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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佛菩薩，師父上人，各位法師，各位善知識：大家阿彌陀佛！ 

我們今天要繼續昨天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國來，分了八宗。雖然說是八宗，但往

源頭去看呢，其實連一宗都沒有。在佛陀的時代，世尊揭示教理，所以基本上

應該說一宗都沒有。 

但是佛教傳播到各地的時候，會跟當地的文化融合，在中國也是如此，依據的

理論不同，修持方法的不同，因此產生不同的派別。我個人覺得，各個宗派應

該是一個方便，就是我們修行的一個方便，我們不應該有門戶之見。重點是在

只要跟自己的機是比較對的話呢，我們就依照那個方法去修持，依照這個理論

去學習。 

我剛剛講各個宗派他們依據的理論不同，修持方法不同。要請問大家：昨天我

們講空宗、法性宗，請問法性宗是依照什麼理論？法性宗它是從印度龍樹菩薩

傳過來的，龍樹菩薩他有什麼著作？好！是《中論》《十二門論》。這是法性

宗，然後我們再來看法相宗。 

法相宗在中國的創始人是玄奘法師，那他依據的理論又是什麼呢？《瑜伽師地

論》。好！我剛剛講的法性宗在中國的創始人是吉藏法師，吉藏法師他是隋唐

時候的人。玄奘大師是什麼時候的人？也是唐朝。所以我們知道一個訊息 : 佛

教在有歷史記載傳到中國是在東漢明帝的時候，我們大概大概說是西元元年吧

，一直到唐朝，佛教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興盛，這前後大概是六百年的時間。 

為什麼講這一個呢？我們說佛教傳到西方來，上人將佛法帶到美加大約是五十

年左右，可以說還是一個草創的時候。我們可以想一下，我們應該要負起的角

色是什麼？並不是弘揚佛法的責任只是在出家人身上，或者是某一部份人身上

，應該是每一個人都有責任。我想我們只要在日常生活裡面，可以不自私、不

自利，其實我們就是在轉法輪。 



好！我們先來復習一下法相宗跟法性宗中間的差別。智者大師他曾經引用《涅

槃經》講了一個比喻。他說 : 假設你的手上有一杯牛奶，然後我問你說：請問

你有沒有醍醐？你會怎麼回答？有！為什麼有？你手上不是杯牛奶嗎？你怎

麼會說是醍醐？它的本質是一樣的，對不對？但是如果你說：沒有！也對。為

什麼？因為我手上明明就是牛奶，就不是醍醐，所以你回答「是」也對，回答

「不是」也對。這個就是法性宗跟法相宗中間的差別。法性宗講的是現常，當

下這一念，煩惱就是菩提，它是二而一的。可是法相宗講的是我們的八識，第

八識阿賴耶識的緣起，阿賴耶識它常常是變化的。這就要靠我們的戒定慧一直

慢慢熏修，慢慢熏修，總有一天它也會變成一個常住真心，所以它是當常，將

來會變成真如常住。 

好，那我們今天接下來看看智者大師，剛剛我就是講智者大師的譬喻對吧？智

者大師他把法相宗跟法性宗做了一個比較。請問大家知道智者大師他是哪一個

宗派的創始人嗎？中國第一個宗派，天臺宗，對啦。印光大師把智者大師稱做

東土的小釋迦，由此可以知道智者大師在整個佛教，中國佛教的貢獻，他的角

色有多重要！ 

智者大師他是南北朝時的南朝人，也就是在隋唐中國佛教大放異彩的前面大約

五十年左右；他生長的時代，是一個經常打仗的時代。他媽媽懷孕的時候，夢

見有五彩的雲煙，一直在她的心口不斷的繚繞；生下他那一天，他們整個屋子

光明遍照。你回去問一下媽媽生你的時候，有沒有光明遍照。他的眼睛有兩個

瞳仁，跟大舜一樣，是重瞳；睡覺的時候，他的手會很自然而然地合起來，合

掌；他醒的時候，都會面向西而坐；等到稍微長大一點，一看到佛菩薩的像，

他也自然而然就會頂禮膜拜。七歲的時候，媽媽帶他到寺院裡頭去，有位法師

念了一遍《普門品》給他聽，念一遍而已，他馬上就背下來了。聽到這裡好多

人都很羨慕，但是我們如果從今天開始，可以跟三寶緊緊的結緣，我們有一天

也可以達到那個程度。 

因為他生長在戰亂時候，有一天他爸爸媽媽著帶他跟他的哥哥去投靠舅舅。生

逢亂世的關係，所以他就開始有出家的念頭。可是他的父母親不同意，後來等

到他十八歲的時候，他的父母親過世了，哥哥就同意他，他就出家了。他依止

法緒大師，法緒大師是學律的，也因為他的天資非常的聰穎，所以他在法緒大



師那個地方學了一兩年，他就能把律的道理掌握熟悉了。我們讀故事的時候有

一個重點，我們需要來檢示一下我們自己。法緒大師他知道，他沒有再有多的

東西可以教眼前這個法門龍象，於是他就把他介紹給另外一個禪師。 

我們有時候要問問我們自己，當我們的手上有一個這麼好的人才，有這麼好的

一個人的時候，我們會捨得放手嗎？這就是師父常常跟我們講，我們每天都要

反省我們自己，我們是不是不自私、不自利？之後他到慧曠大師那邊去學禪，

也學了幾年，慧曠大師又覺得他需要把弟子介紹給慧思大師。智者大師到了大

蘇山去見慧思大師，慧思大師跟智者大師見面的第一句話，他就說：「我們兩

個在釋迦牟尼佛的時代，一起在靈鷲山聽《法華經》，我們今天又在這個地方

碰面了。」他就跟著慧思大師修法華三昧，修成以後，他就到金陵，就是現在

的南京去弘揚佛法。 

金陵的法緣結束後，他四方遊歷，有一次到荊州這個地方，晚間會聽到呼喊聲

，你看他那個時候大概五百五十年左右。你知道關雲長是什麼時候被人砍頭的

嗎？對！是三國，三國大概是兩百五十年左右，他大意失荊州死的。你看兩百

五十年到五百五十年，三百年的時間，他的魂魄都一直在荊州徘迴不去，不斷

地找「還我頭來！還我頭來！」所以當我們道理透不過的時候，就過不了關，

就一直在那個地方執著，放不下。關雲長他的魂魄，也就在荊州那個地方不散

。智者大師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他晚上的時候聽到，他就跟他講：「關將軍

！你都可以找你的頭，可見呢你有頭，你才會找你的頭！你不要再頭上安頭了

！再說，你在打仗的時候，過五關斬六將你殺死了那麼多人，那一些人如果要

找你算賬的話，你有多少命可以還？」關雲長他聽了當下就悟了。這也是大師

的德行所感召，關雲長就是現在的伽藍菩薩，他從此就來護持道場。 

我們來稍微講一下這個天臺宗這個理論；天臺宗正如我剛剛講的，它是中國第

一個創的宗派，它義理非常非常的清楚，很嚴明。我們來看看智者大師，他依

照一個偈子，然後他的五時八教就是從這一個偈子開展出來的，就是「因緣所

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 



我們來看，請問：「因緣所生法」是這個藏、通、別、圓，他分的這個四教是

哪一個？因緣所生法，是這個藏教？通教？別教？還是圓教？哪一個教是講的

是因緣法？因緣生滅的？藏教。然後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講這個空

理，不生不滅的道理，是哪一個？通教。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

假名，」這個就是別教。我們說這個藏、通、別、圓，智者大師把這個三藏十

二部，佛陀所講的三藏十二部，他把它分作這樣子四個內容。除了這一個道理

以外呢，他還有修行的方法，修行方法就是那個觀法。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有一個叫天臺宗的「教觀綱宗」，有沒有？講的就是這四教；他們怎麼樣修

行，然後呢他們證得的這一個比較。所以我們這個天臺教，大概大概來講，我

們就介紹到這個地方。接下來我們要來看另外一個，在中國也是講教理的，哪

一宗？我們研究教理一個是五重玄義，另外一個是十門分別，是哪一個宗？好

！ 

是華嚴宗。我們昨天講到玄奘大師，對嗎？玄奘大師回來的時候他就從事翻譯

工作，他翻譯完《般若六百卷》，他就呈給唐太宗看。其實唐太宗跟玄奘大師

他們碰面的時候，唐太宗的年紀已經很大了。而唐朝的國教是道教，因為唐姓

李，道教的祖先是李耳，同姓的關係，所以他們就把道教奉為國教；也就是說

唐太宗本身對佛教第一個不認識，第二個不感興趣。經過了玄奘大師的德行所

感，他開始慢慢就接受佛教，也願意支持翻譯的工作，弘揚佛法。可惜那時候

他年紀已經大了，他沒有辦法再研究三藏十二部了，所以呢他就問：「如果我



要學，我就這麼幾年的時間，請問，我要學哪一部經？」 

當時玄奘大師他就給唐太宗介紹了《華嚴經》。唐太宗就問：「般若有六百卷

，為什麼你不叫我去學般若，反而叫我學華嚴呢？」因為《華嚴經》它包含了

所有的法門；《般若六百卷》，它的般若只是《華嚴經》裡面其中的一門而已

。所以有句話講「不讀華嚴，不知佛家富貴。」 

我們來看看法藏法師；法藏法師是華嚴第三祖，但是他對整個華嚴宗的貢獻非

常大。法藏法師的祖先不是中國人，是康居國人，康居國就是大概現在的新疆

跟蘇聯西伯利亞接連那個部份；他的曾祖父在康居國官拜宰相，到他的祖父就

搬到中國的長安來。在唐太宗的時候，他的父親還是唐太宗旁邊的一個侍者。

他十六歲的時候有一次到岐州的法門寺，他就燃了一指，他燃指供佛時就發願

「能夠契悟佛的道理」；他十七歲開始各處去參學。後來他聽到母親生病了，

便回家去照顧他媽媽。當時家附近有一座雲華寺，那時候華嚴的二祖智儼大師

在這個地方講述《華嚴經》。有一天晚上，他看見庭院裡光明遍照。他心想：

這個附近一定有人在弘揚佛法。打聽之下，知道智儼法師在雲華寺講《華嚴經

》。所以他就去跟智儼大師請教佛法。師徒兩人惺惺相惜從此就開始研究華嚴

。 

雖說如此可是法藏法師一直沒有機會出家，一直到二十六歲,因為唐朝要出家

就需要經過朝廷的同意。一直等到二十八歲，榮國夫人過世了，武則天想要為

她祈福，所以就下令度僧，至此他才有機會可以出家。可是六年之後，是唐高

宗親自下召，京城的十個比丘替他受具足戒。可以想見法師的德行和學養！當

時高宗就依華嚴經裡賢首菩薩為名，賜他「賢首」，所以我們把法藏法師叫「

賢首國師」就是這麼來的。武則天非常非常的敬重他。 

唐朝的國教是道教，可是法師的法緣日隆,很多皇宮貴族慢慢對佛教就比較護

持。有一次法藏法師在講法的時候呢，心生嫉妒的外道在他面前不斷地謾罵；

沒想到這個口出惡言的外道沒多久，臉就長皰疹；眉毛鬍鬚也脫落了，嚇得他

趕快懺悔。 

又有一年契丹這個外族來打中國，武則天非常的擔心；所以就請教法如何解危

。法藏法師就請了一個十一面的觀音，然後就請大家一起誦經持咒。幾個月之



後，前線傳來契丹已經退兵了；並且他們在空中看到觀世音菩薩。種種，法師

的道行，就非常的感動皇家的眷屬。 

武則天對佛教非常的護持。有一次她請法藏法師講解《華嚴經》，講到天地網

重重無盡的道理時，武則天怎麼樣都不懂。所以法藏法師就以皇宮裡的金獅子

做比喻，武則天頓時明白華嚴妙義。他的弟子把當時講的記錄下來，就是《金

獅子章》。《金獅子章》大概就是一張A4紙而已。他這麼一講，武則天馬上就

豁然開朗。我現在姑且講一下其中的義理，但是我沒有法藏法師的德行跟學養

，所以大家就姑妄聽之。 

《金獅子章》把華嚴宗最重要的道理，言簡意賅地闡釋清楚。說到緣起在佛教

裡面有四種不同，有惑業緣起，阿賴耶識的緣起，真如緣起，而《華嚴經》講

的是法界緣起。也就是說凡事都有緣起，就像金獅子，它需要有金子，有工匠

的製作，它才能夠有事相---金獅子的產生。雖說如此,但是事裡面有理的存在;

理也因事才得以顯現。而事事物物彼此又互融互涉,互為緣起。如此的重重無盡

,無盡重重。再來是金獅子無論是眼睛、耳朵、皮毛等等，全部都是金子。其本

質是一樣的。這也是《華嚴經》要跟我們闡述的「一即一切」的道理。 

說到一多無礙,一般人會覺得很不可思議。想請問大家：一跟二十有沒有一樣？

哦！不一樣，因為一跟二十差很多。如果一塊錢跟二十塊給你選，你一定會拿

二十塊。那我再告訴你說，一個蘋果跟一箱二十個那個蘋果，一樣嗎?想想看:

是不是一箱二十個的蘋果是由一個一個一個的蘋果組成的？每一個的本質是

不是都一樣？所以一跟多是不是一樣？多跟一是不是一樣？每一個蘋果雖然

它的大小不一樣，顏色、形狀不同，但是分析它的本質是不是一樣？以此類推

:你跟我有沒有不同？是的，我們都是由地水火風組合而成的。當我們可以透

視明白萬事萬物的本質都一樣的時候，我們的心量就會打開；因為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華嚴經》的宇宙觀能幫助我們把心量打開，當我們能夠參透到真空妙理時，

我們的執著就會比較少。好！有人把性宗稱做哲學，相宗是科學。今天講的天

臺宗跟華嚴宗就像文學一樣。今天就介紹到這個地方。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