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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勸學



《說文解字》曰：「學，覺悟也，本作斆，篆作學」。

荀子＜勸學篇>云：「君子曰：學不可以已。」，即勉勵
我們學習不可以停止，要活到老，學到老。

《三字經》所說：「子不學，非所宜；幼不學，老何為？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



• 《華嚴經》云：「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因此，

學佛第一、要深信因果，在行為上斷一切惡，修一切善。第二、

要信一切眾生皆有佛性，而且皆能成佛；不解而信，是為迷信。

• 然而，「解」的範圍是永無止境的，而「信」和「解」的關係是

相輔相成的，信深，解就深；解深，信也就更深。相信、了解之

後，「行」就是實踐的功夫，能說到做到。

22. 學佛者，首在信；信而解，解而行；
由解行，至於證。



•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說得一丈，不如行

得一尺，這都是以重視「實踐」為學佛者

的先決條件。

• 實際上，佛教教人學佛，要解、行並重，

是故經過信、解、行、證的「證悟」，才

是證道位的「證」。

學佛者，首在信；信而解，解而行；
由解行，至於證。



• 儒家為學做人的次第，即是：格物(放下)、致知(看破)、誠意、正心、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大學》裡八個重要的思想觀念與

修學次第；

• 學佛的「次第」，是信、解、行、證。吾人必須認「識」這一「次

第」，不可躐等。

• 因此，我們在信仰之初，一定要審慎分「辨」

哪些是妖言惑眾的「邪」道，哪些是正知正見的「正」道啊！

• (按：清涼國師、蓮池大師作疏鈔，都以信、解、行、證四分來分科)

識次第，辨邪正。



• 「宗說通」的「宗」、「說」兩個字，就是指的禪宗的「宗門」和

研究教義的「教下」。

• 「宗通」的「通」，在宗門就是「開悟」、「明心見性」；「說通」

的「說」，是指語言、文字而言，也就是通達教理，大開圓解。

• 因此，在「教下」的「通」，就是對教義的通達瞭解，大徹大悟也。

宗説通，理事融。破我執，第一功。



• 佛弟子若能夠做到宗、教兼通，自然能夠「融」會「理事」，而

不執著於一邊，雖然有千萬種的差別，而理則一味，彼此互相涉

入而無障礙，那便是大善知識；

• 由於我、法二執，乃是學佛者最大的障礙。破了「人我執」，就

是聲聞和緣覺，破人我而分分兼破「法我執」者，為三賢、十聖

的菩薩。二障(煩惱障、所知障)永斷，那便是佛。所以說：「破

我執，第一功」。

宗説通，理事融。破我執，第一功。



• 「四句」即「有、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一

真法界不屬於四句，所以要「離」。古德云：「不

離四句即縛，離四句即解」也。

• 上面的四句，每句可以演成四句，成十六句。十六

句中有過去、現在、未來之三世，便成四十八句。

四句離，百非遣。妄念消，真性顯。



• 每句分已起、未起，成九十六，加根本四句(共百句)，

一一皆無實義。而人我、法我二執，都是因此而起，所

以說「百非」無一是處，於實相中了不可得，一定要把

它「遣」去。

• 四句既離，百非亦遣，「妄念」不消而自消，「真性」

不顯而自「顯」。

• 【引申】離四句，絕百非

四句離，百非遣。妄念消，真性顯。



玖、十大古德典範



《釋教三字經》三字經勸導我們
向學，下面舉出十位可以作模範
的古德，敘述他們治學做人的經

過，可以作我們的榜樣。



• 「古」時候的「人」，「行履」敦厚而「篤」實；在「言」語上是

「不誑語」，而出言誠實﹔在「心」理上是分毫「不」彎「曲」。

• 因為心為一身之主，發之於口，則為言語﹔發之於身，則為行動。然

而心那能有什麼彎曲呢？

• 《維摩經》上說：「直心是道場。」因為心直，則言行必定也正直﹔

言直、行直，自然寡尤、寡悔(言語少過錯，做事少後悔)，而且「言

忠信，行篤敬(誠實敬慎)，雖蠻貊之邦行矣！」(到了偏遠地區或未開

化的國度，也能事業順利啊)！

23. 古之人，行履篤；言不誑，心不曲。



• 這是第一清素類的古德。一個人既然什麼都不貪著，當然就

能保持「清」寒貧「素」(《中庸》：「素貧賤，行乎貧賤」)；

保持清寒貧素的人必定生活較苦。

• 「如」梁朝時候的「慧開」大師，是一位講經的法師，很有

名氣，他能夠「竭盡」所獲得的供養，隨時布「施」給貧苦

的窮人，決「不積存」絲毫而據為己有，這就是「竭盡施，

不積財」也。

守清素，如慧開，竭盡施，不積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