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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讲义第二页最后一行：
　　【4、为息众生不善心故发饶益心；恶行众生令住善行。】 
　　教育，前面跟诸位说过，不但佛教是教育，是真实智慧的教育
，是至善圆满的教育，我们仔细观察，世间所有宗教的经典无不是
神圣至善圆满的教诲，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
育，它里面包括著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教育的功能，在我们中国
古圣先贤典籍里说得好，什么叫「教」？教的意思是「先知觉后知
，先觉觉后觉」，教育的功能是帮助一切众生转恶为善、转迷为悟
、转凡为圣，教育的目的就达到了。佛教的教学，不只是重视来生
后世，对於现前不但是同等的重视，可以说比来生后世还要重视。
我们在第三条里面读过，这是举一个例子，「始於世乐，种种与故
」，我们昨天只举一个老人福利事业，这是现在无论哪一个国家地
区都非常重视；尤其是人口的老化，老人的生活要怎样去照顾，帮
助他们拔苦与乐。
　　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条，确实是教学的最高目标。怎么样把恶行
的众生转变为善行？众生不善，众生造恶，我们不能舍弃他，他犯
了错，惩罚他、开除他，这是失败的教育。成功的教育是要把他的
恶行，帮助他转变成善行，他的恶念，帮助他转变成善念；他是恶
人，我们帮助他转变成善人，这是成功的教育。怎样教？怎样帮助
他学习？古圣先贤给我们做了许许多多的好榜样。在中国，改过迁
善、自行化他最佳的榜样无过於舜王、大舜，我们在《史传》里面
读到，舜是怎样帮助别人？以身作则。看到别人不善，他默默的在
行善，久久就被别人发现了，让别人自己感觉得惭愧，转过头来向



他学习，他的教育成功了，他不是用言教，他是用身教。在家庭里
，对待他的父亲，对待他的继母，他继母生的弟弟，他是如何感化
了一家人，家庭和睦。原本一家不和，可见得不和不能把责任推给
别人，不能推给对方，一定要反求诸己。舜这一点做到家了，回过
头来总是自己想：「父母为什么厌弃我？一定是我做得不好。弟弟
为什么不爱我？一定是我对他不够好」，天天在反省，天天在改过
，终於把他的继母感化了。继母感化之后，他的父亲跟他继母生的
弟弟跟著都转变了，他在家庭教育成功了。对待邻里，我们看到书
里面记载，日常生活当中，捕鱼，深水的地方、鱼多的地方，年轻
人把这个地方霸占，老弱人在浅水里头捕不到鱼，非常辛苦。他是
年轻力壮，他也去捕鱼，他跟老年人在一起，到浅水浅滩里面，把
深潭厚泽的地方，请老年人到那个地方去捕鱼，他这个作法做了没
有多久，年轻人看到生惭愧心，大家就不争了，互相的礼让；年轻
人懂得尊敬老年人，礼让老年人，他的社会教育成功了。
　　教化众生没有别的，真诚心，真诚心一定要落实在生活行为之
中，才能够感化别人。别人还没有被感化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自己
做得不够，一定要反省，一定要改过。决不要以为我今天这样做，
人家说我是傻瓜，自己畏惧别人的闲言闲语，不敢去做，这是愚昧
无知。这种心行不但不足以教化别人，自己修学也得不到真实利益
。我们想到舜王，这在几乎三千年前的事情，看看现前的社会，要
帮助众生断恶修善，比过去不知道要难多少倍。我们知其难，但是
不能不做，要抱著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我们的心、尽毕
生之力。短时间，舜感化社会上一般青少年用一年的时间，这是那
个社会；我们今天要用十年的时间、用二十年的时间，只要持之以
恒，认真努力，必定有受感化的。十年当中能感化三、五、十个人
，二十年就能感化二、三十个人，三十年就能感化二、三百人，二



、三千人，我们修学功夫没有白费。社会上多一个好人，社会多一
分祥瑞，对苦难众生来说，增一分福德。所以我们要发「饶益心」
，益是利益，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决定是利益众生、利益社会，不
是为利益自己。
　　我们在讲座里常常提醒同学们，我们生在现代的社会，一定要
知道做什么是好事，做什么是现前世间第一等的好事，那就是劝导
社会大众断恶修善、转迷成悟，是第一等好事。从哪里著手？一定
要从本身做起。这是佛在经论上常讲，「自度而后度他」，「自己
未度而能度人，无有是处」，我们在经论上常常看到的。所以一切
都要从本身做起。古大德教导我们「从根本修」，根本是什么？起
心动念，念头决定要善，决定没有恶念。善恶的标准尤其要分得清
楚。什么是善？利益众生是善，利益社会是善，利益国家是善，利
益这个世界是善。反过来，利益我自己是恶，利益我一家是恶，这
不能不懂得。利益众生才是真正利益自己。
　　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不了解这些事实真相，起心动念都是为
自己。所以在这个世间，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障
碍，障碍从哪里来的？必有因缘，因缘是我们过去生中都为自己、
不为别人，都做损人利己之事，今天纵然我们要做好事为别人，还
是遇到障碍，所谓是好事多磨。明白人不在乎，种种磨难他看得很
清楚，磨难从哪里来的？业因果报！是我过去招惹的。磨难现前了
，我欢喜接受，用智慧把磨难化解。佛教给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
，一定要化解，化解还是从心里面去化解，心里面没有怨恨，只有
感恩，这个道理很深。感恩里面才生真正的忏悔，改过自新，就能
得法喜充满，业障渐渐消除，智慧渐渐增长，这是真正修行人。对
於怨怼没有丝毫怨恨的心，没有丝毫报复的念头。我们要想利益自
己，要想帮助别人，不在这个方面下功夫，那你不会有成就。



　　所以在这一条里面，首先是要息我们自己的不善心，要从这里
做起，然后才能帮得了别人，就像大舜的修学法一样。佛在《十善
业道经》里面教导我们，佛有一段开示非常动人，他说：「菩萨有
一法，能断一切诸恶道苦（世间苦）」，我受这一句话感动，这一
法太重要了！能断一切世间苦，「一切世间」是九法界，这是一切
世间。这个法太宝贵了，这一法是什么法？佛说：「昼夜常念善法
」，昼夜是不间断，常念是存心，心善！常念善法，不能念恶法；
如果念恶法，就把你自己的善心破坏了，你的心就不善了。「思惟
善法」，除非自己在定中，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想善法。心
里头存善法，又想善法，思想善！「观察善法」，这一句就是六祖
惠能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不看到世间过，这个意思是世间种种过失不放在心上，不去理会它
，观察善法。我们只理会善法这一边，不理会恶法那一边，养成自
己的心善、思想善、行为善，纯善！佛后面又说了一句：「不容毫
分不善间杂」，心不能有毫分不善夹杂，思想不能有毫分不善夹杂
，行为不可以有毫分不善夹杂，这是什么人？这是诸佛如来、法身
大士。所以说菩萨这一法，能离一切世间苦，佛把这一法传给我们
，我们真的接受过来，依教奉行，我们就离一切世间苦。
　　现前生活怎么会有苦恼？你说你日子过得很苦，你为什么过得
很苦？用佛这一段开示，我们一想就知道；心不善、思想不善、行
为不善，你当然要受苦。你的苦自作自受，菩萨的乐还是自作自受
，看你自己怎么做。苦乐不是别人给你的，苦乐是你的心行显现出
来的果报，这个道理不能不懂。你果然懂得，落实在自己生活上，
那就像经上讲的「常生欢喜心」。别人陷害我，我要不要去跟他辩
白？不需要。纵然刑法上把我判罪，关到监狱里去了，还是欢喜，
一丝毫都不辩白。为什么？心善、思想善、行为善，坐牢也善，欢



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到监牢狱里面，把那些囚犯统统都度了，那怎
么不善？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都帮助一切众生转恶为善，那有什
么不好？人家害我，陷害我，实际上他不是陷害我，他是成就我，
成就我把这些监狱众生统统度了，要不然哪有这个机会？对於陷害
的人我怎么会恨他？我恭敬他、感激他都来不及，不会有丝毫怨恨
的心。你从这里去体会，体会佛所讲的「能离一切世间苦」，它是
真的，它不是假的，这是成功的教育。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条：
　　【5、救护怖畏诸众生故发哀愍心；悉包纳故。】
　　佛在这部经上讲的，实在讲就是说我们现实的社会，现实社会
有几个人没有『怖畏』？「怖」是恐怖，「畏」是畏惧，用现在的
话，「安全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许许多多的朋友们
，谈话之中，自自然然流露出来，对於现前社会没有安全感，不知
道到哪里去好。想去找一个安全地方，到哪里找？佛法里头有，有
最安全的地方，什么地方？心善、思想善、行为善，最安稳！无论
处在什么地方他都安稳，天下大乱他不乱，众生恐惧他没有恐惧，
众生苦恼他安乐，这是佛教导我们的。
　　我们到这个世间来，与现前世间的众生总有关系，到底是什么
样的关系？我们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了，如果不明了这就迷惑了
。迷是凡夫，觉是菩萨，我们要明了、要觉悟。世出世间法总不离
因果，我们与现前大众有共业，觉悟的人最大的好处，他会转业，
也就是现在一般人讲，觉悟的人他会改造命运，他改造他自己的命
运，也帮助这个社会、帮助一切众生改造命运。为什么？自他是一
体，自己改变了，决定影响别人。如果自己改变得很大，改变得很
彻底，影响别人的力量就很大了。佛菩萨给我们做示范，给我们做
榜样，我们要能体会得佛菩萨教导的深义，在佛法里面叫「密意」
。密不是秘密，深密，一般人看不出来，真正觉悟的人、有智慧的



人、有道德的人看出来了；看出来必定受感化，必定受影响，那个
影响感化得很深。看不出来的人也受影响，影响得浅薄；看出来的
人影响深刻，他认真努力向佛菩萨学习。
　　在一切苦难当中，怖畏是非常痛苦，佛在经里面举了许许多多
的例子。众生，特别是人道，人道首先怖畏的，佛经讲的「不活」
，天天在担心，害怕我们活不下去。怎么活不下去？生活没有著落
，所以佛在经上讲「无田忧田、无宅忧宅」，这是举例来说；等到
有了，又怕失掉，患得患失，一生都生活在忧虑怖畏之中，这不是
人的生活。生活的目的，人生一生不是为这个而来的，人生目的应
当是快乐、应当是自在。何以我们得不到？以佛法因果定律来说，
佛也说得好，人生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人生酬业」，佛这一
句话说得好。我们过去世所造的业不一样，过去世造不善业，我们
这一生就感受怖畏之苦；如果我们过去世造善业，这一生就享乐。
这一个因果的道理，要是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知道怎样改变。
　　当我们自己有权势有地位的时候，不可以压迫别人，不可以令
别人对我生怖畏的心。为什么？如果我们造这种因，来世我们就受
怖畏之苦。古人教导我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们要帮助一
切苦难的人，尤其要帮助这些身心没有安全感的人。这种现象，绝
大多数存在於垂老之人。老年人，没有能力去工作，儿女不孝，不
养父母，这种人可怜，我们看在眼里，看得很多很多。一定要知道
，我自己有一天会老，我看到老人这么苦，想想我自己将来老了怎
么办？我们确实非常幸运，遇到圣贤的教诲，圣贤教诲里头教我们
修善因。那什么是善因？我们见到老人自动去照顾他、去帮助他，
我老的时候也有很多年轻人来帮助我、来照顾我，因果报应！我对
於我自己父母要尽孝，将来我的儿女对我就会尽孝。我今天对父母
没有孝心，将来要等到自己儿女对你行孝，无有是处。为什么？儿



女天天看你，你对你爸爸妈妈不孝，我将来长大了对爸爸妈妈当然
不应该尽孝，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
　　所以一定要想想我自己造的是什么业，我们今天所受的果报必
定有因。我对於陌生的老人我都尊敬，我都帮助，主动去帮助他，
我们自己老的时候，自然有一些年轻人主动帮助我们。我们敬老人
、爱老人，将来我们自己衰老，年轻人对我们，也会尊敬我们，也
会爱我们，一定要知道果报。我们今天怎样待人，人家就会怎样对
待我，所以帮助别人是真正帮助自己。一个人只知道求自私自利，
到他福报享尽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帮助他，那才叫真可怜。
　　须知帮助这些苦难的人，在布施里面讲是无畏布施。佛在经上
常常教导我们，大小乘、显密、一切经论，佛常常教我们财布施，
我们拿财物帮助别人，看到别人有需要，不要等他开口，我们就要
送给他，就要照顾他。他没吃的，我们送吃的给他，没有穿的，送
衣服给他，这属於财布施，财布施得财富的果报。我们以饮食布施
别人，我们一生不会缺乏饮食。我们以衣服供养别人，我们一生不
会挨冻。我们以法布施别人，一定得智慧。我也看到几本好书，编
得是不错，同修们送来给我看，我一看后头版权页：「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他编的东西再好，他能不能得福？不能，他所得的福
报是现前的，没有后福。他现在得的福报，是他的书拿去卖钱，卖
掉之后，钱赚了，他就得这么多，后续没有了。为什么？他后头「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他不懂得修福。
　　像这样的好书，可以利益社会许许多多人，但是没有人敢翻印
他的，他只能利益极少数的有缘人，买他的书来看，所以他来生还
是得愚痴果报，他不是布施，他是买卖。如果后面像古人他们的书
籍，那就不一样了，虽然买卖，后头他有布施，他有「欢迎翻印，
功德无量」，这八个字是他布施的心，法布施。他所印的这些书有



限，欢迎大家翻印，没有版权，这个人肯定来世得大智慧，聪明智
慧；法布施的果报得聪明智慧。所以自己现在虽有聪明智慧，写出
许多好书，后头这八个字就完了，他把他的智慧当作买卖，现在人
讲「智慧财产权」，他把智慧做买卖，可惜！能值几个钱？如果要
修法布施，那他的智慧增长，福报也不可思议。
　　无畏布施是对一切苦难众生，这一条里头，我们要特别想到放
生。你看这些众生，在临屠杀之前，它怖畏，它知道。你在这个时
候能够救它一条命，它感激你。我们对於救度一切动物，跟救人没
有两样；动物的身体跟人的身体不一样，灵性一样没有差别。再小
的动物都贪生怕死。所以无畏布施，佛在戒条里面讲的不杀生，不
杀生是属於无畏布施，功德利益最大。不偷盗也是属於无畏布施，
学佛的人、持戒的人，给社会一切众生第一个印象就是安全感，这
个人不会伤害我，纵然不希求他来帮助我、来救我，至少他不会伤
害我，我们要做到这一点。真正做到这一点，要把自己不善的习气
断掉；不善的行为没有了，不善的念头还有，习气还有，这个不行
！别人看到你还是生恐怖心。
　　我们举个很浅显的例子来说，在中国，我们现前这个环境里面
，跟台湾这个环境里面，鸟兽一见到人赶快就飞走，就飞掉了。为
什么？它怖畏，它怕你杀它。往年我在美国，现在我们在澳洲，鸟
在天上飞，招招手它会下来；我们手掌有点东西的时候，它到你手
掌心里来吃，它不怕你。小松鼠，我们放几粒花生米，招招手它就
来了。为什么？它知道你不会伤害它，跟你很接近。由此可知，我
们中国人跟台湾人杀业太重，它们大概是看到这个人杀气腾腾，赶
快跑。确实，如果我们没有杀害一切众生的念头，那我们的气就非
常祥和，一般人讲气，佛法里面讲光，这些众生大概都能看得出来
。



　　人心的善恶，显示出来的光不一样，有的光非常祥和，有的光
很恐怖；像我们看太阳光刺眼睛，月光清凉，光不一样。所以末后
这一句『悉包纳故』，包纳是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们要爱护它，要
尊重它，决定不能伤害。看到它受苦受难，我们要救护它。『救护
怖畏诸众生故』，我们要从内心里面，把伤害众生的念头断掉，这
一条才能做得圆满。不但不害众生，回过头来尊重一切众生，爱护
一切众生，时时刻刻帮助一切众生，这是菩提心。今天我们就讲到
此地。
　　下面有一些同修发心皈依，我们跟大家做一个三皈仪式。皈依
，在讲席当中陆陆续续也讲了很多，一定要懂得皈依的意义。这样
说起来至少也需要两个小时，我们为了节省时间起见，三皈过去讲
过三、四次，都留著有录像带，已经做成光碟，诸位一定要带回去
多看几遍，知道什么叫皈依。皈是回归，依是依靠，我们从哪个地
方回归？依靠什么？一定要清楚、要明了。这是学佛第一门功课，
第一堂课，也是我们真正以佛为老师；简单的说，我们要依靠佛，
但是一定要懂得佛的意义。我皈依三宝了，三宝真正的意义要懂得
。
　　「佛」是觉悟，我们对於宇宙人生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
我们迷惑，从迷惑回过头来，我们要觉悟，觉就是佛。什么叫皈依
「法」？法是正确的见解、正确的思想，正知正见，与事实完全相
应，没有错误。我们现在是邪知邪见、胡思乱想，我们从邪知见回
过头来，我们依正知正见，这叫皈依法。皈依「僧」，僧是表清净
、和合的意思。我们今天跟人相处不和，这是错误的，僧是修六和
敬的，六根清净、一尘不染，跟大众和睦相处，这叫僧，我们要学
习。这样子知道从哪里回归，依靠什么。所以觉、正、净，称之为
三宝，是我们自性三宝。我们另外还有个小册子《三皈传授》，是



从前同学们从录音带上写出来的，大家都可以多看、多听，要认真
的学习，我们要真正回头，依靠三宝。
　　可是我们是凡夫，如果只是这样说，心里头不踏实，觉得我皈
依三宝：佛、法、僧，那我还是没有法子依靠，因此我们不得已，
也跟诸位介绍一个形式的三宝。形式上的三宝，佛是谁？阿弥陀佛
，我们供养阿弥陀佛的形像，每天烧香礼拜，恭敬供养。这一尊佛
像对我起什么作用？让我见到佛像，听到佛名，就想到佛在经典上
对我的教诲，供养佛像的功德就大了。因为没有形式提醒你，忘掉
了。形式上的法宝，是《大乘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这
两部经好！两部受持一种就好，天天读诵，天天研究，依教奉行，
这我们就皈依法了。
　　僧宝，观世音菩萨是菩萨僧，大势至菩萨也是菩萨僧。观世音
菩萨教我们要大慈大悲，大势至菩萨教我们要有大智慧，也就是教
导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用理智，不要用感情，这是大势至菩萨
教我们的。观世音菩萨教给我们要有爱心，要怜悯一切众生，菩萨
僧！这个样子事相上的三宝也就具足了。所以我们供养西方三圣，
每天拜佛，就是拜菩萨，就是拜僧。圣贤僧是我们修学的模范，我
们应当依照他来塑造自己，我们的心像阿弥陀佛，我们的愿像阿弥
陀佛，我们的行像观音菩萨、像大势至菩萨，这样就相当圆满。我
们念佛求生净土，这样才肯定得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