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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諸位法師、諸位老師，大家上午好，阿彌陀佛！非常難
得，這次悟道來澳洲圖文巴，是每一年例行性來這裡休息的。我們
師兄弟也都是很念舊，我們莊師、謙師、勝師、勤師、開師，幾位
長住在圖文巴澳洲淨宗學院的師兄弟對我是特別照顧。所以到澳洲
來，選擇度假這是第一個優先選擇，因為在這裡有人照顧。當然我
們這邊有一些盛事，非常殊勝的這些弘法教學的活動，我們師兄弟
也都會邀請悟道來參與這個盛會，非常感謝。更高興的，看到諸位
老師發心來這裡學習童蒙養正，這個發心是非常難得。在《華嚴經
》講，初發心那跟如來是一樣的。最重要，要保持初心，不忘初心
。初發心你怎麼樣能夠長久保持下去，這是我們大家在一起要共同
互相來勉勵的。
　　今天因為我們開始有增加播放介紹我們澳洲淨宗學院，介紹我
們導師上淨下空老和尚，還有我們淨老和尚弘法的這些概況，因此
我們今天的時間跟這個課表就有不同。等一下容許悟道先離席，因
為我跟人家約了十點要見面，大概跟大家講幾句話，後面悟清法師
、郭老師講話，就找時間看錄影帶。今天我們的重點，前面的介紹
是宣傳。
　　我們學習要善學，善學就是說我們要學什麼，你要去掌握住那
個核心的、重要的來學習。那核心、重要的就是剛才我們淨老開示
的，現代童蒙養正教育的落實，這個是我們這次大家發心來這裡學
習，一個最主要、最重要的，我們學習的宗旨就是這個。
　　我們剛才聽了淨老和尚講的，聽一遍我覺得是不夠的。如果對



悟道我個人來講，我聽一遍，六個星期過去，大概忘得乾乾淨淨。
諸位我不知道，可能你們聽一遍就終身不忘，像我這種根器是不行
的，天天聽一遍恐怕都還會忘記。所以悟道在這裡建議，大家來這
裡學六個星期，六個星期是四十二天，我們淨老和尚開示三十五分
鐘，根據我的建議，把它當作早晚課是最好。這個早晚課是什麼作
用？早課提醒，我們淨老和尚早課提醒一遍，怕忘記了；晚課是什
麼？反省今天這一天，我們老和尚這個開示，我做到了哪一個？因
為這個開示我們聽了不熟悉，印象不深刻，在生活當中我們就提不
起那個觀照，就忘了；忘了，我們無始劫這種煩惱習氣它很自然就
出來了。所以我們現在學習任何東西，就像古大德講念佛開示，道
理都是一樣的，原理原則是一樣的，生處轉熟，熟處轉生。我們念
佛很生疏，我們的煩惱妄想很熟悉，你不要去提，它都會跑出來，
那個叫熟。現在我們要怎麼樣？就是把那個很熟悉的慢慢生疏，把
那個很生疏的慢慢熟悉，我們就成功了。我們學傳統文化也是一樣
，我們淨老和尚的提醒，我們聽一遍還是很生疏的。我是建議，你
們參考，因為這個不是我主辦的，是學院主辦的，大家參考。因為
一遍只有三十五分鐘，就當作聽經一樣，把它當作早晚課。這六個
星期當作早晚課，我想不管學得怎麼樣，起碼這六個星期一天聽兩
遍，我看其他忘記了，這個不會忘記；這個薰習，恐怕你這一生都
會有很深刻的記憶。這是我個人的建議。
　　我們跟老和尚學，就是學他的核心，不是在台面上的，像我在
台面上，不是學那個，那個不是重要的，那是宣傳的，等於是宣傳
的。就像過去辦很多傳統文化論壇，那是一個宣傳、一個鼓勵，好
像打廣告一樣，一個宣傳。廣告後面要有真的東西，我這東西很好
，但是人家要去買，不是像廣告講得那麼好，人家就會退心，是不
是這樣？你看那廣告，那個廣告打得很美麗、講得很好，結果你買



回來不是，跟那個廣告講的不一樣，你還會再買嗎？大概不會了。
那我們現在說傳統文化怎麼樣，看到這些廣告，看到很美好，但是
你實際上去接觸，事實跟這個不一樣，你就會很失望，可能會讓很
多人對傳統文化、對佛法失去信心。所以大家學習要善學。宣傳那
是熱鬧，跟一些領導人握握手、照照相。照完不是就沒事了，照完
後面還更嚴肅的，你怎麼把這個真實的呈現給大家，這才是重要的
，不然熱鬧完了就沒有了，後續就沒有了，但是我們這個後續才是
最主要的。要有真實的內涵、真實的學問，真實的利益全球人類，
這個道德學問才是我們大家應當去追求、學習的，這學叫善學。
　　我們剛才看，現代童蒙養正教育的落實，那個是重點，每一句
都是重點，所以我建議大家當作早晚課。縱然來這裡什麼都沒學到
，聽了六個星期，我看大概老法師的心法你都能夠掌握到很多，一
直薰習、一直提醒。所以早課聽一遍，晚上睡覺前再聽一遍，加深
印象。還有剛才我們淨老和尚講的那一套，共和國新編的那個教科
書。我這次到福州去，東北一個姜居士他買了一套來給我看，在大
陸上買得到。如果這邊沒有，應該在網路上有，現在可以網購的。
老和尚有推薦這一套，大家要教小孩，這個是我們中國傳統跟西方
的一個結合。我有看到，那個也有圖畫，剛剛好，我最近這個月月
初看到這個書。大家可以去買，每個人去買一套。應該現在網購也
都很方便的，去找應該不難找得到。
　　悟道也沒有什麼東西供養大家，因為我們主要還是跟我們淨老
和尚學習，因為他老人家才有真正的這種道德學問。我是什麼都沒
有，我自己什麼都不是，就像弘一大師講的，「一事無成人漸老，
一文不值何消說」。弘一大師是很謙虛，它用在我的身上是剛好，
的確是這樣。一事無成人漸老，所以現在大家稱我老法師，老法師
就是一事無成人漸老；一文不值何消說，一文都不值，講什麼？沒



什麼好講的。要講的也就是說我們導師上淨下空老和尚，還有李炳
南老居士，這個真是有道德學問，我們是向他們學習的。我們都是
同參道友，大家一起來向這些師長、聖賢來學習。
　　這裡悟道也沒有什麼好供養大家的，剛好翻到李炳南老居士《
論語講記．學而篇》，「學而第一」。「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
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這是《論語》第一篇第一段，今天我們開學，開學我想這一段大家
也要常常念念。「子曰」，子是指孔子，孔子說，「學而時習之」
。我們學了之後才會覺悟，學才會覺。我們原來不覺、不知道；一
聽說、一學習，明白了。不學你就不覺，所以學才會覺，學了才會
覺悟，不學就不能覺悟。而時習，這個而是上下介系詞；習就是好
像那個老鳥教小鳥飛，要時時刻刻練習，習就是練習。不是教牠飛
一次牠就會了，要一段時間，要時時刻刻來教牠練習。好像我們學
開車，也不是說一上車馬上就會了，要練習很多次，那個叫時習，
時時刻刻去練習。我們聽老和尚，剛才跟大家建議的，一天聽兩遍
就是時習。不是今天開學聽一次，然後到結業了就忘得乾乾淨淨，
那個就只有學，但是沒有去時習，時習就是時時刻刻，長時間的來
練習，來時習。好像小鳥學飛翔一樣，你學了一段時間，你才能夠
自己去飛翔；還學不會，就是要時時刻刻練習。我們自己學習是這
樣，我們教下一代也是這樣，你要教他時時刻刻學習。所以學了才
能覺悟。
　　這個學，又有效法的意思，學什麼？學做人，學做君子，也有
更高的就是學做聖人。學習也要善學、會學，所以學有個次第。但
是也不是呆呆板板的，你現在學這個就學這個，其他就不學了。我
們學上課，然後煮飯就等到這個課學會再來學煮飯，不是這樣的。
這個學，它也是有五個層級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要透過這五個層次。所以不是學了，我有學，那有沒有博學？博學
在佛法叫廣學，法門無量誓願學，博學。博學還不行，還要會說，
審問就是必開口問。對方有答，懂得問答就是聞，我們聞思修的聞
。會問答比看三遍要好，這李老師講的。再來是慎思之，需要研究
思惟。這也不夠，研究的心得對還是不對，必須要實驗才知道，要
透過實驗。你要去實驗之前，必須要先明辨之，還要明辨，分析明
白，沒有失誤了，然後再去篤行之，再去實驗、再去做，再實際去
辦。如果不是這樣學習，李炳老講，否則仍是書呆子。我們不要學
成書呆子，學傳統文化學成書呆子。以前我們在景美華藏圖書館，
師父上人常常給我們開示，謙師他們都聽過的。李老師以前說，讀
書人不善學，不能舉一反三，讀成書呆子；我們學佛，如果也不能
舉一反三，那學成佛呆子了。以前我常常被講佛呆子，所以我記憶
尤深。
　　所以學是兩方面：學生求學，老師教學。所求所教，為了什麼
？這是有師有徒，教或者學都真心才會有用。教跟學都要用真心，
我們要發真誠心來教，發真誠心來學習，那才有用。時習就是學了
之後永遠不能放下，活到老學到老，一直要不斷的時習。學了必須
天天溫習，溫習你才能熟悉，才能出新意思。李炳老講，現在的人
肚子空空如也，一肚子草包，有什麼新發明？要溫故而知新。現在
人動不動講創新，他都沒有東西，創什麼新？創新就是溫故，你有
很多學問道德，然後又有新的發現、新的發明。新的發明就很多了
，根據佛法講，無量無邊，但是你要有基礎，要有基本的，就是要
熟悉，對這些學問要熟能生巧。像公輸子能教人以規矩，不能使人
巧。只要自己學習熟了，自己就能生巧，所以要不斷的練習，不斷
練得很熟悉，在很熟悉當中你就會知道新的。所以老師他只能給你
一個規矩，學生自己要去學、去練習，練習熟了，自然你自己熟能



生巧。所以李炳老講，「吾九十多歲，為道賣命」，他九十多歲講
《論語》。他教大家一個辦法，大家要以道修身，不亦悅乎！悅就
是喜悅，我們佛法講法喜，法喜充滿，從內心生出來的喜悅，不是
在表面。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個朋是同門曰朋。研究成功
之後，同門從遠方來跟你研究，這個道它能夠行得出去，不僅一個
人得到好處，很多人得到好處，所以很快樂。我們現在講，跟大家
分享，我的心得跟大家分享，我得到，大家也得到，很快樂，就不
亦樂乎。大家來到圖文巴這裡，就是大家從遠方來的，坐飛機起碼
坐八個半小時，應該有，因為台灣坐到這裡八個半小時，從遠方來
的，我們不是從很近的地方來，所以大家來這裡學，我們都很快樂
的。
　　孔老夫子他是有教無類的，就是互鄉童子，那些很不講理的，
他願意來接觸、來學，他也教他。但是孔子的學生看了就很不高興
，那些不講理的，你還教他幹什麼？孔子說，他願意來，他有這個
心來，我就要教他，回去做不做是他的事情，那我不管，那是他的
事。但是他願意來，願意來接觸，願意來求教，就要去教他，回去
之後他幹不幹、做不做，那我不管了，那是他的事。這叫有教無類
。
　　所以快樂就是把這個道能夠弘揚出去，那是人生最快樂的事情
。君子他志在讓大家得利益，有人來學就是樂事。孟子也說，得天
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所以教學是很快樂的事情。如果我們學
得很痛苦，那我們要覺悟，我們肯定學錯了。怎麼愈學愈痛苦？愈
學愈快樂才對，怎麼愈學愈痛苦？肯定是我們這些理論方法有錯誤
。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第三段就是說，你有道德學
問，人家不認識你，你這個道弘揚不出去，也不怨天不尤人，不怪



別人，那是天命如此。不慍就是說內心不埋怨，不發牢騷。我這麼
有道德學問，你怎麼都不認識我？都不請我出來？一個君子他都不
會這樣，那何況聖賢？君子他不怨天不尤人，遇到什麼逆境他也不
會怨天尤人。
　　今天時間的關係，簡單跟大家分享到這裡，因為跟人有約就不
能失約。非常抱歉，請大家能夠諒解，有機會大家再來交流。我們
老和尚這個開示非常重要，希望我們在六週的期間當作早晚課，每
一句都是他的學問。所以學東西，所謂的內行去看門道，外行看熱
鬧。好，那就容許我先告退，我們再找時間來喝茶。阿彌陀佛，祝
大家學問增長，法喜充滿，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