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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同修，大家好！请掀开讲义，「称赞授法」第三段最后的
两句：
　　【欣求修习至究竟。】
　　其实这一句还是接著前面一句来的，才是完整的一句。学习一
定要发心达到究竟圆满，这是诸佛如来对我们真实的期望。就像父
母对儿女的期望，希望他完成圆满的教育，决不是说小学毕业就可
以了，中学毕业就可以了，这个不圆满、不究竟，总希望能够念完
大学、念完研究所，拿到最高的博士学位。佛法是教育，这是我们
学佛的同修必须要认知的。现在人把它称作宗教，意思偏差了。在
我的心目当中，不但佛教是佛陀的教育，我看世间所有的宗教，皆
是神圣对人们的教育，现在澳洲人所说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我
们可以说宗教就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这样来诠释就不会把宗教
扭曲了，宗教确确实实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什么叫多元文化？它不分国家，也不分族类，也不分宗教，真
诚平等的教导。古代中国的孔老夫子有所谓「有教无类」，释迦牟
尼佛的教化，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一百七十多个不同的族群，
来自不同的国土、不同的族类、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都能够
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学。为什么？因为这是大公无私、真诚的教诲
。教学的目的非常鲜明，教导我们离苦得乐。乐有究竟乐，这个要
懂得，苦要断得干干净净，才能得究竟乐。苦跟乐，我们世间人很
难辨别，於是许许多多人以苦为乐。譬如现在人们很喜欢运动，运
动里面有很多比赛、竞赛，这是大家在一块，欢欢喜喜的在一起，
快快乐乐的在活动。可是偏偏有个人是赢，这个人赢了，别人都输



了，赢的人很高兴，输的人则很沮丧，哪来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是
什么？大家共同在一起玩，没有输、没有赢，这是真正快乐！搞个
输赢就把人心情搞坏了，输的人愤愤不平，三四天情绪都稳定不下
来，何必叫这些人受这么多罪？这有什么快乐？人与人之间，每天
要同乐，同乐才是真正快乐，有等级就错误了。为什么？不平等，
不平等就不清净，不清净就不真诚，真诚心就没有了。
　　佛跟我们说得好，佛把凡夫烦恼习气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见
思烦恼，见是见解，思是思想；换句话说，你对於宇宙人生的真相
、对於一切人事物的真相，你看错了、你想错了，错了就生烦恼，
这一类的烦恼就叫做见思烦恼，这是很粗显的。第二类叫尘沙烦恼
，尘沙是比喻，就是说你的烦恼就像尘沙那么多，无穷无尽。这些
烦恼从哪里来的？从分别来的，你起心动念只要有分别，你就生烦
恼。第三类烦恼就更微细了，叫无明烦恼，对於事实真相确实不明
了，迷而不觉，这就叫无明。因为迷惑所以你才会想错、才会看错
，才会有分别。这是佛经把所有一切众生烦恼分成这三大类。《华
严经》上还有一个说法，叫妄想分别执著，见思烦恼就是执著，说
得有道理。我们一般中国人讲成见，成见就是执著，「我以为要这
样」，「我认为要这样」，成见；成见深，不接受别人意见。诸佛
菩萨没有成见，所以他能跟一切人和睦相处，他没有成见，他能够
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不管别人说什么，好，说对了好，说不对也
好，他可以跟人一起相处。自己成见很深的人，跟别人就格格不入
，很难相处，这其中的道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学佛，说通俗一点就是学做人，学做好人，学做善人，学做没
有丝毫缺陷的人。有许多人把「学佛」这个名词也搞错、搞乱了。
经典上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放下执著，也就是断见思烦恼，你就超
越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从执著来的，执著里头，根本



的执著就是「我见」。执著这个身是我，这是见思烦恼的根本，因
为执著这个身是我，起心动念都会想这个身体，为什么？为它的利
益著想。诸佛菩萨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诸佛菩萨是为灵性著想，
不为身体著想。释迦牟尼佛如果为身体著想，他就不可能出家，不
可能日中一食、树下一宿，不可能三衣一钵，过那么样清苦、那么
样简单的生活，我们晓得他不是为身著想。他为什么？他为灵性著
想，灵性是真我。
　　这个意思诸位一下体会不过来，我再说个比喻：我们把身比喻
作衣服，只有很愚痴的人，他把自己忘掉了，他爱惜他的衣服，以
衣服为重，身体为轻。穿上一件好衣服，到外面请他坐下，不敢坐
，「这太脏了」，怕衣服弄脏，到底是人穿衣服还是衣服穿人？他
没有搞清楚，处处生爱惜。佛知道众生的习气，所以佛家古时候做
一件新衣服，你看我们这个衣服，这个地方有一块，它的颜色相同
、不明显，这一块扎的针扎得特别多；现在只有形式，内容没有了
；从前这一块是从旧衣服、破衣服上剪一块布贴在这个地方，把它
扎紧贴著，意思叫你当旧衣服穿。旧衣服你不爱惜了，什么肮脏地
方都无所谓，这叫「贴新」；新衣服做好了，旧破衣服拿一块补在
这里，看到当旧衣服穿，很有意思的。处处教你、提醒你要觉悟，
要破执著，对衣服不可以贪爱，然后进一步对身体不要贪爱。爱什
么？灵性，这个重要。
　　灵性的表现就是定慧，定慧是灵性，灵性藉这个身体表现出来
的，那就是戒律。戒律用今天的话来说，懂得律己；再说得通俗一
点，他知道怎样规规矩矩做人，那是定慧的落实，规规矩矩做人。
我们现在提倡的四好：「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就
是定慧的落实。他必须要依附一个身体，就好像我们人必须要穿上
衣服、礼服，这便於行礼，就这么个道理。一切法都不执著，不但



世间法不执著，佛法也不执著。为什么？佛法也是缘生之法，因缘
所生法，它也不是真的。什么是真的？定慧是真的，它只是定慧一
种方便解说而已，你可不能把它当真！你当真那也错误了。所以《
金刚经》上才说「法尚应舍，何况非法」，舍就是不要执著。释迦
牟尼佛对我们讲，他老人家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都不要执著，何
况世间法？彻底放下。你只要把执著放下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
六道轮回是假的不是真的，从哪里来的？从执著来的，你有执著的
念头就有六道轮回的假相，你就堕在这假相里面出不来。你把执著
断掉了，放下了，这个假相就没有了；没有假相，这个境界是如来
境界。真的跟假的分不开，虽然分不开，真的不是假的，假的不是
真的；就如同这两支灯光照在这个房间里面，灯光分不开，但确确
实实这个灯光不是那个灯光，那个灯光不是这个灯光。为什么？你
熄掉一个就清楚了，我熄掉这一盏灯，这个灯光没有了，另个灯光
存在；同时在照，决定分不开，但各是各的。
　　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能体会，佛菩萨跟我们凡夫
在一起，就像两盏灯一样，同时存在一起，各人境界不一样。我们
凡夫境界是六道轮回的境界，佛菩萨是一真法界的境界，虽然在一
块，各住各的境界，绝对不相同，就像两支灯光一样。现在我们教
室，几百个同修坐在一起，诸位有没有体会到？各人是各人境界，
决定不可能两个人境界相同，不可能！就是对同一桩事情，两个人
，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体会。中秋的月亮很好，有人
看到欢喜，有人看到在叹息，心情不一样，境界就不相同。到底什
么时候境界相同？觉悟了，逐渐逐渐拉近了，到如来果地完全相同
。
　　菩萨跟佛很接近，还不是佛境界；罗汉比我们境界高，还不是
菩萨境界；逐渐向上提升，升到顶点完全相同。就好像水，佛在经



里头常常把水比我们的心，这个很有道理，告诉我们妄心跟真心是
一个心，用水比真心，妄心比波浪，水跟波确实是一不是二。妄心
是大风大浪，阿罗汉的心是小风小浪，菩萨的心是微风微浪，佛的
心无风无浪，完全平静，就这么个意思。见思烦恼是大风大浪，尘
沙烦恼是小风小浪，无明烦恼是微风微浪，如来果地上是无风无浪
。诸位从这里体会。所以，定慧是佛家修行的枢纽，我们怎样把这
个心定下来？头一个要把执著放下，执著是大风大浪，要放下这个
。
　　世出世间法都不能执著。千万不要误会，世间法我放下，佛法
执著了，不行！那你只是换对象而已，你并没有放下。世法里面恶
我放下了，决定不作恶了。善也要放下，善放下是不是不作善了？
不是的，恶是决定不能做，善一定要做。做得怎么样？作而无作，
做了不要执著。我今天想要做多少善事、做多少好事，那就不行，
你还是凡夫，所以佛法教我们「三轮体空」。譬如布施，我们遇到
贫穷人，帮助他，布施完了就完了，不要放在心上，把能布施的我
忘掉，把布施的那个对象也忘掉，当中「我布施他什么」也忘掉，
天天真干，心地清净，一尘不染，这叫做放下。善恶两边都放下了
，这个话要听得懂！「愿解如来真实义」，不要错会了意思。错会
了什么？「好，恶我不做了，善也不做了」，统统放下了？其实你
还没有放下，什么地方没有放下？「放下」没有放下，你还执著「
我放下了」，还有个「放下」没有放下。由此可知，不容易！真正
放下的人痕迹都没有，你还留个痕迹，那怎么行？
　　再往上提升，执著没有了，放下了。分别，分别也不能有，分
别是尘沙烦恼。你放下了执著，你还有分别，六道没有了，还有四
圣法界，还有声闻、缘觉、菩萨、佛，还有这四法界。这四法界从
哪里来？分别来的。必须再努力，分别也没有了，对於世间法没有



分别，对於出世间法也没有分别，你才能脱离十法界；换句话说，
声闻、缘觉、菩萨、佛从哪里来的？从分别来的。这个话也要善於
体会，你要错解意思，麻烦就大了。人要一切都不分别，不就变成
白痴了吗？学佛学到最后变成白痴，谁愿意学佛？黑白不分别了，
善恶不分别了，男女不分别了，成什么世界？到底怎样才叫不分别
？经教里头说得好，祖师大德给我们做榜样：「分别亦非意」，这
是真正懂得佛教导不分别的意思，他真懂得。这个话是《坛经》里
头六祖跟永嘉两个人讲的，永嘉是真的入如来境界了，六祖就问：
「你还有分别吗？」他回答：「分别亦非意。」六祖点头，「不错
，你如是，我亦如是。」有没有分别？事上有分别，理上没有分别
；身有分别，眼耳鼻舌身有分别，心没有分别。换句话说，外表有
分别，里面没有分别，这就对了。
　　「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我们要真正懂得这个意思。外
表分别，恒顺众生，不是佛菩萨有分别，是因为众生有分别，佛菩
萨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他自己确实没有分别，这叫「分别亦非
意」。这就是佛能够现身、能够说法、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如果连
事相上都不分别了，佛怎么可能到世间来现身？怎么可能来说法？
我们上了讲台，叫大家看讲义，第几页、第几行，哪一句开始，这
不就在分别吗？这不分别能行吗？但是这是形式上决定有的，内心
里头可不能有。凡夫是外面分别，里头也分别，这个麻烦就大了。
如何能够说外面分别，里面不分别。执著也是一样，外面有执著，
里头没有执著，要懂这个道理。
　　外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功德是不分别、不执著的；有
分别执著，功德就没有了，福德有，有福德没有功德。如果外面虽
有分别执著，里面没有分别执著，福德就变成功德，功德是你有定
有慧。最重要的是慧，慧能解决问题。慧，有权有实。「实」是真



实智慧，真实智慧没有分别、没有执著、没有妄想；权智有，权智
是随顺众生就有；不随顺众生就没有。由此可知，真实智慧随顺众
生起作用，有妄想、有分别、有执著，那像唱戏、表演；内里头决
定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著，决定没有；外面示现的就有。
我们要深深明了这个道理，然后才能把自己的境界修学到究竟，修
学到圆满。
　　话讲是很容易，有许多同修来跟我讲，做真不容易。我同意，
为什么我会同意？我是过来人，我也是从极度严重的妄想分别执著
修起的，学了五十年，现在等於说才摸到边，当然不容易。有很多
人修了一辈子，边都没摸到。什么原因？没有认真努力、继续不断
的去干。修行跟做学问，古人有个比喻，好比「逆水行舟，不进则
退」，这个话说得好，说得不错，「不进则退」，所以天天要精进
。
　　我这一生精进得力的方法，就是在讲台上讲经，天天不中断，
四十二年才摸到这个边际。如果不是这么长的时间锲而不舍，那不
晓得退到哪里去了。名闻利养、权势地位，有几个人能放下的？有
几个人能看破的？所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也要做。最初要
极力的忍耐，古圣先贤所谓「克己」功夫，克服自己的妄想，克服
自己的欲望，克服自己的自私自利，在菩提道上就像长江大河，我
们划一条小船，这才能稳住不退，拼命向前进步；最初就像大风大
浪里头行船，寸步难行，可是往后去，滩头过了之后，风平浪静，
进步就快了。愈往后进步就愈快，就像我前面讲的比喻，见思烦恼
大风大浪断掉了，尘沙烦恼小风小浪，进步当然就快了；尘沙烦恼
再断了，微风微浪，进步不就更快了吗？起头难，最难的是起头的
十年、二十年，这个十年、二十年是大风大浪。而且起步最难的，
我常常勉励同学，自私自利这个最难，这头一关，这一关不能突破



，那你根本是无步可进，你的前途决定是往下堕落，决定是往后退
的，不可能进步，你一步都没有办法前进。
　　佛法里面讲破身见，这些名词都不好懂，我换一个说法，断自
私自利，这大家好懂。就是我们起心动念，不要想自己的利益，不
要想自己什么好处，这对自己伤害太大太大了。我们把念头转过来
，这就是大乘比小乘方便，大乘的方法很巧妙，念头断掉不容易，
所以大乘不断念头，把念头转过来，专想别人，不想自己。念念想
怎样利益别人，不要想利益自己，养成这个习惯；念头转了，那我
们的行为就改变了，不会有自私自利的行为，我们一定会做一个很
热心帮助别人的行为。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所，看到别人需
要帮助的时候，不要人家说话，我们很主动、自自然然去帮助人。
虽然全心全力帮助人，绝不居功，做了之后若无其事，不会把它放
在心上；如果没有人提起，大概就忘得一干二净，你说这个多快乐
！这就是古德所讲的回归自然，返璞归真。
　　为什么常常想别人的好处？为什么常常帮助别人？这是理所当
然，换句话说，应该就是这么做；诸佛菩萨这个作法，宗教里头神
圣、神明也是这个作法；不是这样作法，错了。由此可知，这种作
法是性德的流露，真心本性就是这个作法。对一切人、一切事、一
切物，决定没有差等，爱心没有差等。看一只小蚂蚁，就跟看自己
没有两样，就跟看诸佛没有两样，怎么可能去害它？哪有这种道理
？蚂蚁到我家里来了，来作客，我应该欢迎它，我应该招待它，它
到家里来到处跑跑，好奇，想到处看看。你想想，我们要到一个百
货公司到处去看看，那人家把我们杀掉，是什么味道？我们也好奇
，到处去看看，蚂蚁何尝不如此？我们一想到这个就很快乐了，帮
助它，不但不会害它，把它赶走都是错误。我们逛一个大百货公司
，人家把我们赶走，我们是什么滋味？



　　所以我们跟小动物要能沟通，真的能吗？告诉诸位真能，古德
所说的话没错，「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金石是矿物，都能受感
动，何况是动物，哪有不受感动的道理？感动不了是你虚情假意，
你没有用真心。为什么？真心是相同的，妄心是不同的，所以妄心
跟妄心没有办法感应，真心跟妄心有感应，他妄里带真。诸佛菩萨
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没有别的，他用纯真之心，一丝毫虚妄都不
夹杂，所以他能跟一切诸佛菩萨感应道交，能跟一切神圣感应道交
，能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这个众生包括动物、植物、矿物，不可
思议。佛菩萨能做得到，我们能不能做到？肯定能做到。为什么做
不到？妄心不肯放下，你的虚伪不肯放下，你的染污不肯放下，你
的贡高我慢不肯放下。
　　总而言之，从总的方面来说，你的妄想分别执著不肯放下，所
以才产生障碍。如果你把妄想分别执著统统放下了，是非人我放下
了，贪瞋痴慢放下了，五欲六尘放下了，世出世间法一切都放下了
，哪有不通的道理？心通了，头一个现象，你这个身，全身血气通
了，没障碍。血气畅通，这个人身体健康；身体有病，血气不通才
会生病。血气畅通，精神饱满，你怎么会生病？到这个时候自然是
健康长寿，就像澳洲这些土著一样，愈老愈有精神，愈老愈有体力
，愈老愈有智慧，经验愈丰富，他是族群里头的主干。他不是年轻
人做主干，老人是主干。这个道理在中国，东方人懂得，西方人不
懂。
　　中国古代，什么时候退休？「七十而致仕」，「致仕」就是退
休，中国人从前退休的年龄是七十岁。现在外国，外国退休的年龄
五十岁、五十五岁，正是他在社会服务最好的时候，退下来了，换
一批新的没有经验，各方面的智慧能力都还不足，社会怎么能进步
？而中国七十岁退下来之后，不是完全不做事了，退下之后当顾问



、当老师教学，退下干这个。退下来的时候，全心全力辅导、培养
底下一代；他职务上是退下来了，他的工作没有退，回过头来教学
；我长於哪一个项目，我就专门传授这个技能，教导底下一代，永
远没有休息，所以他才能够达到究竟圆满。我们读了这个经文，一
定要知道，要立志、要发心，不断求进步，一直到圆成佛道。今天
我们就讲到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