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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同學，大家好。請看《感應篇》第五十七段：
　　【知過不改。知善不為。】
　　這是惡報裡面的第三段。這一段裡面的文字一共到第六十句，
五十七到第六十，到「侵凌道德」這一句，我讀這一段經文，感慨
非常之深。讀了之後，仔細想想，經都不能講了。聖賢的功夫，沒
有別的，就是在改過。註解裡說得好，一開端「文殊菩薩白佛言，
少年造孽，到老修行，得成佛否？佛言：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回頭就是改過，圓悟禪師說：「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唯君子能改過遷善，則其德日新。」什麼是君子？在佛法裡面，真
正發心修行的人，這個人就是君子。佛法修學有三個階段，天台家
講「六即佛」，「名字位」那是不能改過的，有名無實，決定不肯
改過遷善，這種人是假的學佛，不是真學佛。「觀行位」是真學佛
了，觀行位是什麼？落實，把佛陀的教誨去做到，依教奉行，這是
觀行位。我們念佛求往生，要做到觀行位往生才有把握，生凡聖同
居土；要是「相似位」，那你就生方便有餘土；「分證位」則生實
報莊嚴土。所以要改，知過就是覺悟，這個人覺悟了，改過就是用
功，功夫落實了。
　　我讀了很難過，我剛才講我不敢講經了，我只有回去住小茅蓬
，閉關靜修。為什麼？跟我學的人不知道改過，不知道自新，我講
經說法全盤失敗。我清楚，我明白，為什麼還厚著臉皮在這裡講？
沒有機緣接近我的人，有不少人想學，我們利用網路、利用錄像帶
傳播，送給真正有心想學的人，為他們，所以厚著臉皮在這裡幹，
不怕人恥笑。自古以來，唯有好學才對得起老師，而一個老師一生



當中能收幾個學生，太難了！現在人了解事實真相，所以也就能原
諒我，不再羞辱我了。過去我在全世界許多地方，說得好聽一點，
弘法利生的事業，自己總感覺得非常孤單、非常辛苦，沒有志同道
合的。所以每一次回到台灣，我一定去看老師，我總是勸老師，希
望老師能多栽培幾個學生，我們在海外能有點助手。老師也很感嘆
，是啊。許多年當中，每一次見面我都會提到這個問題，大概總提
了七、八次。最後老師跟我說，我不是不栽培學生，你替我找學生
。從此之後，我不敢再說話了，為什麼？我找不到學生。我才明白
他，他不是不教，是沒有人學。學要真聽話，真依教奉行。陽奉陰
違，我們還幹欺騙老師的事情，老師曉不曉得？曉得、明瞭。聽李
老師講經的人，在台灣超過五十萬人，常常跟他身邊常隨眾二十多
個人，一天到晚不離開老師的。這二十幾個人，哪個真學，哪個假
學，他心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知道，我也知道。李炳老在台
中，後半生全部貢獻在那邊，真正跟他學的人，幾個人？三個人而
已，他已經就相當安慰了。
　　所以以後我到北京訪問黃念老，黃念老是我在美國跟他聯繫到
的，那個時候我是「美國佛教會」的會長，掛名的會長。那邊同修
對我很尊重，說他們要請一個密宗上師到那個地方來傳法，跟我商
量。我不同意，我說我們祖祖相傳，一門深入，長時薰修，不要再
搞其他的。然後我就問他，這個上師從哪裡來的？他說從北京。我
就問他這大名。他說：「黃念祖。」我一聽說黃念祖，這個人的名
字我印象很深，從前李老師曾經跟我們提過。我就問了一聲，我說
：「是不是梅光羲的外甥？」他說：「是的。」我說那請他來。梅
光羲是李炳南居士的老師，這是我們同門的，同門不管講哪一個法
門，路不會走錯，不會指錯。我們並不是排斥哪一個法師，我們怕
把自己所修學的法門搞亂了，這是我們一個師承，他是夏蓮居的傳



人，梅大師的外甥。我說這個人雖然沒見面，知見一定不會錯誤，
歡迎他來。
　　來了之後，他帶了一部《無量壽經》的註解，油印的本子，鋼
版刻字油印的本子。我們曉得，它那種印刷不會超過一百五十部，
一百五十部以後就模糊不會清楚，所以數量很少，只帶了一部。他
把這本送給我，我看了之後非常歡喜，我弘揚這部經，他也弘揚這
部經，當時在全世界弘揚這部經的就這麼兩個人，所以看了非常歡
喜。在美國沒有機會見面，他在美國住一個月就回北京去了，所以
我一定要到北京去看他。我們一見如故，同一個師承，他很感慨說
：「李炳老有你這一個學生就夠了。」我們跟一個老師，要知道老
師的恩德，要報恩，用什麼方法報恩？依教奉行。佛教我們「息滅
貪瞋痴」，教我們「勤修戒定慧」，我們貪瞋痴還天天增長，戒定
慧忘得乾乾淨淨，對不起佛菩薩，對不起歷代傳法的祖師大德。李
炳南老居士在台中教學三十八年，能夠遇到這三個學生真正肯幹。
怎麼幹法？就是這兩句，「知過能改，知善肯為」，沒有別的。不
能改過，不肯為善，這是自暴自棄，怎麼能有成就？
　　我這一生生活在感恩的世界裡，承蒙老師的教誨，我明白了，
知道自己怎樣修學。曇鸞法師在《往生論》註解裡面講，末法時期
修羅、羅剎太多了。什麼是修羅？嫉妒、瞋恚是修羅。我們想想自
己有沒有嫉妒、瞋恚？什麼是羅剎？貪瞋痴是羅剎。所以祖師講這
些話，我們讀了，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是修羅、是羅剎，不要緊，
回頭是岸，這是佛講的。一定要放下，為什麼？「世間無常，國土
危脆」。土耳其的大地震，台灣的大地震，過去中國唐山大地震，
那不就是佛菩薩示現給我們看，幾秒鐘身家性命全沒有了，我們從
這個地方體會佛講的「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學佛人有智慧，什
麼是智慧？抓住現前這一剎那，成就就在此地，念頭一轉，超凡入



聖。可是這個念頭怎麼轉都轉不過來，習氣煩惱太重。從前李老師
教給我們，教導學生在學生什麼時候？二十歲以下的可以教訓他。
二十歲到四十歲不能教訓，要顧全人家的面子，只用暗示，不可以
明說。四十歲以上的，他有過失都不能說了。古人處世待人的心態
，四十歲以上定型了，暗示尚且不可，怎麼能說？超過四十歲怎麼
辦？讀書，只有在讀書裡面，印光大師教給我們這三本書，好！《
了凡四訓》、《感應篇》、《安士全書》天天讀，讀的時候對照自
己的起心動念，對照自己的言語造作，好的要保持，明天還要這樣
作法，錯誤的趕緊改，四十歲以上只有這個辦法。所以對於四十歲
以上的人，犯過失還有批評，這個人也是無知，沒念過書，念過書
的人不會說。
　　所以我們想想，從前弘一大師在南普陀教學，學生有過失，弘
一大師一句話不說，這一天不吃飯。學生看到老師今天沒吃飯，大
概我們自己犯了過失，自己去反省，去改過、懺悔，老師明天吃飯
了。不知道改過，不知道懺悔，老師明天還不吃飯，後天也不吃飯
，念佛往生了。不肯說你，說了有什麼用處？說了又不能改。李炳
南老居士看到學生有過失，年歲小的教教，講經當中暗示，四十歲
以上的人，決定不說。我跟他的時候還算不錯，我跟他的時候是三
十二歲，蒙他特別愛護，他還肯說。說了我們就能改，他還可以再
說；說了不能改，他下次再不說了。所以各地的同學，頭腦一定要
清楚，絕對不是跟在我身邊的都是聖賢人，沒有這個話。李炳南老
居士跟在他身邊的都不能成就，一定要聽其言而觀其行，辨別這個
人賢與不肖，千萬不要誤會，常常跟在法師身邊的這個人一定就了
不起，這是你們的錯覺。我今天不得已把話說清楚、說明白，千萬
不能產生錯覺，為什麼？誤了你們自己的前程。這不是我一個，自
古以來，要看他是不是真正肯學、真正好學。我們常常圍在李老師



身邊二、三十個人，這裡面也有行邪道的，也有不如法的。黃念祖
老居士曾經告訴我，他也有幾位同學在佛教界裡也負盛名，修學不
如法，走上邪道，走到名聞利養裡面去了，名字我就不必說了。他
所說的這些人都不在了，都已經過世，黃老居士自己也往生了。
　　過去這樣的情形就常見、就不少，現在更多。什麼原因？現在
人煩惱習氣比古人重，現在社會這些五欲六塵的誘惑，比過去增加
許許多多倍，能在這個環境裡把持得住，不是凡人。所以他依舊起
惡念，造惡業，我們看起來很平常，不足怪也。能敵得過，那我們
恭敬禮拜，他是聖賢降世，他不是凡人；凡人不能夠避免這個過失
的。我們清楚，我們明白，千萬不要認為在我身邊這些人個個都是
聖賢，那你就完全錯了。我自己還是凡夫，我的好處能聽老師的話
，念念感老師的恩，不敢做對不起老師的事情，我的長處就在此地
，我知恩報恩。韓館長照顧我三十年，我念念不忘，我坐在這個地
方，她的照片掛在我對面，我講經我看到她在笑，我看到她的歡喜
相。我決定得生淨土，而且告訴同學，我隨時隨地都可以往生。我
是凡夫，業障深重，我能夠修成這樣，個個人都能修成，你們肯不
肯幹？憑什麼有這個把握？憑放下，世出世間法我一法都不沾染，
就憑這個。有一絲毫的沾染，你就去不了。「財色名食睡，地獄五
條根」，染上一條，這個染是什麼？念頭，不是在行為，行為太粗
了。念頭上有那麼一絲毫念頭，你還沒有放下，你就去不了。
　　這是惡報第三段，第三段是「世俗之惡」，世是讀書人，俗是
平民，一般讀書、平民的惡，這是第一條。這一條要做不到，所有
一切修為全是假的，你必定還是隨業流轉，該受什麼報應，還是受
什麼報應，我們不能不留意，不能不認真去思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