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第十集 
 
諸位比丘大德 淨人 
 
大家早安 阿彌陀佛 
 
請看著《五戒相經箋要集註》 
 
第十九頁 十九頁的最後一行 
 
這一段的作文是說  
 
說明朝沙門智旭箋要 
 
智旭就是蕅益大師 
 
我們看十九頁的最後一行 
 
蕅益大師十七歲的時候 
 
因讀蓮池大師之自知錄 
 
在原文裡面 是自知錄序 
  
因讀蓮池大師之自知錄序 
 
我們有沒有 大家都有 
 
蓮池大師功過格自知錄 
 
有沒有 沒有的 一位沒有 
  
你沒有嗎 



 
唯真法師 你來很久怎麼會沒有  
 
蕅益大師的原文是自知錄序 
 
那個序文及竹窗隨筆 
 
我們現在看到了 
 
蓮池大師功過格自知錄序  
 
第三頁 第五行 
 
功過格自知錄序 第三頁 第五行 
 
是故在儒為四端百行 
 
有一張講義 不曉得有沒有帶來 
 
如果沒有就注意聽 有一張講義 
 
你們都沒有帶 這一張講義 
 
我們說到了 第七行   
 
那我們就唸一遍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小註言 
 
仁人皆有不忍 加惡於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  
 
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小註 先聖王 推不忍害人之心  
 
以行不忍傷民之政 以是治天下 
 
易於轉丸於掌上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 
 
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 
 
非惡其聲而然也  
 
小註乍 暫也 孺子未有知之小子 
 
所以言 人皆有是心 
 
凡人暫見小孺子將入井 
 
賢愚皆有驚駭之情 



情發於中 非為人也 
 
非惡有不仁之聲名  故怵惕也 
  
由是觀之 無惻隱之心 非人也 
 
無羞惡之心 非人也 
 
無辭讓之心 非人也 
 
無是非之心 非人也 
 
我們上一次講到這裡 
 
接著小註 言無此四者 
 
當若禽獸 非人心耳 
 
為人則有之矣 
 
凡人但不能演用為行耳 
 
我們說到這個小註 
 
這儒家的經典在我們中華傳統文化 
 
裡面是很重要的 
 
這個繼承古聖先賢的心法 
 
就是儒家的經典 
 
跟我們佛法的心地法門相通 



那我們出家學道就是要廣學多聞 
 
所以我們也引出這個文 
 
也列印出來 但是有很多人 
 
沒有帶 沒有帶就注意聽 
 
言 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 
 
說到沒有惻隱之心 沒有羞惡之心 
 
沒有辭讓之心 沒有明辨是非 
 
好惡之心 當猶若禽獸 
 
不是人的心罷了 跟禽獸沒有兩樣 
 
沒有這四種心 就不是人的心罷了 
 
為人則有之宜 做為一個人 
 
世間的正人君子 就有惻隱之心 
 
也有羞惡之心 也有辭讓之心 
 
也有明辨是非之心 
  
凡人但不能演用為行耳 
  
平凡的人 只是不能在身心演用 
 
不能納受於心 



 
在身表現出來 不能在身心演用 
 
作為奉行的準繩罷了 
 
不能以這四種心 
 
做為我們行為的標準 
  
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 
  
說到了四端 功過格說的呢 
  
在儒為四端百行 
 
這裡正是說到了四端 
 
是故在儒為四端百行 
 
這個四端 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 
  
說到了四端 忽然見到小孺子 
 
忽然見到小孩子  
 
將要跌到井裡去了 
 
他剛好爬到井邊 
 
也不曉得這個井很危險 
 
就要跌下去了 就有惻隱之心 
 



凡是看到的人 不論他什麼樣的人 
  
都有惻隱之心 憐憫傷痛的心 
 
危險啊 你很危險了 
 
這就是厚以待人 仁道之開端也  
 
仁義道德 這個仁道的開端 
 
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 
 
他就有仁慈的心啊 
 
羞惡之心 義之端也  
 
羞恥己惡 對自己做惡感到很羞恥 
 
對於自己做惡 不端正的行為 
 
感到很羞恥 也惡憎他人之惡 
 
見到他人做惡 
 
他做這個事情很殘忍 
 
很沒有道義 見到他人做惡 
 
不忠 不孝 不仁 不義 
 
做傷天害理的事情 
 
也是感到很厭惡 



 
他的心呢 也是感到很厭惡 
 
世間有人嫉惡如仇 嫉妒惡人 
 
好像仇人一樣 憎恨惡人  
 
憎惡壞事好像仇敵一樣 
 
看到惡人作惡多端 
  
看到很壞的事情 好像仇敵一樣 
  
好像跟自己有仇啊 
 
世間有人嫉惡如仇 
  
那我們學習佛法就不是這樣子了 
  
對於這個惡人 只有憐憫之心 
 
知道他做惡 
 
將來感召痛苦的果報 憐憫他 
  
我們學佛之後 
  
就不應該有嫉惡如仇的心 
 
世間人嫉惡如仇  
 
見到惡人做惡事好像仇敵一樣 
 



也惡憎他人之惡 
  
羞惡之心 義之端也 
 
所以世間人見義勇為啊 
 
見到有意義的事情 
 
合情合理的事情 
  
他勇敢地去做 不怕惡勢力  
 
這羞恥己惡 惡憎他惡的心 
  
是內心正義的開端  
 
他有正義感 內心有正義感 
 
明辨是非知道這是惡  
 
不應當的 也知道自己做惡  
 
也不應該 羞恥己惡  
 
惡憎他惡的心 
 
是內心正義的開端 有了正義感  
 
為人處事遵循義理的開始 
 
他做人做事開始遵循義理 
  
不敢胡作非為 義之端也  



 
中華歷史上的忠臣 
  
忠臣有忠肝義膽 
 
多數喜歡讀春秋史 
 
孔子依據魯國的歷史春秋 
 
加以整理修訂而成 叫做春秋史 
  
內容闡發微言大義 
 
說義之大者為國為民 
  
最廣大的義理  
 
合情合理義之大者為國為民  
 
為整個國家 為整個天下的老百姓 
  
為國為民 在佛門中 義之大者 
 
為三寶 為佛教 為眾生 
 
它道理都可以彙通啊 
 
他在俗的時候 可以為國為民 
 
這個當官清廉 為政很勤 
 
愛護老百姓  
 



他出家之後 就能夠普為三寶  
 
為了弘揚三寶 為了佛教的興隆 
 
為了眾生的利益 
 
為三寶 為佛教 為眾生 
 
孔子在春秋闡發說明微言大意  
 
義之大者為國為民 
  
寓有褒善貶惡之意 
 
這個寓言故事的寓 
  
寓有褒善貶惡之意 
  
假借春秋時代 君臣的所作所為 
  
褒獎仁君 這個國王啊 
 
非常有仁義道德 
 
孔子就褒獎他 
  
這是仁君 有仁德的君主 
 
也褒獎忠臣 這個忠臣啊  
 
以天下為公盡忠盡孝 
 
對國君盡忠 對父母盡孝 



  
重義氣等等的善行 
  
貶 貶值的貶 
 
左邊一個貝 貝殼的貝 
 
一個乏 缺乏的乏 
 
這個貶 貶就是批評暴君  
 
批評暴惡的君主 批評亂臣賊子 
 
不忠不孝 不仁不義的過惡 
 
這個是出在儒家十三經的 
 
公羊傳 榖梁傳 左傳 
  
解釋叫做 春秋三傳 忠孝節義  
 
善的 我們可以取法 
 
用在我們修學聖道 效法他  
 
惡的 不善的引以為戒 
 
作為借鏡 不可以跟他一樣啊 
 
我們為人處事不應當這樣 
 
修學聖道不應當如此 
 



借這一面鏡子 
 
照照自己有沒有這種行為 
 
是故 羞惡之心 義之端也 
  
羞己過惡 惡憎他惡 
 
是內心有正義感的開端  
 
我們開始有正義感的開端 
 
羞惡之心 義之端也 
 
有一股正義之氣  
 
猶如三國時代的關雲長 
  
我們一樓 一樓大雄寶殿 
 
面對佛像的左邊關公  
 
關雲長俗稱關公  
 
現在我們的伽藍護法 
 
生長在混亂的時代 
  
生長在三國混亂的時代 
 
當時候天下大亂 
 
關公呢 他喜歡看春秋 



  
所以有忠孝節義的人 
 
他一定不離開聖賢的教育  
 
聖賢的書籍 他喜歡看春秋啊 
 
這個不容易 
 
如果我們不喜歡看書的人 
 
不喜歡讀聖賢書 
  
他做不出這種行為 
  
他做出來的 就是亂七八糟的 
 
不可能有忠孝節義 
  
所以關公 關雲長 他喜歡讀春秋 
 
孔子的春秋 
 
當時候天下大亂群雄稱霸  
 
都想要稱霸為王 
  
不講究忠跟義 不忠不義 
  
而關雲長一生 就是講究忠孝節義  
 
做人很端正 很端莊 
 



所以關公最講義氣的 
 
合情合理的 維護正義的 
 
他都能夠去做 
 
不合乎道義的事呢 他是不做的 
 
他不做不合乎道義的事情 
 
這個我們修學聖道很根本的 
 
很基本的 他講道義有人格 
 
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呢 
  
從苦讀啊 從苦讀孔子 
  
敘述的春秋這一部史書 
 
學習到春秋所講的大義氣節 
 
所以為人忠心耿耿 
 
忠於君王 忠於國家 忠於百姓 
 
都是為了復興漢室大義參天 
 
他的義氣和天地並列 為公忘私 
  
只知道有公 我們為公啊  
 
為大眾為國家 不知道有私 



  
為公忘私 身不二色  
 
就是佛法中說的不邪婬  
 
不邪婬 除了正妻之外 
 
一生不接近第二個女色 
 
這個曹操啊  
 
曹操將劉備的三位  
 
兩位或三位夫人  
 
跟關雲長 就把他們安置在 
 
一個房室上面  
 
共同安置在一個房室裡面 
 
關公他就晚上不睡覺  
 
點燈苦讀春秋 就這樣子  
 
所以讀書很重要 
 
我們學習聖賢的教育 
 
學習佛法的經典很重要  
 
明白道理之後 依法修行 
 



就是很正當的人 端端正正的人 
 
做事情不會隨便 遵循義理  
 
所以大義參天 身不二色 
 
一生不接近第二個女色 
 
都是因為接受孔子 
 
春秋大義的教化  
 
不容易啊 在那個混亂的時代 
 
還能夠喜歡讀書 尤其讀春秋 
 
這個很不容易 
 
我們這個時代也是一樣 
 
我們學習聖道 也喜歡讀經典的 
 
也是不容易 
 
喜歡好好看律藏的 也是不容易  
 
現在很亂了 
 
凡是有所為 皆是義的表現 
 
當時候關公  
 
凡是有所為 都是義的表現 



  
做人的根本原則  
 
不合乎道義之事 不做 
 
有羞惡之心 義之端也 
  
辭讓之心 禮之端也 
 
有辭謝 謙讓 禮讓或者退讓的心 
 
是禮節的開端 禮節的開端 
 
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 
 
有明辨是非好惡的心 
  
我們為人處事  
 
在這個世間 明辨是非好惡  
 
說公理自在人心 公道自在人心啊  
 
我們的心可以評斷誰對 誰錯 
 
什麼人有理 什麼人無理 
 
公道自在人心 
 
要學習聖賢的經典 
 
佛法的教育 有明辨是非 好惡的心 
  



是智識的開端 
  
有智慧 有理智的開端 
 
能夠認識明白是非好惡 
 
能夠瞭別對錯 善知取捨 取善捨惡 
  
好的 我們要取法 
  
不好的 我們要捨去 捨離 
 
取正義 捨邪惡 
 
這個小註 端者 首也 
 
這個端 開端就是起首 首要的首 
  
端者首也 最首先的  
 
最首先的 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 
  
人只要是人 出生為人 
  
只要他接受教育  
 
經過學習古聖先賢 
 
做人處事的道理 
  
都有力行 仁義禮智的起首 
 
他就開始力行仁義禮智啊 



 
開始力行了 開始奉行了 
 
改變自己了 跟以前不一樣了 
 
慢慢在轉變了 可引用之 
 
可以引用惻隱 羞惡 辭讓 是非  
 
四端之心 
 
作為我們學習德行的開端 
 
德行從哪裡來 從這裡來 
 
學習惻隱之心 羞惡之心 
 
辭讓之心 是非之心 
  
出家學道了  
 
受了沙彌戒 比丘戒  
 
學習沙彌 比丘的戒法 
 
威儀軌則 就是學習德行的開端 
 
開始轉變了啊 
 
行為舉止跟世俗人不一樣了 
 
遵循理法 遵循戒律 
 



人之有是四端也 猶其有四體也 
 
是 指示的代名詞等於這 此 
 
人有四 人之有這 人之有此四端也 
  
人之有這四端也 等於這 此的意思 
  
四體就是四肢 
 
我們的雙手跟雙腳四肢 
 
人所必定要有的  
 
就是雙手跟雙腳啊 
 
猶其有四體也 
                                                         
具備有四種 這四種的心情  
 
一個人有此四端 人之有是四端也 
 
一個人有此四端 具備這四種心 
 
有惻隱之心 羞惡之心  
 
辭讓之心 是非之心 
  
具備這四種心情 猶如他有四體 
  
猶如他有手腳四肢一樣 
  
有是四端 而自謂不能者  



 
自賊者也  
 
有是四端 而自謂不能者 
 
自賊 盜賊的賊 
  
這個賊就是傷害啦 傷害  
 
人既然有這四端 
 
而自謂己 自己認為自己不能為善  
 
我認為我不能修善 我不能持戒啊 
 
而自謂己不能為善者 
  
自己認為不能做善持戒的人 
  
是自賊害其善 而不為善也 
 
自己傷害他的善法身而不能修善 
  
這樣子自己傷害自己 
 
我認為我不能修善 我不能持戒啊 
 
就是自己傷害自己的善法身 
  
不能做善 不是他人 
 
自己傷害自己 甘心自暴自棄 
 



不愛惜自己 就是這樣子 
  
自己傷害善法身  
 
自己不做善 甘心自暴自棄  
 
不愛惜自己 就是不孝  
 
也是不忠 不孝父母 
 
父母給我們的身體 父母的遺體  
 
而我們長這麼大了 
 
不好好的修學善業 不孝父母 
  
在佛法中 不好好的依法來修行 
  
不忠於世尊 不忠 
  
對教法不忠 不忠實 
 
小註 自謂不能為善  
 
自賊害其性 使不為善也 
  
謂其君不能者 賊其君者也  
 
這裡註解講得很有意思 很有道理 
 
小註 自謂不能為善 
 
自己認為不能做善 



  
我認為我不能修善 
 
這個戒 我不能持 認為我不能修善 
 
自賊害其性 就是自己傷害本性 
 
傷害我們的本性 
 
沒有人傷害你 自己傷害本性  
 
人之初 性本善 
 
三字經說 人之初 性本善 
 
自謂不能為善  
 
這時候 我們自己認為不能做善 
 
就是自己賊害 自己善良的本性 
 
將我們善良的本性殺害了 
 
很殘忍啊  
 
我們都有善良的本性 把它殺害了 
  
使不為善也 使令自己不做善 
 
叫做自賊者 自賊矣 者也 
 
自我賊害的人 不是別人 自己  
 



自我賊害的人 謂其君不能者 
 
賊其君者也 
 
謂 自己認為 我自己這麼想 
 
自謂 自謂己不能為善 
 
用這樣的心來奉事君主 
 
這講到一個大臣 作為一個大臣 
 
應當忠於國君嘛 但是呢 
 
他自謂自己不能為善 
 
用這樣的心來奉事君主 
 
認為他的國君沒有能力 
 
也不能為善 他自己想的 
 
認為我的國君他沒有能力 
 
他也不能做善 賊其君者也  
 
就是賊害他的國君了 
  
講得很有道理  
  
沒有輔佐君主成為英明的國君  
 
他沒有盡到大臣的本分 



 
讀那麼多書作什麼呢  
 
讀聖賢書讀那麼多了 
 
經過考試錄取了 當官了 
  
沒有盡到本分 
 
沒有輔佐君主成為英明的國君 
 
他讀書 他讀聖賢書 
 
都白讀了啊 沒有用 白讀了  
 
小註 謂君不能為善 
 
而不匡正者 賊其君使陷惡也 
 
這裡說到了 說得這麼詳細 
 
說得很詳細 小註說  
 
謂君不能為善 而不匡正者 
 
這謂自己認為  
 
匡正就是規勸 勸諫改正 
 
若是認為國君不能做善 
 
而不能勸諫改正偏失 
 



他沒有好好的勸諫啊 
 
國君這個時候迷了 這個大臣 
  
臣子不能勸諫 改正這個偏失 
  
是賊其君 使陷惡也 
 
就是賊害他的國君 使令陷於惡君 
 
陷害自己的國君成為惡君 
 
這個暴惡的君主 暴惡的君王 
 
成為昏君 糊塗的君主 
  
陷君於不義  
 
這說到我們為人處事要盡本分 
 
應當盡什麼本分 要好好做啊 
  
不好好做 就是自賊害自己 
 
也賊害他人 這裡講得很明白 
 
賊其君使陷惡也 
  
就是賊害他的國君 使令陷於惡君 
  
昏君 糊塗的君主 
 
陷君於不義 等於自害害他 



 
沒有盡到本分 
 
凡有四端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矣 
 
還凡是具備有這四種端續在我身上 
 
自知我亦有惻隱之心 
 
我也有羞惡之心 也有辭讓之心 
  
也有明辨是非之心  
 
知皆擴而充之矣 
 
知 明白 擴 往外去伸張開展 
  
放大 推廣 充 填滿充實 
 
明白在我身心之中 
 
具有仁義禮智四端 
 
都盡力往外去擴張 
 
推展仁道 羞惡辭讓 明辨是非 
 
在內心盡力去滿仁義禮信 
 
在內心盡力去充滿仁義禮智 
 
就是擴充我們的德行 
 



每天自我反省改進 
 
我們的身口意 合乎仁義禮智 
 
合乎我們戒法的軌範 
 
在內心盡力去充滿 
  
就是往內自我要求 不是向外去追求 
 
往內自我要求 去充滿仁義禮智 
 
去充滿我們的戒行 好好的學戒  
 
持戒 越學越持 就是越微細 
 
在我們的內心充滿戒行 
 
如火之始燃 
 
猶如火 那就好像火開始在燃燒了 
 
這是動力 原動力開始在燃燒了 
 
泉之始達 猶如泉水到達 
 
開始從地下湧出來 
 
我們開始覺悟啊 心開始覺悟了 
 
真的要認真 好好的修行了 
 
從點點滴滴 從小的地方開始 



 
猶如泉水到達 開始從地下湧出來 
 
源源不斷 源源不斷 
  
這個力量很大 每天都是這樣啊 
  
不是今天流了 明天就停了 不是 
 
源源不斷的 這力量非常地大 
  
苟能充之 苟 假若正人君子 
 
能擴充四端 足以保四海 
  
這個四海 古人 我們中華古人 
 
認為中國四周都是海 
  
我們的四周都是海 
 
所以用來指全國四周叫做四海 
 
中國人說四海之內皆兄弟 
 
很有道理 
 
不是我家的兄弟才是兄弟 
 
四海之內皆兄弟 
 
跟我們佛法說的一樣 
 



戒臘高的好像兄長 
 
戒臘低的好像我們的弟妹啊 
 
弟弟呀 四海之內皆兄弟 
 
若君子能擴充四種情緒 
 
推展教育天下的人 
 
都有惻隱之心 羞惡之心 
 
辭讓之心 明辨是非之心 
 
足以保四海 就足夠保有天下 
 
就足夠保全四海 
  
保護全國人民安定 安全 
  
安居樂業 非常的好 
 
就足以保四海了 不用擔憂了 
  
苟不充之 不足以事父母 
 
回歸到原點 苟不充之 
 
如果不能擴充仁義禮智 
 
那古時候的人   
 
他讀聖賢之書 就沒有意義了  



 
讀了不能擴充 
 
不能在內心充滿往外擴充 
 
那讀等於白讀沒有作用啊 
 
我們學佛也是一樣 
 
讀了三藏十二部經典 
 
三藏的聖教 
 
不能內心自我充實 自我修習 
  
往外不能教化眾生 也是白讀了 
 
等於沒有增長智慧 
 
沒有增長福德 
  
茍不充之 不足以事父母 
 
如果不能擴充仁義禮智四種開端 
 
都是屬於自暴自棄 不愛惜自己呀 
 
弟子規說 勿自暴 勿自棄 聖與賢  
 
可馴致 聖人 賢人 
 
我們可以慢慢地達到他們的標準 
 



跟他們一樣啊 我們都有佛性 
 
自己不好好地學 那都是自暴自棄 
  
沒有人害你自己自暴自棄 
 
不愛惜自己如此而已 
 
茍不充之 不足以事父母 自身無德 
  
出家學道了 受了五戒 
  
在家五戒 出家十戒  
 
比丘具足戒 自身無德 
  
世俗人自身沒有仁義禮智 
 
沒有道德 出家人沒有戒行 
  
自身無德 俗人沒有仁義禮智的人 
  
以什麼美德來奉事父母呢 
 
他都沒有仁慈的心  
 
都不講道義了啊 
  
都不奉行禮法了 都沒有智慧了 
  
他拿什麼來奉事父母親呢 
 
用什麼來奉事父母呢 



 
看到父母他就不耐煩了啊 
 
父母有病他怎麼能夠細心照顧 
  
能夠盡到孝子的本分 
  
怎麼來盡分呢 
 
所以他不足以事父母 
  
他出家學道沒有好好的持戒 
  
怎麼報父母恩呢 
 
你沒有福德沒有智慧 
  
怎麼報父母恩呢 
 
你又沒有住在家裡面  
 
離開父母了 
 
自己不好好地修智慧 修福德 
 
拿什麼報答父母的恩德啊 
  
所以往內來說  
 
不足夠用來事奉父母 
  
不足夠 沒有能力啊 
 



此段的宗旨 這段的宗旨 
 
前面最初一句  
 
孟子說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世間的正人君子  
 
只要能推廣 不忍害人的心  
 
惻隱之心 就足夠保有四海 
  
他就能夠保全天下 不怕外敵 
  
不怕外敵 能夠保全天下 
 
保護人民 就足以奉事父母 
 
乃至奉事天下的父母 
 
我們自己的父母安樂 
 
天下的父母也得到安樂 
 
這個心義理非常好 跟佛法相通 
 
不是我的父母好而已 
 
我們希望天下眾生的父母 
 
都過得很安樂 
 
他能夠事奉自己的父母 



 
也能夠事奉天下的父母 
 
只要他外出看到年紀老的 
 
如同自己的父母一樣來事奉他 
 
這樣的心 非常的好 非常的莊嚴 
 
非常的美呀 小註 擴 過也 
  
凡有四端在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大之 
  
若火泉之始為小 
 
廣大之 則無所不至 
 
與一人之四端 能成人充大之 
 
可保安四海之名 
 
從不充大之 內不足以事父母 
 
這是小註 字比較黑的是小註 
 
擴這個擴 擴也 擴張的意思 擴張 
  
凡有四端在於我者 
 
凡是能夠了解到這四端 
 



在我身上的 我本身就具足有啊 
 
就具備有 只是以前迷惑  
 
迷惑不能知道 沒有開展出來而已 
 
沒有把它表現出來而已呀 
 
現在我們慢慢學習 道理明白了 
 
從內心開始明白這個道理 
 
表現在身口做出來 
 
凡是了解有這四端在我身上的 
 
知皆擴而充大矣 
  
明白的人都擴而充之 
 
往內盡力去充滿在心 
 
這個思想要充滿在心中 
 
常常思惟充滿在心 
 
往外盡力去擴大 盡力去推廣 
 
去教化眾生 教育人民 
 
若火泉之始為小 
 
廣大之則無所不至 



  
若 轉接的連接詞 
 
猶如火剛開始起火的時候很微小 
 
如同星星之火一樣啊 
 
星星之火它可以燎原 
 
它可以燒毀整個草原 
 
火剛剛開始的時候很微小 
  
小火漸漸轉變成為大火 
 
也如同泉水最初從地湧出 
 
剛開始的時候也是很微小啊 
 
很少啊 漸漸地成為大泉水 
 
廣大之 則無所不至 
 
火不停的燃燒 
  
火勢廣大以後則無所不至 
 
它成為大火之後 什麼地方不能到呢 
 
大火沒有什麼地方不能到的啊 
 
只要花草樹木 房舍啊 
 



它都能夠把它燒毀無所不至 
 
泉水廣大以後 大水的勢力 
 
也是沒有什麼地方不能到的啊 
 
日本的海嘯 這海嘯啊 
 
水從海裡面湧上來的時候 
 
房屋全部倒 
  
那個力量多大 全部倒 
 
車子都被水沖掉了 
 
房子都倒了 被水沖掉了 
 
力量非常的強大 
 
鐵軌彎彎曲曲的 
 
非常有勢力的啊 
 
泉水廣大以後 大水的勢力 
 
也是沒有什麼地方不能到的 
 
都淹沒了 無所不至 
 
以喻人之四端也 
 
以火泉最初很微小漸漸轉大 



 
用來比喻人的四端 惻隱之心 
 
羞惡之心 辭讓之心 是非之心 
 
能誠人擴大之 誠 真實 
 
做人真實能夠惻隱 不忍害人的心 
 
羞惡慚恥之心 辭謝謙讓之心 
 
明辨是非好惡之心 充滿在心中 
 
向外去推廣擴大 教育天下的人 
 
就是我們佛法中所說的 上求佛道 
 
還要下化眾生 教育天下的人 
 
可保安四海之名 
  
就足夠保護 安定四海之內的人民 
 
誠不擴大之 誠不充大之 
 
做人真實 
 
不能將四端往內心去充滿 
 
往外去擴大 內不足以事父母 
 
從一個人內在的德行來說 
 



不足夠用來奉事父母 
 
你還有耐心還有恭敬心 
 
才能夠做得好啊 
 
沒有耐心 沒有恭敬心 
  
這個很隨便 怎麼來事奉父母呢 
 
所以修心很重要 由心表現在身口 
 
就能夠吃苦耐勞啊 
 
能夠謙下心意去做啊 
 
言無仁義禮智 何以事父母也 
 
說一個人沒有仁義禮智的美德 
 
何以事父母呢 
 
他用什麼來事奉父母親 
 
以上說過四端 這四端說過了 
 
接著功過格 功過格  
 
是故在儒為四端百行 
 
功過格自知錄 第三頁 第五行 
 
是故在儒為四端百行 四端說過了 



 
現在要說百行 說到百行 
 
百 形容眾多 
 
用百字來代表 不是一百 
 
形容很眾多 眾多的德行 
 
這個行 在瑜伽師地論解釋 
 
行 一切行皆是造作相 
 
都是造作的相貌 
 
要身體力行 要去造作的啊 
 
指孔子教人 
 
要好學古聖先賢的智慧德行  
 
有智慧 他就有美好的德行 
 
這個美好的德行從智慧表現出來 
 
所以內在的智慧很重要啊 
 
思惟之後 在我們內心安住  
 
令法入心 
  
然後表現在身口的行為造作 
 



孔子教人 
  
要好學古聖先賢的智慧德行 
 
百種的行為造作 
 
只要是美德 美好的德行 
 
我們都要學習跟他看齊 
 
論語 學而第一 
 
學而篇第一 子曰 弟子入則孝 
 
出則弟 謹而信 汎愛眾而親仁 
 
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 
 
這是說到百行這個行 我們的行為 
 
這個行為以佛法來說 
 
我們出家學道之後就是持戒了 
  
持戒的行為 止惡修善 
  
止持的戒本作持的羯磨 
 
都是屬於行 百行的範圍 
 
我們以引論語這一段來說 
 
論語學而第一 



  
子曰 孔夫子說 弟子入則孝  
 
這孝是第一的行門 
 
我們佛門說到孝道  
 
盡孝道 最基礎的行門 
  
少年子弟 弟子入則孝 
  
少年子弟 在家的居士 
 
少年子弟踏入家門 回到家裡面 
 
則應當要孝順父母 
 
第一 這個孝 百行之首  
 
出則弟 出門在外 
 
則應當恭敬長上 恭敬長輩 
 
恭敬兄長 年紀大於我之兄長 
 
這個尊長你要恭敬 出則弟 
  
謹而信 嚴謹的謹 謹慎的謹 
 
謹 做事要謹慎小心 
 
不可以隨便 不可以隨隨便便 
 



信 人言為信 說話要守信用 
 
做事要謹慎 說話要守信用 
 
這個都是我們的百行啊 
 
我們的善行之一 講話有信用 
 
就是美好的德行啊 守信用 德行 
 
做事謹慎做得好 也是我們的德行 
 
在大寮能夠盡我們的本分 
 
做該做的 把它做好就是謹啊 
 
謹慎也是德行  
 
汎愛眾 三點水一個凡夫的凡 
  
汎愛眾 汎 寬汎 寬汎廣博 
 
寬汎廣博地愛護大眾 
 
我們佛法說要持戒 
 
要愛護一切眾生包括小螞蟻 
 
小蚊子 這個小害蟲 
 
都不可以傷害牠們 
 
愛護大眾 普遍愛護一切眾生 



 
汎愛眾也是美好的德行 
 
持戒美好的德行 汎愛眾 而親仁 
 
而且能夠親近有仁德的人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呀 
 
跟惡人 暴惡的人在一起 
 
不知不覺中 就被他渲染了  
 
染上惡習而不自知 
 
漸漸地看到了就跟他學 
  
自己變壞了也不知道 
 
親近有仁德的人  
 
我們受到他的感化 
 
不知不覺當中 
 
我們的行為跟他一樣 
 
所以要親近有仁德的人 
 
接受他的潛移默化 
 
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 修行的行 
 



行有餘力 以上善好的行為 
 
都能做到了 
  
在家裡能夠孝順父母了 
 
出外能夠恭敬長上了 
 
做事情很謹慎了 說話有信用了 
 
而且廣泛的愛護眾生 
 
以上的德行都能夠做到了 
 
還有多餘的時間 
 
還有多餘的心力 則以學文 
 
就用來學習 
 
詩書易禮樂春秋等六經 這是儒家 
 
以我們佛法來說 就是我們戒律 
 
五夏以前專精戒律 戒本的止持 
 
羯磨的作持 你都能夠運作了 
 
德行根本都可以了 
 
就學習經論了 學習定慧二學了 
 
道理是一樣可以彙通的 



 
儒家就是學六經六藝的文字 
 
我們就是學習 
 
你能夠做了 學習講說 
 
學習律藏廣律的文字 經論的文字 
 
所以世間的聖人講究以德行為本 
 
德行為本 以我們來說 
 
這個該做的沒有做到 
 
戒法所規定的 我們沒有做到 
 
就是沒有德行 
 
戒法規定的我們能夠做 
 
身體力行就是有德行 
 
這個德行就是比丘的根本 在這裡 
 
世間的聖人講究以德行為本 
 
能夠持戒了 能夠做羯磨教法了 
 
誦戒羯磨都沒有問題了 
 
這根本建立了 有美好的德行了 
 



才是做人的根本 
 
才是做一個比丘的根本 
 
道理是一樣的 可以彙通的 
 
文藝看作是次要的 
 
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 
 
這個六經的文字看作次要 
 
根本就是在做 在行 
 
你都看懂了 讀那麼多書了 
 
但是都做不到 都沒有德行 
 
那不是世間聖人所重視的 
 
我們能夠做到之後再講說 
 
講說這個戒法的時候 
 
講說六書的時候 
 
就很能夠融會貫通 
 
知行合一 瞭解了道理 
 
跟所做的合為一致 
 
世間聖人講究以德行為本 



 
佛法中也是 
  
佛陀都是講究要好好的持  
 
重在身體力行 
 
有美好的德行才是做人的根本 
 
文藝看作是次要的 
  
就是所謂的百行 
 
這就是百行 眾多善好的德行 
 
在儒為四端百行 中文大辭典 
 
我們查這個百行 中文大辭典 
 
百行宋史 郭守文傳 宋朝的歷史 
 
有一位郭守文他的傳記 
  
宋史郭守文傳 守文頗知書 
 
每退朝習書百行 這裡說到百行 
 
他不是固定的一百個 
 
他是顯示眾多的意思 
 
每退朝習書百行 練習的習 
 



書寫的書 每退朝習書百行 
 
出言溫雅未嘗忤人 
 
忤逆的忤 未嘗忤人 
  
說守文頗知書 頗 很 相當地 
 
守文很瞭知經書 
  
相當明白儒家經書中所說 
 
做人處事的道理 
 
每退朝習書百行 每 常常往往 
 
往往在退朝之後 這個朝 
 
古代臣子上朝晉見君王 
 
事畢則退朝 事情完了就退朝 
  
郭守文往往在退朝之後 
 
學習四書五經所傳的百種德行 
 
形容做人應有的美德很多 
 
努力在學習 出言溫雅 
 
說出的言語溫和雅正未嘗忤人 
 
不曾經忤逆人 



 
這就說明儒家的百行之一 
 
說儒家的百行 世說新語 
  
賢媛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 奇醜 
  
許因謂曰 婦有四德 卿有幾許 
  
婦曰 新婦所乏唯容爾  
 
然士有百行 這裡說到百行 
 
也是大約指一個名詞而已 
 
說是百行 沒有正確說出來 
 
然士有百行 君有幾許 曰 皆備 
  
婦曰 夫百行以德為首 
 
君好色不好德 何謂皆備 
  
允有慚色 遂相敬重 
 
這兩段文都說到百行  
 
我們認識百行 大約就是指示 
  
很多的德行 很多應當做人 
 
很多做人應當具備的德行 
 



就是百行 世說新語賢媛  
 
賢聖的賢 媛 女字旁這個媛  
 
援助的援 提手旁去掉  
 
左邊是女字旁這個媛 
 
賢媛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  
 
這個婦 已出嫁的女子 兒子的妻 
  
兒子的妻叫做媳婦 簡稱婦 
 
夫妻也稱作夫婦 徐許允的婦 
 
是阮衛尉的女兒 一位官員的女兒 
 
奇醜 奇妙的奇 奇怪的奇 
 
醜陋的醜 
 
奇 特別出人意料的  
 
想像不到的醜 
 
長得很醜 奇醜 許因謂曰 
 
許允這個人 許允因此告訴她說 
 
婦有四德 婦人的婦 婦女的婦 
 
婦有四德 婦人有四種德行 



  
婦德 婦言 婦容 
  
婦人的容貌 婦容 婦功 
  
見禮記昏義 說婦有四德 
 
其中一德叫做婦容 婦人的容貌  
 
婦有四德 卿有幾許  
 
卿 夫對妻的稱呼 
 
夫對妻稱呼叫做卿 卿有幾許 
 
幾許 問德行多少的疑問詞 
 
妳有多少德行 婦有四德 
 
妳有多少德行 
 
問德行多少的問詞 婦有四德 
  
妻 妻子啊 你有多少呢 
 
你長得奇醜啊 你有多少呢 
 
婦曰 許允之妻回答說 
 
新婦所乏唯容爾 
 
說新婦 剛結婚不久的稱呼 
 



新的婦人 剛剛結婚不久的稱呼 
  
新婦所缺乏的 唯獨是婦人的容貌 
 
儀表面貌不美 如此而已啊 
 
然士有百行 這個士大夫的士 
 
大士的士 
 
古代稱呼有學識的人叫做士 
 
然而學習儒家  
 
古聖先賢教育的人 
 
有百樣的德行 有百種的德行啊 
 
君有幾許 君 妻稱夫 
  
妻子稱呼丈夫叫做君 
  
夫君有多少德行呢 曰 皆備 
  
夫君 他的夫君許允回答說 
  
都具備了啊 我都具備了 曰皆備 
 
婦曰 許允之婦回答 
 
夫百行以德為首 
 
夫 文言文中發語之詞 



 
德指為人處世的道理 美好的德行 
 
夫儒家百行是以道德最為首要 
 
注重道德 以道德最為首要 
 
君好色不好德 
 
說夫君你 你愛好美色 
  
不愛好美德 何謂皆備 
 
怎麼說都具備百行呢 允有慚色 
 
許允聽了之後有慚愧的臉色啊 
 
感到很慚愧 內心感覺羞愧 
 
他這個妻子 這有智慧 
 
學了很多很善巧的回答之後 
 
他就感到很慚愧了 
  
遂相敬重 因此互相的愛敬尊重 
 
以上說過百行  
 
這百行指很多美好的德行 
 
沒有特別的數目 
 



是故在儒為四端百行 
  
說過 在釋為六度萬行 
  
這功過格自知錄啊 
 
在釋門當中屬於六度萬行 
 
菩薩所修的 不是二乘人修的 
 
菩薩所修的六度萬行 
 
釋 就是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 
 
六度就是六波羅蜜 
  
大智度論 卷五十三 
 
波羅蜜 秦言度彼岸 
 
六度萬行的度 智度論解釋說 
 
波羅蜜 秦言度彼岸 梵語波羅蜜 
 
姚秦時代的語言 
 
鳩摩羅什大師 翻譯叫做度彼岸  
 
度煩惱生死海 
 
越度煩惱生死海 到達涅槃彼岸 
 
他的行法有六種簡稱六度 



 
布施為 布施 持戒 忍辱 
  
精進 禪定 般若  
 
布施為了度慳貪 
 
布施為度慳貪 持戒為度惡業 
 
第三 忍辱為度瞋恚 
 
第四 精進為度懈怠 
 
第五 禪定為度散亂 
 
第六 智慧為度愚癡 
 
是謂六度萬行 
  
一切的行法從六度開展出來 
 
一切修行方法 名約六度萬行 
 
萬表示很多  
 
也是很多的意思 萬行 
 
功過格自知錄 在釋迦如來教法中 
 
融會貫通是屬於六度萬行 
 
它裡面所講的 
 



跟我們佛法都可以彙會通 
 
從戒律 從孝順父母那邊 
 
恭敬三寶在戒律裡面都有 
 
屬於我們菩薩所修的六度萬行 
 
在道為三千功八百行 
 
在道家來說屬於三千功八百行 
 
這個也是大約的數目 
 
哪三千 哪八百啊 
 
我們也提不出來三千功八百行 
 
大約一個數目 在道家來說 
 
欲成天仙者 想要修成天仙的人 
 
應當建立功行 要行功立德 
 
一直到三千功滿 八百行圓 
  
叫做三千功八百行 
 
要三千功滿 八百行圓 
 
這個我們引一個公案來說 
 
唐朝的呂洞賓是道家八仙之一 



我們都有聽過 
 
呂洞賓道家的八仙之一 
 
年紀已經到了六十四歲 
 
六十四歲了啊 
 
因為浪遊江湖遇到鍾離權 
 
遇到鍾離權這個人 
  
傳授他延命之術 
 
延長生命的法術 傳授他延命之術 
 
以及全部的上真秘訣 
 
道家全部的上真秘訣 
 
其中有一個法術就是點鐵成金 
 
點鐵成金這個鐵呢 
 
他一點變成金子 變成金 
 
鍾離權告呂洞賓 
 
這個法術學會之後 
 
若是見到貧窮困苦的人 
 
以法術點鐵成金就可以幫助他 



他沒有錢 很貧窮 
 
這個鐵拿來一點就變成金子啊 
 
他去換成錢就很幸福了 
 
很富有了 點鐵成金 
 
遇到貧窮的苦人 就可以幫助他了 
 
呂洞賓就問 
 
呂洞賓他就問了說成金之後 
 
它還會不會變成鐵 
  
他變成金以後還會不會變回來 
 
變成鐵呢 會變回鐵嗎 
 
回答說 五百年之後變回來 
 
經過五百年之後 它就變成鐵了 
 
呂洞賓就說 
 
如此 豈非害了五百年以後的人 
 
我這麼做呢 
 
難道不是害了五百年以後的人嗎 
 
他們拿到了金子本來都很富有 



忽然都貧窮了 都變成鐵了 
 
害到五百年以後的人 
 
這樣呢 這樣的法術我不學了 
 
我不學了  
 
善良的心就在此顯露出來 
 
他這種善良的心  
 
在這裡就看出來了 
 
他不忍心害到五百年以後的人 
 
雖然現前可以幫助窮人 
 
但是害到五百年以後的人 
 
他不願意學了 
 
他的老師叫做是鍾離權 就說 
 
說道家修練成仙 
 
必須三千功滿八百行圓 
 
你這一念善心三千功行都圓滿了 
 
就這一念善心而已 
 
三千功行都圓滿了 



它跟我們的佛法的道理講得通 
 
跟儒家的道理也是講得通 
  
在我們的心啊 心這麼善良 
 
想到五百年以後的人 為他們著想 
 
你看這三千功行都圓滿了 
 
見宋時四百五十七 
 
琅琊代醉編 第三十四這公案 
 
見宋朝的歷史 四百五十七 
 
琅琊代醉編 第三十四這公案 
 
所以看出來 
 
在道家的三千功八百行 
 
不是指數目而言 不是指數目而行 
 
要做三百條  
 
要做三千功八百條的行門 
 
不是 不是指數目而行 
  
不可以用數目來計算 
  
著重內在心性的修鍊 



跟佛法可以相通的 
 
重在我們的心 修我們的心 
 
你怎麼思惟 這善心的思惟 
 
都是為了要利益眾生 
 
這個心性的修鍊很重要 
 
著重在內心 心性的修鍊 
 
外在的行持長養德行 
 
修道養德良知顯露了 良心恢復了 
 
人性善良的功能徹底實行 
 
一念善心就圓滿三千功八百行 
 
就是這樣子 不是很困難 
  
就修我們的心 好好的斷惡 
 
好好的持戒 斷惡修善 
 
都是為了利益眾生 
  
這樣的存心跟佛法是很相應的 
  
能夠增長我們的菩提 
  
福德 智慧資糧 



 
今天我們就說到這裡 迴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