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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上感應篇直講》，請大家翻開經本二十六頁，我們從第四
行看起，「示警章第二」，我們看經文：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
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
則死。】
　　這一章是示警，第一章講明義，示警是給我們提出一個警訊，
這是接上面那一章下來。上面那一章明義，第一章，「明義章第一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接
下來，「示警章」就告訴我們天地之間『有司過之神』，這句話就
是天地之間有專門管過錯的神明。講到神這樁事情，現代人往往都
認為是迷信。實際上是不是真有神明？佛在經上跟我們講得非常清
楚，確實有神明，這個在《華嚴經》、在《地藏經》講得特別的多
。神為什麼那麼多？那麼多的神明，為什麼那麼多？鬼神是另外一
個維次空間，一般中國道家講的陰陽，陰間、陽間。陰間的鬼神有
這些司過之神。陰間的社會跟我們陽間的社會組織也都是一樣的。
你看我們在陽上，每個國家地區都有很多政府官員，各個部門管理
不同的事務。像我們陽間，你犯了法，這個法律還是要處罰你。陰
間也是一樣，所以有這麼多的神明。我們陽間有多少個部門，陰間
同樣的有多少部門。我們看一個國家、一個地區，那個政府部門你
看有多少？非常的多。這個道理我們不難理解。
　　天地有專門在司過，「司」就是他管的，「過」就是說我們人
做錯了事情，這個神他都會來記錄，來做一個處理。『依人所犯輕
重，以奪人算』，這句話我們很清楚，善惡之報唯人自召，不是這



些司過之神給你的，是我們自己造作的善惡業，這個神依照人所做
的來做一個處理，不是他的意思，這一點我們必定要明白。
　　在新加坡不知道有沒有城隍廟，在臺灣有很多城隍廟。在高雄
鳳山，高雄淨宗學會會長的公公，還有他的祖父那一代，就在城隍
廟管那個廟，根據他們說，我到高雄去講經，他們說城隍很靈的，
清朝時代到現在，清朝時代留下來的，一直到現在，我到高雄都會
去上上香。我們也送「地獄變相圖」到各地的城隍廟，因為老和尚
請人畫地獄變相圖，是他家鄉安徽廬江城隍老爺啟請的，所以我們
有這個因緣跟城隍廟來接觸。高雄鳳山的城隍廟裡面有一司一司的
，有司過的、有司善的，就像我們陽間政府的部門一樣，裡面很多
，非常完整，可以說在臺灣的城隍廟，鳳山城隍廟算是非常完整的
一座城隍廟，現在還保留下來。
　　所以我們看了《感應篇》，然後再到這個廟宇去看看，應該新
加坡這個地方也有。那天我去看大伯公，在臺灣叫土地公，那個廟
蓋得很大，很富麗堂皇，很有福報，有舊的、新的，舊的那邊還在
，我們也去上了香，有幾個算盤放在那個地方，很多人去燒燒香，
手就去摸那個算盤。那個算盤就是此地講的「依人所犯輕重，以奪
人算」。算，人活在世間一百天叫一算。如果我們做錯了事情，犯
的過有輕有重，如果犯了過錯，我們這個算會被司過之神奪取，奪
取就是減少、扣掉了。比如說你活一百天，一百天的壽命就被減掉
了，被削減了，削減年壽，所以叫奪人算，就是奪去一百天的年壽
。
　　『算減則貧耗』，這個「算」也就是我們一百天的福祿，「算
減」就是福報一直消掉，福報一直減損。人沒有福報了，不但壽命
年壽被減掉了，而且還罰他貧困損耗，在生活當中過的日子就不好
過，過得很貧困。有很多財物，或者家裡面的親人，都會有一些損



耗，財物損失，人身體不好，各個方面。這些都是屬於「耗」，被
損耗掉，這個算一直減少，就出現這樣的現象。『多逢憂患』，患
難的事情紛至沓來，就是很多，常常遭遇到憂患的事情，讓心裡憂
慮，有災患，比如一般講家庭不平安，事業不順利，不如意的事情
一直來。『人皆惡之』，就是大家都討厭他，都不太喜歡跟他在一
起，當然也得不到別人的幫助。『刑禍隨之』，世間的司法、刑法
、災禍跟著而來，常常會遇到官司這一類的，上法庭法院吃官司。
　　『吉慶避之』，吉祥的事情他沒分，這些吉祥的事情好像都避
開他。『惡星災之』，跟著而來的是凶神惡煞，受災殃。我們常常
看到有很多被冤親債主附身的，被弄得神經不正常的，家門很不平
安的，常常出事情，這些都屬於「惡星災之」，惡星臨門，凶神惡
煞來降災禍給他。『算盡則死』，這個算就是一百天、一百天一直
減少一直減少，減到壽命盡的時候就是死期到了，人就死了。所以
一個人在這個世間活的壽命長短跟自己的福祿也有關係。福報都享
盡了，俗話講「祿盡人亡」，福祿沒有了那人就死了。這是有司過
，過就是過錯，造了惡業，原來你有的福分也被扣掉了、折損掉了
，打了折扣，一直減、一直減。因為我們這一生的受用是過去生修
的，這一生如果不再繼續修善，不斷的造惡業，那你這個算就一直
減少、一直減少，減到最後沒有了，人就死了。
　　這一段是示警，給我們一個警示，就是告訴我們天地之間有司
過之神，依照人所犯的過錯，有輕有重，來奪取人算。這是累積的
，輕的累積到一個階段，他奪一算就減掉一百天的壽命，比較嚴重
的那好幾算，這就是輕重大小不同，這是講犯過錯的。算減就貧耗
，多逢憂患，人家看到他就遠離他，刑禍隨之而來，吉慶的事情都
避開，惡星降災禍，到最後「算盡則死」。我們接著看「鑒察章第
三」：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前面一段是總說，這一段跟我們列出有哪些神在記人的罪過。
『有三台北斗神君』，三台神君掌金玉、祿位、土田，是他掌管的
。金玉就是我們的財物，金銀珠寶；祿位就是你的地位，你的福祿
；土田就是你的不動產，這三樣屬於三台神君來管轄的。北斗神君
掌延生跟註死，所以一般道家都有「拜斗」。我們那天去大伯公看
，也有拜斗，禮斗，道家有「禮斗」，就根據這個來的。道家有講
「南斗註生，北斗註死」，他掌管人的生死禍福。『在人頭上，錄
人罪惡，奪其紀算』，這就是我們俗話講的「頭上三尺有神明」，
這是在人的頭頂上，「三台北斗神君」就在人的頭頂上，《華嚴經
》也有講到這個事情。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記錄人的罪惡，輕的
奪算，嚴重的就奪紀，一算是一百天的壽命，一紀就是十二年，這
是嚴重的大過，奪這個紀，輕的奪算。這是講三台北斗神君。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
過。】
　　『三尸神』在人的身體當中，分布在上中下，上尸神彭倨，中
尸神彭質，下尸神彭矯，分居人體腦、胸、腹部，分布在這三個位
置，所以在我們自己身體當中就有「三尸神」。『每到庚申日』，
「庚申日」就是算農曆的，每六十天就有一天是庚申日。這一天我
們身中的三尸神他就會『上詣天曹』，「輒上詣天曹」，「輒」就
是時常，每過六十天他就會上去一次，進見叫詣，天曹是管陽間善
惡的部門，我們講上帝，管這個事情。『言人罪過』，就是人有罪
過，他就會上去報告，檢舉人的罪過。
　　【月晦之日。】
　　『月晦』就是每個月最後一天。
　　【灶神亦然。】



　　『灶神』是檢舉一家人的罪過。這一戶人家就有一個灶神。灶
是古代煮飯燒柴火所用的，現在可能新加坡這個地方應該是看不到
了，在臺灣有些鄉下還有，像中壢善果林，他們道場還有燒柴火，
用這個灶。現代大部分都是燒瓦斯的，或者是電爐這一類的。現在
沒有灶，是不是就沒有灶神？還是有灶神，因為灶神是家裡的飲食
的，你在廚房裡面燒飲食的，等於是管廚房的神。我們現代雖然沒
有灶，但是總有瓦斯爐，你自己煮一點東西吃，或者電爐，這個都
屬於灶神所管。灶神，去年我在北京找陳曉旭合作，我請她們公司
幫我找演員，我請臺灣中國電視公司退休的王導演寫個劇本給老和
尚看，老和尚也同意，我們就去拍這部戲，拍了八集，一集四十五
分鐘，拍了八集，就是拍《俞淨意公遇灶神記》這一篇故事，我們
拍了八集。我們也流通到新加坡來，也給新加坡淨宗學會寄過來，
淨宗學會也做了一些出來流通，不過這個還是有很多人沒有看過，
我們還是要長期來流通，大家才不會忘記。這一篇《俞淨意公遇灶
神記》就是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證明，的確天地之間有司過之神，有
這些神明。《俞淨意》這篇文章大部分都是附在《了凡四訓》後面
，現在我們拍成連續劇，大家可以多介紹給親友來看。下面講：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
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凡人』，我們凡夫人難免會有做錯事的時候，有過錯的時候
，罪過大的削減十二年，壽命減掉十二年，大的，嚴重的，『奪紀
』，扣掉十二年。『小則奪算』，罪過比較輕的奪一算，一百天，
削減一百天叫「奪算」，但是「算」，前面講了，如果累積多了，
那也相當的嚴重。『其過大小，有數百事』，大小罪過，後面講了
一百多種。『欲求長生者』，「欲求長生」就是我們想要延年益壽
的人。道家求長生，修仙就是求長生不老，這是修仙的目的。我們



一般人雖然不一定修仙，但是求長壽長生的人，不管中國、外國，
這都是人之常情，希望在這個世間的壽命能夠長一點，不要太短命
，求長生。長生能不能求得到？肯定可以求得到，如果求不到，這
裡就不會跟我們講這句話了，既然講出來這句話，說明長生你可以
求得到的。你原來壽命很短，也可以求壽命延長，《了凡四訓》也
示範給我們看。你看《了凡四訓》，袁了凡先生遇到孔先生給他算
命，他的壽命只有五十三歲，後來他遇到雲谷禪師的開示，他知道
改造命運的理論方法，依教奉行，命運改了，原來他命中沒有兒子
，後來有個非常好的兒子；原來壽命只有五十三歲，後來活到七十
四歲，延了二十一年。這也是給我們一個證明，這是古人。
　　我們現在人，大家都知道我們老和尚，他給算命的算了，他的
壽命只有四十五歲。他跟兩位出家的戒兄弟同年，一起去算命，他
們三個人被這個算命先生算了，都不過四十五歲，不會超過四十五
歲。前面那兩位戒兄弟先後的在四十五歲那一年就死了，到了大概
七月，下半年的時候，輪到老和尚生病。那個時候我已經在聽經了
，他四十五歲，今年八十一歲，是三十六年前的事情。那一年他接
受基隆十方大覺寺邀請去講《楞嚴經》，我跟我弟弟就去聽，在三
十六年前，我們去聽，去聽了兩天，法師沒有來講了，不曉得什麼
原因，寺廟的人也沒有說什麼，說法師有事情不能來了，我們也不
曉得什麼事情。經過一個多月之後，聽說法師又在臺北李月碧講堂
那邊開始講經，我們又去聽經，也不曉得什麼一回事，我們也沒有
去問。一直到後來，老和尚講經的時候常常提到這個事情，我才知
道原來那個時候他休息一個多月沒有講經，原來就是病了一個月。
　　病了一個月，他沒有看醫生，他也知道自己壽命到了，因為跟
他一起去算命的兩位戒兄都已經先後的走了，他第三個，輪到他了
，他也知道時間到了，找醫生也沒有用，一心念佛，求生淨土。後



來病了一個月之後，病又好過來了，好了之後，他又繼續講經。後
來他常常提到這個事情，我們才知道當時就是這個事情。所以當時
這個事情，我們去聽經，我記得非常清楚。算命的跟他算四十五歲
這一年他過不去，的確有這個事情，但是因為他發願弘法利生，他
的命運改了，願力勝過業力。所以他延壽，延到今年八十一了，已
經延了三十六年，比了凡先生延得更長。後面他還很長，因為《大
方廣佛華嚴經》還沒講完，他也不能走，走不了，所以他的壽命延
得會很長。
　　從這個地方我們就知道，欲求長生者，長生是可以求得到的，
但是你要懂得這個理論方法，要如理如法去求，沒有一個人求不到
的，一定可以求得到。道家修仙就是要求長生，長生怎麼求？這裡
講了，那些過失的事情你要先避開，不要去犯那些過失，那你要求
長生就能夠滿你的願。接著我們看下面「積善章第四」：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
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
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
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我們先看到這一段。這一章叫「積善」，累積善行。『是道則
進』，合乎道義的事情我們應該勇往直前去做，不管我們能力做得
到做不到，應該做的盡心盡力去做，縱然能力做不到，我們功德也
是圓滿的。對於這個「道」，正道，我們應該遵循正道去前進，依
照這個道去修學。『非道則退』，「非道」就是不合道義的事，要
懸崖勒馬而不為，修道的人對於邪道應該退而不修，你要退回來。
邪道，邪知邪見，那是錯誤的，你修了不但沒有結果，反而有損害
，所以要退。所以一個是、一個非，是道就要進，非道就要退。首
先你要認識什麼是道、什麼是非道。『不履邪徑』，不走入邪惡之



路，錯誤偏邪的，像現在社會上引誘人入邪徑的到處可見，非常的
多，尤其現在老和尚常講，廣播電視、網際網路，這是更為嚴重，
很多都是引人入邪徑，走入邪惡之道，所以我們要避開，不要走這
些邪徑，不要去看，不要去聽，不要去接觸。『不欺暗室』，不明
瞞，不暗騙，不欺騙人。
　　『積德累功』，好事努力去做，多積陽功陰德。陽功，做好事
大家知道的，大家讚歎表揚的，這是陽功，在世間上也得到好名聲
，你做善事有很多人給你表揚，媒體給你報導，這是陽功。陰德就
是做好事人家不知道的，也沒有人表揚你，別人也不知道。但是陰
德比陽功要殊勝，所以《了凡四訓》講，「陽善享世名，陰德天報
之」。陽功你可以享受世間的名望，你出名了，你做好事大家都知
道，大家非常尊敬你，這是福報。陰德大家不知道，也沒有人知道
你做好事，但是天知道，天會報答你，那個果報更殊勝，是陽善不
能夠相比的。所以老和尚也常常勸大家做好事不要讓人知道，做壞
事盡量讓人家知道沒關係。做壞事讓人家知道，人家這個罵一句、
那個罵一句，業障很快就消掉了，被罵來罵去你很快就消業障。做
好事不要讓人知道，做好事讓人家知道，這個讚歎一句，那個讚歎
一句，也很快報掉，因為你得到這個名，人家都讚歎你，也報掉了
。所以積陰德，好事不要讓人家知道就變成陰德。多多累積陽功陰
德，有好事盡量大家來做。大家今天來這裡，我們一起來學習《感
應篇》，這是好事，多多勸勸自己的親友，大家一起來學《感應篇
》，這是最好的事情。
　　『慈心於物』，「慈心」在我們佛門裡面講戒殺放生，戒殺放
生的根源是起於慈悲心，真正是憐憫眾生、愛護眾生這樣的一個心
態，而不是說人家做了，跟著人家一起去做。我們跟著人家去做，
我們要懂得、要啟發我們自己的慈悲心。所以我們佛門裡面放生的



活動也就非常的盛行，放生的活動就是啟發我們戒殺放生、護生的
，進一步講就是啟發我們的慈悲心。「物」，他不講人，這講得比
《弟子規》要廣，《弟子規》講「凡是人，皆須愛」，講到人。此
地講到物，那就比較廣泛，人以外的那些動物、植物都要愛護，這
個跟佛經講的就不謀而合。慈心於物，發慈悲心，對於一切物命你
要有慈悲心。所以你要吃一塊肉，就要想到那個眾生被宰殺那一刻
，牠的驚慌失措，牠的痛苦，牠的無奈，如果你一想就不忍心吃了
。現在人為什麼吃肉吃得很習慣？他沒有想到這個事情。如果你回
過頭來想我們自己，人家拿個刀子要來殺我們的時候，我們是什麼
樣的心情？是不是跟那個動物一樣也是想要逃命？但是你要逃又逃
不掉，那個情況可想而知。所以這一方面多想想，你就不忍心再吃
肉了，我們自性的慈悲心生起來了。不但對於動物要有慈悲心，對
植物也不可以任意去糟蹋、去破壞。
　　『忠孝友悌』，對國家盡忠，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姐妹，我們
一個家庭應該是這樣，才是正常的家庭。一個國家，這樣才是一個
正常的國家。如果不忠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你說這是什麼一個
家庭？這個家庭一定不幸福，這個家一定不興旺，會衰敗。一個家
庭如此，一個國家也是同樣的道理。一個國家是很多家庭組合起來
的，這個家庭健康幸福，很多家庭都很健康、很幸福，這個國家一
定富強，這是一定的道理。家庭要幸福，「忠孝友悌」就必須要去
落實。『正己化人』，先端正自己，然後勸化他人。自己沒有做好
，我們勸人，別人他也不會接受，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要勸別人
先勸自己。
　　『矜孤恤寡』，就是同情、憐憫、憐惜、救濟鰥寡孤獨無依無
靠的人，社會上這些可憐的人要幫助他。像我們現在社會上老人的
問題最普遍，現在世界各國都是一樣，老人問題。所以過去早年我



們老和尚提倡彌陀村的構想，也是針對這個社會上年紀大的人。現
在的兒女懂得孝順父母的又不多，所以人老了就非常可憐，辛苦了
一輩子，到最後兒女不孝，無依無靠，到晚年遇到這樣的情景，那
個心情你說他怎麼會好？所以彌陀村的構想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老和尚又提出一個新構想，建立賓館式的彌陀村，像旅館一樣
，每天有人照顧，有人換洗，有食堂，有些娛樂場所，這是比較現
代化、賓館式的彌陀村，這是最新的構想。這些做法，你看照顧這
些孤苦伶仃的孤兒、老人，社會上這些可憐的人，我們有這個財力
、人力、物力的可以發心來做這個好事。你好事做了，你那個「算
」跟「紀」會一直增加。我們財力、能力不足的，別人做我們可以
隨喜，別人做了我們隨喜也是跟他一樣的功德。
　　『敬老懷幼』，這一句是尊敬老人，教導年幼的幼兒。幼兒要
教，對老人要尊敬，所謂敬老尊賢，不要討厭老人。因為討厭老人
，如果造了這個惡因，將來自己老了也會遭遇到別人的討厭。我們
人一定會老，如果不想老就要早死，那又不願意早死，那一定要老
。要老的時候，我們想要過一個幸福的晚年，我們現在就要修因，
現在不要討厭老人。我看到老人我非常歡喜，所以一些老菩薩很喜
歡跟我在一起，看到我非常歡喜，我看到他也很歡喜，老菩薩非常
喜歡我，因為我也喜歡他們。所以我來新加坡，一九九六年來，在
新加坡居士林都是老菩薩比較多，他們華語聽得有困難，所以我都
講福建話給他們聽，大家都很歡喜。我們多多敬老，一定有好處，
到我們自己老了，人家也會尊敬我們，因果報應。你現在討厭老人
，看到老人就討厭，將來自己老了，人家也會討厭你，這也是因果
報應。
　　「敬老懷幼」，對小孩要照顧，不可以去虐待兒童，這不可以
，要照顧，要教導。教導不是虐待，這個也不能搞錯。像父母管教



兒女有打有罵，那不是虐待兒童，現在的人都是非顛倒了，他沒有
去認清楚那樁事情的是非善惡，一看到管教小孩就把他認定是虐待
兒童，警察就荷槍實彈要來抓人，這真是很冤枉。你要看看他是什
麼樣的動機，什麼樣的心態，不能一概而論，現在的人糊塗到了極
處。對於幼兒要知道教導，善於教導，要有慈心來教導，你對他的
教導才是真正對他的愛護。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你看這個講動物、植物，連植物，
「昆蟲」是最小的動物，螞蟻、蟑螂、蚊蟲，這個都不可以任意去
毀傷，更何況其他的？『宜憫人之凶』，別人有不吉利的事情應該
憐憫他，不要再去責怪他。他已經遭遇到不幸的事情了，你還在那
邊幸災樂禍，這個就存心不良，這個就不好，就不對了，應該要去
憐憫他。他有遇到不吉利的事情，要去安慰他、去憐憫他、幫助他
。『樂人之善』，別人做好事我們隨喜，我們看到心裡也歡喜，他
做好事跟我做一樣，有人做好事我們非常歡喜，隨喜功德，盡心盡
力從旁去協助他。
　　『濟人之急』，別人有緊急需要的時候，慨然濟助，很慷慨的
來救濟、來幫助他。實在講恩惠不在大，「濟人之急」是最需要的
。你在很緊急的情況之下，你就是一杯水、一塊錢，那都是最大的
恩惠，你解決他一時的困難。所以幫助人，在他急難的時候，這個
時候不管是什麼樣的急難，這時候伸出援手去救濟、接濟，這個時
候他是最需要的。比如說人家口渴，沒有水，你倒杯水給他喝，那
也是濟急的一種。有人要上廁所，上廁所是最急的，萬事莫如上廁
急，其他的事情還可以緩一緩，上廁所這個不能等的。所以濟人之
急，如果有人要上廁所，你家裡的廁所趕快讓他上一下，這就是濟
人之急。我常常要上廁所，人家不借的，他說我家沒廁所。我就問
他，你要拉去哪裡拉？你只有吃，不拉的嗎？有一次我們要到廬江



去，在半路的加油站，那個很壞的，沒有給他加油，他加油站的廁
所不讓人家上，那時候跟陳曉旭，我們幾個人租車去老和尚他們家
鄉廬江，不讓人家上。在臺灣、在大陸我都遇到過，不讓人家上廁
所，這就是不濟人之急。我覺得上廁所是最急的，你說要什麼恩惠
，這個要上廁所，你趕快給他解決一下，這個多大的恩惠！這個實
在太大了。所以恩惠不在多大，他緊急的時候，你可以在這個時候
幫助他，是他最需要的。
　　『救人之危』，別人有危險的時候，立刻去救他。『見人之得
，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這個就是不能嫉妒障礙，也
不能幸災樂禍。看到人家得到名、得到利，看到人家做好事，就好
像自己得到一樣，我們也替他歡喜，這樣的心態才對，不可以生嫉
妒心去障礙。見到人家有損失也不要幸災樂禍，他家的房子被燒掉
了，燒得好，在那邊幸災樂禍，這個就心地不良，不好。看到人家
有損失就好像我自己損失一樣，人我一體，他人的得失等於自己的
得失，要這樣的存心才是對的。
　　【不彰人短。不衒己長。】
　　不宣揚別人的缺點，別人的缺點不要到處去公開，甚至在賣報
紙，去給他揭發宣揚，不要這麼做，不要去做這個事情，不要去宣
揚別人的短處。『不衒己長』，也不要誇耀自己的優點，自己的優
點讓別人去誇耀，自己不要去自己誇耀自己，我們做人處世的態度
應該是這樣。
　　【遏惡揚善。】
　　阻止惡事，宣揚好事。我們現在社會就是好事不出門，惡事傳
千里。報紙、媒體報的，惡事都在頭版，照片這麼大，字這麼大；
做好事，一點點，看都看不到，你說這個社會風氣怎麼會改善？怎
麼會好？那不可能。這些媒體實在講老和尚也常常講過，能夠救這



個世界，一個是國家領導人，一個是媒體，媒體的確影響整個社會
，就看你怎麼報導，你要報正面的、報負面的，就看你怎麼報，如
果你報正面的，積功累德；一直都報負面的，宣揚人家的惡事，把
人家的善事都掩蓋起來，那造罪業。所以要『遏惡揚善』。
　　【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
　　我們跟人家合夥，股東做生意、做事業是合夥的事情，是很不
好做的，大家會計較。合夥做生意、做事業，大家分紅利的時候，
我們如果能夠拿少一點，讓別人多分一點，大家都很喜歡跟我們合
作。如果我們要多一點，讓別人少一點，別人可能也不會接受，這
個合作的事業就很難維持長久。所以我弟弟過去在做模板的工作，
也有幾個合夥的，他的做法就是讓別人多拿一些，自己少拿一點，
所以很多人願意跟他合作。如果再斤斤計較，這個合作事業很難維
持。所以要怎麼合作？這句話就是一個準則，『推多取少』，把多
的讓給別人，自己取少的，大家都沒話說了。『受辱不怨』，受到
別人的欺負、侮辱不生怨恨心，也不生報復心，不會懷恨在心，過
去就算了。『受寵若驚』，受到別人對我們的寵愛，就要感到自己
沒有這個德能接受人家這樣的寵愛，心裡要時時感到驚畏，覺得自
己是受當不起。所以有驚畏之心，不會受到人家的寵愛就得意忘形
，那恐怕後面就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要「受寵若驚，受辱不怨
」，人家侮辱不怨恨，人家對我們愛護、寵愛，我們要受寵若驚，
好像天上一個東西掉下來，我們感到很驚畏，不是得意忘形。
　　【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
　　給人的恩惠不要求報答，給與別人的，施捨給別人的，也不要
事後去後悔。比如說你布施了，布施就布施了，不要布施以後又後
悔，我當時不要布施，那個錢留下來多好，這個就不對了，既然布
施了就不要後悔。『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這個也可以聯想



到，比如你借錢給別人，借錢給別人也是一門大學問。一般親戚朋
友，你錢借給他，好意借給他，到你要向他討債的時候，往往就變
成仇人。到時候他剛好沒有辦法還這一筆錢，你又要去跟他討債，
這個時候往往就翻臉了，為了面子的問題翻臉變冤仇。所以我們錢
借給別人要衡量我們的能力，借給他，他有還也好，沒有還也好，
對我們生活不影響，你就當作布施。所以以前我弟弟也常常借錢給
別人，我就跟他講這句話，我說他有還也好，沒有還也好，你要借
給他之前，你先衡量自己是不是有這個財力借給他，他沒有還給你
，對你生活也沒有什麼影響，那你就借給他。借給他就不要去向他
要，他自己主動來還，當然就讓他還，如果他自己不主動來還，你
一天到晚去討債，親戚都會變仇人，到時候他還不起，為了面子他
就翻臉，他不但不會感恩你，還會把你當仇人看，這個我們在社會
上看到非常多，自己也遇到過。所以我們施恩不求報，不要求他報
答，布施給人家也不要後悔，布施就布施，不要常常掛在心裡，掛
在心裡我們心就不清淨，這個布施就不是淨施，變成不清淨。清淨
的布施，你得到的果報殊勝，也很自然。不清淨的布施，你得到的
果報很辛苦，不殊勝。
　　以上這一章叫「積善章」，是第四章。以上講的這幾段是屬於
積善的，這個應該做的，這一段講的就是是道，我們應該進的，進
就是要去進行、要去做的。下面這章是「善報章第五」，請看經文
：
　　【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神
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
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這一章是講善報，上面那一章是講積善，你照上面那些去修積
善行功德，會得到這一章所講的果報。『所謂善人，人皆敬之』，



「善人」，人家都尊敬他。『天道佑之』，上天也會保佑他。『福
祿隨之』，你只要修善，應該得的福祿不求自來，你不要勉強去求
，它自自然然會來。福報是自然來的，絲毫不勉強，你只要修因，
這個果報自然就會現前，不要強求。強求求不到，命中有時自然有
，命中無時莫強求，你沒有修那個因，一直想要得那個果報，一定
得不到。修了那個因，你不想得這個果報也不可能。比如說有一些
人他不一定要很多錢財，但他過去生有修財布施的因，他這一生就
應該得財富的果報，他不想要那財富也一直來。所以「福祿隨之」
，不求自來。『眾邪遠之』，「眾」就是很多，邪神、凶煞、惡星
，邪惡的鬼神見到善人也都尊敬他，也不敢去相犯，不會去侵犯他
，所以避開。『神靈衛之』，眾神之靈處處保護著他。下面講『所
作必成』，「所作必成」就是你做任何的事情得到人的尊敬，上天
的保佑，福報也跟著來了，眾邪也都遠離了，神靈來保衛了，那你
不管做任何事情必定成功，你做哪一個事業也必定成功，你的學業
也會成功，道業也會成就。
　　在臺灣，新加坡這個地方我不太清楚，在臺灣那個廟，我也常
常有空到廟裡去轉一轉，有時候我們送一些法寶到廟裡去結緣。每
一次要考試，聯考，很多家長就把子女的准考證影印，放在文昌帝
君的神桌面前，放了一堆一疊，有的放在孔老夫子面前，那時候准
考證就很多，一堆。我常常去看，看了那麼多。那一張放在那裡是
不是就保佑他這次考試就很順利？我看也不一定，還是有的考得上
，有的考不上。他們就是不知道要去修，只是想要得那個果報，不
知道去修因。所以過去的寺廟都是宣揚這些因果教育的場所，現在
如果沒有宣揚這些因果教育，大家就是盲目的去求，變成迷信。原
來它是一個教育的場所，社會教育的場所，現在變成迷信。現在提
倡迷信的非常多，提倡教育的是鳳毛麟角，所以這個事情還是要我



們自己來帶頭做，拋磚引玉，希望社會大眾能夠覺悟過來，懂得修
因證果。
　　『神仙可冀』，可以達到成神、成仙的願望。道家是修仙的，
道家修仙有很多方法，有符咒、有煉丹的、有練氣的，這些都是修
仙、修長生的方法。但是如果你不做善事，造惡業，那練甚麼也沒
用。過去北京黃念祖老居士還在世的時候，大陸很流行氣功，氣功
練了可以強身體，延年益壽。黃老居士說，當時大陸有一位很有名
的氣功師，他一個小便不通就把他憋死了，他是很有名的氣功師，
一個小便不通就把他憋死了，說明氣功也抵不過業力，業力你沒有
改變，氣功也派不上用場。所以修仙，我們要修長生，這是基礎，
你有了這個基礎，再用那些方法一定可以達成長生不老的果報，達
成這個願望。
　　下面講『欲求天仙者』，天仙神形俱妙，與道合真。天仙的層
次比較高。天仙，在《楞嚴經》裡面講仙道，加了一個仙道，仙趣
。一般佛經講五道、講六道，《楞嚴經》講最多，講七趣，就是講
七道，它是六道再加一個仙道。仙的種類也有好幾種。這個仙，根
據《楞嚴經》來看，大概在人道、天道之間，還沒有達到天，但是
接近，天仙接近到四王天的境界，但是還是在忉利天主下面，頂多
到四王天的境界，還是受玉皇大帝（就是忉利天主）的管轄。要求
天仙，在道家來講天仙層次是最高的，要立一千三百善，修一千三
百件善事。『欲求地仙者』，「地仙」，這裡有個註解，「地仙不
饑不渴，寒暑不侵」。地仙還沒有離開地面，天仙可以飛升。道家
有飛升之說，這個事情也真的是有。
　　往往有一些人死了，沿用道家的，我們佛門修淨土就說往生極
樂，道家的輓聯上就寫「駕鶴飛升」。駕鶴就是修天仙的人騎的白
鶴，白天他就生天去了，生到天上去。這一類是真的，有人真的修



到這樣的程度，這是天仙。天仙，你做的善事就要多，要一千三百
件善事，這是修天仙的條件，你有這一千三百件善事的條件，然後
再用那個方法去修，那才能成就。所以天仙可以飛升，離開地面飛
升。地仙還在地面，不能飛升。但是地仙可以做到不要吃人間煙火
，所以道家有「辟穀法」，不要吃五穀雜糧，他煉丹，一個藥丸，
一個丹吃下去，他也不會餓，也不會口渴，寒暑不侵，很寒冷的天
氣，天氣很熱，對他都沒有什麼影響，這是地仙。地仙煉丹有他的
方法，但是這個方法，如果你沒有立三百件善事，這是他的基本條
件，沒有這三百件善事，你用什麼方法去修也沒有用，不能成就。
　　所以我們現在有很多同修要問，要求什麼事情，求家庭平安，
兒女不孝，要求他乖一點，要孝順一點，求事業順利，求身體健康
，種種的，我們就可以按照這個來修，積功累德來修善。像了凡先
生就做一個榜樣給我們看，你看了凡先生要求功名，他就發願做三
千件善事；要求兒女，他也發願做三千件善事；後來第三次發願做
一萬件善事。這樣你有修善的條件，然後再求佛菩薩加持，一定有
感應。這是講善報，善的果報，第五章。
　　下面「諸惡章第六」，諸惡就是跟我們講哪些是惡。前面跟我
們講積善，哪些是善，善講得好像不多，但是涵蓋一切的善。後面
講的這個惡講得非常多，這個用意主要是說要斷惡修善，積善它才
保得住，不然我們一面修善、一面造惡，好像水桶有漏洞一樣，漏
了一個洞，惡業就好比漏洞，水裝下去好比你修善，常常積功累德
，但是下面一個洞，一直漏掉，漏失掉了。所以斷惡就是把漏洞補
起來，你水裝進去一滴都不會漏掉，所以教我們斷惡講得特別詳細
。我們看經文：
　　【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為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
。暗侮君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誑諸無識。謗諸同學。虛誣詐



偽。攻訐宗親。剛強不仁。】
　　我們先看到這一段。『苟或非義而動』，一開頭這句話是我們
修學重要的一個綱領。「動」就是動了念頭，對於不正當的事情動
了念頭，不應該做的事情動了念頭，動這個念頭叫「非義」，不合
乎道義的事情，我們動了念頭。我們修學，如果我們善學的人，對
這句話明白了，在我們起心動念這個時候去用功，這個叫從根本修
，從意，我們身口意三業，從意地修是根本，從根本修。非義的念
頭開始一動，我們馬上就發現，馬上讓它轉過來，非義的念頭它就
不動，我們也就不會去做一些錯誤的事情。如果非義的念頭一動，
動了之後，下面這些惡事我們都可能造出來。接著就是『背理而行
』，做的事情都違反道理。『以惡為能』，做了壞事反而以為這是
自己的能力，自己很能幹，以這個惡認為是自己有能力，他才賺到
，他才得到名利，以為他造惡業是他的能力，這是錯了。
　　『忍作殘害』，這是講心沒有慈悲心，很殘忍，殘害人或動物
、或植物，沒有慈悲心。這要講得細一點，包括我們生活當中對一
樁事情，你任意的去糟蹋，不愛惜使用，你用了東西亂丟，都是屬
於這一句。比如說我們毛巾用好沒有把它折好，沒有把它掛好，亂
丟；蓋的棉被沒有折好，亂七八糟的，這就是對於我們日常使用的
用具「忍作殘害」。所以這一句也是涵蓋得很廣，不但是人，或者
動物，或者植物，我們日常生活用的這些器具也都包括在裡面。『
陰賊良善』，暗中去陷害好人、善良的人。『暗侮君親』，在背後
欺瞞領導人，元首我們現在講領導人。「君」，除了我們一般講國
家領導人、政府官員，每個團體、公司行號老闆就是君，下面的是
臣，領導跟被領導，暗中侮辱、欺瞞，以及自己的雙親。『慢其先
生』，對老師傲慢無禮，輕慢。『叛其所事』，對自己的職務不盡
責、不盡心，背叛。這些事情在現前社會上可以說非常普遍。



　　『誑諸無識』，這就是哄騙外行人。所謂隔行如隔山，遇到外
行的人就欺騙他、欺瞞他，用種種去誑騙這些外行人。比如說買一
個東西，外行人不識貨，他種種欺騙。有一次我們去大陸，我記得
是到九寨溝去，在一九九九年的時候去，當時臺灣有幾位居士，三
、四位居士，我們一道去。到一個旅遊點，賣手鐲、手環的，我們
真的是外行，但是我們其中有一位邱寶桂居士，她做過首飾，她也
比較內行。所以那個手鐲，聽店員在講那個是什麼質料、什麼質料
，多好多好，要五萬塊人民幣，那一個手鐲要五萬塊人民幣，我們
聽了就不用考慮，不可能去買那麼貴的，因為如果說五塊錢的我會
買，買到假的也不過五塊，那麼貴的，我不是真正內行的我不會買
。後來邱寶桂居士就跟他殺價，殺到剩五十塊人民幣，五萬塊變五
十塊。我說這個分明是「誑諸無識」，在欺騙我們這些外行的，又
看你是一個出家人。其實我是去看看，旅行社都帶人家去看。
　　還有賣藥的，藥丸做得黑黑的，包什麼你也不知道，他講得多
好多好，俗話講「丹膏丸散無人見，憑心製藥天地知」，憑著良心
去做藥。丹、膏、丸、散都磨成粉了，你也不知道它是什麼成分，
看得都差不多，隨便他講。所以抓中藥，我覺得煎的還是比較實在
一點，我們看得到那是什麼東西，看得很清楚，磨成粉了你又不知
道它是什麼東西，那真的是要憑良心。現在做不實的廣告，那也是
誑諸無識。以前我在華藏圖書館，有一次跟韓館長的大兒子，我們
在吃飯聊天，他說現在廣告的噱頭太過分了一點，建築公司蓋房子
在賣，廣告就打出來了，他們這個房子前面有一片綠地公園，那個
公園多美多美，結果那個公園是什麼？墳墓。結果去買的人，原來
這一片多美的公園就是夜總會（墳墓）。
　　『謗諸同學』，這是同學之間互相毀謗，這也都是起於嫉妒障
礙，看到別人比較好，比我們好，真的嫉妒心生起毀謗，毀謗就造



謠生事。『虛誣詐偽』，以不實冤枉好人，以假的冒充真的騙人。
現在這個冒牌的，有做偽鈔的，有賣假貨的，這也很多，貨物賣假
的也很多。所以現在買東西，實在講有時候自己如果不是真正內行
，買到假的我們也不知道。但是「虛誣詐偽」，這就是不對的，是
不可以的，世間法律也不允許的。『攻訐宗親』，這個「攻」就是
專找人家的隱私，人家隱私給挖出來，而且是自己同宗族的親戚，
去攻其陰私，他的私事、隱私的事情把它揭發出來，然後挑撥對立
，這也是很大的罪過。『剛強不仁』，就是個性很剛暴，脾氣很不
好，沒有慈悲、沒有愛心。「剛強不仁」，沒有仁慈心，沒有仁慈
心當然很容易去傷害別人。
　　【狠戾自用。】
　　他的性情凶狠乖戾，一意孤行，不聽善勸，不聽人家的勸告，
性情很凶狠乖戾，他自己要怎麼做就要怎麼做，不聽別人的，不聽
善人的勸告。
　　【是非不當。】
　　這是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顛倒。現在的世界可以說是是
非顛倒的世界，只有立場沒有是非，這樣也是造極重的惡業。尤其
現在的人是非善惡他分辨不清楚，往往都顛倒，把它顛倒過來。所
以現在我們佛門有句話講，說是非，實在講現在真正能說是非的人
也不多，能夠說是非的人他必定是個明理的人，他才有辦法說是非
。如果一個不明理的人，他也沒有辦法說是非，往往是是非顛倒、
『是非不當』，他發表的當然就是不當的言論，以非為是，以是為
非，是非完全顛倒，所以要說是非也不容易。所以有些人來跟我講
一些話，說是非，那我會聽聽，會跟他講一些，你講的是非哪些對
、哪些不對，我會跟他聽，也會跟他溝通。所以講是非也不是壞事
，怕的是是非顛倒，這個就不可以。



　　【向背乖宜。】
　　這是親近惡人壞事，遠離善人好事。善人好事他遠離了，偏偏
背離善人善事，去向著惡人壞事，這就是『向背乖宜』，「乖」就
是違反。
　　【虐下取功。】
　　『虐下』就是虐待下面的人。比如說是一個主管，為了巴結諂
媚上司，為了爭取功勞，他就不顧下面的聲音，下面的人的疾苦他
都不管，虐待下面的人，他自己得到功勞、得到賞識，得到上面的
獎賞，他得到這個獎賞是虐待下屬得來的，這是有罪的。
　　【諂上希旨。】
　　『諂上』就是諂媚上面的人，『希旨』就是希望得到上面的人
的關愛、寵愛，他不惜用盡欺騙巧詐的方法去拍馬屁，去迎合上面
的意思。真話不敢講，為了迎合上面的意思去諂媚、去巴結，這也
是錯誤的。
　　【受恩不感。念怨不休。】
　　這兩句話也是老和尚自從韓館長往生之後，他提倡知恩報恩。
現前社會上知恩報恩的人不多，但是『念怨不休』的人特別多，『
受恩不感』的人、「念怨不休」的人很多。受到別人的恩惠，他不
但不會感謝，不想去報答，有時候反過來還怨恨你。比如剛才我們
講借錢這樁事情，人家好意錢借給你，你沒有辦法還也就算了，還
把借給我們錢的人當冤家債主在看待，這個真的是連禽獸都不如。
接受別人的恩惠不知道去感謝，不懂得去報答。所以老和尚提倡知
恩報恩。人家對我們有一杯水之恩都不能忘記，要知道報答，這是
給社會大眾做一個榜樣。因為社會大眾大家都忘恩負義，要做一個
知恩報恩的樣子給社會大眾來效法學習。別人對不起我們的，對我
們有傷害過的，就不要放在心上，我們要放下，不要怨恨常常放在



心裡，念怨不休，受別人欺負懷恨在心，念念不忘，這個就不好了
，對我們也是很大的傷害。
　　【輕蔑天民。】
　　『天民』是指老百姓，這是輕視、誣蔑、看不起、不重視這些
人民，在上位的人不重視人民。我們自己有崇高的地位都是這些人
來擁護的，現在在上位的人輕視下面這些人民，這個罪過也很重。
所謂得人心則得天下，失人心則失天下，你要得到天下人的擁護，
這些人民的愛戴尊敬，要尊重他們，要照顧他們，要知道這些民情
，不能都不顧，如果都不顧，這個國家也保持不久。
　　【擾亂國政。】
　　『擾亂國政』是違法亂攪，違背國家的政令。國家有憲法、法
律規章，不遵守，違背擾亂，讓整個國家不能安定，這個問題也是
非常嚴重，「擾亂國政」。
　　【賞及非義。】
　　獎賞不義之人。這個人並沒有什麼功勞，而且他不是一個好人
，是不義之人，沒有道義的人。比如說這是一個貪官污吏，你還發
一個什麼勳章給他，還獎賞他，這叫做『賞及非義』。你不應該獎
賞他的你去獎賞他，就是「賞及非義」。
　　【刑及無辜。】
　　『刑』是刑罰。無辜的人，沒有罪的人，你給他加以刑罰。這
個古今中外都有，很多人被冤枉，所以冤獄古今中外也都免不了。
《了凡四訓》裡面，屠康僖公建議朝廷每五年要派一位減刑官，到
各地方去釋放一些囚犯，因為再去重新調查發現有很多被冤枉的。
當時他就發現在京城，在皇帝管轄住的地方，都有很多被冤枉的人
，那何況距離京城遠的那些地區，山高皇帝遠那些地方，這些事情
一定避免不了，所以他就建議皇帝五年派一位減刑官再去重新調查



，釋放一些囚犯。這也是合乎善行，怕有些無辜的人受到刑罰。
　　【殺人取財。】
　　這個叫謀財害命，現在叫謀財害命。謀財害命很多方面，要人
家的錢又要他的命，以前說強盜搶人家的錢，錢搶過來了，命也給
他殺掉了，這是很殘忍、很不道德的做法。現在強盜不一定拿著刀
、拿著槍，現在做生意的、賣東西的，像老和尚過去常講的，現在
有一些農夫農藥灑得很重，在臺灣過去就有這麼一個事情，這個農
夫種的菜，農藥灑得很重，農藥那個期限還沒有到，他就拔起來去
賣，但是他自己家裡吃的是另外一塊種的，沒有農藥，賣給別人那
個農藥灑得很重。還有現在的罐頭摻加化學物等等這些，很多，吃
了都會吃死人的。所以老和尚講這個叫謀財害命，我們想想非常有
道理，要賺他的錢又要他的命，這都是屬於『殺人取財』這一條。
　　【傾人取位。】
　　『傾人』就是用計謀讓別人的官位丟掉，然後乘機來取代他的
位子，謀取他的位子。
　　【誅降戮服。貶正排賢。】
　　『誅降戮服』就是殺死投誠降服的人。特別是在戰場上，戰敗
的一方投降了，他已沒有武器了，這時候戰勝的這一方就把他殺掉
，這叫「誅降戮服」。他已經投降了，你就不應該再把他殺死，那
個罪過就很重。在古代造這個業的，古今中外我們看，凡是做將軍
的，濫殺無辜的，殺害投降的這些人，後面果報都不好。在《安士
全書》裡面舉出宋朝兩位名將，一個曹翰、一個曹彬，兩個人都派
出去打仗，攻城。曹彬很有慈悲心，他這個城攻下來就沒有濫殺無
辜，保護老百姓，投降的人他也沒有傷害他，後來他的子孫非常發
達，後代非常好。另外也是一位姓曹的，也是一位將軍，跟他同樣
去攻另外一個城，曹翰。曹翰攻城攻很久沒有攻下來，到了攻城攻



破那一天，他非常生氣，下令屠城，把全城裡面的男女老少統統殺
光，後來沒有二、三年他的後代子孫子女就淪為乞丐，後面果報非
常不好，當然他自己的果報肯定墮三惡道。這就是誅降戮服。『貶
正排賢』，「貶」就是貶低，把正人、賢人貶下去，把他排拒，貶
低正人、排拒賢人，正人、賢人不能出頭。正人、賢人你不擁護他
出來，那出來的人都是那些害人的，那些惡人，那這個社會就受到
很大的傷害。
　　【凌孤逼寡。棄法受賂。以直為曲。以曲為直。】
　　『凌孤逼寡』就是凌辱孤兒、逼迫寡婦。孤兒寡婦都很可憐，
再去對他凌辱，再去逼迫寡婦，這真是沒有良心。『棄法受賂』，
這是特別講到官場上，做官的接受賄賂，不遵照法律處理事件，不
依法行事，他放棄這個法，說棄法。他為什麼棄法？受到別人的賄
賂，人家送錢給他，他就昧著良心不依照這個法來辦。這在司法的
官員，還有現在民間的律師，也都有這個情況。所以很多律師，有
道德良心的律師，他倒是可以修積功德；有道德良心的法官，他也
可以修積功德，所謂「公門裡面好修行」。律師拿人家的錢，當然
要替人家辦事，但是辦事也不能棄法，你要依照法令，不能去鑽法
律漏洞，不按照法律去處理事情，那就變成不公正了。所以有一些
惡人他拿了一些錢請律師，自己做錯了事，請律師辯到變成有道理
，你說那個律師好不好？那個就是屬於「棄法受賂」。受了賄賂，
拿了人家的錢財，所以他不對的也要講成他對，這個就是屬於棄法
受賂，跟下面這句也有相關的。『以直為曲，以曲為直』，「是非
曲直不明辨，只因賄賂瞎了眼」，接受人家的賄賂，是非就顛倒了
，曲直不分，冤枉好人。
　　好，這一節時間到了，「諸惡章」我們講到這一段。後面還有
很多，這是屬於講惡業方面的，這些我們都要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