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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法，我們信根
要深，才能體解
諦理，好好修行，
信解深破邪見，
破無明，得見佛



一直跟大家說信根，「信為道源功德母」，「相
信」，在我們修行者不可缺少。人間，人與人之
間若沒有「信」，也無法在人間與人互動。人若
沒有信用，什麼事情都無法做，何況是佛法。我
們若沒有深信，什麼樣的法，我們有辦法體會呢
？所以我們必定要有「信」，不只是有「信」，
還要深信；也不只是深信，還要信受奉行。這個
「信」，信解，必定要很用心去體會。



佛的時代，聲聞「聞佛聲教即生信」，有了信心
，然後對佛法就慢慢去體解，體解法其中的精髓
、道理，這必定要從一字「信」，這個「信」字
開始。你若無「信」，怎麼會想用心去了解呢？
你要有「信」，而且還是深信，這樣我們才能對
佛法去用心，浸潤在佛法中，去體會佛所說的教
理，這是很重要，要真正用心。



而且，我們信佛的人根機也有利、鈍，上士、中
士、下士，上根的人，上士聽法就能很快了解。
若是中根機的人，雖然他有善心，也願意接受，
但是這樣聽進去了，卻是有聽了，但無法了解得
很透徹。若是下士呢？下根機、鈍根器的人，不
只是信得不深，信根不深，又是無法接受，或者
是接受了，半信半解。就是像這樣。根機，有利
根者，有信能解，這就是上根機的人。若是中根
機，就是這樣，又是鈍，雖然信，但我不太能了
解，這是中根機。



所以我們要好好地將這個「信」，信入心，深深
地入我們的心版，自然信受根深，就能破除邪見
。你若是有入心，根若深，哪怕外面有困擾的事
情來，我們也能一一將它去除掉，因為我們的信
心堅固，因為我們了解佛的正理。所以，外面的
訊息來到我們的面前，它也不會困擾我們的心，
不只是不困擾，還能將它破除。



「哎呀！是你不了解，你不了解的在哪裡？來，
我能為你解釋，讓你的觀念能破除，在佛法中起
正信念。」這就是我們佛教徒，真正信心有深的
人，自然不只不怕外面種種無明是非，不怕，因
為我們信根深，甚至我們還能為他們解惑，去疑
解惑，這就是破除邪見。對法不深解，沒辦法了
解，甚至還用邪見來誹謗。像這樣，我們必定要
有信受，根要很深，才有辦法轉變這種邪知邪見
。



稍微聽到什麼事情，就對這個「信」根，這個信
就起搖動，這樣的人也是很多。所以，我們必定
要「信」，信受根深，根要深，這樣我們才能破
除邪見。我們不只是信根深，我們還要「解」，
能「體解大道」，我們才能「發無上心」，體解
是很重要。所以我們要破除無明，只要我們將無
明破除，這念信心、這念種子，自然它能造福人
群，去除眾生很多的無明惑，這是我們要很相信
，要有這樣的信心。



在佛陀的教育裡，無非就是希望我們將信念深固
，有了信，不只是聽聲音，還要信事相。聽聲音
，相信，佛陀所說的教法是這樣，從人間的事相
能如何去體會苦、苦、苦，人生真是苦難偏多。
佛陀所說的教法，無非就是說因緣果報。在這個
事相，先因後果，這就是道理，這麼多的道理沒
有離開因緣果報。大、中、小法，大乘、中乘、
小乘的法，都不離開因緣果報觀，因為因緣果報
都是在我們人間事相看得到。所以佛陀也常常在
法中用譬喻的方式，用事相在人間，期待人人能
信解。



所以我們從〈譬喻品〉，看到火宅裡的一些孩子
，在那裡懵懵懂懂玩火。我們又看到〈信解品〉
，〈信解品〉四位大弟子，那就是須菩提等四大
弟子起來請佛，就譬喻自已是貧窮子。佛陀用火
宅譬喻來解釋。〈信解品〉，同樣的，佛的弟子
迦葉、須菩提等，他們自己譬喻，這段時間這麼
長，佛陀所說的法，我們都停滯在小乘或者是獨
善其身。這麼豐富的法，我們全都以為這是佛所
有的，與我們無關，原來我們也是一樣，是富家
的子弟，原來大富長者這些財寶也是兒子的。這
是我們在那段時間一直在解釋的。



看看，佛講法也是用這樣的事相來譬喻，弟子領
悟了，也是用人間的事相來譬喻自己與佛、與法
的關係。所以說，事相，無因不成果，無果不成
相，事相回歸於道理，我們應該要很清楚。這就
是要先接納佛所教法，佛陀的音聲入耳根來，大
家聽進來，就要很信受奉行，才能慢慢體解其中
諦理。我們必定要這樣接受，好好培養我們的根
器。



佛說：「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為什麼有
上根上機的人，有中根中機、下根下機，為什麼
呢？那就是我們對法，過去生的過去生，無始劫
以來，有接受到佛法，用心接受，體解了，發心
，生生世世造福，而且又結緣，在人群中吸收了
很多人事物相，都了解很多了。人間的時間不長
，所以，一輩子所體會的法有限，儘管很用心，
才開始起信心，才開始入人群，剩下有多少時間
呢？我們累生世的無明，去除了嗎？還沒有。所
以我們就再來生，隨順因緣，由不得自己，這樣
生生世世。



根深的人，生生世世與法不離，不離開法，就是
這樣一直薰習、薰習，愈薰習，信根愈深，體悟
的道理愈是明瞭。愈是聽，愈接近，愈了解，這
就是上根機的人，聽了就生信、能解。這就是在
事相中體會道理，一生一世，沒辦法，因為我們
在每生世中，有接近佛法，雖然接近，可能也是
這樣，有信，我了解了，但我們欠缺身體力行，
沒有與事相會合。所以，有信，但無法體解。你
若沒有與事相會合，你光是信，「法，我會說，
我說很多」，但是，你是真正體解嗎？還沒有很
體解，這樣同樣是「雖信半解」。



很會講經的人，或者是誦經很流利的人，但是到
了因緣果報現前時，或者是自然法則現前時，也
是會惶恐，也是會煩惱。有的人信根很深，遇到
自然法則，他就很清楚、很明朗，去來自在，心
不貪戀，意不顛倒，等到因緣來時，就這樣解脫
了。這就是人生在生死中已經對法很體會了解。
平時與人說話，很多事相，他將它合在道理中，
原來這個事相就是這樣的道理，雖然不是很正式
在說法，卻是在日常生活中，做事時、與人說話
時，他信手拈來無不都是法，應事逗機，不是專
門在講法，卻是有辦法這樣應事逗機。



在我們的慈濟人之中，我們也常常看到這樣這麼
灑脫解脫的人。現在我們大愛台八點播出的戲劇
，現在就是播「金門大國銘」，這齣戲是真人實
事，李國銘居士就是這麼灑脫。他的人生，就只
有別人，別人的事情很重要，自己的事情馬馬虎
虎，對別人的事情很認真。果然，他的性情真的
就是這樣，一直到最後仍是很灑脫。跟他的太太
說：「我已經要回師父的身邊了，你要趕快回到
金門好好做環保。」人間就是這樣，來去自在啊
！這就是平時看他都大而化之，但是做志工是這
麼的用心。



•李國銘師兄
•上人表示：「李師兄
常在法樂中，還要把

快樂的種子散播給他

人，自樂且給予眾生

快樂，實為可貴！」



遊戲人間，但是句句是法，事事都是在造福人群
。這樣的人生，就是已經了解了，有信、有解，
這不是雖信半解。不是，他是有信，能解人間。
在臺中慈濟醫院，李居士一方面住院，一方面還
在做志工，同樣還有做環保，自己娛樂自己，騎
著獨輪車，在病房裡娛樂病人，還在那裡吹陶笛
，吹奏歌曲，也是同樣這樣在娛樂病人。自己身
上有病，只想要如何讓病人能開心，心開意解，
像這樣的人生，真的是很自在。



所以，我們的信根要深入，有信、能解，我們不
要一知半解，只有信就是半解，這樣很可惜。今
生此世，我們對法要認真，不要像過去，有信，
但是半解。我們再來此世的人生還是同樣，這樣
有信半解，就很可惜了。還是因緣果報事相，我
們要很認真把握，將因緣果報事相回歸真理。所
以我們必定要對道理要很體解，信根要深，邪見
才有辦法破除，解悟才能去除一切無明，我們要
真正用心去體會。



















爾時佛告舍利弗。吾今於天人沙門婆羅門
等大眾中說。我昔曾於二萬億佛所為無上
道故。常教化汝。汝亦長夜隨我受學。我
以方便引導汝故。生我法中。
舍利弗。我昔教汝志願佛道。汝今悉忘。
而便自謂已得滅度。我今還欲令汝憶念本
願所行道故。為諸聲聞。說是大乘經。名
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
《妙法蓮華經譬喻品第三》











「但論遇小」，就是這樣，在這小乘的人，「不
論遇大，則中間未度」。現在不論是小乘的人，
或者是大乘的人，我們現在接觸到了，他聽法，
雖然有發心，發大乘心，但是當中若退失，同樣
還是小乘。現在修小乘法的人，過去他也曾修過
大乘法，就是這樣再退失，現在又是重頭開始。
這就是說信心不堅定，所以「於今亦未盡」。所
以「今日始受大乘法」。同樣這些人，都是在其
中來來回回，時間很長久，心還未定下來。所以
，對法就一知半解，無法很透徹。



「今日始受大，乃至滅度後得道是也」。就是不斷退
失，再來、再來，再從小乘開始。像這樣不斷地修，
一直到我們能透徹了解，入我們的真如，回歸真如本
性，這還是有一段時間。一直到生死滅度，能對生死
看得很開了，來去很自在了，到這樣的程度，才是真
正的得道。法，總是這麼簡單，在事相中就能夠體會
道理，卻是這道理的深奧，就是於我們的心不解。我
們的心無法真正去體會、接觸到法，所以我們就這樣
來來回回、進進退退，我們才會這樣一直在六道輪迴
不休。所以，學法，我們信根要深，這樣我們才能體
解諦理，時時要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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