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慧日佛學班．第 1 期課程 
《成佛之道》導師自序 

 

 1

《成佛之道》〈導師自序〉 
釋開仁編．2006/9/29 

 
 
一、信智合一是佛法的特色 
  １、佛法是理智的宗教，不僅是信仰的。所以義理的開導，或是修持的指示，都是

通過理性，而有豐富的，正確的內容。 
２、由於通過理性的隨機適應，自由抉擇，所以弘傳中的佛法，可說是多彩多姿的。 

 
二、一般人因為有以下的兩種觀念，而不能完整的把握佛法。 

１、雜多：佛法方便有多門，初學者不能統攝條貫，每有不知如何是好之感。 
２、差不多：一般人沒有掌握一一法門的應機特性、淺深次第、相互關聯，覺得每

個法門都差不多。 
 
三、一般人對佛法感覺「雜多」而又「差不多」的結果，容易產生偏取部分而捨棄全體

的過失： 
１、以為彼此相同，不需要廣修遍學，學一法即等於學一切法。（一經一佛一咒的

佛法，大大的發展起來） 
２、有人以為自己所學的法門是最殊勝的，最究竟的。以為有了這個，就有了一切；

或以為有了這個，就不需要其他了。 
 

※佛法的多彩多姿，適化無方，凡不能統攝總貫，不能始終條理，都會犯上偏取部

分而棄全體的過失。這種家風，使佛教走上空疏貧乏的末運！ 
 
四、弘傳佛法應統貫條理佛法，才能應機說法，而始終保持佛法的完整性，不致於落入

雜亂與偏向的窠臼。對於這，天臺與賢首宗，是有功績的！因為臺賢大師們，統攝

了全部佛法，而組成淺深的進修歷程，顯出彼此間的差別，又顯出彼此間的關聯。

（詳參《華雨集》（第四冊）p.10 ~ p.11） 
 
      天臺四教    賢首五教    四期 

      藏教────小教────佛法 
      通教────始教────初期大乘佛法 
            ┌──┘└─┐ 
      別教─┴──終教─┼──後期大乘佛法 
                  頓教─┘ 
      圓教────圓教────秘密大乘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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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太虛大師對賢臺等之看法 
太虛大師在〈菩提道次第廣論序〉說： 
比因西藏學者法尊譯出黃衣士宗克巴祖師所造菩提道次第廣論，教授世苑漢藏院學

僧，將梓行而問世。余為參訂其譯文，閱至『如是以諸共道淨相續已，決定應須趣

入密咒，以能速滿二資糧故。設踰共道，非所堪能。或由種性功能贏劣不樂趣密咒

者，則唯應將此之次第加以推廣』。其為特尚密宗之理論，甚為顯然。例之賢首以

別教一乘特尚華嚴，天台以純圓獨妙特尚法華，固將無別。然中國尚禪宗者，斥除

一切經律論義，雖若宗鏡錄遍錄經論，亦但揚厥宗，鄙餘法為中下；尚淨土者，亦

勸人不參禪學教，專守一句彌陀，賢、台、雖可以小始終頓藏通別圓位攝所餘佛言，

然既為劣機而設，非勝根所必須，縱曰圓人無不可用為圓法，亦唯俟1不獲已時始

一援用之，而學者又誰肯劣根自居！於是亦皆被棄。…… 

福德資糧則人天俱攝，智慧資糧則聲緣相協，律及經論皆所依止，僅取一分不成菩

提。雖未嘗不別有最勝之歸趣，而確定皆攝入次第之過程。於是不沒自宗，不離餘

法，而巧能安立一切言教，皆趣修證。故從天竺相、性各判三時，以致華、日諸宗

之判攝時教，皆遜此論獨具之優點。余昔於佛學概論，明因緣所生法為五乘共法，

三法印為三乘共法，一切法實相至無障礙法界為大乘不共法；後於大乘本生心地觀

經，又增說共不共通法為總要，粗引端緒，語焉不彰。今雖未能獨崇密宗，欣睹三

士道總建立之典要，乃特提出以申論之。（《太虛大師全書》第 30 冊，文叢（十九），

p.777～p.779） 
 
六、太虛大師與宗喀巴大師對佛法之判攝 

１、太虛大師： 
以「五乘共法」（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三乘共法」（聲聞、緣覺、菩

薩）、「大乘不共法」（菩薩）統攝一切佛法。開顯由人而成佛的正道。 
２、宗喀巴大師： 

以「共下士道」、「共中士道」、「上士道」而綜貫成佛的菩提道次第。 
 
七、導師從三藏的教法來分析太虛大師與宗喀巴大師對佛法之判攝 
  １、傾向以二乘法為本的宗喀巴大師 

◎如來說法，總是先說『端正法』──布施，持戒，離欲生天（定）。2然後對

有出世可能的，授以出世法門。由於佛法的重心在出世（出世是勝過世間一

般的意思），所以集經者，對於佛的「端正法」，總是略而不詳。 

                                                 
1 「俟」：等待。 
2 《中阿含經》卷 9，第 38 經，〈郁伽長者經〉大正 1，479c22~480a4：「爾時世尊為彼說法，勸發渴仰，

成就歡喜。無量方便為彼說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如諸佛法先說端正法，聞者歡悅。謂說施．

說戒．說生天法。毀呰欲為災患，生死為穢，稱歎無欲為妙，道品白淨。世尊為彼說如是法已，佛知

彼有歡喜心．具足心．柔軟心．堪耐心．勝上心．一向心．無疑心．無蓋心。有能．有力堪受正法，

謂如諸佛說正法要。世尊即為彼說苦．習．滅．道。彼時郁伽長者即於坐中見四聖諦苦．習．滅．道，

猶如白素，易染為色。郁伽長者亦復如是，即於坐中見四聖諦苦．習．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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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阿毘曇，還以五戒為首，3而後起的阿毘曇，也就不見了。 
◎這種以二乘法為本的傾向，宗喀巴大師也不能免，所以他說的共下士法，把

「念死」作為入道的要門。 
◎其實，不念死，未嘗不能熏修人天善業。這樣的下士道，雖順於厭離的二乘，

但不一定順於悲濟的大乘道。 
 
  ２、太虛大師揭示如來出世的真實意趣 

◎虛大師深入佛乘，揭示了如來出世的真實意趣──教導人類，由人生而直趣

佛道。所以著重熏修十善正行，不廢世間資生事業，依人乘正行而趣向佛乘，

而不以厭離（如念死）為初學的法門。 
◎人乘正行而趣向佛道，也就是攝得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功德而趣入佛道。但

由於某些眾生的根性偏狹怯弱，佛（及古德們）這才對於大乘，旁立二乘究

竟的方便道。在大乘法中，也旁開由天乘行而入佛乘，由二乘行而入佛乘的

方便道。 
◎從虛大師抉擇開示的全體佛教來說，一切無非成佛的法門。這不但綜貫了五

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不共法的三階，而且還綜貫了正常道與方便道的一

切。圓滿顯示了佛道次第的全貌，導歸於究竟無上的佛地。 
 

方便道 
依聲聞行迴入大乘 為厭苦根性者說 多是智慧增上，重自力 

依天乘行迴入大乘 為欲樂根性者說 多是信願增上，重他力 

正常道 依人乘行直入大乘 發菩提心修十善行 多是慈悲增上 

 

 
 

※《成佛之道》的意趣──綜貫一切佛法而向於佛道。 
 

                                                 
3 如《法蘊足論》卷 1〈學處品第一〉(大正 26，453c)即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