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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初五開始講經是吧？是不是有八次？八次我們這個《無
量壽經》的玄義，就是「概要」可以講完。可能還有時間，還有時
間準備講《金剛經》大意好了，講個三、四次《金剛經》大意。這
一次印的江味農居士的《金剛經講義》，希望大家對這本《講義》
要認真的學習，江味農居士他修學的路子，是「教宗般若，行在彌
陀」。他一生專門研究《金剛經》，用了四十年的時間寫成這部《
講義》。他這個《講義》，可以說是集古代《金剛經》註解的大成
，也是《金剛經》的大辭典，這從前李老師講的，《金剛經》大辭
典，是很豐富的佛學常識。所以我們如果說是將來學講經，這佛經
裡面很多名詞術語，這名相的解釋，他那個註解裡都很詳細。還有
一本周止庵的《心經詮注》好象印出來了，那個也等於說是《心經
》的大辭典，可以當作佛學常識來讀，裡頭許多名相的講解要記住
，因為你將來講經說法的時候統統用得上，周止庵也是用了四十年
。這是近代兩位這一門深入的，所以有這樣的成就，這也是給我們
做了一個模範，做專家、做權威。今天講到《金剛經》，那江味農
居士是權威；講到《心經》，周止庵是權威。所以我們不說是智慧
過人，不是這個意思，是功夫下得深。什麼人能用四十年的時間，
用在一部經上？我們出家人當中圓瑛老法師，一生的精力用在《楞
嚴》上。他雖然用在《楞嚴》上，他講過不少的經，看圓瑛法師的
法彙就曉得，似乎沒有像江味農、像周止庵那麼專，一生只弘揚一
種，只講一種，沒有那麼專，這就是說明專就有成就。
　　這一部《金剛經》，要用在淨土法門裡面，就是《無量壽經》
上「發菩提心，一向專念」，一部《金剛經》就是教你發菩提心，



菩提心發出來了，菩提心就是根本。大乘法門都是建立在菩提心的
基礎上，無論修學哪個法門都會有成就，所以念佛的人決定往生。
念佛而不能往生沒有菩提心，雖然有一向專念，沒有菩提心不能往
生。那個專也不行，古人講「一天十萬聲佛號，喊破喉嚨也枉然」
，為什麼不行？心不清淨，要心淨則土淨才能往生。所以蕅益大師
講得很好，往生的品位是念佛功夫的淺深，不是多少。淺深從哪裡
講？從清淨心上講，理一心不亂這最深的，其次事一心不亂，再其
次功夫成片。這都叫功夫，沒有這個功夫，念得再多都不能往生。
什麼叫功夫成片？就是清淨心。心裡面已經沒有夾雜了，沒有妄念
，沒夾雜就是沒有妄念，專注在一句佛號上，專注在西方世界依正
莊嚴上，這就決定得生。《金剛經》裡面所說的標準，是理一心不
亂的標準，當然更沒話說。理一心不亂也有淺深不相同，這《金剛
經》上有一句話說，「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一切賢聖
就是三賢十聖，四十個位次，《華嚴經》上說的，四十一位法身大
士那都是理一心。所以理一心裡面功夫有淺深不同，到究竟圓滿的
時候這就成佛。所以同樣念到理一心不亂，理一心不亂裡頭還是有
差別。這些統統是講我們自分，就是自己的功夫，不論阿彌陀佛的
加持。如果論阿彌陀佛的加持，大家是一樣的，是平等的，這是西
方世界跟他方世界不一樣地方，那個地方有佛加持。
　　但是自己能夠努力，這就是說到西方極樂世界成佛快。往生自
分品位比較低，雖然得佛力加持，到真正圓滿成佛，就比較慢。自
己的功夫得力的時候品位增高，到西方極樂世界成佛快，也就是圓
滿菩提時間上有早晚不同。這個《觀經》上講得清楚，你看《觀經
》上下品下生，要十二大劫才花開見佛，這是論自分的。十二大劫
花開見佛是什麼地位？是圓教初住的地位。花開見佛就破一品無明
，證一分法身，自己證到法身大士了要這麼長的時間。下品中生呢



？六劫，你看就一半了，所以這是要爭取的，這個要懂得。所以佛
加持的時候，論佛加持那大家都一樣，雖然自己沒有證到那個地位
，實際上在西方世界的時候，幾乎智慧、神通、能力都是平等。但
是那個平等，諸位要曉得是佛加的，不是你自己的能力，所以這個
法門叫二力法門。二力在西方世界才有，非常明顯的這個樣子，非
常明顯。你說在他方世界，在我們這個世界，你初住就初住，初地
就初地，決定不是平等，那差別很大很大。由此可知，這往生西方
極樂世界，對我們修行人來講太重要了。真正求生西方世界的人，
心要清淨。可是大家都是凡夫，不是聖人，凡夫無量劫來的煩惱習
氣。我們生在這個時代，這是什麼時代？鬥諍堅固的時代。
　　《金剛經》上講的後五百年，那後五百年有幾種講法，其中有
一種講法，五個五百年之後，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
年。那末法第一個五百年就是後五百年，佛說那是什麼時代？鬥諍
堅固的時代。這第一個五百年，佛滅度之後第一個五百年，解脫堅
固，也就是講修行證果的人很多。佛法佛經結集的時候就在那個時
代，所以參與結集經典的，至少都是證三果的，四果阿羅漢佔大多
數，修行證果的。第二個五百年禪定堅固；第三個五百年多聞堅固
，多聞就是研究討論、講經說法，沒修行，不肯認真修，光在經教
裡頭打轉；第四個五百年塔廟堅固，佛學也沒有精神去討論了，蓋
廟，大家搞這個；第五個五百年鬥諍堅固。我們今天這個時代，照
中國歷史的記載，釋迦牟尼佛滅度三千零二十一年。我們現在是第
七個五百年的開端，鬥爭再鬥爭、再鬥爭，是這麼一個時代。哪個
地方不鬥爭？我們這個團體的鬥爭，比別人輕一點、緩一點。實在
這個鬥爭的毛病，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就有，九十六種外道跟佛
法對立，不相容的；而佛門裡面提婆達多、六群比丘擾亂僧團，破
和合僧，還想陷害釋迦牟尼佛。你再從歷史上去看，在中國哪個道



場沒鬥爭？龍蛇混雜，有好的修行人，也有處心積慮要破壞的，任
何一個團體都不免！這是佛門不幸，眾生要遭難、要受難。般若與
淨土都特別強調因緣果報，這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
所以我們起心動念要想到什麼？將來的果報，這個心自然就收斂了
，自然就平靜了。
　　我造障礙別人的因，將來我一定會受別人障礙我的果，真的是
一飲一啄，所謂是莫非前定，什麼定的？誰定的？自己造的因定的
。所以普賢菩薩十大願王裡頭，教給我們「隨喜功德」，隨喜是菩
薩行，隨喜就是不障礙別人。我們凡夫嫉妒、障礙非常重，人家稍
微有點好處，我們看到就難過了。看到難過已經不對了、已經錯了
，還要想方法去阻撓他、去破壞他，那個罪業就深了；如果這個善
法是利益廣大眾生的，罪過就更重。為什麼？他不是障礙一個人，
他是障礙許許多多人。所以這因果關係要知道，修行不容易，在一
個團體裡面，真正修行要謙虛、要客氣、要忍讓，孔老夫子教給我
們要守禮，禮是什麼？自卑而尊人。減少摩擦、減少衝突、處處忍
讓，這才能夠成大功、立大業。這個鋒芒顯露出來的人遭嫉妒，這
個遭嫉妒，諸位要曉得，那是正常的。因為人是凡夫，這個嫉妒、
瞋恚是無量劫來的習氣，他要沒有這個，那他就是佛菩薩再來。我
們存心時時刻刻，我過去提出八個，現在加兩個，存心要真誠、要
清淨、要平等、要正覺、要慈悲，要常常用這個來檢點。我們是不
是這個心？是這個心就是佛心，有資格學佛，有資格往生。在處事
待人接物當中修行，守住幾個原則要放下，要看破、放下，要自在
、要隨緣、要念佛，所以這加了個念佛。能守住這幾個基本的原則
就不會錯，真正能守得住，我們自己一切交給佛菩薩，交給護法神
。這從前章嘉大師教我的，真正學佛、真正為弘法利生，自己前途
、生活不要去考慮，護法神照顧，諸佛護念，護法神照顧。什麼都



不要去想，一心一意照著經典上教訓去做，做到就是相應，做不到
就不相應，佛法重實行。
　　我們這個好處，每天還有幾分鐘的時間提醒大家，如果三天不
提醒就面目可瞋。所以現在修行人，很多為什麼不能成就？原因在
此地。這些提醒的話，或是經典上的教訓，祖師大德的教訓，我們
也節錄了不少。我不在家的時候，吃完早飯把這些東西念個一、二
段，警惕警惕自己，有好處。不要說我跟館長不在家了，這就廢弛
掉了，那你們就退步。要不斷的警惕，保持高度的警覺，我們的修
行才會有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