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人生讲座—如何做一个真正如法的好人　　蔡礼旭老师
主讲　　（第七集）　　2004/10/22　　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档名：52-114-0007

　　诸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课谈的是《弟子规》与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的关系。很多人在接受《弟子规》的时候会有一个想
法，他觉得这个是小孩子学的。我们有一次在海口办课程的时候，
一位妈妈跑进来，看到我们的讲义上面写著「儿童经典教师讲习手
册」，看完之后，她就走了，觉得这是小孩学的，我不用学，看到
《弟子规》，她也觉得不用学。其实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有提到，「
弟子」不是小孩，而是圣贤人的学生叫「弟子」。
　　刚好藉由这个机会，我就上台去讲了一个故事，我说在唐朝时
候，白居易对於佛学很有兴趣，所以他常常到杭州去请教鸟窠禅师
。他那时候是杭州的太守，他也很辛苦的爬到山上去请教鸟窠禅师
如何学佛。我们俗话讲「无事不登三宝殿」，要去问问题都要翻山
越岭，所以除非不得已，真是心中有疑惑，不然也不会常常跑寺院
。结果一上去之后，他就请教鸟窠禅师，他说：什么是佛法？鸟窠
禅师回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诸恶莫
作，众善奉行」，这一句话几乎是连三岁小孩都知道，父母都教他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以白居易听完这一句话就哈哈大笑，
他说：三岁小孩都知道。鸟窠禅师回答：八十老翁做不得。八十岁
的人不见得真正立身行道把这八个字做到。
　　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学佛以前有分别、执著，进了佛门，
把分别、执著又带进了佛门，所以很多人一看到《弟子规》，说这
个是世间法，我要的是出世的大乘佛法，所以《弟子规》不用学。
我们还有一位师兄说，「我是大乘根性，所以这个不用学」，但是



这位师兄非常有善根，他上了五天课之后，见到我们的老师都是九
十度的鞠躬礼，非常恭敬，因为他搞清楚了，《弟子规》是世出世
间圣人最重要的根基所在，他真搞明白了，不敢再傲慢了，不敢再
分别了。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请问谁把孝道做圆满了？只有一个人把孝
做圆满了，诸位同修一定很清楚，只有佛陀把孝做圆满了，只有佛
陀把《弟子规》完全落实了。所以法身大士，纵使是等觉菩萨，都
有一品生相无明未破，这就像《弟子规》说的「德有伤，贻亲羞」
，道德还没有圆满的时候，对父母还不能交代。所以这一句《弟子
规》的话真正做到德行圆满了，那就是让父母完全的不感到羞辱，
完全的以儿子为荣，这个叫大孝显亲做到根本了，做到圆满了。
　　所以老和尚常常提醒我们，这一段开示相信诸位同修非常熟悉
。在这两、三年来，老和尚不只多次提到《弟子规》是圣学的根基
、骨干，所有的学问都一定要以这个为基础，其他所有的经论都是
《弟子规》的装饰。而我们对《弟子规》的教诲，一生都要奉行，
都要做到，都不能违背，这样你的学问、道业必成。这一段开示在
我们的手册当中，在很多的资料当中，都有这一段话，我下一次带
过来给诸位同修，是在老和尚讲《华严经》时多次提到的一个内容
。
　　我们常常都说佛法是不二法，我们都说入了这个山门，上面都
写著「不二法门」。诸位同修，假如有世法跟出世法，那就是二法
，那就不是佛法，所以我们要破这个分别，其实没有世法跟出世法
，只有觉跟迷而已，当你觉悟的时候，世法都是佛法；当你迷惑的
时候，佛法也是世间法，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金刚经》里面有
一段非常重要的开示，经文提到「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就
是你不执著有「我」了，所做的一切善都能念念回向往生西方极乐



世界，只要你不著这个「我」，你行世间一切善法，《金刚经》说
的「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
提」。而这个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是
你已经用一个觉悟的态度在面对一切人事物，你把「我」放下了，
你的我执放下了，你的心量就是「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当你的
心量扩宽，我执放下，你看《弟子规》每一句经文，「凡是人，皆
须爱」，凡是物也皆须爱。诸位同修，当一个人的心量到这种境界
的时候，请教一下，他是在六道轮回还是在一真法界？所以我们绝
对不能学佛之后又在佛法当中生分别、执著。
　　刚刚邵老师有提到两句经文，诸位同修，您假如注意细看，这
两句经文是老和尚在《华严经》当中，屡屡提到的两个修行最重要
的关键，叫做「解行相应」。老和尚在《华严经疏钞》里最常引出
两句话，叫做「有解无行，增长邪见」，这一句话就是《弟子规》
里面讲的「不力行，但学文」，就是「有解无行」。「长浮华，成
何人」，长浮华的人，脑里面的知见对不对？都是一堆邪知邪见。
《华严经疏钞》第二句，「有行无解，增长无明」。「有行无解」
就是「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就朝著自己的想法硬干，
也不管对自己、对别人有没有好处，就一意孤行，就是无明、愚痴
，所以就是「任己见，昧理真」。所以诸位同修万万不可生分别，
万万不可小看《弟子规》里面的教诲。《弟子规》的教诲绝对会让
你印证老和尚的一句话，叫做「一经通，一切经通」。老和尚说的
这「一经」绝对不是只有指佛经，只要是掌握圣贤纲领的一本经典
，您真正立身行道把它做彻底了，都可以圆成佛道。
　　相信说到这边，诸位同修一定还有很多人不见得能接受。我们
来看一下，净宗学人最重要的一个科目，在《无量寿经》第二品开
头，叫「德遵普贤第二」，经文提到「咸共遵修普贤大士之德」。



诸位同修，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什么时候修普贤行？这个是要深深
思考的问题。
　　佛陀在《华严经》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开示，经文提到「一切众
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净宗学人「信愿行」，头一个「信」
，诸位同修，要信谁？要信自己本来是佛，「本觉本有」，我们这
个信根要扎下去，道业才开始发芽，《弟子规》说的「勿自暴，勿
自弃，圣与贤，可驯致」，不要看不起自己，我们只要精进不懈，
一定可以成圣成贤。但是《弟子规》说的「可驯致」，虽然我们本
来是佛，但是现在不得受用，就好像太阳明明发出光芒，但是乌云
密布，这个光没有减一丝一毫，只是透不出来，被乌云盖住了。所
以必须「驯致」，必须对治我们过去生的烦恼习气，才能让它拨云
见日。这个「云」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拨云总要了解云是什么。接
著佛陀接续第一句话，把这个问题点同时点出来，「虽有智慧德相
，但因妄想、执著而不能证得」，其实妄想、执著也包含分别在里
面，所以修行最要对治的就是妄想、分别、执著。我们都清楚了，
才知道从哪里下手，就从我们的分别、执著下手。
　　经文说「咸共遵修普贤大士之德」，诸位同修，是不是往生之
后再来修普贤行？先去再说，去了我就会普贤行，就好像我们的孩
子一直在成长，你也没有给他好的东西，每天都想著算命先生说我
儿子十八岁就会变得很懂事，现在不用懂事，十八岁马上翻过去变
懂事，有没有可能？不可能。我们说做任何事最好的状态叫做水到
渠成，我们这样去处事待人接物，那是最痛快的，不要去攀缘，不
要去强求。所以今天诸位同修在当下就全心全意落实普贤行，不要
去分别。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每天都跟阿弥陀佛说，「阿弥陀
佛，这位普贤行者就在娑婆界，你啥时候去接他？我们都希望赶快
把他接回来」，那你还担心不能往生吗？有这么多诸上善人都清楚



明白你时时刻刻都在力行普贤行，而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普贤法界，
所以能感是你的普贤心，所感当然是普贤境界。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要提起正知见，不要分别。
　　那我们现在要问，我们要做普贤行愿，每天早课也会读到「一
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我们常常在背这个
的时候，假如孩子都有在念早课的，你可能念第一个「礼敬诸佛」
，他就抢著把后面九个帮你念出来，「老师我会」。老和尚常常在
讲经当中，有很多对我们这些弟子很深刻的提醒，他说我们做早课
一定要把早课的内容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当中，落实在处
事待人接物之中。诸位同修，老和尚重复最多的话就是最重要的开
示，那我们念普贤行愿有没有真正把它落实在生活中？落实在工作
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假如我们的普贤十愿只在早课念一
遍，跟生活、工作没有关系，那又在分别、执著。所以老和尚说的
，虽然老人家是这样笑一笑说，但是我们可要非常重视，老和尚说
「你们早上念一遍，骗佛菩萨一次，晚上又念一遍，又骗佛菩萨一
次，我们连世间人都不愿意骗了，还去骗佛菩萨」。所以这一段老
和尚虽然是这样很轻松的说出来，我们可要重重的把它好好省思一
下，老人家是怕我们没面子，给我们讲得轻松一点。
　　一个人的道业要成，最重要的，人贵自知，要勇於面对自己的
修行。佛家讲要勘验自己的功夫，不然我们学佛愈久，可能是「长
浮华，成何人」，因为没力行，所以「长浮华」，那一生的道业就
毁於一旦，那就太可惜了。
　　诸位同修，五个根本烦恼，你可不要小看「慢心」，好像贪瞋
痴的威力很大，第四个「慢」，不学佛还好，学佛的人这个东西更
是无孔不入。所以我们常常跟很多同修接触，他们会说，我学佛十
年了，我吃素十五年了。学佛，我们说的，愈学愈知道自己太多问



题了，我们哪还敢拿著自己修十年、修五年去给人家炫耀。在我翻
开《印光大师文钞》，深刻体会大师大慈大悲，真是举手投足、起
心动念都在教化一切众生，大师连取一个他的法号都在给我们最深
的提醒。印光大师号「常惭愧僧」，大师口口声声都说「我是一个
生死轮回的凡夫」，大师这么高的学问，念念都是谦卑，念念都是
忏悔业障，我们可要以老人家为好榜样，念念应该是对治自己的习
气，念念要提得起老和尚的教诲，这才是依教奉行。
　　所以老人家在这里告诉我们，一定要把早课跟晚课落实，要把
普贤十愿真正落实，我们才不是欺骗佛菩萨。很多人听到这一点，
明天念早课的时候就念不下去了，那我就很罪过了。不是叫你明天
马上念马上契入普贤菩萨，不是这个意思，假如你明天念，契入了
，拜托这位同修一定要来找我们，我们现在很缺弘法利生的人才，
您契入了一定要大慈大悲出来讲经说法。
　　我跟老和尚学习以来，老和尚所讲的每一句经文，每一个开示
，末学听完之后只有一个念头：「做」，朝著这个方向绝对不会错
，全心全意去做，而不是现在马上契入，但是从没有一个念头说「
我做不到」。老和尚讲了十句话，挑了其中四句，我做这四句就好
，其他六句不是我能做的，诸位同修，当我们用这种态度听老和尚
的教诲，很难契入，因为我们挑的那四句一定是觉得自己做得到，
而那四句真正的义理我们可能还依自己的意思解释了，所以就拿来
用，其他那六句自己就生分别，「我做不到」，所以当我们对於师
长的教诲都打折扣，那你的恭敬心已经退掉了。印祖有一句很重要
的教诲，「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所以要
老实不容易，但是也唯有老实，我们的道业才能成就。所以老和尚
常常说修行要从最难克的地方克下去，所以老和尚有一个光盘的题
目是「人生苦短，咬紧牙根，证无量寿」，所以老和尚讲的每一句



，你绝对要不折不扣往这个方向迈进。
　　所以老和尚教诲我们要遵普贤愿修行，我们就老老实实开始落
实普贤十愿。诸位同修，「礼敬诸佛」从哪里下手？每天念一遍，
下手处没找到，第一步也没跨出去，那我们就每天看著那个目标，
离它还是那么遥远，所以下手处、第一步在哪？赶快跨了，「是日
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绝对不能一天接一天过
去了，我们这第一步迟迟未迈，往生当生成佛的机缘可就当面错过
了。诸位同修，「礼敬诸佛」从哪里下手？你们假如答不出来，我
下次不来了，因为三天的课程，末学很惭愧，讲得不好。从哪里下
手？《弟子规》从哪里下手？你身旁的两尊菩萨你都不会孝了，还
大谈阔论「我要度一切众生」，那叫自欺欺人。所以一个人要成就
道业，孔夫子说的「夫孝，德之本也」，一个人道德的本在哪？在
孝道。佛陀告诉我们，在《观无量寿佛经》当中提到「三世诸佛净
业正因」，第一福在哪？「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佛陀也好
，孔夫子也好，甚至道家的教诲也好，统统从孝道下手。所以普贤
菩萨教我们礼敬诸佛从哪里下手？从孝道下手。第一步知道迈向孝
道了，这一步跨出去要踏得非常稳健，才能跨第二步。
　　请问孝顺父母从哪里开始下手才是真正礼敬父母？佛法重实质
，不重形式，什么才是真正实质的孝养父母、礼敬父母？赶快做。
「普贤十愿」在哪？诸位同修翻开《弟子规》第一页，普贤十愿礼
敬诸佛，第一步先礼敬父母，礼敬父母从对父母的讲话态度，从对
父母的生活点点滴滴开始礼敬，那你就落到实处了。而当一个人修
学佛法处处落到实质上，保证不出三个月，你一定有学而时习之的
乐趣，因为你会法喜充满，因为你会觉得我时时刻刻都在遵循佛陀
教诲，你自己会很踏实。我们看第一句，「父母呼，应勿缓；父母
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当一个为人子



做到这一句话，有没有礼敬父母？有。
　　我们有一位同修很有意思，他说他念《无量寿经》、念《法华
经》，之前还没接受《弟子规》的教诲，因为末学是三月份才到深
圳去，这些同修学佛也几年的时间，结果我去了之后就跟他们讲《
弟子规》，结果这一位老师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以前念大乘佛法
觉得自己善根深厚，结果《弟子规》听了几节课，觉得自己什么都
没做好」。诸位同修，是读大乘经典觉得善根深厚好？还是读《弟
子规》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到好？孔夫子给我们一个教诲，一个人
的道业要成，要「知耻近乎勇」，要知道错在哪，要有勇气去改，
你的道业才能成，不然每天在那边抱著我的善根深厚，结果该依教
奉行的教诲都没做，我相信佛菩萨一定在那里摇头，一定笑我们学
佛学呆了。
　　所以我们看第一句，我们开始要扪心自问，今后要往普贤十愿
的路上走。句句话听完之后，绝对不能起一个念头说做不到，一定
要起一个念头说勇猛精进努力做到。其实恐惧是虚幻的，当你的勇
气真正踏出去的时候，那个幻相就不见了，而当你一次一次对治你
的习气，把它克服，你慢慢会感觉法喜充满，因为战胜别人一千次
不如战胜自己的习气一次。
　　礼敬的重点在内心的恭敬，所以当我们恭敬心现前的时候，对
父母讲话绝对是客客气气，绝对不会恶言相向，所以当我们跟父母
讲话的口气不好，那已经生瞋恚，已经愚痴了，所以第一点，要时
时刻刻警惕自己用一个恭敬的心对待父母。「父母命，行勿懒」，
答应父母的事绝对不能后悔，或者找藉口。很多的人都觉得外面的
人不能失信，家里的人还可以，有没有这个现象？反正家里的人我
对他失信，他又不会给我发脾气；外面的人一失信，我的荷包就不
见了，所以你看我们的存心都在分别、执著。而真正点点滴滴照顾



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你更应该礼敬的是谁？是
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人不要搞颠倒。所以「父母呼，应勿缓
」，老婆呼，老公呼，「应勿缓」，恭敬心是一切处。
　　为什么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因为普贤的礼敬是对一
切人礼敬，对一切众生礼敬，他那种状态几乎已经跟佛无二无别。
所以我们念这一句经文，诸位同修，您能够面对一切人，跟他对应
的时候，都能恭恭敬敬不起傲慢，你每天都在修普贤行。你每天不
要赶著回家一定要念两个小时的经，念经是手段，让你把这些教诲
时时提起来，更重要的是把经典落实。所以老和尚有一次很有意思
，有一位同修遵从老和尚的教诲，把《无量寿经》念了三千遍，跑
去问老和尚，「老和尚，我已经念三千遍了，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老和尚跟他说，「再念三千遍」。所以三千遍真正重要的是记住
教诲，「不怕念起，只怕觉迟」，马上提起来，转念，做出依教奉
行的行为，实质在落实。
　　第二句，「父母命，行勿懒」，答应父母的事都要恭恭敬敬去
做到。我常常在看每一句经文的时候，都深刻感受到跟圣贤人的距
离差太远。我们看看曾参（曾子，《孝经》就是曾子传出来的），
念念把父母放在心上。上山砍柴，刚好有朋友要找曾子，他的母亲
怕人家长途跋涉，对人不好交代，但是曾子又上山砍柴不知道什么
时候回来，所以就拿了针往自己的手上扎一下，曾子的心马上绞痛
，觉得一定是妈妈有啥事，马上赶回家里。看到妈妈就跪下去，他
说「母亲，你有什么事吗？」所以圣贤人的孝心，我们真正要效法
、要学习。真正礼敬父母，真正把父母放在心上，父母交代的事绝
对不会拖拖拉拉。相同的，老婆交代的事能不能拖拖拉拉？老婆也
是诸佛，都是未来诸佛，你可不能再生分别，修行就是在一切人、
一切时、一切处，断分别、执著。所以诸位同修，每一句经文无量



义，而你能解到什么义，完全看你的心量扩宽到什么程度，你就解
到什么义。
　　我们看「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对父母亲的教
诲与责罚，我们都要恭敬心去领受。诸位同修，讲到这里，我们就
要坐著时光穿梭机，我请诸位坐过好几次了。第一次请你们回去的
时候是想起孩子第一次跟我们一起吃饭，爷爷、奶奶都在，那第一
口菜夹给谁？这是第一次坐时光穿梭机。第二次请大家坐的时候是
什么时候？结婚的人回到热恋的时候，那时候的心境是什么？念念
为对方著想。这一次坐时光穿梭机要回到我们这几十年的时光，我
们对父母讲了多少忤逆的话？多少瞋恨的话？好好省思，绝对要后
不再造。诸位同修，一个人对父母不敬，对你的性德是最大的损伤
，我不骗你，一个人只要对父母不孝，整个业障绝对快速现前。所
以「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从前我们没有
办法再挽救了，我们现在检讨好了，从今以后一定要后不再造，从
今以后是什么时候？是明天吗？诸位同修，希望诸位今天是飞回去
的，不是走回去的，既然学飞了，今天就要飞回去，今天一入门就
要恭恭敬敬给父母行个礼，你妈妈过来说「儿子，你是不是发烧了
？」
　　因为我们中心很多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回去都拜父母，其中
有一个孩子回去之后，除夕夜那一天拿了一盘水果，给父母下跪，
感谢父母这一年的照顾。这个孩子在自己的房间走来走去，结果后
来又来了一些邻居进来，他愈想愈不敢出去，又那么多人，怕自己
的面子，很难受。后来这个孩子在他的文章里面写，他深呼吸之后
，提起勇气就走出去，走到父母面前，跟邻居还在聊天，结果这个
孩子，啪，就跪下去，他跪下去之后，所有的人一句话都没有。诸
位同修，至诚感通，所有的人被这个孩子的真诚都震慑住了，没有



一个人讲话。这个孩子说走出来的时候忐忑不安，跪下去的时候内
心非常舒坦，什么话都可以讲，他就讲了一段谢谢父母的话，讲完
之后，所有的邻居眼睛都瞪得很大，诸位同修，这个孩子在弘扬正
法，他做出来示现给人家看。所以真正当你去立身行道，去孝顺父
母，去恭敬父母，你的内心不知道有多么的自在与清净。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海口跟深圳，这一年多来，我回家两次。
上一次回家，我就觉得人家孩子都做到了，末学都做不到，很惭愧
，所以我一回去，我父母来机场接我，我一走出去，心脏开始跳得
很快，还拿了一个大行李，趴下去也是很难看，拉了很重、很大的
行李。结果我父母看到我，「走走走」，我父亲要迈开的时候，我
的心情很紧张，现在不拜更待何时？结果我就把行李放在一边，我
就拉著我父亲的手，我说「爸，等一下，等一下」，我突然就跪下
去了，我也很不好意思。教的学生都拜了，我再不拜，太惭愧。结
果我跪下去，抬起头来，我父亲的眼睛已经湿了。行孝要及时，人
生的痛快就在这里。
　　我在这个课程当中曾经提到，当我姐姐出嫁的那一拜拜下去，
我父亲整个当父亲的一种责任心、一种承担，那种感受完全跑到我
的脑海里面来，我的瞬间，跟我父亲的眼泪是同时出来，我那个瞬
间觉得我跟我父亲是一不是二，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对我自己讲了一
句话，我说今生今世绝对不讲一句忤逆自己父母的话。好，这一节
课先到这边，阿弥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