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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佛陀慈悲
與愛的教育，
耐心、愛心、
專注、自律，
隨根施大教



佛陀的慈悲，為了要教育眾生，就是這樣的耐心
，這樣的愛心。佛陀隱實施權，他將他所覺悟的
那個境界，所體會瞭解的大道理，他將它暫時隱
起來。隨順眾生的根機，就是這樣來教育我們，
這種降尊就卑，這個精神實在是讓我們感動。佛
陀覺悟之後，他可以這樣享受，體會大道理那個
心境與天體宇宙合一，他可以這樣逍遙自在，何
苦走入人群？跟人群、比丘眾，過同樣的生活，
這就是佛陀的偉大。愛護眾生，就像是疼惜一個
孩子，對孩子這分的愛護倍加，世間慈父就是這
樣。



愛的四要素
了解 關懷 尊重 責任

實踐愛的四要素
專注 關心 自律 耐心

--佛洛姆



幸好佛陀就是這樣的耐心，四十多年了，佛陀從年輕
的時代，同樣弟子那個時候也是壯年的時代，就是這
樣聽法，佛陀不厭其煩這樣的教法。佛陀的慈悲，所
以「佛慈施大教」，佛陀還是隨眾生的根機，這樣普
被所有的眾生，聽懂的法。大根大機，他就用大乘法
，適應他們的根機。他們有辦法接受，可以發揮，伸
展他們的愛心，佛陀就施以大教。若是中根中機，佛
陀就給他可以接受的法，那就是緣覺、辟支佛。若是
初入門，根機較小，初初入門，佛陀從他的聲音，看
他們的根機，傳達給他們可以瞭解的法。所以「隨根
施大」，最重要就是讓人人有辦法接受到的法，這叫
做「隨根施大」。



佛陀的愛，是愛大地一切眾生，需要人人為人間，為
大地付出。是啊！最近看到澳洲回來的訊息，才知道
，原來他們不只是愛人而已，現在也普遍去愛大地。
這是在澳洲，離我們慈濟人所住，將近三百多公里那
麼遙遠的地方 (雪梨以西約三百公里外小鎮坡若瓦)
，有一大片很大片土地。四十多位的慈濟人，其中也
不少慈青，慈青跟師姑、師伯這樣四十多人搭一臺遊
覽車，浩浩蕩蕩到三百多公里的地方，一片大農場。
那片的大農田，他們車到達時，一望無際，紅紅的土
，白白的地面，有紅紅的，有白白的土，這樣看過去
很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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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是我們人住的，要依靠大地來生活。但這
片土地，過去樹木參天，很茂盛的樹林，現在看
過去已經是一片赤地與鹽地。這一切都是人為，
現在慈濟人要將抗鹽性的樹木再重回去，但願幾
年之後，這裡就是一片綠林。這也是人所造，「
一切唯心造」，破壞土地是人，要如何保養土地
，能讓大樹生根，樹木能繁榮。這也是人啊！這
是佛陀所教育。那一群的慈濟人常常聽，除了愛
人，也愛憐土地，做一大地的農夫，他們也做到
了。



看到他們這樣一大群人在那地方照相，很高興，
完成了將近三千多棵的樹苗，他們也是讓人很感
動。所以佛陀的教育，希望人人能對人、對大地
、對事、對物，真的要開闊我們的愛心，不只是
獨善其身。獨善其身，別人在傷害土地，不只是
要顧我們自己，這樣失我們的大地會被傷害，人
也活不下去。所以不管是人類、大地，無不都是
我們要展開大心，來疼惜天下，人、事、物，都
要用愛心來看待，這是佛陀他對我們的教育。



當然，不是只有人，佛經裏面的阿育王，也是疼
惜菩提樹，當然這是另外一故事。這是佛陀入滅
後，百年以後的故事。當然，我們現在最急的是
現在，大地應該要好好疼惜。愛的力量，佛陀長
者接近了貧窮子，同時用種種方法去接近、去輔
導他，教他如何工作。這是長者，這間大房子，
豪宅的長者，他的孩子迷失出去了，很不容易，
父親還認得孩子，所以趕緊用盡辦法，方便法，
將孩子帶回來，還不能表白「你是我的親生子」
，還沒辦法這樣表白出來。開始時，將他認來當
義子。







《般若經》就像這樣向我們教育，你現在有什麼
，其實因緣會合，有福的就是受福報。福若享盡
，就像在剝香蕉樹一樣，一切歸空。同樣的道理
，慢慢地用種種世間的物資來譬喻，也用很多法
，與這名相來譬喻我們的心相。所以世間的形體
，人的心體─心，用外面的形體來種種譬喻。瞭
解了，出入無礙。因為須菩提對這些道理都瞭解
了，但是還無法發大心，這是他的過去。



所以經文裏，我們來解釋，「過是已後，心相體
信」。在佛說《阿含經》之後，因為看到一切，
這些眾生，就是他在領導的僧團，聽法的人，這
樣已經得到「決定信」。應該大家的信心都已經
定下來了，確定了大家對「阿含」的道理，都已
經信了。很瞭解，法信入心，應該大家都差不多
了。這是在十二年間「阿含時」，看到大家已經
對「阿含」的法已經信了，大家心定下來，也有
信心了。



所以「見機」，看見這根機成熟，能夠「堪受」
，能堪得接受，接受「方等」，這《方等經》就
是大小乘並說。佛陀講「方等」，大乘小乘開始
用試探性，「這些小根機的人，我開始說大乘法
」，這樣八年的時間，所以「方等」是大小乘並
說。



五時設教 時間長短 講說重點

華嚴 三七日 成佛的境界

阿含 十二年 小乘法(有)

方等 八年 大小乘兼施

般若 二十二年 諸法空相(空)

法華涅槃 (法華七年)共八年 大乘法(真空妙有)







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你這個病究竟是怎麼來的？」
維摩詰答道：「唉！是大悲心引起的。」
其後，文殊師利又問道：
「大乘菩薩應該怎樣來慰問開導有病菩薩？」

敦煌莫高窟中的
「文殊問疾經變圖」

《維摩詰經•文殊
師利問疾品第五》









「然其所止，猶在本處」。但是守在小乘法的人，知道都
知道了，還沒有起自行動。所以「住生空之理」，瞭解這
個道理，全都瞭解，「無度生之心」，但是沒有要度生的
心。「不希求大果」，就是這樣獨善其身。自己獨覺，自
己不希望去付出，這樣故曰「然其所止」。這樣就還在那
個地方，知道是知道，但是要我入人群我還是有猶豫存在
，對自己還是沒有信心。所以在這大小乘法，法，我出入
沒困難，但我還是守在這當中。發大心、立大願，法入心
之後就要「起自行動」。這就是常跟大家說，瞭解之後，
法就要在我們的行動中。所以佛心己心法入心，身體力行
菩薩道，這才是真佛教，才是真正修行的人。我們要時時
多用心。



愛的四要素
了解 關懷 尊重 責任

實踐愛的四要素
專注 關心 自律 耐心

--佛洛姆

佛陀的愛，是愛大地一切眾生，
需要人人為人間，為大地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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