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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仁 

經文 

◎同是人，類不齊 1，流俗眾，仁者希 2 

淺註 

1.同是人，類不齊：雖然都是人，但命運順逆與受用多寡之差異甚大。 
【按】： 
(1)生命結束後，投生之處主要受引業所影響，人道最重要的引業是五戒。 
(2)決定這一生受用之關鍵主要為滿業，亦即福報。 
(3)總結來說，這一生的際遇主要是過去的業力與習氣，再加上今生所作所

為所導致。 
 
2.流俗眾，仁者希：隨著潮流走的人多，仁慈博愛的人少。 
【按】： 
(1)為何「流俗眾，仁者希」？倫理道德教育斷層之故。 
(2)潮流：沉迷於煩惱習氣

貪瞋癡慢疑
、五欲

財色名食睡
六塵

色聲香味觸法
。 

(3)仁者：能伏住煩惱，自性顯露。 
 

經文 

◎果仁者，人多畏，言不諱，色不媚 1 

淺註 

1.果仁者，人多畏，言不諱，色不媚：真正的仁者，人人畏敬；言不諱，色

不媚，因其心中無欲，故其言行則剛，無所畏懼。 
【按】： 

(1)仁者無敵：真正仁者，心中無對立之敵。 
(2)說話公正，不須隱瞞他人，不需向人示好。 
(3)上淨下

空老和尚示現-無求於人，故不攀緣。 
(4)上廣下

欽老和尚示現-心住彌陀，故無所懼。 
(5)認清真相：真正能幫助自己的是自己，故不需要諂媚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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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能親仁 1，無限好，德日進，過日少 

淺註 

1.親仁：親近有仁德的善知識、能啟發仁德的事物。 
【按】：  
(1)道業要成就：好老師

指出明路
、好同參道友

互相扶持
、好環境

遠離染污，成就定力
。 

(2)淨土宗的宗旨：離染污，成就淨。 
(3)極樂世界：純淨無染、唯進無退。 
 
◎不親仁，無限害 1，小人進，百事壞 2 

淺註 

1.不親仁，無限害：不親近善知識，無以了解善惡原則，無以避開惡業。 
 
2.小人進，百事壞：現今社會污染重重，修行難上加難。 
【按】： 
(1)古人云：「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 
(2)處五濁惡世之今人：定力不足，受用、環境污染誘惑遠超古人。 
(3)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不思善，惡即增長。 
 

結語 

1.善知識、真正的仁者何處尋？善知識、仁者的標準：以經典為標準 
2.何謂親仁？跟著仁者的腳步走，學習仁者的行持；時時刻刻提起聖賢教

誨，依教奉行。 
3.親仁的最終目標：恢復本來智慧。 
4.真正善知識在內心，佛法是內典、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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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力學文 

經文 

◎不力行 1，但學文 2，長浮華，成何人 3 

◎但力行，不學文，任己見，昧理真 4 
 

淺註 

1.力行：力行內容為入則孝至親仁，種種德行。 
2.學文：目的為提升精神生活，世俗為學才藝、文學；佛門：學法門、講經。 
3.長浮華，成何人：此即如無根之花，雖美但轉瞬即逝。 
【按】： 
(1)文與行之關係，如《論語》中，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

質彬彬，然後君子。」 
(2)《華嚴經》：「有解無行，增長邪見；有行無解，增長無明。」 
(3)章嘉大師：「聽了做不到，不是真懂。」 
 
3.但力行，不學文，任己見，昧理真：僅以自己認知去解釋與落實聖賢之法，

結果是隨順自己煩惱習氣，盲修瞎鍊，無法見真實義。 
【按】： 
(1)佛門強調要「悟後起修」。 
(2)學文：依照聖賢教誨薰習，認清並修正修行之方向。 
(3)力行：堅定信心，猶如踩油門般，心無旁鶩地驀直去。 
(4)就儒家學問，《弟子規》是根本，屬基本行，四書五經是花果，有基礎

後再講求在實踐中提升自己。 
 

經文 

◎讀書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 1 

◎方讀此，勿慕彼，此未終，彼勿起 2 

◎寬為限，緊用功 3，功夫到，滯塞通 4 

◎心有疑，隨札記，就人問，求確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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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註 

1.讀書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讀書時，心、眼、口三者都具備，再

加上「信心」。 

【按】： 

(1)讀書時心眼口全神貫注，加上知道自己會成功。 

(2)修行、念佛亦是全神貫注，且知道自己會成功。 
 
2.方讀此，勿慕彼，此未終，彼勿起：讀書要吸收完整精華，尚未學習到一

層次
依雪公的標準，能夠複講一次

前，勿慕他書。 
【按】： 
(1)曾國藩：「桌上不可多書，心中不可無書。」 
(2)教之道，貴以專，專方能心定。 
(3)學習、做事、修福與修行的原則均為「一門深入，長時薰修」。 
(4)面對外界的批評與質疑：謙虛接受但不辯駁，驀直去做。 
 
3.寬為限，緊用功：學習或修行所訂定期限要寬，目標達成後，會有正向成

就感，並促進下一階段的提升，反之，若下修目標，則容易有負向挫折感。 
 
4.功夫到，滯塞通：讀書、修行好比「煎藥」，努力程度夠了，自然成就。 
【按】： 
(1)剛開始用大火，接下來用「文火」，越高段的功夫，需時越長。 
(2)「定課」與「散課」訂定之目的與原則。 
(3)功夫成就、智慧通達：自然之事，莫時時掛礙。 
 
5.心有疑，隨札記，就人問，求確義：學習上有疑惑，隨時記錄，向「明師」

提問，斷除疑惑。 
【按】： 
(1)「疑」非懷疑，而是「疑情」，心中存不解之疑情，修行上存疑情，小

疑小悟，大疑大悟。 
(2)讀書、經教遇到瓶頸：拜佛、念佛。 
(3)清淨心與前賢頻率相應，則開啟智慧，靠自己悟出答案才是真正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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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房室清，牆壁淨，几案潔，筆硯正 1 

◎墨磨偏，心不端，字不敬，心先病 2 
 

淺註 

1.房室清，牆壁淨，几案潔，筆硯正：置身於清淨的讀書場所，所謂「境智

相應」，清淨心生智慧。 
【按】： 
(1)現在強調環保，大眾亦意識到：「人命無常，國土危脆。」 
(2)心淨則土淨，災害起因：貪心→水災，瞋恚→火災，愚癡→風災，傲慢

→地震，懷疑→大地鬆軟。 
(3)息滅災難的方法：「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 
 
2.墨磨偏，心不端，字不敬，心先病：磨墨為古人寫字前，靜心的準備功夫。 
【按】： 
(1)柳公權的筆諫唐憲宗-心正筆正。 
(2)何以能測字？字如其人，字會反應內心。 
(3)字不端正，心不清淨。  
 
◎列典籍，有定處，讀看畢，還原處 1 

◎雖有急，卷束齊，有缺壞，就補之 2 

 

淺註 

1.列典籍，有定處，讀看畢，還原處：所用典籍要分類，放在固定的地方，

使用完歸位。 
【按】：電腦檔案或文件資料亦需分類，並置有定位，有條不紊，處理事

情效率才高。 
 
2.雖有急，卷束齊，有缺壞，就補之：有急事要離開，書未讀畢，需以書籤

夾好，並將桌面書籍收好；書籍有損壞需黏貼修補，不堪修補之書再以恭

敬的方法處理。 
【按】：對法寶誠敬，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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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聖書，屏勿視，蔽聰明，壞心志 1 

◎勿自暴，勿自棄，聖與賢，可馴致 2 
 

淺註 

1.非聖書，屏勿視，蔽聰明，壞心志：聖書，傳述聖賢道德內容的所有媒體
書、文章、電視、DVD，以符合「自性」為原則。蔽，遮蓋。 

【按】： 
(1)錯誤的思想將成為污染、煩惱，掩蓋智慧、敗壞心志，並破壞定力。 
(2)因戒生定，因定開慧，修行是從清淨心生智慧。 
 
2.勿自暴，勿自棄，聖與賢，可馴致：  
【按】： 
(1)《孟子⋅離婁》：「自暴

自己殘害自己
者，不可與有言

言仁義
也；自棄者，不可

與有為
行仁義

也。言非
講話毀謗

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

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

不由，哀哉！」 
(2)可馴致，漸漸可達成，隱指要有耐心之意。 
(3)深信自己會成就，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 
(4)《華嚴經》：「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 
(5)有耐心、走對路，必定成聖賢，當如佛經之末所云：「歡喜信受，作禮

而去。」 
 

結語 

餘力學文為德行之圓滿，猶如佛門之佛道無上誓願成，但需以前面孝

弟、謹、信、汎愛眾與親仁為基礎，且堅持不懈怠方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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