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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法师，诸位同修：佛法的修学，旨在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
；人生就是我们自己，是我们本人，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如
果对於这些事情，明白了、清楚了，这个人就叫做佛，就叫做菩萨
。如果对於这桩事情，还不清楚、不明了，迷惑颠倒，这个人就叫
凡夫。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圣凡只在迷悟之间，就是这个意思。觉
悟了你就得大自在，迷了的时候，不但不自在，还要受很多的苦难
。这苦难从哪里来的？就是我们不了解事实真相，随著自己的烦恼
，随著自己的知见；是错误的想法，错误的作法，所变现的这些不
吉祥的果报，也就是许许多多的灾难。因此，自古以来，世出世间
的圣人，中国人叫圣人，印度人叫佛，意思完全相同。「圣」这个
定义：就是明白；也就是说，对宇宙人生明白的人，中国人叫圣人
，印度人叫佛。
　　我们佛法里面，分作世间圣人跟出世间圣人，其实这种讲法都
是方便说，我们要了解它的真实义，真正的彻底圆满的觉悟，决定
没有分别。如果还有世间、还有出世间这个念头，这种想法，这种
分别，他纵然是觉悟，不够彻底，不够圆满。真正觉悟的人、圆满
觉悟的人心地清净，决定没有执著，没有分别，没有妄想。所以还
有世间出世间，那还是妄想没断，分别执著没了，纵然觉悟，觉悟
得也很有限。佛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彻底的觉悟；也就是说，
希望我们人人都成佛，成佛就是成就彻底圆满觉悟的意思。所以佛
不是神，我们不可以把佛当作神明来看待，那就错了。神还是没有
觉悟，说实在的话，他们福报比我们大一点，智慧比我们高一点，
其实高也高不了好多，都没有超越三界六道。这些事跟理我们都要



清楚，我们才知道，这个佛要怎么个学法，学佛的目的何在，学佛
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希望有什么样的成
就，成就是果报，果报每一个人都希望，过得幸福，过得快乐，过
得美满，佛法确确实实是让我们得到这个目的。无论在这一生、在
来生，生生世世，你永远得到幸福美满的快乐。
　　如何才能得到？要觉悟才能得到。怎么样才能觉悟？一般人讲
要教学，要亲近善知识，佛在经上也是这样教导我们，中国孔圣人
也是这样教导我们。我们亲近善知识了，亲近善知识是不是真的能
觉悟？我们知道亲近善知识，不觉悟的人还是很多；固然有觉悟的
，觉悟的还是少，不觉悟的还是多。原因在哪里？我们在教学里也
常常提起，「好学」。好学的人，亲近善知识就有成就，如果不好
学，遇到善知识也是空过。好学就难了，好学是不是真的就能有像
佛说这么殊胜成就？不见得。好学的人可以说，会有一点小成就，
至於大成就、圆满的成就还不行，还要加上个条件，这个条件是心
量要大。谚语里有说，「量大福大，福大慧就大」，大智慧、大福
德从哪里来的？大心量来的。心量小纵然好学，遇到善知识成就还
是小。佛家的教学也如是，小乘亲近善知识，大乘加一个好学，普
贤行加一个大心量，普贤菩萨「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又好学，
又喜欢亲近善知识，一生才能够圆满成佛，要具足这三个条件才能
成就。
　　三个条件缺少一个，如果缺少善友，纵然好学，纵然心量大，
也不能成就，为什么？没有基础。可见得亲近善知识，是最为重要
的。佛在《阿难问事佛吉凶经》里面，第一段就是教导我们，要亲
近明师；「明」就是通达明了，这是好老师，我们要亲近他。纵然
不好学，纵然没有大心量，可以达到第一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什
么？断恶修善，这个好老师总是教你这些；换句话说，真正善知识



绝对不会帮助人增长贪瞋痴。帮助人增长贪瞋痴的，那个不是佛家
讲的善知识，而是佛法里讲的恶知识。什么是恶知识？帮助你造十
恶业，帮助你，鼓励你，赞叹你，做贪瞋痴，做杀盗淫，那是恶知
识不是善知识。善知识一定帮助你断恶修善，不但教你，他自己一
定也做一个好榜样，做出来给你看，你才相信。如果只是讲，他自
己没有做到，跟他学的人，能信他的人，就不会多了。
　　释迦牟尼佛是最好的一位老师，最好的一位善知识，他说到，
他做到了。他一生对於自己生活所求，可以说降到最低的水平，一
生过著三衣一钵的生活。他出生那个地区是热带，热带确实三衣就
够了。不像此地，此地有春夏秋冬四季，你的三衣不足以保暖。他
是告诉我们，物质生活过最低的水平就够了，所谓是吃得饱，穿得
暖，有个小房子可以遮避风雨，你说多自在！身心都没有牵挂，没
有忧虑，没有一丝毫的压力，正是圣贤人所讲的心安理得。道理明
白，心就安了，无论什么样的生活，心安；心安就快乐，心安就满
足，就知足常乐。世间人什么样的人最苦？不知足的人最苦，永远
没有满足的时候，这种人苦。
　　所以佛家教学第一个目的，是教给我们断恶修善，这是修因，
修行。果报？人天福报，因为你造恶，你决定感受三恶道的果报，
断恶就是断三恶道，修善就是修人天福报。这是没有出六道，是指
亲近明师，亲近善友，就得到这样殊胜的果报。如果再好学，那这
果报就更殊胜。学能开悟，学能明理，对於宇宙人生真相，逐渐逐
渐通达明白了；明白之后，那个果报殊胜了，可以超越六道轮回。
所以要想超越六道轮回，不能不好学。
　　世间真正的乐，可惜现代人没有注意到，没有想到。真正的乐
是什么？读书乐。可是如果读现在书店里卖的那些书，读起来不乐
，我看愈读愈痛苦，现在学校里教的那些课本，我看也愈读愈苦。



所以我讲经的时候，曾经说过几次，来生不能作人，为什么？上学
念书背了个书包，都苦死了，何必干这个事情。从前人念书乐，念
什么书？圣贤书。所以诸位晓得，念圣贤书乐。佛经，佛是大圣大
贤，你们现在读经，天天读佛经，读的时候快不快乐？我看也不见
得。为什么读佛书不乐？没有入进去，只是读的字面，里面的义理
没有体会到。如果体会到里面的义理，那就有乐趣了。哪一种乐是
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之乐决定比不上的，真乐！所以释迦牟尼
佛一生，乐此不疲。释迦牟尼佛一个人，我们难以相信，跟释迦牟
尼佛学的人有多少，这些诸大菩萨，诸大阿罗汉，在中国这些祖师
大德们，各个都乐此不疲，我们应当要细心去体会，要细心去观察
，这是真正亲近圣贤，这里头有大乐。如果没有真正之乐，没有大
乐，那些人为什么跟释迦牟尼佛学，为什么不在这个世间追求名闻
利养，为什么不追求财富，追求权力，追求地位，他为什么不干？
他跑到深山跟大自然为伍，那个乐绝对不是世间人所能够体会得到
的。
　　更进一步，刚才讲了，心量拓开了，真的是心包太虚、量周沙
界。念念为一切众生著想，为虚空法界著想，这个心量在佛法里面
就叫普贤行，无论他修学什么法门，这个法门都叫普贤法门，是以
心量把他自己修学功德拓展了，拓展到最圆满、最究竟，圆成佛道
。这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断恶修善，脱离三恶道，得人天福报
。第二个阶段：脱离六道轮回，往生到四圣法界；十法界里面的声
闻、缘觉、菩萨、佛，这是破迷开悟了。最高的一个层次，就是拓
开心量，没有一样不能包容的，心地真正是真诚、清净，平等、正
觉、慈悲，这跟诸佛如来完全相同，超凡入圣。「凡」是十法界，
超越十法界，「圣」是一真法界，《华严经》讲的华藏世界，净土
经里面讲的极乐世界，那是圣，超凡入圣了。所以这桩事情是属於



教育，是属於教学，你要不教，不肯学，你怎么能成就？
　　佛菩萨、善知识愿意教，他在教学里是大受用，得大快乐。可
是有没有人来学？哪些人来学？佛家常讲，「佛氏门中，不舍一人
」，只要有一个人肯学，佛菩萨都来教。我们在经典里面，常常看
到有当机众，当机众是来当学生的，除他之外别人是旁听的。你别
看一个法会，来了几百人、几千人，真正来学的也不过两、三人而
已，其他一律是旁听生。真正来学的人得利益，来旁听的旁听生结
了一点法缘；换句话说，听到一点佛学常识，佛学的知识，真正的
利益得不到。怎么说？佛讲了这么多道理，劝他断恶修善，他懂了
；恶断不掉，善不肯修，这是旁听生。真正做学生的人，那就得真
干，真的断恶，真的修善，那是正科生，那个在佛法讲当机众。所
以佛的教学非常慈悲，只要有一个人，他就住世，他就肯教。教学
的成果，要把恶人教化变成善人，要把坏人教化变成好人，把迷人
教化变成觉悟的人，这是教学。不是说这个人坏，开除掉他，不要
他了，那个教育是失败的教育，那不是成功的教育，成功的教育变
化气质。众生可不可能变化？决定可能，肯定是可能的。但是众生
的业障、烦恼、习气很重，善知识要有耐心，不是一天、两天就把
他转过来的，我们自己本身也一样。我学佛四十七年，四十七年才
转过来、才回头，可见得不是一个很用功的人，不是佛经里面所讲
的上根利智。可是天天学、年年学，锲而不舍，不知不觉就转过来
了。真转过来了，你一天到晚起心动念，决定不会再为自己想，为
自己想没转过来，为一切众生幸福著想，为一切众生消灾免难著想
，那真的就回头了。所以我们的学习，要跟老师相应，老师是佛菩
萨，佛菩萨虽然没在我们面前，经典摆在我们面前，经典就是佛菩
萨的教诲，读诵经典就是亲近诸佛菩萨。
　　这一次到这边来，时间虽然不长，同修们要我把《了凡四训》



跟大家略略介绍一下，这个也很有必要。《了凡四训》内容是「深
信因果，改造命运」。现在这个世界，我想同学们也许都看过很多
中国外国的预言，现在这个书，书店上好像很多，都说一九九九年
、两千年是世界末日，是不是真的世界末日？很难讲，灾难肯定是
有。《了凡四训》来读读，来研究研究，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以
这个问题做为中心，我们用《了凡四训》来探讨。西方很多预言家
，像最有名的是十六世纪的，法国的诺查丹玛斯，这是最有名的。
我们读了他的传记，看了他的诠述之后，他是什么角色？《了凡四
训》里的孔先生，他跟孔先生一样高明，算得非常准，算得很准，
没有法子改变。了凡先生以后遇到云谷禅师，就改变了。所以灾难
是有，能不能化解？能，你懂得道理，懂得方法，就能化解这个劫
难。如果不懂道理，不懂方法，那就没法子了。诺查丹玛斯不懂这
个理论，不懂方法，他看到这个现象提出警告，说是众生造罪业太
重，上帝发脾气了，要惩罚众生，那就没法子了。这是把这个责任
推给上帝去了，实际上不是如此。所以我们这几天，有这么一点时
间，在一块研究、谈谈，也是好事情。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
讲到此地。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