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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夫 •機小懼大滯

留初受自得

•器量根小得
少自以為足

•如彼小草小
樹受量易滿

•若彼雲雨大
量不堪消受

菩
薩 •於諸法不受，
亦得阿羅漢，
從是後得道，
其數無有量，
萬億劫算數，
不能得其邊。
時十六王子，
出家作沙彌，
皆共請彼佛，
演說大乘法，
我等及營從，
皆當成佛道，
願得如世尊，
慧眼第一淨。

成
佛 •菩薩與佛皆

有慧眼，觀
空而不礙有，
會空而不證。

•但唯佛之慧
眼，能徹證
心性自清淨，
諸法唯一心
的實相，窮
法源底，至
於究竟，故
曰第一淨。

我們學佛就要學大乘法，為眾生，入眾生的心門，打開
無明的門，進到她的裡面，好好幫她清理那些無明污垢
，然後用智慧的法來牽引她、教導她，這是菩薩的心啊



機小就是為自己，
懼大就是怕要再
進修大法。就如
小草易滿，得少
為足，不堪大法



看，「機小懼大滯留初受自得」，應該大家了解了？
根機若小，那就是開始修行就是聽「苦」，知道確實
真是苦啊！所以發心修行，修行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如
何避除這個苦，能夠避開。要避離苦，就要按照佛陀
的指導，知道苦的源頭，了解了，就開始知道要如何
滅除煩惱的方法，就要與人，避開與人互相糾結，這
種不好的緣。所以他就修行獨善其身，不要與人有什
麼樣的糾結。所以自己好好修個人的行，不要再造惡
業，所以諸惡不造了，知道不要再造惡業，不要再結
惡緣。好好地有煩惱生出來時，要如何好好地避開，
要如何除滅心中起伏的無明，觀察人世間的事理，這
他們都通了。



所以機小，就是為自己，道理都懂了。卻是懼大
，懼就是怕，害怕若要再進修大法，那就要入人
群，他已經不想再與人有糾結，所以他就避開，
不想要接受大法。這是怕，所以他會停留，會滯
留在小乘，從開始知道的一個觀念，不要與人糾
結，這都是苦的因緣，因為這樣，就是「初受自
得」，就只顧自己，保護好自己。這種「器量根
小得少自以為足」。根機的量就是很小，所以所
得到的一點點法，他就覺得這樣很滿足了。



我知道人間的苦，我知道苦的因由、來源是集。
集種種的因緣，這些道理我都懂了，這樣我足夠
了。所以根器，他的器量就是這樣而已，接受這
樣的法，他以為這樣滿足了，所以「得少自以為
足」。其實，佛陀要教育的法不是這樣而已，這
只是給你一個起頭，了解人間苦難的起點，但是
他就只是這樣，他就停了，停在自己的世界裡。



所以「如彼小草小樹受量易滿」，就如小草，一支草
，一點露它就滿足了。其實如果是小棵的樹，一點點
雨，整棵就都溼潤了。我們也說過了，大樹吸收的水
分很多，很大的樹，雨水一下，可能至少也還有兩三
噸水在一棵樹這樣吸收著。所以說，種樹的好處，樹
林如果有大雨時，它就預先將雨水吸收著，雨水若過
再慢慢釋放；如果沒有樹，或者是樹小棵，大雨下來
，沒有吸收的地方，自然（土）地無保護的根，就容
易會土石流。所以說，小草、小樹只是顧自身而已，
要大樹，大樹，它不只是顧自身，很滿足，能夠很能
吸收很多，它還可以顧大地、護大地，這是大樹的功
能。



所以，「若彼雲雨大量不堪消受」，若是小草、小樹
，它吸收的量就是這樣。若是雲雨較大量時，就不堪
消受。這小草小樹的功能就是這麼少，就是顧自己。
我們要學的應該是大法或者是學小法就好呢？同樣是
人，現在臺灣真的是問題很多，光是說在臺灣，身心
障礙的人口，據說超過一百萬人（行政院主計處統計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人數計 112萬人）。想想看，臺
灣總共二千多萬的人口，身心受障礙的人口超過一百
萬人，其中有差不多九成每天都是關在家裡，就是家
裡的人這樣保護著他，這是比較有福的人，能依賴著
家庭，身心有障礙的人。



但其中還有十分之一是受不到保護，都自己單獨
一人，自己關在裡面，不敢出門，也不要接受外
面人的幫助。這樣的有十分之一，這種身心障礙
的人。這樣算起來也不少啊！二十分之一有身心
障礙，這之一的其中又有十分之一，那就是自己
的心門鎖住，關在自己單獨的身心世界裡面，這
也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但是又有另外一群人，
那就是有愛心，想著要如何去幫助這種少數，但
是也不算少的人，要怎麼樣去幫助他？



那是要用真功夫，要用
媽媽心對孩子這樣。

佛陀是大慈悲父，來教導眾生是要開啟我們
的智慧。要開啟我們的智慧，我們過去就如
那位阿卿一樣，她就是智能較低，不知道我
們在受苦的原因是從何來，凡夫就是這樣。



就如那位阿卿，雖然有存款簿，知道存款簿被拿
走，她也知道苦啊！她還是會想保護自己所擁有
的，這就是小根機的人，這樣保護，我滿足，我
不願意損失，這就如小草、小樹一樣。較大的，
像這樣的愛進到她家裡，一直都被她拒絕於門外
。幸好人間菩薩就是菩薩心，一而再，再而三，
一個月去好幾次，就是這樣排排站，也甘願這樣
一直去。



這種愛的能量，雖時時都被她拒絕在門外，但是
菩薩，如大樹還是希望能伸根，能遮蔭來庇護這
種根機這麼弱小的人，這就是菩薩的愛，入人群
去付出。所以我們學佛就要學大乘法，為眾生，
入眾生的心門，打開無明的門，進到她的裡面，
好好幫她清理那些無明污垢，然後用智慧的法來
牽引她、教導她，這是菩薩的心啊！





















出家，出家，弘誓願，大乘菩薩，出家就是要發
大弘誓願才有辦法出家。大弘誓願不是只有獨善
其身，就是為了要度眾生。不只是自度，還要度
人，這發弘誓願大乘菩薩行而來出家，這都是「
有大心入佛道」，就是志願要成佛，要入佛道的
人，這些人願意出家。「菩薩有慧眼」，菩薩有
智慧之眼，「但不如佛之慧眼」，雖然發心修行
菩薩，菩薩的境界為慧眼，能「徹照本性至究竟
」。雖然菩薩有慧眼，還未到達「徹照本性至於
究竟」。



雖菩薩也有，但佛已經到究竟，所以菩薩還要精
進，在菩薩道上還要精進。所以這是出家的菩薩
，因為菩薩，在一般的人都能稱菩薩，在家也能
稱為菩薩。出家與在家菩薩不同，出家菩薩要修
很多上上戒，很多的戒律，他要了解的法，比在
家人還要更深、更廣、更了解，甚至要身體力行
，因為目標就是要到成佛。你要成佛一定要經過
出家，出家才有辦法身心清淨，出家才有辦法斷
最微細的塵沙。因為出家，才沒有在世俗的緣牽
絆。所以出家修行，這就是我們要到佛的境界。















所以「唯有佛之慧眼，能徹證心性自清淨」，唯
有佛才能徹底了解自性是清淨，「諸法唯一心的
實相」，這是唯有佛才有辦法很透徹。所以「窮
法源底」，對很透徹，到法源最最起源的地方，
「至於究竟」，這就是第一淨。所以我們學佛，
真正要發大心、立大願。雖然我們行菩薩道，卻
也要再向佛的智慧去追求。



見思惑，見思斷，但是惑未盡，這就是修菩薩行
的過程中，在芸芸眾生體會煩惱，在煩惱中啟發
智慧。但是還未到達塵沙完全淨除，慧眼第一淨
，他們還未到達。所以他們現在要請的法，就是
希望能到達這樣的境界，與佛同等，這就是修學
佛法的目標。學佛一定要到成佛，未到成佛我們
就不要放棄。所以要時時多用心。



思惟提綱（敬請貼緊上人開示的內容找答案）
1.上人開示中提到阿卿的事例，說明什麼道理？
2.上人說：「我們過去就如那位阿卿一樣」。為
什麼？
3.人間菩薩如何用菩薩心去幫助阿卿？
4.您是否也有關懷身心障礙的經驗或聽聞類似個
案的例子？有何心得與感受？
5.何謂「沙彌」？
6.雖然我們行菩薩道，卻也是要再向佛的智慧去
追求。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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