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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不少人發心，把錄音帶整理成文字，這是樁好事情，也
是佛法裡面講的法布施。可是整理文字一定要懂得，口語跟文學有
哪些地方不相同，如何把口語整理成文字。《認識佛教》這個小冊
子是個榜樣，可以提供你們做個很好的參考資料。如果你們要發心
學習走這個路子，實在講也是莫大的功德。自己不能做，這個孔老
夫子所說的「述而不作」，我自己沒有東西，我流通別人東西。現
在在家、出家不少大德他們所講演的錄音帶數量很多，你認為可取
的，你都可以做這個東西來流通，把它寫成文字，這是自利利他。
可是文學基本的修養要有，這個從前李老師常講，最低限度我們要
念五十篇古文，能夠熟讀一百篇古文，就有寫文言文的能力。我們
向「國語日報」買的《古今文選》，數量也不少，每個道場都有幾
套。都是希望你們善加利用，也不妨在裡面選一些出來，我們自己
把它印出來，大家在一塊研究、在一塊讀誦。佛學的基本常識要豐
富，正果法師的是不是佛學概要，還是什麼東西？你們曾經印出來
，正果法師的《佛教基本知識》，明暘法師的《佛學概要》都非常
好。這真的是佛學的基本知識，名相術語這個要熟，我們在整理的
時候才不會發生錯誤。講話口語裡面有很多是毫無意義的，或者是
習慣，有人講話，我過去聽一句話當中加上好幾個這個這個這個，
你們要把它記錄成文字，也是這個這個這個，那就多難看。身體不
舒服的時候啊一聲，咳嗽一聲，你也寫個啊、咳嗽一聲這個不像話
。所以像這些地方要盡量要懂得、要避免。
　　文字，我們中國自古以來，文字、語言講求的標準是簡要詳明
，這四個字做標準，簡單、扼要、又詳細、又明白這個樣子，符合



這四個字的標準這是好的語言，是好的文章，就是裡面沒有囉嗦、
沒有廢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現在的白話文確實是比不上文言
文，文言文幾乎留傳下來的，都能符合這個標準，不符合這個標準
那沒有人傳他的。所以留傳下來都是好文章，都是符合這個標準。
好的白話文也符合這個標準，但是那個好的白話文，實在講都是有
好的文言基礎。你看民國初年，那些人寫的白話文是寫得好，現在
人比不上。最容易看到的像這個歌詞，看那個老歌的歌詞也是白話
文，也聽得懂，跟現在這些歌詞比的時候相差很遠，這是他們有文
言的修養，有這個基礎。
　　在佛法裡面，過去李老師常常教導我們，關於佛學常識這方面
的修養，他老人家指定我們用江味農居士的《金剛經講義》，周止
庵居士的《心經詮注》，這個的確是很好。《心經詮注》就等於說
《心經》大辭典，把《心經》裡面的名相，都解釋得很詳細。江居
士的《金剛經講義》，也就是《金剛經》大辭典，所以可以把它當
作佛學常識來讀。它的含義很深我們能不能做得到，那是另樁事情
，但是要熟讀，佛學常識方面的確是非常豐富。這兩個人都是一門
深入，江居士的《金剛經講義》，《金剛經》上用了四十年的功夫
，古今中外的《金剛經》的註疏他都讀過。周止庵居士一生，差不
多也是四十年用在《心經》上，所以這是一生心血的累積。今天我
們講到這兩部經的註解，他們是真正集大成，讀他這一本東西，所
有一切註解都可以不必讀，因為註解都在他那裡，這也是吸取佛學
常識的一個方法。黃念祖老居士《無量壽經註解》，可以說是《無
量壽經》的大辭典。
　　簡老居士你們很多人看到九十八歲，他太太打電話告訴我，往
生的瑞相非常好，往生之後，他們念佛念了三十六個小時，三天三
夜然後給他穿衣服，他身體是軟的。他那個牙齒是假牙，拿下來把



它洗乾淨再放進去，一點困難都沒有，而且臉上皮膚是紅色的。所
以這些情形，她打電話給我，她的信心加深了，我們親眼看見。你
看看他那個念佛也沒有多久，在他們家學佛的時候，才見他念阿彌
陀佛、阿彌陀佛。還有一個法師說有個曹老先生，身體不太好，走
路的時候兩個手都要扶著凳子，行動不太方便。他念佛也是最近一
、二年才開始念，但他往生的意願很強，希望早一天往生。他的兒
女就說他太消極，怎麼可以有這個念頭？這個念頭正確，年歲老了
需要人侍候，所以他自己也苦，也連累別人，為什麼不早求往生？
早一天往生就早一天離苦得樂。兒女無知，希望他慢慢的離苦得樂
，希望他苦多受幾天，這個叫顛倒。你把他留在這個世間，你給他
什麼快樂？你給他什麼享受？這個觀念上錯誤，早往生就早成佛，
曹老先生他人聰明有智慧。
　　在我們的心跟念頭，我是決定要求往生的。尤其是出家了，要
真正發心，一生際遇都讓佛菩薩安排，讓護法神安排，絕對不放在
心上，一心向道弘法利生，這是決定不錯。這是我初學佛的時候，
章嘉大師教給我的，他老人家告訴我，我想很對、很正確，這一生
多自在，什麼都不要操心，環境順境也好、逆境也好全是佛菩薩安
排的，你自己不必去理會。道場也是佛菩薩安排的，佛菩薩建立的
，我們操個什麼心，什麼心都不要操，這樣對，不背因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