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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一乘實法離虛妄相，薰法長慧根沁入德香，見聞一乘法恆持正

覺，法有方圓形用有差相。」 

⊙「又舍利弗，憍慢懈怠，計我見者，莫說此經。凡夫淺識，深著五

欲，聞不能解，亦勿為說。」《法華經 譬喻品第三》 

⊙「若人不信，毀謗此經，則斷一切，世間佛種。」《法華經 譬喻品

第三》 

⊙若人不信，毀謗此經：有漏因果為世間種，無漏因果為佛種。 

⊙如上具七惡之人，總有二過：一者不信；二者謬解。 

⊙由不信故，撥無因果，則斷世間種。 

⊙因謬解故，不辨邪正，障礙正法，受行邪法，自行教他，則斷眾生

佛種。有此二過，總名毀謗此經。 

⊙則斷一切，世間佛種：此含三因佛性之種，生芽曰生因，又如燈之

照物顯隱曰了因。 

⊙一、開眾生知見，即佛知見，顯正因佛種。能生佛果之種子，如菩

薩發菩提心修六度萬行是。 

⊙二、觀一切法如實相。顯示了因佛種，了達正性之覺智。 

⊙三、明小善皆成佛，顯緣因佛種。 

⊙外道凡夫，不信小善成佛，是斷世間緣因佛種。毀謗此經，挑壞人

天眼目，斷菩提心，是斷世間正因佛種。 

⊙正法不行，亦斷法種。既不發心，不證聖道，亦斷僧種。今從勝

說，唯斷佛種。斷三寶種，是大惡因。 

⊙佛種：佛果之種子，菩薩之所行名佛種。華嚴經：下佛種子於眾生

田，生正覺芽。 

 

【證嚴上人開示】 

「聞一乘實法離虛妄相，薰法長慧根沁入德香，見聞一乘法恆持正

覺，法有方圓形用有差相。」 

 

聞一乘實法 

離虛妄相 

薰法長慧根 

沁入德香 

見聞一乘法 

恆持正覺 

法有方圓形 



用有差相 

 

一乘實法，那就是要離虛妄相。我們應該對世間一切，有形的物質，

我們應該都很清楚了，一切都是所有的合成，是因緣法，不論是什麼

樣的物質，就是一定要有因、有緣，合會起來；緣若開了，真的是虛

妄。所以，我們一定要很體會，「離虛妄相」，我們若能離虛妄相，就

不會為了自己很執著，執著得煩惱重重，辛苦很多。 

 

所以我們要「薰法長慧根」，要「沁入德香」。我們的心若常常聽法，

智慧的根就這樣成長起來。法要沁入心來，我們法若入心，去除了不

好的習慣，培養我們好的「心德」，若這樣，內心這個德，內心用功，

外面表達出來的行為，是叫做「德相」，所以法若沁入心來，法在內心

裡，我們所行動的一切就是德，讓人覺得，這個人很有修養，平常的

行為都讓人很敬重，這叫做「德」。因為你的付出之後，讓大家認同，

這叫做德「德香」。 

 

所以「見聞一乘法，恆持正覺」。我們看、我們聽，我們不離開那個一

乘實法，所以我們能夠常常法在心中，我們心要常常持，就是守持在

這個法，是正覺的法。 

 

所以「法有方圓形」。法有四方形、有圓形，這種種，自然我們在應

用，就是有差別相，有不同。就像水，法就像水，你用四方形，水倒

進去就是四方形；用圓的，水倒進去就是圓形。不論你用什麼樣的

形，只要你有法，就是隨方就圓，只要你有法在，什麼樣的事情，你

都有辦法去應用它，這就是要運法。 

 

就像我們現在聽法，小孩童也很會聽，聽得很認真。一位小孩童，今

年八歲，從馬來西亞回來，叫做敬陽。敬陽小菩薩，他是從幼稚園開

始，每天每天就是跟著媽媽去聽法，沒有間斷過。去年(二 0一三年)

回來，我就說：「你聽法都聽懂嗎？」「有啊！」那段時間都在說，羊

車、鹿車等等，我會向他考試，他表達出來的都是很準確。甚至他會

做筆記，筆記拿來看，不只是師公說的，是將他的理解，他這樣一條

一條寫出來。 

 

這不就是「薰法長慧根」嗎？這不就是「沁入德香」嗎？這個孩子人

見人愛。他真的認真用功聽法，而且聽了還有心得，還要把它寫出

來，有辦法這麼深的法，「聞一乘實法，離虛妄相」。卻是這麼深的

法，他有辦法這樣納入心裡來，這不就是，「法有方圓」嗎？他若沒有



法入心，無法表達出了，他所聽、所了解的，將那個文字表達出來，

這就是「沁入德香」。這真的很不可思議！ 

 

前面的文，「又舍利弗，憍慢懈怠，計我見者，莫說此經。凡夫淺識，

深著五欲，聞不能解，亦勿為說。」 

 

又舍利弗 

憍慢懈怠 

計我見者 

莫說此經 

凡夫淺識 

深著五欲 

聞不能解 

亦勿為說 

《法華經 譬喻品第三》 

 

假使若是憍慢懈怠的人，他沒有那個虔誠的心，沒有真實的心，要來

接受這個法，他不專心，這樣的人，我們不要和他講這部經。因為他

無法了解，他的心會起煩惱，不只是自己不能接受，還會煩惱毀謗，

這種的人都是叫做「凡夫淺識」。 

 

為自己的利益在謀求知識，不是為了真理，要去體會這個人生的道

理。他就是沒有用這樣的心，所以他所學都是知識，不是智慧。這都

是「深著五欲」的人，所以聽，無法了解，因緣還沒成熟。 

 

接下來再說，「若人不信，毀謗此經，則斷一切，世間佛種。」 

 

若人不信 

毀謗此經 

則斷一切 

世間佛種 

《法華經 譬喻品第三》 

 

假使有人不要相信這部經，不要相信一乘實法，這種道理這麼的深

奧，他若不要去相信，他反過頭來毀謗，毀謗善法，斷人的善根，這

就有因果。 

 

若人不信 



毀謗此經： 

有漏因果為世間種 

無漏因果為佛種 

如上具七惡之人 

總有二過： 

一者不信 

二者謬解 

 

這因果，有幾種的因果呢？「有漏因果」就是世間的種子。這個「有

漏」就是煩惱。這個戒、定、慧，無法入他的心，所以他滿心都是煩

惱，做人的品行全都沒有。戒，就是要成就我們的品行；定，就是要

吸收真理；慧，那就是了解，人生真實的道理。但是他這些東西全都

沒有，所以就是世間有漏因果。這就是我們凡夫，凡夫人人都是有這

樣的因果在，所以我們常常在說「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我們帶

著凡夫的因緣果報，來人間，由不得自己，這叫做「有漏」，世間有漏

的種子。 

 

無漏的因果，那就是佛的種子，諸佛菩薩的種子。「無漏」就是我們已

經，吸收到戒、定、慧，我們常常在聽法，我們很了解因緣果報的道

理，所以我們已經，對自己的人格品德，我們會很謹慎，這叫做「無

漏因果」。我們懂得聞、思、修——懂得聽，好好來思考，用心修行，

這種，這就是無漏因果。 

 

所以上面，我們昨天說過了，有七種惡，這種的人，憍慢懈怠、計我

見等等（憍、慢、懈怠放逸、我見、淺識無慧、深著五欲、愚鈍凡

夫），這總是有二種過失，「一者不信；二者謬解」。第一就是不要相

信；第二是將它錯誤的解釋。這就是會成就了七種惡，七種錯誤，這

很危險。 

 

所以下面說「由不信故」，因為他不相信，所以「撥無因果」，以為沒

有因果。 

 

由不信故 

撥無因果 

則斷世間種 

 

其實，日常生活中，舉手動足、開口動舌，無不是因，無不是果。我

若不開口，聲音不會出來，聲音不出來，結果你們聽不到。同樣的道



理，一切的動作，無不都在因緣果報中，所以不可撥無因果。我們若

是撥無因果，將這個法我們錯謬地解釋，不然就是不相信，再不然就

是毀謗，或者錯誤的解釋，這樣就會「斷世間種」。這個世間，道理在

世間，他就把它斷掉了。 

 

「因謬解故，不辨邪正」，為什麼會錯了呢？因為我們自己的智識不

夠，或者是外道故意的毀謗，將它謬解，這全都是沒有透徹了解，這

個道理的深奧，所以「不辨邪正」，不知道這樣是對的，或者不對的。 

 

因謬解故 

不辨邪正 

障礙正法 

受行邪法 

自行教他 

則斷眾生佛種 

有此二過 

總名毀謗此經 

 

我們若偏差了，走火入魔，容易障礙，這種「障礙正法，受行邪法」。

讓人去接受到那個邪，不正確的法，這我們要常常警覺，佛法在人

間，從佛陀的時代一直到現在，這二千多年來，變成了要求佛保佑，

求菩薩加持。其實不是，是法要求入心來，我們能夠通達道理，怎麼

樣展現這個道理在人群中，這才是叫做正法。不只是自行，我們聽邪

的法入心，又再傳給別人，這種邪法，「受行邪法，自行教他」，就

「斷眾生佛種」。 

 

眾生，佛陀來人間，就是要開示眾生，人人都有成佛本具的真如本

性，人人都有。但是，我們若將它偏邪解釋，那就是斷了這個佛種，

讓我們沒有成佛的機會。無法接受到正法的機會，就是我們錯誤的解

釋，或者是不相信，去毀謗它，所以這叫做「毀謗此經」。 

 

再接下來就說，「則斷一切，世間佛種」。世間的佛種到底總共有幾

樣？這其中包含三項之因果。 

 

則斷一切 

世間佛種： 

此含三因佛性之種 

生芽曰生因 



又如燈之照物 

顯隱曰了因 

 

所以說三項的因，也像一盞燈，一支蠟燭點起來，千萬支的蠟燭再從

它引過去，若這樣，這個空間，本來一支蠟燭的點燃，這樣的亮度，

與千萬支的蠟燭點亮起來，那個光，那絕對是不同。所以，希望人人

接受正法，人人在人間去傳達道理，若能這樣，這個人間才能光明，

才能很合和，這才是真正人間的佛法。所以像燈在照物，「顯隱曰了

因」，顯出了你看不到的地方，只要有光一照，那個很隱藏、隱密的道

理，它也會這樣顯現出來。 

 

因，到底是怎樣的因呢？一，第一，「開眾生知見」。 

 

一、開眾生知見 

即佛知見 

顯正因佛種 

能生佛果之種子 

如菩薩發菩提心 

修六度萬行是 

 

這就是佛的知見。開顯了佛的知見，我們若有佛的種子，我們傳這個

法，就是要開眾生知見。人人都有與佛同等的智慧，只是我們的煩惱

將我們覆蔽，現在這個一乘法，就是要來開啟我們，過去種種的煩

惱，要如何打開煩惱，顯出了我們人人，與佛同等的知見。這叫做

「正因佛種」。 

 

我們若有正信，那就是正確的因，也就是佛的種子、我們的真如本

性。我們的真如本性，與宇宙天體合一，了解天下一切真理，這叫做

佛的知見，也就是「佛果之種子」，就如菩薩發菩提心，修六度萬行。 

 

第二種，那就是「觀一切法如實相」，顯示了因佛種，了達正性之覺

智。 

 

二、 

觀一切法如實相 

顯示了因佛種 

了達正性之覺智 

 



「了因」，那就是讓我們透徹了解，這顆種子裡面含藏的道理，這叫做

「了因佛種」，它能夠「了達正性之覺智」。我們的本性是什麼呢？真

如本性，我們人人都有，有情覺悟的智慧存在，人人都有。 

 

第三，就是明小善皆成佛，顯緣因佛種。 

 

三、 

明小善皆成佛 

顯緣因佛種 

 

我們人人應該要相信，這個「小善皆成佛」。水，滴水成河，米，粒米

成籮，都是積少成多。行大菩提道，就要從你的第一步踏出去，萬里

的道路，要開始從第一步開始。所以我們要了解，這個因、緣，緣、

因，我們不要看輕，那一點點的小善，這就是一點點的因緣，小小因

緣累積，那就是大因緣了。 

 

所以「外道凡夫，不信小善成佛」，所以他「斷世間緣因佛種」。 

 

外道凡夫 

不信小善成佛 

是斷世間緣因佛種 

毀謗此經 

挑壞人天眼目 

斷菩提心 

是斷世間正因佛種 

 

佛陀的時代，不就是有很多外道教，來破壞佛法嗎？連提婆達多也是

這樣，這種偏差、憍慢，也是處處要來破法害佛。所以「挑壞人天眼

目」，人天的眼目，讓我們的見解偏差，破壞我們的眼根，同樣的道

理，我們的心眼偏差了，就因為有這樣來毀謗，所以就像糟蹋，讓我

們的眼睛這樣壞了，所以讓我們眼睛，無法看得很清楚，意思就是

說，無法認清正法，所以「斷菩提心」。「菩提」就是覺，斷了那個覺

悟的心路，所以「是斷世間正因佛種」。世間的正因佛種，就是這樣將

它斷除了。 

 

所以「正法不行，亦斷法種」。我們不好好利用正法，我們不斷就是斷

除佛種。「既不發心，不證聖道，亦斷僧種」。自己不肯發心，阻礙人

去出家，這種也是斷僧種。 



 

正法不行 

亦斷法種 

既不發心 

不證聖道 

亦斷僧種 

今從勝說 

唯斷佛種 

斷三寶種 

是大惡因 

 

或者是「從勝」，用這種聖教來說，斷佛種，斷三寶的種子。這就是我

們人用心不夠。 

 

所以，「佛種」，是佛果的種子。菩薩是所行名佛種，菩薩行，無不都

是成就佛種。 

 

佛種： 

佛果之種子 

菩薩之所行 

名佛種 

華嚴經： 

下佛種子 

於眾生田 

生正覺芽 

 

所以佛經(《華嚴經》)這樣說：「下佛種子於眾生田，生正覺芽」。《法

華經》也這樣說，在<方便品>這樣說：「佛種從緣生，是故說一乘。」

佛種是從緣所生起來的，所以因為這樣，說一乘法。所以，我們真正

傳說佛法，我們要很用心，播佛法的種子，開人人的智慧心眼，這是

我們大家要努力，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