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六八 在社會做事須守信，不可貪，盡心盡力，要忠心，替人做事能盡
忠，則老闆會重用你。學佛也是如此，對佛有虔誠信仰則佛會護
佑我們。做大生意、能和外國做大生意，這也須有好信用，能為
老闆所重用，老闆會提拔你、栽培你，則你的事業可慢慢擴大，
甚至與外國人做生意，前途不可限量。讀博士不可只顧你一身，
須 吃 苦 才 能 有 成 就 ， 有 苦 ， 別 人 才 會 信 任 你 ， 如 此 則 能 出 人 頭
地 ， 前 途 不 可 限 量 。 所 以 凡 是 能 苦 行 苦 修 的 ， 前 途 一 定 不 可 限
量。反過來看我們出家人也是如此，佛菩薩都是用苦行，不是選
什麼人才，不一定要讀佛學院才能成就。佛菩薩都是從苦行中，
體會、磨鍊、苦修出來的。

五六九 《心經》包含的內容很大，要自己去體會，自己去「行」， 到了
自然明白。

五七○ 許多居士讀大學，很深信佛法，會講會寫。而我們出家人須修苦
行、戒定慧，以無形的方式來感化人，使得大學生對佛教有個衷心
信仰。若不苦修苦行，則那些大學生能講能寫，比你強，怎會敬重
你？出家的目的是為了了生死。了生死就得修行，修行就要能吃
苦。不能吃苦、不知修行，生死不了，來生又在六道輪迴中。

五七一 修苦行，修苦行就要有信、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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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二 要苦行才能得到智慧、佛報、福報。佛報─人家看到我們會生
歡喜心、恭敬心。 福報─人間供養，但要惜福，不能太奢侈。
雖然有福報，但要有度量，好的給別人，不可執著。

五七三 談到修行，不管古今，都要吃苦，並且經過若干劫。如釋迦牟尼
佛 ， 人 家 要 求 布 施 眼 睛 即 給 眼 睛 、 人 要 鼻 子 即 給 鼻 子 ， 如 此 犧
牲，若干劫才成佛。

五七四 修行談何容易！要想當一個修行人，不是那麼簡單。現在我們只
能說做苦工苦修而已，我們貪瞋癡慢疑未斷，現在只是藉職事磨
鍊我們的心志，等斷了這些，那才入道。

五七五 受戒學佛、祖師的行願，又有經書讓我們看，看有沒有一條了生
死的路，世俗的書我們都在未出家前讀過了，修行就是不要再生
娑婆世界，再受輪迴之苦。我們知道是父母生了我們，但父母未
生我們之前，我們在哪裡？現在了不了解死要到哪裡去？現在來
出家，就是要找一條 出生死的路，不要再來輪迴。要了生死，
就要淡泊各種慾望，學戒才不會亂做，才有規矩，認真做，不放
逸。我們談苦行，苦行是我們的祖師普賢、觀音、文殊、地藏 這
些大菩薩的行願，今天就照這些大菩薩的行願來修行。

五七六 出家要有願力─願成佛度眾生。依這個願力去行才能成就，否則
出家沒有願力，不會有什麼結果。念阿彌陀佛，也要有成佛度眾生
的願力。

五七七 學佛要具足信、願、行，僅有信還不夠，還須要有成佛度眾生的
願力。這樣遇到業障逆境時，才有辦法以這個願力來堅定自己，
不致退道心。只有信念而無願力的人，遇到逆境很容易就退失道
心。遇到逆境時，要以念佛來克服它。

五七八 虛雲老和尚朝山時，赤腳、一張椅子、揹著包袱，忍飢過日，朝
到 哪 裡 算 哪 裡 ， 明 天 的 明 天 再 說 ， 心 中 無 所 住 ， 都 有 龍 天 在 護
持。我們就是沒有願，有願則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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