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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209 

~ 

P.212  

無 
1.佛教徒應以小乘為基 

  礎，再行大乘的工夫 

1.1中國佛教向來尊崇大乘而貶抑小乘  

1.2小乘是大乘的基礎，絕不可拋棄了

小乘，而光談大乘 

 

1.佛教徒應以小乘為基礎，再行大乘的工夫  

  1.1中國佛教向來尊崇大乘而貶抑小乘 

    1.1.1認為小乘是自求解脫的自了漢，以其並非佛果的圓滿，所以常斥之為 

         「自了漢」與「焦芽敗種」。 

    1.1.2這種看法是錯誤的觀念 

        1.1.2.1任何達到聖位的修行者，自己解脫了，也必影響他人走向解脫之道。 

        1.1.2.2例如辟支迦佛是小乘聖者，但如有人供養了辟支迦佛，便可有願必成，也將 

                必可得到解脫之道 

        1.1.2.3又如佛時的諸大阿羅漢弟子，大多數都是盡其所能地去度脫有緣的眾生。 

        1.1.2.4許多阿羅漢在尚未證果之前，專事修持，一旦「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之後， 

                便去積極地為僧團大眾服務了 

          1.1.2.4.1例如沓婆摩羅子、舍利弗、目犍連、富樓那、迦留陀夷等 

        1.1.2.5在這些阿羅漢弟子的行誼之中，根本看不出所謂「自了漢」的惰性來。 

    1.1.3反觀中國禪宗，開悟的人往往要在水邊林下去長養聖胎 

       1.1.3.1這種做法雖有其需要，但也不能算是大乘佛教所獨有的精神 

          1.1.3.1.1開悟的人，未必已能決定不再退轉，所以仍要如理修持，長養聖胎，而 

                    不立即廣度眾生。  

    1.1.4若說小乘只管自度，南傳佛教應該早已滅亡，實則並非如此 

    1.1.5大乘佛教的義理高超、境界廣大，但中國佛教未能將大乘精神充分地 

          表達為實際的力量，也是事實 

  1.2小乘是大乘的基礎，絕不可拋棄了小乘，而光談大乘 

    1.2.1大乘經論中，雖有訶責小乘，但也有讚歎小乘的，例如： 

        1.2.1.1《涅槃經》中說：「五篇七聚，並是出家菩薩律儀。」 

1.2.1.1.1五篇七聚是比丘戒，比丘是聲聞眾，所以嚴格地說，比丘戒是小乘戒 

1.2.1.1.2比丘之成為大乘眾，是由於菩薩戒而來，但是比丘成了大乘菩薩，仍不 

能因了大乘戒而廢棄小乘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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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菩薩戒本經》中說：「若菩薩，如是見如是說言：菩薩不應聽聲聞經法，不 

應受不應學，菩薩何用聲聞法為？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何以故？ 

菩薩尚聽外道異論，況復佛語。」 

1.2.1.3《地藏十輪經》中說：「三乘皆應修學，不應憍傲，妄號大乘，謗毀聲聞緣覺 

乘法。」 

1.2.2在原始佛教之中，根本沒有大乘與小乘的問題 

1.2.3中國佛教徒們，應該返身過來，重新肯定小乘的精神，肯定小乘佛教 

      的律儀與心行之後，再行大乘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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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題目 

1.中國人不喜歡小乘佛教，原因為何？ 

2.中國佛教向來尊崇大乘而貶抑小乘，這是正確的心態嗎？為什麼？ 

3.為何聖嚴師父要說「小乘是大乘的基礎，絕不可拋棄了小乘，而光談大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