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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惑/三障 簡釋說明 惑別 三界內外 對治

見思惑
見惑，迷於推度三世道理之煩惱
思惑，迷於現在事理之煩惱 通惑 界內之惑 空觀

塵沙惑
迷於界內外恆沙塵數之法所起之惑障
又稱著空惑，能妨礙菩薩出假利生 別惑 界內外之惑 假觀

無明惑
迷於中道第一義諦之煩惱

大乘菩薩，定慧雙修，萬行具足，方斷此惑 別惑 界外之惑 中觀

小根機受小教執小畏大
佛慈隨機逗教應機施大
法性如水湛然隨方就圓
菩薩破無明惑漸近佛慧

二地也稱二果
聲聞乘就是羅漢果
緣覺乘就是辟支佛果

若眾生住於二地，如來爾時，即便為說：汝等所作未辦，
汝所住地，近於佛慧。

欲界 色界 無色界 法性土 涅槃大城

諸佛平等大慧
一切種智
無上正覺

欲愛住地 有愛住地色愛住地



佛陀知道小根機
受小教執小畏大
慈悲隨機逗教，
應機施大，導向
菩薩道漸近佛慧



我們修學佛法，我們到底根機是大是小？「斯人飲水
冷暖自知」。相信每一個人開始發心，就是發大心、
立大願，每一個人應該都有這個心。但是過程中，學
佛乃是我們累生世的大事，不是只有一生一世，何況
是短時機，這有辦法去體會嗎？光想我們自己，我們
自己的習氣要改就不簡單，習氣不改，煩惱難除，佛
如何能成呢？所以我們要好好地自我警愓。這念心與
過去當初發心那時候，自己的熱情或者是冷卻了，這
唯有我們自己能夠了解。佛陀比我們更加了解，了解
眾生心，眾生的根器大小。這是佛陀的智慧，觀察人
性，雖然人人本具佛性，卻是人人都有薰習過來的煩
惱無明。



佛陀了解眾生根機，他必定要用很大的耐心、愛
心陪伴，累生世，塵點劫不斷在人間。所以說「
小根機受小教執小畏大」，佛陀是因為眾生的根
機小，他才用小教來引度，來鼓勵，從利己開始
，讓大家很了解，苦、苦、苦。這個苦，人人最
容易感受到，世間的事情不如意有十有八九都是
不如意，所以有很多的不如意就是苦。這是人生
最易感受的，何況說世間的苦真的是很多苦不堪
的苦。



很容易體會，一聽到，「是啊，是苦啊，苦不堪
啊！」為什麼呢？為什麼會苦？就開始追尋，佛
陀要向我們解釋為什麼會苦，苦我已經感受了，
為什麼呢？由不得自己的苦，生下來開始一直到
長大，環境、人、事、物，有很多很多不能如我
意者偏多，無奈事，苦不堪，這都是自己已經感
受到。佛一開口說苦，人人都能承認，能承認：
是啊，是苦啊！這是每一個人與外面境界所接觸
到的真實境界，這是粗相，每個人看得到，感受
得到，人人都能去體會。



佛陀開始說苦，人人能接受，真的是苦啊！就開
始要跟大家說：「你們真知道苦的來源嗎？」「
不知道。」大家要認真聽，來，讓你們了解苦的
來源，就是在人。「人，是怎麼樣呢？」佛陀就
開始分析，愛恨情仇等等，各人的習氣，各人的
見解，各人的薰習，人與人的對立。是啊！確實
就是這樣，這是集的道理，我了解，我清楚了。



為什麼我怎會跟他在一起呢？為什麼我會跟他有
這樣的仇？明明就互不相干，為什麼有這樣的仇
與恨呢？彼此傷害。佛陀就開始跟他們說，在今
生的事是結果，過去所造的是因，所以過去生是
這樣這樣來。大家開始聽，聽「在今生的感覺很
苦，還有過去生，過去生人與人的過程」，有這
樣故事，聽來真的有道理。雖然那是過去，所以
招來了今生結仇連禍，這樣的苦一直牽連下去，
還要再牽連到來生。



會怕啊！要怎麼辦呢？今生已是苦不堪了，來生
呢？佛陀就開始告訴他：「來生你若是怕，現在
就要修行，來滅除這些苦，根源若滅除了，就沒
有來生再交結。」「要如何斷，今生此世都知道
了，我要如何能停止，停止這種再連仇結怨，要
如何能停下來呢？愛與恨，情與仇，要如何讓它
終止、了斷。」佛陀就教導他，「路要這樣走，
這條就是路，所以滅，就要修行於道。」聽來清
楚、了解，所以接受法，這個小教。



一接受，開始人與人之間彼此了解，不要再結恨
惹情，而生愛的根源再來牽連，有愛就生恨、生
仇，像這樣，不要了。所以要大家好好地，和平
共處，好好地修行。所以，就這樣執在小乘，你
修你的行，我修我的行，不要再跟人與人之間再
交結，不要再牽連這個情，所以畏大，不敢與人
群合會，執小畏大。很怕，怕再來人間與人群合
會。



但是佛陀豈只是要教他這樣而已嗎？不是，這只
是一個方法，接引的初步而已。所以「佛慈隨機
逗教應機施大」，他就應眾生的根機，應他所需
要，佛陀就為他解釋，為他教育，讓他能夠接受
、能夠受用。不過，佛陀更需要的是希望大家要
能轉小為大，不是為自己，應該要入人群中，才
有辦法體會到真真正正煩惱無明、愛恨情仇，這
交結的源頭就是在人群中，希望大家要入人群，
才能真正體會。



所以他要應機施教，有的人心胸較開闊，佛陀就
要把握時間，「去啊，你要多去與人接觸，你與
人接觸，心不起煩惱，不只是心不起煩惱，你還
歡喜願意付出。」像這樣，佛陀就應這個根機，
給他機會施以大教。這是佛陀雖然四十多年來只
是為聲聞、緣覺，不止啊。這期間若有發心的人
，佛陀開始培養了，有的在家，有的出家，「應
機施大」。因為眾生，如來本性人人本具，所以
佛陀開始就是觀機逗教，然後應機施大。



「法性如水湛然隨方就圓」，人人都有法性，有這個
性，真如本性，就如清淨的水一樣。這麼清淨的水，
你用什麼方法給他，他就用什麼方法來接受，隨他的
根機、本性，他就來接受，這種「隨方就圓」。根性
若還未很透徹，或者是習氣還未去除，他會畏懼，他
會怕。我就是一支長長的竹筒，清水倒進竹筒，就和
這支竹筒一樣，是這樣長長的，裝的水有限，就是這
樣而已。或者是圓圓的盆子，水放在圓的容器，水就
跟這個圓的盆子相同。大盆嗎？或者是小盆呢？竹筒
長或者是短？就是隨根機能接受的，他就這樣逗教，
這樣給他們。



要如何能讓這個水一直不斷地浸潤到他深心信解，一
定要到對方的根機能深心信解，將初發心能再回歸回
來。初發心那一念心就是真如乍現的時候，若聽到法
很歡喜，利益人群我願意。那個真如乍現，忽然間展
現出來。但是，慢慢地他又縮小回去，慢慢地，這種
習氣又浮現上來。所以轉大回小，大根機已經發心起
來了，慢慢回歸變成了小根機。其實，人人內心含藏
的是與佛同等，可惜發心的時間短暫，所以佛陀只好
隨他們的性，只要因緣將他牽引進來，能夠承大任的
人，他就不斷不斷讓他去，去與人群合一。就如富樓
那彌多羅尼子，他就向佛陀說：「我要去最惡劣的地
方，我要去度眾生。」



佛陀就說：「那個地方很險要，那些眾生很惡劣
，在那裡要度的眾生是很艱難。」說很多很多困
難、兇惡，要讓他知道，若要去就要真正發大心
、立大願，要有毅力、勇氣，才能入那個人群中
，不受人群污染，還能有這分包容的大心去包容
眾生，付出大愛。佛陀雖然用種種說法，讓他了
解那個困難度很高，但是他不畏懼。



富樓那彌陀羅尼子的故事，過去說過了，這也是
在僧團中少數有這樣發大心、立大願，願意勇猛
精進入人群去。同樣是修行，同樣法性如水，這
麼的清淨，能洗滌很多的垢穢。但是自己的水還
有污染之時，自己的水，清淨的水很少，量還不
夠，像這樣，就只是一個限量而已。這是佛陀很
擔心，雖然經過四十多年了，眾生多數還是剛強
難調伏，但是人壽時間無法等，佛陀不得不開始
講說《法華經》。



開始講說《法華經》，看，遇到多少的困難啊！
接受的人到底有多少呢？真真正正能了解大乘法
，佛陀還要費多少的時間，來向他們慢慢地接引
呢？從〈方便品〉、〈譬喻品〉、〈信解品〉、
〈藥草喻品〉等等，這樣一路一直過來，無不都
是期待人人能真正體會道理。道理能夠點滴入心
，滋潤我們的心地。但是法水是這麼普遍，看你
是大樹，還是小草，大樹所接受來的水分就很多
，小草它能接受的水分才有多少呢？這就是法平
等施教，眾生的根機到底是大，還是小，要看眾
生根機。



「菩薩破無明惑漸近佛慧」，菩薩要累生累世不
斷依教修行，不論是什麼樣的見思的無明，或者
是塵沙惑的煩惱，他就是不斷精進，不斷破除，
所以已經能夠破無明惑。無明是見思之無明，惑
就是很微細之煩惱。最近一直在說這個見思、無
明、惑，尤其是惑，如塵沙一樣，有時候不知不
覺，看不到。沒多久，我們往桌上或者任何一個
地方，手摸一下，怎麼有沙呢？其實，這就是我
們看不到的，我們人人自己的惑，這種無法突破
，無法了解，重重疊疊，自己不了解自己的事情
，很多，這種惑。



菩薩就要用很長久的時間，累生世來破除，已經
是破無明惑，漸漸已經接近佛慧了。這是要很長
久的時間，也是佛陀很耐心地，長時間，生生世
世。修行者也要有這樣的耐心，發心立願，這樣
追隨，生生世世。同樣追隨佛的教法，同樣入人
群中再歷練，再體會眾生的心思、見思，種種的
無明，去看別人，才是真正能了解自己。



芸芸眾生，無量數塵沙無明的煩惱惑，就要在人
群中得智慧，從人群的無明，我們才能了解原來
是這樣啊！用方法入人群，這樣的方法，了解能
解除對方的煩惱無明。這個方法是我們想出來的
，用這個方法去為他解除，你有辦法解別人的煩
惱，我自己也知道這就是一個法，增長我們的慧
命。所以我們要很用心，佛法在人間，無時不是
佛法，無物不是法，一接觸全都是法。只要我們
有心，人與人之間，事物與事物之間，無不都是
道理，道理就是諦，諦就是法。所以，諦理，這
個道，就是我們要好好用心的。

















所以「勿以方便說之小乘滅度以為真實」，不要以為
「四諦法」、「十二緣」，滅諸煩惱，這樣你就已經
是真實滅度了。還沒啊！因為你的心思還是在起伏中
，還有很多塵沙惑還沒有完全去除。不是和佛的智慧
一樣，佛的智慧是完全一面大圓鏡智。但是，大家同
樣有這面鏡子，卻是塵沙還在上面，沒有好好勤擦拭
，所以還沒有，還沒有到達與佛智慧同等的境界。不
要以為已學的全都學了，以為這樣你們就學定了，學
了之後就足夠了。還沒有，還是小根器，根機還很微
劣。所以「而滯著於是中途」，就這樣停滯在中途，
一段路還遠，還要再走。

















所以，「諸佛平等之大慧，即一切種智，無上正
覺也。法華經方便品曰：如來所以出，為說佛慧
故。」這就是我們已經開始要近佛慧，佛的智慧
是什麼呢？就是平等，平等大慧，慈悲平等觀，
這就是佛的智慧，就是一切種智。佛的智慧，名
稱叫做「一切種智」，就是遍虛空法界，天地之
間的物理，無理不通，無事不達，這就是佛的智
慧。



《法華經》的〈方便品〉也這樣說，「如來所以
出，為說佛慧故。」如來所以出現人間，為了什
麼呢？就是為了要告訴大家，說人人本具佛慧，
人人本具真如本性，這是佛陀的目的。所以佛陀
的慈悲，我們不要辜負了佛對眾生的這一分愛，
這一分的悲憫。我們不要只停滯在小機，執於小
教，不要怕入大乘法，我們應該要發大心、立大
願，走入人群中，才有辦法去除很多塵沙無明惑
，我們才能智慧增長。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啊
！



思惟提綱（敬請貼緊上人開示的內容找答案）
1.學佛是累生世的大事，習氣要改不簡單。但是，習氣不改，
煩惱不除，不可能成佛。我是否自我警惕，時時保持當初發心
的熱情？
2.何謂「法性如水湛然隨方就圓」？
3.人人內心含藏的真如本性是與佛同等，可惜的是什麼？
4.為什麼菩薩能夠破無明惑，漸近佛慧？
5.如何理解「惑，如塵沙」？
6.如何才能夠到達無餘涅槃？
7.日常生活中，到底我們要如何修行？
8.為什麼佛陀要用種種權教來引導，希望人人從小教而入大？
9.不要以為「四諦法」、「十二因緣」，滅諸煩惱，這樣就已
經是真實滅度了。為什麼？
10.「四住地已盡」，何謂「四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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