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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信心既立能住佛地，因發起大心趣入妙道，以真方便法起信之

用，得圓成妙心一切皆治。」 

⊙「其本字某，我名某甲，昔在本城，懷憂推覓。」《法華經 信解品

第四》 

⊙「忽於此間，遇會得之，此實我子，我實其父。今我所有一切財

物，皆是子有，先所出內，是子所知。」《法華經 信解品第四》 

⊙始於今日法華會上，不定種性根機成熟，感應道交，久受大化，令

得成就，故云：忽於此間遇會得之。 

⊙此實我子，我實其父：此正顯示父子相會。昔曾以大乘法而教化

之，故云：此實我子。 

⊙我實其父：父有傳付家業之義，子有承受之職志，乃能佛種不斷。 

⊙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是正付與家業，一切財物，喻大乘教

法，亦即說明六度萬行之法門。 

⊙先所出內：喻追隨大小乘法，指廣略，就經論之解釋等，以次第詮

顯，謂之廣；但護持一四句偈，此外至誠懺悔，謂之略。 

⊙及諸大小乘，謂一可攝多，多亦含一，大可入小，小可容大。 

⊙先所出內，是子所知：喻方等般若教中自利利他之行相，是汝等在

會的二乘人所知悉。故曰是子所知。 

⊙先已領知，今但付與。所以法華會但論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不復廣

說一切行相，八萬細行等。以上即領等賜大車意也。 

 

【證嚴上人開示】 

「因信心既立能住佛地，因發起大心趣入妙道，以真方便法起信之

用，得圓成妙心一切皆治。」 

 

因信心既立 

能住佛地 

因發起大心 

趣入妙道 

以真方便法 

起信之用 

得圓成妙心 

一切皆治 

 

只要我們的信心堅定，我們人人本具佛性，人人心中都有一面清淨的



鏡子，這面鏡子又圓、又清、又大，與佛同等，一樣，智慧涵蓋一

切。而這智慧涵蓋一切，是來自於我們要發起大心。 

 

佛陀期待我們傳法給眾生，傳給眾生，眾生所需要的，物質所需、心

靈所需，所以我們要去付出。這就是「發起大心趣入妙道」，很微妙的

道理。普天之下很多有形、無形，無不都是法身，有情、無情無不都

是，啟發我們的心入道；從人間路走入了菩提道，是諸眾生所依止，

是諸眾生所安樂處，是諸眾生樂處、安穩處。這就是我們為眾生付

出，要讓眾生依靠，那就是啟發他們的信心。 

 

當他們在驚慌失措時，我們就要給他依靠，這叫做無畏施；當他們很

急難需要，我們就付出物資，這叫做財施。財施、無畏施，我們還要

法布施，「苦既拔已，復為說法」，安心，不必怕，開始慢慢為他說道

理。 

 

所以要用真誠的心，啟動我們方便的法。不只是我們相信，我們很相

信，我們用這個法，應用方便，這就是「起信之用」。我們要從信心開

始，信心既立了，我們的心住在佛地，我們要相信佛所教法。 

 

所以，我們要發大心，趣入眾生道中去，去啟發眾生的心，這樣我們

才能真真正正得到圓，大圓境界，這種微妙的心境，能浮現在我們的

心，這就是真如本性，這「一切皆治」，我們所有的煩惱完全去除了。 

 

總而言之，信心，信解佛陀的教法，身體力行，我們就是要用功。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了，這段(經)文，「其本字某，我名某甲，昔在本

城，懷憂推覓。」 

 

其本字某 

我名某甲 

昔在本城 

懷憂推覓 

《法華經 信解品第四》 

 

一直在找，找孩子，找到了。我們昨天解釋過了。其實，我們的生

死，在五道四生中。所以前面前面的(經)文，稱為「五十餘年」，就是

「五道」中，還有「四生」，還有阿修羅，就是在這個人間，或者是在

其他的道，他就是這樣，生生世世長久的時間，無法說什麼時間，無



法說在哪一道裡，所以無法說出他的名字。到底是哪一生當人時？或

是哪一生當牛、馬、羊、狗？不知。就是唯有佛知，但是要指出在哪

一道的生態，無法指出，只好就是用「某」，「其本字某，我名某甲」。 

 

其實，佛陀的本懷就是懷念眾生，所以他這樣無央數劫以來，這樣在

「推覓」。到底哪一道的眾生與他有緣，他就應化到哪一道去，去度有

緣的眾生。這是前面。 

 

下面的(經)文再說，「忽於此間，遇會得之，此實我子，我實其父。今

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先所出內，是子所知。」 

 

忽於此間 

遇會得之 

此實我子 

我實其父 

今我所有一切財物 

皆是子有 

先所出內 

是子所知 

《法華經 信解品第四》 

 

開始要告訴大家了。現在已經在「此間」，「此間」就是在今日法華會

上。佛陀從華嚴覺悟，心靈，華嚴的世界，那一分世界之微妙，但是

考慮眾生，沒有辦法，所以經過了「阿含」、「方等」、「般若」，再來，

來到「法華」時，這是回歸到人人本具佛性。佛陀就是要告訴我們，

這個時候大家應該信解，大家應該要相信、應該要體會、了解。所以

「忽於此間」，就是在這個地方，「遇會得之」，在這法華會上。 

 

始於今日法華會上 

不定種性根機成熟 

感應道交 

久受大化 

令得成就 

故云： 

忽於此間遇會得之 

 

雖然根機還不整齊，在這法華會上「不定種性」，還未定下來，但是這

個因緣、根機成熟，在這個地方應該是，「感應道交」，這些人「久受



大化，令得成就」。因為既然沒有退席，留下來的這些人，這些都是已

經很久了，已經大家因緣成熟，應該要講「法華」的時刻了。 

 

所以「此實我子，我實其父」。這些都是我的孩子，我也確實是他的父

親，就是親生的。這就是法脈相傳。 

 

此實我子 

我實其父： 

此正顯示父子相會 

昔曾以大乘法 

而教化之 

故云：此實我子 

 

很久以前一直到今生此世，都是一直這樣傳法，結此法緣，一直到現

在。所以法脈相傳，就是顯示出了，世間的，父子相會的意思，是一

樣的，就如孩子出去了，父親為了要傳血統，他就要把家業傳給孩

子，這要隨著孩子，這樣去找孩子的行蹤，這是一種譬喻。 

 

「昔曾以大乘法而教化之」。就譬喻佛陀「昔」，那就是很長久長久以

前。無央數劫以前就已經用大乘法，一直到今生此世，佛陀的心懷也

是要人人，能回歸本性，發現自己心地的真如，這是佛陀的心懷。所

以「昔」，從過去生的過去生，一直到今生以來，都是這個心，希望以

大乘法來教化。所以說，實是我子，「此是我子，我實其父」。 

 

我實其父： 

父有傳付家業之義 

子有承受之職志 

乃能佛種不斷 

 

父有傳付家業的義務，若是孩子有承受職志，要有這樣的意志。父親

有這麼大的家業，孩子應該受父親一直栽培，也盼望，望子成龍，能

來接我的家業，這是世間的父親是這樣。佛也是一樣，佛也為了「佛

種不斷」，所以佛就是要傳法眾生。而我們是佛子，我們也應該要有承

受，接受這種的職志，我們要有這種使命感，我們要發這種大志願

心，來接受佛陀的法種。法種，就是法脈，這個種子不要讓它斷了。 

 

所以說，「我今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我現在所有一切的財物，

都是孩子所有的。就像父親傳給孩子責任，除了把家財傳給他，責任



也傳給孩子了，意思是說，父「付與家業，一切財物」譬喻大乘的教

法，佛陀要傳，傳出去的就是大乘的教法。 

 

今我所有一切財物 

皆是子有： 

是正付與家業 

一切財物 

喻大乘教法 

亦即說明 

六度萬行之法門 

 

雖然四十二年間，從「阿含」一直到「般若」，四十二年間，從小乘一

直慢慢大小乘；一直到「般若(時)」，「一切皆空」，清淨了心地，現在

接入「妙有」的境界，人人都能成佛。成佛的方法，那就是要入人

群，所以「大乘教法，亦(即)說明，六度萬行之法門」，最重要的，就

是要傳這，「六度萬行」的法門。 

 

「六度萬行」要度什麼呢？就是度眾生；不只度眾生，自己也是要

度。所以我們要布施，我們要持戒，但是在人群中，難免眾生剛強難

調伏，我們就要忍。 

 

所以布施、持戒、忍辱，眾生這麼剛強，我們在忍辱，是不是，就是

這樣停止下來？我要忍，但是我們還要再精進。你若不精進，光是忍

著，這樣被人欺負，被人惡言惡語，我雖然不和他計較，但是我不想

要再付出了，我就是這樣就停止了，這樣的忍是退步。我們忍，就要

忍得能夠再精進，有這樣的忍辱，有這樣的精進，我們才能夠禪定。 

 

「先所出內」，過去的(經)文有這樣說，就是譬喻，就是追隨大小乘

法。已經佛陀從成道以來，大小乘法都跟我們說了，我們就是這樣跟

著，這個大小乘法，受教，這樣來的。有廣，有略，有很開闊的法，

像是要說《華嚴(經)》，有「八十華嚴」、「六十華嚴」，很長啊！何況

光是《阿含(經)》，就分「四阿含」(增一阿含、長阿含、中阿含、雜

阿含)；有四種阿含(部)很開闊。所以說來，《般若(經)》也有六百多

卷。這就是很闊，若要說法，法如大海。 

 

所以佛陀才說個譬喻，「阿難啊，來，我現在手指挑起來的這些沙子，

是多還是少呢？是大地的沙多，還是我手指挑起來的沙多呢？在指甲

上的沙，阿難當然回答佛陀說：「佛陀啊，指甲上的沙，怎麼能與恆河



沙，這麼多來比呢？」佛陀就說：「法，開闊廣大，很廣，很多。要說

的，就如恆河的沙一樣那麼多，我現在此生能說的法，也才只有這一

點點而已。」 

 

先所出內： 

喻追隨大小乘法 

指廣略 

就經論之解釋等 

以次第詮顯 

謂之廣 

但護持一四句偈 

此外至誠懺悔 

謂之略 

 

再者「略」，就是簡單，簡單的法。我們若能智慧開啟，就是從經論來

解釋，當然是很多，「次第詮顯」，那是叫做「廣」。有法的，要如何來

解釋，包含很廣，包山包海，真的是很廣。假使要簡單一點的，「但護

持一四句偈」，簡單的幾句話，也能用得很開闊。外面除了法以外，還

有懺悔；有懺悔心，才能有辦法法入心，這也是「謂之略」。 

 

及諸大小乘 

謂一可攝多 

多亦含一 

大可入小 

小可容大 

 

這個法，小乘也能用大乘，大乘也能容小乘。用心去體會，就「一可

攝多，多亦含一，大可入小，小可容大」。很大的法也能夠入小。就如

我們的眼睛才這樣而已，卻是我們看過去有多廣，多廣，山河大地都

能攝入我們的眼睛。所以這都是法，無不都是法。 

 

先所出內 

是子所知： 

喻方等般若教中 

自利利他之行相 

是汝等在會的 

二乘人所知悉 

故曰是子所知 



 

「先所出內，是子所知」。過去進出，我都已經讓他知道了，這孩子樣

樣都知道了，出入全都了解了。這就是表示，從「阿含」循循善誘，

到「方等」，到《般若經》，這樣一直教下來，教化他，一直到現在懂

得自利，知道利他，應該走的路，我們要做的事情，是「汝等在會二

乘人所知悉」。現在在會中，法華會中，聲聞、緣覺應該都很熟了，大

乘法能夠自利利他，就是聲聞、緣覺，也應該都了解了。所以說「是

子所知」，全部了解這些法。 

 

先已領知今但付與 

所以法華會 

但論開示悟入 

佛之知見 

不復廣說一切行相 

八萬細行等 

以上即領 

等賜大車意也 

 

「先已領知，今但付與」。「所以法華會但論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不復

廣說一切行相，八萬細行」。現在來到《法華經》，就已經開始總攝，

全部攝受，不論是在「阿含(時)」或者是來到「般若(時)」，「真空」，

現在是很重要的「妙有」，我們很簡單的要去了解，「六度萬行」。這

「六度」法，你若是能願意投入人群中，「萬行」，我們種種的方便

法，就能這樣隨時應用出來。所以，這是「領解」，如前次的<譬喻品

>，三車，大家出來，讓他們能領受到大白牛車。 

 

各位，學佛，我們真正要用心體會，體會要從信解入。你們若沒有信

解，無法(讓)我們的心住佛地。我們最重要的，信佛，以佛心為己

心，所以我們的心要入於佛地中，要很堅定，發大心，趣入妙道，這

都是我們要很堅持的。用「方便法起信之用」，這是前面這樣說過的，

能夠這樣，我們才真正能夠得到大圓鏡智，我們這面鏡子才能很清淨

起來。所以人人時時要多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