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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大綱

• 經文大意與人物角色

• 法師品的品名與重要名句

• 一頁書

• 法師品的經文與心得

• 結語—學習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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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蓮華經-法師品(642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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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品(2329字)

• 經文大意

• 佛陀依藥王菩薩的因緣，告訴八萬菩薩…..聞妙法
華經一偈一句乃至一念隨喜者我皆與授記。於法華
經乃至一句受持讀誦解說書寫供養者，就是法師。
如果有得聞是法華經的人才能正確地行菩薩道。

• 佛陀人物角色

• 佛陀、藥王菩薩，八萬大士，天龍八部，四眾弟子，
求聲聞者。求辟支佛者，求佛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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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品〉
你就是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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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所說的「法師」，
不是泛指剃髮染衣的出家師父，

而是『Dharmabhanaka』
-- 將佛法帶入世間的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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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大師講述之《法華經講演錄》，
言「法師」之義有二：

一、能信解受持為人解說此妙法者，即為修
行者之軌範；是人即為奉佛法者之師，此名

人法師。
二、妙法即諸佛菩薩及未來學者之師，以一
切功德皆由此妙法而生；此妙法即為奉佛法

者之師，此名法師。



受持、供養妙法之人，即是法師，當得成佛

• 經文：「藥王！若有人間：何等眾生於未來世當得
作佛？應示是諸人等於未來世必得作佛。何以故？
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法華經乃至一句，受持、讀、
頌、解說、書寫、種種供養經卷──華、香、瓔珞、
末香、塗香、燒香、繒蓋、幢旛、衣服、伎樂、合
掌恭敬，是人一切世間所應瞻奉，應以如來供養而
供養之。當知此人是大菩薩，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哀愍眾生願生此間，廣演分別妙法華經，何
況盡能受持種種供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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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法師是行慈悲行的菩薩

• 經文：「藥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如來滅後，
欲為四眾說是法華經者，云何應說？是善男子、善
女人，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爾乃應為
四眾廣說斯經。如來室者，一切眾生中大慈悲心是。
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
安住是中，然後以不懈怠心，為諸菩薩、及四眾廣
說是法華經。」

• 法身就是佛陀的真實之身，法身遍一切處，真正的
法無時不在宣說，不生亦不滅。我們若能深心信解、
真實修行、深信解相，守志奉道，行菩薩道，將佛
法傳播在人間，就是供養三寶，就是一位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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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開示為助顯之緣，
諸大弟子各得佛授記。
今證昔既知過往今來，
大通本因緣至今不失。
知今日一會之法緣聚，
又為將來無盡之種子，
故以法師標品之為名，
正因要託法師以開顯。



11

佛陀講法華經就是要作為未來弘揚佛法的助緣，
各大弟子現在都已經授記了，
這證明了從大通智勝佛以來的因緣還存在，
我們今天會在一起聞法有其法緣，
我們弟子將來又會成為無量無盡的種子，
所以這一品以法師作為品名，
正因為在未來要依靠法師才能讓佛法得以開展彰顯。
(我把上人的手札簡要翻譯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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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品〉
你就是法師

你要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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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法師品的當機
菩薩是藥王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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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是藥
法師就是大醫王，對治眾生病
學習藥王菩薩作為法師的典範
(參考藥王菩薩本事品第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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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王久持是經，燃身供養，能醫法身之
五住煩惱病，以其當機，故呼而與言，
因以正告現當受記之人也。
一、切見住地惑
二、欲愛住地惑
三、色愛住地惑
四、有愛住地惑
五、無明住地惑
此名：五住煩惱病，損人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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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軌弘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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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慈悲為室
柔和忍辱衣
諸法空為座
處此為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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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慈悲為室
柔和忍辱衣
諸法空為座
處此為說法

有眾生需要與樂、
拔苦的任何地方都
是法師的傳法教室

言詞柔軟，悅可眾
心、聲色柔和忍辱
是法師的防彈背心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諸法無我，不執著
是法師的安身立場

安住這三原則，不
懈怠心，為諸菩薩
及四眾廣說法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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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文句三軌，弘傳經教必須具備。
利物以慈悲為首，須有以忍辱為基，
說法以忘我為本，處於諸法空為座，

能行三法自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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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王。若有菩薩。聞是法華經驚疑怖畏。當知是
為新發意菩薩。若聲聞人。聞是經驚疑怖畏。當
知是為增上慢者。藥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如
來滅後。欲為四眾說是法華經者。云何應說。是
善男子善女人。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
爾乃應為四眾廣說斯經。如來室者。一切眾生中
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
者。一切法空是。安住是中。然後以不懈怠心。
為諸菩薩及四眾廣說是法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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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還是一樣，心不離法，法要披
戴在我們的心裡，就如我們穿衣，
不離衣一樣，所以要時時多用心。

這個譬喻很有趣：
法如衣，日日批戴，不離身。
心有法，日日觀照，見自性。



•總結，學習上人：

•遇到什麼事，要處在大慈悲室中。

•碰到什麼樣的環境，要穿著「柔和忍辱衣」。

•遇到什麼考驗，應該「諸法空為座」。

•以這三軌弘經作為自己終身的方向，以歡喜
受持的心回歸靜寂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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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法華經》也很重視，現在是要傳法的時候，
要如何傳？就是要入慈悲室，「大慈悲為室，柔和
忍辱衣，諸法空為座，處此而說法」。這一品最重
要的就是持經，要好好持經，要好好傳法。有這個
法，種子一出來，我們要如這個種子，用功耕耘心
地，將這個心地，將這個愛的種子播下去，自然種
子就這樣密密麻麻一直生長起來，這就是傳法，愛
的力量。

• 這一品最重要的就是持經，要好好持經，要好好傳
法。要如灑播種子一樣，將愛撒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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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種法師：
一受持法師，
二讀經法師，
三誦經法師，
四解說法師，
五書寫法師，
為此五種弘通法華者，謂之五種法師。
要做一個法師，這五項要好好修。
好好修這五項，就是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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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滅度後，能正行此六種之人，即是法師。
六種：指受持、讀誦、唱頌、解說、書寫、
供養此妙法。
讀誦：朗讀此經。
唱頌：背誦入心。
解說：謂解釋演說。
書寫：指寫經、刻印流傳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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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法師品第十
一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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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藥王當知！是諸
人等，已曾供養十萬億佛，
於諸佛所成就大願，愍眾
生故生此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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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經為描寫法界之影像，一切眾生可由此以證於法性，故供養
此一偈之妙法，如同供養一切佛之法身。

• 上人開示，描寫時，舉了加拿大癌末的婦女（黑茲爾女士），
來做志工發生的一件不可思議事，我很有感受，先看上人開示
的兩小段。

• 她用著很不好意思的形態，我看到那張照片，她說：「我雖然
不是災戶，不過我看到你們這件毯子，能給我一件嗎？」

• 她站在那裡，手抱著這件毯子，想一想，將她手上抱著這件毯
子，為這個孩子蓋上，學慈濟人這樣膚慰膚慰。這個孩子，竟
然那個掙扎躁動，掙扎，就慢慢穩定下來。穩定下來之後，露
出了臉上的笑容，再一會兒，這孩子就往生了。

• 黑茲爾女士後來將毯子送給那個孩子，整個故事很有啟發性。
我個人也有類似經驗，在此見證一下。

• 薰法香心得札記(二○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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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願牽掛苦難人，以
喜捨心憐念眾生，本是
於清淨之土，而願今生，
濁惡之世，演說此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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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你會不懂？你不用心，你不
勤精進啊！你若能夠與覺有情人勤
修，自然這個法，你入心了，你會
很歡喜，有心得在人群中，就彼此
互相勉勵，這個法不是我們受用而
已，別人也一起來受用，這就是要
好好受持。
•薰法香心得札記(二○一六年六月一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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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每天、每天都在那裡禮拜這
部經，要用什麼來供養呢？那個時
候那麼窮，用什麼供養呢？用我的
身體來供養，燃香（燃臂供佛），
每個月農曆二十四日，在那個時候，
就是燃臂供佛時。也是用很虔誠的
心，很法喜 、歡喜的心，這樣燃臂
供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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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聽常住師父講上人「燃臂供佛」的故事，
聽了很感動，今天上人講到這裡，也是淡淡的
講。其實，我們要重重的聽。我每天禮拜法華
經，八年了，但就沒有做到「燃臂供佛」與抄
經，當然成果就天壤之別。但我還是要學習上
人的願行，要做到其精神。「燃臂供佛」的典
故出自妙法蓮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第二十三，
這是布施中的「第一之施」，也是所有各種部
施中最尊最上的。我很感動的是上人做到了，
他沒有說什麼，只是淡淡的提一下。(請參考
妙法蓮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第二十三兩段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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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之炬，燈明照破諸惑闇，
有諸眾生造三業，行無明闇；
菩薩大悲愍心，勤修持智慧，
為然慧燈，故云世尊慧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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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看到外面一片黑暗



請在黑暗中點上一盞燈



有人會多點上一盞燈、二盞燈



人間菩薩大招生，就是先點亮自己的
心燈
當地獄門口的守門員，當別人的貴人，
照亮他人，讓更多人成為菩薩，人間
處處是淨土。





結語：做一個上人的好弟子

願大志堅菩提現

佛心師志我的願

目標達成靠人緣

勤轉法輪耕福田

信深願大啟正念

把握當下大行願

做一個上人的好弟子



珍惜法的行為：
對每一個字珍惜
對每一個字恭敬
對每一個字貫通
對每一個字應用
對每一個字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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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法起大信心
了解法堅定道心
善用法身體利行
證悟法自度度人
珍惜法無漏無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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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人今天開示提到「想要修行的人難道不會起疑，道心
難道不會退轉嗎？沒退轉道心，除非就是信根深固，這
在《法華經》的開頭，佛陀就這一直這樣說，信根要很
深，要很穩固。」

• 這看似平常的話，剛好今天在馬來西亞雪隆靜思堂得到
印證。我在上課時，有一四如意足檢核表，我邀請最高
分者分享，為什麼他的分數可以這麼高，有欲如意足、
念如意足、進如意足、慧如意足。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分
享欲如意足與進如意足得高分的兩位師兄姊，他們不約
而同的提到他相信上人，就是深信，堅信。所以特別的
精進，欲念也控制的特別好，減少自己個人欲望，發心
立願做好慈濟事。聽來令人感動、敬佩與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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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王當知！如來滅後，其能書、持、讀、誦、供
養、為他人說者，如來則為以衣覆之；又為他地方
現在諸佛之所護念。」

• 這句很妙，持經的人常常有一種經驗，就是有困難、
有需求時，過不久，在上人開示的書上，在人間菩
提、晨語、薰法香、共修的時候，會看到你需要的
答案。近年來，此一感覺尤其深，很多有持經的師
兄姊有給我同樣的回饋。今天找到法理了，很高興。
原來是「如來滅後，其能書、持、讀、誦、供養、
為他人說者，如來則為以衣覆之；又為他地方現在
諸佛之所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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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力：謂因深生信解，樂欲求法而生信，因信
而得心清淨，自信堅固，遂能發起他人之信心，
為堅固信力。

• 信從那裡生，有很多地方，其中之一是「樂欲
求法而生信」，信有多重要，之一，「因信而
得心清淨」，法華經是真淨大法，得清淨心是
很關鍵的修行。之二，「自信堅固，遂能發起
他人之信心」，因為菩薩要自度度人，所以要
先自信堅固，才能讓人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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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一乘寂滅場地」。這就是一實乘的法，我們就住
在那個地方，我們的心，我們如來清淨的本性，與如來
同等堅定在那個地方。所以「今此行人，安住法華功德
海藏，故云共宿」。我們現在能這樣安心住在法華功德
海，《法華經》就是菩薩道，菩薩六度萬行，這我們要
好好堅持，自然經一事，長一智，從人群中淬鍊出我們
的智慧，功德如海，接近佛的本懷。

• 今此行人，安住法華功德海藏，故云共宿。這是說，我
們所以修行的人，都是共同安住在法華功德海藏，這真
的是很好、好妙的感覺。而「法華功德海藏」又在那裡？
在「我們如來清淨的本性，與如來同等堅定在那個地
方。」簡單講，那個地方也可以稱為「究竟一乘寂滅場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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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與佛同宿，宿就是安住的意思。「如來以法身、解
脫、般若三德為大般涅槃」，就是法身德、解脫德、般若德，
這叫做三德。如來的法身就是永恆的真理，真如清淨無染的
本性，這天地間的真理，就叫做法身。解脫德，我們已經都
了解了，真空妙有，心無染著，心不受染著，這就是解脫。
不受種種染著，這就是智慧，智慧就是般若。因為智慧所得
來，讓我們能夠解脫，不受煩惱所染著，回歸到如來真如的
法身本性，回歸，這叫做三德，叫做大涅槃。其實，涅槃的
道理就是在這裡。「是即佛三祕要之法」，這三項就是佛心
所護藏的法，合起來就是《法華經》的大法，無不都是佛的
法身，無不都是解脫德，在這部經裡面，無不都是含藏大智
慧，這是《法華經》的內含，它的道理，這就是「佛三祕要
之法」。「為如來所安住」，這是如來所安住的地方。

• 薰法香心得札記(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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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四信為念力，四弘為願力，大智為善根力；

• 謂志能率氣，願能引志，發真淨大法宏誓。

•

• 一信根，眾行之源，信樂真如之法。

• 二信佛，信樂佛之大功德。

• 三信法，信樂法之大利益。

• 四信僧，信樂僧之大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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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轉大法輪處」，微小的工作，教他們如何做，裡面
的大道理，要教他們洗碗，要教他們做環保、教他們曬菜乾，
這是大法輪，也要用一些智慧，不傷到他們的自尊，說這些
人來自哪裡哪裡，他們的職業是什麼什麼，讓他們了解，這
些人不是吃飽沒事做，這些人都是自動自發，因為那個愛心
來的，讓他們感受到愛，才會發起感恩心。

• 「微小的工作，教他們如何做，裡面的大道理，要教他們洗
碗，要教他們做環保、教他們曬菜乾，這是大法輪」，因為，
這是妙法，如果沒有教他們做這些，就不是妙法，就不是大
法輪。因為，救濟他們之後，要為他們說法，要讓他們獨立、
有貢獻、有自尊，就要帶他們做，教完後，會是一個善的循
環。這就符合大法輪的定義，不是看事情大小。是看該不該
做，做對的事，做了會啟動善的循環。

• 薰法香心得札記(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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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佛者，每天在讀經、聽經，無不都是要去
了解，了解治病的方法，就如藥師，要知道
藥性，自己有病知道藥性，我們就知道要對
症下藥，要發心要入人群，我們更需要了解
藥性，了解藥性，才有辦法治眾生的心病，
所以我們一定要「盡知法藥應病治」。

• 薰法香心得札記(二○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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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口渴 → 法水 清水
種子 乾涸 → 法水 雨水
心 生病 → 法水 藥水
身 生重病 → 法髓 骨髓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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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法

憶持

說法

盡知

應用

無求



經文：「藥王！譬如有
人渴乏須水，於彼高原
穿鑿求之，猶見乾土，

知水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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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譬喻
有人 喻發大心者

渴乏須水 喻未得法性功德之水，即未得無上菩提。
高原 喻佛法中之一乘境。

穿鑿求之
高原穿水，不善求水。喻不聞是經，不善行
菩薩道。

乾土
乾土喻於方便漸教、乾慧之地，乾有其慧，
未得理水，初心菩薩遊於理外，云如見乾土。

知水尚遠
穿鑿猶見乾土，喻仍滯二乘雖有智慧，未得
定水，故云乾慧。又如事觀，未得理水，亦
名乾慧。



佛法如何用如何傳？

• 有一位高級主管，他很用心要來投入慈濟志
業，他就一直思考，抱負著滿滿的理想目標
來了。經過了一段時間，他就來精舍，這樣
對上人說：「我也很用心，在瞭解所有的人
文，參加環境（活動），所以很用心也很努
力。卻還是覺得和外面的環境很不一樣，有
一點不知道要如何領導人，能夠與人群合而
為一，好像有一點無奈。」上人就用以下這
個故事與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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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嚴法師說故事】 下山上山
• 有一個叢林，老和尚管教年少的沙彌，其中一位12歲小沙彌，老和尚就告訴

他，每天你要下山，越過兩座山，去買米買油。每天一早，小沙彌就歡喜下
山，中午以前，就將需要採購的東西，很重，擔回來了。將近十年，來來回
回，也已經是三千多回了。有一日同樣中午回來了，老和尚在山門看到他，
對他說：「來 你將東西放好，我們去山門外。」一前一後坐著，看到太陽慢
慢西斜了，聽到一群嘻笑聲，年輕比丘談笑， 看到和尚趕緊安靜下來。和尚
就問他們說：「你們到現在已經黃昏了，你們到底下山去，所採購的東西
呢？」每一個人輕輕鬆鬆地拿起手中的東西，我們已經買回來了。你們買這
些東西，路很好走，市集沒有多遠，為什麼你們近十年來，都是一大早出門，
黃昏才回來呢？」回答就說，我們要買的東西，較小、較輕，就邊走邊休息，
邊看周圍的境界，遊山觀水。

• 和尚回過頭問，那你呢？每天擔著油米回來，你為什麼能在中午以前回來呢？
每天一早要下山時，抱著那一分輕鬆、感恩的心。上山時，雖然肩膀擔著很
重的東西。不過，歡喜達成任務，心很輕安。所以，下山感恩、上山輕安。
老和尚就說：「你們是同年齡，你看他挑著重擔，那麼輕安。你們拿著輕輕
的東西爬山 還喊累，一天的時間，你們有得到什麼嗎？大家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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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啟發
• 那位新來的主管聽了之後，他說對啊！有責任應該要抱

著感恩心，達成責任，自然就會輕安。

• 上人就說：「原來你也有學佛，他就談起了他學佛的過
程。環境當然不同，理想中的目標，應該再稍微方向調
整一下。記住學佛的心，以佛心為己心。佛心是關懷眾
生的心， 所以我們必須要用很耐心，要很縝密地思考佛
法的意義，應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事事物
物，沒有每天千篇一律，每天都在變化，但是法永遠不
變。 所以我們用不變的法，要面對千變萬化的人間事。
我們必定要用很縝密的思考，看看什麼人，什麼因緣，
有什麼樣的故事經過，好用來譬喻，這全都是一種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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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求佛果必得其方則易，

此經是修行成佛之要道，

眾生具足煩惱喻為高原，

求水者譬如修菩薩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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煖法

我們修行要用功，煖法就是要這樣，一直加緊用功，自然就得到煖
法了。得到煖法，就是身體已經有煖氣了，接下來就是，我們的血
脈都通了。

頂法
就是法在這內凡小乘，已經得到已經最頂上的法，就是於二乘法最
頂法。

忍法

忍法；這個忍法，是我們修行者要有的，修行者若 不忍，不論你
修什麼法，遇到外面的境界一來，忍不過，很快就退失道心，所以
需要忍法。在二乘中的內凡，在這佛法中的凡…， 還是在凡夫地的
人，還是要有忍。

世第
一法

「世第一法」， 那就是有漏智最極頂。我們世間有智慧的人，但
是，是有漏，不是無漏法，就是還帶著煩惱的智慧。就像剛才說的，
在高原鑿井，譬喻帶著煩惱修行的人，這叫做有漏智，也叫 做
「乾慧」，這還是在凡夫。雖然已經得到 世第一法了，但是還未
得到法的精髓，所以這叫做「世第一法」，就是世俗法中的第一。



施功不已，轉見濕土遂漸至泥。
其心決定，知水必近。菩薩亦
復如是，若未聞未解未能修習
是法華經者，當知是人去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尚遠。若得聞
解思惟修習，必知得近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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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慧

• 聞思修
• 聞慧是聽聞佛法能生智慧；
• 思慧是思惟佛理能生智慧；
• 修慧是勤修禪定能生智慧。
• 聞法、思理、修定。一般人會聞法，但還要進

一步思理，對於法才能解悟，才能入心。修禪
定，為什麼是禪定，六度的最後一度是智慧(般
若)，倒數第二就是禪定，排在智慧前面，因為
禪定修到位了，智慧才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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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微玄妙深遠，廣無邊涯，

謂此實相，諸佛安隱之鄉，

無人能到，唯佛今為開示，

菩薩一真實法，入如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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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則是荷負諸佛如來大重擔者」。很大的擔子擔在
身上（上人哽咽難語…），很辛苦呢！

• 在背負重曰荷，在肩曰擔，此經是如來全身，故讀誦是
經者，則為如來背之所荷。

• （上人哽咽難語…）肩之所擔，奈何眾生常在如來肩背
而不知。

• 上人哽咽難語，必有因緣，當慎思這一段開示。想想自
己，真的如上人講的，奈何眾生常在如來肩背而不知。
這叫上人怎麼能不哽咽呢？

• 要讓上人不哽咽，只有將上人的話聽進去，自己勇敢的
荷擔如來家業，大家一起扛，一起荷擔如來家業，上人
的擔子就不會那麼重了。

• 薰法香心得札記(二○一六年七月五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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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眾(綜合整理，僅供參考)
• （一）發起眾，發起講經的人，可能是一人或多人。有時是佛

陀或說法者自己發起，有時是弟子當發起眾。

• （二）當機眾，對於佛所說的道理已經明白或還不很明白，但
很懂得藉機問問題，尤其當自己或別人有不明之處，代表發問，
令大家都明白。如金剛經的須菩提、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的舍利
弗，都可以說是當機眾。又如法華經的舍利弗。

• （三）影響眾，本來已明白道理，道德和學問甚至比講者還好，
但作為一種擁護、支持及影響，影響其他人來參與。如法華經
的文殊菩薩、彌勒菩薩先來當這道場的影響眾，說過去，先讓
現在的人心理了解，這部經是延續過去諸佛菩薩的心懷來。

• （四）結緣眾，初時來聽，不能明白，但可以種下善根，或許
過些時日，再來聽講，自然得到明白。有來到法會聽法，不是
前三種，都可歸為結緣眾。

65



• 在<法師品>中，佛陀這麼說，「我遣化人集眾（我於餘國遣化
人，為其集聽法眾）」。

• 全段經文：「藥王！我於餘國，遣化人為其集聽法眾，亦遣化
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聽其說法。」

• 我平常有持經，每次唸誦到這一句的時候，總有一點小疑惑，
餘國是異國，佛陀他要如何做到？他為什要這樣做？

• 透過上人的開示，還有例子。我們人醫會，集合500多人在菲律
賓獨魯萬市那個地方，做一個很大型的義診，三天共嘉惠5000
多人。(人間菩提20160810)，今天我有看昨天的人間菩提，有
完整簡要的報導，有畫面，只能說一個「妙」字。

• 因此，我的疑惑就解開了，讚。

• 最重要的就是在「集」，要集，法要不斷傳，傳就是要集中很
多人來了解這部圓教妙法的經典，這是佛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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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軌弘經的縮版

• 慈悲生一切善，柔和遮一切惡，法空寂一切相。

• 這個偈是三軌弘經的縮版，也點出三軌弘經的法益。

• 「時有菩薩名曰妙光，有八百弟子。是時日月燈明佛從三昧起，
因妙光菩薩說大乘經，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
念。」《靜思妙蓮華序品》P.695 

• 「妙光，妙智之光，謂以根本無分別智證於實相，而發生智慧
之光，以德列名也。」—《法華經教釋》(太虛大師著)

• 昨天(8/15)晚上，我剛好導讀到法華經序品的這一段話。要講
妙光菩薩的妙智之光，當看完上人開示，我用比較淺顯的方式
說明，如何才能得妙智之光，我提出三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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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

• 修清淨心

• 修心量廣大

• 修德(修慈悲)

• 今天發現，這三點就是三軌弘經。

• 修德(修慈悲)，慈悲生一切善

• 修心量廣大，柔和遮一切惡

• 修清淨心，法空寂一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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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將經中的法要落實在生活

• 尤其是末世，這部經，對末世，這個末法的
世間，濁惡的這個時代，我們要勸人人都要
弘經，弘揚這部經的教法。不是叫大家都去
講經，是經的法要落實在生活，就需要有人
去弘法。

• 上人一再強調弘經不是叫人人去講經，而是
要將經中的法要落實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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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學僧想去取經

• 過去有這樣一位學僧，他想去取經，玄奘法師能吃盡那麼多的苦，願意到印
度取經。回來了，帶著經法回來，受到全國，君，就是皇帝，或者是老百姓，
人人的尊重，將佛法這樣譯在中國，讓大家接受佛法。他覺得很羨慕，他也
很想，願意向西方，學古人的芳蹤，到西方去，去探討西方，就是印度的佛
法是長得午麼樣。就向師父請假，表達他下定決心想要往西方取經。師父也
同意他：「好啊！你準備何時前往？」他就說：「我打算再一星期後，七天
後，我想就能啟程。」「你既然要去西方取經，為什麼還要再等一星期後
呢？」就說：「我想要準備，準備一些東西。」「你要準備什麼？」他就說：
「這裡到西方很遠，路不知要走多遠？所以我應該要去請編草鞋的師傅，為
我準備一些草鞋，我來準備幾雙草鞋，預備走路時，鞋穿破了能夠替換。」
師父就說：「這樣要等七天，去訂做，不如，很多信徒都佷發心，來，我替
你呼籲一下，讓信徒發心，叫人布施給你。」「若能這樣也很好，師父，感
恩啊！」師父真的就宣佈：「有這樣發心的人，發願到西方取經，需要草
鞋。」大家聽了，歡喜，踴躍送草鞋來，有人送一雙，有人送二雙，踴躍送
來，草鞋已經囤積了整個牆角，這麼多。「這麼多，夠了，夠了，不要再送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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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有一位居士就拿著一把雨傘來了，「我聽師父說，你要去
西方取經，了不起啊！我覺得，下雨、出太陽，你在走遠路不方便，
我帶了一把雨傘來送你，能遮風，也能遮太陽。」「感恩啊！」雨
傘收下來。「很感恩，師父替我想得這麼周到。」過了一下，又有
人送雨傘過來，同樣還是要祝他此行平安，能遮風遮雨。又來了，
再來了，送雨傘的人很多，一大堆的雨傘都送到寮房裡，寮房裡有
很多雨傘、草鞋，「我到底要帶多少？無法全都帶，我到底要帶多
少？」師父就來了，「你一切都準備好了嗎？」「該有的全都有
了。」「還有缺什麼嗎？」「沒有了！沒有了！草鞋已經有這麼多，
還有雨傘。」「是啊！怕你日曬雨淋，所以大家都很熱心。」「是
啊！」師父就又跟他說：「看你這些東西，雖然準備的很充足，但
是，你要走這麼遠的路，到底要多久才能到呢？這趟路，可能要經
過沙漠，也要經過溪海。溪河一定要經過，我不如來呼籲大家送一
艘船給你。」聽到了，這位學僧就趕緊向師父說：「不用！不用！
我光這些東西，就已經不知要怎麼帶了，師父啊，不要再給我一艘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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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說：「不能沒有，過溪與河，你沒有船要怎麼過？」學僧聽
到師父這樣說，他清楚明白了，趕緊跪下來向師父磕頭、頂禮，
「師父，我一切都明白了，法，一切法，古人西方取經，尤其是
玄奘法師，鳩摩羅什法師從西方而來，玄奘法師從東方而去，不
論是從東方去取經回來，或從西方用心帶法而來，他們都已經將
這經典翻譯了。我出家這麼多年，內心還是空空的，空過時日，
就近能有經、有法能讓我聽，可讓我修，有這麼好的道場，這樣
我不懂得要珍惜，我還想，想去遙遠遙遠的地方，到底這一趟路
去要多遠？人生無常，這麼多人西方取經，去的人有這麼多，回
來的人有幾個人呢？我也想要去，但是，想要的東西，還要準備
這麼多讓我有掛礙的東西，這樣要去取經，到底這麼多的掛礙，
能夠多久到達？這些掛礙；再者是不是能平安在那地方，將充足
的法取回來呢？師父，我已經了解了，我會安住心來，好好受教，
我會好好地，法，我要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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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的啟發與學習

• 1. 珍惜身邊的法，不要捨近求遠。

• 2. 了解人生無常，要把握當下。

• 3. 要有信心毅力勇氣，不要有太多罣礙。

• 4. 安住自己的心，好好受教，多用心。

• 感覺很多人都像那一位學僧，我則要向那位
師父，向上人，向佛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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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樂說法 分別無罣礙
諸佛護念故 能令大眾喜
若親近法師 速得菩薩道
隨順是師學 得見恒沙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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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蓮華經
法師品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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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世尊。因藥王菩薩。告八萬大士。藥王。
汝見是大眾中無量諸天龍王夜叉乾闥婆阿修羅
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與非人。及比丘比丘
尼。優婆塞優婆夷。求聲聞者。求辟支佛者。
求佛道者。如是等類咸於佛前。聞妙法華經一
偈一句。乃至一念隨喜者。我皆與授記。當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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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藥王。又如來滅度之後。若有人聞妙法華
經乃至一偈一句一念隨喜者。我亦與授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記。若復有人。受持讀誦解說書
寫妙法華經乃至一偈。於此經卷敬視如佛。種
種供養華香瓔珞末香塗香燒香繒蓋幢幡衣服伎
樂。乃至合掌恭敬。藥王當知。是諸人等。已
曾供養十萬億佛。於諸佛所成就大願。愍眾生
故生此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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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王。若有人問何等眾生於未來世當得作佛。
應示是諸人等於未來世必得作佛。何以故。若
善男子善女人。於法華經乃至一句。受持讀誦
解說書寫。種種供養經卷。華香瓔珞末香塗香
燒香繒蓋幢幡衣服伎樂。合掌恭敬。是人一切
世間所應瞻奉。應以如來供養而供養之。當知
此人是大菩薩。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哀
愍眾生願生此間。廣演分別妙法華經。何況盡
能受持種種供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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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王當知。是人自捨清淨業報。於我滅度後。
愍眾生故。生於惡世廣演此經。若是善男子善
女人。我滅度後。能竊為一人說法華經乃至一
句。當知是人。則如來使如來所遣行如來事。
何況於大眾中廣為人說。藥王。若有惡人以不
善心。於一劫中現於佛前。常毀罵佛其罪尚輕。
若人以一惡言。毀呰在家出家讀誦法華經者。
其罪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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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王。其有讀誦法華經者。當知是人。以佛莊
嚴而自莊嚴。則為如來肩所荷擔。其所至方應
隨向禮。一心合掌恭敬供養尊重讚歎。華香瓔
珞末香塗香燒香繒蓋幢幡衣服餚饌。作諸伎樂。
人中上供而供養之。應持天寶而以散之。天上
寶聚應以奉獻。所以者何。是人歡喜說法。須
臾聞之。即得究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爾
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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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住佛道 成就自然智
常當勤供養 受持法華者
其有欲疾得 一切種智慧
當受持是經 并供養持者
若有能受持 妙法華經者
當知佛所使 愍念諸眾生
諸有能受持 妙法華經者
捨於清淨土 愍眾故生此
當知如是人 自在所欲生
能於此惡世 廣說無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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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天華香 及天寶衣服
天上妙寶聚 供養說法者
吾滅後惡世 能持是經者
當合掌禮敬 如供養世尊
上饌眾甘美 及種種衣服
供養是佛子 冀得須臾聞
若能於後世 受持是經者
我遣在人中 行於如來事
若於一劫中 常懷不善心
作色而罵佛 獲無量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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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讀誦持 是法華經者
須臾加惡言 其罪復過彼
有人求佛道 而於一劫中
合掌在我前 以無數偈讚
由是讚佛故 得無量功德
歎美持經者 其福復過彼
於八十億劫 以最妙色聲
及與香味觸 供養持經者
如是供養已 若得須臾聞
則應自欣慶 我今獲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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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王今告汝 我所說諸經
而於此經中 法華最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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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佛復告藥王菩薩摩訶薩。我所說經典無量千
萬億。已說今說當說。而於其中。此法華經最為
難信難解。藥王。此經是諸佛祕要之藏。不可分
布妄授與人。諸佛世尊之所守護。從昔已來未曾
顯說。而此經者。如來現在猶多怨嫉。況滅度後。
藥王當知。如來滅後。其能書持讀誦供養為他人
說者。如來則為以衣覆之。又為他方現在諸佛之
所護念。是人有大信力及志願力諸善根力。當知
是人與如來共宿。則為如來手摩其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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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王。在在處處。若說若讀若誦若書。
若經卷所住處。皆應起七寶塔極令高廣
嚴飾。不須復安舍利。所以者何。此中
已有如來全身。此塔應以一切華香瓔珞
繒蓋幢幡伎樂歌頌。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若有人得見此塔禮拜供養。當知是等皆
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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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王。多有人在家出家行菩薩道。若不
能得見聞讀誦書持供養是法華經者。當
知是人未善行菩薩道。若有得聞是經典
者。乃能善行菩薩之道。其有眾生求佛
道者。若見若聞是法華經。聞已信解受
持者。當知是人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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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王。譬如有人渴乏須水。於彼高原穿鑿求之。
猶見乾土知水尚遠。施功不已轉見濕土遂漸至泥。
其心決定知水必近。菩薩亦復如是。若未聞未解
未能修習是法華經者。當知是人去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尚遠。若得聞解思惟修習。必知得近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者何。一切菩薩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皆屬此經。此經開方便門示真實相。
是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今佛教化成就
菩薩。而為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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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王。若有菩薩。聞是法華經驚疑怖畏。當知是
為新發意菩薩。若聲聞人。聞是經驚疑怖畏。當
知是為增上慢者。藥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如
來滅後。欲為四眾說是法華經者。云何應說。是
善男子善女人。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
爾乃應為四眾廣說斯經。如來室者。一切眾生中
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
者。一切法空是。安住是中。然後以不懈怠心。
為諸菩薩及四眾廣說是法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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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王。我於餘國遣化人為其集聽法眾。亦遣
化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聽其說法。是諸
化人。聞法信受隨順不逆。若說法者在空閑
處。我時廣遣天龍鬼神乾闥婆阿修羅等聽其
說法。我雖在異國。時時令說法者得見我身。
若於此經忘失句逗。我還為說令得具足。爾
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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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捨諸懈怠 應當聽此經
是經難得聞 信受者亦難
如人渴須水 穿鑿於高原
猶見乾燥土 知去水尚遠
漸見濕土泥 決定知近水
藥王汝當知 如是諸人等
不聞法華經 去佛智甚遠
若聞是深經 決了聲聞法
是諸經之王 聞已諦思惟
當知此人等 近於佛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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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人說此經 應入如來室
著於如來衣 而坐如來座
處眾無所畏 廣為分別說
大慈悲為室 柔和忍辱衣
諸法空為座 處此為說法
若說此經時 有人惡口罵
加刀杖瓦石 念佛故應忍
我千萬億土 現淨堅固身
於無量億劫 為眾生說法
若我滅度後 能說此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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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遣化四眾 比丘比丘尼
及清信士女 供養於法師
引導諸眾生 集之令聽法
若人欲加惡 刀杖及瓦石
則遣變化人 為之作衛護
若說法之人 獨在空閑處
寂寞無人聲 讀誦此經典
我爾時為現 清淨光明身
若忘失章句 為說令通利
若人具是德 或為四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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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處讀誦經 皆得見我身
若人在空閑 我遣天龍王
夜叉鬼神等 為作聽法眾
是人樂說法 分別無罣礙
諸佛護念故 能令大眾喜
若親近法師 速得菩薩道
隨順是師學 得見恒沙佛



結語—學習與行動

• 勇於承擔、負責，願做一個法師

• 學習上人，做一個受人尊敬的法師

• 學習藥王菩薩，對治現代社會眾生病

• 三軌弘經，大慈悲為室，柔和忍辱衣，諸法空為座

• 弘經不是叫人人去講經，而是要將經中的法要落實在生活

• 珍惜身邊的法，不要捨近求遠

• 了解人生無常，要把握當下

• 要有信心毅力勇氣，不要有太多罣礙

• 安住自己的心，好好受教，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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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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行動計劃(修行基礎功課檢核表)
1. ____每次讀書會之前讀誦當天導讀經文一品

2. ____每次讀書會結束後，複習當天讀書會內容

3. ____每次讀書會結束，對相關內容加以省思與實踐應用

4. ____每天持經做定課，早課或晚課(持誦大乘經典)

5. ____每天禮佛30拜以上，持續不間斷(或禮拜法華經序)

6. ____每天聽上人開示，人間菩提或靜思晨語等

7. ____每天做環保，愛護環境，愛護地球

8. ____每天做慈濟事，不曾間斷(四大八法/人間菩薩招生)

9. ____每天祈禱誠心祈願淨化人心、祥和社會、天下無災

10. ____每天靜思，自我反省，自我懺悔

11. ____每天感恩，感恩三寶，感恩幫助我的人，感恩眾生

12. ____每天晨鐘起，薰法香，長時、無間、無餘、恭敬修

13. ____每天見人說慈濟，或是隨喜分享法(網路或面對面)

14. ____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