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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同學，大家好！請看《內典研學要領》第一段：
　　【甲、古云：成佛法華，開慧楞嚴。必具慧解始能破迷啟悟，
必真破迷關，始肯放下，然後一心念佛，求願往生，圓成道果，復
何疑焉，是為鑽研群經之目的也。】
　　頭一段說明我們研究經教的目的在哪裡，目的就是為成無上道
。而成無上道，決定要求生淨土。為什麼？求生淨土，成無上道時
間縮短。如果不求生淨土，要成無上道，佛在《華嚴經》上跟我們
講得很清楚，從圓教初住菩薩修到法雲地，諸位要記住，法雲地就
是十地菩薩，等覺還不算，到法雲地需要修行三個阿僧祇劫，這佛
在經上講得很清楚。第一個阿僧祇劫，完成三賢位，十住、十行、
十迴向；第二個阿僧祇劫，七個位次，從初地到七地；第三個阿僧
祇劫，三個位次，就是八地、九地、十地。我們自己要好好去想想
，你走一般，不求西方淨土，你在沒有證得圓教初住以前，那個時
間都不算，三大阿僧祇劫是從圓初住到法雲地。可是修淨土法門求
生西方極樂世界，時間就大幅度的縮短，所以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
法門，我們要認識清楚。不求淨土，實在講，沒有福報，善根福德
不具足，所以他沒有這個意願。這我們要認識清楚，為什麼《華嚴
經》上文殊、普賢勸導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求生淨土，十大願王導歸
極樂，這個一定要知道。
　　這個法門難信易修，可是「易修」，是跟其他法門比較起來易
修，我們也不能把它看得太容易了。往生西方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這大家都知道的，淨土的「三資糧」，三個條件：信、願、行。「
信」，蕅益大師在《要解》裡面講得很好，「信自、信他、信因、



信果、信事、信理」。我們的信心為什麼不具足？因為我們迷關沒
破；我們在迷，沒有覺悟，難在此地。要怎麼樣才能破迷關？一定
要開智慧。我們的智慧為什麼不能開？這當中有障礙，就是「業障
」。我常常講的十六個字，這個是業障：「自私自利，貪瞋痴慢」
，這是裡面的、內部的；外面，「五欲六塵、名聞利養」。
　　所以，我們自己要問問：我們起心動念、言語造作，跟這個相
應不相應？如果跟這個東西相應，念佛都不能夠往生。它障礙你，
障礙你開悟，障礙你修行，障礙你證果。必須把這十六個字淘汰乾
淨，我們障礙就除掉了，智慧就現前了。展開大乘經卷，這裡頭微
妙的義理，你才能夠看得出來。同樣是這個經典，同樣是這些文字
，為什麼展卷別人能夠看到許多意思，我們為什麼看不到？看不到
，就是這上面障住了。業障淺，智慧就增長一點，就能多看到一點
。所以自己功夫有沒有進步，不要問別人，自己每天展開經卷就知
道了。我今天讀這一卷經，是不是又多懂一點意思，那你就有進步
了。如果展開經卷，今天跟昨天一樣，那你就是完全沒有進步。所
謂的進步，「煩惱輕，智慧長」，這是真正進步，不是別的，希望
同修在這上面留意。
　　『成佛法華，開慧楞嚴』，這兩句話怎麼講？為什麼說《法華
經》是成佛的？學教的同修應該知道，世尊早期為大家講經說法，
確實他老人家有講一闡提不能成佛。「一闡提」是梵語，中國的意
思是：沒有善根的人、斷了善根的人，這種人不能成佛。在《法華
經》開權顯實，佛說了真話，一闡提也有佛性，既有佛性，皆當作
佛，所以說「成佛的法華」。在《法華》教義裡頭，一切眾生沒有
一個不成佛的，只是成佛早晚不相同。什麼時候成佛？什麼時候回
頭，「回頭是岸」。你今天回頭，你今天就作佛；明天回頭，明天
作佛。什麼時候作佛？這個事情不必問別人，要問自己。從哪裡回



頭？我剛才講的，從自私自利回頭，從貪瞋痴慢回頭，從五欲六塵
回頭，從名聞利養回頭，回頭就是岸，你才能入佛境界。然後你了
解大乘的法門，淨宗第一殊勝，死心塌地念佛，這一生成功了。
　　第二段，這是講修行的態度。
　　【乙、「佛法無人說，雖智不能解」。】
　　這話世尊在《華嚴經》上說過，《大智度論》上說過。
　　【是以古人萬里從師，不憚勞苦。良以不遇真匠，發悟莫由。
】
　　『真匠』是真善知識，必須有真善知識教誨，我們才有覺悟的
機會。
　　【然明師良友難遇，必竭誠懺除業障，蕩盡三垢。】
　　「三垢」就是「三有」：欲界有、色界有、無色界有。「三垢
」就是三種煩惱習氣業障。
　　【專心真淨，得為法器，而後以真心感求，則必有應之者焉。
】
　　感應道交，真誠心能感。我們的心是虛偽的，是自私自利，貪
瞋痴慢，我們追求這些名聞利養，這種心是輪迴心，與佛菩薩不能
感應，這個道理一定要懂。什麼樣的心跟佛菩薩能感應？真誠心、
清淨心、平等心、覺悟的心、慈悲心，與佛菩薩念念感應道交。
　　【故學人當發心至誠恭敬懇切，絕利養。】
　　名聞利養要斷絕！有這種心，還貪名聞利養，就是遇到釋迦牟
尼佛，你也成不了道，業障太重了。所以要曉得，名聞利養害死人
！但是信徒們見到法師都發心供養，求福。我們想想：我們能不能
做他的福田？如果不能做他的福田，自己不是福田，那就是古人講
的話：「施主一粒米，大如須彌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還。」
你今天接受人家多少供養，你將來統統要奉還的；消化不掉，要奉



還的。你真正成就道業了，你是福田，他的供養是種福了。
　　信徒供養，我們能不能享受？決定不能享受。為什麼？享受就
墮落了，你的煩惱就起來了，貪瞋痴慢就起來了。信徒供養，一分
一釐都不可以享受。我們接受過來，怎麼處理？供眾，要懂這個道
理。真正替他修福，他是叫我們幫助他修福的。這些錢應當要做社
會福利事業，幫他修福。
　　祖師大德給我們做的示範，近代虛雲老和尚接受四眾弟子的供
養，他沒有享受。他穿的衣服，每一張照片都是補丁補了好多個，
他沒有做一件新衣服。他決定沒有說是到哪裡去吃一頓好的飯菜，
沒有過。錢到哪裡去了？他老人家蓋廟，修廟、蓋廟，一生做得很
多。這個廟修好了之後、蓋好了之後，不是自己去住。看看有德行
，真正修行的人，請他們來住持，就讓給他們，自己就走了，一分
一毫也不帶。「建寺安僧」，供養出家人，這是我們一個模範，為
常住，為大家。
　　其次，有更了不起的人，印光大師。印光大師一生的行誼、生
活，跟虛老和尚一樣，他的供養多，不亞於虛雲老和尚，全部拿去
印經了。他在蘇州報國寺成立一個弘化社，十方的供養都做為弘化
社印經弘法的基金。你們看看，他有一本小冊子《上海護國息災法
會法語》，那個時候北方有災難，他特別從印經的款項裡面撥出三
千大洋賑災，這我們看到了。所以我一生學佛，我走印光大師的路
子，十方供養全部做為印經布施。現在做錄像帶、錄音帶、VCD，
做這些東西。我們自己的生活非常儉樸，愈簡單愈好。
　　今天我們的常住，說實在話，在生活上非常豐盛，我們要知道
。我不在這兒吃飯，平常自己吃飯兩個菜。新加坡前總統黃金輝先
生訪問居士林的時候，我們在一起吃飯。他看到我們擺的十幾道菜
，非常驚訝，他說：「我每天吃飯才五個菜，你們十幾道菜！」一



點都不假。黃老先生今年八十多歲，身體很健康，很健談。所以一
定要懂得節儉。
　　我很喜歡古晉的山上。我住在古晉山上那幾天，有些同學跟我
一道吃的。我每天吃飯吃一盤生菜，他們菜是自己種的，沒有化肥
，沒有農藥，每一餐一大盤生菜，什麼佐料都不需要。愈是簡單的
生活，愈是健康的生活。古人講：「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一點
都不錯。所以，名聞利養要離，不離這個，沒辦法，佛菩薩都沒有
法子幫助你。
　　【戒怠慢】
　　「怠」是懈怠、懶惰，「慢」是傲慢。一個懈怠、傲慢的人，
不可能有成就。儒家經書裡頭都說：「滿招損，謙受益。」要學謙
虛，要勤奮。你看孔老夫子，「子入大廟，每事問。」「每事問」
是什麼？處處向人請教，成就他的學問。我們是在初學，如果有傲
慢，就障礙我們自己的進步。
　　【除成見】
　　「成見」是什麼？先入為主。這一點在教學裡面，善知識非常
重視。我跟方東美先生學哲學的時候，我跟你們說過，他叫我每一
個星期天到他家裡，他給我上兩個小時課，在他家裡。什麼原因？
我沒有成見。我非常愛好哲學，但是沒有學過，真是一張白紙一樣
。如果你曾經學過，你讀過很多哲學的書，聽過很多人講解，他不
教你了。頂多說：「什麼時候我在學校上課，你去旁聽。」為什麼
？因為你有成見，要把你這個成見消除，不是容易事情。在這種情
形之下，那只有不教了。
　　古人講，學生求老師不容易，可遇不可求；老師要找一個傳法
的學生更難，非常不容易。我親近李炳南老居士的時候，我才不過
是兩個老師；哲學跟方東美先生學的，佛學跟章嘉大師學的，總共



才學了四年。這是什麼？很淺，時日並不長。李老師見面，還要我
完全放棄：「你過去所學的我不承認。你要想跟我學，從頭學起。
你以前學的那個，提都不要提。」這個樣子才收為學生。如果聽到
李老師講這個，「從前方先生怎麼講的…，章嘉大師怎麼講的…」
，他哪有那麼多時間來跟你辯論？不教你了。這叫「師承」，這叫
「學一家之言」，老師決定負責任教導你。你要是有成見，老師絕
對不負責任，絕對不教你，你隨堂聽課就是了。講經說法，「來者
不拒，去者不留」，你可以來聽課，但是絕對不會教你，成見害人
！
　　所以學的東西愈多，頭腦愈複雜，智慧愈不容易開。為什麼？
你的清淨心得不到。諸位要知道，清淨心起作用就是智慧，煩惱心
起作用就是罪業，《地藏經》上講的「閻浮提眾生起心動念，無不
是罪」，造罪業！所以這三個條件非常重要，心地要真誠懇切，要
斷利養，要戒除怠慢、成見。
　　【如是敬佛尊法事師親友，方獲感通。須知誠敬為佛門之祕鑰
，此印祖屢以告誡學人者也。】
　　印光大師《文鈔》裡頭多次教導別人，怎樣入佛門？誠敬；至
誠恭敬，你才能得到佛法。
　　【予學佛十有五載，始深體會誠言祕要，斯為研經修道之必具
態度也。】
　　我對這點很強調，我們的道業能不能成就，我們的經能不能學
好、能不能講好，十分之九決定在態度，方法不過十分之一而已。
有良好的態度，不懂方法，講得也頭頭是道，也都沒有過失。我為
什麼寫了方法？當年這篇文字是天乙法師啟請的，她問的是方法，
問我講經的方法。所以我一開端先告訴她，態度比方法更重要。
　　李老師在台中開班，他開班的時間只有兩年，一星期上一次課



。因為學生都是在家人，都是有自己工作的，每一個星期用一天的
時間來求學，所以兩年合起來時間不超過一百天。他教的學生，那
個時候我們同學二十多人，真正算有成就的只有三個人，另外兩位
在家居士，年齡跟我都差不多。什麼原因？關鍵就是「絕利養、戒
怠慢、除成見」；你有這些東西，你跟著老師怎麼學，也很難有成
就，都被時間淘汰掉了。所以諸位真正要想成就，必須要具備修學
的良好態度，佛家稱之為「法器」。好，今天就講到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