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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的一音演說，即是究竟無為
法，只因眾生賢愚利鈍差別，而
有不同悟解的深淺。 

 在《優婆塞戒經》卷一，以三獸
渡河，來解說一乘的無為法。 

 經云：善男子！如恆河水， 

 三獸俱渡，兔、馬、香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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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兔不至底，浮水而過 
 2.馬或至底，或不至底 
 3.象則盡底。 
   聲聞渡時，猶如彼兔。 
   緣覺渡時，猶如彼馬； 
   如來渡時，猶如香象。 
→是故聲聞、緣覺，雖斷煩惱，不斷 
  習氣；如來能拔一切煩惱和習氣根 
  原，故名為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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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1.三獸渡河，跡分深淺，水無深淺 

(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法華經云：如來于時，觀是眾生 

 諸根利鈍、精進懈怠，隨其所堪
而為說法…如彼大雲，雨於一切
卉木叢林及諸藥草，如其種性，
具足蒙潤各得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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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鳥飛空（雀、鴿、雁）因為形 
  體力量不同，飛行有遠近差異，  
  但是虛空並無遠近的分際。 
3.菩薩賢聖的階位盡然不同，卻依 
  此無為法而修而證，理性上沒有 
  差別，只因眾生妄想習氣不同， 
  而有階次的差別。佛陀方便設立
「三賢十聖」，故應了徹佛陀無
有定法可說。此為解佛所說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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