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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十四、十五课     综合指要  

1. 维摩诘是金粟如来化居士身，在释尊大法中，弹呵小乘渐教勉其进趣大乘，所以对于小乘法，每有

讥评。此种作风，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与出家声闻，站在对立的地位，其实若统全局来观察他

实在是释尊重要的配角。他的手法、眼光，在小乘的立场说是「诤」，在大乘的立场说是「导」。

像这种似白衣教训缁衣的事实，是只许后人知照，不许后人仿效。假如居士若欲效法维摩诘的举

动，是要具备：超 过十地菩萨的智慧，和阿罗汉的神通，然后才可以，否则就没有资格。因为惟

有这样，才能维持佛门乘机秩序，和三宝的尊严。不然的话，张三李四，都可以援引维 摩诘的先

例，训斥出家人，这样只有掀起内哄，使法运缩短，作外道的功臣，所有在家居士，都应该体会斯

旨，共维大局。马援诫兄子严敦书有云：「效季良不得， 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

狗者也。」效维摩诘，岂但如此，故知其决不可也。 
  

2. 得 不思议解脱法门者，能纳须弥山于芥子之中，四王及忉利天，依然如故。能以四大海水，入一

毛孔中，鱼鳖虾蟹，皆无所觉。能把大千世界，置手掌中，掷过恒沙世 界之外，其中众生，毫不

之知。可知以三万二千个，高八万四千由旬的师子座，排在丈室里，还觉得宽绰，是不足为奇了。

这就是华严一多相入，广狭自在的学理， 我辇凡夫，未到境界，除深信外，是不能以言语或事

实，来作证门也。试思：电影幕上，方仅盈丈，而能容许多山河、房屋、人马、不见其挤，世人观

之，不以为 怪，何况不思议佛法了。 
  

3. 吾 人虽未至佛菩萨位，然而佛的涅盘、寂光、三身、十力、十八不共法等；菩萨的四摄、六度、

十波罗蜜、十地等，则不妨加以研究。乃至尚未证声闻四果，然而四 谛、十二因缘、见思惑、六

神通等，亦不妨加以研究，如此虽一时不能即至，亦生响往心，歆羡心，此响往歆羡心，能为修道

的前导故也。 

  
4. 科 学的力量，不宜忽视，精神的力量，业的力量， 更不宜忽视，世人只知有科学界，而不知尚有

精神业力界，此大不可也。楚熊渠子夜行，见草间石，以为伏虎，弯弓射之，矢没入其中，视之石

也，心大惊奇，再射 之，不能入矣。夫心以为虎，射之而矢贯其中，心以为石，则不能入，这岂

不是万法唯心之证吗？今人对于经中所说：一切神通境界，一定要用现代科学为证明，然 后才肯

相信，殊不知：所谓现代者，二十世纪的现代也，若到三十四十世纪，乃至千年万年以后，又与此

时大异矣。佛法是不变的真理，不能随时代科学标准而转 移；例如奈端的万有引力说，三百年

来，为科学界权威，然最近乃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推翻，再过若干年后，相对论亦难保不又被他

人推翻。前时的天文家，皆说 别的星球，无人无世界，今仪器进步，又发现别的星球，亦有人有

世界矣，科学又何足为标准呢！又如菩萨处胎经说：「我以右肋生，汝弥勒从顶生，我寿百岁，弥 

勒寿八万四千岁，我国土土，汝国土金，我国土苦，汝国土乐。」同是此世界，至弥勒下生时，人

寿会超过八万岁，土地变成黄金，弥勒竟从顶上生出，此时科学自 身，早已破产，又那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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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标准作证明呢？ 

  
5. 地 上菩萨，不一定都生在佛国，就是在我们这世界中活着的，从前和现在都有，只是我们凡夫，

无神通力，看不出来。例如维摩诘、文殊、弥勒、他们都是等觉菩萨， 马鸣是八地菩萨，龙树是

初地菩萨。行者由凡夫，修经三贤至登地，已历一阿僧祗劫，由初地至七地，再历一阿僧祗劫，由

八地至十地，又历一阿僧祗劫，至十地之 终，已过三大阿僧祗劫，等觉更不必说了。一大劫是十

三万万四千三百八十四万年，若以万万为亿，万亿为一兆计之，一阿僧祗劫，等于一千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兆大 劫。这当然连他们在以前亿万生中，在其他世界所修者，都计算在内，时至今日，积

起来，才有这么长的时间。不然的话，我们这世界的寿命，不过一大劫，其中有 人的时间，只有

四分之一大劫，安能培育出一个三大阿僧祗劫学历的菩萨来。 

  
6. 自 无始至于今日，一切世界上，所有灭度的佛、菩萨、二乘、高僧、可以说：今俱在。所有死亡

的六道众生，乃至一蚊一虫之微，也可以说：今俱在。他们灭于此，必 生于彼，不在此处，必在

他处，所以生时一个也没有多，死时一个也没有少。行人在此世界所学的佛法，今后虽历他生他世

界，还是有效。否则，未断见思，未离轮 回之前，不知历若干生死，即如凡夫修十信成就，亦须

经一万大劫，若今生修，来生便亡，何能积累至千劫万劫。为学亦如铁匠打铁，锤锤皆不落空，所

以学人尽管 放心修行，每念心句，或拜一拜，或动一念，或作一事，或施一钱一物，你们自身的

第八识识田中，都会替你记得清清楚楚，留为来世多生的资粮。若起一恶念，作 一恶事，它也会

纤毫不漏的记起来，留为来世多生的苦报，一切众生的根器和业力，就是由这样产生出来的。 

  
7. 今 人学佛法，往往都说名相难懂，因之望而生畏，其实名相并不难，难处是在条理，学佛法，看

经论，目的也都在解决条理。看教要到洞明心性，大开圆解，才算是豁 然贯通，这非埋头经卷一

二十年，恐不易办。中间若不经善知识护持，仅凭自己扪索之功，想证实相，解第一义，这样非有

宿根，就决不可能。至于普通名词，只要 买一部佛学辞典，肯用心，一面看经一面翻看注释，只

要二三年功夫，必有相当成就，并不比研读科学为难。可惜世人不肯发心探讨，以致希世奇珍的佛

法，如空山 埋宝，无人能知，岂不可叹。学佛类倒啖甘蔗，渐入佳境，又如嚼橄榄，先觉微苦，

后成甜汁，今人见难见苦，即便退缩，如何会尝出佳境甜汁来。 

  
8. 教本中，第一课是说佛，把佛说个轮廓，二、三两课，自当说释尊略历，以表追思崇敬，示不忘

本。第四课是举一尊他方 

佛，表佛有两种方式，药师如开医院，利有病众生，来院住医；释迦如背药箱，亲到病家诊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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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直接是介绍如来十号，间接是介绍佛德佛行。由第一至第五 课，都是说佛，第六课是介绍佛

法，第七课以下，是介绍僧了，第七泛说菩萨，第八是举例，选弥勒者，因他是肉身，与释尊同

时，生于印度，有家世可考，不涉渺 茫，又是当来下生佛，要多认识些，与他结结缘。九、十两

课，举出菩萨道场，俾明白他们度生方式，好见贤思齐。第十一、十二课，说六度，明菩萨必修之

法。第 十三课，说维摩诘，表在家菩萨，亦与弥勒相对，备缁素两种格式。第十四课，明菩萨位

阶，第十五课，说菩萨行愿，由第七至十五课，都是说菩萨僧，十六课以 下，是说声闻僧了，二

十一课结束三宝，普劝皈依，这是行文的脉络。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