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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大家好。最近有些同修要求我將《太上感應篇》再
講一遍，希望送到電視台去播放，這是一樁好事情。可是再講一遍
也要相當長的時間，最近我們在此地，開講的是《華嚴》、《無量
壽經》與《地藏經》，這三部經同時講已經就夠多了，再加上一種
，感覺得分量太重。所以想來想去，利用早晨這個時間，這半個小
時，我們預定兩個月到三個月將這個課程講圓滿。
　　這一門課程實在說是非常重要，清末民初，印光大師特別提倡
這個法門。清朝末年的時候，印光大師住在普陀山，當時定海的知
縣，清朝稱知縣，到山上禮請印光大師到定海縣來講經弘法。大師
因為家鄉的口音很重，他是陝西人，所以在當時語言上有隔閡，他
就派了一位法師到定海縣去講經。去講什麼經？好像是講《文昌帝
君陰騭文》。我們在文獻上看到這些資料都非常驚訝，地方上的長
官請法師講經，法師不講佛經，去講道教的經典。尤其是一生極力
提倡《了凡四訓》、《感應篇》這一類的書籍。所以惹到當時，以
及後人，對祖師很多的批評，這都是凡夫知見。在佛法裡面，我想
很多同修都知道有這麼一句話，「圓人說法，無法不圓」；也許有
人又聽過另外一句話，「哪一法不是佛法」，你們想想這兩句話是
什麼意思？實在講所謂世法跟佛法從哪裡分？從你心上分。法上沒
有什麼世間法、出世間法，沒有，是從你心上分。如果你的心有妄
想分別執著，那就叫世間法，你就是學《大方廣佛華嚴經》也是世
間法，為什麼？出不了三界。如果離開妄想分別執著，給諸位說，
所有一切法都能夠了生死、出三界，所以哪一法不是佛法！我們要
明白這個道理。



　　昨天我們訪問天主教，有一位先生向我提出一個問題，他說天
主教裡面所講的靈魂，跟佛法所講的法性，差別在哪裡？我很簡單
的告訴他，有分別執著的叫靈魂，沒有妄想分別執著的叫法性。這
個他立刻就能懂得、能體會到。是不是一樁事情？是一樁事情。但
是一個裡頭有分別執著，一個是離分別執著，有分別執著，法法都
有障礙；離分別執著，萬法圓融。所以要曉得，虛空法界一切眾生
是一個法性，《華嚴經》上講一個法身，「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
身」，這一句話諸位也聽得耳熟。既然共同一法身，你想想看，哪
一法不是佛法！《感應篇》怎麼能例外？也是佛法。何況《感應篇
》、《陰騭文》，自始至終每一句、每一個字，都是發明五戒十善
。五戒十善在佛家是根本法，離開五戒十善，這個人就行邪道了。
無論你修學哪個法門，無論你是初學，還是羅漢、還是等覺菩薩，
你要是離開五戒十善，你就是邪道，那哪裡叫佛法？五戒十善要講
得圓滿、講得實在，《感應篇》跟《陰騭文》是好教材。尤其是在
我們現前這個階段，印光法師非常清楚，這個世間有動亂、有災難
，要想挽救這個災難只有一個方法，喚醒一切眾生真正的覺悟，斷
惡修善。這個災難縱然不能夠完全化解，將這些災難減輕、災難的
時間縮短，這是肯定可以做得到的。
　　台灣的同修來問我，在大劫難當中，台灣能不能夠免過？我告
訴他這是肯定的。台灣人造的罪業很重，可是你要想想，台灣人造
罪業從什麼時候開始？也不過是最近二十年！你們想想看二十年前
的台灣，台灣人很規矩、很守法。如果再退到三十年前，台灣的風
氣可以說是東南亞最好的，人心淳厚、善良。台灣造罪業也就是最
近這二十年，社會風氣完全變了。縱然造罪業，造罪業的人不算太
多，時間不算太長。何況台灣念佛的人很多，善心的人很多，所以
縱然有劫難不會太大。日本人造的罪業就重，可以說是非常之重，



他將來在這個大難當中所受的果報超過台灣十倍都不止。我們從感
應這個道理上講，種善因得善果，造惡因一定得惡報，這是感應的
真理。所以印祖極力提倡這三本書，這是真實智慧，挽救世界的劫
難。他老人家一生提倡，真正懂得的人並不多，印祖往生了，能夠
繼續發揚光大的更少。
　　我是在一九七七年，第一次接受香港同修的邀請，到香港講《
楞嚴經》。那一次在香港住的時間長，住了四個月。前面兩個月，
住在倓虛老法師的中華佛教圖書館，在九龍；後面兩個月，住在壽
冶老和尚的道場，藍塘道的光明講堂。我在圖書館看到，印光大師
弘化社出版的一些書籍，那個地方蒐集得很多。我跟印祖的關係非
常密切，我們有師承的關係，我的老師李炳南老居士是印祖的學生
。因此，我對於印祖的教誨，弘化社出版的書，就自然有一分很深
的感情。這個小圖書館裡面所收藏弘化社的書，我全部都看過。而
發現這三種書，《感應篇彙編》、《安士全書》、《了凡四訓》，
弘化社印得最多，本子也印得最好。中華佛教圖書館收藏的分量也
不少，我就帶了一份，一樣帶一本帶回台灣。我看到後面版權頁，
這三種書每一版數量最少的是一萬冊，數量多的五萬冊。印了多少
版？幾十版。我概略的統計了一下，這三種書的數量超過三百萬冊
，這個使我非常驚訝！弘化社印其他的書籍，每一版都是一千本、
兩千本，為什麼這三種書印這麼多？這引起我的注意。我冷靜仔細
思惟，印祖苦心要救這個災難、救這個劫難，這三種書是好。
　　今天，諸位同學們，在各個地區許多的書店都可以能夠看到西
方古老的預言，而且種類非常之多。我看過的就十幾種，都說一九
九九年世界末日，有毀滅性的大災難，而且這個災難的時間很長，
大概要延續二十多年。這個二十多年是從一九九０年開始，大概要
到二千十幾年，這個災難才算能度過。可是西方這些書只說明有這



些災難，說這個災難是眾生造惡業，上帝發脾氣了要懲罰世人，要
把這個世界從頭再來改造，是個宿命論。遠遠不如《了凡四訓》跟
《感應篇》這些書籍，這些書籍裡有挽救的方法。他們只提出劫難
沒有挽救的辦法。西方預言裡面，還有一種叫《聖經密碼》，那個
比一些預言要高明，裡面最後的結論說這在人心，如果人心能回頭
，人心能向善，這個劫難可以化解。但是它也只有籠統說了這麼一
句，怎麼個回頭、怎樣斷惡修善，沒有具體的說明。遠遠不如這三
種東西說得透徹，無論說理、無論說事都說得很透徹。
　　實在講我們覺悟太遲，也是這個世界眾生福報差了一點。怎麼
說我們覺悟太遲？沒有把這幾種書翻成外國文字流通到全世界，不
曉得這個重要性。如果這三種書大量譯成世界各種文字，大量流通
全世界，對整個世界都有好處。這是我們沒有能覺悟到，現在才知
道，現在知道真的已經來不及。可是亡羊補牢我們還是要做，希望
大家發心，我們帶頭來做，盡可能的把它翻成外國文字向全世界流
通，能夠有緣讀到這個書的人有福。而且我們有責任、有使命，勸
導大家讀誦、受持、依教奉行，不但能夠轉變自己的業報，也能夠
安定社會，幫助這個世間一切眾生消災免難。所以我那一年從香港
回來之後，我就在台灣提倡，這是我第一次印的《感應篇彙編》，
總共印過好幾版，在當時大概印了總共將近十萬冊的樣子，我們能
力很有限。這是《感應篇彙編》、《安士全書》跟《了凡四訓》，
我在台灣提倡、翻印、流通，而且這三種書都講過，也講過好幾遍
，多少遍我記不清楚。
　　這個本子是我當時講《感應篇》所用的本子，這裡面圈圈點點
，書上寫了一些眉註，重要地方都給它劃出來，這從前我講的本子
。前幾天有同修來要求我，我就找這本子找出來，找出來省事，我
講解的時候，無需要再做準備。所以希望同修們能夠重視這樁事情



，真正要斷一切惡，修一切善。印祖用這三樣東西來彌補我們戒行
之不足。念佛法門，祖師大德常常教誨我們「持戒念佛」，念佛不
持戒、不行善不能往生，古人所謂「口念彌陀心散亂，喊破喉嚨也
枉然」。所以最重要的善心、善語、善行，《感應篇》最後的結論
也是結論到此地。你的心善、言善、行善，《感應篇》裡面說你得
善神保佑，在淨宗裡面講，你念佛才決定能往生。現在這個世間災
難很多，如果我們遇到災難不必恐懼。
　　昨天我們訪問老人院，我們看到有二十幾位得癌症末期的這些
老人。我告訴這些修女們，對這些老人要給他們希望，不要給他們
悲傷，要以宗教教育去開導他。人沒有死，所謂生死是平常事，是
我們轉換一個環境，讓他這個觀念轉過來，他對於生死就看淡，心
就平靜。這是個轉捩點，我們會轉入一個更好的環境，我們會得到
更好的生活。所以宗教教育非常重要。他們照顧兒童，你看這殘障
兒童個別輔導，對於老人也要個別輔導，這怎麼能疏忽？老人個別
的開示，常常跟他談談話、慰問，跟教導小孩一樣重要。這些老人
，常常有人跟他講話，常常有人給他講這些大道理，幫助他脫離生
死的痛苦。學佛的，我們一定勸導他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天主教徒
、基督教徒，你也勸導他一定要求升天堂，天道比人道殊勝太多。
　　這是教育，不僅僅是在物質生活上幫助，精神生活上決定不能
夠缺少，娛樂方面也要加強。昨天這個修女告訴我，她說娛樂的部
分，也有些年輕人到這邊來唱歌，來義務給他們表演，她說老人不
愛聽。我說當然，老年人聽到現在這種音樂厭煩，他怎麼會聽得進
去？我說妳要懂得老人的心情，妳要播放三十年前的那些音樂，他
就喜歡聽。四十年前的這些老歌，他聽了之後，他年輕時候唱的，
他心裡就會受感動，就不一樣。我說了她們才想到，我說妳要找這
些東西，現在這些歌舞表演老人不喜歡看，給他看潮州戲、給他看



老戲，這些東西拿去他就歡喜。他是哪一個時代的人，你要用那個
時代的東西他就適應。所以這是我們都要想到，我們常常跟老人交
談，他們喜歡什麼東西，希望什麼東西，我們來替他準備，這才真
正照顧老人，讓老人開心，讓老人活得很自在，你們才盡到責任。
我們盡量去找，找這些老歌、找這些戲劇，找這些錄像帶，我們找
了就送給他們，他們裡面的中國人很多。這些做法，可以說都是斷
惡修善的落實。
　　我看今天，我們這個小本子很多，我們大家都用這個小本子好
了，《太上感應篇》，用這個小本子。這個小本，我剛才看，只印
了一千冊，印得太少。這個小本子讀誦很好，攜帶很方便，常常去
念，後面還有「文昌帝君陰騭文」，兩篇東西都在裡頭，這個很理
想的小本子。我們這二、三個月早餐半個小時，我們大家研究這個
小冊子。好，今天時間到了，我們就講到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