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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人就是如來
教法，勸誡，
勸善，誡惡。
經律論也是如
來教法



瞭解吧！我們讀經，「經、律、論」這是我們
修行三項要瞭解的事情。我們一切從佛說法，「
佛陀所說的法，累積起來就稱為『經』」。「經
典」就是在教導我們，「行善勸法的門」。勸我
們要如何行善，因緣果報呀！如是因、如是果、
如是報，做善者得善報。「諸惡莫作，所以就來
制止行惡，這叫做『誡』」。「勸和誡屬於經典
，佛所說的教法，大小乘法通稱為『勸』、『誡
』，不離開這兩項。」



教導我們如何「行善」，教導我們如何來「止
惡」。行善、止惡這就是我們最重要的根本，不
只是佛這樣教，孔夫子應該也是這樣教，其它的
宗教應該也是這樣教。所以世間「一切善法」無
不都是「勸誡」，這是很平常的教育。雖然是很
平常的教育，卻在我們的生活中，往往將這平常
的教育，就會被忘記了。或者是環境，有什麼樣
的惡劣環境，使人的意志墮落，這也是有啊！就
在經典中，有一段這樣的故事。



〈七佛通戒偈〉說：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這是過去七佛的共同教誡。
所以，一個人如果能夠不做「十惡」，
而行「十善」，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
、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貪欲、不瞋恚、不
邪見。(入人群中，依教奉行)，將自己的心漸漸淨
化了，最後就可以見到自己的真如本性，這就是過
去諸佛所教的法了。



諸惡莫作 誡 律

眾善奉行 勸 經

自淨其意 修行 論

是諸佛教 教法 佛佛道同

入人群而不受人群污染
讓我們的心即是菩提道



《大莊嚴論經•卷第六（三五）》



年輕人覺得吃土也會飽，何況說大地青草或是野果
，我也可以活下去，我為什麼要做偷竊的事情。這
念心起了，他輕輕離開，這個動作，讓國王很感動
。這種知過能改，起心但是沒有犯，並沒有偷東西
出去，即時改過，這就是人才。這就是「教」，平
常就是要教導，行善，這勸，可見小時候父母的教
育，內心有這樣受過教，不敢作惡的事情，已經有
教誡在。「如來教法不離此」，如來的教法也是這
樣。小孩要從小教育，長大就要時時警惕，不要做
錯誤的事情。這是一切「經藏所屬」，那就是「勸
行眾善」。



年輕人的優點？為什麼是人才？為何讓國王感動？

➢ 無求，人到無求品自高
➢ 悲心，不忍偷老百姓的東西
➢ 少欲，少欲知足，吃得少，安於貧窮
➢ 懺悔，慚愧心
➢ 知過即改，當下即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 誠實坦白，對國王坦白
➢ 受教，小時受教，記得父母所教，並具備種種才藝
➢ 心中有誡，記取教法，不敢逾越規誡
➢ 意志堅定，有耐力，過著貧苦生活
➢ 勇猛強健，身體很強壯，也很有腦筋



論【佛典故事】抑心不違教法
摘自《大莊嚴論經•卷第六（三五）》

一個進入皇宮偷竊的人，可不可以任用他來做宰相？
就法而論，年輕人的行為並沒有構成偷竊罪的構成要
件，所以他並不是罪犯。(也許可以構成偷竊未遂，
但國王可以赦免他或判決不起訴處分)
就理而論，國王親眼所見，足以證明其品格的高尚，
非一般人能及。上人講述版本以國王要再趕緊教育他
，讓他熟悉國家政事後再上任，這職前教育更合理，
也更彰顯上人對教育的重視。
就情而論，國王得知自己的前宰相之子淪落至此，但
心地高潔，是個人才，給予重用，甚為符合人情。

















『我不相犯，何為見捉？』我既然沒有做錯，是
為什麼？所以譬喻我本不求大乘，就是須菩提前
面所講，不生一念好樂之心，我對這大乘法就沒
生出一分好樂之心。所以我不好樂求大乘，為什
麼要強逼我去做？所以「我不相犯，何為見捉？
」我就不想做這事，你為什麼要叫我去做？這是
還沒有覺悟之前，須菩提等，他們只是顧在自己
生死，沒有其它。



各位！發心我們就是要發大心。我們入人群中，是在
修福兼修慧，你若不在人群中，這不是叫「攀緣」，
我們一定要在人群「結好緣」。好緣在人群中，我們
可以學到很多，如何來教化眾生。所以有教，教導行
善的「勸」，這「勸門」，門是入門的門，這就叫勸
門。這就是教育，用佛陀種種經典，來勸導人人去行
善。「誡」就是「誡門」，誡的一道門，教我們如何
不要去犯戒，教我們如何要能斷除煩惱。教我們如何
入人群而不受人群污染，讓我們的心即是菩提道。這
是佛陀教育，雖然是說故事，其實裡面是含著這麼充
足的道理。所以人人時時要多用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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