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30《靜思妙蓮華》 會三歸一 開權顯實 (第 1253集) （法華

經•法師品第十） 

 

⊙「今法會三歸一，開權顯一實法，人則回小向大。一乘圓教大法，

深遠不可測，鞏固不可搖。」 

⊙幽則玄妙，遠則無涯，此實相，諸佛安隱之鄉，無人能到，唯佛究

竟，一大事因緣，今為眾開示。 

⊙一大事因緣，今為眾開示，明決明瞭聲聞法，亦入菩薩道，為一大

事，開示悟入佛之知見。 

⊙知見水無乾土，聞解修習，得近菩提正等大覺。 

⊙「若親近法師，速得菩薩道，隨順是師學，得見恆沙佛。」《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 

 

【證嚴上人開示】 

「今法會三歸一，開權顯一實法，人則回小向大。 一乘圓教大法，深

遠不可測，鞏固不可搖。」 

 

今法會三歸一 

開權顯一實法 

人則回小向大 

一乘圓教大法 

深遠不可測 

鞏固不可搖 

 

大家要用心哦，《法華經》<法師品>，已經要告一段落了，〈法師品〉

完全就是，一直要大家深入，用心持，受持這部經。這部經的意義，

就是顯示了圓融的教法，是我們人人要去用心體會，也顯出了這部經

很深、很廣，包含很廣；而且這部經是五濁惡世，紛紛擾擾的時代，

這個時代的良方，治世良方。因為它包含的道理開闊，但是要講這部

經，不只是時間長、包含廣，又是呼籲我們要身體力行。妙法就是對

治重重煩惱，眾生的心病，必須要妙法治，要有心，才有辦法法藥來

對治，這就是要很用心去體會。所以，這個法會就是會三歸一，「今法

會三歸一」。要用心看清楚、了解，這個法，會三──小乘、中乘、大

乘合會成為一，「一」那就是開權顯實。 

 

過去「阿含」，就是對應小教根機，初入門，就是要先讓他們知道人間

事，要先讓初入門的人體會人間事，除了自然法則──生老病死是

苦，在生老病死這段時間，還有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



陰熾盛苦，一共有八個苦，但是我們人人就是這樣，出生到老死，這

些苦，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歸納在五陰熾盛，這些道理他們都

不知道，每天都是這樣在過。是啊！我愛的人，要分開了。這種愛的

人要分開，愛的東西要損失掉，這些事情當事人就是苦啊，苦啊！光

知道是苦，不知道愛別離這種原因，是如何來。「求不得」。人生的心

態，總是只知道：我要的，所以我非得不可。這個我要，非得不可，

這當中就要想盡辦法不擇手段，在這當中製造無明煩惱，造種種的

業。這愛別離，以及這分求，想要求。 

 

又是「怨憎會」。這個人，我愛的，求不到，離開了，我苦啊！但是與

我在一起，什麼樣的因緣，當中就成怨、成仇、成恨，這怨恨情仇就

是在這當中，這樣也是一樣造作，很多的無明煩惱。人與人的相處若

能很簡單，大家在一起，因緣，惜緣相聚，這樣不是很好嗎？平常

心，離開時祝福，這樣也是歡喜心。為什麼這當中有這麼多的苦，產

生了愛恨情仇？這麼多來造作，彼此之間也很多的是非，這樣來衍生

出去，這就是眾生無明。是我們的東西，該得的，要時時感恩。人生

生活在世間，需要多少東西呢？三餐吃得飽，身體穿得暖，住的地方

能遮風避雨，應該就很感恩了，還有什麼可再追求，求得這麼辛苦

呢？ 

 

佛陀，皇宮享受也是在生活，一個人離開皇宮修行，走遍了恆河兩岸

去訪道，去訪問、去學道，去了解道理，人與人之間，所產生出來的

這個教育，到底這個教育的宗旨是什麼？對人生的得失究竟是什麼？

佛陀在這段時間，十多年期間不斷尋尋覓覓。當然，有人就說六年，

有的傳說是十一年。不論是六年或者是十一年，這時間還是一個人。

成佛之後給大家的觀念，「一缽千家飯，孤僧萬里遊」，多麼的瀟灑，

心無掛礙，無有一物掛礙，無有情愛掛礙，有的就是道，行在菩薩道

上，入人群中，將佛陀的教法普遍，讓人人能了解，弘法利生，這樣

也是在生活。世俗人事業，一項再一項，一個事業再一直拓展、拓

展，再多都還不滿足，人生一輩子也是這樣勞碌過去。辛苦，但是這

個辛苦到頭來，得到什麼呢？有啊，得到很多業力，牽引著他到未

來，由不得自己的方向去，這就是人生。 

 

我們現在就要很了解，佛陀已經將這個法，明確要讓大家知道，五濁

惡世，這種求無止境的煩惱愈多，造業的人愈多，這個心態，愛恨情

仇愈造愈深，煩惱思想愈來愈複雜，造成了人間一片濁氣，需要法如

淨水來洗滌這種濁氣。就像乾旱時，風稍微吹一下，就沙塵暴，這樣

滿天都是濛霧了，看不到很遠的地方，這就是缺水了。世間濁氣這麼



重，就是缺法；人這麼多的煩惱，就是法未入心。佛陀將這個圓教，

就是大乘一實法，真實的教法、圓融的教法，他希望我們能這樣，不

斷將它流傳下去，持經、讀誦、抄寫、講說、行的供養等等，就是想

要這部經能夠廣布流傳。他到了晚年時，將法會三歸一，佛陀一代時

教，小乘、中乘、大乘，其實，他是對機說法，不是到法華會才完全

說大乘法，不是，他是對機說法。但是到晚年來，他就完全將它歸納

起來，分類歸納。 

 

小教，那就是初入佛門的人，對佛法完全空白，對世間事，很多已經

接受的苦難，不了解這個苦的道理從哪裡來，所以佛陀就第一步《阿

含經》，來分析，讓大家了解苦的源頭，就是一念心，這種貪、瞋、

癡、慢、懷疑，造作了這麼多苦。所以佛陀來分析一念心，這些心中

很多煩惱的名詞，就在這裡一一對機，將它分析出來，就立名，所以

很多法數中，法的數字、的名稱就很多。本來是很簡單的法，所以佛

陀為了教育，所以對機，就這樣不斷設出了很多的名稱教條來教誡，

這就是在「阿含」，不離開「四諦」法──苦、集、滅、道。苦、集、

滅、道了解之後，佛陀對人人都是要從「因緣果報觀」，所以說了很

多，佛經很多的故事，過去生的過去生，無量劫前，佛的本生、弟子

的本生、佛與弟子的因緣等等。佛經中是很多，用過去來譬喻現在，

這因緣等等。但是，這就是都歸納在，《阿含經》，阿含部之中。接下

來就是，「方等」與「般若」，慢慢根機成熟了，光是在這「有」的

法，恐怕眾生停滯在這個「有」，容易造成了迷，所以佛陀開始引入

「空」法，所以中乘，「方等」。方等，就方便，開出了很多方便門，

要引導大家要再進一步了解，了解「有」的一切，就是因緣會合，會

合了因緣，將來就是要分開，也是沒了。 

 

「無」，如何沒了呢？空掉了。進入了「般若」，智慧分明，了解會

集、離散等等，用智慧去體會，這個「空」的道理，這是入「般若」。

但是「般若」，佛陀在這二十二年間的，「般若」來談，談了這個「般

若」，卻是希望大家能了解。《般若經》就是要大家，全都體會人間世

相終歸於空。但是完全都空掉了，佛陀也會擔心，眾生執著在這個

「空」，空無所有，無所事事，不對，還是空、有會合，為一大乘法。

一大乘法就是要普遍在人群中去體會，去了解。所以在〈法師品〉，好

像每天都在說：「你要入人群去，去體會人群中這麼多的煩惱，要體

會。」人群就像是一個洪爐，在歷練，歷練出了精純的器具出來，這

就是我們要入人群去。「煩惱即菩提」，在烈火中鍛鍊過來，才是有精

的東西，精純的東西。我們在人群看大家的煩惱無明，如何產生，難

道需要這麼複雜嗎？難道需要這麼多的煩惱嗎？當局者迷，旁觀者



清，這就是讓我們去體會了解。 

 

所以「開權」，將空、有攤開來，顯出了一實，那就是大乘法，這個大

乘法就是全都包含起來，這「一實乘」法。這對人來說，修行是聲聞

人，或者是緣覺，或者是發大心的人，菩薩，反正來到這個地方，所

有一切修學佛法的人，「人則回小向大」。沒有小中乘，究竟來，佛陀

是要大家發大乘心，大家了解了，回小向大。向大，「一乘圓教大

法」，這個一乘圓教大法，就是在現在，佛在靈鷲山，佛在靈鷲山所開

顯出來的，《法華經》，它就是一乘圓教大法，在這個地方要完全歸

納，過去的小、中乘，歸納起來為一大乘。這一大乘的法「深遠不可

測」，很深、很遠，從凡夫對準了佛的境界，這條路還很長、很遠。多

遠啊？那就要看我們人的心。我們的心煩惱若還很多，當然就很遠

了。但是，我們若是煩惱去除了，當下即是，這是很深的道理，所以

當下即是。既然是當下即是，卻是我們凡夫看來，佛道離我們很遠。

這就是凡夫啊！ 

 

我們要修行，大家就是要承認我們是凡夫，但是凡夫若能很用心，其

實當下即是。人人本具佛性，佛陀就說，「心、佛、眾生，三無差

別」，佛的目標在哪裡？當下即是。因為我們與佛無差別，差別在哪裡

呢？煩惱無明覆蓋，就是這樣而已。但是，這個道理是知道，要我們

放下、去除，很難啊！所以他說「深遠不可測」，什麼時候你才有辦

法，將你這個煩惱無明，撥開、放下呢？只是差在這裡。所以，本來

佛法是這麼堅固，需要我們「鞏固不可搖」，道心，只要你一念的道心

起，「發心如初，成佛有餘」，即時就是能成佛。佛心在我們的心裡，

佛在我們的心，「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

塔，好向靈山塔下修」。哪有多遠呢？就是這麼近，只是我們的道心沒

有鞏固下來，因為我們常常在搖擺，我們的心起起落落，所以我們永

遠進而退，進又退回來，這種進進退退，永遠都是在凡夫地踏步，永

遠無法向前進。所以我們若能鞏固道心，什麼樣的無明、煩惱都不會

動搖我們的心，這就是我們要學的。 

 

這個深，真的幽深啊！「幽則玄妙」，它有很玄妙的道理，很深。 

 

幽則玄妙 

遠則無涯 

此實相 

諸佛安隱之鄉 

無人能到 



唯佛究竟 

一大事因緣 

今為眾開示 

 

法確實是甚深甚深，真的是甚深，所以這個玄妙的法，對凡夫來說，

是遠不可測，無涯，到底要說多遠？真的是無涯，這個法。常常說壽

命有限，到底我們的壽命多長？我們不知道，但是開闊，我們的生命

要讓它開闊嗎？那就看我們自己要多開闊，要多深，都能看我們自

己。對法若有體會、有了解，法，深奧微妙，非常玄妙，它開闊，廣

無邊際，遠、廣、無涯，法，任我們應用。假使我們反過來，就是無

明、煩惱，凡夫要到佛的境界還是很遠，無法測量。 

 

所以這是，「實相諸佛安隱之鄉」。我們若能心歸一，心包太虛，天地

宇宙會而合一，這就是諸佛安穩之鄉。佛法的實相就是這樣，就是圓

滿一乘大法，這就是「諸佛安隱之鄉」。「無人能到，唯佛究竟」。凡夫

因為無明還很多，明明就很近，但是我們當中的沙塵暴，就是這樣讓

我們看不到，那個真實安穩之鄉在哪裡。虛空法界，虛空，無不都是

在法界中，我們凡夫就是無法去體會，所以無人能到達，唯有佛有辦

法到。佛，人人本具佛性，只要我們回歸我們的真如本性，我們就是

究竟，虛空法界回歸合為一體，這就是安穩之鄉。所以「一大事因

緣，佛為眾生開示」。 

 

一大事因緣 

今為眾開示 

明決明瞭聲聞法 

亦入菩薩道 

為一大事 

開示悟入佛之知見 

 

就是為了這樣的因緣，佛陀來到人間，就是這樣向我們開示，一大事

因緣，讓我們很明瞭，讓我們很清楚。明決，決定，讓我們明瞭決定

這聲聞與緣覺，說你一定要入菩薩道，才是你的究竟法。 

 

這是佛陀在靈山會，《法華經》裡，明瞭決定，「明決明瞭聲聞法」，亦

是要入菩薩道來。這就是佛陀來人間的，一大事因緣，要來「開示」，

眾生要「悟入」，要能覺悟、要能入，入這個境界來，這就是佛陀對我

們最大的期待。所以「悟入佛之知見」。這是佛陀他最大的盼望，來人

間的目的。所以「知見水無乾土」。 



 

知見水無乾土 

聞解修習 

得近菩提正等大覺 

 

我們若能知見佛的境界，這種法，理水，就是法水，永遠都是在我們

的內心，就不會整片的心地都乾燥，一點點的無明來煽動我們一下，

我們就這樣無明沙塵，沙塵惑，就這樣將我們整個心，這樣很濛霧，

看不到前面應該走的路。 

 

所以我們應該很用心，要「知見水無乾土」。知見的水，我們若能常常

心中有法水在，這一片心地，就沒有這樣的塵沙惑，就沒有這些惑，

沒有這些煩惱，要不然，心地乾燥，無明風一吹，這乾燥的心地就這

樣，「蓬蓬颺」（塵沙瀰漫），無明啊！所以我們應該要，就是要能見到

法水，法水永遠滋潤我們的慧命，慧命要成長，需要法水。所以「聞

解修習，得近菩提正等大覺」。我們若能好好用心聽經的法，我們全都

將它體會了解了，下定決心就是修行，要修，要複習。這人間，我們

也要去實習。要當醫生，讀書之後就要去見習，去看醫生如何看病

人，病人有多苦，就要去見習。見習之後，他畢業，決定真的要當醫

生，就要去醫院當見習醫生，要去跟，去跟主治醫師巡病房，看醫生

如何診斷病人，醫生就會向見習醫師分析，這個是什麼病，他有什麼

樣的細菌，如何發病起來，就在那個地方見習。 

 

經過了見習一段，他就當住院醫師，主治醫師的責任就慢慢委託他。

住院醫師，他晚上、白天，這些患者有什麼樣的動靜，住院醫師開

始，就要和病人接觸，要了解，要望、聞，去了解他，去看，去聽病

人的細說，記錄下來，就給主治醫師。漸漸地，主治醫師教他，他就

漸漸知道，緊急時要用什麼方法救，用什麼藥，就漸漸地能治療病人

的病。 

 

同樣的道理，我們學佛就是這樣，我們就要修習，我們在修行，就是

要這樣一步一步，要修啊！首先自己修學，然後就要慢慢走入人群

去，人群中充滿了苦難的眾生，煩惱、無明，就如心病，就如病人一

樣在呻吟，很多煩惱無明的聲音，是對的，是不對的，他們在那裡在

掙扎、在呻吟，哀叫。 

 

到底這是什麼病？我們就要很用心。我們就如當住院醫師，我們決定

在人群中去體會、去聽這麼多複雜，聽起來好像是，其實是不對，似



是而非，這麼多的無明，難解的法，所以很多的雜症都在人群中。所

以我們要修，要修行，我們才說要大慈悲，要不斷不斷累積慈悲心，

要如何擴大我們的心，心宅。心宅就是包含在三界，三界如火宅，我

們的心是要在火宅中呢？或者是要入如來那個安穩，如來的境界去

呢？這就是要看我們的心。所以我們要很用心去體會，我們若要入如

來鄉，就是安然自在，那就是擴大我們的心宅，天地宇宙，心包太

虛，天地宇宙空間合而為一，這就是如來的心地，也是如來鄉，如來

安穩之鄉。 

 

這就是實法，我們就要用心去體悟，去修習，去了解，這樣我們堅定

的道心，慢慢一直親近到菩提正覺，正等正覺，那就是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是啊！修行如選擇醫學院一樣，醫學院的醫學生就是從不知

道而慢慢體會，體會人間病痛的疾苦。我們修行也是這樣，樣樣都不

知，儘管在苦難中，但是不知道道理是什麼，就是在苦難中不斷地掙

扎，就如病人，苦，病就是亂投醫，就是這樣在不斷製造，這個病因

不斷製造病症，又愈來愈重，自己全都不知，光是在那裡呻吟，這就

是我們眾生的病，就是這樣起來的。所以需要，需要適應世間，要設

很多方法，如何來幫助。所以，本來就很簡單，就要設很多很多的名

詞，來解開眾生的苦難，就像慈濟，為了適應現在眾生的苦，我們就

有慈善。慈善從初步開始，一直到現在，在國際間，多少的苦難人，

我們愈看愈遠，苦難人愈來愈多，有大自然的不調和，所受的災難，

苦啊！有的帶業而來，生在苦難處，正報、依報，一生中的苦，這種

苦難的眾生愈看愈多。 

 

再看，人間心理無明，所造作這麼多的禍端，多少血淋淋、慘不忍

睹，人間所造的災禍。從慈善的角度，廣面，天下之間看到這麼多苦

難人，人道精神不得不建立起來，所以要救濟。這就是慈善，也是要

解開眾生的苦。但是佛法，「苦既拔已，復為說法」，所以我們需要用

佛法的精神，鋪菩薩的道路，讓大家有辦法走，去接近苦難人。不是

一次救濟他，是要長期關心他，從最苦的時候，讓他解開苦難，最急

的時候，然後讓他有一個安定的地方，讓他有穩定的生活，又再要讓

他了解，他也能去幫助人的方法。所以「苦既拔已，復為說法」，這就

是佛陀來人間開示的方法。 

 

這樣夠嗎？現實的病痛真的是苦啊！因病而貧啊！因為一病下去無法

工作，所以一個家庭拖累下去就貧了。而有的人本來就是貧，小小的

病無法處理，無法看病，就忍著，一直拖，拖到重病。所以這樣，我

們成立了義診。義診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呢？慈善之後的第六年，(一九



七二年九月十日)，就是在仁愛街成立了義診所。 

 

就是因為義診，才又發現了花蓮醫療的欠缺。東部一帶都欠缺，因為

這樣，發一念心，所以在東部蓋醫院。很辛苦，一直到 1986年，花蓮

慈濟醫院成立了，蓋起來了。從 1972年義診，1986年這個時間，十幾

年的時間，這段時間為了蓋醫院，是多辛苦啊！是為了什麼呢？為了

發現，發現到人生苦難。 

 

這念心，這是法，法啟動了這念心，這念心就是去掘井。因為眾生人

人就是缺這些法，缺這些道理，掘井，希望這掘井的人，將這口井掘

起來。但是要掘井的過程，就需要很多人，很多人點點滴滴的力量，

來會合起來。這是過程很辛苦，不是只要造一口池，一口池，要點點

滴滴的水進來，但是這個點滴的水若沒有進來，這口池就會乾了，不

如來掘井。說來話長，總而言之，慈濟就是這樣開始。 

 

世間的苦難，慈善、醫療、教育、人文，為了醫療，所以我們要教

育；為了教育，所以需要人文，不斷地延伸出來四大志業。也是因為

佛陀他來人間，一大事因緣的開示，讓我們能體會人間的苦難，讓我

們了解修習佛法要接近人群，去解開人群的苦難，所以我們開這一

條，在人群中的菩薩道。很多說不完的法，就這樣開始。在這個五濁

惡世，佛陀所關心，這個法要永遠住世人間，所以〈法師品〉這樣一

直延續下來。 

 

若親近法師 

速得菩薩道 

隨順是師學 

得見恆沙佛 

《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 

 

所以「若親近法師，速得菩薩道。隨順是師學，得見恆沙佛」。能這樣

身體力行去走，我們就能發現到，人人無不都是菩薩，在菩薩道中

走，回歸到如來本性，我相信這是我們用心的過程，目標就是佛的境

界。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6年 8月 21日～ 


