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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雖多不出權實 

權實之外更無別法 

諦理無量無邊無涯 

含意法多信解難量 

 

  可見佛法深廣如大海，我們要很用心，用心、專心，法才有辦法

真的入我們心來。佛法很多，只是一句道理就能包含天下事物，何況

千經萬論，裡面所說的道理那更是多。這樣這樣多的經典，有沒有辦

法完全描述佛的智慧及他所體會的道理？比起來，相差還是很遠。佛

陀對天體宇宙萬物真理，完全收納在他的覺海中，向眾生要來敘述，

眾生的心量還未打開，能夠容納多少佛陀所說的法呢？但是佛還是用

盡心機，設權逗教，設種種方便法，叫做「權」。逗眾生根機來教育，

佛都是應眾生的根機與能夠接受的量。眾生的心量一定要打開，否

則，我們的量這樣小，儘管佛陀所覺悟的量是這樣大，要如何能接受

呢？佛陀只是應我們的心量而來教育，授法給我們，所以不出權實。

實法是佛陀的本懷，但是眾生的根機能接受到的只有這樣而已，所以

我們要長久的時間體悟。 

 

  最近，我們一直譬喻佛陀無量劫以來，上求下化，生生世世沒有

捨棄眾生，就是累積了很多的廣大眾生緣。佛陀所說的法，過去我們

有結過緣，我們才願意接受。這是佛陀為眾生要用長久時間，我們現

在了解了，我們就要學佛要用很長久的時間。我們要殷殷勤勤，應該

步步前進，不要懈怠，這就是我們要學的。所以，「權實之外更無別

法」，佛陀給我們的是由我們的心量，我們的根智，我們是大根或者是

小根？是大機或者是小機？佛陀就是應我們根機而授法給我們。其實

佛陀應根機是「權」，但是暢佛的心懷，一實法是全部的道理。不過，

我們所吸收的才只是這樣的量，所以說「權實之外更無別法」。佛陀已

經用盡心機了，我們是不是還只是接受佛陀的權教，我們還在權教中

轉嗎？我們難道還不能真正徹底感受佛的心懷呢？這要看我們各人的

根機，其他，就沒有其他的法了。 

 

  眾生的根機若還是這樣小，能接受就只是這樣而已。其實「諦理

無邊無量無涯」，真實的道理，就是無量無邊，曠無邊際，佛陀的覺海

真的是曠無邊際。宇宙，地球才只是這樣而已，地球以外，還有多少

星球都是在宇宙天空中？我們光在地球上的事、物理，我們都還無法

了解。人的心理，天下一切萬物事理，我們都還沒法徹底了解。我們



自己最近的，在我們的身體裡，我們自己身體在變化，行蘊中老病凋

零，我們自己都還是不知，我們還能知道多少呢？所以我們要相信佛

所說的法，身體會老化，但是我們的真如本性是永住，不生不滅，不

老不死，這就是我們的真如本性，這就是叫做「諦理」，「諦理無量無

邊無涯」。 

 

  從開始以來，人有真如本性，萬物有物理的本性，這是千古萬

劫，無始以來就是本具的定律，但是我們沒辦法真的樣樣都能了解、

能體會。我們要知道別人在想什麼，對我們曲解，有時想想自己，我

們對自己也不了解啊！明明知道煩惱要放下了，但是還是起心動念，

要如何讓心能平靜，能淡定下來？這也要再經過…，對啊，自己要

調，要了解別人，先了解自己。對我們自己很親近的身體，都無法了

解自己的心理。所以說心理、物理、生理，三理四相，就是這樣一直

說，不過我們還未透徹了解。只知道「諦理」，這就是真理，真理永

恆，真理普遍無量無邊無涯，其中的含義，法很多。所以我們凡夫要

相信、理解，真正要用我們的智慧，用我們這樣的心量要去體會，去

度量、測量這天地萬物，實在是是難量，無法去測量。何況佛陀所說

的法呢？我們要真的去了解，敘述佛陀無量億劫來人間為眾生付出，

所修的功德，更加難量。所以，眾生難信、難解，佛陀期待我們人

人，聽聞佛法，第一項就要先信解。信，要用智慧去信，智慧若沒開

通，就是信根無法穩定，不深入，所以我們要用心。所以前面的經

文， 

 

經文：「迦葉當知!如來是諸法之王，若有所說，皆不虛也。」 

 

  佛陀再叫迦葉，因迦葉尊者是能傳佛的心法，所以佛陀傳衣缽給

迦葉尊者。根據傳說，迦葉尊者承著衣缽在雞足山裡封山，要等到彌

勒菩薩成佛之後，他再將佛陀的衣缽傳給彌勒菩薩，這就是法脈要相

傳，可見迦葉尊者受佛陀的器重。為什麼佛陀器重迦葉尊者？因為迦

葉尊者一心一志，守住他那一念心，堅持修行，不怕辛苦，他體會人

間一切空法，去了解一切不淨法，所以他的心很淡定。佛陀體會迦葉

尊者他的意志堅定，所以他授法、傳衣缽給迦葉。所以在《法華經．

信解品》一直延續到<藥草喻品>，佛陀還是以迦葉尊者來做僧團的領

導，與法的知音，談話的對機。其實，叫迦葉的名是要提醒大家，包

括須菩提、包括迦旃延、包括目犍連，包括在場所有在聽的大眾。所

以，佛陀稱迦葉為代表，這樣說，「迦葉當知！如來是諸法之王，若有

所說，皆不虛也」，這就是要再加強大家的信解心。前面的<信解品>譬

喻貧窮子，這分與法很接近，但是不能接受，現在了解了，大家要接



受，還要再加強信解心。所以要再告訴迦葉，「如來是諸法之王」，要

讓大家更了解，相信佛所說的法，佛就是天地萬物宙宇之間所有的

法，無不通達，叫做「諸法之王」。 

 

  佛陀自己向大家這樣說，不是佛陀很自大，佛陀是要讓弟子大家

加強信心，所以說佛是諸法之王。他所說的一切皆不虛，絕對是很實

在的。雖然過去用權，設三乘法，聲聞、緣覺、菩薩法。雖然法有分

大小乘，卻是小乘法也是出自於大乘的真理，裡面含蓋著也是真理。

不論是小小的法，都是含著真實的道理。看到這棵樹這樣大，其實它

是從那種子，小小的種子，基因，因緣會合，所以抽芽露苗，開始慢

慢成長，成為大樹。所以大樹也是從那小小如毫芒，那種子很小，你

看到的種子，真真正正能發揮讓這棵樹長大，那是那顆種子裡還含有

基因，那就是真實的因，不是這顆種子這樣大。有的樹種，種子這樣

大。最近我們大甲的菩薩很用心去撿種子，種子有小的，有中的，也

有這麼大的，其實，這麼大的種子不一定是大樹，它內含在裡面那一

點基因，才是這棵樹主要的。 

 

  雖然小小的種子，不是像一株草一株花，它也是一棵大樹。形態

雖然都不同，種子的大小，其實它的作用就是發揮了不同的那種真實

的樹種、樹形。每一棵樹，花花草草，大大小小的樹，在這大地上都

有作用。看看，很多香油，我們日常在吃的食用油，在使用的油，都

是大地大小樹或者是大小草所煉製出來。最近還聽到一消息，西非在

流行伊波拉的病，那種病毒，文明的國家，國際間大家很恐慌，因為

他無藥可醫，還無藥可預防。但是最近看到報導，英國有研究出一種

草，發現在這藥草中，說不定在這種草裡面能淬煉出預防或治療的藥

物。看，現在我們才開始講<藥草喻品>，這二天看到已經發現有這樣

植物，它就是有這種功能、效用，但願這東西發現了，在這大地所產

生出來的草木，對人類各有不同作用。佛陀在<藥草喻品>開始要說，

法，我們人人要相信，相信天地宇宙之間，無不都是含藏著無量數的

法。它為人群付出，有作用的東西。我們要相信，我們要珍惜大地，

珍惜一切，不論是草、木、花，我們都要珍惜。所以說，佛所說的

法，我們一定要信解，絕對是不虛，真實不虛。接下來再說 

 

經文：「於一切法，以智方便而演說之，其所說法，皆悉到於一切智

地。」 

 

經文簡釋： 

「於一切法」；深明事理一切智慧。此解釋法利群生，世出世間法，名



為於一切法。 

 

  這段文又要再讓我們更了解，佛陀的智慧於一切法，以一切方便

來演說。我們眾生的根機就是這樣，這樣的有量，應眾生根機，眾生

能夠納受，我們的器量有多大，佛陀就要按照眾生根機大小，設方便

的法來開導我們，這是佛陀的用心。所以「於一切法」，「深明事理，

一切智慧」。一切法其中面所含蓋的道理，我們要相信，我們要很深去

體會，才有辦法能明瞭事物內含的道理。不論何事，有形的東西、物

質，我們都要用智慧。智慧就要深信，深信去體會其中所包含的法。

在一件事情，這件事情，事，就有含著它的道理。一件物質，我們也

要很用心體會這物質等等。這都是我們都要很深明，要用很深、深

信，很透徹的心態去體會有形的事事物物。還要發揮我們的智慧，我

們將佛陀的道理入心來，去體會無形無體的真理，這就是一切智。用

信深入，才能明瞭，這就是來自我們一切智。這一切智「解釋法利群

生」，用一切智，一切的事物道理，一一讓我們了解，我們才能有辦法

一一解釋，去解釋才能利益群生。 

 

  就如很多的藥草，中藥，他要學醫，他就要去了解藥草的性質。

了解人身體的病，才能依病下藥，這道理是一樣的。所以，世出世間

的法，我們要學佛，我們不希望永遠都在六道輪迴，帶業在人間，受

無明痛苦的折磨，我們不希望。所以我們期待以佛法洗滌我們的無明

煩惱，讓我們的心鏡能夠早日大圓鏡智能現前，看事明理。我們若能

這樣，才有辦法將來我們發心立願，帶法來人間，這叫做倒駕慈航。

還是兩岸，凡夫的無明此岸，我們已經用慈航，從這個地方要渡到清

朗明淨、靜寂清澄，佛、聖人的境界去。這是我們人人要發心。所

以，我們要世間法、出世間的法，我們要如何處世，要如何住在世間

裡，受世間一切煩惱無明，我們不要被它影響了，我們要堅定我們的

道心。還是接受佛法，我們要了解，深明一切事理。感恩人世間讓我

們有造福的機會，感恩人群中讓我們成長智慧。 

 

  能夠這樣，法永遠都在心裡，將來帶法，清明智慧的法，能帶到

我們的來生來世，不斷綿延下去，這就是世出世間法。我們即使要離

開此生，我們也要帶著此生所聽、所了解的法，延續到來生去。我們

不希望來生還是帶著無明來，這是我們要很用心。這樣叫做「於一切

法」，我們修行，身心不要離開一切法。人、事、物涵蓋的道理，我們

必定要很深明這個道理。 

 

＊「一切法略說有三種」：一者有為法，二者無為法，三者不可說法，



此三已攝一切法。 

 

  所以，一切法，簡單來說，用三種來說： 

一、一者有為法。有為法，就是我們看得到的一切一切事物。一切是

人為的嗎？很多在大自然中，也是要有人去應用這些東西。我們要如

何造林？造林，自然就樹木旺盛。有的人就是想要如何砍樹？這些樹

要如何貿易？這也是大自然的境界受人類的毀壞，這也是有為。一切

世間，你能成就它的好事。無明一起，可能就造很多的惡業。這種有

為法，我們若很透徹了解，我們能讓大家知道可做與不可為。能做

的，我們要趕緊鼓勵人：「要做喔！」不可做的，我們要說：「不要

喔！」我們要分析為什麼不可以，眾惡莫作。為什麼這麼多惡的事情

不要做呢？因緣，結果是什麼？你現在所造作，未來的結果，所造成

的會是什麼事情。這我們要很清楚，清楚未來的結果，我們才能跟他

說現在不可做。 

 

  好事要做，要及時趕緊做。就如最近看到的緬甸慈濟人，大家也

已經很踴躍為馬來西亞勸募。緬甸很多貧困的人，在幾年前，二００

八年吧，那時候一個颱風（二００八年五月，熱帶氣旋納吉斯），馬來

西亞與緬甸是鄰國而已，那時候它那麼大的災難，我們就請馬來西亞

（慈濟人前往），因有邦交，又是在隔壁，就付託馬來西亞來負責緬

甸。就這樣開始，來來回回，他們的付出，在馬來西亞慈濟人與緬甸

慈濟人，這樣來來回回，那種長情大愛在緬甸鋪路，拓寬了他（們）

的愛。現在馬來西亞水災，從過年前一直到過年後，嚴重的大水災，

損失很大，換成緬甸的人開始要勸募。看到他們下鄉，在田埂路上，

這樣捧著愛心箱要去村莊裡。這是村莊裡面，自己呼籲「來向我們勸

募」，甚至校長，因為我們有去幫忙蓋學校，校長去向一個小村莊，他

代替去勸募，大家都很歡喜。 

 

  今年的豐收，就是來自於慈濟的幫助。甚至他們說：「我們以前若

是下雨，連田埂路都無法走。」因為水都淹沒了，沒有路了。「慈濟來

幫我們造橋，慈濟來幫我們鋪路，慈濟來幫我們蓋學校，馬來西亞慈

濟人來為我們做這麼多事情，所以應該回饋。」這就是人事。好事，

你去做，在那麼多年前去做，在這麼多年後，這分情，覺有情，鋪過

來的路，不是形容詞，他們是真正去為他們鋪路。在那個地方已經有

慈濟人，成立起來了，不只是馬來西亞的慈濟人去鋪，只是一個種子

撒播下去，慈濟在那個地方，這一群慈濟人開始接著我們的關心，馬

來西亞的投入，這樣結合起來，他們互相幫助，這就是好事。天下

人，呼吸的空間都是在整個空間之中。意思就是說，生活在同一個天



下之間，不應該分你我這種隔絕。所以人人互相幫助，認為這是合

理，這是應該的。合理、應該，就是順天理，就是真理，這叫做有為

法，人人可以做的事情。 

 

  「二者無為法」，無為法就是自然界。無為法雖然在自然界，自然

天地之間，天地的空間，雲、雨本來就是滋潤大地。大地成長萬物就

要看氣候，四季當中循著季節、循著氣候、天氣，若能很順利，天地

之間，萬物自然的境界，它不是人為的，它就是這樣自然生長起來。

就如我們人，人也是一樣，也是有幼年時、青年時、中年時、老年

時，同樣有「四季」，我們隨著「四季」，我們的幼年、少年、中年、

老年。這樣不斷的時日這樣在輪轉，我們的身體自然的境界就是這樣

生老病死。這也是生理自然，就是這樣。所以說，無為法就是自然的

境界，這些法是非常的微妙，其中所含藏的道理真的是奧妙。 

 

  第三就是「不可說法」，很多很多的道理，不是我們凡夫有辦法通

盤都了解。看，現在這麼多的學者，他們都說「隔行如隔山」，專門讓

他研究的，但是他就是研究一項就是一項，無法研究很多項，森羅萬

象，認識不完。所以，很多法，說不可說，真的要說盡，是說不盡

的。所以「不可說法」，不是不能說，是說不完。這三項就是統攝一切

法，即使要說也是說不完，凡夫絕對說不完。研究樹的有樹醫師，研

究身體的有人的醫生，研究大地有大地的醫生。總而言之，有很多不

同，光是身體，現在的醫師分科別類，就已經很多了，何況要如何說

盡這麼多的法？這就出在唯有佛陀的一切智，全都含括在佛陀的覺海

中，凡夫實在是面對這麼多的法，不可說、不可說，因為無法說清楚

的法。 

 

經文簡釋： 

「以智方便而演說之」；以四無礙智隨機宜說，以善巧智而為方便演說

之。 

 

  所以「以智方便而演說之」。佛陀要說這麼多的法，他有辦法說，

我們也無法去體會。所以用佛陀的智慧，以方便來演說，設三乘法，

應我們的根機。佛陀他就「以四無礙智隨機宜」。隨這個根機，這個可

以說，說這樣的法；那個可以說，說這樣的道理。他就要看我們的根

機來分別，堪得接受的，他就向我們說我們堪得接受的、我們聽懂

的、能體會到的，我們能用，能夠身體力行，用得出來的法，這是佛

陀對機的方法。這「四無礙智」，昨天才說過。所以「以善巧智而為方

便演說之」，用「四無礙智」，善巧，很巧妙的來適應眾生的根機，方



便演說。 

 

經文簡釋： 

＊「其所說法」；佛以善巧微妙說法義詞樂說無倦。循機以其方便智為

諸眾生之所說之法。 

 

  所以「其所說法」，就是佛用「善巧微妙說法」，法無礙，義無

礙，詞無礙，樂說無礙，也就是無倦，循機以其方便智為諸眾生之所

說之法。那就是「四無礙智」，剛剛說的「四無礙智」。佛陀用「四無

礙智隨機宜說」。這「四無礙智」就是說法無礙、說義無礙、詞無礙、

樂說無礙，就是四無礙智，因為佛陀他對待眾生，永遠都不疲倦，沒

有放鬆，所以說法，一直說、一直說，不會累，還是一直說。希望能

夠所說的法，眾生能夠體會到，不論是反反覆覆，他還是不厭其煩。

眾生不了解，我再說。你們記得嗎？為五位比丘，光是「苦集滅道」

就要三轉。何況芸芸眾生，何況未來更多，無量億，現在已經七十幾

億了，要希望人人都能夠聽懂，就要不厭其煩，「樂說無倦」，這是佛

陀他對眾生一片的慈憫。所以「循機以其方便智為諸眾生之所說之

法」，循循善誘，隨眾生的根機來說法。若常常聽，看到這樣的經文，

不由得不感恩，真的是佛恩浩大。 

 

經文簡釋： 

「皆悉到於一切智地」；一切智者，證得一切智之位，法相雖別，悉到

智位。 

 

  「皆悉到於一切智地」，佛陀這樣殷殷勤勤，樂說無倦，都一直希

望所有所有的一切眾生都能夠到達一切智地。一切智地就是有為法、

無為法，不論是有形、無形，事物道理，希望人人都能夠透徹了解，

這叫做一切智。「證得一切智之位」，就是說真正的我們到達了。這個

法，佛陀這樣跟我們說，指一個方向，我們真正到達了。那個法入我

們的心來，法入我們的心，我們也身體力行，所以「證得一切智之

位」。證得一切智之位就是我們要做得到，真正體會之後，我們又做

到。所以「法相雖別，悉到智位」，雖然我們所做的很多事情不同，卻

是到頭來是同一個方向，所以這是眾善。道理有很多，要如何利益人

呢？不論是小乘、中乘、大乘，其實道理是真理一項。只是眾生根機

不同，希望眾生能夠體會到從不同的形象到達同樣的道理，大家能夠

了解，這叫做一切智地，就是佛的究竟地。 

 

＊「一切智地」：即佛之究竟地。一切法之實相，非真智不能證，非語



言文詞所能示。 

 

  這一切智地，就是佛陀已經證悟到那個境界。「一切法之實相」，

所有一切法的實相，無不都是收納在佛智腦海中。「非真智不能證」，

若不是真實體會到的人，真正無法證得此位，無法體悟，證，就是體

悟。我們若只是用知識，知道法，「知道了、知道了，這個名詞我會背

了。」這還沒有證悟到，只是知道而已，「非語言文詞所能示」。所以

我們若沒有真正體悟，你天花亂墜，說了很多的法，也無法指示出真

正的一條康莊大道。因為佛陀都體會到了，用種種方法來指導我們，

我們要往這個方向走就對了。 

 

＊即欲說之亦不過以此不能及之語文，曲顯其假相而已。 

 

  所以「即欲說之亦不過以此不能及之語文」。真的是我們想要說，

「知道了，我也已經都體悟了，我也有在做。要告訴你，我們大家這

樣做，但是這樣還不夠，我還要說很多。」但是，再多的話都不及佛

陀所說的道理，那個真實道理如何能進到我們的心來？這不是用語言

能做得到。所以「曲顯其假相而已」，我們這樣彎彎曲曲，就只是要希

望人人聽得懂。不過，還是借世間的形象來說話。聽的聲音、看的景

象，但是，是不是那個理抽得出來？譬如前面有幾種的植物，小小的

草，較大的樹枝，我只能告訴你們這是松、這是芙蓉，還有兩種我就

不懂了。 

 

  知道是松，但我無法抽出松裡面最根本的理，它的成分，我抽不

出來。這就是說，我只能說，只是表面的假相，讓大家看得到，這個

名相是這樣，但是無法跟大家說得清楚。除非有人願意將這個東西裡

面的基因抽出來，去實驗，告訴我們，跟我們說了，「是這樣喔。」也

只是這樣而已。這就要真真正正去體會道理到底是如何。所以一切人

間的假相，佛陀所要說的是真實理，我們要了解的，也是要真實法。 

 

＊譬有人言：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而此設言之冷暖，只為語文上所

述任何物之冷暖通相耳，然佛以方便之智，悉能隨順眾生以演說一。 

 

  所以，譬如有人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這句我也常常說，

但是這只是借個語言的形態來說。我在喝藥，這是苦的，你們就說：

「你要喝啊，不喝不會好」，我說：「這很苦啊！」「就是要喝啊！」

「但是很難喝。」他不知道很難喝，不過，他就說「沒有喝不行。」

這就是人間，大家自己才體會得到，喝下這碗藥，那就是要幫助我們



的身體。而我們自己也會抗拒，「這是這麼苦，我不要。」也是一樣，

我們明知道這種藥性是幫助我們的身體，我們卻還在那裡抗拒。 

 

  這就是我們眾生的迷茫，要能覺悟清醒，真正都體會得到，實在

是困難。要將這些佛陀所說的法說得清楚，鋪排得讓大家都體會得

到，實在困難。不過，我們要知道，「佛法雖多不出權實，權實之外更

無別法」。佛陀用盡心機，就是要讓我們了解，所以「權實之外更無別

法」。佛陀已經用盡心機，諦理，真理無量無邊無涯。他的含意，一句

話就含很多很大，所以「信解難量」。我們即使要信、要解，要去測量

這個法，真的也是困難。各位菩薩，既然這麼困難，有心就不難。請

大家聽法、修行，真正的真實要多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