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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同修，阿彌陀佛。我們剛剛談到禮敬諸佛應該在跟父母的
言語態度上，都要保持我們的恭敬心，所以縱使父母在教訓、在處
罰我們，我們的內心也要不生憤怒、不生瞋恚。
　　父母責罰我們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我們錯了，一種可能是我們
被誤會了，假如是我們錯，被父母罵，被父母責罰，那我們應該用
什麼心態去面對？我們應該非常歡喜有父母可以教誨我們，可以指
出我們的問題。世上只有兩種人絕對不會嫉妒你的成就，一就是我
們的父母，另外一位就是我們的師長，所以父母也是望子成龍，望
女成鳳，所以我們要看到父母對我們的存心，進而去受教。
　　另外一方面，假如我們被誤解了，父母還是很兇，罵我們，或
者甚至於有責打，我們這個時候要不要「敬聽」？要不要「順承」
？這個就值得我們思考。當一個人在生氣、在氣頭上的時候，你假
如很衝的回嘴會怎麼樣？兩敗俱傷，親情可經不起幾次大的衝突。
所以當這個時候，父母罵你的是錯誤的，你能忍得下來，退一步海
闊天空，當父母怒氣消退之後，他就會比較冷靜，等他冷靜下來，
他就會感覺到自己比較過分。所以這個「忍」在家庭裡面是必修科
目，所以佛陀說「一切法得成於忍」，「忍」才能顧全大局，「忍
」才能讓對方生慚愧心，「忍」才能讓他冷靜思考，不然兩個巴掌
一碰，聲音絕對出來。
　　所以當父母冷靜下來，他去思考，我可能是聽一些不對的話，
我的孩子應該沒有這樣，氣憤消了，他可能就走過來，「你要不要
吃水果？」這個時候你可不要說，「你要叫我吃水果啦」，那就不



對了。父母還是親人，跟你道歉，「對不起，我剛剛太兇了」，你
可不要回嘴，「就是你錯」，那你的「忍」就毀於一旦了，就功敗
垂成。當他跟你示好，當親人跟你認錯，你能平心靜氣接受，「哎
呀，都是一家人」，可能一次風波之後，家裡的感情愈深，他愈能
感受到你的包容，父母對你愈佩服、愈信任。
　　諸位同修，取得父母很深的信任重不重要？太重要了。當你父
母對你的德行，對你的為人，生起非常深的信任的時候，諸位同修
，你父母當生成就的因緣快成熟了。父母親心目當中最親的人是誰
？是孩子，當他對他的孩子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時候，請問他聽誰的
話？聽孩子的話。所以父子之緣，母子之緣，你可不能再錯過。「
父母離塵垢，子道方成就」，父母真正了生脫死，當生成佛，你做
兒子的責任才真正圓滿。所以我們如何取得父母的信任，完全在生
活的點點滴滴當中對父母的恭敬，對父母的照顧，而這點點滴滴的
恭敬跟照顧，《弟子規》講得非常詳細，待會兒我們可以一一就一
些角度好好去看。
　　我有一位朋友是博士，很會讀書，二十七歲就博士畢業，從小
會背《地藏經》、《孝經》、《論語》，都倒背如流，長得面相非
常好，我這位朋友現在是大學副教授。我第一次跟他見面，在一個
偶然的機會，大家圍成一圈在交流意見，剛好這位朋友敘述了一段
話之後，後面結尾講了一段話，他說「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
度盡，方證菩提」。我那個時候大學四年級，佛法半本也沒念過，
當他結語念了這兩句，我的頭皮發麻，突然間很震撼，被他這句話
震懾住了。結果我跟這位朋友剛好單獨兩個人進了電梯，那時候我
也不懂佛法是什麼，我就很激動的對著我這位好朋友說，「度眾生
成佛，你能，我也能」，結果我這位朋友被我一講都愣住了，不知
道怎麼回答我，其實我也搞不清楚。諸位同修，這個叫做靈光乍現



，突然烏雲破了一個洞，照進一道光，沒多久烏雲又密起來了。
　　我從大四到聞佛法，還經過四年，所以善知識難逢，抓住了決
不能再放過了。所以當我從電視看到老和尚講經，那真的是沒有見
到而已，假如見到，一定是抓住老和尚，抱住老和尚的腳，這一生
不能再錯過了。
　　而我這位朋友很孝順，他很多方面都是我的典範，但是他在佛
法方面的緣分就沒有比較再深入，畢竟他進入大學之後要負責的工
作很多，他要升教授，很多的這些工作就向他襲來了。那我就因為
佛菩薩的慈悲把我安排到教育界去，末學就開始教小學，一路體會
到教育的重要。我們做教師的人特別容易感受佛陀的慈悲，因為佛
法就是師道，佛法就是教學，所以愈教就愈覺得佛陀的慈悲，佛陀
的因材施教，佛陀的諄諄教誨。剛好我上一次回去就去找這位朋友
，諸位同修，您猜猜看我送這位朋友什麼東西？末學送他一尊這麼
小的地藏王菩薩，拿著一根錫杖，非常莊嚴。我這位朋友把末學這
一尊地藏王菩薩接過去，講了一句話，他說你離佛陀愈來愈近，我
離佛陀愈來愈遠。朋友之間，惺惺相惜，念念希望他有成就。
　　諸位同修，我們要盡心盡力走出一個典範讓我們的朋友看，讓
我們的親人看，我們能不能等下來陪他休息？不能。我們要為人演
說，要勇往直前，我們演得愈好，你的親友對佛法的信心愈充足，
所以修身重要，修身是利他第一要件，這樣才能為人演說，演在前
面，說在後面。
　　當我這位朋友有機會從私立高校升到公立高校的時候，那一天
末學就去祝賀他，剛好到他們家，他正在跟他父親彙報這件事。當
末學進去的時候，我的朋友說「你先坐一下」，我就坐在沙發旁邊
看著我這位朋友輕聲細語把這整個過程，為什麼在私立學校，目前
的因緣是怎麼樣，能夠晉升到公立高校裡面去當副教授，跟他父親



非常仔細的報告，那種言語、那種態度給末學非常深的感受，那是
真正對父親恭敬，任何事情都希望讓父親清楚，不要讓父親擔心一
點一滴。所以有一句說「事雖小，勿擅為」，我們常常做一些事都
是先斬後奏，其實那個時候有沒有恭敬面對父母？所以修行要從根
本修，要從自己的起心動念下手。起心動念，任何人沒有比我們自
己更清楚。
　　所以「父母教，須敬聽；父母責，須順承」，當然我們學儒家
學說、學佛學，絕對不能當書呆子，也不能當佛呆子，你的父親已
經氣得不行了，看到你就一直氣，你要趕快先離開現場，讓他的火
先降下來。你不要到時候說蔡老師說的，就站在那裡給父親一直罵
，「須敬聽，須順承」，要會變通。剛剛邵老師講的課，「小杖則
受」，「杖」是指棍子，「大杖則走」，不能陷父母於不義，不能
讓父母傷害了子女，讓他自己更痛苦，當然也不能讓父母氣到出問
題，到時候送醫院了，諸位同修可不能來找我，說蔡老師教要「須
順承」，順到最後高血壓發作，所以要處處體察情況，觀機，採取
正確的進退應對。
　　我們看下一句，「冬則溫，夏則凊，晨則省，昏則定。出必告
，反必面，居有常，業無變」。諸位同修，《地藏經》是佛門的孝
經，而老和尚常常教誨我們，「地藏」是心地寶藏，請問要怎麼開
？要用孝心，要用恭敬心，就能夠開發我們的性德，開發我們無窮
的寶藏。所以《弟子規．入則孝》句句的經文都是孝悌的直接落實
，我們對父母的關懷恭敬當然要表現在生活點點滴滴當中，這個時
候我們要懂得看到父母的需要，能夠去關懷、去照顧，這就是最直
接的禮敬。
　　經文裡面提到「冬溫夏凊」，冬天的時候冷，所以這個典故是
在漢朝的時候，有一位讀書人叫黃香，黃香九歲，他的母親早逝，



留下了一位父親。他父親身體不是很好，九歲的黃香，冬天的時候
自己先入了被窩，把被窩弄溫暖再請父親來睡；夏天的時候太熱了
，趕快拿扇搧涼了，再請父親來睡。當我們能處處體恤父母，就能
夠感受得到父母在生活上許多的需要，包含冷熱，包含饑渴，這些
生活點滴，甚至於除了物質的一種關懷之外，還能夠對父母的內心
懂得去關懷，那我們就確確實實把「冬則溫，夏則凊」這一句經文
解得夠深廣。我們可不能學了這一句之後，關心父母就是冬天的時
候把它睡暖，夏天的時候把它搧涼就好了，看到父母餓得半死，「
課本沒教」，那就學呆了，所以經文要靠自己的心去感受。當我們
能真正感受黃香的心境，你就能真正契入黃香對父母的態度了。所
以老和尚常常告誡我們，學佛，學佛的存心，學佛的用心，學聖賢
就要學聖賢的存心跟用心，我們就能快速契入聖賢佛菩薩的境界。
　　現在秋天來了，溫差特別大，所以我們要趕快打一通電話告訴
爸爸、媽媽，最近氣溫變化很大，早晚要多加衣服。諸位同修，您
這一句話可以讓父母歡喜多久？我們當子女的確確實實要盡心盡力
去行孝，而且絕對不能讓父母擔憂，當你愈懂事，你的父母就對你
愈放心。所以我們要常常善體親心，看父母在物質方面有什麼需要
，在精神方面有什麼需要。
　　我記得小時候，我的母親常常差不多三個禮拜就回娘家一次，
我父親載著我母親，我喜歡跟，就跟著去了，去了之後，看到母親
左手一包，右手一包，拿了很多蔬菜水果。那時候年紀小，站在旁
邊看到母親拿了這些水果往外公、外婆的冰箱放，我們內心看了感
受非常歡喜。諸位同修，人確實有好善好德之心，你去找一個殺人
犯，當他看到一個孝子在行孝，我相信他當下也會感動得流眼淚。
為什麼現在眾生好善好德之心都喚不醒，不是眾生的問題，是我們
學聖、學佛菩薩的人沒有演出好戲，讓人家看了感動，讓人家看了



生起效法之心，我們沒有資格罵人家沒善根。所以我小時候這一幕
一幕看到了，回去的時候，外公、外婆最疼孫子了，一杯一杯的飲
料就端出來，你喝完了，他馬上又給你拿一杯來了，可以感受到這
種血濃於水的情感，這種直系血親對於他的後代無微不至的關懷。
所以讓你的孩子感受更多的天倫之樂，你的孩子的善根絕對會起得
很好。這個時候就要我們演出孝順的榜樣。
　　我十八歲以後，我的父親休息一陣子了，往後回娘家都是我載
我的母親回去，我們也很歡喜陪著母親去行孝。所以為了我們自己
，為了我們的父母，為了讓我們的孩子能生起孝心、生起善根，我
們要全心全意去關懷父母，盡這一份孝道。而「敬」是內在，不能
做表面。很多年輕男女結婚生了孩子，年紀也不大，禮拜六、禮拜
天，想說可能很多人會說我都沒回家看爸爸、媽媽，怕人家說，所
以就回去一下，帶著老婆、兒子回爸爸、媽媽家。一進去，孩子就
亂成一團，兩個夫妻就坐在那裡，喝茶的喝茶，看報紙的看報紙，
誰最忙？爸爸、媽媽忙得要死。早上六、七點還要去買菜，買完回
來還要煮，然後煮好了，你看完報紙，「煮好了是吧，好，吃飯」
，吃完飯，該走了，「小寶回家了」，拍拍屁股就走了。旁邊的人
說，「你兒子這麼常回來看你」，爸爸、媽媽說，「累死我了，不
如不回來」。不能善體親心，做表面，不只沒有功德，還造業。所
以時時感受父母的需要。
　　而真正能夠讓父母得安樂，得快樂，唯有聽聞佛陀的教誨才能
真正徹底安樂。所以養父母之身，養父母之心，更重要的要養父母
的智慧。而老人家最難放下的就是分別、執著，所以我們每一次回
去，一來盡孝心，二來要不厭其煩引導父母正確的思想觀念，然後
每一次就挑一、兩片跟父母現在狀況最契機的老和尚開示，趕快放
下去，陪兩老一起看，而當你這麼孝順，敢跟你打包票，你的父母



看不看？看。聽個一句、兩句，日積月累很多的執著就開始放下了
。諸位同修，父母的往生大事可不是臨終的時候辦，什麼時候開始
辦？時時刻刻。因緣成熟要趕快提升父母的知見，趕快累積父母往
生的資糧，這個重要。所以這個才是真正養父母之智慧，根本讓父
母得究竟安樂。
　　下一句「晨則省，昏則定」，俗話講「晨昏定省」，早上起來
的時候問候一下，晚上回來的時候跟父母報告一下今天過得怎麼樣
，都很好，讓他也放心，所以處處讓父母放心。
　　有一位學校老師拿了一些《弟子規》回學校，後來打了一通電
話到我們中心，他說「蔡老師，《弟子規》裡面有糟粕」。諸位同
修，很多人對中國文化有批判，末學敢跟你打包票，批判的人連經
本都沒有從頭看到尾，所以現在人為什麼修道難？還沒有入聖學，
貢高我慢已經上來了。這個就是因為讀書的次第搞顛倒了，不從德
行下手，而從知識技能下手，搞得現在十多歲的孩子，各個都恃才
傲物。真的，我們看到這些孩子不會生氣，會對他很惋惜，因為我
們這些長者、老師對不起這群孩子，他們沒有接受聖賢教育是我們
的責任。所以很多人在批判中國文化，你可要穩得住腳。諸位同修
可能說，「蔡老師，我中國文化讀沒有幾本，怎麼辦？到時候人家
出招，我怎麼接？」我跟你保證，你只要把《弟子規》讀熟了，落
實了，我保證你什麼招都接住，甚至於他拳還沒出來，只是動了肩
膀，你就知道要擋這裡了，因為你已經看到他起心動念處的錯誤。
　　批判中國文化最多的就是「孝順，孝順，愚孝，父母怎麼樣都
要順」。諸位同修，《弟子規》打開來明明就寫著「親有過，諫使
更」，父母有過失的時候要全心全意勸父母，不能陷父母於不義。
所以這一些罵糟粕的人是不是真正看過經典，經典裡面沒有糟粕，
他們所批判的很多都不是聖人說的，現在都是群魔亂舞，人云亦云



，我們當聖賢的弟子可不能隨波逐流，可不能被別人轉。
　　所以我當下就請教他，我說：這位老師，請問哪一句是糟粕。
他遲疑了一下，可能有一點不適應我馬上給他接招了，他就說：「
晨則省，昏則定」是糟粕。我就請教這位老師，我說：為什麼你覺
得是糟粕？他說：一天要問父母兩次好，太麻煩了。諸位同修，這
個時候你可不能跟他講「怎麼兩次麻煩！盡孝心是應該的，兩次怎
麼會麻煩！」你這樣跟他講話，他能不能接受？所以這個時候我們
就要把聖賢人教育的一種態度、一種存心，你要把那個本質開顯給
他聽，而不是外在的兩次、三次。我們就告訴這位老師，父母無時
不刻在擔心、在思念他的孩子，何止是一天兩次！所以早上一醒過
來去跟父母請安，父母一看，「額頭都發亮，昨天一定睡得不錯」
，父母一整天都覺得很放心。然後當兒子的又去跟父母問好，俗話
說「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父母一天工作的情緒可能都很高興。下
午放學回來，父母也不知道你這一天發生了什麼事，去跟父母說，
「爸爸、媽媽，我放學回來了」，你父母一看，「精神也挺不錯，
在學校應該學得不錯」。你早晚兩次的問候能夠讓父母一天都很安
心，所以我們為人子女，尤其在這麼小的年紀，說要幫父母負擔些
什麼生活壓力是不大可能，最起碼不能讓父母擔憂。
　　當我們這一段話講完，這位老師就說，「蔡老師，你的中國文
化是跟誰學的？你學得不錯」。他這麼一稱讚，八風就吹過來了，
可要接招，不能暈了。他一講，我就跟他說，「沒有，沒有，我們
也是剛開始在學習」，就稍微跟他對應了一下。突然他來了一個回
馬槍，你可不能得意忘形，你要馬上接住，可能就要刺到鼻子了。
他說「蔡老師，你沒有做到，你現在有沒有早晚問你媽媽兩次好？
」這麼一問，你就「啊，嗯」，那完蛋了。「你推廣經典的人都做
不到，給人家看笑話，你還是下來，我來做。」這個時候我就跟他



說了，我說「假如我早上打一次電話，晚上打一次電話，我一定會
被我媽媽罵」，「你不知道電話費很貴嗎？打回來浪費錢。」所以
不能學死了，「晨則省，昏則定」是為人子要處處讓父母放心，而
你的方式不是你想怎麼做，要父母歡喜接受，父母歡喜接受的一定
是每個禮拜固定給他打一次回來就好。
　　而我媽媽確實不擔心我。我們今天下午第一節課講的，孩子要
能善惡分明才不會被一些不好的因緣轉掉，所以你要讓你父母真正
放心，不只是早晚問候，更重要的是你的德行、你的言語行為要讓
他真正放心，你也不能只是做這個儀式而已。所以我從海口第一次
回台灣，我一進門就跟我母親講，我說「母親，妳修得不錯」，我
母親聽傻了，不知道我在說啥。我說「母親，我去了四個月，我的
內心都沒有掛礙，做得非常歡喜，心裡面也不會絞痛，絕對是妳在
台灣都沒有擔心我，我才能做得這麼順利」。我媽媽笑一笑。母子
假如能夠這樣互動，那是人生的快樂。
　　因為我在來大陸以前，這五、六年來接受老和尚的教誨，內心
非常感恩，所以我們抱持著師志如己志，老師的志向就是我們當弟
子的志向，所以我自己心裡有數，可能過不了幾年要離開父母。你
能不能在要飛大陸前一天跟你媽媽說，「媽，我走了」，她會怎麼
樣？她怎麼可以接受。所以諸位同修，善體親心，你怎樣的做法才
能讓你的父母很能接受，很歡喜，你要做在前頭，讓它水到渠成。
所以我就跟我媽媽講，「媽，我們兩個絕對不是這一生才聞念佛法
門，若不往昔修福慧，於此正法不能聞，所以我們兩個都聞了好幾
次，但是我們兩個現在還在這裡打混，到底是什麼原因讓我們沒有
往生？這個是大事」。所以我就跟我媽媽說了，「媽，我最難放下
的我知道了，妳最難放下的是誰？妳知道嗎？」我這麼一講，我母
親就笑得不行。她知不知道我說誰？就是她的心肝兒子。我是獨子



，我母親對我很疼愛。你看母子同修，這個機鋒也是很激烈，就透
過言語告訴母親，「連兒子都要放下，不然不能往生，不能往生對
不起阿彌陀佛的悲願，所以我們一起往生，同生極樂國，做法眷屬
」，就這樣跟我母親講。
　　之後我又接著講，「媽，聞佛法就像盲龜一百年才伸出頭來呼
吸一次，伸出來剛好遇到一塊有一個洞的浮木漂在大海上，盲龜的
頭伸出來，剛好就接上了。得人身都這麼難，那得人身又聞佛法多
難，難中之難，無過此難。所以這麼難得的機會，我們母子兩個都
遇到了，應該讓更多的人能夠聞到正法，所以母親，妳一定要把我
捐出來」，三年前開始講。每一次我母親情緒很好，「悅復諫」，
《弟子規》說「悅」，就是父母心情很好的時候要勸告他，所以就
「悅復諫」。這兩、三年我每一次跟她提這個話題，「母親，妳要
把兒子捐出來」，她就一直笑。
　　突然我剛好在前年決定到澳洲，隨著淨宗學院的課程好好修學
儒學跟佛學，好好親近老和尚，然後親近善知識，確實是「人有善
願，天必從之」，我也沒有攀緣，去了之後，楊淑芬老師就教我國
學，盧叔叔就在生活點點滴滴、方方面面指導我落實佛陀的教誨。
後來非常幸運，回了台灣，楊老師很疼愛我，讓我在她們家住了七
個月。我跟楊老師常常討論經典，比方說討論《論語》，討論一、
兩句，突然一看錶，「兩點了，你明天還要教書」，因為那時候我
還帶一個六年級的班，「明天還要教書，趕快去睡覺」。「學而時
習之」，真的會把時間都忘掉。
　　七個月之後，末學回高雄考老師，怎麼考都能夠入決賽，但是
就不能上榜，怎麼考都是備取。我記得我第一次考試的時候，一百
九十一個準老師，都是已經拿到教師資格的去考試，複試錄取二十
一個人，末學進了二十一個人，而這二十一個人只有一個男生，二



十個都是女生。結果當我去參加複試的時候，坐了三位校長，看到
末學走進去，說「今天還有男生！」結果末學坐下去，一跟主考官
對了兩、三招，我想大事不妙，我們是念念要教育好孩子的德行，
而主考官就問我「你有沒有行政經驗？你會不會搞活動？」盡問我
這些東西。末學絕對要當班主任，不搞這些活動，因為孩子的德行
的根要你點點滴滴付出才行，結果沒對上，我還是備取，第四名。
後來去考，幾千個人，然後錄取一百多個人進複試，像高雄市，兩
千多個人錄取一百二十多個人進複試，末學又進了，我是每考必進
，每進必考不上。考到最後，我跟我父親講，我說「爸，你不要跟
我去看榜單了」，我覺得對我父親很愧疚，每一次機會都很大，結
果都失望。末學就跟我父親講，「最後一次你別去了，我怕你又失
望了」。結果後來塵埃落定，一所也沒考上，我的母親就跟我父親
講「另有安排」。
　　諸位同修，你要相信佛菩薩，真的「境緣無好醜」，你假如自
己在境界當中分別好醜，我們就被困住了。看起來是沒考上，諸位
同修，您想想，我假如沒有這些經歷，我父親一定說「你沒有實力
，重來一年」。我父親看我過關斬將，就是上不了，他不忍心叫我
重考一年。
　　我覺得考試很折騰人，害我都不能做弘法利生的事，因為在考
試，沒上我也很自在。結果剛好考完試，我就開始帶著楊淑芬老師
的《弟子規》這些書法本，載著這些經典開始到各個淨宗學會去發
送。發送完沒多久，楊老師就從澳洲回來，末學趕快到台中去拜見
楊老師。一進門，楊老師跟我說，她說：你還沒考，我就知道你考
不上了。我聽愣了，聽傻了，我說：為什麼考不上？楊老師說：我
已經答應老和尚要到海口去推展中國文化，還在老和尚的面前誇下
海口，我有一個姪子馬上就可以去了。真是不可思議，我在寫一題



題目的時候，足足折騰了十分鐘，為什麼？因為我不相信我寫不出
來，因為那一題剛好是我跟楊老師吃飽飯一起散步，討論的一句李
白的詩，叫「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楊老師還給我
開解，我聽了也很高興。結果真的就考出那一題來，我說我不可能
忘記，但是就是想不出來。我媽媽那一節在家裡念佛，她就覺得這
個心一直忐忑不安，她回來就問我：你第一節課是不是考得很差？
我說：妳怎麼知道？真是母子連心。所以我母親就勸我爸爸，「另
有安排」。
　　後來我確定要來海口了，是我母親勸我爸爸，「你要看開一點
」，我母親的同事都說，「哪有人像妳這樣當母親的，別人都是捨
不得孩子走，妳還要把孩子推出來」。因為我父親還是不捨，我是
長孫，又是長曾孫，但是我父親非常通情達理，他看我這麼堅決，
他也勸我，他說這件事幾乎很少人可以做到。末學知道他內心可能
不能接受，我就跟我父親講，我說「父親，雖然沒有幾個人做到，
但是也有幾個人真正做到了，所以我們不要去學很多做不到的，我
們一定要去學誰做到了。而當這個做到的人假如要很有錢，要很有
權，要很有勢，那兒子馬上不去。假如這個人，這位仁者，沒有錢
、沒有權、沒有勢，啥都沒有，做到了，那我要好好跟他學，也同
樣可以做到」。諸位同修，末學舉了哪一個例子？老和尚沒有錢、
沒有權、沒有勢，一個人到了台灣，憑什麼得到三位老師全心全意
的教誨？憑什麼能夠把佛法弘傳到全世界？諸位同修，宇宙人生的
真相至簡至易，我們把它想得太複雜了。真誠是能感，境界是所感
，老和尚有真誠心弘揚佛法，弘揚正法，所以他就能夠得到這麼多
善知識的提攜，能夠得到這麼多護法對他的支持。
　　我跟我父親講完，父親沒說話，父親接著說：弘揚中國文化確
實不容易。我看他心裡還是有所不捨，我跟我父親講，我說：父親



，我不渴望中國文化在我的面前開花結果，我只要守住本分，中國
文化不要在我這一代面前斷根，我就心滿意足了。今天的課我們就
先講到這邊，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