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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等法

破貪瞋癡慢疑
諸無明不善法

滅生死苦

得無上覺

布施、持戒、忍辱
精進、禪定、智慧

修「三無漏學」
戒、定、慧

五戒、十善、四諦
、十二因緣、六度

內積勝因，成就諸佛甚
深智慧，因緣雙勝，福
慧二嚴，方得成佛。

才能有好
緣，入人
群，廣宣
諸佛無量
大法。
尊重人人
是佛，也
能真正尊
重自己，
成就世尊



上人以此為偈。「以智慧等法，破彼貪瞋癡慢疑
等諸無明不善之法，滅生死苦得無上覺，天人凡
聖咸皆尊重，故號世尊。」此偈初看平常，因為
學佛常講，開示也常聽到。
可是上人今天以調達破僧的故事來開示，特別有
感。調達就是提娑達多，他為什麼破僧，因為煩
惱未除盡，沒有以智慧破除心中的無明。雖然也
很精進，加上學習神通，故具有一定的破壞力。
可是，修學的次第錯了，心亂了，結果就是要墮
入地獄。學佛者不可不慎，切記切記。



提醒以智慧等法
破除貪瞋癡慢疑
才能滅生死苦，
得無上覺，成為
天人尊重的世尊



我們能清楚吧！以智慧等等法能夠破除貪、瞋、
癡等諸無明，這也是我們修行的目標啊！有了智
慧，我們的心才會定。有了定，我們才有辦法專
心。懂得忍，懂得精進，我們就懂得戒，懂得布
施，這叫做「六度」。「六度」─布施、持戒、
忍辱、精進、禪定、智慧。這是我們學佛的目標
。所以智慧就需要前面五項─布施、持戒、忍辱
、精進、禪定，這樣會合起來，我們真正的智慧
，純真的智慧，才能發生效用。發生什麼事情呢
？那就懂得破除貪、瞋、癡、慢、疑。



我們日常生活給我們最大的障礙，障礙我們的道
心，就是有這五項，有貪、瞋、癡、慢、疑。修
行者可能貪會比較少一點，日常生活簡單過日子
，貪念可能會比較少，但是瞋、癡、慢、疑，這
是不是我們要稍微檢討，不是稍微，要用心。這
五件事，什麼是較輕的？什麼還是很重的？我們
人人都有這種不知覺，以為是你不對，我發脾氣
是應該。都是別人的錯，引起了人的瞋心。這種
瞋心一起，其實癡念就跟在後面而生，因為你癡
，癡念未除，癡就是無明，你的癡念未除，所以
你才有瞋，會發脾氣。



癡的相對就是智慧，你的智慧尚未產生，所以你
的癡念還未除，有癡，才會有瞋。因為癡念，後
面馬上跟著的就是慢，傲慢的心。我們人與人之
間常常有對立，都是因為有我慢心，感覺我們的
條件比別人好，感覺我所做的事比你重要，感覺
我所了解的、知道的，都比你們還多，這種傲慢
就隨著癡念生起來了。



跟他說：「你應該是要這樣、這樣。」觀念一點
偏差，能力稍微不夠，就起了懷疑。以為有人故
意刁難他，不相信我們自己的能力還差些。不相
信我們所做的有哪裡不夠，對自己是偏信，有疑
念，對別人有疑念，這樣就是我們的煩惱，這就
是對我們自己的障礙。偏偏這種障礙、這種的煩
惱就是無法可除。若是這樣，那就會有不善法。



佛陀就說：「調達啊！你現在應該還是一樣按部就班
來，好好地學習，多了解人生空、苦、無、常。一切
苦、空、無常的道理，你要去深入，你要透徹。」

提婆達多就說： 「佛陀啊！您能早日為我傳教，傳
給我能有神足通，讓我能夠飛行自在，讓我能夠到處
去弘法，將佛陀所說的教法，我能弘法給大家聽。你
若能傳給我神足通，飛行變化自在，這樣我所要到達
的地方就能很方便了。」

提婆達多很不以為然，轉而向舍利弗，目犍連請求學
習神通未果，很生氣，最後向他的弟弟阿難學習。



提婆達多學神通
，反叛佛，多次
害佛，最後墮入
地獄受大罪報。



就這樣，利用他這種神通變化，有一天飛入皇宮之中
，頻婆娑羅王的王子，阿闍世王，他就變成像一個嬰
兒，去戲弄阿闍世王。這個太子，阿闍世太子，那時
還沒為王。這太子看到了，覺得很好玩，就這樣每天
，提婆達多每天入皇宮，作各種變化，去和太子玩。
太子的心很歡喜，每天賞他五百兩的錢，這樣每天每
天滿足他所求的物質。就這樣開始，每天就是來來回
回入皇宮裡，那種傲慢，貢高的心越來現越大。所以
僧團中有些僧人修行功夫還很淺薄，很羨慕提婆提多
。有的修行較成熟的，覺得提婆達多這樣不對，去向
佛陀說，說提婆達多的神通變化的過程。



佛陀很感慨，「提婆達多的心已完全反叛了，將來對
僧團是不得安靜了。」就從這樣開始，果然提婆達多
就是變本加利，希望他能取代佛陀的地位，就去唆使
阿闍世取代他的父親為王。就這樣，國家與僧團就起
了很大波浪，這是很長的故事。總而言之，我們修行
就是要用智慧，我們要破除無明，我們要修「三無漏
學」，我們要有戒、有定、有智慧。戒、定、慧「三
無漏學」，我們才能破除，「破彼貪瞋癡慢疑等諸無
明」。很多的無明都需要「三無漏學」來破除，要不
然，貪、瞋、癡是不善法。我們若沒有戒、定、慧，
無法破除貪瞋癡等等的無明。所以，我們必定修行的
過程就要提高警覺。



貪、瞋、癡是誤己誤人，耽誤了自己，也害到別
人，是害群之馬。我們若有貪、瞋、癡，就是在
人群中最擾亂人的事情。需要的就是「滅生死苦
，得無上覺，人天凡聖咸皆尊重」。修行，最重
要的，就是要滅，「滅生死苦」，我們期待能得
到無上覺。甚至，修行，不論是天、人、凡、聖
，我們都要有十善、五戒，這些都要有。佛陀在
「滅生死苦」，他真的得到無上覺了，天地宇宙
萬法真理，無不都收入在他的覺性慧海裡。



宇宙大覺者，當然，他所得到的是天、人、凡、
聖，凡就是「六凡」，聖是修行者的稱呼。所以
已經得到天人凡聖大家所尊重，所尊重的就是無
上覺，就是佛陀。他已經息滅了生死，貪、瞋、
癡等等無明，完全都息滅了，修行的過程終於得
大覺了，這是六凡四聖所尊重的，所以，故為世
尊。我們修行的目標，不就是向著世尊的風範，
他的典範來學習。既然佛陀已成佛了，是人天所
尊重，所以稱為世尊。

















「廣宣諸佛，無量大法」。不只是恭敬供養，還
要尊重讚歎，廣宣諸佛大法，這是生生世世的。
我們對人人，都如對佛一樣。常常都跟大家說，
「以佛心為己心」，人人有佛心，人人便是佛。
所以，迦葉尊者他已經修「十二頭陀」行，他心
無執著，他對人人都恭敬，這就是佛陀讚歎迦葉
尊者未來的未來，永遠都是抱持這種恭敬尊重，
身體力行，為人典範，「廣宣諸佛無量大法」。



就是身行要放下貢高驕傲的心，對人人的尊重，
這才是真正的恭敬供養諸佛，不必等到來生來世
遇三百萬億諸佛，我們就在今生此世，把人人都
當作佛，這樣比較快。所以，人人都是一尊佛，
就如常不輕菩薩說：「我不敢輕視你們，因為你
們人人都是佛。」若是這樣，我們就在今生此世
，我們就能遇到很多的佛。每一尊佛，我們都用
恭敬供養的心，尊重他、讚歎他，這樣同時是在
廣宣佛法，是一樣的。



所以，「廣宣大法，大乘微妙之法」。這個「廣
宣大法」的這個大法，就是大乘微妙的法。度人
很廣，讓人看了、聽了，無不都能做人的典範，
身心口，無不全都是在宣導教法，尤其是宣導大
法。所以，「則為利他而成就無量諸大功德」，
我們若能這樣，身口意對人都很恭敬尊重，將我
們了解的佛法，在我們的身，在我們的口，在我
們的心，無不都是在廣宣大法。





所以，廣宣就是「內積勝因」。我們的內心累積
了很多殊勝的因。因為我們學法，佛法很多已經
在我們的內心，所以「內積勝因，成就諸佛甚深
智慧，因緣雙勝，福慧二嚴，方得成佛。」過去
的諸佛，現在的佛，無不都是傳給我們很多法。
其實人人本具佛性，從過去生中累積的善因、勝
因，在我們的內心。這是我們過去有法，又今生
聞法，不斷的累積。



「因緣雙勝」，因與緣，內心是因，外面是緣，
你與外面人人，我們都尊重，結好緣，內心有殷
切的智慧，我們永遠所修到的智慧，在我們的內
心為因。於外對人人恭敬，那就是福緣。所以「
因緣雙勝，福慧二嚴」。福與慧莊嚴我們的身，
自然人見人尊重。這種福慧雙具，「方得成佛」
，叫做「兩足尊」。佛陀的尊號中，也有「兩足
尊」，兩足就是福足、慧足，福與慧兩具足，這
叫做二嚴，「福慧二嚴」。福也莊嚴我們的身，
慧莊嚴我們的心，所以內外莊嚴，這樣才是能成
佛。





大法就是「能慈潤枯竭之眾，故以譬於雨」。我
們前面就說「密雲彌布」，就是要降雨來潤濕地
面上一切，才能生機蓬勃，這就是大法。大法就
如降法雨，滋潤大地一切，故用這樣來譬喻。法
譬喻雨滋潤。所以，法，以法為師，法師，是以
法為師，因為吸收很多法，再做為人間的典範，
來講法。所以「法師行菩薩道」，以法為師，入
人群中去說法，「即大乘之廣宣諸佛無量大法」
。綜合來說，我們平時就是要好好修行，要智慧
，我們要有智慧行。



要有智慧具足，心要定；心要定，我們就要有精
進，我們要有忍，我們要有戒，我們要有布施，
這都是我們平時要修的。菩薩道以法為師，入人
群，我們必定要破除貪、瞋、癡、慢、疑。你若
有驕慢，若有瞋，動不動就發脾氣，別人哪會尊
重你呢，看到你哪裡會歡喜呢？所以我們要好好
學，學如何降伏我們的貪、瞋、癡。這種不善法
，我們要趕緊破除，這叫做破除煩惱，這樣我們
才能真正與宇宙真理能會合，成為大覺，這是佛
陀教育我們的。



迦葉尊者當得奉覲三百萬億諸佛世尊，我們若這
樣想，會覺得：太久了，我耐不住這一念心。所
以，我們就想：人人都是佛。看，今天我們人人
，就有多少人，所以我們日日對人起恭敬心，對
人尊重，若能這樣，人人都是佛，這才是真正尊
重我們自己。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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