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預入聖流的四大條件

佛在《雜含》（大正‧卷三十‧八四三經）曾說四預流支︰「親近善男子，聽正

法，內正思惟，法次法向。」有些地方則翻譯為「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理

思惟，法隨法行。」這是從師而起聞、思、修三慧，欲證覺真理，得須陀洹

──預流果，修行的必然程序。

1.親近善士：目的在聽聞佛法。龍樹菩薩說：「佛法從三處聞：從佛聞，從弟

子聞，從經典聞。」佛及聖弟子就是善知識了；佛弟子而有正行正見的，也

是善知識。那麼經典也算是我們的善知識了。

正法，雖可以從經典去了解，但主要還是要從說法師那裏去聽聞。法師的

開導，比起自己閱誦，到底迅速而且容易得多。所以為了要「趣入正法」，

進求佛道，就應該「親近善士(善知識)」。佛說預入聖流所必備的第一條件

就是”親近善士”，這可見親近善知識的重要了。

但知識不一定是善的，知識的善與惡，也不是容易判斷的。佛法流傳那樣

久，不免參雜異說，或者傳聞失實，所以品德可尊的，也不能保證傳授的

可信。善知識應該親近，但不足為辨別佛法真偽的標準，這惟有「依法不依

人」。考辨的方法，《增壹阿含經》〈聲聞品〉，曾略示大綱︰「與契經相應，

律法相應者，便受持之。設不與契經、阿毗曇(論藏的典籍)相應者，當作是

語︰卿當知之！此非如來之說。」

或專約教典，「以經為量」。或專約法義，「以三法印」。或專約戒行，「以波

羅提木叉是汝大師」。這依法不依人，是佛法慧命所寄，是古代佛法的考證

法。在依師修學時，這是唯一可靠的標準。我們要修學佛法，不能為宗派

所縛，口傳所限，邪師所害，應積極發揮依法不依人的精神，辨別是佛說

與非佛說，以佛說的正經為宗，以學者的義說為參考，才能引生正確的聞

慧。

怎樣才算是善知識呢？這不是因為他徒眾多，寺院大，相貌好，或者是世

法中多知識。而是因為：1. 他本身有戒定慧。2. 他深入經藏，成就多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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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示導引學眾修行。3. 他成就辯才，能善巧方便的為眾說法，所以眾生容

易了解，容易得益。4. 他有慈悲心，不是為了名聞利養，而是能以清淨心，

為利益眾生而說法。如成就這些功德，那就是了不得的大善知識了！可是

末法時代，全德的善知識，是難得遭遇的；而修學佛法，卻又不能沒有師友

，所以不能不退求其次。如有少許的功德，也可以親近。末世善知識難逢，

如於佛法的行解，有一分長處，勝過自己，也就不妨如法親近了。

對於善知識，要觀察他的功德，莫觀察他的過失。如頌文︰「觀德莫觀

失」。如聽受善知識的教導，或從舉止動靜、待人接物處去學習，只要有一

分長處，就注意他的長處而修學。這樣，雖然是少分功德的知識，也可以

得到法益。反之，如不觀功德，專在善知識的缺點上著想，不是這樣不對，

就是那樣不夠，那雖然逢到全德的大善知識，也毫無利益。因為全德善知

識，也不能一切圓滿，沒有一些缺點的。所以親近善知識，應隨時提醒自

己︰來這裏做什麼﹖不是為了尋求知識的過失，而是想學習師長的長處。

能這樣，就到處有師長可親近，隨處都能得益。

善知識的好處: (1). 能令人入於善法之中。(2). 能障碍諸不善法，遠離惡

友。(3). 乃是出離得解脫之大因緣。

天台宗智者大師又提到有三種善知識：1. 教授善知識。 2. 同行善知識。 3.
外護善知識。

2.聽聞正法：正法乃真實的佛法，亦即佛陀、聖弟子或佛弟子有正見的所

說之教法。又凡契當於佛法正理之法，皆稱正法。如上說, 專約教典，「以

經為量」。或專約法義，「以三法印」。或專約戒行，「以波羅提木叉是汝大

師」。

聽聞正法要從語言文字中，體會語文的內涵，實義。正法又決不能離聖典

語文而空談，但也不能專在名相中作活計。譬如「佛陀兩足尊」，水中月。

否則儘管博聞強記，在佛法中是一無所知的！聽聞正法，是要理會真義而

能引解脫的行證。如開經偈講的「願解如來真實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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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聞正法才能知道佛法裏面的道理，知道道理之後，我們才能够建立正見

，我們才能轉變自己錯誤的觀念，幫助我們遠離不善，降伏現行的煩惱，

進而把煩惱種子斷盡，契入空性，得涅槃。

《正法念處經》佛說聽聞正法，成就七種功德：

(1)得聞未聞異法：可以聽到沒聽過的殊勝法門。

(2)所聞堅固不失：聽法後可以增加大家的信心，堅定道心。

(3)捨離一切惡業：聽過之後明白了道理，自然會捨除一切惡業。

(4)諸聖之樂見：諸佛菩薩樂見聽經聞法者，而加被之。

(5)深信見如來：聽經聞佛者，自然禮敬如來，對佛法及三寶有信心。

(6)壽命增長：聞法心常歡喜，當可健康長壽。

(7)命壞生天：命終往生天上。

在聽聞正法時：1.要做到遠離高舉心。內心要恭敬法與法師；不看法師過失

；不可忿恚法師；要隨佛的正法修行；對於法與法師不能產生輕蔑心。2. 不
應對善知識在五件事上非理作意：戒穿缺、種性下劣、形貌醜陋、文辭鄙

惡、所發語句粗不悅耳。

廣學多聞 : 廣泛讀誦佛陀經典；或是對同樣內容反覆不斷地聽聞。

3.如理思惟:
聽聞以後，我們若要進一步的，正確的了解佛陀的教法，這就須要「如理思

惟」了。思惟乃是”思惟義理”，思惟所聞所見之道理，而且我們要數數地，

時常地如理思惟，”專精思惟”，這樣子對佛陀教法，才能生起真實的信心

和正確的了解。“聽聞正法，如理思惟”，是直接趨向究竟解脫的途徑。經上

說「閒居靜處，專精思惟」。

對於我們初修行的人來說，聽聞正法、如理思惟就是修行，而且是最重要

的修行。唯識宗分修行人有幾種位次：資糧位(廣集無邊福德、智慧資糧，

以為福智之資糧，然於此一階位未修止觀，未能伏滅煩惱)，加行位(在從

凡入聖以前，努力修止修觀，伏少分的煩惱)，見道位(經加行道的修習，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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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法性，如實的體見了真理，滅少分的煩惱)，修道位(見道以後，隨順所悟

而修習，滅餘分的煩惱)，究竟位(修到究竟圓滿了，滅所有的煩惱，最後成

佛)。一般說，先觀所取性空；再觀能取也不可得；達到了能取、所取都無所

得，但還有無所得的空相現前；等到空相也泯寂不現，那就證悟了。

「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可比配「聞慧」(聞慧指以聞為因，因聞所成之對佛

法正確理解的慧)，「如理思惟」可比配「思慧」(思慧指對於佛法作深密的思

考，達到更深悟解之慧)，「法隨法行」是「修慧」(修者證悟，明證境故。修慧

指因定相應引發的無漏慧)，而「修慧」正是邁向「無漏慧」──即證初果，成

為預流──的前一階段。

解深密經

聞所成慧：依止於文，但如其說，未善意趣，隨順解脫。

思所成慧：亦依於文，不唯如說，能善意趣，轉順解脫。

4.法隨法行(法次法向)
云何法？

即寂滅涅槃。涅槃︰「所有的貪欲滅盡、瞋恚滅盡、愚癡滅盡。」滅除

一切煩惱，生死之苦，達到自在安樂清涼的狀態。

於諸法中，涅槃勝故，獨得法名。

云何隨法(次法)？
即八支聖道；循此而修，即可趨於涅槃。隨乃隨順.
八支聖道，邁向解脫的八個正確途徑：(1)正見、(2)正志、(3)正語、(4)
正業、(5)正命、(6)正精進、(7)正念、(8)正定。又譯為八聖道、八正道、

八道支。

有云三十七道品；循此而修，即可次第趨於涅槃。

三十七道品，即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

正道。又譯為三十七品，三十七分法，三十七菩提分法。

有云所證，名法。道，名隨法，隨順彼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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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出世道，名法。世間道，名隨法。

復次身律儀、語律儀、命清淨、名法。受此名隨法。

云何法隨法行？若於此中，隨義而行；所謂為求涅槃故，修習八支聖

道，三十七道品，能安住此，修習堅住，無間精勤，名法隨法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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