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靜思法髓妙蓮華》

法華七喻火宅喻



‧一首曲目有三個段落：
「經文」、「故事」(譬喻)、「上人手札」。

讀誦「原文」才知道前因後果

‧品書會、經藏演繹的利益：
「自利」─智慧增長
「利他」─流通佛法

不是為了 上人而演繹

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偈頌文：
「尊者舍利聞妙法，斷諸疑悔身安詳。」

‧《法華經》「迹門」的前段(2~9品)主要針對
二乘人而說，舍利弗為聲聞中智慧第
一，故先度上根，再度中、下根器。

三周說法 與 四個順序：
法說、譬喻說、宿世因緣說；
正說、領解、述成、授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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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頌文：
「尊者舍利聞妙法，斷諸疑悔身安詳。」
‧「疑悔」─我們與菩薩同樣從佛聞法，為何佛
陀從不幫我們授記？

《法華經 譬喻品第三》：「我從昔來
，終日竟夜，每自剋責，而今從佛，
聞所未聞未曾有法，斷諸疑悔，身意
泰然，快得安隱。今日乃知真是佛子
，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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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 譬喻品第三》：
「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

‧有人說：「你們慈濟人怎麼自稱菩薩？」
各宗派、經論的說法與定義不同

《菩薩瓔珞本業經》：
十信、十住、十行、
十回向、十地

《大智度論》認為從十住起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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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 序品第一》：
「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

《法華經 方便品第二》：
「為諸眾生類 分別說三乘
少智樂小法 不自信作佛
是故以方便 分別說諸果
雖復說三乘 但為教菩薩」

對於受持《法華經》的行者，當然是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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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頌文：
「佛說尊者未來世，終證如來號華光。」

‧在經文中經過舍利弗的「領解」、佛陀的「述
成」，最後幫弟子「授記」為「華光如來」。

「華」─眾生本心開顯佛之知見，
如華(花)之義

「光」─如來智慧之光

佛有不共的「十力」，唯佛能授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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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頌文：
「四眾弟子聞妙法，深奧難信心迷惘，
世尊見此生悲憫，為說譬喻解疑網。」

‧對上根弟子的「法說」已圓滿，為度中、下根
弟子故說「譬喻說」，
「火宅喻」則為「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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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 譬喻品第三》：
舍利弗：「今於世尊前，聞所未聞，皆墮疑惑。
善哉，世尊！願為四眾說其因緣，令離疑悔。」

佛陀：「今當復以譬喻更明此義，諸有智者以譬
喻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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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頌文(故事)：
「昔有長者財無量，家宅廣大僅一門，
梁棟牆壁皆朽壞，忽見烈火四面焚。

長者驚怖起心念：諸子嬉戲在其間。
不知不覺不驚怖，貪著歡樂不知厭。
火焰逼身災難至，不求出離脫凶險。
長者門外急呼告：汝等速出莫遲延！
諸子不信父所言，奔走遊戲俱歡顏。
慈父憐憫起心念：當為諸子設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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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頌文(故事)：
「長者對子再呼告：種種珍玩列門外。
羊車鹿車與牛車，爾等速出莫徘徊！
痴兒聞言出火宅，安穩離苦得自在。
長者所言非虛妄，憐惜諸子無偏愛，
各賜大白牛寶車，遊於四方皆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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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頌文：
「昔有長者財無量，家宅廣大僅一門」

‧「長者」─世尊
「家宅」─三界器世間
「一門」─廣義說「佛法之門」

精準說「一乘之法門」
大乘 = 菩薩 = 因行
一乘 = 佛 = 果德
唯有成就佛道才是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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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 方便品第二》：
「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諸佛所說一切法，都是同一目標─「開示悟入
眾生，佛之知見」；不論二乘、三乘法，
最終都以成就佛道為目標，然眾生
根器無量，故佛以無量法門施教。

「眾生有病 法藥醫」
佛法的根本意趣─眾生(自他)解脫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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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頌文：
「梁棟牆壁皆朽壞，忽見烈火四面焚。」
「梁棟牆壁」─世間無常的生死苦迫
「烈火四面焚」─內心的種種煩惱

‧《八大人覺經》：「世間無常，國土危脆」
器世間的天災(火宅)實際上要從人心調整(心宅)

「人心淨化，社會祥和，天下無災難」
小故事─「人文推廣擺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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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頌文：
「長者驚怖起心念：諸子嬉戲在其間。
不知不覺不驚怖，貪著歡樂不知厭。」

‧「諸子」─聲聞、緣覺、菩薩；接受佛法、修
學佛法之人才是「長者諸子」。

諸子雖有善根、或發出離心乃至菩提心，但仍各
自樂著(神通)、執著(小法、涅槃)或貪玩(慾樂)

小故事─「希望下輩子再來當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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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頌文：
「火焰逼身災難至，不求出離脫凶險。
長者門外急呼告：汝等速出莫遲延！」

《法華經 譬喻品第三》：「不知何者是火，何
者為舍，云何為失，但東西走戲、視父而已。」

眾生不知五欲(火)為苦本，
不知何者為自性(舍)，
及如何為覆障(失)其本心，
故眾生自取生死輪迴於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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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頌文：
「諸子不信父所言，奔走遊戲俱歡顏。」

於人天善法不信；過著迷茫、造業的人生。

於二乘解脫法不信；布施但有所求，終感得人天
福報。

於菩薩法不信；樂著神通、耽
著涅槃之果，終不得無上佛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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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頌文：
「慈父憐憫起心念：當為諸子設方便。」

‧太虛大師：「佛陀復以大乘因行之門示之，而
眾生未能起信，即無由起行，且初心眾生貪著欲
樂，故先為其說生死怖畏之事，以促其速出火宅
，此即權說、密說大乘。」

「因慈悲眾生受生死苦，故以智慧化種種方便」
願意用方便法是慈悲；
懂得用方便法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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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頌文：
「長者對子再呼告：種種珍玩列門外。
羊車鹿車與牛車，爾等速出莫徘徊！
痴兒聞言出火宅，安穩離苦得自在。」

‧「羊車」─聲聞教法
「鹿車」─緣覺教法
「牛車」─菩薩教法

「對機即是妙法」；因為消除他現生的
苦迫、得到他想要的，所以「得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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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頌文：
「長者所言非虛妄，憐惜諸子無偏愛」

‧「綺語」or「口吐蓮花」
關鍵在於「發心」

四歲半背《大悲咒》
媽媽：「背會了，給你買著色本」

‧佛陀想給眾生最好的「一乘法」，
但因緣不具足只好退而求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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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頌文：
「長者所言非虛妄，憐惜諸子無偏愛」

‧「望果行因」
聲聞─欲速出三界，自求涅槃。
緣覺─求自然慧，樂獨善寂，深知諸法因緣。
菩薩─求一切智、佛智…愍念安樂無量眾生，利
益天人，度脫一切。

‧「會三歸一」
佛沒有偏愛菩薩，現在將過去的方便，合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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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頌文：
「各賜大白牛寶車，遊於四方皆無礙」

「大白牛車」─無上佛果

過去所說的法都是善巧方便(二、三乘、無量教
法)，現在將二乘人的心
「迴向」過來、令發菩提心，
也就同為菩薩，終成就佛果。

「迴」小「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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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手札：
「諸子無知貪歡樂，四面火起不驚怖，
慈父救子急思惟，權巧妙法善呵護。」

‧「悲智雙運，思方拔濟」
眾生的善根、發心要善呵護；然種姓不同，所生
煩惱也不同，故要用種種妙法救拔之。

「對己可以嚴格，對眾生要善巧」
大乘法如水，隨眾生根器方圓變化、
有無數善巧，此為大乘法的優雅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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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手札：
「貪迷起惑造業受，芸芸眾生陷苦海，
菩薩悲智化有情，如牛安忍能運載。」

《佛光大辭典》─「三車四車」
「羊車」喻聲聞之人，修四諦行以求
出離三界，但欲自度，不顧他人，
如羊之奔逸，竟不回顧後群。

「鹿車」略有為他之心，如鹿之馳走
，能回顧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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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手札：
「貪迷起惑造業受，芸芸眾生陷苦海，
菩薩悲智化有情，如牛安忍能運載。」

《佛光大辭典》─三車四車
「牛車」修六度行，但欲度人出於三界，而不欲
自出，如牛之荷負，安忍普運一切。

牛車能擔負的多，主要是「心量」；
迴轉私我的小愛，面向廣闊的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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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手札：
「時間苦短莫耽樂，順行正道智慧開。
把握當下莫空過，須知三界是火宅。」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手札
「茫茫生死 事難知
碌碌終生 何所得
孳孳行善 復何益
逐逐此心 安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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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詰經 佛國品第一》：
「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其土為依報，即眾生之共業所成，
而眾生之業，實依眾生之心而住。
若眾生之心淨，則眾生之共業淨，
共業淨則其依報之國土亦因之而淨。
然淨眾生之心，必依佛法，
故所淨之國土即為佛國土也。

「淨化人心，祥和社會，天下無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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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