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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教法有分
大小教，這都
是對機設方便，
其本懷始終不
變，始終如一



好像大家看這些字很陌生。確實，因為過去
不曾分享過這個法，其實這是我們平常在說的
話。佛的智慧所施的教，不離開「半」、「滿
」，半字和滿字的教法，這就是分成「大、小
乘教」。「半字」，叫做小教；「滿字」，叫
做大教，這是佛法中的術語。佛陀教育眾生，
是觀機逗教。本來佛覺悟，那念心，就是希望
他的心境與眾生的心境可以會合於宇宙萬物，
心這樣會同一體。



希望他所覺悟的境界，大家都體會的到。不
可能啊！所以，若可以這樣「暢演他的本懷」
，這叫做「圓滿」，圓滿的教育。不過，無奈
啊！眾生，沒有辦法體會到這樣的境界。所以
就用「半字」，那就是「小教」，施小教。沒
辦法一下就用「圓滿」的教育，就要「從小而
大」，這就是「佛智施教半滿字，分大小教」
，這樣漸次給我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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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載群生，度生死之瀑流，過無明海
成就菩薩，從此岸到彼岸，至聖人地

用心學佛，內外具備，大小兼修



環保創意 1138個寶特瓶做船能容15人
在馬尼拉市府舉辦的環保救生船比賽中奪冠。



所以我們學佛，離開了世間就沒佛法。所以一直說，
「大乘法一定要入人群」，你若「獨善其身」修自己
，像這樣大的天災來時，個人若只顧自己，沒有這麼
大的力量。天下四大不調，光是自己一個人，可以顧
多少呢？顧自己，不堪天災的威力，若是大家能夠群
策群力，大家的力量集合在一起。這樣「不是自掃門
前雪，而是要兼顧他人的瓦上霜」。若能這樣，大家
共同（來做），我們就能對世間做一番事。佛法可以
不斷引導人生向善，人人生活中，向善的方向，那就
會慢慢歸回，我們人人的本性來。所以一段時間常跟
大家說，「人間路要舖平」，那就是人跟人的心境。



自己的心境要調適好，調適自己的心境，我們也要調適
別人的心境。彼此之間，小小的煩惱，凡夫的心境，我
們若能互相將心路舖平，這就是舖人間路。心路若都舖
平了，互相利益，互相付出，這樣就已經接近了菩提道
。所以人間法「善」，那就是佛法，希望我們人人要用
這分的「教」，不管是「滿字教」，或者是「半字教」
，不論是大法、小法，最重要還是要回歸。合在一起，
合在人群，人人可以和睦，人人可以彼此之間心路相通
。若可以這樣，那就是與天體宇宙會合在一起。若是只
顧自己，那就沒辦法。你是你、我是我，這樣人生永遠
就是各自的人生，個人心中都有煩惱，個人都有分別你
我等等。煩惱很麻煩，學佛就是要去除煩惱。



2020年度最有潛力獲選年度詞匯的當然是
「samfundssind」，丹麥語言委員會將其定義為
「社會關注高於個人利益」。
更寬泛地翻譯為「社區互助」或「社會意識」

大哉教育
疫情
讓我們學會
人與人
要互相幫助













其實「方便教法」，有分「體內」與「體外」的方便
。體內的方便，叫做圓教所說方便，這叫體內的方便
。就像從「四諦法」、「十二因緣」，一直說到「六
度」，這才是很「圓滿的教育」。從小機小法，將他
教育到大機，用大法，行菩薩道，這叫做體內的方便
。小根機慢慢教，他也會成大器，這叫體內的方便。
若是「餘教所說方便，叫做體外方便」。那就是其它
，譬如說我們教有四時，「藏、通、別、圓」。藏的
教，通的教，別的教，圓的教，它有四教，五時四教
，有這樣種種的教法。



不過體內就屬於圓教，這樣圓滿的教育，眾生沒有辦法
一下子就接受進來，所以就要從小而大。現在「佛陀」
所使用的就是「體內方便」，但也不能離開「體外方便
」，體外方便就是「用世間法」來譬喻，用世間來譬喻
佛精妙的教法。這是我們前面所說的「三車」的譬喻，
我們前面在說大長者在火宅，要怎麼樣把孩子叫出來，
明明三界火已經燒起來了。但在三界中的眾生，還是在
裡面為所欲為，還在玩火。就像一間大房子裡，一群幼
稚的孩子，還在在那地方玩火，叫不出來，只好在外面
「設三車」，這就像是「體外方便」。因為要用世間種
種的方便法來譬喻，在<譬喻品>也是用種種的「生態」
來譬喻，這也就是「體外的方便法」。















「四無畏」就是，「法無畏、辭無畏、義無畏、
樂說無畏」。就是對佛「法」很透徹瞭解，裡面
所含的道理都很清楚。所說的「話」、「言辭」
都很符合道理，還要很歡喜「一直要去說」，這
叫做「四無畏」。故言，因為這些都沒有，也沒
有跟眾生結好緣，也沒有法完全入心，這道理怎
麼說，都不願意去投入人群，去說話，所以因為
這樣，叫做「無威德者」。無威德，你不在人群
中，所以形容是「憔悴無威德」，譬喻小乘功德
缺乏，所以「沒有莊嚴相」。



總而言之，學佛我們要很用心，不論是滿教，
「滿字教」或是「半字教」。佛陀體內方便、
體外方便，「內外方便法」他都具修、兼備。
所以我們應該要時時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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