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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淨宗學會來邀請，館長派悟道法師到那邊去幫助他們，這
是我們道場第一次單獨派人出國，往後這種機會很多。我們現在本
身學習的還不夠豐富。由於錄音帶、錄影帶跟經書的流通，使我們
對於這個世界接觸得很廣。你們大家將來都有機緣，到世界各個地
方去弘法，實在講也不辜負出家一場。我們每天念迴向偈「上報四
重恩，下濟三途苦」，這就可以兌現，而不是空口白說。要注意到
的，就是要真正修學佛法、弘揚佛法，萬萬不可以打著佛法的旗號
，去欺騙眾生，去求名聞利養、貪圖五欲六塵的享受這就錯了。目
前是能夠貪圖一點小便宜，來生必定墮阿鼻地獄，這個道理與事實
，大家冷靜去想想，冷靜的去觀察，不難明瞭。由此可知，認真修
學勇猛精進的必要。現在這個社會很亂，往後會更亂，所以眾生的
災難頻繁，這是佛法上所說的共業。佛法在世間的目的，我們要清
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就是要求自己覺悟，幫助一切眾生覺悟，這
是佛法在世間的目的。我們想想，佛陀在世，佛陀過的是什麼日子
？佛的學生僧團大眾過的是什麼日子？要常常想想，佛當年所過的
樹下一宿，日中一食。跟我們現在的生活比一比，我們就很過分，
比那個時候人舒適太多，福報比他們大得太多；但是在德行、修養
上，我們比他們要差得太遠。
　　佛教給我們「以苦為師，以戒為師」，這種教訓就是對出家弟
子說的，不是對在家弟子。出家弟子要成就道業，這個願望非常強
烈，這個願望要在短時期一生當中能成就，若不能夠吃苦、不能持
戒，是決定做不到的。弘揚佛法必須自己要做個好榜樣，要認清這
個時代，要有智慧、要有善巧、要有方便，使一切眾生容易信受奉



行，這一生就沒有白過。修行人物質生活，世間人看起來是很苦，
佛講以苦為師，世間人看的是苦。而實際上這個裡面有真樂在其中
，這個真樂世間人不但看不出來，他也無法想到，因為他從來沒有
這個經驗。這是佛經裡頭常講的「法喜充滿，禪悅為食」，悅是喜
悅，禪就是清淨心，清淨心裡面有真實的法喜。可是若不是真正修
行，這個享受是得不到的。
　　在外面幫助別人，無論是個人，或者是團體，或者是道場，記
住，善導大師的教訓，「一切從真實心中做」，不可以作假。佛法
跟世法的差別就在真假，佛法是真實的，心是真實的，所以一切都
是真實的；世間人這個心是虛情假意，一切都是虛妄的。這就是所
謂「萬法唯心，萬法唯識」，所以學佛的人要知道用真實心。佛陀
在世的時候所示現的，就是我們修行弘法最好的榜樣。我們勸眾生
學佛絕對不去拉攏人，現在所謂說拉信徒，我們不做這個事情，不
求供養。你們在這個地方，我看到的，覺得是很難得，大家能夠把
過年所得的供養，全部捐獻給大陸，這個很難得。從這個做法，我
知道大家聽這麼多年經，有一點受用，知道捨財修福。但是更要緊
的，要不著相，著相的修福是人天果報，離相修福這才能明心見性
，才能夠往生不退成佛。不但能捨外財，內財也要能捨，什麼是內
財？我們的精神、我們的勞力無條件的為大眾服務，這叫捨內財。
不求報酬，求報酬就不是捨了，不求報酬，認真的為社會、為大眾
服務，這是布施，布施我們的心力，布施我們的勞力。
　　像前次所講的，我們的生活就是三福、六和、三學、六度，如
果能夠離一切分別執著就是十大願王，那是菩薩究竟圓滿的行法，
就在日常生活之中，沒有離開生活。也可以說，學佛就是叫我們學
過日子，就是叫我們學真實有意義、有價值的生活，這就學佛。佛
法是師道，師道是「只問來學，未聞往教」，可是在今天的社會，



孝道跟師道都沒有了，這是做人的大根大本。人與禽獸不同的地方
，就是在這地方區別，就從這個地方分出的。古聖先賢建立這個道
統，這個道統就是孝道跟師道，這是道統之根、之本，善盡職責去
維護、去發揚。由於這個道統維繫了國家、民族，五千年還沒有滅
亡，真正的原因就在此地。現在我們把這個道統捨棄，盲目的跟外
國人學，這是非常危險的一樁事情。我們認識得很清楚，我們有高
度的警覺心，所以我們到外面去弘揚佛法，重點是什麼？去講經說
法。講經說法有什麼用處？聽完之後耳邊風，就沒有了，心理、行
為一絲毫變化都沒有，這種弘法利生是失敗的。所以佛法的教學，
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心理建設，讓他的心理恢復到正常。
　　因此無論在什麼地方弘法，我們的中心點是在孝道、是在師道
，這個師道就是尊師重道。能夠把道德、學問看成這一生當中，這
是主要的，應該努力去追求的。物質享受是次要的，夠了就不必再
求。求物欲是非常苦的一樁事情，求道德裡面才真正有樂趣，我們
弘法利生，是以這個為目標。我提的十句就是現前的階段，在這個
地球上普遍所缺乏的，急需要提倡的糾正人心的過失。急需要發揚
，就是希望大眾都能夠存真實心，「真誠、清淨、平等、正覺、慈
悲」；處事待人接物日常生活，我們心態一定是「看破、放下、自
在、隨緣、老實念佛」。這是我們在現前這個階段，弘法利生的目
標，也是我們自己修行的目標。所有一切經論、行法，都是幫助我
們達到這個目標，完成這個目標，我們自行化他有方向，目標正確
、方向鮮明不是盲目的。所以這個生活就有意義、有價值，過得很
快樂、很幸福。希望大家從這個地方去體會，自己怎麼修學，怎麼
樣待人接物，這是真正的佛法，真實的佛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