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正觉的启示  
  

 

大乘心的启发 

 

    佛教原理，唯有一乘，并无二致，「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大小乘差别在乎发心

的行愿上分判：发大心者为大乘，发小心者为小乘。 

    乘是比喻义，以喻来比明法义。根据大乘大日经等教义，菩萨发大乘心可得三种： 

    甲、发大心以菩提心为根本：菩提心属凡夫修因重果有五种： 

    A、发心菩提、为华严善财参礼文殊。首先说：「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属发心上求下

化的发心菩提，位在十信。 

    B、伏心菩提、为达成上求下化的弘愿，必先修布施等六度万行，调伏与烦恼相应的染污心念，渐体法

空，使惑不起，是为伏心菩提，位在三圣。 

    C、明心菩提、降伏烦恼，渐悟法空，进而切实习止观，断一切烦恼，彻证离於的实相菩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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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明心菩提，约位在七地。这三种菩提，为趋向菩提由凡入圣的三阶，名 般若道。此时虽得圣果，尚未圆

满须继续修行，故此明心菩提，现前般若 道说，是证悟；现得方便道说，仍是发心进趣。 

    D、出到菩提：即发菩提 胜心，证悟诸法性本清净，不生不灭，即得无生法忍，以及修方便道，庄 严国

土，成熟众生，渐出三界，到达佛果，故名出到。仍位在八地至十地 。 

    E、究竟菩提：亦名无上菩提，从凡入圣到此地位，二死永亡，五住究 尽，福智庄严，二利圆成，谓之究

竟菩提。  

    乙、发大心以大悲心为上首：佛教以慈悲为本，慈能与乐，悲能拔苦 ，此即大慈悲心，在程度浅深上分

有三种：一、众生缘慈。二、法缘成。三、无 缘慈。华严行愿品说：「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

华果，以大悲水 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盖 众生，则能成就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属於众生，若无众生， 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此说明众生如树

根，诸佛为华果，菩萨如 大悲水，树若无水，不但华果不成，连根也要枯搞了。故发大乘菩萨心必 先以大



悲为首要，不然佛果固然难得，而菩萨必不成其为菩萨了。  

    华严经中善财参礼观自在菩萨，有一段开示的经文，正道出「大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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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首」的道理：「我以此大悲行门，平等教化一切众生，相续不断。我 住此大悲行门，常在一切如来之

所，普现一切众生之前，或以布施摄受众 生，或以爱语、利行、同事摄受众生；或以声音、威仪、说法、

神变爱令其 心悟而得成就。或化现同类之形与其共居而成熟之。善男子，我修此大悲 行门，愿常护一切众

生，愿一切众生令离险道怖、离热恼怖……离杀害怖、 离贫穷怖、离不活怖、离恶名怖……」这是以大悲

心普利众生的写照， 也是观世音菩萨独得大慈悲、施无畏者的德号之原因。  

    丙、发大心应以无所得心为方便：凡夫众生，沉迷著有，於一切法均 有所得，故常自私，而无方便利

人；二乘心有所得，沉空滞寂，坠入无 为坑中，深沉难出，故亦无方便普利众生；唯大乘菩萨发菩提心，

依二空 般若修无所行，才能引生种种布施、爱语、利行、同事等六度万行，以种方 便，利益众生。心经所

谓：「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金刚经则云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余涅盘而灭度之。

如是灭度无量无数 无边众生，实无有众生得灭度者」。此皆是从无所得心生起的方便大用。 有此无所得之

方便，故其修六度等法，皆得清净。  

    （一）、净施 

    菩萨初发心时，即将一切舍与有情，不仅财物，就是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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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智能等等皆否定为自己私有，故成净施。  

    （二）、净戒 

    菩萨三聚净戒，尤重饶益有情。如杀、盗、淫、妄等戒 ，小乘不可开许，而大乘为利益众生，不光是持

积的摄、律、仪戒，还要 积极勇猛地修善，只要动机是正确为人，即使是去做杀盗淫妄，亦是无所 违犯。

如杀恶救善，杀少救多，以利他而无所得心行之，「律谓菩萨教化 众生，不自观戒」，故能有犯，而无所

犯，都成为净戒。  

    （三）、净忍 

    戒能摄受大众，和乐大众，菩萨为贯彻上求下化的弘愿 ，即经逼害，牺牲生命，亦难行能行，难忍能

忍，使持戒与布施的努力， 不致功败垂行。如此行忍，乃心无所著，忍不可忍之忍，才为净忍。  

    （四）、净进 



    精进度为菩萨勤修六度万行的要素，其他五度如无精进 的勤修不息，都难以成功。大乘行者为利众生，

奋不顾身，牺牲自己。如 常精进菩萨为度一个众生，不惜牺牲，追逐多生不舍，达到成功为止。休 舍优婆

夷也只知勤修善行，不休不息，并不问成佛不成的问题，真是只顾 耕耘，不问收获，亦无旁的企图或附带

的条件，故谓之净进。  

    （五）、净定 

    定即禅定，由静观的思虑，而进入定境。主要在调伏内 心妄惑的静定，不光是外面呆坐。所谓「磨砖那

得作镜，坐禅岂能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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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弥勒菩萨的「不修禅定，不断烦恼」，正可做为修菩萨行者的模范 ，因其虽不修禅，而不修而修，

虽不断烦恼，而不断而断。不过只注重精 神上的活动运用，努力於悲智的双照，不呆滞在形式的装模作

样。工夫用 到理事无碍，与生活打成一片。非大乘的净定，不能臻此佳境。  

    （六）、净慧 

    大乘菩萨从净定中所生的清净智慧，不但是胜义慧，也 著重於俗谛智，即从根本智到後得智，不舍再生

的方便，而成佛道的大业 。华严经的「菩萨求法当於何求？当於五明处求」。如是则不但学内明的 佛学，

即论理学的因明，文学音询学的声明，工艺科学的工巧明，卫生医 学的医方明，都成大乘度世所应学习的

知识。这些世智学术，经过大乘净 慧的洗练，也都成为清净的慧学。所以菩萨自利利他的妙行，都会摄入

於 六度法门了。   

                                        讲於三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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