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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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看，了解，一切無不都是來自佛覺悟者，他用心、愛，所以

入人群中說法、傳法，一直千秋萬世，將這個道理向未來傳，我們現

在才有法能聽。所以我們要時時感恩，諸佛菩薩不斷出現人間，不斷

傳法人世，時時要用感恩心。「佛為世間聖尊」，也是「諸天人眾導

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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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了解了道理在人間，人間有道理來維持人類

這條道路，讓我們人類按照道理來行道，這樣這人間才是很美滿的人

間。在眾生道中為最上等、最稀貴的人類，所以我們身得人身，能聞

佛法，是很不簡單。何況諸佛出世，那就是稱聖為尊，是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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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佛陀稱為三界導師、四生慈父。這稱號對我

們人間多麼親切感，亦師亦父，所以我們對佛的敬愛，必定要很用心

來體會。因為諸佛稱號也就是「導師」，為何稱為「導師」呢？ 

 

＊導人入佛道者佛菩薩之通稱能為人說盡解脫道，故名導師。引導大

眾進入佛道的人，是佛菩薩的通稱。 

 

  也就是導人入佛道者，這就稱為導師。不只是佛，還有菩薩，菩

薩的通稱，是佛與菩薩的通稱，所以名為導師。就如我們在學校，學

校有老師，也有導師，指導我們不懂的，讓我們能夠通曉、了解於課

題。我們若不懂，請教我們的導師，他自然就為我們指導，從不懂到

懂，所以這就稱為導師。導師就是引導人入佛道者，也就是入道理

者，都稱為導師。包括佛、包括菩薩，他們的通稱。在人間，學校都

有導師，何況在人間指導我們行正道的人，他的通稱都能夠叫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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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條正確的方向道路，當在險境，何去何從？若能遇到人來為我們

指導，「你要向這方向走，絕對安全；不要走入岔路去了，若是向岔路

走過去，那個地方危險，容易迷失了」。指導我們向著一條正確的方

向、道路走，讓我們平安通過，避過了險道，這就是導師。 

 



  能為人講盡解脫道，像是講法的人，能好好的為大家指導。將了

解的法，佛陀的法流傳，後面的人不斷來接，不斷用心去按照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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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也能稱為導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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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那最微細的，這樣

的深入。將最微細的道理，再寫於書上，他的心所體解，不是口頭上

說而已，他還立文字下來，將他的體會浮在文字上。雖然有形的相，

自然的法則已經是過去了，但是他的精神、思想、文字、法句全都還

留在人間。這就是近代導師，這就是引導我們佛法在人間，人間不離

佛法，這樣來引導我們，所以，大家都稱他為導師。 

 

  這就是為人說解脫道。眾生迷茫，不知道理，由了解道理的人來

為我們指導，給我們一個方向。讓我們從迷茫中覺醒過來，讓我們從

迷途方向，向正道路走，這全都能稱為導師。還能引導大眾進入佛道

的人，這也是稱為導師。這是佛、菩薩的通稱，所以導師就是佛、菩

薩的通稱。所以要用心去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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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們根機所接觸的，大乘

菩薩法收進來，開始入人群，為人群說法，這也能稱為導師。所以他

在「諸法之實妙相」，解釋諸法真實妙法的道理生態等等，為我們解

釋，同樣和佛陀所說的一樣。因為用心接法，用心體會，入人群中，

同樣，用聽來的，體會、了解這「一乘真實妙法」，這樣的菩薩承佛教

法，同樣入群中「方便權巧演說」。 

 

  所以，這是佛陀他應身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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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雲雨這樣降下來，能夠普被群

生，普被群機。所有不論是山河大地，一切草木，因為密雲一雨所潤

澤，全都生長起來。就譬如我們眾生，人人的根機，人人的心地，到

底我們的心、根機有多大，能接觸的法有多少？隨著我們向來所實

習，過去生所接觸，有了緣受佛法薰習，這回佛陀出現人間，佛陀所

說法，他很快所接受到的法，能利根利器，很快就能夠入佛所說一實

妙法，接受就很快了，這叫做大根器的人。同樣說的法，他能聞一，

能通徹一切道理，這就是大根機。若是過去生還是無明不斷複製，雖

然人人本具佛性，但是過去所修習的法淺，煩惱較多。這回佛應世人

間，雖然他能接受到佛法，但佛法在他的心中能吸收的是有限。就如

草一樣，小根器，所以所接受到的就是小乘法，依教來修行，還是在

修行中。或者是中根機的人，接受到了，道理了解了，但是還是顧自

己自修行而已，還未開啟他的大根性，發弘誓願，還未開啟出來。這



就是隨順根機、因緣來接受，若是能好好趕緊接受，在人群中，就能

普澤大地，長久的時間。所以，佛陀期望人人所接受的是大根機，入

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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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文，「佛亦如是」，佛出現在世間，「譬如大雲普覆一切。既

出於世，為諸眾生，分別演說諸法之實」。就是眾生根機是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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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

演說諸法之實」，雖然五乘、三乘，卻是諸法就是實法，只是眾生根機

無法真正體會。佛陀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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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在人群中增益慧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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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無量義經》裡面就已經清楚說過了。有

的人認為：我修的法，我自己得，我不希望再分給別人。佛陀曾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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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從你這盞燈再分出去得光明。因為他的手中也有一支蠟燭、有一

盞燈，只要你已經點亮這燈，他藉這盞燈引過去，自己的燈亮起來

了，是藉你這盞燈來引他的燈光明。 

 

  我們一室一盞燈，不如讓千百燈來分，將光亮引過去，這樣這間

室不就增加光明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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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是在歲末祝福，一燈

一燈一直引下去，千燈萬燈，這樣點燃了，不就點亮了周圍的境界

嗎？燈燈相傳，在黑暗中不就能看到很美的境界？我們現在的娑婆，

就像濁氣非常的污濁，我們若能在這濁氣中，昏暗的時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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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霧若是很濃，即使白天

開車也要開車燈。要說安全，因為大霧很濃，我們的車若沒有打開車

燈，視線看不遠，對方他會來撞我們，所以我們自己的燈要打開，也

預防我們不要去撞到別人，所以我們開車燈，對方的燈也要開，這樣

彼此之間才不會互撞。這就是人人要懂道理，人人就軌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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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接下來這段文再說， 

 

經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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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簡釋： 

「大聖世尊」；三乘所證，名小聖人；如來圓極圓滿至極，妙覺果海圓

寂，名為大聖。 

 

  這已經開始說了，「大聖世尊」。大聖過去也是要修行，同樣要經

歷無央數劫，上求下化，一路走過來，從小而大。所以，「大聖世尊」

已經得無上正等正覺。昨天說過了，十法界中，除佛之外，全都叫做

眾生，包括三乘─聲聞、緣覺、菩薩乘，都還是有少分無明，所以稱

為「眾生」。唯有佛已經大徹大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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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佛的音聲，我們來體會，透徹他的道理，這叫做小

聖人，雖然還在眾生之中，雖然還是在學地，但是，道理明白了。要

看看我們的根機，到底我們接受多少？我們「隨分受潤」，一分一分一

直了解，慧命一分一分增長，看我們的根機。所以有得到道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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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宇宙萬

物的道理，無不包容在佛的覺海中，所以叫做「妙覺果海圓極」。這妙

覺果海，就是完全圓滿至極修過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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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在學地依教

修行，得到教理入心，也等於是證了果，證得佛法，聽了之後了解道

理，這叫做小聖人。 

 

經文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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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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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世時，這樣為世間人、大眾。那時候有九十多種宗教，佛陀出

世之後，出現人間，有人聽了佛的教法，認為這是他最歡喜，這法能

夠體解深入，這種對正法能夠體會這樣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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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希望將正法再傳於後代，

這種行大菩提道的人，在僧團中也有很多。佛陀依照人人所需求的



法，人很多，稱為「大眾中」，為有心願意求正法的人來宣說。因為那

時候的外道很多，願意向佛道的人眾，佛陀一一為他們說法。下面說 

 

經文簡釋： 

「我為如來」:我是究竟果德如來，久修梵行，福慧具足。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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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如來」，意思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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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修梵行，很久以來就是這樣修清淨行，「梵行」就是清淨行。那

就是「福慧具足」了。「如來出現世間，闡揚大法」，這是因為有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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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清淨的意

思，就是不染穢，叫做清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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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福慧具足。「梵行」是在人群中，而不受人群所污

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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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獨善其身，既不修福，又無法通達人群世事道理。

常常說，佛法不離世間法，離世間求佛法，就如在龜上求毛，如在兔

子頭上要求角，根本這種體相是沒有的。所以，我們修行必定要入人

群，才能結福緣、修善法，才能在人群中看盡眾生的法。有了煩惱，

才有智慧的分別，所以，世間法是相對待。有黑夜，才有白天，同樣

的道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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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如來的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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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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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如是法而來人間。 

 

經文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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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為如來，兩足之尊」。我是如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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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足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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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有

戒、有定，這樣我們在人間走路就暢通無阻。所以，戒、定，我們能

夠對道理具足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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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世間一切事物都是很具足了

解，所以需要的就是戒、定。戒、定就是兩足，那是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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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要用方便法，佛陀就是用方便法。

我們眾生根機不整齊，所以佛陀就設權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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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二足。 

 

「或以福慧為二足」，或者是用福與慧，二項要平行修。要修福，

一定要入人群，為人群付出，為人群效勞。「個人事小，天下事大」，

不只是為個人而已，我們應該要為天下眾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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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佛陀教育我們，啟發我們的慈悲，慈悲到

極等，叫做等觀，慈悲等觀。這叫做福慧，在人群中造福，發揮慈

悲，眾生皆平等，沒有怨親的差別，已經將所有的眾生視為一子，這

是佛陀他的大慈悲平等心，這也就是兩足。 

 

「或以解行為二足」。或者是已經對佛法道理完全清楚了解了，還

要再身體力行，不只是了解而已，還要再身體力行。常常說，法要入

心，行要在法中，這樣也叫做兩足。這是我們修行者最重要的，這全

都是內德，我們自己內心所修的行。內心必定要解，要行。「外形以天

人為二足」。於外在，「佛是天人二足尊」，凡是要修行，不論是天，天

人也常常來以佛為師，何況說我們人間呢？唯有人間能在這五趣雜居

地容易體會到人間的疾苦，才有機會投入人群中去造福人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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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我們說過了，就是戒、定也是兩足，這也是我們自己內在要

修。或者是權、實為兩足，入人群度眾生，這也是我們自己要發心。

或者是福、慧為兩足，這也就是我們在人群中所發揮的福慧修行，這



也就是兩足。或者是體會、了解，實行，這也是兩足。或者是以天人

之間，向所有天人為典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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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總是要在這樣的過程中，具足

如這樣，乘如是法，很多種的兩足會合。 

 

經文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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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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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出於世間」，「為眾生故，不住涅槃」。佛陀應人間的因緣

成熟，二千多年前的悉達多太子出生，然後過程修行，然後覺悟了。

覺悟之後，一生中一直在傳法，弘法利生，壽命在八十，八十歲入

滅，佛陀他是不是這樣就入滅了？「不住涅槃」，他還是會再來，生生

世世，他的內心已經沒有煩惱了，滅除了一切塵沙、無明惑，現相人

間，同樣有壽命的限度，但是這樣是不是代表佛成佛了、滅度了、沒

有了？不是。因為佛覺悟，是如來乘如是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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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成佛，就是出現在這樣的時間，因緣具

足。這樣的空間，選擇在迦毘羅衛國，將他的法要普遍在虛空法界，

這就是佛陀一生來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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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苦由不得自己，來教育我們，教育我們如何離開

苦、集。讓我們知道苦，苦是來自於集很多的煩惱，生生世世不斷複

製，由不得自己，帶業來人間。指導我們要發心，滅除煩惱，要滅除

煩惱，那就要修行於道，我們才不必再帶業來生，由不得自己。所

以，佛陀來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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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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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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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行的過程，就要在這條菩提直

道，隨自己的能力來聽法。聽了之後，「為他演說三乘正法」，就是這

樣聽來，就是這樣入人群去講法。「而於其中，心如虛空」。在眾生

中，不受眾生的煩惱所污染，「心如虛空」，心包太虛，平等，這樣叫

做「寂滅」。我們要修的行就是這樣。所以，「離諸名相，如是般若，

無取無著，是名出世間般若」。所以我們學佛就是要學於此，佛陀他是

已經圓極的成果，已經是無染著了，將他的過程來教育我們，我們人

人同樣走這條路，同樣入人群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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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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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走不到，只要我們時時多

用心啊！ 

 

 

 

************************************************************ 

 

【註一】《法華義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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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皆內德之二足也。外形以

天人為二足，佛是天人二足之尊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