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遠弗屆－ 
法光暑期密集班課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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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利用課餘之便，報名參加了法

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開辦的佛學成人教

育「暑期密集班」。筆者衡量自己之興

趣、能力與時間，報名了蔡耀明老師的

「大般若經．第六會」、恆清法師的「初

級英文佛法」及見悲青增法師的「八事

七十義」三門課程。茲將學習心得略陳

如下： 
一、蔡耀明老師的「大般若經．第六會」 

蔡師是筆者仰慕的師長之一，平常

因上班與其他因素之故，無法親炙其授

課風采。今夏恰有冗餘之閒，因緣具足，

乃有幸參與蔡師「大般若經．第六會」

課程之研討。 
「大般若經．第六會」的重點，是

講授「十般若波羅蜜」的大乘菩薩道。

這「十般若波羅蜜」，可說是六般若波羅

蜜菩薩道的引申、開展與擴增。對於佛

法的研究，筆者可說是一位門外漢，然

於「布施」、「持戒」、「忍辱」、「精進」、

「禪定」、「般若」這六波羅蜜的精神意

境一直嚮往不已。它不同於道家老子的

「道可道，非常道」、「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之無為而無不為工

夫；更迥異於儒家孔、孟所說的仁、義、

禮、智等倫理綱常與親、疏、遠、近分

際的嚴格遵守。光是「布施」精神之運

行，在緣起性空、般若空智與眾生平等

的思想基礎之下，《般若波羅蜜多經》中

菩薩道之境界即非道家「無為而無不為」

及儒家「仁、義、禮、智等倫理綱常」

所能望其項背的。至於其他「持戒」、「忍

辱」、「精進」、「禪定」、「般若」等精神，

更不用說了。 
不過，筆者只是個初學者，對這六

波羅蜜或十波羅蜜之實質精神不甚了

解，在蔡師嚴肅認真的態度、堅信不移

之精神及層層高深的邏輯思維之上課方

式之下，產生了嶄新之體驗。對於蔡師

嚴肅認真的態度，讓筆者感受到佛陀講

經說法之難得，所謂「人生難得，佛法

難聞」，我今見聞，頗有「嘆未曾有」之

曠味。對於蔡師堅信不移之精神，讓原

本徘徊於儒、道、佛之間的筆者，更堅

信佛法之無量無邊與無遠弗屆。是的，

人之所以為人，確實必須做好人之角

色；然人之所以為人的更高價值，並不

僅僅是好好做一個「人」而已，人應該

還要盡人之所能，徹底認識宇宙間無量

無邊、無遠弗屆、可以包涵一切萬事萬

物的最普遍性真理，惟得此真理，人方

能不再迷惑顛倒，歡喜生活，而與三世

諸佛一體如如。至於蔡師那快速敏銳又

層層高深的邏輯思維，更令筆者佩服之

至。因自己未受過哲學邏輯之訓練，故

此方面不能做如何之言說。 
要之，筆者受到蔡師精神之影響，

對「十般若波羅蜜」的大乘菩薩道有了

深刻的認知與體會。故在獲益匪淺之

餘，筆者又在秋季班報名了蔡師的「《楞

伽經》研究」課程，欲繼續聆賞老師之

學識與風範，以加深自己的佛學視野。 
二、恆清法師的「初級英文佛法」 

恆清法師是位慈悲而盡職的老師。

她考慮到同學們的英文實力，特地挑選

了一本深入淺出又適合我們閱讀的「英

文佛法」教材。在暑假有限的上課期間

內，她就教材中關於「五戒」、「三法印」、

「四聖諦」、「八正道」、「緣起」、「業論」

等佛教基本教義的內容進行教學。教學

期間，除了佛教教義的複習之外，又特

重基本英文文法句式的認知與判斷。課

堂中，由於同學們對於英文文法句式的

基礎太差之緣故，經常造成一些無知的

趣事，然法師不因為我們的無知就隨意

帶過，而是不厭其煩的詳細分析、解說，

多方旁敲側擊，務必讓我們全部了解為

止。故時間雖然有限，卻似乎補足了國

中、高中時期所未學得的文法知識。 
另外，法師在每天上課三小時之



中，嚴格的要求同學們一定要背誦一首

《法句經》的名偈及上課課文的一段內

容。記得第一次背誦的時候，由於太久

未接觸英文之關係，筆者足足花了六小

時的時間背了一大段課文，隔天背給法

師聽之後，立刻覺得英文佛法並非甚難

之事，難的只是我們接觸的太少了。此

中，我們的發音若是不正確，法師亦悉

心糾正，讓我們確實的學到真正的英文。 
雖然時間短促，無法上完所有的課

文，然於法師之嚴格督促下，覺得自己

是滿載而歸的。 
三、見悲青增法師的「八事七十義」 

見悲青增法師的「八事七十義」講

的是彌勒菩薩的《現觀莊嚴論》。《現

觀莊嚴論》是闡釋《般若波羅蜜多經》

廣大修道次第的代表作，而《八事七十

義》可以說是《現觀莊嚴論》的綱要書；

它將《現觀莊嚴論》當中的八個主題（「三

智」、「四加行」、「法身」）及其支

分義，配合根本頌，透過定義、分類、

界限等方式，清楚扼要地勾勒出《般若

波羅蜜多經》當中的廣大修道次第，讓

有志於修學大乘佛法的行者有所依循。 
見悲青增法師上課的方式，側重於

與「八事七十義」相關的名相之解析與

討論。在未上「八事七十義」之前，本

以為《般若波羅蜜多經》之重點只是在

甚深微妙的般若空義而已，透過法師對

諸般名相的詳細解析與連續的追問再追

問之後，讓筆者對《般若波羅蜜多經》

之內容與思想做了另番之體驗。學佛當

然不能執迷於語言文字，然藏經中的諸

般名相，本是佛陀講經說法所用的權宜

性工具，此類工具猶如舟乘一樣，欲渡

彼岸者，焉能忽略舟乘之基本知識？譬

如，搭車、乘船乃至搭飛機，乘客均須

對車、船、飛機的基本性能與安全設備

做一了解，以防萬一之發生。對《般若

波羅蜜多經》之認識與了解亦同。 
法師以其溫和的態度，詼諧風趣的

言談，深刻的名相概念之釐清，使我對

西藏密宗的思維精神與實事求是的態

度，有了深刻的印象，相信對往後學佛

的路上必有甚多之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