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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人

观相不如观气，气清而厚者为上，清主贵，厚主寿。观气

何如观心，心浑厚者虽愚必有后福，心伶俐者虽慧未必有寿。

然有愚而诈，外薄而心地厚者，当察其行。

平时观其所好，贪虚荣者必是贱相，以贵者不必求贵，惟

其贱是以求贵。贪富财者必是贫相，义亦如是。如功利者必喜

侵轧而忌才，贪者必量小，量小者必福薄。凡自奉厚者必薄待

于人，不足交也。豪富之家，且先观其穷苦戚族，能厚相结

者，其家必昌，交友其次之。中产之家，且先观其子弟有礼貌

能读书者，其家必昌。贫苦之家，且先察其勤惰，能勤者其家

必昌。

富贵之家人无骄气，中等之家人无暮气，贫寒之家人无陋

气，不得分贫富，皆是昌大之象，为国家之宝。

入其室，先看其地下，往往打扫不净者，其人必懒，不久

即堕落矣。

贫寒之家，其子女衣服破旧无碍，若不洁净者，其家必

懒。



3 / 29

家庭不论贫富，最忌者有七事：一不早起，二无礼貌，三

眠食无定时，四蓄赌具，五闲，六收支无预算，七借债而不

还。但诸病皆从闲字起。

一、不早起者，一切奸恶隐蔽等事自然而发生。

二、无礼貌者，永不得向上与有道人相交接，自然堕落。

三、眠食无定时者，有无形浪费，抑且多病。

四、蓄赌具者，必招恶友，且伤感情，男女混杂，伤财、

伤德、伤时、伤精神，为无形之盗贼。

五、闲则精神颓惰，养成懒习性，做无聊事，是最丧志

者。

六、收支无预算，则于收入每存希望心，于支出漫无限

止，自然贫苦，而前恶皆从贫而丧志起。

七、借钱并非坏事，人有通财之义，本无所谓，惟不还成

习是最危险，顶好不借，借则必时时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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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喻

卧病

古者入道，每由譬喻而得解，然无一事无一处不可悟道。

余行年六十有八，不独心习未除，身习又复缠绵。余自十七八

岁起即患脱肛，每次必下堕，至今五十年，以年月日计之，当

在一万八千次以上，其累可知。今年癸巳初六日辰，忽又大

发，肛门痔肿如梨，经中医痔科专家潘淘非君医治，不用刀

割，用药逐渐拔根，仅三七日完全治愈。闻诸割治者每因不净

而重发，此则无后忧矣。因知积习非痛下决心不得除，而得医

又在时节因缘也。卧病一月，起无病容，以心中常作乐观，不

以为病也。夙业中或应得牢狱灾，则此病可喻如一月有期徒

刑，为期至短，了脱许多债，宁非快事。又床席间种种秽臭，

以及酸痛失眠不得自由等等，概要不去理它，并不望其速愈。

盖一生难得的是闲字，今在病中、少却多少人事往还，与免去

说法造口业，此又一快事也。愿普世间一切病人，以此法克服

一切病苦，莫辜负了此一病，因此悟道，所谓转烦恼为菩提

者，即此意耳。



5 / 29

牛皮胶

硬牛皮胶，以水化之，浸一日夜，不见软化，不免躁急，

甚至以为不灵，不知时节因缘，到时自化。只要不断水。我人

悟道，亦犹是也。牛皮胶，乃我之习气，使终日在风干处，日

增其坚，虽亿万年不动也。水者，见性也，见性后，习气始有

化除之望。但不可旦夕见功也，更不可以一时未见功而疑及根

本。见异思迁，别谋道路也。故平时切不可斤斤于习气上自生

疑怖，我只釜底抽薪，先从心地法门下手，见性后，时时照顾

到本来，不可松动，不可性急，自有融化之日。牛皮胶者，无

情物也，此无情说法也，其谁闻乎？

理发员朱某

余十数岁时，家乡有老理发员朱某，为我家理发，历至四

代，其人无老态，久而不变，以荣辱得失不系于怀。我见之，

经三十余年，几如一日也。因思人世升沉，原无定义，心愈

高，贪愈炽，名愈重，苦愈深。若居于高处，倾跌必重。彼终

岁在下，心不贪炽，从不虞有倾跌，即有，亦不过由地毯上跌

至地板上耳，无伤也。我当学其恬退，然渠日日工作不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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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明日二月二，为百花生日，万紫千红，各有其性，而人好

之者，亦可见其性也。雅俗各有不同，好芝兰者必不喜茉莉玫

瑰，以薰莸之各异也。曲高者，和自寡耳。我人学佛，亦必从

高处著眼，先入为主，取法乎上，方不易受惑。

横出三界

修净土者，有横出直出之喻，如虫在竹竿内求出。出者，

透彻以见性也。横出有直了之意，只此一关，穿透即是，故与

禅宗同，以皆从八识修也，直证大圆镜智。大圆镜中，有何物

乎，上上智，便可顿超直入，不历阶段，亦无渐次，故以为

喻。净土一心念佛，佛者，大圆镜也，暂假有形，归入无相，

以一句弥陀，扫净万念，何等简捷精当，岂但横出，并无有

关，亦无出入，心不在内在外，亦不在中间，即此便是，所谓

圆妙明心，本来如是，亦不立圆妙之量，不出自出矣。故念佛

最后一句，便是念佛是谁，但不经数十年之昏天黑地念佛过

来，却不易得一旦开朗之喜。纵此生不得一点开朗，然而善根

种矣，善缘结矣，入于品位中矣。惟习气未动，往生者，尚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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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彼再修，再见性，再除习气，此所谓带业往生者也。故彼之

所谓横出者，亦仅到西方缘熟，可以往生之时，与禅宗顿超见

性，果地不同，而下手处禅宗全仗自力，比较困难，净土仗有

佛力，比较有方法为易。至于直出云者，层层有节，处处有

关，是取以喻教下者，是言名相之学，究之无穷，理胜于事，

遂遥遥无期云尔。年老人终不宜劝其入于名相也、非法有高下

也，盖一切法，皆不可得，皆是空相，故曰是法平等，无有高

下，又何争乎？

住

石住碍路，水住成腐，气住则滞，血住为毒，心有所住而

成见，见住而为执，此立我之根，遂成百病，一切业，由此丛

生。彼此相因，而人事颠倒无穷矣。故以无住为贵，天下无过

不去之事，所过不去者，皆各住所住而不通耳。

逝

孔子观水而叹，曰：逝者如斯夫！刹那间，皆去而不复返

也。古人惜寸阴，惜其逝也。我人试观时计，刹那不停留，去

而不返，即我之寿命，时刻见短促而不觉也。病中读《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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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秋月春风等闲度，掩卷叹息，念我一逝六十八年矣。

嗟乎，逝者如斯夫。

发白非性白

西天第三祖商那和尊者，问其侍者优波毬多曰：汝年几

耶？答曰：十七。尊者曰：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答曰：师

发已白，为发白耶，为心白耶？尊者曰：我但发白，非心白

耳。毬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尊者知是法器。后三

载，乃授法为第四祖。

烦恼是宝

人无烦恼，即不自知其为烦恼而求其脱离也，遂永处沉

沦，不知所拔。如人因在地上跌倒，还因地而爬起，离了地而

求起，终无办法，解铃还是系铃人，烦恼实是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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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苦恼

苦恼二字当有别解，言苦从恼生，无恼即无苦，而恼自有

心起，以未明心本来空，故认一切为实，有此即妄也，惑也，

业苦随之矣。

修道人最忌有争，争名争利，生死之最坚固者也。高于我

者，莫与争名；下于我者，莫与争利，等于我者，莫与争能。

争则意气生，是非起，世法尚不许，况出世法乎？

参须实参，悟须真悟，不可徒托空言，以敌不得生死。故

所言实者须亲见实相，真者须到真实不虚地。且事到其间自有

个真实考验处，否则成为未得，谓得之大妄，自欺之愚，亦已

甚矣。

名心未死，莫为人师，如星火未熄，随时可燃也。然而除

法见为最难，维摩经法供养品有句云：不复起见是为最上法之

供养。此世尊四十九年说无量法之总持也。

学到老

世界之大，宇宙之广，我所见闻者，尚不及恒沙一粒，岂

可自大？越老越感觉学问之不够，力量之不足。今行年垂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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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虽有利众之心愿，苦无济世之善法。年老精力就衰，不能

起而行者，或可坐言笔录，事不论巨细，苟有所得，即愿公诸

同好。兹将老来见闻，逐段记录，亦不敢善小勿为之意也。

插瓶花一事可为细矣，但不久即谢。闻诸花匠云：花瓶内

水只可寸许，切勿多放，花上勿著水、亦不可靠著他物，以免

吸收水分，每两日换一水。我试之极妙，经多日不萎。牡丹芍

药插瓶前持剪处于火上烧焦再入水则易开发。有云水中放炭一

块尤妙。

院内四周墙角，欲其经久不倒，须每年墙脚草清除一次，

以除根为妙。植树离墙宜远宜深。

手足或被水火烫伤，急用碱水化敷之，水不可太多，立可

止痛。

人身百病，内喘外癣为最难治。喘病尤苦，近得一方，用

北瓜六斤去子，饴糖四斤，老姜半斤取汁，三药同煮成膏，于

立冬日起，每日服一汤匙，开水冲服，轻者一冬便愈，重者三

冬见效。

黑木耳功力较白木耳数倍，凡病后每日食二钱，要炖烂，

服一斤得奇效。有郑老居士服十多年，今八十六矣仍健在。但

青年有滑精病者不可多吃。

凡恼怒不可制止时，急想自己脚心下，使火下降，即无中

风之虞，以血不冲入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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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性法

看一切物，是用眼，但何以眼不见眼。要见自己的眼，只

有闭目沉思。而这个见是什么？假名为想为思，此即是心。

但何以有心，心如影像。但又何以能鉴照呢？这影像是所

照得的果，因在何处呢？这能照的因，又是什么呢？

能力是两事，能是本能的体，力是所发的用，那影像是心

力，那本能又是什么呢？

外相固然可见，那心中的影像内相亦可以意见，独有无影

像的本能实相，不可以眼见，不可以耳闻。以心见亦且不似，

但离了心又不得见，又要离了见，见才可以见，这是灵妙的

见，然又本来如是，并不希奇。

老年人的卫生法

卫生和卫身，实是两件事，可以对照比量，有天渊之别。

卫身是讲起居上的安适，卫生则是精神上的安慰。卫身的果是

健康，但敌不住刺激而易致病；卫生的果是心安，能克制一切

的环境而能自在。卫身是靠外缘的保卫力，保卫有时而穷；卫

生是靠自己的抵抗力，抵抗应付无尽。卫身是依靠金钱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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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卫生是专靠自心的内养。求长寿者，单卫身而不卫生，终

属无用。若能卫生而加卫身，更多保障。凡人应付病魔，必得

有双副本钱，一是金钱，一是精力。卫身必具双副本钱，卫生

只具一副已足。卫身的人，常常恐怖病魔，卫生的人，每不知

道病魔。青年人宜偏重卫身，中年人宜注意卫生，老年人宜二

者并重。卫身只对自己，卫生不单是自己，兼以利及一切有生

之类，能卫身者未必真卫生，能卫生者都是真卫身。卫身是利

于一时，卫生是保于永久。

卫生的方法，少年人宜多劳动，勤而勿懒，戒绝恶友及淫

书小说。中年人宜制止贪欲虚荣及饮酒，每日要有条理的工作

及短时的休养。老年人宜淡于名利得失，要有定时的习定和五

里路的步行。

一、少食。忌大腥油腻与生冷硬三物。食不宜急，食后自

用双手磨擦两肋及腹之两旁，即肝胃二部，每次三百擦，由五

十擦递加至三百。再以双拳用手背擦双腰眼二百下，每日三

次。此可以强筋骨，助消化，去肝火，清肠胃，固腰肾，通肺

气。此时专一于摩擦，心无二用，自然心归本位，引火归元，

一小时即可强心脏。

二、多走。缓步一刻钟，加至半小时。风雨时，在室内步

行或习太极拳以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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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睡。凡老年人睡时不长，切勿转侧思虑，以劳其

神。不能寐，即坐起看书写字，待天明或午后再睡一时。而睡

时男右侧著席，左在上；女左侧著席，右在上，庶不压住心

脏。

四、少虑。得失心淡，自然心血不耗。

五、多乐。随情适性，安命自然乐天。

六、多坐。每日宜静坐一小时，切不可守窍练气，以防气

阻血滞，最好不出声念佛或持咒，使心有所寄，必得其寿。

七、忘老。切不可以老字时时在念。自己还当作中年人。

凡心乱则气弱，心气弱即是衰老之本。

凡能明卫生者，必得长寿。此有五个阶段，第一在胎教，

居母腹时，母体强健，得天独厚，勿受硬伤。生时不经难产，

此是先天根本。第二乳哺时，饮食调匀，少有病苦。第三童年

正发育时不犯手淫，勿交恶友，勿看邪书。营养富足，勤劳勿

懒。第四壮年时，勿酒色、赌博，少贪虚荣，勿与人争意气短

长，常研究哲理，此是后天的培植。至于老年，则可使一生经

验，参考现时环境，自定休养章程，非有定法。兹以鄙人所得

之经验，供诸大众，咸得长寿。而各人地位不同，可以酌取，

不必全与同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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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佛

凡初学佛，如木匠伐木，愈取大材愈好，小一寸，即失数

尺之用，是以取法乎上，先立乎其大者。从教入者，每被无形

封住，日后极难发展。从宗入者，非得明师量材，亦易入歧

途。但料是不会小了，终必成大器。如造屋不论几间，地却先

占十亩，大厦千间，即基于此，不以时间相论也。因缘时节，

自然而致，促成之者，亦在左右，此所谓缘助是也。从此双车

并进，各先著鞭，努力者，后来居上，亦未可知。人生第一福

运在一闲字，非闲，即无分矣。兹当以数语供养于后：

一、先衡自己年龄，享过，吃过，用过，世上一切，亦不

过尔尔。所贵乎此大事者，先淡世缘，非断之也，心勿系也。

此心超然物外，即是佛，于一切处，不离亦不著，人事往还，

一切照旧，又是行所无事，即无心于事也，能如是，斯时时处

处学佛矣。但理知而非证知，到其间，即无把鼻矣。故必赖乎

法，以为缘助。（此段注重在平日用功，尤必活用。）

二、法应一时之机，用过应舍，如病人之于药也，愈即舍

去。但药苦者利于病，此正吃时，勿以年龄衡也。有老于我十

几岁者，亦在吃药，不经一番寒彻骨，不得透鼻香也。而打坐

本意，实在练个毅力耐心，无论何念，或善或恶，觉到便不

理，经千万次，把无住功行，自然练熟，脱卸过来，平日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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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即如是无住，朝于斯，夕于斯，造次颠沛皆如斯，不一曝

十寒，不朝三暮四，决做到心无挂碍，即是究竟涅槃。所以坐

的功行，在平日心地意境上考证。而心地意境，又在平日人事

言行中考证。坐时用功，正为平日，平日用功，正为未来际永

永无休之福。佛称世尊，所尊者何，即能使世人各得自尊其

尊，同为世尊也。今世人反不尊其所尊，独尊于不实的生灭的

无谓的衣食住，终日劳劳，尽此一生。呜呼，今年欢笑复明

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岂不伤哉？白居易作《琵琶行》有感于

衷，此伊之入佛因缘也。

凡事定有因缘

凡事定有因缘，法之盛衰，不在形表，应机应时若或使之

矣。总之世事尽属缘会，以缘会故无常，以无常故幻，以幻故

不必取以为实，佛法又何尝不是幻妄，惟幻尽而真空斯显，若

有未尽，毫厘之间，千山万水，但终是眼下毛头许一切具足可

贵可怪，不可方物，众生昧之，二乘守之，菩萨证之，佛则了

之，了知本来如是也。此事不用功固不见，用功亦不见。未明

前，大皆都求得个有所见的，不知就此立了能见，能所既立，

转辗不见矣。但又非著力不可，更不是守空即是。先打除妄

念，亦不是打除，只是顿息诸缘，直下无住，识得其本来如

是。此本来者，不因妄念多寡，而有所增损变坏，似有关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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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无关碍，既无关碍，则妄念者（即无明）又何莫非真性中之

所显，知而用之，即为妙用，不知而随之，遂为业识茫茫未有

了期。尔等试自问何如？一、还怕无明否？二、还随无明否？

三、无明与真如为一抑为二？四、于一切时，一切处，不因动

静而常见其在左右否？果能如是，大可放下。“不放心”三个字

最误事，对人对己对法对境，全是毛病，以有对也，百病俱起

矣。试于不放心处，将其心其事且任之，看是如何，结果也不

过如此，毕竟求所关碍者，了不可得，如此暑热，至百度以

上，与六十度清凉之境，又有何别，以此度夏，岂不舒适。

学佛要有聪明

学佛要有聪明，始能得巧劲，往往死用功，越用功越远，

倒不如不用功的人忽而得机，见到便见到，且问见到个什么？

在不曾见到以前，往往死要去求他，不知越求越不见。譬如世

上本没有这个人，你却要想像这个人的相貌年岁，如何可得。

此本无面目的面目，要信的过，非有极大智慧，极大魄力，决

不敢承当。诸位打了许多坐，这个没面目的自己，见到没有？

你以为你现今的身体是你的身么？你的思想知识就算是你的心

么？除了这两种，却拿什么来当你自己呢？古人说要见到了这

个真面目，才是你世世生生安身立命之处，否则捕风捉影，总

不能拿风影来当你自己的呀！这个东西，就在你眼前，要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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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却是骑牛觅牛，这个东西，既在眼前，你自己看就是了，

问佛问我，问诸经本文字，和一切理论，究有何用？师兄弟每

次见面集会，切不可空过了，辜负了自己的好光阴。大家且商

量商量看，人家是非长短，莫去管他。譬如高楼上看马路上形

形色色，不是不见不闻，见了也管不来，管了也一无用处，此

心正如此空空地，不是有心，不是无心，正这个时，是什么？

在在处处用心，用这个无心。心是正文，物来随应，事到随

了，刹那归到仁者自己的本位，你们即今在归仁里楼上，且道

如何是归仁，又如何是天下归仁？学佛不是前进路，是回头

路，这一点切切要认清。但有智人，连回头尚且嫌费事。他

说：回头已远了，本来就在眼前，不是来回可寻的事。

以上诸条，诸仁且自己各个一参，看到几层，功夫已进到

几成，不必客气。锺鼎居士先逐条对大众一讲，互相讨论，莫

分高下，反增情见，这是斩不断的葛藤，脱不开的生死。

法语

无端一念，妄立幻躯。

此一往来，宁非多事。

世缘既尽，有何是恋。

仗般若火，还入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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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息灭，惟大愿王，

自在十方，动而不动。

正是：

花开花落春常在，

云去云来目自明。

学佛人的思想

学佛人称为佛子，有两种工作，一是关门自修，一是开门

应世。自修是内证，开门是外练，统名之修。佛法是要起大用

的，不许关门自了。凡自了汉，必是焦芽败种，没出息的人，

必不能大悲利众，佛所不许。所以学佛人起码条件，是要慈

悲，必须发大悲心，方有成就。心大了，事业也就广大了。譬

如器，器大了，承受的东西也多了。用一杯去盛海水，成就也

可想而知的了。

离了世上一切人事法门，就没有佛法了。佛法是在人事上

作用。能尽人道，才是佛法，人的思想，威力无上，可以成佛

成圣，或善或恶，天堂地狱，唯物唯心，创造破坏，和平斗

争，种种作为，全由心造。学佛是学成个大觉心，与佛不二，

不是身体变化为佛，是心量意境同佛，以此心卑鄙残酷，即同

鬼畜，光明自在，即是人天，完全自由自力，不假外力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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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做了个人，要尽人道。人学了佛，要成佛道，处处要改

造思想，去旧更新，即是对内的根本的自性革命。这个革命工

作，到成佛为止，在自己未成大觉，能普利群众以前，不得名

为革命终了。所以发愿要大，志趣要高，因地要正，信心要

坚，行持要恒，见地要圆，意境要空。因此，学佛人的思想，

难与一般人同调，不打破世俗卑鄙的见解，不具大无畏的正义

精神的，不称佛子。

佛子的事业在自他普利，无人我，无国界，无族类，无教

别，一体平等，所以他的思想也如是广大平等。但做法是由近

而远，由小而大，由生而熟，由不究竟到究竟，由根本做起，

非有定法而宗，皆总不离大悲心。至于佛子思想的如何考证，

还从人事上看。兹先述之。

佛经上有两句云“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因为世间一

切形形色色，各有各的天然法位，是常住不动的，此即是常住

的世间相法。如是，我不必为彼所转而动摇，譬如沉香檀木，

天然是香的，这是他的法位；腥秽天然是臭的，这是他的法

位，而我欲其香者转臭，臭者变香，便是我的思想不通，自生

烦恼颠倒。又如偷盗是贼，他有他的法位，否则不名为贼。政

府法办或予改造是政府的法位，敌人来侵略是敌人的法位，我

以正义来抗拒，甚至用兵杀之，不得慈悲姑息，这是我的法

位，应如何便如何，那思想就正了。倘一定要顺，我欲反其道

而行之，这是思想不通，离去了法位立场。佛法是要世人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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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圆通，先悟本来，再通世法，使社会一体平等相亲相爱，

这是佛法的法位，我人各尽其道，是人天的法位，作恶害众是

魔鬼的法位，痴迷昏愦是畜类的法位。可见善或恶各有各的法

位，我何必强与之逆，横生我见以增烦恼。故对于一切，是是

非非，我不得不知，临事还得照常合理应付，心中了了，意上

空空，知其善，不必惊奇，知其恶，不必嗔恨，如杀盗，只问

合理不合理，情当不情当，而我审断应杀则竟杀，但怜悯之而

不居功，悯是悯其愚，悯其因缘不好，不幸而为盗。杀是我的

法位，我应尽其职，而意中似若无事，这是佛的思想。反之，

我自己如一时糊涂，亦不幸而为盗，落于法网，是我应受者，

或杀或徒刑，我即受之忏悔之，毋庸怨天尤人，明知此即是常

住的法位，又何必恼乱乎？一体平等，这是佛子的思想。

佛子的思想，根本在除自己的贪嗔痴三毒。贪是贪得无

厌，以贪求不得，难如我愿，所以要嗔。嗔是恨心，万恶都由

贪嗔起，作业受报，冤枉受若，这是痴。痴是痴迷，因痴迷而

再起贪嗔，转辗相因，光明的思想被他蒙蔽了，广大的智慧被

他毒害了。所以改造思想，是成佛最重要的工作。至如何彻底

改造法因，在关门自修，且从缓说。

世俗的思想，只是执有而不知缘空，修行人又偏执于空而

厌恶于有，都非中道。佛子的思想，定知一切是幻有，但不废

有。又明知一切是本空，但不偏空，以空有二边都不住是真



21 / 29

空，是大定，那思想是超然物外的，他那意境亦不与人同，往

往世人视为奇怪，不知实是平常，而有不可磨灭的真理在内。

佛子的思想没法表演给人看的，只有在人事上想像而得，

但世人总不免认为奇怪。因为他的思想不同，凡俗有变化不测

之机，有方便随缘之用，有不可磨灭的真理，有或逆或顺的妙

法，可使人谤骂在先，而感悟在后，他是重实践不尚空谈的，

他的意境超人一等，凡不能放弃名利恭敬的，鄙见即不是佛子

的思想，所以他的思想是正的，不是邪的。

最奇者佛子根本不承认思想是实有，只是一时起心的缘

影。以既在人世，要尽世用，不许断灭，不许消极，所以明知

是幻，而要用那个幻成就他那大悲的事业。所以对一切世事，

明知是空而不偏空，只是不执有，执有就立了我见。世事的不

平都由彼此我见的对立，各不肯牺牲，各执己见真理就隐没

了，反使人糊涂误人慧命，而在我又失去了大悲心，不是佛

子。

佛子的思想，说用却重惟物又重惟心，用过了境亡心空，

又无所谓惟物，亦无所谓惟心，是佛子不偏不倚的思想。至于

根本不承认思想为实有，其义至深。以属于内修门，非片言可

以了解，暂不述义。兹举人事若干则，用表佛子的思想，以备

社会群众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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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募捐。在世俗之见必择富有的多捐，无钱的置之勿

理。佛子则不然，必以平等为主因，公益功德，人人有分，不

能因其贫而鄙弃，当同样劝募。如伊不愿即不相强，使伊亦有

做功德之机会。而对于有力的人，亦听其自便，不得以势力强

之，当尊重其自由，以非罚款性质也。其人所有财产不问其取

得者是否正当，乃另一问题，于此事无关，即彼一毛不拔，亦

勿怨恶，这是佛子的思想。又反过来，人来向我劝募者，我如

有钱，则为公益起见，当尽力认捐，但决不于大众中特夸示富

有骄气，使人难堪。若我无力劝助，则亦不以为羞，当场婉辞

之，所谓直道而行，这是佛子的思想。

二、对有权位与富有的人。不随俗趋炎附势，亦勿特意疏

远避嫌，心怀质直，视之极平淡，无一毫嫉忌心。以为富贵是

人生一时的际遇，如遇春风则和暖，遇冰霜则寒冷，各有因

缘，有何足羡。再如粉墨登场，台前装扮或好或丑，及到后

台，还我本来面目。所以对贫苦人决不轻慢，一样尊敬，而自

己地位贫贱，对人亦勿自轻，亦勿疑人轻我。轻慢是世俗劣

见，自尊是自己的自重，心量平等，是佛子的思想。

三、对于名利。世俗以虚名为荣，佛子以名实相符为贵，

不符即是盗，名利又安在？至金钱之利，世俗以得于分外者为

可喜，佛子以为可耻，盖问心不安也。彼视名利二字如衣锦

绣。今遇重大典礼，应受则受之，勿愧亦勿矫情不取，适成其

伪，此佛子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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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得意人。世俗每有两个观点，一是嫉忌，一是谄

慕。佛子反起一种怜悯心，想到伊他日失意时的难过，总希望

他觉悟，勿贪虚荣，这是佛子的大悲思想。

五、对他人子女。佛子的思想以为不能普爱，但当作平等

观，与自己儿女不二。且视老年人可生我者皆我父母，我可生

彼者皆我子儿，余如兄弟姊妹耳。如遇其困难，我可以为力者

无不尽力资助，然亦有分寸，非可滥施也。

近廿年学佛人

近廿年来学佛人与往昔已大不同，咸知有向上事，而真肯

用功的人却亦不少，都想明心地，了生死，求个究竟。也知道

不可全赖求乎佛，全凭乎法，全赖乎师，而想自己谋出路。这

是佛法的大进步，尤其是一班青年，以天赋的热肠和精进的毅

力，想维持佛法，打破世人“佛法迷信”的劣见，更要把真正佛

法用到社会上去，广大发扬。此正是大悲心的显露，实是幸

事。惟法病难除，初苦于下手时自己先无抉择的能力，随因缘

而盲转，自己根器大小，亦无人为之考证。投入何门、即修何

法，以先入为主，往往大料削成小料，此可惜者一；或所投之

门，正合其机，本可一门深入，而因地欠正，或修不得法，以

致坐误，此可惜者二：或有根器极利，所见实有过人处，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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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皆不足满其所望，遂自尊大，得少为足，此可惜者三；

或有所修略得境界，喜而自是，或疑而不敢再进，又无人与之

决疑，更有初入圣境，根不坚固，为之师者，即予认可，无形

自满，令其中止，此可惜者四；或有下手，因地不正，妄冀神

通，入于歧途，此可惜者五，有已初明根本，所修亦无错误，

但以习气未除，转疑及前此功夫之不是，又转入他法，以求捷

径，不知反以自误，此可惜者六。以上种种，虽行人必有的过

程，然不早解决，必至一误再误臻至不可收拾。岂可坐视而不

问证，谨以一知半解，先为说明如次，逮日后行者修有所得，

过于我所知者，请为补充更正，勿分彼此高下可也。

所言法病者，责任先在于师，凡授法人与受法人既未离于

法，即不免于病，双方皆宜十分慎重从事，同须正其因地，以

防后果。诲因地当以授法责任为最重要。因未来际许多慧命全

由此一根所发，一误可以转辗相误，慈悲反为罪恶，至可怖

也。授法人既为人师，即是人天师表，切不可无大悲心，切不

可有名闻心，亦不可有偏执心。倘无大悲心，则门户之分，人

法二见，油然而起矣。倘有名闻心，则嫉忌骄慢贪得嗔恨诸心

亦油然而起矣。倘有偏执心，则学人受累更深。以拘执一法不

知变化，人未必个个是凡夫法执，故当先自警惕，人之患在好

为人师，以责任太重耳。且至于学人当首明因地法行，我人应

先自问今日所修目的在何处，是否求得正果。但欲得正果，先

得正因。而一因一果，又是何物。我往昔转辗轮回，今日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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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又是何物。岂非我妄心作祟，枉受尘劳，生乎死乎？苦

今日仍在生死上转，岂不又向下转去，永无了期乎？我为此

惧，所以今日要修行，图个根本解脱。但今日之因，却是来日

之果。若今日再因地不正，则不如勿修行者。既知病在心上，

则要对病下药，急急要从自己心地法上下手，才是正路。倘求

佛求法于事相上流转，岂非向外驰求，如南辕北辙，又走入外

道乎？故不论钝根利根，法不论为禅、为密、为净、为戒律、

为法相、为止观，无一不当由心地法下手，此最最重要问题。

倘不先自明白，正其因地怖苦发心，则断不肯痛切。若徒喜神

妙法门，高深言论，又引起第二个贪求心，加增生死，岂不误

上加误。故入手当如破竹，歪不得半分一厘，第一斧正则直下

到底不歪斜，此当第一决定者也。必人人可当机，当依人不依

法，随机而施，务使学人走近路，勿自鸣高，使其难接，此亦

大悲心也。

学人自己最忌自己轻贱，先打个没出息的主意，又安能向

上以求彻了。故不可自视为钝根，以为此生不能深造，有负佛

的慈悲期望。但亦不可自视为利根，得一知半解，以为不过如

此，转生骄慢，遂以自误。你看阿难一生多闻，何等聪明伶

俐，到佛涅槃后，尚不得入门，后遇迦叶初祖，始得开悟。故

利钝是人的一时因缘，不从自性根本上解决，虽修至末劫，亦

无所成。须知一切法都是引到一个目的地，要你眼正不走错

路，莫问快慢。倘错了方向，譬如无的放矢，尽是盲走，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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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何用，并且越快越远，倒不如看准路线，虽走得慢，步步

有效也。

法无定法，方便为妙，愚人死执，智者通之。盖法无自

性，因无常而变化，遂无定义。现因缘非一，如人有利钝，时

有久暂，机有早晚，功有浅深，所好有同异，体力有强弱，而

习性有勤惰，故于一切人一切法，当随缘而施，因对方地位而

方便之，斯是大悲作用。

静坐功夫约可分为四种：一为禅家，欲放下身心参究本来

而坐；二为道家，练精气神而坐；三为作课而坐，如净宗念

佛，密宗修法等，四为厌烦习静而坐，统名之曰打坐，目的虽

不同，而求定则一也。其趺坐虽同，而用法又各异也。要皆未

明打坐之义。打者，打去妄念也，坐者，坐见本性也。彼趺坐

者，在座上用此功者也。下座后于四威仪中，乃至穿衣吃饭运

水搬柴时，无时不应参究，此下座用此功者也。但心浮气粗之

人，先应调身制心，取坐相以为缘助，是赖于坐而不专重于坐

也。禅家尤不许贪著静趣执取于法，或恐误以死守定相为可以

增长定力，如智隍之自谓已得正受，庵居长坐积二十年，牛头

融之静坐观心等，皆非正道，故马祖坐图成佛，而南岳磨砖求

镜以讥之，正恐落于此病。故六祖而下，如荷泽大师等皆注重

悟见自性，谨防业识如贼，一失照便扭鼻子使痛，并不重于

坐，而亦不废于坐，因坐亦不过安放其身，坐上仍在参，刻刻

提撕，又恐其座上昏沉，乃时时督察轮流巡香，或使走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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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越迷，不容其起念，走至相当时突然停步，正这个时空寂之

境最易显现，每多随机而发，遂大呼曰：看是什么？可见死坐

功夫，彼所不取也。至于心中心法，属于密部，另有规矩，欲

三密接连加持，故异于其他密乘，坐上不许观光观相，修法期

内手印勿散，持咒勿停，念起勿理，一任其翻腾起落，由忍力

练成毅力，经无量数之勿理，来如风影，去如电火，习成个无

住，逼出那本来空寂之境，为作课而坐，要亦重于作课，非专

为坐也。是以修至千座即不必再坐，在初二三百座内，一任其

昏天暗地，不计成功，不闻境界。下座后，教其用功，移用座

上功夫，施用于平时，念来勿理，影过勿留，所谓处处打坐

也。若肯座下用功者，得力更大，复借教理以引之，禅定法以

证之，直入心地法，打开般若门，不知者名心中心法曰禅密，

实则由密以通禅耳。下座功夫全在人事上磨练，心地上参究：

目的归于大寂灭海。此时仅可说是上路，功夫尚早。正要由此

加功，不必赖于坐矣。余恐世人误解古人不主张打坐，遂废而

勿修，且下座不肯用功，而以得少为足，故目空一切也。故他

法更勿自诩以为通禅，今用宗门语录以参考者，不过借以打磨

我之法见习气耳。非欲争短长于一日，苟名心未死者，尚不敢

许其见性也。慎之慎之，莫负愚公庐山八年苦行与下山廿余年

弘法之慈悲，庶报恩于万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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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佛法门

初步念佛法：图此生自了，但求生于西方以为安，平日企

慕西方极乐，厌恶娑婆，我见坚固未明生死大事者，此念佛者

不重自心，又重对境，结果仅种诸善根而已，此生是否生西未

有把握，此不知极乐在自心，赖西方之乐以为乐，此为持名，

而不是真念佛也。

进一步念佛：先厌娑婆不贪世荣，但求生西，以为归宿，

于一切经意与净土道理全然不知，只知多念佛，意在求佛接

引，深信勿疑，以平日决定心切，临终并无二念，是可往生，

此品位之有高下者也。

佛：

一、念西方有相之佛 种善根 （浅略）

二、念十方佛与西方佛不二之佛 （深进）

三、念我与一切众生与十方佛其性无二 （实相）

四、念性空为佛、念念归空之念佛 （究竟）

最究竟圆满之念佛法：

明佛义：佛本无相无名，乃至无义可说，所言相者、名

者、义者，为未明佛义之人不得已而说名说相，欲其明白此理

归于性空，不被境惑而已。是以念念归空，是真念佛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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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空者，不著有相而亦不废有相，知其性空而亦不著于空，我

人才起一念，不是著有即又偏空，偏空即等于著有，即非佛之

本相，不名念佛。严格而论，心中著一弥陀庄严之相，西方胜

境之相，即反立娑婆秽恶之相，众生颠倒之相，即已离佛十万

八千里矣。

念念归空，即是念念归净。念念是相继不断之意，要净念

相继必如是念。都摄六根者，乃六根互摄之意，合六根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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