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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同學，大家好。佛家講修行，這兩個字的定義我們一定要
搞清楚，修行就是修正我們錯誤的行為。行為太多，佛將它歸納為
三大類，身、口、意，行為再多也不會超越這三個範圍。身的行為
就是我們舉止動作，口的行為是言語，意的行為是思想、見解。行
為有了錯誤，把錯誤修正過來，叫做修行，這是要搞得很清楚、很
明白的。祖師大德教導我們修行要從根本修，什麼是根本？念頭是
根本，思想是根本。所以從根本修也就是說明再多的行為，行為之
所以發生，都是在思想。思想純正，一切都純正；思想偏邪，那一
切都不正，這是勸我們從根本修的意思。但是這個說法說得淺，真
正的意思，這個根本是什麼，我們必須要曉得，也就是所謂「稱性
起修，全修在性」，這才是真正把根本找到。所以修性，性是心的
根本，性是體，心是作用。
　　大乘佛法裡面常把這個心講作識，識心，心識，這是一念自性
的作用，在迷位，凡夫位，叫它做八識五十一心所。由此可知，它
的作用相當複雜。但是它的體是一個，一念自性，十法界依正莊嚴
就是從這個根生的。《華嚴》說得好，「唯心所現，唯識所變」，
十法界的現象是心現的，現象千變萬化。這個變化從哪裡來的？識
變的，識就是念頭，就是思想，就是見解。佛告訴我們，十法界的
千變萬化是從我們念頭、思想而來的，這才是根源，修行人要從這
個地方下手。
　　這種根源正是我們這幾天講的「忠孝」，昨天跟諸位談到「順
親養志」，意思就說得深，孝，孝一定要順，不順就不叫孝，所以
孝順是連在一起的。要怎樣順才算是真正的孝？要順性，這才是真



正懂得孝、認識孝。大乘佛法裡面所說的，「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隨順佛性才是大孝，才是真孝。我們的父母有佛性，我們隨順他
的佛性是盡孝，不是隨順煩惱。父母也是凡夫，他有煩惱，我們不
能隨順他的煩惱，而是隨順他的佛性。這個意思我們要能體會到，
幫助父母作佛，幫助父母覺悟，這才算是盡孝！由此可知，我們要
想幫助父母覺悟，自己不覺悟，你怎麼能幫得上忙？所以盡孝、行
孝，我們就知道，首先要自己覺悟，要自己成就，這才能幫助別人
，幫助別人第一個對象是父母。所以孝這個字就是佛經上講的一念
自性，忠這個字就是佛行、菩薩行，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就是盡忠
。這是這兩個字深一層的講法，是這兩個字真正的意思。
　　這個真正的意思儒家有沒有說？有說，說得不多。為什麼不多
說？說的人聽不懂，所以就不肯深說，淺而言之，教初學。佛法裡
面講得多，佛法修學的基礎比較上要深厚一些，佛法修學時間也比
較長一些。尤其是著重在「一門深入，長時薰修」，這兩句八個字
非常重要，我們能不能有成就關鍵就在此地。佛法修學最忌諱的是
雜修，六波羅蜜裡面講精進波羅蜜，什麼是精進？精是純而不雜，
雜就不精，一門是精進，二門就不是精進。
　　念佛，諸位要曉得，念佛真正成就也是一門深入，大勢至菩薩
教我們念佛的方法，「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什麼叫淨念？我們
對於西方淨土，對於阿彌陀佛，不懷疑、不夾雜、不間斷，這個不
懷疑、不夾雜就叫淨念，不間斷就是相續，淨念相繼，這個樣子才
能夠都攝六根，往生品位才高。有很多人不知道，以為自己消業障
要念《藥師經》、要念《普門品》、要念《地藏經》、要念大悲咒
，念其他的這些東西，錯誤，都是夾雜，業障能消一些，不能消得
徹底。如果他要懂得專精這一句佛號，他的業障會徹底消滅，他往
生西方極樂世界品位高增。往生是往生，品位不高，為什麼？夾雜



，夾雜的人太多！大家不曉得這一句佛號的力量，以為這個佛號消
業障還不如《藥師經》、還不如大悲咒，你說糟不糟糕？這是懷疑
，對於自己的功夫大大的打了折扣。
　　慈雲灌頂法師在《觀無量壽佛經》註解裡面告訴我們，他那個
註解的名字叫《觀經直指》，現在也有單行本流通。我是在這裡面
讀到的，才恍然大悟，他說得好，「眾生造作極重的罪業，五逆十
惡，所有一切經論消不了這個罪業，所有一切咒語懺法都消不了這
個罪業，罪業太重，最後還有一句阿彌陀佛能把它消除」。我們才
曉得「阿彌陀佛」這一句，抵得過千經萬論，抵得過一切咒語，咒
中之咒、經中之經，沒有比這個更殊勝。但是沒有人相信，以為這
一句阿彌陀佛太容易、太簡單，恐怕沒有效果，還去找別的東西來
夾雜。往生是決定在信願之有無，你沒有真信切願，你的往生品位
就大大的降低了。這個現象正是善導大師所說的，「九品往生總在
遇緣不同」，你沒有遇到善知識，沒有人教你，你的疑惑不能斷除
。我們今天在新加坡建這個道場，我們懂得，深信不疑，所以我們
念佛堂一句佛號，講堂裡面就是一部《無量壽經》，一絲毫都不夾
雜。
　　我們在此地講完這一部《地藏經》，《地藏經》是為九華山講
的，仁德法師邀請我上山講經，我沒有時間到那邊去，所以錄一套
錄像帶贈送給九華山，是這麼個意思。跟同學們開這一部《大方廣
佛華嚴經》，這也是不得已，最近十幾年來，海內外許多同修見到
我都啟請，希望把《華嚴》講一遍，留一套錄像的資料給後學們做
參考，我答應了，為這個原因我們才講《華嚴》。要是依我自己的
意思，老實說我那個一部《彌陀經》講到底，我不會改變。古來大
德有一生講《彌陀經》講三百遍的，我看到之後非常歡喜，非常羨
慕。而一生當中講這麼多的經論，都是出於不得已，應付大眾的祈



求。真正成就決定是專精，決定在一門深入，一生絕不改變，這才
能有成就。
　　一定要效法諸佛菩薩，諸佛菩薩是九法界眾生的模範典型，真
正是學為人師，行為世範。我們仰慕，我們隨學，我們也想在這一
生當中，能有諸佛菩薩的成就。有人問了，可不可能？答案是肯定
的。也就是善導大師所說的「遇緣不同」，你能夠遇到緣殊勝，一
生成就。善財童子遇緣殊勝，一生成佛，龍女遇緣殊勝，八歲成佛
，《華嚴經》、《法華經》上所說的。凡是佛在經論上所講的，都
是我們這個世間人可以做得到的；我們這個世間人做不到，佛就不
會說。佛要是說了對不起我們，說了我們做不到，豈不叫開玩笑、
吊胃口嗎？佛的言語怎麼可以稱為真語、實語、如語、不虛語、不
誑語！這個標準就達不到了。所以佛菩薩跟我們講的句句都是真實
話，只要我們細心去體會，依教奉行，我們一生能夠圓成佛道。
　　可是你要想真正功夫得力，最近這幾天，有許多從中國來的同
修們，跟我談到用功很難得力。我常常勸勉大家，解行要並重，功
夫才能得力，為什麼我們的念佛堂，每天還要講兩小時的經？用解
來幫助行，用行幫助解，解行相輔相成。你不解義你修行會懈怠、
會退轉，為什麼？過去生中煩惱習氣太深，我們這一點點的功夫、
這一點點的道力敵不過煩惱，所以天天要聽經。念佛是修定，聽經
是修慧，可是每天念佛、聽經功夫還是不得力，毛病到底發生在什
麼地方？實在講發生在你沒有去照做。念佛心不在佛上，口念佛，
心裡面打妄想，功夫當然不得力。經雖然天天聽，好像是明白了，
沒有去照做，經上教我們布施，教我們持戒，教我們忍辱，一條都
沒做到，在日常生活當中還是隨順煩惱習氣，這樣功夫自然不得力
。
　　你看看佛經，每一部經最後一句話是什麼？「依教奉行，作禮



而去」，部部經上最後這一句話教我們要依教奉行。佛在部部經裡
面，不厭其煩的提醒我們，「受持讀誦，為人演說」，為人演說就
是依教奉行，我們沒有去做，你的功夫怎麼會得力？所以解得一分
就做一分，解得兩分就做兩分。你能夠做到兩分你就能夠解得三分
，解得三分你再能做到三分，做到三分你就會解得四分，解幫助行
，行幫助解，這樣才能達到究竟圓滿。解了不能行，那有什麼用處
？行最大的障礙是什麼？是放不下。放不下你所貪愛的，這個事情
麻煩，根本的大障礙，所以愛欲、嗜欲（嗜好）一定要捨得乾乾淨
淨。惠能大師所說的，「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只要你有一
物，你就會惹塵埃，塵埃是煩惱，你的煩惱就不能斷。必須捨得乾
乾淨淨，身心世界一塵不染，你這一生成佛才有指望；絲毫放不下
，成佛作祖的希望就沒有了。所以依教奉行就是盡忠、盡孝，就是
行忠、行孝，諸佛大道忠孝而已矣。希望我們同學們細心去體會，
努力認真的奉行，前途無量光明，一切災難都能夠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