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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十四、十五综合指要  

1. 修 小乘道，成阿罗汉，也是好的，好处是在已断见思，已出三界，所事已办，不受后有。若就自度

来说，若就离苦得乐来说，可算是相当究竟了。可是，若就成佛的意 义来讲，他们还在半路上，显

然对于救拔他人的陷溺苦恼，并不曾考虑过。他们并不想迈进一步，发菩萨心，证阿耨多罗三藐三

菩提，所以被呵为焦芽败种，不堪造 就，这就是小乘行人的短处。不过，行者若怯三祗路远，急于

自度，暂时先以阿罗汉为目标，在化城上，休自一下，然后再走，也是相当合理的行为，谁都不能

谓为 不当。根器虽然有顿渐之别，但此只就今生一生来说，若统前多生都算在内，则今生之顿，实

积前多生之渐所成，若无前此之渐，便无今日之顿，若无今日之渐，便 无他日之顿，小乘和大乘，

也给这一样，到了最后，一切众生悉皆成佛时，则无渐非顿，无小非大了。 
  

2. 行 人固各有其根器，但法相宗则有五性之说：五性者：即一、定性声闻，二、定性缘觉，三、定性

菩萨，四、不定性，五、无性。此中定性声闻，定性缘觉，及无性， 此三类皆无佛种子，毕竟不能

成佛，谓之三无。定性菩萨及不定性，则皆有佛种子，皆当成佛，谓之二有。此三无二有之说，我

实不敢赞同，如果真有所谓定性，则 显然大背于涅盘经所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当来之世，

皆当成佛。」和「一切菩萨、声闻、缘觉、未来之世，皆当归于大般涅盘。」的经语，而法华会

上，许 多声闻弟子，蒙释尊授成佛记，皆成谬矣。行者钻研教义时；若发现经论语有不相符者，宁

可依经，不宜依论，这是很重要的决定。 
  

3. 读 诸部般若经，而执著空义，堕入断灭空者，此人即是不了解般若。第一理由是：到了真个一切法

空时，自然会觉得有宗物事空不得，所以才敢说空。第二理由是：经 中有时也说到不空，例如金刚

经说：「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可知并不是一味说空。第三理由是：在

般若经中，说到第一义空时，往往都 用双关的语气，如非得非不得，无相无不相，不增不灭等句

法，以表达中道实相的观念。可知：达诸法本性空是般若，在一切法本性空中，而能断烦恼趣涅盘

者，也 是般若，能转法轮度众生者，也是般若，若一味执空，则陷于外道的断见矣。 

  
4. 小 乘的位阶，包括在大乘十住内，若就圆教初信断见，七信断思言之，则初信便是须陀洹，七信便

是阿罗汉，小乘的极果，尚未及大乘的初住。由凡夫修成阿罗汉，至 多不过六十劫，修成辟支佛，

至多不过一百劫，然而大乘修完十信，已历一万大劫，此尚是初住，二住以下，更不必说矣。可知

小乘无学果，较诸大乘佛果，相距至 为遥远，果法既有不同，则所修的时间及轨则，自亦大异矣。  

  
5. 若 问怎么样才可以分别出？是大乘抑是小乘的根器一节，这可以就实际情形，略为分出。第一：不

想度 人，而仅思自了者是小乘，反之，能发大心，欲兼度他人者，则是大乘。第二：能行道，而不

喜研理者，或于理不懂者，多属小乘，反之，即多属大乘。第三： 对阿含经教能懂，进而读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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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等诸经则不懂者为小乘：若不以阿含为满足，而欣慕大乘经教者，则属大乘。平时见解平庸，

与俗人无大差异者为小乘，反之， 具有超人见解，不同于流俗者，则属大乘。 

  
6. 大涅盘经指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当来之世，皆当成佛。那么，所谓小乘者，不过是指目前而

言，或是指某一时期而言，并不是永久性的了。小乘行者；若自恨根器低劣，慕大乘法，思欲修习

者，则莫妙于念佛求生净土。因为诸佛净土，皆是阿 跋致，(译为不退转)不但极乐；一切佛国，

既皆不退，则小乘人生彼，必发大乘心，得大乘智，进大乘位，成佛尚是当然之事，何况作菩萨。

故今时虽然慧少根劣，到那时自会豁然开朗，往生论偈云：「大乘善根界，二乘种不生。」可知极

乐国无愚法小乘，生彼国者，皆具大乘根器矣。  

  
7. 吾 人观察佛门缘觉闻二小乘果，以及佛菩萨二大乘果，其所修为者，全属心法。佛知道一切众生的

流转三界，只是心中无明染念所致，所以对治还灭的方法，也者从心 地上用功夫，这是合理的，除

此之外，别无所谓体功。至于外道则不然了，他们讲究守窍、 运作、小周天、丹、 鼎、汞、火、炼

精化气，炼气化神诸著，以为修如是法已，即可出世。把一切见思尘沙惑，和我法二执等，置诸不

顾，即第八识中的种子和习气的问题，也全没交 代。纵使真个能九转丹成，名标紫府，请问：这一

堆无始以来的垃圾，塞识田中，将来要向何处倾卸？如不消灭净尽，如何能成道？如何能越过财色

嗔疑等关头？因 中既不修福，亦不修慧，将来福慧二严的果施是从那里来的？若无福慧，与凡夫有

何差异？吾人只要明白了这一道理，就知道光修体功，不断烦惑，不事戒施的行 人，是决不能出三

界，了生死，事实毕竟是事实，不管说得怎样漂亮动听，也不中用，迷于外道者，可以悟矣。 

  
8. 释 尊于说阿含后，继说方等，勉声闻学人，进趣菩萨位，经薰陶的结果，善现能说般若，迦叶堪传

心印，富楼那辈，也都回心向大，助转法轮，到最后，五百弟子皆受 记成佛，使小乘学风，起大转

变，吾人观于此种蜕化的事实，就可知定性声闻之说，为不可信，本性住种，与习所成种的说法，

则较为可辈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