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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同修，今天我们有机会在大觉莲社来讲一部小经，这是前
几天叶居士给我打了个电话，要我到这边来跟同修们讲一部经，结
结法缘。我说时间很匆促，这次各地方讲经时间都已经安排好了，
我说只有今天下午有一点时间，大概两个小时，他说两个小时也好
。
　　两个小时讲一部经，正好这几天，我一部《大藏经》从洛杉矶
运过来，翻翻经题翻到一部《佛说清净心经》，我看这个经文很短
，两小时很合适，就采取了这部小经，我们共同来读诵。这个题目
非常的清楚，内容也不难懂，这是佛教给我们怎样才能够得到清净
心，教给我们一个方法。在此地的同修多半都是修净土的，净土法
门我们都知道，心净则土净。由此可知，清净心对修净土是特别的
重要。翻译是「施护」，施护是北印度人，他在北宋时代到中国来
弘法。我们看经文：
　　【佛世尊。一时在舍卫国只树给孤独园。与苾刍众俱。】
　　这段文上面缺少「如是我闻」的字样，这是早期翻经没有依照
正规的体例，但是六种成就在这边同样的具足。「如是」是信成就
，「我闻」是闻成就。『佛世尊』是主成就，『一时』是时成就。
『在舍卫国只树给孤独园』是处成就，这个地方我们很熟悉，《弥
陀经》是在这儿翻的。『与苾刍众俱』是众成就。所以在此地这六
种成就具足。
　　第二段是本经的正宗分，正宗分第一句话是佛说的，这在翻经
体例上来讲，经题就冠上「佛说」。凡是经题冠上「佛说」，就是
正宗分第一句话是佛自己说的，不是别人启请的。这部经我们一看



，是无问自说，跟《阿弥陀经》完全一样，没有人启请，佛自己说
的。凡是没有人启请，佛自己说的，这经都相当重要。
　　在整个佛法的教学当中，实在说清净心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
可以说无论是哪一宗、哪一个法门，我们只可以说它的方法、手段
不相同，它修学的目标完全是一致的，那就是要修清净心。清净心
就是净土宗里面讲的一心不乱，也就是禅家所讲的禅定，教下所讲
的止观，乃至於密教里面所讲的三密相应，全都是清净心的别名而
已。所以纵然没有人来启请，佛也特别提出来教导。
　　【佛告诸苾刍言。】
　　这是对出家众说的。
　　【汝等谛听。】
　　『谛听』就是仔细的听、认真的听。
　　【若诸声闻修习正行。欲得清净心者。】
　　这是把教学的题目宣说出来了。『诸声闻』是小乘的学者，从
初果到四果，统统包括在其中。『修习正行』，我们知道小乘人的
「正行」是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的重心是八正道，这是小乘人
的成就。实在说，三十七道品不限於小乘，大乘人也不例外。天台
大师所著《四念处》是依据藏、通、别、圆四教来讲，藏教的四念
处是小乘，通教、别教、圆教就是大乘。小乘有四念处，大乘也有
四念处；小乘有八正道，大乘何尝没有八正道？由此可知，三十七
道品通一切佛法，不仅是大、小乘，宗门、教下、显、密统统圆满
具足。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佛的这个开示既深又广，不限於小乘
的声闻，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
　　『欲得清净心』，这是这部经的重点，怎样才能得「清净心」
？我们的修学也是希望得清净心，今天这番开示对我们来说就非常
的重要。



　　【当断五法。修习七法。而令圆满。】
　　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而令圆满』，如果到圆满了，这个教义就
达到圆教，就不是纯粹的声闻法了，要达到圆满。『当断五法』，
佛教我们这个「五法」要断。什么叫『五法』？
　　【一贪欲。二瞋恚。三昏沈睡眠。四掉悔。五疑。此五盖障应
当除断。】
　　『盖』是盖覆，『障』是障碍。换句话说，这五样东西把我们
的清净心盖覆住了，好像茶碗有盖，盖住了。清净心不能现前是被
它障碍住了，这五样东西一定要把它断掉，我们一一的来说明。第
一个『贪欲』，「贪」大多是对顺境来说的，在称心如意的时候，
无论是人事环境，无论是物质环境，顺自己的意思就起贪爱之心。
「欲」是欲望，佛家讲的五欲，世间讲的七情，七情五欲，世间人
谁不贪爱？正因为贪爱七情五欲，这就出不了轮回，学佛也不能成
就，学禅不能得定，念佛不要说一心不乱了，连功夫成片也不能成
功，学教不能开悟，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七情五欲放不下。
　　性德是本性的显露，本性的起用就叫做性德。本性是圆满的，
性德也是圆满的，性德里面的布施供养，性德里面的戒定慧三学，
戒学就是样样都如法。所以大乘法门里面讲的戒定慧三学，诸位要
知道，说到戒，绝对不是只拘束在五戒、八戒、十戒、比丘戒、菩
萨戒，那个范围太小了。圆满的戒学是什么？佛对我们所有的教训
都是戒学，我们都要遵守，那是性德的流露，换句话说，处事待人
接物如理如法。贪欲就不如理、不如法，为什么？他有私心，有私
心就不能守法，性德就不能现前，因为这个原因，佛教给我们要把
它断除，这一条说起来满有道理的。想想佛教给我们很有道理，应
当要断，能不能断得掉？很难。为什么断不掉？我执没有打破。起
心动念为「我」，我贪、我痴，我就迷在欲望上。



　　『断』是放下，放下的凭依是看破，先要看破，然后自然就放
下了。所以学佛，大抵是两种人决定有成就，一种是非常聪明的人
，佛门讲的上根利智。这种人一听佛说，他马上就觉悟，觉悟之后
，他真正能够依教奉行，这种人能成就，上上根人。另外一种是善
根深厚的人，他对於佛菩萨的教训必然会认真的去奉行。你问他理
论，他不见得懂理论，佛教我这样做，我就这么做，这就很老实，
老实人，这种人能成就。老实人不简单，往往上上根人都比不上老
实人。老实人何以有那样殊胜的成就？我们念了大经大论才明了，
原来这些人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积无量的善根，在这一生遇到
缘成熟了，对於佛菩萨的话是不折不扣的依教奉行，他怎么会不成
就？上上根人我们学不来，绝顶聪明智慧不是一般人学得来的，这
老实人我们应该学学，可以学得到的。他为什么那么听话，我们为
什么不听话？我们听了佛在经上的教训，总是要打很大的折扣，这
个就不能成就了。人家能够完全依教奉行，这一点我们要记住，我
们要认真去学习。
　　所以贪欲，我们生生世世被这个东西害苦了、害惨了，这一生
如果还不能把它舍弃，我们求生净土必定受障碍。一个人要真正成
就，对於世出世间法决定没有贪心，少欲知足。那个欲望少到什么
程度？不要说世间东西我们没有贪求，人在这个世间，我吃得饱，
穿得暖，有个小房子可以遮避风雨，够了，这就足了。无量无边的
法门，我只取一个法门，一切经典我只学一部经典，这叫少欲。你
看莲池大师到晚年，就一本《弥陀经》，一句阿弥陀佛，其他都不
要了，少欲知足真做到圆满了，他才能成功。
　　法门、经典很多，这个也想学，那个也想学，这不行，那就太
苦了。我再告诉诸位同修，给你定定心，我给你做证明，我们常听
佛门讲一经通一切经通，只听说这么一句话，没见过这个人。一部



经真行吗？真行。我今天来给你做证明，我也是今年才入这个境界
。你看我以前不管在哪里讲经，自己要带一个经本，经本上有些自
己的小注，今年没有了，今年不要了。所以你们找我讲经，《大藏
经》上随便抽一本出来，我就可以跟你讲了，我也不要看，也不要
预备。这证明古人讲的，一经通一切经都通了，这真的不是假的。
你要学得很多，那就苦了，恐怕你这一生一部经也通不了，为什么
不把精力集中起来学一样？一样通了，样样都通了，我现在讲的，
胆子是愈讲愈大了，为什么？我证实了，确实如此。古圣先贤讲的
话一点都不错，不当贪欲。
　　第二『瞋恚』，「瞋恚」是对於逆境，就是对於不如意的境界
，人事也好，环境也好，不喜欢的、不如意的事情，心里就不高兴
了。瞋恚不但障碍性德当中大圆满的慈悲、忍辱，这是本性的性德
，而且是地狱道的业因。贪欲是饿鬼道的业因，舍掉贪欲，本性里
面大圆满的布施、供养、持戒统统现前。如果不能舍弃，不但性德
不能现前，还要到饿鬼道里面去做饿鬼。这个果报实在讲，差距没
有办法去比的，不止天上、地下。断除了瞋恚，大圆满性德里面的
慈悲、忍辱自然流露现前，不至於再堕三途恶道。
　　第三『睡眠』，这个「睡眠」就是懒惰、贪睡、精神提不起来
，所谓是意识昏沈，精神不能振作，眼耳鼻舌身，这五根的作用自
自然然的衰退。眼见，见能力衰退，耳听也衰退，这五根的能力都
衰退，障碍性德大圆满的精进。在我们凡夫位，睡眠不能没有，而
且还非常重要，比饮食都重要，一餐饭不吃还没有什么，睡眠不好
，精神就不振了，没有精神做事情。睡眠要好，睡眠时间要短，不
要太长。
　　怎样才能离开睡眠？实在说修行人在修行功夫不得力，得不到
法喜，他就懈怠、就懒惰，就有这个障碍。我们俗话常讲「人逢喜



事精神爽」，你要是遇到高兴的事情，你把睡眠都忘了。我们今天
学佛、念佛、修行得不到法喜，觉得修行很痛苦，愈修愈困难，愈
学愈觉得苦闷，那他怎么不堕落？这是一定的道理。为什么会有这
个现象？就是刚才讲的，没有得到法喜。换句话说，你用的功夫不
如法，功夫不得力，道理在此地。就以念佛来讲，念佛功夫得力是
愈念愈欢喜，如果你很疲倦，念几声佛号，精神就振作起来了，这
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它里头有义味。义是义理，味是法味，
他得到义理，得到法味，这是最高的营养。
　　上供念的供养咒，「禅悦为食」，禅悦是禅定里面得到的法喜
，那是最好的养分。清净心是养分，是最好的营养，得到这个，其
他什么都可以不要了，你的精神饱满，体力充沛。一个人学佛，实
在讲，要学得一年比一年年轻，一年比一年强壮，这个学佛功夫得
力了，这个如法，这个真正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如果眼前这种利
益都得不到，说将来要得什么好的果报，这很难叫人相信。佛法里
面叫花报、果报，现前得到的是花报，将来是果报。花开得不好，
果怎么会结得好？果好，现前的花一定好。今天这个问题，怎么样
如理如法？这是当前最重要的课题。
　　我在台北，有一位开计程车的同修常常来听经，许秋雄居士，
他得的好像是肝癌，年岁大概四十岁左右。得病之后，他就发愿念
佛，常常跑到杭州南路那个小佛堂。他一念，初念的时候是一天一
夜，二十四小时，念一段时期，现在他一念是二天二夜，四十八小
时，他跟我讲念得精神饱满。念了二天二夜，再出去开车做生意，
他说只需要休息两个小时；精神饱满，驾车做生意，这是得法喜。
如果不得法喜，决定做不到，念二、三个小时就累了，就想睡觉，
那怎么能谈得上精进？
　　所以我们能够离开睡眠，现在我们要把睡眠减少，愈少愈好。



佛当年在世，这是对出家人说的这部经，出家人的睡眠是四个小时
，就是中夜。古印度一天是六个时辰，分为昼三时、夜三时，中夜
就是夜晚十点钟到两点钟，这是他们睡眠的时间，两点钟起来就做
早课，一天只睡眠四个小时。我们现在业障重，西洋人提倡的是八
小时，超过八小时就不如法，如果能够减少一、二个小时，我想六
小时应该很够了。一分光阴是一分命光，比什么都重要，一定要把
握宝贵的光阴，认真的来念佛，来修行。
　　第四是『掉悔』，「掉、悔」是两桩事情。掉是掉举，就是心
不安，心里面妄想很多，七上八下的念头，有这个现象。通常坐禅
的人，这是两大障碍。我们念佛人打佛七，一止静，大家坐在那里
，不是心里七上八下，就是打瞌睡，打瞌睡是昏沈，心里定不下来
，妄念纷飞，这是掉举，就这两种现象。
　　悔是悔过，就是后悔，如果对於过失后悔，这是好事情，假如
你做了些好事情也后悔，那就不是好事情，何况佛教给我们不要后
悔，为什么？后悔一次，实际上你又造了一次。我们要想消罪业，
自己把那个罪业又想一遍，想一遍是意业在造，就又多造一遍，这
哪里能消得掉？悔是障碍我们的清净心，心里七上八下，这个也后
悔，那个也后悔，你的心怎能得清净？清净心就是禅定，在六波罗
蜜里面障碍禅定。
　　凡是学佛的同修，无论是初学、是老修，别的事情总没有比要
求消业障、消灾免难这个问题看得严重。我有很多业障，我要想尽
方法消业障，这个愿望是好的，但往往做的是错误的。你所用的那
些方法是消不了业障，有时候还搞错了，不但消不了业障，还增加
业障，我们要是追根究柢的问一句，原因何在？愚痴、迷惑，没有
找到正法。
　　所有一切经法皆是消业障的。如果业障很重，所有一切经法都



失效了，消不了，乾隆年间慈云灌顶法师说过，一切消不了的罪障
，最后只有念阿弥陀佛可以真正消除。这句话在《观无量寿佛经》
注解里面讲的，《观经直指》，慈云灌顶法师作的。我们才真正了
解这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知道的人很少。
　　这些年来，我讲《无量寿经》，偶尔也看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注
解。他的注解很好，他的注解是《无量寿经》大辞典，里面所解释
的，可以说是古来中国、外国这些祖师大德们所说的。我看到他引
用隋唐时代的高僧大德们对於整个佛法的观察，他的结论说，释迦
牟尼佛一生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做个比较，哪一部经是第一？
比来比去，大家公认《华严经》第一。《华严经》跟《无量寿经》
做个比较，大家承认《无量寿经》第一，这把《华严》比下去了。
为什么《无量寿经》是第一？因为《华严经》到最后的圆满是十大
愿王导归极乐，不能到极乐世界，《华严经》就不圆满；《无量寿
经》就是极乐世界，是《华严》的归宿，这才知道这个第一。古人
只比到这里。
　　我们接著再追，《无量寿经》有四十八品，哪一品第一？第六
品第一。第六品是四十八愿，是净土宗根本的依据，是阿弥陀佛自
己说的，全经这一品最重要。四十八愿有四十八条，哪一条第一？
古德公开承认第十八愿第一。十八愿是什么？十八愿是执持名号。
这一比出来才晓得，原来阿弥陀佛这四个字第一。这一下才知道，
为什么所有经论消不了的罪，灭不了的障碍，这一句阿弥陀佛能灭
、能消，这么个拐弯抹角才把它找到，也把慈云灌顶法师所讲的这
句话证实了，他这句话讲得没错。所以真正念佛人，尤其在这个时
代，业障深重，不用这个法门，你用什么法门？
　　要知道一句阿弥陀佛涵盖无量无边一切法门，宗门、教下、显
教、密宗，统统包括在里面。这句佛号是大圆满、大总持的法门，



所以它真的有效果。受持的人依照这个方法要死心塌地，决定不怀
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个效果非常快。你用功得力的话，三个月
就看到效果，什么效果？面孔不一样了，用现代的话来讲，体质改
变了，你的言行、举止、身体、面貌，统统会改变，快的三个月，
慢的半年就见效。
　　睡眠是可以减少的，不要认为睡眠不够，身体不好。有这个念
头，你睡眠不够，身体一定不好。什么原因？一切法从心想生。人
为什么老？年岁一年比一年大了，老了，他天天在想老，在念老，
他一定会老。天天在想死，在念死，他非死不可。一切法从心想生
，心里为什么不想健康？为什么不想清净？诸佛菩萨、天人都不要
睡眠，精神那么饱满，我们为什么不想他们？首先我们把这个观念
换过来。
　　第五是『疑』，就是疑惑，疑惑里面最大的是对於诸佛菩萨的
教训怀疑，不能够深信，不能够决定信，这是障碍智慧。所以佛跟
我们讲这五样东西，障碍自性大圆满的布施持戒，这第一个（贪欲
），第二个（瞋恚）是障碍自性大圆满的慈悲忍辱，睡眠是障碍自
性大圆满的精进，掉悔是障碍禅定，疑是障碍智慧。我们要想得到
圆满的六波罗蜜，你有这五样东西存在，六波罗蜜是没分，所以佛
跟我们讲应当断除，非去掉不可。我们修行从哪里修？就从这个地
方修，这是要断的。另外有七个是要我们学习的，要我们修，要我
们习。
　　【何等七法。一择法觉支。二念觉支。三精进觉支。四喜觉支
。五轻安觉支。六定觉支。七舍觉支。如是七法应当修习。】
　　『修』是修学，『习』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把它做到。「习」
是实习，叫我们要修习、修学，叫我们要实习，要认真把它做到。
这个就是「三十七道品」里面的「七菩提分」，在此地不是跟三十



七道品连起来讲的，所以它的意思也就非常的圆满了，非常的广大
。
　　首先讲『择法』，「择」是选择，「法」是法门。我们今天学
佛，学佛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是为了身心健康、家庭美满，那选择
能够达到这些目标的法门。但是这些法门里面，你要注意，要选择
正法你才能达到，你选择的是邪法就达不到。特别在末法时期，《
楞严经》上说得很好，我们这个时代「邪师说法如恒河沙」。现在
世间人我看十之八九，他学佛什么目的？发财。於是有很多法师大
德教给你修发财的法门，修学的结果怎么样？破财，没有发财。听
说传法都要钱的，传你一个法要收费的，所以传法的那个人发财，
大家破财。
　　我一个月以前在迈阿密，曾宪炜居士告诉我，他说还有法师，
不是密教的，密教法师灌顶收钱，这是大家已经知道的。显教的法
师到那里传授三皈，五十块，都有价钱的，受五戒一百块，他们来
问我，他说：法师，你到此地来传授三皈五戒，价钱如何？我说：
我的价钱比他高多了，不然不值钱。这成什么话！颠倒了。花五十
块钱买皈依就真皈依了吗？花一百块钱买五戒，五戒真得到了吗？
我看不见得，破了财也消不了灾，冤不冤枉？世法常说破财消灾，
财破了，灾消不掉。
　　选择法门，邪正要特别注意，不要选错了。通常一般的求自己
的功德利益，目标更远大的，我想来生生天，人间福报我不愿意享
受，我要去享天福，那在经典里面有专门教给你生天的法门。天有
二十八层天，每一层天有每一层天修学的方法。眼光更远大一点的
人，纵然生到非想非非想天，还是出不了轮回，天福享尽了，还要
搞轮回，还要堕落，这个事情不干，不干就出三界。出三界有出三
界的法门、方法，凡是一切大乘经典都是叫我们超越三界、了生死



的法门，但是这许多法门决定是平等的，是可以达到同样目标、效
果的。但是我们的根性不相同，假如不对根性，这个法门我们修起
来觉得有困难，在这一生当中就不见得会有成就，因此要选择法门
。这一生当中修行成败关键所在，就看你选择的法门恰不恰当，适
不适合自己修学。如果要求生西方净土，你就选择净宗法门。每个
法门在今日之下都有邪正、都有真假、都有半满，有的是得一半利
益，有的是得圆满利益，这是不能不注意的，你要懂得这些方法。
　　第二个是『念』，这个「念」是指的用功夫，用功的时候要懂
得调心，要懂得调身。每个人的身心状况都不一样，你遇到高明的
老师，老师、师父就好像大夫，我们是病人，他给我们诊断，我们
要用什么方法来调养身心，使我们得到真正健康，得到强壮，我们
修行才有本钱。你没有好的身体，你修行就没有本钱。念佛一天一
夜，假如我们没有这个精神，这个修行法就办不到。所以严格来讲
，修行要靠年轻，年轻人有体力、有精神，那是真正好本钱的时候
。年岁大了，体力衰了，比起年轻人总要差一些，这是真的。
　　夏莲居老居士给我们会集的《无量寿经》，是五种原译本里面
确实做到了精简的集大成，这个难得。他的传人是黄念祖老居士，
时时提示后学，今天真正修行，同修贵精不贵多，我们假如要想真
正有成就，你要记住这个话。如果说打个佛七念佛，我以前亲近李
老师的时候，我还没有出家，还做居士的时候，民国四十七年，李
老师当时告诉我，精进佛七绝对不能超过十个人，超过十个人，主
七师的精神照顾不过来。他说他在台中办了两次精进佛七都出了毛
病，一次精进佛七是一位张老太太，出了事情，李老师自己主持的
，第二次佛七就是朱斐的太太，两个人都不在了，李老师告诉我，
他用一年的时间才把她调整过来，这个我们讲著魔，从此以后，他
再不打精进佛七了。所以他那时候特别警告我，要我小心注意。



　　普通这种佛七没有关系，连打七个七也不会出问题，为什么？
那叫佛七法会，热热闹闹，杂心闲话，不会著魔。真正用功的时候
是很麻烦，不是一个过来人在那里照顾就难，以李老师他自己那样
修行的功夫，照顾十个人还出麻烦，你就晓得这个事情不容易。所
以今天我们念佛，念一日一夜大概没有问题，二天二夜、三天三夜
还可以，四天四夜恐怕就要出毛病了，我都不敢保障。我们在一起
念佛念三天三夜，我很勉强，再多了我也不敢。所以要懂得调心、
调身。
　　这个法门实在讲，真正是方便，真正是简单，不拘形式。你念
佛，你经行念，经行就是散步、绕佛，绕佛是散步。你拜佛念，拜
佛念不要出声音，出声音伤气，心里面默念。坐著念可以出声音。
用这个方法，身不容易疲劳。除这个方法之外，通常我们用七觉支
后面的这六条来调心。心在昏沈的时候，要用什么方法对治？昏沈
的时候我选择拜佛。昏沈时候坐在那里会打瞌睡，我来拜佛，或者
绕佛，精进，法喜充满，精神就提起来了。如果心里面妄念很多，
我就要放下，把一切的事情暂时放下，什么都不要想，专注在佛号
上，或者坐在那个地方用观想，观佛也好，观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
严都好，把妄念息掉，这就是调适身心。
　　我前几年在屏东讲几天经的时候，遇到一位老居士，他也八十
多岁快九十岁，从前学禅、学密，钟景德老居士，从前我在佛光山
教书的时候，我们住在一起，他也在那边上课。老居士来看我，我
看他红光满面，身体很好，我说难得，这么大年岁。他告诉我，他
说：我现在知道了，我从前搞的禅、密，功夫完全不得力，我现在
念佛。我说：好！难得。他说：我现在一天念三万声佛号。怎么念
？散步。屏东那个乡下，他每天转几个大圈，我走一步念一声佛号
，一天要走三万步，他身体怎么不好？老年人运动量非常重要，老



年人最好的运动就是散步。散步念佛，一步一声佛号，每天念三万
声佛号，走三万步，我说：难怪你满面红光，精神那么好。八十多
岁快九十岁，声音洪亮，不减当年，得力於念佛。
　　第三『精进』，在这个地方，我特别提醒同修们，要把这两个
字看得清楚，「进」是进步，「精」是精纯，这样进步才得力。我
们一般人，学佛的人也天天在求进步，他不是精进，他是杂进，因
为他学得很多、很杂，杂进、乱进，所以功夫不得力，光阴浪费了
，很可惜，不懂得佛跟我们讲的精进这两个字是成功的秘诀。实在
讲，我很佩服钟景德老居士，他每天也不要念经，他连经都放下了
，真的是万缘放下，他就一句佛号，一天保持三万声，走三万步，
真正名符其实的精进，他怎么会不成就？他将来往生，我想他一定
不会生病，一定预知时至，说走就走。
　　这是诸位同修必须要记住的，世出世间法的成就都在专精。我
们看西方这些大科学家，一生当中也是专攻一科，一点，所以他能
够突破，他有发明，他有发现。他要是学得很杂、很多，决定没有
这样的成就。能够成为一代的权威，无不是专攻一个科目。我们学
佛也不例外，经论有那么多，选择之后就要懂得一门深入。
　　在中国历史上，有成就的这些大师们，像清凉大师一生就在《
华严》上，《华严经》他老人家一生讲了五十遍，五十遍《华严经
》怎么讲法？《华严》我过去讲过十七年，十七年只讲了一半，他
那个五十遍怎么讲的？我过去讲经的经验，要依照钟点来说，一部
《华严经》从头讲到尾，八十卷的《华严》要三千个小时。三千个
小时，如果每天讲八小时，行，一年一部圆满。从前讲经确实是每
天讲八小时，他在寺庙里面讲，寺庙上课，上午四小时，下午四小
时，他上课，一年一部，五十部就是五十年，清凉大师活了一百多
岁，长寿，专。



　　他的学生宗密大师，这是跟他学《华严》的，自己不晓得哪一
部经契合自己的根性，到《大藏经》面前去拈阄，求佛菩萨给他指
引，结果他一抽，抽到《圆觉经》，他老人家一生就用在《圆觉》
上，将《华严》用在《圆觉》上发挥。《圆觉经》的注解，《圆觉
经大疏》、《略疏》、《大疏之钞》、《略疏之钞》，都是他一个
人写的。一直到今天，一千多年，后人讲《圆觉经》的注解，都出
不了他的注解，真正是权威。专，就是一个专精。
　　莲池大师到晚年，我跟诸位报告很多次，一部《弥陀经》、一
句阿弥陀佛，而且是念四个字不念六个字。《竹窗随笔》上有记载
，有人问他老人家，你教别人念佛怎么教法？他说我教人家念南无
阿弥陀佛。你自己怎么念？我自己念阿弥陀佛，念四个字。就不一
样了，别人就问他什么原因？他说别人未必真的有心在这一生当中
求生净土，所以加个「南无」客气一点。南无是印度话，中文意思
是皈依、礼敬，皈依阿弥陀佛，礼敬阿弥陀佛，这说个客气话。我
自己发愿这一生决定往生，所有一切客气话都不要说了。《弥陀经
》上执持名号，名号就四个字，所以客气话都不要讲了。你就想到
，愈是到晚年愈精，专精，所以他才有那样殊胜的成就。
　　第四个『喜觉支』，「喜」是法喜，学佛最初得的利益就是这
个境界，一定会觉得轻安、自在。平常我们因为烦恼很重，身体就
很重，功夫一得力，身体就轻了，烦恼少了，智慧增长了，身体轻
了。身体轻了，走路都不累，特别是爬楼梯比别人快。过去我在台
中，李老师办慈光讲座，寒暑假大专学生的佛学讲座，结业的时候
，老师都会办一次郊游，像到八卦山去玩玩，带著学生去。他那时
候七十多岁，学生二十几岁，上山，老师第一个爬上去，学生在后
头喘气，比不上。什么原因？老师身体轻。我那时候身体也很轻，
能追得上老师，其他同学追不上，轻安。『轻安』、法喜，你一定



会得到这样的境界，但是要记住，得到这个境界不要生欢喜心，不
要生傲慢心，觉得自己有点功夫，很了不起，那就坏了，这是特别
要注意的。要真正觉悟，不可以颠倒，不能从这个地方再生烦恼，
又堕落了，那就坏了。所以轻安跟法喜可以合起来看。
　　第六是『定』，「定觉支」，「支」是讲的部分，「觉」是讲
的觉悟。我们这个道场叫大觉，这是觉的一部分，七个觉合起来就
是圆满的大觉，所以每一个法门都叫觉支，是觉的支分。定是修行
的枢纽，戒定慧三学，戒学目的是得定，「因戒得定，因定开慧」
，慧是目的，是我们真正要求的。慧从哪里来？慧从定来，所以定
才是枢纽；慧是学不到的。要用什么方法得到定？要守法。你看世
间人，一个规矩的人，守法的人，他心安定，他不犯法，他不做亏
心事，他的心情是安定的。不守法的人心就不安定，为什么？天天
要想一些点子，如何能逃避法律制裁，他身心不安，佛法修学也离
不开这个原理。
　　所以戒学是手段，很多戒持得很好的人得不到定，原因在哪里
？他戒持得很好，戒学里面有过失，什么过失？看到这个人没有持
戒，他很烦恼，看到心里不痛快；看到那个人破戒，他也很烦恼。
或者起贡高我慢的心，我修持比他好，他们这些人不如我，生了是
非人我、贡高我慢，所以不能得定。怎样持戒才能得定？六祖大师
讲得很好，因为禅宗，修学禅定是他主要的修学目标，六祖教诫学
人，「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那个持戒就能得定。为什么？
没有看到世间人的过失，看到的是自己的过失。别人没有过失，我
自己一身的过失，这种修行人会得定。
　　如果看到自己没有过失，样样都如法，很好，依教奉行，看到
别人都是过失，他怎么能得定？那个戒律修学的是人天福报，如果
人天因缘没修好，那到恶道里面去得福报，福报是一定有的。你看



美国的畜生就很享福，你看美国人养的小猫、小狗真有福报，照顾
得无微不至，死了之后还有坟墓，还有公墓，常常还到墓上去插个
花，这我都看过，真有福报。饿鬼道里有福报，做这些鬼王，山神
、土地，在台湾还有千岁宫、王爷宫，这都是有福报的鬼神，你看
多少人去祭拜、供养他，那个福报修了的时候，将来就这样去享受
。这个我们要知道，才晓得如何修定真正能得定。
　　念佛人这个定就是念佛三昧，也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
乱，一心不乱就叫做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古大德几乎共同承认是
三昧中王。我们今天听这个话不会怀疑，为什么？因为我们晓得这
个法门是第一法门，是无比殊胜的法门，这个法门里面的定功当然
是三昧中之王。尤其世尊在《无量寿经》里面赞叹阿弥陀佛是「光
中极尊，佛中之王」，这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赞叹的，所以念佛三昧
是真正不可思议。
　　怎样才能得到念佛三昧？念佛堂里主七师常常有一句口头禅，
我们听的耳熟，但是没有真正去做，「放下万缘，提起正念」，正
念就是一句佛号，你就可以做到。换句话说，身心世界什么都不要
去想，统统放下。今日之下，什么对我们最重要？就是这句阿弥陀
佛。除这句阿弥陀佛，什么都不要，这个世间一切是非人我与我统
统不相干，我去管它干什么？把你心里面一切的分别、一切执著、
一切忧虑、一切牵挂统统放下，念佛三昧对你就不难了。一定要这
样修学，自己才能得到大自在、大轻安、大法喜，这真正能得到。
　　念佛三昧以外的种种禅定三昧，实在讲都不容易得到。就像过
去倓虚老法师所说的，往年我在此地讲经的时候，甘贵穗送我一个
小的录音带，倓虚老法师在香港打佛七的开示。那个带子我听了五
、六十遍，我现在没事情还常常听。这个带子里面，他老人家讲得
很清楚，他一生当中见到过学禅的人，他说得禅定的他见过，大彻



大悟、明心见性的，他一个也没见到。得禅定就相当不容易，盘腿
面壁一入定，一个星期、二个星期，几个月不出定的，这个功夫就
相当深了，他见过。他们将来结果在哪里？老法师说，结果在初禅
、二禅、三禅、四禅，在色界天。色界天没出三界，还要搞六道轮
回，那已经相当不容易了。真正得初禅的人，诸位要晓得，初禅天
是色界不是欲界，前面跟我们讲的五盖障，五欲这里头有不少条，
财色名食睡，他确实不动念，心里头没有这个念头才能到色界天。
假如他虽然有禅定功夫，能够坐上一、二个星期，还有财色名食睡
的意念，还没有断干净，那么他将来的结果是在欲界天，不在色界
天。
　　欲界天上面四层都要有禅定的功夫，单单凭五戒十善只能够到
忉利天，欲界的第二天。再往上面去，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
他化自在天，这四层都要有禅定。得禅定，但是他的欲没有断干净
，还在这个境界里头，你就想这是多么难的事情。我们自己冷静想
一想，自己有没有能力来修这个法门？财色名食睡摆在面前，真的
不动心了吗？真的不起念头了吗？这一反省，才知道这个法门，我
们学非常困难，回过头来念阿弥陀佛，这个法门是带业往生，有这
个念头也能往生，这是我们真正可以修学的，真正可以依靠的，真
正在这一生可以成就的，这才选择这个法门。所以三昧有无量三昧
，定有无量的禅定，你要有智慧，能够辨别，能够选择，选择了一
门，要修精进，要一门精进，这个才行。
　　最后一条『舍觉支』，「舍」是什么？当然世间法要舍，出世
间法也要舍，我们自己修学得到的境界还是要舍。譬如你得到法喜
，法喜要舍；你得到轻安，轻安要舍，为什么？你如果不舍，在这
里就生贪爱、起执著，那就是麻烦。譬如我们上一个高楼，我们上
到第一层了，你要舍掉，舍了怎么样？我才会上第二层；上了第二



层，第二层舍掉，我才可以上第三层，就这个意思。等觉菩萨要不
舍他证入的境界，他就不能圆满成佛，所以佛跟我们讲舍得。平常
你们都说你舍得、舍不得，舍得是佛教的名词。你舍就得了，舍了
一层，一定得到上面一层，再舍一层又得上面一层。我们念佛念到
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决定往生，功夫成片是最浅的念佛三昧。假
如我们把念佛三昧分做九品来讲，下下品的念佛三昧，这就决定往
生，你只要得到，往生就有把握。功夫再稍微增进一点，往生就能
自在，那个自在就真的了生死，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想多
住几年绝不碍事。
　　凡圣同居土里面，四土每一土都有九品，我们讲最低的，凡圣
同居土上三品就往生自在了，这就是说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修得到
的。方便土、实报土，实在讲我们未必有能力，我们这一生未必能
成功，但是凡圣同居土我们是绝对有能力，绝对可以做得到。李老
师以前教导我们、勉励我们，他就跟我们说，他说：我可以做到，
你们也可以做到。他说：我没有学佛，跟你们完全一样。他老人家
现身说法，拿自己来给我们做证明，这就不是假的，也证明佛在经
上教给我们的话句句真实。问题的症结就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将万缘
放下，关键在此地。谁要能舍，谁就得到；谁要不肯舍，那就得不
到。得到、得不到，这个权在自己手上，不在别人手上，不在佛菩
萨手上，在我们自己手上。舍得愈干净愈好，为什么？愈干净愈专
、愈精，得到成功的成分就愈大。
　　抉择之后绝不后悔，我今天选择念佛法门，我就选择这句阿弥
陀佛，其他的什么都不要了。假如佛来了，佛告诉你，我还有个法
门比这个法门还要好、还要快，成就还要大，你见到佛也谢谢佛，
我已经决定了，我就这个法门好了，再好的法门我也不要，要有这
样的信心才决定成功。能放下，绝不后悔，绝不追忆。



　　这个七法，佛教给我们应当修习。修，通常我们讲修行，修行
就是修正错误的行为。我们过去不会选择，现在我们学到会选择，
把不会的变成会，把不能的变成能，这就是择法。这就是修正我们
这个错误的想法、看法、做法，这叫修行。从今以后，依照正确的
想法、看法、做法去实行，这叫习。所以读经，读诵大乘，这个在
我们初学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科目。为什么要读诵大乘？因为我们
自己一身的毛病，自己不知道，读了佛经这才发现，自己对这桩事
情也看错了，那个事情也想错了，这才发现自己的错误。所以你读
经会开悟，悟什么？悟自己一身的错误，这个是开悟了。绝对不是
见鬼见神叫开悟，见鬼见神就坏了，那就完了，没救了。几时见到
自己想错了、看错了、做错了，这开悟了，这是真正佛弟子。知道
错了就改，改就是修行，我把它改过来，修正，修正之后要保持，
永远不会再错了，这叫修习。所以修习跟修持的意思完全相同。这
是佛把修清净心的方法全都说出来了。我们再看底下第三段：
　　【诸苾刍。所言清净心者。】
　　这是佛跟我们讲什么叫『清净心』。
　　【当知即是心解脱增语。慧解脱增语。】
　　这两句话用最简单、最浅显的言词来说，「清净心」就是心里
解脱了，心解脱了，慧解脱了。心怎么解脱？解脱是形容、是比喻
，譬如我们一个人被重重绳索捆绑，这个不自在、不自由，现在有
人把它解开，我们得自在了。你现在心不自在，心为什么不自在？
就好像有很多绳索把你捆绑起来，哪些绳索？妄想是一条绳索，烦
恼是一条绳索，忧虑是绳索，牵挂是绳索，你这个心里头不晓得被
多少绳索捆绑起来了，你的心怎么会自在？慧是心的作用，心不自
在，慧就没有了，心得自在，慧就现前。
　　佛常常在大乘经里面说到五浊恶世，今天的社会可以说浊恶到



极处。《无量寿经》说，也是指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剧恶极苦」
，是这么一个世界。浊就是污染，我们的心，实在讲今天所遭遇的
，有史以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染浊，这个严重到了极处。心理的污
染，精神的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乃至於身体的污染，
身体污染是从饮食上来的，这个世界有什么乐趣！大家都在讲环境
保护，要环保，能达到目标吗？我看是永远达不到，为什么达不到
？佛在经上讲「依报随著正报转」，环境是依报，人心是正报，人
心不清净，环境怎么可能清净？要想环境清净，先要求人心清净，
要达到人心清净，唯一的方法，最有效果的方法是佛法。佛法确实
能够净化身心，教我们心得解脱。清净心就是『心解脱』的意思。
『增语』拿现在话讲就是「这个意思」。心清净了，清净心起作用
就是真实智慧。下面讲：
　　【由贪染污心不清净。由无明染污慧不清净。】
　　这是一语道破，把我们的病根说出来了。我们今天讲环境保护
，聪明人就知道应当从这里下手。怎样把心地的贪染洗干净？怎样
把无明的染污去除？那就一定要依照佛前面给我们讲的，应当断除
五盖，应当修习七法，这个非常具体，句句话落实不落空。
　　【若诸苾刍断除贪染即得心解脱。断除无明即得慧解脱。】
　　前面在修学七法里面，我给同修们推荐、介绍的是念佛法门，
择法我们择念佛法门，因为这句佛号不但是断除五种盖障，同时也
破无明。这句佛号，我专心念佛的时候，五种盖障都不会现行，一
句佛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不堕无明，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再看末后这一段：
　　【又诸苾刍。离贪染污得心解脱者。是名身作证。】
　　身怎么作证？『身作证』这三个字怎么讲？健康、长寿、不老
、不病，这就「身作证」，他真有效果，不需要用吃药。什么这东



西补、那个东西有营养，给诸位说，都带来染污，带来疾病。什么
东西最有营养？什么东西最补？清净心最有营养，阿弥陀佛最补，
你们老实念佛就是天天在进补，时时刻刻在进补。夏莲居老居士，
你看在《无量寿经》前面几首偈子讲，「佛说难信真难信，亿万人
中一二知」，真的一点都不假，没人知道，摆在面前也不知道，你
说这多可惜！
　　我今天到这儿来两个钟点没有白来，给你们最好的补品，最好
的营养。知道了，最好的营养是清净心。心清净、身清净，身心清
净怎么会衰老？怎么会有病？所以净土法门，我常常讲不老、不病
、不死，最后真的不死，因为你往生的时候，你看到阿弥陀佛来接
，跟大家讲拜拜，我跟阿弥陀佛走了，活著走的，不是死的走的。
　　前年华盛顿D.C.周广大居士的往生，这次我又到D.C.去，遇到
当时一批亲眼看到的同修，助念的那些同修告诉我，这一点都不假
。人家念多久的佛？三天。因为他从前不信佛，就是在临命终的前
三天才遇到龚振华居士劝他念佛，当时一听，他就接受，叫他太太
、儿子、女儿统统念佛求往生，不要求病好，这个是觉悟，真正觉
悟。D.C.那边同修也派了几个人帮他助念，念到第三天见到阿弥陀
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他说从云端里面下降接他往生，清清
楚楚，明明白白。他得的是血癌，三天往生。所以是活著走的，不
是死了走的，这不死的法门，这叫身作证。
　　【断除无明得慧解脱者。是名无学。】
　　『无学』就是没有东西再学了，毕业了，圆满了，智慧圆满了
，就是我们教下讲的大开圆解。大开圆解就毕业了，就叫「无学」
了。小乘法里面的无学是阿罗汉，大乘法里面的无学是法云地菩萨
（十地菩萨），这叫无学，『慧解脱』了。这是给我们讲的果报，
修因证果。



　　【永离贪爱。了知真实正智。】
　　这句话很重要。『正智』是佛知佛见，《法华经》上讲的「入
佛知见」，正知正见。现在知道了，什么东西障碍正知正见？『贪
爱』。离开「贪爱」，正知正见就现前。
　　【现前取证自果。尽苦边际。】
　　『现前』是不要到来生，「现前」就证果，证的是圆满之果。
这个证果是讲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尽苦边际』，「苦边际
」是指六道轮回，永脱轮回，不再轮回流转，超越三界，成为法身
大士。末后，佛在此地再劝勉我们：
　　【诸苾刍。如是所说。汝等应学。】
　　『如是所说』，前面所讲的，如理如法，句句话是真实的，没
有一句是虚妄的。整个佛法跟我们说的什么？就是讲宇宙人生的真
相。宇宙是我们生活的环境，人生就是本人，就是说的我们本人，
说我们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一切经就说这个。『汝等应学』，应
当要好好的学习。《佛说清净心经》，我们就讲到这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