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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 領悟 說明

上士 聞道，勤而行之 十六王子

中士 聞道，若存若亡 聲聞中有信不信

下士 聞道，一笑而已 不解之眾而生疑惑

上士，那就是有智慧，利根
機的人，他們若是聽法，聽
了之後，起歡喜心，拳拳服
膺，佛法無上難遭遇，這是
了解很珍貴，百千萬劫難遭
遇的微妙法。

說是經已，十六沙彌為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
，皆共受持諷頌通利。
說是經時，十六菩薩沙
彌皆悉信受。
用心聞思修



因為眾生有三種
根機，修行過程，
聞道之後的行為
反應各不相同，
我們要學上士



我們聽法，到底是上士還是中士，或是下士呢？
聽法，我們到底有入心嗎？有用心嗎？有真的受
用沒有？這要看個人的根機。在這地方，根機已
經清楚分出來了，我們是有智慧的人呢？或者是
平平庸庸，中根機的人，或者是庸庸碌碌下根機
的人？我們自己在這地方可以分析出來。上士，
那就是有智慧，利根機的人，他們若是聽法，聽
了之後，起歡喜心，拳拳服膺，佛法無上難遭遇
，這是了解很珍貴，百千萬劫難遭遇的微妙法。



到底我們過去生是不是有這個緣聽到這樣的法嗎
？即使有緣，我今生能再聽到佛法，從內心起歡
喜心，我們要趕緊好好把握著，拳拳服膺，捨不
得將這法放棄，法入心，化為己用，在日常生活
中。這就是上士，是上根機智慧的人，聽法就是
勤而行之，很殷勤。



難得遇到的法，我現在遇到了。法，我受用了，法就
是我的慧命，日常生活，待人接物，將我所了解的法
化為了己有。待人接物，應接自如，能夠感動人、化
度人、勸誘人，讓人人能夠接受法，起歡喜心，信受
奉行，這就是上上士。若是中根中機的人，這樣叫做
中士。中根中機，他聽經聞法，聽的時候歡喜，了解
了，但是很快就忘記了。或者是聽來好像聽懂了，「
我聽懂了」，但是又好像聽不懂，聽懂或者是聽不懂
，聽得懂的歡喜，但是很快就忘記了，這是中根中機
的人。法雖然有聽進去，卻不會放在心裡，一半一半
，歡喜聽，聽很感動，但就是不會放在心裡，與日常
生活好像沒關係，這就是中根機的人。



若是下士呢？就是根機下劣的人，聞道一笑而已。「
這些人只是常常說這樣的話，這些人那麼認真在聽，
這與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所以一笑置之。若是下劣
，比下劣更加無緣的人，他雖然聽到法，知道人在說
法，知道大家聽法。但是對自己，一點都沒興趣，不
只是沒興趣，內心存著很深的疑惑，這種不解之眾，
心存疑惑。他不了解，又不肯問，也不肯聽，還不肯
去理解，但是心中偏要存一個疑。這樣的人，連下士
都不及，何況說中士、上士呢？這種排斥法，不肯聽
，不想接受，不想去理解，只是要心存懷疑。若懷疑
，就生出了誹謗，這是愚癡啊！



佛法難聞，人身難得，既得人身又得聞佛法，我
們到底要用上根機來接受佛法，或者是要用中根
器來聽法，或者是像下士，下根機的人，「這些
人到底為何一定要聽？為何一定要說？再怎麼說
都是這些，這些人再聽還是這樣。」這種下士聞
道是一笑置之，就是這樣而已，聞法是一知半解
。這種一知半解，還有必要聽嗎，再聽還是這樣
，聽一聽就忘了，所以，「好像跟我也沒怎麼樣
應用得到。」雖然有聽，但是對自己一點都沒有
改變，這就是下根機。



我們學佛要把握人生，失掉了這個身體，我們又
不聽法，或聽而不受用，或者是不要聽又起懷疑
，人生易過，時間很快就過去了。這輩子也是很
快過，生、老、病、死，有的人連自然法則都來
不及，那就是無常，到底有年齡幾歲呢？有的人
，生下來沒幾天的時間，發生無常，逝去了。或
者是很多就是年齡不一，但是一場無常來了，連
要等到老的機會都沒有。你看，這樣的人生，真
的是要如何等呢？



人生就是苦短，就是短時間，難得人身，我們要
好好把握，道理要多聞。我們若是不肯聽，可能
在哪一天無常來了，由不得自己，到底要在哪一
道？我們都不知道。是不是再得人身？或者是不
由自己，往他道去了？這我們也都不知道。未來
變成怎麼樣，都不知道。不如趕緊把握現在，現
在能聽，我們就要趕快把握。佛法難遇，百千萬
劫難遭遇，我們要好好用心。



上士 很用心，全部體會。
在很長的經文中，我們若是很用心，
全部體會，那就很難得了。

中士

有進步的人生，多
少改一些，法有入
心來，也有一點種
子。

無法全部體會，就是有聽，多少聽
一些，存一些在心中，就能多少改
一些，人生總是有進步。這種有進
步的人生，多少改一些，法有入心
來，也有一點種子，讓我們來生有
因緣能夠再遇佛法，我們若能這樣，
也是很好啊！

下士
沒將法全都入心，
最起碼也已結了一
分的緣。

或者是下士，聽法，聽了之後，一
笑置之，沒將法全都入心，最起碼
也已結了一分的緣。



佛法，不要起惡念。若不解之眾，心存疑惑，這
樣就很危險了。雖然知道有佛法，卻是不解，不
只是不解，還存疑。不只是疑，由疑生惑，由惑
起無明，一點點外來的風聲，一人吐虛，他就真
真實實將虛無的妄，執著起來，這樣就很危險了
。不解、不知，心存疑惑，誹謗，這也就是破壞
了佛法，破壞真理，這個業就很深了。



佛陀就這樣警愓我們，像這種不解不知、心存疑惑，
我們可以用小法循循善誘。一下就給他大法，他不只
是不接受，要他利益他人，「我自己顧自己，為何我
還要兼利他人呢？」心存畏懼。或者是修行的時間要
那麼長，一步一步按步來，我不如去找一蹴就可得的
。」這種不必付出就能得到，這種邪知邪見，若這樣
就是不斷在疑惑中產生，五鈍使、五利使，這種的人
都是不能聽法的人。總而言之，人生要聞法，接受法
，要能夠身體力行，並不是那麼容易，我們已經有這
樣的因緣，因緣會遇了，我們要好好把握，聞、思、
修，這我們要用心。





對於上人說：「又是完全整部經，法，完全攬入
我們的細胞之中，成長我們的慧命，這叫做『皆
悉信受』。」這句話很感動。學習型組織的理論
曾經有提到學習要學到潛意識般熟練，這在佛家
應該是進入八識田中。上人這次換一個角度說，
法，完全攬入我們的細胞之中。台語攬入應該是
滲入，融合的意思。我教學如果同一個主題曾經
教過二十年，就可以滲入我們的細胞之中。期許
，整部法華經都能融入自己的細胞中。這樣可以
慧命成長，說法無礙，自覺覺他。











所以「是等初機」，在那裡聽經的人，聲聞，聽
經的人「初機，根力淺故」，他的根機，他能信
受的力量，真的，理解力實在很淺，所以「聞說
深妙，不能解了」。他的信根還很淺，他的念力
還很弱，這種的智力還很弱，若要聽聞甚深的妙
法，就不能解了，無法透徹了解。







這就是「諸千萬億種眾生」，這些千萬億種的眾生，
「或居聲聞地」。在聲聞聽法，也有半信半疑的人，
雖然聽法，隨佛出家，但是他的信根不深，他的念力
不強，所以聽聞佛法就還有疑。與這千萬億種眾生之
中，同樣也有聲聞人。或者是辟支佛，辟支佛已經是
獨覺了，但是對法還不透徹，還是守在獨善其身，雖
然了解佛法微妙，自己歡喜自己的修行，他就不願意
兼利他人。他懷疑、擔心，擔心自己是不是會被人影
響了，怕自己的力量不夠，怕一失人身，他也很怕。
所以「辟支佛地」，已經證辟支佛地了，他們也是遲
疑，不敢接受大法。





佛陀在世時，人們爭相供養佛陀及證得果位的聖者，或
是長相莊嚴，或是能說會道者，至於那些年齡大的或認
為修行不好者就沒人供養了，佛陀慈悲的告訴大家：平
等供養功德最勝。畢竟大多數的出家人是沒有證得果位
的，也必須要恭敬對待他，不能產生分別心。
佛陀在世的時候，佛教裡也有叫六群比丘（小編註：謂
此等比丘。於佛世時。聚集成眾。作諸非威儀事。），
有的修行很好，也有修行不好。一位國王問佛陀：「一
些比丘穿著佛教衣服，但是卻敗壞佛教形象，我們這些
護法都感到於心不忍，能不能讓他們還俗？」佛陀說，
不行。



為什麼呢？佛陀沒有直接回答。國王頭上戴了個金簪
子。佛陀就把簪子拿下來，問國王這個好不好？國王
說，是好東西，它的價值很高。佛陀說，是的，但是
如果把它折斷了，還好不好？國王說，那就沒有原來
好了。佛陀說，是的，盡管它斷了，雖然不能再為你
所用，但是仍然是金子。修行好的就像簪子一樣，可
以讓你生歡喜心，修行不好的就像斷的簪子，仍然是
寶，所以要平等對待每一位出家人。
佛陀不是袒護弟子，而是關心大眾，佛陀告訴大眾，
我們一定要用平等心恭敬對待每位出家人。











所以，我們要相信佛所講的經，佛的智慧就是要
告訴我們，虛空宇宙，所有世界的生態，時間、
空間、人與人之間，生態不同。所以我們應該要
對佛生起很恭敬，他的智慧是虛空遍法界，我們
想要了解法，要時時多用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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