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今天承懺老法師的邀約，在這裡跟諸位同學作一次簡單的談

話，看到諸位同學精神飽滿，態度安和，心裡覺得非常愉快。我最近

因為身體關係，遵照醫師的囑咐不能多講話，不能太勞累，本來是不

能來的；但由於懺老法師一再函邀，而且他是律淨兩宗的大師，盛情

難卻，難得有機會親近這種善知識，所以樂意前來。我所講的「修身

齊家大道」因限於時間，只能提出一些端緒，還希望諸位同學都能舉

一反三，作進一步的探討。

 周宣德

略談修身齊家的大道－
新竹市大專女生暑期齋戒學會講辭

轉迷成覺　離苦得樂

諸位同學都是大專院校的

優秀青年，對於世間各種學問

都已有良好的基礎，大部分同

學對於佛法也已有精深的了解

和認識。大家都知道，佛法是

釋迦牟尼佛十二年勤苦修行，

所證悟的宇宙人生至高無上的

真理。他四十九年說法度生，

便是以這種真理教導人類，使

人們轉迷成覺，離苦得樂，精

神到達最高的理想境界。佛陀

所啟示的人生真理、大道，雖

是人人本具，個個不欠毫髮，

但由於無始以來，妄想情慮，

習染深厚，將我們原有的妙明

真性障蔽，不能夠真實受用。

佛法裡頭雖然也談到宇宙哲

學、人生哲學、形而上學和邏

輯、辯證法，乃至於醫藥、天

文……種種學理，但這些學理

只不過是一種方便度生的作

用，用來引導人類，使我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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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自動、自發地走進自覺的大

道。佛法和世間的科學、文學

最大的不同，就是佛法不僅在

使人們了解、認識宇宙人生的

真理，並且是要人躬行實踐於

日常生活中，更不是僅僅把它

當做一種學問、一種知識來研

究而已。

開拓德慧　徹悟真理

佛法對於人生的啟示、教

導很多，小之如身心的健康，大

之如齊家、治國、平天下，乃至

超越世間的道德學問，幾乎沒有

那一方面不曾談到。佛法所涉

及、所接觸的範圍非常的廣大，

但最主要的一點，不論那一派，

都是要人類徹悟人性的本源，

從人性的本源上去開拓自己的智

慧、德性，所以佛陀在《華嚴

經》裡告訴我們：「一切眾生皆

有諸神佛如來智慧德相，但由妄

想執著而不能證得。」

我們要想徹悟人生的真

理，從人性的本源上開拓自己

的智慧、德性，就必須依照佛法

所啟示的實踐、修持法門，腳踏

實地，切切實實的去修持。世尊

說過「機前無教」，佛陀教導人

類的法門，廣到八萬四千，隨著

每一個人的資質、性情、根機和

所處環境、地位的不同，而予以

種種不同的提示、指導和教誨；

在他未明白你的根機以前，他

是不輕易教導的。一切眾生本

來都具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

佛。這種佛性，是「在聖不增，

在凡不減」的。佛陀所發現宇宙

人生的真理，並不是佛陀有意

的安排，所以說：他所說的道，

所說的法，不論諸佛如來出世

不出世，都是「法爾如是」。所

謂「法爾」，用現代的話說，便

是「自然而然，本來這樣」的意

思。既然人人都有佛性，都可以

成佛，為什麼修學佛法的人這

麼多，而真正成佛的卻很少很

少？這就由於人類自無始以來，

障惑過深，習染過重，不是一時

就可以轉過來的，所以必須要

經常切實的修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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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談修身齊家的大道

佛教主張　實踐修持

佛陀教我們實踐、修持的

法門雖然很多，中國大乘、小

乘，和禪、淨、密、律等各宗，

各有其修行的方法，但可以總

括為「頓」、「漸」兩門。性

宗重視「頓悟」法門，以「聞

圓法，起圓信，立圓行，住圓

位，以圓功德，而自莊嚴」，以

圓力用建立眾生，一超直入如

來地，確認「煩惱即菩提，結

業即解脫」、「心淨即土淨」、

「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

花無非般若」，「直下明空，

空到極處」，真性自然顯現，

智慧、德性自然豁然開朗。相

宗注重「漸修」，先破我法，

後明圓實。相宗講三性：依他

起性，即我們常說的「因緣所

生法」；徧計所執性，和一般

人所說的「概念」相當，都是

不實在的；只有圓成實性，才

是真實的。但要證悟圓成實

性，先要破除我執、法執。沒

有我法二執，才能漸漸斷除所

知障而證無上菩提的勝果，

斷除煩惱障而證大涅槃果。

至此，人生本來具有的圓成實

性才能全體顯豁，我們的智

慧、德性，也才能完全開拓、

明朗。相宗的漸修，是要經歷

五十二位、三大阿僧 劫，才

能到達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

而獲得常、樂、我、淨的真實

生命—成佛，安住於真實世

界—常寂光土。

知行並重　解行一致

不論頓悟、漸修，都是要

力行、實踐的。佛法是知行並

重、解行一致的。所謂實踐、

力行，必須身口意三業完全清

淨，完全一致，也就是必須實

踐於日常生活中。我們日常生

活，除了行、住、坐、臥四大威

儀，以及動、靜、語、默以外，

就是對朋友、對家庭、對社會、

對國家、對人類的思想、言論、

意念和行為。佛法對於個人的

思想、意念、言論、行為、動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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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默的修養和軌範，都有很多

的指示、教誨和規定。對於如

何處友、處群、齊家、治國、平

天下，也都有極高明而又切實

可行的辦法。歐陽竟無先生曾

經編了一本「在家必讀內典」，

就是在家學佛的男女信徒人人

必讀的佛經；其中女子必讀的

佛經有七種：一、《佛說鹿母

經》；二、《銀色女經》；三、

《玉耶女經》；四、《佛說長者

法志妻經》；五、《佛說七女

經》；六、《佛說月上女經》；

七、《優婆夷淨行法門經》。希

望諸位同學於課餘時間拿來詳

細讀一讀。

正心誠意　而後身修

日常生活不外對自己的

立身言行，對社會國家人類和

歷史盡到所應盡的義務職責。

諸位都是女同學，都是正在受

高等教育的人。大家都知道

一個人立身處世，最重要的就

是完成自己完美的人格。完美

的人格在儒家叫聖人、賢人，

在佛家來說，就叫佛、菩薩。

從起點上說，都是要先修身，

修身並不是只把這血肉之軀，

束斂得謹慎端莊，像小學生面

對嚴厲的老師的樣子。真正的

修身，是要在心地上做功夫。

《大學》說誠意、正心，而後才

能身修。大專院校的女同學，

將來學成，一方面是社會領

導人物，一方面是家庭主體力

量。中國儒家和佛法同樣的重

視修身；佛法雖說是出世法，

但也和儒家同樣重視齊家、治

國、平天下的事。佛經裡有關

於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話很

多，不過散見於各種經論中，

還沒有把它編輯成專集；像

《大學》、《中庸》從《禮記》

裡取出來，和《論語》、《孟

子》合編成《四書》一樣。

齊家治國　移風易俗

雖然人人對於國

家、社會、世界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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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責任，卻不是人人都有機

會可以發揮抱負，發展才能，去

治國平天下的。

但修身、齊家是人人都能

夠盡的本分，人人都可以盡到

的義務與責任。家是中國社會

的基本組織，齊家的功夫大部

分要靠女人。諸位同學中，有的

學教育，對於兒童心理學、教育

心理學都已有深刻的研究。齊

家的工作，大部分要應用兒童

心理學和教育心理學。齊家一

方面是繼往的，我們要從家庭

方面，發揚東方文化的精神，使

佛法和儒學的真精神、真生命

在家庭裡生根；一方面是開來

的，要對下一代的國民盡責，使

所有兒童、少年和青年，都能得

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培養他們

德業和身心健康的良好基礎。

同時也要以家庭為基礎，為社

會風氣、國民道德樹立良好的

模範。東漢和宋明儒家對於移

風易俗，都曾有卓越的表現；漢

魏南北朝隋唐的佛家，對於家

庭教育也有很多的貢獻。

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

今天社會上為什麼會有

「問題兒童」、「少年犯罪」

的問題產生？推究它的基本原

因，固然是由於宿生的業力，

有些則是受社會風氣、不良的

思想和邪說對心靈的汙染所

致；但大部分還是因家庭教育

的失調。要家庭教育走上正大

而健全的道路，就要本著佛陀

的啟示、教誨，清淨自心，真

修定慧戒律，發揚慈無量、悲

無量的真情純愛，破除我執、

法執，使一家之中真正做到父

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

和睦；進而敦親睦鄰，大家和

樂相處。我深信以諸位同學平

日的學養，只要能遵照佛陀的

教訓，對於這一點定會有重大

的成就。

發心學佛　以戒為師

佛法修持的法門雖廣到

八萬四千，但可約而為戒、

略談修身齊家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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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慧三無漏學。三無漏學又

可約為定慧，定慧又總歸於戒

律，這是大家周知的事。佛陀

在涅槃時，敦囑弟子於佛滅度

要「以戒為師」，又說：「毘

尼住世，即佛法住世」。我們

不學佛法則已，要發心修學佛

法，首先就要嚴淨戒律。在家

五戒，除飲酒是遮戒外，嚴戒

殺、盜、婬、妄是大小乘各種

戒律的根本，也是做一個人必

須具備的基本條件。如果一個

人連這四者都不能嚴守、清

淨，他做人的基本條件就已有

了問題。律宗衰落很久，到弘

一法師才重振起來，我希望大

家都能效法懺雲法師持律的精

神，至少嚴淨五戒。

淨土念佛法門是這個時代

最可靠的修行途徑。永明大師

所謂「萬修萬人去」，只要我

們能夠一心一意地勤謹修

持，我們最後的歸宿—

往生極樂，是可以由自

己來作主的。這一

點，諸位同學經過這

麼多天的講習，應當都已有確

切的認識，無須我來多說。

勤謹修行　弘揚正法

我希望，也相信諸位同

學，現在都已成為佛門的前

驅，在家都是模範的子女，在

校都是模範的學生，參加社團

多作重要的幹部，將來學成到

社會，也都是社會的中堅，能

改善社會風俗習慣。

修學佛法的最終目的就是

成佛。佛就是「覺」—自覺、

覺他、覺行圓滿，如此才能成

佛。諸位同學今後除了平日要

自己勤謹修行以外，還要隨時、

隨地、隨事，弘揚正法，才能

切實做到自覺覺他，毋負佛陀

垂教度生的深恩大德，也才無

負懺雲法師給諸位同學苦心孤

詣，循循善誘的教誨，

和舉辦這一次講習的

德意。

民國六十二年九月，於淨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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