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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法香心得
《靜思妙蓮華》總記三乘 廣收五教

1246集-20160813開示

高明智(惟智)
2023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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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聞法心得
✦ 要人人用虔誠的心，要時時能警愓人生生活

✦ 聲聞乘還離這個發現本性，與天地合一，這
個道理還很遠，所以「離佛道遠」。

✦ 五教

✦ 聞已諦思惟

✦ 復為真性等三軌之法門

✦ 我們若能很體會法的道理，三乘五教我們都
能這樣照順序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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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雨聲很大，整夜都是雨，真的是四大不調，有
的時候有的地方求雨不得，有的地方雨一下，水超
過，也造成了災難，或者是有很多的不便，這就是
現在我們的世代，就是有很多不調和的地方，也就
要人人用虔誠的心，要時時能警愓人生生活，要如
何生活，生活得心平氣和，生活得人我協調、和睦
相處。我們若能人的心調和了，人的生活和睦了，
大家的心向善，應該天地就能以人心的調和，而天
地氣象也會順調。因為佛陀這麼說，佛陀說「一切
唯心造」。是啊！天地萬物，無不都是在人的一念
間，一念間精勤向善，人人都是同樣這念善，自然
就有很多化險為夷，就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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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運載辣椒醬，被小貨車司機撞倒，小貨車司機
以為撞死人，內心很愧疚，叫了救護車之後，認為
無法賠償，於是選擇跳樓自殺，但竟然被一位工人
老伯救起來。
他們兩位得知小貨車司機生活困難的時候，農民說
不用賠償醫藥費，還很感恩讓他躲過一關。工人老
伯伯一樣說不需要賠償醫藥費，認為救人是本份事。
上人讚歎這三個人都有那份良知，彼此體諒，這是
人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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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含經》的時代，佛陀所說的教法，
他只是引大家入佛門，啟發了人人的善
心，讓人人了解人間苦難偏多，人人本
具佛性，人人人性本善，說出了社會人
間很多的道理，來引出了佛陀的教法，
這有三乘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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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只是引入佛門，讓他了解人間的相，
人間相就是這樣，就是苦，就是無明，
就是煩惱，就是不斷地複製，就是這樣
讓他們知道。不過，佛陀最重要的，就
是要引我們回歸如來本性，真如的本性，
與天體合為一體這個本性。但是聲聞乘
還離這個發現本性，與天地合一，這個
道理還很遠，所以「離佛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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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不是五時設教，五教，前三項是
五時設教中的阿含、方等、般若、法華。
為什麼要用五教，因為五時設教只是依
時間而排出的順序。
五教則是一教法，及要度一般眾生會遇
到的問題，及不同的跟器而排出五教，
兩者分類法不同。讓我們可以有不同的
啟發與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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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
乘教

阿含，十二年的時間，就是要讓一般人，體會了解世間的佛法，讓我們
清楚苦、集、滅、道，讓我們知道一切都是煩惱累積，因緣果報。 阿含

二、大
乘始教

再來就是要引入不要執著，分析到底一切歸空，有生，有老，有病，有
死，最後歸於「無」。每一個人也是同樣都是這樣，事有終始，有開頭，
到最後結束，沒有了。這叫做大乘始教，這是「方等」、「般若」。

方等、
般若

三、大
乘終教

只是這樣會偏空，所以，佛陀還有未了未說的，至真一乘的大法，那就
是大乘終教。最後，那就是「法華」圓教，這包含了前面的小乘、大乘，
從有而到無，這樣回歸到圓，圓教來。

法華

四、頓
教

頓教，那就是對根機很敏銳，很大根機的人，他能夠直接就跟他說大乘
法，讓他一聽一聞即體會，一聞即悟，這就是頓教。這是利根機的人，
佛所對的根機，不必從小教開始，他就直接可以向他說大乘教。

利根機
的人

五、圓
教

你若是頓教，根機敏銳，接受很快，但是耐心可能還沒有很紮實，發心
容易，恆心難。最終還是以圓教，圓教就是《法華經》。這是圓滿了這
些小乘教、大乘始教、大乘終教、頓教、圓教，這樣全都圓。

圓滿

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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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軌五教。三軌，就是，「入如來室、著
如來衣、坐如來座」，這三軌。從小教一直
層層次次，讓大家這樣穩穩地，將地基打得
很好。一切都很圓滿，大家能夠這樣接受，
無疑問，下定決心，定心、耐力，願意入人
群中去，為人間承擔天下事，永無退失道心。
這是一個圓滿的教，菩薩道不退轉，就是我
們說過的，於聖鄰近，與佛，就差不多要到
佛的境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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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這段話很重要，從五教中，我們已經知道要聽
法華。像我們做慈濟，薰法香。所以聽上人開示是
很自然的，可以理解與依教奉行。但是多年前，甚
至是現在，我在網路上搜尋時，或是實體的佛書出
版，會發現沒有在聽《法華經》的人還不少。這些
人就還沒有很圓滿，所以去佛智還很遠。但他自己
不自知，某些信眾也不知，這是令人感慨的。希望
未來此一現象可以減少，往正向做改變。

有聽聞正法的人，有責任將正法廣傳。(法師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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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已經總記三乘，開頭開始要將它會合起來，從
阿含、方等、般若，這樣將它會合起來，要進入圓
教來，那就是「廣收五教」，在這三乘與五教，這
樣將它全部會合起來。
所以叫做「決了聲聞法」，已經不是在分小乘、中
乘，現在小乘、中乘，全都會合為一大乘的圓教。
所以「以開佛知見，直入佛慧」，現在已經是要讓
大家了解，佛的知見，佛的智慧，他對這個法，天
地宇宙萬物的道理，已經收納在覺性真如之中，那
分清淨無染，佛知、佛見，無不都是包含在這之中，
現在這部經，就是要讓我們很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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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若能好好地，耐心、用心、深信心，用心去體會，
這個道理，「諦」就是真，很真、很誠那個道理，就是
法的髓，真正去體會、去接觸到，這個法髓，這樣用心
思惟，好好去思惟，靜思惟修，好好去思惟。這樣這個
人，真的是用心，在這個法，法髓之中，這樣的人就近
於佛慧，因為是聽這樣的法，很用心在審思。心沒有離
開法，法就是在我們的生命中，法是在我們的生活中，
法是在我們的開口動舌中。法，有形、無形，無處不是
法，我們要很用心，去審思裡面的精髓。所以「聞已能
思，思已能修」，能夠這樣聞思修，好好去體會、去了
解，當知是人就是近於佛慧。已經接近佛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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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經，要持經，持經、讀經、誦經、寫經、講經等
等，必定要有這樣的三軌要具足，就是「是為末世
弘通妙經，三種法則」。佛陀滅度後，他是很關心
滅度之後，這部經到底要如何傳下去，所以在〈法
師品〉很強調。弘經，就是要有持、讀、誦、寫等
等，說，這樣不斷，但是弘傳這部經要具足大慈悲，
要大忍辱，要空掉了一切，超越了人間，這個空，
但是妙的法一定要很了解，這是三軌法則。「復為
真性等三軌之法門」。這就是要讓大家這個真性，
我們的真如本性，這三軌的法門，我們要如何能回
歸，我們的真如本性，回歸我們原來的覺性，清淨
無染的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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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於如來衣」。就是要弘經的人，弘揚這部經，
那就是「當行忍辱之行」，要遮蔽一切眾生的惡障
及煩惱，等等的醜陋，譬如用柔和忍辱衣。看看人
生惡濁，人，多麼的醜陋！表面上看起來很美，心，
煩惱無明，具足了五濁、五毒念，這實在是，人生
啊！若發作起來，真正是造成了人間困擾、人生苦
難。所以，我們需要遮蔽，就是防非止惡。這個非，
不對的，不要讓它發生起來。惡的開始在發生時，
要趕緊將它停止下來，這叫做「遮蔽一切眾生惡障，
及煩惱」。將它停止下來，要轉他的心境，希望他
轉煩惱為菩提的心念，這就是遮蔽的意思，譬喻用
柔和忍辱衣，就是這件衣服能遮蓋一切，保護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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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眾，在大眾中就無所畏，因為法是這樣，
不論怎麼說，我們安心說，大眾來聽，為大
眾分別所說。總而言之，法就是要這樣用心，
靜下心來，法，一段一段要深入，從淺入深，
我們若能很體會法的道理，三乘五教我們都
能這樣照順序走。這樣，法，一邊聽，一邊
要身體力行，若能這樣，就安穩自在。所以
要時時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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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eptune-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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