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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同學，大家好！請看《感應篇》第七十一節：
　　【苟富而驕。苟免無恥。】
　　接著底下一段，也是兩句：
　　【認恩推過。嫁禍賣惡。】
　　太上所給我們舉的這一些例子，都是一切眾生在日常生活當中
，不知不覺常常觸犯的。『苟富』是稍稍富有，並不是大富，稍稍
富有就顯得驕傲了。『免』是倖免。夫子說：「行己有恥」，上一
次也跟諸位提到，人不能不知恥，不知恥的人，永遠不會上進。《
禮記》裡面講：「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這就是「行己有恥
」的具體現象。不僅是財富，功名利祿都包括在其中，有得到的機
會，要想一想我應不應該得到？這個就是有恥。不應該得到而得到
，甚至於不擇手段爭取得到，那更是無恥到極處了。所以從前賢人
君子接觸過聖賢良好的教育，縱然有機緣得大富大貴，他也能夠在
一生當中安貧樂道，將他的富貴與社會一切大眾共享。在中國歷史
上，印光大師最佩服的是范仲淹，這個人是得大富大貴，他將他的
富貴施捨給他的宗族，給他的鄰里鄉黨，給社會一切大眾，所以印
祖十分讚歎，我們在《文鈔》裡常常看到他老人家提起。他的家道
八百年不衰，范仲淹是八百年前的人，子子孫孫到現在家庭都興旺
，子子孫孫都能守住祖宗的成規，「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
這是家庭教育好。
　　所以古人講，對人對事對物恭敬、節儉，這是福報的根；驕吝
、傲慢是災禍的根源。我們在生活當中，不知不覺種下這些禍根，
到果報現前的時候，不知道凶災是從哪裡來的，怨天尤人，罪上再



加罪，這怎麼得了！所以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們要能夠與社會大眾
共患難，絕不求倖免，一定要幫助社會，幫助苦難的眾生度過災難
。我們看看，這是諸佛菩薩，這是大慈大悲，念念為眾生想，為社
會安全想，為眾生利益想，沒有替自己想。社會上多一個這樣的人
，這個社會安全就多一分保障。所以「富」，我們希望富有，富有
可以有力量布施，有能力幫助別人，自己要節儉。我自己能夠節儉
一分，對社會就能多幫助一分；我們節儉兩分，對社會就幫助兩分
，長存此心，無量的功德。我們多浪費一分，眾生的福利就減少一
分，我們把它浪費掉了，不知不覺就造罪業；縱然是我們本分應當
享受的，也不應該。我們看世出世間大聖大賢，佛陀諸位都知道「
福慧二足尊」，福德是圓滿的，圓滿的福德他為我們所示現的還是
惜福，還是節儉，我們沒有看到一尊佛菩薩浪費過。
　　註解裡面引用古人處事待人接物的規範，我們要多讀，要認真
的學習，這裡面所說的全是因緣果報。存心仁厚，待人厚道，都得
福；稍稍驕慢，輕視別人，都種下了禍根。你在得勢的時候，別人
不敢動；你在失勢的時候，這些人報復就來了。人如是，得罪鬼神
亦復如是。我們學佛的人都知道，自己無量劫來冤親債主很多，這
些在我們周邊無形的一種壓力，我們自己走運、氣旺的時候，他不
敢動，他潛伏在那裡，沒有消失；等到我們的運衰了的時候，他就
來干擾了。特別是在病重的時候，垂危的時候，我們在《地藏經》
上讀到，在這個時候冤親債主都現前了，善惡的業力這個時候統統
都出現了，所以凡夫哪有不隨業流轉的道理，隨業流轉非常可怕。
底下兩句：
　　【認恩推過。】
　　這個就是一般講的「冒功」。好事不是自己做的，自己要把它
冒認，別人做的好事據為己有，自己有過失推給別人，嫁禍於人，



這一類的事情我們也常常見。德行的修養，一定要從童年開始，讓
他養成一個習慣，能夠辨別邪正是非。我們中國古老的教育，從童
子就開始，所以這個社會能夠長治久安，這個民族能夠綿延幾千年
而不會被消滅，不會被淘汰，原因就在此地。可是今天我們這個民
族遭遇到空前的危機，危機不是列強欺負我們，這個不在乎，危機
是我們把祖宗的教誨疏忽了、捨棄了，這個才是真正的危機，這個
危機會導致亡國滅種。亡國不怕，還會復興，滅種就可怕了。所以
夫子教學第一個是德行，有道理！
　　我們再看看古今中外，所有宗教教育，都是把德行擺在第一。
儒跟佛的教學非常圓滿，我們不能不知道。這個世間古今中外聖賢
的教學，我們也要細心觀察，也要彼此了解，要真正做到知己知彼
，你對於自己的文化，才真正產生了信心、愛心，樂意依教奉行，
樂意將它發揚光大，利益一切眾生，佛家常講：「眾生無邊誓願度
」，我們對他輕視，原因就是了解得太少了。這個也難怪，你沒有
學過，沒有人教導你，沒有人給你講，自私自利這個意念，永遠不
能夠放下。如何修學，成就自己的德行、學問，也沒有人教過你，
現在要找到一個善知識教導你，幾乎已經不可能了。李老師從前教
我們，說得非常坦白，真正學習的年齡是二十歲以前。那我們要問
一問，現在二十歲的這種青少年，誰肯聽從善知識的教導？這個年
齡是血氣方剛，很不容易接受善導。人到四十歲的時候，習染已經
成了習慣，很不容易改過了。縱然遇到善知識，我們知道古今中外
的善知識，自己都非常謙虛。我們在《華嚴經》上看到五十三參，
你看每一個善知識，自己謙虛，尊重別人。他們有智慧，有德行，
有修養，有見識，看到你這個人可教，幫幫你的忙；不能教，那就
惠能大師所說的，「合掌令歡喜」。各人造各人的業因，各人受各
人的果報，諸佛菩薩有耐心，等你在業報受盡了的時候，你回過頭



來，佛再來教你，所以這個期間往往是經過多少大劫了。
　　這一生之中給你種個善因，阿賴耶識裡給你種一個種子，這是
佛菩薩對得起眾生了。我們在這一生當中，見到阿彌陀佛的形像，
聽到阿彌陀佛的名號，古德告訴我們，這是善中之善，沒有比這個
更善的。這一生縱然不能得度，久遠劫之後，必定還是這個種子起
現行，能成就自己的道業。但是要等待多久，那就很難講了。如果
在這一生要想得度，信願行必須要具足。可是我們仔細觀察，仔細
反省檢點自己，信願行三方面具不具足？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起
心動念，言語造作，與佛的教誨相應不相應？念念相應，行行相應
，這一生決定得度。偶爾相應，這一生就很難得度，但是得人天福
報是肯定的。真正依教修行，《無量壽經》講得好，「發菩提心，
一向專念」，你菩提心沒發，一向專念做到了，你得天人恭敬，得
人天福報，不能往生。往生，諸位要記住，一定要發菩提心，菩提
心是真正覺悟，徹底覺悟；菩提心一發，《太上感應篇》裡面所講
的這些過失都沒有了。
　　所以這個小冊子對我們來說，非常有用，我們常常讀誦，常常
檢點，如果還犯這裡面的過失，自己立刻就要警覺到，我沒有發菩
提心。我修淨土，沒有菩提心，你看看歷代祖師大德告訴我們的，
不要說祖師大德了，四十八願裡就講得很清楚，你得天人恭敬，你
不能往生。換句話說，你得人天福報，脫離六道輪迴、十法界，做
不到！所以我們有沒有真正發菩提心，可以從《感應篇》裡面的善
與惡，善能夠奉行，惡能夠改過，這樣的人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
，凡聖同居土決定有分。如果斷惡修善，又能離一切相，念念不離
清淨心，這個人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決定在實報莊嚴土。所以經上
講，娑婆世界修行一天，抵得極樂世界修行一百年，你們想想看這
個話什麼意思？細細想來，娑婆世界修行比極樂世界還殊勝，問題



就是你會不會。你要會，比極樂世界殊勝；不會，那就遠遠不如極
樂世界。極樂世界是有進無退，進步得非常緩慢；娑婆世界是大進
大退，會的人大幅度的進步，不會的人是大幅度的退轉，這是大進
大退，極樂世界是有進無退，但是很緩慢。我們明白這些道理，知
道事實真相，要會！利用這個短短的機緣，要大幅度的精進。好，
今天我們就講到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