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是第二類的古德，「自」己能夠「潔」身「自」好，遠離不應

該接觸的環境，逃避不應該攀緣的人際關係。

•「如」像同州人「道林」法師，居太白山，道風很好，聲名遠聞

到帝都。皇帝屢次下詔書，詔他進京，他都婉拒。

•尤其是為人所不及的是，他躲「入深山」，人跡罕至的地方，以

求「遠」離「女人」，而自潔其身。

自潔者，如道林，入深山，遠女人。



• 這是第三類「尊師」的古德，因出家的「師」父，是我們法身慧命

的父母，尤其是應該受到「尊」重；「如」東晉的時候，有一位「道

安」法師，十二歲就出家，但是他其貌不揚，剃度師看到道安這小沙彌

非常醜陋，很不喜歡他，常常叫他作苦工「服苦役」；道安法師服苦役

時，「心自甘」服，毫無怨尤。

• (按：後師事佛圖澄大師，深入堂奥，並且經常代替佛圖澄大師講經，

解答許多佛法理論上的疑難問題，贏得「漆道人，驚四鄰」的美譽)。

• 【故事】醜僧俊道

尊師者，如道安，服苦役，心自甘。



• 這是第四孝親類的古德。「道丕」法師是李唐的後裔，出

生於五代之末的後周。七歲就出家，十九歲遇到長安兵亂。

• 道丕背負著母親，躲入深山。當時，不但兵荒馬亂，又過

著天久不雨的乾旱，秋天顆粒無收，民間普遍鬧饑荒。

• 道丕一方面乞食「養母」﹔一方面「自」己用辟穀(不吃

任何食物、只喝水)的功夫，實際上就是「忍」耐「飢」

餓。

孝親者，如道丕，為養母，自忍飢。
父捐軀，為報國，丕苦求，骨躍出。



•道丕的「父」親，又因「為報國」而從軍，不幸

「捐軀」於戰場。他奉母親的命去戰地，迎取父

親的屍骨。

•道丕法師千辛萬苦地跑到那地方，不禁淚流滿面，

以極悲痛的心情禱告三寶，哀「求」佛菩薩的加

被與指引，能夠獲得父親的真正屍骨，歸而安葬。

孝親者，如道丕，為養母，自忍飢。
父捐軀，為報國，丕苦求，骨躍出。(續)



•如是以至誠心祈求，真是眾生有感，佛菩薩有應，

在無數的屍「骨」中，竟有一具騰「躍」而「出」。

•道丕法師乃負之而歸，這真是至誠心的感召啊！

• (按：「弔古戰場文」所說：「浩浩乎，平沙無垠，

夐(ㄒㄩㄥˋ)不見人」(遠遠見不到人)。

孝親者，如道丕，為養母，自忍飢。
父捐軀，為報國，丕苦求，骨躍出。(續)



•這是第五高尚類的古德。不求明聞利養，自潔其身，叫做「高

尚」。鳩摩羅什門下的弟子當中有位「道恆」法師，戒律精嚴，

器宇恢宏，很有大人的氣度。

•當時秦主姚興欲奪其志，要求他還俗做官，道恆拒絕﹔姚興又轉

託羅什大師勸駕，道恆亦不聽。為了「避」免「榮命」的麻煩，

乃逃「入深山」，以保持他高尚的節操。

高尚者，如道恆，避榮命，入深山。



•這是第六感應類的古德。在「感應」當中，最奇特而流傳千古佳

話的，莫「如道生」法師宣講一闡提也有佛性時，便問石頭：

「如我所說，契佛心否？」

•那些「聽」他「講經」的「石頭」，

•竟然個個「點」頭應和，因此，就有

•「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的故事。

感應者，如道生，石頭點，聽講經。



• 這是第七「求」通經類的古德。「通」者，通達。「經」當然是佛經。

「如」後魏沙門「靈辨」法師，博通三藏，惟於《華嚴經》不能明徹。

乃入清凉山，求文殊菩薩開示。

• 靈辨戴經行道，在清涼山的冬天，「肉」盡「骨」穿。忽聞空中有聲，

教以研究經文。遂豁然大悟，造《華嚴經論》一百卷，演義釋文，窮

微洞奥。於經中的「妙義」豁然大悟，沒有絲毫疑滯，明「顯」地融

會貫通了！

• 【故事】後魏靈辨《華嚴》持驗紀

求通經，如靈辨，骨肉穿，妙義顯。



• 這是第八「沖舉」類的古德。「沖」，飛而直上；「舉」，

高升或上升。「尼」師「淨檢」七十歲的時候，忽然嗅到香

味，並且還看到一股走氣，有一女人，手散五色花，從空中

紛紛而下。

• 淨檢尼生大歡喜心，和同住的大眾殷勤話別，「身冉冉」緩

慢的移動，騰空而上「凌霄」去。所行的路，好像虹霓，直

達天上。所謂「凌霄去，身冉冉」者，就是指的這個現象。

• 【故事】淨檢比丘尼的故事

沖舉者，尼淨檢，凌霄去，身冉冉。



•這是第九神解類的古德。「解」在這裏是專指對李

通玄長者對《華嚴經》的理解而言。

•他於《華嚴經》的大旨，是一個奇特的僧人傳授給

他的，所以他的理解被稱為「神」。李「通玄」長

者的論，就是《新華嚴經論》，這是一部「千古」

流「傳」的論。

•【故事】李通玄長者的故事

神解者，李通玄，《華嚴論》，千古傳。



• 這是第十機捷類的古德。「機捷者」，機辯敏捷，根機靈活而敏捷之

人也。我們可以稱「靈照」為「女」居士，老龐公就是靈照女的父親

－龐蘊居士。

• 龐蘊居士希望得到靈照女兒回報正午的時間而入滅，誰知上了女兒的

當，沒想到靈照搶先一步，趺坐在他的禪床上合掌坐化了。

• 「老龐公」居士只好到山上，砍些柴火，把女兒火葬，「徒」然「延」

誤自己往生的時間，所以說：「徒延佇。」

• 【故事】龐蘊一家人「生死自在」的故事

機捷者，靈照女，老龐公，徒延佇。



•上面「舉」出「十」位古「德」的典範，

來勉「勵初學」者見賢思齊；

•我們能「依此」而「修」行的話，可以使

我們「成正覺」，也就是究竟成佛。

舉十德，勵初學，依此修，成正覺。



拾、總結
「自性空」不礙「緣起有」，所以
無妨因果之建立（此「不變隨緣」
也）；而「緣起有」不忘「自性
空」，所以沒有萬法的執著（此

「隨緣不變」也）。



•現在以「三字」成句，四句成「偈」，總共一百

八十三偈，共2,196個字，編成《釋教三字經》。

•之所以要仿效儒家《三字經》體例的原因，乃是

取其易於背誦而已！

24. 三字偈，隨分說，如風過，萬籟歇。



•用意在「隨」順初機學人的根器，講「說」一部「分」比較淺近

的佛學道理，等於為有緣眾生種下菩提種子。

•至於這些言句，則希望學習的同學們

研習完後，把它當「如」一陣大「風」

吹「過」去以後，而「萬籟」俱「歇」

一樣。

三字偈，隨分說，如風過，萬籟歇。



•佛法貴在「於法不生執著」，當我們對經論既然明瞭，則應該

「得魚忘筌」而「悟指非月」，所以說「非有言」(意在言外)；

•然而若沒有清楚明瞭時，則經論是我們航海的指南，時刻不能遠

離，所以叫「非無言」。

•這就是真空、妙有的兩種觀門，學者如果「會」得

「此」空有不二之妙「意」，那字字都「是」「詮

」顯「真」如第一義諦的法寶。

非有言，非無言，會此意，是真詮。



非有言，非無言，會此意，是真詮。

•總之，吾人學佛當深刻去體會：「真空不礙妙

有，妙有不礙真空」，「空有不二，色空不二」

•以及「有為雖偽，棄之則佛道難成；無為雖真，

執之則慧心不朗」的道理，並努力實踐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