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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出聲聞緣覺二
小乘是愚法小乘，
大乘法空妙理，
迴心向大才是不
愚法



應該能了解了，聲聞、緣覺這二小乘法就是迷，
迷在自執，執在自己的法，就是執小法，獨善其
身。我們這段時間，一直重複，無非就是要提醒
大家，記得學佛法就是要學大乘的妙法，我們若
不願意去學大乘法，我們永遠都沒有成佛的機會
。所以我們學佛，希望就是要成佛，學佛若不想
要成佛，何必要學佛呢？顧名思義，學佛者就是
下定決心要成佛，若要成佛，就不能獨善其身。



獨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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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佛心是廣大無邊的心量，他天下眾生如一子
。所以他是三界導師、四生慈父，這種開闊的心
胸，我們所要學的就是這樣。所以常常說佛心己
心，我們要學佛陀的心入我們的心來，我們的心
就是與佛同等大覺，覺天下宇宙萬物的道理。我
們了解了天下宇宙的道理，我們當然是疼惜天下
萬物。有生命的，我們就是要疼、要愛，沒生命
的環境，我們也是要疼、要愛，它也是一個物命
。所以這開闊的大心，是我們要學。我們若是「
不樂大乘法」，不喜歡大乘的法，我們就無法體
會這法空妙理。



法空，我們若是空的道理沒通達，我們的心就是
一直複製著無明，我們要去除複製無明的心態，
一定要通達法空妙理，意思就是不要執著。人生
，事事都執著在我想要的多少，就是越要越無限
量。這種執著所擁有的愛欲就越擴大，這樣複製
的煩惱就越多。學的法，那就是要學得法空妙理
，這對我們來說很是多麼重要，所以這法空妙理
我們要時時用心。而要得法空妙理，必定要好樂
，要很歡喜去追求，我們若不歡喜追求，道理就
絕對不通達。



要如何歡喜去追求呢？就是要精進。就如現在這
麼冷，大家很願意這麼早，這樣三點多就開始精
進，同在這時間，這樣冷，在被窩裡不是很溫暖
嗎？貪著在被窩的溫暖中，那就是懈怠，這就是
貪著。在心、身的感覺，那一分無法離開溫暖的
窩。想要精進的人，聽到板聲開始，一個念頭就
是精進。若是這樣，大家願意這樣地精進，那就
是時間分秒在我們輕安自在精進中得。



現在聽，道理要入心，聽法道理若入心，就沒有執著
。很多的東西，人間事物，我們就不會執著。若去執
著，不樂，不歡喜精進，只顧著自己，這就是名為愚
法小乘。名稱小乘，就是無法開啟智慧，凡事想不通
。我們不就是要「通達諸法，得大智慧」嗎？我們要
追求的是「通達諸法」，通達諸法，我們法空妙理若
不想要追求，要怎能通達呢？我們不喜歡追求法空妙
理，當然我們就是守在小乘，這就是愚法。愚癡，你
不通達，只是想自己，自己能安穩就好了，沒去想到
別人有人生的苦難，我們沒有想去關懷，只是顧自己
，這就是愚法。



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既得人身，也已遇佛法了
。我們不懂得把握，只是顧自己，當然這就是想
不通、看不開，心打不開，這就是愚。時間這樣
空過了，人生短暫，這樣消逝了一輩子，這輩子
的法沒有存到。複製的煩惱增加，將來帶業去，
還是迷迷糊糊，無明帶我們走，這就是愚。所以
，「一旦了解大乘諦理迴心向大」，就是「不愚
法」，就不是獨善其身，我們心打開了，沒有愚
癡。沒有愚癡，那就是得大智慧。去除了愚癡，
智慧開啟，自然通達道理。我們若通達道理，看
事情都看得開。



欲如意足，轉愛欲為對法的追求
念如意足，一個念頭，分秒精進
進如意足，通達諸法，得大智慧
慧如意足，自己安穩，關懷別人

上人的開示，提到愛欲，我就聯想到四如
意足的欲如意足，念如意足，進如意足，
慧如意足，還滿搭的。



馬來西亞實業家羅居士夫妻，公司的廠房
著火，付之一炬。他們馬上心就轉念，就
說：「幸好有聽法，身外財物的損失，能
了解到人間的無常。」



滴水入海，這分的道理看得到，體會得到，所以雖然
發生了一場的火災，他轉一個念，這對他來說沒什麼
，身外物，不重要。同樣道心照常，用感恩心，幸好
有聽法！每天在幾十分鐘當中，得到一句、兩句有受
用，他說在日常生活中就感覺很歡喜，心很開闊，凡
事看很開。像這樣，這就是道理通達。同樣的，我們
若道理通達，那就能開啟心靈的障礙，向著康莊的道
路向前走。同樣的，小乘若是心放不下，只想獨善其
身，就有得有失。所以我們學佛要，要開闊心胸，沒
有得失，這就是法空妙理。心中沒得失心，付出是最
歡喜的心，這就是我們要學佛的方向。



貧窮 富有

小學 大學

窮小子 大老闆

心胸狹小 心胸開闊

小乘 大乘

聲聞緣覺 大菩薩



貧窮 財富累積 富有

小學 智慧增長 大學

窮小子 脫胎換骨 大老闆

心胸狹小 眼界高遠 心胸開闊

小乘 格局更大 大乘

聲聞緣覺 成就更大 大菩薩



小法 妙法

迷 悟

愚法 不愚法

獨善其身 兼利天下

有餘涅槃 無餘涅槃

不信成佛 信解成佛



小法 緣起性空 妙法

迷 聞思修 悟

愚法 善友聞法 不愚法

獨善其身 大心大願 兼利天下

有餘涅槃 信解行證 無餘涅槃

不信成佛 深心信解 信解成佛











所以說，「因樂小故，義當相失；佛秉慈運悲不
棄，故當相見。」因為我們樂小，所以道理違背
了，叫做背覺合塵去了。我們違背了我們的本覺
，我們去和無明煩惱會合，這樣所以應該就是相
失，就是離開了，「相失」就是父子互相離開。
這就是因為我們背覺合塵，違背了我們的本性，
去和無明煩惱會合，這叫做相失。但是佛陀的慈
悲，他「秉慈運悲不棄」，他沒有棄捨我們，所
以兒子雖然離開了，父親也是這樣到處辛苦去找
。總是有心，自然也找到了，所以「故當相見」
，因為有離開，才有相見。

























見思惑，這個見思惑已經斷除了。見思惑，那就
是見愛、見修，見愛、見修，就是見，就是這個
「見」字。這個「見」，若在無明中，我們就已
經又被無明拖走了。我們如果斷了無明，我們就
還是堅持在修行中。所以修行不能偏差，四住煩
惱，這再解釋下去就沒時間了，這我們前面都有
說過，「四住煩惱」，有枝末煩惱，根本煩惱，
這種的無明就是從見思惑中產生出來。



【四住】
四住地的簡稱。見四住地條。
【四住地】
簡稱四住，即三界內的見思煩惱。
一、見一切住地，是將三界的見惑，彙集為一地
，故名見一切。
二、欲愛住地，是欲界的思惑。
三、色愛住地，是色界的思惑。
四、有愛住地，是無色界的思惑。



我們如果能夠斷，那就是能通，所有的煩惱撥開
，這個惑，界若能去除，就是三界煩惱斷除，就
能夠通達，就不會還在三界中受種種苦。所以各
位，學佛真正是奧妙，但是在故事中，我們日日
的生活中，其實若是用心來想，也是很微妙。所
以有心的時候，妙法都是在我們內心裡，這種大
乘空妙理全都在我們生活中，所以生活不離開佛
法，佛法是在生活中。所以人人時時要多用心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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