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720《靜思妙蓮華》開示演說出世之道 (第 906集)（法華經•藥

草喻品第五） 

 

⊙「佛為世之聖尊，諸天人眾導師，諸法之實妙相，一乘真實妙法，

方便權巧演說。」 

⊙「佛亦如是，出現於世，譬如大雲，普覆一切。既出於世，為諸眾

生，分別演說，諸法之實。」《法華經 藥草喻品第五》 

⊙「大聖世尊，於諸天人一切眾中而宣是言：我為如來兩足之尊，出

於世間。」《法華經 藥草喻品第五》 

⊙三乘所證，名小聖人。 

⊙如來圓極，圓滿至極，妙覺果海圓極，名為大聖。 

⊙於諸天人，一切眾中，而宣是言：於求法大眾之中，志求正法者，

而宣是言。 

⊙我為如來：我是究竟果德如來，久修梵行，福慧具足。 

⊙如來出現世間，闡揚大法；化諸眾生，出離生死，令得無量義利安

樂，是為眾生之師範也。 

⊙兩足之尊：兩足尊者，或以戒定為二足，或以權實為二足，或以福

慧為二足，或以解行為二足，此皆內德之二足。 

⊙外形以天人為二足，佛是天人二足尊。 

⊙出於世間：為眾生故，不住涅槃。對於世間之稱。一切生死之法為

世間，涅槃之法為出世間。 

⊙出於世間：即苦集二諦，世間。滅道二諦，出世間。<譬喻品>曰：

開示演說出世間道。 

⊙謂諸菩薩，精勤修習菩提道時，隨力聽聞，為他演說三乘正法，而

於其中，心如虛空，平等寂滅，離諸名相，如是般若，無取無著，是

名出世間般若。 

⊙三乘者，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 

 

【證嚴上人開示】 

「佛為世之聖尊，諸天人眾導師，諸法之實妙相，一乘真實妙法，方

便權巧演說。」 

 

佛為世之聖尊 

諸天人眾導師 

諸法之實妙相 

一乘真實妙法 

方便權巧演說 

 



有佛、諸聖人來人間，這是最尊無上，所以叫做聖尊。因為他的法說

明了一切的理，他是行道者、說道者，所以是最尊為貴的人。因為這

樣，他的道理就是諸天人眾，所要追隨的，所以，諸佛稱號也就是導

師，也就是導人入佛道者。 

 

能為人說盡解脫道，故名導師。能夠指導我們，我們在迷茫中，給我

們一條正確的方向，道路。當在險境，何去何從？若能遇到人來指導

我們，讓我們平安通過，避過了險道，這就是導師。 

 

佛陀的法流傳，後面的人不斷來接，不斷用心地按照道理，細心深入

了解，了解之後再來分析，來引導人人走入正確的道路，這樣也能叫

做導師。 

 

我們的師公（印順導師），不就是人人稱為導師嗎？他用心，對佛法深

入研究，非常入微。雖然有形的相、自然的法則，已經是過去了，不

過，他的精神、思想、文字、法句，全都還留在人間，這就是近代導

師，引導我們佛法在人間，人間不離佛法，這樣來引導我們。所以，

要用心去體會，諸法之妙相。 

 

「一乘真實妙法，方便權巧演說」。這都是從諸佛菩薩來人間，佛陀的

開悟，發現的道理，為世間說。不論是五乘、三乘，只要我們的根機

所接觸的，大乘菩薩法，收進去，開始入人群，為人群說法，解釋諸

法，真實妙法的道理生態等等。以聽來的，體會、了解，這「一乘真

實妙法」，這樣的菩薩承佛教法，同樣入人群中，「方便權巧演說」。 

 

所以，這是佛陀他的應身人間，傳法在人群中，人群有各種不同的根

機，接受了佛法，流傳後世。就如雲雨這樣降下來，能夠普被群生，

普被群機。 

 

前面的(經)文，「佛亦如是，出現於世，譬如大雲，普覆一切。既出於

世，為諸眾生，分別演說，諸法之實。」 

 

佛亦如是 

出現於世 

譬如大雲 

普覆一切 

既出於世 

為諸眾生 



分別演說 

諸法之實 

《法華經 藥草喻品第五》 

 

就是眾生的根機是這樣，佛陀所說的法，才會分出五乘、三乘。其

實，佛本來所要說的是實法，只是眾生根機無法真正體會。 

 

佛陀對我們眾生說，人人本具佛性，只要你的佛性啟發，在人群中，

不但付出對己無減，又是在人群中增益慧根，了解人群的道理。這若

是想得通的人，就能知道在無量眾生度化，因為眾生無量，所以我們

的智慧無量。 

 

有的人認為，我修的法，我自己得，我不希望再分給別人。佛陀有舉

個例子，只要你一盞燈點亮起來，很多人，千百人因為你點燃這盞

燈，他藉這盞燈引過去，他自己的燈亮起來了。我們一室一盞燈，不

如讓千百燈來分。我們一個道場，光是一個人懂道理，沒有用，只是

一個人不斷一直說，要有很多人聽，更盼望大家能道理入心，這樣我

們的周圍境界，燈燈相傳無量燈。 

 

看，燈燈相傳，在黑暗中，不就是看到很美的境界？我們現在的娑

婆，就像濁氣非常的惡濁，我們若能在這濁氣中，昏暗的時代，若能

人人懂道理，人人的心光都點燃了，人人的燭光都亮起來，這樣濁氣

自然就破除了，一片的光明。這就是我們要學法。這樣才是佛陀，諸

佛菩薩，佛教菩薩在人間的道理，互為導師，互相來接引人群。 

 

下面接下來這段(經)文再說，「大聖世尊，於諸天人一切眾中而宣是

言：我為如來兩足之尊，出於世間。」 

 

大聖世尊 

於諸天人 

一切眾中 

而宣是言 

我為如來 

兩足之尊 

出於世間 

《法華經 藥草喻品第五》 

 

「大聖世尊」。大聖也是過去也要修行，同樣要經歷無央數劫，上求下



化，一路走過來，從小而大。微分的小煩惱全都去除了，塵沙惑，全

部清淨了，稱為「大聖世尊」。 

 

有大聖，當然有小聖人了，那就是「三乘所證」。 

 

三乘所證 

名小聖人 

 

依佛的音聲，我們來體會，透徹他的道理，了解大聖人之道，了解

了，但是還未透徹，這樣叫做小聖人。 

 

如來就是圓極，因為他所修的行已經圓滿了，「圓滿至極」，已經覺悟

了，「妙覺果海圓極」，所有的諦理都清楚了，叫做「大聖」。 

 

如來圓極 

圓滿至極 

妙覺果海圓極 

名為大聖 

 

天地宇宙萬物的道理，無不包容在佛的覺海中，就是完全修過來的，

是累生世不斷在人群中，下化眾生，在諸佛時代上求佛道，像這樣得

到「妙覺果海圓極」，這叫做「大聖世尊」。這就是佛，成佛之後稱為

「大聖世尊」。 

 

所以「於諸天人，一切眾中，而宣是言」。也就是說，「(於)求法大眾

之中」。 

 

於諸天人 

一切眾中 

而宣是言： 

於求法大眾之中 

志求正法者 

而宣是言 

 

佛世，那時候有九十多種宗教。有人聽了佛的教法，他願意來求精

進，隨佛出家，依教奉行，所以在這大眾之中。又有人希望更上一

層，所以在三乘的教法中，一聞即解，志求正法。正法，就是希望將

正法，再傳於後代，這種大菩提道的人，在僧團中也有很多。佛陀依



照人人所需求的法，很多人，稱為「大眾中」，有心願意求正法的人來

宣說。 

 

下面說「我為如來」。 

 

我為如來： 

我是究竟果德如來 

久修梵行 

福慧具足 

 

意思，佛陀向大家，再肯定地保證，我是如來，我是究竟果德的如

來，「久修梵行，福慧具足」。那就是要向大家建立信心。我從過去過

去無始劫以來，「久修梵行」，在很久以前，無央數劫。所以一直要跟

大家說，修行是要用長久的心，不只是今生此世，也是過去生中無量

數世，這樣一直修來的。生生世世，就是去除無明，增長清淨行，這

樣梵行過來的，所以「久修梵行」。 

 

梵行清淨，那就是福慧具足。「梵行」是在人群中，而不受人群所污

染，又能生生世世保持著清淨，但是是在人群中造福人群，所以叫做

福慧具足。 

 

總而言之，要「久修梵行」，修福慧具足，所以這樣叫做「如來」，乘

如是法而來出現世間；來世間的目的，一大事因緣，就是要開示眾

生，期待眾生能夠悟入大法。 

 

如來出現在世間，來闡揚大法；化諸眾生，出離生死，令得無量義利

安樂，也就是為眾生的師範。 

 

如來出現世間 

闡揚大法 

化諸眾生 

出離生死 

令得無量義利安樂 

是為眾生之師範也 

 

能夠讓大家得到無量義的利益，得到安樂，這就是佛陀，如來，(乘)

如是法而來人間的目標，也就是「眾生之師範」，也就是眾生的典範。 

 



所以「我為如來，兩足之尊」。我是如來，(乘)如是法而來，我是兩足

尊。這是佛陀，在大眾中，建立大家的信心，(稱)兩足尊。 

 

兩足之尊： 

兩足尊者 

或以戒定為二足 

或以權實為二足 

或以福慧為二足 

或以解行為二足 

此皆內德之二足 

 

「兩足尊」的意思就是說，「或以戒定為二足」。我們要修戒、我們要

修定，心中有戒就不犯錯，不犯錯，我們的心永遠都很自在，有自在

的心，才有定力。 

 

或者是「以權實為二足」。我們了解法，了解了法，我們要入人群度眾

生。眾生根機不整齊，所以佛陀就設權教用方便法，但是佛陀不失於

實法，而施教眾生。真實法，就是要引導我們走，從凡夫地直到行菩

薩道，終點是成佛，這叫做實教。所以具足權教與實教為兩足，這就

是教育眾生的方法，這也是兩足。 

 

「或以福慧為二足」。或者是用福與慧，二項要平行修。造福人群，所

以這叫做修福。慧，就是人人皆平等，能夠開啟我們的心胸，包容天

下一切人事物，這叫做智慧。這也就是兩足。 

 

「或以解行為二足」。或者是已經對佛法道理，不只了解而已，還要再

身體力行。 

 

「外形以天人為二足」，於外在，「佛是天人二足尊」。 

 

外形以天人為二足 

佛是天人二足尊 

 

不論是天，天人也常常來以佛為師，何況說我們人間呢。所以，佛陀

來人間教化，希望人間人人能受法，能夠行法，能夠傳法。我們人人

都能成為受法者、傳法者、行法者，這是佛陀最期待，所以有內外的

兩足。 

 



天、人之間，向所有(天與人)為典範。這就是導師，這就是兩足尊，

乘如是法而來人間的兩足尊，這樣出現於世。 

 

「出現於世，為眾生故，不住涅槃。」 

 

出於世間： 

為眾生故 

不住涅槃 

對於世間之稱 

一切生死之法 

為世間 

涅槃之法 

為出世間 

 

佛陀應人間的因緣成熟，出生，八十歲入滅了。佛陀他是不是這樣就

入滅了？不是，「不住涅槃」，他還是再來人間，生生不息。 

 

所以「對於世間之稱，一切生死之法，為世間」。「世」就是時間，

「間」就是空間。長久無法去計算的時間，虛空遍法界的空間，這就

是佛陀他所感化的世界。這種「涅槃之法，為出世間」，就是來指導我

們，如何讓我們能不必在六道輪迴。 

 

教育我們如何離開苦、集，就是為了要讓大家能滅；苦、集，我們把

它滅除，所以我們要修行於道，這樣叫做「出世間」。 

 

出於世間： 

即苦集二諦 

世間 

滅道二諦 

出世間 

譬喻品曰： 

開示演說出世間道 

 

在世間，五濁惡世，就是不離「苦」與「集」。我們若要出世，就要

「滅」與「道」，這樣修行於道，才能出離世間。所以<譬喻品>中，

「開示演說出世間道」。佛陀來人間就是這樣。 

 

謂諸菩薩 



精勤修習菩提道時 

隨力聽聞 

為他演說三乘正法 

而於其中 

心如虛空 

平等寂滅 

 

也就是說「諸菩薩，精進修習菩提道時」，就是「隨力聽聞」。菩薩也

是同樣，隨自己的能力來聽法，聽了之後，「為他演說三乘正法」，就

是這樣入人群去講法。「而於其中，心如虛空」，不受眾生的煩惱所污

染，心包太虛，平等，這樣叫做(平等)寂滅。 

 

離諸名相 

如是般若 

無取無著 

是名出世間般若 

 

所以，「離諸名相，如是般若，無取無著，是名出世間般若」。 

 

「離諸名相」，這種「如是般若，無取無著」，付出無所求，不是要擁

有什麼，就是無所求。「是名出世間般若」，就是出世間的智慧，這就

是我們要學的。 

 

要從三乘開始，既然發心修行了，在聲聞、緣覺，目標應該就是行菩

薩道。 

 

三乘者 

聲聞乘 

緣覺乘 

菩薩乘 

 

所以佛為世之聖尊，佛陀出現人間，開這條路，我們跟他這樣走過

來，從小乘聖人一直向著，大乘覺者的大聖人的道路走，這不是走不

到，只要我們時時多用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