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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時代修行，要想成就只有念佛求生淨土，除這條路之
外，確確實實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得通的。念佛要念到什麼時候才
真正有把握往生？要念到心清淨，心清淨了就是功夫成片，可以帶
業往生。要怎樣做到心清淨？一定要有看破、放下的功夫，看破是
覺悟，放下是功夫。放下什麼？放下一切妄想、煩惱、習氣。真正
要學惠能大師的，「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你心就清淨。我
們現在看到這個人不對，那個事也不對，什麼原因？因為你有分別
執著。真正往生的人，這個世間的人與事，與我不相干，我急著要
到極樂世界去，你才真正能放得下。團體我們隨他去，好，眾生有
福；不好，眾生該遭罪。每個人都在這上下功夫，這個僧團清淨和
合的僧團；我這個看不慣，他那個看不慣，這個僧團是鬥爭的僧團
。所以佛法六和敬的見和同解是這樣修的，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
，不但是聽不到是非，心裡面都沒有這個念頭。這從前的僧團有強
烈的倫理因素，所以容易成就；現代的社會倫理觀念已經破壞，這
是我們同修必須要曉得的。我們大家在一起的關係同參道友，這是
我們首先要認識清楚的。不但師徒在現在這個社會裡面沒有了，說
實在話父子也沒有了，幾個兒子肯聽父母的話？現在小孩有他的觀
念，他認為老一代都落伍了，都比不上他了，不聽，不聽管教。我
們同學當中有不少是當老師的，中小學的教師，常常在一塊談起學
生不聽話，也無法管教。管教什麼？反抗，你要是得罪他，家長就
要來找麻煩。現在大學問題更多，大學校長是學生選的，誰敢得罪
學生？得罪學生就選不上。換句話說，做老師要聽學生的，這是倫
理觀念的破壞掉。



　　我們佛門也是如此，所以佛門裡頭師徒觀念也沒有了，沒有人
肯聽老師的話。所以僧團在今天，唯一的就是需要靠真修，我們真
正想修行，這個地方還可以，這個環境還可以住，還沒有大妨礙，
靠這個共識才能維繫下去。如果不是真修行，一定就是利害集團，
這個地方於我有利，這才能夠住在一起，利沒有了就分散了，這是
利益的集團。利益的集團要以佛法，打著佛法的招牌來謀利，果報
就如《戒經》所說的，這點大家都清楚。共修在現前這個社會機緣
已經非常難得了，所以有這麼個場合，要知道珍惜，好好的把握這
光陰成就自己。時間迫切沒有法子再等待，這一年當中看看整個世
界，最明顯的是全世界的氣候變化都很大。這在中國古書裡面所說
的，這不是好事情，中國古人看這些事情，上天給大家提出了警告
，叫人要認真反省。而在佛法說得更深刻、說得更透徹，「依報隨
著正報轉」，環境是依報，依報反常，什麼原因？人心反常。什麼
是人？人跟禽獸，禽獸是畜生，人跟禽獸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人
有道德、人有倫理。如果人把倫理道德丟掉了，人就是禽獸，也是
一般動物，那就不叫做人，就叫畜生。
　　我們在這個社會學做人，學做人就是學倫理、就是學道德，學
倫理、學道德就是學做人。學十善、學四無量心，四無量心是慈悲
喜捨，那就是學天人，比我們這個人又高些，欲界天人。學四禪八
定叫色界天人，那個境界就更高了；學四十八願，學六度、十大願
王，就是西方極樂世界的天人，學這個。學不是我懂得、明瞭，那
個不是學，學是真的做到。學這個字你們去查查字典，這個字是什
麼意思？它的意思是效法、學習。它是個動詞，是叫你去做的，它
不是名詞，我們要真正去做到。你們今天在這個地方修行得不到法
喜，那就是在這混日子，為什麼得不到？沒有認真去學習。認真學
習，在家同修都法喜充滿，我每天收到這個信件，雖然我不回他們



的信，我看得很歡喜，有很多人確實契入到境界，他真用功、他真
幹。每天能發現自己一個毛病這就是覺悟，每天能夠改掉一個毛病
，這真修。夏蓮居老居士《淨語》裡面，所講的「真幹」，能夠真
修、真幹三年，說實在話就超凡入聖，就不是凡夫。不肯學、不肯
幹那就沒有法子，換句話說，你當然每天是妄想，每天有煩惱，你
還在搞六道輪迴，這一定道理。學從哪裡學起？讀經，不讀經就打
妄想。怎麼幹？經上教我們怎麼做就怎麼做，拿著經典認真反省，
每天讀每天有發現。
　　這一部經從初發心一直到成佛，天天有不同的發現，天天有不
同新的意思，天天有不同新的境界。經典跟世間的書不一樣，世間
書念的他那個境界有限制的，達到以後再就沒有了。不像經典，經
典天天有新意思，天天有新境界，真正不可思議。所以要會讀，要
會用功，在這個小道場裡不能把時間空過。星期六我們就到美國去
，去的同學們你們要收拾行李，這次去大概是二、三個月時間。在
這一段時間裡面希望同學都能夠自覺，能夠自發自動的用功，精進
不懈。古人教導我們「溫故而知新」，雖然我們不能聚在一起，也
不能每天跟大家提供一點修學的經驗，諸位能夠肯讀經，比我說這
些話更好。讀經要怎樣讀？要用真誠心、清淨心、恭敬心去讀才有
悟處。有些人讀經讀得好苦，那是什麼？你用妄想心、分別心、煩
惱心去讀，那當然愈讀愈苦，經裡面的意思、境界你完全不能體會
。只有用真誠、清淨心、恭敬心去讀，這個心與佛的心相同，能夠
發現經裡面的意思，因為真誠、清淨、恭敬是沒有止境，所以經的
意思就沒有止境。
　　實在講經是增上緣，悟是從哪裡悟的？是你的真誠清淨這裡悟
的，你心愈真、愈清淨悟得愈深，有！這是真的道理，經典是增上
緣而已。所以這個意思沒有止境，無窮無盡的，你在這上面悟進去



之後，真的就法喜充滿。所以古人說這種佛經，淺的人看它的意思
淺，深的人看它的意思深，圓人看它的意思圓。這也證實了佛在經
上所說的無有定法可說，無有法可說，才能達到那個境界。這個世
間人的語言文字，他是有說，因為有說他這個意思就淺，他就有範
圍。佛因為無說，無法可說，所以他的法隨著你的心情在變，那個
意思就無有窮盡，道理在此地。我們修淨土的就是求清淨心，心不
真誠決定不會清淨，心不恭敬也不可能達到清淨。日常生活就是六
度，如果心真正達到清淨了日常生活就是普賢十願。心不清淨的時
候我們認真努力在學習，是六度，你在生活當中就有樂趣，不會感
覺得枯燥。一心嚮往西方極樂世界，這個地方你一定要非常清楚，
非常正確，這一生才不至於空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