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728《靜思妙蓮華》佛平等說 稟潤各殊 (第 918集)（法華經•

藥草喻品第五） 

 

⊙「轉不退之法輪，隨順眾生根機，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諸菩

薩。」 

⊙「安住神通，轉不退輪，度無量億百千眾生，如是菩薩，名為大

樹。」《法華經 藥草喻品第五》 

⊙「佛平等說，如一味雨，隨眾生性，所受不同，如彼草木，所稟各

異。」《法華經 藥草喻品第五》 

⊙佛平等說，如一味雨：佛慈悲心，平等而說，如時雨降，一味雨。 

⊙隨眾生性，所受不同：法雖平等，隨彼眾生，所稟根性，得益不

同。 

⊙眾生又名有情，即一切有情識的動物。集眾緣所生，名為眾生；又

歷眾多生死，名為眾生。 

⊙十法界中除佛之外，九界有情皆名眾生。 

⊙如彼草木，所稟各異：眾生之性，如諸草木，隨其大小，稟受不

同。 

⊙佛平等說，能潤；所稟各異，所潤。是為能說，及所受者，稟潤各

殊之性。 

⊙蓋人天乘為小藥草，二乘為中藥草，菩薩為大藥草，菩薩為小樹，

八地以上菩薩為大樹。悉皆各因其本具之種姓而逢潤滋長。 

⊙十地：歡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難勝地、現前地、遠行

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 

 

【證嚴上人開示】 

「轉不退之法輪，隨順眾生根機，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諸菩薩。」 

 

轉不退之法輪 

隨順眾生根機 

三千大千世界 

微塵數諸菩薩 

 

誰來轉法輪呢？釋迦牟尼佛為了眾生，他悲憫眾生，眾生心本具佛

性，只是煩惱無明覆蓋，所以心輪就是覆住了。佛陀為了眾生，所以

不斷來人間，隨眾生的根機，要如何能夠眾生體會、了解。法本來是

一，只是隨眾生根機，所以佛陀所說的法，那就是以他們聽得進、做

得到，他們歡喜願意接受，這樣來為他們轉心輪。 

 



就如一輛車，這輛車，它要走的路是什麼樣的路呢，它就要用什麼樣

的車輪。所以，眾生的根機、眾生的因緣各不相同，佛陀必定要去適

合眾生，因緣、根機的不同，同樣是要運載眾生到目的地，不論是在

平地或者是水路，總是要有輪來轉。 

 

所以說「轉不退之法輪」，這法輪一轉，就是不能停下來。佛陀無央數

劫來人間，不停歇，佛在世時，他已經就是這樣大轉法輪，我們才有

現在的法可聽、可說。這是描述佛的時代，說法四十多年了，到最

後，為了法，要弟子好好相傳，就那就是要鼓勵行菩薩道，要能說、

能入心、能做；他要能說，法入心來，身體力行在人群中，這樣法才

能夠，生生不息這樣在轉動，一代一代再傳一代，要轉不退法輪。 

 

「隨順眾生根機」。眾生的根機分作五乘，根機不相同，千千萬萬的習

性，佛陀到底要如何去隨機呢？就是分類為這五種，小草、中草、上

草，還有小樹、大樹。 

 

在家菩薩，教他如何造福，在家人，教他如何，不要墮三惡道，所以

講人乘、天乘。人乘就只是守住人身，不墮惡道；天乘，那就要造十

善業，而且要大善大福，才能生天堂、享天福。而這兩類在社會人

群，他也能發弘誓願，發大心，聽大法、說大法、行大法，這就是人

間菩薩。 

 

所以，我們學佛一定要建立信心。眾生的根機千千萬萬種，佛經裡也

說，眾生有八萬四千煩惱，佛陀就要應機逗教，要有八萬四千法門，

來應對八萬四千煩惱的根機。眾生的煩惱再多，只要法輪一轉，轉惡

為善。所以，不論眾生的根機有多少種，佛陀的智慧轉大法輪，就能

隨順眾生的根機。 

 

「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諸菩薩」。眾生這麼多，佛陀開始發心，無央

數劫不斷地轉法輪，隨順眾生的煩惱，不斷，所以已經有這麼多的菩

薩。有多少呢？「微塵數諸菩薩」，在這三千大千世界。小千世界、中

千世界、大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成為一個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

世界，成為一個大千世界，這種無量數的世界，世界就是大空間。 

 

我們眾生在色界、無色界或者是欲界，有多麼廣闊，人的心態，所以

很多很多的煩惱，塵沙無明煩惱，佛陀無不一一用法讓他們入心，掃

除這種見思惑、微塵數的煩惱，所以一一轉過來，轉煩惱為法輪。這

就是佛陀轉法輪，看看眾生的煩惱有多少。 



 

就如佛陀過去世，也曾經經過了，一位叫做乾夷王，他發大心。他就

是要讓他統治的子民，人人行善，所以他的國家，監獄完全是空的，

這是用愛來教育他的人民。 

 

卻是，不論他如何用愛來教育，卻也有人用嫉妒的心，就是要來刁難

這位國王。因為國王說，眾生只要他所需求的，他絕對滿足他。所以

有一位叫做逝心，他就來到國王的殿外，就說：「我要國王你的頭，因

為你的頭腦很好。」國王就說：「我的頭給你，你也沒有用，不如我用

所有的寶物來製作頭，你要千頭或是萬頭，我用寶物，打造一個個我

的頭給你。」他還是說：「我只要你這個人的頭。」 

 

為了要滿足他，所以這位國王，他就自己將皇冠，他頭上的帽子拿下

來，將他的頭髮打散，就在樹下，他將頭髮綁在樹上，叫這位逝心，

說：「來，這把刀給你，讓你將我的頭取下來。」這位逝心真的將刀舉

得高高的，開始要向國王的頭斬下去。這當中，忽然間樹神起怒心，

就向這個人打巴掌，打了一巴掌，這個人就這樣整個頭向後轉，刀就

落下，全國的人歡呼起來了。 

 

佛陀說這個故事之後，就告訴大家：「你們知道嗎？當初那位逝心，就

是現在的提婆達多，那位國王，就是現在的我。」 

 

這個故事讓大家了解，修行的路是很坎坷，要經得起這樣的考驗。卻

是煩惱難轉，所以，這個法輪不能停歇。大家要與佛同樣的心，人人

都來做菩薩，人人都能將佛法，在任何一個地方都能將法普遍。 

 

所以前面的(經)文說，「安住神通，轉不退輪，度無量億百千眾生，如

是菩薩，名為大樹。」 

 

安住神通 

轉不退輪 

度無量億 

百千眾生 

如是菩薩 

名為大樹 

《法華經 藥草喻品第五》 

 

這就是佛陀已經有信心，在家菩薩、出家菩薩，人人都能走得通的



路。不論是聲聞、緣覺，也能轉動他們的心，轉小為大，這就是佛陀

對眾生的信心，眾生應該也要對佛所說的法，我們要更有信心。 

 

下面接下來這樣說，「佛平等說，如一味雨，隨眾生性，所受不同，如

彼草木，所稟各異。」 

 

佛平等說 

如一味雨 

隨眾生性 

所受不同 

如彼草木 

所稟各異 

《法華經 藥草喻品第五》 

 

「佛平等說，如一味雨」。這就是譬喻佛慈悲心，普天之下，佛對所有

眾生都是平等。法，任何眾生，佛陀的慈悲，所說的法如雨降，如雨

下，都是「一味之雨」。 

 

佛平等說 

如一味雨： 

佛慈悲心 

平等而說 

如時雨降 

一味雨 

 

隨順眾生性，「所受不同」。法雖然是平等，但是眾生的根機大小不

同，所以「隨彼眾生，所稟根性」。 

 

隨眾生性 

所受不同： 

法雖平等 

隨彼眾生 

所稟根性 

得益不同 

 

是草根呢？或是樹根？草根就很微小，樹根開闊。所以「所稟根性」，

「所稟」就是所受，所受的根性，「得益不同」。是草或者是樹的根

性，他們所受的是不同。大根就受大量，小根就受小量，隨它們的根



器受益。 

 

「眾生又名有情」。我們常說，菩薩叫做「覺有情」，這叫做「菩薩」。

已經覺悟之後的有情。有情就是眾生，就是未覺悟的眾生，迷者是眾

生，也就是有情。眾生又名有情，「一切有情識的動物」，都叫做眾

生。 

 

眾生又名有情 

即一切 

有情識的動物 

集眾緣所生 

名為眾生 

又歷眾多生死 

名為眾生 

 

我們也是眾生之一，但是我們發大心、立大願，叫做「覺有情」，覺悟

的眾生。 

 

眾生就是，「集眾緣所生，名為眾生；又歷眾多生死，名為眾生」。

「眾」就是「多」的意思，由不得自己帶業來生，生生世世在五道惡

世中。不論你是什麼因緣，在什麼道，這也是叫做眾生。歷經了無數

的生死，這也是叫做眾生。希望我們是已經有覺悟的眾生。 

 

「十法界中，除佛之外，九界有情皆名眾生。」 

 

十法界中 

除佛之外 

九界有情 

皆名眾生 

 

這我們之前也說過了，總共是「十法界」。「六凡四聖」合起來是「十

法界」。「四聖」中，就是聲聞、緣覺、菩薩、佛，這樣叫「四聖」。佛

陀就是無上正等正覺。除佛之外，都是還未圓滿的，所以「除佛之

外，九界有情皆名眾生」。 

 

如彼草木 

所稟各異： 

眾生之性 



如諸草木 

隨其大小 

稟受不同 

 

「如彼草木，所稟各異」。就是說眾生的性，就如大地的諸草木，「隨

其大小，稟受不同」。大地難道只有草與木而已嗎？花花草草、五榖雜

糧等等，都包含，天地之間，所有的植物都需要，這各有它的根性。

「隨其大小，稟受不同」，因為大小，給它的雨露、雨水，隨它的大

小。 

 

佛平等說 

能潤 

所稟各異 

所潤 

是為能說 

及所受者 

稟潤各殊之性 

 

「佛平等說」，就是「能潤」。能說法者就如水，它能潤濕大地。「所稟

各異」，就是「所潤」。佛陀是能度的佛，眾生是所受度的人；所以說

來，「能」、「所」，是能說法的佛及所受法的人，這樣叫做「稟潤各殊

之性」。這就是所受微塵的眾生，所受的就是這樣。就如這個盆栽，沒

澆水不行，但是要受它的環境所需要，超過也不行。 

 

所以「人天乘為小藥草」。人、天都還是小藥草，還是在三界內，還是

在欲界中。這雖然造福，雖然受戒，但是煩惱未除，還沒有發大心，

所以還算是小藥草。二乘就是聲聞、緣覺，這還是叫中藥草。因為他

也還未發大心，只想要獨善其身。到了菩薩，就成為大藥草了。 

 

蓋人天乘為小藥草 

二乘為中藥草 

菩薩為大藥草 

菩薩為小樹 

八地以上菩薩 

為大樹 

悉皆各因其本具之 

種姓而逢潤滋長 

 



前面，人天乘，就如較清涼的草，這個草較退火，就如這樣而已。「二

乘(為)中藥草」，這種草就能治病，但是治的是小小的病。所以，需要

大藥草，種種的病，很多的重病，那就需要大藥草。就如菩薩，能福

慧雙修，既造福，還能轉法輪，聽法、說法、傳法，這就是菩薩。 

 

菩薩分為初發心菩薩，或者是在十地中的菩薩，在進行中的菩薩。菩

薩有很多類。有十住、十行、十回向，經過這三個階段，就開始成為

小樹。小樹，若到「八地」以上的菩薩，才稱為「大樹」。十地是什麼

呢？ 

 

十地： 

歡喜地、離垢地 

發光地、焰慧地 

難勝地、現前地 

遠行地、不動地 

善慧地、法雲地 

 

第一地就是歡喜地，第二地叫做離垢地，第三地叫做發光地，第四地

叫做焰慧地，第五地叫做難勝地，第六地叫做現前地，第七地叫做遠

行地，第八地叫做不動地，就是心不動了。第九就是善慧地，第十叫

做法雲地。 

 

我們開始修行要歡喜，歡喜接受佛法，接受了佛法，第二地就要去除

煩惱。第三地煩惱去除了，骯髒清除，就亮麗起來了，不只是乾淨，

它還會發光。第四地發光之後，開始發心，心地光明，它能難行能

行，這就是第五地難勝地。第六是現前地，聞聲救苦，哪一個地方有

苦難，聞聲救苦去了。不只是近處，第七地就遠行地，跨國去救災，

跨地去救苦。 

 

第八地，不動地，就是不受人間種種無明煩惱，將我們覆蓋，我們的

信心不動，叫做不動地。第九就是善慧地，所以不動地還未到，不動

地以上還要有第九善慧地，一直到第十叫做法雲地，密雲彌布，真的

能下雨；晴空萬里就無雨，必定要密雲彌布，就是開始要將法普被人

間。這樣叫做十地。 

 

所以說，菩薩從十地以上，就是叫做大菩薩。若開始發菩薩心，就要

十住、十行、十回向，這都稱為菩薩，但是這種菩薩叫做小樹；再開

始向八地以上的，那就是叫做大樹了。 



 

佛法，我們能將「一相一味」，化為真理。真理就是無相無體，但是，

理在我們的內心，從初地的歡喜地，一直一直到法雲地，不斷向前前

進，「悉皆各因其本具之，種姓而逢潤滋長」。若能夠這樣，各各因個

人的根機，個人的發心立願，這樣來接受滋潤。所以，學佛不要停滯

在，歡喜地而已，我們必定要向前前進，一直到遠行地、不動地、善

慧地，到法雲地，真真正正的密雲在空中，能普被天下眾生。我們要

時時多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