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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牟尼佛即是沙彌中排行第十六位者，今佛陀告訴大眾：往昔中，汝等聽過
我說的法，我以方便法門，接引大家修學佛智，到達佛的智慧。由此因緣，我
今宣說《法華經》，令汝等眾生入佛的智慧寶藏，共成正覺。
我們大家信佛學佛，最終目的就是要成佛。在佛經裡面講到成佛不是一生一世，
而是千生萬世、累世累劫，把我們的習氣、煩惱磨盡還不夠，還要有悲心悲願。
一個是屬於感情的部分，一個是理性的部分。所謂理性部分，就是我們的知識。
我們的感情、我們的知識、我們的理性，都是貼上「我、我所」這個標籤，這
種習性必須透過戒定慧種種的方法來消除殆盡。那麼，我們把「我、我所」的
觀念消除盡了，我們說證到涅槃了，就是你生命的問題解決了。也就是證到無
我的境界，生死的問題、煩惱的問題解決了，給他一個名稱叫做涅槃，進入涅
槃了。
我們現在念的〈化城喻品〉，佛陀因為知道眾生的根性就是懈怠懶惰，急於自
己的生死自了，所以就用涅槃來誘導眾生。你急於想解決生命的問題，好，那
你就是證到無我，你就能夠進入到涅槃城。

釋迦牟尼佛為令信解三權一實、開三顯一的佛意，自三千塵點劫的往昔結緣的
義理，
說「化城喻」



五百由旬的化城── 一乘涅槃之果
若有多眾── 一切眾生
險難惡道── 生死煩惱
中途懈退── 退大取小



距此五百由旬遠之處有一寶藏，那裡珍寶堆積如山
但，道路極其險惡，不是平常人容易到達之地。一
位熟知路程的導師當嚮導，帶領很多人前往寶藏處
取寶，但路途遙遠，加上險惡，他們疲憊不堪，在
三百由旬處，再也走不動了，並且都說要折回去。



三百由旬的化城── 三乘涅槃之果

因此，有一導師鼓勵他們──釋迦牟尼佛



「為什麼要放棄大珍寶退回去呢？」導師在
此三百由旬處，藉不可思議的力量，化作一
城，告訴眾人說：「各位，暫時進入此城休
息吧！」
疲極的大眾，非常高興，以為已經抵達目的
地，不想再鼓起勇氣前進。於是，導師使幻
作的化城消失後說：「這個化城不是目的，
只是暫時休息處，寶藏近了，前進吧！」

關於救濟眾生的方法，如來開始教授三乘涅
槃，但此乘的涅槃並非實果。說城只是為休
息而設的一時化作，法華一乘的大涅槃，才
是真實的寶處，這是「化城喻」的梗概。



【解義】：此化城的譬喻，意在棄「執小之迷」，
而悟「開三顯一」，為三千塵點劫的因緣說法所
覺醒，下根之眾，到〈五百弟子授記品〉才得到
成佛記別。此為化城喻品的大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