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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求法之處，菩薩往到其所，以無所畏住之，我當說此妙法，任

持弘經誓願，佛心安隱無慮，於末後世弘經，堪耐忍難能忍。 

⊙「世尊自當知，濁世惡比丘，不知佛方便，隨宜所說法。惡口而顰

蹙，數數見擯出，遠離於塔寺。如是等眾惡，念佛告敕故，皆當忍是

事。」《法華經 勸持品第十三》 

⊙「諸聚落城邑，其有求法者，我皆到其所，說佛所囑法。我是世尊

使，處眾無所畏，我當善說法，願佛安隱住。」《法華經 勸持品第十

三》 

⊙諸聚落城邑，其有求法者：村居聚落，或城郭中，或是縣邑諸眾生

居。其或有人求大法者。凡所有求法之處，則是菩薩所應所到之處，

以無所畏，說此妙法。 

⊙我皆到其所，說佛所囑法：我等皆當到其所住，說佛所囑無上妙

法。 

⊙我是世尊使，處眾無所畏：八十萬億深地聖人，神通自如，道力充

盛，能於濁惡末世之中，當為如來說法之所使。處眾演說，得大無

畏。不同於先來初心菩薩及羅漢等。 

⊙我當善說法，願佛安隱住：任持弘經，願佛無慮，安隱而住。 

⊙「我於世尊前，諸來十方佛，發如是誓言，佛自知我心。」《法華經 

勸持品第十三》 

⊙我於世尊前，諸來十方佛：不退轉諸菩薩契佛心懷，即於佛前。十

方遠來諸分身佛。 

⊙發如是誓言，佛自知我心：勇發如上深重誓言。佛神力故，自知我

等廣大堅固誓願之力。 

⊙此二頌頌勸持，一頌結成，問：此諸菩薩神通智力，不可思議，縱

在末世說法，誰敢不信。而說如是種種弊惡者何也？ 

⊙答：有三意。一者：欲現前發願弘經者預知末世有此弊惡，使臨難

不怖故。二者：欲當來聽法修行者，知有此過，當反邪歸正故。三

者：欲世尊說以禦難之方，俾五種法師，皆安樂故。 

 

【證嚴上人開示】 

凡有求法之處，菩薩往到其所，以無所畏住之，我當說此妙法，任持

弘經誓願，佛心安隱無慮，於末後世弘經，堪耐忍難能忍。 

 

凡有求法之處 

菩薩往到其所 



以無所畏住之 

我當說此妙法 

任持弘經誓願 

佛心安隱無慮 

於末後世弘經 

堪耐忍難能忍 

 

菩薩，下定決心弘經在人間，這是佛陀在世，最後要講說的經典，就

是《法華經》，暢佛本懷，是佛陀來人間一大事，就是希望將這個妙法

留在人間。人接觸到法，能夠身體力行，能人間祥和、淨化人心，這

是佛陀的心念，也是佛陀來人間的目的，期待眾生「悟、入」。「開、

示」與「悟、入」，這當中一定要有人傳法，佛陀「開、示」的法，眾

生一定要「悟、入」。當中，佛若是滅度時，當中誰要來傳，傳給眾

生？這是佛陀最擔心，佛的心懷，期待法能綿綿流長在人間。所以，

求才心切，因為佛陀在晚年，最需要的就是要有人傳法，傳法的人

才。 

 

我們前面在幾品之中，從<法師品>，就已經是很明顯了，佛是為法求

才，要求人才，很懇切；為弟子授記也是一種盼望，大家修行，接受

佛陀的教法，佛陀也是盼望將法，弟子誠心，來傳。雖然幾十年間，

所教育的弟子不少，不過世間，佛陀向大家說的苦、集，這個道理是

永恆，都是這樣，只要有生命的地方，無不都是在這個娑婆世界，感

受到這麼多的苦；這些苦難就是出自於人的心，起心動念，造作很多

的業力；無明起惑，惑，就去造作，就再牽連，就很多的因，緣、

果、報，這樣不斷，纍纍的無明苦難。弟子都了解，也看到了，不只

是聽佛所說的苦，其實人人，已經都有感受到這個苦。成住壞空的道

理，大家了解，心理的生、住、異、滅，大家也已經通徹。無奈的，

很現實的生老病死，感受更深。這娑婆世界壽命很短，大家感覺娑婆

世界不是大家想要永居的，所以，人人都要求解脫，離開這個娑婆，

到理想的地方去。 

 

雖然接受佛陀的授記了，卻是盼望在他方國土，去弘法、去利生，都

不敢想要來娑婆世界，這還是「我相」。佛陀要教育我們，是要破除自

私小我的心態，希望人人要就地就要發心，身體力行，要有那個勇

氣，但是弟子都是發願要他方世界。所以，佛陀的心情可以想，想：

在已經晚年了，已經對三界眾生的關懷，是三界的導師，還能夠有人

能繼續教化呢？「四生慈父」，對「四生」這分憐憫、疼愛，還有人能

夠來疼惜，「四生」眾生，那個心情，好像沒有人願意。所以，佛陀心



情的落寞，用眼光來環視著周圍，這些菩薩，既然被佛陀的眼光接觸

到了，大家已經體會佛陀的心懷，契佛心懷，大家願意發願。這幾天

來，無不都是在描述佛陀的心境，娑婆世界修行者那個心情，還有已

經發大心的菩薩，願意投入。甚至也了解娑婆世界這麼苦，眾生難

度，未來，未來的五濁惡世，更惡、更濁、更加難度，這些菩薩都了

解，也表達出來了，「佛啊，不用擔心，您安心，滅度之後，我們大

家，會將佛陀所關心的地方，我們都會承擔起來。我們會關懷，我們

會照顧，我們會傳法，我們能夠將妙法普遍人間，身體力行，雖然有

種種種種的困難，我們已經有心理準備，我們能面對現實，我們堪

忍。」這就是這些菩薩。 

 

所以，「凡有求法之處，菩薩往到道之所」。菩薩，只要有人需要，願

意求法，他們絕對「不請之師」，一定到達去教導眾生，這是菩薩的

心。就像我們，在這幾天(2017年)，在國際間慈濟人的活動，在柬埔

寨有義診，柬埔寨的義診，有五個國家慈濟人，從新加坡去的，從馬

來西亞去的，從越南，柬埔寨本土……等等，這樣會合起來，三天的

大義診。場面真的是，很多很多貧窮苦難人，裡面很多人，不知拖多

久的病，有的地方真的是很落伍。老人、鄉下的人，眼睛已經都沒有

看到了，慈濟人趕緊去宣導，大家能夠來，有白內障，眼睛看不到，

有眼科能夠為你開刀。聽到了，害怕！不敢出來，為什麼不敢出來？

他們說：「那要把眼球整個都挖出來，洗一洗，再將它放進去。」有這

樣的想法。 

 

就是這樣放著，一直看不到，這樣不斷，他們去到偏遠的地方遊說，

去將他帶出來，醫生仔細地解說，讓他安心，安心之後為他開刀。開

了之後，很快眼睛就看到了，歡喜了，從恐懼的心態，一直到了他見

到光明，不知道近十年，不曾看到真實的東西，看到了。這都已經一

場圓滿的義診，多國家的會集，那個地方有病苦、有困難，有知識還

沒有開通等等，還是他們用耐心、愛心去付出。 

 

現在也有這樣，這麼多的國家，慈濟人不惜辛苦，攀越山嶺，渡過了

海岸，這樣一個一個國家，會集到一個國家去，這樣去付出，真正的

成功。在厄瓜多，有巴西，有阿根廷，有美國慈濟人，這樣會合了。

到達了厄瓜多，是要做什麼呢？大家應該還記得，在去年(2016年)，

四月十六日那一天，厄瓜多忽然間天搖地動，大地震，讓那個國家好

幾個縣市，全都受很大的影響，房屋毀損了，實在是慘不忍睹。那個

時候，還是一樣委託慈濟人，在美國慈濟人他們承擔起來，就從美國

去關懷。但是語言不通，英語不是天下全部會通，所以，需要南美洲



的慈濟人來，阿根廷、巴西、巴拉圭，那時候的慈濟人，集合來那個

地方做語言翻譯，也是不同的國家，我們的慈濟人也能夠會合勘災，

也能夠語言的翻譯。這次當然也少不了，南美洲的慈濟人，和美國的

慈濟人會合。 

 

這次又回去做什麼呢？是因為我們在那段時間，有為一個教堂清掃

過，那個教堂完全都塌了，三個修女在那個地方，慈濟人看到，自動

靠近，就會了解了。這個教堂倒下去之後，什麼時候才能夠恢復呢？

遙遙無期。他們把這個訊息傳回來，因為那個時候，也是「以工代

賑」，去為他們清掃。這個消息回來了，聽到三位修女，再聽到他們要

復建，但時間遙遙無期……。那個國家是天主教信仰，所以人民只要

有，正確的宗教信仰，就有辦法輔導人心向善，安住人心。這個教堂

是那個鎮的信仰中心，所以這樣，我們考慮來將它復建起來，重建。

這次去就是重建教堂。這個教堂有神父、有修女，我們表達我們願

意，很感恩。所以這是跨國，超越國家，而且超越宗教，是一個非常

令人感動的，一個大場合。 

 

這幾天(2017年)已經，正式動土了，慈濟人也皆大歡喜，已經又回

去，各人回去南美洲，回去美國，他們開始工程動了。這也就是天下

有困難，就去為他們付出。 

 

所以，「凡有求法之處」，凡有所求，菩薩就是「往到其所」。這是我們

平時，精神理念，要有合心、和氣、互愛、協力，任何一個地方都有

這樣的菩薩，在那個地方動員，在不同的國家，慈濟人都到每一個國

家去。所以說，「凡有求法之處，菩薩往到其所」。「以無所畏住之」。

哪個地方需要，我就到哪個地方去，去那個地方付出；而且付出之

後，我們再為他們說法。所以在那個場面在動土，他們有他們的主

教，總主教（曼納比省總主教羅倫佐）來主持動土，修女、神父等

等，地方人士都來哦！這種大家看到，這是一個佛教的團體，竟然是

和我們這樣的會合，這個大愛是永恆的。 

 

所以，有愛是永久的忍耐，只要有愛，他就有辦法克服一切的困難。

就那是「恩」和「慈」，為眾生去付出是一念的慈心，這是他們當地，

他們的神父、修女都這樣在說，《聖經》之中有這樣的記載。是啊，佛

佛道同，正確的宗教，都有一個正確的方向，「愛是永恆忍耐，又有恩

慈」，這是他們的《聖經》，其中有一段這樣記載。我們的佛教，那就

是永恆綿綿不斷，哪一個地方有困難，「無所畏住之」，會去那個地方

去幫助，不只是物資的幫助，也是法，這個愛的力量去會合起來。所



以，宗教沒有分什麼樣的名稱，有共同的一個方向，那就是無私大

愛。所以，菩薩也就是這樣，「我當說此妙法」，「普天三無」大家都會

比，大家都同時來唱，唱「普天三無」，哪有分宗教呢？神父、修女、

慈濟人在那個地方帶動，手語比得很美，歌聲很整齊，唱出了「普天

三無」。 

 

所以這就是在說法，「任持弘經誓願，佛心安隱無慮」。我們大家都能

承擔起來，任何一個地方，佛不在，我們也是同樣這樣，所以這個弘

誓願既立，請佛安心，不用再為這樣來掛慮。「於末後世弘經」，我們

大家都會按照這樣，在未來長久的世間，不論它是多麼惡濁，我們都

能去關心，我們能把這個法，用各種的方法住在人間。「堪耐忍難能

忍」，忍所不能忍，我們都能忍。這是大家的發心立願，我們要很用心

去體會。 

 

前面的經文，這些菩薩所說的那就是：「世尊自當知，濁世惡比丘，不

知佛方便，隨宜所說法。惡口而顰蹙，數數見擯出，遠離於塔寺。如

是等眾惡，念佛告敕故，皆當忍是事。」 

 

世尊自當知 

濁世惡比丘 

不知佛方便 

隨宜所說法 

惡口而顰蹙 

數數見擯出 

遠離於塔寺 

如是等眾惡 

念佛告敕故 

皆當忍是事 

《法華經 勸持品第十三》 

 

以上所講的這麼多的困難，在惡世濁氣很重，哪怕是顯出宗教的形

象，自己「獅子蟲自食獅子肉」，自己來誹謗自己修行的方法，真實妙

法，他把它當做這就是自己自作，自己所寫的，自己所編的，這是外

道的論義等等，用種種方法來誹謗。這是未來要講說正法，實在是很

不簡單的，遭遇的困難是重重疊疊，一定要有勇，要慈悲、要勇敢守

護這個法。所以我們用心，要了解體會佛心，要向這樣的菩薩來學，

這種發弘誓願。 

 



接下來這段經文：「諸聚落城邑，其有求法者，我皆到其所，說佛所囑

法。我是世尊使，處眾無所畏，我當善說法，願佛安隱住。」 

 

諸聚落城邑 

其有求法者 

我皆到其所 

說佛所囑法 

我是世尊使 

處眾無所畏 

我當善說法 

願佛安隱住 

《法華經 勸持品第十三》 

 

我們就能很了解了，菩薩發願，要到每一個地方，「諸聚落城邑」，不

論是大城，小鄉鎮，同樣，只要有人求法的地方，在村落裡，城市

裡，都會區裡，或者是在縣邑裡，不論任何地方。「其或有人求大法

(者)」，裡面若是有人要求法的地方。 

 

諸聚落城邑 

其有求法者： 

村居聚落 

或城郭中 

或是縣邑諸眾生居 

其或有人求大法者 

凡所有求法之處 

則是菩薩 

所應所到之處 

以無所畏 

說此妙法 

 

「凡所有求之處」，只要有求的地方，不論怎麼求，有求的地方，「則

是菩薩所應(所)到之處」。這些菩薩所應、所到之處，那就是理所當

然，一定要去的地方，因為愛護眾生，眾生有所需求，應該要到達的

地方。「以無所畏，說此妙法」，要去付出，不害怕，雖然濁惡世惡比

丘多，但是我們也不怕，這都是這些菩薩的心聲。 

 

我皆到其所 

說佛所囑法： 



我等皆當到其所住 

說佛所囑無上妙法 

 

所以，「我皆到其所，說佛所囑法」。不論怎麼樣，我都是到達，我們

大家全都能在那個地方，長短的時間，我們都願意在那個地方，不會

受排斥，我們就離開，不會，我們永遠在那個地方，應所需要，所住

在那個地方，不論是長、短，來來回回都為了關懷眾生，我們都會在

那個地方。所以「說佛所囑」，佛陀所交代的法，我們會在那個地方這

樣去付出。 

 

我是世尊使 

處眾無所畏： 

八十萬億深地聖人 

神通自如 

道力充盛 

能於濁惡末世之中 

當為如來說 

法之所使 

處眾演說 

得大無畏 

不同於先來 

初心菩薩及羅漢等 

 

「我是世尊使，處眾無所畏」。我們大家都是佛陀所教育，我們要做佛

所要做的事情，是佛的使者，佛所要做的事情，所遣使來的，我們都

會盡心力。所以，「八十萬億」，在這個很資深，已經登聖地的人，這

些聖人，他有這個「神通」。其實很多很多十方諸佛，釋迦牟尼佛，都

已經登這個聖地，過去古來佛，或者是現在佛，應該大覺悟者，他有

這個神通，能了解，了解未來的濁惡的世間，有這群使命，發弘誓

願，佛陀所派遣的人，我們應該都在這個地方，諸佛能夠證知，能夠

了解我們。所以，「道力充盛，能於濁惡末世之中」。我們這些人，過

去也都很久了，所以這樣來來回回，佛應該能了解，了解我們來回的

誓願力，我們的道力，走過來的路都很充足，能在這個惡世中，末法

之中去延續慧命。 

 

所以「當為如來說法之所使」。我們的力量應該足夠，我們很資深，來

來回回。佛應該了解我們，我們大家是如來所派遣，所遣使的人，所

以佛應該要很相信，佛您應該要安心。所以，「處眾演說，得大無



畏」，我們能在眾人的面前，不論是什麼環境，在那裡講法，絕對是無

所畏，不管什麼樣的權力，什麼樣的形態，如何來刁難，我們都無所

畏。「不同於先來，初心菩薩及羅漢」，我們是很資深，和前面佛您所

授記的弟子，已經發菩薩心，但是他們才是初發心而已。初發心，那

個願力，資格還不夠，所以他們會懼怕娑婆世界，他們自己認為，他

們的力量還不夠。我們是自己很有信心，我們的力量足夠，佛您應該

也能相信我們，了解我們的道力，來來回回菩薩道中，很充足的力

量，資歷足夠，佛不用擔心。 

 

我當善說法 

願佛安隱住： 

任持弘經 

願佛無慮 

安隱而住 

 

所以「我當善說法，願佛安隱住」。我們大家能隨佛所說的教法，我們

都能這樣來接受，我們也能這樣，將這個法再傳下去，傳給後世，傳

給長長久久無窮盡未來，哪怕是惡世，我們也照傳。所以「我當善說

法，願佛安隱住」，佛，您就安心！這是諸菩薩在安慰佛陀。這是多麼

貼心，多麼誠意，既然接受佛的教法，他們就是要有這樣的大志願

力，願意接受佛教法延續在後世，綿綿不斷，這叫做願力，這叫做

誠，誠意，誠意願度一切眾生，這就是大菩薩的心。 

 

接下來這段經文再說：「我於世尊前，諸來十方佛，發如是誓言，佛自

知我心。」 

 

我於世尊前 

諸來十方佛 

發如是誓言 

佛自知我心 

《法華經 勸持品第十三》 

 

我們大家，全都在釋迦牟尼佛您的面前，甚至又有「諸來十方佛」，很

多，十方佛，應該都能為我們證明，還有不退轉諸菩薩，就是契佛心

懷，不退轉，就像文殊、彌勒、觀音、普賢等等，很多很多就是大菩

薩，這都是不退轉，也已經早就已有成就了，再來人間助佛道場，來

度化眾生。這些菩薩，還有真發廣大心，像我們大家這些菩薩，這全

都是很契佛心，都很了解佛，很貼心，所以請佛不用擔心。 



 

我於世尊前 

諸來十方佛： 

不退轉諸菩薩 

契佛心懷 

即於佛前 

十方遠來諸分身佛 

 

連十方遠來分身佛都全部會合，意思就是所有佛的教法，全都集合過

來。大家道心堅固，只要得佛這樣教化過，那些真理再回歸回來，這

也是分身佛，是釋迦牟尼佛的精神，釋迦牟尼佛那個理念，所有的妙

法都回歸集合。這是這一品，〈勸持品〉最後的文。 

 

發如是誓言 

佛自知我心： 

勇發如上深重誓言 

佛神力故 

自知我等 

廣大堅固誓願之力 

 

所以，「發如是誓言」。這些菩薩以及聽法之後，真理入心，佛的分身

佛，那就是法，都已經歸位，凝聚起來大家都是發願，就是「發如是

誓言，佛自知我心」。大家的「勇發如上深重誓言」的志願，這些菩薩

都已經這樣發願起來了。「佛神力故，自知我等，廣大堅固誓願之

力」。佛陀應該都是能夠了解我們。這段完全在提起〈勸持品〉，不論

遇到什麼樣惡劣的環境，有這群菩薩願意，佛陀在勸大家，來為法募

才，為法在募人，這些菩薩願意來承擔；佛勸，菩薩發願，所以叫做

〈勸持品〉。 

 

此二頌頌勸持 

一頌結成 

問： 

此諸菩薩神通智力 

不可思議 

縱在末世說法 

誰敢不信 

而說如是 

種種弊惡者何也 



 

有人就這樣問，「此諸菩薩神通智力」。這些菩薩神通智力，「不可思

議，縱在末世說法，誰敢不信」。這些都是大菩薩，不退轉的菩薩，哪

怕他們這樣傳法下去，怎麼末世的眾生，什麼人敢不相信呢，哪有那

些惡比丘呢？「而說如是種種弊惡者」，怎麼說有那些惡比丘呢？末世

再怎麼的惡，這麼的有能力、資深，真正已經既得道的大菩薩，在人

間在說法，怎麼說，有人敢這麼的兇惡來面對，哪有那些惡比丘呢？

再回答他，這就是用對答的方式來說。 

 

答：有三意 

一者 

欲現前發願弘經者 

預知末世有此弊惡 

使臨難不怖故 

二者 

欲當來聽法修行者 

知有此過 

當反邪歸正故 

三者 

欲世尊說以 

禦難之方 

俾五種法師 

皆安樂故 

 

有三項，一者，「欲現前發願弘經者，預知末世有此弊惡」。這是要在

那個道場，經典就這樣記載下來，有這些菩薩在看大家不敢發願，而

他們出來發願，來說這些未來濁惡世，有這樣這樣這麼的惡。這是要

提醒大家，你要發願，哪怕是遇到這樣，也不要怕，這是一種鼓勵。

萬一若遇到這樣的形態，就要「忍所難忍」。這就是這種在這個道場，

預知未來，會有這樣的環境會發生，所以要先讓我們知道。未來，我

們在講經遇到困難，我們也都要自我警惕，也要自我勉勵。佛的時

代，就有這樣的交代，佛的時代，那些菩薩就有這樣的發心，勇猛精

進，我們要向這些菩薩看齊。這是為未來眾生，給我們一個心理的鼓

勵，「使臨難不怖」。這就是鼓勵未來的人，遇到困難也不要怕，這就

是佛在世之時，那些菩薩就全都有這樣說過了。 

 

其實，佛在世就這樣說過了，要弘這部經很困難，從〈方便品〉開

始，就說「持是經者難」，所以舍利弗三請，佛陀就一直警惕，要講這



部經的困難處。我們在這裡聽到菩薩來重複說困難，有這樣的惡比丘

來誹謗，修行者自己來誹謗，這種形態就有了，何況一般的人？ 

 

第二，就是「欲當來聽法修行者，知有此過，當反邪歸正故」。這個

經，除了講經的人有困難，他心理有準備，要發勇猛心。第二也要讓

來聽法的人，知道這部經是真實佛所說，因為未來在聽經，也有人會

誹謗。誹謗，這是已經佛陀就預知的事情。我們自己若被人引去，要

趕緊快回過頭來，反邪歸正，這是第二。 

 

第三，那就是「欲世尊說以禦難之方」。要如何防止那個難？要去除那

個難的方法，就是使有「五種法師，皆安樂故」。這就是又未來再接下

去，未來〈安樂行品〉，那就是這品已經到這裡，再接下去就是〈安樂

行品〉。〈安樂行品〉，就是要如何弘法，要如何在人間克服種種的困

難，能夠這樣講法，說得皆大歡喜。聽的人法喜，說的人歡喜，這樣

就是有法師要如何講經，能夠說得很歡喜。這就是我們在〈勸持品〉，

我們要很感恩佛和菩薩，這樣彼此安排的全都恰恰好，讓我們準備未

來要講說這部經，有這麼多的困難，我們怎樣的方法能夠度過。這很

感恩佛與菩薩，這分用心良苦的教育。在《法華經》裡，愈說會愈歡

喜，會覺得諸佛菩薩為人間的用心，這是佛一大事因緣開、示，眾生

悟、入。所以，我們若有所覺悟，體會佛的心懷，我們就會很歡喜來

接受。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年 3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