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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示圓教的大乘
實法從發心立願
開始，行菩薩道，
直至成佛，要注
意不要偏不要停



了解嗎？圓覺就是最圓滿的教育，希望我們受教
，也是能夠從法中圓滿領悟。大圓鏡智，過去一
直跟大家說，希望我們能到達真正圓滿覺悟那個
境界的智慧，這是我們的目標。佛陀教育四十多
年間，哪怕是從小教，「四諦法」開始，讓我們
知道人生是苦，這是修行的起點，我們若不知苦
，就不會想要脫離這個苦，所以我們應該去探討
苦的來源是從何而來？所以佛陀就跟我們說「集
」，你「集」，集了種種的煩惱。



起一念心，緣外面的境，外面的境界等等，就讓
你起了很多貪求的欲念。貪求的欲念一開始，這
念心往外奔馳，在聲色中開始造業。種種的業或
者是受，知道人生這樣是苦，追求解脫，一不小
心就走向偏道，邪知邪見，想要再回頭，那就很
困難了。所以佛陀他用智慧來為我們循循善誘，
讓我們知道苦，分析苦的來源的道理。這道理不
離開因緣果報，而因緣果報，我們要相信正因、
正緣、正果、正報。若是邪因、惡緣，那就是邪
果、惡報，我們要清楚分明。



所以要好好修行於道，這條路要走得很準。否則
稍微偏差，或者是明明我們就在一條正道上，我
們卻躊躇在那地方，停滯不肯向前前進，所以就
守在獨善其身。在聲聞就是聽啊聽，聽法，知道
佛陀這樣教誡我們，我們要好好了解道理，去除
煩惱。佛陀這樣鼓勵我們，我們以為，這是發菩
薩心的人，佛陀是在鼓勵有興趣願意發心要去投
入人群的人。



佛陀是為這些人說的話，與我們無關，這是我們
在這幾天一直在說的。或者是修行的過程中，說
不定一念偏差就走向外道。我們前面有一段一直
在說「五利」、「五鈍」。這「十使」，除了「
五鈍使」貪、瞋、癡、慢、疑以外，就是修行期
間的見解。這見解若一點的偏差，就是向邪去了
。所以我們聽法要很用心，一點點的偏了，要再
回來就很困難。

有一次聽資深師兄分享，這十多年來，在這條路
上走偏的，還不少人，我們應當深自警惕。



【五利使】 ~ 見惑
「使」，有驅役之義，能驅使眾生流轉三界。「五利使」乃不明白宇宙人生
的真理，思想知見錯誤所產生的煩惱。此五種錯誤的見解為：
一、身見：於四大五蘊假合之身，執著為實我，於自身產生種種妄想執著。
二、邊見：「邊」即是落入兩邊，如「斷見」、「常見」。「斷見」即認為
人死如燈滅，執著死後一切斷絕。「常見」為執著死後仍常住不變，如認為
人死之後，依舊投胎為人，狗死依舊為狗等錯誤見解。
三、邪見：撥無因果，否定因緣果報之理，認為世間實無四諦、因果之理，
造惡不受惡報，為善不得善報等錯誤知見。
四、見取見：以錯誤知見判斷事物，卻認為自己之謬解最為優越。
五、戒禁取見：以各種非道、不如法之戒禁，為生天之因或涅槃之道，非因
計因，非道計道。例如：見牛、雞等升天，以為持牛戒或雞戒等，為生天之
因，即為非因計因之戒禁取見；又如修斷食等種種苦行，以為涅槃之道，即
為非道計道之戒禁取見。
上述五項見惑，乃知見錯誤所生，因為來得快、斷得也快，故稱為「利使」
。



出自: 大莊嚴論經卷第一(24)

婆迦利



這是一段，這種差一點，就是光是用聽的，聽這
外道教徒，婆羅門教引經說法跟他，因為婆羅門
教的經典上有這樣記載。若是這樣這樣就可以上
天堂，天堂享受是多麼好，聽的人信以為真，差
一點就將生命投入火坑。幸好比丘來的是時候，
救了這位長者，也就是這位部落主得救了。所以
他感恩佛法，願意皈依三寶，現在就是比丘會接
引他去見佛。所以我們要瞭解，佛陀「圓覺教人
發願」，就是要人人自己自發心，要發大願。不
要停滯在聲聞外道，如果我們聽聲音，我們就要
隨佛對我們的教育。



佛陀教育是向菩薩或者是向聲聞？其實佛陀的教
育沒有特別說「你是聲聞」，只是你自己的根機
，就是耳朵聽佛所說的法，就這樣停滯於小乘法
，不願意再進行。佛陀鼓勵人要發心立願，行菩
薩道，自己無心，自己無意要入人群。自己不肯
發願，不是佛陀有特別說「你就只要停滯在這裡
就好了。」沒有啊！是自己停滯，自己不向前前
進。



所以我們要不斷向前前進，聽聞佛法，要隨著佛
法教育，從「阿含」而「方等」而「般若」，而
到達「法華」。這種圓，很圓滿的教育要聽進去
。過去教我們怎樣看人間道理，怎樣體會法從人
間的一念心來合成，受盡了種種的苦樂等等。我
們要明道理，如何體會不要停滯。所以「昔時方
等會上，實教以大乘法」。應該在方等會上就已
經含藏大乘法了，再「誓願立行菩提」，我們那
時候應該就能開始立願，行菩提大道直，一路可
以到成佛境界。



佛陀是用這樣方法教育我們，「師父引入門，修
行在弟子」，自己是不是願意精進？自己聽法，
是不是有吸收入心呢？這就是「斯人飲水，冷暖
自知」，人人就是自己有辦法了解。法是平等說
，因為佛陀是慈悲等觀，等觀一切眾生如一子。
佛陀都是一樣，只是我們自己自分別，停滯於獨
覺小乘，聽法就是停在獨覺小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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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佛子所應得者，皆已得之」。就如佛的孩子
，所應該得到的都已經得到了，這是須菩提自己
這樣描述。他現在對佛陀所說的法，透徹了解了
。所有的法，原來，回想過去四十幾年間，佛陀
所說的教法，原來是這樣的圓滿，那麼的自在，
於我們心裡。所以都已經得到了，「如佛子所應
得者，皆已得之」。「亦即大涅槃，具有法身」
。「大涅槃」就是無生無滅，大解脫，這叫做大
涅槃，無生無滅。這種無生無滅，就是法身。而
法身就是我們真如，就是我們本性，所以我自己
要很慶幸，我們這個時候已經知道。



這個法身也叫做「般若」，「般若」就是智慧，
智慧人人本具，只是無明掩蓋。很多無明，很多
的煩惱，甚至如塵沙一樣的惑。塵沙惑，就是無
明多到像沙漠的沙那樣多，這是我們累生累世累
積下來的煩惱無明。其實我們人人本具智慧般若
，是自己這些無明，自己造，自己來遮蓋般若智
慧。否則法身是般若，是真如，本來就是解脫，
卻是我們自己造因，自己造緣，自己受果報，這
全都是由我們自己。



本來我們就有「般若、解脫，及常樂我淨」，這
本來我們都有「真實無量功德」，這是我們都有
的，法財都存在，「是世出世間唯一大寶」。我
們在世間應用不盡，有法，只要你「有法度」，
若有法，來回度眾生，自度度他。我們都很豐富
的智慧，很豐富的功德法財，我們都有。只是我
們過去就是這樣沉迷，所以「如佛子所應得，皆
已得之」。也就是說，「如佛子承佛教，傳佛慧
命法脈原本具足」。



其實人人要傳佛的教法，傳佛慧命的法脈，本來
人人都是具足，但是我們只是不想要去做而已。
若想要做，怎會沒辦法呢？「莫之為而為者」。
只是不肯做，我們若是願意做，大家都做得到。
「唯是無明覆蓋」，大家都做得到，可惜就是無
明覆蓋住。如佛子等，就是「往昔方等般若會上
，諸佛子所應得者，我等今已得之」。現在這樣
了解了，過去在「方等」，在「般若」會上，佛
陀將我們的煩惱應該都去除了，「心無罣礙，無
罣礙故」，全都清淨了，心應該很自在，我們大
家應該都知道。



所以這時候，今已經了解了。所以「啟開大志用以修得大
歡喜」，現在開始立大志願，用這個法來修行，能得到很
大的歡喜。所以這個歡喜，就是得法快樂。我們人人修學
、受法，應該要用心，圓教的教法，我們不要這樣一點點
的偏差，就去除了正法，一點點就差錯了。就如剛才所說
的那個故事，天堂到底多遠呢？不知道。但是比丘就說，
「三三六」，三百三十六萬多公里，這麼遠。路途，你要
怎麼走？這實在是很遠，方向在哪裡？不知道。這樣就起
一把火，這樣就要投下去。到底無因不成果，到底是不是
了解了呢？所以，道路看清楚，不要在聲聞，停滯在那裡
。也不要偏差於外道，差之毫釐，失於千里。所以大家要
時時多用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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