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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佛大慈平等觀逗機運智 

具一切種智無上正等正覺 

如來所以出為說一大事緣 

佛慧無邊際入淨菩提心門 

 

  「諸佛大慈平等觀逗機運智」，這是佛他的心，眾生，尤其是佛教

徒，應該要深心信解佛的心懷。佛的心懷，他為了眾生，都是平等，

疼惜眾生就像他在疼惜羅睺羅一樣。釋迦牟尼佛他愛眾生，與他愛他

一個孩子一樣，諸佛也是。過去的塵點劫前，大通智勝佛，十六王子

也是一樣，出家，同樣接受法，將法傳，不斷地傳，傳給當世。那時

候的眾生，從那時候的眾生一直與十六王子有緣，那就是不斷地隨十

六王子因緣，這樣修行在諸佛所。這麼長的時間，我們說過了，只是

我們眾生就是根機這樣不整齊。所以有的人得度，有的人仍在三途五

道，說不定同樣有人在三途裡受極苦難。有的人還在在人間懵懵懂

懂，有時起、有時沉，有時聽到佛法很歡喜，有時在佛法中起煩惱，

同樣在造業。這是眾生愚鈍根機，難度、難教化。 

 

  但是諸佛就是不放棄，就如釋迦牟尼佛，我們每天早上的誦<讚佛

偈>，就是「三界導師」、「四生慈父」，我們不是用口唸的，應該從內

心信受。佛，大覺者，是三界導師，是四生慈父，那就是因為佛的

覺，覺悟、佛慧。他對眾生的平等、疼惜，所以他來來回回施教眾

生，不論眾生是什麼樣的根機，佛都不願放棄他。這就是三界導師的

精神，對眾生那一分的疼愛，他就是愛是平等的，他沒分別貧富貴

賤，不分是人類或者是所有的生靈，佛陀一視平等，全都是他心所要

救的。所以才說救度眾生，不是只說救度人類，不是，他是救度眾

生。救度眾生，教化眾生，這就是能夠說是大慈平等觀。大慈平等，

只是眾生根機不整齊，隨著眾生的根機，大根機接受佛法，已經人群

中度眾生，行菩薩道了。若是中根機的人，接受佛法，知道要如何修

行，去除無明。小根機的人，知道人間苦難，就是因緣會集，了解

了，就要趕緊斷除這個因緣，牽引來世間的因緣，所以是聲聞。所以

大小根機，佛就是生生世世不斷地教育，從小根機再進步到中根機，

從中根機再進步，就是到大乘菩薩道。 

 

  這樣一段一段，就像在造化城一樣，帶你來到這裡，你喊累了，

就讓你休息一下，跟你說：「我們要再進步，否則這地方有危機。」還

要再向前走，你走的路有險道，循循善誘，慢慢地牽引，走過了一重



一重的險道，困難的難關，關關過。就像在造化城一樣，帶你來到這

裡，你喊累了，就讓你休息一下，以為這樣就可以永遠休息。導師又

說：「不是喔，這地方只不過是過了那難關，關關卡卡，大家已經辛苦

走過來了，但是，還要再向前去，那個地方，我們才真正有所得，才

是真正安全而享受無限量、很充足的寶藏地方。」這是導師用的權巧

方便。佛陀同樣的，用苦、集、滅、道讓大家了解苦，用因緣觀讓大

家知道生死來去在那念心。但是，要如何教他們靜下心來，很危險的

險道，種種的方法，應他們的根機，有的人執著住了，以為這樣，「我

若是坐禪，我就解脫了。」就執著這個法，一不小心就走火入魔，這

是很危險的道路。 

 

  佛陀殷殷善誘教育我們，從「阿含」而「方等」，一直到了「般

若」，破除我們的執，「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不要執著，「若以色見

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見如來。」《金剛經》，大家很熟

悉了。破除大家的法執，開始根機一轉就跟大家說，「最豐富的寶藏再

沒多遠，最豐富的法藏，只要我們再向前前進，法寶藏在我們再向前

前進處。豐富的法寶，安穩的地方，成佛的境界就是這樣，再向前

走。」希望我們人人，真正修行最豐富就是在菩薩道，自覺覺他，覺

人利己。覺悟大家，讓大家得到覺悟，其實受到的利益是自己，因為

你入人群，你能看到人群中行行色色，無邊無際，煩惱、無明眾生

相。在那地方，你能運用你的智慧，將佛法修來，這個法源體會了，

就能源源不斷，法如湧泉，運用法的湧泉來淨化人心，來救度眾生。

眾生得度了，就是菩薩最歡喜，這就是最豐富的寶藏。 

 

  我們運用這個寶藏，最豐富的法寶，我們能夠很安穩，菩提大直

道向前走，那就能海闊天空，宇宙天體，我們就與他會合了，靜寂清

澄，志玄虛漠。「具一切種智無上正等正覺」，這就與佛同等的智慧

了。我們要很了解，徹底了解。「如來所以出為說一大事緣」，如來所

以來人間，是為說一大事因緣。一大事的因緣是什麼呢？是要引度眾

生進入佛慧。若能讓眾生受教，這樣步步向前前進，這樣就能進入佛

慧了。到了入佛慧，那就是無邊際，入淨菩提心門。這時候，人人回

歸我們的真如本性，打開我們的心門。淨菩提就是真如本性，清淨覺

悟的這念心，就是清淨如來本性，藏在佛慧。佛慧無邊際，但是需要

我們自己去實行，佛陀是為我們引路，走路要我們自己走，不論是入

小乘、中乘、大乘的法，還是我們要自己一步一步向前走。我們要相

信導師引導的方向，我們不要起疑心，心一疑，煩惱一生，中路就懈

廢，就是懈怠了，就廢掉了我們在修行，向前步步踏實的路。我們走

過的路，因一念無明生，我們自己就會起了懈怠。 



 

  這在<化城喻品>不斷地警愓我們，不斷地呼喚我們，一直跟我們

說，如何欲退還呢？如何欲懈廢呢？為什麼你還要再走回凡夫的路

呢？為什麼你還要懈怠呢？為什麼你要廢掉了你過去的發心，已走過

的路？為什麼？佛陀不斷不斷引導我們，讓我們眾生一次再一次向前

前進，智慧的道路。所以，如來來人間，無非是要引導我們入佛慧，

無邊際。佛慧無邊際，必定要入淨菩提的心門，那就是回歸我們真如

本性，打開我們的心門，將我們真如本性的光明，智慧之光發揮出

來，那就是最安全，我們不會再回到黑暗無明的道路，這我們要很用

心信解。前面的文，我們要用心來體會，已經到<化城喻品>的後面

了，大家要很用心。前面的文這樣說。 

 

經文：「諸佛方便力，分別說三乘，唯有一佛乘，息處故說二，今為汝

說實，汝所得非滅，為佛一切智，當發大精進。」 

 

  這段文，佛已經很坦白向我們大家說了，過去所引導大家走的

路，一站一站，是一個過程，所以叫做方便。佛陀用種種方便，引我

們向一站一站的路走，這是佛陀方便的智慧，這樣帶我們走。「分別說

三乘」，觀機逗教，小根機的人，佛就為他講說小乘教的因緣法。中根

機的，就為他說中乘，斷生死的法；大根機呢？生死，無明、惑要完

全斷除，那就是未成佛前先結眾生緣，在眾生緣中去除塵沙、無明、

惑，歷練出來，走在菩薩道上。這是佛為眾生說一佛乘，其實目標就

是希望人人到達一佛乘，不是三乘，三乘是一個過程，最重要的目的

地就是「唯有一佛乘」。這是佛度眾生的目的，一大事因緣，要牽引人

人進入佛慧的過程，希望人人與佛同等的佛慧，打開我們清淨菩提心

門，這就是佛來人間的目標。 

 

  所以說，「唯有一佛乘」。為了眾生，投眾生的根機，所以要一段

一段，讓大家有一個目標。小根機的人，這個目標，「到這個地方，這

就是你的課程。」大家知道「我的課程快要修完了」，他就認真修。修

到這個地方，跟他說：「雖然這個課程修完了，你要再進步，還有大學

可修，要再向前走，學無止境，再向前走。」那就是中根機的人。畢

業了，大學畢業了，「還沒哦！還有空間，還有很多道理，你不了解，

你要選擇博士學位，你要修得博士學位，你所要追求的目標你才能很

清楚了解。」這是世間的學問，小學老師教小學學生，中學老師教中

學學生，大學教授教大學、教博士，這就是世間教學都有分一段一

段。何況佛陀，他將眾生從迷茫、無明，從生死中，從三惡道，從五

道四生，這樣的眾生迷茫中，他就隨著眾生的去處，他這樣慈悲，任



何一處都不放棄。時間就是分秒不空過，生生世世都是追隨著眾生。

空間普遍，三途六道沒有佛陀不到的地方，無非就是要去救拔眾生。 

 

  看看菩薩，人間菩薩，同樣的，哪個地方有苦難，不論是翻山、

過海，或者是越空界，搭飛機，同樣的，還是空間任何一個地方，只

要有苦難，他們就用種種方法，乘各種不同載運的工具，這樣去度眾

生。這是人間的菩薩也是這樣做，何況諸佛菩薩呢？所以，眾生的根

機，佛陀要度化是徹底，所以眾生從無明到覺悟，佛陀都不放棄，他

自己本身就如兼幼稚園、小學的老師，保母，一直到兼大學教授、研

究所的大教授，一人通兼，這就是佛。佛豈是一人而已嗎？不是，是

我們人人的本性，我們若覺悟之後，大小法應機度化，這是人人本具

的功能、良能。同樣的，老師也是，要教幼教，他也要去學，是一個

人去學這樣的常識。但是，佛的常識是智慧，轉識為智，無限量的法

在佛的腦海中，佛的覺海。我們人人也本具，我們人人的本性都具有

與佛同等的覺海，我們隨著佛陀的教育，我們一層一層走過來。 

 

  所以佛陀的慈悲，「息處故說二」，為了讓眾生一段一段接受，累

生累世來受法。所以他要將方便法不斷施教，不斷使用，目標就是讓

眾生一個一個接受，一個一個體會，一個一個覺悟，一個一個投入人

群度眾生。度眾生，到了盡頭，與佛同等覺海本性體會，這是諸佛的

慈悲，也就是我們人人本具的本性。所以釋迦牟尼佛再說，「今為汝說

實」，現在向你們真實攤開來說，過去都是一段一段的過程，那段過程

已經過去了。所以「汝所得非滅」，不是真實這樣子到了，教你們的，

你們已經通過了。現在開始又是「為佛一切智，當發大精進。」再

走，進步往前走過去，才是我們大家的目標。所以大家為了未來的目

標，無限量的法寶，寶藏在前面沒多遠，我們再向前走。 

 

  所以「為佛一切智，當發大精進。」很快，羅漢既然證了羅漢

果，再向前進步，那就是佛果了。所以為佛果故，為佛慧故，一切種

智是我們所追求。這就是為了我們要得到佛的結果，佛的結果就是一

切種智，一切種智就是佛慧。為了這樣，大家應該發大精進心，向前

提起精神來，向前再走，再進步，再精進，這是我們昨天說過了。再

下來這段文，那就是最後這段，〈化城喻品〉最後這段。來，這樣說。 

 

經文：「汝證一切智，十力等佛法，具三十二相，乃是真實滅，諸佛之

導師，為息說涅槃，既知是息已，引入於佛慧。」 

 

經文簡釋： 



「汝證一切智，十力等佛法」；汝當證於一切種智，佛於大眾中說法，

泰然無畏之德。 

佛及菩薩所具十種之力用。 

 

  你們大家向前前進，就是要得佛果，要發大心，你們到佛的境界

那時候，你們已經證得一切智了。證得一切智，那就十力具足了，與

佛的智慧平等。所以「十力等佛法」，就是已經與佛平等，同樣所有的

法都智慧同等了。所以「乃是真實滅」，到這當中，「具三十二相，乃

是真實滅。」才是真正真實滅。佛陀是三十二相具足，所以三十二相

具足才是真的滅。滅除了我們的煩惱，無明都去除，塵沙惑也都沒

了，所以三十二相已經具足，這就是真正我們所要追求的。所以「諸

佛之導師」，佛成佛就是同樣的，諸佛就如導師一樣，「為息說涅槃」。

諸佛的導師，就如塵點劫前，大通智勝佛教導十六王子，十六王子現

在在十方都成佛了，所以他是諸佛導師。其實，大通智勝佛是人人本

具的佛性，也是諸佛導師，我們要自我覺悟，同樣要教化人人能夠成

佛，我們要教化人人能成佛，自己也要成佛。所以說來，釋迦牟尼佛

過去也是從佛法中求法，精進而成佛。我們現在也能從釋迦牟尼佛法

中精進求法，用心精進，將來我們也會成佛，同樣的道理。 

 

  所以，現在的釋迦佛就是從大通智勝佛那個時候開始，一直到現

在，作為人間導師，為了要讓人人能停息三途六道，能這樣停息下

來，所以「為息說涅槃」。大家若能完全到三界六道、四生三途都能斷

滅，這樣才是真正到大涅槃的程度。所以，「既知是息已，引入於佛

慧」。釋迦佛知道大家休息的時間已經足夠了，現在應該要再向前前

進，所以說「汝當證於一切種智」，大家要再求的，是要到一切種智。

「汝證一切智」就是證一切種智。「佛於大眾中說法，泰然無畏之

德」，這叫做「十力等佛法」。他在人眾中說法，他泰然無畏，這就是

佛所成就的德。所以「佛及菩薩所具十種之力用」。這是十力，佛有十

力，其實菩薩也要有這十力，才有辦法在人間度眾生。但是，這樣的

菩薩是法身菩薩，我們現在是新發意菩薩，人間菩薩，還在學，學菩

薩道，新發意菩薩。我們要不斷長時間向前前進，自然我們就能具十

種之力用。 

 

＊如來所具有的十種力用； 

一、   知覺處非處智力， 

二、   知三世業報智力， 

三、   知諸禪解脫三昧智力， 

四、   知諸根勝劣智力， 



五、   知種種解智力， 

六、   知種種界智力， 

七、   知一切至所道智力， 

八、   知天眼無礙智力， 

九、   知宿命無漏智力， 

十、   知永斷習氣智力。 

 

如來所具有十種力用，那就是： 

一、「知覺處非處智力」。了解了，覺悟到底到什麼程度才是真正覺悟

的地方。 

 

第二，「知三世業報智力」。過去現在未來，佛菩薩了解了。（字意解

釋：即能知一切眾生三世因果業報的智力） 

 

第三，「知諸禪解脫三昧智力」，也知道諸禪解脫。要如何讓我們的心

能寂靜下來，而不受外來的境界來困擾我們，或者是虛幻的境界，心

靈的境界來自我困擾，所以這是諸佛菩薩的智力，他的用力。 

 

第四是「知諸根勝劣智力」。他要了解眾生的根機是利或者是鈍的根

機，才有辦法觀機逗教。 

 

第五是「知種種解智力」。要如何讓眾生了解一切，天地之間，宇宙萬

物，很多人事物間種種的煩惱，如何解釋。 

 

第六就是「知種種界智力」。「種種界」，天界、人界等等，六道等等，

這智力都了解。 

 

第七，「知一切至道智力」。要如何能到我們所行道，我們現在走到什

麼程度，該再如何前進，道不偏差。 

 

第八，就是「知天眼無礙智力」。天眼通，天眼通應該就是說我們的觀

念、見解，不要受到人我是非來障礙了我們。 

 

第九，「知宿命無漏智力」。過去、現在、未來的法，我們應該要常常

把握著。過去生，當然我們不知道，我們要相信應該是有因緣。這輩

子遇到佛法了，我們要好好精進，戒、定、慧要把握，相信未來，法

是隨我們的身、心智於未來，這種宿命。 

 



第十，「知永斷習氣智力」。眾生要如何修行？其實，眾生本來人人都

有佛性，只是我們的習氣。所以我們現在修行，就是要斷除我們的習

氣，所累積的煩惱、無明。所以我們要如何來斷呢？佛陀用方法讓我

們了解，我們接受法來斷我們的習氣。佛菩薩的法，我們要相信，用

在我們要如何斷習氣，人人都有各人的習氣。 

 

經文簡釋： 

「具三十二相」；諸小乘人，厭老病死，為求涅槃，不起化導，利益眾

生；缺於佛分，故無相好。 

 

  「具三十二相」，就是「諸小乘人，厭老病死，為求涅槃，不起化

導，利益眾生；缺於福分，故無相好。佛之道者，福慧雙修，先人後

己，自利利他，究竟滅度，具諸相好，名真實滅。」我們常常說，有

緣的人說話，句句都是法；無緣的人說話，句句都是是非。就是這

樣，我們修小乘的人只知道厭老病死，所以我們只是一直追求要取得

涅槃，不能起那一分要去化度眾生，不肯發大心，不想發起我們自己

這分心，所以不願意去利益眾生，所以我們欠缺的就是福。我們不去

人間不願意在人間造福、結好緣，我們就是沒有，所以「缺於福分」。

所以沒有相好，沒有我們很好的形象。所以有的人都說：「那個人的形

象不太好。」可見這個人就是與人沒有結好緣。有的人，人長得很

醜，不過其實與人很有緣。我們還記得林葉嗎？她雖然有生過這樣的

病，形象是不好看，不過多少人喜歡聽她說話呢！她也是過去有造過

業，但是她過去也與人結好緣。人家說：「生美不如生緣」（台語俗

諺）。這就是要與人結好緣，自然不論你長什麼樣子，人家就是喜歡親

近你，這就是福緣，就有福的相。 

 

經文簡釋： 

「乃是真實滅」；佛之道者，福慧雙修，先人後己，自利利他，究竟滅

度，具諸相好，名真實滅。 

 

  所以「乃是真實滅」。你若能得到這樣，與眾生有好緣，自然得好

相，就可以度眾生。所以「乃是真實滅」。若能這樣，「佛之道者」，佛

道就是「福慧雙修」，你要怎麼走，走出佛道來，那就是要福慧雙修，

要修福也要修智慧。所以「先人後己」，「先人」，讓別人先，我們在

後。所以我們是要度眾生，讓別人先得度，我們在後面。就如地藏菩

薩，「眾生度盡，方證菩提」，那就是先人後己。佛陀來人間也是一

樣，為了要成就眾生，所以他成佛了，他要度眾生，所以他要很精

進，這樣才能成佛。所以說「先人後己，自利利他」，自然我們度眾生



當中就是利益自己，這剛剛也說過了。所以我們入人群中，眾生得

度，菩薩最歡喜。「究竟滅度」，若能這樣才是真正「究竟滅度」。「具

諸相好」，自然我們大家都是付出、付出，無所求，與人結好緣，人家

看了，自然就很歡喜。這就是「具諸相好」，這樣就是具足我們的相。

「名真實滅」，這才是真實滅度。 

 

經文簡釋： 

「諸佛之導師，為息說涅槃」；為止息化作大城。一切諸佛，為世導

師；為暫息故，說二涅槃。 

 

  所以說，「諸佛之導師，為息說涅槃」。為了真真正正要如何來度

眾生，那就是要讓眾生能到達那個最根本的目的地，但是路很長很

遠。這個遠的道路，是因眾生根機起起落落，所以退步，要再開始就

要再重頭再來，就是這樣，路才會這麼遠，才會這麼難走，才會有這

麼多的險道，很危險。所以，為了要讓眾生安全，這樣一步一步向前

走，所以「為息說涅槃」，那就是為了止息，化作大城。這是經文，來

化這座大城，就是要讓眾生一步一步向前走，讓他們有一個目標，讓

他們有一個定點，這是佛的智慧。所以，「一切諸佛，為世導師；為暫

息故，說二涅槃」。所以佛就是世間的導師，三界導師，所以他用方

法，讓大家有停息的地方，能夠再向前前進的地方，所以這樣才說二

涅槃，有聲聞、緣覺能得度。其實還沒到。 

 

經文簡釋： 

「既知是息已，引入於佛慧」；即寶處在近。既知證小，得安息已，乃

說大乘，引入佛慧。 

＊「佛慧」：即一切種智，無上正覺。 

 

  所以，「既知是息已，引入於佛慧」。已經知道了，知道大家應該

都很充足體力了，應該能再向前走的時候了，就能直接到寶處，「即寶

處在近」。大家體力充足了，開始能再向前走，寶處很近了，快要到

了。「既知證小，得安息已」。大家小乘法已經證，證就是已經入心

了，不會再退轉了，已經知道，聲聞、緣覺他們沒有再退轉，已經完

全了解，所以安息了。這樣開始說大乘，引入佛慧。所以，佛慧即一

切種智，無上正等正覺，這叫做佛慧。 

 

＊法華經方便品曰：「如來所以出，為說佛慧故。」 

佛慧無邊際。趣向佛慧，即寶處在近。此品正說因緣已竟。 

 



  《法華經．方便品》裡這樣說，「如來所以出，為說佛慧故」。所

以佛慧是無邊際，無邊無際，所以我們要趣向佛慧，真的要很開闊。

剛剛說過了，那就是「佛慧無邊際入淨菩提心門」，這就是我們的目

標。所以「趣向佛慧」，就是「寶處在近」了。因為時間已經成熟，佛

陀講說《法華經》，《法華經》從這樣一段一段一直到〈化城喻品〉，佛

陀開三顯一，要讓我們知道，過去所修的，那就是佛陀所施設的方便

法，最重要的是要引導我們能到真實寶地，那就是寶處。既然小乘、

中乘都已經證果，不退轉了，應該體力充足，應該可以接受。所以就

是這一品〈化城喻品〉，它正說因緣結束了。正說因緣就是說到塵點劫

前，這樣的因緣，釋迦牟尼佛現在來化度我們的因緣，佛的心懷，佛

的本意。佛的心懷我們是不是能了解呢？要我們眾生，佛弟子要能體

會佛的心懷，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