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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草喻又稱為雲雨喻，出自《法華
經》第五卷的〈藥草喻品〉，簡單
具體的讓我們知道：佛陀的教法是
一佛乘，但依眾生根機的大小不同，
會得到深淺不同的法益。就像天降
大雨，平等饒益各種不同的花草樹
木一樣：三草二木，一雨普潤，沒
有分別。



上
人
手
札

佛
法
雖
多
不
出
權
實

權
實
之
外
更
無
別
法

諦
理
無
量
無
邊
無
涯

含
意
法
多
信
解
難
量



還沒瞭解的人，就是要用譬喻，譬

者，就是用比喻，什麼叫做長的？

什麼叫做短的？為何會長？為何會

短？用東西來譬(喻)。譬者，就是
比。喻者就是曉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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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此比彼」

因為要說這個法

所以要用這件事來比較

「寄淺訓深」

聽起來好像很淺的法

其實是很深的道理

這麼深的道理 其實是這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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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有智者 以譬喻得解

有智慧的人，從譬喻中能瞭解、能

開悟。用事來譬喻，就能體會道理，

這是根機較利的人。用世間有的東

西來譬喻看不見的道理，都叫做因
緣譬喻，有智慧的人就能瞭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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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覺悟之後，入人群中將覺悟的

真理，化為人間法，人間種種的事

物、道理，用來譬喻佛法，佛法含

藏在譬喻中。所以「佛心化法入群，

皆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辭」來講

解，無不都是「說菩薩法」。



教導眾生行孝不能等、行善也不能等，

除了孝養父母，要再愛天下眾生，這

不就是菩薩法嗎？人倫道理很明顯講

出了種種的因緣果報，也說盡了種種

事物的譬喻，無不都是教菩薩法──

教人人行善、造福的方法，與眾生結

好緣。



經文
如來觀知一切諸法之所歸趣，亦知一切眾生深心所行，通

達無礙；又於諸法究盡明了，示諸眾生一切智慧。迦葉！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山川谿谷土地所生卉木叢林及諸藥草，

種類若干，名色各異。密雲彌布，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一

時等澍，其澤普洽。卉木叢林及諸藥草，小根小莖、小枝

小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大根大莖、大枝大葉，諸樹

大小，隨上中下各有所受，一雲所雨，稱其種性而得生長，

華果敷實。雖一地所生，一雨所潤，而諸草木，各有差別。

迦葉！當知如來亦復如是，出現於世，如大雲起，以大音

聲，普遍世界天、人、阿修羅。如彼大雲遍覆三千大千國土。



一時等澍

澍

來得正是時候的雨水

叫「嘉澍」

雨水滋潤植物

叫「澍濡」



佛德浩瀚 說喻難盡

佛德浩瀚無量竭音說難盡
至無量千億劫亦說不能盡
說佛曠劫施恩修德智慧海
虛空可量風可繫說喻難盡

對於佛陀的教育要起感恩心

因感恩佛德 我們才能虛心受教



世間一切都是苦，迷者在苦中作樂
覺者在苦中說法。一念無明生三細，
境界為緣長六粗。世間的人總是從
粗相的六根眼、耳、鼻、舌、身、
意，對應外面的境界，造作了因與
緣，感受到苦與樂，在人間迷茫造
業，再帶著這個業到來生。P17



佛陀開五乘，五戒、十善、四諦法、
十二因緣、六度，叫做五乘法。

教導眾生行「六度」，希望人人知
道道理，覺悟之後入人群布施，在
布施中守好自己的身心；身不犯戒，
心無煩惱，堅定意志，才經得起五
濁惡世的淬煉，在形形色色的人群
中慧命增長。P18



「娑婆」就是堪忍。在娑婆世界長

久的時間來回，要結很多眾生緣，

因此必須堪得忍耐。這一生要結好

眾生緣，來生讓更多人能聽到法、

接受法，依教奉行。法緣要廣淨，

累世不斷，就是需要「忍辱」。P18



除了布施、持戒、忍辱，還要精進、

不懈怠。而禪定、智慧，是心要專、

意要定，才能夠發揮我們慧命的良能。

一般人的根機還在凡夫地，佛陀為
說五戒、十善；已發心立願出家修
行的人，說三乘法，教導受戒、持

戒，斷煩惱等，最後才施ㄧ乘法。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入人群，

在人群中能得一乘法，乘此大路向

前走，就是菩提大直道，人人與佛

走在同一條大菩提道，這條路的盡

頭就是佛的果位。P22



迦葉尊者 苦行第一

迦葉尊者心志堅定，一心向道，很受

佛陀器重。只向窮人托缽乞食。

貧婆布施，造福升天。

「你已生慚愧心，這就是最莊嚴的袈

裟。你有心想要布施，這才是最富貴

的。」真正報佛恩就是要入人群。



五大之恩 天地之德

每天可以平安生活在天地之間
是什麼讓我們每天能

吃得飽、穿得暖、住得安穩
？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互愛，到底是
什麼因緣？我們用心好好地思惟，
要感恩的確實很多。



地 水 火 風 空
稱為五大

五大的覆蓋之恩
讓我們可以生存在這

浩瀚無窮 無邊際的大空間裡
能夠生活得這麼開闊

要感恩大家能共住在這裡
人人要有共同的感恩心 P31



佛如醫王 善用法藥

三千大千喻萬物眾生世界

山川等喻如四相五陰世間

世界無別法為山川等所成

眾生無別法謂為五陰所成

P59



一地所生，一雨所潤，而諸草木，各有差別

《維摩詰經》佛以一音演說法，眾

生隨類各得解，佛陀以一種語音聲

宣說佛法，然而隨著各類眾生根器

的不同，便得到不同的理解。



薩爾瓦多的仁醫會醫師，萬里送竹
筒：一分情，不分種族、不分國界，
這分愛，菩薩的情，拉得那麼長，
那麼遠的人，也能體會到這個道理，
愛的力量，也是能牽那麼長過來，
這叫做因緣。有愛、心無礙零距離。



法雨普潤 饒益各殊

法雨普潤五眾行者心地

所有習因種子蒙雨受潤

根莖枝葉是喻信戒定慧



「所有習因種子」。若有因緣，不論
大、中、小的習氣，所熏習的善種子，
只要遇到雨水，種子在地底下，有了
雨水滋潤，有土、有水，受到陽光、
周圍的空氣，自然就會成長。就如我
們的善根，不論大小，過去所累積的
因緣，各不相同，所以只要聽到佛法，
這顆種子，善的種子總是會成長。P90



小根小莖小枝小葉

中根中莖中枝中葉

大根大莖大枝大葉

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

樹德務滋 除惡務本



在心地裡，小草的種子長出來之後，
我們就開始將樹種，種下這片心地，
用小草變成它的養分，營養這片心
地，變成大樹。這就是我們要生生
世世，心地要修行者，自己自耕，
看你要播什麼樣的種子，這很重要。

P91



「蒙雨受潤」，根、莖、枝、葉，

譬喻不論修什麼行，就是一定要先

有信，信解；我們要相信、要體解，

「體解大道」，要「發無上心」。

佛陀希望我們，一乘法普被一切眾

生，希望一切眾生能信解受持。



要受持什麼呢？戒、定、慧。若是

有戒在心、在我們的行動中，自然

不會去犯錯，能防非止惡，自然心

會定，心定就增長智慧。所以我們
要用心去體會。



福慧所行 是菩薩道

佛陀權教善戒近趣人天

若作遠緣深敬低頭舉手

若作福慧所行是菩薩道

遠趣寶所六度理事等法



佛陀慈悲，人間施教，開頭就「權教

善戒」，用十善、五戒來教育眾生，

希望人人在人間行善。對一般人，就

跟大家說，持五戒，做人要守倫理道

德，在倫理中，要知道孝順父母、敬

重師長，感眾生恩，為眾生付出與愛，

這就是我們做人的道理。 P121-122



聽法真正要入心信解，修行要把握
時間，不要被種種的困擾來擾動了
我們的心，我們應該要體會佛的覺
觀。當初佛陀說這些法，他是用什
麼心意？他的心、覺性，所體會的
是什麼？我們應該要更深入，體會
佛的心境，他的覺悟，那個觀境界
的智慧。所以應該要很用心。P131



內修善念 外行立德

功者內修善念之功

積功能為善行之德

善有滋潤福利之功

德者得也修功立德

P136



什麼是功德

？

功德到底要如何修

功德是要修我們的內心

內心時時培養善念就是功

眾善奉行



心的善念叫做功，身體力行稱作德，

這就是功德。「德者，得也。」

功德是在修行中得。修的過程用功，
內心用功，心裡有善的功夫，才有
辦法在生活中養成，這就是修心養
性。



心要常常修好，將我們的真如本性
回歸回來，才能發揮純真的智慧，
外面的境界一來，就不會起心動念。

一念瞋心墮入蟒身
阿耆達王的警惕

P139



〈藥草喻品〉讓我們更清楚天地宇宙萬

物，無不都是含藏著道理。佛口轉法輪，

施化眾生，就是佛之所以出現人間的因

緣。佛陀降生人間，修行過程中的堅持、

種種苦難的磨練，心定而靜，覺悟了天

地之間的真諦道理。我們要修行就要調

整心態，好好地身體力行、造福人群，

培養善念才能功德圓滿。P147-148



感恩

祝福

福慧圓滿

早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