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乘妙法蓮華經》

譬喻品第三



‧「三周說法」─法說、譬喻說、因緣說

前一《方便品》屬「法說」專利上根─舍利弗尊
者，但仍有中、下根器之人尚未對「一佛乘」起
信解心，故以「譬喻說」此品使其明瞭。

中根器代表：大迦葉等四人

譬─譬如
喻─曉喻(告知、說明)
譬以他事，使易曉喻也。

釋品名



經文：「我昔從佛聞如是法，見諸菩薩授記作佛
，而我等不與斯事，甚自感傷、失於如來無量知
見…『我等同入法性，云何如來以小乘法而見濟
度？』是我等咎，非世尊也。 」

‧「同入法性」
我與菩薩同樣體會法性空之智慧，
但人家發獎品 怎麼沒有我的份…？

妙法蓮華經 譬喻品第三



‧其實舍利弗不是沒有聽過大乘經，《般若經》
、《方等經》都聽得很熟，還能講述；須菩提尊
者在《般若經》中大講般若波羅
蜜多，但他不覺得這法跟他有關
、他已證四果羅漢，也沒有要修
大乘法。

「因為沒有要承擔，
所以無法得到法門的利益」

妙法蓮華經 譬喻品第三



經文：「若國邑聚落，有大長者、其年衰邁，財
富無量，多有田宅、及諸僮僕。其家廣大，唯有
一門」

‧「三千大千世界」
國─國家、
邑─城鎮、
聚落─村落，
喻大千、中千、小千世界，
為佛與眾生共處於此器世間。

火宅喻



經文：「若國邑聚落，有大長者、其年衰邁，財
富無量，多有田宅、及諸僮僕。其家廣大，唯有
一門」

在此宅中之奴僕，喻眾生心內之一切無明煩惱，
亦喻佛果所成就之功德，故惟佛(智)能轉一切煩
惱為功德；如家主清明，奸狡之奴亦聽調御。但
眾生為無明所驅使，本心喪失，如僕強主弱，田
宅悉被侵佔，所有僮僕皆賊人也。

「轉識成智」 or 「轉智成識」？

火宅喻



經文：「若國邑聚落，有大長者、其年衰邁，財
富無量，多有田宅、及諸僮僕。其家廣大，唯有
一門」

能出入者為門，此家惟有一門，
喻即唯一大乘之門。

‧唯有圓滿佛果一門，
別無他法！

火宅喻



經文：「多諸人眾，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
止住其中。」

‧一百至五百乃喻五趣眾生，佛與眾生同具此如
來藏識，明佛與眾生原在一家。若眾生不為無明
煩惱所覆障，則同一清淨真性，同一
為佛，何有眾生之相可得？

「一切諸佛，共一法身；
一切眾生，共一阿賴耶識。」

火宅喻



經文：「堂閣朽故，牆壁隤落，柱根腐敗，梁棟
傾危，周匝俱時、欻然火起，焚燒舍宅。」

故佛與眾生非可言異，但因眾生無明妄動，各末
那識(七)執著阿賴耶識(八)以為自己，故造作此
有情世間、再有三界，而五趣眾生之差別相亦由
是顯現；故佛與眾生，即非可言一。

‧「因為有『我』而有差別相」
造成人我對立、紛爭，進而成就三界火宅
有人做慈濟滿心歡喜；有人滿心煩惱…？

火宅喻



經文：「長者諸子，若十、二十、或至三十、在
此宅中。」

‧五趣乃芸芸眾生，唯此三十為佛子；「若十」
指大乘菩薩，「二十」指獨覺、「三十」指聲聞
。此諸人眾同居是宅，喻三乘人悉依此根本識而
住。然此識若不為末那識(七)所覆障，即不名為
阿賴耶識(八)而名為庵摩羅識(九)，喻不名火宅
而名為安宅。

火宅喻



經文：「長者見是大火從四面起，即大驚怖，而
作是念：我雖能於此所燒之門、安隱得出。」

‧此釋見苦悲生；謂長者見火焚宅，自固安然出
於火門，而見諸子著於戲樂，不知遠離，致遭火
逼之苦，心起大悲也。

眾生貪著於諸世樂，
沒在苦中卻以苦為樂…

火宅喻



‧「來不及」
長者本無驚怖；就「相」而言，
生在火宅，佛在安宅，何有驚怖？

從「根本識」來說，生佛同以此識
為體，故佛亦眾生，即同在此火宅
煩惱之中；然佛究不為煩惱之火所
灼，更何驚怖之有？實長者乃為諸
子而驚怖，此長者之大悲也。

火宅喻



‧「來不及」
到底是誰來不及了？

病相、苦相乃佛陀、上人大悲
之方便示現，不用替他們擔心，
而是為自己的慧命警策。

因為「愛上人」而做慈濟、修行？

火宅喻



經文：「而諸子等，於火宅內、樂著嬉戲，不覺
不知，不驚不怖，火來逼身，苦痛切己，心不厭
患，無求出意。」

「學佛是為了成佛」 那，成佛要做什麼？
1.究竟的「離苦」
2.救拔無量眾生

火宅喻



印順導師：「曾種聲聞、緣覺、菩薩善根的眾生
還在生死之中。雖已種善根，但不肯修行求解脫
，煩惱來了，擋不住還是造業，還是墮落。」

‧《大智度論》卷十二：「舍利弗挖眼布施」
Q：譬如渡河未到而還，名為不到彼岸
如舍利弗於六十劫中行菩薩道…

火宅喻



P.257上人手札：
「不忍眾生苦，得自在安穩樂；
不為四顛倒暴風所動，名穩；
諸善念增長，眾生解苦得樂；
三乘受法子，覺有情分佛憂。」

「佛之四德」&「凡夫四倒」
無常執常─世間生滅現象皆無常
無樂執樂─執著於世樂
無我執我─一切苦皆從「我」來
無淨執淨─觀身不淨

火宅喻



P.257上人手札：
「諸善念增長，眾生解苦得樂；
三乘受法子，覺有情分佛憂。」

‧「福慧從眾生中得」
「化城喻」P.352從別人的無明中了解到「原來
是這樣啊！」再用方法解除對
方的煩惱，若能解別人的煩惱
，自己也可以增長慧命。

火宅喻



P.257上人手札：
「諸善念增長，眾生解苦得樂；
三乘受法子，覺有情分佛憂。」

‧「懂得一句佛法，就要分享一句佛法」
聲聞、緣覺、菩薩已可稱「佛子」，要繼承佛陀
的無量珍寶、承擔家業；佛法能夠究竟的讓眾生
離苦得樂，既然我們受法，就要讓更多人一起得
利！

一、不懂 不要多講 二、懂了 不要害怕

火宅喻



《無量義經 德行品第一》：
「爾乃洪注無上大乘，潤漬眾生諸有善根，
布善種子，遍功德田，普令一切，發菩提萌。」

「靜思閱讀書軒」的小點滴

《三十七道品 四正勤》：
「未生善令得生
已生善令增長
未生惡令不生
已生惡令永斷」

火宅喻



P.271上人手札：
「器物世間火起是果，天災人禍心造是因，
以眾生身心行顛倒，觸受愛樂苦非無因。」

‧凡夫只會計較被火燒、受苦果，
從來不去思維「為什麼被燒」？

愛因斯坦：
「全天下最愚蠢的事就是，
每天不斷地重複做相同的事，
卻期待有一天會出現不同的結果。」

火宅喻



P.271上人手札：
「器物世間火起是果，天災人禍心造是因，
以眾生身心行顛倒，觸受愛樂苦非無因。」

「天災來自人禍，人禍來自人心」
P.275佛陀為人人的身心而來教育，我們卻無法
好好接受。眾生因為不受教、見解顛倒，共業越
來越重，大乾坤的四大就不調和，所以譬喻「大
火從四面起」，讓佛陀感到「大驚怖」，非常擔
心。

火宅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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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宅喻



P.271上人手札：
「器物世間火起是果，天災人禍心造是因，
以眾生身心行顛倒，觸受愛樂苦非無因。」

因眾生執於四倒知見，故受十二因緣束縛之苦

以下略講「十二因緣」…

火宅喻



《佛學大辭典》十二因緣：
「說眾生涉三世而輪迴六道之次第緣起也。」

一、無明：過去世無始之煩惱。
上人：「沒有明白」

二、行：依過去煩惱而作之善惡行業。
一股拉不住、無法抑制的力量；
有時候生氣就是要”牙”起來，
想壓也壓不住，就是想放任它心狂火燒

火宅喻



三、(業)識：依過去世之業而受現世受胎之一念
。(俗稱為「靈魂」，但非正信佛教用詞。)

四、名色：在胎中身心漸發育之位。
能用世間之「假名字」做代稱。

五、六入：六處即六根，為六根具足將出胎之位
。

六、觸：二三歲間對事物未識別苦樂，但欲觸物
之位。

火宅喻



七、受：六七歲以後漸對事物識別苦樂而感受之
之位。

八、愛：十四五歲以後，生種種強盛愛欲之位。

九、取：成人已後愛欲愈盛馳驅諸境取求所欲之
位。

十、有：有者業也，依愛取之煩惱，作種種之業
，定當來之果之位。

火宅喻



十一、生：即依現在之業於未來受生之位。

十二、老死：於來世老死之位。

‧「無量義經講述」P.195
人生是十二因緣的和合；十二種因緣分開，人又
在哪裡？因緣俱足就有我親愛的人，自然就有造
業的機會；十二因緣分開，什麼也都沒有了！

火宅喻



P.279眾生造業，不只是讓人怕而已，是已經到
了很恐怖的程度。人心的力量實在很大，一念惡
起，災難就很大。例如現代世間令人擔心、恐怖
的精神疾病，或是受過特殊訓練，甘願犧牲自己
、破壞社會，思想偏差的恐怖分子…

人的心，愛可以很愛、恨可以
很恨；對自己三業所造作諸惡
行，不覺不知、不驚不怖…

火宅喻



「業果的現前只是早晚罷了」
明明知道是錯，還是”甘願”繼續做下去；吃肉
、抽菸、喝酒、賭博、小三 …等等無量無數的
煩惱、業障、果報循環，最終自受苦報、再來怨
天怨地

「土石流的山產店」

火宅喻



P.284總而言之，善者善的循環，惡者惡的循環
。為善，能夠淨化我們的心，自然與天地宇宙合
而為一，智慧覺海，什麼事情都看得開。要知道
，我們與佛平等，與佛有同等的覺性，
所以不要自作賤為凡夫；

我們應該是富貴如佛，
富有智慧，貴如覺者。

火宅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