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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激發進修，轉教使悟， 

漸引入實乘法，唯樂小道， 

恒留滯不離權，世尊顯實， 

四子悔念滯權，今日知會。 

 

  要知道我們人生學佛目標是在哪裡，我們最重要要用心，如何把

握時間，用清淨的心體會法的意義。自古以來，佛陀第一念心，那就

是要我們人人能夠體會真如本性，但是我們離真如本性還是很遠。其

實，真如本性是在我們的內心，在我們的心念中。只要我們心念一

轉，無明去除，淨性現前。但是我們還不到這個功夫，這個功夫好像

離我們很遠。所以如來就來激發，用激將法，要希望我們能夠覺醒、

明白，趕緊進修，所以佛陀有時候用嚴厲的方式來鞭策。雖然平時佛

愍念眾生，就像待幼小的孩子一樣，循循善誘，但是有時候也會用激

發的方式，希望鞭策我們能殷勤精進修行。 

 

  要「轉教使悟」，不要常常停滯在小乘法。小乘獨善其身，這個心

念是時候了，要趕緊轉過來。所以「轉教使悟」，讓大家體會真正獨善

其身只是為自己獨覺。走入人群，為人群付出，也就是這樣快樂，法

喜充滿，這種只在一念之間。佛陀也是這樣用心，慢慢地「漸引入實

乘法」，一步一步為我們引導，引導我們要入實乘的教法。唯有是我們

眾生執迷不悟，他還是歡喜在小乘法，還是歡喜在自己獨善其身，歡

喜做一個自了漢。這是佛陀對眾生，明明他知道道理了，卻還是執

著，執著在獨善其身。唉很無奈啊！因為這些眾生還是「恒流滯不離

權」。同樣還是久久停留，停留在那個地方，不願向前前進，還在小乘

法裡面。 

 

  所以「世尊顯實」，要如何把真實法（鋪）排出來，讓大家可以瞭

解，這才是真實法呀！所以「四子」，我們從<信解品>開始須菩提尊者

在大眾中深深有體悟了，也懺悔了。不只是須菩提，還有迦旃延、還

有大迦葉、還有目犍連，這四位已經從佛陀向舍利弗授記那時候，他

們就已經深深體悟到了。所以他們在<信解品>，信，他們已經全都徹

底相信了。過去的獨善其身，只是顧守自己，不願意向大，入人群。

這是錯誤，浪費了時間。時間這麼快就過去了，也已經進入老朽年邁

的時候了。應該大家還記得，他們所表達的，跟隨佛陀已經這麼久

了，一直都停滯在那個「阿含」、「方等」，來到「般若」，他們這樣這

麼多年間，還是執迷不悟。 



 

  所以到法華會的時候，他們深深來體會。文殊、彌勒開頭，諸佛

世尊出現人間，所在求法無不都是為拯救眾生的大願，要修行。不只

是此生此世，是要用長久的時間累積，去造福人群，累積福緣。在人

群中能夠體會世間苦難，在人群中體會了這種無形的道理。就是心念

造就了很多無明、煩惱，困擾了世間眾生。這全都是在人群中去體

會，佛陀的教法，開啟我們心，我們打開心門，自己要走，走入人群

福慧雙修。這個時候已經體會了，因為<方便品>，佛陀不斷讚歎佛

智，佛智啟悟心靈的境界。佛智，人人都本來具有，他們也已經將佛

陀的智，這種一切智、道種智、佛智等等，慢慢去體會。我們自己瞭

解的道理到底有多少呢？經過了佛陀四十多年的教育，與佛陀體會道

理的境界，還是有差別。 

 

  佛智、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這個階段，這樣一直，智慧

的開闊，與自己本身所體會到的，哪怕是到了「般若」，一切皆空，斷

除了很多的煩惱。但是還是有少分，到底真實真如，真如又是在哪裡

呢？一切皆空了，佛陀還是強調人人本具佛性，人人都有一個真如本

性。真如本性，妙體是在哪裡呢？真空。來到法華會上，佛陀釋放出

真如本性，那個體性。道理本來無體、無形、無相，就是經過大家瞭

解之後，那體相，就是要入人群，人群中好修行。造福人群，體會人

群中一切苦，最後還是到最前面「苦諦」，苦的真理，你若完全不瞭

解，怎能體會到心靈開闊的大樂呢？這種輕安自在，這要怎樣能夠體

會？ 

 

  所以「四子悔念滯權」，他們現在已經懺悔了，懺悔過去就是這樣

停滯，停滯在自己獨善其身。但是今日，「今日知會」了，現在已經知

道了，也能夠瞭解了。不過，前面又說還是停留，雖然全都知道，那

位長者在引導那位貧窮子，他就要脫下莊嚴的服裝，解下瓔珞珍寶，

莊嚴裝飾的東西都脫下。換上粗布，用很多骯髒東西放在身上，表示

是做工。所以這位做工的人，去接近現在才進來願意做工的人，這樣

和他在一起，去照顧他，招呼他。慢慢引導到有說話的機會，慢慢從

說話的機會談心。從談心中，慢慢表露出自己擁有無限量的財富。這

種身分開始慢慢現前了，莊嚴的形象，擁有庫藏珍寶等等，已經把他

牽引進來，讓他看到了，讓他知道位置了，能夠了解。 

 

  這是世間父親為世間的孩子用心，這樣在疼惜，要怎樣把他的孩

子，能很貼心地帶回來。世間的父親是這樣，當然出世慈父、三界導

師、四生慈父，「心包太虛、量周沙界」，這麼開闊的心，不是單獨一



個孩子，是天下四生五道，無不都容納在他心中，無不都是他的孩

子，這種的心情。再次、再次無量次，入人群中修行，「上求佛法、下

化眾生」。這種「上求下化」一直就常常在人間中，來追隨這些苦難眾

生，就是沒有把他放棄。就像幼小的孩子，懵懵懂懂，走路還不穩，

顛簸向前一直走。父親母親就在後面一直追，擔心孩子會跌倒，擔心

孩子會危險，所以他們就一直跟著孩子跑，這是孩子還很幼稚。 

 

  所以，我們人人在佛的心目中也是一樣，還是沒有很成熟的稚

子。這是佛對待眾生，一直用種種方法來激發我們的身心。身，要殷

勤精進；心，要去除煩惱，將煩惱的念轉為清淨念。身，把握這個身

體乃是載道器，我們要用身殷勤精進。一方面我們自己自度，一方面

我們以身作則來接引眾生。而如果我們懈怠，這樣庸庸碌碌，與世間

世俗凡夫，又有什麼差別呢？所以佛陀如來激發進修，我們不斷要精

進，要好好殷勤修行。從這樣小教一直一直慢慢漸進，引入了「實乘

法」，來到法華會上。但是眾生還是樂小法，沒有耐心入人群，更加沒

耐心將法收入我們的心版來。所以在開頭的時候，佛陀開始允許舍利

弗說，「好，我來說話」；因為舍利弗三請佛陀，把他所讚歎的佛智，

是不是能夠開始出來？佛陀三止舍利弗，舍利弗一而三地懇求佛陀，

佛陀開始願意要說了。 

 

  講<方便品>這個時候，五千人退席。在佛陀開始要說法，竟然有

這麼多人退席了。我們就知道度眾生不簡單啊！要怎樣把他們帶進

來，打開心門，懂得要走出去，在人群中福慧雙修。要有這樣的程

度，真的要累積很久的時間。要生生世世，待機因緣，這實在是不簡

單。所以常常說，感恩啊！人間菩薩，佛法生活中，我們在生活中，

將佛法引入我們生活裡。我們人人可以瞭解佛陀所開示的本懷，我們

就走入人間行菩薩道。所以菩薩在人間，並不是我們還有多遠，離我

們的身有多遠的地方才有菩薩。其實菩薩在我們周圍，在我們真如本

性，很貼心的內在，人人、人人都是菩薩。所以說起來，生活中無不

都是佛菩薩的淨土，只要你轉一個念，無不都是人間菩薩。所以這樣

來教育我們，讓我們開悟。這樣一次一次來引導我們，怎會是四十多

年來才開始跟我們說我們會成佛呢？不是。開頭就是了，但是我們的

根機，我們的因緣不夠，所以我們要用心。 

 

  須菩提、迦旃延、摩訶迦葉、目犍連四位，還是在佛前不斷還是

在表達他們的心意，就是懺悔、告白他們的內心。這個時候開始「悔

念滯權」，四十幾年來，還停滯在方便法中。今天已經知會了，差不多

能瞭解了。這些寶物都看見了，庫藏很豐滿、充溢，很充足，讓我們



隨意取用。只是這個時候，心還會怕怕的，還不敢去取用它，東西都

知道了，寶物都看到了。所以前面這段文說： 

 

經文： 

「爾時，窮子即受教敕，領知眾物，金銀珍寶及諸庫藏，而無希取一

餐之意，然其所止故在本處，下劣之心亦未能捨。」 

 

  「爾時窮子，即受教敕，領知眾物」。已經知道了，領悟了有這麼

多東西，這麼多寶物。裡面有「金銀珍寶，及諸庫藏」，裡面很多東

西，但是「而無希取，一餐之意」，沒有想要貪著，將它拿來。其實，

也不必貪，原來就在我們的裡面，我們本來也是這樣豐富。這表示我

們還未動心，有這麼多寶物，我們還不懂得用，我們還沒動心。所以

「然其所止，故在本處」。他所住的還是停滯在「權」，還是沒有跨步

出去，雖然心門打開了，但還沒有跨步出去，還沒有想要走入人群。

所以，譬喻為「下劣之心，亦未能捨」，還沒有完全捨去自利、獨善其

身。這個心念還沒有完全捨去，還在那裡躊躇，心門打開了，但腳步

還在躊躇，還沒向前走。接下來這段文： 

 

經文： 

「復經少時，父知子意，漸已通泰，成就大志，自鄙先心。」 

 

經文簡釋： 

「復經少時」；即般若後，正是說無量義經之時，教說入人群行菩薩

道。 

少時：喻知子莫若父。 

當是漸已說大法之因緣已漸成熟。 

 

  開始看到孩子，已經心門打開了，也瞭解有這麼多豐富的寶物，

已經心門打開了，所以叫做「復經少時」。就是已經瞭解了，還在那裡

停滯著。這段時間，這段時間是什麼時間？就是「般若」，就是在「般

若」以後，這個時間，「般若時」，我們從「阿含」、「方等」，已經來到

「般若」這個期間了，之後是什麼？那就是開始佛陀，「空」中示現

「妙有」的時候，這個「妙有」正是是說《無量義經》的時候。「少

時」，「復經少時」，這個「時」，就是開始講《無量義經》。各位每天都

在誦《無量義經》，《無量義經》就開始引我們入菩薩道。每一段文，

從<功德品>開始，所做所做一切都是有功德，因為我們人還沒有完全

捨離。佛陀的說法也是空、空、空，非彼，非己，非他，非圓，非

方，非非，很多的「非」啊，還記得嗎？很多很多的法，在這個時候



開始慢慢要讓我們了解了，這是在《無量義經》這個時候。開始教說

入人群，行菩薩道。要有「不請之師」，哪怕自己身體有病，也譬喻如

那位船師一樣，他掌著舵，載著很多人，自己身體有病，同樣還要度

人過彼岸去。表示我也是凡夫，來度這些凡夫，也還是要藉這些工

具，才可以從此岸度到彼岸。 

 

  這艘船就像「般若」，用般若船讓大家能夠斷除煩惱，沒有煩惱，

心都清淨，「五蘊皆空」，沒有執著自己。這個時刻開始不執著自己，

才有辦法願意用生命入人群中。哪怕自己有病，還是為了度眾生，還

是同樣在付出。還要去行菩薩道，救度眾生，「苦既拔已，復為說法」

等等。這樣的用愛來教育我們，甚至要我們做一個「不請之師」。眾生

有苦難，不是眾生來求我們，我們都一直求菩薩保佑，求菩薩來加

持，求神託佛，就是不知道要求自己。我們不只是自己自救，我們應

該還要救他人，「不請之師」，眾生有苦難，菩薩絕對是不忍安住自

己，還是一樣投入人群。這就是《無量義經》時，因為「教說入人群

行菩薩道」，這是《無量義經》。 

 

  「少時」，少時就是譬喻瞭解孩子的志向，人家說「知子莫若

父」，最瞭解孩子就是父親，所以「知子莫若父」。知眾生莫若佛，佛

陀瞭解眾生的根機，瞭解眾生的需求。哪怕是《般若經》講完了，他

轉入要講《法華經》時，之前他講《無量義經》，也是<十功德品>，

「這樣做，就有這樣功德，這樣做，就有這樣的功德」，還是一樣，眾

生求的心還有，所以這樣的教育。這實在是很辛苦，一切皆空，還要

適應眾生的根機，教他「你怎麼做、怎麼做」，就有得到功德的說法。

佛陀實在是循循善誘，到他將近入涅槃之前，法華時，從《無量義

經》開始，「當是漸以說大乘法」。瞭解了，眾生就是這樣的心志，所

以說要用這樣漸漸來，才慢慢講大法，從小轉入大，來講大法。 

 

  「因緣已漸成熟」，也要等待因緣成熟。《法華經》有三部經，一

部是《無量義經》，《法華經》後面還有普賢（觀普賢菩薩行法經），普

賢就是一定要如何懺悔，還要將無明去除。不是說這樣就過去了，我

們的法，還是要漸次。佛陀的耐心，不斷帶病的身，還是要度眾生。

接下來說。 

 

經文簡釋： 

「父知子意漸已通泰」；喻小乘人獨善其身之意，漸通入於大乘，而心

已泰然向大也。 

 



聞本從一法，生無量法，必思無量諸法，理應還入一法，如此思時，

漸已通泰。 

 

故得大乘機發，乃至今經發言三請，此領索車意也。 

 

  再說「父知子意，漸已通泰」，已經知道，孩子的心慢慢已經通

了，法從漸教一直到頓教而圓教來了。在這當中，譬喻「小乘人獨善

其身之意，漸通入於大乘」，漸漸教育，漸漸入大乘法來，但是心已泰

然向大。聽經就是這樣慢慢從小向大這樣進入。所以現在「聞本從一

法」，聽經，其實開始從一法生無量法，佛陀本來就是要向大家說，人

人本具佛性，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不是可能，是絕對能成佛。這樣

簡單的一個法，但是，就是根機鈍劣，所以不得不要講很多法，所以

本來從一法而生無量法，《無量義經》以很多很多法來譬喻作開頭。 

 

  「必思無量諸法」，不只是說一種法，還要再想很多種法。「九部

法」、「十二部經」，同樣說法就要用這麼多種方式，這樣來說教。這實

在是佛陀很耐心，為了度眾生要這樣的耐心，這樣在付出。所以，一

件事，就用無量法。每說一個法就要再用很多思惟、思考，來適應眾

生根機。所以「理應還入一法」，將這樣的多法，放出去之後，還要將

這些法收回。要讓大家知道，沒有這麼複雜，其實你用種種方法，斷

除了煩惱，目的就是要回歸真如本性。就像漁網撒出去很廣，再把它

收回來，還是不離開這個綱，這個繩索，還是同樣能再把它收回來。

一樣的道理，法，其實永遠就是連在一起，所以「理應還入一法」，這

個道理應該要再回歸入一法，就是真如本性，人人本具，這要讓大家

都能清楚。 

 

  說法那麼久的時間，這個時候要讓大家法瞭解之後，要體會人人

還是本來具有豐富的寶藏，那就是真如。就如此時，這個時候所思惟

的，漸已通泰。這些弟子開始慢慢想通了，聽法四十多年過去了，慢

慢的也想通了。這個志願也慢慢擴大了，因為修行這麼久，那個目

標，現在就是要走入人群，才可以真真正正福慧兩足。 

 

  了解了，「故得大乘機發」，大乘根機開始啟發出來了。「乃至今經

發言三請」，一直到《法華經》來，舍利弗向佛陀三請，因為佛陀不斷

不斷讚歎，讚歎佛智那種境界，非常非常的微妙。對聲聞、緣覺，他

所瞭解的法，好像聽佛這樣敘說，那種心靈的境界，自己已經覺悟、

體會，我的境界與佛的境界還差這麼多。佛陀從不斷讚歎，佛陀的心

境，那個本性慧海，到底內容，希望佛陀可以講。三請，佛陀三止，



最後開講。「今經」就是《法華經》，一直到《法華經》時，舍利弗開

始發言，開始請求佛陀，那就是「三請」，這就是要來領解求法的心。 

 

  就像火宅，<譬喻品>火宅一樣，一些孩子在裡面，火已經漸漸逼

近，那些孩子還覺得好玩。長者出來在外面，看到裡頭的孩子，很著

急，用方法不斷呼喚呼喚，孩子還是依然故我在裡面。只好在外面設

三車，將他們誘引出來。然後大家所要的車在外面，才再為他們說，

「這車子，看，這台大白牛車，看看，裡面寶藏有這麼多，這麼莊

嚴，它的妙用，不只是我們單獨，還有這麼多人可以一起，好玩喔，

很豐富。」這教我們如何菩薩遊戲人間，在大白牛車，是大家所需要

的。 

 

經文簡釋：「成就大志，自鄙先心」 

＊「成就大志」：趣向成佛的寶所。 

＊「自鄙先心」：自悔過去住著小乘 

＊「自鄙先心」：省思有捨小之心，此正顯火宅外索車之意，子志既漸

大。 

始定父傳付與子承繼家業，然於身心猶未泰然坦暢。 

 

＊「一大事」：開示悟入佛知見，歷經四十餘年方說此法華，即楞嚴之

定慧。 

有定慧相資，發明實相，洞徹法性真如，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漸成就

大志。 

 

  「成就大志」，用這樣來鼓勵大家選擇大白牛車。但是，慢慢已經

瞭解了。「自鄙先心」，但是他們看到這輛車，還在遲疑，「到底我是不

是有辦法駕駛這台車？」雖然已經開始很欣慕這台車，但還是有躊

躇，過去那個樂小法，獨善其身的心，還沒有完全捨。這就是「趣向

成佛的寶所」，有這樣的趣向，但是自己過去執著在小乘，過去是這

樣，還沒有完全棄捨。所以在這個地方省思，要很思惟，還在那裡考

慮、躊躇。有想要捨，捨過去小乘，自私自利、獨善其身，這個心想

要捨。這正是要顯出火宅外的三車，孩子想要的，看到火宅外的三

車。「子志既漸大」，但是還是定，知道父親的法要傳給孩子來繼承家

業。但是，那個心想要接，不過這個心還是在那個地方躊躇，「這家業

這麼重，我有辦法擔嗎？我擔得起嗎？」還是在那地方躊躇，所以

「心猶未泰然坦暢」。那個心還沒有完全真正打開，只是看到，就像那

個孩子看到裡面很堂皇，現在已進來到寶庫前，但是還是擔心自己有

辦法嗎？ 



 

  這是佛陀一大事因緣在人間，為了要「開示悟入，眾生佛的知

見」，所以歷經了四十幾年的時間，才開始講《法華經》。這過程中也

有楞嚴，你們早課，有時開始做早課，就有楞嚴，「楞嚴咒」之前，我

們就能讀到前面偈文。應該可以瞭解佛心的定力，而且我們應該要知

道，經典，入經藏以前，要有定與慧。「有定慧相資」，用定心與智慧

來幫助我們的慈悲，要如何入人群中。所以「發明實相」，空中妙有，

那個真如實相要如何表達出來？就是要走入人群，「洞徹法性真如」，

已經很清楚，看得很清楚，「開示悟入佛的知見」。 

 

  希望人人知道法，在外面的法，我們要回頭看我們自己的真如本

性。真如本性已經到達了人人具有那個「妙」，雖然是「空」，般若智

慧讓我們明白一切皆空。從「阿含」，所有的因緣果報，人間一切的執

著，一直來到「方等」，大小乘為我們引導，入「般若」一切皆空，現

在回歸就是「妙有」，人人各人都具有的本性。「妙有」的作用就是佛

性，入人群中福慧雙修。所以各位菩薩，學佛實在就是要引導我們入

菩薩道，要好好多用心呀！ 

 

《補充資料：》 

 

【註一】〔三智〕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 

(一)一切智，即了知一切諸法總相之智。總相即空相。此智乃聲聞、 

緣覺之智。 

 

(二)道種智，又作道種慧、道相智。即了知一切諸法別相之智。 

別相即種種差別之道法。此智乃菩薩之智。 

 

(三)一切種智，又作一切相智。即通達總相與別相之智，即佛智。 

 

【註二】《無量義經》〈德行品第一〉 

非方非圓非短長，非出非沒非生滅， 

非造非起非為作，非坐非臥非行住， 

非動非轉非閑靜，非進非退非安危， 

非是非非非得失，非彼非此非去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