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切的法都是佛法 

恒興法師 2016年 9月 6日中午講於金佛聖寺 

 

諸佛菩薩、師父上人、各位法師、各位善知識，阿彌陀佛！ 

 

《梁皇寶懺》是誌公禪師編寫的，他把很多的經典都編輯進去。那

麼後期還有一些大德又把「出懺」、「入懺」的儀軌也編入進去了。

它的內容在書裡面，大家都可以看到，這些大德想告訴我們的是什

麼呢？裡面的內容，無論是「出懺」還是「入懺」，都是表達出眾

生對這個世間的迷茫和無明，指出了這些迷茫的因緣。在經典裡面

有提到我們眾生的問題，我們眾生因為無明而造業，而墮在地獄、

畜生道的眾生它們在受苦，在人道裡人們又互相地鬥爭，互相爭取

自己喜好的東西。 

 

上人在開示裡面說得很明白，他強調說：這個世界人們都是相互地

爭執，一個是「名」、一個是「利」，讓我互相的爭鬥、互相謀取。

無論是用喜歡的手段或者不喜歡的手段，都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愛好

去爭、去奪，而種下了生死輪迴的種種痛苦的因。整個世界都爭這

個所謂的愛，這個世界就從來也沒有離開過憎。可以講這個「憎」、 

「愛」的心點撥了整個世間，整個空間，人就活在這個憎愛之中，

這個憎愛的心擺佈得我們昏頭轉向，不知道了方向。 

 

國家有國家之間互相的爭奪，社會也有社會上爭奪，爭奪名利、權

益，乃至一個社區、一個團體、一個家庭，都被憎愛心所佔據，這



個憎愛心點撥了我們所有的心靈空間。在這個世界上，有沒有誰能

夠放下自已個人的利益，真實為別人的利益去服務的呢？有誰像佛

和菩薩那樣，完全地把自己的利益布施給一切的眾生？ 

 

我們雖然是萬物之靈，但是我們不明白這個道理，還是不斷地穝利

益來鞏固自已，以為這就是對的。不知道自己想得到的快樂、健康、

自在自由都是從布施中來的，是從利益眾生而來，還有是從把自己

貢獻出來而來的。能夠把自己完全放下，能夠把自己的利益完全布

施給眾生、利益眾生，才可以得到無罣無礙，才可以得到自在自由

——所謂的解脫。佛陀成道之後明白這個道理，他是一個過來人，

他自已親身的經歷和體驗可以作為我們的借鑑。因為我們信佛，我

們願意跟隨佛陀學習，但是我們人還沒有像佛那樣的力量，可以一

下子完全放下，就算是佛陀，也是經過歷劫多生學習過去的佛的法

門而成就的。我們要成佛也是一樣，也需向諸佛菩薩去學習，學習

他們所發過的願、修過的道，而來成就我們成佛的資糧。 

 

可以講：一切的法門我們都會經歷，為什麼這麼說呢？今天有個居

士問我一個問題。他署了本人的名字，但稱了弟子。如果是皈依了

的話，最好是用你的法名，因為你不用的話，就沒有什麼機會再用

你的法名。我們做法事，比如你寫祖先牌位、延生位都可以用自已

的法名，如果不用的話就很可惜了。不然的話師父為什麼要給你一

個法名呢？法名不是皈依的時候就那麼給一下就算了。說句不好聽

的話，將來你經過地獄的時候，你都要拿出你的皈依證給閻羅王看

一下，讓他知道我們是佛弟子。假如你沒有什麼大差錯的話，都會

多少給一點薄面釋迦牟尼佛或者是宣公上人。 



 

他的問題是：一個學參禪的人，要選哪一個地方去往生？需不需要

助念？意思就是說要不要念阿彌陀佛？ 

 

佛講經三百餘會，他講的法非常多，都是因人而說 ── 根據每個眾

生不同的根機，不同的情況 ── 對於他們的根機而說相應的法，所

以就有種種不同的法門產生。再加上歷代祖師他們寫的種種著作、

種種的法也流露出來。過去的大德把中國的經典分成十個宗派，現

在就縮減了，有的人說是八個宗，有的人說是五個宗，一般人們接

觸比較多的就是禪、凈、教、律、密。這種種的法都是由佛所說，

然後經過大德的編排，把佛所說的法分門別類地去編好，好讓弟子

可以專心地研究，因此而得到利益。 

 

佛當時是對眾生的機而講法，沒有把這些法作編排，所有的法都是

佛陀所說。祖師也是為了方便後來的弟子能夠專心學習一個方向、

一個類別的法門，也是為了讓弟子容易成就，所以他們就去編排了

這些經典。我們後來的人也是根據這些，分門別類去學習佛法的法，

喜歡哪一個法門，就去修哪個法門，而忽略其它的法門，甚至還起

了門戶之見、之爭，說哪一個比較好，哪一個又沒有那麼好。就在

那裡爭執，這些都是人為造成的，都沒有離開世間法。 

 

從大方向來說，一切的法都是佛陀講的，那這些法我們都會去學。

但是人的一生學不了太多，也應付不了這麼多的法。所以專一地去

攻一、兩個法就夠了，其他的法呢就可以下一次、下一生去學，或

者去到其它的佛土，有機會再學。但是如果我們因此而起了爭執，



覺得這個好，那個不好，那就會造成謗法，與這個法就結了惡緣。

將來如果有機會學這個法的話，我們就修不了，或者就是不能上心，

也修不成就。 

 

在上人的教化裡，他沒有叫我們哪一個門需要修，哪一個法門不用

修。他提倡的是你盡自己的努力去學習。你能不能用得上，需要認

識這個法，你和這個法有接觸，就和它結了緣，就有這樣的因緣。

等這個因緣成熟了，你就可以用了。修任何的法都是一樣，如果我

們要成佛，就一定要學佛陀的法。一切的法都是佛法，沒有理由去

拒絕，或是去誹謗的。 

 

菩薩也是學佛法，他們是學「五明」：第一個是「內明」，「內明」

是迴光返照的意思，是指我們的心法，明白你內心的想法；第二個

「因明」：因明是因果的關係；第三個是「聲明」：聲是唱歌、聲

韻、音樂；第四個是「醫明」：醫明是指醫科、醫術；第五個是

「工巧明」：這世間上的建築、設計、服裝，世間一切的藝術，工

業技術、技工、汽車、飛機、大炮等等……天文地理都包括在這個

「工巧明」裡面。只有我們有這些技藝才有本錢，才能夠和眾生結

緣。如果你沒有資糧的話，你怎麼和他結緣呢？因為眾生有種種不

同的需要，你就做他的同事，你要教導他們、幫助他們，你可以教

他們五明裡面的任何一明，那麼他會聽你的話，然後你就可以教他

「因明」，然後教他「內明」。你也可以用佛陀的教法，去幫助他

們解決問題，教給他們解脫的道理，這就是菩薩的方便，也是成佛

必須要經過的。 

 



說到八關齋戒，佛陀應韋提希夫人的要求，因為她的兒子做了一些

讓她覺得很傷心的行為，所以她不想留在人間，就想要往生。佛就

化現出十方的世界、十方的淨土，讓她選擇喜歡去哪裡。另外在

《楞嚴經》裡面持〈楞嚴咒〉修行，修迴光返照、修觀世音菩薩反

聞聞自性，修到身心脫落，十方世界現前，隨你去選擇往生的地方，

你要去哪一個淨土。 

 

在現在釋迦摩尼佛佛法的時期（末法時期），彌陀淨土的因緣成就、

成熟，所以我們一般都會修淨土法門，希望將來可以往生淨土，這

是一個選擇。當然有些人希望往生東方淨土，你也是可以選擇東方，

就是你和哪個淨土有緣，你願意去就可以了。修禪的人也是可以選

淨土法門，淨土的法門不是單單是給修淨土的人選的。佛法你喜歡

去哪一個淨土都可以，隨你選擇。 

 

至於說往生的時候，念不念南無阿彌陀佛？那就要看你自己。如果

你覺得不需要念，就憑你自己的功夫。如果你覺得念念也好，那你

就可以去念阿彌陀佛。但是如果你是選東方淨土，或者是其他方的

淨土，那你念阿彌陀佛的話，你說這樣相不相應呢？如果你是選西

方淨土的話，念阿彌陀佛是沒有問題，這就完全看你自已，看你自

已的選擇。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