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317《靜思妙蓮華》 滿慈精勤 助宣佛法 (第 1112集)（法華

經•五百弟子受記品第八） 

 

⊙「滿慈常受稱歎四十餘年，不獨今日始以辯才說法，雄辭麗句能令

迷者得悟，生信深植堅持法要無礙。」 

⊙「爾時，佛告諸比丘：汝等見是富樓那彌多羅尼子不？我常稱其於

說法人中最為第一，亦常歎其種種功德。」《法華經 五百弟子受記品

第八》 

⊙「精勤護持助宣我法，能於四眾示教利喜，具足解釋佛之正法，而

大饒益同梵行者，自捨如來無能盡其言論之辯。」《法華經 五百弟子

受記品第八》 

⊙精勤護持助宣我法：佛常稱歎富樓那精勤不懈，善能護持助化宣揚

佛之正法。 

⊙助宣我法：跡在鹿苑，亦顯小受彈斥，轉小向大教，今經得悟，四

十年無一時而不護持助宣我法。 

⊙深心本願，本具權實功德，跡於五時，助佛調熟實行眾生，豈非精

勤護持助宣我法。 

⊙能於四眾示教利喜：能於天人、四眾之中，開示教導，利益令喜。

取宣法化，四眾蒙益。 

⊙具足解釋佛之正法：盡能具足解釋佛法。有諸己而施諸人。 

⊙而大饒益同梵行者：大能饒益，即能同聞佛法，同修清淨者，云同

梵行者。 

⊙自捨如來無能盡其言論之辯：自從除了大覺如來，餘無有人能窮其

辯。 

⊙此釋如來述說稱歎富樓那之今德。並總歎種種功德，讚許為說法第

一。尤其特別稱歎為護持佛法，宏教利他，能釋正法，饒益同行，辯

同如來之五種。 

⊙如來五種說法：一言說，以言音而說法。二隨宜，隨順眾生之機根

而說法。三方便，以善巧方便而導之。四法門，說妙法，開解脫之

門，而使入於清淨之地。五大悲，起大悲心一念一剎那不捨眾生而說

法。 

 

【證嚴上人開示】 

「滿慈常受稱歎四十餘年，不獨今日始以辯才說法，雄辭麗句能令迷

者得悟，生信深植堅持法要無礙。」 

 

滿慈常受稱歎 

四十餘年 



不獨今日 

始以辯才說法 

雄辭麗句 

能令迷者得悟 

生信深植堅持 

法要無礙 

 

昨天已經說過了，滿慈子受釋迦牟尼佛讚歎，讚歎四十多年了，佛陀

說法也是四十多年了，我們就知道滿慈子在僧團中，他是多麼資深

呢，他是從鹿野苑的時代，他從年少就已經智慧超越一切，家庭雖然

很富有，生活無憂無慮，卻是感受到人間無常疾苦，這種生、老、

病、死，人間很多的現象都是無常。想徹底了，了解人生如夢幻，生

活這只是短暫，「生老病死」，一定有它很深的道理，世間這種無常，

一定有它的因緣存在。所以他發願，想要修行，也聽了，有大覺悟的

覺者在鹿野苑，這樣他就開始去聽法，聽佛法，佛陀的開示句句句入

心，每一句法都是入他內心的深處，道理，原來天地之間循環，這是

多麼奧妙啊！人間生死輪迴更是有道理。 

 

在這循環輪迴，大自然的循環、人間的輪迴，他很深地體悟，佛陀為

什麼一定要這麼辛苦，自覺悟、了解，豈不是逍遙自在呢？何必這麼

辛苦再入人群中？在教化眾生，是這麼的辛苦。因為這樣，彌多羅尼

子，他更懇切發心，了解釋迦牟尼佛他的心懷、他的目標，來人間無

非就是為了眾生「開示」（佛之知見），希望眾生人人「悟入」（佛之知

見）。談何容易啊！道理知道了、知道了，改習氣哪有這麼容易呢？你

若不修行，自己生命苦短，一落惡道，千劫難在。要怕，「我怕啊！我

懂得怕，但是要我改，我會改，我慢慢改。」這不就是世間人所有的

通病？世間這麼多人間無明，製造了很多煩惱，這樣明明知道人，人

事問題，是人與事的問題，但是大家都認為，「不是我的問題，是別人

的問題」。沒錯，這是人事問題，既然知道，確認是人事問題，但是不

承認，自己也是造成問題人之一，這就是眾生的通病。 

 

度眾生，教化眾生，要如何教呢？要怎麼樣來淨化？實在是很辛苦。

彌多羅尼子他願意，願意用心吸收佛法，願意四處投入人群中，再辛

苦也甘願，哪怕就是弘法有損及自己的生命，他也願意殉教犧牲。這

是富樓那彌多羅尼子，了解佛的心意，佛陀了解，富樓那彌多羅尼子

的心願，所以四十多年了，佛陀常常就是讚歎，讚歎滿慈。 

 

滿慈就是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常常就是受佛所稱歎，四十多年，這位



弟子是互相的知音，佛陀了解彌多羅尼子的心願，彌多羅尼子更了解

佛陀的本懷，這師徒之間，這一分的同心、知音，所以會常常讚歎

他，天下知音少啊！很難得，所以，彌多羅尼子，他能有這樣的辯

才，有這樣的條件，又能有這樣的體會。 

 

「不獨今日，始以辯才說法」。不只是從現在，今生此世才有的，常常

說，我們要相信累積來的。累積多久呢？生生世世，到底是幾生幾世

呢？塵點劫前以來，大通智勝佛十六王子之數，與十六王子有緣，聞

法的眾生，同時聽了法之後歡喜心，一直就是這樣累生累世，隨著佛

的累生世這樣生活，入人群度眾生，這就是緣，這不是在現在才開

始，是長久長久的時間所累積下來。「雄辭麗句，能令迷者得悟」。這

不是普通人，眾生這麼的剛強，就如富樓那彌多羅尼子，要去一個很

遠、很偏僻，很，眾生很剛強，很險惡的地方，要去弘法，先來向佛

陀辭別，跟佛陀表白他的心意，這次要去的地方較特殊，所以向佛陀

辭別，佛陀聽到要到那麼遠，「那地方的眾生是那麼剛強，難調難伏，

你要用什麼方法？很危險哦！」這故事，大家知道了，「被人罵沒關

係，被打能夠忍，若是傷我的生命，我要感恩，因緣結束才可再來

生。這種置生死於度外，自己的生死，生命置之度外，在外面，要度

眾生，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佛陀叮嚀、交代：「凡事要小心。」去了，他就有他的方法，他用寸寸

的愛去鋪路，對病苦的人，他扮演的角色，就如一位醫生、護士，去

接近病人，知道病人的苦在哪裡；需要湯藥，就要趕緊看要如何去張

羅，什麼樣的藥草，什麼樣的方法，能解除病人的病苦，若是面對孤

老無依，他就如晚輩對長輩一樣，那一分的孝與順，若是對著……等

等，對所有的人，他所扮演的對機，就是用柔軟，但是有真實幫助人

的力量，給人家的感覺就是，那分迷途中，也能覺悟的程度。即使是

不同的宗教，邪知邪見(者)，也能夠將他的法，不得不這樣接受下

來，沒理由拒絕，能轉邪為正，因為這樣，他在這樣的鄉村，將很多

剛強、在迷茫中，或者是在邪見中的人，他這樣度五百多人，浩浩蕩

蕩的隊伍回來到佛的面前，能夠，就是出家修行。 

 

這是富樓那彌多羅尼子，他的才華，他這樣累積是久來的心願，這是

過去生深心所願，也是我們昨天所說過的。富樓那彌多羅尼子，他對

於佛陀，這一分法的貼切理解，願意在人群中，再辛苦他就是不怕。

回到僧團，他就是隱大在小乘的群眾中，這樣和大家同事、同修。這

就是能伸，在群眾中能伸得很長，展現的很廣、很大，無處不在，能

施展出了，他高高在上的智識才華，回到僧團他就能縮小，隱大回



小，在僧團中同修、同事，這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一位，佛陀弟子，富

樓那彌多羅尼子。 

 

他的「雄辭麗句，能令迷者得悟」。「生信深植堅持」。這就是因為他這

樣，累生世就是這樣來，現在他的法也深入人心，人人都願意接受，

不只是願意接受，又能深入堅持修行，因為這樣，所以他能度這麼多

人，來歸投佛法，在僧團中修學佛法，這就是對富樓沒有疑心，就是

深信不疑。這要說法讓人無疑那就是要很用功，內要修，外要行，人

群中要用最誠實的心來待人，所以就如我們常說，「內修誠正信實，外

行慈悲喜捨」，這我們修行不能缺少。 

 

經文前面的(經)文說：「爾時，佛告諸比丘：汝等見是富樓那彌多羅尼

子，不？我常稱其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亦常歎其種種功德。」 

 

爾時 

佛告諸比丘 

汝等見是富樓 

那彌多羅尼子不 

我常稱其於 

說法人中最為第一 

亦常歎其種種功德 

《法華經 五百弟子受記品第八》 

 

這是我們昨天說過了，富樓那彌多羅尼子，確實值得佛陀稱歎，對這

位弟子的稱歎特別，而且浮現出了，四十多年來都是這樣的稱歎，這

是很不簡單。尤其是他在說法人中是最為第一，而且已經累積了種種

的功德。功德，就是你要有付出、有成就，這才叫做功德。從你的內

心的誠意付出，完成起來的志業，這才是叫做功德。真真正正用心付

出，我們不論做什麼事，都要很用心，一項工具，也要我們用心去將

它完成。大小的事物，要用心動手，它才會完成。我們若不用心，做

不成就任何一種事物起來，所以我們必定要時時用心付出，這才是學

佛的真功夫。 

 

下面這段(經)文這樣說：「精勤護持助宣我法，能於四眾示教利喜，具

足解釋佛之正法，而大饒益同梵行者，自捨如來無能盡其言論之

辯。」 

 

精勤護持助宣我法 



能於四眾示教利喜 

具足解釋佛之正法 

而大饒益同梵行者 

自捨如來 

無能盡其言論之辯 

《法華經 五百弟子受記品第八》 

 

這要很用心來體會，佛陀前面已經讚歎，他是說法人中最為第一，又

是讚歎他種種的功德，現在又是再讚歎他，他是很「精勤護持」。精而

不雜，就是專心；勤是不退，是一心一意，就是來護持佛陀的教法，

來「助宣我法」。 

 

精勤護持 

助宣我法： 

佛常稱歎富樓那 

精勤不懈 

善能護持 

助化宣揚佛之正法 

 

他就是精勤護持，助宣佛陀的法，這難怪佛陀這麼的器重，富樓那彌

多羅尼子。所以「佛常稱歎富樓那，精勤不懈，善能護持，助化宣揚

佛的正法」。這我們這樣都能了解了，富樓那彌多羅尼子，這分的精勤

護持，佛陀當然對他就是這麼地器重。 

 

「助宣我法」的意思就是說，「跡在鹿苑，亦顯小受彈斥」。 

 

助宣我法： 

跡在鹿苑 

亦顯小受彈斥 

轉小向大教 

今經得悟 

四十年無一時 

而不護持助宣我法 

 

因為從鹿野苑的時代，這要表示他的資深。佛陀從鹿野苑初轉法輪，

五比丘得度，接下來那就是，富樓那彌多羅尼子，也是同那個時期

裡，所以說「跡在鹿苑」，那個開始。「亦顯小受彈斥」，這四十多年

來，很多人，佛的教團中就是這麼多人，慢慢慢慢，僧團的人增加



了，僧團中也有很多殘枝敗葉，就是很不肯精進，很懈怠的人。佛陀

常常對僧團在彈斥，每次，若是說大家的懈怠，大家應該要如何認真

精進，但是懈怠者懈怠，精進者精進。 想想看，真的是，能體會佛

心，殷勤精進，實在是很不容易。 

 

所以佛陀時時在教訓弟子，有的時候也是用鞭策的方法，這些修小乘

法的人，獨善其身的人，懈怠不肯精進的人，各種各樣都有，所以在

這樣的僧團中，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同樣在這裡面顯小就是向大教，

受了鞭策，所以他還是在僧團中，但是他顯小，顯這個小乘的修行，

卻是佛陀的教育，很明顯有承擔、進步、向大，與一般的僧眾就不同

了。他，佛陀的鞭策他有接受，接受，真正入人群，去助宣佛陀的教

化，所以「轉小向大教」。所以「今經得悟」。尤其是在現在的《法華

經》，已經完全開悟，顯出了完全開悟那個形態。因為現在就是，富樓

那彌多羅尼子從座位起，讚歎佛，讚歎佛陀種種的功德，很多不是，

不是這些弟子，有辦法能夠比喻，能夠講述出佛陀多大的功德，但是

佛陀了解這麼多弟子的心意。這是富樓那彌多羅尼子，這樣向佛這麼

說。所以在這經典裡，富樓那彌多羅尼子，表達出他已經體會了、了

解了。 

 

所以「四十年無一時，而不護持助宣我法」。這「助宣我法」，那就是

富樓那彌多羅尼子，不是這時才對法了解而已，其實四十年來，沒有

一個時間沒有接受佛法，沒有一個時間沒有將佛法，輾轉到眾生群中

去，這上求下化，把握時間，外面說法到一段落，就趕緊回來要再來

聽法，是很用心聽法。我們現在做事也是一樣啊！平時雖然都是你在

講話，但是大家會合起來，彼此在報告，「我來自何方，我做什麼樣的

事，哪一個地方的生態是怎樣。」我們也要用心來聽，不是人家來報

告，聽的人，我們照樣說我們的話。不是這樣，他若是出去，說話給

大家聽，就是專心說話給人聽；回來到僧團中，佛在講話，他就專心

聽話，這就是專、勤。這種勤，精勤，才有辦法將這個法，外面的事

我們也了解，佛的教法我們也了解，才能到外面宣揚教化。這就是佛

陀讚歎，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因他很重視法。因為他重視法，所以他

才有法可說，所以說「四十年無一時，而不護持助宣我法」。他要去宣

導教法，他也要用心，要聽法，才有辦法去護持助宣。這是很重要，

請大家要很用心體會。 

 

深心本願 

本具權實功德 

跡於五時 



助佛調熟實行眾生 

豈非精勤護持 

助宣我法 

 

「深心本願」，他是用他的深心本願。深心是多麼重要啊！塵點劫以

來，那個根，種子種下去了，就是不斷在伸根，他開始那個願心不

退，所以「本具權實功德」。他從塵點劫前，開始聽《法華經》，覆講

的《法華經》，這就已經很清楚了，了解了。大通智勝佛用種種權教來

教育，到最後是實教來教法，十六沙彌同樣這樣接受，同樣將佛所教

法的精神，原原本本再做一番的解釋，聽的人接受了，很了解。「權」

就是度眾生，深入眾生心的方法；「實」，實就是身體力行，去累積功

德。「權」與「實」的方法，都了解了。 

 

所以，顯跡，生生世世顯跡人間。今生此世，佛，釋迦牟尼佛成佛

了，他開始入僧團中，跟著「五時」，就是華嚴、阿含、方等、般若、

法華，這叫「五時」，來「助佛調熟實行眾生」，就是來幫助佛好好來

調教，使眾生趕緊成熟起來，因緣能成熟，能入真實法去實行度眾

生，發這個心。「豈非精勤護持助宣我法」。這不就是嗎？這就是讚歎

富樓那彌多羅尼子，他是從鹿野苑開始，具備了權實的法，已經聽進

去了，懂得分析這是方便教法、這是真實教法。佛陀從開始就已經權

實並施了。有智慧的人，他就懂得如何是方便法，我了解這是讓我過

度的，其實，內含的真實法，是要如何來修行。 

 

本來從「阿含時」，就已經含著「實」法，「實」法中，還是不能離開

「權」法。《法華經》說這麼久了，同樣還是在這權實之中，並施，同

樣用人間法，世間法，如何才能出世間？用出世間法，處在人間，教

育眾生，所以權、實，不斷就是這樣循環兼施，眾生有現在才開始

的，也有很資深了解的，所以，法必定，權實要兼施，大家若能成

熟，就知道這是權，這是實。實教，就是要入人群去。富樓那彌多羅

尼子，他已經開始就這麼做了，這不就是精勤護持嗎？不就是開始在

「五時」中，他就已經實行了，他助宣佛的正法？佛陀這麼向我們解

釋，讓我們大家了解精勤護持，助宣佛的正法。這在四眾中，就是示

教利喜，他在那個地方以身作則，顯小乘的身分，走出僧團，入人群

去度眾生，這就是大乘的實法，這就是他的精勤。 

 

所以「能於四眾示教利喜」。 

 

能於四眾 



示教利喜： 

能於天人四眾之中 

開示教導 

利益令喜 

取宣法化 

四眾蒙益 

 

在這天人、四眾中，「開示教導」，在這四眾中，比丘，還有沙彌，比

丘尼，還有沙彌尼，這是「四眾」。還有出家二眾、在家二眾。這也是

四眾。天與人(龍、鬼)，這也是四眾。所以，總而言之，在天人之

中，他就是這樣示教，教導，「開示教導，利益」，令所有的眾生都能

歡喜接受，所以「助宣法化」。 

 

能夠人人接受、了解，彌多羅尼子，所在宣導佛陀的教育，這是讓大

家都能受益。所以，「具足解釋，佛之正法」，人人都能了解，不只是

了解，還能解釋佛的正法。 

 

具足解釋 

佛之正法： 

盡能具足 

解釋佛法 

有諸己而施諸人 

 

這種輾轉相教，在四眾中，各類的四眾能輾轉相教。「盡能具足，解釋

佛法」，「有諸己而施諸人」。我懂，我知道，知道很多，我也是要布施

給更多人，希望人人都能了解佛的教法。 

 

而大饒益 

同梵行者： 

大能饒益 

即能同聞佛法 

同修清淨者 

云同梵行者 

 

所以「而大饒益，同梵行者」。大饒益同梵行，那就是「大能饒益」，

大，就是普遍，很普遍，能夠饒益，「同聞佛法，同修淨行者」，就是

同樣在修行的人。僧團中，他也是同樣這樣在付出，不只是出去外面

才說法，其實，僧團中他也是常常勸導，「懈怠者要勤精進，不守規矩



要好好護自己的戒法」。常常也是這樣，同修者、同行者，他也是同樣

這樣在勸導授教。 

 

自捨如來 

無能盡其 

言論之辯： 

自從除了大覺如來 

餘無有人能窮其辯 

 

「自捨如來，無能盡其言論之辯」。這種「除了大覺如來，餘無有人能

窮其辯」。他的辯才無礙，除了如來，沒有其他的人，能與富樓那彌多

羅尼子相比較，可見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在佛教中是多重要。所以這

就是解釋，如來述說稱歎富樓那，現在的德，並且總歎，包括所有，

富樓那所修的功德是很多很多，因為這樣他稱許，非常的讚歎，也印

證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是)說法人中第一。 

 

此釋如來述說稱歎 

富樓那之今德 

並總歎種種功德 

讚許為說法第一 

尤其特別稱歎 

為護持佛法 

宏教利他 

能釋正法 

饒益同行 

辯同如來之五種 

 

尤其是特別稱歎他，「護持佛法，宏教利他」，能夠解釋很多的正法，

「饒益同行」，這真的是「辯同如來」。他的辯才像如來，很多種。 

 

第一是「言說，以言音而說法」。第二種是「隨宜，隨順眾生之根機而

說法」。他能看什麼樣的人，因人、因地去說法。第三是方便，以善巧

方便來引導眾生，第四就是「法門，能說妙法，開解脫之門」，他能為

眾生開一個解脫門，使人能入清淨之地。 

 

如來五種說法： 

一、言說 

以言音而說法 



二、隨宜 

隨順眾生之機根 

而說法 

三、方便 

以善巧方便而導之 

四、法門 

說妙法 

開解脫之門 

而使入於清淨之地 

 

要如何引入眾生入修行的地方。剛才說過，在最惡的地方，最野蠻的

地方，他都有辦法去度五百多人，入僧團來修行，這就是他的才能。 

 

五、大悲 

起大悲心 

一念一剎那 

不捨眾生而說法 

 

第五是「大悲，起大悲心一念一剎那不捨眾生而說法」。 

 

想想看，這就是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在時間觀念就是這樣，這麼用心

付出，一念一剎那，哪怕很短時，他的心念都沒有離開，佛的教法度

化眾生。所以我們看到富樓那這樣的行動，聽到他深心的願力，我們

是不是要發心，要多用心，殷勤精進呢？還是要時時多用心！ 

 

【註一】〔七眾〕即指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優婆

塞、優婆夷等佛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