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911《靜思妙蓮華》子老父少 是事難信 (第 1499 集)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執近果疑遠因，執遠近疑去來，雖解本跡遠近，今解釋其難信，明

其近因顯跡，述於遠因明本。 

⊙「以佛勢力，以佛功德，教化如是無量大菩薩眾，當成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世尊！此大菩薩眾，假使有人於千萬億劫數不能盡，不得其

邊。」《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斯等久遠已來，於無量無邊諸佛所，植諸善根，成就菩薩道，常

修梵行。世尊！如此之事，世所難信。」《法華經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譬如有人，色美髮黑，年二十五，指百歲人，言是我子。其百歲

人，亦指年少，言是我父，生育我等，是事難信。」《法華經從地涌出

品第十五》 

⊙譬如：喻如來德化近跡未久道近意，以少壯者喻佛近成。喻佛指眾

多菩薩是我弟子。其猶二十五父，而百歲子，於理不相當。色美髮

黑，總在年少，比如來是父。指百歲人，比地涌是子。 

⊙其百歲人，亦指年少，言是我父，生育我等：喻上所化多意。喻大

菩薩亦指世尊是我等師，教化我者。 

⊙是事難信：此釋譬喻於理難信。以幼為老者之父，事相如是形容之

於喻，亦實無是理。 

⊙執近疑遠，執遠疑近，結其難信：言二十五及百歲者，取其少猶未

壯，老又過耄，益見事理相違。 

⊙古人以喻釋喻，謂父服還年之藥，貌同二十五歲，雖老而少也。子

不服藥，形如百歲，雖少而老也。若知藥力，不疑子父，不知者怪

之。 

⊙諸菩薩直論本地，久發道跡，今住不退。若佛與佛，決所諳知，自

下不達，故示疑，是以云：是事難信。 

⊙以父老子少，天下之大經，容何議焉！今子老父少，人道之變常，

孰能不疑？此彌勒迷壽量之遠因，執伽耶之近跡也。 

 

【證嚴上人開示】 

執近果疑遠因，執遠近疑去來，雖解本跡遠近，今解釋其難信，明其



近因顯跡，述於遠因明本。 

 

執近果疑遠因 

執遠近疑去來 

雖解本跡遠近 

今解釋其難信 

明其近因顯跡 

述於遠因明本 

 

用心哦！我們「執近果疑遠因，執遠近疑去來」，我們要記得，這兩天

來一直在說，彌勒就是一直要追問；他想要問的，問起了有很多數

字，這是在一般人難以計算。這已經很明顯了，在追蹤法的源頭。我

們要很感恩，感恩菩薩，過去有文殊菩薩，再過去還有舍利弗，舍利

弗，請求一而再、再而三。佛陀用這個境界讓大家重視，甚至也提醒

大家，《法華經》的道理很深奧，甚深，真實是甚深！假如根機若沒有

很適當，可能聽了之後不只是沒有作用，反過頭來會差毫釐、失千

里。所以，佛陀開始讚歎《法華經》，舍利弗開始想要接受這個法，欣

慕大乘的法，請佛陀開示佛所讚歎甚深的法。佛陀的用意就是要警惕

大家，先要讓大家很了解──經，你們開始要聽，就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一定大家要很用心，深入體會了解，才有辦法將法成為自己很熟

悉，而且自己能夠使用的法。佛陀以舍利弗，舍利弗所提起的要求，

佛陀一再，「止！止！不須復說」，這個含義我們就要很用心。 

 

再來就是文殊菩薩，一次一次，佛陀說到要行道有困難，想要傳承佛

法，佛陀就先讓我們心理了解，「傳法是很辛苦！要傳法，在世間會遇

到這麼多、這麼多的困難，若沒有很忍耐，你根本沒有辦法，這樣繼

續下去」。所以，文殊菩薩擔心，大家會怕、會退心，所以文殊菩薩就

會出來要求，「佛啊！請佛陀能夠將這麼深的法，這麼地艱難、這麼風

險的過程，是不是能夠有較平坦的路、較方便的法，能夠讓大家容易

了解、容易走？是要用什麼方法，能夠面對人間、面對困難？」因為

這樣，佛陀就開始講「四安樂行」。若不是文殊菩薩又再提起來說，其

實我們也沒有機會，知道這麼困難的事情，就要用什麼樣的心態，來

克服這些困難，我們自己也要如何的方法，去面對人間。原來還是要



身體力行，而身、口、意，要很用功、很認真。世間的事情，沒有那

種很簡單你就了解的，也沒有你接觸到你就明白，因為這是法，與事

不同。我們是要用法在人間，這是攸關於人間的菩薩道，也是要用什

麼態度處世，這是一個精神的理念，和人間在做事業，說：「我用什麼

方法，如何做會賺錢」，不同。 

 

這是攸關在菩薩，生生世世意識、種子、行動，開口動舌，如何的行

動，身怎樣行動？在人群中，人與人之間要如何去相對？要如何能夠

讓他穩定道心？將修來的法成為自己的法，從被動一直到自動；不只

是到自動，還能夠去引動其他。這種的法延續在人間，這是很精密、

很密切的過程。事與理，我們以事來會理；你事情要如何做，一層一

層如何做，但是還是沒有離開那個「意」。你的身要如何做、如何行，

你的口要如何說，歸納回來還是要在那個「意」，意識，意要不偏差，

要在很深刻那個法源之中，包括了因、緣、果、報，這都不能讓它疏

忽掉。 

 

菩薩法本來就是那麼的核心，所有、所有一切法是很中心。所以，大

家要很用心，要了解，不要執；若執了，這就無法全部了解。我們若

執「事」就會迷「理」，這是重點。所以，我們「執近果」，就會「疑

遠因」，只是執在我們目前，我們目前的境界。就像佛陀在靈山會，靈

山會那個境界從經文來描述，來的人踴躍，從虛空、十方，就這樣不

斷踴躍過來，集合靈鷲山。而從地湧出來，這是從大地不斷地湧出；

數字，它的形容，那就是多少恆河沙，六萬恆河沙等等，千萬恆河

沙，這麼的多，不斷、不斷湧出。這若是在文字上去執著，我們與它

的現場，佛陀說法真實那個環境，無法會合起來。因為現在交通發

達，觀光朝聖的人多，都有很多人去到靈山，就是佛陀說《法華經》

的地方，真實拍回來的照片。「原來場地是這樣」，和經典在描述，文

字相，還有一些距離。 

 

譯經的同時，他們要做什麼樣的描述，佛陀他的智慧，要如何去描

述，佛陀的威德、神通運用。所以譯經，一直傳，後面的人一直抄、

描述，編輯起來之後，就是這樣讓我們口口相傳，集在經典讓我們這

樣在傳。而我們若不用心，去了解、去思考，這境，事和境要回來合



那個理。若像現在的彌勒菩薩，一直在追問，等於是在問難一樣，他

對佛所在說的，這麼多、這麼多人在來，這些人、這些菩薩，都是佛

成佛之後所教導的。佛陀成就所教導這些人，他們將這個精神面疏忽

掉了，去用在佛成佛之後在人間說法，其實時間不長，為何會說這麼

多的菩薩？又是這麼成熟的菩薩，都是佛所教化？佛陀親口說：「這些

人都是我所教化。」這樣，不要相信，一層一層問，一直說：「難信、

難信！」重重的難信！這等於就像在判論一樣，那種問難，這種的方

式一場一場，這樣一直懷疑。 

 

佛解釋了，他還是再追問，這是彌勒菩薩。為什麼彌勒菩薩，已經通

達佛的道理了，他所有很深奧的道理，也很清楚啊！我們若了解，佛

陀曾說過了，彌勒和佛的因緣，在遠因是同修；既然在遠因與釋迦牟

尼佛是同修，當然也是發大心、立大願。尤其是彌勒，同樣現在也是

在兜率天，兜率天就是表示將來成佛，在補處中，但是彌勒菩薩還是

要再問，重重疊疊地問。是不是彌勒菩薩對佛有批判，故意的批判

嗎？不是！他是為未來的眾生。因為經典的文字，按照這樣，我們若

沒有用心，就這樣一直傳下去，恐怕有人就是會疑，那時候的疑，無

人可解疑，不如現在彌勒菩薩提疑，來表示這個疑，為未來眾生而提

出了這個疑問。希望佛陀更清楚、更淺顯來解說，讓後面的人就沒有

疑問。我們若生疑就容易懈怠，就退失道心；缺了信心，就容易，容

易會生退失的心。 

 

就是像我們現在的人，說：「我要做事情，有這樣、這樣，讓我沒有辦

法伸展的空間。」這樣就覺得，失去了那個奮鬥的志向，同樣的道

理。所以，他，彌勒菩薩用啟疑，為當場的人代替問，為未來的眾

生，鋪一條很穩當的路，這才有辦法引起了，佛陀開始再詳細講說，

什麼方法讓大家更加清楚。與文殊菩薩一樣，既然要弘法有這麼大的

困難，這樣大家會嚇到，不敢繼續修行，所以佛陀就會說出了，「四安

樂行」。因為彌勒菩薩現在不了解，佛的「壽量」到底有多長，只是看

到現在的這個形相，從小到青年、到壯年、到中年、到老年，已經示

相了，年老了，就是自然的法則，總有一天。 

 

所以，佛陀開講《法華經》，也就是為了要將菩薩法，這種綿長的法，



無始以來本來就有的法，要如何應用在人人懂得利用、能堅固道心，

這樣入人群去，佛陀就要用很多很多的方法，不論是用「因緣」、用

「譬喻」、用法等等來講說。這是佛陀這四十多年來，他的辛苦，所做

的事情是這樣，這樣的人，來會這樣的理。不過，彌勒菩薩認為，這

還要再說得較清楚一點，大家還無法了解，那個玄深道理的源、覺悟

那個時間的長；這個覺悟，人若是入滅之後，那個悟，悟法的人已經

不在了，到底這個慧命，是不是到這樣斷了？佛陀就要告訴他，就一

定要為他說到：「慧命永遠不會斷！這覺性的慧命，那個壽命是很

長。」這就是佛陀要說的。所以，彌勒若不問，佛陀就沒有那個因

緣，得以說下去。 

 

所以，現在的人，是「執近果疑遠因」，過去是如何成就？未來能夠再

延長多久？又再「執遠近疑去來」。「執」，過去佛陀教化這些眾生，那

個因緣大家有沒有相信？要再請佛陀，再次讓大家更加相信，所以執

過去的那個事，過去修行的過程。現在成佛了，這個「跡」，化跡在人

間這個過程，教化的時間、法的含意，要如何延續到未來長長久久？

這就是要如何，能夠讓大家更加透徹了解。彌勒問了，佛陀也是隨他

的問而解答，答出了過去的「跡」顯在人間。已經是用「本」，就是這

個，用最源頭，開始去領受佛法，了解之後堅立信心，生生世世顯跡

人間，這個顯跡人間，也沒有離開「本」。這種佛的本性人人本具，很

清楚了解之後，身、口、意，生生世世在人間顯跡，還是沒有離開那

個「本」，所以是誓願。那個誓願，就是永遠永遠、長長久久、生生世

世那個誓願。 

 

所以，雖然他這樣解釋，但是人的根機恐怕……。現在的人說：「聽

懂，聽懂！」但是未來的人會完全說：「不清楚。」所以，現在聽懂

的，也不見得我都體會到了，何況未來呢？所以這段經文很難解釋，

也很難了解，這必定要很用心。雖然佛陀是用盡心這樣來解說，彌勒

也很用心，要如何讓未來的人更加清楚，能夠很體會、了解；不了解

就無法傳，不了解就無法誓願，維持他的力量再繼續走下去，所以一

定要了解。所以，「今解釋其難信」。彌勒菩薩就是說大家無法信，釋

迦佛開始一直在解釋，你的心的難信、難解，也就是儘量解釋。這段

經文就是要這樣。 



 

所以，「明其近因顯跡」。現在的因就讓大家知道，這個因是如何來？

這個下兜率、降皇宮來，這個因如何的過程大家很清楚。所以，「明其

近因顯跡」，就是很清楚的事情，現在是一種的因緣，就像故事，有足

跡走過。雖然二千多年了，現在大家去朝聖，去尋走過的足跡，雖然

遺址已經破壞、荒蕪掉了，還是大家還再去找，「地點就是在這裡，出

生的地方、修行的地方、說法的地方、入滅的地方」。就是去在朝聖，

差不多是這樣的地方，可見我們就知道，其實也不是很遠。所以，「明

其近因顯跡，述於遠因明本」。這就要再敘述，過去是如何如何來。這

總是我們要很用心。對開始這些髓，法髓，我們若能夠很清楚，經文

再看下去才不會糊塗，我們真的要很用心。 

 

前面的經文就是這樣說：「以佛勢力，以佛功德，教化如是無量大菩薩

眾，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以佛勢力 

以佛功德 

教化如是 

無量大菩薩眾 

當成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大家相信佛的勢力、他的修行，佛的功德累積，也應該大家無疑了。

佛陀教導很多的菩薩，已經將近要得到，「無上正等正覺」，這些菩薩

都已經很成熟了，以勢力和威德那個力量是知道。但是，「世尊！此大

菩薩眾，假使有人於千萬億劫數不能盡，不得其邊」。 

 

世尊 

此大菩薩眾 

假使有人 

於千萬億劫 

數不能盡 



不得其邊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世尊！這些說都是您度的，但是世尊所度的人這麼多，假使用這麼

長、這麼長的時間，千萬億劫，要來計算它，這些人的數字，還是

「數不能盡，不得其邊」，還無法算到它的邊際去，可見這個形容、這

麼大的數字，真的難計數，當然也是難思議。」所以，這些人、這些

菩薩，「斯等久遠以來，於無量無邊諸佛所，植諸善根，成就菩薩

道」。 

 

斯等久遠已來 

於無量無邊諸佛所 

植諸善根 

成就菩薩道 

常修梵行 

世尊 

如此之事 

世所難信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這些菩薩，已經是很長久、很長久的時間，因為每一位佛將要成佛之

前，他所經過的時間一定要很長久；很長久，而不斷不斷發心。多長

久的時間才能夠有一尊佛？要經歷過無邊諸佛，「無量無邊諸佛所」，

要經過了這麼長的時間，多少的佛出現人間，這個修行的心、度眾生

的心，上求下化的時間應該是很久了。又再在那個地方受化，又再修

種種的善根，要行「六度萬行」；走過了「六度萬行」，去教化眾生，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六度萬行」走過，才有辦法體會法的精

髓。所以，他們要在這麼多、這麼多佛的道場經過了，這樣這麼多的

行，去堅固他們的善根，這實在是很不可思議。 

 

因為這樣，這些人要用長久、要用修行，這樣來成就菩薩道，所以要

常常，每一生世都要「常修梵行」。梵行就是很清淨，生生世世沒有染

著到，保持著這一念誓願，都是修身、口、意，生生世世保持他的



身、口、意，在人群中修行；保持著他的誓願，這樣在「植眾德本」，

一直在種善根，鞏固他的根，很強壯、很深、很廣，這個善根完全就

是清淨無染著。這樣的經歷，「世尊！如此之事，世所難信。」這實在

是很難得相信。這麼長久，要等一尊佛就不簡單了，還要再「無量佛

所」的經過。這樣保持著身、口、意、弘誓，這樣一直生生世世修菩

薩道，守持著梵行，這要如何相信？ 

 

下面接下來這段經文說：「譬如有人，色美髮黑，年二十五，指百歲

人，言是我子。其百歲人，亦指年少，言是我父，生育我等，是事難

信。」 

 

譬如有人 

色美髮黑 

年二十五 

指百歲人 

言是我子 

其百歲人 

亦指年少 

言是我父 

生育我等 

是事難信 

 

這譬喻是這樣，這是彌勒菩薩提出來，用這樣說：「很難相信！」就像

這樣，說：「一位頭髮黑黑，尤其是很年輕，年齡看起來大約二十五歲

左右，說：『這些人，頭髮很白了，已經近百歲了，這些人都是我的孩

子。』這麼年輕的人，指著這麼多白頭髮的人說：『這些人都是我的孩

子。』」這種的譬喻。彌勒用這樣的譬喻，譬喻人家不會相信，所以譬

喻。其實，這也含著「譬如，如來德化近跡未久」道也近。 

 

譬如： 

喻如來德化 

近跡未久道近意 

以少壯者喻佛近成 



喻佛指眾多菩薩 

是我弟子 

其猶二十五父 

而百歲子 

於理不相當 

色美髮黑 

總在年少 

比如來是父 

指百歲人 

比地涌是子 

 

因為佛陀說，在伽耶城，顯跡在那個地方修行成佛，彌勒菩薩用這一

點就來說：「如來用他的德，這樣這個近跡來看，其實不久啦！從修行

一直到成道，一直到說法，時間不久。」所以，「道」，走的路也是這

樣，也不是很遠。所以，以少年，「少壯譬佛近成」。用這個年輕人，

來譬喻佛陀成佛的時間，就是譬喻近，好像是一個年輕人。這種這麼

近的時間，那麼多的菩薩，就要用多長久的時間，要用多少的法去教

化，但是佛陀成佛的時間是這麼短。 

 

「指百歲人」，說這些都我的孩子。這就是譬喻，指著這麼多的菩薩：

「這些都我的弟子。」「其猶二十五父，而百歲子」。他用這樣，二十

五歲，差不多這樣的人，來指著百歲的人說：「這些是我的孩子。」

「於理不相當」，這道理說不過。 

 

所以，「色美髮黑，總在年少」。我們人間就是這樣，看頭髮黑黑，這

皮膚這樣很光滑、很美，這年輕人，表示是年少，就是譬喻佛。若是

百歲人，指著百歲人，就是譬喻地湧這些菩薩，從地湧現出來。看到

這些菩薩，看起來很老練，而且大家很成熟，就是看到大家，都像將

要到成佛的境界了，怎麼佛有辦法，短短的時間度那麼多人？雖然年

輕人來指說：「這些都是我的孩子。」但是，這些老人，也是指著這個

年輕人說：「他是我的父親。」 

 

所以，「其百歲人，亦指年少，言是我父，生育我等。」 



 

其百歲人 

亦指年少 

言是我父 

生育我等： 

喻上所化多意 

喻大菩薩 

亦指世尊是我等師 

教化我者 

 

這就是譬如所化的人這麼多，不斷不斷湧現在靈鷲山，這就譬喻大菩

薩，也是指著世尊：「沒有錯，他就是我的老師，是教化我的人。」這

是互相承認，我說這些是我的孩子；這些老人承認我是他們的父親，

真的是不可思議。「是事難信」。 

 

是事難信： 

此釋譬喻於理難信 

以幼為老者之父 

事相如是形容 

之於喻 

亦實無是理 

 

這是在解釋，譬喻這個理是這麼地難得相信。「以幼為老者之父」，這

麼的年幼，這和百歲來比較起來，是四分之一的年齡，差不多看起來

是這樣，這麼的年輕，二十五和百歲，這等於是很幼小。就是事相如

是形容之譬喻，真的實在是沒有道理。彌勒菩薩自己用這樣來譬喻，

譬喻佛陀指這些人：「都是我度的，是我的弟子。」好像和這個形容一

樣，道理要怎麼能通呢？就是不太能通。這就是「執近」，「執近疑

遠，執遠疑近」，就像這樣，他就難信。 

 

執近疑遠 

執遠疑近 

結其難信： 



言二十五及百歲者 

取其少猶未壯 

老又過耄 

益見事理相違 

 

所以，「言二十五及百歲者」，就是「取其少猶未壯」。少年還未到壯年

的階段，「老又(過)耄」，所以這種「益見事理相違」，看到這些老人已

經是這麼老了，老耄的程度，已經到很衰老的範圍了；不只是老而

已，真的頭髮也白了、皮也皺了等等，真的是衰老的形象。 

 

所以，「古人」。古時候的人就是譬喻，「你怎麼這麼多歲了，看不出來

呢，怎麼會這麼年輕？是不是吃到那個返老還少，你是不是吃到這個

藥呢？」這就是有的人，過去就是這樣來譬喻。 

 

古人以喻釋喻 

謂父服還年之藥 

貌同二十五歲 

雖老而少也 

子不服藥 

形如百歲 

雖少而老也 

若知藥力 

不疑子父 

不知者怪之 

 

這麼多歲的父親，怎麼看起來這麼年輕呢？其實，現在的人看起來，

父子站在一起，會覺得：你們兩個好像兄弟！看起來孩子快要比父親

更老。現在也有這樣的，何況佛，佛陀他是為何老資格起來？那當然

有道理。 

 

總而言之，彌勒菩薩，他就用種種的事相來形容，要來，等於問難，

就是要讓佛陀一一來解說，這長久的時間如何教化眾生。所以，雖老

猶少。老人好像吃了返老回少這種藥，所以看起來不會老，很年輕。



孩子就是沒有吃，所以形一直老去，就像百歲的人一樣。事實那就是

老了。 

 

「若知藥力，不疑子父，不知者怪之」。若知道有這樣的藥，吃下去能

夠體壯、力強，看起來不會老，就會了解，就無疑了。若是不知道的

人，那他就會有疑了，這就是道理要清楚。所以，「諸菩薩直論本

地」，也在說「本地」。 

 

諸菩薩直論本地 

久發道跡 

今住不退 

若佛與佛 

決所諳知 

自下不達 

故示疑 

是以云：是事難信 

 

菩薩，菩薩的本地是如何來？這發跡，「久發道跡」，自很久以來，這

個道跡開始，就是這樣走過來的路，如何走？「今住不退」。「若佛與

佛，決所諳知」，若是佛與佛，他們都很了解是如何度化，這個道路是

如何的遠，菩薩是如何走，道如何開、路如何鋪。這道會走這麼遠

來，會這麼的安全走過來，不斷將這個道一直接下來，這就是要有經

過的人，他就很清楚開道的力量、開道的方式，如何帶人來鋪路的過

程。 

 

這若是佛，以佛很清楚，這全都很了解、很熟、很了解。若是佛以下

的，就是覺悟前的人，就是菩薩，「自下不達」，當然就還無法去體會

到，路是如何鋪、行是如何(修)過來的、道是如何開的，自然就不了

解。跟在後面走平坦的路的人，已經有一條路可走，只要鋪路就好

了，不知道前面在開道的人的方式，所以，難免他們就會問這個方

向，問那個道，那個開道的方向，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佛的以

下，菩薩就是無法了解，因為這樣，所以他就表示有疑問，有疑就要

問；所以，若是不了解，事情，這事相、道理不合，就合不起來，就



難信。就像用這樣的譬喻，譬喻難信的道理，真的是難信。 

 

所以，「以父老子少，天下之大經」，其實，天底下，父老子少，這是

順理成章；父親老了，孩子年輕，人家說「父老子幼」，也是都很有道

理，這都不用再疑問了。現在卻是「子老父少」，「人道之變常」，這就

沒有道理！現在這樣看起來就是這樣，沒有道理。所以，「人道之變

常，孰能不疑」，怎麼能不疑？這就是用年輕人來生那些老人，這是不

可能的事情，沒有道理。所以，彌勒這樣問，這是「彌勒迷壽量之遠

因」。因為彌勒還無法了解，因為他們還是停滯在，菩薩的階段，還不

是佛與佛的境界。所以他還是知道其他的人、未來的人一定有疑。所

以彌勒他迷在那個「壽量」。慧命還是無始終，但是彌勒菩薩對這點他

還不知道，他執在我們現在這個身體裡。這就是要讓大家知道，未來

的人，都是執在這個一期壽命，這個身體。今生一個身體，來生又另

外一個身體，就是這樣片段。 

 

所以，我們過去一段時間，在解釋「分段生死」、「變易生死」，這就是

還未很通徹道理，他就有這樣。若是能夠通達「壽量」，「變易生死」、

「分斷生死」，就沒有執著。所以，彌勒菩薩擔心未來的人，還沒有很

通徹，所以這個「壽量之遠因」，他們，菩薩、凡夫，都迷在這個地

方。所以，執這個伽耶，在這個伽耶城顯跡，出城了、修行了等等，

就有這個「執」在這個地方。 

 

以父老子少 

天下之大經 

容何議焉 

今子老父少 

人道之變常 

孰能不疑 

此彌勒 

迷壽量之遠因 

執伽耶之近跡也 

 

成佛、說法等等時間不長，為何能夠度這麼多人？其實，彌勒應該就



知道這個道理，卻是為未來的人，他提出一項很不合道理的方式，來

問難，這就這樣的譬喻。 

 

可見，佛與菩薩為未來的眾生，那個設想很周到。要很感恩舍利弗的

智慧，能夠啟動了當機，佛陀來講《法華經》，也感恩文殊菩薩，處處

就是適時來問，讓我們對法更加了解、更了解；感恩彌勒菩薩，為未

來眾生要傳法，如何才能夠堅固道心，繼續維持下去，這真的是要感

恩諸佛菩薩。所以我們一定要記得，不要「執近果疑遠因」，或者是

「執遠近疑去來」，我們「疑」拿掉，我們這個近果是如何成？我們要

探究。遠、近都不用疑，我們應該，未來我們應該如何鋪路，道要如

何開、路要如何鋪，我們應該是要深信、要用心。人生的價值，佛法

的寶藏，我們要如何去取得，所以時時要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 年 9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