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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觀綱宗教觀綱宗教觀綱宗教觀綱宗》》》》講記講記講記講記（（（（蓮因寺版蓮因寺版蓮因寺版蓮因寺版--------05)05)05)05)    
 

講義第講義第講義第講義第 16161616頁頁頁頁    
我們這裏來說明通、別五時論。在進入通五時論和別五時論之前，先引用智者大

師的《法華玄義》的開示，還有章安尊者的開示來說明之前一部分的古德的說法，“阿
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般若談”等等的這種判別方法是不圓滿的。那只是別五時
的判法，事實上除了別五時之外，還有通五時的判法，也就是說華嚴、阿含、方等、
般若、法華涅槃，這五時的教法的宣說一樣，通前通後的，在講通五時之前，先引
證說明過去的說法的不正確，前面華嚴，阿含講完了，現在講到般若時，通前通後。 

◎◎◎◎人言第三時人言第三時人言第三時人言第三時，，，，三三三三十年中說空宗般若十年中說空宗般若十年中說空宗般若十年中說空宗般若、、、、維摩維摩維摩維摩、、、、思益思益思益思益。。。。依何經文依何經文依何經文依何經文，，，，知三十年也知三十年也知三十年也知三十年也。。。。大智大智大智大智
論雲論雲論雲論雲，，，，須菩提於法華中須菩提於法華中須菩提於法華中須菩提於法華中，，，，聞說舉手低頭聞說舉手低頭聞說舉手低頭聞說舉手低頭，，，，皆得作佛皆得作佛皆得作佛皆得作佛，，，，是以今問退義是以今問退義是以今問退義是以今問退義。。。。若爾若爾若爾若爾，，，，大品與大品與大品與大品與
法華法華法華法華，，，，前後何定也前後何定也前後何定也前後何定也。。。。    
這個地方分兩段，第一段先說明過去說法的錯誤，過去的說法第三時，是花了三

十年時間說空宗般若。空宗般若包括《維摩诘經》、《大般若經》、《思益梵天所問經》
等。第二段說明這個說法的不正確。舉了兩個理由，第一個，依何經文知三十年也依何經文知三十年也依何經文知三十年也依何經文知三十年也，
在經文裏面並沒有很明確的證據說佛陀在三十年中專講般若，我們今天要提出個論
點，要有經論的根據，不能說在打坐當中突然體會到佛陀三十年中就講般若。一定
要個立論，一定要有經論根據。第二個大智論雲大智論雲大智論雲大智論雲，大智度論是解釋《摩訶般若波羅
蜜經》的論典，論典由龍樹菩薩造的。裏面引用《大般若經》說“須菩提於法華中須菩提於法華中須菩提於法華中須菩提於法華中，，，，
聞說舉手低頭聞說舉手低頭聞說舉手低頭聞說舉手低頭，，，，皆得作佛皆得作佛皆得作佛皆得作佛。。。。”《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當中須菩提問佛陀說，過去在法華
會上，聽佛陀說：“若人散亂心若人散亂心若人散亂心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入於塔廟中入於塔廟中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一稱南無佛一稱南無佛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這是《法華
經》的思想，但在《大般若经》中谈到菩提因种退不退的問題，這個時候他就疑惑，
在之前講法華時講到眾生乃至一舉手一投足都能畢竟佛道，那《大般若經》上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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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退意怎麼說？從此問題就可知道，此是般若會上，須菩提問佛陀之前《法華經》
上提的觀念，做個匯通，那很明顯《法華經》上的開示是在《般若經》之前講的。
所以，若爾若爾若爾若爾，，，，大品與法華大品與法華大品與法華大品與法華，，，，前後何定也前後何定也前後何定也前後何定也。。。。《大般若經》也就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跟《法華經》哪個是前，哪個是後，也就沒辦法說了，這是空宗般若。結論： 

◎◎◎◎論曰論曰論曰論曰，智者智者智者智者、、、、章安章安章安章安，，，，明文若此明文若此明文若此明文若此，，，，今人絕不寓目今人絕不寓目今人絕不寓目今人絕不寓目。。。。尚自訛傳阿含十二方等八之妄尚自訛傳阿含十二方等八之妄尚自訛傳阿含十二方等八之妄尚自訛傳阿含十二方等八之妄
說說說說，，，，為害甚大為害甚大為害甚大為害甚大。。。。故先申通論故先申通論故先申通論故先申通論，，，，次申別論次申別論次申別論次申別論。。。。    
論曰是藕祖的《申論》，此处智者、章安的明文，就是第 15頁《法華玄義》雲：“夫

五味半滿，論別別有齊限，論通通於初後。”智者大师所宣說的開示，後面是章安尊者
的開示，兩位老人家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今人絶不寓目今人絶不寓目今人絶不寓目今人絶不寓目，寓寓寓寓是看，注視着，現代（藕
祖那個時代）弘揚天臺法門的人居然也是一樣，智者大師和章安尊者的說法居然也
都沒有看到。尚自訛傳阿含十二方等八之妄說尚自訛傳阿含十二方等八之妄說尚自訛傳阿含十二方等八之妄說尚自訛傳阿含十二方等八之妄說，訛傳訛傳訛傳訛傳就是錯誤地宣傳，解釋一下：
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般若談，法華涅槃共八年，華嚴最初三七日，這個偈頌
很簡單，這只是別五時的初判而已，這不能做為正說，前面舉了很多例子，每一時
都是通前通後的。尚自訛傳尚自訛傳尚自訛傳尚自訛傳就是說把這個說法變成一個定論危害甚大。比如《阿含
經》不只前面講了，後面涅槃時也講阿含，那麼《阿含經》應該屬於哪部經，你不
能說阿含屬於涅槃吧。古德這麼斤斤計較屬於哪一時，是因為你知道哪一時就知道
法味屬於哪一味，我們前面講華嚴兼，阿含但，方等對，般若帶，从中我们能知道
各用什麼樣的角度來詮顯般若。接著來說明別五時論，先說通五時論，讓我們知道
佛法是活的，通前後的，這時不會執著於一點，然後再講別五時論時，才不會先入
為主，才不會做出錯誤的判斷。這就是庚一，初出過斥非。 

 

 庚二庚二庚二庚二、、、、結申正義結申正義結申正義結申正義    
結申正義，說通五時論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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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明通五時者先明通五時者先明通五時者先明通五時者。。。。自有一類大機自有一類大機自有一類大機自有一類大機，，，，即於此土見華藏界即於此土見華藏界即於此土見華藏界即於此土見華藏界，，，，舍那身土舍那身土舍那身土舍那身土，，，，常住不滅常住不滅常住不滅常住不滅，，，，則則則則
華嚴通後際也華嚴通後際也華嚴通後際也華嚴通後際也。。。。    
前面講到“華嚴最初三七日”，那只是個訛傳，事實上，華嚴通後際，此處當然要舉

經典的依據。那麼舉兩段經文證明，第一段經文講到自有一類大機自有一類大機自有一類大機自有一類大機，這類的眾生的
大乘善根特別深厚，也可能是個凡夫，但其大乘善根特別深厚，適合聽《華嚴經》
的，就可以在此土（娑婆世界）看到華藏世界的盧舍那的身土常住不滅，這個華藏
世界是報身佛所攝受的世界。為什麼稱為華藏世界呢？它的形狀如蓮花，每個花葉
當中都有百千萬億個佛世界，一個佛世界就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一個三千大千世
界有多大？一個單位世界就是一個須彌山，四大部洲圍繞，也就是一個小千世界。
一千個小千世界稱為一個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界才是一個大千世界，所以一個
大千世界就有十的九次方這麼多的小千世界，而蓮花藏世界有百千萬億個花瓣，每
個花瓣當中各有百千萬億個三千大千世界，這只是一尊報身佛所攝受的佛土，像娑
婆世界也好，極樂世界也好，都在這個蓮花藏世界當中，由此知道佛的境界有多不
可思議。一尊佛所攝受的國土就有這麼多，而十方世界有無量的諸佛，每一尊佛所
攝受的報身佛的淨土就是這樣廣大無邊。臺灣覺得很大很大，事實上就像一個地球
在一個三千大千世界中只是一粒微塵。華藏世界是報身佛盧舍那佛所攝受的佛世界。
大乘種姓眾生就在娑婆世界看到華藏世界，也看到盧舍那佛常住不滅，因此之故華
嚴通後際。不僅《華嚴經》，涅槃部有一部《像法覺疑經》，提到法會中無量無數的
眾生，各個看到的佛身不同，有的在法會當中看到佛入滅了，有的看到佛陀還在說
法，有的看到佛陀住世一劫，有的看到佛陀住世無量劫。住世無量劫就是《華嚴經》
報身佛的境界，報身佛是有始無終。或者有的看到丈六比丘相在說法，有的看到通
教佛在說法，有的看到圓滿報身盧舍那佛在說法，各個所見不同。涅槃部本來是後
面的，但也有提到《華嚴經》的無量身土的思想，所以華嚴這個法也是通於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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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證明。 

第二段經文的證明 

只今華嚴入法界品只今華嚴入法界品只今華嚴入法界品只今華嚴入法界品，，，，亦斷不在三七日中亦斷不在三七日中亦斷不在三七日中亦斷不在三七日中。。。。    
《華嚴經》的《入法界品》就是描述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五十三參怎麼可能在

二十一日中完成，這是不可能的。智者大師在《法華文句》中說，善財童子五十三
參應當是佛陀在宣說般若的時候，為什麼？《入法界品》剛開始說到舍利弗已證得
阿羅漢了，他有六千個弟子，同時都是發起大乘的十種大心，而十种大心是在般若
会中說的。再者舍利弗跟六千弟子一起去參訪文殊菩薩，這時他已經證阿羅漢了，
也就是說如果華嚴是在最初三七日講的，那時還沒有講阿含，舍利弗還沒有出現，
怎麼會證阿羅漢，如何領六千弟子去親近文殊菩薩呢？所以說《華嚴經》的《入法
界品》，是在般若以後宣说的了。所以《入法界品》，第一，五十三參不可能在二十
一天裏完成，第二，《入法界品》裏一開始舍利弗已經證阿羅漢了，帶六千弟子發大
心，最少是講般若以後的事情了。這是講到華嚴經通前通後的道理。 

  再來講到阿含通前通後的道理： 

◎◎◎◎複有一類小機複有一類小機複有一類小機複有一類小機，，，，始從鹿苑終至鶴林始從鹿苑終至鶴林始從鹿苑終至鶴林始從鹿苑終至鶴林，，，，唯聞阿含唯聞阿含唯聞阿含唯聞阿含、、、、毗尼毗尼毗尼毗尼、、、、對法對法對法對法，，，，則三藏通於前後則三藏通於前後則三藏通於前後則三藏通於前後
明矣明矣明矣明矣！！！！章安如此破斥章安如此破斥章安如此破斥章安如此破斥，，，，癡人尚何執迷癡人尚何執迷癡人尚何執迷癡人尚何執迷？？？？    
複有一類小機複有一類小機複有一類小機複有一類小機，，，，是指小根机的，他們心量比較狹隘，他只想了生死，這個指的

是藏教的一些聲聞人，他們只想了生死，超脫三界的苦海，所以這類聲聞人的根机
在佛陀成道三七二十一天之後，在鹿野苑第一次為五比丘說四諦法門，這是佛陀第
一次說解脫法，這是開始。終至鶴林終至鶴林終至鶴林終至鶴林，鶴林是佛陀要入滅時在拘屍那城娑羅雙樹間。
《遺教經》裏面說那時候佛陀為須跋陀羅最後說法。須拔陀羅那時一百多歲了，他
聽說佛陀要入滅了，趕快過來參訪聖人，佛陀就為他講八正道的法門，他證了阿羅
漢，他不忍見佛陀入滅，就自己先入滅了，這就是鶴林。《阿含經》裏有說到佛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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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乃至佛陀的入滅，全部說到了，也就是說《阿含經》通前通後，所以這類小
根机的眾生只適合聽藏教的阿含，阿含是經藏，毗尼是律藏，對法是論藏。他們根
机差，只適合聽三藏。所以三藏通於前後是很清楚分明，可以了知的。章安尊者前
面破斥癡人尚何執迷癡人尚何執迷癡人尚何執迷癡人尚何執迷？眾生無知，還執著於颂文是不應該的。這就是阿含時通前後
的論典。 

第三個講到方等時。 

◎◎◎◎複有一類小機複有一類小機複有一類小機複有一類小機，，，，宜聞彈斥褒歎宜聞彈斥褒歎宜聞彈斥褒歎宜聞彈斥褒歎，，，，而生恥慕而生恥慕而生恥慕而生恥慕，，，，佛即為說佛即為說佛即為說佛即為說，，，，方等法門方等法門方等法門方等法門。。。。豈得局在十豈得局在十豈得局在十豈得局在十
二年後二年後二年後二年後，，，，僅八年中僅八年中僅八年中僅八年中。。。。    
方等時有兩段經文的證明。第一個講到複有一類小機複有一類小機複有一類小機複有一類小機，，，，這個小機跟前面的小機不

一樣，他也是修聲聞法，但是經過長時間的薰陶，慢慢地執著淡了，心中栽培大乘
的善根，這時候心中的善根應該能夠生根發芽，是具有大乘根性的小機，宜聞彈斥宜聞彈斥宜聞彈斥宜聞彈斥
褒歎褒歎褒歎褒歎，，，，彈偏斥小，歎大褒圓。彈就是彈斥，就是貶斥聲聞法的不圓滿的偏，斥小，
呵斥小乘，褒就是褒獎，褒獎圓頓法門，歎是讚歎，讚歎褒獎圓頓法門，然後來呵
斥，彈劾這種小乘偏狹的教法。那麼適合聽這種教法的人就為他說，使他升起恥慕，
恥小慕大，就是他看到菩薩的境界，然後再想想自己聲聞法的境界，覺得太卑劣了
而仰慕大乘，這類人佛陀為其說方等法門，說方等法門的時候，豈得局在十二年後豈得局在十二年後豈得局在十二年後豈得局在十二年後，，，，
僅八年中僅八年中僅八年中僅八年中。前面提到的“阿含十二方等八”，怎麼會說只有在阿含的十二年後才說方等
經呢？我們舉個《維摩詰經》的例子，裏面有一品《五百弟子問疾品》，裏面講到維
摩詰居士示現生病了，佛陀要眾大弟子去探病，沒有人敢去，為什麼呢？比如問到
迦葉尊者，尊者講到他以前托缽乞食的時候，他老人家很慈悲，修苦行的，他專門
找貧窮人家去托缽，他希望貧窮的人們能供養他，然後生起大的福報。他在路上剛
剛碰到維摩詰居士，居士就呵斥他，這是法執，是不應該的，有不平等的心等等，
讓他起慚愧心。還有富樓那尊者為人說小乘的佛法，講得正高興的時候維摩詰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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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來了，呵斥他說：“仁者，你這個說法不對，如用寶器放不清淨的食物一樣，這些
人的根器是大乘種姓，你卻對他講穢食，對他說小乘的法，太不應該了。”《五百弟子
問疾品》裏面這樣的公案很多，維摩詰居士是古佛再來，所以他能這麼做，現在家
菩薩身，呵責聲聞弟子。這就是說《維摩詰經》是方等時的經典，重點在彈偏，斥
小，歎大，褒圓，但事實上在講《維摩詰經》之前五百弟子就曾經被維摩詰居士呵
斥過，也就是說在講方等教法之前，維摩詰居士已經為他們講方等大乘的教法了。
所以不只是在《阿含經》十二年之後才接著八年中講《方等經》，這是一個證明。 

第二個證明： 

◎◎◎◎且如方等陀羅尼經且如方等陀羅尼經且如方等陀羅尼經且如方等陀羅尼經，，，，說在法華經後說在法華經後說在法華經後說在法華經後，，，，則方等亦通前後明矣則方等亦通前後明矣則方等亦通前後明矣則方等亦通前後明矣！！！！    
第二個引用方等部的《方等陀羅尼經》證明，經中說：先於王舍城先於王舍城先於王舍城先於王舍城，，，，授諸聲聞記授諸聲聞記授諸聲聞記授諸聲聞記。。。。

今複於舍衛國祈陀林中複授聲聞記今複於舍衛國祈陀林中複授聲聞記今複於舍衛國祈陀林中複授聲聞記今複於舍衛國祈陀林中複授聲聞記。。。。這是說過去曾經在王舍城聽佛陀為聲聞人授記，
這個指的是《法華經》，佛陀為與會的大阿羅漢授記作佛，是稀有難得之事，過去曾
經聽聞過這個事情。現在在祇樹給孤獨園中又聽到佛陀為聲聞人授記，這就是說前
面在法華會上聽到佛陀為聲聞人授記作佛，今天在《方等陀羅尼經》上又聽聞授記
聲聞人作佛，這就是說，佛陀在講《方等陀羅尼經》授記聲聞人作佛的時候，實際
上過去曾經在法華會上已經聽聞過了，講《法華經》是在講《方等經》之前，這是
個很明顯的例子。 

 方等時講完了，現在講般若時： 

◎◎◎◎複有三乘複有三乘複有三乘複有三乘，，，，須曆色心等世出世法須曆色心等世出世法須曆色心等世出世法須曆色心等世出世法，，，，一一會歸摩訶衍道一一會歸摩訶衍道一一會歸摩訶衍道一一會歸摩訶衍道，，，，佛即為說般若佛即為說般若佛即為說般若佛即為說般若。。。。    
三乘就是聲聞、緣覺、菩薩。三乘的人聲聞、緣覺以及權教的菩薩，他們修四諦，

十二因緣，六度的法的時候會生起法執，這一類的眾生，前面經過方等時的淘汰，
他們的根机已經很利。接著要更進一步來破他們微細的法執，如何破呢？須曆色心須曆色心須曆色心須曆色心
等世出世法等世出世法等世出世法等世出世法，，，，世法色心指的是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或者出世間法：四諦，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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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緣，六度，在《大般若經》裏面，佛陀世間法也破，出世間法也破，如《般若心
經》：是故空中無色是故空中無色是故空中無色是故空中無色，，，，無無無無受想行識受想行識受想行識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眼耳鼻舌身意無眼耳鼻舌身意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色聲香味觸法無色聲香味觸法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無眼界無眼界無眼界，，，，乃乃乃乃
至無意識界至無意識界至無意識界至無意識界，，，，無無明無無明無無明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亦無無明盡亦無無明盡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乃至無老死乃至無老死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亦無老死盡亦無老死盡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苦集滅道無苦集滅道無苦集滅道，，，，無智無智無智無智
亦無得亦無得亦無得亦無得。。。。這裏從五蘊、十二处、十八界，接著破十二因緣、四諦，法的真實性，無無無無
苦集滅道苦集滅道苦集滅道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無智亦無得無智亦無得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以無所得故以無所得故以無所得故。這就是一一會歸摩訶衍道一一會歸摩訶衍道一一會歸摩訶衍道一一會歸摩訶衍道，，，，將世間五陰、十
二入、十八界乃至出世間的法，十二因緣、四諦、六度這些法全部匯歸到“以無所得
故”，，，，以畢竟空的智慧会世間、出世間的法，佛陀就為他們宣說般若經典。在《大般
若經》裏面八十一科，世間法與出世間法匯歸無所得，以畢竟空的智慧去破，破到
無可再破，那時就徹底自性顯現。這是第一個。 

◎◎◎◎故雲故雲故雲故雲，，，，從初得道從初得道從初得道從初得道，，，，乃至泥洹乃至泥洹乃至泥洹乃至泥洹，，，，於其中間於其中間於其中間於其中間，，，，常說般若常說般若常說般若常說般若，，，，則般若亦通前後明矣則般若亦通前後明矣則般若亦通前後明矣則般若亦通前後明矣！！！！    
故雲故雲故雲故雲，這是大智度論裏面說的，佛陀從出得道乃至泥洹（即涅槃），當中常說般

若，不一定說是《般若經》，但是義理是《般若經》的道理，一切法畢竟空的道理。
從初得道乃至涅槃，佛陀常在為眾生說般若畢竟空的道理，所以般若也是通前後，
這是很清楚的。前面 16頁第五行講到，大智度論的經文，法華講的不退，大品說它
退，這兩個怎麼匯通，這是證明。接著看到法華時，法華通前通後的道理： 

◎◎◎◎複有根熟眾生複有根熟眾生複有根熟眾生複有根熟眾生，，，，佛即為開權顯實佛即為開權顯實佛即為開權顯實佛即為開權顯實，，，，開跡顯本開跡顯本開跡顯本開跡顯本，，，，決無留待四十年後之理決無留待四十年後之理決無留待四十年後之理決無留待四十年後之理，，，，但佛以但佛以但佛以但佛以
神力令根未熟者不聞神力令根未熟者不聞神力令根未熟者不聞神力令根未熟者不聞。。。。    
一旦众生圓頓種性成熟，佛陀就為他們開權顯實，開迹顯本。就教法來說開權顯

實，顯示一切法都是一佛乘，就人來說是開迹顯本，開顯他的迹門，絕對不會說四
十年之後才說的，他善根成熟了，一定會先為他說。例如現在天才兒童不會等他小
學畢業了，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不一定啦，他小學可能讀幾年，他太聰明了，讀
大學去了，世間尚且如此，佛法更是一樣。所以，沒有等他四十年後才說，但是為
什麼之前有人沒聽到呢？佛陀說法華，法華是顯露非秘密，《法華經》與《涅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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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一樣，不是不定，又不是秘密。它是顯露、決定的。法華是顯露的，為什麼佛
陀在之前早已講了，又有人沒有聽到呢？這有兩種情況：在法會中佛陀宣說《法華
經》之時，如果根机不夠，他自己會退席，你看《法華經》前面的五百比丘退席。
五百比丘聽到佛陀要說大法了，心生起增上慢，頂禮佛足後全部退席了。退席當然
就聽不到《法華經》，這是一個。還有一個是《見寶塔品》，要開寶塔時，必須要集
合十方釋迦牟尼佛的分身共同來開這個寶塔，這時候，佛陀威神力的加持，與會當
中不適合聽開迹顯本這個大法的眾生，佛陀用神通將他們移到他方國土，《法華經》
中有記載。留下善根成熟適合聽開迹顯本的《法華經》的教化的，一個是退席，增
上慢的人；要不就是佛陀以神通力加持讓那些不適合聽大法的四眾到四方國土去，
這些人不知道被佛以神通力移開，它只是看到佛陀為他們講法，但是只聽到其他法。
移開後顯化身為其說法，神通力不可思議。這就是講到佛陀早在四十年前就說法華
經了，可是很多人沒有聽到，這是第一個證明。第二段引證： 

◎◎◎◎故智者大師雲故智者大師雲故智者大師雲故智者大師雲，，，，法華約法華約法華約法華約，，，，顯露邊顯露邊顯露邊顯露邊，，，，不見在前不見在前不見在前不見在前；；；；秘密邊論秘密邊論秘密邊論秘密邊論，，，，理無障礙理無障礙理無障礙理無障礙。。。。    
這是個總說，智者大師講《法華經》“顯露邊”是對大部分人認知來說，不見前面

四十年。這個四十年是法華窮子譬喻。對大部分人來說，顯露邊，四十年前不見宣
說的。但“秘密邊論”，對少部分人來說，“理無障礙”，應該並無前後的障礙。佛陀從剛
成道到後來涅槃，都在說此《法華經》，只要善根成熟就為他說法，那這麼說也應該
有經典證明，各位有機會看《法華玄義》，智者大師真是大智慧，他每立下一個論典，
論典是古人宣說過，還是古人沒有宣說過，他都有經典證明。下麵舉經論證明: 

◎◎◎◎且如經雲且如經雲且如經雲且如經雲，，，，我昔從佛我昔從佛我昔從佛我昔從佛，，，，聞如是法聞如是法聞如是法聞如是法，，，，見諸菩薩見諸菩薩見諸菩薩見諸菩薩，，，，受記作佛受記作佛受記作佛受記作佛，，，，如是法者如是法者如是法者如是法者，，，，豈非豈非豈非豈非妙妙妙妙法法法法？？？？    
這是《法華经譬喻品》中，舍利弗聽佛陀為聲聞人授記作佛時，他很感慨，過去

我在佛身邊時，聽佛為菩薩授記說法，我們則不能授記作佛，所以感到很傷感。這
個授記作佛就是妙法，我們講一切眾生都有佛性，才授記作佛。這個授記作佛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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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經》譬喻品之前，舍利弗就曾聽佛陀說過。法華經譬喻品就可以證明佛陀開權顯
實的事，法華之前已經講過。 

下一段文： 

◎◎◎◎又梵網又梵網又梵網又梵網經雲經雲經雲經雲，，，，吾吾吾吾今今今今來來來來此世界八此世界八此世界八此世界八千返千返千返千返，，，，坐金剛坐金剛坐金剛坐金剛華華華華光光光光王王王王座座座座等等等等，，，，豈非亦是開豈非亦是開豈非亦是開豈非亦是開迹迹迹迹顯本顯本顯本顯本耶耶耶耶？？？？    
《梵網經》屬於華嚴部，在《法華經》之前，最早宣說的。《梵網經》的菩薩戒

中說：吾吾吾吾今今今今來來來來此世界八此世界八此世界八此世界八千返千返千返千返，，，，坐金剛坐金剛坐金剛坐金剛華華華華光光光光王王王王座座座座，，，，這是開迹顯本的思想，在華嚴時都
提到，所以《法華經》也是通前的，這個也是證明法華经開迹顯本的道理，也是通
於前的。所以《法華經》不僅是在後面講，是通於前後。 

接著說《涅槃經》，也是通於前後的，道理也是一樣，兩段經文的證明。第一段： 

◎◎◎◎複有眾生複有眾生複有眾生複有眾生，，，，應應應應見見見見涅槃涅槃涅槃涅槃而得而得而得而得度度度度者者者者，，，，佛即佛即佛即佛即示示示示入入入入涅槃涅槃涅槃涅槃，，，，故曰故曰故曰故曰，，，，八八八八相相相相之中之中之中之中，，，，各具各具各具各具八八八八相相相相，，，，不不不不
可可可可思思思思議議議議。 

首先講到佛陀為什麼要入涅槃，有類眾生看到佛陀入涅槃後，他就會好好用功辦
道，就能得度。為了此類眾生，佛陀要為他示現涅槃。因為有的眾生有懈怠的心，
他想佛陀金剛不壞身，常住不滅，從我祖父、曾祖父以前佛就在世了，現在佛還健
在，聽說佛還可以住世一劫，那就不急了，等到年紀大了才學佛，对這種懈怠眾生
佛陀示現入涅槃，入涅槃之後他們會警覺，佛陀的金剛不壞身也會示現無常，何況
是我們？佛陀入涅槃了，我們就好好用佛陀這個教法修行，不再懈怠。因為佛陀入
涅槃了，再也沒有大師了，如果不再對佛法好好學習的話，今生的解脫沒有希望。
他就好好學這個法門，開始自依止，法依止。好好依止法，依止自己的清淨心來修
行，這類眾生在頭在尾都會有的。佛陀示現涅槃，八相之中各具八相，這在很多經
典大小乘經典都會提到。像《因果經》就講到佛陀在母胎中說法。八相成道：從降
生兜率陀天、出生、成道、轉法輪等等說法。事實上，眾生根机不同，有的人看到
佛陀這時在為眾生說法，卻有人看到佛陀到了忉利天宮，同時有人看到佛陀這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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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入滅了，有人看到佛陀在母胎的時候就開始說法，有的人看到的是佛陀在宮殿
中說法。所以這一切都是眾生循業發現，各人善根福德因緣不同，見到佛陀的八相
也各個不同。《阿含經》記載佛陀的出生跟入滅，不同的經典的記載不太一樣。這就
是佛陀隨眾生的因緣，循業發現。所以說涅槃的法，處胎也說，最後也說，八相當
中各具八相，是不可思議的。第二個論點： 

◎◎◎◎且大般且大般且大般且大般涅槃涅槃涅槃涅槃經經經經，，，，追敘追敘追敘追敘阿阿阿阿阇阇阇阇世王世王世王世王懺悔懺悔懺悔懺悔等等等等緣緣緣緣，，，，並並並並非一日一非一日一非一日一非一日一夜夜夜夜中中中中事事事事也也也也。。。。    
《大般涅槃經》講到阿阇世王如何造五逆罪地獄現前，然後懺悔的事情，這個絕

對不會是在一天一夜發生。所謂一日一夜，就是佛陀入滅最後的一日一夜發生的，
絕對不會。《大般涅槃經》那麼長，前後四十卷，裏面所說的事情不會是入涅槃那一
日一夜才說的。這是講到通五時論。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法華涅槃，這五部
都是通前通後的。當然瞭解此道理之後，事實上每一部經都不是定死的，不是只是
在前面說，後者只是在後面說，根據佛陀所講的經的內容就能作出正確的判斷。 

 

己己己己二二二二、、、、明別五時明別五時明別五時明別五時分分分分三三三三：：：： 

初明根初明根初明根初明根鈍具鈍具鈍具鈍具經五味經五味經五味經五味。。。。二二二二、、、、明明明明稍利隨稍利隨稍利隨稍利隨時得入時得入時得入時得入。。。。三三三三、、、、明未熟明未熟明未熟明未熟更更更更待後教待後教待後教待後教。。。。今初今初今初今初。。。。    
◎◎◎◎次明別五時者次明別五時者次明別五時者次明別五時者，，，，乃約一類乃約一類乃約一類乃約一類最鈍最鈍最鈍最鈍聲聞聲聞聲聞聲聞，，，，具具具具經五經五經五經五番陶鑄番陶鑄番陶鑄番陶鑄，，，，方得入實方得入實方得入實方得入實。。。。    
別五時指的是有一類根机最鈍的聲聞，此处聲聞不是指的定性聲聞，是指還是有
希望回小向大的声闻。需經過這五番的陶鑄，從阿含、方等、般若、法華涅槃，才
能夠慢慢入於一佛乘的道理。 

◎◎◎◎所所所所謂謂謂謂初於華嚴初於華嚴初於華嚴初於華嚴，，，，不見不聞不見不聞不見不聞不見不聞，，，，全全全全生如生如生如生如乳乳乳乳。。。。    
關於這個別五時，可以配合今天發的附表一，別五時的引證。我們看華嚴時：根据
《法華經》信解品中的比喻，大富長者的孩子在长者年輕做生意时候与长者失散了，
长者到中年時想找自己的儿子。看這個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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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其其其父父父父先先先先來來來來，，，，求子求子求子求子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中中中中止止止止一城一城一城一城。。。。其其其其家家家家大大大大富富富富。。。。多多多多有有有有僮僕僮僕僮僕僮僕，，，，臣佐吏民臣佐吏民臣佐吏民臣佐吏民。。。。亦甚眾亦甚眾亦甚眾亦甚眾多多多多。。。。    
長者四處去找他的兒子，找不到，後來他就到一城中安住下來，具足了億萬家財。
其家大富指佛陀的法身功德無量無邊，《法華經》表面上是在講故事，事實上經過智
者大師開顯後，我們才發現每個故事都有深意在裏頭。“大富長者”指佛陀，無量相好，
無量莊嚴。“僮僕”指的是法身之前的菩薩，臣佐吏民境界更高，指 41位法身大士，從
圓教的十住位開始，初住位開始就住於法身了，相當於臣佐吏民。僮僕指的是十信
位的菩薩，凡夫發大乘心的菩薩，境界是比較低的。亦甚眾多，，，，佛陀旁邊圍繞無量
無邊的大菩薩，或者入於法身，或者法身之前。 

 ◎時時時時貧窮子貧窮子貧窮子貧窮子，，，，遇到父遇到父遇到父遇到父舍舍舍舍，，，，疾走疾走疾走疾走而而而而去去去去。。。。    
這個貧窮的兒子來到大富長者的房舍，看到大富長者的威德，衣服華貴，臣佐吏
民，眷屬的華貴，說這不是我該來的地方。譬喻這類聲聞人根机很劣，要跟他講佛
陀萬德莊嚴，他根本沒法接受。象南傳的比丘，你跟他說《華嚴經》的境界，《法華
經》的境界，他會認為是天方夜譚一樣，這不是佛所講的。他認為佛就是丈六比丘
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等等。 

◎◎◎◎即即即即遣傍遣傍遣傍遣傍人人人人，，，，急追將還急追將還急追將還急追將還，，，，窮子驚愕窮子驚愕窮子驚愕窮子驚愕，，，，稱稱稱稱怨怨怨怨大大大大喚喚喚喚，，，，無無無無罪囚罪囚罪囚罪囚執執執執，，，，此此此此必必必必定死定死定死定死。。。。    
就是說大富長者要旁邊的臣佐吏民趕快去将穷子追回来。窮子非常害怕，說自己
沒有犯罪，為什麼要來抓我？一邊跑一邊害怕，最後就昏倒了。傍傍傍傍人人人人是法身大士。
其實法身大士要為這些聲聞人說此圓頓大法，這些聲聞根性的人也沒法接受，因為
太不可思議了。不要說象《華嚴經》這麼高的境界，象《阿底峽尊者傳》，阿底峽尊
者是印度的一位聖人，後來去西藏弘法，有兩位從印度來的小乘比丘，聽說阿底峽
尊者是位大成就者，就去拜訪阿底峽尊者，拜訪時講到我空觀時，非常相應，後來
講到法空觀時，此兩位比丘捂起耳朵說“恐怖，恐怖” 。一切法空，那還有什麼？就
對尊者說不要說了。法身大士為他們講也是感到恐怖，無法接受。“稱怨大喚，無罪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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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這個罪指的是大乘的菩提心，我們沒有求大乘，你卻要大乘法來攝受我，大乘
法對他們來說太恐怖，無法接受，是很可怕的。剛剛那兩個聲聞人聽到法空的道理
之後，心中好像沒有依託了，連五蘊的真實性都不可得，太可怕了，到底還有什麼？
感覺這個身心要滅掉一樣。 

  ◎◎◎◎父語使父語使父語使父語使者者者者。。。。不不不不需需需需此人此人此人此人。。。。勿強將來勿強將來勿強將來勿強將來。。。。    
父親就告訴使者說，我不需要這個人，所以你不必要把他強捉過來了。這時佛陀
就告訴法身大士不用為聲聞人講這樣的法。這是附表一，引證華嚴時。所以智者大
師安立五時，華嚴時是有《法華經》的依據的。看正文第 20頁，聲聞人對華嚴是不
見不聞，《華嚴經》有七處九會，七處的天宮說法，一層層往上升，越說境界越高，
九會中前八會都沒有聲聞人的出現，第九會，入法界品這時開始有聲聞人出現，舍
利弗領了六千個弟子去親近文殊菩薩，但是就算有聲聞人出現，但聲聞人都沒有說
話，不僅沒有說話，都不提問，像古德說“有眼不見舍那身，有耳不聞圓頓教”，或者
完全不見不聞，或者見聞以後就像沒見聞一樣，因為不懂。這就是聲聞人的教法，
華嚴時聲聞人的狀態。聲聞人根據《阿含經》的記載，三七二十一天時候，他們看
到佛陀不是在講華嚴，他們看到佛陀成道的第一周，七天之中安住自性中，完全不
說法，受解脫之樂，第二個七天，接受大梵天王的祈請，但是也沒有說解脫之法，
也是說世間的皈依這樣的法。第三個七天有五百商人經過，請佛陀為他們說法，佛
陀也是為他們宣說三皈五戒這樣的法，等到三七二十一天後，佛陀思維觀察眾生得
度的因緣，五比丘跟他最有緣，在鹿野苑，佛陀就離開菩提座，來到鹿野苑為五比
丘說法，阿含是這樣的記載的。他們在前面二十一天中沒有看到佛陀在講《華嚴經》，
前八會聲聞人連見聞都沒有見聞到。全全全全生如生如生如生如乳乳乳乳，像牛奶還完全沒有提煉，還很生疏
的情況，這是別五時中華嚴時的情況。 

接著回到附表一，講到阿含時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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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爾時爾時爾時長長長長者者者者將欲誘引將欲誘引將欲誘引將欲誘引其其其其子子子子，，，，而而而而設設設設方方方方便便便便。。。。密密密密遣遣遣遣二人二人二人二人，，，，形形形形色色色色憔悴憔悴憔悴憔悴，，，，無無無無威德威德威德威德者者者者。。。。汝可詣彼汝可詣彼汝可詣彼汝可詣彼。。。。
徐語窮子徐語窮子徐語窮子徐語窮子。。。。雇汝除糞雇汝除糞雇汝除糞雇汝除糞。。。。    
第一段講到他轉化的因緣，轉化為適合窮子的相狀，這時候長者不會放棄他的獨生
子，他希望引誘他的兒子到這裏慢慢成長。所以就用善巧方便、秘密派遣兩人，這
兩人形色憔悴，無威德者。。。。看起來非常醜陋，臉色也很枯黃，無威德，看來沒有福
報沒有威德的樣子，到窮子那邊去，慢慢引導他到大富長者那兒去做除糞的工作，
说會給很高的薪水。這個譬喻是說佛陀對眾生的慈悲，就像每個眾生都是他的獨生
子一樣，佛陀為此類心量狹窄，根机很差的聲聞人也是一樣不放棄，施設善巧方便，
密遣二人，密遣就是為實施權，佛陀秘密地派遣兩人，這兩人是二乘人。《阿含經》
裏面佛陀前後左右現的都是聲聞人。有的聲聞人，舍利弗、目犍連等都是是古佛再
來，事實上是現聲聞人形象。“形色憔悴”，聲聞人如何入道後面會講到，聲聞人觀察苦
諦，無常故苦，苦即無我，無我故空，從四諦中的苦諦而證入偏真涅槃中去。形色
憔悴，形容這個人很憂傷的樣子。譬喻聲聞人觀察苦諦，從苦諦入手。“無威德者”，有
威可畏，有德可折，以德服人。聲聞人相对凡夫來講有很多威德，但是相對菩薩和
佛來說沒有威德。聲聞人證得三明六通、八解脫，這已是非常殊勝的大羅漢了，但
是比起佛陀的十八不共法這些報身佛的功德來說，距離很遙遠。剛剛講來到這個地
方除糞，《阿含經》裏面講了除糞的法門，從五停心觀開始修，觀察四念處，也就是
觀察苦諦，觀察五蘊是苦，通過苦的觀察，苦空無我，無我故空。慢慢去除見思惑、
最粗重的煩惱。這是第一個他怎麼攝受這個根机。 

第二段講到方便： 

◎◎◎◎即即即即脫瓔珞脫瓔珞脫瓔珞脫瓔珞，，，，著垢著垢著垢著垢膩衣膩衣膩衣膩衣，，，，以方以方以方以方便便便便故故故故，，，，得得得得近近近近其其其其子子子子。。。。    
大富長者他自己攝受自己的兒子，將自己身上的纓絡、寶衣脫下來，然後著乞丐

裝，垢膩衣，以此方便來親近他的兒子。這是譬喻，纓絡是報身佛的境界，將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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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功德身隱沒不現，著垢膩衣，，，，示現丈六比丘相。這對人道眾生來說是非常尊貴，
非常殊勝的身。但比起報身佛來說，就象脫下纓絡，著垢膩衣一樣的，以這樣的善
巧方便來接近他的兒子。就像《阿含經》裏面佛不會顯示報身佛的境界，也不會現
通教的佛，到色界頂這麼高的境界。他要現丈六比丘相，跟人一樣，娶妻生子，最
後出家成道，要托缽到處講法，天氣熱也要休息一下，這時大家認為佛陀跟人一樣，
好接近。 

講義 20面： 

◎◎◎◎次於阿含次於阿含次於阿含次於阿含，，，，聞因聞因聞因聞因緣緣緣緣生滅法生滅法生滅法生滅法，，，，轉凡轉凡轉凡轉凡成成成成聖聖聖聖，，，，如如如如轉乳轉乳轉乳轉乳成成成成酪酪酪酪。。。。    
這時候就象前面所講的證明，以此尊特身密遣二人去攝受他，就象《阿含經》裏
面佛陀所說的因緣所生法，析空觀的道理，使聲聞人能夠轉凡成聖，這個聖是阿羅
漢。這個時候就用五味來說，五時配五味，五味這時相當於酪，轉乳成酪，這個酪
是聖人，乳是凡夫。剛剛引了《法華經》的信解品來證明阿含時，智者大師講阿含
時有這個理論根據。講生滅四諦，現丈六比丘卑劣相，這個就是阿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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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觀綱宗教觀綱宗教觀綱宗教觀綱宗》》》》講記講記講記講記（（（（蓮因寺版蓮因寺版蓮因寺版蓮因寺版--------05)05)05)05)    
 

講義第講義第講義第講義第 16161616頁頁頁頁    
我們這裏來說明通、別五時論。在進入通五時論和別五時論之前，先引用智者大

師的《法華玄義》的開示，還有章安尊者的開示來說明之前一部分的古德的說法，“阿
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般若談”等等的這種判別方法是不圓滿的。那只是別五時
的判法，事實上除了別五時之外，還有通五時的判法，也就是說華嚴、阿含、方等、
般若、法華涅槃，這五時的教法的宣說一樣，通前通後的，在講通五時之前，先引
證說明過去的說法的不正確，前面華嚴，阿含講完了，現在講到般若時，通前通後。 

◎◎◎◎人言第三時人言第三時人言第三時人言第三時，，，，三三三三十年中說空宗般若十年中說空宗般若十年中說空宗般若十年中說空宗般若、、、、維摩維摩維摩維摩、、、、思益思益思益思益。。。。依何經文依何經文依何經文依何經文，，，，知三十年也知三十年也知三十年也知三十年也。。。。大智大智大智大智
論雲論雲論雲論雲，，，，須菩提於法華中須菩提於法華中須菩提於法華中須菩提於法華中，，，，聞說舉手低頭聞說舉手低頭聞說舉手低頭聞說舉手低頭，，，，皆得作佛皆得作佛皆得作佛皆得作佛，，，，是以今問退義是以今問退義是以今問退義是以今問退義。。。。若爾若爾若爾若爾，，，，大品與大品與大品與大品與
法華法華法華法華，，，，前後何定也前後何定也前後何定也前後何定也。。。。    
這個地方分兩段，第一段先說明過去說法的錯誤，過去的說法第三時，是花了三

十年時間說空宗般若。空宗般若包括《維摩诘經》、《大般若經》、《思益梵天所問經》
等。第二段說明這個說法的不正確。舉了兩個理由，第一個，依何經文知三十年也依何經文知三十年也依何經文知三十年也依何經文知三十年也，
在經文裏面並沒有很明確的證據說佛陀在三十年中專講般若，我們今天要提出個論
點，要有經論的根據，不能說在打坐當中突然體會到佛陀三十年中就講般若。一定
要個立論，一定要有經論根據。第二個大智論雲大智論雲大智論雲大智論雲，大智度論是解釋《摩訶般若波羅
蜜經》的論典，論典由龍樹菩薩造的。裏面引用《大般若經》說“須菩提於法華中須菩提於法華中須菩提於法華中須菩提於法華中，，，，
聞說舉手低頭聞說舉手低頭聞說舉手低頭聞說舉手低頭，，，，皆得作佛皆得作佛皆得作佛皆得作佛。。。。”《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當中須菩提問佛陀說，過去在法華
會上，聽佛陀說：“若人散亂心若人散亂心若人散亂心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入於塔廟中入於塔廟中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一稱南無佛一稱南無佛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這是《法華
經》的思想，但在《大般若经》中谈到菩提因种退不退的問題，這個時候他就疑惑，
在之前講法華時講到眾生乃至一舉手一投足都能畢竟佛道，那《大般若經》上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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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退意怎麼說？從此問題就可知道，此是般若會上，須菩提問佛陀之前《法華經》
上提的觀念，做個匯通，那很明顯《法華經》上的開示是在《般若經》之前講的。
所以，若爾若爾若爾若爾，，，，大品與法華大品與法華大品與法華大品與法華，，，，前後何定也前後何定也前後何定也前後何定也。。。。《大般若經》也就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跟《法華經》哪個是前，哪個是後，也就沒辦法說了，這是空宗般若。結論： 

◎◎◎◎論曰論曰論曰論曰，智者智者智者智者、、、、章安章安章安章安，，，，明文若此明文若此明文若此明文若此，，，，今人絕不寓目今人絕不寓目今人絕不寓目今人絕不寓目。。。。尚自訛傳阿含十二方等八之妄尚自訛傳阿含十二方等八之妄尚自訛傳阿含十二方等八之妄尚自訛傳阿含十二方等八之妄
說說說說，，，，為害甚大為害甚大為害甚大為害甚大。。。。故先申通論故先申通論故先申通論故先申通論，，，，次申別論次申別論次申別論次申別論。。。。    
論曰是藕祖的《申論》，此处智者、章安的明文，就是第 15頁《法華玄義》雲：“夫

五味半滿，論別別有齊限，論通通於初後。”智者大师所宣說的開示，後面是章安尊者
的開示，兩位老人家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今人絶不寓目今人絶不寓目今人絶不寓目今人絶不寓目，寓寓寓寓是看，注視着，現代（藕
祖那個時代）弘揚天臺法門的人居然也是一樣，智者大師和章安尊者的說法居然也
都沒有看到。尚自訛傳阿含十二方等八之妄說尚自訛傳阿含十二方等八之妄說尚自訛傳阿含十二方等八之妄說尚自訛傳阿含十二方等八之妄說，訛傳訛傳訛傳訛傳就是錯誤地宣傳，解釋一下：
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般若談，法華涅槃共八年，華嚴最初三七日，這個偈頌
很簡單，這只是別五時的初判而已，這不能做為正說，前面舉了很多例子，每一時
都是通前通後的。尚自訛傳尚自訛傳尚自訛傳尚自訛傳就是說把這個說法變成一個定論危害甚大。比如《阿含
經》不只前面講了，後面涅槃時也講阿含，那麼《阿含經》應該屬於哪部經，你不
能說阿含屬於涅槃吧。古德這麼斤斤計較屬於哪一時，是因為你知道哪一時就知道
法味屬於哪一味，我們前面講華嚴兼，阿含但，方等對，般若帶，从中我们能知道
各用什麼樣的角度來詮顯般若。接著來說明別五時論，先說通五時論，讓我們知道
佛法是活的，通前後的，這時不會執著於一點，然後再講別五時論時，才不會先入
為主，才不會做出錯誤的判斷。這就是庚一，初出過斥非。 

 

 庚二庚二庚二庚二、、、、結申正義結申正義結申正義結申正義    
結申正義，說通五時論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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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明通五時者先明通五時者先明通五時者先明通五時者。。。。自有一類大機自有一類大機自有一類大機自有一類大機，，，，即於此土見華藏界即於此土見華藏界即於此土見華藏界即於此土見華藏界，，，，舍那身土舍那身土舍那身土舍那身土，，，，常住不滅常住不滅常住不滅常住不滅，，，，則則則則
華嚴通後際也華嚴通後際也華嚴通後際也華嚴通後際也。。。。    
前面講到“華嚴最初三七日”，那只是個訛傳，事實上，華嚴通後際，此處當然要舉

經典的依據。那麼舉兩段經文證明，第一段經文講到自有一類大機自有一類大機自有一類大機自有一類大機，這類的眾生的
大乘善根特別深厚，也可能是個凡夫，但其大乘善根特別深厚，適合聽《華嚴經》
的，就可以在此土（娑婆世界）看到華藏世界的盧舍那的身土常住不滅，這個華藏
世界是報身佛所攝受的世界。為什麼稱為華藏世界呢？它的形狀如蓮花，每個花葉
當中都有百千萬億個佛世界，一個佛世界就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一個三千大千世
界有多大？一個單位世界就是一個須彌山，四大部洲圍繞，也就是一個小千世界。
一千個小千世界稱為一個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界才是一個大千世界，所以一個
大千世界就有十的九次方這麼多的小千世界，而蓮花藏世界有百千萬億個花瓣，每
個花瓣當中各有百千萬億個三千大千世界，這只是一尊報身佛所攝受的佛土，像娑
婆世界也好，極樂世界也好，都在這個蓮花藏世界當中，由此知道佛的境界有多不
可思議。一尊佛所攝受的國土就有這麼多，而十方世界有無量的諸佛，每一尊佛所
攝受的報身佛的淨土就是這樣廣大無邊。臺灣覺得很大很大，事實上就像一個地球
在一個三千大千世界中只是一粒微塵。華藏世界是報身佛盧舍那佛所攝受的佛世界。
大乘種姓眾生就在娑婆世界看到華藏世界，也看到盧舍那佛常住不滅，因此之故華
嚴通後際。不僅《華嚴經》，涅槃部有一部《像法覺疑經》，提到法會中無量無數的
眾生，各個看到的佛身不同，有的在法會當中看到佛入滅了，有的看到佛陀還在說
法，有的看到佛陀住世一劫，有的看到佛陀住世無量劫。住世無量劫就是《華嚴經》
報身佛的境界，報身佛是有始無終。或者有的看到丈六比丘相在說法，有的看到通
教佛在說法，有的看到圓滿報身盧舍那佛在說法，各個所見不同。涅槃部本來是後
面的，但也有提到《華嚴經》的無量身土的思想，所以華嚴這個法也是通於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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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證明。 

第二段經文的證明 

只今華嚴入法界品只今華嚴入法界品只今華嚴入法界品只今華嚴入法界品，，，，亦斷不在三七日中亦斷不在三七日中亦斷不在三七日中亦斷不在三七日中。。。。    
《華嚴經》的《入法界品》就是描述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五十三參怎麼可能在

二十一日中完成，這是不可能的。智者大師在《法華文句》中說，善財童子五十三
參應當是佛陀在宣說般若的時候，為什麼？《入法界品》剛開始說到舍利弗已證得
阿羅漢了，他有六千個弟子，同時都是發起大乘的十種大心，而十种大心是在般若
会中說的。再者舍利弗跟六千弟子一起去參訪文殊菩薩，這時他已經證阿羅漢了，
也就是說如果華嚴是在最初三七日講的，那時還沒有講阿含，舍利弗還沒有出現，
怎麼會證阿羅漢，如何領六千弟子去親近文殊菩薩呢？所以說《華嚴經》的《入法
界品》，是在般若以後宣说的了。所以《入法界品》，第一，五十三參不可能在二十
一天裏完成，第二，《入法界品》裏一開始舍利弗已經證阿羅漢了，帶六千弟子發大
心，最少是講般若以後的事情了。這是講到華嚴經通前通後的道理。 

  再來講到阿含通前通後的道理： 

◎◎◎◎複有一類小機複有一類小機複有一類小機複有一類小機，，，，始從鹿苑終至鶴林始從鹿苑終至鶴林始從鹿苑終至鶴林始從鹿苑終至鶴林，，，，唯聞阿含唯聞阿含唯聞阿含唯聞阿含、、、、毗尼毗尼毗尼毗尼、、、、對法對法對法對法，，，，則三藏通於前後則三藏通於前後則三藏通於前後則三藏通於前後
明矣明矣明矣明矣！！！！章安如此破斥章安如此破斥章安如此破斥章安如此破斥，，，，癡人尚何執迷癡人尚何執迷癡人尚何執迷癡人尚何執迷？？？？    
複有一類小機複有一類小機複有一類小機複有一類小機，，，，是指小根机的，他們心量比較狹隘，他只想了生死，這個指的

是藏教的一些聲聞人，他們只想了生死，超脫三界的苦海，所以這類聲聞人的根机
在佛陀成道三七二十一天之後，在鹿野苑第一次為五比丘說四諦法門，這是佛陀第
一次說解脫法，這是開始。終至鶴林終至鶴林終至鶴林終至鶴林，鶴林是佛陀要入滅時在拘屍那城娑羅雙樹間。
《遺教經》裏面說那時候佛陀為須跋陀羅最後說法。須拔陀羅那時一百多歲了，他
聽說佛陀要入滅了，趕快過來參訪聖人，佛陀就為他講八正道的法門，他證了阿羅
漢，他不忍見佛陀入滅，就自己先入滅了，這就是鶴林。《阿含經》裏有說到佛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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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乃至佛陀的入滅，全部說到了，也就是說《阿含經》通前通後，所以這類小
根机的眾生只適合聽藏教的阿含，阿含是經藏，毗尼是律藏，對法是論藏。他們根
机差，只適合聽三藏。所以三藏通於前後是很清楚分明，可以了知的。章安尊者前
面破斥癡人尚何執迷癡人尚何執迷癡人尚何執迷癡人尚何執迷？眾生無知，還執著於颂文是不應該的。這就是阿含時通前後
的論典。 

第三個講到方等時。 

◎◎◎◎複有一類小機複有一類小機複有一類小機複有一類小機，，，，宜聞彈斥褒歎宜聞彈斥褒歎宜聞彈斥褒歎宜聞彈斥褒歎，，，，而生恥慕而生恥慕而生恥慕而生恥慕，，，，佛即為說佛即為說佛即為說佛即為說，，，，方等法門方等法門方等法門方等法門。。。。豈得局在十豈得局在十豈得局在十豈得局在十
二年後二年後二年後二年後，，，，僅八年中僅八年中僅八年中僅八年中。。。。    
方等時有兩段經文的證明。第一個講到複有一類小機複有一類小機複有一類小機複有一類小機，，，，這個小機跟前面的小機不

一樣，他也是修聲聞法，但是經過長時間的薰陶，慢慢地執著淡了，心中栽培大乘
的善根，這時候心中的善根應該能夠生根發芽，是具有大乘根性的小機，宜聞彈斥宜聞彈斥宜聞彈斥宜聞彈斥
褒歎褒歎褒歎褒歎，，，，彈偏斥小，歎大褒圓。彈就是彈斥，就是貶斥聲聞法的不圓滿的偏，斥小，
呵斥小乘，褒就是褒獎，褒獎圓頓法門，歎是讚歎，讚歎褒獎圓頓法門，然後來呵
斥，彈劾這種小乘偏狹的教法。那麼適合聽這種教法的人就為他說，使他升起恥慕，
恥小慕大，就是他看到菩薩的境界，然後再想想自己聲聞法的境界，覺得太卑劣了
而仰慕大乘，這類人佛陀為其說方等法門，說方等法門的時候，豈得局在十二年後豈得局在十二年後豈得局在十二年後豈得局在十二年後，，，，
僅八年中僅八年中僅八年中僅八年中。前面提到的“阿含十二方等八”，怎麼會說只有在阿含的十二年後才說方等
經呢？我們舉個《維摩詰經》的例子，裏面有一品《五百弟子問疾品》，裏面講到維
摩詰居士示現生病了，佛陀要眾大弟子去探病，沒有人敢去，為什麼呢？比如問到
迦葉尊者，尊者講到他以前托缽乞食的時候，他老人家很慈悲，修苦行的，他專門
找貧窮人家去托缽，他希望貧窮的人們能供養他，然後生起大的福報。他在路上剛
剛碰到維摩詰居士，居士就呵斥他，這是法執，是不應該的，有不平等的心等等，
讓他起慚愧心。還有富樓那尊者為人說小乘的佛法，講得正高興的時候維摩詰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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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來了，呵斥他說：“仁者，你這個說法不對，如用寶器放不清淨的食物一樣，這些
人的根器是大乘種姓，你卻對他講穢食，對他說小乘的法，太不應該了。”《五百弟子
問疾品》裏面這樣的公案很多，維摩詰居士是古佛再來，所以他能這麼做，現在家
菩薩身，呵責聲聞弟子。這就是說《維摩詰經》是方等時的經典，重點在彈偏，斥
小，歎大，褒圓，但事實上在講《維摩詰經》之前五百弟子就曾經被維摩詰居士呵
斥過，也就是說在講方等教法之前，維摩詰居士已經為他們講方等大乘的教法了。
所以不只是在《阿含經》十二年之後才接著八年中講《方等經》，這是一個證明。 

第二個證明： 

◎◎◎◎且如方等陀羅尼經且如方等陀羅尼經且如方等陀羅尼經且如方等陀羅尼經，，，，說在法華經後說在法華經後說在法華經後說在法華經後，，，，則方等亦通前後明矣則方等亦通前後明矣則方等亦通前後明矣則方等亦通前後明矣！！！！    
第二個引用方等部的《方等陀羅尼經》證明，經中說：先於王舍城先於王舍城先於王舍城先於王舍城，，，，授諸聲聞記授諸聲聞記授諸聲聞記授諸聲聞記。。。。

今複於舍衛國祈陀林中複授聲聞記今複於舍衛國祈陀林中複授聲聞記今複於舍衛國祈陀林中複授聲聞記今複於舍衛國祈陀林中複授聲聞記。。。。這是說過去曾經在王舍城聽佛陀為聲聞人授記，
這個指的是《法華經》，佛陀為與會的大阿羅漢授記作佛，是稀有難得之事，過去曾
經聽聞過這個事情。現在在祇樹給孤獨園中又聽到佛陀為聲聞人授記，這就是說前
面在法華會上聽到佛陀為聲聞人授記作佛，今天在《方等陀羅尼經》上又聽聞授記
聲聞人作佛，這就是說，佛陀在講《方等陀羅尼經》授記聲聞人作佛的時候，實際
上過去曾經在法華會上已經聽聞過了，講《法華經》是在講《方等經》之前，這是
個很明顯的例子。 

 方等時講完了，現在講般若時： 

◎◎◎◎複有三乘複有三乘複有三乘複有三乘，，，，須曆色心等世出世法須曆色心等世出世法須曆色心等世出世法須曆色心等世出世法，，，，一一會歸摩訶衍道一一會歸摩訶衍道一一會歸摩訶衍道一一會歸摩訶衍道，，，，佛即為說般若佛即為說般若佛即為說般若佛即為說般若。。。。    
三乘就是聲聞、緣覺、菩薩。三乘的人聲聞、緣覺以及權教的菩薩，他們修四諦，

十二因緣，六度的法的時候會生起法執，這一類的眾生，前面經過方等時的淘汰，
他們的根机已經很利。接著要更進一步來破他們微細的法執，如何破呢？須曆色心須曆色心須曆色心須曆色心
等世出世法等世出世法等世出世法等世出世法，，，，世法色心指的是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或者出世間法：四諦，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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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緣，六度，在《大般若經》裏面，佛陀世間法也破，出世間法也破，如《般若心
經》：是故空中無色是故空中無色是故空中無色是故空中無色，，，，無無無無受想行識受想行識受想行識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眼耳鼻舌身意無眼耳鼻舌身意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色聲香味觸法無色聲香味觸法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無眼界無眼界無眼界，，，，乃乃乃乃
至無意識界至無意識界至無意識界至無意識界，，，，無無明無無明無無明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亦無無明盡亦無無明盡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乃至無老死乃至無老死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亦無老死盡亦無老死盡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苦集滅道無苦集滅道無苦集滅道，，，，無智無智無智無智
亦無得亦無得亦無得亦無得。。。。這裏從五蘊、十二处、十八界，接著破十二因緣、四諦，法的真實性，無無無無
苦集滅道苦集滅道苦集滅道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無智亦無得無智亦無得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以無所得故以無所得故以無所得故。這就是一一會歸摩訶衍道一一會歸摩訶衍道一一會歸摩訶衍道一一會歸摩訶衍道，，，，將世間五陰、十
二入、十八界乃至出世間的法，十二因緣、四諦、六度這些法全部匯歸到“以無所得
故”，，，，以畢竟空的智慧会世間、出世間的法，佛陀就為他們宣說般若經典。在《大般
若經》裏面八十一科，世間法與出世間法匯歸無所得，以畢竟空的智慧去破，破到
無可再破，那時就徹底自性顯現。這是第一個。 

◎◎◎◎故雲故雲故雲故雲，，，，從初得道從初得道從初得道從初得道，，，，乃至泥洹乃至泥洹乃至泥洹乃至泥洹，，，，於其中間於其中間於其中間於其中間，，，，常說般若常說般若常說般若常說般若，，，，則般若亦通前後明矣則般若亦通前後明矣則般若亦通前後明矣則般若亦通前後明矣！！！！    
故雲故雲故雲故雲，這是大智度論裏面說的，佛陀從出得道乃至泥洹（即涅槃），當中常說般

若，不一定說是《般若經》，但是義理是《般若經》的道理，一切法畢竟空的道理。
從初得道乃至涅槃，佛陀常在為眾生說般若畢竟空的道理，所以般若也是通前後，
這是很清楚的。前面 16頁第五行講到，大智度論的經文，法華講的不退，大品說它
退，這兩個怎麼匯通，這是證明。接著看到法華時，法華通前通後的道理： 

◎◎◎◎複有根熟眾生複有根熟眾生複有根熟眾生複有根熟眾生，，，，佛即為開權顯實佛即為開權顯實佛即為開權顯實佛即為開權顯實，，，，開跡顯本開跡顯本開跡顯本開跡顯本，，，，決無留待四十年後之理決無留待四十年後之理決無留待四十年後之理決無留待四十年後之理，，，，但佛以但佛以但佛以但佛以
神力令根未熟者不聞神力令根未熟者不聞神力令根未熟者不聞神力令根未熟者不聞。。。。    
一旦众生圓頓種性成熟，佛陀就為他們開權顯實，開迹顯本。就教法來說開權顯

實，顯示一切法都是一佛乘，就人來說是開迹顯本，開顯他的迹門，絕對不會說四
十年之後才說的，他善根成熟了，一定會先為他說。例如現在天才兒童不會等他小
學畢業了，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不一定啦，他小學可能讀幾年，他太聰明了，讀
大學去了，世間尚且如此，佛法更是一樣。所以，沒有等他四十年後才說，但是為
什麼之前有人沒聽到呢？佛陀說法華，法華是顯露非秘密，《法華經》與《涅槃經》



 8 

都是一樣，不是不定，又不是秘密。它是顯露、決定的。法華是顯露的，為什麼佛
陀在之前早已講了，又有人沒有聽到呢？這有兩種情況：在法會中佛陀宣說《法華
經》之時，如果根机不夠，他自己會退席，你看《法華經》前面的五百比丘退席。
五百比丘聽到佛陀要說大法了，心生起增上慢，頂禮佛足後全部退席了。退席當然
就聽不到《法華經》，這是一個。還有一個是《見寶塔品》，要開寶塔時，必須要集
合十方釋迦牟尼佛的分身共同來開這個寶塔，這時候，佛陀威神力的加持，與會當
中不適合聽開迹顯本這個大法的眾生，佛陀用神通將他們移到他方國土，《法華經》
中有記載。留下善根成熟適合聽開迹顯本的《法華經》的教化的，一個是退席，增
上慢的人；要不就是佛陀以神通力加持讓那些不適合聽大法的四眾到四方國土去，
這些人不知道被佛以神通力移開，它只是看到佛陀為他們講法，但是只聽到其他法。
移開後顯化身為其說法，神通力不可思議。這就是講到佛陀早在四十年前就說法華
經了，可是很多人沒有聽到，這是第一個證明。第二段引證： 

◎◎◎◎故智者大師雲故智者大師雲故智者大師雲故智者大師雲，，，，法華約法華約法華約法華約，，，，顯露邊顯露邊顯露邊顯露邊，，，，不見在前不見在前不見在前不見在前；；；；秘密邊論秘密邊論秘密邊論秘密邊論，，，，理無障礙理無障礙理無障礙理無障礙。。。。    
這是個總說，智者大師講《法華經》“顯露邊”是對大部分人認知來說，不見前面

四十年。這個四十年是法華窮子譬喻。對大部分人來說，顯露邊，四十年前不見宣
說的。但“秘密邊論”，對少部分人來說，“理無障礙”，應該並無前後的障礙。佛陀從剛
成道到後來涅槃，都在說此《法華經》，只要善根成熟就為他說法，那這麼說也應該
有經典證明，各位有機會看《法華玄義》，智者大師真是大智慧，他每立下一個論典，
論典是古人宣說過，還是古人沒有宣說過，他都有經典證明。下麵舉經論證明: 

◎◎◎◎且如經雲且如經雲且如經雲且如經雲，，，，我昔從佛我昔從佛我昔從佛我昔從佛，，，，聞如是法聞如是法聞如是法聞如是法，，，，見諸菩薩見諸菩薩見諸菩薩見諸菩薩，，，，受記作佛受記作佛受記作佛受記作佛，，，，如是法者如是法者如是法者如是法者，，，，豈非豈非豈非豈非妙妙妙妙法法法法？？？？    
這是《法華经譬喻品》中，舍利弗聽佛陀為聲聞人授記作佛時，他很感慨，過去

我在佛身邊時，聽佛為菩薩授記說法，我們則不能授記作佛，所以感到很傷感。這
個授記作佛就是妙法，我們講一切眾生都有佛性，才授記作佛。這個授記作佛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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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經》譬喻品之前，舍利弗就曾聽佛陀說過。法華經譬喻品就可以證明佛陀開權顯
實的事，法華之前已經講過。 

下一段文： 

◎◎◎◎又梵網又梵網又梵網又梵網經雲經雲經雲經雲，，，，吾吾吾吾今今今今來來來來此世界八此世界八此世界八此世界八千返千返千返千返，，，，坐金剛坐金剛坐金剛坐金剛華華華華光光光光王王王王座座座座等等等等，，，，豈非亦是開豈非亦是開豈非亦是開豈非亦是開迹迹迹迹顯本顯本顯本顯本耶耶耶耶？？？？    
《梵網經》屬於華嚴部，在《法華經》之前，最早宣說的。《梵網經》的菩薩戒

中說：吾吾吾吾今今今今來來來來此世界八此世界八此世界八此世界八千返千返千返千返，，，，坐金剛坐金剛坐金剛坐金剛華華華華光光光光王王王王座座座座，，，，這是開迹顯本的思想，在華嚴時都
提到，所以《法華經》也是通前的，這個也是證明法華经開迹顯本的道理，也是通
於前的。所以《法華經》不僅是在後面講，是通於前後。 

接著說《涅槃經》，也是通於前後的，道理也是一樣，兩段經文的證明。第一段： 

◎◎◎◎複有眾生複有眾生複有眾生複有眾生，，，，應應應應見見見見涅槃涅槃涅槃涅槃而得而得而得而得度度度度者者者者，，，，佛即佛即佛即佛即示示示示入入入入涅槃涅槃涅槃涅槃，，，，故曰故曰故曰故曰，，，，八八八八相相相相之中之中之中之中，，，，各具各具各具各具八八八八相相相相，，，，不不不不
可可可可思思思思議議議議。 

首先講到佛陀為什麼要入涅槃，有類眾生看到佛陀入涅槃後，他就會好好用功辦
道，就能得度。為了此類眾生，佛陀要為他示現涅槃。因為有的眾生有懈怠的心，
他想佛陀金剛不壞身，常住不滅，從我祖父、曾祖父以前佛就在世了，現在佛還健
在，聽說佛還可以住世一劫，那就不急了，等到年紀大了才學佛，对這種懈怠眾生
佛陀示現入涅槃，入涅槃之後他們會警覺，佛陀的金剛不壞身也會示現無常，何況
是我們？佛陀入涅槃了，我們就好好用佛陀這個教法修行，不再懈怠。因為佛陀入
涅槃了，再也沒有大師了，如果不再對佛法好好學習的話，今生的解脫沒有希望。
他就好好學這個法門，開始自依止，法依止。好好依止法，依止自己的清淨心來修
行，這類眾生在頭在尾都會有的。佛陀示現涅槃，八相之中各具八相，這在很多經
典大小乘經典都會提到。像《因果經》就講到佛陀在母胎中說法。八相成道：從降
生兜率陀天、出生、成道、轉法輪等等說法。事實上，眾生根机不同，有的人看到
佛陀這時在為眾生說法，卻有人看到佛陀到了忉利天宮，同時有人看到佛陀這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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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入滅了，有人看到佛陀在母胎的時候就開始說法，有的人看到的是佛陀在宮殿
中說法。所以這一切都是眾生循業發現，各人善根福德因緣不同，見到佛陀的八相
也各個不同。《阿含經》記載佛陀的出生跟入滅，不同的經典的記載不太一樣。這就
是佛陀隨眾生的因緣，循業發現。所以說涅槃的法，處胎也說，最後也說，八相當
中各具八相，是不可思議的。第二個論點： 

◎◎◎◎且大般且大般且大般且大般涅槃涅槃涅槃涅槃經經經經，，，，追敘追敘追敘追敘阿阿阿阿阇阇阇阇世王世王世王世王懺悔懺悔懺悔懺悔等等等等緣緣緣緣，，，，並並並並非一日一非一日一非一日一非一日一夜夜夜夜中中中中事事事事也也也也。。。。    
《大般涅槃經》講到阿阇世王如何造五逆罪地獄現前，然後懺悔的事情，這個絕

對不會是在一天一夜發生。所謂一日一夜，就是佛陀入滅最後的一日一夜發生的，
絕對不會。《大般涅槃經》那麼長，前後四十卷，裏面所說的事情不會是入涅槃那一
日一夜才說的。這是講到通五時論。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法華涅槃，這五部
都是通前通後的。當然瞭解此道理之後，事實上每一部經都不是定死的，不是只是
在前面說，後者只是在後面說，根據佛陀所講的經的內容就能作出正確的判斷。 

 

己己己己二二二二、、、、明別五時明別五時明別五時明別五時分分分分三三三三：：：： 

初明根初明根初明根初明根鈍具鈍具鈍具鈍具經五味經五味經五味經五味。。。。二二二二、、、、明明明明稍利隨稍利隨稍利隨稍利隨時得入時得入時得入時得入。。。。三三三三、、、、明未熟明未熟明未熟明未熟更更更更待後教待後教待後教待後教。。。。今初今初今初今初。。。。    
◎◎◎◎次明別五時者次明別五時者次明別五時者次明別五時者，，，，乃約一類乃約一類乃約一類乃約一類最鈍最鈍最鈍最鈍聲聞聲聞聲聞聲聞，，，，具具具具經五經五經五經五番陶鑄番陶鑄番陶鑄番陶鑄，，，，方得入實方得入實方得入實方得入實。。。。    
別五時指的是有一類根机最鈍的聲聞，此处聲聞不是指的定性聲聞，是指還是有
希望回小向大的声闻。需經過這五番的陶鑄，從阿含、方等、般若、法華涅槃，才
能夠慢慢入於一佛乘的道理。 

◎◎◎◎所所所所謂謂謂謂初於華嚴初於華嚴初於華嚴初於華嚴，，，，不見不聞不見不聞不見不聞不見不聞，，，，全全全全生如生如生如生如乳乳乳乳。。。。    
關於這個別五時，可以配合今天發的附表一，別五時的引證。我們看華嚴時：根据
《法華經》信解品中的比喻，大富長者的孩子在长者年輕做生意时候与长者失散了，
长者到中年時想找自己的儿子。看這個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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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其其其父父父父先先先先來來來來，，，，求子求子求子求子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中中中中止止止止一城一城一城一城。。。。其其其其家家家家大大大大富富富富。。。。多多多多有有有有僮僕僮僕僮僕僮僕，，，，臣佐吏民臣佐吏民臣佐吏民臣佐吏民。。。。亦甚眾亦甚眾亦甚眾亦甚眾多多多多。。。。    
長者四處去找他的兒子，找不到，後來他就到一城中安住下來，具足了億萬家財。
其家大富指佛陀的法身功德無量無邊，《法華經》表面上是在講故事，事實上經過智
者大師開顯後，我們才發現每個故事都有深意在裏頭。“大富長者”指佛陀，無量相好，
無量莊嚴。“僮僕”指的是法身之前的菩薩，臣佐吏民境界更高，指 41位法身大士，從
圓教的十住位開始，初住位開始就住於法身了，相當於臣佐吏民。僮僕指的是十信
位的菩薩，凡夫發大乘心的菩薩，境界是比較低的。亦甚眾多，，，，佛陀旁邊圍繞無量
無邊的大菩薩，或者入於法身，或者法身之前。 

 ◎時時時時貧窮子貧窮子貧窮子貧窮子，，，，遇到父遇到父遇到父遇到父舍舍舍舍，，，，疾走疾走疾走疾走而而而而去去去去。。。。    
這個貧窮的兒子來到大富長者的房舍，看到大富長者的威德，衣服華貴，臣佐吏
民，眷屬的華貴，說這不是我該來的地方。譬喻這類聲聞人根机很劣，要跟他講佛
陀萬德莊嚴，他根本沒法接受。象南傳的比丘，你跟他說《華嚴經》的境界，《法華
經》的境界，他會認為是天方夜譚一樣，這不是佛所講的。他認為佛就是丈六比丘
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等等。 

◎◎◎◎即即即即遣傍遣傍遣傍遣傍人人人人，，，，急追將還急追將還急追將還急追將還，，，，窮子驚愕窮子驚愕窮子驚愕窮子驚愕，，，，稱稱稱稱怨怨怨怨大大大大喚喚喚喚，，，，無無無無罪囚罪囚罪囚罪囚執執執執，，，，此此此此必必必必定死定死定死定死。。。。    
就是說大富長者要旁邊的臣佐吏民趕快去将穷子追回来。窮子非常害怕，說自己
沒有犯罪，為什麼要來抓我？一邊跑一邊害怕，最後就昏倒了。傍傍傍傍人人人人是法身大士。
其實法身大士要為這些聲聞人說此圓頓大法，這些聲聞根性的人也沒法接受，因為
太不可思議了。不要說象《華嚴經》這麼高的境界，象《阿底峽尊者傳》，阿底峽尊
者是印度的一位聖人，後來去西藏弘法，有兩位從印度來的小乘比丘，聽說阿底峽
尊者是位大成就者，就去拜訪阿底峽尊者，拜訪時講到我空觀時，非常相應，後來
講到法空觀時，此兩位比丘捂起耳朵說“恐怖，恐怖” 。一切法空，那還有什麼？就
對尊者說不要說了。法身大士為他們講也是感到恐怖，無法接受。“稱怨大喚，無罪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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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這個罪指的是大乘的菩提心，我們沒有求大乘，你卻要大乘法來攝受我，大乘
法對他們來說太恐怖，無法接受，是很可怕的。剛剛那兩個聲聞人聽到法空的道理
之後，心中好像沒有依託了，連五蘊的真實性都不可得，太可怕了，到底還有什麼？
感覺這個身心要滅掉一樣。 

  ◎◎◎◎父語使父語使父語使父語使者者者者。。。。不不不不需需需需此人此人此人此人。。。。勿強將來勿強將來勿強將來勿強將來。。。。    
父親就告訴使者說，我不需要這個人，所以你不必要把他強捉過來了。這時佛陀
就告訴法身大士不用為聲聞人講這樣的法。這是附表一，引證華嚴時。所以智者大
師安立五時，華嚴時是有《法華經》的依據的。看正文第 20頁，聲聞人對華嚴是不
見不聞，《華嚴經》有七處九會，七處的天宮說法，一層層往上升，越說境界越高，
九會中前八會都沒有聲聞人的出現，第九會，入法界品這時開始有聲聞人出現，舍
利弗領了六千個弟子去親近文殊菩薩，但是就算有聲聞人出現，但聲聞人都沒有說
話，不僅沒有說話，都不提問，像古德說“有眼不見舍那身，有耳不聞圓頓教”，或者
完全不見不聞，或者見聞以後就像沒見聞一樣，因為不懂。這就是聲聞人的教法，
華嚴時聲聞人的狀態。聲聞人根據《阿含經》的記載，三七二十一天時候，他們看
到佛陀不是在講華嚴，他們看到佛陀成道的第一周，七天之中安住自性中，完全不
說法，受解脫之樂，第二個七天，接受大梵天王的祈請，但是也沒有說解脫之法，
也是說世間的皈依這樣的法。第三個七天有五百商人經過，請佛陀為他們說法，佛
陀也是為他們宣說三皈五戒這樣的法，等到三七二十一天後，佛陀思維觀察眾生得
度的因緣，五比丘跟他最有緣，在鹿野苑，佛陀就離開菩提座，來到鹿野苑為五比
丘說法，阿含是這樣的記載的。他們在前面二十一天中沒有看到佛陀在講《華嚴經》，
前八會聲聞人連見聞都沒有見聞到。全全全全生如生如生如生如乳乳乳乳，像牛奶還完全沒有提煉，還很生疏
的情況，這是別五時中華嚴時的情況。 

接著回到附表一，講到阿含時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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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爾時爾時爾時長長長長者者者者將欲誘引將欲誘引將欲誘引將欲誘引其其其其子子子子，，，，而而而而設設設設方方方方便便便便。。。。密密密密遣遣遣遣二人二人二人二人，，，，形形形形色色色色憔悴憔悴憔悴憔悴，，，，無無無無威德威德威德威德者者者者。。。。汝可詣彼汝可詣彼汝可詣彼汝可詣彼。。。。
徐語窮子徐語窮子徐語窮子徐語窮子。。。。雇汝除糞雇汝除糞雇汝除糞雇汝除糞。。。。    
第一段講到他轉化的因緣，轉化為適合窮子的相狀，這時候長者不會放棄他的獨生
子，他希望引誘他的兒子到這裏慢慢成長。所以就用善巧方便、秘密派遣兩人，這
兩人形色憔悴，無威德者。。。。看起來非常醜陋，臉色也很枯黃，無威德，看來沒有福
報沒有威德的樣子，到窮子那邊去，慢慢引導他到大富長者那兒去做除糞的工作，
说會給很高的薪水。這個譬喻是說佛陀對眾生的慈悲，就像每個眾生都是他的獨生
子一樣，佛陀為此類心量狹窄，根机很差的聲聞人也是一樣不放棄，施設善巧方便，
密遣二人，密遣就是為實施權，佛陀秘密地派遣兩人，這兩人是二乘人。《阿含經》
裏面佛陀前後左右現的都是聲聞人。有的聲聞人，舍利弗、目犍連等都是是古佛再
來，事實上是現聲聞人形象。“形色憔悴”，聲聞人如何入道後面會講到，聲聞人觀察苦
諦，無常故苦，苦即無我，無我故空，從四諦中的苦諦而證入偏真涅槃中去。形色
憔悴，形容這個人很憂傷的樣子。譬喻聲聞人觀察苦諦，從苦諦入手。“無威德者”，有
威可畏，有德可折，以德服人。聲聞人相对凡夫來講有很多威德，但是相對菩薩和
佛來說沒有威德。聲聞人證得三明六通、八解脫，這已是非常殊勝的大羅漢了，但
是比起佛陀的十八不共法這些報身佛的功德來說，距離很遙遠。剛剛講來到這個地
方除糞，《阿含經》裏面講了除糞的法門，從五停心觀開始修，觀察四念處，也就是
觀察苦諦，觀察五蘊是苦，通過苦的觀察，苦空無我，無我故空。慢慢去除見思惑、
最粗重的煩惱。這是第一個他怎麼攝受這個根机。 

第二段講到方便： 

◎◎◎◎即即即即脫瓔珞脫瓔珞脫瓔珞脫瓔珞，，，，著垢著垢著垢著垢膩衣膩衣膩衣膩衣，，，，以方以方以方以方便便便便故故故故，，，，得得得得近近近近其其其其子子子子。。。。    
大富長者他自己攝受自己的兒子，將自己身上的纓絡、寶衣脫下來，然後著乞丐

裝，垢膩衣，以此方便來親近他的兒子。這是譬喻，纓絡是報身佛的境界，將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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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功德身隱沒不現，著垢膩衣，，，，示現丈六比丘相。這對人道眾生來說是非常尊貴，
非常殊勝的身。但比起報身佛來說，就象脫下纓絡，著垢膩衣一樣的，以這樣的善
巧方便來接近他的兒子。就像《阿含經》裏面佛不會顯示報身佛的境界，也不會現
通教的佛，到色界頂這麼高的境界。他要現丈六比丘相，跟人一樣，娶妻生子，最
後出家成道，要托缽到處講法，天氣熱也要休息一下，這時大家認為佛陀跟人一樣，
好接近。 

講義 20面： 

◎◎◎◎次於阿含次於阿含次於阿含次於阿含，，，，聞因聞因聞因聞因緣緣緣緣生滅法生滅法生滅法生滅法，，，，轉凡轉凡轉凡轉凡成成成成聖聖聖聖，，，，如如如如轉乳轉乳轉乳轉乳成成成成酪酪酪酪。。。。    
這時候就象前面所講的證明，以此尊特身密遣二人去攝受他，就象《阿含經》裏
面佛陀所說的因緣所生法，析空觀的道理，使聲聞人能夠轉凡成聖，這個聖是阿羅
漢。這個時候就用五味來說，五時配五味，五味這時相當於酪，轉乳成酪，這個酪
是聖人，乳是凡夫。剛剛引了《法華經》的信解品來證明阿含時，智者大師講阿含
時有這個理論根據。講生滅四諦，現丈六比丘卑劣相，這個就是阿含時。 

             



                                                                教觀綱宗講記教觀綱宗講記教觀綱宗講記教觀綱宗講記（（（（2011201120112011年良因法師講于蓮因寺年良因法師講于蓮因寺年良因法師講于蓮因寺年良因法師講于蓮因寺）（）（）（）（6666））））    
    
【【【【過是已後過是已後過是已後過是已後，，，，心相體信心相體信心相體信心相體信，，，，入出無難入出無難入出無難入出無難，，，，然其所止然其所止然其所止然其所止，，，，猶在本處猶在本處猶在本處猶在本處】】】】    
此是方等時，彈偏斥小，歎大褒圓。破除這些聲聞人的粗重的法執。我們先講譬喻
的本身，【過是已後】在阿含時的時候，長者脫下瓔珞衣，直接攝受他的兒子。一
起來做除糞的工作，就像佛陀顯現丈六比丘相來為比丘說法，說生滅四諦的法，經
過二十年做除糞工作之後，【心相體信】，大家內心互相體信，體就是接納的意思，
信就是信任，父子之間互相越來越信任，【入出無難】指的是窮子，他在經過二十
幾年的慢慢適應之後，進出長者的家不再有恐懼心了。雖然說【入出無難】，但是
他的住處，【猶在本處】，他仍然是住在外面的草寮，這是譬喻本身。 
用譬喻我們在合這個法，【過是已後，心相體信】就是說聲聞人，經過二十幾年的
佛法薰陶之後，粗重的我執慢慢的去除了，對佛陀皈依的心也就越來越堅固了。【入
出無難】代表什麼呢？因為對佛的信仰越來越堅定，所以說有的時候佛陀現高大的
身就像通教的佛那種高大身，從地面高達到色界頂，四禪天的頂那麼高的高大身的
佛相，有時候恢復到丈六比丘的相，或现尊特身，為大家說大乘佛法，或者恢復到
丈六比丘相為大家講聲聞法，這個叫【入出無難】。【入】指的現尊特身，這種殊
勝的身。【出】就是說離開這種殊勝的相狀，回到凡夫身。這個叫【出】。【無難】
就是說，他看到佛陀這兩種身，他心中不會有障礙，因為他對佛的信心越來越堅定，
這叫【入出無難】。他慢慢地也看到佛現殊勝的尊特身來說大乘，慢慢的也聽聞了
一些大乘的佛法，漸漸的來淘汰他的法執。【然其所止，猶在本處】就是說他虽聽
了很多的大乘佛法，但是呢他總認為這個是菩薩的事情，跟自己沒有關係，佛陀講
的這個大乘啊是菩薩來修的跟我沒有關係，那這個叫【猶在本處】那這譬喻講完了。 
接著我們回到講義第二十面正文 



◎◎◎◎次聞方等次聞方等次聞方等次聞方等，，，，彈偏斥小彈偏斥小彈偏斥小彈偏斥小，，，，歎大褒圓歎大褒圓歎大褒圓歎大褒圓，，，，遂乃恥小慕大遂乃恥小慕大遂乃恥小慕大遂乃恥小慕大，，，，自悲敗種自悲敗種自悲敗種自悲敗種，，，，雖複具聞四教雖複具聞四教雖複具聞四教雖複具聞四教，，，，然但然但然但然但
密得通益密得通益密得通益密得通益，，，，如轉酪成生酥如轉酪成生酥如轉酪成生酥如轉酪成生酥。 
這個當中分為兩段，第一段是法說，第二段是譬喻說。 
法說：聲聞人的善根更加成熟，這個時候佛陀就為他們說方等的教法，方等教法主
要的特色就是【彈偏斥小，歎大褒圓】彈：彈劾。“偏”和“小”指的是藏教。《維摩詰
經》《不思議品》中講到佛陀弟子們一起到維摩詰的帳室裡面去探病時，維摩詰居
士就跟大家說法，維摩詰居士現出每個法座皆是高八萬四千由旬，法座現前的時候，
那些法身大士一下子就坐到法座上，沒有障礙，而聲聞人怎麼用神通力也上不去，
為什麼呢？這是大乘菩薩的境界，聲聞人那個道力是沒有辦法的，聲聞人上不去怎
麼辦呢？維摩詰居士就跟他們說啊，你們要是禮拜佛陀的話，佛力的加持就可以升
座，結果他們禮拜佛陀才能夠升座上去。另外維摩詰居士宣講大乘佛法，講完之後，
天女散花，來讚歎維摩詰居士講法。花掉到菩薩身上自然脫落到地面上，而掉到那
些聲聞比丘身上全部粘在上面，各位都知道聲聞人法執特別的重，比丘身上粘著的
花覺得很不莊嚴，怎麼弄都弄不掉，用神通力去也去不掉，維摩詰居士就說，這個
不是小乘人的道力所能夠去掉的花，大乘的威德力才能夠去掉的。為什麼呢？因為
小乘有法執，有法執就會粘染這個花。諸如此類的例子，聲聞人深深的感歎啊，聲
聞法跟大乘法是完全不同的境界。聲聞人證得小乘偏真的涅盤，他們認為這樣就已
經很圓滿了，不需要再學習大乘。所以就用神通現出大乘的境界，使得他們【恥小
慕大】，破除他們之前的執著。 
     焦芽敗種，敗種就是說種子，把種子埋到土裡去就能夠開花結果，但是你把種
子用火燒焦了，就算把他埋到土裡去，用最好的養分給它灌溉給它水給它陽光，它
也沒有辦法開花結果。因為它已經被燒成焦炭了，這個叫敗種。自悲就是自己感到
很悲哀。焦芽敗種意思就是說聲聞的習氣啊太重了，雖然說知道大乘佛法是好，但
是呢發不起那樣子的心，像有很多學佛的人，他也知道大乘佛法的好，但是你要他



發起菩提心就覺得很難，就是覺得那個心呀怎麼都發不起來，那這個聲聞人就覺得
他的聲聞種性太重了，這叫焦芽敗種。 
    所以雖複具聞四教，在方等法門當中藏通別圓四教，事實上都有提到，像《楞
嚴經》也是一樣，《楞嚴經》實際上是圓教的法，但是它以兼帶來說藏通別三教的
法，所以在方等時當中雖然聲聞人他都能夠具足聽聞四種教法，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入出無難】他在長者家進進出出已經沒有障礙了。【然但密得通益】，我們剛剛
講的【然其所止，猶在本處】就是說他們這些聲聞人，他們聽到方等的教法的時候，
他們得到了利益，還是以通教這種真諦涅盤利益為主，這叫【通益】。那【密得】
就是說他雖然說聽聞大乘佛法，可是那個聲聞的習氣很重，一下子還轉不過來，所
以呢他的心還是沒有說真正的回小向大，他知道大乘的好，也知道他自己本身非常
的不圓滿，但因為習氣太重，一下子想回小向大還沒那麼容易，這叫【密得】的意
思。因為得到通教的利益，所以他已經破除一份的法執，原本是藏教的析空觀，這
時候空觀的深廣度更加的殊勝，變成通教的體空觀。空觀智慧更加成熟，更加的有
力。 

那第一個是法說，第二個是譬喻說，就像什麼呢，轉乳酪成生酥，那生酥是我
們一般講點那個燈的酥油，稱之為生酥。 

般若時就是我們前面方等時的時候這些聲聞人雖然說也仰慕大乘，但是法執還
在，所以還沒有辦法回小向大，他還是非常的畏懼生死，認為涅盤跟生死是完全不
同的，不知道它們是同體的。還沒有辦法真正的承擔這樣子的生死涅盤等空華這樣
的大法。所以沒有辦法觀生死涅盤不二，所以還沒辦法真正的回小向大，那麼為了
這些聲聞人，再進一步的以這個般若的法水來破除他們微細的法執，這是般若時它
生起的緣由。 
我們先看附表一、《信解品》窮子譬喻的部分。般若時就是長者子經過幾番純熟之
後，開始要領受這個家業，做大總管，看到這個文 



◎◎◎◎是時長者有疾是時長者有疾是時長者有疾是時長者有疾，，，，自知將死不久自知將死不久自知將死不久自知將死不久。。。。語窮子言語窮子言語窮子言語窮子言，，，，我今多有金銀珍寶我今多有金銀珍寶我今多有金銀珍寶我今多有金銀珍寶，，，，倉庫盈溢倉庫盈溢倉庫盈溢倉庫盈溢，，，，其中多其中多其中多其中多
少少少少，，，，所應取與所應取與所應取與所應取與，，，，窮子受敕窮子受敕窮子受敕窮子受敕，，，，領知眾物領知眾物領知眾物領知眾物，，，，而無悕取一餐之意而無悕取一餐之意而無悕取一餐之意而無悕取一餐之意，，，，然其所止然其所止然其所止然其所止，，，，故在本處故在本處故在本處故在本處。 
    講到般若時，般若時當中分為兩段，第一段我們先講譬喻的本身。這個長者啊
他知道年紀大了，住世的時間不久了，這個時候呢，就跟他的窮子說，我有很多的
金銀財寶，【倉庫盈溢】盈溢就是滿，都出來了。其中或多或少，你應該要拿來取
與，所謂取與就是說你應該希望你能夠做這個總管，能夠幫我掌管這個財寶。這是
譬喻的本身。 
    接著我們匯合到般若時這個教法，長者就是佛陀，自知將死不久，就是說佛陀
知道在娑婆世界，化度的因緣已經慢慢的進入尾聲了，這個時候就對還沒有發菩提
心的聲聞人說：“我今多有金銀財寶”，意思是佛陀跟聲聞人顯示佛菩薩無量無邊定慧
的功德、三昧陀羅尼，希望聲聞人能夠領受。怎麼領受呢，比如在《大般若經》裡
頭，聲聞人他也可以在佛的加持力之下宣說大乘法空的義理。因為他經過方等時和
般若時不斷不斷的熏習，他已經對這個法門的本身能夠熟悉，就像這個長者要他做
總管一樣，他因為已經在這個家裡住久了，所以能夠做總管，財寶進出啊都沒有問
題。【其中多少】，多指的是廣說般若的法門，少就是略說般若的法門，比如須菩
提尊者、舍利弗尊者，有時候廣說般若波羅蜜，有時候略說般若波羅蜜，就像總管
一樣。【所應取與】取就是說拿來自己用功，與就是拿來教化他人。他們或者廣說
或者略說，或者自行，或者化他，這些阿羅漢慢慢的也能夠运用般若的法空的道理，
在佛力的加持之下也能夠宣說。第一段講到長者的方便。 
    第二段講到窮子得到的利益。【窮子受敕，領知眾物】，窮子接受長者的教敕
來當總管，掌管一切家裡的財寶，但是呢，雖然在他的手中的進進出出的財寶很多，
可是他從來沒有認為這個財寶的一絲一毫跟他有關係。同時呢【然其所止，猶在本
處】，這個止就是他住的地方，仍然是住在外面的草寮，雖然他做了總管，財富已
經進進出出無數都沒問題了，但因為他認為這個財富跟他沒關，所以他還是要住在



外面的草寮，匯合到法上就是說在般若會上，這些聲聞人也能夠在佛力的加持下為
新學的菩薩來講說大乘法空的道理。但是呢他從來沒有認為說這個大乘法空的道理
跟我有關，因為他不曉得這種大乘法空的理性啊是眾生自性本具，他仍然認為這個
是大菩薩的境界，他今天能夠宣說，他只是因為串習，聽佛說久了，然後又在佛力
的加持下所以他能夠宣說，但事實上他心中認為這個大菩薩境界跟我沒關，就像那
個總管一樣。這是般若時的聲聞人，他們得到的利益，心量是開闊了甚至也能夠宣
說法空的道理，但是呢，他所證得的還是阿羅漢，並沒有真正的提升，為什麼，關
鍵就在於他認為這些法好是好，但是那些法都是大菩薩的境界，不是跟我有關的。
如《瑜伽師地論》裡面講，眾生有不同的根性，有的眾生能夠成佛，有的眾生能夠
成阿羅漢，有的眾生能夠成緣覺，有的眾生能夠成就人天的果報，有五種的種性。
在《瑜伽師地論》裡面沒有很明顯的說，一切眾生都有佛性，一切眾生都能夠成佛。
所以我看傳記裡面講，說玄奘大師他到印度的時候，在一個觀音菩薩像前面咒願，
請問觀音菩薩，因為以他過去所學的，他的理解應該是一切眾生都有佛性，而在《瑜
伽師地論》裡面卻沒有明顯的說明這個道理。所以他心中疑惑，那有疑惑時候有沒
有辦法可以請問人來決斷怎麼辦呢，他投花求觀音菩薩加持來為他開示，如果這個
花投到觀音菩薩身上的呢。那就代表觀音菩薩同意沒有錯，一切眾生都有佛性，這
五種種性只是種方便說。如果這花掉下去了，沒有掛在觀音菩薩身上的話呢，代表
觀音菩薩不同意，確是五種種性沒有錯。所以一投，果然花掛到觀音菩薩的身上，
這個時候他就肯定了沒有錯，一切眾生都有佛性，只是有時候經典裡面方便說講五
種種性，有的時候只是種方便說，並不是定死的。但是在般若時聲聞人卻認為這個
是定死的，他不知道這個道理，差別在這裡。好我們接著回到講義 20面，看到這個
般若時的文 
◎◎◎◎次聞般若次聞般若次聞般若次聞般若————————會一切法皆摩訶衍會一切法皆摩訶衍會一切法皆摩訶衍會一切法皆摩訶衍，，，，轉教菩薩轉教菩薩轉教菩薩轉教菩薩，，，，領知領知領知領知一切佛法寶藏一切佛法寶藏一切佛法寶藏一切佛法寶藏，，，，雖帶通別雖帶通別雖帶通別雖帶通別，，，，證明證明證明證明
圓教圓教圓教圓教，，，，然但密得別益然但密得別益然但密得別益然但密得別益。。。。如轉生酥成熟酥如轉生酥成熟酥如轉生酥成熟酥如轉生酥成熟酥。。。。    



    接著呢，佛陀就為這些善根將要成熟的阿羅漢來宣說般若法門，那般若法門是
什麼呢，【會一切法，皆摩訶衍】我們前面有講的嘛，彰顯世間跟出世間法。在《大
般若經》當中用八十一科，八十一科就是所有的世間法跟出世間法分的八十一科啊，
全部會歸到第一義空，那這個【摩訶衍】，【摩訶】就是大，【衍】就是乘，那麼
會歸到大乘的第一義空。所謂破不是說把它給否定掉，而是說將它這個法，這個我
法二執去掉，去掉執著這個叫破。然後呢，轉教菩薩，在般若時當中聲聞人不僅聽
聞佛陀宣說，同時在佛力的加持之下，他們也能夠宣說般若法空的道理。能夠領知
佛法的一些寶藏，那這個是這個法的內容。 
    接著下面講到得到的利益【雖帶通別，正明圓教，然但密得別益】我們各位都
記得嘛，兼，但，對，帶，般若時只是帶通別，正明圓教，帶就是帶著通教和別教
的善巧方便來說明圓教，這個叫帶，所以說裡面也是講到圓教。般若時裡面也有講
到圓教，這是藕益大師他老人家見解。他說啊，其實《大般若經》當中大多數講的
教是圓教，第一義空即一切法。《大般若經》裡面雖然沒有用“如來藏”啊，“真如”啊，
“法界”啊這樣的名詞，他用第一義空這個名詞，但是《大般若經》裡面的這個第一義
空實際上就是我們講的真如。為什麼？因為第一義空即一切法，就是真如的道理，
所以經典當中有時候名詞用的不一樣，但是你要看它道理，比如你看到真如不要以
為真如就是圓教，你要查的話藏通別圓四教的經論裡面有提到真如，有時候真如是
真諦，有時候真如是但中，有時候真如是圓教的圓中，這個不一定。這個講到《大
般若經》裡面它有講到圓教的教法，但是呢這些的聲聞人只有得到別教的利益，什
麼是別教的利益呢，我們講別教是無量四諦，也就是說它們在這個般若會上，能夠
領知無量無量的佛法。但是並沒有說真正的得到，而是密得，為什麼叫做密得，就
是說他雖領知這個法，但是他並不認為這個法是自性本具的，所以第一義空即一切
法。這第一義空它並不認為是眾生的自性本具，它雖然知道這個空而不空的道理，
但是因為他不知道這是自性本具，所以他仍然是住在空中，那麼這叫密得。密得是



說他雖然領知無量的法藏，但是他並沒有真的去承擔，所以只是熏習了，然後把自
己的法執也破除了很多，但是他最後證得的還是安住在他聲聞的本位當中，要等到
法華涅盤的時候為他開權顯實，他那個時候才真正的發起菩提心。當然法華涅盤時
他們能夠發起菩提心也是因為經過這麼多番的調熟，從阿含、方等，般若這麼多番
的調熟才有辦法，這個密得別益，那就像什麼呢，如轉生酥成熟酥，這時候把生酥
再提煉變成更殊勝的熟酥。 
那接著第五個法華涅盤時，從阿含，方等，般若這樣調熟上去之後，在阿含當中破
除我執，乃至證得阿羅漢，然後在方等當中，進一步破粗分的法執，那般若時當中
更進一步的破更微細的法執，那麼它這法執比起以前已經淡很多，只差最後還沒有
承擔這個佛性道理而已，所以接著在法華會上佛陀就需要為他們開權顯實，使他們
能夠徹底的承擔這種大乘法空的道理。 
好我們看到附表一。看那法華時這個文，這時候長者付財。 
◎◎◎◎複經少時複經少時複經少時複經少時，，，，父知子意父知子意父知子意父知子意，，，，漸已通泰漸已通泰漸已通泰漸已通泰，，，，臨欲終時臨欲終時臨欲終時臨欲終時，，，，而命其子而命其子而命其子而命其子，，，，並會親族並會親族並會親族並會親族，，，，即自宣言即自宣言即自宣言即自宣言，，，，此此此此
實我實我實我實我子子子子，，，，我實其父我實其父我實其父我實其父。。。。今吾所有今吾所有今吾所有今吾所有，，，，皆是子有皆是子有皆是子有皆是子有，，，，付以家業付以家業付以家業付以家業。。。。窮子歡喜窮子歡喜窮子歡喜窮子歡喜，，，，得未曾有得未曾有得未曾有得未曾有。。。。    
那這個當中分為兩段，第一段講到佛的善巧方便，經過少時，經過一陣般若時，這
個時間相對來說不長。總管做一陣子之後，父親知道兒子的志向，漸已通泰。 
通就是通行無阻，通暢，那麼泰就是非常的安定安然的樣子，這個時候他能夠承擔
家業了，這個心量格局也夠了。 
所以在臨命終的時候就把他這個兒子叫來，還有親屬親朋好友全部叫來，宣佈說這
個總管他實際上是我的兒子，我實際上就是他的父親。 
注注注注：：：：此中漏掉所講此中漏掉所講此中漏掉所講此中漏掉所講：：：：從然此別五時法至戊二前從然此別五時法至戊二前從然此別五時法至戊二前從然此別五時法至戊二前。。。。    
补上补上补上补上：：：：    ((((根据净律寺版第六盘根据净律寺版第六盘根据净律寺版第六盘根据净律寺版第六盘 1111：：：：25252525分分分分))))    
◎◎◎◎然此別五時法亦不拘定年月日時然此別五時法亦不拘定年月日時然此別五時法亦不拘定年月日時然此別五時法亦不拘定年月日時，，，，但隨所應聞即便得聞但隨所應聞即便得聞但隨所應聞即便得聞但隨所應聞即便得聞。。。。如來說法如來說法如來說法如來說法，，，，神力自在神力自在神力自在神力自在，，，，一一一一
音異解豈容思議音異解豈容思議音異解豈容思議音異解豈容思議!!!!    



別五時法也不決定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時說的，隨所能聞即便得聞。雖然前面
講別五時，但這個結論還是提醒我們一下，不要忘了通五時，為什麼，因為眾生善
根難測，過去生已經栽培過了，今生就直接上去了。所以說不要看到別五時就认为
一定要這樣子，因為眾生根機各個不同，所以隨時為不同根機說不同的法。如來說
法，神力自在，佛以一音而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每個人聽的法還是不一樣的。 
庚二庚二庚二庚二、、、、明稍利隨時得入明稍利隨時得入明稍利隨時得入明稍利隨時得入    
理論上大部分人五味調熟，但也不一定，有的人根機特別利，經過二味、三味、四
味就可以了。 
    
◎◎◎◎又有根稍利者不必具曆五味又有根稍利者不必具曆五味又有根稍利者不必具曆五味又有根稍利者不必具曆五味，，，，或但經四番或但經四番或但經四番或但經四番、、、、三番三番三番三番、、、、二番陶鑄二番陶鑄二番陶鑄二番陶鑄，，，，便得入實便得入實便得入實便得入實。。。。    
有的根機稍微利的人不必具足經歷五味，或但經四番，四番就是說，華嚴时到般若
時，般若時是帶通別正說圓教，在般若時突然悟到圓頓道理，就像六祖慧能大師，
在山上砍柴，聽到別人誦《金剛經》馬上就悟了，後來去參訪五祖弘忍大師，弘忍
大師也是為他講《金剛經》，開悟了，《金剛經》就是般若時。可能過去生當中也
是經過阿含、方等、般若，甚至過去生也熏習過法華，今生在般若時開悟。如慧文
禪師看《中觀論》的偈頌“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悟出
了即空即假即中，一心三觀的道理。《中觀論》這個偈頌本身來說相對于般若時的
法，但是因為他過去生熏習過法華涅槃的法，今生聞到般若時的法開悟了，悟到圓
頓的理。三番是華嚴時、阿含時、方等時，如《楞嚴經》是方等時的經典，有人聽
到《楞嚴經》就悟到圓通。二番是華嚴時、阿含時，聽《阿含經》突然悟到圓頓的
理，如《阿含經》中有講八萬人天发無上心，所以經過幾番陶鑄不一定，因為每個
人悟處不同，雖說悟處不同，也是過去生五番的法熏習過了，今生突然在哪一時悟
到一佛乘的理。所以在《大般涅槃經》中舉個譬喻：“置毒乳中，遍五味中，性能殺
人”，就是將毒放在牛奶中，牛奶提煉酪、生酥、熟酥、醍醐，這五個階段，都能殺



人。毒比喻什麼呢，就是過去生五時教法都聽過了，至少圓頓的理聽聞過了，今生
不知在哪一時觸發過去生的善根悟入圓頓。 
◎◎◎◎若于阿含若于阿含若于阿含若于阿含、、、、方等方等方等方等、、、、般若般若般若般若，，，，隨一悟入者隨一悟入者隨一悟入者隨一悟入者，，，，即是秘密不定二種化儀所攝即是秘密不定二種化儀所攝即是秘密不定二種化儀所攝即是秘密不定二種化儀所攝。。。。    
不定，聽《阿含經》卻悟入圓頓，這叫不定，因為阿含屬於藏教的。聽《阿含經》
卻聽聞了佛在講圓教的法叫秘密。 
庚三庚三庚三庚三、、、、未熟更帶後教未熟更帶後教未熟更帶後教未熟更帶後教    
◎◎◎◎複有眾生未堪聞法華者複有眾生未堪聞法華者複有眾生未堪聞法華者複有眾生未堪聞法華者，，，，或自甘退席或自甘退席或自甘退席或自甘退席，，，，或移置他方或移置他方或移置他方或移置他方，，，，此則更待涅槃捃拾此則更待涅槃捃拾此則更待涅槃捃拾此則更待涅槃捃拾，，，，或待滅後或待滅後或待滅後或待滅後
餘佛餘佛餘佛餘佛。。。。事非一概事非一概事非一概事非一概，，，，熟玩法華玄義熟玩法華玄義熟玩法華玄義熟玩法華玄義、、、、文句文句文句文句，，，，群疑自釋群疑自釋群疑自釋群疑自釋。。。。    
有的众生不堪可听闻《法华经》，或自甘退席，就是《法华经序品中》，五千比丘
退席，或移置他方，就是《法华经-见宝塔品》，佛陀用神通力将不适合听法华的众
生移到他方去，这类众生今生栽培善根，但还不具足听《法华经》的因缘，就要等
到涅槃时，捃拾就是将掉在地下东西拾起来，到涅槃时再将这类众生带起来，再给
他们种圆顿的善根。如果连涅槃时都不行，只好等待佛陀灭度后其余的佛了。未来
有佛出世，他也出生在那个时候，善根就成熟了。很多在释迦牟尼佛时代的善根，
都是在古佛的时候没有证悟圆通，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证悟，这就是灭后余佛。所
以事情不能一概而论，要好好熟悉《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就清楚了。所以我
们通过了解通五时、别五时的道理，第一个，你从别五时可以知道学习次第，阿含-
藏教法很重要，不要轻忽了。后面讲到化法四教的时候就是从藏教开始讲起，因为
它是个基础。但是我们在教化众生的时候要有善巧方便，不是这个人一定要怎么怎
么的，因为他过去生善根我们不知道，或许他过去生善根已经成熟了，你要他一定
要把《阿含经》学好了，才能学习大乘，现在有的人会这样说，你阿含基础不够，
怎么学习大乘，实际不是这样子，我们没有神通，也许他过去生已经熟悉大乘了，
你跟他讲阿含反而不好，你这个时候跟他讲《金刚经》或者《法华经》就能契入。
所以我们在度众生时候，你知道通五时的道理，你就知道实际众生善根难测，不是



死的。当你知道别五时的道理后，你就知道我们自己也好，我们度众生也好，这个
人他缺什么样的教法，就能依照别五时相应的教法教给他，同时你的脑筋也不会死，
知道每个人根性不同，实际上他该用什么教法还不一定。只要他过去生栽培过这个
的善根，当然你可以让他学阿含时，但是阿含时过了之后，你也可以很快地跟他讲
大乘教法，或者这个人适合从大乘法契入，就让他从大乘法契入，不是要一定怎么
怎那么的。所以我们要做个大善知识不容易，第一个你对五时的教法要熟悉，而且
还要亲自实修，深入体会实修的经验。我们有的同学学过善知识仪轨，善知识的功
德中有一个是教富饶，能够遇到这样的善知识当然很难得，能遇到那是个人的福分，
不管有没有遇到，我们自己也是要发心，你要做善知识，不仅仅是教导大家念阿弥
陀佛就好了，你要学习种种的善巧方便，才能使不同根机的都能契入。你看藕益大
师阅藏，印光大师也阅藏，净土宗的祖师尚且如此，更何况各个宗派也是一样。那
么对于不同的教法我们要尽形寿不断学习，当然你要有核心，你学了多少用多少，
学了多少觉得好用就拿来调伏我们烦恼，心有安住处就好，这个时候从别五时当中
了解自己缺什么法，如果缺藏教的法，就从藏教法好好深入，如刚开始出家戒律很
重要，就从藏教律典好好学，这是必经的过程。当五时的教法都学习后，彼此能够
互相融通，以后能够成就大善巧，能够真正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到此是补的内到此是补的内到此是补的内到此是补的内
容容容容。。。。    
戊二戊二戊二戊二、、、、辨八教觀法辨八教觀法辨八教觀法辨八教觀法。。。。分二分二分二分二：：：：初化儀四教初化儀四教初化儀四教初化儀四教。。。。二二二二、、、、化法四教化法四教化法四教化法四教。。。。初又二初又二初又二初又二：：：：初明教相初明教相初明教相初明教相。。。。二二二二、、、、
明觀法明觀法明觀法明觀法。。。。初又四初又四初又四初又四；；；；初四教四性初四教四性初四教四性初四教四性。。。。二二二二、、、、部中部中部中部中用用用用教教教教。。。。三三三三、、、、頓頓頓頓漸相漸相漸相漸相融融融融。。。。四四四四、、、、兼兼兼兼明秘密不定明秘密不定明秘密不定明秘密不定。。。。
今初今初今初今初    
辨八教觀法當中分為兩段，第一個化儀四教，第二個化法四教。那麼第一個化儀四
教中分為兩個，一明教相，二明觀法。因為這個教觀綱宗它強調有教有觀，所以不
管化儀四教也好，化法四教也好都是有教有觀才好，在前面化儀四教的教法當中分
為四科。 



第一個四教自性，第二個部中用教，第三個頓漸相融，第四個兼明秘密不定。 
 
◎◎◎◎化儀四化儀四化儀四化儀四教說教說教說教說：：：：頓頓頓頓有二義有二義有二義有二義：：：：一一一一頓頓頓頓教部教部教部教部，，，，謂謂謂謂初成初成初成初成道道道道，，，，為為為為大根大根大根大根人人人人之所之所之所之所頓頓頓頓說說說說，，，，唯局唯局唯局唯局華華華華嚴嚴嚴嚴。。。。    
藏通別圓是治療眾生煩惱的藥，藏通兩教是治療見思病，別圓兩教治療無明病。

化儀四教它是一個藥方，藥材本身是藏通別圓四教，但是配藥的方法隨著眾生的根
機不同，有的直接下猛藥，有的必需要慢慢調，這個就是化儀四教，像藥方一樣。 

那化儀四教先介紹第一個頓教，那麼頓教有兩個不同的內容，一個是頓教部，
第二個是頓教相。這個“部”的話呢指的是五時(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法華涅盤
這個五時)。華嚴部、阿含部、乃至法華涅盤部。那這個教相指的是藏通別圓的內容。
頓教部就是佛陀初成道時候，為大根機的人宣說的，唯局華嚴，它是「正直舍方便，
直說無上道」。為法身大士或者是大乘善根特別殊勝的眾生來講別教和圓教界外的
大法，這個是頓教部。那接著呢第二個我們看頓教相。 

二二二二【【【【頓頓頓頓教相教相教相教相，，，，謂謂謂謂初初初初發發發發心時心時心時心時，，，，便成便成便成便成正覺正覺正覺正覺，，，，及及及及性性性性修修修修不二不二不二不二，，，，生佛體生佛體生佛體生佛體同同同同等義等義等義等義，，，，則方等則方等則方等則方等，，，，
般若般若般若般若諸諸諸諸經經經經，，，，悉悉悉悉皆有之皆有之皆有之皆有之】】】】    
   頓教就是圓教。“初發心時便成正覺”講圓教的證果的相狀，“性修不二”講到圓教的
行，“生佛體同”講到圓教的信解，剛好合起來就是信解行證。我們先講到這個圓教的
證，圓教它證什麼呢，““““初初初初發發發發心時便成心時便成心時便成心時便成正覺正覺正覺正覺””””，這個初發心指的圓教的初住菩薩，稱為
發心住，他已經證入中道的法身，所以他證入圓教的初住位的時候便成正覺，就是
說他所證得的這個理性跟佛所證得圓滿的中道理體，本質來說是無二無別。 
    那第二個呢，““““性性性性修修修修不二不二不二不二””””。。。。這個是講到圓教的行，性德是指我們眾生自性本具的
功德稱之為性德。那麼修德呢，就是說依著我們這個自性起種種的修行，如拜佛啊，
念佛啊，這些修行它是有功德的，所以稱之為修德。性修不二就是說圓教的修行方
法，称性起修，全修在性。比如你持名念佛，能夠了知能念的心全體法界，那麼所
念的佛全體法界，所以念佛的時候呢就是以心印心，我們的心跟阿彌陀佛的心假借



佛號為媒介。因為佛號全體法界，那這個佛號也是阿彌陀佛的法身全體，所以呢，
我們在念佛的時候，我們的心跟阿彌陀佛的心借著佛號的媒介互相交融在一起，互
含互攝。我們是阿彌陀佛心中的眾生，阿彌陀佛是我們心中的佛，彼此無二無別。
依這個理，能念心全體法界，所念的佛全體法界，自他不二、生佛不二，依著這樣
圓頓的理來念佛，那這個就是称性起修。因為你能夠念念的觀照，能念所念當體不
二，所以全修在性，能夠念念的消歸到自性，在念佛當中，就念念的開顯我們自性
本具的功德，這個就是圓教的性修不二。 
      第三個信解，生佛體同，就是說，我們信就要承擔，那怎麼能夠承擔呢，通
過圓頓法門的經論熏習，徹底的了知眾生的心跟佛的心是無二無別的，雖然我們現
在是煩惱眾生，但是我們自性當中所具足佛的功德，那麼跟圓滿的佛陀是無二無別
的，那麼這叫生佛體同，生就是眾生，佛就是至尊的佛陀，雖然說作用上有不同，
我們是顛倒迷惑，苦惱萬端，佛陀是萬德莊嚴法身自在，但是呢就本質來說實質上
是一樣的。像水跟波，那體是無二無別的，那麼只是作用上的差別不同而已。我們
在煩惱的惑業苦的身心當中，它的自性實際上就是清淨光明的，同時具足十法界這
個佛性的功德。好，那這個叫生佛體同，那這個是圓教的信解，你信了圓教的信解，
那麼發圓心，起圓行，那麼最後證圓果，初發心便成正覺，這是信解行證，這就是
頓教相的信解行證內涵。 
      方等般若方等般若方等般若方等般若諸諸諸諸經經經經悉悉悉悉皆有之皆有之皆有之皆有之。。。。方等，對藏說通別圓，般若“帶”通別正明圓教，所以都
有圓教的道理在裡頭，所以頓教的頓有兩個意思，一個是頓教部，一個是頓教相。
那這個地方講頓教相是兼帶著說，主要的還是頓教部。 
    接著看到這個漸教，漸教就是說次第的，由淺入深的上去，稱之為漸教，它基
本定義是這樣就是由淺入深的深入叫漸教。我們看到這個文 
 
◎◎◎◎漸漸漸漸亦二義亦二義亦二義亦二義：：：：一一一一、、、、漸教部漸教部漸教部漸教部。。。。謂惟局謂惟局謂惟局謂惟局，，，，阿含阿含阿含阿含為為為為漸初漸初漸初漸初，，，，方等方等方等方等為為為為漸中漸中漸中漸中，，，，般若般若般若般若為為為為漸後漸後漸後漸後】】】】    



那麼漸也是一樣，由淺入深，也是有兩種意義。一個漸教部，主要的就是阿含、
方等、般若，是漸教的初、中、後。漸教部中的漸教就是說，它沒有開顯這個圓教
理“眾生自性本具”，它雖然在方等般若有講圓教，但是呢它並沒有開顯，所以漸教部
當中是有圓教的，但是並沒有開顯說這個圓教的法是“眾生自性本具”這是漸教部。 
第二個我們看那漸教相。 
◎◎◎◎二二二二、、、、漸教相漸教相漸教相漸教相謂歷劫修行謂歷劫修行謂歷劫修行謂歷劫修行，，，，斷惑斷惑斷惑斷惑證證證證位位位位次第次第次第次第，，，，則華則華則華則華嚴嚴嚴嚴亦複有之亦複有之亦複有之亦複有之  
我們講這個相就是藏通別圓，那麼漸教相指的是什麼呢，就是藏通別這三教，就稱
之為漸教相。藏通別是漸教相，那麼漸教相特色是什麼呢？【【【【歷劫修行歷劫修行歷劫修行歷劫修行，，，，斷惑斷惑斷惑斷惑證證證證位位位位
次第次第次第次第】。不要望文生義，經典裡面講到歷劫，菩薩經過好幾劫的修行然後才能夠斷
惑證果，這個就是漸教，講到眾生具有佛性，你只要承擔就是佛，這個就是頓教。
如果這樣講的話，華嚴經的菩薩也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也是歷劫修行的斷惑證
果上去的，那他豈不是成個漸教，不是這麼解釋的。所以有時候文言文它本身因為
文字簡單，有時候它會容易讓人誤解。它這個地方講歷劫修行，斷惑證位次第指的
是什麼呢，指的不管圓教或者藏通別三教都是一樣，都是要歷劫修行來斷惑證果的。
那差別在哪裡呢，差別在於圓教信解它講到生佛體同的道理，就是說圓教也要經過
歷劫的修行，來斷惑證果，但是圓教的重點只是說斷惑證果之後你的功德開顯出來，
這功德是你自性本具的，你只是恢復你本來面目而已，那這是圓教。 
那別教，藏通別三教它這個功德的開顯，它認為功德不是你自性本具的，但是呢你
經過你的努力，你可以得到這樣的功德。像唯識的經論，就它明顯的意義來說，它
就是強調你不斷不斷的積功累德，經無數阿僧祇劫的修行之後，你可以證得什麼什
麼的功德，初地、二地、三地，乃至十地、佛果，這叫歷劫修行，斷惑證果。圓教
也是歷劫修行，但它的態度是什麼呢，就像剝洋蔥一樣，把煩惱一層層的剝落，煩
惱剝落一層，你自性就開顯一分，所以呢，這個圓教是講就是「但有去翳法，沒有
增明法」，只有去掉眼翳的方法，沒有把眼睛變的更亮的，眼睛本來就很亮了，只



是被眼翳給遮蓋住了，那麼就像《楞嚴經》講的，「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歸無所
得就是當他證得圓滿菩提的時候，實質上是無所得，你說你得到佛的三身、四智、
五眼、六通、十力、四無所畏，那麼所謂得到報身佛的功德，不是真正從外來的得
到的，而是什麼呢，你自性本來有具足，只是說顛倒迷惑不顯現，那麼現在通過修
行把它給開顯出來，所以這句【歷劫修行，斷惑證位次第】是這樣解釋的。所以呢
華嚴亦複有之，《華嚴經》華嚴圓兼別，所以它裡面也有別教的思想，別教就是我
剛剛講的，經過歷劫修行才能夠得到佛的種種的功德，但是這功德並不是自性本具
的，這個是當常，當常思想。 
那另外呢現常的思想，就是說你現在就具足常住佛性的功德，這叫現常。 
◎◎◎◎法華會漸法華會漸法華會漸法華會漸歸頓歸頓歸頓歸頓，，，，不不不不同同同同華華華華嚴嚴嚴嚴初說初說初說初說，，，，故非故非故非故非頓頓頓頓。。。。不不不不同同同同阿含阿含阿含阿含，，，，方等方等方等方等，，，，般若般若般若般若，，，，隔隔隔隔曆不曆不曆不曆不融融融融，，，，故故故故
非漸非漸非漸非漸。。。。    
    法華跟涅盤都是一樣，它們重點就是在會漸歸頓，將所有的漸教的法門，會歸
到頓教一佛乘這個法門當中去，叫會漸歸頓。所以呢這底下分兩個。我們先看法華
跟頓漸二部的關係。先看頓教部，法華它不同于華嚴初說，為上根利智的法身大士
來說這個圓頓法門，所以它不是頓教部。然後呢，它也不同阿含、方等、般若的隔
曆不融，就是說方等、般若雖然也有講這個圓教的法，但是它並沒有講這個圓教是
眾生自性本具。《法華經》它開顯所謂的漸教法是方便法，實質上教是一佛乘。就
像我們講那個化城譬喻品，兩百由旬、三百由旬、當中每一個化城實質上都是通往
寶所的路上的，那當法華開顯之後，所有的這個法都是一佛乘，聲聞法也是一佛乘。
所以這個時候，就沒有隔曆不融的情況。在那之前，沒有開顯之前，隔曆不融，藏
通別圓四教後後勝前前，但是呢並沒這種同樣都是一佛乘的這種觀念，這叫隔曆不
融。約著這部來說，它非頓，因為它非頓說大法；但也非漸，它已經開顯了一佛乘
的道理，所以呢所有漸教的法全部匯歸到都是一佛乘。就像那個《法華經》說的「決
了聲聞法，唯諸經中王」，什麼叫諸經中王，就是一佛乘的法嘛，那麼聲聞法經過



《法華經》的這個開顯之後決了之後，聲聞法也是一佛乘，那麼這個就部來說非漸
非頓，就相來說，我們看下面的相。 
◎◎◎◎然然然然仍雙昭仍雙昭仍雙昭仍雙昭，，，，頓頓頓頓，，，，漸漸漸漸兩兩兩兩相相相相    
這個法華當中它有講到這個頓教相，藏通別圓法門，但它講藏通別圓法門是種會

歸的意思，當會歸之後所有的法都是一佛乘，所以他雖然非頓非漸，但仍然雙昭頓
漸二相，有圓教的頓教相，然後也有這個藏通別的漸教相，但是呢，雖然它有藏通
別的漸教相，但是它非漸，因為它已經開顯了，那麼所有一切法都是圓頓法，那雖
然說它有講到這個圓教的頓教相，但是他這跟華嚴來說又不是華嚴那種頓教部，因
為它也是種會歸的，不是直說大法，那麼這是法華的這個情況就部來說非頓，非漸，
但是呢就相來說，仍然雙昭頓漸兩相。 
 



教觀綱宗講記教觀綱宗講記教觀綱宗講記教觀綱宗講記（（（（2011201120112011年良因法師講于蓮因寺年良因法師講于蓮因寺年良因法師講于蓮因寺年良因法師講于蓮因寺））））(07)(07)(07)(07)    
    

◎◎◎◎秘密亦有二義一秘密亦有二義一秘密亦有二義一秘密亦有二義一、、、、秘密教謂於前四時中秘密教謂於前四時中秘密教謂於前四時中秘密教謂於前四時中，，，，或為彼人說頓或為彼人說頓或為彼人說頓或為彼人說頓，，，，或為此人說漸或為此人說漸或為此人說漸或為此人說漸，，，，彼此互不彼此互不彼此互不彼此互不
相知相知相知相知，，，，各自得益各自得益各自得益各自得益。。。。    
「秘密」有兩個：一是秘密教。秘密的傳授這個教法，稱秘密教。各位看前面，「頓」
跟「漸」都是有頓教部、頓教相。但是，「秘密」只有「秘密教」還有「秘密咒」，
那為什麼沒有秘密部呢？事實上並沒有所謂的別外一部叫秘密部，因為根據這秘密
的定義我們就知道事實上或者頓教部的法,或者漸教部的法，只是說法的方式是秘密
說稱之為秘密。這個「秘密教」就是秘密傳授這個教法。在這前四時，就是我剛講
的有頓教部、有漸教部，「頓教部」就是『華嚴』；「漸教部」就是『阿含』『方等』『般
若』；這四時。那在這四時當中或為彼人說頓，就是說在同樣的一個法會當中，彼此
互相不知道，佛陀為這個人來說頓教華嚴的法；或為此人說漸，但卻為別外的人說
阿含方等般若漸教部的法。重點是彼此互不相知。「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
解」，彼此互不相知而是各獲得到利益。那麼這是秘密教。 

蕅益大師他說，如果在一個法座當中，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那這個法
會稱秘密教呢？還是不定教呢？比如說在這法座當中佛陀用神通力來說法，但有的
人知道佛陀說這個法同時說有兩種法音，但有的人他只聽到一種發音。那這種差別
是屬於什麼呢？藕祖解釋說，如果是第一類，他知道佛陀在這個法會當中，同時宣
說兩種法音的話，同時都知道，這對他來說屬於「不定教」。因為他聽到佛陀同時在
說不同的法，對他來說並沒有任何的秘密，稱之為不定教。對第二類的人來說，如
果他只有聽到佛陀在說一種的法音，另外一種他沒有聽到，那這樣對他來說，就是
屬於秘密教。所謂的秘密教，就是當事人本身只有聽到一種的法音，而每個人聽到
的都不一樣這就是秘密。 

接著，看到第二個經文： 



◎◎◎◎    二二二二、、、、秘密咒謂一切陀羅尼章句秘密咒謂一切陀羅尼章句秘密咒謂一切陀羅尼章句秘密咒謂一切陀羅尼章句。。。。即五時教中即五時教中即五時教中即五時教中，，，，皆悉有之皆悉有之皆悉有之皆悉有之。。。。    
 咒就是「陀羅尼」。 「陀羅尼」翻譯成漢文意思就是「總持」，有法、義、忍、

咒這四種的陀羅尼，這地方秘密咒指的就是咒「陀羅尼」。咒語稱之為陀羅尼，因為
它總持無量的意義在裡頭 ，我們後面會講到咒語有「四悉檀」的意義。所以說隨人
智慧的淺深，他所領會到的咒語意義是不一樣的。為什麼「大悲咒」不翻譯，因為
一翻譯它就局限了。咒語是佛陀的清淨心當中所流露出來的聲音，所以它含有無量
義，它能夠總攝佛的清淨心當中所有的功德，所以稱之為總持。它是一種秘密的聲
音，在這個聲音當中，它能夠總攝佛的法身功德，所以稱為秘密咒。「密咒」在五時
當中都有，如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法華涅槃，每一部經典都有咒語，所以，
秘密咒是通于五時的。秘密教是通於前四時，因為法華、涅槃時是沒有秘密的，都
是開顯的，顯露的，也沒有不定的。  

接著介紹「化儀四教」當中的第四個「不定」。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不定亦有二義一不定亦有二義一不定亦有二義一不定亦有二義一、、、、不定教不定教不定教不定教，，，，謂於前四時中謂於前四時中謂於前四時中謂於前四時中，，，，或為此人說漸或為此人說漸或為此人說漸或為此人說漸，，，，彼此互知彼此互知彼此互知彼此互知，，，，

各別得益各別得益各別得益各別得益。。。。即是宜聞頓者聞頓即是宜聞頓者聞頓即是宜聞頓者聞頓即是宜聞頓者聞頓，，，，宜聞漸者聞漸也宜聞漸者聞漸也宜聞漸者聞漸也宜聞漸者聞漸也。。。。    
在前四時中，或為彼人說頓，為那個人說「華嚴」的頓教部，或為此人說漸，

同時在一個法會當中，對另外一個人，佛陀為他們說阿含、方等、般若漸教，重點
是彼此互知，各別得益。也就說宜聞頓者聞頓，宜聞漸者聞漸。應當聽聞頓教的人
就為他說頓教，應當適合聽漸教就為他說漸教，這個叫「不定教」，是彼此互知的。 

接著看第二個經文： 
◎◎◎◎二二二二、、、、不定益不定益不定益不定益，，，，謂前四時中謂前四時中謂前四時中謂前四時中，，，，或聞頓教得漸益或聞頓教得漸益或聞頓教得漸益或聞頓教得漸益，，，，或聞漸教得頓益或聞漸教得頓益或聞漸教得頓益或聞漸教得頓益。。。。即是以頓助漸即是以頓助漸即是以頓助漸即是以頓助漸，，，，

以漸助頓也以漸助頓也以漸助頓也以漸助頓也。。。。    
第二個講到不定的利益，什麼是不定的利益呢？這也是約著前四時，聽聞法華

涅槃決定成就一佛乘，沒有不定益的。那麼前四時當中，有的聞到頓教得到漸教的
利益，就像在《楞嚴經》裡面，摩登伽女聽到首楞嚴大定的法門之後，（事實首楞嚴



大定的方法是圓教的法），她聽到這個圓教的法之後，得到漸益，就是說她證得三果
「阿那含」，「阿那含」即藏教的果位，這就是漸益。聞頓教，就是說他聽聞楞嚴經
圓教的法，結果證道是藏教的三果。或者聞漸教者得頓益，就像在經典裡面講，佛
陀在鹿野苑為五比丘三轉四諦法輪的時候，同時有八萬的人天聽佛陀講三轉四諦法
輪時證得大乘圓頓的「無生忍」，這就是聞漸教得頓益。阿含轉藏教的四諦法輪，本
身是一種漸教的法，但是，因為這個眾生過去生善根很深厚，所以他聽到阿含法的
時候，破他內心的執著，這個時候他就證得圓頓，得到頓教的利益。這就像我們之
前講的《涅槃經》裡面的在牛奶裡面放毒藥，有的人喝牛奶時就中毒，把牛奶轉變
成乳、酪、生酥、熟酥、醍醐，不管它怎麼樣的轉變，只要在任何一個階段喝到牛
奶，吃到醍醐的人都會中毒。意思就是說，眾生過去生曾經栽培過圓頓的善根，就
像牛奶裡面放毒的意思一樣，所以他今生聽到阿含經，阿含是屬於生酥的法。這時
因為觸動過去生的善根，就像吃到生酥，生酥裡頭有毒一樣中毒，那這就是過去生
的善根，所以他聽聞漸教時會得到頓教的利益。即是以頓助漸，，，，頓助漸就是說有的
人過去生栽培漸教的善根多，但是，他這個時候聽到頓教的法，比如：聽到《華嚴
經》或聽到《楞嚴經》這樣頓教法門的時候，對他來說雖然沒辦法得到頓教的利益，
但是卻能夠因為聽聞,然後思維圓頓法空的道理而觸動他過去生當中漸教的種子的善
根，就像剛講摩登伽女她過去生栽培的漸教的善根多，結果證得三果阿那含。這是
一種情況。 

第二個以漸助頓，，，，剛好反過來，他過去生當中圓頓的善根栽培的多，這個時候
聽到漸教法，可能就觸動他的善根，就像有的人他過去生栽培圓頓的種，他今生聽
到講了《不淨觀》，《不淨觀》本身就是一個漸教的法，他聽了之後，欲心調伏下來
了，因為煩惱調伏了，般若種子的善根這時就被觸發，圓頓種就發揮了作用，修不
淨觀開悟圓通的智慧。就像《楞嚴經》二十五圓通有的觀呼吸，像優婆離尊者觀察
持戒，持戒當中觀察身根，攝住身根，接著證入圓通，所以眾生的根機千差萬別，



沒有說一個藥可以治所有的病。那當然對一個初學者來說多念阿彌陀佛這是不會錯
的。但是，要引導他進入佛法的善巧，那麼是有無量無邊的。所以，我們學習化儀
四教的時候，一方面你會瞭解佛陀在施設教法的善巧，這時就不會覺得衝突。再來
你以後依著這個法自利之後有能力也要利他，也能夠像佛陀這樣，依著「化儀四教」
頓說、或漸說、或秘密說、或不定說、當然秘密說要有神通啦，秘密說沒辦法。至
少不定說是可以的，這是講到不定的利益。所以禪宗古德有人撞鐘開悟；有人劈柴
開悟。怎麼我們整天燒水劈柴都不會開悟，所以問題關鍵並不是說撞鐘本身可以開
悟，或者劈柴本身可以開悟，而是說他曾經栽培的圓頓種，在這個境界上的一個刺
激就會讓他突然開悟。虛雲老和尚，別人倒一杯熱茶給他，結果手一拿太燙，不小
心把杯子摔到地上，摔碎了，在那一刹那他突然就開悟了，那當然這是過去生栽培
的圓頓種和今生不斷的串習，不斷地用功才開悟。我們在學習佛法的時候我們不要
分別說這是漸教的法，那是頓教的法。我們一下子，就要從圓頓下手，對漸教的法
無所謂，好像很不在乎，這樣子其實是不對的，眾生各有各的悟處，每個人開悟的
悟處各有不同，所以在讀《阿含經》當中，或讀這一些方等的經典當中，突然就開
悟了，這都有可能。 

再跟各位講一個公案：以前，有一個參禪的，他參禪了很久也沒有開悟。有一
天，他到菜市場去去買東西，那麼經過菜市場賣肉鋪的時候聽到顧客跟賣肉的老闆
在那邊談話，顧客跟老闆說，老闆給我一塊上等肉，結果，老闆他說，我這肉鋪裡
面的肉那塊不是上等的！結果，這大德聽了之後馬上就開悟了。他悟到什麼呢？就
像《楞嚴經》講的一切法不管染法也好，淨法也好，一切都是如來藏妙真如性的全
體大用。所以染也好，淨也好，沒有所謂上與下，高與低。我們講是這麼講，但跟
開悟的是不一樣，他是有勝解力。我們現在剛開始是聽《楞嚴經》怎麼說，我們自
己心中還沒有那種勝解力，那種覺受，當一個人經過長時間的用功之後，經過一個
這樣的契機他開悟了，這個法在他心中就有勝解的力量。佛陀他是有大善巧的，有



時說頓，有時說漸，眾生得到利益各各不同，施設教法善巧方便是無量無邊的，要
什麼樣的辦法是不一定。 
辛二辛二辛二辛二、、、、部中用教部中用教部中用教部中用教。。。。    
◎◎◎◎頓教部頓教部頓教部頓教部，，，，止用別圓二種化法止用別圓二種化法止用別圓二種化法止用別圓二種化法。。。。漸教部漸教部漸教部漸教部，，，，具用四種化法具用四種化法具用四種化法具用四種化法。。。。顯露不定顯露不定顯露不定顯露不定，，，，既遍四時既遍四時既遍四時既遍四時，，，，亦還亦還亦還亦還
用四種化法用四種化法用四種化法用四種化法。。。。秘密不定秘密不定秘密不定秘密不定，，，，亦遍四時亦遍四時亦遍四時亦遍四時，，，，亦還用四種化法亦還用四種化法亦還用四種化法亦還用四種化法。。。。    
頓教部，我們可以配合《五時八教圖》見附表二： 

你看頓教部是
什麼？就是華嚴嘛！華嚴兼圓兼別。那麼，華嚴只有用圓跟別這二種的化法。這個
地方是在做一個比對，「化儀四教」比對「化法四教」。「化儀四教」當中的「頓教部」
就是華嚴。它有別跟圓這種教法。漸教部，具用四種化法，各位看漸教部有漸初、
漸中、漸後，就是阿含、方等、般若。阿含但；方等對；般若帶；但，對，帶什麼
意思，各位都很清楚了，你看阿含就只有藏教。方等對藏教說通別圓。那麼般若帶
通別正說圓教。所以漸教部的漸初、漸中、漸後，總攝起來含攝藏通別圓四教。具
用四種化法。這個是漸教部。 
顯露不定顯露不定顯露不定顯露不定    
顯露不定顯露不定顯露不定顯露不定就是不定教。既既既既遍四時遍四時遍四時遍四時，，，，亦還用亦還用亦還用亦還用四種化法四種化法四種化法四種化法。。。。所謂四時就是我們講「法華」



跟「涅槃」它是沒有不定跟秘密的。「不定教」對兩人說法不同但彼此互知這叫不定。
有可能對他說華嚴；有可能對他說阿含。這就是說佛陀所說法的內容事實上不外乎
這個四時，華嚴時到般若四時,四時當中所含攝化法四教化法四教化法四教化法四教的教法,也就是藏通別圓四教
都有了。 
所謂秘密不定，就是秘密教。這個秘密教也是一樣，遍於四時，秘密就是彼此不知
道。“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所聽聞法的內容是不一樣的，但是也不外
乎前面四時，從華嚴時到般若四時，不外乎藏通別圓四種化法的內容。 
    辛三辛三辛三辛三「「「「頓漸相融頓漸相融頓漸相融頓漸相融」。」。」。」。    
  所謂頓漸相融就是說不管頓教相也好，漸教相也好，事實上都是一樣，「頓中有漸，
漸中有頓」。。。。這就是天臺圓融的地方，他不會把一個什麼東西說死。佛陀的教法本來
是很善巧，很圓融的，而智者大師的大智慧就把這些道理給發揮出來，我們來看這
個文，什麼是頓教相？ 
◎◎◎◎頓教相頓教相頓教相頓教相，，，，局惟在圓局惟在圓局惟在圓局惟在圓，，，，通則前之三教通則前之三教通則前之三教通則前之三教，，，，亦自各有頓義亦自各有頓義亦自各有頓義亦自各有頓義。。。。如善來得阿羅漢等如善來得阿羅漢等如善來得阿羅漢等如善來得阿羅漢等。。。。    
頓教相可以用“通”跟“局”兩個角度來說，局：就是講到狹義。通：是廣義。那麼先講“局”
狹義的來說。頓教相指的是什麼呢？指的是圓教，我們前面有講到，頓教相在 22頁
倒數第三行，頓教相，「謂出發心時，便成正覺，及性修不二，生佛體同等義」那這
就是圓教啦！就狹義來說，頓教相，就是圓教而已。那麼“通”就廣義。就廣義來說。
前面三教:藏、通、別三教，一樣各自有頓義，什麼意思呢？就像「善來得阿羅漢等」
在佛陀時代有的因一句話開示，他馬上就當下就證果，證果的時候，佛陀就講「善
來比丘」他馬上就鬚髮自落袈裟披身自然成就比丘的戒體。這是佛陀在世時善根特
別強的比丘，是阿羅漢的比丘，這叫善來得阿羅漢，這善來比丘證得的是阿羅漢的
果位，他所證得果位是屬於漸教的果位，證果就是頓證，從凡夫突然跳到四果阿羅
漢，他證果的話是“頓證”。但是，教義的本身是漸教，所以這叫漸中頓。漸中頓就是
說，教義本身是漸教，但證果頓證，這是屬於頓教相。狹義的來說就是圓教，廣義



的來說藏通別三教，各自有漸中頓的相狀，那漸中頓指的是證果或頓證的情況，接
著看下一個漸教相： 
◎◎◎◎漸教相漸教相漸教相漸教相，，，，局在藏通別三局在藏通別三局在藏通別三局在藏通別三，，，，通則圓教亦有漸義通則圓教亦有漸義通則圓教亦有漸義通則圓教亦有漸義。。。。如觀行如觀行如觀行如觀行、、、、相似相似相似相似、、、、分證分證分證分證、、、、究竟等究竟等究竟等究竟等。。。。    
漸教相也是一樣，我們分為狹義跟廣義這兩方面來說，局就是狹義，狹義的漸教相
就是藏通別三教，它屬於漸教。什麼是漸教相？歷劫修證、修因證果，那麼這屬於
漸教相，就是說在還沒有開顯佛性之前，那就教義來說是屬於漸教相，但是廣義的
漸教相，圓教當中也有漸義，怎麼說呢？如圓教的觀行、相似、分證、究竟等，雖
然說他在名字即時就已經頓悟圓教的道理，名字即就開悟了，但是，頓悟了之後不
是馬上就成佛啊！他還是一樣要漸次，漸次的修上去，然後到成佛為止。各位看溈
山大師，溈山警策他有講『可中頓悟正因，便是出塵階漸』頓悟正因，這個正因，
就是佛性的道理，“頓悟正因”是出塵，就是離開生死輪回，乃至離開九法界的生死，
出塵的臺階，從名字即開悟了，開始觀行即，相似、分證、究竟，一層層的上去，
所以這叫頓中漸。就是說它教義本身屬於頓教，但是他證果的方式必須漸次的上去。
沒有一個人，今天是個凡夫，他突然聽到圓教的道理，馬上就變成佛，像那個“善來
比丘”一樣，鬚髮自落、袈裟披身，變阿羅漢，在藏教阿羅漢還有可能，那成佛是需
要三大阿僧衹劫、乃至無量阿僧衹劫，所以，縱然他悟的是圓教的理，但成佛也是
一層一層的斷惑證真修上去，所以叫頓中漸。頓相中也有漸教相，那麼法的本身是
頓教，但是他在證果還是一層一層的證上去，這叫頓中漸。頓漸相融就是這個意思，
頓中有漸，漸中有頓。你去把它理清了，一個是講到教義的本身有頓、跟漸；一個
是講到證果。 
    辛四兼明秘密不定辛四兼明秘密不定辛四兼明秘密不定辛四兼明秘密不定      
兼明兼明兼明兼明就是兼帶著來說明秘密教跟不定教，再做個補充的說明： 
    ◎◎◎◎秘密教秘密教秘密教秘密教，，，，互不相知互不相知互不相知互不相知，，，，故無可話傳故無可話傳故無可話傳故無可話傳；；；；秘密咒秘密咒秘密咒秘密咒，，，，約四悉檀約四悉檀約四悉檀約四悉檀，，，，故有可傳故有可傳故有可傳故有可傳。。。。    
先看到秘密的部分。同樣的一個法坐上彼此聽到的法音是不同的，彼此互相不知道



所以稱之為秘密，它的內容也不出於藏通別圓四教，所以教義本身也沒有特別其它
的秘密。就是不離開四教。只是互不相知而已，故無可傳。所謂“無可傳”不是說這個
教法是很神秘沒辦法傳，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不離開四教，只是彼此互相不知道，
所以稱之為無可傳。第二個秘密咒，我們剛才講它的本義當中有無量義所以稱為密
咒！因為有無量義，不要去翻譯它，但約著四悉檀的因緣，是可以傳的。秘密咒是
這樣，你不懂它咒語的意思，但是這咒語是可以公開傳授的。那什麼叫四悉檀呢？
那麼，我們來解釋這“四悉檀”。悉：就是普遍。檀；就稱為檀那，這是梵文，那麼梵
文檀那的意思就是佈施。所以悉檀，就是華梵雙舉，普遍佈施，就是佛陀的大善巧，
普遍佈施眾生佛法的方式有四種，透過這四種的方式來攝受所有的眾生，所以稱之
為四悉檀。 
    
四悉檀四悉檀四悉檀四悉檀::::    
1、世界悉檀-歡喜義；2、為人悉檀-生善義；3、對治悉檀-破惡義；4、第一義悉檀-
入理義。出自出自出自出自《《《《大智度論大智度論大智度論大智度論》》》》卷一卷一卷一卷一。。。。四悉檀基本上是這樣，那我們再看，什麼叫約四悉檀
秘密咒可傳呢？ 
第一個世界悉檀—歡喜義，我們剛講悉檀是普遍的佈施。那為什麼叫世界悉檀呢，
就是隨順世間人的習慣，習慣的思考，習慣的用語、不講空性，不講第一義諦，這
叫做世界悉檀。比如說，這個稱為佛像，這叫桌子那叫椅子，事實上約佛法來說，
這一切都是夢幻泡影，都是不真實的。但是你要跟一個人溝通時，必須用語言文字，
所以不壞世間的假名，這叫佛像、桌子、椅子，假借世間人他所熟悉的觀念跟名詞
來跟他談。像佛陀在經典裡面講，造善業可以得到快樂的果報，造惡業要墮落到三
惡道；有的經典裡面講有佛、法、僧三寶的出世等等的，那麼在這當中並沒有講到
空性，都是講有因果，有三寶，有為的世界，這都是隨順世間人能夠理解的方式來
宣說教化，這是第一個世界悉檀，所以世界悉檀稱為歡喜義，因為你這樣講眾生就



歡喜啊！你跟他講有因果，種善因可得到好的果報，恭敬供養三寶可以得到殊勝的
果報，不講空性，就假借世間的語言文字、概念，來建立眾生基本的正知見，那眾
生聽了歡喜。因此這些語言概念，都是他熟悉，能夠接受的，所以世界悉檀歡喜義。 
 再講咒語，為什麼會有四悉檀的因緣可傳呢？就是說有一類的眾生，如果用世界悉
檀來跟他講這咒語功德的話，他就能歡喜，他就能接受。什麼意思呢？你看有的經
典裡面講到咒語都是佛菩薩的名字，鬼神王的名字，你要念這咒語，就會有鬼神王，
佛菩薩來加被護持修行人。各位看《大悲咒》84相 84句，南無喝囉達那是什麼相，
哆囉夜耶是什麼相，就是類似這個意思 ，那這是世界悉檀的歡喜義。跟眾生講咒語
裡面實際上就是呼喚佛菩薩，呼喚護法神，他們來保護你，呼喚他們來的時候能夠
使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大家身心安樂，這純粹講世間人能夠歡喜接受的境界。現
在有些學者他不瞭解四悉檀的因緣。他看到佛經裡面講說這個咒語《大悲咒》或什
麼咒是鬼神王的名字，或鬼神的號令什麼的，就說咒語是鬼神的語言，是印度婆羅
門教的習俗，然後跑到佛法裡面來了，不曉得佛陀講的這些道理是世界悉檀的意義,
結果就真以為,咒語只有鬼神王的名字，我們學習空性的人，學習般若波羅蜜的人,不
應該去接觸這些咒語,因為這些層次都是很低,都是鬼神王的名字而已,或是驅使鬼神
的力量而已,這個時候就喪失很多持咒的利益，造就謗法的很多罪業啊！這只是咒語
當中的第一世界悉檀的利益，有一類眾生就是需要用世界悉檀來跟他說才能夠歡喜,
能夠透過持咒得到利益。我們講你念阿彌陀佛,因為念阿彌陀佛時,可以跟阿彌陀佛感
應道交,臨終阿彌陀佛現前,西方三聖現前,捧著金蓮花接引我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
裡面完全沒有空性的道理,你聽的時候歡喜念佛，跟佛菩薩感應道交能往生,那這就是
世界悉檀,有的人卻以為念佛原來就是事相上的東西，我不要念佛，要高層次的般若
波羅蜜，實際上是不懂佛陀施設四悉壇的意義。 
 第二個為人悉檀-生善義。所謂為人悉檀是隨著各人的善根。經典裡面舉個譬喻：就
像軍隊裡面的號令，進出軍營時候都要號令，而每天的號令都不一樣，如果口令對



了便可進去，口令錯了就要被抓起來不讓進來了。就是口令必須要完全正確才能夠
相通、相應、才能夠答應讓他進來。為人的意思就是根據各人的根性，有的喜歡藏
教、有的喜歡通教、有的喜歡別教、有的喜歡圓教，每個人的根性不同，所以佛陀
也隨從個人的根性不同來施設相應的教法，稱為人悉檀。為人悉檀目的是為了生善，
栽培眾生的善根--稱為人悉檀生善義。 
再講到咒語的部分，在經典裡面佛陀講持咒會有大福報、不用怕鬼神的干擾，持咒
可以生起種種禪定、戒定慧的功德等等，在經典裡面提到持咒能夠生起種種善根善
法是約著為人悉檀生善義來說法的。讓眾生歡喜之餘接著告訴他持咒能生起善根，
就願意去持咒。比如持大悲咒沒有福報的人，持大悲咒會有福報。或心很躁動持大
悲咒時心就能夠慢慢的沉靜下來，心能夠沉靜下來持大悲咒就能夠生起般若智慧，
本來不聰明的人，你持咒可以生起智慧，就像黃教格魯派的人他們特別喜歡持文殊
菩薩心咒: 
『『『『嗡嗡嗡嗡    阿阿阿阿    拉拉拉拉    巴巴巴巴    紮紮紮紮    那那那那    帝帝帝帝 ,發音：ōng ā rā，bā zhā nà dǐ』』』』 
因文殊咒可以成就很廣大的記憶力，記憶力不太好的人持文殊咒容易記下來，然後
再來可以成就辯才，持文殊咒口才會非常好，辯經、答辯時候能夠辯才無礙，這是
生善義為人悉檀，講到咒語能夠生起我們的善根。 
第三個對治悉檀第三個對治悉檀第三個對治悉檀第三個對治悉檀----破惡義破惡義破惡義破惡義。生起善根的目的是為了要破惡。持咒生起般若智慧讓心定
下來或者持咒得福報就是為了調伏煩惱，更進一步，當善根更加利，他不只是追求
一些有相的福報、有相的功德他想更進一步的得到解脫，此時對他說是對治悉檀破
惡義，就像我們講持咒可以降魔。根據醫學家的觀察研究，發現我們人的欲心在清
晨的時候會特別重。古代高僧大德有這個智慧覺察到眾生確實在這個時候欲心特別
重。我們為什麼要三點半起床或有的佛寺二點半三點就起床，就是在清晨如四五點
五六點欲心還沒有發動之前一早起來，不要再睡了，然後起來持楞嚴咒，楞嚴咒可
以破欲魔，所以持一持，一天當中欲的煩惱就會淡泊很多，這是破惡義。或者講持



《往生咒》就是《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羅尼》，持《往生咒》可以破障，像有
的人得冤業病、業障病，持《往生咒》可以破除障礙，或者有人學習經論怎麼都進
不去，可以持文殊菩薩咒語，也可持大悲咒。那麼透過咒語持下去的時候可以破壞
愚癡的障礙，所以，對治悉檀破惡义來說咒語有這樣的意義在。所以這個層次就更
高了不只是求有為的辯才、福報、聰明智慧這些有相的東西。他更進一步希望要得
到東西來破惡，要來破除煩惱，佛陀就對他說對治悉檀破惡益。所以持咒有這樣的
功能。這是屬於有相的範圍。 
第四個第第四個第第四個第第四個第一義諦悉檀一義諦悉檀一義諦悉檀一義諦悉檀----入理義入理義入理義入理義。。。。這裡講到第一義的道理。前面講咒語或者生善或者破
惡或者鬼神王的名字，佛菩薩的名字，其實這些還只是方便，就第一義來說，咒語
本身是佛的淨法界等流正法，佛的清淨法界等流相隨順的正法，所以講為什麼咒語
不翻譯，它有秘密義。而且當你翻出來的時候你開始分別，當眾生的虛幻分別時候
他在持咒能夠得到咒語的利益，也只是有相的而且有限的利益而已。《了凡四訓》雲
谷禪師告訴袁了凡怎麼持《准提咒》就是不動念，只是一個誠心。心不要動念分別
咒語到底什麼意思只是很單純的心像鏡子一樣，讓咒語的聲音在你心中浮現出來，
此時就能夠得到利益，就能夠跟佛的清淨的法身互相彼此交融感應道交。咒語是佛
的法身全體大用，就如蕅益大師在彌陀要解裡面講念佛的時候實際上你的心，也就
是我們眾生自性本具的法，這個本具的自性跟佛的清淨法身「室光和光室光和光室光和光室光和光」就像教室
裡面的光互相交錯在一起，互相含攝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時我們的自
性跟佛的清淨法身互相交融的時候，我們是阿彌陀佛心中的眾生，阿彌陀佛是我們
心中的佛，彼此無二無別，彼此互相沒有障礙，此時不思議熏、不思議變，就像念
佛圓通章裡說的「如染香人身有香氣」，在佛的法身清淨功德熏習下我們那個雜染的
心就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慢慢的煩惱就脫落，障礙破除乃至能夠入理證得第一義
諦。當我們懂得圓頓道理來持咒時，這是理持。《彌陀要解》說理持，依著圓頓智慧
來持咒念佛是理持。蕅祖說持到事一心不亂可以破見思惑，持到理一心不亂可以破



無明惑，證法身。經典《大悲心陀羅尼經》裡面說：觀音菩薩，過去在修菩薩道的
時候，聽正法明如來跟她說大悲咒的時候馬上從初地跳到八地，初地到八地一般來
講是一大阿僧祇劫的時間，馬上跳躍上去，就是受持大悲咒當下跳上去的，所以咒
語本身它有無量義。持咒的人智慧淺深所感召到的四悉檀的利益各個不同。所以咒
語不只是鬼神的名字或呼喚驅使鬼神的力量或一些很低層次的東西或是婆羅門教的
影響進來的，那都不是。事實上咒語跟佛號一樣講到最究竟處就是佛的清淨法身的
全體。怎樣攝受佛的清淨法身?可以思維般若波羅蜜跟法相應，此時心跟佛的清淨法
身是相應這是一種方式。第二個持咒。既然思維般若波羅蜜的道理但要一直安住在
這個境界當中，沒那麼容易，要照常理，心心息幻塵，念念地跟般若波羅蜜實相智
慧相應，一般凡夫做不到。所以很多的古德為了要保任這份正念都是靠念佛，念阿
彌陀佛的名號，他不見得修淨土，但會願意念佛來保任他的正念不失，因為他懂得
佛號本身就是第一義悉檀，佛號本身就是佛的清淨法身，這就是四悉檀的利益。隨
著眾生善根的淺深，佛陀為他說咒語的意義也是有淺深。回到剛才的文，約四悉檀，
故有可傳。咒語雖然內容是秘密的，但是還是可以傳的，只要眾生具足四悉檀的因
緣都可以傳。這是秘密咒。秘密教彼此不知所以不可傳，秘密咒是可傳的。 
    ◎◎◎◎不定教不定教不定教不定教、、、、不定益不定益不定益不定益，，，，並入前四時中並入前四時中並入前四時中並入前四時中，，，，故無別部可指故無別部可指故無別部可指故無別部可指。。。。    
不定教，為彼人說頓，為此人說漸，彼此相知是不定教。不定益，佛陀同樣說一個
法大家聽到的都一樣，但是得到利益不一樣這叫不定益。不管是不定教或者不定益，
但事實上所說法的內容都不離藏通別圓四教所以無別部可指，沒有其它別部的內容
了。 
 
庚二庚二庚二庚二、、、、明觀法明觀法明觀法明觀法。。。。    分三分三分三分三：：：：初總說初總說初總說初總說。。。。    二二二二、、、、別釋別釋別釋別釋。。。。    三三三三、、、、料簡料簡料簡料簡。。。。        
◎◎◎◎今初今初今初今初。。。。約化儀教約化儀教約化儀教約化儀教，，，，復立三觀謂頓觀復立三觀謂頓觀復立三觀謂頓觀復立三觀謂頓觀、、、、漸觀漸觀漸觀漸觀、、、、不定觀不定觀不定觀不定觀。。。。    
總說「化儀四教」當中只有三個觀。之前講化法四教有四教四觀。化儀四教有四教



三觀，頓觀、漸觀、不定觀，怎麼少了秘密觀呢？看下文： 
◎◎◎◎蓋秘密教蓋秘密教蓋秘密教蓋秘密教，，，，既不可傳既不可傳既不可傳既不可傳，，，，故不可約之立觀故不可約之立觀故不可約之立觀故不可約之立觀。。。。設欲立觀設欲立觀設欲立觀設欲立觀，，，，亦止是頓亦止是頓亦止是頓亦止是頓、、、、漸漸漸漸、、、、不定不定不定不定、、、、三法皆三法皆三法皆三法皆
秘密耳秘密耳秘密耳秘密耳。。。。    
我們講秘密就是同樣一坐當中每個人聽到的不一樣叫做秘密教。秘密教彼此不知當
然就不可傳了了了了。。。。故不可約之立觀，沒辦法來約著它立觀。所謂不可傳不是真的沒辦
法傳下來，而是說每個人聽的不一樣，就像佛陀在剛初成道的 21天藏教看到佛陀不
說法，頂多講三皈五戒世間善法。但是，圓頓種性的人聽到佛陀在講華嚴經。有的
看到佛不說法，有的看到佛來說華嚴經，所以這個不可傳不是說一定不能傳下來，
而是說因為每個人聽得不一樣沒有辦法作為一種通途的流傳。那如果必須要立觀，
實際它的內容也就是頓漸不定而已。所以，秘密教的觀法不是修密法，修大圓滿、
大手印。實際所謂秘密的觀法不離開頓漸不定這三個法，不離開藏通別圓四教，只
是說傳授的過程當中是秘密的，因秘密所以不可傳，因不可傳所以也說不可約之立
觀，這是第一段總說。 
辛二辛二辛二辛二、、、、別釋別釋別釋別釋。。。。今今今今此三觀此三觀此三觀此三觀，，，，名與教同名與教同名與教同名與教同，，，，旨乃大異旨乃大異旨乃大異旨乃大異。。。。    
頓,漸,不定,這三種觀法名字跟教是相同的。教指的是化儀四教。頓觀、漸觀、不定觀
一樣都是講頓漸不定這個名字，教的名字是一樣的，但旨乃大異，它的旨趣等於說
它的內容是完全不相同的。這個地方講到頓、漸、不定這三種觀都是圓教的修行人,
不是前面藏通別三教人來修觀。我們看到底下的文： 
    ◎◎◎◎何以言之何以言之何以言之何以言之????頓教指華嚴經頓教指華嚴經頓教指華嚴經頓教指華嚴經,,,,義則兼別義則兼別義則兼別義則兼別。。。。頓觀唯約圓人頓觀唯約圓人頓觀唯約圓人頓觀唯約圓人,,,,初心便現諸法實相初心便現諸法實相初心便現諸法實相初心便現諸法實相,,,,如摩訶止觀如摩訶止觀如摩訶止觀如摩訶止觀
所明是也所明是也所明是也所明是也。。。。    
第一個頓教,頓教部它指的《華嚴經》,《華嚴經》的教義則兼別教,《華嚴經》它是圓
兼別，所以教義圓教、別教都有,這是屬於頓教部法的內容。頓觀指的是什麼?唯約圓
人。只有約著圓教的修行人，就是天臺當中的頓，漸，不定三種觀法,都是約著圓教
修行人。初心便觀諸法實相，他智慧特別高,他不需要經過漸次的上來,他一開始懂得



圓教的道理之後,馬上就觀察諸法實相,或者修一心三觀或像禪宗的參禪。像這樣的修
行人怎麼修呢？如摩訶止觀所明是也。各位知道天臺有三種止觀：圓頓止觀、漸次
止觀、不定止觀，剛好配合化儀四教這三種教。摩訶止觀要怎麼修，它就是四種三
昧。常行、常坐、半行半坐、非行非坐。非行非坐又稱隨自意三昧；常行就像般舟
三昧 90 天；常坐三昧就像結壇 90 天持楞嚴咒，或是半行半坐或非行非坐，持大悲
懺就是非行非坐。摩訶止觀講到這四種三昧的修行。四種三昧當中常坐，常行只是
身上的威儀不同，能觀的智慧都是一樣的，都是一樣直接修一心三觀。 
●舉例：比如說現在很流行的常行三昧 90天，打般舟三昧旋繞 90天不休息。要怎麼
修呢？可以從身口意三方面來說，身業 90天當中除了吃飯還有上廁所可以坐下，其
它時候都在站著或直立或經行，睡覺時就掛個繩子，自己掛在上面，站著睡。自然
睡不熟腳一軟跌下來，此時警覺然後繼續旋繞經行 90天。這要很強的意志力身體也
要很好，這是身業的修法。口業打般舟三昧的時候，根據《般舟三昧經》口業是默
念阿彌陀佛的佛號或者出聲念或出聲唱阿彌陀佛的佛號。現在打般舟三昧大部分是
身業、口業。第三個意業。根據般舟三昧，意業才是最重要的。意業是什麼呢？是
修止觀。修觀可以觀察阿彌陀佛依正二報的莊嚴，這是事相觀。第二個理觀，觀察
阿彌陀佛依正二報莊嚴的同時，不只是說阿彌陀佛正報三十二相看得很清楚。極樂
世界依報山河大地看得很清楚，不只是這些東西，他同時觀察一心三觀，比如觀察
阿彌陀佛的三十二相，在觀察同時能夠具足即空即假即中的智慧。在上學期《天臺
小止觀》講過，一心三觀的修法：「二重能所」，第一重能所觀察一心三觀的道理；
第二重能所用一心三觀的道理去照境界。依著一心三觀的智慧去照所觀的依正二報
的境界，有時候是純粹的旋繞，出聲念佛的時候心中也是一樣，去照佛號的境界，
用這一心三觀的智慧去照佛號的境界，我們知道方便隨緣止，離二邊分別止，以一
心三觀去照佛號的境界這是離二邊分別止，這是修圓頓的止。有時是修觀，觀察極
樂世界依正二報的莊嚴，或觀察實相的道理。或者有時以一心三觀的智慧去照依正



二報的境界，這是修般舟三昧，所以我們知道要行般舟三昧圓頓止觀不只身體要好，
行力要強，更重要的是般若智慧要先具足，包括平常的練習；比如持佛名號，佛號
清晰是基礎，或者平常練習觀察極樂世界依正二報的莊嚴,更重要的是一心三觀智慧
的栽培。一心三觀智慧栽培要前面很多很多的資糧，很多資糧都具足之後接著修圓
頓法，以一心三觀的智慧照佛號的境界或者照阿彌陀佛依正二報的境界，然後配合
身體的精進的旋繞，口業的持誦阿彌陀佛的名號，這就是般舟三昧它的圓頓止觀的
修行方法。常行三昧,常坐三昧,半行半坐非行非坐道理都是一樣的。像拜佛時我們觀
想，“能禮所禮性空寂，感應道交難思義”，這就是一種或者說在學習修圓頓止觀。因
這禮佛偈本身就講到“三觀”，圓頓的三觀，我們在念的時候慢慢地在一邊慢慢體會這
個道理，隨緣入觀，體會這個道理，此時就是隨順于修圓頓止觀，這是頓觀。他開
悟圓頓理之後就直接修一心三觀，不再假借其它的方便，因前面的方便都具足了，
他不再修“不淨觀”，多嗔眾生“慈悲觀”，就直接修一心三觀或者是像禪宗一下參禪，
或者參話頭這是頓觀。  
 接著看到第二個漸教: 
◎漸教指阿含方等般若漸教指阿含方等般若漸教指阿含方等般若漸教指阿含方等般若，，，，義兼四教義兼四教義兼四教義兼四教，，，，復未開顯復未開顯復未開顯復未開顯。。。。    
先講漸教部，根據五時八教圖我們知道漸教部指阿含，方等，般若，內容都具足藏
通別圓四教。 
复未開顯是說雖然裡面也有圓教，但這個圓教是還沒有開顯的圓教，還沒有講到圓
頓的理是眾生自性本具。所以稱之為漸教部。漸教部的修行人他觀修不一定懂得圓
教的道理。漸觀不一樣。 
◎漸觀亦唯約圓人漸觀亦唯約圓人漸觀亦唯約圓人漸觀亦唯約圓人，，，，解雖已圓解雖已圓解雖已圓解雖已圓，，，，行須次第行須次第行須次第行須次第。。。。如釋禪波羅蜜法門所明是也如釋禪波羅蜜法門所明是也如釋禪波羅蜜法門所明是也如釋禪波羅蜜法門所明是也。。。。    
漸觀也唯約圓人，已經開悟了圓頓解。在名字即當中已經開悟了圓頓解，瞭解了眾
生自性本具佛性。解雖已圓，行須次第，解已經是開圓頓解，當他行的時候沒辦法
一下子修一心三觀，雖已瞭解圓頓的道理，但是，福德智慧的資糧不具足的時候，



修一心三觀不相應。道理知道是知道，但真的去修的時候那種勝解力生不起來，所
以解雖已圓，行須次第，慢慢的修上去。像《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或像我們上學
期學的《小止觀》也是一樣屬於漸次止觀。《小止觀》到後面講到「證果篇」，講到
圓教的道理。我們雖然瞭解，開圓解,但是行的時候還要從最前面的二十五方便：調
身調心調息這些基礎慢慢的學習修上去，《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也是一樣。先講到
世間禪：「四禪八定」這八種禪，再講到出世間禪，聲聞緣覺人所修的禪，最後講到
出世間上上禪，大乘菩薩所修的禪法，雖然講的時候是次第講上去，但事實上已經
開圓解了，只是修的時候從基礎慢慢修上去，這是屬於漸觀這部分。開圓解平常靜
坐的時候也去思維圓頓的道理，比如《楞嚴經》，《法華經》圓頓的道理，平常靜坐
也會去思維，但是現階段他主修的時候會從五停心觀，四念處觀這些方便的教法作
為主修來下手，但是，並不代表他不懂圓頓理。只是說他現在在修這個法的時候能
觀智慧可能還是漸教的無常、不淨、苦、無我這種漸教的智慧去照境界，但他是懂
圓教的道理，只是在觀修的時候他沒辦法用的上。漸教講完了。 
接著第三個講到“不定”。 
◎不定教指前四時不定教指前四時不定教指前四時不定教指前四時，，，，亦兼四教亦兼四教亦兼四教亦兼四教，，，，仍未會合仍未會合仍未會合仍未會合。。。。    
不定教我們已經知道，就是為彼人說頓，為此人說漸，彼此相知，，，，所以不定教它內
容不外乎前四時，前面的四部華嚴、阿含、方等、般若這四部，內容當然也包括藏
通別圓四教，只是仍未會合，都沒有開顯一佛乘的道理，雖然有講圓教但是沒有開
顯一佛乘。 
◎不定觀亦唯約圓人不定觀亦唯約圓人不定觀亦唯約圓人不定觀亦唯約圓人，，，，解已先圓解已先圓解已先圓解已先圓，，，，隨於何行隨於何行隨於何行隨於何行，，，，或超或次或超或次或超或次或超或次，，，，皆得悟入皆得悟入皆得悟入皆得悟入。。。。如六妙門所明是如六妙門所明是如六妙門所明是如六妙門所明是
也也也也。。。。    
不定觀也是一樣約著開圓頓解的圓教的修行人，他解雖然已經是圓教了，但是也不
見得就馬上能夠修一心三觀的圓頓止觀，所以隨於何行，，，，隨于藏通別圓任何一種方
法來行都可以，或者頓超，他可能修藏教的法頓超證得圓通，或藏教修完再修通教



再修別教這樣漸次漸次修上去的時候，在其中某一點，或通教，或別教當中就證得
圓通這叫漸次。皆得悟入就是剛講的毒放在牛奶中的譬喻一樣，他不管在什麼時候
當中聽聞什麼時的教法，只要善根成熟就能開發過去的圓頓種。就像天臺當中的不
定止觀「六妙門」，六妙門其實本來是通于藏教聲聞人所修的。智者大師他的六妙門
詮釋，是以不定止觀的方式來詮釋。什麼叫不定止觀的方式來詮釋？就是過去生曾
經栽培過圓頓種，或觀察不淨、九想觀、四諦藏教法的時候證得圓通，觸動過去生
圓頓種的善根，就超越上去，或修通教，觀察四宏誓願，觀察一切法如夢如幻空，
然後體假入空，體會一切法如夢如幻悟入到空性當中依這樣智慧來修結果證得圓
通。就像六祖慧能大師聽《金剛經》開悟，或像慧文禪師聽中觀論的偈頌「因緣所
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是中道義」，這裡面看起來好像是通教，但是，
他卻在這當中悟入圓通超越證到圓教，這是通教。別教，或者說他觀察《華嚴經》
或其他大乘經典，在這當中學習無量四諦的智慧悟入圓教。在藏通別圓四教、五時
當中任何一個法，只要一點進去都有可能觸動他過去生圓頓的善根。而能夠超越證
得圓通，就是說不需要像漸次止觀一樣，一層層學上去，修上去，當然也沒有辦法
像圓頓止觀的人一下手就觀一心三觀，所以介於這兩個的中間，或超或次能夠證入
圓通，這就是不定觀的方式。辛二別釋講完。 
辛三辛三辛三辛三、、、、料簡料簡料簡料簡    
◎◎◎◎問問問問：：：：但說圓頓止觀即是但說圓頓止觀即是但說圓頓止觀即是但說圓頓止觀即是，，，，何意復說漸及不定何意復說漸及不定何意復說漸及不定何意復說漸及不定。。。。    
答答答答：：：：根根根根性各別性各別性各別性各別。。。。若但說頓若但說頓若但說頓若但說頓，，，，收機不盡收機不盡收機不盡收機不盡。。。。    

這個地方設兩個問答，第一個問答是說我們只要圓頓止觀就好了，何必還要說漸次
止觀跟不定止觀呢？對不對！既然有圓頓止觀一下手一心三觀就好，何必還要再修
漸次跟不定呢？回答：根性各別，大家一樣都是開圓頓解，但是善根有不同，就像
大家同樣都進入好的學校，一樣都考上台大，但是每個人都還是不一樣，有的他根
性比較高，很快就上去，有的人他是勉強考上台大那他讀起來就會很辛苦。所以只



有說圓頓的止觀，收機不盡。。。。每個人都要修“摩訶止觀”做不到，要學摩訶止觀四種三
昧，先要瞭解什麼是一心三觀，前面有很多的基礎太多的解門跟行門基礎，一下子
叫他修一心三觀他做不到。所以必須要有漸次跟不定這兩種止觀才能攝受廣大的根
機。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 
◎◎◎◎問問問問：：：：既稱漸及不定既稱漸及不定既稱漸及不定既稱漸及不定，，，，何故唯約圓人何故唯約圓人何故唯約圓人何故唯約圓人。。。。    
答答答答：：：：圓人受法圓人受法圓人受法圓人受法，，，，無法不圓無法不圓無法不圓無法不圓。。。。又未開圓解又未開圓解又未開圓解又未開圓解，，，，不應輒論修證不應輒論修證不應輒論修證不應輒論修證；；；；縱令修證縱令修證縱令修證縱令修證，，，，未免日劫相倍未免日劫相倍未免日劫相倍未免日劫相倍。。。。    
我們剛講這三種止觀都是開圓解的圓教修行人，那這個地方問說既然有漸教還有不
定教為何前面只有討論圓教的修行人所修的止觀呢？為何不講藏教通教別教這三教
修行人的止觀呢？這回答當中分成兩段：第一段圓人受法。。。。圓人就是大開圓解的人，
大開圓解的人受持任何一個法無法不圓。就像我們看蕅益大師九天當中寫《彌陀要
解》，他能夠把阿彌陀佛的名號還有淨土法門的功德發揮得淋漓盡致，不只是說事相
的持名念佛要虔誠恭敬，同時也說明在這個念佛當中事持還有理持，在理持當中可
以斷見思，破無明，所以圓人受法無法不圓。像楞嚴經二十五圓通，有的人下手從
數息，有的人下手從觀察水大遍一切處，這一切都是聲聞的禪法，或者觀察鼻尖白，
鼻尖的呼吸或像持戒優波離尊者的持戒這都屬於聲聞的教法。如果開圓頓解的話，
透過聲聞的教法的學習的修學，他一樣可以把它匯歸到圓頓的法門，就像我們剛講
的持佛名號，不懂圓頓法的人就只是事持，懂得開圓解得人就能夠從事持轉到理持。
所以前面講藏通別圓三教的法，在沒有開顯之前有各別各別的差別，但等開顯之後，
圓教修行人開圓解得去修每個法都是一佛乘，都是成佛的法。這叫法依法依法依法依。一佛乘，
有人依法依，這屬於法依的部分。他每天修什麼法都能夠用一心三觀的智慧去照。
修藏教通教別教都是一樣，用一心三觀的智慧去照，所以每個法都變成圓教的法，
這叫圓人受法無法不圓。天臺修觀他直接開權顯實的修，雖然有修漸教的法，但是
開權顯實之後都是圓頓法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呢？如果不是圓教的人修觀算什麼
呢？所以他第二個回答未開圓解，不應輒論修證。講的標準很高，“輒”就是擅自地說



他有修證，如修藏教證阿羅漢，或修通教、修別教，這些都稱之為緣修。在沒有開
悟圓頓解之前都稱之為緣修。等到真正開悟圓頓解之後的修行才叫真行，真正的跟
法性相應。縱令修證，縱然他們也有藏通別三教的修證，但是不免日劫相倍，所謂
日劫相倍就是說圓教的人修一天的功德，可能藏通別三教的修行可能要修一劫這叫
日劫相倍。因為圓教修行是稱合自性，所以地天臺宗講到實修禪的方法，他只是講
圓教的道理。第一個圓人受法無法不圓是第一個理由。第二個沒有如圓教的修證都
是緣修。天臺講判教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進入真修，真修三種止觀。而這三種止觀都
是開圓頓解，所以天臺的教法，頓、漸、不定這三種觀法都是圓教修行人。至於說
在沒有開圓頓解之前，藏通別三教的修行怎麼修後面再講到「化法四教」的時候會
慢慢的介紹。但是，介紹那些實際上只是一個方便，透過方便的目的是為了成就圓
修，圓修當中或者修圓頓止觀，或者修漸次止觀，或者修不定止觀，是為了這個目
的而學習這些教法的。這叫以漸助頓，就像十乘觀法裡面講到「對治助開」是這個
意思。 
 
 



 

教觀綱宗講記教觀綱宗講記教觀綱宗講記教觀綱宗講記（（（（2011201120112011年良因法師講于蓮因寺年良因法師講于蓮因寺年良因法師講于蓮因寺年良因法師講于蓮因寺）（）（）（）（8888））））    

 

藏通別圓四教是整個教觀綱宗及天臺教法的核心部分——（藏通別圓）。前面講到
五時，或是化儀四教的頓、漸、秘密、不定，都是施設的方便，方便中所施設的主
要內容就是藏通別圓四教。 

己二己二己二己二、、、、化法四教化法四教化法四教化法四教    

分二分二分二分二、、、、初總明設教之意初總明設教之意初總明設教之意初總明設教之意。。。。    

說明為什麼要安立四教的意思，讓眾生直接得到解脫不就好了嗎？為什麼要安立這
四教？ 

    二二二二、、、、別明四教之相別明四教之相別明四教之相別明四教之相。。。。    

瞭解它的立意之後，接著要說明它差別的相狀。 

今初今初今初今初。 

◎◎◎◎化法四教說化法四教說化法四教說化法四教說，，，，法尚無一法尚無一法尚無一法尚無一，，，，雲何有四雲何有四雲何有四雲何有四？？？？    

 化法是教化的方法、法門。法義的內容分為四種，所以稱為化法四教，雖然有四，
但是智者大師強調法的本身是圓融的，因為我們的心本來是周遍法界。今天佛陀施
設種種教法的目的，主要是當做標月指，透過手指去看月亮，也就是說透過手指的
目的是要看我們這念心，所以法無定法。怎麼樣能讓眾生看到他的心，就用什麼樣
的方法去教導眾生。所以說“法尚無一”。我們說法有一門或四門（藏通別圓）或八萬
四千法門，實際上都是方便說，都是標月指，透過標月指要看到我們的心。那麼為
什麼說法尚無一呢，一切法都是一佛乘，藏通別圓四教事實上都是一佛乘。所謂一



 

佛乘就是一也不可得，為什麼說一也不可得呢？不是說沒有一佛乘，佛法中強調“不
可得”不等於沒有，而是說它的真實性不可得，一佛乘的真實性也是不可得。如窮子
喻中，雖然窮子起初的身份是個乞丐，只是因為他父親沒有認證，其實他本質就是
大富長者的獨生子，擁有億萬家財，等到他被大富長者指認之後，他才知道其實之
前整個過程中他都是大富長者的兒子，不管他是做總管也好，作粗工也好，他都是
大富長者的兒子，本質上是沒有差別的。這個比喻說明什麼呢，不管做總管也好做
粗工也好，就像我們講的藏通別三教的權法，圓教稱為實法，所謂權法、實法都是
為開顯我們的心性而安立的，當心性開顯之後，我們才知道權也不可得，實也不可
得。為什麼說權法不可得呢，不可得不是說沒有，而是說它的真實性不可得，藏通
別三教的方便權法，它的本質雖然之前沒有開顯，但本質就是一佛乘。就像剛才講
的，雖然大富長者還沒有指認，但是指認之後，知道以前做粗工也好、總管也好，
他都是大富長者的兒子，擁有億萬家產，只是當初他不知道，事實上這是沒差別的。
他之前是做粗工也好，總管也好，都是為了承擔家業所做的一些前方便。藏通別的
方便法門也是如此，雖然佛陀之前沒有正式開顯一佛乘的道理，但等到開顯之後我
們會發現事實上所有的權法都是實法，所有權法都是為了成就成佛當中的一條路，
所以我們講“權不可得”，就是說權法的真實性都是一佛乘，並不是說像之前沒有開顯
的，它就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目標而已。不是說做粗工永遠做粗工，做總管永遠
做總管，不是的，它都是為了要承擔家業所施設的一個前方便，所以說“權不可得”。
所謂“不可得”是說它的真實性是不可得的，這是第一個非權，權不可得。第二個非實，
開顯之後實法不可得，所謂實法，不是離開權法之外有一個實法，不是離開乞丐、
粗工、總管之外另外還有一個人是大富長者的兒子，不是的，在沒有開顯之前，這
個人就是大富長者的兒子，所以實法不可得。什麼是圓頓法，等《法華經》開顯之
後，一切法都是圓頓法，一切法都是一佛乘，每個法他可能走了三百由旬，兩百由



 

旬，一百由旬，雖然走的距離不一樣，但實際都是走向五百由旬寶所路上的過程。
所以開顯之後，什麼是實法？就是成佛之後，成就究竟圓滿佛果的方法。什麼是實
法，所有一切法都是實法。所以《法華經》說：「決了聲聞法，是諸經中王」。聲
聞法講觀察四諦、十二因緣或五停心觀等等，當你決了之後，開權顯實之後，原來
這些法都是成佛的方法，之前佛陀講修五戒十善升天，觀察四諦十二因緣證阿羅漢
或證辟支佛，事實上這些都是方便說，實際上五戒十善、四諦、十二因緣、六度，
這一切一切的法都是為了要成佛，這一切法，就整個成佛的路上來看，它的本質就
是實法，所以說什麼是實法，離開權法之外也找不到實法，所以實也不可得。我們
講一佛乘，實法就是一佛乘，實法一佛乘也不可得，實法不離開權，一切權開顯之
後都是實法，這個叫“法尚無一”。 

“一”就是一佛乘，“一佛乘”這個法是什麼呢，不是離開權法之外有個法叫一佛乘，這
一切一切的權法都是實法，就叫“法尚無一”，“一”就是不可得。 

雲何有四：一都不可得，何況有四呢。古德講，“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不是說有個
法叫一、叫真如、是可得的，是我們的歸宿處，實際上不是的。所有一切法，穿衣、
吃飯、睡覺、行、住、坐、臥當中，要能夠「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覺」，那麼這
一切法都是“一”，都是實法。但要是不懂的話，就算是學了很精深、很玄妙的道理，
你覺得它和我們的穿衣吃飯睡覺脫節，你所悟的實法也不是真的實法。所以古德講：
「什麼是道？道在日用間」。就像古代有個參禪的禪和子，他參了好久都沒有得道，
然後他就和老和尚告假，他說他要走了，老和尚問：為什麼你要走呢？禪和子說：
我覺得我沒有學到什麼，沒有聽到什麼玄妙的理論，沒什麼得到，所以要走了。老
和尚說：怎麼沒有學到什麼呢？你奉茶給我，我就接過來喝，你肚子餓了就去吃飯，
困了就睡覺，這個就是佛法，怎麼什麼都沒有。禪和子再體會體會，果然沒有錯，
雖然說表面上沒有什麼玄妙的道理，但在日常生活中，在在處處，老和尚教導大家



 

安住在當下，依止真如本性安住在當下，什麼不是佛法，每一個都是佛法。我們會
用的話，在日常生活當中不斷的反聞聞自性，不斷在一切法中觀察，這一切法都是
生滅無常的。棄生滅守真常，不是說離開生滅法之外再找一個真常可守，而是說你
看到生滅法當體不執著，看得歷歷分明，但又不執著，這就是棄生滅守真常，這就
是反聞聞自性，這就是一佛乘。佛法的道理不一定要說得很玄、很複雜，其實佛法
修行本來就是很簡單，很單純，佛陀只是為了不同根機的眾生，所以講的比較廣、
比較複雜，其實佛法就很簡單，今天你在大寮工作，大寮工作中就守住你的真如本
性，就是觀察這一切境界都是真如所顯的，好與不好都是我們自己加出來的名言，
守住真如，不是說境界之外還有個真如可守，不是的，你就安住在當下，該工作就
做好，不要打妄想，該掃地就好好掃地，然後配合念佛，安住在當下就是了，該吃
飯吃飯，該睡覺睡覺，乃至能以般若的空觀去觀照，能掃地的我不可得，掃地這個
善法也不可得。雖然不可得，但我們仍然歷歷分明的去安住在掃地這個法中，這就
是一佛乘。什麼是一佛乘，你要是懂的話，一切往道上匯，一切都是一佛乘，所以
叫法尚無一。我們說法叫一佛乘，但不是說有一個法叫一佛乘，要用反聞聞自性的
智慧去照這個境界，這就是一佛乘。所以一不可得，由一佛乘開展出來的藏通別圓
四法，能開顯的一佛乘真實性都不可得，何況由一佛乘開展出來的藏通別圓四法，
當然真實性也是不可得，雖然說不可得，但不是沒有。所以底下說，雖然說一佛乘，
但還是開顯出藏通別圓四個法，看下麵文。 

◎◎◎◎乃如來利他妙智乃如來利他妙智乃如來利他妙智乃如來利他妙智，，，，因眾生病而設藥也因眾生病而設藥也因眾生病而設藥也因眾生病而設藥也。。。。見思病重見思病重見思病重見思病重————————為說三藏教為說三藏教為說三藏教為說三藏教。。。。見思病輕見思病輕見思病輕見思病輕————————為為為為
說通教說通教說通教說通教。。。。無明病重無明病重無明病重無明病重————————為為為為說別教說別教說別教說別教。。。。無明病輕無明病輕無明病輕無明病輕————————為說圓教為說圓教為說圓教為說圓教。。。。    

 雖說一切不可得，但是眾生有差別的根机，緣起法事相上是如幻有的，不否認它如
幻有，因此我們還是安立藏通別圓四教，四教緣由是佛陀利益眾生的微妙智慧，妙
是不可思議，我們講“妙法蓮花”，“妙法”，這個“法”不可思議，像蓮花一樣。佛陀不



 

可思議的智慧，因為眾生病不同而施設種種藥。眾生的病大致可分兩類，見思病和
無明病。見思病和無明病又各分兩類，見思病重——說三藏教。見思病輕——為說
通教。見思惑會引導我們入於三界，所以破見思惑就出三界了，所以相對來說藏教
和通教說的都是三界內的法。無明病重——為說別教。無明病輕——為說圓教。無
明病破了就成佛，無明病眾生有輕重的不同，所以有別教和圓教的差別。雖說一不
可得，但也不要執著說一不可得而什麼也沒有，事實上還是有他的差別。古代的狂
禪，萬法歸一，就什麼都不要了，我就安住在自性，就什麼都不要學了，也不是的。
執著在“一”不可得也是妄想，執著於有個真實的“一”可得，也是妄想。所以佛法是不
落二邊，不落二邊也不能含糊籠統，要知道為什麼說一不可得，為什麼說執著於“一
不可得”也是錯，有所執著都是顛倒妄想。 

庚二庚二庚二庚二：：：：別明四教之相別明四教之相別明四教之相別明四教之相。。。。 

◎◎◎◎分四分四分四分四：：：：初藏教初藏教初藏教初藏教。。。。二通教二通教二通教二通教。。。。三別教三別教三別教三別教。。。。四圓教四圓教四圓教四圓教。。。。初中分初中分初中分初中分二二二二：：：：初釋教相初釋教相初釋教相初釋教相。。。。二明觀法二明觀法二明觀法二明觀法。。。。初中初中初中初中
又三又三又三又三：：：：初解釋名義初解釋名義初解釋名義初解釋名義。。。。二所詮教義二所詮教義二所詮教義二所詮教義。。。。三修行位次三修行位次三修行位次三修行位次。。。。今初今初今初今初    

先解釋什麼是藏教，看第 30面。藏教具足的說是三藏教，三藏是經律論，藏教中的
經律論和大乘的經律論是不一樣的。我們看文： 

◎◎◎◎三藏教三藏教三藏教三藏教，，，，四阿含四阿含四阿含四阿含，，，，為經藏為經藏為經藏為經藏；；；；毗尼毗尼毗尼毗尼，，，，為律藏為律藏為律藏為律藏；；；；阿毗曇阿毗曇阿毗曇阿毗曇，，，，為論藏為論藏為論藏為論藏。。。。    

先介紹第一個四阿含：阿含，梵音阿笈摩，或是阿笈多。華嚴意思：第一是“教”，軌
則，轨範，使我們能夠了生死的軌則稱之為教。第二是“法歸”，就是一切世間和出世
間法究竟的歸宿處，究竟的原理，稱之為“法歸”。世間上各有各的學問，但那些都不
是真正的法的究竟的實相，究竟的歸宿，真正的一切法實相，歸宿處，在阿含經中
講到稱為法歸。第三個叫“傳所說義”，就是傳遞佛陀所說的道理到眾生的心中，就是
阿含。第四個意思是“無比法”，就是說一切世間的智慧沒有辦法跟佛的智慧相比。我



 

們都知道有四阿含，根據藕益大師的說法，大判：《長阿含》講了很多關於世界的
生起，如光音天的天人來到娑婆世界怎麼樣，這個世界的成住壞空等。《中阿含》
講到一切法甚深的道理。《雜阿含》講到禪修的一些經驗。第四個《增一阿含》,從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從一上去，一是什麼名相，二是什麼名相，三是什麼名相，
根據這個數目來分章節，一路一路解釋上去，這就是《增一阿含》。阿含的意思稱
為教、法歸、傳所說義、無比法，所以通途的來說，一切的大小乘的經論都可以稱
為阿含，因為一切大小乘的經論都是無比法，都是教，但是梵文特別指的就是四阿
含。《阿含經》是佛陀滅度後第一次結集時，在七葉窟中，大迦葉尊者請阿難尊者
背誦出來的經藏。 

 第二個毗尼也是梵音，音譯是毘奈耶，鼻奈耶。華言意思第一個叫善治，能夠善巧
的對治眾生粗重的煩惱心。比如說我們要持戒，能好好持戒的話，就能調伏我們的
煩惱，就稱為善治，善巧的對治我們的煩惱。第二個講調伏，持戒能調伏我們的粗
重心和煩惱心。第三個是滅，能夠滅掉一切的惡行，惡念。第四個稱為律，戒律的
律，律是一種軌範，什麼事是我們出家人該做的，什麼事是我們出家人不該做的，
就像各位現在剛剛受完大戒，就一定要學比丘戒，受戒後不學比丘戒的話，就構不
成比丘，雖然我們得到了比丘的戒體，但是行為上一再犯一再犯，構不成比丘了。
所以說律是一種軌則，也可以是一種調伏，通過這種軌則調伏我們的粗重心，成就
比丘的相。所以說毗尼稱為律，廣說的話，所有的經律論三藏都可以稱之為毗尼，
因為所有經律論三藏都是在調伏我們的心。狹隘的說就是毗尼藏。也是在第一次結
集的時候，大迦葉尊者請優波離尊者背誦出來的。 

第三個，我們介紹論藏阿毗曇，阿毗曇音譯叫阿毗達摩，比如《阿毗達摩俱舍論》，
這個阿毗達摩就是阿毗曇。翻譯成漢文的意思就是對法，或是無比法。對法，對就
是以智慧來面對，法就是苦集滅道四諦法，對法就是以智慧來觀察四諦的道理。論



 

當中會用很多很多的辯釋，很多很多的辯論來說明四諦的道理。所以古德講:「經詮
定學，律詮戒學，論詮慧學」。論詮慧學就說它裡面的分析會比較微細，把經典中
的深義發揮出來，以慧學為主，稱為對法。或者稱為無比法，超過世間一切智慧之
上所以稱為無比法。可以分廣說和略說，廣說：佛陀他所說的一切論義都稱為阿毗
曇，所以經律論中都有阿毗曇，都有論義的。那麼略講就是佛陀入滅之後，大迦葉
尊者結集的佛陀的論藏或是其它羅漢解釋經典的論藏稱為阿毗曇。 

經律論三藏我們知道了，現在有個問題：大小乘都有經律論，大乘有大乘的經律論，
小乘有小乘的經律論，為什麼藏教特別講它是三藏教，這是什麼道理？想要解釋這
個道理，古德從不同角度來解釋：第一個在藏教當中，經律論三藏是隔別不融的，
而大乘經律論三藏是互通的，就這點安立叫三藏教。什麼叫隔別不融？我們先講大
乘，大乘當中在經藏中談到戒律，如《大般涅盤經》裡面扶律談常，在經藏裡解釋
到戒律，律藏裡也有解釋到經論的道理，比如《梵網經菩薩戒》，菩薩戒在序分的
地方也講到法界緣起的道理，所以在這個大乘的經律論三藏中沒有分得那麼清楚，
它都是互相融通的。而藏教的法是隔別不融的。各位要是學比丘戒，你不會看到《四
分律》裡面講無常的道理，《阿含經》裡也沒有談戒律事情，怎麼開遮持犯它也不
談，藏教的經律論三藏分得很清楚，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呢，《法華經》
裡講：貪著小乘三藏學者，佛陀呵斥小乘修行人，稱他們為貪著小乘法的三藏學者。
智者大師真的是大智慧，他把小乘三藏教法安立稱為藏教，這真是很有智慧，我們
看到貪著小乘三藏學者，我們體會不到這一層，智者大師體會到藏教講經律論，經
律論隔別不融，所以佛陀這樣講三藏學者，這是有經典根據的。另外一點呢，《大
智度論》裡「處處以摩訶衍呵斥三藏」，是說佛陀在大乘經典中處處以摩訶衍的大
乘法來呵斥小乘三藏的修行人。《大智度論》是解釋《摩訶般若波羅密經》，龍樹
菩薩也是依經典的意思稱小乘的修行人為三藏學者，所以小乘當中觀察無常等教法



 

稱之為三藏教，這是有經論依據的，他的理由是經律論隔別不融，所以就稱為三藏
教。 

◎◎◎◎此教詮生滅四諦此教詮生滅四諦此教詮生滅四諦此教詮生滅四諦，，，，亦詮思議生滅十二因緣亦詮思議生滅十二因緣亦詮思議生滅十二因緣亦詮思議生滅十二因緣，，，，亦詮事六度行亦詮事六度行亦詮事六度行亦詮事六度行，，，，亦詮實有二諦亦詮實有二諦亦詮實有二諦亦詮實有二諦。。。。    

三藏教詮釋三乘的法門，是分別的，生滅四諦是聲聞人修的，思議生滅十二因緣是
藏教緣覺修的，事六度行是藏教菩薩修的。四諦、十二因緣、六度，是藏教三乘修
行的教法。我們透過四諦、十二因緣、六度這樣的教法目的是為了開顯這個理性，
這個理性就是二諦。所以四諦、十二因緣、六度是能詮的教，二諦是所詮的理，一
個能詮一個所詮，大結構是這個樣子。 

知道大結構之後，接下來請看到附表三：藏教所詮義理。我們來詳細解釋這些教跟
理的內容。 

○○○○藏教所詮教義藏教所詮教義藏教所詮教義藏教所詮教義    

生滅四諦生滅四諦生滅四諦生滅四諦    

 我們先解釋這個名字，“四諦”稱為“四聖諦”，聖是相對於外道凡夫的邪知邪見，是聖
人所宣說的，所以稱之為聖諦；諦是真理之義。為什麼說是真理呢，可以從三個方
面來說： 

●第一個：自性不虛。自性不虛就是說佛陀講四諦的道理不是佛發明的，而是佛開顯
出來的，為什麼呢，因為它是宇宙中本來就具足的真理，就像《遺教經》中說：「佛
說苦諦實苦，不可令樂，集真是因，更無異因，苦若滅者，即是因滅，因滅故果滅，
滅苦之道，實是真道。」諦是真實不虛，佛說這個是苦，絕對不會是快樂的，所謂
快樂只是我們顛倒迷惑，如果我們靜下心來觀察，能觀察到確實是苦的，比如世間
的名利——名聞利養，五欲——財色名食睡，世俗的人覺得快樂，佛陀說這是苦諦，



 

苦惱的境界，我們透過經論的觀察，佛說“苦諦實苦不可令樂”，真的是苦。所以諦第
一個解釋：自性不虛。 

●第二個解釋：見得此四，得不顛倒覺。見到這四個法可以得到不顛倒覺。理就是宇
宙中的真理，你如果見到這個真理的話，你就能成就不顛倒的智慧。凡夫眾生是顛
倒的，聖人是不顛倒的。我們講苦集滅道，苦，三苦、八苦，凡夫眾生只有苦，沒
有苦諦，為什麼呢，凡夫眾生在苦的境界當中，他不認為苦，他還認為是快樂，在
這當中顛倒，造業，受苦，而我們通過智慧眼觀察，看到五欲、生老病死這一切一
切境界，確實是一種逼迫性，痛苦，沒有快樂，這個時候，才稱之為苦諦。凡夫只
有苦，只有承受這個苦，只有透過佛法智慧的觀察，才能夠知道“苦諦”，所以說你瞭
解這個四諦真理的話，你才能夠生起這種不顛倒的覺悟。 

●第三：能以此法，顯示於他：能夠稱為諦的第三個理由是能夠將這個法宣示給他人
來說，因為這個法是可操作性的，而且是很多世人親證的法，所以是可以宣說的。
比如說我今天打坐中想出一個道理，“原來這個禪修是怎麼回事”，然後去和人家去
說，這可能就不是諦，不是真理，為什麼，他本身可能操作性有問題，他本身也不
是通往涅盤的路，可能是錯誤的知見，而四諦的這個道理，是很多很多聖人，他們
都親自去操作，確實實踐成功了，了生死了，所以是真正的可以將這個法宣示給他
人講，因為它是真正可以實踐的，而且會成功的。這個稱之為諦。四諦中“諦”的道理，
解釋完了。    

我們接著解釋“生滅”。所言生滅者，迷真重故，從事受名。生滅也就是說，藏教修行
人觀察一切法是真實的生，真實的滅，所以叫“生滅”。比如說見到這個佛像，這個桌
子，他並沒有看到佛像是如幻如化的，並沒有看到這麼深的空性智慧，他為什麼說
無我，因為佛像當中是由顏料，材質，工匠的心思，各方面因緣和合之下才有這個



 

佛像，他並沒有看到佛像的所謂“生”只是一個幻境而已，看到的是有實際的生，實際
的滅，然後在這個當中說無我，這叫生滅四諦。 

生滅四諦講完了，接下來我們看這個內容，先講苦集二諦，苦集二諦是世間的因果。
苦是世間的果，集是世間的因，就是因為你有集的煩惱，才會感召到苦的結果，現
在介紹“苦”： 

○○○○陰入重擔陰入重擔陰入重擔陰入重擔，，，，逼迫系縛逼迫系縛逼迫系縛逼迫系縛。。。。    

我們解釋這個苦的基本定義。苦的基本定義是逼迫性。比如你今天起貪煩惱，會逼
迫你躁動不安；比如你今天生氣了，和人家吵架，這個吵架是一種逼迫性，讓你躁
動不安；所以苦的基本定義就是逼迫性。什麼樣的逼迫呢，就是“陰入重擔”。陰，就
是五陰，入，就是十二入或十二處，五陰或十二入本身就是一種重擔，實際上五陰
十二入就是我們的身心，我們的身和心它是個負擔。比如說現在天氣很熱，我們就
覺得用功一直流汗、躁熱，負擔很大；天氣太冷了，又覺得很冷，手腳縮在一起，
又不想動。身是這樣，心也是這樣的，比如說共修的時候會昏沉，精神就振作不起
來，心好像被壓住一樣，很辛苦，或是想要修行用功，又妄想紛飛，攝不住，心實
際上也是重擔。所以苦諦就是觀察五陰身心的本質是一種重擔，因為它是重擔，所
以會逼迫系縛我們。逼是逼近，迫就是驅逐，逼迫的意思就是說五陰的苦它常常在
我們周圍，而且會驅使我們，使我們不自在，所以叫逼迫。我們講人世間八苦，這
一切苦不離開我們，而且常常驅使我們身心不得自在，這就是逼迫。系縛就是我們
被捆綁住，不得自在。所以五陰--身心的重擔常常逼迫我們，系縛我們，這個就是苦
諦。苦諦是我們修行人必須認識的基本概念，我們後面講到發菩提心，觀察四諦才
能發起四弘誓願。觀察苦諦的時候，你真正生起出離心，看到自身的苦，看到眾生
的苦，然後生起出離心。你深深瞭解苦諦，你深深感受到眾生的苦，你才能發起“眾



 

生無邊誓願度”這樣的菩提心。山上的環境很寂靜，有它的好處，但有時候它唯一會
產生的缺點就是久了之後會忘記眾生的苦，因為山上的生活沒什麼特別的好不好，
就一天天的過，如果沒有用經論和過去的經驗去觀察苦的時候，第一個自身的出離
心可能慢慢就淡化了，山上的生活好好的，一天天過，沒什麼感覺。再一個，你沒
有觀察苦諦的時候對眾生的大悲心也生不起來。理論上知道要度眾生，但是事實上，
比如假日一看到眾生來就會覺得很煩，本來我安安靜靜的用功，你一來我就很煩的
想法跑出來。為什麼，就是沒有常常深刻的觀察苦諦，你要經常觀察苦諦時，第一
你會有出離心，第二個你對眾生就有大悲心，眾生無邊誓願度，你真正感受到眾生
的苦，你就會有大悲心，你就會更想要好好用功。學人出家比較久了，接觸居士也
比較多了，外面境界講一句話真是一塌糊塗，地球都是一樣，地球以外我們不知道。
一塌糊塗呢你就會感受到眾生這種苦惱的境界。常常觀察，如理思維，這時就能產
生一種想法：我要好好用功，不要攀緣，現在和他們攀緣是沒有意義的。好好用功
不是一種自私自利的心態，而是你真正的為了眾生無邊誓願度，真正的發起這樣的
心，而想要好好用功。所以見到苦諦是我們修行人的基本。如果說你沒有常常去觀
察思維苦諦的話，你的修行就像一個行屍走肉一樣，是沒有靈魂的，那樣修是不行
的，所以要常常透過經論的觀察、學習，甚至每天不斷的靜坐去觀察苦諦的境界。
事實上，就算你今天不想度眾生，你能夠觀察苦諦你才能放得下，能放得下，才能
夠輕鬆，自在，解脫。所以說觀察苦諦不是說我觀察苦諦越觀越苦，越來越煩惱，
不是的，反倒是因為你觀察苦諦，能夠放下世上一些的人我是非，放下名聞利養，
五欲快樂。因為就像中峰國師所說的:「諸苦皆由貪欲起」，你要是能觀察苦諦你就
能把貪欲放下，得到真正的自在，所以佛法講苦是有它很極積的解脫的意義。不只
是消極的，這就是苦諦是世間的果。 

第二個講到集諦，我們看這個集： 



 

○○○○見愛煩惱見愛煩惱見愛煩惱見愛煩惱，，，，能招來果能招來果能招來果能招來果    

集諦，基本定義，集是招感義。那麼招感什麼呢，誰招感誰？能夠招感的是見、愛
煩惱，簡單講就是煩惱，它能感招未來的苦果，所以人世間的八苦，乃至三惡道的
苦，這些苦的來由都來自於煩惱，不是上帝創造的，也不是自然而有的，而是見愛
的煩惱而生起的。《遺教經》講：「集真是因，更無異因」。這個世間的流轉的真
實的原因就在於煩惱，也就是說你今天為什麼苦？講個例子，淨律寺有個出家法師，
他剛出家時整天人我是非一大堆，哪怕他講話是善意的，別人也認為他是心懷不測，
他很苦惱，怎麼辦呢？他一天拜十部八十八佛，現在還在拜，十幾年了，一天還是
拜十部八十八佛，後來他的業轉了，和大眾相處非常和合，就很好了。所以佛陀講
集真是因，更無異因。我們今天在僧團裡面，說因為他怎麼不對，這個事情怎麼不
對，事實上都是自己的妄想，真正的原因來自於自己的業力，業不轉的話，你跑到
天涯海角或是你不喜歡的人離開了，還是會有同樣的苦果產生，只是換了不同人，
不同的時空，一樣的苦惱，所以苦的原因來自於愛見煩惱。所以《六祖壇經》講：
「善知識，莫向外求」，要真正的離苦得樂，不是離開什麼就能得到快樂，不是的，
只有你調伏煩惱，轉了業了，才能夠得到真正的快樂，真正的解脫。所以，集是苦
的因，集是招感性，他會招感苦果。 

什麼是見愛煩惱？ 

煩惱就是“煩躁，擾動，惱害身心”，這是藕益大師的解釋，各位想一想，假如我們貪
煩惱生起的時候是不是煩躁、擾動，惱害我們的身心。身體也不舒服，心也是坐臥
不安。貪煩惱是這樣，嗔煩惱也是這樣，煩躁擾動，惱害身心。煩惱有八萬四千煩
惱，總攝起來可以分為兩個——見煩惱和愛煩惱。見煩惱就是對於理上的迷惑，稱
為“迷理無明”。愛煩惱稱為“迷事無明”，對事相上的不明白。一般來講，煩惱分為十



 

使：貪、嗔、癡、慢、疑，身、邊、邪、見、戒——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
戒禁取見，這十使煩惱。“貪嗔癡慢疑”稱為五鈍使，“身邊邪見戒”稱為五利使。我們
粗的來說，五鈍使就是愛煩惱，在境界上起“貪嗔癡慢疑”。“身邊邪見戒”，五利使就
是見煩惱，就是對境界上起種種知見上的顛倒，這是個粗分。細分一點的話，見煩
惱也有十使，包括“身邊邪見戒”，也包括“貪嗔癡慢疑”。見煩惱的“貪嗔癡慢疑”跟愛
煩惱的“貪嗔癡慢疑”它所面對的境界不一樣，見煩惱的“貪嗔癡慢疑”的貪，是對他的
知見、不正確的知見的一種貪愛。嗔，今天心中有個想法了，你的想法和我不一樣，
很生氣，你怎麼會這個樣子呢，比如我們修淨土法門的，看到不修淨土的，為什麼
你不修淨土，不高興了——嗔。癡慢疑一樣，它所對的是五利使的本身，這個是見
煩惱，詳細的來說有十使。 

愛煩惱粗分是五鈍使，詳細說實際上是欲界的“貪嗔癡慢”四個煩惱，色界、無色界各
有“貪癡慢”，因為上二不行嗔，色界、無色界沒有嗔煩惱，有色界貪癡慢和欲界貪癡
慢十種，細分是這樣的。如果簡單來講五利使“身邊邪見戒”就是見煩惱，五鈍使“貪
嗔癡慢疑”就是愛煩惱，這是世間的因。我們知道世間的因果，當然我們不甘心淪落
於世間，必須要超脫他，超越它，怎麼辦？這就是滅道二諦。 

看下一個滅諦， 

○○○○二十五有二十五有二十五有二十五有，，，，子果縛斷子果縛斷子果縛斷子果縛斷。。。。    

在生滅四諦中的滅諦和其它三教的滅諦不一樣，他這個滅是一種“滅無”的意思，停下
來，把因果的作用全部停下來，不是斷滅因果，是把因停下來，因停下來，果也就
停下來了，滅是這樣的滅法。不像通別圓三教，滅諦是當下的，它是把世間和出世
間的因果全部停下來。二十五有的子果縛斷。 



 

我們先解釋二十五有。●二十五有實際上指三界，把三界六道再細分一下，四大部洲
是四個有，所謂有就是說有生死，本質是跟有漏法相應，所以稱之為“有”。我們講四
大部洲，是欲界人間的四大部洲；四惡趣——地獄、惡鬼、阿修羅、畜生四惡趣；
再來就是往上，六欲天，從四天王天到他化自在天就是六個，然後再往上色界的初
禪、二禪、三禪、四禪這四個天，還有四空天，又四個了。另外在初禪當中，大梵
天又獨立出來，又是一個有，然後在四禪中又把“無想天”給獨立出來，五淨居天給獨
立出來也成為一個有。從下往上講：四惡趣，四大部洲，然後是六欲天，四禪天，
四空天，四禪天當中的初禪又分出一個大梵天，四禪當中又分出兩個，就是無想天，
五淨居天。我們現在講一下為什麼初禪時又把大梵天分離出來，這是佛陀施設度化
眾生的善巧，因為印度很多外道認為大梵天是造物主，比如基督教，他們信奉上帝，
根據他們的描述，很像經典裡面對大梵天王的描述，可能就是大梵天王。然後佛特
地把初禪中的大梵天獨立出來，說他是二十五有，代表它是有，強調大梵天的境界
也是有漏、有生死的，不像你們想的天堂，到天堂就永遠不再有生死了，他也是有
漏的，有生死的，所以特地把它標出來。另外的四禪中的無想天，是外道的天，佛
陀也標出有，為什麼呢，很多外道認為無想天就是涅盤，所以佛陀把它標出來，無
想天也是有漏的,等禪定結束了還是要輪回生死。另外五淨居天或是魔醯首羅天為什
麼也標出來呢？五淨居天是聖人居住的地方，魔醯首羅天的天王，外道也認為他是
上帝，佛陀一樣，把魔醯首羅天標示成三界二十五有，是有漏，有生死的，不是究
竟歸宿處，所以說三界二十五有。二十五有的子、果、縛、斷，這個子跟果就像我
們在地上種水果一樣，把種子丟下去，這是子，種子丟下去慢慢的開花，慢慢的結
果。同樣的，子就是因，果就是結果。子縛和果縛就是因地的系縛和果地的系縛，
因地的系縛就是你的煩惱，果本身也是一種系縛，是從煩惱的因來的，所以說子縛
和果縛。滅諦就是入于有餘涅盤或無餘涅盤當中，先把煩惱斷掉，更進一步的連果



 

報體也斷掉，為什麼呢？因為這個色身是由煩惱的因構成的，本質也是不淨、苦、
無常、無我。煩惱斷了，但是色身的本質也是不淨、苦、無常、無我，所以色身也
不要，灰身泯智入於無餘涅盤，不再出來了。第一他入于有餘涅盤，有餘涅盤大家
都知道，他還沒有死，阿羅漢還沒有往生之前，他入定，跟空性真諦的理相應，這
時稱為有餘涅盤，他在有餘涅盤的時候能夠斷除子縛——煩惱；往生以後，他灰身
泯智入於無餘涅盤，他的果縛——肉體也不要了，三界二十五有的子縛和果縛都滅
無了，這就是滅諦。 

怎麼樣成就滅諦的果呢？修道。看文 

○○○○戒定慧無常苦空戒定慧無常苦空戒定慧無常苦空戒定慧無常苦空，，，，能出苦本能出苦本能出苦本能出苦本。。。。    

道諦，也就是能夠解脫的因。“道”的本義是能通，能夠通達的意思，因為這個道的能
通，所以能夠到達滅無的境界，到達涅盤。能通就是戒定慧、苦、空、無常、無我
的智慧，能夠去除苦本。苦本就是煩惱，他能夠斷除煩惱的苦本，這就是道諦。以
上所說的就是生滅四諦的道理。也就是他看到苦集滅道四諦，他同時看到有法真實
的生，真實的滅，稱為生滅四諦，這是聲聞人修的。 

 第二個講到是緣覺人修的。 

思議生滅十二因緣思議生滅十二因緣思議生滅十二因緣思議生滅十二因緣    

思議十二因緣的解釋，是約著三界內可以思議的法來詮釋的，所以稱之為思議，不
是界外不思議法。生滅解釋一樣：十二因緣刹那刹那的生滅——無明、行、識、名
色、六入、觸、受….這個刹那刹那的生滅，真實的生，真實的滅，就稱為生滅。十
二因緣，因就是主因，緣就是助緣。就像今天水果種子種下去，就會長出水果，因
是什麼呢，就是水果的種子，緣就是陽光、空氣，水份，灌溉，各方面的助緣才能



 

長出水果樹出來，這是緣。佛陀說，今天我們會來到這世間，不是上帝給的，也不
是自然有的，而是因為十二因緣而來的，有這樣的因和緣的刺激合和之下才會有生
命的流轉，這是整個生命真實相，所以稱之為十二因緣，而藏教是思議生滅十二因
緣。思議生滅十二因緣有很多不同的解釋，我們這裡約兩個解釋，一個是約小乘的
解釋，一個約大乘的解釋。 

    約小乘的解釋來看圖表：無明，行....無明是過去生的惑，行就是過去生的業。
無明是因為過去對道理的不瞭解，不瞭解身心是苦、空、無常、無我，所以起惑；
起惑當然就造業，業就是行；造業當然未來要受苦，苦果就是識、名色，六入，觸，
受。由於過去生的無明和行，在行的加持之下會產生識，識能夠攝持過去生的業力，
識在小乘來說就是第六意識，大乘唯識學來說就是第八識——阿賴耶識，這裡約藏
教來講就是第六意識。由於行的加持，第六意識攝持過去的業種，這個業種開花結
果就是識。再來就是名色，父精母血和合之下一個胚團，這個胚團沒有四肢的形狀，
稱之為名色，名就是指這個心，色就是色法，此時的心是很闇昧、不清晰的，這個
色法——胚團，它還沒有四肢的形狀。識投胎到母體當中後，前四周就是名色階位，
第五周之後就是六入的階位，六入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慢慢成熟，心也
越來越靈活，這叫做六入的階位，從第五周到第十個月的出胎都是六入階段。六入
之後就是觸，觸是從母胎生出來之後，接觸外境，因為在母胎中還是很單純，從母
胎出來之後開始接觸外面的世界，由於觸開始產生種種無明的想法。觸之後就是受，
受就是領納，領納快樂的感受，痛苦的感受，不苦不樂的感受。雖然嬰兒不會表達，
但是他會哭，哭代表不舒服；他會笑，就是他很快樂，這個觸他會有受，領納外境，
產生種種受，這個是今生的苦果。 

    在這個受之下我們的思想越來越成熟，身體也越長越大，慢慢的我們與世界的
互動就不再只是個感受而已，慢慢會有貪愛的心，小嬰兒慢慢會有喜歡跟不喜歡，



 

剛剛出生時大便會抓嘴裡吃，什麼都不懂，但是大一點他就不會幹那種事了，有他
喜歡的，他不喜歡的。然後就是愛，接著就是取，取就是愛更一層的，慢慢他長大
了，他就會想要得到他所愛的。嬰兒他慢慢知道，我只要哭一哭就有人餵奶，不高
興他就哭，他想要什麼，父母親給他什麼，他會有喜歡不喜歡，表現出來了，這個
就是取。“有”就是開始造業，愛取不斷不斷熏習業種，熏習到最後很強時，強到業種
已經成熟了，將來決定受報，這種成熟的業種，就稱為“有”的階段。愛取有是現在的
因，就感招到未來世的生和老死。生，就是來世的識、名色、六入、觸、受這個階
位，乃至於老死這樣結束，整個生命的流轉就是十二因緣的流轉，惑業苦。無明就
是惑，行就是業，識、名色、六入、觸、受就是苦果。愛取是無明，有是業，生老
死就是苦，惑業苦不斷的流轉，這是講到小乘的十二因緣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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