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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講經說法的場所，稱為「道場」，並非必有固定建築。往昔佛在

大樹底下說法，學生圍繞周旁，提出問題請佛解答，這是最殊勝的道

場。後來國王大臣護法，提供園林房舍以遮蔽風雨，可於其中長時講

經，逐漸形成現人觀念中之道場。故知，寺院道場即學校，名詞有異

而實質相同，皆應講經教學，日日不斷。佛法傳入中國，首要工作是

翻譯經典，經典翻譯圓滿後再以詳加說明；譯經、教學皆為道場工作。

學校有老師上課，也有職員辦事。教員弘法，職員護法，弘護一體，

絲毫無別。猶如鐘錶功用為報時。錶面指針標明時間，好比教員，是

為台面工作者。錶內許多精緻齒輪、螺絲，環環相扣，猶如校內職員，

缺一不可。 

故知團體上下，所有人員，雖工作崗位各有不同，然目標一致，

皆為弘護正法，服務大眾而努力。此乃積功累德中第一殊勝偉業。我

等發心於道場為義工，果然深明此義，必當盡心盡力，認真負責，凡

有所為皆使盡善盡美，使大眾進入道場常生歡喜，安心聽課。此乃普

賢十願隨喜功德。正如錶面指針是台上法師，錶內齒輪、螺絲皆是職

員義工護法，隨喜功德與講經者同。真明此理，積功累德，人人可為，

圓融無礙。 

2.於佛所說，如有懷疑，必生妄想執著，不見事實真相。唯有斷

除疑惑，放下妄想執著，事實真相自然了了分明，無有一法不如是。

正如宗門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來全不費工夫。」頭頭是道，左

右逢源。 

3.佛不說自然生，不說因緣生，「非因緣，非自然，法爾如是。」 

4.「教之道，貴以專。」學之道，亦貴以專。一門深入，容易開

悟，以定能啟發智慧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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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經通一切經通，一門通一切門通，此乃理一心不亂境界。事

一心不亂者，雖能通達，尚未圓滿。 

6.問：既然強調一門深入，法師何以廣羅世出世法眾典籍？ 

答：古人處亂世，為傳法後代，房山刻石經，歷千年，集眾多人

力資源而成，工程堪可媲美萬里長城。可見古人重視文化、保存文化

之良苦用心。現代印刷術發達，保存典籍最善之法，莫若大量印刷，

廣為分送收藏。 

例如，多年來，我們曾二次附印大正藏共 800 套，又購得大藏數

十套，2005、2006年各印製千套龍藏，2007 將有 2000 套印製完成。

印贈總數超過 5000 套，分送中國與全球各地學術機構以收藏。希於災

變動亂之世，藏經法寶仍可流傳後代，不致斷滅。此乃效法先哲保存

文化、德澤萬世之苦心。 

7.念念希望正法久住，故廣收典籍以分送全球。然於己修行，必

須掌握「一門深入，長時勳修。」之原則。修行目標，於教必至大開

圓解，於淨必得念佛三昧，方為真實成就。廣學多聞者，於己無實益。 

8.凡執著有「我」，我一定比別人強。我慢之心與生俱來，實乃修

行大礙。儒家亦云「傲不可長」。 

 

淨空法師專集網站(簡)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