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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02-006-03

CH02-019-01

HZ02-003-06

CH0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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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02-013-02

CH02-030-01

HZ02-045-02

CH02-014-01

CH02-032-01

HZ02-046-01

佛說大乘無量壽
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 難字注音 )

佛說大乘無量壽
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 難字注音 )

佛說大乘無量壽
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 全部注音 )

佛說大乘無量壽
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 難字注音 )

佛說大乘無量壽
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 全部漢語拼音 )

佛說大乘無量壽
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法安敬書】

佛說大乘無量壽
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 難字注音 )

佛說大乘無量壽
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 全部注音 )

佛說大乘無量壽
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 全部漢語拼音 )

佛說大乘無量壽
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 難字注音 )

佛說大乘無量壽
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 全部注音 )

佛說大乘無量壽
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古線裝書

25 開 平裝膠皮

菊 56 開 摺本

16 開 精裝

28 開 摺本

96 開 平裝膠套

28 開 摺本

50 開 平裝膠皮

50 開 平裝膠皮

16 開 精裝

56 開 摺本

50 開 精裝

14.8x25.5cm 精品線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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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量壽經》為淨土群經綱要，東來最早，譯本最多。自漢
迄宋，凡十二譯。宋元而後，僅存五本。此五本中，互有詳略，
初心學者，遍讀為難。王龍舒居士取漢吳魏宋四譯，匯為一本，
意在便於初學，往往取繁遺要，改深為淺，蓮池大師謂其抄前著
後，未順譯法；彭二林居士斥其凌亂乖舛，不合圓旨。謹案龍舒
會集四譯時，尚在中年，識解未超，誠有舛誤。但雲棲、靈峰兩
大師所見南北之本，已自不同，或其別有定本，今已散佚，未可
知也。至龍舒之淨土文，成於晚年，沾溉後學，有裨淨宗，厥功
偉矣！二林因不慊王會，又取康譯刪其繁冗，節為一本，謂可救
龍舒之失。夫龍舒之誤，在所會四譯之中，二林節刪僅限康本一
譯之內，為例不侔，云何補救？魏默深居士，復取五種原譯，融
會為一，文字簡潔，遠過龍舒。而率增乖舛之弊，仍復不免。考
默深原稿，未及校刊，付諸友人，身後印行，致有增減，亦未可
知。夫會集與譯義不同，譯經須見梵本，會集須照原文，無徵不
信，儒籍尚然。原譯所無，徵與何有？是以五種原譯之外，雖有
節會三本，而仍未能普遍流通。夏蓮居先生，未冠學儒，甫壯習
禪，由宗而教，由密而淨。於壬申之歲，發願重校此經，閱時三
載，稿經屢易。悲智並運，卒成斯篇。不但可以補王彭魏三家節
會之疏失，實可稱集漢唐宋五種原譯之大成。

　　菩薩戒弟子鄆城夏蓮居會集各譯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HZ02-025-01 CH02-031-01

佛說大乘無量壽
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 全部注音 )

淨宗一代尊宿 上淨下空老和尚圓寂週年紀念 

同修法義聞法說偈
無量壽經金句

16 開 精裝 摺本

HZ02-010-05

大乘無量壽經
簡註易解

25 開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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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02-039-04

HZ02-047-01

佛說大乘無量壽
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科註

淨土大經科註
生字注音注解

18 開 精裝

18 開 精裝

　　《淨土大經解》，這就是黃念祖老居士的《無量壽經解》，《大
經科註》這淨土大經就是《無量壽經》，淨土第一經，科就是講
科判，註是註解。淨空老法師曾經對《無量壽經》作了《科判》，
然後黃念祖老居士的這個《解》，他沒有科判，淨空老法師就把
這個《科判》跟這個《大經解》合在一起了。這個《科判》，就
是分段，分成段落，每一段有一個小標題，這叫科題。《大經科
註》一打開每一段都有個小科題，而且它標上天干地支的數字。
譬如說，甲一、乙二、丙三，它標下來，就是分段、分層次，非
常的清晰，段落很清楚，便於同修理解這個經的整個脈絡、框架。
又把這個《科判》跟這個經，經文和《註解》合在一起，以這個《科
判》來分段落，首先第一段是經，下面是解，然後又第二段有個
科題，然後又是經，又是解，這叫《科註》。所以實際上是一樣，
跟《大經解》沒什麼兩樣，只是分好段落而已。

　夏蓮居老居士 會經／淨空法師 科判／黃念祖老居士 註解

　　黃公念祖老居士，乃當代淨宗之大善知識也，一生全力修
學、弘揚夏蓮居老居士所會集之《無量壽經》。文革後，念老發
願作《無量壽經解》，閉門謝客，苦心孤詣，會集八十三種經論、
一百一十種祖師大德註解，成為《無量壽經》經論、古德註釋集
大成之作，以此救度末法九千年眾生，厥功偉矣！

　　庚寅至戊戌年，上淨下空老法師啟講此「淨土大經」，發心一
門深入，專修專弘；落實經教，深信解，求往生。在此期間，有
同修搜集整理念老《無量壽經解》之《參考資料》，援引各種辭
書典籍，將佛學名詞術語作逐條註釋，對於教學頗有助益；遂囑
其再作音注、義注，以資參考學習。己亥年，編成「《淨土大經
科註參考資料》生字注音注解」：舉凡佛教之歷史、地理、人物等，
無不包羅其中；漢學之文字、聲韻、訓詁，亦皆囊括在內，誠為
修學之增上緣也！

　　中國數千年來，佛經經典、注解皆以漢字、文言為載體。故
欲窺其堂奧者，首先要讀其音、解其義；爾後能明其理，行其道。
漢字、文言乃開啟經典智慧之鑰匙，前人有文字、聲韻、訓詁之
學，以此助人明經、解經。文字者，探究文字形音義及其演變之
學；聲韻者，探究字音結構及變遷之學；訓詁者，據文字之形音，
以解文字意義之學。此皆為漢學之基礎也。

　　今有淨宗同修整理《淨土大經科註》生字注音注解，彙集成
冊。此書於淨業學人讀大經、解大經、受持大經等方面，皆頗有
助益。

淨土大經解

淨土大經科註參考資料 .生字注音注解

淨土大經科註生字注音注解

HZ02-048-01

淨土大經科註
參考資料

生字注音注解
18 開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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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藏菩薩本願經》中記載了釋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宮（欲界
六天的第二層天），為母親摩耶夫人說法。佛在經中讚揚了地藏
菩薩為度眾生「久遠劫來發弘誓願」的非凡之舉，並介紹了地藏
菩薩在因地修行過程中的事跡，例如曾為婆羅門女、光目女時設
法救度母親的故事。還通過文殊菩薩、佛母摩耶夫人、定自在王
菩薩、四天王、普賢菩薩、普廣菩薩、太辯長者、閻羅天子、惡
毒鬼王、主命鬼王、堅牢地神、觀世音菩薩、虛空藏菩薩的依次
提問，以及地藏菩薩與釋迦牟尼佛的對話，介紹了地獄及其眾生
的狀況，解釋了使親人眷屬在各種情況下脫離苦難的種種方法。
釋迦牟尼佛還在此經中將自己涅槃之後至彌勒成佛以前的期間，
教育開化世人的任務託付於地藏菩薩。

地藏菩薩本願經

CH09-012-01

CH09-018-01

CH09-013-03

CH09-019-06

CH09-014-02

CH09-020-02

CH21-015-02

CH09-021-01

地藏菩薩本願經
( 難字注音 )

地藏菩薩本願經
( 難字注音 )

地藏菩薩本願經
( 難字注音 )

地藏菩薩本願經
( 漢語拼音 )

地藏菩薩本願經
( 難字注音 )

地藏菩薩本願經
( 漢語拼音 )

地藏菩薩本願經
( 難字注音 )

地藏菩薩本願經
( 難字注音 )

16 開 精裝

50 開 精裝膠套

28 開 摺本

25 開 平裝膠皮

56 開 摺本

50 開 平裝膠皮

25 開 平裝膠皮

50 開 平裝膠皮

CH09-023-02

地藏菩薩本願經
( 漢語拼音 )

96 開 平裝膠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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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15-035-01 CH01-004-01

佛說阿彌陀經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 全部注音 )

佛說阿彌陀經
手抄本

50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CH01-002-01 HZ01-005-02

佛說阿彌陀經
附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

心經 ( 全部漢拼 )

佛說阿彌陀經
附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

心經 ( 全部注音 )

50 開 平裝 50 開 平裝

　　《佛說阿彌陀經》，大乘佛教經典之
一，為淨土宗所尊崇，被列為淨土三經之
一。為佛經中極少數非由佛陀弟子提問，
而由佛陀不問自說的經典。

　　此經於前半段宣說西方極樂世界的種
種的莊嚴以及阿彌陀佛佛號由來與意義；
其後闡明勸導眾生誦念阿彌陀佛之名號以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最後以東、南、西、
北、下、上等六方諸佛亦勸導其土眾生相
信阿彌陀佛及其極樂世界之事跡作結。

　　此經是本師釋迦牟尼佛在舍衛國祇
園精舍所講，阿難尊者集結寫成梵文。傳
到中國來之後，鳩摩羅什大師將梵文譯成
中文。這本註子是明朝淨土宗第八代的祖
師蓮池大師寫的。疏是解釋經、註解經，
註得很深，唯恐後人看不懂，註解再加註
解，那就是鈔（鈔是註解疏）。疏與鈔都
是大師自己作。演義就是註解鈔，鈔還是
太深。他的學生（也是蓮祖的侍者）古德
法師整理、刻版流通。更難得的，這個《疏
鈔》太好，也恐怕後人很難體會祖師所說
的真實義，於是把他自己侍從大師聽講的
筆記心得寫成《演義》，幫助我們後學，
這就是《演義》的來源。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是《妙法
蓮華經》( 七卷本）中的第二十五品。由
姚秦鳩摩羅什譯長行，隋闍那崛多和笈
多補譯偈頌。因該經文說觀世音菩薩普門
圓通之德，千處祈求千處應，苦海常作度
人舟，示現三十二應身，普使有情圓成佛
道，開周遍法界之門，廣濟眾生，故名「普
門品」。河西王沮渠蒙遜時代，此品舉世
流通，功驗最多，歷久不衰。這部經典與
〈觀自在菩薩章〉、〈觀世音菩薩耳根圓
通章〉，被稱為「觀音三經」。

佛說阿彌陀經

- 附：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心經

阿彌陀經疏鈔演義

佛說阿彌陀經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合刊

HZ01-004-01

佛說阿彌陀經易解 

25 開 平裝

HZ01-010-02

阿彌陀經疏鈔演義 

16 開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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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1-003-01

HZ11-002-01

HZ11-018-02

HZ15-008-01

HZ15-007-01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金剛經口訣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 難字注音 )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心經 普門品 合刊

【法安敬書】

淨土五經
【法安恭書】

28 開 摺本

25 開 平裝

50 開 平裝

摺本

摺本

HZ36-007-02

淨土集

25 開 精裝

　　佛教運用「金剛」來形容教法的堅固
和能夠破斥外道，而不被外道所破壞。

　　由於人們認虛為實、認假為真，所以
頑固地執著自我和外部客觀世界是真實
的，由此造作無量無邊的身業、口業、意
業，並且受這三種業力的牽引、拖累，以
致長劫地生死輪迴，經受不可言狀的種種
痛苦，始終無法獲得自由和解脫。在佛教
釋義中，金剛般若波羅蜜多，靠著無上智
慧的指引，就能夠超越欲界、色界、無色
界，最終到達涅槃寂靜的彼岸，這就是本
經題的深刻涵義。

　　夫《金剛經》者，無相為宗，無住為
體，妙有為用。自從達摩西來，為傳此經
之意，令人悟理見性。只為世人不見自性，
是以立見性之法；世人若了見真如本體，
即不假立法。此經讀誦者無數，稱讚者無
邊，造疏及註解者，凡八百餘家。所說道
理，各隨所見；見雖不同，法即無二。宿
植上根者，一聞便了；若無宿慧，讀誦雖
多，不悟佛意。是故解釋聖義，斷除學者
疑心。若於此經，得旨無疑，不假解說。
從上如來所說善法，為除凡夫不善之心。
經是聖人之語，教人聞之，超凡悟聖，永
息迷心。

　　上淨下空老和尚早年在美國節錄《淨土
五經》，以及祖師大德的語錄裡面的精華，
把它節錄下來，編成一本叫《淨土集》。
《淨土集》以條列式節錄，每一條都可以
獨立，很多條合起來成一段也可以連貫，
現前這個時代大家工作都很忙碌，生活也
都非常的緊張，除了固定假期，其他的時
間都要工作。假期是有限的，淨老和尚給
大家講經，最適合的就是一次三天，三天
大家還可以來聽講，如果超過三天，恐怕
很多人他就不能來。因此就節錄了這本《淨
土集》，方便這個短時間的講課，一段一
段、一條一條，可長可短，有時間就多講
一點，沒有時間就少講一點，這個就很方
便，而且每一條、每一段，它都是重點，
都是精華。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金剛經六祖口訣

淨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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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5-006-02

CH25-006-06 CH25-007-03

淨土五經讀本

淨宗共修課本 淨宗朝暮課本

25 開 精裝

25 開 平裝膠皮 25 開 平裝膠皮

CH25-011-04

中峯三時繫念法事
全集 ( 難字注音 )

25 開 平裝膠皮

淨土宗修行原先按照的經典為三經一論：
淨土三經即為三部阿彌陀經的合稱：
《佛說阿彌陀經》——亦稱《小阿彌陀經》；
《觀無量壽佛經》——簡稱《觀經》；
《無量壽經》——亦稱《大阿彌陀經》。
一論為天親菩薩所造《往生論》。
後來又追加了兩部經的部分經品：
《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
——清代咸豐年間的魏源（魏默深）居士將之附在三經之後，成
為淨土第四經；
《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
——清末民初時印光大師又將之列入，為淨土第五經。
從此這五經一論確定為淨土宗修行的參考經典。

　　《 中 峯 三 時 繫 念 法 事 全
集》。「中峯」是元朝明本禪
師的法號，中峯是他的別號，
他是杭州錢塘人，就是現在的
杭州蕭山。這是一位很了不起
的大德，有修有證、有德有學。
這一位宗門大德編著這一本繫
念法事，意義非常之深。告訴
我們，佛法到最後一著還是要
求生淨土，淨土法門之殊勝由
此可見。

　　「三時」法事裡面有第一
時、第二時、第三時。在古時
候的印度，把一晝夜分做晝三
時、夜三時。由此可知，這個
意思引申為晝夜不懈。

@ 法器點板符號說明
@ 朝暮課誦禮佛儀規
　拜佛點板
1。灑淨儀規
2。佛七儀規
3。上供儀規
4。早晚三皈
5。施食文
6。慈雲懺主淨土文
@ 講經起止儀規

依據版本 :
 佛門必備課誦本。
上莊下善法師指導。

@ 法器點板符號說明
@ 朝暮課誦禮佛儀規
　拜佛點板
@ 朝時課誦 @ 暮時課誦
@ 二時臨齋儀
@ 念佛堂日課
@ 精進佛七儀規
@ 淨修捷要
@ 西方發願文
@ 講經起止儀規
@ 淨宗朝暮課本附加蒙
山施食儀緣起
@ 達拉斯佛七講話 (1993 年 )

@ 淨宗協會緣起
@ 精要十念法

淨土五經

中峰三時繫念法事全集

淨宗共修課本 淨宗朝暮課本

　　「念」屬於會意，上面是
「今」，下面是「心」，這個
意思就是現在心裡頭有佛。心
裡真有，才叫念。不是過去有，
不是未來有。繫念是念念不
捨。

　　「法」是方法，中峯國師
為我們制訂這個法本，依照這
個法本來修求往生的法事。

　　「事」是專求往生淨土。

　　「集」就是今天講的會集
本，這個法事是中峯國師會集
的。這個本子三時是完整的，
稱之為「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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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04-004-01

HZ11-019-01 CH11-005-01

HZ14-010-02

大乘妙法蓮華經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手抄本

照見五蘊皆空
度一切苦厄

108 遍心經手抄本

千手千眼觀世音
菩薩廣大圓滿無礙
大悲心陀羅尼經

50 開 精裝

菊８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HZ15-027-01 HZ15-029-01
占察善惡業報經

佛說阿彌陀經要解
地藏菩薩本願經

弘一大師格言別錄

孝經鄭玄註
四書集註上下冊

精品線裝書 精品線裝書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其命
名雖長，但是有三種涵義：一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二是廣大
圓滿無礙；三是大悲心陀羅尼。這三者各有其真切的意義。

　　這部經最早是在唐太宗貞觀年間，由智通大師譯為《千臂觀
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到唐高宗永徽、顯慶年間，再經西天
竺僧人伽梵達摩譯為《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
陀羅尼經》，雖然以後有金剛智翻譯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
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咒本》等譯本出現，但流傳最廣的仍為
伽梵達摩的版本。到了唐玄宗天寶年間，金剛智弟子北天竺僧人
不空大師，依據伽梵達摩譯本，增加悉怛多般怛羅（《楞嚴經》
曰傘蓋，意為遍覆一切法），並在原咒語下附聖眾與八部鬼神名
相，至此《大悲心陀羅尼經》的咒語部分，漸臻完備。再加上後
代對真言四十手的系列解釋，乃成為現今流傳的完整版本。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是闡述大乘佛教
的空和般若思想的經典，又稱《佛說摩訶般
若波羅蜜多心經》、《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心
經》，簡稱《般若心經》、《心經》。本經
是大品般若及小品般若的實相教理，是《大
般若波羅蜜多經》加以濃縮後成為二百餘字
的極精簡經典，因此是般若經系列中一部極
為重要的經典。

　　《法華經》是佛陀
釋迦牟尼晚年所說的教
法，屬於開權顯實的圓
融教法，大小無異，顯
示人人皆可成佛之一乘
了義。在天台宗五時教
判中，屬於法華、涅槃
之最後一時。因經中宣
講內容至高無上，明示
不分貧富貴賤，人人皆
可成佛，比起其他經典
尚有階級上下之分，所
以《法華經》也譽為「經
中之王」。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大乘妙法蓮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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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2-001-04

CH11-004-01

修華嚴奧旨
妄盡還源觀

仁王護國般若
波羅蜜經 

25 開 騎馬釘裝

18 開 平裝

CH08-002-01

佛說十善業道經
( 難字注音 )

25 開 平裝

　　賢首國師的《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這是《華嚴經》修
學的綱領，是華嚴宗前面三代祖師修行證果的方法，確實是稀有
難逢，也就是《華嚴經》的精華。你看看這個題目就曉得，「修」
是真幹，「華嚴奧旨」，奧妙的宗旨。怎麼樣學法？必須把妄斷
盡，妄太多了，「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一切有為法，如夢
幻泡影」，這《金剛經》上說的，妄要斷盡。世尊在這部經上告
訴我們，妄太多了，把它歸納不外三大類，一個是妄想，一個是
分別，一個是執著，只要這三個斷盡，你就「還源」了。還源是
什麼？回歸自性，那就叫圓滿成佛，就是圓證無上菩提。

　　清涼大師給我們講修證的四個次第，第一個要信；第二個是
理解；第三個是行，就是修行，修行就是修妄盡還源，就是真修行；
最後是證果，證果你真正契入華嚴境界，跟釋迦、跟諸佛、跟六
祖所證的同一個境界。

　　《十善業道經》，中文版本為唐朝實叉難
陀翻譯。北宋時施護重譯，名為《佛為娑伽羅
龍王所說大乘經》，實為西晉月支國沙門竺法
護譯《海龍王經》第十一品〈十德六度〉的異
譯，記載了釋迦牟尼佛在娑竭羅（意為：鹹水
海）龍宮，為龍王所宣說的十善業道因果。經
中指出，諸佛菩薩有一方法，能斷除一切痛苦，
遠離惡道。這個方法就是修行十善業道，即從
行為上遠離殺生、偷盜、邪淫；從語言上遠離
妄語（說謊）、兩舌（挑唆）、惡口（語言粗
俗）、綺語（花言巧語）；從思想上遠離貪欲、
瞋恚、愚痴。離此十種惡業，就稱之為十善。
無論大乘佛教還是部派佛教，都視十善業是佛
法修行的最基本方法。

　　《仁王護國經》，護國三經之一。「施恩布德故名為仁。統
化自在故稱為王。」 「般若是能護。仁王是所護。以持般若故仁
王安隱。先後有智者大師、吉藏法師、西明寺沙門圓測等作疏。
另有不空大師譯《仁王般若念誦法》、《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
經陀羅尼念誦儀》，介紹念誦儀軌。
序品第一。佛在鷲峰，入大寂靜妙三摩地，毛孔放光，普照十方，
菩薩前來集會。
觀如來品第二。說護佛果護十地行，波斯匿王言：「觀身實相，
觀佛亦然！」佛為之印可。
菩薩行品第三。
二諦品第四。
護國品第五。
不思議品第六。
奉持品第七。有金剛手菩薩所說咒。
囑累品第八。

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

佛說十善業道經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

CH11-006-01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手抄本

25 開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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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02-025-01

HZ15-006-03CH06-001-02

發大誓願第六
( 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 )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講記

學佛行儀 合刊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簡註易解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25 開 平裝

HZ02-049-01

生死心切 增訂版 

25 開 精裝

　　本品乃法藏菩薩遵佛明訓，於大眾中宣說所發殊勝大願。此
大誓願，妙德難思。如《甄解》曰：「四十八願功德成就，而歸
一正覺，即是南無阿彌陀佛也。是名弘誓本乘海，亦名悲願一乘。
此乃彌陀正覺功德也。正覺功德不可思議者，由誓願不可思議。
是以《行卷》以卅六句歎誓願不可思議，以彰正覺功德廣大。文
曰：『敬白申一切往生人等，弘誓一乘海者，成就無礙無邊最勝
深妙不可思議至德。何以故？誓願不可思議故。悲願喻如大虛空，
諸妙功德廣無邊故。猶如大車乃至猶如大風，普行世間無所礙故。
能出三有繫縛城，乃至開顯方便藏。良可奉持。特可頂戴也。』」

　　至於願文多寡，諸譯頗有差異。漢吳兩譯同為廿四願。且經
中明言「便結得二十四願經」。《宋譯》則為三十六願。魏唐兩
譯則為四十八願。至於《後出阿彌陀偈經》曰「誓二十四章」。
可見廿四願於諸經中實居多數。但世間流通者，只是《魏譯》。
故世人熟知四十八，而罕聞廿四願也。

　　《生死心切》一書，是《無
量壽經科註》第四回學習班釋
自了法師心得報告。並由上淨下

空老和尚講評，匯集而成。

　　蓮宗十二祖徹悟大師開示：
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
願，持佛名號。若真為生死之
心不發，一切開示皆為戲論。

　　本書《生死心切》書名取
自第一篇，「生死心不切，若
真為生死之心不發，一切開示
皆為戲論，從海賢老和尚反省
我們求往生的信願。」

　　中峰禪師說，現在人參禪
不靈的原因是不把生死無常當

發大誓願第六

生死心切

　　《阿難問事佛吉凶
經》為東漢時代的三藏
法師安世高主持翻譯，
這部經典是講述阿難尊
者請問釋迦牟尼佛，有
關承事佛陀教誡、修習
佛法，為何有人得吉祥
如意，有人卻遭受凶災
困苦，這其中的道理和
方法。本經說明了做人、
學佛的基本道理，是初
學入門的教材。雖然是
人天小教，實際上卻是
大乘佛法的根基。此經
在整個佛法教學中，具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CH06-002-02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講記

25 開 精裝

作一件大事。同理，念佛不靈
驗的原因是不把生死當作一件
大事，生死心不切。生死心不
切是個大問題，但這個大問題
大多數人都不重視。

　　老法師說，佛在經中的開
示，祖師大德為我們的提醒，
人生第一樁大事，確實就是生
死大事。可是人都迷惑了，過
去的人對這樁事情警覺性比我
們高，現在的人每天忙著這個
花花世界，對於真正大事忘得
乾乾淨淨。這一生不能解決，
來生必定沉淪。真正修行人，
真正想在這一生求出離，出離
六道輪迴，出離生死苦海，要
多看幾遍此書，要認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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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15-022-02
佛說清淨心經

佛說八大人覺經
佛說當來變經

三合刊

25 開 平裝

HZ14-009-02 HZ60-001-01 CH09-025-01 CH02-026-01

佛說四十二章經
新疏

佛學大辭典
( 上中下三冊 ) 

( 加書盒 )

地藏菩薩本願經
手抄本

佛說大乘無量壽
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手抄本
25 開 平裝 25 開 精裝 菊８開 平裝 菊８開 平裝

　　這部經的題目非常的清楚，內容也很簡明扼要。這部經是佛
教導我們，如何才能夠得到清淨心的方法。「淨土法門」，我們
都知道「心淨則土淨」的道理。由此可知，清淨心對修淨土宗是
非常的重要。本經翻譯人名叫「施護」，他是外國人，是南北朝
時候到中國來弘法的。

佛說清淨心經

佛說八大人覺經

佛說當來變經

　　我們做為一個釋迦牟尼佛的弟子，不論在家、出家，都應該
恭敬的依照這八種覺悟的事理，在念念中受持不忘，信受奉行。

　　因為本經是一部既簡單又明瞭，也是修學佛法很重要的經
典，所以我們再做個簡單的結論：本經的經文，從序分開始，就
教誡我們做佛弟子的，要常常專心一意修學八大人覺的道理。其
次便說明宇宙人生苦、空、無常、無我的道理，啟示眾生受生死
痛苦的原因，更教導眾生，破除一切迷惑、顛倒、邪見，破迷開
悟，轉凡成聖，成佛作祖的方法，也就是自利利他的一切行門真
實義理。

　　所以世尊再三的勸勉我們佛門弟子，要勤誦《八大人覺經》，
將《八大人覺經》，永遠流通於世間，使每一個人都能讀誦此經。
如果沒有學佛，也可以專修這一部《八大人覺經》；修淨土的人，
就必須還要專心念佛，雖然願力不同，但是都能達成佛果。

　　本經經文不長，但是很契機。就是說，我們從這部小經，可
以發現佛早在三千年前，已經看出現代社會的現象。

　　本經經題是《佛說當來變經》，簡單的解釋：「當來」指我
們現代；「變」是變化的意思，是講現代人心變化、世界變化，
連佛教也起了變化。至於變化之後，是好還是壞？修行的人，又
該如何成就自己的道業？本經正是講我們切身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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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15-037-01

佛學初階
佛學之基礎

學佛捷徑 合刊
18 開 平裝

HZ15-033-01

觀音三經合註

25 開 精裝

　　觀音菩薩有三部經：第一部《華嚴經．觀自
在菩薩章》，敘述善財童子參訪觀世音菩薩的經
過；第二部在《大佛頂首楞嚴經》第六卷，即「觀
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第三部《法華經．觀世
音菩薩普門品》，合稱觀音三經。

　　佛教是佛陀教育，教科書就是經典，所有的
教學內容都在經典裡面。我們要認識觀世音菩
薩，當然要依觀世音菩薩的經典學習，這樣才會
有正確的認知，不至於產生誤解。

　　《楞嚴經．耳根圓通章》，敘述了觀世音菩
薩自己修學的法門和方法，讓我們了解觀世音菩
薩怎樣修學成就的；《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
品》，讓我們了解觀世音菩薩怎樣救苦救難，度
一切眾生，明瞭菩薩利他之行；《華嚴經．觀自
在菩薩章》，這一章自利利他都講到了。所以，
這三經要合起來看，才能真正認識觀世音菩薩，

觀音三經

第一章 往生為修行之
　　　 捷徑
第二章 所以求生淨土
　　　 之理由
第三章 念佛之功用
第四章 生西確證
第五章 勸修淨土
第六章 信願行
第七章 拜佛方法
第八章 念佛方法
第九章 觀想
第十章 臨終

第一章 有鬼之確證
第二章 冥間之情狀
第三章 今孽
第四章 夙孽
第五章 輪迴
第六章 殺業
第七章 盜業
第八章 淫業
第九章 三寶之靈感
第十章 淨土

第一級 宜知確實有鬼
第二級 宜知冥間確實
　　　 有閻王地獄
第三級 有輪迴之確證
第四級 宜明果報之理
第五級 宜知三寶之不
　　　 可思議
第六級 宜守三歸五戒
　　　 十善六度
第七級 宜專修淨土
第八級 宜閱經典

學佛捷徑佛學之基礎佛學初階

CH04-002-01

觀世音菩薩
普門品講記

25 開 精裝

CH12-005-01

觀自在菩薩章講記

25 開 精裝

CH07-001-01

觀世音菩薩
耳根圓通章講記

25 開 精裝

了解觀世音菩薩。我們學習經典，對其中的道理、
方法通達明瞭，自然能夠依教奉行；依教奉行，
就能得佛菩薩加持，開智慧，得解脫。

　　釋迦牟尼佛在《無量壽經》教我們：「世間
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難恐怖，但自歸命觀世
音菩薩，無不得解脫者。」我們平常念阿彌陀佛，
真正遇到急難的時候，念觀音菩薩非常有效。也
正因為如此，印光大師當年在世，勸勉學佛人以
念佛為主，另每天念一千聲觀世音菩薩聖號。這
一千聲觀世音菩薩聖號不只是為自己念的，更是
為世界一切苦難眾生念的，為了祈求世界和平。
特別在現今，世界不太平，社會不安定，我們生
活在這個世間，時時有危機感，身心都不安穩。
佛弟子要放眼世界，念念祈求世界和平、社會安
定。幾時世界、社會能和平安定，人民都能過著
幸福美滿的生活，佛陀教育的目的就達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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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4-002-06

CH24-004-01

認識佛陀教育

三皈傳授

25 開 平裝

32 開 平裝

CH24-001-01

認識佛教節錄

50 開 平裝

　　一般社會大眾對佛教產生誤會，這是很普遍的現象，認為佛
教是迷信、消極、不切實際的。其實，佛教經典是世界上最高、
最圓滿、最究竟的哲學，修學佛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怎樣幫助社會大眾澄清對佛教的誤會？就是要將佛教教育提
升，讓大家知道佛教是多元文化的社會教育，而不是迷信，這個
工作非常重要。

　　本書為淨空老法師為「認識佛陀教育」之開示，為佛法修學
入門。

　　「三皈依」。這在佛法裡也是很重要的課題，是我們修學入
門之處。認識三皈之前，首先對佛法要有正確的認識。「佛法」
是「教育」、是「教學」，從經論上最常見的稱呼可以證明。我
們稱釋迦牟尼佛為「本師」，自稱為「弟子」，唯有在教育教學
中才有此種稱呼，這是師生的關係。「佛」是我們根本的老師。

　　修學佛法，入門就是「三皈」的傳授。「三皈」是佛法修行
的總綱領、總方向。學佛是從三皈做起，它是學佛人這一生必須
遵行的修學總原則。第一、皈依佛，第二、皈依法，第三、皈依僧。
「皈依佛」，我們落實皈依「阿彌陀佛」。為何不皈依本師釋迦
牟尼佛？釋迦牟尼佛教導我們皈依阿彌陀佛，而我們皈依阿彌陀
佛，正是釋迦牟尼佛對我們的期望。「皈依法」，我們落實皈依
《無量壽經》。「皈依僧」，我們落實皈依「觀世音、大勢至」，
這兩位菩薩僧寶。

　　佛無論在哪個國家、地區說法，其內容不外戒、定、慧三學；
其目的是對治我們這個時期、這個地區眾生的種種痛苦。地區指
的就是地球，時期是指釋迦牟尼佛的正法、像法、末法共一萬
二千年的法運。這個時代、這個地區的眾生，病痛到底在哪裡呢？
第一、造惡，造十惡業。佛用戒學來對治。戒學是對治惡業的藥。
第二、人心散亂，不能得定、不能清淨。所以用定學來對治。定
學是對治散亂的。最後用慧對治愚痴。造惡、散亂、愚痴是這個
時代、地區的三大病。佛就用戒、定、慧三帖妙藥來對治。

　　總而言之，一切作為都有方法，都有程式，這就是「持戒」。
有耐心、有毅力，這是「忍辱」。能夠專精不懈，這是「精進」。
心地有主宰，不會被外境所動，這是「禪定」。一切事物沒有一
樣不透徹、不明瞭，這是「般若」，佛教我們這六條要應用在日
常生活當中，能做到就是道道地地的菩薩行。

認識佛陀教育

三皈傳授

認識佛教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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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02-015-01

CH02-028-01

CH02-020-01

CH02-029-01

CH02-021-01

CH70-002-01

CH02-022-01

淨土大經解講記
( 第一冊 )

淨土大經解講記
( 第五冊 )

淨土大經解講記
( 第二冊 )

淨土大經解講記
( 第六冊 )

淨土大經解講記
( 第三冊 )

淨土大經解講記
全六冊

淨土大經解講記
( 第四冊 )

25 開 精裝

25 開 精裝

25 開 精裝

25 開 精裝

25 開 精裝

25 開 精裝

25 開 精裝

淨土大經解講記 第一冊 - 序分 第一品至第三品

　　本書節錄自淨空老法師講席 02-037 淨土大經科註與 02-039 淨土
大經解演義的字幕檔。黃念老的註解「十門開啟」，因為對初學而言
太艱深，這部分沒有整理講記，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看 DVD，或從「淨
空法師專集」網站下載音檔，直接聽老法師講解。《無量壽經》共
四十八品，講記整理費時，因此先行出版第一冊序分三品。藉由此書，
幫助我們認識淨土法門、清楚明白念「阿彌陀佛」佛號的真實利益，
教導我們遠離災難、過幸福自在的日子。

淨土大經解講記

淨土大經
　　「淨土大經」是
《無量壽經》，我們
採用夏蓮居居士會集
的經本，「解」是黃
念祖居士的註解《無
量壽經解》。夏老居
士會集《無量壽經》
漢、魏、吳、唐、宋
五種原譯，廣擷精要，
圓攝眾妙，匯成今經，
現推為《無量壽經》
之善本。



16 17

淨土大經解講記 第二冊 - 正宗分 第四品至第六品

　　本書節錄自淨空老法師講席 02-037 淨土大經科註與 02-039 淨土
大經解演義的字幕檔。《無量壽經》共四十八品，講記整理費時，因
此分冊陸續出版。第二冊內容是正宗分第四品至第六品，講述阿彌陀
佛發四十八願，以及如何建立極樂世界，讓我們認識極樂世界的美
好，一心念佛，發願求生淨土。淨宗學會以第六品四十八願做為早課，
希望把四十八願變成自己的本願，跟阿彌陀佛同心同願、同德同行，
幫助一切眾生離苦得樂。

淨土大經解講記 第三冊 - 正宗分 第七品至第十五品

　　本書節錄自淨空老法師講席 02-037 淨土大經科註與 02-039 淨土
大經解演義的字幕檔。《無量壽經》共四十八品，講記整理費時，因
此分冊陸續出版。第三冊內容是正宗分第七品至第十五品。第七品至
第八品是講阿彌陀佛因地願行。第七品，法藏比丘說完四十八願之
後，用偈頌表達自己的心願。第八品，有願一定要有行，要積功累德。
第九品與第十品，總示成佛時處。第十一品至第十五品，介紹極樂世
界依正莊嚴。

淨土大經解講記 第四冊 - 正宗分 第十六品至第二十九品

　　本書節錄自淨空老法師講席 02-037 與 02-040 淨土大經科註與
02-039 淨土大經解演義的字幕檔。《無量壽經》共四十八品，講記
整理費時，因此分冊陸續出版。第四冊內容是正宗分第十六品至第
二十九品。第十六品與第十七品是介紹極樂世界依報莊嚴，第十八品
至第二十九品介紹極樂世界所攝眾生莊嚴。第二十四品三輩往生與第
二十五品往生正因，這兩品非常重要，告訴我們要怎樣修行才能往生
西方極樂世界。

淨土大經解講記 第五冊 - 正宗分 第三十品至第三十七品 

　　本書節錄自淨空老法師講席 02-037 與 02-040 淨土大經科註與
02-039 淨土大經解演義的字幕檔。《無量壽經》共四十八品，講記
整理費時，因此分冊陸續出版。第五冊內容是正宗分第三十品至第
三十七品。第三十品與第三十一品是說明極樂國中菩薩自利利他之妙
行，第三十二品至第三十七品是晚課，完全講戒律，主講五惡十善。

淨土大經解講記 第六冊 - 正宗分 第三十八品至第四十二品

                                  流通分 第四十三品至第四十八品

　　本書節錄自淨空老法師講席 02-037 與 02-040 淨土大經科註與
02-039 淨土大經解演義的字幕檔。《無量壽經》共四十八品，講記整
理費時，因此分六冊陸續出版。至此第六冊全書圓滿。

淨土大經解講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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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1-017-02

CH21-021-02

CH21-018-02

CH21-022-02

CH21-019-02

CH21-023-02

CH21-020-02

學為人師行為世範 
示修持方法

學為人師行為世範 
諭在家善信

學為人師行為世範 
論死生事大

學為人師行為世範 
標應讀典籍

學為人師行為世範 
勸深信因果

學為人師行為世範 
答學佛疑問

學為人師行為世範 
明佛陀教育

32 開 平裝

32 開 平裝

32 開 平裝

32 開 平裝

32 開 平裝

32 開 平裝

32 開 平裝

學為人師行為世範

　　淨空法師於華藏
圖書館之早餐開示，
僅為弟子 悟有法師摘
要記錄，順文整理，
草成此書，供養讀者。

CH27-002-03

改造命運心想事成 
了凡四訓講記
【注音版】

25 開 平裝

　　《了凡四訓》，是明朝袁了
凡寫給兒子的家訓，是中國歷史
上第一本具名的善書，也是華人
社會備受稱道的經典之作。

　　袁了凡原名袁黃，字坤儀，
在考科舉之前由相命之人以《皇
極經數》推測其未來功名，結果
都一一應驗，因此認為命運不可
改變，且命運中他將於53歲壽終，
且無子嗣。然之後於 1569 年遇見
雲谷禪師，透過雲谷禪師教導準
提咒與解說命運（數）其實可以
改變之後，積極為善助人，因此
改變自身的命運，不僅未於 53 歲
壽終，且生下兒子，並於 69 歲那
年寫下「了凡四訓」。了凡四訓
正是袁要給兒子的訓示：以多行
善積福，使命運可以自主改變。

. 了凡四訓
　　了凡四訓全冊劃分為四篇，
包括以下：

第一篇 立命之學 - 說明人的命運
是可靠自己創造，而不是被命數
所束縛。

第二篇 改過之法 - 從小的過失起
改過，那自然便不會犯下大的過
錯。

第三篇 積善之方 - 多做善事幫助
別人，善事積多了，命運自然也
有所改變。

第四篇 謙德之效 - 與人相處，待
人要謙虛，從中學習，自然便有
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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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21-027-01

HZ21-031-01

HZ21-028-01

HZ21-032-01

HZ21-029-01

HZ21-033-01

HZ21-030-01

HZ21-034-01

淨空法師全集
講學用書類之一

淨空法師全集
講學用書類之四

淨空法師全集
講學用書類之二

淨空法師全集
講學用書類之五

淨空法師全集
講學用書類之三 

上冊

淨空法師全集
講學用書類之六

淨空法師全集
講學用書類之三 

下冊

淨空法師全集
慈光日記類

《慈光日記 第一冊（第一~三號）》

25 開 精裝

25 開 精裝

25 開 精裝

25 開 精裝

25 開 精裝

25 開 精裝

25 開 精裝

25 開 精裝

HZ21-037-01

淨空法師全集
慈光日記類

《慈光日記 第二冊（第四~六號）》

25 開 精裝

HZ21-036-01

淨空法師全集
講學用書類之八

25 開 精裝

　　《淨空法師全集》彙編一書，蒙導師
慈允，由香港佛陀教育協會組織彙編委員
會，負責籌劃與執行。關於《全集》類，
參考《李炳南老居士全集》之結構，以及
「淨空法師專集網」「澳洲淨宗學院網站」
「華藏淨宗弘化網」、香港佛陀育協會機
頂盒等平台之內容，分為：講經、答問、
專題、書信、墨寶等三十二大類。導師最
新開示，亦將隨時補入。

淨空法師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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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1-041-01

CH21-045-01

CH21-042-01

CH21-046-01

CH21-043-01

CH21-047-01

CH21-044-01

CH70-004-01

佛教常識概說

實相妙理

修行要道

倫理道德

淨土資糧

富壽康寧

真實之利

淨空老法師
菁華開示

( 七冊一套 )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上淨下空老法師效法釋迦牟尼佛，一
生講經教學，弘揚佛法，幫助眾生破迷
開悟，離苦得樂，轉凡成聖。老法師深
入經藏六十七年，由華嚴啟信，淨土為
歸。他利用現代科技的工具，對全世界
弘揚佛陀的正法，幫助大眾以佛知佛見
指導自己的人生，建立正確的思想觀念、
言語行為，能夠將佛的慈悲、智慧、覺
悟落實在自己的生活工作，處事待人接
物之中，就能獲得幸福快樂、自在圓滿
的人生。

淨空老法師菁華開示
　　適逢老法師講經教學六十周年之
際，中華華藏淨宗學會特將歷年佛陀教
育電子雜誌中刊登的開示，精選整理編
輯成系列專題，內容包括《佛教常識概
說》、《修行要道》、《淨土資糧》、《真
實之利》、《實相妙理》、《倫理道德》、
《富壽康寧》等，出版流通，供養大眾。
祈願諸讀者學人，咸獲法益，法喜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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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1-006-04

CH21-036-01

CH21-015-02 CH21-008-03

CH17-001-01

HZ02-002-03

學佛答問 ( 一 ) 

學佛答問 ( 五 ) 

學佛答問 ( 二 ) 學佛答問 ( 三 ) 

內典講座
研究學記 

大乘無量壽經
科會眉註合刊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CH21-009-01

學佛答問 ( 四 ) 

25 開 平裝

　　大覺世尊出現於世，為眾生講經說法，幫
助眾生斷疑生信，破迷開悟。離苦得樂，究竟
解脫。從經典中可以發現，大多數佛經都是由
佛的弟子提出疑問，請教釋迦牟尼佛解答。由
此觀之，學生有疑問請老師解答，消除疑惑，
進一步解決生活中遭遇到的困難，乃是學佛很
重要的過程。

　　今有華藏講記組整理上淨下空老和尚為人解
答學佛問題，從錄音帶抄錄成文字稿，整理後
擬印成書本流通，並提供書展，供養大眾。

學佛答問

HZ46-004-02

老人言
( 白話解釋 ) 

16 開 平裝

　　淨空老法師於《國
學治要》等治國修身典
籍中，汲取古聖先哲治
世菁華，書寫成冊，供
同學學習參考。

內典講座之研究自序

內典講座之研究

　甲一 經體分析

　甲二 施用藝術

實用講演術要略

　第一章 緒言

　第二章 資料結構

　第三章 講態儀式

　第四章 言語聲調

　第五章 觀機

老人言 內典講座研究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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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1-052-01 CH21-053-01 CH21-054-01 CH21-055-01

淨土晨音（一）
如何在無常中

覺悟人生

淨土晨音（二）
人生的真相是什麼

淨土晨音（三）
修成佛之道

淨土晨音（四）
解脫自在的
人生智慧 

25 開 軟精裝 25 開 軟精裝 25 開 軟精裝 25 開 軟精裝

　　《淨土晨音》整理自上淨下空老法師於
一九九八年在新加坡淨宗學會的「早餐開
示」，華藏淨宗學會重新分類整理，敬成
《淨土晨音》系列流通，供養讀者，同霑法
益。

第一輯　如何在無常中覺悟人生

　　近年來世界各地又發生許多災難，我們
處在這樣一個動盪不安的世界，不但要救
自己，還要盡心盡力幫助社會，幫助一切眾
生度過這些困難，這是我們學佛人的本分，
我們要救自己，要幫助他人，唯一的方式就
是接受佛陀的教誨，依教奉行，改往修來。
世間人以為最寶貴的是身命，沒有比它更可
貴的，萬一災難來了不能避免。這時候怎麼
辦？不明白事實真相的人，無不是貪生怕
死。可是大家要知道，愈是恐懼害怕，死了
以後多半要墮到惡道。學佛的人對這個事實
就要更清楚、更明白，身命不足惜，要懂得
捨身受身。要向佛菩薩學習，經典裡說的最
高標準、最善的標準、最圓滿的標準，就是
出自古來大德公認的《無量壽經》，所有細
行都在其中。

第二輯　人生的真相是什麼

　　我們生存在這個世間，免不了與一切
人、一切事、一切物時時接觸，接觸時能保
持高度的警覺，絕不為外境所誘惑，絕不為
外境所動搖，這就是功夫。這個功夫達不到
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自己無量劫煩惱習氣
太重了，二是不老實。老實不容易，人能夠
做到老實，無論修學哪個法門，沒有不成
就的，所以一定要常常反省自己的不老實。
存在這兩個原因補救的方法是讀經、聽教。
幫助我們看破、放下，幫助我們了解宇宙人
生的真相；也能明白自己這一世到世間來，
真相是什麼。

淨土晨音
第三輯　如何修成佛之道

　　往生淨土即是成佛之道，佛法為我們說
明宇宙人生的真相，明瞭這個真相，在日常
生活中，思想、造作、行為都能與事實真相
相應，這個人就叫佛，就叫菩薩。佛法裡常
說，「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
果，今生作者是」，這是為我們說明三世因
果，這一生所受的果報源於自己前生所造的
因，這一生所造作的因影響到來生的果報，
學佛的同修要明白這個道理，人生短短數十
年，正是修福的大好因緣，一生中所遭遇的，
無論苦樂，心情始終都能夠保持平和，不怨
天、不尤人，不再繼續造作罪業。佛教我們
往生極樂世界，我們聽話真去，這才是如教
修行供養。掌握住這個原則，我們日常生活、
工作，一切言行念念守住這個原則，念念趨
向這個目標，才能走上成佛之道。

第四輯　以戒定慧息滅貪瞋是真學佛

　　世界各地近兩年來災變頻繁，一年比一
年多，一次比一次嚴重，現在災難一天一天
逼近，好像眼看它就要來了，這是共業所感，
這裡面因緣果報我們要省察，要明瞭事實真
相，真正明瞭，哪有不放下的道理？

　　今天這個世界處於嚴重的病態，想要挽
救這個時代，恢復社會的正常，印光大師提
出的十六個字綱領「敦倫盡分，閑邪存誠，
深信因果，信願念佛」。這十六個字可以拯
救二十一世紀，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把這
十六個字落實。

　　一定要用真功夫斷煩惱，要破妄想分別
執著，一定要除二障，煩惱障和所知障，恢
復自己心地的清淨平等覺，清淨平等覺是自
性，真心本性就是這樣子，所以這不是佛對
我們的要求，這是法爾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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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1-051-01

CH21-003-04

CH21-056-01

淨心法語 第一輯

淨空法師說故事
( 一 ) 

淨心法語 第二輯

25 開 軟精裝

25 開 平裝

25 開 軟精裝

HZ21-032-01

淨空法師說故事
( 二 ) 

25 開 平裝

CH21-010-04

淨空法師嘉言錄
( 一。二。三合刊 )

25 開 平裝

CH21-060-01

淨空法師說故事
( 三 ) 

25 開 平裝

　　《淨心法語》一書，所有內容均節選
自上淨下空老法師講演開示，並分門別類，
精簡歸納整理成短小精悍的短文，文雖短
而義理豐富，以適應於現代人快速閱讀之
習慣，出版流通，供養讀者，同霑法益。

　　《淨心法語》第一輯有【出世勸導】、
【普世勸導】、【二十字修行真言】三大類。
教導我們如何出世、普世和如何修行的法
門。

　　《淨心法語》第二輯有【家庭之道】、
【家庭即道場】、【幸福人生】三大類。
中國人愛家，家族的觀念很重，幾千年來
傳統教育的目的就是教我們怎樣做人，世
法、佛法都是建立在孝親尊師的基礎上。
而孝親的表現就是從不忘祖宗恩德、孝順
父母、友愛兄弟姐妹做起。此書節錄老法
師講經中關於家庭教育的菁華。把家庭經
營好，才能有個幸福的人生。

　　淨空法師說故事 ( 一 )、淨空法師說故
事 ( 二 ) 為節錄淨空老法師於各次講演中
所引用之公案因緣，由華藏講記組順文整
理，敬呈淨空老法師親自批改修訂，出版
流通，供養讀者，同霑法益。

本書分為六大篇：

一。出家篇　二。在家篇　三。佛典篇

四。積善篇　五。善惡篇　六。謙德篇

　　淨空法師說故事 ( 三 ) 延續了前兩冊
的精神，透過簡單而深入的故事，引導讀
者思考人生的道理、提升自己的心靈境界。
書中的故事涵蓋了佛教經典中的寓言、歷
史故事、生活中的例子等，每個故事都蘊
含著深刻的哲理，能夠啟發人們如何面對
困難、化解煩惱，並且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佛法智慧。

    淨空法師以他慈悲而睿智的語言，生動
地闡述了這些故事背後的含義，讓讀者能
夠在輕鬆閱讀的同時，深入思考，獲得心
靈的平靜與智慧的提升。不論是對佛教有
深入了解的讀者，還是初次接觸佛教智慧
的朋友，這本書都將帶來豐富的啟發與收
穫。

淨心法語

淨空法師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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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09-005-01

HZ09-001-03

地藏經玄義講記

地藏經的啟示

25 開 精裝

25 開 平裝

　　此《地藏經玄義講記》，由華藏淨宗
學會講記組同仁，依據老法師於一九九八
年在新加坡的講演恭敬整理，供養大眾。

　　淨空老法師依清朝青蓮法師的《地藏
菩薩本願經科註》宣說，然而，科註玄義
之文，文繁義廣，老法師在講演時並未依
「科註玄義」之文，逐字逐句解釋，而是
選取重要，且為現代人所易懂易明者進行
闡述。講記中凡老法師講到的玄義原文，
必有標列，並依講演內容恭敬順文整理，
略分章節，加註標題，方便讀者閱讀學
習。若有錯漏之處，敬請指正！

　　地藏：菩薩名號是從比喻上建立。「地」是大地，「藏」是
寶藏；大地蘊育無盡的寶藏，不只地下開採的金銀七寶，地面生
長的五穀雜糧也是寶藏。我們生活在這地球上，不能離開大地而
生存，衣食住行一切受用都仰賴大地，大地與我們的關係太密切
了。沒有大地，我們的生命也就沒有依靠。佛是用這個來做比喻。
地比喻我們的心地，心地含藏無量的智慧、無量的德能、無量的
才藝‥‥，一切無量通通是心地含藏。我們要認識心地寶藏，開
發心地寶藏。地藏菩薩本願就是教我們、幫助我們開發自性的寶
藏。完全開採出來，那就跟諸佛如來無二無別了，就叫做成佛；
部分開採就叫做菩薩；原封不動，不知道開採，那就是六道凡夫。

　　菩薩：是覺悟之人的稱呼。菩薩不是神，所以佛教不是宗
教，是佛陀的教育。其教育的宗旨是什麼？釋迦牟尼佛講經說法
四十九年，留給我們這部《大藏經》，一言以蔽之，無非是說明
「諸法實相」而已。

　　這部經共有十三品，可分為四大段。第一大段，前二品，介
紹地藏菩薩，讓我們認識佛學基本的科目。第二段三品，說明這
個科目教學的對象。第三段也有三品，說明這個科目教學的方法。
第四段包括流通分，共有五品，說明成佛之道。《地藏經》雖然
是最基本的科目，好像一年級剛上學修學的科目，但它的目標是
圓滿成佛，這樣的經典才叫做不思議的經典。佛經雖多，稱不思
議的不多，我們只看到四、五種而已，本經是其中之一。

地藏經玄義講記

地藏菩薩本願經的啟示

CH09-004-05

地藏經講記
附地藏經玄義

25 開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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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03-007-03

HZ11-007-02

淨業三福講記

心經講記

25 開 平裝

32 開 平裝

　　三福淨業，又稱作淨業三福，語出《佛說觀無量壽佛經》，
是一切欲得生西方極樂國土者當修。亦是三世諸佛淨業正因。

　　百善孝為先此為世間之正理，也是大乘行者之基也。「成佛
之後。入王宮而昇父棺。上忉利。而為母說法。示佛道不捨孝道
也。」若有人不孝父母，輕慢師長，不順孝道，是人若稱言能修
慈心，能修十善者一無是處，是障道因緣，福德盡墮惡趣。

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

二者受持三歸、具足眾戒、不犯威儀。

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

　　歷代翻譯《心經》共有十四種，常見的有七種，此次採取流
通最廣的玄奘大師譯本。在中國各宗各派皆選《心經》列入朝暮
課誦，可見在整個佛教中其所佔的地位

　　經題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八個字，可分四個段落，1、般若，
2、波羅蜜多，3、心，4、經。般若是梵語，古印度的言語，翻成
中國話，意思是智慧。在翻經規則方面有五不翻：一為祕密，如
咒語，皆音譯。二為含多義，在中國找不到適當的詞彙，如婆伽
梵，此名相含多義。三為中國無，如閻浮提，樹名，中國無此樹。
四為順古，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五為尊重，如般若。通常說
般若有三種，一為實相般若，真空之體，即真實的相狀。第二為
觀照般若，乃實相之用。第三為文字般若，詮釋言教，整個佛經
皆屬文字般若。般若的別名很多，如真性、實相、首楞嚴、中道、
畢竟空等等。佛說出如此眾多名字指一件事，目的是不讓我們執
著名相，叫我們體會真實的義趣。

　　《大智度論》上有一首偈：「般若是一法，佛說種種名；隨
諸眾生類，為之立名字。」此偈非常重要，說明佛為眾生說經，
建立許多名相術語的因由。通常般若翻作智慧，智是照見，知俗
諦，慧是揀別，照真諦。換言之，智有照了的功能，慧有鑑別的
作用。通達有為之事相為智，通達無為之空理為慧。總之，照了
一切法不可得，通達一切法確實無有障礙，乃真智慧。

　　 淨 空 法 師 於 一 九 九 四 年 三 月 一 日 在 加 州 哥 波 廷 諾 市
（Cupertino）淨宗學會講《心經》，為期一週。承張德聲居士惠賜
錄音帶七卷，恭聽之後，摘要筆記，彙成斯篇，供養讀者。

淨業三福講記

心經講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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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11-016-01

CH12-004-01

金剛經講義節要 

修華嚴奧旨
妄盡還源觀

講記

18 開 平裝

25 開 精裝

CH01-003-01

佛說阿彌陀經講記

25 開 精裝

　　江味農居士的《講義》，可以說是集《金剛經》古今註解的
大成，江老居士一生的精力就用在這部經上。我們從他的序文裡
面得知，他幾乎是用了四十年的時間。由於深入般若法門，堅定
了對念佛的信心，所以他一生自己說他是「教宗般若，行在彌
陀」，他是念佛求生淨土的。

　　因為《講義》分量很多，可以說非常豐富，而我們這次的研
修是以《金剛經講義》為主，我們編的大意就是《講義》的大意，
完全從《講義》裡面節錄下來的。可是在文字上並不是百分之百
的順從《講義》，有少數地方淨空老法師加了幾個字，大家看起
來更清楚。我們演講依據這個綱領提出我們自己修學的心得報
告，供諸位同修做參考。

　　 此 講 記 由 華
藏淨宗學會講記
組同仁，恭敬整理
自老法師歷年所
講《佛說阿彌陀經
要解》，節錄彙整
而成，為方便淨土
行人學習經文，故
草成此篇，以饗讀
者。

　　淨空法師於一九九
三年八月於美國舊金山
大覺蓮社宣講《無量壽
經 菁 華 》， 共 計 八 小
時。華藏講記組親聆音
帶，摘要記錄，順文整
理，並擷取一九九二年
六月於美國聖荷西宣講
《無量壽經》的相關內
容，以為補充。現呈淨
空法師親自批改修訂，
成《 無 量 壽 經 菁 華 講
記》，出版流通，供養
讀者，同沾法益。

　　賢首國師的《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這是《華嚴經》修
學的綱領，是華嚴宗前面三代祖師修行證果的方法，確實是稀有
難逢，也就是《華嚴經》的精華。你看看這個題目就曉得，「修」
是真幹，「華嚴奧旨」，奧妙的宗旨。怎麼樣學法？必須把妄斷
盡，妄太多了，「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一切有為法，如夢
幻泡影」，這《金剛經》上說的，妄要斷盡。世尊在這部經上告
訴我們，妄太多了，把它歸納不外三大類，一個是妄想，一個是
分別，一個是執著，只要這三個斷盡，你就「還源」了。還源是
什麼？回歸自性，那就叫圓滿成佛，就是圓證無上菩提。

　　清涼大師給我們講修證的四個次第，第一個要信；第二個是
理解；第三個是行，就是修行，修行就是修妄盡還源，就是真修行；
最後是證果，證果你真正契入華嚴境界，跟釋迦、跟諸佛、跟六
祖所證的同一個境界。

金剛經講義節要

佛說阿彌陀經
講記

無量壽經菁華講記

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講記

CH02-004-04

無量壽經菁華講記

25 開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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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08-003-02

十善業道經大意

特 32 開 平裝

CH08-005-01

佛說十善業道經
簡註易解

25 開 平裝

　　本《講記》為淨空法師於 2000 年講於「新加坡淨宗學會」。
其中云：「這部《十善業道經》是釋迦牟尼佛在龍宮講的，當機
者是龍王。當然，龍王與我們處在不同維次空間，事實上也確實
有龍王。可是，我們還要懂得佛表法的意思。佛沒有一句假話，
也沒有一句廢話，句句皆真實。佛依二諦說法：隨順真理說「真
諦」，隨順眾生說「俗諦」。佛「恆順眾生，隨喜功德」，說真諦少，
說俗諦多。說俗諦，大家好懂，於是佛用俗諦的方法來表顯真諦
的真理，這種高度的教學和說話藝術在佛經中處處可見。」

1. 十善業道經經文

2. 十善業道經大意 -- 淨
空老法師 講述

3. 認識佛教 -- 淨空老法
師 講述

4. 為在家弟子略說三歸
五戒十善義 -- 摘自《印
光大師文鈔》卷四

　　《十善業道經》，中文版本為唐朝實叉難陀翻譯。北宋時施
護重譯，名為《佛為娑伽羅龍王所說大乘經》，實為西晉月支國
沙門竺法護譯《海龍王經》第十一品〈十德六度〉的異譯，記載
了釋迦牟尼佛在娑竭羅（意為：鹹水海）龍宮，為龍王所宣說的
十善業道因果。經中指出，諸佛菩薩有一方法，能斷除一切痛苦，
遠離惡道。這個方法就是修行十善業道，即從行為上遠離殺生、
偷盜、邪淫；從語言上遠離妄語（說謊）、兩舌（挑唆）、惡口（語
言粗俗）、綺語（花言巧語）；從思想上遠離貪欲、瞋恚、愚痴。
離此十種惡業，就稱之為十善。無論大乘佛教還是部派佛教，都
視十善業是佛法修行的最基本方法。

十善業道經講記

十善業道經大意

佛說十善業道經簡註易解

CH08-003-05

十善業道經講記

25 開 精裝

一、覺悟人生
二、無上妙法
三、欣求極樂
四、往生資糧
五、念佛功夫
六、念佛妙用
七、放下重要
八、修學提要
九、往生實例
　◎祖師大德
　◎不識字者
　◎五逆十惡眾生
　◎現代居士
　◎家庭主婦
　◎畜生道

現代修行節要

HZ21-013-02

現代修行節要

32 開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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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1-028-02

無住生心集

25 開 平裝

CH21-034-01

現代災難的省思

32 開 平裝

　　「得一切法，如無法想」，這個很重要！這就是什麼？這就
是無住生心。我們今天有得有失，你心有住。心只要是有住，就
是 凡聖同居土。如果你說，「得一切法，如無法想」，他住在哪
裡？他不是在 凡聖同居土，他也不是在實報莊嚴土，實報莊嚴土
連個念頭都沒有，他還有念頭，他在哪裡 ？方便有餘土，換句話
說，他在四聖法界，他不是在一真法界，他離開我們六道輪迴了。
我 們是受大乘佛法長時間的薰修，所以對這些東西一看就明瞭。

　　但是習氣還有，你看，「知一切法，本性空寂」，這是分別，
「若言有法，而可證得，則為 虛妄，故雖有所證，而無能證之想，
於法融通，自在無礙」，這是已經入了佛門了，而且證 阿羅漢以
上了。阿羅漢雖然見思煩惱斷了，還有習氣，習氣會產生 障礙，
不像無始無明，無始無明的習氣沒有障礙。分別執著的習氣都有
 嚴重的障礙，他還會犯錯誤，但是他犯錯誤他知道，他知道懺悔，
所以他的業障很容易懺除 。凡夫犯了過錯的時候他不知道，他不
知道，所以古人叫不通懺悔。這個不通的含義很廣， 也就是說他
沒有辦法把業障懺除。歸根結柢來說，他沒有誠意，也就是他不
 是真誠懺悔。

　　「誠」這一個字不得了！你看古人講「誠則靈」，靈是什麼？
通了，上跟諸佛如來通了，下 跟天地鬼神通了，誠就通。那麼換
句話說，誠，雖然妄想分別沒有完全放下，他很淡薄，所 以他才
能產生這樣好的效應，這也就是經典上所說的，古大德常常教人
的，「煩惱習氣薄一 分，真誠智慧就長一分」，這是互相消長，
就跟明暗一樣。我們今天是在暗 ，迷是暗，覺就明了。凡聖沒有
別的，覺悟不一樣而已，除這個之外其他的，絲毫差別都沒 有。
真正覺悟了才曉得，六道十法界所作所為，都是空寂的。這個地
方有一句話說，「知一 切法，本性空寂」，這一句話說，說得好！
問題就在覺，一覺，他就放下了。放下造不造？ 不造了，他不會
起心動念了，至少在一切法裡面，他把分別執著放下了，不再有
分別執著， 這是清淨心真的現前了。清淨心現前，智慧就現前。

　　淨空老法師的智慧法語，帶我們透視災難所呈現的信息，讓
我們不再只能坐以待斃面對災難的降臨，任由恐懼侵襲我們的內
心，而是教我們如何積極的轉化災難，學習與天地萬物共存共榮
的和諧之道，以發現生命的終極意義。

目錄

一、預言警兆　二、人定勝天　三、濁惡之世

四、災難起源　五、以心控物　六、化解之道

七、隨遇而安　八、學習放下　九、念佛真妙　十、極樂世界

無住生心集

現代災難的省思



28 29

CH21-033-02

念力的祕密分享

50 開 平裝

◎意識是一種不受我們身體局限的物質，是一種條理分明的能量，
有能力改變物質事件。「以心控物」能力超越時間空間的限制。

◎一個簡單的意念似乎擁有改變我們世界的力量。

◎「以心控物」，意念可以影響物理現實。意念能影響任何東西，
具有改變世界的驚人能力。

◎量子粒子被認為是憑空蹦出來的，會即時出現又隨即消失，導致
毫無原因可言的能量擺動。

◎不管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的預感，都會被心臟和腦部接收到，最
讓人驚訝的是，心臟竟比腦部更快接收預感。

◎喇嘛單憑意念，就可以把結冰的水燒開。

◎絕症不藥而癒也是一種念力的表現。

◎一群人心念一致，效力會比單個的心念來得大。最能引起強烈情
緒或高度專注，當然莫過於災難性事件。

◎即使人數不多，只要整群人強烈專注精神，亦足以產生巨大效
果。

◎如果馬赫西大師的公式無誤（一地區只要有１％平方根人口修習
高深的超覺靜坐法，即能影響整個地區），八千零八十四個精進靜
坐者就足以影響全世界。

　　以上這一條一條的敘述，都是淨空法師從《念力的秘密》一書
節錄下來的重點。

　　《念力的秘密》一書是琳恩．麥塔格特將最近的科學發現與實
驗結果，結合人類目前對念力所知的知識，所創作的鉅著。該書粉
碎了人類對於宇宙、時間、空間的既有概念，開創出無限的可能性。
琳恩．麥塔格特 (Lynne McTaggart) 在研究期間，遇上一群前衛科學
家，他們花了多年時間回頭檢視量子物理學及其非比尋常的蘊涵。
試圖把已有的所有實驗證據綜合在一個融貫的理論裡，指出念力是
如何運作、可以怎樣把它用於生活，以及它在什麼條件下可以獲得
最優化。

念力的祕密分享

CH21-035-02

認識西方極樂世界
的真善美

25 開 平裝

　　老和尚於 2012 年六月啟講《極樂世界二十九種莊嚴》專題，
內容以天親菩薩的《往生論》為主。而《往生論》是菩薩觀察彌
陀淨土，明二十九種之莊嚴。其中極樂世界之依報，即器世間清
淨（西方國土莊嚴，就是修學生活環境），有十七種。淨土之正報，
即眾生世間清淨（阿彌陀佛及十方世界往生到極樂世界的菩薩），
有十二種。我們可藉由此論來認識西方極樂世界的人事與自然環
境。

　　「極樂世界二十九種莊嚴」分為三個段落：第一段有十七種
莊嚴，介紹西方極樂世界的環境，生活的環境、學習的環境；第
二部分介紹老師，本師阿彌陀佛；第三部分就是說明十方世界往
生極樂世界的這些菩薩，往生到極樂世界都稱作菩薩，這是極樂
世界的學生。所以首先我們修淨土，要把淨土認識清楚；學佛，
也首先把佛教認識清楚，佛教到底是什麼，我們才不會把路走錯
了，不至於學錯了。

認識西方極樂世界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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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1-038-01 CH21-039-01

治病妙方
健康長壽的秘訣

學佛的障礙
二障與三障

50 開 平裝 50 開 平裝

　　本書匯集淨空老法
師相關的演講內容，協
助大家了解疾病的事實
真相，當我們明白後，
心就安了，心安之後妄
念自然減少，清淨心就
浮現起來，身體自然健
康，許多毛病也就恢復
正常。

　　我們學佛多年，還
是煩惱不斷，遇順境起
貪心，遇逆境生瞋恚，
我們必須找到原因，才
能對症下藥，今生成就。
本書匯整 淨空老法師之
《華嚴經》講席，選錄
二重障與三重障內容，
期大家明瞭修學障礙的
原因後，能突破障礙，
更上一層。

治病妙方
健康長壽的秘訣

學佛的障礙
二障與三障

CH21-040-01

CH21-048-01

化佛願為己願
發大誓願講記

學佛是人生
最高的享受

50 開 平裝

25 開 精裝

　　淨空老法師二十六歲學佛，三十三歲出家，出家後就開始講
經說法，從不間斷。老法師深入經藏，勤轉法輪，理事因果、顯
密性相通達無礙。老法師講了三十餘年的《華嚴》之後，領悟到
一切經最後歸到《華嚴經》，而《華嚴經》末後普賢菩薩十大願
王導歸極樂，華藏世界諸大菩薩到最後都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
界，所以淨土法門是整個《大藏經》的歸宿，於是老法師放下所
有經論，專弘淨土，專講《無量壽經》，專持一句「阿彌陀佛」
名號。

　　《無量壽經》最重要的經文就是第六品「發大誓願」，這是
淨宗的精華。淨空老法師於二０一五年四月及五月共講兩次，合
計十五集。為使讀者便於閱讀，編者摘錄這十五集的講演重點，
並參考老法師相關的講演內容，做了調整補充，但仍以維持老法
師的原意為原則。

　　本書整理自上淨下空老法師的講演，為老法師一生所提倡的重
要理念。從學佛先認識釋迦牟尼佛開始學習，再了解淨宗修學綱
要，落實六和敬、五倫十義成就自己的德行，修學成就關鍵在誠
敬心，真念佛人必定能往生極樂世界，以水結晶實驗證實念力的
重要，戒貪瞋痴慢、復興中華文化挽救劫難，家庭教育、宗教教
育的重要，以宗教團結進而促進世界和諧等主題。老法師告訴我
們沒有倫理、道德、因果教育，社會就會走向毀滅。只有回歸到
聖賢教育的道路上，才是一條生路。

　　書名為「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則是老法師在初學佛的
時候，台灣大學教授方東美先生把佛法介紹給老法師時，跟老法
師講「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老法師用這一生證實了，最高
的享受是什麼？不是財富，不是地位，最高的享受是清淨心、平
等心、覺悟的心，就是這十個字，「真誠、清淨、平等、正覺、
慈悲」，這就是最高的享受。

化佛願為己願 .發大誓願講記

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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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1-031-01

臨終助念答問

50 開 平裝

HZ07-001-02

大佛頂首楞嚴經
清淨明誨章講記

25 開 平裝

　　《淨空法師演講精選》收錄淨空老法師於國內外主講的《淨
土大經科註》、《二零一二淨土大經科註》、《二零一四淨土大
經科註》、《大方廣佛華嚴經》、《無量壽經》、《學佛答問》
等精華開示，以及「呼籲全世界淨宗同學念佛化解災難」、「澳
洲淨宗學院餐後開示」、「承傳漢學 不忘初心—英國漢學院謝師
活動講話」、「自利利他 端在生活中力行」等重要場合、節日談
話演說內容節錄。

　　「淨空老法師演講精選」最新更新內容，請同修持續關注弘
化網→影音專區→兩分鐘開示。

　　臨終關懷，由佛門淨宗古來祖師大德提倡助念往生，現今已
漸為社會大眾所重視，在台灣，台大、長庚等各大醫院，也都設
有助念室；大陸上許多道場，也有專為臨命終者助念之措施。此
舉有助於平日修淨業者，功夫尚不得力，臨終得到善知識、同參
道友，如法如理的助念，則得以順利往生淨土；一般不修淨土者，
助念也有消業障、不墮惡道往生善道之利益。

　　有關助念之注意事項及理論方法，《怎樣念佛往生不退成佛》
一書，已說之甚詳。但每位往生者各人之因緣，千差萬別，各不
相同，導致眾疑問產生，如有人臨終遇密宗大德為之助念，或其
他知見不同之法師、大德，有些條件、要求不同，還有家屬欲知
往生者到底有沒有往生西方淨土，及做何功德迴向等問題。這些
問題，恩師上淨下空老和尚慈悲，於講席中多有解答。今華藏講
記組同學發心為之搜集、彙整，並標示名題，使讀者一目了然，
諸疑頓釋，可為助念往生者之一助。

　　佛法就是戒、定、
慧三學，學佛如果把這
三條疏忽了，那就不是
佛法。學佛要想成就，
絕對離不開戒律。

　　〈清淨明誨章〉共
有 四 段， 都 是 屬 於 戒
律。

　　我們讀了之後，才
能真正明瞭佛法戒律的
真 諦， 應 該 如 何 來 持
戒， 進而做到持戒念
佛，這一生想往生淨土
才真正有把握。

淨空法師演講精選

臨終助念答問

大佛頂首楞嚴經
清淨明誨章講記

CH21-059-01

淨空法師
演講精選

25 開 軟精裝

HZ59-003-01

日暮途遠

50 開 平裝

　　日暮途遠表天已晚
了，路已走到了盡頭。
比喻處境十分困難，到
了末日。也形容窮困到
極點。

　　印光大師常常引用
這個成語，比喻老年人
時日無多，而往生還沒
把 握。 然 如 能 一 心 念
佛，一再加強念佛的念
力，使最後就是一門心
思唯一念阿彌陀佛，唯
一趣向極樂世界，這樣
就一定得佛接引，往生
西方。

日暮途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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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21-015-02 HZ21-016-01

人類智慧的瑰寶
孔孟學說

與大乘佛法

人類智慧的瑰寶
孔孟學說

與大乘佛法
50 開 平裝 25 開 精裝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世界著名的歷史哲
學家英國湯恩比博士，非常肯定中華傳統
文化對現在人類的價值與意義，他說「要
解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問題，唯有中國的
孔孟學說與大乘佛法」。

　　中華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兼容並蓄，
蘊含人類老祖宗數千年的修身立命、齊家
治國，至全球諸國平等對待和睦相處的智
慧、理念、方法、成效、經驗。這是全人
類共享無價的文化瑰寶，其主流就是儒釋
道三家。今天分享的主題是人類智慧的瑰
寶，孔孟學說與大乘佛法，主要是研習儒
家和佛家教育的重要性。

人類智慧的瑰寶 - 孔孟學說與大乘佛法

HZ21-019-01

因果教育
挽救人心

特 32 開 騎馬釘裝

　　本書為上淨下空老法師於 2016 年清明祭祖法會談話，說明因
果教育的重要性，古聖先賢的絕學可歸納為倫理教育、道德教育、
因果教育和聖賢教育。特別是其中的「因果教育」，對於端正世
道人心具有極大的功效，是當今社會所迫切需要的。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教育，是自古以來中國人普
遍接受的。古人相信因果報應，知道作惡會有惡報，所以大多數
人不敢昧著良心去作惡。可惜最近一百多年來，中國傳統的因果
教育被拋棄了，唯利是圖，廣造惡業，結果對社會造成極大的危
害，因此印光大師一生極力提倡因果教育，是很有道理的。要挽
救這些造惡的人，挽救這個動亂的社會，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提
倡因果教育，正如清初名士周安士先生所說的：「人人信因果，
天下大治之道也；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亂之道也。」這段話將
天下治亂的根源一語道破。

因果教育 .挽救人心

HZ02-009-04

佛說大乘無量壽
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親聞記
25 開 精裝

淨空法師於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九日開始，在美國加州克波亭諾
市德安乍學院主講全部《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簡稱《無量壽經》，為期十二週，集有錄音帶六十卷。劉承符 居
士曾先後恭聽四次，寫成筆記。了解經中內容，顯密性相，事理
因果，盡包無遺，對於人生有深切真實利益。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親聞記

　　孔孟學說創始人是孔子，與佛陀教育的創始人釋迦牟尼佛屬於
同時代的人，他們同樣是社會教育家，同樣率先身體力行，自己有
所證悟之後然後才進行教學。由於這種身教榜樣的力量，所以他們
教學非常成功，孔子被尊為至聖先師，釋迦牟尼佛被尊為大覺世尊。
孔孟學說與大乘教學二者有許多共通之處，理論基礎，儒，人性本
善，佛，是心是佛（佛就是性本善），孔孟學說與大乘教學的理論
基礎都是肯定人性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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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02-034-05

佛說大乘無量壽
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講記全四冊
25 開 精裝附書盒

　　在大乘佛法裡面《華嚴》是第一經、是根本法輪。《華嚴》
所說的就是華藏世界，華藏世界也叫做蓮華藏世界，說的是什麼？
就是西方極樂世界，西方極樂世界也叫蓮華世界。由此可知，這
部經跟《華嚴經》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所以在清朝乾隆年間，彭
際清居士他說《無量壽經》就是中本《華嚴》，八十卷《華嚴經》
叫大本，《無量壽經》叫中本，那當然還有小本，小本就是《佛
說阿彌陀經》。這三部經其實是一部，只是一個說得簡略，一個
說得詳細，經典文字有廣略不同，其中內容並沒有差異，內容完
全相同。所以我們首先要認識清楚，這是《華嚴經》最精彩的一
部分。《華嚴》能夠在一生圓滿，就是普賢菩薩在最後以十大願
王導歸極樂，《華嚴經》這才圓滿。本經自始至終完全講的是極
樂世界依正莊嚴，也就是《華嚴》的導歸。所以在隋唐時代，古
大德說《華嚴》、《法華》都是本經的引導。這話說得很有道理，
一點都不過分。《華嚴》、《法華》引導我們歸向淨土，在淨土
裡面得到一生圓滿。

　　世尊在經文裡面告訴我們，本經字字句句都具足三種真實，
因此這些話我們要格外的珍重它。值是遇到，遇到這部經典能讀
能解，能夠依教修行，無論是現前、將來的果報，也就是我們講
的好處利益，都是『隨意所願』，正是平常所說「佛氏門中，有
求必應」。隨意所願就是有求必應。但是在此地我們要特別明瞭，
不要一昧去求人天福報。現在學佛的人實在說，大多數都是求人
天福報，升官、發財、長壽都求這些，而把往生不退成佛疏忽掉，
這真叫可惜！末後這句話就提醒我們要得度，什麼叫得度？要超
越輪迴往生淨土，這才叫得度。『皆可得度』，那就是人人都有
分。剛才講了，只要遇到這部經典的人，你能讀、能解、能信、
能依教奉行，沒有一個不得度的，這正是前面所講的「三根普被，
聖凡齊收」，這是經典上給我們做了證明。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講述筆記 .卷首

HZ02-017-03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
嚴清淨平等覺經講

述筆記 卷首
25 開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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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20-002-02

晚晴集講記

25 開 平裝

　　弘一律師，自號晚晴老人，蓋取李義山詩「天意憐幽草，人
間愛晚晴」句。律師於辛巳年掩關本寺（西禪寺），集佛經祖語
警句二卷，以晚晴名焉。

　　《晚晴集》共一０一條，是弘一律師集佛經、祖語、警句所
成，前四十九條為上卷，後為下卷。淨空法師依序講演，今結集
成冊。為便於讀者檢閱、惕勵……，故略事分類；又為避免類別
過於瑣碎，凡有兩可或難以歸類者，亦勉而為之。以期本書保有
原作之風貌，兼具現代著作體系分明之架構流通於世，以饗有緣，
以利有緣。是所至禱！

晚晴集講記

HZ24-010-01

佛學十四講講記

25 開 平裝

　　《十四講表》是李炳南居士特別為大專學生編的，把整個佛
法做一個輪廓，簡單的介紹給同學，好像是說明書一樣，佛法的
說明書。《十四講表》共十四單元，前七個單元是屬一般常識，
後七個單元是佛學。

　　這部《佛學十四講講記》，是由淨空法師講述，藉由李炳南
老居士的《十四講表》，將佛法的大意闡釋出來，非常適合大專
學生，配合講表與講記，獲得佛法概括且正確的認識。

佛學十四講講記

HZ15-004-03

觀無量壽佛經疏上品上
生章講記、大勢至菩薩

念佛圓通章親聞記

25 開 平裝

觀無量壽佛經疏上品上生章講記

　　《觀無量壽佛經．上品上生章》的講義是採取唐朝善導大師
的註解，他將這一部經從玄義一直到經文分成四個部分，所以稱
作《四帖疏》。這一段裡面最重要的是給我們詳細介紹「發菩提
心」。淨宗常說：「三心圓發」，到底是哪三心？這個地方給我
們說清楚了，就是「至誠心、深心、迴向發願心」。這三種心發
得很圓滿，就是無上的菩提心。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親聞記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出自《楞嚴經》卷五，這篇〈大
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的經文很簡短，為淨土宗修學五經一論中
的一經經品，大勢至菩薩與觀世音菩薩同為極樂世界的兩大菩
薩，六祖惠能在《六祖壇經》疑問品第三之中的描述：「慈悲即
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是由民國初年印光大師所列入淨土法門。

觀無量壽佛經疏上品上生章講記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親聞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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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23-011-02

華嚴念佛三昧論
講記

特 18 開 平裝

HZ21-020-02

菩提心貫注在
整個生命中

特 32 開 平裝

　　農曆的七月，台灣同胞們都認為這個月份是鬼月，陰間地府
裡面許許多多的鬼怪，都出現在人間。正好比是陰間鬼道裡面，
大概是度假的時候，都出來度假。於是這個月份裡面，禁忌特別
多。而超度的佛事，也非常的繁忙。就有同修問：「這個超度，
到底有沒有效？是不是超度一定需要出家人來做？」這是一個社
會問題，也是佛法裡面，必須要清楚解答的一個問題，才不至於
導致大眾的迷信。

　　佛門裡面有超度的理論與方法，非常合情、合理、合法。但
是這種大規模做超度，在原始佛教裡面，是不常見的。在中國翻
譯的大乘經典當中，記載這樁事情，最詳實的是《地藏菩薩本願
經》；這裡面就將這些理論、方法，交代得很清楚。我們在這個
經裡面看到，婆羅門女、光目女，這都是非常孝順的年輕人。她
們的父母由於缺乏知識，造作許許多多的罪業，佛在經上說，造
這些嚴重罪業的後果，必定是墮落在三惡道。

　　「念佛三昧」。此三昧在《華嚴經》內，所以才叫華嚴念佛三
昧。華嚴裡講了種種三昧，什麼叫「三昧」？三昧的含義就是正定、
正受。正定：戒定慧，禪定。定有種種的定，正定，相對的還有邪定。
很要知道有邪定，一入邪法，不符合聖言量的法，入了定，是邪定。
正受，受是受用，定中就有受用。正定有正受用，邪定就有邪受用。
所以，有很多人很快的就出現了許多奇異的事；不是佛教的法，都
稱為邪法。大家知道向上很難，趨於下流是很容易的。不是走正路，
就是走邪路，是走下流，往下跑，就很容易，就容易入邪定。所以，
有的人修行說：「你這不好，你開了鬼眼，通了鬼脈」。就跟鬼打通了。
所以，看到許多陰間的情形，看到許多死人，他自己也出現鬼的特
點。妖魔鬼怪都有通，鬼有鬼的通，牆壁擋不住鬼，地也擋不住鬼。
人就不行，不能從牆過去、從地下出來。得鬼通是進步是退步？這
問題要好好想一想。許多佛教徒對這些事，還不能很明白。有人自
己可以堅持，但不能夠勸動別人。這些東西要有分別。無分別中還
有分別，有分別中還無分別。此處是正定、正受，分別於邪定。

　　上淨下空老法師第四次宣講《無量壽經
科註》，深入淺出，開闡奧旨，宣演妙義，
暢快淋漓，發人深省。尤其講解第二十四
品〈三輩往生〉的經文「發菩提心，一向
專念阿彌陀佛」時，特別有助於淨宗學人
生起深信、切願、篤行，是修學淨土法門
的極佳指導。

　　本文謹摘錄淨公講解「發菩提心，一
向專念阿彌陀佛」經文的內容，以饗大眾。
希望藉此增進淨宗同修對《無量壽經》的
實修，從而成就淨土法門的妙行，最終
實現往生成佛的妙果。這是我們衷心的期
望！

超度的理論與事實

華嚴念佛三昧論講記

發菩提心 .一向專念

CH26-002-01

超度的理論與事實 

50 開 平裝

HZ21-018-01

發菩提心
一向專念

25 開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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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12-012-03

普賢大士
行願的啟示

25 開 平裝

　　《華嚴經》是佛
門第一經，是世尊的
圓滿法輪。這一部經，
是整個佛法的綱領，
是整個佛學的概論。
一切經都是華嚴眷屬，
都是講《華嚴經》的
某一部分。說宇宙人
生全體的就是這部經。
這 部 經 怎 樣 圓 滿 的
呢？到最後，普賢菩
薩十大願王導歸極樂，
此經才到究竟圓滿。

　　諸佛如來無邊無
量的法門，只有念佛
往生法門是一生中決
定得度的，真知道一
句佛號能讓我們永脫
輪迴，一天到晚絕不
中斷，這才是一生中
最大的一樁事，什麼
事都可以放下，這一
樁事不會放下，死心
塌地念這句佛號，一
心一意求生西方淨土。

　　《念佛成佛》一
書是從上淨下空老法師
主講的《佛說大乘無
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
經講記》摘錄其中的
重要開示，分類整理，
彙集成冊，由於《講
記》內容眾多，要想
全部讀完，必須花費
相當長的時間；而想
要牢記《講記》中所
有的教誨，以便依教
奉行，實在不容易，
才有此書成書的因緣。
敬願能幫助同修離苦
得樂，了生脫死，超
凡入聖，出離三界，
往生西方，圓成佛道。
阿彌陀佛！

普賢大士行願的啟示 念佛成佛

HZ14-002-02

發起菩薩
殊勝志樂經講記

25 開 平裝

　　《發起菩薩殊勝志樂經》亦名《彌勒菩薩所問經》，此經乃
《大寶積經》第九十一至九十二卷，蕅益大師的《閱藏知津》將
此經內容分做十五段介紹。

　　淨空法師講此經時，為便利起見，依據《閱藏知津》再加上
「序分」及「正宗分」，全書文義淺顯易懂，因為彌勒菩薩非常
慈悲，代我們啟請，蒙世尊為我們詳細開導，如果我們能依照這
一部經的教誨，細心的去體會、反省、改過自新，回頭是岸；如
此所修、所行在這一生當中，決定能有成就。

　　此篇文章之【前言】、【無量
壽經譯本】、【阿彌陀佛本生】三
節是根據①淨空法師「彌陀四十八
願」一九九０年講于高雄國軍英雄
館。②淨空法師「淨宗朝暮課誦
講記」一九九四年講于美國加州迪
安薩學院。兩篇文章所整理。【阿
彌陀佛四十八大願】乙節，則全部
摘錄自《無量壽經講記》第六品—
淨空法師一九九０年講于華藏圖書
館，劉承符居士一九九六年整理。

發起菩薩殊勝志樂經講記

阿彌陀佛四十八
大願講記

HZ02-012-02

HZ36-018-01

阿彌陀佛
四十八大願講記

念佛成佛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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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2-006-01

循著善財童子的尋訪
開啟心靈智慧

第一輯

25 開 軟皮精裝

　　淨宗的蓮友每個月做一次三時繫念法事，同修們做得都很歡
喜。但是對繫念法事裡面的開示不甚了解，不了解就不能隨文入
觀，於是同修們希望能把《中峰三時繫念法事》儀規講一遍。 淨
空法師也是每天讀誦，禪師開示言簡意賅，確確實實就佛法而論，
任何一法都能夠幫助我們成無上道。佛門中的超薦法事，是一種
與不同維次空間眾生溝通的方式，而淨宗學會的超薦法事，以三
時繫念為主。三時繫念法事乃元朝中峰國師所提倡，目的在超薦
亡靈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永離茫茫業海。然此儀軌所蘊含的精神，
更令生者受用，生者若以至誠心讀誦聽講，並發願奉行，必能托
質蓮胎，圓滿無上菩提。「中峰」是元朝明本禪師的別號。「三時」
古時的印度把一晝夜分為晝三時、夜三時，由此引申為「晝夜不
懈」之意。「繫念」是念念不捨，就是要把「阿彌陀佛」放在心上，
真正的功夫是心上真正有阿彌陀佛，此謂繫念。中峰國師制訂的
《中峰三時繫念法事全集》，有誦經、有開示、有儀軌，內容均
是教導我們求生淨土的心態、方法。

　　在我們這個多元化且快速發展的時代，年輕人渴望海外留學
或旅行，以此拓寬視野、增長見聞。佛教經典《華嚴經》中的善
財童子，是充滿智慧與決心的佛教青年典範。在文殊菩薩引導下，
他踏上漫長旅程，前後拜訪了五十三位高深智慧與德行的善知識。
《循著善財童子的尋訪 開啟心靈智慧》一書，詳述了善財童子的
這段尋訪之旅，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啟示與借鑒。

循著善財童子的尋訪 .開啟心靈智慧 .第一輯

CH25-017-01

中峰三時繫念法事
全集講記

25 開 精裝

中峰三時繫念法事全集講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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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6-001-02

印光大師文鈔
三編節選

25 開 平裝

HZ15-038-01

印光大師遺教兩要 
當生成就之佛法

50 開 平裝

　　華藏淨宗學會從悟道法師平日的講演
中節錄出勸念佛、發願、行持之內容，整
理成《悟道法師演講精選》、《善思念之》，
欲付梓通，利益大眾。雖文辭拙樸，似無
可觀，然義理無謬，且通俗易懂，一般學
人研讀，俾能受益，正如一滴海水之味與
大海之味無二無別。如來出世一大事之因
緣，唯淨土一法，方能究竟暢佛本懷，圓
滿一切諸佛度生之大願，一切眾生若能信
受奉行者，必能蒙佛接引而生淨土，永出
苦趣！

　　《印光大師文鈔三編節選》一書由悟道法師於《印光大師文
鈔三編》節選出的精粹部分。 

　　印光大師是公認的佛教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傳為大勢至菩
薩再來。大師一生不爭名爭利，不任住持，不收出家弟子，不搞
社會交往，終生默默修行弘法。大師從 1918 年開始親自從事刻印
流通佛經善書的活動，并于 1930 年創辦近代最成功的佛經流通機
構弘化社，累計提倡、鑑定推薦和作序跋的佛經、善書近三百種，
流通經書數量六百餘萬冊，流通佛像百萬餘幅。弘化社的經書根
據情況分為全贈、半價和全價流通三類。1945 年，大師仍以 75
歲高齡親自料理流通事務。

　　印光大師一生著作頗豐，150 餘萬字的新編全本《印光法師文
鈔》被大德們讚譽為是一部濃縮的藏經。不僅是佛門瑰寶，而且
也是當今學術、思想界一筆珍貴財富。

　　佛為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其法超乎群言，其行加乎眾聖，固
備權實五乘，曲盡善巧，而力不足者，仍憾學有難成，佛知其然，
澈露悲憫，故於八四門餘，復說淨土，如是利鈍三根，齊資無遺矣。
人見其利，代為宣揚，以致玉軸緗縹，汗牛充棟，反使後之來學，
望洋不前。吾師  印公，出弘斯道，幾五十年，只述不作，雖有文鈔
風世，皆是與門弟子問答之書，讀其言悃愊無華，人輒樂受，因以
被教獲度者，遍天下焉。己丑變作以來，閭閻憂怛，有能屏息執書，
終一卷而不厭者，似亦無多其人，此實情緒環境迫之也。然風雨昏
途，漫漫長夜，張其蓋，然其燈，而授之與行人，豈他徒之責哉。
智溫學長擬擷續文鈔中，一函遍覆及臨終三要兩篇，合印一冊，廣
為印送。用為應病時藥，濟渴蔗漿，偕老友周子慎居士，就商於予，
予撫掌曰，善矣哉，遍覆三要，乃淨業始終，執其兩端，則得其全用，
且遍覆旨在出世淨因，而於倫分之敦盡，災祥之避趨，皆為攝要，
是不離世法，以求菩提也。三要旨在往生淨果，而於悲心之推施，
福田之培植，尤深致意，是不忽度他，以求自度也。既於淨業始終，
世出世法，自度度他等，俱無間然，謂為佛法澈底全彰，亦無不可也。
果使契機適時，有益乎眾矣，又奚必強之纍纍五車，浩浩三藏者哉。

悟道法師演講精選

印光大師文鈔三編節選

印光大師遺教兩要 .當生成就之佛法

CH71-001-02 CH71-002-01

悟道法師
演講精選 

善思念之 第一輯
（悟道法師講演集）

25 開 軟皮精裝 25 開 軟皮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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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16-001-02

印光法師年譜

16 開 精裝

　　一、本《年譜》目的在於闡發譜主精進念佛淨土思想，及其
「普度眾生，莊嚴國土」之大乘佛教精神。是故在教言教，冀為
專修淨業者作一善導，非為僅供宗教研究之著也。

　　二、譜主書函中涉及姓氏人名頗多，其中凡可查考者，皆注
釋簡要生平事跡和生卒年月；其無可查證者，則付闕如，不再
一一說明。

　　三、譜主之書函後有但署月、日而無年分者，亦有全無年月
日期者，皆依據其信函內容或其他資料考定之，附於編者按語之
中，不再於文後另撰「校勘記」。

　　四、本《年譜》涉及之文章略稱：《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即
文鈔正編）略稱《增廣》（中華書局一九二六年版）。《續編印
光法師文鈔》略稱《續編》。（一九三九年蘇州報國寺初版印行）。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略稱（三編）（福建莆田廣化寺一九八九
年編印）。《印光法師行業記》略稱《行業記》。《印光法師永
思集》略稱《永思集》。

　　五、印光法師有些書信、文章，無法考查寫作的具體年代，
但其內容對了解、研究印光法師佛學思想方面又極其重要，需要
全文收錄，就折衷地將它放在印公寫作此文的大致時期之內，附
於某年注文之後，以書宋字體別之。

　　六、本《年譜》僅以編者手頭所獲資料為據，未及廣泛諮詢、
求訪，是以疏漏不妥之處必多，尚祈海內外大德、賢士賜教指正，
以冀來時修訂再版。

　　法師俗姓趙，名丹桂，字紹伊，號子任。陝西省郃陽（今合
陽）縣赤城東村人。弟兄三人，長名折桂，字從龍；次名秋桂，
字攀龍，師最小。父名秉綱，母張氏。法師幼隨長兄習儒，穎
悟異常，成童中秀才。十五歲再次病目，困殆數載，疾癒後一

印光法師年譜

HZ16-015-03

印光法師文鈔全集 

25 開 精裝附書盒

印光法師文鈔(上/下)

印光法師文鈔續編(上/下)

印光法師文鈔參編(上/下)

印光大師文鈔菁華錄

印光法師嘉言錄

印光法師嘉言錄續編

印光法師文鈔全集

心向佛。年二十一出家為
僧，法名聖量，字印光。後
自號「繼廬行者」，又號
「常慚」、「常慚愧僧」。
三十三歲後，在浙江普陀
山法雨寺隱跡潛修。晚年在
滬創辦佛經流通處弘化社，
在蘇州吳縣開靈巖山寺十方
專修淨土道場。一九四０年
十二月二日圓寂於蘇州靈巖
山寺。後人奉為淨土宗第
十三代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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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16-018-01

印光大師永思集

25 開 平裝

　　印光大師於清咸豐十一（辛酉）年農曆十二月十二日辰時
（1862 年 1 月 11 日）出生於陝西省郃陽縣（今日的合陽縣），
俗姓趙，名紹伊，字子任，父親趙秉綱，母為張氏，雙親的為人
與德行在郃陽鄉間極受人尊崇景仰。上有兩兄，其為幼子。

　　印光大師出生後六個月罹患眼疾，半年期間眼睛都無法張開，
除了吃飯、睡覺以外，白天黑夜都經常哭泣。眼疾康復後，幼年
就讀儒書，接受儒學教育。在印光十五歲罹患重病期間，對儒家
批評佛教的部分進行了重點研究，也自然產生了向佛的意願。

　　1881 年印光 21 歲時，於陝西終南山南五台蓮花洞寺正式出
家，其師為道純和尚，自此從儒學轉入佛學。但剃度出家之事被
其兄長知道後，在後者的強烈要求下只好遵命返家，到家後並遭
遇禁足處置，然而印光意志堅定，趁兄長外出時又潛回終南山，
繼續佛法修學。

　　回到終南山後，道純師父遂要印光遠赴安徽參學，以避家人
持續要求回返的糾纏，印光奉命前往安徽，途中經過湖北谿蓮華
寺時，在該地駐留苦修，除做為該寺的知客僧外，還負責柴頭（劈
柴與燒柴）、水頭（挑水與燒水）等工作，以此來磨鍊自己，此
時印光大師 22 歲。

　　此後，印光在代理庫頭（庫房整理、管理）工作時，於曬經（經
書維護）過程中有緣讀到《龍舒淨土文》，因而更加堅定了以淨
土宗救世的信念。

　　自 1893 年起，在浙江普陀山法雨寺藏經樓閱藏。

　　1918 年起，專門刻印善書、佛經，印行淨土經論近百種，印
量達數十萬冊，並廣泛贈送與各界人士。

　　由於印光所處的時代，親近與信仰佛法者已為數不多，因此
印光大師印贈《了凡四訓》與《太上感應篇》，前者以儒家觀點
來傳播佛教，後者以道教觀點來弘揚佛法，在佛教振興上做出特
殊貢獻。

　　1926 年（民國 15 年），蘇州靈巖山寺真達和尚為了重振道
場風規，特請印光訂立規章，印光為其訂立五條規約，使靈巖山
寺奠定淨土道場的基礎。此後印光大師又於南京創建法雲寺放生
念佛道場，興辦佛教慈幼院，組織監獄感化會以及從事賑災救濟
等慈善公益事業。

　　1930 年（民國 19 年），印光以七十高齡前往蘇州報國寺進
行閉關修行，閉關前曾囑託明道法師創立弘化社，弘化社最初創
立於上海常德路的覺苑內，王一亭、關絅之、黃涵之等居士參與、
協助，由於弘化社的成立，使佛經、善書的印製、傳播和流通更
為順暢。

　　1937 年（民國 26 年），抗戰爆發，印光應靈巖山寺監院妙
真和尚之請而遷至靈巖山寺，持續弘揚淨土法門。

1940 年（民國 29 年）農曆十月底，印光因身體不適，委任妙真
和尚擔當靈巖山寺住持職務。至農曆十一月初四（1940 年 12 月 2
日）凌晨，印光大師向妙真和尚與身邊弟子做最後囑咐與告誡，
印光大師告訴妙真和尚:「維持道場、弘揚淨土，勿學大派頭！」，
同時也語重心長地勸告眾弟子：「大家要念佛、要發願，要生西
方！」此後，大師面向西方端身正坐，等待阿彌陀佛前來接引，
在和尚、大眾的念佛聲中安詳而逝，享壽八十歲。

印光大師永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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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16-020-01

印光大師
信願開示

25 開 平裝

　　《印光大師信願開示》乃慧明居士就《印光大師文鈔》中，
有關淨土之開示，擇要整理成書，全書以四十八個問答方式，敘
述淨土法門中常見之疑難，其中，問之部分為慧明居士之設問，
答之部分全由《印光大師文鈔》中摘錄同義要點應答。

　　見其所錄，意在破除淨業行者之疑雲，使人一生安住於六字
洪名，老實念佛，得生淨土。居士之利生悲心，上契彌陀，下應
印祖，令人由衷感佩，是故樂於編印流通，共成佛事。

印光大師信願開示

HZ16-019-01

印祖文鈔解大經
( 上中下冊 ) 

18 開 精裝

　　上淨下空老法師師承李炳南老居士，李炳南老居士之淨土則源
於印光大師，如是一脈相承。

　　二０一四年秋，老法師《淨土大經科註第四回》宣講期間，
有學生云：「念老之大經集註引用一百九十三種經論、註疏，已
然美矣，若擷取《印祖文鈔》為其必要且重要之補充，豈非更
善。」即囑咐學有專精之法師、居士節選《印祖文鈔》相應內容
以註解淨土大經，歷四年，初稿告成，取名之曰《印祖文鈔解大
經》。

　　老法師於序中云：講經說法一甲子之際，值此解出版流通，
拜讀之餘，益見畢生所弘不違佛言祖意，甚慶慰焉。亦冀對夏蓮
居老居士會本仍存疑惑者，於此堅定信心也。以此隨喜功德之精
誠，普願一切同倫、同沐佛恩，同生淨土，不退成佛。

印祖文鈔解大經 ( 上中下冊 )

HZ16-004-01

印光大師
飭終法語 

25 開 平裝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可不悲哉。竊謂徒悲究有何益。須知
死生大事也。信願念佛大法也。既知死之可悲。當于未死之前。
修此大法。則死不但無可悲。且大可幸也。何以故。以淨業成熟。
仗佛慈力。直下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得以超凡入聖。了生脫死。
永離眾苦。但受諸樂。漸次修習。直至成佛而後已也。然欲得此
大幸。必須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以培其
基。加以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願。持佛名號。便可決定
即得矣。至于臨命終時。無論久修始修。皆須眷屬及與淨友為其
助念。庶可正念昭彰。感應道交。蒙佛接引。往生西方矣。即平
素不念佛人。臨終請善友開導助念。亦可往生。是知助念一事。
最為緊要。修淨業人。當于平時與家屬說其利害。俾彼了然無疑。
絕不至臨時以世俗情見破壞正念。而于存者亡者均有實益。念佛
飭終津梁。及飭終須知。用意措詞。悉皆周摯。實為保護成就行
人一大事因緣。若肯展轉流通。俾一切同人咸知其益。其為功德。
唯佛能知。願世之為人子孫。及為人父母兄弟朋友者。各皆依行。
以期亡人神超淨域。業謝塵勞。蓮開九品之華。佛授一生之記。
實為大幸。

印光大師飭終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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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17-004-01

李炳南老居士全集
( 一套 17 冊 ) 

25 開 精裝

HZ20-005-01

弘一大師演講錄
【佛學篇】

25 開 平裝

　　印光大師弘揚佛法，人集其言，曰文鈔，先進淨通開士，摘
其簡要，彙而刊之，曰菁華錄。

　　《印光大師文鈔菁華錄》中有十篇重要內容。十篇分別為：

一 讚淨土超勝 二 誠信願真切

三 示修持方法 四 論生死事大

五 勉居心誠敬 六 勸注重因果

七 分禪淨界限 八 釋普通疑惑

九 諭在家善信 十 標應讀典籍

第一冊：佛說阿彌陀經摘注接蒙義蘊合刊 大方廣佛華嚴經講述表解
第二冊：講經表解（上）
第三冊：講經表解（下）
第四冊：大專佛學講座初級教材 弘護小品彙存
第五冊：佛學問答類編（上）
第六冊：佛學問答類編（中）
第七冊：佛學問答類編（下）
第八冊：佛說四十二章經表注講義 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眉注
第九冊：修學法要
第十冊：修學法要續編 雪廬述學語錄
第十一冊：論語講要（上）（下）
第十二冊：禮記選講 中國歷史綱目表 重修莒志選
第十三冊：詩階述唐
第十四冊：雪廬詩集（上）（下）雪廬寓壹文存
第十五冊：黃帝內經選講
第十六冊：雪廬老人題畫遺墨
第十七冊：李炳南老居士全集總目錄

　　弘一大師俗姓李，名息，字叔同，浙江平湖人。早年藝術頗享
盛名，詩詞書畫，金石音樂，靡不精湛。三十九歲了悟上人出家，
從此盡屏所習，勤修苦行，嚴持戒律。遍蒐中外律藏，校勘南山三
大部，重興律學。生平不樂名聞，不受供養，不畜徒眾，不做住持；
粗衣淡飯，甘之如飴，灑掃洗濯，垂老躬行。

　　大師遺著甚豐，演講錄只是其中一部分。內容詳示學佛必須發
菩提心，深信因果，受持三皈、五戒、十善。並教誡如何對治病根，
改過遷善，返邪歸正，乃至明析如何提擇法門，時值末法，惟示人
持戒念佛，導歸極樂。講錄分量雖少，但已將佛陀一代時教，圓彰
無遺。

　　演講錄最大特色，嚴峻中有柔軟，方便中有堅持，淺平實易知，
深思義蘊無窮。大師不尚空談，注重踐履，雖無談玄說妙，卻能深
入淺出，閱之則易落實生活，對治習氣。

印光大師文鈔菁華錄

李炳南老居士全集 ( 一套 1 7 冊 ) 僅供單位申請

弘一大師演講錄【佛學篇】

HZ16-010-03

印光大師文鈔
菁華錄

25 開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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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23-015-01

黃念祖老居士
點滴開示

25 開 平裝

　　黃念祖老居士對其子黃福生等身邊人進行多次開示隨機設
教，黃福生對這些開示都認真的做了筆記，2010年秋黃福生去世。
黃福生生前有一願「隨緣傳父語」，做為已故黃福生的同修，在
黃福生去世後，我整理其學佛筆記，從中摘抄一部分內容列印成
《黃福生學佛筆記摘抄》（1985 年到 1992 年共三分冊）代已故
黃福生做法供養與身邊一些有緣人結緣，供養有緣人修行中做為
參考。

　　2012 年一些居士們將《黃福生學佛筆記摘抄》發心印刷成書
《黃念祖居士點滴開示》，重新排版，以此紀念黃念祖居士誕辰
100 周年，圓寂 20 周年。

黃念祖老居士點滴開示

HZ42-004-01

蓮池大師
戒殺放生文圖說

( 難字漢拼 )
25 開 平裝

　　蓮池大師（1535 － 1615），明代高僧，中國淨土宗第八代
祖師。俗姓沈，名祩宏，字佛慧，別號蓮池，因久居杭州雲棲寺，
又稱雲棲大師。與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並稱為明代四
大高僧。

　　蓮池大師所作《戒殺放生文》，精闢圓頓，事理兼備，悲心
痛陳戒殺放生之利害，為喚起眾生慈悲好生之本性，是一篇絕佳
的關於戒殺和放生的生動論文，不可不讀。

蓮池大師戒殺放生文圖說

HZ23-016-01

從金剛經談到
無量壽經

( 附抉擇見 ) 
25 開 平裝

　　《從金剛經談到無量壽經》原為黃念祖老居士生前於北京居
士林所講，原講共為七講，惜當年第二講錄音丟失，故至今海內
外只保留有六講磁帶，通過整理現編輯成此書。

　　為便於閱讀通順，同時依據「依義不依語」的原則，編緝時
於個別口語及無關義理之言外話，均做了適當刪節，於語法上也
做了調整補充。如果僅依錄音而實錄文字，讀者會發現所云諸語
不知源於何處。幸好於整理中發現黃老所講，主要參考《彌陀要
解》及其個人所寫《大經解》等著書，此發現為整理文字帶來了
很大方便，也避免了許多錯誤的發生。

第一講 般若為導 淨土為歸　  第二講 ( 佚失從缺 )

第三講 般若與持名念佛　　　第四講 大方等如來藏經舉要

第五講 無量壽經的殊勝　　　第六講 彌陀核心五願

第七講 無量壽經宗要

從金剛經談到無量壽經 ( 附抉擇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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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23-017-01 HZ23-019-01HZ23-018-01 HZ23-020-01

莖草集 ( 一 )
黃念祖居士答問篇

莖草集 ( 三 )
黃念祖居士歷年

春節開示

莖草集 ( 二 )
黃念祖居士漫談篇

莖草集 ( 四 )
黃念祖居士講解
蓮公開示筆記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HZ23-021-01

顯密圓通集

25 開 平裝

　　「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拈丈六金身作一莖草。」《莖草集：黃念祖居士答問
篇》收錄了黃念祖居士 1987-1991 年間與海外居士的答問內容，由妙圓居士根據錄音
整理，眾同修校對而成。

　　黃念祖老居士於 1987 年至 1991 年對於我們來拜訪的海外弟子，均做了隨機隨
緣的開示。此書是根據當時的錄音整理而成，惜未能蒙黃念祖老居士親自審閱，特於
此聲明。

　　黃念祖老居士當年曾開示說：「我們這幾天裡頭就用這種方式，討論漫談，輕鬆
一些，不要弄得很嚴規，老是講學似的。」、「就是把我們的次序有所打亂也無所謂，
反正是漫談。」所以本書繼《莖草集黃念祖居士答問篇》後，因此而命名為《莖草集
2：黃念祖居士漫談篇》。

莖草集 ( 三 ) 黃念祖居士歷年春節開示為彙集黃念祖老居士住世時，1986 年至 1992
年歷年的春節開示錄音整理而成。

莖草集 ( 四 ) 黃念祖居士講解蓮公開示筆記。

　　此書是根據黃念祖老居士在 1985~1991 年間，對在京的弟子、
學人，以及到訪的海外弟子所做的一些短篇開示錄音整理而成的。

　　此書中黃老的開示，包括了密教祖師談密而勸修彌陀、往生
安養，也包括了禪宗開悟大德談念佛、修行的要領，同時總結了
學佛的根本與修持，做為身邊學人行動的張本和指南。書中黃老
開示《密宗十住心》時，特別提到了中國的一部書叫《顯密圓通》，
說：「這個《顯密圓通》的判教呢，他就說《華嚴》是顯教中的圓，
最高的了；《準提法》是密教的圓，圓圓果海。就是一句準提咒，
它就是圓圓的果海，最圓滿的佛的果海，就在這幾個字裡頭了，
所以這講得很好。」因此筆者特將此書命名為《顯密圓通集》，
一句佛號、一句咒語就是最圓滿的佛的果海。

莖草集

顯密圓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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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27-005-01

了凡四訓
白話解釋 

25 開 平裝

　　《了凡四訓》，是明朝袁了凡（1533年—1606年）寫給兒子的家訓，
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本具名的善書，也是華人社會備受稱道的經典之作。

　　袁了凡原名袁黃，字坤儀，在考科舉之前由相命之人以《皇極經數》
推測其未來功名，結果都一一應驗，因此認為命運不可改變，且命運中
他將於 53 歲壽終，且無子嗣。然之後於 1569 年遇見雲谷禪師，透過雲
谷禪師教導準提咒與解說命運（數）其實可以改變之後，積極為善助人，
因此改變自身的命運，不僅未於 53 歲壽終，且生下兒子，並於 69 歲那
年寫下「了凡四訓」。了凡四訓正是袁要給兒子的訓示：以多行善積福，
使命運可以自主改變。

了凡四訓全冊劃分為四篇，包括以下：

第一篇 立命之學 - 說明人的命運是可靠自己創造，而不是被命數所束
縛。

第二篇 改過之法 - 從小的過失起改過，那自然便不會犯下大的過錯。

第三篇 積善之方 - 多做善事幫助別人，善事積多了，命運自然也有所改
變。

第四篇 謙德之效 - 與人相處，待人要謙虛，從中學習，自然便有進步。

了凡四訓白話解釋

HZ31-017-01

雪廬老人弘傳
《論語》析探

25 開 平裝

　　本文著眼於雪廬老人《論語》教化的探討，略述老人的儒學
背景，從家學奠基，到聖門使命，及佛法的啟發。老人深知欲植
德本，非從研經不能得力，故從眾多儒經之中揀擇孔聖親傳的《論
語》，力弘不輟。老人講授《論語》，重視句讀，慎選註解，畫
表解析，在既有的古註基礎上，處處可見老人獨到的見解。更以
〈述而篇〉的「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做為《論語》及中華
文化的綱領，將孔學的體大思精，層層剖析，融會貫通，使學者
知所先後，得以下學而上達。

雪廬老人弘傳《論語》析探

HZ24-006-01

楊仁山居士之佛教
初學課本十宗略說 

25 開 平裝

　　楊仁山（1837年－1911年），名文會，字仁山，安徽石埭（今
安徽池州石台）人。清朝末年著名佛教居士，中國近代佛教復興
運動的奠基人，被尊稱為「近代中國佛教復興之父」。

　　《楊仁山居士遺著》 金陵刻經處 1919 年印行，台灣文海出
版社影印出版二冊。其書計含「大宗地玄文本論略註」、「佛教
初學課本」、「十宗略說」、「觀無量壽佛經略論」、「論語發隱」、
「孟子發隱」、「陰符經發隱」、「道德經發隱」、「沖虛經發隱」、
「南華經發隱」、「等不等觀雜錄」、「闡教編」共十二種。

楊仁山居士之佛教初學課本十宗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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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11-015-01

金剛經講義

16 開 精裝

HZ11-005-04

六祖壇經講記

25 開 平裝

　　《地藏菩薩本願經
科註》錄自《續藏經》
第三十五冊，原書中凡
有△處，後面都有註者
所 做 科 分。 因 科 分 文
繁，且對一般讀者沒有
幫助，故這兒僅保留了
△，表示有被省略的科
分。讀者若感興趣，可
核對原書。）

　　歷代關於《金剛經》解說和註本不勝其數，此書被稱為自古
迄今解釋《金剛經》的最佳讀本。民國著名佛教居士江味農傾注
畢生心血之遺著，後由蔣維喬根據遺稿補充完成。

　　《金剛經》原典譯成中文不過數千字，而江味農的《金剛經
講義》則近五十萬字。以數十倍近百倍的篇幅來闡釋、發揮這部
經典，一方面足證《金剛經》義蘊精深，妙諦無窮，另一方面，
亦可見講說者用功之勤，用心之細。而此書最大的特色，尚不在
於篇幅的浩繁，而在於范古農序中標舉出「殊勝淵博」四字。殊
勝，指見解高超 ; 淵博，謂知識宏富。江味農持誦《金剛經》數
十年，將畢生修佛心得灌注於這部講義中，抽繭剝筍，觸類旁通，
不僅令習佛者如飲醇酪，禪心妙悅，即便是初涉佛學的門外人士，
一旦沉浸其中，也會如入寶山，流連忘返。這一點，相信讀者在
展卷閱讀後自有體會。

　　《六祖壇經》記載惠能一生得法傳法的事跡及啟導門徒的言
教，內容豐富，文字通俗，是研究禪宗思想淵源的重要依據。

　　最早六祖惠能大師應邀至大梵寺開示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法
海將此事記錄題為《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
寺施法一卷》。

　　《六祖壇經》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即是在大梵寺開示「摩
訶般若波羅蜜法」。第二部分，回曹溪山後，傳授「無相戒」，
故法海於書名補上「兼授無相戒」。這時《壇經》開始外傳，俗
稱《六祖法寶記》。第三部分，是六祖與弟子之間的問答。《六
祖壇經》是中國佛教著作唯一被尊稱為「經」者。

地藏菩薩本願經科註

金剛經講義

六祖壇經講記

HZ09-009-04

地藏菩薩本願經
科註

25 開 精裝

HZ09-016-01

地藏本願經講記 
聖一老法師述 25K

精裝
25 開 平裝

　　《地藏經》是佛經中
的孝經。佛在忉利天為
母說法，集結無量無邊諸
佛菩薩、天龍八部前來，
一同讚歎地藏菩薩「地獄
不空，誓不成佛」的無盡
悲願，法會之殊勝是所有
《大藏經》法會所無法相
比的。聖一老法師於 1982
年在九華山宣講。

地藏本願經講記 .
聖一老法師述



48

HZ01-003-04

阿彌陀經要解
( 全注音 )

25 開 平裝

　　釋迦牟尼佛為弟子宣說《佛說阿彌陀
經》時，在經文裡詳盡的介紹了西方極樂
世界的種種莊嚴美好的聖境。到底什麼是
西方極樂世界？那裡並不是只有享樂的天
堂，而是有一位佛陀在那裡教化眾生。他
的名號「阿彌陀」是無量壽的意思。在那
個美好的國度，人民有樂無苦並且有無量
長的壽命，因此可以有足夠的時間親近佛
陀，與阿彌陀佛學習成佛之道。這部《佛
說阿彌陀經》，是佛教「淨土法門」的初
階必讀經文，文中以極樂世界的種種好處，
讓人心生嚮往，使人們能按照佛經的指導，
修己、行善，並且一心專念「南無阿彌陀
佛」發願將來求生西方。

阿彌陀經要解

CH14-004-01

CH14-003-01

釋迦譜

釋迦方志

25 開 精裝

25 開 平裝

　　凡五卷或十卷。梁代僧祐撰。收於《大正藏》第五十冊。內
容廣引大小乘經律，記述釋迦族世系之傳說、釋迦牟尼佛一代之
事蹟，及其入滅後至阿育王時佛法之流布。分為三十四項逐條敘
述，附加撰者簡單之意見，並一一揭示典據、引文，為我國撰述
佛傳之始，唯略嫌冗長繁雜，故有唐代道宣簡略之釋迦氏譜之作。
本書有廣略二本，高麗本為略本，分五卷，宋、元、明三本為廣
本，有十卷。〔梁高僧傳卷十一、法經錄卷六、大唐內典錄卷四、
開元釋教錄卷。

　　本書對於後來佛傳的撰述也有一些影響，唐初本書增訂十卷
本流行，道宣即病其太繁，以為「自可前修博觀，非為後進標領」
( 見道宣撰《釋迦氏譜序》)，便重加刪節，成為僅僅一卷的《釋
迦氏譜》，內容包括所依賢劫、氏族根源、所託方土、法王化相、
聖凡後胤五科。而釋迦化相中從處兜率天一直敘述到入滅以及天
上人中分骨為止，較之本書原本及廣本均覺得更為完整，便於初
學。

　　《釋迦方志》是唐代道宣創作的佛教
典籍，是一部記述釋迦牟尼誕生地和教說
流布地的佛教史蹟著作。內容包括：西域
（尤其是印度）的地理環境，中印交通的
路線和經行國的情況，西行求法的人物，
佛教入華的傳說和感應事蹟，佛教住世（傳
世）的時數，歷代帝王的奉佛事蹟和寺院、
僧尼等基本資料。

釋迦譜

釋迦方志

HZ01-019-01

佛說阿彌陀經要解
菁華錄講記

25 開 平裝

HZ01-002-02

佛說阿彌陀經
要解講記

25 開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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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6-001-01

飭終津梁

25 開 平裝

CH70-005-01

竹窗隨筆白話解
( 全三冊 ) 

25 開 軟精裝

　　臨命終時。四大分張。眾苦畢集。若非三昧久證。誠恐不易
得力。況眷屬不諳利害。往往以世情而破壞彼之正念。此飭終社
之所由結集也。飭終云者。即助生之謂也。蓋以行人當此時節。
得人開導而輔助之。則欣厭心生。貪愛情息。耳聞佛名。心緣佛境。
自可與佛感應道交。蒙佛接引。往生西方。譬如怯弱之人欲登高
山。前有牽者。後有推者。左右有扶掖將護者。自不至半途而廢耳。
即使平素不聞佛法之人。臨終蒙善知識開導。令生信心。又為助
念佛號。令彼隨大眾音聲。或出聲念。或心中默念。果能如法助念。
無一切破壞正念等事。亦可往生。以佛力不可思議。法力不可思
議。眾生心力不可思議。故得此殊勝利益也。願為人子孫與諸眷
屬及父母等。同知此義。同依此行。方可名為真慈孝親愛也已。

全書共四篇 :

第一 飭終章程　第二 飭終言論

第三 預示利害　第四 飭終實效

　　《竹窗隨筆》為明末高僧蓮池大師晚年的隨筆文集，內文收
錄大師隨感所筆之短文四百二十七篇，其中《初筆》一六一篇、
《二筆》一四一篇、《三筆》一二五篇。內容包含大師的求道過程、
見聞，以及詳辨襌、教、淨之正知見，乃呈對佛儒融合也有一番
精闢論述。而其中談到修行人生活行止的部分，更可以看到一代
大師的風骨，真堪做我等佛子最佳典範。

　　為方便大眾閱讀，特將本書原文附加註釋及譯文提供參考。
並將難字讀音以同音字方式標示，若無同音字，或同音字也不易
辨讀時，則以注音及漢語拼音方式標示。而原文係依據金陵刻經
處木刻版校對，其中罕用古字，亦將之改為現今所流通之字體。

　　本書因附加註釋、譯文，篇幅增多，故依《隨筆》( 即《初筆
筆》)、《二筆》、《三筆》三部，重新編排為三本。

飭終津梁

竹窗隨筆白話解

　　印光大師生活的清末民初，內亂叢生，外侮不斷，兵燹頻仍，
民不聊生。他對天下大亂的根源進行了深刻的分析，認為宋明理
學唯重理性，撥棄因果是世亂的遠因，而家庭缺乏善教則是直接
原因，因此提出以家庭教育和因果教育做為治世的良方。印光大
師的家庭教育思想集中體現在他 1938 年撰寫的《家庭教育為天下
太平之根本發隱》一文中，論文把家庭教育的地位和意義提高到
做為天下太平根本來認識，分別闡述了誠謹端正的胎教原則，八
德、因果為主的幼教內容，嬌生慣養、不學聖賢的危害，賢母對
子女成長的決定性影響，讀書不學聖賢的弊端，以及「人性本善，
人皆可以為堯舜，人皆可以作佛」的深層次教育原理。
　　自首篇至求子三要，共十九篇，為總論。自人未有不願生好
兒女者下，共四十篇，為分論。分論中先二十二篇明教子女之要，
次四篇明教子之要，後十四篇明教女之要。而文皆前後互應，未
可以所分為定論也。故不標題，惟於起止處明之耳。

天下太平之根本

CH16-002-02

天下太平之根本 

25 開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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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09-016-01

地藏本願經講記 
聖一老法師述

25 開 精裝

　　《地藏經》是佛
經中的孝經。佛在忉
利天為母說法，集結
無量無邊諸佛菩薩、
天龍八部前來，一同
讚歎地藏菩薩 「地獄
不空，誓不成佛」的
無盡悲願，法會之殊
勝是所有《大藏經》
法會所無法相比的。

　　 聖 一 老 法 師 於
1982 年 在 九 華 山 宣
講。

　　本書為廣化老法
師宣講蕅益大師所著
之《五戒相經箋要》
之文字紀錄編製成書，
名為集註。

　　能令受五戒者認
識戒相之持犯輕重，
使無疑惑，而未受戒
者能發心受戒，修諸
功德，普利人天。

地藏本願經講記
聖一老法師述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

HZ13-008-01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 

25 開 平裝

HZ23-010-01

心聲錄

18 開 平裝

一、佛法的基本與要徑
二、淨宗心要
三、彌陀願王大願核心－善導大師獨尊之五真實願－
四、依止善導大師，持念彌陀名號
五、無量壽經今得善本（夏蓮居會本 ) 之大事因緣－彌顯本經即
華嚴，即禪，即密；一切含靈依此度脫－
六、蓮宗妙諦－淨語三則
七、首楞嚴經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舉要
八、化經略說
九、《金剛經》一滴
十、佛教的大光明與大安樂
附錄一、送信佛　年赴日進修博士學位
附錄二、示女偈
附錄三、七十九齡自述偈

心聲錄

HZ21-026-01

老和尚的身教

16 開 精裝

　　老和尚講經一甲子有餘，教化眾生無數，將淨土宗弘揚到全世界，
宣揚中華文化，促進宗教團結，這種非凡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上老和尚能有此成就，不僅僅是因為能「講」，更是因為老和尚以身
作則，將經典融入生活，做人處世無不是給世人做出典範，所謂德遵
普賢，示教利喜，因此老和尚之講經特別具有感人之力量，而不是紙
上空談。老和尚一生以弘揚聖教為己任，不做經懺、不經營道場、不
攀緣不化緣、待人謙卑、慈悲忍辱、言色常和、中表相應、聞謗不辯、
廣修讚歎，這些事例舉不勝舉。很可惜的是：絕大多數聽眾，只能聽
到老和尚講經的聲音，並不了解老和尚生活中的行持，老和尚講經之
外的許多感人的事蹟並不為人所知。

　　歲次戊戌，《淨空老法師九十年譜》付梓流通，讀者可以由此了
解老和尚九十年大致的經歷，然而對於細節，《年譜》雖有顧及，仍
然未能更多展示。為了彌補此缺憾，今編輯完成了《老和尚的身教》
一書的初稿，以饋讀者，與老和尚相關的書籍，這也算是前所未有過
的了。此書編輯的目的，是欲將講台之下的老和尚究竟是什麼樣子，
展示給關心老和尚的人們，算是對於所有愛戴敬仰老和尚的人們的一
份禮物。

老和尚的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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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20-001-03

格言別錄 晚晴集 
寒笳集 合刊

25 開 平裝

HZ35-002-01

格言聯璧

25 開 平裝

格言別錄
弘一法師曾多次精選古賢大德法語，錄成《佩玉編》、《晚晴集》、《寒
笳集》等。《格言別錄》則是弘一法師依清金纓《格言聯璧》精心修編
而成。《格言聯璧》與弘一法師因緣殊勝，嘗自言，恆學時習，常伴左右。
晚晴集
弘一律師，自號晚晴老人，蓋取李義山詩「天意憐幽草，人間愛晚晴」
句。律師於辛巳年掩關本寺（西禪寺），集佛經祖語警句二卷，以晚晴
名焉。《晚晴集》共一０一條，是弘一律師集佛經、祖語、警句所成，
前四十九條為上卷，後為下卷。
寒笳集
又名蕅益大師警訓略錄壬戌（1922）之歲，嘗依《靈峰宗論》摭寫警訓
一卷，顏曰《寒笳集》。辛未（1931）仲秋，又為覈纂，題曰《蕅益大
師警訓略錄》。今復改集，並存二名。挈錄之意，惟以自惕，故於嘉言
多有闕遺。後之賢者，幸為增訂焉。於時後二十二年（1933），歲次癸
酉四月，學南山律於禾山萬壽巖。晉水瓔珞院沙門善臂集。

　　《格言聯璧》為清朝金蘭生先生編述，可謂中國最佳修身寶
典之一，全書主要內容包括學問類、存養類、持躬類、攝生（附）、
敦品類、處事類、接物類、齊家類、從政類、惠吉類、悖凶類。

　　《格言聯璧》自咸豐元年 (1851 年 ) 刊行後，即廣為傳誦，所
謂「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貧富，家家置之於案，人人背誦習讀」。
甚且將此書置於左右，朝夕參悟。蓋以金科玉律之言，作暮鼓晨
鐘之警，以聖賢之智慧濟世利人，以先哲之格言鞭策啟蒙。其中
不乏為人處世的智慧法則，治家教子的諄諄教誨，修身養性的道
理箴言，字字珠璣，句句中肯，雅俗共賞，發人深省。其說理之切、
舉事之賅、擇辭之精、成篇之簡，皆冠絕古今，堪稱立身處世的
金科玉律，修心養性的人生智慧，千古不移的至理名言。

格言別錄 .晚晴集 .寒笳集 .合刊

格言聯璧

　　《遺教三經蕅益解》出自《大藏經》，由明代淨宗祖師蕅益
講解。本書含 :

　　《佛說四十二章經》一卷，後漢迦葉摩騰、竺法蘭共譯。為
我國最早翻譯之佛教經典。全經共有四十二章，每章內容簡短扼
要，闡示出家學道之要義，其說理方式平易簡明，為佛教之入門
書。

　　《佛遺教經》一卷，後秦鳩摩羅什譯。內容敘述釋尊在入涅
槃前最後垂教之事蹟，教誡比丘謂佛入滅後，當以戒為師，以制
五根，離瞋恚、驕慢等，勉人不放逸，而精進道業。

　　《八大人覺經》一卷，後漢安世高譯。本經旨在闡明佛弟子
入菩提道須觀察體會八大人覺，以做自覺、覺他之修行。八覺乃
指世間無常覺、多欲為苦覺、心無厭足覺、懈怠墮落覺、愚痴生
死覺、貧苦多怨覺、五欲過患覺、生死熾然苦惱無量覺。

佛遺教三經解

HZ15-031-01

佛遺教三經解

18 開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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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23-009-02

淨修捷要報恩談
( 增訂版 ) 

25 開 平裝

　　夏蓮居老居士發大願心，重行會集，遍參五譯三本，苦心孤
詣十載，終成精當詳贍之善本，是為《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
平等覺經》。又復悲心良深，憫末法淨業淺學，未諳小本唐譯，
復不誦淨土大經，由不明理而致信願未深，難得真實受用。遂編
集經文，副以祖意，成《淨修捷要》，亦名《五念簡課》，攝天
親菩薩「禮讚願觀向」五念於每一拜，用力少而收效宏。淺言之，
乃修淨土大經之捷徑，入寶王三昧之津梁。深言之，實融淨土五
經一論於一編，攝禪教淨律密要義而無遺。取精用弘，裨益行者，
功德殊勝，歡莫能窮！

　　黃念祖老居士者，蓮公傳人，梅公親甥，受蓮公囑咐而著《佛
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解》，廣集中外經論祖訓百九十
餘部以釋大經，遍攝禪教律密深旨以弘淨土 ，妙銓奧義，暢舒幽
玄，厥為淨土大經善本之善註，是乃淨宗「善中之善」也。復以
餘暇為眾宣講《淨修捷要》，闡法要於頃刻間，發微言於笑談中，
融顯密於片語裡，解頑惑於妙喻上，是乃淨修「要中之要」也。
傳世者為其講解《淨修捷要》第三遍之錄像，名曰《淨修捷要報
恩談》。老人諄諄教誨，愷切叮嚀，情深意摯，令人如沐春風，
如飲甘露。

　　今日流通之《淨修捷要報恩談》各種視頻音檔版本，皆有一
定程度之刪削，難窺全貌。又聞錄像母帶不復可尋，遂使校準失
據。雖歷有淨業同修將念公講解內容記錄編整，並付印流通，俾
便學修，功德難量！然其於言語匆速處、辨義微細間，仍難免理
解疏誤，未盡善旨。茲有中華華藏淨宗學會同修，遍集六種音檔，
整理相當完整之文稿。復有北京淨宗同修，為熟諳念公口音，深
悉講解義趣，將《淨修捷要報恩談》反覆恭聆八、九十遍，於模
糊處甚至聆聽上百遍。以此至誠精勤之功行，修訂華藏整理之文
稿，所願者乃最大限度還原念公之本意，結成《淨修捷要報恩談》
之善本，以饗大眾，並傳後世。

淨修捷要報恩談 ( 增訂版 )

HZ35-003-02 CH35-005-02

菜根譚 菜根譚簡註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明代道人洪應明收集編著而成的一部
著作，論述修養、人生、處世、出世的語
錄世集，具有儒、釋、道三教真理的結晶，
以及萬古不易的教人傳世之道，堪稱曠古
稀世的奇珍寶訓，對於人的正心修身、養
性育德，有不可思議的潛移默化的力量。
全書分為修省、應酬、評議、閒適、概論
五個部分，共 408 條。

　　書名取自宋朝作家汪信民：「人就咬
得菜根，則百事可成。」

明朝洪應明《菜根譚》、陳繼儒《小窗幽
記》和清朝王永彬《圍爐夜話》一起並稱
「處世三大奇書」。

菜根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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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37-002-07

來佛三聖永思集

25 開 平裝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跡的時候，我們突然發現，他是一位
佛門「再來人」！他為我們住世表法細緻、深刻、全面，或許是
我們「只緣身在此山中，不識廬山真面目的緣故吧，」致使我們
沒有多想，也沒有來得及去享受、品味，以至沒有更深層次地去
「體悟」，那麼我們今天就去還原一個原本就立體、豐滿、福慧
具足、真實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寶形象吧……。

　　賢公老和尚之表法至關重要，誠為末法九千年眾生之楷式典
範。欲自本書中獲真實利益者，當習賢公等三聖之真誠、清淨、
恭敬，與其老實、聽話、真幹。總結之，則為「誠敬」二字耳，
故云「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

　　淨空老法師總結　海賢老和尚表法的意義節要

　　一、海賢老和尚給我們做出修行人的最好榜樣，他一生老實
專念一句佛號，沒有涉獵其他法門。一句佛號就是十方三世一切
諸佛的總名號，念阿彌陀佛就是念一切諸佛。一切諸佛所說的一
切經教，全在這一句佛號中。

　　二、老和尚的表法給我們證明：第一，夏蓮居老居士的會集
本是正確的，不應該懷疑；第二，黃念祖老居士的集註也是正確
的，是正法；第三，肯定我們這二、三十年弘揚會集本，依照這
個本子來學習沒有錯。我們學習《大乘無量壽經科註》第三回圓
滿，海賢老和尚九十二年的表法給我們做最後的總結。

　　三、老和尚為我們末法時期，在鬥諍堅固的時代，開闢一條
往生極樂世界的大道，就是一句阿彌陀佛，萬緣放下。一個人默
默地認真苦修，心裡清淨、平等、自在，幫助一些苦難眾生。

來佛三聖永思集

HZ59-004-01

蘇州靈巖山志

18 開 精裝加瓦楞書盒

　　張一留輯。張一留生平不詳。張序自序稱，靈巖寺主持妙真
法師鑑於靈巖舊志不太易得，萌發重編新志的打算，民國三十一
年（1942）已舉稿盈尺，屬張一留編撰。妙真法師（1895—
1967），俗姓萬，出家改名妙真，字悟達。湖北棗陽人。民國
十七年（1928）隨慈舟法師上靈巖山，大修靈巖寺，開淨土道場，
並邀印光法師駐錫靈巖，靈巖香火大盛。新中國成立以後，妙真
法師仍致力佛教事業，並擔任蘇州政協委員等職。

　　此書分八卷首末各一卷，卷首圖像、序例，卷一勝跡，卷二
梵宇，卷三高僧，卷四檀越，卷五靈異，卷六規則，卷七寓賢，
卷八藝文，卷末為雜記、題跋。此志詳於寺院，於山尚有不足。

蘇州靈巖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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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23-007-01

影塵回憶錄

25 開 平裝

　　影塵回憶錄，計二十三章，都二十八萬餘言，係虛法師 ( 倓
虛大師得諦閑老人，親傳法卷，繼承天台宗第四十四代祖 )，應
四眾弟子之請自述一生行業，由弟子大光筆記，復經師親自刪改
成書的。

　　第一章至第五章，為在俗時期。第六章至第九章，為出家學
僧時期。第十章至第二十章，為弘法時期。

　　經師創辦的：有營口楞嚴寺，哈爾濱極樂寺，長春般若寺，
天津大悲院，青島湛山寺。復興的：有奉天萬壽寺，瀋陽般若寺，
北京彌勒院，西安大興善寺。他如倡辦僧學，談經說法二百六十
餘會，發刊講錄十數種。

　　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三章，可做本書結論與師之遺教。

影塵回憶錄

HZ23-002-01 HZ21-024-01

淨語
友社茶話
( 第一冊 )

25 開 平裝 200mm x 200mm 平裝

　　淨語者為蓮公淨課
之餘，隨機偶成。自道甘
苦，直書所見，無一語
相襲，無一篇雷同，雖
名為修淨之作，實則與
禪教顯密均能融會貫通，
深入淺出，能令讀者當
下心領神會。上卷係令
嗣東庵運生兩兄錄存者，
已於廿五年前印行海外。

　　本書史料根據黃念
祖老居士及夏蓮老居士
第七孫夏法聖居士一九
八九年撰寫資料整理。

　　本書為淨空老法
師於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淨空之友社，就來
訪之諸位大使所提疑
問回答之內容。其涵
蓋個人、家庭、事業、
社會、國家、世界等
相關提問。本書依其
答問內容分為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
等四大單元。

淨語 友社茶話

HZ37-001-01

淨土聖賢錄

18 開 精裝

　　自從佛陀的大法東傳而來華夏，現生親證三昧得道往生者，以及
具足煩惱無明的生死凡夫，仰仗阿彌陀佛慈悲願力，得以帶業往生者，
真是多得數不清。清代乾隆年間，彭際清居士，指示其姪子彭希涑，
收集記錄往生淨土的種種傳記。首先標舉阿彌陀佛，以顯示創立此淨
土法門的教主。其次是觀音、勢至、文殊、普賢等大菩薩，以說明闡
揚此淨土法門的聖眾。接著則是往生的比丘僧、比丘尼、國王大臣、
士人平民、婦女、以及種種的動物牲畜，以列舉往生淨土的僧俗男女
四眾。其中總共有五百多人，命名為《淨土聖賢錄》，這就是初編。

　　到了清代道光末年，蓮歸居士胡珽，收集乾隆時代之後往生者的
事蹟，共得到一百數十人之多，命名為《淨土聖賢錄續編》。清代咸
豐、同治年間，由於刀兵劫難遍布國內，提倡淨土者少，因此淨土法
門稍顯寥落沉寂。尤其近來世間的道德，眾人的心志，愈來愈趣下流。
凡是具有通達事理之慧眼的人，存有拯救世人之悲心者，無不教化提
倡因果報應、信願念佛之法門。具有高瞻遠矚正知正見的人，莫不隨
順風從仰承淨土的教法。因此數十年來，又收錄了二百餘名往生事例，
名為《淨土聖賢錄三編》，此篇文稿乃是德森師所收集，現已排版完畢。

淨土聖賢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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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17-005-01

修學法要 修學法
要續編 雪廬述學
語錄 ( 上下冊 ) 

25 開 精裝

《李炳南老居士全集》之第九冊及第十冊

　　李炳南（1891 年 1 月 16 日－ 1986 年 4 月 13 日），名豔，
字炳南，號雪廬，法號德明，別署雪僧、雪叟，以字行，中國大
陸山東濟南人，曾任至聖先師奉祀官府主任秘書，著名中醫師、
台灣佛教居士，創辦台中佛教蓮社。他與廣欽法師、煮雲法師被
認為是台灣淨土宗興起，成為台灣佛教主流，最主要的三位推手
之一。對於中台灣佛教界有著重大的影響力。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三日，李炳南安詳往生，世壽九十七歲。
老人生平著述，由受業弟子輯為《李炳南述學匯稿》。李炳南老
人早年著述，以屢經播遷，業已散佚。一九四九年，渡海抵台後，
講經說法，大學授課，垂四十年，積講稿數百萬言。老人往生後，
門下弟子徐醒民、鄭勝陽、王炯如等組織委員會，整理老人遺作，
彙編為《李炳南全書》。

修學法要 .修學法要續編 .雪廬述學語錄 ( 上下冊 )

HZ15-040-01

HZ35-007-02

阿彌陀經註解
四種合刊

( 四冊一套 ) 

延壽藥言 菜根譚
合刊

25 開 精裝

50 開 平裝

《阿彌陀經疏鈔》 明 古杭雲棲寺沙門祩宏 述

《阿彌陀經要解講義》 明 蕅益大師 要解 清 圓瑛法師 講義

《彌陀圓中鈔》 明 大祐法師 解 明 傳燈法師 鈔

《阿彌陀經通贊疏》 唐 大慈恩寺 沙門窺基 撰

　　《延壽藥言》成書於中華民國十三年歲次甲子冬月。作者自
號延壽堂藥室主人，四川涪陵人。延壽堂主人，為行醫而匯聖賢，
為施藥而集良言。憂濟社會，惠利學人。實為業界典範，學界楷
模。良書問世雖近百年，但每讀不厭，其義無窮。

　　《延壽藥言》盡收古今聖賢及西哲名言。常閱此書，要能細
味其言，深思其義，體會於心，見諸於事。如此，方登仁壽之域。
願吾輩今人，熟思、借鑑、修習，成就幸福人生。

　　《菜根譚》是明朝還初道人洪應明收集編著的一部論述修養、
人生、處世、出世的語錄集，為曠古稀世的奇珍寶訓。全書分修
省、應酬、評議、閒適和概論五個部分，對於人的正心修身、養
性育德，有不可思議的潛移默化力量。

阿彌陀經註解四種合刊

延壽藥言 .菜根譚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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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40-006-02

金山活佛神異錄

25 開 平裝

　　本書中所寫各節，全是根據事實，無一句誑語，其中大部分
是樂觀法師本人親見親聞的事，寫完有幾點感想：

　　一、佛教由印度傳入到中國，已經將近兩千年了，在它的歷
史里程碑上，發生過許多奇蹟故事，過去時代，到中國宏法的梵
僧，和中國本土的出家眾中，出生了不少神異高僧，大藏中至今
還保留著他們豐富的事蹟材料，「神僧傳」一書，有九卷之多，
前後共計有一百八十八人，如摩騰，法蘭，安世高，僧會，朱世
行，訶羅竭，耆域，法朗，佛圖澄，佛調，法慧，道安，曇猷，
慧遠，鳩摩羅什，佛陀耶舍，杯度，道生，寶公，寶誌，法顯，
寒山子，蜆子和尚，窺基等，都是靈異玄妙令人不可捉摸的人物，
他們多是用靈異方法感化帝王大臣長者居士，而行佛事。

　　二、晚近以來，這類神僧少見，偶爾出生這樣的人物，人們
因為少見，多目之為怪，其實，佛教中凡在佛法上有大行持得大
受用真修實證的人，他是另有一種不可思議境界，其靈異玄妙之
處，也是必然有的現象，不能算奇特。其次，觀金山活佛一生的
神異事蹟，可以認識到他是有修證的，他的許多不近人情的動作，
都是含有佛法意義，比如他逢人便磕頭，是行的『法華經』中常
不輕菩薩行，「我不輕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他不歡喜字紙，
是破除文字相，所知見；他吃地下亂七八糟東西，是表示不垢不
淨；他把鈔票當作字紙捏成團塞在口裡，是破除人們的貪心；他
冬天穿單衫，夏季著棉襖，是教人不要愛戀色殼；他逢人自稱弟
子，是降伏人們貢高我慢心；他身邊無長物不使用金錢，是表示
解脫。凡此等等，皆是顯示佛法妙義，常人不知，當作是怪，那
就錯了！看他的行藏，多半是四沙門果中人，但是屬於那一果位
那就不敢妄斷了，料必總是由小向大的四果聖人無疑，可是，有
時他的表現，又不像出世聲聞聖人，而近於合光同塵的菩薩，行
的是菩薩法，雖然我們不能明悉他的來歷因緣，但就佛經見解，
不計小乘、大乘，羅漢、菩薩，凡是斷惑證真的，皆名之曰聖僧，
今後他的正當稱呼，應該稱為妙善聖僧才是。

　　三、活佛自從行道以來，國內國外信仰他的人固然很多，而
誹謗他的人也不少，我以為不管是毀是譽，與他本人是絲毫無關
的，聖人行教化，是不計利害不計毀譽的，至於他平日的行事，
其中確有許多是值得我輩出家比丘效學的，然而也有些是不可
學、不能學、學不到的，他那些奇異行為動作，也只有他一個人
行之無礙，別人要學他，那就會上當的，這一點，大家必須要認
清楚。

金山活佛神異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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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43-007-02

壽康寶鑑

25 開 平裝

　　《壽康寶鑑》，原名《不可錄》，是由近代佛家一代高僧——
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印光大師，對《不可錄》一書進行增訂編輯
而成。此書乃救世寶書。

　　世間，沒有不想得到『健康長壽，子孫旺盛，家道興隆和吉
星照臨』的人；也沒有願意得『多病短命，後繼無人，家道衰敗，
凶神光顧』的人。縱然是三歲的娃娃，甚至是愚痴至極的大傻瓜，
也斷然沒有一個是『喜歡災難，樂受禍殃，厭惡福壽，憎恨吉祥』
的。

　　然而，世間人，大多『好色貪淫』，他們的『心』，祈求『吉
祥如意』，而他們的『身』，卻造做『邪淫邪行』；其心之所求
與身之所造，背道而馳，所求與所得，往往適得其反，所得非所
求，所求莫能得。換句話說，他們一心所企盼的『長壽健康，多
子多孫，家道興隆，吉星高照』等，到頭來一樣也沒得到；而一
心不想要的『多病短命，後繼無人，家道衰敗，凶神光顧』等，
居然莫名其妙地不期而至。所謂，『種瓜』想『得豆』，沒有這
樣的道理。『好色貪淫』的果報，就是『多病短命，後繼無人，
家道衰敗，凶神光顧』，這是天道，所以，造作邪淫邪行而企盼
得到『健康長壽，子孫興隆，家道興旺，吉星高照』，一無是處！
這些人，迷惑顛倒，可憐至極！

　　鑒於這個原因，我們的老祖宗，古聖賢人，編輯出版了《不
可錄》這本書。書中詳細闡明了『色欲禍害』之所在；記錄了各
種『戒淫止欲』之格言；援引了歷史上著名的『福善、禍淫』之
證案；詳告了『房事避禍』之持戒方法及日期，包括所忌諱之時、
所忌諱之處、所忌諱之人、所忌諱之事等等，真乃不厭其煩，敘
述詳盡，凡所閱讀者，都能盡知所警戒。《不可錄》這本書，其
覺悟世間，救度人民之心，周到至誠，懇切至極！可見一斑。

壽康寶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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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4-001-04

諸經佛說地獄集要 

25 開 精裝

　　編《諸經佛說地獄集要》的動機，是江逸子老師將「地獄變
相圖」畫成功了。這幅圖的依據是道教的《玉曆寶鈔》，勸善的
書。裡面對於各種地獄都講到，但是那個地獄的因，這部分缺了，
這個地獄造什麼因墮到這個地獄的，說得不多。所以老法師就找
了三位同學查《大藏經》。用了半個多月的時間，把《大藏經》
整個翻了一遍，找出有二十五種經典，經論裡頭將地獄情形講得
比《玉曆寶鈔》更詳細。

　　深信因果，不但不敢造業，連起惡念都不敢，為什麼？起個
念頭你就造了。業是有身口意，身口沒有造，你念頭造了。有沒
有報應？還是有報應。我沒有身口，你有這個惡念，這個念頭，
也隨這個念頭之輕重果報有差別。這個念頭如果害很多眾生，殺
很多眾生，那地獄果報，決定逃不掉。我口沒有說、身沒有做，
怎麼到地獄去的？惡念，嚴重的惡念。事，就不必舉例子，例子
太多了，舉不盡。

諸經佛說地獄集要

HZ43-010-03

地獄變相圖
導覽手冊(中文版) 

特 24 開 平裝

　　人生苦短，生命無常，當一口氣不來，生命即不再；而人既
有生，則不免一死，死後往哪裡去，我們不可不知，是往生極樂？
或生天或墮地獄、或墮餓鬼、或淪為畜生或重返人間，無一不攸
關此生所造之種種業果。

　　《地獄變相圖》就是介紹人墮地獄受種種罪報的真相，同時
也說明地獄果報全是自作自受，不是閻羅天子所定的罪。故我們
深深期望瀏覽本圖之後，能喚醒大家明白得人身之可貴，起心動
念造作罪業墮地獄之可怕。故經云：真誠發露懺悔，即可遠離罪
報，願我們一起共勉之。

地獄變相圖導覽手冊

HZ28-018-01

太上感應篇
註講證案彙編

25 開 精裝

　　《感應篇》雖出道藏，而註中多引儒書佛經。讀一書而得三
教精義，一快事也。《彙編》乃彙集古今各種註本，詳審抉擇，
精益求精，而編輯成書者。故讀《彙編》一書，已讀盡《感應篇》
註本矣，二快事也。編者手眼，高出等倫，莫與為比。讀者得此
良導，心量以之而開拓，福緣以之而廣植，三快事也。儒教至理
名言，誠正功夫，修齊要訣，此編已收之過半；佛門文字般若，
於此亦得略見一斑；道家攝心要義，亦已薈萃此中，四快事也。
故《彙編》不獨為《感應篇》註之王，實為一切善書之王也。凡
得遇之者，即是有福之人。能一線到底讀去，息心靜氣，反覆玩
味者，體之於中心，見之於行事者，即是大福之人。若復精而求
之，則成聖賢，作佛祖，盡在其中矣。人生在世，不克見此書王，
沉淪長劫，自拔無由，豈非大不幸事乎？

　　《感應篇》註解，如此明白，如此詳盡，如此透徹，如此懇
切，不啻如耳提面命，不啻如大聲疾呼，而悲憫之懷，言隨淚下。
若得讀此，自應回頭，又何疑哉！嗚呼。其如不肯讀，是以世之
多迷途也。及如編中所載惡報諸人，趨死如鶩，至死不悟者，皆
由其一生未曾讀得《感應篇》也。今既遇之，其可不讀乎。

太上感應篇註講證案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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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43-012-03

因果圖鑑

16 開 平裝

　　《華嚴經》云：「一切法唯心所現，唯識所變。」森羅萬象，
無一不從吾人心性變現。是故宇宙有無限維次空間，各維次空間
亦有芸芸眾生。無限維次空間，即佛家所云「法界」。一念純淨
純善，高登極樂維次空間；一念瞋恚嫉妒，墮入地獄修羅法界。
現代科學家透過極繁複的試驗，逐漸發現事實真相；而釋迦牟尼
佛於三千年前，早已將此自然法則，講述明白，後人紀錄會集而
成《大藏經》。

　　佛法傳入中國，與中國聖學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傳統聖教，
以五倫十義為綱領，自家庭教育為兒童奠定良好處世根基。隨後
進入學校、社會，為國服務，所受薰陶，皆不偏離道德規範。特
於縣市地區處處供奉城隍，展示閻羅十殿，勸化人心，影響至深。
即如不識字之販夫走卒，亦深明是非善惡，宅心仁厚。是故五千
春秋歷史，政權幾經鼎革，文化歷久彌新；民風淳謹，恪盡本分；
即遇戰亂變故，亦能迅速安定。

　　近百年來，西風東漸，崇尚科技，視倫理道德為封建，斥宗
教教育為迷信。背棄倫常、縱欲妄為，舉世動盪不安，千百年來
所未曾有！仁人志士，深感恢復倫常道德之迫切；淨宗十三祖印
光老法師高瞻遠矚，強調因果教育為至要。近代畫家江逸子居士
稟承師訓，苦心繪製「地獄變相圖」，巨幅長達五十米，勸導世
人明因識果、去惡修善，獲得廣大迴響。為思普及，製作光碟，
略為解說，並譯為日、英等外語，流通海內外。今乃編輯精美畫
冊，詳明其要，便於閱讀，亟欲引人時時警策，念念提攜，力挽
狂瀾於亂世洪流。其深悲宏智，誠屬難能可貴！

　　印祖云：「善談心性者，必不棄離於因果。而深信因果者，
終必大明夫心性。」多有不信因果者，任意毀謗地獄苦果為古聖
先王鎮撫民心之權說。殊不知，生命如長河，因果絕不虛。大乘
金句闡明心性至理，廣大精微，雖為今日科技所遠不及。然如日
本江本博士歷經十年研究，發現心念善惡確能轉化水結晶美醜，

因果圖鑑

　　文中記載康熙四十七年平湖知縣處理
歲荒之事，再有《重刻感應篇彙編跋》：
「自道光壬辰，我吳劉子綱重刻，已得複
行。」此書應為康熙以後，道光以前所撰，
當成於乾、嘉年間。

太上感應篇直講

HZ28-011-02 CH28-002-01

太上感應篇 太上感應篇直講 

32 開 平裝 50 開 平裝

亦實證「十法界不離一心」之佛語。故知，
善惡禍福，如影隨形，地獄極樂，自作自
受。閱覽地獄圖，細思聖賢語，今生來世，
何去何從，智者必已了然於胸中。故人逸
子是作也，余師本願也。囑為序，不以學
陋文拙而不為，義不敢辭，責不能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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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28-008-02

感應篇彙編

25 開 精裝

　　《太上感應篇》是道教的經典著作之
一，旨在勸善，簡稱《感應篇》。太上，
就是太上老君，原名李耳，又稱老子，著
作有《道德經》。是道教始祖，上天至尊
之聖。

　　《太上感應篇集注》云：「太上者，
道門至尊之稱也，由此動彼謂之感，由彼
答此謂之應，應善惡感動天地，必有報應
也。」意即所謂「感應」指善惡報應，由
天地神鬼根據世上人們的所作所為給以相
應的獎懲。因此，開頭即以十六字「禍福無
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為綱，
宣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觀念。
接著指出人要長生多福，必須行善積德，
並列舉了二十六條善行和一百七十條惡行，

感應篇彙編

HZ28-004-01

感應篇彙編
( 全部注音 )

25 開 平裝

HZ28-012-01

集福消災之道
卷一

25 開 平裝

HZ28-013-01 HZ28-014-01

HZ28-017-01

HZ28-015-01

HZ28-017-01

集福消災之道
卷二 

集福消災之道
卷三

集福消災之道
選錄插圖本(上冊) 

集福消災之道
卷四

集福消災之道
選錄插圖本(下冊)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16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16 開 平裝

做趨善避惡的標準，最後的「諸惡莫作，眾
善奉行」、「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
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作結。

　　《感應篇》雖然是出自於道藏，然而在
《彙編》的批註中多是引證了儒書和佛經；
所以讀一書而得到三教的精義！《彙編》乃
是匯集了古今各種批註的讀本，經過詳細的
審查抉擇，精益求精而編輯成書；所以讀了
《彙編》，就等於是已經讀盡《感應篇》各
種批註的本子！儒家的至理名言，誠意正心
的功夫，修身齊家的要訣，《彙編》裡面已
經收錄超過了一半以上；而佛門的文字般若，
在本編中也可以略見一斑；至於道家攝心的
要義，也已經薈萃在《彙編》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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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28-016-02

CH15-003-02

CH42-001-02

太上感應篇淺解 

太上感應篇直講 
文昌帝君陰騭文

譯註 合刊

護生畫集

特 32 開 平裝

16 開 平裝

16 開 平裝

　　《太上感應篇》文句多取自東晉葛洪 (284-343)《抱朴子》「對
俗」及「微旨」兩篇，全文 1277 字，分總論、善行、惡行和結
論 4 部分，共列舉 22 項善行，155 項惡行。

　　《太上感應篇》最早見於宋代的文獻。南宋李石於 1164 年把
《太上感應篇》收入他編輯的《樂善錄》中。名儒真德秀 (1178-
1235) 曾為《太上感應篇》作序，宋理宗（1225-1264 在位）在篇
首御書「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八字，並協助其出版與流通。

　　《太上感應篇》為後人編寫善書的典範，在傳統社會幾乎無
人不曉，在清代與《文昌帝君陰騭文》及《關聖帝君覺世真經》
合稱「三聖經」。

　　《太上感應篇直
講》，其註直同白話，
但順文一念，其義自
顯，最宜於幼年子女。

　　文昌帝君陰騭文
譯註，使人法法頭頭，
皆知取法，皆知懲戒，
批評辯論，洞徹精微，
可謂帝君功臣。

　　《護生畫集》為著名畫家豐子愷先生所作。豐子愷（1898 年
11 月 9 日－ 1975 年 9 月 15 日），出生於中國浙江，以中西融合
的畫法創作漫畫和散文而著名，為弘一大師出家前收的弟子。此
畫集為紀念大師壽辰而繪製，以約定每十年增加一定篇數，發心
繪製《護生畫集》。豐子愷居士堅持初衷，一共投入了四十六年
繪製《護生畫集》。初集的《護生畫集》請大師題詩五十首，豐
子愷繪圖五十幅，紀念大師五十壽辰而作。《護生畫集》第二集
為祝賀大師六十歲壽辰以畫六十幅，亦請大師題詩六十首而告完
成。然而弘一大師未及七秩即已示寂，恩師圓寂後豐子愷居士亦
照約定每十年出版一集，即使後來中國爆發文革，其還是堅持將
之畫完。直至大師百歲時，達到了詩一百篇、畫一百幅的畫集，
共計六集的《護生畫集》。護生之願於此方告圓滿。遺憾的是，
豐子愷於第六集出版之前便已逝世。

太上感應篇淺解

太上感應篇直講 .
文昌帝君陰騭文

譯註 .合刊

護生畫集

HZ15-039-01

太上寶訓註解

18 開 軟精裝

HZ15-039-02

治平寶鑑

18 開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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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29-003-05

安士全書

25 開 精裝

1. 陰騭文廣義節錄

2. 明袁了凡四訓附立命篇、積善篇、謙德篇

3. 俞淨意公遇竈神記

4. 萬善先資

5. 宋慈雲懺主遵式誡酒肉慈慧法門偈

6. 明曾大奇端甫居士護生篇

7. 釋聖量南潯極樂寺重修放生池疏

8. 欲海回狂

9. 省庵法師不淨觀頌

10. 西歸直指

11. 省庵法師勸發菩提心文

安士全書

HZ59-005-02

HZ59-009-01

健康長壽幸福食譜
【第一輯】

健康長壽幸福食譜
【第五輯】

特 16 開 平裝

特 16 開 平裝

HZ59-006-01

健康長壽幸福食譜
【第二輯】

特 16 開 平裝

HZ59-007-01

CH59-002-05

HZ59-008-01

健康長壽幸福食譜
【第三輯】

蓮海真味

健康長壽幸福食譜
【第四輯】

特 16 開 平裝

175mm x 171mm 平裝

特 16 開 平裝

　　信德圖書館向曉莉館
長，學佛多年，悲心深
重，發大願，提倡「以愛
為食」，自上世紀末，開
始宣導並錄製素食影片，
於網路上為大眾推廣介
紹，2013 年由上淨下空老
和尚親自提名之《健康長
壽幸福食譜》系列書籍及
影片光碟問世，分別為長
壽、富貴、康寧、好德、
人和，一共五輯，包含
一千道素食，可謂當代素
食食譜之集大全。

　　邁向二十一世紀，
「吃肉過量危害健康及地
球生態、多吃素身體好」
已經逐漸成為全人類的共
識，不僅英、美、德等國
有愈來愈多的人吃素，包
括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也
呼籲世人盡量棄肉茹素。

　　介紹素食的書籍，也
如雨後春筍般愈來愈多，
這些書籍對於素食的介
紹、烹飪、益處、營養等
等都有詳盡的說明，對於
有心吃素，又不知從何下
手的人，提供了非常豐富
的參考資料。

健康長壽幸福食譜 蓮海真味

HZ15-024-02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等五合刊

( 全部注音 )
25 開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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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07-008-02

地獄十因六果
( 經文注音 )

32 開 平裝

　　《楞嚴經》所說眾生因作諸惡業而感地獄苦報的十種因、六
種果報，經稱「造十習因，受六交報」。十因者：①淫習發於相
磨，生大猛火，故感鐵床銅柱等報；②貪習發於相吸，生寒冰，
故感青赤白蓮寒冰等報；③慢習發於相恃，生水，故感鐵河、灰
河、熱沙毒海、融銅灌吞等報；④瞋習發於相忤，生金，故感刀
山、鐵橛、劍樹、斧鋮、槍鋸等報；⑤詐習發予相調，感楹械枷
鎖、鞭杖撾棒等報；⑥誑習發子相罔，感塵土屎尿等報；⑦怨習
發於銜恨，感投擲擒捉、擊射拋撮等報；⑧見（邪見）習發於違
拒，出生相反，感勘問考訊等報；⑨枉習發於誣謗，感押捺捶按
等報；⑩訟習發於藏覆（掩蓋罪過），感業鏡火珠對驗罪惡等報。
經稱惡業悉為六識所造，所招惡報亦從六根而出，分六類果報：
①見報（由眼根所造惡業感召），臨終時見猛火滿十方，神識乘
煙墜入無間地獄，或見種種惡相而生畏，或寂無所見而生恐；②
聞報（由耳根所造惡業感召），臨終時見波浪滔天，神識乘流入
無間獄，或聽種種鬧聲而精神迷亂，或寂無所聞易幽魄沉沒；③
嗅報（因鼻根造業所感召），臨終時見毒氣充塞，神識墜入無間
地獄，或被惡氣熏極心擾，或則悶絕；④味報（因舌根貪味造業
而感召），臨終時見鐵網猛焰，神識下透掛網，入無間地獄，或
凍裂骨肉，或被猛火燒爛骨髓；⑤觸報（身根貪觸造惡所感召），
臨終時見大山來合，神識墜入無間地獄，或見合山遙體，或見刀
劍觸身；⑥思報（意根造業所感），臨終時見惡風吹壞國土，神
識乘風墮無間地獄，或迷走不息，或感無量煎燒，痛極難忍。此
名地獄十因六果。經云：“若諸眾生，惡業同造，入阿鼻獄，受
無量苦，經無量劫；六根各造，及彼所作兼境兼根，是人則入八
無間獄；身口意三，作殺盜淫，是人則入十八地獄；三業不兼，
中間或為一殺一盜，是人則入三十六地獄；單見一根，單犯一業，
是入則入一百八地獄。"

地獄十因六果

HZ43-015-01 CH42-005-01

地藏菩薩
本願經圖 

珍惜生命
請勿墮胎

請勿殺害動物 
16 開 平裝 25 開 軟精裝

　　本書內容將經文
描述之情景繪畫呈現，
並加以小註，讓讀者
能更加體會經文的大
意。

地藏菩薩本願經圖

　　本書是淨空法師
接受丁嘉麗女士的訪
談記錄。共有兩部分，
《 珍 惜 生 命 請 勿 殺
子墮胎》，受訪於二
Ｏ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至十一日，共三次；
《珍惜生命 請勿殺害
動物》，受訪於二Ｏ
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共四次；
訪談共七集，地點在
香港佛陀教育協會。

珍惜生命
請勿墮胎 .請勿殺害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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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49-011-01

恢復地球和諧
水知道

210mm x 220mm 平裝

　　水能反映人類善惡意念，聖哲經典說萬物皆有見聞覺知及受
想行識，水亦復如是。以善意的信息傳遞給它，所回應的結晶非
常美好；以惡意的信息傳遞給它，反應則非常醜陋。我們人體內
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水分，當我們的心念產生各種不同信息時，這
些信息所產生正面或負面的能量，會對我們身體內的水分有什麼
影響，你知道嗎？

　　享譽世界的日本科學家江本勝博士，以顯微攝相技術觀察水
結晶，發現水會看、會聽且懂得人的意思。上百萬次水實驗絲毫
不爽，證明「愛與感恩」是宇宙的核心。華嚴實驗室進一步證明
「水能反映人類的善惡意念」：

　　心存善念，水結晶莊嚴美麗　心存惡念，水結晶扭曲醜陋

　　因此，人的起心動念關係到身心健康、家庭幸福和事業成敗。
整個宇宙的善惡禍福，全都是自作自受，是念頭在做主宰。這個
震撼人心的科學實驗印證了聖哲所言，「相由心生，境隨心轉」
的真理，能真正幫助人類拯救世界、恢復地球和諧。

恢復地球和諧水知道

HZ40-001-03

念佛感應見聞記

25 開 平裝

　　林看治老居士篤信佛教，善根深厚，早歲聞本省高僧賦宗法
師宣講佛法，體會六道輪迴之苦，即發心學佛，並蒙賴棟樑老居
士推薦受業於雪廬李炳南老居士，民國四十一年冬奉雪公恩師之
命於台南大仙寺受菩薩戒，自此隨師廣結佛緣，四處宣揚淨土法
門，建立弘法道業，度人無數，台中蓮社蓮友多知之甚稔。

　　林老居士於修行弘法之餘，尚孜孜不倦著有「念佛感應見聞
記」，並蒙雪公恩師賜序，自民國五十八年八月初版伍仟壹佰冊，
迄往生前共再版五十六次，冊數達十餘萬冊，其他各處印行結緣
者亦不計其數，可謂廣結西方數萬緣。

　　「淨業學人要在實踐。如不念佛修行，等同說食數寶，無濟
於事，說一丈還不如行一寸呢！」這是雪公恩師經常勉勵林老居
士的話。他老人家自行化他，在台中二十年來，宏揚正法，未嘗
一日間斷，苦口婆心，勸人老實念佛，求生西方，度人無數。凡
是士農工商乃至一字不識的老太婆或三歲小孩，很多人獲得念佛
利益；時當末法，邪說紛紜，林老居士等深慶飽餐法味，唯有依
教奉行，以期備足資糧，可以往生安養。同人中有因至心念佛而
獲得奇異感應消災解厄者；或一心念佛臨終蒙佛接引示有瑞相者。
林老居士不揣愚昧，不計文拙，將十餘年來親見親聞之事實，不
可思議的感應，一一記下，以使尚未信佛念佛者，得早信佛念佛；
已經信佛念佛者，自勉勉他，倍加精進。見者聞者，咸獲法益。

念佛感應見聞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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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41-016-01

科學時代的
輪迴錄

25 開 精裝

　　《科學時代的輪迴錄》所錄各篇，都是值得科學家研究的資
料，且有許多已得到實證而由權威學者很慎重的發表於各大報
刊。我們對這些記錄，不該再有疑惑。否則，人生恣意放縱，行
為不負責任，這便是人類道德沒落，智慧錮蔽的最大原因，是故
凡欲匡人心而挽世道的朋友，不可不讀本錄，不可不信本錄。

　　因果兩字，不僅包括事物，即人生亦在其中。「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這便是因果定律。不過世
間也有行善一生，而遭橫死；作惡多端，竟得長生，這又如何說
起呢？至此不能不談「輪迴」。然則「輪迴」者，實先後因果之
連貫作用，有什麼迷信？為什麼科學時代不能存在呢？

科學時代的輪迴錄

CH59-004-01

祭祖的意義

25 開 騎馬釘裝

　　祭祖最重要的就是弘揚孝道，而《孝經》中又告訴我們，「夫
孝，德之本也」，一個人德行的大根大本。大家聽到德這個字，
非常的關鍵，「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所以德行是一個國
家、一個人興衰的關鍵所在。而我們都知道德行非常重要，但假
如我們沒有讀過《孝經》，我們不知道從德的源頭去教育自己、
教育子孫，那就等於找不到根本，都在枝末當中打轉。我們看到
全世界現在花在教育的經費，比起以前幾百年、幾千年花的費用
都多，但是為什麼教出來的孩子（下一代），不只一代不如一代，
甚至於出現的是一年不如一年？所以為什麼《朱子治家格言》說：
「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我們不讀經書，不明白道理，有
可能一生本末倒置，沒有在根本當中下功夫。所以，父母也好、
老師也好，花的精神、花的金錢都比以前的父母、老師都多，但
是我們教出來的孩子卻不如以前的人。思考到這些客觀現象，再
想想《孝經》這一句，「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教
育就要從孝道開始做起，開始教導起。所以我們《禮記》當中就
講到，要治理好一個家庭，以至於治理好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就
是要用禮教，家裡要有家規、要有家道，國家也要有正確的社會
風氣，這個是禮樂的教化。而禮當中最重要的就是祭祀，因為祭
祀就是教孝道的。所以我們談了那麼多，可以感受得到，我們的
祖先是全世界最有教育智慧的祖先。

祭祖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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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0-001-02

觀音籤
觀世音菩薩
感應靈課
50 開 平裝

　　《觀世音菩薩靈課》，時為社稷卜歲豐、祈太平，屢屢感應；
遂命付梓，印施百卷，以便臣民決疑，令預趨吉避凶。明明法寶，
慈澤後人。意願宮闈清古，海宇昇平；雨露均調，仁風休作。願
我 菩薩靈課，啟發愚蒙，格佑為善。苟瀆慢而不敬者，占之反至
尤焉。時萬曆壬辰正月十五日，刻於大乘禪寺，計板二十二塊，
請京都衍法寺流行天下。

　　民國二十年間，徐積餘居士得前明古本，印施千卷。三十五
年七月，比丘尼隆志，得徐本相示，為其手錄并改良圖畫，獻之
蘇州靈巖山寺妙真方丈，請求製版流通，兼作靈巖山觀音洞籤書
之用。爰作讚偈曰：

　　靈巖觀音洞　妙相親身化　圖成垂觀瞻　白毫悲心挂

　　諸惡不可作　眾善時加護　心念不空過　能滅諸有苦

觀音籤 - 觀世音菩薩感應靈課

HZ41-002-01

現代因果報應錄

25 開 平裝

　　本書名為《現代因果報應錄》，緣起是在公元 2001 年 9 月
26 日淨空老法師，睽違台灣四年首次回台弘法。老法師與藝文界
陳居士見面，提起籌拍《地藏經》故事，當時老法師特囑咐道昇
居士搜集近代（公元 1911 年）以後所發生因果報應故事，合計
100 篇。本書分成輪迴篇、地獄篇、惡報篇、善報篇。內容著重
在殺生、邪淫報應，因眾生習氣最容易犯為殺淫二業，《楞嚴經》
云：「是修行人，若不斷淫，及與殺生、出三界者，無有是處。」
殺、淫是輪迴因果之根源。希望本書流通，能消弭刀兵劫災禍，
於當今五濁惡世，不信因果輪迴、邪正不分、道德沉淪、逆倫事
件不斷發生，殺淫惡業充塞世間，人心趨向乖戾，冀望本書能發
揮振聾發聵、激濁揚清之警世教化作用。祈願人人知因識果，懺
悔業障，斷惡改過修善、社會祥和安樂，天下無災無難，念佛求
生淨土。

現代因果報應錄

HZ49-002-01

閱微草堂筆記

16 開 平裝

　　《閱微草堂筆記》是清代著名學者紀昀晚年所作的筆記小說
集，全書主要記述狐鬼神怪故事，意在勸善懲惡，雖然不乏因果
報應的道理，但是通過種種描寫，折射出封建社會末世的腐朽和
黑暗。

　　《閱微草堂筆記》寄託著「有益於勸懲」、「大旨不乖於風教」
的創作目的為指導思想，內容廣泛而多樣，可以說是包羅萬象的
雜記。既涉及政治經濟，又有民情風俗；有神鬼怪異故事，又有
家庭、親友和本人的真實見聞；也有直接發議論的說教。文字簡
潔鋒利，敘述簡淡，不做細節描寫，不求文辭華美說理透徹周密，
魯迅在談到文言短篇小說藝術的發展中，就曾說《閱微草堂筆記》
「後來無人能奪其度」。當時脫稿一種，競相傳抄，輾轉刻印，
一時享有與《紅樓夢》、《聊齋志異》並行海內的盛譽。

閱微草堂筆記



68

外

文

類



68 69

CH32-038-01

弟子規 DI ZI GUI
幸福人生指歸
( 中英漢拼 )

32 開 平裝

　　《弟子規》（原名《訓蒙文》）是中國傳統的啟蒙教材之一，
作者是清朝康熙年間的秀才李毓秀。後經賈存仁修訂改編而成為
《弟子規》。其內容取自《論語·學而篇》中的第六條：「弟子
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
文。」核心思想是孝、悌、仁、愛。 《弟子規》是以三字一句，
兩句一韻的文體方式編纂而成。然後再以〈總敘〉、〈入則孝〉、
〈出則弟〉、〈謹〉、〈信〉、〈汎愛眾〉、〈親仁〉和〈餘力
學文〉等部分來加以演述。列舉為人子弟在家、外出、待人接物、
求學等應有的禮儀和規範，特別講求家庭教育和生活教育。

弟子規 DI.ZI.GUI 幸福人生指歸

CH48-012-02

理想的養老育幼

50 開 騎馬釘裝

　　《理想的養老育
幼》此書為淨空老法
師，累積五十餘年巡迴
世界各地講經時，對
各地社會現象之觀察，
對「教育」、「養老」、
「育幼」此等攸關各
國地區安定繁榮之重
大課題，所提出之關
鍵性指導與建議。

理想的養老育幼

CH48-017-02CH21-030-01

世界宗教是一家
( 中英對照 ) 

仁愛和平講堂
( 中日文版 )

菊 8 開 平裝25 開 精裝

CH59-005-01

祭祖的意義
( 中英對照 ) 

特 32 開 平裝

　　祭祖最重要的就是弘揚孝道，而《孝經》中又告訴我們，「夫孝，德之本
也」，一個人德行的大根大本。大家聽到德這個字，非常的關鍵，「國無德不興，
人無德不立」。所以德行是一個國家、一個人興衰的關鍵所在。而我們都知道
德行非常重要，但假如我們沒有讀過《孝經》，我們不知道從德的源頭去教育
自己、教育子孫，那就等於找不到根本，都在枝末當中打轉。我們看到全世界
現在花在教育的經費，比起以前幾百年、幾千年花的費用都多，但是為什麼教
出來的孩子（下一代），不只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於出現的是一年不如一年？
所以為什麼《朱子治家格言》說：「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我們不讀經書，
不明白道理，有可能一生本末倒置，沒有在根本當中下功夫。所以，父母也好、
老師也好，花的精神、花的金錢都比以前的父母、老師都多，但是我們教出來
的孩子卻不如以前的人。思考到這些客觀現象，再想想《孝經》這一句，「夫孝，
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教育就要從孝道開始做起，開始教導起。所以我
們《禮記》當中就講到，要治理好一個家庭，以至於治理好一個國家，最重要
的就是要用禮教，家裡要有家規、要有家道，國家也要有正確的社會風氣，這
個是禮樂的教化。而禮當中最重要的就是祭祀，因為祭祀就是教孝道的。所以
我們談了那麼多，可以感受得到，我們的祖先是全世界最有教育智慧的祖先。

祭祖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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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33-004-01

地藏菩薩本願經
( 彩色漫畫 )

英文版 
25 開 平裝

Ksitigarbha Bodhisattva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spirit of  compassion. The 
Bodhisattva’s endowment is the conservation of  energy to promote the healing of  
everything on earth. Ksitigarbha Bodhisattva made extraordinary vows during his 
exceptional practice. In honoring his vows he helped countless living beings - who 
are still suffering - to attain Buddhahood and guided them toward liberation.

The Original Vows of  Ksitigarbha Bodhisattva Sutra consists of  thir teen chapters. 
Sakyamuni Buddha travels to Trayastrimsa Heaven to expound the Dharma for his 
mother. He discusses the extraordinary vows of  Ksitigarbha Bodhisattva that he 
made during his exceptional practices. The Bodhisattva has sworn to help countless 
living beings to attain Buddhahood and guide them toward liberation. Ksitigarbha 
Bodhisattva vowed to  “first guide all wrongdoing suffering beings toward 
repentance, thus allowing them to attain peace and happiness, and enabled them to 
achieve enlightenment, and only then become a Buddha.” Throughout incalculable 
future kalpas, he would guide all wrongdoing suffering beings who reside in the six 
realms of  existence to liberation. 

Among the Buddhist community, this sutra consists of  discourses delivered by the 
Buddha to his mother in the Trayastrimsa Heaven. The sutra discusses the filial 
practices of  Ksitigarbha Bodhisattva during his “exceptional practices.” Therefore, 
the sutra solemnly admonishes us. Filial piety is the basis for hundreds of  good 
deeds, virtues, and hence, the Ksitigarbha Sutra is lauded as the Buddhist sutra of  
filial piety.

The Ksitigarbha Sutra eminently expresses the scriptures. The phenomenal scripts 
touch people's hear ts.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characters in Chinese, we 
painted with colorful expressions and produced a graphic novel. This is the best 
skillful approach to gain social acceptance. It is presented with vivid graphic images 
specifically revealing the scenes from the hells and the expressions of  the great vows 
of  Ksitigarbha Bodhisattva. All sentient beings can comprehend the deep meaning 
of  the sutra. That is the core value and our main goal. Hence, to reach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realization and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incredible karma of  
causality, we eventually will be able to correct ourselves and avoid evil karma. At 
that time we will restore good karma by implementing good vir tues, carrying out 
Ksitigarbha Bodhisattva’s education and vows. This is for the benefit of  all beings in 
heaven and on earth, to expound and propagate this sutra far and wide.

地藏菩薩本願經 ( 彩色漫畫 )

HZ21-025-01

愛與和平
友社茶話 英文版 

第一冊
菊 12 開 平裝

The book is Master Chin Kung came to the association.

Various ambassadors came to visit Master Chin Kung at times.

They talked about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From personal and family issues to topics about career, society , country and world 
as a whole , they conversed without reservation.

愛與和平 .友社茶話 .英文版 .第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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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35-024-02

群書治要 360
( 中英對照 )

第一冊
36 開 軟精裝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Zhenguan Era, Emperor Taizong (599-649) of  the Tang dynasty decreed that Qunshu Zhiyao (The 
Compilation of  Books and Writings on the Important Governing Principles) be compiled. At the tender age of  sixteen, Taizong 
enlisted himself  in the army, and joined his father’s forces to try to stop the turmoil that was going on in the society.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he dwelt himself  in military matters. After he ascended to the throne at the age of  twenty-seven, he laid 
down his armor and began to promote culture and education,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governing, and 
bringing peace to the country. He sought to rejuvenate the nation from the aftermath of  civil strife by restoring order to life, 
lessening the burdens of  ordinary people, and increasing prosperity.

Although Taizong was an intelligent, brave, and eloquent man, he regretted that his earlier military expeditions had 
prevented him from obtaining much formal education. He also learned from the mistakes made by the fallen Sui dynasty 
and realized that to start a new dynasty was no easy task, and to sustain it would be even harder. Hence during his reign, 
he encouraged his ministers to point out his mistakes and to candidly criticize his imperial policies. To make up for lost time, 
Taizong ordered two advisors, the honorable Wei Zheng and Yu Shinan, to comb through all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n imperial 
governing principles from the Six Classics, the Four Collections of  History and the Hundreds of  Schools , and to extract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s related to the cultivation of  oneself, management of  family, good government, and ways to bring 
about peace in the world. The result was a collection, titled Qunshu Zhiyao, carefully excerptedfrom 14,000 books and 
89,000 scrolls of  ancient writings—500,000 words in all, and covering sixty-five book categories—dating from the era of  
the Five Legendary Emperors to the Jin dynasty.

群書治要 3 6 0

HZ35-023-02

群書治要 360
( 中英對照 )

第二冊
36 開 軟精裝

HZ35-043-01

群書治要 360
第一冊

( 中英對照 ) 
25 開 精裝

HZ35-044-01 HZ35-045-01

HZ35-025-01

群書治要 360
第二冊

( 中英對照 ) 

群書治要 360
第三冊

( 中英對照 ) 

群書治要 360
( 中英對照 )

第三冊

25 開 精裝 25 開 精裝

36 開 軟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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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50-001-01

HZ50-004-02

HZ50-007-01

HZ50-005-02

How to live 
without fear & 

worry

Heart of a Buddha

Changing Destiny 
A Commentary 

on Liaofan's Four 
Lessons

Buddhism: 
The awakening of 
compassion and 

wisdom
25 開 平裝

100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In this book, the author shares 
from the Buddhist perspective 
on the source of  worry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how to 
overcome controlling anger, self-
ishness, managing criticism, and 
fear of death.

In essence, he says that when 
we come from a basis of  com-
passion and love for others, 
always seeing how we can be of 
help, it overcomes much of  our 
worry about life.

Written by: K. Sri Dhammananda

The “Heart of  a Buddha” contains teachings by the Buddha, Venerable Master Chin 
Kung, and Venerable Wuling.

First, cultivate peace in the garden of  our heart by removing weeds of  selfishness 
and jealousy, greed and anger,pride and ego.Then all will benefit from your peace 
and harmony.We already have perfect compassion, perfect wisdom, and perfect joy.
To allow them to arise from deep within,we only need to settle our minds.We wish to 
express our deepest appreciation to Master Chin Kung for providing the inspiration 
and conditions for writing and preparing this book.

Also to Venerable Thanissaro Bhikkhu for his beautiful translation of  the 
Dhammapada.

Changing Destiny is a commentary on Liaofan’s Four Lessons, a Chinese classic 
written by a father to his son, imparting what the father had learned in order to 
change his destiny by learning how to differentiate good from bad, to correct 
his faults, and to practice good deeds to cultivate vir tue and humility. In this 
contemporary commentary, Venerable Master Chin Kung, an eminent Pure Land 
Buddhist master, explains how the principles that Yuan Liaofan successfully used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re just as applicable for people liv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ritten by Master Chin Kung

This is an excellent book on 
Mahayana Buddhism, with a 
focus on the Pure Land school. 
After explaining that Buddhism 
is an education, it discusses the 
goal of  practice as well as the 
symbolism of  Buddhist images 
and offerings. Covered in depth 
are the Five Guidelines of  the 
Three Conditions, Six Harmonies, 
Threefold Learning, Six Parami-
tas, and Ten Great Vows.

Author: Venerable Master Chin 
Kung

How.to.live.without.fear.&.
worry

Heart.of.a.Buddha

Changing.Destiny:A.Commentary.on.Liaofan's.Four.Lessons.

Buddhism:.The.awakening.
of.compassion.and.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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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50-008-01

The Collected 
Works of Venerable 
Master Chin Kung

25 開 平裝

Chin Kung 淨 空 Born 1927 Lujiang County, Anhui Province, China Senior posting 
Title Venerable Religious career Teacher Lee Ping-nan Chin Kung, AM ( 淨 空 ; 
pinyin: Jìngkong) (b.1927) is a Buddhist monk from the Mahayana tradition. He 
is the founder of  the Corporate Body of  the Buddha Educational Foundation, an 
organization based on the teachings of  Pure Land Buddhism. He was born in Lujiang 
County, Anhui Province, China under the bir th name of  Hsu Yeh-hong (Xú Yèhóng 
徐 業 鴻 ). He spent thirteen years studying Buddhism and Philosophy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ofessor Fang Tung-mei ( 方東美 ), Changkya Khutukhtu ( 章嘉呼
圖克圖 a master in Mongolian Buddhist tradition), and lay teacher Lee Ping-nan 
( 李炳南 ). He entered the monastic life in 1959, where he was ordained at Lintzi 
Temple at Yuanshan in Taipei, Taiwan. It was then that he received the name of  Chin 
Kung, meaning "pure emptiness". Master Chin Kung is well known for using modern 
technology to spread the Buddha's teachings. His lectures are recorded on audio, 
video tapes and CDs for wide distribution in many temples, including many Buddhist 
temples and centers where people can pick up books to distribute to other places. 
He has sponsored the printing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Buddhist texts worldwide, as 
well as portraits and pictures of  various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All these items 
have been distributed free of  charge. In recent years, Chin Kung has emphasized the 
Infinite Life Sutra and the Pure Land cultivation method of  Buddha recitation which is 
concerned mainly with the recitation of  Amitabha Buddha's name.

The.Collected.Works.of.Venerable.Master.Chin.Kung

HZ50-009-01

Buddhism as 
an Education & 
To Understand 

Buddhism
25 開 平裝

Buddhism is not a religion because ‘belief’ in the Buddha’s teachings is not blind 
belief, blind faith, and far from superstition. Shakyamuni Buddha taught us not to 
blindly believe what he tells us, he wants us to try the teachings and prove them 
for ourselves. The Buddha wants us to know, not merely believe. The Buddha’s 
teachings flow from his own experience of  the way to understand the true face of  
life and the universe, and show us a path of  our own to taste the truth for ourselves. 
This is much like a good friend telling us of  his trip to Europe, the sights he has 
seen, and the way to go there and see for ourselves. The Buddha uses a perfectly 
scientific way of  showing us reality in its true form.

Buddhism.as.an.Education.&.To.Understand.Buddhism

HZ50-006-01 HZ50-029-01HZ50-011-01 HZ50b-29-02

path to peace 
五重相伝
会勧誡綱要

The Art of Living: 
Houston & Dallas 

25K 平裝

五重相伝
会勧誡綱要

橫 50 開 平裝 18 開 平裝25 開 平裝 18 開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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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50-015-02

HZ50-016-01

HZ50-019-01

HZ50-018-01

HZ50-020-01

LIAO-FAN'S FOUR 
LESSONS

The Awakening 
of Lovingkindness 
and A Path to True 

Happiness

Awaken to the 
Buddha Within

護生畫集
( 日文版 ) 

How Will I Behave 
Today and The Rest 

of My Life? 

50 開 平裝

32 開 平裝

32 開 平裝

32 開 平裝

特菊 8 開 平裝

Liao-Fan’s Four Lessons was originally written in the Ming Dynasty of  China by Mr. Liao-Fan 
Yuan. The book was intended to teach his son, Tien-Chi Yuan, how to recognize the true face 
of destiny, how to tell good from evil, and the method for correcting one’s faults and practicing 
kind deeds. It also provided living proof of the rewards and outcomes of people who practiced 
kind deeds and cultivated virtue and humility. Relating from his own experience at changing 
destiny, Mr. Yuan himself  was a living embodiment of his teachings.

After reading this wonderful book, one may feel more open and confident towards life, and at 
the same time, courageously compelled to follow the example of Liao-Fan in changing one’s 
original destiny. Liao-Fan’s Four Lessons is truly a rare book which is not only precious to an 
individual’s spiritual needs, but is also capable of transforming unhealthy attitudes in today’s 
society.

D i s cove r  w ha t  t r ue  l i f e 
h a p p i n e s s  a n d  i n n e r 
h a p p i n e s s  r e a l l y  a r e , 
what they're not, and how 
to  exper ience  T he  Rea l 
Thing, True life happiness, 
True awakening Joy, on a 
consistent basis

Author : Venerable Master 
Chin Kung

Beg inn ing  w i th  h i s  l i f e , 
A w aken  t o  t h e  Buddha 
Within explores what the 
Buddha experienced from 
impermanence and causality 
to compassion and altruism. 
Understanding his teachings 
of  morality, concentration, 
and wisdom will help us to 
f ind within our selves the 
answer s we are seeking 
today.

Author: Shi Wuling

　　畫家豐子愷以中
西融合畫法創作漫畫
以及散文而著名，為
弘一大師出家前收的
弟子，此畫集為紀念
大師壽辰而繪製，以
約定每十年增加一定
篇數，發心繪製《護
生畫集》。豐子愷居
士堅持初衷，一共投
入了四十六年繪製《護
生畫集》共計六集而
四百五十篇。

日文版為六集中精選
三十三篇。

How Will I Behave Today and 
the Rest of  My Life, Venerable 
WuL i ng  A  commen ta r y -
cum-stor ybook based on 
Guidelines for Being a Good 
Per son.  Themes of  love 
and respect for parents and 
elders, siblings and friends, 
and, indeed, all beings as well 
as of  trustwor thiness and 
honesty run throughout the 
stories in a mixture of  humor, 
poignancy, and old-fashioned 
fables.

LIAO-FAN'S.FOUR.LESSONS.

The.Awakening.of.
Lovingkindness.and.A.Path.

to.True.Happiness

Awaken.to.the.Buddha.
Within

護生畫集(日文語版).

How.Will.I.Behave.Today.
and.The.Rest.of.My.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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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50-021-01

HZ50-023-01

Everything We Do 
Matters

GuiDelines for 
Being a Good 

Person

32 開 平裝

25 開 騎馬釘裝

Twenty-five hundred years ago, when the Buddha was teaching what he had awoken 
to, his world was similar in many ways to our world today. There were great centers 
of  culture, and there were lands of  stagnation. There were rulers with great power 
who thirsted for even more, and there were oppressed people who only wanted 
to live in peace. There were men who said that they alone held the key to spiritual 
secrets, and there were those who searched for differ¬ent answers. There were 
people who had great wealth, and there were those who had nothing. There were 
people who said we must change, and there were those who denied there was 
anything wrong. Perhaps that distant land and time is not that distant after all. Greed, 
anger, ignorance, and delusion are still very much with us. But they do not have to 
remain with us for each of  us has the ability to transform them into selflessness, 
compassion, and understanding. (From the back cover)

by Shi Wuling (Author)

Gudelines for Being a Good Person (Di Zi Gui) was written by ancient Chinese sages. 
It teaches us the guidelines for being a good human being.

First, it teaches us to respect and love our parents, and to be kind to our siblings. 
Second, it teaches us how to interact with people and engage in daily tasks. It also 
teaches us to be a trustworthy person. Furthermore, it teaches us to love all beings 
and to be close to kind, virtuous people.

Everything.We.Do.Matters

GuiDelines.for.Being.a.Good.Person( 弟子規 )(Di.Zi.Gui)

HZ50-022-01

In one lifetime: 
Pure Land 
Buddhism
32 開 平裝

hough still in its formative years in the West, Pure Land Buddhism is widely practiced 
in Asia and its roots extend all the way to ancient India. While almost all of  the 
teachings by Sakyamuni Buddha were the result of  his being asked a question, 
Sakyamuni initiated the teaching that introduced Amitabha Buddha and the Western 
Pure Land.

For countless people, Pure Land practice is eminently suitable. It is relatively easy 
to practice in almost any environment: alone, with other practitioners, or amid 
everyday life. Also, there are no difficult entry-level criteria. Even if  one’s abilities and 
knowledge are modest, with belief, vows, and practice, we will be reborn in the Pure 
Land.

Belief  means that we believe in the Buddhas and their teachings, and in causality. We 
need to believe in ourselves and that we have the same true nature as the Buddha. 
We need to believe that through our practice—living a moral life and being mindful 
of  Amitabha Buddha—we will be born into the Western Pure Land and become a 
Buddha in one lifetime.

In.one.lifetime:.Pure.Land.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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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50-024-01

HZ50-025-01

HZ50-026-02 HZ50-027-01

LUNDEERIA

Going home to the 
pure land

For the Sake of all 
Beings

Wisdom of the 
Buddhas

32 開 平裝

32 開 精裝活頁

32 開 平裝 橫 50 開 平裝

In this tale of  discovery and courage, two Earth children awaken to find themselves not at 
home in their beds but on a rock in the center of an immense crater on a world called Lun-
deeria! Everywhere the amazed and frightened children look, they see animals staring back at 
them, also in amazement. But that’s just the beginning for Justin and Emma. As they watch, the 
animals begin to speak. And what they say seems incredible. While Earth and Lundeeria seem 
to be very similar, there are two big differences: there are no humans on Lundeeria and all the 
animals get along peacefully. As Justin and Emma are about to learn, on Lundeeria no animal 
eats another.

by Shi Wuling (Author), Ann Marie Napoli (Illustrator)

Envisioned as a land far to the West; understood to already be deep within us, lies the desti-
nation of Pure Land Buddhists-Amitabha Buddha’s Land of Ultimate Bliss-a land of peace, se-
curity , and freedom. The way to be reborn in that land was introduced by the Buddha almost 
three millennia ago and is known as Pure Land Buddhism, one of the most widely practiced 
forms of Buddhism. Going Home to the Pure Land contains the Amitabha Sutra recitation ses-
sion, and introduces the Pure Land principles, teachings, and methods of practice. Whether 
practicing in a group or on your own, Pure Land Buddhism can help you eliminate suffering 
and attain happiness and awakening. The book contains both a practice session and In One 
Lifetime: Pure Land Buddhism by Venerable Wuling.

For over sixty years Venerable 
Master Chin Kung has been 
learning the Buddhadharma. 
For over fifty, with skilful means, 
great patience, and profound 
clarity–-and the sincere wish that 
all beings awaken and find true 
happiness–-Venerable Master 
Chin Kung has tireless taught all 
who wished to learn.

Countless gems of  wisdom exist 
throughout all his talks, writing, 
and correspondence. The book 
that you are holding holds just 
a taste of  them. A taste of  the 
Buddhadharma for you to savor.

It’s necessary for us to have 
correct understanding before 
practicing Buddhism; otherwise 
all spent in cultivation would be 
futile, as the most superior result 
would not be obtained. Dharma 
Talks by Venerable Wuling.

LUNDEERIA

Going.home.to.the.pure.land

For.the.Sake.of.all.Beings Wisdom.of.the.Budd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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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50-028-01

HZ50-032-01

Essence of the 
infinite life sutra/
Chin Kung Shi.

Pure Mind, 
Compassionate Heart 
: Lessons from the 
Amitabha Sutra

32 開 平裝

32 開 平裝

Author:Shi, Chin Kung.

Title:Essence of  the infinite life sutra/Chin Kung Shi.

Foreword:In August 1993, Venerable Master Chin Kung gave an eight-hour lecture 
series titled Essence of  the Infinite Life Sutra at Ta Kioh Buddhist Temple in San 
Francisco, USA. The Hwa Dzan Lecture Notes Team transcribed the recorded lectures 
and organized them. In addition, relevant segments from the lectures on the Infinite 
Life Sutra given in San Jose in June 1992 were excerpted as a supplement.

This compiled transcription was presented to Venerable Master Chin Kung for 
correction and editing. Titled Lecture Notes on the Essence of  the Infinite Life Sutra, 
it has been published and freely circulated, humbly offered to readers for them to 
benefit from the Dharma.

The Amitabha Sutra is one of  the three primary teachings by the Buddha on the 
Pure Land school of  Mahayana straightforward as one reads of  the Western Pure 
Land's marvelous adornments including golden sand , jeweled trees, birds that sing 
the teachings, and flowers that float down from the sky.

Closer study, however, will show that the sutra is incredibly profuse with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and profound teachings.

As a consequence, commentaries on it have long proved invaluable to help readers 
and practitioners delve more deeply into the sutra.

Basing Pure Mind, Compassionate Hear t on past commentaries of  Pure Land 
patriarchs and masters, Venerable Wuling, a Pure Land Buddhist nun, offers this 
book a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is core Pure Land teaching, the Amitabha Sutra.

Essence.of.the.infinite.life.sutra/Chin.Kung.Shi.

Pure.Mind,.Compassionate.Heart.:.Lessons.from.the.Amitabha.Sutra

HZ50-030-02

GuiDelines for Being 
a Good Person

( 弟子規 Di Zi Gui)

25 開 騎馬釘裝

Gudelines for Being a Good Person (Di Zi Gui) was written by ancient Chinese sages. 
It teaches us the guidelines for being a good human being.

First, it teaches us to respect and love our parents, and to be kind to our siblings. 
Second, it teaches us how to interact with people and engage in daily tasks. It also 
teaches us to be a trustworthy person. Furthermore, it teaches us to love all beings 
and to be close to kind, virtuous people.

Chinese and English & Hanyu Pinyin

GuiDelines.for.Being.a.Good.Person(.弟子規.Di.Zi.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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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50-033-01 CH21-049-01 CH21-049-02

HZ59-002-01

HZ21-014-02 HZ48-014-01

Our Daily Practice 認識傳統教育
認識傳統教育
( 中英文版 )

人生雋語集 邁向
幸福之道

ONE HUMANITY 
MANY FAITHS

 世界宗教是一家
( 中英文對照 )

漢學對人類的貢獻
( 英文版 ) 

32 開 平裝 50 開 騎馬釘裝 50 開 平裝

50 開 平裝

32 開 軟精裝 21cm x 26cm 平裝

Whether you’re someone just 
trying to find a saner way to live, 
a Buddhist, or a Pure Land Bud-
dhist, 

Our Daily Practice can help you 
accomplish your goals, whether 
they be living more compas-
sionately and wisely, attaining 
awakening, or being born in the 
Western Pure Land of  Ultimate 
Bliss. Or all three.

English-Chinese Edition For Free Distribution

編譯者 : 趙宇威 居士

Edited by:Edward Chao

　　有句話說：「思想決定命運，命運決定人生」。本冊所收集
的名言皆是中國文化的精髓，其中不乏一些近代高僧大德，諸如
星雲、惟覺、證嚴、聖嚴大師，以及淨空上人等的開示語錄；文
句不多，用簡潔，不著華麗，但含義雋永深邃。讀後若能好好地
理解並加以身體力行，足以改善個人的言行舉止及變化吾人的氣
質。

　　希望藉由此書的發行，能拋磚引玉，引發社會大眾對現今日
趨敗壞的人文環境重新投以關注，俾為促進社會的安定與和諧帶
來一線的曙光。

One Humanity, Many Faiths - Se-
lected Excerpts from Venerable 
Master Chin Kung’s Learning 
from Religious Texts (English Au-
dio book)

　　淨空老法師學習
各宗教經典節要

This book aims to introduce the 
depth and values of  Sinology 
from three aspects: the beauty 
of culture, the goodness in one’s 
hear t , and the truth that is 
eternal , in addition to engaging 
the philosophy of filial piety at its 
core.

We wish that,find truthfulness , 
goodness , and beauty even as 
we live in a world that is chaotic 
and confusing at times , and live 
a life of splendour.

Our.Daily.Practice

人生雋語集 .邁向幸福之道

ONE.HUMANITY.MANY.
FAITHS.世界宗教是一家

(中英文對照 ).

漢學對人類的貢獻
(英文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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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32-003-12

弟子規 / 三字經 /
孝經 易解

25 開 平裝

CH32-036-02 CH32-045-01CH32-044-02

HZ32-014-01

CH32-048-01

CH32-005-04

二十四孝圖說 二十四忠圖說二十四悌圖說

德育課本
(16 冊 )

二十四信圖說

弟子規 / 三字經 /
孝經 合刊

16 開 平裝 16 開 平裝16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16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德育故事收錄古代
聖賢的感人事蹟，展現
出孝、悌、忠、信、禮、
義、廉、恥的風範。每
則內容都告訴我們古大
德功成名就的原因，他
們遵守五倫十義的做人
本分，以真誠智慧面對
考驗、化解衝突，是每
個人修身處世的準則，
家庭、企業、團體經營
的典範，更是品德教育
的優良教材。

德育故事 : 初級

CH32-040-02 HZ31-008-01

如何做一個真正
如法的好人
( 上中下冊 ) 

論語畫解
第一集、第二集

論語動畫篇
A4 平裝 菊８開 平裝硬盒

　　本書以《弟子規》、《三字經》、《孝
經》做為兒童讀經入門讀本，係因 :

　　讀《弟子規》能知禮儀

　　讀《三字經》能明事理 鑑古今

　　讀《孝經》能通達做人之根本

　　本書之依據版本及參考書籍，均附註
於每部經文之後。

弟子規 / 三字經 / 孝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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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32-008-01

弟子規圖說

特菊 8 開 精裝

CH32-049-01

弟子規圖說

特 48 開 平裝

CH32-026-01

HZ32-011-01

弟子規教學讀本
( 初級三 ) 

弟子規課本

16 開 平裝

16 開 平裝

CH32-054-01

CH32-041-01

CH32-057-01

CH32-024-01

CH32-043-01

CH32-058-01

CH32-025-02

兒童學經典
弟子規著色本

初級一

弟子規 - 兒童啟蒙
經典 ( 漢語拼音 )

兒童學經典
弟子規著色本

初級二

弟子規教學讀本
( 初級一 )

弟子規 - 兒童啟蒙
經典 ( 國語注音 )

兒童學經典
弟子規著色本

初級三

弟子規教學讀本
( 初級二 )

38cm x 26cm 開 平裝

12cm x 12cm 騎馬釘裝

38cm x 26cm 開 平裝

16 開 平裝

12cm x 12cm 騎馬釘裝

38cm x 26cm 開 平裝

16 開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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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32-029-01

細講弟子規
( 文字稿 ) 上

菊 8 開 平裝

CH32-029-02

細講弟子規
( 文字稿 ) 下

菊 8 開 平裝

　　《弟子規》（原名《訓蒙文》）是中
國傳統的啟蒙教材之一，作者是清朝康熙
年間的秀才李毓秀。後經賈存仁修訂改編
而成為《弟子規》。其內容取自《論語·
學而篇》中的第六條：「弟子入則孝，出
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核心思想是孝、悌、仁、愛。 

   《弟子規》是以三字一句，兩句一韻的
文體方式編纂而成。然後再以〈總敘〉、
〈入則孝〉、〈出則弟〉、〈謹〉、〈信〉、
〈汎愛眾〉、〈親仁〉和〈餘力學文〉等
部分來加以演述。列舉為人子弟在家、外
出、待人接物、求學等應有的禮儀和規範，
特別講求家庭教育和生活教育。

弟子規

　　《常禮舉要》是李炳南教授從中國古代的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中摘
錄的一些日常生活中人們都需要知道的禮節。全文共分十二章，分別為：居家、在校、
處世、聚餐、出門、訪人、會客、旅行、對眾、饋贈、慶弔、稱呼。

　　禮節是恭敬人的善行，也是自己一種光榮的徽章！中國自古以來就被譽為「禮儀
之邦」，「禮」的觀念深入人心。《常禮舉要》的內容，簡明實用，又涵蓋現代人生
活的方方面面，它比《弟子規》更詳細具體，不僅是童蒙養正的禮儀教育首選教材，
也是年輕人步入社會的禮儀必讀書，對於成年人來說，此書也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目錄

（一）居家（二）在校（三）處世（四）聚餐（五）出門（六）訪人（七）會客

（八）旅行（九）對眾（十）饋贈（十一）慶弔（十二）稱呼（附說）

常禮舉要

CH32-042-02 HZ32-044-01HZ32-019-01 CH32-051-01

常禮舉要
注音版

常禮舉要講錄常禮舉要講記 常禮舉要圖說

16 開 平裝 16 開 平裝16 開 平裝 橫菊８開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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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32-015-04

幸福錦囊集

25 開 平裝

CH32-016-04

培養孩子
好習慣的方法

25 開 平裝

CH32-017-04

CH32-019-03

人生追求的快樂
聰明健康致富

小故事大智慧
上下冊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CH32-050-01

CH32-018-04

CH32-056-01

CH32-012-03

HZ32-022-01

CH32-014-02CH32-013-04

小故事大智慧
童書系列一

說話的藝術

小故事大智慧
童書系列二

健康與環保的
新飲食

做孩子
一生的貴人

上下冊

禮貌待人的重要性
人生不能等待的

兩件事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25 開 騎馬釘裝

18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25 開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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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幸福人生，構建和諧社會，是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族群，每一個家庭，乃至每
一個世人，所致力謀求的理想境界，然往往事與願違。尤其是在當今社會，西風日盛，
功利熾然，誠信脆薄，道德淪喪，以致災禍頻繁，世局混亂，家庭不和，人心惶惑無依。
究其根源，實由廢棄聖賢教育，無有智慧，不明因果報應之理，不能敦倫盡分所致。 

　　所謂是「人不學，不知道」，故《禮記．學記》曰：「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而
教學首重德行的教育，《弟子規》便是落實德行教育、做人根本的理想教材，也是入佛
道之基礎，成聖作賢之根本。

　　蔡禮旭老師講於香港、台南、澳洲共一百二十次的「幸福人生講座」，生動活潑地
展示了古聖先賢留給我們的五倫、五常、四維、八德的文化寶藏。

　　華藏講記組根據蔡老師的演講，分類匯編成系列叢書，有：《小故事大智慧》、《幸
福錦囊集》、《培養孩子好習慣的方法》、《健康與環保的新飲食》、《人生不能等待
的兩件事》、《禮貌待人的重要性》、《說話的藝術》、《人生追求的快樂聰明健康致
富》等共八冊，確乃幸福人生必備的珍貴叢書。

健康與環保的新飲食

　　健康才是真正的幸福。在今日，不但老年、壯年、青年，乃至於少年，如果沒有健
康的身體，一切幸福都談不上。如何才能得到健康長壽、幸福快樂？如何才能真正吃出
健康？相信《健康與環保的新飲食》會帶給您智慧的啟示。

　　此書補充添加了上淨下空老和尚對養生之道的相關開示，告訴我們：素食是最健康的
飲食，唯有心地慈悲、清淨，才能真正達到養生的目的。

人生不能等待的兩件事

　　父慈子孝是超越時空的自然法則。而子欲養親不待，則是人生最大的苦痛與遺憾。
《人生不能等待的兩件事》告訴我們：孝順與行善，上可慰親心，下可免災殃，人生無
常，行孝行善不能等，須速從當下。

人生追求的快樂聰明健康致富

　　人生在世 , 所追求的是什麼 ? 所期望的是什麼 ? 這本《人生追求的快樂聰明健康致
富》會帶給您滿意的答案，人生如果沒有目標，就像船在大海，究竟往哪裡去不知道，
很多的努力到最後會沒有動力，做任何事情也都不能成功，那樣的人生就很茫然。人生
的目的是在追求幸福快樂，尤其是人到晚年的時候，身體能夠健康，物質生活能不虞匱
乏，生活上能有子孫照顧，享受含飴弄孫的天倫之樂；精神生活上，則能不斷提升心靈
層次，並將畢生的知識經驗與他人分享以及教導下一代，覺得人生過得很踏實，這是一
樂 !

禮貌待人的重要性

　　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有禮貌的人，才能在人群當中立足。但是禮不可太
過，也不可不及，有禮才能成為一個懂分寸的人。《禮記》告訴我們：「禮者，報本反始，
不忘其初。」飲水思源，知恩報恩，是「禮」的內涵。司馬遷先生說：「夫禮，禁未然
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禮教能防範於未然，
在無形當中形成人的規矩、人的恭敬、人的節度，以及做事的分寸。因此，懂得禮敬，
能讓我們不會放縱自己的習氣跟欲望；人人都懂得禮敬，五倫關係自然能和睦相處。

幸福錦囊集

　　至要莫如教子。怎樣教育孩子？教也者，長善而救失。怎麼「長善」，怎麼「救失」？
怎樣讓孩子身心健康成長？蔡禮旭老師獻給天下父母的 58 條錦囊妙計，種下對孩子一
生最重要的好種子，成就他一生正確的做人處世的態度，奠定他一生幸福美滿的根基！

幸福人生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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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人生講座
◆很多父母，每天都在教導孩子，孩子七八歲了，問起什麼是教育，卻一臉茫然。本書
告訴我們，教育就兩大綱領，長善加救失。父母首先要明理，才能少走很多的彎路，更
多明理內容詳見第一卷「明理篇」。

◆上醫治未病，長善其實就是預防。長善從何處下手？從孝道下手。長養孩子的孝心，
就能預防所有壞的習氣。長養孝心從何時開始？家長要遵守哪些原則？親師又如何密切
配合？……第二卷「學習篇」，獻給天下志在教育好孩子的父母、老師。

◆孩子犯錯的時候怎麼辦？孩子沒有志向、沒有禮貌、對父母不孝……不去病根，強制
於外，其難百倍。第三卷「問題篇」能讓我們洞明問題的癥結所在，其中的錦囊妙計定
能讓天下父母頓有撥雲見日之感。

培養孩子好習慣的方法

　　古語云：「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童蒙養正，是奠定孩子一生幸福成功的基礎。
《培養孩子好習慣的方法》，以《弟子規》的經文為綱要，摘取蔡老師講演中，應如何
培養孩子純善孝敬之心、待人處事接物正確的態度、及自我行為約束的相關講解彙編而
成。若我們在生活確實做到，定能使孩子成長為一個品學兼優、人格完善、幸福快樂的
道德之人。

說話的藝術

　　言語，是一個人內在德行的外化表現，是人與人之間溝通、交流最直接的橋梁，也
是影響一個人一生當中人緣好壞、事業順逆的重要因素。古人講「口為禍福之門」，善
說話者，可以和睦人際關系，調和生活、工作氛圍，可以導人改過向善，激人奮發上進，
解人困頓疑惑，可以化解紛爭，利益社會大眾；而一言不當，則很可能橫結怨懟，甚至
誤國喪邦，招致今生後世的苦報。由此可見，說話是一門藝術，言語的修持，對個人、
家庭、社會皆非常重要。故《弟子規》要求兒童始從學習侍奉長輩、灑掃應對的言語起，
養成仁愛存心、謹言忠信、隱惡揚善的習慣，從此奠定德行言語的基礎。若能把握說話
適當的態度、時機及明辨是非善惡，必能做到與人溝通無障礙，處世接物皆自在。

做孩子一生的貴人 ( 上下冊 )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每位家長的期盼；「為天下得人」，是每位教育工作
者的志願。如何才能成為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學生，乃至身邊所有人生命中的貴人，用
愛與智慧的心燈，照亮彼此的一生？

　　二０一三年七月，中國教師發展基金會、國家教師科研基金「十二五」規劃重點課
題「中國學校法制教育行動研究」總課題組，在南京舉辦了「學習傳統文化做有道德的
教育者」校長培訓班，蔡禮旭老師受邀義務演講，主題是「做孩子一生的貴人」，一共
六課時。因在南京的演講尚未圓滿，蔡老師返回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後，每週六
繼續錄製此套課程，計有十七課時。因而此主題演講共計二十三課時。

小故事大智慧 上下冊

　　蔡老師以一顆真誠無私的愛心，將自身深入中華五千年教育智慧的心得，以及十多
年弘揚文化、培育人才的經驗，毫無保留地奉獻給大眾。此次課程，是繼「幸福人生講
座」、「細講弟子規」之後，蔡老師的又一精華演講，不但值得所有家長及教育工作者
細細體味，也值得所有為員工的幸福和大眾的感動而奮鬥的企業家、團隊領導者參考。

小故事大智慧 - 童書系列〈一〉〈二〉( 全部注音 )

　　《小故事大智慧 - 童書系列》由蔡禮旭老師的講演中所引用的佛教、德育、因果、
寓言故事，教化實例，生活集錦等內容匯整而成；配合生動插圖，全注音，字體大，適
合學生閱讀。 蔡老師講解的故事貴在理事圓融，在述說故事之餘時時細剖其理，令聽
者或感動、或會意、或莞爾、或警醒之餘，更洞明其理，深蒙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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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32-030-01 HZ32-032-01

聖學根之根
國語注音第 1 冊

聖學根之根
國語注音第 3 冊

18 開 平裝 18 開 平裝

HZ32-034-01 HZ32-036-01HZ32-035-01 HZ70-002-02

HZ32-031-01 HZ32-033-01

聖學根之根
國語注音第 5 冊

聖學根之根
國語注音第 7 冊

聖學根之根
國語注音第 6 冊

聖學根之根
( 全七冊 )
漢語拼音

聖學根之根
國語注音第 2 冊

聖學根之根
國語注音第 4 冊

18 開 平裝 18 開 平裝18 開 平裝 18 開 平裝

18 開 平裝 18 開 平裝

　　古人編的這套教材，現在我們把它蒐集起來，總共有二十三種，把它印成一套，
《聖學根之根》共七冊。完全是過去私塾裡頭啟蒙的教科書。

　　這些書在中國至少都用了六、七百年，有的用一千多年，好教材，禁得起歷史的
考驗。《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這一類的教育的目的是希望學生能成為
聖賢君子，來拯救社會，延續傳統文化。真正像北宋大家張子（張載）所說的：「為
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中國人重視扎根教育，根
之根就是扎根教育，像一棵樹一樣，根深蒂固才能夠長成大樹。

第一冊：小兒語、續小兒語、弟子規、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

第二冊：四字鑒略、龍文鞭影　第三冊：增廣賢文、笠翁對韻　第四冊：幼學瓊林

第五冊：孝經、百孝詩

第六冊：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中藥藥性歌訣、中藥十八反歌訣

第七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雍正皇帝上諭、佛說十善業道經

聖學根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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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32-016-01

桃園孔廟
弟子規教案

菊 8 開 平裝

HZ32-045-01

HZ32-010-03

小兒語
白話解釋

兒童經典教師
講習手冊

25 開 平裝

16 開 平裝

   桃園孔廟弟子規全體老師、志工有感於弟子規的推廣實在刻不
容緩，所以將過去所有老師上課的內容集結成冊，課程範圍由「總
敘」 到「餘力學文」，若內容諸多疏漏，還望諸位老師能夠見諒，
也期盼此舉能拋磚引玉，讓更多有志之士願意投入弟子規教學的
行列。

　　這系列的弟子規課程分為經文講解、故事時間、演練活動三
部分，全程約為一個半小時，每次由三位老師上課，若師資不足
時也可劃分為兩部分，經文講解（包含說故事）以及演練活動。
每週的課程結束後會依進度發給孩子評量表，讓家長了解孩子學
習的內容並給予評量，希望能達到親師合作的目標。孩子每次的
評量表都要放在聯絡簿內（活頁夾）交回，以方便老師對他這週
的表現給予回饋，並和家長意見交流，活動期間若有任何的重要
事項，也可透過聯絡簿告知家長。

　　《小兒語》是明代書生呂得勝根據當時民間流傳的兒歌、格
言、諺語編成，採用四言、六言和雜言，涉及兒童處世、事理、
修身等方面。《續小兒語》是明代呂得勝的兒子呂坤所著，與《小
兒語》結構形式和內容相同，主要是宣傳中庸之道，主張做事不
要太過分。

　　呂得勝，字近溪，河南寧陵人，生活在嘉靖時。他很關心兒
童的教育工作，主張兒童有知識時，就要進行正確教育。當時民
間流傳一些兒歌，如「盤卻盤」、「東屋點燈西屋亮」之類，他
認為這些兒歌對兒童固然無害，但對品德修養以及後來的發展也
沒有什麼好處。於是他編寫新的兒歌，用來代替舊的兒歌，是以
成《小兒語》。

1. 中國人的遠祖（四千五百年前）如何教導他的後裔
2. 如何落實德行教育
3. 教導兒童讀經心得報告
4.《弟子規》的重要性
5.《禮記學記》
6.《朱子治家格言》
7. 喜悅的《弟子規》
8.《弟子規》伴隨我們成長
9. 至聖先師孔子在韓國深受愛戴
10. 網路警鐘長鳴 嚴防網路對青少年的危害
11.《弟子規》易解
12. 淨空教授關於「童蒙養正」答問節錄
13.「如何落實兒童讀經教育」淨空老教授與王財貴博士談話
14.《十善業道經》說脫離苦難的方法

桃園孔廟弟子規教案

小兒語

兒童經典教師講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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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32-021-02

CH32-002-04

CH32-035-02

如何建立
理智的人生觀

幸福美滿的人生

開啟幸福人生的
大門

( 四小冊一套 )

25 開 平裝

50 開 平裝

7cm x 10.5cm 精裝

　　《建立理智的人生觀》根據蔡禮旭老師於於二ＯＯ六年十一
月四日、五日兩天在台灣十集的同名講演整理而成。

　　本書首先為我們指出了人生努力奮鬥的方向和目標就是恢復
我們每個人本有的本性本善，也就是《大學》告訴我們的明明德。
通俗的說，就是讓我們做一個明白人，徹底認識人生宇宙的真相。

　　其次，本書告訴我們如何才能達到這個究竟的目標。那就是
要通過修身格除自己的物欲，也就是要放下自私自利、名聞利養、
五欲六塵、貪瞋痴慢的煩惱習氣。修身再進一步自然而然就會利
益他人，也就是《大學》所說的親民，最終達到最高的境界止於
至善，也就是自己和他人都變成了一個明白人了。

　　另外，本書自始至終都是依據中國傳統文化的四個科目：五
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五常（仁、義、禮、智、信）、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
仁、愛、信、義、和、平）為我們開顯人生的真諦，並結合生動
的故事、真實的案例深入淺出、娓娓道來，解答了當前人們許多
的困惑和疑慮。

　　本講座主題是「幸福美滿的人生」。人生怎樣才能幸福？幸
福的人生一定有正確的思想觀念，在正確的思想觀念指導下才有
正確的行為，正確的行為多次重複形成正確的習慣，正確的習慣
就會塑成良好的性格，從而造就幸福美好的人生。所以，一個人
幸福與否，根源在於思想觀念，思想觀念正確，人生就扎下了正
確的根基。如此，才能做一個真正的好人，才會有幸福圓滿的人
生。

　　一個社會能太平，代表人的思想觀念要正確，而思想觀念要
正確必須透過學習、力行聖賢的教誨才可以做得到。 「為往聖繼
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希望我們往後的社會，往後的子孫，能
夠有太平的日子過。能為往聖繼絕學是因，一定要種這個因才能
開安定繁榮之太平盛果。中國文化可以救家庭、救社會、救全人
類。當我們面對家庭、工作、社會等問題束手無策時，用我們的
摯誠和信心，在中國文化中尋求解決方法，按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的次第，必能走向幸福美滿的人生。

（一）弟子規精華：中英文對照，淺顯易懂

（二）了凡四訓：分立命之學、改過之法、積善之方及謙德之效

（三）太上感應篇、十善業道經、文昌帝君陰騭文、俞淨意公遇
竈神記、雍正皇帝上諭節要

（四）沙彌律儀要略節錄

如何建立理智的人生觀

幸福美滿的人生

開啟幸福人生的大門 ( 四小冊一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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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32-024-01 HZ32-026-01

承傳千年不衰的
家道

孝悌忠信：
凝聚中華正能量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HZ70-004-01

HZ32-025-01 HZ32-027-01

開啟智慧寶藏的
鑰匙

【系列叢書 1-4】

代代出聖賢的
教育智慧

禮義廉恥
國之四維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承傳千年不衰的家道 -- 開啟智慧寶藏的鑰匙 系列叢書一

　　中國五千年古聖先賢的智慧、方法、經驗、成就的東西全在這
裡頭。閱讀千古文章，承傳倫理道德因果教育，轉變人心，心轉境
就轉！

　　本書是「文言文：開啟智慧寶藏的鑰匙」系列叢書的第一部，
以「孝」這一人生之根和中華文化之根為主題。讀者通過閱讀這些
千古文章，接受倫理道德因果教育，體悟古聖先賢的學問和智慧，
從改變自心開始，實現幸福圓滿的人生！

代代出聖賢的教育智慧 -- 開啟智慧寶藏的鑰匙 系列叢書二

　　《禮記》云：「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無論是帶領一個國家，
或是經營一個家庭、一個企業團體，最重要的就是教育。

　　中華民族有五千年教育的智慧、經驗、方法，代代都出聖賢。

開啟智慧寶藏的鑰匙

正因中華民族的教育是聖賢教育，所以自古以來，中國的政治是聖賢政治，中國的領
導是聖賢領導，中國的社會是聖賢社會。而中華聖賢教育的主要內容，就是教倫理、
教道德、教因果。

　　本書通過講解《左忠毅公逸事》《師說》《論語．論學習》《禮記．學記》等古
文名篇，讓我們深刻體悟古聖先賢博大的心胸、正己化人的風範，與源源不絕的智慧。
對所有為人父母、長輩者，以及所有教育工作者，乃至企業、團隊的領導者，以及所
有求學者，本書都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孝悌忠信 凝聚中華正能量 -- 開啟智慧寶藏的鑰匙 系列叢書三

　　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是中華文化的核心精神，也是能讓每個人人生立於不敗的真
實智慧。本系列以八德為主軸，精選中華古文名篇，從多角度展現每個德目的義理、
精神，通過蔡老師深入淺出的開解，提供讀者們充分吸收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正能量，
創造幸福美滿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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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智慧寶藏的鑰匙
　　本書所選古文：《德育課本．悌篇緒餘》、韓愈《祭十二郎文》、《左傳．鄭伯
克段于鄢》、《德育課本．忠篇緒餘》、諸葛亮《出師表》、范仲淹《岳陽樓記》 魏
徵《諫太宗十思疏》、司馬光《才德論》、《左傳．介之推不言祿》、《德育課本．
信篇緒餘》、《左傳．曹劌論戰》、《說苑（節錄）》、《論語．論忠信》

禮義廉恥 國之四維 -- 開啟智慧寶藏的鑰匙 系列叢書四

　　《管子》有云：「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 「四
維不張，國乃滅亡」。其實，大到國家，小到家庭，都需要禮義廉恥這四個支柱，來
達到和諧、昌盛。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是中華文化的核心精神，也是能讓每個人人生
立於不敗的真實智慧。

　　本書所選古文：《德育課本．禮篇．緒餘》《史記．項羽本紀》《史記．五帝本紀》《說
苑（節錄）》《史記．管晏列傳》《德育課本．義篇．緒餘》《戰國策．馮諼客孟嘗君》 
《義田記》《德育課本．廉篇．緒餘》《瀧岡阡表》《德育課本．恥篇．緒餘》《原才》 
《曾文正公家書（節選）》《病梅館記》。

HZ35-009-01

五種遺規
( 五冊 / 套 ) 

25 開 平裝

　　《五種遺規》，清陳宏謀輯。清代社會教育和蒙童教育教材，
清末中學堂修身科教材。輯者有感於世上多有弊端，遂於公務之
餘，採錄前人關於養性、修身、治家、為官、處世、教育等方面
的著述事跡，分門別類輯為遺規五種：《養正遺規》、《教女遺
規》、《訓俗遺規》、《從政遺規》和《在官法戒錄》，總稱《五
種遺規》。

　　五種《遺規》的成書時間不同，《養正遺規》為乾隆四年(1739
年 )，《從政遺規》、《教女遺規》、《訓俗遺規》分別為乾隆
七年七月、九月、十月，《在官法戒錄》則為乾隆八年四月。合
刻本《五種遺規》始行於乾隆八年，為南昌府學教授李安民集校
本。

五種遺規

HZ35-022-01

古代帝王教化的
故事

( 上下冊 ) 
25 開 精裝

　　《古代帝王教化的故事》，原書名《聖諭像解》，原本是線
裝書，一共八冊，現改為精裝兩冊。清朝梁延年輯錄，其繪圖故
事中體現了古代社會的各種情態，如送殯、道場、投壺、煮膠、
鑄杵、望樓、巡夜、磨鏡等場景。

　　清康熙九年，安徽布政使頒發《上諭十六條》，太平府黎昌
縣知縣梁延年以「鑄字典典雅，小民未必周知」，乃輯《聖諭像
解》一書，用淺顯生動的語言，對康熙的《上諭十六條》逐條進
行簡單釋義，附以歷代的史實做例解，每則故事繪圖一幅，並加
以解說，前圖後文，編輯成冊。內收精美版畫二百六十幅，並配
圖畫，竭力宣講，令婦孺皆知。兩江總督將其事蹟奏報皇帝，受
到康熙帝的嘉獎。

　　清朝康熙皇帝的《上諭十六條》，制定教化全國老百姓十六
條，也是他們統治這個國家的政策。這裡面有道理、有方法，教
我們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如何處事待人接物，這十六條就是我
們遵循的原則。

古代帝王教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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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42-005-01

仁慈詩淺譯

18.7cm x 26cm 平裝

CH21-032-02

現代救世良方─
胎教的重要

50 開 平裝

　　仁慈與溫柔 - 教育要從「心」做起 

　　教育不僅是百年樹人的工作，更是一份要從「心」做起，發
願耕耘的終生志業。法濟居士，便是這樣一位孜孜不倦的教育工
作者，而他所編譯的「仁慈詩淺譯」，就是本著這份慈悲心與教
育愛完成的。 

　　目前的社會，物欲貪婪的心，日益嚴重，致人我之間的衝突
益趨升高，故亟需仁慈的培養，以化解人類因「物欲貪婪」所帶
來的災禍。而仁慈的培養，重在幼時，孩子仁慈心的養成，父母
的「仁慈」身教，最為關鍵，父母若能力行「戒殺放生」、「知
足愛人」之身教，孩子則必「仁慈」。「仁慈家庭」的建立，不
僅是家庭之幸，更是世界之幸。 

　　法濟居士多年來常以養正堂前賢所編的「仁慈詩文選」為教
材，課讀學子。這一本詩文集，主要是收錄歷代文人德士以「慈
悲」、「戒殺生」為題材的作品，藉由「慈悲心」的發揮，闡揚
儒家仁民愛物的襟懷與佛家的慈悲救世的精神，透過兒童讀經的
過程，把慈悲的種子播撒在其心田中，也希望能從「戒殺生」的
觀念來倡導「將心比心」的惻隱情懷，與「不忍人之心」的溫柔
敦厚，以此來促進人類社會祥和善良的文化，這真是在努力實踐
儒佛聖賢的教誨。 

　　本書為上淨下空老法師主講教育的重要，尤其是家庭教育，讀
古禮才明白，好人是教出來的，聖賢是教出來的，佛菩薩也是教
出來的，人人可以為堯舜，從小養成好的習慣，才能化解過去生
中多生多劫的習氣。這些事情一定要從小時候做，所以儒家講「胎
教」。 人對下一代的教育，關鍵的時刻就在嬰兒，古諺語說「教
兒嬰孩」，從出生到滿三歲這一千天的教育，叫扎根教育。古人
也說「三歲看八十」，三歲前根要扎得穩，八十歲都不會變。所
以母親要從懷孕就開始教，嬰兒出生之後，他會看、會聽，雖然
不會說話，但已經在學習，在模仿了。凡是負面的、不好的，絕
對不能讓他看到、聽到、接觸到。凡所看的、所聽的、所接觸的，
都是純淨純善，這樣到六、七歲的時候，根基扎穩了，這叫童蒙
養正。所以從母親懷孕的時候就要特別小心謹慎，給胎兒受好的
影響，不要受壞的影響，這才是真正愛護兒女，這才是真正愛護
社會、愛護眾生。這樣的使命比什麼都大！所以胎教非常重要，
影響小孩一生的行為。

仁慈詩淺譯

現代救世良方─胎教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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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32-030-01

CH32-023-02

母慈子孝

夫義婦德 ─
如何營造幸福
美滿的家庭

50 開 平裝

50 開 平裝

　　所謂「閨閫乃聖賢所出之地，母教為天下太平之源」。基於
一份社會的責任，一位慈母的大愛，趙良玉女士講述三十年教子
之心得，把兒子鍾茂森博士在傳統文化家庭教育下的成長歷程真
誠奉獻給大家。

　　從趙女士的分享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鍾博士非自幼聰明睿
智，而今其道德學問深受海內外同仁大眾之敬仰，究其根本，緣
自慈母點點滴滴的教化與中華傳統文化的薰陶。鍾博士可說是傳
統家庭教育的碩果，我們不能不感佩「家庭之善教，母教最要」，
深深祈望藉由本書的經驗分享，能讓天下父母教出優秀孝順的兒
女，為和諧世界做出一份貢獻。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的好壞小則影響到每一個家庭成員
的身心狀態，大則關係到社會的安定和維繫。每一個成年人都希
望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那麼如何才能營造幸福美滿的家庭
呢？那便是要做到「夫有義，婦有德」。

　　現代的父母不懂得如何營造一個幸福的家庭，也就談不上明
白如何透過家庭把孩子教育成人格健全的人。為什麼呢？如果夫
妻每天吵吵鬧鬧，孩子每天見到的就是這些父母吵鬧的場面，這
種行為舉止的『示範』無形地作用於孩子幼小的心靈，他的個性、
脾氣又怎麼會好呢？

　　在我教小朋友學《弟子規》的時候，會提到如何尊敬爸爸媽
媽。小朋友有的會舉手說：『我沒有爸爸』、『我沒有媽媽』、
『我是爺爺奶奶帶大的』每當我聽到小朋友這樣的回答，內心就
會有一股很辛酸的感覺：他們這麼小就沒有爸爸、沒有媽媽。可
這是誰造成的呢？是父母，是他們的自私自利。為什麼說自私自
利呢？他們有的是有外遇，只憑自己的好惡，喜新厭舊，把原本
幸福的家庭拋棄了。做妻子或丈夫的也無法挽救，眼睜睜地看著
幸福的家庭破碎了。

　　因此，在結婚之前，我們是否應該充分地了解如何建立一個
真正幸福的家庭？做丈夫的有沒有想過如何扮演一位好丈夫？做
太太的婚前有沒有想過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心裡應有充分的
認知之後再來組建家庭。如果大家在婚前都能有充足的認識，有
所心理準備，我想締造一個完美的家庭並不是很難的。

母慈子孝

夫義婦德 .─如何營造幸福美滿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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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31-018-01

華夏道統源流圖

菊８開 平裝

HZ31-013-02

孔子聖蹟圖

16 開 平裝

　　江逸子老師以藝載道，早年以《田單復國圖》代表國家贈送
南韓大統領朴正熙氏為韓國漢城國家博物館珍藏，近作《孔子聖
蹟圖》《孔門聖賢畫傳》更是不朽的歷史名作。數十年來，江老
師致力於中華道統文化藝術之弘揚，不遺餘力，曾在國父紀念館、
中正紀念堂，以及法國巴黎、日本京都、大阪等地展出。

　　《華夏道統源流圖》用人物書畫的方式，記錄下文化的瑰寶，
畫中人物的儀態神色栩栩如生，有助於我們了解中華道統的形象
與典範，如此圖文並茂更能深入人心，亦符合時代需求。

　　教育，是國家之命脈；人失教育，如樹無根，家失棟梁，室
失倫常。使民不安，天下亂矣。

　　美滿的社會，是建設在「富而好禮」，繼而是講究「民主與
自由」。我們的社會，似乎距離這期許，愈離愈遠了，乃甚於難
以收拾的現象。究其原因，在於教育精神少了開明與公德心。就
今日一般而論，大多汲汲於「富利」的追求，而對「禮」的實踐，
卻被人忽略。導致違禮犯義的行為比比皆是，必然帶來社會脫序，
亂象叢生，人心不軌，道德沉淪。成年人見利忘義，青少年任性
妄為，既不明廉，亦不知恥，縱欲墮落，不擇手段於權位利益之
爭，且狂妄自大，不知廉恥謙讓為何物。

　　孔子的一生，為學行教，一切遵循「以仁為本，以禮為先。」
唯有行「仁」方知「民主」的可貴；唯能循「禮」才配講「自由」
的精神。《曲禮》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所以試觀中國史來，凡重儒教時代或國家，無不
尊卑有序、上下相安。明廉知恥，循法守分，而呈現一片祥和氣象。

　　或云：孔子是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教學理論，豈能通用於今否？
此言差矣，大道至理豈有時空之隔閡，唯以謙恭領略方能受益。
孔子說：「溫故而知新。」故者：是經驗與常識累積，新者：是
知識的發明。比喻說，沒有健全的思想體質，又能如何消化新知
識呢？因而筆者認為，聖人的智慧與使命是無私的，志在濟世救
民的，不同於凡夫的聰明，僅限於名聞利養。是故四書五經，立
國利人之魂，尤其《論語》一書，是吾人安身立命，救國圖強之
聖典，更不可不讀也。

　　「孔子聖蹟圖」，是描述孔子一生為學行教的精神事蹟，以
及與弟子間的行誼記錄。讀其文獻，構思行儀，遂有德風偃蹇之
感。繪製之初，十分審慎，經聖裔孔奉祀官德成先生，審慎考證
選定，去蕪存菁為三十二幅，復承先師李炳南雪廬老人述說指導，
歷三年，始成於一九九一年初。

華夏道統源流圖

孔子聖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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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31-014-02

孝經圖示

16 開 平裝

　　《孝經十八章圖》乃江師逸子所作，依經而繪十八章，人物
溫和，道風徐拂，演繹《孝經》中的精深義理，以期普及社會大
眾，有緣讀之者，以圖見性，率性施教，孝之體用完善矣。讀而
受用者，功德不可思議也。

　　儒家十三經中，《孝經》為字數最少、內容最淺，卻影響最
大的一部著作。全書共分為十八章，是曾子問孝於孔子，孔子針
對各個不同階層的人士，上自國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以各人
現前的身分地位，如何行孝、盡孝，進行了詳細的闡述。孝道是
人類永恆的常道，也是社會祥和發展的根基。時值社會紛擾，治
絲益棼的今日，彌顯孝道的重要。

　　中國傳統文化以「孝」為本體，教育也是由「孝」而建立，
由「孝」而發揚光大。《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
也，民之行也。」孝是恆常不變的道理，如日月星辰的運行一樣，
恆常而有規律。孔子亦云：「夫孝，德之本也」，孝是一切德行
的根本。我們不管學儒，或學佛，或學道，皆當以孝親為學習處，
若不能從此入手，再怎樣努力修學善法，皆不能成就。

　　《孝經》全書共分為十八章，儒家十三經中，《孝經》為字
數最少、內容最淺，卻影響最大的一部著作。內容為曾子問孝於
孔子，孔子針對各個不同階層的人士，以各人現前的身分地位，
如何行孝、盡孝，進行了詳細的闡述。

　　作者江老師逸子居士師承雪盧老人，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經
學、繪畫、書法、詩文，以其卓越的丹青藝術，以繪畫的方式，
演繹《孝經》中的精深義理，以期普及社會大眾，用藝術化導民
心，移風易俗，對於匡正日益衰敗的社會風氣，淨化日益淪喪的
人倫思想，必定大有裨益於社會人士。

孝經圖示

HZ58-002-03

孔門聖賢
畫像冊

菊 8 開 平裝

　　『儒釋道』為我中華傳統文化之主流，然教學傳承之方法有
其多樣性，例如佛家多有雕刻繪畫之作，皆含表法之深意，為寓
教學於藝術也。

　　《孔門聖賢畫像冊》，乃由國畫大家 逸子江老師自二ＯＯ九
年歷時二年，透過其高深的翰墨造詣及對聖賢事蹟與歷史文物之
嫻熟，終於完成這部寓儒家教學於藝術之鉅作。觀其鉅作其所畫
人物，敦樸雅逸，翔翔傳神，德智含蓄且皆具溫厚之風，並以平
實筆調敘寫諸賢，各得其性情之妙，希能引人明其本性。即可知
江老師之深厚學養及對人情之洞察。

　　中華傳統文化為全世界人類之瑰寶，具有淨化人心、挽救世
運之大用。惜遭逢時艱，致其承傳斷層時久，甚至面臨滅絕之虞。
華藏淨宗學會有感於傳統文化之可貴，發心出版此畫集，《孔門
聖賢畫像冊》之出世，大有助於傳統文化之學習與弘揚。深盼一
切見聞者，由外及內，藉相悟心，學習聖賢之存心與篤行，庶不
辜負江公逸子老師之一片苦心也。

孔門聖賢畫像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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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31-015-02

明倫史畫百圖輯

16 開 平裝

　　雪廬老人在《明倫》會刊創刊辭中，解釋明倫二字意義，「明」字是
弘揚佛家的內明精微，「倫」字是推展儒家的五倫法則，因此明倫是儒佛
雙美之結合，期望能化導人心，目標是國泰民安。江逸子先生在該刊之作
圖與插畫，幾十年來始終不離恩師辦刊之期許，每一筆畫都能利益人心，
每一筆畫都能感動人。甲午仲夏，完成百幅禎祥之畫作，再次為華夏精魂、
光榮永垂的人物，留下深刻的記憶。

　　《明倫史畫百圖》之作，以天子朝親圖作為開端，表彰孝道的重要。
仁德的成湯、任賢能的武丁，可做為領眾者的表率。后稷教耕澤民、周公
真誠格天、秦穆公德澤善報，證實了感應之道以及因果的法則。閔子騫、
原憲、曾參、孟母、廉頗、蘇武、嚴光、范式等人，演義了孝悌忠信禮義
廉恥的八德風範。尉遲敬德貞義君子，婁師德忍讓謙和，效法其德足以跨
越困境。其他如狄仁傑、王維、郭子儀等賢才，他們處世的權變與智慧，
絕非世間一般聰明之人可以比擬。除此之外，百圖中也收錄了諸如安祿
山、後唐莊宗等令人心生警惕之例。本書每一幅的作品，在方寸之間蘊含
了成人之道，以藝術之美傳遞聖賢豪傑人生中最感人的一幕。

明倫史畫百圖輯

HZ31-011-01

論語講要

25 開 精裝

　　《論語》是一本以記錄春秋時思想家兼教育家孔子其弟子及
再傳弟子言行為主的匯編，又被簡稱為論、語、傳、記，是儒家
重要的經典之一。東漢班固的《漢書•藝文志》：「《論語》者，
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
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論語》內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學、哲學以及立身處世的
道理等多方面，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它被尊
為「五經之輨轄，六藝之喉衿」，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
原始儒家思想的第一手資料。

　　雪廬老人 ( 李炳南教授 )，東魯純儒也。早年入衍聖公幕，後
隨孔上公遷寓台中。暇時勤宣內典，教授儒經。晚年深感時風不
競，聖教不彰。乃設論語講習班，廣接文教各業有心人士，定期
講習。此即老人講授言辭，學者筆記之，名為講要，連載《明倫
月刊》。老人辭世生西，諸弟子議以此記入其全集。

論語講要

CH31-023-01

每日論語 上冊

25 開 平裝

　　《論語》文字簡約意蘊深遠，不能理解其中的義理。上悟下道
法師讀了雪廬老人的《論語講記》，茅塞頓開、猶如一股清泉洗
滌心靈，深感這是今人學習論語，不可多得的一部註解。雪盧老
人在眾多古註中抉擇幽微，力求在忠實於經義的基礎上，以清晰
明瞭淺顯的語言，深入淺出地解析《論語》中的每一章節、每一
句話。並注重結合歷史背景、以及孔子的生平事蹟，來闡釋其思
想內涵。對於學佛者亦大有益處，於是發心依此講記，與世界各
地的同學共同學習分享，利用網路平台，每日習講一則，經一年
餘學習了一遍。華藏講記組同仁發心，將此文稿整理成書，期與
更多人結法緣。

　　最後，願本書能成為廣大讀者走進《論語》、理解儒家文化
的橋樑，讓孔子的智慧之光照亮我們前行的道路，指引我們在紛
擾複雜的世界中找到人生的目標方向，作為念佛伏惑往生淨土的
助緣。

每日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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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35-033-01

CH59-003-01

HZ35-035-01

HZ35-060-01

群書治要 360
第一冊

群書治要 360
札記 

群書治要 360
第三冊

群書治要中
修齊治平的智慧

18 開 軟精裝

32 開 活頁精裝

18 開 軟精裝

25 開 軟精裝

HZ35-034-01

CH59-006-01

HZ35-036-01

群書治要 360
第二冊

群書治要 360
札記

群書治要 360
第四冊

18 開 軟精裝

32 開 平裝

18 開 軟精裝

群書治要 3 6 0
　　《群書治要》擷取中國上古至晉代各類經典之精髓，為立志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者必讀之書。本書以《群書治要》為底本，精選三百六十則原文，加上詳盡註釋、
白話翻譯與難字注音（漢語拼音、國語注音及同音字並舉），以利讀者隨身攜帶、閱讀，
有助自我成長及汲取古人智慧。

　　《群書治要》乃一代明君唐太宗為警惕自己勤於國政，而命諫臣魏徵、虞世南等人，
博采六經四史、諸子百家名言，歷時多年而成，堪稱古人智慧的精華、貞觀盛世的重
要推手。雖為帝王之書，然於今人修身養性、立志向學大有裨益。

　　因《群書治要》卷帙龐大，特將其編採為「三六０系列讀本」，將整套書概括為
君道、臣術、貴德、為政、敬慎、明辨六條大綱；各條大綱下，又歸納了《治要》論
述的相關要點做為細目。選句從六十八部不同典籍摘錄，其順序並未按選句所在卷數
的先後排序，但均從不同角度展現該綱目的內涵。部分較長的選句分段呈列，上下互
相銜接，以便讀者整體理解，上下互相銜接。有些內文雖歸於某條目下，但其內涵亦
論及多方，閱讀時可加以推廣引申。

　　為貼近現代人
的閱讀習慣，拉近
讀者與古書的距
離，每則選句均有
白話闡釋，遇生難
字詞亦加以註釋，
並力求清晰通順。
譯文採用直譯與意
譯相結合的方式，
不時在譯文後加以
發揮，使讀者更能
深入領略先賢的智
慧。 期 望 古 籍 新
生，繼往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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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32-032-03

聖賢的三個根本
( 難字注音 )

特 36 開 平裝

　　愛，從心、從受。以真心感受為義。真誠心的感受就是愛。
真誠包太虛，仁愛周沙界，落實在世間，即是弟子規；落實在佛
法，即是十善業道。

　　故慈悲遍法界，善意滿娑婆。亦即是十善業道遍法界，弟子
規教滿娑婆。

　　愛就是十善業道的圓滿落實，也是世界文明的遺產。

　　三災是果，三毒是因。

　　水災是果，貪欲是因。火災是果，貪欲是因。

　　風災是果，愚痴是因。地震是果，傲慢是因。

　　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痴。心平氣和，災難自息。真誠愛心，
無亳分不善夾雜，人人上善、家家和樂，自然不起三災諸難。

收錄：《弟子規》、《太上感應篇》、《十善業道經》

由《聖賢是教出來的》加入《十善業道經》全文而成

聖賢的三個根本

HZ31-012-01

CH32-037-02

孔子家語

中國傳統文化帶動
經濟良性發展的

經驗分享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孔子家語》又名《孔氏家語》，或簡稱《家語》，是一部
記錄孔子及孔門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

　　這部著作再現了孔子與弟子、孔子與時人談論問題的許多場
景。此外，還有經過整理的孔子的家世、生平、事蹟以及孔子弟
子的材料。與包括《論語》在內的眾多文獻相比，《家語》具有
相當重要的學術價值，被稱為「孔子研究第一書」。

　　其次，由於王肅收集在書中的內容大都具有較強的敘事性，
也就是說大多是有關孔子的逸聞趣事，所以，此書又具有較高的
文學價值。

   書中的許多故事和孔子的許多充滿哲理的語言對我們具有深刻
的借鑒意義。其內容是自漢朝以前到漢朝早期不斷編纂而成，後
來王肅對其進行整理，凡二十七卷，現存十卷四十四篇 , 以清陳
士珂輯《孔子家語疏證》十卷本為底本。

　　本書收錄北京匯通匯利公司董事長胡小林先生 2009 年 2 月
時於澳洲昆士蘭大學的講演內容。胡小林先生 51 歲接觸到了中
國傳統文化－《弟子規》，透過學習《弟子規》得到了實際的利
益，感覺到很快樂，也感覺到從來沒有過的幸福。

　　分享實踐《弟子規》的方法與步驟，將《弟子規》運用於企
業中，接觸《弟子規》以後，在公司的運作實踐上有些體會，以
期《弟子規》能帶動企業恢復家的功能、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與規矩。胡小林先生自 2007 年之後全力以赴推廣《弟子規》，
希望產生拋磚引玉的效果。

孔子家語

中國傳統文化帶動經濟良性發展的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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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35-053-01

古文讀本
第一集

25 開 平裝

　　古文讀本，內容涉及修身、治學、齊家、為政的精髓，並在
附錄部分收錄了德育故事緒餘，涵蓋孝、悌、忠、信、禮、義、廉、
恥八個方面。

　　文章取自《左傳》、《論語》、《孟子》節錄、《戰國策》、《禮
記．學記》、《史記》、《說苑》，節錄暨多位各朝代先賢之文
章如馬援、諸葛亮、李密、陶淵明、魏徵、劉禹錫、韓愈、范仲淹、
錢公輔、司馬光、歐陽修、蘇軾、劉基、王守仁、方苞、黃宗羲、
顧炎武、劉開、彭端淑、李文熠、龔自珍、曾國藩。

附錄 : 德育故事緒餘

古文讀本

HZ31-001-01

HZ32-023-02

四書
白話註解

齊家治國的寶典

18 開 精裝

特 32 開 平裝

　　梁任公國學入門書要目。章太炎中學國文書目，胡適之最低
限度的國學書目，都把「四書」（《大學》、《中庸》、《論語》、
《孟子》）採為最要必讀的書目。「四書」是我國思想的總源泉，
學者都應「熟讀成誦」，「體味尋索」。

   《四書白話註解》是在「四書」在字句上加以「標點」，詳為
「註釋」，是在利便學者「熟讀成誦」，可免「讀破句」之誤、「翻
字典」之勞。於內容上揭示「章旨」，行為「演義」，附以「短評」，
並插「繪圖」，是在利便學者「體味尋索」，可除「百思不得其解」
之苦，而有「助增讀書興味」之樂，學者得此一書，即可無師自
通。

　　《群書治要》是中國古聖先王修齊治平之智慧、理念、方法、
經驗、效果的集大成，是歷經千萬年考驗所積累下來的文化結
晶，曾經幫助唐太宗開創「貞觀之治」，亦能成為當今社會各界
人士修身、治家、處事的智慧源泉，實為中華民族貢獻給全世界
的珍貴文化寶典。由於《群書治要》卷帙浩繁，為了能讓先哲的
修身、齊家、處事的智慧早日惠及大眾，敝中心在導師釋淨空老
教授指示下，計畫在若干年間，每年從書中選取切合當代社會需
要、且精闢簡明的短文 360 小段，配上白話和註解，編成《群書
治要 360》系列叢書，並翻譯製作英文讀本。目前，已完成了三
冊中文讀本、兩冊英文讀本。

　　自第一冊《群書治要 360》完成後，敝中心教育監學蔡禮旭
老師就在世界各地，面對政治界、教育界、企業界等不同團體，
介紹《群書治要》對當代人的啟示。2012 年，蔡老師應馬來西亞
當地企業邀請，圍繞《群書治要 360》的六條大綱：君道、臣術、
貴德、為政、敬慎、明辨，講授了七堂課程。蔡禮旭老師的講授，
將《群書治要》的智慧與企業管理、家道經營的實踐融會貫通，
能在生活、工作中對照應用，深受學員歡迎。如今我們將蔡老師
這七堂課的講演內容，整理成書，命名為《齊家治國的寶典：群
書治要 360》，祈望與大眾共同分享中華先祖的智慧，促進家業、
事業興旺發達，達成人生的幸福圓滿。

四書白話註解

齊家治國的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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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3-001-03

孝與戒淫

50 開 平裝

　　古人說「百善孝為先，萬惡淫為首」。孝是立身之本，戒淫
是守身之要。人在天地之間，是需要有這樣的德行才能站得住，
一生才能吉祥如意。讓我們共同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個高尚的人，
一個脫離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國家和人民的人。

　　孔子在《孝經》中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意思說，孝是道德的根本，一切教化都從此而產生。所以，被譽
為「萬世師表」、「至聖先師」的孔子，首先教人的就是孝。「自
天子至於庶人」，「人之行莫大於孝」。孔子在《孝經》中論述
了從天子到鎮守各方的諸侯，九卿官員、讀書的士人，以及庶人
百姓的孝道。

　　孟子說：（《孟子 • 離婁章句》）「事孰為大？事親為大。
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古聖先賢教導我們：一個孝親，一個守
身，這兩件是大事。守身當中以戒淫為重要。

孝與戒淫

HZ64-003-01

CH32-046-01

HZ64-002-01

HZ32-029-01

CH32-055-01 CH32-047-01

初學註釋論說軌範
上下卷

三字經
描紅

評註論說軌範

百孝經
手抄本

弟子規
硬筆練習本

弟子規
描紅本

18 開 平裝

特 25 開 平裝

18 開 平裝

30cm x 21cm 平裝

16 開 平裝 特 25 開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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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33-001-02

大勢至菩薩
念佛圓通章

【經典漫畫版】
25 開 平裝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出自《楞嚴經》卷五，這篇大勢
至念佛圓通章的經文很簡短，為淨土宗修學五經一論中的一經經
品，此經示念佛圓通，在都攝六根，淨念相繼，返流旋一，六用
不行也。印光大師此為「念佛用功最妙方法。都攝六根者，即是
念佛之心，專注於佛名號，即攝意根。口須念得清清楚楚，即攝
舌根耳。耳須聽得清清楚楚，即攝耳根。此三根攝於佛號，則眼
絕不會亂視，念佛時眼宜垂簾，即眼皮放下，不可睜大，眼既攝
矣，鼻也不會亂嗅，則鼻亦攝矣。身須恭敬，則身亦攝矣。六根
攝而不散，則心無妄念，方為淨念。若能攝六根而念，是名淨念
相繼，能常淨念相繼，則一心不亂，與念佛三昧，均可漸得矣。
三摩地、亦三昧之別名，此云正定，亦示正受。正定者、心安住
於佛號中，不復外馳之謂。正受者、心所納受，唯佛號功德之境
緣，一切境緣皆不可得也。」足證憶佛念佛，必定見佛，自得心
開也。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經典漫畫版】

CH34-001-03

了凡四訓
【漫畫教學版】

25 開 平裝

　　《了凡四訓》，是明朝袁了凡（1533年—1606年）寫給兒子的家訓，
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本具名的善書，也是華人社會備受稱道的經典之作。

　　袁了凡原名袁黃，字坤儀，在考科舉之前由相命之人以《皇極經數》
推測其未來功名，結果都一一應驗，因此認為命運不可改變，且命運中
他將於 53 歲壽終，且無子嗣。然之後於 1569 年遇見雲谷禪師，透過雲
谷禪師教導準提咒與解說命運（數）其實可以改變之後，積極為善助人，
因此改變自身的命運，不僅未於 53 歲壽終，且生下兒子，並於 69 歲那
年寫下《了凡四訓》。《了凡四訓》正是袁要給兒子的訓示：以多行善
積福，使命運可以自主改變。

了凡四訓全冊劃分為四篇，包括以下：

第一篇 立命之學 - 說明人的命運是可靠自己創造，而不是被命數所束縛。

第二篇 改過之法 - 從小的過失起改過，那自然便不會犯下大的過錯。

第三篇 積善之方 - 多做善事幫助別人，善事積多了，命運自然也有所改變。

第四篇 謙德之效 - 與人相處，待人要謙虛，從中學習，自然便有進步。

了凡四訓【漫畫教學版】

CH34-002-02 CH34-002-03

俞淨意公遇灶神記
【漫畫教學版】

俞淨意公遇灶神記
【漫畫教學版】

16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江西有一位俞先生，名叫都，字良臣，
多才博學—書念得很好，很有學問。『十八
歲為諸生』，諸生就是秀才。『每試必高
等』，可見他確實有聰明過人之處。

   就是因為以為自己才高八斗，雖奉行
《文昌帝君陰騭文》，但也都是口行心不
行，於是就造就了其悲慘的命運 .........。

   《俞淨意公遇灶神記》，這一篇是補充
《了凡四訓》沒有說到的地方。都是於世
道人心很有利益的好文章，我們同樣把它
當作寶典來受持。讀過之後，自己更應當
深深的反省、檢點。尤其是生活在現代的
社會，必須認真修學，才能趨吉避凶，轉
災禍為吉祥。

俞淨意公遇灶神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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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28-019-01

HZ33-002-01

太上感應篇
彩色漫畫

地藏菩薩本願經
彩色漫畫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太上感應篇》雖是道藏第一善書，但深獲印光大師推崇，
他說：「若以大菩提心行之，則可以超凡入聖，了脫生死， 斷三
惑以證法身，圓福慧以成佛道；」印光大師一生恭印《太上感應
篇》三百多萬冊。鼓勵世人「勸讀、勸行、勸刻、勸講」。

　　唐湘清居士也勉勵佛教徒重視《太上感應篇》，他說：「佛
法是要眾生出離三界；印光大師是傑出高僧，一生說法弘化，也
是上承佛旨，救度眾生出離三界苦海的。可是我們要明白，這並
不是教我們廢棄或藐視三界的一切。我們學佛，在沒出離三界前，
應尊重三界的秩序與法紀。」

　　本經敘說地藏菩
薩之本願功德，及本
生之誓願，強調地藏
菩薩不可思議之大願
力。經中記載了釋迦
牟尼佛在忉利天宮（欲
界六天的第二層天），
為母親摩耶夫人說法，
讚揚了地藏菩薩「地
獄不空，誓不成佛，
眾生度盡，方證菩提」
的宏大誓願，並介紹
了地藏菩薩在因地修
行過程中的典型事例。

太上感應篇 .彩色漫畫

地藏菩薩本願經 .
彩色漫畫

HZ01-024-01

HZ33-001-01

佛說阿彌陀經
漫畫版

阿彌陀佛傳
漫畫

25 開 平裝

25 開 騎馬釘裝

　　《佛說阿彌陀經》，大乘佛教經典之一，為淨土宗所尊崇，
被列為淨土三經之一。為佛經中極少數非由佛陀弟子提問，而由
佛陀不問自說的經典。

　　此經於前半段宣說西方極樂世界種種的莊嚴以及阿彌陀佛佛
號由來與意義；其後闡明勸導眾生誦念阿彌陀佛之名號以往生西
方極樂世界；最後以東、南、西、北、下、上等六方諸佛亦勸導
其土眾生相信阿彌陀佛及其極樂世界之事跡作結。

　　阿彌陀佛，又名
無量光佛，無量壽佛。
此佛以無量壽命救度
三世眾生，在空間上
以無量光明攝取十方
眾生。一心稱念阿彌
陀佛，便能得到十方
三世一切諸佛之所護
念！

佛說阿彌陀經漫畫版

阿彌陀佛傳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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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33-003-01

十善業道經
漫畫版

25 開 平裝

　　曾聽人說：人不分古今，地不分南北，芸芸眾生無不祈求健
康長壽、聰明智慧、富貴尊榮、安樂自在等。但是，人世間卻往
往是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以上諸事等，世人均認為是上天所賜予，
命中早已注定，非人力所違，徒呼無奈與遺憾！

　　自從讀了此經後，始知我命由我不由天，佛陀乃三界導師，
早在《十善業道經》裡，為我們揭示了這許多如意與不如意事間
之甚深奧義了。現在，只要我們依《十善業道經》修行，將我們
過去對宇宙人生錯誤的想法、看法、說法與做法，積極地修正過
來即可，修十善業因將來必得十善業的殊勝果報，乃至求生天界
或往生極樂世界等，均依此經修持。

　　《十善業道經》甚為殊勝，在佛門裡無論顯教密教，乃至世
出世間法等，均依此經為修行基礎，故本經在此世間特顯珍貴！

十善業道經 .漫畫版

HZ33-006-01

阿彌陀佛
四十八大願

漫畫版
25 開 平裝

　　《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 漫畫版》是節錄自《無量壽經》漫畫
第四至七品，四十八大願是《無量壽經》的核心，是極其重要的
部分，故將之獨立成書，而第十八願是願中願，彰顯彌陀的無量慈
悲！末法誘惑染污重，生活上處處都在誘發我們的貪瞋痴，魔強法
弱，心難以清淨，要得道，脫離生死輪迴，真的不容易。

　　法藏比丘所發的大願，願願都在救度眾生脫離輪迴苦海！並在
每發一願後皆說：若不爾者，誓不成佛！意思是說，只要當中有一
願不能兌現，他就不成佛！我們知道，法藏早已成佛，名為阿彌陀
佛！既然已成正覺，證明當中的每一願都沒有虛發，都是真實的，
只要我們依教奉行，必定得度！

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 .漫畫版

HZ33-007-01

佛說無量壽經
漫畫版

25 開 平裝

　　由林鉅晴老師繪製佛漫系列《佛說無量壽經》，由於現代人
閱讀習慣改變，為了契合大眾根性，林老師透過漫畫來呈現經典，
使沒接觸過的讀者，可以了解佛法、學習佛法。從中得到法喜。

　　《佛說無量壽經》是大乘佛教經典之一，為淨土三經之一，
盛譽之為「淨宗第一經」。在整個中國佛教史上的影響也至為廣
泛和深遠。講述阿彌陀佛成佛的因果、眾生往生的因果，亦即「一
向專念無量壽佛」，往生成佛。最後釋迦牟尼佛付囑彌勒菩薩：
念佛具足無上大利功德，對此教法，應當衝破一切險阻聞信奉行。

　　這部經也是釋尊出世本懷中的真正本懷。釋尊於此經，先表
明「欲拯濟群萌，惠以真實之利」，復立誓而言「經道滅盡，特
留此經」。可知，宣說彌陀救度之《無量壽經》，不只是「佛本
懷經」，亦是「佛特留經」，是永遠不滅、永久留存的真實之經。

佛說無量壽經 .漫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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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38-001-01

黃燕平居士
往生記實

25 開 騎馬釘裝

      這份回憶錄是利益大眾有情而記的，希望所有至誠懇切修學
佛法的眾生，具足信、願、行三資糧而得往生。回憶錄中的主角
黃燕平老居士就是以中陰身具足信、願、行而往生極樂世界的例
證。雖然這是ㄧ個集結數以千萬人，極其殊勝難得的因緣而成就
的實例，但希望這個往生成功的方法，給後人留下一個良好的典
範。

　　黃燕平老居士有一位孝順，且至誠發心、不畏艱難護持正法
的女兒─胡妮妮居士，這是促成黃老居士往生西方最殊勝的緣！
可見得護法功德不可思議！

黃燕平居士往生記實

CH38-002-01

林玉卿老菩薩
往生記實

25 開 騎馬釘裝

　　林老菩薩善根、福德、因緣具足，得到家人孝心的護持、蓮友
至誠的輪班助念。自己又能看破、放下，沒有絲毫牽掛，正念分明，
隨著大眾念佛。最後信、願、行三資糧具足，上品往生。

　　老菩薩往生的種種瑞相，若非親歷其境，實在無法想像，難以
置信。她更藉著自己往生的種種示現，來度化所有的家親眷屬，讓
他們親眼目睹這些稀有難逢的瑞相，內心不再有所疑惑，同時也告
訴所有的有緣眾生，念佛法門不可思議，只要能信受奉行，一心念
佛，絕對能當生成就。

林玉卿老菩薩往生記實

CH38-004-01

黃忠昌居士
往生記實

25 開 騎馬釘裝

　　黃忠昌居士，三十
八歲，念佛二年十個
月，預知時至，往生佛
國，瑞相稀有。足為念
佛作證轉輪。願我同修
增堅信願，努力效法，
一門深入，三年薰習，
同生淨土。

黃忠昌居士
往生記實

CH38-005-01

鍾立銘居士
往生記實

25 開 騎馬釘裝

　　她跟海賢老和尚
一樣，是來為我們表
法的。她一生所表的
核心就是教我們，人
世間是無常的。決定
要走，要到極樂世界
去。從今天起，念念
念著西方極樂世界，
萬緣拋下。

鍾立銘居士
往生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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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6-003-01

CH46-007-01

CH46-005-01

CH21-057-01

對台灣政界同仁
講話提要

和諧世界

知足者常樂

追思紀念冊
淨空法師圓寂紀念

63K 摺疊本

摺疊本

摺疊本

20cm x 20cm 平裝

CH46-004-01

CH21-037-01

CH46-006-01

HZ21-043-01

HZ48-015-01

三學一源

新年祝福

佛教大同之治
禮運大同章

淨空老法師
九十年譜

圓滿教化法身常住
淨空老和尚

圓寂週年特刊

摺疊本

50 開 平裝

摺疊本

菊 8 開 精裝

21cm x 26cm 平裝

　　恩師  淨空老和尚，一代高僧，淨宗尊宿。紹承釋迦正法，開
顯佛陀教育實質，講經說法六十餘載。暢佛本懷，導歸淨土一乘大
法。宣揚以孝親尊師為基礎的倫理、道德、因果、聖賢教育。倡導
多元宗教、多元文化一體和諧，共存共榮。推動社會安定與世界和
平，全球受化獲益者甚眾；三根普被，無分種族；其教化之影響深
遠，惠澤今世，利益千秋。佛法難聞，師恩浩蕩，四眾弟子於恩師
圓寂週年之際， 恭敬彙整師之生平貢獻、圓寂讚頌紀事、各界迴響、
遺教訓示、行化足跡等，以共學共勉。師之一生，悲心憫眾，弘法
利生，志業宏大。示寂以來，各界迴響踴躍，唁電、祭文紛至沓來，
衷情赤懷，感人至深，惜於此特刊未能盡錄，深以為憾。待他日因
緣成熟，再掛網流通，誠祈諸方大德見諒。末後，值此特刊付梓之
際，謹向荼毗、讚頌諸佛事中，所有辛勤付出及深切緬懷恩師之大
德仁者，致以無盡的感恩與謝忱。阿彌陀佛！

淨空老法師追思紀念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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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5-010-02

佛門常用
吉祥往生法事冊

16 開 平裝

灑 淨

佛像開光

釋迦世尊開光

阿彌陀佛開光

彌勒菩薩開光

文殊 ( 普賢 ) 二大菩薩開光

觀音菩薩開光

大勢至菩薩開光

地藏菩薩開光

韋馱菩薩開光

伽藍菩薩開光

佛門常用吉祥往生法事冊

CH25-016-01

學佛日誦

50 開 平裝

爐香讚

蓮池讚

開經偈

佛說阿彌陀經

往生咒

讚佛偈

慈雲懺主淨土文

三皈依

回向偈

學佛日誦

HZ30-005-01

三聖經淺解

25 開 平裝

《太上感應篇》

《文昌帝君陰騭文》

《關聖帝君覺世真經》

《孚佑帝君心經》

毛惕園居士 纂述

三聖經淺解

CH36-001-03

西方確指

25 開 平裝

　　《西方確指》一
書，係覺明妙行菩薩
從極樂國降此人間所
講之法，在歷次集會
中，對於一般信眾在
日常生活當中，遭遇
種種事故提出問題請
求開示，以及待人處
世等之修行也有明確
開示，並闡明念佛求
生淨土應持真誠心、
信願心的做法，實為
學佛人的一本寶貴指
南，讀之對於修行必
得大利益。

西方確指

疏文之類 .....

新年禮佛文疏

祈安植福文疏

春 ( 秋 ) 二季植福文疏

春 ( 秋 ) 二祭拔度文疏

往生超薦文疏

盂蘭盆會文疏

酬願奉佛文疏

吉祥法事

齋天儀式 敬天公

拜井神

拜灶神

往生法事

入殮

告別式

入火葬

安靈位

除靈

普賢菩薩十大願王

無量壽經

（第六品、第三十二至三十七品）

淨修捷要（五念簡課）

十善業道經節要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弟子規

太上感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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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36-016-02

念佛警策

25 開 平裝

　卷　上

無量壽經 / 阿彌陀經 / 觀無量壽佛經 / 首楞嚴經

大方等大集賢護經 / 文殊所說般若經

華嚴經兜率偈讚品 / 賢首品 / 坐禪三昧經

目連所問經 / 大智度論 / 大乘起信論 / 十疑論

淨業專雜二修說 / 臨終正念訣 / 念佛三昧寶王論

萬善同歸集 / 淨土十疑論後序 / 念佛方便文

勸人發願偈 / 蓮宗寶鑑 / 淨土或問 / 答弟行遠

示月庭居士 / 念佛警策 / 答湖州董宗伯

答張百戶廣湉 / 與蘇州劉居士 / 與將因馮居士

與太倉王孝廉 / 答聞谷廣印 / 示大同 / 警眾

念佛訣

　卷　下

紫柏老人集 / 示念佛切要 / 示淨心居士

淨土法語 / 西方合論 / 紀夢 / 答卓發之文學

禮淨土懺文 / 持名念佛歷九品淨四土說

刻寶王三昧念佛直指序 / 彌陀要解跋

化念阿彌陀佛同生淨土疏 / 結壇持往生咒偈

結壇念佛回向文 / 示念佛法門 / 示法源

示王心葵 / 示郭善友 / 答卓左車茶話

示丁耕野居士 / 西方確指 / 念佛說 / 書淨土約說後

與茅靜遠居士書 / 示禪者念佛偈 / 念佛要旨

念佛警策

HZ23-013-02 HZ23-014-01

淨修捷要
五念簡課

( 難字漢拼 ) 

淨修捷要
五念簡課

( 難字注音 ) 
32 開 騎馬釘裝 32 開 騎馬釘裝

　　夏蓮居老居士，慈智雙運、集錄經
文，成就《淨修捷要》三十二拜禮拜
文。此文雖短，卻為一大藏教之指歸，
為禪、律、密、淨精華之薈萃，為十方
三世一切諸佛之心法，為末法修行之捷
要。故恭敬讀誦、禮拜、觀想、發願、
迴向，則於成就無上菩提大道有提綱擎
領之用。可謂捷徑中之捷徑；用力少而
收效宏；不知不覺即暗合道妙；於末法
眾生最為契合。何以如此殊勝？此為集
合諸佛方便力，得諸佛攝受護念故。

　　 淨 土 法 門 乃 他 力 法 門， 修 習
《三十二拜》之禮拜文，乃最快得佛力
加持，最易生信發願於淨土之法。修習
此禮拜文，與持名念佛並不矛盾，不但
於堅定信願，發菩提心大有裨益；常能
持誦，更能令現前依正二報清淨莊嚴；
若能於法會前，大眾共修、恭敬持誦，
冥陽兩界皆得究竟利益，可謂「皆大歡
喜」。

淨修捷要 .五念簡課

HZ05-001-01

往生論節要

25 開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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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21-012-01

淨宗入門

25 開 平裝

壹、為何修行淨土法門

貳、三福

參、行門之障礙

肆、障礙之消除

伍、清淨解脫之法

陸、正法與真實利益絕對相應

柒、四種辯才，一切諸佛，之所遮止。

捌、順行與劣行

玖、行門三大綱領

拾、行門之要

淨宗入門

HZ43-014-01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
( 甲午年冬至祭祖 ) 

18 開 平裝

一、綜述篇

第一章、甲午年冬至祭祖緣起

第二章、冬至祭祖文

第三章、祭袓典禮儀程

第四章、中華民族萬姓先袓紀念堂緣起

二、祖德篇

第一章、二十一世紀認袓歸宗—追憶上古美好時代

第二章、中華民族任重道遠 拯救世界力挽狂瀾

第三章、湯恩比博士的中國觀—寫給二十一世紀的人類

第四章、昭述袓德是祭祖的精神實質

第五章、孝是中華文化根—祭袓與孝親

第六章、敬是中華文化本—尊師重道是成就的根本

第七章、家庭教育是天下太平之根本

第八章、幸福美好源自孝敬的科學證明

第九章、《群書治要》—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粹集成

第十章、從《說文解字》看中國祭袓文化

三、實踐篇

第一章、崇德興仁的和諧小鎮—記廬江文化教育中心

第二章、中國的商道—傳統文化帶動企業走向成功

第三章、聖賢教育成就幸福企業—蘇州固鍀「家」文化

第四章、澳洲圖文巴—和諧小城的雜華莊嚴

第五章、與天地萬物共存共榮—和諧自然的傳統農耕

慎終追遠 .民德歸厚 ( 甲午年冬至祭祖 )

家庭主婦如何在日常生
活中修菩薩道

精要十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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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48-007-01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
( 乙未年清明祭祖 )

18 開 平裝

1. 歲次乙未清明祭祖疏文儀程

2. 今正是時 : 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延續聖教慧命

3. 群書治要 : 大唐盛世治國寶典

4. 家規家訓 : 中國古代的家庭教育

5. 學習漢字 : 中華傳統文化的根基

慎終追遠 .民德歸厚 ( 乙未年清明祭祖 )

CH64-001-03

HZ13-004-02

釋奠典禮
禮儀規範

沙彌律儀要略

25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釋奠禮，為古代祭祀先聖、先師孔子的禮儀，現今主要用於
祭祀孔子。所謂「釋」意為設置，「奠」為奠幣、祭品，乃是指
陳設祭品以祀神。原本有四時的固定祭儀，後改為春季、秋季二
祭。於古代時，天子與諸侯立學校、天子視學、征伐歸來也舉行
釋奠典禮。

　　釋奠禮首見於《禮記》，古代立學時，必釋奠祭祀先聖、先
師。至於祭孔，原屬曲阜孔氏家祭，漢高祖首次以天子身分，用
太牢祭孔。241 年 ( 正始二年 )，魏齊王命太常以釋奠禮祭孔於辟
雍，為釋奠祭孔之始。東晉以後，歷代皆為定製。

　　沙彌律儀要略三種合刊包含

1. 沙彌律儀要略

2. 沙彌律儀要略增註節錄

3. 沙彌律儀要略增註摘錄

　　沙彌沙彌尼的威儀，在《大正藏》中有如下的五種典籍可資
研究參考：

《沙彌十戒法并威儀》

《沙彌威儀》

《佛說沙彌十戒儀則經》

《沙彌尼戒經》

《沙彌尼離戒文》

　　但因這五種典籍的內容，前後重複，沒有統一的綱領，初學
者很難摸著頭緒，所以有明末的蓮池大師加以整理而集出《沙彌
律儀要略》一書，稍後又有弘贊為之增註；另有明末蕅益大師集
出《沙彌十戒威儀錄要》一書；前者詳細而後者簡明，各有可取，
頗有參考讀閱的價值。

釋奠典禮禮儀規範

沙彌律儀要略三種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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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8-023-04

漢學對人類的貢獻 
G8K 平裝 

16 開 平裝

　　本書除了以漢學的
核心「孝敬」為介紹要
點 之 外， 並 從 文 化 之
美、心靈之善、至理之
真三種角度，帶大家領
略漢學的內涵與價值。

　　願大家在聖哲智慧
的薰陶下，即使生活在
紛亂的世界中，也能發
現生活的真善美，活出
精彩的一生。

漢學對人類的貢獻

HZ02-042-01

無量壽經科註第四
回學習班心得報告

選編 第一冊
16 開 平裝

無量壽經科註第四回 學習班心得報告選編 第一冊

目錄：

動作瞻視 安定徐為

諸佛菩薩名號表法意義

欲報親恩唯念佛

將有限的身命 融入到無限的為眾生服務當中

踏踏實實學孝敬

無量壽經科註學習班心得報告（上）

無量壽經科註學習班心得報告（下）

存好心做好人

傳統「小學」為傳統文化學習之根基

《名號功德不可思議》

《群書治要》論「高薪養廉」

為我是中國人 我是念佛人鼓與呼

感恩祖宗為後代子孫留下文化遺產

宋喜棟往生紀實

學習看破 練習放下—學佛三年回顧

中華傳統文化學習心得

哈爾濱同學學習心得報告（上）

哈爾濱同學學習心得報告（中）

哈爾濱同學學習心得報告（下）

無量壽經科註第四回 .學習班心得報告選編 .第一冊

CH48-018-01

淨空老法師重要
講演及理念略述

菊８開 平裝

1.致領導信函(各國元首)

2.淨空老和尚重要理念略
述

3. 十二德目淺釋 - 孝悌忠
信 禮義廉恥 仁愛和平

4.近年在各地之重要講演
及發言

淨空老法師重要
講演及理念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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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36-017-01

淨宗同學
修行守則 

50 開 平裝

淨宗同學修行守則：知恩報恩、學為人師、行為世範

共細分：教依、理依、行依、果求等四綱要

本手冊另有：

《大乘無量壽經》

《發起菩薩殊勝志樂經》

淨業學人修行五大科目：

淨業三福、六和敬、戒定慧三學、菩薩六度、普賢菩薩十願

《律要節錄》 卷上 / 卷下

《常禮舉要》

淨宗同學修行守則

HZ02-044-01

HZ26-003-04

珍惜暇滿人身寶 

怎樣念佛往生
不退成佛

特 32 開 平裝

25 開 平裝

　　古德常道：「暇滿人身寶，難得而易失，得已應善修，莫令
空無果。」常常聽說人身難得，我們今生得到這個人身，並不是
像天上掉下餡餅那樣無緣無故，而是我們生生世世勤勤苦苦修行
賺來的，比世間人賺個一百億、一千億還艱難。具足八暇、十圓
滿的人身才是能夠修行的人身，是道前基礎，培養出離心的第一
步，簡稱「暇滿」。因得人身是如此的困難，更是不能浪費，更
要修習善法，譬如念佛，要爭分奪秒地念佛以求往生。

無量壽經科註第四回學習班心得報告

　　世間最悲哀痛苦的事情，莫過於死亡。對於死亡的事情，沒
有一人不知道，也沒有一人可能免。若是只知道死亡是悲哀痛苦，
而不知去求修學佛法，出離三界，永免死亡，此豈不是空勞悲痛，
無所利益？縱能求得法門，如不契機，有修無證，而仍在六道輪
迴，此也豈不是空勞悲痛，無所利益？

　　修學淨土法門，最要在真信切願，專持名號，而臨終一著，
尤關緊要。昔日印祖曾刊印《飭終津梁》一書，流通遐邇，蒙其
利益者甚多。今西震法師、世了法師等，為求普遍流通，婦稚咸
解，更撰《飭終須知》。文雖淺顯，意實周詳，若能於此深切講求，
依法施行，亡人定能往生西方，其為利益，何可量哉！

　　又因為《飭終津梁》與《人生之最後》二書，文義太深，不
易學習，所以西震法師等再三囑了採取古德臨終要語，用通俗白
話文字寫述以做學習資料。

珍惜暇滿人身寶

怎樣念佛往生不退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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