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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五戒，人乘 行十善法，天乘

六度萬行，菩薩乘十二因緣，緣覺乘四聖諦，聲聞乘

運慈啟悲，悲智雙運 苦既拔矣，復為說法

悲智宏遠無物不受其化
度化一切天人稱運慈心
施教五乘而不失其機宜
言中有法則行儀天人師

眾生虔誠，受佛教法 人間付出，是真供養
覺道
道道相傳



佛陀說法教化，
稱運慈心，悲智
雙運，不失機宜，
可以讓十方諸眾
生，普皆蒙饒益



就說「悲智弘遠無物不受其化」，諸佛人間化度
眾生，時間很長久。不只是釋迦牟尼佛，所有諸
佛，修行過程都是要很長久的時間。<化城喻品>
就跟我們說起了，多長的時間呢？很長啊！多久
呢？塵點劫。無始以前的無始，就是這樣的長遠
，諸佛修行的過程就是長久。尤其是悲智，悲心
、智慧就是這麼開闊，時間有多長，他的悲智就
已經有多長了、多高、多麼徹底。空間有多廣，
悲智就普遍，不論時間、空間，總是悲智宏遠，
遍及人間一切，所以「無物不受其化」。



所有，不論是天、人，甚至四生五道，無不都是
受佛所感化。所以道理，只要是有理，無不都是
叫做覺道。稱覺稱道，就是有道理，我們了解，
這都叫做覺道。這個道理，有的人迷迷糊糊，不
知道這個道理是什麼，還是在無明中，違背道理
而行。也有人就是就道而行，守法則，守軌道，
按照道理這樣在人間，自修還要再教人，守住道
理，行正道。這就是理，有理，體悟，能體會了
解，這無不都是覺道。而這覺道是歷年來，不只
是歷年，歷久以來，無不都是這樣道道相傳。



有道傳，道理才會存在，不論是任何多久的時間，佛
法就是歷久常新，這就是我們要傳道的目標。所以傳
道，道的內容就是慈悲、智慧，這就是有道。撥開了
慈悲、智慧，這樣就無道了。所以慈悲智慧是歷久以
來常住，我們人人本具佛性，人人「人之初，性本善
」，任何一個人都有這樣的道理而來。只是我們真的
在生活中薰習的習氣不好，那就是煩惱、無明，使我
們背道而行。這就是欠缺了道的傳承，這道若能多一
點人去傳，人人守志奉道，自然這個世間就是這麼順
暢，無不都是人間覺悟的道理，無不都受化，全都受
化了。



可悲的就是欠缺了這分傳道的精神，但是佛法永
在，說「無物不受其化」。只要道理永遠在人間
，不論什麼時候，道理遇到有緣人，自然就能受
感化。「廣化一切天人稱運慈心」，若能這樣，
在人間，法是常住不變。有緣的人，因緣會合，
自然就一切天與人，不論富有或者是貧窮，不分
貴賤，因緣會合了，自然就能度化。這種「廣化
一切天人稱運慈心」，這種法無障礙，讓我們稱
心如意，接受這個法，那就是慈。



慈，常常說過了，是人生的福，人人若有道理，
知道道理，按照道理，不是少數人，是人人。人
人能接受到慈，慈心運用人間，這樣叫做造福人
群。人與人之間互愛、互動，這就是最幸福的人
間，彼此造福，這叫做運慈心，稱運慈心。這必
定「施教五乘而不失其機宜」，施，就是布施，
去教化，要展開教化。要教化什麼呢？是運慈心
，人人就是這樣，將慈心運轉在人間，在五乘中
。



什麼叫做五乘呢？佛陀所施教，沒有超出這五乘
，就是天、人，佛陀對人間說法，人間能接受佛
法，了解道理，自然增長大愛，守五戒，愛心開
闊，這是對人的教育。在人間教育除了守五戒，
自然他要再行十善，對佛陀教法信受奉行，守五
戒，再行十善，這樣叫做天乘。守五戒，這就是
人乘；行十善法，再守五戒，這就是天乘。再來
就是聲聞、緣覺、菩薩乘，這樣稱為五乘。



聲聞、緣覺、菩薩，常常說了，其實聲聞也是人
，天也是從人修，唯有在人間能夠聞佛法。而且
能夠法入心，甚至身體力行，運慈心，悲智雙運
。在幸福的人間來施教，教育他守護好這念善心
，能造福人間，這叫運慈。人間有苦難，及時去
拔苦，這叫啟悲。運慈啟悲，悲智雙運，啟悲運
智，用智慧，要如何去救度眾生？從眾生的苦難
「苦既拔矣，復為說法」，又是再運慈施教，這
就是我們教育的過程。



佛陀來人間不失去其機宜，眾生是何種的根機，佛陀
就應機說教。眾生有何種的苦難，佛陀依眾生的苦難
，運智慧去拔除他的苦，這就是佛法在人間。所以「
言中有法則」，佛陀開口動舌，所說的教法都有法則
在，有法、有規則。佛陀在人間，他既然教導人人能
守規戒，他自己本身他是以身作則，他是人間的典範
。所以他的行儀，又是天人視為師，天人師。釋迦牟
尼佛，十號之一也是天人師，是他的行儀能教化天與
人。不只是說而已，他的舉止動作，所有的身行，無
不都是天與人的模範。所以講話，言中有法則，行呢
？行中有威儀，那就是天人師了。這是佛陀化度人間
，不只是釋迦佛，佛佛道同。



但是，佛在人間，也是常常都遭受到很多困難。
佛陀的僧團中有提婆達多，大家都知道了。有一
時候，佛陀在王舍城裡，那時候，提婆達多開始
看到佛陀受到這麼多人，越來越多人的敬重。他
本身就是希望，因他是與佛同族，也是佛的堂兄
弟，與佛平輩，王子之一。出家了，佛陀是太子
，成佛了，他是王子，也出家了。他以他的才能
，聽佛的教法，他全都了解。雖然是了解，對佛
法了解，生起了傲慢的心。



佛陀能夠受到這麼多人尊重，而我對佛法，我也
已經了解了，我也應該能自己來領導眾生，我也
要稱佛，讓大家認為我是覺者，我也能被人尊重
。但是，人人所公認的是一位大覺者，釋迦牟尼
佛。所以提婆達多就去唆使阿闍世王，這過程過
去曾說過了。阿闍世王就一直偏護提婆達多，提
婆達多說什麼話，他就怎麼聽。所以他就向阿闍
世王說：「王舍城這麼多人都一直在供養佛陀，
你下一道旨令，叫所有人民停止供養佛，看佛他
有什麼樣的神通廣大，能夠領導僧團如何生活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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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提婆達多也是在僧團之中，卻是背叛佛，就
是癡迷，他驕傲，想要自己獨立去領導眾生。無
德，如何能領導眾生呢？只是有知識，沒有智慧
，沒有德行，要如何領導眾生？所以將「是」反
「非」，這就是我們人間，像這樣的人也不少。
所以時時我們要自我警愓。佛陀的悲智，宏願無
物不受其化，他也是天人師的行儀，言中有法則
，而且行儀度化人天，這是佛的福德。























不論在五道、六道，六道就是多一個阿修羅道，
但是我們在《法華經》裡，完全將阿修羅都混在
其他的五道。阿修羅就是愛發脾氣，雖然在天界
，有天福無天德，所以未將他列入是天人，他是
普遍在五道中。所以說「曲成六道」，其實是五
道。「而無所遺漏」，哪怕是阿修羅，也沒有將
他遺漏了。說五乘，即使是阿修羅，同樣佛陀的
感化中，所以叫做「曲成六道而無所遺」，沒有
漏掉。「言有法，行有則」。言中有法則，行儀
是天人師，我們剛才說過了。所以這就是愛的力
量。







外境雖然是苦，內心，他能了解。也常常聽到「
人生就是苦啊！佛法不是這樣說嗎？就是因緣啊
！欠多少的惡緣，我們就要趕快還人。我們有餘
的時間，就趕緊造一些福，盼望在來世。」我們
也常常聽到人這樣說。所以在「五性沉流，借慧
棹而登岸」。借慧可以讓我們登上彼岸。慧就是
平等，借這個平等的慧，法如筏者，法就如竹筏
，從此岸的苦渡到彼岸，安定的地方去，就是借
智慧這樣讓我們很平安能夠踏上彼岸。



故曰「普皆蒙饒益」，我們眾生真的是各人的境
界不同，但是我們學佛，道理是平等，不分人類
或者是動物，我們都是同樣的愛。何況是國界，
何況是種族，何況是宗教等等，我們都要普遍，
這叫做慈悲等觀。這是佛陀他宏遠以來，很長久
以前的悲智，這樣一直在人間付出，「稱慈啟悲
」等等，這樣在攝受眾生，教化眾生。眾生要用
最虔誠的心來供佛，不是用物質，是要用誠意來
供佛，接受佛的教法，付出於人間，這才是真供
養者。所以時時要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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