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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實不可思議，
非言非念亦而言而念，
順世間投其好樂，
若不隨順，必生誹謗。

世尊甚奇特，
所為希有。

隨順世間若干種性，
以方便知見，
而為說法，
拔出眾生處處貪著。富樓那的領解

我們斷煩惱
的目的就是
要成佛道，
所以我們要
一步一步往
前走。怕不
起步，起步
怕停下來，
不怕走不到
。 菩提道

有 空 真空
妙有



這是富樓那領解
佛所說法，權實
不思議，非言而
言，非念而念，
順世間種性說法



聽了，了解嗎？「權實不可思議」。佛法是權、
是實，「權」就是方便法，「實」就是真實法。
佛陀說法四十多年，到底是說方便教，或者是真
實法呢？不可思議啊！因為眾生需要，因為眾生
根機差别很多。小根小器無法接受真實法，無法
體會大乘法，佛陀的慈悲，不得不設權教方便。
所以權，必定要付出，佛陀就是要這樣施教，將
真實法，為小根器的人設小教方便法。「實」，
那就是大根機、大根器的人，向他說真實法，體
會了，了解了，人生苦啊。苦，了解是來自於過
去的因緣果報。



了解人生的苦難不是我苦而已，很多很多人都是
苦，生生世世無不都是父母兄弟姐妹，他的苦、
我的苦。我們在《父母恩重難報經》，看到這一
大堆白骨，佛陀為什麼在那裡膜拜呢？佛陀就開
始向阿難說：「這些白骨頭，是與我累生累世以
來互為父母啊！」這就是表示人與人之間，既然
世間是苦，人人都苦，累生世在都是在苦難中，
聽到「苦」、「集」這個道理，不只是為自己，
他就知道應該知道要滅除苦難。要滅除苦難，我
要用功，自己去除煩惱，我還要再讓大家了解道
理，也能去除煩惱，修行於道。



這就是大根機的人，同樣聽到苦、集、滅、道的法，
小根器的人，「苦，我怕，我要獨善其身修行」；大
根器的人聽了，「苦，我知道，苦，不只是我苦，大
家都苦；修行，不只是我一個人修行，要人人共同來
修行，滅除了種種的苦難。所以苦、集、滅，要趕緊
滅除煩惱，人人都來修行」，這就是大乘。若是小乘
就是，我知道苦，知道苦的源頭，我要趕緊滅除煩惱
，我要自己趕緊修行。同一場的聽法，卻是不同的感
受，有的人發心就只是這樣而已，有的人發心是無量
無邊，所以這權實不可思議。同樣這樣的法，不同的
感受。



「非言非念亦而言而念」，其實諸法真理無形無
體，法要從哪裡說起呢？這麼多的法，小根機的
人，你向他說大法，他聽不懂。小法，大根機的
人接受到，就如一實大法一樣，能接受、能體悟
，這是人人本具佛性。人人本來就有真如本性，
你的真如本性平時若有在擦，這個本性大圓鏡智
，這個大圓的鏡自然就是這樣的清淨，稍微擦一
下，它就現出很清淨，境界分明。若是這面鏡子
已經重重疊疊骯髒很多，你就要用很多功夫去擦
。



同樣的道理，我們的真如本性，塵點劫以來我們
若都有在聽法，有在用功，自然我們因緣會合時
一點就通，這道理就是這樣而已。若是「非言」
，真的是非言，法要如何說呢？這麼多法，如何
能對機？道理豈是用聲說的嗎？「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若是
說只是一直聽法，聽法，若不肯去接受，懈怠還
是繼續懈怠，自私還是繼續在自私，無明煩惱繼
續無明煩惱，你經聽多少又有什麼奈何呢？所以
「非言」啊！說再多法也是這樣。



「而言」，但是法若都不說，如何叫做弘法呢？
不知道的人，過去還不曾接受過佛法，因緣還沒
到，這樣的人，佛法要流傳，要綿綿長長流傳下
去，所以佛法一定要說，一定要講。所以本是非
言，卻是為了佛法要流傳，所以不得不說。有的
人要很認真在聽、在接受，接受有用，用在日常
生活中，因為這樣，所以就要說。不是只為了那
些懈怠的人，你不聽，我就不說，不是這樣。所
以，對懈怠的人，有說與沒說差不多，但是對精
進的人就是要說，因為他聽，他能多增加他的智
慧，增加他的常識。這就是要去體會、去了解。



所以「非念而念」，其實，到底法說了這麼多，
有沒有入你的心？要放在哪裡？法你聽了這麼多
，你聽進去了，到底放在哪裡？法要從哪裡拿出
來呢？道理本來就是無形無蹤，不必放在哪裡，
原來本來就有。真如本性，從真如本性起，真如
本性就是佛性。從佛宅中來，人人本來就有一佛
宅，但要放在哪裡呢？有心的人還是歸入佛宅中
，所以「非念而念」，原來道理永存。



聽進去之後，就是在我們身體力行中，從菩提中
來，我們就要身體力行，回歸到佛宅，走入菩提
道，這是我們的心念。心中念念是真諦實法，行
中步步是菩提路，是一乘道，這就是「非念而念
」，還是將無形中的法，成為了用愛鋪路。眾生
人人能夠走過來，這不就是我們要多用功、多用
心嗎？



有了法，我們才能隨順世間，「順世間投其好樂
」。佛陀來人間，塵點劫以來，無不都是順世間
，隨順世間，順著世間投其好樂，眾生他的的興
趣，他到底是興趣什麼法呢？是小乘法？是羊車
嗎？好樂羊車？或者是緣覺，好樂鹿車？是不是
這樣呢？這小乘。但是佛陀還是同樣不厭其煩，
累生世以來隨順眾生，眾生的心地總是需要布善
種子。看你心地的大小，大片的土地就要撒很多
的種子下去，小片的土地，那就是少量的種子。



所以要隨順眾生的好樂，有的人喜歡聽法，有的
人喜歡身體力行，能聽、能行，那就是最好，福
慧雙俱。我們若是沒隨順眾，法，這個法，只是
一直想說大乘法，一直說：「你一定要身體力行
。」他就走不了，你還叫他一直走。



<化城喻品>有一群人就說：「我很累了，路還那
麼遠，我不想走了。過來的險道這麼多，再去還
這麼遠，可能險道還是很多，我很累，我不要走
了。」導師就要循循善誘：「看，化城在近了，
矇矓中看到了，還剩沒多遠，還要再向前走。」
這就是要好好隨順眾生的根機，你若不隨順他，
他起煩惱了，必生誹謗。



煩惱一生起來，要叫他再平靜心來，不是簡單的
事。起了煩惱，事事不暢通，全都塞住了，明明
是法，他也會囤積變成了煩惱，這是眾生的愚迷
啊！佛陀就是要好好引導眾生，也教育我們要好
好發大心、立大願。這一分的心念，希望大家都
能入人群中度眾生，不要生起了那一分誹謗的雜
念。所以佛陀要很小心，說法教育也是要很謹慎
。













「非念而念」，其實若是各人做各的，力量就會
散開。同樣的愛心，力量若不合齊，那就會散開
了。要如何能將這募集的一萬份集中呢？總而言
之，我們學佛就是要學習如何能「隨順世間若干
種性」。學佛的人，這不同樣的性，我們要會合
回來為一佛性。世間有各種不同的因緣的苦難，
因緣會合，果報現前受苦難，菩薩要去苦眾生之
苦，痛眾生之痛。所以這些菩薩他們就會合起來
，去為這些受苦難的人付出，這也是「隨順世間
若干種性」。各人的性不同，各人的因緣果報不
同，所以「以方便知見而為說法」。



佛陀就是要這樣，眾生有很多若干不同的生態，
佛陀就要用種種方便的法在人間說法，「拔出眾
生處處貪著」。眾生的苦，苦自於貪，貪著，所
以造成了這世間苦。你們想，這些逃難中的眾生
，這些人，難民，不就是因他們所住的地方，依
報在那個國家。他的依報在那個國家，眾生共業
凝聚，因緣會合，就有這樣的人，心態一念心起
。在《梁皇懺》裡，領導的人一怒，伏屍萬里。
就是領導人的一念心起惡，那整個國家就會大亂
、戰亂等等，不得安寧，死傷會很多。



眾生也就是在那一念間，各種不同的因緣。在這
種「處處貪著」，眾生就是這樣處處貪著，任何
一個地方，只要是大的貪著，整個國家都亂，國
家亂，死傷就慘重。有的就是較小一點，那就會
影響社會，貪著的心一起，無明一動，社會就亂
。再縮小一點，家庭。這種不同的處所，是大，
大到國際間；中，中在國家社會間；小，小到家
庭，人的心。這就是處處貪著，這就是世間的生
態。所以「隨順世間若干種性」，世間這麼多種
的種性。







舍利弗的過去生是一條毒蛇，咬到了人，
牠也是很堅持牠的意見。牠雖然被逼：「
你若不收回毒液，國王就沒救，你要吸這
個毒液。」「既然咬了，要我再收回來不
可能！」寧願鑽到火堆裡，就不願意吸一
口。蛇有血清，我們現在都說：「被蛇咬
到，你要仔細看那一條蛇是什麼蛇。」因
為這血清就是從蛇本身取得。毒蛇咬人，
什麼蛇咬的，就要用相同蛇的血清來治療
。這是相同的道理。但是舍利弗過去生的
過去生，就是那麼執著，不肯就是不肯。
看，這就是眾生，不同種類的眾生，就是
「拔眾生處處著」。任何一類的眾生都有
他的執著，這是眾生的性，不只是人類，
所有有生命的都有。





所以，「如是著有」，佛陀就「引拔入空」。不要執
著有，其實一切皆空，不要執著有。但是到於空法，
他也會去執著。「如若著空」，一切既然皆空了，我
還要聽什麼法呢？我還要做什麼事呢？這類的人，佛
陀要趕快再「引拔入中」，中道。是「空」中還有「
有」，但是雖然將他從空引入妙有了，卻又著中。他
就這樣著在：我就是守在中道，我就是只要聽法、說
法就好了。但是「眾生苦，你有這個方法，你要伸手
去救他，要靠近眾生。」但是他就是只執著，就是停
滯在這裡。若是這樣的人，佛就要「引拔入於佛慧」
，不要有執著，要入佛的智慧來。







我們能夠知道煩惱要去除，要去除煩惱，就要立
四弘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所以要「入群
和眾，克盡誓願力」。要盡我們的心，我們的身
心力量，眾生無邊誓願度，我不離眾生。「自振
作，自拔無邊煩惱」，「佛道無上誓願成」，要
斷煩惱成佛道，要很堅持。這就是我們修行既發
弘誓願，要度眾生，我們就要斷煩惱。我們斷煩
惱的目的就是要成佛道，所以我們要一步一步往
前走。怕不起步，起步怕停下來，不怕走不到。
所以大家聽法真的要精進，不是只有聽，我們要
走在菩提道上。所以要時時多用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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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廣邀會眾
一起聽經聞法

感恩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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