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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乘之發心與類別 

一、 二乘的分法 

眾謂：佛法分大小乘，大乘度眾生，小乘不度眾生。大乘主修菩薩道，小乘

則修解脫道。 

問題一：若以解脫道教化眾生，應屬哪一乘？ 

問題二：南傳佛教被歸為小乘，若不度眾生，其何以流轉至今？ 

所以「以度不度眾生」來分大小乘，是莫須有的。 

二、 三乘的分法 

眾謂：佛法有三乘，即聲聞乘、緣覺乘與菩薩乘。聲聞乘、緣覺乘屬小乘，

菩薩乘屬大乘。 

然云何名「聲聞乘」？聞佛音聲（說法）而入道者。故舍利弗、目犍連、阿

難、富樓那等，皆是聲聞乘人。 

云何名「緣覺乘」？從緣起法而入道者。 

   若其也是從聞佛音聲（說法）而悟緣起者，則何非「聲聞乘」人？ 

若其是自悟而入緣起者，則非佛所教化也。 

或說名為「辟支佛乘 」，因屬無師自悟者，且自度後不說法度眾生。 

其若是無師自悟者，則非佛所教化也。 

如釋迦牟尼佛，雖是無師自悟，卻說法度眾生也！ 

若謂聞佛音聲（說法）而入道者，即是小乘。則大乘乃「非佛說」也。 

若大乘是佛法，則何非「聲聞乘」呢？ 

若聞佛說法，不離緣起者，何非「緣覺乘」呢？ 

所以「佛法有三乘」的說法，也是莫須有的。 

三、 發心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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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謂：小乘是發出離心，大乘才發菩提心，或大悲心。 

出離心是出離煩惱與生死。菩提心是求覺悟之心。 

然而欲出離煩惱與生死，難道可不由覺悟嗎？ 

或既覺悟了，難道還會繼續煩惱與生死嗎？不會的！ 

所以菩提心與出離心，實一體的兩面。 

 

如再分析，云何發「求覺悟之心」？為有「疑情」也！ 

於是從「疑情」而發「求覺悟之心」，即既是出離心，也是菩提心。 

云何出離？出離疑情也。 

 

再問：凡夫眾生可能發「大悲心」嗎？ 

不可能！何以故？有我，即非大。見性為大！ 

若將「大悲心」解釋為「度眾之心」。 

凡夫眾生可能發「度眾之心」嗎？ 

1. 不可能，何以故？自身難保！ 

2. 發了也沒用，自未得度，云何度他？ 

故三心，乃是相輔相成的。 

或先發出離心，經見性覺悟後，得以自度再度眾生。 

或先發菩提心，經覺悟出離後，得以自度再度眾生。 

就算先發大悲心，也得經覺悟出離後，才有能力度眾生。 

 

四、 證果的差別 

有謂：小乘證得人我空，而法我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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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人我與法我，有如能所。故或並存，或雙亡。 

而不可能只證得人我空，卻法我未空。 

有謂：小乘證得的空如毛孔空，大乘證得的空如太虛空。 

其實，空是謂空性。空相才有毛孔空與太虛空的差別，性則普遍永恆也。 

有謂：菩薩行者當知空而不證空。為何不能證空？ 

證空就會斷滅嗎？諸法不常不斷，永不可能斷滅的。 

證空就會消極無為嗎？空觀即是中觀，也不可能落於消極無為的。 

世尊有證空嗎？未證不能成佛。證了仍說法度眾生。 

是以不只要證空，且要早點證；才能自度兼度他也。 

因此，謂「菩薩行者當知空而不證空」的說法，也只是錯解空義而已！ 

既錯解空義，何足以稱為「大乘」或「大乘的不共法」？ 

有謂：小乘證得寂靜涅槃，大乘證得「無住大涅槃」！ 

其實，寂靜是就空性、無我性而言，「無住」是就相用而言；故非於寂靜

涅槃外，別有「無住大涅槃」。 

最後，眾謂：小乘證得解脫，大乘則圓滿成佛。 

證得解脫，或謂出三界，或謂不受後有。 

然「出三界」後，到哪裡去？ 

「不受後有」是否斷滅？不是斷滅，又是什麼？這先不回答！ 

再看，圓滿有底限嗎？既無底限，云何圓滿成佛？ 

眾生未度盡，哪是覺行圓滿呢？ 

成佛是終點嗎？若是終點，則不出常斷。然諸法既非常亦非斷，即無終

點也！ 

是證無我，所以成佛？還是未證無我，即能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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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未證無我，即能成佛；那大家都已成佛！若證得無我，所以成佛；那

成佛者，又是誰呢？ 

所以成佛，只是「方便說」，因為不離我見、個體見、終點論、圓滿地，

而有成佛的逸想。 

事實上，從原始佛法的觀點來看，學佛即不能成佛！何以故？以先知先

覺為佛，既學佛已，即非先知先覺矣！ 

既學佛即不能成佛，那學佛的目的又是什麼呢？如法相應也！ 

因如法相應，所以能證得解脫，能趨向更大的圓滿。 

這如法相應，即是《華嚴經》最後的〈入法界品〉。 

然〈入法界品〉中，以善財童子的「五十三參」作始終，還是看不出如

何入法界的？ 

我還是用這比喻，較為明白：如冰融入大海。眾生的我見，即如冰塊，

既冷又硬，更互相衝撞、折磨。 

融入大海後，無復冰的痕跡，故曰：不受後有。證空。出三界。 

融入大海後，更具彈性與效用，曰：無住大涅槃與千百億化身。 

故證得無住大涅槃與千百億化身者，不是哪位菩薩，而是法界法爾如是

也。 

五、 小結 

以上乃謂：佛法其實沒有諸乘的差別。既沒有大小乘的差別，也沒有聲聞

乘、緣覺乘與菩薩乘的分歧。 

因為佛所說法，即為將於菩提樹下所覺悟的法理宣之於世，幫眾生完成解

脫之道。 

目前的學術界也公認：於世尊住世說法時為原始佛教。原始佛教無大小乘

之分歧。 

我們看《雜阿含經》，也看不出有大小乘之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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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因部派分裂，而有大小乘之分歧。 

據大毘婆沙論、異部宗輪論等載，佛陀入滅後百餘年，因大天比丘高唱「大

天五事」，要求教團承認，教團遂首度分裂為反對派之上座部與贊成派之

大眾部。 

然據南傳佛教史書大史、島史等載，佛滅後百年，古印度東部跋耆族比丘

提出十條戒律之新主張（十事），遭教團以耶舍為首之諸長老比丘反對，

且召集七百比丘舉行結集，宣布十事為非法；同時，主張此十事為正確

之比丘亦舉行結集。佛教因而分裂為上座部與大眾部，史稱為根本分裂；

此後，兩部復分裂成二十部（北傳分派說）或十八派（南傳分派說，即

除西山住部、北山住部二部），稱為枝末分裂。 

所以最初的分裂，非為法的歧異，而是為律的取捨。大致而言，上座部較

嚴謹而保守，大眾部較靈活而創新。 

較靈活而創新的大眾部，習用「權巧方便」來接引眾生，故門庭昌盛，人

多勢力。故自稱為「大乘」，而貶上座部為「小乘」。 

云何為「小乘」？不說法度眾生。其實，只是不用「權巧方便」來接引眾

生爾，非不度眾生也。 

而且又將上座部，稱為「聲聞乘」─從聞佛音聲而入道者。 

將完全不度眾生者，稱為「獨覺乘」─非無師自覺的獨覺，而是自了而不

度他的獨覺。 

因此，稱「聲聞乘」與「獨覺乘」為小乘。 

於是，佛的大弟子們如舍利弗、目犍連等都變成小乘了。 

更嚴重的是：大乘就沒有源頭了。大乘非佛說！ 

於是大乘乃說：有富樓那尊者另結集了「菩薩藏」？但這是不可能的！ 

其實，大小乘本同源所出，何必另外結集呢？ 

七、 因分裂而褒大貶小、自讚毀他 

客觀地說，從傳承與道風來看，上座部是較「正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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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度眾與流佈而言，大眾部卻是「主流」。 

於是正統不必是主流，而主流的一定會強說它是正統的。 

云何強說？褒大貶小、自讚毀他。 

其實，每部大乘經典都免不了有褒大貶小、自讚毀他的傾向。但以這二部

經為典型： 

《維摩詰經》 

是時大迦葉聞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法門，歎未曾有。謂舍利弗：「譬如

有人，於盲者前，現眾色像，非彼所見。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

不能解了，為若此也。智者聞是，其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等何

為，永絕其根。於此大乘，已如敗種。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

皆應號泣聲震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菩薩應大欣慶，頂受此法。若有菩薩信解

不可思議解脫法門者，一切魔眾無如之何！」 

  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大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華散諸菩

薩大弟子上。華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一切弟子神力去

華，不能令去。 

  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天自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何

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為女身？」

天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

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是故佛說一切諸法，非

男非女。」即時天女還攝神力，舍利弗身還復如故。 

  爾時大迦葉歎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快說此語！誠如所言，塵勞之

儔，為如來種。我等今者不復堪任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乃至五無間罪，

猶能發意，生於佛法。而今我等永不能發，譬如根敗之士。其於五欲，不能

復利。如是聲聞諸結斷者，於佛法中無所復益，永不志願。是故文殊師利！

凡夫於佛法有反復，而聲聞無也。所以者何？凡夫聞佛法，能起無上道心，

不斷三寶。正使聲聞終身聞佛法，力無畏等，永不能發無上道意。」 

《寶積經》 

迦葉！譬如有四大海，滿中生酥。菩薩有為善根甚多無量，亦復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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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葉！譬如若破一毛以為百分，以一分毛取海一渧。一切聲聞有為善根，亦

復如是。 

迦葉！譬如小芥子孔所有虛空；一切聲聞有為智慧亦復如是。迦葉！譬

如十方虛空無量無邊；菩薩有為智慧甚多，為力無量，亦復如是。  

迦葉！譬如轉輪聖王而有千子，未有一人有聖王相，聖王於中不生子

想。如來亦爾，雖有百千萬億聲聞眷屬圍繞，而無菩薩，如來於中不生子想。

迦葉！譬如轉輪聖王有大夫人，懷妊七日，是子具有轉輪王相，諸天尊重，

過餘諸子具身力者。所以者何？是胎王子，必紹尊位，繼聖王種。如是迦葉！

初發心菩薩亦復如是，雖未具足諸菩薩根，如胎王子，諸天神王深心尊重，

過於八解大阿羅漢。所以者何？如是菩薩名紹尊位，不斷佛種。  

迦葉！譬如一琉璃珠，勝於水精如須彌山。菩薩亦爾，從初發心，便勝

聲聞辟支佛眾。  

迦葉！譬如諸天及人，一切世間，善治偽珠，不能令成琉璃寶珠。求聲

聞人亦復如是，一切持戒，成就禪定，終不能得坐於道場，成無上道。迦葉！

譬如治琉璃珠。能出百千無量珍寶，如是教化成就菩薩，能出百千無量聲聞

辟支佛寶。  

迦葉！譬如剎利大王，有大夫人，與貧賤通，懷妊生子，於意云何？是

王子不』？『不也，世尊』！『如是迦葉！我聲聞眾亦復如是，雖為同證，

以法性生，不名如來真實佛子，迦葉！譬如剎利大王與使人通，懷妊生子，

雖出下姓，得名王子。初發心菩薩亦復如是，雖未具足福德智慧，往來生死，

隨其力勢利益眾生，是名如來真實佛子。 

以上，因分裂而褒大貶小、自讚毀他者，哪算是佛法，乃是宗派情結爾！ 

如禪法的南頓北漸。 

相信，不只大眾部會因部派分裂而褒大貶小、自讚毀他。上座部也會提出

有力的反擊。但是上座部提出有力的反擊者，我們看不到。 

於是便以為褒大貶小、自讚毀他是天經地義的。 

其實，說白點，也不過是：被人賣了，還替人數鈔票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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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講經說法的內容中，常提出對大乘的批評、非議。 

所以很多人都說我是小乘人。其實，我不是反對度眾生，而是反對褒大貶

小、自讚毀他的說法。反對知空而不證空、自未得度先度他的說法。反

對以順習為主的權巧方便。 

我認為離卻解脫道，即無菩薩道。於是廣度眾生，也只是老鼠會而已！ 

離卻解脫道，菩薩道即是篡位的佛教。 

八、 分久必合的迴小向大 

俗謂：分久必合。因分裂而對立，因對立而衝突、內耗，對個人的修行和

佛法的弘化，終究是負面的。所以必須和解、鞏固。 

於是說：聲聞者非焦芽敗種，而是可迴小向大也。 

於是說：世尊本意是要眾皆成佛，非只以聲聞而得度爾！ 

《法華經》 

佛告舍利弗：「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諸有所作，常為一事。唯以佛之知見

示悟眾生。舍利弗！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為眾生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 

爾時舍利弗踴躍歡喜，即起合掌瞻仰尊顏，而白佛言：「今從世尊聞此法音，

心懷踴躍，得未曾有。所以者何？我昔從佛聞如是法，見諸菩薩受記作佛；

而我等不預斯事，甚自感傷，失於如來無量知見。世尊！我常獨處山林樹下，

若坐若行，每作是念：我等同入法性，云何如來以小乘法而見濟度？ 

是而今從佛，聞所未聞，未曾有法。斷諸疑悔，身意泰然，快得安隱。今日

乃知真是佛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 

爾時佛告舍利弗：「吾今於天人沙門、婆羅門等大眾中說。我昔曾於二萬億              

佛所，為無上道故，常教化汝。汝亦長夜隨我受學。我以方便，引導汝故生              

我法中。舍利弗！我昔教汝志願佛道，汝今悉忘而便自謂已得滅度。我今還              

欲令汝憶念本願所行道故，為諸聲聞，說是大乘經，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            

佛所護念。 

舍利弗！汝於未來世過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劫，供養若干千萬億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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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持正法，具足菩薩所行之道，當得作佛號曰華光如來、應供、正遍知、明              

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國名離垢。」 

爾後再授慧命須菩提、摩訶迦旃延、摩訶迦葉、摩訶目鞬連等五百阿羅漢

及學無學二千人記。 

似乎人人有獎。但人人有獎者，必非大獎。且得來容易者，即非那麼真實。 

因此真的被授記了嗎？不知道！因為兌現時，是在無量劫後。 

故受記後，只有一樣是真的─被菩薩道套牢。 

對聲聞乘者而言，本就不在意是否成佛，哪願因此被套牢呢？ 

所以這種和解方式，也只是一廂情願的逸想爾！ 

尤其，前已說過：「成佛」也只是方便說而已！所以我對《法華經》的宗旨，

基本上是不認同的。 

九、 匯三歸一 

但有一點是較可接受的：於〈化城品〉有喻，解脫道如三百由旬，菩薩道

如五百由旬。 

故從解脫道到菩薩道，乃一路通到底，既不可褒大眨小，也不必迴小向大。 

因為從自度而度他，本是法爾如是的。合理、合情、合法。 

前曰：斷除我見、我慢，才能真相應於大悲心。而有了大悲心後，即非「發

願」度眾生，而是隨緣度眾生。何以故？不再作意也。 

而這「隨緣度眾生」，不就是聲聞乘本來的道風嗎？ 

所以有否大小乘的差別？勉強說是證量與位階的差別，而非法的差別。 

至於小乘的聲聞乘與獨覺乘，則勉強定義為：於未見性、未證初果前，當

以求覺為根本訴求，故稱為「獨覺乘」。於見性、證初果後，為已能不退

轉；故有餘力兼度他也，而稱為「聲聞乘」。 

因此在五百由旬中，前一百五十是「獨覺乘」。其次，到三百前是「聲聞乘」。

最後是「菩薩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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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已將橫的三乘，變成豎的三乘─即三種位階與證量。因此，似為三乘，

本質上還是一乘。 

問：一乘最後是「成佛」嗎？ 

答：如冰化水，融入大海。既是不受後有，也是千百億化身。 

十、 基礎的大乘 

將橫的三乘，變成豎的三乘後，我已滿意了。但後來又有發現： 

云何大乘說：自未得度，先度眾？ 

其實是：自未得度，先「靠」眾，即依眾靠眾。 

凡夫眾生在修行道上，靠自己的力量，多是撐不起的。 

如禪修，可以自己打禪三、禪七嗎？不行，得依眾靠眾。 

禪修如此，聞法亦然；都得依眾靠眾。 

其實，世尊之所以建立僧團，意在此也。 

僧者，非出家眾，而是和合眾─有組織、有紀律的團體。 

因此，云何為「大乘」？依眾靠眾、同舟共濟。 

既無法「一葦渡江」，也無能「如筏喻者，而到彼岸」也。 

在艦艇中，既要有領航者─善知識，也要有組織的運作；更要有硬體的依

附。 

因此，大乘佛法即成大道場之搖籃。以此而將道場養大、茁壯，凡夫眾生

也得以安心入道。 

然而，俗話說：有一好，嘸兩好。在大道場修學佛法，雖有它的好處，也

不免有其弊端。 

弊端是人多口雜，既不免在名利與事功中計長較短，也不免在人事紛紜的

連續劇中，忘了修行的主題。 

所以道：修大乘要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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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怎麼辦呢？記得，在大道場修學佛法，是為了打好「自修」的基礎。 

基礎打好後，即可閉關，或閱藏，或禪修。 

因為終究而言，不只定慧等持才能解脫，也要有定的功夫，才能見性。 

而這閉關修行的階段，即是前謂的「獨覺乘」也。 

閉關修行有成就後，再隨緣度眾，而為「聲聞乘」。 

因此，前是「迴大向小」，後是「迴小向大」。 

如中國禪宗所謂：從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再到看山還是山的三個階

段。 

基礎的大乘，其實類於人天乘，是內凡而非外凡。哪夠資格褒大貶小呢？ 

《成佛之道》 

恥有所不知，恥有所不能，恥有所不淨，迴入於大乘。 

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緣起大悲心，趣入於大乘。 

或以信願入，或智或悲入。或依聲聞入，或天或人入。 

趣入大乘者，直入或迴入，相應諸教法，實說方便說。 

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初以習成性，次依性成習； 

以是待修習，一切佛皆成。 

發心名菩薩，眾生之上首；世出世功德，悉由菩薩有。 

菩薩之所乘，菩提心相應，慈悲為上首，空慧是方便。 

依此三要門，善修一切行；一切行皆入，成佛之一乘。 

菩薩之學處，十善行為本，攝為三聚戒，七眾所通行。 

退失菩提心，嫉慳與瞋慢，障於利他行，違失大乘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