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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示什麼是智慧，
分別智，平等慧，
讓我們體悟與了
解事物體相，提
升智慧



事理與物體到底是同或不同？我們要分得很清楚。智
與慧都各有作用，「智」就是分別一切境界，這就是
智。明白一切境界，那就是智慧，兩項要平齊。所以
我們要知道事物體相，事，人事，這人是什麼樣的人
？是不是表面，或者是誠心，我們在聽他說話，看他
的事情，做事情。孔夫子說「聞其言，觀其行」，聽
他說話，看他做事，這樣一段時間稍微觀察、分別，
這叫做智。在我們人與人間互相相處在一起，當然普
天下沒有我不相信的，不過若真正的要做事情的時候
，我們必定要瞭解，這個人適合做什麼事？這個人能
用在什麼樣的功能，發揮他的良能，不要埋沒人才。



人，凡夫，有人一念心就是很誠意，能堅守誠意，互
相對待。有的人一念心，這念心可能是有企圖，或者
是有其它的想法。表面上這樣說，其實，行為上就不
是這樣。我們若和他當朋友，大家平等平等，人人好
，與人結好緣。若真的要做事，像這樣人，我們要更
加用心，好好地當他那念心生起時，我們瞭解他的習
氣，我們就要如何陪伴叮嚀做好事。人心能轉變，所
以佛法說「善惡無記」，一個人善與惡這個性，不是
生下來就決定，都會受環境影響。有的人在環境中，
他能培養他那分的愛，培養他人間的方向是正確的。
有的人會說，若是這樣，在好的環境的人，是否人人
都心念正確呢？也不是，這有先天後天。



先天，就要說到過去生中，我們在佛法中有浸潤過，所以
法的種子在內心。這輩子來到人間，這浸潤過的種子發芽
，有這個因緣，雖然所遇到的是很困難的環境，卻是困難
就是他的道場。他知道受苦吃苦，知道奮鬥，知道人生的
路不要走錯。這是過去生中有浸潤過善法，這輩子來人間
，不管是困難的環境，能夠增長他人生的力量。或者是在
富有順利的環境，他懂得惜福。環境中一聽到教育，他能
如規蹈矩，能夠運用他的人生的能與力，他能投入人群去
助人群。這是過去生，這叫先天，一來就這樣的良善。有
的人雖然過去也有一點善根，但卻薰習了不少不好的習氣
，捨了那一生來到今生。過去的惡緣惡法比善緣善法還重
，所以來到今生，不好的環境讓他自懊自怨。



我是要利益自己呢？或是利益他人？自利兼利他

一個人善與惡會受環境影響，還有先天後天因素



智與慧，他能分別一切人事物等等的境界。事物
體相懂得分別，這是屬於智。事物體相，事，到
底做的事情，我是要利益自己呢？或是利益他人
？有的人修行也是，利益自己嗎？或是兼他人呢
？佛教一直一直教育我們，教育我們要自利兼利
他。所做的事情，所修的行，我們要在這事物體
相要很清楚。我們若懂得全都分別清楚。對事，
我們瞭解了，人生無常啊！物質是四大合和，一
切的物質都是很多的物理來合成。要合成這些物
理，物，每一樣東西，都有它的四大存在。



地水火風？ 鋸子、刀子、鑿子？



而這些東西是互相成就的，都是這樣，互相成就
的，都沒離開四大。所以四大會合一切物類，物
類就再互相成形其它的東西。這是一種世間循環
，四大會合，說來我們的日常生活，做事情不都
是一樣嗎？所以我們要有智，叫「一切種智」，
這智來分別事物，什麼東西與什麼東西能會合使
用，什麼東西與什麼需要來成就它，這都是事物
體相的道理，這叫做物理。要用智去使用它，去
瞭解，瞭解什麼東西與什麼東西會合，這叫做事
物。而都沒離開人在應用，這叫做分別智。



悟解，悟，我們要在事物中去體悟一切，這就是
智慧。東西要如何去和合，這是智。要了解東西
裡頭的質，那就要靠慧了。不論你是一顆種子，
大地、水份等等，無一不都是缺一不可。這種四
大會合，到底哪一項最重要？智慧，它能分別出
樣樣都重要，有種子，有土，有陽光、沒有水，
這顆種子不會成就。有水、無土，有陽光、有空
氣，但是沒有土，這顆子無法成大樹。這就是慧
，這慧就是平等慧，一切生物體就是靠慧來分析
。



智，知道它的用途是何種用途，什麼東西配合什麼東
西，這個用途來合成。但是慧是體悟，去瞭解這物質
是什麼樣的來源？這個物質，它什麼樣的因素缺一不
可。所以，它樣樣就是平等，缺一項就不行。與我們
人一樣，事理會合，這叫做平等慧。智是事物，東西
與東西要如何來混合起來，這就是智。體悟這東西的
來源缺一不可，四大假合，缺一不可。但要如何我們
才能物歸物，回歸道理？這也是要慧，智慧。我們若
有這智與慧，二樣會合起來，我們懂得使用，我們懂
得分別，我們懂得體會，我們能覺悟。因為這樣，有
事物體相，所以有事理體相慧，完全瞭解了。



智，是體會物，所以物要如何用？慧是物如何來？所
以這二項要結合起來。所以智慧就是，智是分別智，
懂得去分別，我們要如何與人相處在一起。慧，是人
人都要愛，我們要感恩，我們要尊重，我們要愛，這
就是道理，做人的道理。我們將用什麼人去做什麼事
，我們就要有智，這叫做智慧。所以智慧就是分別事
物體相，叫做分別智。悟解，體悟瞭解一切生物體，
一切的生物體，我們都要去瞭解。人，人的生活境界
，他也是一條命。動物，動物也有牠生活的境界，牠
也是一條命。所以有生物體，我們都要用尊重的心，
這叫做事理會合，這叫做平等。



我們不只愛人、尊重人，感恩人人的會合。我們
還要愛物，有這些東西，我們要尊重生命，我們
要愛。所以感恩、尊重，情與無情，我們都要用
尊重疼愛的心。「情與無情」，這在我們課誦本
裡面有，我們應該要培養智與慧，我們才有辦法
事物體相能分別。我們更加需要智慧，才有辦法
悟解一切生物體相。我們才能夠事理會合，人人
平等。我們若能夠到這樣的境界，就能通達大道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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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一種理，沒有實質，要如何給你呢？總是想盡辦
法讓你知道，讓你體悟，了解你也有這樣的力量，也
有這樣的力，也有這樣的威力，這是人人本具。我們
人人也有方便的方法，這個東西拿來，這東西要裝在
這東西上。這個閘，螺絲，螺絲帽與螺絲，要如何將
它拴進去。拿到太大的，我們會覺得，怎會塞不進去
？拴不上去，就要去找，找一個較小的，再來拴。太
鬆了，我們就要再去找。找一個與它大小剛好的，將
它拴進去，東西與這螺絲拴起來，這樣這個東西就會
完整。所以要完整一件東西，就要靠我們分別，能夠
應用東西，這樣它才能成就。





這就要師傅教，教我們要如何接榫，如何來拴入等等
，很多東西，很多方法就要師傅教。師傅在教，不是
東西給我們，是用他的腦筋，用他的經驗，用他的智
慧，讓我們知道。而我們要用心聽，聽後知道了，這
東西要用這樣的東西來組合，這樣才能完成。這是方
便法，教你們如何把這東西完成。你們有這樣的力氣
，這小的東西，就用較輕的力；較重的，較重要的，
要用很大的力。所以我們人人就是方法，我們的工具
都在我們的心裡，所有的物資都在我們腦海中，在我
們的本覺，在我們的慧海裡。我們很豐富的原料，都
在我們的裡面，所有的工具，也在我們的裡面。



諸法
三分

三學 三藏 佛的三身 心
人間
佛教

智慧

體 戒為體 經為體 法身體大 體大 生命
事物體相
分別智

相 定為相 律為相 報身相大 相大 生死

用 慧為用 論為用 應身用大 用大 生活
事理會合
平等慧

智慧明一切境界(人事物，體相用)



真如 大乘起信論 大佛頂首楞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

體大
一切法真如平等

不增減故
絕待圓融
不可思議

橫遍十方
豎窮三際

相大
如來藏具足無量

性功量故
了了常知
不可昏昧

皆無偏偽
皆可軌持

用大
能生一切世間出
世間善因果故

妙用無窮
不墮諸數

心包太虛
量周沙界

大

廣頂

佛 方

大

自利兼利他，感恩、尊重、愛













所以「謂我等初不知真是佛子」。因為這樣，所以我
們這些人，最初不知我們真是佛子。現在「於佛智慧
無所吝惜」，現在才知道，佛陀您的內心原來是這樣
毫無保留，全部教我們，希望我們與佛平等，體悟到
與天地會合，這種的覺悟，去來自如。要來人間，要
來度眾生等等，生生世世，去來自如，這就是佛陀要
教育我們的。所以我們人人要了解，佛陀真心的愛。
我們更要用心來體會，佛的智慧是期待我們能這麼平
等的智慧，真的要出來。要明，明白事物體相，還要
解悟一切生物，一切生物的體相，我們也要能很體會
。總而言之，智慧是我們所追求的。請大家要時時多
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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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普敦智慧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