，在古時候的社會容易做到。古時候帝
王的時代，一般講社會是保守的，是受到嚴格管制的；而現在民主



自由開放，那就困難。像在過去，不正當的言論、文宣、著作，都
是列在禁止之列。為什麼呢？擾亂社會人心，是被禁止的。今天在
民主自由開放的社會裡，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就沒有法子了。所
以，正知正見有，邪知邪見更多。完全要靠社會大眾用你自己的智
慧去辨別、去選擇，沒有人保護你了。在從前國家帝王的時代，帝
王最大的責任，就是要保護老百姓思想的純潔、純淨。所以，《學
記》裡面有一句名言說：「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建立一個國家
，建立一個政權，教導老百姓，什麼事情最重要呢？也就是說，你
作帝王，你作一個領導人，那一樁事情最重要？教學。要把教育辦
好，要令社會廣大群眾遠離邪知邪見，社會才會安定、才會繁榮、
才會興旺。這在從前主政的人，是他第一樁大事情。
　　要令社會廣大的群眾都能夠存好心，我們提倡「四好運動」，
「閑邪存誠」才能真正做到四好。「四好」裡頭，第一個是「存好
心」。好心是什麼？真誠之心，處事待人接物都能坦誠，沒有絲毫
邪僻，這是好人好事的根本，也是成佛、成菩薩的根基，我們怎能
不重視？怎麼能夠疏忽呢？在現代，負責任的政府，他也顧及到這
樁事情。我在新加坡講經說法也有十年，新加坡的政府對他的人民
負責任。我第一次到新加坡講經是八八年（一九八八年），他們邀
請我到那邊弘法。新加坡的政府要瞭解我，我的學歷、經歷要報上
去。我到那邊講經，經的內容、經本，講解的內容，也要寫成一個
大綱報上去；要經過他的核准，才准許你講。我們講經，我聽說政
府派人員來監聽，他們是便衣，像聽眾一樣，我們也不認識他；聽
你講的，跟你報上去的資料，符不符合？你是不是在造謠生事？如
果你講的跟你所報的內容不相符合，他也不會為難你。下一次再去
，就不會批准，他不讓你入境。這是一個對社會群眾負責任的作法
，我們很讚歎，我們沒有說他不民主。



　　換句話說，你說的是邪法，決定不容許你在那邊宣揚。我第一
次去要做報告，第二次、第三次都要報，以後他們對我瞭解了，現
在到那邊去講經，不必做這些手續。但是去年我在南洋大學講演，
新加坡總共有三所大學，我去年在兩個大學裡面做佛學講演，這還
是要報告，還是要得到政府的批准，即使講半個小時、一個小時，
也要得到政府批准。如果沒有批准，你到那邊講東西、發表東西，
那是犯法的，這是對於言論管轄。他的目的是保護人民思想的純潔
，杜絕社會動亂的根源。我們對於新加坡政府的作法非常擁護，我
們沒有覺得他對我為難，他沒有為難。這樣做法，好！所以，邪知
邪見、不正當的言論，在他的社會裡面要想弘傳，只有秘密的、地
下的，你公開的活動，必定被禁止的。
　　我們台灣的現象，跟它就完全不一樣。台灣的確民主自由開放
是世界第一，所有一切不正當的言論、不正當的文宣，都可以在台
灣普遍的宣揚，政府不加干涉。所以，我們台灣同胞就非常辛苦，
這麼多的講法、這麼多的說法，那一個對、那一個不對？無所適從
！畢竟有能力辨別的人是少數，沒有能力辨別，往往盲從，吃虧上
當。最明顯的，財物被人家騙去，時有所聞，這些事我們不能不知
道。然後今天在台灣「閑邪存誠」，完全靠自己，沒有人能夠幫助
你。
　　末後二句，「深信因果，老實念佛」。大師在文字裡也常常講
：「信願念佛」；也有說到「老實念佛」。我覺得「老實」比「信
願」好；老實裡決定有信願，有信、有願，未必老實。「深信因果
」這裡面，決定要相信「善因善果，惡因惡報」、「因緣果報，絲
毫不爽」，這個不能不曉得。這裡面還有更深一層的意思，如《觀
無量壽佛經》，佛所說的「深信因果」是「念佛是因，成佛是果」
。這兩句話，我必須要講清楚，怕別人聽到誤會，「念佛是因，成



佛是果，我天天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念了一輩子，也沒有成佛，
那因果不就不相應了？這一句話不就有問題了？」諸位要懂得「念
佛」，那個「念」是什麼意思？念不是口念。你看中國的文字，我
前面曾經講過，中國的文言文、中國的文字，是全世界任何國家民
族所沒有的，是高等智慧的產品。文字是個符號，這個符號是會意
。你看「念」，上面是個今，下面是個心，今心就是現在的心，現
在心裡有佛，這叫做念佛。可見得，不是在口裡。口皮上念佛，心
裡沒有佛，不是念佛；心裡真有佛，這叫做念佛。那佛是什麼？佛
所講的道理、佛所說的教訓、佛所說的境界，我現在心上真有！這
叫做「念茲在茲」，這叫做念佛，你才真的會成佛。何以故？佛講
得很好，佛說：「一切法從心想生」，我們心裡面有佛的教誨、有
佛的境界，那你心裡真正有佛，你當然作佛。
　　回過頭來，我們看這些芸芸眾生，他們心裡有什麼？他們心裡
面專門想著五欲六塵，他們心裡所念的是財色名食睡，他念這個，
他心裡頭真有！念念不忘！心裡面有這些五欲六塵，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六道輪迴、三途六道！他心裡有貪瞋痴慢，心裡充滿五欲六
塵，他搞這個東西。一切法從心想生，六道輪迴、三途就是從這個
心想生的。一個道理，我們把念頭轉過來，我們念佛、念菩薩，念
戒、念定、念慧，念清淨心、念平等心、念正覺心，這叫做念佛。
念阿彌陀佛，念西方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念阿彌陀佛在十方世界接
引眾生、成就眾生，無量無邊的功德，我們要效法，我們要學習，
這叫念佛。不是單單空念這一句佛號；念這一句空洞的佛號，沒有
實質上的內容，不能成就，那就是古人講的：「喊破喉嚨也枉然」
。念這一句佛號，聲聲佛號都有具體的內容，那你是真念佛，你就
不是假念。這樣念佛，當然就成佛，所以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你
要想成就究竟圓滿的智慧，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是一條



捷徑；而且這一條道路，諸佛都給我們說，不只是釋迦牟尼佛一個
人。
　　我們在這一生當中，穩穩當當快速的成就，是任何一個法門，
都不能相比的。因為那一個法門修學都非常困難，實在講，不是我
們這一生當中能做得到的，唯獨這個法門帶業往生。只要我們心裡
念茲在茲，把世情（世間的這些情緣）捨棄掉、放下，不要再染著
了，念念與佛相應、念念與經典相應，特別是《無量壽經》。《無
量壽經》我們要熟讀，要徹底明瞭，要認真學習去做，這是真正念
佛，這是真正的「深信因果，老實念佛」，那有不成就的？所以，
印祖這四句話，我們要常常放在心上、要認真努力去做，這一生必
定有無比殊勝、意想不到的成就。「敦倫盡分」，我就講到此地，
雖然說到出家這一倫，諸位從這個道理去推廣，無論是什麼樣的身
分，都要依照這個模式去做。然後你的生活、你的事業，一定圓滿
成功。我在此地祝福大家。我們今天就講到此地，謝謝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