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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勤修道漸趣大志 

自鄙先心遂漸捨小 

阿含方等定慧均等 

般若學行兩全究竟 

 

  各位，修行應該就要殷勤精進，精進修道，這是我們學佛的目

標。佛陀一再叮嚀交代，在《遺教經》裡佛陀這麼說：「若人能持淨

戒，是則能有善法。若無善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是以當知，戒為

第一安隱功德住處。」我們若有讀過《佛遺教經》，這段文是很重要。 

 

  佛陀將入滅的時候，阿難問佛，「世尊啊，世尊在世時，有這麼多

六群比丘，還有不聽話的人，這樣在僧團中修行。佛陀在世，他們就

是這樣，若是佛入滅之後呢？這個僧團未來佛的弟子用什麼樣方法來

幫助他，如何能讓他心能專一修行呢？」佛陀就說，「大家慈悲啊！要

用心來輔導他，輔導不過來，我們就寬心，隨便他去吧。」 

 

  這是佛陀很慈悲，但是，教不來，不能讓這些人好好修心，讓這

些人能持戒奉行。這是佛陀在世教育眾生，與他很近的修行者，讓佛

的心很操煩，擔憂，擔憂什麼呢？既修行，不肯勤精進修道，這樣算

什麼修行人呢？但是，佛陀的慈悲寬大，就只能歎無奈。到了即將要

入滅時，同修者要如何讓這僧團能整齊，要如何將佛法能普被眾生，

真正的普遍，眾生能夠依教奉行。要依教奉行，要人有守戒。我們光

要別人「你要這樣守規矩。」自己沒守規矩。「你要這樣做。」自己沒

身體實行，這樣守規戒。這個身形若不修，這樣要怎麼樣叫做修行人

呢？ 

 

  修行的人必定要守在戒，必定要殷勤精進修道。這條道，戒、

定、慧不能脫離，所以我們必定要殷勤精進，修行於道。若能夠這

樣，有守戒精勤，在這條道路上才能夠「漸趣大志」。沒有放鬆，懂得

殷勤精進，才能夠這條路走的好，這條路才能很平坦，這條路越走越

廣，這就是我們要「漸趣大志」。意思就是說，佛陀這樣引導我們，我

們於法，一定要在佛陀所教育的規戒中，去身體力行，這樣佛陀循循

善誘，一步一步教我們，隨順我們的根機，從小教慢慢向大教，這樣

牽引我們。 

 

  所以從《阿含經》，「阿含」的時代，到「方等」，到「般若」，漸



漸可以入了佛陀的本懷，那就是「無量義」、「法華」的時代。所以大

家已經開始慢慢瞭解了，不過「自鄙先心」。過去有比較散慢掉了，過

去只是顧自己，沒有考慮到團體。只是顧自己獨善其身，沒有考慮到

天下眾生，所以叫做「自鄙先心」。開始的時候，心太過散漫了，或者

是只有謹慎在自己，修行在獨善，這都是要「自鄙先心」。 

 

  「隨漸捨小」，慢慢開始，佛陀用心，寬大的心、耐心，這樣慢慢

牽，慢慢教，時間也經過了這麼長。「阿含」、「方等」，《阿含經》就十

二年了，《方等經》又是八年了。這樣慢慢在《方等經》中，開始大小

教兼教，讓我們能夠慢慢捨小就大，讓我們能知道，光是顧自己，這

樣不對。羊車、鹿車只是自己的興趣，應該就要入大白牛車。這大白

牛的車不只是自己能到達目的地，還有很多很多人也能一起到達。這

條道路是有很多的伴侶，可以互相作伴，同樣從地點能一起到達。 

 

  慢慢知道了，不是度自己而已，也可以兼度他人。所以到《般若

經》的時代，「般若學行，兩全究竟」。不論是執持於小教中，一切因

緣果報，都很明確瞭解了，對自己的戒行懂得要受持了，知道所做一

切，若沒有持戒，我們就沒無法得到善法。我們懂得持戒，才能得到

第一安全的功德。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從開始基礎我們所學的，這

是一個很根本，是我們修行者必修的法。看，到了佛陀將要入滅，還

是再跟我們說一次。遺教，《遺教經》，再回過頭來從「阿含」教育，

這就是我們最根本的教育。 

 

  所以說，「阿含」雖然是小教，所謂的「小教」只是我們還沒有開

闊所有的道理。道理原來無體、無相，常常告訴過大家了，都是因為

一念無明來合成了很多的煩惱，造了成很多的業，所以因緣果報會

合。但是我們還未通徹真空的道理，我們若能再通徹真空的道理，我

們才可以很安全，守戒第一。能夠知道什麼根本都是空，哪怕是皇

帝，當了幾十年了，到最後一口氣吞下去，江山也是別人的。人間無

常，沒有多少東西是我們擁有的。到了最後要離開什麼都沒有，連我

們的身體也沒有了。最後不是埋，便是燒，燒了之後就是白骨頭，埋

了，埋著。以前的人都還會去撿骨，身體都爛了，剩下的就是白骨

頭。 

 

  所以《父母恩重難報經》，佛陀有一回看到一大堆的白骨，向白骨

頭頂禮膜拜。阿難覺得奇怪，佛陀既是修行得道了，已是「三界導

師」、「四生慈父」了。怎麼看到這一堆白骨，還在這裏膜拜呢？這就

是佛陀的身行教育，向阿難說《父母恩重難報經》這部的經典就完



成。這就是佛陀的身教，佛陀要教育我們人人，生生世世都有父母。

生生世世的父母，就是這樣在疼惜我們。就是經過了因緣果報，無因

不成緣，沒緣不成果，無果就不成報，這都是在「阿含」的裡面。 

 

  所以佛陀他的慈悲，雖然從「阿含」而「方等」而「般若」。在

《方等經》要讓我們先瞭解，在阿含瞭解因緣果報，還有開始就要兼

利他人，但是我們還執迷不悟。所以要讓大家知道不要貪著，一切到

頭來還是一場空。所以「般若」，「般若」說很久，二十二年間，要讓

大家瞭解一切一切所有、所見、所想的煩惱，完全分析到底都空了，

用這麼長的時間。但是我們就只是知道：瞭解了，世間沒有什麼好執

著的，因為造了很多業，受了很多苦，到頭來也是一場空。 

 

  修行，開始修。修，雖然了解一切道理，但是我們知道這個空，

就這樣執著住，執著，就是容易偏。所以佛陀要把這個偏空的人，趕

快再將他叫回來走在中道，讓大家心無掛礙。但是要入人群中去修

福，福與慧要兩具，才能夠救世。 

 

  佛陀來人間就只有一個目標，為了救世，救世間的眾生，若是大

家偏空了，就都只是獨善其身，光是自己了解道理。不知道道理「道

者，路也」，不知道這條路是人間路，都不知道。這樣人間永遠都是迷

者永遠都是迷，造業、造罪，道理完全消失，這樣的人間那就是苦

啊！整個人間的將來，變成了全是在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中。所

以佛陀希望我們人人要有這念發大心、立大願，行菩薩道，入人群

中，不只是救濟生活的苦難，還要救濟他的心，心靈的煩惱。 

 

  所以從「阿含」、「方等」，於定慧很平等下來。然後在「般若」，

這種愛的力量，那就是與智慧合一，這樣兩全究竟。這就是我們學

佛，在「五時」，有五個時。第一個時，就是「華嚴時」，第二個時

「阿含時」，第三是「方等」，第四，「般若」，第五個就是「法華涅

槃」，「涅槃」就開始遺教了。這就是佛陀一生的教育，分做這五個時

段，殷殷善誘。這是佛的教育，所以用很多的譬喻來教育我們。前面

的經文這樣說： 

 

經文： 

「復經少時，父知子意，漸已通泰，成就大志，自鄙先心。」 

《法華經 信解品第四》 

 

這麼久的時間，已經開始慢慢接近了。接近了一段時間了，開始了



解，這孩子已經漸漸知道，長者的庫藏無量，出入無礙。這些東西他

有份，也是有他的份，因為長者年老了，既是他的孩子也就會傳承。

他也知道，卻是心沒有這個志願；父親要傳家業給孩子，孩子沒有興

趣。常常都聽到很多企業家，很大的企業，就問你這時候孩子有接

嗎？我孩子說對這行他沒有興趣。也有人這麼說，這麼大的企業他沒

有興趣，我要怎麼辦？這麼大，勉強他，他就會反彈，怎麼辦呢？總

是人生就是這樣，要隨便孩子他要選擇的是什麼，只要是對社會有利

益，他有興趣，世間就是這樣。多少人總是事業要再傳下去，不一定

孩子會傳，但是財產那麼多一定是孩子的。這是一定的。所以父親往

生之後，所有的財產就是孩子的。 

 

經文： 

「臨欲終時，而命其子，並會親族，國王大臣，剎利居士，皆悉已

集。」《法華經 信解品第四》 

 

經文簡釋： 

「臨欲終時」；如文中所說，如來不久將入涅槃，此正述說：佛世化緣

將盡，需及時說法華暢演本懷時。 

 

  這個父親真的年老了，老就會病，病了就是臨終時，開始就要傳

家業了，既然父子相認了，開始父親老了，家裏家業的事情都讓孩子

知道了，雖然孩子對這種家業還沒有興趣，不過還是要有傳承的時

候。所以他就召集很多的朋友、親族，因為他的家業很大，所以連

「國王大臣，剎利居士」，全都邀請來，那個場面很大。這就是表示很

慎重其事，這件事情是很大，要傳，大長者要傳家業給他的孩子，就

要做一個很大的。讓大家認識他的孩子，讓大家知道將來這個家業就

是我孩子的。這是世間，但是佛法，從佛法來說，在《法華經》經文

裏面（見寶塔品第十一）有一段這樣說，「如來不久當入涅槃」，這就

是「臨欲終時」。佛跟世間人都一樣，同樣生老病死。佛陀將要入滅的

時候，心很罣礙的就是世間的眾生。罣礙著世間的眾生，當然他就擔

心，擔心這個法沒有人傳。所以，眾生如一子，這些弟子就如佛的孩

子一樣，天下眾生，「四生慈父」，四生、五道都是佛的孩子。 

 

  所以佛陀在臨終時，這個大事，一大事，就是法要傳下去。這一

大事，是多麼的慎重啊！所以這就是表達，在述說「佛世化緣將盡」。

佛陀的時代要來教化眾生的時間也差不多了，與世間的緣，這世的緣

將盡了。所以要趕緊及時說《法華經》來暢演本懷，因為他的心中還

有心事還沒有說出來。他的心事是就是要讓人人瞭解，人人本具佛



性。人人走過來這條路，慢慢帶，從人間路一直走到菩提道，從菩提

道就要回歸我們的真如本性。回歸真如的本性要走的路，很重要的就

是菩薩道，就是佛陀的本懷。最後要向大家宣告，你若沒有走過這條

路，沒辦法回歸到你的真如本性，沒辦法真真正正我們的心與天體宇

宙合一。所以這就是佛陀要及時說《法華經》暢演本懷，這就是佛陀

的用心。 

 

＊「如佛遺教經說」：所應度者皆已度訖，其未度者已作得度因緣，即

是化緣將畢之時。 

 

  佛陀在《遺教經》中又這樣說，「所應度者，皆已度訖」，是表示

這輩子的化緣，這輩子度化的緣已經盡了。所以該度的，過去與佛有

緣的，該度的都已經度了。「其未度者，已作得度因緣」，有緣的已經

聽到法了，而還未有緣，還未度的人，也已經鋪好了要度的因緣。這

個因緣，就要所有的弟子繼續將這法再傳下去。就像佛陀二千多年前

已經入滅，從印度成道，在印度入滅。幸好還有結集，將經典結集下

來，經典能夠流傳到現在。這兩千多年間，是「人能弘道，非道弘

人」。經典已經結集好了，就要有人願意將這個法，再去體會，再去瞭

解，再去修持，將修持的心得，將法再傳下去，代代相傳。 

 

  從印度文而梵文，有人取經。所以我們常常說，很感恩過去祖師

大德，如鳩摩羅什，從龜茲國將佛法傳來中國。很感恩有很多大德到

印度取經，最成功的是玄奘法師。多少人都同樣發心去取經，但都是

半途而廢。那條路很難走，有的尚未走到就往生；有的走到半途，就

無法回來。所以幸好還有從印度傳法來的人，如《遺教經》，摩騰、竺

法蘭二位，將《遺教經》這樣傳過來。也幸好有玄奘法師不惜辛苦去

取經回來等等，這樣流傳，這就是法脈相傳。將這個法經過翻譯變成

中文，將這個法，不斷有祖師分門別類，這樣整理，到現在讓我們有

大藏經可看。我們若不懂的，有大辭典可以瞭解，這已經是很完全的

佛法，編輯很完全。讓我們能夠用心去體會，這也是一大事。 

 

  這一大事不是只用在我們自己身上，看啦，知道了，我要這這樣

斷煩惱，獨善其身，不只。佛陀要我們人人啟動我們的心志，要發大

心、立大願。所以佛陀一生要度的緣，已經差不多了，他還在做未來

未度的人，為他們做得度的因緣。還為他們鋪這條路，需要人人繼續

傳下去，一直到彌勒佛出世的時候。這段時間還很長，所以要更多人

來體會，瞭解。人人是菩薩，讓大家知道，不只人人是菩薩，菩薩是

成佛的過程，這就是因緣，也都幫我們鋪好了。就是化度的緣將訖，



表達佛陀將入涅槃了，「化緣」就是教化度眾生的因緣已經差不多將要

結束了。所以叫做「臨欲終時」。佛陀還是一樣掛念著所有的眾生，掛

念法一定要傳，所以非常的殷勤，一直說法到臨終。臨終時，一直到

中夜，天將亮之前，周圍寂靜的環境中，最後的一口氣，還是「遺

教」。為我們說要好好「四諦法」、「三十七助道品」、「八正道法」等

等。佛陀叫我們要守戒，有戒，法脈才能傳。戒，就是規矩，法脈才

有辦法傳下去，這就是佛陀他的用心。 

 

經文簡釋： 

「而命其子」；喻佛複於菩薩大眾中說明：父子相會，付與家業。 

二萬億佛所受化之人，大機熟，十方雲集。 

 

  在這當中，交待的就是要傳法，「而命其子」，譬喻「佛複於菩薩

大眾中說明：父子相會，付與家業」。這就是又譬喻，就如世間的長

者，他的家財，他將要臨終時，之前先趕緊叫大家來認識他的孩子，

這也是譬喻。「佛複於菩薩大眾中來說明」，法華會上也是一樣，有很

多菩薩也是在場，所要說的也是同樣。「二萬億佛所受化之人」，在場

有這樣多的菩薩，有這麼多，還記得嗎？菩薩八萬人，在那個會上都

在聽法。 

 

  所以說來，這麼多的菩薩，是過去，佛在二萬億佛所受化。這樣

不斷，每一尊佛出世，無不都是他的修行道場。修行的道場，還是一

樣與眾生緣，福緣，於眾生中取得的智慧，福慧並行，這時間是很

久。經過了二萬億佛所受化的人，都是在這麼長久的時間，這樣互相

的結緣，互相求法，互相…等等，十方的佛都是這樣雲集到達，這是

一個很盛大的會。人間的菩薩，與過去無量劫前這二萬億佛所受化，

這樣的菩薩，全都集會於這道場上，佛陀開始要宣佈。這就是在臨終

時，在人間或者是非人間，已經過去很久以前所結過緣的諸菩薩，全

都會集。 

 

經文簡釋： 

「並會親族」；於法華會上，諸大菩薩雲集，喻並會親族。 

＊「親族」：即十方法身菩薩，及諸影響眾。 

 

  「並會親族」，這麼大的場面，親族都來了，這是譬喻長者場面有

多大，就是譬喻佛要傳法的場面就有多大。所以「於法華會上，諸大

菩薩雲集」，這樣的多，過去過去無量劫所結過緣的菩薩，全都來雲

集，那就是譬喻「並會親族」。這麼多的菩薩，就像那位長者把所有的



親族都找來。所以我們常說「法親、法親」，是法親，我們過去生，就

一直同樣有這樣的因緣，在佛法中修行的人。我們過去若無緣，無

因、無緣，現在這時代，我們無法這樣會合在一起，同時來聽這個

法。所以我們應該要知道，這個因緣都是很長久。這法親，所以我們

對人人都要有這分法親的感覺。 

 

  「親族」就是「十方法身菩薩，及諸影響眾」。十方法身菩薩，就

是過去在那個場面，我們的肉眼看不到。其實遍虛空法界，無不都是

十方法身的菩薩，已經已成就法，法應萬法，所有的真理，法身的菩

薩全都集會。以及「影響眾」，影響眾就是在場，如文殊、彌勒、觀

音、大勢全都到位，都在這場面中，很盛大的場面。 

 

經文簡釋： 

「國王大臣，剎利居士」；大乘諸法喻為國王；等覺菩薩為大臣，序品

列舉的十八菩薩皆為等覺。 

 

  「國王大臣、剎利居士」，那就是「大乘諸法譬喻國王」，這個大

乘法。法能降伏人心，所以救世唯有佛法，能夠淨化人心。所以佛法

是應萬法，真理是應萬法。所以真諦道理，這大乘的法。常常說「一

理通，萬裏徹」，唯有佛法能度化眾生，唯有佛法能淨化眾生。眾生剛

強，唯有佛法能降伏剛強的眾生。所以，就像國王，他能掌握國家的

大事，就如大法，大乘法，它能涵蓋一切大小乘法，全都涵蓋於大乘

法中。大乘諸法就是佛陀一生的說法，從「華嚴」道場，一直到「涅

槃」，「法華涅槃」完全會合起來，都叫做「大乘諸法」，大能含小，所

以如國王。 

 

  「等覺菩薩為大臣」，等覺菩薩，就是已經覺悟的有情人，已經大

覺悟有情的人，這叫做「等覺」。他已經體會佛法，佛陀所說的法全都

瞭解，而且瞭解大小乘法，應用自如，來度眾生，這種叫做「等覺菩

薩」，對法非常瞭解。如〈序品〉，我們《法華經序品》列舉了十八菩

薩，這全部都稱為「等覺菩薩」，有十八位。在我們誦經時，菩薩的名

稱，我們一一誦出來，十八位的菩薩。 

 

＊「十地菩薩」為剎利。 

＊「貴族」，法王種性中生故。 

＊「菩薩」為覺有情人，入人群中造福修慧，悲智雙運。 

＊「居士」：居家修行人。 

 



  其實那是代表，有八萬菩薩，應該大家都還記得，這全都都稱

「等覺菩薩」。「剎利居士」，「十地菩薩為剎利」，「剎利」，就是印度社

會有名望的人，有名望的人，有錢的人，富有的人，印度階級除了婆

羅門，就是剎帝利，剎利這種的階級。是貴族，也就是法王，「法王種

姓中生故」。法王就是佛，釋迦佛就是在這種剎帝利這種種族中生，這

叫做貴族，在貴族中出生，所以剎利就是貴族。 

 

  「菩薩為覺有情人」，這種菩薩叫做「覺有情」。常常說過了，我

們對佛法瞭解，因為瞭解佛法，所以我們願意，願意入群中去造福

群。在人群中，將每個人都當作是一部經，我們去體會人間苦空無常

的道理，這全都是人群中得。這種的菩薩就是覺有情人，入人群中去

造福修慧，這樣的人就是稱為「剎帝利」，就是剎利，就是貴族。在這

大長者的範圍中，就是貴族，就是人生命中的貴人，這都是覺有情

人。在人群中修福、修慧的人，造福修慧的人，這都是覺有情人，這

全都是貴族。「居士」，就是居家修行的人。 

 

經文簡釋： 

「皆悉已集」；一切漸頓諸經，當機益物，部部不同，名之為國，皆言

第一，各稱王；法華經會通諸經，皆入大乘，是為會集國王義。 

 

＊「般若之後，慧學方盛，定力未全，恐溺於多聞，失於正受，由於

楞嚴大定，資般若大慧。」 

 

  這些人全部都已「皆悉已集」，全都集合過來了，「一切漸頓諸

經，當機益物」，所以漸教就像是「阿含時」。頓教就是「方等」、「般

若」之時，就是這樣漸頓的教育，全部的經典都集在這裡。所有的真

理，諸經，全都「當機益物」。這些經典都是能對人生有益。所以，

「部部不同，名之為國」。這個範圍，國度，這就是每一項，一草一木

無不都是能夠教育人。 

 

  常常聽到臺中或者是臺南，一些居士，他們都會說：「回來短期精

進」。就會去出坡，出坡之後就會與我分享：原來一草一木無不都是

法。對啊，就像在這個國的裏面，我們的範圍，一草一木無不都是

法。所以每部經，名之為國，皆言第一」。第一，這都是第一，什麼經

都是第一，只要你能受用。「各稱王」，都能稱「王」，只要你有辦法去

度人。 

 

  所以《法華經》「會通諸經，皆入大乘」。這個《法華經》能夠通



諸經，所以《法華經》叫做「諸經之王」。所以說「成佛法華」，這都

是經典中就這樣分為《法華經》是「諸經之王」。法華能統攝所有，所

以全都會集起來，這就是要傳法。 

 

  所以說來，我們學佛要用心，「般若」之後，智慧的教育，真的很

豐富。除了智慧，要我們身體力行，入人群中行菩薩道，造福、修慧

都在人間。所以我們學佛，不能忽略掉造福修慧。佛陀他也是與人間

一樣，生老病死。從老，就是臨命終的時候，也是趕緊要將這傳法的

事情，要很慎重要傳出去，所以場面很大。 

 

  在《法華經》，法華會上，不論是在場或者是外，所有的空間，遍

空法界，所有的菩薩都集會而來，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場面。「親族，

國王大臣，剎利居士」全都聚會的地方。我們就知道佛陀悉暢演本懷

的時間，是多麼的慎重。所以我們人人要時時多用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