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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慈悲如天空密雲
眾生的根器如藥草卉木
五乘根有利鈍行有勤怠
修習的過程決定了習因
深心信解能讓種子根深
勤精進入人群接受法水
不論你是大小樹木藥草
佛陀會讓你獲得法利益 



佛陀為廣度眾生，
用心良苦，說法
會根據眾生根機，
就像天空密雲，
讓卉木均得善利



就是說，天空，我們最近就是以藥草來譬喻，藥
草在山河大地。山河大地就是在天地中，前面我
們不是說過，天有五恩，有空，有地水火風。在
這個空中，天空中，它能養大地萬物，大地有承
載萬物之德。所以，天地恩德，我們要時時去體
會，我們生活在天地之間，我們更加要了解。所
以天地來養萬物，人類依靠萬物來生活。就如佛
法，佛法能滋潤我們的心地，讓我們成長慧命。
我們的慧命成長，所有天地萬物一切道理就能通
達。



同樣的道理，所以說，「天空密雲，藥草卉木大
小不同」。天空的密雲都一樣，雲湧才能雨下，
一切的雲要一口氣湧現出來。我們若看天空雲層
很厚，就知道會下雨。所以密雲，密雲就是雲層
開始都齊湧上來，就是將要下雨時候了，下雨才
能夠天地萬物受到滋潤。所以藥草或者是卉木大
小，根與枝都不同，就像我們人，人的知識、觀
念、見解。各人有各人的根機、見解、觀念，就
如藥草卉木大小不同是同樣的道理，與我們眾生
根機一樣有大小。



法，佛陀是用心應機施教，現就要看我們接受教法的
人是勤或是懈怠？這就要看我們自己的根機，看我們
自己修行是不是要認真，或還是慢慢來？所以「習因
淺深與卉木等均得善利」。不論我們在修行，習就是
修行，我們受教之後，我們要身體力行來薰習、薰修
。薰習與薰修，薰習我們過去不好的習氣，轉惡念為
善念。修習，我們修行要好好練習，我們要好好修，
養成我們好的習氣。將過去不好的習氣要好好去除，
現在轉過去的煩惱、雜念、惡念，回到我們真如本性
，好好向前接近，這叫做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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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習就是將過去惡的習氣轉念過來為善，現在我
們善念已有，我們要不斷薰修。如我們常聽說薰
法，我們已經聽懂了，我們還要再如何安住我們
的心，要改好我們的習氣，修好我們的方向，不
要偏差，這叫做習因。習因，我們還是要培養我
們的種子，培養我們大乘根機種子。我們現在在
培養大乘根機的種子，也有再分是淺還是深。你
既然在薰法，信心深嗎？信有深心，根就會深，
根若不深，就是表示你沒有達到深心信解。



因為修行不是一生二世的事情，我們一直說佛陀
是無央數劫而來，但是他深解，深信了解，所以
他上求下化。眾生生生世世來人間，我們就要學
佛這一點，我們知道這輩子無法成佛。但是要求
得法入心，薰習因要深，明明瞭瞭，來生受法在
人群中，與人群結善緣，在人群中起正念、得慧
根，成長慧命，這是我們所要追求的。所以我們
要日日感恩，「天空密雲，藥草卉木大小不同」
，我們要記得，我們各人的根機大小不同，與世
間萬物都一樣。



我們應該要用利根，行要勤精進，我們要時時習
因，好好來薰習我們的因。這個種子，要修大乘
法，來生人間，還是願意入人群中去。若這樣，
這輩子就有受法了，就如卉木等等，法雨一降，
就全都能普遍受潤。這就是我們佛法的平等，來
滋潤大地卉木叢林藥草等等。我們眾生得到佛法
的滋潤，隨我們的根機來接受。當然我們也希望
我們的根機，自己要把它培養大，根要深。這也
要看我們自己要勤精進，自然根就會深，自然地
，法我們就能解瞭，深解教法。







「若論中間」，從「四諦法」在鹿野苑那個地方
開始，所經歷的地方，四十多年了，佛陀說法，
跑遍全印度（釋迦牟尼佛主要傳法範圍，在恆河
兩岸的憍薩羅國、摩揭陀國和毗舍離國之間），
適應眾生的根機，說「阿含」、談「方等」，說
「般若」，一直來到現在的靈山會。在這個期間
，從鹿野苑一直到現在的靈鷲山，這期間有多少
呢？無法去計算，所看過的根機等等，佛陀就是
應機、應時、應地來隨機設教說法，這都是「時
」，應時、應機、應地。



看看這個時間，看看這些根機能接受的，在這個
地方，是不是開始能說這樣的法，所以才有五乘
分別，五乘法。各種不同的根機，就在處處不同
的地方，人人有不同的根機，佛陀就是隨他們的
根機，那個時間、那個根機，這樣為他們說法。
所以說「如來於時」，把握時間，隨他們的根機
，隨那個地點。因為每個地方的文化不同，所以
佛陀就要隨根機，隨他們的風俗，隨時，為他們
說法，這是如來的悲智雙運。













精進與懈怠，「精進者，為說菩薩修行法」。佛陀面對這
種精進的人，他就為他們講菩薩法。如何修行，自利利他
，永遠要把握當下，永恆來回人間度眾生，這是佛陀對利
根精進的菩薩所說的法。若是懈怠者，就是「為說簡便易
行之十念生西等法」。意思就是說，若比較懈怠的，不過
他就是要修行，不敢再來人間，佛陀就教他：「你多念佛
，多念佛則清淨。」但是，是不是多念佛就能清淨呢？不
過總是比散漫了還要好。我們常常說「佛心為己心」，念
佛，要將佛放在我們的內心，雖然你不要身體力行，雖然
你不去行菩薩道，但是至少你也有佛心在，這就是佛陀的
方便法。 十念是唸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念休息

、念安般（也有人稱念安那般那，指出入息。也是密宗
、道家的煉氣法）、念身、念死。













對象 說法 說明

根鈍者 為說人天法 不肯受道為鈍

根利者 為說二乘法 斷見思惑出界為利

精進者 為說菩薩修行法 人天五戒十善為進

懈怠者
為說簡便易行之十

念生西等法
三途放逸為怠

人天 為說戒善 人天不厭苦為怠

三乘 為說諦緣六度
二乘怖畏無常為進

二乘貪證小果，不求大乘為怠
菩薩志求佛道，為精進



示

教

利

喜

種種無量
皆令歡喜
快得善利

快得善利

皆令歡喜 種種無量

五乘各蒙
法潤得益

佛陀說法







「種種無量，皆令歡喜，快得善利」。希望為這些根
機各不相同的，很多種，「機既多種，教亦無量」。
根機既然這麼多種，教法，施的教法，也要用很多的
方法。「皆令得聞」，希望大家聽到，聽到之後，又
能接受，接受之後，又能很歡喜。所以「輕安自在，
得大善益」。這是佛陀為眾生所施教的用心。堪以三
乘為說四諦、十二因緣，慢慢開始引入六度等等，希
望人人發大心、立大願，能夠起歡喜善利，自己利益
自己，也利益眾生，這就是五乘法，各蒙法潤。五乘
法，各個受益，各人的根機去接受，就受潤都有利益
。



所以「獲益之別，有為世間果，如善根未種者令種」
，還未種善根的，就用人天法讓他們種善根。「未成
熟者令成熟」，全部讓他們能成熟，如修小乘教這樣
的人，就要趕快讓他們成熟，成熟，能安穩在人間，
現在人間能廣度眾生。這就是佛陀的慈悲，「未成熟
者令成熟，未種善根者令種善根」，這就是佛陀為芸
芸眾生所說法的方法。很辛苦，就像天空密雲，藥草
卉木一樣。雲雨一降，就隨大地萬物的根機，這樣去
接受。真的是佛陀為眾生，憐憫眾生，廣度眾生，用
心良苦。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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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廣邀會眾
一起聽經聞法

感恩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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