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聞法趣入

第一節 聽聞正法的利益

第二節 聽聞正法的態度

第三節 親近善知識(聞法的第一步)

第四節 正法難聞人身難得

第五節發心不同

第六節五乘與一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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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聞法的利益

一、由三處聞法

• 從佛聞法

–佛已涅槃，故一般無法從佛聽法

• 從佛弟子聞法

–最普遍的聞法之道

• 從經典

–重自修，比較難，而且易誤解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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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聽聞正法的利益

1、知諸法：
–知道種種善惡之法

2、遮止眾惡：
–由明辨是非而能導正行

3、斷無義：
– 斷除各種迷信和無義、錯誤的行修。

4、得涅槃：
–正知見能導正行，進而自於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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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聞法之態度

一、離三種過失：二喻

1、水器喻：

–覆器喻：不專心、不注意，聽而不聞

–毒器喻：有偏見

–破器喻：外務多

2、種植喻

–砂石裏：不專心、不注意

–荊蔓叢生：偏見多

–淺土上：沒有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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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確的聞法態度

(一) 四種想：

1、病想：人生(生死)是場大病

2、醫想：佛弟子如醫生

3、藥想：佛法如藥

4、療想：

–強烈的治病欲望，

–要長期治療 (實踐)

(二) 實踐的欲求：觀察自己，改正缺失

(三) 現法樂：讓病減輕些，讓生活更快樂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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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親近善知識

一、聽聞佛法的第一步

二、四預流支

三、善知識的條件：

1. 教德：深入經教，知見正確

2. 證德：三學成就

3. 達實性：有聞思修或現證慧的通達

4. 悲愍：利他的悲心

5. 巧為說：口才好能說正法

❖以上為理想條件，作為找尋善知識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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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親近善知識

1. 觀得莫觀失：存失求德

2. 隨力供養生活資具

3. 為師長服務

4. 依教奉行

–依師長的意旨而行

–依師長的教法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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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正法難聞人生難得

一、聞法要八無暇(離八難)

• 離三苦途：畜生、餓鬼、地獄

• 不生長壽天：四無色天或諸天

• 逢佛世：有佛出世

• 生中國：佛法興盛之地方

• 六根具：聞法的方便

• 離邪見家：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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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身難得

1、人身難得

–惡趣者如大地土，生善趣者如爪上塵

–生天上的長期受樂，命終墮落者多

2、人身三事殊勝

–憶念 (智慧)：能思考、分析、判斷、記憶

–梵行 (情感)：同情心、愛心

–勤勇 (意志)：堅忍心、毅力、信心

3、得人身的意義

–喻：莫入寶山而空手歸。人身難得應急學佛。

–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

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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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發心與根機

一、發心與根機的關係

1、根機不同而發心不同

–隨機演說：隨根性不同而說不同法門

–一音演說隨類各解：法佛一味，隨機差別

❖法師弘揚自己所解所行—注意

2.發心不同根機不同

–不能說聽聞到什麼，就是什麼根機

–法門無大小，大小在於發心

–學佛者首重檢視自己之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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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心

三類發心：
•增上生心 (下士)：求世間福報

•出離心 (中士)：求出世間離輪迴

•菩提心 (上士)：利益一切眾生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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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上生心 (下士)

• 求未來比現在更好(世間福報)

–如：相貌、壽命、財富、家庭…

• 二類：求生人間，求生天上

• 現樂後亦樂

• 雖不徹底但卻是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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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離心 (中士)：

• 發出離三界之心

• 求涅槃樂 (出世間之樂)

• 二類：聲聞和獨覺

• 單發出離心

–即使修大乘法亦成小果

–如不知修善，連人天福報亦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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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菩提心 (上士)：

• Bodhi (菩提)：覺→ 佛菩提

• 發心求渡一切眾生而成佛

• 自利利他，上求下化

• 菩薩(bodhisattva)：求成大覺的眾生

14



第六節五乘與一乘

一、究竟與次第

• 從究竟意義說：一切善法無非成佛道(一乘)

• 從法的次第意義說：相依相攝

–依下能起上：下層是上層的基礎。

➢建立修行次第

➢不能跳空

–依上能攝下：有上層必定有下層

➢大修行人亦尊行人天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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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便與究竟

• 五乘：隨基方便立五乘 –人、天、
聲聞、緣覺、菩薩

• 一乘：從究竟說，唯有一乘。
下士和中士皆為成佛之方便

三、大乘和一乘

• 大乘：相對於小乘說

• 一乘從究竟成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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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學佛態度與發心

• 發大心而次第行

• 發菩提心：不滯於人天和小乘

• 次第行：防止好高鶩遠和求簡要

–自認高根機而忽略中下士法

–只重一經一論，而不知廣學多聞

–只重修行不重聞思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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