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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如大雲一相
一味無差別，眾
生根機因緣有差
別，受法滋潤有
差別，結果不同



就說，天上密雲，雲開始，雲會合，雨落下來，
一相一味，絕對是無差別。這麼多天以來，大家
一再一再就是聽，好像繞著這幾個字，一直在吸
收，到底「大雲一味」，有什麼多深的法呢？是
啊！有什麼多深的法？好好用心來探討，大雲，
雲是如何形成的？宇宙天體的道理，我們要用心
去探究。沒有雲，肯定就不會下雨。大家聽，是
啊，師父說這麼多天了，同樣都是這樣說。



對啊，我是這樣說，大家也是這樣聽，不知道我
們有沒有用心思考？有沒有了解，為何雲聚集在
一起，雨怎會從雲端而落呢？這個問題，我們要
自己問自己，聽了之後，我們有問心，心問：宇
宙天空道理到底是如何形成？有這樣的雲？我們
有沒有去探究？若有，我們對法的吸收入心，對
我們才真正有受用。



若只是聽了就是過去了，沒用心，若這樣，今天
我所說的，你們聽了，我是白說，你們也是白聽
。這我們彼此之間我們都要自我警惕，我們要自
我反省，我們要互相勉勵，要多用心啊！我是很
用心，但是，希望我們人人都能了解。所以要了
解，如大雲一味之雨，一相一味無差別。它道理
的形成，它下雨的形相，都是一樣。道理是一，
形相是一，它的味道也是一，所以沒有差別，差
別的就是各根機、因緣。根機、因緣各有差別。
師父說的話，這麼多人聽，很用心的人，大有人
在，不少人。



所以，「花草樹木受潤喻人華」。所以，花、藥
草、卉木叢林，它受雨露來滋潤，所以它能茂盛
起來，我們人與這些不也是一樣嗎？人譬喻藥草
、卉木叢林，同樣需要密雲，需要雨露，需要大
雲匯集，沒有大雲匯集，哪有雨露？哪有水─甘
露法水呢，這一定是有因緣，所以我們要用心。
真正的，人生就是合成，有為法。



所以我們的經典會有這麼多，有的經典很類似，差不
多，為了是翻譯的，所以在經文中擔心我們聽不懂，
擔心我們理解不透徹，很多經文就這樣反反覆覆。希
望我們能耐心、用心，將法深深吸收，待根機、待因
緣。同樣的一部經，你如何去研究，新的感覺又出來
，新的名詞、體會又發現了，這實在是無窮盡，很奧
妙的道理。不是一就是一，一法能含蓋無量數人間的
有為法，所以形相很多，形相分析的道理很多，各有
差別，但是無形的真理就只有一項。古代的人一句話
說，「一理通，萬理徹」，我們要用心，尊重一味一
相之法，多了解。



所以，學佛，用心，日復一日，好好來聽。否則時間飛逝
而過，我們的生命自然法則，老、病、死的無常，何況大
乾坤裡這種四大不調。看看現在，佛陀的故鄉，目前這時
刻，多少人心碎、家破人亡，又有多少人，人間菩薩，他
們投入在那地方，腳踏在破碎的土地上，面對著苦難，無
可依怙的這些人，聲音所聽到的，無不都是痛苦呻吟的傷
患者，這就是人間。所以我們必定要好好把握，要時時用
戒慎虔誠，來面對著人間世事，我們要戒虔誠來面對。更
要用誠懇的心來聽法，真正虔誠用心，受法入心。不只是
入心，要契法而行動，這就是我們要很及時，把握當下。
我們才能永恆，恆持在剎那間。這剎那的法入心，是在我
們永恆永生受用不盡，所以一定要很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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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懇心聽法，虔誠心受法。
不只是入心，契法而行動，
要把握當下，恆持剎那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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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再呼喚迦葉，就是這樣，道理是這樣，前面
說的道理，山河大地乾旱，所需要的是雲集雨下
，下雨來滋潤，就是這樣。「迦葉啊！佛所說法
」，佛陀再呼喚著迦葉，將道理說一段落，希望
大家要再提高精神來聽。所以佛陀就重新再呼喚
迦葉的名字，也就是呼喚大家要再提起精神來，
就是這樣，「如是」。法，前面說的那些法，法
是稱合道理。「法稱合道理」，就是說，法與道
理會合起來。法，就是一條路，我們要通達這個
法，就是要走過這樣的路，所以「法稱合道理」
。



所以「眾聖之王」，道理是佛陀這樣走過來、這
樣體悟過來的，所以「眾聖之王」。我們幾天前
還在說「九界」眾生，應該要說「十界」眾生，
六凡四聖，佛陀已經超越了九界，十法界中，佛
陀超越了九界。四聖，以佛陀為最，就是最上聖
。因為經典都說「無上正等正覺」，「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就是「無上正等正覺」，超越了一
切世間賢聖的果位，在最上聖，所以稱為「眾聖
之王」，也就是眾聖之尊。



「說法教化」，佛陀所說法，他是眾聖之尊的佛
，說法來教化。所以說，佛說「如是」，如是道
理，這麼多的道理，是出自眾聖之尊，佛陀，佛
口所說的法。說什麼法呢？那就是我們前面一直
說的「五乘」。不只是發心修行者來聽法，即使
是社會人群，人人都來聽法。社會人群，那就是
在三乘之前，五戒、十善。



有天法，修天福的法，有不失人身，五戒之法。
修天福，那就是行十善；受五戒，那就是確保人
身，不會墮落三途，這是佛陀愛心初步的教育，
所以「指上五乘」。「以告迦葉」，向迦葉再提
醒，前面所說的一相一味之雨，其實含蓋，三乘
之外，含蓋十善、五戒在內，這些都包含。再向
迦葉說，意思就是說，法是平等的，不一定是出
家，佛陀才為我們說法，是社會群眾，佛陀都有
法說，有法度化眾生。





















「潤於人華」，就是將這個法給大家，「人華」就是
喻大地一切，「華」就是譬喻很多的卉木叢林，包括
人世間都包含在內。觀四諦，首先進入佛法的道理，
要從四諦，我們要了解，好好來觀想，人間到底是什
麼苦？「直以無常觀觀察五蘊」。從「四諦」中，我
們去觀察，觀察這種無常、四諦之苦，進入「十二因
緣」法，體會我們的日常生活。不論是時間、空間的
無常，以及我們自己，我們的生老病死等等的生活，
全都不離開「無常觀」與「五蘊」。我們要觀察「五
蘊」，早上吃飽了，中午還要吃，到底是怎樣消化掉
的？不曉得，我們自己知不知道？這就是「五蘊」在
我們的身體。



我要吃這個，我不要吃那個等等，我們各有各人的感
受。身體中有很微細的行蘊，我們應該也要好好自我
觀察五蘊─色、受、想、行、識。我們的觀念到底在
哪裡？人、事、物，我們歡不歡喜呢？這都是「五蘊
」，「五蘊」就是在無常中。所以因為無常，因為「
五蘊」，所以我們生活在「四諦」─「苦、集、滅、
道」中。「生相似之涅槃智」，我們若有這樣的人，
我們就差不多了解道理是什麼。所以「各得成實」，
其中這個法我們要了解四諦，又是了解無常、五蘊、
十二因緣法。我們了解之後，將法來吸收，吸收讓我
們自己受用。





記得幾天前跟大家說，有四法，就是煖法、頂法
、忍法、世第一法。佛法要收入進來，我們慢慢
地這個法暖和了我們的身心，讓我們的身心能夠
很調和。所以我們常說需要熱能，大乾坤需要熱
能，所以地上含藏著很多熱能。若是熱能能順調
，能供應給我們很多的物質。煖法，就如我們的
身體，我們的卡路里也要足夠，我們才能身體健
康。法也是一樣，法入心，我們要有熱心，我們
有熱心，我們才願意接受法。所以有真正的精進
，煖法，精進，有熱情要受這個法，這就是煖法
。



頂法，這個法在我們心中不斷不斷成長，慧命增長，
慢慢成長起來。在過程中，修行六度，其中就是要忍
。忍，才有辦法持戒；有持戒，才是真精進；真精進
，才願意付出，布施。
所以，這個「忍」與「戒」是很重要的，才能精進，
才能付出。這樣我們的心才能歸於禪，就是思惟修。
思惟修很清楚了，我們才能得世第一法，就是世間的
第一法，這叫做「成實」。我們無論是什麼樣的根機
都能吸收到法，法，非常成實地入我們的心，要真正
「成實」，那就是需要這四法─煖法、頂法、忍法、
世第一法。這叫做「各得成實」。



所以，能這樣，我們才「潤於五乘戒善」。五乘
，法，我們接受了。五乘，我們從開始社會的人
與人互動，十善五戒，一直到我們要入佛門，修
大乘法，要去除大煩惱，不斷在五乘法，都要有
戒。十善五戒，在家人也要修，這不但不殺生，
還要再護生，這就是守善，守殺戒，不殺，我們
還要護生等等，這就是在五乘法中。就是譬喻人
，心華，我們的心的種子開花有果。



我們現在修的，如花的種子，花開，花開就是再
結果，果的循環，就是譬喻人心華受潤。花若能
再受潤，才能再成熟，再結果，「一生無量，無
量從一生」。「令各增長」，只要我們好好用心
，我們得到一粒種子，只要是樹的種子，小樹也
能變大樹，大樹結果纍纍，菜的種子也是一樣，
藥草的種子也是一樣，只要你一株，好好受法，
受法水滋潤，我們就有無量數的法完成，這就是
果實。









「以本心之清淨譬於華，故曰心華，以華喻人，
故云人華。」開花了，蓮花在污泥中開花了，所
以它的心是清淨，蓮子清淨，這都是在污泥中所
開放出來的花與果，所以「故曰心華」。「潤於
人華」，這就是表示我們愛的法，已經入我們的
心來。以上就是說，舉譬喻，真正貼切合法，無
差別的法，貼切了人間人人的根機，所以沒有差
別。但是無差別，卻是也有差別，就是我們的根
機而差別。法是無差別，差別的就是無差別的法
，無差別的法，卻是根機不同，有差別。所以「
大雲一味，無差別也」，大雲一味雨是無差別。



「各得成實，有差別也」，不論你什麼樣的根機
，只要來接受，就完全能得到成就，能成熟。所
以「能潤之雲雨無差」，它能潤，「能」，能潤
的雲與雨是平等無差別。那就是表示「佛心及佛
所說一心萬行之法無差別」，從佛陀的心說出來
，萬法無差別。「受潤之木，大小有差別」，所
受潤的，「能、所」，所受潤的木，樹木它有大
小的差別，就是眾生的心念與他修行有差別。總
而言之，有差別與無差別，佛法本身無差別，有
差別的是我們凡夫眾生心。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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