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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大綱

•經文大意與人物角色

•三周說法

•一頁書

•信解品的重點與心得

•經文原文

•結語—學習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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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蓮華經-信解品(3527=2143+138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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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解品

•經文大意

•法華經的四大中根聲聞：須菩提、迦旃延、摩訶迦
葉、目犍連，聽了方便品的「法說」及譬喻品的
「譬說」兩種層次的法之後，已能領解佛的意思。
很高興地要用一個譬喻(長者窮子喻)，向佛陀表明，
我們真的領悟到了唯有一佛乘的真實法奧義。

•人物角色

•佛陀，慧命須菩提、摩訶迦旃延、摩訶迦葉、摩訶
目犍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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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品 方便品 譬喻品

信解品藥草喻品授記品

化城喻品
五百弟子

受記品

授學無學

人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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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品 方便品 譬喻品

信解品藥草喻品授記品

化城喻品
五百弟子

受記品

授學無學

人記品

佛陀說法，舍利弗解悟，授記，法說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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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品 方便品 譬喻品

信解品藥草喻品授記品

化城喻品
五百弟子

受記品

授學無學

人記品

佛陀說法，舍利弗解悟，授記，法說周

佛陀說譬喻，四大聲聞信解，以譬喻回應印心，授記，譬說周

佛陀說法譬喻化城因緣，五百弟子契入佛心，授記，因緣說周

上根器

中根器

下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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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說周：
1.正說：三界火宅的譬喻

2.領解：信解品的長者窮子的譬喻

3.述成：藥草喻品第五

4.授記：授記品第六

5.歡喜：在信解品的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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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嚴上人說：
各位！從現在起要入<信解品>，這「信解」二字我們一定要很
清楚，也要再回顧過去從<序品>開始．二尊菩薩來替我們先立
信心，讓我們瞭解修行乃是很長，很遙遠的路，讓我們有耐心。
<方便品>讓我們能瞭解真實法，真如本性，天地宇宙萬物很多
的道理都在我們心中，「這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自然
智等等，無不都是收納在我們真如本性中」，所以我們要「必
能先信佛法，由信法故起正思維，由是深心信解」，所以我們
要用心，時時要用心，要知「信解」這二字是我們修行最根本，
要好好記著，「信解諸法道源功德，深智者以譬喻得解，長者
火宅三車一乘」等等，這都是要讓我們去體會，對法要再更深
入，所以「體解真空徹悟妙有」，人人時時要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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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必以深心信受深耕
信根。
「解」：必以從信而得如實
深解諦理，若不深解即非真
實：信法入心，降伏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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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佛經中有段故事，大光明王時代，那是無量
劫前的事情，佛陀帶僧團在祗園精舍，有一天
黃昏，阿難在樹林中，找地方坐下，想好好靜
思惟，那時他觀想佛陀的智慧是如何來？
雖常隨在佛身邊，看見佛陀隨機逗教，觀萬物
能應機說法，到底佛陀的智慧是如何來？
一直想，這種「萬德莊嚴、覺性慧海」到底是
如何修來？
想後，不如趕緊到佛前，向佛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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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啊！我有一件事不能理解，請佛陀開示。大家聽阿難要請
示佛，就趕緊靠過來，佛陀看大家這樣殷切，就說大家好好聽，
我在過去無量數劫以前，那時代有位大光明國王，以威德統領
五百個國家，有一天想與大臣出去遊山玩水，開始準備象群，
國王騎一頭馴象師特別訓練，很美的象，裝飾好後，國王就坐
在象上，坐得很安穩，其他的大臣也是，象群就往前悠哉悠哉，
遊山玩水。但國王坐的這隻象，在樹林間突然看到一隻母象，
這隻象就載著國王，突然間欲性大作，追著母象狂奔，就如發
狂一般，前面母象跑越快，這隻象就追得越快，象師本來也坐
在象上，但看見那頭象載著國王向前狂奔，馴象師趕緊跟上，
但是已經控制不住了，象師向國土說，趕緊跟找棵樹攀上樹枝，
國王趕緊在樹林中，找到樹趕緊攀上樹枝，大家看了都很害怕，
尤其是象師趕緊來救國王，這次國王受了很大的驚嚇。回到皇
宮，國王很生氣，這條命差一點就沒了。



21

所以他責備象師，非常非常的忿怒，要對馴象師處以死刑。
國王：你到底是如何訓練象？就因你的訓練不如法，象才
會變得如此。
象師：很無奈向國王哀求說，國王我訓練象是如法訓練，
只是這隻象，一時淫欲發作，去追前面那隻母象，這是因
他的欲心發作，這無法訓練。國王若要處死我，是否可寬
限我三天，三天後這隻象一定會再回來。
國王：心想怎麼可能，象既然已狂奔而去，牠是畜生、是
動物，既跑掉了，怎可能還會回來。
象師：我訓練的我瞭解，給我寬限三天時間。
國王：好呀！只不過是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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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三天後這隻象回來皇宮，象師就將這隻象帶到國王面前，國王
召集很多大臣；這隻象回來了，到底象師要用何種方法證明，這隻象
是聽象師的話，訓練的象師為何對這象有信心，為何這隻象這樣聽象
師的話，到底是如何訓練？象師真的很心痛，要如何證明，這隻象聽
話，他就用九粒鐵丸，九粒鐵丸都用火燒，燒到每粒都變得火紅。象
來時乖乖跪在在象師前，象師就向大象說，犯此錯，你我都無法捨去
此責任，唯有用死來懺悔，用死來表達這念心；表達對國王的忠心。
你的錯誤，一念淫心起，犯這樣大的錯誤，該死呀！雖然跟這隻象有
感情，心很痛但很無奈，國王一定要對象與象師處以死刑，不願原諒！
象師就燒了這九粒鐵丸，象也流了眼淚，表逹了牠的懺悔。闖了大禍，
但還是聽命令，第一粒的鐵丸，用鼻子勾過來吞下去，再來第二、第
三，一直到第九粒全都吞盡，這隻象就這樣往生了。國王、大臣及大
家都看到了象師的訓練。象是一種動物，有獸性的心，也有淫欲，一
時沒法控制，這淫欲實在很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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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問象師：這樣的欲要用什麼方法來調伏？
象師很無奈向國王說，這淫欲是一種無明，唯有佛才有
辦法調伏。
國王就問佛在哪裡？何謂佛？
象師：根據古書，有這樣的傳說，佛出現世間要很長久
的時間，現在世間無佛。
國王：要如何才能成佛？
象師：需要經過無量數劫的修行，去掉了一切的煩惱，
體會宇宙萬物真理，成佛覺悟，所以很長時間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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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非常感動，他就發心，從此開始，我光明王要向佛
道追求，一直到將眾生無明欲念完全調伏。佛陀說到這裡，
就對阿難、比丘群說，你們可知道，那位光明王就是我，
現在的釋迦佛，從初發心的因緣開始，經無量數劫到現在，
體會了宇宙萬物的真理，希望能用真理教化眾生，讓眾生
能自我降伏這欲心。天下萬物，煩惱無明都是從貪欲開始，
所以我們瞭解這故事。佛陀就是這樣發心，一直在無量數
劫，生生世世，就有這不可思議求佛法的心，所以能成佛，
體解真空，體會妙有，這一定要從信解諸法，那「道源」；
最開頭那念心開始，一直信解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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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學佛要能到深智，不簡單！這樣的故事，佛陀如何發心，同
樣要從無量數劫以前，發心的源頭開始，這種人事物的譬喻，是要
讓我們瞭解，修行者也是這樣。所以信解，「信為道源功德母，長
養一切諸善根」，也是我常說的話，修行要從信開始，他能培養我
們的功德，讓我們能瞭解修行是一條漫長的道路，我們要好好培養
善根，要好好深心信解，這就是修行者的方向。能這樣，我們才能
「除滅一切諸疑惑」，眾生煩惱就是因為疑惑無明，無明很重，貪
欲心就難除，所以我們必定要將一切無明斷除，世尊他是「為一大
事因緣」來示現人間，生生世世就是為了一大事，為了要淨化眾生
的心，所以他生生世世都來人間修行。這都是一大事因緣，離開人
間就沒行好修，這是他一大事的心願。用很長久的時間來修行、來
培養，來與人群結好緣，培養來生來世。佛陀說的話，我們聽得懂，
能領受，能身體力行，這也要生生世世與眾生結好緣。所以時時示
現人間，來開發無上道，生生世世在開路，常說要舖好人間路，才
有辦法能入菩提道，要生生世世不斷舖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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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人能信解
有深信則無疑
能體解則理明
信解深慧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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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人能信解
有深信則無疑
能體解則理明
信解深慧人中

這就要信解、要深信、要解悟。這是我們與佛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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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夫常常迷失，我們不知從何時，離家
出走，在外流浪，已不知家庭在哪裡，

要如何回去？
而答案就在上人寫的偈當中

細觀法性平等大慧
若離法性無安心處
令心得安得大法樂
知菩薩住佛宅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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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夫依賴菩薩，菩薩依賴誰？
菩薩透過信解依賴佛，深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因為深信，
我們祈禱才有感應，我們禪定才入三昧。

因為信解，
才開智慧，

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
由依賴，到獨立，到互賴成就

因為入人群
成就平等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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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的境界 修行狀態 簡要說明
不覺 凡夫 凡夫無智，迷而不覺
非正覺 外道 外道邪智，非是正覺
正覺 二乘 二乘偏空智，正覺而未至正等覺
正等覺 菩薩 菩薩中道智，雖正等覺，但未得大圓
無上正等
正覺

佛
唯佛一人；超於九法界眾生之上，堪

稱無上正等正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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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 學佛者，修行者
教 觀機逗教 信 深信堅信
理 真諦道理 解 思維解義
行 身體力行 行 依教奉行
果 體會證果 證 得道證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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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苦
苦苦、壞苦、行苦



三苦

•一、苦苦：由苦事之成而生苦惱者。

•二、壞苦：苦樂受生，因樂變異生諸憂惱故。

•三、行苦：不苦不樂受生，即念念遷變之相故。

•一、苦苦，自寒熱饑渴等苦緣所生之苦。

•二、壞苦，樂境壞時所生之苦。

•三、行苦，為一切有為法無常遷動之苦。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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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自度入心，
如乏資糧饑餓，
百病滋生煩惱，
有漏法起見思，
漸次薰陶修習，
遇善友得佛法。

法如水，滌心垢
法如糧，養慧命
法如藥，治迷惑
法如風，飄德香

遇善友，得佛法

20141120晨語簡記



經文：爾時窮子，求索衣食，

從邑至邑，從國至國，或有

所得，或無所得。

35



• 經文：「爾時窮子，求索衣食，從邑至邑，從國至國，或有所得，

或無所得。」

• 這是在說求法的過程，（聞）法，對我們來說還差得很多，阿難在

佛陀的身邊，所聽到的法才這樣而已，還沒有聽到的法是那麼的多，

以阿難的智慧，以阿難的記性，能夠記住佛陀所說的一切法，但是

佛陀還未說的法，如恆河沙這麼多。阿難他還是在求法中，他也還

未很充足，所以還算是在聲聞、緣覺羅漢的階級中。所以迦葉尊者

譬喻，譬喻這些修行者是貧窮子，開始在求法了，在求法就如在求

衣食一樣。生命需要五穀雜糧，身體要有衣服，好好地穿整齊，就

如我們人的生命，更如我們的慧命，我們的慧命就是要這樣求，求

法，讓我們的慧命營養，莊嚴我們的慧命，隨時都能發揮這分度眾

生的力量。
36



• 所以，求法，他就「從邑到邑」，從「苦集滅道」一直到

「三十七助道品」等等，這全都是修行的過程。所以「從

邑至邑，從國至國」，一項一項一直晉升，來瞭解道理如

何去除無明，不斷求法入心，不斷將煩惱無明去除，讓我

們的心能定下來。「或有所得」，得到善友知識；「或無

所得」說不定遇到外道，引導我們往再偏差的方向。這是

長時間求法，與佛同世的弟子，表達他們長時間，「二

十」、「五十餘年」，就是在五道四生之中不斷輪轉，不

斷零零星星能得到佛法。這時候已經遇到佛了，所以是他

們應該要精進的時刻，所以，下面這段文再說：

37



經文：饑餓羸瘦，體生瘡癬，

漸次經歷，到父住城，傭賃

展轉，遂至父舍。

38



•經文簡釋：

•「饑餓羸瘦」；喻無大法資糧以滋養慧命，又如：

此大乘種子滋潤大地，成就大法。如是缺糧故曰：

饑餓羸瘦。

•無大乘法食為饑餓。

•無大力用為羸，無大功德為瘦，羸瘦見其形醜，無

大力用功德故。

39



•經文簡釋：

•「體生瘡癬」；迷於諦理而起見思惑，
為體生瘡癬。

•「瘡癬」：喻惡見及不持堅戒之過失。

•瘡癬見其病纏，有漏法中起見思惑故。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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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窮子喻的譬喻
長者父 佛
貧窮子 眾生
捨父逃失 退大廢忘
流轉五十年 六道的輪迴
求索衣食 求法的過程
從邑至邑 從苦集滅道一直到三十七助道品
或有所得 得到善友知識
或無所得 遇到外道
饑餓 無大乘法食為饑餓
羸瘦 無大力用為羸，無大功德為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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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生瘡癬 迷於諦理而起見思惑
父居止一城 佛應生於三界
子向本國回歸 同生佛國
受雇於貧里 外道的修行
傍追 隨自意頓說
誘引，長者傭賃 小乘修行
除糞 煩惱斷除
體信 斥小向大
領知 二乘轉教
付業 開三顯一

天台藉此＜長者窮子＞的譬喻立五時的教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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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慧命須菩提。摩訶迦旃延。摩訶迦葉。摩訶目犍連。
從佛所聞未曾有法。世尊授舍利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發希有心歡喜踊躍。即從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
一心合掌曲躬恭敬。瞻仰尊顏而白佛言。我等居僧之首。
年並朽邁。自謂已得涅槃無所堪任。不復進求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世尊。往昔說法既久。我時在座身體疲懈。但
念空無相無作。於菩薩法遊戲神通淨佛國土成就眾生心不
喜樂。所以者何。世尊。令我等出於三界得涅槃證。又今
我等年已朽邁於佛教化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生一
念好樂之心。我等今於佛前聞授聲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記。心甚歡喜得未曾有。不謂於今忽然得聞希有之法。深
自慶幸獲大善利。無量珍寶不求自得。



46

所以，這四位，須菩提稱為「慧命」。其
實「慧命」，凡是出家者，人人應該就是
「慧命者」，因為已經瞭解了佛法。我們
要追求佛法，就是要追求佛的智慧，用佛
法入我們的心，成長我們的慧命，所以，
應該「慧命」，凡是修清淨行者，無不都
是可以稱為「慧命」，其實，比丘統稱都
叫做，「慧命者」。(2015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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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命者：
通稱比丘
從佛出家

乞食以資生命
乞法以資慧命

(20158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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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我等今者。樂說譬喻以明斯義。譬若有人年既幼稚。
捨父逃逝久住他國。或十二十至五十歲。年既長大加復窮
困。馳騁四方以求衣食。漸漸遊行遇向本國。其父先來。
求子不得。中止一城。其家大富財寶無量。金銀琉璃珊瑚
虎珀頗梨珠等。其諸倉庫悉皆盈溢。多有僮僕臣佐吏民。
象馬車乘牛羊無數。出入息利乃遍他國。商估賈客亦甚眾
多。時貧窮子。遊諸聚落經歷國邑。遂到其父所止之城。
父每念子。與子離別五十餘年。而未曾向人說如此事。但
自思惟心懷悔恨。自念老朽多有財物。金銀珍寶倉庫盈溢。
無有子息。一旦終沒財物散失。無所委付。是以慇懃每憶
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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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作是念。我若得子委付財物。坦然快樂無復憂慮。世尊。
爾時窮子。傭賃展轉遇到父舍住立門側。遙見其父踞師子
床寶机承足。諸婆羅門剎利居士皆恭敬圍繞。以真珠瓔珞
價直千萬莊嚴其身。吏民僮僕手執白拂侍立左右。覆以寶
帳。垂諸華幡。香水灑地。散眾名華。羅列寶物出內取與。
有如是等種種嚴飾。威德特尊。窮子見父有大力勢。即懷
恐怖。悔來至此。竊作是念。此或是王。或是王等。非我
傭力得物之處。不如往至貧里肆力有地。衣食易得。若久
住此。或見逼迫強使我作。作是念已。疾走而去。時富長
者。於師子座見子便識。心大歡喜。即作是念。我財物庫
藏。今有所付。我常思念此子。無由見之。而忽自來。甚
適我願。我雖年朽猶故貪惜。即遣傍人急追將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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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使者疾走往捉。窮子驚愕稱怨大喚。我不相犯何為見
捉。使者執之愈急強牽將還。于時窮子自念無罪。而被囚
執此必定死。轉更惶怖悶絕躄地。父遙見之。而語使言。
不須此人。勿強將來。以冷水灑面令得醒悟。莫復與語。
所以者何。父知其子志意下劣。自知豪貴為子所難。審知
是子。而以方便不語他人云是我子。使者語之。我今放汝
隨意所趣。窮子歡喜得未曾有。從地而起往至貧里以求衣
食。爾時長者。將欲誘引其子。而設方便。密遣二人形色
憔悴無威德者。汝可詣彼徐語窮子。此有作處倍與汝值。
窮子若許將來使作。若言欲何所作。便可語之。雇汝除糞。
我等二人亦共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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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二使人即求窮子。既已得之具陳上事。爾時窮子先取其
價尋與除糞。其父見子愍而怪之。又以他日於窗牖中遙見
子身。羸瘦憔悴糞土塵坌污穢不淨。即脫瓔珞細軟上服嚴
飾之具。更著麤弊垢膩之衣。塵土坌身右手執持除糞之器。
狀有所畏語諸作人。汝等勤作勿得懈息。以方便故得近其
子。後復告言。咄男子。汝常此作勿復餘去。當加汝價。
諸有所須盆器米麵鹽醋之屬。莫自疑難。亦有老弊使人。
須者相給。好自安意。我如汝父勿復憂慮。所以者何。我
年老大而汝少壯。汝常作時無有欺怠瞋恨怨言。都不見汝
有此諸惡如餘作人。自今已後如所生子。即時長者更與作
字名之為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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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窮子。雖欣此遇。猶故自謂客作賤人。由是之故於二
十年中常令除糞。過是已後。心相體信入出無難。然其所
止猶在本處。世尊。爾時長者有疾。自知將死不久。語窮
子言。我今多有金銀珍寶倉庫盈溢。其中多少所應取與。
汝悉知之。我心如是當體此意。所以者何。今我與汝便為
不異。宜加用心無令漏失。爾時窮子。即受教敕領知眾物。
金銀珍寶及諸庫藏。而無悕取一餐之意。然其所止故在本
處。下劣之心亦未能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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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經少時。父知子意漸已通泰成就大志自鄙先心。臨欲終
時而命其子。并會親族。國王大臣剎利居士皆悉已集。即
自宣言。諸君當知。此是我子。我之所生。於某城中捨吾
逃走。伶俜辛苦五十餘年。其本字某。我名某甲。昔在本
城懷憂推覓。忽於此間遇會得之。此實我子。我實其父。
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先所出內是子所知。世尊。
是時窮子聞父此言。即大歡喜得未曾有。而作是念。我本
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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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大富長者則是如來。我等皆似佛子。如來常說我等
為子。世尊。我等以三苦故。於生死中受諸熱惱。迷惑無
知樂著小法。今日世尊。令我等思惟蠲除諸法戲論之糞。
我等於中勤加精進得至涅槃一日之價。既得此已心大歡喜
自以為足。而便自謂。於佛法中勤精進故。所得弘多。然
世尊。先知我等心著弊欲樂於小法。便見縱捨不為分別。
汝等當有如來知見寶藏之分。世尊以方便力說如來智慧。
我等從佛得涅槃一日之價。以為大得。於此大乘無有志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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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又因如來智慧。為諸菩薩開示演說。而自於此無有志
願。所以者何。佛知我等心樂小法。以方便力隨我等說。
而我等不知真是佛子。今我等方知。世尊於佛智慧無所吝
惜。所以者何。我等昔來真是佛子。而但樂小法。若我等
有樂大之心。佛則為我說大乘法。於此經中唯說一乘。而
昔於菩薩前毀呰聲聞樂小法者。然佛實以大乘教化。是故
我等說本無心有所悕求。今法王大寶自然而至。如佛子所
應得者皆已得之。

爾時摩訶迦葉。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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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今日 聞佛音教 歡喜踊躍
得未曾有 佛說聲聞 當得作佛
無上寶聚 不求自得 譬如童子
幼稚無識 捨父逃逝 遠到他土
周流諸國 五十餘年 其父憂念
四方推求 求之既疲 頓止一城
造立舍宅 五欲自娛 其家巨富
多諸金銀 車磲馬腦 真珠琉璃
象馬牛羊 輦輿車乘 田業僮僕
人民眾多 出入息利 乃遍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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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估賈人 無處不有 千萬億眾
圍繞恭敬 常為王者 之所愛念
群臣豪族 皆共宗重 以諸緣故
往來者眾 豪富如是 有大力勢
而年朽邁 益憂念子 夙夜惟念
死時將至 癡子捨我 五十餘年
庫藏諸物 當如之何 爾時窮子
求索衣食 從邑至邑 從國至國
或有所得 或無所得 飢餓羸瘦
體生瘡癬 漸次經歷 到父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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傭賃展轉 遂至父舍 爾時長者
於其門內 施大寶帳 處師子座
眷屬圍遶 諸人侍衛 或有計算
金銀寶物 出內財產 注記券疏
窮子見父 豪貴尊嚴 謂是國王
若是王等 驚怖自怪 何故至此
覆自念言 我若久住 或見逼迫
強驅使作 思惟是已 馳走而去
借問貧里 欲往傭作 長者是時
在師子座 遙見其子 默而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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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敕使者 追捉將來 窮子驚喚
迷悶躄地 是人執我 必當見殺
何用衣食 使我至此 長者知子
愚癡狹劣 不信我言 不信是父
即以方便 更遣餘人 眇目矬陋
無威德者 汝可語之 云當相雇
除諸糞穢 倍與汝價 窮子聞之
歡喜隨來 為除糞穢 淨諸房舍
長者於牖 常見其子 念子愚劣
樂為鄙事 於是長者 著弊垢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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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除糞器 往到子所 方便附近
語令勤作
既益汝價 并塗足油 飲食充足
薦席厚煖 如是苦言 汝當勤作
又以軟語 若如我子 長者有智
漸令入出 經二十年 執作家事
示其金銀 真珠頗梨 諸物出入
皆使令知 猶處門外 止宿草庵
自念貧事 我無此物 父知子心
漸已廣大 欲與財物 即聚親族



61

國王大臣 剎利居士 於此大眾
說是我子 捨我他行 經五十歲
自見子來 已二十年 昔於某城
而失是子 周行求索 遂來至此
凡我所有 舍宅人民 悉以付之
恣其所用 子念昔貧 志意下劣
今於父所 大獲珍寶 并及舍宅
一切財物 甚大歡喜 得未曾有
佛亦如是 知我樂小 未曾說言
汝等作佛 而說我等 得諸無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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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小乘 聲聞弟子 佛敕我等
說最上道 修習此者 當得成佛
我承佛教 為大菩薩 以諸因緣
種種譬喻 若干言辭 說無上道
諸佛子等 從我聞法 日夜思惟
精勤修習 是時諸佛 即授其記
汝於來世 當得作佛 一切諸佛
祕藏之法 但為菩薩 演其實事
而不為我 說斯真要 如彼窮子
得近其父 雖知諸物 心不希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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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雖說 佛法寶藏 自無志願
亦復如是 我等內滅 自謂為足
唯了此事 更無餘事 我等若聞
淨佛國土 教化眾生 都無欣樂
所以者何 一切諸法 皆悉空寂
無生無滅 無大無小 無漏無為
如是思惟 不生喜樂 我等長夜
於佛智慧 無貪無著 無復志願
而自於法 謂是究竟 我等長夜
修習空法 得脫三界 苦惱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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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最後身 有餘涅槃 佛所教化
得道不虛 則為已得 報佛之恩
我等雖為 諸佛子等 說菩薩法
以求佛道 而於是法 永無願樂
導師見捨 觀我心故 初不勸進
說有實利 如富長者 知子志劣
以方便力 柔伏其心 然後乃付
一切財物
佛亦如是 現希有事 知樂小者
以方便力 調伏其心 乃教大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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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今日 得未曾有 非先所望
而今自得 如彼窮子 得無量寶
世尊我今 得道得果 於無漏法
得清淨眼 我等長夜 持佛淨戒
始於今日 得其果報 法王法中
久修梵行 今得無漏 無上大果
我等今者 真是聲聞 以佛道聲
令一切聞 我等今者 真阿羅漢
於諸世間 天人魔梵 普於其中
應受供養 世尊大恩 以希有事



66

憐愍教化 利益我等 無量億劫
誰能報者 手足供給 頭頂禮敬
一切供養 皆不能報 若以頂戴
兩肩荷負 於恒沙劫 盡心恭敬
又以美膳 無量寶衣 及諸臥具
種種湯藥 牛頭栴檀 及諸珍寶
以起塔廟 寶衣布地 如斯等事
以用供養 於恒沙劫 亦不能報
諸佛希有 無量無邊 不可思議
大神通力 無漏無為 諸法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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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下劣 忍于斯事 取相凡夫
隨宜為說 諸佛於法 得最自在
知諸眾生 種種欲樂 及其志力
隨所堪任 以無量喻 而為說法
隨諸眾生 宿世善根 又知成熟
未成熟者 種種籌量 分別知已
於一乘道 隨宜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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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乘見道，故名為信，
起大乘修道，故名為解。

須菩提等，過去或解三而不信一，
或信三而不解一；今聞法說譬說，
乃解一而亦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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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於無邊際大劫海中駕慈航
恆持悲愍求菩提度眾上彼岸
信解三乘一真實法契佛心懷
實報佛恩唯是受教行菩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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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新春新正之後，上人第一天的
開示，上人「希望我們修行者，我們
的新春要永住，我們要時時把握心的
春季，我們要永遠，我們要時時勤耕
耘。」這一句其實非常重要，如果能
做到，修行就成功了。 20150227晨語簡記



結語—學習與行動

•要知「信解」這二字是我們修行最根本

•修行，對法要再更深入，要體解真空徹悟妙有

•到底佛陀的智慧是如何來？發心求佛道，信解不退

•好好培養善根，好好深心信解，這是修行者的方向

•信解三乘一真實法契佛心懷

•實報佛恩唯是受教行菩薩道

71



證嚴上人完整開示
請看大愛電視台或

奈普敦論壇及奈普敦智慧平台
指教電郵：jack01823@gmail.com

http://neptuner.666forum.com/t15164-topic
https://www.neptune-it.com/learn-buddha-966211/20180313
mailto:jack01823@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