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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同修，及網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彌陀佛！請放掌
。我們昨天學習到「積善章」的「受辱不怨，受寵若驚」。
　　「積善章」最後面兩句，「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這個
兩句也是我們處世非常重要的。施恩，施是布施，布施給別人的恩
惠、幫助別人，不要求報答，就是我們不要放在心上；別人對我們
有恩，我們就不能忘記，就是受人滴水之恩，湧泉以報。就是我們
布施給人，不要求別人給我們回報；我們接受別人的恩惠，我們要
回報，要加倍的回報，這是很重要的。「與人不追悔」，就是給別
人了就不要後悔，後悔就不對了。這些都有因果的，這個在《安士
全書》裡面也有引用佛在經上講的，有的人他這一生得到財富，就
年輕的時候發財了，到中年以後他財就沒有了，就破產了，有人去
請問佛，因為社會上這個事情也常見，為什麼他前半段發財，後半
段就沒有財富了？就是布施之後他又後悔，那個時候不要布施多好
，留著自己用不是很好嗎？後悔了。造這樣的因，剛開始布施，他
來生還是會得到財富，後來又後悔，就沒有了。因就是這樣，所以
果就是這樣。我們在現前社會當中，在我們親友當中，我也的確見
過，有人他前面年輕、中年的時候很賺錢，中年以後就大概沒有了
，就沒有財富了，做生意失敗了，不賺錢了。這個跟布施之後後悔
，因果是相應的。所以我們布施之後就不要再後悔，不要去追悔，
布施就布施了，布施錯了也不要後悔。有因必有果，因果必定是相
應的。
　　所以我們淨老和尚一生他示現給我們看，他剛學佛，方東美教



授是介紹他入佛門，他是跟他學哲學。他是從學哲學，方教授給他
介紹學佛的好處，他是這樣的一個因緣來接觸佛教。方教授給他介
紹之後大概半年，蒙古有個親王給他介紹認識章嘉大師，那個時候
章嘉大師是總統府的資政。他親近章嘉大師，章嘉大師是密宗的大
德，章嘉呼圖克圖，從清朝的時候，在國家都有給他立個爵位。
　　他接觸方教授，方教授給他講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佛經哲
學是世界上哲學最高峰。從西方哲學講到東方哲學，講到古印度哲
學，最後給他講佛經哲學，最後一個結論就是「學佛是人生最高的
享受」。這一句話就打動他的心了，怎麼樣才能得到？後來親近了
章嘉大師，他就向章嘉大師請教，佛法這麼好，有什麼方法可以很
快入進去，得到佛法真實的功德利益、得到這個好處？章嘉大師給
他講，有。講了兩個字，「布施」。他聽到布施，他就想到，那個
時候上班大概勉強能過日子，一個公務員，一個軍人，階級不是很
高，大概是少尉軍官，薪水不多，聽到布施就想到沒錢。章嘉大師
就給他講，那一塊錢有沒有，一毛錢有沒有？這個倒有，多就沒有
。他說你有一毛錢布施一毛，有一塊錢布施一塊，你有多少就布施
多少。章嘉大師跟他講「有」，前面還給他講六個字「看得破，放
得下」。「看得破，放得下」，具體要怎麼做？就是布施。布施需
要錢，就想到這個問題。所以先從身外之物，先施捨，先放下。所
以章嘉大師給他講完之後，送他到門口再給他講，我今天給你講六
個字「看得破，放得下」，你去做六年。就是去修，修布施修六年
，看六年你能不能做到？後來他也真的是依教奉行，真的就是開始
布施。布施，剛開始布施得很難過，沒錢又要布施，剛開始的時候
很勉強，好像割肉一樣，很痛苦。但是像《了凡四訓》講「始則勉
強，終則泰然」，剛開始不習慣，從來沒有這個布施的念頭，現在
要布施，但是勉為其難去做，他做了半年就很自然了，而且也慢慢



有感應。做了三年，他的感應就非常殊勝。所以早期我聽他老人家
講經，他說大概修了三年，他很多事情可以預知的，這個心比較清
淨、比較放下。所以他一生得力這個布施，不然他的命，被人家算
命貧窮又短命。貧賤，貧沒有財富，賤沒有地位；短命，四十五歲
。所以他從修布施開始，財布施，後來講經說法就是法布施，財、
法就涵蓋無畏布施了。所以他一生也做給我們看。
　　我也在這個當中學一點，學得不到位，學一點，總是也要跟自
己這種執著對抗的。剛開始在學布施，以前就沒有這個習慣，在家
的時候印經，慢慢隨喜隨喜。出家的時候，人家布施供養，我們還
是要再布施。所以那個時候有一個女眾，年紀很大了，住在圖書館
，她就給我講，悟道師，你不要人家供養你的錢你都拿去布施。她
說將來如果人家這個圖書館不讓我們住了，你會去睡火車站，她說
會睡火車站。後來想想，她是一番好意，但是我還是要聽師父的話
，要布施。人家過年供養很多紅包，統統拿出來印經。學習，當然
開始的時候總是會有一些放不下的，但是常常這樣修，也就很自然
。修得最痛快的時候，是那個時候印《大藏經》。那個時候人家布
施供養一些錢，要幫人家做什麼？印經，印佛像，念佛機，或者放
生什麼的這些好事，還要去傷腦筋。那個時候都沒有錢，我們老和
尚說要印《大藏經》，我說這個統統不用考慮了，這個錢太大，所
有供養的錢全部丟進去就對了，統統丟進去印《大藏經》就對了。
一方面就很痛快的，反正這邊缺的錢太多，不用考慮了，不要傷腦
筋去想做些什麼。所以那段時間，我這個布施是最痛快，布施很痛
快。那布施，統統沒有，也滿輕鬆的，沒有負擔，沒有壓力。
　　所以我們「施恩不求報」，我們現在在華藏，實在講就是做法
布施為主，其他財布施，當然法布施也要有財，這個當中有無畏布
施，放生、救濟這方面我們也都有附帶的在做，但以法布施為一個



中心。因為「一切供養中，法供養為最」，這個是最殊勝的。我們
大家在這個地方學習，學習一個布施，「施恩不求報」，供養大眾
，我們也不求人家你要回報多少，你現在請多少書、你要捐多少，
沒有，完全沒有。你要捐，你自己去發心、自己隨喜，我們完全沒
有任何條件的，這樣我們施恩不求報，我們會做得很愉快、很輕鬆
，也不要追悔。所以有一些經書人家請去賣，報到老和尚那邊，我
們說幫人家發財是好事，幫人家賺錢有什麼不好？特別送到大陸去
，那個時候大陸還比較窮，有一些人他拿去賣。賣，我們財布施，
有人花錢去買，他一定會看；你送他，他不一定會看，這是好事。
所以我們老和尚的這些著作，他都沒有設定版權，他的版權是公開
授權。但是你不要壟斷，你要賣也好、你要結緣也好，他沒有把版
權賣給哪一家，他沒有壟斷，就是公開授權。請蕭律師寫一個公開
授權，不得非法謀利、亂改內容，在這個前提之下，你們要什麼形
式去流通都好。因為這個我們做出來就是要流通，希望一切眾生都
能接觸到，得到佛法的利益。
　　好，「積善章」我們就學習到這裡了，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
明天要鋪路，我要去帶頭搬石頭。我帶頭搬石頭，很多人響應，現
在聽說有兩百多人響應。山上那個泥路也是需要買一些石頭去鋪，
很多同修大家共襄盛舉。今天我們錄影就暫停，下個星期三再來錄
。祝大家週末快樂！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