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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智施教 半滿字 分大小教 

大法施實 教滿字 總持一切 

二乘小教 稱半字 隨他機教 

暢本懷 隨自語意 談理滿足 

 

  好像大家看這些字很陌生。確實，因為過去不曾分享過這個法，

其實這是我們平常在說的話。佛的智慧所施的教，不離開「半」、

「滿」，半字和滿字的教法，這就是分成「大、小乘教」。「半字」，叫

做小教；「滿字」，叫做大教，這是佛法中的術語。佛陀教育眾生，是

觀機逗教。本來佛覺悟，那念心，就是希望他的心境與眾生的心境可

以會合於宇宙萬物，心這樣會同一體。希望他所覺悟的境界，大家都

體會的到。不可能啊！所以，若可以這樣「暢演他的本懷」，這叫做

「圓滿」，圓滿的教育。不過，無奈啊！眾生，沒有辦法體會到這樣的

境界。所以就用「半字」，那就是「小教」，施小教。沒辦法一下就用

「圓滿」的教育，就要「從小而大」，這就是「佛智施教半滿字，分大

小教」，這樣漸次給我們教育。 

 

  「大法施實」，這個「教」，叫做「滿字」，這是大法，是圓滿的教

育。從開始一直到最後會合起來，無不都是希望人人可以回歸真如本

性，這是最圓滿的。這個圓滿的教法，那就是「總持一切法」，就是要

「持世出世間的善法」，都要總持。不是只持小善的善法，不是只持獨

善其身的小乘，需要到出世的善法。那就是自利還要利他，自覺還要

覺他。這是我們最近常常常說的法，這叫做大圓滿的教法，也就是總

持一切世出世的善法，這就是大法。 

 

  但是「二乘小教」就稱為「半字教」。意思就是說，佛陀覺悟之

後，本來要將他的心境跟大家分享，暢演本懷。卻是瞭解眾生的根機

沒有辦法，所以就回過頭來，「隨他語意」。「隨他」就是所有眾生的根

機，照眾生的根機來跟他們說話，這叫做隨他。隨從眾生的根機，所

能瞭解的，來跟他們說話，這樣叫做「隨他語意」，也就是「隨他機

教」。隨他的「根機」來為他教育，也可以叫隨他語意，隨他的根機來

講話。最重要的，是大圓滿的教育，那就是「暢演本懷」。「暢本懷隨

自語意，談理滿足」，這才是真正佛想說的話，暢他內心，想要對眾生

說的話，那就是隨自語意。本來就是他要說的，只是眾生根機太差

了，就是說了也無法體會。不只是無法體會，反過來，還會被傷害

到。因為眾生的心，心態，無明覆蓋，很複雜。法聽不進去，煩惱卻



不斷產生，所以眾生才會在五道、四生一直輪轉，轉不出來。眾生也

叫做凡夫，凡夫就是糊塗，不管是無明、煩惱、塵沙種種來覆蓋了我

們人人本來具有的真如本性、心地風光。 

 

  其實，大家的心地，都是「靜寂清澄」，與宇宙會合在一起，是一

片「華嚴」的境界。只是我們墮落入凡夫，善惡在互相拉扯。善法將

要入心，惡法煩惱就來阻擾，來阻礙，來擾亂。人人的心，就自我擾

亂，自己的無明來困擾自己。所以常常在凡夫心，善惡這樣在拔河，

我們才會這麼辛苦。常常想，確實！為什麼天地會不調和呢？光是說

人，一個人的心，自己自我心靈的境界，就難以調和，要怎麼說到人

與人之間，可以和合互協呢？要怎樣可以再說到天地萬物，或者是大

氣體、大氣象，地水火風，怎樣可以和調呢？我們若想光是自己的心

境就難調和，何況，天地四大，要怎樣能調和？一想，就會很煩惱。 

 

  今天這個時間，若想到五年前，菲律賓凱莎娜颱風，這個四大不

調。那時候風、雨很大，所以在那期間，水淹，火災也發生。所以大

風、水災、火災同時。滿目瘡痍啊，很久的時間。幾天之後，我們去

勘災，坐在直昇機上面往下看，全都是水，屋頂，樹稍，剩下的都是

水。思賢居士去勘災之後，就跟馬利僅那市長說，「你打算要如何救

災，這個災難要怎麼處理？」這位市長，雙手一攤，「我不知道要怎麼

處理？」從這樣開始，慈濟開始「大動作」起來。台灣跟菲律賓，用

現在科技視訊，一直跟他們建議，你們該怎麼做，怎麼做。「以工代

賑」這樣開始，跟他們一同做。雖然一開始他們沒辦法明白，卻仍用

耐心說服了他們，用這個方法去做。果然七、八天後，光是那個市，

就動員一萬多人（次），一開始才只有幾百人，慢慢就幾千人，這樣這

樣一直到最後，最多（一天）有八千多人，這樣全部動員起來，幾天

後就完全清好了。 

 

  從這樣開始，這個因緣，開始召集志工投入來做志工。或者是長

期讓他們可維持生活，照顧那個市，可以做環保，繼續一直做下去。

這次五年後，在九月十九那一天，（鳳凰）颱風，輕輕的颱風，卻帶來

了重重的雨水，很大的雨水。它把一個月的雨水當一天下，所以水漲

的很快。那一天昇航去勘災的時候，寫回來的報告說，「往年若那個地

方發生水災，沒有一個月這個水不會退，但這回，三天水就退了。」

怎會差這麼多呢？那就是，過去都被垃圾塞住了，水要退很難，慢

慢、慢慢退。但是這回三天就退了，而且街道一開始就（較為）乾

淨，因為志工多了。他們跑出來的時候，連志工服也帶出來。水開始

退，他們就開始動員清掃，三天後，那個地方就乾淨了。 



 

  尤其是一項不可思議，因為這幾年來做環保，廢物利用，他們也

開通了這個廢物「保特瓶」，已經是人家不要的東西。他們用智慧，用

一千一百三十八支的保特瓶，慢慢組成，組成「一艘船」。在今年年

初，回來向我說，「師父，我們這些環保志工很天才喔！」 

上人：怎麼說？ 

志工：「他們發明了，用保特瓶做成一艘救生船。」 

上人：真的嗎？你們若董事會回來，就拿回來給我看。 

志工：那很大艘！很大艘！ 

上人：你們就將那個東西比例縮小，拿回來給師父看，他到底是如何

做？ 

 

  果然四月董事會的時候，把那艘船拿回來，有這麼的大（約 40公

分長），「比例縮小」。他們用「玩具保特瓶」，這樣小的寶特瓶，把尺

寸比例縮小拿回來。我就想說，這真的有用嗎？但是在這回「大利

用」，可以載十五個人。那個時候，水忽然漲起來的時候，他們用這艘

船，來來回回，一次載十五人，這艘船不知道救多少人。就好像是幾

年前，「慈恩、慈愛」這對連體嬰，來我們這裡，（花蓮慈院順利）將

她們分割之後，（回到馬尼拉，慈濟人）讓他們父母，從山裡搬到市區

來住，給他們一個安頓的地方，給他們一項穩定的工作，那就是「做

環保」。那時候做環保，是將保特瓶裝在大袋子裡。（凱莎娜颱風那

天）突然水漲起來，慈恩、慈愛這兩個孩子的父親，就把這麼大包的

保特瓶的袋子，裡頭裝很多寶特瓶，丟進水中，再把他妻子與孩子，

抱到袋子上。因把這大袋子，兩袋綁在一起，這樣母子，就（抓住）

這兩個大袋子漂浮，這樣被救出來！ 

 

  這回，這艘船就是運用那個觀念，發揮了（創意），他真的造一艘

船，而且做得很整齊、很美。這回發揮了很大（良能），（成為）救人

的工具，這就是「智慧」。這就是在人群中，在天下有災難的時候，他

有這個智慧，去發揮他的「良能」。天下怎會這麼四大不這樣不調和

呢？五年前的凱莎娜颱風，讓菲律賓有這麼大的災難。所以才讓我們

有那構想，「以工代賑」。這樣之後，馬利僅那長期以來，能夠保持

著，環保做很好，垃圾減少了，又再啟發了智慧，這實在是很不簡

單。「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在人群中造福，為人群帶來平安，這是

佛法教育我們的世間法。 

 

  所以我們學佛，離開了世間就沒佛法。所以一直說，「大乘法一定

要入人群」，你若「獨善其身」修自己，像這樣大的天災來時，個人若



只顧自己，沒有這麼大的力量。天下四大不調，光是自己一個人，可

以顧多少呢？顧自己，不堪天災的威力，若是大家能夠群策群力，大

家的力量集合在一起。這樣「不是自掃門前雪，而是要兼顧他人的瓦

上霜」。若能這樣，大家共同（來做），我們就能對世間做一番事。佛

法可以不斷引導人生向善，人人生活中，向善的方向，那就會慢慢歸

回，我們人人的本性來。所以一段時間常跟大家說，「人間路要舖

平」，那就是人跟人的心境。自己的心境要調適好，調適自己的心境，

我們也要調適別人的心境。彼此之間，小小的煩惱，凡夫的心境，我

們若能互相將心路舖平，這就是舖人間路。心路若都舖平了，互相利

益，互相付出，這樣就已經接近了菩提道。所以人間法「善」，那就是

佛法，希望我們人人要用這分的「教」，不管是「滿字教」，或者是

「半字教」，不論是大法、小法，最重要還是要回歸。合在一起，合在

人群，人人可以和睦，人人可以彼此之間心路相通。若可以這樣，那

就是與天體宇宙會合在一起。若是只顧自己，那就沒辦法。你是你、

我是我，這樣人生永遠就是各自的人生，個人心中都有煩惱，個人都

有分別你我等等。煩惱很麻煩，學佛就是要去除煩惱。 

 

經文：「爾時長者，將欲誘引其子，而設方便，密遣二人，形色憔悴，

無威德者。」 

 

經文簡釋： 

「爾時長者，將欲誘引其子，而設方便」；此明機教既不合，即時深

慮，隨順根機誘引，漸息大化，不容孤棄，擬設方便，誘小入大。 

 

  「爾時長者」，那個時候長者，「將欲誘引其子」，因為孩子在外

面，已經回來了，長者趕緊看到孩子，孩子已跑掉了，趕緊叫人將孩

子帶回來，但孩子就是這樣掙扎，不願意回來。長者就要人放他走，

再來設方便，這是前面的文。這時候長者開始要設法了，「將欲誘引其

子，而設方便」，開始就要「誘引」，要用什麼樣的方法，來誘引孩

子？讓孩子可以安心，可以接近，這是長者開始想辦法。這就是表示

「機與教不合」，因為明明已經來到門口了，又跑掉，要趕快叫他們回

來，卻仍是在那地方，不願意回來，所以只好放他走。好不容易父親

才找到孩子，怎可以讓他在外面，「回歸貧里」的地方嗎？父親不忍

心，所以他要設教，這是表示「佛的教法」。這圓滿的教法，希望他可

以趕快見到「佛性」。這是佛的心態，覺悟之後人人本具佛性，希望他

可以趕緊體會到。竟然他無法體會，還會怕！這就是機和教不合。 

 

  凡夫的根機，與已經覺悟的根機，要怎樣能合呢？覺悟的境界是



天地宇宙萬物那樣的遼闊，種種的道理，那怕是很小，「無體無形」，

也都要將這道理體悟，何況說這有體有形的東西。但是凡夫就是在有

體有形的東西，互相在衝突、互相在矛盾，互相在煩惱、互相在爭

執，這就是凡夫心。佛陀要怎麼樣，能把這麼大，「無體無形，宇宙萬

物這種大的道理，這樣圓滿的道理，讓凡夫眾生能瞭解呢？」這眾生

的根機與所要的教法，實在是無法符合。 

 

  所以「即時深慮」，就要用心，要很深深來考慮。所以三七日的時

間來考慮，要怎麼樣來「施教眾生」，用什麼樣的方法來施教呢？只好

「隨順根機誘引」。這是佛對眾生，只好就要用這樣的方法，慢慢來接

近。就像釋迦佛成佛之後，要到「鹿野苑」他選擇這五個人，是他的

「對機」，要施教的人。他遠遠走來的時候，將要接近時，這五個人遠

遠的看到佛的身影來到，就會怕！那個怕，他用「厭棄」，覺得說，

「太子已經放棄了苦行，他已經不是修行者」，用這樣的懷疑，來面對

這「已經覺悟」的人，用懷疑的心，來面對著已經覺悟之後的人。 

 

  佛越是走近，大家就議論，就說，「既然他已經不是修行者，到我

們的面前，大家都不要理他！」就是「唆使遠離」，不過佛的德，「慧

德、福德，福慧二德圓融」。他越是靠近過來，這五個人不由自己，本

來說好要避開，不要理他。但是佛越走近時，五個人不約而同一個動

作，就是屈膝跪下去。原來已經是跟過去不同的「形相」，是讓人「從

內心起了尊敬」。所以佛陀開始坐下來，來、來、來，我想要從我最近

對修行這條路，我的心境，我所感覺到體會，來跟大家分享。用這樣

平凡的口吻，來向這五個人說話。五個人坐下來，佛陀就開始隨順根

機，來誘引他們。先嘆「苦」，苦他們能夠體會。是啊！雖然出生在皇

宮享受富貴，但這段時間出來「修苦行」，確實也是苦。但是瞭解所要

聽「苦的道理」，竟然「不只是修行生活過程的苦」，原來是「生命真

諦的苦」。生命中的身理、心理，所造成生活中的苦。所以苦諦，「這

個『苦諦』，不只是這輩子，還有過去生、未來生。不只是人生，還有

四生，還有五道、六道等等的苦。」慢慢聽，慢慢體會，但是，是不

是大家都能同時接受這個「苦諦」，苦集滅道的道理呢？ 

 

  聽，瞭解！一知半解，或者是一知連半解都沒有。佛陀就要「三

次」，叫做「三轉四諦法輪」。這是常常說過的，我還要不斷反覆說給

大家瞭解。知道佛陀教育眾生，五個人，開始「漸教」，所以說「漸息

大化，不容孤棄」。漸息大化就是，暫時將他的心懷，將他所覺悟的心

境，暫時隱埋下來。對眾生用「漸教」，漸漸的教育，所以他說「四諦

法」。五個人要說三次，連一個還不瞭解，他都不放棄。不厭其煩，那



就是「不容孤棄」，為五個人，同一個法說三次，五個人都要知而解，

才會三轉四諦法。就是說這個小乘法，從四諦開始，也就是我們學

佛，入佛門的基礎，開始「不容孤棄」，連一個都沒有要放棄。所以這

「擬設方便，誘小入大」，將他誘引，從小乘教開始來讓他接近，來誘

引他，讓他們漸漸入大乘法，這叫做「圓滿的教育」，這叫做「滿字

教」。 

 

＊「此即正明鹿野苑時，既息大化，初以四諦法為題，欲設方便，不

容孤棄，言將欲誘引其子。」 

 

經文簡釋： 

「而設方便」，明法中尋念過去佛所行方便力，此體外方便。 

 

「方便」有體內、體外之二種，圓教所說之方便為體內方便，餘教所

說之方便為體外方便。 

 

即領解前述，擬用三車之譬，故云將欲誘引其子而設方便。為一說

三，是設方便。 

 

  「此即正明鹿野苑時，既息大化」，暫時大法的教化，暫時先隱息

下來。所以「初以四諦法為題」，這個「欲設方便，不容孤棄」，剛剛

都說過了。所以叫做「將欲誘引其子」，「而設方便」，這就是他的方便

法。所以「明法中尋念過去佛所行方便力」，為什麼要用這方便力呢？

那就是「佛佛道同」，這幾天一直跟大家說佛佛道同，「三七日」的思

維，他成道之後，要如何將大法普及人間？人間根機小，沒辦法接

受，要怎樣呢？三七日的思維，過去佛，也是這樣，要用方便法，所

以叫「佛佛道同」。心念就是「再回顧過去的佛」，就是「行方便力」，

這叫做「體外方便」。 

 

  其實「方便教法」，有分「體內」與「體外」的方便。體內的方

便，叫做圓教所說方便，這叫體內的方便。就像從「四諦法」、「十二

因緣」，一直說到「六度」，這才是很「圓滿的教育」。從小機小法，將

他教育到大機，用大法，行菩薩道，這叫做體內的方便。小根機慢慢

教，他也會成大器，這叫體內的方便。 

 

  若是「餘教所說方便，叫做體外方便」。那就是其它，譬如說我們

教有四時，「藏、通、別、圓」。藏的教，通的教，別的教，圓的教，

它有四教，五時四教，有這樣種種的教法。不過體內就屬於圓教，這



樣圓滿的教育，眾生沒有辦法一下子就接受進來，所以就要從小而

大。現在「佛陀」所使用的就是「體內方便」，但也不能離開「體外方

便」，體外方便就是「用世間法」來譬喻，用世間來譬喻佛精妙的教

法。這是我們前面所說的「三車」的譬喻，我們前面在說大長者在火

宅，要怎麼樣把孩子叫出來，明明三界火已經燒起來了。但在三界中

的眾生，還是在裡面為所欲為，還在玩火。就像一間大房子裡，一群

幼稚的孩子，還在在那地方玩火，叫不出來，只好在外面「設三車」，

這就像是「體外方便」。因為要用世間種種的方便法來譬喻，在<譬喻

品>也是用種種的「生態」來譬喻，這也就是「體外的方便法」。 

 

  佛陀要從內心，要怎樣讓人人「心」可以啟發真理，跟真理可以

會合，這叫「圓教」。「一切唯心造」，一直跟我們說一切唯心造，

「佛、心、眾生三無差別」，這都是體內的方便。要怎麼樣能讓人人內

心，與這個法接近。但是若無法接近，就要用外面所有的形相，這

「無形的理」，已經構成了「有形的合」。「會合」起來就成為「有

形」，所以這種「合成」，煩惱合成有形的法來譬喻，這就是體外方

便。所以內外方便，佛陀都是這樣來施教，因為眾生的根機是沒辦

法，所以必定要用這樣的方法，所以叫做「將欲誘引其子而設方便」。

這「為一說三」，明明就是「一乘法」，佛陀卻要說「三乘法」，「聲

聞、緣覺、菩薩」，這樣設三乘法。明明就是這麼簡單，人人本具佛

性，卻要用這麼多的方法，來教育，來譬喻言詞等等。 

 

經文簡釋：「密遣二人」 

＊「密遣」：理通一乘，此未明言，隱實施權。 

 

＊「二人」：喻二乘之教義。 

約人：即聲聞、緣覺。 

約法：即四諦、十二因緣。 

 

  「密遣二人」，密遣二個人，就是理通一乘。不管是體內方便，還

是體外方便，同樣就是「統於一乘」的道理。聲聞的教法，與獨覺、

緣覺的教法，完全都可通達「菩薩道」，菩薩道就是「回歸如來本

性」，所以理通一乘。不過開始「未明言」，還沒開始表明，「隱實施

權」，因為將這「實法」，這樣隱，漸息大化，暫時隱沒，隱下來，外

面施用方便教法。所以這「二個人」就譬喻「二乘的教義」。對「法」

來說，這二人就表示二乘的教法。本來是一乘，但是我們沒辦法體

會，他就要用二乘的教義。 

 



  若「約人」呢？從這人事，從人來說，就是「聲聞、緣覺」。他在

這個法可以接受的，就是「四諦、十二因緣」。這個法他們可以接受，

這樣的人，接受這樣的法，一乘分成了三乘。「人」，就是聲聞、緣

覺，他們所能接受的「法」，就是四諦、十二因緣。還沒辦法接受六

度，所以這法是這樣「循循善誘」。 

 

＊「又喻」：內秘菩薩行一乘實法為密，外現是聲聞小乘法為遣，是

謂：密遣二人 

 

  又再譬喻，「內秘菩薩行一乘實法」，這叫做「密」。其實須菩提他

們已經瞭解了，他們也已瞭解「菩薩道」。但是，他們同樣也是「隱藏

著」，就像「佛」，他體會之後，將這「實法心境隱藏起來」，所以說

「內秘菩薩行」，裡面都有「度眾生的心」，只是還是將這「實法」，這

樣「隱密」起來。「密」就是「隱」的意思。「外現是聲聞小乘法為

遣」，「遣」就是「用」的意思。就是長者「用」人要帶他的孩子回

來，就如佛陀「用」法要來教化眾生。同樣的道理，「遣就是用的意

思」，所以叫密遣二人。其實是一乘法，他用三乘教，用聲聞、緣覺這

樣來施用四諦、十二因緣，這樣的道理，這是佛的智慧，如何來圓滿

教育。 

 

經文簡釋： 

「形色憔悴」；二乘教中，不修相好，但說苦、無常、無我、不淨，故

言形色憔悴。 

 

  所以「形體憔悴」，意思就是說，「二乘教中，不修相好，但說

苦、無常、無我、不淨。」所以這就是二乘所修的法，他沒有修

「形、相」圓滿。剛剛說過，釋迦佛覺悟之後他的「福慧圓具」。自

然，本來想要遠離的人，他越走越靠近，由不得自己。五個人看到佛

陀的形相，自然「相好」，好的相就會降服人。但是「聲聞」就沒有，

所以不具「福慧四無畏」。就是「還沒有修福，還沒有智慧」，因為

「要修福與慧」，一直說過一定要入人群，造福人群。「不經一事，不

長一智」，就像在菲律賓，用保特瓶，他也有辦法造出船，這艘船載十

五人，一趟一趟一直載人出來。這就是經一事，長一智，就是要入人

群中，才有辦法真的福慧兩具。 

 

經文簡釋： 

「無威德者」，不具福慧四無所畏，故言無威德者。憔悴無威德，喻小

乘功德缺乏莊嚴之相。 



 

  「四無畏」就是，「法無畏、辭無畏、義無畏、樂說無畏」。就是

對佛「法」很透徹瞭解，裡面所含的道理都很清楚，所說的「話」、

「言辭」都很符合道理，還要很歡喜「一直要去說」，這叫做「四無

畏」。故言，因為這些都沒有，也沒有跟眾生結好緣，也沒有法完全入

心，這道理怎麼說，都不願意去投入人群，去說話，所以因為這樣，

叫做「無威德者」。無威德，你不在人群中，所以形容是「憔悴無威

德」，譬喻小乘功德缺乏，所以「沒有莊嚴相」。總而言之，學佛我們

要很用心，不論是滿教，「滿字教」或是「半字教」。佛陀體內方便、

體外方便，「內外方便法」他都具修、兼備。所以我們應該要時時多用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