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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當修大乘
法，基本功夫
殷勤精進，守
戒定慧不能少，
愛與智要兩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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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則略說持戒之相。戒是正順解脫之本。故名波
羅提木叉。依因此戒得生諸禪定及滅苦智慧。是
故比丘。當持淨戒勿令毀犯。若人能持淨戒是則
能有善法。若無淨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是以當
知戒為第一安隱功德之所住處。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 (亦名佛遺教經) 



汝等比丘。若勤精進則事無難者。是故汝等。當
勤精進。譬如小水常流則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數
數懈廢。譬如鑽火未熱而息。雖欲得火火難可得
。是名精進。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 (亦名佛遺教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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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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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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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經文 大意

爾時

爾時，窮子即受教敕，領知眾
物，金銀珍寶及諸庫藏，而無
希取一餐之意，然其所止故在
本處，下劣之心亦未能捨。

此是領解佛說摩訶般若，令
諸大阿羅漢轉教菩薩，而彼
等志不希求，故立此喻。

復經少時
復經少時，父知子意，漸已通
泰，成就大志，自鄙先心。

即般若後，正是說無量義經
之時，教說入人群行菩薩道。

臨欲終時

臨欲終時，而命其子，并會親
族、國王、大臣、剎利居士，
皆悉已集，即自宣言：諸君當
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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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人物 修行狀態的譬喻

親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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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王 大乘諸法喻為國王。

大臣 等覺菩薩為大臣，序品列舉的十八菩薩皆為等覺。

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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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士」：居家修行人。



菩薩摩訶薩八萬人。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皆
得陀羅尼樂說辯才。轉不退轉法輪。供養無量百千諸佛。
於諸佛所殖眾德本。常為諸佛之所稱歎。以慈修身善入佛
慧。通達大智到於彼岸。名稱普聞無量世界。能度無數百
千眾生。其名曰文殊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
。常精進菩薩。不休息菩薩。寶掌菩薩。藥王菩薩。勇施
菩薩。寶月菩薩。月光菩薩。滿月菩薩。大力菩薩。無量
力菩薩。越三界菩薩。跋陀婆羅菩薩。彌勒菩薩。寶積菩
薩。導師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八萬人俱。(法華經)

這些都是等覺菩薩，是大臣，第51位階。第52位階，妙覺
就成佛了。



位階 狀態

第1-第10 十信

第11-第20 十住

第21-第30 十行

第31-第40 十回向

第41-第50 十地菩薩

第51 等覺菩薩

第52 妙覺成佛



初地(歡喜地)

佈施波羅密

二地(離垢地)

持戒波羅密

三地(發光地)

忍辱波羅密

四地(焰慧地)

精進波羅密

五地(難勝地)

靜慮波羅密

六地(現前地)

般若波羅密

七地(遠行地)

方便波羅密

八地(不動地)

願波羅密

九地(善慧地)

力波羅密

十地(法雲地)

智波羅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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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eptune-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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