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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人生目標，碰到困難時

您會如何做?

1.放棄

2.休息一下再說

3.重新規劃再啟航

4.堅定信心持續前進



不管碰到什麼，再艱鉅、再困難的事情，我
們還是要堅持到底，我都常常對我自己說，
我不要看化城，因為難得人身，難聞佛法，
難行菩薩道上，我絕對是一口氣就要跑到底
，我不需要化城，我要到真實的境界去。

每當提到「化城之喻」， 上人表達自己的
志願，都是要「直奔」，從來不要中途休
息的海市蜃樓。



比丘當知！如來方便，深入眾生之性，
知其志樂小法，深著五欲，為是等故說
於涅槃，是人若聞，則便信受。
譬如五百由旬險難惡道，曠絕無人、怖
畏之處。若有多眾，欲過此道至珍寶處
。有一導師，聰慧明達，善知險道通塞
之相，將導眾人欲過此難。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化城喻》P.158



所將人眾中路懈退，白導師言:「我等
疲極，而復怖畏，不能復進；前路猶遠
，今欲退還。」導師多諸方便而作是念
:「此等可愍，云何捨大珍寶而欲退還
？」作是念已，以方便力，於險道中過
三百由旬，化作一城，告眾人言:「汝
等勿怖，莫得退還。」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化城喻》P.158



「今此大城，可於中止，隨意所作。
若入是城，快得安隱。若能前至寶所
，亦可得去。」是時疲極之眾，心大
歡喜，歎未曾有:「我等今者免斯惡道
，快得安隱。」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化城喻》P.238



娑婆世界的釋迦牟尼佛~宣揚的教法
是「一佛乘」，但娑婆世界的眾生
心性，較為怯弱狹小，所以釋迦世
尊才會先說，小乘的方便法，為了
解釋這份用心，佛陀就舉例說明。

菩提心要20210227 - 法華七喻現代觀 – 化城之喻

化城喻在講什麼？



譬如有一群人要去尋寶，途中經過很多危險
困難，大家又怕又累，很想放棄，領隊的導
師覺得，好不容易走到超過一半的路程了，
這樣打退堂鼓太可惜，於是就變化出一座城
池，讓眾人入內休息，等到人人恢復精神，
才宣布這不是真誠真實的城池，寶藏就在不
遠處，大家應該重新上路。

菩提心要20210227 - 法華七喻現代觀 – 化城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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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如何教育眾生？

為了教育眾生，希望眾生和他
一樣能達到成佛的境界。

《佛遺教經─證嚴上人講述》前言



10

上人如何教育弟子？
以佛心為己心 以師志為己志
內修誠正信實 外行慈悲喜捨
內修清淨心 外行菩薩道
靜思法脈勤行道 慈濟宗門人間路
學佛要成佛
…………



「化城喻」裡，眾生比喻為，自以為有
能力追尋寶藏，但其實缺乏毅力勇氣的
商人們，很容易因為路途遙遠，障礙重
重，而想要放棄。

菩提心要20210227 - 法華七喻現代觀 – 化城之喻



佛菩薩身為領隊的導師，只是聰慧的識途老
馬，知道大家疲憊至極，生懈怠心，就變化
出一座城池，讓眾人進入休憩，等到養足了
精神，再喚起人人重新上路，聲聞、緣覺等
修行者也是如此，自認已經得到涅槃真實快
樂，殊不知這是佛陀了解，大眾沒有成佛的
發心和願力，所以方便應機以小乘法引導，
如今機緣成熟，也該是啟程向前追尋佛道的
時候。 菩提心要20210227 - 法華七喻現代觀 – 化城之喻



菩提心要20210227 - 法華七喻現代觀 – 化城之喻9:15~12:02

慈濟世界的化城喻

慈濟化城 菩提心要20210227 化城之喻9'15~12'02.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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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眾人的導師， 上人也非常清楚，大
家的心量與毅力，必須從眼前短小的目
標開始引導，所以慈濟的最開始，就是
要人人每天存五毛錢，來救濟貧病，如
此這般，這麼微小的善行，真的沒有人
做不到。

菩提心要20210227 - 法華七喻現代觀 – 化城之喻

慈濟世界的化城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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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世界的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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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的志業目標為何？

慈濟志
業目標

慈善國際化 醫療普遍化

教育完全化人文深度化



一座一座的化城建立

要成長人人的慧命

菩提心要20210227 - 法華七喻現代觀 – 化城之喻



將入險道



樂著欲愛 三界無安

法未入心樂著諸有欲愛
輪迴四生五道喻處火宅
其家廣大喻處三界無安
火來逼身不覺無知不怖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化城喻》P.173



法若還未入心，心就執著在樂；一直貪著
欲樂，為所欲為，就不會接受道理，不會
按照規則來生活。
現在社會上有多少夜不歸人?又有多少人
做事做到很晚，白天才睡覺?
這都是日夜作息顛倒。心若能夠在生活規
則中，各人在什麼位置，就守好那個位置，
生活就正常。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化城喻》P.173



生活不正常，心哪有辦法調伏呢?
必定要將法人心，法若人心，作息就規矩；
規矩的作息，心就能夠安住於日常生態中。

最能降伏心的，就是在團體中修行，人與
人之間互相勉勵，彼此有互動的規則，這
樣就沒有機會「樂著諸有欲愛」。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化城喻》P.173~174



佛陀的生活也是與僧團一樣，三衣一缽、
日中一食、樹下一宿。很簡單就能生活，
還有什麼需要去貪著、追求?
有財物就有煩惱，要去除心靈的欲念，就
要將生活回歸規則中；心無欲，就無罣礙，
不會受很多煩惱來誘引。所以心要定、要
靜，唯有先簡化生活，才有辦法身心清淨。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化城喻》P.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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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化城喻》P.177



有塵沙煩惱
道理未很究
竟透徹

色界
(物質)

無色界
(思想)

欲界
(欲望)

《靜思晨語。法譬如水
96 97集 三有(一) (二) 》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
七喻-化城喻》P.180

心靈有貪、瞋
、癡在造惡業

思想中還
有貪著



90年5月獲得中國圍棋會6段證書



88年12月，參加靜思生活營之結業證書



90年9月，納莉颱風重創汐止，內湖作香積



97年6月參訪美國鳳凰城會所



103年5月參訪日本慈濟東京會所



104年8月參與烏來清掃



譬如五百由旬險難惡道，曠絕無
人、怖畏之處。若有多眾，欲過
此道至珍寶處。

經文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化城喻》P.182



一由旬四十公里，五百由旬是多遠的道路?
其實是用這樣來作譬喻。

「一百由旬」譬喻為「欲界」，就是眾生
界，欲界眾生具足貪瞋癡慢疑五毒，所以
也稱作「五濁惡世」。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化城喻》P.183



「二百由旬」離我們比較遠一點，就是
「色界」。色界的眾生知道五欲生死很傷
害人，所以能去除五欲，不過還是在色界
之中，要依靠物質生活。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化城喻》P.183~184

「三百由旬」就是「無色界」，色欲去除
了，也已經開始修行，追求實法。

三百由旬之内的眾生，就是在欲界、色界、
無色界的三界內，也還在五道裡。



「四百由旬」是超出三界外的菩薩，已經
降伏塵沙無明，不只自利，還能利他，但
是還未到佛的境界。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化城喻》P.184~185

「五百由旬」就是菩薩的境界，不受五濁
惡世所染著，離凡夫這種欲界混濁的地方
又更遠了。



「如來」是見思惑、無明惑、塵沙惑，三
惑都完全去盡。
一切無明都掃除，已經證大涅槃，生死自
在，來人間是為度眾生。
他已經處在寶所，到達常寂光的境界;清淨
無染，靜寂清澄，不受一切染著。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化城喻》P.185



「險難惡道」，我們還在凡夫界，還在煩
惱的險道中；有迷惑，心定不下來，道理
分不清，一直受人事物困擾，這種險道就
是惡道。
就如現在還有那麼多難民，還是由不得自
己，前途茫茫，坎坷難走的路，不知道到
底要往哪裡去。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化城喻》P.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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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由旬 三百由旬二百由旬

無色界色界欲界

珍寶處 四百由旬五百由旬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化城喻》P.184~185

自利利他
超出三界菩薩

破除塵沙
煩惱菩薩

如來所有
功德智慧

阿羅漢超越三界



佛光大辭典P.624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化城喻》P.168 250

斷除無明惑
成就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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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要很用心，雖然每天都覺得身與心很
累，但是每天該做的事情就是要做，這是初
發心的使命。「為佛教、為眾生」，沒有一
天不累，但是每一天都要面對芸芸眾生，也
一樣要向前。隨著日子走，生命是減少了，
但能與眾生結善緣、造福業，這就是我們這
一生中應該盡的責任。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化城喻》P.218

發心如初 成佛有餘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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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時意

別義意

眾生樂欲意

佛陀用四種心意，
設方便法，教育
眾生。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
-化城喻》P.231~232



四
種
導
師

通途慈悲導師

結緣導師

權智導師

實智導師

能通達這條路的去來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
化城喻》P.213~215

滅盡一切煩惱，法度入自
心，再度他人。

用種種方便法，讓你可以
走過這段路。

帶你走一生一世，或是一
段人生，但是有一個局限。



導師憐憫眾生造作這麼多業力，五道生死輪
迴，好不容易進到聲聞、緣覺乘，怎麼可以
半途而廢呢?
應該要發大心，投入人群去度眾生，歷練得
心很自在，去來自如，才有辦法抵抗外面的
無明煩惱。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化城喻》P.233

於險道中 化作一城



學佛要用心，時間不會等待我們；若是懈
怠，有怖畏，就會停下來。
幸好有導師不放棄，來指導我們、保護我
們，讓我們知道這條道路要如何走過。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化城喻》P.234

法華鋪路行大道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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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間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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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化城喻》P.248~251



佛陀慈悲，為芸芸眾生說「苦、集、減、
道」等法，直到大家煩惱已除，心已經到
無生無滅的境域，但是不是真的到達了
呢?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化城喻》P.249

阿羅漢已經通過五道，但還未超脫，因
為還有「有餘」的惑。



這位導師不捨，覺得這些人很可憐，寶處
就快要接近了，為什麼要退還呢?
三乘之道，已經走過二乘了，為什麼到了
大乘道要停住、要退還呢?
可憫啊!所以必定要設方便，再次誘引、勉
勵，讓這些人能夠繼續向前走。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化城喻》P.250



佛陀教他們：「要再向前走，走到佛的境
界去。」向前走，就是要再行大乘法。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化城喻》P.251~252

這是佛的心意，教大家不要對利益他人的
大法，生出怖畏的心；不要厭入人群，要
再提起精神，寶處近了。
這就是勸我們，要轉小為大。



佛陀一直告訴我們，修行要先起一念信心
，相信人人本具佛性，相信是一切無明遮
蓋了我們的心，相信撥開無明，我們就能
到達與佛同等的境界。從起點、過程，一
直到終點回歸真如本性，必定要深刻體會
瞭解。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化城喻》P.265

撥開無明 同登佛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