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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 国际儒联叶选平会长在广州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儒学普

及工作座谈会”。 会上， 我遇到了德高望重的净空老法师， 又有机会聆听

到老法师的开示， 格外殊胜。 他老人家说： “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提出

要‘弘扬中华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世界’。 从根本看就是‘齐家、 治国、 平天下’。 首要是如何‘齐

家’。 ‘齐家’ 就要有家道、 家风、 家学和家业。 我们只有从自己做起，

努力恢复中华传统文化， 将家的理念重新定义， 用道义重建我们的家园，

让新‘家’ 成为我们一生的依靠和为之奋斗的目标。 以这样的原点扩大

到社会， 乃至于世界， 这样恢复中国‘家’ 的精神和功能， 世界和平才

真正有可能达到。”

趁会议休会期间， 因为戌子年初南方有冰雪之灾， 五月又发生了震

撼世界的汶川大地震,我赶紧向净老请教： “净老， 去年是丁亥年， 今年

是戌子年， 明年是己丑年， 民间传说———“亥子丑” 神仙也发愁,有这个

‘三年大灾’ 的说法吗？” 净老说： “有这个说法。 不过， 这次不是三年

大灾， 三年大灾之后还有三年大灾， 大概是六年大灾。” 我说： “那怎么

得了？！ 现在才过一年半， 六年大灾真难熬啊！” 净老很平静地教导我：

郭齐家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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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平气和， 境随心转。” 他老人家说， 冰雪之灾、 地震之灾这些现象，

即古人所说的“上天垂象”， 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告， 人类应深刻反省。

佛法说‘境随心转’、 ‘一切法从心想生’， 外在的环境、 人事环境、 自

然环境都是随着我们的心念而转。 众生心善， 则境缘无一不善， 日月清

明， 风调雨顺。 若是众生心存不善， 充满自私自利、 贪嗔痴慢， 环境就

会异常变化， 多灾多难。 《楞严经》 上讲得很清楚， 贪心炽盛， 感应水

灾。 嗔恚感应火灾， 火山爆发， 气温上升； 地球发脾气就是火山爆发。

愚痴所感的是风灾。 傲慢所感的是地震； 傲慢是不平， 不平就震动。 贪

嗔痴慢是四种灾难的真因。 所以佛教我们化解灾难， 唯有勤修戒定慧，

息灭贪嗔痴。 这个道理我们从日本江本胜博士水结晶的实验得到证明。

确实是“境随心转”。 人心纯净纯善， 外面灾难自然化解， 真正明白这个

道理， 即是“看破”， 明白事实真相。 下手之处， 还是必须笃行实践， 彻

底放下贪嗔痴慢， 真正断恶修善， 积功累德。

当今世界的人类， 除面临环境污染、 生态失衡、 资源枯竭、 财富浪

费等外部危机外， 还面临着深刻的人性异化、 精神下陷、 意义丧失、 生

命迷茫的内部危机。 科学累积的成果愈多， 人心愈向外贪婪奔驰， 工具

理性和技术统治愈强大压抑， 生命意义及精神自由的空间愈狭小。 人在

现代化的过程中， 优秀文化急剧萎缩。 人在精神麻痹中被“物化”、 “异

化”！

1995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 赵朴初、 叶至善、 冰心、 曹

禺、 启功、 张志公、 夏衍、 陈荒煤、 吴冷西等九位德高望重的全国政协

委员， 他们在016号正式提案《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 里， 以焦

急迫切的文字， 为我们敲响了传统文化正处于存亡绝续关键时刻的警钟：

“我们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 形成一条从未

枯竭、 从未中断的长河。 但时至今日， 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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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险。” “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的这一方面是我们的民族智慧、 民族心灵

的庞大载体， 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也是几千年来维护我民族， 屡

经重大灾难而始终不解体的坚强纽带。 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 任此文化

遗产在下一代消失， 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民族的罪人。”

一个民族的历史和体现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优良传统道德应

视为治国者的教材， 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天下兴亡、 民族存灭！

著名爱国人士闻一多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讲过一段话至今令人深思：

“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在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 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

祸患。 文化之被征服与其他方面征服百千倍上。”

请看美国中央情报局机密手册“对付中国之十条诫令。” （初撰于

1951年， 现已解密） 摘录如下：

尽量用物质来引诱败坏他们青年， 鼓励他们藐视、 鄙视、 进一步公

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 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教条。 替他们制造

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 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 让他们不以肤浅、

虚荣为羞耻。 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的刻苦耐劳的精神。

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 包括电影、 书籍、 电视、 无线电

波， 核心是宗教传播。 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美国的衣、 食、 住、 行、 娱乐

和教育方式， 就是我们成功的一半。

一定要把他们（中国） 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

开来， 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 色情书籍、 音乐、 游戏、 犯罪性

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时常制造一些无风三尺浪的无事之事， 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 这

样就在他们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因子。 特别要在他们少数民族里找好

机会， 分裂他们的地区， 分裂他们的民族， 分裂他们的感情， 在他们之

003



间制造新仇旧恨， 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在任何情行下都要传扬民主， 一有机会， 不管是大是小， 有形无形，

就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 无论在什么场合， 什么情况下， 我们都要不断

地对他们（政府） 要求民主与人权。 只要我们每个人不断说同样的话，

他们的人民一定相信我们说的话是真理， 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 占

住一个地盘就是一个地盘， 一定要不择手段。

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 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 这样我们就有十

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 使他们的货币贬值， 通货膨胀。 只要他们

对物价失去控制， 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

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的优势， 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 只要

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来， 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 不过我

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善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 这样他们（政府） 就显得

疲软， 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更强的动乱。

要利用所有的资源， 甚至举手投足、 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

统价值观， 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 摧毁他们的自尊、

自信的钥匙。 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华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叔子教授指出，

“现在有的大学生、 研究生“精于科学、 荒于人学； 精于电脑， 荒于人

脑； 精于网情， 荒于人情； 精于商品， 荒于人品； 精于权利， 荒于道

力”。 重理工轻人文、 重专业轻基础、 重书本轻实践、 重共性轻个性、 重

功利轻素质。 他认为“重” 是对的， 但“轻” 则是错误的。 譬如2002年4

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两天组织专家、 学者及部分大学生共同探

讨社会对八零后莘莘学子评论： 有青春没热血； 有文凭没文化； 有知识

没智慧； 有道德没修养； 有见闻没思想； 有向往没志向； 有心思没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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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不值得省思？

中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胡孚琛会长于2008年3月28日在全国老子道

学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说：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脉， 在全

球化的浪潮中， 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鲜明的身份标识。 在民族存亡绝续

的关头， 文化存， 则国家存。 中国儒、 道、 释分立而互补的传统文化代

表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近百年来遭到自阉式的破坏。 美国立国甚晚， 无

文化根基， 以球星、 影星和高消费、 卡通片、 科幻片为时尚， 我们也大

力引进文化垃圾， 紧跟美国的后现代时尚文化。 现在更是利用国家电视

台的高端话语权对中华民族的经典、 名著进行炒作， 这样如果掌握不好

反而会干扰学术界的评价机制和运行机制， 干扰中华民族思想创新的秩

序。”

今天， 在铺天盖地的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 的包围下， 我们

已经失去了水的清澈和天的湛蓝， 也没有了如颦似黛的远山和旖旎多情

的湖水， 草木已经失去了传情解意的灵性， 山水也不再有那种饱含诗情

画意的温馨。 这便是过分追求经济发展的急功近利所带来的恶果。 1988

年2月在法国巴黎， 75位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聚会， 瑞典籍阿尔文博士在

总结性发言中说， 如果人类要继续生存下去， 那么就必须回头， 到2500

年前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

儒家文化， 是世界文化大背景下的一种文化资源， 又是集中体现着

中国人生命气质的一种精神文化， 提倡人通过不断地修身养性提高个人

的人格品质， 实现人和人的和谐， 人和自然的和谐， 人的身心的和谐。

在立志有恒、 克己内省、 改过迁善、 身体力行、 潜移默化、 防微杜渐中，

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知识教育与教学的手段。

与西方教育不同， 中国传统教育不是“罪感教育”， 而是“乐感教

育”； 不是消极无为、 逃避现世的， 而是刚健有力、 自强不息的。 不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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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社会和家庭， 而是强调在家庭、 学校及日常生活之中积累道德行为；

是在“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论语·学而》）； 在加强自我修养“极高明而道中庸” 的学习中， 强调人

内心中价值自觉的能力； 不断在学以致用， 知行合一， “盖致知以达其

行， 而力行以精其知， 功深力久， 天理可得而明， 气质可得而化也” 的

教育。 （《南轩文集》 卷十五《送钟尉序》）

明朝袁了凡先生就是在“为仁由己”， “自我修养”， “自省”， “慎

独”， “无以善小而不为， 无以恶小而为之”， 直到“自我完善” ———自

我求取在人伦秩序与宇宙秩序和谐中， 改变了命运， 创造着人生。

袁了凡先生把自己人生的经验教训， 以家训形式撰写了《了凡四训》

教导儿子“务要日日知非， 日日改过； 一日不知非， 即一日安于自是；

一日无过可改， 即一日无步可进； 天下聪明俊秀不少， 所以德不加修，

业不加广者， 只为因循二字， 耽阁一生”。 并指出： “造命者天， 立命者

我； 力行善事， 广积阴德， 何福不可求哉？” 在强调启发心性的自觉道德

功能观的修炼中， 教育儿子如何“做人”。 提出了“做人” 的道理， “做

人” 的要求， “做人” 的方法， 并让他从中得到“做人” 的乐趣， 追求

在儒家文化“天人合一” 中， 得到一种最高的、 理智的幸福。

《了凡四训》 一经问世， 就在学人士子间不胫而走， 成为明清两朝发

奋向上， “修身律己， 安身立命” 之人孜孜以求的贤传力作， 就连睿智、

旷达、 刚毅、 威武的曾文正公都把此书列为子侄必读书。 大浪淘沙， 社

会果然选择《了凡四训》 与《曾国藩家书》， 成为在晚清“一书一训” 双

峰并峙的佳作。

《了凡四训》 是四篇父亲语重心长教诲儿子的家书， 但它以惓惓之忱

而彪炳于世。 现在净空老法师又以慈悲悯世的佛家心怀， 将“了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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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四训” 为大众循循善诱地进行了恬淡自然、 深心绵密的通讲。 给你

清静、 智慧的开示。 教你以“日日是好日， 时时是好时，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的襟怀。 存好心， 行好事， 说好话， 做好人。 于穷困痛苦的

逆境中， 忍颓丧卑贱之念不生； 于富贵顺利的佳境中， 忍骄矜沉迷之念

不生； 于不顺不逆、 万法生灭的常境中， 忍随俗浮沉之念不生。 处逆境

随恶缘， 无嗔恚， 业障尽消； 处顺境随善缘， 无贪痴， 福慧全现。 心净

生慧， 行善生福， 纯净纯善可矣” 的清净心； 以潜气内转、 宁静淡泊、

深沉高远、 洒脱自然的神韵； 以“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 的风仪去开启

智慧人生。

韩愈云： “一时劝人以口， 百世劝人以书。” 《了凡先生家庭四训通

讲》 在当代人欲横流， “天下熙熙， 皆为利去； 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

的时代， 得以出版， 公开发行。 恰如夜路明灯， 可为末法众生“破迷开

悟、 离苦得乐” 之指南。 愿志向宏竣之人牢记， 《了凡四训》 之言：

“人之有志， 如树之有根， 立定此志， 须念念谦虚， 尘尘方便， 自然感动

天地， 而造福由我。” 我命在我不再天！

让我们心平气和地坐下来， 真诚地做古代至圣先贤的小学生， 从

《弟子规》 《了凡四训》 入手， 逐步步入儒释道的殿堂， 去寻找、 去体悟

我们民族文明发展的动力和精神资源， 这是我们今天制度创新和文化重

建的必由之路， 也是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2009年3月28日于珠海

注： 郭齐家，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北师大珠海分校法政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华孔子

学会副会长、 洛阳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院长， 国际儒联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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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启

《了凡四训》 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 我非常喜爱

这本书， 常常读诵， 也讲过不少遍。 往年所讲的跟现在所讲的在境界上

当然有些不同， 但是依旧可以作参考。

当年印光大师极力提倡《了凡四训》 《安士全书》 和《感应篇汇

编》， 而且流通量很大， 我感到非常惊讶。 印祖是佛门大德， 净宗一代祖

师， 为何不流通佛经， 而流通这三部书？ 我认为其中必有大道理。 因为

中国在近一个世纪， 舍弃了中国传统文化， 而佛教也衰微到了极处。 虽

然儒与佛是世间纯正之法， 但是疏忽的时间太久了， 如果再以儒跟佛来

教化众生， 至少要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能收到效果。 因此， 印祖才

采取因果教育， 这真是印祖真实智慧与无尽悲心的表征。

现前世界上， 很多国家社会都动荡不安， 我愈发觉得因果教育之重

要性。 因果教育最好的教材， 无过于《了凡四训》 《安士全书》 和《感

应篇汇编》。 若以因果教育为基础， 无论出家、 在家决定能得殊胜成就，

也因此启发我宣演这三部书。

了凡先生姓袁， 名黄， 字坤仪， 江苏吴江县人， 生于明世宗嘉靖十

四年， 即公元1535年， 距今四百多年。 这本书是了凡先生教导儿子的四

篇家训。 我们从中观察， 改过自新也是相当辛苦的事情， 特别是前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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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很辛苦， 到晚年功夫成熟， 断恶修善也就愈来愈容易了。

印光大师为《了凡四训》 写了一篇序文， 这篇序文非常重要。 序文

开端说： “圣贤之道， 唯诚与明。” “诚” 是真诚， 真诚是一切众生的真

心本性。 “明” 是智慧， 这种智慧也是我们本具， 不是外来的。 一个人

如果能用真心本性处世， 就称为圣人， 在佛法称为佛菩萨。 由此可知，

佛圣与凡夫的差别， 在于用心不同。 佛圣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 我们则

用妄心。 真心善纯！ 《三字经》 云： “人之初， 性本善。” 大乘经讲：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本来是佛， 现在为什么不是佛？ 因为我们现在不

用真心， 用妄心。 妄心就是虚情假意， 妄心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用真心，

这是无量无边的功德、 福德。 世间人求福， 多半不知道福是从真心流露

出来的， 一切灾祸都是妄心变现的。 佛儒教学的目的， 就是教导我们舍

妄心用真心， 这是基本的道理， 印祖一开端就为我们指示出来。

所以， 儒佛的教学都是从“诚敬” 开始， 一分诚敬自然流露一分智

慧， 十分诚敬流露十分智慧，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过去、 现在、 未来，

超越时间、 空间， 这样的智慧德能你就有了。

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华严经》 云： “一切众生皆

有如来智慧德相。” 这种智慧、 德能和相好， 人人本具， 个个不无， 它是

平等的； “但以妄想执著而不能证得”， 这句话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把本

有智慧（本明） 变成了无明、 妄想， 把无量德能变成分别， 无量的相好

变成执著、 烦恼， 这是迷而不觉。 迷而不觉是凡夫， 觉而不迷是佛菩萨，

所以凡圣在一念之间。

可是我们迷得太久， 无量劫来迷失了真心本性， 一直都是用妄心行

事。 妄心， 最基本的就是以为有一个“我”。 《金刚经》 云： “若菩萨有

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即非菩萨。” “有” 就是执著、 分别， 如果我们

还分别有个我， 执著有个我， 就不是菩萨。 祖师大德教我们从“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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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根本就是执著“我”， 把执著“我” 这个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 就

是从根本修。 从根本上修正， 就得要放下自私自利、 名闻利养、 五欲六

尘、 贪瞋痴慢， 菩提道上， 一帆风顺。

从古至今， 修行的人很多， 他们不是不用功， 不是不努力， 他们也

用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 但是一生得不到成就。 原因何在？ “我” 没有

放下， 起心动念自私自利， 所以道业寸步难移。 古往今来， 祖师大德成

就的因素何在？ 无非是放弃自私自利， 起心动念为社会大众着想， 念念

行行帮助一切大众离苦得乐。

现前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一个大动乱的时代， 富贵人家纵有千亿财富，

或贵为总统、 国王， 身心都不安。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很可悲， 但是也很

幸运。 为什么可悲？ 我们不幸生在这个局势动乱的时代， 一生没有安全

没有幸福可言， 这是可悲。 幸运的是生在这个时代， 如果我们能看得破、

放得下， 不随波逐流， 修养道德， 帮助社会， 这是成就自己无边功德的

大好机会。

印祖指示我们从《了凡四训》 做起， 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所以，

我们把这四篇文章当做古文来读， 当做功课来做， 字字句句细心研究、

观察， 怎样落实到自己的生活、 思想、 行为上， 我们就得受用。 从这个

基础做起， 必定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净空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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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勇于改造命运的人

“命中注定”， 大家耳熟能详

但是

真有一个操纵命运的主宰吗

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自己”

人是命运的主人翁

却常为命运所戏弄

愿您

读完此书后

能走出被命所运的阴霾

成为一个

勇于创造命运的人

届时

求富贵得富贵

求升迁得升迁

求健康得健康

求子女得子女

有求必应心想事成

您不是命运的奴隶

而是命运的主人———

真正掌握、 操纵命运的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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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命 之 学



“立命之学”。 立命是说命运决定有， 但是命运是可以改造

的。 什么人主宰命运？ 自己。 自己主宰命运， 自己当然能改造

命运， 这是立命之学的原理。

余童年丧父， 老母命弃举业学医， 谓可以养生， 可以济人，

且习一艺以成名， 尔父夙心也。

“余”， “我” 的意思， 了凡先生自称。 “举业”， 读书求取

功名。 了凡先生童年时， 父亲很早过世， 家境并不富裕， 母亲

劝他不要念书， 希望他能学医， 这样既可以养活自己， 也能救

济一些病苦之人， 而且这也是他父亲的心愿。 人能有技术谋生，

在物质生活上就不会缺乏。 如果医术精湛， 成为一代名医， 也

可以说是大善知识。

古时候念书， 目的是考取功名， 志在为社会大众服务， 这是

好事情。 如果没有天分， 没有福报， 没有缘分， 这也是不能强

求的。

宋朝名宰相范仲淹， 童年时候遇到一位算命的老先生， 他问

算命先生： “你看我将来能不能做宰相？”

算命先生就笑他： “你年纪轻轻， 过分自负！”

范仲淹把话题一转说： “你再看看， 我能不能做医生？”

算命先生觉得很奇怪， 怎么一下从做宰相掉到做医生， 就问

他： “这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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