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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諸眾生倒駕慈航度眾 

逆流而出應身世間大事 

如大雲起無私應物普降 

喻如來大悲愍三乘二道 

 

  我們了解嗎？佛陀為諸眾生倒駕慈航，來人間度眾生。芸芸眾

生，眾生剛強難調伏，佛陀就是因為眾生的剛強，因為眾生煩惱好像

波濤一樣，一波一波的浪潮，心無法靜下來。所以佛陀用心倒駕慈

航，希望在芸芸苦海中能度化眾生。卻是人生世間，它的名稱叫娑婆

世界。眾生煩惱多、苦難多，所以非常難度，就好像在逆流中應身出

現人間，這就是佛陀的一大事。早上聽你們（早課）說，今天好像是

什麼日子？悉達多太子出家日。悉達多太子是誰呢？釋迦牟尼佛。是

啊，這一天，二千多年前的悉達多太子，皇宮的生活，優哉游哉過著

如天堂一般的生活。但是這位太子，與一般平凡人就是不同，就是靜

謐思考人世間，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實在是很迷茫、不知。看到那

時代就是四生階級，低賤、卑微的身份就是這麼苦，又貧又賤，就是

人間的奴隸，這永遠世世相傳。貴族就永遠是貴族，享盡人間世樂，

這種高低貧富差距很大。加上了宗教的複雜，種姓的分別。 

 

  所以這位悉達多太子百思不解，為什麼同樣是生命，在人間都是

人類，為何有這樣的差別？尤其是生命，短短幾十年，人為何來生？

不知覺中的成長，也在不知覺中老邁，這種的人生最終就是病、死。

到底這幾十年的人生，它的意義、含意是在什麼地方？很多要深思的

疑問，想要透徹突破這人間疑問。所以他不如離家，去感受到天地間

萬物自然的生活，去體會天地萬物與人類等等。為什麼生命的奧秘，

命運的造化，到底是如何而來？所以他開始出家，若沒有出家的這一

天，哪有成佛的那一時刻呢？若沒成佛的哪一時刻，我們哪有現在二

千多年來佛法流傳到現在？這是每天我們都要用感恩心。尤其是聖人

出世，尤其是聖人心的動機與開頭，那個動機，採取於行動，所以才

能有那個修行過程來覺悟道理，永恆不變在人間。 

 

  所以這難道真的是那位悉達多太子那樣迷茫嗎？不是，他是現相

來人間，倒駕慈航而來。他就是要現出我與這對父母有緣，所以我要

生在這家庭。這個家庭、這一對父母的緣，讓我出生，那時候的名

相，叫幼兒、嬰兒。就這樣行蘊，跟大家都一樣，時間的流逝，他生

命的成長，就在不知覺中，與我們人都一樣。過同樣的生活，富貴的



家庭，過富貴的生活。出家修行，就是過著那一分苦修，刻苦耐勞。

這樣的的生活過程，無非就是從他現這個過程的形象，這樣來教育我

們。所以，這是佛陀的慈悲來人間為了眾生，所以他要倒駕慈航。我

們最近一直說，佛陀是無央數劫以前修行，生生世世不捨眾生，生生

世世都來人間。來人間，同樣與人類生活，為人類來指引迷津，不知

到底有多久。但是眾生還是無明，逆流，佛陀他在這逆流中出現人

間，應身。應身，應這根機，應這個時代，應這需要，他的因緣成

熟，就名稱為成佛。這是人間的一大事啊！二千五百多年前，現在的

尼泊爾，過去迦毗羅衛國，在那地方應身，出世在那時候。這就是世

間的一大事，大覺世尊，出世、出家、開悟，這是一大事。修行，完

全透徹人間，道理無不收納入本覺慧海中，所以「如大雲起無私應物

普降」。 

 

  這幾天一直在說，天地萬物，天的大空間就包含了四大。這大地

與大空間會合，就與宇宙間太陽、月亮，日月在這大宇宙間，與地球

形成了一很大的因緣。所以有太陽這個熱能來成就地球的萬物，有

月、星光，月與星光，其它的世界，其它的星球，這樣圍繞在地球周

圍，周圍就是地球的周圍。大宇宙間形成了空、風，在這大空間裡吸

收了地球以外的日月星光，加上了這個大空間天地之間所形成的風

水，水份，有風、有水、有太陽等等，就形成了氣。這個氣，那就是

在我們人間大地上，風調雨順，供應給人間萬物，人類就是這樣來生

活。這就是一個大宇宙間、大空間，佛陀應這個世間，選擇的地方、

來人生。他所覺悟的涵蓋了大宇宙間，很多的道理，包括空與氣，所

以說空氣、空氣。這個空與大宇宙間這個氣，我們的天地間這個氣，

風啊、雨啊等等，加上了大地這種四大會合，有很多的因緣能夠形

成。將這個法譬喻雲雨，這是普遍大地間，天地之間大氣流，若能夠

很調和，這樣就是就能讓世間很平安。 

 

  與佛法一樣，佛陀將所有天地宇宙萬物，種種微妙的法，收納入

他的心。在這覺性慧海中，應因緣而起，就如大雲起，他無私，哪個

地方因緣成熟，就在哪個地方普降，這是佛陀來人間，出家修行的目

的。就譬如說，「如來大悲憫三乘二道」，他就是應三乘二道。三乘，

大家應該很熟悉了，聲聞、緣覺、菩薩。二道是什麼？天、人二道，

這叫做三乘二道。佛陀如大雲雨，就是應這三乘二道的眾生所需要而

普降，就是無私。佛法就是這樣的奇妙，就像是譬如在我們慈濟小學

裡，有很可愛的兒童、小學生羅暐哲，這孩子大家都認識了，常常回

來。爸爸在基金會上班，媽媽在慈濟大學當助教。這孩子聰明智慧，

父母想要接近佛法，每天來聽法。但是，就想到若二夫妻一大早就去



聽法，孩子在家能安心嗎？有一天就向孩子說：「爸爸、媽媽很早就要

去聽師公講經，你想要去嗎？」這個孩子沒有第二句話：「好！」與爸

媽一起去，就這樣開始，已經一整年了，都沒停歇。尤其是對他的功

課還有加分，因為他一大早起床，晚上就要提早睡覺，九點半以前要

很守規矩，九點半以前功課要做好，做好功課安心睡。一早四五點起

床，開始跟著父母來聽法。聽法也和大家都一樣很用心聽。 

 

  有一天，爸爸就問他說：「師公說台語，你聽得懂嗎？」他一點都

沒遲疑，很有自信就回父親說：「師公說國語，我怎會聽不懂？」他爸

爸就跟他說：「師公說台語呢！」他回說：「不是，我聽的是國語。」

父親就跟他說：「你明天仔細聽，師公確實是說台語。」隔天再來聽，

同樣的，父親問他：「師公說的台語你聽得懂？」他說：「師公就是說

國語，我怎會聽不懂呢？」他還是堅持師公就是說國語，他聽得懂。

為何聽懂呢？他還是一樣，知道原來師公所說的是「台語」，但是他都

聽得懂。所以他每天都做筆記，有時師父說的台語，他無法一句句抄

下來，無法一句一句，但是他聽了，他將每天師公手抄（大綱），把它

抄下來，下下來他用心聽。要用寫字的，一句一句抄來不及抄，所以

他就用畫圖，所畫的畫都是道理。有一天，他就畫了一個迷宮，這樣

畫來畫去，畫來畫去，他想要表示，他這樣一格中，將法與佛，夜與

惡這樣一直畫，畫出他想要的表達，問他：「你怎會畫這樣的圖？」他

就說：「修行不容易啊！在修行的過程，好像要撥開很多的障礙，修行

的道路就如迷宮一樣，彎來彎去，彎來彎去，想要走出這迷宮，就要

用心修行；要用心修行，才真正能到佛的終點。」 

 

  他畫了一張圖，我很用心看，真的，他這樣一格一格，畫來畫

去，我也要被他畫得走入迷宮之中，就要很用心看，法在哪裡？茫茫

的長夜，他寫一字「夜」，還寫一個「惡」，我們人的心地黑暗，就是

無明煩惱，那就是惡。這無明煩惱就如迷宮，在這個迷宮之中要依據

法，循法規矩，要如何能夠找到成佛的境界？就要禁得起受很多的障

礙，才有辦法在這修行的過程，走過迷宮，才能到覺道去。才十一歲

的孩子，他的悟性，他所接受的法，明明我是說台語，他覺得是聽國

語，他聽就聽得懂。所以他才能畫得出這樣的圖。甚至，老師給他的

課題，在寫心得，也畫出了這圖與他的心得給老師，與老師分享。 

 

  所以，像他這樣影響老師與同學，這種的智慧，小小的童子，他

就能應機，將法收納於他的心中，他懂得比我們還深。因為他的心很

單純，人人本具佛性，人人都有根本的智慧，所以他用很清淨的心來

接受法。他的體解，體解大道，他很清楚。所以他這樣的譬喻，譬喻



修行就如要走過迷宮，才能走出迷，到覺的境界。甚至他還說，體會

到修行最重要就是要忍，與老師分享要忍耐，還要有力，就如牛一樣

等等（牛王安忍負重，彌猴果報自受。詳見 2014年 2月 16日晨語開

示），這都是他聽法的覺悟。這個孩子，童子心，我們也能證明佛陀說

眾生具有佛性。佛性清淨，這覺海分明，自然這覺悟智慧的海，就是

這樣的豐富，這就是我們要學的。前面的經文就是這樣說： 

 

經文：「所以者何？唯有如來，知此眾生種相體性，念何事，思何事，

修何事。云何念，云何思，云何修。以何法念，以何法思，以何法

修，以何法得何法。」 

 

  這我們昨天說過了，因為眾生的心念與他的思想，他起心動念，

到底眾生在想什麼，他有何根機，他能接受什麼法，唯有佛陀他能了

解，這是我們前面說過的。「以何法念，以何法思，以何法修。以何

法，以何法得何法」，這都是我們昨天說過的，佛陀能應眾生機，三乘

二道，他的法雨來普潤，這就是佛陀來人間的目標。下面（經文）再

接下來說， 

 

經文：「眾生住於種種之地，唯有如來如實見之，明了無礙。如彼卉木

叢林諸藥草等，而不自知上中下性。」 

 

經文簡釋：「眾生住於種種之地。」 

性本是一，習氣不同，隨所依止，名之為住，各取自位，名種種地。 

 

＊住種種地，是謂如人天、二乘、菩薩等，各居自種姓之地位。 

 

  接下就是說，「眾生諸於種種之地」。眾生不同，我們到底住於何

處呢？我們是從何處來？去往何處去？我們現在自己到底是在哪裡？

是在煩惱無明中呢？或者是在迷宮中裡還在繞？或者是已經長夜將要

過去了，將要見曙光的時刻呢？我們自己可能都還不知道。我們現在

的時，我們現在的位置，到底我們是什麼，我們不知道。所以「眾生

諸於種種之地」，我們自己還在迷茫中。不過，性，眾生的性本是一，

人人與佛同等清淨真如本性，人人本具，不分年齡，與生俱來，永遠

存在，我們的本性都一樣。但是，「習氣不同，隨所依止」，我們的心

性就是因本來我們的真如本性隨著世間紛紛擾擾的薰習，所以我們這

念心容易受波動。看看，本來相信這樣的修行，行善，付出無所求。

就是幫助眾生脫離苦難，這是正道。但是，若有聽到什麼聲音，風

吹，草就跟著動。這樣我們的心，信心就就遙動了。好不容易能信



解，但是世間的煩惱無明波動一起，信解就容易受影響，這就是我們

眾生習氣不同。 

 

  有的信解很深了，經得起這種無明波動，他還是甚深信解。這種

根札得很深，所以這各人習氣不同，人人本具佛性，卻是後天所薰習

的無明習氣，我們要修行的，就是要去除無明。偏偏周圍就是邪思、

邪見、邪道，不斷興風作浪，無明覆蓋我們本性。所以，「隨所依

止」。因為這樣，我們的習性隨人間的無明所依止。我們到底住在哪

裡？其實，我們就是隨著這個世間無明所依止。 

 

  所以，「明之為住」。我們到底是在無明，住在無明，或者是清淨

無染的本性？我們自己才有辦法了解。自己也很不了解自己，總是叫

做「住」，眾生住於種種之地，各各都是在不同的地方。你聽來的法，

是要做為善法善解呢？或者是將這個法對號入座，說：「說壞的，都是

在說我，這樣是對我有何批評。」就是這樣，世間的話也是一樣，佛

陀的教法也是一樣。所以，看眾生的根機如何接受。各取自位，名種

種地。看我們到底是要取什麼法，用在我們的生活中呢？所以，我們

「住種種地」的意思就是說，人天，我們到底接受佛法，有接受到

了。我修天福，我接受到法了，我要不失人身，再來人間聽佛法。或

者是在二乘，聲聞、緣覺，守在他的小乘，自覺自利。或者是菩薩

乘，菩薩，我已經自覺了，佛法的道理我接受，我不只是接受而且我

還要將接受來的普化眾生，這就是菩薩。 

 

  我們聽法的人，就是這樣住於種種地，看你住在人、天地，或者

是聲聞、緣覺地呢？或者是住在菩薩地？有修行，修法的人，「各居自

種姓之地位」，各人在現在所薰習，我們隨我們的根機所接受的地位，

看我們現在到底接受什麼，就住在什麼樣的地位。人人不要忘了，性

是一，所說的就是習，所熏習的。法若熏習得深，自然他的信根不搖

動，行於菩薩道；若是信根不深，就會隨風波動。 

 

經文簡釋： 

「唯有如來如實見之」；三乘聖人，以其示聲緣菩三乘共同修道之行

位。 

 

  「唯有如來如實見之」。如來他能了解眾生的心念、眾生的思惟，

眾生取什麼法在修行？唯有佛陀了解，所以「如實見之」。「三乘聖

人」，三乘的聖人就是說，不論你是聲聞或者是緣覺，或者是菩薩，已

經漸漸入聖位，因為他有接受佛法，在修行的過程。就如這個孩子，



暐哲，他這樣畫的。你要堪得忍耐，在茫茫長長的中夜，脫離無明的

惡境，就要這樣這樣的走，這樣繞過來，要修行，也就要這樣。所

以，以其示聲聞、緣覺、菩薩，這三乘共修道的過程。不論你是聲

聞、緣覺或者是菩薩，他所要修行，共同要修的，就是要這樣走過這

個迷宮，真真正正的找到你自性本覺的地點。這也是很漫長的道路，

要堪得受考驗，要有「忍」。這就是十一歲的孩童，他都能了解這個道

理，這是他的根機所接受到這樣的法，我們應該也要很體會了解。佛

陀的教法，同樣，一相一味，我們前面都說過了。雨就是水，水相同

樣拿來嚐嚐看，還是淡淡的水。這是一相一味，佛法普潤大地，滋潤

眾生心田。 

 

＊「分見真理」；唯佛大聖，如實覺知。 

＊眾生之種相、體性、及其因行、果位之各各差別，唯佛以正智觀

照，盡能如實了知，而眾生各不自知，猶如草木不自知其有上中下三

性。 

 

  「分見真理」，各人不同，不同的根機，所以各人接受的都有分

別。聲聞接受於聲聞的小乘法，菩薩接受於利益人群的大乘法。雖然

同樣是聽法，各人發心都有分別，有差別。所以，所見的理有各人不

同的見解。「唯佛大聖，如實覺知」，不論你是聲聞、緣覺所了解的

法，或者是菩薩所了解的法，對於眾生的根機，都是部份的了解。唯

有佛陀，他能普遍都了解。所以，「眾生之種相體性」，種種的形象與

他的體形，人類或是動物各有佛性，不同的種相，不同的體性。虎有

虎的猛勇性情，羊有羊的溫馴性情，這就是種相不同，體性就不同。

所以，「及其因行」。大家所有共同的如來本性，人類也一樣，因我們

人人接受了法，那就是「因行，果位」，我們怎麼修，修這個因，身體

力行。「云何修，云何得」，我們如何修，如何得？修，就要從因起

行。我們的行，是不是精進或是懈怠，這就要看我們的利鈍使，我們

如何去應用，如何消滅。這我們最近有說，大家用心再去了解。所以

「果位之各各差別」。到底你是成羅漢果，是初果或者是四果呢？你的

體會是小乘或者是大法？這就要看各人。 

 

  「唯佛以正智觀照，盡能如實了知」。唯有佛陀，他用他的正智來

觀照眾生。所以，「而眾生各不自知」，唯有佛能透徹了解天地萬物，

眾生的體相，種相體性，唯有佛陀完全透徹了解。但是「眾生各不自

知」，完全都不知道。「猶如草木不自知，其有上中下三性」，唯有草

木，那就是如草木不自知，自己是上中下種性，反正就是在大地上，

雨怎麼下，我就怎麼接受。但是，佛陀他知道他的根機，但是草木自



己，雨怎麼下來，它怎麼受，大小的量，它不自知。 

 

經文簡釋：「明了無礙。」 

如眾物流入海，失於本味，則無差別，隨他意語，以智方便而演說

之。 

則如來能知差別，其所說法，皆悉到於一切智地，則如來能知無差

別。 

 

  「明了無礙」，就是說眾生，「如眾物流入海」，就如很多的東西，

一直，不論是水，乾淨的、骯髒的，全都流入海中，從河而到海。如

現在常常聽到，海上的垃圾很多。同樣的，不論是有形的垃圾，或者

是污水，排入水溝、排入河、排入海中，很多東西，「如眾物流入海，

失於本味，則無差別」，這些東西都流入海中。「隨他意語，以智方便

而演說之」。不論你這些水是乾淨或骯髒，進到海中，就是它原來的各

種味都沒有了，本來都是不同的，進入海裡，全無差別，就與海水結

合了。海水的味道是什麼？是鹹味。所以，不論有多臭，不論有多骯

髒，進入海裡就無差別。 

 

  就如佛陀對待眾生，不論你如何的惡，不論你如何的無明，不論

你是何種形體的種性，同樣的，佛陀都是以平等無差別。佛陀隨他們

的語意，「以智方便而演說之」。佛陀就是這樣希望眾流入大海，佛陀

就用平等心，隨他們的語意，隨機說法。「則如來能知差別」，他知道

眾生的根機不同，差別。「其所說法，皆悉到於一切智地」。佛陀了

解，佛心如大海一樣，覺性如海，佛陀通通了解。所以為眾生說法，

只是為了一項，希望大家「皆悉到於一切智地」。不論你是大小根機，

不論你是惡或者是善，希望人人改往修來，接受真理、法，到達一切

智地，那就是佛的境界，就是「如來能知無差別」，這就是佛陀的智

慧。 

 

 經文簡釋： 

「如彼卉木叢林諸藥草等，而不自知上中下性」；以諸根性，喻彼卉木

叢林諸藥草等受潤，各取沾足，而不自知力量大小。所謂眾生聞法修

行，所得功德不自覺知，如天地之產土木石百嘉，雨露之滋眾卉，自

生自遂孰能知之。 

 

  「如彼卉木叢林、諸藥草等，而不自知上中下性」。這就是說我們

眾生與草木一樣，雨一下來，各各就是各受各人所需的量，這都是隨

他們的根性。佛陀一雨普被，隨其根性來接受。「以諸根性，喻彼卉木



叢林諸藥草等」，全都受潤，受到雨來滋潤。「各取沾足」，取剛剛好合

它們的分量來滋潤。「而不自知力量大小」，反正就是，給我多少，我

就受我的量。我的根器多大就接受多少。這也就是說，眾生聞法修

行，我們人人聽法，人人修行，「所得功德不自覺知」。反正，我們受

了法，依教奉行，做就對了。「如天地之產土木石百嘉」。天地所產生

的萬物，這個大空間所產生的萬物，包括卉木叢林，還有土，沒有

土，哪有卉木叢林呢？有卉木叢林，其實大地還有山，山的石，很多

東西。物資，物質在礦山中，含蓋很多寶藏在裡面，很多東西都含藏

著。這些東西，這些所有的，「百嘉」就是所有好的東西都集聚在大空

間，大地上。但是，缺了雨露來滋潤，這些東西就無法真正能夠成

長。所以「雨露之滋眾卉叢林，自生自遂孰能知之」。 

 

  到底這麼多東西，接受到這樣的雨露滋潤，它知道嗎？就像我們

眾生，接受到這麼多的法，開啟我們的智慧，成長我們的慧命，到底

我們的智慧成長了多少？我們的慧命到底有成長多少？我們自己都不

自知。真正的，人間有很多我們都還不自知的。我們人人修行，好像

入迷宮，在迷宮走。但是，要經得起忍耐，我們要好好找出一條路，

要不然無明波濤浪潮，實在很強大。我們要如何能度過漫漫長長的長

夜，能看到曙光浮現出來？要如何才能讓海面的波浪停息？這就要看

我們的修行，真正的，今生此世遇到佛法，要好好把握，信心要堅

定，不要受到無明覆蓋，又再迷失了。所以要大家時時多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