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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諸位法師，尊敬的諸位來賓、諸位同修大德，大家上午
好，阿彌陀佛！
　　今天非常難得，我們在英國倫敦這個地區第一次舉行中峰國師
三時繫念法會，這個因緣也大概跟大家匯報一下。我們這一次來此
地舉辦祭祖繫念法會，這個因緣是去年我們導師上淨下空老和尚在
大埔他居住的地方認識香港一位趙律師。趙律師也移民到英國來很
長的一段時間，跟我們淨老和尚認識，認識之後，當然我們佛教淨
宗這幾十年在海內外一些弘法的活動、弘法的方式一定也做了交流
。一九九五年在澳大利亞澳洲淨宗學會成立，那一次去，悟道跟我
們淨老和尚、韓館長，還有悟弘法師，一個台灣華藏圖書館的法律
顧問蕭律師的太太，一共有五個人，第一次去就成立了澳洲淨宗學
會。後來在二ＯＯＯ年，在澳洲圖文巴市買了天主教堂，做了澳洲
淨宗學院。在布里斯本的道場是澳洲淨宗學會，在圖文巴，那是在
山上，是澳洲淨宗學院，買了教堂做為我們學習的一個道場。可能
趙律師知道老和尚買教堂做為道場，早期在美國就有這個想法，美
國也有很多教堂要賣。但是在美國達拉斯佛教會是自己買地來蓋的
，後來在佛教會旁邊買了一個美國太空總署沒有在用的，就在隔壁
，空間也很大，設備也很齊全，買來做念佛堂、講經堂，還有流通
處。所以在美國，很早我們淨老和尚我就聽他老人家常講，可以買
教堂（現成的）做為道場，在國外。
　　所以趙律師在去年年初也介紹我們老和尚說，英國有教堂要賣
，在聖公會，教堂要賣。那一次我到香港去看老和尚，老和尚在吃
飯的時候也就提到了這個事情，跟大家講。悟道看到老和尚對在英



國買教堂很有興趣，聽他老人家講，就是要買下來做漢學院。當時
有三個學生在香港大埔學習漢文，漢字、文言文，還有三位老師，
三位教漢字的老師。當時一月份，我去了，聽到這個訊息。到了三
月五號，我在台灣高雄舉辦祭祖繫念法會圓滿，我人還在台南淨福
寺，去看我三哥福定法師，那天下午我就接到我們淨老和尚從香港
打電話給我，他就叫我到香港去一趟，而且要隔一天（第二天）就
要去。當時也沒訂機票，接到電話，第二天就要去，不曉得訂得到
機票還是訂不到？這個都不知道。所以我就跟師父報告，我就師父
：我們三月十二號就要到新加坡，會在新加坡見面，有事情是不是
可以在新加坡見面再談？他老人家很著急，他說不行，你明天就過
來，叫我買當天來回的機票。師父上人既然這麼講，那我就趕快訂
機票。結果在台北完全客滿都訂不到，後來我就心急，再問旅行社
，我說：台北沒有票，從高雄飛的有沒有？後來旅行社給我查，他
說：高雄起飛的還有三個位子。我聽了之後就趕快請旅行社幫我訂
下來，當天來回，從高雄去，台北回來。
　　我也不知道，到底什麼事情這麼緊急？結果，到了香港大埔，
跟我們老和尚吃飯，吃過飯（我約高雄的一個李建華居士去，李居
士也來英國住了二十幾年，我約他一塊去），老和尚就跟我們講，
聽說英國聖公會有教堂要賣，趙律師介紹教堂。他說買下來可以做
漢學院，在英國辦漢學院，有幾位老師、幾位學生在這裡學習，將
來漢學可以弘揚到歐洲，從歐洲再弘揚到世界各地，他說這個事情
是非常重要。我們老和尚這麼講，我跟李居士也就依教奉行。因為
英國我從來沒有來過，也沒有想到會來這個地方，過去，一九九七
年來歐洲，都是到西班牙（西班牙成立淨宗學會，請我去講經），
跟巴塞隆納，兩個地方，沒有來過這裡。所以我們師父他老人家對
這個事情既然這麼重視，我們做弟子的應該要依教奉行。所以去年



我就找李居士，五月二十一號，先來這裡看教堂。在這個之前，我
們圖文巴澳洲淨宗學院，我們悟勤法師、悟平法師，她們也在網路
上提供英國有一些教堂要賣的。
　　來到這裡，當時也人生地不熟，這裡我完全沒有認識的人，只
有我們台灣許惠卿居士。她的先生洪敏已經往生了，在沒往生之前
，都在我們台北雙溪靈巖山寺做百七繫念，他去做護法。所以我們
這樣就結了這個緣。他往生之後，許居士也常常帶她的母親來道場
。我就跟她講，因為她兒子在這裡念書，常常來英國，她就給我介
紹馬良居士，馬居士。馬居士也很熱心說到英國來去住他家，他家
在倫敦郊區，開車半個小時，莊園很大。
　　我到這個地方就去看教堂。教堂在英國這個地方很多，但是我
看的教堂感覺空間都不大，而且住人、各方面也不是很理想，都不
是很大的教堂，要賣的教堂都不大。而且有的教堂也很舊，歷史也
很久了，走過教堂感覺就有一股陰森森的感覺。李居士就跟我講，
他說：悟道法師，教堂的神父往生了，都是埋在教堂裡面的，教堂
神父的遺體埋了大概有四層樓，一層一層的埋下去。我聽到他這麼
一講，我就覺得難怪，我經過就感覺一股陰氣很重。所以當時我就
想，買這個教堂做漢學院不太適合，可能人住了也會不舒服，因為
那邊埋的神父的遺骨很多，當然在那邊的亡靈也就很多，就不適合
做漢學院，我當時起了這個念頭。所以我當時在想，那個教堂可能
去做三時繫念去超度超度比較適合，做漢學院不太適合。所以來看
了之後，也覺得不適合做漢學院。後來趙律師又介紹一個廢棄的小
學，我們去看，也是在倫敦的郊區，廢棄的小學。
　　看完之後，劉余莉教授她的師母趙艷霞博士，在威爾士大學擔
任教授十幾年了，劉教授介紹趙博士跟我們淨老和尚認識。我們老
和尚也請她去年到法國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參加衛塞節的活動，



跟她介紹中華優良的傳統文化。趙博士聽了非常歡喜，因為趙博士
在威爾士大學（我聽她講）是教道教，跟我們儒釋道也就相應了。
她很高興，就把我們淨老和尚介紹給校長，校長聽了非常歡喜，就
主動到我們住的馬良居士他的莊園去見老和尚。見面相談甚歡，談
得很歡喜，談了一個多小時，當時談話的內容我都把它錄下來，談
得非常歡喜。第一次見面，校長主動來找我們淨老和尚，這個我們
還是第一次見到的，第一次，也是表現這個校長非常有誠意。第二
次，校長又在去年八月到香港去見我們淨老和尚，是談合作辦漢學
院這個事情，去住了幾天。那個時候也剛好香港中元祭祖繫念法會
，也請校長他們一行三個人去觀禮，到香港國際機場博覽館去觀禮
，看祭祖法會。
　　校長參加之後回到英國來，他跟我們淨老和尚講，他參加祭祖
活動非常受感動，看到這麼多人都在祭拜自己的祖先深受感動。回
來之後，他第一個就是一直籌備規劃辦漢學院的這樁事情。第二個
，校長也提出請求說，他們威爾士大學也想辦個祭祖活動，辦這樣
的活動。我們淨老和尚非常慈悲，也就答應了。但是同意答應之後
，我們老和尚就想到一個問題，他說：這個祭祖是我們中國人祭拜
中國人的祖先，校長是英國人，我們去祭祖，校長來主祭祭拜我們
中國人的祖先，那就不像話，他要祭祖要祭祀他們英國自己的祖先
，這樣才對。所以我們老和尚也為了這個問題，這個到底是要怎麼
處理？後來我就跟師父報告，我就講：我們這個祭祖，現在威爾士
大學要跟師父合作辦漢學院教漢字、文言文的這個科系，漢字、文
言文，那是中國老祖宗發明的。現在可以用一個名義，就是祭祀中
華民族萬姓先祖，請中國的老祖宗來加持庇佑，讓這個漢學院在威
爾士大學辦得圓滿順利。求祖宗庇佑，用這樣的名義來祭祀，請校
長來觀禮，請我們當地華僑的一些領導，僑界的領導來當主祭，我



說這樣也就名正言順了。我們淨老和尚想想，也有道理。後來他老
人家又想，這個祭祖要兩個主祭官，一個中方代表、一個英方代表
，英國代表祭祀英國的祖先，中國代表祭祀中國的祖先。這個事情
我們又覺得有困難，我們就請教教我們祭祖的桃園縣孔廟童校長，
他在孔廟教祭祖，我們祭祖都請他來指導。童校長說，從來沒有兩
位主祭官的，這個儀軌怎麼做？他們沒做過，有困難。後來我們才
想到，不然就兩天，祭祖兩天，分開，這樣人員也才足夠，引禮的
也才夠。所以明天是中方（中國人）的代表，後天是英國威爾士大
學校長來代表，祭祀英國以及世界各民族祖先，用我們中國這種祭
祖的儀式來祭祀。
　　在倫敦租這個場地，也是一個因緣。我們此地的同修也非常熱
心。去年我第二次到英國來，去威爾士大學看了一下，十月底、十
一月初去看了一下，看到那個場地祭祖的空間太小，我們有一些東
西，像大鐘、大鼓，要搬進去，可能在技術上也有一些困難。所以
也就沒有把握，到底它那個場地能不能舉辦這樣的活動？我心裡也
沒有底。所以就找我們倫敦的同修，楊衛華、徐亦青他們夫妻幫我
找看看，我原來就說找個歌劇院，聽說歌劇院可以租的，看能不能
祭祖。歌劇院的圖，看一看，也是不適合祭祖，做三時繫念還可以
。後來又找，找到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就跟香港一樣，這個就空間
很大，就適合做祭祖這樣的一個活動。所以才租了這個地方，來舉
辦這次的祭祖繫念法會。這是把這次我們舉辦這個活動大概的因緣
跟大家報告到此地。
　　在我們過去做三時繫念的慣例，中午都是有午供。但是今天非
常難得，我們恭請我們導師上淨下空老和尚來為大家開示，我們這
次就沒有舉辦午供，只有下午三時繫念。這一堂課，我們大會安排
的一個題目，就是要悟道來跟大家講一講「三時繫念的意義」。



　　三時繫念已經做了大概最少有二十六年以上。當初我們在台北
景美華藏佛教圖書館，我們還沒有做三時繫念之前，我們韓館長都
是請一些大陸到台灣的老法師放大蒙山。所以早期我們都是學大蒙
山。後來，有一年，台灣這些放大蒙山的法師自己有道場，到了農
曆七月，法會很多，就沒有辦法來圖書館主持大蒙山的法會。後來
剛好我們淨老和尚一個戒兄弟明訓老法師，上明下訓老法師，他是
蘇州人，也是到台灣，跟江蘇常州天寧寺戒德老法師學唱念，有一
次他到圖書館去請我們淨老和尚講的錄音帶。他住在南投埔里，現
在還住在那裡，已經八十七歲了。館長遇到他，就非常高興，正好
請不到法師放大蒙山，看到明訓法師來了，她就很歡喜，就請明訓
法師來圖書館放大蒙山。當時明訓法師就跟我們韓館長講：放大蒙
山我沒辦法，我不能三密相應，變不出東西給這些眾生吃。他說：
請我做三時繫念是可以，三時繫念是勸導亡靈信願念佛，求生淨土
，做這個我才有辦法。後來韓館長想，沒有大蒙山，三時繫念就三
時繫念吧！過去我們也不知道有三時繫念這個法會，大部分佛門都
是焰口、大蒙山，最大的法會就是水陸法會，其他就是拜懺，梁皇
懺、大悲懺、水懺，三時繫念從來沒聽過。那個時候館長想，反正
有就好了，就請他來教我們怎麼做三時繫念。結果做了之後，發現
三時繫念跟我們淨老和尚提倡淨宗修學的宗旨非常相應，所以做下
來普遍受到海內外淨宗同修的歡迎，現在世界各地淨宗同修，大家
都很喜歡做三時繫念這個法會。
　　《三時繫念法事》是元朝中峰國師編的。中峰國師他的資料在
日本，日本東京有一個博物館，有收藏中峰國師的資料。有一次我
在台灣聯合報看到有刊登日本展覽中峰國師的一些遺物，他的遺物
都在日本。中峰三時繫念，大家做了非常法喜。中峰國師編的法本
，編得非常好，特別是他的開示，還有讚偈，都非常的優美，所以



大家做得法喜充滿。所以後來淨宗同修，凡是要做法會都是要求做
三時繫念。做了這麼多年，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明顯的感應，特別在
護國息災方面。這些修學的理論、方法，我們淨老和尚在講席當中
也給我們講得非常多，講得非常詳細、講得非常明白，它的理論、
方法、效果，都是根據經典、祖師大德這些註疏來給我們詳細的解
釋說明。所以我們做繫念法會，也是要多聽經。聽經才能明理，明
白道理、明白修學的方法，這樣如理如法來修學，才能達到經典上
給我們講的這些功德利益。所以聽經聞法是第一個，首先我們要來
學習的，聽經才能悟道。
　　《三時繫念》，我們淨老和尚在二ＯＯ三年，在澳大利亞圖文
巴淨宗學院也完整的講了一遍，現在也有光碟來流通，在網路上也
有。大家如果要詳細的了解，我們可以來點播，或者請光碟來聽，
現在還有播經機，這個也很方便，那是很詳細的給我們講解。我們
聽明白了，再來做這個法事，那就不是迷信了。一般講迷信，就是
不了解它的道理、方法，只是照儀式做一做，這樣就被社會大眾認
為我們是迷信。所以我們有聽經聞法再來做，那就不是迷信了，是
正信。
　　「三時繫念」，我們簡單的說明，三時是分三個時段。古代印
度，把晝夜分為六時，晝三時、夜三時，一個時是我們現在四個小
時。我們中國古時候，一個晝夜是十二個時辰，古代印度只有分為
六時，西洋把一晝夜分為二十四個小時。我們現在講二十四小時，
就是這個時間比中國的時辰小，小一倍，我們中國的時辰又比印度
小一倍。晝三時就是初日分、中日分、後日分，早上六點到十點是
初日分，十點到下午二點叫中日分，下午二點到六點叫後日分；下
午六點到晚上十點叫初夜分，晚上十點到凌晨二點叫中夜分，凌晨
二點到早上六點叫後夜分，這是印度一晝夜分為六個時。如果講晝



，或者夜，那就講三時，晝三時，夜三時，晝夜各分三個時，一時
就是四個小時。這個是佛教的術語名詞，我們看到經典講三時，那
就是印度古代計算時間的一個單位，晝三時，夜三時。我們現在三
時繫念是分三個時段來做，第一時，我們現在做，配合我們場地的
時間，大概二個小時；第二時，大概一個小時二十分鐘；第三時也
大概二個小時。實際上我們做大概五個小時十分鐘到二十分鐘，當
中有休息，分三個時段。這個時可長可短，如果時間長，我們就一
時可以時間長一點，特別是人多，場地很大。像香港，第一時大部
分要二個半小時，上香的人數多，時間就拉長。如果有時間，時間
它可以伸縮的，伸縮的地方就是念佛，有時間我們就多念，沒時間
就少念一點，其他經讚那是固定的。所以伸縮在佛號，這個就很方
便。像我們租英國這個場地，要配合會場他們的工作時間，所以我
們時間也不能拉得太長。這是講三時，分三個時段。
　　繫念，我們做這個法事關鍵就在這兩個字，也可以說修學一切
佛法的一個關鍵就在繫念；乃至於我們說世間法，不說佛法，你做
任何事情，做什麼事業，也要繫念。繫念這兩個字，繫這個字，現
在我們淨老和尚提倡學習中國的漢字、文言文，如果由文字學的老
師來講解，那就很有趣了，很有意思，很有味道。我們就這個字的
意思來簡單解釋，繫，就像我們拿一個繩子把一個東西繫在一個地
方，就綁在一個地方，繫就是不要讓它亂跑。好像一匹野馬亂跑亂
衝，我們現在不要給牠亂跑，就用個繩子把它繫在一個柱子，牠就
不會亂跑了。前天，我們淨老和尚的胞弟徐老教授來。他老人家說
要去坐船，我們就陪他去坐船，去遊泰晤士河。我們坐公交船，每
一站都停的，一站一站停。每一站停，船員就要把靠碼頭的繩子繫
在碼頭上一個短的柱子上面，讓船不要亂動，這樣乘客才能上下。
佛法就是用這個來形容比喻我們的心，心猿意馬，我們心裡的妄念



非常多，妄念很多。我們心裡的念頭，如果沒有把它繫在一個地方
，那真的是一天到晚胡思亂想，心定不下來，心靜不下來。心定不
下來、靜不下來，就顯得心浮氣躁，辦什麼事情都會出差錯，心浮
氣躁。所以要把心繫在一個地方，讓它不要亂動，回歸到心平氣和
，這樣我們就有智慧了。儒家《大學》的教學也是這樣，「靜而後
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所以心要靜、要安定，有妄念
就定不下來。
　　佛法跟世間法，儒釋道三教的教學，修定它是一個樞紐、一個
關鍵，只是用的方法門徑不相同，方法不一樣，目的都是修定。在
佛法裡面講，八萬四千法門、無量法門，方法門徑就很多，隨各人
的根器自己選擇適合自己修學的一個法門來學習。我們淨宗選擇的
就是用念佛法門來修定，繫念就是把我們的心繫在南無阿彌陀佛或
者阿彌陀佛這句名號上面，把心繫在這裡，或者繫念經文，比如《
佛說阿彌陀經》，我們心裡都繫念這個，繫念西方極樂世界的依正
莊嚴，繫念阿彌陀佛的名號，讓我們的心達到一心不亂，《彌陀經
》講「一心不亂」。在三時繫念的每一時都要念一遍《彌陀經》，
《彌陀經》教我們，「執持名號，一心不亂」，執持阿彌陀佛名號
，目的就是要達到一心不亂。在玄奘法師翻譯的《彌陀經》，它叫
「一心繫念」；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彌陀經》，叫「一心不亂」
。一心繫念、一心不亂，同樣一個意思。繫念就是要達到一心不亂
，你一心不亂，你心就繫在一個地方，是同樣的道理。我們講到繫
念，我們淨宗講繫念，所有修學的法門都要繫念。你看，禪宗參話
頭，他一天到晚心要繫在那句話頭上面，參到大徹大悟、明心見性
，他也是繫念。教下修止觀，華嚴宗的五止六觀，天台宗的三止三
觀，統統是繫念。密宗的三密相應，那更是要繫念。這是佛法不管
大小乘、顯宗密教，不管學習哪個法門都離不開繫念這個原則，離



不開這個原理原則。不是說我們修淨土，修所有的法門都一樣，乃
至於世間法也是一樣。
　　我們現在說祭祖，實際上，我們中國古聖先賢對祭祀是非常重
視的。在五禮當中，吉、凶、軍、賓、嘉，五種禮。吉禮、凶禮、
軍禮、賓禮、嘉禮這五禮，這五禮婚喪喜慶都有。第一個吉禮，就
是祭祀祖先是最吉祥的。孔老夫子在《禮記》裡面講，「我戰則克
，祭則受福」。孔老夫子講，我去主持祭祀祭祖，我就得到福報，
我打仗我一定打勝仗。孔老夫子為什麼這麼講，我去祭祀我就得福
，得到福報？得福必須要如理如法，過去祭祖的主祭官，那是很嚴
謹的，在祭祀的前三天，要齋戒沐浴三天，要閉關。閉關幹什麼？
閉關就想父母祖宗。比如說近代的父母，或者祖父母，過世了，有
跟他生活在一起，他的聲音，他的容貌，他的生活習慣，他的種種
嗜好，觀想父母祖宗在世一樣。好像自己的父母過世了，想到父母
在世的時候跟我們生活在一起的情況，想父母，想這些事情，想列
祖列宗的功德，做了什麼好事，觀想這些。其他要萬緣放下，就像
我們淨宗打佛七，主七師都會提醒大家，進入念佛堂要萬緣放下，
提起一句佛號，一直念下去。主祭的人，他這三天也是要放下萬緣
，什麼事都不要做，這三天就一心要去想父母祖宗。這個就是跟我
們佛教講的觀想原理是一樣的，觀想，觀想父母、觀想祖宗之德，
觀想這些。一心一意，心就繫在這個上面，繫念父母祖宗，繫念這
個。
　　這三天做了觀想之後，到了正式的祭祀這一天，開始祭祀祖宗
就來了，《中庸》講「神之格思」，就是祖宗就來了。這個就是佛
法講的有感應，祖宗就來現場受享，必定庇佑這些子孫。這個就是
孔老夫子講的，我祭則得福。我祭祀我就一定得到福報，因為孔老
夫子他知道這個道理、方法，如理如法，他祭祀得福。如果祭祀不



如理不如法，或者找一個不仁不義的人來祭祀，就神不來格，神他
不會來，祖宗不會來，沒有感應，也得不到福報。特別現在人都忘
記祖宗了，不但不認識的祖宗忘記了，就連現在的父母也都不要了
，這怎麼會有感應？當然不會有感應。所以必須要有那個心，繫念
父母祖宗，就會有感應，這個才是如理如法來做祭祀。所以祭祀不
是開玩笑的，在我們中國古代，歷朝歷代祭祀都是當地的首長在祭
的。在清朝都是巡撫在祭祀，而且巡撫祭祀如果遇到下雨，還不能
撐傘，還要淋著雨來祭祀，表達一個誠心敬意，這樣才會有感應。
這個道理、原理原則跟繫念都是同樣一個意思，我們祭祀祖先也要
繫念祖先。
　　孔老夫子繫念祖先，也繫念這些聖人。大家，年紀比較大的，
可能有聽過一句話，叫「夢見周公」，可能現在年輕人比較沒聽過
。以前我讀小學，如果上課的時候打瞌睡，我們老師說：你剛才去
哪裡，夢見周公了？如果真的夢見周公，那也不錯，跟孔老夫子一
樣。孔老夫子他就夢見周公，作夢都夢到周公，他為什麼作夢夢到
周公？因為他的心常常繫念周公、繫念堯舜，繫念這些古聖先賢的
言行、道德，繫念這些，所以他會夢見周公。我們沒有繫念周公，
當然我們夢不到周公。我們現在念佛，如果沒有繫念阿彌陀佛，當
然也就夢不到阿彌陀佛。所以我們要見佛，沒有別的，就是《楞嚴
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給我們講的，「憶佛念佛，現前當來
，必定見佛。」憶佛念佛就是繫念的意思，心裡想佛，口裡念佛，
沒有念其他的。我們心裡念佛，那就跟佛相應，跟佛心相應。我們
如果沒有念佛，沒有繫念阿彌陀佛，沒有繫念西方極樂世界，我們
心還是會繫念，繫念什麼？大概就繫念我們的煩惱習氣，繫念貪瞋
痴慢，繫念五欲六塵。我們凡夫也不是沒有繫念，就是繫念這些煩
惱，是非人我，貪瞋痴慢，名聞利養，五欲六塵，繫念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心沒有繫念極樂世界、繫念阿彌陀佛，那就必定繫念這
些煩惱，這是我們念佛人為什麼要常常提醒，要繫念念佛。
　　我們做三時繫念法會，實際上大家共修也是一個提醒，每次共
修就是提醒一次，就是不要忘記阿彌陀佛、不要忘記西方極樂世界
，我們要信願念佛，求生淨土。這是我們淨宗修學的宗旨、目標、
方向，就是要求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我們要繫念阿彌陀佛。所以
我們修哪一個法門，就繫念哪一部經典、哪一尊佛的名號。有的古
來祖師大德講，經教可以多學，法門一個。這是善導大師講的，求
解可以多一點，但是我們修的行門只能修一個，不能修太多，修太
多我們功夫不得力，行門一個。比如說我們修念佛法門，我們修的
是持名念佛，我們就持名念佛。念什麼經，做什麼好事，統統要迴
向發願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所以印光祖師在《文鈔》也給我們開示
，淨宗弟子，不管你念什麼經，念《金剛經》、《地藏經》、《藥
師經》，念什麼經，不是念淨土經念完也要迴向發願求生淨土，這
樣才跟我們修行的法門相應。念什麼經，念什麼咒，後面都要迴向
發願求生淨土。這些統統屬於繫念的範圍，所以繫念很關鍵。
　　我們共修也是提醒大家，要繫念西方極樂世界、繫念阿彌陀佛
。為什麼我們要常常提倡共修？也是怕大家忘記，希望提醒在平常
生活當中不要忘記，怕大家忘記了。如果大家繫念不忘，法會有參
加、沒參加，那倒沒有關係。如果自己能真正做到一心繫念阿彌陀
佛、一心繫念極樂世界，法會有沒有參加都沒有關係，沒有參加自
己也能用功。如果自己能用功又來參加，那是做影響眾，影響初學
的人來。像我們第一次在英國辦這個三時繫念法會，很多老同修特
別從大陸、台灣、新加坡、南洋、香港，還有其他國家地區過來，
馬來西亞，這些老同修來是做影響眾，影響初學的同修。這是利益
別人，做影響眾，跟聽經一樣，自己明白了，實在是可以不聽，但



是有法師講經他還是坐在下面聽，不是他不懂，他是做影響眾，我
們做繫念法會也是同樣一個道理。
　　有關這個繫念佛事，意義非常的深廣，也不是我們三言兩語能
夠講得盡，詳細的都在我們淨老和尚講的《中峰三時繫念法事全集
》，這是很詳細的一個講解。我們有時間可以全部聽完那是最好，
沒有時間，我們就要抓住重點，重點就是在繫念這兩個字，念念不
忘。不念佛，必定念世間的這些煩惱雜事，這是我們淨宗弟子必定
要知道。如果世間的人，他不念善事、不念這些倫理道德，那他必
定要念貪瞋痴慢這些煩惱，造十惡業。所以世間善人他也要繫念十
善業，要繫念善，像《太上感應篇》講的，心要常常念善的念頭，
不要有惡的念頭。所以《太上感應篇》到後面也講，「夫心起於善
，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
之。」就是我們起心動念，起一個善念，好事還沒有做，吉祥的神
已經隨著你了；起一個惡念，不好的念頭，惡事還沒有做，凶神已
經跟著了。我們一天到晚，從早到晚，我們凡夫不是起善念就是起
惡念。不善不惡，那叫無記念，那個是愚痴，也不好。所以最好是
什麼？我們起淨念。淨念，你心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跟隨我們
。
　　實在講，佛都在我們左右。《楞嚴經》佛給我們講，如子憶母
，如母憶子。佛念眾生就像母親念念不忘她的子女，子女遠在天邊
，做母親的人日夜思念；如果這個兒子，孝順的兒子，也思念母親
，那就有感應，這是憶佛念佛的原理。佛念眾生是念念沒間斷，我
們眾生念佛常常間斷、常常忘記。忘記了，我們跟佛，實在講佛就
在我們眼前，咫尺千里，好像距離很遙遠。如果我們在念佛，那就
相應了，佛就在我們心裡。「我心即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即是我
心」，這是中峰國師在繫念法本裡面的開示，這句話非常重要。我



們要做佛，跟阿彌陀佛一樣，就要念佛。我的心就是阿彌陀佛，阿
彌陀佛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念阿彌陀佛，我現在就是在做阿彌陀佛
。
　　好，現在時間到了，我們三時繫念的意義，簡單跟大家報告到
此地。也祝福我們諸位法師、諸位來賓、諸位同修大德，我們今天
的繫念法會，明天、後天的祭祖講座，大家能夠得到佛力加持、祖
宗庇佑，福慧增長，六時吉祥，法喜充滿，身心安樂。好，我們現
在下課，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