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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覺教人發願 

莫滯聲聞外道 

昔時方等會上 

實教以大乘法 

誓願立行菩提 

大道直至成佛 

 

  了解嗎？圓覺就是最圓滿的教育，希望我們受教，也是能夠從法

中圓滿領悟。大圓鏡智，過去一直跟大家說，希望我們能到達真正圓

滿覺悟那個境界的智慧，這是我們的目標。佛陀教育四十多年間，哪

怕是從小教，「四諦法」開始，讓我們知道人生是苦，這是修行的起

點，我們若不知苦，就不會想要脫離這個苦，所以我們應該去探討苦

的來源是從何而來？所以佛陀就跟我們說「集」，你「集」，集了種種

的煩惱。起一念心，緣外面的境，外面的境界等等，就讓你起了很多

貪求的欲念。貪求的欲念一開始，這念心往外奔馳，在聲色中開始造

業。種種的業或者是受，知道人生這樣是苦，追求解脫，一不小心就

走向偏道，邪知邪見，想要再回頭，那就很困難了。所以佛陀他用智

慧來為我們循循善誘，讓我們知道苦，分析苦的來源的道理。這道理

不離開因緣果報，而因緣果報，我們要相信正因、正緣、正果、正

報。若是邪因、惡緣，那就是邪果、惡報，我們要清楚分明。 

 

  所以要好好修行於道，這條路要走得很準。否則稍微偏差，或者

是明明我們就在一條正道上，我們卻躊躇在那地方，停滯不肯向前前

進，所以就守在獨善其身。在聲聞就是聽啊聽，聽法，知道佛陀這樣

教誡我們，我們要好好了解道理，去除煩惱。佛陀這樣鼓勵我們，我

們以為，這是發菩薩心的人，佛陀是在鼓勵有興趣願意發心要去投入

人群的人。佛陀是為這些人說的話，與我們無關，這是我們在這幾天

一直在說的。或者是修行的過程中，說不定一念偏差就走向外道。我

們前面有一段一直在說「五利」、「五鈍」。這「十使」，除了「五鈍

使」貪、瞋、癡、慢、疑以外，就是修行期間的見解。這見解若一點

的偏差，就是向邪去了。所以我們聽法要很用心，一點點的偏了，要

再回來就很困難。 

 

  就如在佛典中有這樣一段故事，這段故事那就是一位長者，這位

大長者他叫做婆迦利。這位婆迦利很有錢，也從北印度來到中印度，

遷居來到中印度。國王覺得他有錢、有力，做人也很忠直，所以國王



任命他作為部落的統領者，叫做部落主。在中部這地方的族人，就委

託他管顧，成為一位部落主。這部落中有很多婆羅門教徒，這些婆羅

門教知道這位部落主很有錢，也很尊重人。所以這些婆羅門教徒，大

家都會常常來，就是要跟他傳教。我們就知道，婆羅門，外道婆羅門

教有九十幾種，每一派的婆羅門都要引領他去信他們的教法。其中有

一位，是婆羅門也是修行者，雖然說是修行者，他也攜家帶眷，婆羅

門有家庭。他就向這位部落主說，他說：「自古以來，印度有這樣的記

載，修行的過程中，有兩本書，這兩本書中，一本叫做《羅摩延書》，

另一本叫《婆羅他書》」。這兩本書裡面都有記載，所記載的就是說，

為了國家戰爭，在戰爭過程中，為國家犧牲捐軀這樣的人一定可以生

天堂。若是有的人有那個勇敢投火坑，這樣的人也可以生天堂。天堂

那環境是多麼美麗，多麼享受，用世間種種的語言無法形容天堂人壽

長、快樂多、享受多，很多很多的好處，用盡世間種種語言都無法形

容。 

 

  這位部落主就認為，「這麼好啊？天堂，素來就已經很羨慕若能生

天，而我此時知道這個方法了，只要投入火坑就能生天堂。人間，雖

然我已經很享受，人人說世間苦。但是，雖然我沒有受到世間之苦，

但是我感覺到世間的壽命太短了。如果是天堂壽命可以很長，天堂的

享受，不是像我現在在人間這樣的享受。這就如須彌山跟一顆豆子一

樣，我現在的享受就如那顆豆子，天堂的福就像須彌山這樣大，我應

該要捨去現在，要求上天堂。 

 

  有一天，他就真的到把周圍布置得很莊嚴，邀請了所有親朋好

友，各婆羅門全部聚集到他家，布置很莊嚴。這位部落主他過去認識

一位出家的比丘，他也希望他能來看他生天堂。所以也邀請這位比丘

一起來觀禮，希望他投火坑可以生天。那火坑也布置好了，用上等木

柴等等，在那裡地方一梱，周圍很莊嚴，火在那個地方開始點燃了。

這種儀式將要開始之前，這位比丘到了，就問他說：「你到底是什麼事

情，怎麼會舉辦得這麼隆重？到底是有什麼樣的法會？」部落主就跟

他說：「我今天就是希望能夠生天。」「你要升天？你可知道生天的路

怎麼走嗎？」這位部落主被他問得無話可回答，比丘就再問：「天…光

是說到忉利天，與我們人間有多遠，你知道嗎？」他也無法回答，所

以比丘就問他說：「你既不知道路怎麼走，尤其是忉利天到人間，那距

離是三百三十六萬里多公里，這麼長的路，你竟然自己一個人，不知

道方向，不知道路要怎麼走，這樣你要自己去嗎？」 

 

 



  忽然間，這位部落主恍然大悟，「是呀！路途這麼遙遠，我又不知

道路，我要怎麼去呢？」比丘就又問他：「要你去天堂的人，是什樣的

人呢？」他就跟他說：「是一位婆羅門，就是現在在那個地方。」遠遠

看過去，又老，又是全身這樣看起來，就知道是貧困，全身又乾癟、

又老。看到他的老太太，也是全身醜陋，看起來就知道他們的生活是

多麼艱苦，過日子是很辛苦啊！所以他就問長者，「看他們這樣的生活

是這麼苦，受盡了人間生活物質匱欠。這對夫妻又有最愛的孩子，他

們既然人間過得這麼苦，他們為什麼不會想說到天堂去享受呢？一家

人是不是能一同去呀？」 

 

  部落主聽了更覺得有道理，很震憾，「是啊，為什麼他們甘願在世

間受這種貧窮苦難，他有這樣的信仰，有這樣的道理，他為什麼不照

這道理去走，去享受天福呢？他自己自問。靈機一動，就到婆羅門的

面前，將婆羅門拉著說：「來！我們一起來去上天堂。」這個婆羅門怕

了，受了非常大的驚嚇，趕緊撥開他的手，跑得遠遠的。所以這位部

落主完全清醒了。看到這位婆羅門，要他去天堂的人，都不敢與他一

同去投火坑。天堂這條路，難道真的是這樣去投火坑，這樣就能生天

堂嗎？讓他心中起了懷疑，天堂這條路是不是入火坑就能到天堂？天

堂是這麼遠，方向我都不知道，這樣真的對嗎？ 

 

  比丘看到他在躊躇，向前去跟他說：「告訴你，佛陀在教育我們，

那就是循循善誘。教我們如何瞭解世間的苦難，教我們如何能脫離人

間的苦。這一定要先去除煩惱，知道我們的煩惱是從哪裡來？從我們

內心的這一念，起心動念開始。」就開始向這位部落主說佛所說的

法，從「四諦法」開始，甚至再因緣果報觀，也簡單對他說。這位部

落主心生歡喜，原來佛法是這麼的合道理，人倫的道理都很具足。生

活是為什麼苦，人間為什麼生命會這麼短呢？這全部都是隨各人的因

緣，有因、有緣、有果、有報，這才是合情合理，修行的道路。從這

樣開始，這位部落主就向這位比丘要求：「要如何才可以接近佛法？能

見佛，聽佛說法？」這比丘就說：「不困難，只要你什麼時候想見佛，

佛陀的慈悲因緣成熟，自然你就可以見到佛。隨你的心何時想見佛，

什麼時候你就能見到佛。」這位長者清楚了，就這樣開始向著佛法，

他準備要向佛陀座下皈依。 

 

  這是一段，這種差一點，就是光是用聽的，聽這外道教徒，婆羅

門教引經說法跟他，因為婆羅門教的經典上有這樣記載。若是這樣這

樣就可以上天堂，天堂享受是多麼好，聽的人信以為真，差一點就將

生命投入火坑。幸好比丘來的是時候，救了這位長者，也就是這位部



落主得救了。所以他感恩佛法，願意皈依三寶，現在就是比丘會接引

他去見佛。所以我們要瞭解，佛陀「圓覺教人發願」，就是要人人自己

自發心，要發大願。不要停滯在聲聞外道，如果我們聽聲音，我們就

要隨佛對我們的教育。佛陀教育是向菩薩或者是向聲聞？其實佛陀的

教育沒有特別說「你是聲聞」，只是你自己的根機，就是耳朵聽佛所說

的法，就這樣停滯於小乘法，不願意再進行。佛陀鼓勵人要發心立

願，行菩薩道，自己無心，自己無意要入人群。自己不肯發願，不是

佛陀有特別說「你就只要停滯在這裡就好了。」沒有啊！是自己停

滯，自己不向前前進。 

 

  所以我們要不斷向前前進，聽聞佛法，要隨著佛法教育，從「阿

含」而「方等」而「般若」，而到達「法華」。這種圓，很圓滿的教育

要聽進去。過去教我們怎樣看人間道理，怎樣體會法從人間的一念心

來合成，受盡了種種的苦樂等等。我們要明道理，如何體會不要停

滯。所以「昔時方等會上，實教以大乘法」。應該在方等會上就已經含

藏大乘法了，再「誓願立行菩提」，我們那時候應該就能開始立願，行

菩提大道直，一路可以到成佛境界。佛陀是用這樣方法教育我們，「師

父引入門，修行在弟子」，自己是不是願意精進？自己聽法，是不是有

吸收入心呢？這就是「斯人飲水，冷暖自知」，人人就是自己有辦法了

解。法是平等說，因為佛陀是慈悲等觀，等觀一切眾生如一子。佛陀

都是一樣，只是我們自己自分別，停滯於獨覺小乘，聽法就是停在獨

覺小乘。所以前面經文這樣說： 

 

經文：「於此經中，唯說一乘。而昔於菩薩前，毀訾聲聞樂小法者，然

佛實以大乘教化。」 

 

  在這個會上，法華會上，「此經」，在《法華經》這個大會裡，佛

陀就是一個目標，只說一乘法。這是現在純粹，完全希望人人棄小而

就大，棄掉過去小乘的觀念，人人要轉受大教。這是現在《法華經》

這部經，佛陀說一乘法的目的。但是過去從「方等」開始，「阿含」之

後轉入「方等」了，就「大小兼說」。那時候，「而昔」就是那時候，

「於菩薩前」，就開始鼓勵人人要行菩薩道。開始就批評「聲聞樂小法

者」，開始這樣說，獨善其身是不對的，所以叫做「毀訾聲聞樂小

法」。這是佛陀在「方等」時，開始就要說，不要停滯在小乘法。其實

現在知道了，「佛實以大乘教化」。佛陀其實從開始就要我們人人了

解，了解我們人人本具佛性。但是我們凡夫已經是那麼久了，現在要

再走回來，找回我們的本性真如。這當中要再經過這條路，回程的道

路。既然迷失，跑出去這麼久了，「一十、二十乃至五十」。已經出去



外面流浪，天堂、人間、地獄、餓鬼、畜生，這樣跑了一大圈，現在

要再回歸，歸程於真如，當然這不是很簡單。 

 

  所以我們要下定決心，要有信、有解。現在這個時候已經信解，

須菩提等已經信解了。過去以為佛陀是為菩薩所說的法，排斥聲聞、

緣覺，褒揚菩薩。現在才知道，原來佛陀一視同仁，就是慈悲平等，

人人都如羅睺羅一樣。所以下面的經文說： 

 

經文：「是故我等說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法王大寶自然而至，如佛子所

應得者，皆已得之。」 

 

經文簡釋：「是故我等說本無心有所希求」；此合上文：既得此已，心

大歡喜，自以為足，得歡喜譬喻。亦合前品得大白牛車歡喜譬。 

 

＊言我等昔不知求大乘因果，今時雖知猶不求。而實早已獲得，真為

佛子，寧不歡喜。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知道我們開始的時候，那個時候本來無

心，想說是要能去除煩惱，不用再來六道輪迴，這樣我們就已經很

滿。知道人間是苦，由不得自己隨業再來人間，這是很苦，我們只有

求，求於斷除煩惱，不要再來人間隨業受報，我們以為是到這樣。現

在知道「今法王大寶自然而至」，真正真實能豐富我們的慧命。佛陀已

經開始將大法述出，明確告訴我們，我們就是要往這條路走。就像佛

子所應得的，我們已經得到了。就像長者的兒子，長者的財產應該是

長者的兒子所得。就像佛子，佛所有的法，佛子應該有所得。所以這

就是說，合於上面的文，我們上面這段文有這樣說過，「既得此已，心

大歡喜」。這時候已經無心有所求，但是我們所得到的，本來沒有想說

我們有辦法看到這麼多珍寶。現在不只是看到，尤其是看到的這些東

西還都是我們的。這種本來是「無心有所希求」，這時候已經有所得到

了。所以上面的文，「既得此已」，已經得到，「心大歡喜」。這段文，

配合前面那段文。已經慢慢心開意解了，這個法已經入心了。過去自

以為足，那種小乘法已經開始去除了，現在的歡喜是真的，本來沒有

要求，現在都得到了。 

 

  所以前面就如<譬喻品>，只是聽到「外面有三輛車」，很好玩，大

家出來啊！有的人看到羊車、鹿車很可愛，很可愛、很好玩，趨向那

個地方去。但是長者就開始跟他們說，你看，這台大白牛車，這隻大

白牛這麼清淨，這麼漂亮。你看這輛車，看，裡面這麼多的東西，可



以載很多人。這條路，路途遙遠，還有很多人可以作伴，有很多眷屬

在一起。這就如在前面<譬喻品>那時候，大家得到大白牛車那時候的

歡喜一樣。那個<譬喻品>是以佛陀來說的話，現在以須菩提來譬喻他

們的心境。現在是真正的，本來是無心，現在這些東西既然不求而得

了，所以很歡喜。才說「我等昔不知求大乘因果」，過去只是小因小

果，只要求斷煩惱，不要來再來生受種種苦，只求到這裡而已。所以

不懂得要求大乘因果，就是大寂靜、大涅槃、大解脫。 

 

  這種大解脫，來去自如，乘如是法而來人間度眾生。這種大果

報，去來自如，我們都不懂得要求。「今時雖知猶不求」。這時候雖然

知道，還不懂得發心來求。「而實早已獲得」，老實說，這些法，佛陀

老早就已經給我們了，只是不知道如何使用，我們沒有這個心，不願

意去應用它。佛法，什麼人做不到呢？我們法如果入心，行在法中，

只要你願意起步，人人不都是人間菩薩嗎？我們現在常常聽到人間菩

薩，多苦難的人間，人禍天災普遍。就是因為人間菩薩及時湧現，這

都是真正人人都做得到，只是若不下去做也沒辦法。所以說，「實早已

獲得」，每個人，人人都有這個力量，老早就已經得到了，知道救人是

我們的本分事。也知道，我們原來都有真如本性，「真為佛子」。原來

人人就是了解這個法之後，就啟動我們的真如。真如發現，就是要經

過這個法之後，我們的真如就能現前。怎會不歡喜呢？很歡喜啊！本

來，這個法我本來就有了，只是我不會用，沒有這個心去應用它。 

 

經文簡釋： 

「今法王大寶自然而至」，佛於法自在，稱謂法王。譬喻品曰：我為法

王，於法自在。 

謂不測之富，得之於不期。故云：自然而至。 

 

  所以「今法王大寶自然而至」。已經這樣，忽然間出來了，很自然

這個法，大寶法王的寶藏，很自然就現前了。並無埋覆，沒有掩蓋，

它本來就有，本來就是現前，公開現前，只是我們自己的心。所以

「佛於法自在，稱為法王」。「法王」就是於法很自在，因為他已經在

幾生世中，無法算數，無量劫前，生生世世，上求下化在度眾生。已

經來來回回，非常自在，那就是因為他的法就是心裡。他覺悟了解，

心永遠都是一片清淨。不會受三途或是六道，或是四生這些煩惱將他

染污了，還是永遠自在，這樣叫做「法王」。在<譬喻品>說，佛陀自己

這樣說，「我為法王，於法自在」，這是上面<譬喻品>經文裡面的一

段。就是「不測之富，得之於不期」。就是說我們自己還沒有發現到，

自己沒有測量到原來我們有這麼多無法算數的寶，我們自己也有。法



王就是佛陀有，其實佛陀說我們與他平等，「心、佛、眾生三無差

別」，佛陀擁有的一切的法，其實我們也擁有，人人都有。 

 

  而這些法，無法去測量，無法去算計。這種富有，真的是很富

有，「得之於不期」。不預期是這樣，原來我也有，有這麼多無法算計

的財富，原來我也有，心裡沒有準備，忽然這些寶藏都是我的，和這

樣相同。我不知道我自己智慧覺性是與佛同等，這種這麼自然，我們

人人本具的真如，是這麼的自然，本來就在，所以說「自然而至」。其

實它無來無去，永遠都存在，隨著我們生生世世，都是這樣來來去

去。只是我們無明不斷將它掩蓋起來，埋覆起來，是我們的無明，自

己迷失，自己埋覆了我們的真如。 

 

經文簡釋：「如佛子所應得者，皆已得之」；亦即大涅槃，具有法身。 

 

即般若、解脫及常樂我淨等，真實無量功德寶，是世出世唯一大寶。 

 

＊「如佛子所應得者，皆已得之」。 

所謂既如佛子承佛教，傳佛慧命法脈原本具足。莫之為而為者，唯是

無明蓋覆。 

 

＊如佛子等者，謂如往昔方等般若會上，諸佛子所應得者，我等今已

得之，啟開大志用以修得歡喜之意。 

 

  「如佛子所應得者，皆已得之」。就如佛的孩子，所應該得到的都

已經得到了，這是須菩提自己這樣描述。他現在對佛陀所說的法，透

徹了解了。所有的法，原來，回想過去四十幾年間，佛陀所說的教

法，原來是這樣的圓滿，那麼的自在，於我們心裡。所以都已經得到

了，「如佛子所應得者，皆已得之」。「亦即大涅槃，具有法身」。「大涅

槃」就是無生無滅，大解脫，這叫做大涅槃，無生無滅。這種無生無

滅，就是法身。而法身就是我們真如，就是我們本性，所以我自己要

很慶幸，我們這個時候已經知道。 

 

  這個法身也叫做「般若」，「般若」就是智慧，智慧人人本具，只

是無明掩蓋。很多無明，很多的煩惱，甚至如塵沙一樣的惑。塵沙

惑，就是無明多到像沙漠的沙那樣多，這是我們累生累世累積下來的

煩惱無明。其實我們人人本具智慧般若，是自己這些無明，自己造，

自己來遮蓋般若智慧。否則法身是般若，是真如，本來就是解脫，卻

是我們自己造因，自己造緣，自己受果報，這全都是由我們自己。 



 

  本來我們就有「般若、解脫，及常樂我淨」，這本來我們都有「真

實無量功德」，這是我們都有的，法財都存在，「是世出世間唯一大

寶」。我們在世間應用不盡，有法，只要你「有法度」，若有法，來回

度眾生，自度度他。我們都很豐富的智慧，很豐富的功德法財，我們

都有。只是我們過去就是這樣沉迷，所以「如佛子所應得，皆已得

之」。也就是說，「如佛子承佛教，傳佛慧命法脈原本具足」。 

 

  其實人人要傳佛的教法，傳佛慧命的法脈，本來人人都是具足，

但是我們只是不想要去做而已。若想要做，怎會沒辦法呢？「莫之為

而為者」。只是不肯做，我們若是願意做，大家都做得到。「唯是無明

覆蓋」，大家都做得到，可惜就是無明覆蓋住。如佛子等，就是「往昔

方等般若會上，諸佛子所應得者，我等今已得之」。現在這樣了解了，

過去在「方等」，在「般若」會上，佛陀將我們的煩惱應該都去除了，

「心無罣礙，無罣礙故」，全都清淨了，心應該很自在，我們大家應該

都知道。 

 

  所以這時候，今已經了解了。所以「啟開大志用以修得大歡喜」，

現在開始立大志願，用這個法來修行，能得到很大的歡喜。所以這個

歡喜，就是得法快樂。我們人人修學、受法，應該要用心，圓教的教

法，我們不要這樣一點點的偏差，就去除了正法，一點點就差錯了。

就如剛才所說的那個故事，天堂到底多遠呢？不知道。但是比丘就

說，「三三六」，三百三十六萬多公里，這麼遠。路途，你要怎麼走？

這實在是很遠，方向在哪裡？不知道。這樣就起一把火，這樣就要投

下去。到底無因不成果，到底是不是了解了呢？所以，道路看清楚，

不要在聲聞，停滯在那裡。也不要偏差於外道，差之毫釐，失於千

里。所以大家要時時多用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